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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废水生物处理原理》是环境专业的一部重要教材，它主要阐述废水生物处理的基本原理，同时
也提供了工程方面的重要信息。
作者U.wiesmann，I.S.Choi和E.M.Dombrowski均长期在废水生物处理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废水
生物处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需要得到有效的处理。
因此，必须研发和优化高效、合理的废水处理工艺，以使废水经过处理后能够达标排放。
在这一方面生物处理技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要求废水处理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技
能和理论知识。
书中描述的解决废水生物处理问题的方法，是生化工程师基于系统的物质守恒原理所建立起来的，其
作者努力呈现其数学推导过程。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该书体系独特，特色鲜明；作者既强调基础理论，又重视实际工程应
用。
我们期待它能够成为学生、工程师及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该书回顾了微生物学和废水处理的历史发展，简要介绍了废水特性指标和相关法规，详细阐述了
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及其化学计量学，深人讨论了氧气在气液界面的传质及处理高浓度废水的厌氧
工艺，扼要综述了持久性污染物生物处理的最新研究结果，也论述了废水脱氮、除磷过程的化学计量
学和动力学，解释了活性污泥1号模型，介绍了废水处理中的膜技术，最后还介绍了如何实现生产过
程和废水处理的有效结合。
　　《废水生物处理原理》一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盛国平博士和山东大学王曙光博士联合主笔翻译
。
第1～6章、第8章、第10章和第11章及附录部分由盛国平负责，第7章、第9章、第12章和第13章由王曙
光负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工程实验室和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多位研究生参与了本书的初译工
作，他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全保、岳正波、王进、倪丙杰、刘丽、谢文明、臧国龙和山东大学
的张晓敏、卢磊、赵立健、石义静、刘菲菲、宋瑞红、滕少香等。
这些研究生的加人大大加快了翻译速度。
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全书由盛国平和王曙光统稿。
　　全书的翻译工作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汉青教授的支持下开展的，他一直关心我们的翻译工作
，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正如在许多中译本专著的序言中所述，专业书籍的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限于译校者的水平，译著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废水生物处理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在阐述废水生物处理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广泛论述了废水生物处理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
主要内容包括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及该过程中的化学计量学和动力学，氧气在气液界面的传质，处
理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厌氧工艺，持久性污染物生物处理的最新研究结果，生物法脱氮、除磷过程的化
学计量学和动力学，活性污泥数学模型，以及废水生物处理中的膜技术等。
    本书既注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介绍，又注重该领域的最新发展。
本书可作为环境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教师及科技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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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废水收集和处理的历史演变　　1.1　古代给水和废水管理系统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
，在Indus河畔的Mohejo-Daro（属于巴基斯坦）建造了一个最古老的废水管理系统。
几个世纪之后，该河流改道，城镇废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黄沙覆盖。
20世纪30～40年代，这个早期的高度文明被重新发现，当时的私人和公共建筑都建有卫生间，洗涤用
水、洗澡水和雨水通过特殊的凹槽流人沟渠，沟渠建造有一定的坡度以便将这些废水导人Indus河中。
这些设施标志着早期文明具有很高的卫生标准。
　　公元前500年，罗马就开始使用一种古老的沟渠作为主要的废水收集设施，称为Cloaca Maxima。
然而很快它就不足以处理越来越大的废水水量。
在随后的世纪中，它被不停地扩建、延伸，并增加了顶盖（Lamprecht l988）。
考古学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完整图像：从Forum Augustum起始一直流人Ponto Palatin0附近的Tiber河
。
在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31年～公元193年），这个沟渠宽3.2 m，高4.2m（图1.1），小船可以在里面
行驶，人也可以通过检修孔进入到沟渠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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