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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法是世界各国废水处理最常用的方法，城市生活污水几乎都用生物法处理。
因此，生物法运行调控的科学有效性对实现节能减排，保护水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生物法的主体是微生物，然而目前生物法的运行调控主要还是根据物理化学的分析结果，不能准确判
断生物处理系统的真实状态，难以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
由日本株式会社西原环境著的《排水处理的生物相诊断》一书建立了污水处理的生物相诊断技术，把
生物法运行调控从主要依靠物理化学分析转变为物理化学分析与生物相诊断技术相结合，使调控更加
科学合理有效。
 该书是原著者西原环境公司三十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汇集了公司团队的集体智慧。
在此衷心感谢西原环境公司为推动中日文化技术交流积极支持中译本的出版。
 执笔者大下信子女士尽力支持和推动该书中译本的出版，长英夫先生在百忙之中投入精力进行翻译和
审校，并协调相关出版事宜。
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系孙贤波副教授对微生物名称的准确翻译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
 由于水平限制，特别是涉及微生物名称和行为的准确理解和表述难免存在不少问题，欢迎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译者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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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法是世界各国废水处理最常用的方法，城市生活污水几乎都用生物法处理。
因此，生物法运行调控的科学有效性对实现节能减排，保护水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生物法的主体是微生物，然而目前生物法的运行调控主要还是根据物理化学的分析结果，不能准确判
断生物处理系统的真实状态，难以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
由日本株式会社西原环境著的《排水处理的生物相诊断》一书建立了污水处理的生物相诊断技术，把
生物法运行调控从主要依靠物理化学分析转变为物理化学分析与生物相诊断技术相结合，使调控更加
科学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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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 按有机负荷状态划分的五个群 活性污泥法是将流入的有机物通过曝气转换成生
物（絮体），再分离成处理水和固体的技术。
维持固液分离性能良好的絮体状态是运行管理的重要操作因素。
最好通过观察絮体的状态就能判断曝气池的状况，但实际上相当困难。
取而代之，将有机负荷状态分为五个群，通过观察捕食细菌类的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的变迁来判
断絮体的状态。
每个群利用图1和图2确定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的指示生物。
曝气池有机负荷状态分为以下五个群。
 Ⅰ群：负荷非常高状态下出现的生物 相对有机物量细菌量非常少，絮体处于不凝性状态。
细菌类不断增殖，游离细菌多，因此，出现很多有利于捕食不凝性细菌的小型鞭毛虫类。
 Ⅱ群：高负荷状态下出现的生物 与Ⅰ群相比有机物的分解在进行，细菌量在增加，絮体正在不断形
成，但处理水中还残留未分解有机物的状态。
细菌类的增殖还很活跃，游离细菌多。
因此，出现很多相对虫体胞口小，全身被纤毛覆盖的椭圆形或蚕豆形游泳型纤毛虫类。
 Ⅲ群：负荷从高或低的状态趋向良好状态时出现的生物 有机物进一步被氧化，处理水中已无未分解
有机物。
絮体的絮凝性良好，但周围还存在不凝性游离细菌，因而出现许多或在絮体周围游泳或钻入絮体内部
捕食不凝性游离细菌的生物。
这类生物相比虫体胞口占的比例比Ⅱ群大。
 Ⅳ群：处理良好状态下出现的生物 细菌量、有机物量和溶解氧量三者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絮凝性
好，粒径又大的絮体多起来。
絮体的絮凝性变好，粒径变大就出现许多固定在絮体上，靠搅动水流捕食水中细菌类的缘毛目（日本
名挂钟虫属）以及前端有圆形黏性吸管，捕捉游泳小虫、吮吸虫体原生质的吸管虫目生物。
 Ⅴ群：负荷低或污泥停留时间长状态下出现的生物 相对细菌类有机物量一直处于缺少状态。
絮体多种多样，有的呈团块状，有的分散带有解体气味，也有的仍处于良好状态。
因为污泥停留时间长，出现许多接近1000μm左右（1mm）的大型游泳型生物、微型动物、身体周围
有硬壳的变形虫以及有粗鞭毛、轮廓清晰的植物性鞭毛虫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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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污水处理的生物相诊断》：生物法师世界各国废水处理最常用的方法，城市生活污水几乎都用生物
法处理；本书作为污水处理维护与管理的生物相入门图书，彩色插图与文字呼应，具有较强的参考使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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