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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索一种处理CBT 与AMA 混合农药废水的方法。[ 方法] 采用铁炭微电解法在不同铁炭比、pH 值和反应时间条件下对
CBT 与AMA 混合农药废水进行处理。[ 结果] CBT 与AMA 混合农药废水的COD 经处理后由17 250 mg/ L 降到6 000 mg/ L。[ 结论] 该方法
为后续的生物处理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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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Mixture of CBT and AMA Pesicides Wastewater by Ferric-carbon Micro-electrolysis Treatmen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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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One method to treat the mixture of CBT and AMA pesticide wastewater was explored . [ Method] Using ferric-carbon micro-electrol-
ys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Fe / C, pH val ue and reaction ti me ,the CODof the mixture of CBT and AMA was disposed .[ Result] It reduced the
CODof the mixture of CBT and AMA pesticide wastewater from17 250 mg/ Lto 6 000 mg/ L at the end . [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reated a conditionfor
the subsequent biology trea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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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废水一般具有毒性大、浓度高等特点 , 含有大量的

苯及其衍生物, 颜色深、COD 高、呈强酸或强碱性[ 1] 。由于该

废水中含有的有机物大多是芳香族化合物且易溶于水 , 稳定

性高, 可生化性极差[ 2] 。该类废水目前采用生物处理法处

理, 但无经济有效的预处理方法, 致使生物处理系统难以稳

定运行, 并且效率低下[ 3] 。因而, 选择适合的预处理技术, 是

该类废水处理的关键所在。该研究采用铁炭微电解法处理

CBT( α- 氯苯并�唑) 与AMA( α- 羟基- Ν- 甲基乙酰苯胺) 混合农

药废水, 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农药废水的

达标排放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废水与铁屑预处理  试验废水采自丹东农药制造

有限公司, 该公司以生产有机农药为主, 废水主要成分为

CBT( α- 氯苯并�唑) 与 AMA( α- 羟基- N- 甲基乙酰苯胺) 混合农

药, 其 COD 为17 250 mg/ L ,pH 值为5。

铁屑的预处理用10 % 碱液浸泡并小火加热10 min 除

油, 然后用浓度3 % 的稀盐酸浸泡30 min 去除表面氧化物, 用

清水冲净。

1 .2 试验方法 取120 ml 水样, 调节pH 值为一定值后加入

一定量的铸铁屑、焦炭, 反应一定时间后, 将铁、炭与水分离。

向处理后的水中加碱调节pH 值 , 使铁沉淀, 然后取上清液测

CODcr 。

1 .3 分析方法  CODcr 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回流法 ,pH 值

用pHS-3C 型酸度计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pH 值对COD 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1 可见 , 处理效果最

佳的pH 值为5 , 偏酸性COD 去除率较高, 达到45 .2 % 。这是

由于氧的标准电极电位在酸性介质中高, 在中性介质里低 ,

降低 pH 值可以提高氧的电极电位, 加大微电池的电位差, 促

进电极反应速度, 并且在酸性越强的环境里, 水溶性的新生

H+ 和Fe2 + 含量越高 , 因而能促进氧化还原反应以及后续的

絮凝作用的进行, 从而提高COD 去除率。

图1 pH 值对COD 去除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pH valueonthe removal rateof COD

2.2 铁炭体积比对COD 去除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铁

炭体积比为1∶1 .0、1∶1 .5、1∶2 .0 、1∶2 .5 与1∶3 .0 时,COD 去除

率分别为46 .3 % 、41 .5 % 、37 .6 % 、32 .1 % 和26 .8 % 。由此可

见,Fe/ C 比例为1∶1 .0 时效果最好。炭的投量对铁炭微电解

法去除农药废水 COD 也有较大的影响, 炭的投量过高或过

低都不利于COD 的去除, 对乙草胺、久效磷及混合废水而言 ,

铁与炭最佳比例为1∶1 .0。

2 .3  反应时间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在上述试验所得的最佳

条件下考察了反应时间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结果见图2 。试

图2 反应时间对 COD 去除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reactionti meonthe removal rateof COD

验结果表明, 对于铁炭微电解反应, 并不是反应时间越长,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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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草珊瑚在生态园、海石公园扦插、移栽的成活

Fig .1 Survival rate of Sarcandra glabra cutting andtransplantingin

ecological parkand Haishi Park

4  草珊瑚的园林应用

4 .1  地被材料 草珊瑚为常绿小灌木, 高多为0 .5 ～1 .2 m,

喜荫, 稍耐阳, 在生长环境中有一定稳定性, 可采取粗放式管

理, 这些特点都符合地被植物材料的要求。在大面积公园的

安静区、风景游览区或休、疗养区有密林或混交密林 , 可在浓

荫蔽日的林下或林缘片植、丛植或列植草珊瑚 , 能丰富绿化

层次, 形成林间野趣, 增加立体层次感和色彩季相丰富度, 并

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群落, 提高观赏性。

4 .2  绿篱 草珊瑚的生物学特征和生态学习性使其可以作

为绿篱, 植于道路两旁、景点周围或庭前阶下 , 作境界或专供

观赏, 具有设计简单、管理方便等优点。草珊瑚适应性强、枝

叶繁茂、萌发快 , 用作绿篱具有很大的优势。草珊瑚果期较

长, 从每年的11 月持续到次年的3 月, 且果实红莹透体, 于秋

冬季观赏给人温暖的感觉, 作果篱尤其合适, 可在挡土墙的

前方栽植。

4 .3 景区、庭院布置材料 野生草珊瑚叶片翠绿, 叶于节处

对生, 有一定的层次美, 全株造型优美 , 秋冬季鲜艳的红果簇

生于枝顶并经久不落, 犹如晶莹的红色珍珠, 在青翠的绿叶

衬托下, 更加可爱诱人, 在园林中能形成一处很好的景致。

一般可3 ～5 株丛植或列植于公园池畔、草坪边缘、建筑物四

周、广场或花境植床中, 起装饰和陪衬作用; 在万物凋落的秋

冬季, 于儿童活动区出入口, 配以体形优美的草珊瑚 , 其碧绿

的枝叶上缀以色彩鲜艳的果实, 能营造出欢快的气氛, 增加

儿童的活动兴趣; 行列式住宅单元入口一般开在北面, 且大

部分处于阴影之中, 光照少 , 入口处的绿化就可对植或丛植

一些草珊瑚, 以保证阴影部分良好的绿化效果。

4 .4 插花材料  草珊瑚枝干直而自然向上, 有较好的硬度

和柔韧性, 枝叶翠绿, 是优良的插花材料, 可代替海桐等作插

花的装饰材料。特别是在秋冬两季配置菊花、蜡梅等作传统

的艺术插花更具特色。

4 .5 室内盆栽  由于草珊瑚喜荫、常绿且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 可在宾馆等室内盆栽, 其鲜红的果实还有烘托喜气氛围

的作用[ 11] 。

5  小结

该研究表明, 草珊瑚喜荫湿环境 , 肥沃土壤 , 较耐阳 , 对

海拔、土壤类型和土壤pH 值要求不严, 可在低海拔地区和

pH 值4 .3 ～7 .0 土壤中正常生长 , 扦插和移栽成活率高 , 是其

较好的栽培繁殖方式。另外, 草珊瑚作为一种观果和观形的

园林植物 , 且四季长绿 , 可用作地被、绿篱、插花、室内盆栽、

景区和庭院布置材料 , 在园林应用方面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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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效果越好,CBT(α- 氯苯并�唑) 与AMA(α- 羟基- N- 甲基乙酰

苯胺) 混合农药废水处理最佳反应时间是90 min 。这是因为 ,

随着反应的进行 ,H+ 不断反应生成 H 和 H2O, 使溶液中 H+

的数量减少、pH 值升高, 偏离了其最佳pH 值范围, 所以使处

理效果下降。

3  结论

( 1) 铁炭微电解法对试验CBT(α- 氯苯并�唑) 与 AMA( α-

羟基- N- 甲基乙酰苯胺) 混合农药废水的处理十分有效, 最佳

反应条件下, 废水的 CODcr 去除率都可达46 % 以上。

( 2) 铁炭微电解法处理农药废水的最佳反应条件为: 铁/

炭体积比为1∶1 .0 ,pH 值为5 , 反应时间为90 min 。

(3) 铁炭微电解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水处理技术, 可以有

效地降解废水的 COD, 提高废水的处理效率, 因而必将在废

水处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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