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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化工产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水环境污

染问题不断加剧，为了解决有机化工废水的污染问题，除了

要严格地管控有机废水的排放外，还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理

技术，降低有机化工废水对中国水环境的危害，对促进中国

化工行业发展也可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面对发展规模不断

扩大的化工产业，为了解决有机化工废水的污染问题，下文

就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提出自己一些简单看法，以供参考。

2�有机化工废水特点及其危害

2.1�有机化工废水特征

所谓有机化工废水，指的是在化工生产过程中，所排放

出含有程度不等有机物的废水，导致中国水环境质量下降，

对中国水环境健康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在化工废水中，

有机物的含量超过国家排放标准要求，并且有大量的硫化

物在化工废水中存在，不仅会增加有机化工废水的毒性，

而且也加大了污水处理难度，如果有机化工废水处理不当，

甚至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此外，有机化工废水

中含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物质组成十分复杂，导致废水

处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在有机化工废水中，水中的污染物

质呈现出强酸性、强碱性的特征，从而使得废水不易得到

有效的处理，并且会提升废水的酸碱度，导致污水颜色十

分浑浊。研究表明，许多大分子的有机物在化工废水中存在，

例如，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以及纤维素等，如果将

有机化工废水未加处理而直接排放到外部环境中，将会引

发严重污染问题 >��。因此，为了提升水环境质量，必须在

明确有机化工废水危害的基础上，对废水进行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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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化工废水的显著特点是毒性大且难以降解，对中国水环境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前，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对化工产品
的需求，中国化工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态势之中，所以每天将会产生大量的化工有机废水，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严重
的生态问题。为此，相关研究人员需要加强对有机废水处理工作的关注力度，并不断对现有废水处理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在
现有废水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开发出适合中国化工产业的废水处理技术，降低有机化工废水对水环境的威
胁，对保证中国水环境质量可起到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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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2.2�有机化工废水的危害

对于水环境而言，中国肆意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国水环

境进一步恶化。随着中国化工产业发展速度的加快，部分化

工企业为了一己私利，将未经处理的有机化工废水排入到外

部水环境之中，导致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化工有机废

水的危害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即：①有机化工废水的排入，

导致水环境中的氧气会在降解有机物的过程中不断消耗，导

致水体缺氧问题出现。一旦水中的氧气不断消耗，将会导致

水中的动物、植物得不到氧气补充，从而引发死亡，致使水

质下降，甚至会引发恶臭。②由于有机化工废水的排入，外

部水环境会变得十分污浊，加之散发阵阵恶臭，从而会对民

众的感官产生影响。③研究表明，大量有毒的物质集中在有

机化工废水当中，如果在水体、土体中长期积累，势必会在

未来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

3�有机化工废水处理

3.1�物理处理法

①吸附法。所谓吸附法，指的是为了将废水中的污染物

去除干净，可使用多孔、疏松结构对废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

提升废水的处理质量。常见的吸附剂有树脂、活性炭等，例如，

在废水中加入活性炭后，可将部分有机污染物吸附到活性炭

表面，从而使有机化工废水得到净化。当使用树脂作为吸附

材料时，&2'&U的去除率可达到 ���以上 >��。此外，使用一

定量的 1D2+对树脂进行处理，可使树脂的吸附功能得到恢

复，并再次在有机化工废水的处理工作中应用，有助于降低

处理成本。但是，与其他方法相比，吸附法存在应用局限性，

随着吸附剂使用时间的延长，其将会达到饱和状态，从而会

对后期处理结果造成影响。吸附法在应用前需要比较大的资

金投入，实施难度大，导致吸附法的应用范围受到了一定限制。

②萃取法。在应用萃取法过程中，处理人员要针对有机

化工废水的特点，选用一种溶解度与废水不同的萃取溶剂，

利用溶解度差异的特点，实现污染物质的有效分离，从而达

到处理废水的目的。在处理有机化工废水时，可将萃取剂加

入废水中，利用萃取剂难溶于水的特点，将有机物质溶解到

萃取剂中，实现有机物与水的分离 >��。中国科研人员将一定

比例的煤油、乙苯等物质进行混合，从而合成出用于处理含

羧酸有机化工废水的萃取剂。研究表明，在实施三次萃取作

业后，中国科研人员研发出的萃取剂可以将 ���以上的有机

物质从水中去除出去。此外，如有机化工废水中含有苯酚，

萃取剂可选择使用脂肪酸甲酯，可以提升萃取效率。

③膜分离法。在处理有机化工废水过程中，可通过膜分

离法完成废水的处理。所谓膜分离法，指的是在外力的作用下，

废水中的有机物可以有选择性地通过薄膜，从而起到将有机

物去除彻底的效果。超滤法的应用，可以降低有机物质在废

水中的含量。与其他分离技术相比，膜分离法具有投资成本低，

处理操作便捷等优点；缺点则是会因为结垢问题而导致去除

效率下降，影响了膜分离技术的应用效果。

3.2�化学氧化法

①湿法氧化法。将有机化工废水放置在高温、高压环境

中，将氧化剂放入废水中，其中的大分子有机物会与氧化剂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从而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或无

机物，从而实现有机化工废水的处理。湿法氧化法的应用，

不仅会缩短处理时间，而且有机物的处理效果更显著，避免

二次污染问题的出现，所以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是，湿法

氧化法的一次性投入比较高，并且处理成本也高于其他处理

方法，所以导致湿法氧化法的大规模应用受到了限制。

②催化氧化法。同湿法氧化法相比，催化氧化法的应

用原理与前者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在催化反应的作用下，大

分子有机物会转化为小分子物质，小分子物质的污染严重性

大大降低 >��。催化剂的使用可针对有机化工废水的特征进行

选取，常见的催化剂有 &X、)H、1L等。例如，将有机化工

废水放置在高温、高压环境内，在其中加入合适的催化剂，

&2'&U的去除率可达到 ���左右。催化氧化法的应用弊端

是需要很苛刻的反应条件，优点则是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有机

化工废水的处理要求。

③超临界水氧化法。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有机化工废水

中的有机物会在超临界水中与氧气发生反应，实现重组有机

物结构的目的。在重组有机物结构后，其中的大分子会得到

分解，从而起到降低有机物毒性与污染性的作用。超临界水

氧化法的应用，可以提升 &2'&U的去除效果，在实验室条件

下，&2'&U的去除率可以接近 ����，去除效果十分理想 >��。

与前两种化学氧化法相比，超临界水氧化法的处理效果更好，

速度更快，缺点则是反应条件苛刻，影响了超临界水氧化法

的大规模应用。

④其他氧化法。臭氧氧化法与光催化氧化法也是化学氧

化法的典型代表。臭氧氧化法不会产生二次污染，而且氧化、

杀菌能力更加出众；缺点则是对溶液的 S+值以及处理时间

有比较高的要求。光催化氧化法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在处

理 �%6有机废水时有着不错的应用效果；缺点则是处理成本

高，并且对废水颜色也有一定要求。

3.3�生物处理法

所谓生物处理法，指的是在厌氧微生物或好氧微生物的

帮助下，实现对有机废物的高效分解，降低有机废物对水环

境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生物处理法对 &2'&U的去除率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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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焊接过程进行了监督保障，确保信息及时有效的反馈传

递给控制系统，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前提保障。

5�结语

综上所述，自动化焊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相当成熟，

通过结合生产制造的实际需求对各项焊接处理工艺进行改进

完善，在机器运行阶段，把智能化应用原理和优势进行相应

对比。加大对自动化焊接工艺的投资力度，研发创造更加符

合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的先进工艺设备，做好在未来生产制

造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和普及，做好专业人才储备培养工作，

为现代化生产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和发展动力，确保生

产制造高质量高产出的长远目标的稳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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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达到 ���以上，确保废水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与其

他处理技术相比，生物处理技术更加环保，而且能耗低，处

理流程简单。生物处理法的弊端则是对水环境的 S+值以及

温度等有严格要求，&2'&U的去除率尚有待提升。

4�有机化工废水处理发展

为了提升有机化工废水的处理效果，不仅要对废水中的

有机物组成进行分析，而且也要根据分析结果采取有针对性

的处理技术。研究人员要在当前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技术的基

础上，使用现代化的处理手段，提升有机化工废水的处理效

果。例如，针对有机化工废水的特点，将多种处理手段进行

联合使用，使不同处理技术的优点与缺点形成互补，从而实

现提升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效果的目的。最后，随着中国全社

会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为了使化工经济与中国环境相互协

调、绿色发展，还应积极开发出绿色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技术，

降低废水处理技术的能耗，避免处理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

这无疑将是未来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5�结语

当前，中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为了促进中国经

济发展以及满足社会对于化工产品的需求，中国还将在未来

在化工产业投入更多建设资金，进一步扩大中国化工产业的

规模。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水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开发出

合适的废水处理技术，以此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有机化工废水

污染问题。此外，为了使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更具针对性，还

应在开发现代化处理技术的同时，加大不同处理技术的融合

程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机化工废水的处理质量。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技术的应用水平势必

会再上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 吴昊�有机化工废水处理应用>-��山东青年������������������

>��� 孙伟娜�李阳�王津�现代酚酸类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技术探讨>-��科

学与信息化����������������

>��� 辛欣�高含油有机化工废水的生化处理工艺分析>-��科学与财

富�������������

>��� 杨甲栋 �化工合成中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技术 >- � �商品与质

量��������������

>��� 刘洋�论述化工废水处理常用技术的探析>-��中国室内装饰装修天

地�������������

>��� 庄微 �处理工业有机废水新技术研究进展 >-��当代化工 �������

����������������������

（上接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