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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法处理大港油田 12 井 

综合废水的实验研究 
刘宇程

 
   陈明燕

 
 

（西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摘  要  根据大港油田 12 井综合废水的污染特征，提出了“混凝-内电解-H2O2氧化”三步处理的方法。

实验结果表明：三步法处理后可以使原水的CODcr从 4930 mg/L降低到 128 mg/L，去除率达到 97％。处理后水质

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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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港油田 12 井的废钻井液集中存放池建成已有

十余年，现已成为老污水池（1 号池）。与后期建成

的北 2池（2号池）、新污水池（3号池）一同收集钻

井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钻井液、炼油工业中产生的碱

洗废水、洗车水及实验室试验废液等，污水量超过

30 万方。经过多年的蒸发浓缩，形成了高度浓缩、

稳定的混合废水，称为综合废水。针对该废水处理难

度大、CODCr难于去除的特点，本文提出了三步法处理

的工艺流程。 

1  实  验 

1.1 混凝实验 

取综合废水 2000 mL，加入聚合氯化铝（PAC，工

业品）20 g，搅拌 2 min，静止 30 min，取上层清液测

其CODCr的值再留作后续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1。 

实验发现，使用工业品PAC来混凝大港油田 12井

的综合废水，CODCr的去除率仅为 25％左右，混凝出

水颜色较深，污泥体积较小（5％）。原因可能是废水

已经过多年沉降，其中可沉降的悬浮物已大部分沉降

到池子底部，所以混凝过程对于去除CODCr以及脱色的

效果都不太理想。 

1.2 Fe-C内电解实验 

混凝处理后废水的CODCr值仍较高，需进一步处

理。若直接选用常规的氧化方法，则不能达到满意的

效果，所以选择内电解进行处理。 

Fe-C内电解采用铁屑（较多使用铸铁屑）与其他

物质（如Ｃ、沸石等）组成反应系统。铁屑由纯铁、

碳化铁（Fe3C）及一些杂质组成，铸铁中的碳化铁为

极小的颗粒，分散在其中，碳化铁比铁的抗腐蚀能力

强。当铸铁浸没在废水溶液中时，形成无数个细小的

微电池回路，纯铁为阳极，碳化铁及杂质为阴极，发

生内电解反应时，可形成铁内部的微观原电池。同时

碳（石墨、焦碳、活性炭、煤等）等惰性材料与铁屑

等接触，又可形成宏观原电池。一般认为，采用Fe-C

内电解法处理废水是由 5个机理协同作用来完成的，

即氧化还原作用、电化学絮凝作用、物理吸附作用、

Fe的混凝作用以及Fe离子的沉淀作用。 

取混凝处理出水 400 mL，调节其pH值到 3左右，

过Fe-C柱，停留时间为 30 min，测出水的CODCr值，结

果见表 2。 

从表 2可知，内电解对于去除CODCr效果较好。内

电解出水的CODCr值已降至 1207 mg/L左右，CODCr的去

除率约为 67％，相对于原水，通过混凝、内电解处

理后CODCr去除率可达到 75.5％左右。 

表 1  混凝处理结果 

     分析项目 

处理过程 
pH 

CODCr 

（mg/L） 
颜 色 

污泥体积 

（％） 

原水 9.52 4930 黑褐色 0 

混凝处理后 8.83 3704 黄褐色 5 

去除率（％） - 2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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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2O2氧化实验 

由于内电解出水的CODCr值为 1207 mg/L，仍远大

于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二

级排放标准，所以仍需进行深度处理。实验采用

H2O2-Fe
2+
（即Fenton试剂）进行氧化。取内电解出水

100 mL，加入 0.5 mL的H2O2和 0.5 mL的FeSO4溶液，氧

化时间为 2 h，实验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知，氧化出水的CODCr值为 128 mg/L，

CODCr的去除率为 89.4％，已经达到国家《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二级标准要求。由表

1、表 2、表 3 可知：经过混凝-内电解-氧化三步处

理之后，CODCr的去除率已经达到了 97％。 

2  结  论 

◆ 混凝处理的关键在于选取一种适合的混凝剂。用

PAC（工业品）处理大港油田 12井综合废水时，CODCr

的去除率仅为 25％左右，混凝出水颜色较深，污泥

体积较小（5％），说明只采用单一的混凝法处理该废

水效果不好。 

◆ 大港油田 12 井的综合废水经混凝处理后，再用

Fe-C内电解和H2O2氧化逐步处理，CODCr去除率可达到

97％，出水颜色无色透明。出水的CODCr达到国家《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二级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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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电解实验结果 

     分析项目 

处理过程 
pH 

CODCr 

（mg/L） 
颜 色 

混凝处理后 8.83 3704 黄褐色 

内电解处理后 4.52 1207 浅黄色 

去除率（％） - 67.4 - 

 

表 3  H2O2氧化实验结果 

     分析项目 

处理过程 
pH 

CODCr 

（mg/L） 
颜 色 

内电解处理后 4.52 1207 浅黄色 

H2O2氧化处理后 6.76 128 无色透明 

去除率（％） - 89.4 - 

 

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 

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是由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和野生救援协会于 2004 年共同发

起与组织的奖项。该奖项旨在加大对野生资

源保护的宣传力度，减少对野生资源的破坏

和对野生资源制品的消费，以进一步提高全

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是我国第一个由民间组

织发起的保护中国野生资源的荣誉奖项。 

“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候选者不受国

籍、地区、种族和宗教信仰等条件限制，凡

长期为保护和改善中国野生资源状况而努

力工作且成绩卓著者，或在中国野生资源保

护宣传教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集

体，都有资格被推荐参加该奖项的评选。“中

国野生资源保护奖”的候选者名单，由专家

推荐，后由评委会投票产生获奖者。 

首届“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的获奖者

已评出，其中终身成就奖空缺，金牌奖 5名。

每名获奖者获奖金 3500 美元，并获得荣誉

证书和奖杯。奖金用于获奖个人或集体指定

的野生资源保护项目。 

该奖项的设立，对于保护我国丰富的野

生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造福子

孙后代，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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