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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合成废水的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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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霞
/湖北大学 化学系 9

要

本文研究了一种新型消灭农作物害虫的药物—
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在合成过程中排 放

的废水的处理方法
。

经混凝沉降一氧化一活性碳吸附三级处理后
,

废水的 +& : 值下降 ;;
0

�写
、

有机磷去除率达  � < 以上
、

硫化物去除率达 � <以上
,

恶臭基本消除
0

由于农药引起的公害日趋严重
,

人们尽力寻找杀虫剂的代用品来防治农作物的病虫

害
0

昆虫的一些本能行为逐渐引起了科学工作者的注意
,

例如
,

由昆虫体内分泌出的
、

用

以控制其繁衍的性信息素〔�〕
0

这种物质 的活性极强
,

甚至 � � 一 � =

阳 的 人工合成品即能强

烈吸引同族异性昆虫
,

产生 >� <的阳性行为反应
? 而且

,

由于其高度的专一性 /只对同

种昆虫才有引诱活性9
,

同时本身不造成公害
,

所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
,

昆虫性信息

素无疑是一种较 为 理 想 的 “
软农药

” 〔幻
0

因此
,

各国科学家竞相研 究
,

在 短 短 十几

年内取得 了很大进展
,

其中不少品种 已投入工业化生产
,

成为农业上综合防治害虫的一

种重要手段
0

我们在研究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 /1 ≅ Α6 Β4 Β3 Χ5 6 4 3Δ 3 ΕΒ≅ Φ 5 Γ 4 Γ Γ ‘> − Γ Η Ι ϑ Κ

Γ�’ 1 Λ 14
Γ9 的合成工作中

,

发现
,

尽管合成的最终产品 � =一十四碳烯
一� 一醉 乙酸酷无毒

,

但原料和中间体却有毒性
,

致使合成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含有多种有机毒物且具恶臭
0

实

验表明
,

每生产 � Μ Ν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
,

就产 生 Ο �� ∗ 废 水
,

随着这一新型药物的开

发生产
,

如对废水不加以处理直接排入水体
,

势必污染环境
,

造成公害
0

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主要经四步合成〔Ο〕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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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只有第三步制备� =一十四碳烯
一
�
一

醇及第四步制备产品� = 一十四碳烯
一 � 一醇乙酸

酷 /即性信息素9 产生废水
、

经分析测定废水水质列于表 � 中
0

废水由悬浮固体及可溶性有机物两部分组成
0

悬浮固体中含有多量不溶性有机物
,

山于粒径小 /=
一
�。? Λ 9 不 易沉降

0

经离心沉降法测定总固体含量约>� Λ Ν Τ ∗ 左右
,

本实

验采用混凝沉降法除去悬浮固体
,

再经氧化和活性碳吸附等三级处理
,

使废水水质达国

家工业水排放标准
0

, Ε9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9 杨斌 同志参加了本研究工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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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合成废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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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黄混浊

微黄混浊

微黄混浊

恶臭

恶臭

恶臭

实 验 部 分

�
0

材料与仪器

废水系产品合成中排出的
0

絮凝剂聚丙烯院胺为国产品 +工业级 9
,

其它试剂为分

析纯
0

Ι , 值采用国产雷兹 => 型Ι , 计测定
, + 1 : 用高锰酸钾法测定

,

其他项 目均用容量

法测定
0

=
0

实验方法

=
,

� 混凝沉降处理 研究表明
Π

废水Ι , 为 ⊥ 一
; 时为聚丙烯酞胺最佳絮凝值

0

取合

成废水 > �� Λ Ε ,

搅动下慢慢滴入 Ο� <氢氧化钠水溶液
,

使废水 Ι, 值由_
0

>上升至⊥一;
、

约耗碱液Ο
0

⎯Λ Ε /_
0

肠 Ν 9 ? 然后加入�
0

= <聚丙烯酚胺水溶液 >一 Ε 1Λ Ε
,

快速搅拌 ΘΛ Β4

后
,

静置沉降
,

倾出上层澄清液作下一级处理
,

下层固体经过滤
、

风干
,

得干固物= �
0

>

Λ Ν ,

经处理水测定水质
0

=
0

= 化学氧化处理 取经上步处理后 的 废 水 > �� Λ Ε ,

加入 =Λ Ε过氧化氢 /含量为

=⎯ < 9
,

搅拌约Λ Β4 ,

经处理的废水测定水质
。

=
。

Ο 活性碳吸附处理 取内径 =
0

=Δ Λ
,

长> �Δ Λ 的玻璃柱二根
,

每根装) 型活性碳约

� > �  /上海产粒状 活性碳 9
,

总碳量 约 Ο� �  ,

二柱串联运行
0

将经上两步处理后的废水

稀释至 � � � �一 ⊥ � � �Λ Ν Τ ∗
,

取三种不 同浓度
,

分别 自高位槽流下
,

逆流经过活性碳 柱
,

滤速约 =
0

>Λ Τ ϑ
,

定时取样测定水质
0

当第一柱的活性碳吸附量达预 定
“
饱 和 点

” 时
,

取出碳
,

另一柱继续进水处理
,

至分别达
“
饱和点

” 即停止进水处理
。

如此反复进行
0

结 果 与 讨 论

�
0

含有悬浮固体的废水中加入混凝剂
,

使微粒表面电位下降
,

从而减少 了微 粒 间

的排斥力
,

使之凝聚形成较大的绒沐颗位下沉〔峨〕,

经简单过滤达到去除效果
,

使废水中

固体的含量由≅1Λ Ν Τ ∗左右降至� �Λ Ν Τ ∗ 以下
,

使 出水近透明清亮
0

实验对碱式氯化铝
、

明矾
、

淀粉
、

武净絮凝剂及聚丙烯酚胺 /俗名夏白兰
,

分子量

在数十万 以上9 等絮凝剂进行 了比较
0

结果表明
,

高分 子 混 凝剂聚丙烯酚胺的效果最
,

α
,

一 α
,

α

、

� Σ
, ,

一 α
0 , 、

Σ
、

一
, α α α , 、 α ,

⋯
α , 0 ,

二 α
α

、

α
好

,

如果再加入言量 的
βΓ

+�
Ο
水溶液 /�”<浓度 9

,

绒体颗粒更大
,

沉降效果 更 好
0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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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
,

其本身无毒
,

另由于本身的粘性及架桥作用
,

能迅速增大微粒粒径
,

形成的绒体

下沉所需的时间比其它絮凝剂短得多
,

且所需量只有其他絮凝剂用量的十分之一除去悬

浮固体后废水的水质列于表 =
0

表 = 繁凝沉降处理废水的效果

( 3 ς ΕΓ = ! ΧΧΓ Γ Α 1 Χ Α6 Γ 3 Α Β4 Ν Ψ 3 ≅ ΑΓΨ 3 Α Γ 6 ς 7 ΧΕ1Δ Γ 5 Ε3 Α Β1 4 一≅ Γ Ξ ΒΛ Γ 4 Α3 ΑΒ1 4

滁一臭臭臭气一占鉴
上尸批号

去除率

/肠 9

有机磷

/Λ Ν Τ � 9

去除率

/< 9

硫化物

/Λ Ν Τ Ε9

去除率

/< 9

悬浮固体

/Λ Ν Τ Ε 9

去除率

/< 9
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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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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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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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Ο ⎯
。

 � � ⎯ = ,

均近无

色透

明日
由表中数据可见

,

经絮凝沉降处理后
,

废水+& : 去除Ο� <左右
,

有机磷和硫化物去

除 >� <左右
,

悬浮固体去除效果最好
,

达⎯� < 以上
0

=
0

为了进一步降低废水中有机物含量
,

并消除硫化物引起的臭味
,

经絮凝一 级 处

理后的废水
,

再采用, Θ 1 Π

化学氧化法进行二级处理
,

进一步提高废水水质
,

臭味也基本

消除
,

二级处理后的水质列于表 Ο 中
。

表 Ο 过氧化氢处理废水的效果

( 3 ς ΕΓ 弓 ! ΧΧΓ Γ Α 1 Χ Α6 Γ 3 ΑΒ4 Ν Ψ 3 ≅ ΑΓΨ 3 Α Γ6 Ψ ΒΑϑ ,
Π

� Π

批号

量

� 9

去除率

/< 9

有机磷

/Λ Ν Τ Ε 9

去除率

/< 9

硫化物

/Λ Ν Τ � 9

去除率

/< 9

悬浮固体

/Λ Ν Τ Ε 9
色度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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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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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
。

;

Ε 。  >

= 。 读�

近无色

Ο � ⎯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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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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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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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明

透明

微臭

微臭

微臭

由表中数据可见
,

废水的臭味明显改善
,

主要是引起恶臭的硫化物被氧化成无臭的

硫酸盐 /≅ & 二
一

9 了
。

Ο
0

经两级处理后的废水
,

最后再采用活性碳吸附进行深度处理
,

经这三级处 理 后

的废水水质达到国家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

臭味基本消除
0

粒状活性碳具有多孔性和较大的比表面积 /单位重量活性碳的表面积达Ε� � � Λ 叮Ν 9
,

当它与废水中的有机物接触时
,

由于碳表面力场的作用
,

使之善于吸附某些大的有机物

分子和非极性物质
,

从而达到净化废水的目的
,

这一处理方法广 泛 用 于 废 水 的深 度

处理
。

等温吸附线是在给定温度下
,

吸附剂 /活性碳9 与被吸附物之间的平衡关系
0

为了

了解活性碳对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合成废水的吸附效果
,

实验选用 ) 型活性碳进行等温

吸附线试验
。

将经二级处理后的废水稀释 �� 倍
,

取此废水 /+ & :为 Ε1Ο ⊥Λ Ν Τ ∗
,

有机磷 Ο
0

��  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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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1
0

Ο =Λ Ν Τ ∗9 四份
,

每份�� 1Λ Ε
,

分别放入 = >1Λ Ε具塞锥形瓶中
,

然后分别加入粉

末碳 /研磨细
,

过 = � � 目筛
,

再于� >� 土 Β 1 1+ 下烘 Ο ϑ 9 = � �
, = �。, > � � 及 _ � � � Λ Ν ,

充分

振荡 Εϑ ,

静置过滤
,

取样测定
,

数据列于表 _ 中
0

表 _ 等 温 吸 附 线 数 据

( 3 ς ΕΓ _ ) Ξ ≅16 χΑ Β14 Β≅1Α ϑ Γ6 Λ Ξ 3Α 3

碳 量

/九Ν八 1 1 Λ Ε溶液 9

‘

残留+ & :

/Λ Ν 八9

劣

被吸附+ & :

/Λ Ν 9

劣
Τ 哪

每 单 位

重量碳吸附+& :

一��曰  !
∀#∃矛钾了尸%

&

⋯
,目只∋九(
∋切甘)舀‘任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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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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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在对数绘图纸上
,

以 ‘ 为横座标
,

以希
为纵座标确定各点的位置

,

绘制最佳直线

6 图 , 7
。

由图 , 可见
,

8 型活性碳对该废水具

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

曲线斜度大
,

对高浓

度废水吸附效果更好
,

适合于逆流式塔吸

附
,

本实验采用固定床逆流处理工艺
,

定

时采样分析
&

为了既能达到一定的处理效果
,

而且

活性碳的饱和程度又不太深
,

以利于活化

再生
,

确定每克碳吸附955: ; <5 = 为
“
饱

和点
” &

活性碳吸附处理 后
,

废 水 经 测

定
,

水质列于表 1 中
&

簇

甭

 & −

 
一

!

。
&

,,
&

佑
&

−   . 西� 渝瑞万俞月
残分> <�= 6: 3 , 

、

图 , 等温吸附线图

? ≅ ; &

, 8 Α Β 5 4Χ Δ≅5) ≅ Β5Δ ∗ Ε4 :

表 1 活 性碳吸附处理废水的效果

Φ % ΑΓΕ 1 Η ΙΙ Ε Ε Δ 5 Ι Δ4 Ε % Δ≅) ; ϑ % ΒΔ Ε ϑ % Δ Ε 4 ϑ ≅ Δ∗ % Ε Δ≅Κ % Δ Ε ∀ Ε %4 Α 5 )

化学耗氧 量< �= 有 机 磷 硫 化 物 悬浮固体
序号

进水
6 : ; 八 7

出水
6: ; Λ Γ 7

去除率
6 Μ 7

进水
6 : ; Λ Γ 7

出水
6 : ; Λ Γ 7

去除率
6 Μ 7

进水
6 : ; Λ , 7

出水
6 : ; Λ Γ 7

去除 率
6 Μ 7

进水
Ν

6 : ;八 7
出水

6 Δ) ;八 7
去除率
6 Μ 7

微微

>>>Ν
‘

,>>Ο
 。 2 3 0

。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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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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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微 Π
二” 1

】
‘

·

! −

微 , 二Θ 3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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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3 1

Θ 3 1

 
。

, − 】3 ,
。

2 Ρ 1
。

.  3  
。

0 .

袱
! 1 − 1 】1 2

。

− 

由表中数据可见
,

8 型活性碳对不同浓度的废水均具有相当稳定的处理效果
&

.
&

采用混凝沉降一化学氧化一活性碳吸附三级处理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的合 成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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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效果较好
0

化学耗氧量 /+ & : 9 的总去除率达;;
0

� <
,

有机磷 总去除率达  � < 以上
,

硫

化物总去除率达 � < 以上
,

悬浮固体去除率达 > < 以上
,

臭味基本消除
0

经处理之废水
,

用生活污水稀释�� 倍
,

其水质各项指标均达国家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0

>
0

每合成∃ Μ Ν 亚洲玉米螟性信息素产品
,

约产生 Ο � 1∗ 废水
,

混凝沉降法去除固体

有机物总量为� =
0

;� Μ Ν ,

拟集中进行焚烧处理
0

⊥
0

活性碳吸附处理中
,

当碳吸附的 + &: 量达预定
“饱和点

” 时
,

拟集 中至一定量

时
,

采用外热卧式转炉进行热再生
,

经再生活化的活性碳可以重复使用
,

这样就大大降

低了废水的处理成本
0

本研究为昆虫性信息素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处理方法
,

并为进

一步扩大试验提供了参考数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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