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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现污泥“三化”的前提是掌握污泥的各种性质和特点，懂得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污泥进行分
析，并表征其性质和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合理的预处理技术的采用则为污泥“三化”提供技术
支持。
　　掌握污泥的特性，其首要任务就是污泥的取样、制样和存样，通过合适的前处理技术满足污泥样
品实际管理和试验的需要。
其次，是利用处理好的污泥样品进行目标性分析和表征。
污泥有害特性的鉴别和有害成分的分析，其基本任务就是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对污泥污染的产生、
贮存、运输及处理、处置等过程实施鉴别和分析，并为污泥的环境影响、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处
置提供科学依据。
本书所选污泥表征的技术方法，是在收集、研究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课题科研成果精心
选编而成的，既保持了技术上的先进性，又考虑了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在污泥“三化”处理过程中，预处理技术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直受到环保工作者的重视。
预处理技术通常包括脱水、调理、固化、稳定化、浓缩等技术。
污泥的脱水就是利用真空、加压或干燥等方法实现污泥的固液分离；污泥的调理就是利用加热或化学
试剂处理污泥，使污泥中的水分容易分离；污泥的浓缩就是利用重力或气浮方法尽可能多地分离出污
泥中的水分；污泥的固化就是在污泥中添加固化剂，使污泥转变为不可流动的固体甚至形成紧密固体
的过程；污泥的稳定化则是将污泥中有毒有害污染物转变为低溶解性、低迁移性及低毒性的物质的过
程。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污泥预处理技术也层出不穷。
因此，本书紧扣预处理技术的现状与发展，在众多有关污泥预处理技术文献资料基础上，将实用、新
型的污泥预处理技术充实到相关章节之中。
　　本书分为10章，介绍了污泥的来源、性质与特点，重点阐述了污泥样品的采集、制备以及与污泥
性质和特点相关指标的分析和表征方法；详细表述了各种污泥预处理技术的目的和意义，污泥预处理
技术的原理和方法，预处理过程中常用工艺参数，并通过实例分析，使广大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
这些污泥预处理技术。
本书第9章还专门介绍了新型过滤技术在高炉除尘污泥、转炉除尘污泥等中的应用。
为了突出污泥的有害性，本书第10章详述了油田含油污泥、医院废水污泥、含放射性物质污泥的特点
和危害，并介绍了这些特殊污泥的预处理技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污泥表征与预处理技术>>

内容概要

　　《污泥表征与预处理技术》共分10章，主要介绍了污泥的来源、性质与特点，重点阐述了污泥样
品的采集、制备以及与污泥性质和特点相关指标的分析和表征方法；详细表述了各种污泥预处理技术
的目的和意义，污泥预处理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污泥预处理过程中常用的工艺参数；介绍了新型过滤
技术在高炉除尘污泥、转炉除尘污泥中的应用；另外，还针对油田含油污泥、医院废水污泥和含放射
性物质的污泥的特点及危害，介绍了特殊污泥的预处理技术。
　　《污泥表征与预处理技术》是《污泥处理与资源化丛书》中的一册，对从事污泥危险特性鉴别和
有害成分的日常监测分析、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验收、环境污泥事故调查与仲裁工作和环境科学
研究的科研工作人员，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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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对制样人员应进行培训，制样人员要熟悉固体废物的性状、掌握制样技术、懂得安全操作
的有关知识和处理方法。
制样时，应由两人以上在场进行操作。
　　（3）制样工具、设备所用的材质不能和待制固体废物有任何反应，不破坏样品代表性、不改变
样品组成；制样工具应干燥、清洁，便于使用、清洗、保养、检查和维修。
　　（4）制样过程中要防止待制固体废物受到交叉污染、发生变质和样品损失。
对于组成随温度变化的固体废物，要在其正常组成所要求的温度下制样。
　　（5）盛样容器的材质与样品物质不起作用，没有渗透性；具有符合要求的盖、塞或阀门，使用
前应洗净、干燥；对光敏性固体废物样品，盛样容器应是不透光的（使用深色材质容器或容器外罩深
色外套）。
　　（6）样品盛入容器后，在容器壁上应随即贴上标签。
标签内容包括：样品名称及编号；固体废物批及批量；产生单位；送样日期；送样人；制作日期；制
样人；样品保存期等。
　　（7）样品的保存和撤销应按规定期保存环境、保存时间及撤销办法操作。
　　（8）为保证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获得固体废物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应在制样的全过程中进行质
量控制。
并且，制样全过程由专人负责。
　　（9）填写好、保存好制样记录和制样报告。
　　2.1.5样品保存　　样品保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每份样品保存量至少应为试验和分析需
要量的3倍。
　　（2）样品装入容器后应立即贴上样品标签。
　　（3）对易挥发废物，采取无顶空存样，并取冷冻方式保存。
　　（4）对温度敏感的废物，样品应保存在规定的温度之下。
　　（5）对光敏废物，样品应装入深色容器中并置于避光处。
　　（6）与水、酸、碱等易反应的废物，应在绝热水、酸、碱等条件下贮存。
　　（7）样品保存应防止受潮或受灰尘等污染。
　　（8）样品保存期为一个月，易变质的不受此限制。
　　（9）样品应在特定场所由专人保管。
　　（10）撤销的样品不许随意丢弃，应送回原采样处或处置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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