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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锰行业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解锰行业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工程的总体要求、污染物与污染负荷、工

艺设计、主要工艺设备与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主要辅助工程、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施工与验收、

运行与维护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电解锰行业产生的锰氨废水、渣场渗滤液处理设施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设计、施

工、验收及运行全过程，可作为电解锰行业锰氨废水、渣场渗滤液治理工程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

施工、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环境管理的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404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T 22580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电气设备技术要求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T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9   35kV~110kV变电站设计规范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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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2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726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技术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120   城镇排水系统电气与自动化工程技术标准 

HG/T 20507 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T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SH/T 3024  石油化工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解锰electrolytic manganese 

指用锰矿粉经酸浸出获得锰盐溶液，再送电解槽电解析出的单质金属锰。 

[来源：电解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2023，3.3]。 

3.2 锰氨废水wastewater containing ammonium and manganese 

电解锰企业生产过程各生产单元和辅助设施产生的含锰和氨氮废水，包括制液车间滤板、滤布清洗

废水、电解车间阴极板冲洗废水、生产车间地面冲洗水和渣场渗滤液等，电解车间钝化单元含铬废水除

外。 

3.3 渣场渗滤液leachate from slag yard 

锰渣在填埋和堆放过程中锰渣中的游离水、大气降水以及入渗的地下水，通过淋溶作用形成的废水。 

3.4 膜脱氨ammonia removal by membrane contactor 

含铵溶液在碱性条件下，溶液中铵根转化为气态氨，成为气液混合液。采用疏水膜及膜接触传质工

艺，通过真空、吹扫、纯水或化学吸收等物理或化学方法实现膜界面两侧氨分压差最大化，驱动气液混

合物中氨气跨膜传质，完成溶液脱氨。 

3.5 废水回用wastewater reuse 

锰氨废水经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处理达到相应回用水质要求后，回用于电解锰生产系统。 

4 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4.1 废水来源和主要污染物 

4.1.1电解锰行业废水应包括制液车间洗板水、洗布水，电解车间洗板废水、车间地面冲洗水和锰渣

场渗滤液。 

4.1.2除电解车间的含铬废水外，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硫酸锰、硫酸铵、悬浮物（SS）、化学需氧

量（CODＣr），还有少量钴、铬等金属离子。 

4.2 废水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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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应采用在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现场实测的方法确定电解锰企业的废水量。 

4.2.2无法获得实测数据的电解锰企业，应参考相似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企业类比确定废水量。 

4.2.3无法获得实测数据且无相似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企业可参考时，宜参照《电解锰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清洁生产水平等级确定。 

 

表1 企业吨产品废水产生量参考 

企业清洁生产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废水产生量（m³/t） ≤1 ≤2 ≤3 

 

4.3 废水水质及进水水质要求 

4.3.1废水水质应根据实际测定数据确定，其测定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应符合HJ/T 91.1的规定。 

4.3.2无实际测定数据时，宜参照同行业同规模同工艺现有企业数据类比确定，或参考附录A确定。 

4.3.3含铬废水不能进入本处理工程。 

5 总体要求 

5.1 电解锰行业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工程可作为电解锰行业废水达标的处理工程，也可

作为废水回用的预处理工程。 

5.2 建设规模应依据设计水量、水质和预期变化情况综合确定。当电解锰生产能力扩大时，应同步

扩建废水治理工程。 

5.3 主工程应包括前处理、除锰、一级过滤、除钙镁、二级过滤、氨吸收处理、精过滤、超滤、膜

脱氨及pH调节等，辅助系统应包括建筑与结构、电气、给排水与消防、道路与绿化等。 

5.4 采用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处理工艺的废水处理厂（站）应遵守以下规定： 

a）厂址选择和总体布置应符合GB 50014的相关规定，总图设计应符合GB 50187的规定； 

b）防洪应满足工厂和行业防洪标准，且具有良好的排水条件； 

c）建（构）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合GB 50016、GB 50160的规定； 

d）药剂的运输、贮存应符合GB 50160、GB 15603规定，硫酸和液碱（如氢氧化钠）等药品属于危

险化学品，运输管理还应符合GB 6944、GB 12268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的规定； 

e）设计、建设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绿化等降低噪声的措施。噪声和振动控制的设计应符合

GB/T 50087的规定；机房内、外的噪声应分别符合GBZ 2.1、GBZ 2.2和GB 3096的规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应符合GB 12348的规定； 

f）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重视职业卫生和劳动安全，应执行GB/Z 1、GB/Z 2.1、GB/Z 2.2和

GB/T 12801中相关规定；建成运行的同时，安全和卫生设施也应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运行，并制

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g）应按照相关规定安装在线监测系统，根据工艺运行要求设置控制系统，实现运行管理自动化。 

5.5 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及其他污染物的治理与排放，应满足国家相关排放

标准、排污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要求。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废水处理工程设计出水水质应根据国家相关排放标准或回用水质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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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废水处理工程的运行方式宜采用连续式，当废水水量较小时，可采用间歇式。 

6.1.3各处理单元的工艺参数宜根据试验确定，也可根据同类型废水处理运行经验数据选取。 

6.1.4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除锰渣、除钙镁渣等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6.2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应包括前处理、除锰、一级过滤、除钙镁、二级过滤、氨吸收处理、精过滤、超滤、膜脱

氨及pH调节，工艺流程示意图见图1。 

 

 

图1 电解锰行业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工程工艺流程示意图 

 

6.3工艺设计要求 

6.3.1 前处理 

6.3.1.1进水系统前应设置格栅，进水泵房及格栅设计应符合GB 50014的相关规定。 

6.3.1.2当水质或水量的日变化最大值为最小值的两倍或两倍以上时，应设置调节池。调节池的设计

应满足以下要求： 

a）调节池容量应根据废水流量变化曲线确定；没有流量变化曲线时，调节池的容量应满足生产排

水周期中水质水量均化的要求，停留时间宜为6~12 h； 

b）调节池内宜设置搅拌装置，宜采用搅拌机或曝气搅拌方式； 

c）调节池出水端应设置去除浮渣装置，池底宜设置除砂和排泥装置。 

6.3.2 除锰 

6.3.2.1药剂可采用氧化钙、氢氧化钙、氢氧化钠等药剂中一种或几种组合。 

6.3.2.2反应终点应保证废水pH≥9.5，如需同步去除其他金属离子，应通过试验确定终点pH值。 

6.3.2.3反应时间应根据试验确定，并不宜小于30min。 

6.3.2.4终点废水锰离子含量应≤1mg/L。 

6.3.3 一级过滤 

6.3.3.1pH值调整达到确定指标后可采用耐腐蚀压滤机或高效澄清器去除沉淀物，采用压滤机过滤压

力≥0.3Mpa；采用高效澄清器废水停留时间≥2h。 

6.3.3.2若采用高效澄清器，沉淀物应用压滤机再次脱水。 

6.3.3.3过滤产生的含锰污泥应优先交由第三方企业资源化利用，无法利用的送入锰渣场或Ⅱ类固废

填埋场填埋。 

6.3.4 除钙镁—pH调节 

6.3.4.1除钙镁药剂宜采用碳酸钠，pH调节药剂宜采用氢氧化钠。 

6.3.4.2反应终点pH≥11.5，若处理后废水再利用，终点pH可根据膜脱氨单元出水氨氮含量参考附录

B确定。 

6.3.4.3反应时间应根据试验确定，并不宜小于30min。 

6.3.4.4终点废水钙镁离子含量合计应低于50mg/L。 

6.3.5 二级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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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除钙镁—pH调节反应结束后可采用耐腐蚀压滤机或高效澄清器去除沉淀物，采用压滤机过滤

压力≥0.3Mpa；采用高效澄清器废水停留时间≥3h。 

6.3.5.2若采用高效沉淀器，沉淀物可并入除锰单元沉淀物脱水系统。 

6.3.5.3过滤产生的钙镁沉淀物应送入锰渣场或Ⅱ类固废填埋场填埋。 

6.3.6 精过滤 

6.3.6.1可采用砂滤、纤维过滤等精密过滤设备。 

6.3.6.2过滤单元的工艺参数： 

a）过滤时过滤压力为0.06±0.01MPa; 

b）反冲洗压力0.1±0.01MPa； 

c）过滤器反洗周期8~12h； 

d）出水悬浮物含量应小于50mg/L。 

6.3.7 超滤 

6.3.7.1采用超滤膜设备，超滤膜技术参数： 

a）截留分子量：3~5万； 

b）膜材料：聚砜、聚偏四氟乙烯等材质； 

c）膜壳材质U-PVC。 

6.3.7.2超滤单元的工艺参数： 

a）适用温度范围5~40℃； 

b）pH耐受范围0~12； 

c）操作压力0.2~0.4MPa，最高不超过0.6MPa。 

6.3.7.3单支膜处理量宜为800~2000L/h。 

6.3.7.4超滤出水悬浮物含量应小于20mg/L。 

6.3.8 膜脱氨单元 

6.3.8.1膜脱氨单元进水应符合下列规定，不满足时应返回加药沉锰单元或采取相应措施重新处理： 

a）悬浮物含量宜小于20mg/L； 

b）Ca2+、Mg2+离子含量合计应低于50mg/L； 

d）温度大于20℃。 

6.3.8.2可采用疏水膜脱氨设备，疏水膜技术参数： 

a）孔径：0.05~0.2微米； 

b）膜材料：聚丙烯或聚四氟乙烯； 

c）膜壳材质：U-PVC。 

6.3.8.3膜脱氨单元的工艺参数： 

a）适用温度范围20-40℃； 

b）pH耐受范围 0~13； 

c）操作压力≤0.1MPa，最高不超过0.2MPa。 

6.3.8.4单支膜处理量宜为200~1200L/h。 

6.3.8.5膜脱氨工序膜的面积可按（1）计算： 

                                                         （1） 

式中： 

S—膜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C0—废水初始氨氮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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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出水初始氨氮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Q—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³/s）； 

k—传质系数，单位为米每秒（m/s）。 

6.3.9 pH调节 

6.3.9.1膜脱氨出水应根据出水去向确定pH调节范围和调节药剂。 

6.3.9.2膜脱氨出水达标排放时应采用硫酸调节出水pH=6~9。 

6.3.10 氨气处理系统 

6.3.10.1除锰和除钙镁过程应根据处理废水中氨氮含量确定是否采用密闭设备，并配备氨气收集处

理装置，当废水氨氮含量高于150mg/L时应配备负压氨气吸收处置装置。 

6.3.10.2氨气吸收装置可采用吸收塔或膜系统吸收处理，吸收剂宜采用纯水或硫酸。 

6.3.11 事故排放 

6.3.11.1膜脱氨处理工艺应设置事故池，制定应急措施。 

6.3.11.2污水厂（站）、工业企业另设事故池，应统一考虑膜脱氨处理工艺事故排水量，事故池容

积可按照SH/T 3024计算；膜脱氨处理工艺事故池容积应满足一次事故排水量需求。事故池废水应分批

次排入调节池或预处理单元。 

7 主要工艺设备与材料 

7.1 一般规定 

7.1.1建（构）筑物池体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处理规模较大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池体，处

理规模较小可采用钢结构罐体。 

7.1.2废水处理工程相关设施的防腐设计及施工应满足GB/T 50046及GB 50726的要求。 

7.1.3药剂投配系统的设备、管道应根据药剂的性质采取相应的保温或隔热措施。 

7.2 泵阀 

7.2.1废水提升泵过流部件应耐酸碱腐蚀，其中过酸泵宜采用氟塑料或钢衬氟塑料材质，过碱泵宜采

用304型不锈钢材质。 

7.2.2药剂投配系统中加药泵等均应采用耐腐蚀材质，宜采用氟塑料或其它塑料材质。 

7.2.3药剂投配系统中阀门等过流部件可采用UPVC或PVC材质。 

7.3 机械搅拌机 

7.3.1机械搅拌机（如框式搅拌机、桨叶式搅拌机等）的功率与转速应根据工艺设计要求选用，宜采

用无级变速搅拌机。 

7.3.2机械搅拌机水下部件宜采用316L型不锈钢材质、玻璃钢材质。 

7.4 管道 

7.4.1废水输送管道宜采用聚乙烯（PE）、聚丙烯（PP）或聚氯乙烯（UPVC、PVC）材质的管路和

管件。 

7.4.2药液输送管应设置必要的过滤器，防止计量泵和管路堵塞。 

8 检测与过程控制 

8.1 一般规定 

8.1.1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工程设计应根据工艺流程、运行管理要求确定检测和控制内

容。 

8.1.2应配置相关的检测仪表和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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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自动化仪表和控制系统应确保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处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8.1.4参与控制和管理的机电设备应设置工作和事故状态的检测装置。 

8.2 过程检测 

8.2.1应在总进水口和出水口设置流量计。 

8.2.2出水达标排放时，应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设置必要的水质pH、化学需氧量（CODCr）、

锰、氨氮在线自动检测系统，自动检测系统应符合《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8.2.3宜在废水入口、除锰池出水口、除钙镁池出水口等位置设置检测点，采样频次和检测项应根据

工艺控制要求确定。 

8.2.4水质采样以及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应符合HJ 493等的规定。 

8.2.5废水的水质检测应由废水处理厂（站）化验室统一负责，采样点位、频次及分析方法应符合

HJ 91.1的规定。 

8.3 过程控制与控制系统 

8.3.1过程控制模式应根据处理规模、工艺要求、企业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规模较大时，宜采用集

中显示、分散控制的系统。 

8.3.2现场检测仪表应具有防腐、抗渗漏、防结垢等功能。 

8.3.3控制系统应符合CJJ/T 120及HG/T 20507的规定。 

9 主要辅助工程 

9.1 建筑与结构 

9.1.1厂房建筑设计、防腐、采光和结构应符合GB 50033、GB 50037、GB/T 50046等标准的规定。 

9.1.2可根据不同地区气候条件的差异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严寒地区的建筑结构应采取防冻措施。 

9.1.3废水处理建（构）筑物应设排空设施，排出的水应经收集后返回调节池进入处理系统。 

9.1.4开放式地下建（构）筑物、地上建（构）筑物均应设置护栏，栏杆高度不宜小于1.2m，且应设

置挡脚板。 

9.2 电气 

9.2.1废水治理工程电气专业的技术要求应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要求一致，工作电源的引接和操作室

设置应与生产过程统筹考虑，高、低电压等级及用电中性点接地方式应与生产设备一致。 

9.2.2独立处理厂（站）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电解锰厂内处理厂（站）供电等级，应与生产车间

相等。 

9.2.3变电站设计应符合GB 50053和GB 50059的规定。 

9.2.4供配电设计应符合GB 50052、GB 50054、GB 50055、GB 50057的相关规定。 

9.2.5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GB 50194的规定。 

9.2.6成套设备配套供应的控制器、配电屏除应满足环境条件要求外，还应满足GB 14048和GB/T 

22580的相关规定。 

9.3 给排水与消防 

9.3.1废水治理工程给排水和消防系统应与生产系统统筹考虑，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GB 50013、

GB 50014和GB 50015等的规定。 

9.3.2排水一般宜采用重力流排放。 

9.3.3消防设计、火灾危险类别、耐火等级及消防系统的设置应符合GB 50016等的规定。 

9.3.4回用水输配系统应独立设置，并应根据使用要求安装计量装置。 

9.4 道路与绿化 

9.4.1厂区道路设计应符合GBJ 22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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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厂区的绿化面积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0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10.1 劳动安全 

10.1.1电解锰行业锰氨废水治理工程在施工、运行过程中应加强劳动安全管理，应建立并严格执行

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10.1.2处理构筑物周边应设置防护栏杆、走道板防滑梯等安全设施，栏杆高度和强度应符合国家有

关劳动安全卫生规定，高架处理构筑物应设置避雷设施。 

10.1.3存放有害物质的建（构）筑物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和阻隔防护设施。有害或危险化学品的贮

存应符合GB 15603的相关规定。 

10.1.4地下建（构）筑物应有清理、维修工作时的安全防护设施。主要通道处应设置安全应急灯。

在设备安装和检修时应有相应的保护设施。 

10.1.5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应采取接地或接零保护，钢结构、排气管、排风管和铁栏杆等金

属物应采用等电位连接。 

10.1.6各种机械设备裸露的传动部分或运动部分应设置防护罩或防护栏杆，并保持周围有一定的操

作活动空间，以免发生机械伤害事故。 

10.1.7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时，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未经审批以及

未落实通风、检测合格和监护等措施，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10.1.8危险部分应有安全警告标志，并配置必要的消防、安全、报警与简单救护等设施。 

10.2 职业卫生 

10.2.1废水治理工程职业卫生应符合GBZ 1、GBZ 2.1、GBZ 2.2等的规定。 

10.2.2应加强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防护，设置防尘、防毒、隔声、减震、防暑设施。 

10.2.3应向操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配备浴室和更衣室等卫生设施。 

10.2.4职工在加药间、污泥脱水间、风机房等高粉尘、有异味、高噪音的环境下应佩戴必要的劳动

保护用具。 

11 施工与验收 

11.1 一般规定 

11.1.1工程设计和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应工程设计和施工资质。 

11.1.2施工前应进行施工组织设计或编制施工方案，明确施工质量负责人和施工安全负责人，经批

准后方可实施。 

11.1.3应按工程设计图纸、技术文件、设备图纸等组织工程施工。工程的变更应取得设计单位的设

计变更文件后再实施。 

11.1.4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材料设备、隐蔽工程和分项工程等中间环节的质量验收；隐蔽工程应经

中间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施工工序。 

11.2 工程施工 

11.2.1土建施工 

11.2.1.1施工前应认真阅读设计图纸，了解结构型式、基础（或地基处理）方案、池体抗浮措施以

及设备安装对土建的要求，土建施工应事先预留、预埋，设备基础应严格控制在设备要求的误差范围内。 

11.2.1.2应重点控制池体的抗浮处理、地基处理、池体抗渗处理，满足设备安装对土建施工的要求。 

11.2.1.3施工过程中加强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的控制，杜绝出现裂缝和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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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4模板、钢筋、砼分项工程应严格执行GB 50204规定。 

11.2.2设备安装 

11.2.2.1设备基础应按照设备说明书、技术文件要求和图纸规定浇筑。 

11.2.2.2混凝土基础应平整坚实，并有隔振措施。 

11.2.2.3预埋件水平度及平整度应符合GB 50231的规定。 

11.2.2.4地脚螺栓应按照原机出厂说明书的要求预埋，位置应准确，安装应稳定。 

11.2.2.5安装好的机械应严格符合外型尺寸的公称允许偏差。 

11.2.2.6设备安装完成后应根据需要进行手动盘车、无负荷调试和有负荷调试，重要设备首次启动

应有制造商代表在场。 

11.2.2.7各种机电设备安装后应进行调试，调试应符合GB 50231的规定。 

11.2.2.8压力管道、阀门安装后应进行试压试验，外观检查应24 h无漏水现象。空气管道应做气密性

试验，24h压力降不超过允许值为合格。 

11.3 工程验收 

11.3.1工程竣工验收应按照《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有关验收规范和本标准的规定执

行。 

11.3.2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工艺安装完成后，各单元应按GB 50141规定进行满水试验，

管道及容器要经过管道强度、气密性及严密性等试验。 

11.3.3泵站和风机房等都应按设计的最多开启台数做48h运转试验。 

11.3.4排水管道应做闭水试验，上游充水管保持在管顶以上2m，外观检查应24h无漏水现象。 

11.3.5防腐验收应按照GB 50212的规定执行。 

11.4 环境保护验收 

11.4.1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应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和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进行。 

11.4.2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设施验收前应进行试运行，测定设施的技术数据和经济指标

数据，填写试运行记录。试运行记录可作为环境保护验收的技术支持文件。试运行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a）各组建（构）筑物都应按设计负荷，全流程通过所有构筑物; 

b）测试并复核各建（构）筑物的工艺参数； 

c）测定污泥产量、含水率； 

d）进出水量、用电量和各分项用电量； 

e）计算技术经济指标：锰等重金属离子去除率及总量、氨氮去除率和去除总量、出水pH值、出水

悬浮物浓度（SS）、电耗（kW h/吨水）、药剂消耗量（酸碱用量、试剂用量、絮凝剂消耗量）、回收

硫酸铵或氨水的总量及废水处理成本（元/吨）。 

11.4.3在生产试运行期间应对水处理装置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报告可作为环境保护验收的重要

参考。性能测试项目至少应包括：最大运行水量、污染物去除率、进出水水质、电耗、试剂用量等，如

有废气处理系统应测试处理效果。 

11.4.4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治理工程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应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监测技术要求》的规定。 

12 运行与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应参照CJJ 60执行。 

12.1.2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应配备专业的人员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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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设施在运行前应制定设备台账、运行记录、定期巡视、交接

班、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以及各岗位的工艺系统图、操作和维护规程等技术文件。 

12.1.4操作人员应熟悉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废水处理设施的技术指标和设施、设备的运行要求，

操作人员应经技术培训和生产实践，再经考试合格后上岗。 

12.1.5各岗位的工艺系统图、操作和维护规程等应示于明显部位，操作人员应按规程操作。 

12.1.6工艺设施和主要设备应编入台账，应定期检查各类建（构）筑物、设备、电器和仪表的运行

是否正常，定期对各类建（构）筑物、设备、电器和仪表进行检修维护，确保设施稳定可靠运行。 

12.1.7应定期检测进出水水质，并对检测仪器、仪表进行校验。 

12.1.8运行中应严格执行经常性的和定期的安全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12.1.9各岗位人员在运行、巡视、交接班、检修等生产活动中，应做好相关记录。 

12.2 水质检测 

12.2.1采用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的废水处理厂（站）应设水质检验室，并配备检验人员和仪器。 

12.2.2水质检验室内部应建立健全水质分析质量保证体系。 

12.2.3检验人员应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并应定期进行考核和抽检。 

12.2.4采用化学沉淀—膜脱氨联合的废水处理厂（站）正常运行检验的项目与周期，应参照CJJ 60

执行。 

12.2.5水质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12.3 运行调试 

12.3.1进水水质调节 

a）当进水pH值过低时，应加入碱调节进水pH值，以满足膜脱氨工艺要求； 

b）当进水温度过低或过高时，应适当对进水进行换热处理。 

12.3.2工艺调试 

a）观察药剂溶解池和投配池有无沉淀，如产生结晶沉淀应调整溶解池配药浓度，必要时应进行排

污； 

b）应测试计量泵的刻度读数与投加量的标准曲线，核对计量泵的投加量，必要时应做调整； 

c）应根据进水氨浓度的变化和反应过程中pH值的变化，合理调整药剂投加量或浓度； 

d）应根据固液分离系统出水SS浓度，合理投加PAM等助凝剂； 

e）应根据废水的水质特征（成分、浓度等），进行必要的实验室试验，确定合理的预处理单元试

剂用量范围和膜脱氨单元级数； 

f）调试结果应以全流程达到设计出水水质为标准。 

12.4 维护保养 

12.4.1操作人员应严格执行设备操作规程，定时巡视设备运转是否正常，包括温升、响声、振动、

电压、电流等，发现问题及时检查排除，并做好设备维修保养记录。 

12.4.2应定期检查搅拌机、水泵运转是否正常，搅拌轴及叶轮是否有锈蚀或损坏。 

12.4.3应定期检查计量泵运转是否正常，计量仪表显示是否正确。 

12.4.4应定期检查检测控制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2.4.5应保持设备各运转部位的润滑状态，及时添加润滑油、除锈；发现漏油、渗油情况应及时解

决。 

12.4.6应定时检查水池内、水泵、管道系统是否有积泥现象，必要时排泥。 

12.5应急措施 

12.5.1应依据实际特点制定膜脱氨处理工艺的各种应急措施，包括触电、泄漏、防火防爆、防溺水、

防高空坠落、人员伤害等应急措施。 

12.5.2应急预案的制定可参照CJJ 6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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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电解锰行业锰氨废水水质 

 

电解锰生产企业锰氨废水水质的参考数据范围见表A.1。 

 

表A.1  电解锰生产废水水质（mg/L） 

废水类别 pH 总锰 氨氮 

锰氨废水* 2.5~6 500~5000 150~3000 

渣场渗滤液 3~8 200~5000 100~3500 

注：*污水处理站进口采样。 



T/MMAC XXX-XXXX 

12 

 

附录 B 

（资料性） 

膜脱氨工艺单元出水氨氮含量 

 

氨氮废水治理工程膜脱氨工艺单元出水氨氮含量的参考数据见表B.1。 

 

表B.1  膜脱氨工艺单元出水氨氮含量参考 

pH范围 10.5~11 11.5~12 12~13 

出水氨氮含量（mg/L） <20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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