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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立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立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xx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志峰、常敬国、洪芳、赵笛、张昊、杨宗魁、戴星妹、岳连翔、宋军、廖伟。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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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预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预处理技术的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二次污染防治、运行与维护、

安全与职业健康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纺织印染工业中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和退浆废水预处理的设计、施工、验收与维护，

可作为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预处理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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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425 纺织工业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标准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AQ/T 3047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

HJ 471 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HJ 4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碱减量废水 waste water of alkali reduction

涤纶等高分子聚合物织物在碱减量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含有强碱、有机物等杂质的废水。

[来源：GB 50425—2019，2.1.9]

退浆废水 desizing waste water

退浆过程中形成的含有浆料等杂质的废水。

[来源：GB 50425—2019，2.1.11]

酸析反应 acidulation reaction

使用浓硫酸或稀硫酸将碱减量废水的pH值调整至酸性，使水中对苯二甲酸析出从而将其分离出来的

过程。

4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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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对碱减量工艺段产生的废水进行综合利用，对不能进行利用的废水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处

理达标后排放。

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处理工程的副产物白泥可进行资源化利用。

处理技术应符合减污降碳政策方向。废水处理设计方案应当由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并

经科学论证。

建筑与结构设计应符合 GB 50069与 GB 50141的规定，电气、给排水与消防、道路与绿化设计应

符合 HJ 471的规定。

工程施工、验收前的性能测试、验收应符合 HJ 471的有关规定。

水处理药剂的运输、贮存应符合 GB 15603规定，浓硫酸的运输管理应符合 GB 6944、《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废水的处理或综合利用，应采取防止二次污染的措施。

5 工艺设计

设计水量

5.1.1 废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水量可参照 HJ 471确定。

5.1.2 新、改、扩建企业应根据原料种类和用量、产品类别、清洁生产水平等，采用类比或物料平衡

的方法确定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的设计水量。

5.1.3 现有企业应以实测水量为依据，设计水量应按最高日最高时废水量设计。无法取得实际测定数

据时，碱减量废水水量可按照合成纤维加工车间总废水量的 10~15 %计。

设计水质

5.2.1 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进水水质 COD浓度宜控制在 10000 mg/L~30000 mg/L，PH＞12。
5.2.2 如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 COD＞30000 mg/L，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如合成纤维碱减量废水

COD＜10000 mg/L，可直接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

工艺流程

5.3.1 碱减量废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碱减量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5.3.2 单减量废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2，双减量废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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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减量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图 3 双减量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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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参数

5.4.1 废水收集单元

5.4.1.1 宜进行分质收集，分别设置不同收集池对不同性质和浓度的废水进行独立收集。

5.4.1.2 细格栅栅距宜选用 1.5mm~10mm，格栅应按最大时废水量设计。

5.4.1.3 碱减量废水与退浆废水提升泵及管路配件宜采用 SS304材质。格栅和筛网应采取防腐措施。

5.4.2 废水预处理单元

对含织物纤维较多的、含高油、含浆废水应通过预处理去除纤维、除油、除浆（具体见表 1）。

表 1 预处理工艺选择参考表

项目 可行技术

含织物纤维较多 格栅/筛网、气浮、混凝、沉淀等

含高油 气浮、混凝、沉淀等

含浆 气浮、混凝、沉淀、超滤等

5.4.3 废水酸析反应单元

5.4.3.1 调酸药剂宜优先采用浓度为 98 %的浓硫酸。如采用稀硫酸时，稀硫酸浓度应＞35 %。

5.4.3.2 碱减量废水酸析 pH控制在 3~4。退浆废水酸析 pH控制在 3。
5.4.3.3 调酸药剂宜采用氟塑料泵投加，酸析反应单元宜采用在线pH值控制仪等自控系统自动调节投加量。

5.4.3.4 酸析反应宜在独立单元内进行，采用水力搅拌或机械搅拌，混合时间不宜小于2min，确保混合

均匀，防止出现短流和死水区。
5.4.3.5 酸析反应池可采用 PPH材质；钢筋混凝土池体内壁可采用涂衬环氧树脂玻璃钢防腐（5布 8
油）。

5.4.3.6 调酸药剂储存容器及药剂管路可采用碳钢管或钢衬塑管路。

5.4.4 固液分离单元

5.4.4.1 酸析反应混合液、混凝反应混合液宜采用板框压滤机进行固液分离。

5.4.4.2 白泥进料泵宜采用氟塑料泵，压力宜控制在 0.35 Mpa~0.45 Mpa。
5.4.4.3 输送管道材质宜采用 PE管或 PPR管。

5.4.5 酸析反应后的滤液深度处理

5.4.5.1 酸析反应后的滤液宜单独设立酸析水池，滤液调节pH为7~8后，再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

5.4.5.2 经板框压滤机压滤后的滤液不宜直接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
5.4.5.3 可采用加碱回调或经铁碳微电解方式调节 pH。
5.4.5.4 酸析水池酸析反应池可采用 PPH材质；钢筋混凝土池体内壁可采用涂衬环氧树脂玻璃钢防腐

（5布 8油）。

出水水质

出水水质要求COD去除率≥70 %，对苯二甲酸回收率≥90 %。

6 二次污染防治

污泥

6.1.1 退浆废水处理后产生的滤渣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应符合 GB 18599要求。

6.1.2 单减量废水水、碱减量废水酸析反应后产生的滤渣白泥，可资源化利用回收对苯二甲酸。用于生

产聚酯、增塑剂、薄膜、胶合剂、涂料和漆包线等。

废气

6.2.1 调节池、反应区、压滤机房区、药剂区、污泥堆场区应设置臭气收集系统并集中处理达标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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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6.2.2 臭气可采用负压管道收集，除臭工艺宜采用化学、物理和生物法相结合的组合技术，臭气处理

设施排放的恶臭污染物应符合 GB 14554规定。

噪声

6.3.1 设备房应具有良好的隔声或吸声设计，控制噪声产生。

6.3.2 机械设备的安装宜选用低噪声设备，考虑采用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从声源上控制噪声产生。

高噪声发生源，如鼓风机和水泵等应专门配备隔声、消声装置。

6.3.3 在噪声强度较大的区域，应采取个人防护措施，如佩戴耳塞、耳罩。

7 运行与维护

一般规定

7.1.1 应按 GB 4287的规定对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7.1.2 废水处理工程的运行和维护应符合 HJ 471的有关规定。

运行检测

7.2.1 宜监测运行过程中车间来水 COD、水量计量；酸析反应 pH、混凝反应 pH；酸析水池 COD等

相关的工艺参数及水质指标。

7.2.2 流量、pH等指标宜实现在线检测。

7.2.3 水质监测指标及其测定应符合 HJ 471的有关规定。

7.2.4 宜设置化验室，每天对废水进行酸析小试，计算每天酸的投加量，选定药剂投加量的最佳值。

7.2.5 监测项目及化验频率见表 2。调试、停车后重新启动和发生突发事故时应增加监测项目的监测

频率。

表 2 监测项目参考表

水样取样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废水收集池 COD 2次/天
酸析反应单元 pH、COD 4次/天

酸析水池进水口 pH、COD 4次/天
酸析水池出水口 pH、COD 4次/天

运行管理

7.3.1 操作人员上岗前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7.3.2 操作人员应巡查管道、设备的使用情况。观察调节池水位，控制池内水位，确保池内废水不满

出池外、不倒流回车间。同时也要防止调节池水位过低导致提升泵抽空。

7.3.3 每次巡检过程中，应注意硫酸储存处、硫酸泵是否存在泄漏，如有泄漏应及时上报及维修；硫

酸反应区应注意反应池有无鼓泡、泄漏、腐蚀现象。

7.3.4 相关操作人员应注意观察调酸药剂罐液位，液位低于一天使用量时应及时上报。

7.3.5 卸酸过程中罐体液位不宜过高，防止溢出，液位宜不超过罐体的 2/3。
7.3.6 每日巡检压滤机的液压油油位，保持油位在最高位的 3/4处左右。如有泄漏及时查找原因，并

补加液压油。

7.3.7 压滤过程中应及时观察滤液出水管是否出水顺畅，是否出现漏料情况。如出现漏料，应及时更

换滤布。

7.3.8 废气处理设备运用前应查看废气净化除味剂选用和废气净化除味剂的配比是否正确，废气净化

除味剂达不到指定要求时，应及时补充。设备操作时，巡查废气是否顺畅排出，有无泄漏。

设备、管道防腐管理

7.4.1 对于易腐蚀的设备、管道应加强管理，定期维护检查和检修。

7.4.2 设备停止使用时，应采取防腐措施，如倒空、清洗、涂油等。在每次停泵后，应检查填料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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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的密封情况，进行必要的处理。并根据需要填加或更换填料、润滑油、润滑脂。

7.4.3 有防腐层的设备，不应在外壁焊接构件。

7.4.4 严格执行防腐设备的检修、施工设备的检修、施工规程，保证施工质量和人身安全。

7.4.5 加强设备、管道及建（构）筑物外表面防腐的管理，应结合大修和中、小修定期进行防腐刷漆

工作。

7.4.6 采用防腐蚀材料要符合技术要求，应有检验合格证及出厂日期。

8 安全与职业健康管理

药剂管理

8.1.1 调酸药剂的储存

8.1.1.1 调酸药剂应储存于阴凉、通风、独立的库房，设围堰，做好库内防腐，保持容器密闭。应与

易（可）燃物、还原剂、碱类、碱金属分开存放。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8.1.1.2 每次卸酸药剂前，应取小样并及时进行酸度等指标的检测；避免出现硫酸的错误装卸和贮存。

警示标识

8.2.1 在硫酸泄漏风险区域、取样点等重点部位，应按照 GBZ 158、GB 2894的要求设置醒目的警示

标识，并在装置出入口按照 AQ/T 3047 的要求设置浓硫酸危害告知牌。告知牌应包含通用提示栏、健

康危害、警示标识、指令标识、理化特性和应急处置等。

8.2.2 浓硫酸泄漏风险区域的周界地面应采用红色警示线标示区域范围，沿线涂示“浓硫酸”字样，警

示线宽度为 100 mm,设在场所外缘不少于 30 cm处。

8.2.3 风向标按照高点、低点相结合的原则设置且位置醒目。高点风向标的高度及位置应便于观察，

低点风向标应设置在中控室、操作室或其他人员密集处附近。

应急管理

8.3.1 事故与应急处理应符合 HJ 471及国家、地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有关规定。

8.3.2 酸析单元中当发生贮罐泄露或突发火灾、爆炸时，在组织灭火或冲洗地面的同时，迅速切断清

水管网和污水接管口与外界的联通，将消防废水和事故冲洗废水收集到事故池内，待事故过后，再收集

此废水逐渐将该部分废水送到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8.3.3 有限空间作业应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等中毒和窒息风险、需要重点监督管理的有限空间，实行目录管理。应当对各类水池采取上锁、隔离

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进入。监护人员负责在作业前解除物理隔离措施。

职业健康管理

8.4.1 卸酸、酸析反应、板框压滤机压滤岗位的操作人员应全程穿戴防护工具（如防毒面罩、耐酸碱

工业手套、耐酸碱防化服、防化靴、护目镜等）。

8.4.2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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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碱减量工艺介绍

碱减量工艺是涤纶织物染色或者印花前的预处理工艺。常利用高温和较浓的烧碱液来处理涤纶织物

以提高其柔软性和舒适性。分为双减量工艺和单减量工艺。

A.1 双减量工艺

双减量工艺是涤纶强捻梭织布的一种染整工艺，工艺过程为：退浆精炼－预定型－碱减量－染色－

成品定型。碱减量工序中使用烧碱的量比较大，涤纶减量率也比较高（聚酯水解）；退浆精炼工序也要

用到少量烧碱，也有小幅减量作用，因而整个工序可以视为两次减量，俗称“双减量”。
双减量工艺产生的废水可分别收集。其中退浆精炼产生的废水称为退浆废水，一般不作回收预处理，

通过混凝反应降低废水中的COD，经调节pH后进入综合废水调节池；碱减量工艺段产生的碱减量废水

需进行对苯二甲酸回收处理，通过酸析反应将废水中的对苯二甲酸析出后回收。

A.2 单减量（退浆/预缩）工艺

单减量工艺又称“机缸减量”，其实际就是省略了第二次碱减量工序，工艺过程为：退浆精炼－预

定型－染色－成品定型。单减量工艺所产生的综合废水中含有较多的浆类，油剂。为了提高回收对苯二

甲酸的品质，有时在加酸之前要进行除油，除浆工艺。通过采用超滤法或气浮法等预处理后，再通过酸

析反应将废水中的对苯二甲酸析出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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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计算公式

B.1 COD 去除率计算公式

���� =
�
进水

−�
酸析滤液

�
进水

× 100%·········································(B.1)

式中：
����——COD去除率，单位：%；

�
进水

——进水COD浓度，单位：mg/L；

�
酸析滤液

——酸析滤液的COD浓度，单位：mg/L。

B.2 对苯二甲酸回收率计算公式

� = �1
�2

× 100%··················································(B.2)

式中：

�——对苯二甲酸回收率，单位：%；

M1——回收的对苯二甲酸质量，单位：kg；
M2——碱减量废水中对苯二甲酸的质量，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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