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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按照

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去除较大的

杂质后，进入调节池；(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

池进行预处理，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3)之后的

废水进行进入水解酸化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

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所述酒

精废水处理剂包括：粉末碳，硫酸铁，氯化铵，氯

化铝，双氧水，沸石分子筛，铁粉，甲酸，聚丙烯酰

胺，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本发明通过

采用酒石酸，酪朊酸钠，蔗糖醋酸酯为补强体系，

提高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

溶解物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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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按照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

去除较大的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池

进行预处理，在此阶段，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酒精废水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混合均匀

静置35-45min；(3)之后的废水进行进入水解酸化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

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污泥一部分回流至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所述酒精

废水处理剂包括：粉末碳，硫酸铁，氯化铵，氯化铝，双氧水，沸石分子筛，铁粉，甲酸，聚丙烯

酰胺，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其中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比例为(10-

16)：(4-8)：(2-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

朊酸钠的比例为13：6：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

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5-10份，硫酸铁：20-30份，氯化铵：10-15份，氯化铝：5-8

份，双氧水：15-25份，沸石分子筛：5-10份，铁粉：5-10份，甲酸：10-15份，聚丙烯酰胺：3-4

份，蔗糖醋酸酯10-16份，酒石酸4-8份，酪朊酸钠2-4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

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7.5份，硫酸铁：25份，氯化铵：12.5份，氯化铝：6.5份，双

氧水：20份，沸石分子筛：7.5份，铁粉：7.5份，甲酸：12.5份，聚丙烯酰胺：3.5份，蔗糖醋酸酯

13份，酒石酸6份，酪朊酸钠3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调节池内将污水的

pH值调节至6.5-7.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3各个阶段产生

的污泥集中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外运至填埋或焚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酒精废水处理剂投

加量为20-25mg/L废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污水在水解酸化池

中停留时间2-3小时，污水在接触氧化池中停留时间1-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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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废水的种类和数量迅猛增加，对水体的污染也日趋广泛和严

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由于工业废水的成分更复杂，有些还有毒性，工业废水处理比

城市废水处理更困难也更重要。酒精废水是高浓度、高温度、高悬浮物的有机废水，处理技

术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废液中的废渣含有粉碎后的木薯皮、根茎等粗纤维，这类物质在废

水中是不溶性的COD；木薯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是多糖类物质，在酒精发酵中不能成为酵

母菌的碳源而被利用，残留在废液中，表现为溶解性COD；无机灰分的泥砂杂质。这些物质增

加了废水处理的难度。目前的专利技术大都偏重于絮凝吸附而沉淀的工艺，比如专利号为

CN201210483774、CN201510220252等，都是基于絮凝吸附CODcr的，进而提高CODcr的去除效

率。但这些处理工艺去除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导致后续的生化负荷仍然很高。所以现在市场

非常需要一种不仅可以兼顾絮凝，而且可以高效去除CODcr的废水处理剂。

[0003] 申请号为201611004386.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具体按照如

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去除较大的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

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池进行预处理，在此阶段，为了除去废水中不溶性的COD，加

入处理剂，以保证有效的去除效果；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3)之后的废水进行进入水解

酸化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污泥一部分

回流至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4)各个阶段产生的污泥集中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就

可以外运至填埋或焚烧，但是该发明提供的工艺对去除效果尤其是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和

浊度去除率还有提升空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以在专利申请文献“一种酒精废水

的处理方法(公开号：CN106365391A)”公开的基础上，优化组分、用量、方法等，进一步提高

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絮凝能力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

[0005]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具体按照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去除较大的

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池进行预处理，

在此阶段，为了除去废水中不溶性的COD，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以保证有效的去除效果；酒

精废水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混合均匀静置35-45min；(3)之后的废水进行进入水解酸化

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污泥一部分回流

至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包括：粉末碳，硫酸铁，氯化铵，氯化

铝，双氧水，沸石分子筛，铁粉，甲酸，聚丙烯酰胺，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其中蔗糖

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比例为(10-16)：(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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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所述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比例为13：6：3。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5-10份，

硫酸铁：20-30份，氯化铵：10-15份，氯化铝：5-8份，双氧水：15-25份，沸石分子筛：5-10份，

铁粉：5-10份，甲酸：10-15份，聚丙烯酰胺：3-4份，蔗糖醋酸酯10-16份，酒石酸4-8份，酪朊

酸钠2-4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7.5份，

硫酸铁：25份，氯化铵：12.5份，氯化铝：6.5份，双氧水：20份，沸石分子筛：7.5份，铁粉：7.5

份，甲酸：12.5份，聚丙烯酰胺：3.5份，蔗糖醋酸酯13份，酒石酸6份，酪朊酸钠3份。

[0010] 进一步地，步骤1中调节池内将污水的pH值调节至6.5-7.5。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3各个阶段产生的污泥集中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外运至填

埋或焚烧。

[0012] 进一步地，步骤2中酒精废水处理剂投加量为20-25mg/L废水。

[0013] 进一步地，步骤3中污水在水解酸化池中停留时间2-3小时，污水在接触氧化池中

停留时间1-3小时。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由实施例1-3和对比例5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3制得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絮

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显著高于对比例5制得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絮凝能力和

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同时由实施例1-3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为最优实施例。

[0016] (2)由实施例1和对比例1-4的数据可见，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在制备酒

精废水处理工艺中起到了协同作用，协同提高了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

溶解物去除率；这是：

[0017] 本发明通过芬顿试剂是以亚铁离子(Fe2+)为催化剂用过氧化氢(H2O2)进行化学

氧化的废水处理方法。由亚铁离子与过氧化氢组成的体系，也称芬顿试剂，它能生成强氧化

性的羟基自由基，在水溶液中与难降解有机物生成有机自由基使之结构破坏，最终氧化分

解，此外加入粉末碳，沸石分子筛作为物理吸附剂，硫酸铁，氯化铵，氯化铝作为絮凝体系，

聚丙烯酰胺作为分散剂。但申请人发现实际实验结果显示仅添加上述组分作为酒精废水处

理剂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并不令人满意，因此申请人通过反复试验，发现

添加了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在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中起到了协同作用。

[0018] 推测其可能机理为酒石酸是一种α-羧酸，双质子酸，可以有效的抗氧化并与亚铁

离子络合，从而防止亚铁离子被氧化，提高芬顿试剂的使用寿命和时间，同时其可以与难降

解有机物生成有机自由基通过氢键结合，增大有机物的质子化能力，从而更容易被多孔吸

附材料沸石分子筛吸附，提高提高去除率；酪朊酸钠是一种水溶性软化剂，主要组分为酪蛋

白，具有丰富的羟基，可以有效吸附小分子溶解有机物，且具有较好的载体作用，随着不断

与有机物络合从而分子量增大形成絮状物，从而能够过滤去除，同时通过与酒石酸的结合，

提高其亲水性能力，从而提高其在水中悬浮时间，防止污水的pH过高导致其变性析出，从而

提高吸附量和水中停留时间，提高吸附效果；蔗糖醋酸酯是蔗糖酯的一种，但蔗糖与醋酸酯

化反应形成低级脂肪酸酯，形成粘稠树脂状，分散在水中能够形成絮凝核心，增强絮凝能

力，其含有亲水性的蔗糖基团和疏水性的脂肪酸基团，疏水性的脂肪酸基团通过相似相容

原理对溶解有机物和油状物质有很好的吸附能力，蔗糖基团提高其在水中悬浮能力，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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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入酒石酸，可以调节其初始分散能力，降低其粘度，从而在水中形成微乳滴，从而提高

分散能力和吸附效果，蔗糖醋酸酯可以起到抗菌效果，防止酪朊酸钠富含的蛋白质被细菌

分解吸收降低酪朊酸钠对溶解有机物的吸附效果，从而产生更好的絮凝效果和溶解有机物

去除率。

[0019] (3)由对比例6-8的数据可见，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重量比不在(10-

16)：(4-8)：(2-4)范围内时，制得的絮凝剂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数值与实

施例1-3的数值相差甚大，远小于实施例1-3的数值，与现有技术(对比例5)的数值相当。本

发明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作为补强体系，实施例1-3控制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

时通过添加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重量比为(10-16)：(4-8)：(2-4)，实现在补强

体系中利用酒石酸与亚铁离子络合，提高芬顿试剂的使用寿命和时间，同时增大有机物的

质子化能力，从而更容易被多孔吸附材料沸石分子筛吸附；酪朊酸钠可以有效吸附小分子

溶解有机物，且随着不断与有机物络合从而分子量增大形成絮状物，从而能够过滤去除；蔗

糖醋酸酯通过加入酒石酸降低其粘度，从而在水中形成微乳滴，同时起到抗菌效果，防止酪

朊酸钠富含的蛋白质被细菌分解吸收，从而产生更好的絮凝效果和溶解有机物去除率，从

而实现了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在污水处理中起到了协同增强絮凝能力和溶解有

机物吸附能力的技术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通过以下实例加以说明，这些实例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但不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1] 在实施例中，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具体按照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

栅去除较大的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

池进行预处理，在此阶段，为了除去废水中不溶性的COD，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以保证有效

的去除效果；酒精废水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混合均匀静置35-45min；(3)之后的废水进

行进入水解酸化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

污泥一部分回流至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

[0022] 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5-10份，硫酸铁：

20-30份，氯化铵：10-15份，氯化铝：5-8份，双氧水：15-25份，沸石分子筛：5-10份，铁粉：5-

10份，甲酸：10-15份，聚丙烯酰胺：3-4份，蔗糖醋酸酯10-16份，酒石酸4-8份，酪朊酸钠2-4

份。

[0023] 步骤1中调节池内将污水的pH值调节至6.5-7.5。所述步骤1-3各个阶段产生的污

泥集中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外运至填埋或焚烧。步骤2中酒精废水处理剂投加量为20-

25mg/L废水。步骤3中污水在水解酸化池中停留时间2-3小时，污水在接触氧化池中停留时

间1-3小时。

[0024] 下面通过更具体的实施例进行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具体按照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去除较大的

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池进行预处理，

在此阶段，为了除去废水中不溶性的COD，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以保证有效的去除效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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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废水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混合均匀静置35-45min；(3)之后的废水进行进入水解酸化

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污泥一部分回流

至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

[0027] 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7.5份，硫酸铁：25

份，氯化铵：12.5份，氯化铝：6.5份，双氧水：20份，沸石分子筛：7.5份，铁粉：7.5份，甲酸：

12.5份，聚丙烯酰胺：3.5份，蔗糖醋酸酯13份，酒石酸6份，酪朊酸钠3份。

[0028] 步骤1中调节池内将污水的pH值调节至7。所述步骤1-3各个阶段产生的污泥集中

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外运至填埋或焚烧。步骤2中酒精废水处理剂投加量为22.5mg/L废水。

步骤3中污水在水解酸化池中停留时间2.5小时，污水在接触氧化池中停留时间2小时。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具体按照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去除较大的

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池进行预处理，

在此阶段，为了除去废水中不溶性的COD，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以保证有效的去除效果；酒

精废水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混合均匀静置40min；(3)之后的废水进行进入水解酸化池

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污泥一部分回流至

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

[0031] 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10份，硫酸铁：20

份，氯化铵：15份，氯化铝：5份，双氧水：25份，沸石分子筛：5份，铁粉：10份，甲酸：10份，聚丙

烯酰胺：4份，蔗糖醋酸酯10份，酒石酸8份，酪朊酸钠2份。

[0032] 步骤1中调节池内将污水的pH值调节至6.5。所述步骤1-3各个阶段产生的污泥集

中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外运至填埋或焚烧。步骤2中酒精废水处理剂投加量为25mg/L废水。

步骤3中污水在水解酸化池中停留时间2小时，污水在接触氧化池中停留时间3小时。

[0033] 实施例3

[0034] 一种酒精废水处理工艺，具体按照如下操作步骤：(1)酒精废水经格栅去除较大的

杂质后，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有效调节；(2)然后用泵提升进入一沉池进行预处理，

在此阶段，为了除去废水中不溶性的COD，加入酒精废水处理剂，以保证有效的去除效果；酒

精废水处理剂加入酒精废水中，混合均匀静置35-45min；(3)之后的废水进行进入水解酸化

池和接触氧化池进行生化处理，出水进入二沉池进行泥水分离；二沉池的污泥一部分回流

至好氧池前，一部分排至污泥池。

[0035] 所述酒精废水处理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粉末碳：5份，硫酸铁：30份，

氯化铵：10份，氯化铝：8份，双氧水：15份，沸石分子筛：10份，铁粉：5份，甲酸：15份，聚丙烯

酰胺：3份，蔗糖醋酸酯16份，酒石酸4份，酪朊酸钠4份。

[0036] 步骤1中调节池内将污水的pH值调节至7.5。所述步骤1-3各个阶段产生的污泥集

中进行污泥压滤脱水后外运至填埋或焚烧。步骤2中酒精废水处理剂投加量为20mg/L废水。

步骤3中污水在水解酸化池中停留时间3小时，污水在接触氧化池中停留时间1小时。

[0037] 对比例1

[0038]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缺少酒石酸，酪朊酸钠，蔗糖醋酸酯。

[0039] 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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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缺少酒石酸。

[0041] 对比例3

[0042]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缺少酪朊酸钠。

[0043] 对比例4

[0044]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缺少蔗糖醋酸酯。

[0045] 对比例5

[0046] 采用中国专利申请文献“一种酒精废水的处理方法(公开号：CN106365391A)”中具

体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

[0047] 对比例6

[0048]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蔗糖醋酸酯为18份、酒石酸为2份、酪朊酸钠为1份。

[0049] 对比例7

[0050]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蔗糖醋酸酯为8份、酒石酸为10份、酪朊酸钠为6份。

[0051] 对比例8

[0052]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原料中

为蔗糖醋酸酯18份、酒石酸为10份、酪朊酸钠为1份。

[0053] 采用实施例1-3和对比例1-8的工艺，取当地糖蜜厂排放的酒精废水进行测试，采

用浊度测试仪测试浊度去除率和采用COD测试仪测试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结果如下表所

示。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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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由上表可知：(1)由实施例1-3和对比例5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3制得的酒精废水

处理工艺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显著高于对比例5制得的酒精废水处理工艺

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同时由实施例1-3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为最优实施

例。

[0057] (2)由实施例1和对比例1-4的数据可见，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在制备酒

精废水处理工艺中起到了协同作用，协同提高了酒精废水处理工艺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

溶解物去除率；这是：

[0058] 本发明通过芬顿试剂是以亚铁离子(Fe2+)为催化剂用过氧化氢(H2O2)进行化学

氧化的废水处理方法。由亚铁离子与过氧化氢组成的体系，也称芬顿试剂，它能生成强氧化

性的羟基自由基，在水溶液中与难降解有机物生成有机自由基使之结构破坏，最终氧化分

解，此外加入粉末碳，沸石分子筛作为物理吸附剂，硫酸铁，氯化铵，氯化铝作为絮凝体系，

聚丙烯酰胺作为分散剂。但申请人发现实际实验结果显示仅添加上述组分作为酒精废水处

理剂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并不令人满意，因此申请人通过反复试验，发现

添加了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在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中起到了协同作用。

[0059] 推测其可能机理为酒石酸是一种α-羧酸，双质子酸，可以有效的抗氧化并与亚铁

离子络合，从而防止亚铁离子被氧化，提高芬顿试剂的使用寿命和时间，同时其可以与难降

解有机物生成有机自由基通过氢键结合，增大有机物的质子化能力，从而更容易被多孔吸

附材料沸石分子筛吸附，提高提高去除率；酪朊酸钠是一种水溶性软化剂，主要组分为酪蛋

白，具有丰富的羟基，可以有效吸附小分子溶解有机物，且具有较好的载体作用，随着不断

与有机物络合从而分子量增大形成絮状物，从而能够过滤去除，同时通过与酒石酸的结合，

提高其亲水性能力，从而提高其在水中悬浮时间，防止污水的pH过高导致其变性析出，从而

提高吸附量和水中停留时间，提高吸附效果；蔗糖醋酸酯是蔗糖酯的一种，但其实蔗糖与醋

酸酯化反应形成的低级脂肪酸酯，形成粘稠树脂状，分散在水中能够形成絮凝核心，增强絮

凝能力，其含有亲水性的蔗糖基团和疏水性的脂肪酸基团，疏水性的脂肪酸基团通过相似

相容原理对溶解有机物和油状物质有很好的吸附能力，蔗糖基团提高其在水中悬浮能力，

而通过加入酒石酸，可以调节其的初始分散能力，降低其粘度，从而在水中形成微乳滴，从

而提高分散能力和吸附效果，蔗糖醋酸酯可以起到抗菌效果，防止酪朊酸钠富含的蛋白质

被细菌分解吸收降低酪朊酸钠对溶解有机物的吸附效果，从而产生更好的絮凝效果和溶解

有机物去除率。

[0060] (3)由对比例6-8的数据可见，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重量比不在(10-

16)：(4-8)：(2-4)范围内时，制得的絮凝剂的絮凝能力和和有机物溶解物去除率数值与实

施例1-3的数值相差甚大，远小于实施例1-3的数值，与现有技术(对比例5)的数值相当。本

发明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作为补强体系，实施例1-3控制制备酒精废水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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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添加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的重量比为(10-16)：(4-8)：(2-4)，实现在补强

体系中利用酒石酸与亚铁离子络合，提高芬顿试剂的使用寿命和时间，同时增大有机物的

质子化能力，从而更容易被多孔吸附材料沸石分子筛吸附；酪朊酸钠可以有效吸附小分子

溶解有机物，且随着不断与有机物络合从而分子量增大形成絮状物，从而能够过滤去除；蔗

糖醋酸酯通过加入酒石酸降低其粘度，从而在水中形成微乳滴，同时起到抗菌效果，防止酪

朊酸钠富含的蛋白质被细菌分解吸收，从而产生更好的絮凝效果和溶解有机物去除率，从

而实现了蔗糖醋酸酯，酒石酸，酪朊酸钠在污水处理中起到了协同增强絮凝能力和溶解有

机物吸附能力的技术效果。

[0061] 以上内容不能认定本发明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由所提交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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