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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声明

本手册介绍了浸没式平板膜组件的特性、使用条件、规格、选型设计、安装、运

行、维护、安全操作注意事项。为了保证系统及设备达到最佳运行效果和最长的使用

寿命。请用户认真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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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迈博瑞生物膜技术(南通)有限公司(Membrane Solutions)成立于 2006年，是一家集

纳米级滤膜制备、滤膜组件生产及膜系统集成设备设计与安装的高新科技美资企业，

总部位于美国 Texas。迈博瑞拥有滤膜自主研发的美国专利技术，且滤膜产品已取得

ISO9001和 CE认证，并于 2013年通过美国 FDA及 NSF认证。

迈博瑞作为全球微滤膜研发和应用的知名厂商，在上海张江高科工业园建立了强

大的滤膜生产研发中心，3条 PTFE膜生产线及 3条设备焊接产线，实现滤膜生产、

膜元件装配、膜组件检测及包装等标准化生产流程，确保 MBR膜产品的规模化、效

率化生产。

迈博瑞超滤事业部——行业经验丰富且有从业

20多年资深美国工程师，可为客户开发、定制膜组件

以满足不同应用点需求，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

膜系统或膜设备集成设计方案、水处理工艺方案、现

场安装指导及调试等技术服务。

高品质膜产品及全方位的技术服务，为迈博瑞成功积累了电厂、海淡、电子行业、

饮用水、市政用水、垃圾渗滤液、生活污水、电镀废水、屠宰场废水等多项工程应用

案例。同时，迈博瑞成功加入中国工业膜协会会员，积极加强与同行业的技术交流及

合作，共同推进膜技术的推广、膜市场的应用及膜产业的发展。

滤膜生产 膜片装配 产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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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平板膜组件

1.1 平板膜元件规格

1. 平板膜元件结构形式

平板膜元件由 ABS衬板和 PTFE亲水平板膜组成。具体结构形式见图 1-1、图 1-2、

图 1-3。

2. 平板膜过滤原理

膜元件使用过程中呈竖直状态，污水经滤膜过滤后，经衬板与平板膜之间的缝隙

由水压或负压从出水口抽出，同时曝气管排出的气泡对膜表面不断冲刷，使活性污泥

（或其它悬浮污染物）不易在膜表面沉积，延长膜清洗周期，确保膜设备长期稳定运

行。

图 1-2 平板膜元件成品图图 1-1 平板膜元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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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板膜元件主要参数

表 1-1 平板膜元件参数表

型号 MSME025 MSME080 MSMBR150

有效膜面积 （m2） 0.25 0.8 1.5

外形尺寸（mm） 340×465×7 490×1000×7 490×1750×7

重量（Kg） 0.8 3.2 5.5

孔径（μm） 0.2

膜材料 聚四氟乙烯（PTFE）

衬板材质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

曝气量（升/片.分） ≥8 ≥10 ≥10

处理水量[升/（片·天）] 100-200 300-600 600-900

MLSS(mg/L) 8000-20000

出水浊度(NTU) ≤0.2

出水悬浮物 SS(mg/L) ≤1

注： 1.表中膜通量是在 25℃和抽真空度条件下，处理市政污水时，单片膜元件的初始通量。

2.处理不同的水质时，用户应进行充分试验，确定膜通量的设计值。

1.2 平板膜组件规格

1. 平板膜组件结构形式

平板膜组件由膜元件箱与曝气箱组成。其中膜元件箱由膜元件、产水软管、集

水管、导向槽（固定膜元件）和不锈钢支架组成；曝气箱由不锈钢穿孔管、管道连接

用法兰和不锈钢支架组成，具体结构形式见图 1-3。

通常本公司生产的膜组件支架材料选用 304不锈钢。如用于含高浓度的氯离

图 1-3 平板膜组件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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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其他盐的污水，请在订货时说明，以便膜组件支架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材料。

2. 平板膜组件主要参数

表 1-2 MSME080系列平板膜组件主要参数

表 1-3 MSME150系列平板膜组件主要参数

组件型号 MSME08060 MSME08080 MSME080100 MSME080120

膜元件数量（片） 60 80 100 120

有效面积（m2） 48 64 80 96

处理水量（m3/d） 19-34 25-45 32-56 38-68

曝气量（m3/min） ＞0.48 ＞0.64 ＞0.8 ＞0.96

MLSS(mg/L) 8000-20000

出水浊度(NTU) ≤0.2

出水悬浮物(mg/L) ＜1.0

外形尺寸 L×W×H (mm) 1000*660*1830 1300*660*1830 1600*630*1830 1900*630*1830

重量（kg） 260 330 410 500

膜材质 PTFE

框架材质 SUS304

集水管及曝气管材质 ABS

组件型号 MSME150100 MSME150120 MSMBR150160 MSMBR150200

膜元件数量（片） 100 120 160 200

有效面积（m2） 150 180 240 300

处理水量（m3/d） 60-105 72-126 96-168 120-210

曝气量（m3/min） ＞1.2 ＞1.6 ＞2 ＞2.4

MLSS(mg/L) 8000-20000

出水浊度(NTU) ≤0.2

出水悬浮物(mg/L) ＜1.0

外形尺寸 L×W×H (mm) 1600*660*2580 1900*660*2580 2600*660*2580 3200*660*2580

重量（kg） 670 800 1050 1300

膜材质 PTFE

框架材质 SUS304

集水管及曝气管材质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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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平板膜MBR设计

本章只针对膜组件以及相应抽吸泵和风机选型设计、系统的运行方式的设计进

行详细说明。其余调节池、厌氧池、清水池等容积的确定、设备的选型、管路系统

及电气自控系统的设计，请参照相应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2.1MBR工艺流程

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 , 简称MBR）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技术与高

效膜分离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污水处理与回用工艺。该技术不仅可以在生物反应池内维

持高浓度的微生物量，提高处理装置的容积负荷，节省占地面积，而且可以高效进行

固液分离，取代了传统工艺中的沉淀和过滤技术，系统出水水质好，可直接作为非饮

用市政杂用水回用。

由于膜的存在，大大提高了系统固液分离的能力，微生物被完全截留在生物反应

器中，实现了水力停留时间与活性污泥泥龄的彻底分离，消除了传统活性污泥法中污

泥膨胀问题。

典型的MBR工艺流程如图 2-1所示。

1. 污水流经机械间隙小于 3mm的格栅，去除水中大颗粒的悬浮物、杂质和纤维，后

进入调节池；

图 2-1 MBR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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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节池内的水靠重力流或由提升泵提升至 MBR生物反应系统。整个系统由厌氧

池、缺氧池、好氧池（膜池）组成。用户可根据进出水质的要求确定是否设置厌

氧池和缺氧池。我公司推荐的MBR生物反应系统模式见表 2-1。

3. 膜池出水可排放或回用。如需回用，膜池出水直接进入清水池，投加消毒剂或采

用紫外线进行消毒，各项水质指标达标后即可回用。

表 2-1 MBR生物反应系统模式

水处理要求 处理工艺

去除有机物（COD） 好氧池（膜池）

去除有机物（COD）+脱氮 缺氧池+好氧池（膜池）

去除有机物（COD）+除磷 好氧池（膜池）+化学除磷

去除有机物（COD）+脱氮除磷 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膜池）

高浓度有机物（COD）
二级MBR工艺

厌氧池+好氧池（膜池）

2.2 原水条件

MBR 在去除有机物上与传统的活性污泥法相同，即利用微生物对有机物进行降

解。但由于膜有其固有的使用条件，因而对原水的要求除传统活性污泥法要求外，

还须增加如下条件：

1. 原水必须经过 3mm 以下细格栅预处理，以避免颗粒、尖锐物体划伤膜表面。

2. 原水的酸碱度调节在 PH 3～12 的范围内，pH超出此范围可能会引起 MBR膜不

可恢复的损坏。

3. 原水的硬度较高时须对原水进行软化处理，避免长期使用过程中钙盐、镁盐等在

滤膜和曝气管上结垢，导致滤膜及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4. 原水的温度一般应低于35℃，最高不得超过40℃，否则会因温度过高影响生物处

理效果和滤膜的使用寿命。

5. 原水的油脂含量大于 30mg/L时，须设置除油装置。避免油脂附着在滤膜表面造

成膜通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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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水中不得含有高分子絮凝剂、环氧树脂涂料及离子交换树脂的溶出物，这些

化学物质会在膜表面形成化学污染，造成膜通量的降低。

7. 膜元件处理含有机溶剂废水时，必须进行小型试验。因为一定浓度的有机溶剂

会在膜表面发生相分离而侵蚀膜的机能层，导致整个处理系统崩溃。

2.3 膜元件的数量确定

膜元件数量选择计算：

n＝Qmax·1000/Q 膜

n:膜元件数量(片)

Qmax:每天最大污水处理量（m3/d）

Q 膜：膜通量[L/( 片·d)]

工业废水设计时须通过试验确认膜通量设计值。

2.4 膜组件在反应池内的布置

1. 膜组件之间以及与反应池的间距

在膜组件的运行过程中曝气管产生的气泡沿膜元件之间缝隙上升，在膜组件两侧

下降，形成自旋回流 。

自旋回流一方面使反应器中液体得到充分搅拌混合，微生物获得充足的溶解氧，

另一方面气泡的搅动也在膜表面形成的循环流，对膜表面的沉积物起到冲刷和剪切作

用，可有效防止污染物在膜表面的附着和沉积，这对膜元件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为了利用自旋回流现象，所以膜组件之间必须保留适当的间隙。具体布置见图 2-2、

2-3，参数选择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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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膜组件间隙尺寸一览表

符 号 尺寸（mm） 备注

W1 ≥400 膜架至池壁

W2 ≥300 膜组件间隙

W3 ≥500 膜架至池壁

W4 ≥500 膜架至池壁

H1 300～500 安全水深

H2 300～500 保护高度

H3 ≤400
如膜组件底部加高时，曝气管中心距池底

距离

图 2-2 膜组件在反应池中立面图

图 2-3 膜组件在反应池中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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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膜池数量的确定及膜组件的排列

a. 当每天处理量过大，为了便于系统的维护，建议反应池（膜池）分成 2个或 2个

以上，每个反应池（膜池）处理量应相等；

b. 每个反应池内膜组件数量相同，即膜面积相等；

c. 反应池内膜组件单排布置时，间距相等；双排布置时对称布置，且每排数量相等；

d. 膜组件的推荐布置方式见图 2-4，不推荐布置方式见图 2-5；

e. 膜组件应尽量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至少同一池内应为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根据处理水量和现场情况进行膜组件的选型设计及膜池数量的确定。

根据膜组件支脚尺寸，在膜池的相应位置预埋不锈钢板。

2.5 抽吸泵的流量的确定

1.每池设置 1台抽吸泵，根据工况设置 1～2台备用泵。

2.抽吸泵流量计算：

图 2-4 膜组件在反应池中推荐布置方式图

图 2-5 膜组件在反应池中的不推荐布置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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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水泵＝{Qmax/(n·24)}·{（T1+ T2）/ T1 }

Q 水泵：抽吸泵流量（m3/h）

Qmax:每天最大污水处理量（m3/d）

n: 水池数量

T1: 抽吸泵运转时间（min）

T2: 抽吸泵停止时间（min）

T1、T2的数值见表 2-2。推荐抽吸泵间歇运行设定：运转 4min，停止 1min。

2.6 膜元件冲刷供气量的确定

膜元件冲刷供气量计算：

Q气＝q ·n/1000

Q气：冲刷供气量（m3/min）

q：单片膜冲刷供气量（L/min.片）

n: 膜元件数量(片)

参考值：单片膜冲刷所需气量 10～12L/min/片。

超过冲刷供气量上限将导致膜损坏或使用寿命减少。在膜池所需空气量大于

膜冲刷所需空气量上限的场合，必须在膜池增设其它曝气设施，以满足设计

供气要求。

2.7 集水系统

1. 集水管流速 v=0.7～1.0m/s。

2. 集水管路上应配置具备远传功能的真空压力表,压力表量程宜为-0.1 MPa。

3. 抽吸泵出水管路上应配置流量计；自动控制需配置数字流量计；手动控制配置管

道流量计即可；流量计量程应略大于泵的流量控制范围。

4. 集水管路高位应设置清洗用加药口。

5. 当出水口低于膜池液面时，抽吸泵吸水管路上应设置随泵启停而开闭与泵同时启

停的电磁阀，或其他防止虹吸的设施。

6. 抽吸泵结构形式的选择。

a. 膜组件的集水管直接穿过池壁，且水泵低于膜元件最低点时，可采用离心泵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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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吸泵，同时集水管路上应设置排气阀，推荐选用自动排气阀，见图 2-6；如集水

管最终排口低于膜元件底部时，可设置与抽吸泵并联的出水管线，用电磁阀切换，

当膜污染程度低时，可利用自然水头出水，以节省能量，见图 2-7。

b. 膜组件的集水管跨越池壁，且水泵低于膜元件最低点时，如采用离心泵作为抽吸

泵，在泵吸水管路上须设置抽真空系统，以保证虹吸,见图 2-6；如抽吸泵后出水

管线水平低于膜元件底部，可设置与抽吸泵并联的出水管线，用电磁阀切换，当

膜污染程度低时，可利用自然水头出水，见图 2-7。

c. 膜组件的集水管跨越池壁，且抽吸泵高于膜元件底部水位之上，必须采用自吸泵。

如用离心泵，泵吸水端应设置止回阀，且吸水口处应增加补水系统，防止启动时

离心泵干转，见图 2-9。

图 2-6 集水管穿过池壁抽吸泵低于膜元件底部

抽吸泵

流量计

自动排气阀
压力表

加药口

膜组件

抽吸泵

流量计

自动排气阀

压力表

膜组件

加药口

图 2-7 集水管跨越池壁抽吸泵及泵后管路低于膜元件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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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集水管跨越池壁抽吸泵低于膜元件底部

流量计

压力表 加药口
排气口

膜组件

抽吸泵

抽吸泵

图 2-10 集水管跨越池壁抽吸泵高于膜元件底部

流量计 加药口

压力表

排气口

膜组件

流量计

膜组件

加药口
压力表

排气口

图 2-9 集水管跨越池壁抽吸泵及泵后管路低于膜元件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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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曝气系统

1. 曝气干管流速 v=10～15m/s；

2. 须在液位以上500mm的范围内设置曝气管清洗用分支管路和阀门，根据控制要求，

配备手动或自动阀门，见图 2-11；

3. 曝气总管应高于最高液面 1000 mm以上。

2.9 膜池的运行及控制

膜的过滤运行有持续和间歇两种形式。在污水中持续的抽吸会加快混合污泥在

膜表面堆积，形成滤饼层；采用间歇出水方式将大大改善这种状况，当停止抽吸时，

膜两侧的压差减小以致降低为零，堆积在膜表面的污染物会在持续上升的气泡和向

上涌动的液流扰动下脱落，达到清洗的效果。因此在浸没式 MBR膜生物反应器运

行中膜的过滤采用间歇过滤方式，即过滤和停止交替进行。

膜池中的曝气为持续运行方式，曝气在提供生物反应所需氧气的同时，可尽量

避免污染物在膜表面的沉积，与抽吸泵的间歇运行一起，大大延长了化学清洗周期。

根据所处理的污水水质，抽吸泵间歇运行时间可按表 2-3进行设置。

图 2-11 曝气管的配置

自风机

5
00

> 膜架曝气管

支管

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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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抽吸泵运行方式

项目 抽吸泵运行时间 T1(min） 抽吸泵停止时间 T2(min） 曝气时间

1 7 3 持续

2 8 2 持续

3 9 1 持续

注：工业废水设计须通过试验确认运行方式。

抽吸泵的运行和停机受控于程序设定的运行时间、膜池和后续清水池水位、风机

运行状态和集水管真空压力。

 膜池高水位时停止进水（此与抽吸泵无关，建议在这里不列举）；

 膜池低水位时报警，抽吸泵停;

 后续清水池高水位时，抽吸泵停;

 抽吸真空压力超过所设额定值时，抽吸泵停;

 风机停时，抽吸泵必须停。

出水阀由流量计控制，流量值的设置应满足膜的长期平稳运行要求，见图 2-12。

图 2-12膜池运行控制图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12-24h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抽吸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曝气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运行7-10min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连续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运行1-3min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运行7-10min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停止1-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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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膜元件、膜组件的包装及运输

根据用户的订货数量和需要，分为膜元件包装、和膜组件包装两类。

3.1 膜元件包装

内包装：塑料袋，每片膜元件用塑料袋独立包装。

外包装：高级瓦楞纸箱，包装箱上标注了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MSME080

型膜元件每箱最多装 10片，MSME150型膜元件每箱最多装 10片；纸箱标准堆码为 2

箱。

3.2 膜组件包装

膜组件包装分为膜元件箱包装和曝气箱包装。其包装和运输形式有以下两种：

1. 膜元件箱部分（是否要注明所含内容，如软管、集水管和滑道等）在厂区内组装

后，用木箱包装运输 ；曝气箱部分在厂区内组装后，曝气管及法兰处用塑料带缠

绕防护，裸装运输。

2. 膜元件箱与曝气箱在厂区内组装后，用木箱包装运输。

3.3 执行标准

木箱包装，执行GB/T 9174-2008《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3.4 膜元件、膜组件的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碰撞、雨淋、曝晒、冰冻和机械损伤。

膜元件由纸箱包装运输，要严格按照包装箱上标识要求堆码，避免膜元件造

成无法修复的损坏。

膜组件由木箱封装运输，严禁倒置或严重倾斜木箱，否则将严重损伤膜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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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膜元件、膜组件的装卸及储存

4.1 装卸

1. 确定膜元件、膜组件存放地点或安装地点，制定装卸计划、安全措施。

2. 根据货物的重量及现场情况准备相应的起重设备，如铲车、吊车、拖车等。

3. 膜组件较重，须采用起重设备装卸，确保安全。

4. 对于在工厂组装好的膜组件，建议直接就位。

4.2 装卸注意事项

1. 请严格执行吊装安全操作规范；

2. 吊起膜箱时，请使用足够强度的吊钩；

3. 吊装时，必须使用配置的吊具四角固定起吊，四根钢丝绳的长度必须一致，严禁

使用单根钢丝绳对角吊起膜组件；

4. 吊卸时请确认吊索及吊钩正确安装，确认安全方可向正上方缓慢吊起；

5. 装卸作业中应保持稳定，保护好膜箱上的集水管、出水管口以及曝气管，确认起

吊过程中平稳，防止与周边硬物碰撞。

在吊出膜元件箱或膜组件时，必须将吊链或吊钩与所吊货物固定好，缓缓地

垂直上升，不要使所吊货物摇晃，严禁任何人员位于货物下方。

在设置和安装膜元件及膜组件时，必须考虑设置脚手架、保护器具等保护操

作人员的安全措施，绝对不容许直接登攀膜组件。

在吊装膜元件及膜组件时，必须使用专用吊装设备。

吊卸时请勿损伤集水管以及膜元件出水口。

4.3 膜组件的检查

搬出膜组件后，请再次检查以下事项：

(1) 检查出货单中记载的物品是否全部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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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运输中物品有没有受到损伤。

4.4 膜元件、膜组件的储存

1. 产品应放置在通风干燥、有遮掩物、防潮和无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储存；

2. 产品存放环境温度范围5～40℃，尽量存放室内，须保证包装完好；

3. 储存时要严格按照包装箱上标示的堆码要求堆码，超高堆码可能会对膜元件造成

无法修复的损坏，纸箱标准堆码为 2箱；

4. 保管期间必须避免膜表面划伤。

必须绝对避免膜元件在 40℃以上或阳光直射的条件下放置。

应采取保温措施，避免冻结，否则会造成膜不可修复的物理损坏。

膜元件周围严禁火种靠近，严禁在其周围乱扔烟头。

必须绝对避免焊接或砂轮机等产生的火花溅在膜元件上。

膜元件使用前不得浸入水中，若浸水后请勿让膜元件再次暴露于空气中，

再次干燥会造成膜元件性能的不可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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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膜组件的组装

5.1 膜组件的组装

当膜组件现场组装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1. 清理周围安装环境，将所有可能触碰到膜表面的尖锐部位遮挡或捆扎，以免在安

装过程中造成膜元件不可逆的损坏。

2. 每片膜元件在安装前，须认真检查其表面是否有划伤，热熔焊缝处是否有破

损，如有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3. 膜元件应单片依次沿导向槽插入膜框架中，须插到位置后方可放手，严禁敲敲

打打，强拉硬推。

4. 膜元件全部插入框架后，安装压板。

5. 用专用软管将膜元件的抽吸口与集水管的抽吸口连接，接口处不得泄漏，小心

不得将抽吸口折断。

5.2 注意事项

1. 安装平板膜元件时，请安装人员必须戴好棉布手套，防止指甲刮伤膜元件。

2. 如果安装人员需站在不锈钢框架上安装膜元件，应尽量避免踩踏已装好的膜元件

上，如不得已，尽量踩在膜元件的边缘而不是中部，特别注意不能踩到膜元件出

水口。

站在框架上安装膜元件时，必须考虑设置脚手架、保护器具等保护操作人员的

安全措施。

当如果两片膜元件的膜表面粘在一起，分开时务必缓慢小心，防止造成膜表面

的损坏。

安装过程中，不得将膜元件弯曲；禁止在无任何保护措施的地方放置膜元件；

禁止将其他物体压在膜元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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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膜组件安装

6.1 膜组件安装

1. 清除膜池内的所有残留的垃圾:混凝土块、切削屑粒、零碎材料等。

2. 开箱并按装箱清单检查货物,将制造单位的出厂合格证要存档保管。

3. 根据工艺设计图，将曝气箱就位并与池底固定；为了曝气的均匀，须保证在同一

膜池内曝气管轴线水平误差不大于 5mm；共用鼓风机的所有相邻膜池曝气管轴线

水平误差不大于 10mm。为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建议在膜池底部膜组件四角安

装位置预设膜组件设备基础，基础上预埋不锈钢板。

4. 安装曝气管配管。

5. 膜池进水，将曝气管淹没在清水中，启动风机，检验曝气是否均匀，如不均匀，

调整曝气管的水平度，直至曝气均匀，后泄空膜池。

6. 将膜元件箱安放在曝气箱上部，用螺栓将两部分拧紧固定。亦可先将膜元件箱的

框架部分与曝气箱用螺栓连接固定后，再插入膜片。

7. 安装集水管配管；所有接口必须拧紧或粘接牢固,所有接口不得有渗漏。

8. 根据电控系统布置图及要求进行电控系统安装。

6.2 安装注意事项

1. 膜池池底须找平压光，并严格按规范养护；安装膜组件前应清除膜池内所有残渣

异物。

2. 每个膜组件水平误差不大于 5mm，相邻膜组件平误差不大于 10mm。

3. 安装过程必须严格保证膜片表面不受划伤。

4. 所有管路接口不得渗漏。

5. 施工期处于冬季或施工后可能无污水进入时，须暂缓安装膜元件或整个膜组件箱，

以免温度过低造成不必要损失；必须安装时，须保证池内温度在 5℃～40℃。每

个膜组件箱安装完毕后，均应用防水篷布及时苫盖，防止日晒、雨淋和附近电焊

施工焊渣烫烧造成损坏，同时应及时通风防止霉变。

6. 膜组件一经浸水后需保持长期浸泡在水中，膜片一旦离水，必须每三小时淋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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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防止微孔结构破坏。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指甲及其它硬物触碰滤膜，硬物触碰会造成膜元件不可

修复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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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膜组件的试运行

7.1 清水运行

1. 准备

a. 确认膜组件已固定。

b. 确认曝气管道、出水管道连接正确。

c. 确认所有管道阀门处于正确位置。

d. 确认膜池及其前端池体内部已清洗干净，不得有硬物、尖锐物体、土砂和小颗粒

物；要考虑可操作性，如无大小界定，就无法确认是否算干净。

e. 将自来水放至运行水位。

建议不要采用地表水取代清水进行操作。如水中含有大量铁、钙、镁、硅等

离子时，可能造成膜的堵塞。

2. 运行

a.开启鼓风机，检查曝气管道各处的连接处密闭性是否完好。

b.确认曝气强度和曝气量是否均匀。

c.开启抽吸泵，测定清水状态下透过水量、膜压差及水温参数，记录存档。

d.检测完毕后，请尽快关闭鼓风机以及抽吸泵。

不得进行过长时间的清水测试，过长时间的测试可能会导致膜的堵塞。

运行结束将膜元件浸没于水中，膜干燥会破坏膜的性能，导致膜通量下降。

7.2 污泥接种

1. 污泥投加

a. 须选择处理同种废水的种泥。推荐采用 MLSS浓度在 20000mg/L左右的种泥；

b. 种泥和废水的投入均须经栅隙≤3mm 的细格栅过滤，避免杂物进行入膜池；投

加种泥后紧接着开始进原水投入满足膜处理条件的废水；

c. 种泥投入的量应能使膜池MLSS浓度在7000mg/L以上。是否一定要那么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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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况下，就是投泥浓度高，但水来的少，浓度实际上也保持不住。

投入种泥时，请务必使用栅隙≤3mm 的细格栅去除泥中的杂物。

请勿使用接种剂。

2. 驯化方法

以下方法仅供参考：

a. 低通量运行法

接种污泥后在较低的抽吸流量下运行，例如可以将抽吸产水量降低到设计流量的

30%～40%运行。

b. 闷曝法

接种污泥后按正常水位条件连续闷曝 2～6 天（闷曝期间不出水，闷曝时间 视

活性污泥情况而定），随后采用间歇曝气方式，在停止曝气的同时沉淀并撇除上清液，

然后进水同时进行曝气，循环运行直至污泥浓度达到合理范围。

污泥在污水流入膜池之前投入，投入后立即开始培养，防止污泥缺氧后腐臭

变黑，影响污泥驯化。

过低的污泥浓度会影响膜生物反应器的正常运行，因此正式运行前，应设法

提高污泥浓度，使污泥浓度不小于 70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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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膜组件的运行和管理

8.1 运行条件

1. 与传统活性污泥法不同，由于膜的截留作用，在生物反应池中的微生物得以维持

较高的浓度，对有机物的降解效力提高。浸没式平板膜元件可以承受较高的污泥

浓度。污泥浓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加速膜污染的速度，推荐 MLSS 在 8000～

18000mg/L 的范围内运行。

2. 污泥粘度小于 250mPa·s(2.5*10-3Pa.s)。

3. 溶解氧浓度 DO 大于 1.0 mg/L。

4. PH:6～8；水温：15～40℃。

禁止饮用膜处理过的水。

处理水要回收再利用时，应根据其使用目的对处理水进行水质分析。

不能在反应池中加入对活性污泥有不良影响的化学药剂、毒品、油分或其它

物质。

即使在膜组件的使用条件范围内，也请尽量避免温度、pH、膜压差等参数的

突然变化。

经常性的检查并更换需要更新的部件。

防止膜组件受冻。

8.2 产水量设定

在恒流量运行条件下，膜组件产水量应按给定的膜通量进行设置。在运行过程中，

抽吸真空压力将缓慢上升，但不得超过-0.030MPa（真空表设置在与液面高度相同的

情况下），抽吸压力超过规定值后要及时进行清洗。

膜通量是有效过滤面积的单位时间产水量。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达到设计产水

量，需要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 3 天时间，即在运行第一

天建议按设计产水量的 30%运行，第二天提高到 50%，第三天提高到 80%，第



28

四天开始按照设计产水量满负荷运行。

8.3 运行方式

浸没式平板膜组件通常采用恒流量间歇出水方式运行。

在使用膜生物反应器处理污水时，建议按照以下方式运行：

抽吸出水运行 8分钟，停 2分钟 ，持续曝气，上述抽、停时间循环往复。

当膜池中需要添加消泡剂来削除泡沫时，请使用不易积垢的乙醇类消泡剂。

不论何种原因鼓风机停止运转时，必须立即停止抽水。

当膜池的液位低于最低保护液位，立即停止抽吸泵工作。

8.4 运行管理

膜组件的运行性能随原水水质和所设运行条件变化而变化。为了系统稳定地运行，

应对膜产水量、膜压差、曝气量、风机出口压力、原水水质、膜出水水质、膜池水温、

膜池水 PH、污泥浓度MLSS、溶解氧浓度、污泥沉降性能和剩余污泥排除量等项目进

行检测、观察和记录，且所有记录应存档。

1. 跨膜压差

检查跨膜压差的稳定性。跨膜压差的突然上升表明膜堵塞的发生，这可能是不正

常的曝气状态或污泥性质的恶化所导致的。此类这情况发生时，应检查下列参数并采

取相应措施，例如膜组件的清洗等。

2. 曝气状态

检查曝气量是否为标准量，曝气是否均匀。如曝气量不足、明显不均，应检查鼓

风机运行是否正常，曝气管是否堵塞，并采取相应措施，如曝气管的清洗等。

曝气量下降或变得极不规律或停止曝气时，膜绝对不能过滤运行，否则会造成

膜表面堵塞。

3. 活性污泥的颜色及气味

正常的活性污泥颜色及气味为茶褐色有凝集性、无令人不快的气味。如果外观及

气味不是这种状态时，请对MLSS浓度、污泥黏度、DO、PH、水温、BOD负荷等数

值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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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LSS浓度

正常的MLSS在 8000～15000mg/L。没有满足该条件的场合，膜可能无法达到既

定性能，因此请适当地调整MLLS范围；MLSS过低时，可采用投入种泥或停止污泥

排放等措施；MLSS过高时，可采取增加污泥排放量等措施。

5. 污泥粘度

正常的污泥粘度应在 250mPa·s以下。没有满足该条件的场合，膜可能无法达到

既定性能，因此请调整到正常的粘度范围，粘度过高时，可采取更新污泥或增加污泥

排放量等措施。

6. DO

正常情况下,膜生物反应器内的 DO应在均为 1mg/L以上。没有满足该条件时，如

果未超过最大曝气量，可采取调整曝气条件等必要的措施。

7. pH

正常的 pH范围为 6～8。没有满足该条件的场合，可能会发生无法达到既定性能

的现象，请添加酸或碱来调整 pH。

8. 水温

正常的水温为 15～40℃。没满足该条件的场合，可能会发生无法达到既定性能的

现象，因此，如有可能请采取冷却、保温等必要措施。

9. 水位

请检查膜生物反应器的水位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发生异常时请进行以下检查：

a. 液位计的检查；

b. 抽吸泵的检查；

c. 膜元件跨膜压差检查是否正常。

10. 运行记录表

我们推荐下列生产运行记录表格式供参考使用。

表 8-1 MBR 运行记录表

日

期

时

间

跨膜压

差（kpa）

流量计

(L/h）

风量

（m³/min）

风压

（kpa）

水温

（℃）

MLSS

（mg/L）

DO

（mg/L）

污泥粘度

(mPa·s)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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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膜组件的清洗

9.1 膜元件的化学清洗

平板膜组件在下述条件下须进行化学清洗，其他废水清洗周期根据试验数据确定。

1. 跨膜压差大于 30kPa；

2. 生活污水膜处理系统运行半年（其他废水清洗周期根据试验数据确定）。

9.2 清洗药液的配制

清洗药液的配制标准见表 9-1，每片膜清洗药液用量及清洗时间见表 9-2。

表 9-1 清洗药液配制标准

污染物质 药品名称 药液浓度

有机物 次氯酸钠 2000～6000mg/L(有效氯含量)

无机物 草酸 0.5～1%

无机物 柠檬酸 1～3%

表 9-2 每片膜清洗药液用量和清洗时间

膜元件型号 注入清洗药液量 清洗时间

MSME150 4L/片 2～5小时

MSME080 2.5L/片 2～5小时

9.3 清洗药液配制及保管注意事项

清洗药液配制及保管注意事项见表 9-3。

表 9-3 清洗药液配制及保管注意事项

药剂名称 次氯酸钠溶液（NaClO） 草 酸 C2H2O4 柠檬酸 C6H8O7

操

作

注

1 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及使用方法。

2
请充分通风换气、避开高温物体、火

花等，避免与酸的接触。
远离强氧化剂、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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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事

项

3 请勿进行使容器颠倒、掉落、被撞击或过度拉动等粗暴的操作。

4 请勿擅自造成粉尘或蒸气。

5 使用后请密闭容器，以免发生泄漏、溢出、飞洒等事件。

6 操作后，请仔细清洗手、脸等部位，并漱口。

7 请勿饮食、吸烟。

8 请勿将手套及其他已污染的护具带入休息场所。

9 无关者禁止入内。

10 请穿合适的护具，以免吸入药品和眼睛、皮肤及衣服接触到药品。

11 操作场所在室内时，请使用通风换气装置。

保管

注意

事项

1 避免日光的的直接照射，请于阴暗处保管；密闭保存，避免与空气的接触。

2 储液槽请采用耐腐蚀的容器。

请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及使用方法。药品可能含有触及人体时会

造成伤害的物质。使用药品时，请务必非常小心地带好保护眼镜、手套等保护

用具后进行操作。

如果化学药品接触到皮肤或者衣服时，请立即使用大量清水冲洗。

如果化学药品进入到眼中时，请立即使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就医。

化学药品应该保存在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

为了避免被腐蚀，请根据不同药品性质选择相应材料的储物槽来盛放药品。

次氯酸钠不得与重金属或酸混合,当它与酸混合后请务必注意会产生有毒氯

气。

请勿将草酸或柠檬酸与次氯酸钠混合。它们混合后会产生有毒的氯气。

9.4 膜元件在线化学清洗加药方式

在线化学清洗加药方式有二种，一种是重力式加药方式（见图 9-1），加药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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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药口的上方，用人力将清洗药液添加至加药罐，靠重力注入膜元件；另一种是泵

提重力式加药方式（见图 9-2），即加药装置在加药口的下方，用加药泵将清洗药液

提升至上部加药罐，靠重力注入膜元件。

用户根据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可选择其一。

9.5 元件在线化学清洗步骤

将清洗药液从加药口沿集水管徐徐注入并充满膜元件，使清洗药液从膜的内侧向

外侧渗出。药液注入时，请利用自然水头。在线化学清洗步骤见表 9-4.

表 9-4 在线化学清洗步骤

序号 重力式加药方式 泵提重力式加药方式

图 9-1 重力式加药方式

图 9-2 泵提重力式加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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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药阀门 Z3关闭

2 加药罐内药液调整到给定状态
加药装置内药液调整到给定状态,打开加药泵，确认

药液循环

3 停止抽吸泵运行、关闭产水阀门 Z1

4 打开加药口下部阀门 Z2

5 慢慢打开加药阀门 Z3，控药液缓慢注入

6 注入给定量的药液 注入给定量的药液；加药泵停止运行

7 关闭加药阀门 Z3、加药口下部阀门 Z2

8 膜元件浸泡，曝气持续运行

9 打开产水阀门 Z1，启动抽吸泵；重新开始过滤运行

10*
由于清洗后重新开始运行时，初期时的透过液中残留有清洗药液，可将其反送回原水

池。无法返送时，也可请根据使用场所的环境条件来决定是否或如何实施废液处理。

9.6 膜元件在线化学清洗注意事项

1. 请使用重力方式进行清洗药液注入，压力控制在 10kPa以下，如果直接通过泵注

入，压力可能会在 10kPa以上，将导致膜元件原的损坏。因此绝对请勿如此操作。

2. 请在膜元件处于浸没状态下进行注入。为了确保操作者的安全，请确保水面到膜

元件上部的水深在 500 mm以上。

3. 药液清洗时，曝气搅拌也应继续运行。但不同种类药品有时会导致膜池水产生气

泡，此时需注意调曝气量。

4. 药液温度越高，则冲清洗效果越好，但药液温度请勿超过 40℃。另外，药液温度

太低时，最佳冲洗效果无法达到，膜性能恢复的可能性减小。因此，请尽量保持

膜池的温度在较高的水平。

5. 冲清洗结束时，膜元件内及透过侧集水管中会残留清洗药液。再次进行过滤运行

时，在清洗药液对过滤水水质的影响消失前，可请将过滤水返回或者作为废水进

行处理。

加药口不使用时须加盖，防止脏物跟随清洗药液进入集水管，影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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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加药液时请慢慢打开阀门，控制药液缓慢灌入，因为清洗管道中有空

气，流速太快会发生喷溅。

清洗过程中装置发生异常时，请马上停止清洗。

如果将清洗药液直接通过药液泵注入，膜元件内的压力上升，从而可能导致膜

元件的破损；因此请务必采用重力方式注入（供给压力≤10kPa）。

药液清洗时，请在膜元件被水浸后且浸没高度超过 500 mm 的状态（即膜元件

被完全浸没）下进行清洗药液注入。

9.7 膜元件的离线物理清洗

当在线化学清洗无法解决问题时，需要将膜元件从组件中取出，用棉质抹布擦拭

或低压水枪冲洗膜表面，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关于详细清洗步骤及条件，请咨询本公司技术部。

9.8 膜元件的离线化学清洗

在设备大修期间，膜元件经过物理清洗后，再置于专用容器内，向容器内加入在

线化学清洗药液，浸泡 5小时以上，可使膜元件的过滤能力得到最有效的恢复。

关于详细的清洗步骤及条件，请咨询本公司技术部。

9.9 曝气管的清洗

膜组件运行过程中曝气管上的排气孔会发生堵塞，导致曝气不均匀或者不曝气，

造成局部膜元件的冲刷不到位，继而发生膜污染，影响产水通量。所以，须根据处理

水质设定清洗周期。一般处理生活污水，清洗周期为 7～15 天。曝气管正常运行示意

见图 9-3，曝气管清洗示意见图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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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管正常运行时，阀门 Z4和 Z5打开，阀门 Z6关闭，空气从管底部小孔排出。

曝气管清洗时打开阀门 Z6，关闭阀门 Z5，利用曝气管内外的压差，使得堵塞小孔的

污物脱离，随气水混合液沿曝气管从阀门 Z6排出。具体步骤如下：

1. 抽吸泵停，停止产水；

2. 打开阀门 Z6，关闭阀门 Z5；

3. 清洗时间一般为 2～5 分钟左右，若清洗效果不明显应重新清洗；

4. 打开阀门 Z5，关闭阀门 Z6；

5. 确认膜池曝气正常;

6. 启动抽吸泵，恢复产水。

图 9-3 曝气管正常运行示意图

自风机

500
> 膜架曝气管

支管

水位

Z4

Z5

Z6

图 9-4 曝气管清洗示意图

自风机

5
00

> 膜架曝气管

支管

水位

Z4

Z5

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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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膜组件的维护

10.1 相关配件更换

污水处理中膜组件相关配件存在使用老化问题，需进行定期更换。更频率如表

10-1所示。

表 10-1 膜组件相关配件更换频率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更换频率 备注

1 集水软管 三年一次 用本公司专用配件

2 膜元件 五年以上
用于生活污水，其他废水以试验

数据为准

本公司膜元件质保期为 2年，此保质期只适用于生活污水，用于其他污水应以试

验数据为准。未按本手册使用造成的损坏不适用质保期承诺。

10.2 膜元件的更换

膜元件的更换，既可如只需更换几片膜元件，可将膜池的水位降低至膜元件出

水口与集水软管的连接处后在池内更换即可；如需全部更换，也可将膜池中的污水

泄空，将膜元件箱提出膜池后离池更换，亦可在膜池中更换。

更换的膜元件顺序如下：

1．拆下所要更换膜元件一侧的软管；

2．将压板上的螺栓松开；

3．移开压板；

4．抽出旧膜元件；

5．将新膜元件顺导向槽插入膜元件箱，插入时需缓慢小心，不要硬插强压；

6．确认膜元件更换完毕后，将压板归位，拧紧螺栓；

7．更换后将集水软管与膜元件重新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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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踩踏碰撞膜元件的出水口部位；

严禁用手、脚或者工具钩拉连接用橡胶软管；

软管应该顺着出水口方向插入或拨下，禁止斜拉或横拉；

禁止用自由落体方式插入膜元件；

膜元件更换时要小心，切勿使膜表面碰到尖角或者与硬物碰撞；

安装完毕后应确定认软管与膜元件出水口连接可靠(软管应插至出水口根部）；

安装膜元件时请使用安全护具，以免发生危险。

更换膜元件时如有问题可咨询本公司技术部。

10.3 膜组件的取出

1. 将膜池中的污水泄空；

2. 仅取出膜元件箱时，请松开集水管与配管联结，并卸下膜元件箱与曝气箱的联结

螺栓，方可整体取出膜元件箱；

3. 如膜组件整体取出，请松开集水管与配管、曝气管与配管的联结、膜组件与池底

的固定联结，方可整体取出膜组件。

4. 请严格执行吊装安全操作规范。

在吊出膜元件箱或膜组件时，必须将吊链或吊钩与所吊货物固定好，缓缓地垂

直上升，不要使所吊货物摇晃。严禁任何人员位于货物下方。

在吊出膜元件箱或膜组件时，必须考虑设置脚手架，保护器具等保护操作人员

的安全措施。绝对不容许直接登攀膜组件。

在吊出膜元件箱或膜组件时，必须使用专用吊装设备。

吊卸时请勿损伤集水管以及膜元件出水口。

膜元件取出后，须使膜一直处于湿润状态。

10.4 膜元件的保养维护

1. 膜元件出厂时会使用保护剂。膜组件入下水后，保护剂会被洗掉，此后，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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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一直保持湿润。否则，膜会因为干燥将失去原有的性能。系统需要停机的时

候，也一定要注意保持膜元件的湿润。

2. 如膜元件使用后，需要停机超过 24小时，需要添加保护剂来保护膜不受生物污染。

具体做法是将膜组件保存在 0.5%～1.0%亚硫酸氢钠清洗溶液之中。在长期不使用

的情况下，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保护液，并且保证膜孔充满保护液，这一

点可以通过短时间的产水过滤来实现。

3. 膜组件不能在低于 5℃ 的环境中运行和放置。

10.5 膜组件及配管的检修

1. 重点检查膜元件上方的板是否固定，膜元件是否不能有松动，否则将导致以免膜

元件脱离膜箱及膜元件带动整个膜组件晃动，这将导致膜组件无法正常运行。

2. 检查曝气管、集水管等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松动脱落；

3. 检查膜组件与各管道连接处的密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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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膜组件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膜组件的故障一般有：抽不出水、抽出水有大量气泡、抽吸压力上升较快及透过

水质混浊。其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见表 11-1。

表 11-1膜组件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

故障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抽吸口不出水

抽吸泵转动方向错误 检查并调整转向

开始启用时泵内无水所致 向泵腔内注水后启动

自吸泵入口管路严重漏气 修理管路

抽出水中有大量气泡

抽吸管路有漏气点 检查并修理管路

一块或几块膜片严重损坏 检查出损坏膜片并更换

集水软管有漏点 检查并更换有漏点的集水软管

抽吸出水混浊

膜片与集水管连接软管脱落 检查并重新连接好

抽吸管路局部出现裂缝 检查并修补或更换

一块或几块膜片严重损坏 检查出损坏膜片并更换

抽吸压力上升较快

抽吸通量偏高 降低抽吸通量

滤膜被污染 清洗膜片

曝气系统运行不正常 检修、调整曝气系统

活性污泥浓度过低或过高 检测活性污泥并恢愎复到正常范围

注：其它不明故障可咨询本公司研发部。



    100m³/d 市政污水处理MBR系统技术文件

一.水质状况

处理量Q  = 100 m³/d 4.2 m³/h

备注：原水经过生化处理，且进水经过2mm格栅处理。

二.膜元件选择

    对于100m³/d的小型系统，建议使用MSME150160组件，组件信息如下

产水量 100.0 m³/d

材质 PTFE -

膜元件 MSME150 -

膜片面积 1.5 m
2

膜元件数 160 片

瞬时通量 21.7 LMH

平均通量 17.4 LMH

运行方式 负压抽吸，连续曝气

运行压力 ≤-0.05 Mpa

工作温度 5-35 ℃

三.运行方式与工艺流程

MBR系统采取“连续曝气，间歇产水”的运行模式，典型运行时间为：过滤8min+停歇2min。

工艺流程如下

排泥泵

原水 进水渠 MBR池 回流渠 回流泵

产水泵 产水箱

真空系统

四.膜元件数量和膜箱数量的计算

组件数量 N= 1 台 选取 1 台

    机架尺寸： L= 2500 W= 650 H= 2600
    产水口法兰： DN 40

    曝气口法兰： D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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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核实际通量

膜元件数 N= 160 片

膜面积   A= 240 ㎡

实际通量 q= 21.70 LMH

单台产水Q0= 5.2 m³/h

产水接口φ= 43 mm 取值DN 40

总产水量Q = 5.21 m³/h

产水总管φ= 35.04 mm 取值DN 40

六.计算曝气量

 曝气量按照 12 L/pcs·min

曝气量Qg  = 1.92 Nm³/min 1.9 Nm³/min

单台 Qg0  = 1.92 Nm³/min 1.9 Nm³/min

曝气接口φ= 45.7 mm 取值DN 50

曝气总管φ= 45.7 mm 取值DN 50

七.主要设备选型

7.1 产水自吸泵

本系统共设置 1 套产水系统，采用 2 台产水泵，1用1冷备。

系统套数 N'= 1 套

单套机架数 1 台

单套产水量 5.2 m³/h

单套曝气量 1.9 Nm³/min

    选型条件如下

流量     Q= 5.73 m³/h

扬程     H= 10 m

功率     P= 0.3 kw 取值 0.75 kw

效率    η= 52%

入口管径φ= 41.1 mm 取值DN 40

出口管径φ= 33.6 mm 取值DN 40

7.2 鼓风机

本系统利用工厂现有气源。气源需求如下

流量     Q= 1.9 Nm³/min 远期 1.9

风压     P= 3 mH20

曝气总管φ= 45.5 mm 取值DN 50

曝气母管φ= 45.5 mm 取值D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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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化学清洗加药泵及药箱

系统化学清洗时，可采用重力注药或加药泵加药。

单片膜药剂用量 5 L/片

药剂箱容积 0.88 m
3 取值 1 m

3

加药泵流量 3.5 m
3
/H 取值 4.0 m

3
/H

7.4 污泥回流泵

    污泥回流量按照2倍进水量计算。

回流量   Q= 8.4 m³/h

选用2台回流泵，1用1备。回流泵选型参数如下：

流量     Q= 9.2 m³/h

扬程     H= 15 m

效率    η= 65%

功率     P= 0.6 kw

入口管径φ= 50.1 mm 取值DN 50

出口管径φ= 40.4 mm 取值DN 40

回流总管φ= 38.5 mm 取值DN 40

7.5 排泥泵

本系统设置一套排泥排空系统，选用两台排空泵，1用1备。选型参数如下：

流量     Q= 10.0 m³/h

扬程     H= 15 m

效率    η= 65%

功率     P= 0.6 kw

入口管径φ= 54.3 mm 取值DN 65

出口管径φ= 44.3 mm 取值DN 50

八.运行控制说明

8.1 泵与流量计，变频互锁

    本系统各分组的产水泵采用变频控制并与产水流量计互锁，流量计设计参数为系统峰值流量。

    PID控制图如下
变频器 变频器

产水泵 流量计 回流泵 流量计

8.2 泵与液位信号互锁

    本系统设置有液位记，液位开关控制。泵的启停受液位信号的控制。

1.MBR液位L时，产水泵自动停止。

2.产水池液位H时，产水泵自动停止。

3.回流渠液位L时，回流泵自动停止，回流渠液位H时，回流泵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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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控制图如下
PLC

L停止 H停止
MBR液位 产水泵 产水液位

PLC
H启动，L停止

回流泵 回流液位

8.3 时间步序

产水 停歇 CIP碱 CIP酸
8min 2min 2-6h 2-6h

曝气
3-6个月

6-12个月

8.4 各步序泵阀启闭状态

步序 产水泵 鼓风机 产水阀 曝气阀 加药阀 酸泵 碱泵
产水 开启 开启 开启 开启
CIP碱 开启 开启

CIP酸 开启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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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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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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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01

PI

01

FI

止回阀 蝶阀 气动蝶阀截止阀球阀

压力表 流量计 迈博瑞生物膜技术

（南通）有限公司

100m³/d市政污水MBR系统工艺流程图

原水泵

调节池
V101

缺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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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池
V103

MBR膜箱
MSME150160

100m³/d 市政污水MBR系统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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