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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生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下,将生物过滤技术应用到大气污染控制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因此下文从生物过滤技术入手,分析大气污染控制现有的措施和技术手段,根据社会大气污染控制项目的

实际发展情况,提出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具体应用以及未来的应用方向,以期能够提高大气

污染控制的效率,为生态环保绿色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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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环境防控管理相关部门已经陆续展开各种新技术

研发,可以说为大气污染控制工作带来新的思考方向。在

未来仍旧需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不断地展开大气污

染控制工作探讨,实现各种新技术工艺的创新性、探索性的

应用发展。本文正是以生物过滤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探
索其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情况,具体研究如下所示:

1　生物过滤技术

生物过滤技术是一种污染控制技术,其借助各种含有

生物材料的生物反应器来捕获生物降解污染物,当前的生

物过滤技术常常用于各种废水、废气的处理,它能够有效

地对径流或是空气中的微生物进行氧化处理。例如,在空

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各行业会通过设置各种生物过滤器

来进行空气中的常见微生物去除。空气经过生物填料床,
生物过滤设备会将空气中的污染物转移到填料表面的生

物薄膜中,而后将生物薄膜移动到滴滤池和生物洗涤塔

中,通过水循环来达到降解生物膜上的污染物的效果。

2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2.1　大气污染概念

当前在现代工业城市发展中,常见的大气污染问题来

源自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机化合物、碳化合物,在
生活中交通运输工具所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

物质。虽然自然界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大量的有害物

质累积在空气中,仍旧会造成污染问题。

2.2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流程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流程如下图

1所示。

图1　大气污染控制中生物过滤技术应用流程

可以发现,该技术的应用对于过滤设备装置的依赖性

较高,同时该技术的应用中,任何参数指标的变化,都会对

空气中所存在着的污染物的状态有影响。例如,采用何种

生物膜,对空气中污染物的附着能力也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温度过高时,会直接影响生物过滤装置中的湿度变大,
如此影响空气在生物过滤装置中的停滞时间,也会导致微

生物活性的降低。因此在实际的应用中,更要求做好以下

的准备工作:

2.2.1　合理设计生物过滤装置系统的相关参数指标
通常情况下,废气进入到生物过滤装置时的浓度应该

控制在5g/m3,只有如此才能够让污染物自身同装置中的

微生物发生一定的反应[1]。例如,当废气的浓度高于这一

标准时,废气在生物过滤池中的气流阻力就会发生变化,
导致微生物对污染物的处理效果变慢,对此可以采用变化

生物过滤池高度的方式,来减少沟流现象出现,或采用封

闭式的过滤池,确保废气停留时间在15~60s之间,过滤

池中的负荷体积在50~200m3/m2/h。

2.2.2　对滤料的合理选择
滤料的选择是整个生物过滤技术应用项目中至关重

要的一项内容,其也是保证大气污染控制效果的基础。按

照既有的技术手段,当前滤料的选择要满足综合性要求,
例如,滤料必须具有良好的结构形式,且比重较轻,如此才

能够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体积变小而阻力增加的情况。
还要求具有较好的保湿能力,为微生物营造良好的生长环

境。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作滤料的填料有泥炭及堆肥等。

2.2.3　生物过滤装置温度湿度的科学控制
在生物滤池的运行过程中,其对于温度湿度的要求较精

准,因为若是滤池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温度过高导致湿度降低

的情况,则滤池孔隙中的水分会大大消失,填料出现干燥情

况,气体在里面所停留的时间变少,微生物的活性程度下降。
反之,温度降低,湿度过大也会导致阻力变大,氧传递降低,厌
氧区增加,导致臭味出现。在控制生物过滤池温度湿度操作

中,其必须能够根据相关的技术标准所展开,通过自动化的控

制手段,对实际的大气污染控制情况进行分析,由此确保过滤

池能够达到最佳的污染控制效果。

2.3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应用的不足

大气污染控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化的工程,在
大气污染控制中使用生物过滤技术已经成为趋势所在,也
由此起到了一定的生态保护作用。但是事实上,生物过滤

技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其应用

效率不高,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性价比不高。

2.3.1　大气污染控制相关机制不健全
大气污染控制需要达到一个量化的标准,只有如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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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掌握所采用的生物过滤技术是否具有科学性。但是事

实上当前关于大气污染控制的相关机制标准存在不健全的

情况。例如,大气污染控制的前提是展开大气污染检测,事
先知道造成该区域污染的大气污染物才能够对症下药进行

生物过滤技术中若干指标参数的调整。但是实际上所采用

的大气污染检测标准不够全面具体,因此导致生物过滤技

术在实际的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缺少真实性和针对性。

2.3.2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不够具体化

生物过滤技术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随着微生物的信息

不断的更新发展,现有的生物过滤器以及生物氧化系统将会

得到不断的升级优化,其能够展开的大气污染控制的效果也

发生变化。但是事实上,当前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

中的应用存在普适性特点,即不论是那种大气污染类型、其所

采用的生物过滤技术都是一致的,不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生

产生活需求,完成对大气污染的个性化控制管理[2]。

3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优化应用

策略
归根究底导致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

用出现问题是因为当前大气污染种类越来越多,现有的生

物过滤技术的过滤控制技术呈现出有限发展[3]。因此实

现对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优化应用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要求提高大气污染控制意识,降低生物过滤

技术的应用难度

上述提到了生物过滤装置对空气污染物浓度具有一

定的限制要求,若是超过这一标准,则其所达到的环境生

态控制效果会大大受限。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提高社会

各界生态环保意识,从根本上降低各种废气排放。例如,
对于煤炭企业而言,其可以转变自身的生产方式,借助高

新技术来进行煤炭的生产和开采,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所产

出的高浓度的空气污染物。也可以创新研发新能源,改变

现有的能源结构,降低对大气的污染排放。

3.2　提高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

用标准

对于当前大气污染控制中所存在着的污染种类复杂,
污染物处理流程繁琐,且污染物过滤处理效果参差不一等

问题,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加大对大气污染控制的统一化管

理,通过搭建起国际化的大气污染相关指标方式,为生物

过滤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更加专业的科学的指标参考。
如此可以避免在市场环境下各种质量不一的生物过滤装

置对大气污染控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当前建立国际化

的大气污染控制指标,其要能够立足于我国大气环境管理

的实际情况,将信息技术导入到大气污染监测技术中,建
立起更加精准的大气环境监测指标,确保充分了解大气污

染中的各种污染物,以全面掌握控制空气污染的具体情

况,明白是何种污染物为主要的污染源为此制定好有效的

大气环境保护机制[4]。

3.3　要求加快对生物过滤技术的科学研发力度

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核心是各种微

生物发挥作用。因此随着社会对微生物的研究进一步深

化,当前越来越多新的微生物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如何利用

这些微生物的积极作用来达到污染物防控作用则是未来生

态环境保护的研究重点所在。一方面是要求加强学校和各

个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尽可能地研发出一个开放性的系

统建设,对微生物种群进行科学合理的培养,提高其对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的处理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加快高校产学研

一体化教学体系建设,让学校的相关科学研究能够尽快地

市场化发展,提高各种微生物培育的效率和经济性价比。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人们对于空气质

量的需求标准提升的同时也为空气质量的检测防治提供

了相应的技术和设备。例如,新技术的发展,将生物过滤

技术应用到了大气污染控制工作中,其能够实现借助一种

生态环保的技术手段完成大气污染物的降解控制,在生物

过滤技术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求注意做好过滤设备系统

参数的设置,完成合理的过滤料的选择,对过滤反应发生

条件进行控制设置,只有如此才能够达到最优化的应用效

果。而在大气污染控制的应用中,生物过滤技术面临着缺

少统一规范管理和专业性不够高等问题,对此要求加强全

社会各阶层对大气污染控制以及对生物过滤技术的重视

程度,加大对生物过滤技术应用的标准制度建设,展开对

生物过滤技术的深层次研究探索。

作者简介:祁健强(1994.2—),男,甘肃临夏人,助理工程

师,研究方向:大气污染控制。

【参考文献】
[1]戴小海.试析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0,1:87-88.
[2]田晓宁.环保生物技术治理大气污染的最新发展研究[J].产业科技创新,2019,134:91-93.
[3]魏兴果.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研究[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0,11:43-44.
[4]孟茹.生物过滤技术在大气污染控制中的应用探讨[J].低碳世界,2019,907:7-8.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