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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1   水污染控制工程印染废水处理综合性实验 

 

本课程是将水污染控制工程中的主要处理模式化学方法、生物方法、物理方

法融为一体的实验技术教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科学探索、流程组合、整体实验

技能和综合思维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对各种处理方法有感性的认

识，运用各种检测手段分析水样参数，归纳总结实验数据，并由实验数据来指导

实验过程。 

一、课程目的与内容 

该实验为综合性实验，学生应在学了课程理论知识后开设，具体要求： 

（1） 观察并熟悉反应器的结构、原理； 

（2） 熟练掌握COD的测定方法； 

（3） 了解菌种——随水质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及相应的对策； 

（4） 了解电解、混凝、过滤过程中控制的基本参数。 

二、教学方法 

（1）讲授反应器的结构，运行机理、运行控制参数、分析方法、数据分析。 

（2）观察试验现象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结合起来，通过分析结果指

导实验连续化开展。 

（3）对于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查资料的方式自行分析，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每个一定时间进行分组讨论，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及学生自行解决方法进

行讨论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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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2      磷石膏的综合利用试验 

将磷石膏加热到140℃至160℃，及相应条件下脱水成 β 型半水石膏。β 型半

水石膏具有吸水性，与一定量水混合成可塑性的浆体，经浇筑成磷石膏试块，隔

一段时间即凝结硬化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材料。 

一、课程目的与内容 

(1) 了解磷石膏加工成 β 型半水石膏工艺流程原理和效果； 

(2) 测定加工后熟料的细度、标准稠度用水量、初凝和终凝时间。； 

(3) 测定磷石膏试块的抗折与抗压强度及相关检测仪器的使用； 

(4) 探讨磷石膏作为建材原料的可行性和制作过程。 

二、教学方法 

(1) 讲授磷石膏加工成建材的主要步骤，让学生按要求制备试验用原料； 

(2) 用筛析法测定原料粉末的细度，看是否达到规范要求； 

(3) 将原料粉末与水按不同比例称量混合搅拌成不同稠度的浆料，分别装入试

模，然后依次用标准稠度仪测定哪个浆料处于或接近标准稠度，以确定该原

料粉末的标准稠度用水量； 

(4) 按标准稠度用水量配制新的浆料，用带不同用途的试针的凝结时间测定仪按

规程反复刺入浆料进行试验，最终确定该浆料的初凝和终凝时间。 

(5) 按标准稠度用水量配制新的浆料，在初凝时间前将其按要求装入标准试模，

参照终凝时间在规定条件下养护该试模中的试件。 

(6) 达到规定时间后将试件取出，先放入抗折试验机进行抗折强度测定，后用折

断试件装入压力试验机进行抗压强度测定。 

(7) 将以上所用数据填入标准表格，后进行数据处理，将最后数据与建筑材料规

范进行比对，综合评价其是否达到作为建材的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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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3 生物柴油洁净生产工艺研究 

一、课程目的与内容 

本实验为清洁生产的一个典型性实验——通过改变原料和生产工艺，减少生

产中的污染产生。 

试验主要要求掌握： 

(1) 生产实验原理 

(2) 反应器的工作原理 

(3) 工艺参数的分析 

二、教学方法 

（1）讲授反应器的结构，运行机理、运行控制参数、分析方法、数据分析。 

（2）观察试验现象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结合起来，通过分析结果指

导实验连续化开展。 

（3）对于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查资料的方式自行分析，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每个一定时间进行分组讨论，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及学生自行解决方法进

行讨论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