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组立足电镀、印染、市政污
水等典型行业排水的提标改造、稳
定运行与资源化，以及痕量污染的
高效削减，研制了电镀含镍废水深
度处理装置、单级树脂吸附装置、印
染废水深度处理装置、市政污水提
标改造的曝气生物滤池装置、曝气
生物滤池脱除总氮设备、含氰电镀
废水臭氧氧化设备等一批装置和设
备；开发了新型树脂基纳米复合材
料、羟肟修饰磁性壳聚糖吸附剂、基
于 氨 基 化 MCM-41 分 子 筛 的
PVDF 复合超滤膜、球状碳素纤维
组合填料等一批高性能环境功能材
料，并与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共同推
动课题成果转化。依托研发技术、
装置和材料，课题组成功培育的广
州市华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获得高
新企业认定，2014 年~2017 年实现
年均产值约 4000 万元，为新技术扎
实落地走好了第一步。

同时，课题组还结合课题研究
成果，从发展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
级、工程减缓、综合调控等多方面着
手，研究制定了东江流域城镇化水
源集水区水质风险控制总体策略，
并形成 3 个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
案，通过指导地方实施，研究示范区
主要支流入东江干流水质功能持续
提升，主要指标优于Ⅳ类，水源风险
大幅降低。

此外，课题组通过承担东江流
域内“良好湖泊专项”“东江流域国
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水十条”等
重大专项以及各级行政区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为东江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以及东江高功能饮用水安全保
障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撑。

虢清伟 邴永鑫邢飞龙

按照成都市委十三届二次全
会 决 策 部 署 ，成 都 市 新 都 区 以

“2018 全面落实年”为引领，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积极增强全面抓落实的高度
政治自觉，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努力为秀
美香城赋予别样色彩。

多措并举，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

近年来，为践行新发展理念，
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地处成都城市发展北中
轴线上的新都区用新发展理念统
领环保工作全局，从制度体系层
面突破瓶颈制约，使经济发展和
城市建设与绿色生态互相融合，
不断增加群众的环保获得感。

“新都区始终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和民生事业发展，努力

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新都区委副
书记潘捷表示，区委、区政府结合
自身区位优势，审时度势，强化顶
层设计，通过思想指引实践，理念
引领行动，持续强化城乡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将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列为“一号工程”，以铁的决心
和手段，全面打响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

依照《新都区环境保护“十三
五”规划》要求，新都区对大气污
染源综合分析、系统施策，全方位
开展专项治理，一举关停整改“散
乱污”企业 1026 家；淘汰燃煤锅
炉 134 台（套）；规范合法汽修企
业 311 家，限期整改 159 家，关停
354 家；关闭砂石场 51 家、商混站
40 家；划定主城区禁止食品露天
烧烤区，对主城区内 100 余家餐
饮店实施煤改电（气）；淘汰老旧
车 4499 辆、黄标车 993 辆。同时，
通过深入实施“四大工程”，完成
裸 土 覆 盖 129819 平 方 米 ，道 路

（接口）硬化 7 万余平方米，树池
覆盖 3033 平方米，绿化带提挡降
土 21.7 万平方米；对全区 139 个
在建工地开展达标化建设工作，
安 装 工 地 扬 尘 在 线 监 测 设 备
63个。

新都区环保局局长杨大伟告
诉记者，按照区领导厉行法治、强
化环保督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的工作要求，新都区制定出台了
配套规章及管理办法，多部门联
合开展机动车尾气现场执法，并
在中西部地区率先推行机动车尾
气遥感检测，对尾气超标机动车
实施有效管控。

2017 年，新都区 PM2.5年平均
浓度为 57 微克/立方米，较 2016
年 下 降 23% ，下 降 幅 度 全 市 第
一；PM10 年平均浓度为 86 微克/
立方米，较 2016 年下降 30.65%；
SO2、NO2 年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15
微 克/立 方 米 、50 微 克/立 方 米 ，
较 2016 年 下 降 21%和 16.7%；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 208 天，较 2016
年 增 加 29%，重 污 染 天 数 减 少 5
天。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
入推进，被誉为“半城繁华半城
绿”的香城新都，正朝着绿色新时
代大步迈进。

持续发力，建立健全
长效监管机制

立足新的起点和历史机遇，
为了实现生产更加科学高效、生
活更加绿色低碳的理念，新都区
在全面降低区域大气污染负荷，
加快构建与生态资源禀赋、环境
承载容量相适应的城市空间结构
和产业体系方面，又将呈现怎样
的谋篇布局和治污方略？

“改善环境质量，让绿色与城
市共融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全
社会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杨大
伟表示，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一年，是成都市的“全面落
实年”，新都区将着力健全完善长
效监督管理机制，总结经验、开拓
创新、重拳出击，以前所未有的决
心和力度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源头控制，优化结构。严格
执行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着力
做好增强新动能“加法”和淘汰落
后产能“减法”，采取调、搬、关、
清、治等措施，以实际削减量为目
标，督促企业提质增效，加速发展
绿色经济。加强高污染燃料控
制 ，关 闭 全 区 现 有 14 座 砖 瓦 窑
厂，全面完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内在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技术改
造工作。

统筹谋划，突出重点。推进
臭氧污染防治，开展 VOCs 治理
试点建设，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提
高环保部门对 VOCs 排放企业的

监管力度；持续开展夏季臭氧专
项防控，督促重点排放企业错峰
生产，同时开展全区加油站油气
回收装置在线监测设施安装工
作，探索新型环保管理模式。继
续实施机动车尾气治理，强化重
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
管，完善机动车尾气监测、监察能
力建设，建立健全监测、执法联动
机制。

科技治霾，精准施策。坚持
“走出去”、“引进来”并重，全力推
行科技引导，针对区域污染特征，
邀请专家团队出谋划策，深入开
展污染源解析，建立大气质量预
判机制，为工作精准发力提供科
学依据。同时，深化与各地科研
单位、环保公司的合作，拓宽渠
道、搭建平台，积极尝试治霾新理
念、新方法、新技术。目前，“高压
超细清水雾系统”技术试点将落
户新都区，将成为局域尘霾治理
的亮点工程。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在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切实加强涉气污染治
理的同时，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全
面提升城市能级，在全社会积极
倡导绿色出行，力求从源头上减
少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今年 1
月首批投入运营的 160 辆新能源
公交车，已成为新都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随着今后多批量新能
源公交车的不断亮相，将对提升
区域城市公交形象，促进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强有力
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加快推动生产体系、生活方
式、生态环境绿色化，既彰显历史
担当，也蕴含治理智慧。我们坚
信，在成都市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城市的进程中，香城新都
2800 多年来碧水蓝天、绿树成荫
的美丽必将绵延下去，为美丽中
国、美丽四川画卷添加一抹绚丽
的色彩。 万位宁 余千

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赋予秀美香城别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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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是珠江三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寻邬县，干流全
长 562 公里，其中广东境内 435 公里。改革开放以来，东江流域既是
我国率先发展的区域，也是珠江三角洲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重要的
饮用水水源地，其水质的好坏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然而，随着东江流域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排入河流的污染物总
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且入江污染物类型由常规污染物为主向常规污
染物、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复合型转变。水质良好的上、中
游区域水环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水质有下降趋势，而经济
较发达的下游城市群（深圳、东莞、广州）水质污染严重，没有客水的
本地河涌在大力治理下虽然扭转了黑臭现象，但供水仍有风险，其

“高功能水质要求”与区域“高发展速度、高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使
得水质保护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立项“东江流域水质与水生态风险控制技术集成与综合示范”项目，
选择代表不同典型行业以及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小金河流域、沙
河流域龙溪集水区、官湖河流域等对干流水质产生较大风险的典型
滨江城镇为研究区域，设置了“城镇化水源集水区域水污染系统控制
技术集成与综合示范”课题，由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南
京大学、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市环境科学研
究所等单位承担。

加快成果转化
与推广，新技术不
再“束之高阁”

为水源型河流水质安全与风险控制提供前瞻性技术支持

依托水专项创新科技 保障东深供水安全

三大突破助力实现“风险排水不入江”

不仅如此，课题组还研发集成
了水源敏感区域大掺量印染废水市政
污水处理厂提标稳定运行、脱毒减害
以及风险排水输离技术。官湖河流域
处于东江水源敏感区域，城镇化率高，

支柱产业牛仔服装业呈大规模无序发展，未经深
度处理的印染工业废水排入周边内河涌，导致内
河 涌 受 到 严 重 污 染 ，直 接 影 响 到 东 江 北 干 流 水
质。为提升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有效解决流域内
漂染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问题，促进牛仔服装产业
转型升级，2012 年，广州市环保局对流域内相关漂

染企业污染整治实施环保挂牌督办，要求企业在
2013 年完成废水污染设施升级改造，生产废水统
一排入永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

针对当地存在的这些问题，课题研发集成了
“预处理工艺+CEA0 综合处理工艺+深度处理工
艺”为核心的大掺量印染废水市政污水处理厂稳
定运行与毒害污染物去除集成工艺，主要工艺流

程为“混凝沉淀+水解酸化+好氧工艺+沉淀+絮
凝沉淀+V 型滤池+新型 UV”。此工艺通过前后
的物化处理工序增强了整个污水处理系统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提高了抗负荷能力和处理效率；
厌氧段采用脉冲布水方式，污泥流失少，可保证
污泥浓度以及泥水混合效果；污水在好氧池的流
动呈现出整体推流而在不同区域内为完全混合

的复杂流态，保证了处理效果，使出水水质比较
稳定；曝气系统采用管式微孔曝气器，可提高充
氧效率，减少供气量，从而降低风机的动力消耗；
过滤采用 V 型滤池形式，通过末端的新型紫外消
毒技术实现对毒害污染的有效降解和削减。通
过广州新塘永和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示范应用，
印染废水最大混掺比例可达 80%，实现出水水质
稳定在一级 A 标准排放的同时，特征痕量污染物
EDCs（壬基酚、双酚 A）、三氯生、水杨酸、双氯芬
酸等的去除率达到 90%，COD、NH3-N、TP 年削
减量分别达 7500 吨、110 吨、80 吨。

课 题 组 在 研
究 中 突 破 了 基 于
常 规 污 染 物 提 标
排放、痕量污染物
风 险 可 控 的 受 纳

综合工业尾水的市政污水深度
净化集成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发
挥出良好效果。小金河流域长
期无序发展，工业、居住与生态
服 务 功 能 相 互 冲 突 ，PCB、五 金
以及宝石加工业排放的废水中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高，且难以有
效去除，加之小作坊企业非法偷
排 时 有 发 生 ，区 域 排 水 风 险 较
高。课题以城镇污水处理厂受
纳综合工业尾水为研究对象，研
发 了 基 于 新 型 陶 粒 催 化 剂 的
H2O2/O3 多 相 催 化 氧 化 集 成 技
术，技术以臭氧氧化为基础，辅
以双氧水和自主研发的负载有
金属的固体陶粒催化剂，形成多
相氧化体系，对含有大宗综合工
业尾水的市政污水进行强化脱
毒减害，能实现有毒有害物去除
70%以上，具有臭氧利用率高、氧
化性能好、处理效率高、无污泥
产生、便于控制管理、无二次污
染且价格低廉等优势。

结 合 小 金 河 流 域 内 江 北 水
质净化厂长期受纳综合工业尾
水，常规工艺难以去除有毒有害
物等实际需求，课题组在江北水
质净化厂开展了脱毒减害工程
示 范 。 经 过 检 测 ，在 实 现 尾 水
常规指标优于一级 A 排放标准
的同时，尾水中典型痕量污染
物 EDCs 中 壬 基 酚、双 酚 A 去
除率达 70%；PPCPs 中杀菌剂
三 氯 生 、三 氯 卡 班 、酸 性 药
物 水 杨 酸 、双 氯 芬 酸 等 去 除
率达 80%，获得了良好的示范
效果，有效控制了小金
河 流 域 风 险 排 水
入江。

课题组在研究中还突破了电镀行业
排水主要指标达Ⅳ类以上的废水深度处
理及回用成套技术。长期以来，广东省
惠州市博罗县龙溪电镀基地在污水处理

方面都面临着来水水质波动大、镍和 TP 等
易超标因子难以稳定达标的问题。针对

这一情况，课题组兼顾沙河流域龙溪
集水区表面处理行业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及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升
级的需求，以排水风险控制为目标，
开发出除磷除重金属的纳米复合新
材料，形成以特种环境纳米复合材
料末端吸附把关为核心的电镀园区

分质收集-分质预处理-综
合处理-末端把关

废 水 深 度 处
理及回用

成套技术。
据了解，这种基于特种环境纳米复合材

料的电镀园区综合废水深度处理技术，利用
DONNAN强化吸附作用，可实现废水中镍、磷
等污染物的深度净化和稳定达标排放，与电镀
园区污水优化分流技术、废液回收、智能管控等
新技术相集成，成功实现了工程化应用。

由于电镀工艺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次亚
磷酸钠作为化学镀剂，导致电镀废水中的磷大
部分以次亚磷酸根或焦磷酸盐等其他非正磷酸
盐的形式存在，传统处理方法难以保证TP稳定
达标。为了攻克这个难题，课题组结合项目现
场实际运行工艺开发了“臭氧氧化+特种树脂吸
附”处理工艺为核心的化学除磷技术，通过臭氧
氧化将水体中的非正磷酸盐基本完全转化为正
磷酸盐，并经特种环境纳米复合材料进行吸附
去除，TP去除率达 95%以上，实现外排水 TP稳
定低于0.3mg/L，达到地表水Ⅳ类排放标准。

此外，针对废水中部分总镍为络合形态、属
于易超标因子，课题组还开发了“强化破络+树
脂吸附”工艺路线，使总镍浓度稳定低于0.1mg/
L以下。龙溪电镀基地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采用课题组研发的这套电镀园区集成处理工艺
对污水处理厂含镍废水处理及生化尾水除磷工
艺进行升级改造后，实现示范工程综合排水Ni、
Cr等重金属以及 COD、NH3-N、TP等主要排
水指标达Ⅳ类标准，为促进电镀园区可持续健
康发展，推进城镇集中工业园排水自然回归提
供了技术支撑。

大掺量印染废水市政污水厂大掺量印染废水市政污水厂
稳定运行示范工程稳定运行示范工程

江北水质净化厂尾水江北水质净化厂尾水
深度处理示范工程深度处理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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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表面处理工业园集中式表面处理工业园
污水深度处理示范工程污水深度处理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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