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我省各地将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关键技术攻关纳
入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等规划，重点突破污泥稳定化和无害
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协同处置、污水处理厂内减量等共性和关
键技术装备，开展污泥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创新技术应用。总结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实践案例。健全污泥无害化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标准体系，加快制修订污泥处理相关技术标准、污泥处
理产物及衍生产品标准，做好与跨行业产品标准的衔接。

在拓宽融资渠道方面，各级政府将建立完善多元化的资金投
入保障机制。加快项目谋划和储备工作，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污泥处理设施项目建设的
支持。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污泥处理技术和设备，符合条件的可按
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推动符合条件的规模化污泥集中处理设施
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鼓励通过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建立多元化
投资和运营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污泥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下一步，各城市还将做好污水处理成本监审，污水处理费覆
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成本并有一定盈利。完
善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建立与污泥无害化稳定化处
理效果挂钩的按效付费机制。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动
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确保污泥处理设施正常稳定运
行。完善污泥资源化产品市场化定价机制。 （张磊 王玉玮）

据《山西晚报》

我省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方案》

一番“神操作”，城市污泥将变废为宝

“治水不治泥，等于白治理。”
近年来，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问
题备受瞩目。

城市污泥如何产生？记者在
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城市污泥主
要来自污水处理厂，这是污泥中
数量最多的一类。污泥的来源颇
为多样，比如和人民生活关系最
为紧密的生活污水，来自我们的
日常生活，包括厨房、卫生间和洗
衣机等产生的污水，生活污水构
成了城市污水的主要部分，大约
占 据 了 总 量 的 60%—80%。 另
外，雨水在降落过程中，会携带屋
顶、道路、绿化带等地方的泥沙、
尘埃和垃圾等，成为含有杂质的
污水。还有来自于各种工业生产
活动的污水，比如化工、冶金、制
药、造纸等行业企业排放的废水
等。此外，医院、学校、餐馆等场
所也产生各种各样的污水。

“这些不同来源的污水，通过
市政管网被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固体悬浮物，我们称之为
市政污泥，具有相当的危害。”业
内人士表示。比如，生活污水中
富含有机物、油脂、细菌以及病毒
等，有机污染物不易降解、毒性残
留时间长，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进
入水体与土壤中将造成环境污
染。雨水在城市的地表流动时，
会冲刷并带走各种污染物，这就
形成了城市径流污染。工业污水
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
质，是城市污水中最难处理的部
分，因其成分复杂多变，对环境和
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医院、学
校、餐馆污水中含有不同浓度的
有机物、病原体以及药物残留等，
这些污水同样需要进行有效的处
理，病原体对人类或动物的污染
途径，包括直接与污泥接触、通过
食物链与污泥直接接触、水源被
病原体污染、病原体先污染土壤
后污染水体等。

作为污水处理的必然产物，
污泥合理利用不仅能变废为宝，
还能增加经济效益，实施污泥处
理处置对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污泥处置能力
的大幅提升，也对我省持续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污泥的资源化利
用，以及城市长远发展等工作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了解到，我省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的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在安全、环保和经济的前提下，积极回收利
用污泥中的能源和资源，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其中，“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污泥（含水率 80%的湿污泥）无害化
处置设施规模不少于 660吨/日，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5%以上，
基本形成设施完备、运行安全、绿色低碳、监管有效的污泥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体系。污泥土地利用方式得到有效推广。黄河干流沿线城市污
泥填埋比例明显降低。县城和建制镇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
平显著提升。

在规范污泥处理方式方面，全省各市将根据污泥来源、产量和泥
质，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用地条件、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污泥处理路径和技术路线。记者了解
到，传统污泥处理方式为污泥填埋、堆肥和焚烧。今后，我省鼓励采用
厌氧消化、好氧发酵、干化焚烧、土地利用、建材利用等多元化组合方式
处理污泥。除焚烧处理方式外，严禁将不符合泥质控制指标要求的工
业污泥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混合处理。

在推广污泥土地利用方面，鼓励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
泥经厌氧消化或好氧发酵处理后，作为肥料或土壤改良剂，用于国土绿
化、园林建设、废弃矿场以及非农用的盐碱地和沙化地。污泥作为肥料
或土壤改良剂时，严格执行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用于林地、草
地、国土绿化时，根据不同地域的土质和植物习性等，确定合理的施用
范围、施用量、施用方法和施用时间。对于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
废水和生活污水混合处理的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不能采用土地利
用方式。

合理压减污泥填埋规模，有条件的城市逐步限制污泥填埋处理，积
极采用资源化利用等替代处理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暂不具备
土地利用、焚烧处理和建材利用条件的地区，在污泥满足含水率小于
60%的前提下，可采用卫生填埋处置。禁止未经脱水处理达标的污泥
在垃圾填埋场填埋。采用污泥协同处置方式的，在满足《生活垃圾填埋
场污染控制标准》的前提下，卫生填埋可作为协同处置设施故障或检修
等情况时的应急处置措施。

有序推进污泥焚烧处理。污泥产生量大、土地资源紧缺、人口聚集
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城市，我省鼓励建设污泥集中焚烧设施。含重金
属和难以生化降解的有毒有害有机物的污泥，优先采用集中或协同焚
烧方式处理。污泥单独焚烧时，鼓励采用干化和焚烧联用，通过优化设
计，采用高效节能设备和余热利用技术等手段，提高污泥热能利用效
率。有效利用本地垃圾焚烧厂、火力发电厂、水泥窑等窑炉处理能力，
协同焚烧处置污泥，同时做好相关窑炉检修、停产时的污泥处理预案和
替代方案。污泥焚烧处置企业污染物排放不符合管控要求的，需开展
污染治理改造，提升污染治理水平。

推广能量和物质回收利用，遵循“安全环保、稳妥可靠”的要求，加
大污泥能源资源回收利用。积极采用好氧发酵等堆肥工艺，回收利用
污泥中氮磷等营养物质。鼓励将污泥焚烧灰渣建材化和资源化利用。
推广污水源热泵技术、污泥沼气热电联产技术，实现厂区或周边区域供
热供冷。推广“光伏＋”模式，在厂区屋顶布置太阳能发电设施。积极
推广建设能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实现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探索建立行业采
信机制，畅通污泥资源化产品市场
出路。

污泥处置不当
危害不小

无害化处理
有标准

源头控制
污泥污染

今后，我省将强化源头管控，新建冶金、电镀、化工、印染、原
料药制造（有工业废水处理资质且出水达到国家标准的原料药
制造企业除外）等工业企业，排放的含重金属或难以生化降解废
水以及有关工业企业排放的高盐废水，不得排入市政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工业企业污水已经进入市政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
将加强排查和评估，强化有毒有害物质的源头管控，确保污泥泥
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控制指标要求。地
方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排水许可管理，规范污水处理厂运
行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排污许可管理，强化监管执
法，推动排污企业达标排放。

在运输储存管理方面，污泥运输将采用管道、密闭车辆和密
闭驳船等方式，运输过程中采用密封、防水、防渗漏和防遗撒等措
施。推行污泥转运联单跟踪制度。需要设置污泥中转站和储存
设施的，则应充分考虑周边人群防护距离，采取恶臭污染防治措
施，依法建设运行维护。严禁偷排、随意倾倒污泥，杜绝二次污染。

在监督管理方面，我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污泥产生、
运输、处理进行全流程信息化管理，结合信息平台、大数据中心，
做好污泥去向追溯。强化污泥处理过程数据分析，优化运行方
式，实现精细化管理。城镇污水、污泥处理企业应当依法将污泥
去向、用途、用量等定期向城镇排水、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污泥
填埋设施运营企业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定期对污泥泥
质进行检测，确保达标处理。将污泥处理和运输相关企业纳入
相关领域信用管理体系。

引入社会资金
参与污泥处理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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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环保题材电视剧《江河日上》热播，剧中，环保督导组组长收到了一条匿名送来的黑色、吐黑水的
臭鱼，城市污染现状让观众触目惊心。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每天都有大量的污水产生，
污水处理后形成的黑臭污泥也逐年增加。那么，污泥如何处置？处置后的污泥究竟有何用处？

4月 10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方
案》，实施污泥无害化处理，推进资源化利用，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设美
丽山西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