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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河流域特大型钢铁工业园全过程节水减污技术集成

优化及应用示范课题”申报指南 

 

一、概述 

该课题是“辽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工程示范项

目”项目的下设课题之一。 

钢铁工业属辽河流域支柱产业和重污染行业。课题针对辽河

流域重化工业园区发展迅速但先进适用的园区水污染综合控制

技术缺乏的现状，通过选择典型性特大型钢铁工业园—鞍钢本部

钢铁工业园（以下简称鞍钢工业园），开展煤电生产水分质分级

循环利用关键技术与集成研究、基于产品生产与水污染治理一体

化的典型性工业园全局调控技术研究、支撑钢铁行业排放新标准

的非常规污染物脱除技术研究、特大型钢铁工业园全过程水资源

高效利用与低排放示范工程与效价评估研究，构建单元-企业-园

区三级污染全过程综合控制技术体系与量化评价方法，为辽河流

域点源污染低成本控制和钢铁工业绿色化升级和提供技术支撑。 

二、指南内容 

1、研究目标 

针对辽河流域钢铁产业上下游集中化、园区化的发展趋势，

以及园区内资源利用方式与排污网络复杂化的特点，以鞍钢工业

园内污染单元-企业-园区多尺度综合防控为重点，通过钢铁煤电

水综合处理与分质分级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和集成，新型有毒污染

物脱除关键技术，以及基于产品生产与水污染控制一体化的典型

钢铁工业园全局调控技术研究，为我国钢铁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



 

3 
 

以及煤电、焦化等行业水污染低成本控制提供从方法、产品、工

艺包到设计软件的全方位科技支撑，形成可大规模推广的钢铁园

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技术体系和定量评价方法，引领钢铁行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 

2、主要研究内容 

（1）钢铁煤电水综合处理与分质分级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和

集成研究 

针对煤电生产耗水量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和脱硫废液处理

产业化技术缺乏的问题，在生产单元、企业层面水网络全局分析

和优化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可操作性，优化调整现有用水网络，

提高废水分质分级利用效率；并基于此理念，优化设计废水处理

与循环利用方法。根据各单元出水特点及其他单元的用水水质要

求，选择性去除特定污染物，在治理成本最低的前提下实现用水

闭路循环程度最大化。重点研究循环冷却水高浓缩倍数用环保阻

垢药剂与调整污染物脱除、水冷与风冷技术经济性比对、反渗透

浓水有机物深度脱除与强化脱盐技术、化学废水动态分类与分级

脱盐技术、脱硫废液选择性除杂与水短程回用技术。 

（2）基于钢铁行业排放新标准的有毒污染物脱除支撑技术

研究 

针对钢铁行业最新颁布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3456-2012、

GB16171-2012）新增有毒污染物指标要求，而现有行业废水处

理技术针对性不足的缺点，研究基于难降解有毒有机污染物去除

和废水综合处理成本最小化的萃取-蒸氨-生物脱氮-混凝-深度氧

化工艺组合方法、优化与动态调控技术；开发针对综合废水低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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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总氰去除的深度吸附药剂；开发强化去除苯并芘等低浓度

POPs 的新型绿色催化剂及氧化工艺，为辽河流域钢铁行业废水

满足排放新标准提供核心技术与产品保障。 

（3）基于产品生产与水污染控制一体化的典型钢铁工业园

全局调控技术研究 

针对我国典型重化工业物质转化流程长，操作环节多，网络

复杂，造成严重的能量和水资源浪费的现状，以辽河流域内最具

代表性的鞍钢工业园为对象，从园区内所有过程系统集成与整体

调控的角度出发，基于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系统研究园区内所

有原料到产品、污染物等物质流代谢与过程优化，以及用水和排

水的水质、水量特征与循环利用可行性，构建单元、企业、园区

三级资源（含水）利用、排污网络与资源/能源优化链接模式；

综合生产与水污染处理的技术可达性、过程经济性和工程投资，

建立工艺单元、生产企业和园区三级优化模型，表达园区内多种

可能用水、废水控制集成用水网络技术经济性，形成实用的软件

和数据库，指导生产单元的操作条件优化调整，并进一步形成全

局调控设计系统和指导园区水污染综合防控的技术导则。 

（4）特大型钢铁工业园全过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低排放工

程示范与绿色钢铁工业园效价评估研究 

以全局优化模拟结果为指导，综合分析钢铁园区现有设施的

可整改性，调整现有供水和废水排放网络，研发污水淬渣预脱色

脱臭技术与二次污染控制、再生水冷却热轧钢特征污染物净化技

术，建立水分级利用动态调整网络平台与实物演示平台；配套建

立替代湿法的高炉干法除尘、燃煤电厂水处理与分质分级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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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零排放”、焦化废水深度处理与循环利用、钢铁低污废水

短程循环利用示范工程；综合评价全局优化的投入产出比，形成

分析投资、运行成本、水资源利用和主要污染物减排的绿色钢铁

工业园综合评价报告；通过模拟软件、标准化产品、工艺包等方

式提供可行业推广应用的实物。 

3、考核指标 

（1）与 2013 年相比，鞍钢工业园示范区年通过节水、减排、

降耗的综合效益不低于 10 亿元（不计原料和能源价格变化）、年

节约新鲜水不低于 500 万 m3、年节约废水排放量 360 万 m3；园

区总体 COD 和氨氮排放分别较 2013 年降低 5%和 10%以上。 

（2）鞍钢工业园区排放废水中新增污染物氰化物浓度降低

至 0.2mg/L 以下，多环芳烃浓度降低至 0.05 mg/L 以下，苯并芘

浓度降低至 0.03μg/L 以下。 

（3）针对焦化、煤电、炼铁等产污强度大和治理难度大的

工段，完成一批影响钢铁工业园区绿色化升级的生产线技术升

级，尤其是建成 5-7 项大型配套/新建工程，分别为规模不低于

2580m3 的高炉干法除尘配套工程 1-2 项，处理规模不低于

100m3/h 的焦化废水深度处理与回用工程 1 项，处理规模不小于

500m3/h 的综合废水深度处理与循环利用工程 1 项，规模不低于

600MW 的煤电厂水处理与分级分质循环利用示范工程 2-3 项。 

高炉干法除尘配套工程实施后，耗水近零；焦化废水深度处

理与循环利用工程实施后，吨焦废水排水不大于 0.15 吨；综合

废水深度处理与循环利用工程实施后，60%以上水得到回用；煤

电厂水处理与分级分质循环利用示范工程实现每千瓦发电水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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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1.90 kg（水冷）或 0.22kg（风冷），每千瓦发电排水不大

于 0.02kg。鞍钢工业园区经过综合优化后，吨钢耗水和排水分别

降低 15%和 10%以上，吨钢 COD 和氨氮排放分别降低 5%和 10%

以上。 

（4）在新型毒性污染物深度脱除、高盐废水选择性脱盐与

回用、膜污染物综合防控等方面形成 5-7 项关键技术；在难降解

有机物深度氧化、总氰深度脱除等方面形成 3 种以上可行业推广

应用的成套设备和 3-5 项可行业推广应用的药剂产品。 

（5）建立钢铁工业园水分质分级循环利用与优化调配演示

平台 1 个，能够显示节水和污染减排效果。 

（6）形成可行业推广应用的工艺包 2 个以上；形成可指导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全局优化设计软件 1 套；形

成绿色钢铁工业园定量评价方法（初稿）1 套，指导我国钢铁工

业园绿色化升级。 

（7）申请发明专利 8 项以上，获得授权 5 项。 

4、实施年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5、课题经费来源及构成 

中央财政经费不超过 3500 万元，地方等配套资金与中央财

政资金比例不低于 2:1。 

6、其他要求 

申报单位在钢铁行业水污染控制领域具有较好工作基础，掌

握水污染全过程控制的核心技术，具有工程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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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特色矿产重金属污染全过程控制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申报指南 

 

一、概述 

该课题是“南水北调工程水质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下设的课题之一。 

为实现国务院关于中线水源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质安全保

障“双赢”目标，《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2012 年 10 月发布，以下简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强调，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区，虽然已具

备一定的发展基础，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进一步加快

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

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实施和

调水水质安全的现实需要。特色重金属矿业作为当地的支柱型产

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中，矿产加工业已被列为重点发展的优势工业。《“十二

五”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以下简称

《水污染防治规划》）安排了一批钒矿采选加工清洁生产和点源、

重污染河流综合治理项目，以改变目前的污染现状，确保水质安

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特色支柱产业钒矿采选加工带来的特征

重金属污染是威胁中线水质安全的最主要、重要和敏感的污染物

问题。本课题遵循污染物“控源减负”研究思路，通过开展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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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区特色钒矿采选加工全过程清洁生产、钒矿加工废水污染治

理、重金属污染工矿场地及尾渣库污染控制与修复、入河重金属

污染生态拦截与削减、重金属污染负荷分配等关键技术研究，构

建典型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全过程污染控制关键技术体系，制定重

金属污染消减技术方案，实现重金属污染控制水质目标管理。课

题通过在老灌河流域进行技术综合示范、为加快实施《水污染防

治规划》中相关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提供直接的工程化技术支

撑，其时间紧迫、任务重、意义重大。 

二、指南内容 

1、研究目标 

针对水源区特色支柱产业钒矿采选加工过程带来的特征重

金属污染问题，课题本着“源头控制、过程阻控、末端治理、生

态修复和污染负荷分配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开展钒矿采选加工

全过程清洁生产与污染控制、重金属污染场地及尾渣库污染控制

与修复、入河重金属污染生态拦截与削减、面向水质安全的流域

重金属污染风险管理和控制目标管理与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研

究，构建水源区钒矿采选加工全过程重金属污染控制技术体系，

并选择老灌河流域淅川河段进行工程示范，建立老灌河流域重金

属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最后，在完成流域重金属污染负荷分配

和重金属矿业结构调整优化方案基础上，将示范区重金属污染综

合防治技术成果在水源区推广应用，从而确保南水北调中线水源

区水质和调水安全。 

2、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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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源区钒矿采选过程重金属污染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针对钒矿采掘过程产生的采掘面岩土侵蚀和采掘废石堆场

重金属污染问题，开展岩土植生基材筛选、特征重金属高效吸收

耐性植物筛选、坡面生态防排渗研究等，形成采掘废石场岩土侵

蚀重金属污染控制集成技术。针对废石场产生的淋滤水重金属污

染，开展 HDS 与深度处理组合工艺处理研究，形成废石场淋滤

水成套工艺集成技术。在老灌河流域淅川段选择典型重金属污染

区域就上述技术进行工程示范，经工程示范实现钒矿采掘过程重

金属污染大幅削减，实现源头污染控制和污染负荷削减，进而改

善示范河段地表水水质。 

（2）水源区钒矿加工清洁生产重金属污染控制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针对钒矿传统堆浸沉钒工艺存在的溶出效率低、水耗大、结

晶过程粒度小、过滤难、收率低、能耗高，以及特征重金属污染

负荷高和污染排放量大等突出问题，基于“高效浸取-控速结晶-

复合净化”的工艺技术路线，重点在降低水耗、提高钒浸出液浓

度、沉钒工艺优化、生产过程特征重金属污染控制、高氨氮重金

属污染废水复合净化处理及回用等方面进行全过程清洁生产工

艺技术和工程化研究，以突破钒矿低水耗高效浸取和低能耗高品

质沉钒关键技术瓶颈，通过集成技术研究，实现能耗、水耗、产

品收率、排放污染负荷、生产成本等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达到国内

钒矿矿产加工行业领先水平的目标。再通过开展钒矿加工清洁生

产指标评价研究，建立钒矿加工全过程的清洁生产技术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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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清洁生产制定切实、有效的技术管理体系。从而，为钒矿

加工业全过程重金属污染控制提供技术支撑，以为流域水质安全

提供保障。 

（3）重金属污染工矿场地及尾渣库污染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针针对特色矿采选加工过程产生的特征重金属污染工业场

地基质条件差、植被生长率及存活率低等问题，结合污染场地的

自然地理条件和污染特性，开展水源区特征条件的原位无害固定

化、人工合成高分子基材改良、特征重金属污染适生植被构建等

关键技术研究，研究建立适于水源区的重金属污染工业场地修复

技术体系。针对钒矿尾渣库存在的特征重金属渗滤污染问题，开

展渗滤液强化混凝-改性树脂吸附-纳滤组合处理、淋滤液重金属

阻隔等关键技术研究，研究建立钒矿冶炼尾渣库重金属污染综合

控制技术体系。选择列入规划的污染场地和尾渣库治理项目进行

工程示范。 

（4）入河重金属污染拦截与生态削减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针对水源区老灌河流域河道特征重金属污染因子，开展特征

重金属污染物固定稳定填料工艺的拦截沟技术研究，构建入河特

征重金属污染拦截关键技术体系；通过实验室和现场实验，研究

筛选年生物量大、吸收及处理特征重金属能力强的适生植物,研

究河道乔灌草和挺水沉水浮水植物的搭配模式，构建河道特征重

金属削减的生态缓冲屏障技术体系。选择老灌河淅川段进行拦截

沟和生态缓冲屏障技术工程示范,示范河段特征重金属水质指标

达到相应水质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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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向流域水质安全的重金属污染控制目标管理技术研

究 

开展老灌河流域示范河段特征重金属的污染时空分布特征

研究，针对特征重金属污染源强、水、土壤及底泥等污染监测数

据、植物吸收残留量和水文资料等，进行特征重金属污染迁移转

化定量测算研究，研究计算示范区特征重金属污染的最大日负荷

总量（TMDL）。选择污染源污染特征、流域脆弱性、污染荷载

风险等三类指标作为候选因子，构建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指

标体系和划分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区域。结合示范段特征重金属

污染状况，研究特征重金属最大日负荷总量模式下的污染负荷分

配模型技术，结合矿产资源分布，研究耦合产业布局、结构调整

和水环境保护的示范区特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构建

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模型，确定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的等

级，基于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结合风险源、污染途径和污染状

况的识别结果，采用情景分析方法，生成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管

理方案集，以风险管理方案作用下的风险评估结果和经济性为主

要评判依据，调整和生成流域重金属风险管理方案；通过在流域

范围应用，实现面向流域水质安全的重金属污染风险管理和控制

目标精细化管理，并进一步为实现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水质安全

和促进水源区钒矿采选加工特色支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3、考核指标 

   （1）课题选择在老灌河流域淅川县河段进行技术成果综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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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立钒矿采选加工全过程清洁生产及重金属污染从源头到河

流的全程污染负荷削减与控制技术综合示范区，示范流域面积不

小于 50 平方公里，示范河段长不少于 5km，经过技术综合示范，

示范河段水质重金属污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示范河段水质重金

属污染指标由现在的部分重金属指标高于 IV 类水质标准提高到

金属物污染浓度稳定低于地表水 II 类标准限值。进而整个老灌河

流域进行推广，实现老灌河流域的清洁和水质改善。  

（2）钒矿采选过程废石场岩土植生基材防侵蚀与重金属固

定化技术 1 项、矿石淋滤水 HDS+深度处理技术 1 项。建立不少

于 10000m2 的废石场岩土植生基材防侵蚀与重金属固定化技术

示范工程 1 项，实现重金属污染排放负荷排放削减 80%以上；废

石淋滤水处理示范工程规模不小于 50m
3
/d，经 HDS+深度处理成

套技术处理后，排水水质重金属指标稳定达到钒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26452-2011) 表 3 相应排放限值。 

（3）形成钒矿冶炼高效浸取-控速结晶沉钒-废水复合净化工

艺的清洁生产技术 1 项，实现浸出液浓度从 5g/L 提高至 10g/L，

吨产品水耗从 90t 削减至 45t，水耗降低 50%以上；形成钒矿加

工重金属废水和焙烧尾气资源化利用复合净化技术 1 项，实现重

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削减 80%以上；建立年产 1000 吨钒矿冶炼产

品的清洁生产示范装置 1 套，沉钒母液经处理后基本实现零排

放；建立钒矿加工生产的清洁生产技术指标体系 1 套。钒矿加工

生产的现状水平主要依据河南淅川玉典钒业生产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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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成适用于水源区特征重金属污染工矿场地修复成套

技术 1 项，选择老灌河流域淅川河段张营子控制单元进行重金属

污染控制技术综合示范，建成面积不低于 20000m2的重金属污染

场地修复示范工程 1 项，实现示范区污染场地重金属无害化固定

量 50%以上，外排水重金属污染负荷削减 70%以上；形成钒矿冶

炼渣库重金属污染控制技术 1 套，建立不少于 240m3/d 的尾渣库

渗滤液强化氧化还原-混凝-改性树脂吸附-纳滤组合技术示范工

程，实现处理出水水质指标中钒、铬、砷、镉、铅、和汞的浓度

低于地表水 II 类标准限值。 

 （5）开发拦截沟填充材料 1～2 种，建立河道乔灌草和挺水

沉水浮水植物的搭配模式 2～3 种，形成滨岸拦截沟、滨河生态

缓冲修复带于一体的入河重金属污染拦截与生态消减集成技术 1

套，建成老灌河淅川张营子控制单元河段重金属污染拦截与消减

技术示范工程 1 项，示范河段长 5~10km。示范工程建成后，实

现示范河段水质指标中金属物污染浓度稳定低于地表水 II 类标

准限值。 

    （6）完成老灌河流域示范河段重金属迁移转化定量测算报

告 1 份；构建重金属最大日负荷总量模式下的污染负荷分配模型

1 套；构建流域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模型一套；完成耦合产业布

局、结构调整和水环境保护的示范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技术报

告 1 份；形成面向流域水质安全的重金属污染风险管理和控制目

标精细化管理技术 1 项，应用于《水污染防治规划》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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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实施工作中。 

   （7）申请发明专利 8~12 项，获得授权 5 项以上。 

4、实施年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5、课题经费来源及构成 

课题中央财政资金预算不超过 2000 万元，配套资金与中央

财政资金比例不少于 2:1。 

6、其他要求 

申报单位具有与本课题研究紧密相关的良好工作基础、具备

较强的技术研究和工程化能力；鼓励高校、科研单位与工程化的

设计研究单位相结合，组建技术研究和工程化为一体的联合研发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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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污染防治监控预警技术与综合示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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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河流域景观生态调控技术与生态恢复模式 

综合集成示范课题”申报指南 

 

一、概述 

该课题是“流域水生态承载力调控与污染减排管理技术研

究”项目下设课题之一。 

十八大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划定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该课题紧密围绕十八大及

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在“十一五”及“十二五”水生态功能区研

究成果基础上，围绕辽河流域水生态功能区保护目标，根据“以

水定陆、综合管理”流域分区管理技术体系，以辽河流域三级水

生态功能分区为基本单元，研究构建流域景观格局优化与调控技

术，提出辽河流域典型水生态功能区的景观格局优化配置方案，

筛选集成流域水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恢复模式，选择典型水生态

功能区开展集成示范，并提出配套政策保障措施，促进流域水生

态功能分区落地实施，为构建完善以流域水质目标为基础的水环

境管理技术体系提供支撑。 

二、指南内容 

1、研究目标 

基于流域水生态功能保护目标，研究开发一套流域水生态功

能区景观格局优化和调控技术，提出辽河流域典型水生态功能区

的景观格局优化配置方案，分别从不同尺度筛选集成流域水生态

功能区景观生态恢复模式，提出流域景观生态调控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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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典型水生态功能区开展集成示范，为流域成为“山水林田湖”

生命共同体提供技术支撑。 

2、研究内容 

（1）辽河流域景观生态优化技术与配置方案 

对辽河流域景观现状开展调查，筛选与水生态系统显著相关

的景观生态指标，建立流域景观生态调控指标体系，研究确定调

控指标的阈值范围；针对辽河流域特征和社会经济需求，确定和

量化辽河流域景观生态优化目标，开展流域景观数量、结构和空

间格局优化研究，提出辽河流域景观格局的空间优化多情景方

案，划定基于三级水生态功能分区的流域最小生态用地，为辽河

流域城镇带、生态带和景观带建设提供对策建议。 

（2）辽河上游源头区生态修复模式筛选与集成示范 

选择辽河上游源头区，结合三级水生态功能分区，监测评估

不同生态系统结构配置的水源涵养效应，确定受损与退化的生态

系统结构类型，筛选集成高效水源涵养定向生态修复技术；在已

有矿山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技术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不同生态恢复

模式的生态效应，筛选集成矿山、采石场等受损、退化生态系统

恢复技术模式，选择典型区进行示范。 

（3）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效应与滨岸带生态设计与示范 

开展辽河保护区重点滨岸带生态保护调查，针对辽河保护区

开展的退耕还河、围栏封育、植被恢复等生态保护措施，进行滨

岸带生态保护恢复效益评估，筛选集成滨岸带景观生态恢复关键

技术，提出辽河保护区滨岸带景观生态设计总体方案，在典型河

段进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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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河段生态红线划定与景观生态构建及修复技术示

范 

根据城市河段生态系统特点，针对生态系统保护目标与重

点，通过生态重要性、敏感性分析，提出城市河段生态红线划定

技术，选择典型城市河段，划定城市段生态红线，筛选集成城市

中心河流的景观生态构建与修复技术研究，选择典型城市河段，

制定基于生态红线的景观生态构建与修复总体方案，开展综合应

用示范。 

（5）辽河流域景观生态调控综合保障 

根据辽河流域景观优化结果和未来发展需求、集成以上子课

题关键技术，提出基于水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管理配套支撑方案；

开展辽河流域景观生态调控的市场作用机制研究；探索以中央财

政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为引导、以地区间和行业间生态服务付费

为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结合辽河流域“三带”建设，提出

辽河流域生态综合保护管理条例，编制辽河流域景观生态保护总

体行动计划。 

3、考核指标 

（1）编制《流域景观生态结构调控与优化技术导则》，以三

级水生态功能区为单元，确定最小生态用地面积及建设、农业用

地的合理比例，提出辽河流域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城镇布局建

议，提出辽河流域三级水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结构调控方案。 

（2）筛选优化 2～4 类高效水源涵养定向生态培育关键技

术，选择上游源头区退耕 35000 亩以上，开展自然封育与生态涵

养林建设，营建 3 类不同水源涵养林试验示范区各 200 hm2，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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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10%以上；筛选优化 2～4 类受损生态系统

恢复技术，对 2-4 处采矿迹地和采石场进行生态修复，植被覆盖

率达到 60%以上；集成 1 套以水源涵养为目标的景观生态综合整

治模式及相应技术体系，选择 1-2 个三级生态功能分区进行景观

综合整治，同期地表径流系数减小 3%以上，理论水源涵养能力

提高 10%以上，水量水质明显改善。  

（3）研究开发辽河滨岸带生态修复工程植物物种筛选与配

置技术，确保生态修复中乡土物种达到 60%以上，提出辽河保护

区滨岸带景观生态设计总体方案，选择 5 km 以上的典型河段进

行滨岸带景观生态恢复技术综合示范，增加鱼类与野生动物栖息

地，植被覆盖率达 60%以上，生物多样性提高 15%以上。 

（4）突破城市河段生态红线划定技术，完成《城市河段生

态红线划定技术导则》，提出沈阳市浑河城市段生态红线方案与

法定图则；形成城市中心河流的景观生态构建与修复集成技术 1

项，选择面积不小于 100 hm2的典型河段开展城市河段景观生态

综合修复示范，释放及提升河道生态空间 10 hm2，构建水生植物

群落，河道水质明显改善，提高河道生物多样性 20%以上。 

（5）提出辽河流域生态资产核算技术方法与审计制度（草

案），提出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方案；针对辽河流域土地利用开发、

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布局与生态建设保护等方面，提出《辽宁省

辽河流域生态综合保护管理条例》和《辽河流域景观生态保护总

体行动计划（2017-2025）》（报批稿）。 

（6）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授权 3 项以上。 

4、实施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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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5、课题经费来源及构成 

课题预算经费不超过 85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不超过

3500 万元，地方配套经费不少于 5000 万元。 

6、其它要求 

申报单位在景观生态理论方法、水生态系统健康、土地利用

优化配置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鼓励中央与地方科技力量

相结合组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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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处理重大装备标准化制造与电子商务平台示范课

题”申报指南 

 

一、概述 

水专项产业化是水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重要任务之一，

通过水专项的实施，支撑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目标的实现。重

点围绕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与末端控制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动

环保服务业发展、促进水专项重点流域水质改善和构建产业化平

台、开展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等方面部署实

施，支持、培育、引领和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该课题针对我国

水处理装备标准化水平不高、同质低水平竞争、市场不成熟、国

际竞争力不强、品牌效应缺乏等问题，在国家级园区开展水处理

重大装备与以膜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关键设备标准化制造、标

准化产品应用示范及品牌推广平台综合示范研究,促进我家水处

理设备升级和传统环保产业的转型。 

二、指南内容 

1、研究目标 

根据“十二五”产业化任务在重大装备及制造工厂方面的要

求，开展水处理工艺链重大装备和以膜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

关键设备的测试与评估，确立一批品牌产品；制定水处理系列设

备标准化生产加工规程，并选择关键设备进行模块化、系列化和

标准化制造，在重点流域和重大工程中实施示范工程；通过联合

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建立水处理装备产学研用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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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水处理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构建多维度推广体系，形成产品

的影响力，建立国家级水处理装备生产制造体系和品牌产品。 

2、研究内容 

（1）水处理重大装备产品标准化生产规程研究 

开展沿水处理工艺链的重大装备和以膜技术等为代表的新

技术的关键设备的调研、测试与评估，确立相应水处理设备品牌

产品；研究设备的组件模块化构建方式和模块化标准，制定相应

设备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工规程，提升产品质量；通过品牌和标准

促进我国水处理设备升级换代，奠定水处理设备与装备良好的

“大规模定制”模式基础。 

（2）水处理重大装备标准化制造和工程应用示范 

在制定水处理重大装备和新技术关键设备标准化生产规程

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生产方式的重大装备和关键设备制造工

厂，采用OEM模式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在重点流域、重大项目中

采用标准化制造的重大装备和关键设备进行规模化工程应用示

范。 

（3）水处理重大装备及关键设备电商推广模式研究与示范 

研究 O2O 电子商务等现代化营销手段，探索形成“定制生产

-标准检验-统一品牌-线上交易”的现代化营销模式；建立从生

产到应用的全生产链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并与地方政府、大型水

务公司开展工程项目全流程的战略合作，运用电商营销模式促进

水处理标准化制造装备的产业化推广。 

（4）园区水处理标准装备战略联盟及推广平台建设研究 

与大型水务公司、设计院、研究院等建立园区水处理标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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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产学研用战略联盟，构建涵盖水处理重大装备与新技术关键设

备生产、网络采购与销售等推广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交易成本下

降，促进实现“大规模定制”模式，满足市场的数量需求和个性

需求。 

3、主要考核指标 

（1）建立水处理工艺链重大装备和新技术关键设备综合测

试评估平台 1个，并形成相应的测试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进行

设备评估、品牌发布、标准制定、产业化基地建设，评价筛选、

培育出 6个以上品牌产品。 

（2）制定并发布6项以上水处理工艺链重大装备和新技术关

键设备的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工规程。 

（3）建成建设用地面积大于50亩，总建筑面积2万㎡以上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化生产、检测试验平台、销售及展示功能

的水处理重大装备和新技术关键设备标准化制造工厂；选择园区

6个以上重点品牌产品进行标准化制造示范，标准化生产车间使

用率超过85%。 

（4）建设关键设备均不少于6套采用标准化制造产品的2个

污水处理厂，处理总水量达到20万吨/d以上；完成5项以上标准

化产品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70%以上在重点流域推广应用，辐

射推广规模达到处理水量50万吨/d 以上，销售额不低于5000万

元。 

（5）建立 1个覆盖从生产到应用全服务链的信息网络系统；

建立水处理设备标准化制造与运营创新模式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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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产值处于园区前 10 位装备与设备制造企业、污水

处理市场占有率不低于 10%的大型水务公司、大型设计院等建立

水处理标准装备产学研用战略联盟 1个，推广覆盖水处理工艺链

关键产品 80%以上，执行期内联盟实现累计产值不低于 5亿元。 

（7）开发具备相当影响力的园区品牌水处理标准装备电商

平台实体，并实现业务化运行，交易产品成本较线下模式降低

30%左右，产品交易额 3000 万以上。 

4、课题实施年限 

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 

5、课题经费来源及构成 

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3000万元，地方等配套资金与中央财政

资金比例不少于2:1。 

6、其他要求 

（1）申报单位须为国家环保产业园区，具有健全的产品标

准体系，具备技术产业化推广和市场拓展的能力，可组织联合体

共同申报。 

（2）课题采用中央财政经费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3）联盟单位具有标准体系制定、水处理装备开发及工程

建设、电商开发等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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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典型工业废水处理浓盐水深度浓缩关键装备产业化课

题” 申报指南 

一、概述  

水专项产业化是水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重要任务之一，是

以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支持、培育、引领和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推动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目标的实现。重点围绕重污染行业清

洁生产与末端控制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动环保服务业发展、促

进水专项重点流域水质改善和构建产业化平台、开展具有产业化

前景的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等方面部署实施。 

该课题是“难降解含盐废水（液）零排放关键技术和装备产

业化”项目下设课题之一，是水专项重大装备产业化方向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废水治理和水资源再生利用领

域面临传统生化处理工艺局限性大、典型工业废水处理关键技术

和自有装备缺失等突出问题，根据“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高

浓废水安全处理处置、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等方面的技术需

求，亟需开展典型工业废水处理浓盐水深度浓缩关键装备产业化

研究。 

二、指南内容  

1、研究目标 

针对化肥、制药、印染等典型工业高氨氮含盐废水和反渗透

膜技术深度处理回用过程中伴随产生的浓盐水的处理和消纳问

题，研发电驱离子膜电渗析等技术手段对浓盐水进行深度浓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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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形成以脱盐设备为核心的工业废水反渗透浓盐水治理与回用

整体解决方案与成套装备，实现工业废水中盐分的有效分离，提

高行业用水回用率。  

2、主要研究内容   

（1）反渗透浓盐水和高氨氮含盐工业废水深度浓缩关键设

备开发与研究 

针对反渗透浓盐水和高氨氮含盐工业废水深度浓缩设备预

处理要求，结合纳滤、离子交换树脂等技术，研究相关预处理设

备，并实现系列化开发；针对反渗透浓盐水电驱离子膜等脱盐设

备的处理要求，研发耐酸碱高效离子膜、高强度骨架支撑材料、

优化隔网流道设计以及高效低耗电极等设备关键材料。 

（2）反渗透浓盐水和高氨氮含盐工业废水深度浓缩设备的

成套化、系列化研究 

集成预处理技术开发组合工艺，形成电驱离子膜核心设备的

成套化能力；通过模块化研究，形成系列化设计，通过设备集成

和系统优化，使电脱盐离子膜单元能耗达到国内领先；完成关键

设备大型化研究，设备单元具备在线检测、诊断和控制功能，完

善大型化设备组合系统工艺参数的智能化管理。 

（3）典型工业废水中水回用浓盐水处理工程示范  

针对化肥、制药、印染等行业高氨氮含盐废水和反渗透浓盐

水处理难的问题，结合相关预处理组合工艺，以电驱离子膜为核

心技术集成组合工艺，建成浓盐水浓缩处理工程示范，并满足含

盐难降解工业废水回用的水量与水质要求。 

（4）电脱盐离子膜成套设备的产业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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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化肥、制药、印染等行业完成高氨氮含盐废水和反渗

透浓盐水浓缩设备的推广，实现成套设备标准化，完成工程建设

和运行规范编制，根据工程应用实际，满足产业化推广的要求。 

 3、主要考核指标  

（1）结合预处理工艺，开发系列化浓盐水浓缩脱盐成套设

备。针对高含氨氮含盐工业废水，在浓盐水TDS≥6,000mg/L条件

下，实现浓缩后浓盐水TDS≥60,000mg/L，系统水利用率≥90%。

针对RO浓盐水，经过预浓缩后浓盐水TDS≥10,000mg/L条件下，

实现浓缩后浓盐水TDS≥120,000mg/L，系统水利用率≥85%，盐

水浓缩工艺段（折算浓水相盐）吨盐用电量≤220kWh。 

（2）研制耐有机物、高效能电驱离子膜系列化关键材料和

设备，实现大型化电脱盐离子膜成套装置研发设计，单位模块最

大处理能力达10 t/h以上，并形成不少于5个型号的产品。  

（3）在化肥、制药、印染等行业建成1-2项应用新型浓盐水

浓缩脱盐设备的示范工程，回用规模2500t/ 天；形成针对不同

行业的综合浓盐水工艺组合2套，示范工程总规模达2万t/d以上，

其中30%应用于重点流域。 

（4）制定1套高氨氮含盐废水和反渗透浓盐水浓缩工程建设

和运行技术规范。编制1套预处理技术设备使用手册。培育1-2家

高氨氮含盐废水和反渗透浓盐水浓缩脱盐成套设备高新技术环

保企业。课题实施期内，核心产品累计产值达到3000万元以上，

课题总产值达1亿元以上。 

（5）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3项，授权1项以上。 

4、课题实施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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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5、课题经费来源及构成 

中央财政经费不超过 1000 万元，地方等配套资金与中央财

政资金比例不少于 2:1。 

6、其他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

具有浓盐水浓缩的科技成果及工程经验，可组织联合体共同申

报，具有“十一五”水专项实施成果的单位优先。 

（2）采用中央财政经费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3）申报单位具有在浓盐水浓缩技术研发及实际工程的设

计、施工、管理等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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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典型工业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开发及产业化课

题” 申报指南 

一、概述  

水专项产业化是水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重要任务之一，是

以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支持、培育、引领和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推动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目标的实现。重点围绕重污染行业清

洁生产与末端控制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动环保服务业发展、促

进水专项重点流域水质改善和构建产业化平台、开展具有产业化

前景的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等方面部署实施。 

该课题是 “难降解含盐废水（液）零排放关键技术和装备产

业化”项目下设课题之一是水专项重大装备产业化方向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废水治理和水资源再生利用领域

面临传统生化处理工艺局限性大、典型工业废水处理关键技术和

自有装备缺失等突出问题，根据“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高浓

废水安全处理处置、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等方面的技术需求，

亟需开展典型工业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开发及产业化示

范。 

二、指南内容  

1、研究目标  

针对化工、制药等行业有机浓缩液处理，开发适用于高含盐

有机浓缩液的焚烧装置，研制耐腐蚀、耐磨损、热损失小的高效

焚烧设备。结合国外先进焚烧炉的优点，建立适用于我国的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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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应用的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标准，通过系列示范工程建设，

形成产业化能力。  

2、研究内容  

（1）典型工业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关键设备开发 

针对难降解有毒化工、制药等行业浓缩液，突破高效废液雾

化和温度控制关键技术，提高焚烧效率，减少二次污染物产生；

形成适用于高盐有机浓缩液高效低成本的焚烧通用设备。 

（2）典型工业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成套化研究  

针对化工、制药等行业高毒性、高含盐、难降解有机浓缩液，

研发适用于我国可工业化应用的焚烧成套设备；开展废液半固化

预处理技术研究；开发在线监控设备，集成优化焚烧设备，实现

系统连续稳定运行。 

（3）典型工业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应用工程示范  

优化不同类型有机浓缩液焚烧工艺参数，形成系列化的成套

设备和工艺包；建设化工、制药等行业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处

理示范工程，实现高盐有机浓缩液的无害化处理和烟气有效控

制。 

（4）典型工业高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产业化推广  

开展化工、制药等行业的高含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设备系列

化、标准化应用；培育环保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建立焚烧设备展

示和实验基地，形成有机浓缩液焚烧核心技术和设备的产业化推

广平台。  

3、主要考核指标  

（1）开发1-2套大型重化工高盐有机浓缩液焚烧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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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处理能力大于50t/d装置以上，污盐焚烧停留时间大于1小

时，烟气焚烧温度大于1100℃，停留时间大于2秒，污盐残渣烧

失率不高于5%，设备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集成化工、制药等行业1-2个大型高盐有机浓缩液焚烧

处理工艺，实现达产系统长期稳定运行6个月以上，运行能耗小

于100kg标煤/t水（有机物含量>5%，含盐量>15%），焚烧炉内耐

火材料更新周期超过5年。  

（3）依托化工、制药等企业，建成1-2项应用新型焚烧设备

的有机浓缩液焚烧处理示范工程，处理规模不低于100m3/d，运

行成本低于200元/t，焚烧烟气的热利用率大于95%，实现尾气达

标排放。在化工、制药等行业推广不少于3个浓缩液焚烧示范工

程，总规模不低于500m3/d。  

（4）形成2-3套不同规模的系列化高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装备

产品，编制1套高盐有机浓缩液焚烧装备使用手册。 

（5）培育1-2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服务或设备生

产的环保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三年内核心产品（含服务）新增产

值不低于5000万元，总产值累计不低于2亿元。 

（6）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5项，授权3项以上。  

4、课题实施年限 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  

5、课题经费来源及构成  

中央财政经费不超过1000万元，地方等配套资金与中央财政

资金比例不少于2:1。 

 6、其他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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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浓废液焚烧处理的科技成果及工程经验，可组织联合体共

同申报，具有“十一五”水专项实施成果的单位优先。  

（2）采用中央财政经费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3）申报单位具有在有机浓缩液液焚烧处理技术研发及实

际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等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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