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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行业、地域发展不平衡，而资源、环境的协调管理却相对
滞后，导致水污染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水环境问题呈现错综复杂的格局。当前国内水污染防治所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污染呈现复合型、持久型的特点，无论在发达地区
还是欠发达地区，水环境质量的有效提升都面临较大的困难；二是尽管“十一五”以来水污染物减排
的力度逐年加大，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步伐空前加快、人口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污染物排放
总量仍然居高不下，而且进一步削减的难度越来越大；三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
成的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污染的双重危机仍然很突出，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在短
期内很难破解；四是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形成的威胁日益凸显，水环境安全保障面临极大的
挑战，并成为政府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水污染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一
项或数项废水处理技术的突破，而必须寻求废水污染控制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编者认为，在同
步跟踪国内外技术发展前沿的基础上，定期编写出版内容权威、系统、实用的技术手册，是保障废水
污染控制工程的可靠性和先进性，解决设计不合理、建设不规范、运行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的必要手
段。早在1989年，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水污染防治手册》就已经被普遍接受和应
用。20多年来，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以及依托的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
家环境保护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北京）中心，基于在废水污染控制领域国内领先的技术水平
，以及一大批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始终致力于水污染控制技术手册的编写工作，并
以此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的主要举措之一。本书是在斟酌引用2000年版《三废处理工程技术手册（
废水卷）》、2010年版《废水处理工程技术手册》部分内容的基础上，针对国内水污染控制的重点行
业和领域，对一些国内外主流工艺技术进行重新归纳整理，经充实、完善而编写成稿的。鉴于这一原
因，为这本手册的编写做出贡献的人员，可能远非“编委会”名单所能穷尽，在此一并对他们致以诚
挚的感谢！废水污染控制技术的目标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采用经济、高效的技术手段，将废水中
的各类污染物净化去除，以改善水环境质量或实现废水的资源化利用。然而对从业者而言，由于从事
的具体工作和关注的技术环节不同，对手册内容的要求也会有差异。污染控制的决策人员可能更关注
某种行业废水的治理对策；工程设计人员可能更关心一种或一类处理工艺的技术细节与设计方法；行
业管理人员可能更想了解废水处理工程的建设程序和各个步骤的操作方法；工程咨询人员则可能更希
望参考借鉴成功实施的工程案例。尽管编者从多年的从业经验出发，对读者的这些需求感同身受，但
是在同一本手册中合理安排上述所有内容仍然是有难度的。在本书中，编者按四条主线来展开内容：
一是按废水的行业类型进行分类，结合各行业废水的特点，归纳总结清洁生产和废水处理具体的解决
方案；二是按废水处理的单元技术进行分类，逐一介绍主流成熟的单元技术，力求详尽和实用，同时
兼顾具有明确发展前景、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潜力技术；三是按项目建设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分类，
提供从立项、可行性研究等环节开始至竣工验收、运行维护的全过程操作方法；四是详细介绍具有代
表性和示范意义的各类工程实例，提供具体实用的案例模板。针对这种从多角度、多层次分别阐述废
水污染控制技术的内容编排特点，读者在查阅使用时，既可以针对不同篇章内容取其所需，也可以相
关篇章对照阅读。本书的内容庞杂，编写时间有限，难免存在未及修正的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读者
不吝指正。编者2012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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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工程技术手册:废水污染控制技术手册》系统、翔实地介绍了城镇污水和典型工业废水的特点与
污染控制方法，国内主导的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各种废水处理单元技术，废水污染控制工程建设与运行
的程序步骤及其操作方法，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工程实施案例等内容。
《环境工程技术手册:废水污染控制技术手册》内容主要包括四篇：第一篇典型行业废水污染防治技术
，介绍了城镇污水、制浆造纸工业废水、化学工业废水、石油工业废水等十二类废水的来源、特点及
治理方法与对策；第二篇废水处理单元技术，按物理分离、物化处理、膜分离处理、生物处理、化学
除磷与磷回收、污泥处理与处置、生态处理、臭气处理等工艺类别分别介绍了各种废水处理单元技术
的功能原理、设备装置和设计计算；第三篇废水处理工程的建设与运行，介绍了废水处理工程从立项
、可行性研究到工程设计、建设、调试、验收以及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及其实施方法；第四篇废水处
理工程实例，介绍了城镇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废水的深度处理和回用的典型工程案例。
《环境工程技术手册:废水污染控制技术手册》可作为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等领域的工程技
术人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具书，也可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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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来源 二、城镇污水的水质 三、城镇污水的水量 第三节 城镇污水处理技术 一、技术的历史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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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工业废水 第一节 概述 一、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的特点与污染现状 二、制浆造纸工业的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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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工艺及污染物去除效果 三、各种处理方法的比较 四、废水回用 参考文献 第三章 化学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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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和利用 第五节 有机磷农药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
水处理和利用 第六节 染料工业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和利用 参考
文献 第四章 石油工业废水 第一节 石油开采工业废水 一、生产工艺与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
水处理与利用 第二节 石油炼制工业废水 一、生产工艺与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第三节 石油化工废水处理 一、生产工艺与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参考文献 第五
章 纺织工业废水 第一节 棉纺工业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第二节 毛纺工业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第三节 麻纺工业废
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的处理与利用 第四节 缫丝工业废水 一、生产工艺
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参考文献 第六章 钢铁工业废水 第一节 矿山废水 一、
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第二节 烧结厂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第三节 炼铁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
处理与利用 第四节 炼钢废水 一、生产工艺和废水来源 二、转炉除尘废水 三、连铸机废水 第五节 轧
钢厂废水 一、热轧废水 二、冷轧废水 三、酸洗废液 参考文献 第七章 有色金属工业废水 第一节 有色
金属矿山废水 一、生产工艺与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三、废水处理与利用 第二节 有色金属冶炼工业
废水 一、生产工艺与废水来源 二、清洁生产 ⋯⋯ 第八章 机械加工工业废水 第九章 制药工业废水 第
十章 食品加工业废水 第十一章饮料酒及酒精制造业废水 第十二章制革工业废水 第二篇 废水处理单元
技术 第一章 物理分离 第二章 物化处理 第三章 膜分离处理 第四章 化学处理与消毒 第五章 传统活性污
泥法 第六章 改良活性污泥法 第七章 生物膜法 第八章 厌氧生物处理 第九章 生物脱氮除磷 第十章 化学
除磷与磷回收 第十一章污泥处理与处置 第十二章生态处理 第十三章臭气处理 第三篇 废水处理工程的
建设与运行 第一章 项目立项及调研论证 第二章 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三章 工程设计 第四章 工程建设 第
五章 工程调试与验收 第六章 工程的运行管理 第四篇 废水处理工程实例 第一童 城镇污水处理 第二章 
工业废水处理 第三章 废水的深度处理和回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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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吸附法 吸附法是利用多孔性固体相物质吸着分离水中污染物的水处理过程。
吸着分离水中污染物的固体物质称做吸附剂。常见吸附剂有：活性炭、活化煤、焦炭、煤渣、树脂、
木屑、离子交换树脂、硅藻土、粉煤灰等。在对染料废水的处理中，使染料废水通过由颗粒状物质（
即吸附剂）组成的滤床，染料废水中的染料以及助剂等污染物被吸附在吸附剂表面而被去除。活性炭
比表面积大，对于分子量不超过400的染料分子的脱色效果明显。活性炭可通过加热等方式再生，但是
再生难度大，运行费用高，且活性炭容易随废水流失，在废水处理过程中需要不断补充。可见，吸附
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附剂的结构性质以及污染物的结构性质。吸附法比较适合于低浓度染料废水
的深度处理，主要优点是投资小，占地面积小，方法简便易行，吸附法还能够去除废水中难生物降解
的污染物。 （2）萃取法该法是利用溶质在互不相溶的溶剂里溶解度的不同，用一种溶剂把溶质从另
一溶剂所组成的溶液里提取出来的操作方法。在水处理中主要是利用了有机物在水中和在有机溶剂中
的溶解度差异，再将萃取剂与污染物分离，萃取剂可以循环利用，所得的污染物也可以经过进一步处
理后回收利用。但是萃取法比较适于小水量废水的处理，且成分复杂的难处理染料废水，对萃取剂的
要求也很高，费用也会随之大增。因此萃取法仅适用于少数几种有机废水的处理。由于萃取剂总会在
水中有一定的溶解度，难免会有少量的萃取剂流失，使处理后的水质难以达到排放标准。 （3）膜分
离法膜分离技术应用于染料废水，主要是通过对废水中污染物的分离、浓缩、回收从而达到废水处理
的目的。在对染料废水的处理中，应用比较多的是超滤和反渗透。采用一体式反渗透装置对染料废水
进行研究，在15MPa的操作压力下，出水电导率、COD质量浓度、色度等指标分别为23μS／cm
、10.8mg／L、7（稀释倍数），均符合国家一级排放标准。膜分离技术不需要投加化学试剂，且在处
理过程中不产生新的化学物质，避免二次污染，过程简单操作方便，可从废水中回收染料，循环利用
。但是膜分离技术存在的最大缺点就是膜通量会随着处理进程延长而下降，更换频率较快，且膜清洗
需要一定成本，膜的材质如抗酸碱性、抗腐蚀性等，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处理效果。 （二）生物法 
传统的生物处理法如好氧法、厌氧法，单纯的用于染料废水处理已经很难达到排放标准，需要依据染
料废水性质先进行可生化预处理。因此，生物强化技术和一些优化组合工艺更受青睐。 生物强化技术
主要是通过改善系统的外部的环境因素，以提高对难生物降解的有机物的生物降解能力。生物强化技
术主要有3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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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废水污染控制技术手册》可作为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工具书，也可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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