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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污泥是一种可利用性极高的二次资源。
污泥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氮、磷、钾和植物生长必需的微量元素钙、镁、铜、锌、铁等，同时，其
有机物浓度高达60％～70％，作为土壤调理剂具有提高土壤肥效、改良土壤结构等作用。
污泥含有的20％～30％的无机物与许多建筑原料性质相近，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韧性，可以作为建筑
材料原料进行综合利用（如制砖、烧制陶粒、生产水泥等）。
污泥中丰富的有机质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为其能源回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污泥中含碳量较高，可以通过添加无机盐（如ZnCl2、KOH、H3PO4）等活性剂进行浸渍活化处理，
在一定温度下热解碳化可制得活性炭吸附材料。
特定工业污泥，如电镀污泥中含有浓度较高的有价金属，可以对其进行资源化回收等。
污泥资源化技术即是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工艺，改善污泥的成分和某些性质，提取污泥中有价
值的组分，将其重组或转化为其他能量形式，在回收资源和能源的同时消除二次污染。
如何将污泥中的有用资源经过科学系统的处理，使其变废为宝，是我国乃至世界环境界的一个重要研
究课题。
需要注意的是，河流和湖泊底泥与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性质类似，且大多受到有机物和重金属的双重污
染，是水体中污染物的汇集地。
一旦水体环境发生变化，底泥中富集的污染物有可能被重新释放出来，造成二次污染。
此外，底泥是底栖生物的主要生活场所和食物来源，污染物质可直接或间接对底栖生物或上覆水生物
产生毒害，通过生物富集、食物链放大等作用，进一步影响陆地生物和人类的健康。
因此，如何对水体底泥进行资源化利用，亦是当前环境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目前，各种污泥资源化技术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在污泥农用过程中，要考虑到污泥中重金属和有机毒物的污染，以及病原体扩散的危险；污泥施用中
氮、磷等浓度过高可能会污染周围水体；污泥中过高的盐分会抑制植物对养分的吸收，甚至伤害植物
根系。
在污泥作为建筑材料综合利用时，要重视产品的质量，保障其安全系数，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生
产的水泥含氯盐较高，应用时要防止锈蚀钢筋。
另外，其他资源化技术如制吸附材料、做填埋场覆盖材料、蛋白质利用、制可生物降解塑料、制生化
纤维板、造纸等技术，大部分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其技术原理及现场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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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污泥的各种资源化利用技术，内容包括：污泥能源化利用技术、污泥土地利用
技术、污泥建材化利用技术、污泥制吸附材料技术、电镀污泥回收有价金属技术、受污染水体底泥资
源化技术，以及其他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
    本书是《污泥处理与资源化丛书》中的一册，可供从事污泥处理及资源化工程的设计人员、科研人
员、管理人员和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也可作为大学相关专业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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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3污泥低温热解与直接液化技术比较对比污泥低温热解制油技术及污泥直接液化技术，发现
这两种不同技术的优缺点如下。
（1）污泥直接液化技术所采用的污泥可以是只经过机械脱水的高含水率污泥；而低温热解制油技术
所采用的污泥必须是含水率在5％以下，因此，污泥必须经干燥脱水才能满足要求。
（2）污泥低温热解制油技术所需设备较简单，无需耐高温高压设备；而热化学液化法则需要较高的
压力，对设备的要求较高。
（3）污泥低温热解制油技术可破坏有机氯化物的生成，由于处理温度低、不凝气产量小，可减
少SO2NO2和二恶英带来的二次污染，产生的气体仅需进行简单清洗就可以满足气体排放标准，但在
产品油中会产生大量的多环芳烃物质，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热化学直接液化法的产物中有2％～3
％的N：残余，燃烧过程会有氮氧化物生成，容易对大气造成污染，因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
（4）低温热解制油技术能有效实现重金属钝化，控制重金属的排放，处理后污泥中绝大多数重金属
进入炭油中，其中90％以上被氧化固定在炭中；热化学液化法虽然也降低了污泥的污染，但是在反应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难闻气体。
（5）低温热解制油技术的能量回收率高，污泥中的炭有约2／3可以油的形式回收，炭和油的总收率
占80％以上，但这种技术因需提供前端污泥干燥的能量，因此能量剩余率不高，能量输出与消耗比
为1.16，可提供700kw·h／t的净能量；而热化学直接液化法的油收率仅有50％，但由于直接液化法只
需提供加热到反应温度的热量，省去了原料干燥所需的加热量。
因此综合来说，还是直接液化法的能量剩余率较高，大约为20％－30％（一般是在污泥含水率为0.8以
下的情况）。
2.3污泥制合成燃料技术2.3.1简介2.3.1.1污泥制合成燃料的缘起污泥中含有的大量有机物和一定的木质
纤维素，均属于可燃成分，其低位发热值在11MJ／kg以上，从热值意义上相当于贫煤或褐煤，通过适
当预处理后，完全可作为人造燃料的原料。
由污泥制取固态燃料的目的是集中提高污泥的燃烧热值，在满足污泥自持燃烧要求的基础上，提高其
燃烧性能，更好地实现产业化制取燃料的目标。
对污泥燃料化的尝试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Caver和Greenfield两人。
他们直接把浓缩污泥作为原料，用多效蒸发器脱水来制取燃料。
人们把这个方法称为CG流程。
CG流程所用的污泥不脱水，污泥水分含量高且可以流动，随着水分逐渐被蒸发，污泥失去流动性，
无法再使污泥在蒸发器中循环。
同时，由于污泥受到高温作用，容易产生结垢，影响传热效果，使能量收益降低。
为解决这两个技术问题，他们提出在污泥中加入比水沸点高的流动介质（轻油或重油），这样可以始
终维持污泥的流动性，并防止结垢，顺利地解决污泥蒸发过程中存在的两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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