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6 卷第 3 期

2017 年 3 月

应 用 化 工

Applied Chemical Industry
Vol． 46 No． 3
Mar． 2017

收稿日期: 2016-06-17
基金项目: 陕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3JQ2021) ;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研究基金项目( 16JK1271) ; 渭南市科研创

新团队项目( 15YKF003) ; 秦东湿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2015TCTD-2)

作者简介: 王香爱( 1967 － ) ，女，陕西渭南人，渭南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天然绿色水处理剂的研究。电话: 0913 －
2136930，E － mail: wnwxa@ sina． com

工业污水处理技术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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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国内外工业污水处理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背景出发，指出了工业污水处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介绍了我

国工业污水处理的现状，分别就工业废水预处理的工艺和原理、工业废水生化处理的工艺和原理做了深入地阐述。
最后提出了工业污水处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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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iques and prospects

WANG Xiang-ai，ZHANG Hong-li，YANG Shan，GE Zi-long
( Shaanxi Province Engineering Ｒesearch Center of Coal Conversion Alcohol，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99，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points out the urgen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n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industrial wastewater pretreatment
process and respectively principle，technology and the principle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biochemical treat-
ment made deeply．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measures．
Key words: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process status quo; meaning; outlook

工业的发展革新不仅创造了无数的工作岗位缓

解了现阶段的就业压力，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但是工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

也越来越大，工业废水对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问题

也在逐步被放大。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不可

少的物质条件之一。但水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社

会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工业的污水量以及

污水种类与日俱增，污水处理设备的滞后，形成工业

生产与坏境保护严重失衡，污水处理不当或者直接

排放，对人类居住环境和城市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与

城市建设步伐不相适应。环境是人类生存以及发展

的基础，因此，工业经济发展与污水处理必须相辅相

成。本文在国内外污水处理技术历史发展的背景下

分析我国当下的污水处理现状，探讨适应于我国国

情发展的污水处理模式，在提升污水处理要求加大

环保力度的同时实现工业健康发展; 使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成为了现阶段我国工业

建设改革的首要问题［1-2］。

1 工业污水处理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背景

1． 1 国外工业污水处理的发展情况

国外污水处理业的发展比我国起步要早，在

1914 年，英国就创造了活性淤泥法工艺，应用到污

水处理过程中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我国相比

于欧洲各国，人均水资源匮乏。总体来讲欧美等国

的水资源相对健康良好，但是工业污水产生的污染

是全球性问题，污水处理难题是每一个国家发展都

摆脱不了的。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共体就对水质提出要

求，工业、农业污水流进水体造成海水湖泊富营养化

对水体生物造成生存威胁，地下饮用水质量也受到

影响。
1975 年欧盟制定地表水要求的法律，1980 年制

定生活饮用水要求的法律，对地下水、渔业养殖用水

等水体水质进行规范要求。在国外不同国家不同区

域所处环境背景不同，水资源受到污水影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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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对污水处理的发展、要求、工艺技术也不同，

在一些水资源富裕的国家污水处理法规以及设施比

较简化; 对于一些工业发达地区水资源被视为原油

一样的财富，污水处理的发展开发比较成熟。
1． 2 我国工业污水处理的发展历程及背景

1． 2． 1 1920 ～ 1949 年 陆陆续续开始建成污水处

理厂。在 1923 年上海北区建成我国首座城市污水

处理厂区，相继之后的几年之间上海西部地区以及

东部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厂问世。在此之前各个地区

工业污水以及城市污水、雨水都是依靠沟渠或者管

道直接引流排放到河流湖泊或者大海，单纯依靠排

放来处理污水。
1． 2． 2 1950 ～ 1960 年 这十年之间主要是将上海

老城区以前直排污水铺设的老管道进行集中整理规

范，拆除不合理的污水管道严抓整治地区河流湖泊

的污染，改造完成规范化的新污水管道后，开始投资

建设一部分一级污水处理厂，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始

形成日处理量十万吨以上的一级污水处理厂。
1． 2． 3 1961 ～ 1978 年 土地浇灌应用到污水处

理。在 1957 年相关部门将此项技术成就收列入国

家科研计划，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召开多国技术交流

会，积极研发总结新技术的培养实施。这一阶段我

国投资建设一大批生物氧化水塘; 在我国众多地区

相继试建设之后，全国的污水处理能力已提升到日

处 理 百 万 吨 以 上，新 增 污 水 处 理 管 道 已 达

到19 600 km。
1． 2． 4 1979 ～ 2000 年 在此时段，中国污水处理

正式和国际接轨进入现代化发展，发展速度得到质

的提升。80 年代初期，在天津和北京先后建成两座

生产性质的污水处理实验基地，大量的开发技术人

员联合在一起对两个地区的污水处理技术、开发路

线进行大规模的探索实验和研究。将二级生物处理

技术深入于污水处理工艺中。在经过几年不断的探

索，1984 年天津建成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污水处理

厂，新加标准活性淤泥生化工艺，在一段时间的运营

生产中对地方的环境改善取得显著成效，并且处理

能力稳定。我国污水处理走向规模化、企业化。
1． 2． 5 2001 ～ 2015 年 21 世纪的中国是世界的中

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速阶

段，污水处理业的发展也是好势头，随着国家对环境

治理越来越重视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不断

细化对污水治理的要求，在全国几乎是每一块工业

园区都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处理厂也在

进入高标准版规模化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行业的发

展得益于国家出台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的

不断重视，环保立法［3］。
分析国内外的污水处理发展历史，结合我国的

发展现状十八大报告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化工企业

向着绿色发展、高效化发展、低碳发展方向转型。加

大治污排污的力度和要求，在不断吸取国外污水处

理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研究创新使我国拥有适用于

自己的污水处理技术。2015 年后半年开始出现局

域化工企业的效益下滑，受到国家环保政策严格要

求企业环保投入加大、产能过剩、销售下滑、物价升

高等众多原因，工业发展速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转型的初级阶段工业发展出现波动的现象是正常

的，必须坚持转型，不断完善提高［4］。

2 工业污水处理的研究现状
2． 1 废水预处理的工艺及原理

在生化处理之前的工艺处理叫作预处理。生化

系统处理运行平稳而且投资费用、运行费用比较小。
然而治理废水是不可能仅仅依靠生化处理来实现，

因为工业污水中含有一部分对生态系统起破坏作用

的一些活性物质: 微生物、菌类有抑制和摧毁性的物

质存在，所以为保障生化系统的健康运行，在污水进

入物化工段之前必须要进行一系列预处理，调节水

质的可生化性，确保生化处理健康运行［5］。
预处理的具体目的有二个: 一是将废水中含有

的这部分对生化池中污泥的活性物质有影响的有机

物或者无机物，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除去或者转化

为其他无害的形式，保护污泥活性物质的生长环境;

其二是在生化工段之前降低水体的色度、盐分和悬

浮颗粒物等，调整 COD 负荷，来减轻生化工段的运

行压力。
废水中的杂质按颗粒尺寸大小可分为悬浮物、

胶体和溶解物，其他颗粒尺寸大于 100 μm 的大颗

粒一般会自然沉淀或者与水体分离。胶体和细小颗

粒以及悬浮物就需要凝聚法、絮凝法、混凝法使小颗

粒转换成为大颗粒，沉淀分离于水体。
2． 1． 1 凝聚法和絮凝法 在废水添加含有正离子

或者基团的混凝药剂，利用静电感应的原理，在胶体

中加入大量显正价的离子或基团时，大量正离子在

胶体粒子之间就会形成大量的胶体微粒凝结吸附在

一起形成大分子的基团，易于分离到水体之外达到

净水的目的。应用最多的凝聚剂有硫酸铝、硫酸亚

铁、明矾、氯化铁等。
絮凝法是利用高分子混凝物质在污水中形成线

性的高分子聚合物，高分子聚合物结构中粒子之间

相互吸附组合形成相对稳定的架桥作用，在这种分

子单元之间不断形成架桥作用的积累、凝结高分子

物质不断变大，最终达到饱和形成大颗粒的絮凝体

凝结在一起。常用的絮聚剂有聚丙烯酰胺( PAM) 、
聚铁( PE) 等。
2． 1． 2 混凝法 混凝法顾名思义就是将凝聚和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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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相结合使用的方法。混凝法在工业污水预处理过

程中经常被应用到，基本过程大致就是先向污水中

加入混凝剂( 明矾、硫酸亚铁等药剂) ，消除胶体粒

子之间的静电排斥作用，然后再加入絮凝剂( PAM、
PE 等药剂) ，使得水体中微粒半径增大，形成沉淀。
2． 1． 3 在经过对污水杂质颗粒的取出处理后进入

铁碳微电解工段 铁碳处理法又叫铁碳微电解法或

铁碳内电解法，铁碳微电解中利用 Fe2 + /Fe3 + 的氧

化还原反应，铁碳微电解会形成无数个微小单位的

铁碳原电池，利用电极反应，产生活性电子的游动，

促进了污水中有机物的反应活性，使污水中有毒害、
不饱和的物质分解转化为其他形式存在，降低化学

需氧量 COD 和生物需氧量 BOD5 负荷，为后续处理

工段正常运行奠定基础。
铁碳微电解是工业污水处理重要的应用手段，

用铁碳法作为对有毒害、高浓度 COD 的工业污水具

有可观的处理效果。铁碳法的反应原理被公认的就

是: 在酸性条件下，铁碳填料投加到水中，铁与碳之

间形成原电池反应，形成局部单位大量的微电流反

应区域，在微电流的作用下促进了污水中无机物被

还原氧化。在实际污水处理中铁碳微电解的处理效

果良好，取得了公认的处理效果。
铁碳法的缺点分析:①铁碳填料的价格不菲，在

处于酸性条件下被分解，一部分反应不完全的铁屑

以及碳将会残留于水中，增加了污水固废量，堵塞仪

器管路;②铁在酸性条件于含硫废水形成黑色的硫

化铁增加了水体色度，大量的铁离子进入水体中增

加了水体的盐分含量。
2． 1． 4 中和 pH 工业废水一般用氢氧化钠和硫酸

调节 pH。
2． 1． 5 芬顿氧化( Fenton) 废水流至 Fenton 反应，

投加双氧水 H2O2，H2O2 与电解反应带来的 Fe2 + 形

成强氧化性的芬顿试剂，能产生氧化能力很强的

·OH自由基，在催化作用下，该自由基可以使难以

通过生化去除的高分子芳香环破坏，从而降解去除。
大大改善了污水的可生化性，提高了 B /C 比。

在除上述工艺流程之外废水的预处理还包括膜

分离、气浮、过滤、消毒离子交换以及吸附等物化处

理工段，结合工厂污水的实际情况选取不同的工艺

要求进行废水预处理。
2． 2 工业废水生化处理工艺及原理

目前，工业污水处理大部分采用的是生物活性

污泥法。利用生物活性污泥法演变出众多的处理工

艺，工业园区二级污水处理厂常用的处理工艺有:

A /O 去磷工艺、A /O 除氮工艺、AB 法工艺、A2 /O 去

磷除氮工艺、UASB 工艺、氧化沟系列工艺等。由处

理设施建筑的不同分配和组合使其不同的处理工艺

的处理重点和运行调试不同。伴随污水处理的不断

发展进步现已形成: A /O 工艺、UASB 工艺、离子交

换树脂、反渗透水处理技术、生物膜法等较典型的生

化处理工艺。下面将对这几种应用比较广泛的处理

工艺进行深入介绍。
2． 2． 1 A /O( A2 /O) 工艺 A /O 即 Anoxic /Oxic( 厌

氧 /好氧) 或 Anerabic /Oxic ( 厌氧 /好氧) 技术的缩

写，是污水生物处理去磷除氮重要的处理工艺。在

生物脱氮过程中，因为反硝化菌是异氧性细菌，需要

大量的碳源维持新陈代谢，实现反硝化的过程，而污

水通过好氧硝化反应之后，水中的有机物浓度 ( 碳

源) 含量偏低，不能提供充足的反硝化的需求量，所

以，传统的生物去磷除氮工段在缺氧单元前加入甲

醇的方式来补充有机碳源的含量。将缺氧工段放到

好氧工段之前，运用进水中含有的有机物作为碳源

供给，这种方法叫作前置反硝化流程; 经过混合液回

流将硝酸盐、亚硝酸盐引入缺氧反应工段。

图 1 A2 /O 工艺流程图
Fig． 1 A2 /O process flow chart

2． 2． 2 AB 工艺 AB 法污水处理工艺是一项新型

两段生物处理工艺，即吸附生物降解法的简称。AB
工艺是将高负荷法和两段活性污泥法合并在一起的

处理方法，A、B 两段严格分割开来，使不同特性的

菌类分开培养，起到了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作用。
所以 AB 法工艺相比较于传统活性污泥法拥有较高

的 BOD5、COD、SS、TP 和氨氮的去除率。但 AB 法

工艺无法达到深度去磷除氮的效果，因为去磷除氮

限度受到制约，污水中还存在大量的营养物质，易于

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6］。
原理: AB 法工艺在对污水中污染物的去除主

要作用体现在 A 段的吸附絮凝效果。污水通过管

道直接与 A 段对接，废水中的悬浮物与细菌混合在

一起形成结构相对稳定的共聚体，同时为 A 段提供

了丰富的微生物。增加了 A 段中微生物群在污水

处理下的增殖生长速度，缩短了微生物代谢周期，同

时分解出大量的粘性物质，这部分粘性物质与废水

中的悬浮物、大颗粒以及游离的细菌等物质相互作

用形成吸附凝结，产生絮凝体基团，最后通过筛网或

者沉淀分离于水体之外。B 段和普通活性污泥法

类似。
2． 2． 3 UASB 工艺 UASB 中文名称为升流式厌氧

污泥床，该工艺包含了厌氧活性淤泥法和厌氧过滤

法的双面特点。诞生于 1971 年河南农业大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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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利用密度不同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的性质差异

创造出了三相分离器，为升流式厌氧污泥床的问世

和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UASB 工艺结构简单、运

行维护以及操作难度较低，适用于不同种类的工业

污水处理要求，经过长期的发展革新现已经具备成

熟的技术支持，受到了广泛的推广使用。
原理: UASB 的组成分为污泥反应区、气液固三

相分离和气室。
在反应塔底部含有大量的厌氧活性淤泥，由于

这部分淤泥凝聚性和悬浮性致使厌氧塔的底部形成

状态良好的淤泥悬浮层，污泥在悬浮状态下微生物、
细菌、真菌的新陈代谢活跃，当废水从厌氧塔底部进

入后有机物会被活跃的污泥成分充分分解代谢转换

为沼气并产生气泡，气泡在水压的作用下不断合并、
上浮，带动一部分污泥上浮进入厌氧塔上部的三相

分离器中，气泡破裂沼气从水面进入沼气处理器中

被收集起来导出 UASB 反应塔。另一部分上浮的淤

泥混合物进入三相分离器区，区域的固液气混合物

在三相分离器中通过添加药剂经过絮凝凝结作用形

成大颗粒的基团，密度变大沉入底部继续参与底部

活性淤泥的生化反应，污泥活性物质的代谢产物会

随着浮力一直从出水口溢流分离出污泥床，在塔外

收集再通过处理经过压泥机变为固废收集［7］。

图 2 UASB 工艺原理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UASB process

3 存在问题以及发展前景

我国污水处理业发展起步偏晚但发展较快，现

已取得可喜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面对

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废水量也在逐年增

长，目前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规模虽然基本上能满足

工业污水处理，但距离深度净化、循环利用还有很大

距离。污水处理是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的污水处

理能力尚且能达到 70% ～ 80%，中国的污水处理能

力只能达到 50% ～60%［8］，其余处理不了的部分仍

然依靠直接排放。
3． 1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

为了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近几年国家新建规

范化的污水处理厂 500 余座，污水处理能力还不能

满足现阶段的污水生产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污

水处理厂的投资规模也不同，污水处理业大都属于

事业单位，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主要作用体现

在公益和环保，所以污水处理的建设和运行还需依

靠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宏观调控。受到地方

企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的税收也会波动，如果污

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得不到完善发展，污水直排

对地方生活环境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9］。
3． 2 污水处理设备的升级

现有的污水处理厂安装运行的设备大部分趋于

老化传统型，一大批运行设备来源于国外进口，在运

行的过程中出现的设备老化、处理效率下降、设备损

坏等问题带来的经济费用巨大，受到知识产权的影

响新型设备的引进费用高昂。面对工业污水量的逐

年增长趋势我国自主开发将迫在眉睫，这是一种机

遇更是严峻的挑战，国内的污水处理技术发展受到

考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发展我国自主的污水处理

技术成为首要问题，在不断吸取国外同行经验的同

时，自主创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污水处理设备，满

足补充污水处理的压力。
设备转型: 传统的污水处理设备近几年在我国

的投入使用取得可观的效果，通过实际的调试运作

收获了丰富的经验。但是随着我国水资源的短缺、
环境的恶化，国家出台法律的完善，污水处理要求越

来越严格和细致，新型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将会逐渐

替代传统设备。膜技术、超滤、电吸附除盐技术、壳
聚糖衍生物技术、生化床、电催化氧化、mvr 等一部

分具有节能、绿色、循环利用、高效的现代化技术革

新是我们未来改革的目标［10-11］。
3． 3 污水除臭

在污水处理的过程中，污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

挥发性会产生不同种类的臭气，在进入物化和生化

系统的过程中，温度的变化促进了臭气的挥散。例

如污水进入好氧以及厌氧工段时，因为要保证活性

污泥的新陈代谢温度一般都在 20 ℃以上甚至更高，

再加上罗茨风机的曝气直接影响了有害气体的布朗

运动［12］，导致工厂周边的居民区、工作区空气环境

受到严重破坏。
3． 4 污泥处理

污泥主要存在于生化系统中，其他工艺工段池的

底部定期也会产生浓度较高的污泥，传统的处理方式

是先将这部分污泥收集到污泥浓缩池中，再加絮凝剂

等药剂处理进入压泥机压滤装袋后保存。传统的压

泥机主要是板框式压泥机，其操作难度较低，自动化

较低，污泥的水分去除有待提高。逐渐的会被叠螺式

污泥压滤机取代［13］，因为其具有更高效的水分去除

效果、操作方便、省时高效只是价格比较昂贵。
污泥的主要处理方式有两种: 焚烧和深埋。本

质上还是没有达到无害化，新技术的开发集中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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鳅法培养污泥、植物吸收等天然无害的方向，虽然距

离实际产业化的距离还很远，但是我们要向绿色无

害化努力。
3． 5 污水循环利用

节能环保是我国当下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如果

运用水处理技术将工业产生废水循环利用到其他途

径上将会节约一部分很可观的水用量，带来经济效

益的同时又节约我国水资源。回收利用污水在国外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处理后

的污水运用到其他领域。随着污水处理技术的发

展，工业污水作为二次能源的可行性越来越高，水处

理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生产效益，污水的回收利

用被企业日益重视，顺应国策顺应民心才是工业发

展的根本。
3． 6 污水处理后的应用

工业生产对水的需求在不同工段的要求是有所

不同的。在确保安全生产的要求下可以利用污水处

理技术将车间废水按需求标准合理分类，形成下一

级别的车间用水。在通过清污分流的车间清下水

( 清下水包括循环冷却水、锅炉水、溢流水、辅助用

水和清洗用水等) 、地面收集雨水、生活区用水等污

染程度较小的废水，经过初步处理就可以广泛的运

用到砖厂、水泥厂、矿山、建筑等工厂里。可以减少

生产用水量［14］，使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得到缓解。
工业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未反应的原料以

及有价值的中间产物，利用回收装置加工提取污水

中有价值的组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一方面节约

了生产所需原料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了污水浓度。
在化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废碱可以应用到污

水的中和调节，节约污水处理成本以废治废创造二

次价值［15-16］。
3． 7 兑水和偷排

工业园属于排污大户一般都远离市区和发达区

域，位于比较偏僻的荒滩、郊区等地，偷排污水的行

为普遍存在却难以被发现惩处。随着国家对污水处

理相关特新指标的要求加大，企业面临的排污以及

处理污水的费用越来越大，自来水、蒸汽、电费的增

加［17-19］，工业生产原料费用的上调加上企业产品销

售的缩减对我国工业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越

来越多的企业上市，同行之间的竞争、国际经济形势

的萎靡不振使得企业生存发展无力。
一些地区采取“一企一管”管理模式，即一个企

业一个管道先通过企业自身具备的污水处理站将污

水处理到一定指标后集中收集到规范化的污水处理

厂进行集中处理。污水处理厂接收企业污水的有关

指标见表 1、表 2［20］。
表 1 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Table 1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
项目 COD / ( mg·L －1 ) BOD5 / ( mg·L －1 ) SS / ( mg·L －1 ) NH3-N / ( mg·L －1 ) TP / ( mg·L －1 ) TN / ( mg·L －1 )

进水水质 500 260 350 50 1 50

出水水质 ≤50 ≤10 ≤10 ≤5( 8) ≤0． 5 ≤15

表 2 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Table 2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

项目 BOD5 /COD BOD5 /TN BOD5 /TP COD /TN COD /TP

数值 0． 58 4． 7 40 8． 2 69． 2

指标 ＞ 0． 3 ＞ 3 ＞ 20 ＞ 9 ＞ 30

BOD5和 COD 指标是鉴别污水中有机物质完全

分解形成水和二氧化碳所消耗的生物需要量和化学

需氧量。废水中不饱和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含量越高

实验测定 BOD5和 COD 的数值越大［21］。
BOD5 /C 指标是体现污水可生化性的重要指

标，通常规定 BOD /COD ＞ 0． 45 生化效果最理想。
污水以有机污染为主，BOD /COD = 0． 58 时，生化效

果最理想。
BOD5 /T 指标是采用生物脱氮要求的重要指

标，因为生物脱氮系统中反硝化的氢供体主要来源

于污水中的基质，比值越大消氮效果越明显。
BOD5 /TP 指标是运用生物除磷要求的重要指

标，通常我们要求该值必须大于 20，比值越大除磷

效果越明显［7，22-23］。
大多数企业车间原水浓度( COD 浓度) 达到上

万的数值，要处理到上述表中所达到的 500 mg /L 以

下的要求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经费。
经济利益的驱使再加上环保理念的淡薄造成企业污

水直接排放到外界污染水体环境; 另一种手段则是

用自来水稀释处理的方法使企业污水达到要求，这

两种非法手段都可以为企业节省一大笔污水处理费

用，但产生的负面影响很恶劣。
环保立法对环保的责任要求严格规范，在以后

的发展中环保永远不能放在金钱之后。对人们的环

保意识教育应放在首要位置，要摒弃以破坏环境为

代价的经济发展，维护这脆弱的大自然环境。环保

局要鼓励群众举报企业偷排偷放; 加大对企业污水

处理的要求，对企业的违法手段进行严厉查处并且

追究有关负责人刑事责任。每个人都要参与到环境

保护的历史使命中来，共创绿色环保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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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是可以和谐共进的。在污

水处理技术不断开发和完善下完全可以做到污水的

达标排放，只是在众多难题下距离实现工业污水百

分百无害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我国污水处理工艺的

发展速度是位于世界前列的，相信在未来的几年或

者十几年内污水处理将会取得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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