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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日,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天津大学研发的国家863项目成果“高浓氨氮废水资源化处理技术与工程示

范”在北京通过鉴定，该项目突破高浓氨氮废水处理难题，形成了全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浓氨氮废水清洁处理工艺，建成投运

6套示范工程，该技术的氨氮污染物削减率、资源利用率均大于99 %，实现了氨氮废水的资源化处理，填补了我国此项技术空白，

将对我国“十二五”期间氨氮污染物排放的约束性控制指标完成提供可靠技术支撑。 

近年来，全国水体氨氮污染问题逐渐突出，氨氮已超过COD（化学需氧量）成为影响我国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的首要指标，长

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全国主要流域水系中氨氮污染物都是造成水质超标的主要污染物，更是导致我国太湖、巢

湖、滇池等湖泊水体产生水华、蓝藻等富营养化问题的主要污染物。  

据2009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显示，全国废水中的氨氮排放总量为122.6万吨，相当于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的4倍左右。氨氮

排放量远超环境容量、污染负荷压力大是造成目前地表水体氨氮超标的最主要原因。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

市化“双快速”发展阶段，污染物排放增量压力巨大，亟需提高氨氮废水处理技术水平。  

生活废水和低浓工业废水的氨氮处理工艺主要采用生化法，技术经济水平和推广应用情况较好。同时，化工、有色等以高浓氨

氮废水为主的8个行业的氨氮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氨氮排放总量的85.9％，处理状况却不容乐观，氨氮去除率不到68%。这类高浓氨氮

废水处理的空气吹脱等传统技术存在二次污染、能耗高、处理能力有限或设备内部易结垢等问题，且很难回收废水中的氨资源。但

这类高浓氨氮废水的氨氮往往来源于生产原料，资源化回收、循环利用价值大，是我国氨氮排放总量控制的关键污染源，但由于这

些高浓氨氮废水组成复杂、对处理设备要求高，一直缺乏绿色、高效的规模处理技术与装置。  

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与天津大学集成多项原创性科研成果合作研究开发出“高浓氨氮废水资

源化处理”的全过程工艺、研制出工业化应用装置。该技术基于氨与水分子相对挥发度的差异，通过精馏脱氨工艺量化设计，设计

制造高通量、低阻降、高分离效率、抗结垢新型塔内件，全过程自动化控制，实现了工业高浓氨氮废水的资源化处理。氨氮原始浓

度1-50g/L的氨氮废水经该技术处理后，氨氮浓度可降至10ppm以下，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15ppm），且处理后的氨氮污染物

全部实现资源化利用，制备高纯浓氨水产品，氨氮污染物削减率和利用率均大于99 % ，全过程无废水、废气、废渣等二次污染产

生。  

在本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的成果鉴定会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金鉴明院士、南京大学张全兴院士等鉴定专家对该成果给予了

高度评价，鉴定委员会认定该项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并建议技术开发单位加速推广应用，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氨氮污染控制

和总量减排贡献更大力量。  

该成果在有色冶金行业、食品加工行业、制药业、印染行业、焦化行业等高浓氨氮废水排放行业推广应用后，可大幅减少氨氮

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同时，资源化回收氨氮资源可大幅减少相关行业铵/氨原料的消耗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

同时实现氨氮排放总量源头减排。  

目前，该项技术已在天津海赛、葫芦岛辉宏、福建天宝、葫芦岛虹京钼业、吉恩镍业、江门长优、湖南邦普等单位建成处理规

模为100-400吨/天的示范工程7套，有望成为有色冶金、材料、煤化工等行业高浓氨氮废水处理的行业替代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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