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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探索北方城市水环境治理  

――淄博市中心城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项目的创新与实践  夕阳下，一条河流从历史深处迤逦而来。她流经齐国故都现今山东省淄博市的四区一县，被淄博人颂为“母亲河”，她的名字叫孝妇

河。  

曾孕育了当地灿烂经济文化的孝妇河，而今因为一个研究项目的成功实践而面临新的生机——2007年3月，列入国家“863”计划“水污

染控制技术与治理工程”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的“淄博市中心城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项目通过有关部门组织的鉴定，其研究成

果为孝妇河乃至北方城市众多河流改善水环境质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国家科技部“863”项目检查组到黄土崖中试基地检查 

  水短缺与污染并存 

  北方城市的双重水困扰 

淄博市是全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孝妇河作为淄博市的主要河道，其流域也是淄博市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重要地带，孝妇河曾

有过水生态与环境十分优美的历史。然而，近些年，孝妇河流域水生态与环境的变化及污染问题，成为影响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 

孝妇河流域的水环境状况，是我国北方众多城市河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在北方缺水城市，一方面是水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剧增，对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水质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与南方多水城市相比，北方城市面临着资源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的双重困扰，水资源和水环境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重

要的含义。 

如何改善和维护城市水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的水生态与环境价值和综合竞争力，成为摆在淄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近年，淄博市大力实施“环境立市”战略，并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把节能降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把环境保护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对城市水环境及水生态修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水环境治理 

  开放的淄博勇做“吃蟹人”  

“让‘母亲’不再落泪，让‘母亲’绽放笑颜。水环境治理迫在眉睫……”近年，淄博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并实施

了“环境立市”战略，加快了水环境综合治理步伐。2003年3月，被列入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水污染控制技术与治理工程”（国家

“863”项目）的研究课题——“淄博市中心城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在这里落户。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局长赵有梅说，当初这个课题在全国共选定了11个城市，淄博市成为山东省唯一承担该课题的城市。该课题由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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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门牵头组织，市科技、环保等部门参与管理，清华大学作为技术总负责单位，联合山东大学、河海大学的优秀科研人员，组成了80多人

的高水平团队进行联合攻关。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部分：城市水环境自动监测与安全预警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研究与工程设计，河道

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研究及工程示范，北方中小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及运营模式研究。 

有专家指出，该课题的实施对于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研究开发、淄博市中心城区水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维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将对我国北方缺水城市的水环境质量改善与水资源优化利用提供综合技术路线和成功示范。 

  黄土崖：劣Ⅴ类河水净化后可养鱼 

孝妇河畔黄土崖，一个占地1万平方米的河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中试基地就建在这里。人工和植物措施多单元串并联的试验，在“实

验田”里一年年周而复始。 

“这是一个多自然型河道中试基地，其目的就是构建河流水质改善的多自然型河道，中试试验成功后即可进行工程示范。”淄博市

“863”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试基地主要是考察植物、水力等因素对河水水质处理的效果，研究植物的生长情况，同时研究

进水、出水方式的布水效果，为示范工程规模的研究中的植物选择、进出水方式及水力情况提供依据。” 

黄土崖中试基地就是这样一片“实验田”。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总工程师、课题责任人丁守森介绍，这个中试基地由滞留塘、生态缓冲池－渗流复合生物膜净化床、强化人工湿

地、多自然型河道四个单元组成。通过中试，系统地研究了适合我国北方河流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的滞留塘技术、渗流式复合生物床技术、

强化人工湿地技术和多自然型河道技术。 

“劣Ⅴ类的孝妇河水，经过预沉、生物降解和植物措施等逐级处理后，完全可以达到景观水体水质了。”丁守森说，“经过该系统处理

后的孝妇河水养鱼也没有一点问题！” 

河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中试基地——黄土崖中试基地 

  漫泗河：生态修复水变清 

“中试基地试验效果理想，便将其在漫泗河上进行工程示范。” 

依据黄土崖中试的研究成果，淄博市“863”项目办公室投资近600万元在漫泗河长达2.5公里的河道上进行了工程示范。在这一河段内

依次布置了张博铁路滞留塘、复合渗流床、强化人工湿地、青年湖滞留塘、多自然型河道、南湖滞留塘和凯盛湖滞留塘，形成了“四点两

带”综合互补的示范段河流净化与修复模式。 

记者在漫泗河上游看到，河水通过一级滞留塘的人工湿地进行初步净化，再流入复合渗流床。在复合渗流床自下而上的不同断面上，依

次铺设了沸石、废砖、废陶瓷、卵石等，河水中的有机物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降解，水中的氨氮磷浓度也会降低。再往下的河中央人工种植

了大量的芦竹、芦苇等水生植物，形成了强化人工湿地。在一级滞留塘，河水可经过三次净化。再往下游，河水依次实现第四到第七次净

化。 

在南湖滞留塘，项目办公室从湖东侧向湖中央建设了丁坝，改变了河水的流速和流向，调节和改善了南湖滞留塘内的水质。 

在2.5公里的示范工程段，沿漫泗河两岸新种了草皮，并栽种了柳树等，形成了多种类型河滩区植物群。河岸的处理改变了以往石铺砖

砌的传统做法，采用植物措施恢复了河岸的自然生态。 

目前，该项目的河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技术已经在孝妇河、淄河等河流治理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污水经过这一番处理，想不清都

难了！” 



 

漫泗河多自然型河道示范工程 

  水质监测：随时监控水质安全 

目前城市水资源紧缺，水污染现象突出，水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变得十分迫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水资源安全预警系统（水质监测）显

得尤为重要。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跨流域调水工程多，跨境河流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都对水质监测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水质监测具有

更加特殊的意义。 

记者在漫泗河上游一级滞留塘边的水质监测站里看到，一个电脑屏幕上，河流断面的水位、水温、pH值、COD和氨氮浓度等各项数据均

显示无遗。“目前漫泗河示范段已经建立了3个可随时监测水质的在线监测站。”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 

在市水利与渔业局水质监测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可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时了解到被监测河道断面的水质情况，随时加测有关指标，及时对

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作出水质状况的判断；也可以随时对突发污染事件进行远程控制监测，并对中心城区水环境安全进行预测预警。 

  中水回用：水得再生人欢笑 

据了解，目前淄博市中心城区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70%，但是，由于体制、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中水回用率低。如该市城区内有两座较

大的污水处理厂，每天的污水处理量为24万吨。污水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将作为淄博市水资源配置的重要部分，中水回用的潜力巨大。 

和淄博市一样，我国许多污水处理厂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二级出水COD值较低，而氨氮值偏高，达不到再生水的水质要求，成为污水再

生利用中的重要限制因素。污水处理回用，对于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矛盾和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项目办公室在淄博市北郊污水处理厂建设了污水处理回用中试基地。通过中试，天然沸石对氨氮具有较强的选择性、离子交换能力和较

大交换容量并具有较大的微生物附着表面等特性，课题组研究开发出了以沸石为主要填充料的新型曝气生物滤池——沸石曝气生物滤池。该

装置具有高效脱除氨氮功能和较强抗冲击负荷能力，对氨氮有良好的去除效果。在特定条件下， COD去除率为20%，氨氮去除率高达97%，处

理后的出水水质已经能够稳定地达到工业冷却回用水的水质标准。 



漫泗河上的在线检测中试站 

  多项成果“国际领先” 

  齐国故都再做先头兵 

淄博市中心城区水环境质量改善与综合示范项目由科技部批复立项，投入研究经费1261万元，其中国家拨付专项经费445万元，地方配

套资金816万元。该项目于2003年7月开始实施，课题组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三年多系统深入地理论研究、实验室和现场中试研究及工程示

范，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包括专利7项，发表论文40余篇等。 

2006年9月15日，该课题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2007年3月31日，山东省科技厅在淄博主持召开了该课题的鉴定会。由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王文兴院士等7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课题获得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该课题整体方案具有较强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课题形成的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与保持的理念、模式、综合技术路线和集成化技术等研究成果在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预警系统、半（短）程硝化－反硝化曝气生物滤池、复合生态河道构建成套技术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鉴定委员会表示，该课题针对我国多数北方城市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双重难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良好的推广应

用前景，同时可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为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导

和借鉴。 

（本版图片由王黎明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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