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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主要从事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环境净化材料、电解锰废渣资源化技术、砷及其他重金属的污染控

制理论和技术，规模化养殖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理论和技术。主要研究领域有：

● 电解锰废渣资源化技术研发：利用电解锰废渣制备白炭黑、锰肥、硅肥、复合肥等产品的研究和工程示范。

● 重金属污染控制：有色冶金行业、硫酸行业、磷化工行业的含砷废水及固体废物的处理理论与技术，地下水中微污染的砷的修复

技术。

● 冶炼废渣处理及回收：从冶金行业废渣中回收铜、铅、锌、镍等有价金属，安全处理和处置含砷废渣。

● 规模化养殖业废物综合利用：将生物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环境工程技术集成应用，回收有机污染物中的有用成分，将废弃物转

化为能源、肥料和再利用的洁净水。

● 污水处理和生物修复：研究将生物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环境工程技术集成应用，对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低成本扩容改造、

受污染水体在线修复。

近期主要科研项目：

● 电解锰废渣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5BAB01B03）

● 锰矿酸浸工艺技术研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2015BAB01B01-03）

● 基于被动采样与指纹分析研究湖泊沉积物中复杂碳氢混合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及其影响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37313

3）

● 基于酶催化氧化和KMnO4/NaIO4化学氧化测定环境中微囊藻毒素总量的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307164）

● 江汉平原地下水系统中砷迁移转化的微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03056）

● 含砷废水废渣的处理（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2014BEC029）

● 在线微生物反应器系统的开发及在猪场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农业部产业化项目，BZY14056）

● 使用内城菌提高沼气转化效率（农业部产业化项目，BZY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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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解锰行业CO2资源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广西科技攻关重点项目，桂科攻12118022-2）

● 生物自动控制技术处理养猪废水的研究与示范（企业委托，HZY15013）

获得奖项：

● 杜冬云、孙杰、叶恒朋等. 硫酸和制药行业典型难处理废水的处理与综合利用，2013年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二等奖（KJ2013-2-13-

G01）

● 杜冬云、孙杰、邓克俭、叶恒朋等.典型难处理工业废水的达标排放与综合利用，2012湖北高校“十一五”十大科技成果转化提名奖

● 杜冬云等. 高浓度含砷、镉污酸废水处理新工艺，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J-227-3-144-032-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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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1.一种白酒废水传统处理过程中强化去除并回收氮磷的方法（已授权，专利号：ZL 201410006438.0）

2.一种从硫化砷渣中回收单质砷的方法. （已授权，专利号：ZL201310310187.0

3.一种铜冶炼废水的回用处理方法（已授权，专利号：201110022833.4）

4.一种从电解锰厂铬钝化废水回收铬的方法（已授权，专利号：201110105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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