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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盛大开幕

 建设生态中国的目标，加速了我国环保产业技术的全面升级和创新。

 6月9日，由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住建部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环保
展览会（CIEPEC 2015）盛大开幕。展会上，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重金属与土壤修
复、环境监测、环境服务、环境友好，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亮点纷呈，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在出席与展会同期举行的环保产业政策报告暨“互联网+”环保产业发展论坛时
指出，作为一个逼迫型产业，环保产业的发展主要靠目标牵引，靠技术支撑。

 无人船变革环境监测作业方式

 位于一号馆大厅的环保无人船展台，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

 这款环保无人船由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13年，云洲发布了世界首款环保无人船——一款可以定时，
定点，定量开展标准化水质采样，移动在线水质监测，绘制水质空间分布图，帮助工作人员快速锁定污染源位置等工
作的智能化水面机器人。

 据珠海云洲智能科技公司市场部经理唐梓力介绍，目前无人船主要应用于水质监测和水面保洁两大领域。

 当应用于水质监测时，云洲环保无人船除搭载市面上主流的水质参数监测设备外，还能够搭载重金属监测设备以及
核辐射监测设备等仪器，执行更多元化的监测任务。

 据介绍，在武汉市环保局前期开展的专项水环境生态调查行动中，云洲环保无人船仅用两个月便完成对市内首批50
个湖泊的PH、浊度、透明度、溶解氧、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重金属、叶绿素a等多个
指标的统计工作，监测面积达460余平方公里，比预计用时短近一个月。

 无人船用于水面保洁时，能通过GPS定位自主导航可不断将水面漂浮垃圾收纳入垃圾储存空间，充满电后一次可连
续航行超过100公里，能够连续不断的工作达10个小时。同时，无人船还是智能化的环境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将监测
到的水质参数等信息实时发布回控制中心进行分析和储存。

 据了解，目前为止，云洲环保无人船已在全国31个省市推广，这种用技术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给环保监测、环境
监察等行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随着技术研发的不断升级，云洲环保无人船还在向应急救援这一新的领域拓展。唐梓力表示，无人船在这个领域具
有先天优势，因为船体比较小，机动性很强，很多水污染的现场环境很复杂，一般很难用人工船进行操作，而无人船
可以放在一个SUV上第一时间到达污染现场采集数据。

 秸秆变身无害化生物制肥

 记者从本届展会上获悉，湖南碧海农业机械科技公司耗费巨资研发出一套将农业废物生化处理制肥系统，为秸秆无
害化综合处理及减少土壤环境污染提供了一套全产业链解决方案。

 农业废弃物秸秆焚烧屡禁不止，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制造雾霾，污染环境的最大公害。据调查，秸秆焚烧
对雾霾的影响率平均达11%以上，而东北地区，则高达到20%以上。

 为此，作为一直专注于农业机械装备和有机农业技术的研发、生产与经营的企业，湖南碧海通过多年的研发与试验
，成功研发ZF-5.5和ZF5.5-10型农业废弃物生化处理制肥系统。该设备由发酵主机、粉碎系统、热风炉、进/出料系统
、搅拌系统、机电系统、温控/通气系统等部件组成，可深入田间地头，将农业废弃物进行快速无害化处理，6-24小
时完全杀灭废弃物中的病源微生物。

 更重要的是，这些有机废弃物料经粉碎预处理后，利用高温和微生物杀灭病虫草害，还可进行无害化处理。物料经
彻底灭菌后，在高效微生物菌群的作用下，有机废弃物中的纤维素、蛋白质、糖类与脂肪等高分子有机物经过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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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反应，转化为有机肥料，不但清洁了环境，还可改良土壤，提高农产品品质。

 先进技术挑战污水处理

 本届环保展览会高度关注水污染处理技术的发展。我国是水资源紧缺国家，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环境污
染的加重，可用的清洁水资源越来越稀少。这样的大背景下，污水深度处理后回用成为必然选择。目前来看，能实现
高效分离的膜处理技术成为我国支撑污水回用的主流技术路线。

 围绕膜处理技术在村镇污水和重金属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展会期间专门举办了“环保产业热点技术论坛——FMBR
技术治理村镇污水及重金属废水处理新模式探索”。

 清华大学张锡辉教授指出，目前村镇污水治理普遍存在管网建设投资大、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大、污水负荷波动大、
稳定性差、运行维护难等问题，FMBR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些难题。同时FMBR技术还突破了目前污水处理中无法稳定
达标排放、恶臭气体无法消除、污泥处理处置难等常见的瓶颈，正在引起污水处理工艺的变革，不仅适应生态城市的
建设，对新农村建设也非常关键。

 同时，面对日益严格的重金属废水排放要求和难以实现达标排放的技术现状，清华大学施汉昌教授表示，JDL重金
属废水技术则是重金属废水治理瓶颈的一项革新技术，不仅实现了重金属废水处理稳定达标排放及水资源化利用，而
且有效地促进了重金属废水处理产业跨越式发展。

 业界普遍认为，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刚刚出台之际，污泥量低、灵活性强、自控水平高的FMBR技术在村镇
污水和重金属废水领域成功应用无疑是为各级政府解决分散式生活污水净化，以及电镀、印染污染企业和园区解决废
水处理和金属回用问题，提供了成套的工程解决方案和先进的运行管理经验，对促进水污染物减排、改善水环境质量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这些产业关注的热点技术，记者注意到，一些致力于水生态领域研究的企业也展示了各自的技术亮点。在中关
村环保技术展区，北京爱尔斯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展台前的“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系统”沙盘模型吸引了
众多参观者。

 据介绍，爱尔斯环保是一家从事地表河湖水体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的专业高科技公司。公司拥有的水域生态技术系
统通过以构建水体生态链的方式，强化水体自净功能进行河湖治理。“与传统用药剂和设备的方法有本质的不同，我
们是用恢复水体自净能力的方式进行河湖治理的。” 爱尔斯总经理武学军说。

 目前来看，爱尔斯的水域生态修复系统已成功得到市场的认可，被广泛应用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清洋河河道水
生态修复工程、南京忠字河生态治理项目、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景观水生态修复工程等多个项目中。

 土壤及地下水修复热点技术是另一个关注重点。清华大学教授李广贺教授指出，我国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产业发展相
比水、大气污染防治较为滞后，主要受限于技术装备缺乏和资金投入不足，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水、大气污染防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对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影响深远。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近年全社会对土壤污染关注的提升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重
要法律法规出台时间的临近，土壤及地下水修复行业处在全面爆发的前夜，有望成为环保产业新的增长点。

 事实上，无论是水污染的防治，还是土壤及地下水的修复，甚至在整个大环保产业中，技术都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基
础。伴随着陆续出台的政策红利，如前期热捧的PPP模式、日前开始征求意见的环境保护税法以及正在加快制定“十
三五”规划，业界预测，我国环保产业技术还将进一步全面升级，有着相关技术优势的企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王海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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