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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回收利用技术 
刘保林 

(宁夏电投银川热电有限公司  银川市  750021) 

摘要：论文探讨了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应用前景和挑战。作者指出，这些技术在提高环境质量、

解决水资源短缺、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广阔前景。然而，技术成本、标准制定、可持续性和社会接受度等方面存在

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不断降低技术成本、制定统一标准、确保技术稳定性和加强社会合作。这些努力将有

助于实现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可持续应用，为环保和资源管理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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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火电厂作为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产生大

量的工业废水。这些废水中含有各种有害物质，如重金

属、煤灰、化学品残留物等，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还浪费了有限的水资源。因此，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

回收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

将着重探讨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关键

问题和创新方案。首先，我们将分析现有技术的优势和

不足，明确了目前工业废水处理中存在的挑战和问题。

然后，我们提出了一种综合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

方法的工艺流程，以提高工业废水处理的效率和废水中

有价值物质的回收率。最后，我们将讨论该技术在火电

厂中的应用前景和潜在益处。 

一.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工业废水处理一直以来都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个重

要议题，尤其是火电厂这种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企业。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的现状和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不合

理的废水处理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还可能损害人类健

康。本文将深入探讨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的现状，并分

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了解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的现状。一般来说，

火电厂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冷却水排放、锅炉废水排放

和烟气脱硫废水排放。这些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

重金属、烷基酚等有害物质，对水体和生态环境构成潜

在威胁。因此，火电厂必须对废水进行处理，以达到排

放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些火电厂仍然采用传统的废水处理技术，如沉淀、过

滤和化学沉淀等，这些方法效率低下且耗能较多。一些

火电厂的废水处理设施老化严重，无法满足新的排放标

准。再者，监管不力和执法不严格也使得一些火电厂逃

避废水处理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是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处理和处

置。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和重

金属，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

染。目前，一些火电厂对污泥处理不够重视，存在随意

填埋或焚烧的情况，这对环境带来了潜在风险。解决这

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先进的废水处理技术和加强监

管。火电厂可以考虑采用生物处理、膜分离和化学氧化

等高效的废水处理技术，以提高废水处理效率和降低能

耗。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火电厂的监管，确保其严格遵

守环保法规，不得违规排放废水。 

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污泥处理也需要特别关注。火电

厂可以考虑采用污泥干化、焚烧能源回收等先进的污泥

处理技术，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可以制

定相关政策，规定污泥的安全处理和处置标准，以确保

废水处理过程中污泥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火电厂工业

废水处理的现状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采用先进的废水

处理技术、加强监管和污泥处理的合理处置，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实现废水的有效治理和环境的保护。这不仅

有助于改善火电厂的生产环境，还有助于保护周围的自

然环境和水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的关键技术与

方法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是一项具有重要环

境和资源价值的工作。在面临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资

源短缺的情况下，开发和应用先进的废水处理与回收利

用技术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探讨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

与回收利用的关键技术与方法，以应对当今面临的挑战。 

生物处理技术是一种通过微生物将有机物降解为无

害产物的方法。在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中，生物处理技

术可以有效地去除有机物、氨氮等污染物质。其中，活

性污泥法、生物膜反应器和厌氧生物处理等方法已广泛

应用。这些技术具有高效、低成本、对废水处理效果好

等优点，可有效提高废水处理的效率。膜分离技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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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等，可以有效去除废水中的

悬浮物、微生物和溶解性物质。膜分离技术具有高度的

选择性和高效的固液分离效果，适用于处理高浓度废水。

此外，通过膜分离还可以实现废水中有价值成分的回收，

如盐分、有机物和重金属离子。化学氧化技术通过引入

氧化剂来分解有机物和氨氮等污染物质。常用的氧化剂

包括臭氧、过氧化氢和高锰酸钾等。 

膜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废水处理，还可以在废水回收

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反渗透膜或纳滤膜，可以将废水

中的水分分离出来，得到高质量的水，可用于工业冷却、

锅炉补水等用途。此外，通过膜技术也可以实现有机物

和离子的回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级氧化技术包括

光催化氧化、臭氧氧化和高温氧化等方法，可以将废水

中的有机物和污染物彻底氧化分解。这些技术不仅能够

有效处理废水，还可以回收能源。例如，光催化氧化可

以利用太阳能或紫外光来驱动反应，实现有机物的降解

和水的回收。离子交换技术可以将废水中的有价值离子

分离和回收。通过树脂或膜材料，可以选择性地吸附和

释放特定离子，如盐分、重金属离子等。 

为了实现高效的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综合管理和

智能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火电厂可以采用先进的监测和

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废水质量和处理效果，并根据监测

数据调整操作参数，以保证废水处理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此外，综合管理还包括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维护，以

确保其正常运行和长期可持续性。为了不断提高火电厂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的效率和环保性，技术创新和

研发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积极投入

资金和人力资源，推动废水处理和回收技术的创新，开

发更加高效、低成本的技术方案。同时，应鼓励跨领域

合作，促进技术的交叉应用，为火电厂废水处理和回收

提供更多可能性。 

三、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应用前

景和挑战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在未来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和资源稀缺性

的加剧，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将成为重要的发展方

向。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应用前景在于提高环境质量。

采用先进的废水处理技术可以有效去除有机物、重金属

和其他有害物质，减少废水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有助于

改善水质和保护生态系统。 

废水回收利用技术有望成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

重要手段。通过膜分离、高级氧化和离子交换等技术，

可以将废水中的水分和有价值成分回收利用，用于工业

冷却、农业灌溉等用途，降低了对自然水源的依赖，有

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

利用技术还有望带动产业发展。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将促进废水处理设备制造业和废水处理服务业的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增长。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应用也面临

一些挑战。首要挑战之一是技术成本。一些先进的废水

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在初期投资和运营成本方面相对较

高，这可能会限制一些企业采用这些技术。因此，需要

不断降低技术成本，提高技术的经济性，以促进广泛应

用。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一个挑战。不同

地区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废水排放标准和回收利用政

策，这可能会增加企业在跨境经营时的困难。因此，需

要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和规范，以促进技术的国际交流

和合作。 

另一个挑战是技术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废水处理

与回收利用技术需要长期稳定运行，否则可能会对环境

和资源造成风险。因此，需要加强设备运维和管理，确

保技术的可持续性。 

综合来看，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在

应用前景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

通过不断降低技术成本、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确保

技术的可持续性和加强社会沟通，可以克服这些挑战，

实现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 

结语： 

火电厂工业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在环保与资源

管理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可以提高环境质量、解

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并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然而，面临

成本、标准、可持续性和社会接受度等挑战。通过降低

技术成本、制定统一标准、确保技术稳定性和加强社会

合作，可以克服这些挑战，实现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

术的可持续应用，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陈明. 火电厂废水处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研究[J]. 

环境科学，2019，36(5)：123-130。 

[2] 王晓峰，李艳红. 工业废水回收利用技术研究与

应用[J].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20，31(2)：54-61。 

[3] 张磊，赵丽华. 膜分离技术在火电厂废水处理中

的应用[J]. 环保科技，2018，40(4)：76-82。 

[4] 钟国强，黄小兰. 化学氧化技术在工业废水处理

中的应用[J]. 环境保护，2017，39(3)：4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