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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一般工业污泥现状及环境管理建议

陈罗松

佛山市土壤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服务中心 佛山 528000

摘　要：工业污泥可分为危险废物污泥和一般工业污泥，一般工业污泥属于一般工业固废。随着新固废法的施行和“无废

城市”创建的推进，对一般工业污泥污染防治提出了新要求。本文研究了一般工业污泥重点行业分布、产生及处置利用现

状，重点分析一般工业污泥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环境管理建议。针对现阶段我市存在的一般工业污泥底数不清、

产废企业污泥管理不规范、处理处置能力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工业污泥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做好工业污泥申报登记工

作、加快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建立污泥处置能力共享机制、提高污泥处理处置效率和水平、强化工业污泥全过程监管、

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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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污泥根据不同来源分为市政污泥和工业污泥

两大类，其中工业污泥是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

质，属于固体废物［1］。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

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5085.1-7），工业污泥可分为危险废物污泥和一般工

业污泥［2］。

随着佛山市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企业数量增多，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环境问题特别是固废处理处置问题

突显。在工业固体废物组成中，一般工业污泥其危险性和毒

性虽不及危险废物，但占比较大，分布行业较广，在企业管

理和日常监管上容易成为盲点，处理不善将造成污染，带来

环境隐患。随着新固废法的施行和“无废城市”创建的推进，

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加强一般工业污泥的环境管理工作，

提升一般工业污泥污染防治能力，防范环境污染，成为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一般工业污泥重点行业分布及产生现状

1.1 一般工业污泥重点行业分布

我市产生一般工业污泥的重点行业主要有建材陶瓷、

纺织染整、光电子器件制造、铝压延加工、牲畜屠宰、食品

加工、涂料制造、汽车制造、造纸、皮革鞣制加工、中成药

加工等行业。其中废水处理量、污泥产生量排列较前的行业

是建材陶瓷类和纺织染整类。

1.2 一般工业污泥产生现状

一般工业污泥产生量与城市工业生产结构、管理水平

等有关，根据 2020 年我市开展的一项关于一般工业污泥的

调查数据估算，以建材陶瓷、纺织染整等重点行业为例，一

般工业污泥产生量如下表：

表 1   2020 年佛山市部分重点行业一般工业污泥产生量

行业分类 行业污泥产生量 ( 吨 )

建材陶瓷类 614200
纺织染整类 231801

食品加工类 28457
铝压延加工类 182431

由表 1 可知，建材陶瓷类一般工业污泥产生量最大，纺织染

整类次之，与我市产业结构相符。

2 一般工业污泥处理处置现状

我市一般工业污泥处置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主要

去向以制建材为主，其次是堆肥、制有机肥。制建材能使污

泥变废为宝，解决污泥的末端处置问题，实现资源化利用。

堆肥、制有机肥也是实现污泥资源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

2020 年开展的一项关于一般工业污泥的调查数据估算，企

业利用污泥进行建材制造的占比约为 47%，掺煤燃烧发电

的占比约为 39%，堆肥的占比约为 7%，其他的处理处置方

式还包括填埋、制净水剂、回用瓦楞纸生产等。

市内污泥去向分为自身回用型与对外处理处置型两种。

自身回用型企业对自身废水处理工艺产生的污泥进行回用作

为污泥处理处置。对外处理处置型企业又分为两种，一种为

协同处置型，一种为终端处置型。协同处置型为处理自己企

业产生的一般工业污泥后，仍有余量可以回收外企业的污泥

进行处置；终端处置型为只接受外企业的污泥进行处理处置，

主要为大型固废处理处置中心与具有污泥处理资质的单位。

3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3.1 一般工业污泥底数不清

由于部分企业环保主体意识不强，不够重视一般工业

污泥的处理处置，存在“申报少非法处置多”等问题，同时，

分级分类管理、转移和运输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一部分污

泥游离于监管之外。种种原因导致监管部门掌握的一般工业

污泥数据与实际产生量存在较大差距，未能摸清一般工业污

泥底数。

3.2 产废企业污泥管理不规范

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污泥管理不规范。存在工业

污泥管理台账不完整或者缺少台账等问题，未能准确记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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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污泥产生、暂存、转移、利用、处置等情况。贮存设施或

场所不规范，未能配套建设防雨淋、防渗漏、易识别等符合

环境保护标准和管理要求的贮存设施或场所，未能安排专人

看管等。

3.3 处理处置能力不足且分布不均衡

不同处理废水产生的工业污泥特性不同，一般工业污

泥分类较繁杂，但市内缺少综合的工业污泥处理处置设施。

工业污泥处理处置项目主要集中在某些区域，部分区域的污

泥处理处置能力与需要处置的污泥量不匹配，区域内企业污

泥处置的运输成本较高。部分企业未对废水进行分类处理，

或未对工业污泥进行危废鉴别，存在资源化利用不足的问

题。由于污泥资源化利用程度低、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分部不

均匀等问题，市内污泥处理处置能力无法被充分发挥，部分

企业所产生的污泥无法被充分利用或合理处置。 

3.4 工业污泥监管不到位

固体废物监管基础仍较薄弱，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和执

法人员滞后于实际工作需求，专业技术人员少、技术力量不

强、监测鉴别能力不足等导致对工业污泥的监管不到位；同

时，受利益驱动及少数企业环保意识不强等因素，倾倒工业

污泥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存在较大环境安全风险。

4 一般工业污泥环境管理建议

4.1 做好工业污泥申报登记工作

充分依托广东省固体废物信息平台，落实申报登记、

转移联单等各项管理制度。开展调查及工业污泥排查专项行

动，集中力量督促产废单位，尽可能做到应报尽报，提高申

报率和申报量，切实做好申报登记，进一步摸清一般工业污

泥底数。

4.2 加快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加强污泥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借助“无废城市”创建

工作，补齐利用处置短板，推动污泥处理处置项目落地见效。

同时，积极发挥国有企业带头作用，充分引导民营企业参与，

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污泥焚烧和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 

4.3 建立污泥处置能力共享机制

加强市级统筹，创新建立污泥处置共享机制。处置能

力充足的区域，以及因城市化程度高，无法新建污泥处置项

目的区域，通过共享处置设施，使现有处置能力得到充分利

用，污泥得到有效处置。

4.4 提高污泥处理处置效率和水平

推广高效的一般工业污泥处理技术，按照不同类型污

泥特性进行高效处理，如纺织染整类污泥建议进行掺烧利

用，食品类污泥建议采用好氧发酵处理，铝压延污泥建议用

于制造净水剂等。鼓励专业污泥处置单位集中做大做强，对

于采用先进技术实现污泥处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企业给予

政策鼓励，鼓励和指引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污泥焚烧、资源化

利用的技术升级改造，实现污泥就地就近解决，进一步提高

污泥处理处置效率，降低处理处置成本。

4.5 强化工业污泥全过程监管

进一步加强工业污泥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全过程监管。将工业污泥规范化管理纳入环保责任制考

核。依托固废管理平台，落实分类分级管理。与重点排水企

业名单联动，建立一般工业污泥重点监管名单，重点做好现

场贮存管理和运输去向监督。同时，针对产废企业和处理处

置企业开展有关一般工业污泥处理处置基本常识、规范、违

法责任等方面内容的培训，加强教育引导。注重全流程、重

引导、勤监管、多方式，使一般工业污泥处理处置规范化。

4.6 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

积极探索和创新监管方式。开展环境安全排查工作，

积极开展重点行业一般工业污泥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推进隐

患排查闭环管理。利用高精度卫星、无人机等信息化手段，

排查一般工业污泥违法堆填、倾倒现象。加大执法力度，畅

通有奖举报渠道，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一般工业污泥等环

境违法行为。

结 语

本文研究了一般工业污泥重点行业分布、产生及处置

利用现状，重点分析一般工业污泥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环境管理建议。我市产生一般工业污泥的重点行业主要

有纺织染整、光电子器件制造、铝压延加工、建材陶瓷、牲

畜屠宰、食品加工、涂料制造、汽车制造、造纸、皮革鞣制

加工、中成药加工等行业。针对现阶段我市存在的一般工业

污泥底数不清、产废企业污泥管理不规范、处理处置能力不

足且分布不均衡、工业污泥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做好工

业污泥申报登记工作、加快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建立污

泥处置能力共享机制、提高污泥处理处置效率和水平、强化

工业污泥全过程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处置等环境违法行

为。希望能为做好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以新固

废法施行和“无废城市”创建为契机，准确把握一般工业污

泥防治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大力提升一般工业污泥污染防治

能力，保障我市环境安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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