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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工程所排放的污水量较大，并且相较于生产、

制造行业来讲，污水的种类非常多，在排放期间容易产

生化学反应，不仅会对环境产生一次污染，在化学反应

后还会产生二次影响，造成复杂的局面。其中，主要含

有烃类以及衍生物。在国家不断倡导环保节能的背景下，

为了人类生存的健康安全，针对石化工程污水的处理进

行研究非常迫切。

一、石化工程污水特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

群众对于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

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针对石油化工行业来讲，

虽然近几年国家大力鼓励新能源发展，但是现阶段石油

仍是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社会对于石油的需求还在不

断提高，许多大型的炼化一体化项目还在不断投产。如

何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对

于环保的要求，这就为石化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石

油化工的特点对水的需求量非常的大，导致石化企业产

生的污水的也非常多。而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污染物

质，对于生态、人类的健康与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当

前我国处理石化污水技术中，多是采用机械与物理方法，

但是因为污水中的溶解油等物质是以分子的级别存在，

溶解度非常低，而且石化企业污水成分较为复杂，所以

单纯的采用机械与物理方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污染问题，

所以需要物化结合的方式，才能提高处理效果，获得更

好的处理效果 [1]。

同时，国家对于水资源越来越重视，节水节能成为

国家近几年工作的重点。2021 年 1 月 11 日，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地级

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要达到 25% 以上。这就为

占工业用水较大的石油化工用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石

油化工生产过程中，水的大量使用和污水排放是不可避

免的，如果污水处理不达标，极易造成水环境污染。如

何让污水满足国家、地方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甚至是

污水零排放全部回用，把“废水”变为“好水”成为了

石化企业研究的新课题。污水的处理成为了节能环保工

作的重点，针对处理方法进行研究，是当前石油化工企

业当前的重点工作 [2]。

二、石化工程污水处理方法

1. 吸附法

针对石化工程污水排放这一问题来讲，许多领域内

的专家曾对此展开的了深入的研究，不少专家提出，应

当找寻快速吸收有毒物质的技术来进行有效处理。所以，

吸附技术被创造出来，通过活性炭的吸附能力，与强力

的使用耐久性，来应对污水中的硫化物与挥发酚等。这

一方法在污水处理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因为活性炭自

身具有一定的容量，不能彻底的进行吸附处理，所以在

应用中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吸附法的应用较为广

泛，在石化工程污水处理中的效果也较好，但是处理效

率较低，所以在使用中对于活性炭的要求较高，需要采

用多孔活性炭，借助表面的疏水、亲油特性，来开展处

理。当前在应用中，主要以粉末、颗粒形态的活性炭为

主，能够有效的加大吸附面积，提升污水处理效率。

2. 膜分离技术

随着污水处理技术研究的突破，膜分离方法被创造

出来，在应用中因为处理效率较高，具有针对性，所以

受到广泛的欢迎。在污水处理中，因为部分污水属于乳

化油，在处理中非常困难，而通过膜分离技术，可以借

助微滤超滤的方法在不添加药剂的情况下处理，需要注

意的是，在处理前要重视膜的选择与养护环节，并定期

开展杀菌清洁，提升其亲水性，从而减少膜穿透的几率，

提升污染治理能力。因为膜处理方法对于进水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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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所以现在大多应用在污水的后期处理工序中，如

中水回用系统，即将中水处理为可以回用的除盐水。

3. 高级氧化技术

高级氧化技术在我国使用的时间尚短，但是在污水

处理中所产生的效果是其他技术无法替代的，主要的工

作原理为化学反应，通过对污染物的氧化分解，来有效

降低污染物量。且这种技术不仅在石化工程污水处理中

应用，在制药以及印染等生产制造行业来说也非常广泛，

在不同行业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3]。

4. 生物法

生物法在石油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场是应用最为广泛

的一种处理手段。包括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厌氧生

物处理法以及自然条件下的生物处理法等主要的几种方

法。主要生物工作原理都是培养细菌来分解污水中的有

机物，已达到出水水质达标合格排放的目的。由于细菌

分解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对于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废气

VOCS 的处理也是所有的污水处理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石化工程预处理方法

石化工程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讲，污水的有毒物含量

非常高，并且大部分的物质挥发性较差，稳定性高，对

于周遭环境影响范围广、时间长。当前人们对于石化工

程污水治理的意识逐渐提高，要开展有效的技术处理，

首先要落实预处理技术，从而为污水的处理工作创造最

佳条件。

1. 高分子凝聚剂技术

当前，无机絮凝剂的应用是石化工程应用较为频繁

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絮凝剂的应用范围

逐渐扩大，因为表面粗糙的特性，在吸附功能上有着较

高的效果，在进行技术研究时，许多研究人员发现有机

高分子絮凝剂处理针对含油污水的治理效果非常好，可

以加大生产量，然后投入到使用中。但是在应用期间会

产生已经废渣，石化工程在处理废渣时难度较大，这就

涉及到了二次污染的问题，所以针对如何完善的应用这

种技术，成为当前的关注重点之一。研究人员要不断的

结合实际应用于研究创新等，进一步提升技术处理性能，

从而优化技术，才能更有效的开展污水治理工作，解决

后顾之忧。

2. 聚结过滤除油技术

聚结过滤除油技术主要应用于含油的污水治理，因

为显著的效果与较高的工作效率受到石油工程的广泛欢

迎。在实际应用中的过滤除油工序主要分为：1. 油膜初

生。在聚结剂的作用下，将污水中的油分子进行凝结聚

集，在污水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膜。2. 油膜增厚。在聚结

剂的作用下，污水中的油分子不断的聚结从而增加油膜

的厚度，在床层孔隙中悬置停留。3. 脱模。在水流不断

的助推作用下，不断的聚结油层，然后向前延伸。在油

膜开始聚集时，油膜中的含油量就会不断的上升，在处

理期间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定时或及时的清洗床层，从

而促进表面悬浮物以及凝聚物的脱落。

3. 乳化油处理技术

石化工程污水处理是一项艰难且技术要求较高的技

术，在处理期间，会频繁的遇到乳化较高的污水，而这

种乳化高的污水和含油水在混合后，会增加污水治理的

难度系数，并且对于浮油与隔油工作有着很大的限制。

一般情况下，石化企业多采用加热与酸化，以及投掷破

乳剂的方式来开展污水的治理，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

在治理效果上并不明显，并且在进行污水处理中会造成

大量的资源浪费情况，所需的治理成本非常高。所以，

为了能够有效的处理乳化油，就需要更加新颖、有效的

技术，通过交流不对称脉冲电絮凝，可以有效的借助外

电场来开展污水的治理。这种技术主要通过铁离子特有

的吸附力和净化能力进行反应处理。在外电场中，将铁

离子作为阳极，将氢氧根离子作为阴极，然后经过电化

反应，对污染物进行絮凝。这种方式因为其新颖的技术

效果，以及快速的处理方式，较低的经济成本，受到行

业内的广泛欢迎。同时，在处理中，所使用的是离子处

理技术，不会产生残渣，属于当前一种新的清洁处理技

术，能源消耗少，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因此受欢迎程度

非常高。

就实际情况来说，现在的石油化工污水处理往往不

会只采用一种处理手段，一般会采用多种处理手段相结

合的处理工艺。先通过预处理除掉污水中的浮渣和油类，

然后再通过生化处理除掉溶解在污水中的 COD、氨氮等

污染物。最后再通过氧化处理和膜分离技术使污水达到

可以回用的标准。

四、结束语

总体来讲，石化行业的污水处理一直是我国生态环

境以及石化行业非常困扰的难题，怎样才能科学、合理

的开展污水治理，是领域内人员们一直在钻研的。而想

要开展有效的污水治理，不仅需要提升对处理工作的重

视，还要落实有效的措施，通过新颖、科学、有效、环

保的技术进行处理，才能为石化行业的不断进步，以及

我国的稳健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马雯 . 石化工程的污水处理思路及方法浅述 [J]. 化

工管理，2019（24）：47-48.

[2]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洛阳技术研发中心介绍 [J].

石油化工腐蚀与防护，2019，36（6）：73-73.

[3] 杨亮亮，张丽 . 高浓度石化污水提标改造工程实

例 [J]. 云南化工，2021，48（6）：10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