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题”探索出循环经济新路

据介绍，清源华衍水务在努力提升节能减排的同时，却面临着一些难题：污

泥越积越多怎么办？中水需求小于中水生产能力怎么办？记者了解到，之前园区

污水厂对污泥采用小部分送到热电厂直接焚烧、部分制作绿化用肥、部分临时堆

放、卫生填埋等临时措施过渡，亟待采取根本性措施彻底解决污泥出路问题。

经过充分调研和酝酿，中新公用决定采用政府支持、企业投资、引进先进技

术战略合作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模式在全省率先实施污泥干化处置工程。在园

区政府的指导下，一个加大产业协同力度，探索循环经济的新思路应运而出。

2009年 4月，中新公用与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简称“苏伊士环境”）共同出

资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区中法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法环境”），作为园区污

泥干化处置工程的实施主体。园区污泥干化处置工程项目设计总规模为日处理

900吨湿污泥。由于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 60%来自工业用户，所产生的

污泥中含有的重金属、硫化物等物质要远高于城市污水厂产生的污泥。通过广泛

调研，该类型的污泥不能直接填埋、或干化后农用，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类似经

验，选择了污泥集中干化至含固率 70%-90%，然后送热电厂焚烧的工艺路线。

三厂互相“循环”再利用变废为宝

“污水处理厂的冷却水给热电厂，污泥给中法环境，热电厂将蒸汽输送给中法

环境，中法环境将污泥中 80%的含水量蒸发后变成热电厂的燃料掺到煤里进行

燃烧，被干化的污泥热质和煤相当，节省了很多资源，同时也解决了污泥的二次

污染难题。”获得国家核查组称赞的小型循环经济就是该公司的两个污水处理厂

和东吴热电、中法环境技术由新公司合作的成果。关工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有两

个污水处理厂，每日污水处理量（居民污水和工业污水）在 35万吨左右。

而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湿污泥用专用封闭车辆运到中法环境工厂内污泥干化

系统进料仓。其主要工艺路线是利用东吴热电厂的蒸汽将含水率 80%的湿污泥

干化至含水率 10％-30%的干污泥；干化后的污泥与煤掺和后送入东吴热电厂锅

炉内焚烧，回收污泥中所含热能；同时园区第二污水处理厂的中水和尾水将分别

用作干化设备冷却水和厂区保洁、绿化用水，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污泥干化中产

生的冷凝水直接排放到邻近的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

污泥经过干化焚烧，干污泥作为一种资源送至热电厂燃料使用，剩余的灰份

作为建材使用。其资源化及能量循环利用方面的主要数据如下：干化后的污泥将

作为燃料与煤炭进行混合焚烧，将节约 5000大卡标准煤 1.21万吨/年，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 2.22万吨/年。焚烧所产生的约 1万吨/年灰，可以成为优良的建

筑材料。在生产工艺中由于采用了污水处理厂的中水，年节约水资源 357.75万

吨。通过热水能量回收，可节约 5000大卡标准煤 1780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 3263吨/年。

政府布局+先进技术“打通”循环

这个循环经济到底是如何打通的？“这和园区政府的整体布局分不开，我们的

污水处理厂、东吴热电厂和中法环境都规划在一个地方，且都属于中新公用，再

加上全国先进的技术处理路线，才能打通并做好循环经济。”关工告诉江南时报

记者。针对最难处理的污泥，园区将其全部交由中法环境有限公司焚烧干化。干

化后的污泥供东吴热电厂与煤进行混合掺烧，日产日清，最终形成了污水厂—污

泥处理厂—发电厂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据介绍，项目充分发挥中新公用产业链优势，整合旗下控股、参股企业各自

资源，做优做强集团公用事业主业的示范性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污泥干化处置工

程为江苏省第一家污泥干化焚烧项目,为江苏省环保示范重点工程；实现了园区

污水处理所产生全部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置，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

示范园区建设；该工程的实施将成为园区启动“生态优化行动计划”、建设 “生态

文明示范园区”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园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超前意识和战略意识。

据了解，园区已建成了高水平的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厂、集中供热制冷中

心等绿色市政工程，实现市政设施资源、能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物排放最小化，

初步走出了一条集“科技创新、经济循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一体的生态化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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