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国垃圾焚烧量为 6811 万
吨，焚烧产生的飞灰近 400万吨。

由环境保护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公安部修订发布的《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2016 版）（以下简称《名录》）自 8
月 1 日开始施行。飞灰不但入选《名录》，
还同时入列《名录》的《危险废物豁免管理
清单》。飞灰处理的现状如何？还存在哪
些问题？

不是小事

自有垃圾焚烧开始，就存在飞灰。
垃圾焚烧处理时，有机物被氧化分解；
无机物残留下来，一部分随着烟气排
放，一部分通过除尘留下来。留下来
的，便是飞灰和残渣。

我们国家的飞灰最大特点是：氯含
量高。这种富有挥发性和干扰性的元素
含量甚至可以高达 30%，世界罕见。

“中国人的生活垃圾中含有大量的
氯。一方面，我们用的塑料中含氯多；
另一方面，中国人吃饭口味重、食品含
盐量高、食品残渣又特别多，这就造成
了生活垃圾中的氯含量相应提高。”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所长王琪说。他是

《名录》 的编写者之一，他进一步解释，
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生活用品大量运用
金属材料，给生活垃圾带来了大量重金
属，其中绝大部分都和氯反应形成金属
氯化物，氯化物难以挥发，最终浓缩到
了飞灰中。

另 外 ， 垃 圾 焚 烧 会 产 生 有 毒 物 质
二 英，气态二 英降温凝结成固态，
附着在飞灰上。

“并不是所有飞灰的重金属和二 英
含量都很高，但有 20%以上超过了填埋
场的入场标准。”王琪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党委副书
记刘建国说，因为具有污染物质的不稳
定性和成分的不确定性，飞灰在世界各
国都作为危险废物管理。

“2015 年，我国公布各类危险废物
的产生量为 3000 多万吨，其中飞灰就有
400 万吨，这个比例显然不低。”刘建国
说，因为垃圾组成、焚烧工艺、烟气净
化工艺的不同，导致飞灰的成分波动较
大。产生量巨大、特性复杂、波动大、
干扰性和挥发性元素含量高的飞灰，对
其后续的处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飞灰为什么危险？就是因为富集重
金属和二 英，特别是重金属。处理飞
灰需要把重金属的问题解决。如果仅仅
利用了飞灰，而没有解决重金属问题，
没有把风险控制到最小，这个技术就不
是最合适的技术。”刘建国说。

何为豁免

刚刚实施的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16 版） 新增了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
清单》，飞灰赫然在列。

既然垃圾焚烧飞灰如此危险，又为
何豁免？

王琪解释了何为“豁免”：豁免清单
仅豁免了危险废物特定环节的部分管理
要求，并没有豁免其危险废物的属性和
危险废物管理的其他程序。以飞灰为
例，此前垃圾填埋场接收飞灰填埋时需
具备危废处理处置相关许可证，《名录》
实施之后，生活垃圾填埋场不再需要申
请经营许可证就可以接受飞灰填埋。

假如垃圾填埋场、水泥生产企业等
必须申请经营许可证才能处理飞灰，就
会缺少处理飞灰的积极性，从而影响飞
灰的无害化处置。采用豁免的方式解决
这一问题，飞灰就可以合理地走进生活
垃圾场填埋处理、进入水泥窑去生产水
泥等。豁免权仅仅豁免了飞灰的特定处
置环节，而不包括转移环节，对所豁免
的处置环节也有明确要求：进入生活垃
圾填埋场要符合生活垃圾填埋标准，进
入水泥窑要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标准。

也就是说，豁免权实际上控制住了
飞灰的去向，也明确了处理方式和处理
标准，从而进一步约束了飞灰对环境带
来的影响。

“垃圾填埋场的管理是由城建部门，

豁免后，主管部门需要承担责任，保证
入场的飞灰符合填埋标准，豁免的结果
是加强管理。”王琪说。

头尾齐抓

飞灰往哪里去？
高温熔融处理后做建材；进入水泥

窑协同处理；利用螯合剂与重金属螯合
稳定之后进入填埋场。

“螯合、稳定、卫生填埋，这是目前
我们掌握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而且也得到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认
同。”浙江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江
晓华说，“飞灰的处置现状是按照最简单
的标准螯合，螯合过后还要经过实验室
检测。”

“固化稳定化后进入填埋场，是国际
主流的飞灰处理方式。”刘建国说，工业
生产需要原料品质稳定，飞灰的品质没
法控制、组成不稳定、氯含量高，对于
建材厂商和水泥厂来说并不是生产原料
的好选择。在德国，飞灰大部分储藏在
地下的岩盐矿，这些空间被用作仓库来
贮存飞灰，成本跟固化进填埋场相比低
很多。

在刘建国看来，飞灰中污染物含量
高并非完全是坏事。这意味着不可控的
排放中重金属和二 英量小了，富集到
了固体飞灰中，从污染控制和风险控制
的角度讲反而有利。目前的制约因素
是，危废填埋场的库容严重不足，飞灰

更多地只能进生活垃圾填埋场，必须从
技术上固化稳定化飞灰，使其达到入场
标准并严格地去执行标准，才能让飞灰
处理的安全性有保障。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郑雅杰说，只有能够回收重金
属，才能真正使得飞灰无害化。

“飞灰富含大量纳、镁、硅、钙、铝、铁，
这些东西可以做玻璃、建材等。如何使重
金属与这些轻金属分离，便是技术处理的
关键。用冶金活化的方法，加入硫化试
剂，把轻金属的渣附在上面，将来做玻璃
和陶瓷等等。”郑雅杰说，要向这个方向迈
进，需要更多的校企合作。

除了在飞灰处理环节加强合作、找
到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专家还提出要
从源头抓起，强调垃圾分类。

“我国的飞灰情况复杂，正是因为我
们前端垃圾收集不分类、管理粗放带来
的。前端粗放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末
端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E20 环境平
台高级合伙人、E20 研究院执行院长薛
涛说，之所以垃圾焚烧飞灰中某些物质
含量高，是因为垃圾中这些东西的含量
本来就高。餐厨垃圾、塑料垃圾混在一
起，最后形成了飞灰中大量的无机氯和
有机氯，垃圾分类推行得比较好的国
家，氯的含量远低于我国，飞灰中重金
属的含量就低很多。

“飞灰中很多危险物质源于前端分类
不够。这让我们看到国家推动垃圾分类
的意义所在。”薛涛说。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于 8月 1日起施行——

飞 灰 处 理 欲 破 局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问题
十分严峻，作为土壤重金属污
染之一的铬污染威胁着生态环
境、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由
于各地土壤条件、地下水状况
不同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传统
方法很难在全国普及应用，铬
污染土壤治理已成为土壤治理
的“老大难”问题。

济南杰兴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依托其母公司山东创新腐植
酸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并
与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 院 合 作 ，首 创 生 物 腐 植 酸

“四位一体”修复技术，在土壤
铬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革命性
突破。该技术被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专家鉴定委员会
鉴定为“在铬污染土壤高效修
复方面达到同类研究国际领先
水平”。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田原宇
介绍，生物液体腐植酸是利用
秸秆、锯末等农林废弃物经过
毫秒热解技术得到的。在土壤
污染治理中，将生物液体腐植
酸与重金属污染土壤充分接
触，利用腐植酸还原、络合固
定、包裹阻断和恢复土壤团粒
化恢复种植“四位一体”的机理协同修复，实现将土壤
中 99.92%以上的有毒六价铬还原为无毒三价铬，完成
对铬污染土壤的绿色综合整治。

济南杰兴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明广介绍，
公司已将该技术应用到一处土壤铬污染超出国家标准
200 多倍的场地进行中试。经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SGS）检测，土壤中的有毒六价铬由修复前
的 159-2860mg/kg 降至 0.5-44.1mg/kg；修复土壤
30 天后，土壤和浸出液中均未检出六价铬，达到国家

《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的修复要求。
田原宇说，相比传统的修复法，生物液体腐植酸修

复技术反应时间迅速，反应周期一般在 2 小时至 48 小
时，极大地节约了土壤治理过程中的时间成本。此外，
绿色修复技术反应环境为自然的弱酸环境，对土壤
PH 值的影响极小，不仅确保了土壤原有的生态系统
不受破坏，还能作为一种优良的有机肥促进土壤团粒
结构的形成，改善土壤功能。田原宇指出，该技术最大
的亮点在于，生物腐植酸绿色修复剂的主要成分提取
自腐植酸，无毒无害，无二次污染，实现了绿色修复。

田原宇说，这项技术自 2014年起已在内蒙古的多
处盐碱地进行了大量试验，修复效果不错，接下来还将
陆续在河北、吉林、山东等地针对重金属污染土壤进一
步展开修复试验。

杰兴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

用生物腐植酸修复铬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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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房 山 加 紧 清 运“ 垃 圾 山 ”

7月26日，工作人员在清运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檀

木港村北垃圾场的垃圾。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北镇将军

坨景区有一处“垃圾山”存在多年，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记者日前在河北镇檀木港村北看到，“垃圾山”

的垃圾从山沟沿着山坡堆放，目测有十几米高。

房山区河北镇镇长翟凤航介绍，由于镇域内处理

垃圾的能力有限，并且没有符合垃圾集中填埋场条件的

建设地点，无法建设垃圾填埋场。因此，在远离居民生

活区、交通便利的檀木港村北，建立了这个垃圾临时存

放点，目前还存有垃圾约 3 万吨。从 7 月 25 日开始，河

北镇政府与房山区市政、环卫等部门对垃圾进行清运。

据介绍，整个“垃圾山”预计在 3 周内清运完毕，全部运

往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日前，河北省定兴县集
中供热及管网建设工程启动。该工程是保定市为改善
北京周边环境实施的节能减排措施，由保定白沟吉忠
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据测算，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节约燃煤 17.09 万吨，减少烟尘排放 5147 吨、二
氧化碳排放 260吨，灰渣排放 5.1万吨。

定兴县地处保定市中部，是京津冀中部核心功能
区重要节点城市，小锅炉数量多，设备陈旧，热效率低，
排放不达标问题严重，为北京周边主要空气污染源之
一。据介绍，项目实施利于取缔原有的分散式小锅炉，
提高能源利用率，有效优化当地能源结构、改善京津冀
区域空气质量。

河北定兴启动集中供热工程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
复产业联盟”日前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产学研
相结合的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产业平台，将为我国
地下水修复产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联盟成立大会
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模
拟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产业联
盟主办，近 200名该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
参加了联盟成立大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联盟第一届理事
会理事长席北斗说，联盟将整合地下水修复产业的科
技资源，提升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行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推动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产学研一体化，并探
索地下水污染修复产业的运行机制和新模式。

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产业联盟成立

他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因揭开淮河
治污“达标”的真相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淮
河卫士”；他被授予“中国十大法制人物”

“改革开放三十年环保人物”“中国社会创
新奖”等荣誉称号。

他说：“还淮河一碧清水，这不是我一
个人的事，我身后还有几千万老百姓”。
他是河南省沈丘县槐店镇村民霍岱珊。

作为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曾经给
霍岱珊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上世纪六
十年代，沙颍河河水清可宴茶。船民娶亲
的民俗风情也让他迷醉，红衣新娘和碧水
白帆，深烙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这是他守
护淮河家园的“初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回来
工作的霍岱珊发现，沙颍河河面上经常漂
着大片死鱼，离河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臭
味。从 1994 年开始，为了治理淮河水系
污染，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投入
了大量资金。但 1998 年初，当霍岱珊来
到沙颍河时，河边照旧有很多死鱼。这让
霍岱珊颇为意外，目睹的事实，使他对“水
质达标”产生了怀疑。

为了寻找真相，霍岱珊放弃了槐店镇
政府的工作，独自走过淮河沿线 20 多个
县市，自淮河源头到淮河尽头，行程 4000
多公里。他自费拍摄了 15000 多幅有关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花朵拒绝污染》
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他被有关部门赞为

“淮河环保的一双眼睛”。
20 多年来，霍岱珊为加快淮河水污

染治理，反映百姓诉求而奋力鼓呼。他
第一个向全国揭露了“淮河十年治污一
场梦”的真相和淮河水污染给广大农民

带来的生态灾难。2003年 10月，他创办
了 淮 河 流 域 第 一 家 民 间 环 保 组 织——

“淮河卫士”，目前已有 1000 多名环保志
愿者。他还创办了“淮河水系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中心”，推动实施了“拯救淮河
希望工程”。受他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大
学毕业后也成为他手下没有报酬的“民
间环保者”。

2003 年起，霍岱珊精选自己拍摄的
淮河生态图片 120 多幅，制作成 105 块展
览板，以“淮河家园的呼唤”为主题，先后
在北京、河南、安徽等地进行了 70 多场

（次）展出。同时举办“淮河——2 亿人的

生命之河”演讲，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
响。15家淮河沿岸污染企业相继关闭，拯
救淮河希望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近几年，霍岱珊又致力于淮河沿淮村
庄的“清洁饮水计划”。由于长期以来为
治理污染四处奔走，他和他的团队赢得了
公众的信任。郑州一家企业投资数万元
为沙颍河沿岸的村庄修建了生物净水装
置，企业负责人郑重地说：“我们信得过

‘淮河卫士’这块牌子，愿意通过他们为环
保做点事。”

近年来，淮河水质有所好转，上游那
些大型排污口已消失不见。在水质变化

的过程中，民间公益力量的参与不可或
缺。2008 年以来，从淮河源头到洪泽湖，

“淮河卫士”建立了 8 个工作站，“淮河排
污口公众监控网络”初具规模。

更值得欣慰的是，霍岱珊的工作得到
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他们获得了“环
保直通车”的信息上传渠道。“我们的监控
网络一直在工作，遇到污染事件，可以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直接向环保部报
告。”霍岱珊告诉记者。

“以我们的‘清洁饮水’计划为例，
由于资源有限，现在已经建好的生物净
水装置只有 30 多座。如果政府能出面扶
持，社会效益肯定远远超过现在。在这
样的合作中，民间环保组织可以得到更
多来自政府的支持。两者的有机结合可
以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这是一个相互推
动的过程。”霍岱珊道出了他目前的努力
方向。

去年 9 月，让霍岱珊感到万分激动
的是：沙颍河城区段治理工程项目开工
建设。“沙颍河城区段治理工程项目建成
后，沙颍河两岸将形成独具周口特色的
生态长廊、文化长廊、风景长廊和财富
长廊，将为数以万计的群众提供一个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和绿色会客厅。”霍岱珊
兴奋地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淮河卫士”霍
岱珊今年已 63 岁，但他守卫淮河的意志
更加坚定。隔三差五，他就要到淮河岸
边走走看看，他告诉两个儿子：“有一天
我跑不动了，你们要接过爸爸的相机！
咱霍家不求所取，只求还乡亲们一碧清
水⋯⋯”

霍岱珊 20年坚守——

做淮河环保的一双“眼睛”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赵素平

图为霍岱珊（左二）在船上观测淮河水质。 王向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