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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人工湿地系统应用在污水深度处理中的优势，对当下中小城镇废弃土地等相关条件满足

的情况下，人工湿地系统的合理设计、建设将给众多中小规模的污水处理厂尾水的深度处理提供操作

管理简单、投资经济、处理效果稳定的一种生态性污水深度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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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阐述了人工湿地系统应用在污水深度处理中的优势，对当下中小城镇废弃土地等相关条件满足

    的情况下.人工湿地系统的合理设计、建设将给众多中小规模的污水处理厂尾水的深度处理提供操作

    管理简单、投资经济、处理效果稳定的一种生态性污水深度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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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湿地进 水系统 的设计重在保证 配水 的均

1  人工湿地系统特点    匀性，一般采用穿孔管布水、溢流堰等形式。穿孔管
    人工湿地 [.1是一种 由人工基 质和生长在其 上    可设于湿地床面上或埋于床面 以下 ，埋于湿地床面

的植物组成 ，形成用以净化污水的土壤一物一生物生    下的缺点是配水调节较为 困难 。穿孔管设于床面上

态系统。近年来[2]  ，各种水处理工艺技术不断发展 ，    方时 ，应 比床面高 ，以防床 面淤 泥和杂草积累而影

特别是活性污泥法以其工艺相对成熟 、运行稳定、    响配水效果。同时应定期清理沉淀物 和杂草等 ，保

处理效果好而成为城市污水处理 的主流工艺。传统    证系统配水的均匀性。系统的进水流量可通过闸板

的活性污泥不仅基建投资大 ，运行费用高 ，且 主要    调节 ，过多 的流量或紧急变化时应有溢流 、分流措

以去除碳源污染物为 目的 ，对氮 、磷 等营养 物质 的    施。湿地出水系统的设计可采用 明渠或者管涵等排

去除则微乎其微 ，经处理后 的出水排入水体后仍将    水方式 ，设计应考虑受纳水体 的特点 、湿地系统 的

引起“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3]。传统的深度处理工    布置及场地的原有条件。为有效地控 制湿地水位 ，

艺虽可解决上述问题 ，但 因投资和运行费用 昂贵而    一般在填料层底部设穿孔 集水管 ，并设置旋转弯头

难以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镇推广 。     和控制 阀门。对于严寒地 区，进 、出水管的设置须考

    以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去除氮 的作用为例 ，包括    虑防冻措施 ，并在系统 的必要部位设置控制 阀和放

基质的吸附、过滤、沉淀 以及氨的挥发 ，植物的吸收    空阀。

和湿地中微生物作用下经硝化一反 硝化转化去除 。    2.2  植物 的选择

微生物的硝化一反硝化作用在氮的去除 中有重要作    人工湿地系统设计 中，应尽可能增加湿地系统

用 ，其需要存在大量 的氮转化细菌和湿地土壤等适    的生物多样性 ，以提高湿地 系统 的处 理性 能 ，延 长

当的环境条件【4]。在人工湿地 中，植 物根 的放氧作    使用寿命。在选择湿地植物物种时 ，可根据耐污性 、

用对根际、根 区土壤产生很大的影响[5】  。    生长适应能力 、根系的发达程度及经济价值和美观

2  应用的两个关键点    耄篙碧荔：景品尝秉嘉鐾！警罂娑备；主喜含磊差
2.1 场地及系统布置    芦苇。芦苇是一种禾本科 的挺水植物 ，具有很广的

    人工湿地系统污水处理单位体积污水处理量    适应性和很强的抗 逆性 ，最重要 的是它是一种 良好

所需人工湿地的面积约为传统工艺 的 2.5倍 。在采    的净水植物 ，根 系非 常发达 ，是具有 巨大 比表面积

用人工湿地处理污水时 ，应尽可能选择 自然形成的    的活性 物质 ，其生 长可深 入到地下达 0.8米 ，具有

坡度或价值不高的废弃场地 ，一方面可减少施工中    良好的输氧能力 。

的专方{竺量 ，亨利l排水 ，降低警警 ；另一方面 ，    3  结论及讨论
可 减 少 对 周 围环 境 所 产 生 的 不 良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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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
    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为研究发挥试点联盟在完善产业技术创新路    线图，为国家科技计划指南提供依据。二是按照产

线图、构建产业技术创新链中的重要作用，2010年    业技术路线图启动技术标准规范制定工作。三是充

7月28  日，科技部技术创新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在    分发挥联盟理事长单位中国铝业公司等龙头企业

56家试点联盟中选择 10家联盟，在北京召开了产    主导性力量，研究开发一些原创性技术。四是加快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座谈会。科技部政策    科技攻关平台建设。五是推动联盟各领域内部产学

法规司李新男司长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中国再    研结合。六是加快联合培养人才步伐。七是建立信
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王吉位汇报    息定期传递机制。通过定期联盟工作简报和官方网

了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产业技术    站.及时发布联盟成员产学研合作信息及国家科技

创新链的进展及思路。     政策动态，搭建了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链构建信

    王吉位秘书长在汇报中指出.再生资源产业真    息平台。

正规模化和产业化历程较短，产业科技基础差，创    李新男司长作重要讲话，他对再生资源产业技

新空间大；产业中小企业多，创新能力低：产业发展    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产业技术创新链的进展和做

速度快，创新需求强；企业主动性强，创新积极性    法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一要进一步加深对组建
高。因此，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科技创    联盟意义的认识，尤其要加强试点联盟的责任感，

新工作得到了行业企业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在    要在运行机制和体制上积极探索和创新。二要加强

首批 18家发起单位基础上，2010年又有 12家单    各试点联盟产业技术创新链的构建工作，加快完善

位加入。目前联盟按照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废有    产业技术创新路线图，要明确各联盟技术路线和技

色金属、废旧电子电器、废旧高分子材料4个领域    术分工，制定各联盟的技术创新规划，为国家“十二

分别确定了牵头单位和牵头人，设立了联盟办公    五”科技创新工作发挥作用。希望通过联盟的运作，

室，成员单位派人积极参与秘书处的工作，完善了    整合产业创新资源，建立市场经济下长期稳定的产
联盟理事会的办事机构，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学研合作关系，突破一批核心关键共性技术。

    一是按照4个领域制定“十二五”产业技术路     （再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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