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工程与开发二次资源

环 境 工 程 与 废 涟

环境工程和环境评价是构成环境保护链条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
,

它是在环境调查和

环境评价的基咄上去解决如何防治环境污染的问题
,

其目的是寻求防治环境污染 的 有 效 途

径
、

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保护和改善环境
,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

促进 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
。

环境工程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

它是环境科学沐系的一 个屯要分支
, 1 9 7 8年全国科学大会

上把环境工程学正式列为我国 2 5 门技术学科之一
。

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

主要 包 括 三 废

(即废水
、

废气
、

废渣 ) 的防治
,

其次还有噪声
、

振动
、

电离辐射
、

电磁波
、

热污染
、

地面

下沉等的防治
。

在三废当中
,

比起废水废气来
,

堆积如山的废渣容易被人们看到
,

但却不易

被人们看透
。

废渣对环境的危害不如废水废 气那样直观
。

但其潜在的不境危害 是 不 容 忽视

的
,

尤其那些有毒废渣
,

对环境的污染既直接又潜移默化
。

对废渣的防治越来越引起国外 从

事环境 工程的专家的重视
。

让废 渣资源化
,

把废渣当成二次资源来开发利用
,

是目前国内外

普遍认为行之有欢的方法
,

它 可以实现环境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

一部工业发展的历史
,

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变废为宝的历史
。

煤被开发之前是无用之

物
,

当认识到它可以向人类提供热能时
,

就 变成有用了
,

但是煤燃烧之后总要尸
二

生煤渣
,

它

不但无用
,

而且还有害
,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又可以用煤渣来生产 化 肥
、

建 筑 材料

等
,

无用变成有用了
。

十六世纪时炼焦产生的焦油令人讨厌而排入江河
,

后来经研究可以用

它来提取多种化工产品
,

如今已可以 从煤焦油中提取数百种产 品了
,

它成了宝贵的资源
。

十

九世 纪初叶含铜小于 4 %的矿石认为是不可利用的废石
,

而如今有的国家含铜 0
.

5%的 矿石

也要开采利用了
,

预计到 2 0 0 0 年
,

工业开采铜矿石的含铜品位下限会降至 0
.

25 %
。

本 世纪

四十年代以前
,

铀矿
、

稀土矿
、

泥钮矿等都认为是废石
,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这些都成

了重要的矿种
,

一

叮见废 渣之废与否
,

最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相科学技木的发展而异的
,

随着

时间
、

地点
、

条件而变化的
。

按废渣的性质和产生的部门大至可分为冶金渣
、

燃料渣
、

化工渣和其它废渣四大类
。

我

国每年排放三亿多吨工业废渣
,

一千多万吨烟尘
。

我国历年来存积 的钢渣有数亿多吨
,

煤研

石有十多亿吨
。

目前我国废渣利用 界
_

;王很低
,

国家要求到 1 9 8 5年从目前的20 %提高到 40 %
。

通过研究和实践证明
,

把废渣当成二次资源来开发利用
,

是解 决环境污染的育效途径
,

许多

国家已把它做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都在致力于开发这些二次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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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资源
,

实现废渣综合利用
,

保护环境是环境工程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既要

运用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
,

还要运用多种工程技术去研究处理废渣的经济合理
、

安全卫生和

科学管理的技术方法
。

运用环境工程技术来开发这些二次资源要根据废渣的化学成份
、

排出时的工艺特征
、

对

环境的危害程度
、

综合利用的价值等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
。

找出经济合理的处理

方 案
。

目前利书废渣可以生产建材
、

化肥以及某些特殊材料
。

但是并非所有废渣都能完全利

用
。

总还有不能利用的部分需要处置
,

尤其对那些育毒废渣的处置
,

为此 又产生了固化法和

包囊法
,

它成了最终的处置手段
。

·

尸 :

废渣交换

废渣交换是废渣资源化最简便
、

有效的途径
,

这个厂不要的废渣正是那个厂所需的
、

有

用的的东西
,

可以通过某行政或业务机构办理手续
,

使那个工厂得到应个工厂的废渣
。

这在

七十年代欧洲以 西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

之后又扩大到奥地利
、

卢森堡
、

比利时
、

荷兰
、

丹

麦等国家
,

随后瑞典
、

丹麦
、

芬兰
、

挪威四国组成北欧废渣交换组织
,

英国
、

日本等国也相

继出现 了类型的废渣交换机构
。

西德化学工业协会把它所属的 90 %的企业的约两千个单位组织起来
,

先是将废渣需要者

和提供者所希望的情报收集起来
,
再由它的机关刊物登载出去

,

各有关企业按此公布的各自

所需的内容进行废
.

渣交换
,

规定了某些交换制度
,

还利用电子计算机为其服务
。

其业务范围

包括废 酸
、

碱
、

催化剂
、

金属屑末
、

木屑
、

煤渣
、

矿渣
、

污泥
、

玻璃和陶 瓷 碎 片
、

石 蜡
、

油
、

纸板
、

橡胶
、

塑料
、

纤维
、

皮革
、

有 (无 ) 机化学药品
,

液剂以及食品加工下脚料等
。

据 当时调查成交率可达 50 %以上
。

对需方来说
,

有的要用钱买
,

有的无偿获得
,

但 自 负 运

费
、

有的不仅无 偿获得
,

供方还负运费
。

冶金工业废料资源化

冶金工业废料包括废石
、

尾矿
、

高炉渣
、

钢渣
、

化铁炉渣
、

铁合全渣
、

有色金属渣等
,

某些废石
、

尾矿的处理利用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

如由于资源不 足
,

锡 的需求量和价格的

增 长
,

采选费用的增加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
,

迫使人们对从 含锡老尾矿和多金属尾矿 中回收

锡给予重视
。

我国云锡有含锡达 20 万吨的老尾矿
,

云龙锡选厂加工锡矿排出的老尾矿含锡达

1 %左右
,

现在采用了新的工艺进行加工
,

获得品位 5 6 ;石
,

回收率达 80 % 的锡精矿
。

苏联达

尔涅叶沃斯克锡远厂尾矿 含锡 。
.

2一 0
.

25 %
,

进行再加工
,

获得含 锡 9 一 10 %的中矿
,

回收

率达 4 6一 56 %
,

并综台回收了铜
、

铅等伴生全属
。

加拿大每年从含锡 0
.

04 %的沙利文铅锌矿

尾矿中回收 2 。。吨锡
,

从基德
一

格瑞克锌铜银选矿厂 含锡 .0 1% 的尾矿中回收 1 00 吨锡
。

美 国从

钥矿中徐合回收锡等
。

含铜废石
、

尾矿的综合利用也取得了进展
,

赞比亚恩昌加公司的钦戈拉

厂采用酸浸
一

萃取
一

电积法
,

年处理浮选尾矿和废石一千多万吨
,

产铜十多万吨
。

目前美国采

用湿法冶金从废石
、

尾矿中提取的铜占总产最的 1 % (多数报道为 1 5 9石一本刊注 )
。

我国和

美国
、

苏联
、

西德等国已研究成功利用细菌浸出法从废石
、

尾矿中回收铜
、

铀等金属
,

并实现

了工业生产
。

其它废石
、

尾矿的综 合利用研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



高炉渣是除废石
、

尾矿之外产量最大的渣
。

国外对高炉渣的开发利用较早
,
利用率也较

高
,

美国在五十年代就达到 10 吧石
,

日本
、

西德
、

法国
、

美国
、

瑞典等国也达到产 用平衡
,

我国 目前能利用 70 %
,

还有几百万吨要堆存起来
,

据计算每堆一吨渣的费用为 3 元
,

堆放一

万吨渣占地一亩
。

目前我国每年还要花费数百万元的资金
,

几百亩土地来堆放高炉渣
,

管理不

善还要污染环境
,

因此还要加速高炉渣的开发利用
,

力争尽快达到产用平衡
。

水淬高炉渣即

所谓粒化高炉渣主要为无定形的玻璃结构
,

具有较高的潜在化学能
,

易于在激发剂的作用下

与水化合产生胶凝性
,

所以它可 以 作为水硬性混合材料来生产矿渣水泥
。

目前利用粒化高炉

渣生产的水泥品种有矿渣硅酸盐水泥
、

石膏矿渣水尼和石为
: 矿渣水泥等

。

钢渣的排放量约为粗钢的20 %
,

我国每年产出钢渣六百多万吨
,

美
、

日
、

苏几国均产出

一千多万吨
,

全世界约 1 一 1
.

5亿吨
,

美国在七十年代达到了产用平衡
,

法国
、

西 德
、

日 本

达到大部分利用
,

我国的钢渣利用率仅 10 %左右
。

利渣主要由钙
、

硅
、

铁的氧化物组成
。

日

本对转炉渣进行了大员的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
,

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

一是研究新的

炼钢技术
,

尽量减少转炉渣的垦
,
二是改革现行工艺

,

使转炉渣作为钢铁冶炼过程中的原材

料
,

在钢铁厂内循环使用
,

三是努力开拓转沪渣的各种利用途径
,

必要时作调质转化处理
,

以便利用它的多种潜在价值
,

调质转化处理是针对含游离 C a O的特点
,

进行均一化处理
,

相

分离处理
、

氧化还原处理等
。

我国利用电炉渣生产钢渣白水泥以及做炼铁溶剂
、

{匕肥等方面

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

此外
,

冶金渣还用来做砖瓦
、

混凝土
、

矿渣棉
、

空心砌块
、

铸石
、

微晶玻璃和玻璃纤维

等
,

有的被用来提取金属等
。

燃料渣资源化

燃料渣包括煤研石
、

煤灰和煤渣等
。

煤研石是采煤和洗煤过程产生的废石
,

其量相 当于

煤产量的 40 %
,

煤研石的种类主要有泥质页岩
、

炭质页岩和砂质岩页
。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增

加煤的开采呈
,

煤研石的数量也 相应增加
。

不论是从解决环坑污染问题还是从寻找稀有元素

和燃料来源这个角度
,

不 少国家都 在研究煤秆石资源 化的问题
。

我国在这方面取 得 较 大 进

展 ,
如用煤研石来生产化肥

,

制砖瓦
、

水泥
、

做燃料以及提取稀有金属等
,

尤其是在用煤研

石做燃料 的研究中
,

我国研究的沸腾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经炉型改造和改变燃烧条件
,

已

能用煤研石来发电
、

化铁
、

生产钙镁磷肥以及 民用等
。

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

煤灰渣也是排放量较大较集中的废渣之一
,

目前我国发

电一赶容量
,

年排放煤灰
.

渣约一吨
,

全国仅电厂所排放的煤仄渣达三千多万吨
。

对煤灰渣的

利用率美国已达 60 %
,

法国40 %
,

日严 2 0%
,

我国才 4j %
,

目前全国灰场占地达六万多亩
,

预计今后每年灰场征地将在两千亩以上
。

从环境保护和节约上地的角度
,

尽快解决煤灰渣的

利用也是环境工程的一大课题
。

从粉煤灰 .
冲回收煤是粉煤灰 资源化的途径之一

,

我国发电厂排出的煤灰中含炭超过 12 写

的厂占总数的30 %
,

含炭超过 8 % 的厂占 4 0%
,

其余含炭在 5 一 7 %
,

仅此一项每年随粉煤

灰排出的炭达二百至三百万吨
。

有的电厂采用浮选法从粉煤灰中回
L

次炭取得了好的效果
, 湖

南一座年处理二十万吨的粉煤灰浮选车问
,

每年可回收煤三万吨
。

含钙在 35 一 45 %的粉煤灰

就可用来制造纯粉煤飞乓
:

,

工艺
一

也较简单
,

只要加八 卜
2 % 的氯化钠作强度 i。发剂 ,

二

过适 当地配料磨细即可二
-



有的粉煤灰 可用来产生灰渣砖
、

人造骨料
、

混凝土
、

有的还可提取铁
、

铝
、

钦
、

磷等的

中间产品
。

有的在电厂旋风炉内加入磷矿石直接炼制钙镁磷肥
,

这既不心刊其热能发电
,

同时

又把煤灰渣变成 了化肥
。

一
伊

近 年来日本对煤灰渣的资源化作了许多研究工作
:

直接用去填筑沼泽地或作煤矿坑道内

的密封材料
,

生产粉煤灰水泥
,

生产硅酸钾肥
,

即把粉煤 失同氢氧化钾或碳酸钾
、

氢氧化镁

以及微粉煤混庄一起燃烧
,

使其大部分钾在高温下转变成可溶件的
,

成为能被植物吸收的特

效肥料
,

把粉煤灰在 1 3 0 0℃下熔融
,

再鼓入压缩空气制成绵状物
,

一

可做类似玻璃棉状的绝热

材料
。

近年来对粉煤灰中含的漂珠引起广泛注视
,

漂珠是能浮在水面的细灰粒子
,

其比重仅 0
.

5 5

g c/ m
“
粒径 1 00 一 1 80 微米

,

呈中间有许多空洞的小玻璃球状
,

据测定其导热系数仅为 0
.

2 3 2 7

一 0
.

3 5 3 8大卡 /米
·

℃ 时
,

而熔点都高达 1 3 8 0一 1 5 0 0℃ ,

种这优 良的绝热和高熔点性能可用于

航天工业的防热材料
,

还可制成轻质耐 火砖等
。

我国利用电磁分离和空气分离的联合工艺成

功地从粉煤灰中分离出了漂珠
, 这就为其利用创造了先决条件

,

也是为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开

辟了一条新的路子
。

随着环境科学的进步
,

环境工程技术的提高
,

废渣资源化的问题必将越来越引起重视
,

它将成为宝贵的二次资源被开发
,

实现化害为利
、

变废为宝
、

保护环境
、

造福人 民
,

促进 社

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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