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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思维 找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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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围厂

2014年

临时设施

2015年

利用受阻

2017年

热水解投产

2016年

2018年污泥产品资源化项目得到认可，实现污泥产品“日产日清”、污泥处理中心产品的“零积存”

湿污泥 板框泥饼 加工后产品 袋装污泥产品

系统思维 找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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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制建材：制砖、陶粒、陶瓷

限制 制肥：营养土、有机肥原料

限制 焚烧：水泥窑、发电厂

北京水泥厂污泥热干化焚烧项目 小红门石灰干化项目 清河热干化项目

受到北京市政策限制，建材、
焚烧、堆肥已无法成为北京
市的主要污泥处理处置方式。
原有焚烧、干化项目已陆续
停产。

系统思维 找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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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

热量

电

生物碳土

资源厂

沼气

再生水

12亿m3

40万t

1000万m2供热
制冷服务

0.6亿kWh

0.9亿m3

清新空气

社会友好

环境友好

系统思维 找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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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污泥处理中心 一个主要处置利用方向一条主流处理工艺路线

热水解+厌氧消化+板框脱水 高碑店/小红门/槐房/高安屯/清河二 以土地利用为主

高安屯处理中心

槐房处理中心

高碑店处理中心

小红门处理中心

2015 2016 2017 2018

水量 9.30E+08 9.70E+08 1.11E+09 1.19E+09

泥量 9.82E+05 1.08E+06 1.12E+06 1.17E+06

9.82E+05

1.08E+06

1.12E+06

1.17E+06

8.50E+05

9.00E+05

9.50E+05

1.00E+06

1.05E+06

1.10E+06

1.15E+06

1.20E+06

0.00E+00

2.00E+08

4.00E+08

6.00E+08

8.00E+08

1.00E+09

1.20E+09

1.40E+09

“151” 模式

系统思维 找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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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以及国家部委颁布相关政策、
指南，都鼓励支持污泥资源化利用。政策

技术
管理 处理后达标污泥产品的资源化利用尚缺乏权威的大规模土

地利用的试点示范、工程实证。

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复杂性，受限于技术手段，配套管理手
段需提升，并实现全链条的管理。

支持政策落地

系统解决方案

配套管理手段

系统思维 找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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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2

住建部、发改委《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

• 经过无害化和稳定化处理后的污泥及污泥产品，以有机肥、基质、腐殖土、营养土等形式可用于农业、林业、
园林绿化和土地改良等方面。

住建部、环保部和科技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政府鼓励将符合标准的污泥产成品用于园林绿化和土地改良，并列入政府采购名录。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 在农林、建材等生产领域利用经无害化处理的污泥的，享受国家和本市资源综合利用相关优惠政策。政府投
资的沙荒地治理、园林绿化、土壤改良等项目实施政府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标准的污
泥衍生产品。

土十条

• 鼓励将处理达标后的污泥用于园林绿化。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参编国家政策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标准》主持修编国家标准

《关于在本市林地中开展使用处理达标后的城
镇生活污泥试点工作的通知》

推动北京市地方政策

2

建设部和发改委

建设部

市水务、环保、园林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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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排集团稳定的污泥产品品质，以及多年的科研成果以及示范项目效果，污泥产品资

源化土地利用工作取得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认可，北京市水务、环保、园林联合出台了开展达

标污泥林地利用试点工作通知，旨在规范项目申报程序、实施流程、管理流程、监测流程。

政
策
推
动

推
广
宣
传

翠湖湿地公园 圆明园土壤改良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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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确定

• 由市园
林绿化
局指定
试点用
地

方案制定

• 施用范
围

• 施用方
法

• 施用数
量

• 施用作
业要求
及流程

• 监测指
标

专家论证

• 形成专
家意见
并对方
案进行
完善

请示

• 当地镇
政府与
北京排
水集团
共同上
报实施
方案请
示

政府部门
审批

• 区园林、
水务、
环保

• 市园林、
水务、
环保

实施

• 由北京
排水集
团经过
公开招
标确定
施工方

• 背景值
检测

• 运输监
控

• 实时监
理

验收

• 土壤指
标验收

• 林木指
标验收

• 内业资
料验收

市园林局
指定地块

北排负责
实施

三委办局
共同监管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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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证会 专家论证意见

2018年9月，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主持下，市水务

局、市环保局参加，邀请行业内著名专家对北排集团编

写《北京市污泥产品林地利用实施方案》进行评审。专

家组对于方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内容全面、方案可行。

大兴区

怀柔区 房山区

昌平区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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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实施前在经过当地镇级政府同意后，

与集团联合上报请示文件，再经市区两级水务、环

保、园林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2）在实施过程中，集团利用市园林局提供的

Mcrmap系统填写施用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实现园林

系统对施用过程的监督职责。

园林局
Mcrmap系统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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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地方政府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2018年8月，北京排水集团与河北张家口市

怀来县政府签订《关于开展污泥资源化利用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合作协议》。

北排集团在北京市外开展污泥产品林地利用项目时，与当地政府形成多种合作方式。

怀来县框架协议

林地

利用

土壤

改良

矿山

修复

有机肥
制造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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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来往函件方式确定，利用当地不同林地项

目联合开展污泥产品林地利用。目前已于京津冀地

区十余地政府确定开展污泥产品林地、苗圃资源化

利用。
河北生态综合治理 河北防风治沙林

京津冀城市间生态过渡带环京津生态林带

政策突破 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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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处理处置技术路线工程实证
与优化研究热水解系统成套技术

污泥林地利用与土地改良工程化施用集成技术
研究及污泥土地改良工程示范

《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制有机营养土》

污泥产品土地利用

污泥产品企业标准

十三五水专项

十三五水专项

企业标准

污泥资源化苗圃种植项目环境第三方治理资源化标准及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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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水专项课题：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处理处置技术路线工程实证
与优化研究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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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高级厌氧消化技术的工程实证与运行评估

污泥高级厌氧消化的技术装备集成与优化策略

污泥高级厌氧消化技术工艺性能优化潜力评估

高级厌氧消化技术的实证工程范例与集成工艺包

减量化 稳定化 无害化 经济合理性 资源化潜力

技术装备集成与控制

系统匹配

单元衔接关键参数和

控制范围

技术与装备选型的

优化策略

系统运行稳定性 污泥稳定化程度 能源产出效率

工程效果？

运行
问题？

优化
潜力？

通过污泥高级厌氧消化技术路线的工程实证研究，构建污

泥高级厌氧消化处理处置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实证工程处理

效果与经济合理性；开展产物资源化利用潜力分析，为污泥的安

全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开展技术装备系统分析评估，研究

实证工程优化策略；开展中试规模运行研究，评估污泥高级厌氧

消化工艺路线的优化潜力。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各污泥中心板框泥饼的卫生学指标达标情况

卫生学指标 粪大肠菌群菌值（g）
蛔虫卵死亡率

（%）
细菌总数

（MPN/kg干污泥）

相关标准

GB24188

GB/T 23486、
GB/T 24600、

CJ/T 362

GB/T 23486、
GB/T 24600、

CJ/T 362

GB24188、
GB/T 24600

标准限值 >0.01 >95 <108

高碑店板框泥饼含量 >11.1 未检出 6×107

减量化 稳定化

无害化

3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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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消化中有机物降解40%，实现干物质减量20%；

板框脱水使含水率由80%降低到60%，从3200吨/日降低至1200吨/日。
减量化指标

稳定化指标

通过热水解实现杀菌，粪大肠菌群值＞0.01，细菌总数＜108，蠕虫

卵死亡率>95%。

无害化指标

资源化指标

经过厌氧消化，实现有机物降解＞40%，种子发芽指数＞80%。

污泥产品全部用于土地改良、林地、园林、制肥等土地利用；

稳定品质：《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制有机营养土》（Q/BDG 45045-2017）

《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制有机营养土》
标准号： Q/BDG 45045-2017
已于2018年1月在国家标准委公共服务信
息平台公示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3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污泥资源化苗圃种植项目
北京排水集团

污泥处理处置
北京市发改委 北京市水务局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
发改委 环保部 财政部 住建部

污泥资源化苗圃种植项目

苗圃种植
容器苗木

种植
林间施肥 林间套装

标准与技术规
程编制

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

支持政策编制

容器苗木种植3万株 苗圃种植100亩 林间套装360亩 林间施肥11.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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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以下产品重量达
到95%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原样

掺
混
腐
殖
酸
钾
比
例

20%

10%

5%

30%

40%

将热水解产品通过烘干、破碎后添加腐殖酸钾，再通过造粒、筛
分形成高品质园林专用有机营养土。



3

十三污水专项课题：污泥林地利用与土地改良工程化施用集成技术研究及污泥土地改良工程示范

技术创新 助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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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运
输监控

GPS监
控系统

监控

中心

自动

计量

标准规程—土壤监测—环评全覆盖—全追踪—全掌握源头控制—泥质监测—报送

重点排污管理厂网一体

起斗报警

偏航报警

失联报警

手机APP

GPS

全程监控

自动称重

96159排水热线
社 会 监 督

泥质月报送水务局、
环保局

处理 运输 利用

体系建设 管理闭环



体系建设 管理闭环4

01

制定热水解标准手册

工艺参数标准化

污泥处理过程标准化

作业流程标准化

运行标准化 02

评价指标：负荷率、

泥质达标率、沼气

产率、沼气利用率、

电耗、药耗、蒸汽

耗用量、运行过程

参数控制等。

运行质量评价
03

建立污泥产品质量管控

体系，通过源头控制、

过程检测、第三方检测、

使用方抽测等方式建立

对污泥产品质量的多种

角度、多种方式的管控。

质量管控



体系建设 管理闭环4

管理制度体系 运输管理体系 产品利用管理体系

污泥资源化利用全链条标准化管理体系

产品运输 产品加工 产品中转 产品利用 产品监管 产品宣传

全面提升水厂运行保障度及资源化利用项目风险防控能力，为集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综

合发展提供支持，也在行业内起到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



季节变化
+

土壤情况
+

市场购肥需求特点

土地利用+产品销售

·污泥产品全年稳定资源化利
用；
·中转场日产日清；
·水厂稳定运行

三类运输
+

15项运输管理制度

·提升运输管理水平
·提升水厂保障度

一方案
一规范
两标准
两规程
四办法

规范化、标准化的污泥资
源化工作模式

全年资源化利用
整体工作方案

“3.15”污泥
运输管理制度体系

污泥产品资源化利用
管理体系

体系建设 北排模式4



1、与当地政府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整体

推进资源化利用工作，提升资源化利用效

能，建立污泥资源化利用“北排模式”；

2、每个合作服务商均已取得当地政府同

意开展相关项目，有效提高项目风险防控

能力。

PART 1

区域合作

污泥分公司依据行业标准要求，创新

性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林地利用

服务商，并形成服务商资格库。目前

已确定10家施用服务商，总面积为

24.59万亩，按5吨/亩施用量，每年可

资源化利用量为122.95万吨。

PART 2

服务商采购

项目开展过程中，派驻施工监理，全程参与

项目开展，并与污泥分公司、服务商共同确

定项目用地范围、林地规格、运输距离及卸

泥地点，按照《污泥资源化林地抚育应用技

术规程》进行24小时旁站式监督，并对运输

数据、机械、人员、施工情况等详细记录。

PART 3

监理方监督

污泥分公司每周至少一次进行现场

监控巡查，全年共计巡查现场156

次，累计行驶3.6万公里。

PART 4

管理方巡查

项目实施全阶段做到相关方联动

配合，通过定期监理例会、每日

电话、新媒体等多方式沟通，确

保项目有序、顺利开展。

PART 5

全方位沟通

4 体系建设 北排模式



北排实践与总结

近年来，北排集团通过自身实践，逐步探索出适合北京这座特大型城市的污

泥处理处置模式。我们将继续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持续处理处置技术突破、做好管

理体系建设，力争将污泥热水解处理+污泥产品资源化利用的北排模式走得更好、

更稳，彻底解决污水处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Talents come from diligence, 

and knowledge is gained by accu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