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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填写说明 

1、请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一级标题用黑体二号，二级标题用宋体五号加粗，正文用

宋体五号字，1.5 倍行距填写； 

2、表名用黑体五号字，图名用宋体小五号字加粗； 

3、表格用三线表； 

4、表格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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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现状 
目的和意义： 

随着世界能源结构的调整，石油资源面临枯竭，化石燃料的利用率也有所下降，而煤炭在

我国能源生产结构中占据 70%-80% 的比重，由此决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在

目前多级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 2/3，而煤化工的发展从本质上提高了

煤炭的利用率，尤其是大量新型煤化工项目——煤制天然气、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甲醇、

煤制乙二醇以及煤制芳烃等是国家重点发展的煤化工方向。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西、内

蒙古、陕西、新疆、宁夏等原料煤产地，而这些省份水资源严重匮乏，生态环境脆弱，随着节

能环保成为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国家对污染物排放控制力度的日益加大，对耗水量巨

大、废水产量庞大的煤化工行业无疑是一个挑战。因此，煤化工废水的有效处理甚至“零排放”

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现状 

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德士古气化工艺产生的废水量少，污染程度较低，但

是对煤种的适应性不如鲁奇气化工艺；而鲁奇气化工艺、传统的常压固定床间歇式气化工艺等

产生的废水污染程度较大，特别是鲁奇气化工艺产生的含酚废水很难处理，运行成本高；以褐

煤、烟煤为原料进行气化产生的污染程度远高于以无烟煤和焦炭为原料的工艺。因此针对不同

的煤气化工艺和所采用的煤种，应采用有针对性的工艺对其废水进行处理。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 
煤气化是通过煤和气化剂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将固态煤转化成气态合成气，

完成煤气化的过程，同时副产焦油、轻质油、粗酚等副产品。气化过程产生的煤气化废水含有

大量酚类、氨氮、焦油、氰化物、多环芳烃、含氧多环和杂环化合物等多种难降解有毒、有害

物质。如酚类毒性大，直接毒害动植物细胞，在强曝气后生成醌，增大水质的毒性，加大水处

理的难度；氰化物属于巨毒物质；苯、吡啶等多环芳烃具有较强的致癌性。该类废水的特点是

高 CODCr、高酚、高氨氮，同时还含有芳香族化合物、萘、蒽、杂环烃类等多种有机污染物，以

及硫、钙、砷、钾等多种无机元素；废水外观呈深褐色，粘度较大，pH 在 7-11 之间，泡沫较

多，有强烈的酚、氨臭味。预期研究成果 
目前，煤气化废水治理呈现“两高两难”的态势，即废水排放大，处理难度大，污染物浓

度高，运行成本高。为了促进工业经济与水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

规划》在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约束性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新指

标。同时，随着一些地方政府的更为严格的废水排放标准相继颁布、实施，无论是从经济效益

还是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来考虑，寻求处理效果更好、工艺稳定性更强、运行成本更低的废水

处理工艺都将成为大型煤化工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采用蒸氨、脱酸以及萃取的预处理

将煤气化废水中的 CODCr降到 3000mg/L 以下，氨氮 150mg/L 以下，油类物质 50mg/L 以下。 

三、主要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煤气化废水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除油处理、脱酸处理、蒸氨处理和萃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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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时间安排和阶段目标 
 2016.7-8  连续运行一个月，调整出水指标，根据出水指标改进工艺，包括保温、换热器的换

热面积等，使得出水指标正常。 
 2016.8-9  连续运行，使得萃取出水 COD 低于 3000mg/L，氨氮低于 150mg/L，油类 50mg/L 以

下 。 

 

 

 

五、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级 本科专业 所属系部 承担的主要研究任务 

汪文龙 男 过程所 化工工程  过程所 现场的统筹 

主要参加人员 

谢学双 男 过程所    X 过程所 机修 

张志明 男 过程所 X 过程所 生化、高级氧化 

 刘文昭  男 研一 环境 化工 预处理 

高放  男  博三    膜 过程所 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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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元） 主要用途 

设备费用 1323300 蒸氨、脱酚、脱酸、脱油  生化处理 

仪表 50000 流量计、压力表 

电气、自控 80000 自控包括：蒸氨塔、脱酸塔 

安装 160000 包括管道、电气安装的材料费、施工费 

萃取剂 10m3 120000  

   

   

   

   

   

 

七、承诺与保证 

我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我（与本项目参加人员）将严格遵守合肥

学院科研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研究目

标，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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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批意见 

指导教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系（部）审批意见 

 
 
 
 
 

                     

             
                       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