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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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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处理的总体要求、处理工艺与技术、二次污染控制等。

本文件适用于煤化工废水生化处理后浓盐水的零排放与资源化利用处理，同时适用于工业脱盐水站

再生水、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排污水以及锅炉排污水等高含盐废水的零排放与资源化利用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534 工业用水节水术语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9308-2020 难降解有机污水深度处理技术规范

GB/T 42866 煤化工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导则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T 50050-2017 工业循环冷却水设计规范

GB/T 50109 工业用水软化除盐设计规范

GB 50684 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 1095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6 环境工程 名词术语

HJ 2042 危险废物处理工程技术导则

T/CCT 001 煤化工 副产工业硫酸钠

T/CCT 002 煤化工 副产工业氯化钠

T/ACEF 115 高盐有机废水处理应用技术指南

TCISA 226 钢铁企业综合废水浓盐水零排放处理技术规范

TCECS 1347 污水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21534和 HJ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化工高盐废水 high salinity wastewater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高盐废水指无机盐含量（以总溶解固定物 TDS计）≥1%（w/w）的废水，煤化工企业的高盐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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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于工业脱盐水及生化处理后中水回用水系统排放的浓盐水、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排污水以及锅炉

排污水等，污水中的盐分以 Cl-、SO42-、Na+、Ca2+、Mg2+等为主，污水中的污染物以 COD、BOD5、悬

浮物、氨氮、总氮、石油类、氟化物等为主。

[来源：T/ACEF 115-2023 高盐有机废水处理工程技术指南，《煤化工废水处理及废水资源化利用

技术与工程案例》，有修改]
3.2

废水零排放 the wastewater zero discharge

煤化工企业或主体单元的生产用水系统达到无高盐废水外排，浓盐水经过处理，水全部回用，盐分

大部分分质结晶出副产品利用，小部分杂盐由企业内部处理或外委处置。

[来源：GB/T21534-2008 工业用水节水术语，6.21有修改]
3.3

废水资源化利用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wastewater

废水资源化利用是指煤化工高盐废水经过预处理、分离、浓缩、结晶等处理后，回收淡水达到相应

再生利用水质标准后用于工业生产，副产氯化钠、硫酸钠或加工处理后作为工业原料、助剂进行综合利

用的过程。

[来源：GB/T21534-2008 工业用水节水术语，7.9，T/CISA 226-2022 钢铁企业综合废水浓盐水零排

放处理技术规范；化工行业废盐环境管理指南，3.4条]

4 总体要求

4.1 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处理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及其他有关

规定。

4.2 工艺设计前，应对水质、水量及变化规律进行全面的调查，并进行必要的分析检测，根据煤化工高

盐废水的特征，进行分质、分类收集。

4.3 应设置高盐废水收集池、调节池；收集池与调节池的容积应根据废水水量、水质及变化规律进行确

定；缺乏数据时，可按照 1~3天水量考虑；并应考虑事故水池或事故应急设施。

4.4 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技术的选择应遵循技术先进可行、成熟可靠、高效节能、二次污

染少、系统运行稳定等原则。

4.5 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处理可按照预处理单元、膜处理与浓缩单元、结晶与分盐单元设

置。

4.6 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技术应最大化生产产品水回用于生产系统，根据产品水质情况可

分别回用于循环冷却水补充水、锅炉补充水处理原水及生产用水。

4.7 结晶工艺应考虑分盐，提取纯化结晶盐硫酸钠和氯化钠用于工业原料，控制杂盐量的产生。

4.8 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技术应根据高盐废水水质情况、资源化利用的产品要求等进行选

择。可采用物化处理、高级氧化、介质过滤、吸附、离子交换、膜分离、蒸发结晶、分盐等多种工艺的

耦合与集成，提高资源化利用的效率。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利用推荐工艺流程见附件图 A.1-
图 A.3。
4.9 煤化工高盐废水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其产品水和副产品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a） 产品水用于循环水的补充水时水质应符合 GB 50050的规定；

b）产品水用于工业锅炉补充水原水时水质应符合 GB 1576的规定；

c） 副产工业硫酸钠应符合 T/CCT 001的规定；

d）副产工业氯化钠应符合 T/CCT 0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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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处理工艺系统应进行水平衡和盐平衡的计算。

4.11 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处理系统各单元应优先选择化学药剂投加量低的工艺技术，投加的化学

药剂应按有关规范进行设计、操作和控制，避免过量投加，增加后续废水盐浓缩、结晶及分盐系统的负

荷。

4.12 新建煤化工企业，高盐废水零排放和资源化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如未同步实施，应预留相关处理区域。

4.13 煤化工高盐废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和相关构筑物应按照 GB 50050和 GB 50014的相关规定，设计、

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施和泄漏监测装置，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5 处理工艺与技术

煤化工企业高盐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工艺分预处理、膜分离与浓缩、结晶与分盐三个单元。

5.1 预处理单元

煤化工高盐废水设置预处理单元的主要目的是除硬、除硅、除机械杂质和脱除大部分有机污染物等，

预处理技术包括化学软化、沉降、过滤、树脂软化、高级氧化等。

5.1.1 除硬、除硅工艺

5.1.1.1 一般要求

a） 当高盐废水排放系统采用开方式收集方式时，应设置过滤系统脱除废水中的机械杂质；

b）高盐水应设置除硬系统，将废水的硬度脱除到 3mg/L以下；

c） 当高盐水中的硬度小于 100mg/L时，可采用树脂软化工艺；

d）当高盐水中的硬度大于 100 mg/L，小于 500 mg/L时，可采用化学软化工艺；

e） 当高盐废水的硬度大于 500mg/L，小于 1000mg/L时，应考虑采用二级软化工艺，即在化学软

化后设置树脂软化；

f） 当高盐废水中二氧化硅大于 100mg/L 时，应单独设置除硅系统，出水二氧化硅宜控制在

10mg/L～30mg/L。当来水中二氧化硅较低时，可与除硬设施协同一并处理。

5.1.1.2 化学软化

a） 化学软化是在废水中通过投加一种或多种化学药剂，使之与水中的钙镁离子发生反应生产难溶

化合物如 CaCO3和Mg(OH)2，通过沉淀去除，以达到软化的目的；

b）化学软化系统一般设置为：高盐废水——反应箱（投加药剂）——澄清池（沉淀池、高密池等）；

c） 应对高盐废水中的硬度（包含暂时硬度、永久硬度、碳酸盐硬度及非碳酸盐硬度）和碱度进行

检测，选择适宜的化学软化药剂，不同化学药剂软化方法的使用范围见表 1；

表 1 药剂软化技术及使用范围一览表

序号 化学药剂软化方法 适用范围

1 石灰软化法 废水中暂时硬度高，永久硬度低

2 石灰、纯碱软化法 适用于高硬度、低碱度的废水

3 苛性钠软化法
废水中碳酸盐和废碳酸盐的量比例合适，反应生成的碳酸钠可

用于脱除非碳酸盐硬度

4 石灰、苛性钠软化法 废水中暂时硬度高，永久硬度低，且碳酸根离子较高

5 纯碱、苛性钠软化法 适合碳酸盐硬度比例较低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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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根据高盐水中的钙离子、镁离子、二氧化硅等含量组分不同, 在反应箱中投加不同的药剂。当

需要投加多种药剂时, 可以设置二联或三联反应箱分别投加。化学软化反应 pH为 10～11，软

化反应时间为 30min～60min；
e） 当废水中的钙含量很少, 而镁含量很高时，沉淀分离则需要考虑足够的沉降时间, 选择石灰调

节 pH 并去除镁离子, 再投加碳酸钠去除多余的钙离子；

f） 有除硅要求时, 同时投加碳酸钠去除钙离子时, 宜选择二级沉淀进行分离, 使硅酸钙沉淀分离

后, 在上清液中再投加碳酸钠，避免硅酸钙会重新溶解, 生成碳酸钙；

g）化学软化反应后应通过投加盐酸或硫酸调整出水 pH为 8.0～8.5，通过投加混凝剂及助凝剂控

制出水的浊度。石灰软化处理时，原水宜加热至 30℃～40℃，宜采用铁盐作为混凝剂；

h）混凝除硬设备可以采用重力澄清（机械加速澄清池、高密度澄清池等）、管式微滤膜、结晶循

环造粒流化床和高速固液分离流化床技术；

i） 几种除硬设备的工艺流程见图 1-3。

  软化药剂 混凝剂、助凝剂

  出水

  污泥浓缩   污泥处理

  反应池
  高盐废水  絮凝沉淀池

图 1 重力澄清除硬工艺流程图

  软化药剂  混凝剂

  反应池
  高盐废水   管式膜

  污泥处理

  出水

图 2 管式膜技术工艺流程图

  软化药剂  混凝剂

  结晶造粒的流化床  高盐废水   固液分离装置

 排 污泥

  晶种   阻凝剂

排CaCO3颗粒

  出水

图 3 结晶循环造粒流化床和高速固液分离流化床技术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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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树脂软化

a） 树脂软化是利用离子交换树脂对水中 Ca2+、Mg2+亲和力大于对可交换离子或反离子的亲和力，

进行离子迁移组合的过程。树脂软化工艺流程见图 4；

 再生

  树脂软化器
  废水

 转型
 盐酸  氢氧化钠

  树脂产水
  出水

  反洗  再生及反洗水回收

图 4 树脂软化工艺流程

b）软化树脂的选型应考虑废水中的含盐量（TDS）：当废水中的 TDS＜20000mg/L 时，宜选用弱

酸阳离子树脂；当 TDS≥20000mg/L时，宜选择螯合树脂；

c） 软化树脂应采用抗污染的大孔型树脂，进水的浊度应控制≤5NTU；
d）软化树脂的交换器运行周期不宜小于 24h，树脂饱和后需要再生，再生时应根据树脂类型选择

不同的再生液，有条件时酸再生废水和碱再生废水应分开收集处理；

e） 树脂软化器产水碱度应小于 50mg/L（以 CaCO3计），当产水碱度较高时，应设置除碳器脱除

碱度；

f） 废水中硅含量高时，应考虑单独设置硅床进行除硅。

5.1.2 过滤技术

过滤技术常采用的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管式微滤等，过滤后出水浊度应≤3NTU。

5.1.2.1 介质过滤

a） 介质过滤是利用过滤介质（如石英砂、无烟煤等）对废水中进行强制过滤，以达到去除水中微

小粒子和细菌的工艺；

b）介质过滤的滤料、料层厚度及过滤的速度应根据来水水质确定；

c） 介质过滤的反洗根据压差进行确定，反洗的周期宜控制 12～24h；
d）介质过滤器的再生反冲洗水应进行回收；

e） 介质过滤的工艺流程见图 5。

  介质过滤器
  废水

  过滤器产水
  出水

  反洗反洗废水回收

  气反洗

图 5 介质过滤技术工艺流程图

5.1.2.2 活性炭吸附过滤

a） 活性炭过滤宜选择吸附性能好、中孔发达、机械强度高、化学性能稳定、再生性能好的滤料；

b）应根据来水水质及处理要求进行静态选碳及碳柱动态实验，确定用碳量、接触时间、水力负荷、

与再生周期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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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活性炭过滤器停留时间应不低于 2h；
d）活性炭过滤器的再生周期宜以目标去除物接近超标时作为再生控制条件；

e） 活性炭的再生应采用高温加热再生，再生周期应符合 GB 50684规定；

f） 活性炭再生后产水含有少量的碳粉，应考虑除碳粉。

5.1.2.3 管式微滤

a） 管式微滤装置可联合“加药混凝沉降反应”去除废水的的硬度、二氧化硅、SS、细菌等污染物，

可一次性取沉淀池、砂滤、碳滤和超滤等。工艺流程见图 2；
b）软化常用的管式膜孔径一般为 0.01μm～1.2μm；

c） 管式微滤一般采用错流过滤，通过投加药剂、调整 pH值，出水浊度小于 1NTU，SDI小于 2，
产水可直接作为反渗透的原水；

d）管式微滤膜采用气洗和水洗的反洗方式，一般间隔 30～60分钟反洗一次，每次反洗时间 60～
90秒。每隔 10～20天进行一次化学清洗。

5.1.3 高级氧化

5.1.3.1 高级氧化技术

a） 高级氧化技术利用自由基引发链式反应破坏有机物分子结构，达到氧化降解有机物的目的，可

分为臭氧催化氧化、电催化氧化、Fenton氧化等技术；

b）使用高级氧化技术处理高盐废水时，应根据废水性质和技术特点，选择适宜的高级氧化技术，

并确定 pH值、反应时间、温度、压力、催化剂等工艺参数。

5.1.3.2 臭氧催化氧化

a） 臭氧在催化剂作用下，形成具有强氧化作用的羟基自由基，可以破坏水中有机物的结构，从而

降解水中的有机物；

b）臭氧催化氧化技术宜使用的工况：废水含盐量≤15000mg/L，CODCr降解率为 40%～50%，脱

色效果好；单独使用臭氧氧化对废水的含盐量不受限制，CODCr降解率为 5%～10%；

c） 臭氧氧化适用于含恶臭、酚、氰等污染物废水的处理，具有脱色、除臭、消毒的作用；

d）应采用处理废水进行实验确定催化剂种类；

e） 臭氧催化氧化工艺的进水 pH应控制为 6～9，进水 SS应小于 10mg/L，臭氧和 CODCr当量比一

般 1:1～3:1，接触时间 30min～90 min；
f） 具备条件时可采用水样通过小试及中试确定关键设计参数；

g）臭氧氧化的工艺流程，见图 6。

  反洗

  尾气排放

  反洗废水

  催化进水   催化产水
  废水   出水

  臭氧发生器
  氧气

  臭氧催化氧化装置

  尾气破坏器

图 6 臭氧催化氧化工艺流程图

5.1.3.3 电催化氧化

a） 电催化氧化技术是在外加电场作用下，在特定电化学反应器内利用电解过程中的一系列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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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电化学反应，在阳极表面产生的强氧化性物质（以羟基自由基·OH为代表）与污水中

的各种污染物进行充分接触与反应，CODCr、氨氮等污染物被逐步氧化分解去除；

b）电催化氧化工艺技术宜使用工况：废水含盐量≤50000mg/L，CODCr降解率为 50%～95%，去

除氨氮、脱色效果较好；

c） 一般通过设立循环水泵在电催化氧化系统建立内循环，以增加污染物停留时间，提高处理效果；

d）电催化氧化工艺的进水浊度应≤0.5 NTU，进水电导率应≥5000 us/cm，进水硬度应≤10
mmol/L；

e） 具备条件时可采用水样通过小试及中试确定关键设计参数；

f） 臭氧氧化的工艺流程，见图 7。

  直流电源

  催化进水
  废水

  循环水箱
  出水

  循环

  电催化氧化装置

图 7 电催化氧化工艺流程图

5.1.3.4 Fenton 氧化

a） Fenton氧化技术是在酸性条件下，通过亚铁离子和双氧水反应生成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

基（·OH），将难降解的有机物氧化脱除；

b） Fenton氧化及其改良技术适用于中低浓度含盐有机废水，一般废水进水含盐量≤15000mg/L，
CODCr降解率为 40%～60%，可以用于大流量废水处理和难降解化合物的处理，也可用于废水

生化前的预处理；

c） 改良的 Fenton 氧化技术包括电解还原-Fenton 法和流化床-Fenton 法。其中，电解还原-Fenton
法适用于高浓度生物难分解废水，一般进水 CODCr为 1000mg/L～5000mg/L。流化床-Fenton法
适用于较低浓度生物难分解废水，一般进水 CODCr为 50mg/L～1000mg/L；

d）应采用废水进行实验确定 Fenton氧化反应中的试剂用量和投加比例；

e） 废水中含有硫离子、氰化物离子时，在酸性环境下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应在进入 Fenton氧化

前进行脱除。应通过实验，确定废水中 Cl-、H2PO4-、HCO3-、油类等对 Fenton氧化反应的影响，

根据水质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脱除，消除其对 Fenton氧化反应的影响；

f） Fenton氧化工艺出水应根据后续处理要求调整 pH；
g）具备条件时可采用水样通过小试及中试确定关键设计参数；

h）采用 Fenton氧化工程处理高盐废水时，执行 HJ 1095规定；

i） Fenton氧化的工艺流程，见图 8。

氧化剂

  氧化反应 中和

  污泥浓缩

  酸

  调酸  进水  催化剂混合

  催化剂 碱

  污泥脱水

滤液 上清液

固液分离 芬顿氧化法
工艺出水

污泥泥饼外运（处置）

图 8 Fenton 氧化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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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膜分离与浓缩单元

5.2.1 一般规定

5.2.1.1 高盐废水的膜处理技术包括：超滤、纳滤、反渗透（或类似反渗透）。

5.2.1.2 应依据高盐废水水量、水质和产水要求、回收率等，选择适宜的膜分离与浓缩处理工艺。

5.2.1.3 高盐废水膜处理及浓缩的膜通量一般不超过 15L/(m2﹒h)。
5.2.1.4 可使用串联膜法工艺技术提高处理效果，实现废水的脱盐水回用和浓水的浓缩减量，一级膜

浓缩后的高盐废水中 TDS应控制在 50000mg/L～80000mg/L为宜，二级膜浓缩后的高盐废水中 TDS应

控制在 150000mg/L～200000mg/L为宜。

5.2.1.5 应对膜处理的反洗水及化学清洗水进行回收，可根据需要考虑设置能量回收系统。

5.2.1.6 高盐废水浓缩采用膜分离与浓缩处理工程时按 HJ 579执行。

5.2.2 超滤

5.2.2.1 超滤是一种膜分离技术，具有净化、分离、浓缩溶液的作用。超滤过滤过程是以膜两侧压差

为驱动力，以机械筛分原理为基础的一种溶液分离过程，使用压力通常为 0.01MPa～0.3 MPa，过滤精

度为 0.002μm～0.1μm。

5.2.2.2 超滤能除去所有的悬浮物、胶体粒子及部分有机物，出水达到淤泥密度指数（SDI）小于等

于 3，浊度小于等于 1NTU，常用作反渗透系统的预处理。

5.2.2.3 超滤膜有内压式膜和外压式膜两种，应根据进水水质特点进行选择。

5.2.2.4 超滤装置运行间隔一定时间，应进行气洗、水洗、化学加强反洗中的一种或者几种，当反洗

后，膜压差仍升高 10%或者产水率降低 10%时，应进行在线化学加药清洗，清洗后系统重新投入使用。

在线化学清洗效果较差时，应分析膜污堵原因，针对膜污堵原因，采用特种膜清洗剂进行化学清洗，以

及增加相应的预处理措施。

5.2.2.5 采用超滤膜技术的工艺流程见图 9。

  进水 超滤

反洗废水

产水 出水  废水

反洗

化学药剂

气反洗

图 9 超滤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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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纳滤

5.2.3.1 纳滤是以压力差为推动力，可截留水中粒径为纳米级颗粒物的一种膜分离技术，使用压力通

常为 0.35MPa～0.3MPa，过滤精度为 0.001μm～0.003μm，是介于超滤和反渗透之间的一种膜技术。

5.2.3.2 采用纳滤技术，去除多价离子、部分一价离子和分子量 200Daltons～1000Daltons的有机物，

高盐废水中的一、二价盐得到分离。

5.2.3.3 当纳滤装置膜运行压差升高 10%或者产水率降低 10%时，进行在线化学加药清洗，清洗后系

统重新投入使用。在线化学清洗效果较差时，应分析膜污堵原因，针对膜污堵原因，采用特种膜清洗剂

进行化学清洗，以及增加相应的预处理措施。

5.2.3.4 采用纳滤技术一次分离产水量或盐的浓缩率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多段串联工艺，每段的有

效横截面积递减。

5.2.3.5 纳滤工艺流程见图 10。

  进水 纳滤装置

化学清洗排水

产水 出水  废水

化学清洗

浓水 下一步工序

图 10 纳滤工艺流程图

5.2.4 反渗透

5.2.4.1 反渗透又称逆渗透，是一种以压力差为推动力，从溶液中分离出溶剂的膜分离操作。对膜一

侧的料液施加压力，当压力超过它的渗透压时，溶剂会逆着自然渗透的方向作反向渗透。从而在膜的低

压侧得到透过的溶剂，即渗透液；高压侧得到浓缩的溶液，即浓缩液。

5.2.4.2 反渗透膜能截留废水中各种溶解性盐、胶体物质和分子量大于 100Daltons的有机物，过滤精

度为 0.0004μm～0.00063μm。

5.2.4.3 当反渗透膜运行压差升高 10%或者产水率降低 10%时，应进行在线化学加药清洗，清洗后系

统重新投入使用。在线化学清洗效果较差时，应分析膜污堵原因，针对膜污堵原因，采用特种膜清洗剂

进行化学清洗，以及增加相应的预处理措施。

5.2.4.4 采用反渗透膜技术一次分离产水率或盐的浓缩率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多段串联工艺，每段

的有效横截面积递减。

5.2.4.5 反渗透工艺流程见图 11。

浓水 下一步工序

  进水 反渗透装置

化学清洗排水

产水 出水  废水

化学清洗

图 11 反渗透工艺流程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B%E5%8A%9B%E5%B7%AE/69378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è��å��ç¦»/35738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æ¸�é��æ¶²/54747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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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高效反渗透（HERO）

5.2.5.1 高效反渗透是在高 pH值环境下运行，废水中的有机物、硅溶解性提高，微生物的活性降低，

反渗透膜耐颗粒、胶体、有机物和细菌污染性增强，膜的产水率可达到 90%以上，废水盐的浓缩倍率

显著提高。

5.2.5.2 高效反渗透工艺一般用于常规反渗透的浓水的进一步浓缩，尤其适合硅含量高的废水处理。

5.2.5.3 采用高效反渗透技术时，需对进水预处理，采用弱酸氢离子交换树脂，去除水中的碳酸盐硬

度和碱度，并设置脱碳器脱除水中的二氧化碳。

5.2.5.4 预处理后的废水采用氢氧化钠将高效反渗透（HERO）进水的 pH调整到 10.0左右，但浓水

侧 pH值最高不宜超过 11.0。
5.2.5.5 高效反渗透工艺运行期间不需过多的投加化学药剂（阻垢剂），不需设置复杂的清洗工艺，

但需每年进行一次化学清洗。

5.2.5.6 高效反渗透（HERO）工艺流程见图 12。

浓水
清洗及再生水收集

  进水
脱除二氧化碳

氢氧化钠

悬浮物及硬度去除 反渗透（RO） 产水

二氧化碳

图 12 高效反渗透（HERO）工艺流程图

5.2.6 碟管式高压反渗透（DTRO）

5.2.6.1 碟管式反渗透是反渗透的一种形式，是专门用来处理高浓度污水的膜组件，其核心技术是碟

管式膜片膜柱。把反渗透膜片和水力导流盘叠放在一起，用中心拉杆和端板进行固定，然后置入耐压套

管中，组成一个膜柱。

5.2.6.2 碟管式反渗透组件采用开放式流道设计，膜片与支撑导流盘间的空间高度为 2.5mm，可有效

的防止物理堵塞。

5.2.6.3 可采用带凸点支撑的导流盘，最大程度的减少碟管式反渗透膜表面结构、污染及浓差极化现

象的产生。

5.2.6.4 根据浓缩倍率的要求，碟管式反渗透组件可在高压下运行，操作压力可按照 7.5MPaG、

9.0MPaG、12.0MPaG三个等级选择。

5.2.6.5 碟管式反渗透膜运行压差升高 10%或者产水率降低 10%时，应进行在线化学加药清洗，清洗

后系统重新投入使用。在线化学清洗效果较差时，应分析膜污堵原因，针对膜污堵原因，采用特种膜清

洗剂进行化学清洗，以及增加相应的预处理措施。

5.2.6.6 碟管式反渗透工艺流程见图 13。

  进水 DTRO装置

化学清洗排水

产水 出水  废水

化学清洗

浓水 下一步工序

图 13 碟管式反渗透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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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高盐反渗透（HSRO）

5.2.7.1 高盐反渗透为一组膜浓缩系统，由一系列可控盐通量 HSRO膜元件组成，由梯度浓缩代替一

步浓缩。

5.2.7.2 高盐反渗透运行压力不宜超过 7.0MPaG。
5.2.7.3 高盐反渗透浓缩的极限可以达到 140000mg/L，并随级数的增加而增加。

5.2.7.4 高盐反渗透工艺流程见图 14。

  进水 HSRO膜装置

化学清洗排水

产水 出水  废水

化学清洗

浓水 下一步工序

图 14 高盐反渗透工艺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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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结晶与分盐单元

5.3.1 一般规定

5.3.1.1 浓缩后的浓盐水结晶技术有多效蒸发、机械压缩蒸发、膜蒸馏、冷冻结晶等。

5.3.1.2 根据高盐废水中无机盐的特点以及最终盐产品的资源化去向，选择结晶与分盐的技术，可采

取多种蒸发结晶的耦合集成工艺，提高分盐的效率和质量，降低能耗。

5.3.1.3 根据废水中无机盐的析盐规律，可采取分步分盐的工艺路线。

5.3.1.4 分盐后的母液 CODCr应控制 6000mg/L～30000mg/L，经杂盐干燥固化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或

厂家处理。

5.3.1.5 结晶与分盐可与烧碱或纯碱生产工艺相耦合，将含氯化钠的饱和溶液在精制后直接回用于烧

碱或纯碱生产，降低能耗。

5.3.2 多效蒸发（MED）

5.3.2.1 多效蒸发是将多个蒸发器串联，将前效的二次蒸汽作为下一效加热蒸汽的串联蒸发操作。在多

效蒸发中，各效的操作压力、相应的加热蒸汽温度与溶液沸点依次降低。

5.3.2.2 蒸发器后宜配置分离器（结晶器）、稠厚器、离心机等进行固液分离。离心母液则根据水质情

况选择性回到系统或者排出系统外至母液干化等装置。

5.3.2.3 蒸发效数宜采用 2～4效，蒸发温度宜控制 50℃～120℃，为降低能耗，可配置真空系统将蒸

发压力降低至-50kPa～0kPa。
5.3.2.4 进入多效蒸发器的高盐废水的碱度应小于 100mg/L，浓缩液的硬度应小于 2000mg/L，尽量减

少结垢的产生。

5.3.2.5 加热蒸汽的冷凝水和废水蒸发的冷凝水应根据水质情况进行分质回收。

5.3.2.6 浓盐水进入蒸发器前，可采用回收的冷凝水进行预热，进一步回收能量。

5.3.2.7 为提高热能的分级利用效率，可与相变换热效率较高的降膜蒸发器联用，利用降膜蒸发器将高

盐废水浓缩至盐饱和或接近饱和，再采用强制循环蒸发结晶制盐。

5.3.2.8 多效蒸发的工艺流程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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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多效蒸发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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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机械式蒸汽再压缩(MVR)

5.3.3.1 机械蒸汽再压缩式（MVR）蒸发器，是将二次蒸汽经压缩机压缩后，压力、温度升高，热焓

增加，然后再回送到蒸发器的加热器当作加热蒸汽使用的一项节能技术。

5.3.3.2 机械蒸汽再压缩式（MVR）蒸发器后宜配置分离器（结晶器）、稠厚器、离心机等进行固液

分离。离心母液则根据水质情况选择性回到系统或者排出系统外至母液干化等装置。

5.3.3.3 蒸发温度宜控制 70℃～120℃，为降低能耗，可配置真空系统将蒸发压力降低至-50kPa～0kPa。
5.3.3.4 进入多效蒸发器的高盐废水的碱度应小于 100mg/L，浓缩液的硬度应小于 2000mg/L。
5.3.3.5 可将多台机械蒸汽再压缩式蒸发器串联，组成双效或多效机械压缩蒸发工艺。

5.3.3.6 加热蒸汽的冷凝水和废水蒸发的冷凝水应进行回收，回收的冷凝液可用于浓盐水进入蒸发器

前的预热，进一步回收能量。

5.3.3.7 多效蒸发的工艺流程见图 16。

分离器

去干燥

冷凝水罐

预热器

回用

离心机

浓水进料

母液干化

母液罐

稠厚器

开工加热蒸汽

加热器

压缩机

真空

图 16 机械式蒸汽再压缩（MVR）工艺流程图

5.3.4 膜蒸馏（MD）

5.3.4.1 膜蒸馏（MD）是一种采用疏水微孔膜以膜两侧蒸汽压力差为传质驱动力的膜分离过程，膜

两侧是不同温度的水溶液，由于膜的疏水性，两侧的水溶液均不能透过膜孔进入另一侧，但由于暖侧水

溶液与膜界面的水蒸汽压高于冷侧，水蒸汽就会透过膜孔从暖侧进入冷侧而冷凝，完成蒸发、传质、冷

凝的过程。

5.3.4.2 膜蒸馏的操作温度宜控制 60℃～90℃，可以利用太阳能、地热、温泉、工厂的余热和温热的

工业废水等廉价能源进行加热。

5.3.4.3 膜蒸馏系统应综合考虑热能回收，提高热效率。

5.3.4.4 膜蒸馏的工艺流程见图 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å¾®å�è��/71711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å��å��å·®/69378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ä¼ è´¨/106094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é©±å�¨å��/64028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è��å�/127322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æ°´è�¸æ±½/26441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å·¥ä¸�åº�æ°´/108635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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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膜蒸馏（MD）工艺流程图

5.3.5 冷冻结晶

5.3.5.1 通过降低废水母液的温度，使废水母液产生过饱和析出晶体，实现不同液体组分分离的过程。

由 NaCl-Na2SO4-H2O三元体系相图可知，当温度低于 17.97℃体系相 Na2SO4的溶解度随温度的降低大

幅降低，当温度低到-5℃溶时达到最低点，绝大多数的 Na2SO4以 Na2SO4·10H2O（俗称芒硝）的形式结

晶而出，达到分离的目的。

5.3.5.2 在冷冻结晶工艺中，将含有大量硫酸钠的浓盐水送入冷冻结晶器，通过循环水及母液预冷后

进入冷冻结晶器，在冷冻结晶器中以冷媒作为冷源，物料经换热后在冷冻结晶器育晶室中产生芒硝晶浆。

固液比达到 15%左右的料液在芒硝增稠器中进行沉降，固含量浓缩至 30%～50%左右时转入芒硝离心机

进行固液分离。

5.3.5.3 离心后的芒硝需要加水溶解，经蒸发重结晶，获得工业硫酸钠产品。

5.3.5.4 冷冻结晶工艺中进水 pH 宜控制 6～10，浓缩液的硬度应小于 2000mg/L，冷冻温度为 0℃～

15℃。

5.3.5.5 应对冷芒硝清液（母液）应进行能量回收，宜用于与进料发生二级预冷后再排出至后续处理

系统。

5.3.5.6 如冷冻结晶的来料温度较高时，可以采用两级冷冻结晶器，一级结晶器宜以二级冷冻母液作

为冷源进行冷冻结晶，有利于降低能耗。

5.3.5.7 冷冻结晶器可采用绝热闪蒸或间壁式直接冷冻。硫酸钠量不低于 1t/h 时，宜采用绝热闪蒸。

采用间壁式直接冷冻时，应考虑其易结垢的影响，宜设置备用间壁式冷冻换热器。

5.3.5.8 冷冻结晶工艺流程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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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机组换热器循环水

离心机增稠器

预冷器 母液预冷器 结晶器

去后续处理

去重结晶母液罐

进料罐

图 18 冷冻结晶工艺流程图

6 二次污染控制

6.1 废水

在资源化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按水质进行分质回收，水质满足循环使用要求时可直接回用于

生产工艺中，不能满足循环使用要求的，应根据水质情况送各单元处理后循环回用。

6.2 废气

对资源化利用过程中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无害化处理，排放应符合 GB 31571的要求。

6.3 废渣

在资源化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应按 GB 5085.7的规定进行鉴别，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应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无害化处理或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危险废物处理机构

进行处理；

b）经鉴别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应按 GB 18599的要求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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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推荐的处理工艺

图A.1-图A.3给出了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处理3种技术推荐工艺流程，产品水全部回收回

用于循环冷却水系统，副产工业氯化钠和工业硫酸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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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煤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及资源化利用热法结晶技术推荐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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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3 当反渗透膜运行压差升高10%或者产水率降低10%时，应进行在线化学加药清洗，清洗后系统重新投入使用
	5.2.4.4 采用反渗透膜技术一次分离产水率或盐的浓缩率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多段串联工艺，每段的有效横截面积递减
	5.2.4.5 反渗透工艺流程见图11。

	5.2.5 高效反渗透（HERO）
	5.2.5.1 高效反渗透是在高pH值环境下运行，废水中的有机物、硅溶解性提高，微生物的活性降低，反渗透膜耐颗粒、
	5.2.5.2 高效反渗透工艺一般用于常规反渗透的浓水的进一步浓缩，尤其适合硅含量高的废水处理。
	5.2.5.3 采用高效反渗透技术时，需对进水预处理，采用弱酸氢离子交换树脂，去除水中的碳酸盐硬度和碱度，并设置脱
	5.2.5.4 预处理后的废水采用氢氧化钠将高效反渗透（HERO）进水的pH调整到10.0左右，但浓水侧pH值最高
	5.2.5.5 高效反渗透工艺运行期间不需过多的投加化学药剂（阻垢剂），不需设置复杂的清洗工艺，但需每年进行一次化
	5.2.5.6 高效反渗透（HERO）工艺流程见图12。

	5.2.6 碟管式高压反渗透（DTRO）
	5.2.6.1 碟管式反渗透是反渗透的一种形式，是专门用来处理高浓度污水的膜组件，其核心技术是碟管式膜片膜柱。把反
	5.2.6.2 碟管式反渗透组件采用开放式流道设计，膜片与支撑导流盘间的空间高度为2.5mm，可有效的防止物理堵塞
	5.2.6.3 可采用带凸点支撑的导流盘，最大程度的减少碟管式反渗透膜表面结构、污染及浓差极化现象的产生。
	5.2.6.4 根据浓缩倍率的要求，碟管式反渗透组件可在高压下运行，操作压力可按照7.5MPaG、9.0MPaG、
	5.2.6.5 碟管式反渗透膜运行压差升高10%或者产水率降低10%时，应进行在线化学加药清洗，清洗后系统重新投入
	5.2.6.6 碟管式反渗透工艺流程见图13。

	5.2.7 高盐反渗透（HSRO）
	5.2.7.1 高盐反渗透为一组膜浓缩系统，由一系列可控盐通量HSRO膜元件组成，由梯度浓缩代替一步浓缩。
	5.2.7.2 高盐反渗透运行压力不宜超过7.0MPaG。
	5.2.7.3 高盐反渗透浓缩的极限可以达到140000mg/L，并随级数的增加而增加。
	5.2.7.4 高盐反渗透工艺流程见图14。


	5.3 结晶与分盐单元
	5.3.1 一般规定
	5.3.1.1 浓缩后的浓盐水结晶技术有多效蒸发、机械压缩蒸发、膜蒸馏、冷冻结晶等。
	5.3.1.2 根据高盐废水中无机盐的特点以及最终盐产品的资源化去向，选择结晶与分盐的技术，可采取多种蒸发结晶的耦
	5.3.1.3 根据废水中无机盐的析盐规律，可采取分步分盐的工艺路线。
	5.3.1.4 分盐后的母液CODCr应控制6000mg/L～30000mg/L，经杂盐干燥固化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5.3.1.5 结晶与分盐可与烧碱或纯碱生产工艺相耦合，将含氯化钠的饱和溶液在精制后直接回用于烧碱或纯碱生产，降低

	5.3.2 多效蒸发（MED）
	5.3.2.1多效蒸发是将多个蒸发器串联，将前效的二次蒸汽作为下一效加热蒸汽的串联蒸发操作。在多效蒸发中，各效的操
	5.3.2.2蒸发器后宜配置分离器（结晶器）、稠厚器、离心机等进行固液分离。离心母液则根据水质情况选择性回到系统或
	5.3.2.3蒸发效数宜采用2～4效，蒸发温度宜控制50℃～120℃，为降低能耗，可配置真空系统将蒸发压力降低至-
	5.3.2.4进入多效蒸发器的高盐废水的碱度应小于100mg/L，浓缩液的硬度应小于2000mg/L，尽量减少结垢
	5.3.2.5加热蒸汽的冷凝水和废水蒸发的冷凝水应根据水质情况进行分质回收。
	5.3.2.6浓盐水进入蒸发器前，可采用回收的冷凝水进行预热，进一步回收能量。
	5.3.2.7为提高热能的分级利用效率，可与相变换热效率较高的降膜蒸发器联用，利用降膜蒸发器将高盐废水浓缩至盐饱和
	5.3.2.8多效蒸发的工艺流程见图15。

	5.3.3 机械式蒸汽再压缩(MVR)
	5.3.3.1 机械蒸汽再压缩式（MVR）蒸发器，是将二次蒸汽经压缩机压缩后，压力、温度升高，热焓增加，然后再回送
	5.3.3.2 机械蒸汽再压缩式（MVR）蒸发器后宜配置分离器（结晶器）、稠厚器、离心机等进行固液分离。离心母液则
	5.3.3.3 蒸发温度宜控制70℃～120℃，为降低能耗，可配置真空系统将蒸发压力降低至-50kPa～0kPa。
	5.3.3.4 进入多效蒸发器的高盐废水的碱度应小于100mg/L，浓缩液的硬度应小于2000mg/L。
	5.3.3.5 可将多台机械蒸汽再压缩式蒸发器串联，组成双效或多效机械压缩蒸发工艺。
	5.3.3.6 加热蒸汽的冷凝水和废水蒸发的冷凝水应进行回收，回收的冷凝液可用于浓盐水进入蒸发器前的预热，进一步回
	5.3.3.7 多效蒸发的工艺流程见图16。

	5.3.4 膜蒸馏（MD）
	5.3.4.1 膜蒸馏（MD）是一种采用疏水
	5.3.4.2 膜蒸馏的操作温度宜控制60℃～90℃，可以利用太阳能、地热、温泉、工厂的余热和温热的
	5.3.4.3 膜蒸馏系统应综合考虑热能回收，提高热效率。 
	5.3.4.4 膜蒸馏的工艺流程见图17。

	5.3.5 冷冻结晶 
	5.3.5.1通过降低废水母液的温度，使废水母液产生过饱和析出晶体，实现不同液体组分分离的过程。由NaCl-Na2
	5.3.5.2 在冷冻结晶工艺中，将含有大量硫酸钠的浓盐水送入冷冻结晶器，通过循环水及母液预冷后进入冷冻结晶器，在
	5.3.5.3 离心后的芒硝需要加水溶解，经蒸发重结晶，获得工业硫酸钠产品。
	5.3.5.4 冷冻结晶工艺中进水pH宜控制6～10，浓缩液的硬度应小于2000mg/L，冷冻温度为0℃～15℃。
	5.3.5.5 应对冷芒硝清液（母液）应进行能量回收，宜用于与进料发生二级预冷后再排出至后续处理系统。
	5.3.5.6 如冷冻结晶的来料温度较高时，可以采用两级冷冻结晶器，一级结晶器宜以二级冷冻母液作为冷源进行冷冻结晶
	5.3.5.7冷冻结晶器可采用绝热闪蒸或间壁式直接冷冻。硫酸钠量不低于1t/h时，宜采用绝热闪蒸。采用间壁式直接冷
	5.3.5.8 冷冻结晶工艺流程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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