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题内容：
征文主题为“普查数据如何审”，旨在征集各地对普查数据审核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二、活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9月 15日结束。
三、来稿要求：
1.来稿应论点明确，文字规范，数据准确，层次清晰，字数在 2000 字以内。
2.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3.投稿邮箱：wwpcxyc@163.com。
特别注意：请在来稿中附上姓名、单位、邮寄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一旦文章获奖，主办方将
寄送获奖证书和奖品。
4.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联系人：郭婷 宋杨 电话：010-67118620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依据《全国污染源
普查条例》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调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
阶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是为
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家底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2019 年是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收官之年。改善环境质量、服务
管理决策，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能否实现，数
据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普查数据审核，层层把关，严格验
收，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为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开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生态环境部批
准，现决定开展“普查数据如何审”征文活动。此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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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我的酸？谁要我的盐？
我国废酸废盐涉及行业众多，违法倾倒案件多，资源化利用出路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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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酸废盐倾倒重点案件（不完全统计）

废酸废盐，名字平平常常，却出生复
杂 。 因 为 他 们 来 源 于 不 同 行 业 ，成 分
复杂，而且不少是危废。

记 者 了 解 到 ，废 酸 废 盐 具 有 来 源
广 、行 业 散 的 问 题 ，以 废 酸 为 例 ，废 酸
产 生 行 业 广 泛 、企 业 众 多 ，总 量 大 、分
布 广 、毒 性 强 、管 理 难 。 除 钛 白 粉 、芳
烃 硝 化、染 料、石 油 加 工、钢 铁 酸 洗、纤
维 工 业 等 重 点 行 业 产 生 废 酸 外 ，其 他
许 多 化 工 产 品 生 产 时 往 往 都 有 废 酸 产
生，而且非常分散。

在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固管中心）危废管
理技术部主任郑洋眼中，废酸废盐是危废
处置的难点，他特别强调，废酸废盐不能
当同一种东西来看，要区分不同的行业。

同样的名字不一样的危害
对废酸要分类施策，管住该管

的，能梯级利用的利用

据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初步估计，2016
年中国废硫酸产生量达 7000 万吨以上，
此外，还有 1 亿吨、两亿吨的说法，而此前
环比统计的数据数量相对较少。那么，关
于废酸的数据统计，为何差异这么大？

首先在于认定，郑洋分析指出，硫酸
工业协会的统计是从硫酸的用量来推算
的，但生产后出来的废酸不一定都是危
废。主要分为 4 部分，一部分是危废；一
部分可以降级使用；一部分进入产品中；
还有一部分进入废水，成为酸性废水，这
也不是废酸了。所以截至目前，废酸到底
是多少，没有明确的数据。他建议，以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为契机，摸清废酸的
产生情况和流向，对废酸、工艺过程酸与
含酸废水加以界定。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各地涉及
废酸偷排、倾倒、转移的违法案件特别多，
这是因为硫酸产品价格低，而废硫酸利用
处置费用较高，导致企业铤而走险，大量
偷排废硫酸，甚至是有组织偷排。

郑洋介绍说，每年固管中心收集、统
计中国环境报等相关媒体报道的废酸违
法案例，发现这个比例非常高，占危废违
法前 5 名。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类是
对没有利用价值的废酸非法倾倒；另一类
是虽有利用价值，却没有好好用。为此，
他指出，下一步要打击非法倾倒的企业，
把他们管起来；推动制定废酸管理指南及
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根据废酸的来源及
所含杂质明确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限值。

据介绍，废酸来源复杂、成分复杂，相
应的处理方式也差异很大，对废酸要分类
施策，管住该管的，能梯级利用的建议不
要叫成废酸；成分相对简单的，污染物质
容易去除的，可以再生；含重金属的废酸，
需要关注；杂酸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置；酸
性废水是污水不是废物。

下游谁要我的盐？
废盐可以做成产品回用到氯碱

行业中，但需要担不可知的风险，经
济性很低，行业没有动力

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都意识到，在目
前的标准体系下，废酸废盐资源化依然找
不到出路。以废盐为例，虽然可以资源
化，但下游不愿接收，“这是从废盐中来
的，我不知道是否安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所副研究
员杨玉飞认为，目前废酸、废盐如果做成
生产原料，除了质量标准外，污染控制方
面还缺乏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此外，还涉
及产品的风险评估。

记者了解到，氯化钠最大的使用单位
是氯碱行业，废盐副产品最合适是回到氯
碱去，但氯碱行业没有动力。潍坊润丰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志清介绍说，
盐的成本在氯碱行业只占 10%，对行业成
本影响占比小。而离子膜烧碱仅更换离
子膜就要数千万元，使用寿命只有 2 年-3
年，加上盐的杂质对离子膜有没有影响，
目前还不可知。所以担着不可知的风险，
用着经济性很低的产品，行业显然没有动
力，都不愿意使用。

经过多年攻关，润丰化工终于研发出
利用玻璃窑炉熔融法处置废盐，可以把废
盐中的有机物去除，做成副产品，且通过
了常规指标的检测。但副产品给谁，这是
个问题。

“下游谁接收这些盐？盐到底往哪里
走？”李志清说，”目前因为产量小，用作融
雪剂，但融雪剂可消耗的量很小，也不是
长久之计。”

在近日由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危险废
物处置利用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很
多企业表达了这样的急迫和焦虑。企业
把废盐做成产品了，废盐最合适回到氯碱
行业去，但现实是，工业盐本来就很便宜，
氯碱行业不愿用。

资源化出路何在？
将制定废酸废盐管理指南及重

点技术规范，同时开展废酸废盐试
点项目，以点带面

怎么能让氯碱行业有动力，愿意接收
这种盐？废酸废盐资源化之路在哪，是相
关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李志清呼吁，能不能从国家层面引导
要做哪些鉴定、怎么追溯，承认这是产品，
让氯碱行业有动力接收回用盐。不能说
是从危废中来的，就认为还是危废。

山东创蓝垚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在军多年来一直研究废酸废盐，与
大家分享了多年来废酸、废盐资源利用的
研 究 成 果 ，包 括 废 硫 酸 生 产 镁 化 工 产
品 、重 金 属 土 壤 调 理 剂 ，脱 硫 镁 渣 的 资
源 利 用 以 及 富 氧 煅 烧 处 理 废 盐 等 多 项
技术。他指出，有一些废酸可以是其他
工厂的原料，这样既能逐渐减少废物，又
能节省资源。

“相关的技术及产品标准等问题都是
可以解决的。”王在军建议，是否可以参考
水泥窑协同处理危废的模式，由氯碱厂、
纯碱厂协同处理废盐，这样最终产品的质
量由氯碱厂、纯碱厂自己把控，收益也归
氯碱厂、纯碱厂，这样会增加氯碱厂、纯碱
厂处理废盐的动力。

南京护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也自主
开发了资源化利用热镀锌废酸液的新技
术，可以在几乎没有铁损耗的情况下，将
锌化合物从废酸液中分离出来，并制成符
合工业标准的金属锌。不仅回收了有价
金属，消除了锌对环境的危害风险，废酸
液也可以加工成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工
业净水剂。

郑洋指出，下一阶段危废管理将进一
步聚焦到产生量比较大的、技术要求比较
高的领域，像废酸废盐这种污染治理技术
标准不规范、堆存量很大、没有地方去的
危废将是下一步危废管理的重点，特别是
提高分类管控的要求。目前固管中心已
经在推动废酸废盐管理指南及重点技术
规范的制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中国物资
再生协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工作委员会
会长陈悦才表示，协会将开展废酸废盐试
点项目，以点带面，帮助企业从工艺、设
备、攻克关键技术、产学研交流与合作等
方面寻求突破，并在固管中心支持下，建
立完善的管理指南、技术规范、标准体系，
解决困扰企业的废酸、废盐资源化利用，
实现治污增效的双赢，为中国的绿色化工
做贡献。

2013年江苏泰兴1.7万吨废硫酸倾倒污染案

江中化工公司、鑫源化工贸易公司、全慧化工贸易公司 7 个月
内共向如泰运河倾倒盐酸达 17088.74 吨。涉案的 l4 人全部归案，
江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赔偿环境修复费超过 1.6亿元。

腾格里沙漠违法排污事件

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从 1998 年建厂到 2014 年停产，累计向
河溪排放了 150 万吨-225 万吨废硫酸、112.5 万吨-150 万吨硝化
母液，填埋了 15万吨-19万吨危险废物。

2015年山东章丘向矿坑倾倒废酸案

此案件致4人死亡。有NGO对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6家涉
案企业支付因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给环境造成损害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以鉴定评估机构评估数额为准），用于对当地受到污染的环境进行生
态修复。案件依法刑事处理25人，涉事企业被追偿2.3亿元。

2017年河北无极倾倒废盐酸案

案件涉案企业为石家庄市藁城区河北佳诚化工有限公司，倾倒的
废液为公司生产盐酸、次氯酸过程中产生的废液，主要成分是盐酸、次
氯酸等。案件致5人死亡、两人受伤，案发后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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