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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编号：QT1301HS 

项目名称 城市污染河流水质净化和生态修复

集成技术与成套装置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其它 院校名称 

华东师范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况 

2011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国高

校展区优秀展品三等奖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2009-2011）；上海市科技攻关重

点项目（2006-2008）；上海市优秀

学科带头人项目（2012-2014）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项目可行性报告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黄民生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工程中心主任、环境工

程学科带头人，1996 年获得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博士学位。目前在中国环境学会水环境分会、环境工程

分会、上海市环境工程技术协会、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等机构兼任副理事长、委员、理事、专业委员会

主任等职务。黄民生教授自 1988 年开始从事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

课程教学工作。自 1990 年以来，先后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 50多个，其中包括国家 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上海市科委及建委重大和重点等国家和地方重点重大科研项目。主持编写或合作出版专业教材及

专著 6部，申报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18项，获得优秀教学和科研成果 8项。黄民生教授从 2001年开始

在上海市主持完成了 10 多个城市污染河道治理项目，由他作为核心工程规划和技术应用负责人的上海

市丽娃河综合整治工程于 2004 年底完成了截污、疏浚、内循环、强化净化、护岸修复、生态重建等综

合治理措施，工程实施后该河道由黑臭及富营养化并存的劣 V 类水质改善到 II～IV 类水质，水生生态

系统得到良性恢复，水环境质量开始实现了生态自维持。 

    黄民生教授课题组目前有专职科研人员 15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0 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8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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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该项目以我国“节能减排”、“生态文明”为总体背景，以课题组从 2001年来在我国城市污染河流的

水污染控制、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方向上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为基础，以国家环保和水

务为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开展并完成了 50多个科研课题、10多个工程案例的实施和应用，申请并授

权的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20 多项，出版专著 3 部，发表科技论文 200 多篇。该项目具有

很高的成熟程度，预计产业化周期为 0.5-1年。 

上海市科委（“中心城区河流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课题验收意见，2008年 10月）、普陀

区建委（“工业河深化治理”项目验收意见，2006年 5月）、温州市鹿城区温瑞塘河保护管理委员会（“九

山外河、山下河西段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验收意见）：该项目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

重度污染的城市河流应急治理、城市河流水质净化的生态自维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与国内现有技术相比较，该项目开发了一种集成型污染河道水质净化方法，利用转刷式水面曝气增

氧机的操作平台和动力条件，完成城市污染河流水质净化过程中的加药（混凝剂、吸附剂）、投菌（微

生物菌剂和酶制剂）以及混合（絮体形成）操作，实现了一机多能、节省人工和动力能耗的效果；该项

目开发了一种水环境修复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利用并复合天然矿土、工业废渣和水生植物残体作为原料，

制备出环境友好、生物亲和度高、多孔结构发达、污染物净化针对性强的城市污染河流水环境修复材料，

具有“以废治废”和“持续高效”等优势；该项目开发了一种新型动态循环式生态浮床， 针对普通型

生态浮床因静态环境而造成净化效能低、复氧作用差、生物膜更新慢等不足，在生态浮床床面增加低扬

程、小功率循环水泵，河水提升后依次经过浮床植物种植基、人工填料和植物根系，实现了生态浮床对

重度污染河流水质的动态（强制循环）、多功能（植物吸收、吸附过滤、接触沉淀、生物膜处理）净化

与强化复氧以及生物膜更新。 

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全国城市河流污染现状十分严重，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我国长

三角、珠三角等长江以南地区（经济发达，污染严重，水环境治理的需求广、有条件实施，河网水体密

布），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任务更加急迫、市场更加广大。以上海市为例，按照每条中小型城市

河流（河道）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平均投资（截污、疏浚、水利等工程除外）为 200万元计算，则其市

场规模约为 200亿元。 

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产业化最低投入资

金为 20-30万元，其中，研发投资 5-10万元，生产资料投资 8-10万元，流动资金 7-10万元；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20KW配电容量；厂房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职工数不少于 50人。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年销售值、年利润：500万元、400万元、

100 万元； 

4.投资回收期限（年）：1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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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双方合作采取技术入股的方式，需要合作方承担的经费为 20-30 万元；合作成功后，承诺对企业

提供 2-3年的后续技术服务。 

其他要求（双方）： 

1）新工艺深度开发与完善，新材料和新装备的大规模生产； 

2）工程示范和推广应用； 

3）工程或行业规范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