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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编号：ZB1303TJ 

项目名称 厢式耐压弹性软框压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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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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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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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活垃圾能源化与资源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本研究团队从 1990 年代初即率先在生活垃圾安全处置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与应用工作，并取得

以下三方面创新性成果。（1）源头分类分流减量与废物回收方面，研发了混合生活垃圾源头脱水、精准

机械分选等技术，降低了末端处置量。（2）卫生填埋方面，持续监控了大型填埋场生活垃圾降解规律，

在欠缺标准和实例历史条件下，提出了适应于高污染、高不稳定沉降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水平防渗与垂直

防渗系统设计依据；研发了填埋场甲烷控制、渗滤液处理、矿化垃圾利用、恶臭和蚊蝇控制等关键技术，

提高了填埋气能源化利用率，实现了可持续生活垃圾填埋处置与资源化。（3）焚烧发电方面，开发了适

合我国垃圾特点的高效焚烧发电技术，包括高效燃烧空气分配技术、加长型炉排系统和三段 L 型往复式

机械炉排、烟气净化、飞灰固化与稳定化、炉渣脱氯与利用等，实现了焚烧厂长时间、高效率稳定运行。

研发成果已在 68 座卫生填埋场、31 座焚烧厂得到直接应用。截至 2011 年，共处理生活垃圾 3.98676 亿

吨，实现甲烷减排 1300 万吨，回收塑料等可用物资 38 万吨，应用范围覆盖我国 25 省市，累计总产值

140.55 亿元。发表论文 253 篇，其中 SCI 论文 60 篇（IF 3.0 以上 22 篇）；编著学术专著、著作和教材

24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3 项，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事业的发展、城市环境卫生面貌的改善、

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做出重要贡献。 
 
2 污泥化学调理与深度脱水 
针对近年来污泥深度脱水、处置与资源化等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技术难题，课题组开展了高性能、低

成本、高效减量化的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新技术研发工作。（1）以工业废物冶金废渣、矿业废物和能源灰

渣等为骨料复配、合成具有对胞外聚合物专一破坏和和高效降解的新一代高效M1 化学调理剂，系统建

立了以高性能铝酸盐（12CaO·7Al2O3）为骨料的高效污泥驱水剂的制备与合成工艺，探索了Fe(II)-过硫

酸盐（Na2S2O8）耦合的污泥深度氧化脱水新技术。（2）突破传统压滤机设计观念，开发了模块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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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弹性耐压压榨脱水重大机械装备，实现了滤室内污泥的高度压榨和内部水的快速释放。在此基础上，

结合研发的固化驱水剂，形成了化学调理与弹性耐压碳纤维隔膜压榨深度脱水关键集成技术，通过 30
分钟调理，90 分钟软框压榨，污泥含水率可快速降低至 45-48%，风干 2 天后，含水率约 25-30%，脱水

污泥可作为燃料等资源化利用。（3）开发了超低含水率污泥固体燃料制备新技术，通过柔性固化剂和增

值助燃剂改性、太阳能生态风干和干化污泥粉末化预处理等工艺，提高污泥滤饼热值（>2000 kcal/kg），
实现了污泥的生态高效焚烧和生物质能源的全量资源化利用。（4）提出了污泥与矿化垃圾混合填埋－矿

化污泥开采利用－填埋场循环使用的新理念；开发矿化垃圾改性污泥新技术，实现污泥安全卫生填埋和

填埋场的循环可持续使用；通过污泥的矿化过程、腐殖化过程、生物毒性和表面沉降的变化规律描述，

全面系统地表征了污泥在填埋场中的稳定化过程；建立了填埋污泥稳定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矿化

污泥的开采与循环利用（覆盖土和封场土等）提供理论基础；形成了矿化污泥开采技术指南，规范了矿

化污泥开采、污泥生物反应器填埋场的可持续循环填埋工艺过程，确保了矿化污泥的开采和利用过程中

的安全性和合理性。（5）设计、运行了日处理 3000 吨城市污泥的污泥脱水与固化-养护-安全卫生填埋-
沼气发电工程，研发出一整套的填埋库区和沼气管道的设计与施工技术、填埋气高效收集与利用技术，

形成了集固化-养护-安全填埋-沼气发电为一体的污泥规模化消纳与资源化利用新技术，为城市污水污泥

的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再利用提供重要工程技术参数。研发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无锡、上海（老港、南汇

和金山）、哈尔滨、昆明等城市 250 万吨污泥的安全处置工程。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SCI论文 11 篇；

编著学术专著、著作 7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 项。 
 
3  大宗碱溶性金属废物碱介质提取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 
课题组根据锌铅钨钼等碱溶性金属可在强碱性溶液中高效选择溶解的特性，研发了大宗碱溶性金属

废物碱介质提取关键技术。（1）提出了机械活化转化浸出硫化锌、水解-熔融处理铁酸锌、挥发富集含

钼尾矿的处理方法，系统研究了锌铅钨钼等碱溶性金属废物在碱介质体系中选择性浸出热力学和动力学

规律，浸出率提高到 98％以上，解决了废物中难溶硫化物、铁酸盐等的浸出难题。（2）发明了锌铅钨

钼等碱溶性金属浸出体系中锌、铅、铜、铁、砷、磷等元素深度分离的复合配方，包括针对锌、铅碱性

浸出体系的硫化钠基分离剂和针对钨、钼浸出体系的伯胺-磷酸三丁酯协同萃取剂、离子及胶体吸附浮

选药剂，实现了有价碱溶性金属与杂质元素的定量分离，解决了杂质对碱介质电解生产高品位金属锌粉

的严重干扰和沉淀法分离钨和钼酸盐溶液中磷、砷和硅杂质而导致的钨和钼损失大等重大技术难题。（3）
研发了锌、铅等碱溶性金属在碱介质中的电解技术，发明了在电解过程中锌粉或铅粉可自动脱落的阴极

板和锌粉深度细化的机械设备，实现了锌粉电解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开发了基于微量阻燃剂配方的锌粉

清洗技术，解决了锌粉清洗过程中易燃的核心问题；集成和优化了废物原料预处理、浸取、净化、过滤、

电解、产品洗涤、真空干燥、电解贫液再生与循环使用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节能 20-30％，实现了大规

模工业化应用。生产过程中无废气排放，生产用水全部闭路循环，废渣为一般废物，可作为建材原料用

于厂区建设等。技术成果应用和产业化 9 年来，在全国相继建成运营了 9 家 1500～8000t/a 规模的碱溶

性金属废物资源化生产线，年处理废物 200 万吨以上。目前已无害化处理废物 1100 万吨，生产锌和铅

粉 16 万吨；发表论文 61 篇，其中 SCI 及 EI 收录 30 篇；出版专著 1 部、高等学校教材 3 部、学术著作

15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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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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泥是城市污水、工业废水中污染物转移后的载体，污泥处理处置是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污水处理设施不断完善，污水处理率逐年提高和处理程度的深化，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处置

问题日益显著，目前，我国污水处理厂每年排放的污泥量(干重)约 140 万 t，且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

增长。近年来 ，我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在污泥处理处置技术领

域取得了一定的科技成果，并逐步制定和完善了“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最佳可行技术导则”、“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政策指出：地方人民政府是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规划和建设的责任主体；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运营单位

负责污泥的安全处理处置。城镇污水处理厂新建、改建和扩建时，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应与污水处理设施

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投入运行。污泥处理必须满足污泥处置的要求，达不到规定要求的项目不能

通过验收；目前污泥处理设施尚未满足处置要求的，应加快整改、建设，确保污泥安全处置。 
导则中规定：污泥处置分类包括（1）土地利用（2）填埋（3）建筑材料利用。污泥处理处置的目标

是实现污泥的减量化、稳定化和无害化；鼓励回收和利用污泥中的能源和资源。坚持在安全、环保和经

济的前提下实现污泥的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达到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 
随着污泥处理处置相关的一系列规划出台，技术政策和技术标准逐渐完善，根据国家环保部（环办

[2010]157 号）《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中的要求，遵循污泥处理处置减量

化、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原则，污水处理厂以贮存（即不处理处置）为目的将污泥运出厂界的，

必须将污泥脱水至含水率 60%。同时污泥土地填埋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而目前污泥多采

用机械浓缩脱水后，污泥含水率为 80%左右，后续干化等措施费用较高，送至制砖厂或做其他建材利用

成本较高，同时企业也不愿意接收含水率较高的污泥。因此急需对污泥进行深度脱水，解决污泥出路问

题；同时污泥含水率通过深度脱水由目前的 80%降为 60%以下，污泥体积减少 50%，也将使污泥外运

成本以及最终处置成本大大降低。尽快实施污泥深度处理处置工程刻不容缓。 

 

图 1 污泥深度脱水工艺流程图 

 
污泥深度脱水项目的建设，将最大限度地使污泥稳定化、减量化、无害化，避免污水处理厂污泥对

环境的二次污染。本项目的建设，采用科学合理的深度压滤方案使污泥含水率从目前的 80%降至 60%
以下，使得污水处理厂每日外运污泥量削减 50%。而从污泥中去除同样多的水，深度压滤脱水工艺的能

耗要远低于热干化工艺，其初期投资也较最便宜的热干化工艺为低。污泥深度处理后，再进行后续处理，

将大大节约运行能耗，减少投资，响应了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 
本耐压弹性软框压滤工艺不仅可以应用于市政污泥和工业污泥的深度脱水，还可用于河湖淤泥、食

品残渣等高含水率物料的脱水。目前该耐压弹性软框压滤机已成功在多个企业的深度脱水工艺中得到应

用，运营情况良好。 

叠螺式浓缩机 

堆置存放（60%以下） 

反应罐（90%） 

耐弹性软框压滤机 

储泥池 
（污泥含水率 99%） 

PAM 絮凝

 

后续处理 

调理剂 

污泥泵 

污泥泵 



 

 4 

以上海金山区绿邹环保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锦丰污水厂的污泥深度脱水项目为例，该耐压弹性软框

压滤机可以将调理后的含油工业污泥和生活污水厂预脱水污泥压榨至含水率 55%左右，每一班次工作时

间可缩短至 1.5 h 左右，工作效率高，压滤效果好。 
另外，我们已完成了东莞市东坑镇寒溪水航道清淤示范工程。工程结果显示，该耐压弹性软框压滤

机可以高效地完成对河湖淤泥的快速脱水。每一班次工作时间为 1 h，淤泥的含水率可从 90%降至 40%
以下，极大地减小了淤泥的外运体积，削减了运输费用，也扩大了淤泥的后续处理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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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耐压弹性软框压滤机技术特征 
高压压榨机整体外观如图 2 所示，包括法兰连接的进料口（图 a）、支架以及设置于支架横梁上的若

干块滤框和压滤板（图 b）；在横梁一端装有止推板，另一端装有压紧板、油缸顶杆（图 c）、液压站和

油缸缸体。压榨机下部安装有可移动集水托盘（图 d）和泥饼输送皮带（图 e）。采用隔膜泵将调理后泥

浆通过压榨机进料口（图 a）和压榨板中心进料孔输送至压榨机各个滤室；当泥浆充满整个滤室后，液

压站增压，开始过滤压榨。一次压榨完成后，板与框之间的耐压弹性介质为滤室的二次压缩提供空间，

并迅速将液压传递到污泥上，促使污泥快速脱水。为了使滤液能够顺畅快速地排出，提高压榨的效率，

本机除了设有传统压滤板上的通孔，还增大了压榨板上出流通道面积、增加了出流口数量。滤液经由出

流口落入压榨机下部的可移动集水托盘（图 d），汇入滤液槽（图 f）。滤液可循环使用多次，而后纳入

城市排水管网中，或处理后达当地纳管标准后排入排水管网。压榨结束后，启动拉板器）一一拉开板框，

脱水后泥饼自动落入压榨机下部的皮带输送机（图 e），脱水后泥饼外运做最终处置（填埋、焚烧或工

程用土）。 
 

 
 
 
 
 
 
 
 
 
 
 
 
 
 
 
2. 耐压弹性软框压滤机技术优势 
弹性板框压榨机的工作原理和脱水效果不同于普通和已报道的压滤机。本机普通板框压滤机无法增

压、脱水效果差等问题，也解决了隔膜板框压滤机需要向滤板中充入压力介质增压、能耗较大等技术问

题。其优势在于： 
（1）与普通板框压滤机相比 
普通板框压滤机的滤板整体为无弹性硬板，压缩靠紧后无法增压，滤室的压力几乎完全靠污泥泵的

压力提供，然而泵的压力有限（0.6MPa 左右），无法提供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一般只能脱水至 80%左右。

而弹性板框压榨机工作时，依靠弹性介质的伸缩来压榨滤室中的污泥，压缩后可进一步增压至 2~5 MPa，

a b c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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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了滤料的脱水效率，处理能力是传统板框压滤机的 3~5 倍； 
（2）与隔膜板框压滤机相比 
隔膜板框压滤机在滤室充满污泥后，通过往滤板中冲入压力介质（空气、水或油）增压，压缩滤室

体积，提高压力。但需另增一套油压装置，能耗较大，且保压时间较长（4-8h），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弹性板框压榨无需另外的油压设备，完全靠弹性介质收缩来压迫滤室中的污泥，从而降低了能耗，提高

了生产效率（保压 30-50min）。 
（3）设备使用寿命长 
压榨机板框中的弹性介质具有高压缩性，且经久耐用。可有效的避免高压对滤板材料的破坏。 
本机滤板采用金属材质，增加了使用寿命（板框可使用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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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污水处理厂每年排放的污泥量(干重)约 140 万 t，且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隔膜压滤

机是污泥深度脱水市场的主导产品，其市场占有率约为 65%，主要生产企业有山东景津、浙江兴源、台

湾卜力斯、德国帕萨旺等。但隔膜压滤机有其固有的缺陷：需要压力介质、能耗大、运行周期 4~8 h、
工作效率低、板框面积大、占地面积大、板框使用年限较短等。 

新型耐压弹性软框压滤机通过改进板框结构，加入耐压弹性元件，增大了滤室面积，改进了滤液通

道，同样处理能力条件下，本软框压滤机的能耗降低，占地面积缩小了 1/2~1/3，且工作效率提高了 3~5
倍；本压滤机配备了自动拉板、自动卸泥、自动清洗装置，减少了劳动力支出；便捷的控制平台，使得

运行管理难度大大降低。 
本课题组研发的新型耐压弹性软框压滤机克服了普通板框压滤机和隔膜压滤机的诸多固有缺陷，降

低了污泥处理成本，提高了污泥处理效率，引起了众多压滤机生产企业的关注，并在上海、江苏、广东、

黑龙江、云南等多个省市得到应用，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新型耐压弹性软框

压滤机会在污泥深度脱水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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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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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资回收期限（年）。 
 
设备生产所需厂房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所需技工人数不少于 10 人。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 1000

万元。预期投产后三年内年销售值 3000 万元，年产值 2000 万元，年利润 300 万元。投资回收期限 4 年。 
  
  

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合作方式以科技成果转让或技术入股为主。合作方需具备设备生产能力和一定的销售能力。科

技成果转让费用不低于 200 万，技术入股比例不低于两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