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环境技术进步奖公示材料 

项目名称 城市入河污染负荷测算及岸坡净化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要完成单位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水务局 

主要完成人 

冒建华，董月群，陈鑫，安莹玉，薛晓飞，莫元

敏，何洪昌，赵媛，王庆凯 ，刘玉龙，李頔，史

雪飞，钱玉东，张明明，任义 

项目简介 

研发背景：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

条”）的有力执行，我国直排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

制，雨季面源及合流制溢流（CSO）污染成为河流

水 系的主要污染源，主要发达地区城市水污染治

理重心逐步由点源排放治理过渡到面源、溢流污染

治理。准确的计算城市排水系统入河水量是实施溢

流污染控制管 理的基础和关键，而结合岸坡治理

的基于输移过程控制措施是面源污染控制的有 效

措施之一。  

主要技术内容及成果水平：本课题围绕国家水

环境治理重大科技需求，立足 于易操作、低碳的

技术发展思路，遵循“源-迁移-汇”逐级控制理念，

于“源” 及“迁移”两方面结合物联网、GIS、模拟仿

真、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开发坡 面雨水径流自

动采样装置，并提出基于 GIS 平台和开源数据的

城市排水系统入河 水量计算方法及基于物联网监

测数据的管网水量计算模型，实现数据有限条件下 

的区域排水系统溢流测算及分析，为厂网河一体化

系统调控提供数据基础；对入 河面源污染进行拦

截净化，形成与岸坡环境结合的“点-线-面”净化技



术。最终 建立集溢流污染评估、岸坡面源污染净

排一体整装成套技术，为保障城市高品质 水生

态、水环境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技术创新

性建立了一套基于径流输 移过程的面源污染截留

系列技术。项目河岸雨水径流净化控制投资建设成

本低于 1000 元/m，在常规降雨条件下，面源污染 

SS 削减率不低于 75%，N 类污染物截 留 20%以

上，P 类污染物截留 30%以上，可达到《海绵城市

建设评价标准》。 项目成果获得发明专利 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形成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 各 

1 项，项目入选生态环境部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

目录。  

推广应用情况及效益：该项目成果成功应用于

北京市副中心雨污合流管网改 造工程（河西片

区）项目、北京市通州区七级村河黑臭水体治理项

目中得到应用， 广泛应用于华北、华中、华南等

地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近三年销售 2.98 亿 

元，显著提高了我国溢流污染及面源污染控制技术

水平，为我国水环境污染治理 提供了技术保障。 

 

 

 

 

 

 

 

 



项目名称 
双碳战略下污染场地安全利用与价值重塑全过程低

碳关键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高能时代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

业农村 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北京北投生态环

境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钟茂生，马杰，尧一骏，姜林，苗竹，周友亚，张

文毓，魏国，王世杰，康日峰，倪鑫鑫，韩丹，方

华祥，方英，徐剑锋 

项目简介 

研发背景：据统计我国约有 100万块污染场地，

实现安全再利用可提供至少 1000 万公顷优质建设

用地，重塑 场地价值。修复与管控是主要措施，但

“挖-运-烧”等传统粗放模式能耗高、碳排放大，未与

再利用方案深度融合的风险管控长效性无保障，存

在环境隐患。因此，研发污染场地安全再利用与价

值重塑全 过程低碳技术能为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提供重要支撑。  

主要技术内容及成果水平：场地中污染物的界

面分配、赋存形态及跨介质输移等环境行为决定了

风险水平、修复管控工程量及技术选择，进而决定

效果与碳排放量。团队以“精细评估风险实现源头削

量减碳-精准高效修复实现 过程减污降碳-近自然

长效管控实现生态固碳”的全链条思路持续攻关，

（1）阐明了典型污染物在场地 中的赋存形态及其

多介质界面非线性分配与跨介质输移反应机理，为



精细评估、精准修复与长效管控 提供理论支撑；（2）

研发了米级尺度“水-土-气”耦合的污染三维精细刻

画技术，创建了基于污染物 “形态归趋-有效暴露剂

量”的风险精细评估方法，提高精度 1~2 个数量级，

降低不必要的修复，实现源头减碳 30%以上；（3）研

发了定深靶向精准加热与智能温控的节能热修复及

增溶强化传质、双药剂协同余热提速反应的高效氧

化技术装备，节能增效降碳 30%以上，实现修复过

程减污降碳高效协同；（4）开发了物理生物机制耦

合的生态阻控与“GIS+3D”多介质联动智慧监控融合

的长效生态管控技术，打造 了自然恢复与文化价值

重塑深度融合的风险长效管控“绿心模式”，较传统

修复减碳约 60 万吨，首年固 碳 2000 余吨，全生

命周期预计生态固碳约 30万吨。 成果获专利 82项

（含发明 30项），发表 SCI 论文 70篇（中科院一

区 30篇），形成标准 24项，获软著 9项，入选国家

污染防治先进技术目录 1 项，获新技术新产品认证

4项。在全国 200 余个场地进行 应用，累计修复

土壤近 200万立方、地下水 40余万立方，300余万

平米污染土地实现安全利用，累计减碳 200 余万

吨，预计土地增值 100 余亿，为双碳战略下污染场

地安全利用与价值重塑提供了绿色低碳技术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