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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put forward about pretreatment index,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reduce the cos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effectively meet the current heavy pollution industry wastewater treatment 
demand, in the past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wastewater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 
after the enterprise and treatment plant for secondary centralized treatment, to ensure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can discharge, to 
form a secondary centralized treatment mode. However, this mode also needs point supervision, such as various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are imperfect, need to strengthen attention to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the current secondary centralized 
treatment to a treatment,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mechanism, formulate relevant standards, through policy and economic means 
to regulate the enterprise wastewater discharge behavior, based on this paper mainly talk about th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wastewater centralized treatment mode and polic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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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印染行业中提出了关于预处理的指标，旨在提高废水处理质量和效果，降低废水处理成本，有效满足当前重污染行
业的废水处理需求，在以往的印染行业废水处理时需要根据相关指标要求先在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通过企业和处理厂
进行二次集中处理，确保满足要求后才可以排放，以此形成二次集中处理模式。但是该模式下也需要进行点位监督，导致
政府环境监管部门监管难度和压力增加，且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制度执行和管理冲突的问题。比如废水集中处理厂
和当地相关法律要求下的污水治理模式不一致，比如各种扶持政策和激励政策不完善等，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加强重视，需
要将当前的二次集中处理向着一次处理转变，并完善相关机制，制定相关标准，通过政策和经济手段来规范企业的废水排
放行为，基于此论文主要浅谈印染行业废水集中处理模式与政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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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印染行业是一种高耗水、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其

虽然为社会提供了各种印染产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其因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

染和破坏。中国“十三五”规划期间明确指出需要加强对印

染行业废水的治理和控制，有效解决废水排放问题，在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污染治理。在此过程中政府

环境监管部门需要加强重视，把握印染行业的特点和危害

性，将其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目标，把握各个地区水质性供

给均衡情况，根据具体的失调情况制定相关治理对策和体

系，并构建绿色集成化的治理系统，以此确保印染行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确保印染行业可以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

要求，探索新的集中处理模式，并充分利用当地的政策改进

作用为自身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印染行业废水处理模式应用现状

在各个地区的印染行业园区内的废水治理是一项系统

性、综合性、长期性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涉及多个领域的知

识，比如环境、经济、能源等问题，通过废水处理可以有效

推动园区的内部建设和外部运营发展 [1]。在新时代下，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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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范围和规模都得到了变化和发展，对于传统的废水处理

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要求，无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无法保障

废水处理质量和效果，对此需要加强重视。需要印染行业加

强当前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当前印染行业的废水处理模式具

体包括：单厂处理、工厂预处理后通过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工业园区内集中处理等三种模式，具体如下所示 [2]。

2.1�单厂处理模式
单厂处理是指印染企业在内部创建自身的废水处理设

施和设备，对于自身排出的废水自主处理，其整个处理过程

需要经受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和控制，对处理后的废水需要

进行水质监测和测试，确保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后才可以排

放。这种单厂处理模式在工业园区内出现最早，应用最为频

繁，但是因为园区现有基础设施、资金和场地、技术、人力

等因素的限制导致现有的废水采集、处理系统不完善，存在

较大的问题。但是该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使用较为普遍，尤

其是一些集聚程度低，自身处理理念先进，技术成熟，废水

排放量少的企业，已经厂已经实现了零排放。在此模式下需

要印染企业独立投入资金和技术，人力等资源来加强废水处

理设施和系统的建设，但是会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导致资

源浪费严重，该模式在早期运行时会耗费大力的资金成本和

后期运营管理费用，一些企业能力不足，无法实施该模式。

会直接将一些处理效果不达标的废水排放到河流中导致当

地水环境污染严重，对此需要当地环保部门加强重视 [3]。

2.2�企业和处理厂二次集中处理模式
一般情况下企业需要通过自身的废水处理设施对第一

批排放的废水进行初期处理，后在满足基本的纳管排放标准

后将其引入到污水处理厂中进行二次处理，当前中国一些印

染园区普遍采用该模式来处理废水。比如，国外新加坡工业

园区，其作为开发区，已经创建了专门的废水处理系统，先

将排放的废水通过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预处理，后通过当地的

污水管网进行再生处理，在此处理工艺下可以有效减少对外

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于此处理模式先由工业园区自主出

资减少废水处理设施，后由当地政府部门出资减少污水处理

厂，通过专门的污水处理厂对园区内已经完成预处理的废水

进行统一收集、集中处理，以此将企业自主处理和集中处理

进行结合，形成一体化的废水处理模式，有效提高治污效果

和水平，并调动企业的自主治污积极性。但是该模式属于二

次处理，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制度和管理不到位，

相互冲突的问题，比如污水处理厂没有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制

定相关规范，权责意识不强，环保模式和治污模式存在相互

冲突的问题，污水处理厂内缺乏相关政策和机制的引导 [4]。

2.3�集中处理模式
集中处理模式的提出旨在提供资源利用率，保护环境，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推动印染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打造

生态园区，在此理念引导下一些印染工业园区都主动探索、

实施了废水集中处理的模式，对园区内各个部位、厂区内的

废水进行集中搜集和处理。相比于单厂废水治理模式，集中

式污水处理厂内搜集的废水来源于整个工业园区，水质复

杂，结构复杂，但是其设备先进，因此可以解决处理技术难

题。在该模式下需要在印染产业园区内建设集中污水处理

厂，集中搜集各种废水，在提高治污效果的同时也可以降低

印染企业自身的治污负担和压力。比如中国一些地区在采用

该模式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治污设施建设和管理所有权和

经营权的分离，下放权力，以此核定排放量，制定通过的政

策和制度，统一收费和统一管理，集中监控。

总之，以上三种废水处理模式各有优缺点，在不同的

印染企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和推广，对此需要根据中国各

个地区的印染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当地气候环境和地理条件

等科学选择不同的废水治理模式，以此满足企业治污需求 [5]。

3�印染行业废水集中处理模式的优化对策

3.1�加强技术的创新，彰显环保优势
印染行业需要不断提高排水标准，提高排污技术水平，

但是这种举措也导致自身治污成本的增加，对此需要企业加

强技术创新和改进，破除技术难题，通过技术优势来降低成

本，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也需要给予相关技术方面的支持，

通过资金和科研投入帮助企业破除技术难题，不断发展，给

予企业一定的财政支撑。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也需要加强人才

培训和引进，加强科技创新，不断升级和优化现有的废水处

理设施和设备，改进工艺，创新技术方法，有效提高自身的

治污能力和行业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企业也需要召开相关会

议，加强探讨和分析，集中解决治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

此提高自身的治污水平，降低成本 [6]。

3.2�完善治污市场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
政府部门和环境监管部门需要大力在各个印染行业和

企业、工业园区内推行集中处理模式，引导传统的印染废水

处理向着第三方生态治理方向转变，更新工作理念和模式，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需要引入先进的 PPP

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部门需要明确自身的权责范围，需

要将各个印染企业的废水处理项目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

离，制定经营权和收益权使用标准和要求，明确具体的期限

和范围。并引入民间资本，充分发挥民间理论，激发排污处

理市场活力，以此形成良好的废水处理环境氛围。对于一些

地区国家还需要加强引导，鼓励当地科技公司加入印染企业

的排污处理中，或者创建专门的环保科技服务公司，主要对

印染企业的废水进行预处理，以此降低企业的负担和压力，

提高处理效率，形成协同局面。第二，制定表格相关奖惩

和激励制度。当地政府部门需要明确自身的工作重点和主要

目标，对一些实力强，技术水平高，治污责任重，意识强的

企业加强关注，对于其各个时期内取得的成功，集中处理模

式实践效果进行评估和分析，以此做好奖惩和激励工作，充

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排水收费标准需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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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改变以往统一标准的情况，给予一些

特殊企业一定的优惠和扶持，以此提高整个行业的排污处理

效果。

3.3�改机传统的工艺和方法
第一，采用吸附法。吸附法是一种非常可靠的方法，

其适用于一些浓度低的印染废水处理工作，可以对废水进行

深层次的处理，其成本低、操作简单、投资小，效果显著，

可以有效应用在规模不大的印染企业中。对于传统的吸附系

统具体材料是活性炭，活性炭可以对阳离子染料，直接染

料、酸性染料、活性染料等一些水溶性的染料进行吸附，吸

附效果好，但是其无法直接去除废水中的胶体染料，且费用

高，使用条件高。对于这种传统的吸附方法需要加强改进和

创新，需要使用新的吸附剂进行处理，比如当前新出现的流

炭法，其可以有效处理印染废水，可以提高水质，提高处理

效果。且在传统的吸附方法操作时可以加入有机膨润土和泥

煤，以此提高染料的脱色效果，一些技术专家还研发出了一

种新型的吸附剂，一些人提出将黏土矿物作为新的印染废水

脱色剂来处理废水。

第二，采用混凝法。该方法也是一种常用的处理方法，

其成本低，设备面积小，处理效果显著，容积率大，脱色率高，

当前使用的混凝剂具体包括无机和有机混凝剂，生物混凝剂

等，虽然传统的混凝法可以有效处理疏水性染料。但是其对

水质条件要求高，会随着水质的变化改变投料条件，对于亲

水性的染料没有显著的效果，对此人们需要加强改进，对传

统的混凝脱色工艺进行改进，以此使用高效能的混凝剂。当

前一些技术专家研发出了复合混凝剂和絮凝剂，将传统的混

凝工艺和其他工艺进行融合来提高处理效果，通过这种新型

的复合混凝剂可以有效提高废水的脱色效果，可以有效提高

水质等级，确保处理后的水质满足基本的排放标准。

3.4�加强制度创新
第一，制定资金管理制度。各个地区政府部门和国家

都需要重视印染企业等产品档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情况，重

视提高废水处理效果，尽量向着零废水排放的方向转变，制

定相关资金投入和利用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收入，降低成

本，有效解决印染企业的废水处理负担和压力，缩小和国外

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科学设置资金投入比例，提高资金

利用率。第二，印染企业也需要制定管理制度，积极借鉴和

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推动自身的健康发展。第三，

制定相关规范，提高标准要求。对于当前印染企业废水回收

率不高的问题需要加强重视，需要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废水，

实现废水的循环利用，可以使用中水技术将达到外排标准的

工业废污水进行二次处理，使用混床技术来提高水质的软化

水平，后进行工业循环利用，达到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的目

的。 第四，采用资源化治理技术。对于印染企业而言其退

浆废水约占印染纺织业废水的四分之一，其成分复杂，各种

浆料分解物约占总量的一半。处理退浆废水难度较大，国内

外对其处理方法基本分为两类，物化法和生化法。物化法主

要使用泡沫分离、氧化剂氧化、光催化等技术；生化法主要

采用活性污泥法，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来降解退浆废

水中的难降解质。 

4�结语

总之，新时代下，印染业传统的废水处理方法和模式

无法满足自身生产和环保的要求，对此需要企业意识节约水

资源在缓解人类日趋突出的用水紧张矛盾中的作用，通过集

中废水处理模式的应用有效提升现阶段印染行业废水处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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