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青白江区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第一章     总     论

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为实现青白江区的可持续发展，积极争创国 

家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 

意见》、《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以及《成都市 

青白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编制《成都市青白江 

区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本规划旨在指导“十一五”期间青白江区循环经济 

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促进“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奋斗目标的 

实现。

本规划编制的依据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7）《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8）《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9）《四川省环保“十一五”规划》

（10）《成都市青白江区分区规划（2003～2020）》

（11）《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第二章     青白江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

一 、自然环境现状

1.  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青白江区地处新华厦系四川沉降带成都断陷东部，南靠成都平原与   

川中丘陵分界线的龙泉山脉断褶束，东临金堂县，西接新都区，南邻新   

都区、龙泉驿区，北与广汉市接壤，幅员面积 379 平方公里，人口 39.4    

万。西北部为平原，中部为丘陵，东南部为低山，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区政府驻地红阳街道办事处，距中心城市成都 25 公里。

2.  气候

青白江区属内陆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 

量较充沛，日照偏少，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在 14.9℃-16.7℃之间，日照 

率 1238.9 小时，无霜期 273-279 天，年平均降水量 925.4mm 左右，降水 

多集中在 6-9 月，月降水量均在 100mm 以上。

3.  水文

青白江区境内主要有清白江大河、毗河、西江河三条。

清白江大河：属沱江二级支流，水源自岷江，通过都江堰枢纽蒲柏 

闸分流，在彭县长寿桥始称青白江。境内流长 2.75km ，具有典型的平原 

性河流特征。

毗河：属沱江三级支流，水源自岷江，通过都江堰枢纽蒲柏闸分流， 

向东南，至郫县石堤堰始称毗河，经新都邵家寺入区境，汇入沱江。境   

内流长 17.5km 。

西江河：属沱江四级支流，是区境内最大的山溪河流，发源于龙泉 

驿区山泉乡柏杨沟，在两河口以下称西江河。从新都石板滩入区境，境 

内流长 19km ，在祥福镇接龙村汇入毗河。

二、社会经济及产业现状

2005 年，青白江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3.84 亿元，增长 15.4% 。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88 亿元，增长 5.6% ；第二产业增加值 54.79 亿元， 

增长 19.8% ；第三产业增加值 22.17 亿元，增长 8.3% ，“十五”期间年均分



别增长 5.95% 、16.9%和 10.1%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080 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4175 元。

1.  产业结构中工业占较大份额

青白江区产业结构体系是经历了五十多年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既是   

一个传统的农业区，又是一个新兴工业区。第二产业在 GDP 中占据绝对   

份额，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体现出工业区的特征。2005 年，一 、二、 

三产业的比重为 8.2℃65.4℃26.4 。

2.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2001～2005 年 

第三产业年均增速为 10.1% ，是改革开放后年均增速的 2 倍，三条铁路 

干线、两条高速公路以及大件路过境，使青白江区成为成都北部最理想 

的物资集散地，同时科技、金融、保险、信息等各项社会服务设施迅速 

崛起，促进了第三产业全面发展。

3.  农村农业结构城郊型明显

随着成都市城区的外延扩展，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传统的小 

而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模式逐渐解体，农村产业结构向以城市 

为依托的城郊型农业结构转变，基本形成了粮、经、药、果、林各具特 

色的农业发展区。

三、基础设施建设概况

1.  交通

青白江区交通发达，纵横穿越境内的有宝成、成渝、达成、北环线   

等几条干线铁路，以及川化、攀成钢、成桥等 5 条专用铁路线，有 4 个   

客货运输火车站。区内的华铁国际储运公司是国家二类口岸，可就地办   

理“一关三检”手续，集装箱可以在此出关运达世界各地。成绵、成南高   

速公路横穿区境，大大缩短了青白江与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时空距离，



这两条高速公路与我区境内的大件路（国道 108 线）、唐巴路（省道 101 

线）、川陕路、城太路、成环路等 10 多条干线公路构筑了区内密集的交 

通网络。已启动建设的成青（金）快速路，成绵峨城际客运专线铁路将 

进一步完善青白江的对外交通。

2.  供水

青白江区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于 1985 年，占地面积 3.3 万 m2 ，经 

三期工程扩建，生产能力已达 6 万 m3/d ，供水量 4 万 m3/d 以上，供水区 

域涵盖大弯、红阳街道办事处和大同、城厢、弥牟、姚渡、清泉、祥福 

等镇，用水人口超过 10 万。

3.  供电

青白江区是西南地区电压等级最全的供电枢纽。境内有 500 千伏的 

变电站一座，220 千伏的变电站一座， 110 千伏变电站 2 座，35 千伏变 

电站 5 座，供电条件较为优越。

4.  供气

青白江区的主要原料与燃料以天然气为主，年用量约为 9 亿立方米。  

境内有川东输往成都的 DN720 、德阳输往成都的 DN630 天然气管线经过， 

现有输气（调压）站 6 座。

四、环境质量

青白江区作为成都市主要的工业基地，集中了成都市主要的钢铁、 

化工企业。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

1.  空气环境质量

2005 年青白江区首要污染物是可吸入颗粒物（PM10 ），其污染主要 

来自于在建的建筑工地。它的日均值为 0.009～0.363mg/m3 ，年均值为  

0.135 mg/m3  。其它主要污染物有二氧化硫（SO2 ）和二氧化氮（NO2 ）， 

二氧化硫的标准指数 Pi 范围为 0.01—0.99 ，无超标情况出现，本底状况



良好，氮氧化物标准指数 Pi 范围为 0.11—0.71 ，年日均值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大气污染类型为煤烟型。

特征空气污染物氨（NH3 ）年日均值 0.114mg/m3 ，未超过居住区最 

高允许浓度标准限值。

2.  水环境质量

饮用水源：饮用水源中石油类和粪大肠杆菌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

地表水：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粪大肠菌群、氨氮、TP 、COD 、 

BOD5 ，表现为典型的有机污染特征。枯水期地表水水质明显低于丰水期， 

河流流量对水质改善有显著作用。枯水期超标污染物有 10 项，丰水期超   

标污染物为 7 项，丰水期地表水污染仍很严重。石油类和粪大肠菌两项   

指标枯水期和丰水期都出现超标，粪大肠菌群最高超标倍数为 12 倍，石   

油类最高超标倍数为 64 倍。

地下水：青白江区地下水水位随季节而变化，具有明显峰值动态特 

征，多年年平均水位变化 2.06m ，丰水期地下水位平均为 1.49m ，枯水期 

平均为 3.55m 。地下水水质量较好，主要以重碳酸—钙型水为主，其次 

是重碳酸、硫酸—钙型水。

3.  声环境质量

2005 年青白江区城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4.5dB（A），其 

中受生活影响点最多，Leq 值 54.4dB（A），受交通影响点次多， Leq 值  

57.3dB（A），其他影响点 Leq 值 48.2dB（A），受施工影响点 Leq 值  

54.8dB（A）。2005 年青白江区城区 95.5%的网格面积和 94.5%的人口暴 

露在 60dB（A）以下，噪声污染情况较轻。

4.  固体废弃物

青白江城区生活垃圾产量约 80 多吨/日，生活垃圾运往长安垃圾填 

埋场填埋。工业固体废弃物产量为 89.75 万吨，其中综合利用量 85.11 万 

吨，贮存量 0.32 万吨，处置量 1.28 万吨，排放量 3.05 万吨。



5.  主要工业污染源

工业废气重点污染源为：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成都华明玻璃纸股份有限公 

司、峨眉水泥厂青白江分厂，双桥水泥厂。

工业废水重点污染源有：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蓝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宝洁有限公司、成 

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工业固体废弃物重点污染源为：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华明玻璃纸股份有限公司、峨眉水泥厂青 

白江分厂、双桥水泥厂。

第三章     工业企业产污及循环利用现状

一 、规模以上企业产污及循环利用现状

青白江区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3 家，主要有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明玻璃纸有限公司、台玻成都 

玻璃有限公司、巨石成都公司等企业。基本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 

机械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集群，废物代谢链网络基本形成（见表 3-1）。

表 3-1    成都市青白江区主要规模以上企业及产污状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产品 主要废弃物及处理情况

1 攀成钢 钢管、无缝管、线材等 废水、煤气、固废

2 川化集团 合成氨、尿素等 废水、固废

3 玉龙化工 合成氨、尿素等 废水、固废

4 成都桥梁工厂 铁路桥梁、电杆等 废水、固废

5 华明玻璃纸 粘胶短纤、玻璃纸等 废水、废渣

6 蓝风集团 洗涤用品 废水（内部处理）、废气、废渣少量



7 区磷肥厂 过磷酸钙 废气（达标高空排放）

8 瀚江建材 离心玻璃棉 废水（内部循环）、废料（内部回用）



9 天马轴承 铁路精密轴承 工业固废（氧化皮等回收）、废水（少量）

10 国龙金属 金属钢丝、钢绳 工业固废（废钢回用）、废水达标排放

11 胜达玻璃 特种玻璃 工业固废（包装纸、箱，边角料，碎玻璃）

12 巨石集团 玻璃纤维 工艺废水零排放、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13 三州核能 核电、核能产品 废水、工业固废综合处理

14 王牌汽车 轻型汽车、农用车等 废渣回收

15 青上化工 化工制品 废水达标排放、工业固废综合处理

16 台玻 玻璃 废水达标排放、玻璃渣回用

17 米高化肥 化肥 废水达标排放、工业固废循环利用

由表 3-1 可以看到，青白江区规模以上企业产生的废物主要为工业 

废水和工业固废。废水大部分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排放。固体废 

弃物少部分企业层次消化，回用于生产过程；大部分在园区层次销纳， 

主要用作水泥、砖等建材的原材料；还有极少部分在园区外消化。

二、重点工业企业产污及循环利用现状

1.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重点产品有石油用管、船舶用碳钢   

无缝钢管、液压支柱用无缝管、航空用结构钢厚壁无缝管、螺纹钢、线   

材等，已形成年产铁 150 万吨、钢 180 万吨、钢材 170 万吨的生产能力。

攀成钢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工业废气、工业废 

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废渣）和噪声。具体产污情况见表 3-2 。

表 3-2    攀成钢公司产污及循环利用情况

产污 
单位

污染物种类 数   量 治 理 措 施
循环利用情况或  
排放情况

废 

水

设备冷却水、冲洗 
地坪水

0.52×104t/d 物理沉淀法、过滤
内部循环、部分排 
到动力厂

炼 

铁 

厂
废 

气
煤气、工业废气 276×104m3/h 重力、多管除尘、电除尘、 煤气利用、废气达 



布袋除尘、喷雾除尘 标排放

废 

渣

炉渣、高炉渣、 
除尘灰

95×104t/a 综合利用 外销、综合利用

炼 

钢
废 

水

设备冷却水、除尘 
废水、连铸废水

0.46×104t/d 物理沉淀法、化学法、 
过滤

内部循环、部分排 
到动力厂



废 

气
煤气、工业废气 126×104m3/h 文氏管除尘、电除尘、 

布袋除尘
达标排放

厂

废 

渣

炉渣、钢渣、除尘 
灰、污泥

45×104t/a 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

废 

水
设备冷却水 0.42×104t/d 物理沉淀法、过滤

内部循环、部分排 
到动力厂

废 

气
工业废气 8.5-8.8×104m3/h 自然达标 达标排放

棒 

材 

厂
废 

渣
炉渣、氧化铁皮 1.5×104t/a 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

废 

水
设备冷却水 0.8×104t/d 物理沉淀法、过滤

内部循环、部分排 
到动力厂

废 

气
工业废气 10×104m3/h 自然达标 达标排放

线 

材 

厂
废 

渣
炉渣、氧化铁皮 1.0×104t/a 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

废 

水
回用水、达标废水 2.2×104t/d 物理沉淀法、化学法、 

过滤 “零”排放动 

力 

厂 废 

渣
污泥 少量 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

攀成钢公司产生的工业废水主要为设备冷却水、除尘废水和连铸废   

水，厂内部循环使用后，排到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工业固体废   

弃物主要为炉渣、除尘灰、含铁污泥、氧化铁皮等，大部分返回烧结作   

配料，少部分出售做建材原料。虽然利用率较高，但利用的价值却不高。

按照清洁生产标准，攀成钢公司仍需达到以下指标：

（1）资源能源利用：可比能耗≤680kg 标煤/t 钢、炼钢金属料消耗 

1080kg/t 钢、生产取水量≤6m3 水/t 钢。

（2）废水排放量≤2.0m3/t 钢、烟/粉尘排放量≤1.0kg/t 钢。

2.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化集团公司）主导产品的年生 

产能力为：合成氨 56 万吨、尿素 83 万吨、三聚氰胺 6.46 万吨、硝酸铵 

（含 NP 肥）24 万吨、浓硝酸 2 万吨、工业硫酸 12 万吨、催化剂 2500  



吨、双氧水 2.2 万吨、食品二氧化碳 1.2 万吨、硫酸钾 3 万吨、盐

酸 3.6  万吨、赖氨酸 3.1 万吨。



川化集团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废水、废气和废 

渣。其中废水主要有氨氮废水、硫酸废水、有机废水、各种冷凝液等； 

废气主要有含氨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等；工业固废主要是 

硫酸厂废渣。具体产污情况见表 3-3 。

表 3-3    川化集团公司产污及循环利用情况

数量（总计） 105t/a产 污 
单 位

污染物种类
治 理 
措 施

循环利用情况或 
排放情况

废水 废气 废渣

废水 氨氮废水一化厂 
二化厂 
三胺厂 废气 含氨废气

水解 、气提 
（与 生 产 装 
置同步）

达标排放

废水 含金属废水
加 石 灰 石 沉  
降

废气 二氧化硫 氨吸收

达标排放

硫酸厂

废渣 硫铁矿渣 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

废水 氨氮废水 回用 回用
硝酸厂

废气 氮氧化物 氨还原 达标排放

气体厂 废水 有机废水 分解、沉降 达标排放

动力厂 废水 酸碱废水 中和 达标排放

230 11 1.2

川化集团公司工业废水主要为各种生产废水（如氨氮废水、硫酸废 

水、有机废水）和各种冷凝水，产生量较大，除少部分循环使用外，其 

余达标排放。固体废物主要为硫酸厂废渣，出售做建材。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废水的综合利用率不高。

按照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川化仍需进一步实现以下指标：

（1）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适时升级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在 

氨合成生产环节实现水闭路循环；



（2）开展生产装置清洁生产审计，实施节能、节水、降耗、建污的 

清洁生产方案，实现综合能耗≤38GJ/t 尿素、氨利用率大于 98% 、新鲜用 

水量≤20t/t 尿素、废水产生量≤20m3/t 氨。



3.  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玉龙化工）主要产品及规模：合成氨 

10×104 t/a ，其中尿素 13×104 t/a 、碳铵 3.5×104 t/a 、液氨 1.5×104 t/a 。

合 成 氨 消 耗 情 况 ：气 840m3/tNH3   、电 990KWH/tNH3   、折 标 煤 

1420kg/tNH3 。

玉龙化工生产污染物主要是废水、废气、废渣。具体见表 3-4 。
表 3-4    玉龙化工公司产污及循环利用情况

污染物种类 数   量 治 理 措 施
循环利用情况 
或排放情况

氨氮 179.5×104t/a

COD 111.4×104t/a

BOD 3.4×104t/a

SS 162.4×104t/a

废   水

319.2×104t/a

石油类 6.2×104t/a

尿素深度水解装 
置、解吸装置、 
在线监测系统油 
回收装置

废 水 稳 定 达 标 排放 或 作 
循环水补水

氨 91.5×104m3/a

粉尘 96×104m3/a

二氧化硫 513.2×104m3/a

烟尘 90.2×104m3/a

废   气

204812×104m3/a

氮氧化物 104.9×104m3/a

旋风除尘、水膜 
除尘、污水澄清 
回用、洗氨装置 
和膜分离技术

水膜除尘器污水循环利  
用，驰放气中氢经膜分离 
回收利用，氨经洗氨塔洗 
涤回收，甲烷等回直转系 
统作燃烧气

触媒 450t/a 生产厂家回收

废   渣 锅炉炉渣 
煤灰

14000 t/a 堆场滤干 出售做建筑材料

4.  成都华明玻璃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华明玻璃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明玻璃纸公司）现有生产能 

力为：粘胶短纤 40000t 、玻璃纸 6000t 、二硫化碳 15000t 。

公司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废水、工业固废以及废气。生产废水全部 

经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入青白江区污水处理厂；工业固体废 

物 100%综合处理；烟气经高效水膜脱硫除尘器除尘后排放



第四章     循环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 、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1.  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坚固的基础设施

青白江区自然条件较好，江河年水量为 326.9 亿 m3  ，年平均气温  

15.5～16.6℃ ,全年无霜期 300 天左右，雨量充沛，较利于工业生产。地 

表水天然资源为 4.86 亿 m3/a（含外引水量 3.37 亿 m3 ），地下水天然资源 

为 1.29 亿 m3 ，可开采资源为 0.79 亿 m3 ，全区均属都江堰自流灌区，用 

水方便。

青白江供电、供气条件较为优越，交通便捷；区内建成有日处理工 

业及生活污水能力达 10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一座，为企业的环保治理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平台。

2.  具备了现代化工业城市的雏形

随着东郊工业结构调整，青白江区作为东郊企业外迁主要吸纳地，  

已入驻了攀成钢公司等东调企业，城市规模扩展速度加快， 2005 年建成   

区面积 14.07 平方公里，较 1999 年 9.54 平方公里增加了4.53 平方公里， 

年均增幅为 1.3 平方公里。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在内的城市物质要   

素配备较为完善。2005 年城区现状居住人口 13.5 万人。

3.  产业集群基本形成

作为成都市乃至四川省重要的冶金、化工基地，青白江区目前已形 

成了冶金、化工、建材、机械四大主导产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2005 

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58% ，工业对 GDP 贡献率达 72.5% ，工 

业经济对全区经济的强势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4.  循环经济发展已有一定基础

工业。青白江区作为成都市的老工业基地，随着工业发展的加速， 

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发展循环经济，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资源节约型道路，已成为全区的共识。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组建三年，相继投入资金近 3 亿元，建成了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 

物、煤气和蒸汽余热回收利用“ 四大闭路”循环体系，年可新增产值和节



约成本达 2.28 亿元。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投入资金对原有工艺进行  

改造与创新。项目实施后，每年节水 1200 万吨，回收三聚氰胺 400 吨， 

硝铵 476 吨，氨 2700 吨。成都华明玻璃纸有限公司、成都玉龙化工有限  

公司等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也取得成效。

同时，在招商引资工作中青白江区坚持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理念， 

注重引进与主导产业关联度高、能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的企业和项目。 

2005 年，新引进总投资 1.03 亿元，建成投产的四川鑫沙矿渣微粉公司就 

是利用攀成钢公司高炉废渣为原料生产水泥添加剂，实现了“双赢” 。

农业。青白江区围绕“优质水果、食用菌、精细无公害蔬菜、中药材、 

畜牧业”五大主导产业，打破区域界限，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坚持走农业   

产业化的路子。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积极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肥   

料、新农药及新栽培技术的试验、示范和运用，使全区农业实用先进技   

术应用覆盖面达到 98.6% 。

二、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工业废水。2005 年全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3978 万吨，主要以化工 

企业为主。川化集团废水排放 2300 万吨/年；玉龙化工 256 万吨/年、华 

明公司 450 万吨/年。

煤气。攀成钢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转炉煤气和高炉煤气 33.1 亿 m3/a ， 

年利用量约 27 亿 m3 ，剩下的因回收工艺和用户问题，目前还没对回收  

利用。

粉尘。攀成钢公司产生的烟气中含大量的粉尘，主要有烧结灰、高 

炉瓦斯灰、转炉灰、转炉污泥和提钒污泥、轧钢铁鳞等。对这些粉尘的 

利用途径，基本都采用返回烧结作配料，利用率逐年提高。但这种处理 

方法难以有效除去这些有害杂质，装入高炉易造成高炉内有害杂质的恶



性循环，危及高炉的正常操作及炉衬寿命，也影响高炉冶炼的稳定运行。

再有，化工企业排放的废弃物中还存在含有氨、氮氧化物等可以回 

收利用产生经济价值的粉尘和废气。

固体废物。攀成钢公司、川化集团公司、成都玉龙化工公司等几个 

大型企业的废渣基本都出售作建材，综合利用率较高，但综合利用价值 

有待提高。其他中小型企业的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不高，使区域 

内工业固体废物目前的实际综合利用率仅为 60% ，低于循环经济产业示 

范园区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规划指标 75% 。

2.  制约因素

工业生产结构加工型特征明显。青白江区工业内部结构中份额较大 

的有化工、冶金等行业，其原辅材料自给率较低，大多依赖区外购进， 

以加工型为工业内部结构特征的产品价值的实现受市场影响程度较高。

支柱产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全区 30 多个行业门类中，化工、冶金、 

机械、建材是全区工业的主要行业，但在这几个行业里，化工、冶金占   

的比重很大，但总体效益不理想。从主导产业产品结构看，技术含量低， 

结构老化、市场竞争力不强。

城市公共安全隐患突出。青白江区地处成都市的上风向，区内氨气、 

煤气等大型危险化工品储藏较多，安全隐患因素较大。

废弃物综合处理配套基础薄弱。青白江区污水处理厂由于接受的工 

业废水量大于生活污水量，其选用的氧化沟工艺存在一定的缺陷；区内 

资源、能源利用粗放，废弃物利用率不高，单位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较 

大，部分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  面临的机遇

全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2000 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及国际环保新思潮的影响下，国家将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环境“双赢”的一个重要   

举措，提出了《循环经济省（市） 评价指标体系》、《循环经济规划指   

南》、《生态工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工业园区规划指南》，将循   

环经济和生态工业的建设引入科技含量高、规范和高效的轨道。

国家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青白江区发展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一方面西部大开发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和科   

技教育投资为重要内容，对吸引外部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西部地区发展资源加工产业，对青白江区的冶金、  

化工、建材、机械产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沿海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随着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提 

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出 

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青白江区可在资源依赖型产业以外形成新 

的市场导向性产业，带动区内工业发展。

2.  面临的挑战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约束不断加剧，青白江区以资 

源利用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现有企业能源消耗水平较高的现状将面临严 

峻挑战。

第五章     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一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   

式、提高发展质量，紧紧围绕“生态立区，工业强区，建设成都北部新区， 

生态工业高地” 战略目标，加强政策引导，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强化全社会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 

展，积极争创国家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区，力争把青白江区建成全市乃 

至全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典范。

2.  基本原则

总体原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实现 

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一是循环经济理念，生态工业导向原则；二是工业横向共生、要素 

纵向耦合原则；三是管理绿色化、运作市场化原则。

3.  规划目标、主要指标

总体目标：近期用 5 年左右的时间，按照循环经济要求，大力推行 

清洁生产，建立完成产业生态循环体系，资源循环体系和绿色消费体系 

的基本框架；倡导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营造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社会氛 

围，建设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远期用 10～15 年时间，按照“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要求，培 

育新的循环经济增长点，通过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建立起一个“资源 

——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圈。

具体目标：“十一五”期间，每年完成 4 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十一 

五”末期，全区重点企业全部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持续清洁生产，建 

成 4～5 家循环经济型企业，逐步建立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资源能耗综合利用指标：资源利用率提高 10%以上，每万元 GDP 能 

耗下降 20% ，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下降 30% 。

废物综合利用指标：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50%以上；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上；粉尘综合利用率达 80%以上；畜禽粪便    



利用处理率＞90% ；秸秆综合利用率＞80% ；农用薄膜回收利用率＞

85% ； 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率达＞80% ；卫生厕所普及率＞50% ；居民聚居

点、屠



宰厂、大中型养殖净化沼气池建设率达 100% ；新建农村户用沼气池 2.5  

万口；新建年处理 2 万吨菌渣的有机肥生产线；基本实现无纸化办公。

生态园建设指标：建起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成多渠道的信息 

产业链；建成多种形式的农业生态园；建成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第六章     循环经济建设方案

一 、工业循环经济建设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程度；积极促进相关企 

业的产业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实 

现废旧物资的最大程度的循环利用。

1.  企业层次循环经济建设

建立循环型企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广泛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使 

企业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水耗及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在对传统工业进行生态化改造的同时，加快发展以循环利用、资源 

综合利用为特征的生态工业。一是以多种形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二是 

以多种方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三是全面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1）清洁生产审核

“十一五”期间，每年完成 4 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十一五”末期，使 

全区重点企业全部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实施持续清洁生产，使主要产 

品的能耗、物耗有大幅度的下降。未来 5 年需要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企 

业如下表 6-1 。

表 6-1    青白江区“十一五”期间需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清单

年份 企业名称 年份 企业名称

攀成钢公司
2008 年

台玻公司



川化集团公司 米高化肥

玉龙化工公司 天马轴承

2006 年

华明玻璃纸公司
2009 年

胜达玻璃



巨石集团 成异钢管

蓝风集团 康姓纸业

青白江区磷肥厂 成都桥梁工厂

2007 年

青上化工公司 国龙金属

宝洁公司 科美纸业
2008 年

瀚江建材公司

2010 年

蜀中石化

（2）重点工业企业废物代谢链建设

A 、攀成钢公司废物代谢链建设

□工业废水→污水处理站→再用于生产

攀成钢公司工业废水主要是冶炼系统设备冷却水、高炉冲渣水、连    

铸废水、轧钢废水等，外排废水量为 5.5×104t/d ，其特征污染物是悬浮物  

和石油类。工业废水代谢链建设包括： ℃对产生外排水的五大厂和公司    

总排口进行整治，并对涉及 22 个子项目的五大水处理系统进行扩能改造， 

处理后的中水循环使用，实现减排废水 20000t/d ；℃实施总排口废水治理    

项目，部分循环使用，实现年少排工业废水约 2000×104t ；℃在新厂建废  

水综合处理站，对各生产工序产生的含油废水采用化学除油法进行处理，  

然后循环利用； ℃采用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工艺，实现工业废水“ 零排   

放” 。

□废渣→返回生产过程或生产建材

公司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高炉水渣和高炉沟渣、转炉及电路钢渣、 

转炉污泥、各种除尘灰以及轧钢系统氧化铁皮等。其中 65×104t 高炉水渣 

外销成都亚鑫矿渣微粉有限公司作为水泥生产原料；37×104t 钢渣由三利 

工业公司通过磁选工艺将废钢返回转炉利用；钢渣中提炼钒；尾渣作为 

生产水泥、烧结原料，并用于生产空心砖、筑路铺材等综合利用；转炉 

污泥采用泵送烧结配料工艺再利用；各种除尘灰、氧化铁皮年利用量约  

25×104t ，全部到烧结、竖炉作为原料综合利用；少量水处理系统回收的 

废油（油渣）外销给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如图 6-2 所示。



钢渣

转炉污泥 
氧化铁皮

水泥          提炼钒

/高炉水渣     

尾渣

竖炉烧结

图 6-2    攀成钢公司固体废弃物代谢链规划

□高炉煤气→ 除尘→企业内部使用或其他企业使用

公司年产高炉煤气约 32×108m3 ，转炉年产转炉煤气约 1.1×108m3  。 

对这些煤气代谢链建设包括以下内容： ℃用于高炉自身生产中热风炉加   

热空气作为燃料耗掉； ℃用于竖炉、烧结、轧钢加热炉、动力锅炉房等   

厂内需热场所；℃送往轧管新区作为冷轧板厂 15t/h 蒸汽锅炉的燃料使用； 

℃用于厂区周围其他需热企业，如成都恒正和石灰窑厂；℃引入其他需热   

的相关企业。如图 6-3 所示。

加热空气

轧管新厂蒸汽锅炉

竖炉、烧结、动力锅炉房

图 6-3    攀成钢公司煤气代谢链规划

□余热→返回生产过程

余热代谢链建设包括： ℃改造和完善现有蒸汽管网，将转炉和棒材 

加热炉等产生的大量余热蒸汽回收并网，供炼铁使用； ℃对高炉热风炉 

产生的高温废气（烟气）回收热能，一方面加热空气供高炉利用，另一 

高炉
转炉

磁选

废钢

外送石灰窑厂

线材厂加热炉

水泥

炼钢厂尾渣 炼铁厂

尾渣

空心砖、筑路铺材



方面将热风炉产生的高温废气作为高炉喷煤工序烘干原煤、输送煤

粉用 气； ℃对连铸坯进行热装热送。如图 6-4 所示。



转炉加热炉

余热蒸汽     

余热蒸汽

图 6-4    攀成钢公司余热代谢链规划

□含铁粉尘代谢链：对于含铁粉尘的综合利用不仅要考虑提高其利 

用率，还要考虑提高其利用价值。可建以下几条代谢链。

□ . 含铁粉尘→制成小球→烧结

把各种含铁废料在圆盘造球机上单独制成 5～12 mm小球后，再配 

入烧结混合料中烧结。与直接配入烧结混合料中相比，可以改善料层透 

气性，烧结利用系数可提高 2%～5% ，且烧结矿成分稳定。

小球烧结工艺过程和设备简单、投资低、生产操作易于掌握，有利 

于提高烧结矿的产量和质量，且占地面积小；但脱 Pb 、Zn 效果差，不能 

利用 Pb 、Zn 含量高的含铁尘泥。因此，要求将瓦斯泥脱除 Zn 后利用。

□ . 含铁粉尘→生产金属化球团→高炉

将灰泥按产生量配料、均匀混合、加水湿润、添加粘结剂在圆盘造   

球机上加水造球，生球经 700～750℃低温焙烧或在 250℃以下干燥后，在   

回转窑内利用尘泥内的碳及外加部分还原剂(无烟煤或碎焦) ，在固态下还   

原，经冷却、分离获得有效地脱除 Pb 、Zn 、S 等有害杂质的金属化球团， 

供高炉使用。

□ . 含铁粉尘→冷固结块→炼钢

转炉泥配加少量的萤石、粘结剂等辅料，经造块冷固结作为炼钢的 

冷却剂和造渣剂，对钢质无不良影响，改善了半钢炼钢的化渣条件。造 

烘干原煤

输送煤粉用气

高温废气

炼铁

高温废气
加热空气

棒材加热炉



渣块在开吹初期加入炉内能很快熔化，可使成渣时间提前 1～2min 

，脱  S 效果可提高 10%-15% ，吨钢铁料消耗降低 1.22 kg   。



煤气

综上所述，攀成钢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绝大部分都可 

以循环再利用，建立起多条废物代谢链，见图 6-5 。

各种除尘、转炉 
污泥、氧化铁皮

高温废气     

冷轧厂蒸汽锅炉

Φ177 轧管厂加热炉 
恒正和石灰厂

棒材、线材加热炉

炼铁厂热风机、竖炉

图 6-5    攀成钢公司废物代谢链规划

B ．川化集团公司废物代谢链建设

□技术改造→节能降耗→资源的深度利用→减少代谢废物

□对第二化肥厂装置进行改造，采用先进技术，对原有的尿素“改良    

C 法”工艺进行改造； □节能技术包括低水碳比蒸汽转化，低热耗苯菲尔   

脱碳，工艺冷凝液中压汽提，甲烷化气体采用分子筛干燥除去微量 CO2 、 

H2O ，以及尿素工艺冷凝液深度水解/解析等综合利用技术； □合成氨及   

回用

高炉冲渣水、冲洗地坪

转炉一次除尘系统 
线材厂、棒材厂

消防用水

空心砖

筑路铺材

炉渣 
干渣

外销水泥厂

提炼钒

水渣

煤气

炼铁厂

尾渣

喷煤烘煤

竖炉烧结

钢渣

废钢
炉渣 
钢渣

循环利用后废水

动力厂总排口 
水处理站

▲

余热

炼钢厂

连铸坯 
热送

棒材厂 
线材厂

炉渣

蒸汽并网

三利公司 
综合利用



氨加工装置节能技术改造；□三聚氰胺装置技术改造；□对硝酸铵生

产工   艺技术进行改造。

□CO2→提纯→食品厂

将合成氨装置副产的 CO2 气体提纯生产合格的食品 CO2 ，外销给食



冷却水

3#沟

排入地表水

含氨废水

食品 CO2

1#沟

CO2

双氧水

氢气

废热锅炉

排水

工艺冷凝液

滤渣

淬冷器 
尾气

处理后 
废水

品厂。

□氢气→双氧水→医院

利用合成氨驰放气中的氢气生产双氧水，外销医院。

□硫酸尾气中的 SO2  、SO3→氨水吸收→ 固体亚硫酸铵

以合成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低浓度（13%-20%）氨水吸收硫酸尾气 

中的 SO2  、SO3 ，通过三级氨回收生产固体亚硫酸铵。

□废水→污水处理站→循环使用

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返回生产过程继续使用。

□矿渣→生产建材

硫酸生产中的矿渣（约 10×104t/a）销往炼钢厂、水泥厂、砖厂等利 

用。

川化集团公司废物代谢链规划见图 6-6 。

外销水泥厂

图 6-6  川化集团公司废物代谢链规划

硫酸厂

硝酸厂

尾气

低浓度氨水

固体亚铵生产系统

二化厂

氨洗塔废液

结晶水池

食品厂 医 院

气体厂

三胺厂

一化厂

▲

矿渣



C ．玉龙化工废物代谢链建设

□技术改造→节能降耗→资源的深度利用→减少代谢废物

通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实现资源的深度利用和解决污染物排放问题。 

包括：□采用双一段换热式转化造气工艺代替间歇转化造气法；□尿素深



连浸、老成降温水

冷水机组

度水解技术改造；

□废水闭路循环 ：□冷却水全部闭路循环；□燃煤锅炉烟气洗涤水闭 
路循环。

□烟气中的 CO2→ 回收→生产尿素

回收一段转炉烟道气中的 CO2 ，用于生产尿素。

□尿素造粒塔粉尘→洗涤回收→尿素

尿素造粒塔顶部粉尘采用洗涤回收技术，用于生产尿素。

D ．华明玻璃纸公司废物代谢链建设

□清水回用

清水回用主要包括： □原液车间连浸和老成降温水回冷水机组循环 

使用； □原液车间黄化真空泵用水回流到纺一车间熟成集水池，用做熟 

成洗布水；□纺丝一车间熟成粘胶过滤机反洗水回原液车间循环使用；□ 

纺丝车间熟成真空泵用水及精炼机最后一道水洗回集水池； □酸站酸浴 

过滤机不再用清水反洗，改用稀酸反洗，反洗后废酸回沉清池回用； □ 

酸站新增凉水塔，降低蒸发冷却水和真空泵用水的温度后循环使用； □ 

酸站加热器蒸汽冷凝水回纺丝车间循环使用；□玻璃纸 10#-17#槽水洗改 

用酸站冷凝水和烘干冷凝水，使用后回 3#-5#槽循环使用，见图 6-7 。

黄化真空   
泵用水

原液车间

图 6-7    华明玻璃纸公司废水循环利用规划

□废碱液→ 回收→碱→返回生产过程

3#-5#槽

集水池

纺丝车间

熟成真空 
泵用水

酸 站
反洗酸液·  沉清池    

冷凝水玻璃纸 10#-17#槽

过滤机反洗水



废碱液→ 回收→半纤维素→造纸厂



建废碱液透析系统，安装槽式透析机及配套设施，回收烧碱和半纤 

维素，回收的碱用于生产，半纤维素外销给造纸厂造纸。

□粘胶过滤洗车水→ 回收粘胶→返回生产过程

将粘胶过滤洗车水集中后送入原液制备粘胶用水，回收洗车水中的 

粘胶。

□芒硝→软化水交换剂或芒硝→元明粉→生产玻璃

纺丝酸站结晶出的芒硝，一部分用于公司软化水交换剂处理，一部 

分通过脱水、脱锌、焙烧、烘干制成元明粉，出售给玻璃企业作为玻璃 

生产的添加剂。

□碳渣→生产建材

公司年产生碳渣约 30000t ，通过与水泥、制砖企业协作，将其用于 

水泥生产和制砖。

2.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建设

（1）以钢铁企业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建设

钢铁工业是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是耗能大户，而在耗能的同时， 

也会产生较大的污染。本规划选择攀成钢公司为生态工业区的核心，构   

建生态工业链，建立起物质循环的生态工业链、能量梯级利用的生态工   

业链、水循环的生态工业链和贯穿其中的信息链，实现成员之间的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完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   

下，遵循钢铁制造流程的三个功能（钢铁产品的制造功能、能源转换功   

能、社会大宗废弃物处理功能），在钢铁行业全面推动循环经济的落实。

以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为重点，建设工业生态循环系统。一是提高 

能源的回收利用率。钢铁生产过程排放的大量气体，属于可燃气体。焦 

炉、高炉、转炉生产中分别排放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这三 

种煤气的化学热占钢铁生产过程总能耗的 43.7% 。根据青白江区区域特 

点，攀成钢的煤气主要可供自身消耗、成都恒正和石灰窑厂及周围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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