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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我市“五水共治”工作成效明显，水环境质量逐年提高。下一步“五水共治”如何推进？
污染源头如何控制？资源化利用如何开展？近日，中国工程院曲久辉院士作的“水十条与治水的国际经验”专题
报告为我市谋划好、实施好“十三五”期间治水工作来了一场头脑风暴。本报与大家分享曲久辉院士讲座的部分
PPT截图。

□记者 秦艳华 见习记者 俞夏冰

治水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曲久辉院士介绍国际经验，为我市治水传经送宝

关键词：一体化治理提升用水效率

欧美国家的水框架指令，是基于水不仅有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的理

解。其强调水资源管理的一体化，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湿地—近海水体的一

体化管理，以及水量—水质—水生态系统的一体化标准，特别强调各行业的用水

户和各利益相关者的综合管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水银行”是为应对1991年干旱而建立起来的，是促进

地表、地下水和其它储存形式水的水权合法转让和市场交易的一种制度机

制。通过水银行，水权可以在不同用水部门之间交易，从而将水的使用权转让

给最需要的用户。

关键词：循环多样化利用

关键词：资源化利用

目前，国外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已经从实现污染物削减的基本功能将

转变为城市的能源工厂、水源工厂、肥料工厂，把污水转化成矿物、碳源、

能源，实现能量、水、营养物的回收三位一体发展模式。

丹麦卡伦堡是目前全球生态工业园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通过园区

企业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

系，使工厂产出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的原料和

能源。

美国提出了“21 世纪水厂”概念，即将污水处理标准提升至饮

用水标准，对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新加坡开发了“NEWater”

工艺，通过传统生物处理加双膜法，实现了污水到饮用水的深度回

用，带动本国水业跨跃式发展，使其一跃成为世界性水务“新概念”

中心。“新生水”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因为较为纯净，循环使用的次

数比自来水多。在水费方面，“新生水”的生产成本是海水淡化的一

半，价格比自来水便宜至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