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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观察

去年 8 月，沙河公园进入管理阶
段。公园占地面积约为78.7公顷，其中
绿地面积54.2公顷，水体面积约为24.5
公顷。

由宜昌森花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进行
管理，整个公园约有管理人员65人。

“每天公园用水量最大的区域就是
绿地。”森花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商婉说，
这些水直接引自沙河，但并没有浪费。

“浇花、生态补水，都没有浪费一滴自来
水。”

在公园岸边，是坡式雨水花园，结合
自然地形坡度布置植草沟、卵石沟、路面
径流等海绵设施，地面形成透水结构。
无论是下雨还是绿化剩余用水，都会汇
流至下凹式绿地蓄积。

过量雨水经溢流井排放至雨水管
渠，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灰绿结合
的雨水排放，有效削减雨水径流峰值。

园区下沉式绿地面积约1.32公顷，有
效调蓄深度为0.25米，实现调蓄容积1.5
万立方米。沿河设置植被缓冲带，缓流雨

水同时对入河污染物起到削减作用。
目前，水面、陆地均有员工进行24

小时轮流值守，每天工人沿河处理漂浮
物，实时监控水质，一旦上游或周边有污
染排放，立即警示。

水体每隔75米，都有一个巨大的圆
形生态浮岛配套曝气装置，帮助水体循
环。水体通过恢复沉水植物群落、放养
肉食性鱼类和大型底栖动物及人工曝
气，重构自然、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解林青介绍，根据规划，该项目建设
期4.5年，包括截污、河道治理、污水厂
改扩建、市政道路及桥梁建设、生态景观
及海绵城市建设、综合管廊等工程。而
后，通过对沙河进行为期7年的综合治
理和开发，沙河片区生态绿地建设和功
能区的打造将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质变。

如今，沙河片区居民已经由当初的
3000户，增长至3万余户，经过6年的综
合整治，沙河已经变成水清、岸绿、景美、
宜居的生态景观。

中心城区“纳污沟”
变成生态景观——

沙河治理
三重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通讯员 颜志强

治 理 污 水
俯瞰沙河公园，河水宛若一条绿飘

带，绕山绵延，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两座
S形浮桥，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傍晚6点，73岁的王林清来到公园
消食，散步之余随手拍摄沙河风光。提
起近几年的变化，他感叹连连。

王林清家住沙河村一组，小河从家
门口流过，儿时这里还是清澈的小溪沟。

80年代末，葛洲坝工程完工，沙河受
坝体抬升影响，小溪变成更为宽阔的河面。

随着城市发展，沙河周边居民逐渐
增多，沿河两岸违建、棚户拥挤不堪。

沙河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能力有
限，沿岸小作坊、养殖、生活等污水，12
个排污口日夜不停，雨、污一起冲向沙
河。沙河水质降至劣V类。

清澈的河水成了“纳污沟”，蚊蝇泛
滥，天热时水体恶臭难闻。与此同时，物
种多样性大幅削减，河内水葫芦丛生。

“密密麻麻的水葫芦挤满河道，人都
可以踩在上面。”王林清说，任意倾倒使
沙河成了周边的纳污载体，80%的水域
面积被水葫芦覆盖。

每年，沙河环境成为当地居民投诉
最多的问题。

2017年，为改善沙河水环境，宜昌斥
资近20亿元启动沙河片区综合整治，内
源控制、外源截污，12个排污口全部封堵，
河中淤泥全部清理，并将沙湖水盘活。

宜昌中交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解林青介绍，这是当时宜昌整治难度最
大、投资最大的环境工程项目。

注 入 活 水
沙河污水处理厂排水口，涓涓清流

正注入沙河，河床两边长满黄色水菖蒲
和铜钱草。

“这里平均每天可以为沙河补水约
5万立方米。”沙河污水处理厂副总经理
梅方介绍，整治工程将污水处理厂由3
万立方米的处理量扩容至6万立方米，
污水处理厂每天接受来自沙河片区、三
峡大学等地的污水，经处理后进入沙河，
进行生态补水。

解林青介绍，沙河水质恶化的另一
个“病根”在于缺乏来水，要想持续治理，
就要让水“活起来”。

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在经过提档升
级之后，水质不仅达到一级A标准，甚
至更严格。“总氮、总磷等指数比标准更
高。”梅方说，原来污染源头之一就是不
达标的排放水，经过治理，这些水正成为
沙河的“源头”之一。

在沙河上游，还有一片生态湿地，为
沙河保证每天的“来水自由”。

与其他生态湿地不同，这片生态湿

地由60个长方形的水池构成。工作人员
介绍，湿地上游是泄洪沟，雨水夹杂着各
类杂物和污染源冲至湿地，这些污水经
过处理也能成为沙河补水的重要途径。

“一个池子就是一道处理工序，经过
60道工序后，污水能达到地表Ⅳ类水标
准，并流入池塘。”该工作人员介绍，每个
长方形的水池能存储1万立方米上游来
水，第一道水池先隔绝砂砾等固形垃圾，
净化后的水通过管道进入第二个水池沉
淀，再依次循环，通过最后一个水池后流
向湿地。

湿地中心一块圆形生态浮岛则为流入
的水进行再次净化。为保持水体生态系统
稳定，还引入水体曝氧机，用来增加河水含
氧量，帮助水体循环和水生植物生长。

通过网格式过滤，水草吸收，池塘沉
淀等几十道处理后，湿地的水再通过沟
渠流向沙河。

经过层层处理，沙河水质能稳定达
到地表Ⅳ类水标准，晴天部分断面能保
证Ⅲ类水质。

循 环 用 水

碧波翠苑小区
七成雨水消纳利用

湖北日报讯（记者何凡、通讯员丁
恒）4月19日下午，小雨初歇。宜昌城
区碧波翠苑小区内，人行步道上微微湿
润，一洁如洗。

“碧波翠苑小区地势低于周围道路，
多年来都是城市内涝点，进行海绵化改造
后，不仅解决了内涝积水，还设置了雨水
调蓄回用系统。”国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旧改项目负责人刘波介绍，经过近一年运
行，七成雨水可消纳利用，节水效果明显。

小区篮球场外表普通，却暗藏玄
机。“这里隐藏着一个容量85吨的蓄水
模块。”刘波说，小区内人行步道铺设透
水砖，下有渗透层与导流盲道，雨水落地
后迅速渗透，引入地下雨水蓄水模块内。

碧波翠苑小区还采用下沉式绿地、
雨水花箱等海绵设施，进行多层次雨水
调蓄。记者看到，居民楼雨水管与雨水
花箱连通，雨水经过花箱蓄水过滤后，再
流入地下收集池和管网，有效降低了雨
水面源污染。

碧波翠苑小区物业负责人耿宏堃
说，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
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通过
雨水收集模块中央控制系统，对存储雨
水进行过滤使用，基本满足了小区1万多
平方米的园林绿化及保洁等用水需求。

去年，宜昌将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纳入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行
动计划、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
划，与排水防涝、防洪、城市更新等17
个专项规划衔接，全年下发海绵城市建
设专项资金奖补共计8.04亿元。

到2030年，宜昌城市建成区80%
以上的面积，将通过综合采取“渗、滞、
蓄、净、用、排”等措施，达到将75%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

清江鲟鱼谷
发展高效循环养殖
每立方米鱼池产量达到50公斤

湖北日报讯（记者金凌云、通讯员
黎文来）4月22日，宜都市清江鲟鱼谷，
室内养殖车间700多个网格状的鱼池规
则分布，一眼望不到头，一尾尾鲟鱼正欢
快地在水中来回穿梭。

“相比传统露天鱼池，同等养殖规模
可节地99%、节水95%，每立方米鱼池
的鲟鱼产量达到50公斤，比过去增加两
倍以上。”清江鲟鱼谷特种渔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季坚义介绍，鱼池的水来自清江，
基地每秒消耗1立方米水，每一滴都要
循环利用3次。经过尾端沉淀池处理
后，排出的水可达二类水质标准。

据悉，鲟鱼谷现有鲟鱼品种十种，大
部分是原清江库区网箱上岸的鲟鱼。“过
去养殖密度高，饲料吃得多、排得多，水
浑得快，岸上养殖成效不好。”季坚义说，
设施养鱼，水质很关键。如今，鱼池采用
气推式循环水生态鱼池，拥有正滤双循
环水生态养殖系统，建有多个隔离槽和
生物处理池。通过气泵和水循环、生物
吸附降解等手段，实现了高效循环养
殖。养殖系统既能为鱼池不断补充氧
气，又能高效汇集分散在池水中鱼的粪
便并及时地分离出系统。技术人员还在
鱼池中培养出一层薄薄的菌膜，以此来
吸收水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净化水质，提
高水中的氧含量。

“厂区内所有景观池内的水就是经
处理后的尾水。”顺着季坚义手指的方向
看去，景观池内，水质清澈，一群群景观
鱼畅游其中。“这些尾水经过处理后能达
到养殖标准，可以继续循环用于养殖。”

雨水花园会“呼吸”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郑岚 通讯员 黄晓君

谷雨时节，宜昌市伍家岗长江大桥
下的雨水花园内，鸢尾花如蝴蝶翩跹，黄
菖蒲、千屈菜、花叶芦竹等植物生机勃
勃。每天，临江溪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
被就近引入这里，在它们的“一呼一吸”
间完成净化后汇入城市管网。

宜昌长江岸线整治修复项目全线约
8公里，总面积约118公顷，为山水林田
湖草示范项目。伍家岗长江大桥下的雨
水花园是节点之一，也是宜昌再生水利
用的一处“标本”。

“除了公园内的景观植被外，园内的
砂石、路面也具备透水、净化的作用，是
污水的天然过滤器。”宜昌市园林中心科
技科科长温铭鑫介绍，公园经过砂基透
水现浇铺装后，整个结构层都形成一个
透水结构。下雨时，雨水进行表面净化
后渗透到地下巨大的调蓄池里。雨停
后，调蓄池里的水可进行回收利用，用作
公园绿化灌溉和洗扫等。雨水花园铺设
的卵石、砂层除了可以加速雨水下渗，还
能对雨水进行净化，并将净化后的雨水
汇流至附近的调蓄池。

经过综合采用“渗、滞、蓄、净、用、
排”等措施，雨水花园实现了雨水循环利
用，进一步减少了公园污水直排长江。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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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高油高盐废水处置难题

宜昌厨余垃圾污水
全部循环利用

4月19日9时，城发集团垃圾
清运工傅育驾驶垃圾清运车来到
华祥虾殿集中收运点，20多个垃
圾桶装得满满当当。

“昨晚11点前收运了一轮，今天
上午是第二轮。”傅育介绍，这里是一
个中型餐饮垃圾集中清运点，类似的
清运点宜昌城区共有1542个。

装车后，厨余垃圾开启了一段
密闭旅程，目的地是位于猇亭区孙家
湾的宜昌城发集团厨余垃圾处理厂。

“100公斤厨余垃圾含80公
斤污水。”宜昌城发集团厨余垃圾
处理厂厂长向前介绍，相比一般生
活污水，厨余垃圾污水有害物质含
量更高。若将厨余垃圾污水直接
排入城市污水管道，生活污水和餐
余垃圾污水混合后，将极大地提高
污水处理难度。必须将厨余垃圾
污水专门处理后，再进行排放。

目前，宜昌厨余垃圾污水全部
循环利用，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
本200多万元。

一滴水都不浪费

走在宜昌厨余垃圾处理厂，无
论是预处理车间还是污水处理车
间，地面都干干净净，不见“跑冒滴
漏”。车间里，罐体、管道、处理设
备错落相连，全自动化运行，仅有
一名工人巡查。

工厂安全员杨全涌介绍，以前
的老处理厂，采用皮带开放式物料
运输系统，进出厂区臭气熏天，不
得不戴口罩。现在，所有物料都是
全密闭输送，生产车间采用负压工
艺，抽风量可达每小时15万立方
米，厂区闻不到异味。

随着车厢与卸料仓口对接，厨
余垃圾倾泻而下。“卸料仓底部有
筛孔，垃圾中的水分顺着筛孔流进
水管后，输送至沥液罐。”向前介
绍，沥液罐里的污水在后续垃圾处
理过程中将派上大用场——固体
垃圾在分拣分类时需要加水调湿，
这部分工艺补水全部来自沥液
罐。紧挨着沥液罐的，是将近10
米高的储液罐。罐子里的污水，可
循环用于给设备降温。

被“吃干榨尽”的厨余废水，经
空中密布的管道进入膜处理车间。
经过膜处理后，油黄色的液体，变成

清水汩汩流出。该车间1小时可处
理10吨污水，一些浓度较高的污
水，将进入臭氧发生装置，确保出水
达到综合排放三级标准。

业内，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
垃圾进料量和污水处理量多为1:
1。比如收运到处理厂的100公斤
垃圾，含水80公斤，瓜果蔬菜等厨
余垃圾处理过程中，又会产生约40
公斤污水。通过工艺循环，耗水20
公斤后，排放的达标废水量有100
公斤，与垃圾进料量基本相当。

在宜昌，这个比例可达到1:
0.8，废水量的持续减少，减轻了末
端环保治理压力。

破解高油高盐废水
处置难题

餐饮厨余废水处理究竟难在哪？
“高油脂、高盐分。”向前说，作

为全国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试点，宜昌最初引进的是
日本设备和工艺。但在实践中，日
本设备出现了“水土不服”——日
本饮食少油少盐，宜昌菜系高油高
盐，废水中油盐含量非常高。

从卸料仓出来的固态厨余垃圾
中，塑料袋等无机质垃圾被分拣出
来，有机质垃圾则用于提炼粗油脂。
提油率既直接影响资源化利用效率，
也是厨余废水处理最大的难题。

技术人员不断调整工艺流程，
将原来的全滤液提油工艺，改为全
浆液提油工艺。滤液提油是将餐厨
垃圾在预处理环节进行干湿分离，
干物质破碎制浆，滤出的油水混合
物进行加热提油。而浆液提油是将
所有餐厨垃圾预处理除杂后加热或
蒸煮，再进行提油，提油完成的物质
进行厌氧发酵产出沼气。由于滤液
提油只提取了水中的油脂，固体物
质中的油脂未提取，因此浆液提油
的产油率要高于滤液提油。

工艺调整后，该垃圾处理厂提
油率达到设计的3倍以上，日处理
量从10余吨增长至200吨。得益
于高油高盐废水处置难题的破解，
处理厂经营收入大幅提升。

据介绍，提油之后的垃圾，经过
厌氧发酵系统加热分解，进一步发
酵产生沼气。每年沼气发电，可满
足3000户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宜
昌
是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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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
垃
圾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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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利
用
和
无
害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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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点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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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讯
员

周
梦
圆

摄
）

近年来，宜昌多

措并举，在生产用水、

生态补水等多个领域

推动再生水的利用，

先后被评为“第九批

国家节水型城市”。

该市全域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示范城市，成

为丰水地区节水城市

的典范。

2024 年 5 月 1

日，《节约用水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

正式施行。《条例》指

出，通过加强用水管

理、转变用水方式，采

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

合理的措施，降低水资

源消耗、减少水资源损

失、防止水资源浪费，

合理、有效利用水资

源。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

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

基础设施，促进污水资

源化利用。

在《条例》正式施

行之际，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实地踏访宜昌

各公园、小区、企业，

看看这里的水资源如

何循环起来。

编
者
按

4 月 22 日，
宜 昌 西 陵 区 沙

河片区春意盎然，昔
日臭气熏天的河道已经

成为“碧水蓝天共一色，草青叶绿暖日浓”的城市公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李小春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元媛 通讯员 周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