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叶作为与大气直接接触

的典型环境界面，其对大气中多

环芳烃（PAHs）的“过滤”、赋存、

迁移、代谢、转化是去除大气中

PAHs绿色、安全和有效的关键过

程。植物一方面在全球碳封存和

减缓气候变化中起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可促进大气中PAHs向植

物叶片的分配，从而有效去除大

气 中 的 PAHs，参 与 全 球/区 域

PAHs 循环及影响 PAHs 的最终

环境归趋。

日前，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郭帅博士以《环境中的多

环芳烃》为题，为我市生态环境相

关领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场精

彩的讲座。

郭帅首先科普了我国环境中

PAHs的污染现状。其次，围绕植

物叶去除大气中 PAHs 的过程、

机制，针对已有 PAHs 在植物中

环境行为原位研究方法存在的不

足，为大家介绍了可实现以PAHs

为代表的有机污染物在植物微区

微界面成像和定量的深紫外多维

激光共聚焦显微荧光光谱分析系

统，以及可用于原位可视化和定

量检测红树植物叶角质层微区微

界面PAHs的新方法。

郭帅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

让聆听讲座的工作人员在微观

尺度下看到了PAHs在植物叶角

质层微区分布特征和微界面上

的空间分布和迁移路径。大家

纷纷表示，此次讲座为推动相关

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视

角，对尝试回答 PAHs 污染是否

是影响植物碳汇过程、格局的因

素等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中的关

键基础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和

现实意义。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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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是我国用水大

户，工业节水对促进我国经济

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太原理工大学王

忠德博士走进榆次工业园

区，以《工业用水全生命周期

集约化治理之先进水处理技

术篇》为题，与工业园区 20

余家企业交流，分享节水思

路和水治理关键技术，探讨

发展趋势，助力“双碳”目标

的实现。

王忠德带领的太原理工

大学电控离子交换技术团队

从事电化学研究30余年，是

全国较早的电化学研究机

构，现已有电化学除硬、电化

学除氯、电氧化除COD和氨

氮、电化学处理循环水技术、

电控离子交换提锂、除氟、结

晶软化技术以及环保型水处

理药剂等自研成套技术，已

在安泰集团、潞宝集团等工

业园区应用推广。

王忠德认为，园区水体

主要分为原水、循环冷却水、

脱硫废液和综合废水四类，

园区内水体综合处理实现零

排放始终是园区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瓶颈性技术难题。他

提倡，针对煤炭、钢铁、化工

等工业园区用水实施全生命

周期集约化管控，为企业水

系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实

现因水施策、梯级治理、分质

利用和废水资源化，是企业

解决治理废水难、处理成本

高的核心问题。

讲座中，王忠德还为企

业同行分享了以水治水新

方法、低能耗黑臭水体电化

学处理技术、先进膜分离技

术等前沿技术，对优化工业

企业如何用水和工业园区

如何管水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受益颇深”。 （李娟）

煤炭固废主要来源于

煤炭开采、选煤加工及电

力、焦化等利用过程，包括

煤矸石、粉煤灰、炉渣、高

灰煤泥等。煤炭固废属于

最为普通和典型的大宗固

废，解决好煤炭固废处置

的问题，对未来环境可持

续发展意义重大。

2023年12月28日，太

原理工大学矿物加工工程

专业副教授马晓敏博士走

进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榆次

巍山煤业有限公司，以《煤

炭固废的资源化利用》为

题，阐述了煤炭固体废物

的来源及分类，污染及危

害，全面分析了国家政策

要求，并重点介绍了煤炭

固废利用的新趋势，为区

域煤炭固废有效利用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2022年，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两个行业的一般工

业固废产量为 14.7 亿吨，

占全国 42 个行业固废总

量的35.7%，山西省工业固

废产量接近 5 亿吨，长期

居于全国第一。”马晓敏认

为，推进大宗煤炭固废源

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置，对于缓解生态

环境问题、资源浪费和部

分工业材料紧缺的矛盾具

有迫切现实意义。

马晓敏表示，近年来，

煤炭固废的综合利用愈发

受到重视，国家不断完善

法规政策，鼓励采取先进

工艺对尾矿、煤矸石、废石

等矿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

利用。行业企业和地方政

府要持续强化科技支撑，

推进煤矸石、粉煤灰等在

建工建材、矿井充填、农业

生态、功能材料、有价组分

提取等领域的利用，打造

循环经济园区、关键技术

和工程示范项目。

（李娟）

深入了解大气颗粒物组

分、来源以及其可能的健康风

险对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山西医

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锐博

士以《大气颗粒物的化学组

成、来源及重金属元素的健康

风险评估》为题，为我市生态

环境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进

行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大气颗粒物来源、组分多

样，来源包括自然源（如沙尘、

海盐、火山喷发、生物气溶胶

等）以及人为源（工业源、交通

源、民用散煤燃烧、生物质燃

烧等）；组成包括水溶性离子、

有机碳/元素碳、金属元素等，

既有一次排放，也有二次生

成。讲座中，李锐对大气颗粒

物来源和组分进行了详细介

绍，并介绍了目前常用的大气

颗粒物来源解析方法。此外，

他还着重介绍了重金属元素

这一对人体健康有明显毒害

作用的组分，分享了大气重金

属元素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突出可溶性重金属（生物有效

性重金属）在未来研究及污染

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性。

李锐的报告既有深度又

有广度，讲解方式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讲座结束后，他与

聆听讲座的人员进行了热烈

讨论和深入交流。大家纷纷

表示，此次报告富有成效，进

一步巩固了专业知识，也了解

了现阶段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拓展了科研思路，对下一步的

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控工作具

有积极促进作用。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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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工业用水
助力碧水蓝天

绿色是描绘中国高质量发展

美丽画卷的底色，低碳是落实“双碳”

目标转型发展的最优解。近日，太原理工大

学及山西医科大家的专家学者走进我市能源

企业和市生态环境局，通过晋中博士大讲堂为技

术人员带来关于低碳赋能的系列讲座，加快

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普及绿色生态知识，

共助城市“双碳”目标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