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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了的海水淡化了的海水，，你愿意喝吗你愿意喝吗
国家海洋局前不久发布的

《201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
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已建成
海水淡化工程121个，日产海水
淡化水规模超百万吨。

淡化的海水能不能喝？价
格还能再降些吗？海水淡化技
术在国外应用得如何？围绕这
些问题，日前记者采访了相关专
家和部门。

淡化水是高品质的饮
用水

针对淡化水缺乏微量元素
的争议，专家认为这是完全没有
必要的。

海水经过淡化技术处理后
能喝吗？

专家指出，一些公众有顾
虑，主要是因为对海水淡化技术
了解不够。

“海水淡化技术就是模拟自
然界的水循环运动，是人类向大
自然学习，为自己创造更多可饮
用水的开源技术。”国家海洋局
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
所所长李琳梅说。

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
其总量约占海水的97%，有13.3
亿立方千米，是巨大而稳定的淡
水储库。海水经过阳光照射后
蒸发，通过雨雪露云霜雾的形式
变为淡水，在地球表面重新汇聚
成江河湖海。

“大自然的水循环其实就是
海水淡化的过程。海水淡化技
术与自然界中淡水生成机理是
一样的。”李琳梅解释说。

据介绍，海水淡化的方法主
要分为热法和膜法。截至2014
年，全球脱盐产业累计建设产能
8520万吨/天，其中59%为海水
淡化，国际上已商业化应用的技
术主要包括反渗透、多级闪蒸、
低温多效三种，占总产能的比例
分别为65%、21%和7%。

“多级闪蒸和低温多效都
属于热法。”李琳梅说，热法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400
年，那时海边居民便懂得在锅
内把海水加热到沸腾，海水蒸
发变成水蒸气，而盐分则留在
锅底成为垢，水蒸气遇冷成为
蒸馏水，获得可饮用的淡水
——这就是今天热法海水淡化
的“老祖宗”。“因为需要大量热
能，所以热法装置要挨着热电
厂建造。”

反渗透方法就是膜法，用膜
对水分子进行筛选。“让海水经
过有很多小孔的膜，水分子能
过去，但其他盐分和钙镁等物
质过不去，过去的就是纯净的
水。膜法有电能就可工作，所以
应用更广。”

“本质上，海水淡化技术属
于水处理技术的一种。”李琳梅
说，海水淡化技术不仅只针对
海水，还能淡化内陆地区的苦
咸水。”

她介绍说，2015年12月，新
疆和田地下水改良项目示范工
程落成产水，采用海水淡化技术
处理地下苦咸水，供水覆盖约
6000人。“我国苦咸水分布面积
为160万平方公里，在西部地区
有2000多万人饮水困难且饮用
的水质不安全。海水淡化技术
能够改善这种局面。”

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研究所有关专家认为，淡化水
是高品质的饮用水，可以与自
然界的淡水相媲美。一些专家
指出，淡化水各项水质指标均
达到甚至优于我国《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众多国外居民长
期饮用海水淡化水也进一步证
明淡化水的安全性。针对淡化
水缺乏微量元素的争议，专家
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
为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
元素足以从各类膳食的摄入中
得到补充。

全球已有160多个国
家使用淡化海水

目前我国已向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等国出口海水淡化技术

中国有多缺水？
中国人口占世界22%，而淡

水占有量仅为地球的8%，人均淡
水占有量在世界上排第109位，
是12个严重贫水国之一。全国
657个城市有300多个缺水，天
津、大连、青岛、上海、深圳等沿海
城市更属于极度缺水地区。

开源节流，是解决水资源短
缺的一贯思路。根据有关部门
的规划，到2030年，即使南水北
调东线一、二、三期工程，中线一、
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并考虑部分
海水利用后，我国沿海地区年缺
水量仍将达到214亿立方米。

“除了推行节水措施、提高
利用效率、开展跨流域调水等方
式，我们必须实施海水有效利用
与代替，向大海要水‘喝’。”李琳
梅说，海水淡化作为水资源的开
源增量技术，具有“不淹地、不移
民、不争水、不受气候变化影响”
的特点，能稳定供水、应急供水
和战略性供水，是解决沿海水资
源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

“更重要的是，要让我国的
海水淡化技术走出去，协助解决
全球性缺水问题。”李琳梅说，目
前中国已向印度尼西亚、巴基斯
坦等国出口海水淡化技术，洽谈
合作项目。

发展海水淡化技术是世界
各国的共识。目前，国际上海水
淡化技术日趋成熟，已形成产
业，增长速度和应用领域日益扩
大，全球已有160多个国家应用
淡化技术。除最先利用海水淡
化的阿联酋、科威特等中东石油
国家外，北非、欧洲、中北美洲、
东南亚一带国家海水淡化应用
程度也很高，尤其在中东和一些
岛屿地区，海水淡化水已成为基

本水源，沙特、阿联酋、马尔代夫
等一些国家则几乎完全依赖淡
化海水。

“当前我国海水淡化行业正
处于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时期。”
国家海洋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国已在沿海多地建成多
个海水淡化项目，主要用于工业
和生活用水。根据《2015年全国
海水利用报告》，截至2015年底，
全国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产水规
模100.88万吨/日。其中，海岛地
区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为11.43万
吨/日，主要分布在浙江、山东、辽
宁和海南的一些岛屿。

国内已建成的最大海水淡
化工程是天津国投北疆电厂项
目，采用“发电—海水淡化—浓
海水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废
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循环经济模
式，应用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
术，目前装机容量20万吨/日，除
2万吨电厂自用外，可向社会供
应18万吨。

成本成为海水淡化推
广的瓶颈

我国海水淡化产水成本在5
至8元/吨，相比自来水价仍偏高

成本，一直是影响海水淡化
推广的瓶颈。

我国海水淡化产水成本集
中在5元/吨至8元/吨，虽已接
近国际水平，但相比自来水水价
仍偏高，使海水淡化这一新兴产
业缺少竞争优势。

“成本高的原因有很多，比
如采用膜法淡化要耗费电能，但
中国的能源价格很高，增加了成
本。”李琳梅解释，现有水价未包
括政府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投
入成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水
资源的稀缺，水是如此重要，却
又如此廉价。”

习惯了对水的低定价，公众
可能一时难以接受淡化水价格。

“在大部分沿海地区，海水
淡化执行的是工业用电价格，造
成海水淡化水价格较高。建议在
全国推行海水淡化优惠电价政
策，降低海水淡化制水成本。”国
家海洋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科研人员也会竭尽全
力通过技术手段，比如提升通水
率和产水率，把成本降下去。”李
琳梅表示。

让李琳梅担忧的是，现有海
水淡化自主技术缺少验证，需要
进一步工程应用。“国内一些企
业还是不够信任国产技术，只认
进口技术。”李琳梅说，越不敢
用，国家自主创新技术就越难以
进步。

管理机制上，全国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统筹协调。“一些地方
遭遇干旱，地方政府立刻急了，
赶紧立项发展海水淡化技术，可
一旦下雨了不缺水了，又会把项
目搁置。”李琳梅说。

据国家海洋局科技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海水淡化水无
法大规模进入市政管网，供水比
例亟待提升。“建议建立国家和
地方统筹联动协调机制，逐步加
大海水淡化水的配置比例。”

“和国外相比，我国的海水
淡化技术曾经一度跟跑，现在是
并跑，将来要领跑。”李琳梅说，
下一步的科研方向，是要加大力
度重点降低物耗和能耗，持续推
动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据了解，近期国家海洋局将
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全国海
水利用“十三五”规划。“十三五”
期间，我国将根据沿海城市、海
岛和新建工业区的水资源短缺
现状及发展基础，规划布局建设
不同类型海水淡化工程。同时
开展海水淡化建设运营模式、水
价补贴机制、电价优惠政策等研
究，营造有利于海水淡化产业发
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

（来源：人民日报）

近日，北京水务投资中心收
到了第一笔南水北调水费收入，
并已开始偿付工程投资的贷款
本息。这也意味着“未来水费收
益权质押融资-投入水务基础设
施建设并发挥效益-逐期逐批偿
还融资”这一水务投资新模式完
成了闭环运行。

为加快全市水务工程建设，
满足资金保障，2011年11月，经

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北
京水务投资中心，承担投融资工
作，并对银行贷款及债券等金融
产品进行统贷统还。投资中心
撬动社会资本，做成的第一件大
事就是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
建设。

南水北调的配套工程所需
的资金异常庞大，工期三年，每
年都需要50亿到80亿元资金。

政府拨付资金要经过重重决议、
审查，一圈程序走下来，资金到
位往往和工程建设不同步。“工
程干到这儿了，钱还没到账，那
就要停下来‘等钱’。次数多了，
难免耽误进度。”市水务投资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

2011年底，北京市正倒排工
期修建南干渠，资金一度有些跟
不上趟。投资中心成立仅10天，
就为南干渠争取到了北京农商
银行的贷款，额度达5亿元，解决
了燃眉之急。随后，东干渠91亿
元，密云水库调蓄工程37亿元，
团城湖调节池33亿元……有了
如此高强度、长时间的资金持续
注入，输水环路也迅速如长龙般
延伸。

南水从进北京，到入水厂，
这中间十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建

设资金都有社会资本的身影。
投资中心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
张《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项目
图》，上面清晰标示着每项工程
的名称、建设规模和投资规模。
其中既有东干渠、南干渠、通州
支线等输水工程，也包括团城湖
调节池、九级泵站等调蓄工程和
配套水厂，累计吸引社会资本近
260亿元。完工后，投资中心收
取南水北调用水户的水费，用于
偿本付息。

2012年“7?21”暴雨后，水务
部门对全市河流一一排查，发现
总共有174条的中小河流行洪不
畅，分布在除东、西城之外的14
个区。当年年底，中小河道治理
工作启动，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
疏浚。

174条河流，总计1460公里，

不但要拓宽、挖深、疏浚，还要根
据每条河流的情况加固堤坝、绿
化造林、涵养水源、截污治污。
三年治河，如今，已有累计240亿
元社会资本投入中小河道治理
工程。疏浚后的河流织就一张
覆盖全市的“水网”，在今夏的暴
雨中，雨洪被圈在河道里，沿岸
没有发生大规模满溢。

目前，北京市水务基础设施
建设已进入高峰期，需要大规划
统筹、大资金支撑、大平台融
资。为了给首都水务建设提供
更为稳固的资金保障，北京水务
投资中心也在不断吸引民间资
本参与建设和运营。据统计，至
今约有500亿元社会资本用于南
水北调配套工程、中小河道治理
等建设项目。

（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五年50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水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