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败也环保，成也环保
3年时间，雪龙公司从“事故企业”到“治污得福”

安徽雪龙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陶振家，永远也忘不了那一

天，2009年3月31日。

因为一次排放废水污染塌陷区

的环保事故，一纸停产通知发到了

厂里：立即停产治理，什么时候完

成整改，什么时候稳定达标排放，

什么时候恢复生产。

经过艰苦努力，4个月后，雪龙纤

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了生产。

然而，这次环保事故给公司带来了近

2000 万元的直接损失，对公司的声

誉和社会影响，更是造成了不可逆转

的恶劣影响。

“严峻的现实，使企业上下形成

了共识：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

染消灭企业。虽然事故过去了，但棉

浆废水污染必须根治。无论如何，绝

不能再上环保事故的‘黑名单’。”陶

振家说。

一次几近绝路的环保事故

记者手记
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环

境保护，越来越成为焦点话题。

对于像安徽雪龙纤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这种偏重化工类的大型企业来说，如

何治理污染，更是一道永远要面对的槛。

从最初的“不得不”治理，到在治理

的过程中创新方法、取得成绩，再到最终

依靠着治理污染而采取的产业变化战

略，一跃成为整个行业的翘楚。

雪龙公司的经历，或许可以告诉同

类型的企业，环保问题不仅仅是作为企

业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更能成

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在这个“环保至上”的大环境下，在

这个“变者生存”的高速发展时代，如何

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方向统一地结合

起来，或许将成为企业下一步走向辉煌

所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目前，全国棉浆行业主要的品种是

化纤棉浆。然而，生产化纤棉浆的污染太

大，治理难度也太高。在2009年之前，我

们就开始逐步转型。而在2009年的那次

环保事故以后，我们加快了产品结构调整

的速度，大幅度提高造币棉浆和精细化工

棉浆的比重，目前，仅保持不足10%的化

纤棉浆的生产。”陶振家介绍。

正是这个被“逼”出来的转型，如今却

成为了雪龙公司傲立行业的制胜法宝：在

整个化纤产业不景气，许多棉浆生产厂家

停产、半停产的今天，雪龙公司却依靠产

品多元化的优势，在去年创造了销售收入

产值5.8亿，税收4300万元，出口3900万

美元的骄人成绩。

“从最开始的事故后被动治污，到

后来的积极治理，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再到如今被环保倒逼，调整发展战略，

企业由此因祸得福，绝处逢生，成为全

国棉浆行业龙头企业。变化如此之大，

当初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环保标

兵”陶振家唏嘘不已。 记者 宁大龙

一个“环保发家”的奇迹

2009年，因一次环保事故，安徽雪龙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险些成为历史。此后，雪龙公司开始了

对污水治理的研究与斗争。

如今，3年过去了，当初治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悄然成了雪龙公司成功的最大资本。

回忆一路走来的过程，董事长陶振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由得感慨：“在对待环保问题上，雪龙

称得上‘柳暗花明’般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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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治理棉浆废水的污染，摆

在该企业面前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

槛。“棉浆行业太小了，治理起来难度

也很高，没有人愿意去啃棉浆废水治理

这个硬骨头。所以棉浆行业废水处理

至今在全国都是个难题。”陶振家对此

很无奈。为了寻求棉浆废水治理的良

方，陶振家带领技术人员几乎跑遍了全

国著名的污水处理研究机构和相关的

大学，但最终都是空手而归。

面对这道难以跨越的门槛，雪龙

的决策者没有放弃，陶振家说：“找不

到模板，我们就自己摸索。”

最终，通过技术分析，雪龙公司开

始转换思路，提出了“调整产品结构，

淘汰高污染的产品，加快轻污染产品

的开发；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从源头上

减少污染；完善治污设施，优化处理工

艺”综合治理的方针。

思路的转换，使“山穷水尽”的

棉浆废水治理展现了“柳暗花明”的

曙光。

一道难以跨越的治理门槛

据了解，棉浆废水的污染，主要

是蒸煮废液厌氧处理效果的好坏。

由于棉浆蒸煮废液 COD 浓度高，可

生化性差，长期以来，该公司采用常

规的第二代厌氧处理工艺，其 COD

去除率较低。

为此，雪龙公司借鉴其他行业厌

氧处理新技术，研发出一套有效处理

棉浆废水的厌氧处理新工艺。随后投

资2000多万元，安装了4台第三代高

速厌氧反应器。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后，使厌氧处理COD去除率比原来提

高了60%。

物化处理是雪龙公司污水处理最

后一道工序，物化处理的效果好不好

又取决于净水剂的好坏。以前该公司

都是从市场上直接采购液体净水剂。

为了提高处理效果，降低处理成本，该

公司组织技术人员结合棉浆废水处理

的特点，复配出一种专门针对棉浆废

水处理的新型净水剂。这种净水剂投

入使用后，不仅效果更好，而且成本也

比原来降低了近50%。

“从开始的被动治污，到后来逐渐

发现，在治污的过程中还可以削减生产

成本，增加效益。大家对治污难题上的

攻关，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了。”陶振家告

诉记者。

一项棉浆废水治理的突破

坚定了信心，雪龙公司开始进一

步研究污水治理的方法。

“在改造污水处理系统的同时，我

们又提出了新攻关方向，那就是从源

头开始综合治理。”陶振家举例介绍，

“我们生产的产品所用的原料是棉短

绒，当中有许多杂质。对此，公司投资

了500万元，启用了三套棉短绒清杂设

备。平均每生产1吨产品，能减少近

200公斤的杂质。”

从源头治理，雪龙公司几乎在

生产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得到体现：

在总的用水量上，雪龙公司由原本

的生产 1 吨产品，产生 150 吨废水，

到目前产生 70～80 吨废水；在生产

过程中，该公司将含碱量较高的蒸

煮废液集中收聚，作为蒸煮预浸碱

液，进行循环使用；在中段废水进入

处理前，又采用一台微滤机，将废水

中的短纤维过滤出来，从而降低了

厌氧处理的难度。

在一份环保部门提供的该公司

污水处理自动在线监测仪的运行

记录中，记者看到，整个 2012 年，雪

龙公司的废水排放没有一次超标

的情况。

一则源头治理的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