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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华南所（应急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汇总表 
 

                                               

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1 

典型流域新污染

物健康风险溯

源、分级与预警

关键技术及其应

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海南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于云江、郑晶、付川、

石运刚、李廷真、向明

灯、刘强、罗伟铿、莫

凌、严骁、胡国成、任

明忠、陈晓雯、周洋、

唐斌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项目围绕新污染物健康风险溯源、

分级与预警，建立了流域健康风险防控

技术体系，主要科技创新包括: 

1.构建了流域新污染物暴露风险

识别技术。针对传统监测设备适应性

差、机动性弱、检测速率慢等问题，开

发了决速准确的检测技术，实现了精准

识别。 

2.创新了新污染物的暴露评估技

术。揭示了流域新污染物的归趋特征与

影响因素，形成了多种暴露途径叠加的

暴露评估技术规范，建立了流域尺度的

新污染物暴露特征表征技术。 

3.建立了流域健康风险分级预警

技术。开发了高效率低成本的绿色降解

技术，构建了环境健康风险地图分级技

术，形成了健康风险分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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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2 

水环境质量预测

预警与污染精准

溯源关键技术及

应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北京工业大

学、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站 

吴仁人、毕敬、宋宁

慧、任秀文、王丽萍、

张杨、周泉、王功明、

夏迪、陈鸿展、吴永

洁、柯常栋、常伊梅林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或二等奖 

项目针对污染溯源工作中普遍存

在时效性不强、准确性不高等瓶颈，开

展科技攻关与实践，创建了准确率高、

算力需求小的数据驱动预测预警空间

溯源技术，研发了假阳性水平低、区域

适用性强的微生物指纹溯源技术，构建

了覆盖度高、多源同步解析准的有机物

指纹溯源技术，建立了水环境质量预测

预警与污染精准溯源关键技术，提升了

水环境污染溯源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并

在珠江口等全国多地推广应用，取得了

较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效益，为科

学精准开展“碧水攻坚战”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撑，该成果对及时精准开展水

体污染溯源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经专

家鉴定整体达到国际先进、部分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3 

华南重污染入海

河流水环境精准

治理关键技术与

应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

究生院、广东省科学院生态

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曾凡棠、范中亚、管运

涛、郭静、杨汉杰、任

明忠、罗千里、余震、

张进、陈钢、王文才、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或二等奖 

项目针对国家流域水污染防治领

域重大需求，聚焦练江等华南重污染入

海河流村镇高度密集、生态空间稀缺、

污染负荷超重、系统调控因素极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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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黄菊、胡艳芳、李伟

杰、叶颖欣 

等难题，开展了十余年系统研究与技术

攻关，通过源头减排、过程阻断、系统

治理及河海兼顾、水陆统筹的技术集成

创新，建立了华南入海河流水生态环境

精准治理技术体系。项目获授权发明

21项，授权实用新型 16项，软件著作

权 29项，发表论文 38篇，出版专著 3

部，编制 2 项指南/标准，获广东省环

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次。项目成

果助力练江由“污染典型”蝶变为“治

污典范”，入选广东省美丽河湖，助力

青澳湾入选国家美丽海湾；深度应用于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关注的“广东

9 个劣Ⅴ类国考断面”及其他共 20 余

个重点难点国考断面达标攻坚，支撑广

东省水环境质量取得历史性、转折性改

善成效；推广应用于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取得了优秀成绩。 

4 

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风险控制和

应急处置关键技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中城院(北京)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华

陈思莉、顾晓扬、陈凤

凯、姜元臻、汪晓军、

苏红玉、杨裕茵、董学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或二等奖 

项目属于环境风险与应急领域。 

本项目针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

风险防控和应对需求，取得如下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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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术及应用  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南

理工大学、深圳市晟世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光、吴祖力、陈刚、徐

文龙、王敬民、蔡辉、

刘宇明、张政科 

果： 

开发填埋气高效收集利用新方法，

研发垃圾渗滤液全量化处理新技术和

装备，实现涉水涉气污染风险精准治

理；构建填埋场场地环境风险和流域环

境风险防控技术，解决早期填埋场选址

规划与环境保护需求不匹配造成的风

险防范难题；研发智能化环境应急决策

系统，构建填埋场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技术体系，实现对垃圾填埋场次

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科学高效应对。 

成果已在全国推广应用，技术鉴定

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5 

垃圾焚烧烟气二

噁英类长效稳定

达标技术与应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 、同济大学 、浙江富

春江环保科技研究有限公

司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 

卢加伟、谢冰、章骅、

尚凡杰、李水江、洪澄

泱、王松林、何品晶、

海景、谢颖诗、汤绍

富、苏键、陈杰娥、张

洁茹、龚庆超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或二等奖 

本项目属于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和

环境风险防控领域。我国垃圾焚烧发电

规模约为全球 2/3，烟气二噁英类环境

风险备受关注。本项目针对垃圾焚烧烟

气二噁英类强度波动大、偶发超标多、

超标来源不清等问题，探明了偶发超标

的成因机理和工况的干扰定量特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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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发基于高频监测预警预报的多重主动

精准防控技术，建立了自动监测数据标

记方法和规则，将突变工况与自动监测

数据并轨实时监管，构建了相关标准体

系。本项目研发的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

类长效稳定达标技术，自国家实施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专项整治以来在全国近

千家垃圾焚烧厂得到应用，推动垃圾焚

烧发电行业率先基本实现全面达标，取

得了显著的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技

术鉴定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

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生物质锅炉烟气

污染控制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广州华科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广州诚的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广东荣昇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方平、陆鹏、叶绿萌、

岑超平、陈定盛、林金

荣、邹富豪、唐子君、

肖香、唐志雄、方继

军、吴海文、黄建航、

陈冬瑶、梁晓敏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或二等奖 

项目针对制约生物质锅炉行业可

持续发展的烟气脱硝和多污染物协同

控制难题，开展科技攻关与实践，发现

了多个新原理与新规律，突破了系列关

键材料、药剂及装备，研发了生物质锅

炉高效燃烧控制、高效 SNCR 脱硝、中

低温 SCR脱硝、催化臭氧氧化耦合多污

染物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构建了生物

质锅炉烟气污染控制技术工艺体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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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得了多个原创性成果，形成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生物质锅炉烟气污染控制

成套技术装备，解决了生物质锅炉行业

烟气污染控制技术难题，推动了生物质

能源的清洁利用，成果已实现国际应

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

益。 

7 

畜禽养殖业污染

防控与监管关键

技术及应用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湖南农业大学、上海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生态环境部土

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

技术中心 

贺德春、吴根义、沈根

祥、吕卓、刘晨峰、钱

晓雍、柳王荣、苏文

幸、王振旗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或二等奖 

项目聚焦我国畜禽养殖业污染环

境管理与防控需求，建立了畜禽养殖业

污染物调查-统计与负荷评估关键技术

及区域畜禽养殖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模型，创建了基于产业发展和环境承载

力的畜禽养殖业全尺度空间优化布局

规划方法和基于种养平衡的畜禽粪污

生态还田精细化管理技术，构建了以全

过程管控为导向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

以全要素管控为导向的畜禽养殖业自

行监测技术规范，以及以粪污资源化还

田利用为导向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形成了集“统计调查-负荷评估-综合防

控与监管”于一体的畜禽养殖业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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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污染防控与监管技术体系，有力支撑了

全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8 多彩珊瑚礁生物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 
陈清华 

科技进步

奖（科普

奖） 

为适合中小学读者和社会大众对

珊瑚礁生物科普的需要，全书绝大部分

内容为编著者西沙实地拍摄的照片、互

联网高质量珊瑚礁照片和出版社配编

的漫画类图片为主，配以少量介绍性文

字，希望为广大读者建立一个多彩多姿

珊瑚礁生物世界的印象，唤起大家对珊

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热忱。 

本科普书共分 4章，第一章简单介

绍什么是珊瑚礁，第二章介绍珊瑚大家

族，第三章介绍珊瑚的亲朋好友（鱼类

和其他动物），第四章介绍珊瑚的敌人

（包括珊瑚的捕食者、生物竞争者、极

端天气、病害）。 

本书 2019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

刷，共印刷 2300 册。2024 年第二版第

二次印刷 3000册。获“2023 年全国中

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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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修复专业委员会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汇总表 
 

序号 提名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提名奖种

及等级 
项目简介 

1 

电子电镀行业典

型重金属危废利

用处置与无废管

理技术方法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中南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广东省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环境中心、航科广

软（广州）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南京华创环境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林璋、杜建伟、刘学

明、贺框、吉飞、颜

旭、莫峰华、温勇、石

岩、刘福强、邓洪、林

奕明、李嘉斌、黄凯

华、李杰 

 

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项目针对电子电镀行业重金属废

物产生量大，高值安全利用和全过程风

险防控难的问题，发明了以重金属梯级

分离为前提，全流程无废管理为核心的

全新技术及工艺装备，实现了电子电镀

行业重金属危废资源化治理及大规模

工程应用。主要发明点包括：1）发明

重金属液体类危废多化学方法联用梯

级分离新技术，实现重金属高值产品

化；2）建立了多化学手段外场协同强

化分离重金属新方法，实现了重金属深

度分离与资源化回收；3）构建了电子

电镀危废增值安全利用技术与标准体

系，首创了行业“无废工厂”智慧管理平

台。项目实现了企业废液和污泥重金属

分离/回收效率 >99%，管理效率提升

70%。获授权专利 50 余件，在 ES&T 等

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