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水处理药剂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xxx 投资管理公司 

  



目录 

第一章 行业发展分析 ...................................................................................... 6 

一、 水处理及水处理药剂 .................................................................................... 6 

二、 水处理及水处理药剂 .................................................................................. 16 

三、 国际精细化工行业的发展 .......................................................................... 26 

第二章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 27 

一、 水处理药剂行业发展背景 .......................................................................... 27 

二、 水处理药剂行业的现状及发展历程 ........................................................... 31 

第三章 建设内容与产品方案 ......................................................................... 34 

一、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 34 

二、 产品规划方案及生产纲领 .......................................................................... 34 

产品规划方案一览表 ........................................................................................... 35 

第四章 项目选址可行性分析 ......................................................................... 36 

一、 项目选址原则 .............................................................................................. 36 

二、 建设区基本情况 .......................................................................................... 36 

三、 创新驱动发展 .............................................................................................. 39 

四、 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 41 

五、 产业发展方向 .............................................................................................. 42 

六、 项目选址综合评价 ...................................................................................... 43 

第五章 SWOT 分析 ......................................................................................... 44 

一、 优势分析（S） ............................................................................................ 44 



二、 劣势分析（W ） .......................................................................................... 46 

三、 机会分析（O） ........................................................................................... 46 

四、 威胁分析（T） ............................................................................................ 47 

第六章 法人治理结构 .................................................................................... 51 

一、 股东权利及义务 .......................................................................................... 51 

二、 董事 ............................................................................................................. 54 

三、 高级管理人员 .............................................................................................. 59 

四、 监事 ............................................................................................................. 61 

第七章 建设进度分析 .................................................................................... 63 

一、 项目进度安排 .............................................................................................. 63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一览表 ................................................................................... 63 

二、 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 64 

第八章 劳动安全生产 .................................................................................... 65 

一、 编制依据 ...................................................................................................... 65 

二、 防范措施 ...................................................................................................... 66 

三、 预期效果评价 .............................................................................................. 69 

第九章 工艺技术方案 .................................................................................... 70 

一、 企业技术研发分析 ...................................................................................... 70 

二、 项目技术工艺分析 ...................................................................................... 73 

三、 质量管理 ...................................................................................................... 74 

四、 项目技术流程 .............................................................................................. 75 

五、 设备选型方案 .............................................................................................. 75 



主要设备购置一览表 ........................................................................................... 76 

第十章 项目环境保护 .................................................................................... 77 

一、 环境保护综述 .............................................................................................. 77 

二、 建设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 78 

三、 建设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 80 

四、 建设期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分析 ............................................................... 80 

五、 建设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 81 

六、 营运期环境影响 .......................................................................................... 81 

七、 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 82 

第十一章 经济效益分析 ................................................................................ 84 

一、 基本假设及基础参数选取 .......................................................................... 84 

二、 经济评价财务测算 ...................................................................................... 84 

营业收入、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估算表 ............................................................ 84 

综合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 86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 88 

三、 项目盈利能力分析 ...................................................................................... 88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 90 

四、 财务生存能力分析 ...................................................................................... 91 

五、 偿债能力分析 .............................................................................................. 91 

借款还本付息计划表 ........................................................................................... 93 

六、 经济评价结论 .............................................................................................. 93 

第十二章 招标方案 ........................................................................................ 94 



一、 项目招标依据 .............................................................................................. 94 

二、 项目招标范围 .............................................................................................. 94 

三、 招标要求 ...................................................................................................... 95 

四、 招标组织方式 .............................................................................................. 97 

五、 招标信息发布 .............................................................................................. 99 

 

 

本报告基于可信的公开资料，参考行业研究模型，旨在对项目进

行合理的逻辑分析研究。本报告仅作为投资参考或作为参考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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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发展分析 

一、水处理及水处理药剂 

水处理（WaterTreatment）是指基于需要处理的水的水质，采用

不同的水处理工序和化学品，使水质满足生产、生活及环境要求的全

过程。 

水处理方式有物理、化学、生物方法。物理方法有沉降法、过滤

法、吸附法、膜渗透等。化学方法有氧化还原法，化学沉淀法，凝聚

沉淀法，离子交换法，光催化氧化法，电、磁氧化技术等。生物方法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一些微生物作用，使废水中的无机或者有机污染物

降解为无机物除去。生物处理方法有需氧法、厌氧法和共代谢法等。 

水处理化学方法是指使用化学药剂来消除及防止结垢、腐蚀和菌

藻滋生及进行水质净化的处理技术。化学水处理技术是当前国内外公

认的工业节水最普遍使用的有效手段。水处理药剂是指用于水处理的

化学品，又称水处理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轻工、纺织、印染、

建筑、冶金、机械、城乡环保等行业，以达到节约用水、防腐阻垢及

处理废水的目的。 

水处理行业按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分为水处理药剂生产和水

处理服务。水处理药剂行业属于专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水处理服务



行业基于终端客户条件和需求，为其提供水处理解决方案并提供现场

服务，属于环境治理行业或专业技术服务业。 

1、水处理药剂介绍 

（1）按照生产工艺分类 

按照生产工艺分类，我国水处理药剂的种类主要有两类：一是有

明确的分子结构式及化合物名称的化学品，这一类产品属于精细化学

品，一般称之为单剂产品；二是水处理药剂复合配方产品（以下简称

“复配产品”），这一类产品没有明确的分子结构式和化合物名称，

一般以其用途、性能特点（常冠以牌号）进行命名，如缓蚀剂、阻垢

剂、杀菌剂、絮凝剂、预膜剂等。 

（2）按照用途分类 

按照用途分类其作用机理，水处理药剂的品种主要有絮凝剂、缓

蚀剂、阻垢分散剂、杀菌灭藻剂及其它辅助剂等。 

絮凝剂是能将水溶液中的溶质、胶体或悬浮物颗粒产生絮状物沉

淀的一种化合物。絮凝是废水处理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一种应用最广

泛、经济、简便的水处理技术。通过絮凝作用，可使污水中悬浮微粒

形成矾花，并在沉降过程中互相碰撞，使絮状物颗粒变大逐渐沉淀于

底部，最后经水处理构筑物将其分离除去，达到净化水的目的。 



根据水体中胶体颗粒脱稳凝聚过程的作用机理不同，可以分为混

凝剂和絮凝剂。混凝剂是指通过表面双电层压缩和电中和而使溶质胶

体或悬浮颗粒脱稳的药剂，这类药剂主要是无机类药剂。絮凝剂是指

将溶质胶体或悬浮颗粒之间产生架桥作用以及在沉降过程中产生卷扫

作用的药剂，这类药剂主要是高分子药剂。根据行业习惯统称，在废

水处理过程中，将起凝聚作用的药剂统称为混凝剂（或凝聚剂），将

起架桥作用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称为絮凝剂；在水处理实际应用中，

常将所用的药剂统称为絮凝剂。 

无机絮凝剂包括硫酸铝、碱式氯化铝、硫酸亚铁、氯化亚铁等；

有机絮凝剂主要是高分子聚合物，大量使用的高分子有机絮凝剂如聚

丙烯酸胺、聚丙烯酸钠、聚苯乙烯磺酸盐、聚氧化乙烯等。无机盐类

絮凝剂的品种较少，主要是一些铝盐、铁盐及其水解聚合物等，这种

絮凝剂的特点是生产工艺操作简单、产品价格低廉，但投放过程中的

用量较大。而有机高分子絮凝剂投加量少，效果好，使用广泛。 

在工业循环冷却系统及锅炉在使用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上升，

其中含有的可溶解物质变得不可溶，并在接触水的表面上产生了沉积

物，就形成了水垢。特别是使用硬水时，水垢生成更为明显，所谓

“硬水”是指水中所溶的矿物质成分多，尤其是钙和镁。 



水垢的形成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循环冷却水的冷却效果降低，

促进冷却水系统中微生物的繁衍和生长，引起垢下腐蚀，影响水处理

药剂的使用效果等。冷却水系统中的沉积物除水垢，例如碳酸钙垢之

外，还有淤泥，例如泥沙；腐蚀产物，例如铁锈；生物沉积物，例如

微生物粘泥。因后三者的生成物在沉积之前都是不溶于水的，人们通

常把他们称为污垢。 

阻垢分散剂就是能够控制产生污垢和水垢的一种物质。聚合物阻

垢分散剂分为天然和合成两类。天然聚合物阻垢分散剂主要有淀粉、

丹宁、木质素等，但由于产品不稳定、杂质含量高，目前已经使用较

少。合成聚合物阻垢分散剂主要包含羟酸类、磺酸类和含磷类。按照

合成单体的种类，聚羟酸阻垢剂可分为均聚物阻垢剂和共聚物阻垢剂，

均聚物阻垢剂有聚丙烯酸、聚甲基丙烯酸、水解马来酸酐；共聚物阻

垢剂有丙烯酸-丙烯酸羟丙酯共聚物，苯乙烯磺酸-马来酸酐共聚物等。

含磷阻垢剂常见的是聚磷酸盐和有机膦酸，聚磷酸盐有三聚磷酸钠和

六偏磷酸纳，PBTCA 是典型的膦羟酸。含磷羟酸聚合物阻垢分散性能良

好，磷含量低。随着环境对排污的限制和水处理技术的发展，逐步出

现了聚环氧琥珀酸、聚天冬氨酸等生化降解性能优良的绿色阻垢剂。 

金属腐蚀是指金属材料受周围介质的作用而损坏。金属的锈蚀是

最常见的腐蚀形态。腐蚀时，在金属的界面上发生了化学或电化学多



相反应，使金属转入氧化（离子）状态。这会显著降低金属材料的强

度、塑性、韧性等力学性能，破坏金属构件的几何形状，增加零件间

的磨损，恶化电学和光学等物理性能，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按腐蚀

过程可分为化学腐蚀和电化学腐蚀；按金属腐蚀破坏的形态和腐蚀区

的分布可分为全面腐蚀和局部腐蚀；还有按腐蚀的环境条件可分为高

温腐蚀和常温腐蚀；干腐蚀和湿腐蚀等。在金属表面覆盖各种保护层，

把被保护金属与腐蚀性介质隔开，是防止金属腐蚀的有效方法。 

向腐蚀介质中加入微量或少量（无机的、有机的）化学物质，使

金属材料在该腐蚀介质中的腐蚀速度明显降低，直至停止，同时还保

持着金属材料原来的物理机械性能，这样的化学物质被称为缓蚀剂。

根据产品的化学成分分类，可分为无机缓蚀剂、有机缓蚀剂。根据缓

蚀剂的作用机理分类，分为阳极型，阴极型和混合型。根据缓蚀剂形

成的保护膜的类型，缓蚀剂可分为氧化膜型、沉积膜型和吸附膜型。 

阳极型缓蚀剂多为无机强氧化剂，如铬酸盐、钼酸盐、钨酸盐、

钒酸盐、亚硝酸盐、硼酸盐等。它们的作用是在金属表面阳极区与金

属离子作用，生成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氧化膜覆盖在阳极上形成保护膜。

这样就抑制了金属向水中溶解。 

阴极型缓蚀剂有锌的碳酸盐、磷酸盐和氢氧化物，钙的碳酸盐和

磷酸盐。阴极型缓蚀剂能与水中与金属表面的阴极区反应，其反应产



物在阴极沉积成膜，随着膜的增厚，阴极释放电子的反应被阻挡。某

些含氮、含硫或羟基的、具有表面活性的有机缓蚀剂，其分子中有两

种性质相反的极性基团，能吸附在清洁的金属表面形成单分子膜，它

们既能在阳极成膜，也能在阴极成膜，阻止水与水中溶解氧向金属表

面的扩散，起了缓蚀作用，巯基苯并噻唑、苯并三唑、十六烷胺等属

于此类缓蚀剂。除了中和性能的水处理药剂，大部分水处理用的缓蚀

剂的缓蚀机理是在与水接触的金属表面形成一层将金属和水隔离的金

属保护膜，以达到缓蚀目的。 

缓蚀剂对于循环冷却系统来讲至关重要。循环冷却系统可能因金

属腐蚀产生严重的性能问题并最终导致发生故障，因此适当地选择和

应用缓蚀剂很重要。确定使用缓蚀剂类型取决于成本、冷却系统的种

类、水质、操作条件和系统的金属类型等多种因素。家庭和工业对清

洁水的需求日益增加，用于控制净化水的设备内腐蚀的缓蚀剂需求也

随之增加。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多，基础设施速度加快以及人们对耐腐

蚀建筑和材料认识提高，建筑行业逐步使用缓蚀剂涂覆钢结构、钢条、

钢螺母和螺栓，以及其他基础材料，防止其腐蚀。 

2、水处理药剂的应用 

（1）工业用水 



工业用水在整个国家工业体系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

我国工业用水占城市水资源使用量的 80%左右。其中，工业用水中冷却

水用量居首位，一般在 60%以上。工业节水是保护水资源的重要环节，

节水首先要从工业用水入手，冷却水成为首要目标，节约冷却水的主

要方式就是采用循环冷却方式，并提高浓缩倍数。 

工业用冷却水一般分为两种类型：直流冷却水和循环冷却水。直

流冷却水把用于冷却的水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泊，属于一次性使用，造

成资源浪费。循环冷却水是把使用过的水通过冷却塔降温后再次用于

冷却，整个水系统是处于一个不断循环的动态过程之中，属于多次使

用。循环水冷却系统分为封闭式和敞开式。敞开式循环水冷却系统的

冷却水是通过冷却塔来冷却的，冷却水再循环过程中会与空气接触，

水量会发生变化，水中的各种矿物质和离子含量会不断浓缩增加，需

对系统定量补水，并排出定量的浓缩水。封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采用

封闭式冷却设备，水在管中流动，不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回水的热量

被其它换热介质取走以达到降温的作用。循环水冷却系统需要解决管

线和设备的结聚、腐蚀和微生物问题。工业循环水处理使用的药剂主

要有阻垢剂、缓蚀剂、杀菌灭藻剂、清洗剂、预膜剂等。 

工业锅炉用水也是工业用水的重要部分。工业锅炉是一种常见的

能量装换设备，用来生产蒸汽或加热水，广泛地应用于电力、机械、



化工等工业部门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按照锅炉产生的蒸汽压力可分

为：高压锅炉、中压锅炉、低压锅炉；按照锅炉的流量可分为大容量

（大型）锅炉、中容量（中型）锅炉、小容量（小型）锅炉。 

工业锅炉用水的水源一般为自来水和地下水，使用未经处理的水

容易对锅炉造成结垢、腐蚀和汽水共腾等危害。结垢直接影响传热和

汽水正常循环，形成垢下腐蚀，浪费燃料，缩短锅炉寿命，严重时引

发胀管、变形或爆管事故。腐蚀则直接影响材料强度，严重时造成裂

纹、泄漏甚至爆炸事故。汽水共腾直接影响蒸汽质量，可能导致过热

器及其它用汽设备结垢甚至引起安全事故。为锅炉提供合格的水，是

保证锅炉安全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工业锅炉水处理的常用方法

有锅外水处理和锅内水处理，使用的药剂主要有：缓蚀阻垢剂、除氧

剂、给水降碱剂、离子交换剂、再生剂、软化剂、碱度调节剂、清垢

剂等。 

（2）市政/饮用水处理 

饮用水的生产对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确保公众卫生安全、减

少或消除水源性疾病的出现，在生产合格生活用水的过程中，必须添

加合适的水处理化学品使出厂的水质达到国家标准。重点需要处理的

环节有：藻类控制，减少水库中有毒或有气味的藻类；絮凝过程，去

除悬浮和胶体固体如粘土；软化过程，去除钙盐和镁盐，特别是碳酸



盐和重碳酸盐；腐蚀控制，用来减少对管道的腐蚀；杀菌消毒等。市

政/饮用水处理涉及到的水处理药剂一般有：杀菌灭藻剂、絮凝剂、缓

蚀剂等。 

（3）污水/废水处理 

从水处理的角度来看，水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废水通常包含有害

毒素、细菌、油脂、油、重金属、来自药品的杂质、营养物质、病毒

和其他杂质。如果将污水/废水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些污染物会

扰乱生态系统和生命周期。将污水中的全部污染物清除出去，需要将

几个单独的污水处理方法结合起来，实现层层净化，逐级过滤，直至

将水中污染物彻底清除。一个完整而高效的污水处理系统分为三级：

一级处理、二级处理、三级处理。一级处理处于整个污水处理系统最

底层，主要用来除掉水中较大的悬浮物，一般采用物理除污法，通常

使用明矾或者炭块等对污水中的较大悬浮物进行吸附清除，吸附后的

污水进入二级处理。二级处理是指运用生物化学处理法对水中的呈胶

体状态和呈溶解状态的有机污染物进行清除，借助生物化学反应来沉

淀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经过处理的污水基本达到排放要求，可以满足

特定用途的回用。二级处理通常借助流动床生物膜工艺进行，借助粘

附在填料上的微生物自己繁殖形成生物膜来在水中进行挂膜，借此来

处理水中污质。主要原理是通过水中生物将水中的有机物降解而达到



处理污水的目的。三级处理是对污水进行的最高层次的处理，污水将

在这一环节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污，三级处理又称深度处理，主要是针

对污水中难以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溶解盐类进行溶解，深度处理后

的工艺污水水质较好，可以直接投入工业生产的使用中，污水处理的

目的基本实现。污水处理涉及到的水处理药剂一般有絮凝剂、污泥脱

水剂、消泡剂、螯合剂、脱色剂等。 

（4）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发展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海水

淡化技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其中，蒸馏法和膜法已成为主流技术。

目前，在国际上蒸馏法仍然在整个海水淡化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是

其发展速度却落后于反渗透法。蒸馏法是指利用热能进行海水淡化的

方法，包括多级闪蒸（MSF）、多效蒸发（MED）、压汽蒸馏（VC）等。

膜法主要是利用膜的选择透过性进行盐水分离达到海水淡化的目的，

主要包括反渗透法（RO）和电渗析法（ED）。海水淡化的工业化操作

一般要高于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成本。海水淡化成本包括能源费、药

剂费、设备费、管理费等。未来随着海水淡化在人类生产、生活用水

所占份额逐渐加大，水处理药剂在海水淡化领域的需求会不断增加。

对于膜法而言，在海水淡化操作过程中，由于海水温度、pH、离子浓

度等变化，海水中钙、镁离子可能生成碳酸盐、硫酸盐、氢氧化物沉



淀，堵塞膜孔，降低膜的透水率，因此需要在水中添加阻垢缓释剂、

清洁剂、絮凝剂、阻垢分散剂等药剂，为减少结垢沉积对反渗透膜的

影响。对于蒸馏法来讲，容易产生锅垢从而降低蒸发效率，可以通过

海水进行预处理来减少影响，向原水中加入聚磷酸盐、有机磷酸，膦

基聚羧酸等进行水质软化，对钙，镁离子以及其他金属离子螯合作用

使其不易沉淀，阻止水垢的形成。 

二、水处理及水处理药剂 

水处理（WaterTreatment）是指基于需要处理的水的水质，采用

不同的水处理工序和化学品，使水质满足生产、生活及环境要求的全

过程。 

水处理方式有物理、化学、生物方法。物理方法有沉降法、过滤

法、吸附法、膜渗透等。化学方法有氧化还原法，化学沉淀法，凝聚

沉淀法，离子交换法，光催化氧化法，电、磁氧化技术等。生物方法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一些微生物作用，使废水中的无机或者有机污染物

降解为无机物除去。生物处理方法有需氧法、厌氧法和共代谢法等。 

水处理化学方法是指使用化学药剂来消除及防止结垢、腐蚀和菌

藻滋生及进行水质净化的处理技术。化学水处理技术是当前国内外公

认的工业节水最普遍使用的有效手段。水处理药剂是指用于水处理的

化学品，又称水处理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轻工、纺织、印染、



建筑、冶金、机械、城乡环保等行业，以达到节约用水、防腐阻垢及

处理废水的目的。 

水处理行业按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分为水处理药剂生产和水

处理服务。水处理药剂行业属于专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水处理服务

行业基于终端客户条件和需求，为其提供水处理解决方案并提供现场

服务，属于环境治理行业或专业技术服务业。 

1、水处理药剂介绍 

（1）按照生产工艺分类 

按照生产工艺分类，我国水处理药剂的种类主要有两类：一是有

明确的分子结构式及化合物名称的化学品，这一类产品属于精细化学

品，一般称之为单剂产品；二是水处理药剂复合配方产品（以下简称

“复配产品”），这一类产品没有明确的分子结构式和化合物名称，

一般以其用途、性能特点（常冠以牌号）进行命名，如缓蚀剂、阻垢

剂、杀菌剂、絮凝剂、预膜剂等。 

（2）按照用途分类 

按照用途分类其作用机理，水处理药剂的品种主要有絮凝剂、缓

蚀剂、阻垢分散剂、杀菌灭藻剂及其它辅助剂等。 

絮凝剂是能将水溶液中的溶质、胶体或悬浮物颗粒产生絮状物沉

淀的一种化合物。絮凝是废水处理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一种应用最广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8603504003

4011004

https://d.book118.com/586035040034011004
https://d.book118.com/5860350400340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