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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天天玉玉：：““治治水水女女神神””的的碧碧波波梦梦

8年前， 博士毕业的李天玉，
选择了一条扎根基层之路， 来到
治水一线从事治水工作。 她的梦
想就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 让城
市生活污水最大程度资源化， 让
水资源能够更高效地再生循环，
让我们的人民都生活在水绿天蓝
的优美环境中。

8年后的今天， 她带领团队
完成了20余项市级以上水处理工
程项目、 8项重大科研项目、 申
请了62项专利技术， 其中35项已
获授权， 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她和团队开发的新技术
已经具备日处理1500万吨污水的
能力， 每年可为国家节省电费3.65亿
元。 国家大剧院景观工程、 奥林
匹克公园龙形水系等用上了她的
科研成果。

梳理李天玉从一名博士生嬗
变为污水处理领域能够攻克世界
性 难 题 的 专 家 ， 我 们 会 发 现
其 中 的必然性 。 一是她选择了
一条扎根基层之路 。 因为她坚
信， 科研是为生产应用服务的，
一定要面向实际生产应用。 只有
把所学的知识用于生产实践， 攻
克一个个科研难题， 才会结出丰
硕的成果。 二是把爱岗敬业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 。 放下博士的身
段， “挽起裤管在污水处理厂攀
高爬下， 撸起袖子徒手抓捏又脏
又臭的污泥”。 三是把自己的人
生追求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起
来， 俯下身子， 扎扎实实干好本
职工作。

愿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启发，
扎根基层， 奉献国家。

短评：

扎根基层沃土是成才的必由之路
□许庆惠

挽起裤管在污水处理厂攀
高爬下；撸起袖子徒手抓捏又脏
又臭的污泥；夜以继日地在实验
室研发污水深度净化技术 ；奔
忙，是她工作的常态，没有工夫
好好陪护孩子，是她心头最大的
愧疚……这就是北京碧水源膜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艺研
发室主任李天玉的日常写照。北
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大都市，即
便是马桶排出的生活污水都是
非常宝贵的资源。 李天玉的目
标，就是让城市生活污水最大程
度资源化，让水资源能够更高效
地再生循环。

梁梁脊脊 首 都 劳 模 英 雄 谱

给治水过滤膜建立评价体系

还没走进实验室， 就传来了
哗啦哗啦的水声和仪器的嗡嗡
声。 而进入实验室的一刹那， 满
眼都是矿泉水瓶或桶。 细看时，
这瓶和桶里的水可都不是透明
的， 有的发黄， 有的发黑， 有的
甚至带着明显的脏物， 每个瓶或
桶上都标记着特定的符号。

“这些都是水样。” 李天玉
说， 碧水源公司一直从事膜集成
城镇污水深度净化技术的研发 。
她从兜里掏出了几根毛线粗细的
白绳， “这就是研发的膜丝， 污
水是通过它得到净化的。”

看着那白绳， 记者更晕了：
“这东西就能净化污水？ ”带着疑
问， 记者与李天玉一起观看了实
验室正在运行的整套设备， 并由
此解开了疑惑———污水管网里直
接取来的生活污水浑浊、发黄、泛
着臭气，加入活性污泥之后，生活
污水呈现了浓稠、 发黑的泥浆状
态；成排的膜丝放置在泥浆当中，
随着通入空气的搅拌作用， 泥浆
在池中不断翻滚。 “在曝气的过程
中， 污水里的污染物通过污泥中
微生物降解和MBR膜的分离作
用，得到很大程度的去除。 ”李天
玉拿出使用过的过滤膜， 原来纯
白的膜丝已挂满污物，“膜丝内部
有几千万个小孔构成的海绵状过
滤层，用来分离水和泥。这些小孔
是头发丝的五百分之一， 肉眼是
根本看不见的。 ” 顺着设备往前
走， 记者发现分离出来的水真的
有了清水的成色。

如今 ， 由碧水源公司MBR
技术处理的生活污水， 在变得透
彻明亮后 ， 可运用到景观用水
上。 “国内采用这一技术的除了
奥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 国家大
剧院景观水工程外 ， 还有门头
沟、 丰台等区域的再生水厂。 目
前 ， 我们公司MBR工程量已占
据全球第一， 国内市场拥有70%
的份额 ， 日处理污水达 1500万
吨。” 李天玉骄傲地说道。

可针对新兴且高速发展的膜
行业， 国际上却没有行之有效的
标准和检测方法。 怎么办？ 自己
来。 “测试一种膜产品最少需要
200件成品， 每次的测试时间都
需要一周。 在测试期内， 早到晚
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现象。” 正
是通过借鉴相关行业标准、 试验
验证、 反复修订、 请教讨论、 验
证评价等系列手段， 他们构建了
中空纤维膜23项指标的综合评价

系统， 研制了泡点和通量自动化
测试仪， 彻底解决了国内外缺少
统一系统的膜性能评价方法的现
状。 这一干就是三年。

不让微污染损害居民饮
用水安全

江苏镇江自来水出现异味，
44个城市自来水中检出消毒副产
物……这些都是曾经水污染新
闻。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主
要是抗生素、 消毒副产物、 重金
属等微量污染物造成的。 可常规
处理工艺难以满足水质安全需
求， 而现有深度处理技术在去除
重金属、 微量有机物等方面效果
有限， 不能完全保障饮水安全。

这时， 李天玉和队员们又站
了出来。 从中国的东北、 江南、
东南等十几条大型水系采集水
样， 大量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
寻找微量有机物的检测方法， 无
数遍分离污染物和有益矿物质
……在历经3年多的日日夜夜后，
他们开发出了可有效去除污染
物， 又保留有益矿物质的DF膜。

膜虽然做出来了， 但是与混
凝沉淀———过滤———消毒等老三
段工艺相比，它就是贵族技术，性
能好但是费用极其昂贵， 自来水
厂根本用不起。 队员们因此深受
打击，都准备放弃了。 此时，作为
项目负责人的李天玉站了出来。
她鼓励大家团结起来， 从整个系
统分析关键问题， 并逐个从局部
一点一点抠细节，重点突破。经过
无数次的试验， 大家决定从改变
应用条件、降低污染、延长使用周
期入手。此时，在一线做应用实验
的李天玉一组， 就成为了提供一
手数据的关键点。整整两个月，她
和队员们24小时在自来水厂待
命，随时观测情况、记录数据，从
而使设计团队拥有了降低成本的
根据。 经过优化，DF膜技术的运
行费用由每吨0.8元降低至每吨0.35
元， 而膜的使用寿命却延长了一
倍，还可清洗再利用。 目前，这项
技术已推广到江苏、山西、福建、
河北等省多地的自来水厂， 每天
约可排出近百万吨的净水供人们
使用。

随后， 李天玉和团队又开始
进一步升级了这一净化处理技
术， 目前， 这一自主创新技术已
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为首都增添新的水源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大都

市 ， 即使是市政污水也非常宝
贵。 为此， 我市建设了众多污水
处理厂， 以期获得更多的再生水
源。 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
就有这样一座污水处理厂， 名叫
北京翠湖新水源厂 。 在 2014年
前， 厂里存在着水排放的质量偏
差、 处理技术落后的严重问题。
听说碧水源公司有更先进的处理
技术， 他们就赶来寻求帮助。

让市政污水实现高效再生循
环， 成为首都的新水源。 李天玉
和她的团队进行了技术分析： 我
们认为 ， 市政污水是离城市最
近、 体量最大的水体， 很有发展
再生水源的前景。 如果将其转化
为物美价廉且可持续性的新水
源， 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当翠湖水厂找上门后， 她和
队员们决定以该水厂为试验基
地， 研发新型应用技术。

试验， 试验， 再试验……最
终 ， 李天玉他们拿下了这个难
题。 如今的翠湖新水源厂， 能够
日处理生活污水2万吨， 处理后
的出水水质可达到地表III类水级
别， 接近于饮用水的标准。 经过
处理后的高品质新水， 被排放到
了水厂旁边的国家湿地公园， 形
成了水的完整循环， 从而达到了
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效果。 这项成
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并处于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

她的心中始终荡漾着一
片碧波

细数起来， 李天玉参加工作
的时间仅有8年， 却承担了20余
项市级以上水处理工程项目、 8
项重大科研项目， 申请了62项专
利技术， 其中35项已获授权。

许多人问李天玉： 当初您博

士毕业时， 可以选择留在高校做
教学科研，在优雅的环境中工作，
为什么选择来到又脏又臭的污水
处理一线，整天与脏水打交道？

“在面临择业时， 我也考虑
了很久。 可作为治水人， 面对周
围的水污染和安全问题却无能为
力， 那么， 悠游在实验室做研究
能 有 什 么 用 呢 ？ ” 李 天 玉 说 ，
“大家都知道， 有环保问题的地
方， 一般都是脏乱臭的环境。 但
当时我很坚决。 因为我坚信， 科
研是为生产应用服务的， 一定要
面向实际生产应用。”

日日夜夜地伏案钻研， 使年
仅36岁的李天玉已早生白发， 可

每一个试验的成功， 都让她更有
成就感 。 “每完成一个试验项
目， 就如同诞生了一个 ‘孩子’。
我们总想让它茁壮成长， 被业内
认可， 在行业中推广应用。”

可对于自己的孩子， 李天玉
却充满愧疚。 “我的孩子三岁半
了， 但是我啥也管不了， 跟我都
不亲了。” 李天玉白天在公司跟
研发团队一起工作， 作为团队带
头人， 晚上八九点能回到家就已
经不错了， 孩子已经快睡着了，
周末她又要经常出差， 和孩子相
处时间确实太短暂了。

“在居民的身边， 随处都有
青山绿水， 孩子们随时可以在碧
波中尽情嬉戏， 这是我最希望看
到的场景。” 李天玉心中一直荡
漾着这样美丽动人的一幕。

“近年，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 取得的成果
令人瞩目 ， 但城市污水处理能
力、 效率、 水平与环境要求差距
仍然很大， 城市污水处理形势依
然十分严峻， 任务还相当艰巨。”
尽管取得了让人称道的治水成
果， 但李天玉心中却时常为治水
的严峻性忧心忡忡。

“北京市正在建设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 国际一流的水
处理技术必不可少。 我和我的同
事有幸能为改善北京的水环境、
提升首都的水品质做了一点工
作， 感到非常自豪。” 李天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