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疏浚及泥处理 4 大热点话题讨论

摇 摇 2015 年 10 月 26—27 日,中国水利学会疏浚与

泥处理利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暨中

国水利学会 2015 学术年会疏浚与泥处理利用分会

场在南京召开,中国水利学会疏浚与泥处理利用专

业委员会委员,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计、施工

和管理等单位的技术骨干等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主题为“河湖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中泥处理技术创新冶,会议设置了“疏浚工程的目标

及工程实例冶、“底泥污染、疏浚范围及工程实例冶、
“环保疏浚工艺及方法冶、“淤泥的处理工艺和新技

术冶等 4 个专场。 清华大学周建军教授、河海大学

朱伟教授、河海大学辛沛教授、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范成新研究员、清华大学方红卫教授、河海

大学倪福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喻国良教授等 7 位

专家,分别作了“河流泥沙修复———水库低影响与

可持续之路冶、“围绕水环境水生态修复的疏浚工程

及问题冶、“滩涂吹填淤泥脱盐技术研究冶、“河湖底

泥污染类型及疏浚范围确定冶、“河湖(库)底泥环保

疏浚前期工作技术导则———美国相关标准介绍冶、
“环保疏浚的主要工艺冶、“环保疏浚的装备研究冶等

主题报告。 会议代表还就“港航疏浚料利用冶、“市

政管网清淤及污泥处理冶、“输水河道疏浚及泥堆场

处置冶、“沉管隧道基槽清淤技术冶、“泥水分离新技

术冶等内容分别做了专题报告。 在会议综合讨论部

分,与会专家围绕“疏浚的目的(为什么清?)冶、“疏

浚对象的确定(清什么?)冶、“疏浚工艺、技术(怎么

清?)冶、“淤泥后续处理处置技术(怎么处理?)冶等 4
个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会议综合讨论部分的主持人是河海大学朱伟教

授,参加讨论的专家有周建军(清华大学教授)、范

成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沈少

鸿(浙江省疏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佑高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
教高)、陈益人(三川德青科技有限公司总工)、杜心

惠(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陈建生(河海大学

教授)、范志强(湖北长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工)、金亚伟(江苏鑫泰岩土科技有限公司)、吕海

强(深圳西丽水库总工)、李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教授)等。
主持人:今天,我们已经开了一天会,现在进入

综合讨论环节,先从疏浚的目的开始讨论。 传统的

疏浚,如港航疏浚,其疏浚工程量是最大的。 针对湖

泊富营养化的问题,需要对湖泊底泥进行疏浚;针对

黑臭河流的治理,需要对河流底泥进行疏浚;还有水

库清淤,如三峡水库,对这样超大型水库泥沙淤积后

的清淤是一个新的领域。 还有一些新的方面也会产

生泥,像滩涂开发里面有很多疏浚以后吹填出来的

泥、城市的管网产生的泥以及沉管隧道基槽开挖出

现的各种各样的泥。 “水十条冶讲到黑臭河道。 黑臭

河道要清淤,那么请范教授来解答一下,黑臭河道的

疏浚主要是把什么污染物清出来? 我个人理解,黑
臭是不是有机质或有机物过多造成的? 是有机污染

还是复合污染? 范教授说,大部分底泥都是复合污

染。 那么,在对底泥进行调查评价的时候,应该关注

什么污染物? 请范教授先来发表观点。
范成新:“水十条冶里面明确了黑臭河道的治

理。 这肯定是今后的主要工作,这个工作江苏和浙

江开展得更早一些。 目前,很多城市治理黑臭河道

的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 治黑与除臭不是分开的,
有黑必有臭。 黑,是人的视觉反映出来的;臭,是人

的嗅觉反映出来的。 实际上,黑和臭都跟一个物质

有关:硫化物。 黑是金属硫化物造成的,容易发黑的

金属硫化物包括硫化亚铁、硫化汞、硫化铅、硫化铜

4 种。 其中,硫化铜理论上不是黑色,是一种棕色的

物质。 从感官上,可能认为其是黑色。 如果有机质是

腐殖质的时候,这也是造成黑的原因。 这是一种情

况。 但是,通常湖泊里面藻体及生物体刚死亡的时

候,已经很难或不可能转化成有机体了,因为其化学

结构为苯环,很难降解,所以有机质翻起来的时候通

常有重金属和金属硫化物,还有一种是有机硫(小分

子),如二甲基一硫、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二甲基

四硫(很少)。 这些情况,都是造成臭的原因。
主持人:范教授所说,那就是金属硫化物,以有

机质为主,要特别关注有机质里面的硫、含硫的有机

质以及与硫相结合的重金属的东西,这些是黑臭的

根源。 另外,我们在黑臭河道里面要考虑哪些底泥

要清? 可能要进一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港口航道

的清淤量是最大的,请林总来给我们讲一下,港口航

道疏浚底泥的判别标准?
林佑高:港口的清淤判别标准,主要是由工程情

况决定的。 如前期经过模拟实验,在选址已定的情

况下,港池航道水深不够可能就要进行开挖,码头结

构的施工也需要基槽开挖。 这些都是由工程决定了

要清什么。 趁现在这个机会,我还是想提一两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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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大家讨论,也请在座的专家帮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港区尽可能地将自己

挖出来的泥运回码头后方的堆场,但由于容量的问

题,往往放不下,有很多剩余疏浚泥需找去处。 有没

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利用这些疏浚泥(像粉煤灰一样

大家抢着要)? 还有,吹填到港区后方的疏浚泥表

层快速固化的问题怎么解决?
主持人:资源化利用的内容我们稍后讨论,我们

还是先明确一下“什么泥该清冶。 我们国家港口航

道的疏浚,听下来主要是由几何决定的。 不知道你

们有没有听说过,日本静冈县的田子浦港是日本最

早发现有 PCB 和二噁英存在的港口,其底泥处理花

了很大的代价。 我也希望港航方面的专家是不是可

以对港口里面回淤的泥做一些指标检测。 周教授提

出,像三峡水库这样的大型水库,它的泥沙淤积可以

用疏浚的方式解决,那么三峡里面的哪些泥沙要清?
请周教授来解答一下。

周建军:三峡等水库疏浚主要需要考虑到颗粒

粗细分布。 当前,主要是近坝段细泥浆的清除,因为

细泥浆高含磷,会造成磷的大量堆积,放到下游更利

于生态修复。 当然,由于要抑制荆江冲刷,库尾挖粗

沙进入下游也是必要的,可以先少量做起。
主持人:目前,湖泊清淤做得很多。 我个人理

解,这些都是针对氮磷进行的清淤行动。 现在最麻

烦的就是,湖泊里面氮磷多了以后,初级生产产生大

量的浮游植物,产生水华。 我知道,沈总对这方面工

作了解得很多,听你们公司人刚才的报告介绍,你们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程。 请沈总从工程经验出发,解
答一下湖泊以及水库里面主要是要清除哪些污染物?

沈少鸿:举个例子,我国山西的水库主要为了扩

容的需要,总体要求比较简单,不限区域,目的是要

增加水库的容量。 而中南部及东部这一带的水库,
其功能从原来的灌溉转化为城市供水,这样,水质要

求发生了改变。 这些水库大多数有几十年之久的历

史,水库周边的开发会对水体造成污染。 那么,清除

的这部分污染并不是重金属引起的,而主要是地区

旅游开发以及上游的种植业、养殖业造成的富营养

化引起的。 就目前实施的具体项目来看,挖泥的厚

度在 1 m 以下,位置多半是在库前部分。
主持人:好的,谢谢沈总。 也就是说,水库和湖

泊还是氮磷的问题比较多。 另外一个新的清淤领

域,就是城市管网。 请三川德青科技有限公司的陈

益人总工介绍一下城市管网里的哪些泥需要清? 怎

样判别哪些泥需要清? 怎样判别清理量是多少?
陈益人:城市排水管渠需要清淤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排水管渠淤积,过流断面减小,雨污水排放不

畅,导致城市出现渍水、路面塌陷等灾害,造成人身

财产安全的损失。 这是为什么要清的主要原因。 城

市排水管渠里要清的泥主要包括:随污水流动沉积

下来的污泥,随雨水口流进的马路杂物以及由于垃

圾未分类处理而进入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 由

于国内目前的管渠基本是雨污合流,源头没有进行

很好的控制,所以其中的污泥成分十分复杂。 城市

排水管渠污泥清淤之前,需要做好管渠的检测工作,
以确定清淤的方式及清理量。 目前,国内常用的检

测设备有管道潜望镜、管道推杆和管道机器人、
CCTV 检测及声呐检测等检测设备,可以对管道内

淤积情况进行检测,为清淤提供依据。
主持人:我稍微总结一下。 最近,看了很多国际

上的资料,根据各位专家的介绍,可以认为清淤的目

标污染物主要是有机质、氮磷、重金属,还有一些持

久性有机物,如 PCB(多氯联苯)、二噁英等。 我国

还有很多垃圾需要清除。 另外,有些情况下只是通

过清除土或泥沙本身来改变水体的形状。 我想,基
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会议进行到这儿,下面我

们讨论清淤工程的主要目标。 如果主要目标这个靶

子都找偏了的话,那可能事倍功半;找对了,就可能

事半功倍。 第一个议题“目标污染物冶的讨论到这

儿。 我们专业委员会想做一个《河湖(库)环保疏浚

前期调查工作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这个《导
则》里面没有制定底泥环境质量标准,但我们会翻

译整理其他国家关于底泥环境质量标准,给各个业

主单位、设计单位做参考。 我们更关注的是前期的

调查。 就环保疏浚的前期调查,我想还问一下范教

授,如南京的玄武湖要清淤,怎样调查才合理?
范成新:在前期调查过程中,主要考虑到的是怎

么布点、区域的面积、布点的方式、采泥、具体要做哪

些分析等。 通常,要分析检测的包括营养物、总氮总

磷及有机质。 如果重金属含量不明确的话,还需要

检测一下重金属指标。 如要求更高的话,还要考虑

底泥的释放和相平衡的问题。 这两个方面可以选其

中之一来做,最好是两个都做。 针对黑臭问题,还需

要增加硫的检测。
主持人:问一下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杜心惠

总工。 太湖的清淤你们前期调查比较多,想问一下

你们主要做了哪些调查?
杜心惠:主要也是考虑布点的方式、布点的密

度,必须检测的项目包括总氮、总磷、有机质。 设计

单位在前期调查过程中需要注意总氮、总磷、有机质

的检测,有时也需要检测重金属。 工程施工时需要

注意的是布点,布点要达到怎样的一个密度才能满

足工程施工要求。 有些情况下,有时也需要考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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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复杂的检测,如底泥释放。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考虑怎么取样? 取

样后测什么? 目前,国内很多用地质勘查的方法钻

孔取样,这样取的是下面的地层。 钻孔取样很难把

表泥(浮泥或流泥)取出来。 参考日本的做法,日本

定的底泥调查标准,先是做普查。 先用抓斗采样器

取一遍,测一下有哪些有污染物,确定污染的范围;
然后,在污染范围内用柱状采泥器进行采样,确定污

染深度。 最基本的检测指标包括有机质、氮磷、重金

属、湿密度、粒径分布及含水率。 下面,我们讨论下

一个问题:疏浚的工艺和技术(怎么清)。 环保疏浚

和工程疏浚差异还是蛮大的。 我认为,环保疏浚必

须要薄层、防扩散、高浓度。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对? 请沈总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沈少鸿:施工过程中,会涉及扩散的问题。 从黑

臭河道来讲,疏浚也有很多种方式。 条件具备的话

可以截流排干,这是一个既彻底又因地制宜的方式。
但是,有的地方没法截流,只能带水作业。 带水作业

又很复杂,一方面是有很多的垃圾,需要对垃圾进行

清理,以免把绞吸头堵住;另一方面,清理垃圾的时

候,会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水库清淤的垃圾会少

一些,但也存在扩散的问题。 这样的话,需要在供水

水库原水取水口部分做一些拦泥帘的设计,做二次

防护,以保证供水的安全。
主持人:总结起来,环保疏浚是要实现薄层、不

扩散,最麻烦的还有垃圾的问题,还有就是浓度的问

题。 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座的各位一起来想办法。
请问林总,你们港口航道都是大规模的疏浚,对于只

去除表面薄层这样的施工方法,你们是怎么看的?
林佑高:大规模的港航疏浚少有去除表面薄层

方面的环保问题,我们主要是考虑施工期的环境影

响。 在环境要求比较高的工程中,主要是在施工过

程中采用设拦污帘等措施减少水体的污染。 对尾水

处理问题,一般考虑延长排水路径,即在施工时,设
计多级沉淀池,通过沉淀后最后排出。

主持人:周教授,您一直在建议将一部分三峡的

泥沙清出来。 在您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泥

清理出来?
周建军:三峡在挖泥方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量

大,但泥浆清除需要的工艺应该简单一些。 在水库

开拓挖泥市场主要考虑的,应该是怎样适应疏浚规

模的同时节约成本。 由于电站本身有电,可以不用

柴油,因此可能会带来成本上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下面,请河海大学陈建生教授发表一下

自己的观点。
陈建生:是否可以考虑细颗粒泥不一定要通过

疏浚向下游输送? 泥是否可以搅浑? 因为三峡非汛

期时水位很高,汛期时水位很低,在流量比较大时搅

浑,使其流向下游。 如果要通过机械翻过大坝,这样

的代价就太大。 我们靠近坝前近处搅,扰动以后细

颗粒都悬浮起来,而且不大容易沉积下来,正好顺着

河流排向下游,这样也不需要专门去清了。
周建军:搅浑肯定是对的,三峡库区在非汛期可

以这样做。 但是,汛期的必要性不大。 因为,汛期还

有一定泥沙下泄到下游。 想要恢复生态,非汛期河

流的浑浊状态应该更接近天然。 这有生态和水库减

淤的双重目的。
主持人:范教授,您做环保清淤已经很长时间

了。 请给我们讲一讲,环保清淤到底该怎么清?
范成新:环保清淤的挖泥,主要还是去除氮磷,

清除湖底的氮磷污染物。 而针对营养物,要考虑其

是否对湖泊造成直接影响。 如果泥对水不是有实质

影响的话,也可以不考虑清除。 这样综合考虑的话,
可以把底泥释放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

主持人:总结一下,经过讨论,环保疏浚的基本

要素就是精确、薄层、防扩散、无二次污染,最好能够

实现高浓度环保疏浚。 如果能对付垃圾那就更好

了。 下一个话题可能比较热烈。 因为,现在疏浚工

程实际只占到工程经费的 1 / 3 左右,而对清出来的

泥的处理占工程经费的很大部分。 那么,清理出来

的泥,应该怎样处理? 听完了今天的报告后,觉得处

理方法五花八门。 把这些技术归归类,大多数的技

术还是从传统的地基处理里延伸过来的,围绕自重

固结、电渗等一些促进固结的处理方法。 还有一种

土体改良的办法,即加点材料让水分转化,这是固化

的办法。 这些办法针对的对象都是以泥构成的地

基。 但是,有时候我们对付的对象不是地基,而是泥

浆。 对付泥浆,今天有一些讲到了分离或者脱水技

术,即把泥浆分成干的泥,或把泥浆压滤后变成泥

饼,这都可以实现泥浆的减量。 但是,有时这种方法

也需要考虑到含有污染物的问题。 泥清出来后,不
能仅仅把它当作泥浆或是地基的问题,我们还要把

它当成一个有害废弃物,要考虑它里面的污染物问

题,也就是环境问题。 就泥的资源化利用,请林总发

表自己的观点。
林佑高:谢谢朱教授。 刚才朱教授讲的两个方

面我都关心,一个是泥到哪里去,另外一个是泥本身

的处理。 因为,港航疏浚有后方,但是经常会放不

下。 没有地、没有时间、没有钱,但我们还是要找到

一个去处。 应该怎样资源化利用泥? 另外一个方

面,是怎么处理泥? 这方面比较关心的是,吹上去的

泥浆怎么沉淀? 怎么快速形成一个作业面? 设备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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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上去? 传统的辅助手段就是表层的预处理,即固

化,但强度不能太高,否则会影响后续的插板施工,
因此可以低强度处理实现微固化。

主持人:业主经常会问,这些泥不是资源吗? 但

通常要实现资源化很难。 很早以前,我们就考虑可

以参考日本的做法,在珠江口海中围一个岛,将珠江

三角洲产生的大量淤泥都集中在这里,淤泥中的砂、
土可以作为资源循环利用,剩下来的填地,最后形成

的土地还可以利用,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做成。
管内混合的前提必须是高浓度疏浚。 不然的话管内

都是泥浆。 在泥浆里面加固化剂,是把人民币往泥

浆里投,因为需要添加剂的量很大。 我对沈总的那

个板框压滤很感兴趣。 听你们介绍,这是国内最大

的板框压滤设施。 清淤的时候,泥浆产量很大,板框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清淤一结束,这些板框用

来做什么? 会不会造成设备闲置?
沈少鸿:七八年前在广东佛山,我们做过整治河

道的清淤,有 80 多万 m3,淤泥也是用板框压滤机来

做的。 当初以为,这个做法很好,应用前景也很好,
使用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是,设备投入确实很大,功
效匹配上会出一些问题,而且土的运输很花费钱。
这是淤泥后续处理上运输成本的问题,也是制约资

源化利用的因素。 实在找不到堆场时,可以使用板

框压滤机来对泥进行压滤,压滤变干以后加以填埋,
压滤后的体积可减少 1 / 3 ~ 1 / 2,运输也比较方便。
这些泥可以做基础土用,也可以做黏土砖,但做黏土

砖的比例为 15% ~ 20% ,所需的添加量较少,大量

淤泥还是无法解决。
周建军:解决堆泥问题,也可考虑利用河流输

送。 当前,河流下游泥沙普遍少,在环评通过并严格

监管前提下,汛期河流水量大,可以将大量泥沙带到

下游去。 美国已经拆除水坝 1000 余座。 虽然是小

坝,但每一个被拆除的小坝都是因为到了不可忍受

的状况,都有大量污染泥沙需要排除。 除高度污染

泥沙需要就地处理外,大量淤泥都是通过河流自己

带走的。 这里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 我

认为,这也是今后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但可能也是一

个危险的思路。 我们的城市河道清淤,今天清东边

的河,东边河里的泥就跑到西边河里了,明天清西边

的河,泥又跑到东边去了。 我们知道,很多泥在长江

上用船运一运,但还没运几步就没有了。 中国还有

一个非常困难的监管问题:清出来的泥最后到底到

哪去了,到底有没有进行正确的处理和处置。 因此

要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 在处理泥的时候,还是要

注意处理对象的区别。 如,要搞清楚处理的是地基

还是泥浆,是污泥还是淤泥。 淤泥主要是无机物,不

能焚烧,因为其中没有热值,也不能生物降解。 污水

处理厂的污泥里面含有较多的有机质,可以生物降

解。 在处理泥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对象的特点搞清

楚。 今天,我们也听到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芦苇荡、
电渗法,它们都是非常好的技术。 想问一下湖北长

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的范总,您对电渗技术最

适用的条件和对象是如何认识的?
范志强:电渗适用的条件应该是细颗粒土。 如果

有细砂或沙砾土的话,可能就不太适用了。 深度处理

到 10 ~12 m,或 6 m 之上,承载力可以达到 8 ~10 t。
金亚伟:刚才提到泥没地方放,要放到哪里去。

现在可以考虑,能不能在原位不动它,让它发挥自己

的作用。 我们现在发明的一个叫“渗流袋冶的东西,
把泥放在袋子里,作为一个护岸,用淤泥做护岸。 但

是,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在缓流的情况下,两边要做个

坝,袋子可以很快使河道的淤泥压缩一半,体积减小

一半;放在河岸凹槽的地方,可以种些芦苇和其他水

生植物。
主持人:会议进行到这儿,讨论得已经差不多

了。 不知道现场还有没其他人有不同的观点。 下

面,我们请深圳西丽水库的专家发表意见。
吕海强:各位专家,下午好。 作为一个水管单

位,今天听到了各位专家、领导对疏浚与泥处理利用

的探讨,受益匪浅。 我觉得,很多方面还有努力的空

间,甚至还有简单易行、投资更少的办法。 根据我多

年管理的经验,我认为水库淤泥的污染应该是当前

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们目前面临的困惑是:设计单

位在设计淤泥疏浚与处理的时候没有给出处理前后

水质的目标,对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情况

不详细,还有就是处理之后淤泥的处置这方面还比

较原始。 全国各地对水质的要求不同,目标定的也

是千差万别。 能不能有一种简单易行、投资比较少

的,或是就算投资比较大、技术难度比较大,但能解

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想请教朱教授这个问题。
主持人:对于水库水质来说,底泥只是影响水质

的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因素,其他还要考虑点源

污染、面源污染、生态系统是不是平衡等问题。 我们

要认识到,仅通过疏浚单一措施来治理水质是不太可

行的。 我们需要对水库进行系统的调查,看污染源在

哪里,对污染源进行综合治理才能达到相应的目标。
今天在座的还有河海大学“千人计划冶教授,也

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著名教授李凌教授。 我想

请李凌教授对今天讨论的泥的问题发表观点。
李凌:我关注的是,业主所讲的清之前和清之后

水质的变化。 我们讨论的内容不谈系统的变化,不
谈涉及系统变化的过程,这个地方的缺失是不行的。
我们刚才讲对象、讲目的,都是针对这个底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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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来讲,但是污染物释不释放还是一个问题。 而

且,刚才讲到的二次污染,我们也是从原理上知道会

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二次污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没有很详细地去探讨。 我认为过程很重要。 污

染物的释放过程是技术一定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

题。 污染物的释放过程和机理,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这不光是弄清底泥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完了的事情,
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流体力学的问题。 但是,这
些很复杂的问题跟工程相结合的话,是可以做得到

的。 我们可以研究污染物释放的过程及机理,根据

反应过程制定一些规范和标准来确定疏浚怎样做。
后续处理中泥怎么办? 说到底还是脱水的问题。 我

们讲了好多技术,但是这个脱水的过程不光是流体力

学的问题,跟固体力学也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个人觉

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深奥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知

道底线在哪里的话,技术的推进是很难进行的。
主持人:李教授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我试着回

答。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疏浚与泥处理利用,必须放

到一个背景里面去。 也就是今天会议的题目,这个题

目出得是很好的,“河湖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中泥

处理技术创新冶。 我们不是用泥处理这一招治天下。
实际上,我们的定位是在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

系统工程中考虑底泥疏浚这一个措施怎么做。 我是

这样理解的。 如果说这一个方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的话,那么这个认识就会变得片面,没有解决问题的

可能性。 当然,李教授讲的我们要关注过程,考虑释

放的机理,我非常同意。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事

就要“两步抓冶“同时走冶,即过程要关注,现在的问题

也要解决。 现在,《河湖(库)环保疏浚前期调查工作

导则》的事我们也要做。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

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地方已经清出来几十万方还是一

百万方的泥了,不能等到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

的时候再去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冶。 所以,我们

叫“两步走冶,基础理论的要做,眼下的事也要干。 这

是我个人的认识。 今天的讨论很好,很热烈。 时间关

系,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各位嘉宾,谢谢积极参

加讨论的专家和各位参会人员。
(朱伟摇 整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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