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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污水处理事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

了长足发展，截止目前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达500

余座。。特别自1998年以来，政府投入大量国债资金，

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包括滇池、太湖流域、海河

流域、三峡库区的水污染治理等，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水

污染治理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国家在“十一

五”期间还将投入约3000亿人民币用于污水治理。

但在已建和在建的污水处理项目中，均存在着污

水处理厂运行管理费不足、达不到设计规模、地方财力

困难配套资金不足，影响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等问题。使

这些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有可能成为“晒太阳”工程。为

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针对目前设计和建设中存在的误

区，结合工程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个人的粗浅认识，

以期与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2山西省城市污水处理现状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属中西部经济欠发达

的省份。省域分属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两大流域。海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设计建设中的误区

【摘    要】本文从山西省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了设计、建

设人员中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并对污水工程中的排水体制、排水水质标准和污水

处理厂建设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工程的可操作性、可实施性是现阶

段工程建设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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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主要支流有永定河、大清河水系、子牙河水系和漳

卫南河水系三大水系；黄河流域主要支流有汾河及涑水

河水系、晋西、晋南入黄诸支流水系、丹沁河水系三大

水系。现状水污染状况严重，通过对省内26条主要河

流干支流设置的104个监测断面的监测，达到功能要求

者仅有9个，占8.7%。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西省逐渐对水污染状

况引起重视，开始兴建城市污水处理厂，但大规模水污

染治理是从1998年国家投入大量国债治理“三河三湖”

开始的。截止2004年底，山西省已建成城市污水处理

厂17座，总规模104.39万m3/d。全省107 个市、县

中仅有10个市1个县建有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率仅

为38%。目前，在建项目27个，处理规模为48.2万m3/

d，全部为国债投资项目。

根据已建和在建项目的调查，已建项目中约60%以

上的污水处理厂达不到设计规模。既使可以满负荷运行

的，也由于运行费用的严重不足而不能连续运行。在建

项目由于配套资金跟不上，超概现象严重迟迟不能完工

交付使用。在中小城镇中小规模的污水处理项目问题尤

为严重，而在今后污水处理中小规模的污水处理项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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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占有很大的比例。表1、表2是山西省已建和在建的

44座污水厂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的75座污水厂处

理规模的调查

已建、在建项目处理规模统计      表1

规划建设污水处理项目规模统计   表2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管网建设滞后，不能与处理厂同步建成，造成

污水收集困难，处理厂达不到设计能力，形成“大马拉

小车”的状况。

2）运行费用严重不足，影响污水厂的正常运行。由

于污水厂所在的县市大多经济水平较低，污水处理收费

低且困难，地方财政补贴十分有限，使污水处理厂建得

起而用不起。

3）项目建设初期一味贪大求全，开工后地方财力

困难，不能保证配套资金及时到位，使工程迟迟不能完

工。投资数年后，都无法发挥效益。

4）工程建设管理人员素质偏低，缺乏工程建设经

验和污水处理的专业知识，使建设过程中绕弯路多，影

响工程的建设进度。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工程的直

接参与者，设计和建设人员中普遍存在的诸多认识上的

误区，更加重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

3设计、建设中的误区

误区一：雨污完全分流是先进的排水体制

笔者认为城市的排水体制并无优劣之分，重在其经

济合理性，在于是否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经济条件。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小城镇，原有的城市基础

设施差，道路狭窄，周围建筑密度高，地下设施较多，

实施完全分流的排水系统，施工困难，初期投资费用巨

大，实施难度高，若采用逐步实施措施，在短期内很难

发挥工程效益。

误区二：城市水环境的治理就是兴建污水处理厂

由于缺乏对水环境治理的系统知识，部分地方以

是否建有污水厂来考核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行政效率。导

致只重视污水厂的建设而忽视排水收集管网及其它配套

设施的建设。

污水厂建成后有水收不进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

效益。使污水厂仅成为“形象工程”、“晒太阳工程”。

误区三：工艺设计应采用国外先进的污水处理工艺

目前，设计人员多数认为设计创新就是选用国外引

进的污水处理工艺。这些工艺是否符合我国的国情、是

否适合当地的具体条件等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分析论证，

结果造成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偏高、维护管理复杂。

误区四：城镇污水处理厂应设置完整的配套设施

和先进的自动控制。

随着我国污水处理事业的兴起，为了控制统一污

水厂的建设标准，2001年建设部颁发了《城市污水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该标准对近年来的工程建设起到

宏观控制和积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工作的进一步深

入，特别是在中小城镇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中，问题尤

其突出。如办公楼等附属设施标准偏高；自动控制系统

不会使用，更不愿使用。因为系统故障无人修，无件损

坏修不起。污水厂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成为了摆设，严重

脱离了当地的实际。

4几个问题的探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约污水厂顺利建设，影

响污水厂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一是资金，二是人员素

质。在现阶段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工程投资和运行

管理费用，并在短期内达到水污染控制目标，是我们研

究探讨的方向。

4.1 排水体制

排水体制的选择首先应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合

流制或截流式合流制在雨天时，部分混合污水经溢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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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水体，仍存在污染问题。完全分流的排水体制虽然

污水全部送入污水处理厂，但初期雨水直接排入水体，

对水体的污染也相当严重，据国外有些资料显示，两种

排水体制的污染效应基本相同。

在我省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的地区，现状大多采

用的是合流制系统，甚至有些仅是采用边沟排水。多年

来由于城市市政建设欠帐较多，地方财政极度困难，城

市道路、排水管道大多为分散，零星的系统。无论设计

采用分流制、合流制排水体制，要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

均是当地政府一时无法承受的。

实际操作中，投资较大、实施最困难的是改变现状

的排水体制。所以，对于这些贫困落后地区，设计中应

尽可能保留现状排水体制，充分利用现有排水设施，起

到收集污水的作用。利用最小的投入，收到最大的效

益。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污染问题。

4.2 排水水质标准

我国目前采用的水质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878-2002）和 《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8978-1996），均是根据排入水体的标准对

污染物各项指标进行控制，而未对流域内污染物总量进

行控制。

现阶段，我国各地的地区差异很大，大中城市排放

的污染物总量多，经济水平也较高；贫困地区中小城镇经

济水平低，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也较少，对环境的影响也较

小。采用“一刀切”排放标准，势必给这些地区造成较大

的负担。工程建设周期长，建起后又无法保证正常运行的

状况屡屡发生。通过近年来对山西中、小城镇的水质分析

结果看，水质浓度均很低，但由于排放标准的要求，不得

不采用二级，甚至化学处理工艺。所以，对污染物排放标

准能否用污染物总量控制。首先应做好整个流域的污染

防治规划，对环境自净容易进行准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

做出污染物控制总量。对流域内经济条件较好、污染物排

放量大的大、中城市采用较高的排放标准，对小城镇可根

据当地的水质特点，适当放宽排放标准。特别是对开放型

水体，降低出水中氮、磷的指标，对降低污水处理厂建设

的投资和运行管理费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流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根据各地

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水质排放要求，更适合我国的

国情。

4.3 建设标准

中、小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时，首先对附属建筑的

标准切忌生搬硬套国家建设标准。应与小城镇的经济和

生活水平相符，因地制宜，选用当地的建筑材料、施工方

式等，不能以设计单位所在城市的建设水平为小城镇进

行设计。这样必然会脱离实际，使污水厂建设投资偏高。

其次是污水厂占地。污水厂占地面积是与污水处

理工艺紧密相连的。有些处理工艺如氧化沟、AB等工

艺用地要满足指标要求非常困难，而CASS、MSBR 工

艺的用地指标却很小。同时《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14-87）中规定厂区绿化率应大于30%，道路宽度

等，使得污水厂用地面积的压缩受到限制。笔者认为污

水处理厂的最终目的是净化污水，而不是修建花园美化

环境。以牺牲农田、耕地为代价保证污水厂的绿化用

地，得不偿失。所以，在具体设计中，污水厂用地不应

成为硬性指标。当原用地为荒地、滩地时，突破用地指

标，增加些绿化面积，美化厂区环境也未偿不可；而对

原用地为农田，或城市绿地，则应从选择处理工艺入

手，绿化面积和道路宽度等以满足使用功能为限，尽可

能减小污水厂用地。

再次是关于污水厂的自控。由于我国目前的自控

设备工业相对落后，许多自控元器件、检测仪表还有赖

于进口，而各地县均存在人员素质偏低，运行费不足等

现象。因此，选用简便、实用的控制系统，安装必要的

检测仪表，保证污水处理的正常运行，是污水厂自控设

计的首要任务。

4.4 污水处理工艺

目前设计中常采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大部分是从西

方发达国家引进的。氧化沟、SBR、UNTANK 等工艺

大多属于延时曝气的活性污泥法，是以高投入，高耗

能、高资源占有为代价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

多，经济不发达，资源不足，能源短缺、地区差异较大

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应该开发高效率、低能耗、

低成本和低占地的污水处理工艺，在开发过程中、各主

管部门应给予宽松的氛围，避免使用现有的指标等条条

框框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5结束语

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结

合当地的建设条件、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不仅要

保证工程的合理性、先进性，同时还要保证工程的可操

作性、可实施性，以及今后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益。这

一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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