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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生活污水处理对策

聂会兰1 ,顾宝群1,张贵良2

( 1.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51; 2.河北省迁安市水务局,河北 迁安　064400)

摘要: 文中主要分析了农村生活污水特点及排放特征、处理现状及问题,并根据村落布局和社会经济条件,探讨了适宜不同地

区的农村污水处理模式。同时为了保证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长期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出了有效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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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共有60多万个行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 居住生活着2亿多农户、近8亿人[ 1]。随着国家对“三

农”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农村的要求, 并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
[ 2]
。

目前全国农村有6亿多人实现了饮水安全和基本安全,但农村排水状况却不容乐观, 96%的村庄没有排

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因此,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与资源化设施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水

利工作提出的新任务。

1　现状农村生活污水及存在的问题

1. 1　现状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及排放特点

农村生活污水包括洗涤、沐浴、厨房炊事、粪便及其冲洗等排水 [ 3]。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各地农

村生活污水的量和质也相差较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污水量远高于欠发达地区,污水中氮和磷也

高于欠发达地区, 而有机污染物较欠发达地区的要低。总的说来,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具有面广分散、来源多、

增长快、污水成分复杂、水质及水量变化大 [ 5-6]的特征。

1. 2　农村污水处理现状及问题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途径主要是直接洒向地面、就近排入河道或通过下水道入河等。农村污水排放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不少农户在新建房屋和旧房卫生设施改造中,虽然建有三格式化粪池,但却

没有排放设施, 而是依靠土壤渗透, 这种方法虽简便,却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地下水;二是即使有排水系统, 绝

大多数也是合流制排水,且一般采用明沟排水, 由于没有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 加之农药的大量使用、畜禽

粪便随雨水流入沟渠, 一到晴天气味难闻, 严重污染着农村生活环境;三是农村往往有灌渠贯穿其中, 随着各

家各户普遍使用冲水厕所, 各种污废水未经处理大量排入灌渠,对农业灌溉用水污染颇大。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尚处于起步阶段,污水处理设施不配套或不完善,其建设与运行管理相对滞后。

究其原因,一方面缺乏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尚无生活污水排放相关控制标准可依 [ 7]。

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与处理技术分析

农村地区居住相对分散, 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千差万别, 采取统一的污水处理模式绝无可能, 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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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根据村庄的具体实际来确定污水排放模式。

目前,一些国家在农村生活排水工程及污水处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

和管理体系。如日本政府从1973年开始进行“农村集落排水工程”建设, 并已制定《农村集落排水工程设计指

南》和《农村集落排水工程施工指南》等相关农村排水标准
[ 8]
; 澳大利亚近年采用“污水灌溉-土地净化-地下

暗管排水”的土地处理系统;韩国多用小型、简易、廉价的“土地-植物”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 9]。

结合国外生活污水处理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特点,总结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工程

实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模式可以按照分类处置的原则加以选择。

2. 1　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处理模式

图1　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处理模式

　　靠近城区、镇区且满足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接

入要求的村庄宜优先纳入城区、镇区污水收集系

统,所有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后,送入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见图1)。这种模式适用于距离中

心城、卫星城、建制镇的城镇污水管网较近( 5 km

以内) , 符合高程接入要求的村庄。由于城镇污水

处理厂相对运行规范、管理完善,而且污水处理的

运行较为经济,污水处理的效果也更有保障,有条

件的村庄应优先考虑这种污水治理模式。

2. 2　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对于距离城镇污水管网比较远, 或者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投资较大的村庄,不可能把污水收集后输往就

近的污水厂去处理,只能走小型化、就地化、分散式处理的道路。

2. 2. 1　农村生活污水沼气净化池处理模式

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实践中,最通用、节俭、能够体现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的生活污水处理

方式是沼气池。沼气净化池处理模式采用“多级发酵技术、多种好氧过滤和多层次的净化”逐段降解, 根据水

质确定工艺流程, 使其达到排放标准。工艺流程主要结构有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兼氧发酵系统和后处

理好氧过滤系统。使经处理的出水水质能较稳定地达到粪便无害化和污水排放标准,用于农田灌溉或水产养

殖。污水沼气净化池处理模式有分流和合流两种工艺流程。分流式适用于粪便污水和其它生活污水分流进

入池内,如图2所示。合流式适用于粪便污水和其他生活污水合流进入池内,如图3所示。

　 　

　　该处理模式基本不耗能,可间歇性运行,无需专人管理,适用于排水管网不健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2. 2. 2　高效厌氧( ABR) -生态组合处理模式

图4　高效厌氧( ABR ) -生态组合处理模式

高效厌氧( ABR) -生态组合处理模式将高

效厌氧技术 ( ABR——厌氧折流板反应

器)与改良的人工湿地串连起来(也可以采

用稳定塘、复合床等)
[ 10]

, ABR 作为强化

预处理技术,投加悬浮有机填料和优势微

生物, 高效降解污水中有机污染物,厌氧单元在较大程度上发挥了将颗粒有机物转化为溶解性有机物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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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后续湿地处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改良的人工湿地主体为多孔的无机填料、砂石和微生物组成填料床,

并在床体表面种植具有处理性能好、耐水性好、适应能力强、根系发达且美观的植物,并以升流式和降流式进

行组合,通过生物处理和人工生态系统中植物-微生物的协作作用, 实现污水的净化处理。工艺流程见图4。

该处理模式将厌氧技术与生态技术有机结合,污水在处理的同时被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同时加入了

景观设计的理念, 系统运行无需其他动力, 管理维护简单,因此,适用于具有自然坡度且有丰富土地资源的村

庄,可建于地下。

2. 2. 3　厌氧-好氧组合一体化设备处理达标排放模式

图5　厌氧-好氧组合一体化设备处理达标排放模式

　　厌氧-好氧组合一体化设备是在吸收

了传统流化床、活性污泥法和生物接触氧

化法优点的基础上开发的一种高效、稳定

的生化处理装置, 由厌氧悬浮床、移动循环

床和好氧固定床组成。其核心技术是应用

悬浮生物载体形成移动床和投加高效微生

物优势菌,充分提高反应器中微生物浓度。

该装置可在好氧、缺氧、厌氧环境下,实现

悬浮载体与污水流化状态下充分接触,利

用微生物的生物活性进行有机物的水解、生物降解、氮的硝化和磷的生物沉淀。沉淀出水能达标排放, 无需采

用砂滤或其他过滤材料。系统通过自动控制实现全程自动化运行和管理。工艺流程见图5。

该处理模式将厌氧、缺氧、好氧技术有机结合为一体, 实现A
2
/ O 工艺流程,污染物去除效率高,处理后

水质好且稳定,但由于一体化设备购置成本较高,日常运行管理要消耗电能, 因此适合于经济条件较好,周边

既无一定规模空地,又对出水水质要求较高的农村地区, 可建于地下。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管理措施

3. 1　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建设规划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政策环境,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规划的

制定,根据规划来系统地开展污水治理工作。基于农村生活污水污染产生的多方面原因,结合新农村建设中

改厕、改厨和改圈的工作,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立与各地农村经济水平、自然条件、环境目标相适应的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和行之有效的运行管理模式。

3. 2　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目前,我国尚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技术的地方、行业和国家相关标准。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应针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水质、水量特点,结合农村目前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在现有分散和集中处理技术的基础上,获取经济有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设备和集成模式,

提出农村排水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技术标准,分类指导工程设计和建设。技术规范应包括不同地区农村生活

污水排水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规范以及农村生活污水排水工程管理、运行、维护规范等。

3. 3　建立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投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村委会和村民对

污水处理费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都不愿意承担, 多数区县运行费用来源不清。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新农村

建设的实践, 采取国家扶持、地方补助、农民支持和企业参与等方式,广泛筹集资金,形成多元化投入、多渠道

动员的参与机制; 也可以参照美国滚动基金 [ 11]的运营模式,保障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资金需求;

还可以推行农村污水治理的优惠政策, 如利益优惠、税收优惠等, 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到农

村污水治理, 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能够顺利付诸实施和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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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建立完善的水务基础设施管理机制

在水务行政部门和乡镇机关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由村委会联合当地基层水务组织成立专门的水务

基础设施管理协会,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工作。协会负责制定本村的水务基础设施保护办法,明确村民

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设立专门账户,制定排水设施及处理设备的日常维护费用、管理收费等资金管理制度。

4　结束语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是改变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现状、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需要。在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应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处置的原则,依据村落的布局, 科学选

用污水处理工艺模式。有关政府部门应给予高度重视,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及技术措施、政策措施, 并加大

投资力度,保证新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的长期稳定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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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Countermeasures of Domestic Sewage

in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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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mainly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rural domest ic sew age and discharg e char acter ist ics, the

t reatment status and the pr esent pr oblems, then based on the villag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 econom ic

condit ions, it discusses the r ural drainage and treatment models that adapt to differ ent areas. At the same

t ime, in order to ensure long-term steady operat ion of the sew age t reatment systems, it puts forw ard some

effect iv e management measur es.

Key words : new villag e constr uct ion; domest ic sew age; t reatment model; management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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