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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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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从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考虑，具有耗能低 、效果好、投资少的 

分散式处理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介绍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产生和处理现状，分析了国内外主要 

的分散式处理技术的原理、特点及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选择原则，以期为我国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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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the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SUN Peng，LI Yue ，KoNG Fan-long，ZHAO Li—xia，QU Li—li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pollution problems caused by the rural domestic sewage，and consid— 

ering finding the optimum solution of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decentralized treatment 

technology with energy-saving，good efficiency and low investment have been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source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and the statues of treatment in China，and then analyses principle，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 

tions of the main decentralized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So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of the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hoice of the suitable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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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生活污水排放量大，据统计，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的生活污水量将近 100亿 tE ，大 

部分都未经过有效地处理而直接排放到水体中，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问题，如地表水富营养化、 

地下水质恶化_2 等．农村生活污水不能得到有效处理的问题在影响了正常水体功能的同时还严重威胁着 

人们的生活和健康．目前，我国有 1．9亿农村人VI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并且有增加的趋势．随着工 

业和城乡废水排放量和化肥农药用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饮用水源遭到污染． 

然而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规模，机制问题、国家财政投入问题、技术适应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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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模式选择问题都制约了我国农村污水处理进程．鉴于此，笔者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综 

合对比国内外常用处理技术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技术选择原则，以期为各地 

因地制宜的选择合适的处理技术提供参考． 

1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及特点 

调研结果表明，农村生活污水来源主要有 5个方面：①日常生活洗涤用水；②厨房污水；③冲厕污水 ； 

④堆放垃圾产生的渗滤液；⑤农户家庭中小规模养殖过程产生的污水． 

农村生活污水相对于城市污水来说有其特点[3]： 

1)面源广、排放分散．这是由我国农村分散聚集特点决定的． 

2)当前规模小，但增长速度快．当前农村生活方式决定了其人均用水量低于城市水平，农村人均污水 

产量大约在 50~60 L／d．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也随 

之会发生快速增长． 

3)水质水量变化大．农村地区排水时段比较集中，在早、中、晚集中做饭时段污水排放量是平时的3～ 

5倍． 

4)污染物浓度低．农村生活污水的浓度大约为 CODc 200 mg／L左右，总氮 60 mg／L左右，氨氮 5O 

mg／L左右，总磷 5 mg／I 左右． 

2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及原因分析 

2．1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受经济条件和环保意识所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总体 

较低，绝大多数没有处理而直接排放；部分已建污水处理设施因为技术选择不当导致运行费用高或者维护 

不方便等问题而出现不能持续运行的情况也屡屡发生；并且由于很多地区的规划滞后，规划不科学等问题 

也严重制约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推广与发展． 

2．2 原因分析 

我国政府 自“十一五”以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提出了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的处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增加了在该方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但总体而言，农村生 

物污水处理工作在取得了一定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具体原因为： 

1)资金问题．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在缺少财政补贴情况下，建设发展污水处 

理设施增加了经济负担． 

2)环保意识问题．受文化水平所限，农村居民环保意识不到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尚未引起足够重 

视． 

3)政策问题．没有出台农村地区污水处理工艺与技术的选择指导性文件，同时农村的环保机制不健 

全． 

4)管理问题．未建立专业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和指导．同时，已建工程的维护管理技术人员培训不到 

位，导致因人员的运行管理经验缺乏等问题出现工程虽建、利用不起来的现象． 

3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及技术分析 

3．1 污水处理方式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主要分为集中式污水处理和分散式污水处理两种． 

1)集中式污水处理．即该地域的污水经过某种方式集中后，通过管道统一接入临近市政污水管网．该 

处理方法适用于距离城镇污水管网距离较近(一般不超过 5 km)，建设收集运输管道费用比直接建设污水 

处理项目投资少的地区．具有投资省、见效快、施工周期短、方便管理等特点． 

2)分散式污水处理．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是指把一较大的区域分为若干较小的单元，每个单元为一 

个独立的系统，单独布置管网系统，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互不交错 ，以期实现最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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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想是“化整为零”，实现就地、就近、分类和低能耗l4]． 

3．2 分散式农村污水处理主要技术 

集中式污水处理方式虽从技术上来讲比较成熟，但适用于人口居住密度大、污水产生集中、且距离城 

镇污水管网较近的农村地区．而我国广大中小城镇、农村等人口分布广、居住分散、污水产生相对分散，因 

此集中式污水处理方式不宜大规模推广使用．因此，具有能够实现就地、就近、分类和低能耗的分散式污水 

处理方式成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新理念_5]． 

下面对几种常用且实用的分散式处理技术做简要介绍． 

1)土壤渗滤系统处理技术．土壤渗滤系统始于 日本，其工艺原理是生活污水首先经过化粪池进行预 

处理后再经过滤沉淀去除悬浮物和有机物，然后投配到距离地面一定深度、有 良好扩散性的土层中，污染 

物经过毛细管浸润作用向周围土壤渗透和扩散，通过土壤一微生物的自净和自我调控能力逐步得到净 

化 ． 

2)人工湿地处理技术．人工湿地净化作用主要通过土壤、基质、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 

协同作用，对污水、污泥进行处理的一种技术．其作用机理包括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 

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养分吸收及各类动物的作用r7]． 

3)稳定塘处理技术．稳定塘是一种利用天然净化能力对污水进行处理的建筑物的总称．运行原理是 

在太阳能作为初始能力推动下，通过塘内的食物链的物质迁移、转化和能量传递将污水中的有机物降解． 

4)小型集成化污水处理技术．小型集成化污水处理技术主要采用厌氧与曝气池、生物滤池等工艺相 

结合，是集预处理、二级处理及三级处理于一体的集成化处理技术． 

5)净化沼气池处理技术．净化沼气池处理技术原理是通过构造厌氧环境以促进厌氧微生物分解代谢 

污染物从而达到净化污水、收集沼气的目的，再通过兼氧或好氧微生物的呼吸作用进一步降解污染物． 

不同处理技术比较如表 1所示． 

表 1 国内外常用分散式处理技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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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目前几种常用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在处理效果、适用范围、技术特点、发展阶 

段上各有不同．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处理没有既定模式，不能简单盲目地采取一种或者几种措施，而应当结 

合污水特点及当地实际进行科学决策，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 

4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选择原则 

针对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及特点，在进行工艺选择的时候重点应考虑如下原则： 

1)抗冲击性强．依据原水水质、受纳水体与周边的环境容量及污水的排放特点，处理技术应具有较好 

的冲击负荷能力． 

2)工艺稳定，处理效果好．选择的技术应该保证具有一定的污染去除率，避免出现二次污染或者重复 

污染，出水水质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相关规定，便于进行资源化利用． 

3)建设投资省、运行费用低．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对污水处理认识不深而且经济能力有限，处理设施建 

设投资和运行费用消耗必须与村镇地区居民承受能力匹配． 

4)维护简单．由于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维护管理不易到位，因此其工艺流程不能太复杂， 

减少工艺环节，方便运行管理． 

5)利用当地资源条件，合理规划．结合当地城乡发展统一规划，技术选择应当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 

件，合理利用闲置或者荒废土地，避免占用良田，避免因后期发展问题造成设施拆迁甚至废弃．在选择某些 

湿地处理时候，可以充分利用周边池塘、水田等，同时结合农村景观及生态农业建设，尽量减少污泥产生量 

并进行资源化利用，达到资源与环境的统一． 

总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要量力而行，要综合考虑农村环境容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处理效 

率、建设规模、场地选择、运行管理及经济效益、人员素质等，通过技术比较和经济分析，因地制宜选择科学 

合理、简单有效的处理技术．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可以采用占地较少的处理技术，如小型集成化 

处理_1 ]和地下微动力氧化沟等；而在土地资源相对富裕的地区，则可以采用占地面积相对较大的土地处 

理技术，亦或厌氧、好氧工艺与土地处理组合工艺等；在一些水源富裕的地区可采用稳定塘、人工湿地等处 

理技术，进行污水处理的同时可以生态化养殖；在比较干旱的地区，则可以采用土壤渗滤等技术来进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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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能够实现就地、就近、分类和 

低能耗的分散式污水处理方式成为我国生活污水处理的新理念．在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中，应该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处置的原则，根据村落的布局，合理规划、科学选用污水处理模式及技术，对于不足和尚 

待改进之处，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科学设计、优化组合，达到技术上的互补．同时有关政府部门应给予高度 

重视，加大扶持农村污水的处理力度，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及技术措施、政策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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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