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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生活污

水的处理是新农村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归纳和分析了国内几种较典型的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即接入城

镇污水管网统一处理模式'分散处理模式和集中处理模式$总结了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技术'稳定塘生活污

水处理技术'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和土壤处理系统等几种具体的农村污水处理工艺技术$最后选择适合的处

理模式和处理技术应用到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于河村村庄规划中#为新农村规划生活污水的处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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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国目前生活污水处理概述

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农村

现状+特点和风俗习惯等. 因此#生活污水处理模式也多样化.

A+A(生活污水处理模式概述

!A" 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处理模式. 将村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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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距离中心城+卫星城+建制镇的城镇污水管网较近!H b[以内"#符合高程接入要求的

村庄%A&

.

!@" 分散处理模式. 将农户污水按照分区进行收集#每个区域污水单独处理#污水分片收集后#采用中

小型污水处理设备或自然处理等形式处理村庄污水#适用于村庄布局分散+规模较小+地形条件复杂+污水

不易集中收集的村庄污水处理%@&

.

!!" 集中处理模式. 所有农户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收集#统一建设处理设施处理村庄全部污水%@&

.

A+@(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概述

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具体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要同时满足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适用两个基本原则#

以下总结了满足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几种处理工艺.

!A" 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技术. 结合农村改厨+改厕和改圈#可将猪舍污水和生活污水合并处理#经在

沼气池中厌氧发酵后作为农肥#沼液经管网收集集中净化后#出水水质可达到国家标准后排放. 沼气池工



艺简单#成本低#但冬季气温较低时处理效率不高#适合于冬季地下水温保持在 Hs以上的地区的农民家庭

采用%!&

.

!@" 稳定塘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稳定塘是一种经过人工修整而且设有围堤和防渗层的池塘#它主要利

用水生生物系统#依靠自然生物净化功能#使污水得到净化. 与常规技术相比#具有基建投资省+运行费用

低+管理维护方便+运行稳定可靠+出水水质稳定等诸多优点. 但其不足之处是占地面积大+净化效果受气

温等自然因素影响%!&

.

!!"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 人工湿地主要通过生态处理系统内的微生物和水生植物的协同作用#实现污

染物的去除. 废水中的不溶性有机物通过湿地的沉淀+过滤作用#可以很快地被截留#进而被微生物利用'

废水中的可溶性有机物#则可通过植物根系的生物膜吸附+吸收及生物代谢降解过程而被分解去除. 随着

处理过程的不断进行#湿地床中的微生物也繁殖生长#通过对湿地床填料的定期更换及对湿地植物的收割#

则将新生的有机体从系统中去除. 技术造价及运行费用远低于常规处理技术#但其占地面积比传统工艺高

得多#而且季节因素的变化也限制了湿地的发展%!&

.

!#" 土壤处理系统. 土壤处理系统!M;/? 3D4;[4/<=]8<4["是一种将自然生态净化与人工湿地工艺相

结合的小规模污水处理生态工程技术#其原理是通过农田+林地+苇地等土壤L植物系统的生物+化学+物理等

固定与降解作用#对污水中的污染物实现净化并对污水及氮+磷等资源加以利用. 技术基于生态学原理#不

仅对各种污染物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并可以实现污水处理与利用相结合的目的#具有较高的中水回收率%#&

#

但其占地面积大#若不能有效控制容易造成土壤污染.

@(于河村规划生活污水处理实例应用

@+A(于河村基本概况

!A" 地理位置. 于河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水位镇东北部#距离水尾镇镇区约 A" b[!属距集镇

偏远村庄"#北邻马长坪村#西与白水洞村交界#东+南与玉屏侗族自治县接壤. 村域总面积约 N!E+FN .;.

!@" 自然条件. 于河村境内有烂缛河通过#水深湍流#河床窄#落差大#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 于河村

属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区的峡谷地域#平均气温在 AH+I s#全年无霜期 !@" ?#年平均降雨量为 A @@I [[#

年日照约 A "I" .. 于河村林地占 F"n以上#森林资源丰富'气候+土壤适宜竹子生长#盛产竹子. 于河村有

丰富的石灰石矿.

!!" 社会经济概况. 人口民族$根据 @"A" 年统计数据显示#村域现有 A# 个村民小组##@E 户#共计人口

A #NH 人#其中少数民族 A "EH 人!侗族 A "#H 人#苗族 @" 人"#占总人口的 FA+@#n.

经济发展现状$@"A" 年于河村经济统计显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 @ #HE 元#村集体资产总额为 E 万元#

村集体债务总额为 "+#@ 万元. 属于水尾镇一类贫困村.

产业发展现状$规划区目前产业主要为加工制造业+农业和分散畜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产业模

式较陈旧. 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加工制造业受到冲击#传统的加工制造方法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工制造

条件亟待改善.

社会事业现状$规划区现有村卫生室+村委会和小学#文化娱乐体育体验场所较欠缺. 于河村新型合作

医疗参保人数 A @EI 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I 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H 人#五保户人数 A! 人.

!#" 生活污水概况. 生活污水来源$目前于河村污水主要来源于人粪尿!包括畜禽粪尿"+洗涤废水+洗

浴废水+厨用后废水等.

排水体制$目前为雨污合流制.

目前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于河村内的排水沟几乎全为自然冲沟#污水就地排放. 处理一般分两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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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粪尿+畜禽粪尿置于一定大小的人工小池中#防渗措施差#表面遮盖物少#易造成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且一般未经过任何处理直接用于灌溉#有可能造成病虫害感染.

%

含化生活污水随处泼洒或就势排入低洼

处#未采取任何防渗措施#部分居民直接排入周边水体#造成河流+水塘等水环境污染.

@+@(污水处理模式选择

为了能更好的选择正确的处理模式#现将几种模式进行总结比较#见表 A$

表 A(我国农村常用污水处理模式比较

污水处理模式 处理方式 适用范围

接入城镇污水管网

统一处理模式

将村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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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中心城+卫星城+建制镇的城镇污水管网较

近!H b[以内"#符合高程接入要求的村庄

分散处理模式

将农户污水按照分区进行收集#每个区域污水单

独处理#污水分片收集后#采用中小型污水处理

设备或自然处理等形式处理村庄污水

村庄布局分散+规模较小+地形条件复杂+污水不

易集中收集的村庄污水处理

集中处理模式
所有农户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收集#统一建设处

理设施处理村庄全部污水

村庄布局集中+规模较打+地形条件较平缓+污水

易集中收集的村庄污水处理

于河村距离镇区约 A" b[#属于距集镇偏远村庄#且目前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为 @ #HE 元

!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为 ! """ 元"#无排水管网#排除用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处理模式. 规划后的居

民点分布集中#若运用分散处理模式显然过于繁琐. 假设运用集中处理模式#含化生活污水能得到统一有

效的处理#但人粪尿+畜禽粪尿如果跟生活污水排入同一管道#将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如果人粪尿+畜禽粪尿

和含化生活污水分不同管道收集#将要分开铺设污水管道#增加处理成本.

综上以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于河村规划生活污水处理选择分散处理和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模式. 其

中#人粪尿+畜禽粪尿选择采用分散处理模式#含化生活污水选择采用集中处理模式.

@+!(污水处理工艺选择

!A" 选择原则. 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应根据进出水水质+处理程度要求+用地面积和工程规模等多因素

综合考虑. 适宜的污水处理工艺不仅可以降低工程投资#还有利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以及减少污水

处理设施的经常性费用#保证出水水质. 根据5黔东南州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指引6要求#结合于河村实际情

况#污水处理工艺要符合以下原则$

$

技术合理. 将处理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有机结合#达到最优化. 一方面#应当重视工艺所具备的

技术指标的先进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适合当地形势和工程性质.

%

经济节能. 节省工程投资是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重要前提. 合理确定处理标准#选择简洁紧凑

的处理工艺#尽可能地减少占地#力求降低地基处理和土建造价. 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节省电耗和药耗#把

运行费用减至最低.

&

易于管理. 在工艺选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现有的运行管理水平#尽可能做到设备简单#维

护方便#污泥易于处置#适当采用可靠实用的自动化技术.

'

重视环境. 污水处理工程作为一项环保工程#更应减小在建设过程中和建成以后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厂区布置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注意污水处理设施噪声控制和臭气的治理+绿化+道路等基础设施#并确

保无二次污染.

!@" 于河村生活污水量预测. 生活污水量根据生活用水量!平均日"乘以生活污水排放系数来确定.

根据规划区的用地性质#确定综合生活污水排放系数为 "+IH'生活用水按 A@" Mq人2? 计算#规划人口

为 A @NH 人#计算出于河村平均日生活用水量为 AHH+#"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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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计算#规划区内生活污水总量为 A!@+"N [

!

q?.

!!" 排水体制. 基于保护环境的原则#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

!#"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见表 @.

表 @(我国农村常用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比较

污水处理工艺 优(点 缺(点

净化沼气池技术
沼气池工艺简单#成本低#且产生的沼气可以用

作燃料#变废为宝

冬季气温较低时处理效率不高#适合于冬季地下

水温保持在 H s以上的地区的农民家庭采用

稳定塘处理技术
基建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管理维护方便+运行稳

定可靠+出水水质稳定等
占地面积大+净化效果受气温等自然因素影响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 造价及运行费用远低于常规处理技术
占地面积比传统工艺高得多#季节因素的变化也

限制其发展

土壤处理系统
对各种污染物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可实现污水处

理与利用相结合的目的#具有较高的中水回收率
占地面积大#若不能有效控制容易造成土壤污染

项目最后确定于河村生活污水处理利用/沼气池S人工湿地0工艺.

选择沼气池的原因$

$

农村沼气是六小工程!包括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沼气+农村水电+乡村道路+

草场围栏"之一'

%H&

%

贵州省 @""F 年每口沼气池补助达到 A !"" 元!中央补助 A """ 元#地方有补助 !""

元"#补助主要包括购置水泥等主要建材#沼气灶具及配件等关键设备#以及支付技术人员工资等%E&

'

&

@"A@

年 A 月#贵州新农村建设提出#适当提高农村沼气池建设补助标准#提高配套能力. 优先支持有条件的贫困

户用上沼气%F&

.

'

于河村处于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区#且大部分家庭有独立牲畜栏#沼气池原料来源充足'

沼气池是目前即经济环保又能解决能源问题的清洁工艺. 经过分析比较#人粪尿+畜禽粪尿分散处理模式

具体选择采用沼气池技术.

选择人工湿地的原因$

$

人工湿地系统处理污水适合不同的处理规模#基建费用低廉#处理构筑物由各

种天然生态系统或经简单修建而成#没有复杂的机械设备#易于运行维护与管理'

%

人工湿地的主要材料如

碎石+砂砾+煤渣+土壤等均可于本村就近获得#处理系统依地势而建#污水可自流进入#无需额外动力#运行

费用只有常规工艺的 A"n iH"n.

&

占地面积较大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适用于土地充足的于河村.

!H" 具体规划.

$

沼气池. 规划沼气池按 I [

! 规格建造. 沼气池随建筑布置!临近牲畜栏"由沼气专

用K>管接入每家每户#原料主要来自牲畜栏内和村域内养殖区牲畜的粪便和种植业废弃物!秸秆+杂草

等"#残渣沼液主要作为农家肥.

%

人工湿地. 在村内集中居民点下游地区临近溪沟开发一处人工湿地#种

植水草+芦苇等植物. 结合村域的地形条件#沿道路敷设污水干管#负责汇集沿途区域的污水. 新铺的污水

管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圆管#管径为 )̂!"". 将村内的含化生活污水通过污水管道引入到人工湿地系统#

对污水集纳于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沉降和净化处理#最后排入龙鳌河.

!(结(语

一个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生活污水处理规划是新农村规划设计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基础. 单一的生

活污水处理模式不一定适宜所有的农村#在进行新农村规划时#要尽可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的

利用可利用的资源.

!A" 农村生活污水大致可分为可利用!人粪尿+畜禽粪尿"和难以利用!含化生活污水"两部分. 在新农

村规划时#要注重变废为宝#可利用资源绝不浪费'难以利用部分要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标准后方可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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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或排放.

!@" 沼气池处理污水技术目前广泛用于我国农村污水处理#但采用时要考虑其容纳量和沼气产气量的

影响因素.

!!" 新农村规划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任何一个细节规划不仅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要考虑政策优势和自然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因村而异.

!#" 要实现生活污水的有效处理#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上改变. 提高村民整体素质#改变随意排放污水

的观念#才能让污水处理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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