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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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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335-2002，自2003年3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 1.0.5,

5.0.6, 5.0.10, 5.0.12, 6.2.3, 7.0.3, 7.0.5, 7.0.6, 7.0.7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3年 1月 10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 [20021 85号文的要求，由中国

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设

计研究单位共同编制而成的。

    在规范的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了我国污水回用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同时参考并借鉴了

国外有关法规和标准，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

见，几经讨论修改，最后由建设部组织有关专家审查定稿。

    本规范主要规定的内容有:方案设计的基本规定，再生水水

源，回用分类和水质控制指标，回用系统。再生处理工艺与构筑

物设计，安全措施和监测控制。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排版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

行。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中国市政

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

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和科学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

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中

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8号，邮

编:130021，传真:0431-565257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副主编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

              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

                国家电力公司热工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周 彤 张 杰 陈树勤 姜云海 卜义惠

            厉彦松 洪嘉年 朱广汉 吕士健 杭世裙

            方先金 陈 立 范 洁 林雪芸 杨宝红

            齐芳菲 陈立学



1 总 则

1.0.1 为贯彻我国水资源发展战略和水污染防治对策，缓解我

国水资源紧缺状况，促进污水资源化，保障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使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经济实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以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城镇杂用水、景

观环境用水等为再生利用目标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污水再生利

用工程设计。

1.0.3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主要依据，从

全局出发，正确处理城市境外调水与开发利用污水资源的关系，

污水排放与污水再生利用的关系，以及集中与分散、新建与扩

建、近期与远期的关系。通过全面调查论证，确保经过处理的城

市污水得到充分利用。

1.0.4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应做好对用户的调查工作，明确

用水对象的水质水量要求。工程设计之前，宜进行污水再生利用

试验，或借鉴已建工程的运转经验，以选择合理的再生处理工

艺 。

1.0.5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应确保水质水量安全可靠。

1.0.6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 有关标 准 、规范的规定。



2 术 语

2.0.1   y5水冉生利用 wastewater reclamation and reuse, water

recycling

    污水再生利用为污水回收、再生和利用的统称，包括污水净

化再用、实现水循环的全过程。

2.0.2 二级强化处理 upgraded secondary treatment
    既能去除污水中含碳有机物，也能脱氮除磷的二级处理工

艺。

2.0.3 深度处理 advanced treatment

    进一步去除二级处理未能完全去除的污水中杂质的净化过

程。深度处理通常由以下单元技术优化组合而成:混凝、沉淀

(澄清、气浮)、过滤、活性炭吸附、脱氨、离子交换、膜技术、

膜一生物反应器、曝气生物滤池、臭氧氧化、消毒及自然净化系

统等。

2.0.4 再生水 reclamed water, recycled water

    再生水系指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足

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2.0.5 再生水厂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water recycling plant

    生产再生水的水处理厂。

2.0.6 微孔过滤 micro-porous filter

    孔径为0.1一。2Km的滤膜过滤装置的统称，简称微滤
(MF) e



3 方案设计基本规定

3.0.1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方案设计应包括:

    1 确定再生水水源;确定再生水用户、工程规模和水质要

求 ;

    2 确定再生水厂的厂址、处理工艺方案和输送再生水的管

线布置 ;

    3 确定用户配套设施;

    4 进行相应的工程估算、投资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价等。

3.0.2 排人城市排水系统的城市污水，可作为再生水水源。严

禁将放射性废水作为再生水水源。

3.0.3 再生水水源的设计水质，应根据污水收集区域现有水质

和预期水质变化情况综合确定。

    再生水水源水质应符合现行的 《污水排人城市下道水质标

黔 (CJ 3082), 《生物处理构筑物进水中有害物质允许浓度》

(GBJ 14)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的要求。

    当再生水厂水源为二级处理出水时，可参照二级处理厂出水

标准，确定设计水质。

3.0.4 再生水用户的确定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调查阶段:收集可供再生利用的水量以及可能使用再生

水的全部潜在用户的资料。

    2 筛选阶段:按潜在用户的用水量大小、水质要求和经济

条件等因素筛选出若干候选用户。

    3 确定用户阶段:细化每个候选用户的输水线路和蓄水量

等方面的要求，根据技术经济分析，确定用户。

3.0.5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方案中需提出再生水用户备用水源方

案。



3.0.6 根据各用户的水量水质要求和具体位置分布情况，确定

再生水厂的规模、布局，再生水厂的选址、数量和处理深度，再

生水输水管线的布置等。再生水厂宜靠近再生水水源收集区和再

生水用户集中地区。再生水厂可设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内或厂外，

也可设在工业区内或某一特定用户内。

3.0.， 对回用工程各种方案应进行技术经济比选，确定最佳方

案。技术经济比选应符合技术先进可靠、经济合理、因地制宜的

原则，保证总体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4 污水再生利用分类和水质控制指标

4.1 污水再生利用分类

a.i.i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按用途分类见表4.1.1.
          表a.i.i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类别

序号 分 类 范 围 示 例

I

农、林、

牧、渔业

  用水

农田油派
  种籽与育种、粮食与例科作物、经济

作物

造林育苗 种籽、苗木、苗圃、观赏植物

畜牧养殖 畜牧、家畜，家禽

水产养殖 淡水养殖

z 城市杂用水

城市绿化 公共绿地、住宅小区绿化

冲属 厕所便器冲洗

道路清扫 城市道路的冲洗及喷洒

车辆冲洗 各种车辆冲洗

建筑施工

  施工场地清扫、浇酒、灰尘抑制、混

凝土制备与养护、施工中的混凝土构件

和建筑物冲洗

消防 消火栓、消防水炮

3 工业用水

冷却用水 直流式、循环式

洗涤用水 冲清、冲灰、消烟除尘、清洗

锅炉用水 中压、低压锅炉

工艺用水

  溶料、水浴、蒸煮、漂洗、水力开

采、水力艳送、增湿、稀释、搅拌、选

矿、油田回注

产品用水 浆料、化工制剂、涂料



续表

序号 分 类 范 围 示 例

4 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水景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观赏性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水景

湿地环境用水 恢复自然湿地、营造人工湿地

5 补充水源水

补充地表水 河流、湖泊

补充地下水
  水源补给、防止海水人侵、防止地面

沉降

4.2 水质控制指标

4.2.1 再生水用于农田灌溉时，其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的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的规定。

4.2.2 再生水用于工业冷却用水，当无试验数据与成熟经验时，

其水质可按表4.2.2指标控制，并综合确定敞开式循环水系统换

热设备的材质和结构型式、浓缩倍数、水处理药剂等。确有必要

时 ，也可对再生水进行补 充处 理。

表 4.2.2 再生水用作冷却用水的水质控制指标

序号卜竺 51}
项目 一一一一~乏、

直流冷却水 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

1                 一}6.0-9.0 6.5-9.0

2 SS (mg几) 5 30

3 浊度 (NTU) 簇 5

4 BOD, (mg几) 续 30 10

5 CODec (mg/L) 镇 60

6 铁 (mg/L)                    G 0.3

7 锰 (mg几) S 0.2

8 CI一(rug/L) 镇 300 250

9 总硬度 (以C-CO3计mg/L) 镇 850 450



续表

序号卜竺侧’
现目 一一一一~之泛、

直流冷却水 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

10一}总碱度(以caco ，计mg几)、 500 350

ll 氨氮 (mg/L) ( 一 一}
12 总研 (以P计mg/L) 蕊 l

13一}溶解性总固体(mg几) 、}�� 一�110 00一}
l4 游离余抓 (mg几) 末端0.1一0.2 末端0.1一02

l5 粪大肠茵群(个几) 、 }一 2000 {一
① 当循环冷却系统为铜材换热器时，循环冷却系统水中的氨撅指标应小于

    1印9/IJo

4.2.3 再生水用于工业用水中的洗涤用水、锅炉用水、工艺用

水、油田注水时，其水质应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当无相应标准

时，可通过试验、类比调查或参照以天然水为水源的水质标准确

定。

4.2.4 再生水用于城市用水中的冲厕、道路清扫、消防、城市

绿化、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等城市杂用水时，其水质可按表

4.2.4指标控制。

                  表4.2.4 城镇杂用水水质控制指标

序号，石之一一逻 冲厕
道路清扫

  消防

城 市

绿化

车辆

冲洗

建筑

施工

1 PH 6.0一90

2 色度 (度) 蕊 30

3 嗅 无不快感

一}浊度(NTu) 镇 5     }一10 5 20

4 溶解性总固体 (mg几) ( 1500 1500 1肠 0 1000

5 五日生化需氧量(.〕D，)(mg几)(     一}15}一2010一}ts
6一}氮氮(mg几) 续     一} 20一}1。一}2。
7 阴脚子表面活性剂(叱几) ( lt0 10 1.0 0，5 10



续表

序号需一一~~竺 冲月
道路清扫

  消防

城 市

绿 化

车辆

冲洗

建筑

施 工

8 铁 (m召几) 镇 0.3 0.3

9 锰 (翻9几) ( 0 1 0 l

}不 溶解氧 (m‘几) ) l0

11 总余饭 (mg几) 接触30~ 后)1.0。管网末润)。2

12 总大肠菌群 (个几) ( 3

注 混凝土拌合用水还应符合佃 63的有关规定。

4.2.5 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用水时，其水质可按表4.2.5指标

控制。

衰 4.2.5 .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水质控侧指标 (m又几)

序号 项目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环垅用水

河道类。泊类}水，类河道类 湖泊类 水景类

l 基本要求 无漂浮物，无令人不愉快的噢和味

2一}pH 6一9

3一}五日生化需氧量(印场)蕊 10 6 }一
4 悬浮物 (55) 簇 20 10

5 浊度 (NTU) ( 5O

6一}溶解氧 到�� ��一 唬�5}一
7 总确 (以 P计) ( 1。}一 1.。}一
8 总氮 簇 15

9 氨氮(以N计) 簇一} 5
10 龚大肠菌群(个几) 簇一} 10000 1一2000}} 500 }娇得位洲
11 余筑0 妻 。。 {
12一}色度(度) 簇 30

13一}石油类 簇 10

1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0。5

① 氛接触时间不应低于30分钟的余板。对于非加级消毒芳式无此项要求。
注:1 对于需要通过管道翰送再生水的非现场回用情况必须加抓消毒;而对于

        现场回用情况不限制消毒方式。

    2 若使用未经过除磷脱氮的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用水。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在
        回用地点积极探索通过人工培养月有观赏价值水生植物的方法，使景观水体的

      氮礴满足表中1的要求，使再生水中的水生植物有经济合理的出路。



4.2.6 当再生水同时用于多种用途时，其水质标准应按最高要

求确定。对于向服务区域内多用户供水的城市再生水厂，可按用

水量最大的用户的水质标准确定;个别水质要求更高的用户，可

自行补充处理，直至达到该水质标准。



5 污水再生利用系统

5.0.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统一般由污水收集、二级处理、深

度处理、再生水输配、用户用水管理等部分组成，污水再生利用

工程设计应按系统工程综合考虑。

5.0.2 污水收集系统应依靠城市排水管网进行，不宜采用明渠。

5.0.3 再生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及主要构筑物的组成，应根据再

生水水源的水质、水量和再生水用户的使用要求等因素，宜按相

似条件下再生水厂的运行经验，结合当地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

较综合研究确定。

5.0.4 出水供给再生水厂的二级处理的设计应安全、稳妥，并

应考虑低温和冲击负荷的影响。当采用活性污泥法时，应有防止

污泥膨胀措施。当再生水水质对氮磷有要求时，宜采用二级强化

处理。

5.0.5 回用系统中的深度处理，应按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

原则，进行单元技术优化组合。在单元技术组合中，过滤起保障

再生水水质作用，多数情况下是必需的。

5.0.6 再生水厂应设置溢流和事故排放管道。当溢流排放排入

水体时，应满足相应水体水质排放标准的要求。

5.0.7 再生水厂供水泵站内工作泵不得少于2台，并应设置备

用泵。

5.0.5 水泵出口宜设置多功能水泵控制阀，以消除水锤和方便

自动化控制。当供水量和水压变化大时，宜采取调控措施。

5.0.， 再生水厂产生的污泥，可由本厂自行处理，也可送往其
他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5.0.10 再生水厂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设置防娜、消防、防噪、

抗震等设施。



5.0.11 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厂内除职工生活用水外的自用

水，应采用再生水。

5.0.12 再生水的输配水系统应建成独立系统。

5.0.13再生水输配水管道宜采用非金属管道。当使用金属管道
时，应进行防腐蚀处理。再生水用户的配水系统宜由用户自行设

置。当水压不足时，用户可自行增建泵站。

5.0.14 再生水用户的用水管理，应根据用水设施的要求确定。

当用于工业冷却时，一般包括水质稳定处理、菌藻处理和进一步

改善水质的其他特殊处理，其处理程度和药剂的选择，可由用户

通过试验或参照相似条件下循环水厂的运行经验确定。当用于城

镇杂用水和景观环境用水时，应进行水质水量监测、补充消毒、

用水设施维护等工作。



6 再生处理工艺与构筑物设计

6.1 再 生处理工 艺

6.1.1 城市污水再生处理，宜选用下列基本工艺:
    1 二级处理一消毒;

    2 二级处理一过滤一消毒;

    3 二级处理一棍凝一沉淀 (澄清、气浮)一过滤一消毒;

    4 二级处理一微孔过滤一消毒。

6.1.2 当用户对再生水水质有更高要求时，可增加深度处理其

他单元技术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其他单元技术有:活性炭吸

附、臭氧一活性炭、脱氨、离子交换、超滤、纳滤、反渗透、膜-

生物反应器、曝气生物滤池、臭氧氧化、自然净化系统等。

6.1.3混凝、沉淀、澄清、气浮工艺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1 絮凝时间宜为10一15mino
    2 平流沉淀池沉淀时间宜为2.0 -4 .Oh，水平流速可采用

4.0一lo.Omm/sa

    3 澄清池上升流速宜为0.4-0.6mm/so

    4 当采用气浮池时，其设计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

6.1.4 滤池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滤池的进水浊度宜小于IONTU o

    2 滤池可采用双层滤料滤池、单层滤料滤池、均质滤料滤

池。

    3 双层滤池滤料可采用无烟煤和石英砂。滤料厚度:无烟

煤宜为300-400mm，石英砂宜为400一500mmo滤速宜为5一

10m/ho

    4单层石英砂滤料滤池，滤料厚度可采用700一l000mm,
滤速宜为4一6m/ho



5 均质滤料滤池，滤料厚度可采用 1.0一1.Zm，粒径0.9

一1.Zmm，滤速宜为 4一7m/h 0

      6

      7

      8

确定。

      9

滤池宜设气水冲洗或表面冲洗辅助系统。

滤池的工作周期宜采用 12 一24ho

滤池的构造形式 .可根据具体 条件 ，通过 技术经济 比较

滤池应备有冲洗滤池表面污垢和泡沫的冲洗水管。滤池

设在室内时，应设通风装置。

6.1.5 当采用曝气生物滤池时，其设计参数可参照类似工程经

验或通过试验确定。

6.1.6 混凝沉淀、过滤的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可参照国内外已

建工程经验确定。

6.1.7 城市污水再生处理可采用微孔过滤技术，其设计宜符合

下列要求 :

    1 微孔过滤处理工艺的进水宜为二级处理的出水。

    2 微滤膜前根据需要可设置预处理设施。

    3微滤膜孔径宜选择0.2产m或0.1一0.2拜m。
    4 二级处理出水进人微滤装置前，应投加抑菌剂。

    5 微滤出水应经过消毒处理。

    6 微滤系统当设置自动气水反冲系统时，空气反冲压力宜

为600kPa，并宜用二级处理出水辅助表面冲洗。也可根据膜材
料，采用其他冲洗措施。

    7 微滤系统宜设在线监测微滤膜完整性的自动测试装置。

    8 微滤系统宜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在线监测过膜压力，控

制反冲洗过程和化学清洗周期。

    9 当有除磷要求时宜在微滤系统前采用化学除磷措施。

    10 微滤系统反冲洗水应回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

6.1.8 污水经生物除磷工艺后，仍达不到再生水水质要求时，

可选用化学除磷工艺，其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化学除磷设计包括药剂和药剂投加点的选择，以及药剂



投加量的计算。

    2 化学除磷的药剂宜采用铁盐或铝盐或石灰。

    3 化学除磷采用铁盐或铝盐时，可选用前置沉淀工艺、同

步沉淀工艺或后沉淀工艺;采用石灰时，可选前置沉淀工艺或后

沉淀工艺，并应调整pH值。
    4 铁盐作为絮凝剂时，药剂投加量为去除1摩尔磷至少需

要1摩尔铁 (Fe)，并应乘以2-3倍的系数，该系数宜通过试验

确定 。

    5 铝盐作为絮凝剂时，药剂用量为去除1摩尔磷至少需 1

摩尔铝 (AI)，并应乘以2-3倍的系数，该系数宜通过试验确

定。

    6 石灰作为絮凝剂时，石灰用量与污水中碱度成正比，并

宜投加铁盐作助凝剂。石灰用量与铁盐用量宜通过试验确定。

    7 化学除磷设备应符合计量准确、耐腐蚀、耐用及不堵塞

等要求。

6.1.， 污水处理厂二级出水经混凝、沉淀、过滤后，其出水水

质仍达不到再生水水质要求时，可选用活性炭吸附工艺，其设计

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选用粒状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时，宜进行静态选炭及

炭柱动态试验，根据被处理水水质和再生水水质要求，确定用炭

量、接触时间、水力负荷与再生周期等。

    2 用于污水再生处理的活性炭，应具有吸附性能好、中孔

发达、机械强度高、化学性能稳定、再生后性能恢复好等特点。

    3 活性炭使用周期，以目标去除物接近超标时为再生的控

制条件，并应定期取炭样检测。

活性炭再生宜采用直接电加热再生法或高温加热再生法。

活性炭吸附装置可采用吸附池，也可采用吸附罐。其选

月
，

心
」

择应根据活性炭吸附池规模、投资、现场条件等因素确定。

    6 在无试验资料时，当活性炭采用粒状炭 (直径 1. Smm )

情况下，宜采用下列设计参数:



    接触时间>-10min;

    炭层厚度1.0--2.5m;

    减速7一10m/h;

    水头损失0.4一1.0m;

    活性炭吸附池冲洗:经常性冲洗强度为15一20L/m2"s，冲

洗历时10 - 15min，冲洗周期3-5天，冲洗膨胀率为30%一
4096;除经常性冲洗外，还应定期采用大流量冲洗;冲洗水可用

砂滤水或炭滤水，冲洗水浊度<5NTUo

    7 当无试验资料时，活性炭吸附罐宜采用下列设计参数:

    接触时间20-35min;

    炭层厚度4.5一6m;
    水力负荷2.5--6.8L/m'-s(升流式)，2.0-3.3L/m2 " s(降

流式 );

    操作压力每0.3m炭层7kPao

6.1.10 深度处理的活性炭吸附、脱氨、离子交换、折点加氯、

反渗透、臭氧氧化等单元过程，当无试验资料时，去除效率可参

照相似工程运行数据确定。

6.1.11 再生水厂应进行消毒处理。可以采用液氯、二氧化氯、

紫外线等消毒。当采用液氯消毒时，加氯量按卫生学指标和余氯

量控制，宜连续投加，接触时间应大于30mino

6.2 构 筑 物 设 计

6.2.1 再生处理构筑物的生产能力应按最高日供水量加自用水

量确定，自用水量可采用平均日供水量的5%一巧%。

6.2.2 各处理构筑物的个 (格)数不应少于2个 (格)，并宜按

并联系列设计。任一构筑物或设备进行检修、清洗或停止工作

时，仍能满足供水要求。

6.2.3 各构筑物上面的主要临边通道.应设防护栏杆。

6.2.4 在寒冷地区，各处理构筑物应有防冻措施。

6.2.5 再生水厂应设清水他，清水池容积应按供水和用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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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不宜小于日供水量的10%0

6.2.6 再生水厂和工业用户，应设置加药间、药剂仓库。药剂
仓库的固定储备量可按最大投药量的30天用量计算。



7 安全措施和监测控制

7.0.1 污水回用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应保证供水水质稳定、水量

可靠和用水安全。再生水厂设计规模宜为二级处理规模的80%

以下。工业用水采用再生水时，应以新鲜水系统作备用。

7.0.2 再生水厂与各用户应保持畅通的信息传输系统。

7.0.3 再生水管道严禁与饮用水管道连接。再生水管道应有防

渗防漏措施，埋地时应设置带状标志，明装时应涂上有关标准规

定的标志颇色和 “再生水”字样。闸门井井盖应铸上 “再生水”

字样。再生水管道上严禁安装饮水器和饮水龙头。

7.0.4 再生水管道与给水管道、排水管道平行埋设时，其水平

净距不得小于0.5m;交叉埋设时，再生水管道应位于给水管道

的下面、排水管道的上面，其净距均不得小于0.sm。

7.0.5 不得间断运行的再生水厂，其供电应按一级负荷设计。

7.0.6 再生水厂的主要设施应设故障报奋装置。有可能产生水

锤危害的泵站，应采取水锤防护措施。

7.0.7 在再生水水源收集系统中的工业废水接入口，应设置水

质监测点和控制闸门。

7.0.8 再生水厂和用户应设置水质和用水设备监测设施，监测

项目和监测频率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7.0.， 再生水厂主要水处理构筑物和用户用水设施，宜设置取

样装置，在再生水厂出厂管道和各用户进户管道上应设计计量装

置。再生水厂宜采用仪表监侧和自动控制。

7.0.10 回用系统管理操作人员应经专门培训。各工序应建立操

作规程。操作人员应执行 岗位责任 制 并应持证 上岗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I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

面词采用 “严禁，.。

    z>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正

面词采用 “宜”或 “可”;反面词采用 “不宜，’o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35- 2002

条 文 说 明



1 总 则

1.0.1 本条是 编制本规 范的呆 冒。中国水资 源总量 为 28004)亿

时，按1997年人口统计，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耐，预测2030

年人口增至16亿时，人均水资源量将降到1760.3。按国际一般

标准，人均水资源少于1700.3为用水紧张的国家。因此，我国

未来水资源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水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城市缺水十分严重，一方面大量的城市污水白白流

失，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与城市供水量几乎相等的城

市污水中，只有0.1%的污染物质，比海水3.5%的污染物少得

多，其余绝大部分是可再利用的清水。水在自然界中是唯一不可

替代、也是唯一可以重复利用的资源。城市污水就近可得，易于

收集。再生处理比海水淡化成本低廉，处理技术也比较成熟，基

建投资比远距离引水经济得多。当今世界各国解决缺水问题时，

城市污水被选为可靠的第二水源，在未被充分利用之前，禁止随

意排到自然水体中去。

    污水再生利用在国外规模很大，历史很长。我国近些年来，

随着对水危机认识的提高，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已被各级领导高度

重视。今后污水再生利用工程会日渐增多，再生利用规模会越来

越大，对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的要求也日渐迫切。本规范

的制订，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本规范的编制原则是，立足当

前，着眼未来，从具体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提倡工艺成熟

易于推广的技术。

1.0.2 本条是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污水再生利用的最大用户是

农业用水。再生水农业灌溉是污水再生利用的重要方面，在我国

有悠久历史，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尚需进行科学总结。污



水再生利用在城市的最大用户是工业，城市用水中80%是工业

用水，工业用水中80%又是水质要求不高的冷却水。以再生水

替代自来水用于工业冷却，在技术上和工程上都易于实现，在规

模上又足以缓解城市供水紧张状况;其次是城市杂用水、景观环

境用水等，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方面用水也会越来越多。污

水再生利用的其他方面，如用再生水补充饮用水水源，作为生活

饮用水直接或间接使用等;这些方面考虑到处理成本和人们心理

障碍等因素，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推广，故本规范未做规定。

1.0.3 本条强调应将处理后的再生水，应作为城市用水的一种

潜在水源予以积极开发利用，并将再生水与天然水统一进行管理

和调配。在解决城市缺水问题时，应优先考虑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污水再生利用方案未得到充分论证之前，不能舍近求远兴建

远距离调水工程。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顺序应是:本地天然水、再

生水、雨水、境外引水、淡化海水。

1.0.4 作好再生水用户调查，取得用户理解和支持，使用户愿

意接受再生水.是落实污水再生利用的重要环节。这样确定再生

水设计水量和水质才能符合实际，最大限度地发挥污水再生利用

工程的效益。

1.0.5 用水安全可靠作为总则的一条提出，引起设计人员重视。

1.0.5 再生处理技术，是跨学科技术，涉及给水处理和污水处

理内容，与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规范未尽事宜，可参照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和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对于冷却水来

说，可参照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当城市再生水厂

出水供给建筑物或小区使用时，可参照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2 术 语

2.0.2 二级强化处理通常指具有生物除磷，生物脱氮，生物脱
氮除磷功能的工艺。

2.0.3 深度处理，也称作高级处理、三级处理，一般是污水再

生必需的处理工艺。它是将二级处理出水再进一步进行物理化学

处理，以更有效地去除污水中各种不同性质的杂质，从而满足用

户对水质的使用要求。

2.0.4, 2.0.5 长期以来， “污水”一词使入们心理上总是与

“污浊的”、“肮脏的”词语相联系，无论处理得怎样好，也只能

排放，不能回用。应该改变习惯叫法。这里把处理后的水叫 “再

生水”(回用水、回收水、中水)，以污水再生利用为目的的污水

处理厂叫 “再生水厂”，这样一方面定义准确，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树立人们的正确观念。



3 方案设计基本规定

3.0.1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的方案设计，是设计过程中的基础性

工作。在我国污水再生利用的初期阶段，方案设计工作更显得重

要。方案设计要详实可靠，特别要把用户落实工作做好，为工程

审批提供充分依据。

    风险评价主要是从卫生学、生态学和安全角度，就再生水对

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用户的设备和产品等方面的影响作出评

价 。

3.0.2城市污水是排人城市排水管网的全部污水的统称。包括
生活污水、部分工业废水和合流制管道截留的雨水。‘一般情况

下，城市污水都可作为再生水水源。

    再生水水源必须保证对后续再生利用不产生危害。生物处理

和常规深度处理难以去除的氯化物、色度、高浓度氨氮、总溶解

固体等，都会影响再生利用效果，排污单位必须搞好预处理，达

到有关标准后才能进人市政排水系统，否则只能单独排放。

3.0.3 不同城市的城市污水水质差异很大，沿海城市的氯离子

含量高，南方用水定额高的城市有机物含量低，节水型城市有机

物含量高。表1列出了部分城市的污水水质，供参考。

                      表1 部分城市污水水质

城市 pH 色度 CAD BODS氨氮 总碑 硬度 CI- 9.91 }ss 总氮

大连 7.5 90 608 223 34 10 245 188 802 255 43

青岛 6.74-7.5 169-1293223-70419-96 230-550200-2400804-2134244-809
太原 7.9 332 243 35 265 57 725 116

威海 6.9 482 246 48 12 800 194 51



续表

城市 pH 色度 《X)D B0D， 扭抓 总礴 硬度 CI-01州ss 总扭

天津 7.3 1oo 362 143 32 4 219 159 TDS757146 43

邯哪 183 134 22 9 160 50

广州 7.6 84-1403.2-60 2-3 31-31815-27
沈阳 442 167 206 37

长春 6.77-7.6 550-718203-40130 5-6 124

丁DS

422-

843

240-

  4七3

  注:除 0H和色度外，单位为 -g 20

3.0.4 再生水用户的确定可分为调查、筛选和确定三个阶段。

    1 调查阶段:主要工作是收集现状资料，确定可供再生利

用的全部污水以及使用再生水的全部潜在用户。这一阶段需要和

当地供水部门讨论主要潜在用户的情况。然后与这些用户联系。

与供水部门和潜在用户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是很重要的。潜在用

户关心再生水水质、供水可靠性、政府对使用再生水的规章制

度，以及有无能力支付管线连接费或增加处理设施所斋费用。

    这阶段应予回答的问题主要有:

    1)再生水在当地有哪些潜在用户?

    2)与污水再生利用相关的公众健康问题，如何解决?

    3)污水再生利用有哪些潜在的环境影响?

    4)哪些法律、法规会影响污水再生利用?

    5)哪些机构将审查批准污水再生利用计划的实施?

    6)再生水供应商和用户有哪些法律责任?

    7)现在新鲜水的成本是多少?将来可能是多少?

    8)有哪些资金可支持污水再生利用计划?

    9)污水再生利用系统哪些部分会引起用户兴趣与支持?



    2 筛选 阶段:按用水 量大小 、水 质要求 、经挤上 的考虑对

上阶段被确认的潜在用户分类排队，筛选出若千个候选用户。筛

选用户的主要标准应是:

    1)用水量大小，这是因为大用水户的位置常常决定再生水

管线的走向和布置，甚至规模也可大致确定;

    2>用户分布情况，用户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或一条输水管沿

线会影响再生水厂选址和输水管布置;

    3}用户水质要求。通过分类排队可以发现一些明显有可能

的用户。筛选时，除了比较各用户的总费用外，还应在技术可行

性、再生水与新鲜水成本、能节约多少新鲜水水量、改扩建的灵

活性、投加药剂和消耗能源水平等方面进行比较。经过上述比

较，可从中挑选出若干个最有价值的候选用户。

    3 确定用户阶段:这个阶段应研究各个用户的输水线路和

蓄水要求，修正对这些用户输送再生水所需的费用估算;对不同

的筹资进行比较，确定用户使用成本;比较每个用户使用新鲜水

和再生水的成本。需要处理的问题有:

    1)每个用户对再生水水质有何特殊要求?他们能容忍的水

质变化幅度有多大?

    2)每个用户需水量的日、季变化情况。

    3)需水量的变化是用增大水泵能力，还是通过蓄水来解决?

确定蓄水池大小及设置地点。

    4)如果需对再生水作进一步处理，谁拥有和管理这些增加

的处理设施 ?

    5)区域内工业污染源控制措施如何?贯彻这些控制措施，

能否简化再生水处理工艺?

    6)每个系统中潜在用户需水的 “稳定性”如何?它们是否

会搬迁?生产工艺会不会有变化，以致影响污水再生利用?

    7)农业用户使用再生水是否需改变灌溉方法?

    8)潜在资助机构进行资助的条件和要求是什么?

    9)在服务范围内的用户如何分摊全部费用?



    10)如用户必须投资建造处理构筑物等设施，他们可接受的

投资回收期是多少年?每个系统中的用户须付多少连接再生水管

的费用?

    在进行上述技术经济分析后，可确定用户。

3.0.5 为使工程规模达到经济合理，很可能高峰时再生水需水

量大于供水量，此时用户可用新鲜水补足;有时再生水不能满足

用户水质要求，或发生设备事故停水时，仍需用户用新鲜水补

足 。

3.0.6 再生水生产设施可由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厂改扩建，增加

深度处理部分来实现;也可在新建污水处理厂中包括污水再生利

用部分;或单独建设污水完全再生利用的再生水厂。从污水再生

利用角度出发，再生水厂不宜过于集中，可根据城市规划，考虑

到用户位置分散布局。



4 污水再生利用分类和水质控制指标

4.1 污水再生利用分类

4.1.1 污水再生利用分类是确定再生水水质控制指标体系的依
据，合理分类有助于科学安全用水。

                    4.2 水质控制指标

4.1.2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已包括处理后的城市

污水作为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要求。

4.2.2 这条提出了污水再生利用面广量大的冷却水水质控制指

标 。

    在冷却用水中，再生水作为直流冷却水水质控制指标提出的

依据见表2,

衰2 再生水用作宜流冷却水水质控侧拍标的依据

项 目 本规范规定
美国国家

科学院

夭津大

学试 脸

大连示

范工 程

美国1992

年建议

pH值 6.0-9.0 5.0-8.3 6.0-9.0 7-8 6.0-9.0

SS (mg几) 30 10 6 3p

B(犯，(mg几) 3O 5 30

CM r(即9几) 75 60 60

CI-(mg/L) 300 600 3oo 220

总硬度(以CaC03计mg几) 850 850 350 280

总碱度(以C.C03什mg几) 500 500 350 260

溶解性总团体(mg/L) 1000 1000 803 906

主要依据美国1972年和1992年提出的水质标准，天津大学



在 “七·五”科技攻关中的试验数据，以及大连示范工程实际运

行数据。一般来说，二级出水可基本上满足直流冷却水的水质要

求，但为了保证输水管道和用水设备长期不淤塞和产生故障，二

级出水宜再过渡和杀菌，然后用作直流冷却则更为安全。

    在冷却用水中，再生水作为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水质控制指

标提出的依据见表3。工业用水是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主要用途

之一，特别是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冷却水与锅炉用水、工艺用

水相比较，水质要求不高。日本、美国污水再生利用已有三十年

的实践经验，至今经久不衰。这次规范的编制，是在总结国家

“七五”、勺\五”科技攻关经验基础上，参照国外相关标准导则

对原规范进行修订的。这次增加了氮磷指标，对循环冷却水系统

运行有利。考虑我国目前污水处理厂二级出水水质已有氮磷指标

要求，该二项指标对于城市再生水厂来说。基本可以达到。表中

卫生学指标只考虑再生水对环境的影响，而在循环系统内的杀菌

要求，由用户自行解决。该控制指标能够保证用水设备在常用浓

缩倍数情况下不产生腐蚀、结垢和微生物粘泥等障碍。用户可根

据水质状况进行循环水系统管理，个别水质要求高的用户，也可

针对个别指标作补充处理。

表3 再生水作为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水质标准的依据



续表

项目 #ftmRZ
美国国

  家科

学 院

日本东

京 工业

水道

大连
示范

工程

天津

大学

试 吸

中石化
研究院

  生产

  试脸

燕山石
化研冤

院试骏

清华
大学

试脸

一E7ST[
标 准

CODcr(mg/L) 60 75 60 40-60 50.6 20-56 80

铁〔mg/L) 0.3 0.5 0.。13-0.670.1 0.4 0.3

锰(mg/L) 0.2 0.5 0.1 0.1

CI-(mg/L) 250 500 96-960 220 300 108.1 58-116'200 250

总硬度〔以
  CaC03

计 n嗯几)

450 650 131-344 280 200-350 74 152-227 150 450

总碱度(以

  C.C03

计 mg 几)

350 350 260 150-350115.8 90-360

、AEI(mg/L) 10 1-5 15 0.1-28

  总礴

(以 P计)

(mg/L)

1 0.8 0.11-1.3

溶解性
总固体

(mg/L)

1000 500 睐 903 461 423-1155800 1000

4.2.3 再生水用于工业上生产工艺用水，目前很难提出众多行

业的使用再生水的水质标准。因为工业部门各行业工艺条件差异

很大，用水水质要求不同，需要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才能编制出来。

再生水用于锅炉用水，对硬度和含盐量要求很高，需增加软化或除

盐处理，常采用离子交换或膜技术，其费用一般超过对天然水的处

理费用。再生水用于锅炉用水的水质标准，应和以天然水作为水



源的水质标准相一致。

4.2.4 再生水厂出水可以满足厂内杂用水需要，还可向周围建

筑群和居民小区提供生活杂用水(中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市政建设用水，如冲厕、道路清扫、消防、城市绿化、车辆冲洗和建

筑施工用水等也逐渐增多，城市再生水厂能够很好地提供这方面

用水 。

4.2.5 这条提出了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用的水质控制指标。

    就景观水体而言，要严格考虑污染物对水体美学价值的影响，

因此处理工艺在二级处理的基础上，必要时要考虑包括除磷、过

滤、消毒等二级以上的处理。一方面降低有机污染负荷，防止水体

发生黑臭，影响美学效果;另一方面控制富营养化的程度，提高水

体的感观效果;还要满足卫生要求，保证人体健康。

4.2.6 以用水量最大的用户确定城市再生水厂的工艺流程是合

理的。高于此标准的，可在用户内部作相应补充处理;低于此标准

的，一方面水量不大，另方面使用较高标准的再生水效果会更好，

而费用又增加不 多。



5 污水再生利用系统

5.0.1 污水再生利用是个系统工程，它将排水和给水联系起来，

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促进城市水资源的动态循环。污

水再生利用工程关联到公用、城建、工业和规划等多部门多行业，

要统筹兼顾，综合实施。

5.0.3 再生工艺的选择是回用设计的核心，必须在试验或资料

可靠基础上慎重进行选择，设计标准过高，会使投资增大，运行费

用偏高，增加供水成本和用户负担;设计标准过低，会使再生水水

质不能达标，影响用户使用。

5.0.4 活性污泥法的污泥膨胀会对后续再生处理造成严重影

响，所以特别提出要有防止措施，如设立厌氧段抑制污泥膨胀。在

二级处理中采用脱氮除磷工艺，对提高再生水水质有利。

5.0.5 深度处理技术中，采用了某些给水处理单元技术，虽然与

给水形式上相似，但水源不同，设计中应充分注意以污水为水源和

以天然水为水源的水质差异，深度处理设计不能简单套用给水设

计 。

5.0.8 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具有水力自动控制、启泵时缓开，停泵

时先快闭后缓开的特点，并兼有水泵出口处水锤消除器、闸(蝶)

阀、止回阀三种产品的功能，是一种新型两阶段关闭的阀门。多功

能水泵控制阀技术要求见城镇建设行业标准《多功能水泵控制阀》

(CJ/T 167)0

5.0.11 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的自用水量很大，如消泡、溶药、

空压机冷却、脱水机冲洗、绿化和办公楼内杂用水等。厂内使用再

生水既经济又方便。

5.0.14 再生水用户的用水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工业

冷却用水上，选择合适的水质稳定剂，杀菌灭藻剂，确立恰当的运



行工况，会减轻因使用再生水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污水再生

利用工程设计中，对再生水用户应明确提出用水管理要求，再生水

用水设施要和再生处理设施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6 再生处理工艺与构筑物设计

6.1 再生处理工艺

6.1.1 为了保证污水再生利用设计科学合理、经济可靠，这里根

据国内外工程实例，提出了再生处理的基本工艺供选用。

    1 二级处理加消毒工艺可以用于农灌用水和某些环境用水。

    2 美国二级处理早已普及，现普遍在二级处理后增加过滤工

艺 。

    3 二级处理加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工艺，是国内外许多工

程常用的再生工艺。日本名古屋、东京、大阪以及我国大连、北京

等污水再生利用工程都是如此。

    4 近年来微孔膜过滤技术开始应用，其出水效果比砂滤更

好。

    上述基本工艺可满足当前大多数用户的水质要求。

6.1.2 随着再生利用范围的扩大，优质再生水将是今后发展方

向，深度处理技术，特别是膜技术的迅速发展展示了污水再生利用

的广阔前景，补给给水水源也将会变为现实。污水再生的基本工

艺也会随着改变。

6.1.3 本条设计参数是依据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实际运行数据提

出的。污水的絮凝时间较天然水絮凝时间短，形成的絮体较轻，不

易沉淀，所以沉淀池和澄清池的设计参数与常规给水不同。

6.1.4 滤池是再生水水质把关的构筑物，其设计要注意稳妥，留

有应变余地。凡在给水上可采用的各种池型或各种滤料，在深度

处理上也可采用，但设计参数要通过试验取得。

    滤池设置在室内时，应安装通风装置。应经常清洗滤池表面

污垢。

6.1.5 曝气生物滤池近年得到发展，将其列人本规范中。



6.1.6 为了便于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计算，表4给出了深度

处理常用的混凝沉淀、过滤的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

          表 4 二级出水进行沉淀过连的处理效率与出水水质

项 目
处理效率(%) 出水水质

(mg几)混凝沉淀 过 滤 综 合

浊度 50-60 30一50 70-80 3-5 (NTU)

SS 40-60 40-60 70-80 5-10

BODE 30-50 25-50 60-70 5-10

CODcr 25-35 15-25 35-45 40-75

总氮 5一15 5一is 10一20

总磷 40-60 30-40 60-80 1

铁 40-60 40-60 60-80 0.3

6.1.7 微孔过滤是一种较常规过滤更有效的过滤技术。微滤膜

具有比较整齐、均匀的多孔结构。微滤的基本原理属于筛网状过

滤，在静压差作用下，小于微滤膜孔径的物质通过微滤膜，而大于

微滤膜孔径的物质则被截留到微滤膜上，使大小不同的组分得以

分离。

    微孔过滤工艺在国外许多污水再生利用工程中得到了实际应

用，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奥运村污水再生利用、新加坡务德区污水

厂污水再生利用、日本索尼显示屏厂污水再生利用、美国West

Basin市污水再生利用等工程。由于微滤技术属于高科技集成技

术，因此，宜采用经过验证的微滤系统，设备生产商需有不少于3

年的制作及系统运行经验。

    1 二级处理出水应符合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2 微滤系统对进水中的悬浊物质虽有较好的适应性，但为了

保证微滤系统更加高效运行，延长微滤膜的使用寿命，宜在微滤系

统之前采用粗滤(一般孔径为500um)装置。
    3 由于微生物中一些细菌的大小只有0. 5f}m，故为了防止

细菌穿透微滤膜，应选择孔径为0.2Km或0.2pm以下的微滤膜。

                                                                            J5



      4 间二级 出水中$t加少 量抑菌 刑(如抓氨等 )是 为 于抑制管

路及膜组件内微生物的过分生长。

    5 微滤膜虽然具有高效的除菌能力，并同时能减少采用大量

液氯消毒时产生的致癌副产物，但为了确保再生水的安全性，在微

滤系统之后仍然要采用必要的消毒处理措施，如采用臭氧、紫外线

或液氯消毒。

    6 采用空气反冲是指压缩空气由微滤膜内向外将附着在微

滤膜上的杂质和沉积物冲掉，然后用二级出水进行微滤膜表面辅

助冲洗。这种反冲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去除微滤膜内外的

杂质和沉积物，并能够再生微滤膜表层的过滤功能，延长微滤膜使

用寿命 具有低耗能和反冲不需使用滤后水的特点。

    7 微滤系统的膜完整性自动测试装置，只是需要较少的测试

设备就可以在线监测到微滤膜的破损情况，预知故障的发生，监测

结果准确，从而能够保证处理出水的水质。

    8 微滤系统的过膜压力是指微滤膜前后的压力差，实际中可

以通过设定的过膜压力来启动反冲系统;当过膜压力达到100kPa

时，则需要对微滤膜进行化学清洗。

    9 在有除磷要求时，可在微滤系统前采用化学除磷措施，通

过投加化学絮凝剂来形成不溶性磷酸盐沉淀物，再利用微滤膜来

截留所形成的不溶性磷酸盐沉淀物。

    功 微滤系统反冲水是采用二级处理出水，反冲后不能直接

排放，需要回流至污水处理厂前端汇人原污水中，与原污水一并进

行处理 。

6.1.8 当再生水水质对磷的指标要求较高，采用生物除磷不能

达到要求时，应考虑增加化学除磷工艺。化学除磷是指向污水中

投加无机金属盐药剂，与污水中溶解性磷酸盐混合后形成颗粒状

非溶解性物质，使磷从污水中去除的方法。

    1 化学除磷处理工艺设计必须具备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

基础资料应包括二级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污水量、再生水量及它们

的变化系数，处理厂进出水中磷、碱度的含量.再生利用对磷及其



他指标的要求等。

    z 常用的铁盐絮凝剂有:硫酸亚铁、氯化硫酸铁和三氯化铁;
常用铝盐絮凝剂有硫酸铝、氯化铝和聚合氯化铝;当污水中磷的含

量较高时，宜采用石灰作为絮凝剂，并用铁盐作为助凝剂。

    3 化学除磷工艺分为前置沉淀工艺、同步沉淀工艺和后沉淀

工艺。前置沉淀工艺和同步沉淀工艺宜采用铁盐或铝盐作为絮凝

剂;后沉淀工艺宜采用粒状高纯度石灰作为絮凝剂、采用铁盐作助

凝剂。前置沉淀工艺将药剂加在污水处理厂沉砂池中，或加在沉

淀池的进水渠中，形成的化学污泥在初沉池中与污水中的污泥一

同排除。前置沉淀工艺常用药剂为铁盐或铝盐，其流程如下:

              投药点 (卡) 去 (去)

原污水~FOR-*] -}夏因-匝巫巫{-困1巫一一Fwi画 -巨ft?-~出水
                                          哈混合污泥

    化学除磷采用前置沉淀工艺时，若二级处理采用生物滤池，不

允许使用Fee。前置沉淀工艺特别适用于现有污水厂需增加除

磷措施的改建工程。

    同步沉淀工艺将药剂投加在曝气池进水、出水或二沉池进水

中，形成的化学污泥同剩余生物污泥一起排除。同步沉淀工艺是

使用最广泛的化学除磷工艺，其流程如下:

                                    投药点(专) 奋

原污水一匪亘」--5W --画呸〕-FVI亘画 -匣 一巫一一匡亘 ~出水
    采用同步沉淀工艺会增加污泥产量。

    后沉淀工艺药剂不是投加在污水处理厂的原构筑物中，而是

在二沉池出水后另建混凝沉淀池，将药剂投在其中，形成单独的处

理系统。石灰法除磷宜采用后沉淀工艺，其流程如下:

            石灰、助凝剂 去 告Co,或硫酸

二沉池出水~巨夔通巫困一匡夔画夔巫夔-区困一出水
                          专 石灰泥脱水 卡

    石灰宜用高纯度粒状石灰;助凝剂宜用铁盐;Cot可用烟道

气、天然气、丙烷、燃料油和焦炭等燃料的燃烧产物，或液态商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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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石灰泥浓缩脱水后可再生石灰或与生化处理污泥一起脱

水作为它用。石灰作为絮凝剂时，石灰用量与污水中碱度成正比，

与磷浓度无关。一般城市污水需投加400mg/L以上石灰，并应加
25mg/L左右的铁盐作助凝剂，准确投加量宜通过试验确定。

    7 本条对化学除磷专用设备的技术要求作出规定。化学除

磷专用设备，主要有溶药装置、计量装置、投药泵等。石灰法除磷，

用Cq酸化时需用C02气体压缩机等。

6.1.， 污水处理厂二级出水经物化处理后，其出水中的某些污

染物指标仍不能满足再生利用水质要求时，则应考虑在物化处理

后增设粒状活性炭吸附工艺。

    1 因活性炭去除有机物有一定选择性，其适用范围有一定限

制。当选用粒状活性炭吸附工艺时，需针对被处理水的水质、回用

水质要求、去除污染物的种类及含量等，通过活性炭滤柱试验确定

工艺参 数。

    2 用于水处理的活性炭，其炭的规格、吸附特征、物理性能等

均应符合(颗粒活性炭标准》的要求。

    3 当活性炭使用一段时间后，其出水不能满足水质要求时，

可从活性炭滤池的表层、中层、底层分层取炭样，测碘值和亚甲兰

值，验证炭是否失效。失效炭指标见表5.

                            衰 5 失效炭指标

侧定项目 表 层 中 层 底 层

碘吸附值(mg几) 镇600 成 610 镇620

亚甲兰吸附值(mg几) (85 簇90

    4 估性炭吸附能力失效后，为了降低运行成本，一般需将失

效的活性炭进行再生后继续使用。我国目前再生活性炭常用两种

方法一种是直接电加热，另一种是高温加热。活性炭再生处理可
在现场进行，也可返回厂家集中再生处理。

    6,7 活性炭吸附池和活性炭吸附罐设计参数的有关规定是

参照相似水厂经验提出的，在无试验资料时，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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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深度处理除了混凝沉淀和过滤外，其他单元技术的处理

效率，参见表60

                  表6 其他单元过程的去除效率(%)

项 目 活性炭吸附 脱奴 离子交换 折点加抓 反渗透 臭氧氧化

BOD. 40-60 25-50 李50 20一30

CODcr 40-60 20一30 25-50 350 350

55 60-70 妻50 350

氮氮 30-40 350 3 50 妻50 妻50

总成 80-90 350

色度 70-80 350 370

浊度 70-80 350

6.1.11 为了保证用水安全，消毒是必须的。与给水处理不同的

是投加量大，要保证消毒剂的货源充足和一定量的储备。

6.2 构 筑 物 设 计

6.2.2 供水稳定是水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标志。污水厂变为再生

水厂，标志着从为环境保护服务到为城市供水直接服务，因此在再

生水厂的设计中，清水池、泵站等都应按城市供水考虑。



7 安全措施和监测控制

7.0.1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应精心设计，使用水有安全保障。污

水厂二级处理能力应大于再生水厂处理能力，以此克服污水厂变

动因素大的影响，提高供水保证率。工业用户采用再生水系统时，

应备用新鲜水系统，这样可保证污水再生利用系统出事故时不中

断供水 。

7.0.2 再生水厂原水变化较大，事故停水、停电，或水量减少、水

质变动等情况会时有发生。这时要及时通知用户，使用户采取应

急措施。供水部门和用户之间应有便捷的通讯联系。

7.0.3 城市敷设再生水输配水管道时，严禁再生水管道与给水

管道误接，防止污染生活饮用水系统，防止人们误饮误用。

7.0.4 输送不同水质的管道相互间距离，美国要求很严，考虑到

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最小距离规定。

7.0.5 这是指向工业供水的再生水厂而言。

7.0.6 故障包括:正常供电断电、生物处理发生故障、消毒过程

发生故障、混凝过程发生故障、过滤过程发生故障、其他特定过程

发生故障。为克服水锤故障，应设水锤消除设施，如采用多功能水

泵控制阀、缓闭止回阀等。

7.0.8 再生水厂和用户都要进行水质分析和利用效果检验。宜

有连续测定装置。分析检验结果应做好记录和存档工作。

7.0.10 过去污水处理厂以达标排放为目的，转为再生水厂后，

操作人员应进行专门技术培训，持证上岗，以保证污水再生利用系

统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