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1997- 08- 25

　　作者简介: 郭劲松, 男, 34 岁, 副教授, 现从事环境科学

与工程研究。

·环境管理·

重庆市城市排水建设及管理的战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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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重庆 400045)

摘　要　在简要地介绍了重庆市城市排水设施现状及规划的基础上, 从排水系统、体制、管理

机构、政策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城市排水的管理, 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与重庆相似的山地城市有一

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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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嘉陵江是穿越重庆城区最重要的

河流。长江在重庆境内长 24018km , 在寸滩

站 最 大 流 量 达 85700m 3ös, 最 小 流 量

2270m 3ös, 多年平均流量 11308m 3ös; 嘉陵江

在 重 庆 境 内 长 15318km , 最 大 流 量

44800m 3ös, 最小流量 242m 3ös, 多年平均流

量2120m 3ös。两江既是重庆市生活用水、工

业用水的主要水源, 也是地面径流、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的受纳水体。因此, 控制好两江

的污染, 保护两江水源, 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的

发展以及城市形象都是至关重要的。

1　重庆市水环境现状及排水设施现状

与规划
111　长江、嘉陵江重庆段水环境质量现状

由于重庆山地、丘陵多, 平地少, 其城镇

及工矿企业多沿两江布置, 形成取水口与排

污口沿江交错排列的格局。城区年排放废水

914 亿 t (工业废水 716 亿 t, 生活污水 118 亿

t ) , 其中约有 614 亿 t 通过沿岸 239 个排污

口 (其中生活污水 123 个) 直接排入两江, 使

两江水质在不同江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6 年 5 月组织

的《长江干流暨三峡库区江段平水期水环境

质量同步监测报告》以及重庆市环境监测中

心多年来对两江水质监测数据可知, 两江在

重庆段总体上仍处于Ë～ Ì 类水质范围。其

主要超标污染物为大肠菌群、石油类、非离子

氨、高锰酸盐指数、BOD 5。大肠菌群在监测断

面上甚至超标 100% , 总氮和总磷的浓度水

平也不可忽视。从监测数据分析, 两江重庆段

水质已受到较严重的污染, 似有继续恶化的

趋势。因此, 对污水实施有序排放和治理就成

了减轻水体污染的首要问题。

112　城市排水设施现状与规划

城市的排水设施一般包括排水管道系统

及污水处理设施两大部分。重庆市的排水管

道系统始建于 1946 年的渝中区 (原市中区) ,

逐步形成了渝中区、江北、南岸、沙坪坝、九龙

坡、大渡口六大排水系统。渝中区及部分老城

区为较完善的合流制, 其余新建区域排水系

统均为分流制。现六大排水系统的城市排水

沟 道 总 长 约 408km , 排 水 管 道 密 度 为

3133km ökm 2, 人均管长为 012m ö人, 大大低

于其它大城市的水平, 甚至低于全国各城市

的平均水平 (0127m ö人)。

目前, 重庆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很少, 只

有 3 座污水处理厂, 约 612 万m 3öd 的处理能

力。1994～ 1995 年重庆在进行城市总规修编

时, 对城市排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进行了专

题修编。至 2020 年重庆主城区将建设近 20

座不同规模的污水处理厂, 处理污水 17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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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öd。这些污水厂中, 有五座已纳入《中国跨

世纪绿色工程计划》。规划建设雨、污水干管

约 865km , 使排水管网密度达到 417km ö

km 2, 人均排水管长为 0. 48m ö人, 达到国内

外先进水平。

　

2　重庆市污水处理系统的探讨
实现上述排水规划, 任务十分艰巨。城市

排水工程既是城市重要的公用基础设施、社

会公益事业, 又是再生自然资源“水”的一种

新兴产业。因此, 在制定和实施规划时, 既应

重视其社会服务性, 又应重视其经济属性。为

此, 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将推进重庆市排水

管理事业的发展。

211　污水集中与分散处理的关系

城市污水是集中, 还是分散处理, 首先是

一个经济学问题, 应充分考虑污水处理厂建

设费用和污水输送管渠建设费用的平衡关

系。由于污水处理项目一般存在所谓的“规模

效应”, 即在去除效率相同的情况下, 随着污

水处理厂数量由多变少, 也就是由分散处理

过渡到集中处理, 污水处理的单位投资费用

将明显下降。但是另一方面集中污水使得污

水输送管径加大, 管线加长, 从而增加污水输

送费用。有资料表明, 污水收集、输送系统的

投资在排水系统总投资中约占 60%～ 70% ,

因此不能忽视其对排水系统总经济投入的影

响, 过分的集中和过分的分散都是不可取的。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是

一个多目标多因子的决策问题。一般地说应

综合考虑污水特性、地理环境、城市经济承受

能力、技术条件、管理水平、能源及环境容量

等多种因素, 因此应当坚持因地制宜, 实事求

是的原则, 以保护环境质量、充分利用资源、

使整个排水系统总费用最小为追求目标。重

庆市由于是山城, 地形起伏多变, 高差悬殊,

整个城市由两江分割, 其建设演变规律为沿

江发展, 组团式布局, 各组团之间多被不易利

用的地势分隔, 若将全市污水全部集中到一、

两座大型污水厂进行处理是难于实施的。但

是城市污水过份分散处理, 除了管理不便、经

济上不合理外, 污水处理厂总占地可能也较

大, 有些排污口的附近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污

水处理厂厂址。因此, 笔者认为相对集中的处

理方式对重庆地区是较为合理的, 即将几个

易于组合的排水流域的污水尽可能集中到一

个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以减少处理厂及两

江排放口的个数, 增大各处理厂的规模。根据

上海市近 20 年来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经

验, 建设 7. 5～ 20 万m 3öd 的污水处理厂从

资金利用、技术安全可靠性来看是最为有利

的。这一经验在重庆市更具有警示和借鉴意

义。

212　大型工矿企业排水与城市排水的关系

长期以来, 我国对大型工矿企业的污水

治理, 执行“三同时”和“谁污染、谁治理”的政

策, 在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政策对减

轻水体污染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近几年

来的经验表明, 这种每个工厂单独治理方式

很不利于废水治理的管理, 其投资效益也不

理想。国家环保局组织力量进行大约三年的

调研统计表明: 只有 3517% 的处理设施可以

达到设计处理能力的 80% ; 而 4616% 的处理

设施实际处理能力不及设计能力的 50%。在

处理设施利用率方向, 目前仅 70% 左右正常

运转, 而运转的设施达标的只有 50% 左右。

设施的能力得不到合理利用, 造成了投资的

浪费, 高额的运行成本使设施利用率进一步

下降。换言之, 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据

天津市的资料, 工业废水分散处理比集中处

理的基建投资高一倍, 运行费用高 5 倍, 操作

人员数高 6 倍。国内统计资料表明, 有

1717% 的企业, 废水设施运行费用占企业利

润的 516% , 有 217% 的企业, 废水设施运行

费大于企业利润。因此, 企业花不起钱“建”,

用不起钱“养”, 管理不好的问题十分突出。96

年 5 月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已明确提出了

按水环境质量标准及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实施收费和治理的原则。所以, 工业污水治理

要分散与集中相结合, 以适度集中为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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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据此, 除对少数大型企业或远离城镇的

企业有必要单独治理达标准排放外, 其它能

排入城市排水系统的, 应逐步过渡到按排入

城市排水系统的标准 (GJ 18—86) 经局部处

理后排入城市排水系统进行综合治理。

上述方针的具体要求是: 含有重金属和

难生物降解的有机有毒污染物的废水, 应在

企业内严格控制, 而不超过城市下水道排水

标准的废水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道系统。对

如冷却水等相对洁净的废水可直接排入城市

雨水管道系统或在工厂内部循环利用。

重庆城市排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欠帐

多, 其普及率和覆盖面也较低, 因此, 实施上

述方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为缓解

能力不足与按纳量巨大之间的矛盾, 应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 ①结合产业结构调整, 降低单

位产品耗水量, 实行清洁生产; ②完善厂内清

污分流排水系统; ③在生活污水量不大, 工厂

集中且工业废水量较大又有处理设施的区

域, 按照使用付费的原则, 充分利用企业废水

处理设施富余能力接纳城市或相邻企业的废

水。

213　城市排水体制分析

为控制城区污水对水体的污染, 新建城

市排水管网系统原则上应采用分流制, 即分

别设置污水和雨水排水系统。对部分已建合

流制排水系统的地区, 应视具体情况分别对

待。具体地讲, 除渝中区等较为完善的合流制

排水系统应逐步改造完善成截流式合流制系

统外, 其余的片区及新开发区, 如石桥铺、龙

溪镇、江北观音桥等均应将合流制系统改建

为分流制系统, 而且应与新区开发和旧城改

造同步实施。在这些地区的改建方法是将已

建合流制管道改作雨水管, 另新建污水管道,

使之形成分流制排水管网系统。这样做可能

比较经济和可行。

大型公共建筑的排水。目前, 环保部门要

求每一个大型公共建筑都要独立修建废水处

理设施 (如埋地式污水处理装置等)。这作为

防治两江水体进一步恶化的临时措施是可以

的。但从长远看, 根据“长江、嘉陵江重庆段水

污染控制规划研究”资料, 重庆市两江污染在

背景条件固定的情况下, 重点应对城市污水

进行集中或集约化治理。因此, 大型公共建筑

的废水应统一纳入城市污水厂处理。

3　排水系统管理
一个系统的有效性除了系统自身应具有

优良的品质外, 高质量、高水平的管理也必不

可少。因此高质量、高水平的管理是城市排水

系统高效率运行的关键。

311　组织保证机构

为充分发挥排水系统的功能, 达到对水

污染的有效控制, 合理的组织机构是其重要

的保证。因此, 建议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

将政府对城市排水的行业管理职能、资产管

理职能与产品经营职能、资本经营职能分离,

设立水资源保护中心和排水公司。

31111　水资源保护中心。对取水、供水、排

水、污水处理、水质监测、水体监测等进行统

一管理、规划、控制和监督; 研究城市需水预

测、水资源保护、饮用水净化、污水处理、水污

染控制等高新工程技术。吸收国内外先进经

验, 开发适用于重庆市地形高差大、用地紧特

点的技术, 这一点尤为重要; 结合国家的有关

法规, 按市场经济的规律, 制订水资源管理的

经济政策、技术政策、管理条例和长远发展战

略。

31112　排水公司是排水设施的具体操作营

运机构, 除要担负起排水管网、泵站、污水处

理厂的维护管理和水质日常检测外, 应能组

织有关工程技术专家对市内大型公建、大、中

型工矿企业废水的治理工作向水资源保护中

心提供咨询。

排水公司完全按企业方式经营, 经济上

自负盈亏。有在资者和政府的监督下, 通过合

法利润保证排水系统正常运行。政府通过信

贷、税收、排污收费等方面的政策调控引导排

水公司的发展。排水公司可以是国有公营、国

有私营、企业集团联合经营、私有私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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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T (Bu ild2Opera te2T ran sfer, 即建设——

经营——转让)等多种形式。

312　认识与政策的支持

31211　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贯穿整个城市经济建设中。市政府在城市总

体规划中要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城市

排水管网的投资与建设均应与城市道路相协

调,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能力在质量、数

量、空间、时间上应比城市化有所超前。应重

视城市中工业区和居住、商业区的功能分开,

轻工业可靠近住宅区以利于污水集中处理。

31212　克服认识上和政策上的片面性。长期

以来, 存在着一种阻碍甚至可以说是危害排

水事业发展的观念, 认为给水与排水是两个

互不相关的事业。给水可以有“经济产出”, 排

水只是“消费”, 因而导致只顾给水, 偏废排水

的倾向, 其集中表现为: 只建给水厂, 不建污

水厂, 重视给水, 轻视污水厂, 给水厂真运行,

污水厂能不运行就不运行。市民认为免费使

用排水设施理所当然等。其危害是, 由于水源

受到污染导致饮用水水质不断下降, 给水处

理不断出现新难题, 饮用水取水口不断耗巨

资向城市上游迁移等等, 甚至造成某些城市

或地区 (如重庆市西部地区) 缺水, 其对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因此,

应加强宣传, 使人们牢固树立起给水与排水

是水工业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排水

工程与给水工程一样, 既是一种消费事业, 又

是一种产业, 是生产水源水的产业。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自觉支持城市排水设施

的建设。

31213　加强排水设施全过程的管理。首先应

搞好排水设施建设的技术决策, 建立决策专

家系统, 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其

次, 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排水设施管理法律体

系, 使日常管理工作法制化。重庆市已颁布了

排水设施管理、排水许可证管理、征收排水设

施使用费等规定, 在严格执行的过程中, 还要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采用遥测、遥控、排水设

施 G IS 等高技术, 对管网、泵站及处理厂实

施计算机管理, 使管理技术现代化。

31214　广开门路, 确保排水系统的投入。重

庆市无论是建大型集中污水处理厂, 还是建

相对集中的中型污水厂, 都面临着巨大的资

金不足, 除政府财政适当加大投入比例外, 其

余应多方筹集。抓住三峡工程兴建的机遇, 从

保护三峡库区水质出发, 尽可能争取部分国

家投资和允许发行水资源保护公债的政策。

受益单位集资 和有偿使用排水设施, 如房地

产开发商在进行小区开发时, 将土地购置费

按比例或将修建单个废水处理设施费用统一

交市政设施管理部门, 用于城市污水厂建设。

充分争取外资, 改革开放的最大有利条件是

大量外资的涌入, 只要制定适宜的政策, 外国

银行贷款和财团直接投资建排水设施是有可

能的, 苏州和上海都有成功的经验。

4　结语
城市排水设施的完善程度是一个城市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高水平、高质量的管理

是保证排水设施正常而高效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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