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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取代化粪池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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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化粪池的原始功能、负面效应、建设费用、技术管理等方面内容 ;分析新形势下兴建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取代传统化粪池的可行性 ;探讨化粪池设置对进入污水处理厂中有机物负荷削减产生的对脱氮除

磷不利影响 ;提出修正化粪池设置有关规范和取消化粪池后室内外管线布置等有关技术措施 ;明确有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的城市 (城镇)可以完全取消化粪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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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analysis of centralized WWTPs instead of septic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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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function , deficiency , construction costs and , management of septic tanks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Feasibility for centralize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WWTPs) replacing septic tanks was analy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eptic tanks 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were discussed ,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decreasing of organic

loadings into the WWTP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revising the location criterion of septic tanks and pipeline layout

techniques after canceling septic tanks were made. Finally , the significance for replacement of septic tanks with

centralize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WWTPs) was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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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新城还是旧

城 ,南方还是北方 ,铺设城市下水道截污、集中兴建

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城市污水已成趋势[1Ο3 ] 。在此

情形下 ,作为原始简单处理污水的设施 ———化粪池

便显得多余。如果在兴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城市

规划与建设中能够取消化粪池 ,这一举措在宏观上

意味着节省占地、节约投资、改善生活环境、避免意

外事故发生 ,从微观作用来说 ,改善集中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效果 ,特别是以控制水体富营养化为目的

的三级脱氮除磷效果。

本文就化粪池的原始功能、负面效应、建设费

用、环境效益、技术管理等方面内容作简要介绍 ,分

析取消化粪池对改善污水生物脱氮除磷效果的影

响 ,探讨兴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趋势下取消传统化

粪池的可行性 ,提出有关取消化粪池的具体管理与

技术建议。

1 　化粪池的原始功能与负面效应

化粪池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初级污水处理构筑

物。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靠重力沉淀对沉淀截留的

悬浮有机污染物 ( COD/ BOD) 进行厌氧消化分解。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十分落后的年代 ,特别是处

在城市排水系统尚未普及、还顾不上考虑污水处理

的特定情况下 ,化粪池作为一种简易的污水处理设

施 ,其原意是在污水排放水体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

稳定处理。我国有关设计规范或设计手册关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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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的规定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如《给水排

水设计手册》里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宜设置化粪

池[4 ] : ①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时 ,生活粪便污水应设

化粪池 ,经化粪池处理合格后的水方可排入城镇下

水道或水体 ; ②城镇虽有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规划 ,但

其建设滞后于建成生活小区 ,则应在生活小区内设

置化粪池。

正因为有设计规范的约束 ,目前在很多地方对

新建楼宇的项目审批中仍然有化粪池的设计要求 ,

甚至设计化粪池被行政审批部门理解为一种必不可

少的“环保”措施 ,没有考虑集中式城市污水处理厂

与化粪池间的关系。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兴建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情况下仍有必要设置化粪池 ,因为化粪

池可以减轻污水处理厂的有机物处理负荷。这样的

规范要求和对化粪池功能的认识导致化粪池遍布城

区的各个角落 ,使管理以及安全隐患问题日益凸现。

此外 ,化粪池的建设费用也是不容忽视。按广

东省建设砖砌化粪池的概算价格计算 ,建设一座容

积为 20～80 m3 的化粪池的造价 (直接费用) 在 3～

13 万元之间[5 ] 。据统计 ,2002 年仅广州市就有化粪

池 3 万多个[6 ] 。可见 ,遍布中国各城市的化粪池基

建投资应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由于兴建化粪池 ,使本来就紧张的城市可绿化

空地进一步萎缩。据资料显示 ,若取消化粪池 ,每幢

房子周围的绿化面积将会有所增加 ,人均增加绿地

面积约 015 m2[7 ] 。

2 　化粪池对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效果的

影响

　　化粪池对污水的简易处理主要是通过截留、沉

淀、厌氧分解等物理与生化过程 ,达到去除病原菌和

降解部分有机物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 ,污水在化

粪池内经 12～24 h 的沉淀后 ,原始质量浓度为 100～

350 mg/ L 的悬浮固体 (SS) 约 60 %～70 %可被沉淀 ;

原始有机物质量浓度为 100～400 mg/ L 的 BOD5 约

可去除 20 %～30 % ;对氮、磷的去除则微不足道[8 ] 。

城市污水处理厂通过城市下水管网系统收集、

输送污水至处理厂集中处理。通常的城市污水处理

采用二级或三级处理工艺 ; 二级处理对有机物

(BOD5)去除率高达 90 %以上[8 ] ;三级处理对氮、磷

的去除亦可高达 90 %以上。相形之下 ,化粪池净化

污水的作用则显得微不足道。但是 ,化粪池对少量

有机物的降解却可能导致以脱氮除磷为目的的三级

处理存在碳源不足的现象。为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

影响 ,目前城市污水处理正逐步实现或升级改造为

三级处理。生物脱氮除磷需要污水中有足够的碳源

方能顺利实现 ,经硝化和反硝化途径脱氮 ,每去除

1 g 氮约需 COD 4～5 g ;经聚磷菌 ( PAOs) 好氧渠道过

量摄磷 ,每去除 1 g 磷约需 COD 25 g[9 ] 。因此 ,在兴

建集中式城市污水处理厂情况下再设置化粪池 ,对

脱氮除磷而言反而起了副作用 ,造成进入污水处理

厂所需碳源不足。实践证明 ,市政污水处理厂在脱

氮除磷方面碳源不足是制约脱氮除磷效果的主要

原因[10 ] 。

3 　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取代化粪池功能可行

性分析

　　近年来 ,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过程

中 ,我国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自

1990 年到 2003 年 ,我国城市排水管道长度增加了

212 倍 ,城市污水处理厂由 80 座增加到 612 座。随

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一大批集中式污水处

理厂将相继建成 ,标志着我国污水处理事业将发展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新城或老城 ,南方或

北方 ,城市下水道的普及、完善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

陆续兴建 ,使得化粪池的传统作用已失去 ,它对有机

物的原始净化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市政污水处理厂完

成。这样做有诸多优点 :

a . 可将分散建设的化粪池资金集中使用到污

水处理厂建设中去 ,变分散处理为集中处理。实际

上 ,在市政污水处理厂存在的情况下 ,继续设置化粪

池等于是对污水处理设施的重复建设 ,不仅浪费建

设资金 ,而且也占用宝贵的城市土地。

b. 化粪池的处理功能交由污水处理厂完成后

相当于增加了 20 %～30 %进水有机物负荷 ,这对生

物脱氮除磷效果的提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c. 城市中不设化粪池 ,从根本上避免了甲烷气

体爆炸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 ,广州市已率先在全国取消了兴建化粪池

的管理规定 ,上海、常州、杭州等城市在新建住宅区

时也考虑不再兴建化粪池[11 ]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 ,

传统理念应不断更新 ,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也应与

时俱进。

4 　取消化粪池的几点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 ,在城市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普遍

建设的情况下 ,不仅新规划城区不应再设计化粪池 ,

即使是对已存在化粪池的老城 ,也应考虑取消化粪

池 ,将其废弃或改作它用。目前取消化粪池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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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设计规范的内容严重滞后于城

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因此 ,有关方面应对此问题

展开全面论证 ,在有关规范中修正化粪池设置的有

关规定 ,明确有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城市/ 城镇可以

考虑完全取消化粪池。

取消化粪池后 ,建议建筑物室内的污、粪水管采

用合流制 ,室内少敷设一根立管 ,便于住宅室内空间

的使用 ; 室外的管线也应相应减少 ,使施工更为

简单。

对于已经设置化粪池的老城区 ,化粪池可以废

弃 ,填埋后用作绿化用地 ,或清理、改造用作中水或

雨水利用的贮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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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结合典型的试验资料 ,计算结果与试验资料

值的良好符合 ,表明本文提及的数学模型和相应的

数值方法可用于同流三维模拟 ;同时 ,得出流速比较

小时的工况情形。

b. 得到了纯射流的流线特性 ,即始终是沿水平

方向向下游流动 ,而没有上下浮动的现象。在同轴

射流条件下 ,射流向下游扩散 ,扩散程度主要受流速

比的影响。

c. 得到了同轴射流的浓度场分布特性 ,即在垂

直于射流方向的断面上 ,浓度等值线呈圆形 ,这与横

流中的射流浓度等值线呈马蹄形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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