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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建筑室外排水系统化粪池的设置原则，国家有关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行业人员对化粪池设置必要性仍持有

不同观点，本文在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部分城市取消化粪池的工程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以供同行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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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对污水局 部 处 理 设 施 的 设 置 规 定 主 要 依 据 为：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 范》（ＧＢ　５０３３７－２００３）第３．５．１条

“城市污水管网和污水处 理 设 施 尚 不 完 善 的 区 域，可 采 用 粪 便

污水前端处理设施；城市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较为完善的

区域，可不设置粪便污水 前 端 处 理 设 施，应 将 粪 便 污 水 纳 入 城

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１］”。
该条文旨在要求污水必须达到排放标准，对是否设置诸如

化粪池的前端处理设施并没有作出硬性规定，这使得国内省﹑

市对化粪池的设置有不同要求，目前大部分省﹑市的做法仍然

是一律设置化粪池，尚未有全部取消化粪池做法的地区。但杭

州﹑上海﹑广州及台北等少数城市已逐步开展取消化粪池试点

工作，以适应不断完善的城市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的需要。
国内同行对化粪池设置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

现拟对化粪池设置作一综述。

１　取消化粪池必要性
化粪池曾经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构筑物，是城市排污系统

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必要选择。随着城市的发展，化粪池逐渐

暴露出一些问题［２］。大量 住 宅 小 区 化 粪 池 由 于 种 种 弊 端 已 引

起政府部门及民众的关注，部分地区政府部门已着手解决化粪

池这一难点问题。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设计规范》（ＣＥＣＳ　５７：９４）第４．７．３条

“城镇已建成或已规划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小 区 的 污 水 能 排 入 污

水处理厂服务区内的污水管道，小区内不应再设置污水处理设

施［３］。”字里行间表达了在住宅区化粪池设置上采取尽量少设

﹑不设的做法，这为符合一定条件地区取消化粪池提供了条文

依据。具体而言，化粪池的设置存在以下弊端：

⑴ 化粪池影响城市 的 和 谐 发 展：许 多 化 粪 池 由 于 管 理 不

到位、长期不清掏，最终导 致 了 粪 便 溢 流 和 管 道 堵 塞 等 情 况 的

发生；经过长期厌氧发酵，产生恶臭气体，造成周围空气质量恶

化，尤其在清掏过程中，恶臭气体可影响数百米远，运输过程中

产生二次污染［４］。

⑵ 化粪池设置存在 安 全 隐 患：化 粪 池 内 产 生 可 燃 有 毒 气

体，若有聚积，会引起爆炸，此类事故国内多有发生，成为威 胁

城市、居民安全的因素之一［４］；砖混化粪池渗漏严重污染地下

水和城市地下供水管道，甚至软化建筑物基础部分地基［５］。

⑶ 化粪池影响城市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运 行：因 为 粪 便 污 水 中

经化粪池截留的悬浮物经过厌氧分解，生成部分有机酸、氨、二
氧化碳 和 硫 化 氢，造 成 污 水 的 酸 化 和 恶 臭，并 使 进 水 中 的

ＢＯＤ５进一步降低，这 些 都 会 抑 制 生 化 细 菌 的 繁 殖，降 低 处 理

效果［６］。

⑷ 化粪池的存在增 加 了 城 市 的 管 理 维 护 成 本：化 粪 池 设

置分散、数量多，难以建立统一的管理档案，需要投入一定的物

力和人力，这给环卫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５］。

⑸ 不利于城市经济 与 社 会 的 良 性 发 展：一 直 采 用 建 设 化

粪池的方式管理，长期以来，在城市中留下大量的化粪池，占用

大量地下空间［４］；由于与化粪池有关的职能部门比较多，涉及

环保、城管、环卫局、市政管理处等，出现问题时，业主﹑物业与

职能部门权责混乱。
另外，从温室气体减排 的 环 境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 考 虑，污 水

处理厂服务地区取消 化 粪 池 也 显 得 必 要［７］。种 种 弊 端 已 违 背

了化粪池设置初衷并使得化粪池设置成为行业人员关注焦点。

２　取消化粪池可行性
从整体上看，设置化粪 池 显 然 是 市 政 工 程 的 重 复 投 资，在

经济和管理上是一种 浪 费［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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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取

消化粪池的可行性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城

市排水 管 道 是 否 满 足《污 水 排 入 城 市 下 水 道 水 质 标 准》（ＣＪ
３０８２－１９９９）及是能否有效解决市政排水管道淤塞的问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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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发现，管道堵塞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①污水管

道设计不够合理，住宅区 污 水 管 采 用 的 最 小 管 径，坡 度 不 符 合

设计规范，达不到自净流速；②定期清通维护得不到保证，检查

井不设流槽，污染物沉积过量；③管道材质和施工质量较差；④
不能正确使用洁具。不设 化 粪 池 不 是 导 致 污 水 管 道 堵 塞 的 主

要原因［９］；④窨井未做流 槽，污 水 进 入 窨 井 后，流 速 变 缓，造 成

沉积；⑤施工垃圾堵 塞 管 道［８］。所 以，管 道 堵 塞 完 全 可 以 通 过

合理的设计，正确的施工、严 格 的 管 理 和 宣 传 教 育 提 高 居 民 素

质等途径加以解决［１０］。
废弃的化粪池填埋后 可 用 作 绿 化 用 地，或 清 理、改 造 用 作

中水或雨水利用的贮水池［１１］。
另外，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在２０１０年以前，中国城镇污水处

理率要求达到７０％。中国各大中城市正在大规模兴建污水 处

理厂［７］。
由此可见，化粪池的设置与否与污水管道堵塞不存在必然

关系。化粪池设置的主要争论不应局限于其本身，更在于外部

条件，从中也就间接说明 了 取 消 化 粪 池 是 可 行 的，行 业 人 员 应

该致力于提供与保证更加合理的外部条件。

３　取消化粪池必要条件与保障措施
取消化粪池的可行性决定了取消化粪池的必要条件，在符

合条件区域取消化粪池并 采 取 相 应 的 技 术 保 障 措 施 在 经 济 上

是合理的，技术上是可行的。
取消化粪池的必要条件：①建设项目室外排水管道系统需

严格执行雨污分流；②建设项目生活污水排水管道能与市政排

水管道相通，市政排水管道接驳口管径﹑标高﹑坡度﹑检查井

及管道连接方式均满足室外排水管道接入的要求；③接纳建设

项目生活污水的市政排水管应为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并连通城

市二级污水处理厂；④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要 有 足 够 的 处 理 能 力；

⑤粪便污水、洗涤废水应在建筑物外合流排放［２］。
满足以上必要条件的建设项目是否设置化粪池，设计单位

还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 质 ﹑ 建 筑 或 小 区 室 外 排 水 管 道 是 否

接入早期建设的城市排水 系 统 及 接 驳 点 距 离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距离等因素与当地排水主管部门共同协商后确定。
取消化粪池的技术和管理保障措施：①设计最小管径和坡

度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②在 进 入 市 政 管 道 前，宜 设 置 机 械 式

粉碎装置或格栅检查井；③检 查 井 必 须 做 流 槽；④无 化 粪 池 排

水管道系统应加强维护、清疏；⑤管道、检查井宜间隔６个月进

行一次全面检查［２］。
管径与坡度作为技术 措 施 对 保 障 污 水 管 道 通 畅 运 行 起 关

键性作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管径与坡度，表１
是部分管径﹑坡度及设计充满度对应要求，仅供参考。

表１　无化粪池下管道设计参数

建筑或小区室外排水管道（塑料管） 市政污水管道

管径 最小坡度 设计充满度 管径 最小坡度 设计充满度

ＤＮ２００① ０．００６０　 ０．５０ ＤＮ３００② ０．００２０　 ０．５５
ＤＮ３０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５５ ＤＮ３００③ ０．００３０　 ０．５０
ＤＮ４０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６５ ＤＮ４０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６５

　　注：表中①表示建筑或小区室外排水管道最小管径；表中②表示市

政污水管采用最小管径为ＤＮ３００的工程埋地塑料管；表中③表示市政

污水管采用最小管径为ＤＮ３００的钢筋混凝土管。

４　化粪池改造与无化粪池工程
国内各省﹑市有关化粪池设置的政策及做法不尽相同，不

论是保留﹑新建还是取 消 化 粪 池，其 出 发 点 都 是 值 得 肯 定 的。
有学者对住宅小区化粪 池 进、出 水 水 质 进 行 连 续 监 测，并 分 析

其水质变化特征，在此基 础 上 对 建 议：适 当 减 少 生 活 污 水 在 化

粪池的停留时间，即减少 了 生 活 污 水 处 于 厌 氧 环 境 下 的 时 间，

可获得更好的Ｎ、Ｐ去除效果；参考国内出现的无害化、集成化

粪池等新型化粪池，对传 统 国 标 型 化 粪 池 的 结 构 加 以 改 进，将

传统的调节池、沉淀池、发酵池和过滤池集成在一个容器里，使
污水的降解路线延长，出 水 杂 质 减 少；对 化 粪 池 池 底 结 构 加 以

改造，便于清掏，同时缩短清掏周期［５］。
取消化粪池是对传统污水管理模式的突破，但单纯对取消

粪池设置作理论上的探讨是不够的，在符合条件区域进行试点

并对实际工程运行状态进行总结以供改进显得更加迫切。
据咨询台湾同行部分专业人员了解到，目前台北地区新建

小区和建筑的排水需经审批，符合排放要求时均直接排入市政

污水管道，不再设化粪池截污。上海、杭州、广州等先后出台政

策，明确要求在新建、改扩建建筑物中取消化粪池［７］。
广州自２００６年起，新建楼盘不设化粪池，已有部分新建楼

盘取消化粪池共１　０００多 个。老 城 区 正 在 试 点 对 化 粪 池 进 行

改造或者取消。有些小区不仅化粪池全部已取消，连格栅井也

取消了，污水排放上也 没 有 大 的 问 题 发 生。在 上 海，行 业 人 员

通过考察部分小区，显示在满足管道最小流速的条件下没有看

到因为不设化粪池而导致排水不畅的事，均在正常运行［８］。
根据上海市和杭州市的经验，取消化粪池对城市污水厂的

运营管理是有利的［６］。杭州在国内率先出台了《杭州市无化粪

池污水管道设计与养护技 术 规 程》（ＨＺＣＧ　０６－２００６），对 化 粪

池的设置必要性作出了明确的表示，规程的编制对推动化粪池

设置改革作了良好开端。

５　结语
完善城市的排水系统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建筑

室外排水系统化粪池设置 亟 待 行 业 人 员 探 索 出 合 理 可 行 的 一

套做法，需要各省﹑市对当地化粪池这一难点引起重视并制定

出科学﹑合理的实施办法，有条件地区逐步开展取消化粪池试

点工作并不断总结经验以推动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向前发展，平
稳实现逐步取消化粪池的目标，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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