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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污水回用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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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介绍 了我 国城 市 污 水 回 用 的现状
、

污 水 回 用 的 方 法 和 污 水 回 用 的途

径 并对 污水 回 用进行 了经济分析
,

提 出 了污水回 用 的发展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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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号

我国是水资源大国 水资源总量 亿耐
,

占全球径流量的 左右 仅次于 巴西
、

前苏联

和加拿大
,

居第 位
,

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耐
,

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

世界排名第 位
,

是

全球 个水资源贫乏国家之一
我国城市缺水问题尤为突出 近几年

,

出现供水紧张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

到 年在全 国

“ 个城市中 有近 个不同程度的缺水
,

其中天津等 个城市还受到水资源的严重威胁 因

此
,

有关专家提出了 “ 节流优先
,

治污为本
,

多渠道开源 ” 的城市水资源短缺可持续利用战略

年 月 日建设部
、

国家环保总局
、

科技部联合下发的 《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 》中明确提出 “
提倡各类规模的污水处理设施按照经济合理和卫生安全的原则

,

实行污水

再生利用 发展再生水与农业灌溉
、

绿地浇灌
、

城市杂用
、

生态恢复和工业冷却等方面的利用 ”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关于 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 》中也明确提出 “ 在缺水地区

应积极推广污水资源化
、

合理利用污水
、

防止污染 应积极研究污水循环 回用和再用技术
,

并制

订相应的水质标准
,

以控制水质 ”

在这种形势下 人们不得不在天然水资源 地下水
、

地表水 之外 多种途径开发新的水源 。 ,

本文主要讲的是城市污水的直接回用

城市污水回用现状
污水 回用既能节约水资源又能减轻环境污染 其经济

、

环境
、

社会效益是非常显著的 因

此
,

作为缓解水危机的途径之一 日本早在 年就开始回用污水
,

年代初就已初具规模
,

美

国 目前也有 个城市回用污水 再生水回用点 个 另外
,

俄罗斯
、

以色列
、

印度
、

南非等国的

污水回用事业也很普遍 我国的污水回用事业起步较晚 直到 年代末 随着我国大部分城市水

危机的频频出现 污水回用技术的研究和实践才得以迅速发展 。,

城市污水经二级或深度处理达到相关标准后
,

就可以 回用于农灌
、

工业冷却
、

市政绿化
、

景

观和生活杂用等方面 目前
,

在北京
、

大连
、

长春
、

石家庄等城市的污水处理厂 已建或在建多项

污水回用工程

污水回用方法及途径

污水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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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回用的关健在于处理后的水质
,

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污水回用的方向 因此
,

对污水回

用的处理技术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要达到二级出水水质以外 还要根据其最终用途 分别经

混凝
、

过滤
、

吸附
、

膜分离等过程才能供给最终用户

直接过滤 二级处理出水 一 提升泵房 澄清池 滤池 一 清水池 加压泵房 用

户 二级处理出水 提升泵房 自然净化 加压泵房 一 用户

混凝沉淀过滤 二级处理出水一 提升泵房 一混凝沉淀池 过滤一 清水池一 加压泵房

一 用户 二级处理出水 混凝反应池 提升泵房 过滤 清水池一 加压泵房 用户

地下渗滤 原污水 沉淀池 一级配水槽 地下渗滤 区 集水池 过滤 口 清水池

加压泵站一 用户

活性炭吸附 二级处理出水 提升泵房 一滤池 活性炭吸附一 清水池 一 加压泵房

用户

膜分离 二级处理出水 提升泵房 一滤池一 活性炭吸附 膜分离一清水池 加压泵

房 一 用户

污水回用途径 对象
污水经不同的深度处理后 成为人们的第二水源 面对全球的水危机 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再

生水
,

并开始利用再生水
,

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确定其水质指标 见表
,

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

其应用途径

表 不同应用途径的水质指标
‘

埃火火 标准 农灌水质标准
’

生活系雨水水质标雇
“

再圣水回后于景婉永袜的
’

项目
、

浊度
溶解性固体
悬浮固体

色度 倍
嗅

氨氮
总硬度
抓化物

铁
锰

总大肠菌种 个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

一

· 一 。

无不快感觉

水质标准 厅
·

① 浇灌蔬菜类用水水质标准 ② 浇灌筑菜用水水质标准 ③人体非全身性接触水质标准

回用于农灌 水质要求最低 农田灌溉需水量大 污水回用于农业有广阔的天地 我国

水资源量的 用于农业 用于工业
,

用于城市居 民生活
,

且污水的营养成分对农

作物生长有利

回用于工业 工业用水是污水回用的第二大用户
,

工业用水量能占到城市用水量的
·

由于工业用水的用途不同 对水质要求也差别很大
,

城市污水理想的回用对象应该是对水质要

求不高的部门
,

如 冷却循环用水 洗涤
、

冲灰等低质用水

回用于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用水量比工业用水量小得多 主要回用于市政绿化
、

河道景观

及生活杂用水如洗
、

冲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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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于地下水回灌 污水回用于农灌
、

工业
、

城市生活属于污水回用的短循环
,

而地下回

灌则属污水 回用的长循环【 由于地下回灌能够补充地下水源
,

防止城市过量超采地下水而地

面下沉及加快被污染地下水的稀释和净化过程
,

因此是比较有意义的一种污水回用方式

污水回用经济分析
与其它几种非常规水资源相比

,

污水回用在经济上是有优势的 将城市污水处理到可以用作

杂用水的程度 其基建投资只相当于从 外引水 若处理到 回用作较高需要的工艺用水
,

其

投资相当于从 一 外引水‘ , 而远距离调水
、

海水淡化无论从基建投资或单位制水成本上
,

都

远远超过了污水回用 且远距离调水的水源地也不太稳定 而雨水回用在我国也只是处于研究阶

段
,

还没有实际应用 且也无法保证供水的稳定性 因此
,

污水 回用是 目前常规水资源开发后的

第二大水资源 既能节约水资源
,

又能消除环境污染
,

其环境
、

社会
、

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污水回用的发展对策
污水处理厂应统筹规划 整体设计 在进行污水厂设计时就应充分考虑污水的 回用 问

题
,

使污水处理
、

污水回用工艺融为一体
,

出水水质直接达到污水回用标准
,

只有做到污水处理

与污水回用同步规划
,

才可避免重复投资造成的不必要浪费

污水回用技术规范化 在科学实验和监测的基础上
,

制定污水 回用 的技术规范
,

对用水

的各种用途和应用的水质标准作出详细规定
,

保证污水回用的安全性
、

合理性

污水回用必须走市场化道路 当前制约污水 回用发展的问题有认识观念问题
、

政策法规

问题
、

价格机制问题及技术上的问题 污水 回用既是公益事业 又是回报率较高的事业
,

这个特

性决定了污水回用走市场化道路的可行性 产业化
、

市场化是污水处理领域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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