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给排水·

污水回用是解决城市缺水的有效途径
周 彤

　　提要　较全面地论述了污水回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以大量实例说明了污水回用的巨大潜力

和其缓解水资源危机的技术 、经济等方面的可行性 ,同时还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污水回用工程 ,并回顾

了我国在该领城的发展历程 ,指出污水回用已进入全面启动阶段 ,最后就污水回用认识方面的一些

问题谈了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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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决城市缺水问题的紧迫性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缺水

问题尤为突出 。当前相当部分城市水资源短缺 ,城

市缺水范围不断扩大 ,缺水程度日趋严重 。据统计 ,

全国 669个城市中 , 400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 ,其中

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日缺水量达 1 600万 m
3
,年

缺水量 60 亿 m3 。由于缺水 ,每年影响工业产值

2 000多亿元。天津 、长春 、大连 、青岛 、唐山和烟台

等大中城市已受到水资源短缺的严重威胁。

2000年北方地区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 ,使许多

水库河流出现从来没有过的断流和干枯 ,北方 13个

省 318 个县级以上城市被迫限时供水 ,缺水人口达

2 000多万。2001年上半年又是干旱年 ,入夏以来

全国受旱面积已达 2 060万 hm2 ,5月份北方 8省大

型水库蓄水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20%。

在今年初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

五年计划纲要”中 ,将搞好污水处理回用明确写入纲

要。纲要中规定:重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坚持开

展人工增雨 、污水处理回用 、海水淡化。多渠道开

源 ,建设一批骨干水源工程。“十五”期间 ,全国新增

供水能力 400亿 m
3
。加大水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 ,

建立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水价形成机制 ,采取

多种方式缓解北方地区缺水矛盾。

2　污水回用的巨大潜力

长期以来 ,人们把用过一次的水称“污水” 、“下

水” 、“阴沟水” 、“废弃水” ,总把这种水与“污垢的” 、

“肮脏的”形象相联系 ,难以相信它还能再用。事实

上水在自然界中是唯一不可替代 ,也是唯一可以再

生的资源。人类使用过的水 ,污染杂质只占 0.1%

左右 ,比海水 3.5%少得多 。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处

理 ,可以重复利用 ,实现水在自然界中的良性大循

环。城市污水就近可得 ,易于收集 ,易于处理 ,数量

巨大 ,稳定可靠不受制于天 ,不受制于人 。作为城市

第二水源要比海水 、雨水来得实际 ,比长距离引水花

钱要少得多。开辟这种非传统水源 ,实现污水资源

化 ,对保障城市安全供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1　污水回用的潜力

可以粗略估算一下 ,城市供水量的 80%变为城

市污水排入管网中 ,收集起来再生处理后 70%可以

安全回用 ,即城市供水量的一半以上 ,可以变成再生

水(或叫回收水 、回用水 、复新水 、中水)返回到城市

水质要求较低的用户上 ,替换出等量自来水 ,相应增

加了城市一半供水量 。可见对缺水城市来说 ,这种

水源是一笔宝贵财富 ,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我国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已经达到 414亿 m3 ,目

前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400余座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到 30%,二级处理率达到 15%。根据“十五”计划纲

要要求 ,2005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45%。这

就给污水回用创造了基本条件 ,凡是污水处理厂都

可将污水再次适当处理后回用。

全国污水回用率如果平均达到 20%(南水北调

的要求 ,到 2030 年要达到 30%)。到“十五”末期 ,

年回用量可达40亿 m
3
,是正常年份年缺水60亿m

3

的67%,即通过污水回用 ,可解决全国城市缺水量

的一多半 ,回用规模回用潜力之大 ,足可以缓解一大

批缺水城市的供水紧张状况 。

2.2　污水回用工程的投资

目前城市污水处理(二级处理)投资大约在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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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00元/m3 ,在此基础上的再生处理约 400 ～ 600

元/m
3
,加上管网配套总计 600 ～ 1 000元/m

3
。则到

“十五”末期 ,形成 40亿 m3 水源的投资大约在 100

亿元左右。而形成同样规模的长距离引水 ,以大连

引英为例 ,则需 600亿元左右 ,海水淡化则需1 000

亿元 ,可见污水回用在经济上具有明显优势。

2.3　当前建成或在建的几项回用工程情况

(1)北京市。北京市领导为缓解北京市水资源

紧张状况 ,决定将高碑店污水厂处理量的一半 ,即每

天近 50 万 m3 污水拿出来回用 ,主要用于工业冷

却 、景观河道 、城市绿化和公园用水及城市环境喷洒

道路用水等 。成为国内最大的城市污水回用工程 ,

该工程施工已完成 ,正在进行工程验收和试运行工

作。华能北京热电厂使用高碑店污水厂出水作冷却

水 ,用水量为 2万 ～ 4万 m3/d ,已成功使用 1年 ,为

电力行业全面推广污水回用带了好头。

(2)大连市。大连市建成的 1 万 m3/d 回用示

范工程已正常运行 10年。污水厂二级出水经深度

处理后的回用水 ,供附近几家工厂作工业冷却用水 ,

以及向全市的园林绿化 、建筑施工 、市政杂用 、办公

楼冲厕等供水 。运行以来 ,用户使用效果良好。大

连开发区铺设了 64 km 草地喷水管道 ,创全国最大

的以回用水自动喷洒草地的先例。浇灌 116 万 m2

道路中心绿化带 ,用水 3 500 m
3
/d。经过回用水喷

灌的草地生长期长 、色正草旺 ,明显好于以地下水喷

浇的草地 。今年开发区还要建 7万 m3/d的污水回

用工程 。大连春柳河污水厂经过增容改造后 ,将向

甘井子工业区提供 8 万 m 3/d的回用水 ,目前管道

铺设和用户受水工程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大连

马栏河污水厂是由世行贷款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建设

的 ,规模 12万 m
3
/d ,处理后一次性达到回用标准 ,

已开始试运行 ,回用管道也已部分建成 。付家庄污

水厂是以市场化模式运作建成的 ,处理规模 1 万

m
3
/d ,现已建成投产 ,出水主要用于滨海路中西段 、

森林动物园及付家庄区域的绿化浇灌。

(3)长春市 。长春市经过 2000 年的水荒 ,充分

认识到缺水对城市意味着什么 ,从领导到群众都赞

同污水回用 。目前在建的两座大型污水厂都充分考

虑到回用 。长春北郊污水厂:一级处理量为 40 万

m3/d ,二级处理与回用处理量为 10万 m3/d。境外

某公司看好了中国污水回用市场 ,买断工程建造 、运

营权 ,预计大约 5 年即可收回投资 。长春西郊污水

厂:二级处理量 15万 m3/d ,一期回用量 5 万 m3/d ,

二期回用量 10万 m3/d ,回用水向长春第一汽车厂 、

热电厂等供水 。

(4)沈阳市 。北郊污水厂:处理量 40万 m
3
/d ,

二级处理出水直接用于卫工明渠的景观用水 。正在

编制 20万 m3/d的地表渗滤回灌方案 ,以及向工业

区分质供水方案。

(5)青岛市 。青岛市目前已建成海泊河污水厂 、

李村河污水处理厂 、团岛污水处理厂 、麦岛污水处理

厂 4座 ,总处理规模 36万 m3/d。海泊河污水厂 4

万m
3
/d 的深度处理装置已建成 。但缺输配水管

道 ,如该工程管网配套设施建成 ,则可用于工业 、建

筑 、景观 、绿化 、卫生等目的 ,解决周围5 km2范围内

约 20个单位的用水问题 ,还可形成海泊河水上公

园。

(6)秦皇岛市。秦皇岛港煤场降尘每天要用水

1万 m3 ,目前正筹备用回用水代替自来水 。正在建

设中的北戴河东北污水厂出水拟进入护城河和马坊

河 ,使这两条河变清。在市区大石现代广场用回用水

进行浇灌和冲厕 ,建设生态型广场 ,工程正在施工中 。

(7)深圳市。深圳市政府规划 ,到 2010年深圳

用水量将达到 19亿 m
3
,在这 19亿 m

3
水中 ,70%～

80%的污水可变成回用水回用。

(8)郑州市。郑州市污水厂处理能力为 40 万

m
3
/d ,计划将 10 万 m

3
/d深度处理后 ,泵送到金水

河上游的金海水库 ,解决金水河 、熊耳河的水源问

题 ,还可满足两岸绿化 、部分工业用水。

此外 ,山西 、陕西 、山东 、内蒙 、新疆及沿海城市 ,

都有污水回用计划 。几年内 ,一大批回用工程即可

投入运行 。

2.4　回用工程投资渠道

这几年国家拨出巨款 ,利用外资贷款等形式基

本解决了污水厂建设资金问题。但回用工程资金不

到位 ,各地缺口很大 。不少城市上了污水厂而不上

回用 ,或上了回用设施没有管网配套 ,形不成供水能

力 ,因此要想挖掘污水资源的巨大潜力 ,就要国家下

决心加大拨款或贷款力度。也可以多方面多渠道筹

划资金 ,借助民间和外资的力量 ,保证投资渠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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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议国家成立污水回用投资咨询公司 ,帮助各

地解决资金困难和技术问题 ,公司帮助落实回用项

目 ,作好先期论证和技术评估 ,并给予资金和技术的

支持。污水回用是商业回报率很高的事业 ,国家应

抢占这块市场 ,形成最大市场份额 。

3　国外污水回用情况

为了给一些城市和再生水用户增强回用信心 ,

这里简单介绍一些国外污水回用情况。

3.1　美国

美国 1980年已有回用工程 586项 ,年回用水量

为 9.37亿 m3 ,其中 62%用于农灌 , 31.5%用于工

业 ,5%用于地下回灌 , 1.5%用于娱乐 、渔业等。污

水的回用在美国经久不衰 ,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举

几个实例 。

(1)回用于电厂冷却系统。美国电厂冷却水是

仅次于农业的主要用水者 ,生化处理后的城市污水

是可靠的冷却水水源 。在西南地区的几个主要发电

厂 ,包括核发电厂 ,普遍使用处理后的城市污水作为

冷却水 。在沙漠中兴建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有充足

的电力供应 ,该市两个电厂科拉拉电厂和森路士电

厂的冷却水使用拉斯维加斯市污水厂出水。污水厂

1981年投产 ,规模24万 m3/d 。二级处理出水 BOD

<30 mg/L , SS <30 mg/L 。深度处 理 BOD <

7 mg/L ,SS<7 mg/L ,浊度<1 NTU , P<0.5 mg/L ,

该水质满足电厂冷却水水质要求。污水回用解决了

沙漠城市的供水问题 。

(2)回用于钢厂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海口

的伯利衡钢厂使用背河污水厂 40 万 m3/d 回用水

已有 40年历史 。背河污水厂规模 68万 m3/d ,曝气

池停留时间 6 h ,滤池为移动罩滤池 ,滤后水浊度

5 N TU以下 。

(3)美国 21 世纪水厂 。位于加州橘县水管理

区 ,命名为 21世纪水厂 ,其意为处理技术具有 21世

纪水平 。1965年开始研究将深度处理出水回灌地

下 ,以阻止海水入侵 ,1972年兴建有关工程 ,1976年

投入运行 ,再生工艺为:化学澄清 、再碳酸化 、活性炭

吸附 、反渗透 、加氯。21世纪水厂再生水通过 23座

多套管井回注地下含水层。出水 TOC <2 mg/L ,

TN<10 mg/L ,浊度 0.1 NT U 。出水中不得检出大

肠杆菌。回注水总量为 9.5万 m 3/d。

(4)城市绿地浇灌 。美国加州的农灌用回用水

量很大 ,占回用水量的 60%以上 ,以此解除该地区

干旱威胁 。在城镇 ,大片绿地 、树木 、高尔夫球场 、公

园也是靠回用水浇灌 ,这部分水占 16%。在美国 ,

污水厂内 、市区街道旁 、居民庭院里 ,随处可见一些

管道上标有 Reclaimed Water(回用水 、再生水 、中

水)字样 ,居民每天都要使用回用水浇灌住宅前后草

地 ,污水厂经常进出标有回用水字样的拉水车。污

水的回用已被居民接受 。

美国环保局会同有关部门于 1992年提出水回

用建议书 ,包括了水回用的各个方面:处理工艺 、水

质要求 、监测项目与频率 、安全距离和条文说明。它

对那些尚无法规可循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信息。

美国地区已有 18个州视回用情况订立了一些

法规 ,有完整指导方针或设计标准 ,有 14个州无任

何规定。法规(Regulation)是政府机构强制执行的

实施准则 ,而指导方针(Guidelines)不是强制性法

律 ,但可作为制定回用计划时遵照的原则。

3.2　日本

日本是个陆地面积窄小的岛国 ,河流急湍入海 ,

没有大江大湖可作跨流域调水之用 ,那么日本靠什

么支撑了 60年代的经济复兴时用水需求的急剧增

长呢? 靠的就是污水回用 ,在各大城市创建并保留

使用至今的“工业用水道” ,纵穿全市 ,形成和自来水

管道并存的又一条城市动脉 。回用水中 41%用于

工业用水 , 32%用于环境用水 , 8%用于农业灌溉。

日本是工业国 ,主要用于工业 ,近几年增加了环境用

水 ,它用于农灌的比例远小于美国 。

东京江东区回用量达 13万 m3/d ,城北区 24万

m3/d ,在用途上工业用水占 80%,杂用水(中水)占

20%,位于东京新宿区的落合处理场 1984年开始向

新宿区高层建筑群供冲厕用水(杂用水 、中水),日供

水量 8 000 m3 。水质标准有 5 项 , pH 中性 ,外观和

嗅没有不快感 ,大肠菌群数 10个/mL 以下 ,在水中

有余氯。

4　我国污水回用历程回顾

我国的污水回用事业大致可以分为 3个阶段 ,

1985前的“六五”期间是起步阶段 , 1986 年 ～ 2000

年的“七五” 、“八五” 、“九五” ,这 15年时间是技术储

备 、示范工程引导阶段 , 2001年以“十五”纲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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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污水回用为标志 ,进入全面启动阶段。

4.1　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新时期 ,水资源紧缺已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影

响 ,引起了领导和专家的关注 。建设部在“六五”计

划中 ,最先列入了城市污水回用课题 ,分别在青岛和

大连做试验探索 。大连的小试于 1983年 10 月 27

日通过了建设部鉴定 ,认为是国内首次提出有关城

市污水回用的成果 ,填补了国内空白 。青岛于 1984

年也顺利完成了中试研究。这两项成果表明 ,污水

可以通过简易处理而回用 ,是很有前途的水源 ,我国

污水回用完成了起步阶段的工作。

4.2　技术储备 ,示范引导阶段

从1986年开始 ,污水资源化相继列入了国家

“七五” 、“八五” 、“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有

40余个单位 ,几千人的攻关大军投入攻关研究中 ,

他们辛勤工作 ,刻苦钻研 ,团结协作 ,完成了大量实

验室小试 、中试 、生产性试验 ,取得成千上万个数据 ,

经国家鉴定验收 ,许多成果被评为国际先进或国际

领先水平 。

“七五”(1985年～ 1990年)攻关项目名称是“水

污染防治及城市污水资源化技术”。下设 7个专题 ,

就污水回用工艺 ,不同回用对象的回用技术 ,回用的

技术经济政策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八五”(1990年～ 1995年)攻关项目名称为“污

水净化与资源化技术” ,课题名称为“城市污水回用

技术” ,下设 5个专题 ,分别以大连 、太原 、天津 、泰

安 、燕山石化为依托工程 ,开展工程性试验。“八五”

提供的成果较“七五”提高到实用水平 ,研究内容经

过了生产性检验 ,涵盖了污水回用的大部分领域。

“九五”(1995 年 ～ 2000 年)攻关 ,所属项目为

“污水处理与水工业关键技术研究” ,专题名称为“城

市污水处理技术集成化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 。“九

五”具体攻关有两部分内容:

(1)回用技术集成化研究。通过将单项技术成

果和示范工程经验筛选整理优化 ,提供系统的完整

的集成化技术 ,除提交研究报告外 ,提交的成果还包

含在水工业手册《废水处理与回用》一书中的废水回

用篇章中。回用篇章包括水质标准体系 、不同回用

对象的回用工艺流程 、深度处理单元技术(包括混

凝 、化学除磷 、沉淀 、澄清 、气浮 、过滤 、活性炭吸附 、

污水脱氨 、反渗透及计算举例)、不同工艺系列的技

术体系(包括生物脱氮除磷 、颗粒填料生物接触氧

化 、A/O(脱氮)、澄清过滤消毒 、曝气生物滤池)。

(2)城市污水地下回灌深度处理技术研究。由

清华大学与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承担课题研究 ,

提交了中试成果 ,并就此课题与德国柏林大学合作 ,

在京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 。

“十五”(2001年 ～ 2005年)攻关题目和承担单

位还未最后确定 ,据了解原申报的攻关重大专项为:

水资源安全保障 ,课题为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与示

范 ,包括 4部分内容:①城市污水回用于工业冷却 、

市政景观 、农田灌溉 、生活杂用的水质处理技术与示

范;②雨 、污水地下回灌水质技术与示范;③油田废

水及其它工业废水回用处理技术及示范;④水工业

关键技术设备的开发与产业化。

4.3　全面启动污水回用阶段

2000年的大旱 ,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中国的水

资源问题非常严重 ,寻找替代水源被提到日程。以

全国城市供水节水会议为契机 ,以“十五”纲要为标

志 ,污水回用被正式写入文件 ,表明全国开始全面启

动污水回用 ,要大张旗鼓把污水变成城市第二水源。

最近国家经贸委和建设部联合发文 ,对创建节

水城市提出量化考核指标 ,其中污水处理回用是指

定考核项目之一 。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现申请立项

的污水处理厂大都包括了回用部分 ,作到了处理与

回用同时立项 、同时投产 。说明污水回用已正式进

入全面启动阶段。

5　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污水回用除了技术问题外 ,还有一些认识问题 ,

存在着不同看法 。这里就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以供

大家讨论参考 。

5.1　污水回用的落脚点

污水回用落脚点在哪里 ,是城市还是农村 ,是工

业还是生活? 落脚点应该是城市 ,特别是城市工业。

城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0%,但城市

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72%。目前在我国用水总

量中 ,农业用水占 70%,工业和城市用水不足 30%。

但从发展看 ,城市数量还要增加 ,经济不断发展需要

增加用水 ,所以城市用水比重将会提高 。而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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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合理调配水资源和大力节水 ,用水量可以基

本不增加 。到 2030 年城市工业用水将从现在的

370亿 m3 增加到 660 亿 m3 ,城市生活用水从现在

的 260亿 m3 增加到 660亿 m3 ,届时全国城市用水

量将达到 1 320亿 m3 ,比现在增加近 700亿m 3。今

后城市用水可能成为用水总量中的大头 。

在城市供水中 , 50%～ 80%是工业用水 ,工业用

水中 80%是水质要求不高的冷却用水 ,所以污水回

用主要对象应是工业。在城市有水可供情况下 ,城

市回用之后的外排水 ,送到城市郊外 ,农业部门自然

会接过去灌溉 。回用落脚点是城市并不排除农灌 ,

只是个优先次序问题 ,应是城市用过后再去灌溉 ,或

多余水去灌溉。

5.2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科学地安排城市各类水源的供水次序和用户

用水次序。遗憾的是目前许多城市规划 ,有效就不

提城市污水这一身边水源 ,在全面启动污水回用后 ,

污水这一水资源应提到重要地位了 。合理次序应是

地表水 、地下水 、城市回用水 、雨水 、外来水(长距离

跨流域调水 ,也有叫客水)、淡化海水。

在未充分利用城市污水的水资源能力前 ,不应

上长距离调水和海水淡化项目 。

对工业用户应先搞厂内节水 ,提高循环用水率 ,

必要的新鲜水补给应优先使用城市回用水 ,缺水城

市能使用并且有条件使用回用水的工业企业 ,不应

供给自来水 ,这应作为一条法律规定。

城市草地树木浇灌 、建筑工地施工 、道路洒水压

尘 、汽车冲洗等应尽量采用回用水。新建小区 、大型

建筑设计时就应上中水系统。

长距离调水不但投资浩大 ,还可能旱年无水可

调 ,也可能调来污水 ,其调水投资和处理费用要远大

于城市自身水回用的费用 。

海水是沿海城市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水源 ,但

由于其基建投资和造水成本过高等原因 ,在经济上

和规模上不可能近期解决城市缺水问题 。香港

1976年建成的每日 18万 m3 的世界最大海水淡化

厂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 ,能耗过高 ,被迫于 1982年停

产 ,1989年拆除。

雨水利用在日本 、欧洲有成功经验 ,我国已开始

研究 ,但目前离实用化还有一定距离。

5.3　污水处理与回用的关系

污水处理是回用的前提 ,缺水地区在污水厂的

规划 、设计 、建设期 ,都应将处理与回用一并整体考

虑 ,同时落实资金 ,同时建设 ,同时见效益。

大连马栏河污水厂初期方案是一级处理排海 ,

世行贷款项目需经世行审查方案 ,世行代表考察了

大连春柳河污水回用示范工程后 ,表示马栏河也应

以回用为主 ,这样改变了原排海方案 ,建成了今天的

马栏河污水厂 ,出水全部达到回用水水质标准。青

岛海泊河污水厂的深度处理设施 ,规模 4万 m3/d ,

投资2 500万元 ,是应德国赠款要求而建的。建成后

管道不配套 ,1999年建成至今未用。

我们应提高污水回用认识 ,切实作到污水处理

与污水回用同时建设 ,同时见效。

5.4　污水回用与节水的关系

广义上讲 ,污水回用是节水措施之一 ,是规模

大 、效益高的节水措施。前些年全国每年节水 10亿

m3 ,而污水回用每年可增加城市供水几十亿 m3 。回

用比一般节水措施更有潜力 ,在节水已经达到一定

程度的城市 ,今后节水主要靠回用 。

大连红星化工厂过去每天用自来水 2 000 多

m3 ,因为邻近春柳河污水厂 ,改用污水回用水作为

冷却水和工艺用水 ,全厂除了饮用水外 ,全部停用了

自来水 ,每年节水 73万 m
3
。

节水有很多措施 ,污水回用应算是节水中的重

要措施之一。提倡污水回用并不排斥工业内部的循

环用水 。但工业节水有限度 ,实际上最终还是需要

补充新鲜水 ,而城市回用水就是代替自来水给工业

以补充水 ,回用和节水目的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但

从开源节流角度看 ,污水回用属于开源 ,节水是节流 。

5.5　城市污水回用的主体

有两种模式:以城市污水厂和回用水厂为主体 ,

或以用户自己为主体。

日本 、美国 、中国大连回用示范工程 ,都是以污

水处理厂为主体 ,集中处理达标后 ,将回用水送到区

域内各用户 ,用水户大部分直接使用 ,个别需补充处

理。对冷却用水用户自己只做水质稳定就可以了 ,

不需将市政领域整套水厂搬到用户的工业厂区内。

这种方式社会分工明确 ,便于科学管理 ,责权分明 ,

深度处理后水质好 ,便于输送管道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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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一些用户采取要污水厂二级出水自己处

理 ,由企业作回用主体 。像太钢 、太化 、北京高碑店

热电厂等 。企业自行管理 ,水质不好时自行负责。

领导的初衷是想对自己企业生产安全负责 ,可能更

放心些 。但这样也有缺点:污水回用是介于给水和

排水之间的学科 ,特别在起步阶段 ,技术支撑非常重

要。工厂企业有自己的主业 ,不可能专门配备回用

技术队伍 ,在管理上存在一定困难 。在厂内维持小

而全的水处理体系很难 ,如北京热电厂污泥处理很

难自己解决 。如深度处理建在用户处 ,则污水厂至

用户之间输送二级水的压力管道会产生腐蚀 、堵塞

等问题 。二级处理与深度处理之间调整不灵 ,对安

全供水不利。

5.6　水管理体制改革

城市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是一个复杂过程 ,涉

及许多部门许多法规。目前有的部门正在抓水权。

无论体制今后如何调整 ,有 3个问题要兼顾到:

(1)污水回用归口管理问题。过去关系到排水

市政部门 、公用给水部门 、工业部门 。改革后的主管

部门要有统管能力 ,特别是对用水大户工业部门要

有管理权 ,如果权威性不好 ,很难开展工作。

(2)不管是统管和分管相结合 ,还是集中管理 ,

现有城建管理人员和技术队伍不容忽视 。

(3)解决城市水的问题 ,方针大计是由中央制

定 ,国务院领导主抓 ,各部门协调;在地方应由当地

政府负主要责任 ,实行市长负责制 。

此外 ,还应加强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订 ,以进一

步促进污水回用的推广与应用 。利用好价格杠杆也

是推广污水回用的关键因素之一。

总之 ,污水回用是解决城市缺水的有效途径。

大力推广和开发污水回用技术不仅有利于缓解水资

源危机 ,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有助于水体保护 、维

持生态平衡 ,希望本文能给同行一些启迪 ,以求共同

推动我国的污水回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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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ly dangerous.The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methane w ill a ttain the goals o f energ y saving and production cost
reducing.Taking a typical methane utilization sy stem of sludge digestion process as an example , the authors intro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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