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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污 水 治 理 实 践 与 发 展 对 策
林洁梅 唐建国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 200050)

摘要 长期以来,上海市在污水、污泥处理,新技术、新设备和材料应用,设施运行管理以及相关

政策配套等方面均做了深入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介绍了上海市污水治理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

相关经验, 分析了上海市污水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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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最早建设近代排水设施的城市, 140

多年前就开始埋设排水管道, 1921年建设了全国第

一座污水处理厂,目前 1927年建设的东区污水处理

厂(设计规模 3. 5万 m 3 / d)依然存在。解放以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本市的水

环境治理, 在排水管网检查维护、污水处理、污泥处

理、设施运行管理、新材料和设备应用, 以及相关政

策配套等方面均做了深入的探索。在积累了丰富经

验的同时也为全国污水处理同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

经验。

1 污水处理现状

2008年上海城镇污水产生量为 637 万 m3 / d,

较上年增长 3. 5%。目前全市拥有 50 座城镇污水

处理厂,亚洲最大的白龙港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

200万 m3 / d)已于 2007年 9月投产运行; 全市污水

处理厂设计总规模为 672. 25 万 m
3
/ d,日均污水处

理量为 481万 m3 / d,较上年分别增加 115. 7万 m 3 / d

和 32. 9万 m3 / d。年均城镇污水处理率从 2007年

的 73. 1%提高到 2008年的 75. 5% ,其中,中心城区

为 86% ,郊区各城镇 52. 8%。

全市目前排水管道总长已超过 10 000 km。其

中,雨水管道占 30%, 合流管道占 15% ,污水管道占

37% ,各类连管占 18%。

目前全市排水系统已覆盖全市各城镇。污水处

理系统已基本建成, 运行稳定,污水处理厂平均出水

CODCr为 79 mg / L。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定, 本市城

镇污水处理能力( 36个大中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

达标率和 COD减排比例均为全国前列。

2 经验总结

( 1)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污水处理系统。

规划是管理的龙头,上海市水务局成立以来,以城市

总体规划为指导,先后编制了一系列的涉水规划,为

上海市水务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2001年,市

政府批准了 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系统专业规划 ,

明确提出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城镇污水处理原

则,确定了城镇污水分石洞口、竹园、白龙港、杭州湾

沿岸、嘉定黄浦江上游、长江三岛六大片区进行分区

域治理的规划方案。整个规划覆盖全市6 340 km
2
,

服务人口 2 000万人,包含中心城、新城、集镇和中

心村四个层次。2007 年, 对规划进行了调整优化,

进一步强调城乡同步发展、污水与污泥同步处理的

具体要求。针对郊区农村生活污水分布零散、收集

处理难度大、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采取分散处理,

与自然村落改造一并推进的模式。2007和 2008年

在试点的基础上, 将扩大到各区县农村化地区。在

处理方式的选择上, 结合农村综合规划, 遵循! 投入

低、维护省、运行可靠∀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农民能

够接受的处理模式。

( 2) 以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平台,大力推进污水

处理厂网设施建设。上海市自2000年开始,以!上海市

环境保护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为平台, 大力推进污

水处理厂网建设,目前已启动第四轮计划。多年来,

本市污水处理能力从 2000年的不足 100 万 m
3
/ d,

大幅度提高到目前的 672万 m3 / d; 三轮共建设各类

污水收集管道延长近 3 000 km。

( 3) 规范分级体系, 明晰管网工程建设主体。

在推进污水处理厂网建设过程中, 从明确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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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将污水管网分为三级,即以输送功能为主, 连

接污水处理厂的管道为一级管网; 以收集功能为主,

接纳城镇道路两侧污染源的管道为二级管网;小区、

街坊、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管道为三级污水管网。其

中,一、二级管道建设责任主体为区县政府和管道所

在的乡镇政府; 三级管网建设的责任主体则以开发

商或镇级政府为主, 其中新建小区、街坊的三级管网

建设责任主体为开发商; 工业区管网由工业区负责;

企事业单位内部管网由本单位负责;已建小区、街坊

的三级管网责任主体为镇级政府。通过对污水管网

系统的分级,较好地落实了污水管网的建设责任。

( 4) 明确设计原则,强化污水纳管处理要求。在

污水管网设计方案确定过程中, 坚持!旧账加快还清,

新账坚决不欠∀的原则,要求设计单位立足现状污染

源的分布,兼顾中远期发展,对污染源密集地区、厂群

矛盾突出的重点污染源地区优先实施污水管网。同

时对排水户内部的污水管网进行调查摸底,分析其污

水纳管的可行性, 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几套改接方

案,供排水户选用。同时, 还要求在设计和建设二级

管网的同时,预留好与排水户相衔接的连接支管和

支管末端检查井,方便排水户将污水纳入管网。

( 5) 加强截污纳管, 发挥污水管网建设成效。

在推进一、二级管网建设的同时,要求各区县同步实

施一、二级管网服务范围内的三级管网,保证污水及

时纳入管网。同时, 加强对排水户的监管,通过排水

许可证制度,对排水户的三级污水管网建设情况进

行统一的监管, 防止出现新的雨污混接,并在日常运

行中加强管理。在促进污水纳管过程中,区县水务

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和相关镇政府, 把污水处理厂配

套二级管网的建设计划和实施进展计划提前通知相

关的街道、乡镇、企事业单位和开发商, 并规定相关

责任主体在限定的期限内完成其内部三级管网的建

设或改造,验收合格后,核发排水许可证。

( 6) 以政策为牵引, 促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

为进一步调动郊区建设污水管网的积极性,上海市

从第二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开始, 对郊区污水管网

的建设予以市级资金补贴。这一政策对推进郊区污

水管网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市政府每

年安排 3个亿用于支持郊区污水管网的建设。该补

贴政策主要以污水处理新增量为依据, 同时结合区

县实际情况和污水处理的不同要求, 确定市级补贴

金额。确定的市级补贴资金专项用于郊区一、二级

污水收集管网的建设,并按建设进度分期拨付。补

贴政策的延续执行,极大地提高了郊区各级政府建设

污水管网的积极性,近三年,平均每年将有500 km 的

污水管道在上海郊区延伸。

( 7) 加强管理、严格考核、提高设施运行效能。

一是下达好运行计划, 水务局每年年初结合本市

COD减排任务, 在对各污水处理厂认真调查、总结

分析上一年度实际运行情况,及时向各厂下达年度

运行考核指标;该指标的下达对污水处理厂运行起

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是强化监管措施, 结合

2007年和 2008年国家环保部门数次对上海市污水

处理厂明查暗访中提出的一些有针对性改进意见、

建议和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中实际存在的薄弱环

节,不断强化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的监管,坚持每

月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与运行情况分析, 每次检

查均对每个污水处理厂提出书面整改意见, 并督促有

效整改;为了强化对污水处理厂的有效监管,市水务

局会同环保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水处

理厂运行管理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本市污水处理厂

设施运行及管理台账要求的通知 等通知。三是通过

! COD超量削减补贴政策∀强化政府部门对污水处理
厂的监管,鼓励污水处理厂挖掘设施、设备潜力,高效

运行,进一步降低出水 COD浓度。如执行 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8918 # 2002)二级标准

的污水处理厂(标准规定CODCr< 100 mg/ L ) ,如果出

水 CODCr降低到 80 mg/ L, 或者 60 mg/ L 以下, 就可

享受相应标准的补贴。这是提高 COD削减效果一项

花钱少、见效快的重要途径。补贴标准按照污水处理

厂的规模、执行的排放标准、实际出水 COD 浓度情

况, 处理污水补贴 0. 03~ 0. 09 元/ m3 , 补贴资金由

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付,每年补贴金额在 5 000

万元左右。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但对调动污水处理

厂加强管理,提高运行质量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而

且也能够在降低 COD出水浓度的同时, 降低其他污

染物的排放浓度。同时, 也为政府有关部门强化运

行监管, 提供了有效手段。

3 主要存在问题

( 1) 中心城区污水输送系统瓶颈问题突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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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中心城区污水输送系统的三大干线受到区域性

污水增量、干线年久老化、收集系统不完善等问题,

影响了整个系统效益的发挥。污水治理二期输送系

统由于服务范围内污水量的增加及南线东段(包括

浦东段和过江管)建设的滞后,目前出现了超负荷运

行的现象,严重影响污水的输送运行安全,其频繁的

污水放江对中心城区的河道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 2)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完善的任务十分艰巨。

全市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虽然基本建成, 但尚有

25%的污水未能收集,截污纳管任务十分艰巨,二级

管网受路网建设影响局部受阻, 现有污水系统雨污

混接现象依然突出。污水三级管网建设(截污纳管)

进度明显滞后, 影响本市水环境质量和 COD减排任

务的完成,同时导致部分新建污水处理厂和二级管

网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中心城区合流制地区截流倍

数不高,分流制地区存在雨污混接现象,雨天溢流和

雨污水混接仍是污染河道水质的主要因素。

(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亟待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的治理刚刚起步, 主要存在管理部门多、标准不统

一等突出问题。上海地区自然村落布局零乱, 缺乏

统一规划,农村居民的排污口更是分布散乱, 雨污不

分的状况比比皆是, 同时农村生活污水间歇排放、污

水量少且分散, 给收集治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 4) 污泥处理设施建设明显滞后。污泥的处理

处置工作目前明显滞后于污水处理, 大量污泥得不

到有效处理,随意堆置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周边

环境,并已经影响到 COD减排工作。污泥处理和处

置是污泥进入环境前后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者主要

是通过各种处理工艺, 满足污泥进入环境的消纳要

求;后者主要是污泥在环境中的消纳方式,如填埋场

填埋、制成有机肥在土地中加以利用、制成建材后利

用等。目前本市大部分污水处理厂未按照污泥安

全、有效处置的要求进行,大量污泥未达到填埋场的

填埋要求,更达不到土地利用和建材利用的要求,从

而大大弱化了污水处理厂的净化功能。

4 对策与措施

( 1) 全面推进城镇污水二级管网的建设, 重点

推进截污纳管工作。在近三年内实施污水治理二期

南线东段(含过江管)建设工程; 加快西干线改造工

程的建设,确保 2009年底完成西干线主体总管的建

设,确保本市北部地区的污水输送安全;按照拾遗补

缺的要求,进一步加大郊区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力度,

明确区县政府截污纳管责任;同时开展全市截污纳

管专项行动计划, 用三年时间完成现有污水管网覆

盖地区的截污纳管工作。

( 2) 完善污泥处理处置规划, 建设一批污泥处

理处置工程。解决上海市污水处理厂污泥问题已刻

不容缓,市水务局在污水处理系统规划的基础上,编

制了本市污泥处理处置规划。规划通过深入调查和

分析,明确了本市污泥处置的方向,确定了污泥处理

的技术路线。上海市水务局又制定相应的污泥处理

技术规定,用于规范污泥处理技术方案,体现政府的

服务和指导作用。目前本市已列出了包括在建的白

龙港污泥处理工程在内的 11项污泥处理工程, 这些

工程完成后,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将基本得到

有效处理和安全处置。

( 3) 开展初期雨水治理规划研究,加大治理力

度。初期雨水是目前影响本市河道水质的主要因素

之一,受雨污混接的影响,无论是合流制地区还是分

流制地区,泵站雨天溢流或放江均成为主要的河道

污染源。!十一五∀结束后, 污水处理厂网建设将进

入常态化阶段,要进一步提高水环境质量,重点工作

将是初期雨水的治理。目前已开始相关前期规划和

技术研究,旨在通过开展规划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措

施,逐步解决雨污混接问题, 逐步减少由于泵站和合

流制雨天溢流或放江污染水环境的现象。

( 4) 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实施长效管理。

到 2011年底,全市力争完成 10万户农村住户的生

活污水处理工程, 农村污水处理率将提升 10%。

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试点的后评估工作, 总结

经验, 制订完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管理

办法 ,形成统一的处理标准, 明确项目实施程序、

建设要求、验收标准, 规范工程建设。要按照!谁受
益、谁维护∀的原则, 由区、镇、村按一定比例落实维

护、运行经费,建立工程长效维护机制,建管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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