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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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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处理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生活污水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处理技术的工艺设计、主要工艺设备、运行与维护、
效果监测等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日处理规模在２０００m３以下,采用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技术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可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工艺选择、工程设计及建成后运行管理的技术依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３０９６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４２８４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１４５５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５００１４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５０４４５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T５１３４７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CJJ１２４　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HJ９１１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４９３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４９４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５８０　含油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２００５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２０１４　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生态环境部,(环办水体函〔２０２１〕１７３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农村生活污水　ruralsewage
农村居民生活活动中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洗涤、洗浴、餐厨和冲厕等家庭排水,农村公用设施、民宿

餐饮行业等排水,不包括农产品加工废水、养殖废水和工业废水.

３２
复合生物滤池　multilayerbioＧfilter
将多种功能滤料装填于镂空容器内形成基本过滤单元,经分层架空构建而成的用于污水处理的生物

滤池.

４　基本原则

４１　资源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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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将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后就地就近就农利用.

４２　因地制宜

根据地理气候、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生产生活习惯、污水处理要求和管理能力等,合理确定工艺流

程、复合生物滤池建设与运行模式.

５　工艺选择

５１　农田灌溉

５１１　污水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其水质应满足 GB５０８４的相关规定.

５１２　农田灌溉基本工艺流程见图１.

图１　农田灌溉基本工艺流程(虚框为可选模块)

５２　达标排放

５２１　污水处理后直接排放,其水质应满足各省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

５２２达标排放基本工艺流程见图２.

图２　达标排放基本工艺流程(虚框为可选模块)

６　技术组成与要求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应有配套的污水收集设施,农家乐等餐饮服务单位应设隔油池,农户宜设化粪池.污水收集应符

合 GB５０４４５、GB/T５１３４７和CJJ１２４的相关规定.

６１２　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工艺进水主要水质指标范围见表１.

６１３　进水主要水质指标超过表１规定的数值时,应进行预处理,可增加沉砂池、初沉池等设施.

６１４　寒冷地区(１月平均气温低于０℃)污水处理设施宜采取保温材料、地源热泵、设施深埋、大棚覆盖

等保温措施.

表１　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工艺进水主要水质指标范围

水质指标

化学需氧量

(COD)

mg/L

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５)

mg/L

悬浮物

(SS)

mg/L

氨氮

(以 N计)

mg/L

总氮

(以 N计)

mg/L

总磷

(TP)

mg/L
pH

范围值 ≤３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０ ≤７５ ≤７ ６~９

６１５　污水处理站点的位置选择和总体布置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４和 GB５０４４５的相关规定.

６１６　污水处理站点所产污泥宜选择自然干化、堆肥等方式就地处理,符合 GB４２８４的相关规定,宜就

近资源化利用;也可送至附近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或与农村固体有机物协同处理.

６１７　污水处理站点排放气体应符合 GB１４５５４和 GB１６２９７的规定,噪声应符合 GB３０９６的规定.

６２　格栅

６２１　格栅宜采用人工格栅;当日处理水量大于５００m３时,宜采用机械格栅.

６２２　栅条缝隙宽度应根据水泵要求确定,一般设粗、细两道格栅.

６２３　污水过栅流速宜保持在０６m/s~１０m/s.格栅倾角宜大于６０°,格栅宽度不应小于５００mm,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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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深度不宜大于１m.

６２４　格栅上部宜设置工作台,其高度应超出栅前最高设计水位０５m.工作台上应有安全护栏和冲

洗、收集垃圾的措施.

６２５　格栅工作台两侧过道宽度不宜小于０７m.工作台正面过道宽度:人工清渣不宜小于１２m,机
械清渣不宜小于１５m.

６３　调节池

６３１　调节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６h.当污水收集系统有雨水混入时,水力停留时间宜延长至４８h
以上,可设置超越管.

６３２　调节池远离进水口端设置提升泵,池底宜坡向提升泵吸水口,坡度不宜小于００５.

６４　复合厌氧池

６４１　复合厌氧池水力停留时间宜为１２h~４８h,水力负荷宜为０５m３/(m３填料d)~２０m３/(m３填

料d).

６４２　有效水深不宜小于３０m.

６４３　厌氧池宜采用上向流式,布水采用穿孔管,位于池体下部,距离池底５０cm 以上.中间为填料层,
填料填充率宜为４０％~６０％;池体底部设排泥管,管径不小于１００mm;上部设出水槽,出水槽前应设浮渣

挡板.

６５　复合生物滤池

６５１　滤池宜采用火山岩、陶粒、加气粒子等比表面积大的多孔滤料.

６５２　滤池水力负荷宜为１０m３/(m３滤料d)~２０m３/(m３滤料d),有机负荷宜为０５kgCOD/
(m３滤料d)~１０kgCOD/(m３滤料d),氨氮(以 N计)负荷不宜大于０１kgN/(m３滤料d).滤池

的设计应符合 HJ２０１４的相关规定.

６５３　单层滤料模块高度宜为０３m~０５m,层间空隙０１m,模块堆叠层数宜为５层~８层,对氮去除

要求高时,层数宜多.

６５４　滤池采用高位水箱配合穿孔管或布水槽布水,布水应均匀.

６５５　滤池采用底部集水池收水,通过管道自流入沉淀池,管道数量不少于２根,管径宜根据水量确定,
应不小于１００mm.

６５６　滤池模块平面布设在纵向上超过６组时,宜在滤池中间横向上设置检修维护过道,过道宽度不宜

小于０８m.

６６　沉淀池

６６１　沉淀池宜采用平流式或竖流式结构,当处理水量大于５００m３/d时,沉淀池宜分格并联运行.

６６２　沉淀池表面水力负荷不应大于１０m３/(m２h),水力停留时间宜为１５h~３h.

６６３　沉淀池超高不应小于０３m,沉淀区高度不应小于１５m.

６６４　出水槽宽度不应小于２００mm,出水槽前应设浮渣挡板.

６６５　泥斗倾角:方斗宜为６０°,圆斗宜为５５°;每个泥斗应设独立排泥管,排泥管管径不应小于２００mm;
采用重力排泥时,静水头不应小于１５m.

６７　人工湿地

６７１　可采用表面流人工湿地或潜流人工湿地,应不少于２格并联运行.

６７２　水力负荷宜为(０３０~０５０)m３/(m２d);水力停留时间宜为２d~４d,长宽比宜为(３~４)∶１,湿
地的设计可参照«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２０２１〕１７３号)的规定执行.

６７３　潜流人工湿地填料宜采用多孔填料,粒径宜为２０mm~４０mm.出水对总磷要求高时,可选用除

磷功能填料,填料磷吸附容量不宜小于１５mgP/g.填料填充高度宜为０７５m~１５０m,当受用地限制

时,可考虑适当加深,布水应均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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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４　填料层上覆３０cm 当地土壤或碎石,栽种当地常见水生植物.寒冷地区填料层应埋于冻土层以

下.

６７５　人工湿地的建设应符合 HJ２００５和«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２０２１〕１７３号)的
相关规定.

６８　消毒

６８１　可采用紫外消毒、含氯消毒剂等措施消毒.

６８２　紫外消毒:安装紫外消毒器或采用紫外线照射渠.波长宜选用２５３７nm,平均照射剂量宜不小于

３００J/m２.照射渠应水流均匀,灯管前后的渠长度不宜小于１m,水深应满足灯管的淹没要求.

６８３　含氯消毒剂消毒:选用氯片或粉剂,有效氯投加量宜为５mg/L~１５mg/L,接触时间不应小于３０
min.

６９　其他

６９１　隔油池的设计建设应符合 HJ５８０的相关规定.沉砂池、初沉池等的设计建设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４
的相关规定.

６９２　处理设施所涉及的管材、接口、连接方式、水力计算、管道基础等应符合 GB５００１４的规定.

６９３　潜污泵宜采用耐腐蚀防阻塞型,流量应按设施最高日最高时污水流量确定,扬程应满足污水提升

高度、管路系统水头损失和流出水头的要求,并考虑０３m~０５m 的安全水头.应配置备用泵,正常情

况下,潜污泵自动控制,工作泵出问题时,备用泵可自动启动.潜污泵应设置保护接零或漏电保护装置、故
障、高液位报警装置.

６９４　污水处理设施供电可按三级负荷等级设计,重要地区宜按二级负荷等级设计.宜采用双电源供

电.设置应急电源时,应满足处理设施工作用电负荷要求.设施用电量应单独计量.

６９５　地上式污水处理设施应有防雷装置.地埋式或半地埋式的电控箱应置于地面上.设置在地下室

的配电和自动控制系统应有防潮、防漏电和可靠的接地措施.

６９６　处理设施四周宜设置护栏.

７　运行维护与管理

７１　运行维护

７１１　运维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培训,明确岗位职责和操作流程.运维时应严格遵守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７１２　定期清除格栅所拦截的杂物并妥善处理.

７１３　定期检查设施盖板是否完好,池体有无损坏、有无漫溢,布水、收水管(渠)、溢流管是否堵塞,及时

做好维护.

７１４　潜污泵不运转时,首先检查是否有电,线路是否异常,再进行检修.潜污泵放入水中或提出水面

时,应先切断电源,严禁拉拽电缆或出水管.

７１５　复合厌氧池应保证进水配水均匀,定期排泥和清除浮渣,排泥频率宜为每季度１次.

７１６　定期检查复合生物滤池布水情况,如发现水箱倾漏、布水不均,应及时处理和维护.上层滤料出现

堵塞时,可将滤料模块抽出,用清水冲洗滤料后在阳光下暴晒３d以上,恢复使用.

７１７　每半年(或根据实际情况)清理一次调节池、沉淀池内的污泥并妥善处理.

７１８　潜流湿地水位宜控制在填料与表面覆盖层的交界面处.宜加强湿地植物的养护,湿地植物可根据

长势收割,宜在秋冬季节植物地上部分枯死后进行,收割的植物残体应妥善处理.

７１９　定期检查紫外灯的辐照强度,当降低到新灯强度的７０％以下时,应及时更换.

７１１０　设施运行和污水污泥处理记录应准确、完整,并及时归档.

７１１１　宜安装远程监控设施,实施信息化管理.

７２　效果监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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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定期监测进、出水水量,可采用流量计法、容积法等测量,监测频率不宜少于１次/月.

７２２　定期监测进、出水水质,监测指标根据出水要求开展相关检测.

７２３　水样的采集点除了进水口、出水口等常规采样点外,可根据需要增设置.水样的采集须符合 HJ/

T９１１和 HJ４９４的规定,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按照 HJ４９３的规定执行.

７２４　当水量水质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