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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引 

前言 

为推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指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组织编制了《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引（试

行）》。本册指引包括 7 章内容：编制目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总

体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和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与维护。指引作为农村污水处理的技术指导，可供环境保护

部门、设计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和其他用户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时使用。 

指引为首次发布，将根据我省农村人居环境管理需求和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技术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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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 

为推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防止农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

引起环境污染，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改变农村村容村貌，规

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特编制本指引，作

为环境保护部门、设计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和其他用户使用的农村污

水治理指导性文件。 

2.基本原则 

资源化利用。通过物理、化学、生物或生态技术将农村生活污水

中对农村生活或者环境有害的污染物质进行消除、降解或无害化处

理，使处理后的污水能够被再次利用。 

因地制宜。根据村庄所处区位、人口规模、集聚程度、地形地貌、

排水特点及排放要求、经济承受能力等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污水处

理模式和处理技术。 

城乡统筹。靠近城区、镇区且满足市政排水管网接入要求，宜就

近接入市政排水管网，将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

统。 

经济适用。优先选用工程造价低、运行费用少、低能耗或无能耗、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的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且出水水质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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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用范围 

本指引推荐的技术适用于污水处理规模小于 1500 吨/天的农村

和乡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但已经或规划纳入城镇

污水处理厂覆盖范围的农村和乡镇除外。 

4.总体要求 

4.1 建设要求 

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应综合考虑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规划，正确处理近期与远期、集中与分散、排放与利用的关系。处

理工程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程序进行，设计和施工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做到保护环境，节约土地，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4.2 选址要求 

污水设施选址应结合村庄建设规划，根据污水汇流特点、地形特

点、管网高程和当地主导风向综合确定。一般选择位于地势相对较低

和当地村民聚居区的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同时需避开水源地等环

境敏感区域。 

4.3 污水收集要求 

（1）因地制宜地选择农村排水制度。新建村庄宜采用分流制，

污水经污水管道进入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雨水通过沟渠或地表径

流排放。经济条件好的村庄可采用有雨污排水系统的完全分流制。经

济条件一般且已经采用合流制的村庄，近期宜采用截流式合流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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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条件的村庄应逐步改造为分流制。对于人口相对分散、干旱半干

旱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可采用边沟和自然沟渠输送，也可采用

合流制。 

（2）畜禽养殖废水与居民住宅粪便污水应和其他生活污水（主

要包括洗浴、洗衣和厨房污水等）分开收集。 

4.4 污水处理技术要求 

因地制宜地选择处理效果好、投资较少、管理简单、运行费用较

低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对于分散居住的农户，鼓励采用低能耗小型

分散式污水处理；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气候条件适宜的农村，鼓励

采用集中自然处理；人口密集、污水排放相对集中的村落，宜采用集

中处理。在运行过程中，注意减少处理设施臭气和噪音对人居环境的

影响。 

4.5 污水排放要求 

经处理后的尾水清澈、无臭，不得排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

保护区、现状水质达到或优于二类水质的河流、湖库等环境敏感区。

采用污水处理厂（站）、一体化处理设施、集中式人工湿地（设计处

理能力大于 50 吨/日）处理的，出水水质参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采用集中式人工湿地（设计处理能力

小于 50 吨/日）、分散式人工湿地、净化槽、氧化塘、稳定塘等方式

处理的，出水水质pH、CODcr、BOD5、SS、TN、NH3-N、TP等主要指标

应根据受纳水体确定。具体可参照表 4-1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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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序号 受纳水体主导功能 水质目标 排放要求 

1 源头水 I 不得排放 

2 饮用水源 II 不得排放 

3 渔业用水 II 不得排放 

4 农业用水 III、IV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5 工业用水 III、IV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6 景观用水 III、IV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

质》（GB/T18921-2002） 

5.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 

5.1 污水收集方式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应根据农村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经济水平、

环境目标要求等实际情况出发，以单户、自然村、行政村、镇为单位

进行污水收集。污水收集方式见表 5-1。 

表 5-1  农村污水收集基本模式 

序号 农村基本条件 污水收集方式 

1 
经济状况好，基础设施完备，住宅建设集中、

有一定比例楼房的集镇式村庄 
敷设管道为主，沟渠为辅 

2 
经济状况较好，有一定基础设施，住宅建设相

对集中、以平房为主的集镇或村庄 
以截污管道和沟渠相结合 

3 
经济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备。住宅建设分

散，以平房为主的集镇或村庄 

近期以边沟和自然沟渠收集为

主，远期以敷设管道为主，沟渠

为辅。 

4 新农村建设集中点 建设完善的管网系统 

5.2 污水收集管渠要求 

（1）村庄污水收集主管管径根据污水水量和地势确定，但原则

上平原地区不宜小于 300 毫米，山区不宜小于 200 毫米。污水支管径

一般不宜小于 200 毫米，最小设计坡度 0.4%；卫生间冲厕排水管径

不宜小于 100 毫米，坡度宜取 0.7～1.0%；生活洗涤水排放管管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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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小于 50 毫米，坡度不宜小于 2.5%；管道在车行道下埋深不宜小于

0.7 米。 

（2）埋地管道沟槽底部应平整，管道周围宜填充砂或石粉等，

不得使用建筑渣土和块石回填； 

（3）管道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严防出现倒坡。接口严实，无

渗漏。承插口管安装时应将插口顺水流方向，承口逆水流方向由下游

向上游依次安装。 

（4）长距离输送污水管道和暗渠应设检查井，检查井设置间距

为 30～50 米。 

（5）明渠和盖板渠的底宽，不宜小于 0.15 米。用砖或混土块铺

砌的明渠可采用 1:0.75-1:1 的边坡。 

5.3 污水收集管材选择 

污水管网材质选择视经济条件决定，经济状况好、城乡集镇区、

管网集中、环境目标要求高、排水量大的情形，可采用 UPVC 双壁波

纹管、HDPE 管相结合；经济状况较好、城乡集镇区、管网较集中、

环境目标要求较高、排水量较大的情形，可采用玻璃钢管、UPVC 双

壁波纹管；经济状况较差、管网分散、排水量不大的村镇，可采用混

凝土管。 

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农村生活污水包括了粪便污水、洗浴、洗衣和厨房污水等，同时

还考虑有畜禽养殖村庄的畜禽养殖废水。粪便污水、畜禽养殖废水须

先经防渗化粪池或沼气池处理后优先资源化利用，少量尾水可与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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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洗衣和厨房污水等一同进入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原有

不防渗的化粪池须进行防渗改造。 

6.1 设计污水量 

（1）用水量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按生活用水量的 40%～90%计算。农村生活

用水量首先取决于区域范围内可获得的水资源量；在可获取水量相对

充足的前提下，区域内气候特征、季节段、居民生活习惯、经营生产

活动等均直接影响用水量。由于地形、地质及生态环境差异，我省水

资源量分布不均衡，部分农村存在区域性缺水。因此，在对我省具体

某一农村用水量及污水量估算时，除参考平均用水量（表 6-1），还

应实地调查该区域是否存在地区性缺水、是否存在较多的经营生产活

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估算。 

表 6-1 海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参考值 
村庄 用水量（L/人.日） 

生活用水缺乏村庄 40-60 

生活用水富足村庄 50-90 

经济条件较好且生活用水富足村庄 80-120 

办有企业或经营生产活动较多的村庄 100-200 

（2）污水量 

污水处理项目的设计处理规模可按照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Q=q×n×r×污水处理率（≥60%）×k 

Q—日处理污水量（L/d） 

q—人均日生活污水量（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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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当地常住人口（人） 

r—排水系数 

k—生活污水量的总变化系数 

生活污水量的总变化系数参考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4-2008)、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选用。选取污水总变

化系数时，应考虑农村节假日生活污水排放情况。有实际生活污水量

变化资料时，采用实际数据。 

6.2 设计进水水质 

（1）设计进水水质应以实测值为基础分析确定，其监测方法（取

样、样品处理与贮存、分析化验等）应符合《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

规范》（HJ/T91-2002）中要求的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2）在缺乏实际测量条件，或无法取得实测资料时，可参考我

省同类型污水水质设计参数资料（表 6-2）。 

表 6-2 我省典型农村生活污水水质范围（pH 为无量纲，其它单位为 mg/L） 

指标 pH CODcr BOD5 SS TN NH3-N TP 

范围 5-8 150-350 50-150 100-200 40-50 25-40 3-6 

6.3 污水处理流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按照流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实际应用中可根据

污水特征及处理要求直接采用其中的一个阶段或多个阶段联用。处理

流程依次为悬浮状态的固体污染物质的去除，胶体和溶解状态的有机

性污染物质的去除，生物的脱氮除磷。 

第一阶段（又称预处理、简单处理）主要是去除污水中呈悬浮状

态的固体污染物质（SS）和部分 BOD，常用沉淀、拦截、过滤等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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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该阶段一般作为后续阶段的预处理单元，原则上应确保有一个

该阶段的处理单元。三级化粪池可作为第一阶段的处理单元。 

第二阶段主要是大幅度的去除污水中呈胶体和溶解状态的有机

性污染物质（以 BOD 和 COD 物质为主），接触氧化、生物滤池、氧化

塘、净化沼气池等可作为本阶段常用工艺。通过第二阶段的处理，可

大幅度去除污水中呈胶体和溶解状态的有机性污染物质。 

第三阶段进一步去除第二阶段未能降解的有机物和氮、磷等能够

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可溶性无机物，同时减低水体氮、磷含量。人工

湿地、生物脱氮除磷、化学除磷等可作为本阶段常用工艺。 

6.3 污水处理技术推荐 

综合考虑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水质特征，区域经济、地理和环境

现状，本指引重点推荐了化粪池、沼气池二种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净

化槽、人工湿地、生物滤池、土地渗滤、稳定塘等五种生态净水技术

及好氧、厌氧、生态等多种技术组合模式。其它适合海南地区特点并

满足相关处理要求的物化技术（如：过滤和消毒）、生物技术（如：

A/O 和 SBR）和生态技术也可应用。 

（一）养殖废水处理 

畜禽养殖折算≤5头生猪的农户须做到干清粪，建设沼气池处理，

优先资源化利用，确实无资源化利用条件的，须经预处理后满足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水质要求才能进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进行深

度处理。 

畜禽养殖折算>5 头生猪的应集中到养殖小区进行养殖，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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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不得进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二）生活污水处理 

（1）散户处理模式 

污水不易集中收集的单户或 1～2 户，约 2～10 人，房子周围有

3m
2
的空地，污水产生量小于 1 吨/天，可采用净化槽、户型人工湿地、

小型自然稳定塘等方式处理污水。 

（2）小型分散处理模式 

村庄布局分散、地形条件复杂、约 2～30 户，10～100 人，污水

产生量小于 10 吨/天，可采用小型人工湿地、自然稳定塘、生物滤池、

土地渗滤等形式处理污水。 

（3）分散处理模式 

村庄布局相对密集、规模较大、约 30～600 户，100～2000 人，

10 吨/天＜污水产生量≤50 吨/天，可采用人工湿地（复合垂直流人

工湿地、推流式人工湿地等），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等形式处理污水。 

（4）集中处理模式 

村庄布局集中、规模大、经济条件好，污水产生量大于 50 吨/

天，可采用人工湿地、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多种工艺组合等模式处

理污水。 

6.3.1 化粪池 

（1）适用范围 

适用水冲式厕所粪便与尿液的预处理。对于污水不易集中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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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且房屋周边有果林、橡胶林或槟榔林等，污水可经化粪池处理

后直接农用。 

（2）工艺概况 

三级式化粪池由相联的三个池子组成，新鲜粪便由进粪口进入第

一级初步发酵分解；进入第二池进一步发酵分解，去除病原体及下沉

虫卵；进入第三池后粪液已经腐熟，病菌和寄生虫卵已基本杀灭。三

格化粪池须进行防水、防渗处理。见图 6-1。 

图 6-1 三级化粪池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投资成本主要包括建造化粪池的土建费，投资成本一般为

2000～6000 元/M
3
。 

（4）管理与维护 

化粪池的日常维护检查包括化粪池的水量控制、防漏、防臭、清

理格栅杂物、清理池渣等工作。 

——化粪池瞬时水量不宜过大，过大的水量会稀释池内粪便等固

体有机物，缩短了固体有机物的厌氧消化时间，会降低化粪池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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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且大水量易带走悬浮固体，易造成管道的堵塞;大量杂物时应

及时的清理，防止格栅堵塞。 

——定期检查化粪池的防渗设施，以免粪液渗漏污染地下水和周

边环境。  

——定期检查化粪池的密封性，要注意化粪池的池盖是否盖好，

避免池内恶臭气体溢出污染周边空气。 

—定期清理格栅杂物，若化粪池第一格安置有格栅时，应注意检

查格栅，发现有大量杂物时应及时的清理，防止格栅堵塞。 

——清理池渣。运行 1-3 年后，可采用专用的槽罐车，对化粪池

池渣每年清抽一次。 

6.3.2 沼气池 

（1）适用范围 

适用于一家一户或联户农村的畜禽污养殖水的初级处理，经沼气

池处理后的沼液可直接还田农用。 

（2）工艺概况 

粪便污水进入沼气池，通过厌氧生物分解降解有机污染物，约有

80-85%有机物被转化为沼气，10%被沼气微生物用于自身的消耗。寄

生虫卵和病菌杀灭率达 90-95%。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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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沼气池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主要包括建造沼气池的土建费，投资成本约为 650-700 元/M
3
；

处理系统几乎不耗能，沼气回收可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4）管理与维护 

沼气池运行管理可参考其相关的规程和图集。 

6.3.3 净化槽 

（1）适用范围 

适用于户用污水处理。对出水水质要求高、附近有 3～6m
2
左右

的空地、且污水不易集中收集的单户或相邻农户使用，单个污水处理

规模约 1吨/天。 

（2）工艺概况 

村民家排放的粪便污水、洗浴污水和厨房污水一起进入净化槽，

污染物通过湿地基质的过滤吸附、好氧与厌氧微生物菌群的分解作用

被去除。有机物、氨氮和总磷的去除率达 75%以上。见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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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净化槽 

 

（3）建设投资 

工程造价约 1.5-2 万元/m
3
。 

（4）管理与维护 

使用一台微型鼓风机，需定期检查鼓风机和清掏沉淀物。运行费

用约 30 元/（月·套）。 

6.3.4 人工湿地 

（1）适用范围 

土地资源较丰富，人口规模较大，聚积程度较高的乡镇和农村。 

（2）工艺概况 

污水经过格栅、沉淀等预处理后直接进入或由提升泵抽入人工湿

地系统，通过布水管道进入人工湿地的下行池，在下行池中植物及微

生物的吸附等作用下得到净化，而后水流从上行池的底部向上流，再

次被植物及微生物吸附降解，从而达到排放标准。该工艺BOD5的平均

去除率为 85%～91%,CODcr平均去除率为 52%～62%,氨氮平均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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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5%～74%。见图 6-4、6-5。 

 
图 6-4 人工湿地（无动力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工艺流程图 

 

 

 

 

 

 
图 6-5 人工湿地（有动力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人工湿地的投资为 1500 元/m
3
-2500 元/m

3
。 

（4）管理与维护 

    人工湿地的维护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水生植物的重新种植、杂草

的去除和沉积物的挖掘。维护费约为 0.05 元/m
3
-0.2 元/m

3
，一般为

传统的二级污水厂的 1/10～1/2。当水生植物不适应生活环境时，需

调整植物的种类，并重新种植。杂草比湿地植物生长的早，遮住了阳

光，阻碍了水生植株幼苗的生长。杂草的去除将会增强湿地的净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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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经济价值。由于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在湿地床的进水区易

产生沉积物堆积，运行一段时间，需挖掘沉积物，以保持稳定的湿地

水文水力及净化效果。 

 

6.3.5 自然稳定塘 

（1）适用范围 

适用有湖、塘、洼地及闲置水面可供利用农村地区。 

（2）工艺概况 

污水经沉淀后进入自然稳定塘后，在塘内缓慢的流动及较长时间

的停留、贮存、通过微生物的代谢活动，以及相伴的物理、化学、物

理化学过程，使污水中的污染物、营养物质和有害有毒物质得到转换、

降解和去除。见图 6-6。 

 
图 6-6 自然稳定塘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建设因地制宜，相对简单，对塘简单整治，投资少， 

（4）管理与维护 

维护简单，定期对植物进行打捞，底泥 5～10 年清理 1 次。

运行维护仅有植物打捞、污泥清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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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土地渗滤 

（1）适用范围 

适用资金短缺、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的几户或十几户家庭的生活

污水处理。 

（2）工艺概况 

污水经过预处理后缓慢通过布水管周围的碎石和砂层，在土壤毛

管作用下向附近土层中扩散。表层土壤中有大量微生物，作物根区处

于好氧状态，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被过滤、吸附、降解。该技术地下处

理，地上可种植蔬菜或绿化植物。悬浮物、有机物、氨氮、总磷和大

肠杆菌的去除率均较高，一般可达 70%～90%。见图 6-7。 

 

 

 

 

 

 
图 6-7 土地渗滤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土地渗滤系统造价在 100～400 元/m
2
。 

（4）管理与维护 

土地渗滤系统是一种无动力或微动力的利用自然土壤的污水处

理技术，其运行维护方便，管理简单，仅需定时对格栅（小型系统格

17 



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引 

网）进行清渣，对植物进行收割，通过收割植物去除吸附在植物体中

的营养物质。土壤对污染物的吸附是有一定限度的，污水中有机质含

量较高时，土壤层中生物会快速生长，易引起布水系统和填料的堵塞。

一定要考虑土壤的自净能力及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降解能力，防止

因水力负荷过大使土地污染及出水不达标。维护时如检查到土壤表层

有浸泡的现象，说明有堵塞现象或水力负荷过大，此时应停止布水，

作进一步的检查。收割植物时应注意用轻型收割机或人工进行，防止

重物压实填料层。 

6.3.7 生物滤池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土地面积少，地形坡度大，村庄布局分散、规模较小、经

济条件好，出水水质要求高的村庄。 

（2）工艺概况 

污水通过预处理后，进入集水池，再由水泵抽入生物滤池，污水

流经长有丰富生物膜的滤料，与生物膜中的微生物充分接触，水中的

污染物被微生物吸附、降解，最终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使污水

得以净化。该技术 COD、BOD 和 SS 去除率可达到 75%～95%。见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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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生物滤池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生物滤池污水处理系统占地面积小，建设投资约 12000～33000 

/m
3
。 

（4）管理与维护 

采用完全自动化控制，流程简单、操作管理方便，吨水运行成本

约 0.03～0.14 元/吨。 

生物滤池对可溶性磷的去除主要是通过填料的吸附完成的，而填

料的吸附能力有一定的限度，所以为了恢复填料的吸磷功能，在达到

饱和吸附后必须进行填料更换，不过这个周期通常较长，维护良好的

生物滤池更换周期可长达数年以上。 

6.3.8 一体化处理系统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土地资源紧张，居民聚集度高，对出水水质要求比较严格，

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 

（2）工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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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是将污水处理流程中水解酸化、厌氧处理、

一沉池、I、II 级好氧处理、二沉池、污泥池、设备间等环节中的几

个部分集中一体的设备，减少污水处理占地面积。材质可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或是钢结构，也可做成玻璃钢。设备可全埋、半埋或置于地表

之上，可根据现场需要建设不同规格、尺寸。埋在地下时可不占用地

表面积，上部可做绿地、人行道等。设备结构紧凑、占地少，抗冲击

浓度能力强，处理效率高。见图 6-9。 

 

          图 6-9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图 

 

（3）建设投资 

建设投资约 5000～8000/ m
3
。 

（4）管理与维护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内置水泵、鼓风机等设备，操作管理复杂， 

需要专人维护，吨水运行成本约 0.5-1.0 元/吨。具体操作方法参照

各设备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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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多种技术组合模式 

村庄布局集中、规模大、经济条件好，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地区，

可采用多种工艺组合，提高生活污水处理效果。常见的污水处理组合

工艺见图 6-10。 

 

 

 

 

 

图 6-10 常用污水处理工艺组合 

下面介绍三种常见的污水处理工艺组合。 

例 1：组合式生物-生态工艺 

（1）适用范围 

适合于对水质要求很高，可利用空闲地面积较大、且污水易集中

收集的新型农村社区。 

（2）工艺概况 

农村生活污水经过格栅后，进入生物反应池，利用其中发生的厌

氧、缺氧和好氧反应去除有机物、氮、磷；生物反应池出水进入人工

湿地系统，进一步去除氮、磷营养物。该工艺污水处理效果好，可为

农村创造良好的生态景观。见图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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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组合式生物-生态工艺流程图 

（3）管理与维护 

生物反应池需定期排放污泥；人工湿地管理与维护包括水生植物

的重新种植、杂草的去除和沉积物的挖掘。 

例 2：生物滤池-人工湿地工艺 

（1）适用范围 

适合污水中氨氮含量高、出水水质要求较高的农村地区。 

（2）工艺概况 

农村生活污水经过格栅和沉淀池预处理后，进入生物滤池，与其

中的生物膜充分接触，污染物被被微生物吸附并降解；生物滤池出水

进入人工湿地系统，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氨氮和磷。图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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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生物滤池-人工湿地工艺流程图 

（3）管理与维护 

每年需要对生物滤池清除污泥 1～2次；人工湿地管理与维护包括

水生植物的重新种植、杂草的去除和沉积物的挖掘。 

例 3：人工湿地-氧化塘工艺 

（1）适用范围 

适合于有可利用的水塘、出水水质要求较高、对村庄景观环境较

高要求的农村地区。 

（2）工艺概况 

农村生活污水经过预处理后，进入人工湿地，在其中进行物理、

化学和生物反应，污染物被吸附并降解；人工湿地出水进入氧化塘，

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氨氮和磷。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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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人工湿地-氧化塘工艺流程图 

（3）管理与维护 

定期对自然稳定塘植物进行打捞，底泥 5～10 年清理 1 次；人

工湿地管理与维护包括水生植物的重新种植、杂草的去除和沉积物的

挖掘。 

7.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与维护 

（1）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应建有完善设施运行管理、维护保养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有专人管理和经费保障。设施运行管理人员进行

相关技术培训，熟悉设施维护管理技术要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尾水

排放应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每半年组

织一次水质监督性监测。 

（2）污水处理设施应保持管网无破损、堵塞，池体无堵塞、开

裂或坍塌，湿地植物长势良好（人工湿地），进水、出水通畅，排水

符合要求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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