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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先进科技的发展在各个行业当中广泛应用,尤其是对于环保行业来说,高新技术的使

用,将会大力的提升整个行业发展水平以及速度,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城镇污水处理以及再生利用工艺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希望对城镇水处理技术发展有一定的帮助,使城镇污水得到更好的再

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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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目前环保行业的高速发展,衍

生出了很多新技术和新工艺。本文主要

针对当前整个行业中,在污水处理传统

工艺与新工艺之间做一个分析比较,提

出更适用于当前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的工艺,对于之后的城镇污水处理发

展做出更好的技术支撑,提升行业整体

发展的技术理论水平[1]。 

1 目前在城镇污水处理及在再

生工艺中存在的主要不足 

首先在文章中,将主要针对目前在

城镇污水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此更好地应对在日

后发展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文章将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并且提出解决方案,提升城镇污水处理

及再生利用的工艺的发展水平。 

1.1传统工艺技术在发展时的落后 

当前影响城镇污水处理的主要因

素是传统的工艺跟不上新污水处理标

准的提升。传统的城市污水处理工艺主

要有活性污泥法和膜处理法这两种主

要方法。 

活性污泥法：是以活性污泥为主体

的污水处理法,它于1914年在英国曼彻

斯特市建成试验厂以来,已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随着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和不断

改进,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在对其生物

反应和净化机理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活性污泥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活

性污泥法的 基本流程是向污水中注入

空气进行曝气,并持续一段时间后,污水

中即生成一种絮凝体,这种絮凝体主要

由大量繁殖的微生物群体所构成菌胶团,

菌胶团易于沉淀分离,并使污水得到澄

清,这就是“活性污泥”。它的主要构筑

物是曝气池和二沉池。需处理的污水与

回流的活性污泥同时进入曝气池成为混

合液,随着曝气池注入空气进行曝气,使

污水与活性污泥充分混合接触,并供给

混合液以足够的溶解氧,在好氧状态下,

污水中的有机物被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

群体分解而得到稳定,然后混合液进入

二沉池,在池中,活性污泥与澄清液分离

后,一部分回流到曝气池进行接种,澄清

液则溢流排放,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活性

污泥不断增长,有一部分剩余污泥需要

从系统中排除。 

生物膜法：是土壤自净的人工化,

是使微生物群体附着于其它物体表面上

呈膜状,并让它和污水接触而使之净化

的方法。利用生物膜净化污水的设备统

称为生物膜反应器。根据污水与生物膜

接触形式的不同,生物膜反映器分为接

触氧化池、生物滤池、生物转盘及其它

生物膜法设备,它们的构造差异很大,但

作用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2]。 

以上两种主要工艺衍生出来的工艺,

包括SBR/CASS、A/O、AA/O、氧化沟、接

触氧化法等工艺,这些工艺普遍应用于

各全国很多城镇污水处理厂,这些工艺

主要用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段,随着新

的环保法及排放标准的的出现,已经远

远达不到新标准的排放要求,其次受占

地面积的限制,因此需要研发一些新的

工艺来取代原有的工艺或者与老工艺相

结合发挥更高的的处理效率。近些年应

运而生的如MBBR、MBR、BAF、HBAF,高级

催化氧化、磁混凝、反硝化深床滤池等

新工艺。这些工艺多用于深度处理或者

与传统工艺相结合形成新的改良工艺,

达到更好的处理效果,或者作为再生利

用水的处理工艺。 

1.2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工艺

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建设资金不足与运行资金不足。 

建设资金不足主要是新工艺及再

生利用工艺段的前期投入费用太大,资

金效益回收慢,大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

的出水再生利用率低,投资回报慢。导

致前期建设选择工艺时预算低,先进设

备引进率低,自动化程度低,化验室设

备简陋。 

运行资金低主要是城市污水厂建设

很多都是国家一次性基建投资。运行费

用需要自负盈亏,少部分地区能取得国

家或当地政府补贴。所收的排污费低,

不足以支撑污水厂的运行。有的污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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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水量不足,导致单位运行成本更高,

运行困难。再生利用水缺乏回用管网,没

有真正利用起来,产生经济效益补贴污水

运营,导致设备老化严重,维修困难。 

1.3相关的专业工艺技术人员缺乏 

后,针对当前我国污水处理工艺

的应用情况来看,缺乏相关的专业技术

人员,专业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及基础

操作水平,对整个工艺技术的应用程度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大部分工

作人员对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工艺的了

解存在不够全面的情况,与此同时,工作

人员技术水平较低,无法充分发挥水处

理工艺对运行的帮助。一方面工作人员

的基础知识不过关,在对该工艺应用时

无法及时准确的掌握具体的运行方法,

对工艺性质的了解程度不够,不能够具

体掌握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并充分发挥其

性能,降低的处理效率[3]。另一方面,工

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低,缺乏专业化的工

作团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污水

处理的工作质量及效率,在当前国家强

调人才强国的发展背景下,人才保障工

作对各个企业的建设发展来说都起着重

要的作用,因此要对现有运行人员注重

这方面的技能培养。 

2 提升在城镇污水处理及在再

生工艺的主要方略 

通过文章的上述分析,目前还存在

一些缺陷。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些问题

仍然极大的阻碍了在城镇污水处理及在

再生工艺的发展,对于整个污水处理及

在再生工艺技术的推广有着很大的阻碍,

因此,在下文中就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

行全面的分析解决,提升城镇污水处理

及在再生利用整体质量和水平。 

2.1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工艺进行全

方位的技术升级 

结合现有的城镇污水处理工艺,针

对影响运行工艺中的问题,引进一些适

合本污水处理厂的新工艺,如MBBR、MBR、

BAF、HBAF,高级催化氧化、磁混凝、反

硝化深床滤池等,改善污水处理的运行

质量。加强运行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建立

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以此提高污水处

理的效率,达到更好的再生回用[4]。 

2.2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工艺的资金投入 

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基建资金

投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设计更适合

本厂的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的工艺系

统。既要考虑当前的处理排放及再生利

用标准,又要考虑未来的远期规划。为提

升污水回用率做准备。 

提高运行资金的投入,适当合理提

高排污收费水平,争取当地一些财政补

贴,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创造一部分经

济效益补贴污水厂的运行。在工艺运行

的过程中,合理节省电费,精简运行人员,

减少资源能源及人力的浪费。在污水厂

运行水量有富裕而且能够不影响工艺运

行的情况下,接纳附近排污企业的废水,

建立合理的排污收费制度。给能利用再

生水的企业供应回用水,也能多创造一

部可观的收益,补贴运行成本。 

2.3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 

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建立专业的

运行团队,全面提高专业管理人员技能

水平。邀请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培训讲座,

全员参加,打破专业界限、相互学习,共

同提高。培训结束后,由培训人员及时对

受训人员的培训效果进行考试验收。培

训课程结束后,让培训人员进行评价,检

验是否取得预期效果。 

利用各网络信息平台,开展自主学

习及讨论,对其中的疑点、难点进行汇

总,定期咨询专业设备厂家。深入学习

工艺运行,设备构造、性能、参数,结合

自身实际制定本单位学习计划,按期分

解落实。 

开展技术交流研讨会,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针对现场典型问题,与专业人员

定期开展技术交流会,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及工作中的技术难题,认真讨论,并制

定相应措施,提高设备典型故障的处理

能力。 

3 结束语 

通过此片文章当中的分析,可以很

明显的看出目前城市当中对于污水处理

相关技术的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障碍,

在具体发展过程当中,很难具体的提升,

因此就必须要保障整体的发展水平,能

够更好地得到控制,然后才能够更好地

提升整体的发展力量,促进日后整个环

保事业的发展,为今后创造绿色健康,中

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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