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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乡村的经济也高速发展,村镇的污水处理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为了迎合我

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对乡村的污水处理也逐渐重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小镇占全国的大部

分面积,在乡村污水的处理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有些村落连基础的环保设施都没有,污水的随意排放可

能会导致乡村环境的恶化,同时还会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污水的合理处理,对水资源短缺问题也有着积

极的改善作用,所以让污水变得无污染、无害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就如何处理村镇小型化污水处理进行

了分析,对污水处理的条件、模式和技术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做到减少

污水对村镇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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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农村想要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优先保护环境,

而影响农村环境的主要问题在于生活污

水的排放,现在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已

经非常的完善了,可污水的排放问题却

难以很好的处理。农村地广人稀,村民居

住不是很集中,就导致了农村不能像城

市那样进行污水集中处理。要想使农村

的经济建设能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

下去,就必须要使农村的污水得到有效

的处理,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才能够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文通过结合国内

村镇众多污水处理案例,并对其进行分

析、论证。学习外国村镇污水处理中的

先进技术,努力研究发展现代农村污水

处理新技术,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有力

的支持,从而推动农村建设与经济发展。 

1 污水处理所需的条件和污水

处理模式 

1.1村镇污水处理的条件 

村镇污水的水质一般都比较简单,

一般都是洗衣厨房生活污水水,通常我

们都采取二级生化加消毒处理。村镇里

工厂的工业污水需要进行专业的预处理,

对污水的成分进行化学分析,科学的进

行污水处理,不能让工业污水污染农村

大环境。污水是可以重新利用的,我们需

要对不同的污水进行专业的处理,使污

水尽可能的重复利用。 

自然环境也会对处理污水产生一

定的影响,如果在天气寒冷的冬天处理

污水,就需要对污水系统进行保温,使

污水的温度提高,以确保污水处理时的

生化反应能正常的进行,确保污水处理

的效果。天气炎热时,污水产生的臭气

对环境也是一种极大的危害,所以如何

合理的处理污水是当前农村污水处理

的一大难题。 

村镇污水的处理也需要一定的经济

支持,前期需要国家投入建设,后面正常

运行以后,可以通过生态回用模式利用

污水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为后期村镇

污水运行和维护补贴一部分资金,减少

污水运维压力。 

1.2污水处理模式 

在农村对污水的处理一般有三种模

式,集中式处理模式、分散式处理模式和

与城区接轨处理模式。下面便介绍这三

种污水处理模式,集中式处理模式就是

将村镇所有污水经排水管道汇集到一个

污水处理厂,将所有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想要实现集中处理需要村镇政府统一建

设排水管道,然后排水管道通向一个污

水处理厂,将污水处理好之后排放到蓄

水池进行合理回用,或者是建设湿地公

园,将污水排放到湿地中进一步用水生

植物净化,并起到涵养水源的作用。分散

式处理模式是在居民居住比较分散的村

镇中实行,在对污水的收集过程中,集中

处理难以建设排水管道,耗资巨大,占地

浪费,所以采用分散处理模式。分散式处

理主要是在每一个居住群中都建设一个

小型污水处理站,按照居住人群划分出

多个区域。山地、盆地等特殊地形也需

使用分散式污水处理模式。与城区接轨

处理模式只要指一些村镇离城区很近,

则可以就近接入城区的污水管网,主要

方案就是建设排水管道和提升泵站就近

接入城区污水管道,借助城区的大型污

水处理厂进行统一的处理,这样的模式

处理节省建设成本,而且还能够做到统

一化管理。 

2 村镇污水处理的主要方法和

技术 

2.1污水主要的处理方法 

污水的处理方法一般有物理法、化

学法和生物法。下面将仔细的介绍这几

种方法,物理法是借助物理原理来进行

污水的处理,用物理法处理污水的方式

比较简单,适合处理水质较好的污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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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处理污水的技术主要有重力分离、

气浮法、沉淀和过滤。这些方法都是操

作比较简单的,适合污水预处理工艺段

或者初级处理。化学法利用的是化学反

应,通过向污水中加入与污水中有害物

质反应的化学原料,在污水中产生化学

反应,将污水中有害物质进行分解或者

沉淀处理。化学处理的主要方式有中和

反应,离子交换反应,分解反应等。通过

化学处理污水的难度比较大,化学反应

的条件较多,不容易控制,但是处理效果

比较好,容易得到干净的水源。生物法主

要是利用微生物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进

行分解,使污水得到净化。单一的一种处

理方法很难将污水完全处理达标,目前

污水处理通常是以上两种或者三种方法

的结合,并使用不同的工艺方法对污水

进行处理。 

2.2污水处理技术 

污水处理技术在我国发展的已经比

较成熟了,污水处理的技术已经使用了

很多年。目前比较主流的污水处理技术

主要有接触氧化技术、氧化塘、生物渠、

生物滤池和人工湿地等处理方法。随着

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了可持续发展

战略,我国对污水的处理越来越规范,出

水标准越来越高,相应也需要研发多种

工艺结合,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更好的治

理村镇污水。 

2.2.1厌氧—跌水充氧接触氧化—

人工湿地 

适用范围：适用于居住相对集中且

有空闲地、可利用河塘的村庄,尤其适合

于有地势落差或对氮磷去除要求较高的

村庄,处理规模不宜超过150t/d。 

 

技术简介： 

该组合工艺由厌氧池、跌水充氧接

触氧化池和人工湿地三个处理单元组

成。跌水微动力充氧接触氧化利用水泵

提升,逐级跌落自然充氧,在降低有机物

的同时,去除氮、磷等污染物,跌水池出

水部分回流反硝化处理,提高氮的去除

率,其余流入人工湿地进行后续处理。去

除氮磷。村庄应尽可能利用自然落差进

行跌水充氧,减少或不用水泵提升,跌水

充氧接触氧化池可实现自动控制。 

2.2.2厌氧滤池—氧化塘—生态渠

技术 

适用范围：适用于拥有自然池塘和

闲置沟渠且规模适中的村庄,处理规模

不宜超过200t/d。 

 

技术简介： 

生活污水经过厌氧池和厌氧滤池,

截流大部分有机物,并在厌氧发酵作用

下,被分解成稳定的沉渣；厌氧滤池出水

进入氧化塘,通过自然充氧补充溶解氧,

氧化分解水中有机物；生态渠利用水生

植物的生长,吸收氮磷,进一步降低有机

物含量。该工艺采用生物、生态结合技

术,可利用村庄自然地形落差,因地而建,

减少或不需动力消耗。厌氧池可利用三

格式化粪池改建,厌氧滤池可利用净化

沼气池改建,氧化塘、生态渠可利用河

塘、沟渠改建。生态渠通过种植经济类

的水生观赏植物(如风车草、香蒲等),

可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2.2.3地埋式微动力氧化沟技术 

适用范围：适用于土地资源紧张、集

聚程度较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庄。 

 

技术简介： 

该污水处理装置组合利用沉淀、厌

氧水解、厌氧消化、接触氧化等处理方

法,进入处理设施后的污水,经过厌氧段

水解、消化,有机物浓度降低,再利用提

升泵提升同时对好氧滤池进行射流充

氧、氧化沟内空气由沿沟道分布的拔风

管自然吸风提供。已建有三格式化粪池

的村庄可根据化粪池的使用情况适当减

小厌氧消化池的容积。该装置全部埋入

地下,不影响环境和景观。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

展,保护环境成为现在发展的主要目标,

村镇污水问题的解决对经济的发展有

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网

络、电视等宣传工具,开展各种形式的

农村环保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人民

对污水处理的认知,让村民的绿色生态

环保意识更进一步,改变之前的老习惯,

把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现实生活当中,

使农村的生态环境更美好。要继续研

发新的村镇污水处理技术,因地制宜

选择合适的污水处理方式。因为我国

幅员辽阔,东西跨度大,西部地区缺水

严重,污水的优化处理能对水资源进

行重复利用,所以要加强污水处理技

术研发,使污水不再影响农村的生态

环境,真正实现我国村镇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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