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XX 污水处理厂新/改/扩建方案

一、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污水处理基本情况

污水处理率、污水集中收集率、污水管网密度、现状污水处理

总规模等城市污水处理有关基本情况。是否是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

杆厂所在城市。

（二）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

污水处理厂位置、建设和投运时间、占地面积、型式（地上/

地下等）、服务范围和人口、配套管网建设情况、设计规模、主要

工艺流程、执行的排放标准、污泥处理处置方式、尾水受纳水体及

敏感程度等。实际运行规模、近 3 年进出水水质、污泥处理处置方

式等。

（三）现状问题分析

从水质、节能、降碳、资源利用、环境友好、系统协调等方面，

分析现状污水处理厂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分析新改扩建的必要性。

二、建设目标

结合现状及问题，合理制定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新改扩建

目标，并阐述合理性和可行性。围绕水质安全、节能低碳、资源开

发、环境友好、系统协调等方面，分解工作目标。



三、建设内容

建议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调

整。

（一）加强污水处理节能降碳

提高污水收集效能。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城市建成区全面消

除生活污水收集设施空白区，有序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开展管网老

旧破损、混错漏接等问题的诊断修复更新，科学开展污水管网清淤

管护，有专业管网运行维护单位等。

采用高效低碳工艺技术。优化负荷匹配，完善工艺流程，加强

高效脱氮除磷等低碳技术应用，选用高效节能的电机、风机、水泵、

照明器具等产品设备，强化智能调控与优化，实现精准曝气与回流

控制、数字计量精准加药等，推广新型绿色药剂使用。

加强污水源热泵和光伏发电的能量回收。推广污水源热泵技

术，对厂内及周边区域供暖供冷，在光照资源丰富地区稳妥推广“光

伏+”模式，适时布局智能微电网、新型储能设施，推动积极参与

绿证交易。

加大再生水利用力度。统筹推进再生水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

用、生态用水等，探索再生水用于高耗水项目和洗车、高尔夫球场、

人工滑雪场等特种行业。

（二）推进污泥处理节能降碳

采用污泥低碳处理工艺。在污泥稳定化、无害化处置前提下，

逐步压减污泥填埋规模，积极采用资源化利用等替代处理方案。合



理推进协同焚烧处置污泥，鼓励污泥干化和焚烧联用，推广高效节

能设备和余热利用技术。

强化能源资源回收利用。加强污泥沼气回收利用，推广沼气热

电联产。采用好氧发酵、厌氧消化等工艺，大力回收利用污泥中氮

磷等营养物质。积极推广污泥土地利用，推动污泥焚烧灰渣建材化

和资源化利用。

（三）加强系统运维能力建设

合理设定出水标准。根据受纳水体水质状况、环境容量、污水

水质等要素，统筹考虑能耗、药耗增加，因地制宜确定污水处理厂

出水标准，避免过度提标。根据再生水用户的实际需求，合理确定

再生水处理标准。

加强智能化建设。开展污水收集管网摸底排查，建立排水管网

地理信息系统并动态更新。建设智慧水务管理系统，开展污水处理

全过程智能调控与优化。开展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监测，建立碳排放

核算体系，开展试算工作。

建立厂网统筹运维机制。实现“厂—网—河（湖）”一体化或

“厂—网”一体化运维模式，出台并实施管网维护养护制度，强化

专业运维队伍且人员配置合理，运维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经费

合理且及时拨付。建立完善污水处理服务费与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

物浓度、污染物削减量等挂钩的按效付费机制。

四、保障措施

从组织领导、资金筹措、运行机制等方面，分别阐述项目保障



措施情况。

五、预期成效及实施计划

结合建设内容，分析预期成效，提出资金来源和建设时序。应

确保新改扩建的项目 2025 年底前完工。

六、附件

申报的新改扩建项目，应附详细设计方案及用地、规划、环评、

招投标等前期手续和项目单位情况、资金落实情况等证明材料。其

中，改扩建项目还应附近 3 年污水处理厂运行基础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