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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规划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和《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

见》要求，有效推进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补齐人居环境短板，加

快建设美丽宜居农村牧区，立足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实际，从广大

农牧民群众的愿望和迫切需求出发，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突

出重点、梯次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的

原则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

循环利用为导向，加强统筹规划，紧盯突出问题，选择适宜模式，完

善标准体系，强化管护机制，不断探索和推进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特结合我旗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

知》（环办土壤函〔2019〕756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旗实际，特制

订本规划。 

1.2 规划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乡村振兴战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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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总体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夯实

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

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

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

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增强广大农牧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3 编制依据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2）《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2018） 

（3）《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5）《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 50445-2008） 

（6）《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02） 

（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 

（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09） 

（9）《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74-2010） 

（1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

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1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CB 500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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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1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试行）》

（DBHJ/001-2020） 

1.4 编制原则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以农牧区规划为先导，结合生态保护红线、村庄规划给排水、改

厕和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生活污水产

排规律、环境容量、村民意愿等因素，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

循环利用为导向，科学规划和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2）突出重点，梯次推进 

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综

合考虑现阶段城乡发展趋势、财政投入能力、农民接受程度等，合理

确定污水治理任务目标。优先整治生态环境敏感、人口集聚、发展乡

村旅游以及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通过试点示范不断探

索，梯次推进，全面覆盖。 

（3）因地制宜，分类治理 

综合考虑村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污水产排状况、生态环

境敏感程度、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本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方式。靠近城镇、有条件的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

处理。人口集聚、利用空间不足、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可采取管网

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的治理方式。污水产生量较少、居住较为

分散、地形地貌复杂的村庄，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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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推动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实行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鼓励规

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管理。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污

水处理受益农户付费制度和多元化的运行保障机制，确保治理长效。 

（5）经济实用，易于推广 

充分调查农村水环境质量、污水排放现状和治理需求，考虑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污水产生规模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综合评判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择技术成熟、经济

实用、管理方便、运行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手段和途径。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农民以投

工投劳等方式参与设施建设、运行和管理，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等方式，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农村生活

污水第三方治理。

1.5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规划 

（1）农村牧区生活污水 

农村牧区居民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冲厕、洗涤、洗

浴和厨房等排水，不包括工业废水。 

（2）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的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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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收集系统 

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和输送的管道及附属设施，如户

内管路、入户支管、村级干管、检查井、沉砂井、消能井和泵站等。 

（4）集中处理 

通过较大范围的管网，对村庄或一定区域内产生的生活污水进

行收集，并建设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的方式。 

（5）分散处理 

对单户或多户农村牧区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采取就地就近利

用或处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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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图，见图 1 

1.7 范围 

根据《正蓝旗城市总体规划》，本次规划的范围为正蓝旗的行政

管辖区域，具体辖 4 个苏木、3 个镇、103 个嘎查（村）。全旗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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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81967人，总面积 10182平方公里。上都镇已经纳入城区污水处理

厂服务范围内，本规划不再对其进行规划。 

    本次规划范围为正蓝旗上都镇的嘎查、桑根达来镇、哈毕日嘎镇、

那日图苏木、宝绍岱苏木、扎格斯台苏木、赛音胡都嘎苏木等 103 个

嘎查村。 

1.8 期限 

  2020 年-2024年。 

1.9 目标 

正蓝旗镇（苏木）、嘎查环境综合整治涉及的嘎查村 80%以上较

大自然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建成污水处理厂（站）、户改厕（水

冲式户厕或微生物降解户厕）将解决 14000余人的污水处理问题，牧

区生活污水处理后排入地表水体时，中水排放应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印

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试行）》

（DBHJ/001-2020）执行，中水用于绿化、洒水及浇灌，应按照《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执行。 

户改厕覆盖率将达到牧区常住户数的 60%以上。 



 8 

2.区域概况 

2.1 自然气候条件 

正蓝旗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带，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特点是冬季寒冷漫长；春季多风少雨；夏季温热，降水集中；秋季短

促，降水锐减。气温下降，风速加大。总之，日照时间长，气温变化

剧烈，降水季节分布不均，多大风。 

光能资源：全旗日照时数在 2947-3127 小时之间，年日照百分率

66-70%。 

热量资源：全旗各地年平均气温在-0.2℃-2.0℃之间。1月份平

均气温-22.6℃--16.6℃，七月份平均气温 17.5℃-19.6℃。极端最

低气温-38.7℃，极端最高气温 38.1℃。≥0℃、5℃、10℃积温分别

为 2049.0-2638.1℃，1892.3-2535.2℃、967.0-2095.1℃。无霜期

在 77-117 天之间，大部分地区 100天左右。 

降水资源：年均降水量在 265.7-386毫米之间，而 6-8月降水就

占到全年降水的 66-69%。植物生长期降水量在 241.3-343.6 毫米。

全年蒸发量为 1733.1-1925.5 毫米，是全年降水量的 5.3-5.5 倍。 

风能资源：各地年平均风速在 3.2-4.8 米/秒之间，南部大于北

部，全年北部盛行偏西风，南部盛行西南风。风速不低于 3 米/秒的

全年累计时间平均为 6495.6 小时。 

2.2 社会经济状况 

2019年度，按第四次经济普查修订数据后的同口径可比价计算，

正蓝旗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57.76 亿元，全盟排位 4，增速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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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8.6%。其中：一产完成 8.32 亿元，全盟排位 7，同比增长 4.3%，

低于全盟 0.6 个百分点；二产完成 29.78 亿元,全盟排位 3，增速同

比下降 16.5%，低于全盟 17.1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完成 26.46 亿

元，全盟排位 3，增速同比下降 18.4%，排位 13；建筑业完成 3.32

亿元，全盟排位 6，同比增长 3.5%；三产完成 19.65 亿元，全盟排位

7，同比增长 1.2%，低于全盟 4.5 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结构由去年同期的 12:59:29 调整为 14.4:51.6:34。全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8757元，全盟排位 9。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67614 万元，同比下降 24.79%，完成财

政预算收入 31152 万元，同比下降 21.72%。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6784 万元，同比下降 24.4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519 万元，同

比增长 5.56%。其中：教育支出 15012 万元，同比增长 3.95%；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 3598 万元，同比增长 84.6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73 万元，同比增长 3.68%；卫生健康支出 7511 万元，同比增长

8.60%；节能环保支出 2999 万元，同比下降 73.39%；城乡社区支出

5621 万元，同比下降 40.64%；农林水支出 24226 万元，同比下降

45.96%；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66 万元，同比下降 41.95%；商业服

务支出 731 万元，同比下降 67.45%；住房保障支出 2819万元，同比

下降 81.76%。 

2.3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正蓝旗共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9处，分别为正蓝旗上都镇供水

水源井、正蓝旗上都镇饮用水水源地、正蓝旗桑根达来镇饮用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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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正蓝旗哈毕日嘎镇饮用水水源地、正蓝旗哈毕日嘎镇乌兰村饮用

水水源地、正蓝旗哈毕日嘎镇单井村饮用水水源地、正蓝旗哈毕日嘎

镇二道营子村饮用水水源地、正蓝旗哈毕日嘎镇二架子村饮用水水源

地、正蓝旗上都镇四郎城移民村饮用水水源地，水源地均已获得批复。

管理机构是正蓝旗住建局、水利局、上都镇政府、哈毕日嘎镇政府、

正蓝旗给排水公司。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Ш类标准；按月开展水源地违法行为执法检查，未发现有违法行为存

在。正蓝旗有各级自然保护区 1 处，即黑风河湿地保护区，二 00 一

年获批。湿地保护区位于内蒙古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夏营地，地理坐标：

东经 116°14′-116°41′，北纬 42°18′-42°43′，湿地总面积

64500 公顷，管理职能部门是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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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源分析 

3.1 用水及排水体制 

（1）用水情况 

正蓝旗农村牧区用水量（万立方米） 

 居民生活用水 畜牧用水 灌溉 

2018 年 40 650 1862 

2019 年 45 640 1811 

（2）各苏木镇污水处理厂（站）建设情况 

各苏木镇无污水处理厂（站），污水散排。 

（3）农村牧区户改厕普及情况 

  2018 年完成户改厕 197户，2019年完成户改厕 1159户，其中水

冲式户改厕完成 1019 户，微生物降解式户改厕完成 13 户。 

3.2 污染负荷量预测 

这次《规划》实施后受益人达 26098人，结合《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和地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实际情况，

预计《规划》顺利实施后主要污染物 COD、BOD5、SS、NH3-N 的削减

量可达 221.00 吨/年、198.14吨/年、137.17 吨/年、24.39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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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1 建设规模及内容 

（1）哈毕日嘎镇庆丰村：常住人口 518 户、1456 人，生活用水 

定额为 100L/人·天，经计算可知用水量为 145.6m3/d，污水排放量

按用水量的 80%计算，即 116.48m3/d，新建 130t 污水处理站，新建

配套管网 3500m，检查井 104处，化粪池 104 座，调节池一处，储水

池一处。 

  计划分五年完成农村牧区污水治理建设项目。2023 年完成哈毕

日嘎镇庆丰村污水处理站的建设任务；其余嘎查（村），由于住户分

散，不集中，所需管网太长，污水收集率少，不宜建污水处理厂（站），

以户改厕为主，户改厕计划任务 8947户，计划 2024 年全部完成。 

4.2 设施布局选址 

  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选址，应符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的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用

地、供电、防洪、防雷、防灾等方面的要求；位于地震、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多年冻土以及其他特殊地区的，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同时，

考虑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便利性,不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等。 

  各苏木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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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位置

污水处理站 



 14 

4.3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1）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CB50014)、《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GB50015）等规范，结合牧区实际设计污水收集系统，

对不完善的管网进行改造，尽量实现雨污分流。 

  (2)优先采用顺坡就势等建设成本低、施工速度快的管道布设方

式。结合村庄规划、地形标高、排水流向，按照接管短、埋深合理、

尽可能利用重力自流的原则布置污水管道。对不能利用重力自流排

水的地区，根据服务范围和处理设施位置确定提升设施的位置。 

  (3)统筹改厕与污水收集处理。推行“厕所分户改造、污水集中

处理”与单户粪污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水冲厕的地区，需

配备化粪池，并对化粪池出水进行收集、利用和处理，根据污水产

生量、利用情况和村庄布局，确定是否建设统一收集管网;采用旱厕

的地区、结合实际，做好粪污利用和定期清理，避免粪污下渗和直

排。 

4.4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4.4.1 污水处理站工艺 

目前，农村牧区污水处理站常用的污水处理工艺有：高效生物

转盘法、SBR 工艺、氧化塘法、A2/O 工艺、多级生物接触氧化等技术、

MBR 法。这几种工艺均有其适用性及优缺点。 

（1）生物转盘法 

①生物转盘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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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灌溉和土地处理的人工强化，这种处理法使细菌和菌类的

微生物、原生动物一类的微型动物在生物转盘填料载体上生长繁育，

形成膜状生物性污泥---生物膜。污水经沉淀池初级处理后与生物膜

接触，生物膜上的微生物摄取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作为营养，使污

水得到净化。在气动生物转盘中，微生物代谢所需的溶解氧通过设

在生物转盘下侧的曝气管供给。转盘表面覆有空气罩，从曝气管中

释放出的压缩空气驱动空气罩使转盘转动，当转盘离开污水时，转

盘表面上形成一层薄薄的水层，水层也从空气中吸收溶解氧。 

生物转盘作为一种好氧处理废水的生物反应器，可以说是随着

塑料的普及而出现的。反应器由水槽和一组圆盘构成:数十片、近百

片塑料或玻璃钢圆盘用轴贯串，平放在一个断面呈半圆形的条形槽

的槽面上。盘径一般不超过 4 米,槽径约大几厘米，有电动机和减速

装置转动盘轴，转速 1.5—3 转/分左右，决定于盘径，盘的周边线

速度在 15 米/分左右。废水从槽的一端流向另一端，盘轴高出水面，

盘面约 40%浸在水中，约 60%暴露在空气中。盘轴转动时,盘面交替

与废水和空气接触。盘面为微生物生长形成的膜状物所覆盖，生物

膜交替地与废水和空气充分接触，不断地取得污染物和氧气，净化

废水。膜和盘面之间因转动而产生切应力，随着膜的厚度的增加而

增大，到一定程度，膜从盘面脱落，随水流走。生物转盘一般用于

水量不大时。同生物滤池相比，生物转盘法中废水和生物膜的接触

时间比较长，而且有一定的可控性。水槽常分段，转盘常分组，既

https://baike.so.com/doc/8904110-92303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36578-71589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64775-61777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41357-13129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804661-702156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52859-321814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4549-61174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0286-56165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366568-3883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9555-6122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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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防止短流，又有助于负荷率和出水水质的提高，因负荷率是逐级

下降的。生物转盘如果产生臭味，可以加盖。 

②生物转盘法优缺点 

优点： 

生物转盘采用了纸质叠层波纹体材料作盘片，样机的工艺流程

合 

理，具有占地面积小、结构紧凑、能耗低、处理效率高、管理方便、

操作容易等优点，处理污水量达 1.25 m3／h，功耗为 0.246kW。特别

适用于中小型畜禽加工厂污水处理。 

    缺点： 

    目前，国内外所用生物转盘的盘片存在着生物膜易脱落、处理

效率低、能耗偏高等缺点。 

（2）SBR 工艺 

①SBR 工艺 

SBR 污水处理工艺即序批式活性污泥法，全称为：序列间歇式活

性污泥法。简称：间歇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艺，SBR工艺。 

它是基于以悬浮生长的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对污水中的有机

物、氨氮等污染物进行降解的废水生物处理活性污泥法的工艺。按

时序来以间歇曝气方式运行，改变活性污泥生长环境的，被全球广

泛认同和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 

SBR 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工艺，通过格栅预处理的废水，进入集

水井，由潜污泵提升进入 SBR 反应池，采用水流曝气机充氧，处理

http://www.so.com/s?q=%E5%8F%A0%E5%B1%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A0%E5%B1%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1%A1%E6%B0%B4%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5%9C%E7%A6%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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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水由排水管排出，剩余污泥静压后，由 SBR 池排入污泥井，污

泥作为肥料。 

②SBR 工艺优缺点 

优点：1）处理工艺流程简单 

工艺过程五个阶段：进水、曝气、沉淀、排水、待机。 

间歇式曝气、非稳定生化反应替代稳态生化反应，静置理想沉

淀替代传统的动态沉淀。构筑物数量少、造价低，不需要设初沉池，

也不需要二沉池，污泥回流设施，调节池、初沉池也可省略。便于

操作和维护管理。避免了传统厌氧反应器处理效率低、占地大的缺

点。 

2）结构简单 

组合式构造方法，利于废水处理厂的扩建和改造。处理后出水

水质好，良好的自控系统，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废水达标排放，

有数据称CODCR平均去除率能达到94%以上，强于单级好氧处理工艺。 

3）运行上的有序和间歇操作 

特别适用在难生化降解的废水处理。解决了 UASB等高效厌氧反

应器，容易在出现水解酸化阶段酸性积累从而抑制产甲烷段处理效

率的问题。 

总的来说，占地少，能耗低，投资省，运行管理方便。 

缺点：严重依靠现代自动化控制技术；自动化程度要求较高，操 

作、管理、维护，对操作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如采用人工操作，

会出现因进出水工序操作繁琐，曝气板容易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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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氧化塘法 

①氧化塘法工艺 

氧化塘法是利用水塘中的微生物和藻类对污水和有机废水进行

需氧生物处理的方法。按其生物性质，可分为需氧塘、厌氧塘和兼

性塘。在氧化塘中，废水中有机物主要是通过菌藻共生作用去除的，

异养微生物，即需氧细菌和真菌，将有机物氧化降解而产生能量，

合成新的细胞，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并摄取氮、磷等营

养物质和有机物，以合成新的细胞并释放出氧。 

在氧化塘法的氧化净化过程中常伴随着厌氧还原过程，而且在

氧化塘中较深的部分，废水中有机物浓度较高和供氧不足时，厌氧

还原便成为主要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废水便要先经厌氧生物降解，

再经需氧生物降解，转化为水质稳定的出水。因此，这种厌氧、需

氧的串联处理的方法，便称为稳定塘法，但习惯上仍称为氧化塘法。 

②氧化塘法优缺点 

优点：1）构造简单 

2）维护管理方便 

3）效果良好 

4）节省能源，成本低 

5）能够实现污水资源化 

    缺点：1）占地面积大 

2）效果受气温影响较大 

3）可能引起周围污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7%94%9F%E7%89%A9/147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7%BB%E7%B1%BB/28750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C%E6%B0%A7%E5%A1%98/3652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C%E6%80%A7%E5%A1%98/3674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C%E6%80%A7%E5%A1%98/3674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2%E5%85%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6%E8%8F%8C/3725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D%E8%A7%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E/4573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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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2/O 工艺 

①定义 

A2O 法又称 AAO 法，是一种常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可用于二级污

水处理或三级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具有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该法是 20 世纪 70年代，由美国的一些专家在 AO法脱氮工艺基础上

开发的。 

②工艺流程 

进水---厌氧段----缺氧段-----好氧段---→沉淀池-----出水 

各反应器单元功能 

1、厌氧反应器，原污水与从沉淀池排出的含磷回流污泥同步进

入，本反应器主要功能是释放磷，同时部分有机物进行氨化； 

2、缺氧反应器，首要功能是脱氮，硝态氮是通过内循环由好氧

反应器送来的，循环的混合液量较大，一般为 2Q(Q 为原污水流量)； 

3、好氧反应器--曝气池，这一反应单元是多功能的，去除 BOD，

硝化和吸收磷等均在此处进行。流量为 2Q的混合液从这里回流到缺

氧反应器； 

4、沉淀池，功能是泥水分离，污泥一部分回流至厌氧反应器，

上清液作为处理水排放。 

③A2/O 优缺点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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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艺在系统上可以称为最简单的同步脱 N 除 P 工艺，总的水

力停留时间少于其他同类工艺； 

在厌氧（缺氧）、好氧交替运行条件下，丝状菌不能大量增殖，

无污泥膨胀之虞，SVI 值一般均小于 100； 

污泥中含 P 浓度高，一般为 2.5%以上，具有很高的肥效； 

运行中无须投药，两个 A 段只用轻缓搅拌，以不增加溶解氧为

度，运行费用低； 

厌氧、缺氧、好氧三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种类微生物菌群

的有机配合，能同时具有去除有机物、脱 N 除 P 的功能； 

脱 N 效果受混合液回流比大小的影响，除 P 效果则受回流污泥

中夹带 DO 和硝酸态氧的影响，因而脱 N 除 P 效率不可能很高。 

A2/O 法是采用较早且最成熟的污水生物处理工艺，但系统复杂、

投资较高，现已有逐步被氧化沟、SBR法等取代的趋势。但无论氧化

沟还是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其实现生物处理的基本过程还是

厌氧、缺氧、好氧过程，即 A/A/O 过程。其间的区别，只在于这些

基本过程间的过渡方式为顺序或是交替，污泥负荷的高或低。 

缺点： 

厌氧区居前，回流污泥中带有大量的硝酸根，破坏厌氧环境，

对厌氧区聚磷菌厌氧释磷不利； 

缺氧区处于系统中间，反硝化脱氮 C 源供给不足，使系统脱氮

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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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内循环，常规工艺系统所排放的剩余污泥中实际中只

有一部分经历了完整的释 P、吸 P过程，其余则基本上未经厌氧状态

而直接由缺氧进入好氧区，这对系统除 P 不利。 

（5）多级生物接触氧化 

①概念 

1）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是一种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创的污水处

理技术，其技术实质是在生物反应池内充填填料，已经充氧的污水

浸没全部填料，并以一定的流速流经填料。在填料上布满生物膜，

污水与生物膜广泛接触，在生物膜上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的作用下，

污水中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污水得到净化。 

②应用范围 

1）生活污水及城市污水处理 

2）生物接触氧化工艺 

3）食品加工类工业废水处理 

小区及楼宇建筑中水回用微污染饮用水生物预处理。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是一种介于活性污泥法与生物滤池之间的生

物膜法工艺，其特点是在池内设置填料，池底曝气对污水进行充氧，

并使池体内污水处于流动状态，以保证污水同浸没在污水中的填料

充分接触，避免生物接触氧化池中存在污水与填料接触不均的缺陷。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中微生物所需的氧常通过鼓风曝气供给，生

物膜生长至一定厚度后，近填料壁的微生物由于缺氧而进行厌氧代

https://baike.so.com/doc/5964775-61777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92504-15782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4537-2055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9555-61224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3416-55688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3416-55688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90994-61038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78624-64920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0038-4342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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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产生的气体及曝气形成的冲刷作用会造成生物膜的脱落，并促

进新生物膜的生长，形成生物膜的新陈代谢，脱落的生物膜将随出

水流出池外。 

③多级生物接触氧化优缺点 

优点： 

1）容积负荷高，占地相对较小。 

2）抗冲击负荷，可间歇运行。 

3）生物种类多，活性生物量大。 

4）无污泥膨胀问题。 

缺点： 

1）流程较为复杂。 

2）布水、曝气不易均匀，易出现死区。 

3）需定期反洗，产水率低。 

（6）MBR 工艺简介 

①简介 

在污水处理，水资源再利用领域，MBR又称膜生物反应器，是一

种由活性污泥法与膜分离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水处理技术。 

膜的种类繁多，按分离机理进行分类，有反应膜、离子交换膜、

渗透膜等;按膜的性质分类，有天然膜(生物膜)和合成膜(有机膜和

无机膜);按膜的结构形式分类，有平板型、管型、螺旋形及中空纤

维型等。 

https://baike.so.com/doc/6759278-69738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17492-49320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03529-60163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90994-6103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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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工艺特点 

1）出水水质优质稳定 

由于膜的高效分离作用，分离效果远好于传统沉淀池，处理出

水极其清澈，悬浮物和浊度接近于零，细菌和病毒被大幅去除，出

水水质优于建设部颁发的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CJ25.1-89)，可以直

接作为非饮用市政杂用水进行回用。 

同时，膜分离也使微生物被完全被截流在生物反应器内，使得

系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微生物浓度，不但提高了反应装置对污染物

的整体去除效率，保证了良好的出水水质，同时反应器对进水负荷

(水质及水量)的各种变化具有很好的适应性，耐冲击负荷，能够稳

定获得优质的出水水质。 

2）剩余污泥产量少 

该工艺可以在高容积负荷、低污泥负荷下运行，剩余污泥产量

低(理论上可以实现零污泥排放)，降低了污泥处理费用。 

3）占地面积小，不受设置场合限制 

生物反应器内能维持高浓度的微生物量，处理装置容积负荷高，

占地面积大大节省; 该工艺流程简单、结构紧凑、占地面积省，不

受设置场所限制，适合于任何场合，可做成地面式、半地下式和地

下式。 

4）可去除氨氮及难降解有机物 

由于微生物被完全截流在生物反应器内，从而有利于增殖缓慢

的微生物如硝化细菌的截留生长，系统硝化效率得以提高。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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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长一些难降解的有机物在系统中的水力停留时间，有利于难降

解有机物降解效率的提高。 

5）操作管理方便，易于实现自动控制 

该工艺实现了水力停留时间( HRT )与污泥停留时间( SRT )的

完全分离，运行控制更加灵活稳定，是污水处理中容易实现装备化

的新技术，可实现微机自动控制，从而使操作管理更为方便。 

6）易于从传统工艺进行改造 

该工艺可以作为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的深度处理单元，在城市二

级污水处理厂出水深度处理(从而实现城市污水的大量回用)等领域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膜生物反应器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膜造价高，使膜生物反应器的基建投资高于传统污水处理工

艺; 

2）膜污染容易出现，给操作管理带来不便; 

3）能耗高:首先 MBR 泥水分离过程必须保持一定的膜驱动压力，

其次是 MBR 池中 MLSS 浓度非常高，要保持足够的传氧速率，必须加

大曝气强度，还有为了加大膜通量、减轻膜污染，必须增大流速，

冲刷膜表面，造成 MBR 的能耗要比传统的生物处理工艺高。 

本规划在哈毕日嘎镇庆丰村建一座130t污水处理站，可采用MBR

法、生物接触氧化法一体化设备。MBR法工艺的特点有出水水质优质

稳定、剩余污泥量少、占地面积小，不受设置场合限制、可去除氨

氮及难降解有机物、操作管理方便，易于实现自动控制、易于从传

https://baike.so.com/doc/5802936-6015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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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艺改造。生物接触氧化法工艺特点有容积负荷高、占地相对较

小、抗冲击负荷，可间歇运行、生物种类多，活性生物量大、无污

泥膨胀问题。所以从上述工艺及特点，可采用 MBR 法和生物接触氧

化法一体化设备。 

4.4.2 户改厕工艺 

根据实际情况，牧区户改厕工艺有：水冲式、微生物降解式。 

①水冲式户改厕的特点：化粪池池身利用玻璃纤维、有机树脂

等高强度耐酸碱材料一次成形，密封性能好，绝不会产生因地基沉

降而引起的断裂破损和池内板结浮渣层现象，彻底解决了砖砌化粪

池污染地下水的问题，保证了化粪池可靠性运行和厌氧化粪的功能。

其特点有防渗漏功能强、抗压强度高、占地面积小、安装施工方便、

处理效果好（污水处理能力比同等容积的传统化粪池提高了一倍以

上，清掏期长，节约了维护费用）、使用寿命长、经济指标低等特

点。 

②微生物降解式户改厕特点：通过粪尿分离和生物降解原理，

将大便在加入菌种载体的发酵槽中搅拌、除臭、酵化、分解将其转

化成二氧化碳、水蒸气和少量氨气排放到空气中，剩下的固体成分

（约 5%）已被微生物处理为无毒、无臭的有机肥料；同时对小便进

行除臭，分解成中水后排放或浇灌花草。特点：高效微生物分解彻

底、速度快无异味、无二次污染、完全不用水资源；房体材料新颖、

质地轻、体积小、便于移动、如厕环境好；控制系统噪音低，温度

https://baike.so.com/doc/6759278-69738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17492-49320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03529-60163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03529-6016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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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灵敏度高，全智能系统操作简单；后期清掏方便，清掏次数少，

清出废物可作肥料。 

  苏木（镇）污水处理站、嘎查（村）户改厕建设单位为锡林郭

勒盟生态环境局正蓝旗分局。 

4.5 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后排入地表水体时，中水排放执行内蒙

古自治区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中水用于绿化、洒水及浇灌，应按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执行。 

4.6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污泥脱水处理后，运到最近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4.7 验收移交 

苏木（镇）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既要保证工程质量

合格，也要保证出水水质达标。工程验收后，项目实施及管理部门

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资料，以备查验。环保验收和运维移交应

确保污水处理水质水量、工艺、规模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

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维统一打包、不存在运维移交环节的，

各地应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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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施运行管理 

5.1 运维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按照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管

理架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建立以旗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苏木

（镇）人民政府为管理主体、嘎查（村）为落实主体、农牧户为受

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的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

理体系。 

（2）规范设施运维服务。参与正蓝旗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运维的服务机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鼓励通过信息

化手段提高运维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探索农牧户参与的新模式，

建立设施维护管理制度，对农村牧区环境整治设施设备及附属物做

定期检修排查，定期清理处理设施且做好运维记录。定期对农村、

牧区等参与设施运维的人员开展技术管理培训，提高规范化水平。 

（3）坚持以用为本、建管并重，在规划设计阶段统筹考虑工程

建设和运行维护，做到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落实。明确农村、

牧区环境整治处理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维护责任单位，推动建立有

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4）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从出水达标率、设施正常

运行情况、吨水运行成本等方面评价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维护情况。评价结果可作为运维管理部门对运维机构服务质量考

核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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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监管 

建立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治监测制度，建立和完善管理台账，

掌握设备运行情况。结合地方农村牧区环境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

准，制定并执行目标苏木（镇）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探索建立运维管理评价结果与运维经费及苏木（镇）考核挂钩的奖

惩机制，逐步提高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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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程估算与资金筹措 

6.1 工程估算 

 （1）哈毕日嘎镇庆丰村：新建 130t 污水处理站，新建配套管网

3500m，检查井 104处，化粪池 104座，调节池一处，储水池一处，

共计 2450.5万元。 

  此估算包括征地、可研、环评、设计、上电、网费、三通一平、

道路、地勘、特殊基地处理、施工降水等，纳入可研预测算中。 

  运维包括：电费、水费、人员工资、网费、污泥拉运及处理费、

药剂费、日常维护费、化验费、仪表仪器维修费（不包括大修）。 

6.2 资金筹措 

总投资 5313.54 万元。其中建设污水处理厂（站）及管网共计

2450.5 万元，户改厕共计 2863.04万元。 

（1）资金总体情况。按照《规划》确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和投资

情况，说明建设资金、运维资金等来源构成，制定建设资金筹措方

案和投资计划，运维资金筹措方案与使用计划等。 

（2）资金筹措模式。采取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模式，鼓励引导和

支持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立运维资金长

效保障机制。国家重点支持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区域及水质需改善的控制单元范围内

的村庄和贫困地区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结合中央环保投资项目

储备库建设要求，旗域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可捆绑作为单个项目

纳入项目储备库，直接编制项目建议书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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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效益分析 

（1）生态环境效益。污水横流，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治理

生活污水，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效益。污水处理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源的增长、

环境的提升，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

发展上，在农业与工业的和谐发展上，都有客观的社会效益。 

  （3）经济效益。利用再生水灌溉农田、浇花洗车，可以减少对

干净淡水资源的使用；同时也能降低脏乱差的环境造成疾病带来的

损失，增加当地的经济效益。 

8.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推进正蓝旗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决定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冯建军      旗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  乌  云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正蓝旗 

分局局长 

图布新       住建局局长 

成  员: 李  鸾      旗人民政府办副主任 

           哈斯格日乐   旗财政局局长 

           布仁毕力格   旗农科局局长 

           常志强        旗水利局局长 

           侯文军      旗卫健委主任 

           金山         上都镇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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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来       桑根达来镇镇长 

           郭海军       哈毕日嘎镇镇长 

           照日格赛汗    那日图苏木苏木长 

             宝力尔        扎格斯台苏木长 

             特木其        赛音胡都嘎苏木苏木长 

阿拉腾苏和    宝绍岱苏木苏木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正蓝

旗分局，办公室主任由乌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要负责全旗各嘎查

（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项目的组织协调、日常管理和检查验收等

工作。各苏木镇要及时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做好征地、上电、联

网及施工过程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做好农牧户管网接入工作，确

保收集率不低于 70%，做好后期管理运营工作。各相关部门配合做好

手续办理及招投标工作。 

  （二）加强资金保障。苏木镇污水处理厂(站)融入社会资本金，

按照 PPP 模式实施，政府按时付费。嘎查村污水处理站、户改厕、

公共厕所建设政府投资，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加强各部门沟通、

协调，保障项目资金按进度、按时序拨付到位；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及时跟踪检查资金使用去向，保证资金不挤占、挪用。 

  （三）加强督查考核。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项目相关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与考核，将村级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任务列入年度目标考核任务，定期开展督查、评估和考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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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未按要求完成建设管理目标任务的，进行全

旗通报。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苏木镇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

刊、电视、微信、政府网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牧区建设的

重大意义，及时跟踪报道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切实

提高广大群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全力打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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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规划》说明书 

一、《规划》编制背景 

（一）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乡村振

兴战略总体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地集中统一领导，坚持

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

为主攻方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牧区民生、促进农村牧区和谐

稳定作为根本目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

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不断增强广大农牧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编制过程 

《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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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编制技术路线图 

（三）规划依据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2）《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2018） 

（3）《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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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 50445-2008） 

   （6）《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02） 

（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 

  （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09） 

  （9）《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74-2010） 

  （1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

作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1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CB 50014-2006) 

（1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二、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调查评估情况： 

接受委托后，立即成立正蓝旗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编制小组，对正蓝旗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进行初步勘查，初

步了解现场情况并编制本规划。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用水及排水情况 

正蓝旗农村牧区用水量（万立方米） 

年 份 居民生活用水 畜牧用水 灌溉 

2018年 40 650 1862 

2019年 45 640 1811 

（二）污水处理技术工艺 

（1）污水处理站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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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牧区污水处理站常用的污水处理工艺有：高效生物转盘

法、SBR工艺、氧化塘法、A2/O工艺、多级生物接触氧化等技术、MBR

法。这几种工艺均有其适用性及优缺点。 

  1）生物转盘法 

①生物转盘工艺 

污水灌溉和土地处理的人工强化，这种处理法使细菌和菌类的

微生物、原生动物一类的微型动物在生物转盘填料载体上生长繁育，

形成膜状生物性污泥---生物膜。污水经沉淀池初级处理后与生物膜

接触，生物膜上的微生物摄取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作为营养，使污

水得到净化。在气动生物转盘中，微生物代谢所需的溶解氧通过设

在生物转盘下侧的曝气管供给。转盘表面覆有空气罩，从曝气管中

释放出的压缩空气驱动空气罩使转盘转动，当转盘离开污水时，转

盘表面上形成一层薄薄的水层，水层也从空气中吸收溶解氧。 

生物转盘作为一种好氧处理废水的生物反应器，可以说是随着

塑料的普及而出现的。反应器由水槽和一组圆盘构成:数十片、近百

片塑料或玻璃钢圆盘用轴贯串，平放在一个断面呈半圆形的条形槽

的槽面上。盘径一般不超过 4 米,槽径约大几厘米，有电动机和减速

装置转动盘轴，转速 1.5—3 转/分左右，决定于盘径，盘的周边线

速度在 15 米/分左右。废水从槽的一端流向另一端，盘轴高出水面，

盘面约 40%浸在水中，约 60%暴露在空气中。盘轴转动时,盘面交替

与废水和空气接触。盘面为微生物生长形成的膜状物所覆盖，生物

膜交替地与废水和空气充分接触，不断地取得污染物和氧气，净化

https://baike.so.com/doc/8904110-92303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36578-71589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64775-61777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41357-13129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804661-702156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52859-321814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4549-61174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0286-5616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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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膜和盘面之间因转动而产生切应力，随着膜的厚度的增加而

增大，到一定程度，膜从盘面脱落，随水流走。生物转盘一般用于

水量不大时。同生物滤池相比，生物转盘法中废水和生物膜的接触

时间比较长，而且有一定的可控性。水槽常分段，转盘常分组，既

可防止短流，又有助于负荷率和出水水质的提高，因负荷率是逐级

下降的。生物转盘如果产生臭味，可以加盖。 

②生物转盘法优缺点 

优点： 

生物转盘采用了纸质叠层波纹体材料作盘片，样机的工艺流程

合 

理，具有占地面积小、结构紧凑、能耗低、处理效率高、管理方便、

操作容易等优点，处理污水量达 1.25 m3／h，功耗为 0.246 kW。特

别适用于中小型畜禽加工厂污水处理。 

    缺点： 

    目前，国内外所用生物转盘的盘片存在着生物膜易脱落、处理

效率低、能耗偏高等缺点。 

2）SBR 工艺 

①SBR 工艺 

SBR 污水处理工艺即序批式活性污泥法，全称为：序列间歇式活

性污泥法。简称：间歇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艺，SBR工艺。 

它是基于以悬浮生长的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对污水中的有机

https://baike.so.com/doc/366568-3883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9555-6122460.html
http://www.so.com/s?q=%E5%8F%A0%E5%B1%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A0%E5%B1%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1%A1%E6%B0%B4%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5%9C%E7%A6%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38 

物、氨氮等污染物进行降解的废水生物处理活性污泥法的工艺。按

时序来以间歇曝气方式运行，改变活性污泥生长环境的，被全球广

泛认同和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 

SBR 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工艺，通过格栅预处理的废水，进入集

水井，由潜污泵提升进入 SBR 反应池，采用水流曝气机充氧，处理

后的水由排水管排出，剩余污泥静压后，由 SBR 池排入污泥井，污

泥作为肥料。 

②SBR 工艺优缺点 

优点：1）处理工艺流程简单 

工艺过程五个阶段：进水、曝气、沉淀、排水、待机。 

间歇式曝气、非稳定生化反应替代稳态生化反应，静置理想沉

淀替代传统的动态沉淀。构筑物数量少、造价低，不需要设初沉池，

也不需要二沉池，污泥回流设施，调节池、初沉池也可省略。便于

操作和维护管理。避免了传统厌氧反应器处理效率低、占地大的缺

点。 

2）结构简单 

组合式构造方法，利于废水处理厂的扩建和改造。处理后出水

水质好，良好的自控系统，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废水达标排放，

有数据称CODCR平均去除率能达到94%以上，强于单级好氧处理工艺。 

3）运行上的有序和间歇操作 

特别适用在难生化降解的废水处理。解决了 UASB等高效厌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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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器，容易在出现水解酸化阶段酸性积累从而抑制产甲烷段处理效

率的问题。 

总的来说，占地少，能耗低，投资省，运行管理方便。 

缺点：严重依靠现代自动化控制技术；自动化程度要求较高，操 

作、管理、维护，对操作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如采用人工操作，

会出现因进出水工序操作繁琐，曝气板容易堵塞。 

3）氧化塘法 

①氧化塘法工艺 

氧化塘法是利用水塘中的微生物和藻类对污水和有机废水进行

需氧生物处理的方法。按其生物性质，可分为需氧塘、厌氧塘和兼

性塘。在氧化塘中，废水中有机物主要是通过菌藻共生作用去除的，

异养微生物，即需氧细菌和真菌，将有机物氧化降解而产生能量，

合成新的细胞，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并摄取氮、磷等营

养物质和有机物，以合成新的细胞并释放出氧。 

在氧化塘法的氧化净化过程中常伴随着厌氧还原过程，而且在

氧化塘中较深的部分，废水中有机物浓度较高和供氧不足时，厌氧

还原便成为主要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废水便要先经厌氧生物降解，

再经需氧生物降解，转化为水质稳定的出水。因此，这种厌氧、需

氧的串联处理的方法，便称为稳定塘法，但习惯上仍称为氧化塘法。 

②氧化塘法优缺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7%94%9F%E7%89%A9/147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7%BB%E7%B1%BB/28750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C%E6%B0%A7%E5%A1%98/3652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C%E6%80%A7%E5%A1%98/3674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C%E6%80%A7%E5%A1%98/3674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2%E5%85%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6%E8%8F%8C/3725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D%E8%A7%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E/4573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E5%8C%96


 40 

优点：1）构造简单 

2）维护管理方便 

3）效果良好 

4）节省能源，成本低 

5）能够实现污水资源化 

    缺点：1）占地面积大 

2）效果受气温影响较大 

3）可能引起周围污染 

4）A2/O 工艺 

①定义 

A2O 法又称 AAO 法，是一种常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可用于二级污

水处理或三级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具有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该法是 20 世纪 70年代，由美国的一些专家在 AO法脱氮工艺基础上

开发的。 

②工艺流程 

进水---厌氧段-----缺氧段----好氧段---→沉淀池-----出水 

各反应器单元功能 

1、厌氧反应器，原污水与从沉淀池排出的含磷回流污泥同步进

入，本反应器主要功能是释放磷，同时部分有机物进行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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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氧反应器，首要功能是脱氮，硝态氮是通过内循环由好氧

反应器送来的，循环的混合液量较大，一般为 2Q(Q 为原污水流量); 

3、好氧反应器--曝气池，这一反应单元是多功能的，去除 BOD，

硝化和吸收磷等均在此处进行。流量为 2Q的混合液从这里回流到缺

氧反应器。 

4、沉淀池，功能是泥水分离，污泥一部分回流至厌氧反应器，

上清液作为处理水排放。 

③A2/O 优缺点 

优点： 

本工艺在系统上可以称为最简单的同步脱 N 除 P 工艺，总的水

力停留时间少于其他同类工艺； 

在厌氧（缺氧）、好氧交替运行条件下，丝状菌不能大量增殖，

无污泥膨胀之虞，SVI 值一般均小于 100； 

污泥中含 P 浓度高，一般为 2.5%以上，具有很高的肥效； 

运行中无须投药，两个 A 段只用轻缓搅拌，以不增加溶解氧为

度，运行费用低； 

厌氧、缺氧、好氧三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种类微生物菌群

的有机配合，能同时具有去除有机物、脱 N 除 P 的功能； 

脱 N 效果受混合液回流比大小的影响，除 P 效果则受回流污泥

中夹带 DO 和硝酸态氧的影响，因而脱 N 除 P 效率不可能很高。 

A2/O 法是采用较早且最成熟的污水生物处理工艺，但系统复杂、

投资较高，现已有逐步被氧化沟、SBR法等取代的趋势。但无论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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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还是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其实现生物处理的基本过程还是

厌氧、缺氧、好氧过程，即 A/A/O 过程。其间的区别，只在于这些

基本过程间的过渡方式为顺序或是交替，污泥负荷的高或低。 

缺点： 

厌氧区居前，回流污泥中带有大量的硝酸根，破坏厌氧环境，

对厌氧区聚磷菌厌氧释磷不利； 

缺氧区处于系统中间，反硝化脱氮 C 源供给不足，使系统脱氮

受限； 

由于存在内循环，常规工艺系统所排放的剩余污泥中实际中只

有一部分经历了完整的释 P、吸 P过程，其余则基本上未经厌氧状态

而直接由缺氧进入好氧区，这对系统除 P 不利。 

5）多级生物接触氧化 

①概念 

1）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是一种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创的污水处

理技术，其技术实质是在生物反应池内充填填料，已经充氧的污水

浸没全部填料，并以一定的流速流经填料。在填料上布满生物膜，

污水与生物膜广泛接触，在生物膜上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的作用下，

污水中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污水得到净化。 

②应用范围 

1）生活污水及城市污水处理 

2）生物接触氧化工艺 

3）食品加工类工业废水处理 

https://baike.so.com/doc/5964775-61777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92504-1578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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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及楼宇建筑中水回用微污染饮用水生物预处理。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是一种介于活性污泥法与生物滤池之间的生

物膜法工艺，其特点是在池内设置填料，池底曝气对污水进行充氧，

并使池体内污水处于流动状态，以保证污水同浸没在污水中的填料

充分接触，避免生物接触氧化池中存在污水与填料接触不均的缺陷。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中微生物所需的氧常通过鼓风曝气供给，生

物膜生长至一定厚度后，近填料壁的微生物由于缺氧而进行厌氧代

谢，产生的气体及曝气形成的冲刷作用会造成生物膜的脱落，并促

进新生物膜的生长，形成生物膜的新陈代谢，脱落的生物膜将随出

水流出池外。 

③多级生物接触氧化优缺点 

优点： 

1）容积负荷高，占地相对较小。 

2）抗冲击负荷，可间歇运行。 

3）生物种类多，活性生物量大。 

4）无污泥膨胀问题。 

缺点： 

1）流程较为复杂。 

2）布水、曝气不易均匀，易出现死区。 

3）需定期反洗，产水率低。 

（6）MBR 工艺简介 

https://baike.so.com/doc/194537-2055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9555-61224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3416-55688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3416-55688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90994-61038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78624-64920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0038-4342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0038-4342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59278-69738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17492-49320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03529-60163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90994-6103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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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简介 

在污水处理，水资源再利用领域，MBR又称膜生物反应器，是一

种由活性污泥法与膜分离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水处理技术。 

膜的种类繁多，按分离机理进行分类，有反应膜、离子交换膜、

渗透膜等;按膜的性质分类，有天然膜(生物膜)和合成膜(有机膜和

无机膜);按膜的结构形分类，有平板型、管型、螺旋型及中空纤维

型等。 

②工艺特点 

1）出水水质优质稳定 

由于膜的高效分离作用，分离效果远好于传统沉淀池，处理出

水极其清澈，悬浮物和浊度接近于零，细菌和病毒被大幅去除，出

水水质优于建设部颁发的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CJ25.1-89)，可以直

接作为非饮用市政杂用水进行回用。 

同时，膜分离也使微生物被完全被截流在生物反应器内，使得

系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微生物浓度，不但提高了反应装置对污染物

的整体去除效率，保证了良好的出水水质，同时反应器对进水负荷

(水质及水量)的各种变化具有很好的适应性，耐冲击负荷，能够稳

定获得优质的出水水质。 

2）剩余污泥产量少 

该工艺可以在高容积负荷、低污泥负荷下运行，剩余污泥产量

低(理论上可以实现零污泥排放)，降低了污泥处理费用。 

3）占地面积小，不受设置场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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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应器内能维持高浓度的微生物量，处理装置容积负荷高，

占地面积大大节省; 该工艺流程简单、结构紧凑、占地面积省，不

受设置场所限制，适合于任何场合，可做成地面式、半地下式和地

下式。 

4）可去除氨氮及难降解有机物 

由于微生物被完全截流在生物反应器内，从而有利于增殖缓慢

的微生物如硝化细菌的截留生长，系统硝化效率得以提高。同时，

可增长一些难降解的有机物在系统中的水力停留时间，有利于难降

解有机物降解效率的提高。 

5）操作管理方便，易于实现自动控制 

该工艺实现了水力停留时间( HRT )与污泥停留时间( SRT )的完

全分离，运行控制更加灵活稳定，是污水处理中容易实现装备化的

新技术，可实现微机自动控制，从而使操作管理更为方便。 

6）易于从传统工艺进行改造 

该工艺可以作为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的深度处理单元，在城市二级

污水处理厂出水深度处理(从而实现城市污水的大量回用)等领域有

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③膜生物反应器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膜造价高，使膜生物反应器的基建投资高于传统污水处理工

艺; 

2）膜污染容易出现，给操作管理带来不便; 

https://baike.so.com/doc/5802936-6015734.html


 46 

3）能耗高:首先 MBR 泥水分离过程必须保持一定的膜驱动压力，

其次是 MBR 池中 MLSS 浓度非常高，要保持足够的传氧速率，必须加

大曝气强度，还有为了加大膜通量、减轻膜污染，必须增大流速，

冲刷膜表面，造成 MBR 的能耗要比传统的生物处理工艺高。 

本规划在哈毕日嘎镇庆丰村建一座130t污水处理站，可采用MBR

法、生物接触氧化法一体化设备。MBR法工艺的特点有出水水质优质

稳定、剩余污泥量少、占地面积小，不受设置场合限制、可去除氨

氮及难降解有机物、操作管理方便，易于实现自动控制、易于从传

统工艺改造。生物接触氧化法工艺特点有容积负荷高、占地相对较

小、抗冲击负荷，可间歇运行、生物种类多，活性生物量大、无污

泥膨胀问题。所以从上述工艺及特点，可采用 MBR 法和生物接触氧

化法一体化设备。 

（2） 户改厕工艺 

根据实际情况，牧区户改厕工艺有：水冲式、微生物降解式。 

①水冲式户改厕的特点：化粪池池身利用玻璃纤维、有机树脂

等高强度耐酸碱材料一次成形，密封性能好，绝不会产生因地基沉

降而引起的断裂破损和池内板结浮渣层现象，彻底解决了砖砌化粪

池污染地下水的问题，保证了化粪池可靠性运行和厌氧化粪的功能。

其特点有防渗漏功能强、抗压强度高、占地面积小、安装施工方便、

处理效果好（污水处理能力比同等容积的传统化粪池提高了一倍以

上，清掏期长，节约了维护费用）、使用寿命长、经济指标低等特

点。 

https://baike.so.com/doc/6759278-69738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17492-49320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03529-60163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03529-6016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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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微生物降解式户改厕特点：通过粪尿分离和生物降解原理，

将大便在加入菌种载体的发酵槽中搅拌、除臭、酵化、分解将其转

化成二氧化碳、水蒸气和少量氨气排放到空气中，剩下的固体成分

（约 5%）已被微生物处理为无毒、无臭的有机肥料；同时对小便进

行除臭，分解成中水后排放或浇灌花草。特点：高效微生物分解彻

底、速度快无异味、无二次污染、完全不用水资源；房体材料新颖、

质地轻、体积小、便于移动、如厕环境好；控制系统噪音低，温度

控制灵敏度高，全智能系统操作简单；后期清掏方便，清掏次数少，

清出废物可作肥料。 

（三）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后排入地表水体时，中水排放执行内蒙

古自治区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中水用于绿化、洒水及浇灌，应按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执行。 

（四）设施运行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按照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管

理架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建立以旗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苏木

（镇）人民政府为管理主体、嘎查（村）为落实主体、农牧户为受

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的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

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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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设施运维服务。参与正蓝旗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运维的服务机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鼓励通过信息

化手段提高运维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探索农牧户参与的新模式，

建立设施维护管理制度，对农村牧区环境整治设施设备及附属物做

定期检修排查，定期清理处理设施且做好运维记录。定期对农村、

牧区等参与设施运维的人员开展技术管理培训，提高规范化水平。 

（3）坚持以用为本、建管并重，在规划设计阶段统筹考虑工程

建设和运行维护，做到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落实。明确农村、

牧区环境整治处理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维护责任单位，推动建立有

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4）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从出水达标率、设施正常

运行情况、吨水运行成本等方面评价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维护情况。评价结果可作为运维管理部门对运维机构服务质量考

核依据之一。 

（五）环境监管 

建立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治监测制度，建立和完善管理台账，

掌握设备运行情况。结合地方农村牧区环境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

准，制定并执行目标苏木（镇）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探索建立运维管理评价结果与运维经费及苏木（镇）考核挂钩的奖

惩机制，逐步提高运维效率。 

三、《规划》目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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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蓝旗农村牧区环境综合整治涉及的嘎查村 80%以上较大自然

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建成污水处理厂（站）、户改厕(或旱厕)

解决 14000 人左右的污水处理问题，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后排入

地表水体时，中水排放应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中水用于绿化、洒水及浇灌，

应按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执行。 

  户改厕覆盖率达到农村牧区常住户数的 80%以上。 

四、《规划》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 

（1）生态环境效益。污水横流，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治理

生活污水，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效益。污水处理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源的增长、

环境的提升，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

发展上，在农业与工业的和谐发展上，都有客观的社会效益。 

  （3）经济效益。利用再生水灌溉农田、浇花洗车，可以减少对

干净淡水资源的使用；同时也能降低脏乱差的环境造成疾病带来的

损失，增加当地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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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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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基础信息调查表 

序

号 

行政区域 基本情况 
污水治理与

改厕衔接 
村庄覆盖情况 

省

（

区、

市） 

市

（

地、

州、

盟） 

县

（

市、

区） 

镇（乡） 

村

民

委

员

会

（

建

制

村

） 

村庄所在区

域（可多选） 

常

住

农

村

人

口

（

人） 

自

然

村

数

（

个） 

已

完

成

卫

生

改

厕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其

中

改

厕

后

污

水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其

中

改

厕

后

污

水

进

入

处

理

设

施

（

或

城

镇

管

网）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已

完

成

污

水

治

理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纳

入

城

镇

市

政

污

水

管

网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完

成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污

水

得

到

有

效

管

控

的

自

然

村

数

（

个） 

乡

镇

政

府

驻

地

村

庄

（

是

/

否

） 

中

心

村

（

是

/

否

） 

“

好

水

”

周

边

村

庄

（

是

/

否

） 

“

差

水

”

周

边

村

庄

（

是

/

否

） 

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卓

伦

高

勒

嘎

查

村 

否 29   90 3 0 0 0 0 0 0 0 

2 

内

蒙

古

自

治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伊

日

其

嘎

查

否 
12

1 
  371 1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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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村 

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巴

音

乌

拉

嘎

查

村 

否 
11

0 
  332 1 0 0 0 0 0 0 0 

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四

郎

城

嘎

查

村 

否 
10

7 
  325 10 0 0 0 0 0 0 0 

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阿

敦

胡

都

嘎

嘎

查

村 

否 
11

9 
  355 17 0 0 0 0 0 0 0 

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阿

日

宝

力

格

嘎

查

村 

否 69   210 7 0 0 0 0 0 0 0 

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敖

伦

毛

都

嘎

查

村 

否 52   156 6 0 0 0 0 0 0 0 

8 

内

蒙

古

自

治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巴

音

高

勒

嘎

否 
17

7 
  480 19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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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查

村 

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巴

音

吉

胡

楞

嘎

查

村 

否 39   119 5 0 0 0 0 0 0 0 

1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黄

旗

嘎

查

村 

否 
12

9 
  385 10 0 0 0 0 0 0 0 

1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上

都

音

高

勒 

否 26   79 8 0 0 0 0 0 0 0 

1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青

格

勒

图 

否 
16

4 
  492 15 0 0 0 0 0 0 0 

1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恩

格

尔

宝

力

格 

否 62   184 7 0 0 0 0 0 0 0 

1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上都镇 

菜

园

村 

否 88   262 9 0 0 0 0 0 0 0 

15 
内

蒙

锡

林

正

蓝
上都镇 

阿

尔
否 

10

0 
  247 3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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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自

治

区 

郭

勒

盟 

旗 善

图

牧

场 

1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巴

音

希

力

嘎

查

村 

否 61   194 7 0 0 0 0 0 0 0 

1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敖

力

克

嘎

查

村 

否 
11

5 
  302 1 0 0 0 0 0 0 0 

1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塔

本

敖

都

嘎

查

村 

否 
17

6 
  485 1 0 0 0 0 0 0 0 

1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伊

和

塔

拉

嘎

查

村 

否 96   230 1 0 0 0 0 0 0 0 

2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阿

拉

台

嘎

查

村 

否 93   361 13 0 0 0 0 0 0 0 

2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巴

格

额

仁

嘎

查

否 45   178 7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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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2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岗

根

塔

拉

嘎

查 

否 81   288         

2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萨

如

拉

塔

拉

嘎

查

村 

否 66   192 1 0 0 0 0 0 0 0 

2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宝

力

根

查

干

嘎

查

村 

否 92   410 15 0 0 0 0 0 0 0 

2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恩

克

宝

力

格

嘎

查

村 

否 79   346 10 0 0 0 0 0 0 0 

2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乌

日

图

敖

包

嘎

查

村 

否 83   295 12 0 0 0 0 0 0 0 

26 

内

蒙

古

锡

林

郭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巴

音

树

否 88   232 1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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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区 

勒

盟 

盖

嘎

查

村 

2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吉

呼

兰

图

嘎

查

村 

否 
21

7 
  408 12 0 0 0 0 0 0 0 

2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柴

达

木

嘎

查

村 

否 89   352 11 0 0 0 0 0 0 0 

2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桑

根

达

来

嘎

查

村 

否 
13

2 
  223 8 0 0 0 0 0 0 0 

3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塔

安

图

嘎

查

村 

否 65   193 1 0 0 0 0 0 0 0 

3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图

古

日

格

嘎

查

村 

否 
11

0 
  256 1 0 0 0 0 0 0 0 

3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巴

音

苏

日

格

嘎

否 73   333 1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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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村 

3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塔

本

宝

力

格

嘎

查

村 

否 
10

8 
  226 11 0 0 0 0 0 0 0 

3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公

司

嘎

查

村 

否 32   98 1 0 0 0 0 0 0 0 

3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巴

音

淖

尔

嘎

查

村 

否    380 10 0 0 0 0 0 0 0 

3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桑根达

来镇 

额

尔

登

达

来

嘎

查

村 

否    370 10 0 0 0 0 0 0 0 

3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其

门

地

村 

否    179 4 0 0 0 0 0 0 0 

3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乌

兰

村 

否    268 6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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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庆

丰

村 

是    784 5 0 0 0 0 0 0 0 

4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民

胜

村 

否    170 3 0 0 0 0 0 0 0 

4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三

道

沟

村 

否    171 4 0 0 0 0 0 0 0 

4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丹

金

村 

否    338 2 0 0 0 0 0 0 0 

4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山

咀

村 

否    195 3 0 0 0 0 0 0 0 

4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朝

阳

村 

否    150 4 0 0 0 0 0 0 0 

4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南

台

村 

否    44 2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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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北

台

村 

否    124 5 0 0 0 0 0 0 0 

4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辉

斯

高

村 

否    240 3 0 0 0 0 0 0 0 

4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二

道

营

子

村 

否    205 5 0 0 0 0 0 0 0 

4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二

架

子

村 

否    190 4 0 0 0 0 0 0 0 

5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前

半

台

村 

否    282 5 0 0 0 0 0 0 0 

5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后

半

台

村 

否    139 4 0 0 0 0 0 0 0 

5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大

营

子

村 

否    152 6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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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红

星

村 

否    162 4 0 0 0 0 0 0 0 

5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民

乐

村 

否    168 6 0 0 0 0 0 0 0 

5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东

风

村 

否    64 2 0 0 0 0 0 0 0 

5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哈毕日

嘎镇 

七

大

队

村 

否    116 4 0 0 0 0 0 0 0 

5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道

图

淖

尔

嘎

查

村 

否    285 11 0 0 0 0 0 0 0 

5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巴

音

乌

龙

嘎

查

村 

否    115 8 0 0 0 0 0 0 0 

59 

内

蒙

古

自

治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巴

斯

海

嘎

查

否    147 1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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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村 

6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乌

日

图

嘎

查

村 

否    133 12 0 0 0 0 0 0 0 

6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高

格

斯

台

嘎

查

村 

是    322 15 0 0 0 0 0 0 0 

6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巴

音

门

都

嘎

查

村 

否    268 15 0 0 0 0 0 0 0 

6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呼

和

淖

尔

嘎

查

村 

否    300 15 0 0 0 0 0 0 0 

6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乌

兰

村

嘎

查

村 

否    180 9 0 0 0 0 0 0 0 

6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古

日

图

嘎

查

村 

否    135 1 0 0 0 0 0 0 0 

66 
内

蒙

锡

林

正

蓝

那日图

苏木镇 

葫

芦
否    173 1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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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自

治

区 

郭

勒

盟 

旗 丝

台

嘎

查

村 

6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那日图

苏木镇 

巴

音

塔

拉

嘎

查

村 

否    269 20 0 0 0 0 0 0 0 

6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努

都

盖

嘎

查

村 

否    295 7 0 0 0 0 0 0 0 

6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安

本

夏

日

嘎

查

村 

否    269 7 0 0 0 0 0 0 0 

7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乃

日

淖

尔

嘎

查

村 

否    513 11 0 0 0 0 0 0 0 

7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高

格

斯

台

嘎

查

村 

否    275 9 0 0 0 0 0 0 0 

72 

内

蒙

古

自

锡

林

郭

勒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查

干

淖

尔

否    357 8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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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区 

盟 嘎

查

村 

7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贺

日

木

图

嘎

查

村 

否    316 7 0 0 0 0 0 0 0 

7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巴

音

宝

力

格

嘎

查

村 

否    426 9 0 0 0 0 0 0 0 

7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扎

鲁

特

嘎

查

村 

是    430 10 0 0 0 0 0 0 0 

7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苏

木

镇

图

河

嘎

查

村

嘎

查

村 

否    306 9 0 0 0 0 0 0 0 

7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辉

斯

音

高

勒

嘎

查

村 

否    488 9 0 0 0 0 0 0 0 



 65 

7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恩

格

尔

嘎

查

村 

否    418 12 0 0 0 0 0 0 0 

7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满

都

拉

图

嘎

查

村 

否    406 8 0 0 0 0 0 0 0 

8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夏

日

淖

尔

嘎

查

村 

否    556 11 0 0 0 0 0 0 0 

8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赛

罕

塔

拉

嘎

查

村 

否    408 7 0 0 0 0 0 0 0 

8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登

吉

嘎

查

村 

否    473 11 0 0 0 0 0 0 0 

8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宝绍岱

苏木镇 

哈

拉

盖

图

嘎

查

村 

否    462 12 0 0 0 0 0 0 0 

84 

内

蒙

古

锡

林

郭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巴

音

乌

否    391 18 0 0 0 0 0 0 0 



 66 

自

治

区 

勒

盟 

兰

嘎

查

村 

8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巴

音

杭

盖

嘎

查

村 

否    506 16 0 0 0 0 0 0 0 

8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巴

音

淖

尔

嘎

查

村 

是    462 20 0 0 0 0 0 0 0 

8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赛

汉

淖

尔

嘎

查

村 

否    687 19 0 0 0 0 0 0 0 

8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阿

拉

腾

希

热

图

嘎

查

村 

否    374 14 0 0 0 0 0 0 0 

8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呼

格

吉

勒

图

嘎

查

村 

否    230 1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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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扎格斯

台苏木

镇 

巴

音

宝

力

格

嘎

查

村 

否    276 13 0 0 0 0 0 0 0 

9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蒙

古

拉

金

嘎

查

村 

否    470 21 0 0 0 0 0 0 0 

9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巴

音

查

干

嘎

查

村 

否    337 19 0 0 0 0 0 0 0 

9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那

日

斯

图

嘎

查

村 

否    533 20 0 0 0 0 0 0 0 

9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图

古

日

格

嘎

查

村 

否    266 11 0 0 0 0 0 0 0 

9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贺

日

斯

台

嘎

查

村 

否    178 8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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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巴

音

都

呼

木

嘎

查

村 

否    411 18 0 0 0 0 0 0 0 

9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舒

日

根

台

嘎

查

村 

否    232 9 0 0 0 0 0 0 0 

9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宝

日

胡

吉

尔

嘎

查

村 

否    436 21 0 0 0 0 0 0 0 

9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查

干

敖

包

嘎

查

村 

否    381 17 0 0 0 0 0 0 0 

10

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吉

日

嘎

郎

图

嘎

查

村 

否    357 16 0 0 0 0 0 0 0 

10

1 

内

蒙

古

自

治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道

日

乃

图

嘎

否    294 12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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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查

村 

10

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锡

林

郭

勒

盟 

正

蓝

旗 

赛音胡

都嘎苏

木镇 

巴

音

胡

舒

嘎

查

村 

否    252 12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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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蓝旗苏木镇、嘎查村生活用水量及生活污水量（表一） 

序

号 
苏木乡镇 嘎查（村） 

常住

户数 

常住

人口 

生活用水量

（m3/d） 

生活污水量

（m3/d） 

1 

上都镇 

 

青格勒图 144 492 49.2 39.36 

2 
巴音高勒嘎

查 
214 480 48.0 38.4 

3 四郎城嘎查                                                                                                                                                                                                                                                                                                                                                                                                                                                                                                                                                                                                                                                              130 325 32.5 26.0 

4 黄旗嘎查 186 385 38.5 30.8 

5 
阿敦胡都嘎

嘎查 
124 355 35.5 28.4 

6 
卓伦高勒嘎

查 
25 90 9.0 7.2 

7 
恩格尔宝力

格 
53 184 18.4 14.72 

8 
阿日宝力格

嘎查 
52 210 21.0 16.8 

9 
敖伦毛都嘎

查 
56 156 15.6 12.48 

10 伊日其嘎查 42 371 37.1 29.68 

11 上都音高勒 24 79 7.9 6.32 

12 菜园村 178 262 26.2 20.96 

13 
巴音吉胡楞

嘎查 
43 119 11.9 9.52 

14 
巴音乌拉嘎

查 
75 332 33.2 26.56 

15 
阿尔善图牧

场 
82 247 24.7 19.76 

1 

桑根达来

镇 

额尔登达来

嘎查 
93 370 37.0 29.6 

2 
吉呼兰图嘎

查 
129 408 40.8 32.64 

3 
塔本宝力格

嘎查 
108 226 22.6 18.08 

4 
恩克宝力格

嘎查 
91 346 34.6 27.68 

5 
巴格额仁嘎

查 
83 178 17.8 14.24 

6 
岗根塔拉嘎

查 
94 288 28.8 23.04 

7 
巴音苏日格

嘎查 
106 333 33.3 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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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宝力根查干

嘎查 
132 410 41.0 32.8 

9 敖力克嘎查 95 302 30.2 24.16 

10 
 乌日图敖

包嘎查 
110 295 29.5 23.6 

11 
 桑根达来

嘎查 
93 223 22.3 17.84 

12 
 巴音树盖

嘎查 
86 232 23.2 18.56 

13 
 塔本敖都

嘎查 
143 485 48.5 38.8 

14 
 巴音希力

嘎查 
114 194 19.4 15.52 

15 
 巴音淖尔

嘎查 
149 380 38.0 30.4 

16 
图古日格嘎

查 
120 256 25.6 20.48 

17 
萨如拉塔拉

嘎查 
146 192 19.2 15.36 

18 
伊和塔拉嘎

查 
129 230 23.0 18.4 

19 阿拉台嘎查 159 361 36.1 28.88 

20 塔安图嘎查 181 193 19.3 15.44 

21 公司嘎查 67 98 9.8 7.84 

22 柴达木嘎查 102 352 35.2 28.16 

1 

哈毕日嘎

镇 

乌兰村 144 268 26.8 21.44 

2 辉斯高村 128 240 24.0 19.2 

3 东风村 30 64 6.4 5.12 

4 南台村 17 44 4.4 3.52 

5 北台村 74 124 12.4 9.92 

6 二道营子村 96 205 20.5 16.4 

7 山咀村 117 195 19.5 15.6 

8 大营子村 78 152 15.2 12.16 

9 前半台村 162 282 28.2 22.56 

10 民胜村 78 170 17.0 13.6 

11 民乐村 168 168 16.8 13.44 

12 丹金村 152 338 33.8 27.04 

13 朝阳村 62 150 1.5 1.2 

14 红星村 90 162 16.2 12.96 

15 三道沟村 98 171 17.1 13.68 

16 七大队村 48 116 11.6 9.28 

17 二架子村 88 190 1.9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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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半台村 91 139 13.9 11.12 

19 庆丰村 278 784 78.4 62.72 

20 其门地村 108 179 17.9 14.32 

1 

扎嘎斯台

苏木 

阿拉腾希热

图嘎查 
130 374 37.4 29.92 

2 
呼格吉勒图

嘎查 
100 230 23.0 18.4 

3 
巴音杭盖嘎

查 
170 506 50.6 40.48 

4 
赛汉淖尔嘎

查 
183 687 68.7 54.96 

5 
巴音淖尔嘎

查 
176 462 46.2 36.96 

6 
巴音宝力格

嘎查 
106 276 27.6 22.08 

７ 
巴音乌兰嘎

查 
147 391 39.1 31.28 

1 

那日图苏

木 

古日图嘎查 69 135 13.5 10.8 

2 
巴音塔拉嘎

查 
77 269 26.9 21.52 

3 
巴音门都嘎

查 
102 268 26.8 21.44 

4 
高格斯台嘎

查 
118 322 32.2 25.76 

5 巴斯海嘎查 101 147 14.7 11.76 

6 
巴音乌龙嘎

查 
77 115 11.5 9.2 

7 乌日图嘎查 97 133 13.3 10.64 

8 
道图淖尔嘎

查 
124 285 28.5 22.8 

9 
呼和淖尔嘎

查 
162 300 30.0 24.0 

10 
葫芦丝台嘎

查 
124 173 17.3 13.84 

11 乌兰村嘎查 97 180 18.0 14.4 

1 

赛音胡都

嘎查 

巴音查干嘎

查 
113 337 33.7 26.96 

2 
图古日格嘎

查 
70 266 26.6 21.28 

3 
贺日斯台嘎

查 
43 178 17.8 14.24 

4 查干敖包嘎 119 381 38.1 30.48 



 73 

查 

5 
舒日根台嘎

查 
53 232 23.2 18.56 

6 
巴音胡舒嘎

查 
60 252 25.2 20.16 

7 
蒙古拉金嘎

查 
148 470 47.0 37.6 

8 
道日乃图嘎

查 
86 294 29.4 23.52 

9 
那日斯图嘎

查 
128 533 53.3 42.64 

10 
巴音都呼木

嘎查 
131 411 41.1 32.88 

11 
宝日呼吉尔

嘎查 
110 436 43.6 34.88 

12 
吉日嘎郎图

嘎查 
100 357 35.7 28.56 

1 

宝绍岱苏

木 

扎鲁特嘎查 92 430 43.0 34.4 

2 
辉斯音高勒

嘎查 
92 488 48.8 39.04 

3 努都盖嘎查 86 295 29.5 23.6 

4 
乃日淖尔嘎

查 
124 513 51.3 41.04 

5 
赛罕塔拉嘎

查 
78 408 40.8 32.64 

6 
贺日木图嘎

查 
77 316 31.6 25.28 

7 
满都拉图嘎

查 
73 406 40.6 32.48 

8 
巴音宝力格

嘎查 
82 426 42.6 34.08 

9 
高格斯台嘎

查 
100 275 27.5 22.0 

10 
苏木镇图河

嘎查 
51 306 30.6 24.48 

11 恩格尔嘎查 172 418 41.8 33.44 

12 
夏日淖尔嘎

查 
102 556 55.6 44.48 

13 登吉嘎查 116 473 47.3 37.84 

14 
哈拉盖图嘎

查 
111 462 46.2 36.96 

15 安本夏日嘎 44 269 26.9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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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6 
查干淖尔嘎

查 
66 357 35.7 28.56 

总

计 
    3007.2 24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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