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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深入了解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为其他地区开展新农村建设提

供借鉴。 【方法】　 采用现场勘察、资料复核、数据统计、水质[化学需氧量(CODCr )、氨氮、总磷]分析等方法,考察分析了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运维管理、资金投入情况、污水收集情况及各类型处理工艺的运行效果。 【结果】 　 结果显示,广州市

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优选工程总承包( EPC)模式进行建设,公开招标第三方单位开展运维工作,持续建设、运维资金投

入,启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取得了显著效果。 建设污水管网长度约为 8
 

500
 

km,建成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站点 2
 

600 余

个,总处理能力达到 17. 6 万 m3 / d。 污水收集系统存在渗水、管网质量缺陷、雨污合流等问题。 集中处理主要采用厌氧池+人

工湿地、厌氧池、膜生物反应(MBR)工艺、厌氧 / 缺氧 / 好氧(AAO)工艺,占比分别为 46. 9%、27. 9%、10. 6%、12. 2%。 处理规模

在 50
 

m3 / d 以下。 运维成本排序为 MBR>AAO>厌氧池+人工湿地>厌氧池。 占地面积排序为厌氧池+人工湿地>厌氧池>AAO
>MBR。 各工艺对 CODCr 、氨氮、总磷去除效果差异较明显,厌氧池出水水质最差。 【结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要重视

管网建设质量及运维管理,加大资金投入,根据运维成本、占地情况、水质水量等选择合适的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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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get
 

insight
 

into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Guangzhou,
 

summarize
 

and
 

promote
 

effective
 

treatment
 

experie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areas
 

to
 

carry
 

out
 

new
 

rural
 

construction.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capital
 

inves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ject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site
 

investigation,
 

data
 

review,
 

data
 

statistics
 

and
 

water
 

quality
 

[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Cr ),
 

ammonia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alysis,
 

wastewater
 

collection
 

and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various
 

treatment
 

proces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uangzhou
 

selected
 

the
 

governance
 

mod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preferred
 

the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EPC)
 

mode
 

for
 

construction,
 

publicly
 

invited
 

third-party
 

units
 

to
 

carry
 

ou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work,
 

continued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s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an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More
 

than
 

8
 

500
 

kilometers
 

of
 

wastewater
 

pipe
 

networks
 

and
 

2
 

600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centralized
 

treatment
 

facilities
 

with
 

a
 

total
 

treatment
 

capacity
 

of
 

176
 

000
 

m3 / d
 

had
 

been
 

built.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wastewater
 

coll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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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such
 

as
 

water
 

seepage,
 

pipe
 

network
 

quality
 

defects,
 

rainwater
 

and
 

wastewater
 

confluence,
 

etc.
 

The
 

concentrated
 

treatment
 

mainly
 

used
 

anaerobic
 

pond
 

+
 

constructed
 

wetland,
 

anaerobic
 

pond,
 

membrane
 

biological
 

reaction
 

( MBR)
 

process,
 

and
 

anaerobic /
anoxic / aerobic

 

(AAO)
 

process,
 

accounting
 

for
 

46. 9%,
 

27. 9%,
 

10. 6%,
 

12. 2%
 

respectively.
 

The
 

processing
 

scale
 

was
 

below
 

50
 

m3 / d.
 

The
 

order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was
 

MBR
 

>
 

AAO
 

>
 

anaerobic
 

tank
 

+
 

constructed
 

wetland
 

>
 

anaerobic
 

tank.
 

The
 

covering
 

area
 

rank
 

was
 

anaerobic
 

pool
 

+
 

constructed
 

wetland
 

>
 

anaerobic
 

pool
 

>
 

AAO
 

>
 

MBR.
 

The
 

removal
 

effect
 

of
 

CODCr ,
 

ammonia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was
 

different,
 

and
 

the
 

effluent
 

quality
 

of
 

anaerobic
 

tank
 

was
 

the
 

worst.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quality
 

of
 

pip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trengthe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elect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process
 

according
 

to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land
 

area,
 

water
 

quality
 

and
 

quantity,
 

etc.
Keywords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status　 treatment
 

process　 wastewater
 

collection　 process
 

selection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也在大力开展,对其的

研究也逐渐得到了业内学者的重视。 当前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综合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城镇管

网的敷设范围、施工难度、建设成本等因素,主要

通过 3 个方式进行:第一类,将污水收集后纳入城

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第二类,建设农村集中处理站

点;第三类,采用联户或单户分散处理后达标排放

或资源化利用。
广州市农村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口剧增,环

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也愈

发受到关注及重视。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广
州市自 2008 年起,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建管

并重”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涉及广州

市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
增城区 7 区下辖的 1

 

144 个行政村。 广州市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美丽乡村示范带

建设的重要内容,取得了突出成果。 结合广州市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情况,总结该市在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方面的经验,有利于为广州市及其他地区新

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广州市建设集中式处理站点的

村庄较多,在建设、运行、维护管养上需要更高的成

本,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分析考察设施站点各类工艺

的运行效能,为类似工艺建设提供思路显得尤为重

要。 为此,统计了广州市所采用的主要工艺类型,在
设施出水达标排放、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CODCr )、
氨氮、总磷]削减上的效果,分析总结了各类工艺处

理农村生活污水的特点。
1　 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
1. 1　 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概况

截至近年,广州市各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建设情况如表 1 所示。 实现了全市 7
 

231 个自然村

生活污水治理,其中有 2
 

286 个接入城镇污水处理

厂、3
 

416 个建设集中式污水治理设施、1
 

529 个采用

资源化利用,受益人口约为 550 万,全市累计敷设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长度为 8
 

551. 4
 

km(不含城中

村截污纳管量),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站点 2
 

617 个,污水处理能力超过 17 万 m3 / d。 但部分村庄

存在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旱天满管流,处理设施出

水不达标、进出水污染物浓度差小等问题。
表 1　 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总体概况

Tab. 1　 General
 

Situation
 

of
 

Guangzhou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Construction

项目
自然村

数 / 个

纳入城镇污水

处理系统

建设农污处理

设施
资源化利用 设施建设情况

自然村数 / 个 自然村数 / 个 自然村数 / 个
污水管网

长度 / km
已建设施站

点数 / 个
设施处理规模 /

(m3·d-1 )
白云区 109 101 8 0 266. 92

 

32 6
 

556
黄埔区 11 10 1 0 460. 31

 

1 100
花都区 1

 

106 737 312 57 1
 

361. 18
 

222 31
 

024
番禺区 178 155 23 0 797. 59

 

50 6
 

907
南沙区 87 22 65 0 1

 

578. 35 305 44
 

815
从化区 2

 

726 208 1
 

545 973 1
 

130. 97
 

1
 

198 49
 

561. 91
增城区 3

 

014 1
 

053 1
 

462 499 3
 

275. 07
 

809 37
 

713. 05
总计 7

 

231 2
 

286 3
 

416 1
 

529 8
 

870. 39 2
 

617 176
 

67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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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经验做法

1. 2. 1　 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

针对治理模式选择不合理、设施处理效果不好、
收水困难、盲目建设设施站点等问题,该市编制印发

《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适用技术指引 (修订

版)》《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查漏补缺技术指

引》《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资源化

利用和设施认定(试行)等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区

因地制宜选择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就地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污水资源化利用(或自然生态消纳)等

一种或多种方式开展治理[1] 。 从农村实际出发,不
照搬城镇模式,选取原则如下。

(1)位于城镇周边、可协调纳入城镇污水处理

厂服务范围且符合市政排水管网接入要求的村庄,
优先考虑将村庄收集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完

成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应达到《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GB / T
 

31962—2015)。
(2)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或村庄片区,根据居

住片区情况建设集中的单个或多个污水处理设施。

选择管护简便、建设和运维费用低的工艺设备。
(3) 人口规模小、居住分散的村庄或村庄片

区,在周边无黑臭水体且水环境良好的前提下,采
用污水资源化利用( 或自然生态消纳) 方式进行

处理。
1. 2. 2　 持续投入资金

资金筹措难、投入大一直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的共性问题[2-3] ,针对该问题该市强化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将财政资金投入向农污治理倾斜,持续加大

投入力度,坚持投入同治理要求匹配,形成以区筹集

为主,市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的资金筹措方式,保障

资金投入。 该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及运维养护

费用市级补助标准如表 2 所示。 “十三五”期间,市
区两级财政累计投入农污治理资金为 112. 9 亿元,
管网设施双管齐下,是“十二五”投入的 9. 3 倍。 建

设过程中实施“以奖代补”制度,对按时完成建设任

务的村社给予 20 万元补助。 维管资金标准为:非纳

入城镇治理村的维修养护标准为 26 元 / (人·年)、
大中修标准为 9 元 / (人·年)。

表 2　 建设及运维养护费用市级补助标准

Tab. 2　 Municipal
 

Subsidy
 

Standard
 

for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xpenses

项目 系统 标准

建设投资参考标准 2009 年—2016 年 非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治理村 800 元 / 人(从化区为 1
 

000 元 / 人)

2014 年起 纳入城镇污水系统治理村 500 元 / 人

2016 年起 非纳入城镇污水系统治理村 2
 

500 元 / 人

纳入城镇污水系统治理村 1
 

900 元 / 人

运维养护参考标准 非纳入城镇污水系统治理村 26 元 / (人·年)

纳入城镇污水系统治理村 参照《广州市市政设施维修养护工程年度费用估算指标》

大中修 9 元 / (人·年)

1. 2. 3　 优选建设运维模式

针对农污项目分布散、队伍小、看不住、成效差

等突出问题,优选工程总承包(EPC)建设模式,将多

个分散小项目打包为规模化、系统化大项目,吸引水

平高、专业强的团队组织参与建设,特别是南沙区创

新采用 EPC+O(运营)模式,将建设与后期运维管理

打包招标,显著提高了治理效果。
针对农村地区技术人员缺乏、设施管养不到位

等问题,各区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第三方专业维管单

位进行专业性的运维管理工作,有效提高了维护质

量。 同时成立村级运维管理队伍,负责非专业的日

常养护工作,增强了村民自治自管的责任感。

1. 2. 4　 开展运行效能评价

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下,容易出现晒太阳工程。 为此,该市 2010 年起便

开展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行维护监督考核工作,
多次印发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行维护监督考

核工作细则,形成了市监督、区组织、镇(街)实施的

管理制度,经过不断修订,逐步收严考核标准,于

2020 年创新建立运行效能评价体系,编制《广州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效能评价工作指引》
(试行),考核和评价工作通过招标确定第三方技术

单位具体实施。 市级对区级采取定期评价、现场指

导及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效能评价,定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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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每半年一次,其余月份进行现场指导及突击检查。
区级对镇街每季度一次,镇街对行政村、区级或镇街

对维管单位每月一次。 评价结果填报至广州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管理信息系统,量化排名,定期通报。
1. 2. 5　 应用信息化管理

针对农污设施点多、面广、规模小、管理难等问

题,开发应用了广州市农村生活污水管理信息系统,
采集全市农村的人口、各类管(渠)、井、设施点及水

质检测等农污基础信息,开发了信息报送、数据查

询、建设管理、污泥管理、事务处理、维管人员签到、
在线监测、巡检打卡、巡检追踪、问题上报、问题交办

及督办、问题整改等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功能,实现巡

检履职、设施状态、问题整改等管理事务“一目了

然”,管理流程“全覆盖、可倒查、可追溯”,每周自动

生成巡检周报,每半月公布“红黑榜”,切实压实一

线人员巡查养护责任,督促维管工作见人、见点、见
事落实到位,提高运维水平。

2　 农村集中式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2. 1　 建设情况

2. 1. 1　 污水处理主体工艺

统计了全市 2
 

617 个处理设施站点的工艺类型

如图 1 所示,该市所采用的工艺种类较多,大多数为

低运营成本的生态工艺。 数量前五的工艺为厌氧

池+人工湿地、厌氧池、膜生物反应器(MBR)、厌氧+
缺氧+好氧(AAO,包含厌氧+缺氧+生物接触氧化)
工艺、厌氧+好氧( AO,包含厌氧+生物接触氧化或

生物滤池工艺),均为常用工艺[4-5] ,还有少数村庄

采用其他组合工艺、生物转盘等。 其中采用厌氧

池+人工湿地的有 1
 

227 个,占比达到 46. 9%;采用

厌氧池的有 729 个,占比为 27. 9%,采用 MBR 的有

278 个,占比为 10. 6%。 AO 及 AAO 工艺一共 319
个,占比 12. 2%。 可见厌氧池+人工湿地占比最大,
对于土地充足的村庄,更倾向于采用生态型处理工

艺。 其他省市采用人工湿地、厌氧池及二者组合工

艺也比较常见[6-7] 。
2. 1. 2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模为 2 ~ 2
 

600
 

m3 / d,
具体分布如图 2 所示。 处理设施规模为 2 ~ 50

 

m3 / d
的有 1

 

570 个;处理设施规模为 51 ~ 100
 

m3 / d 有 484
个,处理设施规模为 101 ~ 150

 

m3 / d 的有 259 个,处
理设施规模为 151 ~ 200

 

m3 / d 的有 194 个,处理设

图 1　 处理工艺分类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Treatment
 

Processes

施规模为 200
 

m3 / d 以上的设施总共有 110 个。 规

模为 50
 

m3 / d 以下的设施占比最大,达到 60. 0%,且
其中主要工艺为厌氧池和厌氧池+人工湿地工艺,
可见人工湿地在小水量下适应性较好[6] 。 结合各

设施站点服务人数及按 100
 

L / (人·d)的排水定额

估算,结合现场核实,大部分设施规模与实际需求

相符。

图 2　 处理规模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Treatment
 

Capacity

2. 1. 3　 污水收集情况

采用管道潜望镜检测检查井和管道,现场调研

了 127 个行政村,污水收集情况调研结果如图 3 所

示。 发现存在外水入渗的比例为 14. 2%,管道存在

功缺陷的为 10. 5%。 由于管网存在缺陷,暗渠渗

漏,易导致山泉水、鱼塘水、灌溉水、河涌水混入污水

管网。 存在满管流的为 15. 7%, 雨污合流的为

23. 6%。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过

程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其设计施工要求高、投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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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建设年限跨度较大,可能会出现新管建好、旧管

老损等问题,而管网质量与完善程度与处理设施进

水水质浓度密切相关。

图 3　 污水收集情况

Fig. 3　 Wastewater
 

Collection
 

Condition

图 4　 各工艺占地面积及投资成本

Fig. 4　 Land-Use
 

Area
 

and
 

Investment
 

Cost
 

of
 

Each
 

Process

2. 1. 4　 工艺占地面积和投资成本

各工艺的吨水占地面积和投资成本均值如图 4
所示。 可见厌氧池+人工湿地的吨水占地面积最

大,为 5. 1
 

m2。 厌氧池的为 1. 0
 

m2,MBR 和 AAO 工

艺的吨水占地面积相对较低, 分别 0. 4
 

m2 和

0. 5
 

m2。 采用人工湿地的村庄,会因土地征收难以

程度而有差距,厌氧池+人工湿地、厌氧池、MBR、
AAO 的吨水投资分别为 0. 35、0. 16、0. 52、0. 41 万

元。 各工艺的实际投资成本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 相接近,由于部分村社需要

征地,投资成本有一定的差异。 从运维成本分析,
MBR>AAO>厌氧池+人工湿地>厌氧池。 MBR 的成

本达到 2. 0 元 / t 左右,AAO 工艺成本约为 0. 5 元 / t,
厌氧池+人工湿地的成本约为 0. 1 元 / t。 主要由于

前两者属于有动力工艺,需要电耗较大。
2. 2　 工艺处理效果分析

2. 2. 1　 达标情况

调研了全市 640 个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水

质报告,发现进水氨氮质量浓度为 0. 1 ~ 55. 5
 

mg / L,
平均值为 18. 9

 

mg / L; CODCr 质量浓度为 15 ~ 577
 

mg / L,平均值为 89. 9
 

mg / L,进水 CODCr 低于 50
 

mg / L 的占比为 64. 6%; 总磷质量浓度为 0. 02 ~
18. 10

 

mg / L,平均值为 2. 12
 

mg / L。 出水氨氮质量

浓度为 0. 01 ~ 27. 20
 

mg / L,平均值为 8. 90
 

mg / L;
CODCr 质量浓度为 15. 0 ~ 95. 2

 

mg / L,平均值为 24. 8
 

mg / L;总磷质量浓度为 0. 01 ~ 8. 40
 

mg / L,平均值为

1. 02
 

mg / L,可见农村生活污水水质波动范围大,设
施进水污染物浓度低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 结合

污水收集情况分析,由于部分区域财政紧张,缺少雨

污分流改造资金,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生活污水被

雨水稀释;其次,管网存在结构缺陷,如错口、破裂

等,使污水外渗;再次,管道堵塞、错混接等情况,污
水积存、外水混入,使得污水水质波动或被稀释。 这

对采用生物处理的工艺十分不利。
目前处理规模为 500

 

m3 / d 以下的处理设施水

污染物排放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排放标准》(DB44 /
 

2208—2019)执行。 处理规模

为 500
 

m3 / d 及以上的设施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执行。 统计水质调

研数据,各主要工艺出水水质达标率如图 5 所示,厌
氧池+人工湿地、厌氧池、MBR、AAO 等工艺的出水

水质达标情况有待改善,达标率为 62. 3%、63. 7%、
70. 0%、66. 7%。

图 5　 各工艺出水达标情况

Fig. 5　 Up-to-Standard
 

Effluent
 

of
 

Each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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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主要污染物去除情况

选取进水 CODCr、氨氮、总磷浓度接近平均值的

站点为分析对象,各工艺对主要污染物的去除率如

图 6 所示。 厌氧池+人工湿地、MBR、AAO 工艺对

CODCr 的去除效果均较好,去除率达到 82%以上;厌
氧池工艺对 CODCr 的去除率为 57. 5%,该工艺主要

通过厌氧菌将大分子有机物降解为小分子有机物,
而很难进一步把 CODCr 去除,抵抗进水水质波动的

图 6　 污染物削减效果

Fig. 6　 Effect
 

of
 

Contaminants
 

Reduction
 

能力较弱。 AAO、厌氧池+人工湿地和 MBR 工艺削

减氨氮效果相当,削减率分别为 94. 5%、88. 2%和

95. 2%。 而厌氧池工艺表现最差,对氨氮的削减率

仅为 54. 6%。 厌氧池工艺氨氮削减效果差的主要

原因是:一般情况下,氨氮去除需要在好氧条件下进

行,而厌氧池污水中溶解氧不足,因此氨氮去除率

低。 随着出水水质标准的提高,广州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也开展了提标扩容改造,在厌氧池后面增加

生物或生态处理工艺,确保氨氮达标。 对于进水

CODCr 浓度不高的农村生活污水,氨氮去除效果不

理想,这和其他文献[8] 报道相似。 厌氧池+人工湿

地工艺去除总磷表现较好, 去除率达到 92. 4%;
AAO 工艺对总磷的去除率为 88. 7%。 值得注意的

是厌氧池、 MBR 对总磷的去除率分别为 53. 5%、
72. 5%,表明这 2 种工艺总磷去除效果较差。 主要

原因是:农村使用的厌氧水解工艺和 MBR 工艺为无

药剂工艺,磷的去除依赖于微生物作用,根据磷的生

物去除原理,污水中的磷需要通过微生物在厌氧状

态下释放磷、好氧状态下过量摄取磷的作用,再以定

期排泥(微生物)的方式去除。 厌氧池工艺没有厌

氧、好氧交替处理的过程,而在 MBR 运行过程中可

不排泥。 因此,总磷削减效果不甚理想,若后期设施

运行维护管理不到位将会进一步加重该效应。 其他

文献[9]报道也表明,MBR 工艺在除磷方面效果相对

CODCr、氨氮等指标要差。
2. 3　 工艺选择建议

农村集中处理设施中采用厌氧池+人工湿地的

村社最多,处理水质较好,在用地充裕的情况下,水
量小、污染物浓度低的情况下,推荐采用厌氧池+人
工湿地工艺。 而厌氧水解工艺单独使用时, 除

CODCr、氨氮和总磷方面均表现欠佳,因此。 工艺需

联合其他工艺才能获得较好成效。 在工程应用中,
对于人口规模大、聚集程度高、用地紧张、经济宽裕、
进水总磷浓度较低的村庄,可采用 MBR 工艺,在运

行过程中应根据水质情况优化运行参数,比如污泥

回流比、曝气强度、排泥周期等,同时加强维护管理,
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AO 或 AAO 工艺不太适合进水

污染物浓度低的村社,当污水中污染物浓度较高,碳
氮磷比例合适时可以采用该工艺。 但对于有脱氮除

磷要求的村社还需优化运行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其

他工艺主要为一些组合工艺,在用地、资金、管网完

善的条件下,经过论证后可以采用合适的组合工艺。
3　 结论

(1)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属于难点、重
点工程,要重视其质量,并加强雨污分流建设。 各处

理工艺中,厌氧池+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大、运维成本

低;MBR 工艺占地面积最小,但运维成本最高。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中应根据村庄特点

优选设施建设、运维模式,加强各级单位建设和运维

资金投入,同时结合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水平,为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提供保障。
(3)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式处理设施站点应根据

污水收集情况、水质水量特点、用地面积、投资等情

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工艺,而厌氧池工艺不适合单

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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