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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及解决策略分析

冯 敏 张正雨 刘富安

湖南首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4

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方针，而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指出要想改善人类居住环境，

必须解决农村污水处理问题。目前，由于我国农户居住比较分散，农村处理污水方式也较为粗放，主要是通过路面渠

道直接排入至田间、河流等，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因此，研究分析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探讨目前存在

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的处理方针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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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发展的背后，水

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重，其原因在于村镇生活污水排放

的增长，而且相应治理设施并不完善，污水大多以雨

污合流排至现状溪流或现状水塘，导致水体环境的淤积

和黑臭。伴随生活水平提高改善，人均污水排放有所增

长，而且生活污水成分也更为复杂，若直接排放，将会

对农村生态带来破坏，沟渠、池塘便是常见的排放对

象，也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

1 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和特点

污水来源

现在，我国农村污水的来源已经比较清楚了。第一

种来自厨房污水。它包含洗米、洗菜、洗锅、洗碗的污

水。洗菜废水、洗米废水中含有蔬菜废料、米糠等有机

物质。火锅和洗碗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氯、乙酸、钠、

碘等元素。同时，这些污水含有动物脂肪。二是来自洗

涤废水。个人或家庭在生活中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水，无

论是刷牙、洗澡、洗脸，还是家居清洁，家庭健康，都

会使用洗洁精等洗涤产品。这些洗涤产品含有化学成分

和磷元素。这些污水排入河流，导致河流富营养化，形

成藻类，影响河流健康。同样，它来自厕所的污水。人

和牲畜产生的粪便和尿液中含有大量的磷和氮。最后，

它来自其他污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水产养殖、畜

牧养殖和车间产品都会产生污水。

农村生活污水的具体特征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的特征包括了两方面：第一，生

活污水量并不是很大，呈现分散分布的趋势，由于居民

生活方式较为单一化，因此，用水量与城市居民相比是

相对少的，那么，污水的水量也会比较少，是由于生活

空间比较分散，那么污水排放的空间也会比较分散。由

于量少，并且出现分布散的排放方式，对生态系统造成

的破坏是以点状构成的，在初期人们对其会进行深度关

注，因此治理也很难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治理的成本

也是比较高的。第二，污水的排放呈现出粗放型的特征

以及差异性的特征，由于农村的生产以及生活会有自己

的独特规律，因此，农村生活污水在一天当中的排放会

有很强的差异性，与此同时，由于很多区域的农村地区

生活污水没有建立完善的排放体系，大部分的沟渠是随

意将水排放到其他区域当中，因此，排放污水出现了粗

放性的特征[1]。

2 存在的问题

农民意识浅薄，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型大国，其农民起到了主要作

用。但是由于旧的生活习性和对掌握的科学知识认知水

平存在一定差异，农民往往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生活

垃圾到处堆放，蝇虫漫天飞舞，经过雨水的冲刷大量的

生活垃圾被雨水转运到河流中，使得垃圾中的有害物质

在河水中得以再次的分解，逐步融汇到河水中，甚至会

渗入到地下水中，不仅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而且对当地

的安全饮水造成潜在威胁。即使当地水利部门提供一些

污水处理技术，也会嗤之以鼻，使得污水处理技术的推

广寸步难行。

污水处理技术落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农村地区的数量非常大。同时，

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四通八达。每个农村地区的自然环

境和人文环境都是不同的。污水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矛盾，而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比较复杂。在处理过

程中，不可能采用统一的技术来处理污水，污水处理仍

存在很大的挑战。在选择技术方面，应根据当地情况科

学合理的选择，如水质特点、生活污水排放、占用土地

资源、设备等，不合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应用技术解

决不了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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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人才储备不足

作为刚刚起步开始研究的领域，目前处于借鉴引进

阶段，对国外一些成熟的污水处理技术只能先进行引

进，而对于该技术是否真正适用于我国国情还处于探索

阶段。而且由于人才的缺乏，致使有些技术只引进了一

个总体框架，至于细节环节，也处于探索阶段，耗时较

长。不利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快速发展。

机制尚未健全

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开展污水处理的时

间不长，并未形成污水治理评价体系，相关的法律规定

也尚未健全。正是因此没有设定科学的管理机制，导致

目前多数乡镇地区还未设置专业的污水处理管理部门，

管理人员也相应的缺乏管理经验。由于乡镇地区缺乏相

应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导致一直以来污水治理工作

效率低下，大部分地区在污水治理方面缺乏有效监管，

工作人员较少、监管网络不完善、监管方式不规范。

缺乏长效运行管理机制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的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

的，为了能够真正的达到污水处理的最终目的，需要建立

长效运行机制。但是，从当前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情况来

看，并没有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大多数农村

都是“轻维护、重建设”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策

加强农村环保理念宣传

在生态农村建设中，受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生活污

水水量持续增长，对环境危害性愈加明显，但由于农村

环保意识薄弱，并未了解生活污水危害，为此要强化环

保理念宣传，普及生态农村建设要求，使其重视生活污

水处理。同时，还要涉及农化产品科学使用，减少农村

水环境污染。此外，要自觉维护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

升管线、处理站等运行稳定性[3]。

强化监管，建立污水处理机制

在农村污水处理中，污水处理工作往往移交给第三

方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相关制度不完善，没有严

格的管理，第三方很容易在处理上出现问题。农村污水

处理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健康，也关系到我国

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要重视监督，完善污水处

理评价体系。例如政府可以聘请专业的监管单位，确保

污水处理项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完善污水收集体系

为实现农村水环境优化，关键在于从源头处理好农

村生活污水，这就要求对污水收集设施体系加以完善，

解决好污水收集率低的问题。当前，农村经济有所改

善，对污水整治也更为看重，在政府指引下，部分农村

的污水收集管网已相对完善，并且衍生出多种收集方

式。而无论是分散还是集中收集，其排污管线均要加以

改进，改造原有不分流的沟渠，而通过新建污水管线，

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效率，并解决雨污分流问题。此

外，对于不同水质的生活污水，也可将分类处置，如

“黑水”、“灰水”等，不仅可降低处理量，还能做到

生活污水充分回收。

确立污水处理长效管理机制

农村污水的治理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

要长期过程来实现的。而想要获得最终的成功，取得理

想的治理效果，就需要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

政府需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支持，通过建立奖励机制

来鼓励农村居民的热情参与。另一方面，需要建设一支

污水处理建设管理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求高素质、高

技能，还要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保障农村污水处理工

作得到有效落实。此外，还要借助第三方机构，委托相

关的技术公司或是管理企业承担污水处理工作，以此来

保证农村污水处理工作的长期有效[4]。

选择合适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

就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由于缺乏

明确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对于当地的政府部门要充

分了解和考察农村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了解农村

生活污水的组成情况，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

况，通过采用集中和分散处理技术。积极地鼓励采取先

进的农村生活处理工艺以及使用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符合当地情况的污水处理工程，与此同时，借助科

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用来指导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正

常运作[5]。

选择经济环保的污水处理技术

尽管对农村生活污水，已有多种处理工艺及技术，

然而要想兼顾环保与经济要求，便要因地制宜的进行技

术选择。常规低成本的污水处理模式有：园林地慢速渗

滤系统、三段式组合人工湿地、人工生态浮床等，均较

为适用于农村地区，具有较好环保效果，但要有集中收

集能力，对小规模居住区并不适用。为此，又衍生出多

种分散式的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常见的有蒸发罐处理，

能够有效应对污染较为严重的“黑水”，而对于“灰

水”可以借助小型湿地加以处理。此外，对于出水水质

的差异化要求，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通常更注重

氮、磷等元素的清除，能够应用的处理技术较多，如接

触氧化法，可较好的实现脱氮除磷，而且若将自然水体

作为排放对象，还能适度的降低排放指标。所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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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性很是关键，在生活污水处理中，要综合考虑环

保与经济，确保达到足够治理效果[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的

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污水

对农村周边的环境、河流等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若是

污水治理不当，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大的影响。

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污水治理设施还未完善，为

了加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农村

生态环境，必须立足于污水治理现状，采取行之有效的

措施，提升污水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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