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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心城区典型溢流控制模式应用研究

周倩倩
重庆市城镇排水事务中心 重庆 400014

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重庆市山地城市排水和溢流特征，结合中心城区典型溢流控制模式（集散结合污水处理模

式）建设运行状况，研究其不同应用场景，探索其运用于溢流控制的可行性、适用性和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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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城区溢流及控制现状

1.1  中心城区溢流现状
据统计，重庆市中心城区现状排水管网总长度约1万

余公里，其中，污水管网0.4万余公里，雨水管网0.5万余
公里，合流管网0.07万余公里，合流制管网约占6.5%。
由于中心城区建成面积大，人口基数大，人员密集程度

高，地理环境复杂，同时受排水管道和处理设施布局、

建设年限、地下管网的交错复杂程度等因素影响，致使

出现中心城区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雨污清污分流不

彻底、老旧管网病害较多、设施日常运维投入不足、管

网改造难度大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的溢流现

象，虽然经过近几年的排查和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溢流情况仍然存在。

1.2  中心城区溢流控制现状
近年来，重庆市中心城区开展了污水管网全覆盖排

查整治、清污分流改造、污水管网修复、长流水箱涵整

治措施、合流制区域溢流污染控制措施、污水处理系统

扩容等溢流控制工作。然而，受中心城区地形地貌、历

史遗留问题等因素限制，管网和设施改造、扩容等工作

在实际推动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无法实现全面改造。

面对这些问题，为有效控制溢流污染、保护区域生态环

境，同时综合考虑项目资金投入产出效益，诞生出了集

散结合的溢流控制模式。该模式通过兴建分散式污水处

理设施（水质净化设施），与既有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共同控制溢流，具有因地制宜、灵活多变、能有效解

决生态环保问题等优点，近年来运用越来越广泛，已成

为中心城区重要且典型的溢流控制模式。

本论文主要针对重庆市中心城区典型的溢流控制模式尤

其是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水质净化设施）开展分析研究。

2 中心城区典型溢流控制模式调查研究

2.1  中心城区典型溢流控制模式调研
为深入分析研究中心城区集散结合的溢流控制模

式，掌握中心城区典型溢流控制模式建设运行状况。对

中心城区清水溪、桃花溪、花溪河、肖家河、盘溪河等5
条流域的13座分散式水质净化设施进行了调研，并将项
目建设运营中的相关情况统计如下表1。

项目
建设规模
（m3/d）

主体工艺 出水标准
主要结构
形式

单位占地
（m2/m3/d）

单位投资
（万元/ m3/d）

吨水收费
（万元/m3）

原水性质 建设目的

某水质
净化站A

20000
A20生物池

+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0.54 1.35 1.50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黑臭
治理、生态补水

某水质
净化站B

10000
调蓄池

+A2O+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0.61 1.59 1.02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
净化站C

14000
调蓄池

+A2O+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0.98 1.06 0.99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
净化站D

7000
调蓄池

+A2O+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1.76 1.55 1.33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
净化站E

4000
调蓄池

+A2O+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1.82 2.06 1.32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提升
回用设施F

8000
A20生物池

+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0.58 0.65 1.7

污水、初期
雨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表1 水质净化设施调研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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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规模
（m3/d）

主体工艺 出水标准
主要结构
形式

单位占地
（m2/m3/d）

单位投资
（万元/ m3/d）

吨水收费
（万元/m3）

原水性质 建设目的

某水质提升
回用设施G

12000
A20生物池

+MBR
准Ⅳ类 钢混结构 0.54 1.04 1.7

污水、初期
雨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
净化站H

5000
A20生物池

+MBR
准Ⅳ类

钢制
一体化

0.83 1.6 1.5~2.0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黑臭
治理、生态补水

某水质提升
回用装置I

500
A20生物池

+MBBR
准Ⅳ类

钢制
一体化

0.27 0.95 2 污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提升
回用装置J

1500
A20生物池

+MBBR
准Ⅳ类

钢制
一体化

0.24 1.86 2 污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提升
回用装置K

1000
A20生物池

+MBBR
准Ⅳ类

钢制
一体化

0.33 0.65 2 污水
溢流控制、
生态补水

某水质提升
回用装置L 2000

A20生物池
+MBR

准Ⅳ类
钢制
一体化

0.33 0.72 2
污水、初期
雨水

溢流控制、水质
提升、生态补水

某水质
净化站M

3000
A20生物池+
反硝化滤池

准Ⅳ类
钢制
一体化

1.21 1.37 1.78 雨污合流水
溢流控制、水质
提升、生态补水

根据上表可知，水质提升设施不仅具有溢流控制功

能，同时还兼具缓解下游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压力、河

流生态补水、黑臭治理等功能。

2.2  典型溢流控制模式适用性分析研究*
2.2.1  分散式水质净化设施特点
分散式水质净化设施主要是以污染物浓度较低的污染

河水或雨污混合水为处理对象，利用水处理的方法，去除

水中的COD、BOD5、TN、TP、SS等污染物的设施。与
传统的污水处理设施相比，水质净化设施具有以下特点。

（1）处理对象不同：水质净化设施除了具有传统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污水和雨污合流水的功能外，也广泛运用于处

理河道黑臭水体、溢流水体、初期雨水等。（2）出水要
求不同：水质净化设施的出水要求主要由出水用途决定，

如生态补水、提升水质后原路径排放、出水回用、达标排

放等。（3）处理工艺不同：水质净化设施原水多为雨污
合流水、溢流水体、初期雨水等污染物浓度偏低且水质成

分不复杂的水体，因此其处理工艺相对固定和简单。

2.2.2  集散结合污水处理模式适用性分析
根据调查研究，集散结合污水处理模式可以更好地

适应山地城市未来的发展需求。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可

以应对大规模的污水处理需求，而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的规模相对较小，部署和运行比较灵活，能够更好地满

足城市边缘区域的污水处理需求。在管网改造难度大、

作者简介：周倩倩(1986年6月— ），女，汉族，重
庆江北人，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主要从

事排水与环境工程相关政策和管理研究工作。

资金投入产出效益低、污水无法收集或不适宜接入现有

污水处理系统等情况下，可使用分散式水质净化设施处

理污水，（1）能就近实现污水中有机物的分解和利用，
减少污水长距离输送产生的能量损耗、泄露风险；（2）
规模小，可采用更加灵活和节能的处理工艺，以降低能

源消耗，并减少碳排放；（3）将处理后的出水用于生态
补水、回用等资源化利用，从而减少对新鲜水资源的需

求，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低碳循环经济；（4）
可灵活调整污水处理能力和建设形式，适应不同规模和

发展阶段的城市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2.3  典型溢流控制模式技术经济指标分析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此类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推广性，本文

着重根据调研情况，结合此类项目建设运营经验，对于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水质净化设施）的特点，以及在

重庆市中心城区溢流控制运用中的技术经济指标进行综

合分析研究，以期为后续的同类工程建设提供参考，主

要从处理工艺、建设规模、结构形式、占地指标、工程

投资、运行成本等方面展开。

2.3.1  处理工艺分析
中心城区的水质净化设施处理工艺选择与进水水

质、出水要求、用地条件等有很大关系，雨、污混合水中

COD、BOD5、NH3-N等污染物的浓度普遍稍低于常规污
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而出水一般要求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准Ⅳ类标准，且因水质净化
设施的建设用地较紧张，故普遍采用“A2O生物池+MBR
（或MBBR）”的组合工艺较合理，此工艺具有较好的脱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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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除磷作用，同时MBR代替了沉淀池，能节约占地，提
高活性污泥浓度，出水水质稳定并优于常规的处理工艺。

2.3.2  建设规模及结构形式分析
水质净化设施的建设规模主要根据服务范围内的排

水情况进行实测或预测确定。重庆市中心城区的水质净

化设施处理规模普遍控制在20000m3/以下。分析其原因主
要为：水质净化设施处理原水主要为受污染河水或雨污

混合水，其水质水量波动较大，故设计规模不宜太大，

否则维持系统稳定运行难度大。

水质净化设施主体结构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和钢结

构两种形式，结构形式的选择主要依据规模、用地条

件、使用年限等因素确定。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一般适

用于较大处理规模（大于5000m3/d）的水质净化设施，
或场地地质条件较差的情况，具有单位造价较低、结构

牢固、使用年限长、占地面积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

对于2000m3/d～5000m3/d的水质净化设施，一般采用钢制
模块现场安装，该结构形式适用于中等规模的水质净化

设施，具有占地面积较省，施工工期较短的特点；对于

2000m3/d以下的水质净化设施、或建设用地极为紧凑的项
目，建议采用钢制一体化设备，钢制一体化设备具有占

地面积省，施工工期短，移动便捷等特点。

2.3.3  占地指标分析
水质净化设施普遍为地下式建设方式，这比常规的

的污水处理设施更节约用地，中心城区水质净化设施的

单位占地面积在0.24～1.82m2/（m3.d），其主要受用地条
件、处理规模、处理功能和处理工艺等因素决定。根据

分析及结合工程经验，对于2000m3/d以下的水质净化设
施，单位用地面积宜控制在0.20～1.50m2/（m3.d）；对于
2000～20000m3/d的水质净化设施，单位用地面积宜控制
在0.50～1.80m2/（m3.d），而对于占地面积不足0.20m2/
（m3.d）的水质净化设施，需专项设计，从处理工艺、空
间布局、设施结构形式等方面统筹考虑。

2.3.4  工程投资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水质净化设施普遍受用地限制，主

要采用地下式建设模式，故工程投资一般高于地上式的

污水处理设施，根据统计，处理规模在500～20000m3/d的
水质净化设施单位投资在0.65～2.06万元/（m3.d）之间。
根据分析及结合工程建设经验，一般水质净化设施的最

大直接投资宜控制在0.6～2.0万元/（m3.d）之间。
2.3.5  运行成本分析
水质净化设施的直接运行成本主要包括电费、药剂

费、人工费、污泥处置费、维修费等，根据常规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经验，直接运行成本一般在0.8～1.2
元/吨水之间。运行成本除了直接运行成本外还有贷款利
息、固定资产折旧、运营者利润等，此部分的成本一般

在0.5～0.8元/吨水之间，故处理规模在20000m3/d以下的
水质净化设施最大运行成本宜控制在1.3～2.0元/m3之间。

3 结论

（1）经研究认为，集散结合污水处理模式适用于重
庆市这类山地型城区的溢流控制，此模式还兼具河道生

态补水、河道整治、黑臭治理等功能，具有较好的生态

环境效益。建议可在重庆地区及其他类似山地城市的溢

流控制和流域整治等方面推广运用。

（2）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或水质净化设施，其建设
指标可参照以下内容：

①处理工艺：水质净化设施的出水一般要求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准Ⅳ类标准，故推
荐采用“A2O生物池+MBR（或MBBR）”组合工艺。
②建设规模及结构形式：建议采取分区或者分段收

集方式，将水质净化设施的处理规模控制在20000m3/d以
下。处理规模大于5000m3/d的水质净化设施推荐采用钢筋
混凝土结构，处理规模2000m3/d～5000m3/d的水质净化设
施，推荐采用钢制模块现场安装；处理规模2000m3/d以下
的水质净化设施建议采用钢制一体化设备。

③占地指标：对于处理规模2000m3/d以下的水质净化
设施，单位用地面积建议控制在0.20～1.50m2/（m3.d）；
对于处理规模2000～20000m3/d的水质净化设施，单位用
地面积建议控制在0.50～1.80m2/（m3.d）；对于占地面积
不足0.20m2/（m3.d）的，应专项设计，从处理工艺、空间
布局、设施结构形式等方面统筹考虑。

④工程投资：水质净化设施的直接投资宜控制在

0.6～2.0万元/（m3.d）之间。
⑤运行成本：水质净化设施的单位运行成本宜控制

在1.3～2.0元/m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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