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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污水治理工程降本增效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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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对水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县城污水治理工程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然而，在工程建设和

运营过程中，成本控制和效率提高面临着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县城污水治理工程降本增效的方法，为相关项目的优化提供

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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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the 
importance of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s in county town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cost control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ace many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thods of reduc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county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relat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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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县城排水体制特点 

1.1 城区水系简介 

本文研究基于福建省某县城污水治理工程，此县城区

内河主要有七大溪流、河渠流经，均属于黑臭、重度黑臭

河道，河道上游至下游有明渠；也有暗渠、箱涵。目前县

城的排水体制，依据官方资料，主要以雨污分流为主，其

中老城区排水系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分流制或截流式合

流制，新区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合流制排水系统的

特点是通过一条管涵收集和输送生活废水、工业废水和雨

水。其优点是管道系统相对简单，初始建设成本低。但在

暴雨期间，大量的雨水会增加废水的量，超过污水处理厂

的处理能力，导致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造成水污染。

分流制旨在通过各种管道系统收集和运输雨水和废水。废水

在排放前被送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而雨水可以直接排入

水体或经简单的雨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该系统的优点是能

有效防止废水污染水体，但其建设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安装

两套管道系统。但县城实际情况是，污废水和雨水在流入市

政管道前的居民家中已经混流，沿街餐馆的餐厨废水废油排

烟风道均接入沿街雨水箱涵，沿市政道路各单位、工厂、小

区均在内部合流，然后错接混接至市政雨污系统。整个县城

的实际混接混排情况比初步设计预计的要严重得多。 

1.2 历史演变 

该县城用地紧张，公共空间小，故在城市化进程中，

道路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规

划新道路，另一方面，拆迁难度极高，因为需要大量资金

和复杂的搬迁问题，这使得拆迁难以推进。因此，利用原

有河道修建道路已成为主要选择。如今，该县城的一部分

主要公共城市道路和城中村更宽的公共道路都是由原有

的河道改造而成的，在市政道路的建设中，为了不改变水

流，保留了原有的箱涵河道。这样，城市道路下的箱涵可

以在大雨中继续发挥泄洪的作用，确保城市污水的安全，

然而，部分居民住宅存在侵占公共排水设施的情况。靠近

公共道路边沟、盖板的居民私自加盖违建，把房子建到了

边沟上，致使许多边沟被房屋或台阶覆盖。这不仅给排水

系统的维护带来麻烦，一旦边沟出现问题，维护难度大，

还会影响污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1.3 城建基建特色 

县城房屋建筑结构特点较为统一，绝大多数房子都是

居民自行建造的自建房，而像商品房住宅小区这类规范化

的居住建筑则极为少见，这些自建房屋在排水设施方面有

诸多不足。首先，在排水规划方面没有对雨水和污水进行

分流处理。与此同时，雨水立管尚未进行翻新或升级。这

导致日常生活中的雨水和污水混合，全部流入房屋前的条

石沟。这些条石沟就像微小的毛细管，相互连接并汇合，

将雨水和污水的混合流转移到大箱涵之中。大箱涵是连接

城市排水系统和外河道的关键通道，未经处理的雨水和污

水汇合并最终流入河道。从长远来看，许多污染物会积聚

在河流中沉淀发酵，使水质恶化，并逐渐散发出气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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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黑，有异味，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反观县城的主要市政道路，虽然在规划建设时考虑到

了雨污分流的问题，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依然暴露出了

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排水管道内淤积情况十分严重，各种

杂物、泥沙等在管道内堆积，大大降低了排水的效率。同

时，管道混接现象屡见不鲜，污水管与雨水管相互错接，

使得污水流入了雨水系统，雨水也混入了污水管道，这不

仅扰乱了正常的排水秩序，还给后续的污水处理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而且，部分排水管道在建设时选材不佳，

质量较差，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管道出现了严重的功能

缺陷和结构缺陷。一些管道出现破裂、变形等情况，导致

污水渗漏，不仅污染了周边的土壤和地下水，还使得排水

系统的整体性能大打折扣，此外，市政道路边上存在着厂

区以及养殖户的养殖场。这些场所会产生大量含有较高浓

度污染物的污水。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规范的排水设施，

这些高浓度的污水常常混接进入雨水系统。大量的污水混

入雨水管道，随着雨水的排放一同进入河道或者其他受纳

水体，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水体的污染程度，

使得黑臭水体问题愈发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污水没

有按照正常的途径进入污水处理厂，导致污水厂的进水浓

度偏低，无法充分发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和处理成本的增加。 

2 城中村、农村优化 

2.1 溯源排查 

对于改造和优化排水系统，溯源排查环节是重中之重，

其详细程度和准确性直接影响后续工作的有效性。我们需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原排水系统的具体流向，包括每条支线

的流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水流的汇流情况。主要排水口

的位置、规模和排放特点需要准确定位和详细记录，以说

明这些排水口在整个排水系统中的作用及其与周边环境

的关联。同时，准确界定原有排水系统的汇水面积至关重

要，包括流入系统的雨水和污水面积以及不同地区集水面

积的大致数量。在整个排查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尽量减

少对原排水系统变化的原则，因为原始排水系统在较长的

使用寿命内已经发展出一定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广泛的变

化不仅会增加成本，还会引发许多不可预测的问题。 

2.2 管线的选取 

考虑到县城巷道普遍狭窄的实际情况，在选择排水管

和检查井的选型上。直径超过 DN300 的传统大管和直径超

过 1000 的大井在狭窄的隧道中安装和铺设时面临许多困

难，甚至可能无法实施，因此可改用 DN200 和 DN160 的小

管。这些小管的直径较小，更适合在狭窄的隧道环境中进

行穿梭铺设。同时，搭配直径 700 的模块化砖井，块砖井

具有施工简单、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灵活组装的优点，可

以在有限的空间内成功建造。对于一些狭窄和空间有限的

车道，甚至可以使用直径为 450 的成品塑料检查孔。通过

使用这些小管和检查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排水管延伸

到更深的小巷，连接更多的居民，提高整个地区排水系统

的覆盖率和排水能力。 

2.3 复杂地形管道优化 

在排水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复

杂的情况。如果遇到地形逆坡时，重力管埋深会越来越深，

加大施工难度以及沟槽两边建筑物、构筑物的风险。因此

应该果断地取消原有的管道设计，转而使用截流井。截流

井可以在不改变原始地形、避免大规模施工的情况下有效

收集污水，提高污水收集率。 

3 小区巷道优化 

3.1 巷道主管和主井的优化 

在县城巷道排水系统的建设规划中，考虑到实际道路

布局和住宅建筑的分布特点，对主干道管道和主井的调整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优化。我们不需要将主管和主井一直铺

设至巷尾，而是在距离巷尾适当的距离处留出一些空间。

具体来说，保留 2～3 户居民住宅对应的空间不设置主管

和主井。在这个预留的空间里，我们将设置更精细的接户

管和接户井。这些接户管和接户井比主管道和井更小，深

度也更浅。优点是，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住宅建筑

的实际排水需求，更准确地收集每户产生的废水；另一方

面，接户管和接户井的施工难度相对较低，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较小，还可以降低施工成本。此外，这种设计方法可

以使道路排水系统的布局更加灵活，有效地提高了排水系

统的覆盖效率和实用性。 

3.2 排水管道埋深的设计优化 

在排水管道埋深的设计上，我们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对于主管起始管段的埋深，经过严谨的技术分析和实际考

量，决定将其最浅深度由原来的 1.8m 提升至 1.2m。在排

水系统中，水流是通过重力作用从上游流向下游的，如果

起始管段的埋深过深，随着管道的延伸，下游管段的埋深

必然会相应增加。过深的管道埋深会带来诸多问题，比如

施工难度大幅增加，需要挖掘更深的沟槽，这不仅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还可能对地下的其他管线和设施

造成破坏。同时，管道埋深过大也会增加后期维护和检修

的难度，一旦出现问题，维修人员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

成本来进行修复。而将主管起始管段的埋深适当抬高，能

够有效避免下游管段埋深过深的问题，使整个排水管道系

统的埋深处于一个相对合理且易于施工和维护的范围内，

保障了排水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 

3.3 巷道内雨水主管主井的优化 

在巷道排水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过程中，我们秉持着减

少潜在问题和提高排水效率的原则，尽量避免在巷道内设

置主管主井用于收集雨水。取而代之的是，采用雨水箅串

联的方式来收集和引导雨水，对于小巷子，雨水箅足够将

巷道内的雨水迅速收集并排出。同时，这种方式能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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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巷道内大规模铺设雨水主管和主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我们还尽量避免雨污同槽的情况出现。雨污同槽是

指将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铺设在同一个沟槽内，这种做法

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而且在后期维护过程中，如果需要

对其中一种管道进行维修，很容易对另一种管道造成影响，

增加了维修的复杂性和成本。 

4 主路优化 

4.1 混接点排查与修复 

在县城排水系统的整治工作里，排查溯源混接点以及

实施改造点状修复是极为关键的环节。混接点的存在严重

影响着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导致雨污合流，进而污染水

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运用专业的检测技术和细致的排查

手段，精确找出这些混接点的具体位置。这可能需要借助

管道内窥检测设备，深入排水管道内部，仔细查看管道的

连接情况、水流走向等，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混接的

部位。一旦确定混接点，就要根据其实际情况精准施策。

如果是简单的管道错接问题，可直接进行重新连接；若混

接点处的管道存在破损等状况，就要采用点状修复技术，

对破损部位进行针对性的修复，如使用局部内衬法等，确

保排水系统的雨污分流功能得以恢复，保障污水能够顺利

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有效处理，雨水则能通过正常渠道排

放，从而改善整个县城的水环境质量。 

4.2 避免主路翻建采用人行道截流 

在县城排水系统的优化过程中，考虑到主路对于交通

的重要性，应尽量避免对主路进行大规模的翻建工作。因

为主路翻建不仅会耗费巨额的资金，还会造成长时间的交

通拥堵，给居民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

我们采用人行道截流的方式来解决排水问题。具体而言，

就是在人行道合适的位置设置截流设施，如截流井等。这

些截流设施能够有效地将路面径流中的污水截流下来，使

其进入污水收集系统，而雨水则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排

放。这样既可以实现对污水的有效收集和处理，又避免了

因主路翻建而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在保障排水系统功能

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的干扰。 

4.3 分阶段边看边做 

当面对溯源排查不清楚以及管道情况不明的状况时，

我们采取分阶段推进的策略。由于排水系统是一个复杂的

网络，部分区域的管道可能因年代久远、资料缺失等原因，

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其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

开始就盲目地进行大规模施工，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如施工过程中损坏未知的管道，导致排水系统瘫痪，或者

因为对管道走向和连接情况不了解，使得施工方案不合理，

无法达到预期的排水效果。所以，我们选择边施工边观察

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先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施工，比如

在局部区域开挖检查坑，查看管道的材质、管径、走向以

及是否存在破损等情况。根据第一阶段获取的信息，对施

工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然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施工。

通过这种分阶段推进的方式，我们可以逐步掌握管道的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施工策略，确保排水系统的改造工作能

够顺利进行，避免因信息不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延误。 

4.4 分段截流的应用 

在县城中，部分边沟位于房子下面或者房子门前的台

阶坡道下面，这给排水系统的改造和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对于这些特殊位置的边沟，我们采取分段截流的措施。

首先，对这些边沟进行详细的勘查，了解其长度、坡度、

水流情况等信息。然后，根据勘查结果，将边沟合理地划

分为若干段。在每一段的合适位置设置截流装置，通过这

些截流装置，可以将边沟内的污水和雨水分别进行收集和

引导。对于污水，将其截流后引入污水管网，送往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对于雨水，可根据实际情况，让其就近排

入附近的雨水排放系统。这种分段截流的方式能够有效地

解决位于特殊位置边沟的排水问题，避免了因边沟位置特

殊而难以进行全面改造的困境，同时也能减少对居民房屋

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5 结语 

地下管网建设的单位造价高，成本难以有效控制。对

于此类工程项目，从源头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来进行成

本优化，提高污水管的收集效率，能够有效地降低县城污

水治理工程的成本，提高处理效率和环境效益，实现县城

污水治理项目的成本可控。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

探索和创新，结合新技术、新理念，进一步提升县城污水

治理工程的降本增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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