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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综合体模式探索—以海南陵水小妹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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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建设已成为十三五以来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农村在中国版图中占据绝对重要的成分，因此农村环境建设是国家

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新农村建设举措中重要的篇章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也是新时代农村生活品质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针对农村环境建设的政策纷至沓来，为其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结合不同

专业不同层面统筹考虑，制定系统性方案，才能最高效最合理的形成系统性工程。文章以农村污水、厕所、配套设施、村容

村貌、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布局，从系统策划到整合设计，从技术集成到联合施工再到综合运维，为农村环境建设提供

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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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Rural 

areas occupy an absolutely important part in China's territory. Therefore, r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measure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quality of rural life in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policies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have come in drove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its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combination with different majors and different levels to 

formulate a systematic plan, so as to form a systematic project with the most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layout of rural sewage, toilets, supporting facilities, village appearance, culture and other dimensions, from system planning to 

integrated design, from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o joint construction and then to comprehensiv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o as to 

provide new solutions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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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新农村建设作为未来国家一个重点的建设方向，结合近年来环境保护、厕所革命等一系列农村环境改善提升政策

的实施，农村整体环境建设提升将成为在未来的重点建设目标，也将是景观行业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环境综合

提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农村污水收集处理、厕所革命、配套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整治、景观提升、文化挖掘、

特色开发等多个子项，单一子项的提升都无法到达环境综合改善的效果，涉及到多个专业领域。景观专业在农村环境

综合提升过程中起到综合统筹和最终效果输出的整体把控作用，是整个提升工程中各专业融合和项目牵头的专业。本

文创造性提出乡村生态综合体的模式，该模式综合了各个系统和功能单元，实现农村现状居住空间品质提升、污水系

统梳理、生态环保设备安放运维，以及各设施设备、人居环境及活动空间整合，成为农村环境综合提升的一个实际抓手。 

 

图 1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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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海南陵水县本号镇小妹村为例，阐述以农村污水处理工艺改造提升为核心的乡村生态综合体模式探索，实

现污水收集、净化、排放、融合垃圾处理和景观结合的综合解决方案。项目包括前端居民房屋的污水收集、管道布置、

集中地埋式污水处理终端设备、达标尾水生态湿地优化水质的生态再处理等全过程环节。同时整合村庄公共厕所，实

现厕所污水就近处理，外部环境景观化处理。结合村级垃圾回收和处理点，实现无臭无公害化处理。在整合环保功能

单元的基础上，利用生态湿地形成满足村落居民活动的小型湿地景观游园，为居民提供康体活动、社交、休闲的村落

聚集地，满足居民对日常绿地休闲的需求，经湿地净化后的中水可进入农田灌溉使用的系统化处理方案。 

综合体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终端工程、无害化垃圾处理系统、公厕体系、生态湿地工程和人居休闲活动

景观空间营造等，通过整合各子项，使其形成物质循环、融合的有机整体。 

2 建设规模及内容 

2.1 现状及需求分析 

项目选址于小妹村东南角空地，现状为村头空地，选址场地内地形平整，有现状水坑，无地上物，适合项目建设。

地理位置和面积均可满足大里地区小妹村及什坡村两个自然村 103 户，共 441 人使用，服务半径为 300m。项目需要满

足污水终端生态湿地净化功能，村庄公厕使用，村落生活垃圾处理和日常村民休闲健身活动等多样的功能需求。 

环境综合功能示范区建设有两个目标点，一是环保处理设备的集中放置区，整合公厕、污水管网等的污水处理终

端，结合湿地生态深度净化，形成体量小，设备设施集中，占地空间小，综合生态效益高的环保集中地。二是环境综

合休闲景观示范区，基于大部分环保设施设备为地埋式的条件，地面可形成以湿地水系为基础的景观休闲活动区，结

合公厕环境建设，形成地下有设施设备，地上景观优美，具有休闲、科普示范的环境综合功能服务区。基于这两个需

求因素，形成环保设施设备先进，占地小，设备集中，协作整合度高，环境优美，合适周边居民休闲科普活动的高效

综合的乡村生态综合体。 

2.2 设计理念和核心技术 

乡村生态综合体是农村环境综合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内容集中区，可有效解决农村污水排放、垃圾处

理等重难点环境问题，完成农村环境问题的基本面，为整体环境品质提升奠定基础。整体理念是污水排放渠道的景观

化处理，环保设施设备、公厕、垃圾处理，休闲空间等功能单元集中布局，通过工艺和技术整合，实现污水、垃圾的

集中化处理，处理后污泥及其他副产品的农业化使用，使得资源能够循环综合利用，设备采用地埋工艺，地面景观化，

形成污水处理净化循环，景观休闲科普，达标中水农业灌溉利用的综合功能体。 

涉及的核心技术主要来自水生态处理技术和垃圾分拣堆肥及压缩外运技术。农村污水生态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污水

一体化 MBR 膜处理技术、污泥脱干处理技术、中水排放生态湿地处理技术等子项，通过景观化污水沟渠和管网收集至

综合体中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设备采用活性污泥法生物污水处理技术和膜过滤技术，使得出水标准能够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819-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但此标准中水尚未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的地表Ⅴ类水标准，其中氨氮、总氮、总磷和 COD 均未达标，因此需要进入生态湿地进行进一步植物和微生物的生

化处理，方能达到地表Ⅳ类水标准，可作为景观或农田灌溉用水输出。该工艺还能兼顾公厕的污水排放处理，实现农

村排水系统的整体统筹。 

 

图 2  一体化 MBR膜污水处理设备                     图 3  一体化 MBR膜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垃圾分拣堆肥及压缩外运技术涉及到垃圾的分选和后处理多个子项技术，分别可用于堆肥的厨余、植物茎秆等有

机垃圾、生活用品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子项，根据不同垃圾类型采用不同处理办法，对于有机垃圾采用低温堆肥设备，

防止垃圾渗滤液危害，同时快速堆肥，便于肥料的农业化利用；对于生活用品废弃物进行统一压缩处理并外运至大型

综合处理站点；对于建筑垃圾实现再生骨料和建筑材料再利用循环。该种分类方法适用于农村粗放的垃圾分类环境，

对实现农村垃圾回收体系具备很强的实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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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规模和平面布局 

项目占地约 1560m
2
，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终端尾水生态湿地优化系统（跌水池、曝气池、沉淀池、多级净化功

能的水生植物水塘），公厕外环境，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设备，结合公厕建立的垃圾分拣堆肥一体化设备，景观休闲道

路、设施等。 

项目整体区位选址侧重几个重要指标：处于两个村小组的中间区域，方便居民到达，提升示范区的服务半径，同

时减少管网长度，提升经济性；地块紧邻村中主要道路，交通便捷，方便施工和后期运维，也为公厕提供交通便利；

地块紧挨河道，便于水系统的建立。 

方案布置：公厕和垃圾处理点紧邻道路布置，方便使用，且与游园入口相邻，兼顾内外。园区整体水系布局以满

足生态功能为主，呈线性和块状水系排布。污水处理终端巧妙覆盖于地下，上面景观化隐藏。基于水系分布特征设置

游园路径。放大入口广场空间方便入园休闲活动，中心广场区域方便居民聚会和日常健身游憩活动。整体植物种植以

热带风格为主，注重休憩空间营造。 

 

图 4  环境服务综合体平面图 

2.4 功能分区和重要技术内容 

场地内分为八个区域，分别为沟渠治理区、跌水曝气区、沉淀区、水生植物净化区、休闲活动区、公厕区、入口

广场区、设备地埋区。 

 

图 5  环境服务综合体功能分区 

沟渠治理区是基于现状路边排水沟渠改造提升，现状沟渠淤泥堵塞严重，雨污合流，基于排水沟的功能进行清淤

扩挖，实现雨污分流。敷设景观置石，种植水草和少量植被，注重景观效果的同时也不妨碍排水。 

跌水曝气区是基于污水设备出水口设置的露天曝气设施，由于现状高差有限，采用跌水和喷淋两种方式结合来实

现曝气增氧效果。曝气池采用四级高差设计，每级高差约 40cm，产生跌水效果，加装增氧喷水系统辅助完成曝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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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能有效消耗水中 COD 含量，促进微生物对总磷总氮的降解。设计采用硬质池底，保证水流稳定性，中间设置喷淋，

增加曝气效果的同时也有景观喷泉的效果，整个场地区域约 120m
2
。 

 

图 6  曝气区效果图 

沉淀区位于跌水曝气区后的静水面区域，沉淀池水深约 1m，面积约 180m
2
，完成曝气后的物理沉淀过程，同时也是

主要的景观水面之一。采用软质池底，底部采用膨润土防水隔膜防止水体下渗，种植水生植物美化景观。 

水生植物净化区是全园面积最大的区域，位于沉淀池之后，为表流生态湿地，约 300m
2
，平均水深约 0.5m，为平池

底的线性水系空间，种植根系发达的水生植物进行物理过滤，同时引入挺水植物，如芦苇、野生水稻、香蒲具有维持

根系兼氧环境促进反硝化作用的能力，促使氨氮和总氮的降解。缓速水流通过植物根系对氨氮、总氮和总磷的吸收，

进一步降低水中的污染物，根系过滤能有效降低水中悬浮物数量，进一步提高水质透明度。其间敷设亲水栈道，游人

可漫步其上，既有亲水游玩性也具备一定的科普宣传意义。 

 

图 7  水生植物净化区效果图 

休闲活动区是全园除水体外的景观绿化区域，以生态湿地系统为基础建设湿地游园，通过环状游园道路系统形成

游园慢性系统，为居民提供跑步健身和日常休闲的场所，搭配热带植物种植，营造宜人的热带湿地景观环境。 

公厕区是园区门区与内侧连接处，同时兼顾垃圾处理点功能，方便车辆和工作人员操作。公厕外环境进行景观化

处理，厕所周边通过铺装设计和植物美化，与环境融为一体，改善以往公厕脏乱差的印象，打造高品质室内外环境。

厕所内核污水处理体系也就近接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备，完成污水处理过程，优化管网，节约成本。村域垃圾无公害

处理点设置与公厕相结合，对于村域收集来的垃圾在此进行精细分类，设置有机堆肥设备、小型低温焚烧设备和生活

用品废弃物压缩机等设备，对可以就地处理的垃圾就地无公害化处理，高度集合示范区功能单元，避免重复建设。 

 

图 8  公厕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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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广场区是游园主要入口，入口广场有利于人群集中和疏散，采用彩色透水混凝土浇筑工艺，变化的地面花纹

造型，设计风格轻松活跃，提升村口游园的综合形象。 

设备地埋区是集中式污水处理设备埋藏区域，集中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有别于传统地上处理设备，不需要占据地

上空间，不需要设置设备用房或设备间，减少空间使用和成本支出，集中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可以完全采用地埋方式，

预留设备检修维护口即可，表层可以通过植被美化完全隐藏，提升环境品质。 

综合体主要参数为湿地净化水系处理规模约 50t/d，垃圾处理能力为 10t/d，景观休闲区可接待约 200 人次/天的

休闲科普活动，高峰可接待 600 人次/天。 

3 总结 

乡村生态综合体是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的一种尝试，探索性的整合环境建设的各类相关专业的功能，形成一套

合适农村环境改善的套餐式建设模式。集中解决多种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具有小成本、高效且复制性强的特点，具有

较强的推广意义，为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提供一套综合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污水小型化集中处理技术、水生态处

理技术和垃圾分类处理技术同时也适用于景观生态行业的其它类型项目实践，对于公园绿地的污水处理、水生态系统

和垃圾处理等项目实践具备重要的参考作用和技术借鉴意义。景观专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未来会不断走向设计和技术

结合的路线，注重技术与设计的融合将成为未来环境建设问题解决的关键性思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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