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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市决战决胜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总体部署，落实水环境治理相关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

方略，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尊重并顺应城

镇发展规律，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方针，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目标，倒逼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

统筹规划、科学引导，加快形成“绿色生态、系统协调”的城镇污水处理及

再生利用设施建设格局。

 

 

贯彻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执行国家的相关法规、政策、规范和

标准。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为目标，科学选择污水处理方案和污水出路，

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全面规划，分期实施，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现状污水系统，发

挥已建污水设施的作用，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更好

地发挥投资效益；

从建平县污水排放量的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周边城市的污水规划指标，科

学预测污水量，合理确定污水设施规模；

根据总体规划和路网布局，结合地形条件，合理规划污水系统布局，优化

污水管网布置，节能与减排并重，管道线路尽量短捷、避免迂回，尽量减少

管道埋深和污水提升泵站规模。



规划范围分为县域、  中心城区两
个层次。

县域：为建平县行政区范围内的 
全部国土，  国土总面积约4869.58平 
方千米。

中心城区：包括万寿街道、红山
街道、铁南街道和叶柏寿街道的行政 
区范围 ，总面积约304.89平方千米。

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 ，规划
基期年为2023年，  近期至2025年 ，   
远期至2035年 。

 



  



 



  



城区污水量按照总用水量的80%计算，近期污水量为3.6万立方米/日，远期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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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城区划分富山片区、老城和万寿片区、铁南片区、开发区片区、大板沟片区为 5 个

排水分区，沿城市主干道布置污水干管。

•   城市污水收集系统包括污水管网和泵站等设施。
•   中心城区共建4处污水处理，分别为建平县污水处理厂、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西部新城污
水处理厂、大板沟污水处理厂，建平县污水处理厂负责建平县中心城区综合生活污水的处
理，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负责开发区工业污水的处理，西部新城污水处理厂负责富山新城片
区工业污水的处理。大板沟污水处理厂负责处理农产品集聚区B区和熬喀线（京沈线-大板
沟）沿线用地。
•  各乡镇共设置污水处理厂26处，负责处理本乡镇的污水。

 



•  一级标准的 A 标准是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作为回用水的基本要求。当污水处理厂出水引

入稀释能力较小的河湖作为城镇景观用水和一般回用水等用途时，执行一级标准的 A 标准。

•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流域及湖泊、水库等封闭、半封闭水域时，

执行一级标准的A标准，排入GB3838地表水III类功能水域（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游泳

区除外）、GB3097海水二类功能水域时，执行一级标准的B标准。

•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 GB3838 地表水Ⅳ、Ⅴ类功能水域或 GB3097 海水三、四类功

能海域，执行二级标准。

• 非重点控制流域和非水源保护区的建制镇的污水处理厂，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和水污染控制

要求，采用一级强化处理工艺时，执行三级标准。但必须预留二级处理设施的位置，分期

达到二级标准。

 



•  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再生水利用率。扩建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提升污水处理能

力，远期处理能力达到2万立方米/日；扩建建平县污水处理厂，远期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5 

万立方米/日；新建大板沟污水处理，远期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5万立方米/日。西部新城污

水处理厂远期污水处理能力0.5万立方米/日，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4处，规划至2035年，污

水处理能力9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厂总占地10.7951公顷。

 

序号 名称 处理规模（万立方米/日） 占地面积（公顷）

1 建平县污水处理厂 5 5.7866

2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2 2.000

3 大板沟污水处理厂 1.5 2.44

4 西部新城污水处理厂 0.5 0.5685



污水泵站是城镇污水工程中用以抽升和输送污水的工程设施。当污水管道中的污水不能依

靠重力自流输送或排放、或因普道埋设过深导致施工困难、或处于干管终端需抽升后才能

进入污水处理厂时，均须设置污水泵站。

污水泵站是污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点是水流连续，水流较小，但变化幅度大，水中

污染物含量多。因此，设计时集水池要有足够的调蓄容积，并应考虑备用泵，此外设计时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站内要提供较好的管理、检修条件。

按泵站建设位置，可分为中途泵站和终端泵站。中心城区设置的两处污水泵站均为中途泵

站。

 



中心城区地势起伏变化较大，牤牛河、二道漠河两侧及深井河西侧地势较低，排水管道根

据地形坡度，结合规划道路采用低边布置。由于污水管道跨越的牤牛河及其支流河道较宽、

较深，易造成污泥的淤积，日常维护、清通难度大，因此，污水干管沿牤牛河南、北两岸

和二道漠河西岸布置。老城区污水由牤牛河北岸已形成的污水干管收集后排入建平县污水

处理厂；西部新城由西向东汇集到牤牛河支流西岸，经西环岛泵站加压，然后以压力管形

式过河后，排入牤牛河支流北侧的污水干管中，该泵站设计流量为2800吨/日；西部新城河

南组团由西向东排入牤牛河南岸的污水干管中。铁南组团污水管道收集污水后，通过重力

流的方式排入污水处理厂；万寿新区污水由牤牛河北岸及深井河西侧污水干管排入污水处

理厂。中心城区现状污水管网62.10km，新规划污水管网68.86km。

 



 

污水干管沿京沈路（东环岛-河东街）由西向东至河东街汇入污水处理厂、沿河东街（原北

外环路-污水处理厂）由北向南汇入污水处理厂、沿南滨河路（瑞兴街-污水处理厂）由西向

东汇入污水处理厂、沿北滨河路（瑞兴街-中兴街）由西向东至中心街汇入污水处理厂，管

径为DN600-2000，总长度17.8km。

污水支管沿各地块地势较低路段铺设，汇入污水干管。污水支管管径在DN400、DN500、

DN600、DN700,污水支管总长度51.06km

 

   建平县污水处理厂卫生防护距离按 300 米控制；西部新城污水处理厂、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和大板沟污水处理厂卫生防护距离按 100 米控制。卫生防护距离内宜种植高大乔木， 不

得安排住宅、学校、医院等敏感性用途的建设用地。





      规划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配套的再生水回用设施，同时在大宾馆、学

校等单位建立再生水回用系统，提高再生水回用量。考虑到再生水利用实际可操

作性，本次计算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用设施3类用地产生的再生水进行回收

利用。

      规划再生水管道20.99km，管道沿青年北街、青年南街、明工街、团结路、

工人路、小叶线等经济开发区路段道路布置，为经济开发区各工业企业提供生产

用水。

 



1、卫生上安全可靠，无有害物质， 其主要衡量指标有大肠菌群数、悬浮物

量、 生化需氧量、化学耗氧量、氨氮含量等； 

2、外观上无不快的感觉，其主要衡量指标有浊度、色度、嗅、表面活性剂

和 油脂等； 

3、不引起设备、管道等严重腐蚀、结构破坏和不造成维护管理的困难，其

主要衡量指标有PH值、氨氮、硬度、溶解性固体等。

       

我国《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中对再生水回用于不同用途时水质标准均有

相应规定。用于城市杂用水应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用于一般景观生态用水应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

用水水质》(GB/T18921)，用于工业循环冷却水应符合《工业循环水冷却设

计规范》(GB/T50102)，用于农田灌溉用水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

⚫ 

⚫ 

⚫ 

 



  



    划分事权，落实责任，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投入水环境建设，系

统化、社会化、专业化加强水环境的管理。各责任部门要根据污水工程

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和办事机构。

    除政府财政继续加大对污水工程建设投入外，要积极运用产业政策，适时提高排

污费征收标准，保障排水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资金自我平衡。利用社会投资，将企业

分散处理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排水设施建设。优化土地运作，为地区污水工程建设提

供更多资金。

    坚持规划在先，实施在后。根据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近期发展战略的
要求，以科学理论、规划设计为依据，实现规划与建设紧密衔接。在规划
总体方案确定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兼顾整体性、
科学性、系统性，确定年度整治内容，并做好与远期整治衔接，确保整治
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