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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工程经验和流域统筹治理的理念，重点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截污治污工程治理思路及方法进行了阐述，阐

述了老旧小区、城中村、新建城区、农村地区等不同区域的截污纳管思路和径流污染控制手段，为流域综合治理提供策略

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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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发展迅速，许多城市存在规划滞后于城市发

展的问题，在治水方面，存在未按流域统筹、系统性不强、

雨污混流普遍、污水处理效益不佳等问题，城市河道水体黑

臭现象仍然普遍 [1]。正确认识和梳理当前治水工作的成效和

不足，提出系统的综合治理策略和思路，是水环境综合治理

的难点和重点。

黑臭水体是我国当前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水体黑臭不

仅导致原有生态环境功能的退化，而且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

的正常生活 [2]。国务院于 2015 年 4 月颁布了《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提出了分期整治城市黑臭水体的目标。针对黑

臭水体整治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均采取有效措施，大力

推动“一河一策”治理工作，相继出台并严格落实河长制 [3]。

对于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截污治污方面，提供以下思路供

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作为借鉴和参考。

在区域管网系统构建之前，首先应进行管网的全面摸

排，然后进行基于摸排成果的的管网系统总体构建，结合老

旧小区和市政道路改造，推动支线管网和出户管的连接建

设，补上“毛细血管”，实施错混接、漏接、老旧破损管网

更新修复，提升污水收集效能，有以下四个方面：

（1）管网系统全面完善。进行管网骨架构建，构建完

善的雨污水系统，过程中通过管网系统调查，获取管网运行

参数，对现状已建主次干管进行过流能力核算，制定改扩建

方案，优化排水分区，优化管网结构；同时结合规划情况进

行管网的新建设计 [4]，已建、拟建和新建管网统筹协调，合

理布局。

（2）雨污混接全面改造。现状雨污水系统普遍存在井

盖混乱、雨污水建设时序不同造成雨污混接、沿街商铺错乱

接等问题，不仅导致污水处理厂水量水质冲击负荷大（雨水

进入污水管），还会导致污水大量直排河道（污水进入雨水

管）。需要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进行雨污纠错，使雨、

污水各行其道 [5]。

（3）污水排口全面治理。基于污水排口的调查和溯源，

查清污染源头和途径，通过末端截流、途径纠错、源头治理

等措施，最终保障污水不下河完成水质目标。

（4）病害管网全面修复。对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检测，

查清其结构性、功能性病害，制定合理有效的修复方案，尽

可能恢复管道自身固有功能 [6]。

1. 管道布置思路

通过几年的黑臭水体治理，目前城市排水管多分为河

道外市政部分和沿河道部分，沿河道部分多为前期黑臭水体

治理建设的沿河截污管，将排口进行截流的合流管道 [7]。

1.1 河道外市政部分

河道外市政部分将结合市政规划情况，现状管网建设

情况分为三种情况：a 已建雨污管道：梳理错节点；b 雨污

合流小管：改造后作为纯污水管，封闭雨水篦子，新建雨水

管；c 雨污合流大涵管：截流初雨后做雨水管，新建污水管；

1.2 沿河道部分

现状截污干管尽量保留原管道，充分利旧，对其功能

进行重新划分，沿河截污管道系统通常管径较大，并与雨水

系统相连管道作为初雨截流管并考虑其作为初雨调蓄容积，

沿线改造截流井后并打开沿河溢流口，在改造过程中尽可能

结合调蓄池相关规范考虑综合除臭及冲洗、检修等附属设

施。针对原来接入沿河截污管的管道进行溯源，查清所有排

出口的位置及性质，溯源后为污水的管道采取封堵的思路将

其从上游接入市政污水管；针对合流制排出口进行溯源，从

小区、排污户进行源头分流，尽量不采用截流井，将部分合

流口溯源改造后恢复为雨水口并设置截流井收集初期雨水，

部分合流口溯源改造后恢复为污水管将其排口进行封堵，污

水进入市政污水管。

2. 不同区域截污方案

2.1 老城区截污方案

老城区大部分为老旧小区，管网病害情况普遍较严重，

小区内未进行阳台水等的分离，阳台水及天面水多进入合流

立管，进入雨水系统。针对老城区采取系统摸排，正本清源，

整治错接、乱接管网，修复漏损等手段。梳理管探资料，尽

量利用已建管道，合建管道根据管径及流向综合考虑，优先

考虑合流管道作为污水管道，新建雨水管道，原有的雨水口

可能接入较多的散排污水，直接更换密闭井盖进行封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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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管位原因不具备雨污分流改造的，保留合流制，选取合理

的截流系数，并复核现状管道管径是否过流能力要求 [8]。

2.2 城中村截污方案

城中村改造难度大，几乎为合流制区域，近期形成截

流式的半分制排水系统，等远期居民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完

成，片区的雨、污排水系统逐步完善后，再对截流井的截流

出口进行封堵处理，从而形成完善的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

城中村地区径流污染较为严重，对于径流污染通过雨水截留

将雨水导入绿地中，建设合流制调蓄池进行控制，降雨期间

调蓄雨水，停雨期间排放雨水至污水管线，进入污水厂净化

处理 [9]。

采取截流式合流制收集污水。在现有合流制排水系统

的排污口处设置截流井，并建造一条截流干管，在晴天和初

雨时，将所有污水和初期雨水都截流入污水处理厂，经处理

后排入水体。当雨量增加，混合污水的流量超过截流干管的

输水能力后，将有部分混合污水经溢流井溢出，直接排入水

体。

2.3 新城区截污方案

大部分为城市待建区域，其建设同步规划，上游同步

实施。小区雨水节点处理、全面分流。具体：普查现有管网

建设情况，结合规划新建排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管道建设。

2.4 农村截污方案

针对农村居民聚集地采用敷设临时管道，传送至就近

污水处理厂，科学截污，永临结合，保障污水不下河。常驻

人口生活污水进入每户化粪池，根据现有建设情况设计临时

污水管道敷设至村镇的民居化粪池，过程中需政府配合现有

常驻居民新建污水收集设施 ( 化粪池、旱厕等）及入户污水

收集系统。

3. 初期雨水截污方案

初期雨水已成为部分河道水质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雨季时，分流制雨水排出口的污染水平甚至高于分流制污水

排放口，降雨冲刷城市表面（如道路、屋面等）的沉积物

和淋洗大气中污染物，使得雨水径流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

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质。监测显示，初期雨水的污染程

度较高，通常超过了城市污水的污染程度。特别是位于城市

建成区，群众生活、生产密集区域范围水质污染问题更为突

出。因此，对初期雨水的收集及治理是截污方案制定的重点

之一。

4. 雨水资源化利用

借鉴国际和国内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充分认识雨水是

宝贵的淡水资源，把城市规划和雨水综合利用结合起来，确

立“雨水是资源、综合利用在前、排放在后”的指导思想，

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和谐统一。

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是通过雨水入渗调控和地表（含

屋面）径流调控，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城市雨水利用有多重

功能：一是节水功能，用于雨水冲洗厕所、浇洒路面、浇灌

草坪、水景补水，甚至用于循环冷却水和消防水，可节省城

市自来水；二为水及生态环境修复功能，强化雨水的入渗增

加土壤的含水量，甚至利用雨水回灌提升地下水的水位，可

改善水环境乃至生态环境；三为雨洪调节功能，土壤的雨水

入渗量增加和雨水径流的存储，都会减少进入雨水排除系统

的流量，从而提高城市排洪系统的可靠性，减少城市洪涝。

5. 总结

为解决水环境治理综合性的问题，政府部门已经有意

识改变多头管理、多头实施的治理思路，水环境治理从多头

治水走向综合整治。要做到构建健康的排水系统确保河道能

够长治久安，都要求将基础工作做到细致入微扎实可靠。对

于管网现状运行情况的摸排、分析和计算，结合水质、水量

监测手段对排水单元进行动态监控，分析雨天和晴天等管网

水质水量的变化，构建智能化管网监控系统等都成为保障排

水管网健康运行的可靠手段。在制定综合治理方案的时候更

要考虑采用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策略和思路，统筹河道整治、

污水处理、管网建设、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水源保护、生

态修复等方面的内容，达到全面、系统、标本兼顾，才能保

障水环境质量达到综合提升，水质长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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