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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具有不受气候影响 、就地可取 、稳定 

可靠等优点。污水经处理后可以作为城市的 “第二 

水源”回用于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工业低质用水 、城 

市河湖环境用水 、绿化用水、道路浇洒 、建筑 冲厕 、 

农业灌溉等。污水再生利用可以替代大量清水资源， 

具有节水和治污双重功能 ，是缓解北京市水资源短 

缺状况的有效措施之一 。扩大再生水 和中水 利用 ， 

开展多水源的联合调度 ，已受到市政府及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本文通过分析市区污水再生利用现状和存 在问 

题 ，提出开发利用再生水和中水的总体思路、利用方 

案和工程措施，为加快实施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推进 

城市污水资源化提供参考。 

文中提到的再生水是指污水处理厂 的二级出水 ． 

中水是指深度处理的出水。 

1 市区污水处理与开发利用现状 

1．1 污水排放与处理现状 

目前北京市年污水排放量约 13亿 m，。其中市 区 

年污水排放量约 8亿 m 。截至 2005年底 ，市区己建 

成高碑店、方庄、北小河、酒仙桥 、清河、肖家河、 

吴家村 、卢沟桥 、小红门等 9座朽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能力 248万 m ／d。2005年实际处理污水量 5．6 

亿m ，污水处理率70％。 

1．2 中水厂及管线建设现状 

截至 2005年底，市区已建成高碑店 (第六水 

厂)、方庄、肖家河 、酒仙桥 4座 中水厂 ，生产能力 

25．5万 m ／d，建成中水管线约 24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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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再生水及 中水利 用现状 

根据不同功能区水质要求。目前北京市已将再生 

水和中水用于工业冷却、农业灌溉、市政杂用和河湖 

景观用水等方面。 

2005年全市利用再生水 2-4亿 m ，中水 0．2亿 m ， 

总计 2．6亿 m 。用水量中郊区利用 1．5亿 m ，市区利 

用 1．1亿 m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约 30％。 

用水户中工业冷却循环用水 1．0亿 m ，全部为再 

生水；农业灌溉用水 1．2亿 m ，全部为再生水；市政 

杂用和城市景观用水 0．4亿 m (再生水 0．2亿 m ，中 

水 0．2亿 m ) 

2 存在问题 

(1)相对于北京市水资源紧缺程度 ，再生水开发 

利用水平较低。 目前，北京市再生水利用面临双重困 

难，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工程措施，市区现有 

再生水大都就近排入下游河道 ，大量再生水用户的 

需求得不到满足，潜在用户未充分挖掘。另一方面， 

再生水企业 生产能力闲置 ．再生水作 为北京的重要 

水源 ，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与首都水资源紧缺形势极 

不相称。 

(2)受中水管网制约 ，现有中水没有完全利用 。 

北京市区现已建成 4座中水厂 ，由于中水管网建设相 

对滞后，现有中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第六水厂中水 

生产能力 17万m ／d，年可生产中水 6000万m ，2005 

年仅利用 600万 m 。 

(3)再生水及中水开发利用缺乏必要 的政府资金 

扶持。在大型建筑、小区及工厂内部的小型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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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再生 回用设施由业主自筹资金建设 ；城市污水再生 

回用设施及管道由北京市排水集团中水公司投资建设 。 

由于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 ，再生水及中水回用系 

统建设缓慢。 

(4)水价体系不健全 ，用水 的市场机制没有形 

成 ，影响中水市场 的发展。 “分质供水 、分质定价” 

的价格体系 尚未形成 ，价格优势对中水利用 的推动 

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很长时间以来 ，北京市的 

水价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使用 中水与使用 自来水相 

比在经济上没有 多大差异 ．不能真正发挥利用 中水 

的优势。与价格配套 的补偿机制没有建立 ，部分用 

水单位由于财政全额拨付 自来水水费，改用中水的 

积极性不高。 

(5)缺乏明确的政策措施。目前北京市没有明确 

的政策对开发利用再生水和中水进行扶植和激励 。也 

没有相应的强制政策措施对其投资商进行约束 ．使开 

发商缺乏投资建设污水再生回用工程和管道系统的积 

极性。 

(6)潜在用户对再生水和中水回用的安全性认识 

不足，推广应用进程迟缓。虽然再生水和中水水质总 

体上能够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 

使一些潜在用户使用再生水仍存疑虑 ，造成污水再生 

回用进展缓慢。 

3 污水再生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污水再生利用的必要性 

(1)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需要。北京地区的水资 

源紧缺问题由来已久，遇连续7a干旱使北京市水资源 

供需矛盾更为尖锐。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量严重 

不足。密云水库蓄水量 lO亿 m ，可利用水资源量不 

足 6亿 m ，仅够北京中心城 1 a用水 ；官厅水库蓄水 

不足 1．6亿m ，扣除死库容，可利用量0．8亿 m ，仅 

够保证京两三大厂 (首钢公司、石景山热电厂和高井 

热电厂)半年用水。北京已进入最严重的枯水期，水 

资源紧缺形势非常严峻。在当前全市节水潜力有限以 

及新增水源极其困难的状况下，污水再生利用是缓解 

水资源短缺矛盾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战略 

措施。 

(2)改善环境 ，补充绿化和河湖景观用水的需 

要。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质量，北京市正在实施大规 

模绿化和环境整治工程 除大幅度增加市区公共绿地 

外 ．还将用 3 a时问在市中心区和边缘集团之间建设 

240 kmz绿化隔离带，需要增加大量绿化用水。同时， 

北京市也在开展大规模的水环境综合治理 ，实施污水 

截流工程。但 由于缺乏必要的水源补充，河道断流 ， 

自净能力低 ，水华现象时有发生 ，治理后的河道难以 

实现预期效果。对此，沿河居民、人大代表反应强烈。 

绿化和河湖景观用水对水质要求不高，但需水量比较 

大，在当前北京市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必须充 

分开发利用污水资源。 

(3)发展循环水务，实现循环经济的需要。污水 

再生利用是水利用循环 (水源 一 蓄水 一 输水 一 供水 

一 排水 一再生水)中的重要环节，只有解决好污水再 

生利用问题 ，才能实现水的良性循环。实现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另外 ，再生水利用使水资源消耗方式由 

传统的单 向式直线过程即 “水资源 一 水产品 一 污水 

废弃”转变为反馈式循环过程，即 “水资源 一水产 

品 污水 一 再生水资源”过程 ，体现了水循环经济 

的发展模式。通过再生水的利用 ，促进水产业问的协 

调发展 ．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实践。 

3．2 污水再生利用的可行性 

(1)水源充足可靠。北京市污水量大 ，不受季节 

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经处理后可以为再生水及中水集 

中利用提供大量、稳定 、可靠的水源。随着市区污水 

处理厂建设进度加快 ，为城市污水再生回用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到 2008年，市区污水处理厂规模将达到 

268万 m ／d，且污水处理厂一般都建在城市附近 ，便 

于再生水就近回用。 

(2)水质可以满足需要。从水处理技术上讲 ，污 

水通过不同的工艺技术处理+可以满足工业冷却、河 

湖景观、绿化、道路浇洒和农业灌溉。将再生水及中 

水回用于工业、环境、市政杂用 、农业等方面在国际 

上十分普遍 ，在美国加州，甚至可以达到饮用水水质 

标准。目前 国内外也制订了一些针对污水再生 回用 

的规范和水质标准 ，为污水再生 回用提供了可借鉴 

的依据 。以高碑店二级处理出水 、第六水厂出水的 

水质为例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有关水质标准进行 比 

较得知 ，污水 处理厂二级 出水再进行深度处理后 ， 

水质基本可以满足工业冷却、河道环境用水、市政 

杂用水水质标准。 

(3)经济可行性 。 目前北 京市 自来水的综合水 

价为 5．o4元／m (含污水处理费)，利用中水为 1．0O 

元／m ．远低于本地自来水综合水价。随着当地综合 

水价的逐步提高 ，将会使污水 回用具有较明显的经 

济效益。 

· 9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水 资 源 · 北京水务 2006年第6期 

4 污水再生利用总体思路 

集中与分散利用相结合，将再生水和中水作为北 

京市重要水源进行统一管理、联合调配 ．提高污水资 

源再生利用水平。 

优先发展工业用水 ，增加城市河湖环境用水 ，提 

高市政利用中水，加大农业利用再生水。替代清洁水 

源，压缩地下水开采。 

5 污水再生利用方案 

根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2020年)》，到 

2010年，在市区规划建成 14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能力 268万 m ／d，污水处理率 90％以上，年实际处 

理污水 8．2亿m ；规划建成 13座中水厂，生产能力 

65．5万 m3／d，年生产中水2．4亿m 。 

规划2010年市区利用再生水 4．0亿m ，中水 1．6 

亿m ，总计5．6亿 m (未扣除工业、农业重复利用量 

1亿m )。 

(1)工业利用再生水及中水方案。根据 《北京市 

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到2010年，市区 

四环路以内除热 电厂外只允许有零散的加工工业 ．成 

片的工业基本上不存在，因此工业利用再生水及中水 

的重点发展领域主要是电力工业。规划至 2010年，再 

生水及中水将为北京市第一热电厂、太阳官电厂、草 

桥热电厂等 8个 电厂提供循环冷却水水源，年可利用 

再生水 1．0亿m ，中水0．6亿m，，总计 1．6亿m3。 

(2)农业灌溉利用再生水方案。规划到2010年北 

京市可发展再生水灌溉面积3．3万 hm2．利用再生水 

3．0亿m 。其中利用市区高碑店、酒仙桥、小红门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约2．0亿 m3。 

(3)城市河湖环境利用再生水及中水方案。城市 

河湖再生水利用量主要指通过采取工程措施和进入景 

观河道替代清水资源所利用的水量。按照北京市区地 

表水水体功能划分，市区河湖水系属于Ⅲ、Ⅳ、V类水 

体。根据市区水系的不同功能、水质标准及再生水 、 

中水可能达到的水质标准 ，Ⅲ类水体的环境用水规划 

采用地表水水源，即密云水库或官厅水库的水：Ⅳ类 、 

V类水体的环境用水采用中水和再生水。规划 2010年 

城市河湖环境利用再生水 1．0亿 m ，中水 0．6亿m，， 

总计 1．6亿m 。 

(4)市政杂用利用中水方案 。市政杂用水主要是 

道路冲刷、浇洒绿地、冲厕、洗车、建筑施工降尘水 

等，全部利用中水。规划到2010年利用中水0．4亿m3， 

其中城市绿化 0．2亿 m ，道路浇洒0．1亿m，，建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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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 0．1亿 m 。 

6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措施 

(1)污水处理厂建设。规划 2010年前在北京市区 

新建北苑 、东坝、五里坨、定福庄、垡头 5座污水处 

理厂，扩建北小河污水处理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 

m3|d 

(2)中水厂建设。规划 2010年前在北京市区新建 

清河、北小河、吴家村 、卢沟桥 、小红门、北苑 、东 

坝 、五里坨 、门头村 9座 中水厂 ，扩建方庄 中水厂 ， 

改建肖家河中水厂，新增中水生产能力40万m ／d。 

(3)配套中水管线工程。重点建设酒仙桥、北小 

河 、清河 、吴家村、卢沟桥、小红门、第六水厂至亦 

庄工业区中水利用工程，配套建设中水管线 232 km。 

(4)高井、石景山电厂中水利用工程 。工程输水 

规模 8万m ／d，年输水量 3 000万m 左右。工程 目的 

是将第六水厂中水输至京西，为高井 、石景山电厂补 

水，进一步缓解官厅水库供水压力．促进全市水资源 

的合理调配。 

(5)莲花河 、凉水河再生水补水工程。规划在小 

红门污水处理厂东侧建加压泵站，从小红门至万泉寺 

铺设输水管线 ，将二级出水提升至万泉寺闸上游排入 

河道，设计输水流量 1．0 m ／s，补充莲花河、凉水河 

的环境用水。 

(6)农业灌溉再生水利用工程。规划至 2010年发 

展新河、小红门、沈家坟再生水灌区，年利用再生水 

2亿m3 

7 综合效果评价 

(1)北京市区污水再生回用工程实施后，市区污 

水处理率达到 90％，污水再生 回用率达到 50％，可以 

替代大量清水资源，大大缓解北京市供水压力。 

(2)工业年可利用再生水 1_0亿m ，中水0．6亿m ， 

再生水和中水将成为北京市一热、石景山、高井、草 

桥等 8个电厂循环冷却用水的主要水源。 

(3)规划工程实施后 ，每年可以为城市河湖提供 

6亿m 再生水水源。不但使市区清河、坝河、凉水河 

等 22条、约 245 km河道能够维持一定的水面 。而且 

为圆明园、奥运公园、朝阳公园等 14处公园水面补充 

了新的水源 ，大大改善城市河湖水环境。 

(4)城市绿化、道路浇洒、建筑冲厕等市政杂用 

目前大多使用 自来水 ，再生水 回用工程实施后 ．可以 

替代 自来水，具有明显的节水效益。 

(责任编辑：刘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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