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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中水净化与先进科 

学的水质保持 

为落实北京市 ”十一五”水资源保 

护及利用规划》．2005年7月，清河再生 

水厂开工建设，共铺设4条主要干线．全 

长38公里，包括向西到圆明园西路．向 

南到奥运中心区及北土城沟．向北至回 

龙观居住区。它是以清河污水处理厂经 

过二级处理的出水作为水源，经过深度 

处理后达到回用要求．通过单独的中水 

压力管线供给使用方。清河再生水厂是 

北京市规划的9座再生水厂之一，建设 

规模8万m3／d，其中6万m。作为奥运公园 

景观水体及清河的补充水源，每年可节 

约清洁水源3000万m 另外2万m。供给 

清河上游及周边地区，该厂占地2．86万 

平方米．总投资 1亿元人民币。 

在奥运村居住着各国和地区运动 

员，北京奥运会期间正值夏季．考虑到 

会有运动员接触到景观水．因此．全部 

由再生水形成的奥运公园水环境系统的 

水质必须达到人体部分接触的娱乐性景 

观环境用水标准，需从处理工艺上考虑 

提高处理要求。 

清河再生水厂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 

超滤膜+活性炭吸附+臭氧消毒组合水处 

理技术．出水水质优于 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 (GB18921- 

2002)，水质清澈透明．无色无味，这一 

技术在国内大型再生水厂中首次应用。 

北京潮白河向阳闸上游为2008奥运 

会水上项目的主要比赛场所之一．为保 

障供水．除从其他水库调水外．规划设 

计了温榆；,-zj-调水入向潮白河的补水方 

案，因此．首先将温榆河流域的污染源 

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并制定了综合治理 

规划 ．保证其水质达到规定的水质标 

准．然后采用先进的膜处理技术．进行 

深度处理后再补入潮白河。此项目投资 

数亿元．目前正在实施中。 

水体自；争和循环处理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总面积约680公 

顷，主峰高约48米．公园南区面积为380 

公顷，以 ”山形水系”为主，并规划有 

奥运会临时比赛场馆 奥运村国际区等 

奥运赛时设施；北区面积为300公顷，以 

自然生态绿色景观为主，保留了以前洼 

里公园的大树景观。 

为保持公园水体的水质，防止夏季 

藻类滋生，在公园南部建设了人工湿地 

系统，利用微生物和水生植物的作用吸 

表 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 
序号 项 目 

河道类l湖泊类 水景类 河道类 湖泊类 水景类 

1 基本要求 无漂浮物，无令A 不愉快的嗅和昧 

2 pH值 (无量纲) )．0 

3 五IB"-Pl'~需氧量 (mg／L) < 10

。 16) 6 4 悬浮物(i33．g／L) < 
5 ．~ ／NTU < 5．0 

6 溶解氧 (i33．g／L) > 2．0 

7 总磷(以P计，m ) < 1．0 l 1．0 I f)I5 
8 总氮 (i33．g／L) < 

9 氨氮 (mg／L) < 

10 粪大肠菌群(个／L) < 10000 l zooo 5。。 l不得检出 
11 余氯 (mw'L) < )5 

12 色度 (度) < 0 

13 石油类 (mg／L) < 0 

1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g／L)< 5 

收和降解污染物 ．增强水体的自净功 

能。在人工湿地内．底部铺设了1．5米厚 

的介质层 ．主要是沙石．上面种植芦苇 

泽泻、菖蒲 水葱等水生植物。 

公园设置地下高效水处理系统 ．在 

雨季通过净化雨水补充公园水体：在干 

旱季节水处理系统作为水体循环净化系 

统．对公园水体进行循环净化．控制水 

体的停留时间．保证水体各项指标达到 

相应要求。 

水体置换加强水体流动 

公园全部采用智能化浇灌，一方面 

中水补充进入公园水体．另一方面从水 

体抽水绿化，加强水体的流动，保持水 

体的置换。在雨季 ，通过处理后的雨水 

置换水体 ，多余的水排入清洋,'-J-i'-J-道。 

清洋河位于城市中轴线北端，奥运森林 

公园内，是奥运主场馆区域的排水河 

道。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区的雨水，全 

部 由管道收集后 ，通过清洋河退入清 

河。所以，清洋河是奥运公园的排水道， 

同时也是奥运公园水系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三大功能：解决奥运中心区 

防洪排水问题 ；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增 

添亮丽的水系景观；为奥运主湖水质改 

善工程提供循环通道。 

奥运水环境质量是成功举办北京奥 

运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污水处理 中水 

回用 雨水利用在奥运会场馆的设施规 

划设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丰富了绿色 

奥运的内涵，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还须要加强科学研究，并建立相应 

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并应做建立完 

整的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为水环境管 

理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加强供水 

系统水质监测，确保进入奥运水环境系 

统的水质合格；加强管理人员培训、水 

环境系统的管理和水质监测，保证处理 

设施、供水设施的正常稳定运行；加强 

预警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在水质 

异常情况下，及时调整运行策略，确保 

供水和水体水质安全。 

北京奥运，环保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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