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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武汉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雨人润科生态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昌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怀宇、李敏、车伍、王芳、刘浩、刘永定、杨正、姜勇、赵杨、余琴芳、

孙巍、李璐、杨墨、王伟、刘翠微、张卫东、张碧波、廖华丰、刘强、陈灿、彭佳蕊、蒋佳鑫、符韵、

戴立峰、李海军、常四铁、张锋、秦真、郭茂、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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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技术规程 

1 总则 

1.0.1 为保障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安全，规范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规划、建设的质量和系统正

常运行，改善和修复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规程。 

1.0.2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的规划、建设和运行，应遵守本规程。 

1.0.3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应遵循安全可靠、保护环境、与水的自

然循环协调发展的原则。 

1.0.4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应纳入污水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情况统筹协调，

与其他涉水规划统筹部署。 

1.0.5 当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采用的技术措施与本规程的规定不一致时，必须采取合规性判定。 

1.0.6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的规划、建设、运行，除应遵守本规程外，尚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

规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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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排水溢流 sewerage system overflow 

合流管溢流、混流系统溢流和分流污水管溢流的总称。 

其中混流系统溢流包括不完全污水管的溢流和不完全雨水管的溢流。一般将不完全污水管的溢流、

分离度较低的不完全雨水管溢流按合流管溢流处理，分离度较高的不完全雨水管溢流按错接误接处理。 

2.1.2 合流管溢流 combined sewer overflow 

降雨时，合流制排水系统中超过截流和处理能力的水排入水体的状况。 

2.1.3 分流污水管溢流 separated sewer overflow 

雨季或旱季时，分流制污水管中，因地下水入渗或外水入流，以及管道堵塞、淤积等原因，造成

水超过管道输送和处理能力从而排入水体的状况。 

2.1.4 混流系统 mixed-flow sewerage system 

雨污分流改造不完全或错接、误接导致雨水混入污水管、污水混入雨水管，或原合流管中污水或

雨水不等比分离的排水系统。 

混流系统的支管包括分流制管道和合流制管道，混流污水干管一般为不完全污水管，还可包含不

完全雨水管。 

2.1.5 混流系统溢流 mixed-flow sewer overflow 

降雨时混流系统中超过截流和处理能力的水排入水体的状况，以及旱季时不完全雨水管中因接入

污水外溢排入水体的状况。 

2.1.6 完全分流改造 complete separation 

在现状合流制排水系统或混流系统中，将区域内的排水管道全部分流形成各自独立的雨水管道系

统和污水管道系统，并将全部污水送入处理厂处理的改造。 

2.1.7 不完全分流改造 partial separation 

在现状合流制排水系统或混流系统中，将部分雨水径流分离至独立的雨水管道系统，以减少降雨

时合流管道或混流污水管道内的水量，从而降低合流或混流溢流频次和溢流量的改造。 

2.1.8 不完全污水管 partial separated sewerage pipe 

不完全污水管是指合流制排水系统与混流系统在分流制改造中，原合流与混流污水干管中雨水未

能完全分离形成的混流污水干管。 

2.1.9 不完全雨水管 partial separated stormwater pipe 

不完全雨水管是指分流制排水系统中污水错接误接至雨水管，或合流制排水系统与混流系统在分

流制改造中形成的污水未完全分离的雨水管。 

2.1.10 截流倍数 interception ratio 

合流制或混流系统排水管道在降雨时，被截流的雨水径流量与旱流污水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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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旱流污水量呈现季节性波动和日间逐时波动，特定系统的截流倍数呈区间波动。 

2.1.11 设计截流倍数 interception ratio 

合流制或混流系统排水管道在降雨时，最大设计截流雨水径流水量与管道设计旱流污水量（最高

日最高时污水量）的比值。 

2.1.12 调蓄设施 storage facilities 

以控制排水溢流污染为主要功能，用于储存和调节雨水、合流水、混流水的蓄水设施。 

调蓄设施可分为接收池和通过池（溢流池）两类。 

接收池，指充满水后，后续来水不再进入的调蓄池。 

通过池，指充满水后，后续来水继续进入，并经沉淀净化、出水溢流排出的调蓄池。 

2.1.13 生态基流 ecological flow 

指维持河流生态系统运转的基本流量，是下游生态所依赖的上游河流水文基本流量。 

 

2.2 符号 

2.2.1 设计流量 

Q——设计流量； 

Q′——截流井以后管渠的设计流量； 

Qdr——旱季设计流量； 

Qs——雨水设计流量； 

no——设计截流倍数； 

q——设计暴雨强度； 

W——设计径流量； 

H——设计降雨量； 

ψ——径流系数； 

i ——不同用地类型的场雨或年综合径流系数； 

Z ——场雨或年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 

Fi——汇水面上不同用地类型面积。 

2.2.2 调蓄池 

V——调蓄设施有效容积； 

 ——安全系数； 

S——设计调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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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径流系数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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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建设中应统筹协调重大涉水基础设施： 

1 统一规划排水溢流污染控制设施，并应用于区域重大涉水基础设施，如雨水设施、污水收集设

施、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回用设施等的建设； 

2 协调和引导涉水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实现城市排水溢流污染的有效控制，提高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利用水平。 

3.1.2 排水系统应通过系统的截流、调蓄、转输、处理等措施，统筹截流水、溢流水、调蓄水以及分流

制雨水径流等各类水的水量调配和水质控制，实现系统的总体水量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3.1.3 应针对城市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全面排查、定期巡检、在线监控等措施，以支持城市排水溢流污

染控制工程的方案、工程设计、实施、运行维护等全过程的有效决策与管理。 

【条文说明】十三届全国政协 2021 年 9 月 10 日北京召开的第 54 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关于“推进城

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的协商议政：“要摸清污水管网底数，全面排查渗漏、腐蚀、开裂、沉降等病害，

消除隐患、填补空白、补齐短板”。 

3.1.4 宜采取灰绿结合的方式，从源头收集到溢流处置和处理排放全流程、全过程，系统布局、统筹管

理。 

3.1.5 应对城市不同区域排水系统的建设完善程度、设施运行效能及建设条件等进行综合评估，明确系

统中的关键问题与瓶颈环节，通过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制定区域排水溢流污染控制的技术策略。 

3.1.6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应坚持资源节约、循环利用、节能减排等原则，优先采用节能型工艺、

设备、器具和产品。 

 

3.2 控制目标 

3.2.1 为控制排水溢流污染，应根据排水管功能的不同，结合受纳水体的要求，实现旱季不溢流、严控

雨季年溢流次数。 

3.2.2 应消除分流污水管溢流。 

3.2.3 分流制雨水管雨季的径流污染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按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和其他相关涉水规划的规定，制定和选取径流量排放与输移、

污染物总量控制与面源污染削减等控制目标； 

2 敏感水体，按受纳水体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采用截流、调蓄、处理等措施削减雨水径流污

染，和海绵城市的源头控制等措施协同，总体达到预定的控制目标。 

【条文说明】雨水径流污染控制目标与指标，依据《武汉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4.3

面源污染物控制目标。 

3.2.4 合流制排水系统和混流系统的雨季溢流污染控制目标一般可按表 1 的典型年溢流次数的规定执

行；敏感水体按相关规划确定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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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溢流污染控制要求 

级别 1 级 2 级 3 级 

水平年溢流次数             ≤ 6~10 11~15 16~20 

注：按 24h 降雨量计，暴雨及以上平均 6 次计；年暴雨次数超过 6 次的，允许溢流次数相应增加；

反之相应折减。 

 

【条文说明】 

根据我国现行国家标准《降水量等级》GB/T28592-2012，降雨等级划分如下表： 

 
时段降雨量（mm） 

12h 降雨量 24h 降雨量 

微量降雨（零星小雨） <0.1 <0.1 

小雨 0.1~4.9 0.1~9.9 

中雨 5.0~14.9 10.0~24.9 

大雨 15.0~29.9 25.0~49.9 

暴雨 30.0~69.9 50.0~99.9 

大暴雨 70~139.9 100.0~249.9 

特大暴雨 ≥140.0 ≥250.0 

 

以 4h 为降雨间隔的武汉近 7 个完整年的降雨及分布如下表所示： 

年限 
降雨量 

（mm） 

降雨场次（按 24h 降雨量） 

合计 小雨及以下 中雨 大雨 暴雨及以上 暴雨* 

1 1359.3 123 89 17 11 6 2 

2 972 108 82 15 6 5 2 

3 1439.8 153 116 26 5 6 4 

4 1351.7 123 98 13 3 9 2 

5 1077.3 120 95 9 11 5 7 

6 1191.4 146 108 22 9 7 6 

7 1166.2 136 109 16 7 4 4 

平均 1222.5 129.9  99.6  16.9  7.4  6.0  3.9  

注*：按 24h 降雨量为大雨、按 12h 降雨量为暴雨的降雨场次。 

 

由以上统计可见，按每场降雨的最大 24h 降雨量计，暴雨及以上每年 4~9 次，平均 6.0 次；大雨

每年 3~11 次，平均 7.4 次，其中按最大 12h 降雨量计暴雨每年 2~7 次，平均 3.9 次；大雨及以上合计

每年 11~17 次，平均 13.4 次。按 24h/12h 两类暴雨及以上的降雨场次计，每年 7~13 次，平均 9.9 次。 

按照小雨全截流、中雨基本截流、大雨选择性截流、暴雨以洪涝安全为底限的原则，结合任务的

可达性，确定分级标准。在不同的降雨条件和同等的控制条件下，年溢流次数可能会发生变化。 

在环境容量确定时，可根据目标水体的需求，采用不同的水质目标。一般而言，城市溢流污染控

制的主要指标包括致病微生物指标、SS 和 COD。 

一般受纳水体水质要求较高的、环境容量较小的，年溢流次数可取下限值；水质要求特别严格的，

可适当调高级别，或降低溢流次数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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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1 级、2 级、3 级的参考使用区域分别为 II 类和 III 类水体汇水区、IV

类水体汇水区、其他水体汇水区。 

3.2.5 应消除不完全雨水管导致的旱季溢流。 

3.2.6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的实施，不应降低城市水系的生态基流量，系统的污染削减能力和排

放量应满足相关规划要求。 

 

3.3 用地与劳动定员 

3.3.1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应通过相关专项规划落实用地，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情况统筹

协调。新建区域宜预留调蓄设施用地、市政集中处理设施和生态处理等分散处理设施用地、排水管道

通道等。 

3.3.2 鼓励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设施用地与公园绿地、体育用地等的复合利用。 

3.3.3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的用地参照《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和《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5]157 号）执行： 

1 排水系统向截流主干管的提升泵站的用地参照《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中污水泵站的规定； 

2 排水系统向城市水系的排渍泵站的用地参照《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中雨水泵站的规定； 

3 采用一级处理的雨水处理厂用地，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指标》中一级处理污水处理厂的规定； 

4 合并建设的污水处理厂，用地按照《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中污水处理厂的规定适当增加； 

3.3.4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的劳动定员参照《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1]77

号）和《小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建标 148-2010）的规定执行。采用动力提升的调蓄设施宜

采用自控，通过区域统筹减少劳动定员。生态处理设施可按一级污水厂定员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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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布局与措施 

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应在系统控制目标，以及水量转输、污染物输移和削减的分解目标的

基础上，通过源头径流减排工程、排水管网优化改造工程、调蓄工程、处理工程等分项工程调控手段，

收集污水和雨水径流并协调截流水、调蓄水、溢流水等的处理和处置，严控旱季和雨季溢流。 

4.1.2 具备用地等条件的场所应结合“海绵城市”的要求采取源头径流减排控制措施，削减进水市政管网

的雨水径流量或径流污染物总量。可采用渗透和滞留设施、转输设施、调蓄设施等。设置在下凹绿地

等易涝运行条件的植物，应选择满足景观设计要求的耐淹树种和耐涝性强的植物。 

【条文说明】源头径流减排控制措施一般包括三种类型： 

1 下凹绿地、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等渗透和滞流设施； 

2 植草沟等转输设施； 

3 调蓄设施，包括景观水体、湿塘、洼地等敞开式调蓄设施，和埋地式调蓄设施。 

4.1.3 排水管网优化改造工程，包括截流工程、分流制改造工程等。 

1 截流工程应确定雨季截流量及溢流量、截流主干管规模及管线定位、溢流管及排口等措施和参

数； 

2 分流制改造工程包括对不满足溢流控制要求的排水系统的完全分流改造和不完全分流改造； 

3 还应根据旱季溢流的情况，采取错接改造、末端截流等措施。 

4.1.4 应统筹考虑排水系统中的各项调蓄设施，并确定集中和分散调蓄设施的规模、形式、位置、用地，

以及调蓄水的去向。 

4.1.5 具备用地条件的地区，污染物削减处理设施宜优先采取灰绿结合的模式。 

4.1.6 截流量、调蓄量应与处理设施的规模协调。截流水应采用市政集中式处理设施处理并达标排放；

调蓄水必须全部经集中式或分散式处理设施处理并达标排放。 

4.1.7 溢流水可采用格栅、沉淀等一级处理，排放水体有要求的可采用消毒工艺。 

 

4.2 系统布局 

4.2.1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应考虑近、远期衔接和既有设施的充分利用，并制定分期实施计划。 

4.2.2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应进行重大问题的技术经济方案比较。在技术经济条件相似的情况

下，应减少不同区域间污染物和水量的转移。 

【条文说明】同等技术经济条件下，在处理和污染物转输之间，优先采用处理方案，减少管理难度和

降低转输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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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应在排查现状排水系统的基础上，合理分区并确定分区的目标和措施，包括：源头径流污染控制

的策略和方式；分区的目标排水体制及改造范围、进度及措施，包括：分流制的径流污染削减率，合

流制和混流系统的溢流水量、溢流污染的截留率、截流倍数等。 

4.2.4 系统布置中应依据排水分区、规划及现状用地情况，确定截流主干管和截流干管的规模和定位，

以及其他截流设施、管渠、调蓄、分散处理的措施和空间的布置。 

【条文说明】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建设中，为梳理现状排水状况，合理制定对策，应合理分区。

一般可按三级分区：（1）按受纳水体的不同划分一级分区；当同一水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或不同的

控制目标时视作不同水体；（2）按截污纳管、居民、商业和工业设施状况，结合排水收集管道状况划

分二级分区；（3）如排水体制不明确，或地形地貌等下垫面差异显著，再划分三级分区。 

    原则上，每一个排放口对应的排水系统、每个汇入截流干管的排水系统，都应当设置独立分区。 

通过分区的梳理，确定从总体目标到分区目标的分解和协调，并进而确定各分区的措施、分区之

间的连接（一般为截流干管和主干管）。 

4.2.5 排水系统可根据实测数据率定数学模型，分析计算应采取的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调蓄量。 

4.2.6 合流制排水系统的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调蓄量按以下规定执行： 

1 对于缺乏实测数据的合流制排水系统，可参考表 2 的规定确定排水分区的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

调蓄量； 

2 可根据调蓄用地、截流干管路由、处理厂能力、运行费用等进行不同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调蓄

量的方案比选； 

3 合流管，设置调蓄用地受限或处理设施有充足余量的，可在增加截流倍数的同时相应减少设计

调蓄量，缺乏实测数据时可按 1 倍截流倍数折减 3.6mm 调蓄容积计； 

4 排水系统还应根据雨期处理量校核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调蓄量。 

表 2 溢流污染控制要求 

级别 1 级 2 级 3 级 

设计调蓄量 S（mm）         ≥ 24 16 12 

设计截流倍数 n0 
             ≥ 2~5 2~3 2~3 

 

【条文说明】 

处理厂规模受限、具备较为充足的调蓄用地时，可直接采用表中规定的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调蓄

量，反之可适当增加处理厂规模、减少调蓄量。 

调蓄量和截流倍数的设置直接影响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取值应综合考虑受纳水体的水质要求、

受纳水体的自净能力、城市类型、人口密度、降雨量和污水系统规模等因素。 

调蓄量的取值。美国部分地区采用“一英寸法”，新建区域的调蓄规模为 25.4mm；日本东京等新建

区域的调蓄规模为 50mm；英国南方水务针对合流制排水体制规定，污水厂最大处理流量(Flow to Fill 

Treatment,FFT) 应为旱季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流量之和的 3 倍，再加上最大地下水入渗量，确保整个

系统在满足污水量变化的基础上，还能处理 25mm 以下降雨产生的径流量，外，污水厂最大处理流量

(3 倍旱流污水量）和 68L/人的厂内调蓄量（或 2h 峰值流量调蓄）还可以共同实现 6. 5 倍~8 倍旱流污

水量的雨季溢流控制量。 

截流倍数的取值。根据国外资料，英国截流倍数为 5, 德国为 4, 美国为 1. 5~5 。 

需要指出的是：截流标准和截流倍数的概念不同，截流倍数是针对某段截流管或截流泵站的设计

标准，而截流标准指的是排水系统通过截流、调蓄共同作用达到的合流污水截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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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混流系统的不完全污水管，在缺乏实测数据时，可参考 4.2.3 条和表 2 的规定确定设计截流倍数

和设计调蓄量，其中设计调蓄量根据不完全污水管的雨水径流收集情况确定。表 2 中设计截流倍数和

设计调蓄量转换的等效关系不适用于混流系统的不完全污水管。 

4.2.8 不同的排水体制分区的衔接，宜采用分区的分流制污水管、合流污水管、不完全污水管等汇入截

污干管或主干管的方式。采用合流制或混流系统的，各分区汇入到截污干管的流量应可控。 

4.2.9 鼓励调蓄水和人工湿地等绿色处理措施组合，实现就地处理。 

 

 

4.3 水量 

4.3.1 排水系统的设计场雨径流量或设计年径流量可采用容积法进行计算： 

HFW Z10=                                  （5.1.1） 

式中：W——设计径流量，m3； 

     
Z ——场雨综合径流系数或年综合径流系数； 

      H——设计降雨量，mm； 

      F——汇水面积，hm2。 

【条文说明】径流系数是径流量与降水量之比。在一场降雨中，初始的降水量首先满足了下垫面的浸

润和凹地的充水，随后开始下渗，因此径流量与降水量之比逐渐上升。一般而言，场雨综合径流系数

或年综合径流系数低于暴雨峰值的径流系数。因此，该系数应通过实测确定，在无实测数据条件下，

可在《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 年版）表 3.2.2 或《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利用工程》

GB50400-2016 中的表 3.1.4 的基础上，适度下调选用。 

4.3.2 排水系统的设计径流流量的计算，可采用推理公式法或数学模型法。 

1 当汇水面积不超过 2km2时，可采用推理公式法： 

FqQS =                           (5.1.2) 

式中： SQ ——雨水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m2）。 

2 当汇水面积超过 2km2 时，可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雨水径流设计流量。 

4.3.3 不同用地类型的区域场雨或年径流综合径流系数可按下列公式加权平均计算： 

  
F

F ii

Z


=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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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场雨或年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m2）； 

Fi——汇水面上不同用地类型面积（hm2）； 

i ——不同用地类型的场雨或年综合径流系数。 

4.3.4 [合流污水量计算]合流制或混流系统截流干管的雨季设计流量应为截流后的合流污水量。 

1 截流井前合流或混流管渠的设计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dr QQQ +=                     （5.1.5a） 

式中：Q——设计流量（L/s）；  

Qdr ——设计旱流污水量（L/s），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入渗地下水量及其他入流外

水量； 

Qs ——设计雨水径流量（L/s）。 

2 合流管和混流系统污水管截流井以后管渠的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drQnQ )1(' 0 +=                      （5.1.5b） 

式中：Q′——截流井以后管渠的设计流量（L/s）； 

no——设计截流倍数。 

入渗地下水量和其他入流外水量应根据区域地下水位情况和管渠性质、建设年代、混错接情况、

运维管理情况等，经测算后确定。 

 

4.4 污染负荷 

4.4.1 城市排水系统的污染物产生总量，可根据旱流污水、管渠沉积、城市雨水径流污染情况确定。 

【条文说明】城市面源污染产生量，可采用旱流污水+城市面源污染物总量，并考虑管道沉积的影响增

减进行估算。 

4.4.2 溢流口宜设置水质和水量监测措施，可采用在线监测。 

4.4.3 排水系统的年溢流污染总量和场雨溢流污染总量，可通过区域接入污水处理厂的旱季和雨季的污

染物总量变化、年雨水径流量、城市面源污染负荷、管道沉积情况等估算，结合排口水质水量实测确

定。                                        

【条文说明】溢流污染总量，可用系统内点源污染、城市面源污染、管道沉积物冲刷之和，扣除雨季

集中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总量、雨季分散处理设施削减量计算。合流制或混流系统排水系统中，旱季污

水厂进水污染物总量可视作点源污染物总量。一般而言，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出水不看作溢流的组成。 

4.4.4 城市排水系统的的污染物溢流量可采用排口实测法、面积负荷法、模型法或浓度法，结合处理设

施的污染削减率计算确定。 

1 排口实测法，通过不同降雨条件下，排口实测溢流水量水质；或根据实测结果，用作面积负荷

法、浓度法参数，或用于率定模型参数； 

2 面积负荷法，按雨水管收集区域的面积、城市面源污染负荷、降雨间隔、去除率等确定； 

3 模型法，可采用 SWMM 模型； 

4 浓度法，按城市合流制和混流系统污水管平均溢流浓度和总溢流水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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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排放和溢流污染产生总量和溢流总量，采用浓度法时，如无实测数据，雨水径流污染物

平均浓度和区域生活污水污染物平均浓度可参照附录 A 确定。 

4.4.5 分流制排水系统的雨水管排放污染物量，可按城市面源污染的产生量，考虑源头减排、截流、调

蓄、处理等措施的处理效能相应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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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渠系统的改造和建设 

5.1 截流工程 

5.1.1 截流工程应考虑区域内排水体制及其分布、收集与截流系统的完善程度与运行状况，包括现状收

集系统的覆盖率、长期的平均外水入渗情况、管网淤积和病害情况、设计截流倍数等确定。 

5.1.2 截流设施的设置应根据截流干管、拟截流管渠位置、溢流管下游水位高程、排放点的周围环境确

定。截流井一般设于管道上，邻近溢流口处或上游，并采取防止河湖水倒灌的措施。 

5.1.3 排水收集系统的截流量应与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相匹配，且不低于表 2 的规定。 

【条文说明】在设计和运行时，应确保截流水经处理后排放，不应以污染的输移替代污染的削减。 

5.1.4 合理进行截流工程的竖向设计，有效衔接雨水管网、截流管网、调蓄系统、排放水体之间的旱季、

设计标准降雨内以及标准外强降雨期的水位关系。 

5.1.5 截流设施宜选用以下形式，其计算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的规定： 

1 管渠高程允许时可优先选用槽式截流井，也可选用堰式截流井或槽堰结合式截流井； 

2 下开式堰门、浮箱堰等设备截流； 

3 调蓄池转输至截流干管视作截流，宜采用水泵提升的方式； 

4 鼓励采用智能分流等措施，并通过系统联合调度。 

5.1.6 截流井应设置限流设施控制单井入流量，使各截流井的截流水能有效转输至截流干管。 

5.1.7 可根据相关规划的重点监控区域、监控内容和要求，结合当地管网流量瓶颈、内涝易发点、合流

管溢流口和其他重点防护区进行监控设施的布置。管网关键节点的液位、流量和水质，排放口的水位、

溢流量和水质、溢流次数等，宜设置监测和预警预报措施。宜采用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 

 

5.2 分流制改造和清污分流工程 

5.2.1 建成区的既有合流制排水系统或混流系统，改造为分流制时，可采用新建污水管模式或新建雨水

管模式，通过新建管道分离原有合流管或混流管的污水或雨水。 

1 采用新建污水管模式的，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1) 应循序渐进、确保新建管道的接入口接纳污水，避免雨水的接入； 

2) 建成的新管应符合 5.2.3 的第 2 款的规定； 

3) 原有的合流管或混流管，在未能完全分离污水前，按不完全雨水管处置。 

2 采用新建雨水管模式的，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1) 应循序渐进、确保新建管道的接入口接纳雨水，避免污水的接入； 

2) 建成的新管应符合 5.2.3 的第 1 款的规定； 

3) 原有的合流管或混流管，在未能完全分离雨水前，按不完全污水管处置。 

5.2.2 规划建设区的既有合流制排水系统或混流系统，拟实施分流改造的，经技术经济比较，可采用完

全分流改造或不完全分流改造。 

1 区域内局部地区因道路狭窄等原因不具备新建管道的敷设条件的，可局部保留或临时保留原有

排水体制，不予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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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内包含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的待改造街区等受限制区域的，可局部保留或临时保留原有排

水体制，不予以改造； 

3 区内排水需要提升的，原则上改造时应实施分流改造； 

4 源头采取合流制的，具备条件时应实施源头雨污分流改造； 

5 保留地区的排水管，其接纳管道应视作不完全污水管，不得排入现状或规划雨水管。 

【条文说明】尽管源头雨污分流不能直接削减污染物总量和径流量，但是是后续排水收集系统雨污分

流的基础。 

5.2.3 完全分流的管道，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完全分流雨水管 

1） 禁止污水管的接入，避免旱季污水进入管道； 

2） 防止合流管或混流管的接入，避免雨季合流或混流水进入管道。 

2 完全分流的污水管，不应晴天溢流及雨季溢流。 

5.2.4 既有分流排水系统，雨水管和污水管应分别符合 5.2.3 的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不能满足时应

分别按不完全雨水管和不完全污水管处置。 

5.2.5 不完全污水管和不完全雨水管，应按以下规定处置： 

1 应接入合流或混流干管、主干管，不得接入污水和雨水干管、主干管； 

2 应设置适当的截流管渠和调蓄、处理设施；在污染物截流和削减率不降低的条件下，截流和调

蓄规模可适度核减； 

3 不完全污水管，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应对分离雨水后流速过缓造成的管道淤积； 

4 雨季前应采取清淤措施，按合流管淤泥同等处置。 

5.2.6 现状分流排水系统，应定期排查。经排查出现不完全污水管和不完全雨水管的，应按以下规定处

置： 

1 不完全雨水管直排的，应采取排除错接的改造。 

1）改造后达到 5.2.3 第 1 款完全分流雨水管的规定要求的，可维持排口直接排放； 

2）改造后仍不能达到 5.2.3 第 1 款规定的，按 5.2.5 第 1~3 款的规定执行； 

3）不具备改造条件的，按 5.2.5 第 1~3 款的规定执行。 

2 不完全污水管，应采取排除错接的改造。 

1）改造后达到 5.2.3 第 2 款完全分流污水管的规定要求的，可维持排入污水干管或主干管； 

2）改造后仍不能达到 5.2.3 第 1 款规定的，按 5.2.5 第 1~3 款的规定执行； 

3）不具备条件的，按 5.2.5 第 1~3 款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鼓励分流制的部分或完全改造。当合流制排水管逐步分离雨水，形成不完全污水管，改

造完成时，形成污水管。在此期间，对于同样的截流倍数，不完全污水管的截流量更高、溢流更少，

因此对截流倍数进行折减，不会提高溢流量和降低污染物截流量；反之，对于不完全雨水管，更易于

溢流，同时考虑到随着分离度的增加平均污染浓度会降低，因此对截流倍数进行适当的增加。 

以鼓励采用雨污分流改造，即使不完全污水管，也有利于污染控制。 

5.2.7 分流制污水管道、合流或混流污水管道，应采取清污分流工程和管理措施、防止外水入侵。 

1 严格执行管线防渗的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相关规定； 

2 对检查井及管道入渗严重的，及时采取防渗修复措施； 

3 对管道、接口破损导致入流水的，及时采取更换或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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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错接导致入流水的，应采取引流措施、停止入流水的接入。 

【条文说明】外来水由两部分组成：入渗水和入流水。入渗水是指地下水、地表水（河湖）或城市供

水系统渗漏通过老旧管道的侵入污水系统的水，入流水是指雨水、河水和山泉水通过管网错接点或者

破损部位进入污水系统的水。影响外来水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地下水位、城区河湖水位、水文

特性、土壤特征和降雨（降雨量和强度），及污水管道的施工质量、结构性状况等。污水管网内污水

（混合污水）为收集污水和外水之和。外来水经常被视为清洁水，外水的侵入降低了污水管网内混合

污水的浓度，并进而降低了污水处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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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蓄 

6.1 一般规定 

6.1.1 用于排水溢流污染控制的调蓄系统包括分散式调蓄设施、市政集中式调蓄设施、排水管渠调蓄等。 

1 排水收集系统前端鼓励设置以控制雨水径流总量、径流污染削减为目标的分散式调蓄设施； 

2 排水收集系统的中部和末端可设置市政集中式调蓄设施、处理厂厂前或厂内可设置市政集中式

调蓄设施； 

3 应从设施维护、建设成本、用地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调蓄设施与景观的结合； 

4 调蓄系统应充分利用管渠调蓄能力。 

【条文说明】分散式调蓄设施的汇水面积一般不超过 20hm2。 

6.1.2 调蓄设施可采用灰色调蓄设施与绿色调蓄设施结合的方式；雨水径流宜优先采用绿色调蓄设施。 

6.1.3 可利用通过池的沉淀功能削减溢流排入水体的悬浮物、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污染物，沉淀

污泥可转输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6.1.4 采用人工湿地作为调蓄水的就地处理设施时，可利用接收池的调蓄容积静沉实现调蓄水的悬浮

物、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污染物的去除后，输送至人工湿地。沉淀污泥可转输至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 

 

6.2 规模 

6.2.1 调蓄设施应根据控制目标、所属排水系统类型、实施空间条件、建设与运维管理成本等因素综合

选择调蓄设施的类型，确定有效容积、排空时间、进出水和溢流水量等重要参数。 

6.2.2 排水溢流污染控制调蓄设施的有效容积按下式计算： 

SFV =10                               （8.2.2） 

式中 V——调蓄设施有效容积，m3； 

 ——安全系数，一般取 1.1~1.5； 

S——设计调蓄量，mm； 

F——汇水面积，hm2； 

【条文说明】用于表 2 规定的设计截流倍数和设计调蓄量的调蓄设施，按本条规定计算。 

6.2.3 用于截流干管和处理设施之间流量调节的调蓄设施的有效容积，应根据设计上游来水流量与设计

处理能力的差额确定。管渠调蓄能力可利用时，可相应调减。 

【条文说明】该类调蓄设施，一般用于截流干管后，设于处理厂前或处理厂内。调蓄容积不计入表 2

规定的设计调蓄量内。 

6.2.4 调蓄设施的排空时间设定应依据处理设施的旱季处理冗余量、雨季平均降雨间隔等因素综合确

定；灰色调蓄设施一般不应超过 48h；分散的敞开式绿色调蓄设施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 

【条文说明】分散的敞开式绿色调蓄设施往往还有一定的景观需求，为保证景观功能，除非是长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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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水的，一般不宜存水过长。 

6.2.5 排水收集系统中部的调蓄设施优先选用离线式，与排水管渠并联，进水井可采用截流井或旁通井

方式，采用旁通井时应设置闸门或阀门；末端的调蓄设施一般设于处理厂前或处理厂内，优先选用在

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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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理 

7.1.1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中，应针对排水溢流水、截流水、调蓄水等，根据受纳水体的要求，

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7.1.2 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溢流水、截流水、调蓄水宜采用灰色处理设施处理或预处理，灰色处理设施参

考附录 B 的规定；雨水径流和浓度较低的溢流水、截流水和调蓄水可采用绿色处理设施处理，绿色处

理设施参考附录 C.1 的规定。 

7.1.3 合流制排水系统和混流系统的雨季溢流水宜经必要处理去除可沉淀悬浮物、漂浮物等污染物，必

要时经一级处理、一级强化处理和消毒后排放；截流水和调蓄水应采取集中式或分散式处理设施，经

处理达标后排放。 

处理能力， 

7.1.4 市政集中式处理设施的雨季处理规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具备合流制或混流系统的截流水和调蓄转输水的处理能力，处理规模应与截流干管规模相协

调； 

2 可采用一级处理、一级强化处理、生物处理等处理单元的一种或结合方式达到雨季处理规模； 

3 新建处理设施的生物处理单元的处理能力，可按 3 倍旱季平均日流量确定； 

4 可采用厂内调蓄或厂外在线调蓄，以充分利用处理设施的峰值处理能力。 

【条文说明】污水处理厂生物处理单元在合理设计的条件下，可具备 3 倍旱季平均日流量的处理能力，

具备在现行标准条件下最大雨季处理的能力。日本即采用此参数规定。欧洲多个污水厂也采用该参数，

如奥地利最大的污水处理厂维也纳主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平均旱季 51.8 万 m3/d，雨季最大 155.02 万

m3/d；瑞士最大的污水处理厂苏黎世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平均旱季 17.2 万 m3/d，雨季最大 51.8 万

m3/d。 

7.1.5 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旱季处理规模，总变化系数可按《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的规定执行，

所选的总变化系数小于 1.8 时宜按 1.8 选取。 

表 3 综合生活污水量变化系数 

平均日流量 (L/s) 5  15  40  70  100  ≥200  

总变化系数 Kz 2. 7  2.4  2. 1  2.0  1.9  1. 8  

注：当污水平均日流量为中间数值时，变化系数可用内插法求得。 

 

【条文说明】 

关于总变化系数 Kz。 

我国现行的《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 2021 采用了上海市 80 座污水泵站（不含节点泵站、

合流污水泵站） 2010 年至 2014 年的日运行数据，得到日流量和日变化系数对数值的线性拟合公式： 

lgK==-0. 1156lgQ+0.5052 

据此，将此日变化系数作为标准的总变化系数。该数值相对《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 2006

大约增大了 15%。然而，其一、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用水习惯并不能充分代表内地的情况，其二，用

日变化系数当作总变化系数，混淆了概念、人为缩小了真实数据，以此为设计依据，易于造成满负荷

运行的污水系统出现溢流。 

国外大多按照人口总数确定综合生活污水量总变化系数，并设定最小值。计算时，人口 P 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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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L/( 人. d) 的用水当量换算为下表中的流量。美国加州规定 K 值不低于 1. 8; 美国有 10 个州和加

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采用 Harrmon 公式，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规定 K 值不低于 2. 5; 日本和加拿大安大

略省采用 Rabbitt 公式，且规定 K 值不低于 2.0 。 

本标准参考现行标准，并考虑到，分流制管网也存在外来水和雨季溢流的问题，依据荷兰经验，

在连接分流制管道时，5%的错接率难以避免，因此，为有效降低污染，有必要适度扩大分流制污水的

旱季的总变化系数，最小总变化系数参考国外相关标准定为 1.8。此外有条件时，将部分雨水管中的受

污染水引入污水管道或调蓄池，可以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 

不同标准对比如下表所示。 

平均日流量 (L/s) 5  15  40  70  100  200  500  ≥1000 

上海泵站调研拟合得到的 

日变化系数 
2. 7  2.4  2. 1  2.0  1.9  1. 8  1. 6  1.5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2021 规定的总变化

系数 

2. 7  2.4  2. 1  2.0  1.9  1. 8  1.6  1.5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2006 规定的总变化

系数 

2. 3  2. 0  1.8  1. 7  1.6  1. 5  1.4  1. 3  

美国加州采用的计算公式 

K=5. 453/P0·0963  
2. 7  2.4  2.2  2. 1  2.0  1. 9  1. 8  1.8  

Harrmon 公式 K= 1 + 14/[4+ 

(P/1000) ]0.5 
3. 6  3.2  2.8  2. 6  2.4  2. 1  2.0  2.0  

Rabbitt 公式 K=5/(P/l000)0·2  4. 5  3. 6  2. 9  2. 6  2. 5  2. 1  2.0  2.0  

本标准 2. 7  2.4  2. 1  2.0  1.9  1. 8  1. 8  1.8  

 

7.1.6 分散处理方式可结合用地条件等采用精细格栅、水力旋流分离、沉淀及化学和生物絮凝强化工艺、

过滤及组合工艺等灰色设施或生态处理绿色设施，以及必要的消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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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城市溢流污染控制设施应定期巡检、维护，确保及时掌握运行情况，保持良好的使用功能和结构

状况，设施的运行管理应包括下列内容：巡视巡查、检查评估、养护维修、运行调度等相关内容。 

8.1.2 城市溢流污染控制设施的运行管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CJJ60、《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

技术规程》CJJ 68 的有关规定。 

8.1.3 调蓄设施、截流设施、集中和分散处理设施及其控制柜应设维护措施，并在维护设施上设置清晰

的标识牌及警示标志，非操作人员不得进入和操作。 

8.1.4  水质和流量仪表、液位计、雨量计、摄像头等仪表，电动阀、一体化截流井等设备，通讯电缆等

应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和校验。设备、仪表按按相关规定和厂家手册的要求运行维护。 

8.1.5 运行管理部门应每年度进行总结，优化运行参数、逐步提升运行管理水平；相关的运行管理制度、

岗位操作手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手册和事故应急预案，并应定期修订。 

8.1.6 各项设施管理单位应制定日常巡查、检测计划，建立作业记录及管理台账，并定期对检测结果进

行统计和分析，制定具体的维护计划。 

8.1.7 运行调度管理信息系统应建立数据库数据备份、维护和更新机制，其中 PLC 运行记录保存期不

低于 10 年、运行视频数据保存期不低于 5 年。 

8.1.8 绿色处理设施应专人负责养护，按附录 B.2 的规定执行。可采用自行安排专业养护，或委托专业

化运营。 

8.1.9 排水管道应定期巡查和对沉积严重的管段采取冲洗作业。 

8.1.10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实施后，应进行实施效果的技术评估，分析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

成果及不足，为系统完善和实现优化调度服务。 

 

8.2 巡视检查和维护维修 

8.2.1 源头减排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施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或调蓄空间沉积物淤积，影响排水防涝安全时，应及时清理

垃圾、沉积物和排除故障； 

2 相关设施的植被和种植层介质不能满足雨水净化的要求时，应及时清洗或更换介质； 

3 防渗设施影响地下水、路基或地基安全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8.2.2 截流和调蓄设施应进行定期巡视和检查。 

1 设施外部、截流管、溢流管、排放口等是否完好、控制柜等设备是否运转正常、闸（阀）门或

堰门的开度是否正常、设施内漂浮物积聚情况； 

2 排口晴天是否有污水外溢、河湖水位； 

3 设施部件是否完好，设施内壁是否存在泥垢、裂缝、渗漏或抹面脱落，管口、底部是否有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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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防坠设施是否完好，水位和流向是否正常，堰、闸等是否完好。 

8.2.3 应根据内部检查结果对截流管、截流井以及堰、槽等设施的功能、结构状态进行检测评估，应符

合现行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的有关规定。 

8.2.4 定期检视调蓄池、格栅间等密闭空间的通风设施和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与报警装置。 

 

8.3 雨季运行管理 

8.3.1 每年雨季前应检查截流、调蓄、处理等设施，并应做好巡查记录和台账。 

8.3.2 雨季前要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电气设备要有安全可靠的防雨设施；雨后须对电气设备进行绝缘

电阻遥测，合格后再允许投入使用。 

8.3.3 设施、设备及信息化管理系统应在汛前集中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和保养，汛中进行日常检查和维

护，汛后进行设施清淤、设备维护保养及信息化管理系统校核。 

8.3.4 在遭遇大暴雨等极端强降雨前，应按相关部门的防汛要求，采用人工或者远程控制按应急预案要

求采取措施，确保防汛防涝渍。 

8.3.5 管渠应于雨季前，按计划进行清淤，对易涝点、疑似堵点进行定点清淤。 

8.3.6 格栅、水力旋流分离器等除污设施、截流设施、分散处理设施等应定期维护清洁，并于雨季前和

暴雨后及时检查。格栅在暴雨后及时清理；水力旋流分离器应检视漂浮层和沉淀层的情况，并及时清

理漂浮物和沉淀分离物。 

 

8.4 运行调度 

8.4.1 运行调度系统应纳入源头径流减排设施、截流设施、调蓄设施、处理设施等设施及雨情、河湖水

位、排渍泵站、闸及运行工况等防洪涝信息，确保互相联动、信息共享。宜采用在线调度和离线调度

相结合的方式。 

8.4.2 截流设施、调蓄设施、处理设施的进出水及设施运行状况、各排口的水质水量宜采用自动监测和

远传，接入运行调度系统。不具备条件的，也可采取离线监测，定期分析研究。 

8.4.3 城市排水溢流污染控制工程中，应充分利用管渠的调蓄能力、雨前降低管渠水位、雨时利用管渠

空间调蓄，调蓄水应及时转输至处理设施、尽快腾空，处理设施应尽量满负荷运行。 

8.4.4 集中式调蓄设施、处理设施和排放水体（排渍泵站）应按一体化的原则统一管理、联合调度，并

兼顾污染控制及城市渍涝安全。 

8.4.5 调蓄-网-处理厂联合调度可按以下方式： 

1 雨前提升处理设施的处理量，降低管道系统的水位，腾出管道系统的在线存储空间； 

2 雨季后启动处理设施的雨季模式； 

3 当进水流量高于处理设施的最大允许值时，超量污水送至调蓄池（含管道系统的在线存储）； 

4 峰值流量过后，调蓄池储存的污水泵送至污水处理厂或就地处理、及时腾空调蓄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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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污染负荷（资料性附录） 

A.0.1 城市面源污染负荷，在没有实测数据时，可参照表 A.1 选用。 

表 A.1 武汉地区参考城市面源污染物负荷        单位：千克每公顷每年 

污染物指标 化学需氧量

（COD） 

悬浮物（SS） 总氮（TN） 总磷（TP） 

城市面源污染物负荷 300~1600 400~1200 20~100 2~10 

【条文说明】部分城市面源污染负荷统计如下： 

污染物单位面积负荷率            单位：千克每公顷每年 

序

号 
城区 

五日生化

需氧量

（BOD5） 

化学需氧

量

（COD） 

悬浮物

（SS） 

总磷

（TP） 

总氮

（TN） 
备注 

1 

昆明市东城

区明通河区

域 

123.05 697.12 1103.27 8.55 75.6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

究总院，“十五”863课题，

实测 

2 
广州市主城

区 
— 1650 — 4.56 45.8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

究总院，广州市排水规划

重要参数研究，实测 

3 
武汉市汉阳

地区(综合) 
— 

262.5~ 

363.8 

393.8~ 

525 
2~3.3 

19.7~ 

26.3 
文献，“十五”水专项 

4 
武汉市东湖

重污染区 
201.43  547.77  764.31  3.58  103.18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

究总院，“八五”科技攻关

项目，实测 

5 上海 392.0 1151.0 1218.0   文献 

6 
Chongju，

Korea 
202.3 694.8 1802.8 7.3 22.4 

文献 

7 
Chongju，

Korea 
636.0 1502.0 1471.0 15.0 51.7 

文献 

地表颗粒物累积量         单位：克每平方米 

城市 平均值(范围) 样点环境状况 

成都 

20.2(2.6～235.2) 商业区 

38.4(1.5～537.8) 居民区 

41.7(7.7～349.4) 工业区 

36.7(3.3～359.1) 交通区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2.45 城郊居住区(ADD=2) 

6.88(g/m2) 轻工业区(ADD=7) 

15.89(g/m2) 商业停车点(ADD=1) 

Aberdeen, 288.6(77.1～834.8) 25cm 边石，大学校园路面 



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

DB4201/T XXX—XXXX 

23 

Scotland 101.9(18.3～321) 75cm 边石，沥青路面 

Melboume, 

Australia 
50-102 商业区，沥青路面 

Sydney, 

Australia 
7.24(3.57～18.73) 中密度居住区，沥青路面 

Le Marais, 

district, 

Paris,France 

1.6～3.8 商业区人行道 

8.5～17 沥青路面 

上海 

12.4(5.04～23.2) 交通区(67774 车次/12h) 

6.1(3.8～10.0) 校园 

10.6(6.5～15.6) 居民区 

11.8(7.3～16.78) 广场 

 

A.0.2 控制排放水质目标]雨水径流的设计水质应根据实测或调查资料确定，或参照邻近地区的水质确

定。无调查资料时，设计径流水质可参照表 A.2 选用。 

表 A.2 武汉地区雨水径流水质指标参考值        单位：毫克每升 

下垫面类型/水质指标 化学需氧量

（COD） 

悬浮物（SS） 氨氮（NH3-N） 总磷（TP） 

屋面雨水 50~200 100~500 2~20 0.2~2 

机动车道路雨水 100~500 150~800 5~40 0.2~5 

非机动车路面、停车场、广场雨水 100~300 150~600 5~25 0.2~1 

透水铺装雨水 10~30 10~50 0.2~2 0.05~0.2 

【条文说明】受降雨强度、间隔时间、下垫面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雨水径流污染物浓度波动范围较大，

调研结果参考如下： 

武汉部分地区雨水径流水质                 单位：毫克每升    

序号 时间 取样地点 

化学需

氧量

（COD） 

悬浮物

（SS） 

氨氮

（NH3-N） 

总磷

（TP） 

1 2003 汉阳城区 299.2 601.1 12.26 - 

2 2013 武昌白沙洲 123-535 120-414 9.3-22.9 7.3-21.2 

3 2016 武昌青山 37 976 5.23 - 

4 2016 武昌洪山 49 512 8.89 - 

5 2019 武昌湖北大学 28- 267 141-726 3.82-20.84 - 

北京地区雨水径流水质                     单位：毫克每升   

下垫面类型/水质指标 
化学需氧量

（COD） 

悬浮物（SS） 氨氮（NH3-N） 总磷（TP） 

屋面雨水 
初期径流 150-2000 50-500 10-25 0.4-2 

后期径流 30-100 10-50 2-10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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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广场、跑道等雨

水 

初期径流 150-2500 100-1200 5-25 0.2-1 

后期径流 30-120 30-100 1-4 0.1-0.2 

机动车道路雨水 
初期径流 200-3000 200-2000 2-50 5-100 

后期径流 30-300 50-300 2-10 5-20 

透水铺装下收集雨水 10-40 ＜10 0.2-2 0.05-0.2 

 

A.0.3 【合流制与混流系统溢流污染水质】合流制与混流系统溢流水质应结合污水与雨水水量、污染物

浓度，管道沉积状况，暴雨对沉积物的冲刷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无实测资料时，可参照表 A.3 选用。 

表 A.3 武汉地区合流制系统相关水质指标参考值       单位：毫克每升 

水质指标 悬浮物（SS） 化学需氧量

（COD） 

雨季合流制或混流系统溢流污染浓度（C 溢

流） 

400-800 300-500 

【条文说明】参考生活污水浓度 SS=200~400，COD=200~400。国内外不同城市的合流溢流污染参考如

下： 

国内外不同城市部分合流管溢流污染浓度          单位：毫克每升 

序号 地区 
化学需氧量

（COD） 
总氮（TN） 总磷（TP） 悬浮物（SS） 

1 合肥 271-347 15.3-20 3.9 594-663 

2 昆明 201.03 27.37 2.51 228.70 

4 北京 134-250 5.11-16.36 4.34-10.52 120-155 

5 美国 44~218 3-24 1-10 1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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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常用灰色处理设施（资料性附录） 

B.1 格栅 

B.1.1 格栅可采用栅条或格网等不同形式，根据使用环境、处理需求可采用人工或机械格栅除污机。

用于合流水处理的格栅按照室外排水设计的相关标准执行；用于排水溢流水处理的格栅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用于去除漂移质和悬移质，可采用粗格栅，栅间距宜采用 25mm~50mm，机械清除时可采用 15

mm～25mm； 

2 用于去除部分可沉淀固体和 COD 可采用细格栅，栅间距可采用 0.5mm～10mm，宜不高于 4mm； 

3 用于去除悬浮物可采用精细格栅，栅间距可采用 0.02mm~0.50mm，一般不高于 0.10mm； 

4 格栅设于水泵前的，栅间距还应根据水泵要求确定。 

【条文说明】格栅的栅间距，对于栅条形式，指栅条间的净距；对于格网形式，至两组平行栅条中，

较小的一组栅条间的净距。 

对于排水溢流水，栅渣不超过 0.2m3/d 时可以采用人工格栅，超过 0.2m3/d 时宜采用机械格栅。 

市售格栅一般包括斜置格栅或旋转格栅，其中斜置格栅栅间距一般为 0.5~30mm，旋转格栅一般为

0.02~4mm。故按栅间距分类 3 类。 

据研究，粗格栅（25mm~50mm，常用竖向格栅或水平格栅）可以有效去除漂移质和悬移质（Met

calf & Eddy, 2003, Wastewater Engineering, treatment and reuse.）；4mm 的细格栅，可以去除 18.2%

的可沉固体和 20.5%的 COD（Brombach and Pisano, 1997）；0.10mm 可以去除 50%~80%的 SS，0.02

mm 可以进一步去除 5%~40%。 

B.1.2 溢流水过栅流速宜采用 0.6m/s～1.0m/s。机械格栅除污机采用斜置形式时，安装角度宜为 60°～

90°。人工清除格栅采用斜置形式时，安装角度宜为 30°～60°；人工粗格栅还可采用垂直安装，使用水

平栅条或竖直栅条。 

B.1.3 格栅间应设置栅渣清运措施和维护工作平台。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为便于清除栅渣和养护格栅，维护正常运行。 

B.1.4 格栅间应设置通风设施和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与报警装置。 

【条文说明】为改善格栅间的操作条件和确保操作人员安全，需设置通风设施和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

与报警装置。 

 

B.2 沉砂 

B.2.1 排水溢流水和合流污水可采用平流沉砂池、曝气沉砂池去除相对密度 2.65、粒径 0.2mm 以上

的砂粒。 

【条文说明】一般情况下，由于在污水系统中有些井盖密封不严，有些支管连接不合理以及部分家庭

院落和工业企业雨水进入污水管，在污水中会含有相当数量的砂粒等杂质。设置沉砂池可以避免后续

处理构筑物和机械设备的磨损，减少管渠和处理构筑物内的沉积，避免重力排泥困难，防止对生物处

理系统和污泥处理系统运行的干扰。 

    对于我国现阶段处于快速建设发展期，合流水中的含砂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生物处理或过滤

等处理工艺之前除去水中的砂粒有利于后续工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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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排水溢流水和合流污水可采用水力旋流分离器去除 5mm 及以上的漂浮物和可沉悬浮物。 

【条文说明】旋流分离通过拦截、高速旋转离心分离的作用将部分固体悬浮物沉入到分流器底部形成

固液分离，使得排水的杂物减少，对于漂浮物和可沉悬浮物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一定程度上去除水

体中的 COD 和 SS。旋流分离对溢流污水中>200μm的粗砂和悬浮物的去除率可达 95%,对 TSS 的去除

率可达 30%以上。 

旋流分离具有占地面积小、投资和运行成本低、运行维护方便、处理能力大的优点。需要指出的

是，旋流分离不减少溢流水量、不去除致病微生物。 

B.3 沉淀 

B.3.1 用于排水溢流或合流污水处理的平流沉淀池或幅流沉淀池，表面水力负荷可采用旱季平均

1.2~2.0m3/m2·h、雨季 2.4~4.0 m3/m2·h，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不小于 30min；用于雨水径流水力停留时间

一般不小于 15min。 

B.3.2 调蓄池可设置沉淀功能。接收池可参考静沉计算，通过池可参考 9.2.9 条平流沉淀池的负荷和

水力停留时间。 

B.3.3 斜板/斜管沉淀池斜板间距或斜管内切圆直径可采用 30~120mm，多采用 80mm 以上，斜板或

斜管斜长可采用 1~3m，倾角可采用 55° ~ 60°，同向流时可采用 30° ~ 40°。表面水力负荷宜为

6~13m3/m2·h。 

B.3.4 可前置投加混凝剂、助凝剂、混凝反应池、污泥回流、剩余污泥等措施强化斜板或斜管沉淀

池处理效果。絮凝时间宜为 8~15min。污泥回流量可采用进水量的 3%~6%，沉淀段表面水力负荷可采

用 15~25m3/m2·h，不高于 30m3/m2·h。 

【条文说明】沉淀污泥有一定的凝聚性能，回流污泥颗粒能够增加絮凝体的沉降速度，同时污泥中生

物絮体的絮凝吸附作用能够较大程度的提高污染物的去除率，同时可以避免过量投加药剂。污泥循环

一般采用污泥泵从泥斗中抽取回流至絮凝池的方式。 

根据国内生产实践经验，通过废水与回流污泥混凝、絮凝增大悬浮物尺寸的高效沉淀池，用于深

度处理工艺时，表面水力负荷宜为 6m3/m2·h~13m3/m2·h；用于一级强化处理工艺时，表面水力负荷可

以适当提高当高效沉淀池添加砂、磁粉等重介质增强絮凝效果时，表面水力负荷也可适当提高。 

沉淀是污水处理中最广泛使用的工艺，主要用于去除水中的悬浮物、浊度以及颗粒态有机物等污

染物。高效沉淀通过投加药剂和载体，斜管辅助分离等方式提高了分离效率和效果，具有启动速度快、

抗冲击能力强、去除效率高和占地面积小的优点，非常适合于雨季冲击下的溢流水和合流污水的处理。

一般情况下对悬浮物、TP 的去除率>85%，COD 的去除率 40-70%，BOD 的去除率 30-50%，TN 的去

除率也有 20%左右。 

 

B.4 过滤 

B.4.1 采用过滤工艺处理排水溢流或合流污水，宜前置去除可沉固体的措施。 

B.4.2 过滤可采用可压缩的纤维填料作为介质，滤速采用 20-27m/h。 

【条文说明】采用纤维填料作为过滤介质，可大幅度降低滤池的占地面积，处理滤速增加，对 4 微米

颗粒参考去除率 80%，维护和砂滤池相当，纳污能力强，更适合合流污水或排水溢流水高 SS 的特性。

用于排水溢流水处理时，可以减少污染物、微生物排放量，不能减少溢流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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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消毒 

B.5.1 排水溢流可采用次氯酸钠、紫外线、过氧乙酸等消毒剂消毒。消毒剂及接触时间宜满足设计

流量下致病微生物 99%去除率的目标。采用次氯酸钠时，宜在接触池后脱氯。 

B.5.2 排水溢流消毒前宜设置精密筛滤、一级处理或强化一级处理等措施，以减少水中杂质对消毒

效果的干扰。 

【条文说明】排水溢流的消毒前设置一定的处理措施，可以去除部分治病微生物，并提升消毒段的处

理效能。 

在排水溢流的处理中，由于超筛查的间歇性和高度变化的流量，使得调节消毒剂投加难度较大，

宜采用一定的流量控制措施，确保消毒接触时间。 

目前常用的是次氯酸钠和紫外线消毒，考虑到有毒环境影响、残留物法规、安全防范措施以及操

作和维护的易用性，列入国外常用的过氧乙酸（PAA），保质期长且对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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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常用绿色处理设施（资料性附录） 

C.1 设施建设 

C.1.1 用于城市溢流污染控制的常用绿色处理设施包括植被缓冲带、人工湿地、植被浅沟、雨水花

园、滞流塘、生态塘等。 

C.1.2 植被缓冲带是人工建造的具有一定宽度和坡度的植被带，对 TSS、溶解性 P、溶解性 N 具有

良好效果，可应用于雨水径流和不完全雨水管溢流，其措施要求如下： 

1 一般有选择性地建造在潜在的污染源与受纳水体之间，应结合城市水体的岸坡条件适当设置； 

2 植被缓冲带应维持原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应破坏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且需辅助受纳水体生

态系统向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3 植被缓冲带的植物布置应具有适当的通达性，以方便水生及陆生动植物的迁移、交流，并宜兼

顾人类亲近自然的要求； 

4 宜采用界碑明确河道缓冲带的保护范围； 

5 缓冲带坡度一般不超过 5%、长度宜不低于 20 米，坡度较大时可采用小型矮坝降低流速； 

6 缓冲带上游可采用水平水池，通过溢流配水； 

7 植物以土生或者适合于本地生长的草本为主，具有较好的耐旱、耐水能力。 

C.1.3 人工湿地可用于城市排水溢流、调蓄处理、处理厂尾水处理，应针对暴雨径流的特点合理设

计。 

1 溢流水处理人工湿地选种的植物应耐冲击，能适应长期干旱或浸泡的环境； 

2 应注意植物的布局和类型构成，避免生长过程中造成水流短路； 

3 峰值处理流量时，水力停留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流速不超过 0.3~0.5m/s,负荷不超过 1m3/m2/d； 

4 最大水深应结合植物选型确定。 

C.1.4 植被浅沟是一种较浅的植草渠道，对 TSS、N、P、油脂具有良好去除效果，可用于小面积的

排水区域内和源头控制雨水径流，其措施如下： 

1 可用于贮存和输送集中径流，在坡度较大的浅沟中还可设置内部堤岸以促进沉淀和渗透同时制

造了一个小的滞留区； 

2 具有下渗作用的植草排水沟必须首先考虑当地土壤透水性能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纵向及

边坡坡度、水流断面面积、植物种类、水流流速等。 

C.1.5 雨水花园，或称生物滞留池，可用于雨水径流和溢流水处理，对悬浮物、重金属等有良好的

处理效果。 

1 生物滞留设施一般由预处理植被浅沟、浅层存水区、植物种植区、种植土壤层、沙滤层、砂砾

垫层、排水系统和溢流装置等组成； 

2 浅层存水区为暴雨提供暂时的储存空间，其高度根据周边地形和当地降雨特性等因素而定，一

般采用可短时间耐水涝的多年生植物； 

3 种植土壤层一般选用渗透系数较大的砂质土壤，一般含砂含量 60%-85%、有机成分 5%-10%、

粘土不超过 5%。土层厚度根据植物类型而定，当采用草本植物时一般厚度为 25mm 左右，采用木

本植物厚度一般为 600mm-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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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沙滤层厚度应根据当地的降雨特性、生物滞留设施的服务面积等确定，多为 100mm，当选用砂

质土壤时其主要成分与种植土层一致。当选用炉渣或沙砾时其渗透系数一般不小于 0.15。 

C.1.6 滞留塘是利用天然低洼地进行筑坝或人工开挖而成的，可用于雨水径流和溢流水处理，对悬

浮物、氮、磷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 

1 一般建设于城市大型绿地周围、低洼地、空旷地带、边缘地带； 

2 滞留塘一般按满足滞留雨水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其规模取决于降雨特征、径流量的大小以及流

域面积的大小； 

3 进水管宜采用非满流；当单个进水管进水量大于总设计处理水量的 10%时，宜设置预沉淀池。

预沉淀池总容积宜为径流污染控制量的 10%- 20%。 

4 滞留塘出口处应设置防冲蚀措施。 

5 当滞留塘位于粉砂土质、断裂基岩等高渗透性基层上时，塘底需设置防渗层。 

6 应尽量增大滞留塘进水口到出水口的水流路径，宜通过多级串联方式处理雨水径流污染。 

7 当滞留塘的设计水位大于 1.2m 时，其周围宜设置安全护坡。 

8 滞留塘宜采用湿地植物，宜种植在安全护坡或池塘较浅处。 

C.1.7 生态塘是通过建立具有净化能力的健康塘库生态系统，发挥削减溢流污水污染负荷的生态措

施。即在塘中种植沉水、浮叶、挺水等不同类型的水生植物，扩增或放养滤食性浮游动物和鱼类，扩

繁螺蚌类底栖动物，并营造好氧、厌氧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条件，构成完善的食物网，利用食物网中物

质和能量持续循环的相互作用关系，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 

1 生态塘的形态可因地制宜，根据最大溢流水量的 1.2 倍确定库容进而设计其平均水深。不同类型

植物种群则需按照有效水深配置其空间分布。 

2 生态塘可依据其边坡、陆向或水向湖滨带、浅滩、敞水区等不同立地条件，分别种植繁育湿生

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或浮叶植物。其中，浮叶植物宜为 0.4~1.5m；挺水植物宜为 0.4~1.0m；

沉水植物宜为 1.0~2.5m。 

3 生态塘中的水生植物种群应具有良好的净水效果、较强的耐污能力、易于管理、收获和处置，

并有利用价值。各类水生植物盖度的总和不应小于水面面积的 60%。 

4 浮叶植物应分散种植，占塘水面面积应控制在 10~20%。 

5 生态塘中的鱼类应以滤食性鱼类为主，放养密度不应超 20g/m3。 

6 生态塘水中溶解氧应不小于 4mg/1，溶氧不足时可采用机械曝气充氧。 

C.2 运行维护 

C.2.1 植被缓冲带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管理： 

1 严格控制缓冲带的保护范围，严禁破坏性活动和建设。原则上不应在缓冲带范围内建设公共基

础设施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不扩建生活用地设施，或将生活用地变性为生产和商业用地；严

禁挖砂、取土、采石等;堆放废弃物、倾倒垃圾;擅自砍伐树木、毁坏花草;擅自截流引水;建房、建

窑、建坟;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含磷洗涤品及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有害物质。 

2 应定期对河道缓冲带内的植物进行收割、清理、优化，辅助植被缓冲带的生态系统趋于完善。 

C.2.2 人工湿地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管理：  

1 当水生植物不适应生活环境时，需调整植物的种类，并重新种植；植物的调整需要变换水位；

如果水位低于理想高度，可调整出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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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采取措施，建立良好的植物覆盖，并进行杂草控制。可在春季或夏季，建立植物床的前三个

月，设置高于床表面 5 cm 的水深以控制杂草的生长。一般湿地植物经过三个生长季节，可以与杂

草竞争，可以降低杂草控制强度。  

3 湿地床的进水区易产生沉积物堆积，运行一段时间，需挖掘沉积物。  

C.2.3 植被浅沟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管理： 

1 及时清理垃圾与沉积物，确保水流顺畅; 

2 应及时补种修剪植物、清除杂草; 

3 进水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补充设置碎石缓冲或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 

4 局部坡度较大导致沟内水流流速超过设计流速时，应增设挡水堰或抬高挡水堰高程； 

5 边坡出现坍塌时，应及时进行加固； 

6 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流雨水时，应加大进水口规模或进行局部下凹等。 

C.2.4 雨水花园建植后的一年内采取以下维护措施： 

1 当植物定植后，可采取表面 5cm 左右的覆盖物，如松树杆、木头屑片和碎木材等，以阻止杂草

的生长、保持土壤的湿度、避免土壤板结而导致土壤渗透性下降； 

2 雨水较大，流速较快，容易侵蚀雨水花园床底，将几块砖头或一些石块放入入水口处能有效降

低径流系数，防止雨水对花园床底的侵蚀。 

3 最初几周每隔 1 d 浇 1 次水，并且要经常去除杂草, 建造雨水花园所使用的土壤十分肥沃，很容

易滋生杂草。因此，在雨水花园建造后的第一年内，杂草的清除工作应每隔两周进行次。直到植

物能够正常生长并且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 

C.2.5 雨水花园的常规维护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1 在几次降雨或一次强降雨后需检查雨水花园的覆盖层及植被的受损情况，如若受损则应及时更

换； 

2 定期清理雨水花园表面的沉积物，确保渗透性； 

3 定期检查植被生长状况，定期修剪生长过快的植物，去除影响景观效果的杂草，每年春天剪掉

枯死的植物枝叶； 

4 检查植物以预防病虫害。如果植物有病虫害迹象,应及时将其移除，以防止感染其他物种； 

5 根据植物需水状况，必要时灌溉植物。 

C.2.6 滞留塘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管理： 

1 日常检查进出口垃圾，及时清理； 

2 在雨季前、大暴雨或雨季后，检查出口堵塞情况、塘底和堤岸的稳定性及植被生长情况；出现

堵塞、破坏和植物死亡倒伏时应及时清理、加固。 

3 设置垂直沉泥检测器。前置塘中沉积物超过 50%或每隔 5~7 年清除一次。滞留塘主池一般 10~-20

年或沉积物超过 25%时进行清除.调蓄塘中沉淀物超过 25%或发现再悬浮现象时进行清除，一般为

5~25 年一次。 

4 定期收割塘中的水生植物，清除杂草；灌木类植物定期剪枝； 

5 当出现大量蚊蝇是，需进行杀虫控制蚊蝇生长。 

C.2.7 生态塘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管理： 

1 挺水植物群落生长一段时间后，应及时进行疏密移植，避免某个区域挺水植物生长过为拥挤，

一般在秋季实施挺水植物分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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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冬季刈割露出水面 20cm 以上的挺水植物枯叶并及时处理，防止其腐烂而污染水体。 

3 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 及时清除和处置死亡的浮叶植物的残体、烂叶，防止其腐烂而污染水体。 

5 当浮叶植物侵占水面 25%面积时应清除多余浮叶植物。 

6 及时清除水体表面的漂浮植物及入侵性植物。 

7 沉水植物长出水面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8 对于成活率不能达到设计要求，或因突发性变故造成水生植被损伤时，要进行补植。 

9 一年收割 1 次，植物因自然节律开始枯萎凋亡起 1 周内开始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

打捞。收获物务必及时从水体中移除处置，并清理残余凋落物。 

10 根据水生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立地环境特点，加强对有害生物的日常监测和控制。对于因病虫害

等原因造成某个或某些植被类群死亡时，应将植被撤出，并进行相应的补种；当植物有严重病虫

害时，应撤出后再喷洒杀虫剂处理。 

11 当杂食性和草食性鱼类（鲤鱼、鲫鱼、草鱼等）生物量占鱼类总生物量的比例在 20%-30%以上

时，集中捕捞；每年 10-11 月集中捕捞肉食性鱼类成体；每年 3-4 月，适时放养肉食性鱼类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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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二、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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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T28592 降水量等级 

CJJ/T 6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T 60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CJJ/T 68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