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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0.

1 总则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制定本导则。

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除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

国家和省现行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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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就地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经适度处理后就近进行资源化利用或土壤消纳的方式。

2.0.2 转运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后运输至有接纳能力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的方式。

2.0.3 资源化利用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至相应标准后，充分利用农村自然地理条件和环境消纳能

力（包括水环境容量、土壤消纳能力等），结合受纳体的水肥需求，实现农村生

活污水中水资源和氮磷等养分资源的利用。

2.0.4 土壤消纳

农村生活污水经适度处理后，充分利用土壤及微生物对污水中的有机物、悬

浮物、氮磷等进行过滤、吸附和降解，使其不对自然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

方式。

2.0.5 受纳体

接纳适度处理后的农村生活污水并进行资源化利用或土壤消纳的农田、林地、

果园、菜园、草地等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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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保护区内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应充分结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的规定开展。

3.0.2 保护区内的村庄应做好雨污分流。

3.0.3 保护区内禁止设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

3.0.4 保护区内非搬迁撤并且累计居住时间大于 30 天的农户不得认定为管控

治理户。

3.0.5 保护区内所有农户的生活污水均应有效治理。

3.0.6 各地宜结合实际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实施方案。

3.0.7 保护区范围划分调整的，应同步调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实施方案。

3.0.8 保护区内的城中村、城郊村应采用纳厂处理或转运处理。

3.0.9 一级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应纳厂处理，不得就地处理；纳厂处理条件

受限或 3年内规划搬迁、撤并的，可采用转运处理。

3.0.10 二级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模式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因地制宜选择纳厂处理、转运处理或就地处理模式；

2 3年内规划搬迁撤并的村庄，当距离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小于 15km时，宜

采用转运处理；当距离城镇污水收集管网不小于 15km时，可采用转运处理或就

地处理。

3 无搬迁撤并规划的村庄，距离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小于 3km的，宜采用纳

厂处理，纳厂处理受限时可采用转运处理；距离城镇污水收集管网 3km以外且

15km 以内时，宜采用转运处理或就地处理；距离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大于 15km

时，宜采用就地处理。

3.0.1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水户的生活污水宜采用纳厂处理或转运处理，排

水户通过自建设施或委托处置等方式处理污水的应符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求。

3.0.12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存在农户腌菜、酿酒、豆制品、笋制品等农产

品加工的，地方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农产品加工废水影响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稳定运行。

3.0.13 保护区内户内处理设施、公共处理设施的建设改造应符合《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技术规程》《农村生活污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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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技术应用导则》等相关规定。

3.0.14 利用现状污水收集管网的，应评估管网的可行性，做好管网能力不足、

功能与结构性缺陷等问题的排查与修复。

3.0.15二级保护区内进水水质水量无明显异常、出水稳定达标且无排污口的现有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经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评估确认后可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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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厂处理

4.0.1 纳厂处理设施建设应结合城镇污水系统、村庄污水收集处理现状等具体

情况，分析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评估安全风险。

4.0.2 纳厂处理的污水水量水质应满足城镇污水系统的接纳能力。

4.0.3 纳厂处理的提升泵站应合理选址，并设置液位计、机电设备运行状态监

控与报警装置等设施设备，接入城镇污水系统的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末端泵站应设

置流量计量装置。

4.0.4 污水采用纳厂处理时，运维单位宜参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

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等相关规定开展运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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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地处理

5.1 一般规定

5.1.1 就地处理可采用无害化处理利用、户用处理利用、集中处理利用三种模

式；具体模式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房屋分布形态、污水处理要求、资源化利用

去向和受纳体环境消纳能力等因素确定。

5.1.2 污水就地处理时，周边应具备充足消纳面积，确保污水中氮磷等污染物

的量不超过受纳体消纳能力，受纳体面积可参考附录 C确定。

5.1.3 受纳体距离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线应大于 300m。

5.1.4 用于农田浇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相关规定；用于林地、草地、景观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生水水质利用标

准》（SL 368）相关规定。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对出水水质另有规定，按规定执

行。

5.1.5 资源化利用水量可根据利用去向、气候情况、土壤湿度、灌溉需求和受

纳体消纳能力等因素确定。

5.1.6 资源化利用灌溉方式根据受纳体类型合理选择：

1 农田作为受纳体时，宜采用滴灌、渗灌、生态沟渠漫灌等方式；果园、林

地作为受纳体时，宜采用滴灌、渗灌等方式；草地作为受纳体时，宜采用滴灌的

灌溉方式。

2 农户房前屋后的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作为受纳体时，宜设置取水阀、

取水栓等取水设施，便于农户自行取水进行灌溉利用。

5.1.7 土壤消纳宜采用穿孔管进行布水。土壤性质宜为壤土，不宜采用渗透系

数不适的砂质土和黏质土。土壤消纳系统底部与地下水含水层顶部最小距离宜为

2m。

5.1.8 应将就地处理的设施纳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相

关设施正常运行，并定期开展设施周边水环境监测评估。

5.2 无害化处理利用

5.2.1 适用于零星居住且常住人口不超过 6人的单户或一宅多户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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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黑水经无害化处理后应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中相

关规定。

5.2.3 黑水无害化处理后与灰水混合，就近用于房前屋后的受纳体，如图 5.2.3

所示。

5.2.4 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在资源化利用时，农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设置储水池，

储水池有效容积宜为 0.6～3.0m³。

图 5.2.3 无害化处理利用流程图

5.3 户用处理利用

5.3.1 适用于相对分散居住且常住人口不超过 50人的多户农户。

5.3.2 经户用处理罐处理后的尾水接入储水池，根据需要输送至受纳体进行资

源化利用，未能资源化利用的尾水应进行土壤消纳，如图 5.3.2所示；储水池有

效容积宜不小于 1天的平均日资源化利用水量，并预留 10%～15%的安全容积。

图 5.3.2 户用处理利用流程图

5.4 集中处理利用

5.4.1 适用于成片集中居住且常住人口大于 50人的多户农户。

5.4.2 经集中处理终端处理后的尾水接入储水池，根据需要输送至受纳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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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未能资源化利用的尾水应进行土壤消纳，如图 5.4.2所示；储水池

有效容积宜不小于1天的平均日资源化利用水量，并预留10%～15%的安全容积。

图 5.4.2 集中处理利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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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运处理

6.0.1 转运处理设施建设应结合村庄污水收集现状、城镇污水系统或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情况合理设置，包括污水收集管网、污水暂存池等。

图 6.0.1 转运处理流程图

6.0.2 转运处理设施宜以行政村为单元进行统筹考虑，排水户宜设置单独的污

水转运处理设施。

6.0.3 暂存池选址应满足相关规划、消防、防洪、环保和运维等要求，暂存池

应具有拦渣、沉沙、防臭、防爆等功能，宜设置液位、防入侵报警的监控设施。

6.0.4 暂存池有效容积不宜小于收集范围内 7天平均日污水量，并预留 10%～

15%的安全容积。

6.0.5 应将转运处理纳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体系。运维单位应与

村（居）民委员会或排水户签订污水转运协议，与污水接纳单位签订污水接纳管

理协议，做好污水收集、转运、接收的全过程管理，并形成专门的工作台账。

6.0.6 运维单位应参照《环境卫生技术规范》（GB 51260）相关要求，做好防

臭及防洒、滴、漏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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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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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储水池做法示意图

注：

1、本图参照《矩形钢筋混凝土蓄水池》（05S804）图集绘制；

2、水池沟槽开挖及回填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相应部

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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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受纳体最小面积

受纳体分类

受纳体面积（亩（m2）/人）

无害化处理利用 户用处理利用 集中处理利用

耕地（包括水田、水

浇地、旱地）
0.058(39) 0.050(33) 0.032(21)

园地（包括果园、茶

园和其他园地）
0.124(83) 0.105(70) 0.068(45)

草地（包括天然牧草

地、沼泽草地、人工

牧草地）

0.296(197) 0.251(167) 0.163(108)

林地（包括乔木林地、

竹林地、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0.254(169) 0.216(144) 0.140(93)

注：1、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受纳体面积；

2、括号内面积单位为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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