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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We all know that, already today, we ar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providing sufficient 
water of adequate quality for human consumpti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Problems 
will increase due to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nd megacities but also as a result of chang-
ing lifestyles and eating habits. It is therefore advisable that we all think about how to 
ensure a sufficient amount and quality of the resource water can be provided.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ill be to use our water resources efficiently.  
The reuse of wastewater is a key component in this respect. 

The DWA Work Group has studied technologies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with the focus 
on reuse purposes and worked out guidelines under the title “Treatment Steps for Water 
Reuse”.  

Water recycling is widely practised by industry. It has been DWA’s intention to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ater recycling also for municipal and agricultural reuse purposes.  
To select the best suitable technology for each individual application in this field will always 
be a matter of the engineer’s experience. 

The Work Group is aware that their work will not solve the world’s water problems,  
but they at least wanted to offer guidelines for part of the problem areas. 

 
Dr.-Ing. E. h. Hans G. Huber 
(DWA-Work Group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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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年以来，有越来越强的迹象表明，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将面临比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更加严重的资

源枯竭问题。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环境报告“GEO-4” (UNEP,2007) 
阐明了问题的根源：世界人口增长超过 60 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的水资源消耗水平超出了自然界的

供给能力。解决方案在于：减少资源消耗，具体到水资源就是指对污水进行再利用和小型循环使用。 
 
在德国，由于淡水资源仍较为丰富、因而该项课题到目前为止一直被摆在了次要位置上。着眼于国

际市场以及德国水行业针对水的重复利用课题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德国水、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协会在

其架构下的 KA-1 “新型卫生洁具体系”专业委员会之外，创立了归属于 BIZ-11“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的

BIZ-11.4 DWA “水的再利用”工作组。 
 

该工作组的任务之一是识别和描述污水再利用所采用的处理工艺，特别是那些由于在德国较少被应

用、经验相对缺乏的工艺。工作组建立了一个评估矩阵，以便对那些以污水再利用为目标的水处理技术

进行描述和评估。 
 
需要指出，本论文集通过 DWA BIZ-11.4“水的再利用”工作组精彩和努力工作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尚

不是 DWA 导则的正式组成部分。现有的评估矩阵是按照当前的思路生成的，不能认为课题任务已经结

束，而是应当继续发展完善，工作组因此欢迎大家的参与和提供信息。 
 
本文附件“以水再利用为目标的污水处理工艺评估矩阵”有已经完成的 Excel 电子表格文件格式，用户

可以通过访问 DWA 的网页 <http://www.dwa.de/master/wastewater-reuse> 进行下载。必要时用户可

以获取这些表格并使其能为自己的应用服务。 
 
 

作  者 
本刊德国水、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协会论文集由 DWA BIZ-11.4“水的再利用”工作组负责编辑，下述人

员参与了编撰工作： 
 
(姓, 名) 
CORNEL, Peter  
FIRMENICH, Edgar  
FUHRMANN, Tim  
HUBER, Hans  
KAMPE, Peter  
KARL, Volker  
MEDA, Alessa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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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 Hermann  
SCHEER, Holger  
SCHMIDTLEIN, Florian  
SCHNEIDER, Thomas†  
SCHWARZ, Christina  
WEISTROFFER, Klaus  

( 头衔, 城市 ) 
教授、工程学博士, Darmstadt 
工程学硕士, Mannheim 
工程学硕士, Witten 
工程学博士 E.h. 工程学硕士, Berching (发言人) 
工程学硕士, Maintal 
工程学硕士, Frankfurt 
Dott. Ing., Darmstadt 
教授, Kiryat Sde-Boker, Israel (客座) 
教授、工程学博士, Bochum 
工程学博士, habil., Essen 
工程学硕士, Bochum 
工程学硕士, Bochum (已故) 
工程学硕士, Neubiberg 
工程学硕士, Eschborn 

  
DWA 总部项目负责人： 

HEIDEBRECHT, Rüdiger 工程学硕士, Hennef 
培训和国际合作部 



以水的再利用为目标的污水处理工艺评估 

72 May  2008 DWA-Topics 

目  录 

前言 ∙∙∙∙∙∙∙∙∙∙∙∙∙∙∙∙∙∙∙∙∙∙∙∙∙∙∙∙∙∙∙∙∙∙∙∙∙∙∙∙∙∙∙∙∙∙∙∙∙∙∙∙∙∙∙∙∙∙∙∙∙∙∙∙∙∙∙∙∙∙∙∙∙∙∙∙∙∙∙∙∙∙∙∙∙∙∙∙∙∙∙∙∙∙∙∙∙∙∙∙∙∙∙∙∙∙∙∙∙∙∙∙∙∙∙∙∙∙∙ 71 
作者 ∙∙∙∙∙∙∙∙∙∙∙∙∙∙∙∙∙∙∙∙∙∙∙∙∙∙∙∙∙∙∙∙∙∙∙∙∙∙∙∙∙∙∙∙∙∙∙∙∙∙∙∙∙∙∙∙∙∙∙∙∙∙∙∙∙∙∙∙∙∙∙∙∙∙∙∙∙∙∙∙∙∙∙∙∙∙∙∙∙∙∙∙∙∙∙∙∙∙∙∙∙∙∙∙∙∙∙∙∙∙∙∙∙∙∙∙∙∙∙ 71 
1 课题的目标∙∙∙∙∙∙∙∙∙∙∙∙∙∙∙∙∙∙∙∙∙∙∙∙∙∙∙∙∙∙∙∙∙∙∙∙∙∙∙∙∙∙∙∙∙∙∙∙∙∙∙∙∙∙∙∙∙∙∙∙∙∙∙∙∙∙∙∙∙∙∙∙∙∙∙∙∙∙∙∙∙∙∙∙∙∙∙∙∙∙∙∙∙∙∙∙∙∙∙∙∙ 73 

2 水再利用的意义∙∙∙∙∙∙∙∙∙∙∙∙∙∙∙∙∙∙∙∙∙∙∙∙∙∙∙∙∙∙∙∙∙∙∙∙∙∙∙∙∙∙∙∙∙∙∙∙∙∙∙∙∙∙∙∙∙∙∙∙∙∙∙∙∙∙∙∙∙∙∙∙∙∙∙∙∙∙∙∙∙∙∙∙∙∙∙∙∙∙∙∙∙∙ 74 

3 水再利用的分项归类∙∙∙∙∙∙∙∙∙∙∙∙∙∙∙∙∙∙∙∙∙∙∙∙∙∙∙∙∙∙∙∙∙∙∙∙∙∙∙∙∙∙∙∙∙∙∙∙∙∙∙∙∙∙∙∙∙∙∙∙∙∙∙∙∙∙∙∙∙∙∙∙∙∙∙∙∙∙∙∙∙∙∙∙∙∙∙ 75 
3.1 社会文化因素与社会认同 ∙∙∙∙∙∙∙∙∙∙∙∙∙∙∙∙∙∙∙∙∙∙∙∙∙∙∙∙∙∙∙∙∙∙∙∙∙∙∙∙∙∙∙∙∙∙∙∙∙∙∙∙∙∙∙∙∙∙∙∙∙∙∙∙∙∙∙∙∙∙∙∙∙∙∙∙∙∙ 75 
3.2 对技术的要求∙∙∙∙∙∙∙∙∙∙∙∙∙∙∙∙∙∙∙∙∙∙∙∙∙∙∙∙∙∙∙∙∙∙∙∙∙∙∙∙∙∙∙∙∙∙∙∙∙∙∙∙∙∙∙∙∙∙∙∙∙∙∙∙∙∙∙∙∙∙∙∙∙∙∙∙∙∙∙∙∙∙∙∙∙∙∙∙∙∙∙∙∙∙∙∙∙ 76 
3.3 对操作管理和操作能力的要求∙∙∙∙∙∙∙∙∙∙∙∙∙∙∙∙∙∙∙∙∙∙∙∙∙∙∙∙∙∙∙∙∙∙∙∙∙∙∙∙∙∙∙∙∙∙∙∙∙∙∙∙∙∙∙∙∙∙∙∙∙∙∙∙∙∙∙∙∙∙∙∙  
3.4 卫生健康因素∙∙∙∙∙∙∙∙∙∙∙∙∙∙∙∙∙∙∙∙∙∙∙∙∙∙∙∙∙∙∙∙∙∙∙∙∙∙∙∙∙∙∙∙∙∙∙∙∙∙∙∙∙∙∙∙∙∙∙∙∙∙∙∙∙∙∙∙∙∙∙∙∙∙∙∙∙∙∙∙∙∙∙∙∙∙∙∙∙∙∙∙∙∙∙∙∙ 77 
3.5 法律法规和国家的调控∙∙∙∙∙∙∙∙∙∙∙∙∙∙∙∙∙∙∙∙∙∙∙∙∙∙∙∙∙∙∙∙∙∙∙∙∙∙∙∙∙∙∙∙∙∙∙∙∙∙∙∙∙∙∙∙∙∙∙∙∙∙∙∙∙∙∙∙∙∙∙∙∙∙∙∙∙∙∙∙∙∙∙ 78 
3.6 水再利用项目的市场潜力∙∙∙∙∙∙∙∙∙∙∙∙∙∙∙∙∙∙∙∙∙∙∙∙∙∙∙∙∙∙∙∙∙∙∙∙∙∙∙∙∙∙∙∙∙∙∙∙∙∙∙∙∙∙∙∙∙∙∙∙∙∙∙∙∙∙∙∙∙∙∙∙∙∙∙∙∙∙∙∙ 78 
3.7 价格和投资∙∙∙∙∙∙∙∙∙∙∙∙∙∙∙∙∙∙∙∙∙∙∙∙∙∙∙∙∙∙∙∙∙∙∙∙∙∙∙∙∙∙∙∙∙∙∙∙∙∙∙∙∙∙∙∙∙∙∙∙∙∙∙∙∙∙∙∙∙∙∙∙∙∙∙∙∙∙∙∙∙∙∙∙∙∙∙∙∙∙∙∙∙∙∙∙∙∙∙∙∙ 79 

4 应用案例∙∙∙∙∙∙∙∙∙∙∙∙∙∙∙∙∙∙∙∙∙∙∙∙∙∙∙∙∙∙∙∙∙∙∙∙∙∙∙∙∙∙∙∙∙∙∙∙∙∙∙∙∙∙∙∙∙∙∙∙∙∙∙∙∙∙∙∙∙∙∙∙∙∙∙∙∙∙∙∙∙∙∙∙∙∙∙∙∙∙∙∙∙∙∙∙∙∙∙∙∙∙∙∙ 80 
4.1 德国的应用案例∙∙∙∙∙∙∙∙∙∙∙∙∙∙∙∙∙∙∙∙∙∙∙∙∙∙∙∙∙∙∙∙∙∙∙∙∙∙∙∙∙∙∙∙∙∙∙∙∙∙∙∙∙∙∙∙∙∙∙∙∙∙∙∙∙∙∙∙∙∙∙∙∙∙∙∙∙∙∙∙∙∙∙∙∙∙∙∙∙∙∙∙∙ 80 
4.2 世界其他地区的案例∙∙∙∙∙∙∙∙∙∙∙∙∙∙∙∙∙∙∙∙∙∙∙∙∙∙∙∙∙∙∙∙∙∙∙∙∙∙∙∙∙∙∙∙∙∙∙∙∙∙∙∙∙∙∙∙∙∙∙∙∙∙∙∙∙∙∙∙∙∙∙∙∙∙∙∙∙∙∙∙∙∙∙∙∙∙∙ 81 

5 以水再利用为目标的污水处理工艺评估矩阵∙∙∙∙∙∙∙∙∙∙∙∙∙∙∙∙∙∙∙∙∙∙∙∙∙∙∙∙∙∙∙∙∙∙∙∙∙∙∙∙∙∙∙∙∙∙∙∙∙∙∙ 82 
5.1 评估矩阵的目标∙∙∙∙∙∙∙∙∙∙∙∙∙∙∙∙∙∙∙∙∙∙∙∙∙∙∙∙∙∙∙∙∙∙∙∙∙∙∙∙∙∙∙∙∙∙∙∙∙∙∙∙∙∙∙∙∙∙∙∙∙∙∙∙∙∙∙∙∙∙∙∙∙∙∙∙∙∙∙∙∙∙∙∙∙∙∙∙∙∙∙∙∙ 82 
5.2 限制因素∙∙∙∙∙∙∙∙∙∙∙∙∙∙∙∙∙∙∙∙∙∙∙∙∙∙∙∙∙∙∙∙∙∙∙∙∙∙∙∙∙∙∙∙∙∙∙∙∙∙∙∙∙∙∙∙∙∙∙∙∙∙∙∙∙∙∙∙∙∙∙∙∙∙∙∙∙∙∙∙∙∙∙∙∙∙∙∙∙∙∙∙∙∙∙∙∙∙∙∙∙∙∙∙ 83 
5.3 矩阵的结构和概念释义∙∙∙∙∙∙∙∙∙∙∙∙∙∙∙∙∙∙∙∙∙∙∙∙∙∙∙∙∙∙∙∙∙∙∙∙∙∙∙∙∙∙∙∙∙∙∙∙∙∙∙∙∙∙∙∙∙∙∙∙∙∙∙∙∙∙∙∙∙∙∙∙∙∙∙∙∙∙∙∙∙∙∙ 84 
5.3.1 行 1-2 “健康风险” ∙∙∙∙∙∙∙∙∙∙∙∙∙∙∙∙∙∙∙∙∙∙∙∙∙∙∙∙∙∙∙∙∙∙∙∙∙∙∙∙∙∙∙∙∙∙∙∙∙∙∙∙∙∙∙∙∙∙∙∙∙∙∙∙∙∙∙∙∙∙∙∙∙∙∙∙∙∙∙∙∙∙∙∙∙∙∙∙ 86 
5.3.2 行 3 - 6 “经济效率-投资成本”∙∙∙∙∙∙∙∙∙∙∙∙∙∙∙∙∙∙∙∙∙∙∙∙∙∙∙∙∙∙∙∙∙∙∙∙∙∙∙∙∙∙∙∙∙∙∙∙∙∙∙∙∙∙∙∙∙∙∙∙∙∙∙∙∙∙∙∙∙∙∙∙∙ 86 
5.3.3 行 7-11 “经济效率-运营成本” ∙∙∙∙∙∙∙∙∙∙∙∙∙∙∙∙∙∙∙∙∙∙∙∙∙∙∙∙∙∙∙∙∙∙∙∙∙∙∙∙∙∙∙∙∙∙∙∙∙∙∙∙∙∙∙∙∙∙∙∙∙∙∙∙∙∙∙∙∙∙∙ 87 
5.3.4 行 12-16 “设施运行对环境的影响” ∙∙∙∙∙∙∙∙∙∙∙∙∙∙∙∙∙∙∙∙∙∙∙∙∙∙∙∙∙∙∙∙∙∙∙∙∙∙∙∙∙∙∙∙∙∙∙∙∙∙∙∙∙∙∙∙∙∙∙∙∙∙ 87 
5.3.5 行 17-19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 ∙∙∙∙∙∙∙∙∙∙∙∙∙∙∙∙∙∙∙∙∙∙∙∙∙∙∙∙∙∙∙∙∙∙∙∙∙∙∙∙∙∙∙∙∙∙∙∙∙∙∙∙∙∙∙∙∙∙∙∙∙∙ 87 
5.3.6 行 20-36 “设备技术”∙∙∙∙∙∙∙∙∙∙∙∙∙∙∙∙∙∙∙∙∙∙∙∙∙∙∙∙∙∙∙∙∙∙∙∙∙∙∙∙∙∙∙∙∙∙∙∙∙∙∙∙∙∙∙∙∙∙∙∙∙∙∙∙∙∙∙∙∙∙∙∙∙∙∙∙∙∙∙∙∙∙∙∙∙ 88 
5.3.7 行 37-40 “灌溉技术”∙∙∙∙∙∙∙∙∙∙∙∙∙∙∙∙∙∙∙∙∙∙∙∙∙∙∙∙∙∙∙∙∙∙∙∙∙∙∙∙∙∙∙∙∙∙∙∙∙∙∙∙∙∙∙∙∙∙∙∙∙∙∙∙∙∙∙∙∙∙∙∙∙∙∙∙∙∙∙∙∙∙∙∙∙ 89 
5.3.8 行41-44 “应用的选项”∙∙∙∙∙∙∙∙∙∙∙∙∙∙∙∙∙∙∙∙∙∙∙∙∙∙∙∙∙∙∙∙∙∙∙∙∙∙∙∙∙∙∙∙∙∙∙∙∙∙∙∙∙∙∙∙∙∙∙∙∙∙∙∙∙∙∙∙∙∙∙∙∙∙∙∙∙∙∙∙∙∙∙ 89 

参考文献 ∙∙∙∙∙∙∙∙∙∙∙∙∙∙∙∙∙∙∙∙∙∙∙∙∙∙∙∙∙∙∙∙∙∙∙∙∙∙∙∙∙∙∙∙∙∙∙∙∙∙∙∙∙∙∙∙∙∙∙∙∙∙∙∙∙∙∙∙∙∙∙∙∙∙∙∙∙∙∙∙∙∙∙∙∙∙∙∙∙∙∙∙∙∙∙∙∙∙∙∙∙∙∙∙∙∙∙∙∙∙∙∙∙∙∙∙∙∙∙ 90 

附件 以水再利用为目标的污水处理工艺评估矩阵∙∙∙∙∙∙∙∙∙∙∙∙∙∙∙∙∙∙∙∙∙∙∙∙∙∙∙∙∙∙∙∙∙∙∙∙∙∙∙∙∙∙∙∙∙∙∙∙∙∙∙ 92 

表格索引 
 

表 1 表格行头及评估因子∙∙∙∙∙∙∙∙∙∙∙∙∙∙∙∙∙∙∙∙∙∙∙∙∙∙∙∙∙∙∙∙∙∙∙∙∙∙∙∙∙∙∙∙∙∙∙∙∙∙∙∙∙∙∙∙∙∙∙∙∙∙∙∙∙∙∙∙∙∙∙∙∙∙∙∙∙∙∙∙∙∙∙∙∙∙∙ 85 
 
 
 



以水的再利用为目标的污水处理工艺评估 

DWA-Topics May  2008 73 

1 课题的目标 

对废水进行处理和再利用的必要性首先体现在国际层面上，除了欧洲以外的少雨地区，该课题未来

也将在欧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且不仅局限于南欧地区，如今那里将处理水回用于农业已成为一项成

熟和普遍的应用。除农业外，对城镇用水进行多重利用的意义也在明显增加，特别是在那些快速扩张的

超级大都市。这些地方不论地处何种气候区域，其对水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当地淡水自然资源的供给

能力。 
 

对废水进行处理和再利用是一项涵盖内容广泛的综合性课题：除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关于水质、水处

理工艺的相关规定、标准外，也需要考虑各国之间在诸如重复利用类型、资金来源、当地操作人员的技

术水平等约束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当前对本课题所面临不同挑战的公开研究论著已有很多，例如：

AQUAREC (2006), ANGELAKIS et al. (2001), WHO (2006), ASANO (2007), JIMENEZ 和 ASANO (2008)。 
 

为了提供与再利用相关的水处理工艺概览、并能够为选择合适的工艺提供帮助。德国水、污水和废弃

物处理协会BIZ-11.4 “水的再利用”工作组创建了一个缜密的、针对不同水处理工艺的评估矩阵。评估矩阵

从出水水质、成本、物料和能量消耗、维护费用等不同角度对各单项工艺进行评估，并将在评估基础上

对各处理工艺进行特征化处理、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处理工艺与水重复利用相关的风险信息。

本文中的评估矩阵适用于农业和城市回用水（灌溉、消防用水以及作为非饮用水的应用）。而不包括工

业用水（循环水）、非直接、非有意识地再利用以及所谓的革新概念，即废水的分类收集，这些也不在

本文内论述。 
 

本课题以及评估矩阵的目标在于提供各处理工艺的可行性、应用准则、前提条件等基础信息。评估矩

阵应该提供简单、快速的决策帮助，而不是为制订详细、具体的决策服务。这些缜密具体的决策应交由

专业人士去制订。显然评估矩阵在特定情况下不能替代工程学方法，而仅仅是为理性、稳重的决策提供

帮助。在无法获取专业技术支持时也可以使用之。 相对于知识丰富的专家，评估矩阵的目标使用人群更

多的是公众事务团体、决策者、政治家（为了提升意识）、行业咨询业者、城乡及农业水处理设施建造

运营商等，这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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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再利用的意义 

世界上有限的水资源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使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除了自身气候框架条件以及水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外，这

些国家水资源匮乏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人口急速增长和人均耗水量增加等人为因素。对现有水资源采取非

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方式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不断受到污染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化。此外预测全球气候

变化还会进一步加剧世界性的水资源匮乏态势。根据世界水资源报告（UNESCO,2006）的预测，以现有

的消耗方式推算，在最不利情况下至本世纪中叶将有60个国家的70亿人口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按最

保守情况推算，也将有48个国家的20亿人口面临水资源短缺。泛政府组织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IPCC,2007）的专家预计全球气候变化还会额外加剧全球性的水资源匮乏问题。 
 
水的再利用技术目前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实用技术，并在水行业中得到实践推广，未来其

将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手段—— 这将是我们

在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经过处理、满足不同水质需求的处理回用水应被作为富有价值、可使用、

可本地化控制的水资源来看待。其贡献在于消弭不断增长的用水消耗与有限的水资源之间的矛盾。 
 
在此应特别提到世界上最大的用水行业-农业。对废水进行适当的净化处理并作为灌溉用水回用于农

业在协助保养淡水资源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对水的储存可以为应对季节性的影响提供机会（当

然，这对处理后的水质也有特殊要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直接使用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或低净化程度废水的做法仍比较常见，

特别是在城市或城乡结合区原质污水被当地居民作为灌溉用水，因为它是免费的、不受旱雨季变化的影

响并且肥份较高。废水（经常是未经处理的废水）被用于确保和增加食品生产。 尽管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国家也有关于水重复利用的法律框架和水质标准（多是基于世卫组织WHO和联邦环保署EPA的推

荐导则），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此类国家没有监控以及没有考虑重要卫生指标的最低要求（鲁尔-波鸿大

学 2005）。 
 
在水资源的可持续化管理中应当意识到废水是一种资源，对废水进行适当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其目

的是使发生卫生危害的风险最小化，而卫生危害是与未加控制的水再利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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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再利用的分项归类 
 
3.1 社会文化因素与社会认同 

 
水的再利用课题涵盖一系列根基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他们必须在相互作用中协同发挥效力，以实现

可持续化地降低资源消耗。处理回用水对人群健康和日常生活会产生影响，与之相关的技术必须既易于操

作又易于理解掌握。除技术、组织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外、下面即将论及的社会文化因素具有特别的意义。 

 
很显然用户的认同与接受程度是对污水再利用而言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在世界许多地区这种认同度至

少已部分地通过经济强制手段进行“激励”：传统水资源储量在减少、深井汲水所需的能耗成本和维护

费用在不断攀升、这仅是众多因素中的几项。但是，大规模地推广使用处理回用水却经常性的遭到抱怨

甚至公开的抵触，其中的部分原因不难理解，这与技术本身、操作和维护以及水质等因素 (例如臭味和颜

色) 有关。例如尽管许多常用的灌溉系统原则上可以使用处理回用水，但在日常运行实践中却不能做到完

全尽如人意。 
 
尽管在世界许多地方对雨水和轻度污染废水的利用已成为长期以来的传统，将人畜的排泄物作为农肥

进行利用的方式也早已得到推广，但在一些水资源短缺地区使用处理回用水的潜在用户却在减少。与水

再利用的类型相关，人们或多或少地对使用处理回用水有反感情绪，因为担心不能与水中可能含有的致

病病原体保持足够的距离。还有某些地区将对待和使用处理回用水列入了宗教条例或与之类似的规定范

畴加以限制。（但是对水的再利用也会受到宗教因素的激励，参见下文实例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

经历漫长不平的道路去改变人们现有的生活习性和态度、提升人们使用处理回用水的意识。严谨的安全

保障系统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行合适的系统必须有这样一个安全体系相伴随。这个系统保障各

种水重复利用类型应满足的最低标准。使用者必须相信这些标准，否则就无法建立起信赖和接受处理回

用水的理念。 
 
相反，有时候尽管以法律规章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化的认同方式具有很强的约束性，使用者和最终用

户例如小农户、农产品消费者却由于面临水源短缺的问题，对废水再利用的认同度更为注重实际和态度

积极。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情形下行政审核多是被绕开或忽视，特别是当缺乏有效的执行和控制机制时。 
 
很明显，对于所有应用案例中可以使最终用户与处理回用水发生联系的直接再利用形式，亦即通过农

产品、家用品甚至是处理后的可饮用水等形式，必须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予以相当程度的考量。为确

保应用的顺利实施，公开探讨所有相关问题、使相关方及早参与前期规划和决策过程是绝对必要的。对

此，至少下列因素需要予以考虑，他们的权重依据使用类别而各异。 
 

 水经济框架约束条件（水的需求与供给关系）； 
 卫生和健康保障； 
 处理回用水生产和应用方面的技术要求； 
 运行的要求和能力（其中有操作人员的数量和资质，操作安全性、应急手段），也与处理工艺的复

杂性有关； 
 考虑到投资成本（资本支出 CAPEX）和运营成本（运营支出 OPEX）下的财务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素； 
 规章管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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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技术的要求 

 
为了保障水的再利用的安全性，例如在农业领域，制定了有关水质及处理过程的特殊要求，这需要通

过合适的技术加以保证。这些要求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例如杀菌消毒保护人群健康，消弭富营养化元素

以保护地表和地下水体，以及为保护灌溉设施降低固体悬浮物的浓度。 
 
有时要面对的一个额外问题是，原质污水的产出是连续的，但对处理水的再利用是非连续的，这种情

况下需要对多余部分的水进行存蓄。可以通过地面蓄水池，也可以是特定的地下蓄水形式实现。另一方

面，水的存蓄方式也对水质提出了相应要求（例如，去除病原体和富营养化元素）。 
 
在第五章论及的评估矩阵将针对不同污水处理技术的应用可能性及所其对应的不同要求提供帮助说

明。 
 

3.3 对操作管理和操作能力的要求 
 
如果不能按照规定正确地操作，那么再好的技术也不能发挥作用。与所选处理过程工艺的复杂性相关，

水再利用系统的运行需要有一定的操作管理能力。进一步说，出于安全技术方面的要求（卫生和健康保

护），操作人员应得到相当高的激励，并（能够）负责任地开展行动。这意味需要有合格的、经过专业

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技术人员。对于海外项目应注意选择合适的操作人员，这些人员如有需要能够通过培

训达到所需要的资质水平。建议在运行初期的几年进行不间断的后续培训和考核。 
 
尤其是欧洲以外的国家，这些要求常与污水设施运行的现实情况相反，其部分特征如下： 
 

 运行费用明显缺乏； 
 操作人员素质达不到要求； 
 继续培训的机会有限； 
 员工的工资待遇需要进一步改善； 

案例：宗教对水再利用理念的认同 

在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水的再利用在20世纪初就开始发挥出重要角色。例如在埃

及，大约从1900年起废水就被用来对开罗附近4500公顷的土地进行农业灌溉。随着人口的

增长（现今人口7200万，预计2017年达到8300万）以及储量有限的水资源 （现今水资源匮

乏量约200亿m3/年，2017年预计达到400亿m3/年），水的再利用在其整个国家范围呈明显

增长的态势也就不足为奇。在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水的再利用也很普遍，并被认为是应对

水资源不足的重要手段。 

该地区的高级伊斯兰宗教代表也支持该项政策，例如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事务部副部长 
H. E. Ahmed Al-Sabban 在阿布哈比举办的一次水再利用会议上解释说，伊斯兰教对保护和

合理使用水资源持支持态度，在水资源短缺和人群耗水量增加的情况下，对水进行再利用，

包括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回用与宗教原则并不矛盾，“只要它是干净的、无色无味的水”。 

(AL-SABBA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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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的形象意识需要提升（从“污水厂员工”到”资源管理者”） 
 严格的等级式和集中式管理架构，现场决策的灵活性有限； 
 缺乏足够的硬件资源，特别是仪器设备、备品备件、工具、能源和化学用品。 
 

这些情况表明在提高员工积极性、严格照章运行、遵守安全标准等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使操作能够照章运行的实施预案以及建立和维持员工的能力素质是规划水再利用项目时需要考虑的

重要支出因素。 
 
 
 
 
 
 
 
 
 
 
 
 
 
 
 

3.4 健康因素 
 
污水再利用设施的规划和运行必须确保不会对操作人员、处理回用水的用户以及人群健康与安全构成

危害。 
 
生活废污水即使在经过常规处理以后仍含有很多对健康有害的成份，除了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物质之

外，这些成份主要是可使人体致病的微生物，例如细菌、病毒、寄生生物和虫卵。安全和卫生的污水再

利用在流行病学因素的考量下对水质提出了特别的要求。 
 
病原体造成的危害很大程度上与水的再利用类型相关，例如灌溉的类型。本篇中的评估矩阵对不同灌

溉类型的适宜性进行了评估。 
 
原则上污水再利用需要引入合适的杀箘消毒过程，使水中的病原体得到去除、消灭或钝化，并达到在

各种应用案例中不对健康构成危害和引起用户担忧。为此，应了解国家或地方性条例中的容许限值（如

果他们存在）。如有需要，特别是考虑到流行病学的因素，可引入国际上公认的推荐值，例如世界卫生

组织指令（WHO,2006）。 
 
采用杀菌程序时，除了要注意因使用化学品而对操作人员和环境造成的危害，有些情况下还要考虑到

可能生成的、对人体和环境有毒的副产品。 
 

案例：增强阿尔及利亚员工的操作能力 

预防性的维护如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常常会大幅缩短污水处理设施的效率和使用寿命。

因而过去新建成的设施部分由于运行能力的不足在运行短短数年后即面临停运。 

阿尔及利亚国家污水设施运行机构（ONA）和德国伙伴合作引入了一个模块化的污水设

施操作人员培训项目，一个面向阿尔及利亚所有地区的人员培训中心在Boumerdes污水处理

厂建立，未来的操作员在那里得到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生产安全，维护、测量和控制、故障

处理、修理、报告体系、仓储等。阿尔及利亚多处污水处理设施在短期内即通过培训取得了

明显的成果，必要的知识被传输给员工，使他们理解对操作的精通和仔细同获得设备和辅助

物资一样重要，只专注于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将会招致高昂的后期费用和不合要求的运行。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 Emsch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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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以及用户必须知晓水再生和使用过程中的健康和安全因素。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为污水再利

用设施的安全无害化操作引入事故应对预案、演练以及严格遵守故障状态下应遵循的行为是必备的前提

条件。 
 

3.5 法律法规和国家的调控 
 
许多国家都有关于水的再利用的法规和技术导则（在德国也有这方面的规章，例如DIN19650 《关于

灌溉用水的卫生要求》），在欧洲以外的国家，特别是已经或即将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在考虑水再

利用的规则时要确定下述因素。 
 

 如果能切实遵循和配以适当的监控，这方面的法规通常已经可以保障再利用水的安全使用，以及避

免对人体健康和农业用地质量可持续性的危害。 
 各单项法规经常来源于邻国、国际组织或各自的捐助国，因而他们经常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各自的需

要。 
 有些规定的部分参数组内含有相互矛盾的容许排放值，这些值互相抵触或不可能被同时遵守。 
 

除了国家层面的法规，还有一些国际公认的指导方针，例如2006年新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书

（WHO,2006）。这为发展和制订各单项、国家层面的减少有害水生微生物的规定和标准提供了可被普

遍接受的框架。同时也为微生环境安全所必要的监控过程提供建议。基本上对水质的要求与水的利用目

的密切相关，例如对于农业用地除了致病病原体外还包括了盐分和营养元素成份。 
 
政府在水行业特别是水的再利用方面的法规，除了要定义技术标准和要求之外，也要涵盖其他更多的

因素，例如收费结构与监控，以及相关方的权力与义务（执行机构、建设方、运行方、用户）。确立诸

如安全手段、报告、内部自检、外部监控等。此外，如果要求不能被满足则必须确立一个清晰的核准机

制。 
 
在必要的技术规划安全性和招标程序透明的背景下，条理清楚的规定是保证可信赖的经济合作的重要

的前提之一。 
 
通过总结可得出结论，通常情况下问题不在于缺乏水再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满足水质最低标准的推

荐值。 在多数水资源匮乏国家显现的不是水再利用标准的有无或标准质量方面的问题，而是如何执行和

通过独立的国家或私立纪律机构进行充分有效监控的问题。补充地说，由于经济资源有限，这些规定经

常性地近乎无法实施。 
 

3.6 水再利用项目的市场潜力 
 
欧洲和国际的水业市场由于水资源短缺和污染，也由于不断改变的框架约束条件（通常是朝改善的方

向发展）使该行业投资获利的机会增加。处理后的污水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未来十年水的再利用将尤

其从中获益。 
 
如果早期的发展战略专注于开发主要的水资源和进行大范围、集中式的分配，当今的概念（例如欧盟

水框架指令）面向的不仅是集成式的、同时也能够回收成本的水资源管理模式。此前部分地区免费用水

的实践经常导致对有限水资源的浪费和运行费用的亏空。直至今天有些自然水资源较少的地区，处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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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处理的污水被整年或季节性地排放无法进行再利用，也不能产出养分和其他附加值产品。随着新水源

的可获取性不断降低而同时需求在不断增长，在许多地区只使用（消费）一次已变得浪费和物非所值。

对此，为了水资源可获取性的相对均匀分布、部分也由于和潜在的再利用地点近邻、以及为了节约新鲜

淡水和能耗成本而关闭水和营养元素的循环过程进行再利用正显现成为不断增长的、经济性的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循环的实现要求有定制的废水处理技术，例如对于农业，应依据作物生长期考虑水中养分

的再利用， 由此产生的面向污水处理技术和方案的市场与城市区间发展下的水行业机遇关系密切，这是

因为一方面大部分的污水在这里产出，另一方面，处理回用水具备多项用途，可被直接用于工业和商业

领域。 
 
除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许多发达国家对水资源也有很大的需求，新鲜淡水购买费用的

增加以及环保领域越来越严厉的限制正在推动污水的再利用并提供了很好的市场机遇。对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降低成本以及新的处理技术的热切期待额外地加速了该领域内革新脉搏。 
 
集成式水资源管理尤其是水的再利用为咨询型和生产型的企业-同样也因为可预见的气候变化因素-

提供了全球范围内增长的市场机遇。本篇为污水处理技术而作的评估矩阵给出了规划设计与准备工程招

标方面的的重要信息，以便为终端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水。 
 
 
 
 
 
 
 
 
 
 
 
 
 
 

3.7 价格与投资 
 
通过水法和水价对世界不同水用户的需求实施有效管理需要有国家、区域、本地区范围内长期的价格

政策和规章。 这可以有意识地推进水循环以及农村、城镇地区废水分类收集等革新理念和方案。 
 
针对饮用水、工业用水、农灌用水等不同利用类型制订合理的价格有助于更有效地使用水资源。欧洲

新水框架法的原则是要求消费者和污染者都应提供财政支持。长期的目标是力求收回全部成本以确保可

持续性。能被社会接受以及参考用户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制订出先进的价格体系是政治性的决定。他们

需要根据通胀率的变化定期进行调整以保障设施运行和其他客户服务（例如接入率的提升）。 
 

水再利用的长期投资项目-伴随提供经济上的激励-已经引导诸如新加坡、南非、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

亚的水资源匮乏地区的消费者在中长期内去适应区域内可获取水资源千差万别的水质和不同的价格。 

案例：亚洲的水再利用市场 

由于亚洲的需求以及经济增长十分快速，其在污水处理和再利用方面的潜力巨大，预计

未来几年的年增长率可部分地超过15%。例如印度尼西亚2003年污水处理的市场份额约为9
千万美元，年增长率10%。 即使台湾和菲律宾也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同样还有泰国和马来

西亚。 
 
在中国，政府正通过鼓励和加强水的再利用来应对由于巨大的经济增长而带来的水危机，

例如，公共和私立的土地开发机构未来将有义务将水的再利用列入规划。此外为支持政策实

施，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中国水再利用行业联合会）对适合市场化的技术、设备和产品给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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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新的水再利用设施的自有投资、政府补贴和贷款各自处于不同的条件下。创新的方案经常能

得到补助。从国际发展银行得到投资承诺的基础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该报告对不同的替代方案和技术进

行调研，并确定对投资者（较低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和用户（合适的价格）而言都合适的低成本方案。 
 
数量众多的水利用计划国际案例指出了这样的路：那就是有业务能力、商业化的机构如何通过给定的

框架约束条件、规定、指针——并由此最后通过国家法规实现经济和合理地投资。在由欧盟资助的研究

报告AQUAREC (2006) 和EMWIS报告-废水再利用（2007）中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 
 

4 应用案例 
 
4.1 德国的应用案例 

 
尽管德国在水处理技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德国水资源充足，所以至今对处理后的生活污水进

行再利用的实践并不普遍。德国的水再利用主要集中于农业灌溉中的滴灌和喷灌，以及用于补充地下水、

或作为非直接再利用形式的河岸渗滤（非本篇讨论的范围）。此外有少量用于家庭和宾馆的灰水利用。 
 
少数的农业灌溉及污水养鱼案例源于早期的城市污水处理工艺，在德国20世纪初已被普遍应用。 但

随着环境污染排放指标越来越严格，并由此推动现代污水生物处理技术在区域范围内推广，对处理后的

城镇生活污水再利用的做法大都停止了。 
 
在德国可以找到过去的和即将实现的农灌用水再利用案例，例如在柏林、比勒费尔德、不伦瑞克（见

案例介绍），达姆斯达特、多特蒙德、弗莱堡、明斯特和沃尔夫堡。 已经运行的污水养鱼的案例可在阿

姆贝格、纽伦堡、斯潘道、和慕尼黑周边地区找到。 
 
 
 
 
 
 
 
 
 
 
 
 
 
 
 

案例：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作为农灌用水和保护接受水体的再利用 

不伦瑞克自1895年已开始将城市生活污水作为肥料引流到轻砂质土壤上。一方面是为了

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以及自然接受水体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该地区的土壤质量。如今，

不伦瑞克的城镇污水（约2200万m3/年）全经由现代化的斯坦豪夫污水处理厂进行生物处理

（35万人口的污水接入能力），而后在夏季处理水可以回用于约3000公顷的喷灌农地，其

中部分混合了过剩污泥。 
 
在这些农地上种植的主要是经济作物，例如甜菜。种植可直接食用或经初加工后食用的

粮食作物出于卫生原因而被禁止。未来种植可生产再生能源作物的计划正处于研讨阶段。 
 
在冬季月份里处理水用于补给和存蓄地下水，现有的灌溉地被用作自然的缓冲带来调节

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冲击负荷、保护敏感的自然接受水体。通过持续的灌溉此间已产生宝贵的、

值得保护的生态系（生物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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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水再利用项目数量有限的原因在于现有新鲜淡水资源的充沛。但是德国也存在地区性的差异，如

今德国东部地区已处于气候性水平衡的均值以下。在极端炎热和干燥的年份里降雨量不足可达300mm, 
这导致土壤表层的干涸。根据对世界气候变化的预测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预计德国也将会遭

遇越来越多这样的极端天气。 
 
这些地区大面积的土地主要为农业用途，将处理水回用于农田灌溉以及在缺水期调节用水需求在未来

有新的应用前景，尤其适用于那些非食用类作物，如用于制造可再生能源的作物，这样卫生风险级别可

以降低。 
 

4.2 世界其他地区的案例 

世界范围内，有意识的水再利用实践有众多的应用案例可循（见下述欧洲（西班牙），地中海地区（约

旦）和美国的案例介绍）， 此外还用于农业灌溉、城镇绿化用水、污水养鱼、中水回用和补充地下水。

可以从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众多的案例研究中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包括新近出版的《国际水再利用研究》

(JIMENEZ 和 ASANO, 2008)，《地中海废水再利用报告》(MED-EUWI, 2007)。 
 
 
 
 
 
 
 
 
 
 
 
 
 
 
 
 
 
 
 
 
 
 
 
 
 

案例：西班牙科斯塔-布拉瓦的废水再利用 （西班牙） 

在西班牙北部，水再利用项目的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沿Catalonia的海岸地区，水再利

用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政治和结构性改革上、也反映在可靠的数据上。 例如1989至2001年间，

Costa Brava沿岸经生物处理后重新利用的水量从几乎为零增长到到每年约230万立方米。同

期污水现有排放稳定量约3000万立方米。这里主要是对葡萄园、果树园和高尔夫球场的灌溉

应用。处理水也用于补给地下水体并作为缓冲防止盐化水侵扰，例如在Torroella de Montgri 
和 Tossa de Mar 即有这样的案例 

(SALA et al., 2002)。 

案例：约旦河谷地区的废水再利用 （约旦） 

约旦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匮乏问题，并预计随着水需求量的增加形势会更加恶化。基于

这样的背景，约旦政府鼓励水的再利用并配套出台了众多的法律和规章。目前灌溉用水总量

（约4.44亿m3）中的16%（约7100万m3）来源于处理后的污水。 
 
特别是在约旦河谷地区，处理后的水与新鲜水按1:3的比例混合后作为灌溉水再利用，（稀

释以便于“无限制的灌溉”）,King Talal蓄水区在这里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接纳了来自

As Samra, Baqa和Jerash污水处理厂约5700万m3的已处理污水。 

(Schneid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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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水再利用为目标的污水处理工艺评估矩阵 
 
5.1 评估矩阵的目标 

 
为了水的再利用，我们应针对应用个案来选择最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并要顾及国家的规定和国际标

准（例如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在选择处理技术时应注意各国家/地区间各不相同的框架制约因素，例

如可以获取的投资、运营资源以及当地操作人员的培训水平。 
 
为了协助工厂规划者和建设者完成这一复杂的任务，德国水、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协会DWA BIZ-11.4 

“水的再利用”工作组创建了一个缜密的、针对不同水处理工艺的评估矩阵。评估矩阵从出水水质、成本、

物料和能量消耗、维护费用等不同角度对各单项工艺进行评估，评估包括不依赖于使用地点的处理工艺

特征描述和比较，尤其是对于农业灌溉这样的应用目的。 
 
由评估结果发展而成的矩阵提供了一个各种处理工艺的概览，并可以在初次评估中作为快速简单的决

策帮助工具。没有必要对其全面完整性和普遍有效性提出要求，但是矩阵应能适用于大多数的应用情形。

它显然不能取代特殊个案中的专业调研和有针对性的决策，但它可以使作出明智和有充分依据的决策变

得可行或容易，即使是在可获取的专业知识有限的时候。 
 
矩阵中所罗列的评估项主要是技术特征。与污水再利用相关的健康风险没有明确列出。读者可以利用

相关的文献，例如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指令（2006年）。 
 

案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水再利用 （美国） 

加利福尼亚的案例被认为是该领域内的发展趋势，这既包括已有的法律标准和应用技术，

也包括社会的认同度。仅在2000年就有超过200个污水厂的处理水可被再利用，再利用类型

以农业灌溉和园地绿化用水为主。 
 
例如，蒙德利(Monterey)周边地区供应美国市场70%的洋蓟，其中很大部分种植产地用

处理回用水灌溉，在灌溉高峰期，平均83000 m3/天的废水产生量可被全部处理并用于灌溉。 
 
在欧文(Irvine)，平行于饮用水管网之外另有一套独立的处理水分配管网，用于灌溉公园、

高尔夫球场、交通道路草地边坡等。处理回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20%，处理水通过技术管控

措施也可以分配给私人家庭。 

(Orth,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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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限制因素 
 

污水再利用可及的程度要求给出一个使用范围的限制，本篇发布的评估矩阵有意识地集中于下列领

域： 

 农业灌溉； 
 家庭非饮用水用途（如冲洗厕所）； 
 城市用水（如用于公园绿化灌溉、街道清洗或消防用水） 
 

评价矩阵的出发点是已经规划或将要使用处理后的城市生活污水，对此，农业灌溉作为使用最广泛的

水再利用类型之一是一项重点。该领域对水的大量需求和相较其他利用类型而言较低的处理要求(例如水

中的富营养元素只需要被部分去除，如有需要它们可以作为肥份留在水中)为污水再利用提供了较大的发

展潜力。原质污水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产出“处理水”的原材料，“处理水”可以根据再利用类型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质量：例如富营养元素的容许含量与作物生长期和土壤条件相关、此外卫生质量与灌溉作物

及耕作类型、水中的固体物含量与灌溉技术相关等等。与其类似的是城镇水再利用，例如绿化灌溉用水

或家庭非饮用水用途。 
 

下述利用类型没有被考虑在评估矩阵里： 
 

 工业用途； 
 饮用水供应中的间接再利用； 
 废水分类收集 
 

评估矩阵没有考虑工业中的水再利用和循环使用，因为它们在德国已得到相当成熟的实践，没有必要

在这里再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工业应用中其已集成到生产过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将企业内

部生产循环与单独的水再利用循环区分开来。下述数据可以看出工业水再利用的规模：加工工业的年用

水量约为 30200 Mm3/年（其中约 22500 Mm3为冷却水）;而新鲜水的供应量为6200 Mm3/年，得出重复

用水量约为 24000Mm3/年。水的利用率（工业用水量/新鲜水量）为4.9。这意味着，每立方米的水平均

起来重复使用了几乎5次。工业再利用水的数量（约24000 Mm3/年）超过了城市污水（9695 Mm3/年），

是其2.4倍。（1998年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引用于CORNEL 和 MEDA，2008） 
 
同样没有被纳入评估矩阵的还有间接再利用形式，例如，下游利用上游向地表水排放的污水。间接再

利用在中欧人口稠密地区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原因在于人们把这些欧洲大型河流，如莱茵河和多瑙

河，同时当做污水处理厂处理水的接受水体和饮用水的未净化水源。此外，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很多地表

水水体中能测出废水的典型成份。这种处理水和饮用水事实上的封闭循环体现出一种 “无计划的、间接

的再利用”类型，这不是本文研讨的部分。 
 

所谓废水分类收集概念，即基于分离不同的污水流（黑水、棕水、黄水和灰水）的方式不属于本评价

矩阵的范畴，读者可以参阅数量丰富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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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矩阵的结构和概念释义 

完整的评估矩阵显示在附录中，分成多张表格，其包含按主题分组的各项技术。  
 

在矩阵结构中，矩阵列代表不同的污水处理工艺，矩阵行代表评估参数。带有评估参数的表头详见表

1。 
 
评估过程是按“高”、“中等”、“低”归类，并部分辅以特定的关键数据，例如能源消耗和部分废

水参数的去除率。详细依据来源于给出的参考资料和工作组成员的预测。矩阵每单元块后的数字指明了

其来源，相关图例说明列于附件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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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带有评估参数的表头 

因  素 行 号 

健康风险 
水处理设施的操作人员 1 

处理回用水的使用者 2 

经济效率 

投资成本 

用地需求 3 

建筑结构工程 4 

机械工程 5 

电气+测量、控制和自控技术 6 

运营成本 

人员需求/成本 7 

能源需求/成本 8 

废弃物处理 9 

生产资料（沉淀剂等） 10 

维护成本 11 

运行设备对环境的影响 

甲烷排放 12 

异味气体 13 

干扰音/噪音 14 

悬浮微粒/气溶胶 15 

虫类（蠕虫、蚊蝇等） 16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操作能力/操作成本 17 

维护保养成本 18 

员工所需的培训 19 

设备技术 

技术水平 20 

耐用性 21 

工艺稳定性 22 

运行中对出水水质进行影响的能力 23 

出水水质（处理

效率） 

化学需氧量 COD/生化需氧量 BOD 去除率 24 

悬浮物去除率 25 

富营养元素

去除率 

氨氮 26 

硝酸盐 27 

磷 28 

减少病原体 

病毒 29 

细菌 30 

原生生物 31 

肠道寄生虫 32 

色度/异味 33 

剩余浊度 34 

处理过程造成的水中盐度升高 35 

  残渣量 36 

灌溉技术 

根灌 37 

滴灌 38 

洒水/喷灌 39 

漫灌 40 

使用类型 

农业灌溉 41 

非饮用用途（例如：冲厕水） 42 

城镇用水（绿地灌溉、消防用水） 43 

林业灌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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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章节将对评估矩阵的各行（即评估因素）进行说明，并界定其所采用的评估准则。 
 

5.3.1  行 1-2 “健康风险” 

水处理设施操作人员和处理回用水的用户所面临的健康风险可按下列准则进行定性评估： 
 
类别 备注 

高 例如，需要接触“危险”化学药品 

中等 如有必要，需要进行消毒 

低 仅作为预处理过程使用 

 
5.3.2  行 3- 6 “经济效率 — 投资成本” 

经济效率的表述是笼统和相对的，这种“低” — “中等” — “高”的分类只是对工艺进行第一手粗略的

考量和比较。这些归类依据和受限于德国的特性参数值。 
 
类别 备注 

高 
成本>1000€/人，以及 

用地需求 > 1 m2 /人口当量 

中等 
600< 成本 ≤1000 €/人口当量，以及 

0.3< 用地需求 ≤ 1m2/人口当量 

低 
成本≤600 €/人口当量，以及 

用地需求≤0.3m2/人口当量 

 
提供具体特征数值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放弃，因为这些往往是不可传递的。对每一个计划都要

重新和仔细地去确定投资和运营成本，因为经济效率是评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经验表明，无论是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成本费用可以有很大的差异。这里要考量下述框架制约

因素： 
 

 所在地/所在国家的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 
 所选技术的详细说明； 
 建筑工程技术与机械工程技术及所选技术装备的关系； 
 在低收入国家中劳动力成本在投资和运营成本中所占的份额； 
 生产资料（能源，备件，耗材，化学品等）的可获取性及采购成本； 
 对获取和装备高素质的维修保养人员的需要。 

 
在评价矩阵中，投资成本被分为用地需求、建筑结构工程、机械工程和 E+MCR（电气+测量、控制

和自控技术）。除非用数值特别注明，用地需求以 m2/人口当量的单位给出，因为地区间的土地价格差异

是很大的。 
 
基本上在定量比较时应注意，有些工艺是按比例测算的，另外的一些依据的是水力容量。与之相应，

投资成本或者是基于居民数和人口当量以 €/人口当量为单位，或者是基于水力容量以 €/(m3/h)为计量单

位。它们之间进行换算的意义有限，且只有存在每人口当量对应特定废水排放量的假设条件下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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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行 7 - 11 “经济效率 — 运营成本” 

对所研究处理工艺运营成本的分析论述与投资成本部分类似，可被细分如下： 

 人力成本或者人员需求； 
 能源成本或者能源需求； 
 废弃物处置成本（延用德国的框架条件）； 
 生产资料成本，如沉淀剂、絮凝剂或其他化学品； 
 维护保养成本。 

 
给定的数据源于德国对新建设施采用的做法。根据投资成本部分的论述，其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

国家。 
 

对某些处理工艺以欧元/每立方米治理污水为单位按下列准则进行归类： 
 

类别 备注 
高 0.4 €/m3 < 成本 ≤ 0.8 €/m3 
中等 0.06€/m3 < 成本 ≤ 0.4 €/m3 
低 成本≤ 0.06 €/m3 
 

能源需求以千瓦时/立方米处理出水（kWh/m3）为单位计。这些数值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家无关，可

以直接传递采用。以下是能源需求的归类： 
 

类别 注释 
高 0.02 < 能源需求 ≤ 0.2 kWh/m3 
中等 0.002 < 能源需求 ≤ 0.02 kWh/m3 
低 能源需求≤ 0.002 kWh/m3 

 
5.3.4 行 12 - 16“设施运行对环境的影响” 

运行水处理设施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按下列类别进行定性评估： 

 甲烷CH4 排放（以及对气候有危害的气体排放）； 
 异味气体； 
 干扰音/噪声； 
 悬浮微粒、气溶胶； 
 虫类（蠕虫，苍蝇，蚊子等） 

 
类别 备注 

高 高的环境污染负荷 
中等 中等环境污染负荷 
低 低的环境污染负荷 

 
5.3.5  行 17 - 19 “设施运转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中，现有操作人员的培训水平成为选择合适的水处理技术时的一个制

约因素。在评估矩阵中，各处理工艺对操作人员的要求在考虑到可操控地运行的情况下按下列准则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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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操作性以及操作费用； 
 维护保养费用； 
 对操作人员必要的培训 
 

类别 备注 
高 高要求 
中等 中等要求 
低 低要求 

 
 
5.3.6  行 20 - 36 “设备技术” 

在“设备技术”这一综合概念下，各处理工艺的技术细节、特别是处理效率被统合在一起。在众多

的文献数据之外，下述定性的评估准则也被采用。 
 
处理水的水质以及处理效率基于下列废水参数并结合去除率进行评估： 
 
 化学需氧量COD和生化需氧量BOD （有机碳化合物）； 
 悬浮物SS（可过滤物质、固体物质、悬浮物）； 
 营养成分（氨氮、硝酸盐、磷）； 
 病原体（细菌、病毒、原生动物、蠕虫） 

 
在矩阵中，去除率以百分比（%）计，处理后水中的残留浓度以毫克/升(mg/l）计；病原体的去除以

对数级的形式表达。评估准则如下： 
 

类别 备注 

高 去除率>70% 或 4-6 个对数级 
中等 去除率介于 30-70% 或 2-3 个对数级 
低 去除率 <30% 或 至 2 个对数级 
没有影响 去除率 <5% 
不相关 例如，仅用于后续治理 

 
其他的参数被用于定性表述处理水的特征和状况： 
 
 颜色和气味； 
 剩余浊度；  
 处理过程造成水中盐度升高 
 

类别 备注 

高 
处理出水呈现高的 

（残留-）色度/异味/剩余浊度 

中等 
治理过的水呈现出中等的 

（残留-）色度/异味/剩余浊度 

低 
治理过的水呈现出较低的 

（残留-）色度/异味/剩余浊度 

没有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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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非量化参数被用来直接描述设备技术和相对的定性评估： 

 技术水平； 
 耐用性； 
 工艺稳定性； 
 对出水水质进行影响的能力 
 

类别  备注 
高 较高程度 
中等 中等程度 
低 较低程度 

 
处理工艺生成的残渣量按下表评估： 
 

类别 备注 
高 80 < 待处置的脱水污泥量 ≤110 L/(PT∙a) 
中等 40 < 代处理的脱水污泥量 ≤ 80 L/(PT∙a) 
低 代处理的脱水污泥量 ≤ 40 L/(PT∙a) 
没有污泥产出 —— 

 
5.3.7  行 37 - 40“灌溉技术” 

对各个处理工艺都会加以说明，其处理后的出水是否允许通过给定的灌溉技术用于灌溉。 
 

一般来说，具有精细元件的灌溉设施或喷雾喷嘴（如根灌和滴灌）要求灌溉水中的固态物浓度必须

很低（可用干固体含量 DS 指标表达），因此过滤是推荐或必需采取的措施。  
 

对于能够生成和播洒微小水滴和雾状微粒的灌溉工艺（例如通过自动喷灌装置），应对处理水进行额

外消毒，以尽量减少对野外场地工作人员和邻近居民的健康风险。 
 

类别 备注 
适合 有时会受限于所要求的过滤和消毒措施， 
不太适合 需要过滤 
不适合 —— 
不相关 例如仅用于预处理 

 
5.3.8  行 41 - 44“应用的选项” 

该部分对各处理工艺按照下述类别进行归类，以判断将经过该工艺处理后的水用于某种再利用用途

的做法是否可行或是值得推荐。 
 

类别 备注 

推荐 —— 
可能 —— 
不推荐 —— 
不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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