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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背景 

1.1 规划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农村生活、

生产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农村集中供水基本达到全覆盖，卫生器具大大普及，

农村用水量及污水排放量日益增加，传统的以资源化利用为主的处理方式已不能

满足现状农村的实际需求。大量未经治理的农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引起水体严重

污染，同时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严重破坏水体环境功能，同时也影响人体健

康，是农村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水环境污染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

心的重大课题，农村水环境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全省上下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

景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新时期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被提到议事日

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这一重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受到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落实“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工作方针，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目标，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抓手，按照河长制实施意见和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要求，遵循“区县负责、部门联动、突出重点、综合治理、

建管并举、分级推动”的总体思路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探索一条切合农

村特点、可复制、可持续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及路径，动员各方力量，整合

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大荔县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文件精神的具体

实践，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认真贯彻《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县域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的精神，按照《大荔县城乡

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2017-2035 年）》和《大荔县乡村建设空间总体布局

规划》的要求，对大荔县各行政村进行调查，了解污染源的分布情况和治理需求，

编制《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规划》（2023-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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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有关法规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 

（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年 4 月 2 日）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 年 5 月 28 日）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

25 号） 

1.2.2 国家或地方有关文件或规划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 

（2）《“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土壤〔2021〕

120 号） 

（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4）《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5）《农村环境整治实施方案（试行）》（土壤函〔2020〕7 号） 

（6）《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 号） 

（7）《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建村〔2015〕170 号） 

（8）《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农社发〔2018〕1 号） 

（9）《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陕政发〔2015〕60 号） 

（10）《陕西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工作方案（2021-2025 年）》 

（11）《陕西省“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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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3）《陕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陕政办发〔2021〕25 号） 

（14）《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试点行动方案》（陕环发〔2022〕

30 号） 

（15）《陕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 226 号） 

（16）《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17）《关于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智能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建议》 

（18）《关于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 推动大荔乡

村振兴的建议》 

（19）《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

土壤函〔2019〕756号） 

（20）《大荔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 

（21）《大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行

维护管理办法的通知》（荔政办发【2022】80 号） 

（22）《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 年）》（2020 年编

制） 

（23）《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2017-2035 年）》 

（24）《大荔县乡村建设空间总体布局规划》 

（25）《大荔县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6）《大荔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批稿）》 

（27）《大荔县县域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2022-2035）》（征求

意见稿） 

（28）渭南市及大荔县其它相关资料 

1.2.3 技术规范 

（1）《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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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 

（3）《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3-2021） 

（4）《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5）《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 

（6）《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 50445-2019） 

（7）《污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程》（CJJ/T54-2017） 

（8）《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9）《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4-2008） 

（10）《镇（乡）村给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3-2008） 

（11）《村镇生活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9） 

（12）《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74-2010） 

（1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保部 2013 年版） 

（1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61/1227-2018） 

（1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T/CAEPI 50-2022） 

（1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技术指南》（T/CAEPI 51-2022） 

（1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18）《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22) 

（1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试行）》

（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20）《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6 号） 

（21）《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 61/224-2018） 

（2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24）《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25）《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50332-2002） 

（26）《室外给水、排水和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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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2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29）《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30）《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31）《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2011) 

（3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33）《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2018） 

（34）《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HJ 2050-2015） 

（35）《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 版） 

（36）国家、地方其它相关设计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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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现状和调查评估 

2.1 村庄供水现状 

根据对大荔县内所有涉农村庄摸排调查，大荔县农村各行政村均采用全天集

中供水的方式供水，农村供水工程采用连片集中供水和单村供水相结合的形式，

水源均为地下水。农村供水条件已接近城镇标准，供水已接到户内，居民家中基

本都设置洗涤池和淋浴间等室内卫生器具，改厕的居民家中设置有水冲式厕所。 

根据现场调研，目前大荔县下辖行政村自来水水费平均 4.0 元/吨。各镇根据

经济条件、人文环境、地理位置以及供水方式的不同，各村的自来水价格略有差

异。 

2.2 村庄排水现状 

2.2.1 生活污水排放现状 

大荔县辖制区域内设 15 个镇、2 个街道办事处，共计 272 个行政村，据调

查，目前大荔县各村排水体制以雨污合流为主、少部分采用雨污分流体制，各村

污水排放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排入渠道：沿道路建有雨水排放渠道，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渠道内； 

（2）排入管道：采用雨污合流管道收集生活污水及路面雨水； 

（3）排入管道与渠道相结合：采用管道与渠道相结合收集生活污水； 

（4）散乱排放：无任何排水设施，生活污水直接沿道路散乱排放。 

根据调研，目前大荔县各镇区镇驻村、示范村、撤乡并镇村、重点村等重点

行政村村内主干道路以及小部分巷道内敷设有排水管（渠），居民生活污水就近

排入管（渠）道内。大部分行政村巷道内以及距离较远的自然村内仍无任何排水

设施，居民生活污水沿道路散排。 部分重点建设的行政村采取了雨污分流的排

水体制，村内管道设施建设较为完善。 

2.2.2 生活污水排放去向 

根据调研情况，大荔县各行政村污水根据排放方式的不同污水去向也不同： 

（1）渠道、管道排水，村内无污水处理设施时，污水主要排至农田、涝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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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排碱渠、低洼空地或渗坑内； 

（2）渠道、管道排水，村内设污水处理设施时，污水排入污水处理站； 

（3）路面散排时，污水沿路排放、蒸发、下渗排至道路低洼处、农田或渗

坑内。 

2.2.3 现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截止 2022 年底大荔县已建设 25 座污水处理站（厂），根据现场踏勘，部

分现状污水处理站未能正常运行，主要原因有： 

（1）污水处理站无管理人员，污水站长时间不运行，设备损坏、丢失，站

内杂草丛生； 

（2）污水处理站管网收集系统不健全，污水管道建设不合理、损坏或者未

建，污水处理站收集不到污水； 

（3）污水处理站土建建设完成，无配套污水处理设备； 

（4）场站建设完好，但由于后期运维费用过高，未运行； 

（5）污水处理站受到自然灾害破坏； 

（6）污水处理站运维主体不明确。 

2.3 进水水质预测 

本规划处理污水为农村生活污水，大荔县农村目前整体改厕率相对不高，改

厕居民化粪池出水多数未接入村内排水系统，故生活污水多为灰水。因此，根据

相关资料确定本次规划设计进水水质指标如下： 

乡镇政府（街道办）所在地村庄、城郊结合部村庄设计进水水质如下： 

表 2.3-1  镇政府（街道办）所在地村庄、城郊结合部村庄进水水质指标表 

水质项目 COD BOD5 SS TN NH3-N TP pH 

数值（mg/L） ≤300 ≤130 ≤150 ≤45 ≤40 ≤4 6～9 

其他类型村庄涉及进水水质如下： 

表 2.3-2  其他类型村庄进水水质指标表 

水质项目 COD BOD5 SS TN NH3-N TP pH 

数值（mg/L） ≤200 ≤90 ≤150 ≤30 ≤35 ≤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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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排放去向及排放标准 

1、排放去向 

本规划建议处理达标后尾水优先进行综合利用，设施处理达标的尾水排放至

回用水池或现有涝池内，可供周边居民灌溉回用。部分距离灌溉渠较近的污水处

理站，敷设压力管道将尾水接至灌溉渠，便于后期回用。 

污水处理站尾水回用具有时段性、季节性，场站需设置非灌溉时段、季节尾

水排放去向，在非灌溉时段可将尾水排放至附近沟道、河流、排碱渠和涝池内。

无排水去向的污水处理站，本规划推荐排入现状涝池内，为防止涝池水出现黑臭

现象，应在涝池内设置曝气装置。 

2、排放标准 

结合大荔县实际情况，大荔县为农业大县，北部台塬地区水资源较紧张，南

部为平原地区境内多灌溉渠道、排碱渠、河流。因此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出

水排放标准执行以下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出水排放标准执行陕西省现已出台的地方标准《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61/1227-2018），本规划严格执行此标准： 

（1）排入具有饮用水源功能的湖岸边外延 2km 范围内的特别排放限值； 

（2）排入符合 GB3838 地表水Ⅱ类、Ⅲ类功能水域的执行一级标准； 

（3）其他需建设污水处理场站的行政村，处理出水排入干沟、现状氧化塘

（涝池）收集回用，出水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1227-2018）一级标准。 

根据《陕西省 2023 年 7 月份水环境质量月报》渭河在渭南段潼关吊桥断面

水质为Ⅲ类；北洛河在渭南段王谦村断面水质为Ⅲ类。 

综上尾水排入渭河、洛河、排碱渠、涝池、沟道等的，污水处理场站处理出

水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7-2018）一级标

准。 

尾水考虑用于农田灌溉或排入农田灌溉渠的，尾水考虑用于农田灌溉，污水

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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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治理工艺确定 

根据综合比较结果，结合大荔县实际情况，本次规划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艺

拟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工艺、人工湿地工艺、人工快渗工艺。工艺选择原则如下： 

表 2.5-1  工艺选择原则 

序号 治理模式 出水标准 污水处理工艺 

1 纳管模式 排入城市下水道标准 / 

2 
小集中治理模式 

省级一级标准 人工湿地工艺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人工快渗工艺 

3 大集中治理模式 省级一级标准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 

2.6 人口预测 

大荔县 2020 年第七次普查与 2010 年第六次普查相比，17 个镇（街道）

中，西城街道办、东城街道办人口共增加 21047 人，15 个镇人数均减少，有 4

个镇人口减少超过 10000 人。人口减少较多的 3 个镇依次为：许庄镇、两宜

镇、朝邑镇，分别减少 17847 人、16829 人、10331 人。2022 年末，全县常住

人口 58.39 万人，比上年减少 0.15 万人。自然增长率-3.07‰。城镇人口 25.88

万人，占 44.32%；乡村人口 32.51 万人，占 55.68%。 

大荔县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地区人口存在持续外流情况，导致大荔县户

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出入较大，因此本规划以常住人口作为水量预测人口数据。 

2.7 用水定额与污水排放系数 

根据《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规定，污水量应由给水工

程统一供水的用户和自备水源供水的用户排出的综合生活污水量和工业废水量

组成。农村污水量宜根据用水量乘以污水排放系数确定。因此，应首先预测出用

水量，然后再计算出污水量。用水量预测应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并结合居民生活水

平、供水条件、用水习惯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综合确定。相关规范对农村用水量定

额的规定如下： 

1、《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中，大荔县属中等城市平均日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 60~110L/（人·d）； 

2、《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310-2019）中，大荔县最高日居民生活

用水定额为 80~120L/（人·d）（全日供水，室内有洗涤池，卫生设施较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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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约为 60~87L/（人·d）（日变化系数取 1.5）； 

3、《行业用水定额》（陕西省地方标准 DB 61/T 943-2014）中，关中地区居

民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为 70L/（人·d）。 

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大荔县下辖行政村每户（以 3-4 人计）月用水量约 3-

5m3/户，居民月用水量约 0.75-1.25m3/人，即 25-41.7L/d，考虑到将来厕所改造完

成后的水量增加，镇政府驻村、城郊结合部村用水定额取 70L/（人·d）；其他

类型村用水定额取 60L/（人·d）。 

农村居民的排水量宜根据农村卫生设施水平、排水系统的组成和完善程度等

因素进行实地调查后确定。农村生活污水量可根据用水量和污水排放系数确定，

污水排放系数应根据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用水习惯、排水设施情况综合考虑后确

定，污水排放系数取 0.70。考虑农村居住比较分散，部分住户污水未接出，污水

收集系数取 0.80。 

2.8 污水水量预测 

污水工程设计的基本参数是决定设施规模的基础，因此在选择这些参数时，

既要着眼未来，又要考虑经济合理，省投资、降能耗和符合当地实际。根据规模

和居民生活习惯等选择污水排放定额或污水量计算标准。本着适当超前的原则，

合理预测城市用水放量，并根据用水量预测污水量。 

经计算规划近期纳入县城市政污水管污水量为 674.87m3/d；纳入两宜镇污水

处理厂污水量为 30.24m3/d；纳入范家村污水处理站污水量为 70.56m3/d；新建污

水站 23 座，总设计规模为 4640m3/d。规划中期新建污水站 19 座，总设计规模为

2610m3/d。 

2.9 污水收集系统 

对生活污水和雨水所采取的收集方式，一般可分为分流制和合流制两种。村

庄排水体制原则上新建治理污水项目应采用分流制；充分利用村内现状管道，部

分已实施排水管道的村庄，现阶段可采用截流式合流制，有条件时过渡到完全分

流制。 

采用截流式合流制排水系统，应在进入处理设施前的主干管上设置截流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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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截流措施，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输送到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超过截留

管输水能力后雨水溢流排入水体。 

污水收集管包含：污水主、支干管和接户管。污水主、支干管道整体选用开

槽法施工，部分穿越障碍物或埋深超过 3 米的管道采用水平定向钻法施工。接户

管采用开槽法施工或水平螺旋钻施工。污水收集管材采用 HDPE 双壁波纹管和

PE 管，接户管采用 PVC-U 排水管。本规划管道建设仅包括污水管道，雨水管道

的建设不在本次编制范围内。 

2.10 污泥处理与处置 

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水量小，污泥产量少，本次规划计划拟采用移动式污泥脱

水车就地脱水后加调理剂发酵堆肥，稳定化处理后用于非农田（绿化、林地等）

自然利用或者送至大荔县水泥厂进行协同焚烧。 

 

图 2.10-1  移动式污泥脱水车 

移动式污泥脱水车将彻底解决本规划新建污水处理站及现状污水处理站污

泥处理难的问题。污泥脱水后含水率为 60%，近期设置一辆污泥脱水车，污泥车

设置在官池镇九龙村污水处理站，中期新增一辆污泥脱水车，污泥车设置在安仁

镇通润村污水处理站，每座污水处理站每月脱水 1~2 次，每台污泥脱水车每天服

务 1~2 座污水处理站。 

2.11 村庄卫生厕所改造现状 

根据调查及结合 2022 年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管调查表可知，大荔县

下辖乡镇政府（街道办）所在地村庄和城郊结合部村庄农村改厕率较高可达到

70%~80%，其余行政村改厕率相对较低，部分行政村只对贫困户进行了改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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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县改厕基数合计为 14.2 万户，已改厕户数 6.2 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44%。 

根据对各行政村调查，大荔县农业较发达，村民普遍利用厕所粪水作为肥料，

改厕的农户粪水主要通过吸粪池运走作为肥料。部分村庄依旧使用旱厕，厕所粪

水堆积在土坑下渗。根据大荔县农村村庄分布状况，厕所一般位于宅基地后面，

村巷间宅基地背靠背，厕所粪水需要穿过整个宅基地才能排入污水主管。 

2.12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 

《大荔县县域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2022-2035 年）规划范围

为大荔县全域，规划总期限为 2023-2035 年，其中近期：2023-2025 年，远期：

2026-2035 年。 

本规划发展目标为：根据大荔县生活垃圾收运与处理的实际，因地制宜，建

成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配备符合大荔县实际的工程设施和技术装

备，逐步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事业现代化。到 2035 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应满

足国家、省、市、县要求，实现垃汲收集分类常态化、垃圾运输密闭化、垃圾处

理无害化、垃圾处理作业机械化、管理科学化、科技现代化。全县建立完善的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链条体系: 形成其他垃圾焚

烧、厨余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的分类终端处理系统: 构建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信

息管理系统。 

2.13 管理组织架构 

按照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管理架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探索建立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镇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

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五位一体”运

维管理体系，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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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1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2.14 运维管理总体布局规划 

大荔县已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25 座，正在实施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中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12 座，本次规划近期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23 座。 

近期建设完成后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分布相对

分散、工艺类型多样等主要特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是地下工程、隐蔽工程，

也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良心工程”。如何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建得成、管得好、用得上”，而不是沦为“晒太阳”工程；确保已建成村镇

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按设计标准正常运转，持续发挥“削减污染物排放、改善农村

水环境”的功效；其关键在于管理，也就是“三分建设、七分管护”和“建管并

举、以用为本”。 

污水处理站运维管理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建议统一打包由第三方专业运

维公司管理运行。第三方专业机构应建立区域运维团队，建立运维管理制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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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运维管理服务，使各污水处理站站能够高效、稳定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用，长效

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站的运维难题。 

根据《大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维护

管理办法的通知》（荔政办发【2022】80 号）中提出农村污水治理由县政府统筹

规划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镇（街道）、第三方专业服

务机构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并将污水治理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目标责任制考核。县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

运维机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拨

付运行维护经费的主要依据。 

2.15 资金保障 

本规划全部投资均通过专项拨款、政策性贷款、地方政府自筹、企业融资申

请政府支持解决。深入推进 PPP 模式，由政府购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

行服务。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

行一体化。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创新运作模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转换投融

资主体，积极引进国内外贷款和捐赠。 

本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收集管道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格式化粪

池建设、生态涝池建设等，工程涉及部门较多，建议协调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资源，加快本规划实施，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及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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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目标分析 

3.1 目标分析 

以城市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为依据，明确大荔县农村污水处理专项规划

近期、远期目标，建设排水体制适当、系统布局合理、处理规模适当的农村污水

集中收集处理系统。实现控制水污染，保护城市饮用水水源，改良荒土滩地，维

护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改善人居环境。 

本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规划的目标：逐步建成完善的大荔县各镇办

村庄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采用雨污分流体制，提高乡镇管网覆盖率及污水集中

处理率，并且努力提升各排水区域内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标准，加强农村污水治

理宣传引导工作。 

3.2 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项目，本次规划解决 220 个未治

理行政村内的生活污水污染问题，以及对 30 个已治理行政村的提升改造。因地

制宜、因村制宜，稳步推进农村基础建设，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治理率，实

现大荔县农村地区水环境的基本改善，全面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效保护农村饮用水水源。推进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污水有效处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改善和消除洛河、

渭河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境。 

2、具体目标 

近期目标（到 2025 年底）： 

（1）优先治理污水排入洛河和渭河的行政村、有污水径流的行政村、水源

保护地村、镇驻村、城乡结合村、乡村振兴村等的生活污水，不再向附近水域排

放污水； 

（2）现状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率达 100%，且满足出水要求； 

（3）到 2025 年，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40%； 

（4）建立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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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标（到 2030 年底）： 

（1）污水排入排碱渠、二黄渠、洛惠渠等行政村治理率达到 90%； 

（2）到 2030 年底，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70%； 

（3）逐步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70%以上。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底）： 

（1）全面实现大荔县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控； 

（2）形成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及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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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 

4.1 实施范围 

大荔县下辖 15 个镇、2 个街道办事处，包括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城街道办

事处、许庄镇、安仁镇、朝邑镇、范家镇、冯村镇、官池镇、埝桥镇、羌白镇、

下寨镇、双泉镇、苏村镇、段家镇、韦林镇、两宜镇、赵渡镇，涉及 272 个行政

村。 

据统计，截止 2022 年底，大荔县已实施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为 30 个，其

中 6 个行政村采用纳管治理，24 个行政村采用集中建站治理，共建设 25 座污水

处理站（厂）。 

据调查，大荔县目前正在实施的项目（未竣工验收的）有“大荔县 2020 年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一期）”“大荔县 2023 年度中心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大荔县北洛河入河排碱渠水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项目（一期）”“2023 年渭南

市大荔县两宜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项目”“大荔县城南污水处理工程项

目”“朝邑镇污水处理厂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共涉及 22 个行政村，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 12 座。 

大荔县共有行政村 272 个，截止 2022 年底，已实施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

30 个，正在实施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 22 个，故未治理行政村有 220 个。 

本次规划对 220 个未实施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进行治理，对 30 个已治理

的行政村进行提升改造。 

4.2 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基准年为 2022 年，分为近期规划、中期规划和远期规划。 

近期规划年限：2023 年-2025 年，中期规划年限：2026 年-2030 年，远期规

划年限：2031 年-2035 年。 

本次规划仅对近期、中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模式、投资等做详细规划

论述，远期治理方案不在本规划做详细论述。后续远期拟治理行政村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村庄人口规模分布等情况具体分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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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规划建设内容 

本规划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 

（1）未治理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包括新建污水收集管道和污水处理站； 

（2）已治理行政村的提升改造，包括新建管道提升污水收集率和对已建污

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 

本次规划共对 220 个未治理的行政村进行治理以及对 30 个已治理的行政村

进行提升改造，规划分近、中、远三期建设。 

（1）近期建设规模 

近期拟对未治理的 72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进行治理，新建 DN300 污水收集管

257.01km，DN400 污水收集管 31.12km，DN500 污水收集管 4.80km，破路恢复

160628.00m2；新建污水处理站 23 座，总处理规模 4640m3/d。 

对已治理的 30 个行政村进行提升改造，新建 DN300 污水收集管 41.58km，

破路恢复 22447.00m2；提升改造污水处理站 23 座。 

（2）中期建设规模 

中期拟对未治理的 76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进行治理，新建 DN300 污水收集管

237.68km，DN400 污水收集管 14.30km，DN500 污水收集管 1.22km，破路恢复

137729.00m2；新建污水处理站 19 座，总处理规模 2610m3/d。 

（3）远期建设规模 

远期拟对剩余未治理的 72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进行治理。 

4.4 投资匡算 

（1）近期项目建设投资匡算 

近期工程匡算总投资 44006.29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2130.12 万元，工程

费用 34603.09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737.93 万元，预备费 3789.10 万元，建

设期贷款利息 1876.17 万元。详见下表。 

表 4.4-1  近期建设投资匡算表（2023 年-2025 年） 

序号 工 程 或 费 用 名 称 合 计 

  总投资［Ⅰ＋Ⅱ+Ⅲ+Ⅳ+Ⅴ］ 44006.29  

  建设投资［Ⅰ＋Ⅱ+Ⅲ］ 42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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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程 或 费 用 名 称 合 计 

Ⅰ 工程费用 34603.09  

Ⅱ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3737.93  

Ⅲ 预备费 3789.10  

Ⅳ 建设期贷款利息 1876.17  

Ⅴ 铺底流动资金 0.00  

2）中期项目建设投资匡算 

中期工程匡算总投资 31824.8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9241.26 万元，工程

费用 23974.04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631.65 万元，预备费 2635.57 万元，建

设期贷款利息 2583.58 万元。详见下表。 

表 4.4-2  中期建设投资匡算表（2026 年-2030 年） 

序号 工 程 或 费 用 名 称 合 计 

  总投资［Ⅰ＋Ⅱ+Ⅲ+Ⅳ+Ⅴ］ 31824.84 

 建设投资［Ⅰ＋Ⅱ+Ⅲ］ 29241.26 

Ⅰ 工程费用 23974.04 

Ⅱ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2631.65 

Ⅲ 预备费 2635.57 

Ⅳ 建设期贷款利息 2583.58 

Ⅴ 铺底流动资金 0.00 

本规划近期污水治理项目总投资为 44006.29 万元，中期污水治理项目总投

资为 31824.84 万元，近中期总计投资 75831.83 万元，建设资金通过申请专项资

金、国家专项债券资金、银行贷款及地方政府自筹等进行资金筹措。 

4.5 成本分析 

4.5.1 近期运营资金估算 

县政府应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维护管理的专项资金，并

由主管部门定期检查工程维护的情况，建立对维护人员的奖惩制度，保障运行管

理的所需要的各项费用支出。 

目前大荔县现状的 25 座污水处理站，在建 12 污水处理站，本规划近期新建

的 23 座污水处理站，建议交由统一的第三方单位进行后期运维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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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费用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管网运行管理费用。 

（1）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 

1）新建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费用 

本次规划近期新建污水处理站 23 座，总设计规模为 4640.00m3/d，平均单个

污水站为 200.00m3/d。现以 200.00m3/d 的污水处理站为例，对污水处理站的运营

成本进行分析，详见下表。 

表 4.5-1 200.00m3/d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成本（万元） 备注 

1 人工费 2.70 2个场站设置 1名管理人员 

2 电费 2.92 吨水电费 0.4元/天 

3 化验检测费 0.20 每年送检 1次，每次进、出水各 1个水样 

4 污泥处置费 1.75 污泥外运处置费按 400元/吨 

5 站区设备维护费 2.20 固定资产原值的 1.0% 

总计 9.77 /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电费、化验检测费、

污泥处置费、站区设备维护费等，预计 9.77 万元/年，23 座污水处理设施的总运

营成本为 224.71 万/年。 

2）改造提升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费用 

现状污水处理站 25 座，近期改造 23 座，总设计规模为 1530.00m3/d，平均

单个污水站为 67.00m3/d。现以 80.00m3/d 的污水处理站为例，对污水处理站的运

营成本进行分析，详见下表。 

表 4.5-2 80.00m3/d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成本（万元） 备注 

1 人工费 2.70 2个场站设置 1名管理人员 

2 电费 1.17 吨水电费 0.4元/天 

3 化验检测费 0.20 
每年送检 1次，每次进、出水各

1个水样 

4 污泥处置费 0.70 污泥外运处置费按 400元/吨 

5 站区设备维护费 0.96 固定资产原值的 1.0% 

总计 5.73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电费、化验检测费、

污泥处置费、站区设备维护费等，预计 5.73 万元/年，23 座污水处理设施的总运

营成本为 131.79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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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网运行管理费用 

管网运行管理费用主要为日常维护费，管网运行日常维护费用约为 6500 元

/（km·年），管网总长度为 334.51km，预计管网运行总费用为 217.43 万元/年。 

综上，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近期年运行总费用预计为 573.93 万元/年。 

4.5.2 中期运营资金估算 

（1）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 

本次规划中期新建污水处理站 19 座，总设计规模为 2610.00m3/d，平均单个

污水站为 137.00m3/d。现以 150.00m3/d 的污水处理站为例，对污水处理站的运营

成本进行分析，详见下表。 

表 4.5-3 150.00m3/d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成本（万元） 备注 

1 人工费 2.70 2个场站设置 1名管理人员 

2 电费 2.19 吨水电费 0.4元/天 

3 化验检测费 0.20 
每年送检 1次，每次进、出水各

1个水样 

4 污泥处置费 1.31 污泥外运处置费按 400元/吨 

5 站区设备维护费 1.65 固定资产原值的 1.0% 

总计 8.05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电费、化验检测费、

污泥处置费、站区设备维护费等，预计 8.05 万元/年，19 座污水处理设施的总运

营成本为 152.95 万/年。 

（2）管网运行管理费用 

管网运行管理费用主要为日常维护费，管网运行日常维护费用约为 6500 元

/（km·年），管网总长度为 253.19km，预计管网运行总费用为 164.57 万元/年。 

综上，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期年运行总费用预计为 317.52 万元/年。 

4.6 效益分析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是一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造福子孙的公用事业工

程，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于改善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具有明显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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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社会效益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实施可显著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缓解城

市的人口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

的作用。 

（1）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可大大减少区域污染物排放量，提升区

域环境质量，有助于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促进节能减排。 

（2）有利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农村污水治理，改变农村人居环境，

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本方案的实施，将使大荔县农村水环境质

量得以改善，居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得到强有力保障，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将

进一步提高，对于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4.6.2 经济效益 

（1）农村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出水可作为再生水资源加以循环利用，不仅

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水资源量，对于缓解区域水资源短

缺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可以减少用水单位的投资运行成本。 

（2）农村环境的改善，可有效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外资发展

农村生态旅游，促进乡镇经济发展。 

（3）可减少因污染而造成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下降而引起的各种费用。 

4.6.3 环境效益 

规划实施后，不仅将大大提高大荔县区域污水处理能力，还可以有效的消减

污水排放引起的洛河、渭河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境污染，污水经有效处

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对改善和消除洛河、渭河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

境的污染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本工程建成后可大量减少排入洛河、渭河的污

染物量，有益于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规划实施后，大荔县村生活污水将得到全面治理和管控，可以有效改善水环

境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保障饮用水源水质安全。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有利于农村水环境质量的提高，为规划范围内水环境质量达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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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根据《陕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陕政办发〔2021〕25 号）《大荔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

批稿）》《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2017-2035 年）》，分析与本规划的相关衔接情况。 

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1 

《 陕 西 省

“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陕

政 办 发

〔2021〕25

号） 

到 2025年，秦岭、黄河流域等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保护，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全面改

善，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关中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生态功能初步得到

恢复，消除国控劣 V类断面，基本消除县级及以上城市

黑奥水体。土壤安全利用水平持续提升。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环

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城

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

著，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加

快推进，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美丽陕西建设取

得明显进展。 

    本规划实施后，不仅将大大提高大荔县区域污水处理能

力，还可以有效的消减污水排放引起的洛河、渭河流域以及

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境污染，污水经有效处理后排放或资源

化利用，对改善和消除洛河、渭河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

水环境的污染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本规划实施后可大量

减少排入洛河、渭河的污染物量，有益于改善周边生态环

境。大荔县村生活污水将得到全面治理和管控，可以有效改

善水环境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保障饮用水源水质安

全。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有利于农村水环境质量的提

高，为方案范围内水环境质量达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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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2 

《大荔县国

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

2035年）（报

批稿）》 

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从农村厕所改革、生活污

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等方面全面提升村庄

人居环境，规划期，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 

实施农村厕所改革。因地制宜地实施农村改厕，普

及卫生厕所，推进厕所粪污、易腐烂垃圾、有机废弃物

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加快建设朝邑等乡村景区旅游厕

所，落实公共厕所管护责任，强化日常卫生保洁。 

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人口集中村镇和水

源保护区周边村庄为重点，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

水回收利用；以河塘沟渠为重点，连通水系、清障清淤、

整治岸坡，消除黑臭水体，推进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鼓

励居住分散的自然村探索采用人工湿地、土壤渗滤等生

态处理技术，积极推进农村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本规划有效的推进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

设，污水有效处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改善和消除洛河、

渭河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境。 

主要工艺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好氧）、厌氧人工

湿地工艺、人工快渗工艺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有效去除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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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3 

《大荔县城

乡总体规划

暨“多规合

一”（2017-

2035年）》 

规划以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为目标，完善区域内城乡

排水设施建设，保持区域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规划

期内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乡村污水处理率达

到 75%以上，确保区域内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近期目标（到 2025年底）： 

（1） 优先治理污水排入洛河和渭河的行政村、有污水径流

的行政村、水源保护地村、镇驻村、城乡结合村、乡村振兴

村等的生活污水，不再向附近水域排放污水； 

（2） 现状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率达 100%，且满足出水要求； 

（3）到 2025 年，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 

（4）建立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

盖率达到 40%。 

中期目标（到 2030年底）： 

（1）污水排入排碱渠、二黄渠、洛惠渠等行政村治理率达到

90%； 

（2）到 2030年底，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3）逐步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

统，覆盖率达到 70%以上。 

远期目标（到 2035年底）： 

（1）全面实现大荔县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控。； 

（2）形成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及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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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4 

《大荔县国

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大荔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实施农村提升工程。以“村净、地

绿、景美、天蓝、水清”为目标，深入推进卫生改厕、

污水处理、垃圾治理等乡村“三大革命”。探索推广

“卫生改厕+污水治理+生态农业”循环利用新模式，逐

步实现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因地制宜开展乡村污水治

理，持续推进镇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站建设。建立县镇村

垃圾压缩处理系统，推行“户清扫、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推动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推进进村路、巷道、广场、涝池及庭院等

绿化美化工程，让美丽乡村成为百姓的幸福家园。 

本规划结合大荔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用污水治理采用

纳管模式：距离大荔县或镇区市政污水管网较近农村生活污

水接入其管网统一处理，即村庄内污水经污水管道集中收集

后，接入邻近市政污水管网，利用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

理； 

大集中治理模式：以镇街或居住较为集中的较大片区为

单位，建设规模较大、较为集中的污水处理设施；对于以镇

街或居住较为集中的较大片区，根据地形地势，分片区建设

污水收集管道，建设规模较大、较为集中的污水处理设施； 

小集中治理模式以单个居住较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

根据地形地势，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分小片区的建设污

水收集管道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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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5 

《大荔县农

村生活污水

治理专项规

划 （ 2020-

2030年）》 

近期目标（到 2025年底）： 

1）先将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地等范围内的

农村生活污水优先进行治理，不再向附近水域排放污

水； 

2）到 2020年末，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

到 31%，到 2025年，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

到 50% ； 

3）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

理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50%。 

远期目标（到 2030年底）： 

到 2030年底，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80%，其余行政村实现有效管控，覆盖率达到 20%，污

智能化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全面实现大荔县

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控。 

近期目标（到 2025年底）： 

（1） 优先治理污水排入洛河和渭河的行政村、有污水径流

的行政村、水源保护地村、镇驻村、城乡结合村、乡村振兴

村等的生活污水，不再向附近水域排放污水； 

（2） 现状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率达 100%，且满足出水要求； 

（3）到 2025 年，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 

（4）建立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

盖率达到 40%。 

中期目标（到 2030年底）： 

（1）污水排入排碱渠、二黄渠、洛惠渠等行政村治理率达到

90%； 

（2）到 2030年底，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3）逐步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

统，覆盖率达到 70%以上。 

远期目标（到 2035年底）： 

（1）全面实现大荔县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控。； 

（2）形成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及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

统。 



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规划                                                           

- 28 - 

第六章 有关意见修改情况说明 

6.1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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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专家组签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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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专家意见修改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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