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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环境标准体系和特征

陆 昌 森
国家环境保护局规划标准处

环境标准是国家为了保护人群健康和维

护生态平衡
,

根据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有关法

令
,

在综合分析 自然环境特征
、

控制环境污染

的技术水平
、

经济条件和社会要求的基础上
,

规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容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

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等的技术规范
,

它为环

境质量评价
、

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法规的实

施提供依据

水环境标准是我国环境标准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 我国 年发布的《工业
‘

三废
,

排

放 试行 标准》是我国第一个排放标准
,

十四

年来在我国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方面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

但已不适应我国当前环境管理

和执法的要求 年后
,

随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等法律的实施
,

我国又陆续发布了

一系列水环境标准
,

到目前为止共发布了八

十二项国家水环境标准
,

其中包括
“
地面水环

境质量标准
” 、“渔业水质标准

” 、“农田灌概用

水水质标准
” 、“海水水质标准

”等八项水质标

准 造纸
、

制糖
、

合成脂肪酸
、

制革
、

合成洗涤

剂
、

石油化工
、

石油开发
、

石油炼制
、

电影洗

片
、

硫酸
、

黄磷
、

普钙
、

铬盐
、

船舶
、

纺织印染
、

钢铁
、

轻
、

重有色金属
、

沥青制品等三十项国

家行业废水排放标准 四 十二项分析方法标

准 二项基础
、

方法标准 十六项地方水环境

标准 十二项水质标准样品 实物标准
,

这

些标准
,

经多年实践证明
,

已取得明显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
。

但是过去我国水环境标准

是由各部门
、

各地区分别制订
,

强调本部门
、

本地区的作用和效益的较多
、

开展跨部门
、

跨

地区的纵向
、

横向综合平衡不够
,

缺乏系统

性
、

整体性
,

各类
、

各级标准也都各 自存在不

足之处
。

有的
“行业一刀切

” ,

与生产实践脱

节 有的“
地区一刀切

” ,

与环境功能要求脱

节 有的为单一定性的浓度标准
,

与科学定量

管理脱节 有的以单一吨产品排污负荷制定

标准
,

与当前水环境管理水平脱节 有的标准

值太严 如规定 值一律
,

与

国家技术经济水平脱节 有的标准值太宽 如

造纸制浆
、

甜菜制糖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规定

值宽到几千毫克 升
,

与环境所能接受

的最低要求脱节 各部
、

各地方多套分析方法

同时并存
,

与我国的政策要求
,

等效采用国际

标准
,

与全国统一的要求和世界各国保持一

致脱节

为了提高水环境标准的 系 统 性 和整 体

性
,

理顺各级
、

各类标准间的关系以及与排污

收费之间的关系
,

主管部门在总结多年来标

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
,

提出了《我国水环境标

准体系》和按体系结构而制订的《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草案 经 个重点省
、

市 资表
,

国

务院 个部的代表研讨和国家环境保 护 局

制订污水综合排放标准领导小组讨 论 通 过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
一

联邦德国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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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讨论会上
,

国内外 多位专家 又 对 此

体系和排放标准进行了深人的研讨 通过二

年来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修

订工作的实践
,

对此体系作了多次修改和补

充
,

现作如下介绍

一
、

水环境标准体系

水环境标准体系是系统科学和水环境标

准的具体内容相结合的产物 也就是用系统

分析的方法总结水环境标准工作的实践
,

全

面规划
、

分类
、

分级
、

分工
、

统筹协调各个标准

间的相互关系
, 明确各类

、

各级标准的对象和

适用范围

为统一并协调全国水环境标准
,

国家环

境保护局通过实践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

结构和体系 见图

一 水环境标准分级

水环境标准分国家和地方两级

国家水环境标准是指在全国或某个特定

专业或特定地区范围内统一使用的标准
,

它

是制定地区水环境标准的依据
,

由国家环境

保护局审批发布

地方水环境标准是指具有地方特点
,

在

规定的地区内统一使用的标准
。

它是国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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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水环境标准体系

环境标准在当地的补充和具体化 按国务院

颁布的标准化管理办法规定
“

地方标准不

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
”

凡是国家标准中有

的
,

地方可直接采用或选用
,

不必另订 所谓
“抵触

”主要是指地方水环境标准必须严于国

家水环境乐准
,

并不得超出国家水环境标准

中规定的最高上限和最低下限 在特殊情况

下
,

需要超出时
,

地方可提出依据
,

经过技术

经济 论 证
,

报请国 家 环 境保 护 局 同意

二 水环境标准分类

水环境标准一般分为水环境质量 标 准
、

污染源控制标准 即排放标准
、

环境基础标

准
、

水环境方法标准
、

环境设备标准及环境标

准物质标准六类 与其相关的还有排污收费

标准
。

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环境质量标准
,

是为了保护江
、

河
、

湖
、

海
、

地下水
、

水库等水域水质
,

保障人民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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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水生生态平衡
,

以利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

促进工
、

农
、

牧
、

副
、

渔业的发展而对有害物质

或因素加以限制的规定

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分为 《地面水环境

质量标准
‘

 一 》
、

《海水水质标准

 !
一

》
、
《地下水水质标准》正在制订 三

项
。

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
,

适用于全国范围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
,

对国家水环境

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项 目
,

可制定地方水环

境质量补充标准
,

并按规定划分功能区
,

确定

规划目标

我国水环境质量按功能分区管理
,

按水

质和用途划分为六类功能区

自然保护区 指国家和各级政府规

定的 自然资源
、

自然景观和珍稀动植物重点

保护的区域

生活饮用水源区 指城镇集中和分

散的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其保护区
,

包括牧业

基地的人畜共用集中饮用水水源

渔业用水区 指各种鱼贝类等水产

资源的产卵场
、

索饵场
、

越冬场
、

养殖场和迥

游通道等水域

游览
、

娱乐用水区 指国家重点保

护和地方一般的风景游览
、

游泳
、

水上运动等

水域

工业用水区 指各类工业用水的供

水区

农业用水区 指农业灌溉用水
、

林

业
、

牧业和土地处理的供水区

各类功能区有其相关的各种用水水质标

准和水质基准 如

自然保护区 拟制订《国家自然保

护区水质标准》
,

保护珍稀动
、

植物的特殊要

求
,

以生物基准为标准制订的依据

生活饮用水源区 要保证水源地水

质经水厂处理后符合国家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一

规定 饮用水卫生基准

是 该功能区标准制订的主要依据
。

于

渔业用水区 要使重要经济鱼贝类

水体的水质符合 《渔业水质标准》
一

的要求 水生生物基准是该功能区标准制订

的主要依据

游览
、

娱乐用水区 拟制订《风景旅

游水质标准》
。

娱乐和美学的基准是该功能

区标准制订的主要依据

工业用水区 如冷却用水
,

锅炉用

水
,

纺织
、

食品
、

电子
、

造纸等各行各业用水水

质标准 各行各业的要求
,

是制订该功能区

水质标准的依据

农业用水区 利用污水灌溉农 田
,

其取水水质要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一

保护植物
、

土壤
、

家畜的农业

基准是该功能区水质标准制订的主要依据
。

各类不同功能区水质标准 或基准值 应

划分为三种水平
,

明确其上限和下限以及采

取紧急行动的界限值 见表

表 不同功能区水质标准值水平

基基准水平平 标准限值值 规划 目标标 管理上应用用

理理想水平平 标准上限限 理想目标标 指 导 值值

最最低可以接受受 标准下限限 近期实施界限限 管 理 值值

水水平平平平平

最最低可以忍受受 警报或紧急行行 发 生公害事事 强制控制值值
水水平平 动标准下限限 故界限限限

水环境质量基准是饮用水卫生基准
、

水

生生物基准
、

娱乐
、

美学基准
、

农业用水基准
、

保护珍稀动植物基准以及工业用水水质基准

的总称
,

是制订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各类用水

水质标准的科学依据 基准与标准不同
,

基

准是科学上研究单一学科所表达的单一效应

与污染物剂量的关系 而标准则以多学科
、

多

基准为出发点
,

研究社会的
、

经济的
、

技术的

多种效应与环境污染物剂量的综合关系为基

础
,

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技术法

规

水环境质量标准是指大环境 包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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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保护区水域环境 的水质标准
,

用以保证

各专业用水水质标准的实施 各类用水水质

标准仅指各类功能取水点或专业规划确定的

局部用水水体或取水点的水质要求

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按功能分级的不

同控制区
,

水环境质量标准按功能的水质分

类
,

水域按功能分区
,

以及相应按功能区分的

用水水质标准和水环境基准之间相互 关系
,

《见表

水污染源控制标准 简称排放标准

以水环境质量标准或规划目标 为依 据
,

对污染源的布局
、

产品结构
、

工艺设备等影响

环境因素所做的控制规定 笔者将在 《排放

标准及其制订的原则和方法》专论中加以阐

朋

排污和超标收费标准

国家在制订或修订排放标准的同时制订

或修订征收排污费的标准
,

依法运用经济手

段管理环境
,

督促排污企业遵守排放标准
,

水环境基础标准

环境基础标准是以科学原理为依据
,

在

环境标准化工作范围内对有关术语
、

规范
、

规

程
、

指南等所做的规定
。

它是制定环境标准

的基础

国家统一发布基础标准
,

地方不制订环

境基础标准
。

水环境方法标准

为了保证水环境保护工作中所获得数据

或资料的可靠性
、

系统性和可比性
,

国家统一

发布水环境方法标准
,

对试验
、

检查
、

分析
、

抽

样
、

统计
、

计算
、

操作和测定等各种方法做出

统一规定

为了使我国获得的数据或资料与世界各

国有可比性
,

国家规定凡属于基础
、

方法标

准
,

要直接或等效地采用国际标准

根据国务院《标准化管理条例》规定
,

国

家环境保护局发布了近百项国家水环境方法

标准和系列水环境标准物质标准作为全国统

一的标准
,

并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
。

科 学
·
‘

。

水环境设备标准和环境标准物质标准

环境设备标准是为了保证专用的环境监

测仪器的精确度和灵敏度和保证治理水环境

污染专用设备的污染去除效率和产品质量而

制定的标准
,

目前这项工作刚刚开始

环境标准物质标准是为了控制实验室内

监测分析的准确度而制定的实物标准
,

通过

标准物质准确度传递系统和追溯系统
,

去实

现国际之间
、

国内行业之间以及各个实验之

间的数据可比性和一致性

国家环境保护局将配合国家标准局和国

家计量局管理此项工作

二
、

水环境标准体系的特征

一 整体性

水环境标准体系县有系统科学的明显特

征—整体性
,

把实现国家环境保护总方针
“

社会
、

经济
、

环境三个效益的统一
”
作为水环

境标准的整体最佳效益 制订标准
,

既从整

体出发
,

研究整体的结构与功能
,

决策标准的

宽严
,

又把整体作落脚点
,

以保证整体最佳效

益的实现
、

如何正确理解
“三个效益的统一

” ,

统一

的
“

三个效益
”

又怎样是整体最佳呢 社会
、

经济
、

环境三种效益的优化不是等量的
,

有优

有次
,

往往不能三者皆优
,

其 中有次优和不

优 环境保护达到最优化时
,

经济发展或许

不能达到最优化
,

只能是次优化
,

或不优
,

甚

或相互对立 在水环境标准体系中
,

质量标

准的水质指标按功能分类
,

排放标准的宽严

按功能分级
,

分功能
、

分行业按政策突出重点

予以区别对待 功能不同
,

三个效益优化侧

重面和决策方法也不同 如表 所示
,

对二

类水域的饮用水水源功能侧重于环境效益的

优化
,

确保水源水质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

准的要求
,

执行最严的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

保护广大群众用水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对四

类
、

五类水域
,

工
、

农业用水的功能区
,

在满

足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人体健康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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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侧重于经济效益的优化
,

环境效益处于次

优
,

给工农业发展让路
,

执行国家最宽的二级

标准值 国家的最低要求 或执行更宽的排人

城市区域二级生化处理厂的三级标准 也只

有用整体优化的方法
,

才能把社会
、

经济和环

境三个效益统一起来
,

按功能分别地对环境

和经济间的矛盾作出科学的协调和决策

表 水环境标准中功能分区与环境和

经济优化决策的关系

地地面水环境质质 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准 环境与经济妙妙

量量标准分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益的优化决角角
分分分 区区 分 级级 方法法

二二类水域域 特殊保护区区 严禁 新 建
、、

选择 环 境效效
环保法规定定 扩建

、

改建
、

现现 益最优
、

经 济效效
的的的禁排区 有企业执行地地 益次优或不优

方方方方从产规定

三三类水域域 重点保护区区 一 级级 选择 环境效益益

优优优优优或次优
、、

经经经经经 济效益益

次次次次次优或优优

四四类类 一般保护区区 一奶布 拐拐 选择 环境效益益

水水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 次优或暂暂
五五类类类 排人 城镇 二二 不优

、、

级级级级生化污水处处 经济效益益

理理理理厂 优或最优优

环境和经济效益的优化
,

可以有以下三

种情况 环境和经济效益二者都 优 或 次

优 环境效益优或次优
,

经济效益不明显

或不优 环境效益不十分明显
,

经济效益

差 在按功能选择标准时
,

要考虑上述三种

效益情况与治理污染所需的投资额
,

执行时

间 即立即执行或分期分批执行 和标准宽严

三者的相互关系 一般效益好而污染治理所

需投资额高的标准
,

要考虑国家经济支付的

可能性
,

可分期分批执行 如果治理所需投

资较低而环境效益好的标准
,

就应立即执行

标准的宽或严有时受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优或劣的影响
,

执行标准的期限取决于投资

额的高低
,

但此二因素也对标准宽或严产生

科 学 , 卷 喀 期

一定的影响

有时遇到环境效益不十分明显
,

经济效

益又差的情况
,

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

的 但在已制订的标准中也常见
,

过宽和过

严的标准就是这样 过宽的标准对污染源的

控制失去约束力
,

使企业排污合法化
,

这种标

准还不如没有好 因为有了它反而造成标准

的混乱 例如
,

年发布造纸和制糖行业

标准
,

按水量和吨产品允许负荷推算 值

浓度
,

有的高达几千
,

实在太宽了
,

影

响了整个系列行业标准的贯彻执行
。

过严的

标准和过宽的标准同样都是失误
,

因为过严

的标准扩大了污染治理
,

不能把国家有限的

治理污染资金合理地分配到最需要治理的地

方去 例如
,

年发布的 《工业
“

三废
”

排放标准 试行 》 中 规 定 值 一 律 为
,

对部分行业是太严了
,

致使工厂一

般易生化
、

低毒性的废水进行二级处理还达

不到标准 过严标准和过宽标准一样
,

效益

差
,

难贯彻执行
。

在实施国家排放标准中要贯彻国家关于

“经济建设
、

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实施
”

的方针 同步也并非指三类建设一律 要 同

时起步
、

同时实施
,

个别的也应区 别 对待

如 新建
、

引进的企业和现有老企业的局部

技改 大型企业和中
、

小型企业 投资低的和

投资高的 技术成熟的和技术难度大
、

不成熟

的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都高的和效益较低

的建设项 目
,

在同步实施中也是有前有后
,

有

的环境建设要立即贯彻执行
,

有的还要导前

如区域性综合治理设施的建设 有的只能

是按国情分期分批地去实施 有的技术不成

熟
,

还应先搞科研
,

然后再上工程
,

存在暂时

性滞后现象 对个别项目来说
,

要作具体分

析
,

应予允许
,

但在原则上
、

总体上
, “

三同步
”

方针必须坚持

二 综合性

水环境标准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综合性 因为环境标准属于多学科

、

多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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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面广
、

信息量大的管理科学
,

它的明显特

点是 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
,

在分化的基础

上综合
、

优化
,

实现最佳的整体效益 所谓综

合
,

即是分别在各个行业
、

厂矿
、

产品
、

工艺技

术
、

排放的污染物
、

综合防治和区域环境条件

等因素进行分别深人剖析的基础上
,

开展部

门
、

地区和整个系统的整体分析 应用微观

剖析与宏观权宜
,

静态分析与动态对比
,

纵向

牵连与横向平衡
,

把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中

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

进行平衡
、

协调
,

并衔接

于使地区和部门都能接受
,

或在社会最佳总

效益的基础上进行最后行政决策 这种综合

平衡的内容有

资源 包括水资源
、

发展经济和环境

保护的平衡

通过
“

资源十能源、产品 废弃物
”的物

料总平衡
,

总结出最合理利用资源
、

能源
、

综

合利用废弃物
,

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
,

并同时

把排废量降到最低限度的优化方案 在水资

源的平衡方面
,

先进和落后的差距很大
,

降低

排废和节约水资源的潜力也很大 如合成氨

生产
,

吨氨产品排废水高的竞达 吨
,

低

的只有 一 吨 炼油行业耗水量高的企业

吨原油用 吨水
,

而低 的 只 排 一仪 吨

水
。

跨部门
、

跨地区间的横向综合平衡

制订标准要避免部门和地区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
,

从高层次的全面经济观点和生态观

点出发
,

合理考虑社会的总代价和总效益的

经济平衡和生态平衡以统一企业内部的经济

性和社会经济性
,

统一局部和整体
、

长远和近

期的效益 在制订造纸和甜菜制糖行业标准

时就是这样
,

不能完全按部门意见容许一个

小厂排污而破坏一条江河的生态平衡
,

甚至

鱼虾绝迹 但也不同意地方所有的江河全部

按质量标准反推环境容量
,

提出超过国家经

济支付能力的过高过严的要求 在国家标准

中
,

根据行业的特点
,

对造纸等这类行业可给

予适当放宽
。

科 学
·

,
。

对行业与行业间
、

地区与地区间要进行

横向平衡
。

如在造纸制浆
、

纤维板
、

粘胶纤维

制浆行业 在生物制药
、

味精
、

酒精等发酵酿

造行业
,

原料
、

工艺技术都相类似
,

通过协调

平衡
,

标准的宽严尺度接近一致 对跨地区

的松花江水系
,

通过协调
,

在 年的地方

标准上规定上游第二松花江 吉林省部分 削

减 负荷 70 外
,

而第一松花江(黑龙江省

部分)只削减 c o D
、

负荷 30 外
,

因上下游水

域功能不同
,

利用价值不一样
,

理应宽严有

别
,

需协调平衡
,

区别对待
.

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综合平衡
,

可克服

部门和地区的狭隘界限
,

提高整体优化水平
.

3
.
各类环境标准间的平衡

,

以及各类标

准与相对应的水环境管理各个环节间的综合

平衡
.

水环境标准体系是水环境管理的重要手

段
,

科学的水环境标准体系与科学的水环境

管理体系密切相关
.
其相互关 系 如表 4 所

示 ; 分别以质量标准为目标
,

排放标准为措

施
,

方法标准等为监督实施的手段和方法
.

从表 4 可见
,

对各类水环境标准的综合

平衡过程
,

也就是水环境质量的全面监测和

控制
,

系统评价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等环境

管理各个环节的系统化过程
,

通过综合平衡
,

把探求最优的综合条件制订为标准
,

作为共

同行动的准绳
.

为了协调执行排放标准与管理水平之 t’ai

的矛盾
,

我们一方面不能迁就落后
,

要努力提

高干部素质和装备条件
,

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

但是在标准的形式上
,

改变过去那种监督手

段比较复杂的污染负荷制和不科学的单一浓

度制
,

现在以浓度加污水排放定额的标准形

式
,

以便与我国现在管理水平相适应
.
经协

调平衡后的我国水环境标准体系应能具备行

政管理的计划性和经济管理的合理性并体现

法制的严肃性
.

(三 ) 统一性

水环境标准的本质特征是统一性
,

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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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环境标准与水环境苦理的关系

, 卷 4 期

水环境标准类别 水污染控制环节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海水水质标准

渔业水质
、

农 田灌溉水质
、

饮用水水源水质

全国各水系
、

城市水环境质量规划目标

海水环境质量规划目标

各功能区的水质规划目标
等标准

措 施

污水综合排排标准

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区域水环境综合防治措施

各行业污染源综合防治措施

地 方水污染综合防治措施

(上述措施中包括单项水污染防治技 术 和
措施)

监督实施的手段和方法

水质分析方法标准〔包括采样方法标准)

水标准物质和标准参考物质标准

仪器标准

设备标准

基础 方法标准

排污收费标准

对水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的 监督

对监测数据可靠性的监督

对水环保工作仪器质量的监督

对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产品质量的监督

统一评价方法
统一名词术语
统一标准制订的方法

监督实施的经济手段

门类繁多的技术
,

纷繁混杂的管理方法
,

各执

一端的分歧观点
,

各行各业的环保工作与发

展生产以及合理利用资源的矛盾统 一 起 来
,

统一在能取得整体最佳效益
,

能建立正常又

高效的生产和环保的秩序上来
.

水环境标准体系统一的内容大致如下:

1
.
各类标准间统一规定了功能分区

、

水

质分类
、

污染源控制分级和污染物的种类
.

2
.
统一了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

监督形式

等环境管理的技术基础
.

3
.
统一了水污染控制的重点

.

在功能上
,

重点保护城镇集中饮用水水

源和重要水产保护区 ;在控制的污染物上
,

除

继续控制剧毒的和在环境上 积 累 的 污 染 物

外
,

重点转向对有机污染的控制 ; 在对象上
,

对蓄水性河流
、

湖泊
、

水库
、

封闭性海域要控

制富营养化
,

而对产生富营养化的物质中磷

酸盐 (不是过去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总

磷 )视为控制的重点
,

其次为 C O D
、

氨氮
、

溶

解氧等
.
对流速大的河流和海域

,

标准不控制

富营养化 ;对有机污染的治理
,

虽然在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中规定了易生化分解的有机污水

要用二级生化处理手段才能达到标准值的最

低要求
.
但这并不等于主张各个污染源一家

一户地去单独建立处理设施
,

而是重点突出

城镇区域综合防治
,

选择城镇生活污水与各

行各业的有机污水一起处理的优化方案
.
为

促进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

标准中又

规定了最宽要求的三级标准值
,

鼓励各企业

有机污水排向区域集中污水处理厂
。

不易生

化降解的
、

有强致癌性的有机污染物由各厂

深度处理
。

4

.

统一了监测方法
、

取样方法
.

5
.
为统一对污染源的控制

,

强调以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去统一国家专业标准 (行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

地方水排放标准以及与排

放标准密切相关的排污收费标准
,

理顺各级
、

各类排放标准间的相互关系
.



卷 4 〕月

6
.
统一名词术语和概念

为控制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是磷酸盐

(PO己
一
) 而不是急磷

.
用重铬酸盐法测定的

化学需氧量为 C O D
,

有效测定值不得 低 于

50 9/ L
.
用高锰酸盐法测定的化学耗氧量不

叫 c0 D 值
,

改称 为高锰酸盐指数
.

氨氮的控制分为离子 按 (N H 扮
、

非离

子氨 (N H
3
) 和氨氮总量

.
对水体中氨氮总

量的控制以 K 氏氮来表示
,

修订后将发布的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 K 氏氮最高不超

过 Zm g/L
,

亦即地面水中氨氮总量的最高浓

度不得超过 Zm g /L.

可吸附卤素有机物 (A O X )
,

指可用活

科 学
。

6 7
。

性炭吸附的卤素有机物
,

重点是控制有强致

癌性
、

不易生化降解并在环境中积累的含氯

有机物
,

其次是含澳有机物
.

水环境标准体系体现了统一归 口
,

分工

负责的精神
,

从全国到地方
,

从水系到海域
,

从国务院各部门到工厂
,

各尽各的力量
,

各起

各的作用
,

划清范围
,

理顺关系
,

把水环境标

准制订好
,

有效地贯彻实施
.
水环境标准 与

水环境管理每一个环节紧密相连
,

形成一个

以科研为先导
,

规划为目的
,

监测为手段
,

法

规为准绳
,

标准为纽带的连结各个环节的科

学管理体制
.

(收稿日期: 1987 年 12 月 28 日)

生物除磷技术的发展和优越性

汪 慧 贞
(北京建工学院给排水室)

废水中所含的磷来自于人体排泄
、

废弃

食物碎屑
,

各种洗涤剂
、

农业肥料
、

工业原料

等
.
在一般的二级污水处理厂中

,

经过初次

沉淀可去除约 10 多 的磷
,

因废水中约 90 外

的磷是溶解性的
.
经过活性污泥的作用

,

仅

只少量的磷因为微生物细胞的生长需要而被

去除
,

微生物吸收营养的比例约为 B O D ;N ;

P 一 10 0 :5 :l
.
如果含有大量磷的废水排人

启然水体
,

最终必然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

一
、

化学沉淀法除磷

过去常用石灰
、

铝盐
、

三氯化铁或硫酸亚

铁等化学沉淀剂除磷
,

有时为了提高沉淀效

率
,

还使用一些助凝剂
.
但是

,

化学沉淀法至

少有二大缺点
,

一是由于加人沉淀剂致使污

泥体积增加
,

这可用以下例子说明山
,

某废水特征为: 流量 10oom
3
/d; 悬浮固

体含量 220 m g /L ; 磷含量 10 m g /L
。

用石灰

作沉淀剂
,

出水的磷含量 降低到 0
.
, m g / L

.

若不加沉淀剂
,

初沉池可去 除 60 务 悬浮 固

体
,

加石灰 C
a
(o H )

2 40O m g /L
,

初沉池可去

除 85 务 悬浮固体
.
结果不加沉淀剂

,

污泥重

量为 132 kg /d
,

体积为 2
.
lm ,

/
d

。

加石灰作沉

淀剂
,

污泥重量 80 2k g /d
,

体积 lo
.
lm ,

/
d

.

从

中看出
,

由于添加沉淀剂
,

污泥体积几乎增加

到原来的 , 倍
.
而且这种污泥含有 化 学 药

剂
,

因此它的处置也较困难
.

使用化学沉淀法的第二个缺点是增加投

资和日常运行费用
,

因为需要一套贮药
、

溶

药
、

投药设备
.
日常药剂的消耗量也是可观

的
.
因此

,

从经济角度考虑
,

此法也颇为不

利
。

二
、

生 物 除 磷

废水中的磷也可以用生物法去除
,

虽然

其机理尚未完全弄清
,

目前某些国家已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