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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制定工作概述 

1.1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标准化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环境工程服

务技术标准体系和环境技术评估体系，是当前加快环境保护标准化步伐的一项重要任务。它

对于提升我国环境工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规范环境工程服务业市场，保证环境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理质量，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工程服务技术标准包括工程类技术标准和产品类技术标准两大类，是环境工程立

项、科研、招投标、设计、建设施工、验收、运行全过程服务的技术依据。在工程类技术标

准方面，目前过滤设计参照有关部门制定的城市污水等相关的部分工程建设设计规范，整体

上环境工程领域标准化工作仍是一个薄弱环节。 

目前，《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无污水过滤设计规范，《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2006)，仅有过滤的一般规定及 V 型滤池、虹吸滤池等的设计规范，该规范只适用

于给水，各类污水及工业废水水质复杂，采用过滤工艺时对滤池的型式、滤料的粒径、材料、

过滤方式等均有不同的要求。为此，针对不同的污水特点及处理目标，提出科学合理的设计

要求和规定是十分必要的。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和其它国家有关污水处理领域的法规，规范污水过滤处理工程的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和运行管理，需要制定《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为污水过滤处理技术工程

的设计工作提供指导性文件，为过滤设备的施工(或制作)、验收和运行管理提出相关要求。 

因此，《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的编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1.2 任务来源和工作过程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一五”规划指出，用 5 年的时间，基本建立起我国环境工程技术

规范标准体系，提升我国环境工程技术标准化及管理水平。到 2008 年，基本完成基础规范、

通用技术规范、工艺方法类规范的编制工作，到 2015 年基本完成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逐步建立中国最佳可行技术体系。 
2005 年国家环境总局下达了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编制任务，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扬州澄露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东南大学、江苏鹏鹞环境工程设计院作为编制单位承担《污水

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标准的研究、编制任务。本标准列入 2007 年国家环境总局国家环

境标准制修订项目，下达计划文件为《2007 年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国质检

财函[2007]971 号）。 
编制工作从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的资料调研开始，对国内外过滤工艺相关的规范、技

术资料和工程实例进行了广泛的调研，编制了开题报告和编制大纲。2007 年 11 月 2 日，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在南京主持召开开题论证会，与会专家认为开题报告内容详实、

技术路线可行、符合技术规范开题的相关要求，同意开题。2008 年 3 月，形成了规范初稿，

经专家函审、修改后，于 2008 年 4 月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在南京组织召开初稿讨论会。

会后，按照专家意见，反复修改，于 2008 年 10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1.3 法律和技术依据 

本规范的编制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水处理行业

其他相关技术规范和设计手册，结合国内外有关滤池建设运行的文献以及调研取得的国内滤

池运行情况数据资料，总结编制了本规范。其中涉及的法规、标准主要有： 
GB 3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 3544         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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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3-2006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69-2002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53        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35-2002   污水再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J 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 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 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CJJ 60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CJ/T 51          城市污水水质检验方法标准 
JGJ 37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JGJ 37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1.4 编制原则 

本规范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实践性原则 
分析污水过滤处理工程实践经验和存在问题，按照工程技术规范编制总原则的要求，确

定规范的结构和内容。 
2）完整性原则 
根据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应服务于环境管理、运行管理以及工程设计与验收的要求，规范

的内容应包括滤池设计、运行等主要技术要求的内容，基本覆盖过滤处理的成熟、主流工艺。 
3）科学性原则 
规范的主要内容分类科学、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并具有一定的可分解性和可扩展空间。 
4）先进实用和可操作性原则 
规范的主要内容应既代表了当前的先进水平，又应以大量的工程实践为基础，突出技术

要求的针对性和科学合理性，以便于使用。 
2 过滤工艺在污水处理工程中的应用现状 

2.1 过滤的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在水处理技术中，污水在通过粒状滤料层时，其中的一些悬浮物质和胶体物质就被截留

在孔隙中或介质表面上，这种通过粒状介质层分离不溶性污染杂质的方法称为粒状介质过

滤，简称过滤(filtration)。过滤机理目前认为主要有：筛滤作用、沉降作用和吸附凝聚作用。 

污水过滤处理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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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去除生物处理二沉池未曾去除的细小生物絮体或混凝沉淀池未去除的细小化学絮体； 

②提高SS、浊度、BOD、COD、磷、重金属、细菌和病毒等的去除率； 

③为深度处理及回用工序(如活性炭吸附、膜过滤、离子交换等)创造良好的水质条件。 

过滤的适用条件：过滤对悬浮性SS及疏水性物质可有效分离，一般适用于进水

SS<20mg/L,当用于微絮凝接触过滤时，进水SS可适当放宽，而滤料粒径应相应增大。 

2.2 滤池的类型 

滤池的形式多种多样，以石英砂作为滤料的普通快滤池是最基本的型式。为充分发挥滤

料层截留杂质能力，发展了双层、多层及均质滤料滤池，上向流和双向流滤池等。为了提高

运行的自动化水平和减少滤池阀门，出现了虹吸滤池、无阀滤池、移动冲洗罩滤池以及其它

水力自动冲洗滤池等。按作用水头分，有重力式滤池和压力式滤池。在冲洗方式上，有单纯

水冲洗和气水反冲洗方式。过滤工序的过程通常是过滤和冲洗交错进行。污水处理中常用滤

池有： 

1)普通快滤池 

这是国内外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滤池，运行稳定可靠，大阻力配水系统，出水水质好；但

其缺点在于：阀门多，操作管理比较麻烦, 一般用于大、中型污水厂。滤料通常使用石英砂，

石英砂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价格低，材料易得，在中性及微酸性水中都很稳定。过滤主要利

用滤层中粒状材料所提供的表面积，截留水中经过混凝处理的悬浮固体。当过滤的水头损失

达到最大值时，或出现滤出水的浊度或者其它预定的水质参数不合格时，则需进行滤池的反

冲洗。反冲洗时水流方向和过滤时相反，利用水流的冲击作用和滤料间的摩擦去掉滤层所截

留的悬浮固体。 
2）普通快滤池的衍变型式滤池 
双阀滤池取消了普通快滤池的进水阀和冲洗水排水阀，代之以虹吸管。双阀滤池的构造、

配水系统、滤料和滤速等与快滤池大致相同，但需一套真空系统，运行管理比普通快滤池稍

复杂，一般用于中型污水厂。 

翻板滤池取消了普通快滤池的进水阀和冲洗水排水阀，代之以翻板。其滤料选择多样化，

滤层加厚。反冲洗采用气水联合冲洗，滤料流失率低，滤料反冲洗后洁净度高，水头损失小。

但所需设备较多，一次性投资较大，而且运行电耗较高。适用于污水悬浮物含量较大的大、

中水量污水处理。 
双层滤池采用比重、粒径不同的双层滤料(通常为煤-砂双层滤料)，含污能力及滤速均有

大幅提高，水头损失小，过滤周期长。该滤池滤床单层中的滤料仍属上小下大的级配，表层

截留阻塞现象在各滤层中仍未能避免，在应用中有煤粒流失现象。 

3)V型滤池 
V型滤池是法国德利满(Degremont) 公司开发的一种高速均质滤料滤池，有截污量大、

冲洗效果好的显著优势。该滤池采用单层加厚石英砂滤料，深层截污方式。冲洗方式为气水

反冲洗，并设有表面清扫布水槽，冲洗效果好。配水系统采用长柄滤头，可不设或设很薄的

承托层。V型滤池是目前发展较快的一种新型滤池。该滤池的缺点是设备稍复杂，过滤费用、

土建施工技术要求较高。 

4)重力式无阀滤池 

无阀滤池是利用设计的管道系统控制滤层阻力，当达到限值时，自动反冲洗。该滤池运

行全部自动，操作方便，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负水头现象；不用大型阀门，造价比同规模普

通滤池低。其缺点在于使用小阻力配水系统，低水头反冲冼，反冲洗不均匀，易发生短路现

象。管件较复杂，对安装的要求严格。  
5）压力滤池 
压力滤池通常为钢制压力容器制成的快滤池，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反冲洗均匀。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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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利用余压出水。变水头等速过滤，水质不如减速过滤。单池面积小，只能用于无高程利用

的小水量污水厂。 

2.3 国内外过滤技术研究和发展趋势 

过滤技术和滤池池型的研究重点是增加滤池含污能力，提高滤速，改善出水水质，其次

是简化操作，提高自动化和连续操作的水平。 
从改变滤料性能入手，研究生产了陶粒滤料、瓷砂滤料、纤维滤料等。其中，陶粒滤料

机械强度和化学稳定性较好，滤速大。纤维滤料突破了粒状滤料的料径不能进一步缩小的限

制, 使滤料的直径达到了μm 级，增加了滤料的比表面积和吸附能力。 
在滤池型式的发展方面，出现了： 

1）上向流滤池：滤床含污量大，不产生负水头和气阻现象，但滤速不能过高。过滤时，

滤后水在池上部出流，可以随时观察到滤出水的情况。污物大多集中在下部粗滤料中，反冲

洗时较难冲洗干净。 
2）连续过滤池(器)：连续式过滤器表现了一种新的过滤和清洗方式, 当前被认为是最有

发展的过滤器之一，它将滤料的清洗移至滤池外，使滤池连续运行，无停产冲洗的过程，水

头损失较低且相对恒定。该种过滤器的缺点是结构复杂, 处理量小。 
3）压力滤池用泵加压过滤，流程简单，对于小型污水处理运行方便，应用较多。 

2.4 滤池设计和运行中存在问题 

1）负水头及气阻现象 

当过滤阻力增加到滤层的水头损失超过该处的过滤水头时，就会出现负水头现象。负水

头会导致空气释放出来，增加滤层局部阻力。在冲洗时，空气把部分滤料随水带走，造成滤

层局部大粒径柱状体，从而使过滤发生短路现象。 

气阻是由于滤料层内局部积聚了空气，减少过滤水量，形成滤料层裂缝，过滤水质恶化。 
2）积污 
滤层内存在死角，逐渐累积胶质状污泥并相互粘结。 
3）跑砂漏砂 
冲洗强度过大或滤料级配不当，反冲洗可冲走大量滤料。或冲洗水分配不均匀，承托层

会发生移动，以至滤料通过配水系统流失。   

2.5 工程应用实例 

1）南京某机械厂乳化液的处理 

破乳反应池 气浮池

溶气水

隔油调节池

溶气罐

压缩空气

废水

格栅井

过滤器

释放器

硫酸铁 HLJ

中水池 出水池

出水

压力过滤器

硫酸铁

排油

 

图 1 南京某机械厂乳化液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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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某机械厂的废水为乳化液废水，全厂废乳化液通过管道流入隔油调节池，经过静态

混合器，投加破乳剂硫酸铁进入破乳反应池，经气浮分离，大部分油和 SS 被去除，出水经

过滤泵加压，流入核桃壳粗粒化过滤器过滤除油，并进一步经过压力过滤器净化，出水达

GB38978-1996 一级排放标准。 

主要设计要点： 

①核桃壳过滤器 

设计滤速 9~10 m/h。采用单层核桃壳滤料，尼龙滤头配水，粒径 d10=1.2mm，滤层厚

0.8m。采用气水联合反洗的方式，各阶段的冲洗强度分别为： 
·空气预擦洗：q 气 =12~14 L/(s·m2)； 
·水漂洗：q 水=7~9L/(s·m2)。 
②砂滤器 

设计滤速 7~8m/h。采用单层石英砂滤料，粒径 d10=0.8mm，滤层厚 0.7m。采用气水联

合反洗的方式，各阶段的冲洗强度分别为： 
·空气预擦洗：q 气 =17 L/(s·m2)； 
·水漂洗：q 水=10~12L/(s·m2)。 
2）某发电厂废水的处理 

各 路

废 水

泥 渣

上 清 液

格

栅

调

节

池

气

浮

池

V
型

滤

池

中

间

水

池

清

水

池

冷

却

塔

污 泥 池 灰 渣 沟

吸 泥 机 反 洗 气 、 水

磷 酸 钠凝 聚 剂

 
图 2 某发电厂 V 型滤池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该工艺针对电厂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和雨水等水质相对较好的废水，处理后用于工业循

环冷却水系统。处理水量为 9600m3/d。 
气浮池出水自流进入两座 V 型滤池，单池面积 24 m2，设计滤速 8.3 m/h。采用石英砂

均质滤料，粒径 0.8~1.2 mm，滤层厚 1.2m，承托层厚 0.05 m，砂面以上水深 1.4 m。采用气

水联合冲洗带表面扫洗的反洗方式，三阶段的冲洗参数分别为： 
·空气预擦洗：q 气 =15.6 L/(s·m2)，冲洗时间 5min； 
·气水联合洗：q 气=15.3 L/(s·m2)，q 水=2.7 L/(s·m2)，冲洗时间 4min； 
·水漂洗：q 水=4.2 L/(s·m2) ，冲洗时间 5min。 
在整个反洗过程中始终进行表面扫洗，扫洗强度 q=1.4 L/(s·m2)。V 型滤池出水管上设

电动调节蝶阀，根据滤池水位计所测得砂面上水位高度，通过 PLC 控制电动调节蝶阀开度，

维持过滤水位在设计值，实现等水头等速过滤。 
3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规范依据国内外在污水过滤处理方面及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及应用经验，按照

过滤工艺设计的技术要求进行编写，规定了工艺参数选择的合理范围，并给出工程实例

以供参考。本规范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分十章，包括规范的适用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滤池设计的工艺条件及主要参数、滤池

的工艺设计、检测与控制、电气系统、施工与验收、运行与维护。附录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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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规范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说明。 

3.1 各类滤池的工艺特点及适用条件 

形式 优缺点 适用条件 

1. 普通快

滤池 

有成熟的运行经验。采用砂滤料，材料易得，价格

便宜。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单池面积较大，池深

较浅。可采用减速过滤，水质较好。但阀门较多，

且必须设有全套冲洗装备。 

适用于各种水量的污水处理。滤料粒径可

调整以适应不同水质。单池面积可做得较

大，产水率较高。水冲洗效果较差，有条

件时宜采用表面冲洗或空气助洗设备。 

2. 双阀滤

池 

减少了阀门，相应降低了造价和检修工作量。但须

设置全套冲洗设备，增加了形成虹吸的设备。其他

特点同普通快滤池。 

与普通快滤池相同。 

3. 翻板滤

池 

滤料、滤层选择多样。滤料流失率低，滤料反冲洗

后洁净度高，水头损失小。反冲洗系统布水、布气

均匀。过滤周期长、截污量大，出水水质好。设备

较多，一次性投资较大，而且运行电耗较高。 

适用于污水悬浮物含量较大的大、中水量

污水处理。根据污水性质可选择不同滤料

及级配。 

4. 双层滤

料滤池 

滤层含污能力大，可采用较高的滤速。减速过滤，

水质较好。可利用现有普通快滤池改建。滤料选择

要求高，价格高，而且滤料易流失。冲洗困难，易

积泥球。 

适用于大、中水量污水处理，允许进水悬

浮物浓度高。单池面积一般不宜太大。宜

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和辅助冲洗设备。 

5. V 型滤

池 

运行稳定可靠。采用砂滤料，滤床含污量大、周期

长、滤速高、水质好、材料易得。具有气水反冲洗

和水表面扫洗，冲洗效果好。但配套设备多，土建

较复杂，池深较普通快滤池深。 

适用于大、中水量污水处理。滤料均匀级

配，可适应不同悬浮物浓度的水质，自动

化程度高。单池面积大，产水率高。 

6. 重力式

无阀滤池 

不需设置阀门，自动冲洗，管理方便。可成套定型

制作。但运行过程看不到滤层情况，清砂不便。单

池面积较小。冲洗效果差，反洗时浪费一部分水量。

变水位等速过滤，水质不如减速过滤。 

适用于小水量的污水处理厂。需要有可利

用的高程，常与斜管沉淀池、加速澄清池

配合使用。 

7. 压力滤

池 

钢制设备，可成套定型制作，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

反冲洗均匀。可直接利用余压出水变水头等速过

滤，水质不如减速过滤。单池面积小，只能用于小

水量。 

适用于无高程利用的小水量污水厂，出水

可直接回用或排放。单池面积应小于

10m2。 

3.2 滤池设计的工艺条件及主要参数 

3.2.1 滤速 

1）滤速关系到出水水质好坏、滤层纳污量大小、过滤周期长短、反冲洗效果等，因此，

应对各种滤池的滤速做出规定。 
2）优先选用减速过滤，出水水质有保障。 
3）滤池滤速及滤料组成的选用，应根据进水水质、滤后水水质要求、滤池构造等因素，

通过试验或参照相似条件下已有滤池的运行经验确定。 
4）滤池应按正常情况下的滤速设计，并以检修情况下的强制滤速校核。 

3.2.2 滤料组成及级配 

滤料组成及级配是过滤的关键，对滤料材料及级配提出基本要求。 



8 

1）滤料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①对不同特性的污水应选择不同的颗粒级配和孔隙率。 
②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防冲洗时产生磨损和破碎的现象。 
③具有足够的化学稳定性，以免滤料与水产生化学反应而恶化水质。 

石英砂是使用最广泛的滤料，目前多孔陶粒滤料、铝矾土陶瓷滤料、聚苯乙烯泡沫滤珠、

纤维球滤料等均已得到应用。在多层滤料中，常用的还有无烟煤、柘榴石、磁铁矿、金刚砂

等，它们均因比重与石英砂有明显差异而被选作多层过滤滤料。 
2）滤料粒径级配是指滤料中各种粒径的颗粒所占的重量比例。粒径是指正好可通过某

一筛孔的粒径。粒径级配一般采用以下方法表示： 
有效粒径和不均匀系数法：以滤料有效粒径 d10和不均匀系数 K80 表示滤料粒径级配。 

80
80

10

dK
d

=  

式中： 
d10——通过滤料重量 10%的筛孔孔径； 

    d80——通过滤料重量 80%的筛孔孔径。 
K80 较大时，滤料不均匀程度大，滤层含污能力减小，反冲洗时为满足粗颗粒的膨胀要

求，细颗粒可能被冲出滤池，若为满足细颗粒的膨胀要求，粗颗粒将得不到很好的冲洗。因

此，K80 愈小，即愈接近 1，滤料愈均匀，过滤和反冲洗效果愈好，但滤料筛选成本提高。

滤料的发展是使 K80 接近于 1，成为均粒滤料，是人工滤料研制的目标。 
3）承托层对均布冲洗水，防止滤料从配水系统中流失具有重要作用。单层或双层滤料

滤池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时，承托层采用天然卵石或砾石。如果采用小阻力配水系统，承托

层可不设，或者适当铺些粗砂或细砾石，视配水系统具体情况而定。 

3.2.3 配水系统 

配水系统的作用在于使冲洗水在整个滤池面积上均匀分布。配水均匀性对冲洗效果影响

很大。配水不均匀，不同滤层膨胀不足，而部分滤层膨胀过甚，甚至会导致部分承托层发生

移动，造成漏砂现象。 
配水系统有大阻力配水系统和小阻力配水系统两种基本形式，还有中阻力配水系统。 
1）大阻力配水系统 
大阻力配水系统的原理是基于对沿途泄流穿孔管和整个滤池冲洗过程中压力变化的分

析。通过减小滤层中配水支管的孔口面积以增大孔口阻力系数，从而削弱了滤池承托层阻力

系数以及配水系统压力不均匀的影响。 
配水系统同时也是过滤时的集水系统，由于冲洗流速远大于过滤流速，当冲洗水布水均

匀时，过滤集水的均匀性也得到了保证。 
2）小阻力配水系统 
采用多孔滤板、滤砖和滤头配水的系统为小阻力系统。“小阻力”相对于大阻力而言，

配水系统开孔比较大（约为 0.6%~0.8%），因而阻力小，这对于减小冲洗水头，降低池子高

度是有利的，但配水均匀性有所降低。 
为保证配水均匀，应十分注意以下两点： 
①冲洗水到达各孔口处的流速应尽量低； 
②各孔口（或滤头）阻力应力求相等，加工精度要求高。 

3.2.4 反冲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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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池冲洗的目的是去除滤层中截留的污物，使滤池恢复过滤能力。滤池反冲洗的要求是

使底层大颗粒（dmax）滤料能浮动，使之得以清洗。同时表层小颗粒（dmin）滤料不得被带

出。 
反冲洗强度的计算原则是： 

uf·min＞u＞umf·max 
式中： 

u——反冲洗强度； 
uf·min——小颗粒被带出的速度； 
umf·max——大颗粒流化速度。 

滤池冲洗方法有以下几种： 
1）高速水流反冲洗 
利用流速较大的反向水流冲洗滤料层，使整个滤层处于流化状态。在水流剪力和滤料颗

粒碰撞摩擦双重作用下，截留于滤层中的污物从滤料表面脱落，随冲洗水排出滤池。冲洗流

速过小，滤层孔隙中水流剪力小；冲洗流速过大，滤层膨胀度过大，滤料颗粒过于离散，碰

撞几率减小，水流剪力也减小，且小颗粒滤料会被带出池子。故冲洗流速过大或过小都会降

低冲洗效果。 
·冲洗强度：单位面积滤层所通过的冲洗流量，以 L/(s·m2)计。 
·滤层膨胀度：反冲洗时，滤层膨胀后所增加的厚度与膨胀前厚度之比。 
·冲洗时间当冲洗强度和滤层膨胀度符合要求但冲洗时间不足时，也不能充分的清除掉

滤料上的污物，同时，冲洗废水也会排除不尽而导致污泥重返滤层。 
2）气水反冲洗 
气水反冲洗效果在于：利用上升空气的震动有效地将附着在滤料上的污物擦洗下来使之

悬浮于水中，然后再用水反洗将污物排出池外。 
气水反冲洗的典型方法是：气冲——气水联合冲——水冲，有的还带有表面横向扫洗。

采用气水反冲洗既可提高反冲洗效果，又节约冲洗水量。同时滤层不会有明显的分层现象，

形成滤料均匀级配，从而提高了滤层的含污能力。但气水反冲洗需增加气冲设备，池子结构

和冲洗操作也较复杂。 

3.3 滤池的工艺设计 

以石英砂作为滤料的普通快滤池是滤池最基本的型式。随着滤池的应用与发展，产生了

多种形式的滤池。本规范根据滤池的基本特征，并按照滤池用于污水处理的基本适用技术要

求，选入了普通快滤池、双阀滤池、翻板滤池、双层滤料滤池、V型滤池、重力式无阀滤池、

压力滤池等主流、成熟的滤池。 

3.3.1 普通快滤池 

1）滤池总面积 F 按下式确定： 

2

0 0

( )QF m
v T t

=
−（ ）

 

式中： 
Q——设计水量 ( m3/ d ) ； 
v——设计滤速（m / h ) ； 
T0——滤池每日工作时间（h）； 
t0——滤池每日冲洗过程的操作时间（h）。  

2）个数：应根据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但不得少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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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池尺寸：单个滤池面积按下式计算： 

2( )Ff m
N

=  

式中： 
F——滤池总面积(m2)； 
N——滤池个数。 

4）普通快滤池和多层滤料滤池宜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 

3.3.2 普通快滤池的衍变形式 

1）双阀滤池 
双阀滤池可采用鸭舌阀式双阀滤池或虹吸管式双阀滤池。其计算见普通快滤池。 
①鸭舌阀式滤池由于抬高了洗砂排水槽槽顶高度，故需要适当提高冲洗强度、增加冲洗

水量，适宜于水泵冲洗。 
②虹吸管式双阀滤池 
虹吸管双阀滤池采用真空系统控制虹吸进水管和虹吸排水管，代替进水阀门及排水阀

门。仅需设冲洗、清水两阀门和相应的冲洗设备（水泵或水箱）等。 
2）翻板滤池 
①翻板滤池适用于大水量污水的处理。 
②翻板滤池设计计算与普通快滤池相似。 
宜采用小阻力配水系统，开孔率β宜取 1.2%~1.4%。 
反冲洗一般分为：气冲——气水联合冲——水冲，冲洗效果好。 
3）双层滤料滤池 
双层滤料滤池的设计原则与普通快滤池相同。但由于使用的滤料不同，所以滤料选择方

面应多加注意。 
根据反冲洗后两层滤料交界面控制混杂程度的要求，最大无烟煤粒径与最小砂层的粒径

比应计算确定： 

'
max 1

1 2

1
1

d K
d

γ
γ
−

=
−

 

式中： 
d’max——最大无烟煤粒径（mm）； 
d1——最小砂层粒径（mm）； 
γ1——砂的相对密度； 
γ2——无烟煤的相对密度； 
 K——不均匀系数，一般为 1.25~1.5。 

当级配相同时，使用相对密度小的无烟煤可减少混杂。 

3.3.3 V 型滤池 

1）适用条件：V 型滤池用于大、中水量污水深度处理、工业废水化学沉淀后处理等。 
2）滤料为石英砂，粒径相对较大，纳污量大，运行周期长。 
3）采用气水联合冲洗，冲洗效果好，运行稳定，冲洗系统需自动控制。 
4）气水联合冲洗加横向扫洗，可使滤层不发生明显分层，因而具有均匀级配滤料的特

点，气水冲洗系统的设计十分关键。 
5）气水冲洗系统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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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V 型滤池宜采用长柄滤头。 
·配气配水渠进气干管管顶宜平渠顶，冲洗水干管管底宜与渠底相平。 
·断面尺寸应和排水槽及气水室相配合。 
②气水室： 
·配气孔顶宜与滤板板底相平，有困难时，可低于板底，但高差要有限制。 
·配水孔底应平池底，孔口流速不宜太小。  
·气水室宜设检查孔．检查孔可设在管廊侧池壁上，孔径≮φ400 ，孔底与气水室底向

平。 
③滤头： 
开孔比关系滤层布水均匀性，开孔比应严格计算，符合要求。滤头配置根据开孔比及滤

头孔隙率确定。一般每平方米滤池面积布置 30~50 个。 

3.3.4 重力式无阀滤池 

1）一般适用于小水量的污水的深度处理及回用。 
2）由于池深较大，常和池身较高的加速澄清池、斜管沉淀池配套使用。 
3）无阀滤池平面为矩形，为保证配水均匀性，单格面积不宜太大（＜20m2）。通常两

格合建，共用冲洗水箱。 
4）由于池深较大，不宜设置承托层，通常采用小阻力配水系统，因此配水均匀性是设

计中十分重视的。 
5）每格无阀滤池应设单独的进水系统，进水系统应有防止空气进入滤池的措施。 
6）无阀滤池的反冲洗应设有辅助虹吸设施，并设调节冲洗强度和强制冲洗的装置。 

3.3.5 压力滤池 

1）适用于小水量工业废水的处理。 
2）配水系统可采用大阻力系统。 
3）滤料可根据需要选择单层石英砂或煤、砂两层，粒径及级配均可作适当调整。 
4）出水可利用余压排放或回用。 
5）需设安全阀、压力表等仪表和排气、排水阀等。 

3.4 检测与控制 

采用过滤工艺的污水处理工程应参照CJJ60的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检测控制系统，

一般检测系统主要包含在线监测、现场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等组成。为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和

处理效果，及时发现异常现象，应按照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操作规程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

频率和取样点等进行操作和管理。监测项目一般包括水温、pH、浊度、DO、COD、BOD
等。 
3.5 施工与验收 

本章节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过滤处理设施的特殊性，制定了施工与验收的管理

条例。 
3.6 运行与维护 

过滤工艺基本操作参照污水处理厂（站）的运行管理CJJ60执行。同时根据不同滤池

类型运行的特殊性，制定了普通快滤池及其衍变型式、双阀滤池及翻板滤池、双层滤料滤

池、V型滤池、重力式压力滤池、压力滤池的运行控制要求。 
4 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其它相关标准的关系 

在国家现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和相关环境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中，对环境保护设施的

建设与正确使用均提出了要求。本规范属于环境污染治理工艺方法规范，是国家环境标准体

系之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并用，将为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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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建设、运行以及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5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及建议 

建议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排污许可证管理和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中积极采用本规范，以加强对环境保护设施

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