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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的编制工作过程 

1.1 任务来源 

2005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达了《印染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编制计划。东华大学

作为该标准的第一编制单位，联合中国环保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和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环境

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了规范编制组。 

纺织工业中染整行业是主要排放废水的行业，染整包括前处理、印花和染色、后整理三部分，

主要污染物和废水量产生于前处理和印花、染色。印染是染整的俗称，为了与《纺织染整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名字一致，因此将原任务规定的《印染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改为《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1.2 制定标准的意义和必要性 

加入 WTO 后，我国纺织行业是利好行业，从业人数超过 1960 万，加上原料产地（棉花、毛、

麻生产）的从业人员１亿，共约 1.2 亿，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业人士

估计，在十年之内还将连续增长，保持我国纺织行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数量上）。纤维加工量占全

球比重由 2000 年 25％提高到 2005 年的 36％，服装、化纤、纱、丝、布、呢绒世界产量第一。2005

年生产情况见表 1－1： 

表 1－1  2005 年规模以上企业生产情况 

名称 总量 比 2000 年增长/平均增长 

销售收入 19794 亿（26400 亿） 137.4％/18.9％ 

纤维加工量 2690 万吨 97.8％/14.6％ 

化学纤维 1629 万吨（涤纶占 80％） 134.2％/18.6％ 

棉纱 1440 万吨 118.2％/16.9％ 

摘自：发改工业【2006】1072 号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 

2003－2004 年纺织品进出口情况见表 1－2： 

表 1－2  2003－2004 年纺织品进出口情况(亿美元） 

年度 项目 进口 出口 差额 差额倍数 

2003 全国 4128.40 4383.70 255.30  

2003 纺织 155.86 804.84 648.98 2.54 

2004 全国 5613.60 5933.60 319.80  

2004 纺织 168.04 973.85 805.81 2.52 

 

由表2－2可见，纺织品的出口顺差高于全国总顺差，是其2.5倍。中国纺织品产量是世界第一，

并还在发展之中，环保问题将是制约纺织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纺织行业废水中，印染废水占

80％，属于污染重、处理难度大，同时印染行业废水处理后回用率仅7％，是所有工业中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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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下半年，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到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四省对印染污水处理情况进行调查

（东华大学作为特约代表参加），调查结果表明印染较集中地区污染严重、处理不能稳定达标。 

印染废水治理技术规范，是针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项目建设中咨询、环评、科研、设计、施

工、设备招标、竣工验收和运营维护及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管理而做出的技术性规定，用以配

合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环境标准的实施，用以指导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并作为环境管

理的技术支持体系，它是对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全过程实行技术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因此制定《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对规范设计、加强管理、节约投资、提高

达标率，鼓励回用十分必要并具有重要意义。 

1.3 标准制订的方法和工作过程 

通过对各种纺织印染工业原料、产品种类、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产生的废水水质、水污染物

的特点和污染物处理方式方法的现场调研，对我国纺织印染工业生产和污染治理现状进行经济、

技术评估，参考现有《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92）和国内外同行业废水治

理工程技术规范，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最后确定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制

订程序如图 1-1。 

 

 

 

 

 

 

 

 

 

 

 

 

 

 

 

 

 

 

 

 

 

图 1-1 规范的制订程序 

资料调研 

开题论证会 

审查规范编制方案（大纲） 

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专家审议 

意见处理、修改、报批 

征求意见及意见处理 

规范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规范报批稿、编制说明及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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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

研编制了大纲和初稿。初稿经2006年12月、2007年3月、8月和11月三次专家论证会，听取了多方

意见、多次修改后成为征求意见稿。 

2 纺织印染生产产污分析及污染控制技术评析 

2.1 纺织印染行业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2.1.1 废水 

纺织行业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废水、废渣、废气和噪声三个方面。废水是纺织行业最主要的

环境问题。纺织部门是一个用水量和排水量较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近年来纺织工业废水排放量逐

年增加，2006 年估计废水量达到 180000 万 t。 

纺织废水主要包括印染废水、化纤生产废水、洗毛废水、麻脱胶废水和化纤浆粕废水等。印

染废水是纺织工业的主要污染源。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印染企业每天排放废水量约 450～500 万 t，

印染厂每加工 100 m 织物，将产生废水量 2．5～4．0 t。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纤维原料本身的夹带

物，以及加工过程中所用的浆料、油剂、染料和化学助剂等，具有以下特点：(1)COD 变化大，高

时可达 2000～3000 mg/L，BOD 也高达 600～900 mg/L。(2)pH 高，如硫化染料和还原染料废水 pH

可达 10 以上，丝光、碱减量 pH 可达达 14。(3)色度大，有机物含量高，含有大量的染料、助剂

及浆料，废水粘性大。(4)水温水量变化大，由于加工品种、产量的变化，可导致水温一般在 40 ℃

以上，从而影响了废水的生物处理效果。 

另外，传统的印染加工过程会产生有毒废水，加工后废水中一些有毒染料或加工助剂附着在

织物上，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如偶氮染料、甲醛、荧光增白剂和柔软剂具致敏性；聚乙烯醇和

聚丙烯类浆料不易生物降解；含氯漂白剂污染严重；一些芳香胺染料具有致癌性；部分染料中具

有害重金属；含甲醛的各类整理剂和印染助剂对人体具有毒害作用等。这样的废水如果不经处理

或经处理后未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就直接排放，不仅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破坏水体、

土壤及其生态系统。 

2.2 印染废水污染源及污染物基本处理工艺 

2.2.1 印染废水处理工艺选择原则 

印染废水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前处理（退浆、煮练、丝光、漂白）、染色、印花和后整理等工

序。印染废水的污染物主要有腊质、果胶、半纤维素、残余的染料和助剂等。印染废水的特征污

染是BOD5、CODcr、色度、pH值、SS、NH2-N、硫化物等。 

应根据织物原料、产品种类、水质特点、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当地的排放要求和水的回收

利用情况，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选择和采用合理的印染废水处理工艺。由于印染废水主要是有

机污染，所以应采用生物处理为主，物化处理为辅的综合治理路线，以降低运行费用。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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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厌氧水解酸化同好氧生物处理法相结合的处理工艺。物化处理技术宜采用混凝沉淀、混凝

气浮、化学氧化脱色等方法。 

2.2.2 印染废水常用处理工艺流程 

印染废水处理单元由预处理（格栅、中和、调节），水解酸化，好氧生物处理（活性污泥法、

生物膜法等），化学混凝或混凝气浮等组成。主要处理单元对CODcr、BOD5和色度的去除率与处

理水质、相关的设计参数和处理设备等有关，如缺乏资料时，可参照表2-1。水解酸化、好氧生物

处理主要设计参数，可参照表2-2。 

表 2-1 处理单元除率表（%） 

好氧生物处理 
混凝沉淀 

或混凝气浮（生化

前） 

混凝沉淀 
或混凝气浮（生化

后） 
  处理单元 

项目 
水解酸化 

活性污泥法 生物膜法   

CODcr 15~35 60~75 55~70 30~60 10~20 

BOD5 10~30 90~95 85~95 15~40 10~20 

色度 30~80 35~50 35~50 40~50 20~40 

 
表 2-2 水解酸化、好氧化物处理主要设计参数表（%） 

好氧生物处理   处理单元 
项  目 厌氧水解酸化 

活性污泥法 生物膜法 
污泥负荷 

（kgBOD5/kgMLSS·d） 
— 0.1~0.25 — 

容积负荷 
（kgBOD5/m3(填料)·d） 

— — 0.5~1.0 

容积负荷 
（kgCODcr/m3·d） 

1.0~2.0 — — 

注：生物膜法主要指生物接触氧化法。 

应该强调的是： 

1、印染废水是一个大类，不同纤维（棉、毛、丝、麻、涤纶、晴纶、氨纶、锦纶等），所

采用染料不同（活性、阳离子、分散、靛兰、酸性染料等），前处理和染色工艺不同，所用的助剂

也不同，其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相差很大，所以处理工艺及所选参数，差别很大。 

3、任何一个好的工艺方案，实际上是多种技术的优化组合。 

4、工艺方案只是解决处理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同样的工艺对同样的废水，可能处理结果不

一样，在具体实施时，技术参数的选择是施工设计的关键。 

5、废水处理最终效果还和施工质量、设备选型、运行管理等多种因素有关。 

3 技术规范的框架与技术规范值的确定 

3.1 技术规范的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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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对技术规范制定的要求，本技术规范包括：前

言、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来源、方案设计基本规定、废水处

理工艺、废水处理站建设要求、监测与控制、运行管理、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工程施工与验收

等共11部分内容。 

3.2 技术规范的适用范围 

3.2.1 制定技术规范对企业的适用范围 

纺织染整企业印染废水处理，在一定区域内多个印染企业建立集中废水处理厂，规范中鼓励

有条件地方建设集中废水处理厂，有利于节约投资、规范处理、技术集中、管理方便。 

3.2.2 制定技术规范对污染源的适用范围 

印染废水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前处理（退浆、煮练、丝光、漂白）工序和染色和印花工序。后

整理工序相对较少。印染废水的污染物主要有助剂、腊质、果胶、半纤维素和残余的染料等。印

染废水的特征污染是 BOD5、CODcr、色度、PH 值、SS、NH3-N、硫化物等。COD 污染主要来源

于助剂、腊质、果胶、半纤维素等；色度污染来源于残余染料。 

3.3 规范的内容 

3.3.1 控制指标 

根据GB4287《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印染废水的特征污染物是BOD5、CODcr、

色度、pH值、SS、NH3-N、硫化物等，并以其为控制指标。 

3.3.2 时间分段 

（由国家环保总局另定） 

4 规范中几个问题说明 

4.1 关于水解酸化时间 

印染废水水解酸化技术参数非常重要，由于印染废水污染印数中COD主要来源于各种助剂，

而色度主要来源于染料，这些污染物大多属难降解物，根据对近20种染料、助剂包括荧光增白剂

测定，开始水解酸化时间大多在16小时以上，而完成水解酸化在24－36小时,最近研究表明新型浆

料PVA1790或PVA1799，其分子量可高达70000，完全水解约需7－8天；水解酸化可以降解大分子、

提高B/C比，从而增加可生化性，提高好氧生化的效果，同时也是污泥减量、脱色的最经济、最好

方法，虽然占地面积和初次投资增加，但是运行费用几乎为零，经讨论各种实例和反复征求专家

意见，本次根据不同类型印染废水污染物生物降解性不同，规定不同的水解酸化时间供设计参考，

对于高浓度PVA、难降解印染废水和碱减量废水还需增加时间，或采用相应的厌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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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于事故池的规定 

我国突发性污染事件发生频繁，同样印染企业事故排放也是有发生，为了保证稳定达标，保护

地表水环境质量，设置事故池是必要的，讨论中对事故池的容积、设置方式有许多意见：主要问

题是占地面积和造价的增加；设置方式是在前面还是在排放口前，最后意见是有条件的建议设置

事故池；当印染废水排放口为环境容量不足和敏感地区，必需设置事故池，事故池容积不小于日

排放水量的1/６，设置方式可以与调节池并联或串联,发生事故时用跨越管旁路。 

4.3 关于废水深度处理和回用 

由于我国地表水域污染较重，部分纺织发达地区环境容量不足，地方环保部门制定了更严的

印染废水排放标准，用常规的好氧－厌氧加物化方法难以达到要求，这就需要深度处理。 

另一方面，我国纺织废水排放量占行业的第六位，而印染废水占其中80%,回用率仅7％，为全

国各行业最低，提高回用率是节约水资源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要求的,但由于

印染废水是一大类废水，情况复杂，本规范鼓励清洁生产，废水清浊分流后将轻污染水处理回用，

由于回用水水质标准正在编制之中，所以本规范，规定了基本原则。 

深度处理技术和回用技术部分相通，由于情况复杂，实际使用都是各种技术的组合，且有关

技术目前工程化应用尚不太成熟，需要根据各厂工艺实际，进行中试后才能工程化，故规范中制

定了原则。 

4.4 关于纺织品计量单位问题 

长期以来纺织行业产品计量有二种，一是以标准阔幅91.4cm棉布长度，一定厚度的作为计量单

位，二是以吨产品为计量单位，如针织品、毛纺织品等，不同阔幅、厚度产品当采用吨纤维产生

的废水量时，可参照《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有关规定，“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导

则”（FZ/T 01002－92）中附录B，根据织物宽幅和厚度进行折算。 

4.5 关于推行清洁生产 

    有关清洁生产、取水定额、能耗等问题，参照国家发改委2007年公布的《印染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中有关规定。 

5 环境经济效益分析 

5.1 环境效益分析 

我国加入WTO后，纺织行业发展迅速，但纺织行业行势虽好，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环保问题，

其中最核心是印染行业的水资源问题。在纺织行业中80％的用水量是印染，印染废水又是污染重、

处理难度高的废水。目前全国印染厂的废水排放量约占行业第六位，水量约为18亿立方米，处理

达标率仅为7％左右，印染废水的排放仍是水体污染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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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原纺织部组织全国有关环保专家对印染废水进行四次全国调查，办学

习班、研讨会、在此基础上组织示范工程、制订标准、编写《纺织工业废水治理》。这些工作对

全国纺织工业废水治理起到了极好的示范性作用。经过近20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工作停顿了。

在新的形势下，纺织工业高速发展。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环保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将重新促使这些

工作的开展。印染废水三级处理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已有坚

实的基础，一旦成功和推广，将促进我国印染废水治理的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2008年将开始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为此，2007年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排

污系数调查，本编制单位－东华大学负责纺织、化纤行业的调查，通过对231家企业调查、实测，

发现实际印染废水量还可能增加，且稳定达标的只是一部分，其中部分属于设计不合理造成，因

此，《印染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的制订将进一步规范印染废水治理工程设计，提高各种

印染废水处理达标率，实施回用后节约用水,对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有重要作用,环境效益显著。 

5.2 社会效益分析 

印染行业数量多、就业人数大，且在发展之中，规范的制定有利于印染行业健康发展，对稳

定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5.3 经济损益分析 

据调查统计，一般COD从1500mg/L降到180mg/L，需要运行费用1.2~1.5元，处理1kgCOD需

0.66~0.83元，随着排放标准值要求提高，当排放尾水要求为一级排放标准时，COD为100mg/L，需

要运行费用1.8~2.0元，所以印染废水的达标处理费用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但是，另一方面，我国

水价在不断提高，当水价是电费价3倍以上时，水的回用必然实施，政策、法规、标准将促进废水

处理技术和回用技术发展，以适应这一需求。 

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结果。建立环

境友好型企业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而良好的企业形象又是潜在的经济效益。印染废水的治理达

标排放和回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 

6 条文说明 

前言 

0.1 本规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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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1.2 本规范规定内容及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的相关标准、规定 

3  术语 

3.1～3.15 本规范所涉及术语和定义 

4 废水的水质水量 

4.1 典型的印染过程 

4.2 废水水量 

4.3 废水水质 

5 总体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5.1.7 选择废水处理工艺流程时应考虑的因素。 

5.2 设计规模 

5.2.1～5.2.2 由于各种织物原料、规格，印染工艺所用设备、工艺流程，染料和助剂的品种、用量、

特性等各不相同，很难用一种标准计算或确定印染废水的排放量。因而提供一些生产实际中实际

发生的废水量，作为设计废水处理的参考。 

5.3 总平面布置 

5.3.1～5.3.10 处理站总体布置要求。 

6 废水处理工艺 

6.1 工艺选择原则 

6.2 各类印染废水的处理工艺 

6.2.1 棉及棉混纺印染废水可选用处理工艺 

6.2.2  丝、毛印染废水宜采用的处理工艺 

6.2.3  涤纶为主的化纤印染废水可选的处理工艺 

6.2.4  环境敏感地区或需要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时，废水宜采用深度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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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主体处理单元技术要求 

6.3.1 格栅、格网设置具体规定。 

6.3.2 对调节池设计的具体规定。 

6.3.3 pH 调整单元具体规定、高碱废水用作消烟除尘措施规定以及丝光废液回收和利用规定。 

6.3.4 水解酸化池的设计参数。 

6.3.5 好氧生物处理的设计参数。 

6.3.6 本条的沉淀池主要设计参数是针对印染废水的特点而提出。关于沉淀池的其他设计参数可参

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J4-87）。 

6.3.7 物化处理的设计参数 

6.4 深度处理的要求及工艺 

6.4.1 需要进行深度处理的情况 

6.4.2 深度处理工艺的选择前提条件 

6.4.3 深度处理工艺的生物处理法 

6.3.4 深度处理工艺的物理方法选择 

6.5 污泥处理与处置单元技术要求 

6.5.1～6.5.2 污泥量是确定污泥处理方法和设备配置的基本依据，污泥量应经过设计计算确定。印

染废水处理工程污泥量由下列三部分组成。 

1、截留的 SS 量。被粗、细格栅截留的 SS 量，一般是单独运出处理，在计算污泥量时可不

计；未被预处理截留的细小颗粒（主要是纤维），在后续的处理构筑物被截留和去除，这部分 SS

计算在污泥量中。 

2、生物处理排泥量，亦即剩余污泥量。该部分污泥量的计算可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J14-87）的规定。 

3、混凝沉淀或混凝气浮产生的污泥量，包括该处理单元的 SS 去除量和该处理单元投加的混

凝剂数量。 

6.5.3 本条参照《纺织工业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定》（FJJ108-89）（试行）第 6.4.2 条编写。 

6.5.4 近十年来，国内在污泥脱水和设备配置方面进展较快。印染废水处理工程实践表明，采用带

式压滤机、板框压滤机和离心污泥脱水机进行污泥脱水是有效的。进入脱水机的污泥含水率一般

不应大于 98%。脱干污泥的含水率同污泥的比阻、粘滞度、粒度等有关，由于受印染废水污泥的

自身特性的影响，一般地机械脱水脱干污泥的含水率为 80%~82%。 

6.5.5 污泥调理对污泥脱水性能的影响很大，通过调理可改变污泥的疏松结构，提高致密性，易于

脱水。通常采用聚丙烯酰胺（PAM）作为污泥调理凝聚剂。投加量一般为 3‰~5‰（按干污泥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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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设置脱干污泥堆场是必要的。同时，污泥堆场应有防渗防漏防雨水措施，以防造成污泥二次

污染。 

6.5.7 脱干污泥的出路，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填埋，掺入煤渣中制砖等。江苏盛泽、无锡等地近年来

采用炉窑烘干的方法，对经机械脱水的印染废水处理污泥进一步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处理后的脱

干污泥含水率为 30%左右，脱干污泥可制成高热值的辅助燃料。 

6.6 对事故池的有关要求 

7 水回用工艺设计 

7.1 设计原则 

7.1.1 鼓励采用逆流漂洗工艺，回用部分生产用水 

7.1.2 本条所指的回用水水源主要指印染废水。从受污染的程度，回用处理的难度，回用水供水安

全与保证性等因素考虑，建议清浊分流，用印染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轻度污染的废水，如漂洗、后

整理排水等，应优先考虑作为回用水水源。 

7.1.3 本条将回用水水源分为两类。一是在生产排水管网系统进行了清浊分流的前提下，以轻污染

水水为回用水水源；二是以二级生物处理后达标排放的印染废水为回用水源。清洁废水水质因产

品、加工工艺、设备、采用的染料与助剂而异，应通过调研、具有代表性的取样测试、分析对比

等方法确定原水水质。如无实测资料，本条给出了一个参考水质范围。未经清浊分流的印染废水

不能直接作为回用水水源，必须经二级生物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后方可作为回用水水源。此时，

达标排放的废水水质即是回用水原水水质。 

7.2 回用水用途和水质要求 

7.2.1 回用水回用区域 

7.2.2 各种回用用途的水质要求 

7.2.3～7.2.6 印染废水经处理后可作为印染加工中的染色、漂洗等用水水源。但是，其水质必须符

合印染生产用水水质要求。由于不同的产品种类和生产设备，对印染生产用水水质会有差异，所

以，在印染废水作为生产工艺回用水时，必须按工厂和实际要求确定回用水水质。一般地，印染

生产用水水质项目有：透明度、色度、PH 值、铁、锰、悬浮物、硬度等，本条的印染生产用水水

质要求是参照《印染企业设计规定》（FJT103-84）（试行）而提出的。当有特殊要求和新规定时应

按要求和规定执行。 

7.3 回用水系统 

7.3.1 回用水系统包括原水系统、处理系统和供水系统三个部分，并分别提出设计要求。为了保证

回用水供水的安全可靠性，以新鲜作为回用水的备用水源。在清水贮存池上设置新鲜水补充水管。 

7.3.2 为了防止回用水系统对给水系统的水质污染，保障城市给水系统和饮用水系统安全卫生供

水，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安全措施可参照《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2002）关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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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和监（检）测控制”的规定执行。 

7.3.3 当无试验资料时，离子交换、臭氧氧化、反渗透等技术单元对污染物的去除率，可参照表 2。 

表 2   深度处理技术单元的去除率（%） 

项  目 离子交换 臭氧氧化 反渗透 

BOD5 25~50 20~30 ≥50 

CODcr 25~50 ≥50 ≥50 

SS ≥50 — ≥50 

氨氮 ≥50 — ≥50 

总磷 — — ≥50 

色度 — ≥70 ≥50 

浊度 — — ≥50 

.出于安全和卫生考虑，回用水必须消毒。印染工厂回用水处理设施同给水工程相比，规模较小，

管理较简易，一般不推荐采用液氯消毒。近几年来，紫外线消毒在国内水处理工程中逐渐应用。

一般推荐二氧化氯、紫外线等消毒。 

8 机械设备选型 

8.1 风机 

8.1.1 风机的供风量和风压考虑因素，根据纺织印染工厂废水特性，风机特性等进行各类系数的修

正。 

8.1.2 风机选用应符合的规定 

8.1.3 设计中应配备备用风机 

8.2 曝气设备 

8.2.1～8.2.2 曝气设备选用的要求及应符合的规定 

8.3 格栅 

8.4 脱水机 

8.5 加药设备 

8.6 泵 

8.7 填料 

8.8 其他设备、材料 

9 配套工程 

9.1 监测 

9.1.1～9.1.4 处理厂（站）水质监测的设备要求、水质监测要求、监测常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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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构筑物 

9.2.1 物处理能力以及形式和个数 

9.2.2 筑物的防腐和安全设施 

9.2.3～9.2.4 处理站一些附属设施的要求 

9.3 电气 

9.3.1～9.3.4 电气设计要求与相关规定 

9.4 空调与暖通 

9.5  给排水与消防 

9.6  道路与绿化 

10 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10.1 环境保护 

10.1.1 处理厂（站）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的

有关规定。 

10.1.2～10.1.3  处理厂（站）的噪声要求及控制 

10.2 安全卫生 

10.2.1～10.2.3 构筑物的安全防护措施 

10.2.4  电气设备的防护措施 

10.2.5  主要通道处应设置安全应急灯。 

10.2.6  各种机械设备的防护措施 

10.2.7  各构筑物应设有便于行走的操作平台、走道板、安全护栏和扶手 

10.2.8  在设备安装和检修时应有相应的保护设施。 

10.2.9 处理厂（站）内应有必要的安全、报警等装置。 

11 工程施工与验收 

11.1 工程施工的资质和技术要求。 

11.2 工程竣工验收，包括设备及构筑物单体验收的程序和要求。 

11.3 环境保护验收的程序和要求。 

12 运行与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12.1.4 运营基本要求 

12.2 人员与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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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水质管理 

12.4 应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