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营规范》（送审稿）
编制说

1

明

一、项目背景

（一）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2011 年 1 月，深圳市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

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 60-1994）、《建设部关于加强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的意见》（建城〔2004〕153 号）、

《广东省建设厅、省环保局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督管理办法》

（粤建建字〔2006〕31 号）和《深圳市排水条例》首次制定

本文件。

2014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

督管理技术规范》（HJ 2038-2014），提出城镇污水处理厂

运行的环境管理要求和效果评估办法，制订城镇污水处理厂

2011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城市污水处理厂

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第一次修

编，补充了部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运行维护要求，规定了

强制性条文；2021 年 12 月，再次对该文件征求意见，即将

完成第二次修编。

运行环境管理和监督检查的指导性文件。

2014 年 12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城镇污水处理

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CJJ/T 228-2014），用于规范城镇

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对评价内容、标准和方法做了规

定，并对评价做了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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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修编的必要性和意义

1.本文件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重要指导。深圳市 2011 年颁布和实施《城市污水处理厂运

营质量规范》（SZJG 34-2011），市水务监管部门依据该文

件及相关标准、条例定期对深圳市城市水质净化厂的运营管

理进行年度检查和考核，保证其安全稳定运行，对深圳市水

环境、水生态保护，发挥了极大作用。纵观深圳市城市水质

净化厂的发展历程，其建设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于

90 年代，尤其 2015 年国家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

来，新建或提标改造了约 20 余座水质净化厂，除总规模和

数量上的增长外，污水处理工艺和设备设施更加复杂和多样，

地下、半地下式水质净化厂更加普遍，自动化、智慧化程度

大幅提高，客观上要求对文件加以修订，以适应深圳市水质

净化厂运营管理的新形式，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保驾护航。

2.修订文件是深圳水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通

过本次修订，对原文件做了大量修改和补充，内容推陈出新，

不仅涵盖水质净化厂的生产、安全、财务管理等多方面，而

且具有深圳地方特色，以此规范和指导深圳地区水质净化厂

的运营管理，将更有利于提升行业标准化管理水平，保障水

质净化厂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通过本次修订，细化和量

化了技术措施、指标和参数，运营质量的评价标准更加清晰，

水务主管部门以此为依据和参考，对水质净化厂实施日常监

管和年度考核，将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利于提升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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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修订，提出了水质净化厂智慧高效、韧性弹性、集

约节约、绿色低碳、生态宜人等现代化、高质量运营管理理

念，随着规范的颁布和实施，各项运营管理措施的落实，将

大力促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推动深圳水务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营规范》依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2 年 5 月 11 日下发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

达 2022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制定。

（二）主要起草过程

1.立项阶段

2022 年 5 月 11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2022 年

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城市水质净化厂运

营规范》修编项目获批立项。

2.起草阶段

首先，为保障《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营规范》修编工作顺

利开展，项目承担单位结合地方标准修编工作的特点，依托

深圳本地水质净化厂运营企业及管理单位的技术力量，组建

了修编小组，小组成员包含污水处理、污泥处理、臭气处理、

设备设施管理、水质检测、安全、环境及信息管理等不同专

业的技术人员和有多年水质净化厂监管经验的管理人员，并

根据小组成员的专业特长，对文件修编任务做了明确分工。

其次，为深入了解原文件颁布实施的效果，拟定修订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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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表，在深圳市各水质净化厂运营企业中广泛征求意见，

经分析和汇总，共征集 8 条新增条文意见，34 条修订条文意

见，3 条删减条文意见，为规范修订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

同时，市水务主管部门组织召开修编工作会议，研究并

通过了修编技术方案，明确本次修编的目的是使其能用于规

范和指导现状及未来一定时间内深圳市城市水质净化厂的

运营管理，并为制订水质净化厂运营及考核标准提供参考；

强调文件修编后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水质净化厂红线范围内

设施的运营管理，红线外的污水提升泵、初雨及分散式处理

设施等排水设施可参照执行；明确本次修编将保持原文件的

结构框架不变，并要求新增有关现代化水质净化厂运营管理

的内容。

明确修编技术方案后，修编小组各成员按专业分工，进

行了历时 3 个月的第一轮按章节划分的修编工作，经初步汇

总后形成汇总稿，并针对汇总稿存在问题，提出系列修改意

见，之后连续召开两次会议，逐条推敲和修改文件内容，参

编人员通过各专业间的碰撞，充分交换意见，从文字到表述，

从结构到内容，对文件做了通篇整理，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

统一体，再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完成《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营

规范》（讨论稿）。

3.内部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5 月，修编小组向深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做了

修编工作情况汇报，会后针对主管部门提出的提升文件修编

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严谨性，补充完善部分细节内容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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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讨论稿修改完善后，再次向市水务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单

位及各相关单位内部征求意见，意见收集汇总后，对文件再

次修改，形成《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营规范》（征求意见稿）、

内部征求意见落实情况及修编说明。

4.内部审查阶段

2023 年 3 月，组织召开内部专家评审，邀请标准院、设

计、运营等方面的专家对本文件条款进行审查,会后根据专

家意见，修改了标准编号，进一步规范文件内容的表述，补

充了机器人或探头巡检、全过程除臭、外加碳源、突发疫情

的应对等内容，删除按效付费等内容，于 2023 年 4 月完成

会议意见的修改完善。

三、修编原则及与原文件的主要差异

（一）修编原则

1.坚持具有实用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原则。本文件

主要是为了指导专业化运营企业对城市水质净化厂的运行

管理和水务主管部门执法监督，促进运营企业不断提高技术

管理水平，以保证城市水质净化厂平稳安全达标运行。与此

同时，使水务主管部门在对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行过程的检查

工作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运营指标制订上更科学合理，

能正确指导城市水质净化厂运营，便于主管部门在本文件的

指导下，掌握水质净化厂运行状况，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2.坚持与现有法律、法规及标准一致性原则。本次修编

严格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定，与相关方针

政策的精神相一致，与国家、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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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套，保障文件的合法性、公正性和科学合理性。

3.坚持地方特色原则。在充分调查深圳地区水质净化厂

实际运营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好的运营及管理经验，同时结

合深圳市地区气候、建设和管理特点，在国家、行业相关标

准基础上，制订具有适应深圳本地情况，具有深圳地方特色

的标准。

（二）与原文件的主要差异

1.章节设置在保留原章节的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完善

了工艺运行管理、质量检测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2.增加了倡导水质净化厂应用新型技术、智慧管控、高

效弹性、资源再生、绿色低碳、生态宜人等现代化运营管理

方面的内容。

3.补充了深圳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新工艺、新构筑物、新

设备管理方面的内容；

4.修改了污水处理工艺运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5.删除了被淘汰的处理工艺运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6.增加了污水处理工艺、污泥处理处置工艺及臭气处理

工艺方面的内容；

7.增加了污泥、大气污染物及噪声等质量监测方面的内

容；

8.修改了安全作业、危险场所、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

外来方、应急措施等安全管理方面的内容；

9.增加了水质净化厂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对公众开放

及规范标识等环境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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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增加了智慧化水质净化厂运营质量管理方面的内容。

四、主要修编条款说明

1.修改文件名称。根据《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开展污水处

理厂更名工作的通知》，自 2016 年 9 月起深圳市各污水处

理厂厂名更改为“水质净化厂”，因此将文件中的“污水处

理厂”改为“水质净化厂”。

2.章节设置做了细微调整。本次修编在章节设置上基本

与原文件保持一致，但考虑工艺运行管理、设备设施管理及

安全管理的内容较多，为使层次更加清晰，细化了条文分类。

3.充分体现集约化运营的优势。在水质净化厂运营资质、

设备设施管理人员配置及化验室分析仪器、仪表配置有关内

容中，都补充了同一企业在多个水质净化厂间可实现资源共

享的有关规定，体现水质净化厂集约化运营的优势。

4.第四章总则中增加倡导水质净化厂应用新型技术、智

慧管控的有关规定，补充智慧高效、韧性弹性、资源再生、

绿色低碳、生态宜人等现代化运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5.第六章关于工艺运行管理的有关内容按照一般规定、

一级污水处理、二级污水处理、三级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

置和臭气处理分为 6 个小节，其中一般规定对混凝沉淀药剂

做了补充规定，强调使用环境友好的化学药剂及对药剂的管

理；一级污水处理部分增加了进出水在线监测系统、调蓄池、

提升泵的运行管理，细化了格栅、沉砂池及初沉池的有关内

容；二级污水处理部分完善了生化池的污泥控制及精细化管

理内容；三级污水处理部分新增 BAF、MBBR、MBR、高效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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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及反硝化滤池工艺的运行管理规定，修改和完善滤池、消

毒工艺的运行管理，补充排海泵房、排放口、污水再生利用

有关内容；原文件有关污泥处理处置管理和臭气处理的内容

很少，本次修编对这两部分内容做了很多补充，提出污泥设

施运行管理应根据出厂污泥标准或合同约定标准而定，新增

污泥清运、污泥浓缩、离心板框干化处理、污泥运输、联单

管理、污泥处置等运行管理规定；针对臭气处理，在进一步

完善除臭设施运行管理的同时，新增生物除臭、化学除臭、

离子除臭、活性炭除臭、臭源封闭、风机及风管运行管理规

定。

6.第七章有关设备设施管理中新增空气压缩机、MBR 膜

组件、加药设备、板框压滤机、低温冷凝干化机等设备管理

内容，修改有关紫外消毒设备、电气设备、自控系统管理等

内容，删除液氯消毒管理内容。

7.第八章有关质量检测管理中新增污泥、大气污染物及

噪声等质量检测方面的内容，完善污水排放检测要求。

8.第九章安全管理部分在结构上做了较大调整，将本章

内容分为一般规定、作业管理、场所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

特种设备管理、相关方管理和应急管理七部分，同时根据新

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完善安全责任制、应急预案、安全

物资管理规定，补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风险管理等内容。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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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编制中未遇到重大意见分歧。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通过标准宣贯、标准实施监督检查等方式推动标准

实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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