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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赵泽锋

（揭阳市云水源环保有限公司，广东 揭阳 522000）

0 引言
污水处理处理技术即是实现污水满足排放要求，确保水体能

够二次使用的净化工艺，由于近些年水资源受人为因素影响，导

致排放量大幅提高，也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生活造成的破坏，为了

改善这种不良状况，本文将围绕常见的几种污水处理技术进行

深入分析，确保水资源应用现状得到有效改善。

1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现状分析
1.1 生物处理技术
生物处理技术是指借助微生物自身的代谢功能完成污水中

有机物的清除，具体可分为：好氧生物处理，即是在有氧条件下，

利用需氧微生物将污水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甘氨酸等有机

物分解掉，其具体反应公式为：

微生物细胞+O2+COHNS■多细胞+H2O+CO2+NH3
在反应过程中能够借助生物酶加速有机物的分解，比如氧化

还原酶，能够促进有机物完成氧化还原反应，加快电子转移，快

速完成脱氢过程。水解酶能够催化有机物的加水分解，使细胞在

水解反应下实现高分子分解为小分子，促进其穿过细胞壁；厌氧

生物处理，通常用于污水沉淀污泥的清理，是指利用厌氧细菌完

成污泥中有机物的分解，其反应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利用厌氧细菌的水解酶完成污泥有机物的分离，之后通过

细胞壁进入到细胞内完成代谢反应，并在水解酶的作用下进行

多糖、蛋白质、脂肪等物质的水解；第二阶段，则是对第一阶段得

到的产物进行降解，在酸菌的作用下形成易挥发的有机酸；第三

阶段，则是将上一阶段产生的物质转换成无污染的甲烷与二氧

化碳，其反应公式为：

CH3COOH■CO2+CH4
4CH3CH2COIOH+2H2O■5CO2+2H2O
4CH3OH■CO2+3CH4+2H2O
2CH3CH2OH+CO2■2CH3COOH+CH4

1.2 化学处理技术
化学处理法是指借助化学反应改变污水内有害物质的化学

性质与物理性质，促进其加速溶解，能够从悬浮状态转变为沉淀

状态，从而直接从污水中清理掉。其具体方法可分为：混凝处理

法，通过向污水中加入混凝剂，使胶粒物质产生絮凝效果，自行

从污水中分离出来，该方法的净化功能极强，不仅可以将微小的

悬浮物完全沉淀，还能将有害的化学离子全部吸附，使其相互凝

聚在一起形成絮状物后，完成下沉分离；氧化处理法，即是使用

氧化剂使污染物进行氧化分解反应，能够使与水相溶的有机物

转换为不溶于水的简单无机物；中和处理法，大多适用与硫酸浓

度低于 18g/L、盐酸浓度低于 15g/L的酸性污水，对于金属盐、油、
有毒物质等含量较高的污水并不适用，能够借助石灰石滤料，完

成酸性物质的中和反应，从而达到除污效果。化学处理技术相较

于生物处理法更加快捷、有效，能够清除多种污染物，并且相应

操作十分简易，也可有效实现自动化检测，是当前运用较为广泛

的除污技术之一。

1.3 A2/O技术
A2/O技术属于一种二级污水处理工艺，具有脱磷除氮的效

果，其工艺流程如图 1所示。当污水与污泥进入厌氧池后，需经
过 1~2h的厌氧分解，确保含氮化合物充分转换为氮气并得到释
放，而污泥中的聚磷菌则会释放出 P，以此满足细菌对磷的实际
要求。之后污水再排入缺氧池当中，促进硝化细菌分解含 C有机
物，并将硝酸根还原成可直接排放的 N2。最后要将污水排入到好
氧池当中，将水中的 NH3进行消化反应，同时完成有机物的氧化
分解，确保生成物能够直接被含 P微生物所吸收。当 P进入到细
胞内部时，便会富集在微生物组织内，在沉淀过后以污泥的形式

被彻底排除。其相关设计参数如表 1所示。
1.4 生物膜处理技术
生物膜处理技术主要是去除污水中的可溶性有机污染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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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使微生物在填料表面形成具有吸附能

力的生物膜，实现有机物的氧化分解，当水层中有机物浓度低于

进水中的有机物浓度时，污水便会在穿过膜表面时，使有机污染

物转移到膜表面的水层，以此达到净化效果，该方法与之前的工

艺技术相比其优势在于：①供氧量充分、传播介质良好，处理效
果不会受气温影响，导致净化功能减弱；②过滤过程中采用填料
构筑的物体本身质量轻盈、表面积相对较大，能够保证污染物的

大量降解；③环保效果好，不会生长灰蝇、气味较小；④处理生成
的污泥含量不高，由于生物膜本身具有多种微生物，分解强度比

活性污泥法要好，能够在厌气层借助厌气菌使反应生成的污泥

被有效降解掉，从而减少污泥产量。

1.5 生物氧化技术
生物氧化技术的发展时间相对较长，其技术原理是将填料充

满生物反应池当中，再将供氧充足的污水浸没在反应池当中，在

一定的流速下从布满生物膜的填料中穿过，实现两者的全面接

触，利用微生物的代谢效果，达到去除污染物的目的。该方法的

优势在于溶剂负荷相对较高，并且不会占用过多的用地面积，能

够有效抵御负荷冲击，可以完成间歇性运用，同时微生物数量较

多，能够保证污染物的全方位净化，但也存在工艺流程相对复

杂，布水不均匀，容易出现死区等不足之处，需要工作人员定期

进行反洗工作，才能避免产水率过低的现象发生。

2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发展趋势探究
2.1 强化去污效果
根据我国城市污水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指出，使污水处理工

艺具有除氮脱磷功能是日后的发展重点，因此相关城市污水处

理工厂需要全面开展技术的升级与创新，积极完成厂区的改建

工作，购置更多应用设施，确保污水中含氮污染物与含磷污染物

被切实清除掉，并符合各地政府制定的安全排放标准，同时处理

厂的改造工作需要依照 GB189标准条例的相关要求进行，即是
对污水污染等级进行详细划分，并针对不同标准的污染物采取

针对性的治理方法。我国当前对于具有脱磷除氮工艺的已经完

成了初步研发，比如 MSBR、UCT等工艺，还需要对技术的适用
性、去污效果、经济性进一步提升，才能保证污水治理效率的大

幅度提高[1]。

2.2 减少经济支出
我国环境污染状况相对严重，若想要大规模进行污水处理，

便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运行费用来修建工厂、购置先进的

除污设备，这不仅会对国家的经济运营造成严重的负担，还可能

由于资金的补充不及时，导致工厂无法顺利开展相关工作。因此

加强污水处理技术向高效率、低成本方向发展已成为技术创新

的必然趋势，研发人员要将低投入的工艺技术作为研究重点，避

免资金的过度支出，影响污水处理技术的实用性[2]。

2.3 增强适用性
以往的污水处理技术大多适用于大型城市，而小城镇则难以

满足污水处理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由于小城镇本身的经济水

平有限，管理人员技术能力有待提高，导致污水政治工作效果始

终得不到有效提升。因此小城镇污水处理工艺应以管理简易、运

行成本低廉作为核心设计理念，并保证良好的去污效果，以此满

足小城镇污水处理工厂的多样化需求。

2.4 降低污泥量
由于污水处理技术本身会生产大量的污泥，据统计在 2018

年我国城市污水厂的污泥产量已高达 950×104t，并且有害成分相
对复杂，如果将其直接排入生态环境当中，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此污水处理厂需要及时控制污泥产量，从源头降低其生成的

可能性，降低后续降污工作的负担。目前我国在工艺研究上已取

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比如应用相对广泛的水解好氢工艺、BIO-
LAK技术等，都是污泥产量较低的污水处理方法，因此研发人员
要进一步提高对工艺技术的创新与优化，确保污水治理效果满

足使用需求[3]。

3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城市生活污水中的生物处理技术、化学处

理技术、A2/O技术、膜处理技术、生物氧化技术等应用现状进行
分析讨论，提出强化去污效果、减少经济支出、增强适用性、降低

污泥量等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强污水处理

效果，促进技术的研发与升级，达到优化城市环境质量的目的，

实现废水的回收再利用，降低能源的不必要浪费与资金的过度

支出，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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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停留时间/d 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mg/L） 停留时长/h 污泥回流比/% 混合液回流比/%
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 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 厌氧池 缺氧池 好氧池 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 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

10~20 3000~4000 1~2 1~3 5~10 20~100 100~300

表 1 设计参数

图 1 A2/O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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