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政策 

  

    1 总  则 

 1.1 为明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发展方向和技术原则，指导技术研究开

发、推广应用和工程实践，促进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

法》和《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制定本技术政策。 

    1.2 本技术政策所称的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是指，城市污水经过净化处理，达

到再生水水质标准和水量要求，并用于景观环境、城市杂用、工业和农业等用水

的全过程。 

    1.3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包括建筑中水）的规划、设计、

建设、运营和管理。 

    1.4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应与水源保护、城市节约用水、水环境改善、景观与

生态环境建设等结合，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有

污水处理设施和水质特性等因素。 

    1.5 国家鼓励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研究、技术设备集成和工程示范。 

    2 目标与原则 

    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总体目标是充分利用城市污水资源、削减水污染负

荷、节约用水、促进水的循环利用、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2.2 2010年北方缺水城市的再生水直接利用率达到城市污水排放量的 10%～

15%，南方沿海缺水城市达到 5%～10%；2015年北方地区缺水城市达到 20%～25%，

南方沿海缺水城市达到 10%～15%，其他地区城市也应开展此项工作，并逐年提

高利用率。 

    2.3 资源型缺水城市应积极实施以增加水源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工程，水质型缺水城市应积极实施以削减水污染负荷、提高城市水体水质功能

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 



    2.4 城市景观环境用水要优先利用再生水；工业用水和城市杂用水要积极利

用再生水；再生水集中供水范围之外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建住宅小区或公共建

筑，提倡综合规划小区再生水系统及合理采用建筑中水；农业用水要充分利用城

市污水处理厂的二级出水。 

    2.5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管理法规和鼓励性政策，切实有

效地推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并建立有效监控监管体系。 

    3 再生水利用规划 

    3.1 国家和地方在制定全国性、流域性、区域性水污染防治规划与城市污水

处理工程建设规划时，应包含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规划。 

    3.2 城市总体规划在确定供水、排水、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目标及市政

基础设施总体布局时，应包含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发展目标及布局；市政工程管

线规划设计和管线综合中，应包含再生水管线。 

    3.3 城市供水和排水专项规划中应包含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根据再生水

水源、潜在用户地理分布、水质水量要求和输配水方式，经综合技术经济比较，

合理确定污水再生利用设施的规模、用水途径、布局及建设方式；缺水城市应积

极组织编制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专项规划。 

    3.4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设施的规划建设应遵循统一规划、分期实施，集中利

用为主、分散利用为辅，优水优用、分质供水，注重实效、就近利用的指导原则，

积极稳妥地发展再生水用户、扩大再生水应用范围。 

    3.5 确定再生水利用途径时，宜优先选择用水量大、水质要求相对不高、技

术可行、综合成本低、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用水途径。 

    3.6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统，包括集中型系统、就地（小区）型系统和建筑

中水系统，应因地制宜，灵活应用。 

    3.6.1 集中型系统通常以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或符合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

标准的污水为水源，集中处理，再生水通过输配管网输送到不同的用水场所或用

户管网。 

    3.6.2 就地（小区）型系统是在相对独立或较为分散的居住小区、开发区、



度假区或其他公共设施组团中，以符合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的污水为水源，

就地建立再生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就近就地利用。 

    3.6.3 建筑中水系统是在具有一定规模和用水量的大型建筑或建筑群中，通

过收集洗衣、洗浴排放的优质杂排水，就地进行再生处理和利用。 

    3.7 鼓励不同类型再生水系统的综合应用，优化和保障再生水的生产、输配

和供给。 

    3.7.1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邻近区域，用水量大或水质要求相近的用水，可以

采用集中型再生水系统，如景观环境用水、工业用水及城市杂用。 

    3.7.2 远离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区域，或者用户分散、用水量小、水质要求存

在明显差异的用水，可选用就地（小区）型再生水系统。 

    3.7.3 城市公共建筑、住宅小区、自备供水区、旅游景点、度假村、车站等

相对独立的区域，可选用就地（小区）型再生水系统或建筑中水系统。 

    3.8 再生水管网应与污水再生处理设施同步规划，优化管网配置，缩短供水

距离。 

    4 再生水设施建设 

    4.1 再生水水质 

    4.1.1 再生水水质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水质标准，满足再生水用户提出的技术

可行、经济合理的特定水质要求。 

    4.1.2 再生水的水质要求由基本控制项目和选择控制项目组成。 

    基本控制项目表达再生水的卫生安全等级与综合性水质要求，包括粪大肠菌

群、浊度、SS、BOD5、COD、pH值、感官性状指标等。 

    选择控制项目表达某一用水途径的特定水质要求，包括影响用水功能与用水

环境质量的各种化学指标和物理指标。 

    4.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一般由再生水水源工程、再生水处理工程、再生

水输配管网和用水设施（场所）组成。 

    4.3 再生水水源工程 

    4.3.1 再生水水源工程为收集、输送再生水水源水的管道系统及其辅助设



施，再生水水源工程的设计应保证水源的水质水量满足再生水生产与供给的可靠

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 

    4.3.2 排入城市污水收集与再生处理系统的工业废水应严格按照国家及行

业规定的排放标准，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预处理、水质控制和保障计划。重金属、

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水不允许排入或作为再生水水源。 

    4.4 再生水处理工程 

    4.4.1 再生水处理工程包括污水二级（或二级强化）处理设施、深度处理设

施、消毒处理设施的不同组合与技术设备的集成。 

    4.4.2 污水二级或二级强化处理是再生水生产的基础，工艺单元的选取要同

时考虑处理出水的达标排放和再生水生产对水质净化程度的要求，并与后续深度

处理工艺衔接配套。 

    4.4.3 污水二级或二级强化处理应确保有机物（COD、BOD5）和悬浮固体的

去除程度，并降低处理水的氮、磷营养物浓度。 

    4.4.4 深度处理是再生水处理工程的主体单元，可采用滤料过滤或膜过滤工

艺，一般需要设置混凝、沉淀前处理单元。对再生水水质有特殊要求的，可以选

择反渗透、离子交换、活性炭吸附、高级氧化等单元作为辅助手段，由再生水用

户自行建设再生水处理单元。 

    4.4.5 消毒是再生水处理的必备单元，可采用氯化消毒、紫外消毒、臭氧消

毒等方法。 

    4.5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应按再生水利用规划分步实施，编制和实施

《城市再生水厂施工及验收规范》及《城市再生水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各地

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再生水工程建设的有关规定。 

    5 再生水设施运营与监管 

    5.1 城市政府应明确监管部门，对再生水设施的综合运营状况进行监管，以

保证再生水设施的稳定运营和服务质量。 

    5.2 监管部门应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再生水水质进行监测，确保再生水

水质合格，监测费用列入监管部门监管成本，由本级财政列支。有条件的地区应



考虑使用在线水质监测方法进行辅助监督。 

    5.3 再生水供水单位应以合同或协议的形式与再生水用户，就再生水供给的

水质、水量、水压及其稳定性、供水事故的应急处理和损失赔偿责任、再生水的

计量、收费等具体事项，做出明确的约定。 

    5.4 再生水设施的运营管理单位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及经过培训的操作

人员，并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成本核算、内部质量控制等制度。 

    5.5 城市污水再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和其他排放物应得到妥善处理与

处置，具备条件的可与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泥合并处理。 

    5.6 季节性用水变化等原因造成再生水设施部分闲置时，应对设施及设备进

行妥善管理及维护，以保证使用功能。 

    5.7 再生水设施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改善卫生环境，确保

职工安全。 

    6 再生水利用安全保障 

    6.1 再生水生产设施应设置多个系列或备用单元，确保整体工艺流程的连续

生产不受维护、维修或意外故障的影响。 

    6.2 再生水生产设施的设备布置、单元构筑物和工艺管线设计应考虑操作维

护的简便和运行调整的灵活性，以保障再生水的水质和水量。 

    6.3 再生水生产工艺流程的各个单元工艺均应设置报警装置。 

    6.4 再生水生产设施及输配管道上应有明显的标识，使用再生水的区域及用

水点都应设置醒目的警示牌。 

    6.5 再生水和饮用水管道之间不允许出现交叉连接。 

    6.6 再生水生产和使用过程应确保公众和操作人员的卫生健康，消除病原体

污染和传播的可能性。 

    7 再生水利用的技术创新 

    7.1 加快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综合研究，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再生水利用技术和产品，进一步完善工

程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为促进再生水利用提供全面支撑。 



    7.2 国家和地方应加大对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科技投入，支持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研究开发、工程示范和产业化。 

    7.3 重点发展以膜技术和其它高效分离技术为核心单元的城市污水再生处

理技术和成套化设备，推广应用先进适用、高效低耗、集成度高的工艺技术，淘

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 

    7.4 鼓励发展适合居住小区或工业区污水就近再生利用的集成技术和组合

技术，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度高、可靠性好、环境影响小的集成技术及成套设备。 

    7.5 研究和开发再生水各种用水途径的水质监测技术、用水技术和安全性评

价技术。 

    7.6 国家、部门和地方加强再生水利用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建立再生水利

用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通过各类科技计划，对污水再生利用的

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给予重点支持。 

    8 再生水利用保障措施 

    8.1 加强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地方应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研究制定促进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与运营的相关法规，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推进市场化运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再生水利用

的发展。 

    8.2 国家及地方应积极组织再生水水质标准的制订和修订，既要保障再生水

的安全，也要体现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和经济合理。 

    8.3 各地要逐步建立合理的水价体系和用水结构，引导用水单位积极利用再

生水，同时强制部分行业使用再生水。再生水定价以成本补偿及微利为基本原则，

工业和非公益用水允许适度盈利。 

    8.4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再生水利用项目，特别是引导金融机构

对重点再生水利用项目给予贷款支持。对一些重大项目，国家和地方政府应给予

资金补助支持或贴息、免息、减息等优惠政策。 

    8.5 国家鼓励发展城市污水再生利用产业。再生水生产和利用企业享受国家

有关优惠政策。对开发、研制、生产和使用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再生水利用技术、



设备目录的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费减免等政策性优惠支持，再生水生产

和运营企业在初期运营亏损时可给予适当的运营资金补偿。 

    8.6 加强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开展污水再生利用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与推广，加强水质监测与信息发布等工作，确保再生水使用

安全。 

    8.7 开展再生水利用宣传教育活动。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的科普宣传和示范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再生水利用技术推广应用。 

    附  录：术语解释 

    城市污水：系指已经排入或计划接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污水，其中包含生活污

水、符合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的工业废水、入流雨水和入渗地下水。 

    城市污水再生处理：系指城市污水按照一定的水质标准或水质要求、采取相

应的技术方法进行净化处理并使其恢复特定使用功能及安全性的过程，主要包含

水质的再生、水量的回收和病原体的有效控制。城市污水再生处理技术方法包括

但不限于二级处理、二级强化处理、三级处理（深度处理）和消毒处理。 

    再生水：经过城市污水再生处理系统充分可靠的净化处理、满足特定用水途

径的水质标准或水质要求的净化处理水。 

    再生水直接利用：本技术政策中指城市景观用水、城市杂用水和工业用水等

用水途径，不包括生态环境用水等用水途径。 

    二级处理：在一级处理的基础上，采用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或其他等效处

理方法，高效去除城市污水中悬浮性和溶解性有机物为主要目的污水处理过程。 

    二级强化处理：为了从城市污水中去除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磷、氮营养物，

通过生物法、物化法，在二级处理功能基础上显著强化磷、氮去除能力的污水处

理过程。 

    深度处理：在二级处理或二级强化处理基础上，采用化学混凝、沉淀、过滤

等物理化学处理方法进一步强化悬浮固体、胶体、病原体和某些无机物去除的净

化处理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混凝、沉淀、过滤工艺构成的传统三级处理流程、采

用膜技术（微滤、反渗透）的改进流程、以及其他高效分离处理流程。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统：集中型、就地（小区）型和建筑中水系统简示如下： 

    （1）集中型系统 

    （2）就地（就近、小区、分散）型系统 

    （3）建筑中水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