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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全国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 ３０ 个省市投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现状、处理规模、运行负荷等进行统计分析，
探讨了我国污水处理产业的发展历程、处理工艺和技术的演变趋势．分析表明，截止 ２０１３ 年，全国投运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 ４１３６ 座，总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１．２×１０８ ｍ３·ｄ－１，平均污水处理负荷率约为 ７６．７％．污水处理设施的

数目、规模以及处理能力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明显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随着污水处理设施的

发展，污水处理工艺也处于不断改进完善和探索中，而主体处理工艺的选择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特点

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应用最多的主体工艺技术有厌氧⁃缺氧⁃好氧法（Ａ２ ／ Ｏ）、氧化沟工艺、循环活性污泥法

（ＣＡＳＳ）以及厌氧⁃好氧工艺（Ａ ／ Ｏ）４ 种．近 １０ 年，ＣＡＳＳ 工艺在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中的应用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关键词　 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技术， 主体工艺，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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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率从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起快速增长，“十一

五”和“十二五”期间是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１］，城镇化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３．０％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３．７％［２］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增加，我国污水排放量也急剧上涨，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２４．５ 亿吨快速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８４．８ 亿吨［２⁃３］ ．城镇污水处理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环境质量、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和社会发展水

平的重要因素［４⁃７］ ．城市水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根
据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的统计数据，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已建污水处理厂达到 ４１３６ 座［３］ ．由于

我国地域辽阔，城镇污水处理事业发展极不均衡，不同区域污水处理工艺和技术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了
解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整体现状与发展趋势十分必要．

本文在统计分析全国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投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现状、处理规模、主体工艺等基础上，分
析探讨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历程、主要处理工艺和技术的变化趋势，这对于推进国家及地方节能减

排、制定有效对策，合理利用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１　 分析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在本研究中，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环保部近期公布的《２０１３ 年全国投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清

单》 ［３］，其次来源于政府公开的报告、年鉴等．
１．２　 数据分析

文章中的数据分析均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 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完成．
１．３　 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地域分区

根据国家环保局 ２００３ 年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各地区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域特征划分为东、中、
西部等 ３ 个经济地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

１１ 省（市、区）；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 ８ 省（市、区）；西部地区

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重庆、四川、贵州、青海、广西、内蒙古、云南等 １１ 省（市、区）．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中国城镇污水处理事业发展趋势

我国污水处理事业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污水处理设施严重缺乏［４］ ．直至 １９８２ 年，投入运行

的污水处理厂才逐渐缓慢增长，到 １９９５ 年全国投入运行污水处理厂有 ７３ 座（见图 １）．总处理水量为

７４５．９７×１０４ ｍ３·ｄ－１，建厂速率仅为每年 ５．２ 座．“九五”期间，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以及《国家环境保护“九
五”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等文件的发布，使得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逐年增加，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１７２ 座，年均增加 １８．８ 座，处理能力增至 １４９３．４６×１０４ ｍ３·ｄ－１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保问题越来越

受到重视，国家对于环境整治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５］ ．２０００ 年，原建设部发布《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

治技术政策》，引导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的发展，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年期间，污水处理设施年均增加 １１４ 座，总污水处理能力增加了 ３１５５．３７×１０４ ｍ３·ｄ－１ ．２００７ 年，国务

院发布了《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新增各类投资 ３３２０ 亿元，全国各地

都开始建设大型污水处理项目并相继投产，“十一五”期间污水处理行业迎来发展的高峰期，平均建厂

速率高达每年 ５００．４ 座．２０１１ 年后，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十二五”全国

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等文件，各类设施建设投资近 ４３００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全国投

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达 ４１３６ 座，总污水处理能力约为 １．２×１０８ ｍ３·ｄ－１ ．２０１５ 年，新环保法的实施以及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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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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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我国污水处理设施规模与现状分析

２．２．１　 各省市污水处理设施规模现状

各省市污水处理设施数量与处理能力见表 １．由表 １ 可知，污水处理设施最多的省份为江苏省

（５１２ 座），其次分别为广东（３６８ 座）和山东（３３２ 座），三省的污水处理能力均超过 １０００×１０４ ｍ３·ｄ－１，其
中最大的为广东，高达 １７０３．７６×１０４ ｍ３·ｄ－１ ．污水处理设施数目最少的为青海、宁夏和海南，分别为 １８、２０
和 ２７ 座．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各省污水处理设施现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３

省份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数目 ／ 座

小型 中型 大型 总数

设计处理量 ／
（ ×１０４ ｍ３·ｄ－１）

实际处理量 ／
（ ×１０４ ｍ３·ｄ－１）

人均处理量 ／
（ｍ３·ｄ－１）

人均 ＧＤＰ
／ 元［２］

青海　 １１ ６ １ １８ ３９．１０ ３０．６９ ０．０６ １２８０９
宁夏　 ３ １５ ２ ２０ ７３．５０ ６０．８７ ０．１１ １２６９５
海南　 ８ １７ ２ ２７ １６８．９０ １３３．９６ ０．１６ １３３６１
上海　 ８ ２３ １４ ４５ ７５５．５５ ５６５．７５ ０．３５ ６５４７３
天津　 １９ ２０ ７ ４６ ２６０．７６ １９２．４４ ０．１９ ４７９７２
甘肃　 ２４ ２８ ３ ５５ １５４．６６ ８２．５２ ０．０３ ９５２７
吉林　 ６ ４０ ９ ５５ ２８４．１５ １９３．３３ ０．０７ １７２１１
新疆　 ２３ ３４ ７ ６４ ２２８．８５ １２１．００ ０．０６ １６１６４
北京　 ３２ ３７ ８ ７７ ４２６．０１ ３５５．４６ ０．２５ ５７４３１
重庆　 ４２ ４３ ３ ８８ ２８９．６０ ２５２．３０ ０．０８ １４０１１
黑龙江 ３０ ５２ １２ ９４ ３５３．２２ ２２６．７４ ０．０６ １８４６３
贵州　 ７６ ２５ ４ １０５ １９７．８７ １６９．９７ ０．０４ ６７４２
广西　 ３４ ６３ ９ １０６ ３８０．７０ ２８０．９０ ０．０６ １１４１７
陕西　 ５４ ４３ １１ １０８ ３２７．７８ ２３７．４１ ０．０６ １２８４３
云南　 ５５ ４６ ７ １０８ ２９０．２５ ２１９．８０ ０．０５ ９４５９
福建　 ３６ ６１ １３ １１０ ４２３．９１ ３５１．９７ ０．１０ ２３６６３
江西　 ５７ ５０ ５ １１２ ３０６．９０ ２７０．７８ ０．０６ １２２０４
内蒙古 ４０ ７４ ４ １１８ ３０５．２０ １９８．２５ ０．０８ ２５５５８
辽宁　 ２３ ８１ ２４ １２８ ７４１．４７ ５６４．２１ ０．１３ ２４６４５
湖南　 ３２ ７７ ２１ １３０ ５２８．３２ ４２９．４１ ０．０６ １３１２３
安徽　 ３３ ９１ １５ １３９ ５２４．９９ ４５９．７９ ０．０７ １１１８０
山西　 ７４ ７５ ３ １５２ ３０４．４５ ２１３．２７ ０．０６ １６１４３
湖北　 ３８ ９７ １８ １５３ ６４３．４８ ５２２．２８ ０．０９ １４７３３
河南　 １７ １４８ ２５ １９０ ８３４．６０ ６９７．８２ ０．０７ １５０５６
浙江　 ８１ １０６ ２９ ２１６ １０８６．０８ ８４７．２５ ０．１８ ３５７３０
河北　 ４４ １６７ １８ ２２９ ８３５．９３ ６３１．１３ ０．０９ １９３６３
四川　 １１５ １０２ １４ ２３１ ５６５．４６ ４７４．２４ ０．０５ １１７０８
山东　 ７８ ２２２ ３２ ３３２ １３５０．０３ １１０８．６５ ０．１２ ２７１４８
广东　 ８９ ２１７ ６２ ３６８ ２００８．５６ １７０３．７６ ０．２２ ３２１４２
江苏　 ２３３ ２５１ ２８ ５１２ １４５０．４９ １１４０．５８ ０．１５ ３２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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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宁夏和甘肃的污水处理能力较低，均小于 １００×１０４ ｍ３·ｄ－１ ．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人均污水处

理能力仍处于较低的状态，如甘肃省人口近 ３０００ 万，总污水处理能力仅为 ８２．５２×１０４ ｍ３·ｄ－１，人均污水

处理能力仅 ０．０３ ｍ３·ｄ－１，贵州和四川的人均污水处理能力也较低，分别为 ０．０４ 和 ０．０５ ｍ３·ｄ－１ ．上海和北

京等发达城市，虽然污水处理设施较少，但人均污水处理能力却较高，分别为 ０．３５ 和 ０．２５ ｍ３·ｄ－１，领先

其他省市．
全国各省市污水处理设施差别较大，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城镇化程度较

高，用水量大导致污水处理需求较大，人均污水处理能力相对较高，如图 ２ 所示．由此造成污水处理投入

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北京、广东等经济水平发达省市投入较高，而甘肃、贵州等水资源匮乏且经济能

力不足的省市投资较少．其次，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有一定关系，如海南省的人均 ＧＤＰ
仅为 １３３６１ 元，低于全国约 ２ ／ ３ 的城市，但其人均污水处理能力却位于全国第 ６，仅次于少数发达地区．

图 ２　 人均污水处理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２．２．２　 不同地域污水处理设施的规模现状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以及需求的不同，我国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差别极大，从最低 ０．２×１０４ ｍ３·ｄ－１

到最高的 ２８０×１０４ ｍ３·ｄ－１，相差 １４００ 倍．其中多数为中型规模，处理量在 １—１０×１０４ ｍ３·ｄ－１范围内，占
５５．９％．其次为小型污水处理厂，占 ３４．１％，仅有 １０．０％的污水厂处理量大于 １０×１０４ ｍ３·ｄ－１ ．处理能力在

１００×１０４ ｍ３·ｄ－１以上的超大型污水厂共有 ４ 座，均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和广州）．
我国的污水处理设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表 ２）．

表 ２　 不同规模污水处理设施的地域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ａｌｅｄ⁃ｕｐ 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规模 地域 污水处理厂数量 ／ 座
设计处理量 ／

（ ×１０４ ｍ３·ｄ－１）
实际处理量 ／

（ ×１０４ ｍ３·ｄ－１）
有效负荷率 ／ ％

东部 ２３７ ４８５９．４０ ４０３０．９０ ８２．９
大型 中部 １０８ １６８２．０１ １３８７．６６ ８２．５

西部 ６７ １０９９．４１ ９１６．５９ ８３．４
合计 ４１２ ７６４０．８２ ６３２６．１５ ８２．８
东部 １２０４ ４１８７．４３ ３１９６．８７ ７６．３

中型 中部 ６３０ １８９３．５５ １４８５．３８ ７８．４
西部 ４７９ １４５４．５９ １０１９．５０ ７０．１
合计 ２３１３ ７５３７．０７ ５７０２．４５ ７５．７
东部 ６４９ ５０７．３６ ３８０．５２ ７５．０

小型 中部 ２８６ ２０４．５６ １４９．４２ ７３．０
西部 ４７６ ２９８．９６ １９３．３２ ６４．７
合计 １４１１ １０１０．８８ ７２３．２６ ７１．５

占总数的 ５０．５％，有效污水处理能力为 ７６０８． ２９ × １０４ ｍ３·ｄ－１ ．中部和西部数量相差不大，分别占

２４．８％和 ２４．７％，总污水处理能力中部高于西部，分别为 ３０２２．４６×１０４ ｍ３·ｄ－１和 ２１２９．４１×１０４ ｍ３·ｄ－１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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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污水处理厂多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江苏、广东等经济水平高的城市，其自控、基建和投资等［６］

能够满足大型污水处理设施的各方面要求．同时，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污水处理需

求相应较大，总污水处理能力占全国一半以上．西部地区污水处理技术相对较为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因
此中小型规模较多，但其有效利用率相对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低 １０％以上，因此在处理技术及管理水平上

还需进行改善与提高［７］ ．同时，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处理设施的平均负荷率相当，实际处理量分别为设

计处理量的 ７８．１％、７８．０％，西部地区稍低，为 ７２．７％．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小型污水处理厂较多，负荷

率较低（小于 ６５％）．
２．３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艺分析

２．３．１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艺应用情况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艺应用情况见图 ３．应用最广泛的主要有厌氧⁃缺氧⁃好氧法（Ａ２ ／ Ｏ）、
氧化沟工艺、循环活性污泥法（ＣＡＳＳ）以及厌氧⁃好氧工艺（Ａ ／ Ｏ），分别占 ２１．４２％、１６．９５％、１１．９９％和

８．５８％．城市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因此目前绝大多数均采用生物法，包括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

法两大类，目前生物膜法的处理效果不太令人满意，因此应用相对较少［８⁃９］ ．

图 ３　 污水处理厂主体工艺应用情况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将图 ３ 中涉及的 １４ 种处理工艺分为传统活性污泥法及其改进型、序批式活性污泥法（ＳＢＲ）及其改

良工艺、氧化沟及其改良工艺、生物膜法 ４ 大类（表 ３），前三者均属于活性污泥法的范畴［１０］，相对于生

物膜法中的几种生物滤池法，其应用范围占有绝对优势．整体而言，大型规模的污水处理设施主要采用

传统活性污泥法及其改进型工艺，约占总数的 ６０％，其次分别为氧化沟及其改良工艺（１９．６６％）、ＳＢＲ 及

其改良工艺（１０．６８％）．可见传统活性污泥法及其改进型工艺在大型规模处理设施的应用中具有明显优

势，其中 Ａ２ ／ Ｏ 为主导，占该大类的半数以上．中、小型规模处理厂的工艺选择相对较均衡，以上 ３ 大类工

艺类型在中型规模污水处理设施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９．２１％、１９．７１％和 ２８．０２％，在小型规模中所占比例

分别为 ３７．７０％、２０．０６％和 １９．４２％．
传统活性污泥法及其改进型工艺比氧化沟和 ＳＢＲ 工艺的同步好氧消化显著节省能耗，且规模越大

这种优势越明显［７⁃８］ ．其中 Ａ２ ／ Ｏ 应用最为广泛，主要是因为其排放的污泥中含有大量聚磷菌，比一般好

氧活性污泥系统磷的去除率更高［１１⁃１２］ ．中、小型城市污水处理厂优先选择的工艺分别是氧化沟和 ＳＢＲ
工艺，它们的共同优点是有机物去除效率很高，处理设施简单，管理方便［６⁃７］ ．不足之处在于氧化沟工艺

占地面积相对较大、能耗较高，ＳＢＲ 自动化控制要求高［１３］ ．
２．３．２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艺发展趋势

如图 ４ 所示，在污水处理事业起步阶段，传统活性污泥法、Ａ ／ Ｏ、Ａ２ ／ Ｏ 为主导工艺，约占一半以上，
同时常规型氧化沟工艺以及生物膜法也占有一定比例，约占 １０％左右，各工艺的改良型也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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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后，污水处理行业开始迅速发展，各种新型处理工艺均得到推广，而我国对水环境质量要求逐步

提高，修订后的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在污水处理以及排放限制上愈加严格．同时，国务院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发布的《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在对污水处理行业的管理以及法律规范上也越来越严，因此优选主体工艺显得极

为关键．Ａ ／ Ｏ、Ａ２ ／ Ｏ 由于其较低的能耗与运行费用，且能有效地脱氮除磷仍然是主流技术［５］ ．氧化沟工艺

及其改进型因其良好的脱氮效果且无需沉淀池，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１１］，因此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大范

围的应用．ＳＢＲ 及其改良工艺由于处理设施简单且处理效果好，也逐渐被接受，但由于自控要求高的限

制，起初应用程度不高［１３⁃１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自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ＳＢＲ 工艺得

以推广，其改良型工艺近几年来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１５］ ．

表 ３　 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处理工艺选用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ｙ ｃｈｏｏｓｅ

工艺种类 工艺项目
大型（４１２ 座）

数目 ／ 个 比例 ／ ％

中型（２３１３ 座）

数目 ／ 个 比例 ／ ％

小型（１４１１ 座）

数目 ／ 个 比例 ／ ％
Ａ ／ Ｏ ３６ ８．７４ １４３ ６．１８ １７６ １２．４７
Ａ２ ／ Ｏ １３７ ３３．２５ ４９８ ２１．５３ ２５１ １７．７９

传统活性污泥法 百乐克 ３ ０．７３ ９２ ３．９８ １１ ０．７８
及其改进型 改良 Ａ２ ／ Ｏ ４８ １１．６５ ８３ ３．５９ ４３ ３．０５

传统活性污泥法 ２３ ５．５８ ９１ ３．９３ ５１ ３．６１
合计 ２４７ ５９．９５ ９０７ ３９．２１ ５３２ ３７．７０
ＣＡＳＳ ２１ ５．１０ ２９３ １２．６７ １８２ １２．９０

ＳＢＲ 及其改良工艺 ＳＢＲ １１ ２．６７ ９１ ３．９３ ５８ ４．１１
改良 ＳＢＲ １２ ２．９１ ７２ ３．１１ ４３ ３．０５
合计 ４４ １０．６８ ４５６ １９．７１ ２８３ ２０．０６
奥贝尔氧化沟 ３ ０．７３ １１０ ４．７６ ３８ ２．６９

氧化沟及其改良工艺 卡鲁塞尔氧化沟 １２ ２．９１ １１０ ４．７６ ２９ ２．０６
氧化沟 ６６ １６．０２ ４２８ １８．５０ ２０７ １４．６７
合计 ８１ １９．６６ ６４８ ２８．０２ ２７４ １９．４２
ＢＡＦ 曝气生物滤池 ８ １．９４ ４６ １．９９ ３３ ２．３４

生物膜法 生化处理＋生物滤池 ８ １．９４ ４４ １．９０ ６８ ４．８２
生物滤池 １４ ３．４０ ７２ ３．１１ ８４ ５．９５
合计 ３０ ７．２８ １６２ ７．００ １８５ １３．１０

其它 １０ ４．６６ １４０ ３．８３ １３７ １０．７１
总计 ４１２ １００ ２３１３ １００ １４１１ １００

随着污水处理需求增加和处理要求的提高，许多新型工艺和改进型工艺投入使用，逐步取代原始工

艺．如传统活性污泥法被改良 Ａ２ ／ Ｏ 所取代，同样 ＣＡＳＳ 作为 ＳＢＲ 的改进型具有更多优势，与其他主体工

艺相比，近 １０ 年来，其在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中的应用比例逐年升高（图 ５），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图 ４　 主要工艺类型的应用情况

注：每一阶段仅统计应用最多的前 ５ 项主体工艺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５　 近 １０ 年新建污水处理厂主体工艺的应用比例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ｎｅｗｌｙ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ＭＳＴ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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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十五”至“十二五”期间，我国污水处理事业快速发展．截止 ２０１３ 年底，我国污水处理能力已达

到 １．２×１０８ ｍ３·ｄ－１，平均污水处理负荷率约为 ７６．７％．但区域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别，８０％位于东部

地区．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人均污水处理能力较低．
（２）传统活性污泥法及其改进型、ＳＢＲ 及其改良工艺、氧化沟及其改良工艺在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

中占有绝对优势，应用最广泛的主要有 Ａ２ ／ Ｏ、氧化沟工艺、ＣＡＳＳ 以及 Ａ ／ Ｏ 工艺．大型污水处理设施主要

采用 Ａ２ ／ Ｏ 工艺，而中、小型污水处理厂则分别偏好于氧化沟和 ＣＡＳＳ 工艺．
（３）随着污水处理需求的增加和处理要求的提高，污水处理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发展，部分老工艺

将逐步被取代．近年来，ＣＡＳＳ 工艺在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中的应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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