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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规划背景

为深化巩固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成果，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中要求强化规划

引领，山南市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深入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各项安排部署，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组织指导并

开展各区县开展农村生活污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3）《西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4）《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5）《乃东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乃政发

[2018]160号）

（6）《乃东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乃政办发[2016]20

号）

（7）《关于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56号

http://www.so.com/link?m=a1SCGQ%2Fhl839XHvsD4eHOkvxEl0j6Rxc23tQO4f4u%2B%2Fwea9jXgr9xxviMXmmTvW5WD7%2FOjG1syFZLTa3NK9wdw77500B4%2FeYqxgL9GrJpRS%2BIW%2FPfDoNSv8vdzCyurrSq6sW%2Flz10D%2BcHDiTblJyOHGTRHBrHQUejfUTs1LBH%2BWihdLca9NG%2BxDWRgwyyWLxz3ZUgmdaVgB8n74z0jq8tF3X35L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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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藏山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

（9）《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总体规划（2016-2030）》

（10）《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总体规划（2016-2030）》

（11）《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总体规划（2016-2030）》

（12）《山南市乃东区索珠乡总体规划（2016-2030）》

（13）《山南市乃东区亚堆乡总体规划（2016-2030）》

（14）《山南市乃东区县域乡村建设规划（2018-2030）》

1.3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以现状人口为依据进行规划，规划范围为乃东区县域，

包括泽当街道、昌珠镇、颇章乡、多颇章乡、结巴乡、索珠乡、亚堆

乡中 45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已得到治理的村庄不纳入本次规划范围。

表 1-1 乃东区规划建设污水管网、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一览表

序号 乡镇 村庄
村庄数

量（个）

1 泽当街

道

结莎社区、乃东社区、金鲁社区、赞堂社区、郭莎社

区、鲁琼社区
6

2 昌珠镇

克松社区、茶如社区、玉莎社区、门中岗社区、克麦

社区、白荣社区、色康社区、卡多社区、扎西妥美社

区、扎西曲登社区

10

3 颇章乡
格拉村、雪村、布仁村、阿巴村、斯堆村、哈鲁岗村、

达当村、地新村、夏果村
9

4 多颇章

乡
索朗村、布麦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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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村庄
村庄数

量（个）

5 结巴乡 结巴村、格桑村、门中村、多若村、滴新村、桑嘎村 6

6 索珠乡 索珠村、丁拉村、恰当村、支岗村 4

7 亚堆乡
亚桑村、热木那村、曲德贡村、支那村、才朋村、郭

乃村、曲德沃村、日苏村
8

总计 - 45

1.4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近期为 5年（2021年-2025年），

规划远期为 10年（2026年-2035年）。

1.5 规划原则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2）突出重点，梯次推进；

（3）因地制宜，分类治理；

（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

（5）经济使用，易于推广；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1.6 规划目标

近期目标（2021年-2025年）：

优先治理村范围主要包含乡镇政府所在地的中心村、规划建设特

色小镇、边疆民族小镇等居住较为集中的村庄。治理村庄数 27个，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66%，尾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40%，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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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处置率达到 100%。

远期目标（2026年-2035年）：

远期治理主要对剩余的基层村做到全覆盖。治理村庄数 18个，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100%，尾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0%，

污泥处置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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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2.1 规划治理方式选择

综合考虑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人口、经济、区位情况，水环境保护

要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经济性和运行管理水平，根据乃东区农

村分布特点，村庄基本以自然村的形式聚集，聚集程度相对较高，故

规划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治理。

1、方式一，生活污水纳厂处理。

本次规划中，该方式适用于距离市政污水管网较近、地形条件允

许，且不突破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的居民聚居点。

2、方式二，按片区集中收集处理。

本次规划中，农村生活污水无法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城镇污水

干管，需要自行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采用该模式治理。

3、方式三，按户收集处理。

本次规划中，污水产生量较少，居民零散的牧民居住点，且无法

采用方式一、方式二治理的村庄采用该处理模式。

2.2污水收集模式及设施总体布局

1、城镇（城镇污水处理厂所在村、城镇污水处理厂主管网）周

围村庄：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产生的污水，宜采用纳管式污水收

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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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利用山南市泽当镇污水处理厂和规划建设的产城一体

示范区污水处理厂这两座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周边村庄的污水接纳。

2、距离城镇（城镇污水处理厂所在村、城镇污水处理厂主管网）

较远的村庄：根据地形地势及距离，布置村庄污水处理站，处理服务

范围内村庄产生的污水，宜采用集中式收集模式。

除可以直接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村庄外，其他乡镇距离较远

的村庄可根据聚集点布局，就近布置污水处理站或三级沉淀简易污水

处理设施，收集处理生活污水。

3、人数较少，污水无法形成径流，且不在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村

庄污水处理站服务范围内的村庄，暂采用化粪池+定期清掏的处理模

式。

比较偏远且布局比较零散的农牧户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处理。

2.3污水管网体制

本次规划范围内污水管网建议采用雨污分流制。

乡镇政府驻地村及位于环境敏感区内的村庄严格执行雨污分流

制排水体制，其余较偏远的一般村庄，可酌情采取截流制或污水由污

水管网收集至污水处理站的方式进行处理，降雨、融雪水沿道路已建

边沟或盖板渠汇入周边坑塘的排水体制，但要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控

制排水对环境的污染。

2.4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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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对处理工艺进行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经济、技术等综合效

益分析，考虑高原地区乃东区地形特点、气候条件、经济水平、环境

管理及理念、用地问题等方面。

（1）针对那些对环境保护要求极为严格的旅游景区和水源保护

地拟推荐带MBR、A2/O工艺；

（2）针对主要河流流域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重点示范区，推荐使

用MBR 膜处理工艺、调节池+A2/O工艺；

（3）针对人口规模较大、集聚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村庄，

宜通过铺设污水管道集中收集，推荐带生物接触氧化工艺的一体化设

备；

（4）针对人口规模较小、居住较为分散、地形地貌复杂、经济

条件相对较差的村庄，拟推荐三级沉淀或化粪池处理工艺；

（5）位于工业片区或产业集聚区内及附近的村庄，规划排入集

聚区或园区污水处理厂；

（6）居住分散且附近无接管村庄，建议分散处理；

（7）针对养殖规模化、排水量大，要求养殖户对废水自行处理

达标后，综合利用。

表2-1 推荐工艺及适用范围一览表

模式 设施 工艺 排放标

准

适用区域

入厂

模式

接入城镇

污水处理

厂

城镇污水处理厂

AO/A2O+MBBR；

AO/A2O+MBR；

固定生物循环

一级标

准

靠近城镇且

易于接管的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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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床

独立

处理

模式

集中处理

土建或装配式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

调节池+A2O；

生物接触氧化

一级、

二级标

准

相对集中聚

居点

三级沉淀

重力自流三级

沉淀（第一沉淀

池+第二沉淀池

+清水池）

二、三

级标准

位置较为偏

远的集中村

庄或村民小

组

分散处理

化粪池（卫生厕

所）+定期清掏，

送入就近污水处

理设施

三格化粪池 - 散户

生态

敏感

区

集中处理
土建或装配式污

水处理设施
AO/A2O+MBR；

一级标

准

水源地周边

相对集中聚

居点、主要

流域 1公里

范围内聚居

点

本次规划新建设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量均小于

500m3/d，推荐采用装配式或重力自流三级沉淀池建设模式。有动力

推荐采用太阳能微动力模式。

一、装配式模式处理工艺

预处理：采用格栅与调节池。

生化处理：

1、执行《西藏自治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54/T 0182—2019）一级、二级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推荐

采用“A2/O工艺”。

https://www.eqxun.com/document/27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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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西藏自治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DB54/T 0182—2019）三级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推荐采用“A/O

工艺或重力自流三级沉淀工艺”。

3、污水量较少，位置较偏僻的村庄，可采用化粪池处理，定期

清掏，送入就近污水处理设施。

深度处理：

1、执行《西藏自治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DB54/T 0182—2019）一级时，推荐采用絮凝沉淀+砂罐过滤器

工艺；

2、执行《西藏自治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DB54/T 0182—2019）二、三级时，无需深度处理。

消毒：推荐采用紫外线消毒，宜采用过流式紫外消毒器。

二、三级沉淀池处理工艺

三级沉淀池处理工艺是一种简易的物理处理工艺，具有运行费

用少，管理简单的优点，适用于西藏地区较为偏远，人口较少，排

水性质简单，污染物浓度低，技术经济条件一般的村庄使用。依靠

水力自然停留沉淀去除污染物，但缺点是停留时间过长，容易形成

死水区，处理效果不理想。三级沉淀池宜采用重力自流无动力模式，

方便运行维护。结构上主要包含格栅、第一格沉淀池、第二格沉淀

池和清水池。

2.5污水资源化利用

https://www.eqxun.com/document/27043.html
https://www.eqxun.com/document/27043.html
https://www.eqxun.com/document/27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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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经处理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后，可用于城乡杂用水需求，如厕所便器冲洗、

道路清扫、消防、绿化、景观用水、车辆冲洗、建筑施工杂用水等。

此类回用需结合乃东区城乡公用事业管理要求、政策，做到经济、合

理。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经 处 理 后 满 足 《 农 田 灌 溉 水 质 标 准 》

（GB5084-2021）等相关标准要求的，可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用于

农田、草地灌溉，或排入荒地，不外排至附近自然水体。

2.6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本次规划推荐污泥优先考虑绿化堆肥及农肥使用。

2.7验收移交

乃东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合格，也要

保证出水水质达标。在完成规划核实及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基础上，

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移交。经建设、接管等单位现场检查，无质量遗

留问题的，严格核对相关资料，共同签署工程竣工移交接收表，并加

盖双方单位印章，工程即正式移交接管单位管理。工程验收后，建设

及管理部门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资料，以备查验。 环保验收和

运维移交应确保水质水量、工艺、规模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

环保验收和运维移交应确保污水处理水质水量、工艺、规模与设

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由项目建设单位（村集体）负责组织实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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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保竣工验收工作，由县级生态环境局对处理水质水量、工艺、规

模、出水水质、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查验和监督。

项目竣工完成工程验收及环保验收后，统一移交由县级政府通过

招标采购确定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机构进行运维。运维机构

负责对招标范围内的村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运行、维护，接

受日常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在未确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维机构之前，由各行政村集体各自进行运维，并接受日常生态

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2.8规划工程实施计划

表 2-2规划工程实施计划表

规划

时期

规划

年限
规划期内治理村庄

合计村

庄数量

（个）

总计

村庄

数量

（个）

近期

2021 门中岗社区、索朗村、布麦村、色康社区 4

27

2022 克松社区、雪村、索珠村、恰当村、玉莎社区、

茶如社区、克麦社区、赞堂社区、郭莎社区
9

2023 桑嘎村、结巴村、斯堆村、扎西妥美社区、扎

西曲登社区
5

2024 白荣社区、卡多社区、哈鲁岗村 3

2025 曲德沃村、曲德贡村、金鲁社区、乃东社区、

结莎社区、鲁琼社区
6

远期
2026-
2035

多若村、滴新村、格桑村、门中村、格拉村、

布仁村、阿巴村、达当村、地新村、夏果村、

丁拉村、支岗村、亚桑村、热木那村、支那村、

才朋村、郭乃村、日苏村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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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各乡镇村庄污水处理方式计划

乃东区各乡镇村庄生活污水处理方式详细内容见附表2-3：
表2-3 各乡镇村庄污水处理方式

乡镇 纳厂处理的村庄
按片区集中收集处理的

村庄
分户独立处理型村庄

泽当街道

结莎社区、乃东社

区、赞堂社区、郭

莎社区

金鲁社区、鲁琼社区 /

昌珠镇
克松社区、茶如社

区、玉莎社区

门中岗社区、克麦社区、

白荣社区、色康社区、

卡多社区、扎西妥美社

区、扎西曲登社区

/

颇章乡 /

格拉村、雪村、布仁村 1

组、阿巴村、斯堆村 1,2

组、哈鲁岗村、达当村

（2,3,4，5 组）、地新

村、夏果村 1,2,3 组

达当村 1组、布仁村 2

组、斯堆村 3组、夏

果村 4,5 组

多颇章乡 / 索朗村、布麦村 /

结巴乡 多若村、滴新村
结巴村、格桑村、门中

村、桑嘎村
/

索珠乡 /
索珠村、丁拉村 1组、

恰当村

丁拉村 2组、支岗村 1

组、3组

亚堆乡 /

亚桑村、曲德贡村、支

那村、曲德沃村、日苏

村

热木那村,、才朋村、

郭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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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施运行管理规划

3.1运维管理体系

乃东区应建立以乃东区政府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

的责任主体、各乡镇（街道）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

户为受益主体和第三方专业运维服务机构为服务主体“五位一体”的

运维管理模式。

图 3-1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3.2运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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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运维组织架构，按照运维管理目标，健全完善管理架构，

落实各级管理职责，建立以乃东区政府为责任主体、乡镇（街道）为

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

主体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

区级政府：

1）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从水质考核指标、设施运行

参数、吨水运行成本、农户受益情况等指标评价分析运维部门或机构

的专业服务能力。

2）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权归属

和运行管护责任单位，推动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

有监督的运行管护机制。

乡镇（街道）：

对自行运行维护的污水处理设施提供运维保障，确保设施正常运

行；第三方运维机构提供运行维护保障的地区，乡镇（街道）对第三

方运行维护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向主管部门反馈意见。

村级组织：

组织村民定期对处理设施、管网进行巡视，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

意见；协调运维过程中涉及村内的相关事务。

农户：

农户作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受益主体，对污水处理效果实施监

督，并对户内污水收集设施正常运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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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运维机构：

第三方运维机构作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服务主体，提供运行维

护的技术保障，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定期对进、

出口水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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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程估算与资金筹措

4.1工程量估算

近期，需建设 DN200-DN300污水管网 147.7km，污水处理设施

21套，泵站 1座。

远期，需建设 DN200-DN300 污水管网 86.2km，污水处理设施

11套。

4.2资金筹措

4.2.1 建设资金

参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本规划近期管

网管网建设投资为 11077.5万元，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为 1757 万

元，泵站建设投资 25万元，总计 12859.5万元。

本规划远期管网管网建设投资为 6465万元，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投资为 490万元，总计 6955万元。

建设费用共计 19814.5万元。

表 4-1 各阶段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估算统计表

规划时

期
规划时间

管网建设投

资（万元）

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投资（万

元）

泵站建设

投资（万

元）

总计

（万元）

近期

2021 1965 690 0 2655

2022 4777.5 215 0 4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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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087.5 244 0 1331.5

2024 795 300 0 1095

2025 2452.5 308 25 2785.5

小计 11077.5 1757 25 12859.5

远期
2026-203

5 6465 490 0 6955

合计 17542.5 2247 25 19814.5

4.2.2 运维资金

参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规划建议污水

生化工艺处理运维资金可按照 1.5 元/吨污水，物理处理工艺可按照

0.2元/吨污水，堆肥处理运行费用 80.0～120.0 元/吨干污泥。主要包

含材料费、电费、人工费，维修费等。运维资金可按照当年实际情况

调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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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效益分析

5.1经济效益

乃东区农村生活污水的妥善处置，是保证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

正常运行，保障人民健康和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污水

处理设施属于环境治理基础设施，投资一般较大，从直接经济效益上

看，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效益并不显著，尤其是作为没有建

立收费机制的农村污水治理。但从广义上看，其投资的间接经济效果

是显著的，它主要通过减少污水对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而表现出来。

5.2社会效益

乃东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对于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扶贫异地搬

迁，逐步改善乃东区农村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效益十分显

著。

1、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可大大减少农村点源污染，有助于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促

进节能减排，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

容量空间。

2、有利于改善环境民生，提高生活品质

规划实施将极大改善乃东区农村水环境质量，完善城乡污水处理

基础设施，减少因水污染引起的各类健康问题和环境卫生问题，进一

步改善城乡水环境面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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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规划实施将大大提高乃东区城乡环保一体化水平，有利于推进新

型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

重要作用。

4、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本规划的实施需要乃东区各级政府、村集体、广大村民的共同参

与，规划实施过程就是一次生动的、深刻的环保宣传课，通过规划实

施，将使广大农村居民和乡镇村基层部门体会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提高全社会环保责任意识，从而加快形成符合生态文明理念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5.3环境效益

规划实施后，乃东区农村生活污水将得到全面有效治理，农村地

区“脏、乱、差、散”的环境现状可以有效地改善，污染物排放量将实

现大幅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村水环境质量，保障饮用水源的水质安全，

对乃东区主要河流的Ⅱ类水质目标达标奠定基础。

经初步测算，规划实施后，全区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量为：COD69

吨/年、氨氮 5吨/年、总磷 0.5吨/年，悬浮物 58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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