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ª«¬£®

��
 	���

¯°£±²³´µ¶·¸¹��º»

¼½¾¿À �������

¹��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²�³´µ�¶

���� ·£¸¹º��»¼�½¾¿� ��ÀÁ���

Á���ÂÃ��³ÄÅ � «ÆÇ � �ÈÉÊËÇ � �ÌÍÎÏÐÑÇ � ½

ÁÒÓÇ � ������Ç � ��ÔÕÇ � Ö�����×ØÇ � ÙÚÛÜÝ�

����

ÁÒ�Þ��ßàá�âãä§¨�åæ ����ß�ãäç���èé

êë�å ìíîãäß�ï�ðñò óô ������Óõ�� Þ��ß

àá�âãä§¨�åóôö��³Ä�÷ø� ù�ú�ûü»¼ý�þÿ

~}|��ßàá�âãä§¨�å ì{[\ ]^_`@?>=< �� Ëÿ ;

�\ ������:�

�����

��ßàá�âãä§¨�å

��í�ß�ãäç���èéê£�å ìíîãäß�ï�ðñ:

�����

]^]/ß�ü.-,

+*)('�&%ü.$,

#"!è01ãçß�23ü.$,

456=ãçõ�ü.$,

]^78ãçß�93ü.$,

��ãAß�23ü.$,

£BCDEãçß�FGü.$,

HI>JKLãçü.$,

MNOPãäß�ü.$,

ÙQRS�T23ü.$,

U�ãçõ�ü.$,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² ³´µ ¶·¸

¶¹º »¼½ ±¾¿ ÀÁ ÂÃÄ ³Å ÆÇÈ ÉÊ �ËÌ Í�Î

ÏÐÑ ±ÒÓ ¶ÔÕ Ö�¯ ¢¤£ ±¿ ×Ø� §ÙÚ ÛÜ

������

	Ý

�

Þß ¢à¿ Æáâ Éã ä�å æ�� ¢çã µ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总则  

1.0.1 为加强村庄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保证设施安全正常运行，达到设计要求，

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行政村、自然村以及分散农户已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及

分户厕所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 

1.0.3 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及其安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应符

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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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Sewage treatments facilities in villages 

用于收集、输送农户生活污水的收集设施和将收集的污水处理至排放标准的

构筑物及设备的统称。 

运行维护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对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及运行维护等管理工作。 

远程运行维护平台  Platform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搭建的管理村庄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运维的平台，具有故障管理以及数据采集、分析、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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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51347《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50268《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1《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31962《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18466《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2942《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要求》 

GB5001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T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11984《氯气安全规程》  

CJJ181《城市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 

CJJ68《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124《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标准》 

各省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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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运行维护人员要求 

4.1.1运行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4.1.2 运行维护人员应熟悉所运行维护设施、设备的性能、技术指标及运行要

求。 

4.1.3 运行维护人员应按操作规程规定巡检污水收集设施、污水处理构筑物、

设备、电器和仪表的运行情况，并做好运行记录，完成记录的上传。 

4.1.4 运行维护人员发现设施运行不正常时，应立即处理并上报运维单位。 

4.1.5 巡检人员作业时应做好安全防护，严防燃爆、触电、中毒、滑跌、溺水

等事故发生。 

4.2 运行维护管理 

4.2.1运行维护流程包括相关设施的维护方法、信息管理、卫生维护、安全管

理、水质水量检查等内容。 

4.2.2单户的一体化设施标准化运行维护应包括设施运行状态检查、接户管及

附属设施（化粪池，隔油池等）和设备维护、水质水量检测、安全检查、卫生管

理、信息与档案管理等。 

4.2.3村集污水处理设施标准化运行维护应包括设施运行状态检查、设备维护、

水质水量及污泥性状检查、收集管网检查、安全检查、卫生管理、信息与档案管

理等。 

4.3 台账与运行报告管理 

4.3.1 运行维护单位应制定相应的运行维护制度，包括运维中心管理、运维

人员管理、档案资料管理、现场管理、岗位操作规程、车辆管理、化验室管理、

仓库管理、内部考核管理等，明确岗位责任，编制设施运维手册，并定期修订。 

4.3.2运维单位宜保存污水处理设施的文件包括：工程设计、施工、竣工资料

和验收移交记录等、处理设施的说明书、图纸、维护手册；各种与农村污水治理

设施相关的规章制度、技术规范和维护指标、技术文件、应急预案等。 

4.3.3管理台账与运行报告，内容包括设施运转情况、设备维护情况、生态处

理设施养护情况和进出水水质水量情况等，每季度进行运营管护总结，根据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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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要求上报水质监测报告。 

4.3.4信息化平台应保存每个污水处理设施的动态资料，包括：电量电费记录，

处理水量记录、巡检进出水水质检查数据、年度检修测试记录、运行维护巡查、

异常情况上报信息等记录。设施进出水质水量数据、污水处理设施减排量数据、

备用备件信息存量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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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运行维护 

5.1 一般规定 

5.1.1污水收集设施的运行维护包括对污水管道、检查井、提升泵站等的定期

巡检与养护。 

5.1.2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主要包括化粪池、生物处理设施、自然生物处

理设施、配套设施的运行、检查与维护。 

5.1.3收集系统为明渠、暗渠时，清扫渠内垃圾等杂物；收集系统为管网时，

检查出户检查井及输送管道有无漏渗，清除杂物。 

5.1.4重力流管网排水泵站应保证安全，巡检时检查电路、防护警示标志等设

施。保持泵进出口畅通。 

5.1.6设施运行维护结束前进行卫生打扫，恢复巡检前状态。 

5.2 村庄生活污水收集系统 

5.2.1 接户管 

（1）排水户接入排水管需经过主管部门审核，并设置排水检查井。 

（2）接户管巡检每月宜不少于 1 次，内容包括污水冒溢、私自接管、雨污混

接、排水设施损坏、管道裸露、附件丢失，以及影响管道排水和安全的其它情况，

做好巡查记录。 

（3）接户管、化粪池、户用井清扫每年不少于 1 次，隔油池的浮油应及时清

理。有渗漏、堵塞和破损的应及时维修。化粪池应按 5.3.1节进行维护。 

5.2.2排水管 

（1）检测应符合现行《城市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CJJ181）的相关规定。功

能性检测每年不少于 1 次，主要应包括检查井、雨水口、排放口及管渠的沉积、

结垢、障碍物、树根、洼水、残墙、坝头、浮渣，雨污水混接，水位和水流、井

盖破损有毒有害气体。结构性检测每 3 年宜不少于 1 次，主要应包括管渠脱节、

变形、支管暗接、错位、渗漏、腐蚀、胶圈脱落、破裂脱落、异物侵入、倒坡、

塌陷、异管穿入。 

（2）管渠的积泥深度应低于管内径的 20%，对沉淀和淤积现象频发的管段增加

清扫频次。管道堵塞宜采用专用机械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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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复结构破损管道应根据评估报告，制定修复设计方案。开挖修复应符合

现行《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相关规定，非开挖修复应符

合现行《城镇排水管网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210）的相关规定。 

（4）管渠淤泥运输与处理处置应符合相关管理部门要求。 

（5）管渠封堵的设置与拆除应报主管部门批准。设置封堵时应按降水，封堵

上游，封堵下游的顺序操作，拆除时应按拆除下游、拆除上游的顺序操作。封堵

方法可采用充气管塞、机械管塞、止水板、木塞、黏土麻袋或墙体等。 

（6）气温在 0℃以下地区或季节在冻土层以上的管道宜做管道保温措施。 

（7）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污水主干管渠、泵站的维护应符合现行《城镇排水

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的相关规定。 

5.2.3检查井 

（1）检查井巡视应不少于每月 1 次。发现破损检查井、污水口顶盖、检查井

内踏步应尽快修复。 

（2）检查井清扫宜采用机械工具清掏检查井内的积泥、砂石及其它沉积物。 

（3）实施维护保养及发现检查井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在检查井周围放置醒目警示。 

（4）实施维护保养后应按原状及时盖好井盖，污水管道检查井还应盖好内盖。 

（5）发现检查井井盖损坏或丢失后，尽快按原规格更换。 

（6）井下作业应严格按现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要求》（GB12942）操作。 

（7）在原管道上增加新检查井应按新建检查井施工和验收，可采用骑管井的

方式不断水操作，井的混凝土基础面标高应低于主管的管内底标高，必要时应对

原管进行加固，不得遗留施工杂物。 

（8）检查作业时应避免发生渗漏污染。 

5.2.4 泵站 

（1）应根据泵站重要程度安排巡检周期，巡检内容包括观察震动、声音、气

味等，清理格栅，检查仪表显示，水泵及附属设备运行状态，试验备用设备完好

度，填写巡检记录。 

（2）泵站清扫每半年不少于 1 次，检查运行记录，水泵是否在设计工况范围

内运行。长期不用的水泵应吊出集水池，清洗保养后存放。 

（3）每年汛期前检查系统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设计值，接地极不应出现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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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严重锈蚀、焊点脱落等现象。 

5.3 单户及联户小型设施 

5.3.1化粪池 

（1）化粪池的日常维护检查包括化粪池的水量控制、防漏、防臭、清理格栅

杂物、清理池渣等工作。 

（2）应定期检查化粪池的防渗设施，以免粪液渗漏污染地下水和周边环境。 

（3）化粪池的密封性也应进行定期检查，要注意化粪池的池盖是否盖好，避

免池内恶臭气体溢出污染周边空气。 

（4）若化粪池第一格安置有格栅时，应注意检查格栅，发现有大量杂物时应

及时清理，防止格栅堵塞。 

（5）化粪池建成投入使用初期，可不进行污泥和池渣的清理，运行 1-3 年后

对化粪池池渣每年清抽一次。 

（6）在清渣或抽取粪渣时，严禁在窨井口边使用明火（如吸烟、电焊、焚烧

垃圾等）；检查或清理池渣后，井盖要盖好。 

（7）化粪池的抽吸及清掏口应有冬季保温防冻措施。化粪池应采取保温防冻措施。 

5.3.2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1）好氧池的溶解氧含量应为 1-4mg/L。北方冬季运行可适当提高好氧池的曝

气强度。 

（2）对于悬浮填料生物膜或固定床平板填料负载的泥膜处理系统，宜定期观

察悬浮填料数量。 

5.4 村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5.4.1化粪池 

（1）清掏维护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化粪池内浮渣、底泥，化粪池粪便排污管

道、粪管连接井进行清理。污泥清掏、抽吸应严格按照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编制的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污泥清淤管理规定》、《作业操作规程》等文件

要求进行。 

（2）清掏维护应按照下述流程进行： 

a）清掏化粪池前须先在周边做好安全警示标示，防止过往行人意外掉进池内。

打开化粪池第一格井盖，通风换气 10-15分钟，不得在井边吸烟或使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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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佩戴好防护面具，用水搅拌稀释结块，将吸粪车吸污管插入池体液面以下，

进行吸污，待池内无明显结块后，停止吸污。 

c)清掏完后进、出口通，排水管道通，无块状粪渣，无沉积物，清掏作业现

场干净；完工后，池内应按规定预留部分液体接种。 

d)清掏结束，盖好化粪池井盖，用清水冲洗工作现场和所有工具。 

e)在现场进行消毒杀菌剂喷洒消毒。 

f)将化粪池及污水井内清理出的所有粪便、污物、杂物等打包并拉走进行消

纳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g)每次进行化粪池巡检、清理维护及运输处置时，应详细记录并填写工作记

录单。 

（3）粪渣运输包括化粪池的抽吸、脱水、运输等工作。  

a)根据清掏维护组的工作任务单相关内容配置人员和车辆，按照污泥运输、

处理处置要求将污泥运行至目的地并按规定处置。污泥抽吸运输周期为 3-12个月,  

b)现场需要配置巡检用车及工器具、清掏维护用车及工器具、3吨和 5吨吸泥

车、污泥脱水车等，具体根据项目情况和实际需求配置。能够储存工器具，保证

不丢、不被盗。 

c)车辆应满足当地相应车辆管理规定相关要求。 

d)污泥运输操作人员，每组人配置不少于 2 人，应严格按照适于现场的《污

泥现场处置操作规程》、《污泥运输管理规定》、《驾驶人员管理规定》和与政府、

污水厂或用户确定的污泥处置方式进行处置的规定开展工作。 

5.4.2活性污泥法 

（1）厌氧系统 pH 值最佳控制范围 6.5—7.8，DO值控制在 0.2 mg/L 以下。一

般保证污泥浓度在 2000-5000mg/L。 

缺氧系统 pH 值最佳控制范围 6.5-7.8，DO 值控制在 0.5mg/L 以下。一般

保证污泥浓度在 2000-5000 mg/L。 

好氧系统 pH 值最佳控制范围在 6-9之间，DO值控制在 2-4 mg/L，保证污

泥浓度在 2000-5000 mg/L。 

5.4.3生物接触氧化 

（1）应定期检查生物膜的生物状况，曝气池溶解氧应保持在 2-4 mg/L，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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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运行可适当提高好氧池的曝气强度。巡检人员应记录污泥状态等参数； 

（2）应定期检查并更换失效的填料，污泥清掏每年宜至少一次。 

（3）应定期巡检进出水水量、水质。 

（4）定期对布气系统进行巡检，保证布气均匀。定期对鼓风机、水泵等机电

设备进行养护与维修。 

（5）非地埋式设施冬季严寒天气应注意防冻，在池体、进出水管等重点部位

采取保温措施。 

5.4.4 膜生物反应器 

（1）膜生物反应器宜按照使用说明书根据跨膜压差或运行周期设置在线清洗，

膜生物池的预处理单元应及时清理堵塞物。 

（2）有机膜组件应保持湿润状态。 

5.4.5人工湿地 

（1）人工湿地等自然处理设施应定期检查进出口避免堵塞，检查水位、植物

生长状况是否正常； 

（2）定期对布水管网和填料进行检查，定期观察进出水量，判断人工湿地是

否有渗漏，如有异常及时进行修复。 

（3）观察植物是否生长良好，有无杂草、缺苗死苗、病虫害等情况，及时清

理杂草、清除枯枝落叶，补种缺苗、死苗，控制病虫害。 

（4）应及时进行植物收割。 

（5）巡检应检查并及时修理集、配及进出水管的防冻措施。 

（6）根据设计要求，填料应定期更换。 

5.4.6 氧化塘 

（1）定期进行清淤，清淤周期根据水质情况及稳定塘维护情况确定。 

（2）及时打捞稳定塘表面的漂浮杂物、衰败的植物和死亡动物。 

5.4.7消毒处理  

（1）定期检查消毒药剂的剩余量，及时添置，同时记录添置量和时间。 

（2）添加氯消毒药剂时，应做好防护工作，避免消毒剂与皮肤直接接触。 

（3）使用紫外消毒时，进水色度需小于 15 度，浊度小于 5度，水温在 5℃-40℃

之间为宜。按照说明书对灯管进行清洗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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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施巡检 

6.1 一般规定 

6.1.1 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巡检周期根据当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放

标准进行。 

6.1.2 对污水收集管网、格栅、检查井、化粪池、调节池、处理工艺主体和出

水井等构筑物进行巡查，发现损坏及时修复并清渣清淤。 

6.1.3 对出现较严重情况如地面沉降、路面拓宽等可能影响污水收集和处理设

施正常运行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向乡镇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报告。 

6.1.4 对水泵、风机等机电设备及电力电缆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出现故障及时

维修更换；对进出水水量、水质进行观察记录，并定期对出水水质进行监测。 

6.1.5 对用电设备进行检查，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做好开停泵操作，发现异常及

时处理并上报。 

6.1.6 检查压力、流量是否异常，仪表、信号指示是否正常，发现异常及时处

理并上报。 

6.1.7 现场巡检应定期测定进出水 pH,水温、DO 等指标，COD、氨氮等指标，

采样送至实验室进行测定。每隔 3-6个月采样测定污泥浓度（MLSS）、污泥体积指

数（SVI）等参数。 

6.1.8 数据记录及上传，做好巡检记录、保养记录。 

6.1.9巡检应完成周边环境的日常性清理工作。 

6.1.10定期检查和清理排放口，确保排放口水流畅通。清理采样井及排放口周

围的杂物。 

6.2 常规巡检 

6.2.1 化粪池 

（1）日常巡检的主要内容为：化粪池粪便排污管道、粪管连接井通畅；化粪

池上无杂物、房屋建筑等；化粪池无溢流现象；化粪池井盖严密；降低池体内沉

渣量和浮渣量，消除爆炸等危险隐患以及处理群众举报的相应内容。   

（2）日常巡检人员应完整记录现场实际运行状况，对现场存在安全隐患的部

位进行整改，达到运营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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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单户及联户小型设施 

（1）巡检维护工器具由日常巡检工具和电器维修器具组成。日常巡检工具和

电器维修器具可参考附件表 3进行配置。 

（2）运维人员配置原则为不少于两人组成 1个工作小组。 

（3）运行维护人员达到现场后首先准备好工具，检查管道、设施有无破损。 

（4）设备检查人员依照以下步骤进行： 

a) 打开设备检查井盖, 观察各处理单元有无有油脂及异物，并及时清理； 

b) 记录气温,保持液面下 0.5m依次测定 DO、pH、水温,并做好记录； 

c) 按取样规范分别在调节池和排放口取水样并标识后，带回实验室进行水质

检测； 

d) 根据出水水质、活性污泥浓度、温度及 DO 等参数综合分析，调整好氧池

曝气量；  

e) 确认好氧池曝气正常，检查填料挂膜情况； 

f) 确认沉淀池状态，沉淀池表面有浮泥应调整排泥时间。 

（5）电器检查及检修人员依据以下步骤进行： 

a) 检查电源及指示灯； 

b) 如气泵需要保养，应在断电情况下作业； 

c) 检查设备内气提泵出水情况，如气提泵故障无法现场排除，则更换气提泵，

故障气体泵拆回维修； 

d) 回流管如果发生堵塞，取出清通后装好，重新调整回流量； 

e) 如有单独计量的电表，记录电表数值； 

f) 检查观察口是否位移，判断是否出现设备不均匀沉降。 

6.2.3 村庄污水收集管网 

（1）管网巡检范围自用户接户管起端，包括支户管网、主管网和检查井，发

现有积水、堵塞、路面下沉等问题应及时反馈，及时处理。 

（2）污水收集管道 

a) 清通污水管， 防止发生沉淀、淤积。做好污水管道的渗漏检测工作。 

b) 及时修复破损管道系统。及时修理与更换破损检查井、污水口顶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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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井内踏步、修理脱落砖块、修补损坏的局部管道。 

c) 由于接户管的增加需要添新的检查井和管道，或由于管道本身损坏、淤塞

严重， 无法清通时，可进行整段管道的开挖翻修。 

d) 宜采用专用疏通机械进行管道清通。 

（3）检查井 

a) 宜采用机械吸泥工具清除检查井内的积泥、砂石及其它沉积物等。探测检

查管道积泥情况时应采用检查镜目测，不得下井。 

b) 在实施维护、保养时，应在检查井周围放置标有醒目警示用语。 

c) 实施维护保养后应按原状及时盖好井盖，污水管道检查井还应盖好内盖。 

d) 检查井井盖损坏或丢失后，维修部门应按原种类规格及时更换弥补。 

（4）水泵设施 

a) 每半年应至少一次吊起水泵， 检查潜水电机引入电缆。 

b) 定期巡检，可通过水泵运行声音判断运行正常与否，不正常时需检查故障

原因， 同时切断电源停止运行。 

c) 提升泵停止运行后不得立即开启避免电机烧坏。 

d) 提升泵移动时应注意保护电缆线和水管。 

e) 在实施维护、保养时，应在作业区做必要防护措施，附近放置警示标识

牌。 

f) 泵进出口管如有堵塞，应及时清理，保持畅通。 

6.2.4 村庄污水处理设施 

（1）站区巡检运维包括：管网巡检运维，站区绿化养护以及站区巡检。 

（2）站区巡检范围自三通井开始至取样井，同时根据站区特点投加适宜药剂

并合理调整投加计量，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3）巡检人员可依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巡检维护工器具由日常巡检工具和电器维修器具组成。日常巡检工具和电

器维修器具可参考附件表 3进行配置； 

b) 控制柜检查：将控制柜前后面板打开并查看控制柜是否有电，如“无电”,

明确无电原因尽快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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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备及检查井盖：查看井盖是否有破损，若有破损及时更换；打开的盖子

应放置在临近井口的平坦处； 

d) 检测进出水水质:将检测探头放到检测水体中检测探头应位于检测液面以

下 0.5m 待数值稳定后进行读数记录；需要采样带回实验室分析时，根据要

求进行样品采集； 

e) 检查电源、电表，完成气提泵（含排泥管路）、气泵、回流管、水泵保养，

清理设备内的浮渣及隔栅清理，完成除磷和消毒设施检查； 

f) 站区环境清理：检查取样井，有泥沙、杂物、动物尸体等应及时清洗；恢

复所有井盖；恢复电气箱罩壳，并擦洗干净；清扫站区杂物； 

g) 站区绿化养护，由巡检人员在巡检站区时根据现场植物生长状况，定期对

草皮进行修剪和植物养护； 

h) 维保记录:按要求填写维保巡检记录单和备品备件消耗记录；站区整体照片

记录；有损坏的部件或维修的部件的照片记录；所有工具、仪器、换下的

配件，整理装在运维车辆的指定位置。再次检查有无遗落物品，离开站区。 

6.3 冬季巡检 

6.3.1冬季运行维护准备 

（1）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包括更换设备润滑油及加黄油的工作。

所有修理工作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 

（2）进入冬季前，对管网系统中所有污水管线、雨水管线进行一次彻底的疏

通和清理。 

（3）进入冬季后，各污水处理设施设备必须保持连续运行，各构筑物不允许

存在放空现象，避免池体出现含水冻融现象。 

6.3.2 巡检频次 

冬季巡检频次应合理调整，村庄污水处理站所在地最低气温低于 0℃时，宜增

加巡检频次。大雪过后，巡站人员应立即到运维站点重点部位加强巡查。 

6.3.3巡检要求 

（1）对设备间、库房、配电间的保温及采暖设施进行检查，确保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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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室外格栅的栅条是否有结冰间距变小、耙齿变形断裂等现象，发现

结冰及时清理；栅渣及时清理以免发生冻结； 

（3）检查所有设备的防冻、保温、加热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4）检查设备在低温条件下运行状态是否良好，间歇运行的设备是否存在冻

结风险，发现问题及时消除； 

（5）检查所有过水阀门是否有渗水、漏水现象，所有阀门、管道的保温措施

是否完好有效，发现问题及时消除； 

（6）检查室外地下构筑物井口的保温措施是否完好，如有破损及时更换； 

（7）单户或联户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应加强维护，防止霜冻或含水冻融造成控制

柜的短路。 

6.3.4工艺运行要求 

（1）冬季应增加水质检测频次，密切注意进水及出水水质、水温的变化，通

过现场快速检测水温、DO，对各工艺单元的处理效率进行定性判断，做好记录，

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并上报。 

（2）加强对各工艺单元反应状态的监测，观察污泥和生物膜的物理性状（颜

色、气味等），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并上报。 

6.3.5安全措施 

（1）巡检至少两人一班，加强监控，保持信息畅通； 

（2）巡检工作人员必须佩带劳动保护用品（含保暖用品），应该穿防滑鞋； 

（3）带电作业前要确保衣服上无积雪或积水，防止触电； 

（4）下雪天气要优先清理站内的积雪，然后清理构筑物上的积雪，防止结冰； 

（5）避免雨雪天气户外施工作业，尤其是高空施工作业； 

（6）遇到有限空间作业时必须严格按照有限空间作业规程进行，满足作业条

件才可作业； 

6.3.6冬季构筑物运行维护 

（1）进水口：冬季夜间水量减小、气温较低极易造成进水口结冰，导致污水

无法收集。发现结冰及时破碎，直到水可以顺利收集。 

（2）提升井：冬季提升井内湿度较大、潮气多、夜间气温过低，蓄水容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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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针对此问题，巡检人员应按时切换提升泵，防止蓄水池结冰，发现结冰及时

破碎。 

（3）格栅井：冬季气温较低，极易造成进水池结冰，运行人员必须加强对格

栅井巡检频率，如发生溢流事件，必须及时清扫积水。 

（4）反应池：冬季气温较低，入水管道，排泥管道、回流管道、池内均处于

易冻区。针对此问题，必须对各个管道进行保湿处理，如发现池内有结冰现象及

时破碎。下雪天及时清扫走道积雪。 

（5）出水口：发现结冰及时破碎，直到水可以顺利外排。 

（6）冬季工艺运行维护应根据实际处理的水量适当延长曝气时间，提高污泥

浓度，增加污泥泥龄，保证处理效果。 

6.4 雨季巡检 

6.4.1 雨季之前的准备 

（1）变（配）电所的接地与避雷装置每年应检查一次；避雷器检查每年不应

少于一次，雷雨季节前应做好预防性试验或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更换与处

理。接地电阻值应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2）各种防雷装置的接地装置每年在雷雨季前应检查一次； 

（3）做好出水井防锈防堵以及考虑雷雨季节水漫等特殊情况； 

（4）每年应对所有运行维护人员进行雨期安全教育，安全用电及触电急救知

识的宣传教育。做好污水处理设施的防雨排涝工作。 

6.4.2工艺运行维护 

（1）由于雨季进水量大于正常运行期，可应急增加进水量，确保设施不出现

满溢及淹没。如出现满溢及淹没应及时排涝。 

（2）大雨后应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工艺排查及安全隐患大

排查，对站点及时进行工艺调试恢复。 

a) 检查包括相关电气设备、控制箱、管道阀门等配套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b) 菌种缺失挂膜差的生物处理设施，考虑补加接种污泥或应急补加菌种； 

c) 应急调整溶解氧、进水量、回流比、碳源等确保尽快恢复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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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远程运行维护平台 

7.1 一般规定 

7.1.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平台应实现对平台上的设施设备进行管

理及运行维护人员进行管理的功能。 

7.1.2 平台应采用模块化、组件化的体系结构，在技术架构和设计模式上保证

技术的延续性，灵活的扩展性和广泛的适应性，确保平台能够满足用户，在数据

及业务功能扩展方面的需求。 

7.1.3 本地化运营管理团队通过平台完成日常的站点监管、人员监管、辖区内

项目运营监管工作，现场运维人员通过手机端访问云端服务，实时与本地化运营

团队保持工作任务的交互。集团运营中心通过平台对本地化运营团队的管理数据

进行汇总分析，量化运营效果。 

7.1.4 平台应支持 7×24小时的高可用性，具备容错和自动恢复的功能，并能

实现透明地故障迁移和数据恢复；应能够防止软件系统平台导致的数据丢失或出

错，同时提供对系统级的数据丢失和出错实现恢复和容错的机制。 

7.1.5 平台宜采用“一个平台两个端”的建设模式，即运维管理平台、数据接

入端、移动应用端。 

7.1.6 进出水流量监测数据、进出水水质监测数据、动力设备能耗监测数据、

运维巡检统计数据等按政府监管部门平台接口格式要求可实现数据共享。 

7.2 主要技术要求 

7.2.1 运维管理平台结构模式宜采用 B/S 结构（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

务器模式）统一客户端。 

7.2.2运维管理平台架构宜采用微服务（Micro Service Architecture）架构。 

7.2.3 数据采集硬件应采用工业级芯片，通讯部分需向下兼容目前主流的 PLC

品牌协议和标准 Modbus 协议接入，向上需支持压缩传输、断点续传功能，协议需

兼容 MQTT等目前主流的网络传输协议。 

7.2.4 数据处理支持使用数据库集群部署方式，采用分布式架构，将数据库中的

数据按照某一标准分布到多台机器中，对数据库的负载分布到集群中的多个节点上。  

7.2.5运维管理平台应达到以下基本性能： 

（1）客户服务业务涉及交互页面响应时间≤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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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数据查询响应时间≤5s； 

（3）90%界面切换响应时间≤5s； 

（4）在局域网内连接数据库，包括确认身份、操作权限等≤3s； 

（5）实际运行中访问并发用户数不小于 300 用户； 

（6）平台可支持 2000以上终端同时接入； 

（7）数据存储年限不低于 10年。 

7.2.6其他技术要求 

（1）平台的部署支持各种主流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Server、Linux、UNIX，

支持虚拟化部署方式。 

（2）支持各种主流常规浏览器访问，包括 IE（IE11 及以上版本）、safari、

火狐、360、Chrome、Edge。 

（3）支持各种主流数据库管理系统，包括：MySQL、Oracle、SQL Server。 

（4）对于和政府部门监管平台的数据集成对接，需至少提供基于 Web Service

接口方式。 

（5）日志功能记录用户登陆痕迹、修改访问系统对象的痕迹、报表等系统对

象被访问的频度等信息。 

（6）支持系统统一权限管理，即采用认证、授权管理方式等。 

（7）按照 W3C 制定的 HTML5 标记性语言标准进行开发，需同时兼容多种主流

浏览器访问，并支持 PC、移动终端、平板电脑等多种类型的终端访问。 

7.3 运行环境 

7.3.1 硬件环境应根据系统平台并发用户数和运行预期数据量等指标，选择满

足运行性能要求的合适配置和数量的服务器，考虑冗余和安全性。配置可根据用

户需求进行选配，大体可分为传统服务器方式、企业级私用云方式、商用公有云

方式。平台的建设应具备满足上述各种部署方式。 

7.3.2软件环境应满足以下条件： 

（1）操作系统 

服务器应使用高效稳定的企业版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Linux

（CentOS、Redhat Linux）或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以上。 

（2）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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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应满足如下条件：数据库容量和响应速度应满足要求；应具

备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 

数据库：MySQL、PostgreSQL或 Oracle Database Enterprise（企业版）

等主流数据库。 

（3）应用软件 

应满足与硬件系统、操作系统以及其他应用系统的接口和协调。 

WEB服务器：Tomcat 、Web logic Server Enterprise（企业版）、Nginx、

IIS等主流服务器。 

7.3.3网络环境 

（1）应独立设置现场网络，专网专用。 

（2）采用环网加上星型设计。 

（3）外网出口应使用运营商专用网络并增加防火墙等安全保护设备。 

（4）应保证足够的网络带宽。 

7.3.4 现场生产数据物联网关采集设备的传输方式应支持运营商无线通讯模

式，支持信息传递中数据加密、数据缓存、断点续传等功能。 

7.3.5 存储设备应具有良好的节点扩展性和良好的传输速率；存储设备宜采用

可伸缩的网络拓扑结构；实时数据库服务器、历史数据库服务器、关系数据库服

务器等数据存储设备可配置磁盘阵列。 

7.4 平台主要功能 

7.4.1 设施设备监测管理 

（1）平台应具备查看设施设备的在线状态、运行工况、实时视频、传感器实

时数据的功能，并储存历史工况、地图总览、统计报表。实现对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中的主要设备的运行指标状况实时监测。 

具有对各种智能设备的数据进行查询、分析、管理的功能，更加直观地用数据

来显示智能设备过去的各种状况。 

（2）应具有运维可视化功能，实现以电子地图为基础展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地理分布，运维人员和车辆的实时位置等以及单个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巡视责

任人、设备型号、设计处理水量、设计进出水水质、能耗物耗等数据。 

（3）应对现场视频进行采集和监控，实现采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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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流、图片，实现现场图片定时上传、抓拍，视频调取等，通过视频监控全方位

地掌握设施整体的情况。 

7.4.2 基础档案管理 

（1）平台宜具有基础档案管理功能。基础档案宜包括设施设备档案、运行维

护人员档案、配件档案、仓库档案、维修记录等信息。 

（2）设施设备宜包括设备类型、设备机型、设备出厂编号、设备出厂日期、

设备别名，设备保修期，设备过保日期，3D 设备控制器、软件版本、智能单元控

制器、软件版本的档案详情等信息。 

7.4.3设施运行维护流程 

（1）设施运行维护应实现生产可视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宜以工艺流程

图方式生产运行动态实时显示。并可查阅所有的指标项（水质、流量、液位、压

力、电流电压、设备开停状态等），每个指标项都需对应的图形化展示（曲线），

展示指标项的趋势图。 

（2）维护流程应包含维修、保养、巡检、交机、技改、配件核销、旧件返厂、

回访、设备检定等内容。 

（3）运行维护流程宜配套 APP，解决各类服务问题。 

7.4.4巡检管理 

（1）巡检管理应包括各个巡检单元建立、人员分配、人员权限分配、设施设

备等各类相关文件管理、系统配置等内容。 

（2）日常运维巡检管理应实现运维考勤、巡检及考核工作规范化，明确化，

确保负责巡检及考核的工作人员实时、准确、完整、规范地提交相关内容，并能

够针对提交的内容进行自动统计与分析。 

（3）移动终端 APP 可用于相关管理人员远程监控、监管各个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实时信息。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实时查看现场视频画面，运行维

护人员巡检维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时，应及时提交巡检维护信息；以及各级

管理人员查看设施实时运行状态。 

7.4.5故障管理 

（1）应实现农村污水处理设备停止工作或者出现异常情况，比如：风机、水

泵等设备不正常工作，水流量异常，安防报警等情况，自动弹框告警，呈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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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照片或者在线视频，同时会给对应运维人员发送告警短信。 

（2）运行维护人员可通过移动客户端接收工单，并按照工单处理与提交。 

7.4.6资产管理 

（1）资产管理应包括软件包版本管理、解锁机管理、保养服务提醒等。 

（2）软件包版本宜给设施设备远程升级或者进行软件更换。 

（3）解锁机管理服务应实现对设施设备进行解机锁机操作功能，并应实现根

据不同的情况对智能设备进行相应的操作。 

（4）保养服务提醒服务应对设施设备设定保养提醒，定时提醒及确定保养项目等。 

8 安全与应急运行维护 

8.1 安全规定 

8.1.1 运营单位应制定和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以及停电、设备故障、台风、暴雨

等自然灾害天气等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向主管部门报备。 

8.1.2 技术岗位工作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及安全教育合格后方可上岗，特种作

业人员需持证上岗。 

8.1.3 运行管理人员和维护检修人员应严格执行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严防燃

爆、触电、中毒、滑跌、溺水等事故发生，并熟悉相应的急救方法。 

8.1.4现场作业人员应穿戴劳保用品。 

8.1.5运行维护应保证运维人员、周边居民及设施设备安全，设施所属检查孔、

人孔及其它附属井口均应加盖，应经常检查盖板的密闭性和牢固度，防止人畜跌

入。 

8.1.6 运行维护人员进行维修清掏作业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严禁在

池边使用明火或者吸烟，所有开启人孔和池盖必须设立安全警示标识。 

8.1.7人员下池检修清理时，严禁单人作业， 池外必须有专人监护，下池人员

须系好安全绳：下池人员稍感不适，应立刻送到通风处休息。 

8.1.8 池内检修不得使用明火照明，应使用防爆灯具照明，入池检修及池外人

员不准在现场吸烟或使用明火。 

8.1.9 进入不通风的池内维修作业前，必须先采用机械设备排空所有料液，可

用清水冲洗后排空冲洗水，并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向池内鼓风 12 小时以上， 排

净池内沼气等窒息有害气体后，可用活体家禽入池检验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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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终端设施将排放有害或可燃气体的，下池维修或检查作业时必须有 2 人同

时进行，作业前要先通风换气、检验合格方可下池作业，作业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 

8.1.11极端天气期间，现场巡视或操作时须有 2人同时进行，并采取防范措施。 

8.1.12施工需要的临时线路必须符合安全要求，使用完毕后立即拆除。 

8.1.13远程运维平台在运维中心应建立运维管理制度，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现场运维管理制度；设备设施管理制度；站区现场环境管理制度；水质抽检管理

制度；应急预案管理制度等。应建立系统安全操作规程和系统维护规程，并加强

培训。应定期检查相关安全设备（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

全、数据安全及备份恢复等）是否有效，并做检查记录，如发现不安全因素，及

时安排整改。 

8.2 疫情期间运行维护 

8.2.1化粪池及户用污水设施消毒与维护管理 

(1) 疫情期间应增加化粪池及户用污水处理设施的巡查频次，加大消杀频次。 

(2)疫情期间粪便应尽可能避免清掏。对需要进入防控范围进行化粪池清掏等

维管工作的，维管单位应通过主管部门与当地疫情防控管理部门申请。 

（3）对于年久破损的化粪池，尽快维修或更换，并定期采取消毒措施。 

（4）有确诊或疑似患者的农户，厕所要专户专用，其使用公厕和户厕的化粪

池(坑)要密封，设置警示标牌，禁止人员靠近，并由专门防护人员定期消毒。 

（5）粪坑内粪便可按粪便量的 1/10加漂白粉，或加其他含氯消毒剂干粉或溶

液(使有效氯作用浓度为 20000 mg/L)，保持 12h-24h。应使用有效浓度 500-1000 

mg/L含氯（溴）消毒溶液或 75%酒精溶液对化粪池周边进行消毒。 

（6）化粪池应采取防腐蚀和防渗漏措施，化粪池应加盖。应经确认无渗漏方

可投入使用。 

（7）在疫情发生期间，应尽可能避免化粪池清掏。如必须清掏，需做好清掏

人员防护和粪污密封，防止粪污泄露，并配置有效浓度 500-1000 mg/L 含氯（溴）

消毒溶液或 75%酒精溶液对可能污染的场所、设备设施进行消毒，如井盖及其周边、

倒粪口、抽粪管、粪耙等。作业完成后，用水将涉水、涉泥作业工具冲洗一次，

再用消毒剂溶液对作业工具喷洒消毒一次。 

（8）抽粪车在作业前及作业完成后，必须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洗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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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格检查密闭性，确保运输过程中无粪便滴漏。运输时吸粪管不得应有污物残

留，不得进行换车或其他转运作业。确有必要进行换车作业时，必须应在作业前

后对管道接口及其他可能接触污物的区域进行消毒。 

(9)粪便收运车辆要到指定卸粪区域卸粪、放空。粪便卸出后，对吸粪管内残

留的粪便进行冲洗，对地面遗撒的污水，用中水或自来水冲入储粪池后进行无害

化处理。各粪便处理单位应加强日常消毒，每日至少一次全面冲洗、消毒，倾倒

高峰期间，应加强对卸粪区、冲洗车间等重点部位消毒工作，并做好消毒记录。 

8.2.2污水处理站与污泥处理处置 

（1）疫情期间应在原有污水处理工艺和设施基础上，应使用含氯消毒剂进行

消毒。对预消毒和后消毒进行强化，确保消毒效果，加强废气、污泥排放的控制

和管理，防止病原微生物直接或间接进入外环境。 

（2）使用含氯消毒剂在预消毒池进行对原污水预消毒。宜采用次氯酸盐、二氧

化氯或液氯，在预消毒池入口处连续投加，有效氯投加量应不小于 50 mg/L。在没

有化粪池和预消毒池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宜在调节池进水口连续投加消毒药剂。 

（3）含氯消毒剂投加方式应遵守 GB5001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

不同消毒剂的投加方式为：液氯采用真空加氯机，并将投氯管出口淹没在污水中，

且应遵守 GB 11984-2008 中的要求；二氧化氯用二氧化氯发生器；次氯酸钠用发

生器或液体药剂，宜使用自动投加装置。消毒剂投加设备应至少为 2套，1用 1备。 

条件不具备时，消毒剂可在污水入口处直接投加，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消毒剂的

投加点或投加量。采用含氯消毒剂时应及时校正余氯测定设施，确保消毒过程有

效。 

（4）已有臭氧或紫外消毒的，宜增设氯消毒工艺，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小于

50 mg/L，消毒接触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小于 1.0 h。 

（5）消毒工艺使用含氯消毒剂时消毒接触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小于 1.5 h，参考

有效氯投加量不小于 50 mg/L，且消毒池出水余氯量不小于 6.5 mg/L(以游离氯计)。 

若确因场地有限消毒接触时间小于 1.5 h，须增加有效氯投加量和余氯量。接

触时间为 1.0 h，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为 80 mg/L，余氯量不小于 10 mg/L(以游离氯

计)。若接触时间不足 1.0 h，投氯量与余氯还需适当增大。 

（6）疫情期间在满足消毒过程的同时，尽量避免出水余氯过多对水体环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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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有必要时对尾水进行脱氯处理。 

（7）污泥在贮泥池中进行消毒。新建设施贮泥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处理系统

24 h产泥量，且不宜小于 1 m3。贮泥池内需采取搅拌措施，以利于污泥加药消毒。

可使用氯消毒剂、石灰等消毒。 

（8）采用漂白粉消毒时，投加量约为污泥的 10-15%。采用石灰消毒时，投加

量约为 15 g/L污泥，pH为 11-12，搅拌接触 30-60 min，存放 7天以上。 

（9）疫情期间的污泥尽量避免使用污泥进行土地利用，根据区域情况，减少

或停止化粪池/储泥池的清掏，暂停粪污还田、施肥。 

（10）应尽量避免进行与人体暴露的污泥脱水处理，尽可能采用离心脱水装置。 

（11）必须处理污泥却又没有条件的情况下，需对污泥先进行严格的消毒，临

时密闭存储。 

（12）疫情期间需要加强污泥处理车间的消毒通风工作。未能及时处理或转运

的污泥，需要严格做好消毒剂喷洒和封存工作。 

8.2.3设施运行风险防范 

（1）所有污水处理设备安全要求和措施均应符合 GB/T28742《污水处理设备安

全技术规范规定》的要求。采用现场制备消毒剂的房间应做好连续通风，防止爆

炸风险事故的发生。 

（2）疫情期间应密切观察进水、出水水质水量变化，提前预判并及时调整工

艺参数，确保系统稳定。使用液氯消毒时，应设置液位控制仪对消毒接触池液位

和氯溶液贮池液位指示、报警和控制，同时设置氯气泄漏报警装置，并应按 GB11984

《氯气安全规程》的要求编制应急预案。 

（3）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工程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作人员配备工

作服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毒面具以及急救用品。 

（4）污水处理过程中废气应经抽吸及多级消毒处理后进行高空排放。 

8.2.4作业人员风险防范 

（1）工作人员应根据防护需要严格佩戴好防护手套、护目镜、面罩、安全帽、

防护服等自身的防护措施，工作过程中尽量避免与污水直接接触，尽量减少在容

易产生气溶胶的污水处理环节（格栅、初沉池、调节池、污水池、曝气池、鼓风

机房）的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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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区需要配备有消毒用品，在工作结束后及时对工作人员以及携带的

工作器具进行消毒。使用工具检修、操作时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手套、护目镜，

有必要时戴防护面具，使用前后对工具进行清洁消毒；口罩脏污、变形、损坏、

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应妥善规划工具的放置，用防水布包裹工具包，避免被粪

尿直接污染。 

（3）粪尿处理处置人员工作完成后要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脱下防护用具

后放到单独的收集位置。口罩等一次性防护用具收集后集中处理，重复使用的防

护用品必须做到消毒处理并风干后才可再次使用。 

（4）当需要检修的部位与粪尿直接接触时，建议工作人员可以内层佩戴丁腈

手套，外层佩戴厚橡胶手套，检修结束后要立即洗手，对检修工具及其他防护用

具进行消毒。 

（5）作业结束后尽量进行全面的清洁，及时更换被污染的外衣。清洁时最好

能做到单独清洁。离开作业地点时要佩戴好口罩、手套离开。 

（6）消毒剂使用时注意加强人员安全防护，避免发生呼吸道和皮肤的损伤。 

（7）建立作业人员健康日报告制度，每日进行体温检测。一旦有发热、咳嗽

等症状，要及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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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分散式设备现场检查记录单 

巡检人员：                               巡检地点：      区       村委会      村 

站区名称：                               巡检日期： 

序

号 

检查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1 整体 

站区绿化、杂草清理 □是 □否  

围栏是否损坏 □是 □否  

警示牌、站区展牌是否损坏 □是 □否   

2 场地 

是否塌陷 □是 □否  

周边是否水土流失坍塌风险 □无 □整改  

设备是否裸露或掩埋 □是 □否  

3 接电 

电表度数           度   

电表至控制柜线管是否裸露或

破损 

□是 □否  

4 接户管网 

是否有裸露 □是 □否 部位和数量 

是否有破损、塌陷、凹陷 □是 □否 部位和数量 

5 检查井 

井盖井圈是否完好 □是 □否 不完好数： 

井桶是否有倾斜 □是 □否  

井中是否存水或有杂物清理 □是 □否 有存水井数： 

6 

厌氧发生

器 

井盖、井圈是否破损 □是 □否  

是否通畅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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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清掏 □是 □否 清掏日期： 

第一格是否已满 □是 □否  

腐熟度是否较好 □是 □否  

7 

 

一体化 

设备 

盖板是否损坏 □是 □否   

缺一水质状况 

□清 □浑 □黄  

□淡黄 □微黄 

 

缺一、缺二是否有杂物 □是 □否 清捞：□是 □否 

缺二压板是否上浮 □是 □否   

缺二液位距离井口高度          cm  

气提泵是否堵塞 □是 □否 □更换  □清掏 

好氧池曝气是否均匀 □是 □否  

填料是否泄露 □是 □否  

回流管是否堵塞 □是 □否 回流比：        

方便面填料挂膜情况 □多 □少 □无  

沉淀池有无浮泥 □有 □无 清捞：□是 □否 

沉淀池水质状况 

□清 □浑 □黄  

□淡黄 □微黄 

 

排泥是否正常 □是 □否 排泥时间：        

出水堰出水是否正常 □是 □否  

8 控制柜 

外观是否破损 □是 □否   

信号是否正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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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启停是否正常 □是 □否   

气泵是否正常 □是 □否   

气泵是否需要清理保养 □是 □否   

接线及布线是否正常 □是 □否   

接地是否正常 □是 □否  

曝气管是否有脱落 □是 □否   

9 

 

站区管线 

是否有裸露 □是 □否  

是否有破损 □是 □否  

是否通畅 □是 □否  

10 

出水取样

（井） 

井盖是否被掩埋 □是 □否  

井盖、井圈是否破损 □是 □否  

进出水是否通畅 □是 □否  

是否清洗 □是 □否  

11 尾水管 

是否有裸露 □是 □否  

是否破损 □是 □否  

出水是否通畅 □是 □否  

排放位置 

□河道□池塘□沟

渠□农田□渗井 

 

  出水口是否安装隔网 □是 □否  

巡检人员签名  巡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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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集中站区现场检查记录单 

巡检人员：                               巡检地点：     区      村委会      村 

站区名称：                               巡检日期： 

序

号 

检

查

部

位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1 

整

体 

站区入口周边是否有杂物 □是   □否 清理：□是   □否 

围栏是否损坏 □是   □否  

警示牌、站区展牌是否损坏 □是   □否  

2 

场

地 

草坪绿化情况 □正常 □否 割草：□是   □否 

浇灌喷淋设施是否正常 □是   □否  

周边是否有水土流失坍塌风险 □是   □否  

3 

接

电 

电表度数           度   

电表至控制柜线管是否裸露或

破损 

□是   □否  

4 

检

查

井 

井盖井圈是否完好 □是   □否 不完好数： 

井桶是否有倾斜 □是   □否  

井中是否存水或有杂物清理 □是   □否 有存水井数： 

5 

提

升

盖板及拉手是否有损坏 □是   □否   

水泵运行状况 □正常 □故障 损坏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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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泥沙、垃圾及漂浮物情况 □大量 □少量 是否清捞：□是 □否 

6 

格

栅 

泥沙、垃圾及漂浮物情况 □大量 □少量 是否清捞：□是 □否 

导轨及拉链是否正常 □是   □否  

是否可以能正常提起（运行） □是   □否   

7 

调

节

池 

盖板及拉手是否有损坏 □是   □否   

水泵是否正常 □是   □否 损坏个数： 

水位情况（液位仪） 

□高水位 □正常 

 □低水位 

 

调节池内是否有泥沙 □大量   □少量 是否清捞：□是 □否 

8 

一

体

化

设

备 

盖板及板框是否有损坏 □是   □否   

缺一段进水水质状况 

□清 □浑 □黄 

□淡黄 □微黄 

DO:     ORP:      

pH:     

缺一段是否有杂物 □是   □否  

缺一段翻板是否打开 □是   □否 翻板曝气：      min 

厌氧段挂膜情况、是否需要添加

菌剂 

□多   □少； 

□是   □否 

DO:     ORP:      

pH:     

菌剂投加量：          

厌氧段含泥量及杂物 □多   □少  

好氧池水质状况 

□清 □浑 □黄 

□淡黄 □微黄 

DO:     ORP:      

pH:     

好氧池曝气是否均匀 □是   □否  

好氧池填料挂膜情况 □多   □少 是否添加菌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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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菌剂投加量：          

供气管线及阀门是否正常 □是   □否  

回流管是否正常 □是   □否 回流比：          

排泥阀门是否正常 □是   □否 排泥时间：          

预沉池加药点位置是否合理 □是   □否  

沉淀池水质状况 

□清 □浑 □黄  

□淡黄 □微黄 

DO:     ORP:      

pH:     

沉淀池是否有杂物 □是   □否 是否清捞：□是 □否 

沉淀池出水是否通畅 □是   □否  

9 

控

制

柜 

外观是否正常 □是   □否   

信号是否正常 □是   □否   

电磁阀启停是否正常 □是   □否   

PLC 自动控制是否正常 □是   □否   

接线及布线情况 □正常 □整改   

气泵是否正常 □是   □否   

气泵是否需要清理保养 □是   □否   

曝气管是否有脱落 □是   □否   

接地装置是否合理 □是   □否   

10 

站

区

管

是否有裸露 □是   □否  

是否有破损 □是   □否  

是否通畅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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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11 

出

水

取

样

井 

井盖、把手是否破损 □是   □否  

出水是否正常 □是   □否  

是否有杂物 □是   □否 清洗：□是   □否 

是否有泥水进入 □是   □否  

消毒篮 □有   □无   

是否清洗 □是   □否  

12 

除

磷

加

药

装

置 

井盖、井圈是否正常 □是   □否  

加药装置是否正常 □是   □否  

加药桶是否上浮 □高   □低  

是否有泥水进入 □是   □否  

除磷药剂量液位 □高   □低  

药剂搅拌装置是否正常 □是   □否  

加药管是通畅 □是   □否  

13 

储

泥

池 

井盖、井圈是否正常 □是   □否  

储泥池位置是否满足抽泥要求 □是   □否  

14 

流

量

计

及

井盖、井圈是否正常 □是   □否  

流量计是否接地 □是   □否  

电源线连接是否正常 □是   □否  

流量计是否能正常读书 □是   □否 读数：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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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15 

尾

水

管 

高程是否合格 □是   □否  

是否有裸露 □是   □否  

是否破损 □是   □否  

出水是否通畅 □是   □否  

  出水口是否安装隔网 □是   □否  

  排放位置 

□河道□池塘 

□沟渠□农田□渗井 

 

巡检人员签名  巡检日期  

 

 

表 3 巡检维护工器具配置 

日常巡检工具 电气维修工器具 便携式监测仪器* 

驱蛇器 钩子 锤子 尖嘴钳 pH,DO 等 

捕蛇夹 勺子 扳手 内梅花螺丝刀 快速水质测定 

水瓢 漏勺 万用表 小一字螺丝刀  

脸盆 锯子 感应电笔 小十字螺丝刀  

插排 镰刀 普通电笔 大一字螺丝刀  

长砍刀 水桶 剪刀 大十字螺丝刀  

兵工铲 扫把 老虎钳 美工刀  

  尖嘴钳 水管钳（小、大）  

*：村庄污水处理设施须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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