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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工艺的特点及现状 

1.1.1  SBR 工艺的发展及国内外应用现状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Sequencing Batch Reactor）也称“间歇式活性污泥法”，是活

性污泥法的一种。活性污泥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技术。活性污泥法于 1914 年开创于英国的曼

彻斯特，至今已有 90 多年的历史。该法在开创之初，运行方式并不是现在的连续式处理法，

当时试验也证明间歇式运行方式的效果优于连续式。 

1914 年在英国的 Salford 市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厂，就是间歇式活

性污泥法污水处理设施。1915 年美国 Milmaukee 市也建造了一座类似的活性污泥法污水处

理厂。这是当时主要的污水处理工艺，但由于当时控制技术的落后，人工进出水工序操作繁

锁等原因，曝气板容易堵塞，不久就演变成连续式活性污泥法。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人又重新研究间歇式活性污泥法即序

批式活性污泥法。80 年代前后，由于自动化、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在污水处

理领域的普及与应用，SBR 技术获得重大进展，使得 SBR 的运行管理也逐渐实现了自动化。

由于 SBR 处理工艺流程简单，处理效果好的独特优点，SBR 逐渐引起世界污水处理界的广

泛关注。1980 年，美国在国家环保局的资助下，印地安那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自动化控

制的 SBR 法污水处理厂。澳大利亚在近十几年来，先后建成 SBR 工艺污水处理厂 600 余座，

其中在中型和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应用也日益增多，并且开始兴建日处理量 21 万吨大型 SBR

工艺污水处理厂。 

我国于 80 年代中期开始对 SBR 进行研究，迄今应用已比较广泛。目前，许多城市及工

厂企业的污水处理厂采用 SBR 法工艺，如：河南莲花味精厂处理味精废水处理、广州兴丰

垃圾卫生填埋厂处理渗滤液等采用了普通 SBR 工艺；昆明市第三污水处理厂，采用 ICEAS

工艺，日处理能力 30万吨；宁夏银川市污水处理厂、山东青岛市城阳污水处理厂等采用CASS

工艺，日处理能力 10 万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采用 DAT-IAT 工艺，日处理

能力 10 万吨；新疆阿克苏污水处理厂、密云污水处理厂、山东日照市污水处理厂等采用 AICS

工艺。 

1.1.2  SBR 工艺的主要特点 

SBR 技术与传统污水处理工艺不同，采用分批式操作，间歇式曝气、静置理想沉淀。

SBR 处理工艺的过程是按时序分五个阶段：进水、曝气、沉淀、排水、待机。 

SBR 处理工艺具有以下特点： 

（1）在时间上的理想推流与空间上的完全混合使生化反应推动力增大，效率提高，池

内厌氧、好氧处于交替状态，净化效果好。 

（2）SBR 处理法池内有滞留的处理水，对污水有稀释、缓冲作用，有效抵抗水量和有

机污物的冲击，可以维持较高的污泥浓度，并且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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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BR 处理法运行过程中适当控制运行方式，实现好氧、缺氧、厌氧状态交替，具

有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4）SBR 处理法处理工程中污水在理想的静止状态下沉淀，需要时间短、效率高。 

（5）SBR 处理法反应池内存在 DO、BOD5 浓度梯度，有效控制活性污泥膨胀。 

（6）由于 SBR 在运行过程中，各阶段的运行时间、反应器内混合液体积的变化以及运

行状态等都可以根据具体污水的性质、出水水质与运行功能要求等灵活变化。对于 SBR 反

应器来说，只是时序控制，无空间控制障碍，所以可以灵活控制。良好的自控系统就是保证

SBR 的运行、控制的最佳条件。 

1.1.3  SBR 的主要变形工艺 

近年来 SBR 工艺派生出许多改进方法，称 SBR 变形工艺。比较符合 SBR 特点，又有

工程实践的以下几种 SBR 变形工艺纳入了本规范正文及附录： 

（1）循环式活性污泥法 CASS 工艺（Cyclic Activated Sludge System）。CASS 工艺是近

年来国际公认的处理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的先进工艺。CASS 工艺反应池分为两个部分，前

部为生物选择区也称预反应区，后部为主反应区，整个工艺的曝气、沉淀、排水等过程在同

一池子内周期循环运行，同时可连续进水，间断排水。 

（2）循环式活性污泥法 CAST 工艺（Cyclic Activated Sludge Technology）。CAST 工艺

的反应池设三个反应区：生物选择器（厌氧）、缺氧区和好氧区。该处理系统具有除磷脱氮

功能。 

（3）好氧间歇曝气系统 DAT-IAT 工艺（Demand Aeration Tank-Intermittent Tank）。

DAT-IAT 工艺主体构筑物是由连续曝气的 DAT 池和间歇曝气的 IAT 池组成。DAT 池连续进

水、连续出水，其出水通过中间配水墙进入 IAT 池；IAT 池连续进水、间歇沉淀、间歇排水。

同时，有 IAT 池的混合液回流至 DAT 池。DAT-IAT 工艺具有抗冲击能力强的特点，并有除

磷脱氮功能。 

（4）交替式内循环活性污泥法 AICS 工艺（Alternated internal cyclic system）。AICS 反

应池内分相互连通的四格，按 SBR 的五个工序在四格内交替循环运行。AICS 通过完整的内

循环系统使各反应池的污泥分布趋于均匀化，能提高池容利用率。 

1.2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标准化是我国环境保护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环境工程服务技

术标准体系和环境技术评估体系，是当前加快环境保护标准化步伐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对于

提升我国环境工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规范环境工程服务业市场，保证环境工程建设和

运行管理质量，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工程服务技术标准包括工程类技术标准和产品类技术标准两个大类，是环境工程立

项、科研、招投标、设计、建设施工、验收、运行全过程服务的技术依据。在工程类技术标

准方面，目前只有有关部门制定了 20 余项与城市污水、垃圾等相关的工程建设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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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我国环境服务业领域标准化工作仍是一个薄弱环节。 

SBR 工艺目前在我国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工程实践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很多管理

部门、设计部门、技术研究单位，在从事 SBR 法的设计和运行管理工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的

实际经验，但是目前国内尚缺乏可操作性的技术规范用以指导 SBR 法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与运行。据调查发现，由于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规范指导，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设施运行管理

方面都在工艺方法正确应用上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投入巨资建设起来的污水处理设施充分

发挥效能。因而，总结国内外 SBR 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经验，编制 SBR 法技术规范，对正确

应用和科学管理 SBR 工艺的污水处理厂（站）具有积极的意义。使基于 SBR 工艺的污水处

理设施从建设到运行全过程能够有一个技术规范进行控制，对于保证 SBR 工艺处理工程的

建设建设质量，保证 SBR 工艺的稳定运行，以及保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序监管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另外，本规范的编写也是污废水处理工艺方法标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1.3  法律和技术依据 

本规范的编制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水处理行业

其他相关的技术规范和设计手册，结合国内外有关 SBR 建设运行的文献以及调研取得的国

内 SBR 运行情况数据资料，总结编制了本规范。其中涉及的法规、标准主要有： 

（1）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2）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3）GB 50014-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4）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5）GB 50053           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6）GB50334            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7）CJ 3025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排放标准 

（8）CJJ 60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9）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2001 年） 

天津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在“十五”期间参加了国家“十五”攻关项目——重要技术标

准研究专项《中国环境服务贸易技术标准研究》中的五个子专题之一的《环境工程服务技术

标准研究》的研究工作，承担了其中的案例研究——《序批式活性污泥法工程技术规范》的

研究制定工作。同时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组织制订了 51 项《水污染治理设备国家环

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的工作，完成了《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编制工

作，现已经发布，进行了《环境保护设备编码分类与命名标准》的课题研究工作，在水处理

标准、规范的编制工作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资料。 

1.4  编制原则 

本规范编制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1）实践性原则。分析总结城镇污水和工业废水 SBR 处理工程实践经验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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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工程技术规范编制总原则的要求，确定规范的结构和内容。 

（2）完整性原则。根据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应服务于环境管理、运行管理以及工程设计

与验收的要求，规范的内容应包括工艺方法、运行管理等主要技术要求的内容，基本覆盖普

通 SBR 工艺及主要的变形工艺方法。 

（3）科学性原则。规范的工艺方法分类科学、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并具有一定的可

分解性和可扩展空间。 

（4）先进实用与可操作性原则。规范的主要内容应既代表了当前的先进水平，又应以

大量的工程实践为基础，突出技术要求的针对性和科学合理性，以便于使用。 

2  任务来源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一五”规划指出，用 5 年的时间，基本建立起我国环境工程技术

规范标准体系，提升我国环境工程技术标准化及管理水平。到 2008 年，基本完成基础规范、

通用技术规范、工艺方法类规范的编制工作，到 2015 年基本完成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逐步建立中国最佳可行技术体系。 

2005 年国家环境总局下达了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编制任务，由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院作为第一编制单位承担《序批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标准的研究、编制

任务，参编单位还有中国环保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和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  规范的主要内容说明 

本规范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分九章，包括规范的适用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SBR 工艺设计、主要设备、检

测和控制、运行管理；附录包括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下面就规范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

说明。 

3.1  SBR 工艺类型 

随着 SBR 的应用与发展，SBR 出现了多种变形工艺。本规范基于 SBR 的基础特征，并

按照 SBR 的基本技术要求，在正文中选入了普通 SBR 工艺和目前普遍使用的 SBR 变形工

艺——循环式活性污泥工艺（CASS）；在资料性附录中选入了与 SBR 特征比较相近的 3 种

变形工艺，即循环式活性污泥工艺（CAST）、连续和间歇曝气工艺（DAT-IAT）和交替式内

循环活性污泥法（AICS）。 

3.2  SBR 工艺的适用性 

理论上 SBR 工艺可应用于所有适用活性污泥法的污、废水处理。SBR 工艺过程不是空

间推流式反应，是在时间上的理想推流式反应，不设二沉池，不需要污泥回流，构筑物较少。

综合考虑 SBR 工艺更适用于以下各种废水的处理： 

（1）中小城镇生活污水和厂矿企业的工业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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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污水处理出水水质较高的工程，适用于污水处理除磷脱氮； 

（3）SBR 系统可 GB18918 一级 A 的标准，符合再生水处理进水要求； 

（4）用地紧张的地方； 

（5）对已建污水处理厂的改造等。 

3.3  SBR 的适用处理规模 

过去制约 SBR 工艺应用于大规模污水处理工程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程度要求较高，

操作、管理、维护，对操作管理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近二、三十年以来，我国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国产化精密仪器仪表、自

动控制设备的质量已经能够满足 SBR 工艺的需求。国家已培养出大量高素质人才。 

因此，本规范规定 SBR 工艺的适用范围为“中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在发达地区也可用

于大型污水处理厂。 

3.4  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对于以生活污水为主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的各参数的确定，本规范引

用了 GB 50014－2006 中的相应规定。 

对于工业废水处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多数企业都是以销定产，根据市场的需求决定生

产量，废水波动性很大，同时由于同一生产线，产品不同产生的废水水量水质均可能差别很

大，因此对于以工业废水为主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水量水质参数要做实际调查和测定。 

原有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新建和改扩建工程，要根据实际生产中的水质水量的排放规律

来确定工程设计水量、水质及其变化系数；新建工程，可以参考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废水相

关数据进行确定。由于企业所处地域、水资源条件等外界因素不同，废水水质水量会有较大

变化，建议 SBR 主体工程按日平均水量水质设计，进水、预处理设施及管道按日平均水量

乘最大变化系数设计。 

工业园区合建的处理设施的设计水质水量，要考虑所有需处理的企业废水的排放规律以

及整体规划与中近期规划等因素，确定分期工程的设计水量、水质。 

由于工业废水的情况很复杂，因此本规范中建议，以工业废水为主的工程需要做细致的

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废水水质水量。 

3.5  前处理的选择 

（1）规定设置格栅的要求。 

在污水中混有纤维、木材、塑料制品和纸张等大小不同的杂物，为了防止水泵、处理构

筑物的机械设备和管道被磨损或堵塞，使后续处理流程顺利进行，必须设置格栅。格栅的技

术要求参照 GB 50014－2006 条文说明 6.3 格栅的规定。 

（2）设置沉沙池的规定。 

由于污水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砂粒等杂质，为避免 SBR 主体处理构筑物和机械设备的磨

损，减少管渠和处理构筑物内的沉积；避免重力排泥困难，防止对生物处理系统和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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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的干扰，污水处理厂（站）应设置沉砂池。沉砂池技术要求参照 GB 50014－2006

条文说明 6.4 沉砂池的规定。 

（3）初次沉淀池的设置。 

一般情况下，污水经格栅、沉砂池处理后仍含有相当数量的可沉性悬浮物杂质。国内许

多工程实践表明，上述杂质对以 SBR 法为主体工艺的市政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有明显

的影响。为了保证 SBR 工艺的持续稳定运行和处理效果，本规范建议市政污水处理工程宜

设置初次沉淀池，可适当缩短初次沉淀池的沉淀时间；如果工业废水单独处理，其可沉性悬

浮物杂质含量不影响 SBR 处理设施的运行效果，可以考虑不设置初沉池。初沉池技术要求

参照 GB50014－2006 条文说明 6.5 沉淀池的规定。 

（4）污水好氧生化处理，进水 BOD5/CODcr宜大于 0.3。有的工业废水或含工业废水较

多的城市污水 BOD5/CODcr≤0.3，为提高此类污水的好氧可生化性，可采取水解酸化——

SBR 工艺组合。 

3.6  普通 SBR 工艺设计参数 

3.6.1  普通 SBR 反应池总容积 

普通 SBR 反应池容积除了考虑反应时间外，还需考虑沉淀、排水、闲置过程需要占用

的时间，因而，普通 SBR 反应池总容积的计算公式与普通活性污泥法的计算公式不同。 

普通活性污泥法反应池容积的计算公式（GB 50014－2006，公式 6.6.11－1）： 

1000
o e

S

S SV Q
L X

⎛ ⎞−
= ⎜ ⎟

⎝ ⎠
 

普通 SBR 反应池总容积（V ）则为： 

24 1000
S D b o e

S

t t t S SV Q
m L X

⎛ ⎞+ + −
= +⎜ ⎟

⎝ ⎠
 

公式推导见附件。 

3.6.2  普通 SBR 有效反应时间 

根据有效反应时间 ERt =有效反应容积 RV /总水量Q，本规范确定普通 SBR 有效反应时

间的计算公式： 

24
1000

o e
ER

S

S St
L X

⎛ ⎞−
= ⎜ ⎟

⎝ ⎠
 

3.6.3  普通 SBR 污泥负荷和容积负荷 

普通 SBR 污泥负荷 SL 参照 GB 50014－2006 表（6.6.10）及表（6.6.18）的有关规定。 

本规范分别规定了以去除碳源污染物为主和强化生物脱氮功能时 SBR 污泥浓度 X 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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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由于 SBR 为静置沉淀，X 取值大于普通活性污泥法。 

普通 SBR 容积负荷 VL 根据 SL 及 X 的取值进行计算： 

V SL L X= ⋅  

3.6.4  需氧量和剩余污泥量计算 

本规范参照 GB 50014－2006 中的相关规定，引用曝气阶段需氧量，标准状态需氧量，

剩余污泥量等计算公式，以及公式中主要参数的选值。 

3.6.5  排水时间参数设计影响因素 

与普通活性污泥法相比较，设计排水时间是 SBR 工艺中一个特殊的工艺参数，由于 SBR

工艺沉淀与排水的间歇性，排水时间这一参数的设置对 SBR 工艺的处理效果有较大的影响，

其设计应注意以下因素： 

（1）应控制在排水期即将结束时水中溶解氧不低于 0.5mg/L，防止反硝化而产生沉淀

的活性污泥上浮现象； 

（2）为了防止活性污泥溢出，活性污泥沉淀最终界面与排水结束时最低水位之间，宜

保持适当的保护水深； 

（3）SBR 排水采用滗水方式，即用滗水器沿水面将澄清后的上清液撇出； 

（4）滗水器的排水速度以不挠动沉淀中的污泥层为原则，水位下降速度以 30～

50mm/min 为宜。 

3.7  SBR 变形工艺参数 

3.7.1  SBR 变形工艺设计计算及参数 

各种变形 SBR 工艺均是对普通 SBR 工艺的改进和完善，基础是普通活性污泥法，本规

范收入的变形 SBR 的基本工艺的设计计算及参数（污泥负荷、混合液污泥浓度、泥龄、充

水比、耗氧量、有效水深等）可参照普通 SBR 规定并结合实际经验选择。 

3.7.2  前置缺氧循环式活性污泥工艺（CASS）参数 

（1）CASS 工艺反应池容积确定： 

CASS 反应池设计污泥负荷、污泥浓度的选择以及反应池容积的计算与普通 SBR 工艺

相同。 

（2）生物选择区 

CASS 是在 SBR 反应池进水端设置一个生物选择区，即 CASS 反应池中间设一道隔墙，

将池体分割为缺氧生物选择区和主反应区两部分，生物选择区的容积为 CASS 反应池总容积

的 20%左右。缺氧生物选择区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污泥膨胀及反硝化脱氮，主反应区继续去

除 BOD5 并完成氨氮硝化反应。在一般情况下，混合液回流比为 20％；如果要求去除总氮，

混合液回流比则根据总氮脱除率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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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生物选择区与主反应区的容积比为 1∶4，这是由平均反硝化速率是硝化速率的 4

倍而决定的。 

（3）CASS 工艺排水方式及滗水器的设计与普通 SBR 相同。 

3.7.3  其它变形工艺（CAST、DAT-IAT 和 AICS） 

SBR 其它 3 种变形工艺 CAST、DAT-IAT 和 AICS 的工艺流程、工艺说明及工艺设计等

相关内容作为资料性附录在本规范中分别进行了介绍。 

3.7.3.1  前置厌氧缺氧循环式活性污泥工艺（CAST）参数 

（1）CAST 工艺反应池容积确定： 

CAST 反应池设计污泥负荷、污泥浓度的选择以及反应池容积的计算与普通 SBR 工艺

相同。 

（2）生物选择区 

CAST 反应池的厌氧生物选择区（器）是为除磷而设置的，厌氧生物选择区（器）溶解

氧浓度 DO 为零。聚磷菌在厌氧条件下可充分地释放磷，并快速吸收易降解的 BOD 储备必

要的能量，而后在好氧区内，聚磷菌所吸收的有机物被降解，提供能量，同时从污水中过量

地吸收磷，形成高磷污泥。CAST 系统以排出剩余的高磷污泥而获得良好的污水除磷效果。 

CAST 反应池（器）的缺氧生物选择区（器）是为防止污泥膨胀和脱氮而设置的。在缺

氧生物选择区（器）溶解氧浓度 DO≤0.5mg/L，污水进行反硝化反应，脱除总氮。 

CAST 反应池也可以只设置厌氧生物选择区（器），功能仍为聚菌磷释放磷，其容积约

占总容积的 10％～15％。硝化与反硝化在主反应区内同步进行。 

（3）CAST 工艺排水方式及滗水器的设计与普通 SBR 相同 

CAST 工艺与 CASS 基本相似，区别在于 CAST 工艺中的生物选择区再次进行划分，分

为缺氧区和厌氧区，容积比例控制在 1︰2 左右。缺氧区和厌氧区占总容积的 10%～30%，

在工程设计时生物选择区总容积根据进水水质的可生化形大小，即 B/C 大小进行调整。 

3.7.3.2  连续和间歇曝气工艺（DAT-IAT）参数 

DAT－IAT 工艺与普通 SBR 工艺的最大区别在于连续进水、DAT 池连续曝气，IAT 池

为间歇曝气、间歇排水。清水和剩余活性污泥均由 IAT 排出。IAT 和普通 SBR 反应池一样,

其运行操作由进水、反应、沉淀、出水和待机五个阶段组成。 

DAT－IAT 工艺设计，污泥负荷的选择及反应池容积计算与普通 SBR 系统相同。 

根据 DAT-IAT 工艺本身的特征，参照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资料，及天津市开发区污水处

理厂的实际运行记录及处理效果，本规范推荐了反应池的设计参数和运行控制参数。反应池

内溶解氧浓度高于 2.5mg/L 时不能增加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有时会降低设施的处理效果，

而且高溶解氧还会增加运行成本。溶解氧浓度低于 1.5mg/L 时，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会明显

降低。因此推荐溶解氧的调节范围为 1.5mg/L~2.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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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3  交替式内循环活性污泥法（AICS）工艺参数 

交替式内循环活性污泥法（AICS-Alternated internal cyclic system）是北京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针对 SBR 及其它变形工艺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污泥分布不均匀、容积和设备利用

率低等问题，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 SBR 变形工艺。该工艺通过完整的内循环系统使各反应

池的污泥分布趋于均匀化，池容利用率提高到 0.71，系统同时呈现推流式和完全混合式两种

水力学特点。该工艺是我国独立开发完成的污水处理工艺，已有一定的工程应用。 

本规范推荐的 AICS 的工艺设计参数包括：污泥负荷、周期数、周期工作时间、高水位

污泥浓度、池子个数、混合液浓度、SVI 值、充水比、选择区容积百分比、主反应区容积百

分比和污泥龄等。 

运行周期：运行周期根据污水水量、水质确定。不同地区气温等外界因素差异较大，同

时各地相同行业/产品产生的废水水质也会不同，对于以生活污水为主的污水处理设施，本

规范中对运行周期进行了规定；对于以工业废水为主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周期宜根据设计公

式计算，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污泥容积负荷：根据实际运行效果、实验室的数据，以及参考 GB 50014－2006 中的相

关规定对不同去除目的下（有机物降解、脱氮和除磷）污泥的容积负荷作了规定。 

堰口负荷：根据 AICS 工艺使用的不同出水堰形式，堰口负荷要求也不相同。滗水器滗

水量大，一般采用 10～15 L/s·m；可调式活动堰，活动范围小，堰口负荷常采用 5～10 L/s·m；

固定式出水堰一般采用 5 L/s·m 以下。 

3.8  监测与运行管理 

本规范对 SBR 工艺运行，运行监测，设备管理等共性问题作出了规定。 

3.8.1  监测 

采用 SBR 工艺的污水处理工程应参照 CJJ 60 的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监测控制系统，

一般监测系统主要包含在线监测、现场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等组成。为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和处

理效果，及时发现异常现象，应按照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操作规程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率

和取样点改等进行操作和管理。监测项目一般包括水温、pH、浊度、DO、COD、BOD 等。 

3.8.2  运行管理 

（1）反应池运行调节 

1）水量变化的调节 

当处理水量变化时通过调节排水比（充水比）和运行周期两种措施来解决因为水量的变

化给系统带来的冲击。一般情况下，采用调解排水比的方式来消除水量变化对系统产生的冲

击，发生特殊情况水量波动大依靠调节排水比不能解决时，可调节运行周期，来适应水量的

波动。 

2）排水调节 

根据国内 SBR 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及国外的设计资料，排水速度宜控制在液面下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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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于 30mm/min，最大不宜大于 35mm/min。 

（2）曝气调节 

根据好氧微生物的生理要求，及不同溶解氧状态下的处理效率的差异，同时参考（GB 

50014－2006）中活性污泥法的规定，应按操作规程规定或发现系统运行异常时及时监测反

应池溶解氧，主反应区溶解氧浓度宜控制在 2mg/L 左右。 

（3）污泥观察与调节污泥管理 

活性污泥的性能主要从污泥的颜色、状态、气味、生物相以及上清液的透明度、污泥浓

度等几个方面表现出来。因此本规范在规定污泥管理中规定了需要观察或监测的项目以及排

泥时的依据和控制指标。沉淀工序结束时污泥界面至最高水面距离宜等于或大于 1800mm。 

（4）机械设备的管理 

1）SBR 滗水器 

在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按照设备使用说明书上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日常管

理中要规定每班都要对滗水器进行巡视，且至少一次，发现异常或故障应及时处理。 

滗水器故障停运时期间可临时用事故排水管排水。 

2）SBR 自动控制系统 

相对于其他活性污泥法，SBR 对自动化控制程度与精度的要求较高，自动化控制系统

能否稳定可靠运行直接决定了 SBR 工艺的处理效果。应严格按照运行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定期检查、检验、维护保养在线监测仪器仪表、自动控制机械设备和中央控制/分散控制系

统等，日常管理中要按规定现场巡检，当发现异常或故障时应及时处理。 

3）SBR 工艺采用的其他主要机械设备与一般城市污水处理厂大致相同，在《城市污水

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60－94）中已有详细规定和要求，本规范要求按

照 CJJ60－94 执行。 

4  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其它标准的关系 

在国家现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和相关环境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中，对环境保护设施的

建设与正确使用均提出了要求。本规范属于环境污染治理工艺方法规范，是国家环境标准体

系之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环境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并用，将为环境保护

设施的建设、运行以及环境监督管理的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撑。 

5  实施本规范的管理措施建议 

建议各级环境保护主部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且环境保护管

理、排污许可证管理和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等项工作中积极采用本规范，以加强对环境保护设

施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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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普通 SBR 反应池（器）的负荷设计法 

设：V 、 1V 、 2V 分别为反应器总容积、充水体积和未充水前最低水位时水的体积。 

V 、 1V 、 2V 之间的关系： 

1 2V V V= +  

式中： 

V ——反应器总容积，m3； 

1V ——反应器充水体积，m3； 

2V ——反应器未充水前最低水位时水的体积，m3。 

命充水比： 

1m V V=  

式中： 

m ——充水比； 

1V ——反应器充水体积，m3； 

V ——反应器总容积，m3。 

由（1）、（2）得： 

( )
2

2

1
1

m V V
V V m
− =

= −
  

式中： 

m ——充水比； 

1V ——反应器充水体积，m3； 

V ——反应器总容积，m3； 

2V ——反应器未充水前最低水位时水的体积，m3。 

上述公式适合单池设计和多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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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1

1

2 1

c

c

c

V n V
V n V
V n V
V V V
m V V

V V m

= ⋅

= ⋅

= ⋅

=

=

= −

单

1单

2单

单 单 2单

单 单

单 单

＋
  

式中： 

1V  ——反应器充水体积，m3； 

V  ——反应器总容积，m3； 

2V  ——反应器未充水前最低水位时水的体积，m3。 

cn  ——反应池的个数； 

V
单

 ——单个反应器总容积，m3； 

V
1单

 ——单个反应器充水体积，m3 

V
2单

 ——单个反应器未充水前最低水位时水的体积，m3 

m  ——充水比。 

周期时间之间的关系： 

1 2

1

2

F O

S D b

F O S D b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 + +
= + + + +

＝ ＋

＝ ＋
  

式中： 

t  ——一个周期的时间，h； 

t反  ——污水处理所需的反应时间，h； 

t总（HRT） ——总的水力停留时间，h； 

t1  ——一个周期内的反应时间，h； 

t2  ——一个周期内的非反应时间（沉淀时间和排水时间及待机时间之和），h； 

Ft  ——一周期内的进水时间，h； 

Ot  ——一周期内的曝气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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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一周期内的沉淀时间，h； 

Dt  ——一周期内的排水时间，h； 

bt  ——一周期内的待机时间，h。 

设定反应时间比为反应时间 t反 与总水力停留时间 t总（HRT）的比值，用 e表示： 

e t t= 反 总   

式中： 

e  ——反应时间比； 

t反  ——污水处理所需的反应时间，h； 

t总（HRT） ——总的水力停留时间，h。 

设定一天内周期数为 Zn ： 

1Zn t＝ （周期／天） 

已知 t t t t= 1反 总 ，由式（6）、（7）得： 

( )2 2 21 1 Ze t t t t t t t n t= = − = − = −1  

反应池（器）总容积： 

V Q HRT Q t= ⋅ = ⋅ 总  

有效反应容积： 

V Qt
V V Qt Qt t t e

=

= = =
反 反

反 反 总 反 总

 

由于污水处理所需反应时间 t反 ： 

( )
1000

o e

S

S S
t

XL
V Qt

−
=

=

反

反 反

 

式中： 

Q  ——设计污水量，m3/d 

oS  ——反应池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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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反应池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SL ——反应池的五日生化需氧量污泥负荷 kgBOD5/(kgMLSS·d)； 

VL  ——反应池的五日生化需氧量容积负荷 kgBOD5/(ｍ3·d)； 

X ——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MLSS，kg/m3； 

VX ——反应器内污泥总量，kg。 

容积负荷： V SL L X= ⋅  

则有效反应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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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Q、 oS 、 eS ；选定 SL 、 X 、 SVI 、充水比m 。 

SL 为污泥负荷选定：kgBOD/kgMLSS·d 

X 为混合液污泥浓度 MLSS 选定：3～5kgMLSS／m3 

SVI 为污泥体积指数：≤120（mL／g） 

设定：SBR 沉淀后的污泥浓度为
1

nX
SVI

= （Xn≥8.33 kg/m3），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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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代入上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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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kgMLSS mX = ，
30.12m kgSVI ≤ ， 0.4m ≥ 或 ( )1 0.6m− ≤ ；选定 X 、m

及对应的 SVI ；确定每周期内的沉淀时间、排水时间之与待机时间之和 2t ；每日平均处理

水量为Q；每周期进水量为充水量： 1V mV= ；则周期数： 

Zn Q m V= ⋅  

由式（6）得： 21 Ze n t= − ，将式（15）代入式（6）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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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4）e t t= 反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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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Q t= ⋅ 总  

由式（16）（17）得： 

( )2V Q t t m= +反  

由式（11）（12）（18）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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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2 S D bt t t t= +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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