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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回用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回用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的一般要求、管理制度、运行维护、安全与应急。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工业园区以二级处理后出水为原水的回用水处理设施的运行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9249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GB/T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20103 膜分离技术 术语

GB/T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37136 电力用户供配电设施运行维护规范

GB/T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CJJ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243 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

DL/T572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DL/T814 配电自动化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9249、GB/T20103、GB/T21534、GB50013、GB5001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一般要求

4.1 工业企业应遵循源头控制的原则,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水的产生和排放。

4.2 工业企业依据行业类型、水质、水量、回用要求、排放标准和节水目标等,围绕过程循环和回用,按
串联用水、分质用水、梯级利用的方式,系统考虑废水回用,选择技术经济合理的处理设施,并符合相应

的标准要求。

4.3 工业园区加强统筹规划、统一协调,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级处理、分质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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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宜建设或升级数字化管控平台,在监测、预警、应急等方面提升工

业废水回用的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化管控水平。

4.5 工业企业、工业园区针对工业回用水处理设施制定的运行与管理措施,除遵守本文件外,还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5 管理制度

5.1 建立系统、规范的运行管理制度,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并及时更新。

5.2 设置管理、操作、化验和维护等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及分工。人员上岗之前应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等,合格后上岗并进行动态考核。

5.3 建立设备设施检查维护制度,运行日常记录包括设备运行记录、巡回检查记录、水质检测记录、药
剂使用记录、日常维修保养记录、大修和更换记录、事故记录、交接班记录等(见附录A)。

5.4 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和运营管理所有程序的关系),运营管理中的所有程序和过程应进行

全面准确的记录、备份和归档,包括设施原始资料、运行日常记录、技术资料等。设施原始资料包括采

购、设计、施工、调试、验收等。

6 运行维护

6.1 水质

6.1.1 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应加强废水水量水质监测。根据水量水质变化,合理指导设施稳定运行。

6.1.2 根据工艺流程及废水回用水质要求,合理设置水质关键控制点和水质监测点。

6.1.3 用于循环冷却系统补给水的回用水水质应符合GB/T19923的规定;用于工艺用水的回用水水

质,应符合相应工艺用水要求;用于杂用的回用水水质,应符合GB/T18920的规定。

6.1.4 回用水水质检测不合格时,立即停止供水并切换至备用水源,及时整改,直至水质合格后才能

投运。

6.2 设备设施

6.2.1 调节设施

根据进水水量及水质的变化进行调节,使水质水量均衡,并在合理范围内。

6.2.2 生物处理设施

6.2.2.1 各池进水水量应配水均匀。对于多点进水的曝气池,合理分配进水量。

6.2.2.2 根据不同工艺要求,控制溶解氧(DO)符合CJJ60的相关规定。

6.2.2.3 实时在线监控pH、溶解氧(DO)、水温、化学需氧量(COD)等指标,并保证数据及时上传。

6.2.2.4 宜观察活性污泥颜色、状态、气味,发现异常时,及时测试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MLSS)、污泥

沉降比(SV)等指标,并调整运行工况。

6.2.2.5 宜定期观察曝气装置的运行,均匀曝气,污堵时应及时修复。

6.2.2.6 生物处理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附录B中B.1。

6.2.3 混凝澄清(沉淀)设施

6.2.3.1 调整流量、运行水位、pH、加药量,控制水力表面负荷、积泥泥位等,使设施的运行参数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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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范围,定期检测进出水悬浮物、硬度、碱度,保障出水水质。

6.2.3.2 混凝澄清(沉淀)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B.2。

6.2.4 介质过滤设施

6.2.4.1 保持滤速稳定,防止产生较大波动。

6.2.4.2 按照运行压差或进出水水质变化调整反洗方式、反洗频率、反洗历时等。

6.2.4.3 当反洗时出现滤料溢出,调整反洗参数。当反洗无法恢复滤料性能时应更换滤料。

6.2.5 臭氧(催化)氧化设施

6.2.5.1 臭氧发生系统

臭氧发生系统满足下列要求:

a) 启动前检查臭氧气体输送管道及布气系统畅通性,符合进气要求时方可启动设备;

b) 系统关闭后继续吹扫气体流路,无残留臭氧;

c) 每日观察并记录运行过程中的电流、电压、产气、供气等参数;

d) 定期校准臭氧浓度探测报警装置,臭氧尾气浓度符合GB3095的规定;

e) 臭氧泄漏时启动应急预案;

f) 当出现进气过滤器滤芯污染严重时立即更换;

g) 当出现臭氧产量达不到设计值时,检查臭氧发生系统,根据故障提示进行检修维护。

6.2.5.2 臭氧(催化)氧化装置

臭氧(催化)氧化装置满足下列要求:

a) 对臭氧输送管道进行定期检查,防止出现破损或老化导致泄漏;

b) 定期校验监测仪表,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6.2.6 超(微)滤设施

6.2.6.1 记录产水及浓水流量、进出水压力、产水浊度等运行参数,监控跨膜压差和产水流量的变化,保
障产水水量和水质。

6.2.6.2 根据跨膜压差或产水流量、水质变化调整反洗和冲洗的方式、频率、历时等。

6.2.6.3 化学清洗应观察清洗液颜色和pH值的变化,调整加药或更换清洗液。

6.2.6.4 化学清洗应控制清洗液温度不超过膜的运行温度阈值。清洗后排净清洗液,宜用产水漂洗和

冲洗。

6.2.6.5 化学清洗应记录清洗时间、药剂用量、清洗前后膜设施流量、跨膜压差等参数变化。

6.2.6.6 化学清洗或膜完整性检测和修补后,产水水质、产水水量或跨膜压差仍不能满足设计要求,考
虑更换膜组件。

6.2.6.7 超(微)滤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B.3。

6.2.7 保安过滤器

6.2.7.1 滤芯更换周期一般为3个月,具体根据使用要求和运行情况更换。

6.2.7.2 运行时应检查并记录进、出口压差。一般当压差大于0.07MPa时,应更换滤芯。

6.2.8 反渗透(纳滤)设施

6.2.8.1 记录产水及浓水流量、进水及浓水压力、段间压力、进水及产水电导率等运行参数,监控段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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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产水流量、回收率、脱盐率的变化,保障产水水量和水质。

6.2.8.2 临时停机后每2d进行一次低压冲洗。停机时间预计超过一个月,可向组件内注满保护液,并
根据保护液种类定期更换。

6.2.8.3 停机前应冲洗,冲洗水宜为反渗透(纳滤)产水。

6.2.8.4 冲洗测试出水电导率,保证膜组件内的浓盐水被置换。

6.2.8.5 化学清洗应观察清洗液颜色和pH的变化,调整加药或更换清洗液。

6.2.8.6 化学清洗应记录清洗时间、药剂用量、清洗前后膜装置产水流量、段间压差等参数变化。

6.2.8.7 化学清洗或检维修后,脱盐率、产水流量或段间压差仍不能满足设计要求,考虑更换膜元件。

6.2.8.8 反渗透(纳滤)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B.4。

6.2.9 加药设施

6.2.9.1 记录加药种类、加药浓度、加药量、药剂消耗等,定期盘点药剂储存情况并及时补充。

6.2.9.2 药剂储存、警示及安全要求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6.2.9.3 定期检查、校正加药设施,包括计量泵、过滤器和仪表等。

6.2.9.4 药箱低液位时及时补充药剂。

6.2.10 消毒设施

采用次氯酸钠、二氧化氯、紫外、臭氧等对回用水进行消毒的设施,运行维护应符合CJJ60中的相

关规定。

6.2.11 污泥处理设施

6.2.11.1 污泥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CJJ60的相关规定。

6.2.11.2 根据污泥的不同组分采取相应的处理和处置方式。

6.2.12 除臭设施

6.2.12.1 除臭设施运行维护应符合CJJ/T243的规定。

6.2.12.2 废气排放应符合GB16297的相关规定。

6.2.13 输配系统

6.2.13.1 监测并记录回用水压力、流量、水质(pH、电导率、余氯)等指标,根据回用水需求进行调控。

6.2.13.2 回用水存储设施应定期清洗并保持清洁。

6.2.13.3 水泵阀门应定期检修维护。

6.2.13.4 回用水输配系统中井盖、水箱、管道及出水口等设施应涂覆规定颜色,在显著位置应标记“非
饮用水”或“回用水”。

6.2.14 电气与自动化系统

6.2.14.1 电气运行维护应符合GB/T37136的相关规定,自动化系统运行维护应符合DL/T814的相

关规定。

6.2.14.2 变压器运行维护应符合DL/T572的规定。

6.2.14.3 定期检查自控系统的电压及频率、控制单元及线路。

6.2.14.4 定期吹扫内部灰尘,保证风道的畅通和元件的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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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与应急

7.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应符合GB/T45001的规定要求。

7.2 识别不安全因素,制定相应的管理和处置措施。对生产区域实施安全标识,安全标识应符合

GB2894的相关规定。

7.3 针对生产安全、设施安全、水质安全、运行安全等制定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并定期进行

演练。

7.4 应急预案的制定应符合但不限于CJJ60的规定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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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运行情况及事故记录

A.1 设备运行记录见表A.1。

表A.1 设备运行记录

日期 设施名称
生物

处理

调节与

均质

混凝澄清

(沉淀)
介质

过滤

臭氧(催化)

氧化
超(微)滤

保安

过滤器

反渗透(纳滤)

反渗透 纳滤

设备

运行

记录

设备名称

运行情况

开机时间

关机时间

备注
进水量/m3

出水量/m3

 填表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A.2 巡回检查记录见表A.2。

表A.2 巡回检查记录

检查位置: 设备或单元名称:

巡视人(签名) 巡视日期 巡查时间 职位 巡查记录 备注

 填表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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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水质检测记录见表A.3。

表A.3 水质检测记录

水质检测

检测指标 调节设施 生物处理
混凝澄清

(沉淀)
介质过滤

臭氧

(催化)氧化
超(微)滤

保安

过滤器
纳滤 反渗透

色度

SS

pH

碱度

硬度

COD

氯离子

电导率

总氮

溶解性

总固体

取样人员(签名)

化验人员(签名)

 填表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A.4 药剂使用记录见表A.4。

表A.4 药剂使用记录

使用记录 生物处理 调节与均质
混凝澄清

(沉淀)
臭氧(催化)

氧化
超(微)滤 保安过滤器

反渗透(纳滤)

反渗透 纳滤

药剂名称

投放时间

投放量

 填表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A.5 日常维修保养记录见表A.5。

表A.5 日常维修保养记录

时间 维修保养内容 维修耗用情况 品保员(签名) 备注

 填表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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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大修和更换记录见表A.6。

表A.6 大修和更换记录

申请人 申请部门

项目编号 申请日期

产品批次号 设备号

更换/维

修原因

申请部门领导意见:

签名:

主管部门领导审批(必要时):

签名:

采购部门处

理情况及意见 签名:

申请部门确认 签名:

备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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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事故记录见表A.7。

表A.7 事故记录

事故名称

发生时间 结束时间 事故报告人

发生地点 所属部门

当事人 工号 事故部门主管

事故经过

当事人签名: 日期:

事故发生后

采取措施

事故损失
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

事故发生原因

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事故性质

事故责任

责任人(签名) 主要责任人 次要责任人

事故教训及

补救措施

防范整改措施

1 整改责任人 完成日期

2 整改责任人 完成日期

3 整改责任人 完成日期

参加人员(签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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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交接班记录见表A.8。

表A.8 交接班记录

日 期 年 月 日 班次 交班人员 (接班人签字)

一、工艺运行情况

二、设备运行情况

三、药剂投加情况

四、安全情况

五、其他工作交接

交接是否清楚 清楚□   不清楚□ 接班人员 (接班人签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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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

B.1 生物处理设施

生物处理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表B.1。

表B.1 生物处理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

活性污泥法

故障表现 故障排查 处理方法

曝气池有臭味 曝气池供氧不足,DO值低,出水氨氮较高等 增加供氧

污泥发黑
曝气池DO值过低,有机物厌氧分解释放出

硫化氢与铁作用生成硫化亚铁
增加供氧或提高回流比

污泥变白
丝状菌或固着型纤毛虫大量繁殖 调整营养配比或增加供养

进水pH过低,丝状霉菌大量生成 提高进水pH

曝气池表面出现浮渣

似厚粥覆盖于表面

浮渣中诺卡氏菌或纤发菌过量生长,或进水

中洗涤剂含量过高
清除浮渣,增加排泥

曝 气 池 泡 沫 过 多,

色白
进水中洗涤剂过多 滴加消泡剂

曝气 池 泡 沫 不 易 破

碎,发粘
进水负荷过高,有机物分解不完全 降低负荷

曝气 池 泡 沫 茶 色 或

灰色
污泥老化,泥龄过长,污泥解絮附于泡沫上 增加排泥

膜生物反应

器(MBR)

故障表现 故障排查 处理方法

曝气 空 气 达 不 到 标

准量

鼓风机故障 检查鼓风机

曝气管堵塞或破裂 清洗曝气管或更换

透过 水 量 减 少 或 跨

膜压差上升

部分膜堵塞 进行药洗

曝气异常,向上气流不足,膜丝冲刷和抖动

不充分
调整曝气量

生物池活性污泥异常

改善污泥性状,调整污泥排放量

阻止异常成分流入(油分等)

调整生化需氧量(BOD)负荷

营养物调整(添加碳、氮、磷等)

透过 水 的 悬 浊 成 分

增多

透过 水 的 悬 浊 成 分

增多

膜丝或软管损坏 检查膜丝或集水管的导流管

透过水的配管管线泄漏 修复或更换

透过侧生长有细菌

对透过水管路进行有效氯浓度

为100mg/L~200mg/L的次氯

酸钠清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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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混凝澄清(沉淀)设施

混凝澄清(沉淀)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表B.2。

表B.2 混凝澄清(沉淀)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

故障表现 故障排查 处理方法

絮体不下沉 混凝剂配比问题 经烧杯实验后调整加药比例

上清液浑浊 排泥不及时 及时排泥

泥水分离不彻底 斜板损坏或斜管堵塞 更换斜板或清除斜管堵塞

泥水分离不彻底 排泥管堵塞 疏通排泥管

排泥不畅 排泥泵故障 检修或更换

B.3 超(微)滤设施

超(微)滤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表B.3。

表B.3 超(微)滤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

故障表现 故障排查 处理方法

产水水质下降 检查是否有断丝 膜完整性检测,修补或更换

进水压力上升,产水量下降 生物污堵 非氧化性氧化杀菌

压差逐渐升高 有机污堵 化学清洗(碱洗)

压差迅速升高 无机结垢 加强化学清洗

B.4 反渗透(纳滤)设施

反渗透(纳滤)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见表B.4。

表B.4 反渗透(纳滤)设施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

故障表现 故障排查 处理方法

系统压降降低、进水压力降低、脱盐率降低 O型圈泄漏 更换O型圈

系统压降降低、进水压力降低、脱盐率迅速降低 膜组件泄漏 拆开检查并重新安装

系统压降迅速升高、进水压力迅速升高、脱盐率降低 生物污堵 非氧化性氧化杀菌

系统压降逐渐升高、进水压力升高、脱盐率降低 有机污堵 碱洗

系统压降迅速升高、进水压力升高、脱盐率降低 无机结垢 检查运行参数及化学清洗

系统压降降低、进水压力降低、脱盐率降低 膜氧化损伤 检查还原剂投加系统,更换损坏的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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