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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排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江、赵珊、白宇、蒋勇、张荣兵、葛勇涛、郝书峰、郭学彬、常菁、刘垚、

孙冀垆、陈刚新、韩军、彭浩、白金、李烨。赵珊、黎艳、常江、王佳伟、王国安、郭学彬、郝书峰、

彭浩、田凌宇、潘萌、王思维、李亚明、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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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城

镇再生水厂恶臭治理工程稳定运行，提升其环境友好程度，改善北京市空气质量，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是HJ 2038-2014《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CJJ 60-2011《城镇污水处理

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T 243-2016《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的有益补充。

细化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的一般规定、工程设计、施工与验收、运行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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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管理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镇再生水厂的恶臭污染治理工程，城镇雨污水提升泵站和不在城镇再生水厂内的污

泥处理厂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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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334  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083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处理 

HJ 2038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DB11/50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T 852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DB11/1195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243  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14554、GB18918、CJJ/T 243、DB11/5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再生水厂 municipal reclaimed water plant 

以进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为水源，对其进行净化处理，达到排放或使用要求的水处理厂。 

3.2  

污水处理设施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位于城镇再生水厂内，用于处理城镇污水所配置的设备、设施及其所在空间的统称，包括格栅、提

升泵房、沉砂池、初沉池、生化池、二沉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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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再生水生产设施 reclaimed water production facilities 

位于城镇再生水厂内，用于生产再生水所配置的设备、设施及其所在空间的统称，包括滤池、混凝

沉淀池、消毒池、膜池等。 

3.4  

污泥处理设施 sludge treatment facilities 

位于城镇再生水厂内，用于污泥处理所配置的设备、设施及其所在空间的统称，包括浓缩池（机）、

脱水机、热水解设备、厌氧消化池（罐）、好氧发酵设备、干化设备等。 

4 一般规定 

4.1 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应符合 GB 14554、GB 18918、DB11/ 501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

标准的规定。 

4.2 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设计应执行 CJJ/T 243等的规定。 

4.3 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施工应执行 CJJ/T 243、JGJ 46等的规定。 

4.4 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质量验收应执行 GB 50334、CJJ/T 243的规定。 

4.5 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2038、DB11/T 852、CJJ 60等的规定。 

4.6 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污染物监测应符合 HJ 905、DB11/1195、HJ 1083等的规定。 

5 工程设计 

5.1 前期调研 

5.1.1 现有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设计，宜以恶臭污染物现况实测结果作为工程设计的主要

依据。现状实测监测方案应包含下列规定： 

a) 监测项目应依据城镇再生水厂相关标准要求选取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等指标； 

b) 监测点位设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在构筑物或设备周边和厂界； 

c) 应监测再生水厂正常运行状态下的恶臭污染物浓度，监测频次根据相关标准及臭气排放特征确
定； 

d) 监测实施单位应具备相关检测资质； 

e) 恶臭污染现况实测结果记录，可参考附录 A。 

5.1.2  新改扩建城镇再生水厂恶臭污染治理工程设计，宜参考同类工程作为工程设计的主要依据。 

5.2 源头与过程控制  

5.2.1 城镇再生水厂的污水污泥处理工艺布置和设备优化选型时，应考虑恶臭污染物源头控制要求。 

5.2.2 污水进水至生化池（不含）、污泥处理设施排放的恶臭气体宜封闭收集，生化池厌缺氧段排放

的恶臭气体宜封闭收集。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及再生水生产设施排放的恶臭气体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封闭收

集。 

5.2.3 设备、设施应优先采用单体封闭，封闭罩不应影响设备正常运行，工作人员在封闭罩外进行操

作。如无法实施单体封闭，可采用空间封闭，并采取必要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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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初沉池、生化池厌缺氧段等构筑物封闭时，应采取低加罩方式，在罩外布置电气设备。使用水

上行走设备的构筑物，应根据实际情况，强化行走设备的封闭效果。 

5.2.5 污泥转运间等空间封闭宜采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恶臭气体封闭在空间内部，避免通过门窗或其

他开口（孔）部分向外逸散。 

5.2.6 封闭罩、封闭空间的人员、设备进出口宜采用自动门或带有磁吸的软帘封闭。 

5.2.7 与污水污泥直接接触的工作场所墙地面可根据需要，采取原位处理等除臭措施。 

5.3 治理工艺路线 

5.3.1 按照 CJJ/T 243要求，结合恶臭污染排放特征、处理要求、安全要求、区域环境敏感程度、场

地情况、投资和运行费用等因素综合比较选择恶臭污染治理方案工艺路线。 

5.3.2 恶臭污染治理方案工艺路线可结合城镇再生水厂规模、恶臭污染种类等因素，确定采用集中或

分散式处理工艺路线。如条件许可，宜采用集中处理工艺路线。 

5.3.3 集中式处理工艺路线，宜以生物除臭为主，结合吸收、吸附等多种工艺单元的组合式工艺路线。

不宜采用燃烧、放电等除臭工艺或设备。 

5.3.4 根据恶臭气体性质的差异，采用分散式处理工艺，宜符合下列要求： 

a) 生化池等区域产生的恶臭污染物浓度较低，宜采用生物法除臭； 

b) 污水进水至生化池（不含）及污泥处理区域产生的恶臭污染物浓度较高，宜采用生物法与吸收
法等多种组合工艺除臭； 

c) 存在恶臭污染的室内工作场所和空间，宜增设室内微污染空气处理系统或新风系统； 

d) 间歇性排放恶臭污染物的场所，宜采用吸收法或吸附法除臭。 

5.3.5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的平面布置宜靠近总风量占比大的构筑物。当产生恶臭污染的构筑物布置分

散时，宜采用分区处理。处理净化后的气体宜合并后集中排放。 

5.3.6 恶臭污染治理工程的主风机宜放置在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后，风机选型宜考虑不超过 15%的风量/

风压余量。风管材质需防腐、防湿，不宜埋地敷设，架空风管的高度应满足再生水厂正常运行的要求。 

5.3.7 涉及用水的装置应考虑冬季防冻，生物除臭装置应考虑冬季微生物活性下降。新风系统应考虑

冬季引入室外冷空气对室内温度的影响。 

5.3.8 恶臭污染治理工程可采取增设隔音罩等手段消除噪声污染。 

5.4 自控系统 

5.4.1 恶臭污染治理工程宜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5.4.2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宜采用集中监视、分散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 

5.4.3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的控制应与再生水厂的系统控制相结合。 

5.4.4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可采用便携式仪表监测风量、设备压降，且在设备出口设置恶臭污染物监测

仪表。 

5.4.5 参与控制和管理的机电设备应设置工作与事故状态的检测及报警装置。 

6 施工与验收 

6.1 施工要求 

6.1.1 施工前应组织施工人员召开设计交底会，留存会议记录。 

6.1.2 施工前施工人员应按设计要求复核反应器基础、预留、预埋。 



DB11/T 1755—2020 

4 

6.1.3 封闭施工结束后，应在封闭罩、封闭空间上做出封闭和安全提示；可开启式的门、窗或孔，宜

做出及时关闭的提示。 

6.1.4 风管施工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强化管道连接部位的封闭效果。 

6.1.5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就位后，再进行与主风管的连接。 

6.1.6 恶臭污染治理主风机就位后，再进行与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和排气筒的连接。 

6.1.7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配套的水质仪表的表头应避免暴露于空气中。 

6.2 验收要求 

6.2.1 自控设备验收时，应分别检测手动和自控控制两种操作模式。 

6.2.2 排放验收应执行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及其他相关规定。监测时应注意环境气

象条件，注意选择合理的监测点位和时段。 

6.2.3 工程通过验收后，应编制恶臭污染治理工程运行维护手册。 

7 运行管理 

7.1 日常巡检 

7.1.1 恶臭污染封闭罩、封闭空间应定期巡检，巡检记录表可参考附录 B。恶臭污染封闭罩和观察窗

在开启使用后，应及时关闭。非正常封闭状态，应采取应急除臭措施。 

7.1.2 风管风量应定期自行复核，复核记录表可参考附录 C。 

7.1.3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应定期巡检，巡检记录表可参考附录 D。如恶臭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运

行，则应采取应急除臭措施，查出异常、排除异常等都应做记录。巡检可采用以下方式： 

a) 看现场环境、泵出口压力、风机油位、水箱液位、搅拌机运转等是否存在异常； 

b) 听运转设备声音，判断是否有异常现象； 

c) 检测运转设备轴承座（盒）温度、管道是否有振动，判断是否存在异常； 

d) 分辨现场异味，判断设备封闭性及其他是否存有异常。 

7.1.4 日常巡检中应注意观察污水和污泥的跑冒滴漏，定期清除易散发恶臭的垃圾和沉积物等。 

7.2 运行维护 

7.2.1 应定期检测排气筒和厂界恶臭污染物浓度，确保恶臭污染治理工程正常运行。 

7.2.2 在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要求前提下，结合需求开展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自行评测，评测

记录表可参考附录 E。宜开展厂界恶臭污染物自行评测，评测记录表可参考附录 F。 

7.2.3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的化学药剂投加和使用，应参照化学品安全数据说明书（MSDS）执行，药
剂投加注意事项和安全操作步骤参考附录 G。 

7.2.4 操作人员在对封闭罩或设备进行维修维护时，必须先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监测硫化氢、氨气、

CH4和可燃气等有毒气体在安全限值以下后，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具进行操作。 

7.2.5 再生水厂设施维护维修时，应同时对配套的恶臭污染治理工程的封闭、传输及治理设施进行维

护，并做好记录。 

7.2.6 与污水污泥直接接触的工作场所墙地面应及时清洁。 

7.3 应急预案 

7.3.1 恶臭污染治理工程应急预案应纳入城镇再生水厂应急预案体系，可参考附录 H。 

7.3.2 恶臭污染治理工程应急预案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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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应急组织机构并明确职责，提供应急装备物资保障、技术保障、安全防护保障、通讯信息
保障等； 

b) 预案中应包含编制预案目的、原则、编制依据、适用范围等； 

c) 制订异常停机后应急处理预案、化学药剂泄露等专项应急预案等； 

d) 操作及管理人员定期接受相关应急处置方面的教育、培训、演练和考核。演练形式可采取桌面
演练、功能演练、全面演练等形式。 

7.3.3 应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及修订，并做好档案管理。 



DB11/T 1755—2020 

6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恶臭污染现况实测结果表 

表A.1 恶臭污染现况实测结果表 

监测单位： 

采样日期： 

采样地址： 

大气压力： 

大气温度： 

大气湿度： 

风向： 

风速： 

天气状况：!晴  !阴  !其他     

水厂运行工况：!正常  !非正常 

附件：采样点布置图 

采样点

位 

硫化氢 

(mg/m
3
) 

氨 

(mg/m
3
) 

臭气浓度 

（无量纲） 

其他 
具体位置描述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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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恶臭污染封闭罩、封闭空间巡检记录表 

表B.1 恶臭污染封闭系统巡检记录表 

巡检日期： 

记录人： 

序号 封闭点位 封闭方式 封闭状态 备注 

1 进水井    

2 格栅机    

3 栅渣车    

4 沉砂池    

5 洗砂机    

6 生化池厌缺氧段/选

择段 

   

7 污泥浓缩机    

8 污泥脱水机    

9 车间内排水渠道    

10 污泥转运间    

......     

注1：封闭方式以下列代号表示： 

1代表设备封闭罩； 

2代表水面盖板； 

3代表封闭空间； 

4代表其他。 

注2：封闭状态以下列代号表示： 

×代表非正常，需在备注写明状态和处理措施； 

√代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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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 录 C 

（资料性） 

风管风量复核记录表 

表C.1 风管风量复核记录表 

序

号 

位置

说明 

风管

形状 

尺寸（D或

L*D）m 

实测风量 

(m
3
/h) 

设计风量 

(m
3
/h) 

复核结果 

实测与设计风量差距在 15%以

内（含），认为风管风量合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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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巡检记录表 

表 D.1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巡检记录表 

巡检日期： 

记录人：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编号：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名称： 

时间 
风机 水泵 液位 阀门 ... 

状态 频率 状态 是否运行 状态 高度（cm） 状态（开/关） 是否运行 ... 

          

          

          

          

          

          

          

          

          

          

          

          

          

          

          

          

          

          

          

注：设备状态以下列代号表示： 

×代表非正常，需在备注写明状态和处理措施； 

√代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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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附 录 E 

（资料性）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自行评测记录表 

表 E.1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自行评测记录表 

检测日期： 

记录人：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编号：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名称： 

检测方法： 

采样地点：除臭设备排气筒 

排气筒高度： 

排气筒面积： 

排气筒内风速： 

时间 

封闭罩、封闭空间内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出口 

H2S NH3 气温 湿度 H2S NH3 嗅觉感官 气温 湿度 气速 

mg/m
3
 mg/m

3
 ℃ % mg/m

3
 mg/m

3
 无量纲 ℃ % m/s 

           

           

           

           

           

           

           

           

           

           

           

           

注1：检测方案优先采用DB 11/501中规定的方法，硫化氢也可采用《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或《居住区大

气中硫化氢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11742测定。 

注2：也可采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和风速仪进行测量。 

注3：嗅觉感官：填写无嗅味、轻微嗅味、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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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附 录 F 

（资料性） 

厂界恶臭污染物自行评测记录表 

表 F.1  厂界的恶臭污染物自行评测记录表 

检测日期： 

记录人：  

检测方法： 

采样地点：厂界 

大气压力： 

大气温度： 

大气湿度： 

风向： 

风速： 

 
厂界 

上风向 下风向 1 下风向 2 下风向 3 

H2S 

mg/m
3
 

    

NH3 

mg/m
3
 

    

嗅觉感官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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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附 录 G 

（资料性） 

药剂投加注意事项和安全操作步骤 

 

G.1 基本要求 

危险化学品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591号等相关规定储存和使用。 

G.2 注意事项 

G.2.1 操作人员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范。 

G.2.2 使用药剂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掌握其性能、特点，安全正确

的使用，并采取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或防护用具防止对人体或环境造成损害。 

G.2.3 操作人员应掌握药剂的性能，熟知应急措施和预防处置措施。 

G.2.4 发生药剂泄漏时，应立即按照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的相关规定组织启动和处置，将损失降到最

小，并及时上报。 

G.3 安全操作步骤 

G.3.1 卸药过程中佩戴符合防护要求的防护用品，使用质量合格的工具。 

G.3.2 每天巡视药罐液位情况，在低液位时，通知药剂厂家送药。 

G.3.3 检查加药管道是否畅通。 

G.3.4 待进药口与药罐车连接后，打开进药手动阀，加满后，关掉药罐车处阀门，打开进药口处的管

道泄空阀，将管道内剩余药剂排放至废液桶，之后关掉进药阀与泄空阀，加药完成。 

G.3.5 定期检查加药泵、加药管，防止堵塞。 

G.3.6 当设备长期不用时，将药剂排放至中和水箱，稀释或中和后排放干净，并用清水清洗设备。 

G.3.7 工作时应安排两人以上。 

G.3.8 采集药剂样品时应戴防腐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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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  

附 录 H 

（资料性） 

恶臭污染治理设施应急预案 

H.1 管理目标 

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降低恶臭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自身风险和环境风险。 

H.2 现场应急体系 

为保证设备运行期间的安全，并在发生突发事件后能够及时有效的得到处理，将事故危害降低到最

低程度，减少损失，防止发生混乱，特针对恶臭污染物治理设施的特点，制定以下安全预案。 

H.3 组织机构 

H.3.1 指挥组： 

负责调试现场的抢险、救护、疏散、报警，指挥各小组按部就班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到临危不乱，

指挥有序，抢救得力，报警及时。 

H.3.2 通讯联络组：                                   

负责通知、联络项目负责人、安全员及有关人员迅速赶到出险现场，向上级报告事故的情况，呼叫

救护车（120、999），紧急抢救伤员。 

H.3.3 抢险行动组： 

负责利用各种急救工具、器材进行抢险工作，尽一切可能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H.3.4 现场保护组：                                  

负责指挥群众疏散，设立警戒线，保护好现场。 

H.3.5 安全救护组：                                  

负责指挥抢救伤员，有权调动一切车辆（包括职工私人车辆），以最快的速度抢救伤员或护送到医

院。 

H.3.6 引导组：                                       

负责接到报警后，立即跑到临近路口，引导有关车辆到调试现场。 

H.4 报警和接警的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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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值班人员或领工员发生事故后，应该及时按报告流程进行报告，同时启动安全预案，当发生安

全事故时，由值班人员或领工员视伤者情况及时报警或送医院抢救，当发生火情后，首先拉闸断电，根

据火情的性质及时报火警“119”。 

H.5 预案响应及程序 

H.5.1 为了保障安全预案工作的实施，及时响应。 

H.5.2 水厂的技术、安全人员经常巡视现场，并定时检查现场用电，当发现危险隐患时，停止设备运

行，撤离人员同时上报相关部室。 

H.5.3 当现场出现事故时，但无人员伤亡时，启动预案，及时上报各级领导。当出现人员伤亡时，全

面启动预案，各种救援措施立即启动。同时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H.6 应急措施及事故处理方案 

H.6.1 现场人员在发现事故后，应该及时报告有关人员，同时启动安全预案，当发生安全事故时，由

现场人员视伤者情况及时报警或送医院抢救 

H.6.2 当发生伤亡事故后，现场立即组织人员抢救，并由现场技术、安全组织，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现场常备大板，钢管、顶丝、铁锹等物品，以备在组织抢救时，临时支护用。 

H.6.3 事故处理后不得擅自处理现场，经有关部门查明事故后方可恢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