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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项目由来

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三千数年的城建史和昔日的繁华

盛世，给西安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文

化古都和旅游胜地。西安市土地总面积 10108km2，总人口 702.59万。

西安目前的供水量为 117万 m3/d，预计污水总排放量约 98万 m3/d，

而已建成污水解决厂的二级生化解决能力仅为 31 万 m3/d，大量未经解

决的污水通过排水管渠，进入河流最终汇入渭河，致使其河流水质污染

严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西安市西南

郊地区又是西安市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一大批新兴产业区、商

业区及居住区相继建立。由于该地区 2023 年～2023 年必然扩张为城市

用地的区域，该范围内目前没有任何市政公用设施，分布的重要一些乡

镇公司、村庄、集市及农业土地，排水属雨水，污水混合自然排放。并

且由于该地区地形标高大于城市中心区，对西安市已导致不利影响。因

此，随着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技术产业区迅猛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市政

配套工程与该区域城市化建设同步进行是必须的，在城市发展的同时，

做好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在不断增中新的污染的情况下，改善本来的

环境条件，否则就会给太平河上游流域带来更为严重的污染。



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工程是西安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工

程（运用日本政府贷款建设项目）6 个项目的子项目之五，根据国务院

（1998）253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受西安

市外贷办的委托，我们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本评价大

纲的规定，拟编制子项目环境影响分报告，在进行现场勘察、收集和研

究工程有关技术资料的基础上编制出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2　编制依据

1.2.1　委托书

西安市运用国外贷款办公室给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的环评委托书，2023年 6月。

1.2.2　项目依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投资[2023]1729号《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运用日本国际合力银行日元贷款西安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二期

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2）西安市计外发[2023]113号《西安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做好

西安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修编工作有关事项的告知》；

（3）西安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

工程项目建议书》；

（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环监

[1993]324号《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工作的告知》。



1.2.3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 12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 1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23年 4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23年 3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 10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5年 10月；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23年 10月；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1998年 11月；

（10）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23]17号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

类管理名录（第一批）”，2023年 2月。

1.2.4　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T2.1－93）；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T2.2－93）；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93）；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T2.4－1995）；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非污染生态环境》（HJ／T19－

1997）。

1.2.5　地方政府有关文献、规划

（1）陕政发（1986）第 186 号《陕西省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实行细

则》；



（2）西安市规划院编制的《西安市 1995～2023年城市总体规划》；

（3）西安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西安市 1995～2023年排水工

程规划》；

（4）西安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西安市市政公用设施“十五”

计划及 2023年规划纲要》；

（5）陕西省文物局编制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1.3　评价标准

1.3.1　环境标准

（1）大气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的二级标准见表 1－

3－1。

表 1－3－1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单位：mg/m3

污　染　物 取值时间 标　　　准

年平均 0.06

日平均 0.15SO2

1小时平均 0.50

年平均 0.10
PM10

日平均 0.15

年平均 0.08

日平均 0.12NO2

1小时平均 0.24

（2）地表水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23）III类标准见表 1－

3－2。

表 1－3－2　　地表水环境质量 III 类标准

单位：mg/L

污

染

物

COD BOD5

NH3-

N
P N Cu Zn F- Se As Hg Cd C6+

r Pb

粪大

肠菌

群（个

／l）

标

准

值

20 4 1.0 0.2 1.0 1.0 1.0 1.0 0.01 0.05 0.0001
0.00

5
0.05 0.05

1000

0

（3）环境噪声

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中的 I 类标准见

表 1－3－3。

表 1－3－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Leq : dB(A)

分　类 0 1 2 3 4

昼　间 50 55 60 65 70

夜　间 40 45 50 55 55

1.3.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

锅炉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23）中一

类区 II时段标准见表 1－3－4；

表 1－3－4　　锅炉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mg/m3



类　　别
烟尘排放浓度

（II时段）

SO2排放浓度

（II时段）

NOX排放浓度

（II时段）

指　　标 50 100 400

恶臭执行《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23）中

污水解决厂界废气排放最高允许浓度的二级标准，见表 1－3－5。

（2）废水

执行《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23）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一级标准，其中回用水执行一级标准的 A标准，出水排放

执行一级标准的 B标准，见表 1－3－6。

表 1－3－5　　污水厂界（防护带边沿）废气排放最高允许浓度

单位：mg/m3

序号 控制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1 氨 1.0 1.5 4.0

1 硫化氢 0.03 0.06 0.32

3 臭气浓度（无量纲） 10 20 60

4 甲烷（厂区高体积分数％） 0.5 1 1

表 1－3－6　　污水厂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日均值）

　　　　单位：mg/l

一级标准
序号 基本控制项目

A标准 B标准

1 COD 50 60

2 BOD5 10 20



3 SS 10 20

4 动植物油 1 3

5 石油类 1 3

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 1

7 总氮 15 20

8 氨氮（以 N计） 5(8) 8(15)

9 总磷 1 1.5

10 色度 30 30

11 PH 6～9 6～9

12 粪大肠菌群数（个／L） 103 104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3）噪声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公司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中的 II

类标准，见表 1－3－7。

表 1－3－7　　工业公司厂界噪声标准

单位：等效声级 Leq[dB(A)]

类　别 I II III IV

昼　间 55 60 65 70

夜　间 45 50 55 60

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5－90）表 1－3－

8。

表 1－3－8　　施工期噪声标准

噪声限值 dB(A)
施工阶段 重要噪声源

昼间 夜间

土石方 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 75 55

打　桩 各种打桩机等 85 严禁施工



结　构 混凝土搅拌机、振捣棒、电锯等 70 55

装　修 吊车、升降机等 65 55

（4）固体废弃物

污水厂污泥执行《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23）中的污泥控制标准表见 1－3－9、表 1－3－10。

表 1－3－9　　污泥稳定化控制指标

稳定化方法 控制项目 控制指标

厌氧消化 有机物降解率（％） ＞40

好氧消化 有机物降解率（％） ＞40

含水率（％） ＜65

有机物降解率（％） ＞50

蠕虫卵死亡率（％） ＞95
好氧堆肥

粪大肠菌群菌值 ＞0.01

表 1－3－10　　污泥农用时污染物控制标准限值

最高允许含量（以干污泥计，mg/kg）
序号 控制项目

酸性土壤（PH＜6.5） 中性和碱性土壤 PH≥6.5

1 总镉 5 20

2 总汞 5 15

3 总铅 300 1000

4 总铬 600 1000

5 总砷 75 75

6 总镍 100 200

7 总锌 2023 3000

8 总铜 800 1500

9 硼 150 150

10 石油类 3000 3000



11
苯并（a）芘

3 3

12 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 100 100

13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 500 500

14 多氯联苯（PCB） 0.2 0.2

1.4　评价重点、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目的

1.4.1　评价重点

根据项目特点和所处地理位置特性，拟定评价重点：①水环境影响；

②生态环境影响；③工程建址及工艺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1.4.2　污染控制目的

工程施工期重要控制开挖、压占土地、植被，以及施工噪声和地面

扬尘。

运营期重要是污水厂的燃气锅炉烟气、废水、污泥、恶臭、噪声的

达标排放。运营期污染控制目的见表 1－4－1。

表 1－4－1　　运营期污染控制目的

污染源 污染源类型 污染控制内容 控制目的

锅　炉 废　气 SO2、TSP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一

类区 II时段标准

废　水 二级生化解决
《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水污染一级排放标准

污　泥 卫生填埋或作林业肥料
《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污泥控制标准

恶　臭 加盖或密闭，远离居民区，绿化
《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水处

理系统

噪　声 隔音、消声、绿化
《工业公司厂界噪标准》

II类区标准

1.4.3　重要环境保护目的



环境保护目的是评价区的空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声环境以

及人群健康。

环境保护目的见表 1－4－2。

表 1－4－2　　环境保护目的

序号 保护对象 相对方位距离（m） 保护内容 保护目的

1 环境空气
厂区周边及管网沿线两

侧 200m
环境空气质量

达成环境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

2 太平河 厂区北　　50 m 地表水水质 地表水 III类标准

3 刘旗寨 厂　北　　300 m

4 万　村 厂东南　　350 m

5 先锋村 厂　南　　350 m

6 王家巷 厂西南　　400 m

环境空气、人群健康
符合环境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

1.5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西南郊污水解决工程的特点及所在地区环境特性，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内容涉及大气、地面水、生态、噪声等项目，各评价项目工作

等级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具体规定划分。

1.5.1　地面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拟建污水厂解决量为 8万 m3/d（≥20230m3/d），污水水质成份简朴，

污水排放先进入太平河，然后进入皂河，最终流入渭河，接纳水域（太

平河）功能为 III类。因此，根据 HJ／T2.3－9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地面水）环境影响评价分级表，将地面水评价工作等级定为二级。



1.5.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项目的大气污染重要是施工期扬尘和运营期锅炉烟尘的排放。

（1）污染物等标排放量计算：

910
i

i
i Co

Q
P

Pi—污染物的等标排放量（m3/h）；

Qi—单位时间排放量（t/h）；

Coi—污染物的环境标准（mg/m3）

计算：

SO2的等标排放量 Pso2=
79 108.010

1001300
6.153.6





　　m3/h

TSP的等标排放量 PTSP＝
69 107.010

501300
6.1502.3





   m3/h

（2）拟定评价工作等级

按照评价工作分级标准，见表 1－5－1。

表 1－5－1　　评价工作分级标准

Pi

地形

Pi≥2.5×109 2.5×109＞Pi≥2.5×108 Pi＜2.5×108

复杂地形 一 二 三

平　原 二 三 三

由于 Pso2、PTSP均小于 2.5×108m3/h，又在平原地区。因此，将该项

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定为三级。

1.5.3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项目属中型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在 20～25km2（＜50km2



），区域绿地数量减少，分布不均，连通限度变差，根据 HJ／T19－

199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非污染生态影响）将生态评价等级定

为三级。

1.5.4　噪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 HJ／T2.4－199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建设项

目建成后功能区属 GB3096－93 规定的 2 类标准地区，环境噪声标准规

定在 50～60dB(A)，项目建设前后噪声级增高量小于 3 dB(A)，鉴定噪

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

1.6　评价范围

（1）空气环境评价范围以厂址为中心，主导风向为（NE）为主轴，

长 5km，宽 4km的矩形区，控制面积为 20km2。污水管线，雨水管线评价

范围为沿线两侧 200m。详见附图二。

（2）地表水环境影响范围，从厂界排放口上游 500m起，至太平河

下游 18km入皂河口。

（3）生态环境评价范围同空气环境评价范围。

（4）声环境评价范围为污水厂界外 1m包洛线范围，污水、雨水管

网为沿线两侧 100m。



2、建设项目概况及工程分析

2.1　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工程

（2）建设内容：

①新建 8万 m3/d污水解决厂一座及 1.5万 m3/d回用水过滤站一座。

污水解决工艺　　推荐采用 DE型氧化沟工艺；

污泥解决工艺　　推荐采用污泥浓缩脱水一体化工艺。

回用水解决工艺　推荐采用微絮凝过滤一消毒工艺。

污水：除 1.5万 m3/d经深度解决后用于市政绿化系统的浇洒道路等

市政杂用水外，其余 6.5万 m3/d 污水排入太平河，最终汇入渭河。

污泥：以脱水泥饼为主，可用于绿化、林业施肥及卫生填埋。

②配套建设城市污水管道，DN400～DN1200约 29.901公里；

③新建城市雨水管道，DN600～DN2023　28.744公里。

服务范围：为北石桥污水解决厂分区的西南侧外围，城市西南郊正

在建设和规划的区域，位于城市总体规划的西南郊边沿地带，服务面积

为 19.7km2。重要为规划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的一部分，目前该地

区部分现状为农田和村庄，未建雨、污水管网体系。近期污水排放量预

计为 7.88万 m3/d。

（3）建设项目总投资：　　　　　　 　30339.24万元

资金来源：　　日元贷款　　　　　　　14000万元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7100万元



　　　　　　　地方自筹　　　　　　　9239.24万元

其中：

①污水解决厂及回用水过滤站 12340.58万元

②城市污水管道工程 6747.62万元

③城市雨水管道工程 11251.04万元

（4）建设单位：西安高科集团公司

（5）人员编制。

人员编制详见表 2－1－1。

表 2－1－1　　　人员编制一览表

序　　号 岗　　　位 人　　数 备　　注

1 厂长、副厂长 3

2 工　会 2

3 厂办公室 2

4 劳动人事部 2

5 财务部 2

6 行政部 2

7 技术部 7

8 生产运营部 35

9 司机班 6

10 医务室 1

11 食　堂 5

12 后勤部 4

13 化验室 4



14 资料室 1

15 合　计 76

2.2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

西安市西南郊污水解决厂址选在绕城高速与太平河交界处东面。具

体位置为刘旗寨西南侧的太平河南岸，绕城高速路以东，先锋小学以西，

薛家巷以北的区域。详见附图一“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工程区域位置图”

及附图二“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工程服务范围图”。占地面积

113.4亩，此处现虽为农田，但处在城市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

排水区域位于西三环以西，西绕城高速路以北的西安市西南郊地区，

重要为规划的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部分，详见附图三、附图四。

2.3　进水水质及排水水质拟定

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厂近、远期服务范围内城市总体规划正

在修编、调整之中，目前无实测水质资料，距此最近的北石桥污水解决

厂服务对象与本区较相似，依据数年运营实测资料。参照拟定本项目设

计进水指标。

污水解决厂出水指标根据《城乡污水解决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23），解决后排入太平河的污水水质应达成一级 B 标准

（二级强化解决）；回用水需满足市政绿化、浇洒道路的中水水区规定

即可，执行一级 A标准（深度解决）。

设计进出水水质详见表 2－3－1。

表 2－3－1　　设计进出水水质（日均值）



单位：mg/L

项　目 CODcr BOD5 SS NH3－N TN TP

进水水质 350 200 400 20 35 5

二级强化解决出水 60 20 20 15 20 1.5

深度解决出水 50 10 10 8 15 1.0

2.4　工艺流程与重要工程内容

2.4.1　工艺流程

2.4.1.1污水解决工艺流程

污水解决方案选择的原则一是工艺先进、可靠，能满足出水水质规

定；二是管理操作简朴，运营费用低；三是污泥量少，污泥最终达成稳

定状态；四是强化二级生物解决作用，为废水回用提供良好的基础。

针对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厂的污水水质及解决后出水水质

规定，结合解决厂规模，资金等情况，参照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污水解

决厂的运营实践，选择 DE型氧化沟和改良 CASS工艺两种生物除磷脱氮

工艺方案进行比较。

DE型氧化沟工艺流程：

2.4.1.2污水深度解决工艺流程

最终沉淀池 接触消毒池 计量出水

曝气沉砂池 生物选择池 DE 型氧化沟

进水闸室 粗格栅 污水提高泵站 细格栅



按照用途，回用水不与人群直接接触，只需满足市政绿化、浇洒道

路的技术和环境规定即可。根据 GB18918－2023拟定深度解决暨回用水

水质目的如表 2－3－1所示。本项目回用水采用微絮凝过滤—消毒工艺。

深度解决工艺流程：

2.4.1.3污泥处置工艺流程

本项目拟采用机械浓缩脱水一体化污泥处置系统。工艺流程如下：

2.4.2　重要工程内容

2.4.2.1污水解决厂工程内容

（1）污水解决厂主体工程有格栅间、嚗气沉砂池、生物选择池、

生物氧化沟、最终沉淀池、接触消毒池等，重要构筑物见表 2－4－2，

附属构筑物见表 2－4－3。

重要水解决设备见表 2－4－4。

（2）配套工程

厂区供电：采用双电源供电，距其约 4km 的西南郊变电所 10KV 电

回用水提高 絮凝剂投加 重力式无阀滤池 加氯消毒

贮水池 送水泵房 市政绿化管网

污泥泵房 污泥均质池 污泥投配泵房

泥饼外运污泥浓缩脱水机房



源为主供电源，距其 2km的镐京变电所 10KV电源为备用电源。



采暖：采暖面积约 5354m2，拟用 2t/h燃气热水锅炉采暖。

2.4.2.2排水管道工程

（1）污水管道工程

污水厂服务区内(19.7km2)的污水经管网收集，通过敷设在厂区内的

d400～d1200 污水干管，分南北两个系统进入污水厂进行解决，达标后

入太平河。

表 2－4－2　　重要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构筑物名称 结构尺寸（m） 结构形式 数量（座）

1 粗格栅与污水提高泵站 11×8×11.9 钢筋混凝土 1

2 出水槽 8×2.2 钢筋混凝土 1

3 细格栅间 12×9×11 钢筋混凝土 1

4 曝气沉砂池 20×6×4.5 钢筋混凝土 1组（2格）

5 生物选择池 22×10×5.0 钢筋混凝土 1座分 2格

6 生物氧化沟 110×23×4.2 钢筋混凝土 2（每座 2格）

7 最终沉淀池 D=38   H=4.2 钢筋混凝土 4

8 接触消毒池 30×27×3 钢筋混凝土 1

9 氯　库 15×9×5 钢筋混凝土 1

10 加氯间、蒸发器室、配电室等 14.4×10.8×3.3 （排）框架 1

11 污水泵房 6×6×10.5 钢　混 1

12 回用水加药间 14.4×4.5×3.6 砖　混 1

13 回用水过滤站 12×9.6×6 框（排）架 1



14 回用水贮水池 1000m3 钢　混 1

15 回用水送水泵房 15×7.5×7.5 钢　混 1

16 污泥泵房 3.0×6.0×4.5 钢　混 1

17 污泥均质池 15×15×4 钢　混 1

18 污泥投配及冲洗水泵房 8×6×4.5 钢　混 1

19 污泥浓缩脱水机房

主机房 24×12×6

辅助机房 14.4×5.4×

3.3

框（排）架 1

表 2－4－3　　附属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构筑物名称 结构形式 建筑面积 m2 数量（座）

1 综合管理楼 框　架 2500 1

2 采暖锅炉房 框（排）架 190 1

3 厂区变电所 框（排）架 300 1

4 仓库及机修间 框（排）架 420 1

5 门卫及大门围墙 砖　混 45 2

表 2－4－4　　重要水解决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性  能  参  数 数量 备注

1 粗格栅及污水提高泵站 1座 3槽

回转齿耙式固液分离机
栅宽 1.2m，齿耙净距 25mm，倾角 75°N＝

3KW
3台

不锈钢闸门 B×H＝1.5m×2.0m 6套

潜污泵 Q＝1500m3/h，H＝15m，N＝90KW 4台

无轴螺旋输送机 L＝6m，N＝3KW 1台

栅渣压榨机 容量 1.5m3/h，N＝3KW 1台

电动葫芦 起吊重量 3T，起吊高度 12m 1套



2 细格栅间 1座 3槽

回转齿耙式固液分离机
栅宽 1.2m，齿耙净距 25mm，倾角 75°N＝

3KW
3台

无轴螺旋输送机 N＝3KW 1台

栅渣压榨机 容量 3m3/h，N＝5KW 1台

不锈钢闸门 B×H＝1.2m×2.0m，手动 3套

鼓风机 风量 1.2m3/min，升压 49kPa，N＝20KW 2台

砂水分离器 N＝0.25KW 1套

电动葫芦 起吊重量 3T，起吊高度 12m 1套



续表 2－4－4　　重要水解决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性  能  参  数 数量 备注

3 曝气沉砂池 1座 2格

桥式刮渣机 跨度 12.4m，驱动及提耙装置 N＝2.0KW 1套

吸砂泵 Q＝54m3/h，H=10m ， N=5KW 2台

4 生物选择池 1座 2格

低速潜水搅拌器 单台功率 N＝2.2KW 2台

可调节出水堰板 堰长 4m，单台功率 N＝0.55KW 4台

5 生物氧化沟 2座 双槽

曝气转刷
直 径 1m ， 有 效 长 度 10m ， 充 氧 量

78kgO2/h，电机功率 45KW
32台

转刷检修架 2套

潜水搅拌器 单台电机功率 7.5KW 12台

出水调节堰 堰长 4m，电机功率 0.55KW 8套

6 最终沉淀池 4座

周边传动刮泥吸泥机
Ø38.5m，N＝2.2KW，带浮渣斗和刮板配真

空泵，N＝1.5KW
4台

7 接触消毒池 1座

潜污泵（加氯） Q＝4m3/h，H=45m ， N=1.5KW 3台

潜污泵（回用水提高） Q＝350m3/h，H=15m ， N=30KW 3台

手动单轨吊车 起重量 1t，起升高 6m 1套

8 氯库及加氯间 1座

全自动真空加氯机 投加能力 20kg/h 3台

液氯蒸发器 蒸发量 50kg/h 2台

氯气压力自动切换装置 1套

氯气真空调节器 1套

漏氯检测报警仪 3探头 1台

1000kg钢瓶 14个

数字式台秤 重程 2t 2台



电动悬挂式单梁起重机 起重量 3t，跨度 7m 1套



续表 2－4－4　　重要水解决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性  能  参  数 数量 备注

9 厂区污水泵房 1座

潜污泵 Q＝200m3/h，H=18m ， N=20KW 3台

电动葫芦 起重量 1t 1套

10 回用水加药间 1座

加药计量泵 Q＝100～200（l/h），N＝0.2KW 2台

溶药搅拌机 N＝2KW 2台

管道混合器 DN300 2个

11 回用水送水泵房 1座

离心泵 Q＝300～350m3/h，H=50m ， N=75KW 3台

电动闸阀 DN300 3个

电动葫芦 起重量 2t 1套

12 污泥泵房 4座

潜污泵（污泥回流） Q＝1000m3/h，H=8m ， N=45KW 6台

潜污泵（剩余污泥） Q＝25m3/h，H=8m ， N=2KW 6台

13 污泥均质池 1座

低速淹没式搅拌器 单台功率 2.2KW 2台

14 污泥投配及冲洗水泵房 1座

螺杆泵（污泥投配） Q＝50m3/h，H=40m ， N=9KW 4台

不锈钢管道泵 Q＝15m3/h，H=72m ， N=5KW 2台

15 污泥浓缩及脱水机房 1座

浓缩脱水一体机
Q＝50m3/h(99.5%)，N＝5KW

干污泥 200kg/h，滤机带宽 2m
3台

全自动投药装置
最大投加量 5kg/h，搅拌功率 3KW

2台投药泵，功率 0.75KW
1套

螺旋输送机 长度 10m，功率 2.2KW 4台

气囊式气压罐 容量 0.8m3，压力 0.1MPa 1套

电动单梁悬挂式起重机 起重量 3t，起升高 6m 1套



续表 2－4－4　　重要水解决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性  能  参  数 数量 备注

16 化验设备

BOD测定仪 2套

COD测定仪 2套

溶解氧测定仪 2套

PH计 2套

MLSS测定仪 1套

TOC测定仪 1套

浊度仪 2套

污水管道分两个系统收集区域内污水：系统一收集污水厂以南的污

水，管径 d1000～d1200（服务范围涉及 4.7km2已成系统），设计最大时

流量 Qh=822L/S；系统二收集污水厂以北的污水，管径 d400～d1000，设

计最大时流量 Qh=484L/S。

（2）雨水管道工程

服务区内西汉高速路以北（15km2）的雨水经管网收集，通过敷设在

区内的 d800～d2023雨水干管，分四个系统就近分散排入太平河。

系统一，流域面积为 307公顷，设计流量 Q＝6454L／S，设计管径

d800～d2023；系统二，流域面积为 320公顷，设计流量 Q＝6454L／S，

设计管径 d800～d2023；系统三，流域面积为 559 公顷，设计流量 Q＝

8299L／S，设计管径 d800～d2023；系统四，流域面积为 283 公顷，设

计流量 Q＝5676L／S，设计管径 d800～d1800。

重要管道工程量见表 2－4－5。



表 2－4－5　　重要管道工程量表

序号 名称 规格(mm) 管长(m) 埋深(m) 备  注

一 污　水　管　道　系　统

1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200 3554 6

2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000 3045 6

3 钢筋混凝土圆管 d800 1005 5

4 钢筋混凝土圆管 d700 2125 5

5 钢筋混凝土圆管 d600 2651 4

6 钢筋混凝土圆管 d500 4873 4

7 钢筋混凝土圆管 d400 12648 4

雨　水　管　道　系　统

1 钢筋混凝土圆管 d2023 2369 5.5

2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800 2489 4.5

3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600 1060 4.5

4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500 1662 4.5

5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300 2272 5

6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200 3281 4

7 钢筋混凝土圆管 d1000 5960 4

8 钢筋混凝土圆管 d800 4536 3.5

9 钢筋混凝土圆管 d600 5115 3

2.5　重要污染源及污染物

（1）污水排放

污水厂使城市污水中的重要污染物 BOD5、CODcr、SS、NH3－N及 TP

均得到不同限度地削减，解决后排入太平河，其日排水量为 6.5×104m3/d，

其中排 BOD51.3t/d，CODcr3.9t/d，SS1.3t/d，NH3



－N1.3t/d和 TP0.1t/d。

厂区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为 1800t/a，进入厂内污水解决系统，解决

后排放。

（2）废气排放

工程施工期间重要空气污染物是扬尘污染，污水解决厂运营期间重

要是格栅、曝气沉砂池、污泥脱水车间、污泥堆放场等处散发的恶臭气

体，一般以 H2S和 NH3为主。此外，尚有锅炉产生的烟气，烟气中的重要

污染物为 SO2、烟尘。锅炉拟采用燃气锅炉，天然气年消耗量为 15.6×

104m3，产生 SO26.2kg/a，烟尘 37.8kg/a。

（3）固废

固废涉及污泥和生活垃圾两部分，其中污水解决厂污泥产生量为

1.6×104m3/d，污泥含水率为 78～80％，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 24t/a。

（4）噪声源

运营期的重要噪声源见表 2－5－1。

工段 噪声源 数量 功率 工况 声级 dB(A)

嚗气沉砂池 鼓风机 2台 20KW 连续 105

吸砂泵 2台 5KW 连续 85污泥泵房

潜污泵 6台 45KW 间断 85

进水泵房 潜污泵 4台 90KW 连续 85

接触消毒池 潜污泵 3台 30KW 间断 80

回用水送水泵房 离心泵 3台 75KW 间断 85



2.6　拟采用的环保措施

西安市西南郊地区污水解决工程是为了改善渭河水质，减轻北石桥

污水解决厂解决负荷而兴建的一项市政环保工程。在该工程的兴建和运

营期中仍然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对周边局部环境导致一定影响，针对

污水解决工程的污染特性，本工程拟采用以下环保措施：

（1）厂内污水

厂内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将通过厂内管道系统收集至污水提高泵

房的集水池进行解决，达标后排入太平河。

（2）噪声

建设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噪声的车间重要是鼓风机房和泵房。曝气

设备采用水下微孔曝气，水泵多采用低转速泵等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同

时对曝气沉砂池所设的鼓风机房进出气管道上加装消声器和可曲挠橡

胶接头，设备底座加设减震垫、双层门窗及必要的减噪消音控制措施，

对其它噪声源如回用水出水泵房及部分建筑物均严格按照《工业公司减

噪、消音设计规范》（GBJ87－85）减少或控制噪声。同时在厂区布置中，

针对产生噪声的构筑物周边采用绿化吸音，隔音措施。

（3）气味



污水解决过程中曝气池和污泥系统会散发恶臭气味，拟考虑将部分

建筑物加盖或设在室内，按照国内外同类工程项目的做法，设立保护林

带，通过厂内绿化隔臭减轻对周边环境影响。

（4）固体废弃物

污水解决厂的格栅、沉砂池以及污泥浓缩、脱水机房均有固体废弃

物产生，对此除在运营管理中注意控制漏洒和堆放时间外，考虑了采用

半封闭车辆运送的措施。污泥用作绿化、林业施肥。生活垃圾送往垃圾

中转站。

（5）锅炉选用燃气锅炉。

2.7　建设污水解决厂对改善水环境的奉献

污水厂解决后的污水除 1.5 万 m3/d 深度解决后用于市政绿化系统

和浇洒道路等市政杂用外，其余 6.5万 m3/d污水排入太平河，最终汇入

渭河。按照解决后的污水水质和水量，可减少向渭河的年总排污量见表

2－7－1。

表 2－7－1　　西南郊污水解决厂出厂水向渭河年排污总量（t/a）

项       目 BOD5 CODcr SS TN TP

解决前纳污总量（8万 m3/d） 5840 10220 11680 1022 146

解决后纳污总量（6.5万 m3/d） 475 1424 475 475 36

解决后减污总量 5365 8796 11205 547 110



2.8施工期污染分析

（1）扬尘

工程施工期间土方量开挖较大，估算约是 20.5×104 m3，产生的施

工扬尘对空气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2）噪声

污水厂建设及管网敷设期间，必然产生较大的噪声污染，施工机械

声级强度见表 2－8－1。

声源名称 噪声强度 dB(A)

挖土机 96

推土机 94

平路机 94

压路机 92

3、项目周边地区环境概况

3.1　自然环境概况

（1）地形地貌

拟建区域位于渭河二级阶地，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形平坦、开

阔，海拔约 407～410m。

（2）地质概况



该地区地层上部为上更新统黄土夹一层棕红色古土壤层，厚数米到

十余米，下部为上更新统冲积层，为浅夹－灰黄色细中砂、中粗沙夹亚

粘土、黄土状土，冲积层厚 20余米，粘土较多。

（3）气候

西安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冬夏长，春秋短，年平均气温 13℃～13.5℃，年降水量为 500～720mm。

年日照时数为 1983～2267 小时。主导风向以东北风为主，年平均风速

为 1.7m/s，最大风速为 25 m/s，最大冻土深度 45cm。

（4）水文

区域内有太平河一条河流。太平河始建于 1899 年，由长安区祝村

乡恭张村起，由南至北经西安市雁塔区丈八沟，长安区镐京乡、斗门镇、

纪杨乡，未央区后卫寨、三桥镇、六村堡乡入西皂河，最终排入渭河。

该河全长 26km，从其源头恭张村～梦架村(镐京乡)约 6.5km河床所有干

枯，梦架村～沙河滩 16.5km 长的河段为纳污河段，接纳了沿途五十多

个乡镇公司的工业污水。该河坡度约为 1～3‰，水深约 0.1～0.3m。沿

途各河段除发臭、浑浊、有浮渣、泡沫等漂浮物外，个别河面还漂有厚

厚的垃圾。梦架村～桃园段河水呈浑浊的绿色，桃园～入皂口段河水呈

棕色。太平河由于水质差，水生动植物难以生存。能生存的动物有青蛙、

蚯蚓、草兔、草蛇等，植物有蒿子、酸枣、针茅、和木科杂草等。缺水

时，下游有少量农民用其进行农灌，无其它用水单位。

（5）植被



评价区植被以农作物为主，种植有小麦、玉米及少量蔬菜。区内无

天然林和原生自然植物群落，重要为人工栽培的农田道路绿化林木及少

量苗圃，树种有桐、杨、槐、松及柏树等，田间及田埂地带生长着于农

业生态系统互相依托的少量次生自然物种，这些野生植物加快了植被的

恢复再生，从而减轻了区内的水土流失。常见的野生草灌植物有：季草、

灰条、刺儿菜、马齿苋、艾蒿、爬地草、节节草及少量灌木等。

3.2　社会环境概况

西安市西南郊地区 2023 年～2023 年为城市扩张用地的区域。该地

区内目前没有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重要为一些乡镇公司、村庄、集市

及农业土地。污水解决厂位于镐京乡太平河与西绕城高速夹角的东面，

附近自然村落有刘旗寨、先锋村、万村、王家巷、薛家巷等。刘旗寨有

300多人，农田 300余亩，万村有 1000多人，农田 1500余亩，王家巷 300

多人，农田 300多亩；薛家巷 300多人，农田 300余亩。重要靠农作物

有小麦、玉米、瓜、果、蔬菜等。乡镇公司有搪瓷厂、搪瓷粉厂、糖蒜

厂等 6个厂，有工人 500多人。该地区农民以种地为主，另有打工、办

公司等出路，人均年收入可达 3000余元。



4、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

4.1　污染源调查

评价区域目前为农田和村庄，无大的水污染源。但该区域 2023－

2023 年可扩张约 20－25km2，按照给水面积比流量 0.5 万 m3/ km2·d 计

算，排水量为 7.88 万 m3/d，这部分污水均进入西南郊污水厂解决后排

入太平河。

4.2　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

西安市西南郊地区现无完善公用设施和污水解决厂。区域水体为太

平河。西南郊污水解决厂建成运营后，解决的污水一方面排入太平河，

然后在农场站进入皂河，最后在农场中站北汇入渭河。

太平河目前是一条排污河，自身无来水，其水质监测数据采用西安

市环境监测站《太平河污染源调查》（2023 年课题）中的监测数据，见

表 4－1－1。监测断面详见附图五。其中污水厂入太平河口距后围寨

9.3km，后围寨距新店 1.8km，新店距北营 2.2km，北营距人皂口 3.2km。

表 4－2－1　　太平河下游断面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

监测断面 CODcr BOD5 石油类 NH3-N

2.46×103 875.40 8.65 8.842

3.05×103 900.68 7.84 /长安段（后围寨）

2.57×103 1.00×103 11.23 0.873

太平河入皂口 1440 456.82 9.97 1.758

北　　营 2090 820.13 9.03 2.443



新店村 1810 482.63 7.13 0.538

由表 4－2－1 监测数据可知，太平河污染严重，水质严重超标，

CODcr最大超标倍数为 152.5倍，BOD5最大超标倍数为 250倍，NH3-N最

大超标倍数为 8.8倍，呈劣 V类。这重要是由于太平河沿岸众多乡镇公

司排放的工业废水而导致该河水质污染严重。

皂河及渭河水质监测采用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2023 年监测数据，列

于表 4－1－2及表 4－1－3。



                                 表 4－2－2　　皂河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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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3　　渭河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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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18621.5 17.32 0.18 29.1 11.78 6.47 0.059 0.004 0.052 0.00009 0.0045 -0.0045 -0.0005 4.775



由表 4－2－2，表 4－2－3 可见，皂河、渭河水质已受到一定的污

染，水质均呈劣 V类。皂河高锰指数最大超标倍数为 7.6倍，生化需氧

量最大超标倍数为 19.5 倍，挥发酚、石油类均已超标，渭河高锰指数

最大超标倍数为 4.2 倍，生化需氧量最大超标倍数为 11.0 倍、氨氮最

大超标倍数为 15.0倍，石油类超标严重。

4.3　空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

（1）监测项目

根据本工程特点，空气监测项目涉及 NH3、H2S、SO2、NO2和 PM10。

NH3、H2S采样监测本底值，SO2、NO2和 PM10采用西安市空气例行监测点位

2023年监测数据。

（2）监测结果及评价

表 4－3－1　　拟建地监测点 NH3、H2S 监测结果登记表

单位：mg/m3

　　　项　目

污染物
浓度范围 日均值 超标倍数 评价标准

NH3 0.001～0.531 0.083 ／ 1.5

H2S 0.001～0.015 0.0043 ／ 0.06

表 4－3－1数据表白污水厂拟建地 NH3、H2S两项污染物监测值均满

足 GB／4554－93中二级新、扩、改标准。该地区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4.4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1）声环境现状监测

为了进一步了解项目拟建地声学环境质量背景情况，在污水厂建设

地布设 4 个监测点，在管网沿线敏感点各设 2 个点。于 2023 年 7 月由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进行环境噪声现状实测。记录数据见表 4－3－1。监

测点位见附图七（污水厂平面布置图）。

表 4－3－1　　噪声背景监测结果登记表

单位：dB(A)

污　　水　　厂 主干管两侧 40m　　测点

时间 东 南 西 北 刘旗寨 周家寨

昼 44.6 44.9 45.7 45.3 60.1 59.8

夜 40.7 40.8 42.8 42.5 48.7 46.2

（2）声环境现状评价

由表 4－3－1 可见，工程所涉范围昼间噪声在 44.6 dB(A)～60.1 

dB(A)，夜间在 40.7dB(A)～48.7dB(A)内，昼间主干管两侧由于交通噪

声影响略有超标，其余可以满足评价标准，该地区目前为农田和村庄，

声环境良好。



5、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1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西南郊污水解决厂建成投运后，将接纳东起西三环，北至科技路，

西到西绕城高速，南至南绕城高速 19.7km2区域的生产和生活污水 8 万

t/d，解决后的水排入太平河，然后进入皂河，最终汇入渭河。本报告

就建设项目运营后对皂河、渭河水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行定量预测评价。

5.1.1　预测模式

太平河属于纳污小河自身无天然来水，污水厂出水排入太平河处为

枯河段，因此不考虑太平河河流自净和污染物的沿途衰减作用。采用完

全混合稀释模式和一维稳定混合衰减模式（S－P模式）对皂河和渭河水

质进行预测。

预测项目：COD、BOD5、NH3－N、TP

预测时段：平水期、枯水期、

预测模式如下：采用河流完全混合模式预测皂河农场西站断面水质。

采用—维稳态混合衰减模式预测皂河农场西站至渭河草滩桥断面水质。

河流完全混合模式：

hP

hHPP

QQ
QCQC

C





式中：

C0——污染物断面平均浓度，mg/L；

Cp——污水厂出水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Ch——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mg/L；

Qp——污水厂解决（排放）水量，m3/s；

Qh——河流流量，m3/s，取 75％保证率。

—维稳态混合衰减模式（S－P模式）：

)
86400

exp( 10 u
xKCC 

式中：

C——污染物断面平均浓度，mg/L；

C0——河流起始断面污染物平均浓度，mg/L;

K1——河流中污染物衰减速度常数，l/d；

x——预测河段河流长度，m；

u——河水流速，m/s。

5.1.2　预测的有关参数

河流的水质预测按平、枯水期分别进行，其水文参数见表 5－1－1。

表 5－1－1　　皂河、渭河水文水质参数

水质指标（mg/l）

名　　　称 流量（m3/s）

BOD5 CODMn NH3－N

平水期 170 21.06 85.03 15.07

渭河（草滩桥）

枯水期 22.6 44.1 61.0 15.08

平水期 1.6 78.28 152.9 19.76

皂河（农场西站）

枯水期 1.6 52.13 116.6 15.41

污水厂进出水水量水质见表 5－1－2。



表 5－1－2　　污水解决厂解决水量水质

单位：mg/l

进水量

（万 m3/d）
BOD5 CODMn NH3-N TP

8.0 200 140 20 5

出水量

（万 m3/d）

6.5

20 24 15 1.5

5.1.3　预测结果与评价

（1）对皂河、渭河的影响

污水厂出水进入太平河经 16.5km 后汇入皂河，入皂口距农场西站

监测点仅 500m，可只计河流的混合稀释作用。农场西站混合后水质预测

结果见表 5－1－3。

表 5－1－3　　皂河农场西站断面水质预测

单位：mg/l

不建污水厂预测断面水质 建污水厂预测断面水质 降幅（％）

时段

BOD5 CODMn NH3－N TP BOD5 CODMn NH3－N TP BOD5 CODMn

平
123.

0

148.

2
19.8 1.8 59.7

111.

8
18.2 0.5 51.5 24.6

枯
106.

5

125.

2
15.8 1.8 41.9 87.0 13.9 0.5 60.7 30.5

从表 5－1－3可以看出，与不建污水厂相比较，皂河农场西站断面

水质在项目按设计指标投入运营后，其水质有明显改善，其中 BOD5枯、

平期分别减少 60.7%、51.4%，CODMn



枯、平期分别减少 30.5%、24.6%。太平河沿岸的乡镇公司在采用一

定的治理措施后，这样渭河水质还会有所改善。

污水在皂河经混合稀释后经 3km河道进入渭河进一步稀释衰减，各

污染物衰减系数 K1列于表 5－1－4，到达草滩桥断面的水质预测结果见

表 5－1－5。

表 5－1－4　　河流中污染物衰减系数 K1　　　　单位

t/d

污染物 K1值

水期

BOD5 CODMn NH3－N

平水期 1.13 0.51 0.23

枯水期 0.90 0.37 0.12

表 5－1－4　渭河草滩桥断面水质预测

单位：mg/l

预测断面水质 mg/L
时  段

BOD5 CODMn NH3-N

平 19.8 80.1 15.03

枯 35.8 60.3 15.01

标准 4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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