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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湘江污染治理已列入国家专项，2011 年 8 月正式启动。文章首先分析湘江衡阳段污染现状，重点为工业污染
(重金属、化工) 和生活粪便污染;其次，分析了粪便污染对衡阳段水体的重大危害;再次，探讨了粪便污染治理，分析了现有治
理形式及利弊，阐明了积攒粪池方案的优劣;最后就城镇、农村粪便治理方案和方案实施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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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是湖南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湘江水质保护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是湖南人民的头等大事。湘江流域衡阳段十二个县市
区中有归水、宜水、春陵水、蒸水、耒水、洣水汇入湘江，形成
了肥沃的河口三角洲，是湘南产粮的重要区域。

一 湘江治污专项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农业、城市、社会发展，湘江污染严
重，重金属、化工、粪便、污水使湘江水质下降，特别是枯水季
节，水源更加污染，饮水更为困难。十二五规划中的湘江污
染治理，国家发改委设立了专项，项目 927 个，总投资 595 亿
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由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区域
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2011 年 8 月 5 日项目在株洲全面启
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湖南省领导
参加了启动仪式［1］。2010 年与 2011 年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
资 15 亿元支持项目实施，安排 16 亿元支持湘江流域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二 湘江污染现状

2004年 6 月 29 日，省政府为保护“母亲河”召开过湘江
流域水污染防治会议。省领导话锋直指沿江 8 市政府负责
人，要求重点解决长、株、潭、衡水污问题。目前湘江流域水
段主要污染物有氨、氮、镉、砷等 20 多种有毒物质，水质污染
度已跃身为全国水污最严重河流之一。“漫江碧透，鱼翔水
底”的湘江水污染凸显，枯水期内上千万人饮水受威胁。

衡阳是老工商业基地，水污企业有 30 多家，很多集中于
市区，生产与生活区混杂。悬浮物、化工耗氧类、生化氢氧
类、氨氮类主要出于有色金属、造纸、化肥、农药、钢铁等企

业。水污事故累有发生，成为政府和市民的老大难问题。
( 一) 工业企业污染物
衡阳是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蕴藏量丰富，其

冶炼有百年历史，大型冶炼企业主要分布于境内湘江干流上
游的水松地区。湘江干流砷、镉超标主要源于水口山工业区
和松江工业园冶炼化工企业排放废水的污染及水松地区受
污染土壤面源污染。2008 年水松地区主要工业企业砷、镉排
放量分别达到 2. 52 吨和 4. 45 吨，分别占全市砷、镉总排放
量的 69. 42%和 91. 3%，是湘江衡阳段干流重金属污染的主
要污源。此外，境外污染造成的耒水、春陵水砷、镉含量偏
高，衡东大浦工业园和城区水口山二厂排放的含砷、镉废水
也是湘江衡阳段干流砷、镉污染的重要原因。加之一些排放
含氨氮废水的化工企业，由于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废水得
不到处理，导致湘江干流的氨氮污染加剧。

( 二) 城镇生活污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的增多，生活污水排

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加，而与之相配套的城市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严重滞后，虽然十二个县市区已建污水
处理厂十座，但是对于城镇生活污水年排量 1. 1 亿吨的湘江
衡阳段处理能力远远不够，效果甚微。多年来，湘江有机污
染物负荷逐年增高，氨氮、大肠杆菌、总磷等浓度上升，城市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污染是主要原因。同时，位于湘江下游
的大源渡航运枢纽工程蓄水截流后，湘江干流水位抬高，流
速减缓，目前湘江流速仅为大源渡截流前的三分之一，明显
降低了河流的自净能力。

( 三) 农村农业面源污染
在乡镇农村，许多农民忽视有机肥的作用，包括有机肥



的积攒与沤制，使一些畜禽粪便没有被利用而流失。加之生
活污水的下水道化，缺乏科学种田、科学施肥、科学养殖，化
肥、农药、废水、废渣随着地表径流带入湘江。初步统计，衡
阳十二个县市区每年使用农药 6 千吨左右，化肥 30 万吨左
右，每年经雨水冲洗带入径流，辗转汇入湘江衡阳段的农药、
化肥量分别为 100 吨和 3 千吨左右，农业面源污染也是导致
湘江衡阳段有机污染负荷逐年提高的主要原因。

( 四) 水上餐饮、娱乐业流动加油船污染
长期在湘江水面作业的餐饮娱乐业，游客们吃喝拉撒都

在船上，污水、垃圾、废油等直接进入湘江，移动加油船设备
简陋，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在加油过程中跑、冒、滴、漏现象
严重，给湘江水质造成了污染。

湘江衡阳段干流主要污染物，上游断面以挥发酚为主，
中游断面以砷、镉、挥发酚为主，下游断面以氨氮为主。以年
均值评价，2006—2009 年Ⅰ—Ⅲ类水质所占比例均为
100%，2008—2009 年Ⅱ类水质断面所占比例为 88. 9%，Ⅲ类
水质断面所占比例为 11. 1%。湘江干流衡阳段总体水质状
况稳定，水质趋于好转。然而，重金属固体废物、粪便悬浮物
的治理仍重任在肩，不容松懈。

湘江衡阳段重金属污染治理市发改委会同环保局等有关
部门按“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展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85%以上，优先启动废水、废气、废渣治理
工程。同时，加快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减少
“三废”排放。衡阳市启动保护母亲河的活动中，要注重城镇
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创新，从楼栋做起，守住源头，为湘江减负。

三 粪便污染状况及危害

环境污染实质上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利
用的一种表现。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
的道理，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秸杆，消费食物后的粪便，都作
为农家肥再回归土地，保持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致使中国
耕地经几千年而不退化，城市干净了，庄稼也丰收了。

目前，我省建筑物内普遍采用的是水冲式厕所，而城市
污水管网多采用合流制，这种方式是将人的粪便视为一种废
弃物，直接排放到水体，它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我们今
天所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下水道堵塞、水体污染、疾病传
播、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农产品品质下降、气候变暖等等。
以衡阳为例，衡阳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112 万，按每人每天排
泄四两粪便计算 ( 包括人尿在一公斤以上) ，每天就有 224
吨，每年有 81760 吨粪便排入湘江。使湘江下游氨氮、大肠
杆菌、总磷超标严重。生活污染是氨氮的主要排放源，水中
氨氮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中含氮有机物受微生物作用的分
解产物。氨氮会使水体发黑发臭。尤其是氨氮中的非离子
氨可引起水生生物毒害，具有致癌和致畸作用。同时氨氮还
将增加水体富营养化发生的几率。所以，氨氮成为“十二五”
减排新的约束性指标。房地产商的短期行为，为了节省投
资，生活污水处理该建大化粪池的变成小化粪池，有的甚至
直排下水道。而生活污水中不易腐烂的杂物积沙成塔，少则
三五年，多则七八年就将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把包袱甩给
了政府，把灾难留给了市民。一个城市每年要花掉相当多的

资金来破土排通，挖了堵、堵了又挖，有的甚至挖上几次也没
有解决问题。如果将粪便充分收集利用，每年可改造中低产
田数万亩，生产有机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品质，拉动内需，
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扩大就业人员等。城市生活污水并不
可怕，只要把它变作资源就能造福社会。

四 粪便污染治理

目前，老的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已不能适应当前城
市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设计，加强城市粪便管理，建立一
套有利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环境卫生技术，建立绿色增长
机制，按照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展循环经济农业示范区，
解决我市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粪便污染问题。

为了让城市粪便惠及农业，减少粪便对江水污染，衡阳
市三宝科技开发总公司杨传友同志 1993 年响应国家科委、
国家环保局推广鼓励采用最佳实用技术开发利用有机肥的
号召，对城市生活污水进行调查研究、可行性论证、中试检
测，1997 年 6 月国家专利局批准为“实用新型”专利。2004
年 2 月批准为“发明专利”。1998 年 7 月衡阳市计委同意立
项开发，自筹资金购买了吸粪车启动生产，几年来运转正常，
深受居民和农民的欢迎，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项目，但由
于资金短缺而停办。

城市粪便的开发利用是环境保护综合利用的公益事业，
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生工程，是惠及子孙
后代的大业，必须研究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 一) 目前粪便处理形式的利弊分析
1、城市:水冲厕所———楼栋化粪池———区管网———污水

处理厂———排入江河;
2、农村: 一家一户厕所 ( 旱厕或水冲) ———暂存———农

田，家中污水乱倒、乱排;
3、小城镇:粪便污水部分集中或分散———未处理———排

入水、河、江中。
上述三种形式优缺点是明显的，第一种形式投资大，既

治不尽，雨污合流，难以满足动态城市建设要求，粪便有机肥
未利用;第二种形式是过去农村老形式，虽然粪便可入田，但
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要求;第三种形式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
的弊端，百害而无一利。

建城市污水处理厂是现代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和选择，
但是，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既治不尽，也治不起，存在许多
难点。首先是高浓度有机污染物没有一定量的水来冲排、挤
压，粪便、污物去污水处理厂的“该来的不来”，污水水源不
足，“吃不饱”达不到运行负荷，致使污水处理厂闲置。其次
是一下雨“不该来的来多了”、“吃不了”，导致大量的污水无
法处理，只好直接排出去。个别地方建设污水处理厂本身就
是“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有人来检查了就开机运行，平
时干脆关闭机器睡大觉;或者出于利益考虑，弄虚作假，开开
停停减少治污成本，结果都会形成污水处理厂“排污不治污”
的怪事。衡阳市区目前的排水系统是合流制，基本上没有雨
污分流，即使湘江南北路下的截污渠也不能充分发挥截污功
能，只不过是把分散排污变成了集中排污。蒸水桥头排污口
仅隔立新污水处理厂一公里左右，但污水同样无法进入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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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三条河流把衡阳市区分为四大块，因地形地势高低
不平，又把它分割成为 16 条“龙须沟”水系，而且很难连接引
入污水处理厂，这样，污水处理厂能接纳污水的覆盖面仅为
市区的四分之一，雨水和污水用的是同一个下水道，一下雨，

粪便受到雨水稀释和挤压，就跟雨水混在一起，而污水处理
厂因污水量太大也无法接纳处理，只得排入河道。其实，集
中处理生活污水只能是在正常情况下处理化粪池流出来的
净化水，氨氮超标是生活污水所致，而生活污水中又主要是
粪便，如果把粪便充分收集利用就能完成十二五期间污水减
排目标。目前为止，衡阳市区建成污水处理厂仅为应建的
50%，建成厂实际运营量仅为能量的 20%，即市区污水处理
率仅约 10%，现生活污水占污水总量的 53%以上，如此治
污，治愈遥遥无期。

( 二) 杨传友发明专利方案的优点［2］［3］

按楼栋、小区建攒粪池———源头截污———分解沉淀———
资源化———吸粪车外运农田、果园———或与沼气池结合。

该方案优点:源头治污、粪便资源化、大大减轻污水处理
量，适合小城镇、新农村建设使用，对大中城市期望粪便综合
利用、循环利用、发展有机农肥、绿色农业等，也是一个最好
补充方案。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的发展趋势及战略是由集中走向分
散，从地面转入地下，从末端回归源头。传统集中式污水处
理由于存在污水收集难，管网投资高，占地面积大和施工不
便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污水处理率，因此分散式污水处
理及回用集成技术已经成为集中处理方式的一种有益而必
须的补充措施。全封闭埋地式积攒池不影响周边环境卫生，
不影响空气质量。源头截流截污，当有机污染物尚未分解之
前固液分离，有效提高了污水处理率，实现有机废水资源化，

成功解决了高浓度生活污水的达标排放。

推广积攒池装置治理生活污水是传统产业的转型提升。

积攒池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多孔漫溢，静水漫滤，粪便入池后
在尚未分解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沉降，沥滤、通过拦截、吸附自
然沤制浓缩为腐殖质有机复合肥，而且无任何有害物质污
染，粪便收集利用率达 95%以上，净化水水质达到或超过国
家二级排放标准。积攒池是替代旱厕的蓄粪池装置，使粪便
还田，回归自然，化害为利，消除污染，让土壤生物吃干榨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截流截污优越于污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效率的高低是根据污水浓度的高低，池子容量的大小，

污水流速的快慢，在池内停留时间的长短，沉淀物降解率多
少，是否投放化学药剂等要素来决定的。而积攒池是源头截
流截污，它的累计容量是污水处理厂的很多倍，污水流速又
慢了很多倍，在池内停留的时间又延长了很多倍，沉淀物增
长很多倍，而且不需要投放化学药剂;它能雨污分流，免污水
管网铺设;全封闭埋地式积攒池不影响周边环境卫生; 不需
耗能和专人管理，投资省，占地小，效能高，运行管理便捷，小
装置能解决大问题。早在 1998 年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就算了这样一笔帐: “如果河南淮河域的粪便收集率达到
60%，那么建设污水处理厂的任务，可由目前的 112 万吨 /
日，降至 45 万吨 /日，且收到同样的污染防治效果，投资可由

原来的 17. 8 亿元降至 7. 18 亿元。”由此可见，提高粪便收集
率对防治水体污染的作用是很大的，且建立粪便收集系统投
资比建污水处理厂少得多。即使在今天，许多西方国家，对
粪便的回收再利用也有新的理念，在美国和英国，由于严禁
将生活污水排放到海洋中已经立法，从而加快了对粪便回收
再利用的研究和开发。

五 城镇、农村粪便治理方案与实施

( 一) 对小城镇、新农村、县市粪便治理方案
1、小城镇:以攒粪池为主处理粪便，与建立生态农业结

合，一起规划，一起建设，政策支持;
2、新农村:分片( 几家) 合建攒粪池，或与沼气池结合;
3、市县城市:已有污水处理厂，可用化粪池———污水处

理厂或攒粪池———污水处理方案。根据对有机肥需求，资源
化要求，对已建化粪池是否改造为攒粪池，由县、区、市决定。

对新建住宅、小区可否推行攒粪池处理方案，政府要出
台政策、支持意见。

( 二) 方案实施意见
积攒池装置的推广实施涉及面广，经济问题、思想与社

会问题多、政策性强，建议各级政府出面，把处理粪便、保护
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创建文明城市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
我们建议:

1、实施生活污水源头控制，分散治理，就地利用。帮助
村民改水、改厕、改厨、改圈，改为积攒池，发展沼气，使粪便
还田，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和多层次利
用，形成猪 ( 厕) ———沼———果、粮或猪 ( 厕) ———沼———菜、
鱼等主要模式发展绿色有机食品，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土地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带动农村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和
农村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改变村庄污水直排、乱排现象，至
使污水自然净化达标排放，为农民提供新的致富途径。

2、根据省“十二五”规划，在“省建 15 个具有特色的循环
经济工业园区”中，衡阳市申报建 1 ～ 2 个有特色的循环经济
工业园，列入国家和省规划。该园应包括园区粪便治理，取
得国家、省政策及投资支持。

3、根据省“十二五”规划，在“省建 6 ～ 10 个循环经济农
业示范园规划”中衡阳市申报建立一个省属农业示范园，由
省投资立项建设。以“攒粪池”为主要形式，以粪〈人、厕、
猪、鸡( 圈) 〉———沼气———果、粮、菜、鱼———绿色食品为模
式的循环农业示范园。市建、各县、乡自建一个循环农业示
范园区。形成省、市、县、乡循环经济农业示范区体系。根据
试点，不断改进，再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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