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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截污系统广泛应用于合流制排水系统的截污和雨水

排水系统的混合截污水。结合截污系统设计和运行中的

影响因素，互相比较了截污系统和截污井的类型和特点，

并且还分析了截污流量失控、截污浓度低、截污系统污

水反流出、河水倒灌、新增涝区等这些问题和原因。结

合截污系统设计和运行中的影响因素，截流系统与截污

系统井两者进行比较出类型和特点，分析了截污流量失

控、截污浓度低、截污系统污水反流出、河水倒灌、新

增涝区等问题及原因。

在这方面的内容基础提出了“理想污水截流系统”

模型，本文作为污水收集系统设计的参考标准，在目前

各地的污水收集系统设计中进一步引入了新的污水收集

装置、反倒灌性装置、流量限制装置等，对污水收集系

统的设计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以便充分收集废水，提

高其质量和效率。

1 截流系统分类

1.1 串联式

在敷设污水截流管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采用在河道

岸坡上进行的，和排放到河道的被截流管道连接互相垂

直交叉。截流井设在截流干管与被截流管交叉的位置上

它不仅是截流井，还是污水检查井，两者兼容截流污水、

溢流雨水和传输上游污水的功能。

1.2 并联式

截流井与污水截流干管分开，采用管道相连，与串

联的截流模式相比，上游截流污水不再经过下游的截流

井，可消除上游截流污水经过下游截流井时再一次被稀

释的问题，通过控制连接管的管径控制截流量，可减少

沿途被截流管渠雨水排放对污水截流干管的影响 [1]。

2 截流井 (溢流井 )分类

当前，有三种类型明确的构造基础和计算方法：主

要分为堰式截流井、槽式截流井、槽堰结合式截流以上

三种。堰式截流井广泛用于国内外复合截流式系统的改

造。在截流井里面再设一道溢流堰，天气晴朗的时候截

流旱季污水，那么在雨天的时候截流混合的污水。超过

截流能力的污水与混合的污水越过溢流堰再排入水体当

中。

槽式截流井是在截流井内设置一道与截流管管径等

宽的截流槽，槽底低于被截流管的管内底，槽深一般小

于截流管管径。在截流井里面设一道稍微比较低的溢流

堰，并且，在溢流堰前设置一道截流槽，是槽堰结合的

截流井 [2]。

3 污水截流系统中常见问题

①串联式截流系统污染严重。在串联式截流系统当

中，降雨时污水从前一个截流井流向下一个截流井的过

程中会与雨水混合、稀释，很导致部分污水溢流进入河

流中，导致降雨频繁的时候污水反向倒灌入河流，引起

河水质量的下降；

②截流量非常难以驾驭的，截流在系统当中超负荷

运行。在设计截流管道的设计时候，我们通常会根据废

水的量来确定截流管管的直径，然后在此过程中，我们

将采取多个截流和全重力流。在降雨过程中，压力管内

的水位迅速上升，压力管处于压力流动状态，从而大大

提高了压力管的流量和速度。就拿 DN300-L10 铸铁截流

管来说，作用水头在 0.02m 时，满流时设计流量为 44.0L/ 

s，而作用水头增至 0.2m 时，流量将达到 146.0L/s，比

设计流量增加 2 倍以上的水量。大量沿河道的截流井会

导致大量混合废水进入到截流废水的管道，从而导截流

系统过载；

③河水倒灌。被截取管的输出设定在河流一侧，并

且管内底部 ( 或者溢流当中的底部 ) 的高程低于河流的

水位，所以就出现河水倒灌到截流井的这些情况，我们

的设计人员通常采用拍门或鸭嘴阀防止倒灌，由于做出

来的效果不怎么有效，还容易漏水；

④在截流当中可以来了解到它的这个浓度是很低

的。前面讲到的三个问题，表达出来的直接问题就是截

流污水浓度偏低，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过程当中污水

进入污水处理厂里面水质的浓度要远远低于当初设计进

水水质，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造成极大的后果以及一些

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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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当污水从截流系统向相反方向流出，造成水污染。

由于主要污水截流管道通常是根据全流量和无压力状态

设计的，因此，在截流过量雨水后，主要管道中的压力

是用于截流污水的压力（也有可能是雨水与垃圾管道混

合而产生的内部压力）。当压力水头高于已截流管道中

的水位时，污水将从已截流的管道流回河流中。这点很

容易解释有些实施了污水截流的河道，降雨过后河水水

质迅速下降，严重时造成死鱼的现象 [3]。

4 污水截流系统改良策略

4.1 理想污水截流系统构建和分析

在分析了污水收集系统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污水收

集系统的理想模型。理想的污水截流系统应具备以下特

点：

①并行截流，防止收集到的污水在管道中被分流，

用于道路雨水截流；

②可根据设计流量的要求进行截流，而不会过度截

流，从而保证污水截流的主管道不产生内压，并能稳定、

重力、控制地运行；

③可防止河水回流到污水管；

④防止污水收集主管道内的废水回流到收集管道，

从而进入水源地；

⑤堰高和宽度的设定当中可以满足排水和防涝的需

求。

一个典型的并联污水截流系统，只需要具备基本的

一些必要条件，满足上述理想污水截流系统的特征就必

须让设计人员注意下面中的几点问题：

①溢流堰顶比较低，并且还要低于河道的水位，河

水在进入污水截流管；的时候，溢流堰顶较高，在河流

上游的时候。研究的解决的方法：实行有效防倒灌措施，

拍门、鸭嘴阀之类的简单防倒灌设施容易失效，可以考

虑采用自动控制的堰门。目前，自动控制闸主要包括具

有可调整上升角度的旋转堰门，以及具有液压垂直起降

功能的下开式堰门。在晴朗的日子里，湖水的闸门被升

起，堰顶高于河道的即时水位，以防止回灌；如果发生

内涝，将会打开，以恢复被拦截的管道的泄洪功能。为

了减少流量和控制频率，通常在堰门的顶部留出一定的

溢出空间，以防止小雨溢出；由于“自动控制”在大雨

中可能会失败，如果不能及时打开，则可能会发生内涝，

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应在截流井中设置比正常水位更高

的阻塞管道；

②截污管道与截污主管道之间应有一定的正落差，

否则，当截污主管道水位上升时，污水很容易倒流入河

道引起下游河流的污染，因此建议保留截流的管道内侧

日与主管道内侧顶部之间的高程差，以截流废水 ( 至少

0.3m)。如果无法满足上述条件，就应采取防止回流的

措施。虽然截流管的内侧日与污水收集管的内侧顶部之

间的高程差小于 0.3m，但仍为正值且回流可能性较小，

因此可以使用单向阀来防止回流。如果所截流管的内部

底部高于低于污水收集管的内部顶部，当采取鸭嘴阀、

拍门的作用不良，并且容易被收集，并且通常无法保证

所截流管中的混合废水能够被截流并进入污水收集管，

因此水泵应用于强制截流。如果条件良好，建议您根据

COD 在线监测仪器的检测数据来评估水泵是否应打开以

截流混合废水。

4.2 污水截流系统改造

《（2019 到 2021 年 ) 这三年实行了城镇污水的处理》

当中明确提出要进行提高进入污水处理厂污水水质浓度

和厂、站、网运行效率，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BOD5 ＜

100mg/L 的要围绕服务片区管网制定“一厂一策”系统

化整治方案。因此，提高污水截流系统的运行效率对于

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多年来不同时期建设的

污水截流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随着

时间的流逝，雨水和污水分流、河道水位控制、拦截效

率要求、新技术应用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必须全

面审查现有的污水收集系统。除了上一节三节当中分析

的问题外，评审内容还应了解废水截流系统服务区域正

在动态减少截流量和捕获量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新

和修改。通过检视，对于存在问题的截流系统均应进行

改造，改造标准参照前述理想污水截流系统的各项要求

进行 [4]。

5 结束语

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污水截流系统当中还会大量存

在，在设计阶段到运行阶段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构建污

水收集系统的关键和难点就在于确保污水收集系统按照

预期的目标和设计条件稳定、可控地运行。从科学和客

观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思考改进策略，提出“理想

的污水收集系统”模型，针对污水截流系统的改造和新

建具有积极参考意义，最终使污水收集做到应收尽收，

又能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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