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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规划背景

近年来，国家、省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对再生水利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

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我市再生水利

用工作，充分挖掘再生水利用潜力，促进节约用水，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结合我市实

际，编制《淄博市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第 2条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聚焦“3510”发展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践行“八水统筹，

水润淄博”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为准则，建立因地制宜的再生

水利用格局，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第 3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张店区（含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下同）、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含

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下同）、临淄区。

第 4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22年。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年，近期规划至 2030年，远期规划至 2035年。

第 5条 编制主要依据

1. 《节约用水条例》

2. 《山东省水资源条例》

3. 《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

4. 《淄博市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5. 《淄博市节约用水办法》

6. 《淄博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办法》

7. 《淄博市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办法》

8. 《城镇再生水利用规划编制指南》（SL 760-2018）

9.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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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

1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19）

1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24）

1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2010）

14. 《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HG/T 3923-2007）

15.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2017）

16.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SL/T 712-2021）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部门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

资〔2021〕13号）

18.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发

改环资〔2023〕1193号）

19.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水

节约〔2023〕206号）

20.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 8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

方案〉的通知》（鲁发改环资〔2022〕446号）

21.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全面加强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鲁水节字〔2023〕2号）

22. 《山东省水利厅等 8部门关于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的意见》（鲁水节字

〔2024〕1号）

23.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

字〔2024〕17号）

24.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

的通知》（淄政办字〔2022〕73号）

25. 《淄博市水利局等 10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淄水资〔2023〕14号）

26. 《山东省“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

27. 《山东省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十四五”规划》

28. 《山东省“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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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十四五”山东省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

30. 《淄博市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

31. 《淄博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

32. 《淄博市“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

33. 《淄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第 6条 规划原则

1. 科学谋划，统筹布局。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

统一谋划、整体布局的思路，综合确定再生水利用方向，优化系统布局，各区因地制宜

科学制定再生水利用方案。

2. 保障生态，就近利用。从实际出发，合理配置再生水资源。保障河道生态及景

观环境补水，就近用于工业生产、城镇杂用，稳定持续提高再生水利用水平。

3. 供需平衡，经济高效。遵循按需定供、按用定质原则，确定再生水利用设施布

局和规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设施，结合道路及城市更新建设同步敷设再生水管网，

确保厂站和管网等再生水利用工程与用户需求相匹配。

第 7条 规划目标

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提升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水平，打造“分质

供水，梯级利用”的再生水格局，建立安全可靠的再生水供给系统，推动节水型城市建

设，涵养地下水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我市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到 2030年，再生水配置利用能力持续提高，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力争达到 58%以上。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再生水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成熟适用的再生水配置利用模式基本形

成。

到 2035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进一步提高，达到省定要求。工业生产再生水利用

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再生水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更加完善，再生水经济、高效、系

统、安全利用的局面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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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再生水需水量与配置方案

第 8条 再生水利用方向

规范生态补水再生水利用，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以及娱乐性、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优先使用再生水。重点推动工业生产再生水利用，将再生水作为工业生产冷却、锅炉等

用水的重要水源。大力推动城镇杂用再生水利用，城市绿化、道路冲洗、环境卫生等城

镇杂用优先使用再生水。

第 9条 再生水需水量预测

近期再生水总需水量为 63.17万m3/d，其中工业生产再生水需求量为 21.37万m3/d，

生态补水再生水需求量为 35.04万 m3/d，城镇杂用再生水需求量为 6.76万 m3/d。再生

水需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生态补水、工业生产用水、城镇杂用水，占比为 55%、34%、

11%。

表 1-1 规划范围近期再生水需求量预测表（万 m3/d）

序号 区域 工业生产 生态补水 城镇杂用 合计

1 张店区 6.13 12.76 3.28 22.17
2 淄川区 2.69 5.51 0.90 9.10
3 博山区 1.85 3.63 0.72 6.20
4 周村区 1.11 5.10 0.82 7.03
5 临淄区 9.59 8.04 1.04 18.67

合计 21.37 35.04 6.76 63.17

远期再生水总需水量为 82.93万m3/d，其中工业生产再生水需求量为 26.36万m3/d，

生态补水再生水需求量为 46.82万 m3/d，城镇杂用再生水需求量为 9.75万 m3/d。再生

水需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生态补水、工业生产用水、城镇杂用水，占比为 56%、32%、

12%。

表 1-2 规划范围远期再生水需求量预测表（万 m3/d）

序号 区域 工业生产 生态补水 城镇杂用 合计

1 张店区 7.08 14.27 4.71 26.06
2 淄川区 3.62 9.22 1.29 14.13
3 博山区 2.29 5.86 1.04 9.19
4 周村区 1.65 8.27 1.21 11.13
5 临淄区 11.72 9.20 1.50 22.42

合计 26.36 46.82 9.75 82.93



5

第 10条 再生水利用配置方案

近期再生水配置量达 66.85万 m3/d，其中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 27.16万 m3/d，生态补水 39.69万 m3/d。区域再生水利用率为 62%，

其中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61%（9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远期再生水配置量达 86.36万 m3/d，其中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 36.85万 m3/d，生态补水 49.51万 m3/d。区域再生水利用率达 66%，

其中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64%（9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表 1-3 污水处理厂出水再生利用配置情况（万 m³/d）

区

域

序

号
污水处理厂名称 类型

现状

处理量

近期

处理量

远期

处理量

出水配置

现状 近期 远期

张

店

区

1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水质净化

一分厂（以下简称光大一分厂）

城市污水

处理厂
23.90 24.00 25.00

涝淄河、东猪龙河等生态补

水 4.16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7.7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8.50

2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水质净化

三分厂（以下简称光大三分厂）

城市污水

处理厂
12.20 9.00 10.00

涝淄河、东猪龙河、东部塘坝等生态补

水 9.86
涝淄河、东猪龙河、东部塘坝等生态

补水 9.86

3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水质净化

二分厂（以下简称光大二分厂）

城市污水

处理厂
5.50 5.00 5.00

工业生产 0.69 工业生产 1.60 工业生产 1.60
玉龙河、东猪龙河生态补水

4.81
玉龙河、东猪龙河生态补水 3.40 玉龙河、东猪龙河生态补水 3.40

4
山东美陵中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淄凤凰污水处理厂
— 0.01 1.00 2.00 — 卧龙河生态补水 0.50

工业生产 0.70
卧龙河生态补水 0.50

5 光水（淄博张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工业废水

处理厂
0.42 1.00 3.00 — 涝淄河生态补水 1.0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20
涝淄河生态补水 1.65

6 淄博中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工业废水

处理厂
0.10 0.25 0.50 — — —

7 傅家污水处理厂（规划） — — — 3.00 — —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40

范阳河（孝妇河）生态补水 1.50

合计 — 42.20 40.25 48.50
工业生产 0.69；生态补水

8.97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9.30；生态补水

14.76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3.40；生态补

水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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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序

号
污水处理厂名称 类型

现状

处理量

近期

处理量

远期

处理量

出水配置

现状 近期 远期

淄

川

区

1 淄博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
城市污水

处理厂
11.00 12.00 12.00

工业生产 1.16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3.59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3.80

孝妇河生态补水 6.00 孝妇河生态补水 3.49 孝妇河、般河、七星河生态补水 4.98

2 葛洲坝水务淄博淄川有限公司
建制镇污

水处理厂
2.10 3.00 4.00 孝妇河生态补水 2.1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8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80

孝妇河生态补水 1.00 孝妇河生态补水 1.00

3 罗村污水处理厂 — — 0.50 1.00 — 漫泗河生态补水 0.51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40

漫泗河生态补水 0.51

4 范阳河污水处理厂 — — 0.50 1.00 — 范阳河生态补水 0.51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35

范阳河生态补水 0.51

5 五里河污水处理厂（规划） — — — 1.50 — — 五里河生态补水 1.22

6 般河污水处理厂（规划） — — — 1.00 — —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36

般河生态补水 0.50

7 昆仑污水处理厂（规划） — — — 0.50 — — 孝妇河生态补水 0.50

合计 — 13.10 16.00 21.00
工业生产 1.16；生态补水

8.1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4.39；生态补水

5.51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5.71；生态补水

9.22

博

山

区

1 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
城市污水

处理厂
7.70 7.50 10.00

工业生产 0.6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2.57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2.57

孝妇河生态补水（经下游柳

泉湿地）8.71

孝妇河上游、国家庄水库生态补水 2.02
孝妇河上游、国家庄水库、范阳河、

石沟河、沙沟河生态补水 3.90

2 淄博市龙亨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建制镇污

水处理厂
0.78 1.00 2.00 孝妇河下游生态补水 0.45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76

孝妇河下游生态补水 0.45

3 淄博金锣水务有限公司 — 0.83 1.25 1.25 孝妇河下游生态补水 1.00 孝妇河下游生态补水 1.00

4 淄博岜山水处理有限公司 — 0.15 0.25 0.5 — 石沟河生态补水 0.16 石沟河生态补水 0.51

合计 — 9.46 10.00 13.75
工业生产 0.60；生态补水

8.71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2.57；生态补水

3.63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3.33；生态补水

5.86

周

村
1 光大水务（淄博周村）净水有限公司

城市污水

处理厂
6.60 2.00 2.00 —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58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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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序

号
污水处理厂名称 类型

现状

处理量

近期

处理量

远期

处理量

出水配置

现状 近期 远期

区 2 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规划） — — 4.00 4.00 —

3 淄博市周村淦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城市污水

处理厂
5.80 6.00 6.00 孝妇河生态补水 1.50 月河、孝妇河生态补水 6.00

孝妇河、淦河、涿河、米沟河、月河

生态补水 6.00

4 淄博沃特水务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建制镇污

水处理厂
0.60 1.00 1.50 焕然河生态补水 0.6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35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45
焕然河生态补水 0.50 焕然河生态补水 0.82

5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

建制镇污

水处理厂
1.17 1.50 2.00 白泥河生态补水 1.17 白泥河生态补水 1.00 白泥河生态补水 1.00

6 淄博周村周南污水处理厂
建制镇污

水处理厂
0.17 0.25 0.50 范阳河生态补水 0.17 范阳河生态补水 0.25 范阳河生态补水 0.50

合计 — 14.34 14.75 16.00 生态补水 3.44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93；生态补水

7.75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2.86；生态补水

8.32

临

淄

区

1
美陵环境科技（淄博）有限公司齐都

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齐都污水处理

厂）

城市污水

处理厂
2.46 5.00 6.00

太公湖（淄河）生态补水

2.46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47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55

太公湖（淄河）生态补水 4.00 太公湖（淄河）生态补水 4.00

2
美陵环境科技（淄博）有限公司齐城

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齐城污水处理

厂）

城市污水

处理厂
7.50 7.50 7.50 运粮河、乌河生态补水 7.50 运粮河、乌河生态补水 3.55 运粮河、乌河生态补水 3.55

3 淄博朱台润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0.85 1.00 1.00 工业生产 0.28 工业生产 0.30 工业生产 0.40

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

山镇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金山镇污

水处理厂）

工业废水

处理厂
2.40 4.00 6.30 工业生产 1.06 工业生产 1.80 工业生产 3.20

5
淄博管仲水务有限公司齐鲁化工区

北部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齐鲁化工

区北部污水处理厂）

工业废水

处理厂
建设中 5.00 5.00 — 工业生产 4.80 工业生产 4.80

6 齐鲁化工区西部污水处理厂 — 0.80 1.00 1.00 — 工业生产 0.80 工业生产 0.80
7 淄博齐都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 0.30 0.50 1.00 — — —
8 齐盛合水务（淄博）有限公司皇城污 — — 1.00 2.00 — 淄河生态补水 0.49 淄河生态补水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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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序

号
污水处理厂名称 类型

现状

处理量

近期

处理量

远期

处理量

出水配置

现状 近期 远期

水处理厂（规划污水处理厂，以下简

称皇城污水处理厂）

9
齐盛安水务（淄博）有限公司敬仲污

水处理厂（规划污水处理厂，以下简

称敬仲污水处理厂）

— — 1.50 2.00 —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80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0.80

合计 — 19.54 26.50 31.80
工业生产 1.67；生态补水

9.96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8.97；生态补水

8.04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1.55；生态补

水 9.20

总计 — 98.64 107.5 131.05
工业生产 4.12；生态补水

39.18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27.16；生态补水

39.69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36.85；生态补

水 49.51

注：1.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最终以污水处理专项规划修编数据为准，本规划不作为建设依据；2.张店区现状处理量 42.20万 m³/d含山东北金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2022年处理量；临淄区现状处理量 19.54万 m³/d含美陵环境科技（淄博）有限公司淄河污水处理厂、齐鲁石化供排水厂—乙烯污水处理厂 2022

年处理量；3.临淄区现状出水配置工业生产 1.67万 m³/d中含齐鲁石化供排水厂—乙烯污水处理厂 2022年回用量；4.规划配置方案中光大一分厂、光大三

分厂考虑部分桓台经济开发区果里工业园工业生产、城镇杂用及猪龙河入口人工湿地三期补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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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再生水利用工程规划

第 11条 再生水利用模式

再生水利用模式以适度相对集中利用为主，因地制宜分散利用为辅，采用源

头常规处理与末端深度净化相结合的“梯度处理、分级利用”模式。对用户用水

需求较大或分布较为密集、用户规模和水质要求较为稳定的区域，采用集中式再

生水利用的模式，针对输水距离较远，但工业用户用水需求大且有较强的用水意

愿，采用点对点再生水利用方式，并发展沿途其他用户，提高供水效率和效益。

在污水处理厂周边建设常规处理设施，出水满足工业低质用户、道路浇洒、

绿化灌溉等用水需求，采用一网多供的输配方式。工业集聚区根据水量水质需求

建设区域深度净化站，分散工业用户可自建净化设施，处理达到相应的用途。

第 12条 再生水水质要求

单一途径的再生水水质，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等相应的水

质标准。同时用于多种用途时，水质按最高水质标准要求确定或分质供水。再生

水利用于生态补水还需满足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要求。

第 13条 再生水处理工艺

用于河湖生态补水的一般品质再生水可采用混凝、沉淀以及人工湿地等工艺

削减污染物。用于城镇杂用、工业生产的高品质再生水可采用“超滤+反渗透”

膜组合工艺处理达到相应的用途标准。实际工程中根据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水质和

用户需求选择不同的再生水处理工艺进行组合。

第 14条 河湖生态补水规划

将再生水作为孝妇河、范阳河、玉龙河、东猪龙河、涝淄河、漫泗河、淦河、

涿河、米沟河、运粮河、乌河、淄河、般河、五里河、七星河、石沟河、沙沟河

等城区重要水系的补水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1. 张店区

孝妇河（张店区段）：近期补水为上游来水（含再生水），远期拟增加傅家

污水处理厂（规划）达标再生水补水，补水量为 1.51万 m³/d。

新区景观河（云影河）、新区防洪河道（润淄河）：采用上游来水（含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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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孝妇河湿地公园为调水枢纽实施常态化调水，通过孝妇河总干进水闸补

水。新区景观河道（云影河）补水量为 0.80万 m³/d，新区防洪河道（润淄河）

补水量为 2.90万 m3/d。

玉龙河（含南部排洪沟，东猪龙河东支、西支）：拟采用光大二分厂达标再

生水及孝妇河湿地公园调水进行补水。近期、远期光大二分厂补水量为 2.40万

m3/d，通过昌国路泵站由孝妇河湿地公园向玉龙河调水 1.30万 m3/d。

涝淄河：拟采用光大一分厂、光大三分厂及光水（淄博张店）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达标再生水补水。光大一分厂、光大三分厂依托涝淄河补水管线，近期补水

量为 1.29 万 m3/d，光水（淄博张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近期补水量为 1.00 万

m3/d。远期增加光水（淄博张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充昌国路上游

段 1.65万 m3/d。

东猪龙河干流（含南广场水系、人民公园、玉龙湖）：拟采用光大一分厂、

光大二分厂、光大三分厂达标再生水补水。近期、远期光大二分厂补水量为 1.00

万 m³/d，光大一分厂、光大三分厂依托涝淄河补水管线及共青团路管线，补水

量为 4.84万 m³/d（考虑下游需求）。

高新区东部塘坝：拟采用光大一分厂、三分厂达标再生水补水，近期、远期

补水量为 1.73万 m³/d。

卧龙河：拟采用凤凰污水处理厂达标再生水补水，近期、远期补水量为 0.50

万 m³/d。

猪龙河入湖口湿地三期：维持现状，采用光大一分厂、三分厂达标再生水补

水，近期、远期补水量 2.00万 m³/d。

2. 淄川区

孝妇河（淄川区段）：张相湖上游段依靠上游来水（含再生水）补充，为保

障张相湖以及下游孝妇河生态用水需求，拟采用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葛洲

坝水务淄博淄川有限公司及昆仑污水处理厂（规划）达标再生水补水，近期、远

期补水量为 4.49万 m³/d。

范阳河（范阳河污水处理厂下游至文昌湖段）：拟采用范阳河污水处理厂达

标再生水补水，近期、远期补水量为 0.51万 m³/d。

般河：拟采用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水，远期于孝妇河东岸建设

取水泵站，规模为 2.50万 m³/d，沿胶王路、聊斋路建设补水管道，补水量为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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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³/d。远期龙泉段增加般河污水处理厂（规划）达标再生水补给，补水量为

0.50万 m³/d。

北苏水库（苏相湖）、七星河（含灵沼水库）：拟采用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

达标再生水进行补水，远期通过孝妇河东岸泵站沿眉山路、张博复线建设补水管

道，北苏水库（苏相湖）补水量 0.20万 m³/d，七星河（含灵沼水库）补水量 0.65

万 m³/d。

五里河（含小李水库、五里河水库）：五里河现状条件较差，近期补水需求

不强，远期整治完成后拟采用五里河污水处理厂（规划）达标再生水进行补水，

补水量 1.22万 m³/d。

漫泗河（暖水河上游至罗村污水处理厂段）：拟采用罗村污水处理厂达标再

生水补水，近期、远期补水量为 0.51万 m³/d。

3. 博山区

孝妇河（博山区段）：石沟河上游段利用现状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

至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白杨河发电厂 DN700现状管道分段进行补水，近期、

远期补水量 1.00万 m³/d。石沟河下游段考虑淄川段生态用水需求，采用葛洲坝

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淄博市龙亨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淄博金锣水务有限公司

达标再生水进行补水，近期、远期补水量 1.45万 m³/d。

范阳河（滨莱高速至汪溪水库段）：近期补水需求不强，远期河道综合整治

完成后拟采用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水，补水量为 0.65万

m³/d。

沙沟河：近期补水需求不强，远期河道综合整治完成后拟采用葛洲坝水务淄

博博山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水，补水量为 0.51万 m³/d。

石沟河：近期补水需求不强，拟采用淄博岜山水处理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

水，补水量 0.16万 m³/d。远期河道综合整治完成后拟采用淄博岜山水处理有限

公司及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水，补水量为 1.23万 m³/d，

其中淄博岜山水处理有限公司 0.51万 m³/d，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 0.72

万 m³/d。

国家庄水库：拟采用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达标再生水补水，近期、

远期补水量为 1.02万 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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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村区

孝妇河（周村区段）：拟采用淄博市周村淦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出水经污水

处理厂北区湿地及规划南区湿地净化后补水。近期补水量为 6.00万 m3/d，远期

考虑淦河、涿河、米沟河生态补水需求减少相应补水量。

淦河、涿河、米沟河（含月河）：拟采用淄博市周村淦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出水经规划南区湿地净化后补水，远期于南区湿地建设取水泵站，规模为 4.00

万 m³/d，沿明阳路、周隆路建设补水管道。淦河补水量为 1.22万 m3/d，涿河补

水量为 1.22万 m3/d，米沟河（含月河）补水量为 0.82万 m3/d。

范阳河（周村区段）：拟采用淄博周村周南污水处理厂出水经湿地净化后补

水，近期补水量为 0.25万 m3/d，远期补水量为 0.50万 m3/d。

焕然河：拟采用淄博沃特水务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出水经湿地净化后补水，近

期补水量为 0.50万 m3/d，远期补水量为 0.82万 m3/d。

白泥河：拟采用淄博市周村区王村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出水经湿地净化后补水，

近期、远期补水量为 1.00万 m3/d。

5. 临淄区

淄河：拟采用齐都污水处理厂、皇城污水处理厂达标再生水分段进行补水，

齐都污水处理厂达标再生水提升至太公湖，皇城污水处理厂达标再生水提升至淄

河。近期补水量为 4.49万 m³/d，远期补水量为 5.65万 m³/d。

运粮河：拟采用齐城污水处理厂、敬仲污水处理厂出水经运粮河湿地净化后

补水，近期、远期补水量为 1.55万 m³/d。

乌河：拟采用齐城污水处理厂、敬仲污水处理厂出水经运粮河湿地净化后对

乌河上游补水，于运粮河湿地建设取水泵站，沿辛化路建设补水管道，近期、远

期补水量为 2.00万 m³/d。

第 15条 再生水厂站规划

针对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再生水利用，近期在保留现有 4座厂站的基础上，

扩建及新建 13座再生水厂站，再生水处理能力 38.0万 m³/d。远期累计规划再生

水处理站 23座，再生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51.0万 m³/d。

1. 张店区

张店区工业用户主要集中在高新区、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张店东部化工

区以及淄博经济开发区。根据高新区中水回用及冷热综合利用项目及区域需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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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近期规划建设科学城再生水处理站，用于张店区城镇杂用、生态补水及作为

高品质工业水水源；在工业集聚区建设罗斜、鲁山大道及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

深度处理站，满足高品质工业用水需求；扩建光大二分厂现状再生水深度处理站，

就近供给淄博经济开发区热电及有色金属冶炼等企业。远期依托光水（淄博张店）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建设再生水处理站，服务张店东部化工区及淄博经济开发区企

业；傅家污水处理厂（规划）配建再生水处理厂站，补充淄博经济开发区城镇杂

用及工业生产用水。

表 1-4 张店区再生水厂站规划统计表（万 m³/d）

序号 再生水厂站 服务范围

近期规模 远期规模
占地

（hm2）
常规

处理

深度

处理

小

计

常规

处理

深度

处理

小

计

1
罗斜再生水

复合处理站

桓台经济开发区果里工业

园城镇杂用及高新区高品

质工业用水

0.5 2.0 2.5 0.5 3.0 3.5 2.2

2
科学城再生

水常规处理

站

张店区城镇杂用、一般品

质工业用水、涝淄河等补

水以及高品质工业水水源

11.0 — 11.0 11.0 — 11.0 2.0

3
鲁山大道再

生水深度处

理站

高新区高品质工业用水 — 0.5 0.5 — 1.0 1.0 1.3

4
先进制造业

创新示范区

深度处理站

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高

品质工业用水
— 0.5 0.5 — 1.0 1.0 1.4

5
光大二分厂

再生水深度

处理站

淄博经济开发区高品质工

业用水
— 2.0 2.0 — 2.0 2.0 0.4

6
光水张店再

生水常规处

理站

张店东部化工区、淄博经

济开发区城镇杂用及工业

生产

— — — 1.5 — 1.5 0.3

7
傅家常规再

生水处理站

淄博经济开发区城镇杂用

及工业生产
— — — 2.0 — 2.0 0.4

合计 — 11.5 5.0 16.5 15.0 7.0 22.0 —

2. 淄川区

淄川区工业用户主要集中在淄川经济开发区、罗村镇、龙泉镇、双杨镇。近

期规划扩建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现有高品质工业水处理设施，满足淄川经济

开发区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高品质工业用水需求，同时建设常规品质再生水处

理设施，用于城镇杂用及一般品质工业用水；新建葛洲坝水务淄博淄川再生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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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站，服务双杨镇，淄博经济开发区淄河大道、鲁山大道沿线工业生产及城镇杂

用。远期依托新、改建污水处理厂配套范阳河再生水站、罗村再生水站及般河再

生水站，就近服务周边企业及城镇杂用。

表 1-5 淄川区再生水厂站规划统计表（万 m³/d）

序号 再生水厂站 服务范围

近期规模 远期规模
占地

（hm2）
常规

处理

深度

处理
小计

常规

处理

深度

处理
小计

1
利民再生水复

合处理站

淄川经济开发区、城区、

龙泉镇、罗村镇等城镇杂

用及高品质工业用水

1.5 3.0 4.5 1.5 3.5 5.0 0.6

2
葛洲坝淄川再

生水常规处理

站

淄博经济开发区及双杨

镇城镇杂用及工业生产
1.0 — 1.0 1.0 — 1.0 0.3

3
罗村再生水常

规处理站

罗村镇城镇杂用及工业

生产
— — — 0.5 — 0.5 0.1

4
范阳河再生水

常规处理站

淄川经济开发区城镇杂

用及工业生产
— — — 0.5 — 0.5 0.1

5
般河再生水常

规处理站

龙泉镇城镇杂用及工业

生产
— — — 0.5 — 0.5 0.1

合计 — 2.5 3.0 5.5 4.0 3.5 7.5 —

3. 博山区

博山区工业用户主要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白杨河发电厂及山东东佳集

团。近期规划保留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白杨河发电厂现状再生水处理设施；依

托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司建设再生水处理站，服务博山区城镇杂用及工业

企业用水。远期淄博市龙亨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配建再生水处理站补充再生水需求。

表 1-6 博山区再生水厂站规划统计表（万 m³/d）

4. 周村区

周村区工业用户集中在周村经济开发区。规划依托规划工业污水处理厂或光

序号 再生水厂站 服务范围
近期

规模

远期

规模

占地

（hm2）

1
葛洲坝博山常规再生水

处理站

博山区工业生产及城镇杂

用
2.0 2.0 0.4

2
龙亨水务常规再生水处

理站

博山区工业生产及城镇杂

用
— 1.0 0.2

3
白杨河电厂再生水处理

站
白杨河发电厂用水 1.0 1.0 现状

合计 — 3.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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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务（淄博周村）净水有限公司建设再生水处理站，服务周村经济开发区、城

区、北郊镇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依托淄博沃特水务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配建再生

水处理站，供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城镇杂用及部分工业用水。

表 1-7 周村区再生水厂站规划统计表（万 m³/d）

序号 再生水厂站 服务范围
近期

规模

远期

规模

占地

（hm2）

1
周村城区再生水

常规处理站

周村经济开发区、城区、北郊镇

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
2.0 3.0 0.7

2
文昌湖再生水常

规处理站

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工业生

产及城镇杂用
0.5 0.5 0.2

合计 — 2.5 3.5 —

5. 临淄区

临淄区工业用户集中在齐鲁化学工业区、临淄经济开发区。规划保留朱台润

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再生水处理站为欧木特种纸业供水。随敬仲污水处理厂建设

配建再生水处理站，服务周边企业及城镇杂用。临淄城区依托齐都污水处理厂建

设再生水处理设施，服务临淄城区、新医药产业园城镇杂用及工业生产。齐鲁化

工区北部污水处理厂、西部污水处理厂，金山镇污水处理厂配建及扩建再生水处

理站，就近回用于园区企业。

表 1-8 临淄区再生水厂站规划统计表（万 m³/d）

序号 再生水厂站 服务范围
近期

规模

远期

规模

占地

（hm2）

1
朱台润坤生物再生水处

理站
欧木特种纸业 1.0 1.0 现状

2
齐鲁化工区北部再生水

处理站
齐鲁化工区工业生产 5.0 5.0 在建

3
齐翔腾达金山再生水处

理站
齐鲁化工区工业生产 2.0 4.0 0.4

4
齐鲁化工区西部再生水

处理站
齐鲁化工区工业生产 1.0 1.0 0.2

5 敬仲再生水处理站 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 1.0 1.0 0.2

6 齐都再生水处理站
临淄城区、新医药产业

园城镇杂用及工业生产
0.5 2.0 0.4

合计 — 10.5 14.0 —



16

第 16条 再生水输配系统规划

规划综合考虑在工业聚集区，两侧有宽幅绿化带、公园绿地的道路及需要再

生水进行补水的河道水系等区域敷设再生水管道，具体工程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

做适当调整。

1. 张店区

生态补水管网：沿济青高速、鲁山大道（高新区）完善生态补水管道，管径

DN800～DN1000，沿鲁山大道（淄博经济开发区）建设光水（淄博张店）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至涝淄河上游补水管线，管径 DN500。

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齐风大道、南京路、北京路、齐新大道、裕民路、

西五路、鲁泰大道、中润大道、华光路、新村路、原山大道、联通路、昌国路、

海岱大道、淄河大道、天津路、柳泉路、东二路、鲁山大道、共青团路、花山路、

阳光路、宝山路、北岭路、中心路、红花路、红花北路、金桓路等道路敷设，管

径 DN200～DN1000，总长度 189.3km。沿线合理布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供周

边 2.0km至 3.0km范围绿化浇灌、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高品质工业再生水管网：沿黄河大道、尊贤路、金晶大道、裕民路、汇丰东

路、傅山路、宝山东一路、宝山路、青龙山路、民祥路、卫湖路、红花路、红花

北路、来仪路、创业大道等敷设，管径 DN200～DN600，总长度 58.6km。

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5座：北京路泵站、淄河大道泵站、冯官路泵站、鲁山

大道泵站、西郊水厂泵站。

2. 淄川区

生态补水管网：规划东线沿张博路、胶王路、建设路、聊斋路至般河，管径

DN500。规划西线沿孝妇河东路、七星河路至灵沼水库，管径 DN400；沿张博

复线至北苏水库，管径 DN300。生态补水管道总长度 17.0km。

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规划沿眉山路、天津路、文昌路、张博复线、胶王

路、松龄西路、凤凰山路、将军路、崇正路、龙泉路、梓橦路、凤凰路、丰泉路、

大王路、新区中心路、省道 102、张台线等道路敷设，管道 DN200～DN500，总

长度 70.3km。沿线合理布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供周边 2.0km至 3.0km范围绿

化浇灌、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高品质工业再生水管网：规划保留七星河路、孝水路、鲁泰文化路等现状管

道。结合胶王路扩建工程建设再生水管道，管径 DN500，长度 4.8km；沿七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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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延伸至医药产业园，沿胶王路延伸至雷帕得汽车，沿孝水路、眉山路延伸至吉

利汽车，管径 DN300，长度 4.7km。

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4座：聊斋路泵站、淄川经济开发区泵站、将军路泵站、

丰泉路泵站。

3. 博山区

生态补水管网：沿环北路、西过境路敷设生态补水管道为沙沟河、石沟河、

范阳河补水，沿环北路敷设生态补水管道为国家庄水库补水，管径 DN400～

DN800，总长度 11.3km。

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颜北路、工业二路（华成路）、工业一路（九州

路）、张博复线、环北路、双山路、滨莱高速、柳杭路、五岭路、执信路、北山

路等道路敷设，管径 DN150～DN600，总长度 41.7km。沿线合理布设市政再生

水供水点，供周边 2.0km至 3.0km范围绿化浇灌、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4座：环北路泵站、五岭路泵站、双山路泵站、西环路

泵站。

4. 周村区

生态补水管网：沿明阳路、周隆路敷设生态补水管道，管径 DN800，长度

12.8km。

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明阳路、新华大道、西北外环、周隆路、东门路、

正阳路、米山路、深圳路、鲁泰大道、中润大道、新建路、人民路、广州路、杨

萌路、庆淄路、萌山路、文昌大道、防汛路、环湖东路、环湖西路、太师路、商

中路等道路敷设，管径 DN200～DN600，总长度 98.0km。沿线合理布设市政再

生水供水点，供周边 2.0km至 3.0km范围绿化浇灌、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3座：萌山公园泵站、淦河泵站、市民之家泵站。

5. 临淄区

生态补水管网：沿辛河路敷设敬仲污水处理厂至运粮河湿地公园生态补水管

道，管径 DN900，长度 7.4km。沿北齐路、皇齐路敷设皇城污水处理厂至淄河生

态补水管道，管径 DN500，长度 6.2km。沿古侯路、辛化路、齐周路敷设运粮河

取水泵站至乌河生态补水管道，管径 DN600，长度 14.2km。

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辛河路、齐峰路、齐盛路、临淄大道、雪宫路、

齐都路、冯官路、昌国路、乙烯西路、乙烯东路、乙烯路、乙烯南路、乙烯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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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化路、金烯路、清田路、工业园中路、冯北路等道路敷设，管径 DN200～DN600，

总长度 104.2km。沿线合理布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供周边 2.0km至 3.0km范围

绿化浇灌、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第 17条 再生水利用智慧化建设

随再生水设施建设同步配套流量、压力、水质、漏损监测等智能物联感知设

备，有序建立基于数据全面感知、厂网（站）智能运行、各要素统筹调度、数据

共享的智慧再生水供水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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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计划及投资估算

第 18条 近期建设计划

1. 张店区

再生水厂站：新建罗斜再生水复合站，常规处理规模 0.5万 m³/d，深度处理

规模 2.0万 m³/d；新建科学城再生水常规处理站，常规再生水处理规模 11.0万

m³/d；新建鲁山大道再生水深度处理站，深度处理规模 0.5万 m³/d；新建先进制

造业创新示范区深度处理站，深度处理规模 0.5万 m³/d；扩建光大二分厂再生水

深度处理站至 2.0万 m³/d。

输配系统：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齐风大道、裕民路、中润大道、鲁山大

道、宝山路、花山路、凤凰路、金桓路、北京路、西五路、新村路、海岱大道、

淄河大道、双圣路、天津路、南京路、昌国路、冯官路等道路敷设，管径 DN200～

DN1000，长度 133.6km。同时配套建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高品质工业再生水

管网沿黄河大道、金晶大道、裕民路、汇丰东路、傅山路、宝山路、青龙山路、

民祥路、来仪路、创业大道等道路敷设，管径 DN200～DN600，长度 40.4km。

配建泵站 5座：北京路泵站，规模 1.0万 m3/d；鲁山大道泵站，规模 5.0万 m3/d；

淄河大道泵站，规模 0.5万 m3/d；冯官路泵站，规模 0.5万 m3/d；西郊水厂泵站，

规模 3.0万 m3/d。

2. 淄川区

再生水厂站：扩建利民再生水复合处理站，近期常规处理规模 1.5万 m³/d，

深度处理规模 3.0万 m³/d；新建葛洲坝淄川再生水常规处理站，近期常规处理规

模 1.0万 m³/d。

输配系统：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眉山路、张博复线、胶王路、将军路、

梓橦路、凤凰路、丰泉路、大王路、新区中心路等道路敷设，管径 DN200～DN500，

长度 36.8km。同时配套建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高品质工业再生水管网沿胶王

路、孝水路、眉山路、七星河路敷设，管径 DN300～DN500，长度 9.5km。配建

泵站 2 座：淄川经济开发区泵站，规模 1.0 万 m3/d；丰泉路泵站，规模 0.5 万

m3/d。

3. 博山区

再生水厂站：新建葛洲坝博山常规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2.0万 m³/d。

输配系统规划：国家庄水库生态补水管线沿颜北路、环北路敷设，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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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400～DN800，长度 4.0km。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滨莱高速、环北路、张

博复线、工业一路、颜北路、柳杭路、北山路、水河路、五岭路等道路敷设，管

径 DN150～DN600，长度 24.6km。同时配套建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配建泵站

2座：环北路泵站，规模 0.5万 m³/d；五岭路泵站，规模 1.0万 m³/d。

4. 周村区

再生水厂站：新建周村城区再生水常规处理站：处理规模 2.0万 m³/d；新建

文昌湖再生水常规处理站：处理规模 0.5万 m³/d；

人工湿地：新建淄博市周村淦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南区配套湿地。

输配系统：生态补水管网沿明阳路至湿地，管径 DN800，长度 1.0km。常规

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明阳路、新华大道、西北外环、东门路、杨萌路、庆淄路、

萌山路、文昌大道、防汛路、环湖东路、环湖西路、太师路、商中路等道路敷设，

管径 DN200～DN600，长度约 46.6km。同时配套建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配建

泵站 1座：萌山公园泵站，规模 0.5万 m3/d。

5. 临淄区

再生水厂站：新建齐都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0.5万 m³/d；新建齐鲁化工

区西部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1.0万 m³/d；新建敬仲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1.0万 m³/d。

输配系统：生态补水管网沿古侯路、辛化路、齐周路、辛河路、北齐路、皇

齐路敷设，管径 DN500～DN900，长度 27.8km。配套运粮河取水泵站 1座，规

模 2.0万 m3/d。常规高品质再生水管网沿辛河路、齐峰路、临淄大道、齐都路、

冯官路、昌国路、乙烯西路、乙烯东路、乙烯路、乙烯南路、乙烯北路、辛化路、

金烯路、清田路等道路敷设，管径 DN200～DN600，长度 63.0km。同时配套建

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

第 19条 远期建设计划

1. 张店区

再生水厂站：罗斜再生水复合站深度处理规模扩建至 3.0万 m³/d；鲁山大道

再生水深度处理站深度处理规模扩建至 1.0万 m³/d；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再生

水深度处理站深度处理规模扩建至 1.0万 m³/d；新建光水张店再生水常规处理站，

常规处理规模 1.5万 m³/d；新建傅家再生水常规处理站，常规处理规模 2.0万 m

³/d。

输配系统：新建生态补水及再生水管道总计 73.9km。扩建淄河大道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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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官路泵站，规模各达到 1.0万 m3/d。

2. 淄川区

再生水厂站：利民再生水复合处理站深度处理规模扩建至 3.5万 m³/d；新建

罗村再生水常规处理站，规模为 0.5万 m³/d；新建范阳河再生水常规处理站，规

模为 0.5万 m³/d；新建般河再生水常规处理站，规模为 0.5万 m³/d。

输配系统规划：新建生态补水及再生水管道总计 50.5km。新建取水泵站 1

座，规模 2.5万 m3/d。扩建淄川经济开发区泵站至 1.5万 m³/d，新建将军路泵站：

0.5万 m³/d、聊斋路泵站：1.5万 m³/d。

3. 博山区

再生水厂站：新建龙亨水务常规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1.0万 m³/d。

输配系统规划：新建生态补水及再生水管道总计 24.4km。新建西环路泵站：

2.0万 m³/d、双山路泵站：0.5万 m³/d，扩建五岭路泵站至 1.5万 m³/d。

4. 周村区

再生水厂站：周村城区再生水常规处理站处理规模扩建至 3.0万 m3/d。

输配系统：新建生态补水及再生水管道总计 63.2km。新建取水泵站 1座，

规模为 4.0万 m³/d。新建市民之家泵站、淦河泵站，规模各为 0.5万 m³/d。

5. 临淄区

再生水厂站：齐都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扩建至 2.0万 m³/d；齐翔腾达金山

再生水处理站处理规模扩建至 4.0万 m³/d。

输配系统：新建生态补水及再生水管道总计 41.2km。

第 20条 近期投资估算

近期再生水厂站、输配设施等总投资为 175923万元。其中张店区再生水利

用工程投资 75478万元，淄川区再生水利用工程投资 23598万元，博山区再生水

利用工程投资 14670万元，周村区再生水利用工程投资 29681万元，临淄区再生

水利用工程投资 32496万元。

第 21条 远期投资估算

远期再生水厂站、输配设施等总投资为 105553万元。其中张店区再生水利

用工程投资 35370万元，淄川区再生水利用工程投资 19979万元，博山区再生水

利用工程投资 9945万元，周村区再生水利用工程投资 20164万元，临淄区再生

水利用工程投资 200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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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 22条 强化组织保障，完善管理体系

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再生水利用工作机制作用，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

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统筹推进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

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再生水利用工作负总责，并切实加强对再生水利用的统筹

指导。各部门要强化责任，密切协作，切实保障再生水利用工作落地落实。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督导化工园区内的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设施建设，市生态环境

局负责监管再生水水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建设领域的再生水利用工作，市

水利局负责再生水利用量的配置及统计工作，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园林绿化、道路

保洁、环卫冲厕等市政杂用再生水利用工作。

完善再生水管理体系。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实行地表水、地下水、

客水、再生水等联合调度。从再生水利用的管理体制、再生水使用范围以及水质

标准、再生水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与维护、建设投融资政策、监测与监督、再

生水价格政策、法律责任等方面明确相应内容，构建再生水利用的制度体系。

第 23条 强化政策支持，保障资金投入

在政策支持方面，依据《关于印发〈淄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淄水资〔2023〕14号）要求，建立健全促进再生水利用激励机制，制定

出台相关财税、投融资、价格、补助等政策，促进再生水利用，健全价格机制，

放开再生水政府定价，由再生水供应企业和用户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自主协商定

价。加大对再生水利用市场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再生水处理利用和输

配设施的投入，探索更加灵活的效益分享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在资金保障方面，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负责落实资金保障。依据《关

于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的意见》（鲁水节字〔2024〕1号）、《关于印发〈淄

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水资〔2023〕14 号）要求，建立

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的再生水配置利用资金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公共财政投

入，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再生水配置利用项目的支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

参与再生水设施建设和运营，拓宽融资渠道，推进再生水利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第 24条 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宣传力度

鼓励开展再生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科研攻关，支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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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备的研究开发推动先进实用技术设备集成应用，支持发展再生水相关产业。

依据国家有关再生水利用技术标准，根据我市实际，探索制定再生水利用地方标

准或技术规范，鼓励相关行业协会、企业等主体编制再生水利用团体标准和企业

标准。

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宣传，结合“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全国城市节

水宣传周”全省“节水宣传月”等重要节点，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

大力宣传再生水利用的重要意义、法规政策及典型案例，科普再生水安全利用知

识，提高公众对再生水利用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24

附件：再生水利用定义、统计口径等说明

再生水利用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对再生水利用的相关定义、统计口径及水质

要求等内容进一步细化说明。

一、再生水利用相关定义

再生水：指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满足某种使用

功能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再生水利用量：指统计水质符合工业用水、城市非饮用水、景观环境用水等

不同用途回用标准，并加以利用的水量。（引自水利部办节约〔2019〕241号）。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指城市再生利用水量占城市污水处理量的比例。

区域再生水利用率：指纳入本次规划范围的污水处理厂统计核算的区域再生

水利用量占区域污水处理量的比例。（区别于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在城市污水处

理厂基础上，进一步将规模以上符合水质条件的园区（企业）工业污水处理厂、

乡镇污水处理厂纳入规范编制范围）

二、本次规划再生水利用统计口径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通知》（办

节约〔2019〕241号）以及《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4〕17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再生水利用实际，

提出规划再生水利用统计口径。

（一）统计范围

本次规划污水处理厂的统计范围，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厂、规模以上园区公共

污水处理厂、建制镇污水处理厂以及承担周边区域（企业）污水处理功能的企业

污水处理厂。

（二）通用规定

1.污水处理厂尾水进入自然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后，沿线区

域取水用于河道外其他生产用途，这部分水量应视为地表水资源利用量，不纳入

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2.针对以污水处理厂尾水为再生水源，经再生水厂深度处理后予以利用的情

况，污水处理厂与再生水厂水量不进行重复统计。

3.针对以污水处理厂尾水为再生水源，经再生水库（塘）调蓄净化后予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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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情况，可按照再生水库（塘）实际供水量进行统计。

（三）再生水工业利用

再生水工业利用对象主要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补充

水、锅炉补给水、工艺用水与产品用水、直流冷却水、洗涤用水等。

1.再生水厂站（污水处理厂）出水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标准或企业另行约定的水量水质要求，通过专用输配管线“点对点”回用于工业

企业的水量，可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如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配套再生站

回用于鲁泰集团等企业）。

2.通过专用供水管线或其他输送方式将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尾水或外部废

污水引入用水企业，由用水企业进行深度处理后使用的水量，可纳入再生水利用

量统计范围（如白杨河电厂）。

3.企业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只处理本企业污水）出水，主要回用于企业

内部冷却、洗涤等工艺环节重复利用的水量，为企业内部污废水处理的重复利用

量，不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四）再生水城镇杂用

再生水城镇杂用对象主要包括冲厕、车辆冲洗、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

建筑施工等。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站）出水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

用水水质》标准，通过再生水管网及取水点回用于城市杂用的水量，可纳入再生

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五）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

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对象主要包括承担区域重要生态环境功能、景观亲水功

能的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景观湿地）。

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水量，可认定为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量，纳入再生

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1.受纳水体具备明确的生态补水需求、景观用水需求。

2.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站）至受纳水体补水点之间配套专用生态补水或配

套湿地深度净化工程设施。

3.补水水质应满足有关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或受纳水体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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