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负荷潜流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 项目背景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资源过度消耗，自然湿地不断退化，流

域污染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挑战。自 19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人工湿

地经历了研究与探索、应用和提升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水利设施建设投资

逐年增长，人工湿地的建设属于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部分，据相关数据显示，截

至 2020年，我国水利建设投资达 7700亿元。如今，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人工湿地技术在生活污水、河流湖泊、工业养殖、农业退水、黑臭

水体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021年 11月 2日，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任重

道远。意见给出目标到 2025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

下降，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9%左右，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

除，到 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山东省位于黄河下游，黄河自西向东流经菏泽、济宁、泰安、聊城、济南、

德州、滨州、淄博、东营。国务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建设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加大黄河三角洲湿地及大汶河、东平湖等下游

主要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开展滩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总氮污染控

制，减少对黄河入海口海域的环境污染，促进黄河下游河道生态功能提升。全力

保障黄河生态系统稳定，促使黄河生态系统良性永续循环。

2021年 8月，我省发布了《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 10项重点任务，谋划了 150多项具体工作举措，

设置了 9个专栏，在结构调整、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与修复、

环境风险防控、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方面纳入 33类、2100多个重点项目，投资

总规模约 3000亿元。



人工湿地技术主要分为表面流人工湿地和潜流人工湿地，其中，潜流人工湿

地又包括垂直流湿地和水平流湿地。为了推广和规范人工湿地技术，2009 年以

来，国家部委和各省相继发布了人工湿地相关技术规范或指南。从人工湿地的设

计、运行与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21年，环保部《人工湿地水质净化

技术指南》对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从设计、施工、验收到运行维护进行了系统

性全流程规定。虽然标准逐步完善，但人工湿地建设仍处于粗放阶段，标准化程

度较低、标准体系结构不合理、系统性不完善、标准体系总体发展不平衡。究其

理由有：1.气候差异大对湿地的影响较大，2.地方建设水平影响大，3.相关产品

深入研究少。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深入，对流域水污染防治提出新要求，为水质净化提出

了新挑战，常规的人工湿地建设往往不能满足更高的水质要求，高需求推动了水

处理技术及产品的应用。人工湿地的水处理是以人工模拟和强化自然界生物过程

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微生物对有机物的生物降解作用。因此，微生物处理技

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响应了自然修复、休养生息的理念，避免人为因素对生

态环境的过度干预。

微生物制剂及相关产品在人工湿地中逐步得到应用，多种菌种的混合使用逐

渐成为菌剂使用的主流趋势，取得较好的净水效果。微生物有见效快、生态友好、

不产生二次污染、节省用地等特点。近两年市面上涌入大量微生物产品，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纵观各项标准，对微生物及微生物产品的规格、用量均未做出规定

和指导意见，制约了微生物产品的良性发展与应用。

相比之下，微生物菌剂在农业肥料领域有相关标准可供参考，《农用微生物

菌剂》（GB20287-2006）规定了农用微生物菌剂的产品不同剂型（液体、粉剂、

颗粒）的技术指标，试验及检验方法等，《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技术规程》

（NY/T883-2004）规定了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中所涉及的生产环境、生产车间、

菌种、发酵增殖、后处理、包装、储运及质量检验等技术环节。

微生物在人工湿地应用方面，《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导则》

（HJ/T415-2008）中规定了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的技术要求，适用于

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过程中安全使用微生物菌剂，重点在于菌种（株）的致



病性、耐药性及危害性的评估方式。

在已有的人工湿地建设经验基础上，以国家及地方标准为依托，嫁接微生物

处理技术，制定相适宜的微生物菌剂产品技术指标及使用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 主要起草过程

前期对现行国家、地方标准中人工湿地主要设计参数整理与对比，收集微生

物菌剂标准中技术指标及国内外文献中技术参数与检验方法。

调研考察微生物菌剂产品在人工湿地处理污水时的应用效果，考察内容为采

用人工湿地技术的污水处理、河道治理等生态工程，通过投加微生物菌剂对净水

效果的提升、微生物菌剂投加方式与使用周期、微生物菌落对填料堵塞的表征等。

与项目运行方调研建设后湿地工程的运行情况、进出水水质指标、各运行单元的

去除率，运行维护中的关键要点及维护状况。在调研过程中，广泛听取了运行维

护方代表和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四、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以及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 制定标准的原则

1、贯彻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2、保证环境安全、卫生，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环境；

3、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和增加社会

经济效益；

4、充分考虑使用要求，确保实用性；

5、本企业内的企业标准之间协调一致。

（二） 制定标准的依据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标准

DB37-3693-2019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T 3394-2018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技术指南

DB13/T 5184-2020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5-2010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GB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

NY/T883-2004 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技术规程

HJ/T415-2008 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导则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2021，生态环境部）

（三）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没有人工湿地水处理用微生物菌剂的国家或地方标准，唯一可借

鉴的是《农用微生物菌剂》（GB20287-2006）。本标准与 GB20287-2006的主要差

异如下：

1、本标准适用于高负荷潜流人工湿地进水为低污染浓度或微污染水体的深

度净化工程。

2、本标准规定了高负荷潜流人工湿地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的技术要求。

3、本标准中功能菌有效活菌数（cfu）高于 GB20287-2006 中指标要求 10

倍以上。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是依托于潜流人工湿地建设的基础上，植入微生物技术，

重新对设计参数赋值，提高处理负荷，减少水力停留时间和占地面积。

五、 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及说明

1、微生物菌剂中群落类型和功能菌含量

目前在微生物菌剂产品登记的 152种菌种，使用频率大的微生物菌剂有：酵

母菌、乳酸菌、纳豆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合菌、硝化菌、

蛭弧菌、放线菌、反硝化细菌、沼泽红假单胞菌、环境微生物及多种生物酶。微

生物菌块：酵母菌、乳酸菌、纳豆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光

合菌、硝化菌、反硝化细菌、环境微生物及多种生物酶，微生物载料。根据实验

检测，功能菌含量≥20亿/克或 20亿/mL。

2、微生物发生器

微生物菌剂产品形式微生物发生器。微生物缓释发生器 1根/（1-5）m2设置

一处。

3、特征污染物的去除率

CODCr、氨氮去除率＞80%、污泥消减量＞30%。



六、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好结果

目前暂无重大意见分歧，待正式征求意见后若有重大意见分歧再补充。

七、 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 贯彻标准的措施

1、如对该团体标准的宣传贯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好宣传培训，示范

推广等工作。

2、定期对本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调查，掌握动态，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

估，及时解决设施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

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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