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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华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恒誉建设有限公司、杭州永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磊、陈永飞、刘明志、邓渊、羊樟发、舒晓明、沈国锋、雷春艳、陈逸帆、

陆泓波、王永明、马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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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余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疏浚余水处理的水质和水量、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主要工艺设备与材料、检测与过

程控制、主要辅助工程、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运行与维护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质条件不满足直接排入河道或通过雨水管网排入河道的疏浚余水的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0.4 压力容器 第4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194 建筑施工临时用电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 50125 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CJJ 60-2011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HJ 2007 污水气浮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T 26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

HJ/T 26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刮泥机

HJ/T 26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吸泥机

HJ/T 28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浅池气浮装置

HJ/T 33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潜水排污泵

http://www.baidu.com/link?url=0ITWCbwXxYcP1GjC4kKO5sYDGwFxj5h3Dm9rSW8FNl9wemTxfkdRSZPpO0J9uaCFCxSciyACds5A4S4KEhKmSPuCoJ1RHVI-odMGMbUmYEu
http://www.baidu.com/link?url=fvGSBq5NeKyy7mgnEN4Mdl7sUbD_CzSWvuYlfBum9HL-PAZ5jufKCf22vqbhaG0WKzshoNIrkp2VjqhGZqfU3BGv8bNEWxg_EnKH0GCGVVq
http://www.baidu.com/link?url=57aywD0Q6WTnl7XKbIHuE8b-omKc3ap2x5EsTpVbV64QEd1nNT2tHXzOkRPQQdO2CydDThHWrwbYYQoyx-K3RK
http://www.baidu.com/link?url=57aywD0Q6WTnl7XKbIHuE8b-omKc3ap2x5EsTpVbV6A-jAVjQ6NR5IvjgZhk6bDRUY9vF6WGtyefDNFEJv67z_
http://www.baidu.com/link?url=6i9vRSTgd-wLorlTmG4a3Ep5sxSuBqNQirdp5JPvMi1DcKf7CgzhHbe-mSAkyB0_qJ-l8vZ3IpLNh4UyM1cDd6FvVXagQHar8N_8Br210CHM53nS-T3rx8MJK5G0mrhh
http://www.baidu.com/link?url=1TsynKSj-StVQt-zL25aO2few-Ea41NrRZ0S4j5gNlvxnPo3liTmBmLL9t46cJGFqRzLPB8FOQC9u-Bt-Pwr-q
http://www.baidu.com/link?url=57aywD0Q6WTnl7XKbIHuE8b-omKc3ap2x5EsTpVbV63lyDzP1PK2dFGj_nKsXk9RABMPeokUgeJzWYILo0GUBq
http://www.baidu.com/link?url=oSENPFngAoYo-z264XvF6s72mPkICut0DQ3IXfoJmqNlR7S_SUgshEA60lr-KKA8
http://www.baidu.com/link?url=fvGSBq5NeKyy7mgnEN4Mdl7sUbD_CzSWvuYlfBum9HL-PAZ5jufKCf22vqbhaG0WWZJ_C66gWFJl_Roi-WfyNBF1FdXtF1kY1IOYpram0tW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vGSBq5NeKyy7mgnEN4Mdl7sUbD_CzSWvuYlfBum9HL-PAZ5jufKCf22vqbhaG0W_yS9q5px0uReO5rDZug3AZF89aV56cDlOw7EuntPd1y&wd=&eqid=a3c2a5580002e0850000000463363d82
http://www.baidu.com/link?url=Nfl6xZ6BeP8y_VBNzPZcMCe7v3q18uGbJSs02-JcjO6dE4zzQhytMgiCwfaT8chyquS8iHml90AyDxPaAN0BjclzTj6ZDgNxVPD7f1CYN0xbExIdKiDNt8Nex_5k3l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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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6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JB/T 12133 溶气气浮机 技术条件

JB/T 13834 超磁分离水体净化成套设备

SL17 疏浚与吹填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疏浚 dredge
应用水力或机械的方法，挖掘水下的土石方并进行输移处理。

3.2

余水 treated water
淤泥处理过程中，从淤泥中分离出的水的总称。

3.3

超磁分离机 supper-magnetic separating device
通过永磁材料的磁力将水体中磁性悬浮物絮团快速分离的设备。主要由机架与水槽、磁盘机构、卸

渣机构、输渣机构、传动系统等组成。

[来源：JB/T 13834-2020，3.3]
3.4

磁分离磁鼓 magnetic separation drum
将磁性悬浮物中磁性物质进行回收的装置。主要由高速分散机、磁鼓、磁种搅拌机、磁种投加泵等

组成。

[来源：JB/T 13834-2020，3.4]
3.5

回流比 reflux ratio
指溶气水量与待处理水量的比值。

3.6

二次污染 secondary pollution
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可能对施工区域及周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4 余水水量和水质

4.1 处理规模应根据疏浚专项施工方案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4.2 工艺设计应以实际检测水质数据为依据，余水主要成分以粉粒悬浮物为主，并按最不利情况进行

校核。

4.3 处理系统出水的悬浮物（SS）限值应≤20 mg/L，国家和地方另有要求时从其规定。

5 总体要求

5.1 根据出水要求、占地面积、投资、运行成本等需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合适的处理工艺。

5.2 药剂投加种类及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浓度，经试验后确定。

5.3 设备器材的选型应根据设备器材价格、运行电耗、运行可靠性、运行灵活性、备品备件、维护保

养等因数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http://www.baidu.com/link?url=YpM0issu-N6iebrlFEPApl1kE0w3b2Dnn76mYpGu5CG3w3XPw4VBQJ3Im1xixOFW1j1FMUNVLah7ndBCjPH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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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应选用符合国家和行业产品标准的设备器材。

5.5 耗电量大的污水泵、污泥泵等设备应选用节能型或采取节能措施。

5.6 宜优先采用装配式设备。

6 工艺设计

6.1 工艺选择

6.1.1 疏浚余水处理常见的处理工艺有气浮法、超磁分离法和高效沉淀法三种。工艺流程示意图分别

见图 1、图 2、图 3。

图 1 气浮法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图 2 超磁分离法处理工艺流程

图 3 高效沉淀法处理工艺流程

6.1.2 高效沉淀水处理系统的出水悬浮物指标可小于 20 mg/L，超磁分离水处理法出水悬浮物指标可

小于 10 mg/L，气浮水处理系统出水悬浮物指标在 10 mg/L~20 mg/L。
6.1.3 出水要求更严格的情况下，后续可增加过滤处理单元。

6.1.4 占地面积从小到大依次为：超磁分离水处理系统、气浮水处理系统、高效沉淀水处理系统

6.2 技术要求

6.2.1 沉淀池

6.2.1.1 应按进水悬浮物（SS）浓度设计沉淀池的容积。

余水 高效沉淀水处理系统 达标排放反应池 清水池

污泥池 污泥去泥处理系统

沉淀池

余水 超磁分离水处理系统 达标排放反应池 清水池

污泥池 污泥去泥处理系统

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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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沉淀池可采用自然塘体,也可采用钢砼等结构，水力停留时间以＞12 h为宜。

6.2.1.3 应定期清除沉淀底泥。

6.2.2 反应池

6.2.2.1 混合反应形式可采用机械搅拌或折板水力搅拌，反应池水力停留时间宜为 2.5 min~5 min。
6.2.2.2 可与后续气浮、高效沉淀等池体合璧共建。

6.2.3 气浮系统

6.2.3.1 气浮应符合 HJ/T 261和 HJ/T 282的规定。

6.2.3.2 气浮宜采用回流加压溶气气浮形式。

6.2.3.3 工艺参数可参照 HJ 2007和 JB/T 12133的相关规定确定。气浮系统技术参数见表 1。
6.2.3.4 有条件的情况可下进行小试研究或模型试验，根据试验结果选择适当的溶气压力及回流比。

6.2.3.5 空气溶解器（罐）的制造应符合 GB 150.4的规定。

表 1 气浮系统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取值范围

空气溶解器（罐）工作压力，MPa ≤0.55

溶气压力，MMPa 0.2~0.4

回流比，% 5~35

接触区上升流速，mm/s 20~40

分离区下向流速，m/h 10.8~21.6

6.2.4 超磁分离系统

6.2.4.1 超磁分离水体净化成套设备应符合 JB/T 13834的规定。工艺参数的选择可参照 JB/T 13834的
相关规定。

6.2.4.2 进入系统悬浮物（SS）含量应＜1000 mg/L。如原水悬浮物（SS）含量≥1000 mg/L，应加大

前端沉淀池的水力停留时间，待悬浮物（SS）含量满足要求方可进入超磁分离系统。

6.2.4.3 超磁分离机的磁盘盘片和磁鼓均由永磁磁体构成。超磁分离机的技术参数见表 2。

表 2 超磁分离处理系统技术参数

参数 控制指标

磁盘表面磁感应强度，mT ≥150

磁鼓磁感应强度，mT ≥200

固液分离时间，s ≤30

磁种回收率,% ≥95

磁鼓的排泥含水率,% ≤98

6.2.5 高效沉淀系统

6.2.5.1 高效沉淀主要的沉淀类型有：磁混凝沉淀、高密度沉淀及澄清池沉淀等。

6.2.5.2 采用磁混凝沉淀方式时，沉淀单元的表面水力负荷范围宜为 15 m3/ (m2•h)~40 m3/ (m2•h)。
6.2.5.3 采用高密度沉淀方式时，斜管区上升流速范围可宜控制在 20 m3/ (m2•h)~30 m3/ (m2•h)。
6.2.5.4 采用澄清池沉淀方式时，清水区（分离室）上升流速范围宜控制在 0.8 mm/s ~3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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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其他设备与材料的性能要求

6.2.6.1 潜水污水泵应符合 HJ/T 336的规定。

6.2.6.2 刮泥机应符合 HJ/T 265的规定；吸泥机应符合 HJ/T 266的规定。

6.2.6.3 加药设备应符合 HJ/T 369的规定。

6.2.6.4 各设备器材的参数及安装要求、备用要求等可参照 GB 50014。

6.3 二次污染控制措施

6.3.1 污泥处理与处置

6.3.1.1 污泥或浮渣量应根据余水悬浮物去除量和加药量进行计算。

6.3.1.2 污泥或浮渣应进入底泥处理厂的泥处理系统。

6.3.1.3 污泥池或浮渣池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4的规定。

6.3.2 噪声控制

6.3.2.1 应选用低噪声产品，施工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12523的相关规定。

6.3.2.2 产生噪声的设备采用隔声、消声措施，噪声控制设计应符合 GB/T 50087的规定。

6.3.2.3 厂内和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3096和 GB 12348的规定。

7 检测与过程控制

7.1 检测

7.1.1 应根据处理工艺要求配备流量计、液位计、水样检测仪器和药品计量仪器等。

7.1.2 取样检测点设在受控单元内或进、出口处，采样频次和监测项目应根据工艺控制要求确定。

7.1.3 化验室或化验台应按照检测项目配备相应的检测仪器。

7.1.4 检测水处理系统进、出口的 SS等指标。

7.2 过程控制

7.2.1 余水处理厂（站）应根据工程规模、工艺流程和运行管理要求选用适合的控制方式，确定必要

的控制参数和技术要求，水池的泵应能够根据水池水位自动启停等。

7.2.2 余水处理厂（站）应采用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

7.2.3 关键设备附近应设置独立的控制箱，同时保有“手动/自动”的运行控制切换功能。

7.2.4 余水处理厂（站）的过程控制应参照 GB 50014的相关规定。

8 主要辅助工程

8.1 电气

8.1.1 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供电等级应与疏浚生产相等。

8.1.2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 GB 50052的规定。

8.1.3 低压配电设计应符合 GB 50054的规定。

8.1.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 GB 50194的规定。

8.1.5 建筑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003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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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筑结构

8.2.1 建筑的造型应简洁、新颖、建筑风格宜与整个余水处理工程相协调。

8.2.2 厂房建筑、防腐、采光和结构应符合 GB 50037、GB 50046、GB 50033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8.2.3 应根据不同地区气候条件的差异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严寒地区的建筑结构应采取防冻措施。

8.2.4 构筑物应符合 GB 50069和 GB50108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8.3 供排水

8.3.1 供排水应与疏浚生产过程统筹考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0015等国家标准的规定。

8.3.2 处理厂（站）排水一般宜采用重力流排放，当遇到潮讯、暴雨，排水口标高低于地表水水位时，

应设闸门和排水泵站。

9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9.1 劳动安全

9.1.1 劳动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12801的规定。

9.1.2 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各岗位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注意事项等。

9.1.3 应为职工配备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

9.1.4 药剂应设置专门的仓库，分类存放，出、入库和贮存应符合相关规定，应明确安全管理责任人。

9.1.5 各构筑物应设有便于行走的操作平台、走道。，栏杆高度和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

的规定。

9.1.6 水处理构筑物应设置救生圈。

9.1.7 各种机械设备裸露的传动部分或运动部分应设置防护罩或设置防护栏杆，周围应保持一定的操

作活动空间。

9.1.8 存在有害气体、异味或环境潮湿的场所，应配置通风设施。

人员进入密闭的构、建筑物等有限空间作业时，应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许可管理，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9.1.9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采用接地或接零保护。钢结构、排气管、排风管和铁栏杆等金属物应在

等电位联接后作接地保护。

9.2 职业卫生

9.2.1 职业卫生应符合 GBZ 1和 GBZ 2的规定。

9.2.2 应确保防护设备、防护用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9.2.3 工作人员在加药间、污泥脱水间等有异味的环境下应佩带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具。

10 施工与验收

10.1 施工

10.1.1 工程施工应符合 GB 50141等标准及相关管理文件的规定。

10.1.2 施工单位应具有与该工程相应的资质。

10.1.3 施工单位应遵守相关的技术规范及有关劳动安全与卫生、消防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

10.1.4 工程施工应符合施工设计文件、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

10.1.5 工程施工所适用的设备、材料、器材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并应具备产品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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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工程验收

10.2.1 余水处理工程应按《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相应专业验收规范和本标准的有关规

定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前不得投入生产性使用。

10.2.2 竣工验收应依据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经批准的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工程合同、设备供

货合同和合同附件、设备技术文件和技术说明书及其他文件等。

10.2.3 竣工验收应分阶段进行，设备安装、构筑物、建筑物等单项工程可按竣工顺序及时验收，工程

全部竣工后应进行整体工程的竣工验收。

10.2.4 单项工程中的设备安装工程应在验收前进行单体调试和试运行。水池等构筑物的验收应事先进

行注水试验。管道安装工程应先进行压力试验。

10.2.5 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应用清水进行联动试车。

10.2.6 单项工程和整体工程竣工验收的任何环节若出现问题，都应进行整改，直至全部合格。

10.3 环境保护验收

10.3.1 在进行环境保护验收之前应对余水处理工程进行性能试验、工艺调试及试运行。

10.3.2 性能试验耗电量测试、单体和系统满负荷运行测试、出水指标达标稳定性试验等。

10.3.3 环境保护验收应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

10.3.4 经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后，余水处理工程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11 运行与维护

11.1 一般规定

11.1.1 余水处理工程应按规定配备运行维护专业人员和设备。

11.1.2 余水处理工程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等文件。

11.2 人员与运维管理

11.2.1 应制定余水处理设施的操作规程、工作制度、定期巡检制度和维护管理制度等。余水处理的运

行和管理可参照 CJJ 60执行。

11.2.2 运行人员应定期进行岗位培训，持证上岗。

11.2.3 各岗位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如实填写运行记录，并妥善保存。

11.2.4 电气设备的运行与操作须执行相关供电管理部门的安全操作规程。

11.2.5 定期对构筑物、设备、电气及自控仪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11.2.6 余水处理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应纳入正常的设备维护管理工作。

11.2.7 余水处理设备的计划检修应与相关工艺同步进行。

11.3 水质管理

余水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应定期采样分析，常规指标为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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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河湖底泥处理工艺流程图

注：绞吸式挖泥船根据工程项目需要可由其他类型清淤设备替代。

图 A.1 常见河湖底泥处理工艺流程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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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绞吸式挖泥船等根据工程项目需要可由其他类型清淤设备替代。

图 A.2 常见河湖底泥处理工艺流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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