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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供水安全和自来水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2022年 8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了自

2023年 4月 1日起，城市供水全面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到 2025

年，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城市供水全流程保障体系和基本健全的城市供水应急体系。近年来，

因水源原水水质变化以及供水水质标准的提高，供水企业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压力越来越大。

为保障供水安全，供水企业亟需完善应急处理方案，并对现有水厂进行工艺优化，在常规处

理工艺基础上增加预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此外，工艺研究也是供水企业的重要工作之一，

需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和改进工艺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提高供水的效率和质

量，保障人们的健康和生活需求。

2024年 6月 18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关于〈给水中试基地建设导则〉、〈膜曝气

生物膜反应器(MABR)平板膜〉等 4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中环联字〔2024〕146号），

由天津市华宇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主编本

标准的编制。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4年 3 月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天津市华宇膜技术有限公司即成立标准制订编

制组，本标准编制单位由天津市华宇膜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等组成。主编单位：天津市华宇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

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参编单位：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同瑜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太原市黄河供水集团

有限公司、东骥（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泰达水业有

限公司、武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编制组）。

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讨论了在标准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标准定位及侧重点，并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

划与任务分工。

1.2.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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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4月，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

技〔2017〕1号）相关规定，检索、查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对现有给水中

试基地的建设现状、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在整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

总结，对方法中涉及的工艺设计、结构设计、加药系统、水质监测系统以及电气和自动化系

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和总结，确定了标准应用的范围和主要研究内容。

1.2.3 编制标准草案

2024年 5月～6月，编制组开展了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建筑与建设用地、配套工程、

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方面等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标准草案。

1.2.4 召开立项评审会

2024年 6月 13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立项评审会。专家委员会听取了

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本标准符合立项条件，建议立项；

（2）编制说明中增加典型案例分析；

（3）完善标准编制目录；

（4）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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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出的规则起草并按照会议意见，组织实施好标准起草工作，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保

证标准质量，高效完成标准制定工作。

1.2.5 案例征集

2024年 7月~8月，编制组根据意见进一步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对标准内容中的

适用范围以及标准目录进行了完善，开始征集典型案例，并开展分析工作。

目前已收集到如下案例：

(1) 泰达水业有限公司 3m3/h中试水厂典型案例，主要工艺流程为：原水-预臭氧工艺单元-

混凝沉淀工艺单元/上向流炭吸附反应脉冲工艺单元-过滤工艺单元-紫外消毒工艺单元。

(2) 武汉白鹤嘴水厂 5m3/h中试水厂典型案例，主要工艺流程为：原水-预臭氧处理工艺单

元/预高锰酸钾处理工艺单元/预活性炭处理工艺单元-混凝沉淀工艺单元-砂滤/炭滤处理

工艺单元-超滤/纳滤处理工艺单元-消毒工艺单元。

(3) 哈尔滨哈西净水厂 5m3/h中试水厂典型案例，由工艺单元系统、药剂投加系统、臭氧

发生系统、空气管道系统、水质在线监测仪表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等组成，其工艺单

元主要包含预氧化+常规处理(折板絮凝/网格絮凝+斜管沉淀+砂滤)+深度处理(臭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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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工艺，并预留炭砂滤池、膜处理工艺空间。

(4) 昆山自来水公司泾河水厂 5m3/h 中试水厂典型案例，主要工艺流程为：原水-多种预处

理工艺-机械混凝沉淀工艺-倒 V型斜板沉淀池/斜管沉淀池工艺-砂滤处理工艺-臭氧活

性炭处理工艺-超滤反渗透处理工艺。

(5)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 1m3/h中试水厂典型案例，主要工艺流程为：

原水-预臭氧处理工艺-机械混凝沉淀工艺-臭氧活性炭工艺。

(6) 呼延水厂实验室 4.5m3/h中试系统项目，主要工艺流程为：原水-预处理工艺-机械混凝+

斜管沉淀池/加砂高速沉淀池-砂滤处理工艺-臭氧活性炭工艺/超滤处理工艺-消毒处理

工艺。

(7) 移动式应急处理导试水厂，主要工艺为：原水-预臭氧处理工艺-混凝沉淀处理工艺-砂滤

处理工艺-臭氧活性炭处理工艺-炭滤处理工艺-消毒处理工艺。

针对上述收集到的典型案例，编制组分析目前建设的中试系统平台一般包括常规处理工

艺和深度处理工艺。模拟的常规处理工艺主要包括混凝、沉淀、过滤和消毒，常规处理工艺

可指导水厂根据原水水质情况优化工艺参数，提高出水水质，减少药剂损耗；并且针对水源

可能存在的水质风险，模拟研究水厂适用的应急处置工艺，提高水厂的应急能力，保障供水

安全。模拟的深度处理工艺主要包括臭氧-活性炭、炭砂滤池、超滤、纳滤、反渗透等，可

进行深度处理工艺的对比以筛选出最佳工艺，为水厂提质改造及日常运行提供技术支持。

1.2.6 内部征求意见处理

2024年 9月~10月，编制组内部进行了征求意见，共收集意见 2条，采纳 2条，具体处

理意见如下表所示：

标准

章条编号
意 见 内 容 修改理由 提出单位/提出专家 处理意见

3.1

3.2

3.3

请进一步明确“中试”

的英文表述方式，是

pilot还是文中所用的

intermediate

天津泰达水业有限公

司/张怡然
已采纳

6.1.3
“室内机械通风次数不

低于12次/日。”

根据中试实际

运行情况，此通

风频次略频繁

天津泰达水业有限公

司/张怡然
已采纳

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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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供水安全和自来水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2022年 8月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了自

2023年 4月 1日起，城市供水全面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到 2025

年，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城市供水全流程保障体系和基本健全的城市供水应急体系。近年来，

因水源原水水质变化以及供水水质标准的提高，供水企业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压力越来越大。

为保障供水安全，供水企业亟需完善应急处理方案，并对现有水厂进行工艺优化，在常规处

理工艺基础上增加预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此外，工艺研究也是供水企业的重要工作之一，

需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和改进工艺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提高供水的效率和质

量，保障人们的健康和生活需求。

在上述背景下，开展试验是解决此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手段。给水厂中常见的是在

实验室进行烧杯实验，它对水厂的生产运行起着指导与辅助的作用，但烧杯实验具有一定局

限性，其很难拟合与实际生产相当的处理效果，而在中试基地开展中试实验则更贴近实际生

产。

但目前现有标准和文献中大都是针对自来水厂的设计，缺乏专门针对给水中试基地设计

和建设的相关标准。为此，结合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已设计、建设和运维的不同规模的给水

中试基地，凝练建设实践中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和关键指标及参数，编制《给水中试基地建设

标准》，以填补标准空白，使给水中试基地的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符合国家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统一建设标准。

2.2 编制依据

在充分对给水中试基地的实际应用案例进行调研，总结实际设计和运行难点，优化建设

方案，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标准规范和运营管理方法，对新型给水处理工艺和设备的工程案例

调研的基础上，并参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参见《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相关规定进行《工业

水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编制。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

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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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城市给

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参见《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相关规定进行《工业水系统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与报告》的编制。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

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

2.3 编制原则

2.3.1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给水中试基地的新建、改建、扩建。主要包括建设要求、处理系统、配套

设施、安装调试与验收、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方面内容。

2.3.2协调性原则

本指南与现有标准、规范、指南协调统一，互不交叉，仅作为一种实用型、适用性技术

规范对目前标准、规范、指南进行补充与完备。

3 同类工程现状调研

编制组对多座给水中试基地进行总结，对其中表 2所示的给水中试基地开展了全面的数

据收集、整理、总结及分析。

表 3 重点调研的工业水系统列表

序号 中试基地规模 时间/地点 工艺

1 1m3/h 2009/天津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 1m3/h 2010/济南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3 1m3/h 2010/北京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4 1m3/h 2010/无锡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5 1m3/h 2010/成都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6 1m3/h 2010/上海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7 1m3/h 2010/广州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8 1m3/h 2010/深圳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9 1m3/h 2010/天津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0 1m3/h 2010/哈尔滨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1 6m3/h 2010/丹江口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2 1m3/h 2011/苏州工业园区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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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m3/h 2011/北京 常规+深度处理

14 1m3/h 2012/郑州市柿园水厂 预处理+常规处理

15 2m3/h 2012/北京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6 3m3/h 2012/天津泰达自来水公司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7 2m3/h 201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8 3m3/h 2015/镇江市征润州水源地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19 3m3/h 2016/天津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0 3m3/h 2018/天津泰达新水源中试水厂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1 5m3/h 2020/武汉市白鹤嘴水厂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2 5m3/h 2020/天津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3 2.5m3/h 2020/扬州 深度处理

24 2.5m3/h 2021/苏州 深度处理

25 4.5m3/h 2021/太原呼延水厂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6 5m3/h 2021/徐州首创股份中试厂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7 5m3/h 2022/哈尔滨哈西净水厂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28 5m3/h 2022/徐州 二期深度处理

29 5m3/h 2023/昆山泾河水厂 预处理+常规+深度处理

30 2m3/h 2024/海口儒俊水厂 预处理+常规处理

中试基地通常会结合传统的给水处理技术和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研发和创新。传统技术

如混凝、沉淀、过滤等，在去除水中悬浮物、有机物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而先进技术如膜

技术、生物技术等，则在去除水中难降解有机物、提高水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给水处理

中试基地通常会涵盖多种技术类别，以满足不同水质处理的需求。例如，膜技术（如反渗透、

纳滤等）可以用于去除水中的溶解性固体、重金属离子等；生物技术（如生物降解、生物吸

附等）则可以用于去除水中的有机物和氮磷等营养物质。一些中试基地会注重对传统技术的

改进和优化，以提高其处理效率和降低成本；而另一些中试基地则会致力于新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以推动给水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

给水处理中试基地在建设标准和技术类别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中试基地的定

位、科研目标以及所处地区的实际情况等因素。为了确保中试基地的建设和运营能够符合相

关标准和规范，并满足科研活动的需求，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建设方案和技

术路线。

4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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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8章，指导给水中试基地的设计、配套设施、安装、调试预验收、环境保

护与安全卫生。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设计、配套

设施、安装、调试与验收、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4.2 主要章节说明

1、范围

本部分内容包括导则适用范围：标准将适用于给水中试基地建设的设计、安装与验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说明。

3、术语

对相关术语进行规定说明

4、基本规定

关于中试基地建设规模范围、配套设施的规定。

5、设计

5.1 一般要求

对中试基地建设布置的一般性要求做出基本规定。

5.2 工艺设计

对中试基地各处理单元可选择的处理工艺做出规定。

5.3 结构设计

对中试基地的建筑安装做出规定。

6、配套设施

6.1 中试平台

对中试平台的混凝土基础、废水收集系统、排水设计、通风采光设计、出入口、生产和

生活管理做出一般规定。

6.2 水质监测系统

对在线仪表配置要求、在线监测系统巡检要求做出规定。

6.3 电气和自动化系统

对电源和供电系统、防雷保护措施要求做出规定、规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一般规定。

6.4 加药系统

规定加药系统的组成，对加药间布置、化学药剂存储与使用要求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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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装、调试与验收

7.1 安装

对中试基地的一般性安装要求做出基本规定。

7.2 调试

对中试基地调试前准备、调试步骤、试运行要求做出基本规定。

7.3 验收

对中试基地的一般性验收要求做出基本规定。

8、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8.1 环境保护

对中试基地的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噪声污染做出基本规定。

8.2 安全卫生

对中试基地的消防安全、人员卫生做出基本规定。

5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可为给水中试基地的设计、安装与验收提供技术依据。建议标准发布后，

作为行业的一种推荐标准实施，在研究院、生产企业、工程公司等相关单位进行广泛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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