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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three-chamber septic tank toilet and errors in its application in rural toile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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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of its low price and simpl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three-compartment septic tank toilet has become the main
technical mode of the rural toilet revolu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widesprea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which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rrect use of the septic tank, the harmless disposal of manure, and the
reuse of man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tra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ptic tank, analyzed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under different
sanitation patterns, and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ani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septic tank toilets. On this basis,
analysis of the three typical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current rural toilets in some areas, namely, the problem of common use flush toilets,

“pipe collection+（centralized）large septic tank”,“collection+off-site dehydration dry fertilizer”, revealed th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rrect use of septic tanks, and incorporated the septic tank toilet in rural areas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ization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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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格化粪池厕所因价格低廉、运维简便，成为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厕所革命的主要技术模式，但在实际应用中普遍存在

对其功能定位的认识误区，对化粪池后期的正确使用、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及粪肥有效回用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本文通过溯源

化粪池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不同卫生模式下的功能定位，并揭示三格化粪池厕所具有卫生性和环保性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

通过剖析部分地区当前农村改厕存在的 3个典型误区，即采用普通水冲式便器、“管道收集+（集中型）大化粪池”和“收集+异地脱

水干燥制肥”应用模式的问题，指出需重视化粪池正确利用，并结合农村改厕中化粪池应用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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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卫生设施，是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政

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环境卫生问题，而厕所改造是农

村环境卫生的重中之重[1]。2017年 11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厕所问题不是一件小

事，它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把它作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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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格化粪池结构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of three-compartment septic tank

图1 Mouras化粪池的原理图

Figure 1 Schematic of Mouras′ septic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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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2018年 1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大

力开展农村用户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同步实施粪污

处理。2018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将“厕所粪

污治理”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并且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将厕所粪污、畜禽养殖废弃物一并处理并资源化利

用。在国家相关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农村改厕

工作在全国快速推进。根据《2018中国卫生健康统

计年鉴》数据，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 1993年的 7.5%
增长到 2017 年的 81.8%，2017 年底无害化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 62.7%。“整体式三格化粪池厕所”造价低

廉，成为多个省（市）主打的改厕模式[2]。

厕所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承载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环境建设、卫生健康、可持续发展等多项需求。

本研究通过溯源化粪池的功能定位，依据厕所革命的

需求，针对当前几种常见的“化粪池+”改厕模式，分

析其应用误区，提出改进策略与建议。

1 化粪池溯源与功能定位

1.1 化粪池的发展

化粪池是最简单的污水处理装置。其基本原

理[3]：一是在重力和浮力的共同作用下，静置的粪污

分层、沉淀和分离，逐渐形成浮渣层、液体层和沉渣层

（图 1），二是通过厌氧生化作用，对纤维素、淀粉等有

机物进行分解，产生包括有机酸、甲烷、腐殖质、铵、溶

解性磷等，污水性质趋于稳定。同时，化粪池内长时

间的高氨氮、高 pH条件，可杀灭肠道寄生虫卵等病原

体，控制蚊蝇滋生，实现出水和出渣的无害化处理。

化粪池的研究从经验设计、原理分析到工作机

制，经过了 100年左右的时间。作为一种水冲厕所的

初级污水处理设施，最早的化粪池设计可以追溯到

19世纪[4]。1860年，法国人Mouras设计了一种进水管

和出水管均深入液面下可以形成水封的新型粪池，

1881年被 Moigno在书中称为“Mouras池”，这便是现

代化粪池的先驱。1895年，英国市政建筑师Cameron
和Cummins对“Mouras池”进行了改进，通过厌氧生化

作用强化固体物质分解，首次以“化粪池（Septic
tank）”命名并申请了专利。1905年，德国人 Imhoff对
化粪池的结构进行改进，设计了 Imhoff 槽（Imhoff
tank）。Imhoff槽的内部分为两格，强化了固体物质与

出水的分离。该设计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排

水的初级处理，如居民小区或大楼设置的化粪池，以

及污水处理厂的初沉池。

由两格化粪池演变为三格化粪池是中国人的创

新设计。由于早前水冲厕所和下水道在我国农村尚

未普及，为了便于农民取粪，同时又不影响化粪池内

必要的水力停留时间，人们在两格化粪池的后部又增

加了一格，用于储存熟化的粪液（图 2）。化粪池从两

格变为三格，体现出资源利用的理念，这不同于西方

的末端处理模式。中国人自古有用粪尿施肥的传统，

农村地区一般会使用具有防渗功能的储粪池，在储存

粪尿的同时，通过不严格的厌氧生化作用对粪尿分解

熟化，其目的并非排放，而是更好地利用粪肥。

化粪池与其他生活污水处理方法相比，优势在于

结构简单，运行简便。化粪池充分地利用了自发过

程，几乎不需人工控制。因此，化粪池每一步的改进

设计都具有实际意义，每增加一格，其性能甚至功能

定位都大有不同。近年来，Kamel等[5]提出“四格”“五

格”化粪池的设计，该结构改进若只简单地增加沉淀

或厌氧的格数意义并不大，因为化粪池主要是靠足够

长的水力停留时间，实现有效地沉淀（上浮）和厌氧生

化降解，在容积相同的情况下，将化粪池再分为更多

的室，对上述两种功能的贡献很小。

1.2 卫生模式与化粪池功能定位

厕所革命实际是一场重点针对人类排便方式的

系统性变革，既要提升生活卫生文明水平，也要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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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泄物处置不当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

根据不同卫生模式下三格化粪池的功能定位（图 3），

必须重点解决两个环节的排放问题。第一个环节是

将排泄物从室内转移到室外的过程，该环节的要求涉

及 3个逐级提高的台阶：卫生性（避免人因排泄物的

接触暴露导致疾病）、舒适性（避免人对不良气味、视

觉暴露导致不适感）和便利性（尽可能减少因满足卫

生性和舒适性需求而产生的劳作），每提升一次表明

环境卫生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意味着排便成本的

增加。第二个环节是将排泄物从人类社会转移至大

自然的过程，该环节有 2个逐级提升的台阶：一是在

环境经济条件下达到某个环境排放标准后排放；二是

完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达到可持续目标。

排放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卫生模式，东西方

不同社会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线。西方社会在经历近千年的卫生黑暗时代和多次

瘟疫大爆发后，认为排泄物是肮脏的、不清洁的污染

物，随着水冲马桶的发明和机械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逐渐发展出以“水冲厕所+重力管道+末端处理”的卫

生模式，简称为末端处理模式[6]。该模式在第一环节

采用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水冲厕所和管道（塑料、铸

铁等），同时满足了卫生性、舒适性和便利性，在全世

界迅速被推广。但是，该模式的突出问题是水资源的

浪费，粪污中的氮磷等资源不被利用而被作为污染物

处理，第二环节的建设运行管理成本高，在发展中国

家或欠发达国家难以全面有效运行，并不符合可持续

发展理念。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明则在很早就认识

到粪尿的肥料价值[7-8]，并建立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以

粪肥回用为主的传统田园循环模式，实现了第二环节

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发展，未经过现代化升

级的传统田园循环模式难以满足第一环节的 3个要

求，尤其是便利性要求；第二环节的人工清掏、搬运方

式因存在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和不舒适感而逐渐

被中青年人所嫌弃。实际上，依照现有工业水平从技

术上完全可以按照现代生活文明和生产文明的标准重

构田园循环模式，即“现代田园循环”模式[9]。构建现代

田园循环模式，首要是在第一排放环节杜绝使用大量

水来稀释粪尿，避免粪污的资源回用价值降低。因此，

图3 不同卫生模式下三格化粪池的功能定位

Figure 3 Septic tank functional orientation under different sanita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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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推荐使用无水清洁厕所（如堆肥厕所）或微水清

洁厕所（每次冲水量少于1.5 L，如抽吸管道厕所）。

卫生模式的不同，尤其是卫生洁具的选择不同，

直接决定了化粪池功能定位的不同。①当卫生洁具

为水冲厕所（非节水型）时，化粪池的功能定位为建筑

物排水的预处理设施。作为建筑物排水的预处理设

施时，通常采用两格化粪池（Imhoff池）即足够。根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用于水

冲厕所排水的化粪池容积满足水力停留时间 12~24 h
即可。由于其出水后续连接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对

此类化粪池出水并无卫生学指标要求。②当卫生洁

具为无水清洁厕所或者微水清洁厕所时，对化粪池的

功能定位则转变为资源化处理器。在此条件下，要求

化粪池具备无害化（杀灭病虫卵）、资源化（腐熟）以及

一定的储存能力（第三格）。当化粪池前端的卫生洁

具选择为无水或微水清洁厕所时，便器与化粪池之间

可采用直落式或斜管式连接，卫生洁具和厕屋的设计

可参考水冲厕所的外观，尽量改善第一排放环节的舒

适性和便利性，如图4所示。

1.3 三格化粪池厕所的历史使命

农村厕所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实现农村环

境卫生与污染治理的现代化。目前已知现代化路径

有两条，一是对污水和垃圾进行常规的末端达标处

理，二是现代田园循环模式。按照现有价格体系，采

用末端处理技术实施农村改厕的系统成本（包括改

厕、污水收集和污水处理），综合应用纳入城镇管网、

村组集中处理和分户处理三种形式进行区域范围的

优化设计[10]，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每户平均的建设

成本约为 2 万元；综合考虑建设与运行成本，以 5%的

贴现率计算，户均等价年成本约为 2 000元。然而，

此次厕所革命中对厕所改造升级需求最迫切的农

村地区，多数经济水平偏低，难以承担完整末端处理

模式的建设运行成本；同时由于该处理模式并不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今后还需要持续投入以进行升级

改造[11]。

因此，当前农村采用三格化粪池厕所方式进行改

厕，其出发点就是既要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水平，又要

规避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的高昂成本，这是一种

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针对农村环境卫生与污染治理

的现代化需求所做出的过渡性安排。这种过渡性安

排的实质，是对功能性和经济性的矛盾进行妥协。当

前厕所革命中三格化粪池厕所的历史使命是在确保

卫生性（无卫生公害）和环保性的前提之下，重点突破

如厕的舒适性（包括体感、嗅觉、视觉等的舒适），适当

改善使用的便利性。

确保卫生性是农村改厕的第一要求。《农村户厕

卫生规范》（GB 19379—2012）和《粪便无害化卫生要

求》（GB 7959—2012）都对卫生性提出了明确规定。

为有效地杀灭寄生虫卵，化粪池前两格的水力停留时

间不能低于 30 d，第三格水力停留时间也应至少达到

30 d，三格化粪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不得低于 60
d。通常农村化粪池的体积不大于 2 m3，可计算出每

户厕所排水量不应大于 33 L·d-1。按户均 4人、每人

每日使用厕所 5次计算，则每次厕所排水量应不大于

b.直落式Directly dropa.斜管式 Inclined tube
图4 微水清洁厕所与化粪池

Figure 4 Waterless toilet and septic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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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L，换算成每次大小便平均的清洁用水量不宜大

于 1.25 L。因此，三格化粪池厕所必须采用微水清洁

的便器，如直落式陶瓷蹲便器或坐便器。然而目前市

售的中低档水冲便器每次冲水量都在 6 L以上，高档

节水型水冲便器每次冲水量也在 3 L以上，即当前市

售的普通水冲便器并不适合同化粪池搭配使用。

确保环保性是改厕的第二前提。理论上可以对

化粪池的出水进行达标处理，但实际上农村污水收集

处理的成本高昂，在此次厕所革命中可行性低。因

此，三格化粪池的出液只可用于农田果园施肥，从降

低资源回用成本的角度，化粪池出液应就近施用于农

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输送和额外产生的处理需求。

2 农村化粪池改厕的应用误区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的相对成熟

并已大力推广使用的无害化卫生厕所主要有6种类型：

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三联沼气池式、粪尿分集

式、完整下水道式和双坑交替式。根据历年《中国卫生

健康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无

害化卫生厕所中三格化粪池厕所占比连年最高，完整

下水道式水冲厕所的使用比例逐渐提高，如图5所示。

东部、西部和中部主要选择水冲式厕所，我国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

的格局[12]。

在实际应用中常常混淆“完整下水道式水冲厕

所”“水冲厕所”和“三格化粪池厕所”的使用规范。在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 19379—2012）中附录A三格

化粪池厕所部分并未明确指出冲水量；附录D.1指出

水冲式厕所须有完整上下水道系统；D.2.3.2指出三格

化粪池厕所配套使用节水型高压水冲装置时冲水量

每次1~3 L。最新发布的《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

范》（GB 38836—2020）已经明确规定“冲水量和水压

应满足冲便要求，宜采用微水冲等节水型便器。洗涤

和厨房污水等生活杂排水不应排入化粪池”。

主要推广的“水冲厕所+三格化粪池”的新型卫

生模式试图通过结合末端处理排放模式的第一环节

和现代田园循环模式的第二环节，从而同时满足人们

现代化如厕方式和低成本建设运行的要求，但却常忽

视因水冲厕所使用带来的后续问题。按照应用场景

的不同可分为 3种（图 6）：①“水冲厕所+户用三格化

粪池+吸粪车+就近农田利用”模式，常用于居住分散

的农村，以及居民有土地或有粪肥需求的地区；②“水

冲厕所+户用三格化粪池+吸粪车+集中转运+脱水干

燥制肥”模式，目前多只是区域的厕所粪污处理近远

期建设规划；③“水冲厕所+户用化粪池（两格或一

格）+重力管道+村组集中大化粪池+吸粪车+就近农

田利用”模式，以新建集中式农村居民小区或原有居

住较集中周边无空地的农村地区应用为主，一般该地

区远期规划拟建污水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对 3种

场景的应用误区具体分析如下。

2.1 误区一：水冲厕所+户用三格化粪池

（1）无害化效果和化粪池体积的矛盾。目前市场

上常见的水冲厕所每次冲水量6 L，按照每人每日如厕

5次计算，4口之家每日可产生120 L厕所污水，以最短

60 d的水力停留时间设计，则化粪池所需体积至少应为

7.2 m3，远高于现在常用的 1~2 m3整体式三格化粪池。

若采用7.2 m3的化粪池，造价高昂，用地面积也很难保

障；若仍使用2 m3的整体式三格化粪池，水力停留时间

不够，无害化效果差，存在健康风险。

（2）稀释后低浓度厕所污水和农民粪肥需求的矛

盾。使用水冲厕所后粪尿中的养分浓度被稀释，极大

地降低了作为肥料的使用价值，且施入土壤后养分容

图5 1999—2017年中国农村不同类型卫生厕所的累计户数比例

Figure 5 The proportion of cumulative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anitary toilets in rural China from 1999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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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直接径流流失，导致养分利用率低，增加周边水体

富营养化风险。长期以来，各种政策性补贴促进了化

肥生产与使用，传统田园循环模式中作为重要肥源的

人粪已经因肥效慢、使用成本高，被逐渐弃用。在此

条件下，被水稀释后的水冲厕所污水更难被农民接

受。目前，尚无对化粪池出液用于农田施肥的肥效规

定，由于化粪池出液与沼液的性质相似，参考《沼肥施

用技术规范》（NY/T 2065—2011），沼肥的理化性状要

求为“沼液水分含量 96%~99%，总养分含量≥0.2%”。

对重庆[13]和浙江[14]水冲式卫生厕所与三格化粪池无

害化效果的现状调研显示，化粪池出水中 COD 165~
926 mg·L-1、TN 112~386 mg·L-1、NH3-N 82~300 mg·
L-1、TP 2.5~31.6 mg·L-1，不满足施肥要求。在无下水

道和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对农村居民而言，最简

单的方式就是把化粪池的出水排入地下[15]。迄今为

止，我国未从法律上禁止农村厕所污水直排地下，即

使出台相关法规，也难以有效地监管执法。因此，若

选用 2 m3的三格化粪池，则不宜选择普通的水冲厕

所，避免厕所污水直排。

（3）化粪池清掏周期的确定及清掏费用支付机制

将成为新问题。常见的户用整体式三格化粪池体积

较小，经常需要检查化粪池是否装满，降低了部分村

民改厕的积极性。常住人口多的农户经常出现一个

月就自行联系清掏公司清掏的情况，抽粪费用各地区

每次 20~50元不等，对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户而言

是不小的负担。经济条件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政府

通过组建清掏车队或统一采购第三方环境卫生社会

化服务，承担全部或部分的清掏费用。但长期来看，

该模式建设成本虽然低，运行成本却高，对政府而言

也增加了新的财政负担。

2.2 误区二：户用三格化粪池+集中转运+脱水干燥制肥

集中清扫服务和集中粪便处理，可为居民提供便

利的环境卫生服务，提升化粪池清扫及后续资源利用

的专业化与集约化程度，对于保障运行、降低成本有

利。但由于农村地区人居分散度高，有效组织粪渣、

粪液的收集与运输，高效处理集中清掏的厕所废液

（粪液）、废物（粪渣）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据报道，多地设计了“集中转运+集中处理”的技

术路线，其集中处理主要是对清掏的化粪池第一格和

第二格的粪渣（浮渣+沉渣）进行脱水、干燥制肥或堆

肥，但是如何处理化粪池第三格的出液通常都未提

及。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①化粪池清扫物中的

液体去哪里？以普通的水冲厕所为例，厕所污水中固

体含量（粪渣）通常不超过 2%，主要是尚未分解的有

机物和其他杂质；粪尿中 99%以上的氮、磷、钾元素

都以溶解性的物质存在于厕所污水中，包括化粪池第

三格的出液和粪渣脱水产生的液体。因此，无论是从

污染控制还是资源回用的角度，化粪池产生的液体应

是处理或利用的重点，若将液体直排环境，则违反了

环境保护的前提[13]；若将液体送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不仅浪费资源、成本高昂，也违背了“化粪池厕所”

作为过渡性设施的初衷。②粪渣脱水干燥制肥的价

值如何？对于农田施肥而言，经过足够的水力停留时

间之后，粪渣中的固体物质（以经过熟化的有机质为

主）可作为土壤改良剂，溶解性营养盐（主要是氮、磷、

钾）是作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水也是作物生长所

必需的物质。脱水干燥等方式主要是提高粪肥再利

用时的舒适性和便利性，并不会增加粪渣肥力，但此

过程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与能量，无论从资源、环

境和成本的角度都不合理。

如何有效组织农村地区粪渣、粪液的收集与运输

也是难题。我国城市普遍建有专门的粪便处理厂，城

市粪便处理工艺包括固液分离、脱水、絮凝及深化处

理、堆肥等，产生的上清液制作液肥或并入污水处理

厂处理，固体部分可以制作成有机肥，也可以进行最

终的填埋或焚烧[16]。但由于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在农

图6 3种农村化粪池改厕的应用场景

Figure 6 Three kinds of rural septic tank toilet application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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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实施粪污集中管理，其收集的成本将远远高于

城市，长距离输送增加了运输成本，而粪渣、粪液的经

济回报有限。因此，该模式的经济可行性低，若强行

执行，只能使化粪池出渣和出液的集中收集处理流于

形式。在农村地区倡导粪尿资源回用的主要优势在

于村庄或农村住宅紧邻农田，资源回用成本低，将集

中清扫的粪尿长途输送再异地回用，无异于舍近求

远。从清洁生产和减少运输成本的角度，要实现该模

式的长效运行，应在分散与集中方面进行平衡，尽可

能减少长距离输送，选择合理的收集半径和粪便处理

厂的位置，可采用生命周期评价、生命周期成本等多

种方式对区域内粪渣和粪液的合理利用进行环境效

益和经济评估。针对当前缺乏经济可行性评估的主

要障碍，Xu等[17]提出了现代可持续卫生设施的时空

经济分析方法，指出最佳的收集规模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由当地的市场情况决定。

集中清扫服务的初衷是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环境

卫生服务，但其难以得到很好的实施应用则存在更深

层次的原因：一是当前农用土地的使用权和化粪池运

行维护权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沟通机制欠缺；二是

对化粪池清扫维护及后续粪便处理利用的成本需求

与农田施肥的投入产出绩效缺乏统筹考虑，若将清扫

服务与后续处理的费用补贴到农田施肥环节，则有望

实现粪肥就近就地利用。

2.3 误区三：户用化粪池+管道+大化粪池

目前有些地方针对化粪池运行维护提出“户用化

粪池+管道+大化粪池”的技术设想，试图通过管道收

集替代人工清扫，特别是入户清扫化粪池，同时减少

车载运输粪水的需求。这一技术设想比“集中收集+
脱水干燥”更进一步，强调了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在

设计思路上则与生活污水进行集中管道收集和污水

处理有相似之处。实际应用中提出该设想的地区，多

采用了“水冲厕所+”的改厕方式。假设这一技术路

线使用“微水清洁厕所”，那么该设想的不可行性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因小失大。将“户用化粪池+管道+大化粪

池”技术路线和“完整的下水道+末端污水处理”进行

建设成本对比，首先是管道建设成本，在管道建设投

资强度上相差不大，管道建设成本均超过 80%，处理

设施的建设成本低于 20%。其次，对比大化粪池和污

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成本。“大化粪池”的造价一般在

2 000 元·m-3，储存时间一般为 30 d，假设微水厕所清

洁每次用水量为 1 L，则人均粪水产率约为 7 L·d-1，大

化粪池人均造价=2 000 元·m-3×（7 L·d-1×30 d）=420
元。村组集中型的污水处理设施吨水造价一般在

7 000 元·d·t-1，人均污水产率约为 100 L·d-1，则污水

处理设施人均造价=7 000 元·d·t-1 ×100 L·d-1=700
元。相比于完整的“下水道+末端污水处理”，“管道+
大化粪池”的方式所节约的建设成本有限。同时管道

的建设成本随居住的密集度和管道开挖难度而变动，

通常农村地区管道的人均建设成本约为 2 000~6 000
元，由此造成的高投入实际上有悖于基于过渡期的改

厕目的。

（2）管道维护。管道维护的重点是清理管道沉积

物。管道内易产生沉淀，一是与悬浮物的浓度有关，

浓度越大，越易在管道内产生沉淀；二是与管道内的

流速有关，流速越小，越容易产生沉淀。从这两方面

看，用于收集化粪池第三格出液的管道沉淀现象必定

趋于严重。如果使用微水清洁厕所，化粪池出液量大

约只有生活污水量的 1/14，势必对管道设计和维护带

来挑战。

（3）采用管道收集化粪池出液的方式还存在隐

忧。“微水厕所+户用化粪池+管道+大化粪池”在提供

便利卫生服务的同时，难以避免部分村民私自安装水

冲厕所，或者将生活杂水排入管道。《农村集中下水道

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 38838—2020）适用于

已建和拟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

区，户用化粪池是预处理设施，在此条件下才能同时

收集厕所污水和生活杂排水。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化粪池技术易于生产、安装和运行，并无复杂的

技术，但在应用化粪池改厕时仍然需要进行辨证思

考、科学设计和精细化管理。化粪池的功能定位可分

为建筑物排水的预处理设施和资源化处理器，当前农

村采用“三格化粪池厕所”的方式改厕是在农村环境

卫生与污染治理的现代化需求下的过渡性安排，既要

在一定的经济约束下最大程度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水平，也要确保环保性和可持续性。但在实际应用

中，尽管“水冲厕所+三格化粪池”的方式能够满足第

一排放环节的要求，但因水冲厕所用水量大而引起的

第二排放环节的处理或再利用问题却常常被忽视。

当前各地正积极地推进“化粪池+”的改厕模式，虽然

户均投入不高，但覆盖面极广，将对未来农村环境卫

生现代化影响重大，若不合理使用化粪池，势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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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挽回的损失。

3.2 建议

（1）进一步明确农村厕所革命的总体目标，坚持

系统性思维，各地应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从现状到未

来完全现代化的最佳技术路径；尚不能一次实现完全

现代化的条件下，可实行诸如“化粪池+”的过渡性改

厕策略，但应尽可能让过渡性的设施在未来长期性的

系统中也能发挥作用，减少投资浪费。

（2）充分认识到水冲厕所在第二排放环节的局限

性，确定资源利用的原则，鼓励微水清洁厕所和无水清

洁厕所的研发。

（3）深刻把握化粪池的功能定位，避免赋予化粪

池“过渡性污水处理设施”的不可承受之重。

（4）加快制定化粪池出料（液肥、渣肥）回用于农

田施肥的鼓励性政策，消除运营维护权与本地农田使

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性障碍，落实就近就地用肥原则，

避免无附加价值增长的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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