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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城区排水专项规划（2024—2035年）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过程

为科学指导中卫市城区逐步建成完善的污水处理及雨水排

放系统，提高城市雨水、污水管网覆盖率，逐步实现雨污分流排

水体制。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按照城镇排水方面现行国

家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依据《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中卫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上位规划，借鉴国内外基础

设施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卫市城区排水具体条件和特点，编

制了《中卫市城区排水专项规划（2024—2035年）》。

二、主要内容

《排水规划》共 11 章，主要包括总则、城市概况、排水工

程现状、排水体制、污水工程规划、雨水工程规划、城市排涝措

施、排水系统管理与维护、规划的监督管理与实施、管线综合、

近远期项目规划等内容。

（一）总则。阐述了规划背景、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

依据，明确了规划年限、范围及人口，规划总体目标，规划重点

内容。其中，规划年限为：基准年 2023年、近期 2025年、远期

2035 年；规划范围为：中心城区（迎水桥片区、主城区、柔远

片区、高铁站片区），共 48.82 平方公里；规划总体目标为：到

2025 年城区雨污水管网覆盖率 95%、污水集中处理率 97%、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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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利用率 50%、污泥处理处置率 95%。到 2035年全区雨污水

管网覆盖率 100%、污水集中处理率 100%、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全区平均水平、污泥处理处置率 100%。规划重点内容为：污水

工程规划和雨水工程规划。

（二）城市概况。阐述了中卫市城市概况、自然条件等内容，

对自治区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

划，以及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上位规

划重点内容进行了解读。

（三）排水工程现状。主要阐述了城区排水系统、生活污水

处理厂、积水点等现状和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主城区排水

管网还有空白区、部分管网设施陈旧、排水系统主要为雨污合流

制；柔远片区和迎水片区因路网未建设成形，排水系统不完整；

城区雨水管网不完整，遇强降雨时生活污水处理厂负荷过大，无

法及时处理雨水，产生城市内涝。

（四）排水体制。简述了排水体制，对城区现状排水体制进

行了评价，本次规划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考虑环境保护、生

态平衡、经济因素、维护管理等方面因素，选择建成区逐步改造

为分流制，新建区域全部采用分流制的排水体制。

（五）污水工程规划。一是明确了污水工程规划原则。二是

将城区划分为 4个排水系统，其中：主城区排水系统服务面积约

25.08平方公里，由第一生活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迎水桥片区

排水系统服务面积约 9.34 平方公里，由第一生活污水处理厂收

集处理；柔远片区排水系统服务面积约 13.26平方公里，由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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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高铁站片区排水系统服务面积约 1.14

平方公里，由高铁站生活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三是采用城市综

合用水量指标法、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法对城区生活污水量

进行了预测，综合两种预测结果和城区发展实际，最终确定近期

到 2025 年生活污水总量 4.17万方/日，远期到 2035年生活污水

总量 9.28 万方/日（主城区 4.3 万方/日、迎水桥片区 1.3 万方/

日、柔远片区 2 万方/日、高铁站片区 0.3 万方/日、其他 0.14

万方/日,预留 15%的雨水量）。四是对污水管道管径、管网布置、

管材选择作了明确规定。五是对各片区排水管网进行了详细规

划。其中：主城区现状排水管道基本作为污水管道使用，将部分

路段局部管径较大的管网作为雨水管道使用，并在此段道路位置

新建污水管道，补充新建机场大道以东、新墩南街以西、沙坡头

大道以南、滨河大道以北等区域污水管道，完善排水管网系统；

柔远片区和迎水桥片区逐步将已建设雨污混接管网完全改为雨

污分流制，补充新建排水范围内空白区域排水管网，对于片区内

的工业污水，要求其自行深度处理，加大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率，

达标后方可进入污水处理厂；高铁站片区排水系统保持不变。六

是对各片区污水泵站进行了详细规划。其中：主城区将新墩泵站

停用，将红宝泵站改造为流量 2.35升/秒的污水提升泵站，将福

润苑泵站改造为流量 5 升/秒的污水提升泵站；柔远片区未规划

污水泵站；迎水桥片区在闫迎公路与沙坡头西大道交叉口新建流

量 70升/秒的污水提升泵站一座，用于提升闫迎公路北侧地块污

水至片区内主排水管道；对原合流泵站集水池进行雨污分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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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污水管接至规划的截污主干管，其中迎水泵站改造后仅作为

污水泵站使用；高铁站片区未规划污水泵站。七是明确了生活污

水处理厂的建设原则、进水水质标准、出水水质排放标准，并对

城区各污水处理厂规模进行了详细规划。其中：第一生活污水处

理厂日处理能力 4万方/日，负责主城区和迎水桥片区污水处理，

远期污水量将达 5.6万方/日，通过已建的第一生活污水处理厂与

第三生活污水处理厂联通管道，将多余的污水调入第三生活污水

处理厂处理，解决第一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问题；第三污水处

理厂近期处理能力 2万方/日、远期提升至 4万方/日，负责宁钢

大道以东柔远片区及部分建成区污水处理，远期污水处理量 2万

方/日，不足部分通过接纳第一污水处理厂超量污水解决；高铁

站污水处理厂近期处理能力 0.05万方/日、远期提升至 0.5万方/

日，负责高铁站及配套商圈污水处理，远期污水量 0.3万方/日，

满足远期污水处理需求。2035 年，本规划红线范围内城市污水

总量（平均日）为 9.25万方/日，第一、三、高铁污水处理厂处

理总规模 8.5万方/日，无法满足远期污水处理需求，故规划新增

污水处理厂规模 1 万方/日，将第三污水处理厂远期规模由原设

计 4万方/日调整为 5万方/日。八是对生活污水处理厂产生污泥

处置进行了规划，近期 2025 年仍以卫生填埋为主，中期逐步向

干化焚烧方向转移，形成以干化焚烧为主，卫生填埋为辅的污泥

处理方式；远期 2035 年通过设备改良、技术提升的方式逐步提

高污泥的回收利用率，实现污泥资源化利用。九是明确了再生水

回用途径，规划了城区再生水利用系统，制定了再生水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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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集中利用配置方案为：一污再生水厂近期设计规模 3万方

/日，用于城区绿化灌溉、道路浇洒以及中卫工业园区部分企业

工业用水；二污再生水厂近期设计规模 2万方/日、远期 3万方/

日，用于中卫工业园区绿化和工业循环冷却用水；规划实施第三

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工程，建成后向二污再生水厂补水 1.8万

方/日。分散利用配置方案为：规划建设 5个分布式节水治污项目，

涉及学校、宾馆饭店、居民小区等 14个单位，用再生水绿化、

冲厕、喷洒道路等，至 2025年，年节约用水量 45.17万方。

（六）雨水工程规划。一是明确了雨水工程规划原则和雨水

系统布置原则。二是将城区雨水排水系统划分为 6个分区，其中：

第一分区收集迎闫公路以东、机场大道以西、包兰铁路以南、沙

坡头西大道以北区域雨水，就近排入北干渠和沙坡头景观大道水

系；第二分区收集机场大道以东、宁钢大道以西、包兰铁路以南、

沙坡头西大道以北区域雨水，就近排入沙坡头景观大道水系；第

三分区收集机场大道以东、宁钢大道以西、沙坡头西大道以南、

滨河大道以北区域雨水，就近排入滨河大道现状排水渠以及应理

湖；第四分区收集宁钢大道以东、柔四街以西、包兰铁路以南、

沙坡头西大道以北区域雨水，就近排入二支干渠和第四排水沟；

第五分区收集宁钢大道以东、柔四街以西、沙坡头西大道以南、

滨河大道以北区域雨水，就近排入莫楼湿地；第六分区收集滨河

南路以南、站前一路以北、第二黄河大桥以东、芳林街以西区域

雨水，经泵站提升后排入山水沟。三是明确了暴雨强度公式、雨

水工程设计参数、雨水管道设计参数。四是对各片区雨水管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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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详细规划。其中：主城区对现状排水管道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管径较小的用作污水管，管径较大的用作雨水管；将机场北大道

等 9条市政道路作为第一雨水分区主要雨水干管，设置 7个重力

流雨水排口，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后排入沙坡头大道景观水系；将

机场南大道等 7条市政道路作为第二雨水分区主要雨水干管，设

置 6个重力流雨水排口，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后排入滨河大道排水

主管；根据规划过流能力需求，对二支干渠、第四排水沟、沙坡

头大道景观水系等排水渠道进行改造；近期完善内涝点涉及的雨

水管网，远期有序建设其他区域雨水系统。柔远片区按雨污分流

制建设排水管网；将长城东路等 3条市政道路作为第一雨水分区

主要雨水干管，设置 20个重力流雨水排口，初期雨水收集处理

后，以鼓楼东街为界，以北区域排入二支干渠，以南区域排入第

四排水沟；将丰安路等 3条市政道路作为第二雨水分区主要雨水

干管，设置 2个重力流雨水排口，排入莫楼湿地；根据规划过流

能力需求，对第四排水沟进行改造。迎水桥片区按雨污分流制建

设排水管网；规划 3个雨水子系统，其中：闫迎公路以西区域初

期雨水收集处理后排入北干渠，闫迎公路以东、迎水桥政府以西、

铁西路以南、沙坡头西大道以北区域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后排入北

干渠，迎水桥政府以东、机场大道以西、铁西路以南、沙坡头西

大道以北区域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后排入沙坡头大道景观水系；根

据规划过流能力需求，对沙坡头大道景观水系进行改造。高铁站

片区雨水排水系统保持不变。五是对各片区雨水泵站进行了详细

规划。其中：主城区和柔远片区雨水就能自流排入规划排水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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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规划雨水泵站；迎水桥片区规划建设 2座雨水泵站，流量分别

为 1.9立方米/秒、3.9立方米/秒。高铁站片区未规划雨水泵站。

六是明确了雨水控制及资源化利用、规划原则、单项技术、技术

选择等内容。

（七）城市排涝措施。阐述了中卫市水系概况，明确了排涝

工程规划原则、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城市内涝防治措施、超标准

洪涝灾害应对措施等内容。

（八）排水系统管理与维护。阐述了排水系统管护体制机制、

排水设施管理规划、雨水积水问题解决建议（包括逐步提高雨水

系统规划设计标准、完善排水设施的系统规划、加强雨洪控制与

利用设施建设、强化防汛抢险预案的编制与实施等措施）、智慧

排水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应急管理等内容。

（九）规划的监督管理与实施。阐述了加强项目前期监管、

完善项目施工过程监管、强化项目验收移交监管、加强依法管理、

排水专项规划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程规划与环境管理制度

相结合等内容。

（十）管线综合。阐述了管线综合的目的、原则，以及管线

规划的影响因素、管线避让原则、管线覆土深度等内容。

（十一）近远期项目规划。近期：计划投资 4059 万元，新

改建宜居北街等 11 条 10.45 公里污水管网，新改建宜居南街等

11 条 18.64 公里雨水管网；远期：计划投资 3.03 亿元，新改建

机场北大道等 37 条 77.76 公里污水管网，新改建机场南大道等

92条 138.85公里雨水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