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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境污

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武汉大学、湖南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葛洲坝中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3年 2月 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3年 5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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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污染物与污染负荷、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主要工艺设备和

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主要辅助工程、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施工与验收、运行和维护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陶瓷、卫生陶瓷、日用及陈设艺术瓷和特种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可作为陶瓷

工业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管理的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25464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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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332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24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污泥脱水用带式压榨过滤机

HJ/T 24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力旋流分离器

HJ/T 25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罗茨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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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推流式潜水搅拌机

HJ/T 28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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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3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污泥浓缩带式脱水一体机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T 36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5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

HJ 1083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处理

HJ 1095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25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陶瓷工业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304 陶瓷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陶瓷工业 ceramics industry

按一定配比组成的矿物原料经过破碎、研磨、制备、成型、烧成等过程而制成各种陶瓷制品的工业，

其制品主要包括建筑陶瓷、卫生陶瓷、日用及陈设艺术瓷和特种陶瓷等。

3.2

陶瓷工业废水 ceramics industry wastewater

在陶瓷工业生产过程中各工序产生的废水总和，包括含泥废水、含釉废水、烧成后冷加工废水等。

4 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4.1 废水来源及特征

陶瓷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于陶瓷制品制造过程中的泥釉料制备、注浆及冷塑压成型、施釉和烧成后冷

加工等环节，陶瓷工业废水主要来源及其特征见表 1。

表 1 陶瓷工业废水主要来源及特征

废水种类 工艺单元 产污环节 废水特征

含泥废水 原料制备、成型

泥料球磨、原料洗选、石膏制

模、喷雾干燥、设备冲洗、坯

体擦洗和修坯等

属于高浊度废水，悬浮物主要由原料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粒径较小的固体颗粒和被

冲洗到排水系统的漂尘组成

含釉废水 釉料制备、施釉
釉料球磨、施釉、洗边、釉料

回收和设备冲洗等

废水量相对含泥废水而言较小，主要污染

物由悬浮颗粒物和低浓度 COD组成

烧成后冷加工废水 烧成后加工 陶瓷砖磨边、抛光、倒角等 主要含陶瓷质废渣和磨料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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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废水量

4.2.1 现有企业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废水量可通过自动监测或人工监测的平均流量数据确定。采

用自动监测数据计算废水量时，应采用核算时段内废水收集沟渠或管道中废水的日平均流量数据进行计

算；采用人工监测数据计算废水量时，应采用监督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等人工监测数据。监测数据

有效性须符合相关技术指南及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等要求。

4.2.2 新（改、扩）建企业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优先类比现有同等生产规模和同种生产工艺排放

水量来确定废水量，其次采用产污系数法来确定废水量。

4.3 废水水质

4.3.1 现有企业陶瓷工业废水水质可通过采样化验确定，也可根据生产实际进行物料平衡确定。采样

化验时，应对各个生产工序排放的废水逐一进行取样，并在工厂废水排放总口对排水采样作为校核，采

样化验应符合 HJ 91.1的技术要求。

4.3.2 新（改、扩）建企业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可类比现有同等生产规模和同种陶瓷工艺生产厂

的产污数据来确定废水水质。

4.3.3 无实测或类比数据时可参见附录 A确定。

5 总体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陶瓷生产企业应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优化陶瓷清洁生产工艺，强化废水源头控制，

提高废水循环利用率，减少废水产生与排放。

5.1.2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遵守国家有关强制性建设标准的规定，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

其审批意见的要求，并应遵守“三同时”环境管理制度，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5.1.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设置事故应急池，对废水治理设施应当采取防渗漏等措施，并建设地

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监测，防止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污染。对已有调查、监测和现场检查表明存在土壤污

染风险的，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1.4 处理后废水直接向环境排放的，应符合 GB 25464、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排污许可制度的要

求。

5.1.5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采取二次污染防治措施，防止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

渣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5.1.6 陶瓷生产企业应按照 HJ 1083等规定，对生产废水开展自行监测。

5.2 源头控制

5.2.1 陶瓷生产企业宜使用优质清洁燃料，优先选用天然气。

5.2.2 陶瓷生产企业应优化减少产生废水的工艺，建筑陶瓷企业的生产废水可经收集处理达到企业回

用水要求后全部回用，其他类型陶瓷生产企业的生产废水经过处理后尽量回用，减少排放。

5.2.3 陶瓷生产企业应进行雨污分流，从源头减少废水量。

5.3 建设规模

5.3.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建设规模应按照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清洁生产水平确定，并根据废水治



HJ 1278—2023

4

理工程服务范围内的现有水量、水质和预期变化情况综合确定。

5.3.2 废水收集系统应根据陶瓷生产企业建设情况统一规划，进入废水治理工程的管渠断面尺寸应按

规划的全产能运行时最大流量设计。

5.3.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各处理系统的建设规模除应满足相关设计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废水处理系统构筑物按全产能运行时的最大流量计算；污泥处理系统按全产能运行时的最大污泥量计算；

回用水处理系统根据回用水的水质、水量进行确定。

5.4 工程构成

5.4.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主要包括：废水治理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和生产管理配套设施等。

5.4.2 主体工程包括：废水收集系统、预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系统、回用水系统、污泥处理系统、药

剂配置系统等。

5.4.3 辅助工程包括：供电和给排水、消防、通讯、控制室、仓库、维修车间、厂（站）区道路、围

墙、绿地等。

5.4.4 生产管理配套设施包括：办公用房、分析检测室、值班室等。

5.5 工程选址及平面布置

5.5.1 工程选址应结合企业的总体规划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根据项目所在地地质特征与工艺流

程，经过技术经济比较来进行，并考虑维修、施工的便利性以及后期扩建的需求。

5.5.2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总平面布置应符合 GB 50187的规定。

5.5.3 各系统平面布置应力求紧凑、合理，满足施工、设备安装、各类管线连接、维修管理方便的要

求，并应留有设备更换的余地，同时考虑最大设备进出的要求。

5.5.4 在工艺流程、处理单元的竖向设计方面，应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和高差，尽可能利用重力无动力

收集，降低能耗。

5.5.5 材料、药剂、污泥等应根据需要设置存放场所，不得露天堆放。加药间、药剂储存间应与处理

单元隔离开。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企业应按照“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分级回用”的原则，根据废水类型和水质特点进行分类收

集和处理，并根据水质情况回用于相应场合。

6.1.2 应根据废水的水质特征、处理后排水去向、排放标准等因素，选择可靠、经济的工艺路线。

6.1.3 工艺设计前应对废水的水质、水量及其变化规律进行全面调查，获取具有代表性、准确的污染

源参数，并进行必要的工艺试验验证。

6.1.4 含泥废水宜统一收集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

6.1.5 含釉废水如含有 GB 25464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污染

物时，应单独收集单独处理。

6.1.6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技术可参照 HJ 2304选用，处理后废水优先循环利用。

6.1.7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结构形式、设备及材料选择等，应符合陶瓷工业废水水质的特点。

6.1.8 厂区生活污水应设置独立管网收集，排入城市生活污水管网或单独处理，不得与生产废水混合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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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艺选择

6.2.1 应根据现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排放标准、污染物来源及性质、排水去向等，选择适合的处理工艺。

6.2.2 含泥废水宜采用混凝沉淀法，工艺见图 1。

图 1 含泥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6.2.3 含釉废水如含有 GB 25464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测位置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污染

物时，宜采用物化处理组合工艺，经车间处理达标后，可选择将其上清液汇入厂区废水治理工程集中处

理。含釉废水处理工艺见图 2。

图 2 含釉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6.2.4 烧成后冷加工废水可通过废水收集系统汇入含泥废水处理。

6.3 工艺设计要求

6.3.1 混凝沉淀

6.3.1.1 混凝沉淀包括混合、反应和沉淀 3个单元，其工艺设计可参照 HJ 2006的规定。

6.3.1.2 混凝剂或絮凝剂一般采用聚合氯化铝（PAC）、聚合硫酸铁（PFS）、聚丙烯酰胺（PAM）

等。

6.3.1.3 应根据废水处理工艺布置、水质、水量、投加药剂品种等因素，调节合适的 pH值范围，选

择水力混合或者机械混合，混合时间 10 s～30 s。
6.3.1.4 混合后进入混凝反应池发生反应，反应时间宜为 10 min～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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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 混凝反应池通常不少于 2座；池内搅拌器排数、垂直式搅拌轴和水平式搅拌轴位置、叶轮浆

板中心处的线速度、搅拌叶轮的浆板数目、浆板长度等应符合 HJ 2006的规定。

6.3.1.6 沉淀池的设计参数应根据废水处理试验资料或者参照类似废水处理的沉淀池运行资料确定。

一般沉淀时间宜为 3.0 h～5.0 h，表面水力负荷宜为 0.8 m3/(m2·h)～1.5 m3/(m2·h)。

6.3.2 化学氧化

化学氧化的水力停留时间可按 CODCr的氧化分解所需时间试验确定，池内设机械搅拌器，设 2～3
道导流板。如采用芬顿氧化法时，可采用硫酸亚铁与过氧化氢组成的均相液体体系，工程设计应符合

HJ 1095的相关规定。

6.3.3 污泥处理系统

6.3.3.1 污泥处理系统由污泥均质、污泥浓缩、脱水等工序组成，各工序的取舍应根据废水处理工艺

和污泥特点确定。

6.3.3.2 污泥浓缩、脱水的构筑物和设备的排水，应收集到调节池。

6.3.3.3 污泥处理系统的污泥量包括：废水中悬浮物产生的污泥量、投加混凝剂产生的污泥量、化学

反应产生的污泥量及投加药剂的杂质量。

6.3.3.4 污泥处理系统的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污泥均质池应靠近污泥浓缩池，污泥脱水间应靠近浓

缩池，污泥脱水间应与污泥均质池毗连，连接污泥处理各构筑物的管道应简短直通，污泥脱水间应单独

布置，靠近厂区运输道路。

6.3.3.5 污泥贮存、处置、转移应满足 GB 18599的规定。

7 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

7.1 一般规定

7.1.1 废水处理设备、材料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工艺流程对设计参数的要求，重点考虑设备及材料的

耐用、防腐、减震降噪、节能安全等因素。

7.1.2 对国家已颁布相关标准的设备及材料，应首先考虑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7.2 水泵

7.2.1 应根据废水水质、水量和所需扬程等具体情况，选用相应型号的水泵及所需数量。

7.2.2 泵站的总提升能力，应按进水管的最大时废水量设计，并应满足最大充满度时的流量要求。

7.2.3 应按 GB 50014要求，配置备用泵。

7.2.4 在污水处理环节中存在有毒有害气体中毒风险时，水泵应采用地面安装形式。

7.3 风机

7.3.1 污泥均质池使用的风机选型应根据使用的风压、单机风量、控制方式、噪声和维修管理等条件

确定。

7.3.2 采用罗茨风机时，应根据气态方程式计算风量影响系数，一般可按罗茨风机进口风量的 80%考

虑，且应符合 HJ/T 251的规定。

7.3.3 鼓风机设置的台数应根据气温、风量、风压、废水量与污染物负荷变化等对供气的需要量确定。

7.4 废水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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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混合反应装置

混凝剂与废水的混合和反应，宜采用机械搅拌或水力搅拌。混合池和反应池都应设排空管，排空管

应通向调节池。加药设备应符合 HJ/T 369的规定。旋流分离器应符合 HJ/T 249的规定，潜水推流搅拌

机应符合 HJ/T 279规定，其他搅拌机应符合国家节能等方面的要求。

7.4.2 沉淀池

7.4.2.1 沉淀池宜采用斜管（板）沉淀池、平流式沉淀池或竖流式沉淀池，其设计参数根据废水处理

试验或类似废水处理运行资料确定。

7.4.2.2 采用斜管（板）沉淀池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斜管（板）沉淀池设计一般采用斜管直径（斜板间距）50 mm～80 mm，斜管长度不宜小于

1.0 m，倾角宜为 55°～60°;
b） 斜管（板）沉淀池宜采用机械排泥或排泥斗，刮泥机应符合 HJ/T 265的规定，吸泥机应符合

HJ/T 266的规定。排泥斗的斗壁与水平面的夹角，圆斗不宜小于 55°，方斗不宜小于 60°，

每个泥斗设单独的排泥管和排泥阀。

7.4.3 污泥浓缩池

7.4.3.1 污泥浓缩池收集废水处理系统排放的所有污泥。污泥浓缩池可利用氢氧化钙作为 pH调节剂，

降低污泥含水率，减少整体污泥的排放量。

7.4.3.2 污泥浓缩宜采用圆形污泥浓缩池并符合以下规定：

a） 一般污泥固体负荷宜为 20 kg/(m2·d)～40 kg/(m2·d)，污泥浓缩时间宜为 12 h～24 h；
b） 浓缩区有效深度宜为 3 m～4 m，缓冲层高度不宜小于 0.3 m，保护高度宜为 200 mm～400 mm；

c） 当浓缩池利用静水压头排泥时，所需静水压头应根据排泥系统的阻力损失经计算确定，但不宜

小于 900 mm；

d） 浓缩池排泥管的最小管径不宜小于 200 mm。

7.4.3.3 浓缩池污泥收集宜遵循下列条件：

a） 直径≥5 m的污泥浓缩池应设栅条浓缩刮泥机，刮泥机的外缘线速度为 1 m/min～2 m/min，池

底坡向泥斗的坡度不宜小于 0.05；
b） 直径＜5 m的圆形污泥浓缩池，宜采用集泥斗收泥，集泥斗斜面与地面夹角不宜小于 55°。

7.5 化验设备和仪器配置

化验设备和仪器配置，应能满足陶瓷工业废水处理日常运行监测的需要。

7.6 脱水设备

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应符合 HJ/T 283规定，带式压榨过滤机应符合 HJ/T 242规定，浓缩带式

一体脱水机应符合 HJ/T 335规定。

7.7 其他设备、材料

其他机械、设备、材料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8 检测与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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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检测

8.1.1 应根据处理工艺和 HJ/T 373的管理要求设置水量计量、水位观察、水质观测、取样监测化验、

药品计量的仪器、仪表。

8.1.2 自动检测装置，其检测点应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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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 HJ 353、HJ 354和 HJ 355等技术规范的规定。

8.1.3 各类废水应根据处理工艺、回用要求及排放标准等规定，进行化验检测。

8.1.4 混凝沉淀处理单元应检测进、出口流量，pH、SS、CODCr、NH3-N等指标。

8.1.5 化学氧化处理单元应检测进、出口流量，pH、CODCr、氟化物、硫化物等指标。

8.2 过程控制

8.2.1 应根据工程规模、工艺流程和运行管理要求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确定参数控制要求。

8.2.2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废水提升单元及主要处理工艺宜采用自动控制为主的控制方式。

8.2.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根据工艺要求，在调节池、污泥浓缩池、清水池、事故池等水池设置

液位控制仪，并满足自动及手动控制泵启停的要求。

9 主要辅助工程

9.1 电气系统

供、配电设计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用电安全和电力设计规范的强制性条款的规定。废水治理工程的

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电气供配电设计应符合 GB 50052和 GB 50054等设计规范的规定，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 GB 50194的规定。

9.2 给水、排水和消防

9.2.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排水一般宜采用重力流排放。

9.2.2 给水和排水设计应符合 GB 50014、GB 50015和 GB 50332等设计规范的规定。

9.2.3 消防设计应按 GB 50016、GB 50140 等有关设计规范执行，车间或场所应按消防部门要求设置

消防器材。

9.3 采暖通风与空调

9.3.1 地下构筑物应有通风设备，采暖通风与空调设计应符合 GB 50019等设计规范的规定。

9.3.2 寒冷地区的处理构筑物应设有防冻措施。

9.4 建筑与结构

9.4.1 建、构筑物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应满足工艺流程要求，同时应考虑今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的

可能性。

9.4.2 建、构筑物应符合 GB 50069和 GB 50108等设计规范的规定和废水治理工艺的技术要求。

9.5 厂区道路与绿化

废水治理工程根据生产、检修、运输、安全需要，设置人行道和车行道，应符合 GBJ 22，并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及全厂绿化统一规划方案进行绿化。



HJ 1278—2023

9

10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10.1 劳动安全

10.1.1 废水治理工程劳动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12801的规定。

10.1.2 各构筑物周边应设置的防护栏杆、走道板及防滑梯等安全设施，栏杆高度和强度应符合国家有

关劳动安全卫生规定，高架处理构筑物还应设置避雷设施。

10.1.3 地下构筑物应有清理、维修工作时的安全防护措施。

10.1.4 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应采取接地或接零保护措施，钢结构、排气管、排风管和铁栏杆等

金属物应采用等电位联接。

10.1.5 主要通道处应设置安全应急灯。

10.1.6 对地下构筑物及其他密闭式构、建筑物进行清理、维修时，应强制通风 24 h，并经过仪器检测

确定符合安全条件后人员方可进入。

10.1.7 在污水处理环节中存在有毒有害气体中毒风险的设备设施时，应分区域设置，该区域和其他区

域之间设置物理隔离装置，并在其周边设置固定式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信号应接入污水处理控制系

统。

10.2 职业卫生

10.2.1 废水治理工程应符合 GBZ 1的规定。

10.2.2 应配备必要的劳动安全设施和卫生防护用品，各种设施及防护用品应由专人维护保养，保证其

完好、有效；各操作人员上岗时必须穿戴相应的劳保用品。

10.2.3 应加强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防护，做好隔声、减震和防暑、防寒、防毒等预防工作。

11 施工与验收

11.1 施工

11.1.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应的工程设计、施工资质。

11.1.2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程序及管理文件要求。

11.1.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按设计建设，工程变更应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件后再进行施工。

11.1.4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施工中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要求，

并取得供应商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使用。

11.1.5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关键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安装，安装后应进行性能测试与单机调试。

11.1.6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施工单位除应遵守相关的技术规范外，还应遵守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劳

动安全及卫生、消防等国家强制性标准。

11.2 验收

11.2.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组织验收。

11.2.2 各设备、建（构）筑物单体按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验收后，应进行清水连通启动和整体调试。

11.2.3 试运行应在系统通过整体调试、各环节运转正常、系统具备处理试生产排放废水相应能力后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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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工程在生产试运行期应对处理工艺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报告可作为环境保护验收的技术支

持文件。性能试验内容包括：各构筑物的渗水试验，分别检测构筑物底板抗渗质量，注水过程中及注水

后构筑物外观与沉降量等；电能消耗试验，分别测量各主要设备单体运行和设施系统运行电能消耗；风

机运行试验，测试单台风机运行和全部风机连动运行的供气量、风压、噪声等参数，包括启动运行和稳

定运行的参数；满负荷运行测试，处理系统满负荷进水，考查各工艺单元、构筑物和设备的运行工况；

水质检测，按照规定频次、指标和测试方法进行水质检测，分析各工艺单元污染物去除效果。

12 运行和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各项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

准，并符合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证的要求。

12.1.2 未经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废水处理设施不得停止运行。由于紧急事故造成设施停止运

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12.1.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按规定配备运行维护专业人员和设备。

12.1.4 陶瓷工业废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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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内应设置非正常工况及污染事故应急措施，事故后事故池内废水应及时

均量输送到处理系统处理。

12.2 人员与运行管理

12.2.1 运行管理应实施质量控制，保证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正常运行及运行质量。

12.2.2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在运行前应制定设备台账、运行记录、定期巡视、交接班、安全检查等

管理制度，以及各岗位的工艺系统图、操作和维护规程等技术文件。

12.2.3 运行人员应熟悉本厂（站）处理工艺技术指标和设施、设备的运行要求，并应定期进行技术培

训和生产实践，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12.2.4 各岗位的工艺系统图、操作和维护规程应示于明显位置，运行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

定期检查构筑物、设备、电器和仪表运行情况，如实填写运行记录，并妥善保存不少于 5年。

12.2.5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应纳入正常的设备维护管理工作，根据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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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水质管理

12.3.1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运行过程应根据 HJ 954、HJ 819、HJ 1255自行进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和数据记录。

12.3.2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运行过程应根据 GB 25464、HJ 954、HJ 819、HJ 1255确定排放口的监

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技术手段和监测设施。

12.3.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的监测要求。

12.4 维护保养

12.4.1 废水治理设施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运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各类工艺、电气、自控

设备仪表及建（构）筑物进行检查和维护。

12.4.2 废水治理装置的维护保养应纳入全厂的维护保养计划中，使废水治理装置的计划检修时间与相

关工艺设施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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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应急措施

12.5.1 因工作失误、非正常工况、停电等事故造成废水排放量或浓度异常时，应排入事故池，待系统

恢复重新处理达标后排放。

12.5.2 根据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生产及周围环境实际情况，考虑各种可能的突发性事故，做好应急

预案，配备人力、设备、材料、通讯等资源，预留应急处置的条件。

12.5.3 陶瓷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发生异常情况或重大事故时，应及时分析解决，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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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各类陶瓷工业废水水质参考值

表 A.1 各类陶瓷工业废水水质参考值

废水类型 pH值
SS

（mg/L）

CODCr

（mg/L）

NH3-N

（mg/L）
总氰化物

（mg/L）
挥发酚

（mg/L）

氟化物

（mg/L）

硫化物

（mg/L）

建筑陶瓷 6～9 4000～10000 200～500 5～20 / / / /
卫生陶瓷 6～9 2000～8000 200～500 5～10 / / / /
日用陶瓷 6～9 5000～18000 80～300 5～20 / / / /
含釉废水 7～8 100～500 100～300 5～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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