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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市城镇排水系统专项规划（ 2011~2020年）》（后文简称《原规划》）编制完

成后，有效指导了增城区污水基础设施及污水管网的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

下，广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已接近完成，增城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已全面启动，城

市定位、空间结构和发展规模均发生调整；且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增城区城市规

划条件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污水收集处理系统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大量变化，全区污水系

统规划亟待进一步优化。当前，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水污染治理工作，国家“水十条”出台后

，增城区已全面启动治水提质工作，其中对全区污水系统规划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按照区政

府的部署，由区水务局牵头开展新一轮的污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本项目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治水思想为纲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色、协调的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为核心，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以服务美好生活为根本，以提升治污韧性为目标，科学

谋定新一轮增城区水污染防治生命线空间布局，系统规划具有先导性、支撑性、保障性的

安全排水建设服务体系，助力打造便利、包容、连接、共享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建设之

增城范本。

本项目为全区污水专项规划，规划深度为污水处理厂、站设施和主次干管网，主要工

作内容包括：上版规划实施评估及相关规划解读、全区污水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评价及问

题分析、污水量预测与污水系统缺口评估、全区污水系统规划方案优化调整、污水处理设

施规划、污水干管网系统及提升泵站规划、近远期建设计划、管理措施规划和规划实施

保障措施等方面。本规划编制完成后，规划成果将作为全区污水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指

导性文件，为下阶段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及下层次污水管网建设计划等提供规划依据，

并作为本轮全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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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范围为增城区行政范围，包含 13 个镇街，共7 个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和全部农

污系统。规划总面积约1616.73 km2。

1.2

现状基准年为2021年

近期水平年为2025年

中期水平年为2030年

远期水平年为2035年

1.3

规划对象为城镇污水、农村生活污水，污水再生利用、污水厂污泥、通沟余泥。

1.4

1

至规划期末，全面实现城乡污水管网全覆盖、点源污染全收集全处理、面源污染综

合治理，构建形成与新时代生态环境相匹配、满足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水环境治理体

系。

2

配合“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改善农村地区水环境质

量；推行农村雨污分流和生态治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增城区

农村污水有序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稳定高效的设施维护体系，

确保长制久清。

污泥处理处置的目标是基本实现污泥稳定化和无害化；鼓励回收和利用污泥中的能

源和资源。坚持在安全、环保和经济的前提下实现污泥的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达到节

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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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增城区现状污水系统共分为7个，分别是（1）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2）新

塘污水处理系统、（3）永和污水处理系统、（4）中新污水处理系统、（5）派潭污水

处理系统、（6）高滩污水处理系统、（7）正果污水处理系统。

2

2021年增城区常住人口146.63 万人，其中城镇污水系统人口约123.09 万人，农村

污水系统服务人口23.54 万人。

2021年增城区总污水量约52.86万m3/d，其中城镇污水系统污水量约48.59万m3/d，

农村污水系统污水量约4.27 万m3/d，单独收集、处理的工业废水3.49 万m3/d。

3

2021年增城区共有7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设施总规模为51.05 万m3/d；另有专

门的工业废水处理厂5 万m3/d。

4

2021年增城区共有24座市政污水提升泵站，设施总规模为69.80 万m3/d。

5

2021年增城区共有污水公共管网约5100 km，其中45条污水主干管道。

6

截止2021年，增城区现状共有排水达标单元2602个，面积共计84.61 km2。目前已

达标1940个，达标面积59.97 km2，达标面积占比70.88 %。

7

全区现状建成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约 3515 km，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站点

746个，资源化利用站点5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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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规划服务总面积约为432.6 km2。

2

近期2025年，常住人口约为60.19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52.81万。

中期2030年，常住人口约为66.71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60.05万。

远期2035年，常住人口约为74.29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68.27万。

3

近期202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20.34 万m³/d。

中期2030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22.40 万m³/d。

远期203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24.69 万m³/d。

以上水量包含进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的工业废水，不包含工业废水厂单独

处理的部分。

4

中心城区、荔城北污水处理系统共分为2个分区：

中心城区片区：位于荔城街、石滩镇增江左岸片区、增江街。

荔城北片区：荔城街荔城大道以北、增派大道以西，小楼镇。

5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规模近、中、远期20万 m³/d，选址在现状中心城区污水厂及周

边预留用地。

荔城北污水处理厂，规模近期 1.5万 m³/d，中、远期 3万 m³/d，选址位置建议在广汕

公路北绕线北侧，控地面积约45亩。

1.怡景泵站，由于荔城北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转为备用调度泵站，保持现有规模不变。

2.雁塔泵站，新建沿江西路污水主干管，雁塔泵站转为备用。

3.荔城泵站，结合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建的需求同步扩建至20 万m³/d。

4.鹤洲泵站随着增江街污水主干管建成可转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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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麻车泵站转为连接中心城区及仙村片区的枢纽泵站，近期改造，远期扩建至4 万

m³/d。

7

规划新建增派大道污水管、增派大道压力管、沿江西路-景观大道污水主管、增江

大道干管、麻车泵站-仙村厂生活干管。

3.2

1

新塘污水处理系统规划服务总面积约为 44.63 km2。范围全部位于广州市东部中心

内，是规划期全区污水的主要增长点。

2

近期2025年，常住人口约为32.64 万，全部常住人口纳污城镇生活污水系统。

中期2030年，常住人口约为39.71 万，全部常住人口纳污城镇生活污水系统。

远期2035年，常住人口约为48.31 万，全部常住人口纳污城镇生活污水系统。

3

近期202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13.25 万m³/d。

中期2030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15.35 万m³/d。

远期203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17.88 万m³/d。

以上水量包含进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的工业废水，不包含工业废水厂单独

处理的部分。

4

规划新塘污水系统共分为7个分区：

1、陈家林片区，广园快速以北区域；

2、南碱大道片区，污水处理厂以北、广园快速以南东江大道以西区域；

3.、铁塔路片区，担子杆坳路、甘涌以东区域；

4、沿江路上游片区，白江涌、东进东路以东，担子杆坳路、甘涌以西区域；

5、沿江路中游片区，广深高速、东江大道以东，白江涌、东进东路以西区域；

6、沿江路下游片区，广深高速以西，污水处理厂以南区域；

7、凤凰城片区，广园快速以北，凤凰城第一、第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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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塘下沉式污水处理厂，规模近期15万m³/d，中、远期 20万m³/d，选址为现状盈

隆工业污水厂所在地块，占地面积 13.6公顷。

6

1.铁塔泵站，沿江路污水干管通水后，铁塔泵站转为备用。

2.源章泵站，下穿广深高速的污水干管通水后，源章泵站转为备用。

7

规划新建东江大道污水主干管、环城路压力管、西宁路污水总管、群贤路污水干管、

解放南路污水干管。

8

沿江路总管和东江大道主干管未完全通水前，东部铁塔路片区污水是通过已废除的

铁塔路泵站提升后进入新塘大道主干，可以利用该历史路径实现新塘系统“南水北调”。

3.3

1

永和污水处理系统规划服务总面积约为 281.44 km2 。范围位于广州市东部中心内，

是规划期全区污水的主要增长点。

2

近期2025 年，常住人口约45.68 万，其中纳污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42.63 万。

中期2030年石滩西片纳入，常住人口约63.43 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

约60.27万。

远期2035年石滩西片纳入，常住人口约75.51 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

约72.65 万。

3

近期202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17.32 万m³/d。

中期2030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23.87 万m³/d。

远期203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27.57 万m³/d。

以上水量包含进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的工业废水，不包含工业废水厂单独

处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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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永和、开发区、仙村污水处理系统共分为8个分区：

1.新塘镇片区，位于新塘镇东北部，主要为广园路和荔新公路之间范围。

2.宁西片区，位于荔新大道北侧，主要为开发区和宁西街范围。

3.永宁片北区，位于永宁街北部范围，主要为新新大道周边。

4.永宁南片区，位于永宁街南部范围，主要为岗丰大道南侧。

5.开发区北片区，属于宁西街道，开发区范围，创誉路以北区域。

6.开发区南片区，属于宁西街道，开发区范围，创誉路以南，荔新公路以北区域

7.仙村片区，位于仙村镇。

8.石滩西片区，石滩镇增江以西范围。

5

永和生活污水处理厂，一二四期工程共计规模近、中、远期 15 万m³/d，选址在现

状永和污水厂内。

开发区下沉式污水处理厂，生活模块规模近、中期 7.5万 m³/d，远期 10万m³/d，选

址位于长岗村，创誉路南侧，矮岗河与永和河之间位置，与工业模块占地面积合计 100

亩。

仙村下沉式污水处理厂，生活模块规模近、中期 3万m³/d，远期 6万 m³/d，选址位

于沙头村，花莞高速仙村北收费站北侧，与工业模块占地面积合计 100亩。

6

永和工业废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规模近、中、远期 5万m³/d，选址在现状永和污水

厂内，建设形式为地上式，主要收纳新塘沙浦片区和仙村片区的漂洗废水。

开发区下沉式污水处理厂，工业模块规模近、中、远期 5万 m³/d，与生活模块合建

，选址位置、占地面积、出水水质如前述。

仙村下沉式污水处理厂，规划具备配套所服务片区的工业废水处理能力，根据片区

发展情况适时建设。

7

1.仙村1#泵站，配合仙村下沉式污水厂建设进行改造，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规模根

据片区发展情况适时建设。

2.北水南调泵站，是实现永和污水厂、新塘污水厂联调联控关键转输点，规划调整

为永久泵站，规模4 万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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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麻车泵站，配合仙村下沉式污水厂建设进行改造，近期规模2.5 万m³/d，远期4

万m³/d。

4.塘头泵站，现状规模满足片区污水量收集转输需求，规划保留。

8

规划新建创誉路生活污水总管、创誉路工业废水总管、开发区工业废水收集管、仙

村工业废水收集管、麻车泵站-仙村厂生活干管。

3.4

1

中新污水处理系统规划服务总面积为326.77 km2，范围内的规划建成区大部分位于

广州东部中心范围，包括广州科教城和公铁联运枢纽，是规划期全区污水的主要增长。

2

近期2025年，常住人口约为27.95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22.61万。

中期2030年，常住人口约为39.08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34.26万。

远期2035年，常住人口约为54.25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49.89万。

3

近期 202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 9.49万m³/d。

中期 2030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 14.67万m³/d。

远期 203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 19.47万m³/d。

以上水量包含进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的工业废水，不包含工业废水厂单独

处理的部分。

4

规划中新污水系统共分为7个分区：

1、福和片区，福和社区以北区域。

2、1 号泵站片，福和以南片区。

3、中新北片区，污水处理厂所在区域、广汕公路以北区域。

4、中新南片区，广汕公路已南区域。

5、科教城片区，北三环朱村连接线以西，广汕公路以北区域。

6、朱村北片，北三环朱村连接线以东，广汕公路以北区域。

7、朱村南片，西福河以东，广汕公路以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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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新污水处理厂，规模近、中期5万m3/d，远期 0万m3/d，现状位于乌石村乌石路。

中新下沉式再生水厂，规模近期5 万m3/d，中期 10 万m3/d、远期20 万m3/d，选址

在现状中新污水厂东侧，新增用地需求5.93 公顷。

6

1.规划扩建中新2 号泵站，选址在原址不变，中期规划规模3.0 万m3/d。

2.科教城泵站，近期规模3.6 万m3/d，中期规模6 万m3/d，远期规模7.5 万m3/d。

7

规划新建科教城泵站配套压力管、信达南路主干管、坑贝水边规划路网污水主干管、

乌石路污水主干管。

3.5

1

派潭镇总面积288.50km2，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服务总面积约为18.99km2，镇墟

片区：8.04km2；高滩片区：10.95km2。

近期 2025年，常住人口约为 6.20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 2.73万；

旅游人口高峰期日均约 2.01万。

中期 2030年，常住人口约为 6.15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 3.01万；

旅游人口高峰期日均约 2.19万。

远期 2035年，常住人口约为 6.17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 3.32万；

旅游人口高峰期日均约 2.38万。

3

近期202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0.96 万m³/d。

中期2030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1.12 万m³/d。

远期203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1.31 万m³/d。

派潭镇污水处理系统共分为2个分区：

镇墟片区：位于派潭社区、派潭村、高村村、刘家村、大埔村及鹅兜村。

高滩片区： 位于高滩村、上九陂、榕树吓、背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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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派潭镇污水处理厂，规模近期 0.5万 m³/d，规模中、远期 1.0万 m³/d，选址在派潭

河下游，292县道边上。

派潭镇高滩污水处理厂,规模近期 0.5万 m³/d，规模中、远期 1.0万 m³/d，选址在派

潭镇高滩风景区东南侧的东洞村。

1.高滩1 号泵站，近期扩建至0.4 万m³/d，中、远期不变。

2.高滩2 号泵站，近期扩建至0.9 万m³/d，中、远期不变。

7

本次规划无新增干管，保留292县道、派潭大道、梅都路、 307县道、增派公路、

白水寨大道、派高公路、高滩1 号泵站出水管、高滩2 号泵站出水管等现状干管。

3.6

1

正果镇总面积239.41km2，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服务总面积约为1.7km2。

2

近期 2025 年，常住人口约为3.32 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0.61万。

中期2030 年，常住人口约为3.12 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0.67 万。

远期2035 年，常住人口约为2.96 万，其中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系统人口约0.74 万。

3

近期202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0.14 万m³/d。

中期 2030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 0.17万m³/d。

远期 2035年，城镇生活污水量约 0.20万m³/d。

4

正果镇污水处理系统共分为1个分区：位于正果社区、到蔚、池田村。

5

正果镇污水处理厂，规模近中、远期维持 0.25万m³/d，选址在正果镇西南侧、临近

增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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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果1 号泵站，规划近、中、远期维持现状规模不变。

2.正果2 号泵站，规划近、中、远期维持现状规模不变。

7

本次规划无新增干管，保留正果大道、上晒路、九峰大道等现状干管。



广州市增城区污水系统专项规划（2021-2035年） 第 11页 共 15页

4.1

规划考虑系统内、外联通通道，提高污水系统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减少因应急事件

造成严重的溢流污染的危害，提高污水系统的韧性程度。联通规划主要针对污水系统薄

弱环节，充分利用现状设施，通过必要的联通改造，提高系统安全保障程度。规划从污水

系统、主干管、泵站不同的对象提出对应的规划策略。

4.2

规划污泥处置按照“以焚烧处置为主，多元化、资源化处置为辅”的技术路线进行，以

满足协同焚烧和单独焚烧处理处置需求、优化调整污水处理厂内干化工艺为原则，选择

合适的干化污泥出厂含水率，建立健全污泥处理处置体系和体制机制。工业废水处理厂

的工业污泥，由环保部门进行鉴定，并在环保许可情况下运送至有相关处理资质的单

位进行特殊处置。

4.3

现状新塘余泥处理站（永和污水厂内）继续运行，规模 60 t/d（含水 80%计），可满

足全区远期使用需求。

4.4

近期对全区 125个行政村、449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开展治理提升工作，相关任务

清单已纳入《广州市增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工作方案（2022-2025 年）》（穗增

水[2023]18 号）。中、远期视设施运行情况及农村发展情况，并结合公共排水设施大中修项目

对不达标或超负荷设施分批维护改造。



广州市增城区污水系统专项规划（2021-2035年） 第 12页 共 15页

4.5

规划5个再生水利用示范区。

序
号 示范区 再生水供水厂 利用方式 备注

1 荔城再生水利用示范区 荔城北厂 河涌补水
夏街涌、何屋

涌

2 东江北干流小河涌生态补水示范区 新塘下沉厂
河涌补水
工业利用

白江涌等

3 仙村再生水利用示范区 仙村下沉厂
居民利用
工业利用

4 开发区再生水利用示范区 开发区下沉厂
居民利用
工业利用

5 科教城、公铁联运枢纽再生水利用
示范区

中新下沉厂
居民利用
工业利用

6 派潭、高滩、正
果 厂

农业利用 逐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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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保障增城区公共排水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厂、污水管道、合流渠箱、雨水管

道、雨污泵站、闸门及其他附属设施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健康运行。

5.2

增城区智慧水务平台计划按三个阶段发展，第一阶段是基于设施资产数字化，实现业

务流程化；第二阶段是通过数据的广泛采集与利用，实现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第三阶段是建

立应用模型，实现智能化决策与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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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本规划通过进一步完善全区污水系统和污泥处理处置系统，不断提高污水收集处理

率和处理效果，提升再生水利用水平，具有良好的减污效果和环境效益，有力保障全区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应当尽量避让，确实无法避让的，项目建设阶段应当经唯一

性论证后，依法严格审批；扩建的高滩污水处理厂，应按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措施，并按照相关管理规定依法办理审批手续。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排污口。

本规划是污染减排规划，与增城区“三线一单”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等管控

要求相符，在东江北干流等水质要求较高的水域及环境容量较小的内河涌，建议通过提高

相关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排放标准、提高再生水利用率、优化排污口布置，以减少入河污

染负荷和不利影响。

按照早期介入、全过程参与的原则，规划环评与规划方案的研究、制定进行了全过

程互动，贯穿于规划编制的整个过程，论证了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和环境效益，并对规

划方案提出优化调整建议且为规划所采纳。

本规划与相关产业法规、政策、规划总体是相协调的，规划方案的实施对于改善广

州市水环境质量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规划制约因素和环境承载力分析，规划区域内的资

源环境不会制约规划的实施。规划实施过程中对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

等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是可控的。

综合分析，本规划方案布局、规模总体合理，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具有可行性。

6.2

对规划落实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全面分析、系统论证，项目在合法

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方面存在的风险较小。同时，本规划在各风险方面制定并

采取了相应合理可行的防范化解风险的积极措施，在项目进一步实施过程中应继续注重

会稳定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因此，从社会稳定风险角度分析，本规划风险较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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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生

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的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海绵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

害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涉及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等多个方面，海绵城市建

设应统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建设途径

主要有：一是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二是生态恢复和修复；三是低影响开发。本规划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按照广州市相关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进行规划建设。

6.4

本规划项目实施过程要严格按照广州市相关树木保护要求进行规划建设。

6.5

本规划项目实施过程要严格按照广州市相关文物保护要求进行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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