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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度重庆市工程建设标

准制定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渝建标〔2024〕17 号）、《四川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 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川建标

函〔2024〕3030 号）要求，针对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现状及效果评估需求问

题，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梳理，参考有关国家、行业及地方等相关

标准、规定，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项目建设

评价；5.综合管理评价；6.评价结果及应用。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由重庆市住房和建设技术发展中心（重庆市建筑节能中心）负责技术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者建议，请反馈至重庆市住房和建设技术发展中心（重庆市建

筑节能中心）《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技术标准》编制组（地址：重庆

市渝北区余松西路 155 号；邮政编码：401147，电话：15025308360；邮箱：

376359537@qq.com；传真：023-63621184）。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编写人员和审查专家：

   主编单位：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技术发展中心（重庆市建筑节能中

心）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

   参编单位：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城镇排水事务中心

重庆市永川区城镇排水事务中心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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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管理川渝地区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建设和改造工作，系统指导川渝地区城

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结合川渝地区城市排水管网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关于本标准的编制目的。建立一套适合川渝地区的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的

评价体系，以系统指导川渝地区雨污分流工作持续推进。

1.0.2 本标准适用于川渝地区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的评价。

条文说明：关于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主要针对川渝地区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进

行评价，包含管网项目建设评价（含新建项目和改造项目）和管网系统运维评价两类。

1.0.3 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应遵循科学可行、客观规范、分级分类、公平公正

的原则。

条文说明：关于本标准的评价原则。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时，以评价方法科学可

行为前提，根据既定的要求客观规范开展评价工作，按评价对象类别分级分类组织评价实施，

评价结果应客观公正。

1.0.4 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效果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川渝地

区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关于本标准与国家、川渝地区现有规范、标准的关系。符合国家和川渝地区的法

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标准是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的前提条件，故雨污分流效果评价除应满足

本标准外，还应满足国家及川渝地区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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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城市排水管网 Urban drainage pipeline network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市政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2.1.2 雨污分流 Rainwater and sewage diversion

采用不同管渠系统分别收集、输送污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2.1.3 项目建设评价 Project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以地块、市政道路、单个排水分区为基本单元，开展项目的雨污分流效果建设评价，包

含建筑小区与住宅、医院、学校、工业企业、城市公园等地块、市政道路和排水分区雨污分

流等新、改建项目。

2.1.4 系统运维评价 Syste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valuation

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单个排水分区或行政辖区为系统评价单元，开展排水系统的雨

污分流效果运维评价。

2.1.5 溢流 Overflow

超出污水系统收集处理能力的雨（清）污混合水经管道（含附属设施）、泵站、污水处

理设施等排入外部环境的现象。

2.1.6 末端截流设施 Terminal interception facilities

雨水排口末端通过堰、坝或直接接入等方式将雨污混流水接入污水系统的设施。

2.1.7 大截流设施 Large interception facilities

采取筑坝、围堰等方式，将溪沟水、河水等通过引流或提升方式接入污水系统的设施。

2.1.8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 Precise interception facilities at the source

在源头地块内或地块出口处，通过截流井、沟、管等方式将雨污混流水接入污水系统的

设施。

2.1.9 外水 External water

进入污水系统除雨水以外的山洪水、河水、地下水、洁净工业水、施工废水、自来水厂

生产废水等客水。

2.1.10 晴天检测 Dry weather days detection

排水系统不受降雨径流影响的取样检测时间段，应满足连续 72h 以上未降雨的情况下

取样。

2.1.11 雨天检测 Wet weather days detection

排水系统受降雨径流影响的取样检测时间段，应满足中雨及以上等级降雨（24h 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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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等于 10mm 或 12h 降雨量大于等于 5mm）结束后 30min 左右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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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感知设备建设率（%）

评价范围内排水管网已安装的能够正常运行的感知设备点位数与应按照行业或属地相

关要求应安装的感知设备点位总数的比例。

A 感=N1/N2×100%                                    (2.2.1)

式中：A 感—感知设备建设率，（%）；

N1—评价范围内排水管网已安装并且能够正常运行的感知设备的点位数，

（个）；

N2—评价范围内排水管网应安装感知设备的点位总数，（个）；行业标准参考

《城镇排水管网在线监测技术规程》（T/CECS 869），同时四川省项目还应按照《四川省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办法》《四川省城市建成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重

庆市项目还应按照《重庆市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术导则》《重庆市城镇排水户监测工作指

南》要求布设在线监测感知设备。

2.2.2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评价范围内采用高质量管材（如球墨铸铁管、克拉管等当期的高强度管材）建设的管段

长度与评价范围内排水管段总长度的比例。

D 高=L1/L2×100%                                  (2.2.2)

式中：D 错—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L1—评价范围内高质量管材建设管段长度，（m）；

L2—评价范围内排水管段总长度，（m）。

2.2.3 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评价范围内排水系统完成管网排查的面积与评价范围总面积的比例。

B 排=S1/S2×100%                                   (2.2.3)

式中：B 排—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S1—评价范围内排水管网完成管网排查的面积，（m2）；

S2—评价范围总面积，（m2）。

2.2.4 错混接点位占比（%）

评价范围内排水系统存量雨污错混接点位数与评价范围内排水系统检查井总数的比例。

C 错=Q1/Q2×100%                                  (2.2.4)

式中：C 错—错混接点位占比，（%）；

Q1—评价范围内排水系统存量雨污错混接点位数，（个）；

Q2—评价范围内排水系统检查井总数，（个）。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开征求意见稿



5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开征求意见稿



6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应按照项目建设评价和系统运维评价两类开展，项目建设层级应

按照项目建设性质细分为新建类和改造类分别评价，改造类项目应根据项目类型细分为地

块、市政道路和排水分区三类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效果反映在宏观和微观尺度有不一样的体现，若采用同一套指标体系，

无法准确反映出不同尺度的实际效果。将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分为项目建设评价和系统运维评

价两类分别开展，并考虑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指标设置中有所衔接，实

现对雨污分流效果全程化、精细化、差异化的评价管理。考虑到新、改建项目对雨污分流要

求的不同，项目建设评价时按照项目建设性质进一步划分为新建类项目和改造类项目分别评

价。考虑到改造类项目涉及地块、市政道路、排水分区及片区改造等多种项目类型，各类项

目雨污分流要求存在差异，将改造类项目评价进一步细分为地块、市政道路和排水分区三种

类别分别评价。

3.1.2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时序应根据评价分类确定。项目建设评价应为一次性评价，应在

项目建设完成且排水管网正常移交运营一个季度后开展评价工作；系统运维评价应为常态化

评价，评价工作应定期开展，评价周期应为 1 年。

条文说明：结合各类评价指标的评价条件分别确定雨污分流效果的评价时序，项目建设评价

在项目建设完成且排水管网正常移交运营一个季度后开展，以直观反映雨污分流建设项目实

施效果。系统运维评价为方便排水管网日常排查及动态更新，充分发挥雨污分流系统性效果，

按照常态化评价进行要求，评价应每年度开展。

3.1.3 项目建设评价应由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系统运维评价应由排水行业主管部门或管网

权属单位组织开展，宜委托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价工作。

条文说明：项目建设评价重点关注项目雨污分流建设效果，建设单位作为项目建设的投资者、

牵头者，应组织开展本项目的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工作。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

理工作。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维护运营合同进

行维护运营，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维护运营信息，并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排水

行业主管部门或管网权属单位是城市排水管网监管、运维的实施主体，应组织定期开展系统

运维层级的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工作。考虑到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排水

行业主管部门或管网权属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委托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

价，即利用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优势，确保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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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开展前，应通过资料查阅、现场核实和检测测试等方法掌握评价

需要的数据信息。

条文说明：评价工作开展前应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以及其他必要的方法（包括现场取样

监测和检测等）掌握雨污分流效果的相关基本信息。开展居住类地块项目水质检测时，建议

在居民用水高峰期取样，如 19：00-21：00 时间段；开展公共区域地块项目水质检测时，建

议在一天的早上或中午时间段内取样。当采取现场取样监测和检测时，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的

有关规定。

3.1.5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应在充分、客观地掌握所涉及相关内容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项目

建设单位、管网权属单位及运维单位应积极配合提供评价资料，并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

条文说明：充分、客观、公正的数据信息是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的基础。有关部门、单位

开展项目建设、运维时应加强基础信息的归档和动态管理。项目建设单位、管网运维单位作

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运维的实施主体，应积极履行雨污分流效果评价中的配合职责，全面、

真实、准确地提供必要资料，为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3.2 评价体系及计算方法

3.2.1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应由两级指标构成，各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二

级指标为一级指标的评价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应按照表 3.2.1 所示分类构建。项目建设评价

应包含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管理能力、鼓励指标五类一级指标，按照项目分类

下设 16~22 项二级指标；系统运维评价应包含本底情况、运行效果、环境效益、长效管理四

类一级指标，下设 18 项二级指标。

表 3.2.1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览表

评价层级 评价分类 二级分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项目建设

评价

新建类项

目
/

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

管理能力、鼓励指标
16 项

改造类项

目

地块
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

鼓励指标
16 项

市政道路
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

管理能力、鼓励指标
19 项

排水分区
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

管理能力、鼓励指标
22 项

系统运维 / / 本底情况、运行效果、环境效益、 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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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层级 评价分类 二级分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评价 长效管理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基于不同评价对象的要素进行划分。项目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包括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管理能力、鼓励指标五类一级指标，考虑到改造类

（地块）项目多为建设年代较为久远的居住小区，排水管网运维管理情况较为混乱，在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时不设置管理能力指标，其余项目均按照五类一级指标进行设置；系统运维评

价指标体系包括本底情况、运行效果、环境效益、长效管理四类一级指标。

3.2.2 项目建设评价指标应按照评分项、加分项分类，评分项包括基础工作、技术措施、

建设效果、管理能力，其余为加分项。系统运维评价指标仅设置评分项，不设加分项。评价

结果应为分值，评分项总分值为 100 分，加分项总分值为 10 分。

条文说明：评分项针对一般的效能指标，依据评分项的评价规定确定扣分或不扣分；加分项

针对具有行业引领意义的效能指标，依据加分项的评价规定确定得分或不得分。

3.2.3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总得分应为一级指标得分之和，项目建设评价总得分 S 项目应按式

3.2.3-1 计算，系统运维评价总得分 S 综合应按式 3.2.3-2 计算。

S 项目=W1+W2+W3+W4+W5                             (3.2.3-1)

式中：S 项目—项目建设评价总得分；

W1—基础工作的实际得分；

W2—技术措施的实际得分；

W3—建设效果的实际得分；

W4—管理能力的实际得分；改造类（地块）项目不设置管理能力指标，W4得

分应为 0；

W5—鼓励指标的实际得分；评分项总得分低于 60 分时，W5 得分不应计入评价

总得分；

S 综合=W6+W7+W8+W9                               (3.2.3-2)

式中：S 综合—系统运维评价总得分；

W6—本底情况的实际得分；

W7—运行效果的实际得分；

W8—环境效益的实际得分；

W9—长效管理的实际得分。

条文说明：关于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总得分的计算方法。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二级指标的

得分情况，计算各项一级指标 Wi（i 为公式 3.2.3-1 和 3.2.3-2 对应的一级指标）的实际得分，

最终综合计算出评价总得分 S。项目建设评价的评分项总得分需在 60 分及以上时才考虑加

分项得分，若评分项总得分低于 60 分时，加分项得分不应计入评价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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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二级指标按照参评项、不参评项分类，不参评的二级指标分值应按照参评指标分值

比重分解至各参评指标。分解后一级指标实际得分 W 应按照式 3.2.4 计算。

Wi=（∑Aj/∑Bj）×C                             (3.2.4)

式中：Wi—一级指标的实际得分，i 为对应的一级指标；

Aj—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参评项的实际得分；

Bj—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参评项的总分值；

C—一级指标的总分值。

条文说明：关于一级指标得分的计算方法。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二级指标的得分，计算

各项一级指标 W 的实际得分。根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对象的不同，设置不参评的二级指标，

不参评指标分值经计算后分配至其他参评项指标。其一级指标得分按照参评项实际得分 A 与

参评项总分值 B 的比值，再乘以一级指标总分值进行计算。

3.2.5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等级应按照“A”“B”“C”“D”划分，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2.5。

表 3.2.5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等级一览表

评价总得分 评价等级

≥80 分 A

70 分（含）~80 分（不含） B

60 分（含）~70 分（不含） C

＜60 分 D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按不同得分划分“A”“B”“C”“D”四级评价等级，各评

价等级按照 6.0.2 及 6.0.3 条文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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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建设评价

4.1 一般规定

4.1.1 项目建设评价应按照新建类项目和改造类项目两类分别评价。其中，新建类项目评

价主要应包含地块项目、市政道路项目两类，采用同一套评价指标；改造类项目评价应包含

地块项目、市政道路项目和排水分区项目三类，分别采用对应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根据项目建设性质的不同，将项目划分为新建类项目和改造类项目两类，在开展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时结合项目特征采用不同的指标分别评价。根据项目建设涉及区域的不

同，新建类项目可进一步划分为地块和市政道路项目，改造类项目可进一步划分为地块、市

政道路、排水分区及片区改造项目。为方便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的开展，针对相关性、相似性

较大的分类进行整合评价，即采用同一套评价指标开展评价工作。其中，新建类地块和市政

道路项目，均侧重于项目范围内排水系统的建设质量和效果，均有较高的相似性，在雨污分

流效果评价时采用同一套评价指标；而改造类地块、市政道路、排水分区及片区改造项目，

具有不同的项目特征，在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时的关注点、侧重点不同，地块改造类项目侧重

于评价项目范围内排水系统的雨污分流效果，市政道路改造类项目侧重于评价排除上游转输

影响后排水系统的雨污分流效果及管理情况，排水分区及片区改造类项目侧重于评价分区或

片区的排水系统整体改造情况及雨污分流整体效果，因此，改造类项目按地块项目、市政道

路项目和排水分区项目进行分类，分别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工作。

4.1.2 项目建设评价应对项目红线范围内的雨污分流效果进行系统评价。对无明显红线的

雨污分流项目，应对项目实施范围做整体评价。

条文说明：大部分雨污分流项目均具有明显的项目建设红线，其雨污分流效果评价范围为项

目建设红线范围包含的全部区域；少部分雨污分流项目，特别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有

时采用多节点、多区域改造的方式进行，项目无明显的建设红线，其雨污分流效果的评价范

围为项目实施范围所包含的区域。

4.1.3 新建类项目评价应侧重于工程项目实施完成后的雨污分流现状效果，改造类项目评

价应侧重于工程项目实施前后的雨污分流对比效果。

条文说明：建设性质不同的项目在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时，评价的重点不同，新建类项目

评价时，重点评价项目实施完成后建设范围内排水系统的建设质量和效果；改造类项目评价

时，应结合地块、市政道路、排水分区及片区改造的项目特征，重点评价项目排水系统整体

改造情况及改造前后雨污分流对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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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各类评价指标分值应根据其对雨污分流效果的影响程度综合确定。新建类项目雨污

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应符合表 4.1.4-1，地块改造类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

分布应符合表 4.1.4-2，市政道路改造类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应符合表 4.1.4-

3，排水分区改造类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应符合表 4.1.4-4.

表 4.1.4-1  新建类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一览表

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项 100

基础工作 30

建设方案情况 10

工作记录详实度 10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10

技术措施 30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10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5

上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5

错混接点新增情况 10

建设效果 30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5

管网排水通畅性 5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管理能力 10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 3

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 4

加分项 10 鼓励指标 10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5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5

表 4.1.4-2  改造类（地块）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一览表

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项 100

基础工作 30

管网排查完整性 7

建设方案情况 7

工作记录详实度 8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8

技术措施 30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5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5

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5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 10

管段修复情况 5

建设效果 40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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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管网排水通畅性 10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加分项 10 鼓励指标 10

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情况 3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 4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表 4.1.4-3  改造类（市政道路）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一览表

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项 100

基础工作 30

管网排查完整性 7

建设方案情况 7

工作记录详实度 8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8

技术措施 30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5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5

上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5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 10

管段修复情况 5

建设效果 30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5

管网排水通畅性 5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管理能力 10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 3

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 4

加分项 10 鼓励指标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 4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3

表 4.1.4-4  改造类（排水分区）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一览表

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项 100 基础工作 30

管网排查完整性 7

建设方案情况 7

工作记录详实度 8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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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技术措施 30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4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4

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4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 6

管段修复情况 4

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改造情况 4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布设情况 4

建设效果 30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3

管网排水通畅性 3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溢流控制效果 4

管理能力 10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 3

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 4

加分项 10 鼓励指标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 4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高质量管材使用情况 3

条文说明：新建类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以目标为导向，注重评价项目分流制排水体制的落

实情况，设置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管理能力、鼓励指标五类一级指标，下设 16

项二级指标。改造类（地块）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以结果为导向，注重评价项目雨污分流

整改效果，设置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鼓励指标四类一级指标，下设 16 项二级

指标。改造类（市政道路）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以结果为导向，聚焦项目设施是否正确改

造，是否合理合并、封堵关键管网节点，是否整改到位等问题，注重评价项目雨污分流整改

效果，设置基础工作、技术措施、建设效果、管理能力、鼓励指标五类一级指标，下设 19 项

二级指标。改造类（排水分区）项目雨污分流效果评价以结果为导向，按照“改造一片，建

成一片”的原则，注重评价排水分区或片区的雨污分流整体效果，设置基础工作、技术措施、

建设效果、管理能力、鼓励指标五类一级指标，下设 22 项二级指标。

4.1.5 对于由多个地块和（或）多条市政道路组成的分散型项目包，应按照独立的排水评

价单元（一个地块或一条市政道路）分解后，逐一进行评价；对于以排水分区或行政辖区边

界生成的片区排水管网改造项目，应按照排水分区改造项目进行整体评价。

条文说明：分散型项目包包含多个地块或市政道路，各地块或市政道路在基础工作、技术措

施、建设效果、管理能力、鼓励指标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评价不利于各指标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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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时将项目包按照评价单元分解后逐一评价；对于以排水分区或行政辖区边界生成的片

区排水管网改造项目具有节点多、位置分散等特点，项目以提升片区排水效果为整体改造目

标，在评价时按照排水分区项目层级进行整体评价。

4.1.6 对于分期建设、分批次移交运维的评价项目，各建设分期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工作应

分别开展。

条文说明：为提升对项目雨污分流效果的把控力度，对存在分期建设、分批移交运维的建设

项目，按照各建设分期分别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项目评价总得分由各建设分期评价得分

加权计算得到。

4.1.7 对于建设内容未涉及源头地块改造的市政道路、排水分区项目，评价时应充分考虑

源头地块来水对项目建设效果造成的影响。

条文说明：未涉及源头地块改造的市政道路、排水分区项目，源头地块是否完全雨污分流对

项目建设效果指标影响较大，评价时应结合源头地块来水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对于源头地块

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市政道路、排水分区项目，“建设效果”中雨污水管网的水质、水量指

标评价时，应根据雨污水管网末端水质、水量检测结果数据进行评分；对于源头地块无法实

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市政道路、排水分区项目，“建设效果”中雨污水管网的水质、水量指标

评价时，宜结合源头截流设施布设情况综合分析。

4.2 新建类项目评价内容

Ⅰ 基础工作（30 分）

4.2.1 建设方案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各阶段设计成果及审查资料应完整、详实。设计成果应包括各阶段管网勘察资料

或管网检测资料、项目图纸资料等；审查资料应包括各阶段设计审查意见、批复、审查合格

书等资料。存在设计阶段缺失、审查阶段不完整或资料不全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2 项目各阶段建设方案应系统科学，设计成果均应严格落实雨污分流制度，排水系统设

计方案应论证合理。存在设计成果雨污分流制度未严格落实、设计排水方案论证不合理或不

符合现行规范、标准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6 分。

条文说明：本条的设置参考《重庆市室外排水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定》中对排水管渠系

统工程（雨污水管渠）勘察设计阶段的文件编制技术规定设置。通过本指标评价摸清项目内

部排水管网的底数、论证项目排水系统建设方案是否科学、掌握项目雨污分流制度落实情况，

为项目排水管道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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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工作记录详实度，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排水管网工作记录应完整、详实。存在重要工作记录资料缺失的情

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10 分。重要工作记录资料应包括现状管网核查记录、施工过程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项目预验收会议纪要、预验收问题整改记录、排水管网验收会议纪要、

排水管网移交运维单位记录等资料。

条文说明：结合项目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项排水管网资料，核查项目排水管网各项工作记

录是否完整、详实。

4.2.3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完工后，应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并形成覆盖全面、要素

详实、成果准确的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图纸。项目未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或未形成排水管网

竣工测绘图纸，扣 5 分；项目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但未形成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

术规程》CJJ61 要求的管线工程测绘数据和测绘图，存在竣工测绘覆盖范围不全面、竣工测

绘要素不全、测绘管段不准确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5 分。

2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覆土达到场地设计标高后、竣工验收前，应按照《城镇排水管道检

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 开展排水管网内窥检测，并形成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资料）。

项目未开展内窥检测，扣 5 分；项目开展内窥检测，但未形成完整的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

资料），或项目内窥检测范围不全面，未覆盖全部重力流排水管段，或存在对内窥发现问题

的排水管段整改不到位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排水管网竣工资料应当包含管网竣工测绘成果资料、管道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

资料）等相关工程资料。竣工测绘成果应覆盖全面、要素详实、成果准确。其中，覆盖全面：

指排水管线竣工测绘范围应覆盖整个项目建设范围；要素详实：指排水管网竣工测绘成果应

包含管线、检查井等相关设施的空间、高程等要素；成果准确：指排水管网竣工测绘成果应

真实、准确，可以有效反映现场管线实际建设情况。宜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随机抽查

的方式，排查排水管网竣工测绘资料与现场实际建设情况的符合程度，存在测绘管段（含检

查井等附属设施）的管材、位置、管径、流向、基础等与现场实际不一致的认定为“测绘管

段不准确”，应酌情扣分。管道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资料）应覆盖项目建设范围内的全部

重力流排水管段，各排水管道的内窥检测均应符合《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CJJ181 有关规定。压力排水管段应按照《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相

关要求，开展压力管道水压试验，并满足水压要求。对内窥检测不合格的管段，应由建设单

位组织相关单位整改，整改完成后进行二次内窥检测。

Ⅱ 技术措施（30 分）

4.2.4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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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建设范围内应具备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的管网收集系统。若建设范围内仅具备一

套排水管网收集系统，扣 10 分。

2 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应布设完整、衔接良好。若存在局部污水或雨水

管网缺失的情况，扣 5 分/项，最多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考察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管网的覆盖程度。新建项目排水管网建设的

主要目标是严格落实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形成雨水和污水两套独立的排水系统。同时考察

项目建设范围内是否存在因局部污水或雨水管网缺失，导致部分区域雨污水散排或混排的情

况。

4.2.5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管网及排水设施位置布置应科学合理，能够满足周边排水需要。

若存在雨污水管网、检查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位置布置不合理的情况，扣 1 分/项，最

多扣 5 分。

2 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设施布置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若存在雨污水设施

布置不符合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中对排水管渠系统工程（雨污水管渠）

及其构筑物的布置规定设置。通过本指标评价旨在理清项目建设范围内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

布设的合理情况。同时重点考察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标准、规范要

求，是否满足周边排水需要。

4.2.6 上下游管网衔接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地块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接出口应与周边市政排水管网有效衔接，确保排水通畅。

市政道路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管网上下游接口均应与周边排水管网有效衔接。若存在雨污

水管网接口错接或未接顺的情况，扣 3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新建地块项目为排水源头，应严格要求其雨污水接出管正确接驳到市政排水系统。

新建市政道路项目为排水重要的中间环节，具有收集和转输上游来水的作用，应严格控制周

边地块雨污水接出管正确接入，并与道路上下游市政雨污水管网正确衔接。

4.2.7 错混接点新增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建设范围内雨污水管网应分类接顺，不应新增雨污水管网错接、混接点位。若存在

雨污水管网错接、混接的点位，扣 2 分/处，最多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严控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排水管网错混接点位增量。宜通过资料查阅、

现场踏勘、随机抽查的方式，排查建设范围内雨污水错混接点位新增情况，重点排查建筑排

水立管接入室外管网、雨水箅子接入检查井、地块排出管接入市政管网等关键点位处是否新

增错混接点位，小区阳台立管是否按要求接入室外污水管网。

Ⅲ 建设效果（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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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建设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均应建设完成。若存在排水设施未建设完成的情况，扣

5 分。

2 项目建设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应做好移交前的日常运维及成品保护。若排水管、检查

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存在杂物堆积、堵塞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评价项目建设范围内排水设施现场建设及维护情况。宜通过现场踏勘、

随机抽查的方式，排查排水设施是否全部完成建设、排水设施是否存在杂物堆积、堵塞或其

他影响排水安全的情况。

4.2.9 管网排水通畅性，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建设范围内排水管网应布置顺畅，确保排水畅通，不应出现管网堵塞、倒坡、大管

接小管等情况。若存在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小管等排水不畅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

扣 5 分。

条文说明：排水不畅是影响排水安全的重要因素，本条旨在评价项目建设范围内管网排水的

通畅情况。宜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的方式，排水是否存在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小管

等影响排水畅通的问题。

4.2.10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新建地块项目：

1） 晴天所有雨水系统接出口均无出流，或出流氨氮指标均小于等于 2mg/L，不扣分。

2）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氨氮指标在 2mg/L~8mg/L（含）之间，扣

3 分/处，最多扣 6 分（若雨水系统接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6 分）。

3）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氨氮指标大于 8mg/L，扣 10 分。

2 新建市政道路项目：

1） 晴天所有雨水系统接出口均无出流，或出流水质满足环保相关标准，不扣分。

2）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水质不满足环保相关标准，应结合上游来

水情况综合评分。若上游雨水系统有来水，且来水水质不满足环保相关标准，扣 3 分/处，

最多扣 6 分（若雨水系统接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6 分）；若上游雨水系统无来

水，或上游雨水系统来水水质满足环保相关标准，扣 5 分/处，最多扣 10 分（若雨水系统接

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分析晴天雨水系统接出口的出流情况及出流水质情况，判断雨水系统中

污水混入的严重程度。新建项目应严格落实雨污分流制，严禁污水混入新建雨水管网，严控

清水混入雨水管网。若项目雨水系统接出口存在晴天出流且氨氮指标大于 8mg/L 的情况，应

按《重庆市入河排污口整治指导技术标准(试行)》相关规定执行。对于新建市政道路类项目，

考虑到雨水管网需承接上游转输来水，在对比晴天雨水系统接出口的出流情况及出流水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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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需结合上游转输来水对雨水系统接出口出流水量、水质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4.2.11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晴天充满度小于 1：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无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小于 30%），不扣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30%（含）~50%之间），

扣 3 分。

3）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在 50%（含）~70%之间），

扣 6 分。

4）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严重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70%或雨天污水系

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2 晴天充满度为 1：

晴天污水系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对比晴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的变化情况，判断雨天污水系统中雨水

混入的严重程度。本指标旨在量化项目雨污分流建设成效，将考察点位设置在污水系统接出

口处，通过对比晴雨天管网水量差异，分析污水系统的雨水混入情况。根据《重庆市城市建

成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试行），晴天水量应满足连续 72h 以上未降雨的情况下检测，

雨天水量应满足中雨及以上等级降雨（24h 降雨量大于等于 10mm 或 12h 降雨量大于等于

5mm）结束后 30min 左右检测。对于市政道路类项目，考虑到污水管网需承接上游转输来水，

在对比晴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的水量、变化情况时，需扣除上游转输来水水量后评价。

IV 管理能力（10 分）

4.2.12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明确管网运维主体，落实管护单位，不扣分。

2 未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或未明确管网运维主体，或未落实管护单位，扣 1 分

/项，最多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加强排水管道运行维护管理，能

够保证排水管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管道的使用效率，是排水设施长效管理方面非常重

要的指标。本条设置目的是促使排水设施运维工作纳入有关单位管理或签订第三方委托管

理。

4.2.13 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不扣分。

2 未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扣 3 分。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开征求意见稿



19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排水设施运维管护人员及设备的配备情况。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管

护人员、设备，有助于提升排水设施管护水平，确保排水设施管理维护的专业化、合理化、

有效化。本条设置目的是促使排水设施运维队伍向技术化、专业化转变。

4.2.14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按相关要求执行，并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不扣分。

2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按相关要求执行，但未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扣 2 分。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未按相关要求执行，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及记录情况。设置目的是加强排水设施

运行维护，强化排水管网日常运维，严格按照行业标准督促运维单位制定实施排水管网巡查、

养护、维修方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动态清零。

V 鼓励指标（10 分）

4.2.15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大于等于 90%，加 5 分。

2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70%（含）~90%之间，加 3 分。

3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50%（含）~7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排水系统在线监测感知设备的建设情况。设置目的是加强排水系统

在线监测感知设备的建设安装，强化排水系统精细化管理，满足智慧城市发展的需要。排水

管网应按照相关要求布设在线监测感知设备，在线感知设备点位数应满足行业或属地建设点

位要求，且能够正常运行。行业标准参考《城镇排水管网在线监测技术规程》（T/CECS 869），

同时四川省项目还应按照《四川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办法》《四川省城市建成

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重庆市项目还应按照《重庆市城镇排水管网监测技术导则》《重

庆市城镇排水户监测工作指南》要求布设在线监测感知设备。

4.2.16 高质量管材使用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大于等于 50%，加 5 分。

2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在 30%（含）~50%之间，加 3 分。

3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在 10%（含）~5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排水管网高质量管材的使用情况。鼓励在排水管网建设时采用克拉

管、球墨铸铁管等强度较高、质量较好的管材，以减少管道在使用过程中的破损情况，提升

排水管道的使用年限。

4.3 改造类（地块）项目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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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础工作（30 分）

4.3.1 管网排查完整性，评价总分值 7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设计前应按要求开展建设范围内的排水管网排查工作，对排水系统存在的现

状问题进行分析，形成排水管网排查矢量图等资料。未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作或未形

成排水管网排查矢量图资料，扣 7 分。

2 排水管网排查应覆盖项目建设范围。项目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作，排水系统管网排查

率 B 排达到 100%，不扣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在 90%（含）~100%之间，扣 2 分；排

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在 80%（含）~90%之间，扣 4 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低于 80%，

扣 7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国家及川渝两地关于管网勘察工作的相关要求设置。重庆市印发的《关

于全面排查主城区城市排水管网的通知》(渝建〔2018〕328 号)、《关于进一步深入排查城

镇排水管网有关情况的通知》(渝建〔2019〕239 号)、《重庆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重庆市城市建成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试行）等

文件，四川省印发的《四川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

《四川省城市（县城）建成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试行）等文件，均对排水管网普查

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具体目标任务要求，指出要“按照设施权属及运行维护职

责分工，全面排查污水管网等设施功能状况、错接混接等基本情况”。

4.3.2 建设方案情况，评价总分值 7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各阶段设计成果及审查资料应完整、详实。设计成果应包括各阶段管网勘察资料

或管网检测资料、项目图纸资料等；审查资料应包括各阶段设计审查意见、批复、审查合格

书等资料。存在设计阶段缺失、审查阶段不完整或资料不全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3

分。

2 项目各阶段建设方案应系统科学，排水系统现状问题应分析准确，雨污分流改造措施

应论证合理。存在排水系统现状问题分析不准确、设计排水方案论证不合理或不符合现行规

范、标准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摸清本底是基础，问题分析是重点，改造

措施是途径。本条的设置参考《重庆市室外排水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定》中对排水管渠

系统工程（雨污水管渠）勘察设计阶段的文件编制技术规定设置。部分地块项目由于建设时

间长远加之管理人员频繁变动等，排水设施建设之初的基础资料以及竣工资料丢失严重、残

缺破损或是散乱不堪，增加了地块项目排水管道的管理和维护难度。通过本指标评价摸清项

目内部排水管网的底数、分析项目改造需求及现状问题、论证项目排水系统改造方案是否科

学合理、掌握项目改造后雨污分流制度落实情况，为项目排水管道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提供基

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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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工作记录详实度，评价总分值 8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排水管网工作记录应完整、详实。存在重要工作记录资料缺失的情

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8 分。重要工作记录资料应包括现状管线核查记录、施工过程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项目预验收会议纪要、预验收问题整改记录、排水管线验收会议纪要、

排水管线移交运维单位记录等资料。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2 条文说明。

4.3.4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评价总分值 8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完工后，应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并形成覆盖全面、要素

详实、成果准确的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图纸。项目未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或未形成排水管网

竣工测绘图纸，扣 4 分；项目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但未形成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

术规程》CJJ61 要求的管线工程测绘数据和测绘图，存在竣工测绘覆盖范围不全面、竣工测

绘要素不全、测绘管段不准确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4 分。

2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覆土达到场地设计标高后、竣工验收前，应按照《城镇排水管道检

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 开展排水管网内窥检测，并形成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资料）。

项目未开展内窥检测，扣 4 分；项目开展内窥检测，但未形成完整的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

资料），或项目内窥检测范围不全面，未覆盖全部重力流排水管段，或存在对内窥发现问题

的排水管段整改不到位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3 条文说明。

Ⅱ 技术措施（30 分）

4.3.5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应具备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的管网收集系统。若改造范围内仅具备一

套排水管网收集系统，扣 5 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应布设完整、衔接良好。若存在局部污水或雨水

管网缺失的情况，扣 3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考察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的覆盖程度。改造项目雨污分流改造的

主要目标是对现有的合流、混流管网进行分流改造，消除现存雨污错混接点位，将原有合流

管网改造为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的排水系统，实现改造区域的雨污分流。重点考察项目改造

完成后合流管网的分布情况，是否仍存在尚未改造的合流管段、是否仍存在局部雨污水管网

缺失的情况。

4.3.6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及排水设施位置布置应科学合理，能够满足周边排水需要。

若存在雨污水管网、检查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位置布置不合理的情况，扣 1 分/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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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扣 5 分。

2 项目应按照“能分尽分，难分必截”的原则，优先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对短期内确无

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的区域，应合理布设源头截流设施。若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

的区域，未布设源头截流设施，扣 5 分。

3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设施布置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若存在雨污水设施

布置不符合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中对排水管渠系统工程（雨污水管渠）

及其构筑物的布置规定设置。通过本指标评价旨在理清项目建设范围内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

布设的合理情况。同时重点考察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标准、规范要

求，是否解决排水系统存在的现状问题，是否实现改造范围内雨污分流，是否满足周边排水

需要。对于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的区域，是否通过截流倍数设计、截流溢流方式

和截流量控制等形式，科学布设源头截流设施。

4.3.7 下游管网衔接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接出口应与周边市政排水管网有效衔接，确保排水通畅。若

存在雨污水管网接出口错接或未接顺的情况，扣 3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改造地块项目为排水源头，应严格要求改造后的雨污水接出管正确接驳到市政排

水系统。

4.3.8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不涉及雨污

错混接改造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错混接点位全部整改完成，并对原错混接点接入口进行封堵，不

扣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若存在错混接点位漏改或原错混接点接入口未封堵的情况，扣 2 分/

处，最多扣 10 分（若改造前错混接点位总数 n 少于 5 处，则发现一处扣 10/n 分）。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改造工程，常采用的措施多为错混接点改造和管网缺

陷修复。本条旨在消除项目改造范围内的排水管网错混接点位存量，促进雨污分流效果达成。

宜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随机抽查的方式，排查改造范围内雨污水错混接点位消除情况，

重点排查存量错混接点位是否完成整改、原混错接点接入口是否封堵等问题。对以收集临街

门面冲洗水、道路冲洗水、初期雨水等污染物为目的所采取精准截污的点位，在评价时不认

定为雨污错混接点位。

4.3.9 管段修复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不涉及缺陷管段

修复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全部整改完成，不扣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若存在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未整改，扣 1 分/处，最多扣 5 分（若

改造前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点位总数 n 少于 5 处，则发现一处扣 5/n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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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评价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点位的修复情况。按照《城

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管网缺陷分为 4 个等级，Ⅲ、Ⅳ级缺陷严重影响

管道结构安全与使用功能、污水处理厂水量负荷与污染物浓度及管道的健康情况。本指标通

过评价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是否有效整改，判断项目改造范围内的雨污分流落实情况。

Ⅲ 建设效果（40 分）

4.3.10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均应建设完成。若存在排水设施未建设完成的情况，扣

10 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应做好移交前的日常运维及成品保护。若排水管、检查

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存在杂物堆积、堵塞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8 条文说明。

4.3.11 管网排水通畅性，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改造范围内排水管网应布置顺畅，确保排水畅通，不应出现管网堵塞、倒坡、大管

接小管等情况。若存在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小管等排水不畅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

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9 条文说明。

4.3.12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晴天所有雨水系统接出口均无出流，或出流氨氮指标均小于等于 2mg/L，不扣分。

2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氨氮指标在 2mg/L~8mg/L（含）之间，扣 3

分/处，最多扣 6 分（若雨水系统接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6 分）。

3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氨氮指标大于 8mg/L，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分析晴天雨水系统接出口的出流情况及出流水质情况，判断雨水系统中

污水混入的严重程度。地块项目为排水源头，分流改造后的雨水系统应严控污水混入。若地

块雨水系统接出口存在晴天出流且氨氮指标大于 8mg/L 的情况，应按《重庆市入河排污口整

治指导技术标准(试行)》相关规定执行。

4.3.13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晴天充满度小于 1：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无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小于 30%），不扣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30%（含）~50%之间），

扣 3 分。

3）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在 50%（含）~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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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6 分。

4）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严重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70%或雨天污水系

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2 晴天充满度为 1：

晴天污水系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对比晴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的变化情况，判断雨天污水系统中雨水

混入的严重程度。本指标旨在量化项目雨污分流建设成效，将考察点位设置在污水系统接出

口处，通过对比晴雨天管网水量差异，分析污水系统的雨水混入情况。根据《重庆市城市建

成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试行），晴天水量应满足连续 72h 以上未降雨的情况下检测，

雨天水量应满足中雨及以上等级降雨（24h 降雨量大于等于 10mm 或 12h 降雨量大于等于

5mm）结束后 30min 左右检测。

IV 鼓励指标（10 分）

4.3.14 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

执行到位并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三项均满足，加 3 分；满足其中两项，加 2 分；满足任

意一项，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排水设施的运维管理情况。设置目的是加强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从

制度建立、人员设备配备、运维管护执行等方面评价，促进后续排水设施运维管理能力的持

续提升。

4.3.15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

分。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 COD 浓度较改造前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30%），加

4 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 COD 浓度较改造前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10%（含）~30%之

间），加 2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对比改造前后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的 COD 浓度变化情况，判断项目改

造前后入侵污水系统雨水的减少程度。本指标旨在量化雨污分流改造成效，将考察点位设置

在污水系统接出口处，分析改造后较改造前 COD 浓度提升的情况。COD 浓度提升值参考

《重庆市城市建成区排水管网排查技术导则（试行）》：“5.3.7-4 雨天，区块内上游支管接

入口水质 BOD5 浓度或 COD 浓度较晴天降低 30%及以上”。根据《重庆市城市建成区排水

管网排查技术导则》（试行），雨天水量应满足中雨及以上等级降雨（24h 降雨量大于等于

10mm 或 12h 降雨量大于等于 5mm）结束后 30min 左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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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大于等于 90%，加 3 分。

2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70%（含）~90%之间，加 2 分。

3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50%（含）~7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5 条文说明。

4.4 改造类（市政道路）项目评价内容

Ⅰ 基础工作（30 分）

4.4.1 管网排查完整性，评价总分值 7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设计前应按要求开展建设范围内的排水管网排查工作，对排水系统存在的现

状问题进行分析，形成排水管网排查矢量图等资料。未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作或未形

成排水管网排查矢量图资料，扣 7 分。

2 排水管网排查应覆盖市政道路建设范围。项目开展市政道路排水管网排查工作，排水

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达到 100%，不扣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在 90%（含）~100%之

间，扣 2 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在 80%（含）~90%之间，扣 4 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

率 B 排低于 80%，扣 7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 条文说明。

4.4.2 建设方案情况，评价总分值 7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各阶段设计成果及审查资料应完整、详实。设计成果应包括各阶段管网勘察资料

或管网检测资料、项目图纸资料等；审查资料应包括各阶段设计审查意见、批复、审查合格

书等资料。存在设计阶段缺失、审查阶段不完整或资料不全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3

分。

2 项目各阶段建设方案应系统科学，排水系统现状问题应分析准确，雨污分流改造措施

应论证合理。存在排水系统现状问题分析不准确、设计排水方案论证不合理或不符合现行规

范、标准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摸清本底是基础，问题分析是重点，改造

措施是途径。本条的设置参考《重庆市室外排水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定》中对排水管渠

系统工程（雨污水管渠）勘察设计阶段的文件编制技术规定设置。部分市政道路由于建设时

间长远加之管理人员频繁变动等，排水设施建设之初的基础资料以及竣工资料丢失严重、残

缺破损或是散乱不堪，增加了市政道路排水管道的管理和维护难度。通过本指标评价摸清市

政道路排水管网的底数、分析项目改造需求及现状问题、论证项目排水系统改造方案是否科

学合理、掌握项目改造后雨污分流制度落实情况，为项目排水管道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提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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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资料。论证项目排水系统改造方案合理性时，应统筹考虑街巷、上下游排水分区的排水需

求，对项目范围内管网输水能力进行充分论证，如上游或周边设置有截污设施时，需考虑上

游截流污水量以及下游排水能力匹配度，合理设置预留管，确保雨、污水能顺畅排放。

4.4.3 工作记录详实度，评价总分值 8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排水管网工作记录应完整、详实。存在重要工作记录资料缺失的情

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8 分。重要工作记录资料应包括现状管线核查记录、施工过程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项目预验收会议纪要、预验收问题整改记录、排水管线验收会议纪要、

排水管线移交运维单位记录等资料。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2 条文说明。

4.4.4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评价总分值 8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完工后，应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并形成覆盖全面、要素

详实、成果准确的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图纸。项目未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或未形成排水管网

竣工测绘图纸，扣 4 分；项目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但未形成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

术规程》CJJ61 要求的管线工程测绘数据和测绘图，存在竣工测绘覆盖范围不全面、竣工测

绘要素不全、测绘管段不准确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4 分。

2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覆土达到场地设计标高后、竣工验收前，应按照《城镇排水管道检

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 开展排水管网内窥检测，并形成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资料）。

项目未开展内窥检测，扣 4 分；项目开展内窥检测，但未形成完整的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

资料），或项目内窥检测范围不全面，未覆盖全部重力流排水管段，或存在对内窥发现问题

的排水管段整改不到位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3 条文说明。

Ⅱ 技术措施（30 分）

4.4.5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应具备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的管网收集系统。若改造范围内仅具

备一套排水管网收集系统，扣 5 分。

2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应布设完整、衔接良好。若存在局部污水或

雨水管网缺失的情况，扣 3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5 条文说明。

4.4.6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及排水设施位置布置应科学合理，能够满足周边排水

需要。若存在雨污水管网、检查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位置布置不合理的情况，扣 1 分/

项，最多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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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雨污水设施布置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若存在雨污水

设施布置不符合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6 条文说明。

4.4.7 上下游管网衔接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上下游接口均应与周边排水管网有效衔接，确保排水通

畅。若存在雨污水管网上下游接口错接或未接顺的情况，扣 3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改造市政道路项目为排水重要的中间环节，具有收集和转输上游来水的作用，应

严格要求改造后周边地块雨污水接出管正确接入市政道路排水系统，并与道路上下游市政雨

污水管网正确衔接。

4.4.8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不涉及雨污

错混接改造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雨污错混接点位全部整改完成，并对原错混接点接入口进行封堵，

不扣分。

2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若存在错混接点位漏改或原错混接点接入口未封堵的情况，扣 2

分/处，最多扣 10 分（若改造前错混接点位总数 n 少于 5 处，则发现一处扣 10/n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8 条文说明。

4.4.9 管段修复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不涉及缺陷管段

修复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全部整改完成，不扣分。

2 市政道路改造范围内若存在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未整改，扣 1 分/处，最多扣 5 分

（若改造前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点位总数 n 少于 5 处，则发现一处扣 5/n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9 条文说明。

Ⅲ 建设效果（30 分）

4.4.10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均应建设完成。若存在排水设施未建设完成的情况，扣

5 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应做好移交前的日常运维及成品保护。若排水管、检查

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存在杂物堆积、堵塞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8 条文说明。

4.4.11 管网排水通畅性，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改造范围内排水管网应布置顺畅，确保排水畅通，不应出现管网堵塞、倒坡、大管

接小管等情况。若存在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小管等排水不畅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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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9 条文说明。

4.4.12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晴天所有雨水系统接出口均无出流，或出流水质满足环保相关标准，不扣分。

2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水质不满足环保相关标准，应结合上游来水

情况综合评分。若上游雨水系统有来水，且来水水质不满足环保相关标准，扣 3 分/处，最

多扣 6 分（若雨水系统接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6 分）；若上游雨水系统无来

水，或上游雨水系统来水水质满足环保相关标准，扣 5 分/处，最多扣 10 分（若雨水系统接

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分析晴天雨水系统接出口的出流情况及出流水质情况，判断雨水系统中

污水混入的严重程度。正常运行的雨污分流系统，雨水系统接出口在晴天应无出流。但因部

分溪沟、河沟水接入雨水系统，或排水管道存在某些缺陷如破损、变形，或地下水位高造成

地下水渗入雨水系统等原因，也会造成雨水系统接出口在晴天出流。通过雨水系统接出口出

水的感官和水质判断其是否有污水混入，出水指标参考《重庆市入河排污口整治指导技术标

准（试行）》中地表水 V 类 COD≤40mg/L、NH4+-N≤2mg/L 的水质要求。市政道路改造项

目考虑到雨水管网需承接上游转输来水，在对比晴天雨水系统末端检查井处的出流情况及出

流水质情况时，需结合上游转输来水对雨水系统接出口出流水量、水质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4.4.13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晴天充满度小于 1：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无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小于 30%），不扣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30%（含）~50%之间），

扣 3 分。

3）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在 50%（含）~70%之间），

扣 6 分。

4）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严重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70%或雨天污水系

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2 晴天充满度为 1：

晴天污水系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1 条文说明。

IV 管理能力（10 分）

4.4.14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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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明确管网运维主体，落实管护单位，不扣分。

2 未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或未明确管网运维主体，或未落实管护单位，扣 1 分

/项，最多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2 条文说明。

4.5.15 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不扣分。

2 未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3 条文说明。

4.4.16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按相关要求执行，并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不扣分。

2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按相关要求执行，但未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扣 2 分。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未按相关要求执行，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4 条文说明。

V 鼓励指标（10 分）

4.4.17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

分。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 COD 浓度较改造前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30%），加

4 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 COD 浓度较改造前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10%（含）~30%之

间），加 2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5 条文说明。

4.4.18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大于等于 90%，加 3 分。

2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70%（含）~90%之间，加 2 分。

3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50%（含）~7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5 条文说明。

4.4.19 高质量管材使用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大于等于 50%，加 3 分。

2 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在 30%（含）~50%之间，加 2 分。

3 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在 10%（含）~3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6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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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改造类（排水分区）项目评价内容

Ⅰ 基础工作（30 分）

4.5.1 管网排查完整性，评价总分值 7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设计前应按要求开展建设范围内的排水管网排查工作，对排水系统存在的现

状问题进行分析，形成排水管网排查矢量图等资料。未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作或未形

成排水管网排查矢量图资料，扣 7 分。

2 排水管网排查应覆盖项目建设范围。项目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作，排水系统管网排查

率 B 排达到 100%，不扣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在 90%（含）~100%之间，扣 2 分；排

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在 80%（含）~90%之间，扣 4 分；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低于 80%，

扣 7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 条文说明。

4.5.2 建设方案情况，评价总分值 7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各阶段设计成果及审查资料应完整、详实。设计成果应包括各阶段管网勘察资料

或管网检测资料、项目图纸资料等；审查资料应包括各阶段设计审查意见、批复、审查合格

书等资料。存在设计阶段缺失、审查阶段不完整或资料不全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3

分。

2 项目各阶段建设方案应系统科学，排水系统现状问题应分析准确，雨污分流改造措施

应论证合理。存在排水系统现状问题分析不准确、设计排水方案论证不合理或不符合现行规

范、标准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摸清本底是基础，问题分析是重点，改造

措施是途径。本条的设置参考《重庆市室外排水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定》中对排水管渠

系统工程（雨污水管渠）勘察设计阶段的文件编制技术规定设置。通过本指标评价摸清排水

分区范围的排水管网底数、分析项目改造需求及现状问题、论证项目排水系统改造方案是否

科学合理、掌握项目改造后雨污分流制度落实情况，为排水管道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提供基础

资料。

4.5.3 工作记录详实度，评价总分值 8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排水管网工作记录应完整、详实。存在重要工作记录资料缺失的情

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8 分。重要工作记录资料应包括现状管线核查记录、施工过程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项目预验收会议纪要、预验收问题整改记录、排水管线验收会议纪要、

排水管线移交运维单位记录等资料。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2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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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评价总分值 8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完工后，应按要求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并形成覆盖全面、要素

详实、成果准确的排水管网竣工测绘图纸。项目未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或未形成排水管网

竣工测绘图纸，扣 4 分；项目开展排水管网竣工测绘，但未形成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

术规程》CJJ61 要求的管线工程测绘数据和测绘图，存在竣工测绘覆盖范围不全面、竣工测

绘要素不全、测绘管段不准确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4 分。

2 项目排水管网工程覆土达到场地设计标高后、竣工验收前，应按照《城镇排水管道检

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 开展排水管网内窥检测，并形成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资料）。

项目未开展内窥检测，扣 4 分；项目开展内窥检测，但未形成完整的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

资料），或项目内窥检测范围不全面，未覆盖全部重力流排水管段，或存在对内窥发现问题

的排水管段整改不到位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3 条文说明。

Ⅱ 技术措施（30 分）

4.5.5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排水分区改造范围内应具备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的管网收集系统，不应存在雨污合流

区域。若改造范围内仅具备一套排水管网收集系统，或仍存在雨污合流区域，扣 4 分。

2 排水分区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应布设完整、衔接良好。若存在局部污水或

雨水管网缺失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5 条文说明。

4.5.6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及排水设施位置布置应科学合理，能够满足周边排水需要。

若存在雨污水管网、检查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位置布置不合理的情况，扣 1 分/项，最

多扣 4 分。

2 项目应按照“能分尽分，难分必截”的原则，优先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对短期内确无

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的区域，应合理布设源头截流设施。若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

的区域，未布设源头截流设施，扣 4 分。

3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设施布置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若存在雨污水设施

布置不符合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6 条文说明。

4.5.7 下游管网衔接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污水管网接出口应与下游污水管网或污水处理设施有效衔接，确保排

水通畅。若存在污水管网下游接出口错接或未接顺的情况，扣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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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水管网应就近排入水体或与下游雨水管网有效衔接。若存在雨水管

网未就近排入水体或下游接出口错接、未接顺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改造排水分区项目具有涉及区域广、覆盖用户多的特点，其下游排水管网接出口

是否有效衔接对区域排水影响较大。本指标重点考察排水分区管网接出口与下游排水管网的

接驳情况，分析评价污水管网接出口是否正确接入下游污水管网或污水处理设施，分析评价

雨水管网是否就近排入水体或是否正确接入下游雨水管网。

4.5.8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评价总分值 6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不涉及雨污

错混接改造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错混接点位全部整改完成，并对原错混接点接入口进行封堵，不

扣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若存在错混接点位漏改或原错混接点接入口未封堵的情况，扣 2 分/

处，最多扣 6 分（若改造前错混接点位总数 n 少于 3 处，则发现一处扣 6/n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8 条文说明。

4.5.9 管段修复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不涉及缺陷管段

修复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项目改造范围内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全部整改完成，不扣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若存在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未整改，扣 1 分/处，最多扣 5 分（若

改造前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点位总数 n 少于 4 处，则发现一处扣 4/n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9 条文说明。

4.5.10 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改造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无末端截流设施、大截流设施，不扣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整改前存在末端截流设施或大截流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末端截流

设施或大截流设施进行局部整改，整改后末端截流设施或大截流设施尚未取缔，但雨污分流

效果显著，扣 2 分/处，最多扣 4 分。

3 项目改造范围内整改前存在末端截流设施或大截流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对末端截

流设施或大截流设施进行整改或整改后雨污分流效果不明显，扣 4 分。

条文说明：根据《三峡库区城镇生活污水溢流控制专项行动方案（2024—2026 年）》，要求

“优先推进清污分流整治，加强现状溪沟水、河水大截流问题改造，严禁新增大截流措施，

有序实现‘污水入管、清水入江’。加快实施雨污分流改造，综合采取管网智能分流井建设、

雨污错混接改造等措施，逐步拆除城市河道沿线雨水排口末端截流设施，加快恢复雨水系统

排水能力”。因此，对评价范围内的现状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应采取必要整改措施进行

科学改造。对现状大截流设施应逐步取缔；对现状末端截流设施，应有序推进上游区域分流

改造，待上游区域实现完全雨污分流后，取消末端截流设施；对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

分流的上游区域，应通过将末端截流设施改造为上游截流、小截流或精准截流设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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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污水系统雨季截流量。

4.5.11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布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短

期内具备完全分流条件的改造项目，应有序推进区域分流改造，不应设置源头精准截流设施，

本指标不参评。

1 对项目改造范围内存在的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经排查雨天基本无

雨水混入污水系统，未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不扣分。

2 对项目改造范围内存在的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经排查雨天导致大

量雨水混入污水系统，在地块内或地块接出口处科学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不扣分。

3 对项目改造范围内存在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经排查雨天导致大量

雨水混入污水系统，在地块内或地块接出口处未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或源头截流设施布设

不合理，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评价范围内源头截流设施的布设情况。对于评价范围内短期无法实现完

全雨污分流的区域，应结合雨天污水系统的雨水混入情况，分析论证是否有必要布设源头精

准截流措施。经排查雨天存在大量雨水混入污水系统的区域，应科学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

减少雨水混入。

Ⅲ 建设效果（30 分）

4.5.12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项目改造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均应建设完成。若存在排水设施未建设完成的情况，扣

3 分。

2 项目改造范围内各项排水设施应做好移交前的日常运维及成品保护。若排水管、检查

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存在杂物堆积、堵塞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8 条文说明。

4.5.13 管网排水通畅性，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项目改造范围内排水管网应布置顺畅，确保排水畅通，不应出现管网堵塞、倒坡、大管

接小管等情况。若存在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小管等排水不畅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

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9 条文说明。

4.5.14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晴天所有雨水系统接出口均无出流，或出流水质满足环保相关标准，不扣分。

2 晴天存在雨水系统接出口有出流，且出流水质不满足环保相关标准，扣 5 分/处，最

多扣 10 分（若雨水系统接出口总数 n 为 1 处，则发现一处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分析晴天雨水系统接出口的出流情况及出流水质情况，判断雨水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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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混入的严重程度。正常运行的雨污分流系统，雨水系统接出口在晴天应无出流。但因部

分溪沟、河沟水接入雨水系统，或排水管道存在某些缺陷如破损、变形，或地下水位高造成

地下水渗入雨水系统等原因，也会造成雨水系统接出口在晴天出流。通过雨水系统接出口出

水的感官和水质判断其是否有污水混入，出水指标参考《重庆市入河排污口整治指导技术标

准（试行）》中地表水 V 类 COD≤40mg/L、NH4+-N≤2mg/L 的水质要求，出水满足水质要

求时可不扣分。

4.5.15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晴天充满度小于 1：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无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小于 30%），不扣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30%（含）~50%之间），

扣 3 分。

3）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在 50%（含）~70%之间），

扣 6 分。

4）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水量较晴天有严重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70%或雨天污水系

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2 晴天充满度为 1：

晴天污水系统接出管满管，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3 条文说明。

4.5.16 溢流控制效果，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改造范围内无溢

流点位的项目，本指标不参评。

1 项目改造实施后，中雨及以下降雨条件时所有历史溢流点位均不发生溢流事件，不扣

分。

2 项目改造实施后，中雨及以下降雨条件时存在历史溢流点位发生溢流事件，扣 4 分。

条文说明：根据《三峡库区城镇生活污水溢流控制专项行动方案（2024—2026 年）》，溢流

指“超出污水系统收集能力的雨（清）污混合水经管道（含附属设施）、泵站、污水处理设

施等排入外部环境的现象”。由此可见，溢流事件大多是由降雨时大量雨水混入污水管网，

导致污水系统超过原有的输送、处理能力而发生的雨（清）污混合水外排至环境的现象。在

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溢流事件一般不会发生。因此，本指标通过评价区域内中雨及以

下降雨条件下溢流事件的是否发生，来反映区域雨污分流的效果。

IV 管理能力（10 分）

4.5.17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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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明确管网运维主体，落实管护单位，不扣分。

2 未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或未明确管网运维主体，或未落实管护单位，扣 1 分

/项，最多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2 条文说明。

4.5.18 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不扣分。

2 未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3 条文说明。

4.5.19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按相关要求执行，并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不扣分。

2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按相关要求执行，但未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扣 2 分。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未按相关要求执行，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4 条文说明。

V 鼓励指标（10 分）

4.5.20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

分。存在多个污水系统接出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 COD 浓度较改造前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30%），加

4 分。

2 雨天污水系统接出口 COD 浓度较改造前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10%（含）~30%之

间），加 2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5 条文说明。

4.5.21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大于等于 90%，加 3 分。

2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70%（含）~90%之间，加 2 分。

3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50%（含）~7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5 条文说明。

4.5.22 高质量管材使用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大于等于 50%，加 3 分。

2 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在 30%（含）~50%之间，加 2 分。

3 质量管材使用率 D 高在 10%（含）~30%之间，加 1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6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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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运维评价

5.1 一般规定

5.1.1 系统运维评价应为常态化评价，评价应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排水分区或行政辖

区边界作为基本评价单元，系统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工作。

条文说明：系统运维评价结果可作为排水管网日常管护及后续管网建设计划生成的数据支

撑，有助于评价范围内排水系统能力提升，因此考虑常态化定期开展评价工作。根据系统运

维评价对象的边界，确定系统运维评价基本单元的范围，可为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排水分

区或行政辖区边界。

5.1.2 系统运维评价对象应包含评价范围内的全部排水设施和排水户。

条文说明：系统运维评价是针对排水系统性的评价工作，其评价对象应覆盖源头、过程、末

端的全部排水管网及设施。

5.1.3 系统运维评价应侧重于排水系统雨污分流制度落实情况及雨污分流现状效果。

条文说明：系统运维评价为针对排水管网区域性、系统性的评价，重点从排水系统雨污分流

制度落实情况、排水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情况等方面分析雨污分流效果。

5.1.4 系统运维评价指标分值应根据其对雨污分流效果的影响程度综合确定。评价指标分

值分布应符合表 5.1.4.

表 5.1.4  系统运维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指标分值分布一览表

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项 100

本底情况 30

管网排查完整性 4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4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4

错混接点位情况 6

管段修复情况 3

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改造情况 3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布设情况 3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运行效果 35

雨水排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干管接入口晴天水质情况 10

污水干管接入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溢流控制效果 5

环境效益 15 涉河水环境质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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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污水外渗污染情况 10

长效管理 20

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情况 5

管网排查更新制度 5

项目资料移交情况 5

智慧排水系统建设 5

条文说明：系统运维评价聚焦于排水系统的运行效果，通过常态化定期评价引导雨污分流改

造方向，设置本底情况、运行效果、环境效益、长效管理四项一级指标，下设 18 项二级指

标。

5.2 评价内容

Ⅰ 本底情况（30 分）

5.2.1 管网排查完整性，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有覆盖全面的排水管网排查资料，排水系统管网排查率 B 排达到 100%，

不扣分。

2 评价范围内存在排水管网排查空白区域或管网排查资料缺失区域，排水系统管网排查

率 B 排低于 100%，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 条文说明。

5.2.2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应具备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的管网收集系统，不应存在雨污合流区域。若

评价范围内仅具备一套排水管网收集系统，或仍存在雨污合流区域，扣 4 分。

2 评价范围内雨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应布设完整、衔接良好。若存在局部污水或雨水管网

缺失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范围内分流制排水系统的落实情况，考察评价范围内雨污水管网的

覆盖程度。评价范围内是否仍存在因局部雨污水管网缺失，导致部分区域雨污水散排或混排

的情况。

5.2.3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4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雨污水管网及排水设施位置布置应科学合理，能够满足周边排水需要。若

存在雨污水管网、检查井、雨水箅子等排水设施位置布置不合理的情况，扣 1 分/项，最多

扣 4 分。

2 评价范围内应按照“能分尽分，难分必截”的原则，优先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对短期

内确无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的区域，应合理布设源头截流设施。若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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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改造的区域，未布设源头截流设施，扣 4 分。

3 评价范围内雨污水设施布置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若存在雨污水设施布置

不符合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4 评价范围内排水管网应布置顺畅，确保排水畅通，不应出现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

小管等情况。若存在管网堵塞、倒坡、大管接小管等排水不畅的情况，扣 2 分/项，最多扣 4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中对排水管渠系统工程（雨污水管渠）

及其构筑物的布置规定设置。通过本指标评价旨在理清评价范围内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布设

的合理情况。同时重点考察排水管网及附属设施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标准、规范要求，

是否满足周边排水需要。对于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分流改造的区域，是否通过截流倍数设

计、截流溢流方式和截流量控制等形式，科学布设源头截流设施。

5.2.4 错混接点位情况，评价总分值 6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无存量雨污错混接点位，不扣分。

2 评价范围内存在存量雨污错混接点位，错混接点位占比 C 错低于 1%，扣 3 分。

3 评价范围内存在存量雨污错混接点位，错混接点位占比 C 错高于 1%（含），扣 6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范围内存量雨污错混接点位的情况。宜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

随机抽查的方式，排查评价范围内雨污错混接点位情况，由此判断评价范围内雨污错混接程

度。本指标通过计算雨污错混接点位占比，分析评价范围内雨污错混接点位情况。对以收集

临街门面冲洗水、道路冲洗水、初期雨水等污染物为目的所采取精准截污的点位，在评价时

不认定为雨污错混接点位。

5.2.5 管段修复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无存量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不扣分。

2 评价范围内存在存量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扣 1 分/处，最多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评价范围内存量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点位的情况。按照《城镇排水

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管网缺陷分为 4 个等级，Ⅲ、Ⅳ级缺陷严重影响管道结

构安全与使用功能、污水处理厂水量负荷与污染物浓度及管道的健康情况。宜通过资料查阅、

现场踏勘、随机抽查的方式，排查评价范围内雨污水管网Ⅲ、Ⅳ级缺陷情况，由此判断评价

范围内雨污水管网破损程度。

5.2.6 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改造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无末端截流设施、大截流设施，不扣分。

2 评价范围内存在末端截流设施或大截流设施，扣 1 分/处，最多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5.10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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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布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短

期内具备完全分流条件的区域，应有序推进区域分流改造，不应设置源头精准截流设施，本

指标不参评。

1 对评价范围内存在的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经排查雨天基本无雨水

混入污水系统，未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不扣分。

2 对评价范围内存在的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经排查雨天导致大量雨

水混入污水系统，在地块内或地块接出口处科学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不扣分。

3 对评价范围内存在短期内确无法实现完全雨污分流的区域，经排查雨天导致大量雨水

混入污水系统，在地块内或地块接出口处未布设源头精准截流设施或源头截流设施布设不合

理，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5.11 条文说明。

5.2.8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评价总分值 3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大于等于 90%，不扣分。

2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70%（含）~90%之间，扣 1 分。

3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在 50%（含）~70%之间，扣 2 分。

4 感知设备建设率 A 感低于 50%，扣 3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2.15 条文说明。

Ⅱ 运行效果（35 分）

5.2.9 雨水排口晴天出流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晴天所有雨水排口均无出流，或出流水质满足环保相关标准，不扣分。

2 晴天存在雨水排口有出流，且出流水质不满足环保相关标准，扣 2 分/处，最多扣 10

分（若雨水排口总数 n 少于 5 处，则发现一处扣 10/n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5.14 条文说明。

5.2.10 污水干管接入口晴天水质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存

在多个污水干管接入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晴天污水干管接入口 COD 浓度均不低于 250mg/L，不扣分。

2 晴天污水干管接入口 COD 浓度在 200mg/L（含）~250mg/L 之间，扣 3 分。

3 晴天污水干管接入口 COD 浓度在 150mg/L（含）~200mg/L 之间，扣 6 分。

4 晴天污水干管接入口 COD 浓度低于 150mg/L，扣 10 分。针对晴天排查出的 COD 浓

度低于 100mg/L 的接入口，应结合接入口上游收水情况进行分析论证，经论证低浓度接入

口由小区入住率低、工业低浓度废水等原因造成的，不扣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分析晴天污水干管接入口处的水质（以 COD 计）情况，判断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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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晴天外水混入的严重程度。外水入侵污水系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水管网内混合污水的

浓度，进而影响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加重污水处理厂运行负担。同时，外水入侵会占用

污水管道的容量，导致实际收集的污水量减少，对污水系统的稳定运行造成风险。本条旨在

评价项目建设范围内外水入侵污水系统的严重程度，考察晴天污水管网接出口污水浓度是否

达到正常值（污水浓度正常值以排水主管部门、水务集团等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

5.2.11 污水干管接入口晴雨天水量对比，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存在多个污水干管接入口时，应逐一评价后取平均值。

1 晴天充满度小于 1：

1） 雨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水量较晴天无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小于 30%），不扣分。

2） 雨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水量较晴天有一定增加（增加幅度在 30%（含）~50%之间），

扣 3 分。

3） 雨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水量较晴天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在 50%（含）~70%之间），

扣 6 分。

4） 雨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水量较晴天有严重增加（增加幅度大于等于 70%或雨天污水干

管接入口满管），扣 10 分。

2 晴天充满度为 1：

晴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满管，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通过对比晴雨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水量的变化情况，判断雨天污水系统中雨水

混入的严重程度。本指标旨在量化评价范围内雨污分流建设成效，将考察点位设置在污水干

管接入口处，通过对比晴雨天污水干管接入口水量差异，分析污水系统的雨水混入情况。结

合污水干管接入口晴雨天水量变化数据，可溯源排查各接入口上游收水范围内的雨污混流情

况，为后续雨污分流项目生成及改造时序提供数据支撑。根据《重庆市城市建成区排水管网

排查技术导则》（试行），晴天水量应满足连续 72h 以上未降雨的情况下检测，雨天水量应

满足中雨及以上等级降雨（24h 降雨量大于等于 10mm 或 12h 降雨量大于等于 5mm）结束后

30min 左右检测。

5.2.12 溢流控制效果，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评价范围内无溢

流点位的评价区域，本指标不参评。

1 中雨及以下降雨条件时，评价范围内所有溢流点位均不发生溢流事件，不扣分。

2 中雨及以下降雨条件时，评价范围内存在溢流点位发生溢流事件，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5.16 条文说明。

Ⅲ 环境效益（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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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涉河水环境质量，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对于评价范围内无

河道水体的评估区域，本指标不参评。

1 河道评价区域下游断面水体水质（以 COD、氨氮计）较上游断面水体水质有所改善，

且不存在黑臭水体，不扣分。

2 河道评价区域下游断面水体水质（以 COD、氨氮计）较上游断面水体水质变差，或

出现水体黑臭，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范围内河道水体水质的改善情况。根据《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建城﹝2022﹞29 号），明确“已经完成治理、实现水体不黑不臭的县

级及以上城市，要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建立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污水混入

雨水系统往往会导致部分污水混排至水体，对城市水体水环境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本

条旨在评价城市水体水质情况及健康状况，侧面反映区域雨污分流的效果，从而推进城市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2.14 污水外渗污染情况，评价总分值 10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不存在污水外渗污染周边土壤、水体等问题，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不扣分。

2 评价范围内存在污水外渗污染周边土壤、水体等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扣

2 分/项，最多扣 10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范围内是否存在污水外渗污染周边土壤、水体等情况。雨污分流不

彻底导致的局部污水外渗，对周边土壤、水体等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宜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等方式，对评价范围内污水外渗情况进行评价，为后续污水外渗的

治理、预防提供依据。

IV 长效管理（20 分）

5.2.15 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

护执行到位并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不扣分。

2 建立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或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设备，或排水设施日常运

维管护执行到位并建立日常运维管护台账，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参见 4.3.14 条文说明。

5.2.16 管网排查更新制度，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应建立排水管网排查更新制度。未建立排水管网排查更新制度，扣 2 分。

2 评价范围内应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周期性排查更新工作。未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周期性排

查更新工作，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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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重庆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的重点任

务，提出“建立排水管网周期性检测评估制度”“落实排水管网周期性监测评估制度，建立

和完善基于 GIS 系统的动态更新制度，逐步建立以 5～10 年为一个周期的长效机制和费用

保障机制，定期对排水管道的结构性及功能性进行检测评估”；《四川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的重点任务，提出“建立健全城市排水管网排查

和定期检测制度”“以 5～10 年为一个排查周期，建立城市市政排水管网定期排查检测制

度，并于 2020 年底前完成第一个排查监测周期工作。居民小区、公共建筑及企事业单位内

部等排水管网排查工作，由设施权属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建立排查机制”。根据川渝地区相

关文件要求，要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周期性排查更新工作，为排水管网的正常运行提供数据支

撑。

5.2.17 项目资料移交情况，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周期及评价范围内，所有涉及排水管网建设的项目均按要求在项目建设完工后，

有序将项目排水管网相关资料移交运维单位，不扣分。

2 评价周期及评价范围内，存在涉及排水管网建设的项目未将项目排水管网相关资料移

交运维单位，扣 2 分/项，最多扣 5 分。

条文说明：根据项目实施完成后施工资料移交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将审核合格的竣工资料移

交给档案管理部门，将工程实体及运维管理相关资料移交给使用单位。若排水管网相关资料

未移交或移交不全，将影响排水管网运维单位后续管护、维修工作的开展，威胁排水系统的

正常运行。

5.2.18 智慧排水系统建设，评价总分值 5 分，并应按下列条款进行评分：

1 评价范围内有排水监测方案，设置有排水监测点位，并对关键点位进行定期监测，不

扣分。

2 评价范围内有排水监测方案，但未开展常态化监测，扣 3 分。

3 评价范围内无排水监测方案，扣 5 分。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评价范围内智慧排水系统的建设情况。依托水质或水量监测设备，采取

人工、在线监测等手段进行常态化监测，可完成排水管网的关键点位排查摸底和更新，实现

动态管理，为厘清外水入渗、溢流等问题建立管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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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结果及应用

6.0.1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完成后，应根据效果评价情况出具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报告，评价

报告应包括概况、基本情况、效果评价、结论及建议等主要内容。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效果评价报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概况（背景、评价对象、主要

评价内容、评价依据等），基本情况（评价对象基本情况、排水现状、工程措施等），效果

评价（评价指标达成情况、指标得分、评价总分值计算等）、结论及建议（雨污分流达成效

果和评价结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6.0.2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A”的评价区域，应有序做好排水管网日常运维管护，维护片区

雨污分流成效；雨污分流效果评价“B”的评价区域，宜结合评价报告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

作，对发现排查出的现状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确保片区雨污分流效果持续提升；雨

污分流效果评价“C”的评价区域，应结合评价报告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工作，对发现排查出

的现状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有序提升片区雨污分流效果。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结果为“A”“B”“C”的，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开展后续工

作。

6.0.3 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结果为“D”的评价区域，应结合评价结果系统开展现状问题再排

查、再整改工作，并限期整改完成，后由原单位重新组织开展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确保评价

范围内雨污分流达到预期成效。

条文说明：雨污分流效果评价结果为“D”的，认定为评价未达标。后续应结合评价结果系

统开展问题再排查及再整改工作，并限期整改完成，重新组织相关单位对整改后的雨污分流

效果再评价，并出具效果评价报告。针对评价结果为“D”的评价区域，纳入分区管理重点

清单，严格管理，待整改评价满足要求后，移除管理清单。

6.0.4 系统运维评价等级原则上不应低于上一评价周期的评价等级。若评价等级低于上一

周期评价等级时，应对区域存在的现状问题重新梳理整改，并达到评价要求后重新评价。

条文说明：鼓励系统运维评价对象实现在不同评价周期的有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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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雨污分流效果评分表（项目建设评价）

1 新建类项目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分值 评价得分

评分项

基础工作

建设方案情况 10

30工作记录详实度 10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10

技术措施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10

30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5

上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5

错混接点新增情况 10

建设效果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5

30
管网排水通畅性 5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管理能力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 3

10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 4

加分项 鼓励指标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5

10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5

合计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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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造类（地块）项目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分值 评价得分

评分项

基础工作

管网排查完整性 7

30
建设方案情况 7

工作记录详实度 8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8

技术措施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5

30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5

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5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 10

管段修复情况 5

建设效果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10

40
管网排水通畅性 10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加分项 鼓励指标

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情况 3

10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 4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合计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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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造类（市政道路）项目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分值 评价得分

评分项

基础工作

管网排查完整性 7

30
建设方案情况 7

工作记录详实度 8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8

技术措施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5

30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5

上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5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 10

管段修复情况 5

建设效果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5

30
管网排水通畅性 5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管理能力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 3

10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 4

加分项 鼓励指标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 4

10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3

合计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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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造类（排水分区）项目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分值 评价得分

评分项

基础工作

管网排查完整性 7

30
建设方案情况 7

工作记录详实度 8

管网竣工资料情况 8

技术措施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4

30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4

下游管网衔接情况 4

错混接点消除情况 6

管段修复情况 4

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改造情况 4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布设情况 4

建设效果

排水设施现场建设情况 3

30

管网排水通畅性 3

雨水系统接出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污水系统接出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溢流控制效果 4

管理能力

排水设施运维管护制度建立情况 3

10运维管护人员设备配备情况 3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管护执行情况 4

加分项 鼓励指标

污水系统接出口改造前后雨天水质对比 4

10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高质量管材使用率 3

合计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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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雨污分流效果评分表（系统运维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分值 评价得分

本底情况

管网排查完整性 4

30

分流管网覆盖情况 4

管网设施布置合理情况 4

错混接点位情况 6

管段修复情况 3

末端截流、大截流设施改造情况 3

源头精准截流设施布设情况 3

感知设备建设情况 3

运行效果

雨水排口晴天出流情况 10

35
污水干管接入口晴天水质情况 10

污水干管接入口晴雨天水量对比 10

溢流控制效果 5

环境效益
涉河水环境质量 5

15
污水外渗污染情况 10

长效管理

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情况 5

20
管网排查更新制度 5

项目资料移交情况 5

智慧排水系统建设 5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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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该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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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CJJ/T 228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山地城市室外排水管渠设计标准》DBJ50/T-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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