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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方法

船运 春耕季节（春）

秋耕季节（秋）

其它季节（夏·冬）

3分～1两

3分～1两

3分～1两

1分（3駄半～5駄）

19-25文

14-19文

14文

25-36文陆地搬运

施用时期 价格（１艘） 每桶价格 注

１艘=160桶,1駄=8桶, 1桶=30 升

１两=4文, 1分=4朱, 1朱=250文

按现在的货币来换算，

１美元＝90日元＝3.6文

江戸时代的粪便循环利用

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年），为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已经开始将粪便作为肥料施用于农地。到了室町時代（1338-1573年）中

期，粪肥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到稍后的安土桃山時代（1568-1600年），粪肥的农田施用就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农业技术固定下来了。

随着以后城镇的诞生和发展，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到了江户时代(17ー19世紀)，城镇得到极大的发展。城镇居民也和农民一样，修建大型的厕所以便存储更多的粪便为农村提供

肥源。农民到城镇或花钱向居民收购粪便，或用蔬菜大米等农作物与居民进行物质交换来获得粪便。这样农民一方面确保了肥源，另

一方面又将用粪肥栽培的农作物提供给城镇居民消费，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良性的产销循环链。

这种以粪肥施用农田为中心的传统农业循环经济，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图-2　江户时代的粪便搬运景象1）

图-1　江户时代的粪便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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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的卫生处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采取措施一方面维持和提高公共卫生的水平，同时积极推行粪便的农业施肥以促进农作物产量

的增长。

当时日本对粪便处理的技术要求的重点放在①能够单独处理粪便，②能够杀死寄生虫卵、病毒细菌，③消除臭味，便于施用，④

具有良好的肥效。

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高度经济发展期，化学肥料的迅速普及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施用粪肥为中心的传统农业循

环体系逐渐崩溃，粪便也由“肥料”变生了需要处置的“废弃物”。如何使大城市里不断大量产生的粪便得到卫生地处置，成为一个很

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粪便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

1953年，日本政府为了促进粪便处理厂的建设，创立了国家补助金制度。从1963年起，政府开始制定和实施包括粪便处理厂建

设规划在内的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的五年计划，有力地推动了粪便处理厂的建设。

表-1　日本近代公共卫生史上的主要事件
公历 大事记

图-3　日本水系传染病发病率的变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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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粪便处理厂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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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有关粪便作为资源的卫生处理的指导性意见

（GHQ经济安定本部资源调查委员会）

粪便处理厂的国家补助

清扫法

粪便消化槽的构造等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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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粪肥收购价格2）专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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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粪便处理厂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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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单独式净化槽设置地区的排水沟
（沟里堆积了不少白色的污泥）

　1990年代　净化槽设置地区的排水沟
（排水沟里流着透明干净的水）

加强生活污水的治理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成为社会瞩目的问题。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方面大型工厂和商业设施的污

水排放量的增加，而另一方面下水道建设的滞后，以及大量设置的单独式净化槽（只处理水洗厕所污水的净化槽）引起未经处理的

生活杂排水的迅速增加。1970年制定的水质污染防止法加强了对工厂污水的排放管理，从那以后生活污水的污染负荷所占比例逐

渐上升，生活污水成了公共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到了80年代，可用于处理粪便污水和生活杂排水的家用净化槽研制成功，这种新型净化槽在郊区新开发的小区，在不适合下水

道建设的乡村地区得到迅速普及。另外，从2001年起日本法律规定禁止安装新的单独处理净化槽。

随着新型家用净化槽的出现，使日本全国所有不同地区的生活污水治理变为可能。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水环境的改善和水资源

循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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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粪便、生活污水处理人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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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人均使用水量一般是每天200升，相当于家庭浴池的１池的水量。

家庭生活污水当中，厨房污水的有机污染物负荷最高，其次是厕所污水，洗衣机排放的污水。

从家庭里排放的各种污水统称为“生活污水”，而除去厕所污水以外的生活污水称为“生活杂排水”。

厨房污水由于含油成分较多，其有机污染物负荷很高，大概占生活污水整个有机污染物负荷的45％。

图-10显示如果将几种常见的厨房污水100毫升倒入河流时，为使水质恢复到鱼类能以生存的水环境（BOD 5mg/L以下），而需

要加入的稀释水量。

图-10　含有不同有机污染物的高负荷厨房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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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各类生活污水的日平均水量 图-9　各类生活污水的BOD負荷量

※BOD:表示水污染程度的一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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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的有机污染物负荷专栏2

●安装净化槽的改善卫生环境的效果专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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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人均使用水量一般是每天200升，相当于家庭浴池的１池的水量。

家庭生活污水当中，厨房污水的有机污染物负荷最高，其次是厕所污水，洗衣机排放的污水。

从家庭里排放的各种污水统称为“生活污水”，而除去厕所污水以外的生活污水称为“生活杂排水”。

厨房污水由于含油成分较多，其有机污染物负荷很高，大概占生活污水整个有机污染物负荷的45％。

图-10显示如果将几种常见的厨房污水100毫升倒入河流时，为使水质恢复到鱼类能以生存的水环境（BOD 5mg/L以下），而需

要加入的稀释水量。

图-10　含有不同有机污染物的高负荷厨房污水

每天人均
使用水量
200ℓ

60ℓ

40ℓ30ℓ

20ℓ

50ℓ

其它

图-8　各类生活污水的日平均水量 图-9　各类生活污水的BOD負荷量

※BOD:表示水污染程度的一种指标

18g

13g

厨房

厕所

9g
其它

每天人均
ＢＯＤ排放量

40g

20,000ℓ

请别往河里
排放这些东西

生活污水
可真脏啊

4,000ℓ
1,600ℓ

废油
BOD

（1,000,000mg/ℓ）

日本酒
BOD

（200,000mg/ℓ）

牛奶
BOD

（80,000mg/ℓ）

●生活污水的有机污染物负荷专栏2

●安装净化槽的改善卫生环境的效果专栏3



6 7

二十世纪50年代
用两轮平板车搬运5）

日本的粪便处理与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的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

在日本，根据所处理对象排水的种类、设施的规模以及主管行政部门的参与情况，处理粪便及生活污水的设施可分为“公共下

水道”、“农业村落排水设施”以及“净化槽”。

此外，作为单纯处理粪便的设施，有“单独处理净化槽”和“掏粪式厕所”。“单独处理净化槽”自2001年以后原则上不得新建，而

“掏粪式厕所”也早已没有新建的了。

为了更高效地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日本坚持结合地区的特点进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根据对象地区的人口密度，来建设

不同类型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或在居住比较密集的农村地区，主要建设下水道和农业村落排水设施这样

的集中处理设施，而在人口密度低的城郊、农村、山区，则以安装净化槽这样的分散处理设施。

下水道是通过下水管网将城市里的住宅、工厂，事务所、商业设施的污水收集起来，利用建设在河流下游或海边的污水处理厂来

集中地处理污水的设施。下水道通常为一万人到数十万人不等的规模，处理的对象也包括工厂的污水和雨水。

农业村落排水设施是主要用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通过下水管网收集农业村落各个家庭排放的污水，在小型的污水

处理厂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处理水就近排放到附近的小河。

净化槽包括处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污水的小型家用净化槽、处理楼房和学校、医院、超市等排放的生活污水的大中型净化

槽，现在使用中的净化槽绝大部分都是小型家用净化槽。

图-11 日本主要的粪便与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图-14 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示意图图-13 不同人口规模处理设施的人口普及率

表-2 主要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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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槽建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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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和生活杂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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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条件

无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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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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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绿色安全的农业用水，改善生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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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处置的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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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有机废物进行资源化
和无害化处理和处置的设施

集中处理
（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
（村落排水设施）

人口高密度地区

人口密度中等地区

公共下水道

农业村落
排水设施

净化槽

单独处理
净化槽

掏粪式厕所

掏粪式厕所

排水沟

排水沟

排水沟

生活杂排水 水冲式厕所污水

生活杂排水 水冲式厕所污水

生活杂排水

生活杂排水

生活杂排水

水冲式
厕所污水

水冲式厕所
污水

排水沟

排水沟

出水

出水

污泥

污泥

粪便

污泥

出水

污水处理设施

清洁车

城市污水

城  市  污  水  厂

●粪便收集搬运车辆的发展专栏3



6 7

二十世纪50年代
用两轮平板车搬运5）

日本的粪便处理与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的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

在日本，根据所处理对象排水的种类、设施的规模以及主管行政部门的参与情况，处理粪便及生活污水的设施可分为“公共下

水道”、“农业村落排水设施”以及“净化槽”。

此外，作为单纯处理粪便的设施，有“单独处理净化槽”和“掏粪式厕所”。“单独处理净化槽”自2001年以后原则上不得新建，而

“掏粪式厕所”也早已没有新建的了。

为了更高效地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日本坚持结合地区的特点进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根据对象地区的人口密度，来建设

不同类型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或在居住比较密集的农村地区，主要建设下水道和农业村落排水设施这样

的集中处理设施，而在人口密度低的城郊、农村、山区，则以安装净化槽这样的分散处理设施。

下水道是通过下水管网将城市里的住宅、工厂，事务所、商业设施的污水收集起来，利用建设在河流下游或海边的污水处理厂来

集中地处理污水的设施。下水道通常为一万人到数十万人不等的规模，处理的对象也包括工厂的污水和雨水。

农业村落排水设施是主要用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通过下水管网收集农业村落各个家庭排放的污水，在小型的污水

处理厂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处理水就近排放到附近的小河。

净化槽包括处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污水的小型家用净化槽、处理楼房和学校、医院、超市等排放的生活污水的大中型净化

槽，现在使用中的净化槽绝大部分都是小型家用净化槽。

图-11 日本主要的粪便与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图-14 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示意图图-13 不同人口规模处理设施的人口普及率

表-2 主要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概况

二十世纪60年代
日本最早的小型掏粪车5）

现在的掏粪车 具有浓缩功能的掏粪车

人口低密度地区

分散处理
（小型净化槽）

人
口
普
及
率
%

图-12 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成本比较

人
均
建
设
费
及
运
营
费

人口密度

集中处理
分散处理

分界点

99.2

88.9 87.1
82.7

75.5
67.6

0.6
6.2 7.2 9.6

13.7 16.4

1,000 以上 500～1,000 300～500 100～300 50 未満50～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污水处理设施合计

净化槽

（2007年度末）

城市人口规模 千人

宗旨

名称 公共下水道 农业村落排水设施 净化槽 粪便处理厂

实施主体

适用地区

设计规模

处理污水种类

建设周期

主管部门

市町村

主要为城市地区

通常为10,000人以上

粪便、生活杂排水、工业污水和雨水

5年以上

国土交通省

市町村

农业振兴地区

1,000人左右

粪便、生活杂排水和雨水

3～5年

农林水产省

市町村、个人

净化槽建设地区

无限制条件

粪便和生活杂排水

1周～1年

环境省

市町村

无限制条件

无限制条件

粪便和净化槽污泥

2～3年

环境省

集中处理粪便、生活杂排水、工业污

水和雨水，改善生活环境，保护公共

水域等的水质。

集中处理粪便、生活杂排水和雨水，

确保绿色安全的农业用水，改善生活

环境。

在粪便、生活杂排水的排放源头进

行个别处理，改善生活环境和公共

卫生环境，保护公共水域等的水质。

集中处理由掏粪车等收集的粪便和

净化槽污泥，改善生活环境和公共

卫生环境。

粪便处理厂
对收集的粪便和净化槽污泥
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处置的设
施

污泥再生处理中心
对收集的粪便、净化槽污泥
和其它有机废物进行资源化
和无害化处理和处置的设施

集中处理
（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
（村落排水设施）

人口高密度地区

人口密度中等地区

公共下水道

农业村落
排水设施

净化槽

单独处理
净化槽

掏粪式厕所

掏粪式厕所

排水沟

排水沟

排水沟

生活杂排水 水冲式厕所污水

生活杂排水 水冲式厕所污水

生活杂排水

生活杂排水

生活杂排水

水冲式
厕所污水

水冲式厕所
污水

排水沟

排水沟

出水

出水

污泥

污泥

粪便

污泥

出水

污水处理设施

清洁车

城市污水

城  市  污  水  厂

●粪便收集搬运车辆的发展专栏3


	参考資料
	３ ．小冊子「日本粪便处理和分散型污水处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