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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公 告

第 1558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公告

现 批 准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为行业标准，编 号 为 CJJ 

27-2012,自2013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 中 ，第 2. 0.4、2.0.8、

3.4.1、3.4.6、4.6. 2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 《城 

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05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 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12月 24日



根 据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关 于 印 发 〈2009年工程建设标准 

制 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 标 [2009] 88号） 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 则 ；2 .基 本 规 定 ；3. 环境 

卫生公共设施；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调整了原标准的适用范 
围 ；2 .修订 了 环境卫生车辆专用通道、储 粪 池 、化 粪 池 、车辆 

清洗站等内容；3 .增 加 了 垃 圾 处 理 技 术 的 选 用 原 则 、垃圾处理 
设施的用地指标等内容；4.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中增加了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的内容；5. 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修订了原 

标准执行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本 标 准 中 以 黑 体 字 标 志 的 条 文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必 须 严 格  

执 行 。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由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上海市环境工程设 
计 科 学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上 海 市 徐 汇 区 石 龙 路 345弄 11 

号 ；邮政编码 : 200232) 。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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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合理设置环境卫生设施，使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和建  

设符合日常生活需 要和管理要求，改 善 环 境 卫 生 质 量 ，制定本  

标 准 。
1 . 0 . 2 本标准适用于城乡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

1 . 0 .3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基 本 规 定

2 . 0 . 1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的 设 置 应 符 合 城 乡 规 划 ，坚 持 布 局 合 理 、 

卫生适用、节能环保、便于管理的原则，应有利于环境卫生作业  

和对环境污染的控制。
2 . 0 . 2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应与生活废物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相适应。
2 . 0 . 3 环境卫生设施应统一规划和设置，其规模与形式应根据  

生活废物产量、收集方式和处理工艺等确定。
2. 0 . 4 城乡新区开发与旧区改造时，环境卫生设施必须同步规  

划 、同步建设、同期交付。
2 . 0 . 5 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宜考虑区域共享、城 乡 共 享 ，实现  

设施的优化配置。
2 . 0 . 6 环境卫生设施必须具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生活废  

物 收集、运输和处置功能。
2. 0. 7 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应列入城乡建设计划。
2. 0 . 8 替代环境卫生设施未交付前，不得停止使用或拆除原有  

的环境卫生设施。



3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3.1 _ 般 规 定

3 . 1 . 1 居 住 区 、商 业 文 化 街 、城 镇 道 路 以 及 商场、集 贸 市 场 、 

影剧院、体 育 场 （馆 ）、车 站 、客运码头、大型公共绿地等场所  
附近及其他公众活动频繁处，应设置垃圾收集点、废物箱、公共 

厕所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设置应方便居民  
使 用 ，不应影响市容观瞻。
3 . 1 . 2 生活 废物 中 的 有 害 垃 圾 应 使 用 可 封 闭 容 器 ，单 独 收 集 、 

运输和处理，其相关容器、设备应具有标志，标志的图案和色泽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的 

规 定 。

3 . 2 废 物 箱

3 . 2 . 1 道路两侧或路口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 共 设 施 、广 

场 、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废物箱。废物 箱 应 卫 生 、 
耐用 、美 观 ，并应能防雨、抗老化、防腐、阻燃。
3 . 2 . 2 废物箱应有明显标识并易于识别。
3. 2. 3 城市道路两侧的废物箱的设置间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商 业 、金融业街道：50m〜100m;

2 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100m〜200m;

3 支 路 、有人行道的快速路：200m〜400m。
3 . 2 . 4 镇 （乡）建成区的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 

共设施、广 场 、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等应设置废物箱。
3 . 2 . 5 镇 （乡）建成区道路两侧设置废物箱间隔宜符合本章第
3. 2. 3 条的规定，并 应 乘 以 1. 2〜1. 5 的调整系数计算。.

3. 2. 6 广 场 应 按 每 300m2〜1000m2设置一处。



3 . 3 垃圾收集点

3 . 3 . 1 垃圾收集点的位置应固定，其 标 志 应 清 晰 、规 范 、便于 

识 别 。
3 . 3 . 2 城 市 垃 圾 收 集点 的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70m，镇 （乡）建 

成区垃圾收集点 的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100m，村庄垃圾收集点的  
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200m。
3 . 3 . 3 垃圾容器的容量和数量应按使用人口、各类垃圾日排出  

量 、种类和收集频率计算。垃 圾 存 放 的 总 容 纳量 应满 足 使 用需  

要 ，垃圾不得溢出而影响环境。垃圾日排出量及垃圾容器设置数  
量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 的规定。
3. 3. 4 垃圾容器间设置应规范，宜设有给排水和通风设施。混 

合收集垃圾容器间占地面积不宜小于5m2，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 
占地面积不宜小于10m2。

3 . 4 公 共 厕 所

3 . 4 . 1 城镇中居住区内部公共活动区、城镇商业街、文化街、港 

口客运站、汽车客运站、机场、轨道交通车站、公交首末站、文体 

设施、市场、展览馆、开放式公园、旅游景点等人流聚集的公共场  

所 ，必须设置配套公共厕所，并应满足流动人群如厕需求。
3. 4. 2 公共厕所设置密度宜符合表3. 4. 2 的规定。

表 3.4. 2 公共厕所设置密度指标

城市用地类别
设置密度

(座/km2)
备 注

居 住 用 地 （R) 3〜5 旧城区宜取密度指标的高限，新区宜取中、 
低限

公共 管 理与公共  
服 务 用 地 （A ) 、商 
业 服务 业设 施 用 地  
(B)

4〜11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A ) 中的文化 
设 施 用 地 （A2)、体 育 用 地 （A4) 、医疗卫生 
用 地 （A5)，以及 商 业 服 务 业 设 施 用 地 （B) 
中 的 商 业 设 施 用 地 （B1) 、娱 乐 康 体 用 地  
(B 3 )等人流量大的区域取密度指标的高限； 
其他人流稀疏区域宜取低限



续表3. 4. 2

城市用地类别
设置密度 

(座/km2)
备 注

交 通 设 施 用 地  
(S)、绿 地 （G)

5〜6

交 通 设 施 用 地 （S) 中的综合交通枢纽用地 
(S3)、公 共 交 通 设 施 用 地 （S41) 、社会停车 
场 用 地 （S4 2 )以 及 绿 地 （G ) 中的公园用地 
(G1)、广 场 用 地 （G3) 的公共厕所设置以当 

地公共设施的布局情况而定

工 业 用 地 （M) 、 
仓 储 用 地 （W) 、公 
用 设 施 用 地 （U)

1—2 —

注 ：1 城 市 用 地 类 别 按 照 现 行 国 家标 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的规定。

2 公共厕所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和等级根据现场用地情况、人流量和区域重 
要性确定。

3 交通设施用地指标不含城市道路用地（S 1 )和轨道交通线路用地（S2) 。

3. 4. 3 公共厕所设置间距宜符合表3. 4. 3 的规定。

表 3. 4. 3 公共厕所设置间距指标

类别 设置位置 设置间距 备 注

商业性路段 <400m设 1座
步行 (5km/h)3min内进 

入厕所

城市

道路
生活性路段

400m 〜 600m 设 
1座

步行 (5km/h)4min内进 
入厕所

交通性路段
600m 〜 1200m 设 

1座
宜 设 置 在 人 群 停 留 聚  

集处

城市
开放式公园 

(公共绿地）
>2hm2应设置

数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公园设计规范 》CJJ 48 
的相关规定

城市休

憩场所 城市广场
<200m服 务半径 

设 1座

城 市 广 场 至 少 应 设 置 1 
座 公 共 厕 所，厕位数应满 
足 广 场 平 时 人 流 量 需 求 ； 
最大人流量时可设置活动 
式公共厕所应急

其 他 休 憩  
场所

600m〜 800m服务 
半 径 设 1座 主要是旅游景区等



续表3. 4. 3

类别 设置位置 设置间距 备 注

镇 (乡）

建成区
400m 〜 500m 设 

1座
可参照城市相关规定

有 公 共 活 动 区 的  

村庄
每个村庄设1 座 —

注 ：1 公共厕所沿城镇道路设置的，应根据道路性质选择公共厕所设置密度：

①商业 性 路 段：沿街的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50%以上；

②生 活性道路：沿街的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15%〜50%;

③ 交通 性道路：沿街商业型建筑物在15%以下。

2 路边公共厕所宜与加油站、停车场等设施合建。

3 . 4 . 4 城镇公共厕所分为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社会对外开  

放公共厕所、环卫公共厕所。配套公共厕所建设中有下列情况之 

一 的 ，应采用改建现有公共厕所、内部厕所对外开放、另建公共  

厕所等措施。

1 各类公共场所未建设为室外人群服务的配套公共厕所的； 
2 原有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规模不能满足室外人群如厕  

需 求 的 ；
3 已建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设施设备配置不能满足国家  

现行标准要求的。
3 . 4 . 5 城镇新建、改建区域的公共厕所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城 市 公 共 厕 所 设 计 标 准 》CJJ 14的有关规  

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厕所建筑形式应以固定式公共厕所为主、活动式公  

共厕所为辅；公共厕所建设形式应以附属式公共厕所为主、独立 
式公共厕所为辅。

2 大中型商场、餐 饮 场 所 、娱乐场所及其他公共建筑内的  

厕 所 ，繁 华 道 路 及 人 流 量 较 高 地 区 单 位 内 的 厕 所 ，应 向 路 人  

开 放 。
3 附属式公共厕所宜设在建筑物底层或外部场地，应有单



独出入口及管理室。

4 公共厕所均应设置公共厕所标志及相应的指引标志，并 
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 125的相 

关规定。
5 公共厕所内部应空气流通、光线 充 足 、沟 通 路 平 ；应有 

防臭、防蛆、防蝇、防鼠等技术措施。
3 . 4 . 6 公共厕所的粪便严禁直接排入雨水管、河道或水沟内。 
3 . 4 . 7 有 污 水管 网的 地 区 ，公 共 厕 所 的 粪 便 宜 排 入 污 水 管 网 ； 

无污水管网的地区，公共厕所粪便应排人化粪池。



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应根据安全、环 保 、经济的原则选址， 

并应设置在交通运输方便、市政条件较好并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小  

的地区；生活垃圾及其他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宜位于城市规划建  
成区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及城市水系的下游，并应符合城  

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4 . 1 . 2 垃圾处理设施等应按其相应的适用条件，遵循因地制宜、 

技术可行、设备可靠、综合利用的原则，合理选择卫生填埋、焚 
烧 、堆肥等单一工艺或组合工艺的规划布局。垃圾处理设施技术  

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拥有相应土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污染控制条件的地  

区 ，可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2 当生活垃圾热值大于5000kJ/kg且卫生填埋场选址困难 

时宜设置焚烧处理设施。
3 对于进行分类回收可降解有机垃圾的地区，且易生物降 

解 的 有 机 物 含 量 大 于70%时 ，可 采 用 适 宜 的 生 物 处 理 技 术 ；对 

于生活垃圾混合收集的地区，应审慎采用生物处理技术。
4 . 1 . 3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应按分类收集、综合处理和利用的要  

求合理布置。
4.1. 4 垃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填埋设施、焚烧处 理 设 施 、堆 肥 处 理 设 施 、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10m并沿周边布置。

2 粪 便 处 理 厂 绿 化 隔 离 带 宽 度 不 应 小 于 5m 并 沿 周 边  

布 置 。



4 . 2 垃圾收集站

4. 2 .1 垃圾收集站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封闭的居住小区内，宜设置收集站。
2 居住小区或村庄超过5000人 时 ，应设置收集站。

3 居 住 小 区 少 于 5000人 时 ，可 与 相 邻 区 域 联 合 设 置 收

集 站 。
4 镇 （乡 ）建 成 区 垃 圾 日 产 量 超 过 4 t/d 时 ，宜 设 置 收  

集站。
4. 2. 2 收集站的服务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人力收集，服务 半径宜 为0.4km以内，最大不宜超  
过 lkm0

2 采用小型机动车收集，服务半径不宜超过2km。

4 . 2 . 3 收集站的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内规划人口数预测的垃圾  

产生高峰月的平均日产生量确定。
4 . 2 . 4 收集站宜设置在服务区域内市政设施较完善、方便环卫  

车辆安全作业的地方。
4 . 2 . 5 垃圾收集站应密闭且设置给排水设施，并应有除臭措施。 

现有敞开式收集站应逐步改造为密闭式收集站。
4 . 2 . 6 垃圾收集站的设备配置应根据其规模、垃圾车厢容积及  

日运输车次来确定。建筑面积不宜小于80m2。
4 . 2 . 7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布 置 应 满 足 作 业 要 求 并 与周 边环 境协 调 ， 

外围宜设置绿化隔离带。

4 . 3 垃圾转运站

4 . 3 . 1 垃圾转运站的设计日转运能力，可按规模划分为大、中、 

小型三大类，和 I 、 n 、m 、iv、v 五小类。
4 . 3 . 2 当垃圾运输距离超过经济运距且运输量较大时，宜设置  

垃圾转运站。垃圾转运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服 务 范 围 内 垃 圾 运 输 平 均 距 离 超 过 10km，宜设置垃圾



转 运 站 ；平 均 距 离 超 过20km时 ，宜设置大、中型转运站。

2 镇 （乡）宜设置转运站。

3 采 用小 型转运站转 运的城镇区 域宜按每2km2〜3km2 设 

置一座小型转运站。
4 垃圾转运站的用地指标应根据日转运量确定，并应符合  

表 4. 3 .2 的规定。

表 4.3.2 垃圾转运站用地标准

类型
设计转运量 

(t/d)
用地面积

(m2)

与站外相 

邻建筑 
间 距 （m)

转运作业 

功能区退 

界 距 离 （m)

绿地率

(%)

大型
I 类 1000〜3000 <20000 > 30 >5

20 〜30
n 类 450〜1000 10000—15000 >20 ^5

中型 in类 150〜450 4000〜10000 > 5

小型
w类 50 〜150 1000〜4000 >10 彡3

V 类 <50 800〜1000 >8 — —

注 ：1 表内用地面积不包括垃圾分类和堆放作业用地。

2 与站外相邻建筑间隔自转运站边界起计算。

3 转运作业功能区指垃圾收集车回转、垃圾压缩装箱、转运车牵箱及转运车

回转等功能区域。

4 以上规模类型n 、in、w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I 类含下限值。

4 . 3 . 3 垃圾转运站外形应美观，并应 与周 围 环 境 相 协 调 ，应采 

用先进设备，作 业 时应 能实 现封 闭、减 容 、压 缩 。飘 尘 、噪 声 、 
臭 气 、_ 水等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4 . 3 . 4 大、中型垃圾转运站内应设置垃圾称重计量系统和监控  

系 统 ，小型转运站可设置垃圾称重计量系统和监控系统。

4 . 4 垃 圾 、粪便码头

4 . 4 . 1 垃 圾 、粪便码头应设置供卸料、停 泊 、吊档的岸线和陆 

上作业区。陆 上 作 业 区 包 括 装 卸 车 道 、计 量 装 置 、大型装卸机 

械 、仓 储 、管理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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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 2 码头泊位长度应满足船舶安全靠离、系缆和装卸作业的  

要 求 ，码头泊位长度应根据不同布置形式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独 立 布 置 的 单 个 泊 位 （图 4. 4. 2-1) 的泊位长度应按下  

式 计 算 ：
Lb =  L-\-2d (4. 4. 2-1)

-泊 位 长 度 （m);

-设 计 船 型 长 度 （m);

-泊 位 富 裕 长 度 （m) 。

式 中 : U  

L

Lb

L L II ^
1 1

码头前沿线,

图 4. 4. 2 - 1 单个泊位长度

2 在 同 一 码 头 前 沿 线 连 续 布 置 多 个 泊 位 （图 4. 4. 2-2) 的 

泊位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Lbi =  L + 1. 5(i 

Lb2 =  L-\-d 

-端 部 泊 位 长 度 （m)

(4. 4.2-2) 

(4. 4. 2-3)

式 中 ：hbi

L-

-中 间 泊 位 长 度 （m)

_设 计 船 型 长 度 （m) 

泊 位 富 裕 长 度 （m) 。

~d/2
A)2

图 4. 4. 2 - 2 多个泊位长度

3 有移 档作业或吊档作业的泊位长度（图 4. 4. 2-3):

Lb =  Ly + 1. 5d (4. 4.2-4)

式 中 ：Lb—— 泊 位 长 度 （m);

11



Ly—— 船 舶 移 动 所 需 的 水 域 长 度 （m ) ，移 档 作 业 时 取  
1.5倍〜1.6倍 设 计 船 型 长 度 （X ) ，吊档作业时取  

2倍设计船型长度； 
d—— 泊 位 富 裕 长 度 （m) 。

-  -

4  1 …
d d | L、 | d- •卜 •丨••

r w i  <

(a)移档作业泊位长度 （b )吊档作业泊位长度

图 4. 4. 2 - 3 移档吊档泊位长度 

4. 3 垃圾粪便码头泊位富裕长度取值应符合表4. 4. 3 的规定。 

表4.4.3 垃圾粪便码头泊位富裕长度

设计船型长度L (m) L<40 40<L<85

富裕长度d 

(m)

直立式码头 5 8〜10

斜坡码头或浮码头 8 9〜15

注 ：相邻两泊位船型不同时，d 值应按较大船型选取。

4 . 4 . 4 垃 圾 、粪 便 码 头 所 需 陆 上 面 积 每 米 岸 线 不 应 少 于15m2。 

在有条件的码头，应预留改建为集装箱专业码头的用地。码头应  

有防尘 、防臭、防垃圾、粪 便 、污 水 散 落 下 河 （海 ）设 施 ，粪便 
码头应建造封闭式防渗储粪池。

4 . 5 水域保洁及垃圾收集设施

4 . 5 . 1 根据河道走向、水 流 变 化 规 律 ，宜在水面垃圾易聚集处  

设置水面垃圾拦截设施。除拦截库区外，拦截设施应采取遮盖措 

施 ，避免垃圾暴露影响周边环境。
4 . 5 . 2 打措的垃圾可通过设置水域保洁管理站或水域垃圾上岸点 

驳运。水域垃圾上岸点宜结合转运站设置，应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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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水i— o 7]C域垃圾上岸点应有专人管理，负责日常保洁和维护。
4 . 5 . 3 在 城 市 规 划 区 内 ，水 域 保 洁 管 理 站 应 按 河 道 分 段 设 置 ， 
宜 按 每 12km〜 16km河道长度设 置 一 座。水域保洁管理站应有  

满足水域保洁打捞垃圾上岸转运、保洁及监察船舶停靠、水域保 
洁监管办公及保洁工人休息等功能所需的岸线和陆上用地。水域 
保洁管理站使用岸线每处不宜小于50m，陆上实际用地面积不宜 
少 于 800m2。

4 . 6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4. 6 .1 卫生填埋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填埋设施污染源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区域  
应 大 于 0. 5km。

2 卫生填埋设施使用年限不应小于10年 ，库容利用系数不

应 小 于 8m3/m2 o

4. 6 . 2 卫生填埋设施应位于地质情况较为稳定、取土条件方便、 

具备运输条件、人口密度低、土地及地下水利用价值低的地区， 
不得设置在水源保护区、地下蕴矿区内。
4. 6. 3 焚烧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焚烧处理设施污染源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0.3km。

2 焚烧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采用（50〜200) m2/ ( f d ) 。 
4. 6. 4 堆肥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堆肥处理设施污染源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0.5km。

2 堆肥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采用（85〜300) m2/ ( f d ) 。

4 . 7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

4. 7 .1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餐厨垃圾应进行源头单独分类收集、密 闭 运 输 ，餐厨垃  
圾 总产生量大于50t/d的地区宜建设集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2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宜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合建。
3 集 中 餐 厨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污 染 源 距 居 民 点 等 区 域 应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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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 5km0

4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应根据不同工艺合理确  
定 ，宜 采 用 （85〜300) m2/ ( t * d ) 。

4.7. 2 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 、中城市宜设置区域性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2 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宜与其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合建。

3 大 件垃 圾 储 存 场 所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一般工业固体  
废 物储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的有关规定。

4 . 7 . 3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和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污染源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  
区域 应 大 于0. 5 km ,转运调配设施可参照执行。

2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使用年限不应小于10年 ，库容利用系 

数 不 宜 小 于 8m3/m2。转运调配设施堆放高度不宜超过周围地坪 

3 m ,并应保证堆体稳定和周边设施安全。
4. 7. 4 粪便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粪便应逐步纳入城市污水管网，统 一 处 理 。在城市污水  

管网不健全地区，未纳管粪便应由粪便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或纳  

入污水厂。
2 粪便处理设施规模不宜小于50t/d。

3 粪便处理设施应优先选择在污水处理厂或主干管网、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用地范围内或附近。
4 粪 便 处 理 设 施 用 地 指 标 应 根 据 处 理 量 、处 理 工 艺 确 定 ， 

并 应 符 合 表 4. 7. 4 的规定。

表 4.7.4 粪便处理设施用地指标

处理方式
厌氧消化 

(m2/t)
絮凝脱水
(m2/t)

固液分离预处理

(m2/t)

用地指标 20 〜25 12 〜15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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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5 . 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5 . 1 . 1 基 层环 境 卫 生 机 构 应 按 当 地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体 系 （镇 、街 

道 ）的划分进行设置，其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应按行政区划范围  

和服务人口确定。
5 . 1 . 2 城镇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宜与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垃圾 

转运站合建。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的用地指标应按表5.1.2确定 。

表 5 . 1 . 2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用地指标

用 地 规 模 （m2/万人） 建 筑 面 积 （m2/万人）
190〜470 160〜240

注 ：1 表 中 “万人指标”中 的 “万人”，系指居住地区的人口数量。

2 用地面积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3 表内用地面积不包括环境卫生停车场、垃圾转运站用地。

5.1. 3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应设有管理及就餐场所等。

5 . 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 . 2 . 1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宜设置在服务区范围内，应避开人  

口稠密和交通繁忙区域。
5 . 2 . 2 场内设施宜包括管理用房、修理工棚、清洗设施。
5 . 2 . 3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可按表5. 2. 3 计 算 ，环境卫生  

车 辆 数 可 按 2. 5 辆/万人估算。

表 5. 2.3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指标

车辆类型 停车场用地面积指标（m2/辆）

微型 50

小型 100

大中型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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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

5 . 3 . 1 在露天、流动作业的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工作区域  

内，应设置工人作息场所。
5. 3 . 2 工人作息场所宜与垃圾收集站、垃 圾 转 运 站 、环境卫生  

车辆停车场、独立式公共厕所合建。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数量和  
面 积 ，宜根据清扫保洁服务半径和环境卫生工人数量确定。作息 
场所设置指标应符合表5. 3. 2 的规定。

表 5.3.2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指标

作息场所设置数 
(座/km)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平均占有建筑面积

(m2/人）

每处空地面积

(m2)

1/0. 5 〜1. 5 2〜4 20 〜60

注 ：1 表 中 km系指环卫工人的清扫保洁服务半径。

2 设置数量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5 . 4 洒 水 （冲 洗 ）车供水器

5 . 4 . 1 洒水车和冲洗道路专用车辆的给水，可利用市政给水管  

网及地表水、地 下水 、中水作为水源，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城 市 污 水 再 生 利 用 城 市 杂 用 水 水 质 》GB/T 18920的 

规 定 。
5. 4. 2 供水器可利用消防栓等其他城镇供水设施资源。
5 . 4 . 3 供水器的间隔应根据道路宽度和专用车辆吨位确定。供 

水器宜设置在次干道和支路上，间距不宜 大 于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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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垃圾日排出量及垃圾  
容器设置数量计算方法

A .0 . 1 垃圾容器收集范围内的垃圾日排出重量应按下式计算：

Q =  A iA2RC (A. 0.1)

式 中 ：Q一 垃 圾 日 排 出 重 量 （t/d);

Ax—— 垃圾日排出重量不均勻系数Ai =  1.1〜1. 5；

A2—— 居住人口变动系数A2 =  l. 02〜1. 05；

R—— 收 集 范 围 内 规 划 人 口 数 量 （人 
C 预 测的 人均垃 圾日排出重量[t/ (人 *01) ] 。

A .0 . 2 垃圾容器收集范围内的垃圾日排出体积应按下式计算：

V̂  = tS a- (A. 0.2-1)
A-̂ avê -3

Vmax =  KVave (A. 0. 2-2)

式 中 ：v ave—— 垃 圾 平 均 日 排 出 体 积 （m3/d);

A3—— 垃圾密度变动系数A3=0. 7〜0. 9；

Dave—— 垃 圾 平 均 密 度 （t/m3);

K—— 垃圾高峰时日排出体积的变动系数， 1.5〜1.8; 

—— 垃圾高峰时 日 排 出最 大 体 积（m3/d) 。
A. 0. 3 收集点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Nave =  ^ A 4 (A. 0.3-1)

N咖 = ^ A 4 (A. 0. 3-2)

式 中 ：Nave—— 平均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

E 单 只 垃 圾 容 器 的 容 积 （m3/ 只）；

垃圾容器填充系数，J3=0.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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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圾 清 除 周 期 （d/次 ）； 当 每 日 清 除 2 次 时 ， 
八 =0 .5 ;每 日 清 除 1 次 时 ，A4 =  l ; 每 2 日清除 

1 次 时 ，A4 =  2 , 以此类推；

-垃圾高峰时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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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 面 词 采 用 “应”；反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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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 “应符  

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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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CJJ 27 - 2012

条 文 说 明



修 订 说 明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 - 2012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2年 12月 24 日以第1558号公告批准、发 布 。

本 标 准 是 在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U 27-2005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  

学研 究 院 ，参编单位是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武汉市 
环境卫生科学设计研究院、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所。主 
要起 草人是：张 益 、秦 峰 、吴冰思、冯 蒂 、吴文伟、冯其林、张 

范 、张 艳 、罗毅 、昝文安、朱炳诚。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环卫设施设置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和借鉴了有关现行国家  

和行业标准，本 次 修 订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1. 调整了原标准的适用  
范 围 ；2 . 修订了环境卫生车辆专用通道、储 粪 池 、化 粪 池 、车 

辆清洗站等内容；3 . 增加了垃圾处 理 技 术 的 选 用 原 则 、垃圾处  
理设施的用地指标等内容；4.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中增加了餐厨  

垃圾处理设施的内容；5. 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修订了  

原标准执行进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为方便广大设计、施 工 、科 研 、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  

准 》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进行了解释。但 是 ，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 

握条文内容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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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本条款说明了本标准编制的指导思想，强调了环卫设施  

的必要性和目的性。
1. 0 . 2 为加强农村地区环境卫生管理，将适用范围从城镇扩大  

至农村地区。本标准中涉及的范围概念有城乡、城 市 、城 镇 、镇 

(乡）、镇 （乡）建 成区、农 村 、村庄等。其中城乡包括城市和镇  
(乡）；镇 （乡）包 括 镇 （乡）建成区和农村；城镇包括城市和镇  

(乡）建 成 区 ；农村的村民聚集区为村庄。
1 . 0 . 3 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应执行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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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规 定

2. 0 .1 该标准适用于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 

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环 
境卫生设施的设置不仅要与城市、村镇总体规划相协调，尤其是 

要与城市详细规划以及村镇建设规划相协调，以便于落实环境卫 
生设施用地。
2 . 0 . 2 规定了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时应考虑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 集 、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系统性，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保证。参 照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市容环境卫生  
术语标准》CJJ/T65，生活废物指人类在生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废 物 ，而生活垃圾是指人类在生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是生 

活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2 . 0 . 3 规定了各种环境卫生设施应统一进行规划和设置，并要 

因地制宜。
2 . 0 . 4 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过程中，环境卫生设施设置必须  

与主体工程进度保持一致。
2. 0. 5 规定了区域性规划和垃圾处理设施资源共享的重要性。
2 . 0 . 6 规定垃圾处理设施设置中必须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能力。 .

2 . 0 . 7 为确保项目实施，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应列入城乡建设  

计 划 。
2 . 0 . 8 本条是为了限制旧城改造中，被 改 建 、拆除的环境卫生  

设施还建不到位的现象，明确了在替代环境卫生设施未交付前不  
得停止使用或拆除原有的环境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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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本 条 规 定 了 设 置 环 境 卫 生 公 共 设 施 重 点 应 考 虑 的 场 所 。 

本 次 修 订 将 “应设置垃圾收集容器或垃圾收集容器间、公共厕所  
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调 整 为 “应设置废物箱、垃圾收集点、公 
共厕所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以与本章中提到的各类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名称统一。
3 . 1 . 2 本标准中生活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其他  

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大件垃圾、建筑垃圾和粪便。由于有害垃圾 
收 集 涉 及 3. 2、3. 3 节 ，故 将有 害垃圾内容调整至本节。在原标  

准执行中各地管理部门反映有害垃圾相关内容作为强制性条文难 
以执行，故本次修订将其调整为非强制性条文。

3 . 2 废 物 箱

3 . 2 . 1 废物箱俗称果皮箱，是设置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等处  

一种特殊的垃圾收集点。其 设 置 主要为解决流 动人 员的废弃物， 

设在路旁便于丢弃，同样由于设在路旁，其造型美观、风格与周 
围环境协调就很重要。
3 . 2 . 2 公共场所的废物箱，由于其接纳的垃圾的成分不同于居  

民生活垃圾，因而其分类方式也不同于居住区的分类方式，应根 

据所在场所的流动人员的活动特征，有针对性地设置分类收集废  
物 箱 ，并有明显易懂的标志。
3. 2 .3 原标准中废物箱的设置间距考虑主要出于方便行人随时  

丢弃垃圾，间距较小，影响漫:观 ，随着市民行为规范的提高，除 

旅游景点、步行街、交通站、体 育 场 （馆 ）等人流集散场所的废  
物箱设置间距可较小外，其余道路应放宽间距。本次修订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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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镇 的 相 关 规 定 ，并 且 对 道 路 和 广 场 废 物 箱 设 置 分 别 进 行 了  

规 定 。
3 . 2 . 4 镇 （乡）建成区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  

设 施 、广 场 、社会停车场等公共场所也应该设置废物箱，且废物 
箱的设置间距应按道路功能来确定。
3 . 2 . 5 由 于 镇 （乡）建成区相比城市人流量少，同样功能的道  

路两侧废物箱设置密度应较城市低，因此本条规定参照城市道路 
两侧的废物箱的设置间隔，乘 以 1. 2〜1. 5 的调整系数。
3. 2 . 6 按 照 每 个废物箱服务半径约为10m〜20m设 置 ，即相当 

于设置间隔约为20m〜40m，但是广场上的废物箱一般大多沿广  

场周边设置，若 将 广场 按圆 形来 考虑 ，则 300m2〜 1000m2 设置  
一处即相当于沿周边约60m〜110m设置一处废物箱。具体取值  

需根据广场面积大小来确定，面积大的宜取上限，面积小的宜取 

下 限 。

3 . 3 垃圾收集点

3 . 3 . 1 垃圾收集点指按规定设置的收集垃圾的地点。垃圾收集  

点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 设有建构筑物的 垃圾容器 间的形  
式 ，另一种为不设建构筑物仅放置垃圾容器的形式。垃圾容器包 
括 废 物 箱 （见 3 .2节 ）、垃 圾 桶 、垃 圾 箱 等 ；垃圾容器间一般为  

内设垃圾容器的建构筑物。本条增加了垃圾收集点的标志要求， 
并明确垃圾收集点、垃圾分类标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其中垃 

圾 收 集 点 标 志 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环 境 卫 生 图 形 符 号 标 准 》 
CJJ/T125的规定，垃圾分类图形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的规定。参 照 《市容环境卫  
生术语标准》CJJ/T 65 - 2004的 规 定 ，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及  

收集量较小，一般为直接提供使用者投放垃圾的设施。
3 . 3 . 2 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过大，以便于垃圾的收  

集和投放，同时也要避免垃圾收集点面积过大，根 据 环境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活习性等采取具体的垃圾收集点形式。由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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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形式较多，因此难以根据住宅形式规定收集点设置位置， 
故 删 除 了 原 标 准 “在规划建造新住宅区时，未设垃圾收集站的多  
层 住 宅 每 4 幢应设置一个垃圾收集点，并建造垃圾容器间，安置 

活 动 垃 圾 箱 （桶 ) ” 的规定。
城市居民区住宅集中，人口密度大，为方便垃圾的收集和投  

放 ，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70m。本次修订范围扩展到农村  

地 区 ，其 中 镇 （乡）建 成 区 居 民 住 宅 较 分 散 ，人口密度较城市  
小 ，垃 圾 收 集 点 的 服 务 半 径 放 大 至 100m; 村 庄 多 为 独 立 住 宅 ， 
人口密度更小，垃 圾 收 集 点 的 服务 半 径 放 大 至200m。为方便收  

集 作 业 ，收集点应该设置在收集车易于停靠的路边等地。
3 . 3 . 3 垃圾量由生活习惯、生活 质量 等 因 素确 定，此外再根据  

人口数量、收集频率、垃圾种类等确定存放容器的容量。
3 . 3 . 4 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需根据分类方式放置分类收集容器， 

并考虑废旧物品的存放用地。

3 . 4 公 共 厕 所

3 . 4 . 1 城镇各类公共场所是吸引大量人流的主要设施，为其所  

吸引的人群提供如厕服务，是各类公共场所的义务。根据对城镇 

各种公共场所现行的设计标准、规 范 进 行 统 计 ，铁 路 旅 客 车 站 、 
电 影 院 等 公 共 场所 的厕 所 设 置 要 求 规 定得 比较 具 体 ；公 园 、剧 

场 、旅 馆 、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标准规范规定较模糊；而港口客运 
站 、公交始末站、地 铁 、步行商业街等公共场所的标准规范未提  
及厕所的设置要求；另外汽车客运站、社会停车场、体育建筑等  

公共场所对建筑内部厕所作了规定，但对其外部场地的厕所未作  

要 求 。部分现行标准规范对厕所的规定摘录如下：
《铁路 旅 客 车 站 建 筑 设 计 规 范》GB 50226 - 2007第 4. 0. 12 

条 ：车站广场应设置厕所，最小使用面积可根据最高聚集人数或  
高峰小时发送量按每千人不宜小于25m2或 4 个 厕 位 确 定 。当车 
站广场面积较大时宜分散布置。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2 - 90第 3. 3 .1 条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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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旅馆建筑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息会客、外币兑换、邮电 

通 讯 、物品寄存及预订票证等服务设施；四、五 、六级旅馆建筑  

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 息 、接待等服务设施。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 57 - 2000第 4. 0. 6 条 ：剧场应设  

观众使用的厕所，厕所应设前室。厕所门不得开向观众厅。男女 
厕 位 数 比 率 为 1 : 1，卫生器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男 厕 ：应 
按 每 100座设一个大便器，每 40座设一个 小便器或0. 60m长小 

便 槽 ，每 150座设一个洗手盆； （2 ) 女 厕 ：应 按 每 25座设一个  

大便器，每 150座设一个洗手盆；（3) 男女厕均应设残疾人专用 

蹲 位 。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JGJ 58 - 2008第 4. 3. 1条 ：公共区  

域宜由门厅、休息厅、售票处、小卖部、衣物存放处、厕所等组 
成 。第 4. 3. 8 条 ：电影院内应设厕所，厕所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  

业 标 准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中的有关规定。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 - 91第 3.1. 2 条 ：观众服务  

设施应包括售票处、存物处、纪念品出售处、食品小卖部、休息 

处 、厕所等。
《镇规划标准》GB 50188 - 2007第 12. 3. 5 条 ：镇区主要街  

道两侧、公共设施以及市场、公园和旅游景点等人群密集场所宜  

设置节水型公共厕所。

从目前国内各城镇公共厕所服务系统反映出的问题来看，主 
要是各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附近公共厕所缺乏。造成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公共场所建造时对厕所重视不够，有 的 建设了公共厕所 ， 
但是布局和规模不合理；有的仅考虑了室内厕所，未考虑为室外 

流动人群提供如厕服务。
3 . 4 . 2 为方便不同层次的预测公共厕所的数量，保留了设置密  

度指标，并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2011的规定，对用地分类 类 别进 行 了 更新 ，对新的  

用地类别的公共厕所密度指标进行了修正。
3 . 4 . 3 根据近几年城镇公共厕所建设经验，公共厕所主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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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公共场所的人群，.公 共 厕所 设置位置与公共场所和人有  

关 ，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必须设置相应的公共厕所，因此，公共  

厕所的间距和数量与公共场所的位置和数量有关，与人口和用地  

规模关系不大。但对于城镇范围内的一般性区域，如道路、城市 
休憩场所等处也有人群流动，需要设置公共厕所以满足人群如厕  
需 求 。因此 ，本次修编将公共厕所的设置间距调整到与人流相关  
的道路和公共场所范围内。

根据人行走的路线和停留的场所，公共厕所设置位置分为城  
市 道 路 、城市休憩场所。根据人流量的大小，本标准将城市道路  

分为商业性路段、生活性路段和交通性路段。商业性路段是指沿  
街 商 业 型 建筑 物占 街 道 上 建 筑 物 总量 的50%以 上 的 路 段 ，单边 

步 行 人 流 量 约 在 （3000〜5000)人次 /h ; 生 活 性道 路 是 指 沿 街  
商业 型建 筑 物 占 街 道 上 建 筑 物 总 量 的15%〜50% ，单边步行人  

流 量 约 为 （1000〜3000)人次 /h ; 交 通 性 道 路 是 指 沿 街 商 业型  
建 筑 物 在 15%以下，单 边步 行人 流量1000人次 / h 以下的道路。

根据对行人如厕意愿的调查研究表明，人产生如厕生理需求  
后 ，大 多 数 希望 在2min〜3min之内找到厕所。因 此 ，本标准以  

人 急 步 行 走 2min〜3min到达厕所为依据，计算公共厕所的分布  

间距。
3 . 4 . 4 公共厕所是为城乡公共人群服务的，根据人群所处场所  

的不同，公共厕所分为配套公共厕所、对外开放公共厕所、环卫 

公共厕所三类。
配套公知厕所是指在城镇中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居住区内 

部公共活动区、城市商业街、文化街、火车客运站、汽车客运站、 

机场、港口客运站、轨交站、公交始末站、文体设施、集贸市场、 
展览馆、公园、旅游景点等），按 照 公 共 场 所 的 设 计 规 定 （规 范 、 
标准等）配套建造的公共厕所。城镇公共场所为所辖范围内的人  
群提供如厕服务，是 公 共 场 所 （管理者或业主）的义务。

对 外 开 放 公 共 厕 所 是 指 城 市 中 的 经 营 性 场 所 （酒 店 、宾 馆 、 

餐 馆 、饭 店 、商 场 、茶 馆 、咖啡馆、网吧等）或公共写字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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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楼等的内部厕所向外部人群开放的厕所。各地环卫部门应当鼓 
励经营性场所业主将内部厕所对外开放。

环卫公共厕所是指在城市道路、市政广场、公共绿地等人流  

通 行 区 域 （周边一定范围内没有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和对外开  
放公共厕所），由环卫部门主导建造的公共厕所。环卫公共厕所  
以 固 定 式 为 主 （根据需要选择附属式公共厕所或者独立式公共厕  

所 ），若建设固定式厕所比较困难时，可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

人群的如厕需求主要仍需由配套公共厕所及对外开放公共厕  

所来满足，且依据公共厕所建设难度大、落点难等实际难题，本 
条提出了加强城市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的配套服务功能的要  

求 。要提高城市公共厕所的服务水平，首先应该规范城市各类公  

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的设置，明确配套公共厕所设置要求，特别 
是为室外流动人群提供服务的配套公共厕所的设置要求。
3. 4 . 5 本条对公共厕所建设提出了规范化要求。公共厕所的设  

计 、建 造 应 该 按 照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的有关要求进行，厕位•数 、建 设 标 准 、配套设施等的设计应  

该符合公共场所的人流量、公共场所所在区域的特点，以及其他 
设计标准、规范的规定。村庄的公共活动区应该设置公共厕所， 
建设形式可以参照城镇地区公共厕所的要求。

1 本条对公共厕所的建筑形式和建设形式提出了要求。为 

了减少公共厕所单独占用土地，应与主体建筑合建；同时为了提 
高公共厕所的服务水平，应采用固定式公共厕所。

2 本条提出了大中型商场、餐饮 场所 、娱乐场所及其他公  

共建筑内的厕所，繁华道路及人流量较髙地区单位内的厕所，应 
由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主 导 ，各 级 单 位 配 合 ，积 极 将 内 部 厕 所 对 外  
开放。

3〜5 规定了公共厕所辅助设施的要求。
3.4.6、3. 4 . 7 不允许公共厕所产生的粪便污水不经过处理直接 

排人城镇市政雨水管道和河流水沟。没有污水处理厂的地区，水 
冲式公共厕所应设化粪池以便粪便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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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指用于收集、运 输 、转 运 、处理和最  

终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粪 便 、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不同垃圾的  

工程 设 施 ，包括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垃圾粪便码头、水域 

保洁及垃圾收集设施、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其他垃圾处 理 设 施  
等 。本条增加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选址通用条件，删除转运站的 
选址 条 件；增加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选址的风向及水源要  
求 ，并提出了选址的环评要求。
4 . 1 . 2 明确了卫生填埋、焚 烧 、堆肥等技术的选用原则和技术  

选 用 要 求 ：

1 规定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设施的设置原则，对于拥有相  
应土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污染控制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卫生填埋  

方 式 。
2 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设置原则，当生活垃圾热值  

大 于 5000kJ/kg且卫生填埋场选址困难时宜设置。

3 规定了生物处理设施的设置原则，对于进行分类回匕可  
降解有机垃圾的地区，且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含量大于70%时 ， 

可采用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对于生活垃圾混合收集的地区，应 

审慎采用生物处理技术。
4 . 1 . 3 规 定 了 其 他 垃 圾 （餐 厨 垃 圾 、大 件 垃 圾 、建 筑 垃 圾 、粪 

便等 ）处理设施的设置原则。
4 . 1 . 4 规定了垃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及绿地率设置要求：

1 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10m (《城 

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 50337—2003规 定 为 20m，《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U 17—2004规 定 8m，《生活垃圾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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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建设标准》建 标 124—2009规 定 10m)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  

施 、堆肥处理设施、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10m ( 《城 市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规 划 规 范》GB 50337—2003规定为  
10m) o

2 规定了粪便处理厂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5m。

4 . 2 垃圾收集站

4 . 2 . 1 原 标 准 中 未 明 确 设 置 的 条 件 ，操 作 中 较 难 实 施 。为 此 ， 

本次修订进一步细化了垃圾收集站的设置条件。为便于管理，封 
闭式小区宜单独设置收集站；当 垃 圾 产 量 超 过 4t/d时设置收集  
站较为合理，若 小 于 4t/d，可 联 合 设 置 或 设 置 收 集 点 ，本条中 
明 确 的 5000人 居 住 小 区 或 村 庄 ，其 垃 圾 产 量 一 般 也 在 4 t/d以 
上 ；小 于 5000人的居住小区，垃 圾 量 一 般 小 于 4t/d。参 照 《市 

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CJJ/T 65的规定，垃 圾 收 集 站 指 “将分  

散收集的垃圾集中后由收集车清运出去的小型垃圾收集设施”， 

服务半径及收集量较大，一般其前端还需设置分散的垃圾收集点  
供使用者直接投放，然 后 采 用 人 力 、非 机 动 车 、电瓶车进行收  
集 ，再通过机动车将垃圾运出。
4 . 2 . 2 原标准中主要按人力收集方式确定的服务半径。近年来， 

随着各地小型机动车收集方式的普及，其服务范围可适当扩大， 

为 此 ，本次修订中对两种不同收集方式确定了不同的服务范围。 
原则上居住区内收集站的设置数量按人力收集最大服务距离不超  
过 lkm 或 小 型 机 动 车 （通 常为电 瓶车 ）收集最大服务距离不宜  
超 过 2km来 确定 ，但 也 可 按 不 跨 越 行 政 区 域 （街道 ）、不跨越交  

通主干道及河道等形成的自然区域并结合该区域内垃圾日排出量  
来确定。
4 . 2 . 3 本条提出了收集站的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高峰月的垃圾  

量来确定。
4. 2 . 4 原标准中未明确收集站选址的基本要求，本次修订中增  

加了收集站选址的基本要求，首先要满足作业需求，方便车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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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其 次 ，要求市政设施完善，包括道路、供 电 、上下水等基本  

条 件 。
4 . 2 . 5 原标准中只规定了设置给排水设施，未明确收集站的环  

保 要 求 。随着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对收集站的环境也提出了更 
高 要 求 ，为 此 ，从发展趋势上看，收集站应向密 闭 式 方向 发展 ， 
同 时 ，收集站还应有除臭措施，为 此 ，本次修订中增加了相应的

内容。
4 . 2 . 6 本条提出了收集站的设备数量根据收集站收集的垃圾量  

及收集站专用垃圾容器垃圾装载量确定，并且设备数量不同需要  
不同的建筑面积。按照设置一台压缩机及一只专用垃圾箱，并考 
虑放置分类收集容器，提出收集站建筑面积一般不小于80m2。

4 . 2 . 7 收集站是城市居民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其布置不仅  

影响收集站的运营和作业安全，而且影 响居住小区交通与环 境， 
应合理布局。另外收集站与居民住房及公共建筑物距离较近，其 

建筑物设计及外部装饰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且由于收集站作  

业时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及臭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绿 

化隔离带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 . 3 垃圾转运站

4 . 3 . 1 原 标准中，转运站规模分 为三类，根 据 《生活垃圾转运  
站技术规范》CJJ 47 - 2006, 转 运 站 规 模 可 分 为 三 大 类 或 五 小  

类 ，为 此 ，本次修订对转运站规模分类进行相应调整。将转运站 
的 选 址 要 求 作 为 环 境 卫 生 工 程 设 施 的 选 址 要 求 一 并 纳 入 一 般  
规 定 。
4 . 3 . 2 本条对转运站设置条件进行了细化，并对用地指标进行  

了适当调整。
研究发现，在诸多区域，垃圾直接运输和中小型转运站转运  

的临界点距离通常在10km左 右 ；中小型转运站转运与大中型转  
运转转运的临界点距离通常在20km左 右 ，为 此 ，在本次调整中  

增加了对不同类型转运站设置的推荐运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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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 条 件 中 增 加 了 镇 （乡）宜设置转运站的内容，主要是随 
着处理设施的规范，镇 （乡）通常无处理设施，需要运往距离较  

远的处理设施。 目 前 镇 （乡） 的垃圾收运模式一般是村庄收集、 
镇 （乡）转运。为 便 于 镇 （乡）垃圾的收运管理，推 荐 镇 （乡） 
宜设置转运站。

对于采用小型转运站模式的区域，建 议 按 2km2〜3km2设置 

一座小型转运站，以便垃圾的收运作业。

对于垃圾转运站用地指标，基 本 参 照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 
规 范》CJJ 47-2006的用地指标，主要区别在于对n 类 和 m类转 

运站的指标进行了调整。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建成的大中型转运站  
(主要 为n 类 和 EI类 ） 的用地进行分析，结合目前采用的主要工  
艺形式，认 为 《生 活 垃 圾 转 运 站 技 术 规 范》cjj 47中 n 类 和 in 

类用地指标偏髙，为 此 ，对其用地指标进行了相应调整，适当降 

低 ，可节约土地资源。
另 外 ，原标准中规定了绿化隔离带宽度，该条件太严格，若 

按此条件执行，诸 多 转 运 站 将 无 法 建 设 。鉴于目前建设的转运  
站 ，特别是中大型转运站，其卸料和转运作业基本在室内进行， 

并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为 此 ，在项目审批过程中，相应管理 
部门也并不强求绿化隔离带宽度的要求，通常按照相应规范要求  

转运站建筑进行适当退界，对于站内 需要设置 消防通道的 转运  
站 ，一般要求建筑物退界距离不小于5m; 对于站内不需要设置  
消防通道的转运站，一般要 求 建 筑 物 退界 距离 不小 于3m。为进 

一步减少对周围环境影响，在本次修订中要求转运作业功能区  
(包括建筑物和回转场地）退 界 距 离 不 小 于 3m 〜5m。对 于 V 类 

转运站，通常借用市政道路作为回转场地，甚 至 有 些 为 附建 式， 
故对该类转运站的退界距离不做要求。

关于绿地率，为节约土地资源，以及根据近年来实施的转运 
站的实际情况，建议绿地率控制在20%〜30% 。
4 . 3 . 3 本条阐明了转运站的环境保护要求。

4. 3 . 4 建立称重计量系统有利于环卫作业走向市场，实现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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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企业化管理，掌握 服务 区 内 垃 圾 产出 量 的 变 化规 律和 增 长 趋 
势 ，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监控系统的建立对于大型转运站的  

自动化操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4 . 4 垃圾 、粪便码头

4 . 4 . 1 本条款叙述了垃圾、粪便码头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4 . 4 . 2 原 标 准 中 适 用 的 船 只 吨 位 偏 小 ，已 不 满 足 发 展 的 需 要 。 

且根据近年来实施的垃圾、粪便码头情况来看，基本参照现行行  
业 标 准 《河 港 工 程 总 体 设 计 规 范 》JTJ 212计 算 泊 位 长 度 ，为 

此 ，对 该 部 分 内 容 按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JTJ 212进行了 

修 订 。
4 . 4 . 3 本条规定了针对不同船型的垃圾、粪便码头的泊位富裕  

长度计算方法。
4 . 4 . 4 本 条 规 定 了 垃 圾 、粪 便 码 头 的 陆 域 面 积 、防 护 设 施 等 ，, 

未作调整。

4 . 5 水域保洁及垃圾收集设施

4 . 5 . 2 水域保洁打捞垃圾除了可通过垃圾收集船驳运外，一般  

大多从陆地驳运， 目前大部分城镇采用直接将打捞垃圾堆放在岸 
边 ，经滤水后用垃圾车运走的方式，没有专门的水域保洁打捞垃  

圾上岸及驳运设施，造成水体污染且影响市容观瞻。水域保洁打  

捞垃圾上岸及驳运设施目前主要有两类，一是 水 域 保 洁管 理 站 ， 
其具备水域保洁打捞垃圾的上岸及驳运、保洁及监 察 船 舶 停 靠、 

水域保洁监管办公等功能；二是水域垃圾上岸点，仅作为水域保  
洁打捞垃圾的上岸及驳运设施，不一定有设施和机械设备，不作 
为工程设施，无需单独占用地，一般设置在河道等水域岸边，可 
根据河道等水域面积大小、宽窄及保洁方式等确定其设置位置， 

需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和滤水装置。
4. 5.3 水域保洁管理站是具有水域保洁打捞垃圾的上岸及转运、 

保洁及监察船舶停靠、水 域 保 洁 监 管 办公 等多 种 功 能的 工 程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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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需要一定的岸线及陆上用地。根据上海市河道保洁调研统计  

数据及船舶的保洁行驶里程确定了水域垃圾收集设施的设置指  
标 ，按中 等 清 扫 船一航 班行驶距离（单程）一般不宜超过日保洁  
河 道 长 度 6km〜8km考 虑 。

按中型清扫船配置，12km〜16km河道长度约配置5 艘 （按 

30m〜50m河道宽度），并 配 置 监 察 船 只 1 艘 ，按每艘停泊岸线  
20m，共 120m，另 外 垃 圾 上 岸 转 运 一 般 需30m〜50m岸 线 ，可 

合并建设，故总使用 岸线 约120m。
若按人工保洁船配置，12km〜16km河 道 长 度 约 配 置 11艘 

(按 30m〜50m河道宽度），每 艘 停 泊 岸 线 需 5m，共 55m，并配 

置 监 察 船 只 1 艘 ，岸 线 20m，另 外 垃 圾 上 岸 转 运 一 般 需 30m〜 
50m岸 线 ，可合并考虑，故总使用岸线约需80m。

水域保洁管理站所需要的岸线长度应根据船只长度、河道允 
许 船 只停 泊 档 数确 定 ，若 停 一 档 ，使 用 岸 线 每 处 80m〜 120m， 
若停二档或以上，使用岸线可适当减少，但一般不少于50m，由 

于目前城市岸线紧张、控制较严，故本标准规定了每处使用岸线  
50m的下限。

陆 上 用 地 面 积 包 括 垃 圾 转 运 设 施 用 地 （约 150m2) , 管理用 

房 、工人休息用房、维修及仓库等，绿化 率不低于30% 。

4 . 6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4. 6 . 1 本条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的设置要求：

1 参 照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 17，规定了卫  

生 填 埋 设 施 污 染 源 （垃圾填埋库区、渗沥液处理区、填埋气处理  
及利用区、臭气处理区等）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区域应  
大 于 0. 5km。

2 参 照 《城市生活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  
地指标》 （建 标 [2005] 157号 ）以 及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 标 124- 2009) 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用  
地 面 积 应 满 足 使 用 年 限 不 小 于 10年 ，库 容 利 用 系 数 不 宜 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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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3 /m2 o

4. 6 . 2 本 条 规 定 了 卫 生 填 埋 设 施 场 址 选 择 应 满 足 的 基 本 条 件 ， 

应位于地质情况较为稳定、取土条件方便、具备运输条件、人口 

密 度 低 、土地及地下水利用价值低的地区，并不得设置在水源保  
护 区 、地下蕴矿区内。
4. 6 . 3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1 规 定 了 焚 烧 处 理 设 施 污 染 源 （垃圾卸料与 处理 区 、烟 气 § 

处理车间及烟囱、灰渣处理区、渗沥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及排  
气筒等）选址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0.3km。

2 参 照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  
设用地指标》 （建 标 [2005] 157号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施综合  
用地 指 标 ，采 用 （50〜200) m2/ ( t * d ) 。
4. 6. 4 规定了堆肥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1 规 定 了 堆 肥 处 理 设 施 污 染 源 （垃圾 卸 料 与 处理 区 、渗沥 
液处理区、臭 气 处 理 区 及 排 气 筒 等 ）距 离 居 民 点 等 区 域 应 大 于  
0.5km (参照相近处理设施填埋场选取 )。

2 参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  
用地指标》(建 标 [2005]157号)规定了 堆肥 处理设施 综合 用地指  

标 ，釆 用 (85〜300)m2/(t • d)0

4 . 7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

4. 7 .1 本条规定了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1 规定了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原则，必须进行源头单独分类  

收 集 、密闭运输 ，餐厨垃圾总产生量大于50t/d的地区宜建设集  

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2 规定了餐厨垃圾宜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集中设置，便于  

资源共享、污染集中控制。
3 规定了集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设置位置，污 染 源 （餐厨  

垃圾卸料与处理区、渗沥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及排气筒等）距 
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0. 5km (参照相近设施堆肥厂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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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定了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参照堆肥处理  
设 施 ，宜采用（85〜300)m2/(t • d) 。

4. 7. 2 规定了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1 规定了大、中城市宜设置区域性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2 规定了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宜与其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集  

中设置。
3 规定了大件垃圾储存设施的要求，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要求执行。
4 . 7 . 3 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和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1 规 定 了 建 筑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污 染 源 （垃圾 填 埋 库区 、渗洒 
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等）与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区域的  
距 离 ，参 考 卫 生 填 埋 设 施 ，应 大 于 0.5km，转运调配设施距离  

参照处理设施执行。

2 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地面积和库容利用系数，参 
照卫生填埋设施，库容 应 满 足 使 用 年 限 不 小 于10年 ，库容利用  
系数不宜小于8m3/m2。转运调配设施堆高及边坡除了应保证本  

身堆体稳定外，尚 应 保 证 周 边 设 施 （建构筑物等）的安全，堆放 
高度不宜超过周围地坪3m。
4. 7. 4 本条规定了粪便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1 规定了粪便应逐步纳入城市污水管网，统 一 处 理 。在城 

市污水管网不健全地区，未纳管粪便应由粪便处理设施处理后排  

放或纳入污水厂。
2 规定粪便处理设施规模不宜小于50t/d。

3 规定的粪便处理设施厂址选择原则，应优先选择在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或主干管网的用地范围内或附近。
4 规 定 了 粪便 处 理 设 施 用 地 面 积 确 定 方 法 ，根 据 处 理 量 、 

处理工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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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5 . 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5 . 1 . 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是指按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如镇、街道 

设置的环境卫生机构。用地面积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  
限 ，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5 . 1 . 2 为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有利于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的  

落 实 ，增加基层环境卫生机构选址的相关内容，即与环卫停车场 
和转运站等合建。考虑到目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街道的人  

口增幅较大，根据上海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指标，调整万人设置  
指 标 ，降低基层环境卫生机构设置数量。由于环境卫生车辆停车 

场应含有修理工棚，因此基层环境卫生机构中用地规模的下限扣 
除了修理工棚的面积。基层环卫机构的个数往往还与行政管理体  

制有 关 ，不完全与人口成正比，因此删除基层环卫机构设置个数  

的指标。
5.1.3 对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的设施配套提出要求。

5 . 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 . 2 . 1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的位置既要考虑作业方便，又要不 

影响周围环境。
5 . 2 . 2 明确了环卫停车场的功能定位。

5 . 2 . 3 环卫车辆大小差别较大，停车场用地适当考虑环卫设施  

绿化要求、参照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核定测算。大中型车辆是指  
大 于 4 t的机动车辆，小型车辆是指小于5t大 于 I t 的车辆，微型 

车 辆 是 指 小 于 I t 的车辆。根 据 建 设 部 《城市环境卫生当前产业  

政策实施办法》提出的要 求 计 算 ，环 卫 车 辆 拥 有 量 是 2. 5 辆 /万 
人 （以 5t车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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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

5 . 3 . 1 为了供工人休息、更 衣 、洗浴和停放小型车辆、工具等， 

应设置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在作业服务市场化的 

条件下，该设施可由企业自建，但位置由规划确定。
5 . 3 . 2 本条提倡环卫作息场所与垃圾收集站、垃圾 转运 站 、环 

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独立式公共厕所等合建。将环 境 卫 生 清 扫、 
保洁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数量的测算依据调整为清扫保洁服务半  

径 ，根据全国城镇市容环境卫生统一劳动定额，人力手推车的行 
走 速 度 为 4km/h，保 洁 作 业 人 员 的 准 备 结 束 时 间 为 30min〜 

60min (机械化程度不同），再 综 合 人 力 所 及 的 行 走 距 离 、道路  

通 行 条 件 等 因 素 可 测 算 清 扫 保 洁 服 务 半 径 约 0. 5km 〜 1. 5km, 

其中人口密度低、污 染 程 度 小 、保洁次 数 少 的工 业 园 区适 用 于  

上 限 。

环卫作息场所的建筑面积主要与该作息场所的功能配置、环 
境卫生工人数量等有关，但环卫作息场所的建筑面积与工人的数  
量并不成正比，在功能配置满足需求的同等条件下，人数多的环 

卫作息场所面积人均指标要小于人数少的环卫作息场所面积人均  
指标 。根据测算，将环卫作息场 所人 均建 筑 用 地 指 标 的 下限 略 

下 调 。

鉴于目前手推型保洁设备的日益增多，原有作息场所的空地 
面积已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因此上调其空地面积上限，以增强其 
适应性。

5.4 洒 水 （冲洗）车供水器

5 . 4 . 1 供水器的位置既要方便取水，又不能设在交通繁忙的主

干道。
5 . 4 . 2 根据各地实际供水情况，本 着资源 共享 的原 则 ，增加了 

关于消防及其他途径供水@规 定 。
5 . 4 . 3 给机动车辆供水，“ 确了供水器设置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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