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土建结构

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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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以下简称垃圾电厂）建筑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

济政策，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单台机组垃圾处理规模为 1000t/d 级以内的垃圾电厂土建结构设计。

1.0.3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有关规范并结合垃圾电厂的特点制定的。凡本标准未涉及的内容，应符合

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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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综合厂房

由垃圾厂房、锅炉及烟气净化间、汽机房、电控楼等组成的综合性工业厂房建筑。

2.0.2 垃圾厂房

由垃圾卸料跨、储料跨及与储料跨相邻跨组成的厂房建筑。

2.0.3 锅炉及烟气净化间

锅炉及烟气净化区域的封闭厂房建筑，包括焚烧炉基础、各层锅炉平台及飞灰稳定车间。

2.0.4 卸料平台

垃圾厂房卸料跨内与垃圾池相连，用于垃圾车投放垃圾的平台。

2.0.5 垃圾池

垃圾厂房储料跨内用于储存垃圾的箱体结构。

2.0.6 渗滤液收集池

与垃圾池相连，用于收集垃圾池内导出的渗滤液的箱体结构。

2.0.7 除渣间

用于存放炉渣、支撑部分锅炉钢架的车间。

2.0.8 垃圾运输坡道

连接厂区道路与卸料平台的坡道部分。

2.0.9 烟囱

钢筋混凝土外筒与排烟筒(或内衬)组成的排放烟气的高耸构筑物。

2.0.10 渗滤液处理站

垃圾厂房区域以外，净化处理渗滤液的厂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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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垃圾电厂结构设计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环保、美观的原则，做到建筑外观与主体

工程协调统一、结构布置合理、便于检修维护。

3.0.2 垃圾电厂建（构）筑物结构形式应综合考虑抗震设防、自然条件、材料供应、施工条

件、使用功能、建设进度等因素，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并通过必要的综合技术经济比   较后

确定。

3.0.3 垃圾电厂结构设计除应符合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规定外，还

应满足耐久性、防爆、防火及耐腐蚀等要求。

3.0.4 垃圾电厂结构设计应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  密

切配合工艺布置和施工条件，积极慎重地采用新技术、新布置、新结构、新材料。

3.0.5 垃圾电厂建(构)筑物的安全等级应按二级考虑。

3.0.6 除临时性结构外，垃圾电厂建(构)筑物的结构和构件的设计工作年限应为 50 年。

3.0.7 垃圾电厂钢结构的防火设计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 50229 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3.0.8 地下建(构)筑物的防水设计应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地

下工程防水技术标准》GB 50108 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3.0.9 汽机房、汽轮发电机基础、烟囱等常规建（构）筑物的设计除应满足本标准外，还应

满足《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程》DL5022 的的有关规定。

3.0.10 垃圾厂房钢筋混凝土竖向结构框、排架结构柱在吊车梁顶面标高处，由一台最大吊车

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横向位移，应符合以下规定：

当按平面结构图形计算时，不应大于 Ht/1250；当按空间结构图形计算时，不应大于 Ht/2000。

其中，Ht 为柱脚底面至吊车梁顶面的高度。

3.0.11 垃圾厂房钢筋混凝土竖向框-排架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及罕遇地  震

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应符合表 3.0.11 的规定。

表 3.0.11 垃圾厂房结构地震作用下的位移角限制

结构类型 弹性层间位移角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钢筋混凝土框架 1/550 1/50

垃圾池 1/1000 1/120

竖向框排架结构（垃圾厂房 1/40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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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类型 弹性层间位移角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运转层以上排架结构）

3.0.12 垃圾厂房钢筋混凝土竖向框-排架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的柱顶位移宜符合下列要求： 

当排架柱顶高度大于或等于 30m 时，不宜大于 H/550；当柱顶高度小于 30m 时，不宜大于

H/500。其中 H 为厂房柱柱脚底面至柱顶的高度。

3.0.13 锅炉及烟气净化间钢结构柱层间位移角宜符合下列规定：

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结构的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不宜超过 H/250（无桥式起重机）。

3.0.14 垃圾厂房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不宜超过表 3.0.14 的容许值。

表 3.0.14 垃圾厂房受弯构件挠度容许值

项次 构件类别 挠度容许值

1 框架梁 l/300

2
钢筋混凝土次梁：计算跨度 l≤9m

计算跨度 l﹥9m

l/250

l/300

注：构件挠度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

3.0.15 钢结构受弯构件的挠度宜符合表 3.0.15 的容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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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15 钢结构受弯构件挠度容许值

挠度容许值

项次 构件类别
[νT] [νQ]

吊车梁（按自重和起重量最大的一

台吊车计算挠度）

1）手动或电动葫芦的轨道梁

l/400 —

2） 手动起动机和单梁起动机

（含悬挂起动机）
l/500 —

3）轻级工作制桥式起动机 l/750 —

4) 中级工作制桥式起动机 l/900 —

1

5) 重级工作制桥式起动机 l/1000
—

楼（屋）梁或桁架、工作平台梁和

平台板

1）主梁或桁架（包括设有悬挂起动

设备的梁和桁架）

l/400 l/500

2）仅支承压型金属板屋面和冷弯型

钢檩条
l/180 —

3)除支承压型金属板屋面和冷弯型

钢檩条外，尚有吊顶
l/240 —

4）一般次梁 l/250 l/300

2

5）平台 l/150 —

注：1 [νT]为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挠度的容许值；[νQ] 为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挠度

的容许值。

3.0.16 主要建筑物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综合厂房结构平面布置宜简单、规则，水平荷载的合力作用线宜接近抗侧力结构的

刚度中心，两个主轴方向动力特性宜接近，尽量减小局部凸凹变化。结构竖向布置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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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宜使侧向刚度和受剪承载力沿竖向均匀变化，柱距宜相等，各柱列的侧移刚度宜均匀，   尽量

避免采用错层结构，避免形成结构薄弱层。

1 综合厂房应根据建（构）筑物的体形、长度、 重量及地基的情况设置变形缝，变形

缝的设置部位应避开垃圾池、渗滤液收集池及渣池。

2 垃圾厂房与锅炉及烟气净化间之间宜设置变形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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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载与作用

2.1 一般规定

4.1.1 垃圾厂房建（构）筑物结构设计的荷载及荷载效应组合，除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及《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本

标准的要求。

4.1.2 结构上的作用可分为以下三类：

1 永久作用，包括结构自重、土压力、预应力和水浮力等；

2 可变作用，包括施工、安装、运行、检修状况下的楼（地）面活荷载及屋面活荷载、

设备和管道荷载、吊车荷载、储料荷载、积灰荷载、风荷载、雪荷载、车辆荷载和温度作用等；

3 偶然作用，包括爆炸力、短路力矩撞击等。

4.1.3 垃圾厂房建（构）筑物结构设计时，各类荷载应按以下规定选取代表值：

永久荷载应采用荷载标准值作为代表值；可变荷载可根据设计要求分别采用标准值、组

合值、频遇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偶然荷载可按工艺专业提供的资料，或根据试验资料   结合

工程经验确定代表值。

4.1.4 结构设计应根据使用过程中可能同时出现的荷载，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组合，并应取各自最不利的荷载组合进行设计。

4.1.5 厂房结构进行整体分析时可不考虑施工、安装阶段大型设备运输、起吊等临时荷

载，但应采取临时措施解决，或对承受该类荷载的构件及连接进行承载力验算；厂房结构进行

整体分析时可不考虑设备和管道在非正常运行工况下的可变荷载及事故爆炸、撞击等偶然荷载，

但应对直接承受该类荷载的构件及连接进行承载力验算。

4.1.6 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地基变形时，可不计入施工和检修荷载。

4.1.7 基本组合的荷载分项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永久荷载：荷载对结构不利时应取为 1.3，对结构有利时应取 1.0。

2 可变荷载：

一般情况应取为 1.5，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应取为 0；

2) 标准值大于 4.0kN/m2 的工业建筑楼（屋）面活荷载，应取为 1.4；

3) 动力荷载应取为 1.5；

4) 垃圾池及灰渣坑的储料荷载，应取为 1.4。

4.1.8 地下结构抗浮稳定验算及抗浮结构承载力计算时，应满足《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

准》JGJ 47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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