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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 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 17217 1998《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与 GB/T 17217 1998 相比，主要技术

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1998 年版的第 1 章h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及“术语和定义”（见第 2 章和第 3 章）；

调整了包括规划布局、设施设计、设施建设与日常管理的卫生要求（见第 4 章和第 6 章， 1998 年版

的第 4 章和第 5 章h

一一增加了无害化卫生厕所建造工艺的内容（见 4.3);

取消了原标准表 l 中公厕的分级（见 1998 年版的表 1);

调整了部分指标的限值（见第 5 章， 1998 年版的第 3 章）；

一一增加了三格化粪池、沼气净化池、粪尿分集式、双瓮及三瓮式贮粪池处理卫生要求（见附录 A、

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增加了四级臭味强度检验法、粪大肠菌群仪器快速检测法等规范性附录（见附录 E、附录 F、

附录 G）。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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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1 范固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厕所的规划、设计、建造、管理的卫生要求和E生学评价指标与阔值。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乡村、旅游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等新建、改建、扩建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固定式公

共厕所以及在公共场所内设置的公共卫生间的规划、设计、建造、管理和卫生学评价。现有公共厕所、学

校公共厕所、单位内部人员使用的公共厕所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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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T 11742 居住区大气中硫化氢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1467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次氯酸铀－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GB/T 18204. 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1 部分：物理因素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379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GB/T 5033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NY /T 1702 2009 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3.2 

3.3 

3.4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公共厕所 public toilet 

在公众活动场所设置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固定式厕所。

注：按是否依附于其他建筑物而分为独立式公共厕所和附属式公共厕所。

无害化卫生厕所 innocuous sanitary toilet 

具备有效降低粪便中生物性致病因子传染性设施的卫生厕所。

注： 具有前端处理设施的三格及以上化粪池式、沼气池式、双瓮及三瓮式、粪尿分集式和具有完整上下水道水冲式

等模式厕所。

前端处理设施 front treatment facilities 

厕所粪污在排放之前，使粪便达到无害化标准要求的处理设施。

窗地面积比值 ratio of glazing area to floor area 

窗户的有效透光面积CA，）与该室内的地面积CAd）之比CAJAd ）。



GB/T 17217-2021 

3.5 

换气次数 air change rate 

在 l h 内由室外进入室内空气量CM, , m3 /h）与该室室内容量（M,m3 ）之比（M. /A们，单位为次／h o

4 规划、设计、建造的卫生要求

4.1 规划布局

4.1. 1 公共厕所应根据当地情况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

4.1.2 城市公共厕所的分布和数量，应符合 CJ] 14 的规定 。

4.1.3 乡村公共厕所的分布，按服务半径设置，居住区内的公共厕所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50 m，街道沿

途两侧交替布置的公共厕所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250 m 。

4.1.4 非水冲独立式公共厕所应与餐饮企业、托幼机构距离大于或等于 10 m，与公共厕所地下取水构

建物距离大于或等于 30 m 。

4.1.5 独立式公共厕所周围不应设置敞开式生活垃圾池、污水池等易于鼠、蝇类孽生的设施 。

4.1.6 宜充分利用附属式公共厕所的现有资源，附属式公共厕所的设计、建造宜满足 24 h 对公众开放

的条件。

4.2 设计

4.2.1 一般要求

4.2.1.1 厕所设计应符合卫生、安全、私密性、方便的基本要求。

4.2.1.2 宜根据所处区域服务人群的需要、经济发展状况、场所周围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增加辅助设施 。

4.2.2 公共厕所规模

4.2.2.1 城市公共厕所规模按照 GB/T 50337 和 CJJ 14 执行 。

4.2.2.2 在公共厕所服务区内男女数量相当情况下，男女厕位比例宜为 1 : 2 。

4.2.3 公共厕所类型

4.2.3.1 在具有完整上下水道系统和污水处理厂或粪便处理厂的地区，应选择水冲式厕所。有污水处

理厂的，粪污可通过下水道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有粪便处理厂的，厕所应建贮粪池接纳，然后抽运至

粪便处理厂处理。

4.2.3.2 在不具有完整上下水道系统和粪便处理厂的地区，应选择具有前端处理设施的独立式无害化

卫生厕所，经前端处理设施处理后的粪液应通过园艺、农业或林业应用等继续进行深度净化处理，不应

直接排入外环境。

4.2.3.3 不应修建直排式、蹲位通槽式和粪便裸露的公共厕所 。

4.2.4 公共厕所平面设计

4.2.4.1 宜将大便间、小便间和盟洗室分室设置。

4.2.4.2 大便间、小便间不应露天设置。

4.2.4.3 厕所内通风流向，宜由血流区与工作人员休息区向小便区、大使区，避免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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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造

4.3.1 前端处理设施

4.3. 1. 1 独立式无害化卫生厕所前端处理设施的地下建筑设计，应符合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的要求。

4.3.1.2 前端处理设施的地下建筑部分应密闭不渗漏，池盖坚固安全，便于机械抽运，贮粪池和贮尿池

应设置排气管直接引向屋顶室外排放。

4.3.1.3 管井及化粪池、沼气净化池等工程建造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4.3.2 内部设施

4.3.2.1 基本设施要求

4.3.2.1.1 基本设施包括：有防臭回流设施的大、小便器、洗手盆、拖布池及有关的配套设施。

4.3.2.1.2 卫生洁具数量及其占用面积和空间应满足服务范围内人群的需要，按照 CJJ 14 设置 。

4.3.2.1.3 大便器应采用防臭、易清洁、节水的蹲便器。选用坐便器时，应配备相应的卫生保洁器材。

4.3.2.1.4 选用的小便器应避免或减少尿液迸溅；使用小便槽时，单坡长度不超过 1.5 m，坡度不小于

0.067° 。

4.3.2.1.5 水冲式厕所均应采用节水型水冲便器，应选用卫生、节水型开关。水冲装置应在自来水管道

与便器之间设有防倒流装置，自来水管道不应直接与便器相通，不应将中水或回用水作为洗手用水。

4.3.2.1.6 厕位之间应有隔断板和门，男厕小便位间应有隔板。

4.3.2. 1. 7 洗手盆宜采用非手动出水装置：感应式、脚踏式开关。

4.3.2. 1.8 厕所地面应有地漏，地面四周向地漏方向应有 0.01 °～ 0.015。坡度，地漏与排污水管道之间应

设水封装置防臭气返流。

4.3.2.1.9 厕内墙裙、便器、洗手盆建筑材料等应采用光滑、便于冲洗、耐腐蚀、不易附着污垢的材料，蹲

位台面、过道地面铺装应采用防滑材料。

4.3.2.1. 10 厕所应设置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厕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和夜间人工照明、防蚊蝇和防鼠

设备，换气系数达不到标准的公共厕所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采暖地区公共厕所应设置采暖设备。厕室

内宜设置挂衣钩、于纸架、废纸容器等。

4.3.2.2 扩展设施要求

4.3.2.2.1 根据不同需求，内部设施可以在基本设施的基础上增加扩展功能设施。

4.3.2.2.2 可根据当地资源、条件，提高公共厕所的建造标准，增加使用功能与增设功能分区。

4.3.2.2.3 可设盟洗间，内增设婴儿更换尿布台板、洗于液贮瓶、干于器、于纸、面镜等。

4.3.2.2.4 可增设第三卫生间，内设残疾人、老年人及儿童使用的卫生洁具，相应洁手设施，元障碍通道

等配套设施。

4.3.2.2.5 可增设清洁工具存储间，内设分类贮存设施、拖布池等清洁用具的设施。

4.3.2.2.6 可增设保洁工作人员休息室，内设工作服存放柜、洁手设施等。

5 卫生学评价指标与阐值

5.1 评价指标与阐值

5.1.1 公共厕所的媒介生物、臭味气体、微小气候、采光照明等卫生学评价指标与阔值见表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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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厕所卫生学评价指标与阐值

卫生阂值
卫生学评价指标

附属式 独立式

成蝇／（只 ／m' ) < 1 < 3
媒介生物

蝇姐／尾 O' 

臭味强度／级 ＝二2

臭味气体 氨／ （ mg/m3 ) 主二0 . 3 < 0.5

硫化氢／ （ mg/m3 ) ＝二0.01

换气次数／（次／ h) 二三5 二予以机械通风方式要求）

窗地面积比值 1/6～ 1月 二~ 1 / 7
采光照明

照度／lx 二~50

a 厕室的大、小便器内外，地面和贮粪池周围 30 cm~ 50 cm 以内，观察不到蝇姐。

5.1.2 经前端处理设施处理后的粪液，应符合 GB 7959 规定：粪大肠菌值大于或等于 Io 4 I g（或 mL) 、

烟虫卵去除率大于或等于 95 % 、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除上述两项外，不得检出活血吸虫卵 。

5.2 检测方法

5.2.1 成蝇按附录 E 检测。

5.2.2 臭味强度按附录 F 检测。

5.2.3 氨、硫化氢、换气次数的检测分别按 GB/T 14679 、GB/T 11742 、GB/T 18204.1 。

5.2.4 粪大肠菌值检测方法按 GB 7959 多管发酵法和附录 G，多管发酵法为仲裁方法。

6 管理要求

6.1 粪污排放管理

6.1. 1 不同前端处理设施应分别按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中相应的要求进行运行管理。

6.1.2 具有前端处理设施的独立式公共厕所，由吸粪车抽取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进行土壤净化处理和

农业利用 。 粪液不得随意排放和用于养鱼、养猪等 。

6.1.3 无管网水冲式厕所产生的粪渣和沉淀污泥和其他模式厕所贮粪池产生的粪便，应进行高温堆肥

处理后作为农田肥料。

6.1.4 医疗卫生机构内公共厕所及传染病人专用厕所的粪污及排泄物参照《消毒技术规范》要求消毒

达标后排放，医院的污水处理应达到 GB 18466 规定的要求方可排放 。

6.2 厕所保洁与设施卫生管理

6.2.1 应有保洁制度和配备保洁管理人员 。

6.2.2 应做到地面无积水、痰迹和垃圾。

6.2.3 大便池内无积粪、粪迹，小便池内无积尿和尿垢 。

6.2.4 墙壁、顶棚、门窗、灯具、洗于池应保持整洁 。

6.2.5 厕所室内应基本无蝇，化粪池和贮粪池周围应无蝇姐擎生 。

6.2.6 化粪池 、贮粪池、贮尿池内积存的粪液、尿液不得外溢，应及时清运。

6.2.7 应定期对洗手盆、门把手等进行消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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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三格化粪池建造与运行管理的卫生要求

A.1 建造要求

A.1.1 三格化粪池容积宜按每个蹲位大于或等于 1.5 m3 计算； 1 、2 、 3 池容积比宜为 2 : 1 : 3 ；第 2 池宽

度不足 50 cm 可加大至 50 cm 。 三格化粪池贮留粪便的有效时间，第 1 池宜不少于 20 d，第 2 池宜不少

于 10 d，第 3 池宜为 1 、2 池有效时间之和。

A.1.2 兰格化粪池的深度相同，应大于或等于 1 800 mm；北方地区应考虑当地冻层厚度确定池深。

A.1.3 进粪管：采用管材内壁应光滑，内径（d）大于或等于 150 mm，应避免拐弯并尽可能减少长度 。

进粪管上端与便器下口连接紧密，下端出口超出第 1 池池壁 50 mm 左右。

A.1.4 过粪管：要求选用内径（d)lOO mm 内壁光滑管材，设置成斜“I”或倒“L”型；连接 1 池至 2 池的

过粪管入口宜在第 1 池池壁的下 1/3 处，溢出口宜在第 2 池距池上沿至少保留 100 mm; 2 池至 3 池的

过粪管入口可在第 2 池池壁的下 1/3 或 1/2 处，溢口同 l 池至 2 池的过粪管。 l 池至 2 池的过粪管与

2 池至 3 池的过粪管宜交错安装 。

A.1.5 排粪管、过粪管的安装位置应错开并保持一定距离 。

A.1.6 宜根据蹲位数量增加过粪管数量。

A.1.7 三格池的盖板上应留有 1 、2 和 3 池维护口并应当加盖板密封。

A.1.8 排气管：应在第 1 池安装排气管，圆形管径忡） 100 mm、方形面积不小于 225 cm2 ，高于厕屋

500 mm 或以上，加防雨（防蝇、防风）帽 。

A. 1.9 10 旷以上的大容积三格化粪池应建成三格以上的多格化粪池，以缩小池盖跨度来防止池盖因

负载而垮塌 。 同时过粪管和排气管的内径均应加大。

A.2 运行管理要求

A.2.1 三格化粪池建成应进行 2 周养护，经确认无渗漏后方可投入使用 。

A.2.2 化粪池启用，应向第 1 池注水至浸没第 1 池过粪管口 。

A.2.3 不得取用 1 、 2 池的粪液施肥；不应向 2 、3 池倒入新鲜粪液；避免生活污水流入贮粪池 。

A.2.4 防止将便纸等杂物扔入化粪池；宜半年检查一次过粪管 ，保证通畅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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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沼气净化池建造与运行管理的卫生要求

B. 1 建造要求

B.1.1 水冲式厕所的沼气净化池

B. 1. 1. 1 采用 NY/ T 1702-2009 中 B 型工艺，净化池采用前处理和后处理多级折流、逐段降解消化工

艺，滞留时间为 3 d ~ 8 d，工艺流程见图 B.1 ,

水冲式
厕所污水

格栅截流池

图 B.1 水冲式厕所泪气净化池处理工艺流程

管网

B.1.1.2 沼气净化池容积按照 NYIT 1702-2009 中 3.3.2 容积计算。

1 /4 。

6 

A 型沼气净化池有效容积按式(B.1)计算，总容积按式CB.2）计算：

V . =Q × H 

式中：

v. 有效容积，单位为升（L);

Q 一一处理的污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旷h

H 滞留时间，单位为小时（h） 。

V, = Q × H × K 

式中：

v, 总容积，单位为升（L);

Q 一一处理的污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

H 滞留时间，单位为小时（h);

K 综合系数（1.20～ 1.50）。

当处理日污水量小于或等于 10 m3 时可采用两级串联，第一级容积宜占总容积的 2/3 。

·-C B.1 ) 

…( B.2 ) 

当处理日污水量大于 10 旷时可采用兰级串联，第一级容积宜占总容积的 1/2 ， 二级、兰级各占

B 型沼气净化池有效容积按式（B.3）计算，总容积按式CB.4）计算：

V . =Q × H 

式中：

v. 一一有效容积，单位为升（L);

Q 一一处理的污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旷h

H 滞留时间，单位为小时Ch）。

V,=Q × H × K 

··( B.3 ) 

·-C B.4 ) 



GB/T 17217-2021 

式中：

v, 总容积，单位为升（L);

Q 处理的污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

H 滞留时间，单位为小时（h);

K 综合系数（ l.20～1.50 ）。

B. 1.2 无管网水冲式厕所沼气净化池

B.1.2. 1 采用 NY/ T 1702 2009 中 A 型工艺，净化池为多级串联组成的折流厌氧消化工艺，滞留时间

为 8 d~ 40 d。工艺流程见图 B. 2 。

水忡式

厕所污水

沼液直接做农肥

沼渣堆抠后做农肥

图 B.2 无管网水；中式厕所泪气净化池处理工艺流程

B.1.2.2 沼气净化池容积同 B.l.l.2A 型。

B.1.3 旱式厕所泪气净化池

B. 1.3.1 采用沼气净化池与堆肥相结合的处理工艺 。 粪尿直接进入沼气净化池发酵、沉淀，生产沼气，

沼液通过水压间利用位差，自动回流到沼气净化池，沼气池出料堆肥处理。

B.1.3.2 沼气净化池可以设计为一池二格的处理池，可延长滞留时间达 30 d 以上；隔壁中下部 1/3 处

有孔，一池的中层粪便流入二池，使用前应加水封住流动孔，避免未经发酵的粪尿直接流入二池。工艺

流程见图 B.3 。

－－－＋沼气

旱厕粪污

施肥

图 B.3 旱式厕所泪气净化池处理工艺流程

B. 1.3.3 沼气净化池容积。

以人数、排泄量和滞留时间来确定的沼气净化池容积：

沼气净化池容积按式(B. 5）计算，总面积按式（B.6）计算 ：

V , =Q × N × H 

式中：

V , 有效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

Q 每人每天产生的污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天［m3 ／ （人. d) J; 
N 使用人数，单位为人；

H 滞留时间，单位为天（d）。

V , =V, × K 

··( B.5 ) 

··( B.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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