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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建设、运行维护过程中，实现

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防止二次污染，保障人身和公

共安全、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1.0.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建设、运行维护应遵循有效发挥

服务功能、安全生产、保护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原则，应采用适宜可靠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

1.0.4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

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论证

并符合本规范中性能的要求。

2 基本规定

2.1 规模与布局

2.1.1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规模，应根据服务范围内垃圾的

现状产生量及其预测量，处理处置技术的可行性、经济性和可靠性等

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2.1.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设施设备的处理能力，应根据生活

垃圾的产生量及性质波动、设备停机时间、备用设施等综合确定，确

保服务范围内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2.1.3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应与城乡功能结构相协调，满足城

乡建设发展、环境卫生行业发展等需要。选址距居民居住区、人畜供

水点等敏感目标的卫生防护距离，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且不应

设在下列地区：



1 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供水远景规划区；

2 洪泛区和泄洪道；

3 尚未开采的地下蕴矿区和岩溶发育区；

4 自然保护区；

5 文物古迹区，考古学、历史学及生物学研究考察区。

2.1.4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区域应实施分类运输和分类处

理。

2.2 建设要求

2.2.1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应具备下列功能：

1 应在入口设置称重计量设施；计量设施应具有计量、记

录、打印、数据处理、传输与存储功能，并应定期对计量设施进行鉴

定；

2 关键设备或系统应设置备用，确保工程正常运行；

3 应根据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特点，配置适用、可靠、

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4 应以主要生产单元为主体进行布置，各项设施应按生活

垃圾处理流程、功能分区合理布置，并应做到整体效果协调；

5 厂房的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应满足工艺设备的安装与

维修的要求，应有利于减少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恶臭、粉尘、噪

声、污水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防止各设施间的交叉污染；

6 厂（场）区道路的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和消防的需求，

并应与厂区竖向设计、绿化及管线敷设相协调；

7 应分别设置人流和物流出入口，确保安全，并方便车辆

的进出；

8 应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功能。



2.2.2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土壤、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污染，

保护好周边的环境。

2.2.3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设置的污水调节池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容积不应小于 3个

月的渗沥液处理量；

2 生活垃圾焚烧厂、厨余垃圾处理厂等处理设施的渗沥液

调节池容积不应小于 5d的渗沥液处理量；

3 调节池应设计为 2个或设置分格；

4 调节池应设置清淤设施或设备。

2.2.4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污水处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渗沥液处理设施应配置接收及储存系统、预处理系统、

主处理系统、污泥和浓缩液处理系统、臭气处理系统等，确保正常运

行；

2 渗沥液处理设施应设置渗沥液产生量和排出量计量装

置，尾水排放应按照规定设置规范化排水口；

3 应根据渗沥液的进水水质、水量及排放要求等，选取生

物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物化处理等主处理工艺；

4 渗沥液处理中产生的污泥应进行脱水等预处理，具体指

标应符合后续处理工艺要求；

5 纳滤和反渗透工艺产生的浓缩液应采用焚烧、蒸发或其

他方式处理。

2.2.5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设置的臭气控制与收集系统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产生臭气的车间、构筑物、设备等应采取良好的密封措



施，需要经常冲洗的地方应设置冲洗水收集设施；

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垃圾卸（受）料设施、卸料部

位、贮槽（坑）、输送设备、分选设备、堆肥发酵仓（容器）、渗沥

液调节池及敞开式渗沥液处理设施等部位（情况），应配置局部排风

设施用于臭气收集和控制；

3 臭气收集管道应选择抗腐蚀的材料，拼接缝应采取密封

措施，且不应设在管道底部；

4 臭气收集和控制用风机应设置备用，抽气风机应具有防

腐性能；

5 用于收集可能含有可燃气体臭气的风机，应具有防爆性

能。

2.2.6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臭气处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臭设备的臭气处理能力应根据收集系统的最大风量

和最大臭气污染物浓度确定；

2 封闭式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应选择以集中通风除臭

为主，除臭剂喷洒为辅的总体除臭方案；

3 集中通风除臭应根据臭气强度及臭源分布情况选择除

臭方法；

4 除臭剂不应具有毒性、刺激性和腐蚀性，喷洒系统应有

除臭剂流量调节功能；

5 除臭设施（设备）应具有较强的抗负荷冲击能力，且应

便于操作和维护；

6 除臭系统主除臭设备的配置数量不应少于 2台。

2.2.7 垃圾储坑、渗沥液调节池与生化池等构筑物应采取防渗、

防腐等措施。



2.2.8 具有可燃气体产生或泄漏可能性的封闭建（构）筑物内，

应设置可燃气体在线监测报警装置，并应与强制排风设备联动。

2.2.9 沼气产生、储存、输送等环节及相关区域的设备、设施应

采取防爆措施。

2.2.10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应采取雨污分流措施，并应设置

初期雨水储存池。

2.2.11 应配备员工便利设施和设备维修设施，并应提供充足的

照明。

2.2.12 设施系统和子系统应确保在发生故障时的待机能力，还

应考虑备用水和电力的供应。

2.2.13 应配置对相关工艺流程进行采样的采样口及平台等设施，

采样点的设置应确保采样安全，且不影响正常生产。

2.2.14 应设置化验室或委托有检测能力的单位，对生活垃圾物

理和化学性质、工艺技术参数、二次污染控制指标等进行检测和分析。

2.3 运行维护

2.3.1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应制定与生活垃圾特性和工艺要

求相适应的操作维护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

2.3.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应设置道路行车指示、安全标志、

防火防爆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志。各检测点以及易燃易爆物、化学

品、药品等储放点应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

2.3.3 厂房各作业区应合理分隔，应组织好人流和物流线路，避

免交叉；竖向交通路线应顺畅、避免重复。

2.3.4 特种设备必须经相关部门检测合格，并应在许可的有效期

内使用。

2.3.5 厌氧调试应注意沼气的生产安全，及时监测沼气的产生量，



发现漏气现象及时排除。

2.3.6 皮带传动、链传动、联轴器等传动部件必须有防护罩，不

得裸露运转。机罩安装应牢固、可靠。

2.3.7 工作人员进入垃圾储坑、焚烧锅炉、脱酸塔、脱氮塔、袋

式除尘器、渗沥液收集池、调节池、生化池、厌氧反应器等受限空间

或存在有毒有害气体场所进行检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入作业前必须采取事先通风、有害气体检测及佩戴个

人防护用品等安全防护措施；

2 必须使用安全电压照明；

3 作业时应在外部设有监护人员，并应与进入的检修人员

时刻保持联系；

4 进出人员应办理工作票，实行签进签出规定。

2.3.8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维护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水解酸化水力停留时间应为 2.5h～5.0h；pH应为 6.5～

7.5；

2 混凝沉淀预处理药剂的种类、投加量和投加方式应根据

渗沥液混凝沉淀的工艺情况、实验结果等确定。

2.3.9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除臭系统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对于长期堆放和储存生活垃圾和渗沥液的设施或场所，

在启动风机收集臭气前，应测试臭气中的甲烷浓度，当甲烷浓度超过

1.25％时，应先进行通风，并应使甲烷浓度降低至 1.25％以下后，再

启动风机；

2 除臭系统计划长时间停用时，应对设备及系统管路进行



清洗，并对各种传感器、探头及仪表采取保护措施；

3 除臭设备检修前必须停止运行，并应先排除内部气体，

通入空气，确认安全后仰进入设备内部检修，且进入设备内部检修的

人员应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4 废弃的除臭塔填料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处置，不得随意

堆放、污染环境。

3 生活垃圾焚烧厂

3.1 一般规定

3.1.1 焚烧厂应配置接收及储存系统、焚烧系统、余热利用系统、

烟气净化系统、灰渣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臭气处理系统以及配

套设施等，确保正常运行。

3.1.2 焚烧厂应对卸料大厅、垃圾储坑、污水处理系统等区域臭

气进行收集，经入炉燃烧或单独处理达标后排放。

3.1.3 焚烧厂必须设置自动控制系统，确保垃圾焚烧、烟气净化、

余热利用、污水处理、消防等系统的安全、正常运行。自动控制系统

应具有对过程控制参数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数据储存 3年以上的功能。

3.2 接收及储存系统

3.2.1 接收及储存系统应设置垃圾卸料间及平台、垃圾卸料门、

垃圾储坑、垃圾抓斗起重机、渗沥液导排、臭气控制等设施。

3.2.2 垃圾储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卸料口处必须设置车挡和异常情况报警设施；

2 储存容量不应小于 5d设计处理量；

3 应密闭，设置臭气控制与收集装置，保持负压状态；

4 底部应设置渗沥液导排收集设施，导排收集设施应采取

防渗、防腐措施；



5 应设照明、火灾探测器、事故排烟、灭火器等装置。

3.3 焚烧系统

3.3.1 垃圾焚烧系统应设置垃圾进料装置、焚烧装置、出渣装置、

燃烧空气装置、辅助燃烧装置及其他辅助装置。

3.3.2 焚烧线年运行时间不应小于 8000h。

3.3.3 焚烧炉应保证炉膛主控温度区的温度能达到 850℃以上，

烟气在 850℃以上空间内的停留时间大于 2s。

3.3.4 焚烧炉应配置助燃燃烧器和点火燃烧器，燃烧器应使用轻

质燃料（轻柴油或燃气），助燃燃烧器和点火燃烧器最大总功率应满

足无其他燃料燃烧的情况下将炉膛主控温度区温度独立加热至 850℃

及以上。

3.3.5 应在焚烧炉最上（后）二次风喷入口与炉膛主控温度区出

口之间至少设置 2个温度监测断面，两温度监测断面之间应满足最大

烟气量下停留时间不小于 2s，每个断面至少设置 2个温度监测点，实

时监测炉膛主控温度区内的温度。

3.3.6 焚烧炉启动时，炉膛应按规定的升温速率升温，在炉膛主

控温度区温度达到 850℃之前不得投入垃圾。焚烧炉停炉时，炉膛应

按规定的降温速率降温，在炉内垃圾燃烬之前，应通过助燃燃烧器维

持炉膛主控温度区温度在 850℃以上。

3.3.7 点火、助燃燃料、活性炭的储存及供应设施应配备防爆、

防雷、防静电和消防设施。

3.3.8 焚烧厂运行过程中，对电气、燃烧、热力、烟气净化等设

备和系统的操作和检修应分别执行操作票和工作票制度。

3.3.9 检修人员进入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炉膛、烟道内部进行

检修时，应做好安全措施。



3.4 余热利用系统

3.4.1 余热锅炉的额定出力应根据额定垃圾处理量、设计垃圾低

位热值和余热锅炉设计热效率等因素确定。

3.4.2 余热锅炉热力参数应根据热能利用方式、利用设备要求及

锅炉安全运行要求确定。

3.4.3 余热锅炉 A、B、C级检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A、B、C级检修时，应进行余热锅炉受热面金属监督

工作，应对水冷壁、过热器等管子检查并应抽样测厚，水冷壁管测厚

抽检率不得低于 20％；

2 A级检修时，余热锅炉受热面应割管送检；

3 A级检修时，应进行主蒸汽管道、受监压力管道监督检

查工作。

3.4.4 当余热锅炉受热面检查发现有变形、鼓包、胀粗等情况时，

受热管应立即更换；对因冲刷、磨损、高温腐蚀致使壁厚减薄量超过

设计壁厚 30％的受热管应更换。

3.4.5 利用垃圾热能发电时，应符合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并网要求。

利用垃圾热能供热时，应符合供热热源和热力管网的有关要求。

3.5 烟气净化系统

3.5.1 烟气净化系统应具有脱除酸性气体、粉尘、重金属、二噁

英类和 NOх的功能。

3.5.2 每条焚烧线应配置独立的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并应能满足

全厂运行控制和环保监测的要求。在线监测点的布置、监测仪表的选

择、数据处理及传输应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在线监测系统终端显

示的颗粒物、有害气体浓度等数据应为换算成标准状态下、氧含量在

11％时的数据，并可显示瞬时值和排放标准要求的时间均值。



3.5.3 焚烧厂检修过程中，应对袋式除尘器滤袋、仓室等部位进

行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进行滤袋检漏试验、寿命评估；

2 应更换破损、脱落的滤袋；

3 应修复仓室泄漏点并应对仓室进行防腐维护；

4 滤袋的每次检查和更换应做好记录。

3.6 灰渣处理系统

3.6.1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和飞灰应单独收集，飞灰应密闭储存和

运输。

3.6.2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应定期检测物理、化学性质，其中热灼

减率应小于 5％。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应定期检测物理、化学性质、有

害物质含量，确保各项指标符合相关要求后，方能进入后续处理环节。

4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4.1 一般规定

4.1.1 填埋场应配置垃圾坝防渗系统、地下水与地表水收集导排

系统、渗沥液收集导排系统、填埋作业、封场覆盖及生态修复系统、

填埋气导排处理与利用系统、安全与环境监测、污水处理臭气控制与

处理系统等。

4.1.2 填埋场用地面积和库容应满足工作年限不小于 10年。

4.1.3 填埋场应设置围栏、大门等设施，防止自由进入现场非法

倾倒、发生安全事故等。

4.2 地基处理与垃圾坝工程

4.2.1 填埋场的场底、四周边坡、垃圾堆体边坡必须满足整体及

局部稳定性要求。

4.2.2 填埋场场底必须设置纵、横向坡度，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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