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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20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20 ]9号文）的要求，标准编

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相关规定，对《餐厨垃圾处

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名称为《厨余垃圾处理技术标

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厨余垃圾的收集与运输；4.

厂址选择；5. 总体设计；6. 厨余垃圾计量、接收与输送；7.厨余垃圾处理工艺；

8. 辅助工程；9.工程施工及验收。

本次修订主要在下列方面对上一版（CJJ184-2012）进行了修订：

1、规范名称修改为：《厨余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2、第3章根据目前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修改了部分条款的内容。

增加的内容主要有：“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区域，家庭厨余垃圾和其它厨余

垃圾应实施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餐厨垃圾投放时,应将食品包装、一次性

餐具等杂物分离”和“餐厨垃圾不宜与家庭厨余垃圾和其它厨余垃圾混合运输”。

3、对第5章条文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主要是针对分类收集的厨余垃圾

提出的，包括厨余垃圾收集量的确定、厨余垃圾处理厂规模分类。

4、对第7章湿式厌氧和干式厌氧处理的技术参数要求做了调整。

5、对8.1节“电气与自控”部分做了相应调整。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城市

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36号；邮政编

码100120）。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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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生活垃圾分类与厨余垃圾处理的技术政策和法规，保证

厨余垃圾得到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使厨余垃圾处理工程的设计、施

工及运行管理规范化，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厨余垃圾处理项目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1.0.3厨余垃圾处理工程建设，应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技术和设备，做到

工艺技术先进、运行可靠、消除风险、控制污染、安全卫生、节约资源、经济

合理。

1.0.4 厨余垃圾收集和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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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餐厨垃圾 restaurant food waste

餐馆、饭店、单位食堂等的饮食剩余物以及后厨的果蔬、肉食、油脂、面点

等的加工过程废弃物。

2.0.2 家庭厨余垃圾 household food waste

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剩菜剩饭、瓜果皮等易腐有机垃

圾。

2.0.3 其它厨余垃圾 other food waste

指农贸市场等产生的除家庭厨余之外的易腐有机垃圾。

2.0.4 厨余垃圾

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其它厨余垃圾的总称。

2.0.5 泔水油 oil in food waste

从餐厨垃圾中分离、提炼出的油脂。

2.0.6 煎炸废油 waste fried oil

餐馆、饭店、单位食堂等做煎炸食品后废弃的煎炸用油。

2.0.7 地沟油 oil made from restaurant drainage sewage

从餐饮单位厨房排水除油设施分离出的油脂和排水管道或检查井清掏

污物中提炼出的油脂。

2.0.8 干热处理 dry thermal treatment

将厨余垃圾预脱水后，利用热能进行干燥处理，同时杀灭细菌的处理过程。

2.0.9 湿热处理 hydrothermal treatment

基于热水解反应，在适当的含水环境中，利用热能对厨余垃圾进行处理，并

改变垃圾后续加工性能的厨余垃圾处理过程。

2.0.10 含固率 total solid

物料中含有的干物质的重量比率。

2.0.11 反刍动物饲料 ruminant animal feed

用来喂养具有反刍消化方式动物的饲料。反刍动物一般包括牛、羊、骆驼、

鹿、长颈鹿、羊驼、羚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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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厨余垃圾的收集与运输

3.0.1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区域，厨余垃圾应实施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

3.0.2 餐厨垃圾的产生者应对餐厨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和投放，餐厨垃圾投放时,

不得将食品包装、一次性餐具等非餐厨垃圾投入。

3.0.3 对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应实行产量和成分登记制度，并宜采取定时、定点

的收集方式收集。

3.0.4 煎炸废油应单独收集和运输，不应与餐厨垃圾混合收集。

3.0.5 厨余垃圾应采用密闭、防腐专用容器收集，采用密闭式专用收运车进行收

运，专用收运车的装载机构应与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相匹配。

3.0.6 厨余垃圾的收运应做到日产日清。采用餐厨垃圾饲料化的处理工艺时，其

餐厨垃圾在存放、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止发生霉变的措施。

3.0.7 厨余垃圾运输车辆应具有定位系统，并宜配置称重传感器以及数据远传系

统，在任何路面条件下不得泄漏和逸洒。

3.0.8 厨余垃圾宜直接从收集点运输至处理厂。产生量大、集中处理且运距较远

时，可设厨余垃圾转运站，转运站应采用非暴露式转运工艺。

3.0.9 运输路线宜避开交通拥挤路段，运输时间宜避开交通高峰时段。

3.0.10 分类收集的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和其它厨余垃圾不宜混合运输，不得随意

倾倒、堆放，不得排入雨水管道、污水排水管道、河道、公共厕所和生活垃圾收

集设施中。

3.0.11 在寒冷地区使用的厨余垃圾运输车，应采取防冻措施。

3.0.12 厨余垃圾运输车装、卸料宜为机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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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厂址选择

4.0.1厨余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应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区域环境规划，城市环

境卫生专业规划及相关规划的要求。

4.0.2厂址选择应综合考虑厨余垃圾处理厂的服务区域、服务单位、垃圾收集运

输能力、运输距离、预留发展等因素。

4.0.3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宜与其它固体废物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设施同址建设。

4.0.4 厂址选择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应满足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要求。

2 应有良好的交通、电力、给水和排水条件。

3 应避开环境敏感区、洪泛区、重点文物保护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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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集中处理与就地（就近）处理相结合的厨余垃圾

总体处理方案。

5.1.2 厨余垃圾产生量较大的地区，可采用以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理为辅的总

体处理方案；厨余垃圾产生量较小的地区，可采用就地处理或就近相对集中处理

的总体处理方案。

5.2 规模与分类

5.2.1厨余垃圾处理工程规模应根据该工程服务范围内厨余垃圾产生量和分类收

集量现状及预测情况确定。

5.2.2厨余垃圾处理工程宜根据厨余垃圾预测收集率和收集效果确定是否分期建

设以及各期的建设规模。

5.2.3 餐厨垃圾产生量应根据实际统计数据确定，也可按人均日产生量按照公式

（5.2.3）进行估算：

kRmM C  （5.2.3）

式中：Mc—某城市或区域餐厨垃圾日产生量，kg/ d;

R—城市或区域常住人口；

m—人均餐厨垃圾产生量基数，kg/人 d; 人均餐厨垃圾日产生量基数 m

宜取 0.1 kg/人 d。

k—餐厨垃圾产生量修正系数。经济发达城市、旅游业发达城市或高校

多的城区可取 1.05～1.15；经济发达旅游城市、经济发达沿海城市可取 1.15～

1.30；普通城市可取 1.00。

5.2.4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区域，家庭厨余垃圾收集量的确定应根据分类收

集普及率以及家庭厨余垃圾分类收集效果确定。家庭厨余垃圾收集量可按下式进

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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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c=RWnf/1000 5.2.4

式中：Mjc—家庭厨余垃圾收集量，t/d;

W—人均家庭生活垃圾日产量，kg/人 d，可根据当地情况按 0.4～

1.0 取值，农村取较小值，城市取较大值；

n—家庭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的比例系数，可按 0.4～0.6 取值；

f—家庭厨余垃圾分类收集效果系数，可根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效果

在 0.5～1.2 范围内取值。

5.2.5 厨余垃圾处理生产线的数量及规模应根据所选工艺特点、设备成熟度，经

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并应考虑设备和生产线的备用性。

5.2. 6 厨余垃圾处理厂可按其日处理能力划分为以下五类：

1 Ⅰ类厨余垃圾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500 t/d以上（含 500 t/d）；

2 Ⅱ类厨余垃圾处理厂： 日处理能力介于 300 t/d～500 t/d（含 300 t/d）；

3 Ⅲ类厨余垃圾处理厂： 日处理能力 100 t/d～300 t/d（含 100 t/d）；

4 IV类厨余垃圾处理厂： 日处理能力 50t/d～100 t/d以下；

5 Ⅴ类厨余垃圾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50t/d以下。

5.3 总体工艺设计

5.3.1 厨余垃圾处理主体工艺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技术成熟、设备可靠；

2 应做到资源化程度高、二次污染及能耗小；

3 应符合无害化处理要求。

5.3.2 生产线工艺流程的设计应满足厨余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需要，做到

工艺完善、流程合理、环保达标，各中间环节和单体设备应可靠。

5.3.3 厨余垃圾处理车间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物质流顺畅，各工段不应相互干扰；

2 应留有足够的设备检修空间；

3 进料和预处理工段应与主处理工段分开；

4 应有利于车间全面通风的气流组织优化和环境维护。



9

5.4 总图设计

5.4.1厨余垃圾处理厂总图布置应满足厨余垃圾处理工艺流程的要求，各工序衔

接应顺畅，平面和竖向布置合理，建构筑物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5.4.2 Ⅱ类以上厨余垃圾处理厂宜分别设置人流和物流出入口，两出入口不得相

互影响，且应做到进出车辆畅通。

5.4.3厨余垃圾处理厂各项用地指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当地土地、规划等行

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5.4.4厂区道路的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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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当处理工艺中有沼气产生时，沼气产生、储存、输送、处理和利用等设施

的布置、防爆和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中型沼气工程设计规范》

GB5106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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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厨余垃圾计量、接受与输送

6.0.1 厨余垃圾处理厂应设置计量设施，计量设施应具有称重、记录、打印与数

据处理、传输功能。

6.0.2 厨余垃圾卸料间应封闭，垃圾车卸料平台尺寸应满足最大厨余垃圾收集车

的卸料作业。

6.0.3 厨余垃圾处理厂卸料口设置数量应根据总处理规模和厨余垃圾收集高峰期

车流量确定，Ⅰ类厨余垃圾处理厂卸料口不得少于 3个。

6.0.4卸料间受料槽应设置局部排风罩，排风罩设计风量应满足卸料时控制臭味

外逸的需要，卸料间的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3次/h。

6.0.5 宜设置厨余垃圾暂存、缓冲容器，缓冲容器的容积应与厨余垃圾处理工艺

和处理规模相协调，且应有防臭气散发的设施。

6.0.6 厨余垃圾卸料间应设置地面和设备冲洗设施及冲洗水排放系统。

6.0.7 厨余垃圾输送和卸料倒料过程中应避免飞溅和逸洒。

6.0.8 应根据厨余垃圾特性选择适宜的输送方式。含水率高于 80%的厨余垃圾宜

采用螺旋或管道输送方式输送，含水率低于 80%的厨余垃圾可采用带式方式输

送。

6.0.9 采用带式输送机输送厨余垃圾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有导水措施，防止污水横流。

2 带式输送机上方应设密封罩，并对密封罩实施机械排风。

3 设有人工分拣工位的带式输送机的移动速度宜为 0.1m/s-0.3m/s。

6.0.10 采用螺旋输送机输送厨余垃圾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螺旋输送机的转速应能调节；

2 螺旋输送机应具有防硬物卡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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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螺旋输送机进行抬高输送时，应根据厨余垃圾性质确定螺旋输送机最大

倾斜角度，螺旋输送机长度应根据输送高度和输送机最大倾斜角度确定。

4 宜具有自清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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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厨余垃圾处理工艺

7.1 一般规定

7.1.1 单位或居民区设置的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应做到技术可靠、排放达标，

处理后的残余物应得到妥善处理。

7.1.2厨余垃圾处理后的有机固渣做有机肥时，其有机肥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有机肥料》NY/T525或《生物有机肥》NY884的要求。

7.1.3 厨余垃圾处理后的有机固渣做土壤调理剂时，产品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土

壤调理剂 通用要求》NY/T3034的要求。

7.2 预处理

7.2.1厨余垃圾处理厂应配置厨余垃圾预处理系统，预处理工艺应根据厨余垃圾

成分和主体工艺要求确定。

7.2.2厨余垃圾预处理设施和设备应具有耐腐蚀、耐负荷冲击等性能和良好的预

处理效果。

7.2.3厨余垃圾的分选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厨余垃圾预处理系统应配备分选设备将厨余垃圾中混杂的不可降解物去除。

2 厨余垃圾分选系统可根据需要选配破袋、破碎、分选、磁选等设施与设备。

3分选出的不可降解物应进行回收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4主工艺为湿式厌氧、饲料化、昆虫生物处理的，分选预处理设备应满足预处

理后的物料中不可降解杂物含量小于 5%。主工艺为干式厌氧或好氧堆肥的，分

选预处理设备应满足预处理后的物料中不可降解杂物含量小于 10%。

7.2.4厨余垃圾的破碎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厨余垃圾破碎工艺应根据厨余垃圾输送工艺和处理工艺的要求确定。

2破碎设备应具有防卡功能，防止坚硬粗大物破坏设备。

3破碎设备应便于清洗，停止运转后及时清洗。

4 主工艺为湿式厌氧的，设计物料破碎粒度宜小于 10mm，主工艺为干式厌氧

的，设计物料破碎粒度宜小于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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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宜设置泔水油分离工艺，泔水油的分离工艺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餐厨垃圾处理主体工艺的要求确定油脂分离及油脂分离工艺。

2 可采用加热等提高餐厨垃圾油脂收集率的工艺措施。

3 应对分离出的泔水油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

7.2.6 餐饮单位厨房隔油池和污水井清掏物可用于提炼地沟油，地沟油的提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地沟油提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得到妥善处理，并应达标排放。

2提炼出的地沟油和残渣均不得用于制作饲料或饲料添加剂。

3提炼后的残渣和废液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7.2.7 严禁将煎炸废油、泔水油和地沟油用于生产食用油或食品加工。

7.2.8 利用湿热处理方法对厨余垃圾进行预处理时，湿热处理温度宜为 120℃

-160℃，处理时间应不小于 20min。

7.2.9 利用干热处理方法对厨余垃圾进行预处理时，物料温度宜为 95℃-120℃，

此温度下物料的停留时间应不小于 25min。

7.2.10 应根据处理后产品质量的要求确定控制盐分措施。

7.3 厌氧消化工艺

7.3.1厨余垃圾厌氧消化的工艺选择应根据厨余垃圾的特性、当地的条件经过技

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7.3.2湿式厌氧消化工艺的消化物料设计含固率宜为 6%~12%，物料消化设计水

力停留时间不宜低于 20d。

7.3.3 干式工艺的消化物设计含固率宜为 12%~30%，物料消化设计水力停留时间

不宜低于 25d。

7.3.4消化物料设计碳氮比（C：N）宜为(25~30)：1，设计 pH值宜为 6.5 ~7.8。

7.3.5湿式厌氧消化可采用中温消化或高温消化工艺，干式厌氧消化宜采用高温

消化工艺。中温消化设计温度以 40℃±2 ℃为宜，高温消化设计温度以 55 ℃±2 ℃

为宜。厌氧消化系统应能对物料温度进行控制。

7.3.6 厨余垃圾中盐分对厌氧发酵影响较大时，可采取降低盐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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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厨余垃圾厌氧消化反应器的选择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余垃圾厌氧消化反应器型式的选择应根据厨余垃圾来料特性、预处理

效果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厌氧反应器应有良好的防渗、防腐、保温和密闭性, 在室外布置的，应具

有耐老化、抗强风、雪等恶劣天气的性能。

3 厌氧反应器的结构应有利于物料的流动，减少短流和产生滞流死角。

4应具有良好的物料搅拌、匀化功能，防止固体物料在反应器中固结。

5厌氧消化反应器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063的有关规定。。

7.3.8对厌氧产生的沼气应进行有效利用或处理，不得直接排入大气。

7.3.9 沼气净化、储存、加压、输送和利用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GB/T 51063的相关规定。

7.3.10工艺中产生的沼液和残渣应得到妥善处理，不得对环境造成污染。

7.3.11 沼液处理工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膜处理工艺处理沼液的应设置沼液脱油预处理工艺。

2 沼液做液体肥料时，其液体肥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含腐植酸水溶

肥料》NY1106的要求。

7.4 好氧生物处理

7.4.1 好氧堆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余垃圾采用好氧堆肥方式处理时，应对厨余垃圾进行水分调节、盐分调节、

脱油、碳氮比调节等处理，物料粒径应控制在 50 mm以内，含水率宜为 45%~65%，

碳氮比宜为（20~30）﹕1。

2 厨余垃圾宜与园林废弃物、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混合堆肥。

3 厨余垃圾好氧堆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标准》CJJ/T 52

的有关规定。

4 厨余垃圾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应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部分应进行

无害化处理。

7.4.2制备生化腐殖酸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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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厨余垃圾制生化腐殖酸时，C/N 比宜控制在(25~30):1，物料含水率宜控制在

60%±3%，并应经历复合微生物好氧发酵过程，发酵过程中物料温度宜控制在

75℃±3℃, 并持续 8~10h。

2 工艺过程使用的微生物菌剂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

术准则》NY/T1109的要求，且应具有遗传稳定性和环境安全性。

3发酵完成后，应将物料中大于 5mm的杂物筛除。

4 厨余垃圾制生化腐殖酸所使用的生化处理设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垃圾生化

处理机》CJ/T227的有关规定。

5 生化腐殖酸成品质量应符合表 7.4.2的要求

表 7.4.2 生化腐殖酸成品质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有机质含量， % ≥80.0

总腐植酸HAt， d% ≥45.0

游离腐植酸 HAf， d% ≥40.0

pH 5.0~7.5

Na+的质量分数，% ≤0.6

灰分，% ≤7.5

水分（H2O）的质量分数，% ≤12.0

粪大肠菌群数，个/g（mL） ≤100

蛔虫卵死亡率，% ≥95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黄曲霉毒素（ug/kg） ≤50

7.5 餐厨垃圾饲料化处理

7.5.1饲料化处理的餐厨垃圾在处理前应严格控制存放时间，确保存放和处理过

程中不发生霉变。

7.5.2 应对饲料化处理的餐厨垃圾进行有效地预处理，将混杂其中的塑料、木头、

金属、玻璃、陶瓷等非食物垃圾进行有效去除，去除后的杂物含量应小于 5%。

7.5.3 选择饲料化作为主处理工艺的餐厨垃圾处理，应考虑对霉变餐厨垃圾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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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处理措施。

7.5.4 餐厨垃圾在进入饲料化处理系统前，应对其进行检测，发生霉变的厨余垃

圾及过期变质食品不得进入饲料化处理系统。

7.5.5 餐厨垃圾饲料化处理必须设置病原菌杀灭工艺。

7.5.6 对于含有动物蛋白成分的餐厨垃圾，其饲料化处理工艺应设置生物转化环

节，不得生产反刍动物饲料。

7.5.7用于处理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确保菌种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7.5.8 采用加热工艺去除餐厨垃圾水分时，加热温度应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产生

燋化和生成有毒物质。

7.5.9 生产工艺中任何接触物料的设备，在停运后应及时对残留的物料进行清理，

防止残留物料霉变影响产品质量。

7.5.10 利用厨余垃圾进行昆虫养殖的，其工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昆虫种类应根据厨余垃圾营养特点、昆虫的气候适应性以及昆虫饲料的市场

需求等因素确定。

2 昆虫养殖工艺流程和设备选择应有利于昆虫生长周期内各阶段的健康生长，

确保昆虫成活率和厨余垃圾的消耗率满足工艺要求。

3 昆虫养殖设施应具有防昆虫逃逸和外界动物侵入的措施。

4 应根据工艺需要配备供风、温湿度调节和排风除臭设施。

5 应配备昆虫养殖残渣和污水后处理设施，确保所有残渣和污水得到无害化处

理处置。

7.5.11 饲料成品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饲料卫生标准》GB13078以及国家现

行有关饲料产品标准的规定。

7.5.12饲料化产品包装及标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饲料标签》GB 10648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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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辅助工程

8.1 电气与自控

8.1.1厨余垃圾处理厂的电源和供电系统应满足连续、安全运行的要求。供电系

统的电压等级和容量应根据工艺设备，建筑设备的装机容量和运行情况，结合当

地供电网络现状和发展规划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供电电源的配置应根据厨余垃

圾处理厂的负荷等级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的有关规定。

8.1.2厨余垃圾处理厂主要设备的负荷计算应采用需要系数法。

8.1.3 变电所的主接线、变压器的选择、配变电装置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 和《35kV~110kV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9的有关规定。

8.1.4厨余垃圾处理厂的低压无功功率宜在配片变电所内采用电容器自动投入的

方式集中补偿。当配电系统的高次谐波超过规定值时，宜设置谐波治理装置，消

除谐波对电气系统的影响，治理后的谐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

电网谐波》GN/T 14549的有关规定。

8.1.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

动装置设计规范》GB50062 的有关规定；电测量仪表装置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GB50063 和国家现行标准《电测量

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137有关规定。爆炸火灾危险环境的电气

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中的有关规定。

8.1.6 对于厨余垃圾厌氧发酵沼气发电上网工程，电气主接线、并网运行的同期

点、解列点、运行方式、继电保护方式等应与当地供电局商定。

8.1.7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和《消防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中的有关规定。

8.1.8电缆选择与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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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厨余垃圾处理厂建（构）筑物防雷分类、防雷措施及过电压保护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和国家现行标准《交流电气装置

的接地》DL/T621的有关规定。

8.1.10 厨余垃圾处理厂应设置中央控制室对全厂各工艺环节进行集中控制。

8.1.11厨余垃圾处理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宜包括进料系统、预处理系统、处理

工艺系统、副产品加工系统、通风除臭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控制系统。

8.1.12 自动化控制系统应采用成熟的控制技术和可靠性高、性能好的设备和元

件。

8.2 给排水工程

8.2.1厂内给水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 和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8.2.2厂内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和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8.3 消防

8.3.1厨余垃圾处理厂应设置室内、室外消防系统，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的有关规

定。

8.3.2 油脂储存间、燃料间和中央控制室等火灾易发设施应设消防报警设施。

8.3.3 设有可燃气体管道和储存设施的车间应设置可燃气体和消防报警设施。

8.3.4厨余垃圾处理厂的电气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中的有关规定。

8.4 环境保护与监测

8.4.1 厨余垃圾的输送、处理各环节应做到密闭，并应设置臭气收集、处理设施，

不能密闭的部位应设置局部排风除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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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车间内粉尘及有害气体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的有关规定，集中排放气体和厂界大气的恶臭气体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的有关规定。

8.4.3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得到有效收集和妥善处理，不得污染环

境。

8.4.4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应得到无害化处理。

8.4.5 对噪声大的设备应采取隔声、吸声、降噪等措施。作业区的噪声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的规定，厂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的规定。

8.4.6 厨余垃圾处理厂应具备常规的监测设施和设备，并应定期对工作场所和厂

界进行环境监测。

8.4.7 厨余垃圾处理厂工作场所环境监测内容应包括：噪声、粉尘、有害气体（H2S，

NH3等）、空气中细菌总数、苍蝇密度等。排气口监测内容应包括：粉尘、有害

气体（H2S，SO2，NH3等）。厂界环境监测内容应包括：噪声、总悬浮颗粒物 TSP、

有害气体（H2S，SO2，NH3等）、苍蝇密度、排放污水水质指标（BOD5、CODcr、氨

氮等）。

8.5 安全与劳动保护

8.5.1厨余垃圾处理厂的安全生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

总则》GB12801的规定。

8.5.2厨余垃圾处理厂的劳动卫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5.3厨余垃圾处理厂建设与运行应采取职业病防治、卫生防疫和劳动保护的措

施。

8.6 采暖、通风与空调

8.6.1各建筑物的采暖、空调及通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中的有关规定。

8.6.2 易产生挥发气体和臭味的部位应设置通风除臭设施。散发少量挥发性气体

和臭味的部位或房间，可采用全面通风工艺，全面通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3/h。



20

散发较多挥发性气体和臭味的部位或房间，应采用局部机械排风除臭的通风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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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及验收

9.0.1 建筑、安装工程应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

9.0.2 对工程的变更、修改应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件后再进行施工。

9.0.3 厨余垃圾处理厂涉及到的建构筑物、道路、设备、管道、电缆等工程的施

工和验收均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施工和验收规范或规程的要求。

9.0.4 厨余垃圾处理专用设备应由设备生产商负责安装或现场指导安装和设备调

试，调试不满足设计要求的不得通过设备验收。

9.0.5 厨余垃圾处理厂竣工验收前，严禁处理生产线投入使用。

9.0.6 厨余垃圾处理厂工程验收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2 批准的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

3 设备供货合同及合同附件，设备技术说明书和技术文件；

4 专项设备施工、安装验收规范；

5 施工、安装纪录资料；

6 设备调试及试运行纪录资料；

9.0.7 厨余垃圾处理生产线的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进料、储料、输送、预处理、主体处理、后处理、配套环保设施等均安装完毕，

并带负荷试运行合格；

2 处理量和各项技术参数均达到设计要求；

3 电气系统和仪表控制系统均安装调试合格。

9.0.8重要结构部位、隐蔽工程、地下管线，应按工程设计要求及验收标准，及

时进行中间验收。未经中间验收，不得作覆盖工程和后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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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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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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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中指明应按照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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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

2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3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5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9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

10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50062

11 《电力装置的电气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GB50063

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13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0140

14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

15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16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8172

17 《饲料标签》GB 10648

1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19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12801

20 《饲料卫生标准》GB13078

2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22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标准》CJJ/T 52

23 《垃圾生化处理机》CJ/T227

24 《有机肥料》NY/T525

2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621

26 《生物有机肥》NY884

27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NY1106

28 《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NY/T1109

29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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