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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导新建住宅项目垃

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和建设，依据国家及我市相关法律法规、技

术标准和规范，在广泛调研及征求相关管理部门、设计单位等意

见基础上，结合重庆实际，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共 8 章 3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规范性引

用文件；3.术语与定义；4.规模配置；5.规划布局；6.场地布置；

7.其他要求；8.保障措施及附录。 

本导则由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归口管理并负责解释。导则在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

推进办（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174 号，邮编：401121，

电话：023 6788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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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升城市环境卫生品质，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改

变原来楼层设桶的传统垃圾收集方式，解决生活垃圾定时、定点

投放问题，规范新建住宅项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规划和建

设，促进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规定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相关的术语、配置规模、规划

布局、场地布置等要求，适用于重庆市全域新建住宅项目。 

1.0.3 本导则所称新建住宅项目指新建的居住（R）用地，住商（RB）

用地及商住（BR）用地项目。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参照执行。 

1.0.4  新建住宅项目的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按本导则纳入统一规

划，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城市更新住宅

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1.0.5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设计和建设必须遵守国家相关的

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环境保护、节约土地、安全卫生和节约能

源等相关规定。 

1.0.6  新建住宅项目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遵循本市相关法

律法规，采用以下模式，鼓励居民直接将生活垃圾直接投放至垃

圾分类收集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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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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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33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GB/T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CJJ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179  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 

CJ/T368  生活垃圾产生源分类及其排放  

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设施配置及管理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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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3.0.1 生活垃圾 

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3.0.2 垃圾收集容器 

指符合垃圾分类和垃圾清运要求，专门用于收集生活垃圾的

容器，包括废物箱、分类垃圾桶（箱）及厨余垃圾收集专用桶。 

3.0.3 垃圾收集点 

指按规定及标准放置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收集投放的生活垃

圾收集的地点。 

3.0.4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 

指用于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具备垃圾收集、分拣和存储

功能，同时兼具一定配套服务功能的建（构）筑物。 

3.0.5 垃圾分类 

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

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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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模配置 

4.0.1  新建住宅项目的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按“主体设施、配套

设施、附属设施”（见表 4.1）进行配建，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参照

执行。 

表 4.1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建功能 

类型 具体功能 

主体设施 进出通道、垃圾收集间（垃圾收集容器、垃圾装卸料设备、洗手池） 

配套设施 供配电设施、给排水设施、消防设施、通风除臭设施、废气处理设施 

附属设施 可回收物存储室、保洁工具房 

4.0.2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套的给排水设施和废气处理设施建设

应满足其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0.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设计规模应结合服务区域垃圾产量、

垃圾清运频率及采用的垃圾收集容器容量进行计算，并能满足服

务范围内高峰时段的生活垃圾投放和暂存要求，设计规模计算方

法可参照本导则附录 A。 

4.0.4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建规模应以垃圾日产量为基准，其配

建规模各项指标应符合表 4.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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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建规模要求 

规划居住人口（个） 
垃圾日产量

（t/d） 
总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 

R＜300 Q＜0.36 —— ≥5 

300≤R＜1200 0.36≤Q＜1.24 
≥40 ㎡，其中主体设施

不小于 10 ㎡ 
≥70 

1200≤R＜3000 1.24≤Q＜3.6 
≥50 ㎡，其中主体设施

不小于 20 ㎡ 
≥85 

R≥3000 Q≥3.6 
≥85 ㎡，其中主体设施

不小于 55 ㎡ 
≥115 

备注： 

1. 表中： 

R—新建住区项目中规划的人口数量（个） 

Q—经测算的垃圾日产量（t/d） 

2. 垃圾收集间规模预测以 240L 收集容器为基准； 

3. 表中规模计算清运频率为 1 日 1 次；

4. 垃圾日产量 Q＜0.36 t/d，配建 1 组四分类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点），可不配建

附属设施； 

5 可根据日产垃圾量实际情况，结合服务半径，分散配建多个垃圾收集厢房，规模必须

满足总需求，同时单个垃圾收集厢房建筑面积不小于 40 ㎡，用地面积不小于 70 ㎡； 

6.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建筑面积依据《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核算；

7.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建规模详见附录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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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布局 

5.0.1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布局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定以及

新建住宅项目详细规划要求。 

5.0.2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布局应遵循安全、环保、经济的原

则，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应设在地质灾害隐患区。 

5.0.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布局应考虑垃圾收运车辆便捷可达。 

5.0.4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布局应考虑厢房通风和排水问题，

保证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通风顺畅、排水迅速，消除安全隐患。 

5.0.5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布局应充分考虑水电配套和清运作

业、设施清洗等空间。 

5.0.6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200 米。 

5.0.7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规划布局应尽量设置在地下，或结合地

形设置半地下，特殊情况不能布置在地下的应进行专题说明。 

5.0.8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地面投掷口与相邻建构筑物需留足间距，

并鼓励设置绿化景观带进行景观处理，景观绿化高度宜大于投掷

口高度，其间距应满足相关规定要求，见图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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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投掷口与相邻建构筑物空间关系图 

图 5.2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投掷口与相邻建构筑物空间关系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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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考虑其作业净空高度的要求，建议选择

合适区域单独设置出入口，垃圾收集厢房尽量避免与地下停车场

共用车行道，垃圾收集厢房要做好气体以及其他刺激气味的排风

处理和垃圾清洗的污水处理，且位置尽量设置在相对低点的区域，

避免影响其他地下空间环境卫生。 

5.0.10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可与公共厕所组合设置，易于安排垃圾

收集和运输线路，不宜设置在地下车库主要通道附近和人流、车

流密集区域，避免垃圾收集作业时造成地下车库车流堵塞，见图

5.3。 

图 5.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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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地布置 

6.0.1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通常包括三个功能：主体设施、配套设

施、附属设施。 

6.0.2 考虑小型垃圾收运车通行，垃圾收集厢房内部净高不应小于

3.2 米。 

6.0.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地面投掷区面积不低于 10 平方米，投掷

区内投掷口方便人员投放，至少保证 1 处出入口进出投掷区域，

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 1.5 米，见图 6.1。 

图 6.1  垃圾类收集厢房地面投掷区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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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地面预留 1 处投放口，以备紧急情况下

启用，见图 6.2。 

图 6.2  垃圾类收集厢房地面预留投掷口布局示意 

6.0.5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转运车辆应避免与项目内部的车流以

及人流形成交叉干扰，见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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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垃圾转运示意图 

6.0.6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布局分为半地下式和地下式两种模式。 

1. 半地下式

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地形，通过嵌入方式有效处理地形高差，

见图 6.4。清运场地长度（进深）不应小于 7 米，出入口宽度不应

小于 4 米，通往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尽端路长度不宜大于 30 米，

见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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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半地下式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建设意图 

图 6.5  半地下式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场地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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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式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设在地下，且转运车辆清运作业也在地下。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考虑单独设置车行出入口，单独设置出入口

宽度不小于 4 米，见图 6.6；如紧邻车库次要出入口，应减少对车

库行车的影响，周围设置隔离墙见图 6.7。考虑小型垃圾运输车通

行，出入口至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车行净高应大于 3.2 米。 

图 6.6  地下式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单独设置出入口布局示意图 

图 6.7  地下式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邻近车库次要出入口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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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要求 

7.0.1 投掷口的高度不应超过地面 1 米。 

7.0.2  投掷区地面应做好防滑、防渗漏处理，投掷口上方搭建生

活垃圾分类亭，避免雨水流入地下垃圾收集箱，同时方便居民雨

天投放垃圾。 

7.0.3  有条件项目可在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投掷点附近增加带语音

或视频方式提示设施，帮助居民投放。 

7.0.4  考虑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再利用，使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置

模式化，可采用集成、装配式建筑，建设案例参考详见附录 B。 

7.0.5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外观颜色、分类标志，应符合 GB/T19095

及本市规定，详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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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 

8.0.1  安全保障 

1.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内应有符合生活垃圾分类的明显标识。 

2.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宜在明显位置张贴“禁止吸烟、请勿将

未熄灭的烟蒂丢入垃圾桶”等标识标牌以免发生火灾。 

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加强日常管理，定期维护。

4.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布置应符合防水、卫生规范及安全生产

相关要求。 

5.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设置废气处理设施，符合安全操作要

求。 

8.0.2  环境保障 

1.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环境保护配套设施应与厢房主体设

施同步实施。 

2.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内应设置消毒、杀虫、消防设施及装置。 

3. 垃圾收集容器应每日清洗，无积垢，清洗污水确保排入城

市污水管网。 

4.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配置洗手池、清洗装置、保洁工具等。 

5.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周边应注意环境绿化，并应与周围环境

相协调。 

6.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布置在地下，应单独设置通风、除臭系

统以及排污管道，将污水接入室外污水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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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设计规模 

计算方法 

A.01  新建住宅项目生活垃圾日产量按下式计算：

Q=RCA1A2 

式中： 

Q—生活垃圾日产量（kg/d）； 

R—规划人口数量（人）； 

C—预测人均生活垃圾产量 kg/（人.d），可取 0.8-1.4 kg/（人.d），

根据重庆市实际情况，本次新建住宅项目建议人均生活垃圾产量

取 1.0kg/（人.d）； 

A1—生活垃圾日产量不均系数，可取 1-1.5；经济发达城市、

旅游业发达城市及高校多的城区，可取 1.3-1.5；经济发达的沿海

城市可取 1.2，一般城市可取 1.0-1.2，根据重庆市实际情况，本次

建议取 1.2； 

A2—服务人口变动系数，取 1.02-1.05；一、二线城市较三、

四线城市服务人口变动系数大，重庆属于新一线城市，根据重庆

市实际情况，本次建议取 1.03； 

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新建住宅项目人口按照户

均 3.2 人标准。 

A.02  新建住宅项目垃圾收集点设计规模按下式计算：

Y=A3A4Q/1000 

式中： 

Y—垃圾收集点设计规模（每日高峰时段垃圾产生量）（t/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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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每日高峰时段垃圾产生系数；当 A4≥1 时，A3=1，A3

随着垃圾的累积量逐渐增大；A4＜1，A3=1.1-1.3，每日清除次数

越多，取值越低，本次取 1； 

A4—垃圾清除周期（天/次）；当每日清除 n 次时，A4=1/n，

每 n 日清除 1 次时， A4=n，目前重庆市内大部分小区生活垃圾

清运频率为每日 1 次，本次导则 A4 按日清 1 次，后期物业可自

行选择每天清理次数进行规模设计。 

Q—生活垃圾日产量（kg/d） 

A.03  新建住宅项目生活垃圾收集点收集范围内的高峰时段垃圾

排除体积按下式计算：

Vmax=Y/（DaveA5） 

式中： 

Vmax—高峰时段生活垃圾排除最大体积（m³/次）； 

Y—垃圾收集点设计规模（每日高峰时段垃圾日产生量）（t/

次）； 

Dave—生活垃圾平均密度（t/m³），一般选取 0.25-0.7 本次

建议取 0.6； 

A5—高峰时段生活垃圾密度变动系数，一般选取 0.7-1.0，本

次建议选取 0.8； 

根据重庆市环卫集团提供垃圾成分数据，可知重庆市目前各

类垃圾占比情况：有害垃圾（0.5-1%）、厨余垃圾（45%-50%）、

可回收物（15%-20%）、其他垃圾（30%-36%），厨余垃圾占比

量大，厨余垃圾含水里高，垃圾密度偏大。因此，本次建议生活

垃圾平均密度取 0.6，高峰时段生活垃圾密度变动系数取 0.8。 

A.04  生活垃圾收集点所需设置的收集容器数量按下式计算：

N=Vmax/（EB） 

式中： 

N—垃圾收集点所需设置的收集容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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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单只垃圾容器的额定容积（m³/只），本次垃圾箱尺寸选

用长×宽×高：720mm*720mm*1080mm，约 0.24m³，合计 240

升； 

B—垃圾容器填充系数，0.75-0.9，本次建议取 0.8； 

Vmax—高峰时段生活垃圾排除最大体积（m³/次）。 

A.05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根据公式预测，其详细配置规模如下： 

表 A-3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建规模表 

规划居住人口（人） 垃圾日产量（t/d） 

收集容器

数量

（个） 

主体设施建筑

面积（㎡） 

建筑总面积

（㎡） 
占地面积（㎡） 

R＜300 Q＜0.36 4 —— —— ≥5 

300≤R＜600 0.36≤Q＜0.72 8 10≤Sz＜15 40≤Sj＜55 ≥70 

600≤R＜900 0.72≤Q＜1.08 12 15≤Sz＜20 45≤ Sj＜50 ≥75 

900≤R＜1200 1.08≤Q＜1.44 16 20≤Sz＜25 50≤Sj＜55 ≥80 

1200≤R＜1500 1.44≤Q＜1.80 20 25≤Sz＜30 55≤Sj＜60 ≥85 

1500≤R＜1800 1.80≤Q＜2.16 24 30≤Sz＜35 60≤Sj＜65 ≥90 

1800≤R＜2100 2.16≤Q＜2.52 28 35≤Sz＜40 65≤Sj＜70 ≥95 

2100≤R＜2400 2.52≤Q＜2.88 32 40≤Sz＜45 70≤Sj＜75 ≥100 

2400≤R＜2700 2.88≤Q＜3.24 36 45≤Sz＜50 75≤Sj＜80 ≥105 

2700≤R＜3000 3.24≤Q＜3.60 40 50≤Sz＜55 80≤Sj＜85 ≥110 

R≥3000 Q≥3.60 ≥44 ≥55 ≥85 ≥115 

备注：1.Sj—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总建筑面积； 

2.Sz—垃圾收集厢房主体设施总建筑面积（㎡）； 

3.Q≥3.60 t/d，根据日产垃圾量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服务半径，可分散配建多个

垃圾分类收集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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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建设案例参考 

1. 地面投掷口

范例一：

范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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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车库垃圾投放点

范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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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二：



CG 043—2021 

22

附录 C：垃圾分类设施颜色及标志 

C.01  垃圾分类标志

1. 标志颜色

可回收物：采用蓝色，色值为 C：100 M：60 Y：0 K：20； 

厨余垃圾：采用绿色，色值为 C：100 M：0 Y：100 K：30； 

有害垃圾：采用红色，色值为 C：0 M：100 Y：100 K：0； 

其他垃圾：采用黑色，色值为 C：0 M：0 Y：0 K：100。 

当标志粘贴位置底色显著时，标志底色采用白色，色值为 C：

0 M：0 Y：0 K：0。 

2. 标志字体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上的中文字体应使用黑体字体，英文应使

用 Arial 字体，中文和英文的行间距应为中文行高的 0.25 倍，英

文行高（即首个大写英文字母的高度）应为中文行高的 0.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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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志样式

1）常用标志

2）实物图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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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收集容器外观颜色： 

可回收物收集容器采用蓝色，色标为 PANTONG 647C；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采用红色，色标为 PANTONG 703C； 

厨余垃圾收集容器采用绿色，色标为 PANTONG 356C；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采用黑色，色标为 PANTONG 7C。 

C.02  收集容器标志设置

分类收集容器标志应使用防水材料制作且不易破损，宜设计

为夜光型。正前方、盖顶、背面应印（贴）有所对应类别的醒标

志，其中容器正前方一面还应标识每类生活垃圾下设的典型组分

图例及文字说明。  

设置时，正前方的标志（实物图例标志）中心应位于收集设

施高度的 2/3 且中心处；标志上边缘距收集设施上端的距离为 5-

8cm。 

左右距收集设施壁的距离为 3-5cm；盖顶的标志（常用标志）

中心应位于中心位置；标志面积应占容器盖面积的 1/2 至 2/3 之

间；侧方、背面可参照正前方的标志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