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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建设，让生活垃圾中的

可利用部分再生使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实现经济和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的建设、运行与

维护。

1.0.3 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的建设、运行与维护除应符合

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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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生活垃圾 domestic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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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

2.0.2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

2.0.3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recyclable sorting center
对可回收物进行分选、拆解、剪切、破碎、清洗、打包、存

放等专业化和规模化初加工的场所。

2.0.4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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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分拣中心的规划布局应根据当地生产经济、人口分布、城

市交通、市容环境的发展需要，按当地生活垃圾可回收物产生量、

回收量合理确定，选址应符合当地城乡建设、生态环保等要求。

3.0.2 分拣中心宜按区（县、市）布局，宜与循环产园区、工业

园区等相结合，兼顾区域共享、城乡统筹，优化设施配置。

3.0.3 分拣中心应高效、实用、节能、卫生，并满足安全生产及

环保要求。

3.0.4 分拣中心建设应与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体系相适应。

3.0.5 分拣中心建设规模应按可回收物的品类和数量确定，占地

面积不宜小于 5000m2；其年分拣能力不宜小于 50000t。
3.0.6 分拣中心及其附属建筑物应按照工艺要求与使用功能、安

全条件和使用年限，选择相应的结构形式。

3.0.7 应合理设置分拣中心生产、办公、教育展示、交易、物流

等区域，生活区与办公区相互隔离，距离应符合安全防护要求。

3.0.8 分拣中心应采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提升管理效能。

3.0.9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应接收危险废物。对混入的有害垃圾，

应及时妥善放入有害垃圾暂存区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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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布局

4.0.1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应依据其规模、类型，综合实际需要及

技术路线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总平面布置应遵守科学合理、布局紧凑、物流顺畅和对外

界环境影响最小的原则合理分布。

2 按照功能分为称重区、卸料区、分选与加工区、打包区、

存放区和有害垃圾暂存区等。

3 各分区内部通道应综合考虑仓储条件和运输方式等因素合

理确定。

4.0.2 厂区道路设计和建设应与周边城市道路和交通状况相协

调，可采用车辆循环通道或双车道，尽端式道路应设置回车场。

4.0.3 应按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使用的最大规格车型确定道路转弯

半径与作业场地面积。

4.0.4 厂区宜配置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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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布置

5.1 一般规定

5.1.1 宜采用节能环保的设施设备，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的规定。

5.1.2 地面应平整，且应具有防水、防滑、防渗、防腐蚀功能及

相应的抗压强度等。

5.1.3 宜配置消毒、降尘和除臭等设备。

5.1.4 各品类间应设隔离围挡设施，隔离围挡应安全、稳定、美

观。

5.1.5 分区标识、安全标识、警示标识等应样式统一，且统一悬

挂在分区醒目位置。

5.1.6 各区域应设置工序流程指示牌，方便工作人员按流程操作。

5.2 称重区

5.2.1 称重区的位置应设在出入口附近，方便车辆过磅。

5.2.2 称重区应有进出双向地磅称重系统、电子监控及配套办公

设施，宜配备防辐射检测仪。

5.2.3 地磅型号的选择应符合分拣中心的回收量和生产量，并应

考虑地磅的最小静荷载、最大秤量和最大允许误差系数。

5.2.4 地磅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衡器安全要求》GB
14249.1的规定。

5.2.5 应设置车辆过磅的指示信号系统。

5.2.6 应在称重区醒目位置设置价格信息公布栏。

5.3 卸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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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纺织类等大类宜设有专

门的卸料区。

5.3.2 应设置等待和卸料的指示信号系统。

5.3.3 有残留液体可回收物品类的卸料区应设置污水收集系统。

5.3.4 宜设置与分选加工区有机结合的传输设备。

5.4 分选与加工区

5.4.1 可回收物品类的分选宜按照机械自动分选为主、人工分选

为辅的原则，合理安排不同品类的分选区域和工艺设备。

5.4.2 不同品类的可回收物的分选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纸类宜按照旧报书本、纸板箱和其他废纸张等分选；

2 塑料类宜按照塑料瓶（桶）、塑料包装物和其他废塑料等

分选；

3 金属类宜按照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金属等分选；

4 玻璃类宜按照平板玻璃、瓶玻璃和其他废玻璃等分选；

5 纺织类宜按照旧衣物、床上用品和其他废纺织品等分选。

5.4.3 宜配备与回收品类和工艺相适应的智能化分选、加工设备。

5.4.4 已分选的同一品类宜按照利废企业的要求进行细化加工。

5.5 打包区

5.5.1 应根据不同品类的回收物设计打包区域，按照生产工艺选

择打包设备。

5.5.2 打包工艺应按照节约空间、方便运输、利于再生使用的原

则设计。

5.5.3 宜配置称重系统。

5.6 存放区

5.6.1 应根据可回收物品类设计存放区域，按不同品类的周转频

次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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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存放区空间宜大于一周生产的可回收物总量的体积。

5.6.3 存放区应预留作业通道，保证物流畅通。

5.7 有害垃圾暂存区

5.7.1 暂存区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 18597 的规定，并按要求配备贮存容器。

5.7.2 应按照有害垃圾的种类设置分类暂存区，宜不少于一个月

的有害垃圾接收量的存放体积。

5.7.3 盛装有害垃圾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有害垃圾相容（不相

互反应）。

5.8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5.8.1 应设置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平台应具备 PC端、移动端，

并接入行业监管平台。

5.8.2 应具备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控、计量称重、交易

记录和进出物流台账等运行管理功能。

5.9 教育展示区

5.9.1 应设置宣传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教育展

示区。

5.9.2 宜配备可接受学生和市民参观、学习的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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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助配套

6.1 一般规定

6.1.1 分拣中心辅助设施建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工业厂

房建筑设计规范》GB 50681的规定。

6.1.2 厂房大门净宽度应大于最大运输件宽度的 600mm，净高度

应大于最大运输件高度的 300mm；车辆出入频繁的大门内、外，

宜设置防撞措施。

6.1.3 分拣中心辅助设施设备的设计应满足分拣中心正常运行的

要求。同时便于配套设备的安装、拆换与维护。

6.1.4 分拣中心宜设置包括环境控制、安防、消防和语音通讯等

综合信息自动化系统。

6.2 电气

6.2.1 电气设备机房不应设置在易水淹处，潮湿环境的电气设备

应采取防潮防凝露措施。

6.2.2 高压配电设备、变压器不应采用油浸式设备，宜采用节能

型干式变压器。

6.2.3 供电系统宜按一级负荷设计。

6.2.4 电器设备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

范》GB50052的规定。

6.3 照明

6.3.1 灯光照明设备应选用具有防潮、防腐蚀功能的低温节能型

照明灯具，对有防爆要求的地方应采用防爆灯具。

6.3.2 照明电源应独立配置，且应与生产用电、设备电源及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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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分开。

6.3.3 灯光照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的规定，室外监控区照度宜大于300lx。

6.4 消防

6.4.1 分拣中心的建筑结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火灾危险性分类

和防火分区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

6.4.2 分拣中心应具备消防安全设备、电管网及消防排水系统。

6.4.3 分拣中心的消防设施符合现行省级标准《社会单位消防安

全标准化建设指南 第 9部分：易燃易爆场所》DB33/T 828.9的规

定。

6.5 通风

6.5.1 应根据卸料区、分选与加工区、打包区和存放区的自然通

风条件、扬尘特性、作业点位及作业方式等设计通风系统。

6.5.2 通风系统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风管材料应选用不燃材料；

2 应设置独立电源；

3 宜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气体检测仪联动控制；

4 宜采用远程集中控制系统进行监测与控制。

6.5.3 分拣中心应对臭气源头采取控制措施，可采取物理、化学、

生物等手段控制臭气的扩散飘逸。

6.5.4 分拣中心应配置强制排气设施，废气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4554、《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
的规定。

6.6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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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的消杀防疫、职业病防治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的规定，并配备相应的

劳动保护设施设备。

6.6.2 防护措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

6.6.3 卸料、加工、打包、起吊和倒车等工序的相关设施、设备

上应设置警示标志、警报装置。

6.6.4 设施设备安全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

用导则》GB 289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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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验收

7.0.1 在分拣中心施工前应完成设备选型，分拣中心主要设备应

与设计文件及有关文件要求一致。施工单位应按相关规定文件编

制施工方案。

7.0.2 工程结束后应对施工期间路面及绿化被破坏的区域进行恢

复。

7.0.3 分拣中心应经过专业管理部门专项验收，做到水通、路通

和电通，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7.0.4 分拣中心总体验收前应对隐蔽工程进行专项验收。

7.0.5 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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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与维护

8.0.1 分拣中心应制订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和各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并严格执行。

8.0.2 应对上岗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内容应包括工艺流程、技术

要求、设施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操作规程等。

8.0.3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记录应保存3年以上。

8.0.4 生产区域监控记录宜保存3个月以上。

8.0.5 对分拣中心各类设施设备应定期检查维护，发现异常及时

修复。

8.0.6 称重地磅的定期检测及校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子汽

车衡（衡器载荷测量仪法）检定规程》JG 1118的规定。

8.0.7 建立有害垃圾联单制，并及时记录有害垃圾种类、数量、

来源及去向等信息。

8.0.8 分拣中心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职工安全生产培

训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13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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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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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电子衡器安全要求》GB 14249.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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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的提高，我国城镇生活垃圾日产量人均为0.7-1.2kg，并以年

均10%的速度增长，大中城市年产垃圾1.5亿吨以上，垃圾堆存量

高达66亿吨，约占地5亿多平方米。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如何管理和减量控制垃圾，已成为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城

市生活垃圾迫切需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处理，加快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已迫在眉睫。

1.0.2 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的主要回收种类可参考表1-1：
表1-1 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种类

大类 中类 垃圾内容

纸类

旧报书本
报纸、书本、打印纸、复印纸、广告宣传单（册）和其

他各种书刊杂志等

纸板箱 各种卡纸、快递纸箱、鞋盒和各种纸盒包装物等

其他废纸张 包装纸、纸质蛋盒（托）、纸基复合包装等

塑料类

塑料瓶（桶）
食品及日化用品塑料瓶（桶）、饮料瓶、食用油瓶（桶）、

各种塑料桶等

塑料包装物 各种塑料盒（如食品保鲜盒、收纳盒）等

其他废塑料
塑料桌椅、塑料管材、塑料托盘、热饮杯盖、塑料泡沫、

塑料玩具等

金属类

黑色金属
金属厨具、金属工具、金属锁、水龙头、暖气片、弹簧

制品、金属家具等

有色金属 易拉罐、金属餐具等

其他金属 合金工具等

玻璃类
平板玻璃 玻璃门、玻璃窗等

瓶玻璃 食品及日化用品玻璃瓶罐等

玻璃类 其他废玻璃 玻璃杯、家用玻璃制品等

纺织类 旧衣物 外穿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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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

大类 中类 垃圾内容

纺织类
床上用品 被套、床罩、床单、被子等

其他废纺织品 鞋靴、家庭装饰品、毛绒玩具等

纸类的再生利用应符合国家标准《废纸再利用技术要求》

GB/T 20811-2018的规定。

塑料类可再生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塑料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废塑料分类及代码》GB/T
37547-2019的规定；

2 塑料应按照直接再生、改性再生、能量回收的优先顺序进行

再生利用;

3 塑料可生产建筑材料，如涂料、胶黏剂、板材、塑料砖等，

其材料质量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4 含卤素（非多氯联苯）以及阻燃剂的废塑料的再生利用应与

其他废塑料分开进行，含卤素（非多氯联苯）的废塑料宜采用低

温工艺再生，不宜焚烧处理;

5 塑料再生利用制品要求和再使用过程的污染控制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废塑料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364-2022的规定;

金属类可再生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类宜按黑色金属或有色金属分类;

2 宜采用磁性分选技术或涡流分选技术分离黑色金属或有色

金属，也可破碎后再分离;

3 钢铁的再生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废钢铁》GB/T
4223-2017的规定;

4 铝及铝合金废料的再生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及铝合

金废料》GB/T 13586-2021的规定;

5 铜及铜合金废料的再生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铜及铜合

金废料》GB/T 13587-2020的规定;

6 铅及铅合金废料的再生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铅及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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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废料》GB/T 13588-2006的规定。

玻璃类可再生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玻璃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废玻璃分类及代码》GB/T
36577-2018的规定。

2 玻璃的破碎宜在封闭环境下进行，并应考虑降低噪声措施。

3 玻璃经再加工可以作为铸造熔剂、建筑制品等。其材料质量

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4 含铅玻璃应与非含铅玻璃分类进行处理。含铅玻璃熔融操作

时，应防止铅蒸气的泄露污染。

纺织类可再生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纺织品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废旧纺织品分类与代码》

GB/T 38923-2020的规定；

2 可再生利用的纺织品分类后应进行预洗、热/冷漂洗、干燥、

消毒等预处理；

3 纺织类的消毒可采取紫外线消毒、蒸汽消毒、消毒剂浸泡消

毒等方法，应根据实际成本、损坏作用和消毒剂残存量选择消毒

方法。消毒安全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再加工纤维基本安全

技术要求》GB/T 32479-2016的规定；

4 纺织类的再生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废旧纺织品再生利

用技术规范》GB/T 39781-2021的规定；

5 纺织类再生制品或材料应标有再生利用标志；

6 纺织类再生制品或材料的回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再加工

纤维基本安全技术要求》GB/T 32479-201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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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做好垃圾分类，分拣中心是很重要的设施。可回收物分拣

中心，在前端“垃圾分类”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后端垃圾处置设施，

提升垃圾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水平，并推进资源再生产业链的升

级和完善。

3.0.3 该条提出了宜以区、县为单位设置分拣中心，这一要求与

当前以区县为单位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的相关工作要

求相一致。应结合当地的人口聚集程度、土地资源状况、经济发

展水平、生活垃圾成分和性质等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生活垃圾

处理技术路线，并应满足选址合理、规模适度、技术可行、设备

可靠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3.0.5 分拣中心应按照布局合理、设施适用、功能齐全、管理科

学的基本原则，分拣中心同时具有回收、集散、分选、加工、交

易、存放、信息收集发布等功能，在当地形成规范化、多功能、

综合性、环保型的可回收物集散地和加工分拣存放设施配套一体

化，通过有效的市场运作，合理配置、方便可回收物利用企业的

采购和流动。

3.0.9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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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布局

4.0.1 分拣中心建筑物应按照垃圾品类，结合建筑结构，在高度、

面积等方面满足功能使用。

纸类的回收流程如图 4-1所示：

图4-1 纸类的回收流程图

塑料类的回收流程如图4-2所示：

图4-2 塑料类的回收流程图

金属类的回收流程如图4-3所示：

图4-3 金属类的回收流程图

玻璃类的回收流程如图4-4所示：

图4-4 玻璃类的回收流程图

纺织类的回收流程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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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纺织类的回收流程图

4.0.3 厂区道路设计宜参照表4-1。
表4-1 厂区道路主要技术指标

属性 道路类别 要求

路面宽度（m）

主干道

次干道

支道

引道

人行道

7.0或 9.0

6.0-7.0

3.5-4.0

注 6

1.0-2.0

最小转弯半径

（m）

受场地限制时

行驶单量汽车（4t-8t）

行驶单量汽车（10t-15t）

单量 4t-8t汽车拖带一辆 2t-3t挂车

载重 15t-25t平板挂车

载重 40t-60t平板挂车

6.0

90

12.0

12.0

15.0

18.0

最大纵坡（%）

主干道

次干道

支道、引道

6.0

80

9.0

计算从车速度

（km/h）

主干道

次干道
15

最小计算视距

（m）

会车视距

停车视距

交叉口停车视距

30

15

20

注:

1 主干道-生产区主要入口通往主厂房或办公楼的入厂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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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干道-连接各生产区的道路及主厂房四周之环形道路；

3 支道-车辆和行人都较少的道路以及消防道路等；

4 引道-车间、仓库等出入口于主、次干道或支道想连接的道路；

5 人行道-只有行人来往的道路；

6 车间引道宽度应与车间大门宽度相适应，转弯半径不小于 6m；

7 在场地困难时，次干道最大纵坡可增加 1%；主干道、支道、引道可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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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布置

5.1 一般规定

5.1.2 厂房地面面层应选用平整、耐磨、不起尘、防滑、防腐、

易清洗的材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工车间的地面面层，宜选用混凝土、细石混凝土、水泥砂

浆、耐磨混凝土或耐磨涂料面层;
2 有强烈磨损及拖运尖锐金属物件的地面面层，宜选用金属骨

料耐磨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块石、强度等级不低于 C25的细

石混凝土、铸铁板或钢格栅加固混凝土面层;
3 有坚硬重物经常冲击及有灼热物件接触地面和高温作业地

段地面面层，宜选用素土、矿渣、块石、混凝土或铸铁板面层;
4 有清洁要求，平整光滑、不起尘地面面层，宜选用水磨石等

面层;
5 有爆炸危险的房间或区域地面面层，应选用不发火面层;
6 有防静电要求的地面面层;应选用导电材料制成的地面，并

应做静电接地;
7 有防潮湿要求的库房地面面层，宜选用防潮混凝土、防潮水

泥砂浆或沥青砂浆面层;
8 储存笨重物料的地段地面面层，宜选用素土、矿渣、碎石或

块石面层。

生产中所需原料如生活垃圾等对车间、地面均有不同程度的

腐蚀、损害作用，故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相应防腐、防护措

施。车间所有钢结构件，均涂防护漆保护。对吊架、支撑等承重

构件，选用防腐性能好、粘接力强、施工方便的环氧类防腐蚀漆。

对室内墙体下部有可能受水或腐蚀性液体侵蚀，设墙裙保护；对



25

经常有腐蚀性液体作业的部位，做釉面瓷墙裙。地面采用环氧树

脂砂浆作为地面隔离层，环氧树脂面漆作为车间地面面层。

5.1.3 宜用有效氯含量 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或 500mg/L 的二

氧化氯消毒剂喷洒消毒。

5.2 称重区

5.2.1 地磅区应在垃圾收集/运输车进、出站口设置计量工位，并

依照其从属的垃圾处理系统的总体规划或服务区环境卫生专业规

划要求，确定配置计量设备的必要性和方式。

5.3 卸料区

5.3.3 卸料区的污水收集系统应与污水处理系统相连，处理

后的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GB/T 31962-2015的规定。

5.4 分选与加工区

5.4.1 分选、加工设备宜采用节能环保的设施设备，设备要求宜

符合表 5-1的规定。

表5-1 分选、加工设备要求

品类 主要设备

纸类 软夹抱机

塑料类 传输带式分拣线、塑料粉碎机、叉车

金属类 金属剪切机、夹抱机，移动式吸盘

玻璃类 叉车

纺织类 夹抱机

5.5 打包区

5.5.1 打包区宜根据垃圾品类选择不同的打包设备，设备要求宜

符合表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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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打包设备要求

品类 主要设备

纸类 纸类打包机、软夹抱机

塑料类 泡沫压缩机、叉车

金属类 金属打包机、夹抱机，移动式吸盘

玻璃类 叉车

纺织类 液压式打包机，夹抱机

常见的自动打包设备包括全自动卧式液压打包机、立式液压

打包机等。

卧式全自动液压打包机针对软性货物，液压打包机能将布匹、

编织袋、废纸、服装等织物压缩，使其体积大大减小，在一定的

运输空间内使其能装入更多的货物，从而达到减少运输次数，节

约运输成本。

全自动卧式液压打包机具有下列特点：

1 采用液压油路动力系统，提升了打包效率，具有打包速度

快，效率高，节能省电，性能稳定等特点；

2 多种冷却系统可供用户选择（水冷系统，风冷系统以及工

业空调冷系统）；

3 采用了推线和勾线两种快速高效的捆线方式，快速高效的

捆线装置，故障率低便于保养；

4 采用力学原理，紧包油缸使被压缩物压缩更紧，打包出来

的包形更规则，密度更大；

5 触摸屏控制台，微电脑PLC控制，简单，清楚，一目了然，

并具有电脑纠错功能；

6 采用了推出双韧切刀设计大大提高了切纸效率，延长刀片

的使用寿命。

立式液压打包机主要用于回收压缩硬纸板、废薄膜、废纸、

泡沫塑料、饮料罐和工业边角料等包装材料及废品。这种立式打

包机减少废物存储空间，节约达80%的堆放空间，降低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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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利于环保和废物回收。

立式液压打包机具有下列特点：

1 液压压实，手动装载，手动按钮操作；

2 完全保持物料的物理特性；

3 废料压实比可达5:1；
4 两个捆道，方便操作；

5 防回弹倒钩，保持压缩效果；

6 压板自动归位。

5.6 存放区

5.6.1 存放区应按各品类不同做好标识，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
的规定，并应定期检查和维护。

5.7 有害垃圾暂存区

5.7.1 有害垃圾暂存区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远离易燃、易爆等危险品；

2 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

3 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隔离间隔断。

5.8 监管服务平台

5.8.1 监管服务平台应实现全平台的容灾备份。

5.9 教育展示区

5.9.1 垃圾分类教育是一种环保教育，一种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也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分拣中心有负责任和义务接受学生

和居民的参观学习，传授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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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助配套

6.1 一般规定

6.1.1 对分拣中心的废水处理、降噪、废气排放、防尘的管理进

行了分别规范，同时也更加注重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和职业健康

管理，需满足最新国家标准要求。

6.2 电气

6.2.4 供电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电可靠性：供电系统不间断供电的可靠程度。应根据负

荷等级来保证其不同的可靠性。在设计时，不考虑双重事故；

2 操作方便，运行安全灵活：供电系统的接线应保证在正常

运行和发生事故时操作和检修方便、运行维护安全可靠。为此，

应简化接线，减少供电层次和操作程序；

3 经济合理：接线方式在满足生产要求和保证供电质量的前

提下应力求简单，以减少投资和运行费用，并应提高供电安全性；

4 具有发展的可能性：接线方式应保证便于将来发展，同时

能适应分期建设的需要。

6.3 照明

6.3.2 分拣中心厂区照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室内照明：厂房内部照明及办公等附属用房内部照明；

2 户外装置照明：为户外各种装置而设置的照明；

3 站场照明：车站、铁道编组站、停车场、露天堆场等设置

的照明；

4 地下照明：地下室、电缆隧道、综合管廊及坑道内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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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照明：厂区公路及其他道路的照明；

6 监控照明：沿厂区周边及重点场所周边监控区设置的照明；

7 障碍照明：厂区内设有特高的建构筑物，如烟囱等，根据

地区航空条件，按有关规定需要装设的标志照明。

6.4 消防

6.4.1 当在同一建筑物内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使用功能的场所

时，不同使用功能区或场所之间需要进行防火分隔，以保证火灾

不会相互蔓延。

6.5 通风

6.5.1 设备和风管的绝热材料、用于加湿器的加湿材料、消声材

料及其粘结剂，宜采用不燃材料，当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燃烧产

物毒性较小且烟密度等级小于等于50的难燃材料。风管内设置电

加热器时，电加热器的开关应与风机的启停联锁控制。电加热器

前后各0.8m范围内的风管和穿过设置有火源等容易起火房间的风

管，均应采用不燃材料。

含有燃烧和爆炸危险粉尘的空气，在进入排风机前应采用不

产生火花的除尘器进行处理。对于遇水可能形成爆炸的粉尘，严

禁采用湿式除尘器。处理有爆炸危险粉尘的除尘器、排风机的设

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其它普通型的风机、除尘器分开设置；

2 宜按单一粉尘分组布置。

6.6 防护

6.6.3 提示标志提示目标的位置时要加方向辅助标志。如指示左

向时，辅助标志应放在图形标志的左方。

标志牌应设在与安全有关的醒目地方，并使大家看见后，有

足够的时间来注意它所表示的内容。环境信息标志宜设在有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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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入口处和醒目处；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涉及的相应危险地

点或设备附近的醒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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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验收

7.0.3 工程竣工验收除了应符合《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

装施工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2009的规定，还应符合本标准有

关章节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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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与维护

8.0.7 日常生活中的有毒有害垃圾虽然量不多，但危害巨大。据

统计每0.5㎎汞可污染180吨地下水及周围土壤。有害垃圾不仅污

染空气、土壤、地下水，还会危害生命健康。建立有害垃圾联单

制，可以及时记录有害垃圾的各种信息和处理方式，可以有效跟

踪有害垃圾的去向，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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