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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9-2020 年中国城

市环境卫生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第四批）》（中环标[2020]54 号）的

要求，《旱寒地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标准》编制课题组经广泛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标准规范，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基础建

设，5 防洪与雨污分流，6 渗滤液收集与处理，7 填埋气导排与处理，8 填

埋作业与管理，9 填埋场封场，10 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负责管理，由同济大学负责具体技术

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同济大学（地址：上海

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邮编：200092）。 

本标准主编单位：同济大学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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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为贯

彻国家有关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政策，保证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简称填埋）处理工程质量、优化处理的环境和经

济效益，制定本标准。 

1.0.1 本条是关于制订本规范的依据和目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当年 9月 1日实施)是本规范依据的主要法规，该法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

理设施。 

本规范依据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政策主要是《城镇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0〕

1257号]，该方案规定“对于暂不具备建设焚烧处理能力的地

区，可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对需要进行封场

的填埋场，要有序开展规范化封场整治和改造，加强填埋场渗

滤液和残渣处置”。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旱寒地区新建、改建、扩建的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处理工程的选址、设计、施工、验收和作业及管理。 

1.0.2 本条是关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的规定。 

条文明确本规范适用于我国旱寒地区，这些地区普遍人口

密度低，不适合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有建设生活垃圾

填埋场的需求；有必要依据区域生活垃圾产生和气候特征，细

化填埋场建设和运行的规定。 

条文中的“改建”主要指对既有填埋场的堆体边坡整理与

封场覆盖、填埋气体导排与处理、防渗系统加固与改造、渗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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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导排与处理等治理工程。“扩建”指既有填埋场库区增建工

程，应按卫生填埋场要求进行全面设计与建设。 

1.0.3 旱寒地区填埋处理工程应不断总结设计与运行经验，在汲

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经充分论证，可采用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提

高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的水平。 

1.0.3 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工程采用新技术

应遵循的原则的规定。 

旱寒地区生活垃圾填埋特征显著，比较其他区域更需要通

过采用新技术，改善工程的环境生态效用和经济效益。在采用

新技术的过程中，应遵循必要的论证程序，保障技术应用达到

预期效果。 

1.0.4 旱寒地区填埋处理工程的选址、设计、施工、验收和作业

管理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卫生填埋工程建设应全面符合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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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旱寒地区 cold and arid regions 

全年降雨量低于 400 mm、蒸发量大于 1200 mm，12 月至

次年 2 月平均气温低于 0℃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华

北北部及东北西部。 

2.0.1 本条对我国旱寒地区的气象特征进行了定义。 

“旱”通过年均降雨量和蒸发量及其比例关系划分，

“寒”以典型冬季月（12月至次年 2月）平均气温划分；我国

腾冲-漠河线以西、黄河以北的区域，除高山寒阴湿气候地区

外，均符合本规范旱寒地区的定义。 

2.0.2 生物稳定渗沥液 biodegraded leachate 

生物处理或在其它环境中长时间生物降解后，生物需氧量

（BOD5）与化学需氧量（COD）之比小于 0.15 的渗沥液。 

2.0.2 本条对生物稳定渗沥液的水质做了定量划分。 

生物稳定渗沥液在暴露环境中基本不发生生物转化，不产

生臭气等衍生污染，在覆盖层灌溉时对填埋场环境的影响可

控。 

2.0.3 土质覆盖 soil cover 

以各类土壤铺设于垃圾层上用于隔离垃圾的作业过程，根

据覆盖要求和作用的不同可分为日覆盖、中间覆盖和最终覆

盖。 

2.0.3 本条对填埋场土质覆盖做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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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渗沥液土质覆盖层灌溉处理 irrigation treatment of leachate 

on the soil cover 

渗沥液灌溉土壤通过土壤微生物降解、吸附和水分蒸发实

现污染物去除和水量削减的处理方法。 

2.0.4 本条对渗沥液土质覆盖层灌溉处理做了定义。 

渗沥液灌溉土质覆盖层处理的特征是借助土壤的持水能力

存留水分，再利用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的气象特点，使水分蒸

发，配合旱寒地区生活垃圾填埋渗沥液产生率低（现场监测小

于 0.1m3/t）的条件，可以实现渗沥液无外排的管理目标；同

时，覆盖层位于填埋场防渗屏障之内，可有效控制污染释放的

风险。 

2.0.5 填埋气土质覆盖层氧化 landfill gas oxidation in the soil 

cover 

利用土质覆盖土壤中的微生物，氧化分解填埋气中甲烷和

氨气、硫化氢等致臭化合物的过程。 

2.0.5 本条对填埋气土质覆盖层氧化做了定义。 

2.0.6 准好氧填埋 semi-aerobic landfill 

通过强制或自然通风将空气引入填埋垃圾层中，使垃圾层

有机物降解由厌氧转化为局部或全部好氧代谢的方法。 

2.0.6 本条对准好氧填埋工艺做了定义。 

准好氧填埋能在填埋堆体内实现渗沥液净化和甲烷减量，

适合在小型填埋场应用，简化填埋场污染控制技术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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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进入旱寒地区填埋场的填埋废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规定的条件及技术要求。 

3.0.1 本条引用生态环境和建设国家标准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

入场废物予以规定。 

3.0.2 旱寒地区填埋场的选址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技术规范》GB 50869 的规定及工作程序要求，且符合下列要

求： 

  1）不应在沙漠、戈壁和高山寒阴湿地区选址； 

  2）不应在灌区上游地区选址； 

3）不宜在地下水埋深小于 20 m 的地区选址。 

3.0.2 本条引用生态环境和建设国家标准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

选址要求和程序予以规定。 

针对旱寒地区的气候、水文和农业土地利用特点，补充规

定了本区域填埋场的选址限制。 

沙漠、戈壁区域生态极脆弱、地质条件差，不符合建设填

埋场的基本条件；高山寒阴湿地区，尽管降雨量不大（一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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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600 mm），但因日照时间短、年均气温低，蒸发量更低，而

且多位于区域，建设填埋场的环境影响难以有效控制。 

冬季冻土对填埋场的作业也有不利影响，据现场监测，冻

土深度不大于 150 cm地区的填埋场，在 30 cm土质覆盖的条件

下，冬季填埋堆体平均温度可大于 20℃，不影响正常填埋作

业。 

旱寒地区地下水位普遍较低，有利于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污

染防控，为此，本区域填埋场可以优先在地下水位低的场地选

址建设。 

3.0.3 旱寒地区填埋场日平均填埋量不宜大于 200 t/d，服役期

不宜小于 15 年。按日平均填埋量与总库容的分级宜符合下列的

规定： 

1）A 级日平均填埋量大于 100 t/d（含），且总库容大于

150×104 m3（含）； 

2）B 级日平均填埋量小于 100 t/d（不含）、大于 50 t/d

（含），且总库容小于 150×104 m3（不含）； 

3）C 级日平均填埋量小于 50 t/d（不含）且总库容小于

100×104 m3（不含）。 

3.0.3 本条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规模进行了规定和类别划分。 

根据《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

案》[发改环资〔2020〕1257号]，对我国现阶段城镇生活垃圾

处理技术政策的指导意见，生活垃圾填埋主要适用于“暂不具

备建设焚烧处理能力的地区”。目前，我国限制建设焚烧处理

能力的主要因素为经济合理的服务范围内，清运的生活垃圾量

低于焚烧发电的经济规模，依据焚烧发电的最低经济规模并考

虑区域需求，本条将旱寒地区填埋场日平均适宜填埋量定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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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 t/d。同时，为提高建设和运行经济性，要求填埋场服

役期大于 15年。 

本条按日平均填埋量与库容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规模做了

划分。其中，日均填埋量以 100 和 50 t/d为界，总库容以

150×10
4
和 100×10

4
 m

3
为界，共划分为 3级，为依据污染风险

和影响程度，分别规定技术措施提供依据。 

3.0.4 旱寒地区填埋场工程应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

规范》GB 50869 的规定，准确测算填埋场库容，根据城市环

境卫生专业规划和该工程服务范围的生活垃圾现状产生量及预

测产生量准确测算日平均填埋量。 

3.0.4 本条引用国家标准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库容测算原则予

以规定。 

3.0.5 旱寒地区填埋场应按功能和污染释放特征划分填埋场功能

区，根据自然地形合理设计填埋场各项设施的高程，保证场内

道路满足垃圾运输车交通量、负荷及填埋场使用年限的需求，

配置适用的出入场垃圾运输车称量设备。 

3.0.5 本条对旱寒地区填埋场总图设计的一般原则予以规定。 

因旱寒地区填埋场普遍缺乏维持绿化的自然条件，本条未

引述 GB 50869有关填埋场绿化隔离的设计要求，有关旱寒地区

填埋场隔离和生态修复的要求，在相关条目中具体规定。 

3.0.6 旱寒地区填埋场的施工和验收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规定及程序要求。 

3.0.6 本条引用国家标准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施工、验收要求

及程序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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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建设 

4.1 地基和边坡处理 

4.1.1 旱寒地区填埋场地基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库区地基及其他建（构）筑物地基的设计应按国家现行

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及《建筑地基处理

技术规范》JGJ 79 的有关规定执行。 

2）位于黄土区域的填埋场地基处理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GB 50025 的有关规定。 

3）库区地基处理方案应经过实地的考察和岩土工程勘察，

结合考虑填埋堆体结构、基础和地基的共同作用，经过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 

4）库区地基应进行承载力计算及最大堆高验算，对于承载

力不足的地基应做加固处理。 

5）库区地基应进行总体沉降及不均匀沉降计算，沉降可能

损害防渗层完整性的地基应做加固处理。 

4.1.1 本条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地基设计原则和方法程序予以

规定。 

 库区的地基要保证填埋堆体的稳定。工程建设前要求结合

地勘资料对填埋库区地基进行承载力计算、变形计算及稳定性

计算，对不满足建设要求的地基要求进行相应的处理。本条中

其他建（构）筑物主要指垃圾坝、调节池、渗沥液处理及生活

管理区主要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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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寒地区中湿陷性黄土区域是主要的不良地质，需要按国家的

区域性建筑标准进行填埋场的地基设计。 

库区地基极限承载力计算可以先将填埋库区的不规则几何

形式简化成规则(矩形)底面，然后采用太沙基极限理论分析地

基极限承载力；根据计算得到的修正极限承载力，可计算极限

堆填高度。具体计算式可参照相关的专业标准。 

地基沉降一般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提供的方法，计算出填埋库区地基下各土层的沉

降量，加和后乘以一定的经验系数。黏土地基需分瞬时沉降、

主固结沉降和次固结沉降 3部分计算沉降；沙土地基仅需计算

瞬时沉降。 

4.1.2 旱寒地区填埋场边坡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库区地基边坡设计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技

术规范》GB 50330、《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SL 386

的有关规定执行。 

2）位于黄土区域的填埋场边坡处理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GB 50025 的有关规定。 

3）经稳定性初步判别有可能失稳的地基边坡以及初步判别

难以确定稳定性状的边坡应进行稳定计算。 

4）对可能失稳的边坡，宜进行边坡支护等处理。边坡支护

结构形式可根据场地地质和环境条件、边坡高度以及边坡工程

安全等级等因素选定。 

4.1.2 本条对旱寒地区填埋场的地基边坡处理设计原则和方法

程序予以规定。 

 填埋库区边坡坡度设计要求：1)填埋库区边坡坡度宜取

1:2，如采纳更陡边坡坡度需做稳定性评价分析。2)削坡修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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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坡要求光滑整齐，无凹凸不平，便于铺膜；基坑转折处及

边角均要求采取圆角过渡，圆角半径不宜小于 1m。3)  对于少

部分陡峭的边坡要求削缓平顺，不可形成台阶状、反坡或突然

变坡，边坡处边坡角宜小于 20°。 

填埋库区地基边坡要求进行稳定计算。进行稳定计算时，

要求根据边坡的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以及工程布置方案

等，分区段选择有代表性的剖面做边坡稳定性验算，因旱寒地

区填埋场址的土壤强度普遍较低，要求各种边坡的稳定性验算

安全系数取值大于 1.5，否则需对边坡进行处理。依据旱寒地

区土壤主要为粉砂、砂土的特征，稳定计算的破坏形式一般可

取平面滑动法。 

填埋库区边坡支护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场地地质、环境条

件、边坡高度和边坡工程安全等级等因素确定，主要的边坡支

护处理方法有，重力式挡墙、扶壁式挡墙、悬臂式支护、板肋

式锚钎挡墙支护、格构式锚钎挡墙支护、排桩式锚钎挡墙支

护、岩石锚喷支护和坡率法等。 

4.0.3 旱寒地区填埋场场地平整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场地平整应满足填埋库容、边坡稳定、防渗系统铺设及

场地压实度等方面的要求。 

2）场地平整宜与填埋库区膜的分期铺设同步进行，并应考

虑设置堆土区，用于临时堆放开挖的土方。 

3）场地平整应结合填埋场地形资料和竖向设计方案，选择

合理的方法进行土方量计算。填挖土方相差较大时，应调整库

区设计高程。 

4.1.3 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场地平整应满足的几个基本

要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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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平整设计时除要求满足填埋库容要求外，尚需要兼顾

边坡稳定及防渗系统铺设等方面的要求。场地平整还需要满足

压实度要求：1)  地基处理压实系数不小于 0.93；2)  库区底

部的表层黏土压实度不得小于 0.93；3)  路基范围回填土压实

系数不小于 0.95；4)  库区边坡的平整压实系数不小于 0.90。 

场地平整与膜铺设同步进行，分区实施场地平整，有利于

防止水土流失和避免二次清基和平整。 

填埋场场地平整土方量计算中，挖方包括库区平整、垃圾

坝清基及调节池挖方量，填方包括库区平整、筑坝、日覆盖、

中间覆盖及终场覆盖所需的土方量。土方量计算可以采用断面

法、方格网法或三角网法；库区地形资料完整、精度高时，可

以优先采用计算机辅助计算，提高土方量计算准确度。 

场地平整阶段挖方量较大时，需要设置用于临时堆放开挖土方

的堆土区，堆土区要求做相应的防护措施，避免风蚀和雨冲

刷，造成扬尘和水土流失。 

4.2 垃圾坝 

4.2.1 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坝，应根据下游情况、失事后果及坝

体高度不同合理选择坝体类型和筑坝材料，并符合下列规定： 

1）坝高小于 10 m 的平原型填埋库区围堤和库区内的分割

坝，宜采用土石坝或黏土坝； 

2）山谷型填埋库区上游截洪坝、填埋库区与调节池间的下

游坝，宜采用混凝土坝或浆砌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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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坝类型选择的规定。 

4.2.2 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坝应符合下列规定： 

1）筑坝材料的调查和土工试验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利水

电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勘察规程》SL 251 和《土工试验规程》S

L 237 的规定执行。土石坝的坝体填筑材料应以压实度作为设

计控制指标。 

2）坝址、坝高、坝型选择应执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技术规范》GB 50869 的规定。 

3）垃圾坝地基处理的基本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混凝土重力坝

设计规范》DL 5108 及《碾压式土石坝施工规范》DL/T 5129

的相关规定。 

4）垃圾坝结构设计应执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

范》GB 50869 的规定。 

5）位于黄土区域的填埋场垃圾坝地基处理和结构设计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GB 50025 的

有关规定。 

4.2.2 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坝筑坝材料选择和结构

设计的规定。 

筑坝材料的调查和土工试验应符合相关标准的原则规定。

土石坝填筑材料选择可参考如下要求： 

 1）筑坝土：具有或经加工处理后具有与其使用目的相适应的

工程性质，并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便于开采、运输和压实；植

被破坏较少且环境影响较小，应便于采取保护措施、恢复水土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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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料：（1）粒径大于 5mm的砾石土颗粒含量不应大于

50％，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150mm或铺土厚度的 2/3，0.075mm以

下的颗粒含量不应小于 15％；填筑时不得发生粗料集中架空现

象。（2）人工掺合砾石土中各种材料的掺合比例应经试验论

证。（3）当采用含有可压碎的风化岩石或软岩的砾石土作筑坝

料时，其级配和物理力学指标应按碾压后的级配设计。 

土石坝填筑材料的“压实度”要求大于 96％，分区坝的压

实度不得低于 95％。 

采用黄土或软化系数低、不能压碎成砾石土的风化石料和

软岩作为土石坝填筑材料时，坝体全部暴露面要求做防渗处

理。 

4.2.3 垃圾坝体建筑级别为Ⅰ、Ⅱ类的，在初步设计阶段应进行坝

体安全稳定性分析计算。坝体稳定性分析的抗剪强度计算宜按

现行行业标准《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 的有关规定执

行。 

4.2.3本条是关于垃圾坝安全稳定性分析基本要求的规定。 

坝体在施工、建成、垃圾填埋作业及封场的各个时期受到

的荷载不同，要求分别计算其稳定性。坝体稳定性计算的工况

建议如下：1）施工期的上、下游坝坡；2）填埋作业期的上、

下游坝坡；3）封场后的下游坝坡；4）填埋作业时遇地震、遇

洪水的上、下游坝坡。 

稳定性计算时，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要求取 1.35。 

4.2.4 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坝筑坝材料不宜选择冻土、风沙土。 

4.2.4本条是关于垃圾坝筑坝材料选择的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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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土、风沙土是旱寒地区常见的工程性质有严重缺陷的土

类，要求避免用于具有强度要求的垃圾坝建设。黄土等可能存

在强度问题的土源用于垃圾坝填筑时，需要做强度和稳定性评

价，同时，要求采取拌水泥或者强夯等方法保证坝体符合要

求。 

4.3 防渗与地下水导排 

4.3.1 旱寒地区填埋场防渗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范》CJJ 113 的要求。 

4.3.1本条是关于填埋场防渗处理应符合相关标准的原则规

定。 

4.3.2 旱寒地区填埋场库区防渗宜采用复合衬里（HDPE 土工膜

+ GCL），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库底复合衬里自下而上包含如下各层： 

a) 基础层：土压实度不应小于 93%； 

b) 地下水导流管沟：宜采用卵（砾）石等石料，高宽不应

小于 30 cm×30 cm，石料上应铺设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

于 200 g/m2，沟内可埋设穿孔 HDPE 管，管径不宜小于

DN150； 

c) 反滤层（可选择层）：宜采用土工滤网，规格不宜小于

200 g/m2； 

d) 膜下保护层：压实土渗透系数不宜大于 1.0×10-5 cm/s，

厚度不宜小于 30 cm； 

e) GCL 防渗层：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5.0×10-9 cm/s，规格不

应小于 4800 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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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膜防渗层：应采用 HDPE 土工膜，厚度不应小于 1.5 

mm； 

g)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h) 渗沥液导流层与缓冲层：宜采用卵石等无锐角石料，厚

度不应小于 30 cm，石料上下可增设土工复合排水网。 

2）边坡复合衬里自下而上包含如下各层： 

a) 基础层：土压实度不应小于 90%； 

b) 膜下保护层：当采用土质材料时，压实后渗透系数不宜

大于 1.0×10-5 cm/s，厚度不宜小于 20 cm；当采用非织造土工布

时，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c) GCL 防渗层：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5.0×10-9 cm/s，规格不

应小于 4800 g/m2； 

d) 防渗层：应采用 HDPE 土工膜，宜为双糙面，厚度不应

小于 1.5 mm； 

e)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f) 渗沥液导流与缓冲层：宜采用土工复合排水网，厚度不

应小于 5 mm，也可采用土工布袋（内装石料或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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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填埋场复合防渗衬垫构造 

4.3.2本条是关于复合衬里防渗结构的具体要求规定。 

条文中“基础层”指填埋场场地平整后形成的库底承载土

层，要求整体完成夯实处理，土压实度要求大于 93％。 

“地下水导流管沟”是在基础层开挖沟槽后充填石料并埋设穿

孔管道形成的库底防渗层下排水通道。旱寒地区填埋场要求按

选址条件设于地下水埋深大于 20 m的场址，库底没有排除外源

地下水的需要；库区边缘（截洪沟外缘）渗入亚表层流，主要

通过阻隔设计控制，旱寒地区填埋场地下水导流的主要功能为

监测库底渗漏。为此，将常规由地下水导流层和导流盲沟组成

的导流体系，简化为仅设置导流盲沟，盲沟水平间距一般取

5~10 m。 

“反滤层（可选择层）”可以起到增加库底土层稳定性的

作用，在库底和保护土层岩土条件较差时，需要应用。 

“膜下保护层”在旱寒地区要求优先采用土质材料，就地

取材、节约建设成本，也有减少库底不同材料层数，有利于增

加库底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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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L防渗层”，旱寒地区基本没有压实后渗透系数可小

于 1.0×10-7 cm/s的土源，要求以 GCL防水毯作为复合防渗层

的副材应用。 

“膜防渗层”为复合防渗层的主材，需要采用符合相关标

准规定的填埋场防渗专用 HDPE膜；其中，边坡要求采用附着更

稳定的双糙面膜，库底选择光面、单糙面或双糙面膜要求按照

稳定性评价结果确定。 

“膜上保护层”是 HDPE膜与渗沥液导流层间的隔离层，起到防

止膜穿刺破环的保护作用。 

“渗沥液导流层与缓冲层”功能为渗沥液收集和导排，因

邻接膜防渗层，库底要求采用无锐角的河卵石等石料；如果采

用一般碎石替代，需要相应增大膜上保护层土工布的规格，并

且同时在石料层上下铺设土工复合排水网，减少石料滑动的可

能性。边坡的渗沥液导流负荷较小，此层材料以土工复合排水

网或内装石料或沙土的土工布袋替代。 

条文中“土工布”说明如下：1）土工布用作 HDPE膜保护

材料时，要求采用非织造土工布。规格要求不小于 600g/m2。

2）土工布用于盲沟和渗沥液收集导流层的反滤材料时，宜采用

土工滤网，规格不宜小于 200g/m2。3）土工布各项性能指标要

求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主要包括：现行国家标准

《土工合成材料  短纤针刺非织造土工布》GB/T 17638、《土

工合成材料  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GB/T 17639、《土

工合成材料  长丝机织土工布》GB/T 17640、《土工合成材料 

裂膜丝机织土工布》GB/T 17641、《土工合成材料  塑料扁丝

编织土工布》GB/T 17690等。4）土工布长久暴露时，要充分

考虑其抗老化性能；土工布作为反滤材料时，要求充分考虑其

防淤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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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中“土工复合排水网”说明如下：1）土工复合排水

网中土工网和土工布要求预先粘合，且粘合强度要求大于

0.17kN/m；2）土工复合排水网的土工网要求使用 HDPE材质，

纵向抗拉强度要求大于 8kN/m，横向抗拉强度要求大于 3kN/m；

3）土工复合排水网的导水率选取要求考虑蠕变、土工布嵌入、

生物淤堵、化学淤堵和化学沉淀等折减因素；4）土工复合排水

网的土工布要求符合本规范对土工布的要求；5）土工复合排水

网性能指标要求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条文中“钠基膨润土垫”(GCL)说明如下：1）防渗系统工程中

的 GCL要求表面平整，厚度均匀，无破洞、破边现象。针刺类

产品的针刺均匀密实，不允许残留断针。2）单位面积总质量要

求不小于 4800g/m2，并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钠基膨润土防

水毯》JG/T 193的规定。3）膨润土体积膨胀度不应小于

24mL/2g。4）抗拉强度不应小于 800N/10cm。5）抗剥强度不应

小于 65N/10cm。6）渗透系数应小于 5.0×10-11m/s。7）抗静

水压力 0.6MPa/h，无渗漏。 

4.3.3 旱寒地区 C 级和总库容小于 1.0×106 m3 的 B 级填埋场，

而且同时满足场址地下水埋深大于 30 m、堆高不超过 20m、设

计服役期不超过 20 年的旱寒地区填埋场库区防渗可采用单层衬

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底部单层衬里自下而上包含如下各层： 

a) 基础层：土压实度不应小于 93%； 

b) 地下水导流管沟：宜采用卵（砾）石等石料，高宽不应

小于 30 cm×30 cm，石料上应铺设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

于 200 g/m2，沟内可埋设穿孔 HDPE 管，管径不宜小于

DN150； 

c) 反滤层（可选择层）：宜采用土工滤网，规格不宜小于

200 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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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膜下保护层：压实土渗透系数不宜大于 1.0×10-5 cm/s，

厚度不宜小于 50 cm； 

e) 膜防渗层：应采用 HDPE 土工膜，厚度不应小于 1.5 

mm； 

f)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g) 渗沥液导流层与缓冲层：宜采用卵石等无锐角石料，厚

度不应小于 30 cm，石料上下可增设土工复合排水网。 

2）库区边坡单层衬里自下而上包含如下各层： 

a) 基础层：土压实度不应小于 90%； 

b) 膜下保护层：当采用土质材料时，压实后渗透系数不宜

大于 1.0×10-5 cm/s，厚度不宜小于 30 cm；当采用非织造土工布

时，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c) 膜防渗层：应采用 HDPE 土工膜，宜为双糙面，厚度不

应小于 1.5 mm； 

d) 膜上保护层：宜采用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e) 渗沥液导流与缓冲层：宜采用土工复合排水网，厚度不

应小于 5 mm，也可采用土工布袋（内装石料或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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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填埋场当层防渗衬垫构造 

4.3.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采用单层衬里防渗结构的具

体要求规定。 

旱寒地区填埋场一般规模较有限（参见“总则”条文说

明），依据国内外普遍遵循的环境工程费用-效益原则，总库容

小于 1.0×106 m
3
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可简化污染控制措施；为

此，本条许可在小于此值的填埋场采用单层防渗结构。 

为减少污染风险，附加提出场址地下水埋深、填埋垃圾堆高和

填埋场服役时间作为应用单层防渗结构的限制条件。其中，堆

高按垃圾坝内坡底至设计封顶最大高程的差确定。 

4.3.4 HDPE 土工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

聚乙烯土工膜》CJ/T 234 的规定。HDPE 土工膜厚度不应小于

1.5 mm，当防渗要求严格或垃圾堆高大于 20 m 时，宜选用不

小于 2.0 mm 的 HDPE 土工膜厚度。 

4.3.4本条是关于 HDPE土工膜的使用应符合有关标准及膜厚度

选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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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E膜的选择应考虑地基的沉降、垃圾的堆高及 HDPE膜锚

固时的预留量。膜厚度的选择可参照以下要求选用： 

   1）库区地下水位较深，周围无环境敏感点，且垃圾堆高小

于 20m时，可选用 1.5mm厚 HDPE膜。 

   2）垃圾堆高介于 20m至 50m之间，可选用 2.0mm厚的 HDPE

膜，同时宜进行拉力核算。 

   3）垃圾堆高大于 50m时，防渗膜厚度选择要求计算。 

4.3.5 穿过 HDPE 土工膜防渗系统的竖管、横管或斜管，穿管

与 HDPE 土工膜的接口应进行防渗漏处理。 

4.3.5本条是关于穿过 HDPE土工膜的各种管线接口处理的基本

规定。 

穿管和竖井的防渗要求： 

1）接触垃圾的穿管管外宜采用 HDPE膜包裹。 

2）穿管与防渗膜边界刚性连接时，宜采用混凝土锚固块作

为连接基座，混凝土锚固块建在连接管上，管及膜固定在混凝

土内。 

3）穿管与防渗膜边界弹性连接时，穿管要求不得直接焊接

在 HDPE防渗膜上。 

4）置于 HDPE防渗膜上的竖井(如渗沥液提升竖井、检修竖

井等)，井底和 HDPE膜之间要求设置衬里层。 

4.3.6 在垂直高差较大的边坡铺设防渗材料时，应设锚固平台，

平台高差应结合实际地形确定。边坡坡度不大于 1:2 时，平台

高差限值为 10 m；边坡坡度大于 1:2 时，平台高差限值应降

低，根据计算结果确定。 

4.3.6本条是关于锚固平台设置的基本规定。 

当锚固平台高差大于 10m、边坡坡度大于 1:2时，对于边

坡土层压实施工和防渗层的铺设都可能造成困难，为此，本条

做相应的规定。当边坡坡度大于 1:2时，需要依据前述条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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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边坡稳定性做评估，同时宜采用其他防渗膜铺设工艺和特

殊锚固方式。 

4.3.7 防渗材料锚固方式可采用矩形覆土锚固沟，也可采用水平

覆土锚固、“V”形槽覆土锚固和混凝土锚固；岩石边坡、陡

坡及调节池等混凝土上的锚固，可采用 HDPE 嵌钉土工膜、

HDPE 型锁条、机械锚固等方式进行锚固。 

4.3.7本条是关于防渗材料基本锚固方式和非土边坡特殊锚固

方式的规定。 

4.3.8 锚固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锚固沟距离边坡边缘不宜小于 800 mm。 

2）防渗材料转折处不应存在直角的刚性结构，均应做成弧

形结构。 

3）锚固沟断面应根据锚固形式，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计算，

不宜小于 800 mm × 800 mm。 

4）锚固沟中填土的压实度不得小于 93%。 

5）特殊情况下，应对锚固沟的尺寸和锚固能力进行计算。 

4.3.8本条是关于锚固沟设计的基本规定。 

4.3.9 土质材料作为膜下保护层时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平整度：应达到每平方米压实土层误差不得大于 2 

cm。 

2）洁净度：压实土层不应含有粒径大于 5 mm 的尖锐物

料。 

4.3.9本条是关于黏土作为膜下保护层时处理要求的基本规

定。 

根据对国内外填埋场的经验，填埋场膜下保护层土中砾石

形状和尺寸大小对土工膜的安全使用至关重要，一般要求尽可

能不含有尖锐砾石和粒径大于 5mm的砾石，否则需要增加土工

膜下保护措施；压实度要求主要是考虑到库底在垃圾填埋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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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其变形在允许范围。减少土工膜的变形，避免渗沥液、

地下水导流系统的破坏。 

4.3.10 旱寒地区填埋场地下水水位的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的有关规定。

4.3.10本条是关于地下水收集导排系统设置条件的基本规定。

4.3.11 旱寒地区填埋场地下水收集导排系统设计应执行现行国

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有关

规定。 

4.3.1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地下水收集导排系统设计的

基本规定。 

    通过选址控制，旱寒地区填埋场地下水位埋深要求大于 20 

m，配合对库区边缘（截洪沟外缘）渗入亚表层流的阻隔控制，

旱寒地区填埋场地下水导流的主要功能为监测库底渗漏；设计

方案在符合 GB 50869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要求参照 4.3.2的规

定设计。 

4.3.12 位于黄土区域的山谷型填埋场宜在上游设置垂直防渗帷

幕拦截场外地下水流入。 

4.3.12本条是关于位于黄土区域的山谷型填埋场控制上游亚表

层径流渗入库底的专门规定。 

    我国黄土区域土质大多具有湿陷性，亚表层径流渗入对库

底稳定性的危害极大；为在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条件下保障填埋

场的地质安全，要求在填埋场在上游设置垂直防渗帷幕控制上

游亚表层径流渗入库底；防渗帷幕切入土层深度需要根据当地

强降雨条件下的亚表层径流渗入深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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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洪与雨污分流 

5.0.1 旱寒地区填埋场防洪系统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防洪

标准》GB 50201、《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和行业标准《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CJJ 50 及相关标

准的技术要求。防洪标准应按不小于 50 年一遇洪水水位设计，

按 100 年一遇洪水水位校核。 

5.0.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防洪系统设计要求符合相关

标准及防洪水位标准的基本规定。 

填埋场防洪系统要求根据填埋场的降雨量、汇水面积、地形条

件等因素选择适合的防洪构筑物，以有效地达到填埋场防洪目

的。填埋场主要防洪构筑物为截洪坝和截洪沟。 

不同类型填埋场截洪坝的设置原则为：1）平原型填埋场根据地

形、地质条件可在四周设置截洪坝；2）山谷型填埋场依据地

形、地质条件可在库区上游和沿山坡设置截洪坝；3）坡地型填

埋场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可在地表径流汇集处设置截洪坝。 

截洪沟设置的原则为：1）环库截洪沟截洪流量要求包括库区上

游汇水以及封场后库区径流。2）截洪沟与环库道路合建时，宜

设置在靠近垃圾堆体一侧，山谷型填埋场环库道路内、外两侧

均宜设置截洪沟。3）截洪沟的断面尺寸要求根据各段截洪量的

大小和截洪沟的坡度等因素计算确定，断面形式可采用梯形断

面、矩形断面、U形断面等。4）当截洪沟纵坡较大时，要求采

用跌水或陡坡设计，以防止渠道冲刷。5）截洪沟出水口可根据

场区外地形、受纳水体或沟渠位置等确定。出水口宜采用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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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口，并采取防冲刷、消能、加固等措施。6）截洪沟修砌材

料要求根据场区地质条件来选择。 

5.0.2 旱寒地区填埋场截洪坝和截洪沟设计除应符合《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等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1）截洪坝内、外边坡和上表面按填埋场边坡相同标准做防渗

处理，外边坡铺设的 HDPE 膜以坡脚线为基准向外延伸水平宽

度不小于 1 m。 

  2）截洪沟底面和壁面按填埋场边坡相同标准做防渗处理，截

洪沟铺设的 HDPE 膜以截洪沟外壁上缘为基准向外延伸水平宽

度不小于 2 m。 

5.0.2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截洪坝和截洪沟外缘防渗设

计的规定。 

我国旱寒地区填埋场可能选择场址的工程建设岩土条件普

遍较差，存在荒漠土、湿陷性黄土等遇水容易造成强度衰减、

不均匀塌陷的不稳定状况的土层，为避免库底和边坡不稳定损

害库区安全，要求通过延伸库区边缘的防渗边界，防止周边地

面的亚表层径流渗入库区边坡和库底。 

截洪坝防渗外延伸要求防渗膜沿坝外坡向下延展，如图 5.1所

示，可以在大于 1 m的深度，拦截亚表层径流侵入填埋场库区

边坡和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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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旱寒地区填埋场截洪坝外缘防渗 

截洪沟防渗外延伸要求以防渗膜 2%~7%的上升坡度向上延展，

在场外岩土边坡下固定，如图 5.2所示，可以在宽度大于 2 m

的范围内拦截亚表层径流侵入填埋场库区边坡和底部。如果截

洪沟位于山脊，防渗膜外延与截洪坝外缘防渗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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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旱寒地区填埋场截洪沟外缘防渗 

5.0.3 旱寒地区填埋场库区雨污分流分区设计和作业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有

关规定。 

5.0.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库区雨污分流分区设计和作

业要求符合相关标准的基本规定。 

5.0.4 旱寒地区填埋场库区暴露的渗沥液导流和缓冲层应以

HDPE 土工膜搭接覆盖并将膜上雨水排入场内截洪沟。 

5.0.4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库区作业期的雨污分流要求

规定。 

库区面积较大时，要求分区后顺序投入使用，可参考下列

方法：1）上游分区先使用时，导排盲沟途经下游分区段要求采

用穿孔管与实壁管分别导流上游分区渗沥液与下游分区雨水。

2）下游分区先使用时，上游库区雨水宜采用实壁管导至下游截

洪沟。3） 库区分区要求考虑与分区进场道路的衔接设计，永

久性道路及临时性道路的布置要求能满足分区建设和作业的需

求。4）使用年限较长的分区，宜进一步划分作业分区实现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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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作业分区可根据一定时间填埋量(如周填埋量、月填埋

量)划分填埋作业区，各作业区之间宜采用沙袋堤或小土坝隔

开。 

5.0.5 旱寒地区填埋场截洪沟出水口应与场外既有自然水体、排

水沟渠或新建排水沟渠联接，并验算填埋场排洪对场外自然水

体或排水沟渠洪水安全水位的影响。 

5.0.5本条是关于填埋场截留的洪水外排的基本规定。 

 

  



 

29 

6 渗沥液收集与处理 

6.0.1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收集系统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 1688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

9 的规定执行。 

2）根据需要建设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GB 1688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

B 50869 规定的处理设施，渗沥液可以在填埋体原位处理时，

可不设其他处理设施。 

6.0.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应符合有关标准

的原则规定。 

6.0.2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应依据计算目的采用下述方

法完成： 

1）作为渗沥液处理设施设计流量时，入场垃圾全年平均厨

余垃圾含量 40%至 50%时，渗沥液产生量宜按填埋垃圾量的

7%至 9%测算；厨余垃圾含量 50%至 60%时，渗沥液产生量宜

按填埋垃圾量的 10%至 15%测算。 

2）作为渗沥液调节池设计容量时，宜按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规定的方法测算。 

6.0.2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测算的规定。 

国内外一般采用经验式计算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经验式

大多将渗沥液产生量与降雨关联，形成如下的计算式。 

Q = I ×
𝐶1𝐴1 + 𝐶2𝐴2 + 𝐶3𝐴3 + 𝐶4𝐴4

1000
 (6.1) 



 

30 

式中：Q——渗沥液产生量(m3/d)；I——降水量(mm/d)；A1、

C1至 A3、C3，分别为正在填埋中作业区汇水面积、浸出系数，

已中间覆盖区汇水面积、浸出系数，已终场覆盖区汇水面积、

浸出系数 

我国旱寒地区降雨稀少、填埋场渗滤液的主要来源是垃圾

中易腐有机物降解，通过关联据降雨量计算渗滤液产生量不尽

合理。通过现场调查也发现，采用经验式计算的渗沥液产生量

正负偏差互见，而长年现场观察数据发现，旱寒地区填埋场渗

沥液收集量与垃圾填埋量和垃圾中厨余垃圾质量比相关性较好

且比例关系稳定。据此本条规定了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产生

量测算的基本参数，用以计算填埋场渗沥液日平均产生量

（Qavd）提供处理流量的设计依据。 

调节池既是渗沥液处理工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与截洪沟

等构成填埋场防洪体系，要求按防洪标准设计，因而需要按降

雨量计算调节池。 

以式 5.1为基础，式中 A1取日常作业的平均值、A2取设

计方案的最大值、A3取 A2最大时的对应值；C1至 C3可按 GB 

50869的推荐取值；降雨量 I逐月取值，取最近 50年 1至 12

月的各月最大降雨量，代入计算得到 1至 12月各月最大渗沥液

产生量（Qm1至 Qm12）。 

将前述得到的 Qavd逐月换算为月均产生量（Qavm1至

Qavm12），按式 5.2计算得到 50年一遇防洪能力的调节池设计

基准容积（Vt50）。 

Vt50 = ∑（Qmi -Qavmi），I = 1~12 （6.2） 

再按最近 100年 1至 12月的各月最大降雨量（气象记录不

足 100年的，以历年 1至 12月的各月最大降雨量替代），以同

样方法计算，得到 Vt100作为调节池设计的校核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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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旱寒地区填埋库区渗沥液收集系统应包括导流层、盲沟、竖向收集

井、集液井（池）、泵房、调节池及渗沥液水位监测井等；各项渗沥液收

集系统设施的设计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

范》GB 50869 的有关规定。 

6.0.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收集系统的设施构成，

及设施设计需要执行的标准规定。 

填埋场渗沥液收集是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的基本要求，旱寒

地区填埋场渗沥液收集系统设计同样要求遵循统一的规范。 

6.0.4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的容量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规定外，

对于没有设置渗滤液处理设施的填埋场，其渗滤液调节池还应

应大于 50 年内最大降雨年 6 至 11 月的合计渗沥液产生量，按

两者之中容量大的确定。 

6.0.4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容量设计的规

定。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需具有防洪功能，容量设计

要求符合 GB 50869的规定。同时，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调

节池还需要有作为反应器生物稳定渗沥液中可降解有机物的功

能（参见后续条文），为满足生物稳定要求的停留时间（冬季

大于 6个月），规定调节池需要容纳 6个月以上周期产生的渗

沥液。 

50年内最大降雨年 6至 11月的合计渗沥液产生量计算过程

如下： 

1）在 50年气象记录中选出降雨量最大的年，取该年 6至

11月的降雨量合计值（I），代入式 5.1计算合计渗沥液产生

量；2）计算时 A1、A2、A3和 C1至 C3的取 6.0.2条文说明要

求的相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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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后需排出填埋场外时，排放标

准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

6889 规定的指标或当地环保部门规定执行的排放标准。 

6.0.5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后外排需执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 

本条强调“处理后需排出填埋场外”作为执行排放标准规

定的前提，一是符合排放标准执行的含义，二是相当数量的旱

寒地区填埋场在运行实践中确实可以做到不外排渗沥液。明确

这样的前提可以有助于相关标准的精准实施。 

6.0.6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工艺和设施配置要求符合下列

规定： 

1）旱寒地区中间和最终覆盖采用土质材料，且土中粒径大于

0.02 mm 粗粒质量比小于 50%的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宜采用

“调节池内生物稳定处理+土质覆盖层灌溉减量”的工艺组

合。 

2）不具备上款条件的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工艺和设施配置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规定。 

6.0.6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工艺和设施配置的

规定。 

旱寒地区降雨量远小于蒸发量，利用地表蒸发是处理渗沥

液、源头阻断渗沥液外排形成污染的可行途径。 

水分载体是利用地表蒸发的基本条件，填埋场土质覆盖层

是理想的水分载体，而且覆盖层位于填埋场防渗屏障的保护

中，没有渗沥液外泄污染的危险；作为水分载体土质覆盖需要

具有一定的持水能力，一般每平方米至少要求 100 kg的持水容

量（相当于 100 mm降雨和灌溉深度），按最小土质覆盖厚度

20 cm、压实土干密度 2200 kg/m3计，达到持水要求的最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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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持水量为 25%（干基含水率）。我国旱寒地区常见土壤类型

的田间持水量与其颗粒组成相关关系显著，粗粒（粒径大于

0.02 mm）质量比小于 50%的土壤，符合最低田间持水量要

求，据此对旱寒地区填埋场采用渗沥液灌溉土质覆盖层的材料

要求予以规定。 

在我国旱寒地区常见的土壤类型中，各类黄土，栗、灰、

棕等钙土，麻土等均符合本条的规定；大面积荒漠区域占比最

大的风沙土和灰棕漠土不符合本条规定。 

对于因难以取得适用覆盖土源等原因，没有条件采用“调

节池内生物稳定处理+土质覆盖层灌溉减量”工艺的填埋场，仍

应按相关国家标准规定配置渗沥液处理工艺和设施。 

6.0.7 渗沥液生物稳定处理应在 HDPE 土工膜密闭覆盖的调节

池内进行，宜设置液下泵和导流管搅拌强化降解。 

6.0.7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采用灌溉土质覆盖层前

进行生物稳定处理的工艺方法规定。 

灌溉土质覆盖层前进行生物稳定处理的目的在于控制渗沥

液有机物在覆盖层内的降解强度，减轻因有机物降解衍生的臭

气、气溶胶等对填埋场内外环境的不利影响，也可以避免覆盖

层内微生物过度生长对土壤毛细管结构的可能影响，使覆盖层

不同深度的水分传递不受影响。 

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在不同季节间波动较大，同

时，不同季节中影响常规生物处理运行稳定性的气温（影响渗

沥液温度）变化也极大；而渗沥液调节池在采用密闭封盖后，

成为理想的厌氧代谢空间，东部地区填埋场，不采取强化措

施、在平均气温大于 20℃的季节，低填龄渗沥液经调节池调蓄

后，渗沥液 BOD5/COD可从大于 0.50降至约 0.25。 

经模拟调蓄验证，COD大于 50 000 mg/L、BOD5/COD约 0.6

的高浓度渗沥液在 30、20、10℃环境中 BOD5/COD降至 0.1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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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周期分别约为 45、90和 180 d，周期性的搅拌有助于渗沥

液生物稳定。据此，在 6.0.4对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容

量做了规定，本条要求在调节池设置液下泵和导流管搅拌强化

降解。 

6.0.8 调节池内处理后的生物稳定渗沥液，应优先在土质覆盖层

灌溉处理减量并符合下列规定： 

1）土质覆盖层厚度应大于 40 cm，覆盖层下应铺设 1 cm

厚度土工网格； 

2）灌溉宜采用沟灌方式，沟底深小于 10 cm； 

3）灌溉水力负荷在覆盖表面温度大于 15℃时，宜为每天

10 mm；覆盖表面温度在 15℃至 5℃时，宜为每天 5 mm；覆盖

表面温度小于 5℃时，应停止灌溉。 

6.0.8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生物稳定处理后灌溉土

质覆盖层进行蒸发减量的工艺方法规定。 

渗沥液灌溉土质覆盖层的主要目的是蒸发减量，需要使渗

沥液存持于土质覆盖层中，通过土壤毛细管输送作用水分不断

传递至土层表面实现蒸发，为此，本条要求覆盖土层有足够厚

度，并且在土层下铺设土工网格防止土层不均匀陷落。 

渗沥液灌溉土质覆盖层要求采用沟灌方式，以避免喷灌造

成气溶胶污染、浇灌影响场区环境等问题。 

渗沥液灌溉土质覆盖层的表面水力负荷按与蒸发量直接相

关的覆盖土层温度予以控制；尽管现场观察西北旱寒地区土层

温度 0~0下 3℃时仍有明显的蒸发出现，为防止渗沥液在灌溉

沟、管中冻结，低于 5℃时要求停止灌溉。 

6.0.9 采用“调节池内生物处理+覆盖层灌溉减量”工艺处理渗

沥液的旱寒地区填埋场，一般不宜再设置其他渗沥液处理设

施。需要应急外排渗沥液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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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等毒害性污染物

浓度达到 GB16889 表 2 规定的浓度限值要求； 

  2）采用密闭输送方式送至采用二级处理方式的城市污水处理

厂处理，污水处理厂每日处理的渗沥液量不得超过污水处理总

量的 0.5%。 

  3）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应设置生活垃圾渗沥液专用调节池，

将其均匀注入生化处理单元； 

  4）不得影响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效果。 

6.0.9本条是关于采用“调节池内生物处理+覆盖层灌溉减量”

工艺的旱寒地区填埋场渗沥液应急场外处置的规定。 

旱寒地区填埋场采用“调节池内生物处理+覆盖层灌溉减

量”工艺可以在填埋场的防渗屏障内原位处理渗沥液，不发生

外排；为了避免功能重叠设施的重复建设、及设备长期备用带

来的损失，本条规定此类填埋场无需设置其他渗沥液处理设

施。 

针对特殊情况下，此类填埋场可能出现渗沥液应急处置需

要，本条依据现行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

2014，规定了外运处理需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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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填埋气导排与处理 

7.0.1 旱寒地区填埋场填埋气体导排与处理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和《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有关规定。 

7.0.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填埋气体导排与处理应符合有

关标准的原则规定。 

7.0.2 旱寒地区填埋场填埋气体产气量估算宜按现行行业标准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CJJ

 133 提供的方法进行计算。 

7.0.2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填埋气体产气量按有关标准估

算的规定。 

7.0.3 旱寒地区采用土质材料覆盖的填埋场，填埋气体处理宜采

用生物氧化方法处理并符合下列规定： 

1）土质覆盖层厚度宜大于 40 cm。 

2）土质覆盖层宜灌溉生物稳定渗沥液强化土壤甲烷和臭气

氧化能力。 

7.0.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采用土质材料覆盖填埋场填埋气体采

用覆盖层生物氧化除臭和减轻温室效应的规定。 

土壤氧化是最经济的去除填埋气体中的臭味物质和氧化甲

烷、减轻温室效应的处理方法。旱寒地区各类黄土、钙土分布

较广，土壤 pH一般大于 8.0，借助石灰反应，可以有效去除填

埋场以硫化物为主的致臭物质。；土壤中普遍存在的甲烷和氨

氧化菌可以降解填埋气体中的氨和甲烷，形成对填埋气体环境

影响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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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稳定渗沥液微生物种群资源丰富，灌溉覆盖层有利于

提高生物氧化的效率，同时还可以提供微生物活动不可缺少的

水分和营养物。灌溉的负荷要求按渗沥液处理的规定实施。 

7.0.4 旱寒地区填埋场，除 C4、D3 和 D4 类外，填埋气体处理

还要求符合下列规定： 

1）场内宜设堆肥滤池生物氧化从导气井收集且没有利用条

件的填埋气体。 

2）堆肥滤池填料层厚度宜大于 50 cm、空隙率宜大于

50%，滤池空床流速宜小于 0.2 m/s。 

3）填料腐熟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

术规范》CJJ 52 的规定。 

4）填料层应有水分补充措施，水分宜保持于 35%~50%。 

7.0.4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主动收集填埋气体和收集气体

生物处理的规定。 

旱寒地区小型填埋场，即日均填埋量小于 50 t/d或总库容

小于 50万立方米的填埋场，可以简化导气井逸出的填埋气体收

集，允许通过气井顶部管道放散（高于地表 1.5 m以上）。 

其他的旱寒地区填埋场需要主动收集导气井逸出的填埋气

体，在没有利用价值或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生物氧化处理

控制臭气和减轻温室效应。 

堆肥滤床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有机物生物降解衍生气体处

理方法，常温氧化、技术简单、效果稳定。堆肥滤床应用的关

键是，1）滤池中气体分布均匀、填料层具有自然通风供氧条

件、气体停留时间与填料吸附和降解要求相符，据此，规定了

填料层的高度、空隙率和空床停留时间。2）填料微生物群落丰

富，为此，规定堆肥作为滤池填料；因硫和氨氧化等功能菌多

为化能自养类型，规定堆肥需符合腐熟度要求以规定堆肥需符

合腐熟度要求，有利于自养菌的生长和保持活性；如堆肥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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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率不符合前款要求，可以混入碎木片等疏松辅料。3）堆肥填

料含水率要求支持生物生长且不阻塞空隙，腐熟堆肥含水率一

般小于 40%，处理过程中水分随气体散失，因此，需要制定和

采取补充水分的措施，使填料含水率处于适宜范围。。 

7.0.5 旱寒地区设计容量小于 1.0×106 m3 的填埋场宜采用准好氧

填埋工艺处理渗沥液和填埋气体污染并符合下列规定： 

1）填埋场设石笼导气井，其中心多孔管下部应与渗沥液收

集盲沟内的收集管联通。 

2）盲沟收集管末端应与外界大气敞开联通。 

3）石笼导气井直径（Φ）不应小于 1200 mm，中心多孔管

公称外径（dn）不宜小于 250 mm，开孔率不宜小于 5%。 

4）填埋堆体中部的导气井间距不宜大于 30 m，堆体边缘

布置的导气井间距不宜大于 20 m。 

5）导气井顶部中心多孔管出口可设置轴流风机强化通风。

渗沥液收集盲沟内应设置高密度聚乙烯(HDPE)收集管，收集干

管公称外径(dn)不应小于 315mm，支管外径(dn)不宜小于

200mm。 

6）导气井顶部中心多孔管出口可设置轴流风机强化通风。 

7.0.5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采用准好氧填埋工艺的条件和

设施设计的规定。 

准好氧填埋工艺可以在防渗屏障保护的填埋堆体内，同时

实现渗沥液碳、氮污染物去除，水分减量，以及填埋气体的甲

烷减排；但是，也有导气井逸出气体净化技术相对复杂等缺

陷，为扬长避短，本标准规定准好氧填埋工艺适用于总库容小

于 1.0×106 m3的填埋场，对于前述 3、4两级填埋场。 

本条 1至 4款规定了按准好氧工艺设计填埋场的技术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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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寒地区一般日照资源较为丰富，在覆盖层或向阳且尚未

用于填埋的边坡设置光伏板，产生的能量用以驱动导气井顶置

轴流风机，改善填埋体供氧状况，提高准好氧降解的效果。。 

7.0.6 采用准好氧填埋工艺的填埋场，应同时实施渗沥液回灌并

符合下列规定： 

1）渗沥液回灌管应设于覆盖层下，采用多孔管布水。 

2）多孔回灌管间距不宜大于 5 m，公称外径（dn）不宜小

于 150 mm，开孔率不宜小于 2%。 

3）渗沥液回灌频率宜为每天 1 次，每次回灌水力负荷宜为

10 mm。 

7.0.6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采用准好氧填埋工艺的渗沥液

回灌设计规定。 

回灌是准好氧填埋渗沥液污染物净化的方式。回灌的目的

是使渗沥液在填埋堆体中循环，同时去除填埋堆体和渗滤液中

的污染物。，为此，回灌管道要求设置于覆盖层下（一般紧邻

覆盖层）；旱寒地区冬季填埋堆体与外界环境的温度差可达

30℃，可以维持全年回灌。 

准好氧填埋同样需要通过蒸发实现渗沥液全量在填埋体的

原位减量，为此，采用准好氧填埋工艺的填埋场，采用土质覆

盖时，可以同时进行渗沥液回灌和灌溉。为区分回灌和灌溉的

水质，同时进行渗沥液回灌和灌溉的填埋场，可以在调节池内

设置档隔，分为 2个蓄水区分别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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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填埋作业与管理 

8.0.1 旱寒地区填埋场填埋作业与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的有关规定。 

8.0.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填埋作业与管理应符合有关标

准的原则规定。 

8.0.2 填埋作业应采用单元化、分层作业，填埋单元作业工序应

为卸车、分层摊铺、压实，达到规定高度后应及时进行整平、

覆盖并再压实。填埋单元作业时应控制填埋作业面面积。 

8.0.2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填入和覆盖作业的基本规

定。 

8.0.3 每层垃圾摊铺厚度不宜超过 50 cm，且宜从作业单元的边

坡底部向顶部摊铺；生活垃圾压实密度应大于 700 kg/m3。 

8.0.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填入的摊铺和压实作业基

本规定。 

8.0.4 每一单元的生活垃圾高度宜为 3 m～4 m。单元作业宽度

按填埋作业设备的宽度及高峰期同时进行作业的车辆数确定，

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6 m。单元的坡度不宜大于 1:3。 

8.0.4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垃圾填入分单元作业和单元尺

度控制的基本规定。 

单元尺度与填埋作业的暴露面积控制和覆盖效果直接相

关，同时也对填入作业人员的责任心和技能具有较高要求，是

填埋场作业管理的重点之一。 

8.0.5 每一单元作业完成后应进行覆盖，覆盖层厚度应根据覆盖

材料确定。采用 HDPE 膜或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膜（LLDPE）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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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时，膜的厚度宜为 0.50 mm，膜与膜搭接的宽度应大于 20 cm

并形成排水坡度。 

8.0.5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单元覆盖材料和覆盖方式的基

本规定。 

单元覆盖对减少雨水渗入和防止填埋垃圾随风飘散有重要

作用。采用合成膜覆盖时，膜与膜搭接是作业的关键，需要保

证搭接宽度充裕，搭接的上下层膜要求形成“瓦屋顶式”的排

水坡度。 

8.0.6 每一作业区达到阶段性填埋高度、暂时不在其上继续进行

填埋时，应进行中间覆盖，覆盖材料宜采用土质材料，覆盖层

厚度宜大于 30 cm，进行渗沥液灌溉的土质中间覆盖层，厚度

应大于 40 cm；采用土质材料覆盖后，暴露坡面宜以 HDPE 膜

或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膜（LLDPE）覆盖。 

8.0.6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中间覆盖的材料和覆盖方式规

定。 

旱寒地区填埋场中间覆盖除具有通常的功能外，还是启动

渗沥液土质覆盖层灌溉减量处理的重要空间，在有合适覆盖土

源的填埋场，要求按渗沥液灌溉土质覆盖层的需要进行中间覆

盖；为增加渗沥液灌溉周期，要求在填埋单元已形成一定面积

后，及时进行中间覆盖，无需等待完成整个高程平台；可以启

动土质覆盖的参考面积建议为 1 000 m2。 

表土风蚀特别严重的地方，土质中间覆盖可以在不影响蒸

发的条件下，采取必要的防风蚀措施。 

8.0.7 高温季节作业场所应根据需要喷洒杀虫灭鼠药剂，并宜喷

洒除臭剂及洒水降尘；使用的各种药剂应满足无毒、无燃烧

性、无刺激性等要求；药剂配方宜根据使用效果及时调整。 

8.0.7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使用杀虫灭鼠、除臭（掩蔽）

等药剂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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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土质中间覆盖之上继续填埋时，应开沟联通上下垃圾层，

沟宽宜大于 0.8 m，相邻沟中心距宜小于 3 m。 

8.0.8本条是关于采用土质中间覆盖的旱寒地区填埋场继续在上

覆平台填埋垃圾时，要求开沟实现上下层间水力联通的规定。

开沟挖出的泥土，可继续用于上一层的覆盖。 

8.0.9 完成土质中间覆盖的作业区，应根据填埋场的设计工艺及

时建设渗滤液回灌和灌溉系统。系统包括，回灌和灌溉泵、输

配水系统、布水系统。灌溉系统应采取一次整体规划、分步实

施的原则。 

8.0.9回灌（配合准好氧填埋）和灌溉是旱寒地区填埋场控制渗

沥液和填埋气体污染的关键措施。本条强调了及时建设运行回

灌和灌溉系统的要求。 

8.0.10 回灌和灌溉泵宜采用变频的方式，输水系统应根据填埋

场的地形条件可采用重力式、压力式或两种并用的方式，布水

系统宜采用碎石盲沟内部敷设穿孔管的方式。电气设备应设置

防爆型电气装置。 

8.0.10本条是关于回灌和灌溉设备和设施选型运行的基本规

定。 

8.0.11 填埋作业达到设计标高后，应及时进行封场覆盖。 

8.0.11本条是关于填埋作业与封场覆盖衔接的基本规定。 

8.0.12 填埋场场内设施、设备应定期检查维护，发现异常应及

时修复。 

8.0.12本条是关于填埋场内设备、设施检查维护的基本规定。 

8.0.13 填埋场建设的有关文件资料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整理

与保管。 

8.0.13本条是关于填埋场建设文件保管的基本规定。 

填埋场建设文件是作业运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场内设备、

设施维护的支持文档，要求专人、专处保存，随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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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4 填埋场日常运行管理中应记录进场垃圾运输车号、车辆

数量、生活垃圾量、渗沥液产生量、循环灌溉量、材料消耗

等，记录积累的技术资料应完整，统一归档保管。填埋作业管

理宜采用计算机网络管理。填埋场的计量应达到国家三级计量

认证。 

8.0.14本条是关于填埋场运行资料记录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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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填埋场封场 

9.0.1 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

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

范》GB 5086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

GB51220 的有关规定。 

9.0.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基

本规定。 

9.0.2 封场填埋堆体整形顶面坡度不宜小于 5%。边坡坡度大于

10%时宜采用多级台阶，台阶间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3，台阶高

差不大于 5m，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3 m。 

9.0.2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时，顶面和边坡设计的基

本规定。 

9.0.3 填埋场封场覆盖结构各层应由下至上依次为：排气层、保

护层、防渗层、排水层与表层。填埋场封场覆盖应符合下列规

定： 

1）排气层：填埋堆体顶面宜采用粗粒或多孔材料，厚度不

宜小于 30 cm，边坡宜采用土工复合排水网，厚度不应小于 5 

mm。 

2）保护层：应采用压实土质材料，厚度不应小于 30 cm 并

符合下列要求： 

a）平整度：应达到每平方米压实土层误差不得大于 2 cm。 

b）洁净度：压实土层不应含有粒径大于 5 mm 的尖锐物

料。 

c）压实度：位于顶面的压实土层不应小于 85%，位于库区

边坡的压实土层不应小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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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渗层应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土工膜或线性低

密度聚乙烯（LLDPE）土工膜，厚度不应小于 1 mm，膜上应

敷设非织造土工布，规格不宜小于 300 g/m2。 

4）排水层：堆体顶面宜采用粗粒或多孔材料，厚度不宜小

于 30 cm。边坡宜采用土工复合排水网，厚度不应小于 5 mm；

也可采用加筋土工网垫，规格不宜小于 600 g/m2。 

5）表土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年均降雨量大于 350 mm 的地区，采用自然土加表层营

养土，厚度应根据种植植物的根系深浅确定，厚度不宜小于 50 

cm，其中营养土厚度不宜小于 15 cm。 

b) 年均降雨量小于 350 mm 的地区，采用自然土，厚度不

应小于 40 cm，土层上覆盖粒径大于 20 mm 的碎石层，厚度不

应小于 10 cm。 

c）封场后需要继续进行渗沥液灌溉处理的填埋场，应在表

土层中设置灌溉管沟，设置方式应符合本规范 6.0.8 条的规定。 

9.0.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覆盖的结构和材料规定。 

旱寒地区缺乏防渗性能良好的黏土资源，封场防渗层要求

采用合成膜材料。 

年降雨量小于 350 mm的地区，无法维持自然植被，人工

灌溉需要消耗本区域稀缺的水资源，为此，要求此类地区填埋

场封场不设植被层，改以大颗粒碎石封盖，防止覆盖层受风蚀

侵害。 

9.0.4 年均降雨量大于 350 mm 的地区，填埋场封场覆盖后，应

及时恢复植被逐步实施生态修复，并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9.0.4本条是关于有条件的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覆盖植被恢复的

基本规定。 

9.0.5 填埋场封场后应继续进行填埋气体导排、渗沥液导排和处

理、环境与安全监测等运行管理，直至填埋体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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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后环境保护相关设施、设

备继续运行的基本规定。 

9.0.6 填埋场封场后宜进行水土保持的相关维护工作。 

9.0.6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后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基

本规定。 

9.0.7 填埋场封场后的土地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填埋场封场后的土地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

圾填埋场稳定化场地利用技术要求》GB/T 25179 的规定。 

2）填埋场土地利用前应作出场地稳定化鉴定、土地利用论

证及有关部门审定。 

3）未经环境卫生、岩土、环保专业技术鉴定前，填埋场地

严禁作为永久性封闭式建（构）筑物用地。 

9.0.7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封场后开展进行土地再利用需

要遵循标准和工作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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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 

10.0.1 旱寒地区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污染防治应符合下

列规定： 

1）填埋场工程建设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同时，应对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作出评价。 

2）填埋场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3）填埋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的防治与排放应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 

10.0.1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防治的

原则规定。 

10.0.2 旱寒地区填埋场应设置地下水本底监测井、污染扩散监

测井、污染监测井和排水监测井。填埋场应进行水、气、土壤

及噪声的本底监测和作业监测。监测井和采样点的布设、监测

项目、频率及分析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

术要求》GB/T 18772 执行，填埋库区封场后应进行跟踪监测直

至填埋体稳定。 

10.0.2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环境监测的基本规定。 

监测井是对填埋场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控的主要设施，本底

监测井要求设置于场址地下水流向上游的 30~50 m处，污染扩

散监测井要求设置于场址下游地下水走向垂线 2侧 30~50 m各

设置 1眼，污染监测井在场址地下水流向下游的 30~50 m设置

2眼；旱寒地区地下水埋深大，监测井无需要求出水，按要求

切入地下第一不透水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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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井要求与库底地下水导排管沟联接，是监测库底渗漏

和周边亚表层径流渗入的最敏感位置。 

10.0.3 旱寒地区填埋场环境污染控制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的要求。 

10.0.3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执行环境污染控制指标的原

则规定。 

10.0.4 旱寒地区填埋场使用杀虫灭鼠药剂时应避免二次污染。 

10.0.4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使用杀虫灭鼠药剂的一般规

定。 

10.0.5 旱寒地区填埋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 开展垃圾堆体、垃圾坝及周边山体边

坡的安全监测。 

10.0.5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岩土工程安全性监测的基本

规定。 

10.0.6 旱寒地区填埋场的劳动卫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 和《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2801 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结合填埋作业特点采取有利

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作业人员健康的措施。填埋作业人员应每

年体检一次，并应建立健康登记卡。 

10.0.6本条是关于旱寒地区填埋场劳动卫生管理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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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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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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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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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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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T 25179  生活垃圾填埋场稳定化场地利用技术要求 

GB/T 1877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25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标准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T 1877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CJJ 11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CJJ 133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CJJ 50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CJ/T 234   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 

SL 386   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 

SL 251   水利水电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勘察规程 

SL 237   土工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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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274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DL 5108   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 

DL/T 5129   碾压式土石坝施工规范 

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