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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9 年工

程建设规范和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19]8 号）

的要求，由华中科技大学会同有关单位对《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

理技术规范》GB50869-2013 进行修订而成。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按照近年来各级环保督查对生活垃圾

填埋场二次污染控制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补充规定防渗材料铺设焊

接质量的检验和渗漏破损检测要求；修改补充规定渗沥液收集管防淤

堵和防失效的措施；修改渗沥液产生量计算公式；修改补充规定调节

池防渗和防臭措施；补充规定填埋作业和渗沥液处理的综合防臭除臭

措施。 

本标准中下划线表示修改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的条文为强

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华中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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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寄送至华中科技大学《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

术标准》国家标准管理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邮政编码：430074）。 

本次局部修订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

人： 

主编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2013 

修订对照表 

（方框部分为删除内容，下划线部分为增加内容） 

现行《规范》条文 修订征求意见稿 

8 防渗与地下水导排 8 防渗与地下水导排 

 8.2.7A 防渗材料铺设过程中，应

全过程监督防渗材料的施工和焊

接质量检验。防渗材料铺设完成

后，应对全场防渗材料进行渗漏破

损检测，对探测到的破损进行修

补。 

10 渗沥液收集与处理 10 渗沥液收集与处理 

10.2.4  渗沥液产生量宜采用经

验公式法进行计算，计算时应充

分考虑填埋场所处气候区域、进

场生活垃圾中有机物含量、场内

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以及场内生活

垃圾埋深等因素的影响。渗沥液

产生量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

录 B的规定。 

10.2.4 渗沥液产生量宜采用经验

公式法进行计算，计算时应充分考

虑填埋场所处气候区域、进场生活

垃圾中有机物含量、含水率、场内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降解程度、生活

垃圾埋深及田间持水量等因素的

影响。渗沥液产生量计算方法应符

合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 

10.3.3  盲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10.3.3 盲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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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盲沟宜采用砾石、卵石或碎石

（CaCO3 含量不应大于 10％）铺

设，石料的渗透系数不应小于

1.0×10－3cm/s。主盲沟石料厚度

不宜小于 40cm，粒径从上到下依

次为 20mm~30mm、30mm~40mm、

40mm~60mm。 

2 盲沟内应设置高密度聚乙烯

（HDPE）收集管，管径应根据所

收集面积的渗沥液最大日流量、

设计坡度等条件计算，HDPE 收集

干管公称外径（dn）不应小于

315mm，支管外径（dn）不应小于

200mm。 

1  盲沟宜采用卵石、砾石或碎石

（CaCO3 含量不宜大于 5％）铺设，

石 料 的 渗 透 系 数 不 应 小 于

1.0×10－3cm/s。主盲沟石料厚度

不宜小于 40cm，粒径从上到下依

次 为 20mm~30m 、 30mm~40mm 、

40mm~60mm。 

2 盲沟内应设置高密度聚乙烯

（HDPE）收集管，管径应根据所收

集面积的渗沥液最大日流量、设计

坡度等条件计算，HDPE 收集管公

称外径（dn）不应小于 315mm。各

填埋分区应设置独立的收集管排

出渗沥液，当收集管采用穿坝管排

入调节池时应设置为双管。  

10.3.6  调节池设计应符合以下

规定： 

1  调节池容积宜按本规范

附录 C 的计算要求确定，调节池

容积不应小于三个月的渗沥液处

10.3.6  调节池设计应符合以下规

定： 

1  调节池容积宜按本标准附

录 C 的计算要求确定，调节池容

积不应小于三个月的渗沥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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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 

2  调节池可采用 HDPE 土

工膜防渗结构，也可采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 

3  HDPE 土工膜防渗结构调

节池的池坡比宜小于 1：2，防渗

结构设计可参考本规范第 8 章的

相关规定。 

4  钢筋混凝土结构调节池

池壁应作防腐蚀处理。 

5  调节池宜设置 HDPE 膜

覆盖系统，覆盖系统设计应考虑

覆盖膜顶面的雨水导排、膜下的

沼气导排及池底污泥的清理。 

量。 

2  调节池可采用 HDPE 土工

膜防渗结构，也可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 

3  HDPE 土工膜防渗结构调

节池的池坡比宜小于 1：2，防渗

结构设计可参考本标准第 8 章的

相关规定。 

4  钢筋混凝土结构调节池应

满足防渗要求，池壁应作防腐蚀处

理。 

5  调节池应设置覆盖系统，

覆盖密封产生的厌氧气体应除臭

处理后排放。覆盖系统设计应考虑

覆盖顶面的雨水导排、厌氧气体导

排及池底污泥的清理。 

 10.4.9A 渗沥液处理过程产生的

臭气应采取密闭、集中通风除臭、

局部隔离、负压抽吸、车间机械通

风、除臭剂喷淋等综合防臭除臭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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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2 填埋作业与管理 12 填埋作业与管理 

 12.2.6A 填埋作业应采取综合防

臭除臭措施，应对单元填埋及作业

面面积、作业期间除臭剂喷洒、中

间覆盖及临时覆盖、作业临时渗沥

液导排沟等进行设计形成防臭除

臭的专业图册或编制防臭除臭的

作业方案。 

附录 B  渗沥液产生量计算方法 附录 B  渗沥液产生量计算方法 

B.0.1 渗沥液最大日产生量、日平均产生量

及逐月平均产生量宜按下式计算，其中浸出

系数应结合填埋场实际情况选取。 

 1 1 2 2 3 3 4 4 /1000Q I C A C A C A C A    

                (B.0.1) 

式中： 

Q ——渗沥液产生量（m3/d）；  

I ——降水量（mm/d）。当计算渗沥液最大

日产生量时，取历史最大日降水量；当计算渗沥液

日平均产生量时，取多年平均日降水量；当计算渗

沥液逐月平均产生量时，取多年逐月平均降雨量。

数据充足时，宜按 20 年的数据计取；数据不足 20

年时，可按现有全部年数据计取； 

C1 ——正在填埋作业区浸出系数，宜取

0.4~1.0，具体取值可参考表表 B.0.1。 

表 B.0.1  正在填埋作业单元浸出系数 C1取

B.0.1 渗沥液最大日产生量、日平均产生量及

逐月平均产生量宜按下式计算，其中浸出系

数应结合填埋场实际情况选取。 

 = ×（C1A1+ C2A2+ C3A3+ C4A4）+

              (B.0.1)   

式中： 

Q ——渗沥液产生量（m3/d）；  

I ——降雨量（mm/d）。当计算渗沥液最大

日产生量时，取历史最大日降雨量；当计算渗沥液日

平均产生量时，取 20 年平均日降雨量；当计算渗沥

液逐月平均产生量时，取 20 年逐月平均降雨量； 

C1 ——正在填埋作业单元浸出系数，宜

取 0.5~0.8。（若填埋场所处地区气候干旱、进

场生活垃圾中有机物含量低、生活垃圾降解

程度低及埋深小时宜取高值；若填埋场所处

Q
1000

I

d c c

w

( )M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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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 

所在地年降雨

量(mm) 

有机物含量 

年降雨

量≥

800 

400≤年

降雨量＜

800 

年降雨

量＜

400 

大于 70% 
0.85~1.

00 
0.75~0.95 

0.50~0.

75 

小于等于 70% 
0.70~0.

80 
0.50~0.70 

0.40~0.

55 

注：若填埋场所处地区气候干旱、进场生活垃圾中

有机物含量低、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及埋深小时宜

取高值；若填埋场所处地区气候湿润、进场生活垃

圾中有机物含量高、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及埋深大

时宜取低值。 

A1 ——正在填埋作业区汇水面积（m2）； 

C2 ——已中间覆盖区浸出系数，当采用

膜覆盖时宜取（0.2~0.3）C1；生活垃圾降解

程度低或埋深小时宜取下限，生活垃圾降解

程度高或埋深大时宜取上限；当采用土覆盖

时宜取（0.4~0.6）C1（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

较小、整体密封性好、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

及及埋深小时宜取低值；若覆盖材料渗透系

数较大、整体密封性较差、生活垃圾降解程

度高及埋深大时宜取高值）； 

A2 ——已中间覆盖区汇水面积（m2）； 

C3 ——已终场覆盖区浸出系数，宜取

0.1~0.2；（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较小、整体密

封性好、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及埋深小时宜

取下限；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较大、整体密

封性较差、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及埋深大时

宜取上限）； 

A3 ——已终场覆盖区汇水面积（m2）； 

C4 ——调节池浸出系数，取 0 或 1.0（若

调节池设置有覆盖系统取 0；若调节池未设

置覆盖系统取 1.0。）； 

地区气候湿润、进场生活垃圾中有机物含量

高、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及埋深大时宜取低

值）； 

A1 ——正在填埋作业区汇水面积（m2）； 

C2 ——已中间覆盖区浸出系数，当采用

膜覆盖时宜取（0.2~0.3）C1；生活垃圾降解

程度低或埋深小时宜取下限，生活垃圾降解

程度高或埋深大时宜取上限；当采用土覆盖

时宜取（0.4~0.6）C1（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

较小、整体密封性好、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

及及埋深小时宜取低值；若覆盖材料渗透系

数较大、整体密封性较差、生活垃圾降解程

度高及埋深大时宜取高值）； 

A2 ——已中间覆盖区汇水面积（m2）； 

C3——已终场覆盖区浸出系数，宜取

0.1~0.2（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较小、整体密

封性好、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及埋深小时宜

取下限；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较大、整体密

封性较差、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及埋深大时

宜取上限）； 

A3 ——已终场覆盖区汇水面积（m2）； 

C4 ——调节池浸出系数，取 0 或 1.0（若

调节池设置有覆盖系统取 0；若调节池未设置

覆盖系统取 1.0）； 

A4 ——调节池汇水面（m
2
）； 

Wc——垃圾初始含水率（%），宜根据当地

或类似填埋场的测试数据选取，无测试数据

时，可参考表 B.0.1 选取； 

表 B.0.1 垃圾初始含水率取值表 

所在地年降雨量（mm） 初始含水率（%） 

＞800 35~60 

400~800 20~55 

＜400 15~40 

注：垃圾无机物含量≥30%或经转运脱水时取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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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调节池汇水面积（m2）。 

B.0.2 当 A1、A2、A3 随不同的填埋时期取不

同值，渗沥液产生量设计值应在最不利情况

下计算，即在 A1、A2、A3的取值使得 Q 最

大的时候进行计算。 

B.0.3  当考虑生活管理区污水等其它因素

时，渗沥液的设计处理规模宜在其产生量的

基础上乘以适当系数。 

Md——计算周期内的填埋规模（t/d）； 

Fc——完全降解垃圾田间持水量（%），宜

根据当地或类似填埋场的测试数据选取，无

测试数据时，可参考表 B.0.1 选取； 

表 B.0.2 田间持水量取值表 

堆体平均厚度（m） 田间持水量（%） 

＜20 30~35 

20m~40m 25~30 

40m~60m 20~25 

注：垃圾降解程度高时取低值。 

ρw——水的密度（t/m
3
）。 

B.0.2 当 A1、A2、A3 随不同的填埋时期取不

同值，渗沥液产生量设计值应在最不利情况

下计算，即在 A1、A2、A3的取值使得 Q 最大

的时候进行计算。 

B.0.3  当考虑生活管理区污水等其它因素

时，渗沥液的设计处理规模宜在其产生量的

基础上乘以适当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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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 50869 – 2013 

条文说明 
  



 

8.2.7A  本条规定了防渗材料铺设焊接质量检验和渗漏破损检测的

基本要求。 

防渗系统破损是目前填埋场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渗漏现象的发生，

主要是由于防渗材料焊接处的渗漏以及被尖物刺穿、顶破作用，所以

条文提出“防渗材料铺设过程中，应全过程监督防渗材料的施工和焊

接质量检验”的现场检验要求。 

防渗材料的渗漏与否是决定防渗系统是否有效的关键。所以条文

提出“防渗系统铺设完成后，应对全场防渗材料进行渗漏破损检测，

对探测到的破损进行修补”的要求。防渗材料渗漏检测除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防渗土工膜渗漏破损探测技术规程》

CJJ/T214 的规定外，还可参考以下要求： 

1）探测方法包括水枪法、电火花法、双电极法和高密度电阻率

法等四种；  

2）渗漏破损探测前进行试验性探测和探测设备校准。根据校准

的探测参数，结合仪器的覆盖宽度确定探测的线、点间距； 

3）渗漏破损孔洞修补完成后宜对 5m 半径范围内的防渗土工膜进

行复测，直至确认没有渗漏破损点为止； 

4）投入使用前（距完成上一次检测超过 1 年时）应再次对全场

防渗材料进行渗漏破损检测； 

5）探测到的防渗土工膜破损部分应进行修补。 

6）恢复后应再进行该区域渗漏破损复测，直到没有新的破损被

发现。 



 

10.2.4 本条对渗沥液产生量计算的考虑因素增加了进场生活垃圾含

水率和场内生活垃圾田间持水量的影响，并对本规范附录 B的渗沥液

产生量计算公式做了相应修改。 

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主要由降雨入渗量和垃圾自身降解或压缩

产生渗沥液量两部分组成。原条文的渗沥液产生量计算方法是将垃圾

自身降解或压缩产生渗沥液量折算为降雨入渗量的浸出系数进行计

算的，原规范的计算公式是根据中国的垃圾有机物和含水率高的特点

对国际上通行的渗沥液产生量经验公式法的浸出系数进行了修正。 

根据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垃圾自身降解或压缩所产生渗沥液

总量取决于垃圾初始含水率与在填埋场降解及压缩后田间持水量之

间的差值。当填埋垃圾初始含水率不大于降解后田间持水量时，垃圾

自身渗沥液产量较低，可忽略，渗沥液产量可采用浸出系数法计算；

而当填埋垃圾初始含水率较高时，垃圾自身降解或压缩产生渗沥液产

量大，甚至超过降雨入渗量，不能忽略。但需要注意的是，垃圾自身

降解或压缩产生的渗沥液，并不会短时间内集中析出，而是随着垃圾

的降解和所受的荷载、压缩状态，逐步析出。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及实践检验，比较原规范将垃圾自身降解或压

缩产生渗沥液量折算为降雨入渗量的浸出系数的计算方法，通过垃圾

初始含水率与垃圾堆体田间持水量的计算更能直观和更准确的反映

垃圾自身降解或压缩产生渗沥液量，因此本标准对渗沥液产生量计算

公式做了修改。 

10.3.3  本条修改补充规定渗沥液收集系统的设计要求。 



 

渗沥液导排系统的淤堵和失效是目前填埋场的较为普遍存在的

问题，修改补充的措施如下： 

1）渗沥液对 CaCO3有溶解性，使用 CaCO3含量较高的卵石、砾石

或碎石与渗沥液起化学反应后生成水泥状胶结物质，从而可能导致导

流层堵塞。所以对导渗层石料的 CaCO3CaCO3 含量由原来规定的不大

于 10%的要求提高到 5%，与美国有关标准要求一致。 

2）规定收集管的最小管径要求主要是考虑防止堵塞和疏通的可

能，原条文的盲沟内高密度聚乙烯（HDPE）收集管支管外径（dn）

不应小于 200mm 修改为 315mm。 

3）补充第 2 款“各填埋分区应设置独立的收集管排出渗沥液，

当收集管采用穿坝管排入调节池时应为双管。”的要求，是针对渗沥

液导排系统的淤堵和失效这个问题的设计要求。独立的填埋分区运行

中如收集管淤堵和失效后，不影响其他分区库区的渗沥液导排系统的

正常运行，同时可在淤堵区堆体之上再新建渗沥液导排系统。穿坝管

淤堵和失效后可启用备用的穿坝管。 

10.3.6  本条提高了调节池防渗和防臭除臭措施的要求。 

将原第四款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调节池池壁应作防腐蚀处理。”

修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调节池应满足防渗要求，池壁应作防腐蚀处

理”，条文中的“防渗要求”为抗渗等级应达到 S8。 

将原第五款的“调节池宜设置 HDPE 膜覆盖系统，”修改为“调

节池应设置覆盖系统，覆盖密封产生的厌氧气体应除臭处理后排放。” 



 

除臭工艺可选择洗涤、生物滤池、活性炭吸附单独处理或与渗沥

液除臭系统合并处理，也可将厌氧气体引至填埋场填埋气体处理系统。 

10.4.10A 本条补充规定了渗沥液处理过程应采取综合防臭除臭

措施。 

条文中的“集中通风除臭”方式应根据臭气浓度、去除程度及地

方标准要求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集中除臭可选择化学

吸收式除臭、生物除臭、吸附除臭、等离子体除臭、燃烧法除臭等方

式。除臭设备设计进气的臭气污染物浓度宜根据散发臭气污染物浓度

实测值确定，臭气污染物浓度可用硫化氢、氨和有机硫化物浓度作为

计算参数。除臭设备的臭气处理能力应根据最大风量和最大臭气污染

物浓度确定。除臭设备的配置数量不应少于 2 台。 

条文中的“车间机械通风”，有人操作的区域，机械通风应满足

空间内人均新风量不小于 30m3/h。 

条文中“除臭剂”的稀释倍数应据臭源强度和实际除臭效果调整，

除臭剂不应具有毒性、刺激性和腐蚀性。除臭剂喷洒专用设备应具有

良好的雾化性能及喷洒流量调节功能。 

渗沥液处理厂为防止恶臭需要经常冲洗的地方应设置冲洗水收

集设施；散发臭味的设施设备与办公或民用设施之间可采用绿化带隔

离，绿化带宜采用灌木和高大乔木相结合的植物配置方式；渗沥液处

理厂的除臭系统运行前应制定详细的运行操作规程与设备维护程序

及技术要求。 



 

12.2.6A 本条规定了填埋作业应采取综合防臭除臭措施，防止臭

味对周围环境影响的要求，并规定了应形成防臭除臭的专业图册或作

业方案。 

防臭除臭的专业图册或作业方案的具体要求为： 

1）填埋单元作业工序和填埋单元尺寸设计应符合本标准 12.2.3

条和 12.2.4 条要求。 

2）作业面面积应根据填埋垃圾量、填埋作业条件、天气情况等

因素设计最小填埋作业面面积。对于Ⅰ、Ⅱ类填埋场，宜按照作业区

面积与日填埋量之比 0.8～1.0 进行作业区面积的控制，并且按照暴露

面积与作业面积之比不大于 1∶3 进行暴露面积的控制；对于Ⅲ、Ⅳ

类填埋场，宜按照作业区面积与日填埋量之比 1.0～1.2 进行作业区面

积的控制，并且可按照暴露面积与作业面积之比不大于 1∶2 进行暴

露面积的控制。雨、雪季填埋区作业单元易打滑、陷车，要求选择在

填埋库区入口附近设置备用填埋作业区，以应对突发事件。 

 3）作业期间喷洒除臭剂是指对作业面采用人工喷淋或对垃圾堆

体上空采用高压喷雾风炮的方式进行除臭。除臭剂喷洒设计应符合本

标准 12.2.6 条要求，应根据填埋垃圾量、气温、大气压等情况调整除

臭剂喷洒量和喷洒频次。消杀人员进行药物配备和喷洒作业应穿戴安

全卫生防护用品，并应严格按照药物喷洒作业规程作业。 

4）中间覆盖应符合本标准 12.2.7 条要求；临时覆盖应符合本标

准 12.2.5 条要求，重新开启覆盖膜进行填埋作业前，宜对膜下富集高



 

浓度臭气进行抽吸处理。 

5） 作业临时渗沥液导排沟指垃圾堆体临时道路及钢板路基箱应

设置临时渗沥液导排沟，防止路基处渗沥液汇集引发臭气。 

填埋作业综合防臭除臭措施除了按本条规定的要求外，尚宜采取

减少无组织填埋气体排放量、及时清除场区积水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