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

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2005]157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加强对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用地的科学管理，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合理确定和节约用

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制定本建设用地指标。

第二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是编制评估和审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审初步设计文件，确定项目建设用地规模的依据；是建设用地预审、核定和

审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规模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新建项目；改、扩

建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

设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统筹兼顾，

精心规划、设计，切实做到科学合理、节约用地。

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除应符合本建设用地指标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指标的规定。

第二章 合理和节约用地的基本规定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综合考

虑城市规模与特点等条件，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选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

求。工程项目选址时，应充分利用荒地、劣地，少占用耕地、林地等经济效益高的土地。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分期建设的用地应分期办理用地；近期建设用地应合理

集中，远期建设用地应规划预留在场外。

第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减少占地面积。

改、扩建工程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场地和设施，节约使用土地。

第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贯彻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减少工

程项目的构成。

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应以合理和节约用地为原则，做多方



案比较。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宜分别相对集中布置，并保

持合理的距离，满足正常生产、管理和安全、卫生的要求。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房，应尽

量组合成综合楼，减少建筑物占地。厂区建筑物和交通运输设施，应根据工艺技术与处理流程，

按照充分利用地形、地势的要求进行合理布置。

第二节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第十二条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应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综

合考虑城市规模与特点以及资源、动力等条件，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

第十三条 城市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厂(站)址的选择，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的要求。工程项目选址时，应充分利用荒地、劣地，不应占用耕地、林地等经济效益高的土地。

第十四条 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泵站用地应按项目总规模一次规划设计，控制建设总

用地面积；分期建设的项目用地应分期办理用地。生产设施用地应考虑分期建设之间的协调；附

属设施用地宜按照建设总规模一次建设，若项目各期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时，亦可考虑分期建设，

分期办理用地。

第十五条 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总平面布置，应以合理和节约用地为原则，做多

方案比较。生产设施与辅助生产设施宜分别集中布置，并保持合理的距离，满足正常生产和管理

的需要。污泥处理与处置设施在保证工艺要求的基础上宜与水处理构筑物分别集中布置，避免相

互之间的环境影响。

第十六条 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厂及泵站的生产和辅助生产设施在厂(站)区内的布置，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消防、卫生的标准、规范的规定；危险性构(建)筑物的设置位置及与其他设施

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防护的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应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焚烧、堆肥处理和综合处理工

程项目以及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等设施。

第十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绿化面积应满足绿地率的要求，提高绿化覆盖率，并

应鼓励和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

绿地率应按下式计算：

绿地率= ××100%

第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

务设施组成。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不同的工程项目，主体工程设施不同，但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

生活服务设施内容基本相同。

辅助工程设施包括：道路交通、维修车间、供配电、给排水、消防、暖通、通信、监测化验、

项目总用地面积内的绿地面积

项目总用地面积



加油站、计量、车辆冲洗设施及绿化等。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包括：行政办公用房、值班宿舍、食堂、浴室等。

第二十条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应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按照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确定。

第二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处理工艺时为城市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必须小于各单项处理工艺所需用地

面积之总和。

第二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用地，不应超

过该工程项目主导工艺所需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的 25％。

第二节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十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和额定日

处理能力确定。

建设规模按总库容量(单位：万 m3)分为下列四类：

I类：≥1200；

II类：500～1200；

III类：200～500；

Ⅳ类：＜200。

注：以上规模分类，II、III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单位：t/d)分为下列四级：

I级：≥1200；

II级：500～1200；

III级：200～500；

Ⅳ级：<200。

注：以上规模分级，II、III级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第二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

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场区道路，场地平整，水土保持，防渗工程，坝体工程，洪雨水与地下

水导排，渗滤液收集、处理与排放，填埋气体导出、收集处理或利用，绿化隔离带，防飞散设施，

封场工程，监测井，填埋作业设备，挖运土及环境保护设施等。

第二十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应满足其使用寿命 10年以

上的垃圾容量，填埋库区每平方米占地平均应填埋 8～l0m3垃圾。工程项目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

设施区绿地率宜为 25％～35％；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绿地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二十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应根据本章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

规定，合理计算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第二十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

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 8％～10％(小型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取上限)。



第三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第二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指标，应按工程建设规模确定。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单位：t/d)分为下列四类：

I类：1200～2000；
II类：600～1200；
III类：150～600；
Ⅳ类：50～150。
注：以上规模类别 II、III、Ⅳ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I类含上、下限值。

第三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

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受料及供料系统、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灰渣处理

系统、除尘脱臭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仪表及自动控制系统等。

第三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1的规定。

表 1 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m2)

类型 用地指标

I类 40000～60000

II类 30000～40000

III类 20000～30000

IV类 10000～20000
注：①对于大于 2000t/d特大型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其超出部分建设用地面积按 30m2/t·d递增计算；

②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中间规模采用内插法确定。

③本指标不含绿地面积。

第三十二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20％～30％；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绿地

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三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 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

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5％～8％。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中间值采用插入

法确定。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

第三十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确定。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单位：t/d)分为下列四类：

I类：300～600；
II类：150～300；
III类：50～150；
Ⅳ类：≤50。
注：以上规模类别 II、III类含下限值，I类含上、下限值。

第三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受料及供料系统、前处理系统、发酵及后处理系统、除尘脱臭、污水处



理系统、仪表及控制系统等。

第三十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2的规定。

表 2 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m2)

类型 用地指标

I类 35000～50000

II类 25000～35000

III类 15000～25000

IV类 ≤15000
注：①表中指标不含堆肥产品深加工处理及堆肥残余物后续处理用地。

②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

③本指标不含绿地面积。

第三十七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20％一 30％；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绿地

率指标可取下限。

第三十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8％～10％。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中间值采用插入法确定。

第五节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

第三十九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确定。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转运能力(单位：t/d)分为下列五类：

I类：1000～3000；

II类：450～1000；

III类：150～450；

Ⅳ类：50～150；

V类：≤50。

注：以上规模类型 II、III、IV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I类含上下限值。

第四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由主体工程设施、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

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受料及供料系统、压缩转运系统、除尘脱臭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及自控

监控系统等。

第四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3的规定。

表 3 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m2)

类型 用地指标

I类 ≤20000

II类 15000～40000

III类 20000～30000

IV类 10000～20000

V类 ≤1000
注：①表中指标不含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等其他功能用地。

②对于临近江河、湖泊、海洋和大型水面的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码头，其陆上转运站用地指标可适当上浮。

③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



第四十二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为 20％～30％，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绿地率

指标可取下限。

第四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5％～8％。规模小的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限，中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第四章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四十四条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包括净(配)水厂用地和泵站用地。

第四十五条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应根据工程建设规模和处理深度确定。

建设规模按日处理水量(单位：万 m3/d)分为下列三类：

Ⅰ类：30～50；

II类：10～30；

III类：5～10。

注：I类规模含上限值；其他规模分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水处理深度划分为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形式：

主要有以下：

一、常规处理工艺：混合、絮凝、沉淀(或澄清)、过滤及后续消毒的水处理工艺；

二、预处理+常规处理工艺：在常规处理工艺前增加生物预处理(或其他预处理单元)的水处

理工艺；

三、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在常规处理工艺后增加活性炭过滤(或臭氧生物活性炭过滤等

其他深度处理单元)的水处理工艺；

四、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在常规处理工艺的前后分别增加预处理和深度处理

的水处理工艺。

第四十六条 城市给水工程的建设用地由水厂和泵站用地组成，具体包括下列设施用地：

一、水厂

水厂分净水厂和配水厂。水厂用地包括生产设施用地和辅助生产、行政办公与生活设施用地。

净水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预处理设施、投药(混凝剂、氯等)、混合、絮凝、沉淀(或澄清)、

过滤、提升泵房、活性炭过滤(或其他深度处理工艺)、清水池、消毒、二级泵房、污泥处理构筑

物、供电及变电设施等。

配水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清水池、消毒、二级泵房、供电及变电设施等。需要去除地下

水中的铁、锰、氟、砂粒等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用地。

净(配)水厂辅助生产、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生产控制、化验、维修、仓库、

食堂、供热、交通运输(含车库)、安全保卫、行政办公设施等。

二、泵站

泵站用地主要包括泵房及配套设施和必要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第四十七条 净(配)水厂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4的规定。



表 4 净(配)水厂建设用地指标(hm2)

规模

面积

水厂类型

I类
（30～50万 m3/d）

II类
(10～30万 m3/d)

III类
(5～10万 m3/d)

常规处理水厂 8.40～11.00 3.50～8.40 2.05～3.50

配水厂 4.50～5.00 2.00～4.50 1.50～2.00

预处理+常规处理水厂 9.30～12.5 3.90～9.30 2.30～3.90

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水厂 9.90～13.00 4.20～9.90 2.50～4.20

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水厂 10.80～14.50 4.50～10.80 2.70～4.50

注：①表中的用地面积为水厂围墙内所有设施的用地面积，包括绿化、道路等用地，但未包括高浊度水预沉淀用地。

②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

③建设用地面积为控制的上限，实际使用中不应大于表中的限值。

④预处理采用生物预处理形式控制用地面积，其他工艺形式宜适当降低。

⑤深度处理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控制用地面积，其它工艺形式宜适当降低。

⑥表中除配水厂外，净水厂的控制用地面积均包括生产废水及排泥水处理的用地。

第四十八条 泵站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5的规定。

表 5 泵站建设用地指标（m2）

规格
I类

（30～50万 m3/d）
II类

（10～30万 m3/d）
III类

（5～10万 m3/d）

面积 5500～8000 3500～5500 2500～3500

注：①表中面积为泵站围墙以内，包括整个流程中的构筑物和附属建筑物、附属设施等的用地面积。

②小于 III类规格的泵站，用地面积参照 III类规模的用地面积控制。

③泵站有水量调节池时，可实按实际增加建设用地。

第四十九条 给水工程净水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应以保证生产

正常运行管理和环境需要为原则，严格控制用地面积。一般不应超过水厂总用地的 5%～12%，

规模大的取下限，规模小的取上限，中间规模采用内插法确定。

第五章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五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用地分为污水处理厂用地和泵站用地。

第五十一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面积应根据工程建设规模和污水处理级别

(或深度)确定。

建设规模按日污水处理量(单位：万 m3/d)分为下列五类：

Ⅰ类：50～100；

Ⅱ类：20～50；

Ⅲ类：10～20；

Ⅳ类：5～10；

Ⅴ类：1～5。

注：I类规模含上限值；其他规模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污水处理级别划分如下：

一级处理(包括强化一级处理)：以沉淀为主体的处理工艺；

二级处理：以生物处理为主体的处理工艺；

深度处理：进一步去除二级处理不能完全去除的污染物的处理工艺。

第五十二条 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用地由污水处理厂和泵站用地组成，其具体包括下列设施

用地：

一、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用地主要包括污水和污泥处理的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

设施用地。

一级污水处理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除渣、污水提升、沉砂、沉淀(或澄清)、消毒、污泥

储存与提升、污泥浓缩、污泥脱水和处置 等设施。强化一级处理时可包括药剂投加设施；

污水二级处理厂的生产设施根据工艺特点，可全部或部分包括污水一级处理的设施，以及生

物处理设施和供氧系统等设施；污泥处理与处置设施可与一级处理厂的相同，可增加污泥厌氧消

化或采用好氧消化等方式。

污水深度处理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混合、絮凝、沉淀(或澄清)、过滤、消毒等设施。

污水处理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生产控制、维修、仓库、交通

运输(含车库)、化验及试验、食堂、供热、安全保卫、行政办公设施等。

二、泵站

泵站用地主要包括泵房及配套设施和必要的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第五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6的规定。

表 6 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控制面积

建设规模（万 m3/d）
污水处理厂[hm2]

一级处理污水厂 一级处理污水厂 深度处理

I类 － 25.00～45.00 －

II类 6.00～10.00 12.00～25.00 4.00～7.50

III类 4.00～6.00 7.00～12.00 2.50～4.00

IV类 2.25～4.00 4.25～7.00 1.75～2.50

V类 0.55～2.25 1.20～4.25 0.55～1.75
注：①表中的用地面积为污水处理厂围墙内所有设施的控制面积，包括绿化、道路等设施的用地面积。

②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

③建设用地面积为控制的上限，实际使用中不应大于表中的限值。

④一级，二级污水厂的用地面积，均按照有初次沉淀池的工艺流程考虑。

⑤二级污水厂的用地面积限定为城市污水，城市污水的水质限定如下：

BOD≤200mg/L，CODcr≤400mg/L，SS≤300mg/L，NH3－N≤40mg/L，TN≤55mgmg/L，TP≤6mg/L；出

水水质按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标准的 B标准考虑。

⑥小于 1万 m3/d规模的污水厂占地面积应符合国家其他的有关规定。

⑦建设规模大于等于 10万 m3/d的二级污水厂，污泥处理工艺包括厌氧消化系统时，可在用地控制面积的基

础上增加 5％～12％的用地面积。

⑧污水厂用地控制面积，不包括污泥处置的用地面积。

⑨表中深度处理的用地面积是在污水二级处理的基础上增加的用地；深度处理工艺按提升泵房、絮凝、沉淀

(或澄清)、过滤、消毒、送水泵房等常规流程考虑；当二级污水厂出水满足特定回用要求或仅需其中几个净化单

元时，深度处理用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



第五十四条 泵站建设用地控制面积不应超过表 7的规定。

表 7 泵站建设用地控制面积(m2)

建设规模（万 m3/d） 面积（m2）

I类（50～100） 2700～4700

II类（20～50） 2000～2700

III类（10～20） 1500～2000

IV类（5～10） 1000～1500

V类（1～5） 550～1000

注：①表中控制面积为泵站围墙以内，包括整个流程中的构筑物和附属建筑物、附属设施等的用地面积。

②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规模小的取下限，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

③小于 V类规模的泵站用地面积按 V类规模的面积控制。

第五十五条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辅助生产、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应在满足污水

处理厂正常运行管理和管理区环境要求的条件下，严格控制用地面积。一般不应超过污水处理厂

总用地控制面积的 5％～15％，规模大的取下限，规模小的取上限，中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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