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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理顺大理市环境卫生行业发展顶层设计，完善环境卫生

设施建设，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确保环卫设施布局建设符合大理市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和云南省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满足基建程序要求，开展《大理市环境卫生

专项规划（2023-2035 年）》编制工作。

第 2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会议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

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通过创新体

制、优化结构、统筹资源，系统解决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努力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

第 3条 规划原则

（1）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以洱海保护为统领，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以资源环境禀赋和生态安全为硬

约束，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明确底线约束。

（2）坚持绿色发展，低碳转型。坚持源头减量，促进循环利用，

推进减污降碳，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综合运用法治、政策、

技术、教育等手段，建立环卫行业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

（3）坚持以人为本，品质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塑造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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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城乡人居环境，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供给，着力解决群众身边

的环境卫生问题。

（4）坚持改革创新、高效治理。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环卫系统

信息化能力建设，加强全过程管理，推行集约用地、功能复合、绿色

生态的建设模式，提升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5）区域统筹，因地制宜。按照区域协同、共享共建的理念，

加强全市环卫基础设施的系统谋划和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建设全覆盖

的环卫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6）提前布局，着眼未来。充分考虑环卫设施的邻避效应，独

立式环卫设施提前谋划、提前布局，配建式环卫设施与主体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充分考虑未来城市发展，做好战略预留。

第 4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大理市全域，包括下关街道、太和街道、满江街道，

大理镇、凤仪镇、喜洲镇、海东镇、挖色镇、湾桥镇、银桥镇、双廊

镇、上关镇和太邑彝族乡。重点研究范围为中心城区。

第 5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3-2035年。其中，近期 2023-2025年，远期 2026-2035

年。基准年 2022年。

第 6条 规划对象

本规划对象包括生活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有

害垃圾）、建筑垃圾、大件垃圾、粪便、园林绿化垃圾等各类生活源

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理设施，道路保洁设施设备，公共厕所、环卫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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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等其他环卫设施。

第 7条 编制依据

1、法规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 74号，2019年修

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号，2015年 1月

1日实施）

（4）《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01号，2011

年 1月修订）

（5）《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号，2015年修正

版）

（6）《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9号，2005年 3月

1日）

（7）《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

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8号，2007 年 3 月

27日）

（8）《“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发改

环资〔2021〕642号）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8〕128号）

（10）《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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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暂行办法的通知》（建办城函〔2018〕304号）

（11）《关于印发<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

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20〕1257号）

（1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建城〔2020〕93号）

（13）《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函

〔2022〕7号）

（14）《关于推进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国管节能〔2017〕180号）

（15）《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

发〔2017〕30号）

（16）《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的通知》（教发厅〔2018〕2号）

（17）《关于进一步推动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国管

办发〔2019〕31号）

（18）《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

意见》（建村[2015]170号）

（19）《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的通知》（建办村函〔2017〕390号）

（20）《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

处置体系的指导意见》（建村规〔2019〕8号）

（2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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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质〔2020〕46号）

（2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年）的通知》（国办发〔2020〕39号）

（23）《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1〕4号）

（24）《云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3年 3月 1日实

施）

（25）《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

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函〔2022〕

52号）

（26）《云南省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云政办

发〔2020〕9号）

（27）《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云政办发〔2019〕4号）

（28）《云南省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试行）》（云建规〔2020〕

3号）

（29）《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1997年 3月

3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42号）

（30）《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大政

规〔2021〕3号）

（31）《大理市“十四五”“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大市政办通

〔202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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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大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大市政办通〔2022〕52号）

（33）《大理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试行）》（大市政规 2020〔2〕

号）

（34）《大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大市政规〔2018〕5 号）

（35）《大理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大府登〔2013〕14号）

2、标准规范

（1）《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3-2021）

（2）《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

（3）《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

（4）《环境卫生技术规范》（GB 51260-2017）

（5）《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125-2021）

（6）《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7）《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技术要求》（GB/T 25180-2010）

（8）《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方法》（CJ/T 106-2016）

（9）《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操作规程》（T/HW 00001-2018）

（10）《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_90-2009）

（11）《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12）《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2013）

（13）《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

（14）《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 4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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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质量标准》（T/HW 00004-2019）

（16）《分类收运车辆/容器技术要求》（T/HW 00012-2020）

（17）《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84-2012）

（18）《餐厨垃圾收运技术规程》（T/HW 00008-2020）

（19）《餐厨垃圾集散转运设施设置标准》（T/HW 00015-2020）

（20）《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 134-2019）

（21）《装修垃圾收运技术规程》（T/HW 00014-2020）

（22）《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2012）

（23）《大件垃圾处理技术规程》（T/HW0007-2020）

（24）《大件垃圾集散设施设置标准》（T/HW 00002-2018）

（25）《园林垃圾收运技术规程》（T/HW 00019-2020）

（26）《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SB/T10720-2021）

（27）《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CJJ/T 126-2022）

（28）《城市水域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CJJ T 174-2013）

（29）《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2016）

3、基础资料

（1）《“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2）《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3）《云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4）《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2021年—2025年）》

http://www.baidu.com/link?url=gyyDQ3PWwfeFtVnc08CRGr1exHf0FxzVirUhX4fihlx-yPIPQHKquYRr14EpiW6tJJ65Fxe3KKVqN-tH-nSH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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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洱海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

（6）《大理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7）《大理州“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8）《大理州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9）《大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10）《大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11）《大理市统计年鉴（2021、2022、2023）》

（12）《大理白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

（13）《大理市下关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实施方案》

（14）《喜洲镇环卫、绿化、市政及水管滩地库塘田间管护一体化项

目管理考核办法（试行）》

（15）《大理双廊艺术小镇运营管理——镇域绿化施工管理及环卫

服务一体化运作项目考核办法》

（16）《组建大理市“洱海卫士”巡查队和“洱海管护员”保洁队伍

的实施方案(试行)》

（17）《大理市 2022年度冬季洱海流域水生植物专项收割管护工作

方案》

（18）《洱海流域水生植物收割管理手册（试行）》

（19）其他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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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 8条 规划目标

全面建成与“国家级洱海保护绿色发展示范区、两城一区样板田、

漫步苍洱核心区”相适应的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的垃圾管理体系，

满足全市服务人口需求。

近期，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探索形成大理特

色的分类实施模式，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全面开展建

筑垃圾、大件垃圾等生活固废的资源化利用；全面提升生活垃圾前端

收运系统能级，实行分收分运；完善环卫基础设施配置，实现环卫设

施的集约化、复合化、分类化；完善道路清扫保洁、河道保洁系统，

提高机械化保洁水平，提高环卫服务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远期，建立制度完善、运作有效、社会参与、市级统筹、属地负

责的固废管理和环卫作业系统，形成依法行政、调控有方、监管有力、

运行有序的政府监管与服务体系。生活垃圾、其他固废无害化处理水

平得到持续保障，资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链条系统成熟稳定，二次废物得到有效利用，

“邻避”型填埋处理设施向新型功能区转变，各类生活固废治理走向

科学化、智能化和智慧化。

第 9条 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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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理市环卫规划指标表

序号 名称
2025 年

(%)

2035 年

(%)
相关依据

1
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

类覆盖率
100 100

大理市“十四五”“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2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率
40 60

大理市“十四五”“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3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40 >45

大理州加快推进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

4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率
60 80

云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分

类和处理设施建设“十四

五”规划

5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

比
100 100

大理市“十四五”“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6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90 >95

大理州加快推进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

7
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

例
60 70

大理市“十四五”“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8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

比率
10 30

大理市“十四五”“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9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40 60
大理市“十四五”“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10 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 80 100
国家卫生城镇标准

（2021 版）指导手册

11 新建公厕二类以上占比 100 100 预期性

12
新增或更新车辆新能源比

例
80 10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

门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

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

区试点工作的通知

13 智慧环卫覆盖比例 50 8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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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环卫服务人口

本规划以《大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

管理服务人口作为各类生活固废处理需求、环卫设施配置需求测算的

基础依据。则，大理市近期环卫服务人口为 86.7 万人，远期环卫服

务人口为 1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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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规划

第一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规划

第 11条分类方式

规划大理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与其他

垃圾四类。

第 12条收集容器

居民小区和农村社区：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

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办公区域：有集中供餐的单

位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无

集中供餐的单位区须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三类收集容

器。

宾馆、民宿、饭店和集贸市场等服务性场：设置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

公共广场、城市道路等室外公共场所：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两类收集容器。

分类收集容器容量一般为 120升和 240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

器的标识规定应与《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国(GB/T19095-2019)一致。

第 13条收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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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区开发、旧区改建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单位，以及机场、

码头、车站、公园、商店等公共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配套

建设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包括垃圾箱房、垃圾桶站，应

具备分类垃圾投放和收集、可回收物回收服务、垃圾桶清洗等功能。

其中，规划新建或改建区，应按标准配置垃圾箱房；老城区补建垃圾

箱房难度较大的区域，可设置垃圾桶站。

居民小区和农村社区应至少设置 1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

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120米，面积不宜小于 25平方米。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学校、医院、集贸市场等应至少设置 1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站（点），面积不宜小于 10平方米。

第二节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规划

第 14条 垃圾量预测

大理市 2025年生活垃圾量 1211吨/日，其中有害垃圾 0.6吨/日、

可回收物 97吨/日、厨余垃圾 288吨/日、其他垃圾 825吨/日；2035

年生活垃圾量 1436吨/日，其中有害垃圾 0.7吨/日、可回收物 144吨

/日、厨余垃圾 404吨/日、其他垃圾 887吨/日。

第 15条 收运方案

其他垃圾：采用转运模式，垃圾收集后经转运站压缩减容后由大

型钩臂车运至三峰再生能源发电厂。其中，居住小区、村民小组和企

事业单位采用定点投放方式，由居民或产生物业将其他垃圾自行投放

到分类投放站（点），由服务企业采用压缩车收运到转运站；主要道

路、古城、古镇的沿街商铺以及山区村庄、旅游景区采用上门收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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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服务企业采用压缩车或电瓶车定时上门收集到转运站；道路保

洁垃圾由压缩车或保洁车收运到转运站。

厨余垃圾：餐厨垃圾采用直收直运模式，由服务企业采用罐装车

或桶装车收集后直运至凤仪餐厨垃圾处理厂。家庭厨余垃圾近期分出

量较少，采用直收直运方式，由服务企业采用罐装车收集后直运到凤

仪餐厨垃圾处理厂；远期随着分出量逐步增加，采用转运方式，由服

务企业采用罐装车或船式车收集到转运站，集中后由大型钩臂车运至

厨余垃圾处理厂，有条件的地区可推行“车载桶装，换桶直运”等密

闭、高效的厨余垃圾运输方式。农贸菜场厨余垃圾采用直收直运方式，

由服务企业采用罐装车收集后直运到厨余垃圾处理厂。

可回收物：采用转运模式，建立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中转站、

集散场等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体系，点结合分类投放站（点）建设、

站结合转运设施建设、场结合处理设施建设。通过安全管控、环保管

控等手段逐步规范现有无序的回收体系。源头直接贩卖的可回收物可

自行运送至可回收物分拣站，也可由回收企业上门收集至可回收物分

拣站，经分拣、打包后，由专业运输车运至可回收物集散场，分类别

纳入再生资源利用企业。源头丢弃的可回收物由居民、产生单位或物

业自行投放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由服务企业采用厢式货车

进行收集，经可回收物分拣站分拣、打包后，由专业运输车运至可回

收物集散场。物流、食品加工等企业单位集中产生的可回收物，采用

电话预约方式，由服务企业上门收集后直运至可回收物集散场。

有害垃圾：企事业单位的有害垃圾采用收运处一体化方式，由有

资质的环保企业上门收集。村居有害垃圾采用转运方式，由居民或村

民将有害垃圾自行投放到分类投放站（点），由服务企业采用专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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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车收运到有害垃圾分类暂存点，集中到一定量后，预约有资质的环

保企业进行收运处理。

第 16条 转运设施

全市规划 13座生活垃圾转运站，总转运规模 1725吨/日，其中中

心城区 6座，乡镇 7座。

表 2 规划转运站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划规模（t/d） 服务范围

1 满江转运站 200 满江街道

2 北区转运站 300 太和街道

3 东城转运站 150 下关街道

4 海东转运站 150 海东片区、海东镇

5 古城转运站 300 大理古城、大理镇

6 凤仪转运站 150 凤仪镇

7 喜洲转运站 150 喜洲镇

8 上关转运站 50 上关镇

9 双廊转运站 100 双廊镇

10 挖色转运站 50 挖色镇

11 湾桥转运站 50 湾桥镇

12 银桥转运站 50 银桥镇

13 太邑转运站 25 太邑乡

规划转运设施应具备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转运、有害垃圾分类暂

存、可回收物分拣等功能。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建设功能综合、

土地复合、环境友好的转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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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置规划

第 17条 技术路线

规划大理市生活垃圾中的其他垃圾以焚烧发电为主、厨余垃圾以

生物处理为主、可回收物以资源化回收利用为主、有害垃圾以安全处

置为主。同时积极探索飞灰资源化、填埋场土地再利用等技术。

第 18条 焚烧处理

规划大理市垃圾焚烧厂处理对象包括分类后的其他垃圾，厨余垃

圾、建筑垃圾、大件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可燃废渣。预测 2025年

全市垃圾焚烧处置量约 978 吨/日，2035 年全市垃圾焚烧处置量约

1099吨/日。

规划保留三峰再生能源发电厂，总处理能力达 1200 吨/日，远期

根据蓝色焚烧理念进行升级改造。

第 19条 厨余垃圾处理

按照“集中处理”原则，至 2025年厨余垃圾处置需求约 289吨/

日，其中餐厨垃圾 194吨/日；至 2035年厨余垃圾处置需求约 404吨

/日，其中餐厨垃圾 244吨/日。

规划保留现有 2座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 275吨/日；远期新

建 1 座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规模约 200吨/日，选址于凤仪餐厨垃圾

处理厂内。

第 20条 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处理

有害垃圾以安全处置为主，交由有相应危废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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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置。

规划可回收物外运处置，市内规划新建两网融合分拣中心，规模

约 350吨/日，具备商品交易、分拣加工、仓储配送、配套服务、办

公区等功能。用地约 15000平方米，选址于大风坝。

第 21条 飞灰和炉渣处理

至 2025年，焚烧炉渣约 244吨/日；至 2035年，焚烧炉渣约 275

吨/日。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炉渣可作为生产建筑材料的原料

进行使用，规划三峰再生能源发电厂产生的炉渣外运资源化处理。

至 2025 年，焚烧飞灰约 39 吨/日；至 2035 年，焚烧飞灰约 44

吨/日。规划三峰再生能源发电厂产生的飞灰外运处理，实现区域共

享。根据《大理州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焚烧飞灰运往滇西水泥厂集中处理。

第 22条 填埋场治理

规划对大风坝生活垃圾填埋场、大理镇等简易堆场进行封场和生

态修复。大风坝生活垃圾填埋场将按照“鼓励采取库容腾退、生态修

复、景观营造等措施推动封场整治”的要求，进行分区整治，通过一

系列有序稳定、分拣、资源回收、焚烧等过程腾退库容，将腾挪土地

作为储备预留用地，未来实现土地的循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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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固废收运处理规划

第一节 建筑垃圾收运处置规划

第 23条 产量预测

至 2025年大理市建筑垃圾产量约 128万吨/年。其中，工程渣土

约 52万吨/年，工程垃圾约 9万吨/年，拆除垃圾约 44万吨/年，装修

垃圾约 23万吨/年。

至 2035年大理市建筑垃圾产量约 110万吨/年。其中，工程渣土

约 42万吨/年，工程垃圾约 7万吨/年，拆除垃圾约 35万吨/年，装修

垃圾约 26万吨/年。

第 24条 收运处置体系

建立“资源化利用为先、市场消纳与政府托底相结合”收运处置

体系。拆除垃圾和工程垃圾优先进行资源化利用，政府引导社会化资

源利用企业合理布局，加强全程管理、设置准入条件。工程渣土优先

采用回填方式进行消纳，建立工程渣土供需信息平台，以市场平衡为

主，并配套托底保障消纳设施；结合防洪规划、竖向规划，拓展工程

渣土利用途径。工程泥浆通过源头脱水至含水率低于 40%后纳入工

程渣土处理体系。装修垃圾采用定点投放收集和预约上门收集相结合

的模式，政府配套资源化利用设施，优先进行资源化利用，剩余部分

由主管部门进行清运消纳处置。

第 25条 收运处置设施

1、装修垃圾投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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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或单位，配套建设装修垃圾投放点，其

中 300户（含）以下的不宜小于 10平方米，300户以上 500户（含）

以下的不宜小于 15平方米，500户以上的不宜小于 20平方米；无物

业管理的小区宜每500户设置一处20~30平方米的装修垃圾临时堆放

场所。新建小区配套建设的装修垃圾投放点应与小区整体工程同步设

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无法设置装修垃圾投放点的区域，由街镇结合旧城改造或闲置工

地弹性设置临时集中收集点或移动式拉臂箱。

2、转运调配场

规划利用 3座建筑垃圾消纳场内空地设置转运调配场，每处面积

不宜低于 3000平方米，服务邻近乡镇区域。

3、处理设施

规划大理市处理设施形成“1+3+X”格局。其中：“1”为市级层

面设置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规划规模 50万吨/年，占地面积

50亩，选址于大风坝填埋场附近；“3”为工程渣土消纳场，市级统

筹，主要用于无法回填利用的工程渣土的集中消纳；“X”为各街镇

社会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主要处理拆除垃圾、工程垃圾等附

加值高、可产生效应的建筑垃圾。

表 3 规划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统计表

项目 规模 选址 备注

大理市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设施
50 万吨/年 大风坝 新建

挖色筑垃圾消纳场 库容 220-300 万立方米 挖色村旗鼓山脚 新建

湾桥筑垃圾消纳场 库容 200-300 万立方米 湾桥镇大沙坝 保留现状

下关建筑垃圾消纳场 库容 200-300 万立方米 下关街道吊草村 保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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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件垃圾收运处置规划

第 26条 产量预测

至 2025年大理市大件垃圾产生量约 36吨/日；至 2035年大理市

大件垃圾产生量约 72吨/日。

第 27条 收运处置体系

采取定时定点收集或线上申报预约专用运输车上门收集方式，经

大件垃圾集散点转运或直运至市级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大件垃圾优先

修复后回收利用，不能修复回收利用的经拆解后，可回收部分进入可

回收物体系回收利用；剩余少量无法利用部分纳入焚烧厂处理。

第 28条 收运处置设施

1、大件垃圾投放点

新建小区需设置大件垃圾存放点，可结合装修垃圾堆放点一并考

虑，面积不小于 12平方米；无法设置固定投放点的区域采用上门收

集的方式。

2、大件垃圾集散点

乡镇可设置大件垃圾集散点（与可回收物分拣站合并设置），用

于大件垃圾的集中转运。

3、大件垃圾资源化处理厂

规划新建 1座大件垃圾处理设施，规划规模 80吨/日，配套机械

化拆解设备，占地面积 6000平方米，选址于大风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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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粪便收运处置规划

第 29条 产量预测

至 2025年大理市粪便清运量约 58吨/日；至 2035年大理市粪便

清运量约 67吨/日。

第 30条 收运处置体系

大理市洱海流域已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粪便污水均通过化粪池

进行收集，上清液直接进入污水管网，化粪池粪渣定期采用吸粪车单

独清运至粪便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 31条 收运处理设施

规划大理市粪渣送至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畜禽粪

便协同处理。其中，粪便处理规模 100吨/日。

第四节 园林绿化垃圾收运处置规划

第 32条 产量预测

至 2025年大理市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约 12吨/日；至 2035年大

理市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约 33吨/日。

第 33条 收运处置体系

园林绿化垃圾采用直运为主、定点收集为辅的收运模式。小区和

单位设置绿化垃圾收集点，宜与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点合并设置；

行道树、公园等集中修剪产生的绿化垃圾由养护单位直运至处理设施。

景区、林地等产生的园林垃圾产生集中且产量大，以就地处理为主，

http://www.baidu.com/link?url=xQ034zrQwNrXbpRL86nkUf276bzZJlWsrTBtcQxdQK3mtZdHUzsGMjx2-GeTY6PoAtJ_bZw--aqUGXjvj8xjBGWhQaF6Ajm_0RFpzn9LLerrNtwUfP3p4Fs-Qc4YpNu8aiMhnCepPXXk6jpGcYfnb3YdwYiY4TY-jUZvT-qio9TYHGdKcEcxZELFJnMSoPjEAkrs3MYw7JYYQuzHgl5j6RuR6swsMd8iCiFF0GSr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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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粗大的枝干类直接作为建材原料进行利用，杂草、树叶、小树枝

可进行堆肥处理。

第 34条 收运处置设施

规划大理市园林绿化垃圾送至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水生植物、农作物秸秆等协同处理。其中，园林绿化垃圾处理规模

50吨/日。

http://www.baidu.com/link?url=xQ034zrQwNrXbpRL86nkUf276bzZJlWsrTBtcQxdQK3mtZdHUzsGMjx2-GeTY6PoAtJ_bZw--aqUGXjvj8xjBGWhQaF6Ajm_0RFpzn9LLerrNtwUfP3p4Fs-Qc4YpNu8aiMhnCepPXXk6jpGcYfnb3YdwYiY4TY-jUZvT-qio9TYHGdKcEcxZELFJnMSoPjEAkrs3MYw7JYYQuzHgl5j6RuR6swsMd8iCiFF0GSr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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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第 35条 环卫停车场

规划大理市大中型环卫车辆区域统筹集中设置，小微型环卫车辆

结合服务半径分散停放。大理市集中设置的环卫停车场用地面积总需

求为 40716 平方米。其中，中心城区约 33012 平方米，其他乡镇约

7704平方米。

规划中心城区规划新建 3座环卫停车场，其中，东部环卫停车场，

用地 15000平方米；中部环卫停车场，用地 13000平方米；北部环卫

停车场，用地 8000平方米。新建环卫停车场应包括管理用房、修理

工棚、车辆保养、设施设备清洗、洗扫垃圾倾倒点和新能源车辆充换

电设施等功能。

其他乡镇环卫停车场可结合垃圾转运站、公共停车场等综合设置。

第 36条 公共厕所

规划中心城区按建设用地分类进行设置，其中，居住用地按 3~5

座/平方公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按 4~11

座/平方公里；交通设施用地、绿地按 5~6座/平方公里；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按 1~2座/平方公里进行设置。镇区按总建

设用地进行设置，取 3~4座/平方公里；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至少设

置 1座，实现公厕服务全覆盖。

规划大理市需设置公共厕所 637座，其中，中心城区 511座，各

镇镇区 126座。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的公厕，按照“厕位不减、半径

合理、服务方便”的原则进行补建，确保公厕数量和建筑面积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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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条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根据《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大理市共需环卫作息场所 94

座，其中，中心城区 81座，其他乡镇各设置 1~2座。

环卫作息场所优先与公共厕所、生活垃圾转运站、环卫停车场等

环卫设施合建；无法与其他环卫设施合建的，可利用道路两侧公共绿

地设置，也可将环卫作息场所与交警、公安岗亭等其他便民设施复合

设置。仍确实难以选址的区域，鼓励社会单位提供环卫工人休息点、

爱心驿站等作为补充。



大理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3—2035）

28

第六章 保洁系统规划

第 38条 道路保洁

（1）保洁模式与等级

规划大理市城市道路实行“人机协同，深度保洁”的清扫保洁作

业模式，即采用“高压冲刷+机械清扫+人工快速巡回保洁+零星拾捡”

的道路组合保洁方式，同步做好道路中央隔离墩、道路护栏、路牙石

的清扫保洁。

规划大理市道路保洁实行分级管理，等级质量控制要求和环境卫

生质量控制指标应达到《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城市道路清扫

保洁质量要求与评价标准》要求。

（2）保洁垃圾和用水

人工保洁清扫垃圾就近进入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最终纳

入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机扫垃圾纳入机扫垃圾倾倒点，分离出的生活

垃圾进入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泥沙等进入建筑垃圾消纳场。

道路保洁日常作业用水可利用市政给水管网及地表水、地下水、

中水作为水源，其水质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规划大理市环卫用水在利用消防栓取水的基础上，可试点结合中水管

网的布局利用中水进行环卫作业。

（3）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规划结合环卫停车场设置机扫垃圾倾倒点，满足机扫垃圾沥水、

分类要求。

规划快车道的以大中型保洁车辆为主，小街巷、慢车道、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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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广场等区域以小型车辆+电动机具为主。所有新增保洁车辆均为

新能源、低噪音、低排放的环保节能设备。

第 39条 水域保洁

规划洱海及西洱河景观性水域应达到一级水域保洁标准，其他水

域应不低于二级水域保洁等级标准，水域保洁质量应符合《城市水域

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CJJ/T 174-2013）。

大理市水域保洁由各街镇属地管理，鼓励实行市场化运作。大理

市洱海水域应每天保洁，采取机动船加人工保洁的方式进行，适当购

置全自动割草船、水域垃圾打捞船等机械工具，提高保洁作业效率，

缓解水生植物爆发期打捞作业压力，提升保洁处置能力。

规划设置7座水域保洁管理站，具备水域保洁打捞垃圾上岸转运、

保洁及监察船舶停靠、水域保洁监管办公及保洁工人休息等功能，岸

线每处不宜小于 50 米，陆上实际用地面积不宜少于 800 平方米。垃

圾上岸后纳入生活垃圾处置系统或资源利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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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卫设施集约建设规划

第 40条 固废综合处置基地

规划按照“集约建设、共建共享、资源循环”的原则，打造具有

大理特色的“一园三区”固废综合处置基地，即大风坝再生资源中心、

三峰能源中心、顺丰洱海有机质再生利用中心。

表 4 固废综合处置基地规划表

功能分区 建设内容 选址 备注

大风坝再生资

源中心

大件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两网融

合分拣交易项目、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项目、存量垃圾筛分项目、土

壤修复项目、被服清洗消毒项目、

餐具清洁消毒项目等

下关吊

草村

市政用地，库

区腾挪、土壤

修复后实现

土地再利用

三峰能源中心
垃圾焚烧、科研中试、行业培训、

科普宣传教育等

海东镇

杨柳箐
市政用地

顺丰洱海有机

质再生利用中

心

农业废弃物处理、厨余垃圾处理、

园林绿化垃圾处理、洱海打捞有机

物处理等

大丽高

速东 50

米

企业自有用

地

第 41条 垃圾分类转运中心

规划以垃圾转运分类化、服务功能复合化、环卫用地集约化为目

标，全市共规划 13座分类转运中心，集其他垃圾转运、厨余垃圾转

运、可回收物分拣、有害垃圾暂存、大件垃圾拆解、环卫车辆停保等

功能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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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类转运中心规划表

序号 设施名称 选址
用地面

积（m
2
）

功能 备注

1
满江分类

转运中心

大理创新工

业园区满江

片区红山路

以东

4199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转

运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新

建，半地

下式

2
北区分类

转运中心

下关北区阳

南村原大理

造纸厂车队

用地

6044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转

运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新

建，半地

下式

3
东城分类

转运中心

创新工业园

区天井片区

凤鸣村

5000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转

运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新

建，半地

下式

4
海东分类

转运中心

大理海东新

城中心片区
8272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转

运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扩建

5
古城分类

转运中心

大理镇北区

叶榆路延长

线

5345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转

运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扩建

6
凤仪分类

转运中心
大凤路东侧 4365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转

运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扩建

7
喜洲分类

转运中心

喜洲镇文阁

村委会第三

村民小组

5333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扩建

8
上关分类

转运中心

上关镇海潮

河村大丽高

速路拆迁农

户安置地

4067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大件垃圾

拆解等

原址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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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名称 选址
用地面

积（m
2
）

功能 备注

9
双廊分类

转运中心

双廊镇环海

东路东侧
2500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等

原址扩建

10
挖色分类

转运中心

挖色镇老环

海路东侧
1500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等

原址扩建

11
湾桥分类

转运中心
湾桥镇 1500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等

选址新建

12
银桥分类

转运中心
银桥镇 1500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等

原址扩建

13
太邑分类

转运中心

泰昌石化对

面
1000

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分

拣、有害垃圾暂存、环

卫车辆停放等

原址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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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重大项目汇总

第 42条 项目汇总

规划期内环卫设施总投资 24.586亿元，其中近期投资 18.07亿元，远期投资 6.516亿元。规划期内环卫设施

总用地 40.1669公顷，新增用地 9.605公顷，其中近期新增用地 5.655公顷，远期新增用地 3.95公顷。

表 6 大理市环卫设施项目汇总表

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近期 远期

备注
规模/数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规模/数

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1

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

设施

三峰焚烧发电厂提标改

造
- - -

1200 吨/

日
54195 8000 现状保留

2
大风坝生活垃圾填埋场

治理
- 175582 150000 - - - 现状保留

3 大理镇等简易堆场治理 - - 800 - - - 现状保留

4 大风坝渗滤液处理厂 - 6155 - - - - 现状保留

5 大风坝餐厨垃圾处理厂 75 24762 - - - - 现状保留

6 凤仪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 - - - - 现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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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近期 远期

备注
规模/数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规模/数

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7 厨余垃圾处理厂 - - - 200 吨/日 - 3000

规划新建，

在凤仪餐

厨垃圾处

理厂内

8
两网融合分拣中心（可

回收物集散场）
- - - 350 吨/日 15000 6000 规划新建

9 满江分类转运中心 - - - 200 吨/日 4199 6000
原址新建，

半地下式

10 北区分类转运中心 - - - 300 吨/日 6044 8000
原址新建，

半地下式

11 东城分类转运中心 - - - 150 吨/日 5000 8000
原址新建，

半地下式

12 海东分类转运中心 150 吨/日 8272 1800 - - - 原址扩建

13 古城分类转运中心 300 吨/日 5345 2400 - - -

原址扩建，

用地增加

1000 平米

14 凤仪分类转运中心 150 吨/日 4365 1800 - - - 原址扩建

15 喜洲分类转运中心 150 吨/日 5333 1800 - - - 原址扩建

16 上关分类转运中心 50 吨/日 4067 600 - - - 原址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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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近期 远期

备注
规模/数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规模/数

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17 双廊分类转运中心 100 吨/日 2500 720 - - -

原址扩建，

用地增加

2000 平米

18 挖色分类转运中心 50 吨/日 1500 600 - - - 原址扩建

19 湾桥分类转运中心 - - - 50 吨/日 1500 600 选址新建

20 银桥分类转运中心 50 吨/日 1500 600 - - -

原址扩建，

用地增加

600 平米

21 太邑分类转运中心 25 吨/日 1000 300 - - -

原址扩建，

用地增加

600 平米

22 其他固废

收运处理

设施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50 万吨/年 33350 8000 - - - 规划新建

23 大件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40 吨/日 6000 2000 - - - 规划新建

24

其他环卫

设施

东部环卫停车场 - - - - 15000 7000 规划新建

25 中部环卫停车场 - 13000 6500 - - - 规划新建

26 北部环卫停车场 - - - - 8000 4500 规划新建

27 公共厕所 50 座 - 2500 238 座 - 12000 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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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近期 远期

备注
规模/数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规模/数

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投资(万

元)

28 环卫作息场所 28 座 - 280 66 座 - 660 规划新建

29 水域保洁管理站 - - - 7 座 - 1400 规划新建

合计 292731 180700 108938 65160

注：表中投资费用不包括土地和动拆迁费用。

第 43条 近期建设计划

表 7 大理市环卫设施近期建设计划表

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规模/数量
占地面积（平

方米）

投资（万

元）
建设时间 备注

1

生活垃圾收运处

理设施

大风坝生活垃圾填埋场

治理
- 175582 150000 2025 年

2 大理镇等简易堆场治理 - - 800 2024 年

3 海东分类转运中心 150 吨/日 8272 1800 2025 年 原址扩建

4 古城分类转运中心 300 吨/日 5345 2400 2025 年
原址扩建，用地增加

100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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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规模/数量
占地面积（平

方米）

投资（万

元）
建设时间 备注

5 凤仪分类转运中心 150 吨/日 4365 1800 2025 年 原址扩建

6 喜洲分类转运中心 150 吨/日 5333 1800 2025 年 原址扩建

7 上关分类转运中心 50 吨/日 4067 600 2025 年 原址扩建

8 双廊分类转运中心 100 吨/日 2500 720 2025 年
原址扩建，用地增加

2000 平米

9 挖色分类转运中心 50 吨/日 1500 600 2025 年 原址扩建

10 银桥分类转运中心 50 吨/日 1500 600 2025 年
原址扩建，用地增加

600 平米

11 太邑分类转运中心 25 吨/日 1000 300 2025 年
原址扩建，用地增加

600 平米

12 其他固废收运处

理设施

大理市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设施
50 万吨/年 33350 8000 2024 年 规划新建

13 大件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40 吨/日 6000 2000 2024 年 规划新建

14

其他环卫设施

中部环卫停车场 — 13000 6500 2025 年 规划新建

15 公共厕所 — — 2500 2025 年 规划新建

16 环卫作息场所 — — 280 2025 年 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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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

第 44条 市场化运行

构建统一开放、运转高效的环卫作业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价格杠杆作用，完善生活垃圾收缴费管理体系，促

进垃圾源头减量。进一步提升环卫作业市场化能级，在中心城区综合

管护的不断完善下，积极推进各乡镇整合环卫、园林等专业力量，实

现“一把扫帚扫到底”，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 45条 信息化管理

搭建“决策科学、作业标准、采集高效、管理精细”智慧环卫管

理平台，对作业的相关数据实现自动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打

造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道路清扫和公共厕所等“一网统

领”智慧管理模式；依托数字大理服务体系，打通数据壁垒，将信息

互联互通，为纵向（省州市）、横向（同级委办局之间）提供数据共

享交换，逐步建立“智慧型、全覆盖、动态化”精细化管理新模式。

第 46条 科技化发展

强化科技赋能，开展相关技术政策研究及应用，探索环卫作业和

处理设施的新工艺、新方法、新装备，满足环境卫生管理新需求。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促进末端分类分质处理和资源化，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和品质；推进能源替代，提升终端处理设施工艺系统效率，降低燃

料消耗和机械耗能，减少排放、增加碳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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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条 应急方案

制定自然灾害环境卫生应急处置、事故灾难环境卫生应急处置、

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及其他影响环境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确保

环卫设施和环卫作业运行安全、稳定。

第 48条 环境保护

为控制本规划实施阶段及实施后可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环境

影响减缓措施应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线，以推行清洁生产、污染集中

控制和污染物达标排放为主要手段，突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经济有效地控制污染的产生和排放，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环境的协

调发展。

第 49条 规划保障措施

组织体系保障：成立规划实施领导小组，制定组织领导制度，解

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加强环卫队伍管理组织能力建设，强化党

对环卫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部门之间、上下之间协调联动，强

化对各街镇（乡）环境卫生工作的统一管理、行业指导、监督考评。

政策法规保障：制定和更新市级管理办法，加强对废弃物收运处

置的全面管理，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管评估。进一步完善环卫管理、

产业和市场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收费政策、投融

资政策、技术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推进环卫标准体系的实施，全

面落实依法行政，实现环卫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设施用地保障：大中型环卫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一张

图”管理；小型环卫设施纳入单元控规，在控规、土地出让条件中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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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确，并在住宅建设之前提前建设和移交。规划部门在制定新区开

发、旧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地区性综合开发建设规划方案时应包含环

境卫生设施内容，并征求行业管理部门意见。

环卫经费保障：积极采取多渠道、多种形式、多层次的融资，建

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各级政府要把环卫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建立垃圾分类收费、按量收

费政策导向，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征收力度，将垃圾处理费统筹使用。

科技创新保障：加快环卫信息化系统建设，推动环卫智慧化发展，

完善环卫行业专业基础数据库，大力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平台间

互联互通。建立一线作业人员的作业技能培训、作业资格认证、等级

评定等制度，保障人员专业操作技能，提高专业化水平。

社会宣传教育保障：推进公众参与平台建设，拓展宣传载体，加

大新闻宣传报道网络建设，建立与媒体代表、门户网站等互动机制。

提高社区、居委等基层管理组织的配合度，积极组织环境志愿者队伍，

提供公众参与的合理途径，逐步提高公众参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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