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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城投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上善分公司、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哲、史昕龙、王巍、刘华海、沈聪、唐建英、赵学鹏、韩继刚、曲波、余毅、

邰俊、武运柱、王旭华、祝涵、周柏印、高远、宋晨逾。 

本文件承诺执行单位：上海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城投环境（集

团）有限公司上善分公司、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环城固废

转运有限公司、上海环境虹口固废中转运营有限公司、上海环杨固废中转运营有限公司、上海环境浦东

固废中转运营有限公司、上海城瀛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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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中转站 

运营及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中转站的作业规范、环境管理、人员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安全

管理和持续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中转站的运营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B/T 1127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中转站   municipal domestic waste containerized transportation 

transfer station 

在生活垃圾产地（或集中地点）至生活垃圾末端处理、处置设施之间所设的垃圾集装化处理的中转

场所。 

 3.2 

清运车  collection truck 

用于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专用清运车辆。 

 3.3 

清运工  collecto 

随清运车进行生活垃圾收集、装卸的作业人员。 

 3.4 

生活垃圾集装箱  municipal solid waste containers 

装载生活垃圾，并便于用机械设备进行装卸搬运的一种环卫专用集装箱。 

 3.5 

卸料  discharge 

清运车将生活垃圾卸入生活垃圾集装箱的过程。 

 3.6 

压缩  compression 

将卸入集装箱的生活垃圾通过专用设备进行压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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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集运车  container truck 

用于转运生活垃圾集装箱的专用车辆。 

 3.8 

灭害处理  pesticide treatment 

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方法来杀灭有害生物，防止有害生物的传播、扩散和定殖。 

4 作业要求 

一般要求 4.1 

4.1.1 进入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中转站(以下简称“中转站”)的生活垃圾应符合 DB/T 1127 的规定。 

4.1.2 中转站内作业车辆应按规定线路行驶，车速应小于 15 km/h,在中转站出入口及卸料平台区域、

人行横道、转弯口车速应小于 5 km/h。 

4.1.3 清运车应服从中转站现场管理要求，不得干扰现场作业秩序。 

4.1.4 清运工应检查箱门有无垃圾夹带，保持车辆、现场整洁； 

4.1.5 中转站内各类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 

清运车进、出站 4.2 

4.2.1 清运车辆进、出道闸口时，应停在道闸前 1 m，等待道闸开启。 

4.2.2 道闸开启后，清运车应慢行进入自动电子计量磅，进行称重计量。 

4.2.3 驾驶员应观察派位信息，并和现场指挥人员确认派位信息后，按规定车道有序驶入卸料大厅。 

卸料作业 4.3 

4.3.1 中转站现场指挥人员应密切注视现场情况，通过手势指示清运车进入卸料泊位。 

4.3.2 清运车缓速行驶到指定卸料位前，清运工指挥车辆倒车进入卸料位。待车辆停稳，确认安全后

开始卸料。 

4.3.3 卸料应由清运工和驾驶员配合完成。 

4.3.4 卸料期间，除尘系统应保持正常运行。 

4.3.5 清运车车箱内垃圾应卸空；不得将垃圾散落在卸料大厅地坪上。 

4.3.6 清运车卸料完成后，应听从现场指挥人员指挥有序离开。 

压缩作业 4.4 

4.4.1 集运车放置空箱前，开门机构和卸料漏斗应处于举升状态，除尘系统低转速运行，压实器应处

在规定位置。 

4.4.2 开门机构应开启箱门至规定角度。 

4.4.3 应视集装箱装载情况实时对集装箱内垃圾预压。 

4.4.4 集装箱装料压满后，应举升卸料漏斗,关闭开门机构、锁紧箱门，再操作开门机构解锁复位。 

4.4.5 应在检查开门机构举升复位后，指挥集运车执行取箱作业。 

集运车作业 4.5 

4.5.1 放箱作业 

4.5.1.1 驾驶员应倒车入库至规定停车线，将集装箱向后移动至指定位置。 

4.5.1.2 驾驶员应操纵手柄举升翻转支架，至集装箱垂直落入泊位。 

4.5.1.3 驾驶员完成放箱后，应将旋锁与集装箱锁孔解锁，将支架放置到水平状态。 

4.5.2 取箱作业 

4.5.2.1 集运车进入或离开装卸车位前，驾驶员应先观察周围及车辆尾部人员的动态情况，按规定车

速倒车入库至规定停车线。 

4.5.2.2 驾驶员应操纵手柄举升翻转支架，直至翻转支架与地面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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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3 驾驶员完成取箱后，应将旋锁与集装箱锁孔锁紧，下翻翻转支架，直至集装箱处于水平状态。 

保洁作业 4.6 

4.6.1 采用机械清扫作业前，保洁人员应检查车况、道路及车辆周围环境。 

4.6.2 卸料区的保洁作业，应在无卸料作业期间开展。 

4.6.3 清运车卸料完成离开后，保洁人员应及时清理卸料区散落垃圾。 

4.6.4 应按作业要求，组织巡回保洁，及时处理道路上散落垃圾和积水。 

4.6.5 每日中转站作业结束后，应对场地进行全面冲洗，地面不留水迹。 

5 环境管理 

一般要求 5.1 

5.1.1 噪声控制标准应符合 GB 12348的规定。 

5.1.2 污水排放控制标准应符合 GB/T 31962的规定。 

5.1.3 空气质量控制标准应符合 GB 3095 和 GB 14554的规定。 

污水处理 5.2 

5.2.1 应取得污水排放许可证。 

5.2.2 应在卸料、压缩等作业区域安装污水收集、存储和处理设施。 

5.2.3 污水处理设施应具备常态监测功能，监测功能应符合动态作业标准。 

5.2.4 应制定污水处理工艺、处理作业指导书等技术文件。 

异味处理 5.3 

5.3.1 应在卸料车间及其它必要的区域定期实施除异味作业。 

5.3.2 应在异味集中产生的区域（如卸料区域、渗沥液处理区域等）开展实时除异味作业，并做好作

业记录。 

5.3.3 道路等开放性区域，应采取喷洒除异味剂、清洗地面等方式进行除异味作业。 

灭害处理 5.4 

5.4.1 应制定“除四害”的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方案，并按计划和方案实施灭害处理作业。 

5.4.2 作业人员应按照先作业区域再非作业区域的顺序开展灭害处理作业。 

5.4.3 灭害处理前，作业人员应检查设备是否完好，填好领料记录，作业完成后应做好台账记录。 

6 人员管理 

应制定员工管理条例，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的考勤制度、福利制度、职业培训、职业健康安全管理、6.1 

岗位职责等。 

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45001的规定。 6.2 

特殊工种或特殊岗位作业人员（如集运车车辆驾驶员、电工、登高作业人员），应持有效从业证6.3 

书。 

作业人员应熟悉本岗位的作业要求，并按要求规范作业。 6.4 

作业人员应了解本岗位的安全风险源，遵守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6.5 

作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专业培训和安全教育，穿戴符合要求的劳防用品。 6.6 

作业人员进入作业区域应遵守且执行现场管理制度，作业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和管理。 6.7 

作业现场如遇突发情况，现场人员应立即如实上报，并按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6.8 

作业人员完成作业后，应做好设施、设备的清洁和台账记录。 6.9 

7 设施、设备管理 

应设置清运车等车辆专用通道及出入口。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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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运车专用通道及出入口应配置空、重车辆称重计量系统设施，并按规定进行校验。 7.2 

应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的除尘系统、除异味系统。 7.3 

清运车、集运车等专用通道、出入口和站内道路醒目处应设置路线指示牌和限速标志，并在道路7.4 

必要的路口、停车场出入口等安装广角镜和视频监控设备。 

应在卸料平台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系统，并具有干、湿垃圾品质识别功能。 7.5 

应制定作业设备、运输车辆等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施设备的检修计划、7.6 

运行维护作业规程、掌握作业周期。 

应按照计划定期对中转站内各类设施设备及车辆进行检修、清洁和维护。 7.7 

应建立设施设备台账，按时间节点，定期进行维护和更新。 7.8 

8 安全管理 

消防安全 8.1 

8.1.1 应制定消防安全与应急管理制度。 

8.1.2 站内应设置明显的消防设施标识，且醒目易懂。 

8.1.3 容易产生或积聚沼气的区域，应对气体浓度进行动态监测并记录。 

8.1.4 应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教育与演练活动并做好台账。 

作业安全 8.2 

8.2.1 作业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12801规定，作业前应对设施器具、人员健康状态、周围环境进行检

查，做好检查记录。 

8.2.2 应在作业现场、办公区域、室外公共区域安置终端视频设备，实现 24 h全过程、全天候、全方

位动态监控。 

8.2.3 作业人员上岗作业应按岗位规定穿戴好安全防护、防疫用品。 

8.2.4 动火、用电作业，应提前向主管职能部门报备，按规定落实各项防护措施。 

9 持续改进 

中转站运营组织应制定自我评价与持续改进的管理办法，并落实执行。 9.1 

中转站运营组织每年应定期（不少于一次）对作业工艺、服务质量、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9.2 

与自我评价。 

中转站运营组织应针对检查与自我评价结果，制定改进工作计划，推进运营与管理的持续改进。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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