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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8 年 5 月 12 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8.0 级大地震，造成了

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众多建（构）筑物的损毁也产生了大量的

建筑垃圾。 

为确保灾区建筑垃圾处理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及时清运、

妥善处理地震灾区建筑垃圾，在清理建筑垃圾过程中保护国家、集体和

个人财产、避免疾病传播和有毒有害物质扩散，促进建筑垃圾在灾后重

建中的资源化利用，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是：1.总则；2.评估；3.清运；4.处理处置；5.资

源化利用；6.二次污染控制；7.劳动安全保护；8.管理措施。 

本导则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解释。 

本导则主编单位：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上海市石龙路

345 弄 11 号，邮编：200232）。 

本导则主要编制人员：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张益、秦峰、

王雷；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赵霄龙；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陈家珑；城市建

设研究院翟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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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及时清运、妥善处理地震灾区建筑垃圾，促进建筑垃圾在灾后重

建中的资源化利用，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地震灾区坍塌的房屋和道路桥梁等建（构）筑物形成

的建筑垃圾和拆除建（构）筑物形成的建筑垃圾。 

1.3 生活垃圾、医疗废物、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以及损毁的文物建筑残

件等不包括在本导则范围内，不得混入建筑垃圾中清运处理。 

1.4 灾区建筑垃圾处理应坚持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遵循快

速清除、就近处理的原则。 

1.5 灾区建筑垃圾处理责任部门应依据本导则，因地制宜，组织编制建

筑垃圾评估、清运、处理处置、资源化利用和管理措施的具体实施计划。 

1.6 灾区建筑垃圾处理工作应在责任部门的统一组织下，由建设、环保、

交通、卫生、文物等部门分工协作实施。 

 

2 评估 

2.1 编制灾区建筑垃圾处理实施计划，应由责任部门组织当地相关单位

对需清运处理的损毁建（构）筑物的分布、数量、种类进行调查、评估。 

2.2 预估灾区建筑垃圾量宜以现场测量为准，如无实测资料，或现场难

以测算，可按以下经验数据估算：城镇地区砖混和框架结构的建筑物，

产生量约为 1.0~1.5 吨/平方米；其它木质和钢结构的建筑物，产生量约

为 0.5~1.0 吨/平方米。农村地区建筑垃圾产生量参照上述数据的低限。 

2.3 应组织相关单位对含有或疑有传染性的生物性污染物、传染性污染

源以及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损毁建（构）筑物进行申报、记录或风险

评价，为分流清运和单独处理提供依据。 

2.4 对损毁的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等，应在文物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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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配合下进行详细的登记和评估，以利于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

传统形式、传统功能”的原则下恢复重建。 

2.5 对拟定的回填、堆放、填埋场所的选址、清运处理方案、二次污染

控制措施等应进行评估。 

 

3 清运 

3.1 对损毁建（构）筑物中的生活垃圾，以及生物性污染物、传染性污

染源和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等特种垃圾，应在相关部门配合下进行分离

后分流，按有关规定和标准及时单独转运、处理。 

3.2 对含有或疑有传染性的生物性污染物、传染性污染源的建筑垃圾，

难以分离的，应确定区域范围，在卫生防疫人员指导下进行消毒处理后，

送卫生填埋场分区处置。 

3.3  对损毁的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等的残件，应在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所承载的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再利用性

进行分类清理，尽可能保留和保护可再利用的、承载传统材料特征和传

统工艺信息的构件。 

3.4 清理建筑垃圾时，宜将渣土、废砖瓦、废混凝土、废木材、废钢筋

等分类装运，运到处理场所后分类堆放。对于混合装运的建筑垃圾，卸

到处理场所后，可由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分类分拣。 

3.5 清运作业时，应先清运城镇主要道路和拟建过渡安置区域的建筑垃

圾，其次为居住区周围、街道和公共场所的建筑垃圾，再逐步清运其它

地区坍塌和拆除的建筑垃圾。 

3.6 对涉及国家、集体、居民重要财产的区域，应先以人工清理为主，

再机械清运。 

3.7 对大体积的混凝土块等无法直接搬运清理的，可采用工程破碎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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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破碎。对于难于破碎作业的场所也可采取局部爆破措施。 

3.8 应尽量采用具有密闭或遮盖的大型渣土运输车辆，按指定的时间、

地点和路线清运。 

 

4 处理处置 

4.1 建筑垃圾处理处置分为回填利用、暂存堆放和填埋处置等三种方

式。 

4.2 建筑垃圾回填利用 

4.2.1  建筑垃圾回填利用主要用于场地平整、道路路基、洼地填充等。

用于场地平整、道路路基的建筑垃圾应根据使用要求破碎后回填利用，

用于洼地填充的建筑垃圾可不经破碎直接回填利用。 

4.2.2 回填建筑垃圾应以渣土、碎石、砖块等建筑垃圾为主，不得含有

3.1 条所指的垃圾。 

4.2.3 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及补给区不得回填建筑垃圾。 

4.3 建筑垃圾暂存堆放 

4.3.1 建筑垃圾暂存堆场主要利用城镇近郊低洼地或山谷等处建设，条

件成熟后，可将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转运至填埋场处置。 

4.3.2 建筑垃圾暂存堆场宜相对集中设置。 

4.3.3 建筑垃圾暂存堆场应选址在交通方便、距离建筑垃圾产生源较

近，近期不会规划使用、库容量满足暂存堆放要求的地区；禁止设置在

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及补给区、活动的坍塌地带、风景游览区和文物

古迹区。 

4.3.4 建筑垃圾暂存堆场应包括库区简易防渗、防洪、道路等设施，有

条件的场所可预留资源化利用设施用地。 

4.4 建筑垃圾填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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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建筑垃圾填埋场可以市、县为单位集中设置。 

4.4.2 建筑垃圾填埋场选址可参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CJJ17）”，宜选择在自然低洼地势的山谷（坳）、采石场废坑等交通方

便、运距合理、土地利用价值低、地下水贫乏的地区；填埋库容应保证

服务区域内损毁的建筑垃圾和灾后重建的建筑垃圾填埋量。 

4.4.3 建筑垃圾填埋场应配备计量、防渗、防洪、排水、道路等设施和

推铺、洒水降尘等设备。根据需要，可设置资源化利用设施。 

4.4.4 建筑垃圾填埋场填满后的封场要求参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

场技术规程》（CJJ112）的相关规定执行。 

 

5 资源化利用 

5.1 建筑垃圾中的可再生资源主要包括渣土、废砖瓦、废混凝土、废木

材、废钢筋、废金属构件等。 

5.2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做到因地制宜、就地利用、经济合理、性能

可靠。为保证短时间内消纳大量建筑垃圾，灾区建筑垃圾利用应优先考

虑就近回填利用以及简单、实用的再生利用方式。 

5.3  对可再利用的、损毁的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等的结构构

件、维护构件，特别是装饰构件，应按原工艺、原功能施用于重建的建

（构）筑物原位置上。 

5.4 应根据灾区建筑垃圾的基本材性、价值特征、可利用的种类和数量，

合理确定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技术和途径，便于在当地推广应用。 

5.5 适用于灾后重建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方式主要有： 

（1）利用废弃建筑混凝土和废弃砖石生产粗细骨料，可用于生产相应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砂浆或制备诸如砌块、墙板、地砖等建材制品。粗

细骨料添加固化类材料后，也可用于公路路面基层。 



 6

（2）利用废砖瓦生产骨料，可用于生产再生砖、砌块、墙板、地砖等

建材制品。 

（3）渣土可用于筑路施工、桩基填料、地基基础等。 

（4）对于废弃木材类建筑垃圾，尚未明显破坏的木材可以直接再用于

重建建筑，破损严重的木质构件可作为木质再生板材的原材料或造纸

等。 

（5）废弃路面沥青混合料可按适当比例直接用于再生沥青混凝土。 

（6）废弃道路混凝土可加工成再生骨料用于配制再生混凝土。 

（7）废钢材、废钢筋及其他废金属材料可直接再利用或回炉加工。 

（8）废玻璃、废塑料、废陶瓷等建筑垃圾视情况区别利用。 

5.6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宜附设于建筑垃圾填埋场或建筑垃圾暂

存堆场；如确需单独选址建设资源化处理设施，应尽可能靠近建筑垃圾

填埋场。 

 

6 二次污染控制 

6.1 灾区建筑垃圾在清运、回填、暂存或填埋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防止二次污染。 

6.2 应将建筑垃圾与其它垃圾进行分流，去除建筑垃圾中的生活垃圾和

特种垃圾，以减少建筑垃圾处理场所的二次污染。 

6.3 建筑垃圾处理作业时，应根据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对混有生活垃圾

的建筑垃圾处理场还应进行杀虫、灭鼠处理。 

6.4 建筑垃圾分类分拣作业场地应洒水喷淋，以减少扬尘的产生和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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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劳动安全保护 

7.1 在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应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包括专用防

尘口罩、工作服、安全帽、劳防手套、胶鞋等。 

7.2 负责清运处理的责任部门应配备化学手套、抗化学物长靴、化学防

护服等应急劳动防护用品，以及粉尘检测仪、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仪、防

火器具、急救药箱等环保与安全仪器、设备。 

7.3 应在作业现场设置劳动防护用品贮存室，定期进行盘库和补充；应

定期对使用过的劳动防护用品进行清洗和消毒；应及时更换有破损的劳

动防互用品。 

7.4 建筑垃圾清运处理的安全、卫生措施应符合《关于生产性建设工程

项目职业安全监察的暂行规定》、《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等规定

中的有关要求。 

7.5 处理场所应设道路行车指示、安全标志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志。

标识设置方法参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和《安全标志》

（GB2894）。 

7.6 对从事灾区建筑垃圾清运处理的作业人员应进行劳动安全保护专

业培训。 

 

8 管理措施 

8.1 前期准备 

（1）建筑垃圾清运处理责任部门应会同建设、环保、交通、卫生、文

物等部门确认损毁建（构）筑物的使用功能，并对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

和传统民居、含有或疑有生物性污染物和传染性污染源、有毒有害危险

化学品的场所，以及对抗震研究有价值的建（构）筑物等进行标识、记

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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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损毁建（构）筑物应保留必要的原始资料，登记造册，建立文

字、图像和样品档案，以备以后分析、评估和研究。 

（3）未倒塌的受损建（构）筑物经安全性评估必须拆除的，需经有关

部门批准后，由专业公司负责拆除。 

（4）建筑垃圾处理场址和布局应与灾区重建规划相衔接。 

8.2 清运处理 

（1）应实施运输道路的修复、修建以及处理场地必要的工程措施。 

（2）应制定灾后建筑垃圾处理的管理制度，将回填点、暂存堆场、填

埋场三类处理场所的位置、面积、容积、垃圾来源、责任部门等登记在

册，以保证建筑垃圾来源的可追溯性和灾后重建修复的可控性。 

（3）清除建筑垃圾过程中，若发现遗漏的地震遇难人员遗体（肢体），

应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清理和卫生处理。 

（4）公共、集体和个人财物、遗物应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妥善处理。 

（5）建筑垃圾中的破损电冰箱、电视机、电脑等电器应单独清理、统

一处理。 

（6）对于灾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制定相应的鼓励和扶持政策，

以提高利用率。 

8.3 后期管理 

（1）应在建筑垃圾处理场周围设立隔离措施，派专人负责看护，并在

出入口设置警告标示，严禁拾荒人员和社会闲杂人员进入。 

（2）灾区建筑垃圾清运作业完成后，建筑垃圾处理场应移交给当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3）应建立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大气的环境监测制度。 

（4）应维护处理场区及周围的环境卫生，必要时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5）应加强处理场附近边坡的安全稳定监测，必要时采取工程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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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筑垃圾资源化适用技术、应用与设备情况 

 

1、建筑垃圾制再生砖（砌块） 

    用建筑垃圾中的废砖瓦生产骨料，用于生产再生砖。其生产工艺和

设备比较简单、成熟，免烧结，产品性能稳定，市场需求量大。据测算，

一亿块再生砖可消纳建筑垃圾 37 万吨。 

建筑垃圾普通再生砖的主要规格为 240 毫米×115 毫米×55 毫米，

强度等级可达到 MU7.5~MU15；也可按照古建施工要求定制建筑垃圾再

生古建砖。 

（1）技术标准 

建筑垃圾再生砖应满足《非烧结普通粘土砖》（JC422）技术性能要

求，建筑垃圾再生砌块应满足《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8239）

技术性能要求;再生砖、再生砌块放射性能还应满足《建筑材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GB6566）要求。 

（2）适用范围 

建筑垃圾普通再生砖可用于低层建筑的承重墙及建设工程的非承

重结构，再生古建砖适用于仿古建筑的修建。 

（3）应用实例 

河北省邯郸市、石家庄市，北京市昌平区和崇文区等地已有再生砖

试验建筑 150 多万平方米，最长应用时间已达四年以上。 

（4）主要工艺 

原料：进料    筛分    破碎    筛分    二次破碎    双层筛分    

合格原料 



 10

制砖（砌块）： 进料    混合搅拌    压制成型    自然养护 

     成品 

（5）主要设备 

原料（生产能力 120-150 吨/小时）：进料斗、喂料机、颚破机、反

击破、振动筛、胶带运输机（一般为四台）、铲车等；亦可参考现行人

工砂石生产线所用设备选择；合计功率约 415KW。 

制砖（生产能力 3000 万块/年）：原料罐 3 个、计量搅拌设备一套、

液压振动制砖成型设备一台、托板若干、叉车等；亦可参考现行水泥机

制砖生产线所用设备选择）；合计功率约 130KW。砌块生产工艺类似于

此。 

（6）占地面积 

经加工处理后的原料堆放、砖的生产线及成品堆放（不含建筑垃圾

原料占地）4000 平方米左右。 

2、建筑垃圾再生混凝土 

利用建筑垃圾中的废混凝土生产粗细骨料，用于 C30 及以下强度等

级的混凝土中。 

（1）技术标准 

再生骨料可以参考《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进行质量评定，配制的再生混凝土应满足《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

准》（GB107）、《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预拌混凝土》（GB/T 

1490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等相关标准

要求。 

（2）适用范围 

现浇混凝土及预制混凝土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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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实例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框架-剪力墙现浇混凝土结构实验楼，混凝土等级

C30。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校内部分道路混凝土路面，混凝土等级 C30。 

（4）主要工艺 

骨料：进料    筛分    破碎    分选筛分    二~三次破碎    

多层筛分   分级原料（0~5 毫米、5~16 毫米、5~2 毫米、5~31.5 毫米） 

制品：进料    混合搅拌    成型    养护    成品 

现浇混凝土：分现场搅拌和搅拌站预拌生产两种，生产工艺参考现

行《预拌混凝土》（GB/T 14902）等执行。 

（5）主要设备 

骨料（生产能力 120-150 吨/小时）：进料斗、强制式振筛机、颚破

机、反击破、立式冲击破、多层振动筛、胶带运输机若干、铲车等；亦

可参考现行人工砂石生产线所用设备选择）；合计功率约 600KW； 

混凝土制品和现浇混凝土：参考现行设备选择。 

（6）占地面积 

骨料生产线和成品堆放（不含建筑垃圾原料、预拌混凝土及混凝土

制品生产占地）2000 平方米左右；预拌混凝土及混凝土制品生产占地根

据具体情况自定。 

3、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青岛理工大学、同济大

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