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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opqr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stu%vwx。
1opyz{|}~-�]�]^��t���。
1opwx��：]�]^��������n�、]�]^�%�45���、z������

�z�]^�h�+��z�、z�opB���、]�]^���� ���、¡¢]�£ 、¤¥¦
]����n§、̈ ©ª������z�、z�]�� �]�\«G]�¬����、®£ 、
®¦¦¯IV45���。

1op°2wx|：±²³、́ µ¶、·¸¹、º»¼、½<}、¾¿、ÀÁ、Âµ、ÃÄÅ、H�z、
ÆÇ/、ÈÉÊË、ÂÌÍ、Î ¢、ÎÏ、ÐÑÒ、ÓÔÕ、Ö×、ØÙÁ、Ú¥Û、¾ÜÜ、́ ÝÞ、
ßàá、́ âã、äå�、æç、èÝé、ÖÙê、Óëì、í)î、ï�、́ ð、Â�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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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p%.ò]^@AS_:U4u0123、4523、EFGHI23、IVWXPY23。
1opó(ô]^@AS_:uõUö�U。

２　0134567

÷ø)*ùô1)*uú(ûüýþÿu。!û"#$u'()*，%"#$u&1ó(ô1)
*。!ûý"#$u'()*，'(õ&1（)*�ju+��）ó(ô1)*。

ＧＢ／Ｔ６９５２　<=,-

ＧＢ／Ｔ１４１５２　./&/K0J1234&5iP67　89:;7

ＧＢ１９３７９　]^_:<=%#

ＧＢ５０２６８　sh<h0=IVHI>PY%#

ＣＪ／Ｔ４０９　?@ABCD�+23

ＣＪ／Ｔ４８９　/KBCD

ＪＣ／Ｔ２１１６　B,-C<=>?

３　/89:;

÷ø+,-./ó(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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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
y@DEFGHuDRI½，JKeL��÷CMNO、PQRBSKV，TU-VWX=YZS

�[R，��\]^=uCM_`BabGcd4Hö4L。
?：@ABCD)*QRS-TUS。e(/Kö?@ASJK，fIgh=i½ju@ABCDiklQRS；

e(mn、Topqröpqr��*S6STNHIUau@ABCDlTUS。

３．２

%&'()*+　狉狌狉犪犾犺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犾犪狋狉犻狀犲狑犻狋犺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
y:;、<=>?、@ABCDS�sI½，t(@ABCDù:�CM_`Babu]^_(

:�。
?：:;slZUS-u¸S。UfvwhöG°2=x(yz½6RulZUS；UfvwS=x(y2ul

u¸S。

３．３

=@　狀犻犵犺狋狊狅犻犾狊犲狑犪犵犲
y|R<{uC-|>'3}MhI½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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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狏狅犾狌犿犲狅犳狋犺狉犲犲犮狅犿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
@ABCDKC0���÷��D�u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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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ú������、J���、̂ �%�、�}��S��，�����.�+6�。

４．３　ú?jh3�*，újCM����ö��\«Bt(�*。

４．４　�����:�CMu��ab，þf@ABCD� ¡¢r�abNS£5¤¥。

５　-IGH

５．１　JKGH

５．１．１　]^@AS_:U4úG^¦vwU§E¨©，ªst(Tj0«4H-�b�*。¬®j
y;�U:;8，ýú¯°y;°R±`²(uE�&。

５．１．２　]^@AS_:U4ú¬³´µJ��*、¶v|�·、3hX、��5¸-��t(5¸S~
b8(4L-¹·。

５．１．３　]^@AS_:u<=23úº~ＧＢ１９３７９u%.。

５．１．４　}»-¼yMhS=x½<hýú<¾BCD。

５．１．５　]^@AS_:`abcd¹¿Z[Ａ。

５．２　LM

５．２．１　:;�“M�¾À”，ÁÂUfÀh。µ�huu¸S:;úÃ³µ�ÄÅ~bE<，6ÆÇ:，
�G¼yÈ½jkÉÊ。

５．２．２　BCD89úËÌÍÎ-mh�Ï，ÐÊ�ÑhR。

５．２．３　BCDúÒÓ:;，�ÔÕÖ~��×Ø-Ù=，��ÚÛ-4HMt6Æ。

５．３　+N

５．３．１　:;±`úÜQ、E�、þÒ，þe(mÝ、pqr、ÞjFßS±`。

５．３．２　:;U4úe(��à5JK，�8(á�þâ=JK。

５．３．３　:;ãämýúåô１．２ｍ２，u¸S:;ãæýúåô２．０ｍ。

５．３．４　:;újç、rè、Ùé>�\]S4H，�äúMêëB-�ìab，íä>�äúîQ；j�
*u�¬，�4ï}ðDSZñ4H。

５．３．５　u¸S:;�äúætÀ2�ä１００ｍｍòó，ôõ-öô�¬:;úe÷�øùH。

５．３．６　ZUS:;ú?LÙ²À2uÙé4H。

５．４　OPQR

５．４．１　úÆûöüÆûú~b8(，3hX-hýúgÕ3Æ23，�e(þh3SàhjÆû。

５．４．２　,-C<=û?uJW23úº~ＧＢ／Ｔ６９５２u%.，B,-C<=û?uJW23úº~

ＪＣ／Ｔ２１１６u%.。

５．４．３　Æû<ÆÿöBCDMC0� úe÷�!ùH。

５．４．４　ôõ-öô�¬u¸S:;u<=>?-<h0úe÷�"ùH，ú8(#<SÆû，Æûý
úZÏ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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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

５．５．１　EFST

５．５．１．１　@ABCDu%6D、%&D、%@Dlm'�l２∶１∶３。BCDzCMujk(Ô8Ø，

%6Dúýÿô２０ｄ，%&Dúýÿô１０ｄ，%@Dúýÿô%6D、%&Djk(Ô8Ø)-。

５．５．１．２　@ABCDu%6D、%&D、%@Du*+úE,，ôõ-öô�¬ú��á�"r-.+
/.BCDu0*。

５．５．１．３　MC0úh1îì，h2ýúåô１００ｍｍ，úË34$，5ÿ0=6+。MC0748+ý
�åô２０％，hî�Êý�9K３ｍ，ú-Æû<Æÿef:;z<；hî�Ê£ô３ｍ8，úóá¡
¢748+。

５．５．１．４　KC0úh1îì，h2ýúåô１００ｍｍ，4ï½=ＬÈö犐È。%6D>%&DuKC0
¾��D�æ+úljklmæ+u１／３，KC0ó��D?ý�åô１００ｍｍ，%&D>%@DuK
C0¾��D�æ+úljklmæ+u１／２，KC0ó��D?ý�åô１００ｍｍ。@DKC0úA
B4ï。

５．５．１．５　<�0úEFf%6D，h2ý�åô１００ｍｍ。Òí;.EF，2Cú-vyU§¨©，ú
æô_:;Dö$ííE５００ｍｍ，á4ïf'FGH��8，úæt�äýåô２ｍ。<�0?�ú
¢FI��JKöＴÈ@Ù。

５．５．１．６　@ABCD?�ú4ï�L�-�C�，#2ýúåô２００ｍｍ，%@D�C�þÃ³��6
SóáM£。�L�-�C�úæt�äýåô１００ｍｍ，BCD?�jNr8ú¢FOP。

５．５．１．７　@ABCD�L�-�C�ú¢Q，�L�ö�C�£ô２５０ｍｍ8，�QújRLö�S
Fï。

５．５．１．８　@ABCD%@Dþ¢FT5BUn-���VFï。

５．５．２　LU

５．５．２．１　-VLU

4L8j��ò÷[v：

ａ）　úÃ³WXY�，~b8(ý,lm、ý,JWu@ABCD；

ｂ）　ôõ-öô�¬�8(3FßQRS@ABCDöTopqrTUS@ABCD，�óá¡
¢@ABCDjklm，h3Fïúe÷�"ùH；8(u3FßQRS@ABCDþe(¡
¢/K1.öZ-�ø[ý±`；

ｃ）　®Uö\U:�0�、��]~©+��-^_î`u�¬，þ8(?L�a�V��£5u
BCD。

５．５．２．２　CDLU

ú±~²(|·、3hX、CM(Ô8Ø>��Ö$]~/.@ABCDjklm，jklm8j

¿Ñ１，jklmni67¿Z[Ｂ。

W１　'(<=>ABCDW

:�²(|·／| ≤３ ４～６ ７～９

jklm4ï／ｍ３ ≥１．５ ≥２．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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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　XYGH

５．５．３．１　Z[

@ABCD2C23Ç÷：

ａ）　QRS@ABCDúfbcao"=idef、dodg、jklm、MC�、<��、�L�、

�C�Sog；

ｂ）　QRS@ABCDik21úhijk、îìîQ、_lm、_ÿn，h1úîìîQ、_lm、

_èopq，rsúQt，uvúöe，1.jk，_s-Tw；

ｃ）　QRS@ABCDúZÏt�uß*>Z*；

ｄ）　TUSBCDúÑäîQîì，_lx，_yz{ä。

５．５．３．２　\]

@ABCD8(JK23Ç÷：

ａ）　/KQRS@ABCDSiku1.-JK23úº~ＣＪ／Ｔ４８９u%.；

ｂ）　?@AQRS@ABCDSiku1.-JK23úº~ＣＪ／Ｔ４０９u%.；

ｃ）　@ABCD、0J、z<*úe(æ¿+、[|B、�}&5~uJK；

ｄ）　@ABCDýúe(�}�u�ñJK�¢¿�；

ｅ）　@ABCD�L�-�C�au�Qúe([|B、1}�、[ý&5~uJK；

ｆ）　@ABCD��ö���，ú��aï，���ýúj��-|R���`é�；

ｇ）　@ABCD8(JKú��@ABCD45��£ô２０�。

５．５．３．３　^_3`

TUS@ABCD�b&5úgÕE�Ò�23。QRS@ABCD�b&523GOn67ú
qÑ２�ê。

W２　ab)'(<=>^_3`GHcdefg

�� On�c �o23 ó(Y� On67

１ ��iP

Àø，iPý¸≥４０ｋＮ，iP�_�l、lx，I

Fz<aýB�、ý�l
Nr*+≤１．０ｍ

Àø，iPý¸≥８０ｋＮ，iP�_�l、lx，I

Fz<aýB�、ý�l
１．０ｍ＜Nr*+≤２．０ｍ

ＣＪ／Ｔ４８９

２ �ýiP
Àø，－０．０３ＭＰａ�ý（１５ｍｉｎ），_��、lx Nr*+≤１．０ｍ

Àø，－０．０５ＭＰａ�ý（１５ｍｉｎ），_��、lx １．０ｍ＜Nr*+≤２．０ｍ
ＣＪ／Ｔ４８９

３ [34

２０℃±２℃，WX１ｋｇ，ｄ９０j��，２．５ｍæ，3

4６D� ，s¡�ôDR?�、¢ä、��S�

2Ò¸ �ï，iP�_�l、��，IFz<a

ýB�、ý�l

— ＧＢ／Ｔ１４１５２

５．５．３．４　hi3

@ABCDef&23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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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ABCDQRýú£¤；

ｂ）　¥AD)ØýúEF£¤；

ｃ）　t(±`I*fTNÜ½IFuQRS@ABCD，¥�*z<aýútT£¤，ýútT¯
°²(u¦È；

ｄ）　mnTUS@ABCD-A�pqrTUS@ABCDh�D1új�£ùH，Q§öe；

ｅ）　QRS@ABCDÌ¨ef&5Onu©kúl®��ÙK５．５．３．３%.u�b&5On�
u,6©k；

ｆ）　@ABCDef&523GOn67úqÑ３�ê。

W３　'(<=>hi3`GHcdefg

�� On�c �+23 On67

１ ADef&5 "h>%&DKC0���÷�，%6D、%@D_Gh，AD)Ø_£¤ ¿Z[Ｂ

２ QRef&5
fLDR�jMt�，�L�-�C�z<OP２００ｍｍ�"gh，ª«D

R、z<��、2È，_èo¦È、_£¤
¿Z[Ｂ

６　jkclmGH

６．１　JKGH

６．１．１　HI!，HI��ú�.HI6�，è/WX23，U¸�KVHI¬�，HI�!úùHI
|®Mê¯°。

６．１．２　HITNuU§JKG4LúsC、Qt±²，��~�³、�J-�éùH。

６．１．３　HIýú¯°[jy;u±`E�。HI8úfÖr4¸E�Vbo´，HIÜ½�úùTN
Mê<=�b-µB，5ÿù^}#¶=i=xu¯°。

６．１．４　HI�KVú�r<=E�%#，"�D|<=E���-Ö$����。

６．１．５　|¶:��a!，úÂe(=Ý·SR¸JKNQ6Sù]_[j�C�u¹CD>Ö$��
WHR¸ab。

６．１．６　Uº~1op232，ºúº~E�HI%#u23。

６．２　\]c-Vnodp

６．２．１　IV�(u0J、<=>?、QRS@ABCD-°2[JKSM¾HITN8，úMêMNP
Y����0。

６．２．２　¥»JKG4Ljúj=ig´t?u~A�¼（½、ÝS�6JKU2），QRS@ABCD
G<=>?úZÏg´�¾u²(¿è¼，QRS@ABCDúj%@6On�`t?uOnÀÁ。

６．２．３　MNuQRS@ABCDúÃ³Â2Ã©，qZ[ＢMêghiPGjklmniiP。

６．３　+Nlm

６．３．１　:;HIúqr�´y;U§IVHIE�op23�ê。

６．３．２　0ô[jy;Ì¨]^@AS_:�aú�Ôy;°R±`，ýú��y;[j0«。

６．３．３　:;0«0*ýúåô"r-.+。

６．３．４　FßS:;��*Øuz<úÄ;þÒ，<xöe。

６．３．５　:;úÃ³4523�Ôs<h4Hÿn，�G<=>?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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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OPQRjk

６．４．１　úÃ³:;GBCDuÄï>²(Â3，~b/.ÆûG3hû?uÄï，Æû÷�z���
íýåô３００ｍｍ，�ríýåô４００ｍｍ。

６．４．２　ÆûEF8，úÅ<=>?>0=hu½�>8�U；ÆûG3hû?、MC0úz<:e，Æ
ûFÆ�ú¢ò��。

６．４．３　0=HIúº~ＧＢ５０２６８u%.。

６．５　ab)'(<=>jkclm

６．５．１　qork

６．５．１．１　h�É§、KC0EF�ïúp/，z<aúef、Ä;、ý£¤，KC0ÇÈúº~５．５．１．４u
23。

６．５．１．２　ó÷DRz<úef、Ä;，~xúöe、ý£¤。

６．５．１．３　IFÜ½�，úMêDR、ADØef&5Ã©Oª，On67¿Z[ＢuADef&ghi
P-QRef&ghiP。3FßQRS@ABCDikÉúMêDR、ADØef&5Ã©Oª。

６．５．２　Estucvwlm

６．５．２．１　úÃ³@ABCD2ÈÇÈ、MC0748+、Nr*+>HI�23，/.0ÊÌË*+、

6+-Ì+；ôõ-öô�¬，0ÊÌË*+ú/�@ABCDujklmÍfÎ"Íò÷；Ï6�¬
u@ABCDþÐ0，Ñú/�@ABCDÒÓýWuÆ.&。

６．５．２．２　@ABCD?�jÔB238，Nr.+úýåô３００ｍｍ。

６．５．２．３　Ã³rW、0Ê*+、�÷h�SY�e÷ý,0ÊÌË6S>��ùH，/�HIE�。

６．５．２．４　0ÊÌË8，úe÷��ùH，�Õr8Ö6。ù×r、ØrSÙÚ�0�*，úe÷ÛrS�
0abùH，ÜÝýNOu23。0Ê�äúÞW、ßî。

６．５．２．５　QRS@ABCDHIúqò÷23�ê：

ａ）　á�0làr8，ú74½Ýá-，.+ý�Íô１２０ｍｍ；

ｂ）　á�0l×r8，ú74pqrá-，.+ý�Íô１００ｍｍ。

６．５．２．６　�÷h�âæöJãHI8，ú�~<hùH，�Õ0Êhmh-r8äÖ。

６．５．３　'(<=>jk

６．５．３．１　@ABCDúîÆEFf0Êhuá-ó，'�ïúÆôMC0EF。�÷h�âæ8úe
÷[åùH。

６．５．３．２　MC0z<úefý£¤，ý�e($Ez<。ôõ-öô�¬uÀ2_:，Æûþ#<EF
f@ABCD%6D�L�ó6，MC0æ#ç¾%6D�L�，�~z<ef，MC0� úEF�
!è。

６．５．３．３　@ABCD�L�、�C�-<�0EFq５．５．１u%.�ê。@ABCDEFuOP-�L
�、�C�)Øú(éêefÄ;，z<�ïýú£¤。ôõ-öô�¬uOPúe(1ô、["ëu
0J。

６．５．３．４　@ABCDEFÜ½�，ú3hOP3Ækì>ÆD、0=、@ABCDuz<e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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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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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向群、刘荣乐、赵立欣、沈玉君、成卫民、魏孝承、徐艳、徐学东、云振宇、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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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造的基本要求、设计要求、施工与工程质量验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已建和拟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的农村户厕建设。

本标准不适用于村办企业、农副产品加工及三年内有搬迁规划的农村户厕建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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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９５２　卫生陶瓷

ＧＢ／Ｔ３１４３６　节水型卫生洁具

ＧＢ／Ｔ３８８３６　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４１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ＣＪＪ１２４　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ＪＣ／Ｔ２１１６　非陶瓷类卫生洁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厕所污水　犫犾犪犮犽狑犪狋犲狉

冲厕产生的粪尿与冲厕水的混合物。

注：也称黑水或厕所粪污。

３．２

生活杂排水　犵狉犲狔狑犪狋犲狉

村镇居民家庭厨房、洗衣、清洁和洗浴产生的污水。

注：也称灰水。

３．３

农村生活污水　狉狌狉犪犾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狊犲狑犪犵犲

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厕所污水和生活杂排水。

３．４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　狉狌狉犪犾犺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犾犪狋狉犻狀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狋狅犪狊犲狑犲狉狊狔狊狋犲犿

由厕屋、卫生洁具、户用化粪池等部分组成，经排水管将厕所污水排入污水收集管网的农村户用

厕所。

３．５

户用化粪池　狉狌狉犪犾犺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

用于收集农户厕所污水和厨房、洗衣、清洁、洗浴污水，设有进水口和排水口，对污水进行沉淀、分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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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处理的小型粪污初级处理设施或设备。

注：户用化粪池包括整体式和现建式。采用塑料或玻璃钢等材料，在工厂内生产成型的户用化粪池产品为整体式；

采用砖砌、现浇混凝土或混凝土预制件等方式现场施工建造的户用化粪池为现建式。

３．６

排水管　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狆犻狆犲

把户用化粪池污水排至污水收集管网的连接管。

３．７

有效深度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犲狆狋犺

户用化粪池的排水口下沿距池底的深度。

３．８

户用化粪池有效容积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狏狅犾狌犿犲狅犳狉狌狉犪犾犺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

户用化粪池有效深度以下的容积。

注：包括污水和污泥容积。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宜充分考虑水资源节约与粪污资源化利用，符合农村绿色发展需要。

４．２　应根据自然环境、经济状况、供排水条件、现有设施、居住条件等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技术方案。

４．３　应与已建或拟建污水收集管网相衔接，符合村庄建设与发展相关规划。

４．４　在干旱、寒冷以及生态脆弱等有特殊要求的村庄，应采用针对性节水、防渗漏、防冻等措施。

５　设计要求

５．１　厕屋

５．１．１　厕屋设计应按ＧＢ／Ｔ３８８３６执行。

５．１．２　当厕屋兼具洗浴功能时，可适当增加厕屋面积。厕屋地面和内墙面应做防水处理，地面最低处

应设置地漏。

５．２　卫生洁具

５．２．１　坐便器或蹲便器应合理选用，便器或排水管上应设置存水弯等防臭装置。

５．２．２　选用陶瓷类便器应符合ＧＢ／Ｔ６９５２的规定，选用非陶瓷类便器应符合ＪＣ／Ｔ２１１６的规定。

５．２．３　应根据供水条件和便器类型选用节水型冲水器具，冲水量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６的规定。

５．２．４　上水管道应设置阀门。寒冷和严寒地区的上下水管道和冲水器具应采取防冻措施。

５．２．５　农村多层建筑的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应按照ＧＢ５００１５的要求设置卫生器具及排水管道。

５．３　户用化粪池

５．３．１　一般要求

５．３．１．１　厕所污水与生活杂排水宜分开收集。有经济条件且有资源化利用需求的农村，可单独建设厕

所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集中收集处理达到无害化要求后就地利用。

５．３．１．２　厕所污水应先排入化粪池，再流入排水管，进入污水收集管网。厨房和洗浴污水可直接进入污

水收集管网。

５．３．１．３　入户管道坡度较大时，厕所污水可直接接入污水收集管网，并应适当增加入户管道管径，缩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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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检查井距离，加强污水收集管网管护。

５．３．１．４　户用化粪池宜设置在户外，应避开低洼和积水地带，远离地表水体，与建筑物保持一定安全距

离，靠近厕屋并便于接入污水收集管网的位置。

５．３．１．５　户用化粪池与厕屋的距离超过３０ｍ时，应在便器和化粪池之间的排水管设置清通设施。化粪

池、排水管和清通设施宜避免重物压迫或车辆碾压。

５．３．１．６　户用化粪池可单户设置，多户居住较为集中时也可依地势联户设置。

５．３．１．７　已完成水冲式卫生厕所改造的农户，可在末端直接接入污水收集管网。

５．３．２　基本结构

５．３．２．１　户用化粪池基本结构可参照附录Ａ。

５．３．２．２　户用化粪池宜为两格式结构，第一格容积宜占总容积６５％～８０％，第二格容积宜占２０％～

３５％，中间隔板应设过流孔，直径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过流孔到池底高度宜为有效深度的１／２。

５．３．２．３　户用化粪池的有效深度不应小于１．０ｍ，宽度和长度不宜小于０．７ｍ。圆形户用化粪池直径不

宜小于０．８ｍ。

５．３．２．４　户用化粪池的进水管内径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安装坡度不应小于３％，进水管末端应安装导流

装置；排水管的内径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安装坡度不应小于０．５％，深入化粪池内的排水管应安装浮渣拦

截装置；导流装置和浮渣拦截装置可采用Ｔ形接头，进水管Ｔ形接头垂直部分应在液面以上，排水管Ｔ形

接头垂直部分应深入液面２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

５．３．２．５　进化粪池之前的进水管和出化粪池之后的排水管宜少设弯头。设置弯头时，不应采用９０°

弯头。

５．３．２．６　当设置两格化粪池难度较大时，可采用一格化粪池。一格化粪池应在靠出水口一侧上部设置

拦截浮渣的挡板，挡板伸入有效容积线以下的高度不宜低于户用化粪池有效深度的１／３，顶部高出有效

容积线不宜小于５０ｍｍ。

５．３．２．７　在户用化粪池或进水管位置上应设置通气管，管径宜不小于７５ｍｍ。通气管宜沿厕屋外墙设

置并固定，外观与住房建筑协调，应高出屋面不小于３００ｍｍ，不宜设在建筑物挑出部分的下面，当透气

管周边４ｍ之内有窗户时，应高出窗顶６００ｍｍ或引向无门窗一侧。通气管顶部应加装通气帽。

５．３．２．８　户用化粪池的池盖应有标识，并根据实际情况加锁。位于绿化带内的池盖不应低于地面。

５．３．３　户用化粪池有效容积

５．３．３．１　户用化粪池有效容积应根据厕所污水排放量、污水停留时间及污泥清掏周期确定。厕所污水

停留时间应不小于２４ｈ，污泥清掏周期宜为６～１２个月。户用化粪池有效容积可按式（１）计算，一般不

宜小于０．５ｍ３。

犠 ＝（狇１·犪·狀·狋）／（２４×１０００）＋犠１ …………………………（１）

　　式中：

犠 ———户用化粪池有效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狇１ ———便器单次冲水量，单位为升（Ｌ），应根据选用卫生洁具确定；

犪 ———每人每天平均如厕次数，可按５次～７次计算；

狀 ———户厕使用人数；

狋 ———厕所污水在化粪池内停留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犠１———户用化粪池内污泥部分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计算方法按ＣＪＪ１２４执行。

５．３．３．２　当厕所污水与生活杂排水合并收集时，户用化粪池有效容积还应考虑生活杂排水的排放量，计

算方法应按ＣＪＪ１２４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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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工与工程质量验收要求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村内已有污水收集管网的户厕改造项目，施工方案应根据现有污水收集管网的现状制定。当户

厕改造与村内污水收集管网同时建设时，应统筹制定施工方案。

６．１．２　厕屋施工不应影响原有房屋及设施的安全。

６．１．３　基坑及管沟施工时应设安全标识，晚间应设警示灯。

６．１．４　施工时应减少对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６．２　土方开挖

６．２．１　基坑深度、长度和宽度应根据厕屋基础、户用化粪池尺寸、覆土厚度及施工工作面要求确定。寒

冷和严寒地区户用化粪池应埋置在冻土层以下或采取防冻措施；现建式户用化粪池顶部宜无土覆盖。

化粪池上面有绿化要求时，覆土厚度宜不小于３００ｍｍ。

６．２．２　基坑开挖时，应采取防止边坡塌方措施。对软土、沙土等特殊地基条件，应采取换土等地基处理

措施。

６．２．３　宜避开雨季施工，寒冷和严寒地区宜避开冬季施工。雨季或地下水位较高时施工，应做好排水

措施，防止基坑、管沟内积水和边坡坍塌。

６．３　厕屋施工与卫生洁具安装

厕屋施工与卫生洁具安装应按ＧＢ／Ｔ３８８３６执行。

６．４　户用化粪池施工

６．４．１　现建式户用化粪池施工

６．４．１．１　基坑底面应整平、夯实，铺设砂或砂石垫层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再浇筑户用化粪池底板，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低于Ｃ２０，厚度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

６．４．１．２　砖砌户用化粪池应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 ＭＵ１０级的标准砖或等强度的代用砖，应采用不低于

Ｍ１０的水泥砂浆砌筑，池壁内外表面应抹防水砂浆，厚度不应小于２０ｍｍ。

６．４．１．３　钢筋混凝土户用化粪池应整体浇筑，振捣密实，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Ｃ２５，钢筋应采用

ＨＰＢ３００、ＨＲＢ４００。

６．４．１．４　户用化粪池第一池与第二池间的隔板，应采用砖砌或具有抗腐蚀性能的塑料板、水泥板等

制作。

６．４．１．５　户用化粪池盖板宜采用带维护口的预制钢筋混凝土盖板，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Ｃ２０，厚度不

应小于８０ｍｍ。

６．４．２　整体式户用化粪池安装

６．４．２．１　基坑底面整平夯实后，应铺设混凝土或砂石垫层；当地基为坚土时，应铺设砂石垫层，厚度不宜

小于１００ｍｍ；当地基为软土时，应铺设混凝土垫层，厚度不宜小于８０ｍｍ。

６．４．２．２　户用化粪池应平稳放入基坑，地下水位较高时应采取抗浮措施。

６．４．２．３　户用化粪池进水管与便器连接应密封不渗漏。

６．５　排水管安装

６．５．１　排水管应通过检查井接入污水收集管网，检查井井盖应有标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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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已建的水冲式卫生厕所直接接入污水收集管网时，排水管接口标高不应小于污水收集管网

标高。

６．５．３　排水管埋置于路面以下时，应采用抗压强度较高的管材；寒冷和严寒地区排水管应采取铺设在

冻土层以下等防冻措施。

６．５．４　排水管安装完成后，应检查接头处是否损坏及渗漏，并通过冲水检验冲便效果及户用化粪池、排

水管是否正常工作。

６．６　土方回填与地面修复

６．６．１　户用化粪池、排水管施工完成并满水试验合格后应及时进行土方回填，宜采用原土在化粪池四

周对称分层密实回填。回填土应剔除尖角砖、石块及其他硬物，不应带水回填。

６．６．２　土方回填时，应防止管道、卫生洁具、化粪池发生位移或损伤。

６．６．３　土方回填后，应对路面、排水沟、绿化等设施修复，恢复其原有功能。

６．７　工程质量验收

６．７．１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根据需要组织自检，包括但不限于关键工艺环节自检、隐蔽工程掩盖前

自检、单个户厕完工自检。

６．７．２　对符合验收条件的单位工程，应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验收程序对建设内容和工

程质量进行竣工验收。

６．７．３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与村庄污水管网同时施工时，应同时验收。

６．７．４　户用化粪池的质量验收应抽样并按照ＧＢ５０１４１进行满水试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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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户用化粪池结构示意图

　　图Ａ．１给出了户用化粪池结构示意图。

图犃．１　户用化粪池结构示意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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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农村钢筋混凝土三格化式化粪池建设
技术指导意见

为科学指导农村厕所建设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钢筋

混凝土三格式化粪池建设质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确保

农村户厕改造改一个、成一个、用一个、一年四季都能用，群

众认可，群众满意，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执行标准

宁夏农村钢筋混凝土三格式化粪池设计施工和维护管理主

要执行以下标准：

1.《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19379-2012）

2.《农村户厕建设技术要求》（国卫办规划函[2019]667号）

3.《预制钢筋混凝土化粪池》（JC/T2460-2018）

4.《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

5.《钢筋混凝土化粪池标准图集》（03S702）

6.《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7959-2012）

7.《宁夏农村厕所建设技术指导意见》（宁农居办发〔2019〕3号）

8.其他国家及行业标准

二、基本结构与参数

三格式化粪池厕所的主要结构由蹲(座)便位、进（过）粪

管和化粪池组成，三个池根据主要功能可依次命名为截留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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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池、再次沉淀发酵池和贮粪池。

（一）形状。化粪池的布局要因地制宜，可根据农户宅基

的实际地形和土地条件，采用可字型、品字形、丁字形等型式，

一般多采用目字长方形的型式。

（二）容积。化粪池的有效容积是根据粪便贮存发酵达到

无害化所需的时间决定。一般按每人每天粪尿产出量 l.5 升、

人均实际用水量 6～8 升计算，可适当增大水冲式户厕贮粪池容

积，化粪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 2.0 m³。

（三）比例。粪污在三格式化粪池第一格有效时间不少于

20 天；第二格有效时间不少于 10 天；第三格有效时间为一、二

池有效时间之和，即不少于 30 天。因此第一、二、三池的容积

比例应为 2:1:3。当第二池的宽度不足 0.5 m 时，可按 0.5 m

设计施工。

（四）深度。化粪池的深度（化粪池顶部与地面距离），

川区为 800mm,山区为 1000mm，外加保温措施。

（五）规格。以下规格可供施工单位参考。三格化粪池尺

码均指内径距离（单位：mm）。由于第二格尺寸较小，不方便

装卸模具，施工时可适当增加第二格长度，压缩第三格长度。

名称 深度 宽度 三格长度 容量

三格式化粪池 1400 870

第一格 600

第二格 300

第三格 900

2.2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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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粪管。进粪管要求短而直、内壁光滑，与水平面

的坡度1/5，确保粪便污水在管道中流动通畅。可采用直径110mm

的 PVC 或 PE 塑料管，进粪管下端出口要超出第一池池壁 50mm，

并固定在池壁上，深度距池底 1/2 处为宜。

（七）过粪管。过粪管关系到粪便流动方向，流程长短，

是否有利于厌氧，能有效阻留粪皮、粪渣，以及保持第一池、

第二池的有效容积，因此过粪管位置应置于寄生虫卵较少的中

层粪液，一般采用倒 L 形或斜插管两种形式。采取斜插管的位

置应斜插安装在两堵隔墙上，与隔墙的水平夹角呈 60°，采取

倒 L 管的位置可直接安装在两堵墙上。三格式化粪池的格与格

之间由过粪管联通。过粪管采用直径110mm的 PVC或 PE塑料管，

要求内壁光滑，过粪管出口应超出池壁 50-100mm。

（八）排气管。应在第一格安装直径为 75mm 的 PVC 管排气

管，高于厕屋 500mm 或以上，加防雨防风防蝇帽。排气管可将

第一池粪便发酵产生的气味及粪尿本身的气味排出，减少厕屋

或者室内卫生间的臭味，提高用厕的舒适性。

（九）清渣口、观察口、出粪口。化粪池用整体盖板的，

三个池的上方必须设置清渣口、观察口、出粪口。开口直径为

300 mm 以上，井口周边还应做防水圈，并用盖密封。

三、施工方法

（一）建造方法。钢筋混凝土三格式化粪池适用于单户或

2-3 户联户建造（采用联户建设要适当增加进粪管管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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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简单，可根据农户选址的位置、地形因地制宜进行施工，

建筑结构主要分为预制式和浇筑式，均是采用木板或铁板组合

成一个三格化粪池模具，然后用钢筋组成骨架，再用水泥、砂

石搅拌成混凝土灌入模具而成。

（二）建造技术要点

1.防渗漏。渗漏是三格化粪池最易出现的问题，渗漏不仅

直接影响粪便的无害化处理，也易造成对周围土壤的污染。预

制化粪池须采用 C25 强度抗渗混凝土浇筑，抹面应密实、光滑。

现场浇筑化粪池如不具备使用抗渗混凝土的条件，要采用 1.5mm

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作为防渗衬里或采取在混凝土添加防渗

胶、防渗粉等防渗技术措施。新建三格化粪池要进行防渗试验，

池中加满水放置 24 小时，水位增加或减少应不超过 10mm。如不

合格，可使用含有防水材料的水泥浆抹面 1～2 次。经确认无渗

漏并养护两周后投入使用。

2.回填土。化粪池完工后四周要回填土，回填土时应先将

化粪池盖盖好后，应对称均匀回填，分层夯实。化粪池的上沿

要高出地面 100mm，防止雨水流入三格化粪池。

3.安全防护。处粪口及观察口要采取加固、标识等安全防

护措施防止人员掉入化粪池。

4.生活污水分离。庭院生活污水、粪便污水应分管道收集

排放，尤其是卫生间的沐浴水、洗衣机水、厨房的生活污水不

能排入三格式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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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技术要点

1.放样和挖坑。在所选定的化粪池位置和确定粪池大小后，

量好尺寸撒上石灰线，放线时应留出现浇余地，一般每条边放

150mm，然后按线挖坑。川区挖 2.2 米深，山区挖 2.4 米深。要

根据地质因素给基础做换填，川区可采用砂夹石 300mm 换填，

山区可采用 3:7 灰土 300-500mm 换填。建池时，池的基础应与

相邻原建筑物基础保持一定距离。开挖池坑时，如土质较好则

采用直壁开挖，紧贴坑壁砌筑，如土质较差或有地下水（要及

时排水），则采用有一定坡度的放坡开挖，并留 150mm 的回填

宽度。有地下水渗入，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渗抗浮。

2.化粪池浇筑。三格化粪池坑底一定要夯实，有地下水时，

坑底要使用 100 mm 的碎砂石层夯实，再浇筑 100mm 厚高强度等

级钢筋混凝土基层，在此基础上采用 C25-C30 抗渗混凝土浇筑

墙体，墙体设计厚度 120mm，分三格，中间分隔两道墙体，设计

宽度 120mm，要注意过粪管的预埋，并在第一格和第二格之间隔

墙上方加通气孔。化粪池底板均为双层钢筋，梅花形布置。池

壁双层钢筋需加连接筋，间距 600mm。

3.过粪管安装。要注意角度、方向、位置的正确性。其中

第一池到第二池过粪管下端(粪液进口)位置在第一池的下 1/3

处（距池底 400mm），上端在第二池距池顶 150mm；第二池到第

三池过粪管下端(粪液进口)位置在第二池的中部1/2或 1/3处，

上端在第三池距池顶 150mm。两个过粪管应对角错开布置，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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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墙 250mm。

4.化粪池抹面。池内壁采用 1：3 水泥砂浆打底一次，再 1:2

水泥砂浆抹面二次。化粪池表面平整光滑，无蜂窝麻面，制作

尺寸的误差应小于 30mm。

5.池盖的预制与安装。化粪池的池顶板和池盖均为预制钢

砼构件，盖厚 100-120mm，采用 C25 混凝土预制钢筋浇筑，保护

层 15mm。在第一格、第三格各用一块直径 300mm 以上的盖板，

便于单人能够移动，观察和出粪。因化粪池深埋地下，需要制

作 2 套水泥预制池顶板，一个在安装在池顶，另一个安装在地

面。安装池顶板时要用水泥砂浆密封，防止雨水渗入，保证池

内密封发酵。

四、使用和管理

（一）启用。新池建成确认无渗漏并养护两周后正式启用，

在第一格内注入100～200升水，水深高出过粪管下端口为宜(距

池底约 450-500 mm)。

（二）及时清理粪渣。在使用中发现第三池出现粪皮时，

要及时清理。第一池取出的粪渣，须经堆肥或化学法处理后才

可作肥料施用，禁止向二、三倒入新鲜粪液，第三池取出的粪

水可用作肥料。

（三）定期检查。化粪池的第一、三池的盖板平时要盖严，

定期检查过粪管是否阻塞。通过第三格观察厌氧发酵效果，没

有明显的浮渣漂浮和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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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害化效果检测。粪便无害化效果检测，需在正常

使用三个月后或开始使用时就在第一池进行活性污泥等生物接

种，并正常使用二个月后。

附件：1.钢筋混凝土三格式化粪标准图

2.钢筋混凝土三格化粪池材料参考表（2.2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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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钢筋混凝土三格式化粪池标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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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钢筋混凝土三格化粪池材料参考表（2.2m³）

材料名称 用量

水泥 12 包

钢筋（Φ8） 30 公斤

砂石 1.7 立方米

进（过）粪管Φ110mm 3 米

通气管 3.5 米

弯头Φ110mm 3 个

竖井 3 个

防渗土工膜 15 平方米

备注：按照主要材料当前市场价格水泥 300 元/吨、钢筋 4000 元

/吨、砂石 100 元/方、防渗土工膜 20元/平米测算，每个钢筋混凝土

三格式化粪池现场浇筑材料成本在 1600 元-1800 元之间（预制成本

低于现场浇筑）。工时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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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农村节水防冻型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
冲水厕所建设技术性指导意见

为有效破解我区农村水冲式厕所正常越冬和节约用水的难

题，科学指导农村节水防冻厕所建设与管理，始终把群众认可，

群众满意作为农村“厕所革命”的基本要求，确保农村户厕改造

建一个、成一个、用一个、一年四季都能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及时对我区西吉、同心、彭阳等地农村卫生厕所节水防冻技术应

用推广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基本结构和主要参数

节水防冻型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冲水厕所主要由防冻便器、

储水桶、潜水泵、电路开关、化粪池等 5 个部分组成，可用于替

代目前广泛使用的自来水管和便器水箱等传统冲水装置的卫生

厕所，实现节水防冻的目标。

（一）防冻便器。防冻便器必须选择没有 S 形存水弯的直通

便器。使用排污管将便器的出水口与三格式化粪池进粪口连接。

进粪管与化粪池的坡度≥20%，防止积水结冰。排污管进入三格

式化粪池前加装存水弯管（冻土层下）或在化粪池进粪管后端加

装防臭硅胶密封塞，隔绝返臭。

（二）储水桶。储水桶应埋于地下，埋深要在冻土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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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装储水桶容积应≥200 升，塑料或玻璃钢材质，壁厚应≥7.0

毫米，具备较好的抗压能力，不变形，不开裂，不漏水。储水桶

要与三格式化粪池同步施工并通过竖管连接到地面，加装井盖，

地面处理平整，便于补水。清水管要使用耐低温钢丝软管，与储

水桶的坡度≥20%。

（三）潜水泵。清水型潜水泵应符合国家《井用潜水泵》

（GB/T2816-2014）质量标准，额定电压 220 伏，功率应≥370

瓦，扬程≥10 米，流量≥1 立方米/时，转速为 2850 转/分钟，

普通钢材制作的进水滤网、电缆防护罩、螺钉等零件应做防锈处

理。潜水泵全铜线圈，不锈钢机身，密封泵头，带有过热保护功

能，无水自动切断电源，防止电机烧坏，具备自动回流功能，防

止冲水管内余水残留结冰。潜水泵使用安全可靠，首次故障前工

作时间应不低于 2500 小时。电源线使用防水电缆，潜水泵和电

源线路要根据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厕所冲水压力和冲水量主要由

潜水泵的功率大小决定，要结合便器冲水口冲水角度调整到位，

确保厕所冲干净且水不外溢。

（四）电路及开关。安装和使用电灯、电泵、电线、电路开

关要严格执行国家《用电安全导则》（GB/T13869-2008），防止

电路电器漏电伤人。电动冲水按钮要安装在马桶上方合适位置，

便于如厕后随手冲厕。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在三格式化粪池第三

格内配备带浮球的污水泵，水满后可自动排水还田。

（五）化粪池。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冲水厕所粪污需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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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式化粪池或完整下水道进行处理，具备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

要尽可能将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协同处理，达标排放。化粪池和

厕屋建设技术参数要执行《宁夏农村厕所建设技术指导意见》（宁

农居办发〔2019〕3 号）和《宁夏农村钢筋混凝土三格式化粪池

建设技术指导意见》（宁农（社）发〔2019〕17 号）等技术规

范要求。厕污处理要执行国家《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7959-2012）有关规定。

二、操作规范及技术特点

（一）操作规范。如厕后，按下便器上方的高压冲水按钮，

地下储水箱内的潜水泵将水泵入便器内进行冲洗，冲洗时间可根

据实际情况冲水 1至 3秒，直至冲洗干净。冲水完毕后，清水管

内遗留的水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回流至储水桶内。粪污通过排污管

进入三格式化粪池。定期对潜水泵及电缆线进行检查，确保设备

安全使用。定期对便器和厕所进行保洁，禁止往便器内扔厕纸等

杂物。要根据罐水消耗情况，及时补充自来水、窖水等清水，也

可将日常洗菜、淘米等废水灌入储水桶，以节约水资源。

（二）技术特点。节水防冻型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冲水厕所

具有结构简单，技术成熟，群众容易接受，使用方便，节水、节

电、防冻、防臭效果显著。

1.节水。按照清水型潜水泵额定流量 1.5 立方米/时测算，

每秒冲厕用水 0.4 升，冲水 1-2 秒的如厕用水约为 0.4-0.8 升，

以四口人家庭计算，每人每天使用 5 次厕所用水约 2 升，每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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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240 升。根据实际调研了解，每户每月用水一般在 200 升左右

（每月补水 1 次），每户全年共使用 2.4 吨水。而普通节水型马

桶每次使用至少需要 4 升水，使用节水防冻型厕所每人每次可节

约 3.6 升水，能降低至少 75%的厕所用水量。

2.防冻。北方寒冷地区厕所冬季保暖问题是制约改厕工作的

最大难题，部分县区前期探索使用电热板、保温棉等保暖措施均

无法有效解决非主房水冲式厕所的厕具或水管结冰问题。防冻便

器由于没有存水弯和便器储水箱，不需要连接自来水管，储水桶

埋于冻土层以下且清水管余水自动回流，有效解决了冬季防冻问

题。宁夏最冷时节（最高气温 0℃，最低气温-15℃）现场随机走

访农户，节水防冻型厕所各项设备完好，均能正常使用。

3.节电。节水防冻型厕所不需要安装电热板等保温防冻措

施，不需要耗费电能保温，明显降低农村水冲式卫生厕所使用和

维护成本。以四口人家庭为例，每人每天使用 5 次厕所，每次冲

厕时间 2 秒，全天累计使用 40 秒，每户全年累计使用约 4 小时，

功率为 370 瓦的潜水泵每小时耗电 0.37 度，约消耗 1.5 度电，

相当于普通电视看 15 小时的耗电量。

4.防臭。防冻便器没有 S 形存水弯，无法隔离下水管道气味，

必须在进粪管增加防臭措施。本技术主要采取安装排气管和防臭

硅胶密封塞或在冻土层下加装存水弯管等措施，能有效隔绝来自

化粪池的返臭，保证卫生厕所的正常使用。

5.少清掏。使用高压冲水装置，能大幅降低用水量，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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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使用期限，对于 2 立方米的三格式化粪池，一年仅需要清

掏 2 次，年清掏次数较普通厕所减少 4 次，降低了 67%。有条件

的地方，可在三格式化粪池第三格内配备带浮球的污水泵，不需

要清掏即可自动抽出熟化的粪水直接用于农灌、绿化、湿地等，

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三、适用范围及配套技术

科学推进节水防冻型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冲水厕所建设，要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群众认可、群众接受、群众满意为

前提，通过试点示范，帮助群众解决室内或室外水冲式厕所防冻

和节水问题，降低群众如厕成本，实现节能减排和水资源循环利

用的目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寒冷地区新建厕所。根据国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50352-2005），我国共划分为 7 个主气候，宁夏全境被划为

寒冷地区（主要气候特点是冬季较长且寒冷干燥，最冷月平均温

度在 0-10℃，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在 90-145 天），因此，

农村厕所等建筑物的设计和建设必须具备防冻措施。特别是在不

具备供暖条件的房屋实施厕所改造应选择节水防冻型厕所，以解

决传统厕所自来水管和马桶容易结冰冻坏的问题。川区一些候鸟

式农户，冬季不在农村居住，可推广应用节水防冻装置，并与“室

内主房水冲式+三格式化粪池”厕所、“室内主房水冲式+完整下

水道”等厕所同步建设。

（二）缺水地区新建厕所。主要适用于我区海原县、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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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中宁县和

沙坡头区的山区部分，以及自来水水压不足，间歇性供水，可充

分利用雨水、窖水等生活性用水的地区。

（三）部分户外厕所改建。按照《宁夏农村厕所建设技术指

导意见》，我区主推的主房室内水冲式厕所防冻效果较好，但部

分地区已建成的室内侧房或室外独立式卫生厕所，由于无法有效

解决防冻问题，可利用节水防冻装置进行改造，以节约建设成本

并达到节水防冻之目的。前期建设的传统型水冲式卫生厕所因群

众惜水惜电等传统习惯，使用率不高的地区，也可宣传推广节水

防冻型厕所。

附件：宁夏农村节水防冻型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冲水厕

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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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节水防冻型农村地下储水式电动
高压冲水厕所示意图

备注：主要设备当前市场价格，储水桶 200-400 元/个、潜水泵（清

水型或污水型）150 元/个、防冻便器 100-300 元/个。工时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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