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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蓝洁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昊、李子富、张援方、宋宇、周卫民、赵广朝、张靖、李辉、李化、乔剑平、王保仁、

彭丽丽、王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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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基本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总体要求、选址要求、厕具要求、厕体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无下水道区域的旅游活动场所，主要为旅游者服务的无下水道旅游厕所。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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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７２１７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ＧＢ／Ｔ１８０９２　免水冲卫生厕所

ＧＢ／Ｔ１８９７３—２０１６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ＧＢ／Ｔ２６３９６—２０１１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

ＣＪＪ１４—２０１６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ＣＪ／Ｔ３７８　活动厕所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厕所　狊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犾犲狀狅狀狊犲狑犲狉犲犱狋狅犻犾犲狋

不依赖上下水和外部污水处理系统，能够就地收集、传输、处理人体便溺物，经处理后的排放物能够

达标排放或无害化，且无害化排放物易被资源化利用的环境可持续卫生厕所。

３．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　狊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犾犲狀狅狀狊犲狑犲狉犲犱狋狅狌狉犻狊犿狋狅犻犾犲狋

设置在旅游活动场所，主要为旅游者服务的可持续无下水道厕所（３．１）。

３．３　

厕具　狋狅犻犾犲狋犮犾狅狊犲狋

安装在可持续无下水道厕所（３．１）内的可以对人体的便溺物进行收集、传输、处理，经处理后的排放

物能够达标排放或无害化，且无害化排放物易被资源化利用的装置。

３．４　

厕体　狋狅犻犾犲狋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承载厕具（３．３）并且为如厕者提供遮挡功能的空间构筑物。一般可分为固定式、活动式和车载

式等。

３．５　

厕具前端　狋狅犻犾犲狋犮犾狅狊犲狋犳狉狅狀狋犲狀犱

厕具（３．３）中使用者能见到或接触到的部分。

３．６　

厕具后端　狋狅犻犾犲狋犮犾狅狊犲狋犫犪犮犽犲狀犱

厕具（３．３）中用于对厕具前端（３．５）收集的便溺物进行传输、处理，以便安全回用、达标排放或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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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的部分。

３．７　

厕所每人次平均排放量　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狅犻犾犲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狆犲狉狆犲狉狊狅狀

人体便溺物经可持续无下水道厕所处理后的固态和液态排放物，平均到每人次大小便的量。

３．８　

厕所年排放量　犪狀狀狌犪犾狋狅犻犾犲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单一可持续无下水道厕所的人体便溺物经处理后，年度累计排出的固态和液态物质的总量。

３．９　

其他厕所废弃物　狅狋犺犲狉狋狅犻犾犲狋狑犪狊狋犲

除粪、尿和厕所耗材外，由厕所使用者或保洁维护人员产生，且能够进入厕具前端的毛发、血液、痰、

纸张等废弃物质。

４　总体要求

４．１　卫生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在使用过程中不应对人的嗅觉、视觉造成污染，不应以任何形式

对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构成伤害或风险。

４．２　可持续

４．２．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在对人体便溺物收集、传输、处理、排放、利用过程中，所输出

的固体、液体、气体、噪声不应对环境造成污染。

４．２．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厕具每人次用水量应为零或远小于普通水冲厕所。

４．２．３　可持续无下水道厕具每人次平均排放量应远小于普通水冲厕所。

４．２．４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的使用、维护或待机过程应不造成过高的水、能源、耗材、人

力等资源的消耗。

４．３　安全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的设置、使用、维修、清运过程不应构成对人员生命安全的威胁。

４．４　使用环境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应能适应所在位置各种可能的极端气候条件。

４．５　处理能力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的收集、传输、处理能力应能满足所在位置最大使用流量的

要求。

４．６　使用寿命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及其厕具的使用寿命应不少于十年。

４．７　规范

其规划、选址、设计、建设、管理及环境保护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９７３—２０１６的相关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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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选址要求

５．１　自然风险

设置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避开地质灾害风险较大的区域。

５．２　设施避让

５．２．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与电力、燃气设施保持安全距离。

注：具体要求可参考ＧＢ５００２８。

５．２．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与地下光缆等通讯线路保持安全距离。

５．２．３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位置不应妨碍永久性设施的维护维修。

５．３　位置与面积

５．３．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位置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９７３—２０１６中６．１．１．１的规定。

５．３．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面积应满足ＧＢ／Ｔ１８９７３—２０１６中６．１．１．２的要求。

６　厕具要求

６．１　卫生

６．１．１　厕具前端应有对粪尿进行除臭、隔臭或排臭的功能。

６．１．２　厕具排放的气体异味应不劣于表１恶臭强度２级水平。

６．１．３　厕具前端应保证有一个视觉屏障，防止使用者从垂直地板角度直视厕具前端时看到来自以前用

户沉积的粪便。如果屏障是由水密封形成的，那么密封深度应不低于２０ｍｍ。

注：本要求是指在系统正常使用情况下粪便处理过程的可见性，而不是厕具前端便盆内的粪便传输的过程及其痕

迹。正常使用时，厕具前端应看不到以前使用者的粪便及其处理过程。

６．１．４　厕具的噪声不应对人的生理健康或心理健康构成伤害风险。

６．１．５　厕具前端每次使用后由使用者进行的操作应简单易行卫生。

６．１．６　厕具前端每次使用并处理后，应洁净无味。

６．１．７　对使用者如厕姿势的要求应符合习俗惯例。

６．１．８　厕具宜有对其他厕所废弃物的处理能力。

６．１．９　对于处理不了的其他厕所废弃物，厕具前端应有相应的阻挡能力。

６．１．１０　厕具前端应易于人工保洁。

６．１．１１　如厕具连接了供水系统，应设置有效的装置防止回流。

６．１．１２　在空气不易流通的封闭空间（如洞穴）设置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对排出的有异味气体进

行处理或控制。

表１　厕所恶臭强度同恶臭气体浓度及嗅觉感受的关系

恶臭强度
氨气（ＮＨ３）

×１０－６

硫化氢（Ｈ２Ｓ）

×１０－６
正常嗅觉的感受

０ ０ ０ 无味

１ ０．１ ０．０００５ 勉强能感觉到气味

２ ０．６ ０．００６ 气味很弱但能分辨其性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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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恶臭强度
氨气（ＮＨ３）

×１０－６

硫化氢（Ｈ２Ｓ）

×１０－６
正常嗅觉的感受

３ ２．０ ０．０６ 很容易感觉到气味

４ １０．０ ０．７ 强烈的气味

５ ４０．０ ３．０ 无法忍受的极强的气味

６．２　可持续

６．２．１　经厕具处理后的排放物应能达标排放或无害化排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注：其虫卵、细菌等卫生指标的要求可参考ＧＢ７９５９—２０１２表１～表４的规定。

６．２．２　厕具的无害化排放物宜被资源化利用。

６．２．３　可持续无下水道厕具宜不消耗水。

６．２．４　应明确可持续无下水道厕具的耗材、耗材用量、排放物的理化指标及其最终处置方式。

６．２．５　厕具耗材不应含不可降解物质。

６．２．６　厕具耗材如属化学或生物添加剂，其使用量不应超过人类健康或环境风险要求。

６．２．７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使用的除垢剂、洗涤剂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３９６—２０１１中Ｃ类产品的规定。

用于金属洁具的除垢剂、洗涤剂不应对相应的金属有腐蚀作用。

６．３　性能

６．３．１　厕具应能满足使用人流负荷极大、极小和突变的要求。

６．３．２　厕具上应有防止其移动或旋转部件伤人的措施。

６．３．３　厕具故障时应能够有办法紧急停止厕具的运转。

６．３．４　厕具应能在短暂断电后自动恢复使用。

６．３．５　厕具宜能在断电后满足正常使用８ｈ以上。

６．３．６　长期断电后应能在一天内恢复使用。

６．３．７　厕具应能在环境温度为５℃～５０℃的范围内，不依靠额外加热或冷却安全可靠运行。如果环境

温度超出此温度范围，厕具应有在扩展的温度范围内安全可靠运行的措施，该措施所造成的能耗应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

６．３．８　厕具应能在环境相对湿度为２０％～１００％的范围内安全可靠运行。

６．３．９　厕具应能在气压从海平面（１０１ｋＰａ）到海拔２５００ｍ（７６ｋＰａ）的范围内安全可靠运行。

６．３．１０　高寒高海拔区域选用的厕具应能在其相应的海拔高度上安全可靠运行。

６．４　配套设施

６．４．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排放物容器应做到密闭、有盖、不渗漏，防止污染地下水，应符合

ＧＢ／Ｔ１７２１７的相关规定。

６．４．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排放物容器置于地下的，其与水源距离应不小于３０ｍ。

６．４．３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排放物容器外置或置于地下的，其容积宜大于５ｍ
３，或大于厕所年排

放量。

６．４．４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排放物容器可能会产生可燃气体的，应远离火源并应有安全警示。

６．４．５　无电力供应或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具备相应的解决方案。无电力供

应的宜采用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电。

４

犔犅／犜０７１—２０１９



７　厕体要求

７．１　一般要求

７．１．１　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９７３—２０１６的有关厕体的规定。

７．１．２　宜因地制宜，采用当地的建材、人工、工艺和建筑风格建设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房体。

７．１．３　应根据无下水道厕具的技术要求，为其留出足够的设备空间和管线预留通道，且易于维修维护。

７．１．４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供电总量应满足厕具系统、厕具保温系统、保洁运营及生活系统、应

急电源充电系统等所有电耗需求。

７．１．５　厕间开门的方向以及门锁的选择应根据厕具的技术特点进行设计实施，并据此设计实施布

线槽。

７．１．６　厕间内可设置紧急求助按钮，无障碍厕间应设置紧急求助按钮。

７．１．７　光照良好的地方可利用自然采光照明。

７．１．８　气温适中的地区可利用自然通风。

７．１．９　建筑主体材料及装饰材料应选用防火材料。

注：具体要求可参考ＧＢ５００１６。

７．１．１０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内应设置灭火器，并摆放在明显、易取的位置。

７．１．１１　应规范布线穿线。总进线处应设过流保护器和漏电保护器等安全设施。

注：具体要求可参考ＧＢ５００１６。

７．１．１２　雷雨多发区域应设置避雷设施。

７．１．１３　没有上水导致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无法提供洗手用水的，应配置净手设备。

７．１．１４　净手设备所采用的洗手液，应保证消毒效果，保障人体皮肤的安全，并有相应的检测报告。

７．１．１５　没有上水导致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难以提供保洁用水的，应设储水箱，定期补充保洁用

水。宜通过收集雨水等便捷方式补充保洁用水。

７．２　固定式厕体

７．２．１　设计应符合ＣＪＪ１４—２０１６中３．０．１１的规定和ＧＢ／Ｔ１７２１７的相关规定。

７．２．２　应根据无下水道厕具的技术要求，为其留出足够的维修通道。

７．２．３　设备空间、维修通道宜设置通向排放管道的地漏。

７．３　活动式厕体

７．３．１　厕体的坐落位置应为厕具的维修和清运留出相应的空间。

７．３．２　厕体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０９２和ＣＪ／Ｔ３７８中有关厕体的规定。

７．４　车载式厕体

７．４．１　车辆的选型及空间规划应便于厕具的安装、维修、维护。

７．４．２　对车体的改造和装修不应影响车辆的安全和动力性能。

７．４．３　厕具的安装应能抗振动、颠簸。

７．４．４　厕具宜采用安全电压供电。

７．４．５　厕具的供电系统和汽车动力供电系统宜相对分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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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管理要求

８．１　保洁维护

８．１．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内的卫生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２１７的相关规定。

８．１．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内的异味浓度，应不劣于表１恶臭强度２级水平。

８．１．３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保洁作业应注意节约用水。

８．１．４　保洁时应避免砂石、水或污渍进入厕具内部，尤其避免进入电路部分。

８．１．５　对设置阻挡其他厕所废弃物进入的厕具，保洁时应将厕具内的废弃物取出。

８．１．６　厕具前端与人体皮肤接触的部位不应菌值超标。

８．１．７　保洁员应能掌握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工作原理、工作状态、耗材补充、故障描述报修等

技能。

８．１．８　保洁员发现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故障后应及时报修并报告故障现象。

８．１．９　寒冷地区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冬季停用或停电时，为防止管路冻裂，保洁员应实施相应的

应急措施。

８．１．１０　每次保洁、报修都应留下书面记录备查。

８．１．１１　需要耗材的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准备一定的存量，以便及时更换或补充。

８．１．１２　耗材的更换或补充时间间隔应根据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产品使用说明或技术特点。

８．１．１３　保洁员应将每次耗材的补充或更换留下书面记录备查。

８．１．１４　耗材的消耗速度或使用效果如出现异常，应通知维修人员解决。

８．２　维修保养

８．２．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配有经专业培训持证上岗的维保人员，并确保维保配件及耗材

充足。

８．２．２　应对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进行主动的定期巡检，以便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

８．２．３　维保时应设置提示牌，力求对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使用者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８．２．４　寒冷地区冬季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停电或停用时，为避免洁具设备冻裂，应采取相应的应

急措施。

８．２．５　每次巡检和维保操作都应留下书面记录备查。

８．３　清运服务

８．３．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应实现达标排放或无害化。无害化排放物应清运到指定场所处置，宜

排放在能够实现资源化利用的场所。景区内没有处置条件的应清运到景区以外的处置场所。

８．３．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无害化排放物的运输方式和过程应保证不遗撒、不非法倾倒、不散发

明显的恶臭，散发的气体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

注：具体要求可见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一类区空气污染物限值的规定。

８．３．３　每次清运操作都应留下书面记录备查。

８．４　管理制度

８．４．１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管理制度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９７３—２０１６的相关规定。

８．４．２　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的保洁规范、人员培训考核、报修巡检、耗材管理、定期检查、排放物清

运应根据厕具技术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制度条款、流程环节和文件体系。

８．４．３　应做好各种日常管理工作记录。宜定期对厕具出现过的问题进行追溯、统计、分析、改进。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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