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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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福州双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福州双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泓欣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志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泉州市鲤城生活垃圾分

类协会、福州庆利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佳好佳（福建）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千禧环保科技（三明）

有限公司、福建中园市政景观发展有限公司、福建省铭源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万嘉清水（厦门）

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长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厦门深富华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厦门九悦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中洲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得心保洁有限公司、厦门和郡公共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福州

美佳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厦门同安城建管护有限公司、凯盛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讯立洁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福建万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升阳升人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洋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城建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建发城服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美三汇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福建名盛美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科环投（厦门）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德源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福建粤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琰衡实业有限公司、漳州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鑫雷发工

贸有限公司、莆田市好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建聚贤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

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超然、陈赵龙、黄金星、周剑辉、肖青青、黄学敏、寇亮、杨文兵、朱连华、

王晓慧、贾高举、王小华、沈巧英、江清梅、卢海彬、陈长希、张文种、黄建宗、林峰、陈愿双、陈海

永、吴将金、马金鑫、包祺斌、熊金爱、陈海生、曾秀华、游志丹、邱鼎胤、张雷、张瑞全、陈林钦、

曾佑华、谷昌兴、胡克伟、刘丽清、陈永正、曾玉儒、林飞伟、陈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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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厨垃圾的收集存放、清运、台账管理及安全应急处置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餐厨垃圾收集运输（以下简称“收运”）作业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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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93.1  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餐厨垃圾

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食品加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

残余、食品废料、过期食品、废弃食用油脂等废弃物。

收集存放 

收集容器要求 

4.1.1 应完好无损、耐腐蚀、无缝隙、不渗漏，易于清洗消毒。 

4.1.2 形状、大小及颜色与食品加工制作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别并印有明显标志，可参考附录 A 表 A.1

进行设计和使用。 

4.1.3 宜采用 60 L、120 L、240 L 标准垃圾桶，应配有盖子并保持密闭。 

4.1.4 食品加工场所宜使用非手动式翻盖收集容器。 

收集 

4.2.1 餐厨垃圾不应混入餐饮具、餐巾纸、酒水容器、塑料台布等其它垃圾。 

4.2.2 餐厨垃圾不应排入雨水、污水排水管道、公共厕所或者沟渠、河道、水库、湖泊及非本类生活

垃圾收集设施中。 

4.2.3 餐厨垃圾产生者应装配合适的油水分离器或油水隔离池等设施。 

4.2.4 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将餐厨垃圾装入专用的密闭收集容器中。 

4.2.5 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存放量不宜超过容器容量的 80%。 

存放 

4.3.1 餐厨垃圾不应随意倾倒、堆放。 

4.3.2 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及存放区域应保持清洁，定期消毒并采取必要的除臭措施。 

4.3.3 餐厨垃圾存放区域应设置在不易污染食品的地方。 

4.3.4 餐厨垃圾产生量集中地区，可建立定点收集点位。建设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内每日餐厨垃圾产

生量确定，餐厨垃圾产生量可根据 CJJ 184—2012中的 5.2.2进行预测。定点收集点位可分为封闭式和

开放式两种。 

a) 封闭式餐厨垃圾收集点位应符合以下存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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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入口正上方张贴符合 GB/T 19095相关要求的餐厨垃圾标志； 

2) 保证室内通风； 

3) 出入口、排风口安装防鼠设施； 

4) 配备相应照明设施； 

5) 设有污水排放设施； 

6) 方便垃圾清理外运。 

b) 开放式餐厨垃圾收集点位应符合以下存放要求： 

1) 设置半封闭围栏，并设立符合 GB/T 2893.1相关要求的警示标志； 

2) 围栏位置张贴符合 GB/T 19095相关要求的餐厨垃圾标志； 

3) 配备相应照明设施； 

4) 设有污水排放设施； 

5) 方便垃圾清理外运。 

5 清运 

清运方式 

5.1.1 餐厨垃圾宜采用定时、定点方式清运。 

5.1.2 根据餐厨垃圾产生情况可采取以下清运方式： 

—— 桶桶对接：收运车辆将装有餐厨垃圾的收集容器装车，并用其他空闲的收集容器替换至餐厨

垃圾产生场所的清运方式； 

—— 桶车对接：收运单位直接将收集容器中的餐厨垃圾倾倒至收运车中，并将原收集容器返回的

清运方式； 

—— 车车对接：收运单位将小型车辆上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转移至大型车辆上进行转运作业的清

运方式。 

5.1.3 每次清运后，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及时清洗餐厨垃圾收集容器。 

5.1.4 收集容器搬运前应盖紧容器盖，依次堆放。搬运过程中不应发生渗漏和撒落。 

运输车辆 

5.2.1 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餐厨垃圾专用密闭车辆，车辆应防臭、防渗漏并保持整洁。 

5.2.2 食物残余垃圾和餐厨废弃食用油脂应采取专用车辆进行收运。 

5.2.3 安全装置运行可靠，推板运行平稳，无垃圾回流现象。 

5.2.4 车辆装、卸料宜采用机械操作。 

5.2.5 应符合《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要求。 

5.2.6 车体应清晰标注餐厨垃圾标志，可参考附录 A 表 A.1 进行设计和使用，宜标明承运单位名称及

举报电话。 

5.2.7 车载终端应具备位置监控、车速监控、装载量监控等功能。 

收运路线 

5.3.1 应科学规划，收运时间应避开交通高峰时段。 

5.3.2 应按照“干线走快线、支线走密集区”原则设计。 

5.3.3 餐厨垃圾产生量大、集中处理且运输距离较远时，可设餐厨垃圾转运站。 

5.3.4 有条件的餐厨垃圾产生者宜提供便于收运餐厨垃圾的临时停车场地。 

收运频次 

5.4.1 餐厨垃圾应日产日清，存放不应超过 24 h。 

5.4.2 经中转站转运的餐厨垃圾，在中转站存放时间不应超过 12 h。 

5.4.3 温度较高季节、重大节假日应增加收运频次。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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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收运单位应根据餐厨垃圾的产生量选择合理额定载质量的收运车辆，避免“亏载”现象发生。 

5.5.2 车辆使用人员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5.5.3 作业过程不应有垃圾遗洒、污水外流和滴漏。 

5.5.4 应定期安排专业维修人员根据车辆的运行状况和维修保养制度的要求，对车辆进行检查，并及

时填写车辆维护保养记录。 

6 台账管理 

餐厨垃圾的产生、收运应实行转移联单制度，记录垃圾来源、数量、去向等情况，并逐步实施电

子联单信息化管理。转移联单在餐厨垃圾收运过程中随货同行。 

台账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餐厨垃圾产生者与收运单位之间交接时应现场核对联单载明事项； 

b) 餐厨垃圾产生者与收运单位应按照实际情况记载联单并交接； 

c) 餐厨垃圾产生者拒绝按照实际情况确认联单的，收运单位可拒绝接收垃圾，并及时报告所在地

的主管部门处理。 

7 安全应急处置 

餐厨垃圾收运过程应采取相应的卫生防疫和劳动保护措施。 

餐厨垃圾收运单位应对餐厨垃圾收运各环节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及应急资源储备，并建立健全餐厨

垃圾收运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各岗位操作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并熟悉相关应急处置办法。 

为满足应急处置要求，餐厨垃圾收运各环节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多种通讯手段，保证各工作岗位之间的通信与对外联系； 

b) 相关作业场所运输通道设置、场地预留等方面满足灾害、设备故障、车辆拥堵等突发事件时的

应急处理需求。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件所涉作业单位应当按照预案，根据事件具体情况，组织应急力量实施应急

处置，防止次生和衍生灾害发生，同时向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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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餐厨垃圾标志及配色方案 

餐厨垃圾标志及配色方案见表A.1。 

表A.1 餐厨垃圾标志及配色方案 

序号 配色方案 单图标志 竖式图文组合标志 标志横式图文组合标志 

1 白底黑图 

 

 

 

2 基材底色图 

 

 

 

3 白底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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