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农村户厕与户厕建设的基本要求































 要求：

 整体式化粪池必须有覆盖层，泥土覆盖层其厚度必须大于日常生产作业深度（大于30cm），但不宜过深（不超过50cm）。

 可结合农户条件、习惯，浇筑与周围混凝土场地（房屋晒场、屋基护墙等）连接成一体的混凝土覆盖层，以增加覆盖层强度；

 整体式化粪池应加装混凝土等材质的预制件盖板（混凝土覆盖层必须安装预制件盖板、强度同现建式化粪池盖板），可采用“井圈+井

盖”模式，大小与各池清渣口/清粪口匹配，井圈与池体及清渣口/清粪口间必须用混凝土密封固定、牢固连接；

 整体式化粪池各池的清渣口/清粪口顶面或预制件盖板顶面必须高出周围地坪，池体覆盖泥土层时相对周围地坪标高5-10cm；池体覆盖

（石）混凝土层时相对周围地坪标高2-5cm、或采用斜坡形式、或外圈边设有引水槽，防止雨水进入池内；

 应优先选用高井筒整体式化粪池（高井筒池体一体式）；加装井筒应使用原厂的配套井筒，井筒和清渣口/清粪口之间应用胶圈密封牢

固，确保池体与井筒间连接固定牢固密封不渗漏；

 安装整体式化粪池，如遇地下水位较高、或有重物压迫车辆辗压的情况，应加钢筋混凝土顶板或浇筑混凝土覆盖层并扩大覆盖面积；

 第1、2池必须密封，第3池不应密封、池盖上应留有透气孔，并设有活动提手，方便取粪液。

 常见问题：

 整体式化粪池第1、2池盖板也留有透气孔，材质强度不够、质轻易老化破损、卡槽松动或无卡扣，易丢失等；

 整体式化粪池清渣口/清粪口相对地坪标高过低，地表水雨水流入渗入池体；

 池体深埋加装井筒时，池体与井筒不匹配、连接处未固定密封，地表水雨水流入渗入池体；

 加装混凝土盖板时，与清渣口/清粪口及池体间没有用混凝土密封，地表水雨水流入渗入池体；

 整体式化粪池没设第二池清渣口，或直接封闭；

 整体式化粪池浇注“水泥砂浆”覆盖层。

11.整体式化粪池盖板与覆盖层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可（1）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池内、（2）防止化粪池池盖和出渣口池体老化、（3）防止出渣口池体因取粪出渣活动损坏，保证池内密封发酵；普通混凝土划分为十四个等级，即：C15，C20，C25，C30，C35，C40，C45，C50，C55，C60，C65，C70，C75，C80。例如，强度等级为C30的混凝土是指30MPa≤fcu,k<35MPa，影响混凝土强度等级的因素主要有水泥等级和水灰比、 集料、 龄期、 养护温度和湿度等有关。









圆直径
（m）

1.15 1.15 1.10 1.10 1.00 1.00 1.00

液面深
（m）

0.95 0.90 0.95 0.90 0.90 0.85 0.80

池纵长
（m）

0.525 0.53 0.57 0.60 0.67 0.70 0.74

有效
容积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关键指标小结













（1）常见整体式化粪池形式

6.整体式三格化粪池施工要点













六、验收

 根据上述技术要素，按照部分到整体进行验收、回填、安放盖板等。

 施工过程中，应根据需要组织关健工艺环节自检和验收，坑基、底板、池体内外结构等隐蔽工程掩盖前自

检和验收（照片或视频）以及单个户厕完工自检；

 施工完成后，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按检验批次、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

程的顺序进行；

 三格式化粪池、管材和管件在现场安装前应按照采购要求及相关产品构造和标准进行验收；

 三格式化粪池及配套管件的结构、尺寸、材质、性能及施工安装等应符合相关设计和施工要求；

 安放盖板及密封；

 建成并达到上述要求后及时交付农户使用，同时消除旱厕。



七、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 38838）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本处理设施不适用于农民有即时用粪需求的农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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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农村户厕使用与运行维护

 树立 “三分建设、 七分管护“ 理念，坚持农村厕所建管一体谋划、一体设

计、一体建设；

 明确地方政府对建管户厕的主导责任和管理主管部门的管护监管责任；

 建立完善管护制度，明确管护措施， 加强日常管护，确保正常使用；

 建立完善厕所电子档案台账，实施网格化管理和实时化更新；

 建立健全日常巡检、设备维修和粪污清掏等农村厕所管护体系，形成规范化

的使用管 护制度；

 不断提高保障和服务水平，定期组织厕所使用率、群众满意度等数据调查；

 有条件的地方依规建立政府引导、农民付费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管护机制；

 定期组织开展农村厕所建设和维护相关知识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和

农民主体作用；

 探索建立专业化粪污处理服务体系， 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当地

农民或市场主体组建社会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管护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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