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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2024年 第48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为行业标准，

编号为JGJ/T 498一2024，自2024年8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 mohu诚gov.cn)公

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出版传媒

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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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施工现场建筑

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等2项标准编制工作的函》 (建司局函标

〔2020〕119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

本规定;4.估算;5.源头减量;6.收集与存放;7.再利用及再

生利用;8.计量与排放。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2号，邮政编码:100161)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深圳大学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深圳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陈  蕾  薛  刚  周子淇  李清泽

                        何艳婷  任志刚  胡睿博  邓勤犁

                        冯大阔  李佳男    肖建庄  段珍华

                        寇世聪  段华波  李景茹  周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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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  鬼  甄 强

                    曹修国  张国运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毛志兵  陈家珑

                    倪金华  黄 宁

                      李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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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

推进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实施，规范和引导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高效利用，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排放，

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减量化处理。

1.0.3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减量化处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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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施工现场 。onstruction site

    进行各类工程建设施工活动、经批准使用的施工场地。

2.1.2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waste at construction Site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建筑

工程及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产生的工程弃土、工程弃料和其他固体

废物。工程弃料包括金属类、非金属类及混合类，其中，非金属

类包括无机非金属类和有机非金属类;其他固体废物包括工程泥

浆等。

2.1.3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估算 estim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at

ConstrUCtloll Slte

    新建建筑工程施工前，依据建筑工程类型、设计方案、施工

组织设计等资料计算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预期排放量。

2.1.4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处理 disposal of。onstruction waste
at COnstrUCtlofl Slte

    对已产生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进行收集与存放、再利用及再

生利用的处理活动。

2.1.5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再利用 reuse of。onstruction waste

at CoflstrllCt10fl Slte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经处理后，不经过型式检验直接作为施工

材料应用于本工程的过程。

2.1.6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再生利用 recycle of。onstruction
Waste at CollstfllCtlofl Slte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经处理后，经过型式检验合格后，部分或

全部作为再生产品应用于工程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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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建筑面积

    A— 工程的总建筑面积;

  A。— 工程的地下建筑面积;

  A，— 工程的地上建筑面积。
2.2.2 估算排放量

  Tu，，— 地下结构阶段某类工程弃料估算量指标;
  及，— 地上结构阶段某类工程弃料估算量指标;

  兀，，— 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某类工程弃料估算量指标;
    Ve— 工程弃土估算排放总量;

    Vc— 土石方开挖量;

    V，— 土石方开挖后在本工程再生利用的回填量;

    W— 工程弃料单位面积估算排放总量;

  Wj — 某类工程弃料单位面积估算排放总量;
  W。— 地下结构阶段的工程弃料单位面积估算量;

  W，— 地上结构阶段的工程弃料单位面积估算量;

  Wd— 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的工程弃料单位面积估算量;

    a— 地下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夕— 装配率修正系数;
    y— 地上结构阶段金属模板比例修正系数;

    几。— 土石方开挖后虚方外运体积折算系数;

    入;— 回填体积折算系数;

    :— 精装修率修正系数。

2.2.3 实际排放量

  从 — 工程泥浆实际排放总量;

  Ma.阴— 每月统计的工程泥浆排放量;

  Q;n，，— 每月统计的某类工程弃料排放量;
    5— 工程弃料单位面积实际排放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