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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DB33/T ＸＸＸＸ《农村厕所建设和服务规范》按部分发布，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农村改厕管理规范； 

——第 2部分：农村三格式卫生户厕技术规范； 

——第 3部分：农村公共厕所服务管理规范。 

本部分为 DB33/T  XXXX的第 1部分。 

本标准由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浙江省爱国卫生发展中心、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本标准的起草人员为：邱雪挺、夏骏、应珊婷、袁清、郭俊香、许锋华、高奕、毛一萍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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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厕所建设和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农村改厕管理规范 

1 范围 

DB33/T 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农村改厕对象的确定、组织保障、技术指导、改厕工程质量管理与控

制、评估验收和长效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农村改厕的全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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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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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9379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卫生部关于印发《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282号 ）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农村改厕 

对农村厕所进行改造，使之具有方便、卫生和舒适的使用环境，且具有一定的粪便无害化处理功能

的一个过程，包括农村户厕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3.2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 

在粪便污水产生源对其进行处理的设施。 

4 确定改厕对象 

4.1 行政村应对农户户厕进行调查摸底，掌握尚未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户厕及未达到无害化要求的户

厕的农户情况。 

4.2 根据年度改厕任务，由行政村填写申请表，并按相关程序，经相关部门审批，确定行政村年度改

厕对象，建立年度改厕农户本底花名册。 

5 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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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县级应成立改厕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制定相应的工作机制，责任明确，文件齐全。 

5.2 村（社区）、镇（乡、街道）根据改厕任务，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工作计划，并召开改厕工作会

议，明确工作内容。 

6 技术指导 

6.1 培训与示范 

6.1.1 首次开展农村改厕项目的新改厕地区，应先建造“示范厕所”，开展示范活动。 

6.1.2 采用教材学习与现场示范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对改厕项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施工单位与个

人等相关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保存培训通知、签到、现场照片等相关资料。 

6.1.3 培训内容包括粪便无害化原理、厕所建造技术、厕所使用与管理要求、厕所建造质量的现场检

查与验收方法、厕所的卫生学评价方法、改厕与肠道传染病等防控相关卫生知识以及传播技巧等。 

6.2 健康教育与宣传 

6.2.1 利用农村各类宣传载体，向农户开展改厕相关健康教育活动。 

6.2.2 向农户发放改厕健康教育和宣传资料，保存相关宣传资料，并作好资料发送登记。 

7 改厕工程质量管理与控制 

7.1 技术能力要求 

7.1.1 改厕工程的施工单位应通过招投标确定，并与相关部门签订《工程施工协议（合同）书》。 

7.1.2 施工队及施工人员应经过农村改厕技术培训且考核合格，并有培训记录档案证明。 

7.2 建设质量要求 

7.2.1 基本要求 

7.2.1.1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的建造应结合村镇规划和住宅建设，合理布局，特别是三格式化粪池、

三联沼气池预留的第三格出水口位置，应与村庄生活污水管网设施相衔接，厕所污水不得直接排入水体。 

7.2.1.2 新、改建农户住宅时，应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户厕，户厕应与住房建造同步规划、审批、建

造、验收。 

7.2.2 选址要求 

7.2.2.1 厕所的选址要适宜，应符合卫生要求，宜建在居室（院）内方便使用的位置，便于管理。 

7.2.2.2 农村户厕宜建在居室、厨房的下风向，并离水井、河道或其它地下取水构筑物 30 m以上。 

7.2.2.3 以便于出粪和清渣为原则，各类粪池应建造在房屋或围墙外。 

7.2.3 建设材料要求 

7.2.3.1 工程建设材料应选择资证齐全、生产条件规范、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具有质量鉴定报告。

材料的供应商应通过招投标的形式确定，具备与相关部门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及明确的售后服务文

字承诺凭证。 

7.2.3.2 主要材料的质量要求如下：  

——混凝土强度等级在 C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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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强度等级在 MU 10以上； 

——砂浆强度等级在 M7.5 以上。 

7.2.3.3 采用的新材料及预制式化粪池和厕所设备，其工艺和安全性能应通过相关部门的技术鉴定或

论证，并有正式检测评价报告，且在相关部门有备案。 

7.2.4 户厕建筑的卫生要求 

户厕建筑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9379 要求。 

7.2.5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的质量管理与控制 

7.2.5.1 类型选择 

应符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疾病流行特征，符合当地农业生产对农家肥的需求。宜选择的粪便污水

前端处理设施包括： 

——三格式化粪池。根据建筑规划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农村户厕宜选用小、中型三格式

化粪池，适用于大部分地区和农户。 

——三联式沼气池。将厨房废水、人的粪便污水和家庭饲养的禽畜的粪污水合在一起，以沼气池

的型式集中处理，适用于养殖大户。 

——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厕所。适用于下水接入市政管网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农户。 

7.2.5.2 质量管理与控制 

7.2.5.2.1 三格式化粪池 

应符合 DB33/T XXXX.2 中 5.2的要求。 

7.2.5.2.2 其它推荐类型的技术要求 

三联式沼气池厕所、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厕所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9379的规定。 

7.2.6 便器的技术要求 

7.2.6.1 便器选择 

根据当地农民生活习惯，选择蹲便器或坐便器。便器应选择陶瓷、金属或合成表面光洁的材料，且

应是节水型便器。 

7.2.6.2 卫生要求 

应采用配有水封管的便器或与高压水冲式相配套的便器；粪尿分集式厕所配备专用便器，并加盖。

接入卫生间的自来水干管应设止回阀。 

7.2.6.3 安装位置 

以便器下口中心为基础，距后墙的距离应依据便器型号合理确定，距边墙不小于 400 mm。 

7.3 督查与管理 

7.3.1 督导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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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由相关部门开展现场督查。督查内容包括化粪池选址、材料选用、

砂浆配比、过粪管安装、洁具选择、各类粪池有效容积比例、密闭有盖、粪污分流等。 

7.3.2 信息报送 

实施农村改厕的行政村、乡镇（街道）、县相关部门应填写实施情况表以及月度、季节、年度进度

报表。相关报表参见附录 A。 

8 评估验收 

8.1 由相关部门通过资料审核、实地察看和入户调查的方式实施逐户评估验收。 

8.2 评估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基本情况：组织机构、示范活动、健康教育计划与内容检查、经费使用（包括资金使用情况、

土建工程预算与结算明细）等； 

——改厕完成情况：改厕技术完成情况、改厕数量完成情况； 

——技术能力：审核图纸、使用材料质量、工程队资质或施工员培训情况； 

——质量评估：检查建厕选址、建造规格和质量； 

——后续管理：厕所的正确使用与管理状况。 

——环境改善情况：包括改厕的卫生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群众调查：群众改厕知晓率、卫生行为改变率、对改厕工作满意度。 

9 运行管理与监测 

9.1 使用管理 

9.1.1 引导农户加强户厕的维护和正常使用管理，使用与卫生管理应符合 GB 19379的要求。 

9.1.2 各类粪池清除的粪渣、沼气池清除的沼渣以及粪便污泥等，应就地或就近进行高温堆肥等方式

无害化处理，处理效果应符合 GB 7579的要求。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粪便不得直接用于施肥。 

9.1.3 在应对自然灾害等特殊需要时，可在粪液、粪渣中直接加入足量的生石灰、漂白粉或含氯消毒

剂进行应急消毒处理，处理过程与处理效果符合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 

9.1.4 提倡粪便无害化后粪液的农业应用，三格化粪池应在第三池清掏粪液；三联式沼气池的沼液应

经发酵后溢流贮存或应用。 

9.2 粪便无害化效果监测 

9.2.1 按 GB 7579的检测方法对粪便无害化处理效果进行抽样监测，宜每年进行一次，粪便无害化采

样和监测登记表参见附录 A。 

9.2.2 粪池出口粪液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7579的要求。 

10 档案管理 

建立完整的改厕工作档案，至少保存一年。档案的内容包括：组织机构与管理、技术培训、健康教

育、效果检测记录等，对新、改建的户厕要建立电子户籍制度，动态掌握农村户厕分布情况。工作档案

参考目录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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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规范性附录）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农村改厕项目工作相关表册 

表 A.1  卫生厕所建造原始登记表 

           县（市、区）          乡（镇、街道）        

编号 

 村（社区）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到户资金 完工日期 改厕类型 户主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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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农村改厕项目实施情况表 

   编号：              

县（市）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改厕类型 完成日期 总投资 项目补资金 
a   
原始登记表编号 备注 

            

            

            

            

            

            

            

            

            

            

            

            

            

            

            

            

            

            

            

            

            

注a：原始户厕登记编号为11位数字，前2位数字为改厕项目年份，随后2位数字为项目乡镇编号(01～99)，再随后2位数字为项目村的编号(01～99)，后5位数字为改厕

户编号（00001～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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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农村改厕项目建设进度月报表（  月） 

县（市、区）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计划改厕户数 累计完成改厕户数 本月完成改

厕户数 

在建改厕户

数 

        

        

        

        

        

 

表 A,4  农村改厕项目建设进度季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执行进度 经费使用、落实情况 备注 

农村卫生厕所建设 1.已进行施工建设： 

已完成改厕户数    户，完成

率  %； 

2.未进行施工建设，但已完成招标

采购       ； 

3.尚示进行招标采购    。 

1.专项经费是否下拨到项目乡

镇  

2.地方配套（用于厕所建设）：

省级落实

（是或否）； 

    万元；市级落

实     万元；县级落实  

万元；乡镇配套    万元；

村集体投入   万元；个人集

资   万元；其他补助   

 

万元。 

农村改厕管理、培训、

督导、健康教育 

1.是否召开项目启动会  （是或

否）； 

2.开展培训     次，参加人数      

人； 

3.开展督导检查    次； 

4.印发改厕宣传资料    份，施工

图纸   份； 

5.开展无害化效果监测   份。 

县级配套工作经费   万元。  

存在问题    

下一步安排    

注:仅统计列入本年度改厕项目村的相关累计数。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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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农村厕所基本情况登记表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编号 人口数 户数 户厕数 其中：本

年 新 建

厕所 

a   
无害化厕所 卫生厕所 非卫生厕所 公厕 备注 

     个数 覆 盖 人

数 

覆 盖 率

（%） 

个数 覆 盖 人

数 

覆 盖 率

（%） 

个数 覆 盖 人

数 

覆 盖 率

（%） 

个数 覆 盖 人

数 

                 

                 

                 

                 

                 

                 

                 

                 

                 

                 

                 

                 

                 

                 

                 

                 

合计                 

注a：无害化厕所包括农村沼气改厕 

制表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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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改厕督导情况表 

        乡（镇、街道）                 村（社区） 

日期 公厕/户厕地址 主要类型 建造投资情况 厕所使用情况 技术指导和督导方式 技术指导和督导内容 责任人签名 

        

        

        

        

        

        

        

 

表 A.7  粪便无害化采样和监测登记表 

                 乡（镇、街道）                 村（社区）                 年度 

日期 公厕/户厕地址 主要类型 联系人姓名 采样和监测情况记录 采样监测结果 责任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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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农村改厕项目工作档案参考目录 

B.1 实施农村改厕的县的工作档案 

B.1.1 参考目录 

实施农村改厕的县的工作档案参考目录包括但不限于： 

——基本情况 

——组织机构管理 

——项目申报资料 

——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 

——农村改厕技术培训资料 

——改厕材料采购及项目施工 

——督导检查（包括现场检查记录表、现场图片等） 

——项目经费管理 

——实物、补助经费的发放 

——项目实施进度（月报表、季报表） 

——项目评估、验收 

——与农村改厕项目有关的影像、图片资料 

B.1.2 具体工作档案内容及要求 

B.1.2.1 基本情况的档案内容应包括： 

——项目实施乡镇、村的基本概况（地理、经济、人口、环境卫生、省“千万工程”整治、

小康示范村建设等资料）； 

——改厕项目实施前的基数、规划数与完成数； 

——改厕工作发展规划。 

B.1.2.2 组织机构管理的档案内容应包括： 

——各级机构建立项目工作组织机构（改厕项目工作小组及技术指导小组）与组织网络； 

——中央农村改厕项目工作流程； 

——相关文件资料。 

B.1.2.3 项目申报资料包括： 

——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实施前农村改厕基础情况分户登记表； 

——改厕申请登记表； 

——上级的核批文件。 

B.1.2.4 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包括： 

——实施方案； 

——计划； 

——政府及相关部门下发的涉及改厕的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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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目的责任书； 

——其它与项目实施相关的文件、计划、通知等资料。 

B.1.2.5 农村改厕技术培训资料，包括： 

——培训文件； 

——培训教材、讲义； 

——与培训有关的文字、图片、记录、影像等资料； 

——培训总结汇报； 

——培训测试资料； 

——其它资料。 

B.1.2.6 改厕建材采购及项目施工档案内容包括： 

——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 

——项目建材采购情况； 

——建厕建材的质量报告； 

——施工图纸； 

——改厕技术方面的要求及对项目实施技术的修正建议。 

B.1.2.7 督导检查档案内容包括： 

——有关文件； 

——小结、汇报、通报、反馈等材料； 

——满意率调查； 

——有关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 

B.1.2.8 项目经费管理档案内容包括： 

——财政下拨的资金数额及其文件； 

——项目投资与资源分配（以县为单位），各乡镇、村配套（补助）资金； 

——项目总经费预算、使用、结算情况。 

B.1.2.9 实物、补助经费的发放 

——各类实物发放登记、签收记录； 

——补助农户的经费登记、签收记录。 

B.1.2.10 项目实施进度档案内容包括：按阶段（月、季、年）报送改厕项目实施进度的记录、统计、

汇报上报资料。 

B.1.2.11 分类收集农村改厕项目评估、验收、报告等资料，包括： 

——各级组织评估验收的时间、内容、人员、结果。 

——项目评估内容： 

• 改厕技术完成情况、改厕数量完成情况； 

• 资金应用情况； 

• 土建工程预算与结算明细； 

• 环境改善情况：应围绕改厕的卫生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个方面进行。 

B.1.2.12 收集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影像、图片资料等。 

B.2 实施农村改厕所的村的工作档案参考目录 

实施农村改厕的村的工作档案参考目录应包括但不限于： 

——农村改厕项目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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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改厕领导小组名单 

——实施农村改厕项目的工作方案 

——改厕工作会议签到和记录 

——参加上级或本村改厕培训资料 

——无害化卫生户厕设计图纸 

——改厕工程施工协议、采购招标合同 

——改厕工程各类材料合格凭证 

——各类建筑施工材料清单 

——项目村卫生户厕基本情况调查表（本底资料） 

——卫生厕所建造原始登记表（花名册） 

——改厕项目实施情况表 

——改厕项目建设情况月报表 

——县（市、区）农村改厕项目考核验收工作方案 

——项目村验收申请、验收报告 

——专项资金报账、拨付书面材料 

——农村改厕项目现场调查记录表 

——农村改厕农户入户调查问卷 

——项目村农村改厕工作总结 

——改厕相关图片 

——农村改厕宣传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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