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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对CJ/T 106-2016《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方法》的修订，本标准与CJ/T 106-201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调整了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总体要求；

原第4章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方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删除了车吨位法、实吨位法；增加计量统计法，

并对采样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要求；

原第5章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方法删除了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法；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要求；

删除原第6章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方法的应用章节。

增加分类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章节。

删除原标准规范性附录B、附录C、附录D相关内容。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9年首次发布为CJ/T 106-1999；

2016年第一次修订为CJ/T 106-2016；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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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混合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

测、分类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

本标准适用于混合收集及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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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175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技术要求

GB/T 生活垃圾采样和检测方法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 184 厨余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生活垃圾产生量 the amou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generation
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分为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单

位：kg/人•d）、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单位：kg/d或t/d）、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单位：万t/a）。

3.2

生活垃圾清运量 the amou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transportation
通过车辆收运到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的生活垃圾量，分为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单位：t/d）、

生活垃圾年清运量（单位：万t/a）。

3.3

生活垃圾收集量 the amou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collection
实际收集到的生活垃圾量，分为生活垃圾人均收集量（单位：kg/人•d）、生活垃圾日收集量（单

位：kg/d或t/d）、生活垃圾年收集量（单位：万t/a）。

3.4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 predic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generation
通过对现状、历史生活垃圾产生量及生活垃圾产生量影响因素的分析，推算未来某一时间点的生活

垃圾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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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准年 the base year
现状数据采用的年份。

3.6

预测年 the forecasting year
预测所针对的年份，为预测年限中的任何年份。

3.7

预测年限 the predicted number of years
预测年与基准年之间相隔的年份数。

4 总体要求

4.1 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可选择计量统计法或采样调查法。

4.2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可选择人均指标法、年增长率法或一元线性回归法。

4.3 分类收集地区，可进行不同类别生活垃圾产生量、收集量的计算及预测。

5 混合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

5.1 计算方法

5.1.1 计量统计法

5.1.1.1 生活垃圾清运量应采用终端处理设施的进厂生活垃圾计量数据，根据每日生活垃圾清运量统

计数据对每月和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进行汇总统计。

5.1.1.2 生活垃圾清运量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a）采用转运模式的，应根据转运站的计量数据对生活垃圾清运量统计数据进行校核和适当修正；

b）厨余垃圾采用就地处理的，生活垃圾清运量应加上就地处理量。

5.1.1.3 生活垃圾产生量应根据公式（1）进行计算：

rM Q Q  ……………………（1）

式中：M —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万t/a；

Q—经修正后的生活垃圾年清运量，万t/a；

rQ —生活源可回收物年回收量，万t/a，应根据商务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统计数据确定，无

统计数据时，可根据6.1.2.4估算。

5.1.1.4 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应根据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和统计范围内常住人口进行计算。

5.1.2 采样调查法

5.1.2.1 采样调查前，应开展调查区域生活垃圾背景资料调查，包括生活垃圾产生源、服务范围人口、

垃圾分类情况、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等生活垃圾流转设施设备等。

5.1.2.2 生活垃圾产生源功能区划分宜按表 1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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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垃圾产生源功能区分类

功能区 居住区 非居住区

类别 城镇 农村 事业区 商业区 清扫区

5.1.2.3 最少采样点数应根据调查地区的服务人口数量确定，见表 2，所有采样点涵盖的总人口数量

宜不少于该调查地区内服务总人口数量的 1%。

表 2 人口数量与最少采样点数

人口数量 N/万人 N＜50 50≤N＜100 100≤N＜200 200≤N＜500 500≤N＜1000 N≥1000

最少采样点数/个 8 16 20 30 35 40

5.1.2.4 采样点应根据调查区域功能区类别进行设置：

a）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调查时，采样点应设置在村头收集站或镇转运站；

b）非居住区产生量调查时，采样点应设置在各类别区生活垃圾收集点。

5.1.2.5 生活垃圾产生量调查宜以年为周期，采样频率宜每月 1次，同一采样点的采样间隔时间宜大

于 10d。调查周期小于一年时，可增加采样频率，同一采样点的采样间隔时间不宜小于 7d。为保证采样

的代表性，全年宜有 2 次～3次采样在节假日进行。

5.1.2.6 在调查周期内，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采样点数不宜大于总数的 30%。

5.1.2.7 采用称重法现场统计采样点 1d（24h）产生的生活垃圾量。

1
/

N

i in
n

Q Q N


 ……………………（2）

式中：

iQ ——第 i个采样点生活垃圾日产生量，kg/d；

inQ ——第 i个采样点第 n次采样现场称重的生活垃圾量，kg/d；

N ——第 i个采样点的采样频率，次。

5.1.2.8 将所有采样点的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及采样点服务的人口数量分别进行汇总、求和，再计算生

活垃圾人均产生量。

5.1.2.9 生活垃圾采样调查与产生量计算过程可参见附录 A。

5.2 计算要求

5.2.1 计算方法选取要求

5.2.1.1 计量系统完善的城镇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计算应选用计量统计法。

5.2.1.2 计量系统不完善的农村地区及特定功能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计算应选用采样调查法。

5.2.2 计算技术要求

5.2.2.1 采样点设在生活垃圾收集站、转运站时，应对作业时段内全部进站生活垃圾量分别进行称重。

5.2.2.2 生活垃圾产生量调查宜涵盖调查区域内全部生活垃圾类别，如所选采样点不包含某类别生活

垃圾，应根据 6.1.2 估算法确定该类别生活垃圾量，并计入生活垃圾日产生量中。

5.3 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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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人均指标法

人均指标法采用基准年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作为预测基数，预测年生活垃圾年产生量按式（4）计

算：

0 1(1 ) 365
1000

tm r RY    
 ……………………（4）

式中：

Y ——预测年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万t；

0m ——基准年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kg/人•d；

1r ——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的年平均增长率，%；

R ——预测年常住人口，万人；

t ——预测年限，预测年份与基准年份的差值。

5.3.2 年增长率法

年增长率法采用基准年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作为预测基数，预测年生活垃圾年产生量按式（5）计算：

 trYY 30 1 ……………………（5）

式中：

0Y ——基准年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万t；

3r ——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的年平均增长率，%。

5.3.3 一元线性回归法

5.3.3.1 预测模型建立

根据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基数）计算对应给定自变量X （预测年）的因变量Y 值（预测年生活垃

圾年产生量），采用逼近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的最小二乘法计算Y 关于 X 的回归曲线，回归曲线的方程

式见式（6）：

线性回归方程 bXaY  ……………………（6）

式中：

X ——预测年；

dcba 、、、 ——回归系数。

5.3.3.2 相关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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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Y 关于 X 的相关系数；

n ——有效历史数据个数，不应少于5年；

ix ——第 i个历史数据对应的年份；

iy ——第 i个历史数据对应的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万t。

注：①在预测前应检验Y 与 X 的线性相关程度，│r│越接近1，说明线性相关程度越高；

②当r＞0时，表示变量Y 与 X 线性正相关；当r＜0时，表示变量Y 与 X 线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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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为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r应满足0.7≤│r│≤1，否则不适宜采用该方法。

5.3.3.3 回归系数计算

按式（8）、（9）计算线性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 ba、 ，并将求出的 ba、 值代入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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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 预测计算

将预测年代入最终确定的回归方程进行计算，即得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的预测结果。

5.4 预测要求

5.4.1 数据收集与处理

5.4.1.1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应收集相关基础数据，包括现状和历史系列数据（至少 5-8 年），根据预

测年限 n，历史数据原则上应有 n年以上；

5.4.1.2 用于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的相关基础数据应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主。

5.4.1.3 预测基准年应选取最接近现状，且具备已公布统计人口数据、生活垃圾产生量数据的年份。

5.4.1.4 作为预测的必要基础，应对所获得的现状和历史系列基础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数据来源、

完整性、变化特征、统计口径、地域范围等。

5.4.1.5 当历史系列数据不连续、缺乏其中某些年份的数据时，可根据需要进行数据推导和插补，数

据插补可采用比例法或数据内插法。

5.4.1.6 当历史系列数据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时，根据预测需要，可采用移动平均数法等对历史系列

数据进行必要的平滑处理，以减弱偶然因素的影响。

5.4.1.7 若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造成历史系列数据统计范围发生变化时，应对历史系列数据进行范

围修正，以保证预测各年计算口径的一致性。

5.4.1.8 当调查地区产业结构和规模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城乡规划出现重大调整时，宜采用调整后的数

据进行预测，数据较少时可参照类似地区预测指标进行估算。

5.4.2 预测方法选取要求

5.4.2.1 各类预测方法的适用条件、选取原则见表 3。

表3 预测方法选取原则

方法 适用条件 时间范围

人均指标法 经济发展稳定，人口数量和垃圾产生量呈平稳增长（或下降） 短、中、长

年增长率法 经济发展稳定，人口数量和垃圾产生量呈平稳增长（或下降） 短、中、长

一元线性回归法
历史数据没有发生突变，垃圾产生量变动平稳，自变量和因

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短

5.4.2.2 预测方法的选取应充分考虑预测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数据可获得性及其有效性等，

宜选取两类以上预测方法分别进行预测，以提高预测的综合性和科学性。

5.4.2.3 人均指标法为必选预测方法，年增长率法、一元线性回归法可作为备选方法用于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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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预测技术要求

5.4.3.1 为保证预测精度，预测年限应≤15 年，近期预测≤5 年，5年＜中期预测≤10 年，10 年＜远

期预测≤15 年。

5.4.3.2 当预测年限大于 5 年时，宜以每 5 年为一个阶段进行分时段预测，针对不同阶段，宜选取不

同的生活垃圾年平均增长率。

5.4.3.3 生活源可回收物回收量历史数据不足 5 年或数据不够精确时，可将生活垃圾清运量与可回收

物回收量分开预测。

5.4.3.4 生活垃圾清运量预测可采用人均指标法、年增长率法、一元线性回归法，预测方法中各指标

应替换为生活垃圾清运量相关指标。

5.4.3.5 生活源可回收物回收量预测可根据 6.1.2.4 进行估算。

5.4.3.6 预测前应对生活垃圾产生量/清运量历史数据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若处于平稳增长（或下降）

期，可采用人均指标法、年增长率法或一元线性回归法进行预测；若处于波动期或稳定期，则应采用人

均指标法进行预测，且人均产生量/清运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设定为 0。

5.4.3.7 年增长率法、一元线性回归法应进行历史检验，即将模型运用到对历史年份的预测，并将预

测值与历史统计值进行比较，如 80%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发生值之间的偏差在±20%以内，认为模型是可

接受的；否则，应对模型进行必要的调整甚至舍弃。

5.4.4 预测结果确定

宜利用所有预测方案得出的最小和最大两个预测值形成的区间值作为预测结果，也可将所有预测方

案预测值的算术平均值或中值作为该预测年的预测结果代表值。

6 分类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

6.1 计算及预测方法

6.1.1 计量统计法

6.1.1.1 分类收集地区，应对分类收运和处理的不同类别生活垃圾收集量进行分别统计和汇总，并根

据各类别生活垃圾收集量和常住人口测算人均收集量。

6.1.1.2 分类收集地区，可根据需要计算厨余垃圾、生活源可回收物产生量，应根据厨余垃圾分出量、

生活源可回收物回收量及计算区域内其他垃圾中生活垃圾物理组分经计算确定，见公式（10）：

i i t iM Q Q C   …………………（10）

式中： iM —厨余垃圾/生活源可回收物产生量，t/d；

iQ —厨余垃圾分出量/生活源可回收物回收量，t/d；

tQ —其他垃圾量，t/d；

iC —其他垃圾中厨余垃圾/可回收物组分含量，%，应根据《生活垃圾采样和检测方法》分

析和确定。

6.1.2 估算法

6.1.2.1 餐厨垃圾产生量及家庭厨余垃圾、其他厨余垃圾收集量可根据 CJJ 184 进行估算。

6.1.2.2 厨余垃圾分出量可根据生活垃圾清运量、厨余垃圾产生量占生活垃圾清运量的比例及分出率

进行估算，见公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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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 Q C S   …………………（11）

式中： cQ —厨余垃圾分出量，t/d；

Q—生活垃圾日清运量（现状或预测清运量），t/d；

C—厨余垃圾产生量占生活垃圾清运量的比例，%，宜根据实测分析确定，无实测值时可取

40%～60%；

S—厨余垃圾分出率，%，为厨余垃圾分出量占厨余垃圾产生量的比例，宜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确定，无实测值时可取25～60%。

6.1.2.3 其他垃圾量可根据公式（12）进行估算:

t cQ Q Q  …………………（12）

式中： tQ —其他垃圾量，t/d；

Q—生活垃圾日清运量（现状或预测清运量），t/d；

cQ —厨余垃圾分出量（现状或预测分出量），t/d；

6.1.2.4 生活源可回收物回收量可根据公式（13）进行估算：

/1000r rQ Rmk …………………（13）

式中： rQ —生活源可回收物回收量，t/d；

R—城市或地区常住人口（现状或规划人口），人；

m—人均可回收物回收量，kg/人•d，可取0.25 kg/人•d；

rk —可回收物回收量修正系数，经济发达一线城市、注重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的城市可

取 1.3～1.5；经济较发达二线城市可取 1.1～1.3；其他城市及农村地区可取 1.0～1.1。

6.1.2.5 大件垃圾产生量可根据公式（14）进行估算：

b b bM MC k ……………………（14）

式中： bM —大件垃圾产生量，万t/a；

M —生活垃圾产生量（现状或预测产生量），万t/a；

bC —大件垃圾产生量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例，应经实地调查或参考其他城市数据确定，

一般可取2%；

bk —修正系数，经济发达旅游城市、经济发达沿海城市可取 1.15～1.30；经济发达城市、

旅游业发达城市可取 1.05～1.15；其他城市可取 1.0。

6.1.2.6 装修垃圾产生量可根据 CJJ/T 134 进行估算。

6.2 计算及预测要求

6.2.1 计算及预测方法选取要求

6.2.1.1 分类收集地区，各类别生活垃圾收集量的计算应优先选用计量统计法，无统计数据时，可选

用估算法。

6.2.1.2 分类收集地区，各类别生活垃圾产生量的计算应选用计量统计法。

6.2.1.3 分类收集地区，各类别生活垃圾收集量的预测应选用估算法。

6.2.1.4 大件垃圾、装修垃圾产生量的计算及预测应选用估算法。

6.2.2 计算及预测技术要求

6.2.2.1 各类别生活垃圾收集量计算时，混入其他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均计入其他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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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各类别生活垃圾收集量计算时，常住人口、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应采用现状数据；预测时，应

采用规划数据。

6.2.2.3 厨余垃圾分出量估算时，相关系数若无实测值，可参考类似城市数据进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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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生活垃圾采样调查与产生量计算

A.1 所选采样点的背景资料应建档并及时更新，档案资料中应包括地区类型、服务范围人口数量、收运

方式等内容。

A.2 可参照表A.1 对采样点背景资料进行建党。

表 A.1 采样点背景资料档案表

采样点基本情况

采样点代码 采样点名称

服务地区 服务范围人口数量

生活垃圾类别 收运方式

来源 去向

采样点变更情况

采样点生活垃圾产生量统计信息

采样次数 采样日期、时间 采样点生活垃圾产生量（kg） 采样人

001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XX

002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XX

… …

采样点生活垃圾日产生量计算

该采样点生活垃圾产生量总量（kg）

采样频率（次）

该采样点生活垃圾日产生量（kg/d）

A.3 调查区域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计算：

1 1
/

N N

i i
i i

m Q R
 

  ……………………（1）

式中：

m ——调查区域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kg/人•d；

iQ ——第 i个采样点生活垃圾日产生量，kg/d；

iR ——第 i个采样点服务的人口数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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