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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

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18]73 号），《透水铺装、生物滞留水体

净化设施用再生骨料》列入了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18-1967T-JC。

该标准项目由北京建筑大学牵头组织，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2 主要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于 2019年 4

月 19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启动会。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质检机构、材料

生产及应用企业等单位的 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对标准编制大纲和草案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确定验证试验方案和分工。

2020年 5 月，召开了第二次标准工作会议，起草工作组的 20 余名代表以线

上会议的方式进行了研讨。会上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对部分验证试验结果进行了介

绍，并对标准初稿中设置的相关指标及试验方法进行了详细讨论。2020年 7 月～

2022年 6 月，根据第二次标准工作会议内容，对标准初稿进行完善，并进一步

收集相关验证试验样品数据开展补充验证数据分析。由于受疫情影响，部分验证

试验进展缓慢。2022 年 7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讨论稿，在编制组内部研究讨论。

2023年 9 月 12 日，由北京建筑大学牵头组织召开第四次工作会议，邀请相

关专家和主要起草单位对标准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提交至标委会秘书处，并拟于 2021年 10 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建筑大学、中国砂石协会、中建工程研究院有限

公司、南京标美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

根据任务分工，北京建筑大学负责生物滞留设施用再生骨料的试验验证、标

准文本编写以及后续对照征集意见修改文稿等工作，中国砂石协会负责相关资料

的调研和收集，中建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相关检验工作，南京标美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透水铺装用再生骨料的试验验证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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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标准进行编制。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遵从积极采用国内外先

进标准原则、技术创新原则、与其他标准协调性原则、标准文本规范性适用性原

则、突出产品技术性原则。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工程实际应用中所需性能，

制定出体现该类产品的技术指标。

三、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名称和范围

本标准名称为《透水铺装、生物滞留水体净化设施用再生骨料》，适用范围

包括透水铺装、生物滞留水体净化设施用再生骨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一般规

定、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储存和运输等。适用于透水铺装、

生物滞留净水设施用再生骨料。绿色屋顶、渗透塘、渗井、雨水湿地等海绵基础

设施用再生骨料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14685 建筑用卵石、碎石

GB/T17431.2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 2 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49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

GB/T 25993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 CJJ/T 43 水处理用滤料

CJJ/T 188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90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 253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HJ 55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和轻质再生骨料等术语进行了界定。

4 分类

按用途分为透水铺装结构层用再生骨料、生物滞留设施过滤层用再生骨料两

类。

5 一般规定

从地表水环境要求、放射性等对可能影响环境和质量安全的方面进行了原则

性的要求。

6 技术要求

按照用途分类，对于有结构承载要求的透水铺装用再生骨料和滞留过滤要求

的生物滞留用再生骨料进行了规定。

对于透水铺装结构层用再生骨料的技术要求，按照透水铺装材料及应用方式

提出了主控的技术指标，并采用了现行的相关产品标准技术指标。

对于生物滞留过滤层用再生骨料，提出了颗粒级配、吸水率、微粉含量、泥

块含量、有害物质、压碎指标、筒压强度、堆积密度等主要技术要求，并结合调

研和试验验证结果设置指标值。

5 试验方法

针对技术要求的内容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其中，对于现行标准中没有可

参考和采用的“体积蓄水率”进行了研究和验证，确定了试验方法（附录 A）。

6 检验规则

明确了产品的检验规则，规定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项目。

7 标志、储存和运输

规定了标准、储存和运输的相关要求。



三、主要验证分析

本标准采用再生骨料产品抽样分析和相关性能验证试验两种手段，共征集到

12 个建筑垃圾再生骨料资源化项目（或应用项目）21 个不同种类规格的再生骨

料的相关数据和信息。经过分析和统计，确定技术要求部分的相关指标。

1、抽样分析结果

起草工作组对本标准规定的吸水率、体积蓄水率、堆积密度等主要指标进行

了测试，其他指标（在 GB/T25176、GB/T25177 已有规定）采用厂家提供的检测

报告数据。经分析统计，本标准要求的吸水率、体积蓄水率、堆积密度等指标的

合格率如下表所示。

表 1 样品主要技术指标合格率情况

指标 合格样品数 合格比例

吸水率 21 100%

体积蓄水率 15 71.4%

堆积密度 19 90.4%

2、试验方法及性能试验结果

采用自行设计的蓄水试验装置，高 500mm，底面为边长 250mm 的正方形底面，

横截面积为 62500mm²；底部留有均匀透水孔，孔径均为 5mm；侧壁设有两个水头

侧压管及阀门，上下水头侧压管位置相差 180mm；装置高 450mm 处设有溢流管，

底部设有引流漏斗及出水口（含阀门），能够保证达到稳定的透水情况，用以测

量骨料的渗透系数。在使用装置时，要先在装置底部铺设一层土工布，以防骨料

渗漏或堵塞透水孔，并提前润湿引流漏斗。

表 2 再生骨料的蓄水性能

组合填料方式 饱和蓄水率

（%）

空隙蓄水率

（%）

1h 蓄水率

（%）

24h蓄水率

（%）

单粒级分层 1 15.7 4.3 13.5 13.0
单粒级分层 2 18.3 6.8 16.7 16.2
单粒级分层 3 20.3 8.7 17.1 16.6
再生连续级配 17.7 6.2 15.8 15.5

天然单粒级分层 7.3 6.7 6.0 4.9
天然连续级配 5.7 5.1 3.6 3.3



图 1 三种单粒级分层组合的蓄水曲线 图 2 不同填料方式的蓄水曲线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标、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经检索未见同类标准，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和国外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七、行业标准作为强制性行业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大规模旧城改造工程的实施，建筑垃圾已

经成为排放量最大的固体废弃物，目前我国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超过 20 亿吨，



但资源化利用率约 40%。《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 年 2 月 6 日）明确提出“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统筹城乡垃圾处理处置，大力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在国家和相关部委的政

策鼓励下，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已开始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建筑垃圾无序堆放和填埋带来的垃圾围城困境，既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又创造价值、带动就业，是破解建筑垃圾处理难题的

有效途径，意义重大。

目前建筑垃圾中废混凝土类再生骨料由于性质与天然骨料相近，已得到

较好的资源化利用，而大量的废砖类再生骨料由于孔隙大、强度低等特点，

资源化利用受限，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规范其使用技术要求是推进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的关键环节之一。目前国内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用于海绵城市建

设已起步，但市场上同类再生产品性能也参差不齐，亟需标准规范和引领行

业发展。建议在本行业标准发布后由行业主管部门、标委会及主编单位共同

组织，对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和应用单位进行宣贯，使本标准能够在业内产生

积极影响，引导和吸引企业正确、主动生产相关再生骨料产品。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修订，无废止标准。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