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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健康云南建设，提高人民卫生健康水

平，按照《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在公

共场所完善公共洗手设施，引导公众养成勤洗手卫生习惯，

有效减少传染病经手传播。为规范和指导全省公共洗手设施

建设，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云南省公共洗

手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本指南适用于云南省城乡公共洗手

设施建设改造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与维护等环节。

本指南可作为云南省公共洗手设施建设和改造的技术

依据，是供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设计单位等有关部门、

各级城乡基层组织和城乡居民使用的指导性技术文件。根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提出本指南在试行过程中将根据工作要求

及技术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1%A5%E5%BA%B7%E4%B8%AD%E5%9B%BD/1992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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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认真开展好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专项行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升云南省城乡人居环境，增加公共洗手

设施并规范管理和服务，特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云南省公共洗手设施的建设、改造

和管理服务。

1.0.3 云南省公共洗手设施的建设改造和管理服务除应

符合本指南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地方有关标准和规定的

要求。

1.0.4 农村地区或其他特殊区域公共洗手设施建设可参

照本指南执行。

1.0.5 本次建设改造，重点对学校、医疗机构、集贸市

场、室内公共场所、公园广场、客运站（码头）、旅游景区、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洗手设施新建、改造、升级，实现洗

手设施全配套并确保数量足够、质量达标、管理到位、使用

方便。

1.0.6 各地各区域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增设公共洗手设

施。

1.0.7 公共洗手设施根据服务规模和建设类型可分为卫

生间附属式、便捷实用式和建筑小品式。



2. 术语

2.0.1 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施

是指依托卫生间洗手池新建或改造的公共洗手设施。

2.0.2 便捷实用式公共洗手设施

是指单独设置在室外的仅包含洗手盆、感应式水龙头等

主要洗手服务功能的洗手设施或包含以上功能的装配式洗

手设施。

2.0.3 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是指单独设置在室外的带顶棚和镜面、广告屏、垃圾箱

等功能多样，造型灵活的建筑小品式的洗手设施包含以上功

能的装配式洗手设施。

2.0.4 公称压力

是指管材在二级温度（20℃）时输水的工作压力。

2.0.5 等电位联结

是指把建筑物内、附近的所有金属物，如混凝土内的钢

筋、自来水管、电力系统的零线、建筑物的接地线统一用电

气连接的方法连接起来（焊接或者可靠的导电连接）使整座

建筑物成为一个良好的等电位体。



3. 基本规定

3.0.1 公共洗手设施的建设改造和管理服务按照“因地

制宜，方便实用，节水环保，满足需求”的原则开展。

3.0.2 公共洗手设施建设应满足现行国家相关规范规定

要求，并报规划、环境、消防、水务等行政部门审批，相关

部门宜联合审查，简化审批流程，推进建设进度。

3.0.3 公共洗手设施建设宜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

艺。

3.0.4 新建公共洗手设施参照本指南第四章要求执行。

3.0.5 公共洗手设施的改造、升级参照本指南第五章要

求执行。

3.0.6 公共洗手设施的管理与服务参照本指南第六章要

求执行。

4. 建设要求

4.1 规划选址

4.1.1 公共洗手设施布局重点在学校、医疗机构、集贸

市场、室内公共场所、公园广场、客运站(码头)、旅游景区、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8类公共场所。

4.1.2 学校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教学楼、宿舍、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公共建筑



内部有卫生间的，应结合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

设施，同时以上建筑主要、次要出入口及公共休息区域宜设

置不少于一个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2.学校主要、次要出入口及操场、足球场、广场、休闲

庭院等室外公共区域在人流量较大的位置宜设置便捷实用

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4.1.3 医疗机构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门诊楼、住院楼、医技楼、餐厅等公共建筑内部应结

合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施，同时以上建筑主

要、次要出入口及每层公共空间固定位置宜增设不少于一个

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2.医疗机构主要、次要出入口、内部广场、休闲庭院等

室外公共区域宜分别设置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

手设施。

4.1.4 集贸市场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结合市场内公共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

施；

2.在市场主要、次要出入口和内部蔬菜区、活禽区、水

产区、熟食品区、鲜肉区等各类分区单独增设便捷实用式或

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4.1.5 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结合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施；



2.在商场、餐厅、超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室

内公共场所的主要、次要出入口、中庭广场等人流量较大的

区域增设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4.1.6 公园广场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结合室外公共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施；

2.在各类城市公园、街头绿地、滨河步道、休闲广场、

健身场地、步行街区等供人停留休憩和休闲活动的城市开敞

空间设置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3.城市公园、街头绿地、滨河步道、休闲广场公共洗手

设施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000 米，健身场地、步行街区等供

人停留休憩和休闲活动的城市开敞空间公共洗手设施服务

半径不宜超过 500米。

4.1.7 客运站（码头）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

求：

1.结合室内和室外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

施；

2.在客运站候车区和码头候船区增设便捷实用式或建筑

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3.在客运站（码头）入口前广场和出站口设置便捷实用

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4.1.8 旅游景区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结合室内和室外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



施；

2.在景区游客中心室外广场、主要游览道路一侧、重点

观景平台和景观节点等人流聚集的休闲游览开放空间设置

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3.旅游景区公共洗手设施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000米。

4.1.9 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置公共洗手设施应符合以下要

求：

1.结合服务区建筑内卫生间设置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

设施；

2.在停车区、公路沿线加油站和城镇建成区加油站等区

域单独增设便捷实用式或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

4.1.10 室外公共洗手设施应节约用地，充分结合公交站

台、信息导览、公共休息区域等设施设置。

4.1.11 公共洗手设施应合理布局在人口密集的区域，选

择地势相对较高，管线易于布置，不易积存雨水，无地质危

险地段，方便使用者到达，便于维护管理的区域进行建设。

4.2 配置标准

4.2.1 公共洗手设施配置应根据服务规模、建设类型、

人员密集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做到因地制宜、方便实用，

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4.2.2 公共洗手设施应包含感应式水龙头（农村地区学



校可根据实际进行调整）、洗手池、洗手液等基本功能，有

条件的场所可增加擦手纸、干手器、手消毒液等。

4.2.3 卫生间附属式洗手设施应结合卫生间建设相关要

求进行配置。

4.2.4 便捷实用式洗手设施应具备洗手设施基本功能，

包含不少于 1个感应式水龙头和 1个儿童或残障人士使用洗

手池，其他功能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置。

4.2.5 建筑小品式洗手设施应包含不少于 3 个感应式水

龙头和 1个儿童或残障人士使用洗手池。

4.2.6 建筑小品式洗手设施除包含一般洗手设施外还可

根据需要增加雨棚、镜子、信息广告屏、自动售卖机、垃圾

箱、WIFI、视频监控等服务设施。鼓励通过提供多种便民服

务服务设施，推进市场化运作管理。

4.2.7 学校内洗手设施原则上每个水龙头服务学生人数

不超过 50人。

4.2.8 一级客运站配置洗手设施不少于 6 个感应式水龙

头，二级客运站配置洗手设施不少于 4个感应式水龙头，三

级客运站配置洗手设施不少于 2个感应式水龙头。客运码头

配置洗手设施不少于 4个感应式水龙头。

4.2.9 全省高速公路每个中心服务区配置洗手设施不少

于 10 个感应式水龙头，每个普通服务区配置洗手设施不少

于 6个感应式水龙头，停车区配置洗手设施不少于 4个感应



式水龙头。

4.2.10 公共洗手设施应在显眼的位置设置统一的标识

标牌。

4.2.11 公共洗手设施造型、风貌、材料、工艺等可根据

各地特色要求进行灵活控制。

4.2.12 公共洗手设施设计和建造应考虑儿童和残障人

士使用需要，增加相应辅助设施等。

4.3 土建及设施

4.3.1 公共洗手设施的布置，应方便社会公众使用，满

足卫生环境和城市景观环境要求。

4.3.2 公共洗手设施墙面应采用光滑、防渗、坚固、耐

腐，便于清洗的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渗、防滑材料。

4.3.3 设备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洗手盆或盥洗槽水嘴中心与侧墙面净距不应小于

0.55m；

2.并列洗手盆或盥洗槽水嘴中心间距不应小于 0.70m；

3.单侧并列洗手盆或盥洗槽外沿至对面墙的净距不应小

于 1.25m；

4.双侧并列洗手盆或盥洗槽外沿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80m。

4.3.4 所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5，砌块强度



等级不应小于MU10，砂浆强度等级不应小于M5.0。

4.3.5 地面设置 1%~1.5%的坡度，坡向地漏，防止积水。

4.3.6 单个洗手盆平面尺寸不应小于 500mmx400mm，盥

洗槽宽度不宜小于 600mm。成人使用安装高度为 0.80m，儿

童使用安装高度为 0.50m。

4.3.7 外观和色彩设计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且具有一

定的标识性。

4.3.8 有条件时，每一个设置洗手设施的地方，宜至少

设置一个儿童专用洗手盆或盥洗槽；并在每个洗手盆或盥洗

槽上方 0.30米处，设置镜子。

4.4 安装要求

4.4.1 卫生设备安装前应对所有的洞口位置和尺寸进行

检查，确定管道和施工工艺之间的一致性。

4.4.2 在运送卫生设备前，应对存放场地进行清理，加

围挡，避免设备被损坏。运输过程中应确保所有设备和洁具

的安全，并应对水龙头、管材、板材等进行检查。安装前的

设备和洁具宜集中存放。

4.4.3 在安装时应对设备进行保护，应避免釉质及电镀

表面损坏。

4.4.4 卫生设备安装时，严禁给水管道与排水管道直接

连接；严禁使用再生水作为公共洗手设施的水源。



4.4.5 管道和其他制品不应做支撑和固定卫生设备的附

件。螺丝应使用金属材料或不锈钢，支架及支撑部件应做防

腐、防锈处理。支架应安装牢固。当卫生设备被固定在地面

时，被固定的地面部分应平整。在支架上的设备应与墙面固

定。

4.4.6 卫生设施在安装后应易于清洁。当卫生设备与地

面或墙面邻接时，邻接部分应做密封处理。

4.5 给水排水

4.5.1 公共洗手设施给水、排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和《民用建筑

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的有关规定。

4.5.2 公共洗手设施给水系统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要求。

4.5.3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水压直接供水，

当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或）水量不足时，应根据卫生安全、

经济节能的原则选用贮水调节和加压供水方式。每个供水分

区最低洗手设施配水点处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且

各用水点处供水压力不大于 0.20MPa。当压力超过时，应设

减压设施。

4.5.4 给水引入管上应设置水表等计量装置；给水系统

应设置便于维护和检修的阀门。有智慧运行管理要求的场所，



宜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和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4.5.5 公共洗手设施洗手盆应采用感应式水嘴，并应采

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节水型产品及配件，产品性能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2的有关规定，感应式水嘴用水效率等级不低于 2 级，

设计流量不大于 6.0L/min。

4.5.6 给水系统采用的管材、管件及连接方式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管材、管件和阀门应选用耐腐蚀和

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管件与阀门。系统工作压力不得

大于国家现行标准中公称压力或标称的允许工作压力，阀门

的公称压力不得小于管材及管件的公称压力。

4.5.7 公共洗手设施排水及其他生活污水应与雨水分流

排出。

4.5.8 公共洗手设施排水系统水封装置的水封深度不得

小于 50mm，严禁采用活动机械活瓣替代水封，严禁采用钟

式结构地漏。

4.5.9 排水管道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排水管道不得布置在生活饮用水池（箱）上方及食堂

厨房和饮食业厨房主副食操作、烹调和备餐的上方；不得穿

过变形缝、烟道和风道；当排水管道必须穿过变形缝时，应

采取技术措施；

2.排水埋地管道不得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或穿越设



备基础；

3.排水管道不应布置在易受机械撞击处；当不能避免时，

应采取保护措施；

4.排水管道不应敷设在楼层结构层或结构柱内；

5.当排水管道外表面可能结露时，应采取防结露措施。

4.5.10 医疗机构公共洗手设施排水应汇入医疗污水排

放系统，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的有关规定，符合下列要求：

1.当排入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城市排水管道时，应采用

消毒处理工艺处理后达标排放；

2.当直接或间接排入自然水体时，应采用二级生化污水

处理及消毒工艺处理后达标排放；

3.不得作为中水水源。

4.5.11 水源性缺水且无城市再生水供应的地区，新建和

扩建的下列建筑宜设置中水处理设施，公共洗手设施排水宜

与其他生活污水共同收集后作为中水源水：

1.建筑面积大于 3万 m2的宾馆、饭店；

2.建筑面积大于 5万m2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00m3的办公、

公寓等其他公共建筑。

4.5.12 公共洗手设施给排水工程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2的有关规定。



4.6 电气

4.6.1 卫生间附属式公共洗手设施配电及照明设计标准

应与卫生间设计标准协调一致。

4.6.2 便捷实用式、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供配电系

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1.公共洗手设施电源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接入方式应

满足当地供电技术规程；

2.公共洗手设施应设置带隔离功能的保护开关电器；

3.电源配电箱应设置在便于操作和维护的位置，并应采

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设置于室外配电箱的防护等级应满足

规范要求；

4.低压配电装置应采取直接接触防护及间接接触防护等

电击防护措施；

5.照明、插座等不同用电性质的负荷应采用单独回路供

电；

6.电气线路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并应穿管暗敷；

7.公共洗手设施宜设置专用的用电计量装置。

4.6.3 便捷实用式、建筑小品式公共洗手设施照明及控

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公共洗手设施宜设置一般照明、局部照明，应采用高

效的防潮类照明灯具及其节能附件，严禁采用触电防护类别



为 0类的灯具，宜优先采用 LED 光源；

2.公共洗手设施照明，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或单灯控制，

并宜按时段控制。

4.6.4 公共洗手设施防雷及接地应符合以下规定：

1.公共洗手设施防雷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城乡民居雷电防护工程技术规

范》GB50952 的相关规定；

2.防雷工程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工

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的规定；

3.公共洗手设施应设置等电位联结。

5. 改造升级要求

5.1.1 根据实际对现有洗手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改造标

准参照 4.3条-4.6条执行。

5.1.2 接触式交叉感染风险较高的区域如学校、医疗机

构、集贸市场、市内公共场所、客运站（码头）等洗手设施

手触式水嘴应改为感应式水嘴。

5.1.3 城市公园广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宜结合现场情

况将洗手设施手触式水嘴改造为感应式水嘴，确有困难的可

改造为延时自闭式水嘴。

5.1.4 城镇一、二类公厕和旅游公厕应结合现场情况将

洗手设施手触式水嘴改造为感应式水嘴，确有困难的可改造



为延时自闭式水嘴。

5.1.5 有条件的场所可增加感应式抽纸机、擦手纸、干

手器、手消毒液等，完善洗手设施基本功能。

5.1.6 鼓励在改造时配置自动售卖机、广告信息屏、视

频监控等设施，建设成集卫生洗手、便民服务、智慧终端等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服务设施。

6. 管理和保洁要求

6.1 管理要求

6.1.1 公共洗手设施改造、建设的实施、验收和管理，

应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进爱国卫

生“7个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执行 “谁负责、谁建

设、谁管理”的规定。

6.1.2 公共洗手设施管理应按照“有水、有电、有人管、

无味、无垢、无尘、无积水”的要求制定管理制度及卫生保

洁制度，确保洗手设施保持正常状态。

6.1.3 公共洗手设施应设置洗手引导标识、醒目且规范

的标识标牌及信息公示牌，信息公示牌内容应包括监督电话

等，并在适当位置张贴爱国卫生运动、科学洗手、节约用水、

节约用纸等宣传画。

6.1.4 设备设施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定时巡检、维护，保存相关检查记录，记录保存期限



至少为一年；

2.水龙头出水正常，下水管和排水排污管道畅通；

3.各种服务设施、标志标牌完好；

4.无障碍设施及其他功能性设施安全、完好；

5.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及时修理。

6.1.5 卫生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公共洗手设施周边环境整洁；

2.公共洗手设施周围无垃圾、污水等污物；

3.洗手台和各类设施表面整洁干净并定期消毒。

6.1.6 职责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按照设施管理责任分工，严格落实保洁制度，配备专

职保洁员；

2.保洁员要熟悉公共洗手设施保洁的相关要求，掌握设

备、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

3.保洁员应佩戴标志、使用劳动保护用品从事保洁工作，

按规定要求对公共洗手设施进行保洁，发现故障、损坏应及

时报修。

6.1.7 监督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相关管理部门应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并定期监督检查，

每月不应少于一次；

2.具体负责人应定期进行检查，每周不宜少于一次；

3.监督检查按照第 6.1.1条-6.1.5条要求执行；



4.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整改。

6.2 保洁要求

6.2.1 公共洗手设施保洁每天上下午应各不少于一次。

6.2.2 公共洗手设施使用中产生的的垃圾应及时清理，

垃圾箱做到日产日清，污染较重时及时更换，垃圾收集袋收

运应扎口封闭。

6.2.3 水龙头、台面、面镜的水剂、雾气或污物应及时

清擦，抹布等保洁用品污染时应及时清洗或更换。

6.2.4 其他器具及服务设施等每日应擦拭不少于一次；

6.2.5 灯具、电器和插座等应采用干抹布及时清理表面

灰尘、蛛网。

6.2.6 发现虫、蝇应及时采用环保低毒方式灭杀并清理

表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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