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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

专项规划（2024-2035 年）》 

（公示稿） 

一、项目背景 

随着三亚城市开发建设的持续推进，项目施工产生的建

筑垃圾呈逐年增多趋势，而现有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设

施的消纳容量日趋饱和。为加强全市建筑垃圾管理，推进建

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促进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防止建筑垃圾围城和污染环境问题，不断改善城

市人居环境，启动《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

专项规划（2024-2035年）》编制工作。以下称本规划。 

二、规划原则 

1.政府引导，市场推动 

充分利用政策、规划和标准规范市场行为，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营造有利于资源化利用的市场环境。 

2.源头减量，分类处置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个环节，加强竖向设计，实施

绿色设计与施工，规范工程建设。实施建筑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处置。 

3.增量控制，存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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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建筑垃圾增量控制，严查乱排乱倒违法行为，

全面排查存量登记，制定专项治理计划，消除存量建筑垃圾。 

4.资源利用，无害处理 

鼓励企业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设备研发。完善再生产品市场推广机制，拓宽应用

领域。 

5.合理布局、区域共享 

协调国空，合理安排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的结构、布局、

用地和处置规模，统筹考虑建设计划，实现资源共享与污染

集中控制。 

三、规划范围与期限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即三亚市行政管辖范围，包括海棠区、吉

阳区、天涯区、崖州区 4 个行政区以及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

会。根据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三亚市陆地总面积 1891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 3220平方公里。 

（二）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的期限为 2024-2035 年。其中规划基准年为

2023 年，近期：2024 至 2025 年；中期：2026 至 2030 年；

远期：2031 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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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概念释义 

（一）建筑垃圾种类 

建筑垃圾：根据《建筑垃圾处置技术标准》（2019），建筑

垃圾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

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

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

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

垃圾。 

1.工程渣土: 结合《三亚市建设工程弃土管理办法》，工

程渣土主要指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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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进行开挖、掘进、削

坡、平整等所产生的弃土。 

2.工程泥浆: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泥水盾构

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3.工程垃圾: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以

金属、混凝土、沥青和模板等为主要成分的弃料。 

4.拆除垃圾: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拆除过程中产生的以

金属、混凝土、沥青、砖瓦、陶瓷、玻璃、木材、塑料、土

等为主要成分的弃料。 

5.装修垃圾: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以金属、混凝土、

砖瓦、陶瓷、玻璃、木材、塑料、石膏、涂料、土等为主要



4 

 

成分的废弃物。 

（二）建筑垃圾处置设施 

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指对建筑垃圾中可利用的成

分进行再加工，制成骨料、砌块等建筑材料的设施。 

2.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暂存点：指用于堆放暂时无法

进行利用的建筑垃圾和运输距离远、需要中转的建筑垃圾的

场所。 

3.弃土场：即工程渣土消纳场，用于工程弃土集中消纳

的场所，主要消纳工程渣土（泥浆）中不再用于原工程、其

他工程回填及不可再利用的废弃土。 

五、现状情况 

（一）三亚市现状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情况 

截止 2024 年 10 月，三亚市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共 3 家，

均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2023 年实际处置量仅 18.93 万

吨。 

各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情况： 

海棠区共 1家（海棠区陵沂建筑垃圾消纳场），建筑垃圾

设计处置规模：工程渣土 30万吨/年；工程泥浆 10万吨/年；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50万吨/年；装修垃圾 35万吨/年。 

吉阳区共 1家（吉阳区毅呈建筑垃圾消纳场），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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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处置规模：工程垃圾（拆除垃圾）35 万吨/年；装修垃

圾 5 万吨/年。 

天涯区共 1家（三亚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建筑垃圾

设计处置规模：工程垃圾（拆除垃圾）50万吨/年。 

工程（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进厂后资源化利用率 90-95%，

剩下 5-10%大多为薄膜、木屑等废料进入三亚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处置。（附图 1） 

附图 1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现状分布图 

 

（二）三亚市现状建筑垃圾存量及性质 

截止 2024 年 10月，三亚市现状建筑垃圾违规处置点位

156 处，总估算 1532.54 万吨。 

产生源头主要包括拆迁工程、建筑工程、装修工程和居

民生活垃圾混入等。其中，建筑工程和拆迁工程所产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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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量较大，占据了整个建筑垃圾产生量的绝大部分。 

大部分建筑垃圾存在违规处置现象，主要包括就近和野

外倾倒、露天堆放、违规填坑、非正规资源化等；这些方式

存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等影响因素。 

（三）现状收运及处置利用体系 

1.产生环节 

现状产生建筑垃圾源头未进行有效分类与遮挡。除现场

回填外，余量未能有效清运。部分掺杂生活垃圾、污泥、工

业垃圾和危险废物等，造成资源浪费严重。 

2.收运环节 

全市现状收运环节有以下几种方式： 

施工单位、末端处置设施单位、执法部门自派车辆或雇

佣运输公司收运；村民自产生的建筑垃圾，村民利用自有车

辆进行收运。 

3.处置环节 

三亚市建筑垃圾末端处置环节主要有回填利用、临时堆

放、矿坑填埋、违规倾倒、资源化处置等方式。 

4.管理环节 

建设主管部门制定了《三亚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管理办

法》（下称《办法》），压实责任部门管理职责，建立健全管理

工作机制。目前正在开展城市住宅、商铺和农村自建房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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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工作。已常态化开展建筑垃圾违规倾倒点整治工作。 

目前三亚市建筑垃圾信息监管平台和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智能识别系统已正式上线。 

（四）现状存在问题 

1.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建筑垃圾排量多，属地对建筑

垃圾产生者制度管理较为混乱，存在“吃不饱”现象，不能

解决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 

2.建筑垃圾违规倾倒和非正规资源化处置现象严重，亟

需规范行业产业链。 

3.源头分类管理不正规，未做有效分类、无遮挡、无标

识，混合生活垃圾堆存，造成安全隐患和环境压力。 

4.施工单位或运输企业没有使用办理过运输核准证的车

辆，违规运输现象普遍存在，未能有效做到追踪溯源。 

5.智能化统一管理平台有待完善，需加强有效监测和联

合管理。 

6.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综合利用市场认可度低，应用场景

有限，竞争力低下；产品利用缺乏相关技术、质量、应用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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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目标和规模 

（一）规划目标 

以实现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总体

目标。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运输、处置设施建设；

建立分类处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运行体系；健全建筑垃圾

多部门联合整治及监管考核体系；常态化巡查建筑垃圾违规

倾倒现象。“遏增量、控存量”，解决产消矛盾，提升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水平。 

（二）规划指标 

1.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近期（2024-2025年）达到80% 

中期（2026-2030年）达到85% 

远期（2031-2035年）达到90% 

2.建筑垃圾（不含工程渣土、工程泥浆）资源化利用率： 

近期（2024-2025年）达到95% 

中期（2026-2030年）和远期（2031-2035年）达到100%。

努力实现原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除外）零填埋。 

七、综合处置 

全市需设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规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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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需设置 1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设计处置能

力 55 万吨/年。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需设置 1处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厂，设计处置能力 120 万吨/年；设置 1 处工程渣土

（泥浆）资源化利用厂，设计处置能力 100万吨/年。 

崖州区需设置 1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设计处置能

力 75 万吨/年。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需设置 1处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设

计转运能力 8万吨/年。 

八、收运及处置利用体系规划 

（一）源头减量规划 

1.源头减量目标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

化指导手册（试行）》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

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建质〔2020〕46号，施工现场建筑垃

圾减量化遵循“源头减量、分类管理、就地处置、排放控制”

的原则。全市装配式率达 80%，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产生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

垃圾产生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200 吨。 

2.源头减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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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单位通过工程回填、基坑回填、绿化回填、地

坪抬升、堆坡造景、主体结构优化设计、道路永临结合建设、

深化施工设等方式进行源头减量。 

（2）工地实行“三准一报备”，即建筑垃圾排放核准、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建筑垃圾外运报备，

物业小区或村庄实行预约收集、设置临时存放点等方式。 

（3）建立台账管理制度，鼓励以末端处置为导向对建筑

垃圾进行分类及存放。 

（二）建筑垃圾收运体系规划 

1.排放要求 

收运、处置全过程不得混入生活垃圾、污泥、工业垃圾

和危险废物。进入处置设施前应进行预处置，设置隔断和标

识标牌，分类分区存放。 

2.收运模式 

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管理、规范运输”的原

则，建筑垃圾收运可采用两种模式，一是直运模式，处置单

位直接到建筑垃圾产生点收集或产生点直接运至处置单位；

二是转运模式，产生单位或收运单位把建筑垃圾运输送至指

定的中转调配场或暂存点。 

3.收运方案 



11 

 

设置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或暂存点，临

时堆放点用于临时暂存居民产生的建筑垃圾，原则上每个行

政村、街道及物业小区至少设置一处临时堆放点。无法设置

临时堆放点的，可以与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点预约收运箱体。

暂存点用于集中暂存周边片区建筑垃圾。 

实行分类运输，建立电子联单跟踪系统，如实记录运输

的建筑垃圾来源、种类、数量、运输路线及时间等信息。 

4.利用要求 

设置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和建筑垃圾暂存点，场内分拣

和破碎后，分类堆放，有价值的运至废品回收体系，可资源

化的运至资源化利用厂，无法资源化的运至弃土场，有害的

运至危废处置设施，其他不可利用的运至焚烧厂。 

·1.工程渣土（泥浆）处置利用体系规划 

通过项目内回填利用进行源头减量，具体措施有竖向规

划、绿色设计、绿色施工、资源化利用、低洼地回填、矿坑

回填等。 

2．工程（拆除）垃圾处置利用体系规划 

通过减量化设计、永临结合、推广装配式和绿色建筑设

计标准等新技术进行源头减量，具体措施建设单位设定减量

化目标、资源化利用厂制作再生骨料等。 

3．装修垃圾处置利用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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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屋装修、装配式装修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新标准，具体措施有选择环保材料、合理规划布局、鼓励全

屋装修、装配式装修、模块化装修等。 

九、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布局规划 

（一）发展空间布局 

考虑三亚为滨海带状城市，结合收运距离及成本，本

次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整体形成东中西三城统筹布局空间格

局，全市规划 3个建筑垃圾处置规划分区单元：海棠区建

筑垃圾处置规划单元，吉阳区、天涯区、育才建筑垃圾处

置规划单元，崖州区建筑垃圾处置规划单元。（附图 2） 

附图 2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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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址原则 

1.选址避开现状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公益林。 

2.选址避免洪泛区、泄洪区、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高

易发区。 

3.避开集中建设区，距离居民聚集点、学校、医院等重

点敏感区应符合三亚市环保要求。 

4.选址选择应依据《三亚市高铁高速公路沿线景观环境

整治提升引导》，考虑重点交通节点景观影响，距离高铁高速

至少 200 米。避开区域交通安全防护 50米。 

5.依据《关于印发三亚市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选址选择综合考虑地形坡度以及地

质要求，避开不适宜建设区。 

6.避开河道制导线和山体重点保护区。避开珍贵动植物

保护区以及国家、省级自然保护区。 

7.选址选择要特别注意地下情况，避开地下构筑物，如

人防出入口，各种地下管线等，避免在塌陷地区及泄洪道旁

建设。 

（三）总体布局规划 

结合建筑垃圾综合处置和发展空间结构，规划至 2035年，

三亚市整体设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4处。分别为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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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含转运调配场）、1 处建筑垃圾转运

调配场。另外，已规划 1 处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

12 处弃土场（在编）、20处建筑垃圾暂存点（后期结合建设

需要，可做增减调整）。（附图 3、附图 4） 

附图 3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总体布局图 

 

附图 4 市域建筑垃圾暂存点布点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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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运输规划 

（一）常规运输距离 

结合行业经验，一般建筑垃圾运输以 20-25km（车程约

30 分钟）为一个基础处置费，选取位置以此为服务半径。并

通过建立 ArcGIS可达性分析模型，进一步验证全市可达性。

单车单程常规运输距离控制在 30-50 公里。实行建筑垃圾运

输限时和禁区管理，规划在工作时间段城区范围内禁止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通行，即运输时段宜为 23:00—次日 6:00。 

（二）运输路线规划 

1.运输车辆要求 

建筑垃圾收运车辆应采用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的产品，车辆的特征应与产品公

告、出厂合格证相符，应满足国家、行业对机动车安全、排

放、噪声、油耗的相关法规及标准要求。收运企业或者处置

企业应向政府审批部门提交申请许可证，获得核准后才进行

收运处置作业。 

（1）运输车辆技术应符合“三统一”要求，即统一标识、

统一颜色、统一安装 GPS。运输企业及运输车辆应录入《三

亚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 

（2）实行分类运输，车辆信息录入电子联单跟踪系统，

建立台账管理制度，如实记录运输车辆的建筑垃圾来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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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数量、运输路线及运输时间等信息，并通过信息管理平

台进行监管。 

（3）优先接纳新能源车运输，新增新能源车优先纳入名

录备案，且不收总量控制。 

2.建议运输路线 

运输线路遵循优先沿城市主干路行驶到终端处置设施

就近的入口的原则。避开交通高峰时段，以减少对交通的影

响。合理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的运输路线。基本做到全

覆盖全市各重点建设区域。 

（1）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海棠区、陵水西部→海南环岛高速→土福湾互通→规划

路→海榆东线→乡道→规划路→厂区 

（2）吉阳区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已规划）：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水泥厂互通→海南环岛

高速→规划路→厂区 

（3）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海南环岛高速→凤凰机

场互通→水蛟路→规划路→厂区 

（5）崖州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崖州区→海南环岛高速→中心渔港互通→海榆西线→

祥龙路→村庄道路→厂区 

（4）育才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育才生态区→ 314 省道→内部道路→厂区（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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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运输路线规划图 

 

十一、分区布局规划 

1.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设计总处置能力 55 万吨/年。其中工程渣土（泥浆）30

万吨/年、工程（拆除）垃圾 20 万吨/年、装修垃圾 5 万吨/

年。 

2 吉阳区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已规划） 

工程渣土（泥浆）设计处置能力 100 万吨/年 

3.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 

设计总处置能力 120 万吨/年。其中工程（拆除）垃圾

100 万吨/年、装修垃圾 20万吨/年。 

4.崖州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设计总处置能力 75 万吨/年。其中工程渣土（泥浆）50

万吨/年、工程（拆除）垃圾 20 万吨/年、装修垃圾 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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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育才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建筑垃圾总设计调配能力 8万吨/年。 

十二、分期建设规划 

海棠区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单元近期拆除海棠区现状建

筑垃圾消纳场，新建 1处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近

期工程渣土（泥浆）设计处置能力 20 万吨/年，远期提升至

30 万吨/年。近期工程（拆除）垃圾设计处置能力 20 万吨/

年，近期装修垃圾设计处置能力 5 万吨/年。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单元近

期拆除吉阳区建筑垃圾消纳场，近期改扩建 1处三亚建筑废

弃物综合利用厂，近期工程（拆除）垃圾设计处置能力 50万

吨/年，远期提升至 100万吨/年。近期装修垃圾设计处置能

力 20万吨/年。远期新建 1处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

设计处置能力 100 万吨/年。近期新建 1 处建筑垃圾转运调

配场，设计调配能力 8万吨/年。 

崖州区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单元近期新建 1处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厂，近期工程渣土（泥浆）设计处置能力 50 万吨/

年，工程（拆除）垃圾设计处置能力 20万吨/年，装修垃圾

设计处置能力 5万吨/年。 

全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建议远期结合城市建设

需求可适当提升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规模。（附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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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分期建设图 

十三、环境污染防治管控规划 

（一）污染防治总目标 

环境污染防治应涉及前端收集、中端运输、末端处置全

过程。末端设施建设和运行应确保不引起空气、水、噪声等

污染，对公共卫生环境不造成影响。建设前应进行本地监测，

运营后应定期监查。 

（二）重点管控空间 

1.市域层面 

（1）污染环境防治管控重点 

根据《三亚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市共划分优先

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 174 个环境管控单元，作为

市域层面污染环境防治管控重点，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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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三亚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 

（2）污染环境防治管控重点线路 

将环岛高速、第二绕城高速、G223 国道、G224国道、省

道、乡道等对外交通干道，大茅隧道等主要通道，海榆西线、

海榆中线、海榆东线、崖州大道、迎宾路、凤凰路、榆亚路、

林旺大道等城市交通主干道作为污染环境防治管控重点线

路。 

2.中心城区层面 

（1）城市更新单元环境防治重点区域 

根据《三亚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将划定的 19

个城市更新单元作为中心城区环境防治重点区域。 

（2）城市新区建设环境防治重点区域 

包括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南田垦地、融合示范区、

大茅-中廖片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红塘湾、高峰-南

岛、育才-立才、崖州湾科技城、南滨垦地融合示范区、大学

城拓展区等。 

（三）管控措施 

1.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防治管控措施 

选址应避开发震断层、滑坡及采矿陷落区等地区。合理

确定分层厚度、堆高高度、边坡坡度，并应进行整体稳定性

核算。 

2.大气环境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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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密闭化管控，周围需设置围护防风抑尘，严禁无围

护施工，严禁使用已损坏的围护设施。物料输送设备与设施

必须采用全封闭设计。 

3.水环境管控措施 

选址应避开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及补给区、洪泛区和

泄洪道，应该避开淤泥区、密集居住区。应建设渗滤液导排

系统，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 

4.噪声环境管控措施 

定制定噪音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减少振动、降低噪音，

噪音监测点布置宜与扬尘监测点布置位置相结合。 

5.土壤环境管控措施 

实行源头分类，禁止所有工业固废、有毒有害废弃物等

入场，避免污染物经雨水下渗造成土壤污染；同时应做好周

边雨水导排，绿化美化场地。 

6.生态保护管控措施 

加强对未来需封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的生态修复，生态

修复过程中应注意施工前表层剥离土的保护，注重自然地形

整理、乡土植物应用。 

（四）建筑垃圾存量治理措施 

1.全面摸排存量建筑垃圾 

对存量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按照各区属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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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存量建筑垃圾摸底调查工

作，并建立台账。 

2.有针对性制定存量治理清零计划 

按照“一处一台账一措施”的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专

项治理计划，明确治理的责任主体、整治目标、具体措施、

资金来源、完成时间节点和监督检查办法，全面推进、妥善

治理存量建筑垃圾。 

3.采用筛分治理方式开展治理 

采用筛分治理的方式开展治理工作，筛分后无污染的建

筑垃圾可就近利用回填、堆坡造景或转运至建筑垃圾资源化

处置设施综合利用，无法利用的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置，危险

废物运至危废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有价值物料进入废品回收

体系。 

4.严格控制建筑垃圾增量 

各属地政府应严格控制增量，加大建筑垃圾监督检查和

查处力度，依法处罚违规倾倒和非法运输处置建筑垃圾的单

位和个人。 

十四、实施保障措施 

本规划发布实施后，凡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置设施，必须依据规划，加强研究论证，确保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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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年）

附图1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现状分布图

崖州区

天涯区

吉阳区

海棠区

天涯-育才

现状处置设施

市域范围

图

例

海棠区建筑垃圾消纳场（陵沂）

吉阳区建筑垃圾消纳场（毅呈）

三亚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



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年）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主城区

城郊组团

禁止建设区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空间结构规划图

崖州区

天涯区

吉阳区

海棠区
育才生态区

三亚湾中心城区

南田垦地
融合示范区

亚龙湾
国家旅游度假区

大茅-中廖

高峰-南岛
育才-立才

南滨垦地
融合示范区

崖州湾
深海南繁科技城

科技城
北拓展区

海棠湾国家
海岸休闲园区天涯-绿谷

图

例

市域范围

建筑垃圾处置规划单元

崖州区建筑垃圾
处置规划单元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建筑垃圾
处置规划单元

海棠区建筑垃圾
处置规划单元

布甫
红花-罗蓬

育才南

梅村产业园

附图2



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年）

说明：

1.规划新增及改扩建总数4处。其中资源化利用厂3处、转运调配场1处。

2.规划海棠1处、天涯1处、崖州1处、育才1处。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总体布局图

改扩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

规划新增建筑垃圾处置设施

规划工程渣土处置设施

搅拌站选址

禁止建设区

市域范围

崖州区

天涯区

吉阳区

海棠区

育才生态区

图

例

海棠龙楼队矿坑弃土场

吉阳罗逢村弃土场

崖州三公里村1弃土场

崖州南山北站北侧
弃土场

崖州三公里村2弃土场

崖州三公里村3弃土场

天涯南岛前进队弃土场

天涯南岛海燕队弃土场

天涯塔岭弃土场

天涯荔枝岭矿坑弃土场

天涯北罗岭矿坑弃土场 吉阳大园矿坑弃土场

吉阳区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已规划）
用地面积17.69公顷（约265亩，预留100亩用于
工程渣土资源化）
设计处置能力100万吨/年

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用地面积8.00公顷（约120亩）
设计处置能力55万吨/年

海棠区建筑垃圾消纳场（陵沂）

吉阳区建筑垃圾消纳场（毅呈）

育才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用地面积3.00公顷（45亩，
含发展预留30亩）
设计调配能力8万吨/年

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
用地面积13.31公顷（现状107亩+增93亩）
设计处置能力120万吨/年

三亚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

工程（拆除）垃圾+装修垃圾暂存点

弃土场

现状建筑垃圾处置设施

崖州区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厂
用地面积9.25公顷
（139亩）
设计处置能力75万
吨/年

附图3



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年） 市域建筑垃圾暂存点布点规划图

工程（拆除）垃圾+装修垃圾暂存点

市域范围

崖州区

天涯区

吉阳区

海棠区

育才生态区

图

例

海棠区铁路港暂存点
（海棠区南部片区）吉阳区新红村暂存点

（吉阳区亚龙湾、大东海
、鹿回头、海罗、临春岭）

吉阳区毅呈旁暂存点
（吉阳区抱坡、中心城区）

天涯区抱龙村暂存点
（育才扎南村、抱龙村）

天涯区南岛-高峰暂存点
（天涯区南岛-高峰、抱前村、台楼村）

天涯区G225附近暂存点
（天涯区梅村、桶井村、文门村、
红塘湾、凤凰机场）

天涯区文门村暂存点
（天涯区文门村、过岭村、华丽村）

育才生态区立才农场暂存点
（结合建筑垃圾调配场设置）

（育才南部、立才农场）

育才生态区青法村暂存点
（育才青法村、雅亮村、明善村、雅林村）

崖州区梅东村暂存点
（崖州梅东村、梅西村）

崖州区大出水暂存点
（崖州科技城东侧、雅安
村、南滨农场、抱古村）

崖州区长山村东北侧暂存点
（长山村、三更村、凤岭村、崖州科技城西
北片区）

崖州区赤草村暂存点
（崖州区三公里村、赤草村、北岭村）

育才生态区抱安村暂存点
（育才抱安村）

吉阳区罗蓬村暂存点
（吉阳区罗蓬-红花） 吉阳区大茅村暂存点

（吉阳区大茅-中廖）天涯区水蛟路小鱼温泉西侧暂存点
（天涯区水蛟村、槟榔村、新联村、妙林
村、凤凰机场）

崖州三公里村暂存点（暂存点结合崖州
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设置）
（崖州区三公里村、赤草村、北岭村、崖州科
技城西北片区） 海棠区北立交互通暂存点

（海棠区北部片区）

吉阳区海罗村暂存点
（吉阳区亚龙湾、大东海

、鹿回头、海罗、临春岭）

附图4

海棠区陵沂暂存点
（海棠区中部片区）



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年）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运输路线规划图

崖州区

天涯区

吉阳区

海棠区

育才生态区

 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

海棠区、陵水西部→→海南环岛高速→→土福湾互通→→规划路→→海榆东线→→乡道→→规划路→→厂区

 吉阳区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已规划）：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水泥厂互通→→海南环岛高速→→规划路→→厂区

 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海南环岛高速→→凤凰机场互通→→水蛟路→→规划路→→厂区

 崖州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崖州区→→海南环岛高速→→中心渔港互通→→海榆西线→→祥龙路→→村庄道路→→厂区

 育才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育才生态区→→ 314省道→→内部道路→→厂区

藤桥互通

海棠湾北立交互通

林旺互通

凤凰机场互通
天涯互通

崖城互通

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育才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崖州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水泥厂互通
规划互通

中心渔港互通

吉阳区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已规划）

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

附图5



三亚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处置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年） 市域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分期建设图

近期改扩建

近期新建

远期新建

说明：

1.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近期工程渣土（泥浆）设计处置能力20万吨/年，远期提升至30万吨/年。

2.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近期工程（拆除）垃圾设计处置能力50万吨/年，远期提升至100万吨/年。

3.建议远期结合城市建设需求可适当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规模。

崖州区

天涯区

吉阳区

海棠区

育才生态区

图

例

吉阳区抱坡北侧矿坑工程渣土洗砂厂
（已规划）

崖州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海棠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海棠区建筑垃圾消纳场（陵沂）

吉阳区建筑垃圾消纳场（毅呈）

育才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
天涯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市级）

海棠区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单元
规划设计处置能力：55万吨/年

近期规划设计处置能力：45万吨/年
远期规划设计处置能力：55万吨/年

吉阳区、天涯区、育才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单元
规划设计处置能力：220万吨/年

近期规划设计处置能力：70万吨/年
近期规划设计调配能力：8万吨/年

远期规划设计处置能力：220万吨/年

崖州区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单元
规划设计处置能力：75万吨/年

近期拆除

禁止建设区

市域范围 附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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