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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城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成就

， 。 、一第一节 概_述

自1979年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由卫生部门移交到城市建设部门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城市环境卫生工程设施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二部

分，越来越受到重视0为了适应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动城市环境卫生工程和设施
‘

建设的深入发展，建设部及时提出了“全面规划部署，多方配套引导，分期实施”城市环境

卫生发展战略。经过十几年，特别是“八五”期间的实施，城市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建设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c+。|．一- +．’。．7一 ：‘一 ，

。 ，一、加强法制建设和管理1 1．‘。：‘’ ，=。二、·一，。‘，一? 、，’ ：

一一，为了把城市环境卫生工程和设施建设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法

制建设j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1995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国家法律。建设部主管城市环境卫

生工作后，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城市公厕管理办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城市车

辆清洗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技术标准》、《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城市垃圾转运站设计规范》、’《城市生

活垃圾好氧静态堆肥处理技术规程》等二十几项技术标准和规范。此外，北京，天津、上

海、吉林、山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13个省、自治区、a直辖市都颁布了《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和一批地方法规。： ‘。．。．。

。 二、全面规划，多方引导： 。 一 ．，
一 ‘

，t _

√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1986年发布的。十二个领域技术政策要点”，建设部于

1991年发布了《城市环境卫生当前产业政策实施办法>)o 1992年国务院批转的建设部等部

门《关于解决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几点意见》，规定“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的(在

国家规定的《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和《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目录》之内)独立核算单位，可

享受国家有关再生资源和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城市垃圾处理厂按国家有关规定免交土地

使用税”，以及“农业部门应将生活垃圾加工后的有机肥纳入当地农业用肥计划”．在此之

1前，’国务院办公厅还先后转发了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报

．告》，以及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

告犰在《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订城市环境

卫生发展计划。凡城市总体规划中缺少这项内容的；要抓紧补订”，以及“应采用卫生填

埋、高温堆肥等科学方法处理垃圾”。1987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了《关于把城市

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要求“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安排环境卫生

设施的建设，并纳入城市建设计划”。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从多方面、多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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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规划了我国的城市环境卫生发展，提出主要的发展方向，任务和目标，对保障城市环

境卫生工程设施的合理布局和用地，指导和推动各地的城市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建设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j：⋯ ’．
，．

，，：． ，，-
‘

三，分阶段重点突破，城市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

i {。，一

早在八十年代初，为了探索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艺，上海市环境卫生设计科研所．

经过三年的研究，设计建造容积为lm3、3m3和10订的混凝土结构密封堆肥发酵仓，用

来自煤气燃料和煤制品燃料区的生活垃圾，’进行了堆高分别为lm、2m、4m的垃圾好氧；

和厌氧堆肥实验；同时建立容量为50kg的实验发酵仓装置，进行堆肥工艺和参数的条件

试验。1982年在上海市西郊嘉定县安亭乡境内，设计建造了上海市环境卫生无害化处理

一场，，在该场进行了仓容为150m3的生活垃圾堆肥工艺的验证试验。在中试规模的验证

试验时，对以高组分的厨余类有机物、大量煤灰渣和高含量水分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垃圾，

采用厌氧、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三种形式进行对比试验。经比较最后确定了机械通风的高‘

温堆肥处理工艺。1984年6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由上海市环境卫生设计科研

所、上海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同济大学环境工程系等四个单

位共同承担“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研究”科研项目，并列入上海市的1984-1985年十大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经过一年半的实验，完成了城市生活垃圾不预分筛和破碎、不翻堆的

机械通风仓式好氧堆肥发酵、熟化一步法的堆肥工艺中试。1985年12月通过了上海市科

委组织的堆肥工艺的中试鉴定。’ 』。‘V

’i ”+ ，

‘

t。．_

。

1983年，无锡市环卫科研站设计建造了两个78IIl3的筒仓式发酵池，把城市生活垃圾

与粪便按一定比例混合，强制通风；开始了机械化高温堆肥的小试。以后，与同济大学环

境工程系合作，先后完成了30吨／日中试装置，100吨／日的无锡市环境卫生工程实验

厂。该实验厂采用高温快速堆fIE--次发酵工艺，具有发酵周期短、·无害化程度高、占地

少、工程投资少等优点。于1988年4月试运行，1990年1月正式运行。上述试验的成

功，为我国堆肥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一 ， ．·．

八十年代末期，垃圾填埋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有广州大田山垃圾填

埋处理技术、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处理技术等。广州大田山垃圾填埋处理技术从工程规

划、、工程设计、工程设施到填埋场的使用管理，．都按照“垃圾卫生填埋”的标准，根据当地

的气候条件÷地形情况、水文地质特征做好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如做到清、污水分流，做

好场内库底的防渗设施，把场内垃圾在填埋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渗沥水引流到场外，通过

专门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在垃圾填埋的过程中做好压实、覆盖、并喷药杀虫等，’从

而使工程周围的环境卫生、地表水、地下水可能受到的污染减小到最低限度，并防止了臭

气散逸和蚊蝇滋生。同时该技术还对垃圾填埋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进行回收利用，起到了回

收能源的作用。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处理技术工程设计更加突出了环境效益，用于环境保

护方面的工程费用占整个工程费用的2／3以上；为了达到卫生填埋要求，设置了相应的

工程设施，如截污坝及坝基下帷幕灌浆防渗，坝基上玻璃钢防渗层、污水池、渗沥液处理

厂、截洪沟、排洪井、排洪管、排渗导气盲沟和石笼、环境监测站(配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等)，地下水监测孔，-垃圾压实机等。 ，‘

．；’．

4

．、 全国范围的城市环境卫生工程大规模建设始于九十年代，：即“八五”期间。． ．．

， “八五”初期，城市环境卫生工程建设以加强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推广密闭式垃圾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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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为主。在这个阶段，通过制定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总体规划，强化规划的分期实施和建

设，重点解决了城市公共厕所和垃圾收集设施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和质量差，“垃圾包围

城市”，以及垃圾、粪便的收集和密闭运输等问题。经过各级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广大科技人员和环卫职工的共同努力，现在大多数城市已建成和开发出了多种类型的密闭

式垃圾转运站、垃圾和粪便运输车，基本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八十年代出现的垃圾包围

城市，严重污染水源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据统计，到1996年，全国共有各类城市公共

厕所lO万多座，比1990年增加了lI．2％。其中水冲式公共厕所4万多座，第三类以上公

共厕所所占比例也有很大提高。垃圾转运站从无到有，目前全国有7892座。 。

“八五”中期，城市环境卫生工程以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为中心，

积极开展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提高环卫清运作业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水平．在这·阶

段，。通过先试点、示范，成熟后再推广的方式，．一批城市生活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

先后建成，如集垃圾堆肥。焚烧、填埋一体化的常州环境卫生综合厂，上海、，杭州、北

京、苏州等城市的垃圾卫生填埋场，深圳市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等。不论是城市生活垃圾、

粪便无害化处理能力，还是处理质量和处理率都得到稳步提高。全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和粪

便无害化处理设施已由1990年的66座，增加到1996年874座，无害化年处理量和处理

率也分别由1990年的212．2万t和2．3％，提高到1996年的6748万t和49．1％。(表1、

表2和表3分别为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概况。)此外，一些城市，如沈

’阳，鞍山、成都等，针对部分医院垃圾处理设施落后、，运转效率低，有时甚至将医院垃圾

混入生活垃圾中，倒人生活垃圾收集点等问题，采取了专门收集，集中焚烧的方式处理全

市的医院垃圾，有效地防止了病源体的扩散。‘
”

“八五”后期，城市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重点是，提高环卫清扫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城

市生活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的质量，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国产环卫专用设

备，特别是国产垃圾焚烧设备，在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发展垃圾焚烧技术。垃圾焚烧设备国

产化研究取得了较大突破，1996年7月，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第3号焚烧炉国产

化部分已验收、鉴定。；|’
。‘ 。 √

‘。：
¨

·一一 ’．

●

部分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概况 表l

总容量 总投资． 使用年限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投产时间

(万m3) (万元) (年)

上海市废弃物老港处置场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 1991．4 1346 10494 14

杭州市天子岭生活垃圾填埋场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199I．4 600 3679 13

广州市李坑垃圾卫生填埋场 广州市环境卫生研究所 1992．2．10 286 1900 7

南京市轿子山有机废弃物处理场 南京市民用设计院 ，1992．7 150 1670 10

苏州市七子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
1993．7 470 3400 15

场 苏州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西安市江村沟垃圾填埋场 陕西省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1994．3 4900 3718 50

成都市固体废弃物卫生处置场 成都市市政设计院 1994．9 2000t／d 7000 13～15

北京市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J994．12 950 7955 12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1997．10 4693‘ 29000，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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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部分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厂概况：’。 表2

处理规模 总投资
．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投产时间 堆肥生产量

“／d) (万元)

重庆市六角岚垭垃圾处理厂 重庆大学 1992 ．100 30(t／d) 480

’’

11000
南宁市马路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科研所，
1993．5 100 580

南宁市规划设计院 。‘ ．(t／a) ●

。
’

；一 《 上海市政设计院，常州环卫处，
，

●

常州市环卫综合厂 1993．9 200 150(t／d) 1560
· 同济大学

，8000
德阳市马鞍山生活垃圾处理厂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所 1994．10 ‘100 565

(t／a)

60～80
武汉市塔子湖垃圾处理厂 二．‘r 武汉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1988．8 100 177

“／d)

r— -
’部分城市垃圾焚烧处理厂概况 ．’．

t‘ 表3

投产 发电机容量 年发电量 总投资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处理规模

时间 (kW) (万kWh) (元)

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 核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1988 450t／d 3000 1000 1．2亿

成都市特种垃圾焚烧厂“。‘
成都市容环卫科研所，．成都市特种

1992 3t／h 205 600万
I 垃圾焚烧厂 ，

’：

。

’．

第二节 垃圾处理工程
，

一，上海市废弃物老港处置场

(一)工程设计概况 。

“上海市废弃物老港处置场是市府为解决上海市区面临的生活垃圾产量逐年增多，出路

日益困难而兴建的，始建于1985年底。1991年4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并通过市级验收，转

入正式投产，总投资10494万元，设计日处置生活垃圾3000t。1992年底起又实施第二期

工程，．于1996年9月竣工并通过市级验收，。总投资5676万元，日处置生活垃圾6000t。

1998年起又实施了第三期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总投资16000万元，于2000年建设完

成。设计日处置生活垃圾9000t．1989年和1990年老港场工程连续被列为市府重大工程

项目。 。 ～
j ．¨

‘，，

^。

，～’， ‘L

老港处置场位于上海市中心东南约60公里的东海之滨，地处市郊南汇县境内，北与

长江口相连，南距杭州湾20公里。现全场占地约4平方公里。 ‘．4 ：‘

本工程南北长4000m，东西宽约700～1000m，共占地5868亩，其中垃圾填埋区占

地5054亩，分为南北两个填埋区。当填埋高度至海拔8m时，总填埋容积为1346万立方

米。若以垃圾日消纳6000t计，则填埋场使用寿命约为14年。若进一步增大垃圾填筑高

度，则填埋场寿命随之延长，估计垃圾填筑高度如增加5m，填埋场寿命约可延长15-

年，老港垃圾填埋场有充分条件成为上海市城市垃圾的经济安全、永久的消纳基地。

(二)工程内容 ．

’‘

老港垃圾填埋场主要由围堤工程、河道工程、码头工程、生产、生活设施工程，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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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道路工程、输配电工程等内容所组成。‘ 。． v一 ，

‘‘’2．1 t围堤工程 。” ·’ ·。+⋯．。．． j．‘。 ，

围堤工程供滨海滩涂围成填埋场之用，堤顶高程8m，堤顶宽5m，堤身高4～6m，

堤全长10708m，堤顶为行车路面，堤顶可抵御百年以上的洪水(海潮)。
4’

+2．2河道工程-。。·j‘．一·’一：’ ，‘。 o
．

为使垃圾运输船队能直抵垃圾填埋场，新开河道4500m．河道按6级航道设计，河

面宽45m，河底宽20m，河底高程0．5m，河道水位常年维持在2．5m左右，，通航水深3m

左右。新开河道南接大治河，北头为盲端，平时河道河水无自流动。+。 ，，

二 2．3隔堤工程’ 』。一 ∥一’ ～i．‘

’

～
．1。2

．为便于垃圾填埋作业，1992年在填埋场内兴建隔堤，隔堤顶高8m，每125m兴建隔

堤一座，把填埋场分隔成许多作业单元，400m×125m，‘兼作行车道路之用。‘作业单元之

兴建可便于垃圾分区填埋，便于垃圾填埋作业和非作业单元的雨污水分流以及便于场内垃

圾作业的车辆行驶。一
”’

。‘
7+’ 钆．．：： 、

’．

2．4’码头工程 一’ ．’·，．?’‘一
一

”

“。 ’，：， ．、

r在一号二号填埋场西侧各建垃圾卸船码头一座。‘。一号港池码头岸线长420m，设10

个泊位，吊车lO台。二号港池码头岸线长360m，设lO个泊位，-’吊车IO台。 、

2．5桥梁工程 ‘·：

7

一，
、 ，： t．n ’·：

。

场内共架设车行桥七座，人行桥一座。■
‘1‘。

1

o：’．4
‘ √

．2．6道路工程⋯⋯+ ’1

’，．‘

．j -一

‘
。

．，

场内道路(不包括堤顶道路)长1622m，路面宽7m，为白色混凝土路面，形成垃圾

场内运输的主干道。1| r’’

卜i ．、。‘’： ： ’～+：，“ ^一

2．7生产和生活设施 ．：。。 o·j．．：．：_ 一

生产基地位于填埋场西侧约200m，共45亩，建筑面积5725m2，家属宿舍位于填埋

场2．5km的中港镇，建筑面积4642m2。1994年老港垃圾填埋场在南汇县城购买了居住用

房，以更好地解决职工生活和子女入学和就业问题。
’

：j，

2．8绿化工程 ：。

生产基地四周和填埋场外侧绿化隔离带共有新建绿地115亩。
’’

-．
～

2．9污水治理工程
“

‘J，

为了治理垃圾渗沥水，1994年兴建污水治理工程，在1号、‘2号填埋场各建污水治理

设施一座。每座占地面积约5万m2，日处理水量1500m3，垃圾污水经调节池、厌氧处理

池、兼氧处理池和曝气池处理，对高浓度垃圾渗沥水经处理净化，自流人芦苇湿地后基本

达到排放标准，排入长江口自然水体。

2．10输配电工程 +，t

’新建630kVA、lOOkVA变电所各一所。，

老港处置场在选址、设计、施工到投产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放在首位。在选址时，对于环境保护作了充分的考虑。处置场不仅有着良好的水运

航道、广阔的发展余地等优越条件，而且具有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的外部环境，其一，它

远离市区和城镇，东面临海，滩涂生长着大片茂盛的芦苇，西侧内陆面与最近居民点相距

lkm，附近人口密度相对稀少，期间3道海堤上林木密布，加之在填埋区域西侧沿河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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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营造长5000m，宽50m(合25万mz)的绿化隔离林带，从而形成的绿色屏障，起到

了防治隔离和净化空气的作用，能有效地控制臭气，苍蝇等对周围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影

响。其二，．在填埋场底下潜水层与第一承压含水层之间有近20m厚的渗透系数为

lO-7cm／s的灰粘土隔水层，可以有效地防止对地下水的污染，而且潜水层和第～承压含

水层系苦咸水，没有开采利用价值。其三，地下水运动方向是陆地流向海洋。．． ．’

’， 该场址的选址远离城市居民点，无居民征地搬迁要求，‘充分利用滨海洼地的有利地形，

具有充足的填埋容积可供长期消纳城市垃圾之用，场址远离水源区，水运交通便处，上海

市城市垃圾可以通过黄浦江和大治河水运大动脉，直接运抵填埋场，交通便利而运费低廉。

以上有利的选址条件，完全符合我国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设计规范的填埋场选址要求。有

利的填埋场选址，．在大降低工程造价，加快工程进度，最大限度可能地减少了填埋场造成

的不利的环境影响。上海市废弃物老港处置场是上海市得天独厚的城市垃圾消纳选址。j

：、(三)卫生填埋技术工艺要求 。‘- i、 -． ，“一。

老港处置场卫生填埋工艺原则上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标准》

(CJJl7-8)执行。同时结合我场滨海滩涂地理特点和实际情况，对照(CJJl7-8)标准，

制订了《老港处置场卫生填埋技术要求(试行)》和《单元卫生填埋工艺操作规程(试

行)》，作为具体实施细则。，， 一， ．一 ：、
，

垃圾从市区达到老港处置场，采用水上运输方式，其主要流程是：将分散在市区的垃

圾收集装车，运至黄浦江或苏州河沿岸的垃圾码头装船；船队经黄浦江，通过大治河西水

闸，自西向东直抵东海边，由胜利塘处往北转入清运河，最后抵达处置场港池，停靠码

头。水运全程约60km。 t ～-

本处置场的垃圾填埋工艺采取下列主要工序：卸船装车一运至填埋场倒卸_．推平一压

实一覆盖一复垦。卫生填埋的工艺规范和操作规程如下：

网1．．．．．．．．．．．．．．_I

填埋单元准备园二圈一
码头作业区圈一圈+一l靠泊清仓泊位l—l清仓、装车l—

I．．．．．．．．．．．．．．．．．．．．．．．．．．．．．J 1．．．．．．．．．．．．．．．．．．．．．．_J

填埋场作业囤，·+园、囤
t t

圈一圈掣囤一圃一囵一围I船只靠泊定位I—I起吊。装车I—l运输送料I——_叶I卸 料l—l摊铺I—l压 实I■_-_．·-_-_··_-__·。I_-一●’。-_‘■__●·。____-。-，■_。+。___-。_·。o⋯o。‘。o’。_’’‘一
。

‘
-『 ‘。· ．¨- 复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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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船装车 使用】6t吊车将垃圾自运输驳船卸人经改装的黄河】0t高拦板加盖自卸

卡车。用荷花抓斗抓取船舱中垃圾，卸到自卸卡车上，卸过垃圾的驳船移到清舱泊位，利

用平口抓斗清除舱中残剩垃圾。

2汽车驳运：用黄河1 0l高栏板加盖自卸卡车，将垃圾由码头运到填埋场内指定的作

业点倒卸。

3场底处理：场底基础经过碾压．夯实；单元地基形成2‰的纵横坡度，中间设有自

西向东的主茸沟(宽1m、高O 5m)，距集水井2m沟宽为2m，每隔50m设副盲沟f宽

0 5m、高0 3m J，主副盲沟坡度为3‰，填料为碎石，粒径从上到下由细到租。单元东端

设内径为l 5m的集水井．埋深2 5m，露出覆盖层表面0 5m，形成单元雨污水收集系

统，做到作业单元内不积水。

4单元分层作业：2个填埋场分成48个单元，每单元大小为125m×400m(1 25m系

根据推土机有效作业半径约60m确定J：单元间用土堤隔开。单元填埋作业按“一隔堤两

单元多点作业法”进行f见图j。

f】)作业点设置：

2个填埋场同时使用同一隔堤相邻

的两个单元，一个单元设置多个作业

点，每一作业点填埋量为1000t／d，

作业点间距大于30m。每个作业点配

备2台220推土机或4台140推土

机，1台BC670RB』土实机和相应的8

名操作人员(包括】名现场指挥人

员J。

f2)平台铺设：

每一作业点用垃圾构筑平台基础．
上海市废弃物老)善处置场

长25m、宽20m，高度与堤平。平台基础面层(沿隔堤内侧)安置钢板路基箱，衔接隔

堤和钢结构活动卸料平台。安置钢结构活动卸料平台，向平台的两侧推出斜坡，不断形成

新的卸料平台基础。

f3)摊铺、压实：

垃圾每层摊铺厚度0 4m左右，垃圾压实密度大于0 65t／m3；推出的垃圾斜坡坡度

为11。左右：反复摊铺作业，堆至O 9～1．2m，由压实机压实，如此反复直至终场要求高

度(目前为4m)。

(4)无土源时暂用致密度相近于土的材料，覆盖层厚0．3m。最终覆盖土层厚度为

O 6m，并在适当沉降后再覆盖0 2～0 3m的细堆肥f细堆肥中含土量占50％J，以复垦种

植，

5顶面作业及覆盖：

顶面形成2％的平整坡度，中间比四周堤边高出1 2m。覆盖分为日覆盖、中间覆盖

和最终覆盖。

6覆盖顶面雨水导排：

单元四周开挖明沟，沟深O 3～O 5m，宽0 8m，坡度为2‰，沟沟相通，排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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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填埋场中隔堤以东每4个单元设置一条排水沟，引走中隔堤两侧8个单元的雨水，经

由排水沟汇集流入芦苇湿地。二号填埋场每4个单元设置一个排水孔，使雨水流入芦苇湿

地。雨水经导排后，大大减少渗滤水水量。
‘

0、． o_{ ．·‘

．．㈡一

：，．7．生态复垦：’|
’

}+ ，：一 ，o：： j ：V， ，、

， 老港处置场根据目前填埋4m的标高情况下，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作了填埋场的生态

规划。其一，在填埋场界址处建造10m宽的绿化防护林带，主要以吸污力强的植物为

．主。其二，+与居民区较接近的一侧，营造三道宽30mi。长5000m的绿化带。：其三，在已‘

填埋覆盖区域分短、中、长三种复垦规划，短期规划：种植易生产成活的花卉、观赏植 。

物；．中期规划：种植经济型的农作物，如棉花；远期规划：生态型兼经济型苗木基地，为

上海提供绿化苗木。 ．。 7 ．1、，1 I_．t，r

。j：(四)工程评价． ．一 ”i．：．
。

．i_'‘
、；

， 老港场系滨海滩涂填埋垃圾的技术，是上海市重要市政基础设施之一，对改善上海市

环境卫生面貌和投资环境有重要作用。填埋场的选址是比较理想的，可作为一永久性的垃 ，w

圾消纳处置场。上海市建委下达的“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垃圾卫生填埋研究》，以老港处

置场为依托工程，经研究实施后的“一隔堤、两单元，多点作业法”单元卫生填埋工艺操作．+

规范，使垃圾填埋容量较之原来简易堆放增加15．7％以上，垃圾密实度达到。
’

1．0656t／m2，，折合干容重为O．5371t／m3。‘成功在解决了作业单元与非作业单元雨污水分

流，夏季高含水量垃圾的填埋技术问题。 ‘’
一

⋯ ，，-

， 根据我国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设计规范要求，填埋场底部需有一厚2m以上的粘土防 。f

渗层或设置人工防渗层以防止地下水污染。‘老港填埋场属于滨海低地浅层填埋类型，工程’

特点是占地面积大，地下水位高，而填埋厚度薄。这种工程特征为铺设人工合成材料防渗

层带来相当困难，而且代价十分昂贵。‘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1985年《环境影
’

J
响评价》、1995年《上海市老港垃圾填埋场环境影响回顾评价研究》，研究认为控制填埋

场内水位的方法来控制地下水污染是合理的、有效的，符合老港实际，也符合我国当前国

， 情。老港场在每一作业单元底设置排水系统，用泵外排单元内积水，控制水位这一措施可

靠有效。 。， ’一．：’一．一 ．_．．’， 一’，．一’．：o：?
采用水运方式将市区垃圾运至填埋场码头，经济且减轻公路干线的交通负荷， ．．r。

．

·

目前老港实行的码头卸料装置——封闭化运输系统，防止运输道路上的垃圾散落、白

色污染，为提高场容场貌创造了有利条件。． ．，。． ． 一 。·

：，-L,垃圾填埋工艺采取分层压实、斜面推铺，临时道路采用铺设钢板路基箱，定点倾卸采
。

．用钢结构卸料平台，创造性解决车辆进入高含水量垃圾上行驶的难题，同时为滩涂及雨季 ：
’

填埋解决了技术难点。泥浆覆盖，熟化垃圾覆盖又为老港填埋场经济有效地给予解决紧缺’

土源的问题，终场土地的综合利用，特别是垃圾覆土后大面积种植棉花是环卫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使老港成为生态型的卫生填埋场。 。．

垃圾渗沥水经单元集水井收集，泵入稳定塘——芦苇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充分利用了

地理自然条件，经济有效地解决了垃圾渗沥水的处理。在老港三期改扩建后，渗沥水处理

系统增加曝氧量同时增加一级物化处理设施后，其水质更加稳定、达标排放。 r．

BC670RB德国进口压实机的使用(重32t)，老港垃圾填埋场的垃圾压实密度可望进

一步提高，作为垃圾填埋场的专用压实机械，其投资效益将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更进一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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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艺改革，使卫生填埋技术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

。

老港场的垃圾运输车，是采用JNl62-8T黄河底盘改装的，经过技术攻关和一年运

行，采用加装液压后栏板、上盖的封闭式运输，有效地控制了沿途垃圾散落、白色污染的

环境面貌，同时降低了车辆轮胎损坏，从原来120～150只／天到现在60～80只／天，降

低40～50％。 。
，

～
t-

码头卸料斗设置，杜绝了吊机二次装卸，防垃圾散落板有效控制了抓斗抓取垃圾时散

落下河，同时有效地保护了车辆的上盖及后栏板。封闭化运输系统的投入对老港场的环境

面貌，‘车辆的有效利用创造了条件。 u．
，1

一 i． ．

老港场的大面积高密度灭蝇方法，在国内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 ：。r +t -

老港场的环保投入，特别是三级环境监测网络，对老港填埋场的环保始终能有一个全

面客观的评价，每年提出对策，为领导作决策提供依据。 。
．，． 一

．．

综上所述，老港场垃圾卫生填埋技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经历了简易堆放、准卫

生填埋、卫生填埋三个阶段，从十年来成功处理上海全市1350万人口人均lt的生活垃圾

看，其技术发展是经济有效且符合实际的。可以相信，经过三期改扩建工程(初步预算

1．6亿元)，进一步解决填埋作业前、中、后的雨污水问题，以及日处理能力增加到9000t

时，其卫生填埋技术将更进一步提高。 。一 o
． ，

， 老港填埋场近十年多的运行，在环境保护、卫生填埋方面的投入，科研投入和运行管

理等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
’

1．保证了上海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有效解决了上海近2／3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卫生·

填埋。从原始的分散堆放管理，到集中卫生填埋，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且为

上海市每天产生的大量城市生活垃圾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消纳处置基地。、’

．，2．老港填埋场不但不占用农地，而且以年堆放270万吨计算，可造田380亩，以每亩

创造土地初步利用价值1000元计算，效益就是38万元／年。 i
+：

”

3．老港场的垃圾卫生填埋技术，特别是依托二期改扩建进行研究完成的《垃圾卫生填

埋研究》，在老港场的有效实施，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增容15．7％即

意味着延长了填埋场的寿命，节约了近l／6的基本建设投资。 ，t，

⋯

：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一一，
，’ 、。

‘． 一

运行吨单价成本：15元／t 。’

．一

填埋密实度：1．0656t／m3(含水率为49．6％) ，r

折合干容量：0．5371t／m3 ，’

．： ，

老港处置场于1990年12月被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和建设部科技发展司主持召开

的全国垃圾处理技术评估会评为试点推广项目，1991年8月被国家环保局和建设部评为

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项目。 ·I

=．’
。一

‘

， ：一

设计单位：上海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设计项目负责人：汪天翔‘、
’

i院主管副总工程师：固、王大龄 i

设计和审核人：郑健吾、方健民、宋德楠等

，二、无锡机械化堆肥处理厂 ： 、t

(一)工程概况． 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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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规模：lOOt／d。1987年3月动-I-_,年底基本建成，-1988年4月试运转。1990

年1月正式运行。， ‘。 ?，‘

’

_’ ’。

．(-7-)工艺特点 ．．
7．、

、 。。

·、该工艺采取二次发酵工艺，第一次发酵周期为lOd，堆温在55℃以上保持5～6d，使

堆肥达到无害化标准并初步稳定化。第二次发酵周期也是lOd，经筛分和破碎后，成为适

于农用的堆肥。整个工艺由预处理、。一次发酵、。后处理，二次发酵四部分组成。． ，?

， 1．垃圾的预处理- 1．

、 一 ’·‘

+。 ，v-
、．

． 垃圾进厂后，先由磁选机分出黑色金属，然后经人工手选，除去较大的砖石等非堆肥

物，再经往复式摆动除去直径大于60mm的粗大物和细长的带状物。

．t 2．一次发酵 “。·， ．‘

1
，’’。． ’。 ．+．．

。。 根据堆肥物的原始含水量添加粪水或调整料层高度，按微生物耗氧速率特点调节通风

量，保证堆肥反应以最高速率进行。‘
。’ 、7

．。

3．后处理 ．|．，。．

·

’

’。j 1。
。

-．

为节省建设投资，．并减少一次物料的提升，将二次发酵仓与成品库合二为一，将后处

～理工序放在一次发酵与二次发酵之间。‘由复合筛分双层滚筒筛筛分物料，粒径大于50mm

的非堆肥物，作填埋或焚烧处理；粒径小于50mm、大于12mm的堆肥物，经立锤式破

碎机粉碎后，与粒径小于12mm的细堆肥物混合，进入二次发酵仓。。、
·

～

4．二次发酵
一

， 二次发酵仓采用砖混结构单层厂房，底部设通风道，上方设有高气窗。堆肥物堆高

2～2．5m，每日通风2～3次，每次30rain。，， ．

．

。

(三)工程效益’ ’

，．

··该厂1990年处理生活垃圾2万6千余吨，生产的垃圾肥具有增加农作物产量、改善

’品质、提早成熟的作用。 ，1。 ： 。，

设计单位：无锡市环境卫生工程实验厂、‘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 ．’

三、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 ⋯1
j

1，

，． (一)工程概况 一 j。。 r
‘一．

1．规模：1985年，深圳市与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签订合同，成套引进两台日处理能

力为150t／台的垃圾焚烧炉。
‘

2．工程投产情况

开工时间：1985年1 1月破土动工。 。， 一，，_ “

’投入运行时间：1988年6月试产成功，11月1日正式投产。 。‘ 一． o

(二)垃圾焚烧工艺流程 +’

，‘一。 ，， ，‘。’ ·‘

城市垃圾由垃圾车辆运来，经地衡称量后卸入垃圾池内。垃圾池顶部安装有两台抓斗

／式起重机，将垃圾投入料斗内。 -’
，

’t

料斗中的垃圾从滑槽落到焚烧炉的送料器上，送料器根据燃烧控制室的指令作往复运

动，将垃圾送上炉排。炉排上的垃圾在活动炉排片往复动作的推动下翻动下移，依次经过

炉排的干燥区，燃烧区和燃烬区，经过充分燃烧后的垃圾成为不含有机质的灰渣，由炉排

端部的炉渣滚筒送出，落人满水的推灰器内，在推灰器内熄火降温后被推送到振动运输带

上，振动运输带在振动传送的过程中使灰渣中的金属物分离外露，装在振动运输带上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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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收集起来的废铁用金属打包机压缩成方块以回收利用。振动运输

带端部设有灰撒播器，将灰渣抛撒入灰池内。‘ 。

■
’

，，
．

垃圾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飞灰和微尘随烟气流动，颗粒较大的飞灰因烟气流动方向急折

改变而自行分离析出，落人锅炉灰斗和烟气式空气预热器灰斗中。粘附在锅炉管壁和预热

器管壁上的飞灰，’用吹灰器定期吹扫，也由灰斗收集。灰斗内的飞灰分别由其下部的回转

阀取出，通过飞灰传送带送回推灰器，混入灰渣中一起排入灰池。而较细的微尘以及喷人

烟道用来中和氯化氢的石灰粉，随烟气进入静电除尘器，。在高压电场作用下，被吸附、沉

积在极板、极线上，通过振打落人静电除尘器下面的灰斗，由螺旋输送器送人增湿装置，

加水搅拌防止飞扬，最后送人灰池。‘灰池中积聚的灰渣由抓斗起重机抓取、装车运往垃圾 。

填埋场，用作垃圾的覆盖土。 ⋯r ：

燃烧用的空气由鼓风机从垃圾池上部吸取，可使垃圾池内保持负压，避免垃圾恶臭向
-

外扩散。‘，。
～

”-

J。。垃圾燃烧过程产生的高温烟气流经废热锅炉，通过热交换放热降温，再经过烟气式空

气预热器的热交换，降到所要求的工作温度，经脱酸和静电除尘器后，由引风机引进烟囱

排入大气。
‘| ’

．j}‘·j

． 。，

(三)工程效益 、
” ’二

’

， 垃圾经焚烧处理后，可减容80～90％；垃圾焚烧产生热能，可用来发电或供热，实．

现垃圾处理的资源化；垃圾经焚烧后，垃圾中的病源体被彻底消灭，产生的气体也达到排

放要求，因此无害化程度较高；垃圾焚烧厂占地面积小，污染较小，可以靠近市区，故可

节约用地，‘缩短垃圾的运输距离。。．，： √ ···⋯ ·

--四、杭州市天子岭生活垃圾填埋场：i，。。
·

’

(一)工程概况 ’．

i-。
1、‘’

I_．。’

、‘

t 杭州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位于市区北部的半山区表垄坞，距市区18km，现用于接纳

全市的生活垃圾。’该工程按照卫生填埋要求，实行垃圾分层压实覆土，垃圾渗出液收集、

处理排放，填埋气体的引排和收集。 ’t一一 j ；

总容量：600万m3，有效容量：540万m’。设计使用年限：13年。7 ．

’

1989年9月30日正式开工，1990年12月30日基本完成一期工程建设，1991年3

月14日交工初验，同年4月20日投入使用。

(--)填埋工艺‘
’

．。‘

1．填埋区：填埋区为山谷形，三面环山，西北西方向开口，沟谷长约500m，南北宽 ．

约300m．填埋从5lm标高开始到165标高止。： ，

2．场区防洪与排水+ ‘· 一

一1‘。(1)设计能力：按10年一遇最大降水设计，30年一遇最大降水校核。 ．

(2)截洪沟：共4条，分别为165m标高处的环场截洪沟和140m、1 15m、90m标高

处的3条场内分区截洪沟。 z。

‘。，
，’1

截洪沟结构：浆砌块石矩形断面，部分沟段加盖钢筋混凝土盖板。 ” 一

(3)排水井管：设竖直排水井管3个。?‘、 4．
-。

’

结构：西2m，钢筋混凝土预制弧形板块嵌封，井底与埋设在地下的咖1．5m的钢筋混

凝土预制管相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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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渗导气 “。钒 ．．? 。 。一 ．。

由场底3条纵向盲沟、4条横向盲沟与垂直石笼组成。 。，·，

，·

·+(1)盲沟结构：宽2．5m，深0．6m，。原土层挖出O．6m深的槽，铺土工布，填粒径40

～80mm碎石，厚0．5m，上面再铺土工布，、以及0．1m厚粗砂。 “．．

，峨||}
r”：骨瞻

矿}镯¨肾制

羁．水一污泥⋯
压缩空气一

板{

凄}浆
缩I
机j

，(2)石笼结构：用30×70mm菱形网眼

钢板网做成咖1．5rn圆柱形围网，插入盲沟底

部，内壁贴土工布，围网内充填,芦60--
lOOmm碎石。

4．防渗、。

由于场区三面环山，汇水面积O．5m2，为

很小的独立水文地质单元；单元内地表水，地

下水均由谷口排出，且谷121宽度小；库区内基
“

．底岩石致密坚硬，耐溶蚀性强，设置防渗帷幕

长度不大，深度也较浅，工程量相对较小，．因

而采用地下帷幕防渗、地上截污坝防渗。
’

’5．渗出液处理(工艺流程图见左)

设计单位．o-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五、苏州市七子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一；，
一

．。

“

、 (一)工程概况 ．
’

，。i

苏州市七子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苏州市西南郊七子山北坡3号和4号山坳，东

距苏州市约13km，场区距七子村1．5kin，苏福公路及胥江从场区北侧1．5～2km处通

过，交通方便。场区三面环山，中间沟谷，为一典型的山谷型垃圾填埋场。场址地形优

越，地质条件单一，构成一独立的水文地质、地貌单元。填埋场日处理垃圾约500t(远

期为1000t／d)，总库容约470万m3，使用年限15年，工程总投资约3200万元，于

1993年建成投产。 t+

(二)工程内容 j‘ 一

填埋场由主体工程与辅助工程两部分组成。 ．+

主体工程由下列部分组成： √

1．垃圾坝，坝顶标高3．Om(黄海标高)，最大坝高15m，坝顶宽4m，为土石混合透

水坝。‘ 。

．t

， ·。

2．截污坝，为有效地防止垃圾渗沥水漫溢和收集，在垃圾坝下游60m，设置一截污

坝，坝顶标高19m，最大坝高9m，坝顶宽度lm，为钢筋混凝土半重力式坝。

3．污水池，位于截污坝与垃圾坝之间，容纳和调蓄垃圾渗沥水，池底标高1 lm，污水

池容积约25000m3。{
～

，
t

，j

4．地基防渗工程，为使填埋场符合垃圾卫生填埋要求，有效地防止垃圾渗沥水对地下

水的污染和向下游扩散，库区防渗工程为一重要的环保措施，根据其特有的水文地质条

件，未采用一般常用水平防渗，而采用较为经济实用的垂直防渗，由混凝土截水墙及水泥

灌浆联合组成防渗帷幕，拦截垃圾渗沥水渗入地下i以防止地下水被污染，最大灌浆深度

约30m，孔距1．5～3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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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洪沟，为确保库区防洪安全，寰现雨污分流，减少污水水量。场区设置环库截洪

沟，采用浆砌块石梯形明渠结构。

6垃圾渗沥水处理，经方案比较，采用埋设污水管纳入城市污水厂-_一并处理，污水管

道长9 5kin。垃圾渗沥水具有浓度高，水量小的特点，采用纳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不会

影响污水厂处理效果，是简单而经济可行的方法。

7．进场道路，北接苏福公路，跨胥江河经七子村，拐向西南，全长3 42kin，采用双

车道，设汁车速20km／h，沥青混凝土路面，为垃圾填埋场专用道路。

辅助工程，包括生产．生活管理区的供水．供电．通讯系统等。管理区占地面积约

60m y 70m，包括办公楼、机修车间．车库、食堂等，建筑匝积约1400m。。

(三)工程特点

1该工程采用垃圾卫生填埋法。当日填埋垃圾，当日加土覆盖。场内铺设纵横排水、

排气盲沟、导出垃圾渗沥水和有害气体，确保场内环境卫生。

2填埋作业实行单元分层，按先后次序，循环进行，每层垃圾厚2 5m．分为3～4个

碾压层，运载垃圾的车辆，通过场外及场内临时道路、运送垃圾到库区作业面，经推土机

推平，碾压，压密实度≥O 7t／rn’，压实后日覆土0 2m，终场覆土70cm．覆土层上植树

绿化，以美化环境

(四)工程评价

填埋场工程于】992年完成旃工图设计，】993年4月竣工，7月投入试运转，接纳苏

州市城区的全部生活垃圾。到1997年，已运行四年，全天候作业，防渗效果显著，未见

对下游地下水污染。填埋作业工艺在运行

中结台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有效地抑制蚊

蝇孳生和臭气溢出。

填埋场的良好运行，解决了苏州市城

区生活垃圾的出路，为苏卅l市城市发展，

改善投资环境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该项目获1994年上海市优秀设计三

等奖，建设部全国城市环境治理优秀工

程。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任鹤云

项目负责人：席德塑．郑健吾

六、常州市环卫综合厂

(一J工程概况

苏州市七子山生活垃援卫生壤埋场

常州市环卫综合厂地处武进市剑湖乡，距市区】2 5kin，占地117 73亩，是容堆肥．

堆肥精处理、堆肥筛余物焚烧及残渣填埋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厂，每天堆肥处理生活垃圾

150t，采用间歇式动态厌氧堆肥工艺。谚厂于1992年4月筹建，1993年9月1日建成，

并投入试运转。

f二J工艺特点

I堆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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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该场堆肥工艺共分七道工序：进料、前处理、一次发酵、。中间处理、二次发酵、精处

理、产品出厂． 。。 _ ’·

，’二

(1)进料 ．。一， 1： ：．
，

⋯i”、 。，；’；．～
。

k；生活垃圾由汽车运输进厂，经地磅计量后，卸人集料坑： ．、．．一．
；

(2)前处理 ’．

”·

．．’．。j ，⋯。一、‘

·集料坑中垃圾由抓吊送人板式给料机，将物料输送到手选皮带机上，再进入破袋机和‘

摆动格栅筛，筛上物再经粗选后焚烧，筛下物经第一道磁选后经提升机送上一次发酵仓

顶。一 ，+

，‘， 、．．。’ ，。。1． ，|．一

(3)一次发酵7 ‘． ．一 ： ，∥ 一。。 ∥_

一次发酵为堆肥工艺的核心部分，目的是使垃圾达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该厂

采用间歇式好氧堆肥处理技术，每天均匀进料一层，发酵仓内物料依次自上而下腐熟，已。

腐熟的底层每天排出。在底部强制通风作用下，垃圾发酵5天即满足无害化，减量化的要

求。 ?一 ，，。 ～．’ l -“

，‘
-。⋯““’1 ÷·

，．
‘．’

(4)中间处理 j：．。 t．．一，’一‘
．．-，’。r

·’’ ．．∥

，。1+一次发酵后的物料由出料皮带机送人提升皮带机，进入滚筒筛进行二次筛选去除部分

黑色金属后，筛下细料经磁选皮带机送往二次发酵间熟化稳定。筛上物去除部分建筑垃圾

后送往焚烧炉焚烧。 ．

“
7

‘．’

。’ (5)二次发酵 ，

．：
’-

⋯
。

为使经过一次发酵、中间处理，二道磁选的物料进一步充分熟化、’使其化学性质稳
‘

定，将其进行一---r-次发酵。发酵后的物料即为粗堆肥。’‘ j， ⋯。．i_。

(6)精处理
。 。

，
；’； ．·’；

二次发酵后的粗堆肥，在精处理车间，经滚筒筛筛分后，小于18mm的筛下物进入

烘干机脱水后输送到硬物料分选机去除石子，玻璃等，精选后的有机肥再送到粉碎机破

碎，可直接用来制造颗粒有机肥，或加入不同的单元素化肥和微量元素搅拌后造粒，．。制成

适合不同植物需要的有机复合肥一，
， t j，．“

2．焚烧和填埋辅助工序 ·
。

n一一 ，7．一-

焚烧主要用于处理前处理和中间处理的筛上物，由于采用低温焚烧，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填埋工艺主要用于处理焚烧后的残渣和精处理工序分选出来 ：

的硬物料，该场有容量2．7万m3的土坑和低洼地作为残渣的填埋场，填埋时间可达20’

年。． ：．≈j‘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设计院、常州市环卫处、同济大学 一o．
，。

’，

七，北京市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 -．．j ． 一．，

(一)工程概况 ·． i

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北京市远郊昌平县境内，距市内约40km。该场主要消纳

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的生活垃圾，‘服务人口约200万，规模为日处理垃圾量

2000t。 ．一 ，．．， ：’ 一：．
一 ··

从市区收集的垃圾通过转运站运送至填埋场，经挤压、覆盖等填埋工艺形成一个完整

的卫生处理系统，包括渗沥液收集、处理和垃圾沼气导排系统。整个埋填场占地60ha，

其中有效填埋面积40ha。为提高垃圾填埋量，采取下挖上填方式，地下挖深5m，地上堆

694



填40m高，垃圾填埋总量为1000万m3，相应垃圾填埋有效容量880万m3，填埋场的使

用年限可达10年以上。垃圾填埋场最终封场后，将形成一座40m高山，全部用绿色植物

或经济林覆盖，可供游览或辟为果园。
’

。

一

此项工程于1993年4月开始施工，1994年6月竣工并通过验收，、1994年7月正式启

用进行垃圾卫生填埋。工程总投资约7600万元，其中世界银行投资287万美元，核算单

位运行成本为3．40元／t·d。 。
，

．。

(二)一工程内容

’北京1988年垃圾量已达320万t，并将以每年8％的速率递增。以往对垃圾的处理无

分拣、分类，仅简单地由市区收集后运到转运站，再转运至郊区裸露堆放，造成环境日趋

恶化，‘污染水源，蚊，蝇，鼠害孳生，威胁人民健康。因此，北京市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兴

建当时国内最大的标准卫生填埋厂。 “．I¨．“+ ：。
9

工程设计采用卫生填埋法。．填埋法工艺简单，投资低，技术易行，还可回收利用能，．

源，适合于现阶段我国国情；同时卫生填埋对垃圾的处理量和成分变化适应性强，留有余

地。 。 ‘：．． ．．，，1，+， ．_

1．将场地挖深5m，以挖坑弃土作为垃圾覆盖土，实现了就地取材原地挖填，节省了

土方及运输，降低了投资。

2．考虑了避免二次污染措施： ，

t·

j

(1)设置渗沥液收集和处理系统，使垃圾渗沥液经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确保不污染

水源；+ ，J ，‘

‘

(2)设置垃圾沼气导排系统，防止污染大气，引发火灾或爆炸；
。 ‘}。。

(3)设置了对地下水的监测装置和危险气体的监测警报仪，观测地下水的水质动态；

监控有害气体对大气的污染。 。．?，

，，3．有一套完整的防渗系统和排水系统，防止污染地下水；充分截流雨水，尽量减少垃

圾渗沥液的数量。对填埋场地下部分考虑了防渗层；地基土为粘土层处，即以粘土作为防

渗，但厚度不小于2m；如遇非粘土层或粘土层厚度不足2m处，采用铺设膨润土防水板

防渗(国产膨润土板，原材料土的渗透系数小于lO-母cm／S，技术指标均能达到美国粘土

公司同类产品的指标)，造价低，可节约投资约300万元。 ．1’’ ．

“r 4．针对填埋场附近已建有农田水利灌渠，地基内上层滞水水位较高的现况，考虑了在

填埋场开挖坑的四周敷设人工降低地下水位盲沟，沟外壁设置了土工布，提高了防渗系统

的功能和对地下水的污染。 ⋯'． ．。 ．。 ：。

5．作了分期合理使用资金的安排，整个工程分二期完成∥一期工程只作渗沥液收集、

调节和垃圾沼气导排系统；待渗沥液增加后再建二期工程，包括渗沥液和沼气处理设施。

这样安排可降低一期工程投资，提前实施垃圾的卫生填埋。‘ ．。’．
；i

6．引进德国宝马公司垃圾压实机，可使垃圾容重由原来的0．6t／m3压实到

1．Ot／o。该压实机的技术性能良好，使用寿命长，维修简易，操作方便，对填埋的垃圾。

可当日覆盖土层进行压实，有利于防鼠、防蝇和减少臭气溢散。 ．

一，

；(三)工程效益

．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建成，约使北京市垃圾总量的1／6获得处理，消灭了原来

在市郊三环周围的2000多个散置的垃圾堆，防止了垃圾公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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