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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垃圾填埋场的污染控制与生态恢复‘ 

彭绪亚，黄文雄，余 毅 
(重庆大学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简易填埋场即使不再填垃圾．其对环境的彰响仍将持续 20丰以上的时间．对其进行 

污染 治理 与生 态恢 复是城 市发 展 中必须解 决的 紧迫 问题 。末文针对 简易填 埋场 的特 点 ，从 

技 术 和管理 角度讨论 了简 易填 埋 场 污染控 制 的综 合措 施 ．建议加 强现 有 简 易填 埋场 的 污 

染 治理 和生态恢 复I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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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部分城市生活垃圾目前仍以简易填埋方式进行处置，这种处置方式没有达到垃圾卫生 

填埋技术要求，对环境污染十分严重[1]。随着新的符合环保要求的处理设施投入使用，现有简易填 

埋场将逐步被取代。但由于垃圾的降解特性，这些简易填埋场即使不再填垃圾，其对环境的影响仍 

将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L3j。我国简易填埋场中历年垃圾堆存量达数十亿 t，其释放的污染物，将 

对环境产生长期而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一些原来位于城郊的简易填埋 

场，已逐渐位于或靠近城市的人口密集区，成为城市中重要的污染源 各地在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 

施同时，对于简易填埋场的污染治理及生态恢复应引起高度重视。关闭或改造达不到环保标准要求 

的简易填埋场，对其进行污染治理及生态恢复，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紧追问题，也是值得 

我们深入研讨的重要课题。 

简易填埋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简易垃圾填埋场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选址不当 

简易垃圾填埋场许多是在过去的垃圾堆放场稍加改进发展而来的，在选址、场地规划设计上存 

在严重不足，没有严格的防渗措蘸，为填埋场的污染控翩及运行管理留下种种隐患L4J口] 

1．2 污染环境 

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设计，简易填埋场在污染控制方面十分薄弱，虽然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由 

于缺乏系统性，效果并不明显。在国内一些地方，渗沥液污染地下及地表水问题突出L6】，一些填埋场 

防洪系统过水能力不足，暴雨时洪水冲刷垃圾体产生大量的污水，造成了地表水的大面积污染}填 

埋气体无序排放引发的垃圾自燃、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填埋气主要成分 CH．、CO 均是温室气体．对 

环境的污染不容忽视，填埋气中的多种非甲烷类有机物(NMocs)，尽管浓度很低，但其毒性强，含 

有多种“三致”物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威胁严重【 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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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扰民严重 

填埋场产生的恶臭及蚊蝇鼠害对附近居民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在一些地方，填埋场附近 

恶臭袭人，蚊蝇鼠害严重，已引起周围居民强烈不满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l_4 运行管理不规范，事故隐患多 

由于没有分单元进行填埋作业，填埋作业面大，不能及时有效覆盖l压实程度不够，垃圾体稳定 

性差，极易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填埋气的无序排放，存在燃烧、爆炸的安全隐患叫。 

· 2 简易填埋场污染控制的综合技术措施 

现代卫生填埋场的污染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简易垃圾填埋场污染治理也应从系统工程的角 

度出发，采取综合性的技术措施，走低投入、经济可行的路子，具体可考虑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2．1 渗沥液污染控制 

2．1．1 减少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入渗 

避免地表水及地下水对垃圾体的直接冲刷浸泡是减少渗滤液产生的重要措施。特别在我国南 

方地区，简易填埋场大多为山谷型填埋场，通常具有较大的汇水面积，又往往存在防洪系统不完善 

或过水能力不足的问题，雨季渗沥液产生量大，导致污水外溢造成污染事故。做好地表和地下水的 

导排，如设置导流渠、导流坝、截洪淘及地下排水沟，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渗滤液的产生量。这些措施 

实施容易且效果明显，应优先考虑 

2．1．2 渗滤液的回灌处理 

渗沥液回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减轻渗沥液污染的方法，其原理是利用填埋场中垃圾层及覆盖 

土层的物理吸附以及微生物的降解作用来净化渗沥液，垃圾填埋层起到“生物滤床 的作用。这种方 

法能适应渗沥液水质水量变化大的特点，具有投资低、操作管理简单、能克服重金属污染扩散等优 

点[1 D][“】。对使用多年的简易填埋场，垃圾层中水份已逐渐析出，渗沥液的回灌可 增强垃圾中微生 

物的活性，加快有机物的进一步降解，缩短填埋场的稳定化进程m】。由于简易填埋场一般不是分单 

元填埋，渗沥液回灌宜在封场后进行。 

2．1．3 渗滤液的处理 

垃圾渗沥液是一种高浓度难降解有机污水，往往需要采用生化处理加物化处理的组合工艺进 

行深度处理才能达标排放，建设投资与运行费用均十分昂贵(通常是城市生活污水的数倍甚至数十 

倍)。采用场内预处理后与城市污水合并处理的方法是目前较为经济可行的途径，这样可以节省单 

独修建处理厂的投资及高昂的运行费用。也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鼓励 

采用的方法 。 

现有简易填埋场大多已使用多年，其渗沥液属于晚期渗滴液，可生化性差，BOD ／COD比值 

低，NH：一N浓度较高(见表 1)。渗沥液与城市污水合并处理，COD浓度会增高，特别是 NH 一N浓 

度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过高的 NHs—N浓度会抑制微生物的正常生长。因此，在合并处理时，要 

注意渗沥液水质水量与污水厂处理规模的匹配，避免高浓度渗沥液的加入对城市污水处理厂正常 

寰 1 垃圾填埋场晚期渗沥液木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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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冲击【 ]。研究表明，当渗沥液的加入所引起的负荷增加不超过l0 时，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 

没有不利影响 。对规模较大的简易填埋场，宜先进行场内预处理，部分去除重金属离子和氪氮， 

以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效果。对于附近无城市排水管网的简易填埋场，可采用场内预处理与 

人工湿地系统相结合的处理工艺。人工湿地的单位污水投资不足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的1／4，运行费 

用仅为 1tl0，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远离市区且具有荒沟荒坡可以利用的中、小型简易填埋场的渗 

沥液处理。 

2．2 填埋气污染控制及其回收利用 

简易填埋场大多无完善的填埋气导排系统，填埋气排放处于无控状态，存在火灾 爆炸等安全 

隐患。特别在封场后，顶部覆盖层将抑制填埋气的散发，填埋气在垃圾堆体中积聚，危险性进一步加 

大。因此，对现有填埋场进行填埋气回收利用价值及安全性评估十分必要，目前国内尚未建立系统 

的分析评估方法，仅有少量工程实践0 [1 Ⅱ”]。此外，填埋气中非甲烷类有机物对人体髓康和生态 

环境危害极大，国外的环境标准将其排放量作为填埋气污染及是否进行控制的依据“ ，我国的环 

境标准中尚未对填埋气中污染物的排放作出具体限制，但对其危害性已有一些研究r 皿 。无论从 

安全保证还是从污染控制角度，加强填埋气体排放的控制十分必要。简易填埋场均应建立填埋气导 

排气系统，将气体有序地集中导出，燃烧后排空，以消除污染与安全隐患。根据国外经验，对垃圾填 

埋量大于100万t、填埋深度达 10～15 m以上的大、中型垃圾填埋场，填埋气有回收利用价值，应考 

虑填埋气的回收利用Eg]r ]。 

3 简易填埋场的封场与生态恢复 

简易填埋场大多已位于或摧近城市的人口密集区，封场与生态恢复的要求高，在一些城市还存 

在场地回用的问题，研究简易填埋场封场与生态恢复方法，已是刻不容缓。 

3．1 腐熟垃圾的回收利用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易腐成份较多，腐熟期较短，一般填埋 l0～l5年以上可基本稳定r。”。廖 

利等人的分析表明，腐熟垃圾中的营养物质含量较高，可作绿化用肥料，以及填埋场封场的表层营 

养土口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历年堆存量达数 10亿 t，占用了大量土地，特别是城区内或近郊的填埋 

场，土地增值潜力大，直接对腐熟垃圾加以回用，可减少垃圾堆存占地面积，恢复土地和用价值，具 

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腐熟垃圾的回用关键是对垃圾腐熟度的评价，应尽快建立评价体系及配套 

管理措施，同时加强相关作业机具的开发及工程示范r。|][2”。 

3．2 简易填埋场的封场 

简易填埋场由于填埋垃圾的压实密度较低，降解后沉降变形较大，封场时应注意防止顶部礁盖 

的开裂和坍塌失稳。顶部表层营养土是填埋场复垦植物生长的基质，其理化性质是植被生长的重要 

因素之一。不同的植被类型要求最终覆土层的厚度也不一样，应根据所种植的植被类型的不同而决 

定最终覆土层的厚度。通常草率植物需要 60 cm左右的覆土层厚度，而树木则需要 90 cm以上。 

3．3 生态恢复 

3．3．1 场内植被的重建 

植物在填埋场上生长时要面临填埋气、渗滤液以及最终覆土层的高温等环境压力。土壤中填埋 

气体(c 和CH )的存在，可导致植物生长不良、高死亡率、植株矮化、生理失调等种种问题，是填 

埋场植物生长的最主要的限制因子[2 。因此，选择耐性树种，并注意不同类型植物(草一一灌一一 

乔)的合理搭配，才能达到较好的复垦效果。实践证明浅根系的草率植物更能在填埋气体较多的地 

方生长 。乔灌木最好在种草后的l～2年以后再开始种植，因为如果草本植物因填埋气体的大量 

释放而无法生长时，其他探根系的植物类群更加难以幸免 。此外，填埋场导排气系统的建立，能 

有效地减少最终覆土层中填埋气体的量，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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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周边绿化 

109 

在填埋场周围种植抗性乔灌木绿化隔离带，树种可选用抗 CH 能力强的乡土植物，绿化隔离 

带可有效减少填埋场的污染，同时起到美化环境，改善填埋场景观的作用。 

4 简易填埋场的管理 

4．1 加强现有简易填埋场的监管 

市政管理部门应对现有填埋场进行系统调查，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评估， 

包括库容、稳定化程度、污染物排放及环境影响、复垦价值等，根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突出重点，实 

行分级分类管理，并将简易填埋场的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纳入城市环卫规划，在资金安排，技术支 

持等方面统筹考虑。环保部门必须加强对简易填埋场的监管，做到定期对简易填埋场及周围环境进 

行监{lIi，使简易填埋场污染物棒放纳八有效监管。 

4．2 逐步实施和完善填埋场的运营许可证制度 

规范的城市垃圾处理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要求从业人员和单位具有较高的 

社会责任感、相应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因此，应逐步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积敏建立和完善许可证 

管理制度，只有取得了许可证的企业才能运营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排放应作为经营管理的主要 目 

标，应达到当地环保部门制定的填埋场污染物最低捧放标准和允许捧放量，只有达到此标准，才能 

取得运营许可证。我国工业企业捧污已实行了排污许可证制度，对于填埋场这一较为严重的城市污 

染源，也应当实行许可证制度。 

4．3 积辍开展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 

随着新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使用，我国即将面临大规模的简易填埋场的污染控制 

和生态恢复的艰巨任务。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是一个新的课题 ，应尽快开展这方面的技术开发与工 

程示范，为我国简易填埋场的全面治理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 

5 结论及建议 

简易垃圾填埋场对城市环境的危害应引起高度重视，建议对我国现有简易填埋场进行系统调 

查．对其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的技术措施，以有效减轻其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管理上应加强监管，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开展适合简易填埋场的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的技术开 

发与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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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ution Control and Ecological 

Reclamation of M SW  Dumping Sites 

PENG Xu—ya，HUANG wen—xi。ng，Yu Yi ， 

(Facu]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dro~mentM Engineer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China) 

Abstract{Dumping sites，which are still the main disposal iacilities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s(MSW ) 

in China，have caused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It is urgent to upgrade or reclaim these dump— 

ing sites to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rlsks，In this paper，th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 

for pollution abatement to these dumping sites，as well as the latest practices we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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