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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及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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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与此同时，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也在不断增

加，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及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传统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以焚烧为主，但由此而产生的大

气污染也成为比较棘手的环境问题。所以，一方面需要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从生态环保、经济性等

角度不断优化处理技术；另一方面，要针对大气污染问题的治理技术进行研究，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可靠基础。

本文对生活垃圾处理及大气污染治理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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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及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科学的产业理念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采用的是传统的垃圾处理机制，针对各类生活垃圾的处理，仅仅是简单的分类之后，再进行填

埋或焚烧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导致垃圾处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同时还会产生一系列后续问题，其中因焚烧

垃圾而产生的大气污染便是十分突出的问题之一[1]。具体来讲，科学理念的缺乏，主要表现在没有将生活垃圾处理以

及大气污染治理结合起来。事实上，很多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和大气污染问题是具有相关性的，如果两者之间缺乏联

系，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却无法产生良好效果的情况。

1.2  处理方法比较粗放

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城市生活垃圾的日产生量越来越庞大，生活垃圾种类也越

来越多。目前一些单位依然采用比较粗放的垃圾处理方法，像前文提到的填埋、焚烧等，虽然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有效

性及性价比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粗放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导致后续的污染问题却比较严重，这与积极开展生活

垃圾处理工作的初衷是不符的。

1.3  规模化和规范化不足

实际上，生活垃圾的处理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需要各个方面都要参与进来的工作 [2]。但

是，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生活垃圾的处理规模有限，都是依靠较小的处理厂进行分散处理。规模化不足的另一个表

现，就是没有建立垃圾处理的技术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技术化、标准化及自动化程度不足。这直接导致垃圾分类不

明确、处理方式不合理、处理过程污染程度高、处理能耗高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最终影响处理效果。从另一方面

来说，无论是垃圾处理还是大气治理，都存在着缺乏科学标准、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污染问题比较严重

的关键原因之一。

2��焚烧垃圾产生的气体、飞灰特征及处理方法分析

在对垃圾处理方法及大气治理技术进行科学研究之前，有必要分析当前比较热门的焚烧垃圾处理方式的优劣，尤

其要了解这种处理方法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的特征。因此，下面重点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中产生的气体、飞灰特征以

及处理方法。

2.1  气体特征及处理方法

传统生活垃圾在焚烧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各类气体包括灰尘、CO、SOX等，国家对这类物质在空气中的含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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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控制标准。为了达到相关标准，在现有的一些垃圾焚烧设备中，为了减少NOX等有害物质，一般可以使用二段

燃烧法，即将一部分燃烧的空气加入焚烧炉中，以控制氧化。同时，排气再循环法也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即通过一定

比例的气体和空气混合，可以有效地降低氧化气氛，进而达到减少部分有害物质的目的。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中，硫

化物的生成是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而针对硫成分的处理，一般可以使用干式、半干式以及湿式处理等方法。其

中，湿式处理法主要是利用碱液对硫化物进行吸收，但是这种方式通常是处理垃圾腐液，对相应的装置及材料的要求

比较高。所以，近年来，干式和半干式处理法比较常见，即通过向焚烧炉内注入CaCO3，或是在排烟系统中喷入消石

灰粉末的方法，来去除硫化物。生活垃圾中含有的重金属物质，在焚烧处理时很容易形成污染物而扩散到空气中。对

此，我国近年来在除尘器技术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对含有重金属的微粒子进行捕捉，并进行

有效的处理。二噁英是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比较常见的污染物，为了避免这类物质在焚烧处理炉中大量产生，关键是

要促进空气的完全燃烧。通常情况下，目前是通过提高燃烧温度和时间的方式，尽量让二噁英得到彻底处理。需要注

意的是，二噁英在温度长期处于300℃左右的排气管道中很容易再次生成，所以要采取有效的方法，降低排气管道温

度[3]。

2.2  飞灰特征及处理方法

在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中，焚烧处理后会产生大量的飞灰，因此必须要有除尘装置。目前，多数垃圾焚烧系

统产生的飞灰平均粒径约为20～35μm，但随着现代环保标准越来越高，垃圾处理中产生的亚微米灰尘也备受重视。尤

其是垃圾焚烧之后的亚微米灰尘中含有重金属物质，需要有针对性地使用电除尘的方式进行处理。目前，电除尘器的

效率会影响焚烧炉产生的灰尘的比电阻，显然合理控制电除尘器的使用范围十分重要。通常生活垃圾焚烧炉内及排放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会导致空气中固体颗粒物含量增大，人们常见的PM2.5主要就是以各类固体颗粒

物为主。目前比较常用的电除尘器具有良好的捕集率，该设备在试运行过程中的压力损失比较小，可以适配多种大型

垃圾处理焚烧炉的除尘功能[4]。在垃圾焚烧过程中，垃圾焚烧排气中的水蒸汽浓度比较高，需要排气装置具有耐高温

的能力。同时，传统的滤网可能在特殊的运行环境下出现破裂的情况，进而影响除尘效果[5]。传统袋式除尘器很容易

被封堵，容易导致灰尘捕捉能力降低。但是，相对于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气体中产生二噁英

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生活垃圾种类增多，在处理的程中焚烧炉内水蒸汽浓度较低，电除尘器运行中会导致除

尘装置系统温度增高，进而会给二英的产生创造合适的环境温度。而袋式除尘器具有不错的高温适应性，结合水喷雾

冷却塔、脱硫装置的运行，可以很好地在处理灰尘过程中避免各类污染物的产生[6]。

3��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以及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实践项目分析

某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概况如下：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4.14亿元，占地面积约为56 266.7m2。项目于2010

年1月31日签订BOT特许经营协议。按照项目设计方案，该项目配置2×525吨/日的炉排焚烧炉、2×9MW汽轮机、

2×10 MW发电机，配套300t/d的渗滤液处理站。本项目建成后，平均每日可处理生活垃圾1050t。项目二期工程总投

资3.77亿元，占地面积约12086.7㎡。配置独立的1×750t/d的炉排焚烧炉和1×22 MW汽轮机及25MW发电机组，配套

新建300t/d的渗滤液处理站。按照设计，本期项目建成之后，每日可处理生活垃圾750t。

在技术方面，该生活垃圾处理项目采用的是日本荏原的炉排炉焚烧技术；在烟气处理方面，该技术将半干法、干

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以及SNCR技术进行了结合，形成看得见的烟气净化系统，再结合烟气在线监测系统以

及垃圾焚烧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各类污染物的集中监控和处理。

本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各个地区的生活垃圾被统一运至处理厂内，在称重、记录信息之后，通过上料坡道进入

系统的卸料平台，并将垃圾卸入垃圾池内。垃圾池库是按照约7天的垃圾库存量设计的。待垃圾发酵之后，技术人员

操作抓斗起重机将生活垃圾转移到焚烧炉，焚烧炉和汽轮发电机连接，焚烧垃圾过程产生的热量在回收之后支持汽轮

机发电。而焚烧产生的废气，会通过烟气净化系统，在经过脱酸、除尘以及去除二噁英等有害物质之后，经检测达

标，再排到自然界中。垃圾焚烧产生的遗留炉渣，则会被转移至渣仓，使用专用运输设备运输到统一地点进行处理。

尤其是许多炉渣都可以作为部分市政工程的建设材料，具有很好的回收利用价值。针对炉渣中存在的金属成分，可以

利用设备将之筛选出来之后再进行回收利用。本垃圾处理系统中安装有反应塔和袋式除尘器，可以对飞灰进行收集，

然后送入飞灰贮仓，在稳定化处理之后运输至指定位置填埋处理。烟气的处理方面，系统中焚烧产生的烟气从半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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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塔进入布袋除尘器，然后在反应塔与布袋除尘器之间的烟道内喷射消石灰粉末以中和烟气中的酸性气体，消石灰

的喷射量按脱除烟气中65%的酸性物计算。该系统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滤料除尘效率超过了99.9％。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年来，各个行业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越来越大，给人们的生活及生态

环境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针对传统垃圾处理过程存在的各类不足，相关单位应当树立科学的生活垃圾处理观念，

在全面了解国家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完善、合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本垃圾处理系统将生活垃圾处理

和大气污染治理进行了有机结合，在合理处理生活垃圾的基础上，减少了大气污染，为社会的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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