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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现状及场地利用的建议

Statu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Landfill and Proposal

on Its Site Utilization in Shenyang

蔺晓娟1张颂2

(1．沈阳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院沈阳110013)；(2．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沈阳110016)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及沈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现状的分析，论述了沈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地再利用的技术方法，

并提出了垃圾填埋场绿化、稳定化的垃圾开采利用及将渗沥液经反渗透处理后的浓缩液回灌的方式，加速垃圾填埋场稳

定化速度的建议。

关键词生活垃圾填埋场再利用

Abstract rIKs paper aIlalyzed the slatll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landfill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henyangI and studied the site陀一

cycling of Shenyang Munieipal Solid Waste Landfill．It pointed out that诋ellce，exploitation an utilization of stabilized wastes and

recharging leachate treated by RO would accelerate the stabilization of land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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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垃圾填埋场场地再利用的研究概

况

国外对已满容并稳定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场地

回用的程序一般是先对填埋场进行完善的终场覆

盖，并辅以配套的渗沥液收集和处理设施，以及填

埋气体的收集和控制设施，进而开发为公园、游乐

场、绿地、广场和高尔夫球场等公众露天娱乐场所。

国内对垃圾填埋场场地回用技术的研究是近

几年才开始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大都只谈到填

埋场场地回用技术的一个方面。从国内垃圾填埋

场场地回用技术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

些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只停留在理论设想和构

思上，或只是停留在现场实验阶段，工程应用较

少，只有青岛唐河路垃圾场、深圳市盐田保税区垃

圾场等进行了尝试。对于正在运行的垃圾填埋

场，李华等人从填埋场运行的角度提出了矿化垃

圾的概念，并对填埋场的动态运行模式进行了大

胆的设想，提出“矿化垃圾”的概念。即对已稳定

的矿化垃圾进行开采，绝大多数开采后的矿化垃

圾可综合利用，这部分垃圾可运出填埋场。开采

后的填埋单元的填埋容量与原来的容量相差很

少，从而可重新填埋城市垃圾，这样可大大提高填

埋场的使用年限。如何开发利用填埋场的矿化垃

圾，如何解决开采后矿化垃圾的出路问题，是实现

垃圾填埋场动态运行和管理的关键。通过经济效

益分析，他们认为在实现垃圾填埋场的动态运行

和矿化垃圾的综合利用后，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

解决城市垃圾问题，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节约投

资，从而真正达到以废治废、变废为宝的目的。

2沈阳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现状

沈阳市的生活垃圾13产量达4000多t，垃圾卫

生填埋场有3座，其中的赵家沟垃圾填埋场已于

2003年10月关闭，另外两座老虎冲和大辛垃圾填埋

场正在使用。均建在市郊，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

大，此类垃圾填埋场也将逐渐被新兴的工业民用建

筑所包围，其土地利用价值将进一步提高，可用作

兴建各类厂房、停车场、公园、娱乐场、高尔夫球场等

等。因此，研究这三座垃圾场的场地再利用的问

题，对于沈阳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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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垃圾填埋场的优势是：库容量大，区域分

布合理，且具有较好的防渗性能。填埋土料的主

要工程参数应为渗透性，从各填埋场地的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的结果来看，其渗透系数均可达到

10～一10“em／s之间，因此具有较好的防渗性能。

目前赵家沟垃圾场稳定化级别已达到三级，填埋

场地只能植被而不能考虑其它利用。其稳定化时

间远远低于国外公认的20～30年的垃圾场稳定时

间，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垃圾自

身性质，包括有机物组成、营养比、微生物量等因

素。第二，填埋条件和填埋环境因素。

原填埋区只有一、二区填埋了生活垃圾，三区

没有填埋垃圾，为了将三区近6．66hm2的土地充

分加以利用，可以把封场后的赵家沟垃圾场改建

为沈阳市建筑垃圾填埋处理场。赵家沟垃圾场达

到完全稳定化需要近15年的时间，而大辛和老虎

冲垃圾场达到完全稳定化需要的时间要超过20

年。待垃圾场稳定后，可以将稳定化的垃圾开采

出来，加以综合利用，腾出的空间可以重新用作垃

圾填埋场使用。

3沈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地再利用思路

发达国家对垃圾填埋场沉降特性的研究较为

深入，但研究成果的应用难以在国内推广；国内虽

然也有研究，但同样是因为经济条件和人们生活

习惯的差异决定了垃圾组分的不同，垃圾填埋场

沉降特性也不同，我们必须以研究沈阳市当地垃

圾填埋物基本性入手，深入了解垃圾填埋物因生

化降解表现出的岩土工程力学性质，利用土力学

的先进理论或经验公式给出填埋场沉降特性的数

学描述。

2(109年4月沈阳市有关部门已经对封场的赵

家沟垃圾填埋场进行了绿化，改善了填埋场周围

的生态环境，收到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但这只是

对场地的初步利用，并没有挖掘出场地的潜在利

用价值。为了进一步提高场地的利用价值，提出

现阶段和今后场地的利用方案如下。从近期场地

利用看，可以把封场后的赵家沟垃圾场改建为沈

阳市建筑垃圾填埋处理场。这样不但解决了沈阳

市建筑垃圾随意排放的问题，而且节省了由于建

设建筑垃圾场需要重新征地的资金。按现有土地

征用价格每公倾120万元计算，则节省征地费约

6．66×120万元=800万元。据估算，该建筑垃圾

填埋场库容量为67万m3，建成后可以日处理建筑

垃圾1 100 m3。从远期场地利用看，待垃圾场稳定

后，可以将稳定化的垃圾开采出来，据国内有关研

究认为有近80％的垃圾可被利用，经过筛分后的

腐殖质做为城市绿化用土，腾出的空间又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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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填埋新鲜的垃圾。这样使原本废弃的垃圾场土

地得以利用。对于大辛和老虎冲垃圾场来说，由

于是分区填埋，其各填埋分区也可以采用此种方

法来循环利用填埋场地。

3．1 加速填埋场稳定化技术的选择

影响填埋场稳定化的因素较多，其主要分为

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有垃圾的自身性

质、环境因素(温度、pH值等)、填埋场构造及运行

等等。其中温度对填埋场的稳定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在沈阳这样冬季气温比较低的北方城市。

填埋场中由于填埋自身产生的热量和土地的保温

作用，这一影响不会很大。同时在填埋作业过程

中和填埋场封场时使用一定厚度的黄粘土等防渗

透性较强的材料，将会使温度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由此可见，因为内在因素较难控制，因此，我们以

外在因素的控制为主进行研究。

国内外研究表明，填埋层中保持一定的含水

量有助于填埋场的加速稳定。因此，允许一部分

水分进入填埋场，是可以加快垃圾的降解。但是

由于沈阳市的填埋场用黄粘土作为覆盖材料，其

透水性较差，因此可采用将渗沥液回流的方法，来

增大填埋场的含水量，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垃圾的

降解，而且有利于填埋气体的产生，对于填埋气体

利用十分有益。

垃圾填埋场稳定化宏观指标除了渗沥液指标

外，填埋场地表沉降速度也是描述填埋场稳定化

的具体指标之一。一般以封场后的填埋场经若干

年降解，垃圾表面沉降基本停止，降解速度很慢，

以致可以忽略不计为填埋场稳定化的标准。我们

以大辛垃圾场为例，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分析。

其稳定化时间远远低于国外公认的20～30年

的垃圾场稳定时间。

关于垃圾填埋场稳定化的评价，国内外报道

的较少，但是填埋场的稳定化可从微观和宏观两

方面来定量描述。在微观方面，反映稳定化程度

的指标主要是渗沥液组分(如COD、BOD5、氨氮等

的浓度)、填埋场气体组成(甲烷含量)和产量、固

体垃圾组成等随时间的变化量。在宏观方面，填

埋场稳定化程度应是垃圾层表面沉降量(s)、渗沥

液产量(w)和气体产量(G)3个参数的函数。填埋

场垃圾稳定化程度高，则填埋场地表面沉降速率

小，垃圾渗沥液和气体产率小。但是，S、W和G三

个参数是相关的。根据赵由才等人的研究成果，

一62一

可以估算在沈阳市这样气温寒冷的地区垃圾堆体

的主沉降约为垃圾填埋高度的16％，其占总沉降

量的90％，在垃圾填埋后5年内完成，之后进入次

沉降阶段。

沈阳垃圾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达到稳

定，为此对于现阶段研究其场地的再利用，只能是

在现有的条件下，设法考虑如何加快其稳定化进

程，增加其填埋库容量，延长其使用年限，是我们

的研究重点。

如果填埋场内垃圾的沉降集中发生在填埋场

的有效服务年限内的话，填埋容量将大大增加，无

论从经济效益上或是从社会效益上看，都是极为

有利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如何才能加速填

埋场的稳定化进程。

综上所述，建议垃圾场采用将渗沥液反渗透处理

后的浓缩液回灌的方式加速填埋场的稳定化。

3．2高位填埋作业的研究及效益分析

垃圾填埋场在填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大量不

均匀沉降，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因此，为保证填埋

过程中填埋堆体的稳定性，有必要对影响高位填

埋的主要因素，即填埋沉降进行研究，增大填埋场

的库容，实现高位填埋作业。

高位垃圾堆体产生的渗沥液的顺畅导排与表

面雨污的分流，是确保堆体稳定的方法之一。沈

阳市大辛垃圾填埋场渗沥液的主要来源有垃圾本

身带有的水分、降雨和地表水的浸入。相对而言，

垃圾本身带有的水分转变成渗沥液的量比较小，

而后者产生的渗沥液量比较大，如不及时排除对

填埋堆体的稳定性影响也比较大。对于地表水已

在填埋场的建设初期，在场区周边建有排水沟以

阻止地表水浸入填埋区。因此，大气降水是填埋

场产生渗沥液的主要因素。为阻止降雨渗入填埋

体，在填埋作业面以外已经填埋的废弃物表面用

厚度为20cm左右的粘土覆盖垃圾，将表面汇集的

雨水排出填埋体。

由填埋场表面渗入的水量进入填埋层后，符

合垂直渗入的运输规律。由于在填埋层中不光是

压实的垃圾体，还有中间覆土层，从填埋场表面渗

入的水量在下渗过程上并不是在均质介质中渗

入，而是在由一层与一层渗透性能差异很多的介

质中渗入。场内垂直方向的渗透一般发生在潜水

面以上，潜水面一般只在场内底部出现，在潜水面

(下转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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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to)和，，；(to)分别为生态足迹曲线

Yl=Y1(to)和生态承载力Y2=Y2(to)在t=to时的

变化速率；口为二者的夹角，其值即为生态足迹和

生态承载力发展的剪刀差值。a越大表示二者变

化趋势间的差异越大，口=0时，二者变化趋势无

差异。

3结论

本文总结了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区域性可持

续发展的不足之处，依据其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

了如下修正：

(1)通过区分及拓展出消费性生态足迹和生

产性生态足迹的概念，将其运用于区域发展可持

续性和公平性评价中。

(2)通过将生态足迹指标与GDP、综合发展满

意度和综合压力指数等指标结合，综合考虑了经

济、社会、技术方面的相关因素，以及人类对现有

消费模式的满意程度，全面反映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程度。

(3)通过引入“变化速率”和“剪刀差”这两个时

间指标，可定量描述在时间序列中生态足迹和生态

承载力的动态趋势及其速度和差异。本文仅从理

论角度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了初步修正，修正后的

生态足迹模型尚待进一步的实例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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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渗沥液在静水压力的作用下发生水平方向

的渗流。

垃圾填埋场采用平台分区堆高作业工艺，可

使渗沥液产生量大大减少，降低了填埋场环境污

染风险和运行成本。增加了填埋场的库容，节约

了建设投资。因此，进行高位填埋工艺会产生十

分显著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4结论及建议

(1)提出了赵家沟垃圾场场地再利用。近期

绿化和改建为建筑垃圾填埋场，远期将稳定化的

垃圾开采后作为城市绿化用土，腾出的空间用来

填埋新鲜垃圾，实现垃圾和土地的双重再利用。

(2)建议大辛垃圾场采用将渗沥液反渗透处理

后的浓缩液回灌的方式加速填埋场的稳定化速度。

(3)通过稳定性分析，大辛垃圾场采用高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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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工艺是可行的，同时将封场后表面形成坡度1：3

调整为1：2．5，可大大提高填埋场的库容量。

(4)建议在大辛和老虎冲垃圾场建立永久性

沉降观测点，并将该监测项目列入垃圾场常规监

测项目之一，以长期连续观测，取得实测数据进行

沉降分析。

(5)建议尽快制定高位填埋作业规划方案，规

范垃圾场填埋作业工艺，有计划地进行垃圾填埋，

以利于高位填埋的实现，增加填埋场的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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