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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武汉新洲区陈家冲垃圾填埋场于 2007 年 10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设计容量为 280 万吨。然而在建成五年后，该垃圾场需要填埋的垃圾
就超过了 320 万吨，垃圾填埋层大大高出设计标准，预示在极端天气时，
有发生倾覆的潜在风险，同时导致填埋场污水处理压力较大。

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为降低陈家冲垃圾填埋场的环境风险，延长填埋场使用寿命，武汉
市政府与华新水泥达成合作，决定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理方式，加大处理
新增垃圾能力、消化存量垃圾。

陈家冲水泥窑协同处理项目包含生活垃圾生态预处理和水泥窑协同
后处理两个部分。生活垃圾生态前处理部分包含生活垃圾接收和破碎系
统、生活垃圾生物干化系统、生活垃圾机械分选系统、除臭系统、污水
及渗滤液处理系统；水泥窑协同后处理部分包含可燃垃圾接收系统、可
燃垃圾水泥窑余热干化系统、可燃垃圾储存及喂料系统、水泥窑排放综
合在线监控系统。2013 年生活垃圾预处理项目全部投资近 2 亿元人民
币，其中环保设施投资近 7 千万元。

针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高水分、高有机质、低热值等特点，结合水
泥窑协同处理对垃圾可燃物的基本要求，通过生活垃圾破碎、生物干化、
高效分选等前处理工艺，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有效干化、合理分类和可燃
物的有效产出。通过预处理，生活垃圾中分拣出的可燃部分热值可达到
2500 ～ 3000kcal/kg，可以替代水泥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燃料，真正

导读 ：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尽
管近年来兴建的卫生填埋场、焚烧厂和堆肥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处理
生活垃圾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但是仍然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
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需求。挖掘现有工业设施协同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能力势在必行。其中，水泥工业的发展催生了
一批工艺先进、环保设备完备的新型水泥炉窑，而且大多有剩余能力，
其焚烧温度高于一般焚烧炉，在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时可以避免二次废
物的产生，且处理成本较低，因此在协同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方面有较
大的应用空间。

（二）武汉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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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垃圾处理的资源化要求。对分选出来的生活垃圾可燃物，开发适用
于该可燃物燃烧的水泥窑燃烧设备、新型分解炉设备以及高效脱氯系统，
保证了水泥窑后处理热工制度的稳定控制，以及其他残余物在水泥窑的
无害化处理。为抑制二噁英的排放，采用了生料分散、高效吸附、烟气
急冷等工艺措施。

2013 年 12 月，中国环保部发布了《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
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规定了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水泥窑的
设施技术要求。同时发布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
范》（HJ662-2013），进一步规定了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
具体的技术要求。上述《标准》和《规范》已于 2014 年 3 月 1 日正式
生效，为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固体废弃物提供了政策支持。《规范》
还将为中国 4000 余家水泥企业协同处理固体废物提供相应技术指导，
为水泥行业协同处理废弃物技术及系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成效

项目的成功运行为武汉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利用提供了新的路径。垃
圾经预处理后水分可以降至 10%-30% 左右，从中提取的衍生燃料具有
可观的热值，投入水泥窑系统可替代部分燃煤，在水泥熟料正常生产条
件下，可燃物喂料量为 22t/h 时，窑系统用煤可以降低约 8t/h 左右，
相当于 3 吨分选后的垃圾可燃物可以替代 1 吨煤。化石燃料消耗的降
低节约了水泥生产的成本，也相应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水泥窑协同
处置 1 吨生活垃圾可以实现 1.1 吨 CO2 的减排，不但符合国家“无害化、

图 1 ：生活垃圾前处理工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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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化、资源化”的环保原则，也将原本单纯生产水泥的企业转变成为
兼具废弃物处理和利用功能的综合水泥企业。

此外，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还具有以下优势：
（1）对各种可燃废物适应能力很强，略作调整就可运行处理生活

垃圾，且水泥熟料的品质和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2）水泥窑内温度高（1600℃），热容量和热惯性大，废料在高

温区的停留时间长（5-15 秒），有害成分均能被彻底分解，确保环境安全。
废物在水泥窑内燃烧后的残渣，其中若含硫、氯或某些重金属等有害物
质均全部固熔在水泥熟料的晶格中不能再逸出或析出，没有二次污染隐
患；

（3）可燃废物在水泥窑内燃烧所产生的热能全部直接用于炉窑系
统内的气固相或固液相的热交换流程，热能传递交换效率是垃圾焚烧炉
发电的 6 倍以上。

四、启示和建议

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垃圾，具备多重收益：水泥企业可通过该
技术节省燃料和原料；废物管理部门无须新建专门的废物焚化炉或废物
填埋场地，节省了土地资源与资金的投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水泥行业正在进行产能优化结构调整，利用现有的水泥炉窑协同处理、
处置危险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可谓一举两得。此外，水泥窑协同处理的
方法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多国、日本）已经成功运行了近 30 年，
技术成熟、经济可行，是绿色发展的典型路径之一。近年来我国水泥行
业蓬勃发展，具备广泛处置危险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的物质条件。将废
物处置与水泥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
为我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城市垃圾处理方式。

后记

2015 年 2 月 10 日，华新长山口生活垃圾生态处理项目在武汉江
夏正式动工。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生活垃圾预处理和水泥
窑协同处置项目，项目总投资 5.6 亿，占地 170 亩。该项目将分两期建
设，其中一期处置规模为 2000 吨 / 天，为武汉全市生活垃圾日产量的
1/4，预计 2015 年年底可建成投产；二期处置规模为 1000 吨 / 天。长
山口生活垃圾生态处理项目周边还有一座长山口垃圾填埋场和一座垃圾
焚烧发电厂。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处置江夏、武昌等地区的生活垃圾，
还可处置长山口填埋场已填埋的陈腐生活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