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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填埋现状

填埋气的产生

填埋气的收集

填埋气的综合利用

填埋气利用的典型案例

深圳下坪填埋气发电项目



•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
2010年以来，我国生活垃圾清
运 量 逐 年 上 升 ， 2 0 1 9 年 达 到
24206.2万吨。截至2019年末，
我 国 已 建 设 完 成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处理厂1183座，日处理能力
近87万吨，无害化处理总量达
到24012 .8万吨，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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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填埋场数量占总无害化处理数量的70～80％

n处理能力处于下降趋势，当仍占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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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填埋
46%

焚烧
50%

其他
4% 生活垃圾处理是实现资源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的路径之一。目前，
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有焚
烧、填埋、堆肥等方式，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
来看，在各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中，
焚烧和填埋分别占比50%和46%，
是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主要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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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区域布置

u填埋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占全国填埋总处理能力的42.24%，但大力发展

了垃圾焚烧技术，填埋处理能力占各地区无害化设施处理总能力比重最低，平

均在50.40%

u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填埋处理能力占各地区无害化设施处理总能力比重相

对较高，分别为77.49%、85.87%和77.64%，部分地区目前全部采用填埋处理，

如江西、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u按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2015年，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

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未来随着新增规划或在建焚烧设施投入运行，填埋比

例将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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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县城填埋场成新
增长点

○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
推进，卫生填埋场在中小城
市及县城得到快速发展

○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仍然
将是中小城市、县城以及乡
镇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

○ 新型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将
为垃圾填埋带来新的市场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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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垃圾的组分

u餐厨、果叶、灰土、砖瓦、纸类、

塑胶、纺织物、玻璃、金属、木竹

u其中餐厨、果叶等含量超过50%

n卫生填埋营造了良好的厌氧环境

n有机物的厌氧分解过程

*

填
埋
气
体
组

分，
%



n每吨垃圾在整个降解周期内产生100~150m3填埋气

n折算为小时产气量，则为4~6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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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吨垃圾填埋气产生量m3/t

上海黎明 130

杭州天子岭 143.69

西安江村沟 163.2

宁波鄞州 114.37

抽气测试实验结果



n规范要求

uCJJ_133-2009_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l填埋场必须设置填埋气体导排设施

l填埋场运行及封场后维护过程中，应保持全部填埋气体导排处理设施的完好和有效

uGB 50869-2013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l填埋场必须设置有效的填埋气体导排设施，严防填埋气体自然聚集。迁移引起的火灾和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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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容量

○ 城市填埋垃圾量为30万吨/日，可收集填埋气达到120万
方/小时，即96亿方/年

○ 目前卫生填埋占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75.6%，按照垃
圾平均含水率50%、可降解有机物60%、转化率40%进
行测算，每吨垃圾的填埋气产生量约为126方，若将全国
所有填埋场进行气体收集（收集率50%）年可收集垃圾填
埋气63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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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全密闭覆膜收气

收集效率达到90%

l 竖井收气

收集效率仅有30~45%

l 水平井收气

收集效率仅有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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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全密闭收气技术，收集效率可达95%。

n采用覆盖全密闭负压收气方式。

n高效的填埋气体收集技术，生活垃圾

填埋场填埋气收集量可达到4m³/（吨

/日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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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信息化管理手段

u建立全面的监控体系；

u填埋气泄露监测；

u可对库区进行甲烷、硫化氢或VOC

等指标进行监测；

u甲烷泄露监测，可指导填埋场覆

盖系统和收气系统实施；

u硫化氢和VOC等可作为臭气监测进

行监控，为填埋场控臭提供支持；

u无人机红外成像监测可对大面积

填埋场进行整体泄露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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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收气管网系统实时监控 公司整体运维大数据管理

无人机泄露巡查 无人机扫描结果图



n信息化管理手段

u通过气井、收集管网的监测与分析，查找填埋场库区泄露点并修补，确保填埋

场库区密闭性，及时调整管网阀门或增减管网，以保障库区微负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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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信息化管理手段

u通过预处理数据的云系统管控，及时发现收集系统异常情况，分析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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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 车用
燃料

发电 燃烧 锅炉
渗滤液
处理



填埋气主要利用方式
l 模块化快速建站发电方案

l 组成部分：预处理、发电
机组、变配电系统、应急
火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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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沼气预处理技术

u在罗茨风机负压抽吸作用下，经过过滤除杂，冷凝器换热脱水，脱硫，使不同

来源和质量的燃气都能满足发电机组对进气的清洁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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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模块化建站技术

u电站建设模块化：撬装移动式发电机组。

u建站周期短，报建手续简捷，投资成本低。

u占地少，安装移动方便，无缝匹配气源流量和负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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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下坪填埋场填埋气项目

u采用全密闭覆膜收气技术，填埋气收集效率提高了2倍，填埋场日填埋垃圾

7000吨，回收利用填埋气达到45000m3/h，收集效率达到95%以上，极大的减少

了臭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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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深圳红花岭填埋场

u项目包括填埋气收集系统、填埋气预处理系统和24MW发电机组。目前填埋场日

填埋垃圾2400吨，填埋气收集量达到15000m3/h，收集效率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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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上海老港综合填埋场填埋气发电项

目

u老港填埋场年垃圾填埋量超过

360万吨、填埋气收集量超过2.6

亿立方米，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5

兆瓦，年处理填埋气逾6000万立

方米，年发电量逾1.0亿度，每

年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6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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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广州兴丰填埋气发电项目

u兴丰填埋场年垃圾填埋量约360万

吨、填埋气收集量超过2.6亿立方

米，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5兆瓦，年

处理填埋气逾6000万立方米，年发

电量逾1.0亿度，每年二氧化碳减

排量达到6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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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佛山高明填埋气发电项目

u高明填埋场年垃圾填埋量约150万吨、填埋气收集量1.4亿立方米，项目总装机

容量为27兆瓦，年处理填埋气逾1.1亿立方米，年发电量逾1.9亿度，每年二氧

化碳减排量达到114万吨。

*



深圳下坪填埋气发电项目



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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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填埋场简介

深圳市下坪 填 埋 场 1 9 9 2
年开始建设 ， 1 9 9 7 年 投
入 使 用 。 设 计 使 用 年 限
30年，总填埋库容4693
万 立 方 米 ， 是 国 内 首 家
采 用 国 际 先 进 填 埋 技 术
标 准 建 设 运 营 的 大 型 卫
生 填 埋 场 。 每 天 最 大 填
埋垃圾7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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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2 0 0 5 年 ， 开 始 了 下 坪 填 埋
气利用的探索和建设。对填
埋气进行了产气预测和利用
方式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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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开始建设抽气系统、火炬、
发电系统和车用燃料系统，并签署了
碳减排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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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经过几年的建设和运行，目前该项目已经成为国内填埋气收集量最大

的填埋气利用项目，最大收集气量达到450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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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气体抽取系统填埋气体收集系统

 发电系统

火炬燃烧系
统

提纯系统



n收集系统

u竖井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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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收集系统

u水平井收气

34



n收集系统

u覆膜全密闭收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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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动力系统

u两个集气站，总集气能力达到4万方以上

*



n计量系统

u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计、沼气分析仪、电表

u系统控制与数据记录系统

*



38

n发电系统

u分三期建设分别为10+11+18MW，

共计39MW发电系统

*



n提纯系统

u2007年建成处理填埋气500m3/h车用燃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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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提纯系统

u2014年改建成6000m3/h一期提纯项目

*



n提纯系统

u2014年改建成6000m3/h一期提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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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火炬系统

u10台封闭式火炬，最大处理填埋气30000m3/h

*



nCDM项目进展

*

v 项目进展

2006年5月获得中国发改委批复 2006年10月获得英国政府批准
函

2007年5月在联合国成功注册

至2012年2月，累计生产ER量约
160万吨，核证7次。

2005年12月与CCC集团
签订CER购买协议



nCDM项目进展

核证期 生产时间 产量(tCO2e)
累计产量

(tCO2e)
审核日期 进度

第一次  2007.7至2007.8 19,863 19,8632007/9/26 已签发 

第二次 2007.9至2007.12 33,646 53,5092008/2/1 已签发 

第三次 2008.1至2009.1 107,570 161,0792009/3/4 已签发

第四次 2009.2至2009.9 173,780 334,8592009/11/20 已签发

第五次 2009.10至2010.3 215,584 550,4432010/5/27 已签发

第六次 2010.4至2010.11 368,158 918,6012011/1/20 已签发

第七次 2010.12至2012.1 669,692 1,588,2932012/3/29 已签发

第八次 2012年2月至8月 249,036  1,837,2632012/10/16 已签发

第九次 2012年9月至2013年10月30日 608,979 2,446,2422013/12/3 已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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