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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浙江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钱塘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铮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兰溪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德锋、黄知广、陈昆柏、田平、张文涛、林可聪、高全喜、杜耀、李晓坡、

杨鑫、董一颖、冯猛、邵一如、郑艳昌、覃亚、陶剑波、张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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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筛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筛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环境管理、安全管理

和应急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内已填埋生活垃圾的开挖、筛分处理，不包括独立分区填埋的螯合飞

灰等其他种类垃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

GB/T 1877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51220—2017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J 176—201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CJJ 150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应制定开挖筛分处理实施方案，并经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执行。

4.2 应确定项目治理工艺，明确生活垃圾填埋场需采用开挖筛分技术治理。工艺选取应依据以下内容：

a) 现场调查；

b) 治理需求；

c) 实施周期；

d) 污染控制；

e) 处理成本；

f) 持续投入；

g) 潜在影响。

4.3 垃圾筛分设备宜位于密闭式厂区内，日筛分量应根据治理垃圾体量和施工周期确定，设备的数量

按照单台小时筛分能力及日工作时间进行配备，设备应保证连续、稳定运行。

4.4 垃圾筛分规模需与后端资源化利用设施能力相适应。

5 技术要求

5.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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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应对垃圾堆体进行分区、分单元、分层开挖，并对各开挖区域进行编号。开挖筛分总体工艺流

程图见附录 A。

5.1.2 开挖筛分全过程应做好相应的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生产安全：防火防爆、通风排气、堆体降水、边坡支护等；

——职业卫生：个人防护、卫生防疫、蚊蝇消杀等；

——环境保护：堆体覆盖、渗滤液收集处理、除臭降尘、隔声降噪、环境监测等。

5.1.3 开挖筛分全过程中应做好存档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垃圾筛分量；

——渗滤液处理量；

——各类筛分垃圾处置量；

——出入场车辆录像等。

5.2 开挖前

5.2.1 现场勘察

5.2.1.1 应对现状调查内容进行复核。

5.2.1.2 应勘察周边安全事故隐患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火灾；

——自然边坡失稳；

——地埋、架设管线；

——周边建、构筑物等。

5.2.1.3 应调查周边各类型的环境敏感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地下水；

——地表水；

——大气；

——噪声。

5.2.2 制定开挖计划

应根据现状调查得到的堆体面积、深度、垃圾成分特性等制定区域及单元开挖计划。

5.2.3 边坡处理

5.2.3.1 对可能失稳的垃圾堆体边坡，进行堆体整形；修整后的垃圾堆体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3，单

级边坡高差宜为（5～10） m，中间平台宽度不宜小于 3 m。

5.2.3.2 对可能失稳的自然边坡，进行边坡支护等处理。边坡支护结构形式可根据场地地质和环境条

件、边坡高度以及边坡工程安全等级等因素选定。

5.2.3.3 填埋场边坡稳定验算分析应符合 CJJ 176—2012 中 6.4 的要求。

5.2.4 通风预处理

应确保开挖安全，将甲烷、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浓度降低到安全范围。

5.2.5 地下水污染控制

对于现状调查存在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的，应采取防止进一步扩散的措施；并应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环境敏感性、经济条件、污染程度、场地条件等因素，选择一种或多种组合的控制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方式：

——防渗及防渗层修补；

——堆体内渗滤液抽排；

——地下水收集与处理。

5.2.6 渗滤液导排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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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 对于堆体有渗滤液积存、导排不畅造成垃圾堆体水位过高的填埋场，应采取渗滤液导排与处

理的措施。

5.2.6.2 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设计、建设与运行应符合 CJJ 150 的要求，集水井布置宜符合 GB 51220

的要求。渗滤液处理出水水质应符合 GB 16889 的要求。

5.2.6.3 无渗滤液处理设施的且污水浓度较低的，可参照 GB 51220—2017 中 8.0.5 规定执行。

5.2.7 筛分车间建设

5.2.7.1 选址应符合相关规定。

5.2.7.2 筛分车间宜配备上料系统、分选系统、防飞散系统等。

5.2.7.3 筛分车间应具备防渗、恶臭异味管控等措施，地面应硬化处理并配备相应的排水沟和集水坑。

5.2.7.4 宜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日常监测报警装置。

5.3 开挖

5.3.1 宜根据开挖规模、地形、堆体稳定情况以及施工设备等现场条件合理确定开挖单元尺寸。

5.3.2 实施机械开挖作业时，应分层浅挖，避免深挖，每一单元的生活垃圾高度最高不得超过 6 m，

宜为（2～4）m，开挖作业放坡坡比不宜大于 1∶3。

5.3.3 开挖过程中，对尚未开挖完的区域应及时覆盖并将雨水有效导出。

5.3.4 降雨时应停止开挖，将作业面覆盖，减少雨水进入垃圾堆体。

5.3.5 对于有衬垫系统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不得损坏衬垫系统。

5.3.6 现场人员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5.4 筛分

5.4.1 垃圾筛分工艺流程见附录 B。

5.4.2 进入筛分的垃圾含水率不宜超过 45%，当含水率对筛分性能有影响，应采取干化预处理。

5.4.3 符合含水率要求的生活垃圾经铲车送至给料机中，通过分离设备对大物料进行分离。

5.4.4 给料机等易产生恶臭的设备应采取密封措施，减少恶臭异味排放；渗滤液、恶臭均应集中收集

并处理，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5.4.5 宜考虑备用生产线。

5.4.6 筛分进度应与筛分后物料处理处置能力进行有效衔接。

5.5 筛分物利用和处置

5.5.1 筛分物分类

筛分物应进行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可按重量和类型分为可燃轻质物料、重质物料和金属物料三类。

5.5.2 可燃轻质物料

5.5.2.1 应进行焚烧等资源化利用处置。

5.5.2.2 无机组分含量重量比超过 20%的可燃轻质物料应进行回筛处理。

5.5.3 重质物料

5.5.3.1 宜进一步分为腐殖土和无机渣砾。

5.5.3.2 腐殖土可按以下用途进行资源化利用：

——作绿化基质土使用时应符合 CJ/T 340 的要求；

——作农用地土壤时应符合 GB 15618 的要求；

——作建设用地土壤时应满足 GB 36600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的要求。

5.5.3.3 腐殖土中污染物项目不满足相关指标要求时，应进行固化/稳定化等预处理；仍无法满足利用

相关要求的，宜通过水泥窑协同进行处置。

5.5.3.4 无机渣砾中可燃轻质物不应大于 1%，如出现明显可燃轻质物应进行分拣。

5.5.3.5 无机渣砾作建筑材料使用时应符合 GB 36600 的要求。

ZA
EP
I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AEPI 003—2022

4

5.5.3.6 腐殖土和无机渣砾经评估满足相关规定或通过工程措施控制污染时，可用于围填海工程填充

物质、矿坑充填或回填。

5.5.4 金属

可采用人工分选或机械分选方式，对金属进行分类回收利用。

5.6 贮运

5.6.1 贮存

5.6.1.1 应配备满足（3～7） d周转量的各类物料堆放场。

5.6.1.2 物料堆放场的选址应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定规划要求。

5.6.1.3 物料堆放场的位置与周围居民区的距离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确定。

5.6.1.4 物料堆放场不得选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

内。

5.6.1.5 物料堆放场应避开活动断层、溶洞区、天然滑坡或泥石流影响区以及湿地等区域。

5.6.1.6 物料堆放场不得选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国

家和地方长远规划中的水库等人工蓄水设施的淹没区和保护区之内。

5.6.1.7 贮存场一般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元：

——防渗系统、渗滤液收集和导排系统；

——雨污分流系统；

——环境监测系统；

——公用工程和配套设施；

——地下水导排系统和废水处理系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设置）；

——设施设备安全环保等。

5.6.2 运输

5.6.2.1 应实行密闭化运输,杜绝“抛、冒、滴、漏”。选用性能良好、车厢封闭较好、证件齐全的车

辆，且运输车辆不应超载，做到专车专用。

5.6.2.2 垃圾及可燃轻质物料运输应采用专用环保车运输，重质物料运输应采用渣土车运输。

5.6.2.3 装车完毕后应经过洗车槽进行冲洗和选用防水油布在顶层进行覆盖，并按照指定的线路行驶。

5.6.2.4 运输过程应全天候定位系统进行监控，做好物料去向统计。

5.7 场地恢复

5.7.1 开挖后的场地恢复应根据拟规划的用途由相关方进行必要的生态修复措施。

5.7.2 土地开发利用应符合 GB 36600 的要求。

5.7.3 生态恢复绿化种植土壤应符合 CJ/T 340 的要求。

5.7.4 土地复垦符合 GB 15618 的要求。

6 环境管理

6.1 环境监测

应按照GB/T 18772、GB 16889的规定，由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定期对地下水、地表水、渗滤液、大

气、填埋气、噪声及填埋物等项目在开挖前、开挖中、开挖后进行跟踪监测，合理制定监测计划。

6.2 污染控制

6.2.1 渗滤液处理应符合 CJJ 150 的要求。

6.2.2 恶臭监测宜采用设备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恶臭污染物应符合 GB 14554 的要求。

6.2.3 作业区宜设置固定式喷雾除臭系统或移动式高压喷雾风炮除臭系统，宜采用不产生二次污染的

除臭液。

6.2.4 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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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堆体灭蝇应符合 GB/T 18772 的要求。

7 安全管理

7.1 应成立工程施工安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管理、协调施工安全事宜，明确职责分工，将责任落实

到人，确保措施落地。

7.2 垃圾挖掘过程时周边应设置防护栏杆或标识，开挖区域 2 m 内不得堆土、堆料、停置机具，同时

车辆和机械不得在基坑边缘碾压。车辆出入避让围护栏杆 3 m 范围。

7.3 开挖筛分中应做好防火防爆措施，防止作业过程中产生火花造成安全威胁。

7.4 开挖筛分中应做好消毒措施，现场作业和指挥人员应配备厚底胶靴、胶皮手套和活性炭滤芯口罩

等护具，避免皮肤和垃圾直接接触，作业现场严禁饮食，防止感染病菌、病毒等。

7.5 配备有毒有害气体监测设备，作业人员配备防毒器具，严禁进入堆体洼坑内。

7.6 应在填埋区周边设置地表沉降位移监测点，随时观察施工期间周边地表沉降情况，以此指导开挖

施工，若发现沉降接近警戒值，立即停止施工，进行安全评估，采取合理的支护措施后方可重新进行施

工。

8 应急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

求应对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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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开挖筛分总体工艺流程

开挖筛分总体工艺流程见图A.1。

图 A.1 开挖筛分总体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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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筛分工艺流程

筛分工艺流程见图B.1。

注1：人工分拣、磁选工艺应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注2：筛分设备选型应满足资源化利用的要求。

图 B.1 筛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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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垃圾筛分设备宜位于密闭式厂区内，日筛分量应根据治理垃圾体量和施工周期确定，设备的数量按照单台小时筛分
	4.4　垃圾筛分规模需与后端资源化利用设施能力相适应。

	5　技术要求
	5.1　概述
	5.1.1　应对垃圾堆体进行分区、分单元、分层开挖，并对各开挖区域进行编号。开挖筛分总体工艺流程图见附录A。
	5.1.2　开挖筛分全过程应做好相应的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5.1.3　开挖筛分全过程中应做好存档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5.2　开挖前
	5.2.1　现场勘察
	5.2.1.1　应对现状调查内容进行复核。
	5.2.1.2　应勘察周边安全事故隐患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5.2.1.3　应调查周边各类型的环境敏感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5.2.2　制定开挖计划
	5.2.3　边坡处理
	5.2.3.1　对可能失稳的垃圾堆体边坡，进行堆体整形；修整后的垃圾堆体边坡坡度不宜大于1:3，单级边坡高差宜为（5
	5.2.3.2　对可能失稳的自然边坡，进行边坡支护等处理。边坡支护结构形式可根据场地地质和环境条件、边坡高度以及边坡
	5.2.3.3　填埋场边坡稳定验算分析应符合CJJ 176—2012中6.4的要求。

	5.2.4　通风预处理
	5.2.5　地下水污染控制
	5.2.6　渗滤液导排与处理
	5.2.6.1　对于堆体有渗滤液积存、导排不畅造成垃圾堆体水位过高的填埋场，应采取渗滤液导排与处理的措施。
	5.2.6.2　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设计、建设与运行应符合CJJ 150的要求，集水井布置宜符合GB 51220的要求。
	5.2.6.3　无渗滤液处理设施的且污水浓度较低的，可参照GB 51220—2017中8.0.5规定执行。

	5.2.7　筛分车间建设
	5.2.7.1　选址应符合相关规定。
	5.2.7.2　筛分车间宜配备上料系统、分选系统、防飞散系统等。
	5.2.7.3　筛分车间应具备防渗、恶臭异味管控等措施，地面应硬化处理并配备相应的排水沟和集水坑。
	5.2.7.4　宜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日常监测报警装置。


	5.3　开挖
	5.3.1　宜根据开挖规模、地形、堆体稳定情况以及施工设备等现场条件合理确定开挖单元尺寸。
	5.3.2　实施机械开挖作业时，应分层浅挖，避免深挖，每一单元的生活垃圾高度最高不得超过6 m，宜为（2～4）m
	5.3.3　开挖过程中，对尚未开挖完的区域应及时覆盖并将雨水有效导出。
	5.3.4　降雨时应停止开挖，将作业面覆盖，减少雨水进入垃圾堆体。
	5.3.5　对于有衬垫系统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不得损坏衬垫系统。
	5.3.6　现场人员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5.4　筛分
	5.4.1　垃圾筛分工艺流程见附录B。
	5.4.2　进入筛分的垃圾含水率不宜超过45%，当含水率对筛分性能有影响，应采取干化预处理。
	5.4.3　符合含水率要求的生活垃圾经铲车送至给料机中，通过分离设备对大物料进行分离。
	5.4.4　给料机等易产生恶臭的设备应采取密封措施，减少恶臭异味排放；渗滤液、恶臭均应集中收集并处理，防止造成二
	5.4.5　宜考虑备用生产线。
	5.4.6　筛分进度应与筛分后物料处理处置能力进行有效衔接。

	5.5　筛分物利用和处置
	5.5.1　筛分物分类
	5.5.2　可燃轻质物料
	5.5.2.1　应进行焚烧等资源化利用处置。
	5.5.2.2　无机组分含量重量比超过20%的可燃轻质物料应进行回筛处理。

	5.5.3　重质物料
	5.5.3.1　宜进一步分为腐殖土和无机渣砾。
	5.5.3.2　腐殖土可按以下用途进行资源化利用：
	5.5.3.3　腐殖土中污染物项目不满足相关指标要求时，应进行固化/稳定化等预处理；仍无法满足利用相关要求的，宜通过
	5.5.3.4　无机渣砾中可燃轻质物不应大于1%，如出现明显可燃轻质物应进行分拣。
	5.5.3.5　无机渣砾作建筑材料使用时应符合GB 36600的要求。
	5.5.3.6　腐殖土和无机渣砾经评估满足相关规定或通过工程措施控制污染时，可用于围填海工程填充物质、矿坑充填或回填

	5.5.4　金属

	5.6　贮运
	5.6.1　贮存
	5.6.1.1　应配备满足（3～7） d周转量的各类物料堆放场。
	5.6.1.2　物料堆放场的选址应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定规划要求。
	5.6.1.3　物料堆放场的位置与周围居民区的距离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确定。
	5.6.1.4　物料堆放场不得选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5.6.1.5　物料堆放场应避开活动断层、溶洞区、天然滑坡或泥石流影响区以及湿地等区域。
	5.6.1.6　物料堆放场不得选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国家和地方长远规划中的
	5.6.1.7　贮存场一般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元：

	5.6.2　运输
	5.6.2.1　应实行密闭化运输,杜绝“抛、冒、滴、漏”。选用性能良好、车厢封闭较好、证件齐全的车辆，且运输车辆不应
	5.6.2.2　垃圾及可燃轻质物料运输应采用专用环保车运输，重质物料运输应采用渣土车运输。
	5.6.2.3　装车完毕后应经过洗车槽进行冲洗和选用防水油布在顶层进行覆盖，并按照指定的线路行驶。
	5.6.2.4　运输过程应全天候定位系统进行监控，做好物料去向统计。


	5.7　场地恢复
	5.7.1　开挖后的场地恢复应根据拟规划的用途由相关方进行必要的生态修复措施。
	5.7.2　土地开发利用应符合GB 36600的要求。
	5.7.3　生态恢复绿化种植土壤应符合CJ/T 340的要求。
	5.7.4　土地复垦符合GB 1561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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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恶臭监测宜采用设备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恶臭污染物应符合GB 14554的要求。
	6.2.3　作业区宜设置固定式喷雾除臭系统或移动式高压喷雾风炮除臭系统，宜采用不产生二次污染的除臭液。
	6.2.4　噪声应符合GB 12348的要求。
	6.2.5　堆体灭蝇应符合GB/T 1877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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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垃圾挖掘过程时周边应设置防护栏杆或标识，开挖区域2 m内不得堆土、堆料、停置机具，同时车辆和机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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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开挖筛分中应做好消毒措施，现场作业和指挥人员应配备厚底胶靴、胶皮手套和活性炭滤芯口罩等护具，避免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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