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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1560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 批 准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CJJ 
184- 2012， 自 2 0 1 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 中 ，第 3 .0 .1 、
3 .0 .2 、7 .5 .5 、7 .5 .6 、9. 0. 5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1 2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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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2006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 订 计 划 （第一批）〉的通知》 （建 标 [2006 ] 7 7 号）的要求， 
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 
外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1 . 总则；2 . 术语；3. 餐厨垃圾的收 
集与运输；4 . 厂址选择；5 . 总体设计；6 . 餐厨垃圾计量、接受 
与输送；7 .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8 . 辅助工程；9. 工程施工及 
验收。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城市建设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城市建设研究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 
胜门外大街3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

本 规 范 主 编 单 位 ：城市建设研究院
本 规 范 参 编 单 位 ：清华大学

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天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环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宁波开诚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弗瑞格林环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桃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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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贯彻国家有关餐厨垃圾处理的法规和技术政策，保证 
餐厨垃圾得到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处理，使餐厨垃圾处理工 
程建设规范化，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 
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1 . 0 . 3 餐厨垃圾处理工程建设，应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技 
术和设备，做到工艺技术先进、运行可靠、消除风险、控制污 
染、安全卫生、节约资源、经济合理。
1 . 0 . 4 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 
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 0. 1 餐饮垃圾 restaurant food waste

餐馆、饭店、单位食堂等的饮食剩余物以及后厨的果蔬、肉 
食、油脂、面点等的加工过程废弃物。
2. 0. 2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from household

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剩菜剩饭、瓜果 
皮等易腐有机垃圾。
2. 0. 3 餐 厨 垃 圾 food waste 

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总称。
2 .0 .4  泔水油 oil in food waste

从餐厨垃圾中分离、提炼出的油脂。
2. 0. 5 煎炸废油 waste fried oil

餐馆、饭 店 、单 位 食 堂 等 做 煎 炸 食 品 后 废 弃 的 煎 炸  
用油。
2. 0. 6 地沟油 oil made from restaurant drainage sewage

从餐饮单位厨房排水除油设施分离出的油脂和排水管道或检 
查井清掏污物中提炼出的油脂。
2. 0. 7 干热处理 dry thermal treatment

将餐厨垃圾预脱水后，利用热能进行干燥处理，同时杀灭细 
菌的处理过程。
2. 0. 8 湿热处理 hydrothermal treatment

基于热水解反应，在适当的含水环境中，利用热能对餐厨 
垃圾进行处理，并改 变垃 圾后续加工 性能的餐厨垃圾处理  
过程。
2. 0. 9 含固率 ratio of dry solid to total material (TS)

物料中含有的干物质的重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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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反当动物饲料 ruminant animal feed
用来喂养具有反刍消化方式动物的饲料。反刍动物一般包括
羊、骆驼、鹿、长颈鹿、羊驼、羚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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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厨垃圾的收集与运输

3. 0 . 1 餐饮垃圾的产生者应对产生的餐饮垃圾进行单独存放和 

收集，餐饮垃圾的收运者应对餐饮垃圾实施单独收运，收运中不 

得混入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3 . 0 . 2 餐饮垃圾不得随意倾倒、堆放，不得排入雨水管道、污 

水排水管道、河道、公共厕所和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

3 . 0 . 3 对餐饮单位的餐饮垃圾应实行产量和成分登记制度，并 
宜采取定时、定点的收集方式收集。
3 . 0 . 4 煎炸废油应单独收集和运输，不宜与餐饮垃圾混合收集。 
3. 0. 5 厨余垃圾宜实施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
3 . 0 . 6 餐厨垃圾应采用密闭、防腐专用容器盛装，采用密闭式 
专用收集车进行收集，专用收集车的装载机构应与餐厨垃圾盛装 
容器相匹配。
3. 0 . 7 餐厨垃圾应做到日产日清。采用餐厨垃圾饲料化和制生 
化腐植酸的处理工艺时，其餐厨垃圾在存放、运输过程中应采取 
防止发生霉变的措施。
3. 0. 8 餐厨垃圾运输车辆在任何路面条件下不得泄漏和遗洒。
3. 0 . 9 餐厨垃圾宜直接从收集点运输至处理厂。产生量大、集 
中处理且运距较远时，可设餐厨垃圾转运站，转运站应采用非暴 
露式转运工艺。
3 . 0 . 1 0 运输路线应避开交通拥挤路段，运输时间应避开交通高 
峰时段。
3 . 0 . 1 1 在寒冷地区使用的餐厨垃圾运输车，应采取防止餐厨垃 
圾产生冰冻的措施。
3 . 0 . 1 2 餐厨垃圾运输车装、卸料宜为机械操作。



4 厂 址 选 择

4 . 0 . 1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应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区域 
环境规划，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及相关规划的要求。
4 . 0 . 2 厂址选择应综合考虑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服务区域、服务 
单位、垃圾收集运输能力、运输距离、预留发展等因素。
4. 0. 3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宜与其他固体废物处理设施或污水处 
理设施同址建设。
4 . 0 . 4 厂址选择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应满足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
要求。

2 应有良好的交通、电力、给水和排水条件。
3 应避开环境敏感区、洪泛区、重点文物保护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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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 体 设 计

5.1 一 般 规 定

5 . 1 . 1 餐厨垃圾总产生量较大的城市可优先采用集中处理方式 
处理餐厨垃圾。
5.1. 2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建设宜根据餐厨垃圾收集率预测或收 
集效果确定是否分期建设以及各期的建设规模。
5.1. 3 餐厨垃圾处理生产线的数量及规模应根据所选工艺特点、 
设备成熟度，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并应考虑设备和生产线的 
备用性。

5 . 2 规模与分类

5 . 2 . 1 餐厨垃圾处理厂建设规模应根据该工程服务区域和用户 
的餐厨垃圾现状产生量及预测产生量确定。
5 . 2 . 2 餐饮垃圾产生量应根据实际统计数据确定，也可按人均 
日产生量进行估算，估算宜按下式计算：

Mc =  Rmk (5. 2. 2)
式中：Mc—— 某城市或区域餐饮垃圾日产生量，k g /d ;

R—— 城市或区域常住人口 ；
m—— 人均餐饮垃圾产生量基数，k g / (人 *01) ; 人均餐 

饮垃圾日产生量基数m 宜取0. lk g /  ( 人 • d ) ; 
k—— 餐饮垃圾产生量修正系数。经济发达城市、旅游 

业发达城市或高校多的城区可取1 .05〜1 .1 5 ; 经 
济发达旅游城市、经济发达沿海城市可取1. 15〜 
1. 30；普通城市可取1 .00。

5. 2. 3 餐厨垃圾处理厂分类宜符合下列规定：

1 I 类餐厨垃圾处理厂：全厂总处理能力应为300 t / d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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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含  300 t /d ) ;

2 n 类餐厨垃圾处理厂：全厂总处理能力应为150 t / d 〜 
300 t /d  (含 150 t / d ) ；

3 m 类餐厨垃圾处理厂：全厂总处理能力应为50 t /d 〜 150 
t /d  (含 50 t /d ) ；

4 IV类餐厨垃圾处理厂：全 厂 总 处 理 能 力 应 为 50 t/d 
以下。

5 . 3 总体工艺设计

5. 3 .1 餐厨垃圾处理主体工艺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技术成熟、设备可靠；
2 应做到资源化程度髙、二次污染及能耗小；
3 应符合无害化处理要求。

5 . 3 . 2 生产线工艺流程的设计应满足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的需要，做到工艺完善、流程合理、环保达标，各中间环节 
和单体设备应可靠。
5. 3 .3 餐厨垃圾处理车间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物质流顺畅，各工段不应相互干扰；
2 应留有足够的设备检修空间；
3 进料和预处理工段应与主处理工段分开；
4 应有利于车间全面通风的气流组织优化和环境维护。

5 . 4 总 图 设 计

5. 4 .1 餐厨垃圾处理厂总图布置应满足餐厨垃圾处理工艺流程 
的要求，各工序衔接应顺畅，平面和竖向布置合理，建构筑物间 
距应符合安全要求。
5 .4 .2  E类以上餐厨垃圾处理厂宜分别设置人流和物流出人口， 
两出入口不得相互影响，且应做到进出车辆畅通。
5. 4 . 3 餐厨垃圾处理厂各项用地指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当 
地土地、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5 . 4 . 4 厂区道路的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和消防的需求，并应 
与厂区竖向设计、绿化及管线敷设相协调。
5 . 4 . 5 当处理工艺中有沼气产生时，沼气产生、储存、输送等 
环节及相关区域的设备、设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应防爆标准
要求。



6 餐厨垃圾计量、接受与输送

6. 0 . 1 餐厨垃圾处理厂应设置计量设施，计量设施应具有称重、 
记录、打印与数据处理、传输功能。
6. 0 . 2 餐厨垃圾卸料间应封闭，垃圾车卸料平台尺寸应满足最 
大餐厨垃圾收集车的卸料作业。
6. 0 . 3 餐厨垃圾处理厂卸料口设置数量应根据总处理规模和餐 
厨垃圾收集高峰期车流量确定， I 类餐厨垃圾处理厂卸料口不得
少 于 3 个。
6 . 0 . 4 卸料间受料槽应设置局部排风罩，排风罩设计风量应满 
足卸料时控制臭味外逸的需要，卸料间的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3 次/ h 0

6 . 0 . 5 宜设置餐厨垃圾暂存、缓冲容器，缓冲容器的容积应与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和处理规模相协调，且应有防臭气散发的 
设施。
6. 0. 6 餐厨垃圾卸料间应设置地面和设备冲洗设施及冲洗水排
放系统。
6. 0 . 7 餐厨垃圾输送和卸料倒料过程中应避免飞溅和逸洒。
6 . 0 . 8 采用带式输送机输送餐厨垃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有导水措施，防止污水横流。
2 带式输送机上方应设密封罩，并对密封罩实施机械排风。
3 设有人工分拣工位的带式输送机的移动速度宜为0. lm /s  

〜 0. 3m/s0
6 . 0 . 9 采用螺旋输送机输送餐厨垃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螺旋输送机的转速应能调节；
2 螺旋输送机应具有防硬物卡死的功能；
3 应具有自清洗功能。



7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

7.1 一 般 规 定

7 .1 .1 单位或居民区设置的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应做到技术 
可靠、排放达标，处理后的残余物应得到妥善处理。
7 . 1 . 2 餐厨垃圾处理残渣做有机肥时，其有机肥产品质量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有机肥料》N Y  5 2 5的要求。
7 . 1 . 3 餐厨垃圾制肥中重金属、蛔虫卵死亡率和大肠杆菌值指 
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8172的 
要求。

7 . 2 预 处 理

7 . 2 . 1 餐厨垃圾处理厂应配置餐厨垃圾预处理工序，预处理工 
艺应根据餐厨垃圾成分和主体工艺要求确定。
7 . 2 . 2 餐厨垃圾预处理设施和设备应具有耐腐蚀、耐负荷冲击 
等性能和良好的预处理效果。
7. 2 .3 餐厨垃圾的分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餐厨垃圾预处理系统应配备分选设备将餐厨垃圾中混杂 
的不可降解物有效去除。

2 餐厨垃圾分选系统可根据需要选配破袋、大件垃圾分选、 
风力分选、重力分选、磁选等设施与设备。

3 分选出的不可降解物应进行回收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4 分选后的餐厨垃圾中不可降解杂物含量应小于5%。

7. 2. 4 餐厨垃圾的破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餐厨垃圾破碎工艺应根据餐厨垃圾输送工艺和处理工艺 

的要求确定。
2 破碎设备应具有防卡功能，防止坚硬粗大物破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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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破碎设备应便于清洗，停止运转后应及时清洗。
7. 2. 5 泔水油的分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餐厨垃处理主体工艺的要求确定油脂分离及油 
脂分离工艺。

2 餐厨垃圾液相油脂分离收集率应大于90%。
3 应对分离出的油脂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

7 . 2 . 6 餐饮单位厨房下水道清掏物可用于提炼地沟油，地沟油 
的提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沟油提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得到妥善处理，并应达 
标排放。

2 提炼出的地沟油和残渣均不得用于制作饲料或饲料添 
加剂。

3 提炼后的残渣和废液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7. 2. 7 严禁将煎炸废油、泔水油和地沟油用于生产食用油或食 
品力口工。
7 . 2 . 8 利用湿热处理方法对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时，湿热处理 
温度宜为120°C〜160°C，处理时间不应小于20min。
7. 2 . 9 利用干热处理方法对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时，物料温度 
宜为 95°C〜120°C，此温度下物料的停留时间不应小于25min。
7. 2 .1 0 应根据处理后产品质量的要求确定控制盐分措施。

7 . 3 厌氧消化工艺

7. 3. 1 厌氧消化前餐厨垃圾破碎粒度应小于10mm，并应混合
均匀。
7 . 3 . 2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的工艺应根据餐厨垃圾的特性、当地 
的条件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7 . 3 . 3 湿式工艺的消化物料含固率宜为8 % 〜18% ，物料消化 
停留时间不宜低于15d。
7 . 3 . 4 干式工艺的消化物含固率宜为18%〜30% ，物料消化停 
留时间不宜低于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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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 5 消化物料碳氮比(C /N )宜控制在（25〜30) : 1，p H 值宜 
控制在6. 5〜7. 8。
7 . 3 . 6 可采用中温厌氧消化或高温厌氧消化，中温温度以35°C 
〜 38 °C为宜，高温温度以50°C〜 55 °C为宜。厌氧消化系统应能 
对物料温度进行控制，物料温度上下波动不宜大于2°C。
7 . 3 . 7 餐厨垃圾中钠离子含量高对厌氧发酵影响较大时，宜采 
取降低钠离子的措施。
7. 3. 8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良好的防渗、防腐、保温和密闭性，在室外布置的， 
应具有耐老化、抗强风、雪等恶劣天气的性能。

2 容量应根据处理规模、发酵周期、容器强度等因素确定。 
3 厌氧消化器的结构应有利于物料的流动，避免产生滞流 

死角。
4 厌氧消化器应具有良好的物料搅拌、匀化功能，防止物 

料在消化器中形成沉淀。
5 应有检修孔和观察窗。
6 应配置安全减压装置，安全减压装置应根据安全部门的 

规定定期检验。
7 . 3 . 9 对厌氧产生的沼气应进行有效利用或处理，不得直接排 
入大气。
7 . 3 . 1 0 工艺中产生的沼液和残渣应得到妥善处理，不得对环境 
造成污染。
7 . 3 . 1 1 沼液做液体肥料时，其液体肥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 准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N Y  1106的要求。

7 . 4 好氧生物处理

7. 4 . 1 好氧堆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餐厨垃圾采用好氧堆肥方式处理时，应对餐厨垃圾进 

行水分调节、盐分调节、脱油、碳氮比调节等处理，物料粒径 
应控制在50 m m 以内，含水率宜为45 % 〜65% ，碳氮比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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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 1。
2 餐厨垃圾宜与园林废弃物、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混 

合堆肥。
3 餐厨垃圾好氧堆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 

好氧静态堆肥处理技术规程》CJJ/T  5 2 的有关规定。
4 餐厨垃圾好氧堆肥成品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 

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8172的要求。当堆肥成品加工制造有机 
肥时，制成的有机肥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有机肥料》N Y  
525和 《生物有机肥》N Y  88 4的要求。

5 餐厨垃圾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应进行回收利用，不 
可回收利用部分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7. 4. 2 制备生化腐殖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餐厨垃圾制生化腐殖酸时，应加入腐殖酸转化剂和碳源 
调整材，C / N 比宜控制在（25〜30) : 1，物料含水率宜控制在 
6 0 % ± 3 % ，并应经历复合微生物好氧发酵过程，发酵过程中物 
料温度宜控制在75°C±3°C，并持续8h〜10h。

2 工艺过程使用的微生物菌剂应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使用 
的菌种，且应具有遗传稳定性和环境安全性。

3 发酵完成后，应将物料中大于5mm的杂物筛除。
4 餐厨垃圾制生化腐殖酸所使用的生化处理设备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垃圾生化处理机》C J/T  227的有关规定。
5 生化腐殖酸成品质量应符合表7. 4. 2 的要求

表 7.4.2 生化腐殖酸成品质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有机质含量，％ >80.0

总腐植酸 H A t，d % >45.0

游离腐植酸 H A f，d% >40.0

p H 5. 0〜7. 5

N a +的质量分数，％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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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4. 2

项 目 指 标

灰分，％ <7.5

水分（h 2o ) 的质量分数，％ <12.0

粪大肠菌群数，个/g (mL) < 1 0 0

蛔虫卵死亡率，％ > 9 5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黄曲霉毒素（ug/kg) < 5 0

7 . 5 饲料化处理

7. 5 .1 饲料化处理的餐厨垃圾在处理前应严格控制存放时间， 
应确保存放和处理过程中不发生霉变。
7 . 5 . 2 应对饲料化处理的餐厨垃圾进行有效地预处理，将混杂 
其中的塑料、木头、金属、玻璃、陶瓷等非食物垃圾进行去除， 
去除后的杂物含量应小于5%。
7 . 5 . 3 选择饲料化作为主处理工艺的餐厨垃圾处理，应考虑对 
霉变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措施。
7. 5 . 4 餐厨垃圾在进入饲料化处理系统前，应对其进行检测， 
发生霉变的餐厨垃圾及过期变质食品不得进入饲料化处理系统。
7. 5 . 5 餐厨垃圾饲料化处理必须设置病原菌杀灭工艺。

7 . 5 . 6 对于含有动物蛋白成分的餐厨垃圾，其饲料化处理工艺 

应设置生物转化环节，不得生产反刍动物饲料。

7. 5. 7 用于处理餐厨垃圾的微生物菌应是国家相关部门列表允 
许使用的菌种，确保菌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7 . 5 . 8 采用加热工艺去除餐厨垃圾水分时，加热温度应得到有 
效控制，避免产生燋化和生成有毒物质。
7 . 5 . 9 生产工艺中任何接触物料的设备，在停运后应及时对残 
留的物料进行清理，防止残留物料霉变影响产品质量。
7 . 5 . 1 0 饲料成品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饲料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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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3078以及国家现行有关饲料产品标准的规定。
7 . 5 . 1 1 饲料化产品包装及标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饲料标 
签》GB 106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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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辅 助 工 程

8 . 1 电气与自控

8 . 1 . 1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生产用电应从附近电力网引接，并根 
据处理工艺需要考虑保安电源，其接入电压等级应根据餐厨垃圾 
处理厂的总用电负荷及附近电力网的具体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确定。
8.1 . 2 餐厨垃圾处理工程的高压配电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3〜l lO k 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 50060的有关规定；继 
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装置的继电保 
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 B /T  50062的有关规定；过电压保 
护、防雷和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和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 L /T 6 2 1 的有关规定；爆 
炸火灾危险环境的电气装置应符合《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GB 50058中的有关规定。
8 . 1 . 3 对于餐厨垃圾厌氧发酵沼气发电工程，电气主接线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发电上网时，应至少有一条与电网连接的双向受、送电 
线路。

2 发电自用时，应至少有一条与电网连接的受电线路，当 
该线路发生故障时，应有能够保证安全停机和启动的内部电源或 
其他外部电源。
8 . 1 . 4 厂用电电压应采用380/220V。厂用变压器接线组别的选 
择，应使厂用工作电源与备用电源之间相位一致，车间内安装的 
低压厂用变压器宜采用干式变压器。
8 . 1 . 5 电测量仪表装置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力装置的 
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 B /T  50062、《电力装置的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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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G B /T  50063和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 
置设计技术规程》D L /T  5137有关规定。
8 . 1 . 6 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的有关规定。正常照明和事故照明应采用分开的供电 
系统。
8 . 1 . 7 电缆选择与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 
设计规范》GB 50217的有关规定。
8 . 1 . 8 餐厨垃圾处理厂应设置中央控制室对全厂各工艺环节进 
行集中控制。
8 . 1 . 9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宜包括进料系统、 
预处理系统、处理工艺系统、副产品加工系统、通风除臭系统和 
其他必要的控制系统。
8 . 1 . 1 0 自动化控制系统应采用成熟的控制技术和可靠性高、性 
能好的设备和元件。

8 . 2 给排水工程

8 . 2 . 1 厂内给水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 
规范》GB 50013和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规定。 
8 . 2 . 2 厂内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GB 50014和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规定。

8 . 3 消 防

8 . 3 . 1 餐厨垃圾处理厂应设置室内、室外消防系统，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 《建筑灭火器 
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
8 . 3 . 2 油脂储存间、燃料间和中央控制室等火灾易发设施应设 
消防报警设施。
8. 3. 3 设有可燃气体管道和储存设施的车间应设置可燃气体和 
消防报警设施。
8 . 3 . 4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电气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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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GB 50116中的有关规定。

8 . 4 环境保护与监测

8 . 4 . 1 餐厨垃圾的输送、处理各环节应做到密闭，并应设置臭 
气收集、处理设施，不能密闭的部位应设置局部排风除臭装置。
8 . 4 . 2 车间内粉尘及有害气体浓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集中排放气体和厂界大气的恶臭气体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 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的有关规定。
8 . 4 . 3 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得到有效收集和妥善 
处理，不得污染环境。
8 . 4 . 4 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应得到无害化处理。
8 . 4 . 5 对噪声大的设备应采取隔声、吸声、降噪等措施。作业 
区的噪声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厂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 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规定。
8. 4 . 6 餐厨垃圾处理厂应具备常规的监测设施和设备，并应定 
期对工作场所和厂界进行环境监测。
8 . 4 . 7 餐厨垃圾处理厂工作场所环境监测内容应包括：噪声、 
粉尘、有 害 气 体 （H 2S，N H 3等）、空气中细菌总数、苍蝇密度 
等。排气口监测内容应包括：粉尘、有 害 气 体 （h 2s ，s o 2, 
N H 3等）。厂界环境监测 内容应包括：噪声、总悬浮颗粒物  
(T S P )、有 害 气 体 （H 2S，S 02, N H 3) 等、苍蝇密度、排放污 
水水质指标（BOD5、CODcr, 氨氮等）。

8 . 5 安全与劳动保护

8. 5 .1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安全生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 
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 B /T  12801的规定。
8 . 5 . 2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劳动卫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8 . 5 . 3 餐厨垃圾处理厂建设与运行应采取职业病防治、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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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8 . 6 采暖、通风与空调

8 . 6 . 1 各建筑物的采暖、空调及通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中的有关规定。
8 . 6 . 2 易产生挥发气体和臭味的部位应设置通风除臭设施。散 
发少量挥发性气体和臭味的部位或房间，可采用全面通风工艺， 
全面通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3 /h 。散发较多挥发性气体和臭味的 
部位或房间，应采用局部机械排风除臭的通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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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及验收

9 . 0 . 1 建筑、安装工程应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设备技术文件 
的要求。
9 . 0 . 2 对工程的变更、修改应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件后 
再进行施工。
9 . 0 . 3 餐厨垃圾处理厂涉及的建（构）筑物、道路、设备、管 
道、电缆等工程的施工及验收均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施工和验 
收规范或规程的要求。
9. 0 . 4 餐厨垃圾处理专用设备应由设备生产商负责安装或现场 
指导安装和设备调试，调试不满足设计要求的不得通过设备
验收。
9 .0 .5  餐厨垃圾处理厂竣工验收前，严禁处理生产线投入使 

用。

9. 0 . 6 餐厨垃圾处理厂工程验收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内容：

1 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2 批准的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
3 设备供货合同及合同附件，设备技术说明书和技术文

件 ；
4 专项设备施工、安装验收规范；
5 施工、安装纪录资料；
6 设备调试及试运行纪录资料。

9 . 0 . 7 餐厨垃圾处理生产线的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进料、储料、输送、预处理、主体处理、后处理、配套 

环保设施等均安装完毕，并带负荷试运行合格；
2 处理量和各项技术参数均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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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气系统和仪表控制系统均安装调试合格。
9. 0 . 8 重要结构部位、隐蔽工程、地下管线，应按工程设计要 
求及验收标准，及时进行中间验收。未经中间验收，不得作覆盖 
工程和后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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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或 “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4 ) 表 示有 选 择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以 这 样做 的 ，采用 
“ 可，、

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 应 
符合… … 的规定” 或 “ 应按… …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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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 184 -  2012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 8 4 -2 0 1 2，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 部 2012年 1 2 月 2 4 日以第156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了解和总结了我国餐厨垃圾处理厂设计、施工和验收的实际经 
验，对餐厨垃圾好氧和厌氧处理确定了合理的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对 
强制性条文的强制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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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餐厨垃圾是我国城市的一种主要固体废弃物，由于我国 
居民生活习惯的原因，餐厨垃圾的产生量较大，餐厨垃圾含水率 
高、易腐烂发臭，不及时有效处理会给环境造成很大危害。由于 
利益的驱使，很多餐馆、饭店的餐厨垃圾出售给小商贩加工食用 
油和禽畜饲料，有的甚至直接喂猪，严重影响了居民的饮食安 
全。本技术规范的制定旨在规范餐厨垃圾的处理，使餐厨垃圾的 
处理真正达到无害化，避免饮食风险和环境污染。
1 . 0 . 2 新建、改建、扩建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在技术要求上应 
该一致，因此本技术规范对新建、改建、扩建的餐厨垃圾处理项 
目具有同等的约束作用。
1 . 0 . 3 餐厨垃圾处理有多种工艺，本条提出了在处理工艺选择 
时需要遵循的原则。
1 . 0 . 4 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建设除应遵守本规范及其引用的标准 
外，还应遵守垃圾堆肥、沼气工程、建 筑 结 构 （包括钢筋混凝土 
结构、钢结构、砖混结构等）、道路、污水处理、垃圾渗沥液处 
理、电气工程、自动控制、燃气工程、内燃机发电工程等方面的 
国家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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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厨垃圾的收集与运输

3 . 0 . 1 由于餐饮垃圾含水、含油量较大，如与其他垃圾混合收 
集 ，将为后续处理带来很大麻烦，因此本条要求餐饮垃圾单独收 
集 ，不得与其他垃圾混合。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3. 0 . 2 由于餐饮垃圾含有大量的有机物，随意倾倒、堆放和直 
接排入管道会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管道的堵塞，因此本条为强 
制性条文。
3 . 0 . 3 大部分餐饮垃圾来自餐馆、饭店，其产生集中的时间是 
中午和晚上，为了减少餐厨垃圾存放时间、及时清运餐厨垃圾， 
在下午和晚间收集比较好。为便于政府监管，建立固定的餐厨垃 
圾收集点，并对各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产生量和成分进行长期跟 
踪登记是非常必要的，这可有效防止餐饮单位偷售或偷排餐厨 
垃圾。
3. 0 . 4 煎炸废油一般不含其他杂质，处理时可节省预处理费用， 
如果与餐饮垃圾混合，处理时比较麻烦。另外煎炸废油的回收价 
值较高，单独收集有利于资源回收和降低回收成本。
3. 0 . 5 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发臭的有机物，含水率高，如混在其 
他生活垃圾中会给后续处理带来很大难度。国内很多城市均在试 
点厨余垃圾的分类收集，本条旨在引导公众和垃圾收运机构逐步 
培养厨余垃圾分类收集的习惯。
3. 0 . 6 由于餐厨垃圾含水量大、有异味，因此其收集容器应密 
闭，并应与餐厨垃圾收集车相匹配，以防装车时洒漏和异味
散发。
3 . 0 . 7 餐厨垃圾腐烂速度快，为了避免腐烂变质，需要对每天 
产生的餐厨垃圾及时收集运输至处理厂进行处理。对于采用餐厨 
垃圾饲料化和制生化腐植酸的处理工艺，在不易保质的季节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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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入微生物预处理菌的方法防止餐厨垃圾变质而产生有害菌、 
毒素等。
3 . 0 . 8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运输车辆的基本要求。
3. 0 . 9 由于餐厨垃圾含水率高、有异味，如进行中间倒运，易 
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尽量一次性运输。对于一些餐厨垃圾产生 
量很大且只有一个集中处理厂的城市，为了减少运输费用也可建 
设中间转运设施，但转运站尽量不使垃圾暴露。本条文中的非暴 
露式转运工艺包括垃圾容器直接换装（即直接将垃圾容器由小车 
换装至大车）和车与车直接对接换装（即小车的卸料口与大车卸 
料口直接对接将垃圾由小车卸入大车）两种。
3 . 0 . 1 0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运输的基本要求。
3. 0 . 1 1 寒冷地区冬季含水多的餐厨垃圾在运输过程中易冻结， 
影响卸料，因此作本条要求。一般是通过保温来防止冻结。
3 . 0 . 1 2 由于餐厨垃圾异味较大，不宜人工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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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厂 址 选 择

4. 0 .1 本条为餐厨垃圾处理厂选址的基本要求。
4 . 0 . 2 服务区域、服务单位、垃圾收集运输能力、运输距离、 
预留发展等因素是厂址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4 . 0 . 3 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污水和残渣，如与其他 
固体废物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设施同址建设，则其污水和残渣处 
理可以节省投资和运输费用。同址建设也有利于污染物的集中处 
理，减少环境影响。
4 . 0 . 4 本条从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交通、电力、给水排水及 
环境敏感性等方面提出了选址要求，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工程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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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 体 设 计

5.1 一 般 规 定

5 . 1 . 1 对于餐厨垃圾总产生量较大的城市来说，建设集中餐厨 
垃圾处理设施在经济上是比较合理的，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 
利用。对于产生量较小的城市，可以采用分散的有机垃圾处理设 
备对餐厨垃圾进行处理。
5 . 1 . 2 餐厨垃圾收集难度较大。餐饮垃圾的收集需要政府部门 
有效的监管，居民厨余垃圾的分类收集需要居民的配合，如果两 
种垃圾收集率不高，易造成处理设施低负荷运行。因此本条要求 
根据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实施效果确定餐厨垃圾处理厂规模。如果 
餐厨垃圾收集不能全面展开，则可分期建设处理设施，以免出现 
设备低负荷运行现象。
5 . 1 . 3 生产线数量及单条生产线规模是技术经济比较的重要内 
容。生产线数量越多，设备备用性越好，实际处理能力越强，但 
生产线数量多投资就大，工程经济性差。生产线数量越少，设备 
投资越小，工程经济性好，但设备备用性差，实际处理能力易受 
设备检修的影响。

5 . 2 规模与分类

5. 2 . 1 本条是为餐厨垃圾处理厂规模确定提出的要求。餐厨垃 
圾的产生具有不确定性和地区差别，因此在确定餐厨垃圾处理规 
模前要对本厂服务区域内的餐厨垃圾产生特点和产生量进行细致 
调查，最好调査四季的数据。
5 . 2 . 2 餐饮垃圾产生量的最大相关因素就是人，人口越多，餐 
饮垃圾产生量越大，因此本条给出的餐饮垃圾产生量估算公式中 
的变量为城市人口，该公式是在大量餐饮垃圾产生量调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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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结得出的。
本条给出了人均餐饮垃圾日产生量基数的取值，此值是在大 

量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
本条还给出了不同城市餐饮垃圾产生量修正系数々的取值。 

根据调查统计，经济发达和旅游业发达的城市，餐饮垃圾产生量 
比普通城市大5% 〜15% ; 经济发达旅游城市和经济发达沿海城 
市的餐饮垃圾产生量比普通城市大15% 〜30% 。另外，高等教 
育发达的城区，餐饮垃圾的产生量明显偏大，在城市餐厨垃圾产 
生量估算中也应考虑此情况。
5 . 2 . 3 本条根据处理能力将餐厨垃圾处理厂分为五类。

5 . 3 总体工艺设计

5 . 3 . 1 由于餐厨垃圾中可利用物质比较多，因此其处理工艺应 
充分考虑资源化利用的问题，同时要达到无害化处理。
5 . 3 . 2 生产线工艺流程需使各设备、各环节连接成有机的整体， 
如果有任何一个中间环节或设备发生故障，则整个生产线就要受 
到影响。
5 . 3 . 3 车间布置是餐厨垃圾处理工程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条从 
几个重点方面对餐厨垃圾车间布置进行了要求。

1 由于餐厨垃圾含水率大、含油量大、异味大，污染性强， 
因此物质流的组织应做到尽量减少交叉，以防各工段相互干扰， 
物质流组织应作为餐厨垃圾处理车间布置的重点；

2 设备检修对于餐厨垃圾处理是经常的，因此设备间距应 
满足检修的需要；

3 进料和预处理段环境比较差，如不与主处理工段分开则 
易影响主处理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主处理工段的清洁卫生，影响产 
品质量；

4 车间内清洁程度由高到低为成品加工工段一主处理工段 
一预处理工段一卸料工段。车间内全面通风的气流组织应避免由 
清洁程度低的工段流向清洁程度高的工段，或由清洁程度低的区



域流向清洁程度高的区域。

5 . 4 总 图 设 计

5 . 4 . 1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总平面布置的基本要求。
5 . 4 . 2 规模大的餐厨垃圾处理厂进厂餐厨垃圾量较大，特别是 
餐厨垃圾收集高峰时段，垃圾车辆可能会在厂门口集聚，影响人 
的通行，因此本条提出n 类以上规模较大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可以 
分别设置人流和物流出入口。
5 . 4 . 3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用地指标的基本要求。
5 . 4 . 5 沼气是可燃气体，其中的主要成分甲烷在空气中的爆炸 
浓度是5% 〜25% ，如果沼气泄漏到某个空间中极易引起爆炸。 
因此在可能有沼气泄漏的地方均要考虑防爆设计。防爆设计包括 
危险场所的划分、防爆等级的划分、防爆设备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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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餐厨垃圾计量、接受与输送

6. 0 . 1 本条是对计量设施的一般规定。
6. 0 . 2 餐厨垃圾卸料时会散发一些臭味，垃圾卸料间是臭味主 
要产生源，因此本条规定卸料间应封闭，以防臭味散发至室外。 
另外垃圾车卸料需要一定的空间，在卸料间设计时需要考虑卸料 
间的大小，应满足最大车的卸料需要。
6 . 0 . 3 在餐厨垃圾收集高峰期进厂垃圾车数量较多，如卸料门 
过少，容易造成车辆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因此本条要求根据餐厨 
垃圾量和收集高峰期车流量确定卸料门数量，以避免高峰期车辆 
排队等候时间过长为原则。
6 . 0 . 4 受料槽在卸料时臭味散发强度最大，这时应将排风罩的 
风量调至最大，使散发的臭气能被有效控制。卸料时垃圾车也散 
发一些臭味，这些臭味要通过卸料间的全面排风系统进行控制。
6 . 0 . 5 餐厨垃圾产生量变化较大，为了使处理生产线负荷均匀， 
需要考虑设置暂存容器。对于餐厨垃圾饲料化工艺，由于餐厨垃 
圾存放时间不能过长，暂存容器不宜过大。
6. 0 . 6 餐厨垃圾卸料时，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撒漏，如不及时 
冲洗，就容易使污物粘沾在地面上，因此需要有冲洗设施对卸料 
间地面进行及时冲洗，接受设备作业完毕也同样要及时清洗。
6 . 0 . 7 餐厨垃圾含水率高、含油量大，易污染环境，因此在输 
送和卸料过程中需重点防止飞溅和逸洒。
6 . 0 . 8 采用带式输送机输送餐厨垃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餐厨垃圾含水率高，带式输送时水易于外流，需要有导 
水措施，防止污水横流。

2 餐厨垃圾易发臭，设置密封罩并实施机械排风是控制臭 
气散发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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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分拣工位的带式输送机移动速度不能过快，否则分 
拣效率降低，且分拣人员会因长时间注视皮带而感到眩晕。
6. 0 . 9 采用螺旋输送机输送餐厨垃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螺旋输送机转速不同，其输送能力不同，为适应餐厨垃 
圾收集量的波动，本条要求螺旋输送机转速可调。

2 当餐厨垃圾中有硬物时，螺旋输送机易被卡住，为使设 
备运行可靠，需要考虑螺旋输送机的防卡功能。

3 输送设备一般为间歇运行，停运后残留物易于粘结在设 
备表面，因此在设备停运后需及时用水清洗，本条要求具有自清 
洗功能即是保证螺旋输送机停运后的及时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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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

7.1 一 般 规 定

7 . 1 . 1 本条是对分散设置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的要求。由于分 
散处理设施一般设在人口较密的地方，因此要确保处理设施的排 
放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处理后的残渣也要妥善处理。
7 . 1 . 2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制有机肥的基本要求。
7 . 1 . 3 重金属含量、蛔虫卵死亡率和大肠杆菌值指标是衡量肥 
料安全性的重要指标，餐厨垃圾制成的肥料必须符合标准才能 
使用。

7 . 2 预 处 理

7 . 2 . 1 餐厨垃圾杂质较多，需要预处理将杂质去除。另外根据 
不同的处理工艺，也需要将其中的水、油、盐分等物质去除。 
7 . 2 . 2 本条是对预处理设施和设备的基本要求。
7 . 2 . 3 本条对分选提出了较具体的要求。分选的主要目的就是 
将餐厨垃圾中的杂质去除，因此分选设备应将不可降解物有效去 
除。本条要求分选后的餐厨垃圾中不可降解物的含量小于5% ， 
主要考虑保证餐厨垃圾处理工艺的可靠性和资源化产品的质量。 
如杂质过多，一方面影响物料的输送性能，另一方面也影响资源 
化产品的质量。
7 . 2 . 4 餐厨垃圾破碎的粒度可根据后续处理工艺的不同有所不 
同，如采用湿式厌氧工艺，则需将餐厨垃圾破碎至较小粒度，以 
利于提高物料的流动性。如采用干式厌氧工艺，则不需将餐厨垃 
圾破碎至太小粒度，以节省运行费用。餐厨垃圾黏性较大，易于 
在表面粘连、结垢，因此本条要求破碎设备要便于清洗、及时清 
洗，防止长期结垢造成清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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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 5 餐厨垃圾含有较多的食用油脂，不同的餐厨垃圾处理工 
艺对油脂的要求不同。如油脂加工产品的市场较好，价格较高， 
且总量较大，则应尽可能将餐厨垃圾中的油脂分离出来单独加 
工。如油脂总量较小，单独加工不划算，就可以不做油脂分离。 
油脂的综合利用方式有多种，生产生物柴油、工业用油或用于化 
工原料，但不能生产食用油或食品加工油。
7 . 2 . 6 餐馆和单位食堂厨房污水中含油较多，油脂易于在排水 
管道和沉淀池（检查井）中凝固结块而造成管道堵塞，因此需要 
定期清掏。由于清掏的污物中含有较多凝固油脂，可以将其中的 
油脂通过加热提炼出来加以利用。由于清掏污物中同时含有赃物 
和霉变毒素等，提炼出的油脂不可避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因此本条提出提炼出的地沟油不得用于制作饲料或饲料添加剂。
7 . 2 . 7 煎炸废油、泔水油和地沟油均含有一些有害物，不能再 
用于食品加工和食用油，以保证饮食安全。
7. 2. 8 湿热处理即利用高温蒸汽对餐厨垃圾进行加热蒸煮处理， 
湿热处理可将其中的大分子难降解的有机物水解为易于被动植物 
吸收的小分子易溶性物质，也可杀灭病原菌，同时也有利于餐厨 
垃圾脱油和脱水性能的提高。但湿热处理的温度不宜过高，否则 
会产生有害物。本条提出的处理温度120°C〜160°C，时间不少 
于 20m in是在国内试验中得出的数据，主要目的是杀灭各种病 
原菌。
7. 2 . 9 干热处理主要是对餐厨垃圾进行干燥脱水、加热灭菌， 
由于干热处理为间接加热，物料温度的上升需要一定时间，干热 
设备在设计和运行中应满足物料的温度和停留时间，以满足灭菌 
的要求。为防止有机物焦糊，干热温度不宜超过12CTC。
7 . 2 . 1 0 餐厨垃圾含盐量较高，制作饲料和肥料时需考虑对盐分 
进行控制。

7 . 3 厌氧消化工艺

7 . 3 . 1 厌氧消化要求物料流动性好，如果消化物料中颗粒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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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易发生沉淀而影响物料的流动性。另外颗粒粗大也影响厌氧消 

化速度和效果。

7. 3. 2〜 7. 3. 4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工艺按照消化物料含固率不 
同可分为湿式和干式，按照物料温度分为高温和中温。湿式工艺 
的物料含固率一般控制在8% 〜18% ，干式工艺物料含固率控制 
在 18% 〜30% 。控制含固率是厌氧发酵工艺的关键技术之一， 
物料含固率控制的效果好坏直接影响厌氧发酵工艺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物料停留时间湿式工艺控制在15d以上，干式工艺2 0 d以 
上可保证有机物降解率。

湿式和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各有优缺点：
湿式的优点有：①物料流动性好，易于输送；②易于搅拌， 

设备耗电量较小；③物料在反应器的停留时间较短。缺点有：① 

处理负荷较小；②对于含水率低的垃圾需要额外加水，增加污水 

处理负担；③物料在反应器中重物质易沉淀，轻物质易漂浮，使 

得物料匀化较困难；④耗水耗热量较大；⑤物料在反应器中易发 

生短流；⑥对物料预处理要求高。

干式的优点有：①有机物负荷高，抗负荷冲击能力较强；② 

系统稳定性较好；③对物料预处理要求较低，物料不易发生短 

流。缺点有：①物料流动性较差，输送耗电较大；②物料均匀性 

控制较难，需停留时间较长；③宜堵塞而造成停产。

7. 3 . 5 餐厨垃圾中的碳氮比（C /N )对消化过程影响很大。大 

部分产甲烷菌可以利用二氧化碳作为碳源，形成甲烷；氮源方面 

只能利用氨态氮，而不能利用复杂的有机氮化合物。据有关研 

究，当氮的含量很高时，高浓度的氨态氮抑制了厌氧发酵产甲 

烷，在消化过程中，当氨增加到2000mg/L以上时，甲烷产量降 

低。而当氮的含量适当时，这些氮经分解产生的氨可以调节酸碱 

度，防止酸积累，利于产甲烷菌发挥其活性。一般情况下，随着 

C /N 比的增加，产气量增加，但 C /N 比达到30左右后产气量 

增加趋于平稳。本条提出了物料碳氮比（C/N) 和碱度的要求是 

为了使厌氧发酵达到最佳状态，保证厌氧发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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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 6 厌氧消化是一个微生物的作用过程，温度作为影响微生 
物生命活动过程的重要因素，主要通过影响酶活性来影响微生物 
的生长速率和对基质的代谢速率。在厌氧消化应用的三个温度范 
围 [ 常 温 （20〜25)°C ，中 温 （30〜40)°C ，高 温 （50〜60V C ] 

中，中温和高温消化是生化速率最高和产气率最大的区间。对于 
干式发酵工艺，含固率大于20% 时，在 25°C温度下基本不产气， 
发酵停止，中温发酵速度也较慢，随 着 含 固 率 （T S ) 的增加， 
中温发酵也慢慢停止，只有高温发酵还可以继续进行。表 1 反映 
了不同含固率与不同物料温度组合下的厌氧发酵情况。

表 1 不同温度和含固率的发酵情况

TS (K ) 25。。 35 X： 45 *C 55.C

15 产气 产气 产气 产气

20 基本不产气 产气稍慢 产气 产气

25 不产气 产气慢 产气 产气

30 不产气 基本不产气 产气 产气

35 不产气 停止 产气慢 产气

7 . 3 . 7 钠离子对甲烷菌有抑制作用，一般餐厨垃圾中含盐量较 
高，致使钠离子含量较高，甲烷菌受到抑制而降低厌氧发酵的效 
率。可以向餐厨垃圾中加入膨润土、白云石粉、粉煤灰、轻烧 
M g O 等矿物材料来降低钠离子含量。
7 . 3 . 8 本条是对厌氧消化器的基本规定。物料的搅拌是厌氧消 
化器的技术关键，搅拌可以使消化物质均一化，提高物料与细菌 
的接触，加速消化器底物的分解。与污水的厌氧消化相比，餐厨 
垃圾的含固率高，一部分沼气产生后滞留在消化物料中，通过搅 
拌可及时释放滞留的沼气。餐厨垃圾的干式消化虽然处理量大， 
高峰期产气速度也快，但是消化时间较长，良好的搅拌也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干式厌氧消化处理系统中，搅拌是 
一个技术上的难点，这是因为高的含固率给搅拌装置的选择和动 
力的配置带来了困难。目前，在厌氧消化中主要的搅拌方式有机

40



械搅拌、发酵液回流搅拌和沼气回流搅拌。
厌氧消化器的检修和安全减压装置是保厌氧消化器稳定、 

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条对厌氧消化器的检修和安全减压 
装置提出了要求。
7 . 3 . 9 沼气是含有大量甲烷的可燃气体，甲烷既是温室气体， 
又是一种能源，如果沼气不进行利用而排向大气，既浪费了能 
源，又污染了环境。因此本条要求厌氧产生的沼气要加以利用。 
如量小不值得利用，也要将其燃烧后排放。
7. 3 .1 0 本条是对沼液和残渣处理的基本规定。
7. 3 .1 1 本条是对沼液作叶面肥的基本规定。

7 . 4 好氧生物处理

7 . 4 . 1 好氧堆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于含水、盐、油等物质较多，因此餐厨垃圾直接好氧 

堆肥可行性较差。但在对餐厨垃圾中的水分、盐分等影响堆肥工 
艺和堆肥质量的物质进行适当调节后可以进行好氧堆肥。餐厨垃 
圾也可以混入其他有机废物堆肥物料中进行堆肥处理。

2 由于餐厨垃圾含水率高、含氮较高，与园林废弃物、秸 
秆等物质混合堆肥可节省水分调节和碳氮比调节的费用，且可实 
现其他有机废弃物的集中共处理，有利于资源节约和二次污染 
控制。

3 生活垃圾好氧堆肥执行《城市生活垃圾好氧静态堆肥处 
理技术规程》C J J /T 5 2 ，此规范可适用于餐厨垃圾的好氧堆肥。

4 本款是对堆肥成品和精加工有机肥品质的基本要求。
5 本款是对餐厨垃圾堆肥残余物处理的基本要求。

7 . 4 . 2 制备生化制腐殖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本款是对餐厨垃圾制腐殖酸工艺的基本要求。微生物好 

氧发酵过程是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需要，发酵过程中物料达到 
较高的温度并保持一定的时间，是杀灭病原菌的需要。本条要求 
发酵过程中物料温度达到75°C，并 保 持 （8〜10) h , 是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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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总结出的数据。
2 菌种的遗传稳定性是保证微生物菌有效繁殖和发酵效果 

的重要因素，环境安全性是保证微生物菌使用安全的重要因素， 
本款要求所使用的微生物菌要同时具有遗传稳定性和环境安 
全性。

3 本款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基本规定。
4 本款是对制生化腐殖酸所用生化处理设备的基本要求。
5 本款提出了生化腐殖酸成品质量的要求。

7 . 5 饲料化处理

7. 5 . 1 餐厨垃圾易于腐烂变质，如果用餐厨垃圾制作饲料，餐 
厨垃圾应尽量减少存放时间，并及时处理，以防其发生霉变，产 
生黄曲霉毒素等有害物，影响饲料产品质量。
7 . 5 . 2 本条是对饲料化的餐厨垃圾预处理的基本要求。
7 . 5 . 3 由于食品的霉变易产生黄曲霉素等有毒物质，对于一个 
城市，产生过期食品和霉变餐厨垃圾等不适于进行饲料化的有机 
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条要求选择饲料化作为主处理工艺的餐 
厨垃圾处理厂同时要考虑不适于进行饲料化处理的餐厨垃圾和过 
期食品的无害化处理措施。
7. 5 . 4 发生霉变的餐厨垃圾易产生黄曲霉，黄曲霉是一种常见 
霉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潮湿易发霉的植物和食品中都会存 
在。同时，一些发酵食品因为发酵过程本身就易产生黄曲霉毒 
素。但在一般状态下，黄曲霉本身毒性并不大，高温即可杀灭。 
但在黄曲霉达到一定浓度后，其产生的代谢物就会产生毒素，该 
毒素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引起肝脏病变甚至致癌。黄曲霉毒素 
是霉菌的二级代谢产物，199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 
机构划定为1 类致癌物。其中黄曲霉毒素B 1 毒性和致癌性最 
强，而黄曲霉毒素M l 是黄曲霉毒素B 1 的代谢物。为防止黄曲 
霉毒素对饲料的污染，本条要求餐厨垃圾在进人饲料化处理系统 
前对其进行检测，对发生霉变的部分餐厨垃圾和过期食品采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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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处理措施，而不能用于制作饲料。
7 . 5 . 5 病原菌是餐厨垃圾中的主要有害物，必须将病原菌杀灭 
以防饲料中的病原菌感染所饲喂的动物。此条关系到饲料的安全 
性，因此作为强制性条文。
7 . 5 . 6 生物转化环节可使动物肉蛋白转化为菌体蛋白，降低动 
物同源性风险。反刍动物食用动物蛋白制成的饲料的风险比非反 
刍动物高，为安全起见，本条要求餐厨垃圾不能生产反刍动物 
饲料。
7. 5. 7 本条是对生物菌种使用的基本要求。
7 . 5 . 8 餐厨垃圾中的有机物属于碳水化合物并伴有少量碳氢化 
合物，这些物质过热燋化后会产生有毒物质，将影响饲料的质量 
和安全性。
7 . 5 . 9 设备中残留的物料在设备停运后极易产生霉变，如不及 
时清理，等设备恢复生产时霉变的残留物就会混进新的物料中， 
造成对新物料的污染。
7 .5 .1 0 、7 . 5 . 1 1 此两条是对餐厨垃圾制作饲料产品质量和包装 
的基本要求。

43



8 辅 助 工 程

8 . 1 电气与自控

8 .1 .1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生产用电接入的基本规定。
8 . 1 . 2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工程的高压配电装置、继电保护 
和安全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防雷和接地、爆炸火灾危险环境 
的电气装置的基本规定。
8 . 1 . 3 餐厨垃圾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一般是用于内燃机发电， 
发出的电可自用，可输入电网。两种情况受、送电线路的连接要 
求有所不同。
8 . 1 . 4 厂用变压器接线组别一致，以利于满足工作电源与备用 
电源并联切换的要求。
8 . 1 . 5 本条是电测量仪表装置设置的基本要求。
8 . 1 . 6 本条是对照明设计的基本要求。
8.1. 7 本条是对电缆选择与敷设的基本要求。
8 . 1 . 8 中央控制室可对全厂工艺环节进行集中控制和监视，有 
利于全厂的安全运行。
8 . 1 . 9 为了保证运行安全、可靠，餐厨垃圾处理厂各主要工艺 
系统的运行由自动化控制系统集中控制是必要的。
8 . 1 . 1 0 本条是对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8 . 2 给排水工程

8 . 2 . 1 本条是对厂内给水工程设计的基本规定。
8 . 2 . 2 本条是对厂内排水工程设计的基本规定。

8 .3 消 防

8. 3 .1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消防设计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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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3 . 2 油脂储存间、燃料间和中央控制室均为火灾易发场所， 
要求设消防报警设施是为了及时发现和消除险情。
8. 3. 3 本条是对有可燃气体泄漏可能场所消防的基本要求。
8. 3. 4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电气消防设计的基本规定。

8 . 4 环境保护与监测

8 . 4 . 1 由于餐厨垃圾有机物含量和水分较大，易于腐烂发臭， 
因此处理各环节应重视密闭和排风除臭。餐厨垃圾处理车间臭味 
( 异味）散发源较多，因此应根据臭味散发点的情况和车间总体 
布置情况设置局部通风和全面通风设施，并配置除臭设施。
8 . 4 . 2 本条是对车间内污染物浓度、有组织排放口排放浓度及 
厂界污染物浓度的要求。
8 . 4 . 3 餐厨垃圾含水量大，处理过程中污水产生量也大，餐厨 
垃圾处理过程的二次污染控制应以污水处理为重点，防止污水的 
不达标排放。
8 . 4 . 4 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不可避免要产生一些废淹，废渣的无 
害化处理也是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一部分。
8 . 4 . 5 本条是对噪声控制的基本要求。
8. 4. 6 常规的监测设施和设备包括化验室及用于日常化验和监 
测的设备，这些设施和设备是对厂内环境指标进行日常监测所需 
要的。
8 . 4 . 7 本条对厂内环境监测内容提出了要求，这些内容是反映 
餐厨垃圾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

8 . 5 安全与劳动保护

8. 5 .1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安全生产的基本规定。
8 . 5 . 2 本条是对餐厨垃圾处理厂劳动卫生的基本规定。
8 . 5 . 3 职业病防治、卫生防疫和劳动保护是保护厂内管理人员 
和操作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45



8 . 6 采暖、通风与空调

8. 6 . 1 本条是对采暖、空调及通风设计的基本规定。
8. 6 . 2 局部机械排风可根据臭味散发的强度调整排风量，从而 
有效地控制臭味向外散发，因此，本条要求散发较多挥发性气体 
和臭味的部位或房间采用局部机械排风除臭的通风工艺。本条所 
述的全面通风包括自然通风和机械全面通风。对于散发轻微臭味 
的车间，可采用自然通风，将轻微臭味排出室外。对于臭味较重 
而散发点散乱的车间，宜采用机械全面通风的方式，将车间内臭 
味排出，当排放气体臭味较大时，要配置集中除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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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及验收

9. 0 . 1 本条是对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基本要求。
9 . 0 . 2 本条是施工过程中对工程变更、修改的基本要求。
9 . 0 . 3 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餐厨垃圾处 
理厂涉及土建、电气、设备、管道等多种专业工程，在施工过程 
中不同专业的施工应遵守不同专业的规范或规程。
9 . 0 . 4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一般为非标设备，该种设备无标准化 
的安装图集和程序，安装施工应根据设备制造商的有关资料，在 
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或直接由设备制造商负责安装。
9 . 0 . 5 未进行竣工验收的餐厨垃圾处理厂，无法确认所有设备 
和设施能否正常运转，如投入使用容易引起安全和污染事故，因 
此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
9. 0 . 6 本条提出了餐厨垃圾处理厂工程验收应依据的主要资料， 
这些资料是直接反映工程内容、装备水平、建设水平、施工质量 
的文件，是验收时需要查阅的材料。
9 . 0 . 7 餐厨垃圾处理生产线是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核心，生产线 
的验收是工程验收的前提，本条提出了餐厨垃圾处理生产线验收 
前须具备的条件。
9 . 0 . 8 本条是对地下隐蔽工程验收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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