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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防止渗滤液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加强环境风险防

范，提升生活垃圾管理与污染防治技术水平，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供各有关单位在管理、设计、

建设、生产、科研等工作中参照采用；本技术政策适用于生活垃圾

填埋场渗滤液的产生、收集、存储、处理和排放的全过程管理。生

活垃圾焚烧厂贮存坑产生的污水可参照执行。 

（三）本技术政策所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以下简称“渗

滤液”），是指城市生活垃圾在填埋过程中由于压实、发酵等物理、

生物、化学作用以及降水和其他外部来水的渗流作用下产生的高浓

度有机废水。 

（四）渗滤液处理设施应与生活垃圾填埋场同时设计、施工与

运营。 

（五）渗滤液处理以优先保障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为目的，遵

循“源头减量、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技术措施与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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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实用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 

（六）到 2015 年末，全国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配套

建设率应达到 100%，处理能力应能满足填埋场所产生渗滤液的处理

要求，处理后渗滤液应达标排放或回用。 

二、渗滤液水质水量控制 

（一）鼓励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积极推进城市餐厨、家庭厨余、

集市果蔬等高有机物和高含水率的垃圾单独收集，集中处理，逐步

减少进入填埋场垃圾的含水率和有机物含量。 

（二）建设规模小于 500 万 m
3
的填埋场，鼓励采用准好氧或好

氧填埋作业方式，减小渗滤液处理量和处理难度。 

（三）填埋场应按相关要求，采取防渗措施，保障防渗系统的

完整性，防止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同时防止地下水进入填埋

区，减少渗滤液产生量。 

在运行过程中，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应每6个月进行一次防

渗衬层完整性的监测。 

（四）生活垃圾填埋场应设置雨水集排水系统，做好雨污分流，

雨水不得与渗滤液混排。 

（五）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采用填埋作业面控制技术，减小作业

面积，减少雨水入渗量。填埋作业应分区进行，及时覆盖。 

三、渗滤液贮存 

（一）垃圾填埋场应设置具有均质、调蓄、防渗功能的渗滤液

贮存调节池。调节池容积设计应充分考虑降雨量、蒸发量等气候因

素，同时兼顾应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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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节池应加盖密封，并采取臭气处理措施。 

四、渗滤液处理与排放 

（一）渗滤液处理工艺应根据渗滤液的进水水质、水量及排放

要求选取适宜的组合工艺，推荐选用“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

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或“预处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二）渗滤液预处理工艺可采用吸附、化学沉淀以及化学氧化

等技术。 

（三）渗滤液生物处理工艺可采用厌氧生物处理、好氧生物处

理等技术。 

厌氧生物处理技术通常适用于填埋场年龄大于 5 年或 BOD5大于

1000mg/L 的渗滤液，可采用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法（UASB）等处理技

术。厌氧处理设施应设置沼气回收或安全燃烧装置。 

好氧生物处理技术通常适用于填埋场年龄小于 5 年、BOD5/COD

不小于 0.5 的中、低浓度渗滤液，可采用活性污泥法或生物膜法等

处理技术。 

活性污泥法鼓励选用膜生物反应器法（MBR）等技术；生物膜法

宜选用接触氧化法或生物转盘法等技术。 

（四）深度处理工艺通常适用于填埋场年龄不小于 10 年或

BOD5/COD 小于 0.1 的渗滤液，可采用纳滤、反渗透等膜处理技术和

机械压缩蒸发、高级化学氧化等技术。 

（五）降水量较少的地区，在综合考虑气候、水文、地质等条

件基础上，可考虑采用科学回灌处理。 

（六）反渗透工艺渗滤液处理后的产水率应大于 75%，其出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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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应符合相关控制标准要求。鼓励对经处理达标的出水进行回用。 

（七）鼓励采用高效低耗的生物脱氮等技术，不宜采用吹脱技

术。 

五、污泥、浓缩液处理及二次污染控制 

（一）鼓励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与城市污水厂污泥协

同处理，污泥进入填埋场时应符合相关要求。 

（二）渗滤液处理工艺产生的浓缩液应单独处理，可采用蒸发

浓缩、焚烧等处理技术。 

（三）在确保环境安全、人体健康和经济合理的前提下，鼓励

浓缩液资源化利用。 

（四）主要恶臭污染源（厌氧反应设施、曝气设施、污泥脱水

设施等应分类采取相应措施）产生的气体宜采取密闭、局部隔离及

负压抽吸等措施收集并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 

六、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鼓励研究、开发、推广以下技术： 

（一）难降解有机物高效快速降解、重金属去除等预处理成套

技术与装备。 

（二）高浓度氨氮高效低耗的去除技术与装备。 

（三）浓缩液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新技术与装备的开发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