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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设施名称 设施位置 主要服务范围

主要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吨/日)

1 环卫集团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 通州区 大兴区、原崇文区、朝阳区 卫生填埋 980 

2 环卫集团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 大兴区
大兴区、原西城区、原崇文区、

 

原宣武区、朝阳区
卫生填埋 1,400

3 环卫集团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昌平区
原东城区、原西城区、朝阳区、

 

昌平区
卫生填埋 2,000

4 朝阳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 朝阳区 朝阳区 卫生填埋 1,000

5 丰台永合庄垃圾卫生填埋场 丰台区 丰台区 卫生填埋 2,000

6 海淀六里屯垃圾卫生填埋场 海淀区 海淀区 卫生填埋 1,500

7 门头沟焦家坡垃圾卫生填埋场 门头沟区 石景山区、门头沟区 卫生填埋 600

8 房山半壁店垃圾卫生填埋场 房山区 房山区 卫生填埋 200

9 房山田各庄垃圾卫生填埋场 房山区 房山区 卫生填埋 300

10 通州西田阳垃圾卫生填埋场 通州区 通州区 卫生填埋 800

11 平谷峪口垃圾卫生填埋场 平谷区 平谷区 卫生填埋 400

12 密云滨阳垃圾卫生填埋场 密云县 密云县 卫生填埋 300

13 怀柔垃圾卫生填埋场 怀柔区 怀柔区 卫生填埋 300

14 斋堂垃圾卫生填埋场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 卫生填埋 41

15 延庆小张家口垃圾卫生填埋场 延庆县 延庆县 卫生填埋 150

16 延庆永宁垃圾卫生填埋场 延庆县 延庆县 卫生填埋 150

2010年全市共处理垃圾613.67万吨，其中卫生填埋量448.16万吨，所占比重73.03%

一、北京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基本现状



填埋场掠影



填埋气不处理的危害

直接排空,影响环境,造成环境污染

不利于表层植被的生长繁殖,易造成坡体表

面水土流失

有爆炸和起火的危险,存在作业安全隐患

浪费资源等等



二、北京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利用处理方式



二、北京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利用处理方式



二、北京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利用处理方式



填埋气处理一览表

设施名称 实际处理量(万立/月或季)

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场 74.19
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 33.34

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197.25
朝阳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 198.78
海淀六里屯垃圾卫生填埋场 331.55
丰台永合庄垃圾卫生填埋场 16.45

门头沟焦家坡垃圾卫生填埋场 19.99
房山半壁店垃圾卫生填埋场 0
通州西田阳垃圾卫生填埋场 19.03
平谷峪口垃圾卫生填埋场 —

怀柔垃圾卫生填埋场 0
密云滨阳垃圾卫生填埋场 4.11

延庆小张家口垃圾卫生填埋场 0
延庆永宁垃圾卫生填埋场 0
房山田各庄垃圾卫生填埋场 0



三、北京填填埋气处理实例

收集处理条件:甲烷含量超过5%必须收集;当任一导气

 井甲烷浓度达到50%或导气井所处位置垃圾层厚度达到10米

 时与集中

 
处理系统连接。

垃圾卫生填埋场堆体填埋气收集一般竖管收集,但也有

 采用较为先进的横竖收集模式（填埋气收集系统可分为横

 井收集及竖井收集两种方式：横井收集效率90%，适用于大

 型填埋场；竖井收集效率75%，适用于中小型填埋场）。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一般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成分表：

气体名称 含量（%）

甲烷 40-55
二氧化碳 10-26
氧气 3-8

一氧化碳 1左右

H2 S 14mg/m3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填埋气收集系统示意图



气井（研发中心）

气井

集气站

气量低气井

一层堆体

边坡路

气井分部示意

注：未建设41号

 
气井

北

填埋气收集系统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填埋气被鼓

 风机抽取至车

 间，首先经过气

 水分离器，它作

 为冷凝液终端处

 理装置，将填埋

 气收集干管中冷

 凝液分离至火炬

 前冷凝液井。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经过脱除冷凝

 液处理的填埋气依

 次经过鼓风机、主

 管、火炬支管、火

 焰阻挡器，进入火

 炬柱进行燃烧处理。

 燃烧后以二氧化碳

 及水的形态无害化

 排放。

三、北京填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空

 
气

 
鼓

 
风

 
机

可自动调节填埋气与空气配比，有效控制燃烧温度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当填埋气流量达到850m3/h、甲烷浓度高

 于50%时，就可以开启蒸发器了。填埋气通过

 蒸发器支管进入蒸发罐燃烧，通过燃烧热量

 将渗沥液浓缩液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收集到的填埋气通过鼓风机被抽至填埋气综合

 利用车间，在这里进行综合利用。填埋气综合利用

 设备引进美国shaw公司生产的封闭性焚烧火炬

 （EF84518）及渗沥液蒸发系统（3017-10000GPD 
UNIT），同时与设备末端假设的热交换系统交换热

 量，加以利用。填埋气处理能力2550m3/h。

车
间
全
景

蒸发器

火炬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填埋气液化压装提纯设备设计处理
 量为500m3/h—700m3/h。

外
 貌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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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CNG工艺流程
原料填埋气进入罗茨风机被输送进沼气压缩机，经沼气

 压缩机增至1.0MPa再经脱硫、脱氧装置进入脱碳系统。填

 埋气粗脱碳设置两套系统：一、脱硫、脱氧后的填埋气进

 入PSA粗脱碳装置粗脱碳，PSA粗脱碳后的填埋气进入

 CNG脱水装置，脱水后经CNG压缩机压缩至25MPa，生产

 CNG。二、脱硫、脱氧后的填埋气进入PC脱碳装置脱碳后

 进入CNG脱水装置脱水，脱水后经CNG压缩机压缩至

 25MPa，生产CNG。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LNG工艺流程
原料填埋气进入罗茨风机被输送进沼气压缩机，经沼

 气压缩机增至1.0MPa再经脱硫、脱氧装置进入脱碳系统。

 填埋气粗脱碳设置两套系统：一、脱硫、脱氧后的填埋气

 进入PSA粗脱碳装置粗脱碳后进入PSA精脱碳精脱碳，精

 脱碳后的填埋气经深脱水、压缩、脱汞进入液化装置，生

 产LNG。二、脱硫、脱氧后的填埋气进入PC脱碳装置脱

 碳后进入CNG脱水装置脱水，脱水后的填埋气进入PSA精脱

 碳精脱碳，精脱碳后的填埋气经深脱水、压缩、脱汞进入

 液化装置，生产LNG。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三、北京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发电工艺流程
原料填埋气进入预处理撬，在撬内首先进入初级过

 滤器对其携带的杂质进行过滤，从初级过滤器出来

 的填埋气进入换热器降温，降温后的填埋气进入脱

 硫吸附罐，将含硫量脱除至<200ppm再进入精密

 过滤器过滤，从精密过滤器出来的填埋气通往发电

 机组发电。

三、北京埋场填埋气处理实例



举例：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委托威立雅资源利用（北京）有

 限公司运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颁发电力业务许可证编号

 1010107-000**）。2007年3月机组投产，设计使用寿命10 
年，单台机组容量1.362MW，发电能力1250KWh。沼气处理

 能力750立/小时。机组所属电力市场为华北电力市场。

一般建设程序：项目核准、施工准备、建设并网、调试移交、

 竣工验收等几个环节。标志性文件：核准批复、施工许可证、

 机组并网鉴定书、启动验收交接书和竣工验收备案表等。
项目核准：市发展改革委（业主单位或项目公司）；
施工许可：市住建委（业主单位或项目公司）；
机组并网鉴定：北京电力调度通信中心；
验收交接：住建委组织相关各方（机组情况登记）；
竣工验收备案：市住建委；

四、填埋气处理建设项目程序



序号 条件 证明材料要求

1 项目简介 介绍项目总体情况。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介绍项目的建设背景和意义、主要技术方案等。

3 可研报告及评审意见 建设单位编制的可研报告并附主管部门评审意见。

4 项目申请报告 建设单位向核准机关提交的申请。

5 项目核准文件 核准批复。

6 环境影响报告审批文件 环评报告及批复。

7 接入系统审查意见 电网部门审查意见。

8 安全预评价报告评审意见 安全评价报告及审核批复。

9 项目设计效果图和总平面图

10 建设单位营业执照

11 建设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12 特许权协议（仅限风力发电、垃圾焚烧发电、

 
秸秆直燃发电等项目）

13 项目核准阶段管理用表

四、填埋气处理建设项目程序

项目核准阶段



四、填埋气处理建设项目程序

项目施工阶段
序号 条件 证明材料要求

1 用地批准手续（有新征用地） 取得国土管理部门的用地批准文件，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新征用地） 取得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新建、构筑物) 取得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中标通知书和合同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按规定建设单位已完成工程招标投标工作，设计、施工、监理、调试单

 
位中标通知书及签订的合同已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主要内容有：

 
承包工程范围、开竣工日期、价格、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页等。

5 参建单位资质（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调试）和主要执业人员资格证

所有参建单位的现有最高资质以及主要工作人员的执业资格，必须在有

 
效期内，且满足工程的最低资质要求。

6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包括土建和安装部分）
取得图审查机构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并取得合格证书。

7 工程质量监督委托证明材料

8 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委托证明材料
工程施工单位按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工程施工安

 
全监督，并取得施工安全监督机构盖章认可的受理证明材料。

9 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施工单位必须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处于有效期内。



四、填埋气处理建设项目程序

项目并网阶段

序号 条件 证明材料要求

1 建设程序合法 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核准，所有基建程序合法有效。

2 申请成立验收委员会
报送申请成立验收委员会的书面请示，提出验收委员组成

 
单位建议名单，并附启动试运指挥部成员名单。

3 启动机组通过整套启动前质量监

 
督检查

准备启动的机组须通过整套启动试运前质量监督检查，相

 
关部门出具盖章认可的质量监督检查报告。

4 环保试生产核准文件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机组试生产前须经环

 
保部门核准的，应取得环保试生产核准文件。

5 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意见
建筑工程须经消防部门验收合格（或备案），并出具书面

 
意见。

6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取得电力监管部门核发的电力业务许可证。

7 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
与供电部门签定的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或机组并

 
网与电力供应协议）。



四、填埋气处理建设项目程序

项目调试移交阶段

序号

条件 证明材料要求

1 机组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考核 连续满负荷试运行考核。

2 机组通过整套启动后质量监督检查
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后取得质量监督检查报告。建设单位

 
和各参建单位提出的整改事项已实施。

3 电力业务许可证 提交电力业务许可证。

4 完成有关涉网试验
按照电力监管部门并网安全性评价性的要求，完成机组

 
有关涉网试验，并提交涉网安全评价报告批复。

5 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参数表
建设单位按照样本要求填写，对试运参数做出记录和统

 
计。

6 设备系统信用评估表
建设单位按照样本要求填写，对机组应用的设备信用情

 
况做出记录和统计。



四、填埋气处理建设项目程序

项目竣工验收阶段

序号 条件 证明材料要求

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调试等有关单位编写。

2 工程竣工质量监督 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竣工验收质量监督检查，并出具机组竣工验收质量

 
监督检查报告。

3 建设达标评估 按照电力工程建设达标评估大纲要求，提交评估报告。

4 参建单位信息用评价
建设单位参照评价表样本对各参建单位的信用进行评价，提交盖上单

 
位公章的评价表。

5 环境保护验收 完成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交验收意见。

6 消防验收 完成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提交合格意见书。

7 安全卫生验收 完成安全卫生“三同时”验收，提交验收意见。

8 工程规划核实 完成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提交验收意见。

9 工程档案验收 通过城建档案馆或档案管理部门的验收。

10 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完成工程竣工决算审计工作，提交决算审计报告。



五、国家对垃圾填埋气发电的一些优惠政策

可再生能源发电是指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包括农林废弃

 物直接燃烧和气化发电、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沼气发电

 ）、太阳能发电、海洋能发电和地热能发电。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调配暂行办法



六、未来垃圾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发展方向



六、未来垃圾填埋场填埋气处理发展方向

对新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及目前北京市填埋场推广膜覆盖作业，提高填
埋气收集率，提高填埋场污染控制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调整北京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处理结构，提升发电和供热能力，
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全面促进垃圾处理资源循环利用。

建立北京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产生量估算模型，指导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工艺改进，提出对未来北京市垃圾填埋场填埋气建设的合理化方案，
通过测算产气量，鼓励大型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提高综合利用率，达到节能减
排目标。

探索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工作统计指标体系。可
以有效加强对填埋场产生的填埋气体的有效收集，提高收集率，保证填埋气发
电等综合利用的经济收益稳步增长，指导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建设由
无害化向资源化转变。

通过对全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的收集利用，最大限度地降低能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填埋气节能减

 排，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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