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 16889—2008 有关填埋气体收集内容的讨论 *

周 峰 1， 2，龚惠娟 1，陈泽智 1

（1.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2. 南京市市容局垃圾场管理处，江苏 南京 210092）
摘 要：针对 GB 16889—2008 有关填埋气体收集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分析了该标准对填埋气体 CDM 项目基准和

额外性的影响，讨论了控制甲烷排放的可行性，并对我国的填埋气体 CDM 项目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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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ent of landfill gas （LFG） collection in GB 16889—2008 was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this standard on
baselines and additionality of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projects of LFG was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for controlling
CH4 emission was discussed, and brief analysis of current CDM projects of LFG in China was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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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

督检疫总局联合颁布了 GB 16889—2008 生活垃

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替代 GB 16889—1997），

并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在该标准中，补充

或细化了对填埋场的选址、设计与施工、入场固

体废物等方面的内容，重点增加了对生活垃圾填

埋场运行、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期间的污染控

制要求，为提高我国生活垃圾填埋场的运行管理

和污染控制水平，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1-2］。
在该标准中，对填埋气的导气、收集和处理

利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增加了甲烷排放控制要

求。该标准的出台，曾在业内引起一定反响：一

是 CDM 项目的活动参与方担心该标准会削弱填埋

气回收甲烷 CDM 项目的政策额外性，对今后

CDM 项目的审批造成不利影响；另外是填埋场的

建设、运营方能否真正将标准的要求落实到位。
针对上述情况，结合笔者在填埋气体收集、

处理和利用方面的经验进行分析和讨论。
1 该标准中有关填埋气收集内容的描述

该标准针对气体收集和甲烷排放控制进行了

细化和补充，为工程设计与施工、排放控制目标

与监测方法提供了依据。

在填埋场的设计、施工与验收方面，作了如

下规定：①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填埋气体导排

系统，在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

将填埋层内的气体导出后利用、焚烧或达到 GB
16889—2008 中 9. 2. 2 的要求后直接排放。②设

计填埋量大于 250 万 t 且垃圾填埋厚度超过 20 m
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甲烷利用设施或火炬

燃烧设施处理含甲烷填埋气体。小于上述规模的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采用能够有效减少甲烷产生

和排放的填埋工艺或采用火炬燃烧设施处理含甲

烷填埋气体。
此外，该标准首次将甲烷作为污染物控制对

象提出，并明确了排放控制和监测要求：①填埋

工作面上 2 m 以下高度范围内甲烷的体积分数应

不大于 0. 1%。②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采取甲烷减

排措施。当通过导气管道直接排放填埋气体时，

导气管排放口的甲烷的体积分数应不大于 5%。
③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机构应每天进行填埋场区

和填埋气体排放口的甲烷浓度监测。④地方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每 3 个月对填埋场区和填埋

气体排放口的甲烷浓度进行 1 次监督性监测。⑤
对甲烷浓度的每日监测可采取符合 GB 13486 要

求或者具有相同效果的便携式甲烷测定器进行测

定，对甲烷浓度的监督性监测应按照 HJ/T 38 中

甲烷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该标准强化了对填埋气体收集和甲烷排放控

制的要求，突出了达到减少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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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2 该标准中相关内容的讨论

2. 1 对回收甲烷 CDM 项目的影响

众所周知，CDM 项目需要符合政策额外性的

要求，即只有超出国家规定的、有责任控制的排

放量以外的减排部分，才能计入可交易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
在 UNFCCC 的 CDM 执行委员会 （CDM-Ex－

ecutive Board） 规定：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在 2001
年 11 月 11 日后颁布的促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国家/地区性政策或规定，在确定排放基准时，并

不将这些政策或规定考虑在内［3］。
根据对上述文件内容的理解，笔者认为 GB

16889—2008 的颁 布 实 施 ， 不 会 改 变 回 收 甲 烷

CDM 项目的排放基准，也不会对该类项目的政策

额外性产生影响。
笔者还对一些国际碳基金或买家机构进行了

咨询，有的机构表示该标准颁布后，增大了 CDM
项目的审批风险，将谨慎在国内的 CDM 活动；也

有机构认为此标准不会对 CDM 的审批造成影响，

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开展相关工作。从碳买家的目

前反应来看，该标准并未对填埋气体 CDM 项目活

动造成大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该标准的颁布实施，

对填埋气体 CDM 项目的审批无明显影响。当然最

终结果如何，还要看 CDM 项目活动中各方的最终

反应。
2. 2 对甲烷排放控制要求的讨论

该标准加强了对填埋场甲烷排放的控制要求，

提出：当通过导气管道直接排放填埋气体时，导

气管排放口的甲烷的体积分数应不大于 5%。这

明确了对填埋场甲烷排放的控制要求，宏观上讲

符合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发展政策，但笔者根据

以往的工作经验，认为导气管排放口的甲烷的体

积分数应不大于 5%的控制排放目标在实际工作

中实现难度很大，依据如下：

1） 若填埋场内的导气管用于自然导排填埋

气，导气管排放口的甲烷含量一般都很高，超过

50％的情况非常普遍，甲烷含量低时也会达到

30％以上，即使填埋了 3~5 a，导气管排放口的甲

烷含量仍远远高于 5%。另外垃圾堆体内的气体

压力处于正压状态，产气状态好时表压可高达十

几千帕，很少有外界空气扩散到垃圾堆体或导气

管内稀释甲烷情况发生。因此，要满足导气管排

放口的甲烷的体积分数应不大于 5%的要求，只

有当垃圾堆体已充分降解稳定后才能得到这个结

果，或者需要更改填埋处理方式，比如采取好氧

处理、甲烷氧化等技术，但这些技术在短时期内

还不具备工程化应用的条件。
2） 若采用填埋气体主动收集系统，即通过风

机抽取填埋场内的填埋气体进行处理或利用，此

时从工程实践的角度出发，不会在填埋场上设置

与大气相通的导气管，对于填埋场中已有导气管

或导气石笼还要进行封堵，以避免将空气抽入气

体收集系统中造成爆炸隐患。
3） 从处理和利用填埋气体中甲烷的角度讲，

目前要求的甲烷含量应不低于 25%。一般情况

下，通过火炬燃烧的填埋气体中甲烷含量不得低

于 25％，通过发电机组或其他热力设备利用的甲

烷含量应不低于 30％，尽管火炬可在甲烷含量低

于 25％下工作，也有的发电机组可以在甲烷含量

大于 8％情况下工作，但基于安全防爆要求，当

甲烷含量低于 25％时工程上都慎重使用。要利用

甲烷含量低于 5％的气体，仅存在技术原理上的

可行性，目前也只是在风排瓦斯工程上进行尝试，

而填埋气体的收集量远小于风排瓦斯量，针对填

埋气体应用低浓度甲烷利用技术的经济效益还不

明朗，所以短时期内工程化收集处理或利用甲烷

含量低于 5％的填埋气体的可能性并不大。
可见，无论从排放控制还是处理利用角度看，

控制导气管排放口的甲烷的体积分数应不大于

5%的工程实现难度很大。
2. 3 对填埋气体 CDM 项目现状的讨论

从我国第 1 个填埋气体回收利用工程 （杭州

天子岭垃圾填埋气体发电项目） 建设至今，在短

短 10 余 a 期间，我国的填埋气体回收利用行业得

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

头，CDM 项目也为这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推进作用。将 CDM 项目与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相结

合，已成为业内共识，对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1） 我国的填埋气体资源巨大，回收甲烷是最

容易实现减排温室气体的途径之一，成为国际碳

买家追逐的对象，目前我国的填埋气体 CDM 项目

还是卖方市场，因此充分发挥填埋气体 CDM 项目

对减排温室气体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符合国

家政策和项目投资目标。
2） 近年来我国的填埋气体收集与利用领域得

到快速发展，其中 CDM 项目的 （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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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作用功不可没。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

鼓励回收利用填埋气体项目的法规和政策，但在

开发中小型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回收项目时，能

够得到的国家补贴还不足以满足项目运行，因此

通过 CDM 项目获取碳减排交易回报，是这类项目

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
3） 企业化运营填埋气体收集、处理与利用项

目，具有最大化地追求回收气体收集量的原动力，

为有效控制填埋气体污染排放提供了基础。
4） 我国的回收填埋气体甲烷 CDM 项目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如立项审批时间较长，CDM 项目

的 DOE 核查期较长，电力接入系统成为工程建设

的主要滞后因素，项目申报的预计减排量与实际

签发量差距过大，垃圾焚烧对填埋气体利用行业

产生较大冲击等，导致一些国际碳基金开始将注

意力转移到其他国家，一旦这种情况加剧，将会

对我国的回收填埋气体甲烷 CDM 项目行业造成

不利影响。

因此，我国的填埋气体回收利用和 CDM 项目

还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以维护好这个行业的良性

发展。
3 结束语

GB 16889—2008 在填埋气体收集内容方面，

强化了对填埋气体收集和甲烷排放的控制要求，

突出了减少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为工程

设计与施工、排放控制目标与监测方法提供了依

据。但该标准所制定的甲烷排放控制目标在工程

实施中实现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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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采用的污染控制标准不一对市场造成一定

负面影响

烟气、飞灰、渗沥液等污染物控制设施的建

设费用和运营费用分别占焚烧厂总体建设成本和

运营成本的很大比例。因此也是决定垃圾焚烧厂

建设成本和政府补贴费用多少的关键因素之一。
目前，少数垃圾焚烧厂没能严格达到国家垃

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帮助

政府节省了财政支出，但却损害了长期的环境利

益和公众利益。
此外，少数焚烧厂低环保标准的运作方式，

也在短期内给垃圾焚烧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主要体现公众、专家在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过

程中反对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导致此类项目不能

按照预定目标顺利推进。
4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市场预测

从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市场的发展现状可以预

测：①垃圾焚烧国产技术和装备水平将进一步提

高。②土地资源进一步稀缺，新能源、节能减排

等相关鼓励政策，将促进垃圾焚烧发电市场需求

进一步扩大。③作为公用事业，且相关政策已基

本完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能够获得稳定的投资

回报，未来该市场的竞争必将进一步升级。人民

币资产升值的背景，还将吸引更多外国资本和企

业加入竞争。④不断提高环保水平是保障垃圾焚

烧市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建焚烧厂应

切实满足 GB 18485—2001 的要求，有条件的城

市应采用要求更高的欧盟 2000 标准。政府作为市

场的引导者和监管者，应对垃圾焚烧项目严格把

关，并且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避免因低价竞争

而导致环保标准的降低。
参考文献

［1］ 黄生琪，周菊华. 谈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现状及发展［J］. 应用能

源技术，2007 （3），42-45.

［2］ 曾祥耙.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前景乐观［J］. 环境卫生工程，2007

（4）：35-36.

［3］ 阳晶，马晓茜.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CDM 案例分析［J］. 可再

生能源，2006 （1）：62-65.

［4］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CDM 项目可行性研究案例［J］. 科技咨询导报，

2005 （6）：33-34.

［5］ 潘忠刚. 生活垃圾焚烧技术的比较与选择［J］. 城市技术，2007 （3）：44-

47.

［6］ 徐淼.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J］. 节能与环保，2007 （5）：27-29.

作者简介：陈善平 （1972—），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日技环境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从事生活垃圾焚烧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咨

询、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等。

（上接第 19 页）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