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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438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

号为 GB51220— 2017,自 ⒛17年 7月 1日 起实施。其 中,第

8.0.3、 11.3.3、 12.1.8、 13。 4,3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原《生 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 封场 技 术规程 》CJJ112-2007同 时

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 中国计划 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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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⒛I1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

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1〕 17号 文 )的 要求 ,规 范编制组经

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

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 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共分 13章 ,主要技术内容是 :总 则 ,基 本规定 ,填埋场

现状调查 ,总 体设计 ,覆 盖工程 ,地下水污染控制工程 ,填 埋气体

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工程 ,渗沥液导排与处理工程 ,防洪与地表

径流导排 ,垃圾堆体绿化 ,填埋场封场监测 ,封场工程的施工与验

收 ,填埋场封场后维护与场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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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

由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负责对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寄送至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

场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下坪 ,邮 政编码 :518019)。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深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华中科技大学

深圳市城市废物处置中`b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

主要起草人 :梁顺文 郭祥信 黄中林 王敬民 王克虹

吴学龙 刘 涛 李领明 李智勤 屈志云

亠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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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 本 规 定

2.0.1 填埋作业至堆体设计终场标高的区域或不再受纳垃圾而

停止使用的区域 ,及终止填埋后填埋场整场宜在垃圾堆体快速沉

降期过后实施最终封场工程。

2.0.2 填埋场封场工程应选择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满 足安全、环

保要求的方案。

2.0.3 填埋场封场工程项 目前期应收集填埋场建设和运行期间

的有关资料 ,包括下列内容 :

1 城市总体规划、区域环境规划、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 ;

2 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设汁、施工及竣工验收图纸和

资料 ;

3 填埋场及附近地区的地表水、地下水、大气、降水等水文气

象资料 ;

4 填埋场和垃圾堆体地形、地质以及周边公共设施、建 (构 )

筑物状况 ;

5 填埋场已填生活垃圾和非生活垃圾有关统计数据 ,以 及填

埋物现状特性调查报告 ;

6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和利用系统建设及运行资料 ;

7 渗沥液收集处理系统建设及运行 ;

8 填埋场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及运行记录 ;

9 防洪与排水系统状况 ;

10 其他相关资料。

2.0.4 填埋场在运行期间已具有完整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填埋

气体迁移监测等资料的 ,可用于封场工程方案确定的参考资料。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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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町;∶隳瞿跏封炀亚槔i圈 圄前翘蘸榧掘骥堙魑环瓒监测赧椐录

资槲避两周旌琢獍搬昵佥枷-环橥龃涮锏圮录鬻料不细的宜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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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和调查监测要求 ,分析填埋场对周围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3.3 地表水环境

3.3.1 应调查了解填埋场渗沥液处理设施排放 口位置、排放的水

质等情况。

3.3.2 应对填埋场区域下游 1km范围内的地表水水质进行调查

性监测。被调查地表水应包括湖、河 、鱼塘、常年有水的水坑等。

3.3.3 地表水水质监测项 目应以 pH值 、色度、溶解氧、C()D(化

学需氧量 )、 【)D3(生物需氧量 )、 总氮(TN)、 氨氮、总磷 (TP)和氯

化物为主。

3.3.4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的

有关规定和调查监测要求 ,分析填埋场对周围地表水水质的影响。

3.4填 埋 气 体

3.4.1 应调查监测垃圾堆体上及其周边建 (构 )筑 物内的甲烷气

体浓度。

3.4.2 应对已有填埋气体收集导排和处理 (利 用 )系 统和垃圾堆

体进行检查 ,并应确认有无填埋气体泄漏、火灾 和爆炸等安全

隐患。

3.4.3 填埋 区周边 50m以 内有建 (构 )筑 物的填埋场 ,应 在建

(构 )筑物与垃圾堆体之间设置气体迁移监测井监测填埋气体地下

迁移情况。气体迁移监测井应设置在建 (构 )筑 物与垃圾堆体之间

距建 (构 )筑物基础 3m~5m处 ,气体迁移监测井数量宜为 3个 ~5

个 ,井 间距宜为 2m~3m。

3.4.4 气体迁移监测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监测井应可监测不同深度的迁移气体 ;

2 监测井深度应根据建筑物地下室深度、垃圾深度和地下水

水位确定 ;

3 监测井钻孔直径不宜小于 150mm。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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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利用气体迁移监测井检测甲烷气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监测井建成后将井口阀门关闭 ,24h后 测试井 内的甲烷气

体浓度。测试后井口阀门应打开 ,将 井内气体全部释放后再将阀

门关闭 ,等 待下次测试。

2 监测井内甲烷测试可采用便携式甲烷分析仪 ,测 试前应先

对仪器进行零点和量程标定。

3 每个监测井检测次数不宜小于 10次 ,检 测频率可根据气

体迁移量确定 ,宜 为每 2d~3d一 次 ,并 应根据监测井内甲烷的聚

集速度调整检测频率。

3.4.6 应根据调查监测数据和资料分析填埋气体收集导排的状

况 ,进行了气体迁移监测井监测的 ,应 判断填埋气体迁移的距离和

填埋气体迁移对建 (构 )筑物的影响。

3.5 垃圾填埋区域

3.5.1 在填埋场最终封场I程方案设计前应对垃圾填埋区域进

行现状调查 ,调 查内容宜包括 (但不限于 )填埋库区底部防渗层结

构、渗沥液导排设施情况、垃圾堆体面积、高度及形状、垃圾堆体内

渗沥液水位情况、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和处理利用情况、防洪及排水

设施情况、垃圾堆体稳定性情况、已填垃圾总量 、非生活垃圾填埋

情况等。

3.5.2 应对垃圾堆体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沉降计算 ,稳 定性分析和

沉降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

术规范》qJ176的有关规定。

3.5.3 应根据调查数据和资料分析垃圾填埋区域状况 ,绘制垃圾

填埋区域地形图 ,并在地形图上标明隐患点位置。

3.5.4 当封场工程拟采取垂直防渗措施时 ,宜对垃圾填埋堆体周

边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进行勘察 ,并 应查明拟建垂直防渗设施

处是否存在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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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 体 设 计

4.0.1 最终封场工程的总体方案应根据填埋区垃圾堆体的面积、

高度、形状、环境影响状况、安全性 、原有设施情况、土地利用规划

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0.2 最终封场工程的工程内容应包括 :

1 垃圾堆体整形 、覆盖工程、地下水污染控制工程 (当地下水

受到填埋场污染时 );

2 当原系统不完善时 ,工程内容应包括填埋气体收集和处理

与利用工程、渗沥液导排与处理工程、防洪与雨水导排工程 ;

3 垃圾堆体绿化、环境与安全监测 、封场后维护与场地再利

用等。

4.0.3 局部封场工程的t程 内容和规模应根据所需封场的垃圾

堆体终场覆盖面积 、气体导排、渗沥液导排和雨水导排要求以及垃

圾堆体在整场中的位置及最终封场工程总体方案综合确定。

4.0.4 填埋场封场工程应优先利用填埋场原有设施或对原有设

施进行改造。

4.0.5 垃圾堆体整形方案应根据现状垃圾堆体整体形状、垃圾堆

体稳定性、土地再利用要求等囚素确定。

4.0.6 修整后的垃圾堆体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3,并 应根据当

地降雨强度和边坡长度确定边坡台阶及排水设施的设置方案 ,边

坡台阶两台阶之间的高差宜为 5m~1om,平 台宽度不宜小于 3m◇

4.o.7 应对垃圾堆体进行稳定性分析 ,并应根据稳定性分析结果

确定实施边坡加固和防护措施。

4.0.8 堆体整形设计应进行挖方和填方的平衡计算 ,做到在满足

边坡坡度要求的条件下使堆体整形总挖方和填方量最小 ,且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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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用土覆盖的垃圾堆体宜选择连续排气层 ;

2 全场已覆盖土层的垃圾堆体可选择排气盲沟 ;

3 排气层和排气盲沟应与垂直导气井连接。

5.2.2 排气层可采用碎石等颗粒材料或导气性较好的土工网状

材料。垃圾堆体边坡宜采用土工网状材料作为排气层。

5.2.3 排气层采用碎石等颗粒材料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碎石等颗粒材料应耐酸性气体腐蚀 ,碳 酸钙含量不应大

于 10%;

2 垃圾 堆体顶 部铺 设厚 度不 宜 小 于 300mm,粒 径 宜 为

20Π11n^ˇ 40Π11n;

3 碎石 (颗粒材料 )上面应铺设不小于 300酽m2的 土工滤网 ;

4 碎石与垃圾之间应铺一层孔径小于碎石最小粒径的土工

滤网 ,规格宜为 ⒛0酽 m2;

5 采用 碎 石排 气盲 沟 的,盲 沟 断 面宜 不 小 于 500mm×
500mm,碎石宜采用 zO0酽 m′ 土I滤 网包裹。

5.2.4 当排气层采用土工网状材料时 ,土工网状材料厚度不宜小

于 5mm,网 状材料上下应铺设土工滤网 ,防止颗粒物进人排气层。

5.2.5 设有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系统的封场工程 ,排气盲沟内宜设

置与垂直集气井相连接的水平集气花管 ,集 气花管宜采用高密度

聚乙烯 管 材 ,集 气 花管 的管 径 不 宜 小 于 50mm,开 孔 率 宜 为

1%~2%。

5.3防 渗 层

5.3.1 防渗层可选用人工防渗材料或天然黏土。

5.3.2 土工膜作为主防渗层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具有 良好的抗拉强度或抗不均匀沉降能力 ;

2 渗透系数应小于 1× 1012cm/s;

3 应具有 良好的抗老化性能 ,使用寿命应大于 30年 ;

4 可选用 高密度 聚 乙烯 (HDPE)或线性低 密度 聚 乙烯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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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E)土 工膜 ,厚度宜为 1mm~1.5mm;

5 土工膜上下部应设置保护层 ,防止土工膜遭到破坏 ;

6 边坡上宜采用双糙面土工膜 ,并应在边坡平台上设土工

膜锚固沟 ;

7 应与场底防渗层进行有效焊接或搭接。

5.3.3 土工膜上下部保护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上下保护层可选择压实黏土 ,压 实黏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300mm,压实黏土的压实度不宜小于 85%,渗透系数不宜大于 1×

10ˉ
5cm/s;

2 上保护层可选择复合土工排水网 ,复合土工排水网厚度不

宜小于 5mm,网 格孔径应小于上部排水层碎石的最小粒径。

5.3.4 天然黏土作为主防渗层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黏土层平均厚度不宜小于 300mm,应 进行分层压实 ,顶 部

压实度不宜小于 90%,边坡压实度不宜小于 85%;

2 黏土层渗透系数应小于 1× 107cm/s;

3 黏土层表面应平整、光滑。

5.4 排 水 层

5.4.1 排水层应选用导水性能好的材料 ,其渗透系数应大于 1×

103m/s。

5.4.2 垃圾堆体顶部宜选用碎石作为排水层 ,堆体边坡宜选用复

合土工排水网作为排水层。

5.4.3 当采用碎石作为排水层时,碎 石排水层厚度不宜小于

300mm,粒径宜为 ⒛mm~座 0mm,上 部宜铺设 ⒛Og/m2土 工滤网。

5.4.4 边坡复合土工排水网厚度不宜小于 5mm,搭 接重叠宽度

不宜小于 300mm,且应采用塑料绳拴接 ,沿搭接缝的拴接点间距

不宜大于 500mm。

5.4.5 排水层与堆体表面排水沟相接处应设置穿过沟壁的排水

短管 ,排水短管沿排水沟纵向的间距不宜大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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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s绿 化 圭 层

⒌s。 1 垃圾堆体覆盖层上部血铺设绿化用土层∷,土层厚度不宜小
于 500mm。

s,⒌ 2 绿化∷土层应分层∷基实o压实度不宜小于 8α %。

s。 $。 备 应楗捃拟种植的植物特性确定绿∷化土层表面的施肥和翻I

耕施工方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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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水污染控制工程

6.1一 般 规 定

6.1.1 当地下水受到填埋场污染时 ,填埋场封场工程应采取地下

水污染控制措施。

6.1.2 地下水污染控制措施可根据现状调查的结果 ,确 定地下水

污染的原因、程度 ,有针对性地从下列方案中选择一种或多种控制

措施 :

1 在垃圾堆体周边设置垂直防渗 ;

2 在垃圾堆体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的上游设置垂直防渗 ;

3 在垃圾堆体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的下游设置垂直防渗 ,并

在垂直防渗设施内侧 (靠 垃圾堆体一侧 )实 施地下水抽排 ;

4 场底防渗层修复 ;

5 堆体内渗沥液抽排 ;

6 地下水收集与处理。

6.1.3 当填埋场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 ,宜在垃圾堆体周边或局部

实施垂直防渗措施 :

1 填埋场周边存在填埋气体地下迁移现象 ,且迁移影响范围

内有不能拆除的建 (构 )筑物 ;

2 填埋场无场底防渗或防渗层破损较严重 ,且填埋场下游地

下水已受污染 ;

3 填埋区地下水水位接近或超过场底防渗层 ,且 场底无地下

水导排设施。

6.2 垂直防渗工程

6.2.1 垂直防渗总体方案应根据垃圾堆体周边地下不透水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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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透水层上部各地质构造层特性及垃圾堆体周边地面设施情

况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2.2 当垃圾堆体周边 10m以 内存在建 (构 )筑物 ,且 填埋气体

存在地下迁移的可能时 ,在 建 (构 )筑 物与垃圾堆体之间应设置地

下垂直防渗墙。

6.2.3 垂直防渗工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岩土工程技术规范》qJ176的有关规定。

6.3 场底防渗层修复

6.3.1 当检测到填埋场地下水 (或 膜下水 )受 到污染时 ,应 对

场底 防渗层进行破损检测 ,有 条件 的可进行 防渗层渗漏位置

探测 。

6.3.2 当探测到填埋场场底防渗层渗漏位置时 ,可 实施防渗层

修复。

6.3.3 防渗层修复方案应根据破损状况、垃圾深度、场底地质条

件、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等情况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4 堆体内渗沥液抽排

6.4.1 对于渗沥液导排不畅造成垃圾堆体水位过高的 ,可 采用

在垃圾堆体打井抽排或布设水平盲沟导排 的方式降低渗沥液

水位。

6.4.2 渗沥液的抽排和导排应符合本规范第 8章的有关规定。

6.5 地下水收集与处理

6.5.1 当填埋场场底地下水已被污染时 ,可 对地下水实施截流 ,

截流措施应考虑防止场外地下水向场内流动和防止场内地下水向

场外扩散。

6.5.2 地下水实施截流后应将其导出 ,并将其纳人渗沥液处理系

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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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工程

7.1一 般 规 定

7.1.1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总体方案的确定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

规范》qJ133的有关规定。

7.1.2 经监测存在填埋气体地下迁移现象时 ,应采取防止气体向

场外迁移的工程措施。

7.2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

7.2.1 封场前无气体导排收集设施的垃圾堆体 ,应设置填埋气体

导排收集设施。

7.2.2 可根据垃圾堆体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选择采用垂直导排井 、

水平导排盲沟或井和盲沟混合式填埋气体导排系统。

7.2.3 填埋气体导排井和导排肓沟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CJJ133的有关规定。

7.2.4 应根据封场后填埋气体产生速率逐渐降低的规律 ,适 时调

整气体导排设施的导排流量和抽气设备的抽气量。

7.3 填埋气体处理与利用

7.3.1 选择填埋气体利用 方 案之前 ,宜 进行抽气 试验 ,预 测

气体产生量 。所选 择 的气体处 理 工 艺 应 与 气体 利 用方 式 相

匹配 。

7.3.2 无气体利用设施的 ,主动导排收集的填埋气体应经火炬燃

烧后排放。

· 16·

ht
tp
:/
/t
.c
n/
R9
bs
6G
a



乱⒊∴乙 祟堙气傩颓:iΞ〖帚l|;∶氵::F∴.或酶邈搡虚擂窨蹦儡侵业桥揠幄 灞域圾

讶晏罨扌叠暨0遢弓蛐 刂茴吝吗霪蚤莒恚誉J廴堇鲰 岬 王哥雪誊鲥 壹蓖豇曾霪责》跏 】莛硭昌i锵习萑季富羡急

觏∴蠃

·
lⅡ1⒎

.ˉ·

ht
tp
:/
/t
.c
n/
R9
bs
6G
a



8 渗沥液导排与处理工程

8.0.1 封场前无渗沥液导排设施或导排设施被堵的垃圾堆体 ,封

场工程应考虑设置渗沥液导排设施 ,渗 沥液导排设施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垃圾堆体上设置的渗沥液垂直导排井宜与填埋气体导排

井共用 ,当 填埋气体导排井不适于进行渗沥液导排时 ,可 单独建设

渗沥液导排井 ;

2 新设置的垂直导排井底部距场底渗沥液导排层的距离应

保证场底防渗层的安全 ,并 应满足控制水位低于堆体警戒水位的

要求 ,警戒水位的确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176的有关规定 ;

3 堆体边坡出现渗沥液渗出现象时 ,还应在渗沥液渗出位置

设置渗沥液导排盲沟。

8.0.2 单独建设的渗沥液导排井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渗沥液垂直导排井结构宜符合图 8.0.2的 要求 ;

2 渗沥液垂直导排井直径 ￠不宜小于 800mm;

3 中心集 水 管 宜 采 用 高 密 度 聚 乙烯 管 材 ,直 径 不 宜 小

于 200mm;

4 垃圾层中集水管应为多孔管 ,开 孔宜为条形孔 ,开 孔率宜

为 2%。

8.0.3 利用垂直导排井导排渗沥液时排水设备应具有防爆性能。

8.0.4 填埋场封场后仍利用原有渗沥液处理设施的 ,应根据封场

后的渗沥液产生量及水质变化情况调整设施处理负荷和参数。

8.0.5 封场前无渗沥液处理设施的 ,封场工程应考虑渗沥液处

理。渗沥液处理方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就地处理后达标排放和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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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后送往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图 8.0.2 渗沥液垂直导排井结构 图

l一压缩空气排水装置法兰连接接口;2一 中心集水瞥 ;

3一覆盖层 ;4一 垃圾层 ;s— 回填碎石滤料 ;6一 多孔管 ;

7一盲板

8.0.6 新建渗沥液处理设施的规模确定应考虑垃圾堆体覆盖方

案及降水下渗 、场底防渗情况以及地下水向垃圾堆体渗透情况等

因素。

8.0.7 渗沥液处理设施的设计 、建设与运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CJJ150的有关规定。

8.0.8 封场后渗沥液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应根据渗沥液水质的

变化适时调整 ,确保处理后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排放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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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洪与地表径流导排

9.1 填埋场及垃圾堆体防洪

9.1。 I 应对填埋场原有防洪设施进行评估校核 ,对填埋区外截洪

沟进行洪峰流量校核时 ,汇水总面积应包括填埋堆体的表面面积。

9.1.2 对校核后不符合防洪要求的防洪设施或防洪设施受损的

应加以改造、修缮。

9.1.3 原填埋场无防洪设施的 ,封场丁程应设置防洪设施。

9.1.4 填埋区周边存在滑坡风险的区域应实施护坡工程。

9.2 垃圾堆体表面径流导排

9.2。 I 垃圾堆体顶面、边坡及平台应设置表面排水沟 ,排 水沟的

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排水沟不应因垃圾堆体的沉降而形成倒坡 ;

2 应根据垃圾堆体上下游不同汇水量采用不同的排水沟断

面尺寸 ,排 水沟断面尺寸、水流量及流速等参数应符合国家现行防

洪标准的要求 ;

3 排水沟应采用防不均匀沉降的结构或选择抗不均匀沉降

的材料 ;

4 排水沟的布置应能有效防止表面径流对覆盖土的冲刷。

9.2.2 堆体边坡之间的平台上应设置承接上游表面径流的排水

沟 ,并 应与下游排水沟连接。

9.2.3 降水量和降水强度较大的地区 ,垃 圾堆体边坡应考虑排水

和护坡相结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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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垃圾堆体绿化

10.1一 般 规 定

10.1.1 应根据当地气候 、植被分布、植物特性等 自然条件及经济

状况确定封场后填埋场植被恢复方案。

10.I。 2 在垃圾堆体完成绿化土层覆盖后 ,应 及时实施堆体绿化

工程。

10.I。 3 垃圾堆体上除必要的气体导排、防洪及雨水导排、渗沥液

导排等设施 占用的部分外 ,其余表面均应绿化。

10.2绿 化 土 层

10.2.1 绿化土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水分、通气性、pH值等应

符合所选植物种植的土壤要求 ,重 点绿化区可人工配制土壤。

10.2.2 绿化土层土壤密实度、粒径、杂物含量等参数宜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⑴/T340的有关规定。

10.2.3 坡度大于 1:3的 边坡宜采取表面固土措施。

10.3绿 化 植 物

10.3.1 封场工程的绿化植物配制宜与周围景观和封场后土地利

用规划相协调。

10.3.2 封场绿化应选择抗逆性强、适应填埋场环境条件、生长稳

定的植物 ,垃圾堆体上宜选用护坡、防冲刷能力强的浅根植物。

10.3.3 花灌木宜选择观赏性强、长势健康和方便管理的种类 。

10.3.4 绿篱植物和观叶灌木宜选择萌芽力强、枝叶繁茂、耐修剪

的种类。

10.3.5 地被植物宜选择生长强势、覆盖率高、病虫害少、绿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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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耐修剪的种类。

10.4 绿地灌溉系统

10.4.1 封场绿地宜设置灌溉系统。

10.4.2 在水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绿地灌溉系统水源宜优先选

用场内中水或附近地表水。

10.4.3 绿地灌溉方式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水源情况、经济条件

等因素合理确定 ,缺水地区应采用节水型灌溉方式。

10.5 绿化工程的施工与维护

10.5.1 绿化I程 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化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CJJ/T82的有关规定。

10.5.2 绿化工程施工时应确保垃圾堆体覆盖层 、填埋气体导排

收集、表面径流及渗沥液导排等设施不受损坏。

10.5.3 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按 照不同植物的特点 ,对

填埋场封场后的表面绿化植物进行养护ρ

10.5.4 发生植物局部死亡现象时 ,应 检查是否与填埋气体泄漏

或渗沥液排放有关 ,并采取相应措施。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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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填埋场封场监测

1I.1 监测设施的设置

Ⅱ。1.1 应对封场前原有的环境与安全监测设施进行调查分析 ,

对完好的设施可保留利用 ,对有缺陷的设施应进行改造。无环境

与安全监测设施的填埋场 ,应补充设置环境与安全监测设施 。

Ⅱ。1.2 填埋场封场I程运行监测设施应包括地下水、地表水、污

水排放 、填埋气体集中排放、场区及场界大气等监测设施。

11.1.3 垃圾堆体边界外附近有填埋气体迁移风险的建 (构 )筑物

室内和填埋气体处理利用车间内 ,应设置甲烷监测报警设施 ,甲 烷

的报警浓度宜设定为 1.25%。 填埋气体抽气设备进气管上应设

置甲烷和氧浓度监测设施。

Ⅱ。1.4 应设置垃圾堆体表面沉降监测点 ,监 测点宜在垃圾堆体

顶部和边坡平台上布置 ,监测点应设置坚固的标记物。

11.2 污染控制监测

11.2.1 封场后应对地下水、地表水、场区大气进行定期监测 ,监

测频次不宜小于 1次 /季 度 ,监 测指标应能满足判断监测对象是否

受填埋场污染的需要。

11.2.2 建有渗沥液处理设施的 ,应对处理设施进出水主要污染

物和水量进行监测 ,监测方式应根据处理工艺控制需要确定 。

11.2.3 封场后渗沥液直接排人城市污水管网或污水处理厂的 .

宜对排放渗沥液中主要污染物浓度进行定期监测 ,监测频次宜为

1次 /月 ~3次 /月 ,水质变化大的季节监测频次取大值 ,并 应对渗

沥液排放水量进行监测。

1I。 2.4 宜定期监测填埋气体的甲烷浓度和垃圾堆体内渗沥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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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监 测频次宜为 1次 /月 ~2次 /月 。

Ⅱ。3安 全 监 测

11.3.1 封场前垃圾堆体边界外存在地下填埋气体迁移现象的 ,

在气体迁移的一侧应设置填埋气体迁移监测井 ,监测井的设计应

符合本规范第 3,4。 4条的要求。

11,3.2 下列地点和情况应设置甲烷监测报警设备 :

1 填埋气体地下迁移一侧 20m范 围内的建 (构 )筑 物地下室

和一层房间内 ;

2 填埋气体输送管道经过的房间或封闭空间 ;

3 填埋气体处理和利用车间内。

I1.3.3 填埋气体抽气设备前的进气管道上应设置氧含蚤监测报

苷设备。

11.4 垃圾堆体的沉降监测

Ⅱ。4.1 填埋场封场工程完成后应定期对垃圾堆体的沉降进行监

测 ,沉降监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

技术规范》qJ176的 有关规定。

1I。 4.2 封场后 3年 内 ,堆体沉降应每月监测一次 ,封场 3年后宜

每半年监测一次 ,直 至堆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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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封场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2.1一 般 规 定

12.1.1 封场工程施工前应根据勘察文件、设计文件、招标文件和

各行政审批文件做好施工组织设计 ,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12.1.2 封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针对填埋场特点制定环境保

护、水土保持和安全措施 ,并应制订施工过程中针对滑坡 、火灾、爆

炸等意外事件的应急措施和预案。

12.1.3 封场工程施 T前 ,所有施工人员应接受施工安全培训 ,培

训内容应包括垃圾堆体的安全开挖、填埋气体特性及扩散规律、填

埋气体爆炸特性、斜坡压实安全操作、垃圾堆体打井安全操作等。

12.I。 4 在填埋气体排放 口附近施T时 ,应将排放 冂临时封闭或

采用临时管道将填埋气体引至离操作人员 10m以 外的位置。

12.1.5 挖填垃圾或土方时应采取必要的降尘、局部通 lxl和 卫忄

防疫措施。

12.I。 6 封场施I现场应配备消防器材。

I2.1.7 防渗层、埋地管线等所有隐蔽工程 ,应按工程设计要求和

相关验收规范及时进行中间验收。

12.1.8 在垃圾堆体上进行填埋气体导排井和导排盲沟施工 ,应

采取防止气体爆炸的措施。

12.2 垃圾堆体整形的施工与验收

12.2.1 垃圾堆体整形施工前 ,应 勘察分析场内发生火灾、爆炸、

垃圾堆体崩塌等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和隐患点 ,并制订防范措施。

12.2.2 垃圾堆体上实施机械挖方作业时 ,应采用分层浅挖作业

法 ,不得快速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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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人工挖方时 ,挖 方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采用人工挖沟

时 ,挖沟深度不应超过挖沟人的身高。

12.2.4 在垃圾堆体整形施工过程中 ,挖 出的垃圾应及时回填 ,回

填的垃圾应分层压实 ,堆体的垃圾压实密度不宜小于 0.8t/m3。

12.2.5 在垃圾堆体整形施工过程中 ,对暴露的垃圾表面应采用

低渗透性的覆盖材料进行临时覆盖 ,防止臭味散发、雨水进入及产

生扬尘。

12.2.6 垃圾堆体上出现的裂缝、沟坎、空洞等应充填密实。

I2.2.7 堆体整形施工前 ,应 检查原有填埋气体和渗沥液收集导

排设施是否完好 ,对完好的设施应做好保护措施 ,防止堆体整形施

工对其造成破坏。

I2.2.8 堆体整形过程中 ,宜 保持填埋场内原有排水、交通、填埋

气体收集处理、渗沥液收集处理等设施的基本功能正常。

12.3 封场覆盖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2.3.1 覆盖土层应按照设计压实密度和平整度进行压实、压平 ,

防止土层沉降和塌陷。

12.3.2 防渗膜应铺设平整、搭接严密、焊接牢固 ,其施工和验收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

范》αJ113的 有关规定。

12.3.3 防渗膜分段施工时 ,铺设后应及时进行检验、验收并完成

上层覆盖。

I2.3.4 封场防渗层与场底防渗层连接处应采取防止雨水灌人措

施 ,具有焊接条件的 ,可 实施封场防渗层与场底防渗层的焊接。

12.3.5 封场覆盖工程应分区域逐层施工 ,逐层验收 ,下层未验收

合格的不得进行上层的施工。

I2.4 其他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2.4.1 填埋气体管道施工与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埋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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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填埋场封场后维护与场地再利用

13.1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系统的维护

13.1.1 填埋气体主动导排系统启动前应对抽气管网所有管段进

行气密性试验 ,气密性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33的 有关规定。

13.1.2 当填埋气体主动导排系统启动时 ,抽 气风机流量应从小

到大缓慢调整 ,直 至抽气流量与气体产生速率基本平衡。

13.1.3 抽气流量与气体产生速率保持基本平衡 ,可按下列条件

综合判断 :

1 负压管网气密性试验合格 ,无漏气发生 ;

2 气体氧含量保持在 1%以下 ;

3 气体甲烷含量保持稳定。

13.1.4 应根据封场后填埋气体产生速率逐渐下降的规律 ,定 期

调整气体导排设施和抽气风机的流量 ,使抽气流量与气体产生速

率保持基本平衡。

13.1.5 当填埋气体产生量低于处理和利用设备可调最低负荷

时 ,应 停止设备的运行。

1s。 1.6 填埋气体集中处理和利用设各停运后 ,应对填埋气体导

排井 (或 盲沟)进行检查 ,无 甲烷气体产生的导排井 (或 盲沟 )可 封

闭 ;有 少量甲烷气体产生的导排井 (或 盲沟)可直接排空 ;有 较多甲

烷气体产生的导排井可设置独立式小型火炬 ,将 甲烷气体燃烧后

排放 ,直至无甲烷气体产生时方可封闭。

13.1.7 可燃气体在线监测报警设备应进行定期校核和标定。

13。 1.8 填埋气体处理与利用系统的维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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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175的有关规定。

1s。 2 渗沥液导排与处理系统的维护

13.2.1 应保持渗沥液导排设施的畅通 ,发 现堵塞应及时修复 ,无

法修复时应采取替代措施。

13.2.2 采用压缩空气导排渗沥液时 ,应定期清理排渗装置内的

沉积物。

13.2.3 渗沥液处理设施的维护管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

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qJ150的有关规定。

13.3 其他基础设施的维护

13.3.1 封场后应保持场内道路 、围墙 、供电、给排水、照明等设施

的完好。

I3.3.2 每年雨季到来前 ,应 检查场内排水沟、截洪沟、沉沙池等

雨水导排和防洪设施 .发 现损坏的应及时维修。

I3.3.3 应每半年检查一次环境和安全监测设施 ,并 确保监测设

施的有效性。

13.3.4 因不均匀沉降导致垃圾堆体出现裂缝、沟坎 、凹坑、空洞

等情况时 ,应及时进行填补修复。

13.4 场地再利用

13.4.1 封场后的垃圾填埋区在不影响封场设施 ,且保证安全的

情况下 ,可 对场地进行适当利用。

13.4.2 未达到稳定的垃圾填埋区若用于永久性建筑物的建设 ,

则应挖除所填垃圾 ,对场底及周边土壤进行污染检测 ,并应对受污

染土壤进行处理。

I3.4.3 填埋场封场设施运行期间 ,全场应严禁烟火 ,并 对填埋气

体和渗沥液收集处理设施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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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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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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GB51220— ⒛17,经 住

房城乡建设部 ⒛17年 1月 21日 以第 1438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 ,编 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 ,了

解和总结了我国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设计、施工和验收的实

际经验 ,对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工程确定了合理的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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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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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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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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总

I。 0。 I 垃圾填埋场封场T程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实施 :

(1)垃圾填埋区的垃圾堆体全部达到设计最终标高 ,不能再填

垃圾 ;

(2)垃圾堆体局部区域达到了设计最终标高 ,需 要对这部分区

域实施封场覆盖 ;

(3)由 于其他原 因垃圾填埋场不再使用 ,需 对填埋场进行

封场 ;

(4)早期弃用的简易填埋场 ,由 于缺乏防渗、渗沥液处理和气

体导排处理设施而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需要对其进行封场治理。

封场工程属于综合性较强的工程 ,特 别是对全场进行的封场

工程 ,需要实施堆体整形、覆盖、雨水导排、地下水保护、绿化等多

项工程。因此填埋场封场工程需要合理规划、科学设计、规范施

工 ,才能使封场后的填埋场对环境影响最小。

1.0.2 本条说明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其中简易填埋场是指没

有完善的防渗 、气体导排 、渗沥液导排及环境保护与监测等设施 ,

填埋操作和垃圾堆体形状不规范的填埋场 ,包 括俗称的垃圾堆放

场、旧垃圾场、非正规填埋场、非卫生填埋场等。国内已实施 的大

部分封场工程是针对简易填埋场进行的 ,本 规范中的大部分内容

是针对简易填埋场提出的 ,因 此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是包括简易填

埋场封场的。

I。 0.3 目前关于垃圾填埋场的国家现行标准有《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处理工程项 目建设标准》建标 124、 《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工程

项 目建设标准》建标 140、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9、 《生活垃圾

贝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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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移》CJJ gs、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

体收集处理及利用
=程

技术规羁》CJJ lB8、《’L活垃圾填埋场无害

化评价标准》CJJ/T107、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qJ

】sO、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5铋 等。这

些标准中均有填埋场封场王程的榴关内∷容”在封场工∷程申也需要

执行。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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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 本 规 定

2.0。 I 局部封场工程是对于已填埋至设计终场标高 ,以 后不再填

垃圾的区域进行的封场工程。包括封场覆盖、排水、气体导排收

集、绿化等工程。其中的封场覆盖与终场覆盖采用同样的结构 ,一

般要考虑用防渗材料作为主覆盖层 ,以 便最大限度地减少雨水往

垃圾堆体的渗透。除了防渗材料层 ,封场覆盖还包括导气层、导水

层 、植被土层 、绿化植物等内容。

由于垃圾堆体在快速沉降期沉降量较大 ,如终止填埋后立即实

施封场工程 ,则覆盖层易因为堆体快速沉降而损坏。因此本条提出

宜待垃圾堆体快速沉降期过后实施最终封场工程。垃圾堆体快速

沉降包括主沉降(即压载造成的垃圾压缩沉降 ,一般为几个月 )和 易

腐有机成分快速降解造成的沉降(一般沉降期为 1年 ~2年
)。

对于正在运行的填埋场 ,如 果某一单元已填埋至最终设计标

高 ,则这一单元在快速沉降期过后可以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封场覆

盖 ,如 图 l所示。

图 1 封场覆盖示意图

2.0.2 本条是对填埋场封场△程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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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本条提出了在填埋场封场工程前期工作阶段需要收集的

资料。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填埋场的状况 ,分 析

填埋场对周边的影响 ,以 便提出内容全面、针对性强、满足环保要

求的封场方案。

2.0.4 本条提出了封场工程方案的确定可利用原有运行期间获

得的地下水、地表水 、大气、填埋气体迁移监测等资料进行环境状

况分析。

2.0.5 本条提出填埋场封场工程项 目前期工作阶段进行环境状

况分析和周边环境调查 ,是 为了了解填埋场周边的环境状况 ,是否

存在由填埋场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 ,以 便提出治理污染的工程措

施。如果环境监测资料不全 ,可 按照本规范第 3章的规定进行周

边环境调查 ,以 使工程方案更可行 ,工程量计算及工程概预算更准

确。周边环境调查所需的费用需纳人工程前期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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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埋场现状调查

3,1 地下水环境

3.1.1 垃圾填埋场封场的主要 目的就是防止填埋垃圾对环境的

污染。防止地下水污染是最重要的内容 ,因 此在填埋场封场前如

缺乏地下水水质状况的资料 ,则 需要对填埋场周边地下水进行检

测 ,如 发现地下水受到污染 ,就 可以在封场工程方案中考虑治理

措施。

对于正规的卫生填埋场 ,上 下游及两侧的地下水监测井较完

善 ,检测取样点选在原有填埋场地下水监测井即可。对于非正规

填埋场 ,地下水监测井设置不完善 ,则 需新建地下水监测井 ,监 测

井需要设在填埋场地下水流向的上下游及两侧 ,以 利于判断地下

水是否受到污染。

3.1.2 由于旱季地下水流量小 ,易 于检测到少量污染。本条要求

有利于封场工程提出有效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3.I。 3 本条对地下水水质检测指标项 目提出了要求 ,主 要 日的就

是为了判断地下水是否受到填埋场的污染以及污染程度如何。

3.1.4 分析填埋场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包括水质是否受到污

染、污染是否是填埋场造成、污染程度 、污染范围等。

3.2大 气 环 境

3.2.1 本条规定了监测点的布置。由于填埋场的大气污染物属

于无组织排放 ,因 此应在源头、周围的环境敏感区域以及污染物容

易聚集的区域布置。

3.2.2 本条规定了大气环境质量调查性监测的要求 :

1 填埋场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指标是硫化氢、氨等恶臭气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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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埋场绿化不好时也会产生扬尘 ,因 此应重点对臭气浓度和悬

浮颗粒物进行调查 ,而风速、风向、气压、相对湿度等气象条件是影

响和分析这两种污染物的重要因素 ,因 此也应进行调查记录。

2 在低气压下由于垃圾堆体内气体压力与大气压之间的压

差较大 ,因 此填埋气体排放量较大 ,且排出的填埋气体扩散速度较

高气压时慢 ,因 此在低气压时填埋场周围受填埋气体的污染程度

较大。大气环境质量调查性监测分别在低气压和高气压两种气象

条件下进行是为了对两种气象条件下的大气质量进行对 比,以 了

解填埋场对周边大气质量的影响。

3 评价填埋场对周围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是为了提出

有效的治理措施。

3.3 地表水环境

3.3.1 渗沥液是填埋场的主要液体污染物 ,其排放的水质直接影

响地表水 ,因 此本条规定对渗沥液排放口位置、数量及排放的水质

情况进行调查 ,以 确定是否需要对渗沥液进行进一步处理。

3.3.2 填埋场区域下游 1km范 围内的地表水易受填埋场渗沥液

的影响 ,因 此需要调查了解并进行监测。

3.3.3 本条要求的这些主要监测项 目是反映渗沥液污染的指标。

3.3.4 评价填埋场对周围地表水水质的影响 ,可 以为水污染防治

工程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3.4填 埋 气 体

3.4.1 甲烷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 ,其在空气中的爆炸浓度范围

为 5%~15%(体积浓度 ),如 果在填埋场周围建 (构 )筑 物或封闭

空间内积累 ,极 易发生爆炸 ,危 及填埋场周边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囚此监测甲烷浓度是必要的。

3.4.2 对于已有的填埋气体收集导排和处理 (利 用 )系 统 ,封场前

需要进行检查 ,如 发现存在环保、安全等隐患 ,则 在封场工程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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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采取消除隐患的工程措施。有的垃圾堆体局部存在漏气

现象 ,遇 到雷雨天气容易发生着火 ,甚 至可能发生堆体爆炸 ,因 此

检查垃圾堆体是否存在填埋气体局部泄漏对于填埋场封场工程设

计方案的制订是必要的。

3.4.3 无场底人工防渗层的填埋场填埋气体迁移可能性和迁移

量较大 ,需要进行调查、监测。填埋区周边有建 (构 )筑物的填埋

场 ,虽然场底有防渗层 ,为 了安全起见 ,也应进行气体迁移调查。

一般填埋气体迁移距离在几十米 ,50m以 内的建 (构 )筑物风

险较大 ,因 此应在靠近填埋场一侧的地下进行填埋气体迁移监测。

3.4.4 本条给出了气体迁移监测井的设置要求。气体迁移监测

井一般设置两个不同深度的监测管 ,以 监测不同深度的气体迁移

情况。气体迁移监测井的一般做法见图 2。

1— ￠10n.m孔 ;2一 井盖 ;3一 带渐缩短管的旋塞阀 ;

4一管式井头 ;5一 集气管(苴径 15mm);6一混凝土隔离层 ;

7—∮10mm~妲 omm碎 石 ;8一 集气管下部开孔

图 2 气体迁移监测井示意图

图 2中 H为监测井深度 ,要 求不小于建筑物地下室的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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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监测建筑物地下室是否有气体迁移的隐患 ;乃 为上部集气管

管底距监测井顶端的高度 ,可取监测井深度的 1/3~1/2;￠ 为监测

井直径 ,一 般不小于 150mm。

为了分别监测上部和下部的气体迁移情况 ,需 要在监测井上

部和上、下两个集气管之间填充隔离层 ,隔 离层可用水泥砂浆、黏

土或其他密封材料。集气管在隔离层以下部分应设置开孔 ,孔 径

一般为 3mm~5mm,开孔率宜为 1%~2%,集气管其余部分不需

要开孔。

气体迁移监测井深度需要考虑建 (构 )筑物地下室的深度和垃

圾深度 ,在地下水水位最低时能够有效监测填埋气体向建 (构 )筑

物地下迁移情况。如集气管深人到地下水水位以下 ,就 不能准确

监测到填埋气体的迁移情况 ,因 此为了使监测井的监测结果能准

确反映填埋气体的迁移情况 ,应 保证集气管设在最低地下水水位

以上。监测工作在旱季地下水水位低的时候进行。

监测井直径不能太小 ,否 则不能有效聚集迁移气体。

3.4.5 气体地下迁移一般速度较慢 ,将 井 口阀门关闭可以使迁

移至此的气体聚集在监测井内 ,聚 集 24h后 ,将 测试仪器连接至

井口带旋塞阀的短管 ,然 后打开旋塞阀 ,就 可以测试聚集 24h后

井内的甲烷气体浓度。测试后将仪器连接管断开 ,旋 塞阀打开 ,

将井内的气体全部释放 ,待 管 口无气流后关闭旋塞阀 ,等待下次

测试 。

由于气体迁移量小 ,浓度低 ,便携式甲烷分析仪易产生零点漂

移 ,为 了保证测试的精确度 ,本条要求甲烷测试仪在每次使用前对

其进行标定。标定使用的零气一般为纯氮气 ,量 程气是在计量部

门配制的与所测甲烷浓度相近的标准气。

本条要求每个监测井监测次数不宜少于 10次 ,主要是为了探

明填埋气体的迁移规律。如果井内甲烷气体聚集较快 ,浓 度较大 ,

气体迁移比较明显 ,则 可少测几次 ,如 井内甲烷聚集较慢 ,浓 度较

低 ,气体迁移不明显 ,则 可多测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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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填埋气体迁移距离和气体聚集速度对于确定填埋气体迁

移控制工程方案非常重要 ,因 此本条要求调查和判断填埋气体迁

移的距离和气体聚集速度。

3.5 垃圾填埋区域

3.5.1 垃圾填埋区域调查是填埋场封场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关键 ,

只有通过填埋区域调查了解填埋区及其周围情况 ,才 能提出针对

性强的设计和施工方案。本条提出的调查内容均是填埋场封场工

程需要的重点信息。

3.5.2 垃圾堆体因其中的有机物降解而产生较大的沉降 ,堆体稳

定性受到影响 ,因 此本条要求对垃圾堆体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沉降

计算 ,以 便为封场工程设计者确定垃圾堆体稳定的工程方案提供

依据。

3.5.3 对于一些不规范的填埋场来说 ,垃圾堆体往往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通 过I程勘察绘制垃圾填埋区域地形图 ,便于识别可能

会有滑坡、崩塌等安全隐患的区域 ,以便于设计人员有针对性地提

出消除隐患的方案。

3.5.4 垂直防渗是一种防止地下水污染扩散和气体迁移的措施。

如需实施垂直防渗工程 ,首 先需要将地下的土层和岩层的情况勘

察清楚 ,以便提出可靠 的设计和施 △方案 ,还 要探明地下水 的流

向 ,以 便确定垂直防渗墙的位置。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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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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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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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 体 设 计

4.0.1 填埋场封场工程与新建填埋场工程不同 ,新建填埋场的建

设规模可以用 日填埋垃圾量或总填埋容量来表示。而填埋场封场

工程不是以处理垃圾为 目的 ,而 是以环境治理、安全治理为 目的 ,

其工程建设规模不能以垃圾处理量来表示。其工程量大小与垃圾

堆体面积、垃圾深度、填埋总量、堆体规范程度、环境影响状况、有

无安全隐患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总体方案和工程内容需要考虑

各种因素 ,并根据经济实力 ,选 择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工程方案。

4.0.2 本条规定了最终封场工程总体方案编制时应考虑的工程

内容。

4.0.3 局部封场I程主要是覆盖工程 ,因 此其建设规模根据覆盖

面积确定。工程内容要考虑其以后与整场封场工程相衔接。

4.0.5 根据原垃圾堆体形状确定边坡修整方案主要是为了尽量

减小开挖垃圾量 ,减 少大面积裸露垃圾引起的臭气污染。

4.0.6 本条规定了垃圾堆体整形边坡坡度、两平台之间的高差和

平台宽度 ,以保证封场后垃圾堆体的稳定性。边坡修整设计除考

虑将垃圾堆体边坡修整为稳定的坡度外 ,还需要考虑在垃圾堆体

顶部、边坡和台阶上设置排水沟 ,对垃圾堆体上的表面径流进行有

序疏导 ,避免表面径流对垃圾堆体的冲刷◇

4.0.7 垃圾堆体受沉降及水位升高的影响 ,易 产生不稳定因素 ,

因此需要对堆体进行稳定性分析 ,根 据分析结果确定边坡加固的

措施。常用的边坡加固措施有种植护坡草、三维网加植草、混凝土

骨架护坡、混凝土喷浆护坡、浆砌块石护坡、挡土墙等。

4.0.8 本条提出了堆体整形设计进行挖方和填方平衡计算的要

求 ,有 些垃圾填埋场的堆填作业不规范或填埋作业时未对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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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覆 盖 工 程

5.1一 般 规 定

5.I。 1 正在填埋的垃圾单元 ,在堆体达到设计最终标高后 ,其上不

再填埋垃圾 ,因此可以在雨季到来之前尽快实施封场覆盖系统的铺

设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雨水进人垃圾堆体而形成渗沥液 ,同 时也可

以控制填埋气体向上迁移 ,减少气体无组织释放 ,减少臭味的散发。

对于最终封场工程 ,因 为整场实施终场覆盖 ,因 此工程量大 ,

施△周期长。如果雨季到来之前无法完成堆体覆盖工程 ,在雨季最

好对未完成覆盖工程的部分采用防渗膜实施临时覆盖 ,以 最大限

度地减少雨水进人垃圾堆体。

5.1.2 本条提出了封场覆盖系统结构的基本要求。对于一项正

规的封场工程来说 ,封场覆盖是一项重要的工程 ,其作用有防止雨

水进人垃圾堆体、防止堆体滑坡、防止填埋气体无序释放、除臭防

臭和绿化美化等。因此封场覆盖系统的设计需要按照这些功能和

作用来考虑结构设置。

5.1.3 有些填埋场在运行期间做了一些封场覆盖 ,但 不完善 ,需

要在封场工程中进一步完善。

5.2 排 气 层

5.2.1 连续排气层对填埋气体的导排效果较好,但工程量大 ,特别是

在覆土层上施工时,需要将土层全部翻开。排气盲沟与垂直导气井相结

合的网状排气系统也可以达到较好的气体导排效果。因此 ,本条提出对

于全场已覆盖土层的垃圾堆体可选择网状排气盲沟作为排气层。

5.2.2 在垃圾边坡上碎石不易铺设 ,因 此本条提出在垃圾边坡上

宜采用土工网状材料作为排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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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本条是对排气层铺设碎石时的技术要求 ,主要考虑防止碎

石与垃圾掺混而影响其透气性。由于填埋气体中含有一些酸性气

体 ,对一些碱性物质 (如 石灰石 )有腐蚀性 ·因此本条还要求排气层

所用材料不能被填埋气体腐蚀。

5.3 防 渗 层

5.3.1 人工防渗材料和天然黏土均具有较好的防渗性 ,但两者有

不同的性能 ,在 设计时有不同的要求。目前 国内用于填埋场封场

覆盖的人工防渗材料主要有土工膜和膨润土垫(GCL)。

5.3.2 本条对采用土工膜作为主防渗层作出规定 :

1 由于垃圾堆体产生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较大 ,因 此要求土

工膜有 良好的抗拉强度 ,以抵抗不均匀沉降形成的拉伸。

3 填埋场稳定需要很长时间 ,防渗层的寿命要大于填埋场稳

定的时间。

4 用于覆盖的土工膜没有垃圾的重压 ,因 此厚度可以比场底

防渗层薄 ,本规范要求为 1mm~1.5mm。

6 本款要求采用双糙面土工膜是为了防止边坡上土工膜及

其上部的土层产生滑坡。在平台上设锚固沟是为了减小边坡上土

工膜 自身重量造成的拉力。

7 上下土工膜焊接或搭接可有效防止雨水进人垃圾堆体。

5.3.3 防渗膜的上下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本条对黏土和土工网两

种不同保护层的使用分别作出了要求。

5.3.4 本条是对采用天然黏土作为主防渗层的技术要求。主要

要求为厚度、压实度、渗透系数和平整度。

5.4 排 水 层

5.4.1 排水层是为了迅速导排渗人土层聚集在防渗层上部的雨

水 ,防止雨水在土层中饱和 ,造 成土层滑坡。排水层的渗透系数是

关键的参数 ,本条对其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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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碎石渗透性较好 ,价格便宜 ,是 常用的排水材料。但边坡上

碎石铺设难度大 ,复合土工排水网便于斜坡施工 ,因此本条推荐堆

体顶部选用碎石作为排水层 ,而边坡上选用复合土△排水网。

5.4.3 碎石作为排水层时 ,厚度不宜过小 ,否 则影响排水效果。

本条要求其厚度不宜小于 300mm。 上部铺设 zO0g/m2土 工滤网

是为了防止土颗粒物堵塞碎石层。

5.4.4 边坡上铺排水网时 ,由 于排水网与防渗层之间可能产生滑

动而使两片网分离 ,因 此本条要求两片网上下搭接重叠宽度不宜

小于 300mm,并要求每 500mm用绳拴接固定一下。

5.4.5 排水层与堆体表面排水沟相接处由于排水沟沟壁上沿与

覆土上表面基本平齐 ,阻挡了排水层中积水的外排 ,设置穿过沟

壁的排水短管可以使渗人排水层的雨水及时排人排水沟 ,有效降

低土层的含水率 ,从而保证将上部土层的下渗水及时排放 ,避免

土层内含水达到饱和 ,如 图 3所示。

覆盖土层 叫能造成土层滑移的水位

排水层 排水昝 爿卜水沟

(a)"r能造成土层滑移的情况

(b)安个的情况

图 s 覆盖土层排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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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绿 化 土 层

5.5.1 绿化是填埋场封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填埋场美化和防止

水土流失的关键。绿化需要一定厚度的土层 ,土 层太薄不利于绿

化植物的生长 ,本条要求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500mm是 与现行 国

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相 一致的。

5.5.2 对绿化土层压实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土层沉降而使土层变

薄 ,一般压实度达到 80%即 可。压实度过大影响植物根系的生

长 ,过小易于发生沉降和土层不稳。

5.5.3 对草坪和花卉种植地 ,需 对土层上部进行翻耕 ,翻 耕深度

一般为 200mm左右 ,并需对此土层进行基肥施加、搂平耙细、去

除杂物。对灌木和乔本种植地 ,可局部进行翻耕、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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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水污染控制工程

6.1一 般 规 定

6.1.1 填埋场封场工程是对填埋场综合性环境治理的工程 ,当 地

下水受到填埋场污染时 ,填埋场封场工程需要考虑地下水污染控

制措施。

6.1.2 本条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几项地下水污染控制措施。这些

措施有的投资较大 ,有 的简单实用 ,封场工程设计时可以根据经济

承受能力选择若干组合。

6.1.3 垂直防渗投资大 ,工 程复杂 ,本 条提出了在几种重要情况

下需考虑实施垂直防渗。

6.2 垂直防渗工程

6.2.1 对于不同的地层结构需要采取不同的垂直防渗方案 ,对 于

地层结构变化较大的场地 ,需 要采用综合的垂直防渗方案。不同

的防渗方案其投资、施I难度和效果也不同 ,本条要求经过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防渗方案。

6.2.2 本条规定了存在填埋气体地下迁移 ,且 附近有建筑物时 ,

需要采用垂直防渗墙方案。

6.2.3 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臼J176中对垂直防渗工程提出了要求 ,本条要求按其规定执行。

6.3 场底防渗层修复

6.3.1 场底防渗层破损检测是判断防渗层破损程度和破损位置

的手段 ,目 前虽然判断破损位置还比较困难 ,但检测还是能起到一

定作用 ,对 于环境敏感 区的填埋场 ,防 渗层破损检测还是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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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6.3.2、 6.3.3 如能探测到防渗层渗漏位置 ,则 可以实施修复。当

垃圾比较浅时 ,可 以将垃圾挖开进行修复 ;如 垃圾 比较深 ,则 可以

考虑钻孔向防渗层破损处注人补漏剂。

6。 4 堆体内渗沥液抽排

6.4.1、 6.4.2 生活垃圾中含有很多颗粒物 ,这些颗粒物随着渗沥

液导排被慢慢聚集在渗沥液导排管外部的垃圾层里 ,慢 慢地形成

了一层淤泥层 ,阻挡了垃圾渗沥液向导排管里渗透 ,最后造成垃圾

堆体内的渗沥液无法排出而滞留在垃圾体内 ,就 造成垃圾堆体内

水位过高。由于垃圾堆体面积和深度较大 ,很难对渗沥液导排系

统进行疏通 ,只 能从垃圾堆体上部钻井抽水。

6.5 地下水收集与处理

6.5.1、 6.5.2 地下水的截流需要根据不同的填埋场地形和水文

地质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案。很多填埋场的地势较低 ,一 般场外地

下水是流向填埋区地下的 ,如果地下水流量大 ,就要采用填埋区周

边垂直防渗的方法 ,将 场外地下水截流 ,阻止其向填埋 区地下流

动 ,然后对填埋区地下水进行抽排、处理。如果场外地下水流量较

丬、可以不做填埋区周边垂直防渗 ,只 对填埋区地下水进行抽排 、

处理。

6.5.3 本条要求适用于防渗层下具有渗漏水收集系统的填埋场。

采用双层人工防渗膜的填埋场 ,两层防渗膜之间一般要设置排水

网 ,此排水网在下游接至监测管 ,通过监测管可以监测上层防渗膜

是否渗漏。对于防渗膜下铺黏土的填埋场 ,膜 下也可以铺设碎石

层或盲沟 ,碎 石层或盲沟接至下游监测管 ,用 于监测防渗膜是否渗

漏。有的山谷型填埋场 ,在 防渗膜下铺设地下水导流层或盲沟 ,此

种地下水导流层或盲沟也可作为防渗层检漏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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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工程

7.1一 般 规 定

7.1。 l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是填埋场安全、环保的重要手

段 ,填埋场封场以后 ,填埋气体的产生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因 此填

埋场封场应把填埋气体收集和处理作为主体工程来实施。如果填

埋气体量大 ,还 可以考虑利用。《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

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qJ133是行业规范 ,该规范针对填埋气

体收集处理与回收利用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

7.1.2 存在填埋气体地下迁移现象时 ,填埋气体就有可能从地下

迁移至建 (构 )筑物地下室或其他地下空间 ,形成安全隐患 ,因 此应

采取防止气体向场外迁移的I程措施。

对于垃圾填埋深度较浅的填埋场 (低 于建筑物地面 10m以

内),可 以在垃圾堆体和建 (构 )筑物之间的堆体外侧设置填埋气体

截流肓沟 ,盲沟深度需与垃圾填埋深度相近 ,盲 沟内用碎石填充 ,

可埋设垂直的气体导排管。如填埋气体经截流肓沟的流量较大 ,

可以将截流盲沟封闭 ,并连接至抽气系统 ,对截流盲沟实施抽气。

对于垃圾填埋较深的填埋场 ,可 设置防渗墙 ,阻止填埋气体从

地下进人建 (构 )筑物室内 ,特别要重点防止填埋气体从地下埋设

的排水管道进人建 (构 )筑物内部空间。

7.2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

7.2.1 填埋场封场后 ,填埋气体难以从垃圾堆体表面排出 ,如 没

有填埋气体导排设施会对填埋场形成安全隐患。

7.2.2 垂直导排井贯穿整个垃圾堆体的上下 ,可 以同时导排浅层

和深层的垃圾填埋气体 ,但 这种导排井在垃圾填埋未达到设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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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标高时 ,用 其进行抽气易造成填埋气体中的氧含量高。水平导

排盲沟是埋在垃圾层中的 ,其一端接至垃圾堆体边缘 ,在垃圾填埋

作业时可以对该盲沟实施抽气。在填埋场封场时 ,如 果无原有填

埋气体导排设施 ,则 需要考虑建设垂直导排井 ,以使堆体内深层垃

圾产生的填埋气体能够得到有效导排。为了提高气体收集率 ,在

堆体防渗覆盖层下面也可铺设一层气体导排层或水平导排肓沟。

如在填埋场封场时原来有一些填埋气体导排设施 ,但还不够 ,则 可

以根据需要增建一些垂直导排井或水平导排肓沟。

7.2.3 本条是对填埋气体导排井和导排盲沟设计和施工的基本

要求。

7.2.4 由于封场以后 ,填 埋场不再填入新鲜垃圾 ,根 据生活垃圾

填埋场填埋气体产生规律 ,已 填的垃圾在 1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产

气速率高峰 ,以 后产气速率将随着时间呈指数下降。因此填埋场

封场后 ,全场填埋气体的产气量是逐年下降的。如果抽气系统抽

气量不随产气量下降而调整 ,则 会出现过量抽气 ,易使空气被吸人

而产生危险。

7.3 填埋气体处理与利用

7.3.1 由于填埋气体中含有一半左右的可燃气体甲烷 ,它既是资

源又是一种温室气体 ,因 此从填埋场抽出的填埋气体不宜直接排

放。能进行利用的优先考虑利用 ,利 用不完的部分要采用火炬燃

烧的方式将其燃烧 ,这 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气体对环境的

影响。

7.3.2 有些小型填埋场填埋气体产量小 ,如 对其利用不经济 ,就

需要将填埋气体抽出后经火炬燃烧 ,以 减轻其对大气的污染。

7.3.3 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

工程技术规范》CJJ133中对填埋气体利用方式选择、利用规模确

定及技术要求等做出了规定 ,这 些规定也适用于封场以后的填埋

气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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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渗沥液导排与处理工程

8.0.1 渗沥液导排与处理设施是填埋场封场工程的重要部分 ,

是降低渗沥液对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风险的有效设施 ,因 此当原

设施不完善时 ,在封场工程中应考虑改造和完善 ,无法改造时应重

建。场底无渗沥液导排设施或渗沥液导排设施被堵的填埋场 ,堆

体内水位高 ,有 的渗沥液从堆体边坡的坡底或中间渗出。因此封

场时可以考虑在垃圾堆体边坡底部或中间平台渗沥液渗出的部位

设置渗沥液收集导排盲沟 ,因 为渗沥液导排盲沟只能被动导排渗

出的渗沥液 ,不能起到有效控制堆体内水位的作用 ,因 此本条还提

出要在垃圾堆体上打井抽取底部积存的渗沥液 ,这 样就可以有效

地控制垃圾堆体内的渗沥液水位。由于渗沥液抽排井与填埋气体

收集井结构形式相同 ,所 以可与填埋气体收集井共用。但堆体上

打井的深度既要考虑防止距防渗层太近而增加防渗层破坏的风

险 ,叉 要保证渗沥液水位能降到警戒水位以下。垃圾堆体内警戒

水位是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CJJ176中 定义的可能产生堆体滑坡的水位 ,如 垃圾堆体 内水位

高于警戒水位 ,堆体滑动的风险就会急剧升高 ,给填埋场造成很大

的安全隐患。对于不同的填埋场 ,需 要通过稳定性计算才能确定

警戒水位 ,堆体稳定性计算的要求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176。 设计人员可以根据此规

范的要求 ,结合垃圾堆体的稳定性分析 ,确 定垃圾堆体的警戒水

位 ,以 此确定渗沥液导排井的深度。

8.0.3 当井内渗沥液水位较高时 ,渗 沥液抽出后 ,空 气易从井 口

灌人 ,灌 人的空气与井内的填埋气体混合易形成爆炸性气体 ,如 抽

水设备不防爆 ,就有可能产生安全事故。防爆型抽水设备有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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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压缩空气泵 ,一 种是带防爆电机的潜水泵。由于涉及运行

安全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8,0.4、 8。 0.5 填埋场封场后由于不再进新鲜垃圾 ,且覆盖较好 ,

因此渗沥液的产生量和水质均会有较大变化 ,原有渗沥液处理设

施一般是按照填埋场运行期间的渗沥液水质和产生量来设计和运

行的 ,因 此在封场后需要对原来的渗沥液处理设施的处理量和水

质参数进行调整 ,以适应封场后渗沥液的特点。如原无渗沥液处

理设施的 ,根据产生渗沥液的水质、水量选择 自建渗沥液处理厂或

者经预处理后送往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8.0.6 本条是针对原填埋场无渗沥液处理设施的情况。在填埋

场封场后 ,渗沥液主要来源是堆体的降水下渗以及场底地下水向

垃圾体的渗透。对于采用土工膜作为覆盖防渗层的 ,堆 体的降水

下渗量很少 ,可 以忽略。对于采用黏土作为防渗覆盖层的 ,堆体降

水下渗可根据覆土的渗透性、堆体坡度等情况确定降水下渗系数。

对于场底采用土I膜作为防渗层的 ,如 防渗膜无破损 ,则 地下水向

垃圾体的渗透量也很小。如场底无土I膜防渗层或土I膜破损 ,

则地下水向垃圾体的渗透量将会很大 .但渗透量难以估算 ,这种情

况下 ,可 以缓建渗沥液处理设施 ,等封场覆盖和渗沥液导排工程完

成 1年后 ,根 据 1年 的渗沥液产生量实测数据确定渗沥液处理

规模。

8.0.7 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CJJ150

适应于所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处理。

8.0.8 填埋场封场后 ,随 着内部有机物的厌氧分解 ,有机物含量

越来越少 ,囚 此渗沥液的水质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一

般的规律是 Bt)D越来越小 ,且 下降较快 ,COD也下降 ,但 下降较

慢 ,因 此会造成渗沥液的可生化性越来越差。为了保持渗沥液处

理设施的处理效果 ,本 条要求 不断调整渗沥液处理设施 的运行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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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洪与地表径流导排

9.1 填埋场及垃圾堆体防洪

9.1.1~9.1.3 在填埋场运行期间有可能发生场外地形变化而造

成汇水面积变化 ,另 外封场后垃圾堆体的表面径流也要汇至场边

防洪设施 ,因 此封场设计需要对原有防洪设施进行评估校核 ,看其

是否仍然安全有效。如校核后不符合防洪要求的防洪设施或防洪

设施受损的 ,应加以改造、修缮。原填埋场无防洪设施的 ,封 场工

程需要考虑建设防洪设施。

9.1.4 有的填埋场因取土造成周边植被破坏 ,存在滑坡隐患 ,因

此封场工程需要考虑必要的护坡工程。

9.2 垃圾堆体表面径流导排

9.2.1 垃圾堆体一般面积较大 ,如不设置排水沟 ,降水形成的表面

径流过长 ,会使堆体的覆盖土由高处向低处冲刷。为了避免冲刷 ,

需要在坡面上横向和竖向均设置一些排水沟 ,以减小降水在覆土面

上的径流长度。由于垃圾堆体沉降量比较大 ,且容易发生不均匀沉

降 ,因此垃圾堆体上的排水沟需要具有抗不均匀沉降的能力。

上下游汇水面积不同 ,排水沟所负担的地表径流量也不同 ,囚

此需要根据不同的流量来确定排水沟断面尺寸。

9.2.2 边坡中间的平台是缓冲坡面纵向表面径流的较好设施 ,且

平台上比较容易设置排水沟 ,因 此一般在边坡中间的锚 固平 台上

均设置排水沟 ,用 于承接上游的表面径流 ,并通过纵向排水沟将表

面径流输送至下游。

9.2.3 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 ,垃圾堆体边坡的排水沟可以做成较

密的网格状 ,既起到排水作用 ,也可以起到护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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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垃圾堆体绿化

IO.1一 般 规 定

IO。 1。 I 选择适应当地气候的植物是绿化植物有效成活和生长的

关键。

10.1.2 及时绿化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10.1.3 本条要求 旨在尽可能地增加绿化覆盖率 ,美化填埋场环

境 ,减少水土流失 ,保持垃圾堆体的稳定。

10.2绿 化 土 层

10.2.1 一般就近取土作为营养土层 ,按 比例添加有机肥、塘泥等

混合而成 ,如 所选植物对土壤有特别要求 ,可 以进行精细配置。

10.2.2 本条是对绿化营养土的基本要求。

10.2.3 对于坡度较大的封场 ,边 坡的营养土层可采用加
=维

网

或铺砌植草砖的固土措施 ,防止雨水冲刷营养土层或植被。

10.3绿 化 植 物

10.3。 I 本条是对封场丁程绿化及景观设计的基本要求◇随着封

场后垃圾堆体的逐渐稳定 ,其 土地利用的方案可以改变 ,绿化模式

也可以随之改变。开始几年垃圾堆体尚未稳定 ,绿 化的主要 目的

是减少土壤冲刷和改善外观。当垃圾堆体相对稳定后 ,土地利用

方案可以考虑用于苗圃或适当的公共化 ,如 作为高尔夫球练习场、

局部开放式公园等。

10.3.2 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后环境条件仍然较差 ,垃 圾堆体表

面、角落仍可能有填埋气体、渗沥液溢出 ,土层温度较高 ,所 以封场

绿化应选择适应这些条件的植物 ,如 苏铁、黄金榕 、黄金叶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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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边坡上宜选银合欢、猪尿豆、爬 山虎、薜荔 等浅根、防冲刷 的

植物。

10.3.3 封场绿化如需种植花灌木 ,宜选择花期长、生长健壮 、繁

茂和便于维护管理的品种 ,如 勒杜鹃、毛杜鹃、决明、大红花等。

10.3.4 封场绿化如需种植绿篱植物和观叶灌木 ,宜 选择萌芽力

强、枝叶繁茂、耐修剪的品种 ,如 五色梅、福建茶、红继木等。

IO。 3.5 封场绿化如需种植地被植物 ,宜选择生长强势、覆盖率

高、病虫害少、绿色期长和耐修剪的种类 ,如 大叶油草、地稔、马樱

丹等。

10.4 绿地灌溉系统

10.4.1 填埋场封场后的绿化应定期浇水 ,最好设置绿地灌溉系

统 ,以 保证绿地在干旱时能得到及时浇灌 ,确保绿植 良好生长。

10.4.2 填埋场封场绿化灌溉用水水质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要求的Ⅴ类标准 ,如 果有填埋场渗沥

液处理达标的出水 (达 到中水的标准 )或 填埋场有周边汇集的地表

水、地下水 ,可 优先使用。

IO。 4.3 在缺水地区 ,绿地灌溉需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根据当地的

水源条件和经济承受能力 ,可选择地下埋管滴灌、自动控制喷灌、

渗灌等节水技术。

10.5 绿化工程的施工与维护

10.5.1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qJ/T82

是绿化工程施工需要遵守的基本规范。

10.5.2 填埋场封场绿化I程实施前 .需完成垃圾堆体的覆盖、填

埋气体导排、地表径流及渗沥液导排等设施建设 ,绿 化△程实施

时 ,需 要对这些设施加以保护 ,避 免因损坏而影响这些设施发挥

作用。

10.5.3 本条是对绿地养护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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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填埋场封场监测

11.1 监测设施的设置

Ⅱ。1.1 正规的卫生填埋场建有完善的地下水监测、填埋气体迁

移监测和可燃气体监测设施 ,这些设施在填埋场封场后如仍然完

好可用 ,就可以作为封场后的监测设施。有些非正规填埋场上述

监测设施不全 ,在封场时需要考虑补建或改造这些设施。

11.1.2 本条提出了填埋场封场后需要的环境监测设施。

Ⅱ。1.3 填埋气体迁移至密闭空间易形成爆炸隐患 ,因 此要求设

置可燃气体监测设施。氧气进入填埋气体管道也易形成爆炸隐

患 ,因 此抽气设备进气管上需要设置氧含量和甲烷含量监测设施 ,

以避免管道 内氧含量过 多。甲烷在空气 中的爆 炸浓度下限为

5%,一般将甲烷浓度报警点设为爆炸下限浓度的 25%,即 5%的

25%,因 此本条要求室内甲烷在线监测设备的甲烷浓度报警点设

在 1.25%。

Ⅱ。1.4 随着垃圾中有机物的降解 ,垃圾堆体会逐步沉降 ,为 FF
解垃圾堆体沉降规律 ,防 止不均匀沉降造成的防渗膜破坏或堆体

不稳 ,在 填埋场封场后需要对垃圾堆体的沉降进行监测。沉降监

测点一般在垃圾堆体上设置 ,通常要在不同垃圾深度的堆体层面

上进行设置 ,以 便监测到不同垃圾深度的沉降量。为了能够长期

监测 ,监测点需要放置在混凝土块或表面光滑的石块等坚固、耐冲

刷、耐阳光照射的物体上 ,并 做好标记。

11.2 污染控制监测

11.2.1 填埋场封场后渗沥液和填埋气体仍要持续产生很多年 ,

还有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 ,因 此需要定期监测。由于填埋场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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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污染物得到了控制 ,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因 此地下水、

地表水和大气的监测频次可以少一些。监测指标应主要考虑与填

埋场污染物有关的指标 ,水质指标主要是 COD、 氨氮等 ,大气指标

主要是 CH灬 H2S、 NH3等 。

I1.2.2 渗沥液处理效果如何需要通过监测处理前后的水质来判

断 ,对排放水的监测可以用于指导渗沥液处理设备运行参数的调

整 ,以 获得较好的处理效果。

Ⅱ。2.3 渗沥液直接排往城市污水处理厂的 ,需 要监测其流量 ,并

定期监测水质 ,以 向城市污水处理厂提供渗沥液量和水质的可靠

数据 ,以便城市污水处理厂更好地接受和处理渗沥液。

JI。 2.4 监测填埋气体的甲烷浓度是为了了解垃圾堆体的厌氧反

应情况 ,监测垃圾堆体内渗沥液水位是为了了解渗沥液导排设施

的效果。

Ⅱ。3安 全 监 测

I1.3.1 某些填埋场 ,特别是无场底防渗设施的填埋场 ,填埋气体

会沿场底或侧面的裂隙或土壤向场外地下迁移。在场外设置监测

井可以监测填埋气体迁移的距离和迁移量 ,以 便根据监测结果制

订防迁移措施。

1I。 3.2 甲烷监测报警设各可用来监测某空间里可燃气体浓度 ,

在甲烷浓度接近爆炸下限时就会报警 ,以 提醒管理人员尽快消除

甲烷的聚集 ,以 免发生危险。

Ⅱ。3.3 填埋气体抽气设各前的进气管道上设置氧含量监测报警

设备是为了防止过多的氧气被抽进管道与填埋气体中的甲烷混合

而产生爆炸隐患。由于涉及运行安全 ,因 此本条设为强制性条文。

11.4 垃圾堆体的沉降监测

Ⅱ。4.1 填埋场封场后垃圾堆体内的有机物不断降解 ,导致垃圾

堆体沉降 ,为 了掌握垃圾堆体沉降规律 ,避 免沉降造成堆体上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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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捅坏,需荽对垃圾堆体的睨{降进行长∷瑚监·
mll。

ll.⒋9 缜理场封场后的前凡年垃圾堆体内的肩机物降解较快 ,

由|此雨引趔∷的沉降也较怏|沉|降量也较太。因此本条要求在封场扃

的前3年对沉降的∷观察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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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封场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2.1一 般 规 定

12.1.1 有的填埋场封场工程内容较多 ,单项工程的专业跨度较

大 ,在施I前需要做好施工组织设计 ,合 理安排各分项的施 工时

间 ,做到有序、高效。

I2.1.2 由于垃圾堆体内一直处于厌氧发酵状态 ,填埋气体始终

在大量产生 ,有 的不规则堆体还存在很多滑坡的安全隐患 ,因 此在

施置组织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同 时需要考虑避免污染

事故的发生 ,制 订好应急预案。

12.1.3 封场工程施工人员的安全培训是保证安全施工的重要工

作 ,因 此本条对施工人员安全培训以及培训主要内容提出了要求。

12.1.4 本条要求是为了避免施工造成填埋气体排放 口着火或爆

炸 ,以 及避免施工人员被填埋气体中的有毒气体伤害。

12.1,5 挖填垃圾时 ,垃圾堆体中的有害气体和病原菌会大量释

放出来 ,同 时造成扬尘 ,因 此本条要求采取必要的降尘、局部通风

和卫生防疫措施。

12.1.6 由于施工现场存在填埋气体着火的可能 ,因 此本条要求

配备消防器材 ,可 配备泡沫灭火器。

12.1.7 本条是对隐蔽工程中问验收的基本规定。

12.1.8 由于垃圾堆体中存在大量甲烷气体 ,在堆体开挖时 ,甲 烷

气体在开挖缝隙中与空气混合 ,易 在局部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 ,如

此时开挖机械与硬物碰撞产生火花 ,就可能产生局部爆炸 ,局部爆

炸将可能引起垃圾堆体的连环爆炸。因此本条提出在填埋气体导

排井和导排盲沟施工时要采取防爆措施。针对不同的施工方法可

以采用不同的防爆措施。在填埋气体导排井钻井施工时 ,一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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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速钻井法 ,避免快速钻井产生撞击火花。在用管桩法进行填

埋气体导排井施T时 .要将管桩下部堵死 ,防 止填埋气体进人管桩

内部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在气体导排盲沟的挖沟施工时 ,要 轻

挖、浅挖 ,不要猛挖、深挖 ,必要时现场可采用风机对开挖点进行空

气吹扫。由于涉及运行安仝 ,因 此本条设为强制性条文。

12.2 垃圾堆体整形的施工与验收

12.2.1 垃圾堆体整形有可能对垃圾堆体实施开挖 ,在 开挖过程

中局部有可能形成空气与填埋气体混合的爆炸性气体 ;另 外 ,一些

坡度较陡的垃圾边坡在开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隐患 ,因 此本条要

求施△前详细勘察 ,对安全隐患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12.2.2 本条要求主要是考虑施工安仝 ,防 止发生局部爆炸性气

体产生。

I2.2.3 人工挖垃圾时 ,由 于垃圾体内的有害气体迅速释放 ,挖掘

人员会直接呼吸到有害气体 ,因 此本条要求人工挖方人员应佩戴

防毒面具 ,防止中毒。在人工挖沟时、沟内填埋气体浓度会很高 ,

如所挖沟深超过挖沟人身高 ,则 挖沟人易处于高浓度填埋气体环

境中 ,在这种环境中即使佩戴防毒面具也有危险σ

12.2.4 本条对回填垃圾压实度提出了要求。由于垃圾体上压实

难度较大 ,压实密度不宜要求太高 ,本 条要求 0.8t/nlb基 本上是压

实机械施工达到的较好结果。

12.2.5 本条要求 旨在改善施工现场环境 ,减 少雨水进人垃圾

堆体。

12.2.6 本条要求是为了防止以后再次产生此类隐患。

12.2.7 原有的填埋气体和渗沥液收集导排设施对于封场I程的

安全施工具有较大意义 ,保护好这些设施也可节省投资。

1z。 2.8 填埋场原有排水、交通、填埋气体收集处理、渗沥液收集

处理等设施是保证填埋场安全与环保的重要内容 ,即 使在垃圾堆

体整形施工中也不能停止。有时为了施工的需要可以局部关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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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 ,但不能全面关闭。

12.3 封场覆盖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2.3.1 本条是对覆盖土层压实施工的基本规定。

12.3.2 防渗层是阻止雨水向垃圾堆体渗透的重要设施 ,施 I质

量至关重要 ,主要是土工膜焊接部位和 GCI'搭 接部位需要严格

控制。

12.3.3 本条要求是为了减少防渗膜直接在太阳下曝晒 ,影 响其

使用寿命 。

12.3.4 封场防渗层与场底防渗层连接处可做焊接和搭接锚固两

种形式。对于一些使用时间较长的填埋场 ,场 底的防渗层在边缘

锚固的部分可能出现老化现象 ,与 新的覆盖防渗层不宜实施焊接 ,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将封场防渗层覆盖在场底防渗层上面 ,在 外围

采用锚固沟锚固。

I2.3.5 本条是对封场覆盖工程施工顺序的基本规定。

12.4 其他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12.4.1 本条是对填埋气体管道施工的基本要求。

12.4.2 垂直防渗工程的主要 目的是地下防渗 ,因 此本条要求垂

直防渗工程的施工与验收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防水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GB50208的 有关规定。

12.4.3 本条是对渗沥液导排 与处理工程施工与验收 的基本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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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填埋场封场后维护与场地再利用

I3。 I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系统的维护

13.1.1 由于填埋气体是可燃气体 ,抽气管网气密性试验是为了

防止空气进入管道形成爆炸性气体。

13.1.2 抽气风机流量应从小到大缓慢调整 ,可 以有效地避免抽

气过度而使空气吸人管道。

13.1.3 抽气流量与气体产生速率保持基本平衡即是基本做到产

多少气抽多少气 ,因 此在管道不漏气的情况下 ,气体氧含量和甲烷

含量应该基本保持不变。

13.1.4 由于封场后填埋场不再进新鲜垃圾 ,全场填埋气体产生

速率会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为了做到抽气流量与气体产生速率

保持基本平衡 ,需要定期调整气体导排设施和抽气风机的流量 ,以

适应填埋气体产生速率的变化。

13.1.5 当填埋气体产生量低于处理和利用设备可调最低负荷

时 ,不 能保障处理和利用设备运行安全性 ,因 此需要停止。

13.1.6 填埋气体集中处理和利用设各停运后 ,可 能还有一些填

埋气体收集导排设施能够导排出一些甲烷气体 ,如 甲烷含量足够 ,

可以安装小型火炬 ,以 减少直接排空。

13.1.7 可燃气体在线监测报警设备的气体浓度量程一般较小 ,

精确度要求较高 ,因 此需要经常校核和标定 ,以 保证监测和报警的

准确性。

13.1.8 本条是对填埋气体处理与利用系统维护的基本要求。

′13.2 渗沥液导排与处理系统的维护

13.2.1 渗沥液导排设施是保证渗沥液及时有效导出的关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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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维护好。

13.2.2 渗沥液中含有较多颗粒物 ,其易于沉淀在排渗装置中造

成排渗装置故障 ,因 此需要定期清理。

13.2.3 本条是对渗沥液处理设施维护管埤的基本规定。

13.3 其他基础设施的维护

13.3.1 场内道路 、围墙、供电、给排水、照明等是填埋场封场后需

要继续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 ,需 要保持其完好。

13.3.2 雨季到来前检查 、维修场内排水沟、截洪沟、沉沙池等雨

水导排和防洪设施是封场后维护的重要△作。

1s.3.3 环境和安全监测设施是保证填埋场封场后安全运行的重

要设施 ,需要经常检查、维护 ,以 保证其有效性。

13.3.4 对不均匀沉降造成的裂缝、沟坎、凹坑、空洞等及时修复 ,

避免堆体上存水、漏水和漏气现象发生 ,这 是封场后维护的重要

工作。

13.4 场地再利用

13.4.1 垃圾填埋堆体一般面积比较大 ,可 以利用堆体表面进行

花卉、草坪育苗 ,面 积大的还可以作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场地。但

填埋区场地的利用要重点考虑安全问题 ,且 不能破坏垃圾堆体上

的封场设施 ,如 排水沟、填埋气体及渗沥液收集导排设施等。

13.4.2 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降解很慢 ,如 不将垃圾清除而在其

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则会存在沼气聚集的安全隐患 ;另 外 ,垃圾堆

体及被污染的土壤也会对建筑物基础造成危害 ,也 可能对建筑供

水和室内环境造成污染 ,因 此本条要求在原填埋区建设永久性建

筑物时 ,需要清除所有垃圾 ,并对土壤进行污染检测 ,对 受污染的

土壤进行处理。

13.4.3 作为公共绿地或公园 ,是填埋场常用的场地利用方式 ,若

对外开放 ,则 会有大量人员进出 ,在 垃圾堆体完全稳定之前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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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渗沥液导擀处理、填埋气体导排处理∴或利用等设施1这些设施∷

薷要有专业入员进行管理维护i外入接触存在安全隐患I||困此∷这些

设施应该与开蔽区域痛离,防 止社会人员靠近这些设施d困此本

条以强Ⅱ匍性条文∵的形式提山∵要求,意茌猛澜|安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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