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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C_97_c26_646186.htm 城市垃圾问题 满分100分 时

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

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

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资料

1.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城市668座，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

数量超过1亿吨，且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此外历年的垃圾

堆存量已达60亿吨以上。目前已有200余座城市处于垃圾包围

之中。垃圾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社会每年要消耗大量

的人力物力用于垃圾的清运和处理。城市垃圾的处理，已受

到国家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10多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先

后建成垃圾卫生填埋场，使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能力不断

提高，处理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1%上升到目前的58%。

但是我国垃圾的处理水平，还是无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客观需要，许多城市仍然面临垃圾困扰的难题。 2.目前国内

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堆肥

和焚烧等，这三种主要垃圾处理方式的比例，因地理环境、

垃圾成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区别。由于城市

垃圾成分复杂，并受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自然条件及

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国外对城市垃圾的处理一般是

随国情不同而不同，往往一个国家中各地区也采用不同的处

理方式，很难有统一的模式，但最终都是以无害化、资源化

、减量化为处理目标。从应用技术看，国外主要有填埋、焚



烧、堆肥、综合利用等方式，机构化程度较高，且形成系统

成套设备。从国外的情况看，有以下趋势：工业发达国家由

于能源、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焚烧处理比例逐渐增多.填埋法

作为垃圾的最终处置手段一直占有较大比例.农业型的发展中

国家大多数以堆肥为主.其他一些新技术，如热解法、填海、

堆山造景等技术，正不断取得进展。 3.2009年2月6日，上海

藻浜码头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标志着国内首个同时也是亚洲

最大的生活垃圾内河集装化中转转运系统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 记者从负责该项目建设的上海环境集运有限公司获悉，这

项投资额近10亿元的大型环境工程完成后，上海市区每年产

生的数百万吨生活垃圾将实现世界先进水平的密封式集装化

运输。 据介绍，这项环境工程计划于2009年年底完成项目建

设，逐步实现垃圾装运由散装化到集装化的过渡营运模式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将实现全系统的集装化营运模式。 目

前，上海每年垃圾产生量在600万吨以上，其中市区500多万

吨。目前仍按照传统的生活垃圾运输模式，上海市区大部分

生活垃圾是由环卫车辆从居民区运输至码头装船，再采用散

装，水、陆联运方式运到老港填埋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

散装作业工艺的缺陷，容易产生垃圾异味挥发，垃圾飞散、

滴漏、回弹等现象，对周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据介绍

，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内河集装化中转转运系统的建成，上

海的城市“垃圾管理”方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

散装”运输变为“密封式集装箱”运输。 这一亚洲最大的生

活垃圾内河集装化中转转运系统的设计规模为日均转运生活

垃圾6300吨，同时预留应急及其他垃圾700吨的转运能力。该

系统未来将把垃圾压缩装进专用密封式集装箱，利用藻浜、



黄浦江等内河航道，经车、船运至老港垃圾填埋场，使垃圾

运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大大降低。 4.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的排放量也

迅速增加，垃圾包围城市已严重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人民

健康安全。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各种资源正在不断减

少，但垃圾这种“放错地方的资源”却是唯一在增长的资源

，城市垃圾被誉为“城市矿藏”。 许多国家已不再仅仅是停

留在如何控制和消毁垃圾这一老问题上，而是采取积极的态

度和有力的措施，着手科学地处理、利用垃圾，将垃圾列为

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二资源”，向垃圾要资源、要能源

、要效益。一些垃圾处理工厂近10年来在工业发达国家相继

建成，实践证明了他们为合理地经济地利用垃圾资源开辟了

新途径，开创了垃圾处理领域的新天地。 我国政府提出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构成循环经济

发展模式，做为基础的环境尤其重要，对环境的保护与资源

的充分利用已成为我们进行垃圾处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堆存量已达60亿吨，占用耕地5亿平方

米。全国660个城市中有200个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以城

市人口2.6亿计算，如每人每天产生1千克垃圾，一年产生垃圾

量就要近一亿吨。 5.福州为彻底解决生活垃圾的困扰，投入

上亿元巨资，在距市中心17公里的红庙岭修建了占地145000

多亩、总容量达2117万立方米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红庙

岭垃圾填埋场投入使用后，福州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了100%，但是福州市目前生活垃圾年增长率为9%，这意味

着全市生活垃圾总量每7年就会翻一番。这种几何级增长速度

，对城市垃圾处理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随着垃圾总量每



年增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大为缩短。据福州市环保局

介绍，1995年，红庙岭填埋场1号库区建成，当时预计可以使

用20年，现在看来，它可能用不到10年.整个填埋场的设计寿

命是50年，而根据目前垃圾年产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它很可

能用不到30年。为了延长垃圾填埋场的寿命，人们开始把目

光放到了削减垃圾排放总量、减缓垃圾增长速度上。据测算

，每100吨毛菜就有20吨不能吃的菜根、烂叶等废物。为了减

少厨房垃圾产生数量，自1998年起，福州市开始实行净菜进

城，把不能食用的菜根、菜叶留在城外，用作农肥。这样做

减少了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 6.目

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主要采用填埋法，约占70%～80%.

堆肥法，约10%～20%.焚烧法极少，仅占1%。由于我国城市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开展较晚，全国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严重

不足，只有少数城市借助国际援助建成一些达到无害化处理

标准的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国内自行设计的卫生填埋场，

大多因资金不足，设计、施工标准不高，加之无害化处理技

术不完善，设施简陋，缺少对污染控制和监测手段，距无害

化处理标准有一定距离。特别是垃圾填埋场防渗措施不力，

填埋气体和渗沥液引排不畅，难以保证长期安全性，成为远

期的污染源。近几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工艺比较先进，

投资少、运行费用低、操作简便、比较适合国力水平的堆肥

技术和生产线，已在广州、常州、厦门等地得到应用。在北

京，由德国政府援助，建立了一座日处理4000吨生活垃圾规

模的现代化连续式机械化堆肥厂，起到示范作用，其总投资

已超过1.7亿元人民币。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在我国原来几

乎空白。1988年，深圳市引进日本技术生产两台日处理150吨



生活垃圾马丁式焚烧炉，建成我国首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运

行至今。随后各地出现一些垃圾焚烧炉制造厂家，积极推广

应用。国产焚烧炉结构多数还不够完善，焚烧温度不高，过

程稳定性差，自控程度低，废气净化装置效率不高，急需完

善。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正在积极筹建大型垃

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将会形成我国垃圾处理填埋、堆肥、

焚烧三分天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