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scussion on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Model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outhern Mountain

Regions of Jinan City

WANG Xin-yan et al（Jinan City Envi-
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Jinan, Shan-
dong 250023）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statu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outhern mountain regions of
Jinan City, based on introducing the
physical composition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outhern mountain regions of
Jinan City, the pollution problems by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outhern moun-
tain regions of Jinan City were ana-
lyzed. Moreover,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outhern
mountain regions of Jinan City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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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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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产生和处置现状，在介绍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物
理成分的基础上，分析了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并提出了济南市南部山区生
活垃圾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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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南部山区位于济南市主城区

以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属泰山山脉

余脉，山势险峻，总面积约1 800 km2，包

括济南市历城区、市中区和长清区的

14个乡镇，常住人口约67万人。南部山

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资源和

名胜古迹，是城区诸名泉的水源涵养

地和城市绿肺，是济南市的“后花园”，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近年来，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兴盛，南

部山区垃圾问题日渐突出，在每个乡

镇驻地附近都形成了多个规模不等的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对当地环境造成

了严重污染，而随降水下渗的垃圾渗

滤液也对市区泉水水质构成潜在威

胁，对于以“泉城”著称的济南市来说，

影响颇大。笔者对济南市南部山区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模式进行探讨，旨在

为该区及其他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置提

供基础借鉴。

1 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产生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人口较

少，经济不发达，且几乎没有旅游业，

故垃圾产生量很小，借助南部山区充

足的环境容量，垃圾未造成危害。经过

近20年的发展，南部山区逐渐成为济

南市的“后花园”，大批旅游景点得以

开发，“农家乐”星罗棋布，常住人口也

大幅度增加，目前南部山区生活垃圾

日产量约700 t，但垃圾收运体系却仅

局限于景点、乡镇驻地和周边少数村

庄，收集起来的生活垃圾也未得到规

范化处理，仅在山谷低洼地带简单堆

放。根据卫星遥感监测图测算，南部山

区长度在100 m以上的大型垃圾堆放

点数量在70座以上，多年来累积了数

量惊人的存量垃圾。而大部分未被垃

圾收运体系覆盖的村庄，垃圾则被村

民直接丢弃在河道沟渠中，产生了无

数的“垃圾死角”。“远看郁郁葱葱，近看

却是垃圾遍地”已成为众多村庄的真实

写照。
济南市城区生活垃圾全部依靠位

于主城区以北、济阳县境内的光大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处理，该厂距离

市区约30 km，距离南部山区最近处则

在70 km以上，同时南部山区山势险

峻，道路崎岖，村庄分散，这导致收运

成本极为高昂。据济南市历城区城管

局测算，从南部山区收集一车垃圾并运

送至济阳县的生活垃圾处理厂，仅运费

就要1 500多元，若一天只运送1趟，1

个月就需要4.5万元，一年就需要50多

万元。每天收运多达700 t生活垃圾，每

年的运输成本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2 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物理成分

2012年济南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

所对南部山区生活垃圾进行了取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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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定垃圾成分 （湿基含量）: 厨余

33.53%、灰土12.33%、砖瓦陶瓷0.10%、纸类

15.06%、塑料橡胶33.80%、纺织物2.31%、玻
璃0.29%、金属0.11%、木竹2.18%、其他0.29%。
可以看出，南部山区生活垃圾成分与

城市生活垃圾相似，塑料橡胶、纸类等

可回收垃圾含量较高，合计超过50%，

一方面得益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旅游景点

的影响。区别在于厨余含量明显低于

济南市主城区平均50%以上的水平，另

外由于农村地区普遍没有“双气”，因

此灰土量四季均较高。该垃圾成分数

据为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创造了理

论基础。

3 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污染问

题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产生的根

源包括环卫管理机制体制的不完善，

无日常管理体制，无监督、制约体制；

村民环境保护意识水平较低；无专业

人员队伍，无专业收集、运输体系；缺

乏资金投入等。通过调研发现，南部山

区农村生活垃圾从产生到处置，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环卫管理体系不健全

未建立完善的环卫管理体系，加

上监督机制不健全，直接影响环卫工

作的顺利进行。
3.2 环卫设施设备不完善

主要村庄配置了生活垃圾规范的

收集池和垃圾桶，大多数乡村环卫设

施还不达标准，专用收集转运车辆工

具严重短缺，即便有一些收运车辆工

具也多是临时租借。
3.3 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差

目前，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不强，没有养成垃圾集中堆放、集中处

置的习惯。有待于通过环保知的宣传，

提高他们环境保护意识。
3.4 垃圾乱扔乱倒现象严重

由于村民环保意识差，大量垃圾

随意倒在河塘、路沿、沟边、桥下，仍处

于乱倾倒状态，垃圾侵占道路、污染河

道的现象比较普遍。
3.5 垃圾存放点处理方式较简单

按照规定，生活垃圾应进行无害

化处理，需要考虑到覆盖、消杀灭蝇和

污水防渗处理设施，但目前的垃圾处

理方式主要是集中堆放，方法较简单，

存在隐患较多，如果不加以规范，有可

能成为二次污染源。
3.6 医疗垃圾处置不当

医疗垃圾未经专门收集、集中处

理，而是将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一起

堆放于垃圾存放点，医疗废物含有大

量的细菌性病毒，会产生空间污染、急
性病毒传染和潜伏性传染。
3.7 农村环卫资金投入较低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置需要大量

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以柳埠镇为

例，全镇2010年产生活垃圾约3 000 t，

每吨垃圾处置费按100元计算，约需经

费30万元，资金缺口成为影响垃圾处

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4 济南市南部山区生活垃圾治理模式

4.1 治理存量垃圾

存量垃圾即积存于各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的生活垃圾，由于缺乏历史和

实地调研数据，目前尚难估算存量垃

圾总量。由于南部山区属于环境敏感

地区，地形地质条件不佳，因此宜采取

下列2种模式处置存量垃圾：①原地治

理模式。即通过鼓气通风、抽气、洒水

等好氧填埋技术促进堆放点垃圾快速

降解，然后对稳定化的垃圾堆体予以

压实、整形、覆土，进行绿化等生态修

复工作。原地治理可大大降低运输和

垃圾处理成本，适合垃圾量大、交通不

便的堆放点。②开挖分选模式。济南市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为焚烧发电，而南

部山区生活垃圾中塑料、纸类等可燃

物含量较高，因此可对部分堆放点采

取开挖、原地分选的处理模式，将分选

出的可燃物压缩后运往垃圾焚烧厂进

行能源回收，对其中的金属等可再生

资源进行回收利用，残余的有机质与

筛选出的垃圾土混合作为绿化用土或

就地回填，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化

利用。
4.2 建设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目前国内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多采取“村（收）－乡镇（转

运）－县（区）处理”的模式，南部山区

亦可借鉴该传统模式，但仍须结合南

部山区的特殊情况。
4.2.1 打破行政区划藩篱 南部山区人

口仅60多万，但却涉及济南市下属的

3个行政区，14个乡镇，再加上不列入

乡镇管理的数十个景点，管理结构异

常复杂。为避免重复建设，减少投资

浪费，应高屋建瓴，打破城区、乡镇行

政区划藩篱，按照交通情况、人口密

度，合理规划建设压缩式垃圾转运

站，建立不受区划限制的统一垃圾收

运体系。
4.2.2 实现就地处置 源头分类、就地

消纳，减少收集次数。南部山区地形崎

岖，村庄分散，垃圾收运成本尤其高，

不可能像平原地区一样做到“日产日

清”，因此应大力推进源头分类，将占

垃圾总量40%以上的厨余垃圾、灰土、
木竹分离出来，利用成熟的好氧堆肥

技术就地消纳，即可大大减少垃圾收

集次数，最大限度地降低垃圾收运成

本。对于塑料、纸类垃圾，利用压缩转

运技术，可几天处置1次。
建立垃圾源头分类制度是建设南

部山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重

点问题。只有加强宣传，方能改变广大

村民关于生活垃圾的传统观念，改变

村民对于生活垃圾的收集习惯，这是

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①采取各种

宣传渠道做好宣传教育，向村民宣传

混合收集的危害和分类收集的优点，

并将分类的方法和技巧传授给群众，

使其能方便快速地培养起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特别是通过在校的学生将垃

圾分类的知识传达到千家万户，学生

的覆盖面广，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学生，

由自家的孩子将知识传达到家里，家

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因此，由校园为试

点开始，以点带面进行推广比较可行。
②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村

民的行为规范。如对按要求进行垃圾

分类的居民可以免收垃圾处理费，否

则，不但要收取垃圾处理费，还要对其

罚款，对屡教不改者进行公示，充分发

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③配套建设

垃圾分类设施，在农户和农居点分别

摆放分类收集的不同颜色垃圾桶，在

桶上标明类别便于人们辨别和回收，

53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ology 2013，Vol 3，No 4：52-54

5 结论

（1） 根据 单 罐 厌氧 系 统 调 试 运

行，啤酒厂污水处理工艺运行结果表

明，改造后不但去除效果好，并且能耗

得到大幅降低，验证对工艺系统的改

造成功。

（2） 啤酒厂污水处理工艺改造后

厌氧反应器运行参数：容积负荷 3 kg-

CODCr/（m3·d）；HRT 12 h。
（3） 根据厌氧的出水水质，啤酒

厂污水处理工艺改造工程结束时，依

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在现阶段水

量 4 000 m3/d 情况下，2 座好氧池可以

轮流运行，可以达到进一步降低运行

费用的目的。好氧单池运行污泥负荷

COD 0.22 kg/ （kgMLSS·d）；MLSS 3 500

mg/L；HRT 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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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运输也要分类，不同的垃圾送

往不同的处理场所。
4.2.3 建立农村危险废弃物回收体系 环

境保护部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

和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技术指南 （征

求意见稿）》中将农药瓶、日用小电子

产品、废油漆、废灯管、废日用化学品

和过期药品列为危险废物。应借建立

农村垃圾收运体系之际，协同建立农

村危险废物回收体系，尤其是各类农

药包装，南部山区作为济南市主要的

农业、林果业基地，农药使用量极大，

在2012年的生活垃圾调研过程中，多

次发现农药包装物被随意丢弃于田间

地头、河流沟渠，或混入普通生活垃

圾，其中的残留农药给水源、食品安全

和当地野生动植物都带来了极大的潜

在危害。

5 结语

目前，国内北京、上海等经济条件

较发达地区都已建立了农药包装物有

偿回收制度。济南市可以南部山区为

试点，借鉴国内其他地区成功经验，尝

试建立农药包装等农村危险废物回收

体系，逐渐实现农村生活垃圾的无害

化处理，同时为其他地区提供一定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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