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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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1220—2017 , 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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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JJ 112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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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

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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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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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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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攀蔡辉陈玲苏红玉邱昭雯

李万龙姜建生廖利廖彼锋曾春鸣

胡剑余粮周超皮猛方朴

白伟岚吴祖力

主要审查人：陈朱哿吴文伟张范疤良通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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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l 

1. 0 . 1 为了规范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工程（以下简称“封场

工程")的规划、设计 、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使封场工程技术可

靠、管理科学、环保达标 、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和简易填埋场的封场

工程。

1. o. 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工程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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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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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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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S 填埋场封场工程项目前期应根据填埋场环境监测和记录

资料进行周边环境状况分析。 环境监测和记录资料不全的宜进行

填埋场周边环境调查 ， 环境调查的内容宜符合本规范第 3 章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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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埋场现状调查

3. 1 地下水环境

3.1.1 对填埋场及周边地下水水质进行检测时，检测取样点宜设

置在坟埋场地下水流向的上下游及两侧。 地下水检剥取样可取自

原有的地下水监测井，无地下水监测井的应新建地下水监测井。

3.1. 2 对地下水的检测宜在旱季进行，检测次数不宜少于 3 次，

间隔时间宜为 10d-15d 。 应结合原有监测数据，对地下水水质数

据进行分析 。

3.1. 3 地下水水质检测指标应能判断地下水是否被填埋场污染

以及污染范围、程度、特征等 。 检测指标宜选择（但不限于） pH、溶

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氯化物、挥发性酚类、采、铅、

锅、铁、铜、粪大肠菌群等。

3.1.4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 的

有关规定和调查检测指标，分析填埋场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

3.2 大气环境

3. 2.1 大气环境质量调查性监测点应分别在垃圾堆体上、填埋场

周围环境敏感区域、垃圾堆体常年或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且距

垃圾堆体边界 SOm~lOOm 处等区域设置。

3.2.2 大气环境质量调查性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以总悬浮颗粒物(TSP)和臭气浓度为重点，同时记录风

速、风向、气压、气温、相对湿度等气象条件；

2 大气环境质拭调查性监测宜分别选择在有利于污染物扩

散和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两种气象条件下进行；

3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犹标准》GB 3095 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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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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化

学需氧蜇）、BOD, (生物需氧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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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环境质扯标准》GB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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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内的甲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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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埋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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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迁移监测井数拭宜为 3 个-s

个，井间距宜为 2m-3m0

3. 4. 4 气体迁移监测井的设咒应符合下列规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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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S 利用气体迁移监测井检测甲烧气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l 监测井建成后将井口阀门关闭， 24h 后测试井内的甲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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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井内甲烧测试可采用便携式甲烧分析仪，测试前应先

对仪器进行零点和抵程标定 。

3 每个监测井检测次数不宜小千 10 次，检测频率可根据气

体迁移拯确定，宜为每 2d-3d 一次，并应根据监测井内甲烧的聚

集速度洞整检测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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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填埋场最终封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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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沥液水位悄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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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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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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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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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封场工程的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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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再利用要求等因素确定 。

4.0.6 修整后的垃圾堆体边坡坡度不宜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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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lOm,平台宽度不宜小于 3m。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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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最小，且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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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

4.0.9 垃圾堆体的顶部坡度宜为 5%-10%,坡度的设置应考虑

堆体沉降因素，防止因沉降形成倒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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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覆盖 工 程

5. 1 一 般规定

s. 1.1 垃圾堆体终场覆盖工程宜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施工；工程

量大 ，需要跨雨季施工的 ，应对未完成部分采取临时覆盖措施，减

少雨水向垃圾堆体渗透 。

s. 1. 2 封场覆盖系统的各层应具有排气、防渗、排水 、绿化等功

能，宜采用如图 5. 1. 2 所示的结构 。

绿化土层

排水层

防渗层
， 一一,.

排气层

垃圾堆休

三:厂T~:\:'/;·\F:/><<: .<·.,:<; 

图 5. 1. 2 封场覆盖结构图

5. 1. 3 当原有封场覆盖系统不完善时，封场工程应按本规范规定

对原有封场覆盖系统做进一步的完善处理 。

5.2 排 气 层

5. 2.1 排气层设置方案应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和场地条件选择，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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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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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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钙含社不应大

于 10%;

2 垃圾堆体顶部铺设厚度不宜小于 300mm, 粒径宜为

20mm-40mm; 

3 碎石（颗粒材料）上面应铺设不小于 30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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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g/m气

5 采用碎石排气盲沟的，盲沟断面宜不小千 500mm X 

500mm , 碎石宜采用 200g/m2土丁滤网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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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颗粒物进入排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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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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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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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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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 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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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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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E)土工膜，厚度宜为 lmm-1. 5m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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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铀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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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上下保护层可选择压实黏土，压实黏土层厚度不宜小千

300mm, 压实黏土的压实度不宜小于 85% ,渗透系数不宜大于 lX

10 一"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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砐小粒径。

S. 3 . 4 天然黏土作为主防渗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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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一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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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10 -3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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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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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mm-40mm,上部宜铺设 200g/m2土工滤网。

5.4.4 边坡复合土工排水网厚度不宜小于 5mm,搭接重并宽度

不宜小于 300mm,且应采用塑料绳拴接，沿搭接缝的拴接点间距

不宜大千 500mm 。

s. 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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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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绿化土层

5.5.1 垃圾堆体覆盖层上部应铺设绿化用土层，土层厚度不宜小

于 500mm 。

5.5.2 绿化土层应分层压实，压实度不宜小于 80% 。

5. 5. 3 应根据拟种植的植物特性确定绿化土层表面的施肥和翻

耕施工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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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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垂直防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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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迁移影响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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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坟埋场下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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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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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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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纳入渗沥液处理系

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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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3 采用双层防渗层的填埋场，如监测到上层防渗层渗湍，应

单独收集上层防渗层渗漏的水，并将其纳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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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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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导排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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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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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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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时惆

整气体导排设施的导排流县和抽气设备的抽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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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产生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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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3.3 填埋气体利用方式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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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33 的有关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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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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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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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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不宜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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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封场前无渗沥液处理设施的，封场工程应考虑渗沥液处

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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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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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后送往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2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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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中心集水管；

3一覆盖层；4一垃圾层为一回填碎石滤料心一多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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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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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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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场工程应设置防洪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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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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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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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采用不同的排水沟断

面尺寸，排水沟断面尺寸、水流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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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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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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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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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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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T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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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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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场绿地宜设笠灌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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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绿化工程的施工与维护

10.S.1 绿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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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2 的有关规定 。

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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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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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采取相应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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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填埋场封场监测

11.1 监测设施的设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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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安全监测设施的坟埋场，应补充设置环境与安全监测设施 。

11. 1.2 填埋场封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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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甲烧监测报警设施，甲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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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甲烧和氧浓度监测设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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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频次不宜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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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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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4 宜定期监测填埋气体的甲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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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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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监测报警设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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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 填埋气体抽气设备前的进气管道上应设置氧含量监测报

警设备。

11. 4 垃圾堆体的沉降监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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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76 的有关规定。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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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场工程施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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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在填埋气体排放口附近施工时，应将排放口临时封闭或

采用临时管道将填埋气体引至离操作人员 ]Om 以外的位置 。

12. 1. S 挖填垃圾或土方时应采取必要的降尘、局部通风和卫生

防疫措施 。

12. 1. 6 封场施工现场应配备消防器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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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进人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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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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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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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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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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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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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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燃气管道工程设计施工验收规范》CJJ 63 的有关规定 。

12.4.2 垂直防渗工程的施工与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

防水工程质社验收规范》GB 50208 的有关规定。

12. 4. 3 渗沥液收集导排与处理工程的施工与验收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CJJ 1 50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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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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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33 的有关规定。

13. 1. 2 当填埋气体主动导排系统启动时，抽气风机流扯应从小

到大缓慢调整，直至抽气流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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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氧含榄保待在 1%以下；

3 气体甲烧含抵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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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使抽气流址与气体产生速

率保持基本平衡。

13. 1. 5 当填埋气体产生拭低于处理和利用设备可调最低负荷

时，应停止设备的运行 。

13. 1. 6 填埋气体集中处理和利用设备停运后，应对坟埋气体导

排井（或盲沟）进行检查，无甲烧气体产生的导排井（或盲沟）可封

闭；有少丑甲烧气体产生的导排井（或盲沟）可直接排空 ；有较多甲

烧气体产生的导排井可设置独立式小型火炬，将甲烧气体燃烧后

排放，直至无甲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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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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75 的有关规定。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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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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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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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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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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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应挖除所坟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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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4.3 填埋场封场设施运行期间，全场应严禁烟火，井对填埋气

体和渗沥液收集处理设施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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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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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勹反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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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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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

GB 51220 - 2017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GB 51220一2017, 经住

房城乡建设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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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千广大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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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卫生坟埋场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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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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垃圾填埋场封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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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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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69 、 《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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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93 、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

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CJJ 133 、《生活垃圾填埋场无害

化评价标准》 CJJ/T 107 、 《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 》CJJ

150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64 等 。 这

些标准中均有填埋场封场工程的相关内容，在封场工程中也需要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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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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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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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示。

设计终场垃圾堆休边坡

日拨盖中间覆盖
封场覆盖

正在埴埋的堆休斜坡

垃圾坝

图 1 封场覆盖示意图

2. 0. 2 本条是对填埋场封场工程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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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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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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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程前期费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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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埋场现状调查

3. 1 地下水环境

3.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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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井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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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千旱季地下水流量小，易千检测到少拭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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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本条对地下水水质检测指标项目提出了要求，主要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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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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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应顶点对臭气浓度和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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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填埋气体排放拱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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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质措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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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进行对比，以了

解填埋场对周边大气质盘的影响。

3 评价填埋场对周围大气环境质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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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甲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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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在填埋场周削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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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监测甲烧浓度是必要的。

3.4.2 对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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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填埋场封场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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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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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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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面

工：

1一1,10mm 孔； 2-井卧3一带渐缩短管的旋寒阀；

4一管式井头； 5一集气管(1{径 15mm) ;6一混凝土隔离层；

7一1,!0mm-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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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小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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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为上部集气管

管底距监测井顶端的高度，可取监浏井深度的 1/3-1/2冲为监测

井直径，一般不小千 15 ·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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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栠气管其余部分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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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集气管深入到地下水水位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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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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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内的甲烧气体浓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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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千气体迁移批小，浓度低，便携式甲烧分析仪易产生零点漂

移，为了保证测试的精确度，本条要求甲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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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程气是在计品部

门配制的与所测甲烧浓度相近的标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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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井内甲烧气体聚集较快，浓度较大，

气体迁移比较明显，则可少测几次，如井内甲烧聚集较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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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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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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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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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案，还要探明地下水的流

向，以便确定垂直防渗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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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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或总填埋容盐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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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来表示。其工程社大小与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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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封场工程主要是覆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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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小开挖垃圾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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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和台阶上设笠排水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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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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设计，造成垃圾堆体形状不规则，在整形设计时需要对挖方

和填方进行优化平衡，使总的工程量最小 。

4.0.9 由于我国生活垃圾中易腐有机物含量较多，降解后造成垃

圾堆体的沉降，所以垃圾堆体顶部应留有足够的坡度，防止因沉降

形成倒坡，使垃圾堆体上产生存水的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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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覆盖工程

s. 1 一般规定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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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埴埋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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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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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丁周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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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地减少雨水进入垃圾堆体。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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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进入垃圾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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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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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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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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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国内用千填埋场封场

覆盖的人工防渗材料主要有土工膜和膨润土垫(GCL)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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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层的寿命要大千填埋场稳

定的时间。

4 用于覆盖的土丁膜没有垃圾的重压，因此厚度可以比场底

防渗层薄，本规范要求为 l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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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上设错固沟是为了减小边坡上土

工膜自身重扯造成的拉力。

7 上下土工膜焊接或搭接可有效防止雨水进入垃圾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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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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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排水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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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g/m2 土工滤网

是为了防止土颗粒物堵塞碎石层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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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排水层与堆体表面排水沟相接处由于排水沟沟壁上沿与

投土上表面基本平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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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排水层的雨水及时排入排水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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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覆盖土层可能造成土层滑移的水位

(")可能造成土层滑移的情况

(h)安全的悄况

图 3 覆盖土层排水示意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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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绿化土层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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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太薄不利千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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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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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灌木和乔木种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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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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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程需要考虑地下水污染控

制措施。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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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3 垂直防渗投资大，丁程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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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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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难度和效果也不同，本条要求经过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防渗方案。

6.2.2 本条规定了存在坟埋气体地下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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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 176 中对垂直防渗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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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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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埋场地形和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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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下水流蜇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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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场外地下水流批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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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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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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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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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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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气体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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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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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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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流盲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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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填埋气体经截流盲沟的流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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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千垃圾填埋较深的填埋场，可设宜防渗墙，阻止填埋气体从

地下进入建（构）筑物室内，特别要重点防止填埋气体从地下埋设

的排水管道进入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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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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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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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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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千封场以后 ＇，填埋场不再填入新鲜垃圾，根据生活垃圾

填埋场坟埋气体产生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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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逐年下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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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空气被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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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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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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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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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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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 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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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不同的填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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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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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入，灌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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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渗沥液的产生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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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来设计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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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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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千采用土工膜作为覆盖防渗层的，堆体的降水

下渗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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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场底采用土工膜作为防渗层的，如防渗膜无破损，则地下水向

垃圾体的渗透蜇也很小。如场底无土工膜防渗层或土工膜破损，

则地下水向垃圾体的渗透址将会很大，但渗透址难以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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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渗沥液产生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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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 150 

适应于所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处理 。

8.0.8 填埋场封场后噜随着内部有机物的厌氧分解，有机物含弑

越来越少，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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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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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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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堆体的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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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一些排水沟，以减小降水在覆土面

上的径流长度。由于垃圾堆体沉降昼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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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也不同，因

此需要根据不同的流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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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固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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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一 般规定

1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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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精细配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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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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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条是对封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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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格、黄金叶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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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边坡上宜选银合欢、猪尿豆 、爬山虎 、 薛荔等浅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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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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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捻、马樱

丹等 。

10. 4 绿地灌溉系统

10. 4 . l 填埋场封场后的绿化应定期浇水，最好设笠绿地灌溉系

统 ， 以保证绿地在干早时能得到及时浇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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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水环境质批标准》GB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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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泄溉需采用节水泄溉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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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T 82 

是绿化工程施工需要遵守的基本规范。

10. 5. 2 坟埋场封场绿化工程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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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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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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4 本条规定了在日常检查巡视中发现填埋场封场范围或周

边发生绿植局部死亡现象，要检查该位置是否有填埋气体泄漏或

渗沥液排放造成绿植死亡，如果是这些原因 ，应挖开该地方，修复

防渗膜，或修复填埋气体、渗沥液收集设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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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填埋场封场监测

11. I 监测设施的设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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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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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气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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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氧含犹和甲烧含呈监测设施，

以避免管道内氧含扯过多。甲烧在空气中的爆炸浓度下限为

5%, 一般将甲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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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在线监测设备的甲烧浓度报警点设
在 1. 25 % 。

11.1. 4 随着垃圾中有机物的降解 ，垃圾堆体会逐步沉降，为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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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通常要在不同垃圾深度的堆体层面

上进行设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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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2 污染控制监测

11. 2. 1 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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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4 、比S、 N比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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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2. 3 渗沥液直接排往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需要监测其流猛，并

定期监测水质，以向城市污水处理厂提供渗沥液蜇和水质的可靠

数据 ， 以便城市污水处理厂更好地接受和处理渗沥液。

11. 2. 4 监测填埋气体的甲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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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3 安全监 测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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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 ，以便根据监浏结果制

订防迁移措施。

11. 3. 2 甲烧监测报警设备可用来监测某空间里可燃气体浓度，

在甲烧浓度接近爆炸下限时就会报警，以提醒管理人员尽快消除

甲烧的聚集 ， 以免发生危险。

11. 3.3 填埋气体抽气设备前的进气管道上设置氧含址监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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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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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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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握垃圾堆体沉降规律，避免沉降造成堆体上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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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损坏，需要对垃圾堆体的沉降进行长期监测。

11.4. 2 填埋场封场后的前几年垃圾堆体内的有机物降解较快 ，

由此而引起的沉降也较快，沉降量也较大，因此本条要求在封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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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一般规定

12. 1. I 有的填埋场封场工程内容较多，单项工程的专业跨度较

大，在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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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2 由千垃圾堆体内一直处于厌氧发酵状态，填埋气体始终

在大世产生，有的不规则堆体还存在很多滑坡的安全隐患，因此在

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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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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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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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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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验收的基本规定 。

12. 1. 8 由于垃圾堆体中存在大批甲烧气体，在堆体开挖时，甲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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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气体导排井施工时，要将管桩下部堵死，防止填埋气体进入管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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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运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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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施工前详细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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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止发生局部爆炸性气

体产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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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4 本条对回填垃圾压实度提出了要求 。 由千垃圾体上压实

难度较大，压实密度不宜要求太高，本条要求 0. 8t/m3 基本上是压

实机械施工达到的较好结果。

12.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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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

安全施工具有较大意义，保护好这些设施也可节省投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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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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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固两

种形式 。 对千一些使用时间较长的填埋场 ，场底的防渗层在边缘

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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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铀固沟描固。

12.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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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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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验收规范》GB 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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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 填埋气体导排收集、处理与利用系统的维护

13. I. 1 由千填埋气体是可燃气体，抽气管网气密性试验是为了

防止空气进人管道形成爆炸性气体。

13. I. 2 抽气风机流尿应从小到大缓慢调整，可以有效地避免抽

气过度而使空气吸入管道。

13. I. 3 抽气流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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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氧含抵和甲烧

含量应该基本保持不变。

1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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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做到抽气流最与气体产生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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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当填埋气体产生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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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6 填埋气体集中处理和利用设备停运后，可能还有一些坟

埋气体收集导排设施能够导排出一些甲烧气体 ， 如甲烧含批足够，

可以安装小型火炬，以减少直接排空。

1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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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易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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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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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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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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渗沥液导排处理、填埋气体导排处理或利用等设施。 这些设施

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维护，外人接触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这些

设施应该与开放区域隔离，防止社会人员靠近这些设施。 因此本

条以强制性条文的形式提出要求，意在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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