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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规划方案能最全面展现出当地特色，在设
计理念中追求“水”与“城”的生动对话。将地域文化
和历史传统与街、巷、里相结合，与律动的水系景观相
呼应，加强在不同尺度下景观的动态变化与表现力，实
现水景与陆景的动静结合。融合了历史与文化的合院空
间、新中式风格的建筑以及院落空间的现代重构，实现
了现代材料演绎传统元素的建设效果。

在商业旅游综合体中，街道空间合理布局是区域得
到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域道路相关规划旨在打造有
收有放的街道体系，创建线性流线中的停留空间及趣味
空间。竖向组织方面由单一层面向多层次发展，且利用
地形高差组织出更为丰富的休闲空间。街道空间控制在
一定的比例之内，可确保两侧商业的可达性，使游客在
行走过程中感受到更为宜人舒适的观光体验，街道空间
布局设计意向见图3。 

图3  桐梓县街道空间布局设计意向

4  结语
棚户区改造建设过程中要时刻保证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建设理念。根据棚户区具体条件，制订符合自身特
点的建设目标。灵活科学地使用规划手段对棚户区进行
规划设计，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改造工作开展之前需进行充足调研，制订科学合
理的规划方案，将脏、乱、差区域建设成为舒适、安全
的生活区域。分析资料及条件后，针对不同类型棚户区
未来建设的特性，在布局、空间、功能和景观4个方面出
发，进行分类战略引导，加强对棚户区改造的全局管控。

老旧棚户区要想得到发展，实现更新，改造建设
在所难免。科学合理的改造建设能显著优化当前城市机
能，真正做到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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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桐梓县棚户区改造区域规划鸟瞰图

垃圾分类后城市小型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探讨
 

□ 周鸿飞    何小勇    梁有千 

[摘   要] 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原有转运站已不能适应当前的转运发展要求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本文结合垃圾分类转
运要求和环境要求，分析垃圾转运站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如何对城市小型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主要体现在对原有转运站总平优
化、工艺改造等方面，以满足分类转运和时代的需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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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人民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城
市人口的不断增多，随之产生的生活垃圾也不断增加。
“垃圾分类引领着低碳生活新时尚”[1]，垃圾分类工作
逐渐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参与进来，但是也有人担心生活垃圾在前端做好了分
类，在转运站又被混合在一起转运出去，未能真正将垃
圾分类政策落到实处。如何消除人民的疑虑，配置完善
相应的分类转运设施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现有的城市
小型垃圾转运站设备设施老化，配置跟不上时代发展的
要求，且旧转运站未设置符合生活垃圾分类转运、分
别处理的设施，因此，升级改造旧垃圾转运站成为当
务之急。

1  垃圾转运站现状及存在问题
（1）目前大部分城市小型垃圾转运站建设年份较久

远，采用的压缩设备老化严重、故障率高，已基本到了
更新年限，已无法满足使用需求。

（2）在垃圾分类前设计的转运站基本未考虑垃圾分
类后的转运要求，在垃圾分类的新形势下其使用功能单
一，无法实现垃圾分类转运、分类暂存的要求。

（3）除臭系统不完善，恶臭未得到有效控制，对
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对城市环境
的要求[2]。

（4）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在市中心新建转运
站是个难题，一方面土地稀缺，另一方面会引起居民的
不满和反对，因此通过对原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来适应
垃圾分类后的新要求，可操作性较强。

（5）城市小型垃圾转运站大多分布于城市居民区

周边，站点多，通常占地较小，且配套设施不完善。随
着垃圾产量的增加，出现了收集小车进站排队等候的现
象，在等待的过程中又加重了周边环境的臭气污染问
题，引起居民的反感和不满。

2  升级改造思路
针对城市小型垃圾转运站的历史原因、用地、周边

环境要求等因素，改造思路考虑以下几个原则。经济性
原则：充分利用原有的设施与设备，尽可能延长其使用
寿命；技术适用性原则：挖掘原有的设备设施的潜能，
完善分类后相应的技术工艺及辅助设施的配置；环境和
谐原则：将转运站打造成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的新转运站；信息化原则：设置或预留信息
化、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理念接口，以提高转运站的转
运效率和环境效果。

3  技术改造方案
3.1  利用原有设施
对原垃圾转运站设备进行充分评估，尽可能地利用

其原有设备。实现垃圾分类后，不需对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进行压实处理，原有设备仅考虑用来处
理分类后的其他垃圾。经过垃圾分类后需压缩的垃圾数
量明显减少，可以有效减少原设备的处理量，大大降
低转运站能耗，进而降低了整个小型垃圾转运站的运
行成本。

3.2  工艺优化
3.2.1  垃圾分类转运工艺流程

根据分类后4种垃圾的不同特性和不同垃圾最终处
置的工艺特点，结合垃圾转运站的实际情况，对分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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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垃圾进行分别转运处理。可回收垃圾：分类后直接或
在转运站集中后转运至再生资源利用工厂处理；有害垃
圾：由有资质的专业公司收集，并转运至有害垃圾无害
化处置厂处置；厨余垃圾：收集至转运站集中后或经过
预处理后，转运至厨余废弃物处理厂处理；其他垃圾：
收集至转运站压缩后转运至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处理。
垃圾分类后转运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转运工艺流程图

分类后的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不需要压缩可直接
转运，其他垃圾压缩后转运，而原转运站原设计接收的
是混合垃圾，所以为适应垃圾分类后的转运功能要求，
需进行工艺升级改造优化。

3.2.2  垃圾转运站工艺改造优化

根据分类后的垃圾转运工艺要求，对原转运站平
面进行优化布置主要是考虑厨余垃圾的转运要求。国内
的生活垃圾组成中，厨余垃圾占比将近60%，含水率大
于80%，不适合压缩。若原转运站预留有远期压缩位置
的，可利用预留的位置改造为厨余垃圾转运位置，同时
对原压缩设施进行优化或更新；若无远期预留位置的，
需重新考虑设置厨余垃圾转运位置，原总平空间布局需
进行合理优化。垃圾分类后，站内卸料和转运运输路线
由原来各单线变为多线，所以应尽量优化为少交叉、少
影响的多线路规划总平。

因厨余垃圾易腐烂发臭，其转运位置需设置为密
闭的建筑空间，需设置通风除臭措施；因装载、转运过
程中有滴漏现象，为防止污水渗入地面，致使站内发
臭，对站址土地污染，应对站内场地主要部位进行防渗
处理，并适宜装设场地冲洗装置；有空间条件的原转运
站，还可以增设小型厨余垃圾预处理或处理设施、大件
垃圾存放点等设施。

3.2.3  完善辅助设施

建筑上通过手法新材料，改变垃圾中转运站在人们
心目中的原有形象，力图打造生态与科技相结合、技术
与艺术相融合的建筑[3]。

改造厂区雨、污排水系统，严格实现雨污分流[4]，
污水未经处理不得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由于在城市中心
公厕选址困难，条件允许的可将公厕与转运站合建式，
或改造原卫生间实现对外开放。

3.2.4  人文关怀

在转运站的候车区和倾卸区设置雨棚，暑天及雨天
时，可保证作业人员在倾卸时段的遮阴挡雨要求，体现
对作业人员的人文关怀，与时代发展相适应。

3.3  就地预处理设施
厨余垃圾主要指厨余垃圾和餐厨垃圾，其最后主要

通过填埋、厌氧消化、好氧堆肥等技术进行处理[5]，在
场地和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根据厨余垃圾后续处理工艺
的要求，可对厨余垃圾进行就近就地预处理或处理。如
可在菜市、集市、商场集中点等设置小型处理设施。

3.4  完善除臭系统
目前大部分小型垃圾转运站内无除臭系统，或除臭

系统不完善，运行效果不理想，恶臭气体未实现较好控
制，对转运站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完善
小型垃圾转运站的除臭系统。垃圾转运站臭气处理技术
包括物理法、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6]，常用的除臭工艺
有化学洗涤法、生物除臭法、活性炭吸附法、UV光解技
术，几种典型除臭方法的原理、适用范围、优缺点等见
表1所示。

根据小型垃圾转运站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适当的
组合工艺解决站内的臭气污染问题。考虑到转运站场地
小，对除臭效果要求较高的可采用化学洗涤法+生物除臭
法+UV光解技术，有条件限制的可选用单一的化学洗涤
法、生物除臭法、活性炭吸附法、UV光解技术，或生物
除臭法+UV光解技术等组合措施。

转运站内未设负压抽气的场所，如休息场所可考虑
备设轻便的植物提取液除臭喷洒器，当有臭气串入时进
行喷洒除臭。

3.5  配套信息化管理系统
目前小型垃圾转运站的占地面积小，可利用空间不

多，宜建设一套信息化管理系统[7]，通过对垃圾收集和
转运车辆配置定位监控系统及转运车辆垃圾容量监控系
统，对转运车辆实时跟踪，分析及调配垃圾到站和出站
的数量与时间，同时将有关数据上传至环卫主管部门，
帮助其合理调用转运车辆，将到站垃圾及时转运至最终
处置地，减轻小型垃圾转运站内垃圾的存放压力。有条
件的城市可以考虑配套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分类后的垃圾
从小区直接运输至转运站，减少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提高垃圾运输的自动化程度。
4  结语
优化升级的垃圾转运站场地布置及工艺改造可实

现对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分别处理的新要求；信息化管
理平台可合理安排垃圾收集车进站、出站时间，解决转
运站的各种压力，提高转运站的效率，同时可衔接未来
信息化发展；比选优化后达标的臭气处理系统，改善转
运站内外环境，可将其作为垃圾分类科普小基地，让大
众参与及了解垃圾分类转运的各个流程，减少转运站投
诉、扰民情况的发生，共建和谐的城市环境。转运站改
造需因地制宜，结合新要求，采用合适工艺，达到与周
边环境相和谐要求，同时展望信息化带来的效率和环境
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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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臭气处理方式对比表

除臭
方式

除臭原理 优点 缺点 适用臭气源

化学
洗涤
法

化学洗涤法是利用酸、碱、氧
化剂等化学药液的主要成份与
臭气成份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反
应，生成新的无臭物质，以达
除臭目的一种工艺方法。

1.处理效果好。
2.占地较省。
3.自动化程度高。
4.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1.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
2.存在洗涤液的二次污染。
3.设备存在腐蚀隐患。
4.对溶解度较低的烃类去除效果
较差。

任 何 浓 度 臭
气。

生物
除臭
法

生物除臭技术利用微生物的新
陈代谢将发臭物质转化为微生
物的细胞物质，或被降解为水
和二氧化碳。

1.运行稳定，维护方便，运营成本较低。
2.抗冲击负荷能力强。
3.兼有洗涤功能。
4.除臭效果好，无二次污染。

1.低温地区运行效果较差。
2.生物膜形成需驯化时间。 高 、 中 低 浓

度的臭气。

活性
炭吸
附法

废气中的污染物被吸附到活性
炭表面而得以净化的方法。

1.设备容易采购、前期投资少。
2.耐冲击负荷。
3.对环境中臭气含量较低时去除效果好。

1.在臭气含量较高时效果差。
2.活性炭吸附饱和后需及时进行
更换或采用再生手段重复使用。

中 、 低 浓 度
的 小 、 中 气
量 的 恶 臭 治
理。

UV光
解技
术

利用UV灯管产生的高能光束
分解空气中氧分子，产生游离
氧，对臭气分子进行氧化。

1.工艺简单，设备操作方便，占地小。
2.无二次污染。
3.管理简单，设备寿命长。

1.不适合高浓度臭气。
2.对氨的分解能力较低。

适 应 不 宜 收
集 ， 低 浓 度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