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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设计研究 

李志敏 

（浙江飞普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  314000） 

摘  要：本文研究了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分析垃圾特性并阐述厌氧发酵原理及其在垃圾处理中的应用，设计联合工艺，通

过实验验证其有效性。分析总结工艺优缺点，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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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的产

生量日益增加，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餐厨垃圾具有

高含水率、高油脂含量和易腐烂等特点，若未经妥善处理，不仅会

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还可能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因此，寻找一

种高效、环保的餐厨垃圾处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厌氧发酵作为一种成熟的生物处理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餐厨垃

圾处理领域。通过厌氧微生物的作用，餐厨垃圾中的有机物质能够

被有效分解，转化为沼气等清洁能源，同时减少垃圾的体积和重量，

达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目的。将厌氧发酵技术与餐厨垃圾

处理相结合，形成联合工艺，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厌氧发酵技术的优

势，还能有效解决餐厨垃圾处理中的难题。 

1 研究背景 

1.1 餐厨垃圾的问题 

餐厨垃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处理方式直接关系

到城市环境的卫生和资源的利用。餐厨垃圾的特性主要包括其组成、

含水率、pH 值等。其组成主要包括有机物质、水分、无机物质等，

含水率较高，pH 值偏酸性。这些特性使得餐厨垃圾容易腐烂发臭，

产生有害气体和液体，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威胁。传统的餐厨垃

圾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填埋和焚烧，但这些方式存在着很多问题，如

填埋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产生渗滤液和有害气体，对环境造成污

染；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对空气质量造成

影响。因此寻找一种更加环保、经济、高效的餐厨垃圾处理方式变

得尤为重要。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该工艺的研究和推广，以实现餐厨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 

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是一种新型的处理方式。该

工艺具有处理效率高、资源利用率高、环保等优点，已经在一些城

市得到了广泛应用。该联合工艺的具体流程包括餐厨垃圾的预处理、

厌氧发酵反应、沼气收集和有机肥料的后处理等步骤。在实际应用

中，需要根据不同的餐厨垃圾特性和处理需求，对工艺流程和操作

参数进行调整和优化。 

1.2 厌氧发酵技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中的应用 

厌氧发酵技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中的应用已经得到了广泛地研

究和应用。该技术可以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有用的有机肥料和沼气，

从而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在餐厨垃圾处理中，厌氧发酵技术

可以有效地降解废弃物中的有机物质，减少废弃物的体积和重量，

同时产生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和沼气。在实际应用中，厌氧发酵技术

的工艺流程和操作参数需要根据不同的废弃物特性进行调整和优化，

以达到最佳的处理效果。厌氧发酵技术还可以与其他处理技术相结

合，如生物干化、焚烧等，以进一步提高废弃物的处理效率和资源

化利用程度。尽管厌氧发酵技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中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但其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处理过程中的异味

和污染物排放等，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2 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的设计 

2.1 工艺流程设计 

在研究的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的设计中，工艺流

程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在该联合工艺中，餐厨垃圾首先需要进行

初步的处理，包括筛分、破碎、去杂质、分离等步骤，以便于后续

的处理。再将固渣物料送入厌氧发酵罐中进行发酵处理。在发酵罐

中，餐厨垃圾与微生物共同作用，产生沼气和有机肥料。发酵过程

中需要控制罐内的温度、pH 值和水分含量等参数，以保证发酵的顺

利进行。发酵结束后，需要对发酵产物进行后处理，包括沼气的收

集和利用、有机肥料的干燥和包装等步骤。整个工艺流程需要严格

控制各个环节的操作参数，以确保处理效果和产品质量。 

2.2 操作参数设计 

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的设计中，操作参数的设计是

至关重要的。需要确定适宜的温度范围，一般在 35-55℃之间，以

保证厌氧发酵的正常进行。需要控制好反应器内的 pH 值，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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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5 之间，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发酵效果。还需要控制反应器内

的水分含量，一般在 60%-70%之间，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反应器内

的微生物生长和代谢。另外，还需要控制反应器内的氧气含量，以

保证反应器内的环境为厌氧条件。需要控制反应器内的混合速度和

时间，以保证反应器内的物质充分混合和反应。通过合理的操作参

数设计，可以提高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的处理效率和

产物质量。 

3 研究分析与总结 

3.1 餐厨垃圾处理效果分析 

在研究中，我们对餐厨垃圾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包括其组成、

含水率、pH 值等。通过对餐厨垃圾的特性分析，我们发现其含有大

量的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质可以通过厌氧发酵的方式进行处理和

利用。我们采用了厌氧发酵的基本原理和工艺流程，将其与餐厨垃

圾处理相结合，设计了具体的工艺流程和操作参数。结果表明，该

联合工艺能够有效地降解餐厨垃圾，产生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和沼气。

其中有机肥料可以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而沼气则可以作为能源进

行利用。 

3.2 有机肥料和沼气产出分析 

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产生了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和沼气。在研

究中，我们对产出的有机肥料和沼气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评估。对

于有机肥料，我们测定了其营养成分含量，包括氮、磷、钾等元素

的含量以及有机质含量。结果表明该有机肥料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可以作为优质的土壤改良剂和植物营养剂使用。对于沼气的产出，

我们测定了其主要成分和产量。结果表明该联合工艺可以产生高浓

度的甲烷气体，其产量和质量均能够满足工业和农业用途的需求。

我们还对有机肥料和沼气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具体的利用方

案和建议。该联合工艺的产出物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环境价值，可以

为餐厨垃圾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方案。 

3.3 优点和不足之处分析 

研究对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的设计及其应用的优

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该联合工艺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降解

餐厨垃圾，产生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和沼气。具体来说，该工艺能够

将餐厨垃圾中的有机物质通过厌氧发酵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料，实

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同时该工艺还具有操作简单、处理效

率高、处理成本低等优点。然而，该联合工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该工艺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面积，且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音

和异味，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该工艺需要对处理过程进行

严格的控制和监测，以确保处理效果和安全性。该工艺还需要对处

理后的有机肥料进行消毒处理，以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潜在

的危害。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和优化，以实

现最佳的处理效果和经济效益。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该工艺

的优化和改进，以提高其处理效率和安全性，为餐厨垃圾的资源化

利用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3.4 进一步改进建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该联合工艺在处理餐厨垃圾方面具有

很大的优势，能够有效地降解垃圾，产生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和沼气。

但是也发现了该工艺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

步改进。建议在工艺流程中加入一些新的处理步骤，如预处理和后

处理等，以提高处理效率和产物质量。在操作参数的选择上更加精

细化，以适应不同种类和含量的餐厨垃圾。还建议在工艺的控制和

监测方面加强，以确保工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餐厨垃圾处理与厌

氧发酵联合工艺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技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需

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研究和实践，这种工

艺将会得到更加广泛地应用和推广。 

结语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餐厨垃圾处理与厌氧发酵联合工艺的设计与

应用，通过对餐厨垃圾特性的详细分析以及厌氧发酵原理的阐述，

我们成功发现该联合工艺在餐厨垃圾处理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优越

性，能够有效地降解餐厨垃圾，产生高质量的有机肥料和沼气，实

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艺

的不断完善，该联合工艺将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加入这一领

域中来，共同推动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构建绿色、

环保、可持续的城市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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