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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再生理念下的家用一体化水盆柜开发
刘方伟　冯湘锋　黄丹丹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文章探讨了基于我国的国情，厨余垃圾再生处理的必要性。针对现有厨余垃圾的主要问题，提出开发家用一体化水盆柜，并

在开发一体化水盆柜上进行了设计、样机制作尝试，为厨余垃圾的再生处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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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保护环境、

节约自然资源、改善生活环境、增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自我提升的需要。垃圾分类是现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行为共识，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史的必然产物。

厨余垃圾指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剩菜

剩饭、瓜果皮等易腐有机垃圾。厨余垃圾占比生活垃圾的比例高

达 40%-50%，是生活垃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厨余垃圾的合理处

置对垃圾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各国对于餐厨垃圾的处理技术也都

不尽相同：美国粉碎直排；德国垃圾箱源头分类回收，通过运输

车运输至堆肥场对堆肥处理；日本则是多在家庭厨房安装“生活

垃圾处理机”，可自动将厨余垃圾搅拌粉碎，然后用热空气将之

烘干成粉末，处理后的垃圾体积只有原来的 1/7，厨余垃圾粉末再

经简单发酵制成有机肥。

目前国内的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排，或是收集后的填埋 / 堆肥

等技术也都较为成熟。但粉碎直排并不适合在国内大规模的推广，

收集后的填埋、堆肥则是需要改进现有的厨余垃圾回收方式。根

据我国厨余垃圾的特点，量少的同时产生的频次高，同时因为水

分含量高，不宜久留，目前厨余垃圾多以混装在日常垃圾中进行

丢弃，给后期的垃圾分类回收带来诸多问题。目前传统的厨余垃

圾回收方式转运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渗沥液，产生大量的恶臭

物质。借鉴国际上的优秀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

合国内的厨余垃圾回收系统，有着重要意义。

一、厨余垃圾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厨余垃圾的混装问题

厨余垃圾的分类处理，在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

政府也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促进厨余垃圾的分类回收。部分

小区在教育引导以及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基本形成了自觉将厨余

垃圾分类回收的局面；但多数小区的厨余垃圾回收，靠着小区志

愿者的督察，才勉强将厨余垃圾进行分类；更大部分的小区，厨

余垃圾基本混装在日常垃圾中进行丢弃。很明显仅靠政府的宣传

引导，通过现有的回收方式，厨余垃圾的自觉分类回收很难在短

时间有很好的成效。混装厨余垃圾日常垃圾，在后端的转运处理

和回收利用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渗透液污染以及空气的

恶臭都会无限放大这部分垃圾的处理难度。

（二）厨余垃圾的回收比例低

厨余垃圾本是生物质垃圾，理论上应该可以完全无害化回收

处理。但在目前这套回收系统内，厨余垃圾因其产生的频次高、

少量、水含量多、易腐烂和发酵等原因，使得厨余垃圾有着强烈

的及时清理需求，让太多的家庭直接把厨余垃圾混装在日常垃圾

中进行丢弃，这让厨余垃圾回收比例常年低于 30% 以上。

（三）厨余垃圾的量太大

民以食为天，吃是生活中的大事，因此厨余垃圾每天的产生

量是惊人的。以小区人口 5000 人计，参照 0.5-0.75 千克 / 人的日

产厨余垃圾量，每天的厨余垃圾接近 2500-3500 千克。如此大量

的厨余垃圾在目前这套系统内，所投入的转运的人力、物力都非

常多。

（四）社会力量参与度太低

对比餐饮的餐厨垃圾，厨余垃圾虽然总量也大，但分布相对

分散，其回收的成本非常高，导致厨余垃圾的回收处理并不像餐

厨垃圾这样，有着许多的垃圾处理公司介入。要想厨余垃圾处理好，

引入社会力量让更多的公司介入是必要的。如果能在厨余垃圾的

产生初期就对厨余垃圾进行合理的预处理，让厨余垃圾更易集中

回收，参照餐厨垃圾，即可激发社会力量的介入。

二、一体化水盆柜的开发方向和目标：

（一）一体化水盆柜研究方向

以厨余垃圾的减量化 / 资源化 / 无害化为方向，在厨余垃圾收

集的前端，即是在厨余垃圾产生场景下，及时有效的对厨余垃圾

进行预处理，以方便家庭使用为前提，改变现有的厨余垃圾回收

方式，促进厨余垃圾的回收。

（二）一体化水盆柜目标

让厨余垃圾的回收比例大大提高，所投入回收的人力物力成

本大大降低，同时让厨余垃圾真正的转化成资源，为后期的可持

续回收处理奠定基础。

（三）一体化水盆柜开发内容

以厨余垃圾的减量化 / 资源化 / 无害化为目标，针对国内厨余

垃圾的特点，遵循“预处理 + 集中堆肥”的思路，开发一套针对

国内厨余垃圾的回收系统，提高国内厨余垃圾的分类回收的效率

和比例，提高厨余垃圾的资源转化率。

（四）一体化水盆柜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厨余垃圾回收难

的问题

厨余垃圾的成分多是有机物，通过不算复杂的处置方式，填

埋 / 堆肥都可以快速有效的将厨余垃圾进行回收利用。深入了解

国内目前厨余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系统，后期的填埋 / 堆肥等技

术已经非常成熟，问题端主要出现在厨余垃圾的收集。深入分析 /

观察厨余垃圾的产生过程以及现有厨余垃圾的收集方式，现有回

收方式并不利于厨余垃圾的回收，有着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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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体化水盆柜关键的技术：

1. 厨余垃圾高频次 / 少量 / 快速的碎块化处理

该技术主要针对，厨余垃圾产生的高频次（一天最少三次），

每次垃圾的量不多，但需要及时处理而开发的。厨余垃圾的处理

是个自动化的过程，使用者只需要把垃圾倒入即可，在复位桶盖

后由系统自动识别并进行切碎处理。

2. 碎块后的厨余垃圾的干湿分离

厨余垃圾的水分含量非常高，挤压切碎后通过物理压榨的形

式，可实现部分的干湿分离。同时固体残渣用热风进行干燥，让

固体残渣的水分控制在合理范围，保证残渣在一段时间内（不少

于 72 小时）不发酵不腐烂。

3. 厨余垃圾预处理后的固体垃圾块的热风干燥和杀菌技术

厨余垃圾的固体成分进行热风干燥和杀菌技术，主要是为了

延长预处理后的厨余垃圾的存放时间，提高厨余垃圾处理的灵活

度和便利度。

三、总体方案

（一）一体化厨余垃圾处理水盆柜的总体方案：

家庭厨余垃圾经过碾压及切块处理——干湿分离（挤压预处

理 / 热风干燥）

          

              

图 1：一体化厨余垃圾处理水盆柜功能示意图

厨余处理装置包括机体 00、粉碎部 200、干燥部 300、储存

部 400 和调节机构。 其中，机体 100 设有厨余进口 110，厨余进

口 110 设有用于开合厨余进口 110 的封盖；粉碎部 200 位于机体

100 内，粉碎部 200 与厨余进口 110 连通，粉碎部 200 用于粉碎厨

余；干燥部 300 位于机体 100 内，干燥部 300 与粉碎部 200 连通，

干燥部 300 用于干燥厨余；储存部 400 位于机体 100 内，储存部

400 与干燥部 300 连通，储存部 400 内设有温度传感器 401、湿度

传感器 402 和酸碱度传感器 403。

操作流程：打开封盖，将厨余从厨余进口 100 倒进该厨余处

理装置，然后盖合封盖。厨余先经过粉碎部 200，粉碎部 200 将

厨余粉碎成细块，能有效加快干燥部 300 对厨余的干燥速度。由

于通常厨余所含水分较多，干燥部 300 将经粉碎部 200 粉碎的厨

余干燥，使其的含水量不至于过大，而使得储存部 400 的湿度过

大并影响微生物的生长环境。经干燥部 300 干燥的厨余进入储存

部 400，延长固体垃圾在储存部的储存时间。通过温度传感器 401

检测储存部 400 的温度值，通过湿度传感器 402 检测储存部 400

的湿度值和通过酸碱度传感器 403 检测储存部 400 的酸碱值。根

据温度传感器 401、湿度传感器 402 和酸碱度传感器 403 的反馈，

通过调节机构调节干燥部 300 的热量，使厨余垃圾的预处理处于

合理水平。

厨余垃圾可随时放入垃圾桶，3-5 天内统一清除放于储存部

400 的预处理好的厨余垃圾，该部分垃圾可直接由厨余垃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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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收，极大地提高厨余垃圾的回收效率和比例。 （二）设计探索：

工业设计探索：

      

图 2：一体化厨余垃圾处理水盆柜设计图

核心部件设计优化：

图 3：不断迭代的核心部件

（三）设计制作实物：

图 4：一体化厨余垃圾处理水盆柜样机

四、结束语

厨余垃圾再生理念下的家用一体化水盆柜开发从厨余垃圾再

生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实现路径和关键技术上进行了诸多尝试，可

用于厨余垃圾处理借鉴的创新点总结如下：

（一）创新的思路：预处理 + 集中堆肥：本项目开发的该水

盆柜，可快速有效的对厨余垃圾进行预处理，处理后大大降低厨

余垃圾的体积以及延长厨余垃圾的存放时间，以此提高厨余垃圾

的处理效率和回收比例。

（二）厨余垃圾的切块后的干湿分离本课题所研究的技术，

可将厨余垃圾进行切块处理，同时通过热风干燥等方式，将厨余

垃圾的水分控制在相对干燥的比例，让厨余垃圾做到不发酵、不

腐烂，实现相对的干湿分离。同时可以大大降低厨余垃圾的体积，

让厨余垃圾实现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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