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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现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催生了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其中餐厨垃圾已成为域市生活垃圾的主体,占到了城市生活垃 

圾的 37%-62%。一般来说，餐厨垃圾由于组成复杂，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指餐后由糖分、淀粉、

植物纤维素和动植物蛋白质、盐分和动植物油脂形成的混合物。如果不加回收处理餐厨垃圾极易变

质、腐败，从而滋生出大量有害微生物及蚊蝇，散发难闻气味，污染城市水体和大气，严重影响城

市环境，危害居民身体健康。 

     发达国家对餐厨垃圾处置技术的研究多开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而国内近几年对餐厨垃

圾处理问题也逐渐重视， 但对其研究及分类处理技术的应用正在探索试用之中。我国跟其他国家

不同之处在于：据统计显示，2009 年全国城镇餐饮业销售额约为 1.8 万亿元， 如果按照一次餐饮

活动的剩菜比例为 1／4 到 1／3 之间推算，我国餐饮业每年有上千亿元的销售额变成了“垃圾”。 

    餐厨垃圾具有明显的资源特性和污染物特性，通过建立完善的回收运输、集中处理等方面的

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对其进行资源化利用，生产沼气、工业油脂、生物柴油、肥料等产品，可

从源头上治理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的非法行为，避免将餐厨废弃物直接作为饲料进入食物链，

也可有效解决餐厨废弃物直接排入下水道，或通过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进行填埋或焚烧造

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推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解决动植物油脂给生活带来的危害，

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不仅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餐厨废弃物引发的食品安全问

题的根本性措施。 

    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油脂以及极易腐化变质滋生有毒有害物质，危害人类健康、污染环境，

对餐饮废水后续的资源化利用存在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若将油脂合理回收利用则是一种资源，

可用作多种化工和能源产品的原料，也可用作碳源制备生物表面活性剂。 

    餐饮废水是一种高含油量和高化学耗氧量的废水，动植物油是关键污染物，减少餐饮含油废水

中的含油量对降低化学耗氧量有着直接影响。 

由于餐饮业含油废水具有较高浓度的动植物油以及大量悬浮物，使之成为城市高浓度污染源。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不仅会增加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负荷，而且会影响城市排水管网的过

水能力，废水排入水体后，又会引起水体的富营养化，威胁环境和人类健康。同时，餐饮污水有机

成分较多，各成分间的综合作用强、稳定性差，预处理相对比较困难，其排放时间有一定的规律性，

排放瞬间流量大，给处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其中，废弃食用油脂是餐厨垃圾中含量较多的一部分。 

 



 1 4 

  
表 1  餐厨垃圾中所含的组成成分 

    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人类在食用天然植物油和动物脂肪，以及油脂深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失

去食用价值的油脂废弃物，俗称地沟油、潲水油、泔水油等。据专家计算 ，这些废弃食用油脂的

量占食用油消费总量的 20 %~30 %。以我国年均消费食用油量 2 100 × 104 t 计 ,则每年产生废油 

400 ×104 ～ 800 ×104 t。能够收集起来作为资源的废弃油脂的量在 400 ×104 t 左右。废弃油脂中

含大量有机物，具有污染环境和回收利用的双重性，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替代石油资源。 

    目前, 我国废弃食用油脂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相反，废弃食用油脂已成为一种环境污染物，并

冲击食品安全。在全球面临能源危机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废弃食用油脂进行合理回

收利用，替代石油资源作为生产表面活性剂、化工原料、生物柴油等的原料，实现变废为宝，对

于改善生态环境、缓解能源危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表 2  含动植物油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一些实验研究，并借鉴了他们对油脂处理的方法，

对此作了动植物油脂去除探究性实验。具体步骤包括: 

    1、首先确定去除动植物油脂方法的方案 

    2、餐厨垃圾的获取以及微波-离心法对动植物油脂去除的实验研究 

    3、考虑反应温度等因素对实验的影响来确定最优工艺条件 

本项目研究以模拟餐饮泔水油水乳化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微波-离心法分离油水乳化液的油

脂组分，考察了微波功率及作用时间、温度、离心时间及离心机转速对分离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该研究微波破乳的适宜条件是微波功率 800W，作用温度 70�，作用时间 15min;微波破乳后的离心

分离工序中，溶液较适宜的离心时间为 8min，转速为 8000r/min。餐饮废水中油脂产生量大，易腐

败变质，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若经合理回收利用则是一种优良资源。而油脂的分离是餐饮泔水中

油脂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步骤。 



 1 5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内容 

1.查阅文献并收集相关资料，熟悉了解目前动植物油脂的一般处理技术，认真思考和整理，比较

其优缺点。 

2.研究餐饮垃圾中油脂处理工艺及国内外研究，同时了解餐厨垃圾废弃油脂的资源化利用。 

3.掌握和了解餐厨垃圾中动植物油脂所占比例和了解动植物油脂的特性。 

   4.设计微波-离心法去除动植物油脂的实验方案。 

   5.研究温度、时间、转速等等对动植物油脂中的去除效果的影响。 

 

预期研究成果 

   1.通过查阅文献和收集资料，对动植物油脂的一般处理技术有一定的认识。 

   2.掌握和了解餐厨垃圾油脂的所含成分以及废弃油脂的资源化利用。 

   3.通过实验方案得到比较优良的实验条件。 

   4.研究分析油脂的去除效果得到最适宜的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微波功率等等工艺条件。 

 

三、主要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查阅文献并收集相关资料，熟悉了解目前动植物油脂的一般处理技术。 

   2.请教和询问校外指导老师，和他们探讨设备除油去油的一些方法。 

   3.通过实验中对油脂分解后废水处理的检测，得到食用碱的投加量对废水中 COD、TP、TN 和氨

氮的去除效果的数据，并对数据分析研究。 

 

四、研究时间安排和阶段目标 

     

    1.2016.8.1~2016.8.9 .查阅文献并收集相关资料，熟悉了解目前动植物油脂的一般处理技术。 

2.2016.8.10~2016.8.17 请教和询问校外指导老师，和他们探讨设备除油去油的一些方法。 

3.2016.8.18~2016.8.28 通过实验得到微波功率、不同温度、不同时间对油水乳化液除油率和油

水乳化液 Zeta 电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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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级 本科专业 所属系部 承担的主要研究任务 

曹真真 女 15 级 环境工程 生物系 

查阅文献并收集相关资料，熟悉了

解目前动植物油脂的一般处理技

术。通过实验得到微波功率、不同

温度、不同时间对油水乳化液除油

率和油水乳化液 Zeta 电位的影

响。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元） 主要用途 

实验费用 900 资料打印、实验材料、仪器消耗费用 

   

七、承诺与保证 

 

我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我（与本项目参加人员）将严格遵守合肥

学院科研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研究目

标，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1 7 

 

八、审批意见 

指导教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系（部）审批意见 

 
 
 
 
 

 

 

 

 

 

 

                 

             
                       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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