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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工作小结

（开题时间、地点，参与人员，项目实施计划，导师指导意见等）

1.开题时间：2016 年 8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

2.项目实施地点：安徽天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参与人员：左丹丹

4.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实施前准备：

a.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安徽天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设备的产品概况及

餐厨垃资源化利用的一般原理；

b.了解国家关于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及政策；

c.通过网络资源明确当前针对餐厨垃圾生化处理技术的研究概况。

d.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项目一学习的申请书。

（二）项目实施过程

a.进入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进行参观学习，了解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设备；

b. 通过网络资源查阅、检索并总结餐厨垃圾国内外处理技术现状，明确处理的难点及相关要

求；

c.根据国内外餐厨垃圾生化处理技术的比较，结合当前企业关于餐厨垃圾处理的工艺，指出改

进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三）项目学习结项总结

a．在校内导师的指导下，撰写项目结项报告书；

b．校内导师对项目学习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

c．导师给予项目学习的成绩评定。

5.导师指导意见

a．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b．要与生产一线员工并肩作业，培养起学生与企业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

c．要虚心向公司各层次人员学习并搞好人际关系；

学生签名：左丹丹

2016 年 8 月 31 日



导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二、中期检查与指导

一、工作完成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学习，了解了很多关于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的知识，比如餐厨垃圾处

理设备设备、原理及国内外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现状，明确了餐厨垃圾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处置的意

义，它一方面能够实现餐厨垃圾本身的价值资源化利用，另一方面能解决环境的一大危害，得到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对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促进效益。同时也学

习了国家关于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及政策，形成了对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基础

认识。

这半个月的项目学习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现场观察及咨询工作人员，掌握餐饮油

水分离设备、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一般原理；利用网络平台和高校馆藏资源检索相关资料，获取国

内外餐厨垃圾处理的现状、问题及相关设备工艺。

二、思想认知方面

在实践中，我们不断的查阅各种资料，勇于提出问题，遇到不懂的问题请教相关的工作人员，

总结经验并时常进行反思，注重公司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

通过此次项目研究的进行，我深刻的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在实地的参观学习中才能深刻的了

解和体会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一般原理，这对理论的学习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希望日后有机会更

多的参与产品的研发、设计过程。此次项目学习，提高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在



项目研究中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也发现自己有拖沓的坏习惯，凡是不能提前做准备，

而且缺乏主动性。今后需要克服这些缺点，主动学习、主动发现提出问题、主动进步，不耽误时间，

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学生签名：左丹丹

2016 年 8 月 31 日

导师评价与指导：

校内外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三、项目学习总结

（项目学习过程描述、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1 项目学习过程

1.1 项目实施前准备

a.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安徽天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设备的产品概况

及餐厨垃资源化利用的一般原理；

b.了解国家关于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及政策；

c.通过网络资源明确当前针对餐厨垃圾生化处理技术的学术研究概况。

1.2 项目实施过程

a.进入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进行参观学习，了解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设备；

b. 通过网络资源查阅、检索并总结餐厨垃圾国内外处理技术现状，明确处理的难点及相关要

求；

c.根据国内外餐厨垃圾生化处理技术的方案比较，结合当前企业关于餐厨垃圾处理的工艺，

指出改进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2 取得的成果

通过现场观察及咨询工作人员，掌握餐饮油水分离设备、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设备的生

产流程及相关工作原理；利用网络平台和高校馆藏资源检索相关资料，我们总结餐厨垃圾国内外

处理技术现状，明确处理的难点及相关要求，对餐厨垃圾处理方式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得出以下

成果：

2.1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一般工艺流程

图 2.1-1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一般工艺流程



2.2 餐厨垃圾处理的难点及要求

表 2.2-1 餐厨垃圾处理的难点及要求

难点 要求

水分含量高，需脱水；

油脂含量高，需除油；

盐分含量高，做肥料需除盐；

有机物含量高，易霉变。

彻底灭菌

资源回收再利用（包括营养成分再生利用和脂类回收）

2.3 国内外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现状

2.3.1 粉碎直排

这种方式主要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厨房配置餐厨垃圾粉碎装置，将粉碎后的餐厨垃圾直

接排入市政下水管网。如国外研制的餐厨垃圾机械研磨装置即通过高速运转的刀片将装在内胆的

各种食物垃圾切碎搅拌后冲人下水道。另外还安装油脂分离装置，油脂送往相关加工厂（如制皂

厂）加以利用。

图 2.3-1 餐厨垃圾粉碎装置

此种方式有以下弊端：

(1)易产生污水和臭气，滋生病菌、蚊蝇和疾病的传播；

(2)油污的凝结成块也会造成排水管堵塞，降低城市下水道的排水能力；

(3)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负荷，产生一定的二次污染。

2.3.2 餐厨垃圾处理机

根据出料时间和出料量分为“消灭型”和“堆肥型”。

消灭型重在垃圾的减量，适合于居住小区的有机垃圾就地收纳，消除臭味，避免蚊蝇的滋生，

减少收集运输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其原理是将催化剂掺进垃圾中，搅拌使分解垃圾的细菌活

性化，垃圾被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堆肥型处理机是一种添加了高效菌种并控制堆肥条件的动态快速有机垃圾堆肥器。该方法的

不足之处是耗能较大，因为要将垃圾进行搅拌或翻堆，这样才能增加厌氧菌种和垃圾的接触机会。

小型生化处理机处理有机垃圾效率高，但对于餐厨垃圾这种含水率、油脂和盐分高的垃圾，

其添加的生物菌种还需根据餐厨垃圾的特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此外，还应降低小型生化处理机

设施成本及运行成本。

2.3.3 其他生化处理技术优缺点比较

通过这一个月的文献的查阅和分析，对比国内外其他的生化处理方式，不难比较获得以下成

果：

表 2.3-1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优缺点比较

2.3.4 制作饲料



在将餐厨垃圾进行资源化的过程中，可以从餐厨垃圾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角度进行充分的处

理、利用。韩国通常采用微生物菌种集中处理餐厨垃圾来制造饲料。餐厨垃圾收运后，分拣出大

骨头、汤勺等坚硬固体杂物，然后进入粉碎机粉碎，高温消毒后，将微生物、碎玉米、糖等添加

剂充分混合后装桶直接送往禽畜牧场。一套这样的系统可处理餐厨垃圾 50t/d，靠出售饲料就能

维持运转。据了解，这种微生物不仅能分解食物，还能防止饲料变质，他们正在积极开发“食物

残渣加工回收利用”设备，目的是更好地对餐厨垃圾进行回收利用。

2.4 餐厨垃圾处理主要技术分析

表 2.4-1 餐厨垃圾主要技术分析

比较项目 卫生填埋 厌氧消化 堆肥 焚烧

技术可靠性 可靠 较可靠 较可靠 较可靠

工程规模(t/d) 工程规模大 100-300 100-200 150-500

选址难易 困难 较易 较易 选址问题敏感

占地面积(m2/t) 700-1000 50-100 110-150 60-100

投资(万元/吨) 18-27 30-50 25-36 50-70

操作安全性 较好 好 好 较好

管理水平 一般 很高 较高 较高

产品市场 发电、取暖 发电、肥料 市场有一定困难 热能利用发电

最终处置 最终处置技术 残渣填埋处理 非堆肥物填埋 残渣填埋处理

地表水污染 不易达标 无污染 可能性较小 飞灰较难处置

地下水污染 投资大 无污染 可能性较小 可能性较小

大气污染 有轻微污染 有轻微气味 有轻微气味 严重

主要风险 二次污染 无重大风险 无重大风险 大气污染

国外发展状况 比重越来越小 技术成熟 销路受制约 发达国家较多

通过分析发现，餐厨垃圾处理相对最佳方式是厌氧消化，可以在餐厨垃圾生化处置过程中优

先采用此种方式进行。



2.5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企业的概况

2.5.1 宇顺环保科技

该公司的餐厨垃圾生化处理机采用密闭式发酵容器、接入特制专用调理菌剂和辅料，实行微

生物生化菌处理，全自动脱水及分解为二氧化碳，使厨余发酵变成有机肥。投入的餐厨在短时间

（12～24 小时）内就会缩量 90%，变成无臭、无毒、无害之含水率 40%的咖啡色粉状有机肥，此

有机肥经厌氧发酵后可以直接种菜树花草等。可根据餐厨数量、安装不同大小的机种，并可在任

何地点安装，符合国家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就地处理的原则。

2.5.2 杭州天子岭餐厨垃圾处理工程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主要处理工艺由前分选系统、厌氧产沼系统、沼气净化系统和沼渣脱水系

统组成，并配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除臭系统等辅助设施，厌氧发酵是整个工程的核心部分，使

用德国 OWS 公司的 DRANCO 厌氧处理工艺。

2.5.3 上海复振科技有限公司

其餐厨垃圾生化处理设备可以做到垃圾从源头减量，通过设备的搅拌使得餐厨垃圾与

BioStar 中的微生物充分混合，经过微生物开始“消化”垃圾，将其变成分子，并在柠檬酸代谢

循环中转换成能量用以维持微生物的活性。处理周期<24h，减量率>95%。处理过程中无恶臭气体

产生，经处理剩余的则是达到环保标准的水，可直接排放至市政管网或作为液态肥供给绿化园林，

做到有机质的循环利用。

图 2.5-1 正常 Biostar(左)和放大图像(右)

2.5.4 宇通环保有限公司

宇通-IUT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主要包括油水分离系统、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沼气利用

系统、残渣和臭气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等。

总之，这些企业主要采用了厌氧消化的方式处理餐厨垃圾，同时结合了微生物的作用，对餐

厨垃圾进行资源化合理利用。

3.存在的问题及后续研究方向



从收集角度来看，实施餐厨垃圾处理的关键在于垃圾产生的初始就分类放置，这是餐厨垃圾

真正得以处理的重要前提，但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分类需要进一步探索。

从处置角度说，餐厨垃圾处理机可以随时在厨房内处理，可是垃圾粉碎处理机不能处理厨房

日常产生的所有垃圾，如大块的骨头、带泥的菜根、干硬的皮壳、日益增多的各种各样的包装物，

如易拉罐、玻璃瓶、软硬所料包装制品等。另外在将食物垃圾粉碎成极小颗粒后排入下水系统，

易加重污水的污染程度，也易引起下水管网的堵塞。采用小型生化处理机处理有机垃圾效率高，

但是处理成本太高，同时对于这种含水率、油脂和盐分高的餐厨垃圾，其添加的生物菌种还需根

据餐厨垃圾的特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将餐厨垃圾作为肥料回收能源，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肥料的使用期带有季

节性问题，易出现供需失衡问题；又如“盐害”问题，食物垃圾中含有很多酱油和盐分，加工浓

缩作为肥料大量使用后会引起土质恶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进而会引发沙漠化。同时，由

于不同地区的民俗风情及饮食习惯不同，在餐厨垃圾后续处理研究中，需要针对不同区域进行调

查研究。

学生签名：左丹丹

2016 年 8 月 31 日

导师评价：

校内外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四、结项鉴定

（需明确是否同意结项，并就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及成果的应用价值作出明确结论）

得分： 鉴定等级：

专家组组长（签名）：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