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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量不断增加.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固体废物产生国之一。
大量生活和工业垃圾如缺少处理而露天堆放，会使城市垃圾围城现象严重，有毒物质污染地表水和地
下水，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
进行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是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
本教材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环境工程注册
工程师考试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本教材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建议的教学学时数为40～60学时。
本教材也可以供环境科学、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选用，同时还可供环境机械与环境化
工工程技术人员、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参考。
本教材主要介绍固体废物的来源、分类、特性及“三化”处理系统等基本知识；以城市生活垃圾、工
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为中心，以典型固体废物处理技术工艺和设备为实例，说明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简单介绍了近期先进的处理处置技术。
教材内容丰富、系统全面、原理简明、案例实用，符合本科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书由沈伯雄担任主编，唐雪娇担任副主编。
各章编写分工如下：唐雪娇、沈伯雄（第1章～第4章、第6章、第8章），陈建宏、沈伯雄（第5章），
郝小翠、沈伯雄（第7章），马娟、左琛、沈伯雄（第9章），吴丰鹏、沈伯雄（第10章），沈伯雄（
第11章）。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同行在使用本教材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宝贵
意见，以便有机会再版时予以吸纳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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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共分为11章，主要内容包括固体废物的来源和分类，固体废物的收集、
运输和压实，固体废物的破碎与细磨，固体废物的分选、脱水、焚烧热解和生物处理，固体废物的处
置方法，固体废物制备建筑材料，危险废物处理与处置等。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专业师生的教材，也可供环境保
护领域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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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1.1破碎的概念和目的破碎是固体废物预处理技术之一，通过破碎对固体废物的尺寸和形状进
行控制，有利于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和减量化。
  固体废物的破碎是指利用外力克服固体废物质点间的内聚力而使大块固体废物分裂成小块固体废物
的过程。
对固体废物进行破碎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①减小固体废物的容积，便于运输和贮存。
②为固体废物的分选工序提供适合的粒度，从而更有效地回收固体废物中的有用成分。
③防止粗大、锋利的固体废物损坏后续处理工序（如分选、焚烧和热解）中的设备或炉膛。
④增加固体废物的比表面积，提高焚烧、热分解、熔融等工序的稳定性和效率。
⑤为后续处理和资源化提供合适的尺寸。
例如，利用煤矸石制砖、制水泥等，需要把煤矸石破碎到一定粒度。
⑥破碎后的生活垃圾压实程度高，密度均匀，在进行填埋处置时可以加快覆土还原。
总之，固体废物的破碎就是把废物转变成有利于进一步加工或能够更经济有效地进行再处理、处置所
需要的形状和大小。
3.1.2破碎理论3.1.2.1层压破碎理论物料破碎的概念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破碎的研究工作就
开始大规模展开，通过不断地寻求高效率的破碎技术，实现工矿业的节能减耗，降低成本。
20世纪80年代，B.H.Bergstrom在研究单颗粒破碎时发现，物料在空气中一次破碎产生的碎片撞击到金
属板后会产生二次破碎，并且一次破碎的碎片具有的动能占全部破碎能量的45％。
如果在二次破碎过程中这些能量得以充分利用，便可提高破碎效率。
还有人指出，较小的持续负荷比短时间的强大冲击破碎效率更高。
国内学者在研究冲击力与挤压力对颗粒层的破碎效果后得出重要结论：静压粉碎效率为：100％，而单
次冲击效率仅为35％～40％。
据此，在实际工程中，尽量多用静压粉碎，少用冲击粉碎，可以节约能量，提高粉碎效率。
Schonett研究表明，如果使用50MPa以上的压力作用于大批脆性物料颗粒，就能够通过“料层粉碎”形
式节约出可观的能量。
基于这两个认识形成的“层压破碎理论”与传统的挤压破碎理论不同，后者认为物料的破碎是基于单
颗粒，破碎发生在颗粒与衬板之间。
“层压破碎理论”认为物料颗粒的破碎不仅发生在颗粒与衬板之间，同时也大量发生在颗粒与颗粒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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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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