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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场污染物

溶 出负荷 的估算及实例分析

沈耀 良 杨栓大 王 宝 贞 王 学华 张建平

摘 要 建立 厂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溶出的理论和经验模式
,

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垃圾填埋场的污染

物溶出的估算
,

对不同模式估算结果的差异进行
’

比较分析
,

提 出 不 同模式的应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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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对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 视川
。

渗滤液水质及其变化规律的研

究是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控制的重要 内容
,

更是渗滤液处理方案和工 艺选择的先决条件 垃

圾填埋场污染物溶出负荷指垃圾填理后 单位时间内从垃圾 中溶 出的污染物的数量
。

垃圾 中

污染物的溶出受诸多因索的影响
。

主要 有垃圾特证
、

微生物生长特性
、

大气降雨等
,

间接影响

因素有垃圾场温度
、

垃圾填埋深度
、

垃圾 初期含水等
。

对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中有机污染 的溶

出规律的研究预测渗滤液污染物的浓度及其变化规律
,

为合理地确定渗滤液的处理方案及

工艺方法提供有益 的参考依据
。

污染物溶出负荷估算模式

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溶出负荷 可根据已 有填埋场的运行监测数据建立经验模式或在实验

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理 沦公式的推 异 垃圾填理场 常使用前
,

一般采用后一种方法
。

垃圾填理场的使川年限 一 般在 一 年
。

在此其问会不断地 向填埋场填人新的垃圾
,

由

于污染物溶出量的重叠累加使得渗滤液 , “
污染物负荷 不断增加

,

同时
一

随着填埋时间的推移
,

先前埋人的垃圾稳定化程度提高
,

加之微生物的分解转化作用
,

致使其溶出负荷 日渐趋于稳

定
,

直 至到达污染物溶 出的增加速率等
几

减少的速率
,

而达到一种动态 平衡状 态
,

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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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一

改延续 至员 后封场 封场后
,

山 没 丫
一

新垃圾的填 人
,

其了弃出负菏逐渐 卜降

理论模式

理 沦洛出模式 的建 众是 以 卜列合理的似定 为从本前提的

污染物溶出规律符合一级衰减模式

每次或每批填埋的垃圾数量和性质均相同

每次或协批垃圾 的时 司间 箱 △ 相等
。

则有

、

场 门 。 汕
一

酗

⋯
一 一

险

式 中
,

—梅批垃圾 的初始溶 出负荷
,

几
,

溶出负荷 么‘

—每次 批 填理的 寸乍口下 陌

若填埋时间间隔为 天
,

口口么
,

少州导到

一

二
,

东 —填埋至第
,

人

—溶出系数
。

和最大济出负荷 蛛

批垃圾 的总

二。

台
一

气
巴‘一

音
、

以 上所得到 的最大溶 出负荷将一直延续 至封场
。

为确定垃圾填埋后某一时刻 天 的污

染物溶 出负荷
,

须首先确定每次或每批垃圾的污染物初始溶 出负荷 。及溶 出系数 值
。

和 的确定多采用室 内模拟研究或参照 同类型填埋场的数据确定
。

可根据单位干重量垃

圾最大溶出量及每批填埋 的垃圾量 来确定
,

即

门 一 。 一 入 ·

评

实际 作 中
,

一般认 为
,

当
,

蛛
。、

时
,

即已 达到最大溶 出负荷
。

故有
‘

。 、 二 凡
一 ’

利用上述模式 即可根据协天 的垃圾填理量 及 日渗滤液的产生 量估算渗滤液的污染物浓

度 并以 苏州 七 二 山垃圾填理场 为例进行柑算分析 其中 人 值参 考同地 区
、

同类型填埋场的

有
一

关研究数据 川

苏州 七子山垃圾填理场设 计有效库容量 为 万吨
,

设计使用年限 为 巧年 垃圾产量 的

年增长率为 一 。

目前
,

该填埋场 已作 为苏州 市城 市垃圾 的处 理场每天接纳

吨城市垃圾
,

日产渗滤液 田
根据 以 上理论模式对其污染负荷 司时考虑垃圾 的增长率 进行 估算

。

估算参数及结

果分别见表 】和图
、 。

表 苏州 七 子山垃圾填理场污 染物济 出负荷估幼
‘ 一

”

参 数 取 值

〔

一

一

户卜八

︸丫几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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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 年 时间
,

以封场时为 计

图 理论模式的估算结果 图 封场后污 染物溶 出负荷变化的理论估算

经验模式

除上述污染物溶 出负荷估算的理论模式外
,

在已有垃圾填埋场实际运行 检测和分析数

据的条件下
,

也可通过建立经验模式加 以估算
,

其表达式如下

砂

式 中
,

一污染 物负荷 月 一填埋场运行时 间 月

一渗滤液产生 量 耐 月
, ,

。
一常数 与垃圾成份

、

环境因素及微生物特性等有关
,

通过实际运行数据确定
。

根据对苏州七子山垃圾填埋场运行初期 年多的实测 资料
,

采用假设检验和 回归分析
,

得到如下模式
二 一 , , , , , ,

利用经验模式对苏州七子山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溶出负荷 的估算结果示 于图
。

对估算结果 的分析

︵一的︶侧长口

一日啤

剑厂
卜︶稼昌妥︶公

图 所示 为根 据理论模 式估算 的

苏州七子 山垃圾填埋场污染物负荷 自

启用至最终封场 巧年 的溶 出量变

化规律
。

图中同时考虑 了两种情形
。

一

是假定 日垃圾填埋量恒 定 的情况 在

此情形 下
,

当污染 物溶 出负荷
、

达 到最大值
、 。 后 直至 封场

,

其溶 出负荷亦保持恒定 和

分别为 和
。

二是结合苏

州市城市垃圾的年增长率考虑 填埋

填埋时间

图 经验模式的估算结果

量 年增长率
。

毫无疑问
。

随填埋垃圾量的增加
,

溶出负荷亦将增加
,

直至最后封场
。

经 巧年

的运行封场后
,

由于无新垃圾的填人
,

污染物溶 出负荷急剧下降 图
。

图 为根据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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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 的污 染物洛 出负荷 考虑 的垃圾年增 长率
,

其估算结果要明显低 于理 沦模式估算

的结果
。

实际 上它 们的结果之差 别
,

除
’

卜而提到 的原因 外
,

也反 映 了微生物对溶 出污染物

的降解作用‘“ ’ 苏州 七 子山垃圾填埋场从 启用至 今已 跨 个年头
,

正处 于 由年轻阶段 向中年

阶段 过 渡 的 时 期
。

其 目前 的 和 飞的 浓 度 分 别 为 一 八 和

表
,

与经验模式的估算结 果接近
,

说明采用经验模式对渗滤液 的水质进行估算

是 比较符合实际情 况的

表 苏州 七子山垃圾填理 场渗 忿液 主要 水质指标 的监测数据

俞俞跳
、、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口口 一 一 一 一 一

日日 一 一 弓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玉 一 】 一 一 《 一 魂 一

、、 月 一 亏 一 卜 亏亏 东飞 一 一

、

〕〕 一 污 一 】】 卜 一 了了

碱碱度
一 一

‘ 一

, 〔 一

以
,

计
。

理 沦模式 和经验模式两者估算的纤、果差 异较大
,

其 原 因是理论模式 中的有关参数是建

立在与填埋场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差 异实验室研究基础之上 的
,

且未考虑垃圾 中微生物对

溶出污染物的降解作用
,

它实际上反映 垃圾 中污染物的总溶 出量 经验模式是建立在在对

实际运行 中填埋场的实测数据的统
一

卜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的
,

其 中包含 微生物 的作用
,

因而

反映 渗滤液 中污染物的实际负荷
。

因而在考虑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及其环境污染控制的过

程中
,

理 沦模式对研究垃圾的稳定化进程的 了解有 良好的指导意义 而在研究渗滤液的水质

及其变化规律时
,

若有 已运行的同类型
、

同地区
、

同垃圾性质的填埋场
,

则采用经验模式进行

估算更好
。

结 语

渗滤液是
一

种高浓度的复杂有机废水
,

其处理 艺的选择不仅 与其水质水量有关
,

而且

处理工 艺的稳定运行亦有赖于对解渗滤液水质随垃圾填埋场
“

年龄
”

的变化的 了解
,

以及时

调整工 艺运行控制参数
。

对垃圾 中污染物溶 出负荷的研究则十分有助于对渗滤液水质及其

变化规律的 了解
。

根据本文建立 的理论和经验模式分别对苏州七子 山垃圾填埋场 自启用至

封场的 巧年 内污染物溶出负荷的估算结果表明
,

理论模式所得估算结果远高于实际水质
,

而

经验模式则能较好地与实测结果相符
。

造成两种模式估算结果 的差异的主要原 因是在理论

模式 中缺乏对污染物溶出后微生物作用 的考虑
。

因而我们认为
,

理论模式对研究垃圾的稳定

化进程的 了解有 良好的指导意义 而在研究渗滤液的水质及其变化规律时
,

宜采用经验模式

进行估算
。

此外
,

有必要进行在理论模式纳人微生物作用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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