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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团餐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

快速膨胀，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益突出;而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

位供餐等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渣和废弃油脂等厨余垃圾，其科学化处理

方法愈显重要。

近几年来，深圳市各级公共机构转变观念，积极探索，大胆实践，

逐步推广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建设，力争树立节能新标杆，引

领绿色新风尚。

我国推行专业化的厨余垃圾处理已经数年，从2011年到现在，我国

的厨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已经达100多个，但由

于以下原因在厨余垃圾回收与处理方面，却一直没有获得多大进步。

目前厨余垃圾处理中面临的痛点及问题如下：

1、回收难，回收成本高；

2、处理中心建设成本高，难于普及；

3、资源化程度低，效益不到位，生产无优势。

而厨余垃圾就地化处理没有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及标准制度，同样

也面临着问题：

1、管理模式和现行政策不完善；

2、缺乏用于清洁和处理的辅助设备；

3、对食品卫生和安全的严重危害；

4、生态环境污染。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反食品浪费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条文第二十四条规定，产生

厨余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厨余垃圾源头减量义务。

反对食品浪费，源头减量是重要一环，末端处理也不可忽略。相关

数据显示，我国厨余垃圾占城市生活垃圾比重4-6成，2020年全国厨余

垃圾产生量近1.3亿吨，增幅仍超过了5%。从源头减量方面来看，养成

简约适度的餐饮消费习惯是根本解决方案；从末端处理来看，大力推进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势在必行，同时也要加快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技

术创新和落地应用。目前，我国厨余垃圾处理能力远低于产生量，且资

源化利用仍处于初期阶段。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从试点到全面推广，

厨余垃圾分出量大幅增长，后端产能配置成为刚需。对厨余垃圾末端处

理能力提升的需求将更迫切，凸显了推进公共机构厨余垃圾就地化处理

的紧迫性，具体如下：

1、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迫切需要。

2、资源回收循环利用的有效需求。

3、公共机构示范引领的责任担当。

据了解，目前我国厨余垃圾处理技术主要有填埋法、焚烧法、粉碎

直排法、厌氧发酵法和好氧堆肥法等,但是每种方法都有有利的一面和

存在一定的问题。

而我国厨余垃圾种类繁杂，除了食物之外，还经常混杂玻璃杯、筷

子、塑料袋、易拉罐等各种杂质，整体呈现高有机物含量、高含水率、

高油、高盐分的特性，因此在上述处理技术中，厌氧发酵比较符合我国

厨余垃圾处理需求，是目前的主流处理方法，在试点城市的规划、在建

项目中占比达80%。

针对厨余垃圾前端回收运营成本高、回收困难，后端处理中心建设



费用巨大，站点少，距离远，现有的生物处理机器价格昂贵，酒店、饭

店、食堂没有资金购买等等这些问题，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经过走访

相关会员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制定了《城市厨余垃圾就地资

源化处理技术规程》标准的厨余垃圾“前端预处理减重减量+微生物无

害化就地化”处理方案。目的在于：

1、厨余垃圾通过分拣平台分拣出不可处理的金属、玻璃、塑料等；

2、直接倒入厨余垃圾预处理一体机，经过粉碎、干湿分离；

3、分离后的液体进入油水分离器进一步分离出残油和水，残油可

以回收利用制造生物柴油，水可以直接排入下水道；

4、分离后的固态糊状垃圾残渣直接投入厨余垃圾生物处理一体机，

经过降解能力较强的复合微生物菌群对厨余垃圾进行分解，其中95％以

上的有机质可以在4-6小时内转化为液体及无害气体如二氧化碳等，从

而达到就地化处理和源头减量的目的。

《城市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技术规程》标准制定的厨余垃圾

“前端预处理减重减量+微生物无害化就地化”处理方案可有效填补区

域空白，指导和约束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中的各个环节及具体操作，

对城市厨余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实现厨余垃圾处理的就地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2、就地对厨余垃圾进行消化，避免了厨余垃圾清运时可能产生的

二次污染问题；

3、使厨余垃圾在源头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2、标准编制过程

为适应市场需求，满足企业的实际经营需要，进一步保证服务的质



量与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标准

化工作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特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

组，工作组首先收集、整理了相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 为本文件的

编制提供参考，并通过企业调研，了解到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经工作组成

分的分析、研讨、论证后编写完成了《城市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技

术规程》草案，随后，经研究讨论， 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

规则编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协调性: 保证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 规范性：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保证标准的编

写质量。

(3) 适用性：结合企业管理实践和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服

务质量要求和经营规范。

2、主要内容及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技术规程的术语和

定义、基本要求、前端预处理要求、微生物无害化就地化要求、资

源化利用处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的操作规程，为从

事该工作的相关人员及作业组织提供处理技术操作依据。



本文件参考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T 25180～2010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技术要求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CJJ 52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

CJJ 86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184～2012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DB62/T 4116～2020 餐厨垃圾厌氧消化处理技术规程

DB11/ T 1119—2020 餐厨垃圾生化处理能源消耗限额

《广东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6年12月

《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试行）》2019年12月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建设部 2012年12月

《餐厨废油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标准》 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

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3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党中央、

国务院 2020年5月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2020年7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年1月等文件制定。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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