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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干热水解处理系统 设计及运行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厨垃圾干热水解处理系统(简称“处理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设计要求和

运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干热水解工艺对餐厨垃圾进行处理的系统，不适用于湿热水解工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7393 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CJ/T 106 生活垃圾生产量计算及预测方法 

CJ/T 478 餐厨废弃物油水自动分离设备 

DB33/T 1180—2019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餐厨垃圾  food waste 

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活动的单位在生产经营中和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饮食残余物以及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来源：DB33/T 1180—2019，2.0.1] 

 

干热水解  dry-thermal hydrolysis 

在封闭式装置中，蒸汽通过管道外壁对餐厨垃圾进行加热，使之水解的过程。 

 

餐厨垃圾干热水解处理系统  dry-thermal hydrolysis treatment system of food waste 

采用干热水解工艺对餐厨垃圾进行处置的一整套装置，包括进料、分选破碎、干热水解、三相分离、

废弃物处置、自动化控制以及管道等系统，见图1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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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处理系统示意图 

4 基本要求 

处理系统应遵循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的设计原则，同时还应考虑自动化的需求。 

处理系统应采用密闭设计，车间微负压运行，负压值（-10～-5）Pa 为宜，各部件的选择与设计应

满足： 

a) 选用自动化水平高且运行稳定的设备； 

b) 管路、线路走向设计合理、布置整齐，不与运动零件发生碰撞、干涉和摩擦； 

c) 与餐厨拉垃圾直接接触部位应至少采用 GB/T 3280 规定的牌号为 06Cr19Ni10（又称 304）的

不锈钢； 

d) 驱动部位及操作频繁区域应设置检修平台并配置适当的防护措施； 

e) 同型号或结构功能相似的设备零部件应具有互换性。 

初次进入处理系统的餐厨垃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生活垃圾比例≤15 %； 

b) 无大颗粒金属、布料、袋状等异物。 

应考虑设备失效模式对餐厨垃圾存储能力及处理效果的影响，易损耗设备应采取“一备一用”的设

计模式。 

餐厨垃圾的处理全过程应避免混入其他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不应产生二次污染。 

5 设计要求 

处理能力设计 

5.1.1 宜采用 CJ/T 106 给出的方法，计算区域内餐厨垃圾产生量并预测其变化，设计适宜的处理能力，

并预留未来可能的处理能力增加，确保餐厨垃圾可及时全部得到处理。 

5.1.2 表 1 给出了处理系统的主要装置设计处理能力与餐厨垃圾实际产生量的之间关系。 

 

 

分选破碎 三相分离 

废弃物处置 

进料 
干热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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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处理能力设计 

序号 
当地餐厨垃圾日

产生量，吨/天 

处理系统整体处理

能力设计，吨/天 
进料装置设计能力 干热水解设计能力 三相分离设计能力 

1） 30以下 50 25 m3×2组 10 m3×(4～6)组 10 m3/h×1组 

2） 30-80 100 50 m3×2组 10 m3×(8～10)组 10 m3/h×2组 

3） 80-120 150 50 m3×2组 15 m3×(8～10)组 10 m3/h×2组 

4） 120-170 200 75 m3×2组 15 m3×(10～12)组 20 m3/h×2组 

5） 220以上 300 75 m3×2组 20 m3×(10～12)组 20 m3/h×2组 

注：以上数量不包含备用设备。 

布局设计 

处理系统布局合理，应考虑关键瓶颈工序对处理能力的限制，空间布局时应留有余地。 

系统组成设计 

5.3.1 进料装置 

5.3.1.1 进料装置应至少设计 2 组，并具有超负荷 10 %的能力。 

5.3.1.2 每组应配备整体封闭罩壳、风幕机以及与臭气处理系统的接口。 

5.3.1.3 单组进料装置包括卸料斗、物料提升机和暂存池等部件。 

5.3.1.4 单个卸料斗的容量不应小于餐厨垃圾转运车的容量。 

5.3.1.5 物料提升机宜采用液压驱动，并设置单向限速阀。 

5.3.1.6 暂存池应具有初级固液分离功能，选用带孔斜板，孔径 5 mm±1 mm，斜板角度 30°～60°为宜，

并设有废水出水口，与废弃物处理系统相连。 

5.3.1.7 进料装置应带金属筛查功能。 

5.3.2 分选破碎装置 

5.3.2.1 分选破碎装置分为一级分选、粉碎制浆和二级分选。 

5.3.2.2 一级分选应具有破袋功能，破袋率不低于 80 %，并设有筛网，筛网孔径 75 mm～100 mm 为宜。 

5.3.2.3 粉碎制浆宜采用变频调速驱动，并具有超载 20％负荷起动的功能。 

5.3.2.4 二级分选筛网孔径不大于 6 mm～8 mm。 

5.3.2.5 分选破碎装置应设置检修和清理装置，便于更换和内部杂物清理和检修。 

5.3.3 干热水解装置 

5.3.3.1 干热水解装置由若干干热水解罐组成，每个干热水解罐应设有进料口、废气收集口、出料口、

视镜口、内外盘管道及搅拌等装置。 

5.3.3.2 单个干热水解罐的容量以 10 m³为宜，数量与处理能力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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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罐体表面应采用符合 GB/T 17393 且导热系数不大于 0.08 w/(m·K)的不燃类保温材料保温。 

5.3.3.4 进料方式宜采用不锈钢泵送方式，宜采用变频调速控制进出料速度。 

5.3.3.5 罐体宜设置防堵装置及沉沙装置。 

5.3.4 三相分离装置 

三相分离装置应符合 CJ/T 478 的规定，单体容量以 10 m³为宜，数量与处理能力相适应。 

5.3.5 三废处置装置 

5.3.5.1 应建立配套的臭气、废渣、废水的收集、暂存和处理设施。 

5.3.5.2 臭气收集率应不小于 98 %，表 2 给出了臭气收集装置的设置部位及收集方式。 

表2 臭气收集装置的设置 

序号 设置部位 收集方式 

1 暂存池 有组织 

2 分选破碎转置沉沙区 有组织 

3 干热水解罐体 有组织 

4 三相分离装置 有组织 

5 废水处理设施 有组织 

6 废渣暂存区域 无组织 

5.3.5.3 废水处理设施应至少包括废水除渣装置、隔油池、污水处理站等，单位质量餐厨垃圾废水产生

量不高于 0.8 t/t，废水经处理后达到 GB 8978 后排入管网。 

5.3.5.4 宜设置厌氧罐，产生的沼气可作为蒸汽供应或并网发电，沼气工程应符合 GB/T 51063 的要求。 

5.3.5.5 废渣进行脱水处理，处理后含水率≤75 %。 

自动化控制设计 

5.4.1 自动化控制系统包括硬件系统及控制软件。 

5.4.2 硬件系统包括视频监控器、各类传感器等，可感应并传输各装置的温度、速度、压力、液位等基

本信息，表 3 给出了部分自动化硬件及控制的要求。 

表3 自动化控制要求 

序号 装置名称 监控区域 监控方式 自动控制要求 

1 进料装置 

进料卸货区 视频监控 — 

自动提升机 视频监控 — 

暂存池 视频监控 — 

2 分选破碎装置 进料口 视频监控 远程控制液压门开合大小 

3 干热水解装置 干热水解罐 
温度传感器 远程控制蒸汽的关闭，具有自动提醒功能 

液位控制器 实时显示液位，自动控制离心泵开闭 

4 三相分离装置 三相分离机 液位控制器 监控油的上下液位，启动/关闭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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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控制软件可通过开启/闭合阀门、变频等手段，实现对参数的远程控制。 

6 运行要求 

工艺运行 

6.1.1 应制定相餐厨垃圾处理工艺规范，并工艺要求进行处理，不得随意变更或简化工艺。 

6.1.2 表 4 给出了餐厨垃圾干热水解系统各装置的主要运行参数。 

表4 系统各装置的主要运行参数 

序号 名称 指标名称 控制要求 

1） 进料 
卸料斗绞龙转速 

（30～35）rpm/min 
暂存池绞龙转速 

2） 分选破碎 

一级筛选转速 （60～65） rpm/min 

制浆机转速 （1450～1500） rpm/min 

二级筛选转速 （1450～1500） rpm/min 

3） 干热水解 

搅拌 （25±5） rpm/min 

温度 （80～100） ℃ 

时间 （1～2）h 

4） 三相分离 
主电机转速 （1750±100） rpm/min 

副电机转速 （875±50） rpm/min 

数据报表 

6.2.1 应以天为单位，建立餐厨垃圾处理台账，内容至少包括：进料量、处理量、油脂数量、有机质数

量、生活垃圾量、残渣量以及废水量等。 

6.2.2 油脂、有机质的外售，生活垃圾、残渣的外运以及废水的处置应有记录。 

6.2.3 应定期分析餐厨垃圾进料量、处理量、生成物重量、废弃物重量四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安全环保 

6.3.1 应设立专职安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建立并运行安全、环保管理规章制度。 

6.3.2 宜根据 GB/T 36000 的要求建立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应定期对运行过程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

排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机械设备转动部位应设置防护罩； 

b) 照明灯应采用安全电压防爆型灯具； 

c) 应对蒸汽管道、高温罐体采取保温措施，管（罐）体外表不高于 50 ℃。 

6.3.3 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每年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保留实施记录。 

6.3.4 宜根据 GB/T 24001 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三废处理设施应与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同时运行，

并保留有效的运行记录。 

劳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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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应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培训后上岗。 

6.4.2 应定期清洗，保持工作场所卫生清洁。 

6.4.3 配置适宜的消杀药水，定期开展灭蝇、灭鼠等措施。 

6.4.4 宜采用自动化、远程监控等手段改善员工工作环境，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维护与保养 

6.5.1 应制定各类设备装置的维护保养计划，并由专业人员实施维护与保养。 

6.5.2 设备实施“一备一用”机制，故障时可随时切换。 

6.5.3 计量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