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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危废处置方法及技术,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述危废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危废常用的处置方法,并提出先进危

废处置技术的具体应用。分析结果表明,危废对环境及人身健康兼有严重影响,科学合理危废处置方法和技术,可将有有效处理危废,降低其造成

的危害及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关键词] 危废；化学处理；生物处理；焚烧 

 

1 危废的定义和分类 

1.1危废的定义 

国家法律规定凡是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称之为危废,危废普遍具有急性毒害性、浸出毒性、易燃性、易爆性、腐

蚀性、反应性和传染性。 

1.2危废分类 

易燃性：液态闪点<60℃；固态为自燃物或者氧化剂；气态在20℃,101.3kpa,

和空气混合百分比在12%或者13%。 

腐蚀性：pH值≤2或者≥12.5,55℃钢材腐蚀速率≥6.25mm/a。 

反应性：具有爆炸性质,和水或者酸接触后容易形成易燃气体或者易

燃液体；废弃的氧化剂或者有机过氧化物都属于反应性危废。 

浸出毒性；液固比为10：1,浸取剂初始酸度的pH值在3.2左右。 

急性毒性：半致死量(LD50),吸入浓度LC50小于规定值。 

2 危废处置方法 

目前焚烧法和土壤填埋法是很多国家处置危废的主要方法,也是危废

终处置的常用并且有效的方法。其中填埋法在成本、处置量、能耗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当建设要求比较严格,减量化和资源化方面效果欠佳,占地

面积比较大。焚烧法减量效果比较好,但投资成本比较高,容易形成飞灰和

炉渣,二次污染比较严重。 

我国处置危废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资源化,另一种是无害化。其

中资源化指的是通过对危废的提炼,获取创造性价值。无害化包括：物化、

焚烧、填埋三种方法。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危废处置方法相对比

较之后,危废处置设施运行不够稳定,处理能力不够理想,甚至在处理中还

存在比较严重的二次污染。近年来,我国危废处理技术飞速发展,危废处置

技术和方法不断更新,逐步向着综合利用和无害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

常用的危废处置方法有以下几种： 

化学处置方法：通过改变危废物的化学性质,实现无害化,或者通过一

系列化学反应,将危废转变为一种可以进一步处置的形态。此种危废处置

方法的优点是具有良好无害化,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可用化处置的危废种

类比较少,并使用范围有限,无法实现大量处理。 

生物处置：通过微生物分解危废物中降解的有机物,从而达到无害化

和综合化利用的目的。同样具有无害化处理效果好的优势,但只能针对特

定的危废物进行处理,可选择生物处置危废物种类比较少。 

固化及稳定化处置：通过固化基材料危废物固定或者包覆,来降低危

废物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实现安全处置。此种危废物处置方

法的优点处置操作比较简单,经过固化及稳定处置之后,危废物具有较高

的强度,避免进一步危害环境和周围居民。缺点是渗出率比较高,任何一个

环节出了不当,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二次污染。 

安全填埋法：为降低或者消除危废物造成的危害,经过一系列处理之

后,采取的处置方法。优点是经济适用,处置量比较大,不会受到危废物种

类的影响和限制。缺点处理工艺比较粗糙,容易形成危险气体。 

焚烧法：将具有可燃性的危废物放入高温炉中,促使可燃成分充分氧

化分解,是目前处置危废物中 快捷、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方法。优点

是危废物减容效果明显,处置效率比较高,去除毒性效果好。缺点是对焚烧

技术要求比较高,操作难度比较大,极易形成二次污染废气。 

3 危废处置技术 

3.1无害化预处理技术 

在危废物处置之前,需要进行多种处理技术进行预处理,从而改变危

废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减少容积,提升稳定性,降低毒害性。无害预

处理技术主要涉及到两种技术： 

第一种是物化处理,按照危废物理化性质的不同,进行分离和浓缩处

理,便于集中处置和综合利用,包括：酸碱中和、氧化还原、沉淀离析、破

碎压实、分选等技术。可用于物化处理的危废物包括：冷却油乳液、油废

水混合物、含油土壤、高COD水性液体废物等。 

第二种是稳定化固化处理,通过化学稳定剂将危废物转化为高度不溶

性稳定物,从而浸出固化危废物,实现稳定化、无害化、减量化的危废物处

置。主要应用于重金属废弃物处置中。 

3.2无害化终端处置技术 

无害化终端处置技术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专业焚烧危废物技术,另一

种是安全填埋。 

专业焚烧危废物技术发展水平比较成熟,是高温分解和深度氧化的过

程,主要应用在可燃性比较高或者毒性比较大的危废物处置中,比如：医药

废物、农药废物、废有机溶剂等。主要涉及到四个步骤： 

第一步,配伍。经过预处理后的危废物需要进行配伍,按照含水量、热

值、相容性等将不同规模的危废物配伍成比较均匀物料。 

第二步,一次焚烧。将果配伍之后的危废物,通过喷枪喷入回转窑中,

进行循环翻滚,干燥后着火处理。 

第三步,二次焚烧。将回转窑中没有充分燃烧的气体倒入二燃室中继

续燃烧,控制二燃室的温度大于1100℃。 

第四步,处理尾气和尾渣。出口烟气进入冷却塔中快速降温处理,降低

到250℃以下,避免形成有害气体。然后进入烟气净化系统,净化掉氮氧化

合物、硫氧化物等酸性气体,再进入布袋式除尘器中去除烟尘, 后进行活

性焦净化处理,经检测达到标准后排放。 

安全填埋也是危废物 终处置的一种方法,处理过程为：通过专业的运

输车辆,将危废物运输到指定场所。然后进行填埋处理,填埋时要注意不同

级配危废物的合理混合,通过机械摊铺碾压的分层方法,保证填埋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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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科学与生命科学是当下进行科学研究的两大方向,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环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研究内容规律等等具有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的联系。本文对于环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概念、意义及当下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并对于二者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 

进一步提出保护环境与探究生命的各项举措。 

[关键词] 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关系 

 

1 环境科学 

1.1概念 

环境科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知识与理论及其相关技术的学科(涵盖生

物,化学,物理,地球科学),在对于自然与社会环境问题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一方面判断引发问题的因素,给予恰当的解决方案,进而消除其对于环境

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保护与预防措施,减少人为干预与破坏对于环

境的恶劣甚至不可逆的影响。 

1.2原因 

出现环境问题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第一,在自然环境中由于人们大

量且集中的生产生活的废弃物不能得到合理处理与排放,并且自然降解缓

慢甚至无效,导致自然环境出现恶化,进而引发各种环境问题。这种由废弃

物不当处理引起的环境问题,比如水体塑料垃圾堆积,使人们面对自然环

境改善维护更加迫切。第二,在对于生存环境的直接破坏方面,由于城镇化

的粗放规划,使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使环境从局部出

现改变直至恶化,当自然净化的负担超出其功能所能承受的界限,就会

终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到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引发生态环境对

于社会的生产生活破坏性的负反馈。这种由资源规划统筹导致的环境问

题,训诫人们在进行环境改造的过程中,更需要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共处。 

1.3发展 

而伴随着各类环境问题的屡次发生,人为案例逐步增加,环境科学逐

渐走进公众视野,其研究成果和发展前景也备受关注。在自然环境对于人

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不可分割的前提下,人们希望通过科学的办法,对其进

行系统分析以及统筹规划,从而使环境能够在人为干涉被不断制约的情况

下,保障良好循环,从而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其核心方

法论主要由相关理论学科知识以及其相关工程学技术共同形成,各种基础

理论可以衍生出工程技术,因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应当得到充分重

视和发展。 

2 生命科学 

2.1概念 

生命科学是一门能够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对于所有涉及生命的问题

进行研究及解决的学科(涵盖动植物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工程

学),通过探究维持生命基本的运作方式和微观组织结构的功能原理,人们

能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意义,有助于培养正确科学的生

命观。 

2.2意义 

生命科学是主要通过对于研究生命的各项活动,对其生物的生理学特

征,生命周期(出生,成长,交配,死亡)以及其微观机理进行研究,从而进一

步发现各类生物的共性与个性。在研究意义上,有以下几点：第一,探讨生

命的意义,使人类能够更加直观深入的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第

二,通过分析生命的基本原理,为生命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譬如遗传病理

学。第三,生命科学研究中凸显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为生物分类制定了明确

的标准,使人们在针对于生物相关问题时,能够准确定位目标并细化进行

解决。 

每个填埋单元之间要合理设置分水当坎避免相互影响。在危废物填埋中为

避免基础发生不均匀沉降,要保证固化体能够均匀平整的摊铺在整个场底,

并用粘土做密实处理, 后设置高强度防渗结构,避免渗液流入地下水中。 

3.3等离子气化 

利用等离子火炬促使惰性气体发生电离,形成5000K等离子体,在高温

环境下将危废物快速分解,形成含有氢气、水、一氧化碳等的混合气体,

可应用在发电、生产乙醇、甲醇等物质中。熔渣则可以当做建筑材料,具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气体危废处置方法相比,等离子气化,具有温度高、

能量更加集中、无二次污染等技术优势。在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

国家都在大力推广和应用此项技术处置危废物,并且都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来研究和开发此项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离子气化

危废处置技术,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应用。应用此项危废处置技术,可以彻底

解决和根除传统处置方法二次污染问题,安全、洁净、节能,可实现危废物

处置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既能提升尾气排放标准,也可以满足国家

环保标标准和要求,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危废处置方法及技术,分析结果

表明,危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产物,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规避和解

决。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危废产量越来越多,对自然生态环境和

人们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何有效处置危废是很多正在努力探索话

题。不同危废有其独特的物化性质和危害性,在具体处置过程中,要结合危

废的特性,选择与之相适的危废处置方法及技术,才能降低影响,保证处置

效率,值得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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