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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per disposal and methods of kitchen waste caus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health 
hazard, so it is very urgent to have kitchen waste under safe control.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az-
ard of kitchen waste are analyzed.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echnology trait of kitchen 
waste utilization, the goal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innoxious treatment is proposed, and the countermea-
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ly. 

Keywords: kitchen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noxious treatment; drainage oil; countermeasure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对策探讨 
 

陈英明 1，江  勇 2, 彭其安 1, 宋宏娇 1 
1
武汉纺织大学环境与城建学院，武汉，中国，430073 

2
武汉钢铁公司建工集团，武汉，中国，430081 

Email:chen_yingming@126.com 

 

摘  要: 针对餐厨废弃物不合理利用和处理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问题，本文分析了餐厨废弃物

的特点和所带来的危害性，在基于总结国内外餐厨废弃物的利用现状和技术特点基础上，制定出了餐

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目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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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餐厨废弃物是指饭店、食堂加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及

剩菜饭，传统亦称泔水。包括餐饮单位、集体食堂、居

民家庭等产生的厨余、废弃或过期的食物及食用油脂

等。我国餐厨废弃物产生量大、油份和水份多、含盐量

高、成份复杂，具有明显的资源特性和污染物特性。处

理不好会引发“地沟油”、“垃圾猪”等食品安全问题，造

成资源浪费，影响生态环境[1-3]。处理利用好了则可以变

废为宝、化害为利，从源头上解决用“地沟油”加工食用

油的非法行为，避免将餐厨废弃物直接作为饲料进入食

物链，有效解决餐厨废弃物作为生活垃圾填埋或焚烧造

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推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不仅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

餐厨废弃物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性措施[4,5]。 

2 餐厨废弃物的特点和危害 

餐厨废弃物主要由剩饭、剩菜、蔬菜的根叶、瓜果

的皮核、废弃的动物组织和废油脂组成，其成分主要是

水、糖类、蛋白质、脂肪、食盐等。餐厨废弃物的组成

因地域、生活水平、饮食习惯、产出地点、季节等的不

同而差别较大，其特性也有较大差异。其主要特点表现

为：来源广泛；高含水率，成分复杂且不稳定，容易腐

败；含有大量又害微生物，不同来源样本所含成分含量

不同。有研究分析了餐厨废弃物中废油脂的成分，多达

70 多种以上，其中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核等有害病

菌[6-8]。 

餐厨废弃物营养丰富，极易腐败、变臭污染城市路

面、空气、及周边水系，导致虫、鼠害的孳生。餐厨废

弃物的产量大（占城市生活垃圾的 30％-50％）、分散、

含水高，难以收集、储运、填埋和焚烧一直是令城市环

卫部门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餐厨废弃物的三种去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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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诸多的社会与环保问题：一是不加处理作为原料生产

“泔水猪”，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于无形之中；二是采

用“土法”炼油产生“泔水油”，二次污染严重伤害消

费者健康；三是作为垃圾直接排放，对环境卫生造成极

大压力。 

3 餐厨废弃物利用现状和进展 

3.1 餐厨废弃物处理现状 

餐厨废弃物作为人类生活代谢物，既是一种生活垃

圾，也是一种资源，具有双重性质。目前国内餐厨废弃

物大规模集中处理的城市不多，整体处理现状表现为：

（1）收集无序，处置不规范。在餐饮行业，80%以上

的餐厨废弃物被直接用来喂猪等牲畜，二次处理的不超

15%；餐饮业主自行交由外来人员拉运处理的占 88%，

其中用人力三轮车方式收运的占 54.6%。80%以上的餐

饮业主对上门收集者不支付任何费用，也不过问其用

处；极少数的餐饮业主向上门收集者支付了一定的处置

费用；有 28％餐饮业主还向上门收集者收取费用。[4-7]

由于餐厨废弃物是含水、油成分高的易腐易臭垃圾，挥

发性大，分散收集严重影响市容。（2）法规滞后，执

法困难。餐厨废弃物点多、面广、数量庞大。对于餐厨

废弃物，虽有相关部门管理，但效果不明显。虽然北京

和上海等地颁布了餐厨垃圾的管理方法，但是没有形成

一套完整的关于餐厨废弃物的法规，许多条条框框，政

出多门，导致执法困难。 

3.2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废弃物的产生

量越来越多，餐厨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

们的重视。如赵吉等人[9]和何晟等人[10]分别分析了呼和

浩特城市和苏州市生活垃圾的特性。Banar M 等人[11]研

究了土耳其 Eskisehir 市的城市生活垃圾的组成和特性；

Nas S.S 等人[12]研究了土耳其 Gümüshane 市城市垃圾的

特性并提出了处理方法，等等。在关于餐厨废弃物的特

性方面，刘会友等人[13]公布了上海市餐厨废弃物的组分

分析、理化指标、以及杂质和可腐物分析结果的同时，

对餐厨废弃物厌氧消化工艺进行了研究。袁玉玉等人[14]

介绍了餐厨废弃物的特性，并对餐厨废弃物处理技术进

行了综述。另外美国、韩国的研究人员也公布了若干餐

厨废弃物特性数据[15,16]。 

城市垃圾的处置方法通常有焚烧和填埋，如果将城

市生活垃圾进行焚烧，由于餐厨废弃物的水分含量常常

高达 90%左右，热值为 2100kJ/kg-3000kJ/kg 左右，和其

它垃圾一起进行焚烧，不但不能满足垃圾焚烧发电的发

热量要求(5000kJ/kg 左右)，反而会致使焚烧炉燃烧不充

分而产生二恶英等物质；如果将生活垃圾进行填埋，同

样会因为混入的餐厨废弃物水分含量高而不宜处理。而

且焚烧、填埋都会导致大量有机物的浪费.因此餐厨废弃

物有必要进行个别处理。随着人们对餐厨废弃物认识的

不断加深，国内一些地区和城市，对餐厨废弃物的集中

处理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餐厨废弃物与食品加工以及食品批发零售产生的

食物垃圾相比，不但含水量、有机物含量高，而且油脂

含量及盐分远高于其它垃圾。但餐厨废弃物也有较高的

回收利用价值，它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类、食物纤维类、

动物脂肪类等，富含 C、N 元素和蛋白质，是制作动物

饲料和有机物的丰富资源。主要处理技术有：厌氧消化

处理工艺、微生物资源循环处理技术、饲料化处理技术

和物理生物处理技术等[17-20]。 

为使餐厨废弃物中的营养物质得到资源化利用，国

内外曾采用饲料化技术，餐厨废弃物经分选、脱水、脱

脂、烘干、破碎，可制成高营养的动物饲料，包括直接

饲喂法、加热烘干法、真空油炸法等。目前采用较多的

肥料化处理技术，通过好氧或厌氧发酵法将餐厨垃制成

有机肥料。餐厨废弃物经分选、脱水、发酵、烘干、破

碎、混合化肥、造粒后可制成有机复合肥。 

4 餐厨废弃物管理和利用目标 

建立餐厨废弃物产生登记、定点回收、集中处理、

资源化产品评估以及监督管理体系，出台餐厨废弃物管

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形成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方面的相关政策机制；建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示范项目，不断优化技术路线，提高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建立促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激励机制，建立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协作配合的工

作机制，在餐厨废弃物收运、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

等方面监督管理；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减少产生量；

开展餐饮业分类存放、清洁生产、资源化利用、无害化

处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促进源头减量化。 

餐厨废弃物问题处理利用好了则可以变废为宝、化

害为利，从源头上解决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的非法行

为，避免将餐厨废弃物直接作为饲料进入食物链，有效

解决餐厨废弃物作为生活垃圾填埋或焚烧造成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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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统一。 

5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对策 

国外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成功经验包括产生源头减

量化、处理处置法制化、回收处置有偿化和回收体系正

规化四点。针对中国国情，为实现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特提出以下对策： 

5.1 出台相关管理政策法规  

政府应该制定诸如“餐饮废弃物处理管理方法”和

“餐厨废弃物中废弃油脂再利用标准”等相关政策指

标，规范餐厨废弃物的科学利用。 

餐厨废弃物处理厂运行效果的好坏，处理的难易程

度，很大程度取决于餐厨废弃物收集是否有保证，与收

运的及时性以及餐厨废弃物质量也密切相关。政策法规

的制定和政府的支持是餐厨废弃物收运系统建立的关

键，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文持及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的

鼎力协助，确保餐厨废弃物能够及时、保质、保量的收

运。餐厨废弃物处理要做到有法可依，明确“谁生产、

谁负责”的处置原则，制定合理的餐厨废弃物收费标准

和保障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鼓励企业参与收集、

运输、处置和资源利用，坚持循环经济的原则，实现餐

厨废弃物处理的可持续发展。 

5.2 完善地沟油检测手段和方法 

政府组织大专院所等科研机构，针对地沟油的特

性，开展地沟油检测鉴定的有效手段和方法研究，鼓励

企业研制高效、快速的检测仪器和检测试纸及试剂盒，

并通过鉴定后广泛推广。 

5.3 监督管理收集、运送和利用流程渠道 

组织研制餐饮垃圾高效快速处理仪器，放置在大中

型餐饮企业厨房，将餐饮垃圾中的有机物、废油脂和废

水有效地分离开来，避免餐饮垃圾运送和处理过程中带

来的环境污染。同时政府通过招标形式，确定每个区域

的餐厨废弃物回收和运送机构和单位，给予政府政策和

和财力的支持，并监督特批单位的回收和运输过程。在

市里集中建立几个餐厨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中心，统一

管理和处理。地沟油的销售应该纳入政府的监管下，对

于地沟油的库存、销售、流向要做跟踪记录，不定期检

查和监督，确保地沟油销往正规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为化工产品，不能让一滴油进入不法小摊贩手中，不让

一滴油经转化后进入人民的餐桌上。 

5.4 制定产品质量等级标准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可以得到饲料和地沟油等

产品。餐厨废弃物来源的多源性决定了它的产品成分的

复杂性，杂质的种类和含量、脂肪酸甘油酯的含量、游

离酸的含量、水含量、酸值、皂化值和过氧化值等理化

指标差异很大，现今没有统一的地沟油等级质量标准和

饲料安全标准，这对相关产品的交易和利用带来不便。

因此制定相关等级分类的试行标准尤为迫切。为保障工

程的顺利实施及项目建成后餐厨废弃物处理厂的正常

营运，应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里监督体系以确保产品质，

建立专门的环境卫生监测机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5.5 规范化处置技术标准，优化利用方式 

餐厨废弃物合转化的产品多样化，要对餐厨废弃物

的转化利用方式进行统计和分析，尽量让餐厨废弃物转

化成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产品，同时要保证生产过

程污染最小化。 

6 结论 

餐厨废弃物处理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将

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减轻城市由餐厨废弃物带

来的环境污染。有效解决了传统技术对餐厨废弃物处理

的瓶颈，大大减轻了由于餐厨废弃物处理而带来的大

气、土城、地下水等方面的环境污染，提高城市的环境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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