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压缩站建设白皮书——推动绿色城市建设的核心设施

前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攀升，传统垃圾收集与转运模式已难

以满足高效、环保、低碳的需求。垃圾压缩站作为现代垃圾处理体系的重要节点，

可有效减少垃圾体积、降低运输成本、缓解二次污染，是城市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升级的关键环节。本白皮书旨在系统阐述垃圾压缩站建设的必要性、技术方案、

运营模式及可持续发展路径，为政府、企业及公众提供参考。

一、建设垃圾压缩站的必要性

1. 城市发展的迫切需求

1. 垃圾产量激增：城市人口密集，日均垃圾量远超传统收集站处理能力。

2. 土地资源紧张：压缩技术可减少垃圾体积 60%-70%，节约转运频次和填埋场

空间。

2. 环境保护的核心要求

1. 减少污染：压缩密封处理可有效控制异味扩散、污水渗漏和蚊蝇滋生。

2. 低碳减排：降低运输能耗，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3. 政策法规的明确导向

1. 国家《“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强调需完善垃圾收

转运体系。

2. 地方环保标准趋严，推动传统露天垃圾站向封闭式压缩站转型。

二、垃圾压缩站建设的技术方案

1. 选址规划原则

1. 科学布局：服务半径覆盖 3-5 公里，避开居民密集区、水源保护地。

2. 交通便利：靠近城市主干道，便于垃圾运输车进出。

3. 环境影响最小化：设置绿化隔离带，配备降噪、除臭设施。

2. 核心设备与技术

1. 压缩设备：水平式/垂直式压缩机，适配不同垃圾类型（生活垃圾、大件垃

圾等）。

2. 环保系统：



1. 喷淋除臭装置（生物酶或化学中和）。

2. 污水收集与预处理系统（接入市政管网或独立处理）。

3. 负压通风系统。

3. 智能化管理：

1. 物联网监控（垃圾量实时监测、设备故障预警）。

2. 自动消杀、称重及数据上传平台。

3. 建设标准与规范

1. 符合《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2016）。

2. 建筑结构防渗、防腐、防火设计。

3. 预留未来扩容或功能升级空间。

三、运营管理与可持续模式

1. 日常运营机制

1. 分时段作业：避开居民活动高峰，减少扰民。

2. 人员培训：操作规范、安全防护及应急处理培训。

3. 维护计划：定期检修设备，更换滤网、密封件等耗材。

2. 经济性分析

1. 建设成本：中小型压缩站投资约 200-500 万元（含设备、土建、环保设施）。

2. 运营成本：电耗、人工、维护费用占比约 70%。
3. 收益模式：政府购买服务、垃圾处理费补贴、资源化产品（如压缩后废塑料

回收）。

3. 公众参与与社区共治

1. 建设前开展民意调查，公示环评报告。

2. 设置透明化监测数据屏，接受公众监督。

3. 联合社区开展环保宣教活动，提升居民配合度。

四、典型案例与经验借鉴

1. 国内案例

1. 上海某区智能压缩站：采用光伏发电+污水循环系统，实现“近零碳排放”。
2. 深圳“花园式”压缩站：屋顶绿化与景观融合，消除邻避效应。

2. 国际经验



1. 新加坡地下压缩站：利用地下空间，最大化节约土地资源。

2. 日本社区微型压缩站：分布式布局，结合垃圾分类提升效率。

五、挑战与未来展望

1. 当前挑战

1. 邻避效应导致的选址困难。

2. 部分地区财政投入不足，技术升级滞后。

2. 未来趋势

1. 智慧化升级：AI 视觉识别垃圾类型，自动化分拣+压缩一体化。

2. 低碳技术：氢能驱动压缩机、生物降解膜覆盖垃圾等。

3. 零废弃理念：压缩站与再生资源中心协同，推动垃圾“源头减量”。

六、政策建议

1. 强化顶层设计：将压缩站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保障土地指标。

2. 加大资金支持：通过 PPP 模式、绿色债券等吸引社会资本。

3. 推动技术创新：设立环保技术研发专项基金，鼓励企业攻关关键设备。

4. 完善法规标准：明确压缩站环保排放限值，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附录

1. 垃圾压缩站建设流程图

2. 相关技术参数与设备选型表

3. 国内外政策法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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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由【泸州谱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旨在为垃圾压缩站建设提供系

统性解决方案，助力构建绿色、智慧、可持续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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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数据与案例需根据实际调研更新，建议联合政府部门、环保企业及科研

机构共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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