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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低碳处理技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园林绿化废弃物好氧堆肥低碳处理技术的基本要求，场地设置、收集和运

输、预处理要求，堆肥过程的低碳处理技术和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园林绿化废弃物的低碳堆肥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项目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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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  载货汽车运行燃料消耗量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905-2017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T/LCAA 005-2021 气体中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浓度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  green waste composting  

在人工控制的温度、湿度、碳氮比和通风条件下，园林绿化废弃物经过预处理及好氧发

酵，将不稳定有机物降解、转化成稳定腐殖质的过程。 

3.2   

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低碳处理技术  low-carbon technology of green waste 

composting  

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目标，通过优化园林绿化废弃物堆

肥的环境条件，推进外源添加剂正确选择和合理使用等措施，从而减少堆肥过程碳排放的技

术。 

3.3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堆肥过程中，园林绿化废弃物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kgCO2e）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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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碳减排量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低碳堆肥技术的碳排放量与基准线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3.5   

限值  limit  

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过程中，碳排放量最大允许值。 

4  基本要求 

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实现功能互补，形成园林绿化废弃物低碳处理和应用的资源化利用体

系，使碳减排量达到 15%以上，实现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与绿色循环经济体系的结合。 

5  场地设置 

5.1  堆肥场地应以“合法生产”为总原则，进行合理规划。应以“低污染、低排放、低消

耗”为目标，降低场地设置中各个环节的能源消耗，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5.2  应选择排水性能良好，且交通便利、运输距离合理，能最大程度降低运输过程碳排放

的区域建立堆肥场地。 

5.3  堆肥场地规模应与辐射区域园林绿化废弃物产生量匹配，场地内布局应符合堆肥技术

流程，以减少堆肥材料以及产品在转移过程中能源消耗为目标。 

6  收集和运输 

6.1  收集 

    按照所在林地绿地内植物生长周期制定科学修剪计划，充分安排好收集人员和作业工具。

对需要集中处理的园林绿化废弃物进行分类装袋，条块状废弃物进行扎捆，碎屑状废弃物进

行装袋。感染病虫害的园林绿化废弃物应单独收集处理并堆肥。 

6.2  运输 

6.2.1  园林绿化废弃物转运范围不宜过远，单次转运运输距离不宜超过 15公里。 

6.2.2  运输车辆低碳能耗限额应符合 GB/T 4352载货汽车运行燃料消耗量的要求。 

7 预处理 

7.1  分拣 

应分拣去除园林绿化废弃物中的非植物材料，不应混入： 

a)  生活垃圾； 

b)  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的危险废物； 

c)  工业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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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筑垃圾。 

7.2  分类 

应将园林绿化废弃物按纤维素类（如落叶、草屑类）和木质素类（包括枯枝、树干及灌

木剪枝等）进行分类。用于堆肥的木质素类园林绿化废弃物的直径宜小于 5cm。 

7.3  材料粉碎及粒径 

园林绿化废弃物应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后粒径宜小于 2cm，若满足快速堆肥要求，材料

直径宜小于 1cm。 

7.4  其他要求 

园林绿化废弃物预处理场地应做好降噪措施，主要指标应符合 GB 12348的要求。 

8  堆肥过程 

8.1  堆肥条件控制 

8.1.1  含水率（湿基）控制 

含水率宜控制在 50%～65%之间。根据底物干湿情况，可通过添加干、湿物料或均匀喷

水控制含水率。 

8.1.2  初始 C/N比 

C/N比范围应保证微生物活性，减少氮素流失，以 25:1～35:1之间为宜。 

8.1.3  初始 pH 

除特殊需要外，堆料初始 pH值宜控制在 6～8范围内。超过此范围时，可加入酸性物质

或碱性物质调节，具体种类见 8.2.2。 

8.2  外源添加剂 

8.2.1  外源添加剂选择原则 

堆肥起始或过程中宜加入能有效抑制甲烷（CH4）排放或固氮的材料。通过增加堆体通气

性等方式抑制产甲烷菌的丰度及（或）活性，抑制堆肥过程中甲烷产生；通过提高堆体铵根

离子浓度，减少堆肥过程中生成的氧化亚氮（N2O）。 

8.2.2  外源添加剂种类及用量 

外源添加剂根据种类和性质不同，分为无机添加剂、有机添加剂和蚯蚓。 

8.2.2.1  无机添加剂 

无机添加剂种类推荐表见表 1： 

表 1   无机添加剂种类推荐表 

 

无机添加剂类 推荐无机添加剂 添加量（以物料 主要作用机理 减排潜力 



 

4 

 

型 干质量计） 

黏土矿物 
普通黏土、蛭石、沸石、膨

润土等 
5%～10% 

改善堆体通气条件，抑制甲烷或

氧化亚氮产生。 
40%～80% 

酸性盐 

氯化铝、氯化铁、氯化钙、

硫酸钙、硫酸亚铁、硫酸

铝、（过）磷酸钙等 

2%～2.5% 
降低堆体 pH 值，抑制甲烷或氧化

亚氮产生。 
45%～90% 

注：上述添加剂宜在堆肥堆体建堆时添加。 

8.2.2.2  有机添加剂 

有机添加剂种类推荐表见表 2： 

表 2   有机添加剂种类推荐表 

 

有机添加剂类

型 
推荐有机添加剂 

添加量（以物料干质量

计） 
主要作用机理 减排潜力 

酸性有机液体 木醋液、竹醋液等 1%～2% 
降低堆体 pH 值，减少氨气

挥发，抑制氧化亚氮产生。 
约 15% 

炭化产物 生物炭 5%～10% 
改善通气条件，抑制甲烷或

氧化亚氮产生。 
50%～60% 

硝化抑制剂及

脲酶抑制剂 
双氰胺、氢醌 

0.1%～0.2%； 0.03%～

0.07% 

抑制硝化作用和脲酶活性, 

减少氧化亚氮产生。 
18%～70% 

注：上述添加剂宜在堆肥堆体建堆时添加。双氰胺高温易分解，需在高温期后再次添加。 

8.2.2.3  蚯蚓 

推荐添加主要取食植物残体的表层种蚯蚓，或选择人工培育的专用于堆肥的品种（如大

平系列等）参与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用于增加堆肥物料表面积和孔隙度，改善通气条件。

添加量宜处于 8.0～16.0g/kg（底物干重）范围内，添加时期以堆肥进入腐熟期，堆体温度

15℃～25℃时为宜。 

8.3  堆肥过程 

8.3.1  起堆 

应将混匀的堆肥物料堆起，堆体大小可根据发酵区的具体情况确定。露天堆肥的堆料高

度宜控制在 1.5m 以上；室内堆肥可适当降低堆体高度。须保证堆体通气量好，避免过多的

甲烷排放，必要时可配套通气设施。槽式堆肥的堆肥高度宜高于 1.5m。 

8.3.2  翻堆 

a)  应确保堆肥温度保持 55℃以上的累计天数至少 14d以上，并根据堆肥时期及堆体

温度确定翻堆频率，减少由于翻堆引起的 N2O排放量增加，并防止温度过高生成

大量 CH4。 

b)  堆肥升温期，堆体温度首次上升至 55℃～60℃，翻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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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堆肥高温期，堆体温度保持在 55℃～65℃，每 2d～5d翻堆一次，但当堆体温度

超过 65℃时应及时翻堆，并调节物料的含水量在 50%～65%。 

d)  堆肥降温期，堆体温度低于在 55℃以后，每 7d～12d翻堆一次。当堆体温度下降

至 35℃以下，且连续两天温度差不超过±2℃时，停止翻堆。 

e)  细粒径（＜1cm）快速堆肥或槽式堆肥，可每天翻堆一次。 

8.3.3  后期腐熟 

若需要进一步提高堆肥产物的腐熟度，可将堆体移出堆肥场地继续堆置 30d～60d，中

间翻堆 1次～2次。 

8.3.4  恶臭控制 

通过技术和工程措施，控制恶臭。恶臭排放符合 GB 14554中的二级标准。  

8.3.5  渗滤液处理 

8.3.5.1  堆肥场渗滤液排放应符合 GB 8978的有关规定，不应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渗滤液。 

8.3.5.2  应建立渗滤液收集系统，渗滤液作为堆体淋水循环使用。 

8.3.5.3  废水收集池应有防渗漏措施。 

8.3.6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 

温室气体监测采样可参照 HJ 905-201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样品中 CH4和 N2O的测定可

参照 T/LCAA 005-2021 中的方法进行。 

8.3.7  安全生产管理 

8.3.7.1  生产过程中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 GB/T 12801 的有关规定。 

8.3.7.2  生产厂区应备有完善的生产安全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流程。 

8.3.7.3  机械操作工应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生产区工人须按工种配备安全生

产防护用品。 

8.3.7.4  生产场区应有明显的禁烟、防火标识，工作人员需进行防火灭火的培训，配备相

应的消防设施，并定期检査消防器械的有效期及记录结果。 

8.3.7.5  场地内应建立发生火灾、机械伤人等重大事故时的应急预案。 

8.4  堆肥过程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8.4.1  核算边界 

以堆肥场地为核算边界，核算堆肥过程中园林绿化废弃物向大气释放CH4和N2O的总量。

不包括堆肥过程中机械设施、设备和生活耗能导致的碳排放。 

8.4.2  排放源识别 

排放源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过程；纳入碳排放计算的温室气体为 CH4 和 N2O；堆肥过

程产生的 CO2是好氧发酵过程的代谢产物，不属于化石燃料来源，归属于自然碳循环，不做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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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核算方法 

8.4.3.1  碳排放总量 

基于 8.3.6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结果进行计算，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E

按照式(1)计算： 

 E=M×EF CH4×GWP CH4+M×EFN2O×GWPN2O ······························ (1) 

式中： 

E 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过程中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M 为利用堆肥技术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质量，单位为吨（t）； 

EFCH4 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过程中甲烷排放因子； 

GWPCH4 为甲烷全球变暖潜势，本文件取 28。 

EF N2O 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GWPN2O 为氧化亚氮全球变暖潜势，本文件取 265； 

注：EFCH4、EF N2O 分别为每吨园林绿化废弃物在堆肥过程中向大气释放的甲烷、氧化亚氮数量，单位、

数据与活动单位实测值相匹配。 

8.4.3.2  碳减排量 

堆肥技术的碳减排量 ER，按式（2）计算： 

 ER=BE-PE ····················································· (2) 

式中： 

ER 为采用低碳堆肥技术处理后的碳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𝐵𝐸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技术的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𝑃𝐸为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低碳技术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注：𝐵𝐸由利用堆肥技术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的质量乘以碳排放量限值得到，本文件碳排放量限值取每

吨园林绿化废弃物排放 65kgCO2e。 

8.4.3.3  碳排放量下降比率 

 碳排放量下降比率（%）=
𝐸𝑅

𝐵𝐸
 ··········································· (3) 

8.4.4  等级划分方法 

以碳排放量下降比率为评价指标，以计算分级为评价方式，分为 3等。具体见表 4。 

 

表 3  碳减排效果等级划分  

 

碳排放量下降比率 等级 状态 

(15%，+∞) A 优秀 

(5%，15%] B 良好 

(0，5%] C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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