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 15 个填埋场要关 7 个 垃圾或无地可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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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固废网编者按：北京填埋场多年超负荷填埋，垃圾处理面临无处填埋困境，
据悉两年后，北京将有 7座垃圾填埋场面临封场。今年年底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
场即将封场；安定、阿苏卫、六里屯和永合庄垃圾卫生填埋场将在系列焚烧厂建
成后封场。 

  

 

环卫工人正在清理没有分类的垃圾 

  

居民小区试点垃圾分类“后劲不足”，北京市政市容委称未来将走“焚烧之路” 

 

北京人口数量：3000万人口 

 

日产垃圾量：1.8万吨 

 

环卫工人数：北京市区和部分郊区垃圾由北京环卫集团负责，环卫工 6000 人。
各区县垃圾有各环卫中心负责，未有准确数据。 

 



“北京目前垃圾处理的困境是：填埋场多年超负荷填埋，2-3年内将关闭，垃圾将
无处填埋。”9 月的一天，北京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随着
地价逐渐高昂，土地越来越稀缺，加上城市的飞速建设，如今，北京要拿出土地
来做填埋场已十分困难，而一些大型填埋场与居民小区之间只有一墙之隔。据悉，
北京现有的 15个填埋场中，有 7个将在两年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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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 24年，阿苏卫垃圾场即将填满 

 

距离北京北边两个超过 30万人的大型住宅小区——回龙观和天通苑不远，是北
京的第一个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阿苏卫垃圾填埋场。1989 年建成后服役至今，
垃圾场半径为 2公里，日处理垃圾 3800万吨。 

 

9月中旬，羊城晚报记者来到了阿苏卫垃圾填埋场，25吨的黄色密封垃圾车进进
出出，从车辆旁边经过时几乎闻不到垃圾的味道。当记者走进垃圾场时，眼前的
一幕十分“壮观”：由于 24年来不停堆垃圾，阿苏卫填埋场内已耸起近 50米的“垃
圾山”。运垃圾车从平地爬坡上了“垃圾山”后，在“山顶”平坦处倾倒垃圾。据介
绍，这里每倒 1万-2万吨垃圾，就会用绿色的厚膜将其覆盖，渗滤液沿着垃圾场
边缘的水泥渠道流出。记者在垃圾场内也几乎闻不到异味。 

 

然而，由于长时间的服役，阿苏卫填埋场也即将填满，可填埋场周围的地块早已
被房地产占据，想扩建几无可能。据介绍，纳帕澜郡、干部居住小区、小汤山别
墅区距离该填埋场不远。 

 

被房地产包围、无法继续填埋，不仅是阿苏卫垃圾场所面临的尴尬，六里屯、安
定、北神树等垃圾填埋场也如此。位于海淀区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旁边就是京
密引水渠和高科技园区，附近的香山、上地高科技园区楼盘开发得如火如荼。而
与北神树垃圾厂仅一墙之隔的是商业街，连运垃圾的通道两旁都盖满了商品房。 
 

“实际上这些垃圾处理厂建成后，六里屯等填埋场周围的居民都不敢开窗户。”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王维平说。 

 

据悉，2009 年起，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开始除臭。负责解决阿苏卫多年臭气的技
术专家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阿苏卫除臭可是花了大价钱。改造阿苏卫垃圾填埋
场花费了 4000 万元。做法就是，将垃圾厂全密闭，整个用塑料膜盖起来，”据
介绍，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场上盖的塑料膜不能揭开，每三米一层。一层膜，一层
垃圾，上面建导流层、导气管，再铺膜。没有气漏出来就不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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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负荷运行，北神树填埋场年底率先封场 

 

“改革开放前，北京的垃圾都是运到郊区一堆，自然净化。”王维平向羊城晚报记
者介绍，“1983年，北京的垃圾问题开始复杂起来：塑料、胶皮、包装盒、金属、
碎玻璃都有了，当年北京做了三次航空拍片，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堆，
绕四环路一圈。我们认定：北京垃圾围城了。” 

 

随着北京相继申办亚运会、奥运会，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北京开始构建现代化
的垃圾处理体系，首先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于是便有了 1989 年用世界银行
贷款建成的北京第一个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阿苏卫垃圾场。后来，德国人全额
出资建了北京北神树、安定两个垃圾填埋场，南宫垃圾堆肥厂，小武基、马家楼
两个转运站等 5个垃圾处理设施。接着(北京)又陆陆续续投资上百亿元建综合处
理厂、焚烧厂等处理设施 7-8个，选择近郊一些场所。基本解决了一度垃圾围城
的局面。 

 

“市里的垃圾场寿命都只剩 2-3年。”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向羊城晚报
记者介绍：“今年年底北神树垃圾填埋场将最先封场。北神树理论上早就满了，
每天也就进百八十吨垃圾，维持工人吃饭。主要是安定、阿苏卫、六里屯和永和
庄进一点。等系列焚烧厂建成后，这些填埋场就都关闭了。” 

 

据介绍，北京共有 15 个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永和庄、门头
沟焦家坡等填埋场负责全市 8个核心区的生活垃圾。 由于一些填埋场基本处于
超负荷运行状态，两年后，这 15座垃圾填埋场中有 7座将关闭。 

 

“未来，我们将面对垃圾无处可埋的局面。”北京市政部门负责人此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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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一年半载后 

 

分类效果打折扣 

 

除了无地可填埋外，垃圾分类也是多年的难题。 

 

9月上旬的一个傍晚，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垃圾学院负责人陈立雯和志愿者，在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交流完垃圾分类意见之后，趁下楼工夫，顺便看了看这
个专门负责管理垃圾的政府部门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看后不禁皱眉：该机关有
可回收和其他垃圾两种垃圾桶，泡过的茶叶食品袋丢弃在了可回收垃圾桶，而其
他垃圾桶里面则装满了办公废纸。到办公楼门口标示“其他垃圾”垃圾桶内却塞着
一大包破旧衣服。 

 

“北京市目前的垃圾管理现状是国内大城市中的典型，很多环节不通畅，本来应
该通力合作的不同部门目前还没有联动。”陈立雯表示。 

 

陈立雯还走访了清华、北大教师居住的海淀区蓝旗营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这里不
再实施定点收集，回收厨余垃圾的绿筒里也不再是纯厨余。小区居民说：停发可
降解厨余垃圾袋后，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降了很多。 

 

“市政市容等监管部门没有持续跟进，很多社区被定为试点小区半年或一年后，
可能就无人在意了。”陈立雯说，政府应该完善垃圾分类的执行和监管，仅是靠
社区和居民的自觉，很快就没有了后劲。 

 

但记者翻看相关报道发现，“2012年北京 50%以上的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北
京市市政市容委表示，将巩固、完善、推进 2400个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和分类处理体系建设。对此，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解释：“50%垃圾
分类达标是指小区每家每户发两个垃圾桶，楼下放三个分类桶。 

 

填埋场即将填满，分类效果不佳，那么北京今后的垃圾处理将如何进行？北京市
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称，北京垃圾处理的思路是走焚烧之路。2013年年
底，亚洲最大的焚烧厂——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点火，今后 2年在有条件的区
都开建垃圾焚烧项目，实现北京垃圾 7成焚烧，焚烧规模提升 10 倍至 1.6万吨/

日；3成生化处理；零填埋。届时，北京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垃圾焚烧城
市。 

 

城市概况 

 

北京 

 

垃圾填埋场数量和日处理量： 

 

15座填埋设施分别是：阿苏卫填埋场、安定填埋场、北神树填埋场、丰台北天堂
填埋场、永合庄填埋场、六里屯填埋场、高安屯填埋场、焦家坡填埋场、通州西
田阳填埋场、平谷前芮营填埋场、密云填埋场、延庆小张家口填埋场、房山东南



召填埋场、半壁店填埋场、怀柔综合处理场。 

 

●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负责填埋东城、西城、朝阳部分垃圾，占地 60.4公顷，
日填埋 2000吨。 

 

●安定填埋场负责宣武、崇文、朝阳区垃圾，占地面积 21.6 公顷，日填埋 1100

吨。 

 

●永合庄填埋场负责丰台垃圾，占地 215亩，日填埋量 2500吨。  

 

●北神树填埋场负责崇文、朝阳垃圾，占地面积 33.76 公顷。日处理量为 1000

吨。已经处于关闭状态。 

 

●六里屯填埋场负责海淀区垃圾，占地面积达 46.53公顷，日填埋 2000吨。 

 

●高安屯填埋场负责朝阳区垃圾，占地 600亩，日填埋 3400吨至 3700吨。 

 

●门头沟焦家坡填埋场负责石景山垃圾，日填埋 6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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