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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园林植物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及废弃物收集、处置场地、机械配置、

环境要求、安全管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要点。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地域内园林植物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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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2801-2008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20287-2006 农用微生物菌剂

GBZ 1-2010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T 2440-2017 尿素

GB 4387-2008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DB 13/T 3029-2022 园林绿化有机覆盖物应用技术规程

DB 5305/T 67-2021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技术规程

LY/T 1970-2011 绿化用有机基质

LY/T 2700-2016 花木栽培基质

NY/T 1109-2006 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

NY/T 1377-2007 土壤pH的测定

NY 525-2021 有机肥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园林植物废弃物 landscape plant waste

城市绿地中，在园林绿化养护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乔灌草修剪物（或间伐物）、落叶、干枯枝条、

废弃草花以及杂草等植物性材料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26384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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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处理 harmless treatment

对园林植物废弃物进行物理破碎后，经高温或其他处理，灭杀杂草种子、病原杂菌和虫卵的过程。

高温好氧发酵 high temperature aerobic fermentation

通过好氧微生物的生物代谢作用，使园林植物废弃物中的有机物转换成稳定腐殖质的过程，同时发

酵温度维持在55℃-73℃高温阶段可达7天以上。

有机物料腐熟剂 organic material decomposing agent

能促使或加速各种有机物料分解、腐熟的微生物活体制剂，质量安全通用技术准则应符合NY/T

1109-2006中的规定，产品技术指标应符合GB20287-2006中的规定。

有机覆盖物 organic mulch

园林植物废弃物经粉碎筛选、无害化处理、阻燃处理，覆盖于土壤表面，发挥保湿、保温、隔绝杂

草和美化装饰的材料。

大型集中处理点 large centralized processing point

可实现园林植物废弃物年处理量10000吨以上，满足分类、堆放、高温好氧发酵，及其他无害化、

资源化利用的场所。

中型集中处置点 medium-sized centralized disposal site

可实现园林植物废弃物年处理量1000-10000吨以上，满足分类、堆放、高温好氧发酵，及其他无害

化、资源化利用的场所。

小型集中处置点 small centralized disposal site

可实现园林植物废弃物年处理量1000吨以下的无害化和减量化的场所。

移动式处理箱 mobile treatment box

可实现落叶、草坪修剪物及杂草的收集、好氧发酵等无害化、减量化处理的可移动设备。

4 收集要求

收集前准备

4.1.1 根据区域内不同植物的生长周期、养护计划、修剪作业规律、自然条件等情况，安排收集计划

和工序，做好收集作业所需人员、工具、车辆、场地、设备等准备工作。

4.1.2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就近集中的原则，选择最适处置点。

分类收集与运输

4.2.1 收集前，将园林植物废弃物分为枝条树干和树叶草屑两类。

4.2.2 不同类型废弃物经捆扎、压缩或粗粉等预处理后，就近运输到集中处置点。

4.2.3 收集时不得混入砖块、石块、铁丝、铁钉、花盆、塑料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非植物材料，

如有发现，应及时剔除。

4.2.4 对感染严重病虫害或有害外来入侵物种的园林植物废弃物，应单独收集处理。

4.2.5 运输过程中，做好遮盖，防止沿途抛洒。

4.2.6 运输至处置点的园林植物废弃物，应及时分类和粉碎，成堆码放，待无害化处理。

5 处置点的场地要求

选址

5.1.1 场地需地形平坦，通风良好，周转顺畅，给排水和电源方便，应尽量远离生活区或居民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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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环保要求。小型处置场地亦可采用有通风条件的地下或半地下生产车间。

5.1.2 场地内车行道应做硬化处理，避免扬尘或泥泞，严禁车辆带泥上路。

5.1.3 禁止场地内与周边敏感区有火种接入。

5.1.4 收集转运距离建议在 15~20公里范围内。移动式处理箱可根据需要设置。

规模与功能分区

场地规模应根据特定区域范围内园林植物废弃物的产生量、收集与运输量和处理量的动态平衡关系

确定。

5.2.1 高温好氧发酵处置场点包括以下功能区：

5.2.1.1 原料堆放区

堆放场地应设置在处置场地的下风向，不同类别的原料应分类堆放。园林植物废弃物宜随到随粉，

预防火灾。

5.2.1.2 粉碎区

与原料堆放区连成一体，应满足粉碎机械放置及物料临时堆放的要求。在粉碎机出料口宜建一个密

闭的空间，降尘防噪。

5.2.1.3 发酵区

应建在处置点的下风口。宜选用大棚、露天场地、成熟林下或闲置种植区堆沤。

5.2.2 有机覆盖物生产场地需包括以下功能区：

5.2.2.1 原料堆放区

参见高温好氧发酵。

5.2.2.2 粉碎区

参见高温好氧发酵。

5.2.2.3 无害化处理区

a) 采用高温发酵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应建在场口的下风区。

b) 高温杀菌设备应与粉碎区连成一体。

5.2.2.4 染色区

宜临近无害化处理区和运输设备易到达的地方

机械配置

5.3.1 根据物料类别、粉碎要求和处置能力确定满足生产需要的各种机械的类型和功率。

5.3.2 须配备的设备有：装载机、挖掘机、粗粉机、细粉机和运输机。

5.3.3 根据需要可配备的设备有：地磅、翻抛机、抓料机、筛分机、淋喷系统、高温杀菌烘干机、染

色拌料机等。

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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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噪声

5.4.1.1 噪声值应符合标准 GBZ 2.2-2007中的有关规定。

5.4.1.2 当处置点附近有居民区时，处置点噪声标准应符合标准 GB 12348-2008中的有关规定。

5.4.1.3 处置点宜建在林带中以屏蔽噪声。

5.4.2 粉尘

5.4.2.1 粉碎区域应有降尘、防爆措施，如喷淋、密闭静置降尘等。

5.4.2.2 作业区生产性粉尘容许浓度应符合标准 GBZ 2.1-2019中 4.2和 GBZ1-2010中 6.2的规定。

安全管理

5.5.1 应制定生产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生产安全操作规程。

5.5.2 应采取措施，保障员工职业安全与卫生。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标准 GB/T 12801-2008中的有关

规定。

5.5.3 应建立发生火灾、机械设备伤人等重大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

5.5.4 作业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岗位技能，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5.5.5 为作业人员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应按规定使用安全防护及劳保用

品。

5.5.6 应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并保持其完好。

5.5.7 应在处置点明显位置设置禁烟、防火和限速等标志。

5.5.8 处置点内及车辆运输应符合标准 GB 4387-2008 中的有关规定。

5.5.9 应定期对处置点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记录存档。

6 无害化处理

高温好氧发酵

将落叶、草坪修剪物、枝条、废弃草花以及杂草等植物性材料通过好氧发酵形式进行无害化、减量

化处理。

6.1.1 粉碎处理

园林植物废弃物中的枝条、树叶、草本植物应根据类别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后的粒径长度控制在2cm
以内。

6.1.2 发酵处理

见本标准附录A执行。

6.1.3 发酵周期

夏季发酵时间控制在1个月内，春秋季发酵时间控制在2个月内，冬季控制在3个月内。

6.1.4 有机物料腐熟剂添加

6.1.4.1 添加量应参照使用腐熟剂的产品说明。

6.1.4.2 有机物料腐熟剂选择要求见本标准附录 B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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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恶臭排放

恶臭排放符合标准GB 14554—1993中的二级标准。

6.1.6 渗滤液处理

6.1.6.1 露天堆沤，应建立渗滤液收集系统，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6.1.6.2 大棚内堆沤，可利用堆体含水量来控制渗滤液的排放，见本标准附录 A 中 A3。

有机覆盖物加工

6.2.1 粉碎筛选

将园林植物废弃物中直径3cm以上的树枝、树干和枯死树木粉碎后，筛选出所需的粒径和形状备用。

6.2.2 染色

6.2.2.1 根据覆盖物利用形式和场所，确定是否染色处理。

6.2.2.2 按照标准 DB 13/T 3029-2022 中 4.2.4 的规定操作。

6.2.3 阻燃处理

6.2.3.1 根据覆盖物利用形式和场所，确定是否进行阻燃处理。

6.2.3.2 将没有染色的有机覆盖物喷淋阻燃剂溶液。

6.2.4 高温烘干杀菌

将染色后的物料输送至烘干杀菌装置，在烘干区烘干和杀菌使有机覆盖物干燥。在降温区对烘干后

的木块降温。

6.2.5 储运

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雨、防潮、防晒、防污染等措施；储运时应远离有毒、

有害、有异味的物品，应远离热源，隔离火源。

7 质量要求

见本标准附录C规定执行。

8 资源化利用

植物栽培基质

根据栽培用途将园林废弃物的腐熟物与园土、草炭土等其他物质按一定比例配比用作植物的栽培基

质。

城市绿地覆盖

将有机覆盖物覆盖于城市绿地，覆盖方式应符合标准DB 13/T 3029-2022中第5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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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以一定直径的树枝、树干作为原材料，经过粉碎、混合、挤压、烘干等工艺，制成各种成型（如

块状、颗粒状等）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压缩板等。

8.3.2 通过切割做成园艺绿篱、园艺步道或其他木制工艺产品。

8.3.3 焚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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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发酵处理

A.1 碳氮比调节

根据测定园林植物废弃物的碳氮比大小，每立方米添加尿素5kg，将园林植物废弃物堆料的碳氮比

调节至20:1~35:1，尿素的种类和含量按照标准GB 2440-2017中4.2执行。

A.2 营养元素调整

根据不同植物种类和生长周期需要添加营养元素，微量元素按需添加，且不低于1‰添加。

A.3 起堆含水量控制

在高温好氧发酵过程的升温期、高温期和降温期，通过适时补充水分，将堆料的含水量维持在

50%~60%。

A.4 温度控制

发酵温度控制在55℃~73℃。

A.5 起堆

将相应比例的尿素和有机物料腐熟剂均匀撒入已准备好的有机物料，翻拌均匀后起堆，堆体宽度不

小于2m，长度不少于3m，堆体大小根据发酵区的具体情况确定，高度控制在1.5m~2.0m之间。室内堆置

可适当降低堆体高度。露天起堆完成后，以透气的防尘布遮盖。

A.6 翻堆

A.6.1 根据不同发酵时期及堆体温度及时翻堆。

A.6.2 升温期，堆体完成5~7d后，温度升至55℃以上时，保持7~10d后，翻堆1次。

A.6.3 高温期，第1次翻堆后，待温度再次上升至55℃以上时，保持7~10d，进行第2次翻堆。

A.6.4 降温期，堆体温度低于60℃后，进行第3次翻堆后，保持持续发酵。

A.6.5 从起堆时间开始计算，持续30~90d以上完成发酵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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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有机物料腐熟剂产品的技术指标

表 B.1 规定了有机物料腐熟剂产品的技术指标

表 B.1 有机物料腐熟剂产品的技术指标

项目
剂型

产品参数测定的检测
液体 粉体 颗粒

外观 无异臭味液体 粉状、湿润、

松散

颗粒，无明显机

械杂质

有效活菌数（cfu）/（〔亿/g（ml）〕

≥

1.0 0.50 0.50

符合 GB 20287-2006 有关

规定

纤维素酶活/〔U/g(ml）〕 30.0 30.0 30.0

水分/（%） － 35.0 20.0

细度/（%） － 70 70

Ph 值 5.0~8.5 5.5~8.5 5.5~8.5

保质期/月≥ 6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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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质量要求

C.1 取样

C.1.1 高温好氧发酵

发酵30~100天后，从发酵堆中均匀取5个点进行检测，当相关指标达到附录表E中的技术指标时，

停止处理。

C.1.2 有机覆盖物

从制作好的有机覆盖物中随机取10个样品进行检测。

C.2 检测指标和方法

C.2.1 技术指标

检测指标和方法见表C.1

表 C.1 栽培基质和有机覆盖物的检测指标和方法

项目

检测指标

检测方法用途

栽培基质 有机覆盖物

有机质（以干基

计）/%

≥50 －
按照 NY525-2021 中 5.2-5.3 规定测定

水分/% ≤40 ≤40 按照 LY/T 2700-2016 中 7.2 的方法测定

pH 5~8.0 － 按照 NY/T 1377-2007 中的方法测定

粒径（质量分

数）/%

≥90(≤15mm) 3~10（cm） 按照 LY/T 1970-2011 中附录 A 的方法测定

杂质/%(＜2mm) ≤1 － 按照 LY/T 1970-2011 中附录 B 的方法测定

容重/(g/cm³) 0.30~1.80 － 按照LY/T 2700-2016中7.3的方法测定

总孔隙度/% 50~90 － 按照LY/T 2700-2016中7.4的方法测定

大小孔率比 （1:1.5）~（1:4.0） － 按照LY/T 2700-2016中7.5的方法测定

电导率（mS/cm） 0.1~2.00 － 按照LY/T 2700-2016中7.7的方法测定

发芽指数/% ≥80 － 见本标准附录 D进行测定

干密/(Mg/m³) 0.1~8（屋顶绿化用＜0.5） － 按照 LY/T 1970-2011 中附录 C 的方法测定

湿密/(Mg/m³) ≤1.2（屋顶绿化用＜0.8） － 按照 LY/T 1970-2011 中附录 C 的方法测定

通气孔隙度/% ≥20 ≥20 按照 LY/T 1970-2011 中附录 C 的方法测定

单体厚度/cm － 0.1~1.0 直接测量

注：对于染色有机覆盖物的重金属限量的质量要求达到 DB 13/T 3029-2022 中附录 A 中的标准，对于未着色有机覆盖物，

无需检测重金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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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感官指标

C.3.1 高温好氧发酵完全的处理物应是灰褐色或暗褐色，疏松透气，吸水性良好，无异味、无杂质。

C.3.2 有机覆盖物应对土壤、植物无不良影响，颜色纯正，大小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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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发芽指数的测定方法

D.1 主要仪器

恒温培养箱：控制范围 0℃~50℃，控制精度为 0.1℃。

培养皿：直径 9 cm。

游标卡尺：量程 300 mm，分度 1 mm。

锥形瓶：250 mm。

分析天平：量程 500 g，精度 0.01 g。
往复式水平振荡器

D.2 供试材料

白菜、萝卜、黄瓜或青菜种子。

D.3 测定步骤

D.3.1 浸提液制备

称取试样（鲜样）10.00 g，置于 250 ml锥形瓶中，加入 100 ml 蒸馏水，盖紧瓶盖后垂直固定于往

复式水平振荡机上，调节频率 100 次/分，振幅不小于 40 mm，在 25℃下振荡浸提 1h，取下静置 0.1 h
后，取上清液于预先安装好滤纸的过滤装置上过滤，收集过滤后的浸提液，摇匀后供分析用。

D.3.2 种子培养

取培养皿在其内放置 1 或 2 张定性滤纸，其上均匀放入 20 粒大小基本一致、饱满的种子，加入供

试样浸提液 10mL，盖上培养皿盖放置恒温培养箱内，在 25℃±1℃中避光条件下进行发芽实验。

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3 次，以蒸馏水作对照。

D.4 测定

在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48h 后取出，记录发芽种子的个数，用游标卡尺测定每个发芽种子的根长，统

计发芽率和计算种子平均根长。

D.5 分析结果的表述

发酵样品的发芽指数 GI（%）按公式（A.1）计算：

种子发芽指数的计算公式

%100*
*
*

21

21

BB
AAGI  ..............................................................................（A.1）

公式中：

A1——有机肥浸提液的种子发芽率，%；
A2——有机肥浸提液培养种子的平均根长，mm；

B1——水的种子发芽率，%；
B2——水培养种子的平均根长，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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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允许偏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分析结果，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平行分析结果的绝

对差值不大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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