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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快速发展,建设水平的提高,使得城乡建筑的发

展发生了重要的变革, 不过在建筑形式以及技术使用上的

不断优化,使得建筑的垃圾也在不断的增加,且为我国的环

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 再加上我国在垃圾处理效率较低,使

得资源不能进行合理的利用, 从而为我国城市的发展起到

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对环境以及人们的健康都有着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建筑垃圾的处理效率是目前我国

发展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1建筑垃圾的发展情况以及产生的原因

我国作为目前建筑量最大的国家, 对于资源消耗占比

也比较多,这导致建筑垃圾频生,再加上我国建筑的使用寿

命以及利用效率较低,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无意中又增

加了垃圾的产生, 使得我国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

破坏。导致建筑垃圾的主要原因有：

1.1在进行工程建设时,设计人员未结合施工的具体需

求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施工工艺以及技术的落后、施工材

料利用率低以及管理存在漏洞等情况导致建筑垃圾的频繁

产生,同时在施工中,未能对垃圾的进行分类处理,这些问题

的存在都使得垃圾处理的难度不断提升, 影响了最终的处

理效果。

1.2我国在废物处理以及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的技术相

对较差,进而导致处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3工作人员自身意识的缺乏,国内专业的建筑来及处

理部门无法发挥具体的功效。

1.4管理体制不健全,政府部门对建筑垃圾处理的支持

力度不强,导致缺乏有效的处理方式。

2建筑垃圾的弊端

2.1影响土质且占用面积大

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建筑垃圾不断的增加, 且这些垃

圾大多都没有规定的摆放位置, 而是被随意的丢弃在一边,

其占地面积也在不断的提升。长久下来,垃圾中的有害物质

会渗入到土壤之中,并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对土壤成分

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土壤的整体质量。此外,建筑中还会产

生很多的重金属垃圾, 其经过反应渗入到土壤中后会严重

的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进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严

重威胁。

2.2提升水源的污染效率

建筑垃圾在堆放过程中,受到雨水的冲刷,很多的污染

物质会随着雨水渗透到地下水中, 比如说弱碱性物质或者

重金属离子等,导致地下水发生严重的污染,进而造成我国

水资源的严重污染。

2.3对空气质量造成的污染

建筑垃圾中含有较多的硫酸根离子, 其在厌氧环境下

会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而产生一定的挥发性气体, 这些气

体就会对空气质量产生污染。另外,还有一些没有经过处理

的垃圾其在堆放过程中也会散发大量的恶臭, 且还含有很

多的细菌,通过漂浮扩散,导致空气质量受到影响,甚至是威

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除此之外,在运输过程中,很多的城市

使用的都是非封闭式的运输车, 这也会导致垃圾在运输的

过程中随风乱飞,其中的粉尘大量的飘散在空气中,从而影

响空气的质量以及人们的安全。

2.4影响市容以及城市的卫生状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城市的美观性以及生活

环境的要求也在逐渐的增加,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

在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水平还不是十分成熟, 很多的垃

圾并未进行及时的清理就被随意的堆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中,且对人们生活的环境、河流、健康以及城市的美观性都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由于建筑垃圾的随意堆放,使得生

活垃圾也被随意的乱扔乱放, 进而增加了垃圾处理的难度,

对城市容貌的建设到来了严重的损害, 同时也影响了城市

的卫生状况以及人们生活环境的质量。

2.5增加了危险系数

由于建筑垃圾的随意堆放很容易造成垃圾出现滑坡的

情况,从而影响交通以及河道的质量,增加了危险系数。另

外,垃圾堆的形成也会为周边的人们带来一定的威胁,比如

小孩在垃圾堆附近玩耍时, 很容易因为垃圾的散落而造成

损伤,或者因为温度较高而产生垃圾自燃的情况,影响周边

居民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

3垃圾处理中的问题

3.1监管体制不健全

城市建筑垃圾处理现状及优化措施初探

张菲菲

青海省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8686/bd.v2i4.1341

[摘 要] 以往的城市建设中,垃圾是人们所摈弃的废物,对城市的建设有着严重的影响,不过随着技术的提升以及人们认知

能力的增长,垃圾被当作是最有潜力的可再生资源,利用合理的处理方式可以将垃圾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处理,从而提升其使

用的效率,为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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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建设的需求, 使得建筑垃圾的出现越来越多,

但是在进行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 我国还并未制定合理的

法律条文,垃圾处理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进而导致建

筑垃圾的过分堆积。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内容来看,我国在进

行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 对于建筑垃圾污染的预防并未有

明确的标注, 这就使得建筑垃圾的管理无法满足城市建设

的需求。另外,我国各城市在进行建设过程中,由于其发展的

情况存在一定的区别, 在建筑垃圾的处理方式上也有着相

应的差异性,这都会一定程度的导致建筑垃圾的堆放、回收

以及利用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 并最终影响了垃圾处

理的效率。

3.2管理力度较弱缺

管理市场的形成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理有着重要的作

用,这同时也是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不过在目前

的城市建设中, 一些城市对管理市场的构建工作缺乏正确

的认知能力,还有一些城市即使有相应的管理市场,也会因

为管理模式以及理念存在误差而导致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

展,并最终导致建筑垃圾处理效率低下,影响最终的效果。

另外,在进行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技术的使用缺乏合

理性和先进性,也会影响建筑垃圾的处理质量和效果。除此

之外,我国还未构建相对完善的建筑垃圾处理产业链,建筑

垃圾不能完全被清除。

3.3缺乏正确的建筑垃圾处理意识

现今, 虽然人们已经对建筑垃圾构成的危害有了一定

的了解和认识,不过在其处理过程中,人们还是缺少正确的

处理观念,建筑垃圾的处理工作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

另外, 由于社会整体的垃圾处理的思想意识水平比较低,加

之政府部门对建筑垃圾处理的重视力度较低, 这都严重阻

碍了资金的投放量以及技术的使用, 从而影响垃圾处理工

作的开展,并造成垃圾过分堆积现象的产生。但其实在进行

垃圾处理过程中,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扶持,政府的大

力扶持是保障建筑垃圾处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否则,单

纯的依靠民间企业无法保障建筑垃圾处理工作的效率,长

此以往, 不仅会降低企业对建筑垃圾回收处理的积极性,还

会提升建筑垃圾的处理难度。

4优化城市建筑垃圾处理的具体方式

4.1完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条文的制定

没有相应管理体制以及明确法律条文的支持, 很难保

证建筑垃圾处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且还会直接的影响建筑

垃圾的处理效果。因此,相关部门应结合城市建设的需求,有

针对性的对建筑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解决措

施,同时还应完善相应制度法规的构建情况,加强管理机构

的建设工作,明确各个人员的职责,强化对市场的监管,采用

有效的建筑垃圾处理方式, 以保证建筑垃圾处理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升城市建筑垃圾的处理效率和质量。

4.2加强部门和企业的认知能力

只有加强对建筑垃圾处理工作的认知态度, 才可以有

效的保证处理工作的高校开展。一方面,施工企业要提高环

境保护意识,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的减少建筑垃圾,

实现对部门材料的循环利用。同时还应对建筑垃圾对城市

的危害有着明确的认知和了解。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增强

处理建筑垃圾的意识, 加强对建筑垃圾处理进度的关注,同

时提升宣传力度,保证垃圾处理工作的有效开展,进一步改

善建筑垃圾的现状。

4.3提升资金的投放量

为了提升建筑垃圾的处理效果, 实现资源的合理使用,

相关部门应加强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资金的投放力度,引

进现今的技术,加强垃圾的处理效率。相关部门应与建筑垃

圾处理部门进行合作,共同研发新的处理技术,以提升城市

垃圾的使用效率。

另外在此环节中, 政府还应充分的利用自身的资源,实

现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 并利用多种渠道进行资金的聚

拢,为垃圾的处理提供重要的支持。通过高新技术的应用实

现对建筑垃圾的循环利用, 并且构建起统一的市场循环机

制,切实的做好建筑垃圾处理工作,从而推进我国社会经济

建设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

5结束语

建筑垃圾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的健康状况有着严重的

影响, 只有通过合理且有效的处理方式提升建筑垃圾的处

理效率,才可以将其污染力度降到最低,进而在保护环境的

基础上,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此,政府部门应加强资金的

投放力度,努力的研究出先进的处理技术,加强相关人员思

想意识的水平, 进而确保建筑垃圾处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并

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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