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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应用
建筑废弃物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市政路桥集团转变发展战略，构建集团环保产业

板块成立的专业运营公司，北京大兴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厂是其开发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北

京市第一个正式规划建成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项目，厂区整体规划223亩，项目一期用地120亩

，建筑面积将近3万平米，总投资2亿元，设计处理能力100万吨建筑废弃物。

项 目 简 介



2012年开始筹划实施

2016年5月正式开工

2016年年底主体结构全部建设完成

2017年一季度建设收尾及设备调试

2017年7月正式生产运营

项 目 历 程



北京市首个固定式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置示范项目

市政府折子工程，市重大工程

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建设程序，各项手续完整、齐全

环保标准严格，建设标准高、处置规模大
                        
                     

项 目 特 点



◆ 建设规模包括一条固定式环保建筑废弃物破碎生产线，2套混凝土搅拌机组和1套无机料

拌合机组，

◆ 设计年处理能力100万吨建筑废弃物，并具备每年60万方再生混凝土和70万吨再生无机

混合料的生产能力。

◆ 厂区主要分为预分拣车间、破碎车间、辅助车间、天然料仓、再生料仓、无机料搅拌站

、混凝土搅拌站、综合办公楼、科技研发中心和LNG燃气站等配套设施。整个厂区生产

工艺先进，环保标准严格，厂区生产车间采用全封闭结构。

项 目 内 容



环保标准

厂界噪声

≤55分贝

粉尘排放

＜10mg/m3

污水

零排放

粉 尘

• 厂房全封闭

• 喷雾抑尘系统

• 局部集中式除尘系统

                         
                     

污 水

• 地埋式污水处理装

• 车辆出厂冲洗装置

• 湿混凝土回收装置

                  
                     

噪 音

• 整体吸音厂房

• 重点设备隔音房

• 高噪音设备下沉

• 静音螺杆空压机

                   
                     

环 保 措 施



预分拣
车间

破碎
车间

辅助
车间 混凝土

搅拌站无机料
搅拌站

办公楼

科技研
发中心 LNG燃

气站

成品
料仓

厂区鸟瞰图



综合办公楼及科技研发中心



厂区广场



成品料仓



地仓除尘 湿混回收

LNG燃气站 车辆冲洗



破碎车间



大功率雾炮



大功率除尘

成品布料

高噪音设备下沉

旋转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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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01   背 景

中国目前发展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

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

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引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01   背 景



什么是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

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

（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

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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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 景

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         via  国家统计局



北京市2017年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

序号 单位 年度改造任务（户） 项目数（户） 计划改造（户） 占地面积 （万平米）

合计 36000 128 36000 6794.11

1 东城区 5000 12 5000 121.04
2 西城区 5000 28 5000 374.05
3 朝阳区 7000 17 7000 1078.38
4 海淀区 5000 12 5000 297.98
5 丰台区 5000 11 5000 1440.04
6 石景山区 3000 5 3000 574.73
中心城区小计 30000 85 30000 3886.22
7 门头沟区 200 3 200 121.55
8 房山区 1300 14 1300 1074.46
9 通州区 1200 5 1200 430.96
10 顺义区 560 5 560 240.50
11 大兴区 300 2 300 11.70
12 昌平区 200 4 200 682.00
13 平谷区 240 1 240 3.42
14 怀柔区 800 3 800 119.66
15 密云区 800 4 800 160.51
16 延庆区 400 2 400 63.13

郊区小计 6000 43 6000 29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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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品资源化应用



建筑废弃物是城市固体废弃物之一，主要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

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产生的渣土、

弃土、弃料、水泥块及其它废弃物。

主要包括开挖槽土，施工和拆除产生的废砖、废瓦、废混凝土、砂浆此外

还有少量的钢材、木材、玻璃、塑料、各种包装材料等。

定 义



混凝土类 砖混类

槽土类 砖瓦类



各种类占比

混凝土, 35

砖瓦, 52

渣土, 10

玻璃, 0.4

木材, 1

金属, 1 塑料有机质, 0.05

其他, 0.55

混凝土 砖瓦 渣土 玻璃 木材 金属 塑料有机质 其他



各种类占比

混凝土, 35

砖瓦, 52

渣土, 10

玻璃, 0.4

木材, 1

金属, 1 塑料有机质, 0.05

其他, 0.55

混凝土 砖瓦 渣土 玻璃 木材 金属 塑料有机质 其他



建筑废弃物

再生骨料

混凝土、砂浆

砌块制品

路用材料

资源化

常规应用



上述常规应用中，受到标准规范要求限制较多，导致了目前从技术支撑

、使用推广和市场接纳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种种问题，导致了建筑废弃物

的资源化率相对较低。



建筑废弃物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现阶段国内产生的建筑废弃物主要以砖瓦类和砖混类为主，而且具有短时大量的特性

，如何采取多种资源化手段对这部分废弃物进行良好的资源化应用是目前的重要课题，依

照习总书记“绿水青山”的建设理念，目前大部分的城市拆迁区域在拆除后将开发成森林

和湿地公园，将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和园林绿化工程结合起来将为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应

用提供广阔的前景。



再生土壤

回填材料

生态墙

土壤基质

透水铺装

砌块制品

装饰材料

应用方向



再生土壤（普通绿化、微地形、堆山造景）

采用新型土壤修复技术手段（骨料层+种植

土+有机肥），结合绿化专业创新技术（专利、

发明），采取堆山造型、绿化植被、海绵技术

、减排增肥等手段，把公园建设成具有海绵一

样的蓄水能力，实现极大的涵养水分，营造出

“海绵型土壤”，最大程度做到节水零排放。

该技术的成功实施，在达到较高植被覆

盖率的同时，又充分有效运用了再生资源。

创新技术基础示意图

创新微地形基础示意图



回填材料

此种方法可利用的原材料包括碎砖、混凝土块、石块。

1. 加固软土地基：利用建筑废弃物的强度和耐久度，将其置入地基中，形成散状材

料桩，通过重锤冲击，使桩与桩间土相互作用形成复合地基，从而使地基承载力

提高。

2. 工程回填材料 ：大型广场、城市道路 、公路、铁路等建筑物、构筑物需要大量的

土方 、石方。目前的土石方来源是开山取石 、掘地取土 ，这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严重破坏。将这些建筑废弃物进行破碎、筛分 ，再按照所需土石方级配要求混合

均匀，完全可以用作工程回填材料 。



生态墙

此种方法可利用的原材料包括砖块、混凝土块。

砖块与混凝土块是建筑废弃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将大块混凝土打碎成10~30cm大小块状，略微加工后

即可填充到铁丝笼中，成为铁丝石笼墙。或者是加工成

更规整的长方体块，砌筑成干砌石墙。这些都可以将废

料转化为适宜的建筑材料，在园林中用途广泛：建筑结

构的围护结构，垒砌挡土墙、形成园林护岸等。随着土

壤的附着、植物的生长自然形成“生态墙”。



土壤基质

此种方法可利用的原材料包括碎砖块、渣土、矿渣、碎

木。

碎砖块、渣土、矿渣可以部分加入种植土，成为植物的

生长介质。同时在土壤中掺进腐殖质和其他有机物，以此培

植微生物和植物来“吃掉”污染物质，从而逐渐净化土壤，

增加肥力。在选择植物方面，需挑选杨、柳等抗性较强、且

适应这样特殊环境的植物。当植物渐渐丰富起来后自然会形

成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碎木、锯末和木屑可作为堆肥原料

和侵蚀防护工程中的覆盖物，例如湖边、溪流的护堤，铺一

定的厚度，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增加土壤肥力、减少扬

尘、美化造景。



透水铺装

此种方法可利用的原材料包括砖块、混凝土块、透水砖、透水混凝土等。

利用建筑废弃物良好的透水性和多孔性质，可以将建筑废弃物中较小的碎料作为

碎石铺地，消纳雨水，补充土壤含水量。或者是作为渗井的填充料，促进水处理的效

率，成为构建人工湿地基质的主要材料。





透水铺装



透水铺装



砌块制品

此种方法可利用的原材料包括砖块、混凝土块制备的各种砌块制品。

利用建筑废弃物制备的再生骨料生产各类砌块制品，性能完全满足标准要求，一

方面将建筑废弃物有效资源化，一方面能节省天然材料的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双丰收，而且充分体现了园林工程的循环经济理念。



装饰材料

此种方法可利用的原材料包括钢

铁、砖块、混凝土、瓦片、木料以及

装饰砌块制品。

建筑废弃物中的废钢铁、砖、瓦

、木料均可设计成各种有创意的装饰

或小品，如铺地、雕塑、凉亭等，增

加景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结 语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设计、施工、技术开发、政策支

持等多方面着手。在目前的条件下，实现建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还有许多困难。园林

建设无疑可以成为利用建筑废弃物的先行者，既能消纳大量建筑废弃物、节约天然资

源，同时也能很好地展现和保留场地的历史信息。让建筑废弃物来演绎材料可持续利

用，其过程本身也是一堂生动的生态教育课。因此，二者的结合必将带来巨大的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在建设部提出建设“节约型园林”的背景下，在有关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应用在我国园林建设中前景广阔。

结 语



WE WILL DO A GREAT JOB !

THANKS YOU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