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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对建筑垃圾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简而言之，建筑垃圾就是建设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
按照来源分类，建筑垃圾可分为土地开挖垃圾、道路开挖垃圾、旧建筑物拆除垃圾、建筑工地垃圾和
建材生产垃圾五类，主要由渣土、砂石块、废砂浆、砖瓦碎块、混凝土块、沥青块、废塑料、废金属
料、废竹木等组成。
与其他城市垃圾相比，建筑垃圾具有量大、无毒无害和可资源化率高的特点。
我国建筑垃圾产量一般为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每年产生量达4000万~5000万吨。
绝大多数建筑垃圾是可以作为再生资源重新利用的，如：废金属可重新回炉加工制成各种规格的钢材
；废竹木、木屑等可用于制造各种人造板材；碎砖、混凝土块等废料经破碎后可代替砂直接在施工现
场利用，用于砌筑砂浆、抹灰砂浆、浇捣混凝土等，也可用以制作砌块等建材产品等。
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方面，近年来国内外有很多突破性的成果，如孔内深层强夯桩技术就是一种综合
利用碎砖瓦和混凝土块的途径。
 　  事实上在国内，由于配套管理政策不完善，绝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便被施工单位运往
郊外或乡村，采用露天堆放或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占用大量的土地，同时清运和堆放过程中的遗撒
和粉尘、灰砂飞扬等问题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随着我国对于保护耕地和环境的各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如何处理和处置建筑垃圾已经成为我国
建筑施工企业和环境保护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日本、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这些国家大多实行的是建筑垃圾源头削减策略，即在建筑垃圾形成之前，就通过科学管理和有效的控
制措施将其减量化；对于产生的建筑垃圾则采用科学的方法使其资源化。
 　  本书是以建筑垃圾分类、建筑垃圾破碎和分选、建筑垃圾资源化、建筑行业的清洁生产、建筑垃
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法律法规、典型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程等为主线，从原理、工艺、管理、法律和
法规上加以论述，全面完整地描述了国内外建筑垃圾资源化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适合于大中
专院校师生、建筑施工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关管理人员等阅读和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的主要有上海电力学院的王罗春（第一、三、四章）、周笑绿（第五章）和同济大学的
赵由才（第二、六章）。
此外，同济大学的郭广勇和陆小青也分别参与了第二章和第六章的编写工作。
 　  本书所列出的所有机械设备和生产厂家，仅仅是出于全书的完整性和论述的需要，撰写人员和出
版社不为这些机械设备和厂家提供任何保证和推荐，也不为这些机械设备所造成的损失和其他任何问
题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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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垃圾处理与资源化》以建筑垃圾的处理和资源化为重点，从原理、工艺、管理、法律和法
规等全面描述了国内外建筑垃圾资源化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括介绍了建筑垃圾的来源、分类、组成以及建筑垃圾管理的技术经济政策。
第二章介绍了建筑垃圾的破碎与分选，并介绍了建筑垃圾机械分选系统的比选实例。
第三章是建筑垃圾资源化，包括废木材、废旧建筑混凝土、废旧道路水泥混凝土、剩余混凝土、废旧
混凝土砂（渣）、废旧砖瓦、废旧屋面材料、旧沥青路面料、建筑垃圾微粉的资源化，以及建筑垃圾
作桩基填料加固软土地基。
第四章介绍了建筑垃圾填埋场的选址、设计、工艺、设备、运行与管理，并介绍了美国有关建筑垃圾
填埋场的规定。
第五章分析了我国建筑垃圾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介绍日本的管理，对我国建筑垃圾的管理
提出了建议。
最后介绍了建筑垃圾中的纤维质废物制板材的技术和试验。
本书是《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丛书》之一，全书理论全面，技术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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