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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项目的概要

1.1    项目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在近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沿海部与内陆部的

差距问题逐渐明显。为此根据“西部大开发”的方针，今后将促进内陆的开发。西

安市由于作为大开发的据点，今后将重点实施投资开发。另一方面，由于西安有着

古都长安悠久的历史背景，每年的观光人数超过 1200 万人次以上，是中国屈指可数

的国际性观光城市。今后将实行在保护市内环境的同时进行开发的“可持续开发”

的基本方针。此方针，根据在 2002 年 11 月时召开的第 16 届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

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八方面主要任务”中，“积极推进

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精神，把重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

作为国家的方针所认识。

  现在西安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约为 3000 吨，预计今后随着西安市的发展会进

一步增加。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 1988 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开发调查“西安市

生活废弃物处理计划”的请求；于 1990 年进行了 M/P 和 F/S。根据调查的结果，西

安市在城市的东部江村地区建设了最终处置场（江村沟最终处置场），开始对城市的

生活废弃物进行填埋的处理。

  但是目前的西安市废弃物管理状况评价中存在着以下非常紧迫的课题。

  1)  城市西部地区离最终处置场远,有建设高效率的中转系统的必要。

  2)  现在最终处置场的渗滤液是用运油车从距离 40km 的污水处理厂运出然后进

      行处理的。因此，庞大的运输费用造成市政府的财政负担，于此同时也是在

      多雨季节造成处置厂内一时的渗滤液滞留的原因，有建设专用处理设施的必

      要。

  3)  为了把握周边环境状况，检测体制有进行建立的必要。

  4)  最终处置场填埋器材老化，有进行更新的必要。

  在上面的４个课题里面，关于 2)的渗滤液处理设施的建设，西安市正在以在 2003
投入使用为目标，自己进行施工建设。另外，关于 1)中的中转站，为了放置中转用

器材，中方已经在对建设中转基地的施工建设进行计划。因此，对于上述的问题的

解决，中国政府要求我国提供中转基地用的器材、环境监测器材及废弃物处理器材。

  对于这一要求，我国从形成循环型社会的观点，提供废弃物管理方面的无偿资金

援助时,要求受援国制定废弃物管理计划,考虑周边环境及社会环境。为此，于 2002
年 6 月派遣预备调查团对西安市的废弃物管理状况以及周边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

西安市实施的对策是合适的。因此，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进行了西安市

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基本设计调查现场调查，汇集成为本基本设计调查概要。

1.2    项目的目的

  项目的目的是，根据本基本设计调查结果实施无偿资金援助，配置城市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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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集、搬运、处理以及有关环境对策的设施和器材，使西安市的“废弃物管理”

得以改善。

  从收集到处置，这一连串与废弃物有关的系统被称做“废弃物管理”，“废弃物管

理”的基本是对产生的废弃物迅速的从产生源移出，并进行回收、搬运、以及适当

的处理措施。对于进行处理、处分的“被管理的垃圾流向”进行如何的适当的建设，

基本还在于“废弃物管理计划”。根据以相关法规和总体计划做基础制定的废弃物管

理计划置备设施和器材。整个废弃物管理的组成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与本项

目的关系如图 1.2-１所示。

图 1.2-1  废弃物管理整体图

1.3    项目的目标和无偿资金援助项目的定位

  西安市对在 JICA 开发调查“西安市生活废弃物处理计划调查”中提到的废弃物管

理基本计划做出反应，把自定的“环境卫生设施发展计划”作为总体计划对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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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管理项目进行实施和策划。关于西安的项目整体图相（从收集到处置的流向）

如图 1.3-１所示。

•  运用中转系统，有效率的对城市生活废弃物进行收集和搬运。

•  根据促进对器材的更新，提高垃圾收集搬运车辆的工作效率。

•  包括对最终处置场的继续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的建设以及环境监测的卫生填埋

处理的实施。

•  对医疗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及建筑废弃物进行适当的处理管理。

•  由城市生活废弃物中的有机成分的“堆肥”(compost)化,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和资

源化。

•  对废弃物管理机构和制度进行改变、改正、提高效率。

•  对财政方面进行改善，包括对垃圾费征收系统的改善。

图 1.3-1  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项目的全体图相

  在上面记述的废弃物管理项目全体中，西安市正在自己实施对可以称为废弃物管

理终点的最终处置场的建设。另外，对医疗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设施的计划也正在推

进。

  另一方面，关于对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输送，特别是西安市西部地区，违章投掷、

不全部收集等现象的发生，都是目前的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是到最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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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距离太远，花费的运输时间太长，现有的收集运输车已经到了最达的运输能力

极限的缘故。因此，垃圾的中转输送系统的引进是确保输送车收集能力的紧急课题，

本项目中实施的中转输运基地用器材的供应也被定位成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的中

心事项。

  另外，如前面所述，最终处置场的配置和填埋的实施，到现在为止，虽说西安市

正在实施，但由于推土机等填埋器材的不足、老化等原因，不能实施当日覆土的完

备的卫生填埋，这也是发生恶臭异味的原因。还有，每天观测这些环境影响的器材

和环境监测器材也足够,因此，最终处置场和环境监测器材被定位成在江村沟最终处

置场等地确立适当、正确的运营管理时的重要器材。

  因此，本项目是构筑西安市西部市区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有效率的收集和运输方法、

的同时改善接收垃圾的中转输送基地和最终处置场的运营管理以及环境管理的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所期待的成果和目标如下所示。

表 1.3-1  项目的成果和目标。

预计成果指标 目标

垃圾收集量 由于中转运输（中转站用器材的供给）的实施减少违章投掷，收

集的垃圾量随之增加。

垃圾收集率 由于垃圾收集量的增加，全体垃圾收集率随之上升。

收集用车在单位时间

内的收集量

因为实施中转运输，收集车一次的运输路程缩短，运输的班次增

加，单位时间内的收集量也随之增加。

覆土的实施状况 因为对处分废弃物用器材(特别是填土用器材)的供给，填土状况

达到填埋标准。

环境监测的实施状况 因为对环境监测器材进行供应，根据简易环境监测计划，做到日

常的进行水质、大气分析。

交通阻塞的缓解 作为间接效果，在现有的狭窄路面上进行向收集车装载作业，是

发生交通阻塞的原因之一，不过，实施中转运输，可对此现象进

行缓解。

1.4    .无偿资金援助对象项目的概要

  根据本基本设计调查结果，进行研究的无偿资金援助对象项目是以中转输送基地

用器材、环境监测器材以及最终处置场用器材为构成的提供器材的项目。

1.4.1    中转站用器材

  对中转站输送地用的器材大致区分，用来把城市垃圾压缩装载专用垃圾集装箱的

压缩设备、专用垃圾集装箱以及承载该垃圾集装箱运到最终处置场的脱着式集装箱

运输车。各自的概要以表 1.4-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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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压缩设备将由中方进行搬入中方建设的三民村中转站运输基地内,并安装在

厂房里面。

表 1.4-1　中转运输用器材概要

器材名称 数量 用途

运送垃圾用的有关器材 20 台 把装载垃圾集装箱运输到最终处置场用的大型集

装箱脱着式运输用车。根据垃圾集装箱的大小，

20～25吨级的特别装备车辆。

中转集装箱 25个 填充垃圾用的密闭式垃圾集装箱。容量为 18～20
立方米左右。集装箱与压缩设备以及垃圾运输器

材都具有各自的装卸构造。

压缩设备 2套 主要由压缩机主体、油压装置，料斗装置、给料

装置、垃圾集装箱滑动机、除尘·除臭装置以及

控制装置等组成。

各器材在现场的开箱、安装以及配线·配管·管

道工程等工作，将在制造厂派遣的技术人员的指

导之下,由中方负责实施。

1.4.2    环境监测器材

  环境监测器材基本上是指在江村沟最终处置场和新建设的中转站里所被使用的简

易监测器材，其构成和概要如表 1.4-2 所示。

表 1.4-2　环境监测器材的概要

器材名称 数量 用途

气体分析仪 2台 在江村沟最终处置场以及三民村中转站的异味成

分（CH４、CO、H2S、NH3 等４种气体）进行分

析。

雨量计 1 台 把握江村沟最终处置场渗滤液的流出状况以及与

雨量的关系。装配自动记录装置。

流量测定装置 1台 为了对江村沟最终处分场的渗滤液量进行持续的

监测的水槽形状的流量测定装置。往现场搬入以

及安装由中方负责实施。

COD分析仪 2 台 对江村沟最终处置场以及中转站的排水等的

COD进行分析。因为测定装置本体在进行分析时

需要热源的缘故，所以把它设置在最终处置场和

中转站的管理楼里，样本由携带型器材到现场采

取。

pH分析仪

电力传导率仪

4 台 对江村沟最终处置场以及中转站的排水、地表水、

地下水等的 PH值以及传导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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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最终处置场用器材

  最终处置场用器材包括推土机、装载机、压实机、挖掘机、自卸车、喷药车、小

型清扫车。概要如表 1.4-3 所示。

表 1.4-3　最终处分用器材的概要

器材名称 数量 用途

推土机 3 台 最终处置场里每天 24小时连续搬入大量的垃圾，

起使这些垃圾散开、摊均匀、在其上面均匀的推

运覆上黄土的作用。

装载机 2 台 每天在最终处置场内以及周边的采土地点采取必

要的量的黄土。起装载的作用。

压实机 1 台 在被铺平的垃圾和黄土的碾压，还起到破碎大块

垃圾的作用。该器材的引进，可期待原均由推土

机进行的垃圾和黄土的平摊、碾压等填埋作业的

分工化，得以工作效率的提高。

挖掘机 1 台 每天在最终处置场内以及周边的采土地点挖掘·

采取必要量的黄土。

自卸车 5 台 每天从采土地点到最终处置场搬运必要而所定的

量的黄土。

喷药车 1 台 主要是对夏天的最终处置场的苍蝇、病害虫等进

行驱除。配有喷药剂的机枪式喷头。

道路清扫车 1 台 对最终处置场内以及处置场境内道路进行粉尘、

飞散垃圾的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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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援助对象项目的基本设计

2.1    设计方针

2.1.1  基本方针

关于本项目计划的基本方针是，基于在中国实地调查的处理方针，在调查时与中方的协商结

果、归国报告会议中决定的基本设计方针等、设定如下。

- 本项目是西安市在对废弃物综合管理计划实施中，以对现有的运作系统的改善为当务

之急的现有中转搬运系统的效率化、最终处理场的填埋管理与作业的妥当化、及实施

对最终处理场和中转搬运站的简易环境监测管理为对象的。

- 对象废弃物是城市生活扔弃物。

- 对象区域为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对城市生活废弃物进行管辖的市区和其周边区域、

位于市东的江村沟最终处理场、以及三民村中转搬运站为建设预定地。

- 本项目是根据无偿资金援助的器材供应项目、由中转搬运站用器材、环境监测器材以

及最终处理场用器材构成。还有，经过对各种器材的现状、将来计划、实施体制的设

立状况考虑后，严格挑选器材的规格与数量。

- 即将设置中转搬运站器材的中转搬运站将建设于市西部的三民村现有的粪便收集车

停车场内、新的土地征用、以及居民的搬迁等不会发生。还有与建设相关的一切手续

由中方负责与实施。

- 根据中转搬运站器材的设置、器材的计划、设计、制造、购置以及安装/试运转监理

由日方担任，接纳设施（中转搬运站建筑物以及周边设施、连接道路等）的设计、建

设及安装由中方担任，为了切实确保器材的性能中日双方要形成及时的信息交换体制。

- 器材的产地以中国制造或日本制造为原则，各种规格、性能、实际使用、购置状况以

及保养管理支援体制等经过比较研究后，来选择最适当的生产国。

- 关于实地调查中，根据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条件的调查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改善的事实，

在对本项目的框架下可能实施的对策及另外需要计划的必要对策整理之后，研究进行

软件部分的运用。

- 本项目进行一次性不分期的实施。另外各器材的用途和购置工期经考虑后，如有需要

可以分批实施。



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基本设计调查

2-2

2.1.2 针对自然条件的方针

    西安市气象记录表明 2001 年的月平均最低气温在 0℃以上，但根据年度的不同气温低于

0℃以下也是预料之中。所以要求采用适合寒冷地的规格。还有本项目由于施工时间的限制，

伴随安装工程的中转搬运站器材的设置时期没有调整至气候比较温暖时期的余地。所以为了使

在冬季进行的安装工程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应该向负责中转搬运站建设与安装的中方提供必

要的信息。

     一年中气候干燥降水量不多，但也有一时的大量降雨导致渗水量积增的情况，所以要求

器材的流量测定装置要进行满足这一高峰情况的设计。

  　在最终处理场的填埋现场，考虑到在夏季会散发大量的恶臭与连续发生超过 30℃热气的情

况，所以最终处理场的器材以采用带有空调的密封式驾驶室为基准。

2.1.3 针对社会经济条件的方针

 （1）人口及垃圾发生量的现状与将来的预测

    本项目的对象西安市6区的总人口数在1997年至 2001年五年间的变化如表2.1-1所示。

从 1997 年到 2000 年，增长率不到 0.1％没有太大的变化，从 2000 年到 2001 年一年间约增加

了 2.2％，人口总数也接近 309 万人左右。这种激烈的增长率的变化提示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

基地近年西安市有急速扩大发展的倾向，因此西安市有假设以 2.2％的年增长率来预测将来、

在制定的废弃物管理计划中得到反映的计划。

表 2.1-1　西安市（6 区）人口变化（1997 年~2001 年）

各区人口（人）

年度
新城区 碑林区 莲湖区 未央区 雁塔区 灞桥区

总人口数

(人)

与前年

相比的

人口增

长率

(％)

1997 468,817 609,417 573,928 379,293 556,925 430,415 3,018,795 -

1998 469,049 609,719 574,212 379,480 557,201 430,628 3,020,289 0.05

1999 469,210 609,928 574,408 379,611 557,393 430,776 3,021,326 0.03

2000 469,544 610,362 574,816 379,742 557,789 431,082 3,023,335 0.07

2001 471,760 634,707 575,020 385,731 588,102 433,623 3,088,943 2.17

出自：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西安市统计年监）

一方面发生的垃圾量 2000 年实际为 3,075（吨/天）、6 区总人口数约为 302 万人，每天每

人产生垃圾原始量为 1.02kg/人•天1)。这个原始量每年的增长率随着在将来的减量化政策实

施而递减、再乘以每年的人口预测数来推测将来的垃圾发生量，如表 2.1-2 所示。

                            
1)　西安市没有正确把握享受各区垃圾收集服务的居民数。还有垃圾实际产生量以实际在最终处理场接收的数

据来推定、不法投弃等没有搬入处理场的垃圾数量还是个求知数。这里的原始量仅是根据既知的处理量与人口

的数据作为进行将来推测的基准而计算出来的。与发展中国家平均量 0.5～0.6（kg/人/天）、日本的发生原始

量全国平均 1.1（kg/人/日）相比数量较大推测可能是包括了企业垃圾和未使用煤气地区产生的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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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垃圾发生原始量以及发生量的预测

年度 人口＊１（万人）
发生原始量

(kg/人/天)

发生原始量

增长率(％)

发生垃圾量

(吨/天)
摘要

2000 302 1.02 3,075

2001 309 1.04 2.0 3,214

2002 316 1.06 2.0 3,350

2003 323 1.08 2.0 3,488

2004 330 1.10 1.5 3,630

2005 337 1.12 1.5 3,774

2006 344 1.14 1.5 3,922

2007 352 1.15 1.0 4,048

2008 360 1.16 1.0 4,176

2009 368 1.17 1.0 4,306

2010 376 1.18 0.5 4,437

出自：据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预备调查报告书（表 3.2.1）与本基本设计调查时的数据制成

　*1：人口与前年相比增长率固定在 2.2%的情况下。

（2）关于西安市对回收有价值物品的现状与方针

　现在西安市对塑料瓶、塑料制品类、纸、纸箱类、玻璃瓶、金属类、橡胶类等有价值物品进

行回收。

　现在回收系统有存在的市场，民间的基础十分健全，目前没有通过法令制度等来采取强制性

行政干预的必要。而且在市内有价值物品的回收活动对搬运至最终处理场垃圾减少也有贡献。

因此，本计划在维持现有的有价值物品回收系统优点的同时来构建中转搬运系统。

  另一方面，在江村沟最终处理场的清洁工有因有价值物品回收得到稳定的收入而感到安心的

一面，也对工作环境等抱有不安。其它方面，固形废弃物管理处虽制定了[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废品回收业管理暂定规定]，但依然对清洁工清洁方式的管理烦恼。正因为如此，随着最终处

理场器材的供给而使填埋活动适当化，同时对清洁工建立团体化、时间制的制度，希望做到填

埋工作与清洁工清洁方式的共存。

  (3) 废弃物管理设施周围居民的现状与方针

　经过对社会的调查，三民村中转搬运站预建地周围的居民对其设施的建设虽然赞成但对其位

置及环境对策等、社会环境问题感到不安。因此根据计划的进行，针对设施的建设及运营等的

计划召开说明会，向居民提供信息，收集意见，进行计划的背景说明，确保项目的透明度，以

争取取得居民的同意。

  关于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周围居民，针对除江村以外的临近垃圾搬运车经过道路的地区（肖家

寨、高家沟、沟泉村、任家坡及唐家寨等）的居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积极地寻求信息的公开，

在本项目的实施的同时召开与居民的对话会等，努力确保本项目的更加透明。

还有三民村与江村之间的道路沿线，有垃圾搬运车的行走产生的交通问题的担心，所以对运

输车辆行走时间进行考虑，对驾驶员进行更彻底的安全指导，减少指定安全驾驶重点区域等由

于车辆的行走而产生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企望保证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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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针对建设状况/调配状况的方针

(1) 用于中转搬运站的器材

　以购置在日本有实际业绩的，而且在驾驶方面、环境方面信赖度较高的日本制造的横型压缩

式中转搬运器材为方针。

(2)  环境监测器材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和 COD 分析计，还有放置型雨量计与流量测定装置，因为中国本地生产厂

家不多故由日本购置。一方面 PH 测试仪及传导率测定装置虽有中国制造的实际业绩，但日本

制造的有可以两种同时测定的器材，从现场操作便利性及管理所有购置的监测器材的容易性来

考虑还是以采用日本制造的为方针。

(3) 用于最终处理场器材

　  以在中国有多种生产业绩的器材进行当地购置，对还未生产的器材及业绩不多的器材（道

路清扫车、垃圾填埋压缩机）由日方购置为方针。

2.1.5 有关积极利用当地企业的方针

　不光西安市，在中国各地存在着在钢铁、汽车制造工厂的系统自动化设置，污水处理设施等

工厂建设方面有实际业绩的企业，所以压缩设备的安装工程及监测器材的设置工程由中国方面

决定采用当地企业来进行，另外压缩设备安装·试运转工程在中转搬运器材生产厂商的日本技

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进行。

　但是，本次项目的核心，中转搬运站的土木建筑工程及压缩设备的安装等工程，需要较高的

技术，所以向中国方面建议选用有工厂建设实际业绩的，或国外的有工厂建设实际业绩的一级

企业。

2.1.6 针对实施机关的运营•保养管理能力所对应的方针

(1) 用于中转搬运站的器材

　三民村中转搬运站的管理，同管理江村沟最终处理场的固形废弃物管理处一样，计划由从属

于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新组织的事业机关来进行保养管理。对市政管理委员会而言是第一

个中转搬运站，根本没有类似设施的保养管理经验，必须根据工程的建设情况进行培训。特别

是针对压缩设备，在机器交付使用前配发运行操作的使用手册，根据试运转及性能测试阶段进

行操作训练，希望在实际使用时不出现故障。关于以下问题也需要事先与中方进一步研究。

·分布在各区的垃圾回收渠道

·各区中转搬运站的利用时间的分割

·到最终处理场的集装箱运送渠道

·中转搬运站的运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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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监测器材

中国对最终处理场的环境监测规定由市的环境卫生科学机关来执行，目前为止环境监测一直

由市政管理委员会旗下的环境卫生科学技术研究所来执行。所以，用于最终处理场和中转搬运

站的环境监测器材也同样由环境卫生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人员使用，并进行监测。另外器材必须

保管于各个对象区域的设施管理事务所里。另一方面，为了保养管理好今后供给的器材，应该

探讨制定一个既新又简易的环境监测计划和数据的统计处理・分析的方法，同时对于结果的公

布和问题点的处理等事后处理方法也进行研究。

 (3) 用于最终处理场的器材

下属于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固形废弃物管理处与现在同样对其进行保养管理。这个组织在江村

沟最终处理场建设以来一直进行着运营保养管理，对保养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这次提供

的器材中有至今在中国没有使用经验的小型清扫车（道路清扫车）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驾驶训

练。还有这次提供的器材中重型机械与卡车增加了，必须制定确保必要的驾驶员及有效地使用

器材的计划。用于此地的器材的保养管理基本上预计都在现在事务所旁边建设中的修理车间进

行。和所有器材一样，供给的对象器材也进行同样的保养管理，每年的车检也在修理车间里进

行。

2.1.7 关于器材级别设定方针

(1) 用于中转搬运站的器材

中转搬运站器材中的压缩设备采用我国的所有压缩中转站均采用的横型压缩方式。处理能力

取决于器材制造上的技术限制与一次收集车到中转站的高峰时间的考虑，中转集装箱及中转运

输车为了适应到最终修理场的道路条件采用大型车辆。另外,中转站的运转方面将采用操作人

员把握设备运转状况,保证安全运转的控制系统。

而且，中转搬运站的建设和运转中，垃圾臭气、设备运转中产生的噪音、振动、排水和垃圾

收集车及搬运车放出的废气与噪音等，对设施内外造成的影响也要考虑，特别是作为压缩装置

周围所散发的臭味对策设置的除尘除臭装置应该采用对应于想象的臭气成分的除臭方式。

中方对这些设备的使用及运转方面负责任,但初次开始运转时通转技术支持项目的实施和运

转指导人员的派遣提供技术指导。

 (2) 环境监测器材

最终处理场用的监测器材，作为在现场进行及时确认浸水的影响等和产生的气体对环境影响

的日常业务时的便携式器材，考虑现场的使用频度的频繁，主要采用有大量使用业绩的操作灵

活、耐久性好的器材。器材的构成主要分为气体分析仪、雨量计、流量测定装置、COD 分析计、

PH 计/电气传导率计。

另外为了监测新建的三民村中转搬运站所产生的污水与恶臭，也需购置气体分析仪，PH 计/

电气传导率计，规格与处理场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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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用于最终处理场器材

这次供给对象器材用于垃圾的填埋、铺平、覆土铺平、及搬运道路的环境保护，在现场恶劣

的条件下一天 8 小时~24 小时连续使用，应该尽量采用耐久性好的，有大量使用业绩的，在西

安市容易购置配件的器材。

购置器材由推土机、轮式装载机、垃圾填埋压缩机、挖土机、翻斗车、药液喷雾车、道路清

扫车构成。因为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为了保护驾驶员，所有器材驾驶室必须密封并装有空

调。

2.1.8 关于购置方法、工期的方针

(1) 用于中转搬运站的器材

这次用在中转搬运站上的压缩装备预定从日本购置，搬入与安装工程由中国方面负责。在购

置时，为了使中国内的安装工程能顺利进行，采用整体安装的形式使当地的安装工作量达到最

小。还有由中国负责的建筑物及其基础工程的接口部施工，为了能确实吻合具体的安装位置及

工期进度，积极在生产厂商与中国的实施机关之间传达信息，并在两国间建立为了信息交流的

管理体制。

中转站所用器材从设计到制造、搬运、装配·安装、试运行调试为止需 18 个月左右时间，

加上招标相关的工作所需的约 3 个月时间，全部工程约需 21 个月的时间，是非常紧凑的工程。

因此，圆满地实施招标业务，在最适当的时机实施中日双方设计内容的确认，选择费时相对较

少的搬运路线等尽可能考虑做到缩短工期。

运输方面，物资全部船运到天津港口，再通过铁路甚至采用车辆路上运输搬运到西安市。搬

运大型集装箱的卡车基本上不得自行行走。

(2) 环境监测器材

环境监测器材基本上全部都由日方购置，伴随现场搬运安装工程的流量测定装置，应听从生

产厂商的技术人员指导，由中国负责卸货进行安装工程。运输路线为船运到天津港口再由铁路

或车辆运送到西安市内。

器材以标准成品为主，购置时间为 6 个月到 7 个月左右。与前述的中转搬运站用的器材因工

期大不相同，所以要根据生产批量进行购置，尽早购入。

(3) 用于最终处理场器材

推土机、轮式装载机、挖土机、翻斗车、药液喷雾车以中国制造为购置对象。对这些当地购

置的大型机械，从中国厂商的工厂采用铁路及车辆陆地运输的方式运送到西安。

还有在日本或第 3 国购置的垃圾填埋用压缩设备和道路清扫车，由船运到天津港口再由铁路

及车辆陆地运输的方式运送到西安。

而且，当地购置部分及日本购置部分器材都以标准成品为主，由于购置时间为 6 个月到 7 个

月左右，所以最好和环境监测器材同批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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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器材计划

(1) 用于中转搬运站器材

1) 中转搬运站布置方案

中转搬运站的建筑布置计划对于中转搬运站周边环境的影响，如表 2.2-2 所示照顾到对环

境的影响,降低出入车辆的嗓音、振动、废气排出、从压缩机等传出的噪音、振动、粉尘、

臭气。为了降低场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筑物应与场地边线保持距离，基本设计调查团提

案的平面布置计划距离保持在 20ｍ。调查团所提出的平面布置计划方案可参考资料-1。而且，

西安市有在中转搬运站计划用地的剩余空间内，将来建设资源再生设施等完善计划的构想。

因此，以调查团提案的布置为参考，预定再一次对布置计划进行修改。

　中转搬运站建筑预计高为 14m 左右，和附近的建筑物相比相对较高。建筑物目的为处理垃

圾的设施有必要与周围环境协调相容，作为对策，在设施的外围部及东侧住宅区沿线植树绿

化。另外，建筑的设计为了与周围环境协调相容采用了时尚的构造与设计，照顾了景观。绿

化计划如资料-1 所示。

表 2.2-2　照顾环境项目

照顾环境的影响 对策

车辆的嗓音及废气的

排出

·建筑物布置与场地边线保持距离

·减少在道路上停车时间，保持主要道路通畅由此进入

·车辆的保养管理确实地实行

工厂的噪音 ·建筑物布置与场地边线保持距离

·采用高隔音外墙

垃圾粉尘及臭气 ·设置除尘及除臭设备

·受料斗设置洒水装置

·集装箱的垃圾充填部设置洗净装置

工厂排水 ·设置排水处理设施，流放至一般下水道

垃圾的散乱对策 ·受料斗投入部设置清扫用给水栓

·滑动部分设置清扫用给水栓

·设置排水井

车辆本身污染 ·设置洗车场

2) 建筑物的平面计划例

　中转搬运站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办公用房如表 2.2-3 所示。实施中转搬运站建设的中方加上

此基本用房的构成、适应于作为地区社会环境教育的中心设施等的特别作用来进行建筑物计

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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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中转搬运必需的房间

楼层 室名 备注

１F 压缩机等相关机械室

１F 集装箱移动滑槽用空间 地下井

１F 器材仓库

１F 驾驶员室

１F 锅炉室

１F 机械室（建筑物用）

１F 浴室及更衣室

２F 除尘及除臭机械室

２F 电气室 动力主控板关系

２F 车辆进出空间 外部倾斜坡

２F 受料斗空间 2 台位置

1 层半 主控室

1 层半 办公室

1 层 /1

层半

其它（会议室、展示厅、教育进修室、茶水室等）

3) 设计条件

a) 对象垃圾搬运量

本计划的对象服务区域为莲湖区、未央区、雁塔区３区的西部地区。3 区截止到 2000

年度的垃圾产生量，以及在最终处理场的处理量及收集率如表 2.2-4 所示。3 区的平均收

集率为 88％，雁塔区特别低。预测北部的未央区与西部的莲湖区随着城市开发垃圾产生

量会增加。这 3 个区在 2000 年时的人口为 150 万人，每天有 1,520 吨垃圾排出。本搬运

站以其中一部分 800 吨（对象人口 65 万人）为对象，西安市计划的明细如表 2.2-5 所示。

特别是今后未央区将重点发展住宅业，预测要比现在产生更多的搬运量。

表 2.2-4　垃圾产生量、收集量以及收集率（2000 年）

市区 产生量*1

（ｔ/天）

对象人口

（人）

原始量*1

（kg/天）

处理量

（ｔ/天）

收集率

（％）

莲湖区 1,020 547,816 1.86 959 94

未央区 156 379,742 0.41 142 91

雁塔区 344 557,789 0.62 238 69

3 区合计 1,520 1,512,347 1.02 1,339 88

全 6 区合计 3,075 3,023,335 1.02 2,585 94
出自：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预备调查报告书（表 3.3.1）以及市政管理委员会

表 2.2-5　中转搬运对象区域的人口以及收集垃圾中转搬运量

服务区域 设定对象人口 搬运量（ｔ/天）

莲湖区劳动南路以西 300,000 350

未央区朱宏路以西 150,000* 250

雁塔区含光南路以及东仪路以西 200,000 200

合　计 650,000 800
出自：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西安市生活垃圾搬运计划（2002 年 8 月）」

*未央区现在设定人口在 150,000 人左右，西安市认为随着今后工业的开发和大学的设立，

人口的增加及企业垃圾等会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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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转搬运站运行时间

　关于对象服务区域计划的运作时间，考虑到现在的收集体制和对周围居民的影响，采

取 6:00～14:00、14:00～22:00 一天工作二班，时间为 16 小时的运作。垃圾的收集体制

根据对象服务区域的 3 区垃圾量收集车辆到达中转搬运站的时间暂时计划为莲湖区早班

6：00～13：00、未央区 13：00～18：00、雁塔区 18：00～22：00，如表 2.2-6 所示。

表 2.2-6　中转搬运对象区域的收集时间

服务区域 搬运量

（ｔ/天）

构成比率

（％）

收集时间 到达中转搬运

站的时间

莲湖区劳动南路以西 350 44 7 06:00-13:00

未央区朱宏路以西 250 31 5 13:00-18:00

雁塔区含光南路以及东仪路以西 200 25 4 18:00-22:00

合　计 800 100 16 06:00-22:00

出自：在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西安市生活垃圾中转计划（2002 年 8 月）」基础上计算

3) 器材内容的研究

a) 中转搬运车

　使用配备垃圾充填集装箱用的专用脱离式装置的大型集装箱搬运车，根据以下设设计

条件试算结果必需为 20 台，与要求的台数相同。

－ 需要的台数

① 每天运输量：800 吨

② 最大容积比重（中转集装箱内）：0.45

③ 每天的垃圾运送体积：1,800ｍ3（①÷②）

④ 中转搬运工作时间：16 小时／天

⑤ 一个周期时间：2.33 小时（＝140 分：往返走行 60×2＝120 分、装运 10 分、卸载

10 分）

⑥ 集装箱容量：20ｍ3

⑦ 工作效率：0.9

⑧ 集装箱积载•率：0.9

⑨ 车辆动作率：0.85

⑨ 需要的车辆数＝20 台＞19.04 台（｛③÷｛｛④×⑥×⑦×⑧×⑨｝÷⑤｝｝

⑩ 平均一台集装箱车辆往返数＝平均 6 次/台（④÷⑤）

b) 中转运送车

　各组压缩设备因常有 2 个集装箱待机，为了在其他集装箱积载于大型搬运车运载过程

中也可以充填垃圾，设置集装箱滑动装置。因此需购置用于 20 台大型运送车的集装箱与

待机的 4 个及备用 1 个共计 25 个集装箱。

c) 压缩设备

　压缩设备由压缩机主机、油压器、受料斗、给料器、集装箱滑动装置、控制系统，除

尘除臭装置等构成。压缩设备采用能有效地填充集装箱内的垃圾的横型压缩方式。

　由以下条件决定压缩设备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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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峰时间最大搬入量，基于日本的经验，定为平均每小时搬入量的 140％。

②　每天平均处理量为 800 吨，运行效率为 90％。

③　一般横型压缩设备 1 套的处理能力为 30～50 吨/小时，根据①和②，

800 吨/16 小时每天÷（16 小时/天×90％）×140％＝78 吨/小时

根据③，本设施设置 2 套处理能力在 40 吨/小时的压缩设备。

　受料斗的容量，根据日本的实际运作经验各套压缩设备对应于 9 分钟的停止时间的容

量，设计如下所示。

　40 吨/小时÷0.25（容积比重）×160％×9 分/60 分÷0.7（受料斗容积效率）

＝54.9→60ｍ3

 

(2) 环境监测器材

1) 器材内容的研究

a) 气体分析器

气体分析器（CH4、CO、H2S、NH3）使用携带型的，可以分别测量各气体浓度的，用数

码显示测定值的式样。各种气体一台，计 4 台为 1 套。最终处理场用和中转搬运站用共 2

套。

b) 雨量计

雨量计使用由感知雨情发出信号的感应器及分析记录信号的记录器组成的器材，以附

带可以自动记录连续一个月的记录的装置的器材为购置对象。

c) 流量测定装置（水槽）

堤坝型水槽流量测定装置一台以及自动记录系统一套作为购置对象器材。这种流量测

定装置的现场搬运与安装工程的实施都由中方负责。渗漏水的流量测定装置采用可以设

置于渗漏水放流管的端部不间断地进行渗漏水流量测定的装置。由根据计测堤坝的流量

的水槽及检测出水位变化自动记录数据的装置构成，数据采用在测定期间可以连续记录

的方式，并采取水中污泥难以沉淀堆积的构造。

d) COD 分析计

渗漏水测定使用的水质（COD）分析计，采用便携式使用方便的式样，江村沟最终处理

场及中转搬运站配备 2 台。因为（COD）分析计主体在测量时须热源的提供。所以，设置

于处理场及中转搬运站的管理楼内。用携带式器材在现场进行取样。

e) pH 计/电气传导率测定计

机器选用可同时测量 pH 与电气传导率的的 pH/电气传导率测定计，便携式以数字表示

测定值的机种，用于最终处理场及周边村落，用于中转搬运站共 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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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最终处理场器材

1) 设计条件

a) 对象填埋垃圾量

本计划对象服务区域为西安市全部 6 个区，2005 年为止莲湖区、未央区、雁塔区３个西

部区域发生的垃圾中,经中转搬运站搬入最终处理场的垃圾搬入率为 44％。搬入最终处理

场垃圾的明细内容详见表 2.2-7 所示。

表 2.2-7　对象埋置垃圾量

　　　出自：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预备调查报告书（表 3.3.1）推测

　　　*1：发生量及原始量包含企业垃圾

　　　*2：西部 3 区与东部 3 区垃圾发生量的分类以保持 2000 年的实际比率为准

　　　*3：2000 年目标收集率为实际值（出自表 3.3.1）

　　　*4：2001 年以后的目标收集率，市西 3 区到 2005 年为止年年递增逐渐将达到 100%，市东 3 区将维持 100%现状。

b) 覆土以及填置方法

① 覆土材料

　每天所须覆土量为垃圾搬入量 1/10。覆土材料在最终处理场内的覆土材料采集场用轮

式装载机、挖土机挖挖掘粉碎、装载，并用翻斗车搬运至各个填埋工作场所。

② 填埋方法

　现在的填埋工作分早班与晚班2班制,一班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的长期劳动,早班使用

3 台推土机（早 9:00 到晚 9:00）、晚班使用 2 台推土机（晚 9:00 到早 9:00）。今后预

计也维持这个作业体制。

　填埋划分为几个区域,垃圾厚度为20～30cm由推土机均匀铺平滚压,由于搬入垃圾的压

缩性很大,为了有效地利用最终处理场及防止车辆颠覆的安全管理,应使用压缩能力大的

填土压缩机进行滚压。

2) 器材内容的研究

　在填埋工作中，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垃圾及覆土的翻出、均铺、压缩、滚压工作为 24

小时不间断进行，除此以外的工作在白天的 8 个小时中进行。填埋器材的运作时间和用途如

表 2.2-8 所示。

市西部3区 市东部3区
年度 人口

（万人）
垃圾产生量
（吨/天）

垃圾产生量
（吨/天）

目标收集率 収集及搬运
量（吨/
天）

经由中转站
的数量

（吨/天）

经由中转站
的数量

（吨/天）

东部市区垃
圾产生量
（吨/天）

目标收集率 収集及搬运
量（吨/
天）

最终处理场
直接搬入量
（吨/天）

最终处理量
（吨/天）

2000 302 3,075 1,520 88% 1,339 800 59.7 1,555 99.4% 1,546 2,085 2,885
2001 309 3,214 1,588 90% 1,429 800 56.0 1,626 100% 1,626 2,255 3,055
2002 316 3,350 1,655 92% 1,523 800 52.5 1,695 100% 1,695 2,418 3,218
2003 323 3,488 1,723 94% 1,620 800 49.4 1,765 100% 1,765 2,585 3,385
2004 330 3,630 1,793 96% 1,721 800 46.5 1,837 100% 1,837 2,758 3,558
2005 337 3,774 1,820 100% 1,820 800 44.0 1,954 100% 1,954 2,974 3,774
2006 344 3,922 1,937 100% 1,937 800 41.3 1,985 100% 1,985 3,122 3,922
2007 352 4,048 2,000 100% 2,000 800 40.0 2,048 100% 2,048 3,248 4,048
2008 360 4,176 2,063 100% 2,063 800 38.8 2,113 100% 2,113 3,376 4,176
2009 368 4,306 2,127 100% 2,127 800 37.6 2,179 100% 2,179 3,506 4,306
2010 376 4,437 2,192 100% 2,192 800 36.5 2,245 100% 2,245 3,637 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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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废弃物处理器材

器材名 形式与容量 台数 振动预定时间 用途

掐土机 220HP 3 24 小时 垃圾的翻出、覆土的施工

轮式装载机 13 吨左右 2 8 小时 覆土及碎砖石的装载

填土压缩机 22～25 吨 1 24 小时 垃圾的压缩及滚压

挖土机 0.9 型 1 8 小时 覆土的挖掘粉碎/覆土的采取

翻斗车 8 吨 5 8 小时 覆土碎砖石的搬运、工作道路的安排

药液喷雾车 5 吨 1 8 小时 杀虫剂的喷射

道路清扫车 机械式 1 8 小时 用于道路清扫

出自：根据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预备调查报告书　表 4.2.1 与表 5.2.2 制作

2.3 基本设计图

2.3.1 器材标准图

中转集装箱、集装箱搬运车、压缩设备外形图纸、推土机、轮式装载机、挖土机、填埋用压缩

机、翻斗车、药液喷雾车、道路清扫车的器材标准图纸如资料-2 所示。

2.3.2 中转搬运站计划图

平面布置图、建筑物平面图、1F、2F 立面图如资料-1 所示。

2.4 器材购置计划

2.4.1 购置方案

本计划依照日本政府无偿资金援助制度的框架进行实施。本计划已经被日本政府许可，由两

国在签定 E/N 后实施。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法人的咨询公司签定咨询合同，进入实施设计工

作阶段。根据实施设计的结果完成招标书后，通过经招标决定的日本法人承包企业在中国及日

本进行器材的购置，本项目实行实施的基本事项如下：

(1) 项目实施主体

本计划中方的监督·责任机关为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中转搬运站的设计、工程管理由西

安市工程建设管理处负责，最终处理场器材的管理由市政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固形废弃物管理处

负责。不论哪家机关都有着丰富的废弃物管理经验。为了使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咨询公司及承包

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协议，使本计划圆满地实施，须选定负责本计划的负责人及专职人员，负

责人应对各有关部门详细地解释本计划并让其对本计划有了解，以便指示协助本项目的进行。

(2) 咨询公司

日本法人咨询公司的职责是订立有关中国政府与无偿资金援助之间的为了器材购置的设计

监理合同、进行有关本项目购置器材的实施设计，购置的监理。并且咨询公司在制作招标书同

时为本项目的实施机关代理在日本的招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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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购置承包企业

根据日本无偿资金援助制度，选定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日本法人承包企业，进行本项目的器材

购置。购置的器材在购置后也理所当然有必要继续供给配件及进行故障修理等售后服务，承包

企业应该充分照顾到完善包括分包企业在内的器材交付后的联系及协调体制。

(4) 派遣器材安装指导人员的必要性

在本计划提供的器材中，用于中转搬运站的压缩设备器材安装于由中方负责建设的建筑物内。

这些机器（垃圾接受设备、压缩装载设备、集装箱移动设备、除尘除臭设备、电子计量设备）

在与建筑物的结合、基础工程、弹中心线、试运行的调试、设置等方面需要高度的技术，所以，

这些中转搬运站器材的搬入安装工程由中方负责，但由于需要高精度的安装技术，另外考虑到

性能的确保和正确的运营保养管理，所以决定由日本购置企业派遣搬入安装工程的指导人员。

2.4.2 购置上的注意事项

本计划的器材购置所应注意的事项如下：

・ 中转搬运站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由中国方面进行实施，中转搬运站建设有工厂建设的要

素要求有很多功能，所以有必要在施工阶段与中方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

・ 有关本计划的购置器材在当地（西安市）交付。

2.4.3 购置、安装分类

本计划由日方与中方负责的购置安装项目的分类如下：

(1) 日方负责范围

- 用于垃圾搬运器材、中转集装箱的购置

- 用于中转搬运站垃圾压缩设备的购置

- 最终处理场用器材的购置

- 用于最终处理场与中转搬运站监测器材的购置

- 保险、海运、陆运

- 压缩设备用器材试运行调试

(2) 中方负责范围

- 中转搬运站用垃圾压缩设备的搬入及安装工程

- 流量测定装置的搬入安装工程及机器用建筑物的建设

- 上述购置器材的接收及检查的配合

- 中转运输车等车辆的上照手续

- 中转搬运站建设工程

- 上述购置器材免税措施、银行帐户的开设

- 上述购置器材的正确运营及保养管理所必须的预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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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购置监理计划

 (1) 购置监理的基本方针

・ 咨询公司以在本计划所定的购置时间内保证购置实施的准确及安全，对购置企业进行管

理和指导为方针。其工作内容如下图所示：

项目实施阶段 业务内容

1.　购置前阶段 招标书的制作

招标业务的代理

招标的评估

合同业务的辅助

2.　购置阶段 购置的监理

日本以及当地购置器材的检查

报告书的制作

企业的选定在招标手续取得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承认后实施。同时招标的公布以市

政管理委员会之名在日本的主要建设经济有关的日报上刊登。

企业投标书由咨询公司接受，在市政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员到场下开封。开封后立即与市

政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员共同进行评估，起草企业合同的草案。

购置企业的合同签定后，咨询公司对企业、规格及交货期进行确认许可。在日本购置器

材的的装船前及天津港到港后例行检查。还有，当地购置的器材在出厂前进行检查。

这种检查是依据合同对外观尺寸、性能、员数、要求部品数量进行检查，只有合格品才

被允许装船。到港检查为确认所有部品是否全部到达天津港口。

(2) 工期管理

中转搬运站的建设是由日方及中方协作共同进行计划、设计、施工，土木建筑工程基本上由

中方负责，设置于建筑物内的垃圾压缩设备由日方提供器材，中方实行搬入安装工程。为了日

中两国今后建设工作的开展，理想的建设流程如 2.4-1 所示。

1) 日方负责的工期管理

- 基础设计阶段的建设计划的工作会谈。

- 基础设计概要书提出阶段的工期分类的确认

- 决定厂商阶段的器材的设计条件及搬入安装条件的传达说明

- 中国方面制作的最终招标书的确认（委托提供器材的设计条件的确认）

- 厂商制作的器材安装要领书、施工图的提供

- 建设　施工阶段的器材安装指导人员的派遣

- 最终阶段器材的试运行调试及试运行报告书的制作

2) 中方负责的工期管理

- 基本设计阶段基于与日方工作会谈条件的基本计划的制作

- 基于基本计划的 FS/EIA 的制作以及有关机关承认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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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日中双方同意的工程分类的土木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

- 厂商制作的供给器材的设计条件、在搬入安装条件设计中的反映

- 为确认设计条件及搬入安装条件的最终招标书向日方的提供

- 基于厂商制作的器材安装要领书的供给器材的搬入安装工程及工期管理

- 机器试运行调试、运行训练的参加

并且，为了更加切实顺利地推进建设计划，今后有必要建立为了日中双方推进工作的体制

·组织，在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进行密切的协商，推进工程的开展。另外，咨询公司在购置

期间还要实施如下的工期管理

・ 针对日本以及当地购置器材的制作及搬入，要求购置企业比较计划和实际，确认工期

和进展情况。

・ 事先协商各购置器材制作及搬入工期的月度管理方案，指导承包企业严格遵守合同的

期限。

・ 对于当地购置器材，通过总承包企业要求分包企业彻底严格地遵守工期。

2.4.5 质量管理计划

本计划质量管理项目如下所示。

- 对在日本及当地购置的器材，根据实施设计图、资料对其规格、质量进行确认。

- 对日本及当地购置的器材，参加在工厂制作完成时或发货前，对各个器材的质量、数

量检查及各种性能检查。

- 为使中方负责的垃圾压缩设备器材安装工程能妥当的实施、与生产厂商的安装指导人

员一起咨询公司在当地进行指导检查。

- 对本计划提供器材之一的垃圾运输车及道路清扫车在中国有关部门进行的车辆登记

批准与否的确认。

- 对于中转搬运站的建设工程一边中方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一边进行器材的设计、制

造、搬入安装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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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中转搬运站的建设作业流程

基本设计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中方

基本设计调查

基本设计概要书的
提出

基本设计调查报告书
提出

与咨询公司合同
的签定

招标书作成

招标

厂商（MFR)
的决定

MFR器材设计

MFR器材制造

基本设计概要书的确认
・工程分工等

运送

搬入安装工程

试运行调试

结束

相关建设计划的工作会谈

・场地布置

・工期

・中转站的流程

・设施概要

・电源、供水、排水

・基本规格

・? 转条件

・工程负责分工

日方

基本计划的制作

FS/EIA 的制作

建筑物及设施内配置的
基本设计

器材安装所需建筑物条件由MFR(厂商)向
中方提出

・器材的布置

・器材的重量

・基础的条件

・水泥地面开洞部尺寸

・电源、供水、排水的条件

・器材安装的明细

机械安装条件反映在建筑

物的设计中

最终招标用设计图资料的

制作

经MFR向中国提出器材安装要领书、施

工图

中转站内外建设工程
设施内配置工程同步

（工程阶段大型器材搬入
的进行）

由MFR派遣器材安装指导人员

试运行调试及报告书的制作

中转站器材的安装工程

・器材的搬入安装

・电子计量安装工程

・器材安装后维修工程

为了确认向MFR提出最终设计图

器材操作的训练

结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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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技术支持项目管理计划

(1)　垃圾中转搬运管理支援

1) 背景和必要性

　在本项目中，用于中转搬运站器材的提供，西安市的距最终处置场较远的市西部地区的城

市生活垃圾的中转搬运系统将构成，

　中转运输器材之一的压缩设备的运转条件为，每天的平均处理量为 800 吨，采用二班制，

16 小时运转处理。现在从中转搬运对象地区的莲湖区、未央区、雁塔区开出的垃圾搬运车到

达江村沟最终处置场的车辆,上午和下午分别发生一次较平缓的高峰。但是，中转站开始运

转后,到达中转搬运站的搬运距离短，容易收到第一次收集状态，由此高峰将很集中。因此，

西安市对垃圾收集的体制，根据各个垃圾发生区的量，将到达中转搬运站的时间暂定为：莲

湖区为 6：00～13：00、未央区为 13：00～18：00、雁塔区为 18：00～22：00，计划平稳化。

但是，对西安市来讲,用如此大型的器材进行中转搬运还是第一次，完全的平稳化是不可能

的。因此,不仅是器材的运转，包括第一阶段的收集及第二阶段的搬运车的正确安排，在事

先有必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中转搬运计划的制定。

2) 目的

根据上述背景, 作为专家就垃圾收集运输系统运转的高效化, 对西安市将制定的中转运输计

划提出以一下内容为中心的建议,以便中转运输计划得以顺利地实施。以此为目的,实施「技

术支持」项目。

· 第一次收集车的发车计划及将来的更新计划

· 第二次搬运车的发车计划

· 包括根据 EIA 的结果及提议的压缩设备运转管理计划

3) 成果

· 在负责第一次收集的各个区，确立以中转搬运为对象，恰当的垃圾收集体制。

· 确立适应第一次收集计划的第二次搬运体制。

· 确立压缩设备在技术、经济及环境方面的恰当的运转管理体制。

4) 实施形态

管理的支援

5) 活动

业务内容 西安市负责部门 业务实施方法 成果

a) 第一次收集计

划制定的支援

市政管理委员会

各区垃圾收集部门

三民村中转搬运站管理

处（暂称）

现有的垃圾产生状态及道路状况等调查、

整理、为使到达中转搬运站的收集车的时

间带的平稳化，对各区制定的第一次收集

计划进行支援。

··第一次收集计划书

··进行达到平稳化的

第一次收集的实施



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基本设计调查

2-19

业务内容 西安市负责部门 业务实施方法 成果

b) 第二次搬运计

划制定的支援

市政管理委员会

三民村中转搬运站管理

处（暂称）

固体废弃物管理处

适应第一次收集计划的第二次搬运车及中

转集装箱的发车、分配计划制作的支援。

··第二次搬运计划书

··进行有效率的第二

次搬运的实施

c) 压缩设备运转

管理计划的制

定

市政管理委员会

三民村中转搬运站管理

处（暂称）

进行压缩设备恰当的运转管理操作规范的

制定、对操作管理员及操作员传达、训练

的实施。

另外、计划根据 EIA 的结果及提议对环境

保护进行反映。

··压缩设备操作管理

规范

··器材的恰当操作管

理的实施

d) 进修讲座的召

开

西安市相关部门 在本软件管理计划中公布中转搬运系统、

进行信息共享。并且介绍日本的废弃物管

理事例等，以便进行技术转让。

··进行讲座资料

6)　实施体制

7) 人员投入计划

中方实施体制

局长

其他相关部局

西安市
市政管理委员会

咨询公司
（软件的管理计划）

莲湖区
市容环境卫生局

固形废弃物管理处
三民村中转搬运

站管理处

副局长

雁塔区
市容环境卫生局

未央区
市容环境卫生局

月份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投标、签约 ▼

机材调配 　　　・　　

日本专门技术员

实施项目

 a)　一次回

收计划策划
支援

设计、制作

输送
现场安装试运行

 b)　二次

运输计划策
划支援

 c)　压缩设

备运行管理
谋划的设定

 d)　宣

传会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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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村沟最终处置场恰当管理的支援

1) 背景和必要性

　江村沟最终处置场现在正在进行第 2-1 期区域填埋作业与第 2-2 期区域的扩大工程，及渗

漏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工程。

　由于本项目的最终处置场所用器材的提供，更能恰当地进行卫生填埋管理，即填埋垃圾的

铺平及滚压与当日实施覆土处理。特别是原来用已陈旧的普通推土机进行填埋作业，现在将

导入在软弱的垃圾基地上也可以高效率工作的高大的沼泽地适用型推土机和滚压作业高效

率的垃圾填埋用压缩机以提高效率化及专业化。但是，西安市没有使用这样的器材进行填埋

作业专业化的经验。

而且，作为对周围居民更彻底的防臭措施有效使用所提供的挖土机、翻斗车及轮式装载机

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当日覆土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在建设中的渗滤水处理设施，现在的处理能力为 1 天 500 吨做一次处理。处

理水将来被排放至现在计划中的第 3 污水处理厂。在这之前暂时与现状一样，由水罐车搬运

至 40km 以外的现存污水处理厂。现在也有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现在和将来对渗滤

水的收集与排放及处理方法都应重新考虑。而且，对水质污浊严重的下流的原农用贮水池（水

库）的处理的西安市的计划有必要进行支援。

2) 目的

根据上述的背景，利用技术支持项目,实施一下内容的支援,使江村沟最终处置场作为中国

的卫生填埋处置场的典范进行管理，以便实现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和保证安全高效的填埋

作业。

· 包括最终处置场器材的使用方法在内的恰当的填埋管理操作规范的制作

· 对器材运作方法的技术支援

· 对渗滤水恰当管理的技术支援

· 对于西安市的旧农用贮水池（水库）的修复计划的技术支援

3) 成果

· 根据各填埋处理场所用器材的特性进行高效率的填埋作业及覆土作业的实施，努力使处

理场的寿命延长，渗滤水的管理、沼气管理及臭气减少等。

· 修改现有的「废品回收业管理暂定规定」的不合理处及根据对场内拾荒者调查的结果进

行规定的修改，场内拾荒者作业与填埋作业之间安全的确保。

·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及促进现状的回复。

4) 实施形态

   管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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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动

业务内容
西安市

负责部门
业务实施方法 成果

a) 恰当的填埋管

理操作规范的

制度

加上以所提供器材为中心的各个处理场的器

材单体的运转方法，包括现有运转管理方法的

问题进行综合性的填埋管理方法的操作规范

的制定。

·恰当的埋置管理

操作规范

·当日覆土的实施

·减少恶臭

·与拾荒者作业的

共处

·进行有效的垃圾

填埋、滚压的实施

b) 对渗滤水恰当

管理的技术支

援

把握新设置的渗滤水的处理状况，有问题时进

行解决方法的提议。

·进行恰当的渗滤

水管理的实施

c) 旧农业用贮水

池修复计划的

技术支援

市政管理委员会

固体废弃物管理处

环境卫生科学研究

所

对于西安市计划的旧农业贮水池的修复计划

纪行确认，有问题时进行解决方法的提议。

·旧农业用贮水池

的环境修复

6) 实施体制

7)　干部投入计划

中方实施体制

局长

其它相关部局

西安市
市政管理委员会

咨询公司
（软件的管理计划）

西安市
建设委员会

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固形废弃物管理处

副局长

西安市
规划局

西安市
环境保护局

西安市
人民政府

月份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投标、签约 ▼

机材调配 　　　・　　

日本专门技术员

实施项目

 a)　埋置管

理条例的策
划

设计、制作

输送

安装

 b)　浸出

水管理技术
的支援

 c)　旧农业

用水库的技
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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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监测

1) 背景和必要性

　在中国进行最终处置场中转搬运站方面的大规模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时，进行 EIA 的

实施，其结果在设施计划中进行反映。但是、设施在供使用后，不能说对按照环境已有

计划进行设施运营确认的环境监测都能进行恰当的实施。对实施环境监测设施周围的环

境负担未超过所定标准之事进行确认及公布是企业最大的责任，换言之、通过 EIA 与监

测两个方面合理的实施才能开始对环境进行保护。因此，通过本项目使中国方面争取使

环境监测固定化，对西安市的废弃物管理改善非常有效。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环境监测

中国有规定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进行恰当的运营是重要的课题。另一方面，在社会环境

方面上的监测概念还未成熟，有必要对其意义、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需根据软件管理

支援进行环境监测计划的完善和对持续的监测调查的实施必要性的理解及实施能力的加

强。

a)　自然环境监测

　现在、在江村沟最终处置场及其周围由西安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在进行环境监测调

查（大气质量、水质）的实施。这些调查虽然按照环境监测计划在进行实施，但是环境

监测计划的调查项目频率没有按照中国法规的规定在进行。另一方面、江村沟最终处置

场周围有在发洪水时，渗滤水流出而引起污染的担忧。另外，相邻的村子将地下水作为

生活用水在进行使用。因此、以对地下水质的影响为主，对最终垃圾处理场产生的环境

影响进行监控，当被认为产生了影响时，为了尽早的协调，进行计划的修改及有必要根

据修改后的计划进行环境监测的实施。

b)　社会环境监测

　在西安由于公共事业的土地征用引起的居民搬迁是根据条例进行补偿程序的，所以对

于社会环境的考虑不进行。有关社会环境事项的现状的环境监测不包括在内，而且、通

常 EIA 的对社会环境的考虑也不进行。另一方面、对在西安已在进行建設、并予定进行

运转的小规模压缩中转站的起动，存在取得周围居民同意进展迟缓的现象。

　对于本项目中中转搬运设施的建設、除预备调查及此次的基本设计调查的社会条件调

查以外、至今对周围居民没有进行项目的说明。今后、为了项目顺利开始实施，利用社

会环境监测调查、对居民进行项目内容的说明以取得居民方对项目的理解。

2) 目的

自然环境监测及社会环境监测工作在西安市的废弃物管理的改善上将起有效作用。因此,

技术支持项目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使自然环境监测及社会环境监测工作成为例行工作之一,

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加强对持续实施环境监测工作的必要性的理解和实施能力。尤其是在西

安市没有经验的社会环境监测方面,以已实施的居民意识调查的结果作为基准线实施,与设

施计划进展的同时，把握居民的意识、作为计划的背景条件。而且、不仅是中转搬运站及最

终处置场、对收集对象地区、垃圾搬运沿线或进入道路周围的居民及拾荒者也进行监测方法

的研究的实施，为了今后的新项目中起作用进行技术转让。

3) 成果

a) 自然环境监测调查

・ 有关自然环境监测调查的必要性知识理解力的提高

・ 有效的自然环境监测计划的制定

・ 自然环境监测定期实施体制的确立

・ 根据器材利用的操作规范进行提供器材恰当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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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会环境监测的调查

・ 有关社会考虑的知识、理解力的提高

・ 根据社会环境监测计划社会考虑监测调查确实的实施

・ 居民意见在项目推进方针中反映体制的形成

4) 实施形态

管理支援

5) 活动

业务内容
西安市

负责部门
业务实施方法 成果

自然环境监测调

查

a) 环境监测计划

制定支援

环境监测组

环境卫生科学

研究所

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修改环境监测

计划时对其进行测定频率、测定项目、实施方法、组

织体制等的技术支援。

·自然环境监

测计划书

b) 监测用井设置

的指导支援

环境监测组

环境卫生科学

研究所

对江村沟最终处置场周围的地下水0水质进行监测需

设置水井，设置由西安方面在计划中，但对现有地质、

地下水数据分析的数量、场所、深度等进行提议。

·监测用井的

设置

c) 所提供器材的

使用方法的指

导

环境监测组

环境卫生科学

研究所

由包括在要求中的携带式测定仪进行监测是补充环

境卫生科学研究所所实施的详细监测结果的贵重的

数据。因此，制定器材的使用方法的测定、调查结果

评价的操作规范。

·器材运用的

操作规范

·调查结果评

价操作规范

d) 进修讲座的召

开

环境监测组

环境卫生科学

研究所

在本软件管理计划中实施的环境监测支援内容在进

修讲座上公布。对卫生填埋处理场的环境管理方法进

行协商、信息共享。并且同时关于环境监测技术及重

要性介绍日本的事例，以便进行技术转让。

·进修讲座资

料

社会环境监测调

查

a) 社会环境监测

计划的制定支

援

环境监测组

西安市市政管

理委员会

关于项目相关设施周围的社会环境检测计划的制度，

对调查对象、调•时期、调查结果的公布方法等进行

支援提议。

·社会环境监

测计划

b) 社会环境考虑

对照表的制作

支援

环境监测组

西安市市政管

理委员会

关于废弃物相关项目所必要的有关社会环境考虑事

项的对照表的制作，进行有关考虑内容的指导，而且、

有关将此对照表制作为适用于废弃物相关设施以外

的西安市实施的项目的技术转让。

·社会环境考

虑对照表

c) 社会环境监测

实施操作规范

制定的支援

环境监测组

西安市市政管

理委员会

对有关社会环境监测调查的实施操作规范的制定进

行支援。操作规范中听取调查表调查的实施方法外，

还包括调查使用的提问表、项目说明用资料、调查结

果公布资料内容等所示内容、资料的制定方法等。

·社会环境监

测实施操作规

范

·提问表

·说明资料

·公布资料制

定操作规范

d) 有关调查结果

整理技术的支

援

环境检测组

西安市市政管

理委员会

进行有关社会环境监测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技

术支援。进行听取调查结果的整理、进行为客观把握

居民意见的调查分析方法技术转让的实施。

另外、与自然环境监测一样召开进修讲座、以便向西

安市方面进行技术及信息的普及。

·社会环境监

测调查结果整

理操作规范

·进修讲座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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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体制

　在本软件管理的实施时、西安市方面要使自然及社会环境的监测确实固定的话，建议设立以

市政管理委员会副局长直接管理的组织，并由相关部门构成的环境监测组作为咨询的窗口。

　

7)　人员投入计划

2.4.7 实施工期

根据日本政府的无偿资金援助本计划被实施时，在两国之间交换公文（E/N）签订后，要经

过①实施计划、②招标、购置合同、③包括咨询公司的点状监理的器材购置 3 个阶段。最终处

中方实施体制

咨询公司
（自然环境监测负责）

局长

其它相关部局

西安市
市政管理委员会

固形废弃物管理处
三民村中转搬运

站管理处

副局长

　环境监测组

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自然环境班

社会环境班

咨询公司
（社会环境检测负责）

月份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招标、合同的签定 ▼

器材购置 　　　・　　

日本专家

实施项目
（自然环境）

实施项目
（社会环境）

 

设计、制作

搬运

安装

 

a) 环境监测计划制定的支援

 a) 环境监测计划制定的支援

b) 监测井设置的指导・技术支援

d) 讲座的主办c)供给器材使用方法的指导

b) 照顾社会环境调查表制作的支援

c) 社会环境监测实施手

册制作的支援

d)调查结果整理相关的

技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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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场用器材及监测器材的购置时间预计约为 6~7 个月。中转搬运站器材的购置时间预计为 18

个月。业务计划实施工期如下。

1) 最终处理场用器材及监测器材运输

- 实施计划

工期 计划

- 当地调查

- 招标图纸、资料制作
2 个月

- 招标、购置

工期 计划

- 招标及招标评价

- 材料、器材购置合同
1.5 个月

- 制造、购置 6 个月

- 运输 1 个月

2) 中转搬运站用器材

- 实施计划

工期 计划

- 实地调查

- 招标图纸、资料制成

3 个月

•　招标•购置
工程 计划

- 投标及投标评估

- 器材的购置合同
1.5 个月

- 设计 3.5 个月

- 生产、购置 7.5 个月

- 运送 2 个月

- 安装、装配、试运行 4.5 个月

- 点状监理 管理期间：18 个月

                       实际管理期间：国内：1.4 个月、现场：6 个月

工程表如表 2.4-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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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机材调配预想工程表

Ｅ／Ｎ签定后月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基本设计调查报告书摘要 ▼
内阁会议 ▼
Ｅ／Ｎ ▼
签定咨询合同 ▼

处理场・监测器材
招标书制作
招标 ▼
合同签定 ▼ 4.5个月
生产 2个月
运送
当地　　 ▼

中转搬运站用器材
招标图纸资料的制作
投标 ▼
合同签定 ▼ 3.5个月
设计 7.5个月
生产、运送 2个月

4个月
现场安装・装配（中方负责） 器材详细图
试运行调试 安装要领图 现场接合部确认 1.5个月
设计监管（日中分担确认） 安装施工图制作
搬入安装管理技术人员派遣
使用开始 ▼

想象中的中方负责建设工期
EIA、FS, 建设许可
基本设计
详细设计
招标
建设（平整场地・基础・建筑物等）

共 18个月

以E/N前、中方完成F/S
及EIA后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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