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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广大基层群众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城市公共卫生间、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处理

厂等基础环卫设施,会散发刺激性气味,进而对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为此,各相关单位应当逐步完善环卫设施,并采取

切实可行的除臭防治措施,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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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基础设施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是一个城市十分

重要并且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同时环卫基础设施也切实关

系着城市人民的生活质量。故而对环卫部门而言,如何 大

程度的利用环卫专项建设资源、保证环卫工程建设的质量及

效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从我国

环卫工程的发展现状出发,就环卫设施除臭防治技术及其应

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希望能够为市民提供更为健康和整

洁的生活环境。 

1 我国环卫工程的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环卫工作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内容。而要想充分发挥出环卫工程的实际效用,需要逐步完

善各类基础配套设施。然而,纵观我国各中小城市的发展现

状可知,其中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居住环

境脏、乱、差,这不仅制约城市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也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2 城市臭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城市公共卫生间、垃圾中转站及污水处理厂等基础环卫

设施,是城市臭气的主要来源。通常,这些地方会散发出浓烈

的刺激性气味,且污染气体的化学成分复杂,能够随着空气

的流通而扩散,在持续高温或空气湿度较大的条件下,不仅

会降低居住环境空气质量,也会对城镇居民身体健康构成潜

在威胁。为此,采取有针对性的臭气防治措施势在必行。城

市臭气污染防治工作应遵循如下几方面原则： 

2.1 明确臭气污染源 

明确污染源能够从根源上控制城市臭气,而这也是推动

城市良好发展的根本保障,具有实际意义。在查找污染源的

过程中,可及时发现臭气的扩散通道,了解周边生态环境的

基本特征,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臭气控制方案。 

2.2 了解臭气污染物的理化特征 

在控制城市臭气时,还要明确污染气体的化学组成成分,

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确保臭气防治工作的可行性

与合理性,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压缩环卫单位的运营成本,减

轻经济负担。 

2.3 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与领域创新,城市臭气污染防

治技术日趋多样化。若臭气的化学组成成分较为复杂,且极

易受到周边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相关人员应当预先掌握区

域气压的变化情况,明确臭气成分及理化特性,然后采取切

实可行的防治措施,进一步强化控制效果。总而言之,城市臭

气控制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且复杂性的工作,必须采取有

针对性的治理措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3 环卫设施臭气的负面影响 

伴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与污水的产排

量逐步提升,这些污染源散发的刺激性气味,不仅会对生态

系统造成不可逆损害,也会对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

威胁,尤其是持续高温或空气湿度较大的条件下,这种负面

影响更加严重。据相关调查研究证实,这些污染源中含有复

杂的有机污染物,并且极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干预,进一

步加大了防治处理难度。 

4 臭气防治的具体方法 

4.1 通风法的核心原理及优缺点 

在城市臭气防治工作中,通风法的应用较为普遍。该方

法的关键举措就是在臭气的发散地增设一定数量的排风机,

依靠空气的快速流动,减小臭气浓度,缩小扩散面积。通风法

是较为典型的物理防治法,但综合应用效果不佳,不适宜大

面积推广应用。 

4.2 负压吸附处理法的核心原理及优缺点 

由于污染气体由大量分子组成,可采取过滤的方式减小

气味,降低负面影响。负压吸附处理法的核心原理是,依靠引

风机的快速运转吸入污染气体,通过除臭装置过滤后排放到

空气中,达到减小臭味浓度的目的。这种除臭装置主要包括

如下几种运作模式： 

(1)物理模式 

水体与活性炭能够有效吸附部分气体分子,依靠物理过

滤效应,降低污染气体浓度。但是,由于这两种物质的吸附能

力有限,仅适用于小范围的臭气防治。 

(2)化学模式 

经物理模式处理后,可利用各类化学药剂分解有害气体

分子,达到净化臭气的目的。由于化学物质或多或少会造成

生态环境污染,因此,化学模式的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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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处理模式 

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丰富的有益菌,通过人工培育获取生

物菌膜的方式,可分解污染气体分子,降低臭气浓度。在应用

生物处理模式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选择的生物菌种类及数量

直接决定了综合处理效果。为提高生物菌活性,延长存活寿

命,需要各类高科技设备的协助与资金的支持。此外,有益菌

培育对专业技术及环境条件的标准要求较高,且培养时间长,

极大的限制了生物处理模式的推广应用。 

4.3 人工雾化植物液方法的核心原理及优缺点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可知,在雾霾天气条件下,臭气中有

毒害物质的活性较强,且刺激性气味更浓烈。众所周知,产生

雾气的主要原因是空气流动性不良,而空气不流动,则会降

低污染气体的扩散速率,进而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为此,可以

利用雾气的自然流散加快臭气的扩散,同时,整合应用各类

净化技术,并依靠植物液的吸附作用,降低有害气体对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人工雾化植物液处理法可适用于室内外环

境,且植物液的成本较为低廉,只需要雾化处理植物液,通过

气体流动分解有害气体即可。此类处理模式可有效弥补负压

吸附处理法的不足,避免二次污染问题。 

人工雾化植物液法的缺点体现在,其对于水源的依赖性

较大,极易受到周围空气湿度的影响,而空气湿度过大,会导

致家用电器受潮,腐蚀金属物质。由于此类处理方法需要人

工执行操作,因此,植物液极易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对生

理健康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为此,在应用人工雾化植物液处

理模式的过程中,需严格控制雾化液浓度,谨防人员中毒。由

此可知,人工雾化植物液法不适宜在人流量密集区使用。 

5 简述各类环卫设施的除臭方法 

5.1 公共卫生间的除臭方法 

对于公共卫生间来说,常用的除臭方法主要包括设置通

风机、定期清洁、使用微生物除臭液擦洗地板等。按照每天

两次的频率,使用人工喷壶,对整个区域进行全面清洁,并在

尿槽中放置一定数量的除臭樟脑丸。然后将经过稀释处理的

植物提取物添加到雾化给药系统中,并调节系统运行频率。

每天夜间在化粪池中添加适量分解剂。 

5.2 生活垃圾中转站的除臭方法 

针对小型生活垃圾中转站,应当定期使用高压冲水枪进

行清洁,且设置地下排水设施,以防地面积水过多。室内集合

站应当构成一套完整的微生物植物提取物和冲刷自动喷雾

除臭系统。优化大型生活垃圾中转站封闭设计,并增设进出

口空气帘,确保整个操作模式的微负压环境满足实际需求,

防治有毒害气体扩散。或者也可在中转站上方设置气体收集

系统,通过增设气味烟抽吸罩,充分吸收污染气体,实施集中

除臭处理。再者,加载区域设置天然植物液体喷淋系统,达到

降低气味浓度的目的。 

5.3 街道环卫清洁标准 

街道环卫清洁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随

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于街道环卫清洁

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街道

环卫清洁的具体要求进行操作,做好垃圾的分类处理和密闭

运输,做到日产日清；另一方面确保环卫清洁设施配置的齐

全性,如果皮箱、垃圾收集点等,并做好封盖,避免使用竹筐、

纸箱等容器放置垃圾。另外,还需要结合城市具体情况,制定

合理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保证城市环

境的干净整洁。且加大对街道环卫清洁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力

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实的有效性,以此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营造舒适、健康、整洁的生活居住空间,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5.4 整治街道环境,提高宜居水平 

首先,加强街道环卫清洁工作的管理,建立完善的环境

卫生管理制度,且加强相关设施配备的齐全性,从而提高城

市环境建设的质量,改善原有脏、乱、差的情况。其次,保证

清洁工作落实的有效性,加大重点问题的整治力度,做好垃

圾分类处理。同时还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居民明

确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降低环境

污染。再次,街道环卫工作人员要保证日产日清工作质量,

设置专门的资源回收岗位,提升垃圾回收处理效率,从而推

动生态城市的发展。 后,开展全面管理工作,在确保清洁工

作质量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街道污染问题予以严格控制,养

成自觉爱护环境的行为,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只有在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营造良好的城市空间环境,为生态文明

城市的建设贡献力量。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环卫设施除臭防治技术取得了实质

性突破,但是,结合实践应用情况可知,其中仍存在诸多亟待

解决的问题,这极大的制约了城市环卫工作的运转。为此,

各基层部门应当加大对环卫设施除臭防治技术的研发力度,

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终为城镇居民提供舒适健康的生

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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