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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首钢京唐公司等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上，来自全国102所高校的上千名大学生带来了199个科技作品。记者在现场注意
到，不少来自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在进行节能减排社会实践课题研究时都聚焦了“垃圾分类”。他们
设计的新型“垃圾分类”装置得到了评委的认可，分别获得了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大学生“ ”理
垃圾新招频出

智智

“这是我们专门为垃圾设计的‘炸锅’，您可
别小看了这个锅，10分钟内可以干化 20斤餐厨垃
圾，实现了餐厨垃圾的快速干化、减量化和资源
化。”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展台前，一个约有 35升的
圆桶赫然横在眼前，和它连接的是一个方桶，负责
在展台前讲解的北科大机械工程学院学生潘云帆
告诉记者，这个圆桶就是“炸锅”，餐厨垃圾“炸”完
后，将会变成固体燃料滑入方桶中。“垃圾炸锅”用
负压的新工艺将餐厨垃圾油炸干化垃圾油炸干化，，处理后的餐处理后的餐
厨垃圾质量变为原来的厨垃圾质量变为原来的 11//55，，大大节约了餐厨垃圾大大节约了餐厨垃圾
运输的成本运输的成本；；餐厨垃圾的含水率从餐厨垃圾的含水率从 7575%%降低到了降低到了
55%%以下以下，，避免餐厨垃圾变质导致的渗滤液污染和避免餐厨垃圾变质导致的渗滤液污染和
恶臭气体排放恶臭气体排放。。

据潘云帆介绍据潘云帆介绍，，这款这款““垃圾炸锅垃圾炸锅””的创意竟然的创意竟然
来源于来源于““炸丸子炸丸子”。“”。“咱们平时的剩饭剩菜如果直接咱们平时的剩饭剩菜如果直接
倒进垃圾桶倒进垃圾桶，，就会发酵产生异味就会发酵产生异味，，如何让餐厨垃圾如何让餐厨垃圾
迅速干化迅速干化，，这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寻找的方法这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寻找的方法。”。”项项
目组组长崔玉莹告诉目组组长崔玉莹告诉记者记者，，过年回家过年回家一次炸丸子
的经历让她有了灵感：湿湿的丸子进到炸锅里，不
一会儿就变干了，于是她第一时间和组员分享了
这一故事，大家一拍即合，决定用“炸垃圾”的方式
将垃圾干化。

说干就干，小组 7 个人开始了“炸”垃圾的实
验。小组组员党昊负责去学校食堂收集餐厨垃圾
和油，在实验室搭建实验平台进行实验，几次实验
过后，他们惊喜地发现处理后的餐厨垃圾重量大
大降低，没有臭液臭气，测出的热值和煤这种燃料
大体相等，当实验验证了猜想，几个大学生拿起电
焊机、切割机等设备开始了实物制作，最终，这款
将餐厨垃圾油炸干化制取固体燃料的装置——

“垃圾油锅”在北科大的实验室里诞生。

在北京垃圾分类的过程中，餐
厨垃圾需要专门投放到标有“餐厨
垃圾”的垃圾桶内，那么分类后的
餐厨垃圾又该何去何从呢？清华
大学的学子们给出了一个让“废”
变“肥”的方案。该项目组组员、清
华大学能动与动力工程系学生林
焕鸿告诉记者，他们希望设计一个
家庭用的小型堆肥装置，在家将垃
圾转化为肥料。

那么该如何堆肥呢？林焕鸿
和同一个宿舍的黄昭源、谢荣博三
人 上 网 查 询 了 文 献 ，发 现 55℃至
65℃的高温最适合堆肥，然而普通
小型堆肥桶无法产生这样的高温，
于是他们尝试利用加热的方式来
达到这个温度。起初，小组成员的
设想是将固体有机垃圾进行堆肥，
将渗滤液进行微生物发电，但随后

发现，现有的微生物燃料电池技术
还未成熟，发电量较少，不能满足
他们将发出来的电用作灌溉系统
供能的设想，并且异味大，不适合
家用。

经过和老师反复商量，并进行市
场调研后，最终，他们确定利用太阳
能外界热补偿的方式来堆肥，于是有
了这款“太阳能有机堆肥装置”。

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这群大一
学生可谓是“一穷二白”，没有实验材
料，他们就在网上购买，货比三家，和
客服砍价；实验原料不够，他们就“厚
着脸皮”去隔壁宿舍“借”吃剩下的果
皮……时下正值夏天，他们在阳台上
堆放的有机垃圾释放的味道经常会
让宿舍乌烟瘴气，刚开始采用电加热
进行堆肥实验时，散发的恶臭沿着墙
壁萦绕而上，曾一度被隔壁宿舍调侃
为“制作生化武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款“太阳
能有机堆肥装置”终于有了雏形，
小组成员将太阳能真空管和注水
循环管道置于其中，太阳能真空管
吸收太阳光的热量传递至水，热水
在管道内循环流动，不断将太阳能
转换为热能加热装置内部的有机
垃圾，使其中的微生物迅速大量繁
殖分解有机质。同时，高温也可以
部分杀死有机垃圾中的病原菌，让
堆出的肥料品质更好。小组成员
还用这个装置堆出的肥料和其他
堆肥桶堆出来的肥料做了对比，发
现使用了这个肥料的种子发芽率
更高。

如果说前两个装置是在源头上助
力“垃圾分类”，那么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的这款“无臭垃圾桶”可以说是让

“垃圾分类”的体验更好。
在团队组建初期，大家关于“节能

减排”主题的选择各抒己见，小组成员、
矿大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郭维
佳在小组讨论会时，和大家吐槽曾经在
餐厅后院闻到垃圾桶里飘来的臭味。

“难道没有一种垃圾桶可以无臭吗？”小
组的另一位成员冯帆的一句话点醒了
所有人。于是，大家开始思考做这个课
题的可行性。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参
考文献，他们了解到，臭气主要由氨气、
硫化氢构成，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同
时对大气造成的污染也极其严重。若
能将这部分问题解决，不仅有助于垃圾
分类，还可简化垃圾的后续处理流程，
降低处理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减少臭气
的排放，完全符合节能减排，绿色发展
的思维理念。

终于，这款通过固液分离板块将餐
厨垃圾固体和液体分离，再通过微型气
泵抽出气体的智能“无臭垃圾桶”模型
做成了。郭维佳告诉北青报记者，抽出
的气体将通过“除臭单元”，在微生物氧
化和活性炭吸附作用下分解，抽气的同
时，这个桶内还营造了微负压供氧环
境，进一步破坏微生物所需的无氧环
境，减少臭气的产生。 （刘婧）

北京科技大学“垃圾炸锅”：

创意来源于“炸丸子”

清华大学“太阳能有机堆肥装置”：

在家就能由“废”变“肥”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

““无臭垃圾桶无臭垃圾桶”：”：

让垃圾分类
在“无味儿”中进行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