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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宗旨及邀请辞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我们赖以

生存的大气圈、水圈及岩土圈环境日益恶化，环境问题

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了解决岩土圈环境负荷问题，岩土工程和环境工程交

叉学科——环境岩土工程应运而生，并成为我国相关专

业工作者的研究热点。与传统的岩土工程学科相比，环

境岩土工程更强调岩土体与大气、水、生物、化学等相

互作用，其研究方法和手段趋于多样化，更加依赖于岩

土工程、环境工程、地下水工程等学科交叉与合作。2012
年我国科技部在综合交叉领域资助了一项题为“城市固

体废弃物填埋孕育环境灾害与可持续防控的基础研究”
的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该项目由国

内知名的 8 家高校和科研院中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与工

程、防灾减灾、力学、水利工程等学科研究者共同承担，

这是国内环境岩土工程领域首次以重大科研项目为导向

的学科交叉与合作。为了促进环境岩土工程领域的研究

和相关学科的合作，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

程分会环境土工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

会、中国土工合成材料协会等，拟定于 2012 年 11 月在

杭州召开首届全国岩土多场相互作用及环境土工学术研

讨会，热诚欢迎从事环境岩土工程及相关方向研究和实

践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踊跃参加。 
 

会议专题 
 岩土体多场相互作用理论及环境土力学 

 环境土力学试验与地下环境监测 

 城市固体废弃物力学及填埋处置 

 工业固体废弃物工程特性及填埋处置 

 废弃泥的工程特性、工程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地下水土污染评价、控制与修复 

 矿区环境岩土工程问题及尾矿处置 

 土工合成材料在环境土工中应用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岩土环境风险评价、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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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方面通过深圳下坪填埋场城市环境灾害的重演、预测和预警，

结合成都长安填埋场三期新建工程：(1) 为未来二十年 1400 余座新建填

埋场可持续服役的选址、设计、运营提供关键理论和方法；(2) 为我国上

万座在役填埋场城市环境灾害评估和治理、渗沥液减排和填埋气利用提

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理论上揭示填埋场城市环境灾害孕育机理和时空演化规律，建立

环境土工学理论：(1) 填埋场固-液-气-化-热相互作用理论；(2) 液气耦合

触发填埋场失稳及流滑理论；(3) 液、气及污染物在屏障中的长期传导理

论。 
形成我国城市固废工程特性测试及填埋场灾变调控试验基地，积累

我国各地区的相关基础数据。 

本项目提出将目前城市固废被动控制型填埋提升为主动调控型可持

续填埋：通过灾变源主动调控及屏障全寿命服役，有效控制填埋场城市

环境灾害，实现固废处置无害化；大幅增加单位土地面积填埋量，减少

渗沥液产量，实现固废处置减量化；高效收集和利用填埋气，实现固废

处置资源化。我国“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城市固废的重大战略需

求及固废组分显著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可

持续填埋技术，急需研究填埋场孕育城市环境灾害机理、评估方法与可

持续防控的科学基础理论，进而实现可持续填埋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论文要求 
本次研讨会收集到论文将以文集非正式出

版。论文篇幅原则上限制在 5 页内(含图表约 5000
字)。详情请登陆会议网站

www.ssgeo.zju.edu.cn/meeting/。 

 
日 程 安 排 

日  期 安  排 
11 月 24 日全天 注册报到 

上午 开幕式 特邀报告 
11月25日 

下午 专题报告 
上午 水平报告 

11月26日 
下午 自由报告 

 
联 系 人 
李育超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岩土工程研究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 866 号 310058 
电话：0571-88208859 或 15067129488 
传真：0571-88208793 
E-mail：liyuchao@zju.edu.cn 

 
 
 
 
 
 
 
 
 

973 项目简介 
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孕育环境灾害与可持续防控的基础研究 

 
    首席科学家： 陈云敏     浙江大学 
    承 担 单 位：浙江大学   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同济大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河海大学   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清华大学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我国目前 2/3 城市被生活垃圾等城市固体废弃物包围，“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填埋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可预见时期内处置城市固体废弃物

的必然选择和主要方式，也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主要处置方式，是

保障我国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而紧迫需求。我国城市固体废弃

物工程特性复杂，填埋场服役环境极端，频繁引发城市环境灾害：填埋

场高度高、体量大，液气诱发失稳及大规模（达数百万 m3）、长距离（达

几十 km）、高速（达数千 m3/s）的流滑灾害，导致大量有毒渗沥液及固

体废弃物外泄，污染城市地表环境；填埋场渗沥液渗透，严重污染城市

地下水土环境；填埋气无序扩散污染城市空气，引发火灾和爆炸、加剧

温室效应。填埋场城市环境灾害影响范围达数十公里、持续时间长达上

百年，严重威胁城市安全，是现代城市典型灾害。  

在方法上提出填埋场城市环境灾害评估和可持续防控方法：(1) 灾变

源液气主动调控、渗沥液减量和填埋气高效收集方法；(2) 大型集约化填

埋场失稳流滑评价方法；(3) 百年寿命屏障评价和设计方法；(4) 填埋场

城市环境灾害预警及防控方法。 

(1) 城市固废物-化-生相变及固液气相互作用 
(2) 填埋场液气诱发静动力灾变及时空演化 
(3) 填埋场液、气和污染物击穿屏障机理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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