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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情况

u “碳中和””碳达峰“ u 我国建筑行业碳排放严重
1995-2019年全国建筑行业碳排放总量（亿吨）

8?85; ;
8?=5@8

8>=5@; 8?75>>
8>; 5?8

8=>5>8
8><5?9 8>@5= 8>?5: =

8<?5?<

978:
978;

978<
978=

978>
978?

978@
9797

9798
9799

7

<7

877

8<7

977

横
婶

1呈
卤

u 砂石需求量巨大

u 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2013年至2022年全国砂石需求量（亿吨）

u 建筑废弃物堆积如山u 混凝土再生全流程[1]

n 中国建筑固废的排放量和存量很大，资源化问题引发学术界和业界高度关注

n 建筑固废的减量、再利用和再生利用是当前建筑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Ø  直接拿来作为原料；or加工后作为原料；or回到原始状态
Ø 传统建筑业发展模式中，绝大部分建筑废物均直接排向自然界

自然资源

人类活动

开采加工
产品

报废失效
废弃物

直接拿来作为原料

加工后作为原料

回到原始状态

研 究 背 景



背景情况

结构生命周期
线形 → 环状

正
向

逆
向

多场景、多路径应用设计 体系化规模应用需求应用端

垃圾资源化属性数据库

产品高品质、功能化设计 产品端

处置端

产品市场适配性分析

原料品质提升需求规划

l资源化正-逆向协同规划应用理论



背景情况

建筑业全过程

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n 建筑固废资源化有助于建筑业全产业链的闭环发展



背景情况

n 我国面向3060双碳目标的城镇可持续发展， 资源化的重要性愈加显著
n 为实现2030年资源化率达到55%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升建筑固废资源化率，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
提高再生产品质量

到2030 年，建筑固废
资源化率要达到55%

推动建材循环利用，
推广绿色低碳建材，
推动建材行业碳达峰

国务院、发改委连续发文：

2018.12 2021.07 2021.10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地震灾区
垃圾处置
资源化

美丽乡村
绿色建造
高性能

建筑工业化/
固废资源化

精细化

十四五

建筑固废资源
化率如何进一

步提高？

都江堰震后建筑垃圾处理厂

图片来源：项目组实地拍摄



p 示范应用落地，打通了产业链

粗细粉料
利用

各种再生制品

再生混凝土

再生砂浆

建筑工程

道路工程

市政工程

产品应用
覆盖

再生粉料

再生粗集料

再生细集料建筑固废

建筑固废
再生

道路填料

p 2020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50% （发改委 “十四五”循环经济规划）

背景情况



背景情况

 

同济 道路 2004 复旦 道路 2007  

上海  12层  2016

扬州  5层   20142010世博会  3层

济南5层大跨框架  2020
（最高100%取代率）

310m
泵送四川 灾后重建 2008                                               

再生混凝土在多种场景下的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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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重大专项牵引 （部分）

n “十三·五” “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ü 协同互补利用大宗固废制备绿色建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ü 工业及城市大宗固废制备绿色建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ü 建筑垃圾资源化全产业链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n “十三·五”“固废资源化”专项
ü 大宗低阶固废规模化制备高值矿物材料关键技术
ü 大宗铝硅酸盐无机固废物相重构与转化利用科学基础
ü 城镇建筑垃圾智能精细分选与升级利用技术
ü 大宗工业固废协同制备低成本胶凝材料及应用技术
ü 工业固废大掺量制备装配式预制构件技术
ü 大型煤电基地固废规模化利用成套技术及集成示范
ü 废弃混凝土砂粉多路径应用关键技术

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项目公示21项。
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2019年度指南项目公示。主要涉及建筑垃
圾、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等共47项。

“固废”相关科技部立项



建筑固废资源化取得的发展
2006   “十一五”   2010 2011   “十二五”   2015 2016   “十三五”   2020 2021   “十四五”     目前

●地震灾区建筑垃圾资源化
与抗震节能房屋建设科技
示范

2007再生混凝土首部规范
2010再生粗骨料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绿色建造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美丽乡村绿色农房建造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建筑垃圾资源化全产业链
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城镇建筑垃圾智能精细分
选与升级利用技术
●废弃混凝土砂粉多路径应
用关键技术

●城镇建筑垃圾体系化规模
应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建(构)筑物拆除及其绿色
消纳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XiaoJianzhuang, An overview of study on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in China (1996-2011)

再生混凝土高层结构示范应用

XiaoJianzhuang, Recent studie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ecycled aggregateconcrete in China—A review

垃圾处置
资源化

绿色建造
高性能

无废城市
精细化

可持续发展
体系化



ü 项目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总体方针，统筹建筑垃圾资源化全产业链关键环节，立足解决建
筑垃圾产生、分类、再生处置及工程应用的关键问题，研发适用于城镇化建设、符合建筑工业化发
展方向、利于大规模利用的材料与制品、工艺与装备、技术与标准。

ü 重点研发突破“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综合技术”；“再生骨料破碎、分选、
分离模块化工艺和装备及品质提升技术”；“装配式再生混凝土系列构件及结构应用成套技术”；
“高品质装饰、结构、功能一体化再生混凝土制品制备和应用技术”；“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渗蓄
功能材料制备和应用技术”；“渣土类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集成技术”等关键技术。

ü 解决“再生块体混凝土、再生混合混凝土设计统一理论框架”等2个科学问题。

n建筑垃圾资源化全产业链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建筑固废立项



ü 针对城镇建设建筑垃圾，研发建筑垃圾人工智能分选技术与成套装备，研究建筑垃圾定向分类预处
理技术，研究建筑垃圾升级利用技术与产品，研究城镇建设建筑垃圾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工程示范-产
业推广-政策支持一体化解决方案，开展工程示范。

ü 形成2-3 套城镇建筑垃圾人工智能分选技术及成套装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到100%， 具有智能学
习功能，建筑垃圾识别精度大于95%， 砖/混凝土分选率大于85%， 有机/ 无机材料分选率大于85%， 
处理成本降低20% 以上； 形成可规模消纳建筑垃圾的升级利用新产品3-5 种。建成10 万吨级/年规模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绿色示范工程2-3 项， 满足《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 要求， 
实现经济稳定运行。提出城镇建设建筑垃圾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工程示范-产业推广-政策支持一体化
解决方案，在全国不同区域建成2-3 个集成应用示范基地。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
（ 申请发明专利10 件以上， 编制标准或规范3项以上）， 建立商业化推广创新模式。

n城镇建筑垃圾智能精细分选与升级利用技术

建筑固废立项



n废弃混凝土砂粉多路径应用关键技术

ü 针对废弃混凝土破碎分选过程产生的再生砂粉活性低、利用难度大问题，研究再生砂粉高效破碎、
研磨及改性技术，研究再生砂粉物理—化学联合增溶活化及定向级配优化技术；研究再生砂粉制备
多品种再生砂浆及混凝土材料及制品技术；研究砖混再生骨料/再生砂粉高品质利用及结构性能调控
技术；研究再生砂浆及再生混凝土工程设计、施工与验收全流程应用集成技术及全生命周期可持续
性综合评价方法，开展工程示范。

ü 形成废弃混凝土砂粉制备再生砂浆、再生混凝土及工程应用成套技术，解决其中再生微粉活性低、
再生砂级配差的技术瓶颈，实现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高性价比利用，支撑其资源化利用率翻倍提升。
其中：开发再生砂粉加工配套装备1套，研发专用功能外加剂2种以上，再生微粉28天活性指数大于
75%；再生砂浆中再生砂占细骨料比例不低于85%，抗压强度不小于 15MPa，保水率大于90%；再
生混凝土中再生砂占细骨料比例不低于30%，再生粉、再生砂和再生粗骨料总替代率不低于50%，
抗压强度不小于40MPa；构建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综合利用与评价方法2~3套；建成废弃混凝土再生
砂粉制备再生砂浆及再生混凝土示范生产线各1~2项，单项示范生产线再生砂浆产量不小于30万吨/
年，再生混凝土产量不小于40万方/年，生产成本降低40%以上。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
准体系（申请技术发明专利10件以上，形成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3项以上） ，建
立商业化推广创新模式。

建筑固废立项



全国建筑固废现状问题
建筑固废总体呈现“分布散、成分杂、地域差异大”的特征

主要机构：中环协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再生混凝土学术委员会、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85）

工程渣土 装修垃圾

产
生

量
小 城 镇

大
中 城

市

调研
预测

超 大 城 市

工程渣土 拆除垃圾 装修垃圾

城镇建筑垃圾 工程渣土 拆除垃圾 装修垃圾

主要组分
黏土、砂土、
粉土、砂石

砼、砖、钢筋、
轻质物

砼、砖、加气块、
轻质物、灰渣、
玻璃、遗弃生活

用品等

地域差异
成分特性随地
域/深度变化
集中大量产生

城多砼
镇多砖

集中大量产生

城多
镇少

分散少量产生

产生量趋势 急剧上升 逐渐减少 稳步上升

处理方式 回填、
临时储运场

现场协同处置、
资源化厂、回填

回填、中转站、
资源化厂

资源化
利用率 非常低 低，但有所提升 极低

建
筑

垃
圾

现
状

建
筑

垃
圾

来
源

地下空间开发 城市更新 装饰装修

拆除垃圾

图片来源：项目组实地拍摄



城镇
建筑固废

再生原料

再生产品

工程应用

Ø 无精准计量；
Ø 排放总量大，但零星分布，且呈现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时空不确定性；
Ø 动态排放的时空分布不确定性与资源化工艺技术的不协同；
Ø 固定式：散料不便送，好料难收到；移动式：料少不值当，料多来不及处置且应用难
Ø 怎么用、能用来做什么？与需求（政策、成本、性能）之间的矛盾：处置技术VS资源化需求

加工工艺与
设备

制备技术

施工技术与
验收

Ø 现场土质如何快速检测与复配；
Ø 吸水率高、压碎值高、级配不良、含泥量高、需水量大，品质不稳定
Ø 很难满足现有国家标准
Ø 政策、市场、运距等对供需的影响？

Ø 性能离散性大
Ø 附加值不高
Ø 缺乏功能化设计
Ø 是否符合市场需求

Ø 应用多，但多是偷偷掺用，有安全隐患
Ø 缺乏设计和标准体系支撑
Ø 缺乏再生产品协同应用
Ø 典型示范如何推广？
Ø 材料本身低碳，但整体工程是否低碳？

城镇建筑固废痛点分析



散（分散）

固定式处置点：
配置灵活，破碎比大，生产效率高，
处理量大；
运维便捷，损耗小，寿命长；
可配套下游产品生产链，有工业化
生产优势

聚（集中）

移动式处置点：
方便灵活,生产场地不受限制；
移动灵活，就近生产；
自动化程度高

城镇 建 筑 垃 圾

城镇建筑固废痛点分析（一）



再生原料性能离散大
再生产品生产碳排高

城镇建筑固废痛点分析（二）

如何安全再用? 如何全再生利用?如何直接利用?

亟需研发面向多场景
应用需求的梯级消纳技术

缩尺构件 原状拆除物 再生原料

尺寸不一、性能多样 直接利用难、高质化应用难 性能离散大、生产碳排高

再生产品高附加值应用难



城镇建筑固废痛点分析（三）

拆前缺乏规划设计
拆后缺乏建造设计

拆除消纳难协同

开展拆用协同设计
与全过程统筹

拆 规划设计统筹 用供给端 需求端

前期：缺乏规划

拆除粗放，资源浪费 信息不畅，供需失衡

地理
区域

构件
属性

成份
属性

产品
需求 …

拆除构件信息 应⽤需求信息

信息 采集
存储 分析

信息 发布
匹配 分析 

亟需全过程

如何
拆除设计？

如何
建造设计？

如何实现数字化统筹管理？



资源化正逆向协同的必要性

解决
问题

（一）
工艺装备
难匹配

（二）
再生产品
难应用

（三）
应用技术
难推广

基于固废的资源化属性、消纳需求的正向规划与设计方法

逆向
设计

基于产品性能反馈、工程应用需求的逆向指导设计与调控方法

正向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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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正逆向协同

正
向

逆
向

多场景、多路径应用设计 体系化规模应用需求应用端

垃圾资源化属性数据库

产品高品质、功能化设计 产品端

处置端

产品市场适配性分析

原料品质提升需求规划

l资源化正-逆向协同规划应用理论

全再生混凝土
构件/制品

自流平砂浆
3D打印油墨

再生粗骨料 再生细骨料

再生粉料

拆除垃圾/装修垃圾
再生原料

商品混凝土 轻质多孔
墙体材料 渗蓄铺装材料

多品类再生产品开发
应用场景
城市生态修复

旧城改造/新区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

灾后重建

资源化属性 市场适配性协 同 开 发

≥60% 100% ≥80% 100% 100%



可能混入生活
垃圾

分散产生

可能自行回填
使用

常混入拆除垃
圾

集中分散产生
均有

随意倾倒
严重

编织袋
装运

集中产生

盾构土为新特
点

协同产出

垃圾特点

全
流
程
协
同

城镇
建筑
垃圾
多尺
度协
同资
源化

基于全环节
协同的智能
管控策略和

政策

基于协同的产品生产工
艺体系和应用场景规划

调研
预测

拆除
垃圾

装修
垃圾

渣
土

小城镇
(人口50万以下)

大中城市
(50-500万)

超大城市
(500万以上)

建筑拆除

基坑开挖

新房装修

厘清城镇建筑固废真实现状

聚+散

协同处置

成分比例

协同应用

原位利用
产品组合



协同方案

正-逆向协同规划理论
标准架构与全过程减碳

反
馈

应
用
与
示
范
效
果

模块化技术、产业园技术
再生产品生产与应用技术

课题一：城镇建筑垃圾资源化正-逆向协同规划理论与低碳体系化设计

课题五：城镇建筑垃圾产业园协同处置与再生产品体系化应用工程示范

课题二：工程渣土规模化
利用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

课题三：拆除垃圾现场模
块化处置与高品质再生产
品开发及应用技术

课题四：装修垃圾产业园处置
关键技术与功能化产品应用

指
导

应
用
与
示
范
设
计

高品质

功能化

规模化

指
导

反
馈

支
撑

反
馈

产品需求
工程应用

政策更新落实
标准修订完善

生
产
体
系
化

标
准
体
系
化

应
用
体
系
化

物料协同

技术互补

物
料
协
同

技
术
互
补

物
料
协
同

技
术
互
补

数字孪生

需求分析

试验研究

数值模拟

绿色认证

应用示范

监测评价

减碳分析



顶层设计协同
l标准体系构建

标
准
体
系
构
建
方
法

过程方法

分类方法

三维坐标方法

模块化构建方法

层次方法

系统集成方法

构建方法 构建程序 侧重点
l GB/T13016-2018
《标准体系构建与原则》

l GB/T12366-2009
《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l 资源化正-逆向协同

l 动态更新

l 全流程减碳机制



建筑废物
资源化产业

材料学

工艺学

机械
学科

结构
工程

工程
管理

社会学

经济学

施工
建造

Ø 按照现在对资源化的理解，需要材料学、工艺学、设备、结构、施工、管理、经济、政策
甚至文化方面的学科交叉

学科交叉协同



多源固废产出协同

运输：合理预测，对症下药

处理：物料流动，工艺协同

应用：组分互补，协同应用

建筑垃圾的收集、运输、利用现状与市场运作机制

工程渣土

拆除垃圾

装修垃圾



“聚-散”处置协同

分散处置成本高品质差

集中处置运距远碳排高
现场模块化高效处置与
产业园集中处置协同

根据固废产出特点规划处置模式

上海X区

上海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设施规划布局图

重庆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
治理专项规划（2021-2035）

城市尺度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布局规划调研与分析



产业园协同处置
产 生 端

处 置 端

云 端

建
筑
固
废
协
同
处
置

既有/拆除&装修垃圾
（123万吨/年）

既有/拆除垃圾
（70万吨/年）

既有/拆除垃圾
（70万吨/年）

拟建/多源垃圾
（50万吨/年）

拟建/多源垃圾
（20万吨/年）

拟建/多源垃圾
（30万吨/年）

泛寇 蹬

姑庞地邓

卵蔡地邓

掺涝拘臂

匹尘睦

卵蔡地邓
欧渐寇

姑庞地邓
坎渐寇

尘涝拘臂唤美
搓撵

蹬

8

饿

爹

地邓
撵

刁历撵迭

刁历撵鄂

寞 悸
刁历

姑庞地邓 卵蔡地邓

蹬 尝拘颇阂

尝拘臂代

协同处置新建产业园 既有产业园升级改造



区域（地区）协同处置



产品枢纽化协同

商砼搅拌站

预制厂

多源建筑固废
再生系统

固废处置——产品生产
协同

固废进场
骨料出厂

产品出厂



拆用应用模式与场景



⼀、现状背景

⼆、为什么要资源化正逆向协同

三、如何协同

四、资源化正逆向协同研究进展

五、总结与展望

⽬录

34



正逆向协同研究理论成果
城镇建筑垃圾资源化正-逆向协同的技术体系研究

11

资源化正-逆向协
同低碳规划设计

方法

基于来源与应用
导向的工艺装备

设计原则

资源化路径择优
与低碳转型

主要研究内容

资源化利用
数据库建立

产品性能提
升方法研究

资源化缓解
碳排放核算

资源化碳减
排效益核算

资源化处理
生产线调研

既有工艺关
键参数研究

再生产品绿
色参数核算

再生产品绿
色认证实施

再生产品市
场需求调研

再生产品市
场适配研究

项目主要研究工作 项目阶段性目标

京津冀建筑垃
圾数据调研

标准逐步立项区域基础数据
库构建

既有工艺装备
调研

正逆向协同规
划设计理论研

究

低碳规划设计
方法研究

标准编制相关
试验研究

试验研究
标准编制

标准编制
标准送审

标准送审

既有工艺关键
参数研究

设计原则研究

再生产品绿色
参数核算

再生产品市场
调研

再生产品绿色
认证

考核指标

京津冀地
区建筑垃
圾数据库

资源化正
逆向协同
规划理论

标准、规
范3项 基于正-逆

向处置工艺
模型

基于正-逆
向工艺装备
设计原则 绿色认证

产品2项

逐步开展工
程示范

唐山、邯郸
地区开展工
程示范

逐步开展工
程示范

已开展
工作

已开展
工作



正逆向协同研究理论成果
城镇建筑垃圾资源化正-逆向协同的技术体系研究

基于运筹规划分析，提出城

镇建筑垃圾资源化闭环供应

链规划设计方法，综合正向

和逆向物流，考虑再生产品

的市场需求，针对不同城镇

建筑垃圾处置的关键环节，

以经济、环境、社会影响等

规划控制建筑垃圾处置，并

将如碳价等碳政策引入成本

模型，建立基于正-逆向协

同的城镇建筑垃圾规划设计

方法，实现资源化价值的最

大化。



正逆向协同研究理论成果
城镇建筑垃圾资源化正-逆向协同的技术体系研究

一、再生产品利用典型工程—
—沧州市永济路（迎宾大道-鞠
官屯泵站）提升改造工程-道路
排水工程
二、多种固废协同处置模式—
—迁安威盛全固废混凝土
三、建筑固废综合利用典型—
—秦皇岛红正建材再生基地项
目
四、建筑垃圾处置和再生利用
国企典范——张家口市建筑垃
圾处置和综合利用工程
五、建筑产业全生命周期循环
生态系统——邯郸宗楼建筑垃
圾综合利用模式
六、地方典型的建筑垃圾资源
化模式——唐山润腾建筑垃圾
利用技术



正逆向协同研究理论成果
资源化正逆向协同全程应用体系与标准化研究

城镇建
筑垃圾

应用
意向

高品质
规模化

厘清应用体系
设计依据

结构图

标准明细表

标准统计表

编制说明

城镇建筑垃圾再生利用
商业推广模式 标准体系构建方法

形成标准2项城镇建筑垃圾数据库

示范工程

应用体系设计依据分析
与体系构建

研究标准体系构建原则
和匹配分析

标准体系编制规划
与动态更新机制

初步明确再生
产品应用参数

调研标准现状

研究标准体系结构
关系

设计标准推进规划

研究标准评价方法

应用
体系

标准
体系

标准推进
与更新

正-逆向
协调



正逆向协同研究理论成果
资源化正逆向协同低碳循环战略、政策与管理体系

现有建筑绿
色化政策工
具梳理

建筑垃
圾资源
化政策
专报

统计资料

现场调研
数据
开发

实时采集

数据集成校核 软件开发

长三角
城镇建
筑垃圾
数据库

模型
计算

多尺度动态物质流模拟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价

模式构建

建筑垃圾
再生全产
业链闭环
管理导则

产能空间布局

政策
分析

演算 校验

产业低
碳转型
战略

基于生产者责
任延伸的政策
框架设计

政策仿
真与评
价

模式示范与检验

决策支持 模型优化

干预

集成

更新

全产业链组织解析

全产业链闭环管理
模式集成设计

主体
确认

目标
分解

程序
设置



正逆向协同研究理论成果

分析了建筑材料（砂、碎石、水泥、砖等）在中国各地的库存分
布的时空变化情况（近20年）。该数据集可以支持对长期动态、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的研究，包括城市扩张、碳排放和资源
化利用

资源化正逆向协同低碳循环战略、政策与管理体系



协同实施案例-模块化设备

螺旋轴筛分机 风选机 整形前

整形后模块化移动整形破碎站模块化移动筛分站



产品枢纽化协同
固废综合处置中心



智能管控
产 生 端

处 置 端

云 端

建
筑
垃
圾
协
同
处
置

既有/拆除&装修垃圾
（123万吨/年）

既有/拆除垃圾
（70万吨/年）

既有/拆除垃圾
（70万吨/年）

拟建/多源垃圾
（50万吨/年）

拟建/多源垃圾
（20万吨/年）

拟建/多源垃圾
（30万吨/年）

建筑垃圾智能管控



再生产品正逆向协同设计方法
高性能再生混凝土正-逆向优化设计与制备

Ø 再生砂粉中10~20nm微孔是造成聚羧酸减水剂无效吸附的主要原因，短主链长侧链减水剂抗无效吸附的能力较高

再生砂粉吸附前后，表面孔结构、微观形貌、官能团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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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砂粉孔径分布、物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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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砂组分对砂浆流动性（屈服应力/塑性粘度）

p再生高性能混凝土性能正向优化—— 优化外加剂调配分析



再生产品正逆向协同设计方法
高性能再生混凝土正-逆向优化设计与制备

p再生高性能混凝土性能正向优化——再生骨料表面缺陷自修复与粒形修整 

Ø 裹粉强化作用可极大消减再生粗骨料对混凝土强度的负面作用，合理调配甚至可使7天强度提高22%。

再生砂

再生微粉 矿渣

筛
分

再生砂粉

再生粗骨料

• NaOH溶液

• 水玻璃溶液

浸泡

对比

裹粉 喷淋

强化再生砂

强化再生粗骨料

ü 水玻璃激发效果优于苛性钠。



协同实施案例-拆用协同

拆 建

l以路桥改扩建工程为例，亟需与之匹配的逆向设计技术

再生混凝土摊铺

Ø 废混凝土再生

Ø 桥梁、路面耐久性需求

耐磨性 抗离子侵蚀、碳化

纤维增强RAC 耐久性评估

新建工程

应用场景规划

产品指标

Ø 高附加值再生产品逆向设计

逆向

旧砼构件检测加固

Ø 旧砼构件再用

高值利用

正向

前端分类-再生原料/再用构件



资源化正逆向实践
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跨线桥梁工程（2024）

应用场景：桥面板

强度等级：C50

取代率：30%
通车

养护 浇筑完成

沙井钦江大桥拆除

再生骨料生产线

再生粗骨
料

再生细骨料

旧桥拆除固废处置正向需求 保通桥原位建设逆向需求

固废原位利用



资源化正逆向实践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杂填土资源化处置项目

全国首例杂填土及拆除垃圾处置项目

固化土拌合装备

工程渣土处置装备-辊道窑

全自动码坯机

长沙原状盾构渣土中试线

基于多源渣土资源化特性的处置工艺体系 基于应用需求的产品产线



资源化正逆向实践

上海临港示范工程--环湖景观带海绵体系

2008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珠海沿江大道多品类再生低碳建材体系上海临港示范工程--环湖景观带海绵体系

国内首座全级配骨料
再生混凝土试验楼

北京口头村美丽乡村建设

上海某高层再生混凝土建筑

低层

多层

高层

村

北京环球影城 北京冬奥公园 天津市外环路提升改造工程

城

镇

杭绍台高速



⼀、现状背景

⼆、为什么要资源化正逆向协同

三、如何协同

四、资源化正逆向协同案例

五、总结与展望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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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Ø当前全国建筑固废资源化率虽有提升（35-40%），但高品质、规模化、体系化应用技术严重匮乏，

距离 2030 年 55%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且资源化过程减碳研究缺失。

Ø进一步深化从建筑垃圾理化性能到开发常规建材的正向规划设计研究，兼顾产品性能反馈、工程应

用需求等的逆向规划设计与调控，是资源化正-逆向协同规划应用理论的重点。

Ø推动“建筑固废资源化正-逆向协同规划与应用”的顶层设计，有利于解决我国建筑固废资源化过

程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难题，实现多场景、多层次的体系化应用。

Ø建筑固废源头预处理、收运处置、再生产品生产和规模化应用等资源化环节的减碳、固碳潜力及其

优化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Ø国际交流、国际标准十分重要，亟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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