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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个典型的点、线、面多场景集合的释放源，垃圾填埋场的恶臭异味气体具有组分杂、

性质多变且难以控制等特征，而基于组分特征的精准处理是实现其有效管控的基础。梳理了填埋

场中典型垃圾组分（如餐厨垃圾、污泥、废弃塑料等）在不同状态稳定化过程中异味物质的释放特

征，探究了不同垃圾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对复杂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释放的影

响。对于填埋场的恶臭异味气体，需要针对其多组分垃圾特征、不同填埋时间、不同环境条件等

开展有针对性的异味气体与作用关系研究，揭示填埋场的恶臭气味来源和形成机制。针对恶臭的

变动性，可以通过人工神经网络（ANN）与电子鼻等的耦合，利用多层感知器（MLP）中的向前传播

公式 hl = σ(Wlhl−1+bl) 辅助模型处理等方法，提升不同填埋垃圾恶臭在线精确响应能力。基于实时

监测和反馈，利用源头组分分类控制、过程化学靶向捕集以及末端生物处理保障等手段，实现垃圾

填埋场恶臭异味气体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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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fills  are  typical  point,  line,  and  area  odor  pollution  source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lex  components,  variable  properti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control.  Accurate  processing  based  on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effective  control.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waste  components  (e.g.,  kitchen  waste,  sludge,  waste  plastics,  etc.)  during
stabilization in different stat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waste components
and the  influences  of  complex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release.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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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andfill odor,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dor gas and
the landfill′s  multi-component wast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landfill  time, and vary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o address the variability of landfill odor, the study utilize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coupled with electronic nose, employing the forward propagation formula hl=σ(Wlhl−1+bl) in multilayer
perceptrons  (MLP)  to  enhance  the  model′s  ability  to  accurately  respond  to  odor  changes.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feedback enable effective odor control through source component classification control,
process chemical targeting, and end-of-pipe biological treatment.
Keywords：Landfill；Odor control；Perishable waste；Plastic waste；Online monitoring

 

0    引　　言

经过四十余年的城镇化发展，我国建设了大

量填埋场。目前填埋场仍然是垃圾处理的重要场

所。直至 2023年，全国垃圾填埋量仍高达 1.5
亿 t[1]。填埋场中，有机成分在高温厌氧环境中被

细菌迅速降解，加剧恶臭释放。2012年我国有超

过一千万人受填埋场恶臭的影响[2]，根据环保热线

“12369”的最新纪录[3]，垃圾处理是近 3年投诉最

多的行业，占全部恶臭/异味投诉的 11.3%，严重影

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填埋场作为不同固废的重要处置场所，包括

城市中常规的生活垃圾以及临时无法处理的固

废，如污泥、建筑垃圾等。这些垃圾进入填埋场

后，受到生物场、温度场、水力场和压力场等共同

作用（图 1）[4]。生物场中微生物发挥关键作用，微

生物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产生填埋气体（如甲烷和

二氧化碳）以及各种异味气体。过酸或过碱的环

境会抑制微生物生长代谢，减少恶臭气体。溶解

氧浓度不足会导致厌氧微生物数量增加，进而促

进硫化氢的生成。生物反应释放大量的热量，产

生高达 50~80 ℃ 的温度场，不仅影响微生物的活

性[5]，也提高代谢反应的速率，增加异味气体的扩

散范围。大型废物堆叠形成的大型压力场形成巨

大的内部压力，促进异味气体从废物堆中逸出，加

快其释放速度，并影响异味气体的释放路径，导致

气体从非预期的位置逸出，增加异味气体的控制

难度。渗滤液的下渗和填埋气的上升又形成了动

态的水力场[6]，其中渗滤液下渗携带有机和无机营

养物质进入填埋物深处，促进微生物活动，增加异

味气体产生。同时，渗滤液流动影响异味气体迁

移，使其向上扩散并通过裂缝和排气系统逸出。

在多个场相互作用、共同调控下，保证了填埋场稳

定、高效地运作。

填埋场在稳定化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异味气

体，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非生物组分降解。

主要源于生活垃圾中混杂的各种药剂、药品和塑

料制品等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7]，在特定条件下释

放挥发性化学成分，这也是塑料袋类垃圾释放异

味的原因[8]；二是部分有机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厌氧

分解而成。在垃圾中，易降解的有机物含量较高，

如高蛋白质、高淀粉和高糖类物质等，在微生物的

作用下分解并释放出包括氧化合物、硫化合物、

部分烃类以及有机胺等异味气体[9-10]，这两部分气

味共同构成了垃圾填埋场释放的恶臭。目前国内

外异味控制技术主要分为三大类：物理法（稀释法

和掩蔽法）、生物法、物理化学法（吸附、燃烧

等）。对于填埋场异味气体，需要深入探究恶臭气

味的来源和特性，结合有效的控制技术和策略，以

降低填埋场异味对周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1    填埋场异味气体与垃圾组分溯源

我国填埋垃圾中餐厨垃圾占 50.0%~60.0%[11]，

橡胶和塑料比例为 9.9%~19.1%[12]，同时还混杂大

量的建筑和拆除废物。 

1.1    典型垃圾类型恶臭释放特征 

1.1.1    易腐垃圾的恶臭释放特征

填埋场异味气体中，氨 （ 89.2%）和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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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填埋场多场耦合作用理论模型[4]

Fig. 1    Theoretical modelling of multi-field coupling in

landfills[4]

·60· 能 源 环 境 保 护 第 38卷第 6期



（7.9%）占主导地位 [13]，浓度范围分别为 520.00~
4 020.00 μg/m3 和 56.58~514.52 μg/m3。填埋场中恶

臭贡献最大的组分还有还原性硫，占比 82.0%[14]。

因此，填埋场异味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易腐垃圾分解会释放特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s），如 2-丁酮、乙酸乙酯在不同类型的食

物残渣中占有突出地位；二甲基硫和二甲基二硫

化物也具有显著性。在易腐垃圾分解中，微生物

群落对恶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起关键作

用[15]。易腐垃圾主要包括餐厨垃圾和污泥，餐厨

垃圾中高有机成分和高含水量，极易生成并释放

VOCs和生物气溶胶[16-17]，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构成

潜在的威胁。污泥释放的恶臭气体中通常包含数

十至上百种 VOCs，其中仅有少数物质是主要的恶

臭源。我国学者测定了 40种典型恶臭物质的嗅

觉阈值[18]，见表 1。LOU等[19] 在针对不同组分生

物质和垃圾产生气体的特性研究中发现，餐厨垃

圾是填埋场垃圾降解过程中产生恶臭气体的主要

源头。具体来说，餐厨垃圾在气体释放方面，硫化

氢（H2S）和氨气（NH3）的释放潜力分别高达 48.40
μg/kg和 4 742.00 μg/kg。尤其当餐厨垃圾与生活

垃圾进行混合卫生填埋时，不仅会导致渗滤液处

理量显著增加，还会使有机污染物的浓度大幅上

升，进而成为主要的恶臭污染源。
 
 

表 1    污泥处置中主要的恶臭物质嗅阈值及气味特征

Table 1    Odor thresholds and sensory properties during sludg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分类 物质名称 分子式 感官性质 嗅阈值/（mg·m−3）

含硫化合物

硫化氢 H2S 臭鸡蛋味 0.001 8

甲硫醇 CH3SH 烂菜心味 0.000 1

二甲基硫醚 (CH3)2S 海鲜腥味 0.005 5

二甲基二硫醚 (CH3)2S2 洋葱味 0.046 3

含氮化合物
氨 NH3 强烈刺激性气味 0.227 7

三甲胺 (CH3)3N 鱼腥味 0.002 4

酸类
丙酸 CH3CH2COOH 刺激性气味 0.028 8

正丁酸 C3H7COOH 汗味、酸臭味 0.005 1

醛类
乙醛 CH3CHO 刺激性气味 0.035 4

丙醛 CH3CH2CHO 水果香味 0.041 5

苯系物

甲苯 C7H8 芳香气味 0.403 1

乙苯 C8H10 芳香气味 0.085 3

苯乙烯 C8H8 塑料味 0.158 1

对二甲苯 C8H10 芳香气味、水果香味 0.568 7
 
 

1.1.2    塑料垃圾的恶臭释放特征

塑料垃圾的恶臭源于降解和回收过程，包括

污染物质的吸收、塑料自身的降解和添加剂的分

解。回收塑料树脂散发的刺鼻气味来自 VOCs，其
在接近室温时从树脂中挥发或升华，温度越高，气

味越浓烈[20]。在回收过程中，塑料还会受到其他

物质（如清洁剂）气味的影响[21]。聚焦塑料的转化

过程中产生的恶臭特征[22]，关注高密度聚乙烯

（vHDPE）颗粒、再生高密度聚乙烯（rHDPE）颗粒

以及 rHDPE薄片的形成机制。针对 vHDPE颗粒，

发现其中脂肪族烃含量最突出，占比 64.7%，其次

为醇类、芳香烃和来自聚乙烯瓶的羟基三甲基硅

烷、六甲基环三硅氧烷和八甲基环四硅氧烷。同

样，rHDPE颗粒中脂肪烃占比最高（31.0%），其次

为芳烃和烯烃（16.7%）。然而 rHDPE薄片的组成

与前者不同，其中含有酮类物质，并且烯烃比例最

高为 35.7%，脂肪烃、芳烃、醇类等成分也显著存

在。总体而言，rHDPE薄片的萜烯、芳烃和酯类

的综合百分比为 48.5%，rHDPE颗粒则为 40.5%。

VERA等 [23] 在食品包装的多层塑料中检测到

16种气味活性化合物，包括聚醋酸乙烯酯和丙烯

酸黏合剂等材料。这些化合物会产生如水果味、

泥土味和樟脑味等不同的异味，从而证实塑料垃

圾异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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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建筑垃圾的恶臭释放特征

建筑垃圾的成分较为复杂，主要包括石膏板、

混凝土和金属等惰性成分以及木材、墙纸和油漆

等有机成分。有机组分在厌氧环境下会进行生物

降解，产生各种具有气味的物质，含硫化合物是重

要的源头，这些化合物包括无机硫化物和有机硫

化物。例如，H2S等无机硫化物是通过硫酸盐还

原和含硫有机物的分解形成[24]，如二甲基二硫化

物和二甲基硫化物。有机硫化物的排放率与残留

有机物的比例密切相关，较高的有机物含量会导

致这些化合物的排放率增加。NH3 也是异味排放

的来源之一，会与 H2S等其他气味化合物协同作

用，引发对眼睛和呼吸道的刺激。含氧化合物如

醇和酮[25] 也会在填埋场产生难闻的气味，其排放

量随有机成分的引入而增加。这些元素的存在凸

显了管理垃圾填埋场中有机物含量的重要性，对

减轻气味污染至关重要。H2S的产生不仅源于有

机硫成分，还源自垃圾中其他含硫有机物的分解

代谢过程[26] 以及硫酸盐还原菌（SRB）对无机硫酸

盐或亚硫酸盐进行异化还原的过程[27]。 

1.2    混合垃圾的恶臭释放特征 

1.2.1    易腐垃圾与塑料垃圾混合

混合填埋场中易腐垃圾和塑料垃圾的气味问

题更复杂。在厌氧环境下浓缩污泥与其他有机废

物混合填埋会分解并释放异味气体，主要成分包

括甲烷和二氧化碳，还会产生醇类、烃类、卤代化

合物和二硫化碳等复杂成分的 VOCs。尽管这些

VOCs在总体排放量中的体积分数通常低于 1%，

但仍会引发恶臭[28-29]。由塑料垃圾与餐厨垃圾混

合形成微塑料（MPs）等新型污染物，会导致严重

的气味问题，主要由含硫化合物如 H2S、甲硫醇

（MM）和二甲基硫醚（DMS）释放引起[30]。这些化

合物由微生物降解有机废物时释放，是造成周边

难闻气味、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 

1.2.2    易腐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合

建筑垃圾主要通过促进易腐垃圾的降解而增

加恶臭异味气体的释放。当这些建筑垃圾被填埋

时，SRB利用石膏中的硫酸盐作为电子供体，生

成 H2S。直接将含有石膏（CaSO4·2H2O）成分的建

筑垃圾进行填埋，是产生 H2S异味污染的重要原

因[31]。有机物的存在影响了 pH、SRB的活性和

H2S的挥发。混凝土等材料中的碱性物质（pH为

9.0~11.2）会抑制 SRB活性和 H2S挥发[32]，表明废

物成分与 pH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受有机物

含量和废物特性的影响。数据表明，混合填埋区

的恶臭浓度（2.487 μg/m3）明显高于生活垃圾填埋区

（0.512 μg/m3）和建筑垃圾填埋区（0.246 μg/m3）[33]。

当易腐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合填埋时，产生的异味

更加显著。这种混合填埋所产生的异味中，含硫

化合物是主要的恶臭组分，同时还伴随着其他含

氧化合物和芳香烃等污染物质，使得其恶臭程度

远高于单一生活垃圾或建筑垃圾填埋所产生的异

味。同时，恶臭组分之间还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效应，如添加剂效应、拮抗效应和协同效应等，这

使得混合填埋区的异味问题更加复杂。 

2    填埋场恶臭异味识别

在填埋场中如垃圾成分、填埋工艺、填埋时

间、气象条件等因素，均会影响恶臭气体的组分和

浓度，且多数恶臭物质的嗅阈值较低[34]。识别与

分析垃圾填埋场的恶臭污染是关键且繁琐的工

作，一般分为感官分析和仪器分析两大类，见表 2。
 
 

表 2    各类恶臭气体分析方法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analyzing various types of odorous gases
 

分类 识别方法 原理 优点 缺点

仪器分析

气相色谱质谱法
采用色谱柱及物质检测仪对恶臭

气体的组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实现精准防控，方便理解异味气

体的产生机理

使用费用高，耗时长，不能直接

将浓度与臭气强度直接挂钩

电子鼻

运用化学传感器阵列检测和分析

气味样品，通过模式识别算法定

性和定量分析

实现现场监测和在线实时监测，

操作简便且携带方便

传感器疲劳后检测准确性降低，

同时检测精度也易受环境条件的

影响。此外，该方法无法检测气

体成分，更不能识别未知气体

感官分析
三点式臭袋比较法

使用洁净气体将恶臭样品稀释至

刚好无臭时的稀释倍数，随后由

嗅辨员进行鉴别，所得稀释倍数

即为臭气浓度

操作简单，使用范围广泛

测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误

差较大，且该方法无法实现在线

监测

动态嗅觉仪 由嗅辨员区分气味强度和特性 反映直观且实施简便 误差大，主观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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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子鼻

电子鼻（Enose）是一种仿效人类嗅觉感知系

统的装置，运用化学传感器阵列检测和分析气味

样品中的 VOCs及其他气体成分。基于化学传感

器的电子鼻具有成本低、便携、功耗低等优点，已

应用于环境[35]、食品 [36]、农业 [37] 等多个领域。

OLENEVA等[38] 发现电子鼻在识别塑料玩具气味

毒性方面的准确率达到 96%。CANGIALOSI等[39]

在研究中对比多感官电子鼻和 H2S连续分析仪，

证明电子鼻技术在垃圾填埋场气味监测方面的优

势。气体传感器的响应信号依赖于目标气体分子

与所使用的传感材料之间的化学相互作用。具有

强氧化性或还原性的无机气体（如 O3、NO2、H2

和 NH3）会表现出明显的响应特征，有利于通过电

子鼻进行后续识别。然而由于有机分子（如 VOCs）
化学性质相似，通常表现出相似的响应信号，因此

需使用合适的识别算法提取有用信息[40]。 

2.2    电子鼻与经典识别算法结合

经典识别算法包括决策树（DT）、支持向量机

（SVM）、K最近邻（KNN）等。

DT通常用于解决分类和回归问题，SCHR-
OEDER等[41] 提出了一种气体识别决策树，用于区

分奶酪、葡萄酒和食用油，其识别准确率达到

91.0%。SVM是监督学习算法，用于查找数据特征

空间中的最大区间。QIU等[42] 结合电子鼻和 SVM
分类器实现了食品添加剂的气体识别。KNN也

属于监督学习算法，广泛用于分类和回归的非参数

统计方法。MIRZAEE GHALEH等[43] 使用电子鼻

耦合模糊 K最近邻（F-KNN）算法，以 95.83% 的准

确率成功识别新鲜冷藏和解冻的鸡肉产生的气味。 

2.3    电子鼻与人工神经网络结合

人工神经网络（ANN）代表了模式识别技术的

重要进展，可以将其与电子鼻整合，从而提升气味

感知的能力。在电子鼻应用中，第一步是从传感

器阵列的原始瞬态电阻/电压系列中获取数据

集。高质量的数据集有助于模型训练和气体识别

的准确性[44]。在 MICONE和 GUY的研究中 [45]，

研究多层神经网络（MLP）（最佳结构：16-19-14-1）
和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RNFNN） （最佳结构 ：

16-19-45-1）之间的比较。研究共测试 155组数

据（75% 用于训练，25% 用于验证），目标输出为

1~200 OUE/m
3 之间的气味浓度范围。通过评估输

入层和隐藏层中不同数量的神经元以及 2种结构

（即MLP和 RBFNN）的不同训练算法，提出了寻找

最佳 ANN的不同途径，并为 ANN更准确的异味

识别提供可能性。HEREDIA等[46] 也曾通过 ANN
模型成功分类 10个不同种类的气味，准确率介于

77.68% 和 99.95% 之间。极限学习机（ELM）是一种

基于前馈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方法。FALEH[47] 在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传感器阵列上应用 ELM
进行气体（臭氧、乙醇和丙酮）识别，实现了 90.00%
的分类准确率。将 ELM的高效特性与 MOS传感

器阵列的交叉灵敏度结合，提高电子鼻系统识别

精度，其性能也优于传统分类或回归方法。

MLP的优点在于能有效地对数据中的非线性

关系进行建模，同时消除对数据预处理的需求。

基于 ANN的模式识别算法能够对电子鼻特征进

行更高维度的处理，但由于其独立处理每个元素，

因此无法捕捉时间序列中连续性信息[48]。 

3    填埋场的恶臭异味控制

异味控制涉及多个关键步骤。首先是源头控

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清洁生产、源头替

代和工艺改进等措施，减少恶臭物质的使用和产

生，降低异味风险；另一方面合理规划恶臭源的位

置，确保在源头与受体之间设置足够的防护距离，

有效隔离异味的扩散。其次在过程减排中，通过

合理配置生产工艺设备和集气通风设备，减少恶

臭物质的挥发量，并采用经济高效的方法控制其

散发，以确保生产过程中异味的最小化。最后通

过末端治理，对收集的气体进行除臭处理后再排

放，确保异味控制效果。 

3.1    源头恶臭的隔离覆膜削减

覆膜法是通过覆盖天然或人工合成材料来阻

止恶臭气体扩散，从而有效减少垃圾填埋场臭味

散发的治理方法。吴传东等[49] 的研究显示，在北

京某生活垃圾填埋场，使用覆膜的作业面在夏、

秋、冬季明显减少了气体污染物总化学含量

（12.4%、30.7%、43.6%）和臭气含量（61.8%、62.1%、

78.6%）。在一项研究中[50] 评估 4种垃圾填埋场覆

盖材料（木炭污泥堆肥（CSC）、最终覆盖土（FCS）、
老化垃圾（AR）和黏土（CS））的隔离效果。CSC作

为替代覆盖材料控制最有效，在实验室条件下，它

能将 H2S浓度降低约 88.0%，在现场应用中可达

到 82.0%。相比之下，其他 3种覆盖材料在控制气

味方面的表现并不稳定，其中 CS的差异最为显

著，其削减效果仅为 22.0%。DING等 [51] 实验发

现，使用含生物炭的剩余污泥堆肥作填埋场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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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能高效处理 NH3 和含硫 VOCs，削减量高达

80.0% 以上。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介孔吸附剂

显著降低了复合材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排

放量，并对聚丙烯（PP）、低密度聚乙烯（LDPE）、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聚合物展现出最佳的

除臭效果，分别达到了 69.6%、81.3% 和 91.1%[52]。 

3.2    恶臭的集中收集与燃烧处置

燃烧法是通过高温焚烧技术处理恶臭气体，

使有机废气在高温环境中发生氧化反应，将废气

中的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达到净化废

气的目的。燃烧法分为直接燃烧、催化燃烧和蓄

热燃烧（RTO），见表 3。催化燃烧法是一种高效的

异味气体处理方法，适用于处理浓度较高、有机成

分含量较多的异味气体，且二次污染问题可控。

CeMOF催化剂表现出优异的催化燃烧活性，实

现低温高效去除 VOCs中的甲苯，185 ℃ 时去除

率为10.0%，198 ℃ 时为50.0%，206 ℃ 时为90.0%[53]。

RTO技术常被用于工业源 VOCs气体的处理和净

化，其原理是将臭气升温至 850 ℃ 以上，保持 1 s
的停留时间，其中的有机可燃组分被氧化分解为

CO2 和 H2O。上海老港综合填埋场已建成处理量

高达 3 000 m3/h的 RTO设施，该工程专门用于处

理作业面表层覆膜后所收集的恶臭气体，其净化

效果通常可以达到 90.0%[54]。总体上，燃烧法的异

味去除率可达 85.0%~100.0%，是一种高效且可靠

的异味处理方法[55]。
 
 

表 3    燃烧法处理技术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technologies by combustion
 

方法 恶臭去除效率 优点 缺点

直接燃烧法 最高可达95.0% 工艺简单，易于实施 运行成本较高，不能回收热力资源，能源浪费

催化燃烧法 最高可达98.0% 适用于高浓度有机异味气体，转化效率高 需要使用催化剂，增加成本

RTO技术 最高可达99.0%
节省燃料消耗，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适用于处理大流量的低浓度VOCs废气

初始投资较高，需要专业的操作和维护，技术要求

较高
  

3.3    逸散性恶臭的生物氧化

生物处理技术因其低成本、性能稳定、处理

能力较强等特点，已成为处理异味的主要方法之

一。生物滤池对垃圾填埋异味气体的去除效率可

达 99.84%，特别对脂肪族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去

除可达 100%[56]，而对于甲苯、丁酮等有机污染

物的去除效率报道为 82.0%~99.9%[57] 和 98.9%~

99.5%[58]，对氨去除率也可达到 94.0%~99.0%[59]。

生物除臭效果依赖于滤池中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生

物活性。生物洗涤法压降小、操作易控制，对易溶

于水的气体有较好的去除效果。NISHIMURA
等[60] 使用生物洗涤技术，有效去除厌氧沼气中的

H2S，将浓度从 3 043 mg/m3 降至 30 mg/m3 以下。

生物滴滤法设备精简，填料不易堵塞，且污染物去

除效率高。上海市某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61] 利用

生物滴滤与化学洗涤技术治理臭气与有机废气。

运行期监测数据表明，生物滴滤塔臭气净化率大

于 80.0%，VOCs净化率大于 60.0%。 

4    结论与展望

填埋场异味气体的来源、成分和强度因地理

位置、垃圾成分、气候条件及管理方式的不同而

产生差异，需开发更灵活、适应性强的异味控制技

术，以满足不同填埋场的具体需求。

（1）填埋场异味来源主要包括垃圾腐败、生化

反应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直接释放等过程。易腐

垃圾由于其富含高有机成分和高含水量以及释放

的多种 VOCs，其恶臭释放特征较为显著。在后续

研究中需深入探讨混合填埋产生异味气体的排放

和扩散规律。针对异味气体的排放特点，需要发

展良好的在线监测设施以实现恶臭的实时反馈，

为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支持。

（2）为了全面解决恶臭问题，需要从源头减

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以及排放管理 4个方面

进行综合考虑，构建一条完整的填埋场恶臭控制

技术路线。在末端治理环节进行严格的监测和评

估，确保各项指标均达到排放标准。对于不达标

的异味气体，采用进一步的治理措施，如深度处

理、稳定化处理等，以降低其环境风险。

（3）电子鼻结合 ANN在填埋场异味监测与管

理中的应用仍有发展空间。针对 MLP，需优化网

络参数和引入正则化技术以提高模型的泛化能

力。在自监督学习中，通过设计预训练任务，模型

利用数据的内在规律以学习其更准确的特征，无

须人工标注，为异味识别提供强大基础，在小型数

据集上实现良好性能。扩大数据集并且增加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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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多样性，将有助于模型更好地泛化到不同

的环境条件中。实现电子鼻与其他传感器的数据

融合，能够提升系统的鲁棒性和适应性，并且有助

于电子鼻更好应对环境干扰，提高在复杂环境下

的检测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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