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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加强对危险

废物的污染控制+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集中连续型焚烧设施为基础+涵盖了危险废物焚烧全过程的污染

控制-对具备热能回收条件的焚烧设施要考虑热能的综合利用,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中国科技大学负责起草,
本标准内容.包括实施时间/等同于 0111年 02月 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危险废物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45672&0111/+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代替 45672&0111,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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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围

本标准从危险废物处理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的需要出发C规定了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场所的选址原

则D焚烧基本技术性能指标D焚烧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限值D焚烧残余物的处置原则和相应

的环境监测等E
本标准适用于除易爆和具有放射性以外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设计D环境影响评价D竣工验收以及

运行过程中的污染控制管理E

8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C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C与本标准同效E
:FG=?7?@@@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A@I7?@@J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KL?J?IM7?@@J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IIJ>N>7?@@I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O处置P场
:=Q@MQ7?@@J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HR@7@A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FSKL>A7?@@Q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C应使用其最新版本E

T 术语

TN4 危险废物

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判定的具有危险特

性的废物E
TN8 焚烧

指焚化燃烧危险废物使之分解并无害化的过程E
TNT 焚烧炉

指焚烧危险废物的主体装置E
TN6 焚烧量

焚烧炉每小时焚烧危险废物的重量E
TNU 焚烧残余物

指焚烧危险废物后排出的燃烧残渣D飞灰和经尾气净化装置产生的固态物质E
TNV 热灼减率

指焚烧残渣经灼热减少的质量占原焚烧残渣质量的百分数E其计算方法如下W

XYZ[\Z ]?AÂ

式中WX77热灼减率Ĉ
Z77干燥后原始焚烧残渣在室温下的质量C_‘
\77焚烧残渣经 JAAaOb>IaPHc灼热后冷却至室温的质量C_E

TNd 烟气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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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燃烧所产生的烟气从最后的空气喷射口或燃烧器出口到换热面!如余热锅炉换热器"或烟道冷风

引射口之间的停留时间#
$%& 焚烧炉温度

指焚烧炉燃烧室出口中心的温度#
$%’ 燃烧效率!()"

指烟道排出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浓度之和的百分比#用以下公式表示*

()+
,(-./

,(-./0,(-/12334

式中*,(-./和,(-/55分别为燃烧后排气中 (-.和 (-的浓度#
$%67 焚毁去除率!89)"

指某有机物质经焚烧后所减少的百分比#用以下公式表示*

89)+
:;<:3

:;
12334

式中*:;55被焚烧物中某有机物质的重量=
:355烟道排放气和焚烧残余物中与 :;相应的有机物质的重量之和#

$%66 二口恶英类

多氯代二苯并<对<二口恶英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的总称#
$%6> 二口恶英毒性当量!?)@"

二 口恶英毒性当量因子!?)A"是二口恶英毒性同类物与 .BCBDBE<四氯代二苯并<对<二口恶英对 FG
受体的亲和性能之比#二口恶英毒性当量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H!二口恶英毒性同类物浓度1?)A"
$%6$ 标准状态

指温度在 .DC%2IJB压力在 232%C.KLMN时的气体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限值B均
指在标准状态下以 224-.!干空气"作为换算基准换算后的浓度#

O 技术要求

O%6 焚烧厂选址原则

O%6%6 各类焚烧厂不允许建设在PQRS2中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T类UV类功能区和PSC3WK中规

定的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功能区B即自然保护区U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地区#集中式危险废物

焚烧厂不允许建设在人口密集的居住区U商业区和文化区#
O%6%> 各类焚烧厂不允许建设在居民区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地区#
O%> 焚烧物的要求

除易爆和具有放射性以外的危险废物均可进行焚烧#
O%$ 焚烧炉排气筒高度

O%$%6 焚烧炉排气筒高度见表 2#
表 2 焚烧炉排气筒高度

焚烧量!LXYG" 废 物 类 型 排气筒最低允许高度!Z"

[C33

医院临床废物 .3
除医院临床废物以外的第 \%.条

规定的危险废物
.K

C33].333 第 \%.条规定的危险废物 CK
.333].K33 第 \%.条规定的危险废物 \K
^.K33 第 \%.条规定的危险废物 K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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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集中式危险废物焚烧厂焚烧炉排气筒周围半径 %&&’内有建筑物时(排气筒高度必须高

出最高建筑物 )’以上*
!"#"# 对有几个排气源的焚烧厂应集中到一个排气筒排放或采用多筒集合式排放*
!"#"! 焚烧炉排气筒应按 +,-./0/)1的要求(设置永久采样孔(并安装用于采样和测量的设施*
!"! 焚烧炉的技术指标

!"!"2 焚烧炉的技术性能要求见表 %*
表 % 焚烧炉的技术性能指标

指标

废物类型

焚烧炉温度

345

烟气停留时间

365

燃烧效率

375

焚毁去除率

375

焚烧残渣的

热灼减率375

危险废物 8//&& 8%"& 899"9 899"99 :)

多氯联苯 8/%&& 8%"& 899"9 899"9999 :)

医院临床废物 8;)& 8/"& 899"9 899"99 :)

!"!"$ 焚烧炉出口烟气中的氧气含量应为 07</&73干气5*
!"!"# 焚烧炉运行过程中要保证系统处于负压状态(避免有害气体逸出*
!"!"! 焚烧炉必须有尾气净化系统=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装置*
!"> 危险废物的贮存

!">"2 危险废物的贮存场所必须有符合 +,/))0%"%的专用标志*
!">"$ 废物的贮存容器必须有明显标志(具有耐腐蚀=耐压=密封和不与所贮存的废物发生反应等特

性*
!">"# 贮存场所内禁止混放不相容危险废物*
!">"! 贮存场所要有集排水和防渗漏设施*
!">"> 贮存场所要远离焚烧设施并符合消防要求*

> 污染物3项目5控制限值

>"2 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焚烧炉排气中任何一种有害物质浓度不得超过表 ?中所列的最高允许限值*
>"$ 危险废物焚烧厂排放废水时(其水中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 +,;91;执行*
>"# 焚烧残余物按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处置*
>"! 危险废物焚烧厂噪声执行 +,/%?@9*

表 ? 危险废物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5

序号 污 染 物

不同焚烧容量时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3’A-’?5
B?&&

3CA-D5

?&&<%)&&

3CA-D5

8%)&&

3CA-D5
/ 烟气黑度 林格曼E级

% 烟尘 /&& ;& 0)
? 一氧化碳3FG5 /&& ;& ;&
@ 二氧化硫3HG%5 @&& ?&& %&&
) 氟化氢3IJ5 9"& 1"& )"&
0 氯化氢3IFK5 /&& 1& 0&
1 氮氧化物3以 LG%计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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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污 染 物

不同焚烧容量时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
’%((

!)#$*&

%((+,-((

!)#$*&

.,-((

!)#$*&
/ 汞及其化合物!以 0#计& (12
3 镉及其化合物!以 45计& (12
2( 砷6镍及其化合物!以 789:;计&,& 21(
22 铅及其化合物!以 <=计& 21(

2,
铬6锡6锑6铜6锰及其化合物

!以 4>9?@9?=94A9B@计&%&
C1(

2% 二口恶英类 (1-DEF@#$"%

2&在测试计算过程中G以 22HI,!干气&作为换算基准J换算公式为K

LM 2(
,2NF8OL8

式中KLPP标准状态下被测污染物经换算后的浓度!"#$"%&Q

F8PP排气中氧气的浓度!H&Q

L8PP标准状态下被测污染物的浓度!"#$"%&J

,&指砷和镍的总量J

%&指铬6锡6锑6铜和锰的总量J

R 监督监测

R1S 废气监测

R1S1S 焚烧炉排气筒中烟尘或气态污染物监测的采样点数目及采样点位置的设置G执行TU$D2V2-WJ
R1S1X 在焚烧设施于正常状态下运行 2*后G开始以 2次$*的频次采集气样G每次采样时间不得低于

C-";@G连续采样三次G分别测定J以平均值作为判定值J
R1S1Y 焚烧设施排放气体按污染源监测分析方法执行!见表 C&J

表 C 焚烧设施排放气体的分析方法

序号 污染物 分 析 方 法 方法来源

2 烟气黑度 林格曼烟度法 TU$D-CV/P32

, 烟尘 重量法 TU$D2V2-WP233V

% 一氧化碳!4I&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0Z$DCCP2333

C 二氧化硫!?I,&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2&

- 氟化氢!0[& 滤膜\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2&

V 氯化氢!04]&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硝酸银容量法

0Z$D,WP2333

2&

W 氮氧化物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0Z$DC%P2333

/ 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

3 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

2( 铅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

22 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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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污染物 分 析 方 法 方法来源

!" 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

!$ 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锑 &’()’*+,+*分光光度法 !#

!& 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镍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二口恶英类 色谱’质谱联用法 "#

!#0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12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北京2!334年5

"#0固体废弃物试验分析评价手册12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北京2!33"年2*$$"6$&35

789 焚烧残渣热灼减率监测

7898: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方法执行 ;<=>"45
78989 焚烧残渣热灼减率的分析采用重量法5依据本标准?$8-@所列公式计算2取三次平均值作为判定

值5

A 标准实施

B!#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2二口恶英类污染物排放限值在北京市C上海市C广州市执行5"44$年 !月 !
日之日起在全国执行5

B"#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与实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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