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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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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南宁  530028;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南宁  530007) 

摘  要: 本文对国内外危险废物管理和鉴别技术体系的特点和适用条件进行深入分析。在国内外经验与教训

的基础上, 结合广西实际情况, 提出完善的广西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加强区分固体废弃物与危险废物的鉴

别能力, 逐步推进污染环境现场应急鉴别及处置方法体系, 以期为广西全面开展危险废物无害化管理和鉴别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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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hazardous waste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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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analyzed in depth.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Guangxi, the paper put forward a perfec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hazardous waste identification in Guangxi, strengthens the identification ability of solid waste and 

hazardous waste, and gradually promotes the on-site emergency identification and disposal method system of polluted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harmless manag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hazardous waste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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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危险

废物的风险防控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关

键[1,2]。我国当前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面临的形势主要是

产生量大且持续增加、污染事故频发和环境风险凸显、利用

处置短板明显以及综合利用风险防控明显不足的问题[3,4]。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是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重点, 

是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以来, 我国在

危险废物防治法规制度、能力提升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5,6]。但从防范环境风险、推动环境质量改善的角度审视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还存在底数不清、流向不明、减

量不足、利用不畅等问题, 导致环境风险隐患突出。新形

势下, 建议以落实产生废物单位责任为核心, 加快相关制

度重构, 推动源头减量; 改变"重堵轻疏"局面, 从"管制"向
“服务”转变, 推动废物市场化利用与处置。善于应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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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思维, 信息化手段, 按照环境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

化目标, 推进危险废物风险防范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 促
进在线交易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7–10]。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迫切需要

完善危险废物风险管理制度及支撑体系, 提升风险防控精

细化管理水平。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及广西危险废物产生、

利用、处置现状, 针对危险废物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合理性的管理策略和建议。以期减少危险废物带来的

环境风险隐患, 使危险废物得到更好的利用和处置[11–15]。 

2  危险废物管理现状 

2.1  危险废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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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

废物。由于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具有毒性、易燃性、

爆炸性、腐蚀性、化学反应性或传染性, 其引起的突发性

环境污染事故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危害, 因
此固体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的管理及污染控制是近年来环

境保护中日益受到重视的领域之一[17]。近年来, 广西也发

生过多次涉及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案件, 如 2012 年初广

西龙江镉污染事件案, 2014 年 7 月发生的广西金河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拉么锌矿污染案, 以及 2014 年广西大新县重

金属污染事件, 案件均涉及危险废物的非法倾倒、非法处

置, 对当地土壤、水环境产生了巨大污染影响, 造成了巨

大经济及人身安全损失[18]。 

2.2  国内外危险废物管理和鉴别情况 

在危险废物管理法律法规建设方面, 在 1970 年, 美
国将危险废物的管控规定写入法律法规当中, 是最早开展

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的国家, 他们将危险废物的控制作为环

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且实施危险废物全过程管控。

随后, 日本也对危险废物管控重视起来, 先后制定了十几

部法律用于约束危险废物的排放、管理和治理, 并提出了著

名的危险废物管理的“3C”原则[19,20]。同一时期, 德国与日本

一样, 加大力度在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中, 对危险废物的管控

进行了约束。此外, 加拿大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法律法规, 针
对危废产生到最终处置的每个环节出台了针对性的法律条

例, 这些法律法规全方位地覆盖了危险废物产生、处置处

理、运输及技术等多个方面[21], 值得借鉴。几十年的发展, 
这些国家危险废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监管控制

体系不断健全, 有效防止了危险废物的污染[22]。在危险废物

鉴别方面, 发达国家, 如美国 RCRA 对危险废物名录和鉴

别制度做了详尽的规定, 虽然美国的法规规定了比较完整

的危险废物鉴别程序, 但是仍有些废物的产生者经过一些

处理来逃避法律的规制或者是危险废物无法通过法律的程

序进行鉴别。此外, 随着信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环境问

题的不断重视,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完整统一

的危险废物监测和网络化平台管理系统, 用于全过程、信

息化地管理和控制危险废物问题, 这些数据库记录了危险

废物从生产到最终处置的全部数据, 并且每年都在对这些

数据进行修改完善, 相关单位可以分析处理这些数据, 从
而更好地管理控制危废[23]。 

我国目前的危险废物鉴别检测体系, 其基本框架参

照了美国的危险废物鉴别检测方法。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国

情, 产业结构、危险废物产生类别、数量及环境容量等因

素, 我国的危险废物名录的内容、鉴别检测方法和标准, 
与美国有很大差异的。我国于 1996 年和 1998 年分别颁布

以及于 2007 年和 2008 年修订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 初步建立了我

国危险废物鉴别技术体系。我国危险废物鉴定采取《名录》

(列表定义法)与危险特性鉴别标准(危险特性鉴别法)相结合

的方法。根据此鉴定方法, 列入《名录》的废物, 属于危险

废物; 不在《危险废物名录》内的废物, 应按照《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进行危险废物鉴别, 具有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

物[24]。大多数地区成立省级固体废物管理部门, 负责统筹管

理行政区域内与危险废物相关管理工作, 比如接收危险废

物鉴定申请, 组织成立危险废物专家库, 开展危险废物鉴定

工作并出具固体废物危险特性的鉴定意见[25]。广西危废鉴

别检测工作起步晚, 基础薄弱, 针对危险废物突发污染应急

鉴别, 不能满足突发污染事件的快速定性鉴别的要求, 急需

建立一个适用于全区危废污染现场应急鉴别技术规范, 建
立快速定性分析检测方法, 以及快速找出重点检测指标的

方法, 为广西危废污染现场应急鉴别提供数据支持。 

3  固体废物危险性鉴别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3.1  固体废物危险性鉴别一般流程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中制定了鉴别危险废物的

工作制度和程序, 涉及危险废物鉴别的相关工作均依据此

通则执行, 详细程序如图 1 所示[26]。 
 

 
 

图 1  我国危险废物鉴别程序 
Fig.1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of hazardous wast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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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行鉴别程序存在的问题 

(1)危险废物鉴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随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在危险废物鉴别工作中遇

到很多新问题, 相比之下, 现行的《名录》已不能很好地

服务相关工作。如《名录》与 2011 年新颁布的《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中的行业名称不完全相符以及工艺不对应, 导
致危险废物代码和危险废物类别无法确定的情况。《名录》

中危险废物清单更新不及时, 与实际工作脱节等问题。危

险废物的爆炸性和传染性是其一大特性, 需进行鉴别, 但
我国这方面的鉴别标准不够健全, 不利于快速推进危险废

物的属性判定工作[27,28]。 
(2)鉴别周期过长 
当发现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时, 环保、公安等相关执法

部门对危险废物鉴别要求快速、高效、准确, 然而按照危

险废物鉴别流程, 从方案编制、方案专家论证、采样检测

到最后的专家鉴别, 鉴别周期长达月余, 显然无法满足时

效要求[29]。 
(3)危废名录鉴别技术灵活性不够 
危险废物因其危险性, 需要严格管理, 但在具体执行

过程中发现有些制度或规定在灵活性上不能满足高效管控

工作的需求, 由于各行业的发展以及各行业规章制度制度

颁布的时间先后不同, 出现了各行业部分条款规定有一定

差异的情况。例如部分行业固体废物到底是按照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进行处置, 还是按照相关行业惯例对固体废物处

理再利用的方法进行处置的问题, 存在一定争议。对于经

过特定处理且部分特性发生本质变化的固体废物, 是否要

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的问题,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没有

对这样的新情况进行说明, 表现出其在执行层面灵活度不

足, 导致管理处置成本增加的弊端[30–32]。 
(4)危险废物鉴别部分程序操作性不强 
目前, 对未列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 但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

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 在鉴别工作中 , 会出现固废量小, 
但是存在危害生态环境的风险, 需要进行鉴别才能给出结

论的情况, 根据危废鉴别要求, 需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 而各省在环境保护执法过程中难

以实现, 操作性和时效性都不强, 成本也高[33,34]。 

4  建议与措施 

4.1  及时更新危险废物名录 

根据社会发展和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的需要, 及时、适

时地组织专家修订、更新《名录》, 使得其能持续在相关

工作中发挥导向和标准的作用, 特别是发挥针对性解决管

理中发现的新问题的作用[35]。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

的固体废物, 由具有环评审批权限的同级审批部门组织或

企业自行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

以认定[36]。 

4.2  健全危险废物特性分类鉴别技术规范 

凡是列入《名录》的危险废物都应配套制定相应的鉴

别标准。对于现行标准中欠缺的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标准, 
要加快研究进程, 逐步发布更多、更全的相关危险特性鉴

别标准, 不断完善危险废物环境风险评价体系和以环境风

险评价为基础的危险废物鉴别方法标准体系, 为危险废物

鉴别工作提供技术依据, 是整个鉴别过程所需时间更短, 
准确率更高[37,38]。 

4.3  加强危险废物鉴别能力建设 

首先, 应建立完善的危险废物鉴别实验室管理制度, 
规范鉴别工作流程。其次, 要加大相关分析和鉴定机构建

设资金投入, 建立多个权威的官方鉴定实验室。同时, 也
应在制定相关规范的, 明确危险废物鉴别实验室要求的前

提下, 鼓励社会机构参与危险废物鉴别工作, 充分发挥丰

厚社会资源的优势。此外, 还应加强对相关实验室的管理, 
定期考核,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39,40]。 

4.4  建立广西危险废物污染事件应急鉴别体系 

(1)建立由环境保护职能的国家级政府部门牵头, 省
级部门主导, 市县级部门实施, 分工明确, 职责清晰, 各
司其职的危险废物监管体系[41]。 

(2)建立国家级、省级危险废物专家库, 对发生的涉及

危险废物的污染事件, 可从专家库抽取相应专家协助相关

部门进行处置, 保证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有坚强的技

术支撑[42]。 
(3)建立基于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等设备的固体废物快

速定性方法, 不断优化、完善、创新检测方法, 实现快速、

准确的对固体废物进行定性[43]。针对广西区内危废污染现

场污染物, 快速分析其大致成分、官能团种类、元素种类

等信息, 确认其物理化学及毒性信息, 收集整理相关数据, 
建立适用广西特有的数据库。 

(4)建立基于光离子化检测器(photoionization detector, 
PID)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FID)
的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的现场快速检测技术规

范和操作流程, 配备相应快速检测设备, 推进 PID 和 FID
挥发性及半挥发性有机物现场快速检测工作。研究危废污

染现场污染物中多种挥发性及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半定量检

测技术, 为现场快速筛查危险废物提供技术保障[44,45]。 
 (5)建立基于便携式 XRF 检测设备的有毒有害重金

属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原理, 开展 XRF有毒有害重金属现场

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可通过改进仪器测试条件和方法, 提
高样品分析的代表性。同时, 提高辨别有毒有害元素成分及

含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建立相关指标超标报警程序, 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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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识别现场污染物中有害重金属指标超标情况[46,47]。 
(6)加快相关鉴别标准的制修订程序, 完善鉴别标准

体 系 。 目 前 , 实 验 室 常 用 的 鉴 别 标 准 主 要 以 GB 
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国家标

准系列为主。随着危险废物情况越来越错综复杂, 不断出

现新的情况, 现行标准不能很好的满足现实需要。对危险

废物鉴别相关配套标准的制修订也迫在眉睫。加快以有机

物、无机元素及化合物指标快速检测的方法开发, 是重要

的研究方向, 对危险废物鉴别具有重要意义[48,49]。 
(7)加快危险废物处置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危险废物的

处置一直是各国难点, 如何将危险废物变废为宝, 将污染

物中的有毒有害成分降解或转化为不具有毒性的形态, 目
前仍存在较大的技术瓶颈。研究、破解相关技术瓶颈, 将
会带动更多资源再利用产业的发展, 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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