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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文件

浙环发〔2018〕19 号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金属表面

处理（电镀除外）、有色金属、农副食品加工、

砂洗、氮肥、废塑料行业污染整治

提升技术规范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环保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工业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浙环发

〔2016〕46 号）（以下简称《规划》）要求，进一步加强我省金

属表面处理（电镀除外）、有色金属、农副食品加工、砂洗、

氮肥、废塑料等 6 个地方特色涉水行业环境污染防治，提升企

业污染治理和内部环保管理水平，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

厅组织编制了浙江省金属表面处理（电镀除外）、有色金属、

农副食品加工、砂洗、氮肥、废塑料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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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一、加强科学谋划，大力推进涉水行业整治

各地要高度重视涉水行业整治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切实

落实《规划》要求，参照各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要求开

展整治工作，涉重金属行业（特别是金属表面处理（电镀除外）、

有色金属行业）要结合《浙江省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计划

（2017~2020 年）》实施。要切实建立目标责任制和工作推进机

制，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计划，明确工

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做到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明确项目

表、时间表、责任表，强化部门联动，确保按时完成整治任务。

二、加强督查考核，严格落实各项整治任务

我省已将涉水行业整治工作纳入各地“美丽浙江”和“五水共

治”考核体系。各地要加强辖区内涉水行业整治工作的监督管理，

结合环境执法“双随机”，对本地区涉水企业整治情况开展检查。

实施整治情况定期调度机制，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治的情

况实行通报。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各地要深入开展涉水行业污染整治宣传，加强与新闻媒体

的沟通交流，及时发布整治企业名单和整治进展情况，曝光典

型违法案件，积极回应各类问题，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对整治工

作的推动作用。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切实发挥群众监督和

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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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省环保厅水处 陈奡，联系电话：0571-28913001。

附表：1.浙江省金属表面处理（电镀除外）行业污染整治提

升技术规范

2.浙江省有色金属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3.浙江省农副食品加工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4.浙江省砂洗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5.浙江省氮肥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6.浙江省废塑料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4 月 4 日



— 4 —

附表 1

浙江省金属表面处理（电镀除外）行业污染

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政策
法规

生产
合法性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

2 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业排污主体责任

工艺装
备/生产

现场

工艺装备水
平

3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明确的落后工艺与设备

4 鼓励使用先进的或环保的表面处理工艺技术和新设备，减少
酸、碱等原料用量

5 鼓励酸洗设备采用自动化、封闭性较强的设计

清洁生产

6 酸洗磷化鼓励采取多级回收、逆流漂洗等节水型清洗工艺

7 禁止采用单级漂洗或直接冲洗等落后工艺

8 鼓励采取工业污水回用、多级回收、逆流漂洗等节水型清洁生
产工艺

9 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生产现场

10 生产现场环境清洁、整洁、管理有序；危险品有明显标识

11 生产过程中无跑冒滴漏现象

12 车间应优化布局，严格落实防腐、防渗、防混措施

13 车间实施干湿区分离，湿区地面应敷设网格板，湿件加工作业
必须在湿区进行

14 建筑物和构筑物进出水管应有防腐蚀、防沉降、防折断措施

15 酸洗槽必须设置在地面上，新建、搬迁、整体改造企业须执行
酸洗槽架空改造

16 酸洗等处理槽须采取有效的防腐防渗措施

17 废水管线采取明管套明沟（渠）或架空敷设，废水管道（沟、
渠）应满足防腐、防渗漏要求；废水收集池附近设立观测井

18 废水收集和排放系统等各类废水管网设置清晰，有流向、污染
物种类等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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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治
理

废水处理

19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水分质分流，建有与生产能力配套的
废水处理设施

20 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须单独处理达标后方可并入其他废水
处理

21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及污水回用管道需安装流量计

22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

23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废气处理

24 酸雾工段有专门的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设施运行正常，实现
稳定达标排放

25 废气处理设施安装独立电表，定期维护，正常稳定运行

26
锅炉按照要求进行清洁化改造，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要求

固废处理

27

危险废物贮存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要求，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处置分别满足《一般工业废物贮存、
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必须
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1995）中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危险废物运输应
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技术要
求

28 建立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危险废
物贮存、利用处置相关情况

29 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30 危险废物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利用处
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应急
管理

31 切实落实雨、污排放口设置应急阀门

32 建有规模合适的事故应急池，应急事故水池的容积应符合相关
要求且能确保事故废水能自流导入

33 制定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具备可操作性并及时更新完善

34 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与设备

35 定期进行环境事故应急演练

环境

监测
36

制定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雨水排放口及周边环境的自行监

测

内部

管理

档案

37 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和“三废”处理

38 建立完善的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

39

完善相关台帐制度，记录每天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加

药、电耗、维修情况；污染物监测台帐规范完备；制定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如实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及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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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浙江省有色金属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政策

法规

生产

合法性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

2 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业排污主体责任

工艺装

备/生产

现场

工艺装

备水平

3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产品、工艺和生产设备

4
按照《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中有色金属

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清洁生

产水平
5 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生产现

场

6

产生废水的生产线、设备等进行架空改造（特殊工艺要求除外）。

车间实施干湿区分离，湿区地面应敷设网格板，湿件加工作业须

在湿区进行。

7
原材料、产品、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所有生产过程必须在室

内进行，不得露天作业

8

废水管线采取明管套明沟（渠）或架空敷设，废水管道（沟、渠）

应满足防腐、防渗漏要求，杜绝废水输送过程污染，废水收集池

附近设立观测井。

9
废水收集和排放系统等各类废水管网设置清晰，有流向、污染物

种类等标识

10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

11
易污染区地面、生产车间的地面应硬化，并做好防腐、防渗和防

漏和处理，四周建围堰并宜采取防雨措施。

12 生产过程无跑、冒、滴、漏现象，保持环境整治

13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和污水分质分流，并配套合适的废水处理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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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

治理

废水处

理

14

污水排放须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工
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等
相应标准要求

15
有色金属再生铜、再生锌企业还需达到《再生铜、铝、铅、锌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中表 1 排放限值要求

16
铜冶炼企业还需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7-2010）中表 2 排放限值要求

17
再生原料堆场、冶炼车间的生产废水、渣场废水和地面污水应收
集，并进行预处理后回用

18
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须单独处理达标后方可并入其他废水处
理

19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及污水回用管道需安装流量计

20 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21
废气喷淋水、堆场渗滤液、初期雨水、场地冲洗水应纳入相应的
废水处理设施后全部回用，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22 废水处理设施的构筑物进行防渗、防腐处理

23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按规定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24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废气处

理

25
禁止采用露天焚烧的方法去除废金属中的塑料、橡胶、树脂以及
其他杂质

26

废金属原料采用高温火法进行表面处理和再生熔炼时，预处理设
备和熔炼炉炉门及扒渣口等应设置集气罩，机械排烟系统应设置
除尘等处理装置，并应防止或减少二噁英类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27

锅炉按照要求进行清洁化改造，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要求

28

采用逆流烘干或竖炉熔炼工艺进行有色金属再生的企业在配料
车间和熔炼车间应配套满足要求的集气、除尘装置和相应的处理
装置，排放的废气必须达到《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1574-2015）、《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中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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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

治理

废气处

理

29

采用湿法熔炼工艺进行有色金属再生的企业在浸出反应池、电解
和熔炼车间应配套满足要求的集气、除尘装置和相应的处理装
置，排放的废气必须达到《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31574-2015）、《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相应标准

30
选矿厂的矿仓、破碎机、振动筛、带式输送机的受斜点、卸料点
等产生粉尘的部位，应设置收集装置，对无组织排放区域应设置
抑尘措施

31

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在干燥、熔炼、吹炼、精炼等炉窑的进、出料
口应配置满足要求的集气、净化装置，排放的烟气必须达到《铜、
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工业炉窑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中相应标准

32

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在电解车间应配置满足要求的集气和酸雾净
化设施，排放的废气必须达到《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7-2010）、《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相应标准

固废处

理

33
再生熔炼炉渣、烟气净化系统的除尘灰应设置专用暂存库堆存、
综合利用或采取无害化处理或安全处置的措施

34
废石或尾矿宜用于地下采空区或露天采坑的填充，有条件时宜生
产建筑材料，尾矿固废综合回收利用率应达到 100%

35
危险废物或Ⅱ类一般固体废物的废石、尾矿等固废，其贮存、处
置场应分别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

36

危险废物贮存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要求，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处置分别满足《一般工业废物贮
存、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危险废物贮存
场所必须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1995）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37
设立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台账，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
贮存、处置以及运输情况

38
危险废物运输应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技术要求



— 9 —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应急

管理

39 切实落实雨、污排放口设置应急阀门

40
企业建有规模合适的事故应急池，应急事故水池的容积应符合相

关要求且能确保事故废水能自流导入

41 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质与设备

42 制定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具备可操作性并及时更新完善

43
建立重大风险事故定期应急演习制度，定期开展演练并与区域环

境风险应急预案实现联动

环境

监测

44 落实重金属和辐射监测制度

45
对关停、搬迁企业原厂区需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开展土壤环境调查与评估

46
建立辐射监测系统，在废旧金属原料入厂前、产品出厂前进行辐

射监测，并将放射性指标纳入产品合格指标体系中

内部

管理

档案

47 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和“三废”处理

48 建立完善的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

49

完善相关台帐制度，记录每天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加药、

电耗、维修情况；污染物监测台帐规范完备；制定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如实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处置及运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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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浙江省农副食品加工行业污染整治

提升技术规范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政策
法规

生产
合法性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

2 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业排污主体责任

工艺装
备/生产

现场

工艺装备
水平

3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产品、工艺和生产设备

清洁生产 4
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使用自动化先进设备和工艺，从源
头上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生产现场

5 企业生产现场环境清洁、整洁、管理有序

6
原材料、产品、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所有生产过程必须在室
内进行，不得露天作业

7
工艺废水管线采取明管套明沟（渠）或架空敷设，废水管道（沟、
渠）应满足防腐、防渗漏要求；废水收集池附近设立观测井

8
废水收集和排放系统等各类废水管网设置清晰，有流向、污染物
种类等标示

9
厂区地面必须实现全部硬化，满足防渗漏要求，渗漏水必须由管
网收集

污染治
理

废水处理

10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和污水分质分流，并配套合适的废水处理设
施

11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及污水回用管道需安装流量计

12
萝卜干、蜜饯、笋干、山核桃等加工废水处理工艺可结合行业自
身特点，多种措施并举，确保废水处理达标排放

13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

14 污水处理设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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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治

理

废气处理

15
异味、恶臭的生产工序须经配套的处理装置有效收集、处理后达

标排放

16

锅炉按照要求进行清洁化改造，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要求

17
在保证废气捕集效率的前提下，加强车间通风，车间换风次数符

合国家规范要求

18 废气处理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定期清理

固废处理

19
根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废进行分类收集、

规范处置

20

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暂存处置分别满足《一般工业废物贮

存、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要求

21
设立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台账，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

贮存、处置以及运输情况

22
危险废物运输应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技术要求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监测
23 制定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雨水排放口的自行监测

内部管理

档案

24 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和“三废”处理

25 建立完善的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

26
完善相关台帐制度，记录每天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加药、

电耗、维修情况；污染物监测台帐规范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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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浙江省砂洗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相关政

策

产业政

策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

2 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业排污主体责任

选址 3 企业选址符合相关规划

工艺装

备/生产

现场

工艺装

备水平
4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明确的落后工艺与设备

清洁生产

5
鼓励采取工业污水回用、多级回收、逆流漂洗等节水型清洁生产

工艺，禁止采用单级漂洗或直接冲洗等落后工艺

6
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使用自动化先进设备和工艺，从源

头上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生产现场

7
车间内严格落实防腐、防渗措施，实施干湿分离，湿区地面应敷

设网格板，湿件加工作业必须在湿区进行

8
废水全部管道收集，工艺废水管线采取明管（沟、渠），并满足

防腐、防渗漏要求

9 厂区污水收集、排放、回用及雨水排放等各类管线设置清晰

污染治

理

废水处

理

10
实施企业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水分质分流，并配套合适的废

水处理设施

11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及污水回用管道需安装流量计

12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

13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废气处

理

14

锅炉按照要求进行清洁化改造，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要求

15 废气处理设施安装独立电表，定期维护，正常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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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治

理

固废处

理

16
根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废进行分类收集、

规范处置

17

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暂存处置分别满足《一般工业废物贮

存、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要求

18
设立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台账，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

贮存、处置以及运输情况

19
危险废物运输应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技术要求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应急

管理

20 切实落实雨、污排放口设置应急阀门

21
设置应急事故水池，应急事故水池的容积应符合相关要求且能确

保事故废水能自流导入

22
制定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与

设备

环境

监测
23 制定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雨水排放口及周边环境的自行监测

内部

管理

档案

24 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和“三废”处理

25 建立完善的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

26
完善相关台帐制度，记录每天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加药、

电耗、维修情况；污染物监测台帐规范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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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浙江省氮肥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政策

法规

生产

合法性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

2 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业排污主体责任

工艺装

备/生产

现场

工艺装

备水平

3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产品、工艺和生产设备，淘

汰半水煤气氨水液相脱硫、天然气常压间歇转化工艺制合成氨、

一氧化碳常压变化及全中温变换（高温变换）工艺、没有配套硫

磺回收装置的湿法脱硫工艺，没有配套建设吹风气余热回收、造

气炉渣综合利用装置的固定层间歇式煤气化装置

4
按照《清洁生产标准——氮肥制造业》HJ/T188-2006 实施清洁生

产技术改造

5

鼓励采用《国家鼓励的循环经济技术、工艺和设备名录》中氮肥

生产废水超低排放集成技术及氮肥生产废气、废固处理及资源化

利用技术

6
干煤粉气流床气化工艺中的磨煤干燥系统热风炉燃料应采用低

硫燃料气

清洁生

产水平
7 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生产现

场

8

产生废水的生产线、设备等进行架空改造（特殊工艺要求除外）；

车间实施干湿区分离，湿区地面应敷设网格板，湿件加工作业须

在湿区进行；

9
原材料、产品、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所有生产过程必须在室

内进行，不得露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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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工艺装备

/生产现

场

生产现场

10

废水管线采取明管套明沟（渠）或架空敷设，废水管道（沟、渠）

应满足防腐、防渗漏要求，杜绝废水输送过程污染，废水收集池

附近设立观测井。

11
废水收集和排放系统等各类废水管网设置清晰，有流向、污染物

种类等标识

12
每个厂区只能设一个污水排放口和一个清下水排放口，排放口应

设置检查井

13
易污染区地面、生产车间的地面应硬化、防渗、防漏和防腐处理，

四周建围堰并宜采取防雨措施。

14 生产过程无跑、冒、滴、漏现象，保持环境整治

污染

治理

废水处

理

15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和污水分质分流，并配套合适的废水处理设

施，建立规范化雨、污水排放口、明确污染物项目及排放限值

16
污水排放须达到《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GB13458-2013）

等相应标准要求

17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及污水回用管道需安装流量计

18 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19
废气喷淋水、堆场渗滤液、初期雨水、场地冲洗水应纳入相应的

废水处理设施后处理达标排放或回用，生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20 废水处理设施的构筑物进行防渗、防腐处理

21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

22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废气处理 23

采用煤、天然气、焦炉气、油等为原料的原料气制备及净化、尿

素生产，硝酸铵生产等环节需根据行业废气治理可行技术参照表

配套满足要求的集气、除尘及相应的处理装置，排放的废气必须

达到《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33-2011）、《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中相应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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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

治理

废气处

理

24

锅炉按照要求进行清洁化改造，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

25

煤堆场应实现封闭储存或建设防风抑尘设施，以煤或油为原料的

企业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挥发性有机物、恶臭物质的废水设

施应密闭。

26 采用三废混燃系统时应管控汞及其化合物

27 采用固定床煤气化工艺时应管控酚类、非甲烷总烃

28 废气处理设施安装独立电表，定期维护，正常稳定运行

29 挥发性液体储罐应优先采用压力罐、浮顶罐以减少无组织排放

30

固定窗常压煤气化工艺醇氨联产的甲醇生产单元、碎煤固定床加

压气化工艺的原料气制备及净化单元、水煤浆或干粉煤气流床气

化工艺的脱硫脱碳工序（采用低温甲醇洗工艺）中挥发性有机物

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动静密封点应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工作

固废处理

31
煤灰、渣、炭黑、含贵金属的废催化剂等固废应设置专用暂存库

堆存、综合利用、采取无害化处理或安全处置的措施

32

危险废物贮存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要求，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处置分别满足《一般工业废物贮

存、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危险废物贮存

场所必须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1995）的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33
建立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危险废物

贮存、利用处置相关情况

34
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35
危险废物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利用处置，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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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应急

管理

36 切实落实雨、污排放口设置应急阀门

37
企业建有规模合适的事故应急池，应急事故水池的容积应符合相

关要求且能确保事故废水能自流导入

38 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质与设备

39 制定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具备可操作性并及时更新完善

40
建立重大风险事故定期应急演习制度，定期开展演练并与区域环

境风险应急预案实现联动

环境

监测
41

制定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雨水排放口及周边环境的自行监
测

内部

管理

档案

42 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和“三废”处理

43 建立完善的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

44
完善相关台帐制度，记录每天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加药、
电耗、维修情况；污染物监测台帐规范完备；制定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如实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处置及运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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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浙江省废塑料行业污染整治提升技术规范

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政策

法规

生产

合法性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验收制度

2 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落实企业排污主体责任

工艺装

备/生产

现场

工艺装

备水平
3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明确的落后工艺与设备

清洁生

产

4
企业要对收集的废塑料进行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

不得随意倾倒、焚烧与填埋

5
鼓励采取工业污水回用、多级回收、逆流漂洗等节水型清洁生产

工艺，禁止采用单级漂洗或直接冲洗等落后工艺

6
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使用自动化先进设备和工艺，从源

头上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生产现

场

7 废塑料原料、产品、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

8

所有分拣、加工过程必须在室内进行，不得露天作业，同时根据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64

－2007）要求，废塑料应贮存在专门贮存场所内，堆放场所要设

置防雨、防晒、防尘、防扬散和防火措施

9
工艺废水管线采取明管套明沟（渠）或架空敷设，废水管道（沟、

渠）应满足防腐、防渗漏要求；废水收集池附近设立观测井

10
废水收集和排放系统等各类废水管网设置清晰，有流向、污染物

种类等标示

11
厂区地面必须实现全部硬化，满足防渗漏要求，渗漏水必须由管

网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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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
是否

符合

污染治
理

废水处
理

12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和污水分质分流，并配套合适的废水处理设
施

13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及污水回用管道需安装流量计
14 设置标准化、规范化排污口
15 污水处理设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废气处
理

16
粉碎、造粒过程产生的粉尘应设置收集系统，并配置相应的处理
设施

17

含塑料造粒等产生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工段的企业，有机废气的收
集、处理应符合《关于转发<杭州市化纤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整治规范（试行）>等 12 个行业 VOCs 污染整治规范的通知》中
塑料行业的治理规范，并达标排放

18
锅炉按照要求进行清洁化改造，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

固废处
理

19
根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废进行分类收集、
规范处置

20
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暂存处置分别满足《一般工业废物贮
存、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要求

21
设立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台账，记录危险废物的产生、
贮存、处置以及运输情况

22
危险废物运输应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技术要求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应急
管理

23 切实落实雨、污排放口设置应急阀门

24
建有规模合适的事故应急池，应急事故水池的容积应符合相关要
求且能确保事故废水能自流导入

25 制定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具备可操作性并及时更新完善
26 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与设备
27 定期进行环境事故应急演练

环境
监管
水平

环境
监测

28 制定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雨水排放口及周边环境的自行监测

内部

管理

档案

29 配备专职、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和“三废”处理

30 建立完善的环保组织体系、健全的环保规章制度

31
完善相关台帐制度，记录每天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加药、

电耗、维修情况；污染物监测台帐规范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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