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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二〇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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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清华大学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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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所产生的生活垃圾

总量快速增长，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目前，常

用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方式包括填埋、焚烧和堆肥。其中，焚烧具有高减量、高

减容、破坏有毒有害物质等优势，被各国广泛采用。然而，伴随着生活垃圾焚烧，

产生大量富集重金属、可溶性氯盐、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焚烧飞灰。目

前，我国尚无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过程污染控制的专用标准，焚烧飞灰在

收集、贮存、运输、预处理、资源化和填埋处置过程中的污染控制以及与其利用

处置有关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

可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等都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因此，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于 2019 年 4 月启动编制《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大学、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清华大学、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共同承

担编制任务。

2 编制原则

（1）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有效防控环境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3）在危险废物管理框架体系内，针对飞灰这一特定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

提出专门的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3 编制工作过程

2019 年 4 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大学、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

院、清华大学、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等单位成立编制组。

2019 年 5 月，编制组在前期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我国生活垃圾焚

烧发展现状、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产生及污染特性、飞灰利用处置技术现状等。同

时，通过补充资料与现场调研、召开研讨会等形式，讨论分析飞灰处理处置污染

控制技术要求。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

规范》（初稿）。

2019 年 8 月，编制组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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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对标准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

改，形成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10 月 12 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组织召开本标准征求

意见稿的技术审查会，审查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会

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的主要内容

4.1 标准内容结构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1) 前言

(2) 适用范围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4) 术语和定义

(5) 一般要求

(6) 飞灰收集、贮存、运输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7) 飞灰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8) 飞灰资源化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9) 飞灰填埋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10)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11) 环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

(12) 环境管理要求

4.2 适用范围

本部分是本标准所适用的范围的界定。

本标准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的专用技术要求，适用于飞灰在收集、

贮存、运输、预处理、资源化和填埋过程中的污染控制以及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利用处置有关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

污许可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等。

4.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4.4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为执行本标准制定的专门术语，并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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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具体包括：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飞灰预处理、飞灰高温烧结、飞灰高温熔融、

飞灰资源化、飞灰填埋和飞灰二噁英的分解去除率。

4.5 一般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过程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生活

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设施的选址要求、基本建设要求等。

4.6 飞灰收集、贮存、运输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收集、贮存、运输过程的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主要包括：飞灰及其预处理产物的贮存场所的防扬撒、防渗漏要求；飞灰及其预

处理产物的包装要求等。

4.7 飞灰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4.7.1 水洗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根据编制组前期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外水洗应用现状及效果，飞灰通过水洗

能够去除大部分可溶性重金属以及氯盐。因此，水洗可以作为飞灰资源化的预处

理方式。对于飞灰的水洗预处理，提出应控制水洗设备转速、进料流量、进水量、

水洗时间等运行参数，以确保水洗效果。

4.7.2 固化稳定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固化稳定化是目前飞灰填埋前最常用的预处理方式。结合编制组前期调研与

国内外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螯合剂的种类繁多、效用不一，为确保螯合效果稳

定，提出应控制进水量、固化稳定剂投加量、进料量、混合搅拌速率、混合搅拌

时间等运行参数。

由于飞灰颗粒细小，在运输、填埋过程中易产生扬尘，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

故需要对飞灰进行相应的成型化预处理。对飞灰的成型预处理，提出应控制进料

量、压缩比、压力等参数，以确保在运输、倾泻及填埋过程中不会松散、破碎、

产生二次扬尘。

4.7.3 二噁英解毒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二噁英是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常见的污染物之一，具有“三致”效应，危害

性极大，因此在飞灰处理处置过程中，需对飞灰中二噁英进行有效的解毒预处理。

对飞灰二噁英高温熔融分解预处理工艺过程中的进料量、温度、熔融时间、通气

量等提出相应控制要求，可确保飞灰二噁英充分去除，保证后续资源化过程的环

境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飞灰二噁英低温热解分解预处理工艺过程中的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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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温度、翻转速度、停留时间、通气量与设备内各位置气体浓度等提出相应控

制要求，也可确保飞灰二噁英充分去除。

同时，为保障解毒后残余二噁英的风险可接受，在大量试验验证其可达性的

基础上，提出飞灰二噁英解毒预处理对飞灰二噁英的分解去除率应达到 99%以

上，且经过二噁英解毒预处理后产物中残留二噁英含量应低于 50 ng-TEQ/kg。

4.8 飞灰资源化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4.8.1 飞灰用于建材生产

对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其协同处置过程与产物的污染

控制技术要求按照已经发布实施的相关标准执行。

对作为替代原料用于免烧砖、水泥混合材、混凝土掺和料等非高温建筑材料

生产过程的飞灰，要求其在资源化前应进行二噁英解毒预处理，生产的产品中重

金属浸出浓度污染控制限值参照水泥产品中的重金属污染控制限值。

4.8.2 高温烧结、高温熔融

结合国内冶金高炉粒化矿渣（水淬渣）可作为建筑材料，以及日本废弃物熔

融玻璃砂（可用焚烧灰渣作为熔融原料）作为建材使用的现状，若熔融玻璃渣重

金属浸出及总量低于冶金高炉粒化矿渣（水淬渣），亦可作为建筑材料进行使用。

对飞灰经过高温熔融所形成的玻璃体，因其去向无法确定，采用“最不利假

设”原则，假设该玻璃体被任意丢弃于环境中：如果所形成的玻璃体，采用 HJ/T

299 方法（所模拟的暴露场景是酸雨浸泡的场景）制备的浸出液中，重金属的浸

出浓度不超过 GB/T 14848 中Ⅲ类水质标准的浓度限值，也就是说即使将该玻璃

体任意丢弃、暴露在酸雨条件下，其中重金属的浸出浓度可以满足 GB/T 14848

中Ⅲ类水的浓度限值，则是风险可接受的范围。

对作为替代原料用于高温烧结过程生产的烧结陶粒，烧结陶粒用于免烧砖、

混凝土骨料、路面材料骨料等原料替代，生产出的产品中重金属浸出浓度污染控

制限值，同样按照高温熔融玻璃体的思路，如满足 GB/T 14848 中Ⅲ类水的浓度

限值，则是风险可接受的范围。

为防止高温处理得到的玻璃体、烧结陶粒作为环境风险不可控的去向，本标

准规定飞灰高温处理得到的玻璃体、烧结陶粒只能用于建筑材料生产，不能用于

其他用途。

4.8.3 飞灰资源化产物的属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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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飞灰资源化技术路线包括但不限于本标准中已列出的类型，因此没有在

本标准中列出的技术路线相应的飞灰资源化产物的环境管理属性，需要按照《固

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评估后确定。

4.9 飞灰填埋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运输及填埋过程中的扬尘问题危害较大，为避免扬尘问题，规定填埋场不得

对粉末状飞灰直接进行填埋操作。即飞灰在填埋前，必须进行成型化预处理。

对经过固化稳定预处理后的飞灰必须达到不同类型填埋场的入场要求，方可

分别进入不同类型的填埋场进行填埋。

4.10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环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对飞灰处理处置过程的大气污染物等的污染排放控制要求、环

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为控制飞灰处理处置过程对处置场所可能造成的二次污

染，应在飞灰处理处置前和处理处置过程中对飞灰处理处置设施场所的土壤和地

下水进行定期监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飞灰的处理处置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生活垃圾焚

烧厂和接收飞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主体责任划分不明确。按照《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中“污染者依法负责”的要求，生活垃圾焚烧厂作为飞灰的产生单

位，是飞灰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具有确保飞灰处理处置达标的法律义务。因此，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将飞灰经处理后送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置仍需履行飞灰污

染防治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的管理要求进行飞灰的管理计划备案、申

报登记、贮存、转移运输、监测、信息公开等工作。为明确责任，本标准中规定

了在进入填埋场前的飞灰的监测单位和频次的要求。

此外，为保证飞灰资源化产物的环境安全性，本标准还参照《水泥窑协同处

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GB 30760-2014）中对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水泥产品的

监测要求，对飞灰的资源化产物中的重金属浸出浓度提出了监测要求，以保证资

源化产品的环境安全性。

4.11 环境管理要求

结合现有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及政策，本标准对焚烧飞灰处理处置制定了

环境管理相关要求。具体包括：应急预案制度、培训制度、记录制度、资料保存

制度等，以确保飞灰处理处置全过程的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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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在收集、贮存、运输、预处理、资源化和填

埋过程中的污染控制及监测制度要求，可作为有关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

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本标准中的飞灰处理处置工艺均为国内已有实际应用的工艺，是相对成熟、

可靠、环境风险可控的工艺技术。焚烧是我国当年和未来很长时间内的生活垃圾

处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大量产生的

态势。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处置是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重要环节，其效益更重要

的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选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

艺技术路线，促进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处置与资源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防治

和避免飞灰的处置和资源化过程可能的二次污染，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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