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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 5085.7—2019 代替 GB 5085.7-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 2019年 第 46 号公告于 2019年 11月 7日发布，子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的鉴别程序和鉴别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  

本标准适用于液态废物的鉴别。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废物鉴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

抛弃或者放弃的 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 质。  

3.2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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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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利用 recycle  

指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3.4 处置 dispose  

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

少已产生的固体 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

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4 鉴别程序  

危险废物的鉴别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4.1 依据法律规定和 GB 34330，判断待鉴别的物品、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固

体废物的，则 不属于危险废物。  

4.2 经判断属于固体废物的，则首先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鉴别。凡列入《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的 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不需要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4.3 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不排除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的固体

废物，依据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GB 5085.5 和 GB 5085.6，

以及 HJ 298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

性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4.4 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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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  

5 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5.1 具有毒性、感染性中一种或两种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混合，导致危险特

性扩散到其他物 质中，混合后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5.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

混合，混合后的 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5.3 危险废物与放射性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应按照放射性废物管理。   

6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后判定规则  

6.1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和

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6.2 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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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属于危险 废物。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外，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

废物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仍属于危险废物。  

6.3 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外，具有感染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后，

仍属于危险废物。  

7 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HJ 298-2019 代替 HJ/T 298-2007）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 2019年 第 47 号公告于 2019年 11月 12日发布，子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中样品的采集和检测，以及检测结果判断等

过程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包括环境

事件涉及的 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  

本标准适用于液态废物的鉴别。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废物鉴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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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份样 the sample  

指用采样器一次操作，从一批固体废物的一个点或一个部位按规定质量所采取的固

体废物。  

3.2 份样量 weight of a sample  

指构成一个份样的固体废物的质量。  

3.3 份样数 number of samples  

指从一批固体废物中所采集的份样个数。  

3.4 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referring to an environmental incident  

指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贮存、利用、处置等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以及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4 样品采集  

4.1 采样对象的确定  

4.1.1 应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源进行分类采样，禁止将不同产生源的固体废物混合。  

4.1.2 生产原辅料、工艺路线、产品均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生产线，可以采集单条生

产线产生的固 体废物代表该类固体废物。  

4.1.3 固体废物为 GB 34330 所规定的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时，每类物质作为一类

固体废物，分 别采样鉴别。采样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如危险特性全部来源于该物质本身，且在使用过程中危险特性不变或降低，应

采集该物质未使用前的样品。  

b） 如危险特性全部或部分来源于使用过程，应在该物质不能继续按照原有设计用

途使用时采样。  

4.1.4 固体废物为 GB 34330 所规定的生产过程（含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过程）中产

生的副产物，应根据产生工艺节点确定固体废物类别，每类固体废物分别采样鉴别。

采样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在该固体废物从正常生产工艺或利用工艺中分离出来的工艺环节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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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在生产设施、设备、原辅材料和生产负荷稳定的生产期采样。  

4.1.5 固体废物为 GB 34330 所规定的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应在污

染控制设施污染物来源、设施运行负荷和效果稳定的生产期采样；应根据环境治理和污

染控制工艺流程，对不同 工艺环节产生的固体废物分别进行采样。  

4.1.6 堆存状态的固体废物，采样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如其产生过程尚未终止，应按 4.1.2~4.1.5 采集原产生工艺样品。  

b) 如其产生过程已经终止，则采集堆存的固体废物。  

c) 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按本标准第 8 章相关要求采样。  

4.1.7 固体废物为生产和服务设施更换或拆除的固定式容器、反应容器和管道，粉状、

半固态、液体 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包装物或容器，以及产品维修或产品类废物拆解过程产

生的粉状、半固态、液体 物料的盛装容器，采样对象应为容器中的内容物，每类内容物

作为一类固体废物，分别采样。 

4.1.8 水体环境、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过程产生的，需要按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处置的水

体沉积物及污 染土壤等环境介质，应尽可能在未发生二次扰动的情况下，根据水体、污

染地块污染物的扩散特征 和环境调查结果，对不同污染程度的环境介质进行分类采样。  

4.1.9 需要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建筑废物，应尽可能在拆除、清理之前或过程中，根据

建筑物的组成 和污染特性进行分类，分别采样。  

4.2 份样数的确定  

4.2.1 危险废物鉴别需根据待鉴别固体废物的质量确定采样份样数（第 4.2.4 条所列情

形除外），表 1 为需要采集的固体废物的最小份样数。 

表 1 固体废物采集最小份样数 

固体废物质量（以 q 表示）（吨） 最小份样数（个） 

q≤5 5 

5＜q≤25 8 

25＜q≤50 13 

50＜q≤90 20 

90＜q≤150 32 

150＜q≤500 50 

500＜q≤1000 80 

q＞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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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堆存状态的固体废物，应以堆存的固体废物总量为依据，按照表 1 确定需要采集

的最小份样数。  

4.2.3 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生产设施自试生产以来的实际最大生产负荷

时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按照表 1 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满足第 4.1.2 条规

定的固体废物，以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单条生产线最大产生量为依据，按照表 1 确定

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固体废物产生量根据以下方法确定：  

a） 连续产生固体废物时，以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

按照表 1 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如果连续产生时段小于一个月，则以一个产生时

段内的固体废 物产生量为依据。  

b） 间歇产生固体废物时，如固体废物产生的时间间隔小于或等于一个月，应以确

定的工艺环 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最大产生量为依据，按照表 1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

样数。如固体废物产生的时间间隔大于一个月，以每次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为依据，按

照表 1确定需要 采集的最小份样数。  

4.2.4 以下情形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可以不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确定采样份样

数：  

a） 鉴别样品为本标准第 4.1.3 条 a）例所规定的物质，可适当减少采样份样数，

份样数不少于 2 个。固体废物为 4.1.7 条所规定的废弃包装物、容器时，内

容物的采样参照本条执行。  

b） 固体废物为废水处理污泥，如废水处理设施的废水的来源、类别、排放量、污

染物含量稳 定，可适当减少采样份样数，份样数不少于 5 个。  

c） 固体废物来源于连续生产工艺，且设施长期运行稳定、原辅材料类别和来源固

定，可适当 减少采样份样数，份样数不少于 5 个。  

d） 贮存于贮存池、不可移动大型容器、槽罐车内的液态废物，可适当减少采样份

样数。敞口 贮存池和不可移动大型容器内液态废物采样份样数不少于 5 个；

封闭式贮存池、不可移动 大型容器和槽罐车，如不具备在卸除废物过程中采样，

采样份样数不少于 2 个。  

e） 贮存于可移动的小型容器（容积≤1000L）中的固体废物，当容器数量少于根据

表 1 所确定的最小份样数时，可适当减少采样份样数，每个容器采集 1 个固

体废物样品。  

f） 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贮存、利用、处置等环境事件涉及固体废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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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鉴别，因环境事件处理或应急处置要求，可适当减少采样份样数，每类固

体废物的采样份样数不 少于 5 个。  

g） 水体环境、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过程产生的，需要按照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处置

的水体沉积 物及污染土壤等环境介质，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如鉴别过 程已经根据污染特征进行分类，可适当减少采样份样数，

每类固体废物的采样份样数不少 于 5 个。  

4.3 份样量的确定  

4.3.1 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a） 满足分析操作的需要；  

b） 依据固态废物的原始颗粒最大粒径，不小于表 2 中规定的质量。  

表 2 不同颗粒直径的固态废物的一个份样所需采集的最小份样量 

原始颗粒最大粒径（以 d 表示）（厘米） 最小份样量（克） 

d≤0.50 500 

0.50＜d≤1.0 1000 

d＞1.0 2000 

4.3.2 半固态和液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应满足分析操作的需要。  

4.4 采样的时间和频次  

4.4.1 连续产生。样品应分次在一个月（或一个产生时段）内等时间间隔采集；每次采

样在设备稳定 运行的 8 小时（或一个生产班次）内完成。每采集一次，作为 1个份样。  

4.4.2 间歇产生。根据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的产生次数进行采样：如固

体废物产生的 时间间隔大于一个月，仅需要选择一个产生时段采集所需的份样数；如一

个月内固体废物的产生次 数大于或者等于所需的份样数，遵循等时间间隔原则在固体废

物产生时段采样，每次采集 1 个份样； 如一个月内固体废物的产生次数小于所需的份

样数，将所需的份样数均匀分配到各产生时段采样。  

4.5 采样方法  

4.5.1 固体废物采样工具、采样程序、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参照 HJ/T 20 的要求进行，

固体废物采样 安全措施参照 GB/T 3723。  

4.5.2 在采样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成分的损失、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  

4.5.3 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固体废物排（卸）料口按照下列方法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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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卸料口排出的固体废物  

采样过程应预先清洁卸料口，并适当排出固体废物后再采集样品。采样时，采用合

适的容器接 住卸料口，根据需要采集的总份样数或该次需要采集的份样数，等时间间隔

接取所需份样量的固体 废物。每接取一次固体废物，作为 1 个份样。  

b） 板框压滤机  

将压滤机各板框顺序编号，用 HJ/T 20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与该次需要采集的份样

数相同数目 的板框作为采样单元采取样品。采样时，在压滤脱水后取下板框，刮下固体

废物。每个板框内采取的固体废物，作为 1个份样。 

4.5.4 堆存状态固体废物采样  

a） 散状堆积固态、半固态废物  

对于堆积高度小于或者等于 0.5m 的散状堆积固态、半固态废物，将固体废物堆平

铺为厚度为 10~15cm 的矩形，划分 5N 个（N 为根据第 4.2 条确定的所需采样的总份样

数，下同）面积相等的 网格，顺序编号；用 HJ/T20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N 个网格作为

采样单元，在网格中心位置处用采样铲或锹垂直采取全层厚度的固体废物。每个网格采

取的固体废物，作为 1 个份样。  

对于堆积高度大于 0.5m 的散状堆积固态、半固态废物，应分层采取样品；采样层

数应不小于 2 层，按照固态、半固态废物堆积高度等间隔布置；每层采取的份样数应相

等。分层采样可以用采样 钻或者机械钻探的方式进行。  

b） 敞口贮存池或不可移动大型容器中的固体废物将容器（包括建筑于地上、地下、

半地下的）划分为 5N个面积相等的网格，顺序编号。  

液态废物，用 HJ/T 20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N 个网格作为采样单元采取样品。对

于无明显分层 的液态废物，采用玻璃采样管或者重瓶采样器进行采样。将玻璃采样管或

者重瓶采样器从网格的中心位置处垂直缓慢插入液面至容器底；待采样管/采样器内装满

液态废物后，缓缓提出，将样品注入 采样容器。对于有明显分层的液态废物，采用玻璃

采样管或者重瓶采样器进行分层采样。每采取一次，作为 1 个份样。  

固态、半固态废物，固体废物厚度小于 2m 时，用 HJ/T 20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N 

个网格作为采 样单元采取样品。采样时，在网格的中心位置处用土壤采样器或长铲式采

样器垂直插入固体废物底 部，旋转 90º后抽出。每采取一次固体废物，作为 1个份样。

固体废物厚度大于或等于 2m 时，用 HJ/T 20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N 1）/3（四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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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取整数）个网格作为采样单元采取样品。采样时，应分为上部（深度为 0.3m 处）、中

部（1/2 深度处）、下部（5/6 深度处）三层分别采取样品。每采取一次，作为 1个份样。  

c） 小型可移动袋、桶或其他容器中的固体废物 将各容器顺序编号，用 HJ/T 20中

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N个容器作为采样单元采取样品。根据固 体废物性状，分别使用长铲

式采样器、套筒式采样器或者探针进行采样。每个采样单元采取 1个份 样。当容器最大

边长或高度大于 0.5m 时，应分层采取样品，采样层数应不小于 2层，各层样品混合 作

为 1个份样。  

如样品为液态废物，将容器内液态废物混匀（含易挥发组分的液态废物除外）后打

开容器，将 玻璃采样管或者重瓶采样器从容器口中心位置处垂直缓缓插入液面至容器

底；待采样管/采样器内装 满液体后，缓缓提出，将样品注入采样容器。  

d） 封闭式贮存池、不可移动大型容器或槽罐车中的固体废物  

贮存于封闭式贮存池、不可移动大型容器或槽罐车中的固体废物应尽可能在卸除固

体废物过程中按第 4.5.3 a）方法采取样品。如不能在卸除固体废物过程中采样，按 

4.5.4 b）方法从贮存池、容器上部开口采集样品。如存在卸料口，则同时在卸料口按 

4.5.3 a）方法采集不少于 1个份样。  

5 制样、样品的保存和预处理  

采集的固体废物样品应按照 HJ/T 20 中的要求进行制样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GB 5085.5 和 GB 5085.6 中分析方法的

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 

6 样品检测  

6.1 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检测项目应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源特性确定，必要时可向

与该固体废 物危险特性鉴别工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业专家咨询。经综合分析固体废物

产生过程生产工艺、原 辅材料、产生环节和主要危害成分，确定不存在的危险特性，不

进行检测。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 使用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

GB 5085.5 和 GB 5085.6 规定的相应方法和指 标限值。  

6.2 检测过程中，可首先选择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特性进行检测。任何一项检测结果按

本标准第 7 章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危险特性时，可不再检测其他危险特性（需要通过

进一步检测判断危险废 物类别的除外）。  

6.3 固体废物利用过程或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应首先根据被利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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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固体 废物的危险特性进行判定。  

7 检测结果判断  

7.1 在对固体废物样品进行检测后，检测结果超过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

GB 5085.4、 GB 5085.5 和 GB 5085.6 中相应标准限值的份样数大于或者等于表 3 中

的超标份样数限值，即可判定 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危险特性（第 7.3 条除外）。  

表 3 检测结果判断方案 

份样数 超标份样数限值 份样数 超标份样数限值 

5 2 32 8 

8 3 50 11 

13 4 80 15 

20 6 ≥100 22 

7.2 如果采集的固体废物份样数与表 3中的份样数不符，按照表 3 中与实际份样数最接

近的较小份 样数进行结果的判断。  

7.3 根据本标准第 4.2.4 条采样，采样份样数小于表 1 规定最小份样数时，检测结果超

过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GB 5085.5 和 GB 5085.6中相应标

准限值的份样数大于或者等于 1，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危险特性。  

7.4 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危险特性判断时，当同一种毒性成分在一种以上毒性物质中存

在时，以分 子量最高的物质进行计算和结果判断。  

7.5 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危险废物类

别，并按代码“900-000-××”（××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危险废物类别代码）

进行归类。  

8 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技术要求  

8.1 应根据所能收集到的环境事件资料和现场状况，尽可能对固体废物的来源进行分析，

识别固体 废物的组成和种类，分类开展鉴别。  

8.1.1 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贮存、利用、处置等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可根

据环境事件现 场固体废物的外观形态、有效标识，以及现场可采用的检测手段的检测结

果，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  

8.1.2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尽可能在清理之前根据事故过

程污染物的扩 散特征，或在清理过程中根据固体废物的污染物沾染情况，对固体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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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程度进行判断，并根 据判断结果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  

8.2 产生来源明确的固体废物的鉴别要求  

8.2.1 应首先依据 GB 5085.7 第 4.2 条、第 5 章和第 6 章进行判断。  

8.2.2 根据第 8.2.1 条不能判断属于危险废物，但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应优先按本标

准第 4 章在产 生该固体废物的生产工艺节点采样；如生产过程已终止，则采集企业贮

存的同类固体废物。采集的 样品按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 章进行检测和判断。  

8.2.3 因环境事件处理或应急处置要求，可采集环境事件现场固体废物或依据《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管 理办法》已应急清理暂存的固体废物作为样品开展鉴别。  

8.2.4 应根据固体废物的物质迁移、转化特征，以及环境事件现场的污染现状，综合分

析固体废物的 危险特性在转移、倾倒、贮存、利用、处置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按以下要

求开展鉴别：  

a） 如危险特性未发生变化，或变化不足以对检测结果的判断造成影响，可按本标

准第 4章相关要求采集现场样品，并按本标准第 6章和第 7章进行检测和判断。  

b） 如不排除危险特性发生变化，且对检测结果的判断可能造成影响，应采集现场

能够代表固体废物原始危险特性的样品，并按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 章进行检测

和判断；如现场无法采 集到能够代表固体废物原始危险特性的样品，应采集本

标准第 8.2.2条规定样品或可类比工艺项目的固体废物开展鉴别。  

8.3 产生来源不明确的固体废物鉴别要求  

8.3.1 应采集能够代表固体废物组成特性的样品，通过分析固体废物的主要物质组成和

污染特性确定 固体废物的产生工艺。  

8.3.2 根据产生工艺，按第 8.2.1 条不能判断属于危险废物，但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

应采集环境事 件现场固体废物样品或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已应急清理暂

存的固体废物，按第 8.2.4 条开展鉴别。  

8.3.3 因环境事件处理或应急处置需要，可根据掌握的信息直接检测该固体废物可能具

有的危险特 性，根据检测结果依据本标准第 7 章做出判断。有证据表明该固体废物可

能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危险废物，或固体废物危险特性已发生变化且可能影

响检测结果判断的，应按第 8.3.1 条和 第 8.3.2 条进行鉴别。 

9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9.1 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检测项目的确定应以工艺分析为主要手段，综合原辅材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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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产工 艺、固体废物产生工艺等信息，确定可能具有的危险特性及相应检测项目。  

9.2 样品采集应记录必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样品编号、采样时间、采样地点、

企业生产工 况。样品的采集、包装、运输和保存应符合相应检测项目的有关要求。  

9.3 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检测应符合相应检测方法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  

10 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 

法规解读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答记者问 

近日，《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2019）（以下简称《通则》）和《危险

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以下简称《技术规范》）发布实施。生态环境部有关

负责人就《通则》和《技术规范》的修订背景、思路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本次《通则》和《技术规范》修订的主要背景和思路是什么？ 

  答：《通则》和《技术规范》是危险废物鉴别体系中的两项重要标准。《通则》规定

了危险废物鉴别的程序和判别规则，是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体系的基础；《技术规范》规定

了危险废物鉴别过程样品采集、检测和判断等技术要求，是规范鉴别工作的基本准则。

这两项标准于 2007年制定并首次发布，对规范危险废物鉴别和环境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近年来，随着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各地有序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

但是，《通则》和《技术规范》存在的鉴别对象不明确、采样方法不具体、判定规则不够

合理以及鉴别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已难以适应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因此，亟需对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修订完善，以适应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和鉴别的新需

求。 

  本次标准修订思路：一是完善危险废物鉴别程序，精准识别危险废物，有效控制环

境风险；二是优化采样、检测等技术要求，进而缩短鉴别周期，降低鉴别成本；三是鼓

励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节省危险废物焚烧、填埋处置资源，促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

式多元化。 

  问：本次《通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11/t20191114_74243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11/t20191114_74243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11/t20191114_742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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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本次《通则》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完善了鉴别程序，第 4.3条修改为“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不排除具

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的固体废物，依据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

GB 5085.4、GB 5085.5 和 GB 5085.6，以及 HJ 298 进行鉴别。………”。 

  二是修改了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将混合后的结果，即“导致危险特性扩散到

其他物质中”，作为判断混合后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前提条件。 

  三是修改了针对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的判定规则，即“具有毒性

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

险废物。” 

  问：本次《通则》完善了鉴别程序，对于鉴别工作有什么作用？ 

  答：本次《通则》修订完善优化了鉴别程序，使危险废物鉴别体系更具可操作性。

例如，针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需要鉴别的固体废物，只有不能排除具有危

险特性才开展后续特性检测；如果根据其生产的原辅材料和工艺就可以排除其具有危险

特性，则可以不开展危险特性检测工作或辅助性检测工作，直接作出该固体废物不具有

危险特性的属性认定，从而避免了危险废物鉴别过程的过度检测。 

  问：本次《通则》修改了混合后判定规则，在使用该判定规则时应注意哪些？ 

  答：原《通则》规定的混合判定规则对防止稀释混合危险废物的行为发挥了重要作

用，多年实践发现，这一规则也同时造成混合后废物的处置量和处置成本增大。为避免

出现这种情况，新修订的《通则》第 5.1 条在原《通则》中关于混合行为判断的基础上

增加了后果判断，即“导致危险特性扩散到其他物质中”。 

  在鉴别工作中使用混合后判定规则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通则》中所述的“混合”

指的是将产生于不同的产生源或产生节点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固体废物或物质混合在一起

的行为；二是需要根据危险废物中污染物的存在形态，以及在混合过程中的物质迁移，

对混合是否导致危险特性扩散到其他物质中做出判断，以确定是否适用于混合后判断规

则。 

  问：本次《通则》修订增加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后判定规则，在使用该判定规则时

应注意哪些？ 

  答：本次将原《通则》中“处理后判定规则”修改为“利用处置后判定规则”，即分

为利用过程和处置后两种情形进行规定。在鉴别工作中，危险废物实施利用处置后判定



安徽物资再生简讯                                          第 11 期（总第 253 期） 

- 14 - 

规则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适用于本《通则》的“利用”情形指的是“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

或者燃料的活动”。例如，从电镀污泥等含重金属固体废物中提取有价金属元素，从废矿

物油和含油污泥中提取矿物油等。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属性可按照《通则》第 4

章规定的鉴别程序认定，如果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已经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则不需要开展危险特性鉴别，其仍属于危险废物。 

  二是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处置后以及具有感染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若国家有关法规、标准有特殊规定的可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否则仍属于危险废物。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

险废物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可以通过鉴别程序确认其废物属性。 

  问：本次《技术规范》修订的重点内容有哪些？ 

  答：本次《技术规范》修订的重点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扩大适用范围。增加了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程序和技术要求，

提高了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贮存、利用、处置等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以及突

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的合理性。 

  二是优化技术要求。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不同情形的鉴别对象、份样数、样品检测、

检测结果判断等要求，提高鉴别工作的可行性。修改了鉴别过程关于样品份样数的规定，

补充了平行生产线生产情况下的采样份样数的确定依据，通过提高采集样品的准确性及

类比性，减少采样份数，缩短鉴别周期，降低鉴别成本。 

  三是完善鉴别程序。样品检测过程中增加了利用过程或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的鉴

别规定。在实际鉴别工作中，可根据固体废物的各项危险特性超标的可能性确定检测优

先顺序，避免过度开展特性检测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务信息 

商务部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 10部门联合发布《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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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出台，对于完善内贸流通体制机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构

建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全面总结了“十二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分析了“十三五”

期间内贸流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根据对流通发展趋势的研判，提出了流通升级

战略，消费促进、流通现代化、智慧供应链三大行动，9项主要任务和 17 个重点项目。 

      《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内贸流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提升流通质量

和效率为中心、以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信

息技术应用为支撑，实施流通升级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内贸流通体制机

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扩大流通对外开放合作，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充分发挥内贸

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内贸流通发展目标。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新一代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内贸流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进展，全渠道经营成为主流，现代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大流通、大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流通新领域、新模式、新功能充分发

展，社会化协作水平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流通先导功能充分发挥，

供需实现有效对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更加凸显，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针对“十三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实体商业创新转型、提升流

通供给水平、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流通信息化水平、加强流通标准化建设、促进流

通集约化发展、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对外开放合作、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 9

项工作任务。 

     围绕“十三五”时期我国内贸流通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规划》提出了 7个方面的

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加大财政金融支持、调整优化税费政策、优化

土地要素支撑、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统计监测体系、落实规划推进机制等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动态 

10 月份全国报废机动车回收情况 

10 月，全国机动车回收数量 19.9 万辆，同比增长 4.8%，其中汽车 17 万辆，增长

3.3%，摩托车 2.9万辆，增长 14.5%。按照车辆类型分，客车回收数量 11.6 万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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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货车 4.1万辆，下降 15.9%；挂车 0.7万辆，增长 136.8%；专项作业车 0.3万辆，

增长 13.6%。 

1-10月，全国机动车回收数量 185.4万辆，同比增长 19.5%，其中汽车 156.2万辆，

增长 21.7%，摩托车 29.2 万辆，增长 8.9%。按照车辆类型分，客车回收数量 112.7万辆，

增长 21.1%；货车 33.9 万辆，增长 20.5%；挂车 4.9万辆，增长 69.1%；专项作业车 2.3

万辆，增长 0.6%。 
^^^^^^^^^^^^^^^^^^^^^^^^^^^^^^^^^^^^^^^^^^^^^^^^^^^^^^^^^^^^^^^^^^^^^^^^^^^^ 

10 月份二手车市场持续活跃，交易量同比增长 7.3%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19 年 10 月，全国二手车交易量 126.7 万辆，同比增

长 7.3%。2019 年 1-10 月，累计交易二手车 1185.3 万辆，同比增长 4.6%，二手车交易

量增速比新车销量高出 14.3 个百分点，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

0.5:1 提升至 0.57:1。受益于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落地，二手车异地转籍总量达

338.9万辆，异地转籍比例为 28.6%，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二手车市场持续活跃，在

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车消费下滑压力，成为拉动汽车消费的新动力。 
^^^^^^^^^^^^^^^^^^^^^^^^^^^^^^^^^^^^^^^^^^^^^^^^^^^^^^^^^^^^^^^^^^^^^^^^^^^^ 

10 月汽车产销同比降幅有所收窄，新能源汽车仍大幅下滑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 年 10 月，我国汽车生产企业产销分别为 229.5 万

辆和 228.4万辆，同比下降 1.7％和 4％。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为 193.8 万辆和 192.8

万辆，同比下降 3.2%和 5.8%；商用车产销分别为 35.8万辆和 35.7万辆，同比增长 7.7%

和 7%。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9.5万辆和 7.5万辆，同比下降 35.4%和 45.6%。 

2019 年 1-10 月，全国汽车生产企业产销累计分别为 2044.4 万辆和 2065.2 万辆，

同比下降 10.4％和 9.7%，降幅比前三季度分别收窄 1个和 0.6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

产销分别为 1701.2万辆和 1717.4万辆，同比下降 12.1%和 11%；商用车产销分别为 343.2

辆和 347.8万辆，同比下降 1.3%和 2.5%。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98.3万辆和 94.7万辆，

同比增长 11.7%和 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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