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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列出了秦皇岛市印刷工业企业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全市印刷工业企业内部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可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印刷工

业企业开展危险废物环境监管的参考。

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印刷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089—202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 1066－201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 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3）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办固体〔2021〕

20 号)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 定义

3.1 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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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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印刷

指使用模拟或数字的图像载体将呈色剂/色料（如油墨）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根据印

刷所用印版类型可将印刷分为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凸版印刷（包括树脂版印刷、柔性版印刷）

和孔版印刷（主要为网版印刷）。

3.3 印刷工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规定的书、报刊印刷（C2311）、本册印制（C2312）、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以及从事印刷复制及印前处理、制版，印后加工的装订、表面整

饰及包装成型等生产活动的工业。

3.4 印刷油墨

指用于印刷过程中在承印物上呈色的物质，主要由连结料、颜料、溶剂、助剂等组成。

3.5 凸版印刷

指印版的图文部分高于非图文部分的印刷方式。

3.6 平版印刷

指印版的图文部分和非图文部分几乎处于同一平面的印刷方式。

3.7 凹版印刷

指印版的图文部分低于非图文部分的印刷方式。

3.8 孔版印刷

指印版的图文区域漏墨而在非图文区域不漏墨的印刷方式。

3.9 柔版印刷

指用弹性凸印版将油墨转移到承印物表面的印刷方式。

4 危险废物产生环节

4.1 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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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印刷生产一般包括印前、印刷、印后加工三个工艺过程。印前过程主要包括制版及印前

处理（洗罐、涂布等）等工序。印刷过程主要包括油墨调配和输送、印刷、在机上光、烘干等工

序，以及橡皮布清洗和墨路清洗等配套工序。印后过程主要包括装订、表面整饰和包装成型工序。

装订可分为精装、平装、骑马订装等；表面整饰工序包括覆膜、上光、烫箔、模切等；包装成型

工序包括胶粘剂及光油调配和输送、复合、烘干、糊盒、制袋、装裱、裁切等。

4.1.2 印刷工业企业使用的主要原辅材料包括纸张、纸板、塑料薄膜、铝箔、纺织物、金属板

材、各类容器、显影液、定影液，以及油墨、胶粘剂、稀释剂、清洗剂、润湿液、光油、涂料等

含 VOCs 的材料。

4.1.3 印刷工业企业生产所用能源主要包括电力、天然气等。

4.2 危险废物的产生

根据印刷企业工艺及使用的主要原辅材料，印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显

（定）影液、废油墨（油漆、涂料、染料）、废清洗剂、废胶、废活性炭、废机油、废包装物（桶）、

废擦机布、废橡皮布、含油抹布（棉丝等）、废 UV 灯管等，以及其他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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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产生情

况以具体工艺为准。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印刷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危险废物信息

序

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产生

环节

外观

性状
特征污染物

产废

系数

产生

规律

主要利用

处置方式

1
废显（定）

影液
321-002-16

印刷

过程
液态

硫酸、硝酸及苯、甲醇、

卤化银、硼酸、对苯二

酚等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2
废胶片、废

像纸
321-002-16

印刷

过程
固态 有机溶液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3

废油墨（油

漆、涂料、

染料）

900-299-12
印刷

过程
液态

甲醛、VOCs、重金属（汞、

铬、铅等）、甲苯类化

合物等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4 废清洗剂 900-404-06
印刷

过程
液态

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

有机溶液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5 废胶 900-014-13
印刷

过程
固态 粘合剂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6 废活性炭 900-039-49
污染

治理
固态 VOCs（有毒挥发气体）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7 废机油 900-217-08
设备

维护
液态 多环芳烃、重金属、硫 / 间歇

产生

委托利用

处置

8
废包装物

（桶）
400-041-49

印刷

过程
固态

废油墨（油漆、涂料、

染料）、废机油等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https://baike.so.com/doc/3447246-36275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47246-3627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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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大，难以或暂未确定产废系数。

5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5.1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建立健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

度，负责人和岗位责任人责任分解清晰，并熟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相关法规、制度、标准、规范；

制定了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并得到落实。

在适当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且张贴信息能够表明危险废物产生

环节、危害特性、去向及责任人等。

5.2 识别标志制度

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3）有关规定，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

装物以及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设置规范(形状、颜色、图案均正确)的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

5.2.1 设置容器和包装物标签。标签样式（形状、颜色、图案）正确，内容填写准确、完整，

根据容器和包装物的容积选择适当的标签尺寸，以吨袋为包装物贮存铝灰的，应在包装物两侧设

置标签，标签材质宜具有一定的耐用性和防水性，且采取措施避免脱落和破损。

5.2.2 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宜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部的每一个贮存分区处设置分

区标志。分区标志样式（形状、颜色、图案）正确，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设施内部所有贮存分区的

平面分布、各分区存放的危险废物信息、本贮存分区的具体位置、环境应急物资所在位置以及进

出口位置和方向等，分区标志信息应随着设施内废物贮存情况变化及时调整。分区标志的尺寸宜

根据对应的观察距离设置，衬底宜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并具有耐用性和防水性。废物贮存种类

信息等可采用印刷纸张、不粘胶材质或塑料卡片等，以便固定在衬底上。

5.2.3 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在每一个贮存、利用、处置设施附近或场

9 废 UV 灯管 900-023-29
污染

治理
固态 汞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10

废擦机布、

废橡皮布、

含油抹布

（棉丝等）

900-041-49
设备

维护
固态

废油墨（油漆、涂料、

染料）、废机油等 / 间歇

产生
委托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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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入口处设置相应的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标志样式（形状、颜色、图案）正确，内容

填写完整并设置二维码，标志的尺寸宜根据其设置位置和对应的观察距离设置，宜采用坚固耐用

的材料，并做搪瓷处理或贴膜处理，图案清晰，色泽一致，没有明显缺损。

5.3 管理计划制度

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等有关要求制定危险

废物管理计划。

5.3.1 管理计划内容齐全，铝灰及其他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种类、危害特性、产生量、利用

处置方式描述清晰。危险废物种类、贮存、利用、处置设施能力与排污许可证一致。

5.3.2 危险废物产生量预测和危害特性描述准确，且提出减少产生量和降低危害性的措施。

5.3.3 通过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报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内容发生变更时，

及时变更相关备案内容。

5.4 排污许可制度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HJ 1200-2021）对工业固

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提出明确环境管理要求。

5.4.1 危险废物申报种类、代码、危害特性、处置利用方式、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等信息填

报齐全、准确，与管理计划和产废实际一致。

5.4.2 按要求及时提交台账记录和执行报告。

5.5 管理台账及申报制度

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要求建立危险废物管

理台账，并通过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申报危险废物的有关资料。

5.5.1 全面、准确地记录危险废物产生、入库、出库、自行利用、处置、转移等各环节危险废

物在企业内部流转情况。

5.5.2 通过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的种

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5.6 源头分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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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危险废物按种类、特性收集、分区存放。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

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5.7 转移制度

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依法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5.7.1 转移危险废物前应核实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并及时对受托方收集、利用或处

置相关危险废物情况核对，内容包括经营单位的资质，利用处置能力，对本厂危废的处置方式，

工艺技术路线与本厂危废组分的适宜性，贮存、利用或者处置相关危险废物情况等。

5.7.2 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约定运输、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要求及相

关责任等，合同中签订的危废代码要与管理计划中保持一致。

5.7.3 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通过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如实填写、运

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

5.8 环境应急管理制度

依法编制危险废物专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危险废物专章，并向

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相关要求建设应急设施，并保持良好应急状

态。求定期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桌面推演、岗位演练或综合演练。

5.9 信息公开制度

通过企业网站、信息公示牌、微信公众号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依法公开当年危险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信息。

5.10 危险废物贮存环境管理

5.10.1 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完成“三同时”验收。对全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进行了评

价，且完成“三同时”验收或在验收期限内。现有的环评文件较早，没有涉及贮存设施的，后期

按照危险废物贮存相关标准建设贮存设施的，可以通过后期环境保护验收或者排污许可填报补充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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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贮存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的有关要求，避免露天堆放危险

废物，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5.10.3 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和污染物迁移途径，采取

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5.10.4 贮存库内不同贮存分区之间应采取隔离措施。隔离措施可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采用过道、

隔板或隔墙等方式。

5.10.5 贮存易产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贮

存库，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并正常运行。

5.10.6 危险废物应装入闭口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硬质容器和包装物及其支护结构堆叠码放

时不应有明显变形，柔性容器和包装物堆叠码放时应封口严密，无破损泄漏。

5.10.7 应定期检查危险废物的贮存状况，及时清理贮存设施地面，更换破损泄漏的危险废物

贮存容器和包装物，保证堆存危险废物的防雨、防风、防扬尘等设施功能完好。

5.10.8 贮存设施运行期间，应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保存。

5.10.9 贮存设施的环境监测应纳入主体设施的环境监测计划。

5.10.10 贮存设施应配备满足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要求的应急人员、装备和物资，并应设置应

急照明系统。

5.10.11 危险废物登记管理单位采用贮存点的方式贮存危险废物的，或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在

生产线附近设置贮存点的，应符合贮存点环境管理要求：

1 贮存点应具有固定的区域边界，并应采取与其他区域进行隔离的措施。

2 贮存点应采取防风、防雨、防晒和防止危险废物流失、扬散等措施。

3 贮存点贮存的危险废物应置于容器或包装物中，不应直接散堆。

4 贮存点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等，采取防渗、防漏等污染防治

措施或采用具有相应功能的装置。

5 贮存点应及时清运贮存的危险废物，实时贮存量不应超过 3 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