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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列出了铝灰（包括铝灰渣、二次铝灰和铝粉尘）污染防治有关环境管理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全市铝灰（包括铝灰渣、二次铝灰和铝粉尘）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危险废物环

境管理，可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涉铝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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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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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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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记录和报告经营情况指南>的公告》（公告 2009 年第 55 号）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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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灰

铝灰是指铝工业生产、加工、回收过程产生的废渣，分为一次铝灰和二次铝灰。

3.3 电解铝

指以氧化铝为主要原料通过电解工艺生产铝。

3.4 再生铝

指以废杂铝为主要原料，生产铝及铝合金。

3.5 一次铝灰

指电解铝铝液转移、精炼、合金化、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

程中，废铝及铝锭重熔、精炼、合金化、铸造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

3.6 二次铝灰

指通过提铝工艺从一次铝灰中回收铝过程产生的铝灰渣。

3.7 铝粉尘

指铝灰热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铝冶炼和再生过程烟气（包括：

再生铝熔炼烟气、铝液熔体净化、除杂、合金化铸造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4 铝灰的成份及危害

4.1 铝灰的主要成份

铝灰产生受原料、工艺、操作和设备配置等因素的影响各组分的含量变化较大，但基本组成相对稳定，主

要成分是金属铝、氧化铝、氮化铝、氯盐等，其中的铝含量约为 10%~80%。氧化铝是铝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

氧化反应生成，氮化铝是高温铝液和氮气发生反应生成，氯盐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添加的盐溶剂，电解铝及其

再生过程中若加入氟盐，则铝灰中还会存在氟化物。主要组分见表 1。

表 1 铝灰的主要组分

成份组成 金属铝 氧化铝 氮化铝 氯化铝 氟化铝 氧化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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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铝灰

（%）

20~75 25~80 9~15 1.2~3 0.6~2.5 3~8 4.5~12

二次铝灰

（%）

2~20 40~50 15~25 2~5 1~4 5~12 8~20

4.2 铝灰的危害

铝灰具有反应性（R），可能具有毒性（T）。其反应性来自铝灰中的氮化铝，遇水可以产生氨气，氨气是

一种无色、具有强烈刺激气味的气体，具有一定的毒性，主要通过吸入和皮肤接触途径对人体产生危害。毒性

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的氟化物和重金属残留。

铝粉尘是铝灰热回收、铝冶炼和再生过程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含有重金属等

有毒有害污染物，具有毒性和反应性。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将一次铝灰、二次铝灰和铝粉尘列为危险废物。见表 2。

表 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危险特性

HW48 有色金属

采选和冶炼废物

常用有色金属

冶炼

321-024-48

电解铝铝液转移、精炼、合金化、

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

以及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

铝灰

R，T

321-026-48

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废铝及

铝锭重熔、精炼、合金化、铸造熔

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 及其回收铝

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

R

321-034-48

铝灰热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除）

尘装置收集的粉尘，铝冶炼和再生

过程烟气（包括：再生铝熔炼烟气、

铝液熔体净化、除杂、合金化铸造

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

粉尘

T，R

“，”分隔的多个危险特性代码，表示该种废物具有列在第一位代码所代表的危险特性，且

可能具有所列其他代码代表的危险特性。

5 铝灰贮存环境管理要求

5.1 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217093800&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E6%B0%9F%E5%8C%96%E7%89%A9&zd_token=eyJhbGciOiJIUzI1NiIsInR5cCI6IkpXVCJ9.eyJpc3MiOiJ6aGlkYV9zZXJ2ZXIiLCJleHAiOjE3MjkyOTc2NjAsInEiOiLmsJ_ljJbniakiLCJ6aGlkYV9zb3VyY2UiOiJlbnRpdHkiLCJjb250ZW50X2lkIjoyMTcwOTM4MDAsImNvbnRlbnRfdHlwZSI6IkFydGljbGUiLCJtYXRjaF9vcmRlciI6MSwiemRfdG9rZW4iOm51bGx9.EdUwP3vJlILyQjnM8b8kpSp8em0yS9VTrOtfP-B6ax0&zhida_source=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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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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贮存污染控制要求

5.2.1 贮存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的有关要求，避免露天存放，禁

止将铝灰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5.2.2 铝灰贮存设施应采取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避

免铝灰与水接触，设置粉尘和氨气的收集装置和净化设施并正常运行。

5.2.3 铝灰与其他危险废物贮存于同一贮存设施的，应设置独立的贮存分区，并采取隔离措

施避免与液态危险废物接触。

5.2.4 铝灰应装入闭口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容器和包装物堆叠码放时应封口严密，无破损

泄漏。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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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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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贮存设施的环境监测应纳入主体设施的环境监测计划。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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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铝灰利用环境管理要求

6.1 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依法对利用设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完成“三同时”验收。环评内容涵盖全部危险废物利用

设施，并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6.2 环境监测要求

定期对利用设施污染物排放进行环境监测，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

方案、开展环境监测，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符合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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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资源化利用产物要求

6.3.1 铝灰资源化利用产物作为产品的应符合《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固体废物再生利用

污染防治技术导则》相关要求，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1 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用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

2 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限值，以及该产物中有害物质的含量限值，

符合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并提供证明材料。

当没有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时，危险废物资源化产物中有害成分含量，不高于被替

代原料生产的产品中的有害成分含量，并且在该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中的有害物质浓度，

不高于所替代原料生产产品过程中排放污染物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并提供证明材料。

3 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6.3.2 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产物不经过贮存或堆积过程，而在现场直接返回到原生产过程或返

回其产生过程的，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

6.4 利用豁免管理

铝灰的利用过程满足“回收金属铝” 的豁免条件，利用过程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即利用单

位可无需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在利用环节不需执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制度，但产生、贮

存、转移等环节仍按危险废物管理。

7 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7.1 产生单位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7.1.1 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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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落实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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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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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颜色、图案均正确)的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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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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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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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落实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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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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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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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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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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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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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要求及时提交台账记录和执行报告。

7.1.5 落实危险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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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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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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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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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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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落实危险废物源头分类制度。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收集、贮存。

1 铝灰具有反应性，收集、转运、贮存过程要严格做好防潮、防水、防雨措施。

2 一次铝灰、二次铝灰、铝粉尘应分开收集和贮存。

3 各类危险废物按种类、特性分区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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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落实转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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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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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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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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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落实环境应急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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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依法及时公开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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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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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落实危险废物鉴别管理制度。对于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不排

除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危险废物鉴

别技术规范》（HJ 298）等判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按危险废物相关要求进行

管理。危险废物鉴别流程与鉴别结果应用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环办固体函〔2021〕419 号）执行。

7.2 经营单位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除执行本文第 5、6、7.1 所列要求外，还应执行以下要求：

7.2.1 落实经营许可证制度。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等经营活动。遵守许可证中所注明或附加的条件，按照许可证中所规定的种类、性质、

方式、数量、经营时限等条件接收危险废物。

7.2.2 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应当报经颁发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批准。

7.2.3 定期对利用处置设施、监测设备以及运行设备等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

清理更换，应对监测和分析仪器进行校正和维护。

7.2.4 落实培训制度。定期对相关管理和岗位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参训人员熟练掌握规章制度、

工作流程等内容，以及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的正确方法和操作程序。

7.2.5 落实记录和报告经营情况制度。按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记录和报告经营情况指南》要

求建立电子经营记录簿，涵盖危险废物详细分析记录、接收记录、出入库记录、利用处置记录、

新产生危险废物记录（不新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除外）、内部检查记录、 设施运行及环境监测记

录、人员培训记录、事故记录和报告、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等 9 项内容，且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经营

情况，数据准确。

通过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如实申报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情况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