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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鉴别委托方概况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和合资源有限公司（外资，香港）与台

州市恒晟天悦金属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企业，住所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路

北赵王村腾达路 818-3号（仅限办公），生产基地位于台州市金属资源再生产业

基地内，注册资本 5000万美元。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一体化示范项目是 2015年台州市

政府赴香港招商签约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433亩，总投资 20亿元（包括城市

总部经济配套设施建设投资 5亿元）。项目采用先进技术，进行高效拆解、高附

加值深加工，建成达产后年产值达 105亿元，税利 10亿元，经济效益良好。同

时，项目可为台州金属资源再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示范和支撑，对打造循环

经济“台州版”，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一体化示范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

规划用地面积约 312亩，投资约 10亿元，分两阶段建设。

企业委托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 4月编制了《浙江和合环境

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 万吨及年深加工铜铝 25 万吨（铜 12 万吨、铝 13

万吨）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8年 4月 10日获台州市环境保护局

路桥分局《关于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年深加工铜铝

25万吨（铜 12 万吨、铝 13万吨）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的批

复》（台路环建[2018]20号），批复内容：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年深加工铜铝

25万吨（铜 12 万吨、铝 13万吨）。该项目为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资源

综合利用一体化示范项目一期前阶段项目。

建设过程中，企业对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企业于 2019年 3月委托浙江

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

年深加工铜铝 25万吨（铜 12万吨、铝 13万吨）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补充说明》，

对年深加工铜 12万吨建设项目进行各阶段产品方案、原辅材料、主要设备、生

产工艺的调整，但总污染物排放源强不变，环评补充说明结论中明确调整情况对

比重大变动清单后不属于重大变动。调整后拆解项目、铝深加工项目产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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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调整铜深加工项目。

根据环评补充说明调整后，铜深加工项目规模仍为废铜熔炼 12万 t/a，但三

个阶段内容修改为其中 2.5 万 t/a 黄铜棒、2 万 t/a黄铜锭，1 万 t/a 紫铜锭、0.5

万 t/a紫铜棒、2万 t/a低氧铜杆、4万 t/a高纯低氧铜杆。调整后企业产品方案见

表 2.1-1。

表 2.1-1 企业三阶段产品方案列表

阶段 拆解项目 铜深加工项目 铝深加工项目

一阶段

1、废电机 8万 1、废铜熔炼 6万 1、废铝熔炼 10万

2、废五金电器 1.5万
2、深加

工

2.5万吨黄铜棒（1万吨无铅铜棒、

1.5万吨低铅铜棒），已验收
2、深加

工

铝合金锭 3万

3、废电线电缆 0.5万 2万吨黄铜锭（1万吨已先行验收） 铝压铸件 1.5万
0.5万吨紫铜棒，已验收 铝棒 4万

1万吨紫铜锭 铝水 1.5万

二阶段

1、废电机 12万 1、废铜熔炼 4万
1、深加

工

铝棒深加工成 1.5
万吨铝型材

2、废五金电器 3万 2、深加

工

2万吨低氧铜杆（1万吨 8mm铜杆、

1万吨 3mm铜杆）

铝水加工成 1.5万
吨吕压铸件

2万吨阳极板

三阶段

1、废铜熔炼 2万 1、废铝熔炼 3万

2、深加

工

4万吨阳极板电解

2、深加

工

铝压铸件 3万

2万吨高纯低氧 8mm铜杆
铝棒深加工成 1.5

万吨铝型材

2万吨漆包线

总项目

1、废电机 20万 1、废铜熔炼 12万 1、废铝熔炼 13万
2、废五金电器 4.5万

2、深加

工

2.5万吨黄铜棒

2、深加

工

铝合金锭 3万

3、废电线电缆 0.5万 2万吨黄铜锭

（0.5万吨已先行验收）
铝压铸件 6万

1万吨紫铜锭 铝棒 1万
0.5万吨紫铜棒 铝型材 3万

高纯低氧铜杆 4万（2万吨 8mm
铜杆、2万吨漆包线）

低氧铜杆 2万（包括 1万吨 8mm
铜杆、1万吨 3mm铜线）

合计 25万 合计 12万 合计 13万

目前，企业进行了分阶段现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2.5万 t/a 黄铜棒、0.5

万 t/a紫铜棒、1万 t/a黄铜锭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固废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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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鉴别目的和技术路线

1.2.1鉴别目的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

知》（浙环发〔2019〕2号）、《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清废攻坚

战 2019年工作计划>的通知》（浙环发〔2019〕7号），进一步解决当前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的底数和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全省开展固体废物产生单位核查工作，

核定废物属性、种类、数量和去向，实现动态更新，明确环境监管的底数和边界。

根据《关于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年深加工铜铝

25万吨（铜 12 万吨、铝 13万吨）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的批

复》（台路环建[2018]20号）3.5.1.2章节相关内容，炉渣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 年）》中“HW22含铜废物”类别、“HW31 含铅废物”类别和“HW48有色

金属冶炼废物”类别中均未找到完全匹配的危险废物条目，但炉渣含有氧化铜、

氧化锌及少量的铅、锡，具有一定的毒性。根据当地环保要求以及规范化管理需

要，企业决定对黄铜棒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炉渣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并根据鉴别

结果对炉渣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1.2.2鉴别技术路线

根据国家和我省危险废物鉴别的有关要求，本次鉴别技术路线主要包括前期

调查、《鉴别方案》编制及论证、采样检测、危险废物特性判别并出具鉴别报告

等步骤。鉴别技术路线详见图 1.2-1。

前期调研

编制《鉴别方案》

《鉴别方案》论证

开展取样检测

危险特性判别

出具鉴别报告

图 1.2-1 鉴别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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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鉴别对象概况

1.3.1炉渣来源

本项目待鉴别炉渣产生于“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

黄铜棒项目”中频炉熔化工序。根据《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年深加工铜铝 25万吨（铜 12万吨、铝 13万吨）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台路环建[2018]20 号）、《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年深加工铜铝 25万吨（铜 12万吨、铝 13万吨）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补充说明》以及《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年拆解固废 25万吨及年深加工铜

铝 25万吨（铜 12万吨、铝 13万吨）的工程项目（先行，本次建成 2.5万 t/a黄

铜棒、0.5 万 t/a紫铜棒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企业 2.5万 t/a黄

铜棒项目生产采用废杂铜、锌锭作为熔炼原材料，中频炉熔化过程产生的炉渣主

要成分为金属氧化物。

1.3.2炉渣产生点位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采用外购废杂

黄铜、废紫铜等作为生产主要原材料，原料分批从投料口加入中频熔化炉，炉膛

升温至 1000℃，铜料基本熔化后按比例再投入适量的锌块，并加入除渣剂（主

要成分为硼砂，铜熔化过程除渣用）。稳定后铜水从熔化炉底部通过暗管自流入

中频保温炉。

中频炉熔化及保温炉采用电加热，熔化温度约为 1000℃，每炉为 2.0~2.5t/

炉，熔化时间约 1h。熔化末期，为除去铜水表面形成的炉渣，除渣剂（主要成

分为硼砂，铜熔化过程除渣用）对金属氧化物进行吸附、溶解和化合造渣，将炉

渣富集，从而产生本次项目鉴别的炉渣。

炉渣形成机理：熔化初期，熔化金属的表面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生成一定

量的金属氧化物，而一般金属氧化物与金属本身之间的密度有差异，一般来说其

差异值在 20%以下，金属的密度要高一些。当熔炼过程中，金属氧化物与一些杂

质一起开始浮于金属熔体表面，随着时间的增加，炉渣逐渐增多，从而生成渣层，

其中包含有金属小颗粒。

除渣机理：除渣剂比重小，熔点低，在熔炼下料过程中即加入除渣剂，其在

炉料熔化之前即已熔化成粘度较小的液态物质，覆盖着整个熔融金属液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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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防止了熔融金属的氧化。

硼砂即四硼酸钠——Na2B4O7·10H2O，熔点低，在煅烧至 320℃时，失去结

晶水成多孔状物质。硼砂是黄铜熔炼中的良好熔炼剂，在加热熔融后具有较高的

流动性，覆盖于金属熔体表面，起到了很好的防吸气和防金属氧化的保护作用，

且分离出硼酸酐。硼酸酐在高温状态下极不稳定，在分离出的瞬间，即与金属氧

化物发生强烈反应。反应化学方程式如下：

Na2B4O7→Na2O·B2O3+B2O3

B2O3+MeO→MeO·B2O3

Na2O·B2O3和MeO·B2O3形成 Na2O·MeO(B2O3)2复盐。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金属氧化物生成的渣量，有效降低了金属损耗量。

本次需进行危险特性鉴别的炉渣仅为“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产生，企业

后续其他产品项目产生的炉渣需另行委托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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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过程

2.1 鉴别方案简述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台州市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内，

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炉渣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

中未找到完全匹配的危险废物条目，但炉渣含有氧化铜、氧化锌及少量的铅、锡，

具有一定的毒性。为此，企业委托我单位进行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

渣危险特性鉴别工作。

首先，对企业开展背景调查和现场勘探，对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

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产生、暂存、处置等情况以及炉渣形成机理，企

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组成、产品产能、原辅材料成分及消耗量、生

产设备型号及数量，黄铜棒项目生产工艺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随后，对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的

固体废物属性、危险废物属性进行判定，并根据黄铜棒产品的主要金属组分和原

料组分明细相关资料，对待鉴别炉渣的危险特性进行识别和初筛。

最后，在现场踏勘和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34330-2017）、《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GB5085.1~6-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2019）、

《关于规范危险废物鉴别管理程序的通知》（浙环发[2013]3号）和《关于加强

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等文件和相关规范的

要求，编制了《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

危险特性鉴别方案》，确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危险特性鉴别项

目、鉴别指标、份样数、份样量、采样点位、采样频次、采样间隔和采样方法及

其确定依据，并明确检测结果判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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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检测项目及确定依据

（1）腐蚀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腐蚀性鉴别

需检测的项目见表 2.1-1。

表 2.1-1 腐蚀性检测项目表

序号 来源 形态
可能含有的主要

危险物质

可能具有的

危险特性
检测项目

1 “2.5万吨黄铜棒项目”
产生的炉渣

固态

铜、锌、铁、铅、砷、镍、

镉、总铬、总锑、总汞、总

银、总锑等

腐蚀性 pH值

*注：按照 GB/T 15555.12-1995的规定制备的浸出液，pH≥12.5或者 pH ≤2.0，判定该固体废

物属于危险废物。

（2）急性毒性

企业“2.5万吨黄铜棒项目”产生的炉渣中不含易挥发性物质，故无需进行

吸入毒性半数致死量 LC50检测。企业黄铜棒生产原料包括废黄铜、废紫铜、锌

块、硼砂，经中频炉融化后经水平连铸、拉伸、校直等工艺后成为黄铜棒产品，

企业原辅料、产品等基本无酸性或碱性，对皮肤不具有腐蚀性，故无需进行皮肤

接触毒性半数致死量 LC50检测。对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5085.2-2007）相关检测项目具体见表 2.1-2。

表 2.1-2 急性毒性检测项目表

序号
待鉴别物

名称
来源 形态 检测项目

可能具有的

危险特性
检测依据

1

“2.5万吨

黄铜棒项

目”产生

的炉渣

中频熔

化炉
固态 经口 LD50 急性毒性

含有铜、锌、铁、铅、

砷、镍、镉、总铬、总

锑、总汞、总银、总锑

等有毒有害物质

*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经口摄入：固体 LD50≤200mg/kg，液

体 LD50≤500mg/kg。

（3）浸出毒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结合企业

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及黄铜棒过程中涉及使用或产生物质情况，其相关检测项

目具体及鉴别标准值见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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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浸出毒性检测项目表

序

号
名称 来源 形态

可能含有的主

要危险物质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1

“2.5万
吨黄

铜棒

项目”
产生

的炉

渣

中频熔

化炉
固态

铜、锌、铁、

铅、砷、镍、

镉、总铬、总

锑、总汞、钡

（以总钡计）、

总银等

铜（以总铜计）、锌（以

总锌计）、镉（以总镉计）、

铅（以总铅计）、总铬、

汞（以总汞计）、铍（以

总铍计）、钡（以总钡计）、

镍（以总镍计）、总银、

砷（以总砷计）、硒（以

总硒计）、无机氟化物（不

包括氟化钙）

含有铜、锌、铁、

铅、砷、镍、镉、

总铬、总锑、总

汞、总银、总锑

等有毒有害物

质

（4）易燃性

企业“2.5万吨黄铜棒项目”产生的炉渣为固态，炉渣中含有铜、锌、铁、

铅、砷、镍、镉、总铬、总锑、总汞、总银等物质，不涉及易燃及助燃物质。对

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企业炉渣在标准温

度和压力（25℃，101.3kPa）下不会因摩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因此，本方案

认为暂不需要进行易燃性检测。

（5）反应性

本项目炉渣主要成分为氧化铜、氧化锌、氧化铁等成分，该氧化物性质较为

稳定，不属于具有爆炸性质的物质，与水或酸接触不产生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

也不属于废弃氧化剂或者有机过氧化物，因此本次鉴别不对其反应性进行鉴别。

（6）毒性物质含量

根据企业原辅材料使用情况，结合炉渣处理工艺，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

司“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铜、锌、铁、铅、砷、镍、镉、总铬、

总锑、总汞、总银等金属及其氧化物或硫化物等，因此待鉴定的炉渣涉及《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附录 A、附录 B、附录

C中、附录 F中的物质，其相关检测项目具体及鉴别标准值见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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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毒性物质含量检测项目表

待鉴定物

名称
来源 形态 检测项目

可能具有的危

险特性
检测依据

“2.5万吨黄

铜棒项目”产
生的炉渣

中频

熔化炉
固态

总硒
附录 A

剧毒物质

含有铜、锌、铁、

铅、砷、镍、镉、

总铬、总锑、总汞、

总银、总锑等金属

及其氧化物或硫

化物、多氯二苯并

对二恶英和多氯

二苯并呋喃等

总铅
附录 B

有毒物质

总锑
附录 B

有毒物质

总镍
附录 C

致癌性物质

总砷
附录 C

致癌性物质

总铬
附录 C

致癌性物质

总镉
附录 C

致癌性物质

多氯二苯并对二

恶英和多氯二苯

并呋喃

附录 F
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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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检测项目汇总

根据以上分析，本次待鉴别物危险特性检测项目汇总见表 2.1-5。

表 2.1-5 待鉴别物危险特性检测项目汇总表

鉴别物质

名称
危险特性 检测项目 判定为危废依据

“2.5万吨黄

铜棒项目”产
生的炉渣

腐蚀性 pH值
按照 GB/T 15555.12-1995的规

定制备的浸出液，pH≥12.5或者
pH ≤2.0

急性毒性 经口 LD50

经口摄入：固体

LD50≤200mg/kg，液体
LD50≤500mg/kg

毒性物质

含量

总硒
含有附录 A中的一种或一种以

上剧毒物质的总含量≥0.1％
总铅 含有附录 B中的一种或一种以

上有毒物质的总含量≥3％总锑

总镍

含有附录 C中的一种或一种以

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
总砷

总铬

总镉

含有附录 A至附录 E中两种及以上不同毒性物质，若按照

GB5085.3-2007中相应公式叠加后的总含量≥1，则按照危

废管理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

多氯二苯并呋喃

含有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

氯二苯并呋喃的含量
≥15ugTEQ/kg

浸出毒性

铜（以总铜计） ≥100 mg/L

锌（以总锌计） ≥100 mg/L

镉（以总镉计） ≥1 mg/L

铅（以总铅计） ≥5 mg/L

总铬 ≥15 mg/L

汞（以总汞计） ≥0.1 mg/L

铍（以总铍计） ≥0.02 mg/L

钡（以总钡计） ≥100 mg/L

镍（以总镍计） ≥5 mg/L

总银 ≥5 mg/L

砷（以总砷计） ≥5 mg/L

硒（以总硒计） ≥1 mg/L
无机氟化物

（不包括氟化钙）
≥1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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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鉴别方案论证及修改情况

浙江翠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固体

废物鉴别导则》等有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情况，对企业

一阶段年产 2.5 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的危险特性进行分析，于 2021年 5月完成

了《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危险特性鉴

别方案》（详见附件 4），2021年 5月 16日企业在杭州组织召开了该鉴别方案

论证会，并出具论证意见（详见附件 4），鉴别方案编制单位根据专家论证意见

进行修改（修改对照单见表 2.2-1）形成最终鉴别方案，作为浙江和合环境资源

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进行危险特性鉴别的依据。

表 2.2-1 鉴别方案修改对照单

序号 专家组咨询意见 修改情况

1 更新编制依据，细化完善企业开展炉渣危险特性

鉴别工作的理由。

已更新文本编制依据，细化企业开展

炉渣危险特性鉴别工作的理由，详见

P1。

2 根据企业及同行业炉渣的固废属性及成分分析，

补充待鉴别炉渣危险特性初筛内容。

已根据炉渣的固废属性及成分分析补

充炉渣危险特性初筛内容，详见 P13。

3

完善企业原辅材料来源和成分，进一步梳理鉴别

边界；复核炉渣的实际产生量、采样份样数的符

合性；优化鉴别因子，建议按照 GB5085.3、
GB5085.6，补充完善相关检测因子。

已完善企业原辅材料来源和成分，并

梳理鉴别边界，详见 P7。
已复核炉渣的实际产生量、采样份样

数，详见 P20~P21。
已按照 GB5085.3、 GB5085.6，补充、

完善相关检测因子，详见 7.1章节。

4
复核待鉴别物产生规律及产生量，校核采样对

象、采样位置和采样时间、频次与规范要求的一

致性，核实检测结果判定依据。

已复核待鉴别物产生规律及产生量，

详见 P20、P22。
已按照规范校核采样对象、采样位置、

采样时间、采样频次，详见 8.1、8.2、
8.6、8.7章节。

已核实检测结果判定依据，详见 8.12
章节。

5

明确鉴别采样期间对企业生产工艺、生产工况的

要求，关注样品采集和样品处理、分析过程中的

质量控制措施，校核分析方法。确保样品的代表

性以及过程记录的完整性。

已明确鉴别采样期间对企业生产工

艺、生产工况的要求，详见 P20~ P21。
已校核分析方法，详见 P18。
已提出样品采集和样品处理、分析过

程中的质量控制及相关记录要求，详

见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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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采样检测工作

2021年 9月 9日~2021年 11月 23日，浙江翠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浙江

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按照经论证的炉渣鉴别方案对浙江和合环境

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进行采样检测工作。检测单位

资质认定证书及检测能力见附件 6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毒性物质

含量、腐蚀性、浸出毒性、急性毒性鉴别均由浙江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

公司进行，采样时间为 2021年 9月 9日~2021年 10月 3日，每隔一天采集一个

样品，采样在一个月内完成，本次共采集 13个样品。

2.3.1采样工作

2.3.1.1 采样方案

（1）采样对象

本次待鉴别物—炉渣均产生于“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中频炉熔化工序，

企业设置 2套工频连体炉成套机组（其中每套机组含 2台中频熔化炉），因此本

次采样以其中1套工频连体炉成套机组中的1台中频熔化炉所采集的固体废物代

表该类固体废物。

（2）采样点位

本次待鉴别物—炉渣均产生于“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中频炉熔化工序，

在熔化末期，为除去铜水表面形成的炉渣，利用除渣剂（主要成分为硼砂，铜熔

化过程除渣用）对氧化物的吸附、溶解和化合造渣将炉渣富集，采用专用工具将

渣扒至炉渣冷却区，之后转移至包装袋中。出于安全生产方面的考虑，本次方案

确定待鉴别炉渣的采样点位为炉渣冷却区。炉渣鉴别点位具体见表 2.3-1。

表 2.3-1 炉渣鉴别采样点位

序号 采样点位 待鉴别物名称 炉渣来源 炉渣形态

1 炉渣冷却区
“年产 2.5万吨黄铜棒

项目”炉渣
中频炉熔化工序 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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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样方法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规定：采样过程中应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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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采集的总样分数或该次需要采集的样分数，等时间间隔接取所

需份样量的固体废物。每次接取一次固体废物，作为一个份样。采样过程中应采

取必要的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成分的损失、交叉污染和

二次污染，具体防治措施详见 2.3.3 采样检测质量控制章节。

（4）份样数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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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危险废物

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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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采集的最小份样数为 13个。

表 2.3-2 炉渣采集最小份样数

炉渣产生量
待鉴别物名称

“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

单条生产线全年值（t） 427

单条生产线月均值（t） 35.6

单条生产线月最大值（t） 50

最小样分数（份） 13

（5）份样量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固废样品采集的份样量

应满足下列条件：

1）满足分析操作的需要；

2）依据固态废物的原始颗粒最大粒径，不小于表 2.3-3中规定的质量。

表 2.3-3 固体废物采集最小份样量

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以 d表示）/cm 最小份样量/g 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以 d表示）/cm 最小份样量/g

d≤0.50 500 d>1.0 2000

0.50<d≤1.0 1000 -- --
根据上表的相关要求，本方案以 2000g作为份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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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样频次

表 2.3-4 炉渣采样点位及采样频次

待鉴别物

名称

扒渣

周期
采样点位 采样频次 最小份样量

“年产 2.5万
吨黄铜棒项

目”炉渣

1天/次 炉渣冷却区 13次 每 2天采样

1次 每次 1个 2000g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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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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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本次方案以其中 1套工频连体炉成套机组中的 1台中频熔化炉所采集的固体废物代表该

类固体废物。

2.3.1.2采样前的准备

浙江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严格按照《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和制样

技术规范》（HJ/T 20-1998）和《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相关

规定以及《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危险

特性鉴别方案》的采样要求，制定具体的采样方案、质量控制措施。每次采样前

向采样人员介绍所采集的固体废物的性状、产生及贮存情况，并与采样人员对采

样要求及采样方法进行沟通，落实采样工具及包装容器，明确采样点位、采样份

数、份样量、采样频次、时间间隔等。

2.3.1.3采样期间生产工况说明

（1）采样期间产品产能

本次炉渣鉴定取样时间为 2021年 9月 9日~2021年 10月 3日。根据实际调

查，企业采样期间，实际生产规模见表 2.3-5。

表 2.3-5 企业采样期间产量

产品名称
环评审批数量

（万 t/a）
已验收产能

（万 t/a）
采样期间产能

（万 t）
折算为全年产能

（万 t/a）

黄铜棒 2.5 2.5 0.20 2.4

（2）采样期间原辅材料消耗

根据企业提供生产工况说明以及实际调查，本次采样期间企业主要原辅材料

消耗情况见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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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汇总一览表

原辅料 采样期间消耗量（t） 折算为全年消耗量（t/a）
废紫铜料 123.7 1484.4
废黄铜料 1908.9 22906.8

锌块 130.7 1568.4
除渣剂 2.1 25.2

（3）采样期间炉渣产生量数据

本次鉴定采样期间，企业炉渣产生情况见表 2.3-7。

表 2.3-7 炉渣情况调查

炉渣来源 鉴别取样时间段
采样期间炉渣

产生量（t）
预计全年

产生量（t/a）
中频熔化工序 2021.9.9-2021.10.3 62.8 753.6

（4）采样期间生产工艺

本次需进行危险特性鉴别的炉渣仅为“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产生，故

本次鉴别报告仅介绍黄铜棒的生产工艺流程。黄铜棒原料有废黄铜、废紫铜、锌

块、除渣剂，具体工艺见图 2.3-1。

图 2.3-1 黄铜棒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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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棒生产工艺说明：

企业利用外购废杂黄铜作为生产主要原材料，原料分批从投料口加入熔化

炉，炉膛升温至 1000℃，铜料基本熔化后按比例再投入适量的锌块，并加入除

渣剂（主要成分为硼砂，铜熔化过程除渣用）。稳定后铜水从熔化炉底部通过暗

管自流入中频保温炉，保温炉内的液体通过石墨管进入结晶器，结晶器由铜水冷

套和石墨内衬组成，连续结晶成型；连铸线间接冷却用水经冷却后循环使用，定

期补充；然后由牵引机将结晶好的铜棒牵引出来；根据不同产品规格，截断成不

同长度的毛坯铜棒；随后通过外力作用，迫使毛坯铜棒通过规定的模孔，以获得

相应形状和尺寸的成品铜棒；用切头机切去铜棒拉伸时产生的装夹头，规范铜棒

长度；用校直机矫正铜棒在拉伸时产生的弯曲度，提高铜棒直度和表面光洁度；

最后检验合格后包装入库。

中频炉及保温炉采用电加热，将配比好的原料投入至中频电炉中，投料方式

为批次投料。本项目采用中频有芯感应潜流式高低连体炉，投料口设有全方位集

气罩，熔化温度约为 1000℃，每炉为 2.0~2.5t/炉，熔化时间约 1h。熔化末期，

为除去铜水表面形成的炉渣，利用除渣剂（主要成分为硼砂，铜熔化过程除渣用）

对氧化物的吸附、溶解和化合造渣将渣富集，然后用专用工具将渣扒至冷却区，

待冷却后装入包装袋中。

2.3.1.4 采样记录

采样时间：2021年 9月 9日~2021年 10月 3日

采样地点：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

冷却区

采样固体废物名称：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

项目炉渣

采样固体废物来源：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

项目中频熔化炉

采样法：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相关要求在炉渣冷

却区采集

采样份数：13份

份样量：2000克/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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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具：密封样品袋

采样工具：木铲

采样编号：在盛装样品的密封袋上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编号、产生单

位、采样日期和采样人员等信息

现场采样照片及记录单见下图，样品采集情况汇总见表 2.3-8。

2021年 9月 9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11日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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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3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15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17日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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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9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21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23日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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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25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27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29日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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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10月 3日现场采样照片

2021年 9月 9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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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1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2021年 9月 13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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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5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2021年 9月 17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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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9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2021年 9月 21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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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23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2021年 9月 25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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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27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2021年 9月 29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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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2021年 10月 3日现场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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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样品采集情况汇总表

采样对象 采样点位 样品编号 采样日期 分样量 样品外观

浙江和合

环境资源

有限公司

一阶段年

产 2.5万
吨黄铜棒

项目炉渣

炉渣

冷却区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2000g 灰、沙状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2000g 灰、沙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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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检测工作

2.3.2.1采样及检测单位

鉴定委托浙江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进行，该公司具备 CMA资

质认定证书并具备炉渣毒性物质含量、腐蚀性、浸出毒性、急性毒性的检测能力，

相关资质认定证书及检测能力详见附件 5。

2.3.2.2 检测方法

采样和制样严格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进行，制样

按照制样的要求制定制样计划和程序，做好制样记录，并对制样全程进行质量控

制。

（1）腐蚀性鉴别的分析方法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5085.1-2007）中规定的《固体废物 腐蚀性测定 玻璃电极法》（GB/T

15555.12-1995）的要求进行。

（2）浸出毒性中铜和镍浸出方法按照《固体废物 镍和铜的测定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51-2015）的要求进行；锌、镉、铅浸出方法按照《固

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的要求

进行；汞、砷、硒浸出方法按照《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

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的要求进行；钡、银浸出方法按照《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2007》 附录 D的要求进行；铍浸出方法按

照《固体废物 铍 镍 铜和钼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52-2015）

的要求进行；锑浸出方法按照《固体废物 2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81-2016）的要求进行；氟化物浸出方法按照《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附录 F的要求进行。

（3）毒性物质含量中总铅鉴别按照《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的要求进行；总锑鉴别按照《固体废物 2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81-2016）的要求进行；

总镍鉴别按照《固体废物 镍和铜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51-2015）的要求进行；总砷、总硒鉴别按照《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

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的要求进行；总铬鉴别按照《固

体废物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49-2015）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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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镉鉴别按照《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的要求进行；二噁英类鉴别按照《固体废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

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HJ 77.3-2008）的要求进行。

（4）急性毒性分析时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的要求进行。

采样及检测的人员均通过岗前专业技术培训，经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持证

上岗，并能正确熟练掌握土壤和固体废物检测中的采样和分析操作技术及其质量

控制程序。检测分析仪器设备和计量器具由专人负责保管使用，定期由计量部门

进行检定。检测方法见表 2.3-8，对照经论证的鉴别方案，检测单位实行的实际

检测项目和方法与鉴别方案中要求一致。

表 2.3-9 实际检测方法

序号
鉴别

项目
鉴别指标 实际检测方法 仪器设备

1 腐蚀性

鉴别
pH值

《固体废物 腐蚀性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5555.12-1995）
酸度计

2 浸出

毒性

铜
《固体废物 镍和铜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HJ 751-2015）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锌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镉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铅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总铬
《固体废物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HJ 749-2015）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铍
《固体废物 铍 镍 铜和钼的测定 石墨炉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52-201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钡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2007》 附录 D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镍
《固体废物 镍和铜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HJ 751-2015）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总银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2007》 附录 D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砷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硒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锑
《固体废物 2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81-201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
ICPE-9820(F-009-06)

氟化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离子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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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85.3-2007）附录 F

3 毒性

含量

总铅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总锑
《固体废物 2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81-201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
ICPE-9820(F-009-06)

总镍
《固体废物 镍和铜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HJ 751-2015）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总砷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总铬
《固体废物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HJ 749-2015）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总镉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HJ 786-201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总硒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702-2014） 原子荧光光谱仪

二噁英类

《固体废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

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77.3-2008）
高分辨气相色谱仪

4 急性

毒性
LD50经口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5085.2-2007）
《化学品测试导则》（HJ/T 153-2004）附录

A 化学品测试方法第二版

电子天平

2.3.3 采样检测质量控制

（1）样品采集、包装质量控制

①采样工具的准备：以木铲作为采样工具，聚乙烯自封袋为包装容器，符合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1998)中采样工具、设备所用的

材质不能和待采工业固体废物有任何反应，不能使待采工业固体废物受到污染、

分层和损失，采样工具应干燥、清洁，方便清洗、保养、检查、维修和使用的技

术要求。

②采样点：本次采样地点为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

黄铜棒项目炉渣冷却区。

③样品采集、包装：现场固体废物是由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

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生产期间所产生的炉渣，用木铲对冷却区内炉渣采集 1个

样品，共采集 13天，一共为 13个样品。样品放置在聚乙烯自封袋中常温保存。

④采样方案的内容及过程记录表确保完整：提供采样记录单，含项目编号、

采样方法、采样工具、采样点编号、采样点名称、检测项目、采样时间、样品性

状等，应符合《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1998)中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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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样品检查：样品重量和数量、样品标签、容器材质、保存条件、采集过程

应满足相关技术规定要求。

（2）样品运输质量保证

①样品采集后立即送回实验室，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每个项目分析前最

长可保存时间，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在现场工作开始之前，就安排好样品的运

输工作，以防延误。

②样品运输前应将自封袋封口。装箱时袋口朝上以免运输过程的袋口因颠簸

而打开。将样品装入包装箱内，在箱内放入现场采样记录表。运输前检查现场记

录上的所有样品是否全部装箱。每个样品均贴上标签，内容有采样点位编号、采

样日期和时间、测定项目、保存方法。

③在样品运送过程中，样品附有一张样品交接单。在转交样品时，转交人和

接收人都应清点和检查样品并在交接单上签字，注明日期和时间。样品交接单是

样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文件，并妥善保管以备查。尤其是通过第三者把样品从采样

地点转移到实验室分析人员手中时，接收样品人员必须核对交接单上的信息才能

完成样品交接。

（3）样品保存质量保证

样品保存质量保证参照《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1998)

进行。根据测试项，采集后用可密封的聚乙烯自封袋盛装常温保存。避免用含有

待测组分或对测试有干扰的材料制成的容器盛装保存样品。

（4）样品检测质量保证

①检测质量保障体系

危险废物检测承接方应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

构通用要求 RB/T214-2017》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检测机构补充

要求》制定实验室管理体系，通过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并以“公正客观、科

学规范、准确高效、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

行，保证为客户提供准确、有效的结果和报告。

②质量控制文件

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内容包括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质量控制两个部分，实验室

对所有质量控制计划结果应进行详细记录及结果评价。检测单位应按照质量手册

和程序文件的要求，制定覆盖所有要素的质量保证工作计划，在质量部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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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统计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不断落实质量管理的基础工

作，促进质量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③检测人员管理和培训

检测单位所有技术人员，包括大型或重要或精密或者特殊仪器设备操作人

员、检测人员、审核人、授权签字人等都应进行过相应的教育或培训，具有相应

的技术能力。新员工或岗位轮换人员，在上岗前应进行专业技能技术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④检测设备和环境管理

实验室的温度、湿度、防震、抗干扰、无菌室等环境条件应满足监测方法对

环境条件的要求，满足保存样品和仪器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实验室的空调、电

源闸盒、供水设施等均妥善维护以保证实验室环境满足实验室的检测要求。室内

仪器设备应布局合理，避免干扰，防止交叉污染，便于操作。可能相互干扰的相

邻工作区的隔离应妥善维护，保持环境清洁、整齐、安静。人员完成测试后，需

将仪器和周围环境清理干净，关好电源和水源。检查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符合要求

后，方能开始工作。

⑤检测数据管理

a)数据上报

检测报告正文包含检测内容、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方法来源、检测结果评

价标准和检测结果及评价等内容。检测报告的审核需通过三级审核。检测报告及

数据严格执行保密程序，由资料管理员登记管理、妥善保存。

b)配备质控管理人员

质控管理人员在样品分析过程中，通过查看校准曲线、空白值、平行样、标

样等检测数据，或通过添加密码样等措施，加强实验室内部分析质量控制。

c)内部质量控制专项检查

对同一样品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测定，比较测定结果的符合程度，判定

其可比性。对同一样品，用同一方法进行测定，比较测定结果的符合程度，判定

仪器性能、人员操作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可比性的判断可按数理统计的显著性

检验的方法进行确定。对质控检查、盲样测定、会审等均做详细记录，对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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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分析

3.1检测数据分析

（1）腐蚀性

炉渣腐蚀性检测结果详见表 3.1-1及附件 6。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的要求，按照

GB/T 15555.12-1995《固体废物 腐蚀性测定 玻璃电极法》的规定制备的浸出液，

若 pH≥12.5或者≤2.0，则判定样品具有腐蚀性。

根据表 3.3-1炉渣腐蚀性检测结果可知，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

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的 pH值在 7.72~8.39之间，不具有腐蚀性。

表 3.3-1 炉渣腐蚀性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性状 单位
检测

结果

判定具有

腐蚀性的

标准

判定

结果

G J213536-210909
1#-1 2021.09.09 灰、沙状 无量纲 8.04

pH≥12.5
或者≤2.0

不具有

腐蚀性

G J213536-210911
1#-1 2021.09.11 灰、沙状 无量纲 8.15

G J213536-210913
1#-1 2021.09.13 灰、沙状 无量纲 7.86

G J213536-210915
1#-1 2021.09.15 灰、沙状 无量纲 7.72

G J213536-210917
1#-1 2021.09.17 灰、沙状 无量纲 7.95

G J213536-210919
1#-1 2021.09.19 灰、沙状 无量纲 8.22

G J213536-210921
1#-1 2021.09.21 灰、沙状 无量纲 8.11

G J213536-210923
1#-1 2021.09.23 灰、沙状 无量纲 8.32

G J213536-210925
1#-1 2021.09.25 灰、沙状 无量纲 8.07

G J213536-210927
1#-1 2021.09.27 灰、沙状 无量纲 8.25

G J213536-210929
1#-1 2021.09.28 灰、沙状 无量纲 8.39

G J213536-211001
1#-1 2021.10.01 灰、沙状 无量纲 8.20

G J213536-211003
1#-1 2021.10.03 灰、沙状 无量纲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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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浸出毒性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的浸出毒性

检测结果详见表 3.1-2~表 3.1-3和附件 6。

根据浙江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对炉渣的检测结果可知，浙江和

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的浸出液中铜、锌、镉、

铅、总铬、铍、钡、镍、总银、砷、硒、无机氟化物等浓度均低于《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规定的标准值，无超标样品，因此该

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不具有浸出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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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浸出毒性检测结果 单位：mg/L

序号
采样时间

（样品编号）

项目名称

性状描述

铜

(以总铜计)
锌

(以总锌计)
镉

(以总镉计)
铅

(以总铅计) 总铬
汞

(以总汞计)
(μg/L)

铍

(以总铍计)

1 09月 09日
（G J213536-210909 1#-1） 灰、沙状 <0.02 <0.06 0.38 0.25 <0.03 0.05 0.0002

2 09月 11日
（G J213536-210911 1#-1） 灰、沙状 0.20 3.04 <0.06 0.20 <0.03 0.06 0.0002

3 09月 13日
（G J213536-210913 1#-1） 灰、沙状 <0.02 <0.06 <0.06 <0.06 <0.03 0.05 0.0001

4 09月 15日
（G J213536-210915 1#-1） 灰、沙状 <0.02 <0.06 0.45 0.08 <0.03 0.05 0.0002

5 09月 17日
（G J213536-210917 1#-1） 灰、沙状 0.21 3.81 <0.06 0.16 <0.03 0.04 <0.0001

6 09月 19日
（G J213536-210919 1#-1） 灰、沙状 <0.02 0.20 0.48 0.12 <0.03 0.05 <0.0001

7 09月 21日
（G J213536-210921 1#-1） 灰、沙状 <0.02 1.37 <0.06 0.21 <0.03 0.05 <0.0001

8 09月 23日
（G J213536-210923 1#-1）

灰、沙状 0.08 2.59 <0.06 0.12 <0.03 0.06 <0.0001

9 09月 25日
（G J213536-210925 1#-1） 灰、沙状 0.07 0.20 0.31 <0.06 <0.03 0.04 <0.0001

10 09月 27日（G
J213536-210927 1#-1） 灰、沙状 0.26 0.17 0.39 0.20 <0.03 0.12 <0.0001

11 09月 29日
（G J213536-210929 1#-1） 灰、沙状 0.05 2.43 <0.06 0.08 <0.03 0.10 <0.0001

12 10月 01日
（G J213536-211001 1#-1） 灰、沙状 <0.02 1.49 <0.06 <0.06 <0.03 0.08 <0.0001

13 10月 03日
（G J213536-211003 1#-1） 灰、沙状 0.09 0.23 <0.06 0.12 <0.03 0.05 <0.0001

GB 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表 1 浸出毒性鉴别标准值
≤100 ≤100 ≤1 ≤5 15 ≤1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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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浸出毒性检测结果

序号
采样时间

（样品编号）

项目名称

性状描述

钡

(以总钡计)
镍

(以总镍计) 总银
砷

(以总砷计)
(μg/L)

硒

(以总硒计)
(μg/L)

无机氟化物

（氟离子）

1 09月 09日
（G J213536-210909 1#-1） 灰、沙状 <0.1 <0.03 <0.01 1.50 <0.10 7.27

2 09月 11日
（G J213536-210911 1#-1） 灰、沙状 <0.1 0.04 <0.01 1.75 <0.10 7.07

3 09月 13日
（G J213536-210913 1#-1） 灰、沙状 <0.1 <0.03 <0.01 1.35 <0.10 7.09

4 09月 15日
（G J213536-210915 1#-1） 灰、沙状 <0.1 0.07 <0.01 1.97 <0.10 7.58

5 09月 17日
（G J213536-210917 1#-1） 灰、沙状 <0.1 <0.03 <0.01 2.16 <0.10 7.86

6 09月 19日
（G J213536-210919 1#-1） 灰、沙状 <0.1 0.08 <0.01 2.46 <0.10 7.26

7 09月 21日
（G J213536-210921 1#-1） 灰、沙状 <0.1 0.03 <0.01 2.39 <0.10 7.76

8 09月 23日
（G J213536-210923 1#-1）

灰、沙状 <0.1 0.04 <0.01 1.86 <0.10 7.55

9 09月 25日
（G J213536-210925 1#-1） 灰、沙状 <0.1 0.08 <0.01 1.59 <0.10 7.31

10 09月 27日
（G J213536-210927 1#-1） 灰、沙状 <0.1 0.06 <0.01 1.72 <0.10 7.78

11 09月 29日
（G J213536-210929 1#-1） 灰、沙状 <0.1 0.06 <0.01 1.64 <0.10 7.88

12 10月 01日
（G J213536-211001 1#-1） 灰、沙状 <0.1 0.08 <0.01 1.37 <0.10 7.96

13 10月 03日
（G J213536-211003 1#-1） 灰、沙状 <0.1 <0.03 <0.01 2.08 <0.10 7.31

GB 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表 1
浸出毒性鉴别标准值

≤100 ≤5 ≤5 ≤5000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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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毒性物质含量

根据《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危险特

性鉴别方案》，该公司“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铜、锌、铁、铅、

砷、镍、镉、总铬、总锑、总汞、总银等金属及其氧化物或硫化物等，因此待鉴定

的炉渣涉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附录 A

剧毒物质名录（二氧化硒）、附录 B有毒物质名录（氟化铅、四氧化三铅和一氧化

铅）、附录 C致癌性物质名录（总锑、二氧化镍、三氧化二镍、一氧化镍、二硫化

三镍、一硫化镍、三氧化二砷、五氧化二砷、氧化镉、硫酸镉）、附录 D致突变性

物质名录（氟化镉）、附录 F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录（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

二苯并呋喃）中的物质。

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总硒（二氧化硒）含量低于检出限，低于《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

附录 A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剧毒物质的总含量≥0.1%）。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 3.1-4

及附件 6。

表 3.1-4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A）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硒检测值

mg/kg

按照二氧化硒

折算有毒物质

的总含量％

附录 A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0.010 <0.000001

0.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0.010 <0.000001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0.010 <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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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氟化铅、四氧化三铅和一氧化铅含量低于《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

附录 B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有毒物质的总含量≥3%）。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 3.1-5

及附件 6。

表 3.1-5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B）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铅检测值

mg/kg

按照氟化铅折

算有毒物质的

总含量％

附录 B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3220 0.38

3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2440 0.29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3080 0.36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3280 0.39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3330 0.39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3860 0.46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3520 0.42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3170 0.38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2650 0.31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2950 0.35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3920 0.46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3780 0.45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2700 0.32
*注：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5085.6-2007）附录 B中的氟化铅、四氧化三铅和一氧化铅等有毒物质，本次鉴别报告以

总铅的监测值和氟化铅的物质的量折算有毒物质的总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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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总锑含量低于检出限，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

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附录 C中的一种

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 3.1-6及附件 6。

表 3.1-6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C）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锑检测值

mg/kg

按照总锑折算

有毒物质的总

含量％

附录 C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0.5 ＜0.00005

0.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0.5 ＜0.00005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0.5 ＜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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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二氧化镍、三氧化二镍、一氧化镍、二硫化三镍

和一硫化镍含量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附录 C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

0.1%）。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 3.1-7及附件 6。

表 3.1-7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C）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镍检测值

mg/kg

按照二氧化镍

折算有毒物质

的总含量％

附录 C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51.9 0.01

0.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52.6 0.01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54.2 0.01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51.9 0.01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44.3 0.01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52.0 0.01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64.1 0.01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46.5 0.01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55.8 0.01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59.2 0.01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51.3 0.01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47.5 0.01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42.0 0.01
*注：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5085.6-2007）附录 C中的二氧化镍、三氧化二镍、一氧化镍、二硫化三镍和一硫化镍等

致癌性物质，本次鉴别报告以总镍的监测值和二氧化镍的物质的量折算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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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三氧化二砷、五氧化二砷含量低于《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附录 C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 3.1-8及

附件 6。

表 3.1-8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C）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砷检测值

mg/kg

按照三氧化二

砷折算有毒物

质的总含量％

附录 C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4.18 0.0006

0.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4.04 0.0005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4.68 0.0006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4.18 0.0006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4.57 0.0006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3.73 0.0005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4.03 0.0005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4.44 0.0006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4.19 0.0006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3.03 0.0004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3.70 0.0005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3.82 0.0005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3.65 0.0005
*注：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5085.6-2007）附录 C中的三氧化二砷、五氧化二砷等致癌性物质，本次鉴别报告以总砷

的监测值和三氧化二砷的物质的量折算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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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一氧化镉、氟化镉和硫酸镉含量低于《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附录

C和附录 D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具体检测结果详见

表 3.1-9及附件 6。

表 3.1-9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C&D）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镉检测值

mg/kg

按照硫酸镉折

算有毒物质的

总含量％

附录
C&D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71.4 0.01

0.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61.9 0.01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87.7 0.02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63.6 0.01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63.2 0.01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68.0 0.01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65.3 0.01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42.7 0.01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79.2 0.01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84.3 0.02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70.4 0.01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64.1 0.01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61.7 0.01
*注：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5085.6-2007）附录 C中的一氧化镉和硫酸镉等致癌性物质以及附录 D中的氟化镉致突

变性物质，本次鉴别报告以总镉的监测值和硫酸镉的物质的量折算致癌性物质和致突变性物质

的总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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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三氧化铬含量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

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含有本标准附录 C中的一种或一种

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 3.1-10及附件 6。

表 3.1-10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C）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总铬检测值

mg/kg

按照三氧化铬

折算有毒物质

的总含量％

附录 C
标准值

％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125 0.02

0.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104 0.02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129 0.02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116 0.02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125 0.02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191 0.04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201 0.04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169 0.03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150 0.03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185 0.04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149 0.03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140 0.03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143 0.03
*注：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中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5085.6-2007）附录 C中的三氧化铬等致癌性物质，本次鉴别报告以总铬的监测值和三氧

化铬的物质的量折算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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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各样品中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含量低于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4.8

含有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含量≥15μg TEQ/kg）。具体检测结果

详见表 3.1-11及附件 6。

表 3.1-11 毒性物质含量（附录 F）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二噁英类检测值

（μg/kg）
标准值

（μg/kg）
G J213536-210909 1#-1 2021年 09月 09日

炉渣

冷却

区

2.4×10-3

15

G J213536-210911 1#-1 2021年 09月 11日 1.0×10-3

G J213536-210913 1#-1 2021年 09月 13日 2.1×10-3

G J213536-210915 1#-1 2021年 09月 15日 3.3×10-4

G J213536-210917 1#-1 2021年 09月 17日 3.3×10-4

G J213536-210919 1#-1 2021年 09月 19日 3.2×10-4

G J213536-210921 1#-1 2021年 09月 21日 1.2×10-3

G J213536-210923 1#-1 2021年 09月 23日 1.8×10-2

G J213536-210925 1#-1 2021年 09月 25日 1.5×10-3

G J213536-210927 1#-1 2021年 09月 27日 2.1×10-3

G J213536-210929 1#-1 2021年 09月 29日 2.0×10-3

G J213536-211001 1#-1 2021年 10月 01日 2.4×10-3

G J213536-211003 1#-1 2021年 10月 03日 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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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中“4.6含

有本标准附录 A至附录 E中两种及以上不同毒性物质，如果符合下列等式，按照危

险废物管理”。

根据监测结果，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

渣中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附录 A剧

毒物质名录（二氧化硒）、附录 B有毒物质名录（氟化铅、四氧化三铅和一氧化铅）、

附录 C致癌性物质名录（总锑、二氧化镍、三氧化二镍、一氧化镍、二硫化三镍、

一硫化镍、三氧化二砷、五氧化二砷、氧化镉、硫酸镉）、附录 D致突变性物质名

录（氟化镉）、附录 F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录（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

呋喃）中的物质。因此，应按照上述等式进行叠加，具体叠加结果见表 3.1-12。

由叠加结果可知，各样品中各物质毒性物质含量累加后低于 1，因此待鉴别炉

渣毒性物质含量含量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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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毒性物质含量累加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

品

来

源

按照总

硒折算

剧毒物

质的

权重

按照总

锑折算

致癌性

物质的

权重

按照氟

化铅折

算有毒

物质的

权重

按照二氧

化镍折算

致癌性物

质的权重

按照三氧

化二砷折

算致癌性

物质的

权重

按照硫酸

镉折算致

癌性物质

的权重

按照三氧

化铬折算

致癌性物

质的权重

权重累

加值
标准

G J213536-210909 1#-1 2021.09.09

炉

渣

冷

却

区

0.00001 0.0005 0.13 0.12 0.01 0.13 0.24 0.63

1

G J213536-210911 1#-1 2021.09.11 0.00001 0.0005 0.10 0.12 0.01 0.11 0.20 0.54

G J213536-210913 1#-1 2021.09.13 0.00001 0.0005 0.12 0.13 0.01 0.16 0.25 0.67

G J213536-210915 1#-1 2021.09.15 0.00001 0.0005 0.13 0.12 0.01 0.12 0.22 0.60

G J213536-210917 1#-1 2021.09.17 0.00001 0.0005 0.13 0.10 0.01 0.12 0.24 0.60

G J213536-210919 1#-1 2021.09.19 0.00001 0.0005 0.15 0.12 0.01 0.13 0.37 0.77

G J213536-210921 1#-1 2021.09.21 0.00001 0.0005 0.14 0.15 0.01 0.12 0.39 0.80

G J213536-210923 1#-1 2021.09.23 0.00001 0.0005 0.13 0.11 0.01 0.08 0.33 0.64

G J213536-210925 1#-1 2021.09.25 0.00001 0.0005 0.10 0.13 0.01 0.15 0.29 0.68

G J213536-210927 1#-1 2021.09.27 0.00001 0.0005 0.12 0.14 0.00 0.16 0.36 0.77

G J213536-210929 1#-1 2021.09.29 0.00001 0.0005 0.15 0.12 0.01 0.13 0.29 0.70

G J213536-211001 1#-1 2021.10.01 0.00001 0.0005 0.15 0.11 0.01 0.12 0.27 0.65

G J213536-211003 1#-1 2021.10.03 0.00001 0.0005 0.11 0.10 0.01 0.11 0.28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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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急性毒性

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5085.2-2007）对炉渣进行急性

初筛试验 LD50经口，具体监测结果详见表 3.1-13，具体经口毒性试验信息见附件 6。

由监测结果可知，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

各个样品 LD50经口>2000mg/kg，因此急性毒性未超标。

表 3.1-13 急性毒性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日期
样品

来源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检测结果

判定具有

急性毒性

的标准

判定

结果

G J213536-210909
1#-1 2021.09.09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1mg/kg

固体 LD50≤

200mg/kg，
液体 LD50≤
500mg/kg

不具有急

性毒性

G J213536-210911
1#-1 2021.09.11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0mg/kg
G J213536-210913

1#-1 2021.09.13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0mg/kg
G J213536-210915

1#-1 2021.09.15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3mg/kg
G J213536-210917

1#-1 2021.09.17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3mg/kg
G J213536-210919

1#-1 2021.09.19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1mg/kg
G J213536-210921

1#-1 2021.09.21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2mg/kg
G J213536-210923

1#-1 2021.09.23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0mg/kg
G J213536-210925

1#-1 2021.09.25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1mg/kg
G J213536-210927

1#-1 2021.09.27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0mg/kg
G J213536-210929

1#-1 2021.09.28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1mg/kg
G J213536-211001

1#-1 2021.10.01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0mg/kg
G J213536-211003

1#-1 2021.10.03 炉渣冷

却区

炉渣对昆明小鼠的急性经口

的 LD50>2001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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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检测结果判断和依据

根据检测结果，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2019）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6-2007）来判定浙

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是否为危险废物，判

定结论如下：

（1）腐蚀性：pH值均不在 pH≥12.5或者≤2.0的范围内，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

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均不具有腐蚀性。

（2）浸出毒性：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

渣的浸出液中铜、银、铬、镍、锌、铅、镉、砷、硒、铍、钡、镍、无机氟化物的

浓度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规定的标准值，

无超标样品，因此炉渣不具有浸出毒性。

（3）毒性物质含量：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

目炉渣中各指标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规定的标准值，无超标样品。

（4）急性毒性：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

渣各个样品 LD50经口>2000mg/kg，因此急性毒性未超标。

（5）根据本次炉渣危险特性鉴定检测结果可知，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

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的超标份数为 0。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298-2019）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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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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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产生的炉渣不

具有危险特性，为一般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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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鉴别结论

根据检测结果，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

渣样品 pH值均不在 pH≥12.5或者≤2.0的范围内；浸出毒性指标（铜、银、铬、镍、

锌、铅、镉、砷、硒、铍、钡、镍、无机氟化物）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

毒性鉴别》（GB5085.3-2007）规定的标准值；毒性物质含量各指标均低于《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规定的标准值；急性毒性经口

摄取：LD50>2000mg/kg，急性毒性未超标。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在主体生产工艺不变、生产规模不变、主要原辅材料不变以及正

常运行的情況下，所产生的炉渣不具备危险特性，为一般固体废物。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产生所涉及的

工艺、规模、原辅料消耗、运行情况等发生重大变动或相关标准规范及管理要求发

生重大调整时，应重新开展危险特性鉴别。

4.2 环境管理建议

（1）企业在主体生产工艺、规模、原辅料消耗、运行情况等发生重大变动时，

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应重新开展鉴定。

（2）根据《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GB/T 39198-2020），项目一阶段年

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属于废气资源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根

据 GB/T 39198-2020，代码可确定为 421-001-10，企业应按照一般固废暂存和处置

相关要求建设暂存场所，炉渣暂存的场所应做到防渗漏、防雨、防流失。

（3）浙环发[2019]2号管理要求

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浙

环发[2019]2号），对企业提出的相关管理要求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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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浙环发[2019]2号文件管理要求

文件管理要求 本企业管理要求

一、进一步

推进源头

管控精细

化

（二）引导企业源头减量。根据《清废行动

方案》要求，鼓励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的

企业加强清洁生产工艺改造，或在场内开展

综合利用处置，有效减少工业固体废物源头

产生量。鼓励危险废物年产量 5000吨以上

的企业自建利用处置设施并依法对外经营。

建议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按

照文件规定加强清洁生产工艺改造，

有效减少工业固废源头产生量。

（三）全面开展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情况核查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切实落实工业固体废

物申报登记制度，督促辖区内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单位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按年度开展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情况核查工

作。核查内容包括：固体废物实际产生量、

种类、主要污染物成分、利用处置方式可行

性、企业贮存能力及贮存规范性等，核查结

果报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并作为企业申报

登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等工业固体废

物管理的支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事后监

管中若发现核查报告内容不实或核查结果

有误的，要督促企业重新开展核查。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应按照

文件的规定，按年度开展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情况核查工作。核查内容包括

：固体废物实际产生量、种类、主要

污染物成分、利用处置方式可行性、

企业贮存能力及贮存规范性等；核查

结果报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

（四）规范开展固体废物鉴别。根据法律法

规规定承担固体废物鉴别工作的技术机构

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固体废物鉴别标 通则》（GB34330-20
1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
2007）以及危险废物鉴别单项标准等有关法

规标准，开展固体废物鉴别工作，通过鉴别

方案编制论证、采样检测、出具鉴别报告，

判断物质的固体废物属性或危险特性，鉴别

报告结论可作为产生单位该物质环境管理

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标准有调整修订

的，应当从其规定。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对厂内

“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

炉渣开展了危险特性鉴定，根据本次

鉴定结果，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

司厂内“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

项目”炉渣在主体生产工艺不变、主

要原辅材料不变以及正常运行的情

況下，“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

项目”炉渣不具备危险特性，为一般

固体废物。本报告可作为企业环境管

理的依据。

四、进一步

推进存量

清零动态

化

（二）压实清零工作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工业固体废物“动态清零”各环节工作尤其

是产生者的主体责任，建立全省危险废物处

置资源协调机制，落实“一厂一策”分类处置

方案，滚动落实存量危险废物的清零处置工

作，在动态化清零的同时做到规范化清零。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厂内“一

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

应按照要求实现动态清零、规范化清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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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日常检测要求

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应根据《浙

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一阶段年产 2.5万吨黄铜棒项目炉渣危险特性鉴别方案》

定期开展检测工作。监测方案纳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计划，确保工业固体废物的管

理、暂存、转移与处置符合国家相关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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