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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关于下达 2006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经费的通

知》（国质检财函[2006]909 号）和《关于下达 2007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

目经费的通知》（国质检财函[2007]971 号），原国家环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下达

了修订 GB19217-2003《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的计划任务，项目统一编号：

344，下达计划文件为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 2007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

修订项目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07]544 号）。 

标准承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2 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标准所按照工作需要及时组成了标准编制组，并根据实际情况

初步确定了修订该标准的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编制组调研了原标准的实施情

况、国内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生产使用情况、国内医疗废物转运车行业的发展趋势，

收集了国内医疗废物转运车相关法规标准的有关资料，并向医疗废物转运车生产

厂家和使用单位等相关行业的专家进行了咨询。 

根据我国医疗废物转运工作的具体需求、原标准实施情况、以及医疗废物转

运车生产使用情况，提出对《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GB 19217-2003）的具

体修改建议，并对修订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论证。编制组于 2009 年 05 月完成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 

2 医疗废物转运车的发展 

2.1 医疗废物转运车出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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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我国爆发非典疫情，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各医疗机构成为对

抗非典的第一战场。非典通过飞沫即可传播，感染性非常强。同时，大量的病患，

产生了大量的医疗废物，对于这种可能携带传染性非常高的病菌的医疗废物，运

输以及处理过程都必须进行严密的防护，防止病菌的扩散。 

当时，我国对医疗废物的处置处于长期重视不够的状态，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严重滞后，医疗废物流失严重，大量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医疗废物收集、转

运、贮存不规范，没有实现分类收集，没有专用包装物和容器，没有专用运输车

辆，运输中的污染现象不能完全避免，尤其处于非典时期，危害就更加明显，保

障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的形势十分严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应对非典的需求，急需对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进行规

范，保障运输安全。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紧急下达了制定《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

要求》标准的任务，经过编制组紧张的编制工作，2003 年 5 月，原国家环保总

局联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GB 19217-2003《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

要求（试行）》。该标准对医疗废物转运车的具体性能要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提

出了车厢密封性、底部防渗性，以及车厢内表面防腐蚀性等环保技术要求。 

该标准颁布后，即立刻成为各地在抗击非典中进行医疗废物转运车招标采购

的依据。 

2.2 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生产 

2.2.1 医疗废物转运车生产现状 

通过对生产企业的调研了解到，医疗废物转运车均为改装车，主要就是生产

厂在已定型汽车底盘或厢式货车的基础上，按照本标准的要求进行适当改装，根

据医疗废物运输的特点，以及环保的特殊要求，增加车辆的耐腐蚀性、密封性等

安全防护性能。 

通过对生产厂的调研了解到，2003 年是医疗废物转运车生产量最高的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十家主要的医疗废物转运车生产厂，其产量大都集中在

2003 年，之后的需求明显减少，各生产厂基本都是订单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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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2003 年颁布了本标准，但医疗废物转运车并没有形成一个专用车种。

据了解，医疗废物转运车上公告时有多种形式：厢式货车、垃圾运输车、医疗废

物转运车等，这就导致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产量并不能比较完整的统计。调研中发

现，有的企业甚至都不了解自己销售了多少医疗废物转运车，而只能给出大概的

数据，因为医疗废物转运车是与其他厢式货车的销售数据一起统计的。 

2.2.2 未来生产发展趋势 

2004 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和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全国

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各地开始进行医

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标工作，并要求运送医疗废物的车辆需满足 GB 

19217-2003 的规定。 

《规划》中指出，我国将规划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300 个，新增医疗

废物处置能力 2080 吨/日。随着各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逐步建设，医疗废

物转运车的需求量也将陆续的增加。 

另外，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与公交、环卫等营运车辆相似，在车辆报废、

到达使用年限整体更新换代，或是使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医疗废物转运车才会

有需求，但产量不会太大。虽然产量不大，但随着《规划》的落实，处置站建设

的逐步实施，医疗废物的收集、运输、处置将越来越规范，医疗废物转运车也将

作为一个专用车种长期存在。 

2.3 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 

2.3.1 医疗废物转运车保有量 

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单位，基本都是医疗废物收集运输处置的公司，这些

公司基本都是《规划》建设的项目单位。 

与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产量一样，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保有量尚未形成规范的统

计体系。首先从生产的角度，定型时车种不统一，造成生产厂的销售也无法进行

统计；其次从使用的角度，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者基本都是《规划》中的医疗

废物处置站，而环保部门也尚未对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情况提出具体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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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要求。所以，目前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保有量的数字。 

但是，为了进一步摸清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情况，我们根据《规划》完成

后的总处置量对未来全国医疗废物转运车的总量进行了估算；同时，通过目前已

经建成投运的处置站，对目前全国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保有量进行了估算。 

《规划》中建设的处置站，其拥有的医疗废物转运车数量与其设计处置能力

存在一定的关系，具体的估算方法，就是找出这种对应关系，然后利用每个医疗

废物处置站的设计处置能力，进而估算出医疗废物转运车数量。 

根据调研，得到以下几个城市的数据： 

表 1 部分城市处置站设计处置能力和医疗废物转运车数量 

 北京 天津 宁波 西安 哈尔滨 许昌 

医疗废物设计处置能力 
（吨/日） 

60 30 10 20 20 5 

医疗废物转运车（辆） 35 12 14 12 7 7 

根据表 1 中的实际数据，并结合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调研，我们得出表 2

中医疗废物设计处置能力与其应配备的医疗废物转运车数量的近似对应关系。同

时，根据《规划》中建设的各种设计处置能力的处置站的数量，进而估算出《规

划》完成后全国医疗废物转运车的数量。 

表 2 《规划》完成后全国医疗废物转运车的总量 

设计处置能

力（吨/日） 

需求医疗废物转运车

数量（辆/站） 
处置站数量（个）

医疗废物转运车数量

 

3 5~6 121 605~726 

5 6~8 123 738~984 

8 10~12 48 480~576 

10 12~15 14 168~210 

15 12~15 14 16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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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15 7 84~105 

30 15~20 2 30~40 

50 20~30 2 40~60 

60 35 1 35 

 合计 2300~2900 

根据上述的方法，估算出在《规划》完成后，全国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保有量

约在 2300~2900 辆。虽然这只是一个估算的结果，但还是能够反映出《规划》完

成后医疗废物转运车常规运行的数量。 

通过调研得知，目前全国已经建成投运的处置站共有 120 座，医疗废物处置

能力 620 吨/日，占总处置能力 29.8%，简单按照比例来估算，目前医疗废物转

运车保有量约有 700~850 辆。 

2.3.2 医疗废物转运车使用状况 

（1） 使用状况 

医疗废物转运车，由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基本都是每天

出车，按照固定路线收集医疗垃圾，然后运往处置场所。每辆车每年的运行里程

大概在 6~7 万千米。 

（2） 医疗废物转运车腐蚀较为严重 

医疗废物转运车每天使用后，都需要用消毒液消毒。消毒液的使用导致车厢

腐蚀比较普遍。医疗废物都是先装进专用袋，然后使用周转箱装盛，所以一般情

况下，医疗废物不会直接接触转运车的车厢，不会对车厢造成损害，但是每天使

用消毒液进行消毒，则会对车厢造成腐蚀。一旦发现滴漏，需要马上进行维修，

否则不仅滴漏的消毒剂将可能对车体造成损伤，同时车厢的气密性能将得不到保

证，增加医疗废物所携带的病菌对运输路线周边人群造成感染的风险。这就需要

对实际使用中的医疗废物转运车进行严格的管理，保证车辆实际使用中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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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3.1 医疗废物的运输需要严格的规范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已经规定：医疗废物转运应采用带有医疗废物标识和

符合环保要求的专用车辆。如果转运车辆达不到环保要求，容易在医疗废物转运

过程中造成泄漏、环境污染和人员感染。同时，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大都是在

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制定本标准是十分

必要和紧迫的。这种专用车辆不仅是车辆设有“医疗废物”标识，专车专用，而

且必须符合污染控制要求。 

3.2 医疗废物管理上的需要 

对于医疗废物转运车，本标准规定了气密性能、液体防渗排出性能、防雨密

封性能以及一系列防护装置的要求，能有效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泄漏，并减小

造成危险的可能性。本标准是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性能的依据，在管理上必不可

少。 

首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医疗废物转运车应采用带有医疗

废物标识和符合环保要求的专用车辆。 

其次，《规划》对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建设的要求中，包括要制定具体的医

疗废物的收集线路等，同时要求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要满足本标准的规定，在项目

竣工时，本标准将作为环保部审核的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为了规范医疗废物的管理和处置，落实国家法规和规划，本标准

是不可或缺的。 

3.3 原标准已过期 

原标准《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GB 19217-2003），是 2003 年

非典时期，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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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标准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起实施，试行一年。该标准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就已经过期，现在的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生产和使用实际上是处于没有标准约束

的状况，对行业发展及环境保护都十分不利。因此，对该标准进行修订非常紧迫。 

综合以上三点，对原标准进行修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4 原标准实施状况 

4.1 原标准的作用 

4.1.1 非典时期及时出台，保证了医疗废物运输安全 

2003 年的非典，产生大量传染性很强的医疗废物，运输以及处理过程都必须

进行严密的防护，防止病菌的扩散。所以，医疗废物运输过程中的防护是整个对

抗非典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原标准就使这一步得到了具体有效的规范。

原标准对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使当时主要因为非典产生的医疗

废物的运输有了安全可靠的工具，这对防止病菌传播，保护人体健康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4.1.2 为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所用车辆提供技术依据 

如前所述，医疗废物处置站在项目竣工时，本标准将作为环保部审核的依据

之一。所以，各地方环保部门在进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建设工作时，就已经以

原标准为参考，来进行招标工作，对医疗废物转运车进行把关，原标准成为《规

划》中对医疗废物运输车辆的要求的依据，对统一规范各地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的

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1.3 引导了专用车种的出现 

在本标准实施之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用于医疗废物运输工作的车辆，医疗废

物转运车的出现，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抗击非典的需求。但是，正是本标准才

使得医疗废物转运车得到规范，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正在修订的 GB/T 17350

《专用汽车和专用半挂车术语、代号和编制方法》已经将医疗废物转运车列入其

中的专用车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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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原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 

4.2.1 标准效力 

原标准规定了医疗废物转运车的技术条件，根据环保的需求对医疗废物转运

车提出了各项性能要求。但是，该标准的实施范围一直仅限于环保系统，作为医

疗废物管理部门采购车辆的依据；而由于该标准当时尚未纳入专用车标准系列，

车辆主管部门并未将该标准作为医疗废物转运车型式核准的依据。因此，这大大

影响了该标准的实施效力，也造成了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管理不规范。 

4.2.2 在用车问题 

如前所述，医疗废物转运车在使用中的腐蚀问题比较严重，如果对这一问题

不加以重视并加强管理，则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安全将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

原标准虽然规定了车厢的耐腐蚀性要求，但并没有对在用车的监督检查进行规

定，这样，在用车使用中的安全问题就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 

4.2.3 冷藏性能问题 

原标准规定医疗废物转运车需要满足所有的冷藏车标准的规定，但在原标准

实施过程中，发现医疗废物转运车的冷藏性能并不是十分必要。有些具有冷藏性

能的医疗废物转运车，在使用中基本没有用到过冷藏功能。原因主要有两点，一

是要经常开关门，冷藏性能得不到有效地保证，二是运输路程不太远，不需要冷

藏运输。原标准的这种规定显得有些过于严格。 

4.2.4 其他问题 

原标准在实施过程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警示标识的规

定不够具体、液体防渗排出性能的检测方法有缺陷等，这在修订过程中都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 

5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是：以医疗废物转运车原标准 GB 19217-2003《医疗废

物转运车技术要求》为基础，以解决原标准存在问题为目的，追求科学性和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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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是：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和总结，发现标准实施

中的问题；对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生产情况进行调研，了解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对医疗废物转运车的使用状况进行调研，了解医疗废物转运车在使用中存在的问

题等。在此基础上，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确定标准需要修订的内容。主要工作方

式是进行文献调研、生产企业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专家咨询等。 

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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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下达 

编制标准文本草案及编制说明草案 

组织专家讨论 

行业现

状及发

展趋势

调研 

原标准

实施状

况调研 

医疗废物

转运车使

用情况调

研 

相关标

准更新

情况调

研 

专用车

标准相

关调研 

确定标准主要修订内容，确定

相关限值要求 

编制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形成意见汇总表 

编制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送审稿） 

技术审查会，提出修改意见 

编制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报批稿）

标准行政审查、批准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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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修订内容 

6.1 修改标准结构 

原标准第 4.1 条规定，"除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外，医疗废物转运车应符合 QC/T 

450-2000 的要求。"这就是说，原标准对于医疗废物转运车的规定，是建立在保

温车、冷藏车基础上的。医疗废物转运车首先要满足 QC/T 450-2000《保温车、

冷藏车技术条件》的所有规定，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改造，还需要满足本标准对

医疗废物转运车的要求。 

通过这几年的标准实施，我们发现 QC/T 450-2000 的一些规定并不都适用于

医疗废物转运车，原标准的这种结构已经不适用了。比如冷藏性能，根据医疗废

物转运车的工作性质，每辆车都有固定路线，对医疗机构逐个进行医疗废物的收

集工作，这就导致几乎每隔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打开一次车厢门，

装载医疗废物，这样其冷藏性能和效果不能保障。同时，医疗废物并不需要长途、

长时间运输，顶多早上收集，下午就运往处置场，如果温度不太高，并不会产生

变质等问题。对于冷藏性能，医废车在实际使用中并不是必需的。 

基于上述原因，本次修改对标准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标准第 4.1 条，

只对医疗废物转运车所需要的 QC/T 450-2000 的相关规定，本标准进行了修改引

用，对于医疗废物转运车不需要满足的一些要求，本标准不再引用。标准修改后，

使医疗废物转运车不需要满足所有的 QC/T 450-2000 的规定。 

6.2 修改冷藏性能 

根据上面的分析，修订后的标准没有强制要求医疗废物转运车必须具备冷藏

性能，同时不再要求隔热性能，并删除了制冷剂组、电气系统和冷气循环空间的

要求，以及冷藏车相应的试验项目。 

在一些比较炎热的南方城市，可能需要具有冷藏性能的医疗废物转运车，所

以标准中规定，如果需要冷藏性能，则应满足 QC/T 450-2000 的关于冷藏性能的

所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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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更改车型尺寸设计要求 

原标准提出，车厢的内部尺寸要根据周转箱来进行设计，并给出了周转箱尺

寸的推荐值：600mm×500mm×400mm。 

原标准给出的周转箱推荐值，是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卫生部在 2003 年联

合发布的《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而来，但是，现在该《规定》已经被 2008 年发布并实施的 HJ 421-2008《医疗废

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标准》替代，新的标准给出的周转箱推荐尺

寸有两种，与原《规定》差别较大，具体如下： 

长度 宽度 高度 

300 
600  400 

400 

根据上述情况，医疗废物转运车的车厢尺寸设计有必要以新的周转箱外形尺

寸作为参考，故对第 4.3.2 条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推荐尺寸与 HJ 421-2008 相一

致。 

6.4 增加检验规则 

基于第 4 章的分析，原标准在实施效力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原标准并

没有给出具体的检验环节（型式核准检验、出厂检验或在用车检查），以及各个

检验环节都需要做什么项目的检验，按照什么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等，都没有说清

楚，这就使得原标准的实施并不是十分有效。 

所以，本次修订中增加了检验规则的具体要求。把检验分为三类：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和在用车检验： 

1） 型式检验 

规定型式检验，在型式核准时，需要对医疗废物转运车按本标准第 4 章和第

7 章的所有内容进行检验。型式检验是对车辆设计是否满足要求进行的检验。 



 

13 

本标准的修订，将使医疗废物转运车纳入专用汽车的管理范畴，即医疗废物

转运车作为一个专用车种，必须按照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满足本标准要求才能

上公告，投入市场，注册运行。 

2） 出厂检验 

标准规定了出厂检验项目，主要包括： 

（1）外观质量检验； 

（2）气密性能检验； 

（3）防雨密封性能检验； 

（4）液体防渗排出性能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的重点主要考虑到了车厢的性能，包括气密性能、防雨密封性

能和液体防渗排出要求，车厢的这三点性能要求都需要逐一进行。由于医疗废物

转运车的产量不大，因此，出厂检验时要求每台车都进行性能检验，同时，出厂

时也要进行一系列外观检验。 

3） 在用车检验 

医疗废物转运车与公交、环卫等营运车辆较为类似，基本都是每天出车，按

照固定路线收集医疗垃圾，然后运往处置场所。并且在每天使用后，都用消毒液

进行消毒。消毒液的频繁使用，导致车厢腐蚀非常普遍。车厢内部材料一般采用

不锈钢，也有部分产品采用铁质的材料。但即使是不锈钢车厢，在箱体接缝处的

橡胶密封或排水孔的橡胶密封处也会造成腐蚀，甚至是造成滴漏，这不仅破坏了

车厢的气密性能，造成运输过程中的污染，同时，外泄的消毒液还可能腐蚀车体。 

对于车厢的腐蚀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并通过对在用车加强管理，有效地保

障医疗废物转运车实际使用中的性能。因此，修订标准增加了在用车检验要求。

地方环保主管部门将对使用中的医疗废物转运车进行定期检查，对于不满足标准

规定的车辆，应停止使用，进行维修，复检合格后才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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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在用车检查周期为至少每年一次。因为消毒液对车厢的腐蚀非常严

重，基本上使用一年后车厢就已经有可能产生滴漏等现象，规定至少一年一次的

检查周期是必要的。 

在用车检验首先要对车辆的整体车况进行检查，要求车辆车况良好，各个部

件及装置都工作正常；考虑到可能产生腐蚀等问题，提出了对车厢内表面、液体

防渗和排出性能进行检验；同时，考虑到在用车检查应尽可能简便、快捷，所以

只进行了液体防渗和排出性能的检查，不要求进行淋雨试验和密封性能的检验。 

6.5 修改防渗和排出性能检测方法 

原标准第5.2条规定，检验车厢液体的防渗和排出性能，要求向车厢内注入

10L液体。实施中发现，车厢底面积不同，注入液体的高度就不同，而渗漏的主

要位置就是车厢与侧壁及后门的拐角处，液体高度越低越不容易发现渗漏，注入

的液体应至少能够将车厢的底面覆盖。所以，标准修订后，对注入液体的高度进

行了规定，对体积不再要求。 

6.6 增加二次隔离门 

根据调研，发现有些用户要求生产厂加装二次隔离门。虽然，原标准中没有

这一规定，但编制组认为，二次隔离门能保证更好的密封性能，同时也能防止在

事故等突发事件时，保证运输的医疗废物不至于外泄，提供第二道保障。所以修

订后，标准中增加了二次隔离门的要求。二次隔离门并不是新技术，很多厢式货

车都已经装配有二次隔离门，因此，此项规定是可行的。 

6.7 明确标志尺寸及位置 

原标准规定了医疗废物转运车专用的警示标志，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位置、

标志的字体、大小、和高度等，以至于投入使用的医疗废物转运车的标识喷涂五

花八门，比较纷乱。为便于企业操作，也利于全国范围内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统一

规范，本次修订对标志的具体尺寸和位置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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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标志具体参数的规定，首先根据HJ 421-2008《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

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确定了医疗废物转运车警示标志的颜色、字体等；然后

参照该标准对周转箱上面的标志的规定，周转箱上的警示标志与周转箱本身的大

小比例等，并结合车厢具体情况，考虑到标志在车厢侧面的视觉效果等因素，确

定了医疗废物转运车侧面警示标志的位置及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