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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糖蜜》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1） 为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糖蜜进行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于 2007 年下达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废糖

蜜》的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494.3）（文件号：环办函[2007]544 号）。 

（2） 标准制订项目的承担单位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技术研究所。 

 

1.2 工作过程 

（1） 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承担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围绕标准的

制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工作情况如下：对国内外糖蜜的类型和应用现状进

行了文献调研，包括国内的糖蜜质量标准和检验检疫标准。对国内进口的糖蜜进

行了调查分析，包括进口糖蜜的进口量、生产国、进口理由、生产工艺、物理化

学性质、运输和包装方式等。对国内使用糖蜜的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在以上调

研的基础上，通过咨询专家和召开相关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对标准进行讨论，编写

完成标准的开题报告和标准文本初稿。 

（2） 2011 年 3 月 24 日，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标

准开题论证会。与会专家针对标准的题目和内容提出了修改建议，标准编制组针

对专家提出的建议对标准进行了修改，编写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行业概况 

2.1 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1） 糖蜜概述 

在工业制糖过程中，将提纯的甘蔗汁或甜菜汁蒸浓至带有晶体的糖膏，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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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机分出结晶糖后所余的母液，叫“糖蜜”。这种第一糖蜜中还含有多量蔗糖，

可重复上法而得是第二、第三糖蜜等。最后得到一种母液，是一种粘稠、黑褐色、

呈半流动的物体，无法再蒸浓结晶、但仍含有较多糖，称废糖蜜，一般也单称糖

蜜。 

糖蜜按原料来源主要分为甘蔗糖蜜、甜菜糖蜜、柑橘糖蜜和玉米糖蜜。糖蜜

含有少量粗蛋白质，一般为3%-6%，多属于非蛋白氮类，如氨、酰胺及硝酸盐等，

而氨基酸态氮仅占38%-50%，且非必需氨基酸如天门冬氨酸、谷氨酸含量较多，

因此蛋白质生物学价值较低。糖蜜的主要成分为糖类，甘蔗糖蜜含蔗糖约

24%-36%，其他糖约12%-24%；甜菜糖蜜所含糖类几乎全为蔗糖，约47%之多。

此外无氮浸出物中还含有3%-4%的可溶性胶体，主要为木糖胶、阿拉伯糖胶和果

胶等。糖蜜的矿物质含量较高，约8%-10%，但钙、磷含量不高，甘蔗糖蜜又高

于甜菜糖蜜。矿物元素中钾、氯、钠、镁含量高，因此糖蜜具有轻泻性。一般糖

蜜维生素含量低，但甘蔗糖蜜中泛酸含量较高，达37mg/kg。 

 

（2） 糖蜜的利用现状 

糖蜜属于制糖工业的副产品，其组成因制糖原料、加工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

其中主要含有大量可发酵糖(主要是蔗糖)，因而是很好的发酵原料。糖蜜可用作

酵母、味精、有机酸等发酵制品的底物或基料，也可用作某些食品的原料和动物

饲料。由于糖蜜的价格低廉，且资源化利用工艺简单，因此在化工、轻工、食品

和医药等行业中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目前糖蜜的主要利用方式分两类：一是初级利用，即直接利用；二是深度利

用，即从中提取有效成分或作为发酵原料生产发酵制品和生物制品。 

①初级利用 

所谓初级利用，就是糖蜜经过简单处理或不处理，直接作为原料或辅料加以

利用。该途径的特点是产品附加值低，而且没有发酵废液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在国外广泛应用。由于糖蜜不仅是一种能量原料，还具有消化吸收快，提高

适口性，降低粉尘，提高颗粒质量等优点，在欧美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

区，糖蜜被当作一种物美价廉的饲料原料，使用非常普遍。如直接作为饲料添加

剂，与甜菜废粕、草料等混合喂养牛羊等牲畜；或者在配合饲料中添加糖蜜，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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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家禽。在我国，由于对糖蜜缺乏必要的了解和饲养习惯方面的原因，糖蜜在饲

料加工中的使用非常有限。 

②回收有效成分 

糖蜜中的大量有价值的成分如蔗糖、棉实糖、甜菜碱、焦糖色素等，可以采

取各种手段从糖蜜中提取出来，加以利用。 

回收蔗糖：糖蜜中未结晶出的蔗糖加以回收，不仅可以提高糖产量，为糖厂

增加经济效益，同时也减少了糖蜜量，从而减轻了环境污染。但是这种方式的技

术含量较高、设备投资大。 

制备液体糖和红糖粉：利用糖蜜制备液体糖和红糖粉是较为成功的可以更简

单的利用糖蜜中的糖分的方法。液体糖含还原糖多，除可直接食用外，还可以作

为食品、饮料和制药工业的原料。利用糖蜜生产的液体糖具有独特的风味，生产

成本低，能耗少，工艺简单。而以原糖和处理后的糖蜜为原料配合生产红糖份，

可以提高糖蜜的利用率在30%以上。 

制取焦糖色素：以糖为原料生产焦糖色素有两种工艺路线，一是通过高温使

糖进行焦糖化反应，二是使糖与氨化合物进行反应。由于后者要求的反应温度较

低，反应时间较短，因此使用更为广泛。以糖蜜为原料生产焦糖色素主要采用氨

法，由于原料成本低，工艺简单，环境污染小，应用价值高。 

提取甜菜碱：甜菜碱是一种季铵型水溶性生物碱，在新陈代谢中起着重要作

用，广泛应用于医药、精细化工、饲料等领域。甜菜碱的制备方法有两种，即从

糖蜜中提取和化学合成，其中从糖蜜中提取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③生产发酵制品 

糖蜜中含有大量的糖、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维生素、纤维素、胺类等，是

微生物进行发酵的理想复合原料。 

酒精：糖蜜发酵生产酒精是目前糖蜜资源化利用的主要途径之一。资料显示，

2004年我国酒精产量为232.34万吨，其中糖蜜酒精占11.35%。糖蜜酒精的生产工

艺包括：间歇发酵工艺、双流加连续发酵工艺和固体化酵母连续发酵工艺。同传

统酒精发酵工艺相比，固定化酵母应用在糖蜜酒精发酵中，具有发酵周期短、设

备利用率高、杂菌污染少、发酵率高、生产成本低等优点。但是糖蜜酒精废液处

理是一个难题，该废液属于特高浓度有机废水，CODcr含量在80000-1700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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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含量在40000-70000mg/L，硫酸根为5000-8000 mg/L。废液中除了含有大量

固体悬浮物外，还含有较高浓度的糖类、果胶和蛋白质等溶解性有机污染物。 

氨基酸：糖蜜发酵生产的氨基酸类产品主要有：谷氨酸（味精）、赖氨酸、

L-亮氨酸等。利用糖蜜生产谷氨酸比用淀粉类粮食作物生产谷氨酸具有生产成本

低的优势，而且不经水解就可以直接发酵提取谷氨酸，工艺简单，发酵率高，尤

其甜菜糖蜜的发酵率更高。上世纪80年代，糖蜜酒精已成为世界味精生产的主趋

势，并占领和垄断了世界味精市场。但在糖蜜味精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高浓度

有机废水，由于污染治理等环保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使糖蜜发酵生产味精的工艺

未能加以推广和达到普遍工业化。 

④生产生物制品 

糖蜜生产的生物制品主要包括酵母及其深加工产品，如：活性干酵母、食用

（药用）酵母、酵母抽提物、单细胞蛋白、核糖核酸（RNA）和虾青素等。由于

糖蜜中除含有糖分外，还含有酵母菌体生长繁殖所需的生物素及氮、磷、钾和微

量元素，因此，糖蜜生产酵母及其深加工产品是发酵行业公认的最好途径之一，

国内外90%的酵母产品都是用糖蜜生产的。与甜菜糖蜜、淀粉水解糖等相比，甘

蔗糖蜜含有更丰富的、更适宜酵母生长的有利成分，被认为是制造酵母的最好原

料。 

糖蜜生产的酵母产品主要包括面包酵母、食用（药用）酵母和饲料酵母，其

中高位的面包酵母和食用（药用）酵母是糖蜜酵母的主流产品。生产一吨酵母大

约消耗5.6吨糖蜜与生产酒精相似。但是，在目前糖蜜价格提高的情况下，糖蜜

生产酒精竞争优势已不明显，而糖蜜生产酵母产品的市场前景却非常乐观。 

 

（3） 行业规模现状 

目前我国进口的糖蜜主要用作生产酒精、酵母、味精、酱油、饲料、肥料等

的原料。进口废糖蜜主要是因为与国内同类糖蜜相比，进口糖蜜的质量好、价格

低，有较好的回收利用价值；国内制糖生产受气候的影响，糖蜜原料的产生季节

较短，大约只有4个月，企业一次性足量购买全年的生产原料在贮存、保质、流

通资金等方面存在一些困难，为了企业的连续生产，有一定的进口需求。 

我国2003年-2008年申请进口糖蜜的企业和数量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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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年-2008年我国申请进口糖蜜的企业和进口数量 

申请年度 申请企业 批准进口数量（万吨）

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 2 
珠海市斗门益力味精有限公司 6 2003 
广东中能酒精有限公司 9 
烟台马利酵母有限公司 1.2 
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 2 
海南华昱有机肥开发有限公司 7 
珠海市斗门益力味精有限公司 9.5 
泰兴金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0 

2004 

广东中能酒精有限公司 15 
烟台马利酵母有限公司 0.54 
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 2 
海南华昱有机肥开发有限公司 5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蒲庙造纸厂 3 

2005 

广东中能酒精有限公司 10.3 
烟台马利酵母有限公司 1.2 
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 2.0 
海南华昱有机肥开发有限公司 5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10 

2006 

广东中能酒精有限公司 12 
烟台马利酵母有限公司 1.2 

2007 
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 2.0 
烟台马利酵母有限公司 1.2 

2008 
乐斯福(明光)有限公司 3.5 

 

（4） 行业内企业概况 

我国进口糖蜜（甘蔗糖蜜）的主要企业概况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进口甘糖蜜的企业概况 

序号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污染防治设施 

1 
广东中能酒精

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000万元，占地15万平

方米，职工220人。年利用废糖蜜

18万吨，制造酒精。 

废液浓缩后燃烧产生蒸汽

用于发电。 

2 
海南华昱有机

肥开发有限公

司 

项目总投资5940万元，占地50亩，

职工143人。废糖蜜用于制造有机

复合肥料。 

恶臭废气经碱液吸收净化

排放。废水用于农田。 

3 
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蒲庙

造纸厂 

2002年投产，占地33.3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12000万元，职工200人，

生产酒精。年加工糖蜜13.5万吨。

烟尘经静电除尘、二氧化硫

脱硫后排放。废液经浓缩沉

淀，焚烧，部分利用生产复

合肥。 
4 乐斯福（明光） 外商投资企业，1999年成立，注 设有污水处理站，生物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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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册资金820万美元，占地46600平
方米，职工150人。废糖蜜用于生

产酵母。 

理，再经脱色排放。废气采

用水膜除尘。废渣外售作建

筑材料。 

5 
烟台马利酵母

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1995年成立，占地

14680平方米，职工166人，年生

产能力8000吨。废糖蜜用于生产

酵母。 

生物法处理废水。污水经处

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处

理厂，污泥脱水用于建筑材

料。 

 

（5） 我国进口主要糖蜜类型 

目前世界上制糖的主要原料是甘蔗和甜菜。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甘蔗制糖

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用甜菜制糖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原料不同，

但甘蔗糖和甜菜糖在品质上并没有大的差别。受气候因素影响，我国甘蔗糖产区

多半在南方，甜菜糖产区主要在北方。由于甘蔗糖的生产成本较低，且亩产多，

而甜菜的种植效益及糖厂效益偏低，因此甘蔗糖产量逐年增加，而甜菜糖产量逐

年减少。 

在我国甜菜糖业发展的初期（20世纪50年代），我国甜菜糖的产量约占全国

产糖总量的20%左右；在1991-1992制糖期，我国甜菜糖的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166.6万吨，占总产糖量的21%。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食糖产量增加，市场

供应充足，糖价走低，生产甜菜糖无利可图甚至损失惨重。受此影响，我国甜菜

糖年产量逐年减少，特别是近年来受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改种其他农产品的影

响，北方甜菜大幅度减产。图1为我国甘蔗糖和甜菜糖的产量。从近十几年食糖

产量看，我国食糖产量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其中甘蔗糖和甜菜糖产量分别

在1998/1999、2002/2003、2008/2009榨季达到峰值。另外，甘蔗糖产量逐年增加，

其产量占全国食糖总量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数据显示，1999/2000榨季我国甘

蔗糖产量占全国食糖总量的比重为90.37%，甜菜糖比重为9.63%；2009/2010榨季

甘蔗糖产量占比重达到94.41%，甜菜糖占比重则下降至5.59%。由于甘蔗糖蜜的

产量和总糖分含量均高于甜菜糖蜜，因此国内用于发酵的废糖蜜主要是甘蔗糖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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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甘蔗糖和甜菜糖的产量（数据来源：中国糖业协会） 

我国环保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和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限制

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中，废糖蜜类包括海关编号为1703.1000.00

的甘蔗糖蜜和1703.9000.00的其他糖蜜。但实际上我国从2003年开始审批进口废

糖蜜以来，实际进口的糖蜜只有甘蔗糖蜜，进口量在20万吨左右，远低于审批量。

主要原因是甘蔗糖蜜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盛产甘蔗的国家如泰

国、越南等国家产生的废糖蜜大量出口，主要被法国、德国、荷兰的三大公司收

购囤积，用于生产酒精、味精、肥料、酵母、饲料的原料。我国进口的废糖蜜主

要是从欧洲三大公司所辖的企业获得进口，只有价格在不超过每吨100美元时才

能有利润。而在其他糖蜜中，甜菜主要分布在温度较低的地区，如欧洲、我国新

疆等地，目前甜菜糖蜜产生量较少，价格也相对更高，因此企业很难通过利用进

口甜菜糖蜜获得利润。 

柑橘加工后要排出占原料总重量一半左右的皮渣，鲜柑橘皮渣中含有大约

5%的糖分。将皮渣与一定的石灰相混合，将富含果胶的皮渣硬化后压榨，得到

的汁水经浓缩而制得柑橘糖蜜。我国柑橘年产量已近1000万吨，居世界第三位。

但由于国内柑橘加工业落后，综合利用程度低，进口需求不大。 

 

2.2 行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概况 

国外糖蜜利用主要用于饲料、氨基酸、核酸、酒精、酵母、分离提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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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糖厂每年产生约100万吨糖蜜，其中约40%出口，约40%在国内

出售作为饲料原料。其余用来作为酒精厂生产工业酒精、兰姆酒和二氧化碳的原

料。 

澳大利亚在麦凯建有一间年产6000吨的面包酵母厂，利用本地产糖蜜作为原

料，生产能力规划扩大为年产10000吨。该工艺酵母分离后排出的副产品也出售

给本地蔗农。 

（2）南非 

南非的糖蜜利用情况是1/3用于制饲料，1/3出口，1/3用于各种形式的综合利

用。南非仅有一家糖厂使用糖蜜生产酒精。废水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农田，或用

废液做成粘泥坝。 

（3）印度 

印度糖蜜主要用于生产酒精，但其酒精的一半左右用于生产下游化学品。印

度也已经开始有使用糖蜜生产酵母、柠檬酸、草酸、甘油以及丙酮等产品的企业，

少数企业规划使用糖蜜作牛饲料、铺路用表面活性剂等。 

设在印度A jinkyaatara的阿法拉伐公司的连续发酵酒精生产设备的生产能力

为30,000升/天，还有一个可以排放酒精厂废液的蔗渣堆场。该公司中还有用糖蜜

为原料的乳酸生产中试车间。 

印度有285家酒精厂将糖蜜作为主要原料生产乙醇，有两家厂用糖蜜生产柠

檬酸，3家厂用糖蜜生产乳酸，还有两家糖厂用糖蜜生产麻黄素。酒精废液既可

以用在生物工艺中生产沼气，又可以与滤泥混合堆肥。 

（4）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1999/2000年产糖量270万吨，糖蜜产量约为81万吨。其中约85%用

于出口，少量制饲料，其余制酒精。有5家酒精厂附属于糖厂，生产96%的工艺

酒精（v/v），年出口酒精6000多万升。 

（5）美国 

美国1992/1993年生产的几乎一半的甜菜糖蜜，用色层分离法进行脱糖，增

加了糖产量约25万吨。2000年，美国新建的一家甜菜糖蜜提糖厂投入生产运行，

年产糖1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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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 

1984年日本共利用糖蜜81万吨，其中24.1%用于生产酒精，34.3%用于生产

氨基酸和核酸，9%用于生产酵母。 

（7）越南 

越南近年来所产糖蜜全部出口。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制订本标准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体现环境

保护标准体系完整性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进口废物进行

倾倒、堆放、处置，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或者不能以无害化方式利用的固体废

物，禁止进口列入禁止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进口废物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并经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这些规定体现了进口废物管理的基本

要求，控制不符合要求的废物进口是其基本出发点，具体的衡量准则是应满足我

国标准的要求。 

进口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是针对境外废物这一特定对象而设定的，由于进

口废物与国内废物产生过程和环节不同，管理的主体也有不同，因此，国内已有

的废物标准并不能完全覆盖进口废物的管理过程。 

废物进口后的国内运输、贮存和利用过程毫无疑问应符合我国各项环境保护

标准的要求，但在入关前，国内废物标准就难以对进口废物产生效用，如果这样，

就出现了控制“真空”，不符合固体废物全过程管理原则，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

题。例如可能导致进口“洋垃圾”，可能导致大量利用价值很小的废物进口，导

致监管中的许多纠纷发生，使国家形象受损。因此，制定进口废物环境保护控制

标准对于弥补进口环节标准的不足和完善固体废物管理的标准体系的作用是巨

大的。 

目前，我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进口废物控制管理措施，环保、海关、检验检

疫等部门共同把关废物进口，各部门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尤其是环境保护控

制标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依据，不但是环保部门进行进口废物项目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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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的技术依据，也是口岸检验部门的判定废物是否合格的直接依据，也是

海关执法部门和技术（归类）部门的依据，还是企业把关废物质量的依据。因此，

从进口监管环节来看，制定进口糖蜜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3.2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中的环保要求 

我国对于从事进口废物的企业实行的是严格的准入管理。除制订《禁止进口

货物目录》、《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外，在《废物进口环境保

护管理暂行规定》(环控［1996］204号)中提出了详细的环保要求，主要包括： 

1、禁止进口境外废物在境内倾倒、堆放、处置。限制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

废物，确有必要进口的，必须按本规定执行。 

2、国家环境保护局对全国废物进口实施监督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对本辖区内进口废物实施监督管理，并有权对从事

进口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3、申请进口废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进口废物作原料利用的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并具有利

用进口废物的能力和相应的污染防治设备； 

(2)申请进口的废物已被列入《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 

4、申请进口废物的单位或者废物利用单位，必须对拟进口作原料利用的废

物及其贮存、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价，编制《进口废物环境风险

报告书》，并按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有关规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5、国家环境保护局签发的《进口废物批准证书》有效期为一年。 

6、废物进口单位和废物利用单位必须就每季度进口的废物填写《进口废物

报告单》(附件四)，报废物利用单位所在地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废物利

用单位必须按照《进口废物环境风险报告书》或者《进口废物环境风险报告表》

的要求，防治进口废物污染环境。 

7、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在对进口的废物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发现可能污染环

境的问题，应及时通知和移交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海关依法处理。 

8、建设利用进口废物作原料的加工生产项目的，建设单位必须进行环境风

险评价，编制《进口废物环境风险报告书》，并经建设项目所在地市级和省级环

 10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国家环境保护局审查。 

9、凡申请从事附件一所列废物进口、经营或者加工利用的企业，必须提交

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批准文件，未提交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批准文件的，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不予核准登记。本规定施行之前已从事进口废物经营活动的企业，必须按

照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5〕54号文件的规定，向国家环境保护局申请补办审

批手续。 

10、进口废物必须符合我国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废物进口单位与境外贸

易关系人签订的进口废物合同中，必须订明进口废物的品质和装运前检验条款，

注明严禁夹带生活垃圾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控制的

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约定进口废物必须由中国商检机构或国家商检局指定或认

可的其他检验机构实施装运前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装运。 

11、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废物，应持国家环境保护局签发的《进口废物

批准证书》向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 

12、转让或者倒卖国家环境保护局《进口废物批准证书》的，由国家环境保

护局吊销《进口废物批准证书》，并暂停或者取消其废物进口、加工利用的资格。 

 

3.3 行业发展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 

糖蜜的资源化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环境污染是其排放的废水。该废水属

于极高浓度的酸性有机废水，直接排放水体将会大量消耗水体的溶解氧，对水环

境污染极大。 

 

4 行业产排污情况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4.1 行业对进口糖蜜的要求 

进口废糖蜜应有相对稳定的质量。进口废糖蜜为棕黄色至黄褐色的均匀浓稠

液体，应该保证无异臭味，无发酵现象。质量保证的指标包括：微生物数量、酸

度、糖分、锤度、纯度、水分、灰分、铜含量等，同时原料中不含砂土、浮渣和

有害物质。由此看出，进口糖蜜的质量要求非常重要，基于甘蔗糖蜜的产生过程

和形态特点，存在容易变质、腐败的现象。我国已发布甘蔗糖蜜的行业标准，主

要目的是保证国内制糖厂产生的糖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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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国进口的糖蜜主要集中在湛江的中能酒精有限公司。该厂主要利

用进口糖蜜生产食用酒精。酒精生产中对糖蜜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微生物超标

或太少都不利于发酵工艺，因此，控制原料和生产的酸碱度非常重要。同时，生

产中只有部分原料转化成酒精，原料的转化效率是有限的，还要产生大量废液、

废水，高浓度的液体通过进一步浓缩后焚烧排放，废水经过处理后排放。利用甘

蔗糖蜜的环境保护要求非常高，否则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上述特点决定了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糖蜜应该有相应的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否则，一旦进口不符合要

求的废糖蜜，不能获得利用价值，还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相当于处置境外的废

糖蜜。 

 

4.2 行业排污现状 

糖蜜的资源化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环境污染是其排放的废水。该废水具

有如下特点： 

（1）有机物浓度高，CODcr为8～12万mg/L，BOD5为4～6万mg/L； 

（2）固形物含量高达10%～20%，能干化回收，但粘性大，附加值低；含

大量有机质、蛋白质、维生素、N、P、K等； 

（3）pH值3.5～4.5，含有无机酸及有机酸，腐蚀性强； 

（4）色度高，含有类黑色素，难以用物化、生化方法去除。 

由此可见，该废水属于极高浓度的酸性有机废水，直接排放水体将会大量消

耗水体的溶解氧，对水环境污染极大。目前国内糖蜜发酵废水的资源化处理方式

主要有利用废水生产生物制品、土地回用和浓缩干化处理；还可以采用絮凝法、

厌氧处理法、厌氧-好氧处理法、厌氧-光合细菌处理法等技术来处理该类废水；

此外，还可以采用焚烧法处理含高浓度有机物的废液。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中海关商品编号为

1703.1000.00的甘蔗糖蜜和海关商品编号为1703.9000.00的其他糖蜜的进口管理。 

本标准与GB16487.1-13的13项标准一起，构成了我国针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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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的环境管理标准体系。 

 

5.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主要包括了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控制标准与要

求和检验五个章节。 

由于甘蔗糖蜜是我国目前进口的主要类型糖蜜，因此本标准中还专门针对进

口用作原料的甘蔗糖蜜的质量和检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5.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采用的术语和定义包括糖蜜和夹杂物。糖蜜的定义是根据文献综合

出来的。夹杂物的定义是参考《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GB 16487）系列标准中的定义制订的。 

 

5.4 污染物项目的选择 

（1） 体现进口废糖蜜的特点 

糖蜜与其他允许进口的废物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形态，糖蜜是粘

稠状的形态，与其他允许进口固态废物明显不同，形态上的不同导致其收集过程、

包装、运输装卸、贮存方式不同。其实是产生过程不同，其他固态废物主要是回

收的废碎料、报废产品、生产中的残次品等，而糖蜜是制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

产物，来自生产工艺过程。再次是糖蜜的物理化学性质与其他固态的废物不同，

物理化学性质决定了糖蜜质量、保存期限等有严格的要求，要没有异臭味、无发

酵现象、微生物数量及酸度合格、含糖量达到一定的比例、纯度超过一定比例、

原料中不含砂土和浮渣、不含有害于发酵作用的油类、化学物质等。 

因此，进口可用作原料的糖蜜的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应体现对其质量的要求，

指标项包括水份、灰分、微生物、糖份、铜、酸度等。这些指标要求应和国内对

于糖蜜的质量要求是一致的。 

（2） 借鉴已颁布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基本

原则 

已经颁布的13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污染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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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容基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控制放射性废物和污染，二是控制夹杂的危险废

物，三是控制夹杂的一般固体废物，四是控制废物本身的一些特殊组成。控制的

指标限制程度分为“严禁夹杂和混有”、“严格限制”、“一般限制”三个层次。本

标准中也应体现上述基本原则，针对糖蜜的产生来源和本身的特性，也应该有所

区别。 

（3） 与国内现有糖蜜相关标准相协调 

我国现有与糖蜜相关的标准主要有轻工业联合会提出的轻工行业标准《甘蔗

糖蜜》（QB/T2684-2005），其中规定了甘蔗糖蜜的感官和质量要求，主要包括总

糖分、纯度、酸度、总灰分、铜含量和菌落总数。还规定了总糖分、锤度、酸度、

总灰分、铜和菌落总数的试验测定方法以及检验规则等内容。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总局于2006年发布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检验检疫

规程-甘蔗糖蜜》（SN/T 1791.2-2006）中规定了进口可用作原料甘蔗糖蜜的术语

和定义、要求、取样、检验检疫、结果判定和处置，本标准是专门为海关商品编

号为1703.1000.00甘蔗糖蜜的检验检疫而编制的。其中，对进口糖蜜提出了感官

要求和纯度、总灰分、铜含量与菌落总数的限量要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5年发布的《糖蜜检验规程》（SN/T 

1540-2005）中规定了进出口糖蜜取制样和品质检验的方法，该标准适用于甘蔗

糖蜜的品质检验。 

综上所述，根据进口可用作原料的糖蜜可能含有的污染物，确定本标准所需

要控制的污染物主要包括：①禁止混有的夹杂物的控制，如危险废物、放射性废

物；②严格限制类夹杂物的控制，如一般夹杂物、浮渣等；③感官要求；④基本

质量要求，如纯度、糖份、铜含量、细菌数等。 

 

5.5 污染物控制限值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为保证进口糖蜜的目的是将进口的糖蜜用作原料，而不会由于进口了有效成

分低、夹杂物含量高而造成处理国外的糖蜜或含糖废水，进而污染我国的环境。

本标准中根据我国现有与糖蜜相关的标准中的质量要求制定了与之保持一致的

污染物的控制限值，如对进口甘蔗糖蜜提出了感官和质量要求。同时，为和《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GB 16487）系列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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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了夹杂物和放射性核素的污染控制相关要求。 

 

5.6 监测要求 

本标准中污染物的监测与监督要求是根据我国现有与糖蜜相关的标准、与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GB 16487）系列标准中其他

标准的检测要求制定并与之保持一致的。因此，关于放射性的检测要求为按照《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放射性污染检验规程》（SN 0570）规定执行；关于危险废物

的检测要求为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规定的方法执行；关于甘

蔗糖蜜的感官和质量要求为按照《糖蜜检验规程》（SN/T 1540）规定的方法执行；

其他要求按照《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检验检疫规程-甘蔗糖蜜》（SN/T 1791.2）

规定执行。 

 

6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国外没有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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