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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３９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保护环

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２９８—２００７）
该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

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ＨＪ ／ Ｔ ２９８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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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相关法律和法规，加强危险废物管理，保

证危险废物鉴别的科学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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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中样品的采集和检测，以及检测结果的判断等过程的技术

要求。

本标准中的固体废物包括固态、半固态废物和液态废物 （排入水体的废水除外）。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不适用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应急

鉴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与本标准同效。凡是不注明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ＨＪ ／ Ｔ ２０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８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份样、份样数、份样量的定义参见 ＨＪ ／ Ｔ ２０ 的规定。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固体废物产生量：产生固体废物的装置按设计生产能力满负荷运行时所产生的固体废物量。

４ 样品采集

４１ 采样对象的确定

对于正在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确定的工艺环节采取样品。

４２ 份样数的确定

４２  １ 表 １ 为需要采集的固体废物的最小份样数。
表 １ 固体废物采集最小份样数

固体废物量 （以 ｑ 表示） ／ ｔ 最小份样数 ／个

ｑ≤５ ５

５ ＜ ｑ≤２５ ８

２５ ＜ ｑ≤５０ １３

５０ ＜ ｑ≤９０ ２０

固体废物量 （以 ｑ 表示） ／ ｔ 最小份样数 ／个

９０ ＜ ｑ≤１５０ ３２

１５０ ＜ ｑ≤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０ ＜ ｑ≤１ ０００ ８０

ｑ ＞ １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２  ２ 固体废物为历史堆存状态时，应以堆存的固体废物总量为依据，按照表 １ 确定需要采集的最
小份样数。

４２  ３ 固体废物为连续产生时，应以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按照表 １
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如果生产周期小于一个月，则以一个生产周期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

据。

样品采集应分次在一个月 （或一个生产周期）内等时间间隔完成；每次采样在设备稳定运行的

８ ｈ （或一个生产班次）内等时间间隔完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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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 固体废物为间歇产生时，应以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按照表 １
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如果固体废物产生的时间间隔大于一个月，以每次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

为依据，按照表 １ 确定需要采集的份样数。
每次采集的份样数应满足下式要求：

ｎ ＝
Ｎ
ｐ

式中： ｎ———每次采集的份样数；

Ｎ———需要采集的份样数；
ｐ——— 一个月内固体废物的产生次数。

４３ 份样量的确定

４３  １ 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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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规定的质量。

表 ２ 不同颗粒直径的固态废物的一个份样所需采取的最小份样量

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以 ｄ 表示） ／ ｃｍ 最小份样量 ／ ｇ

ｄ≤０ ５０ ５００

０ ５０ ＜ ｄ≤１ ０ １ ０００

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以 ｄ 表示） ／ ｃｍ 最小份样量 ／ ｇ

ｄ ＞ １ ０ ２ ０００

４３  ２ 半固态和液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应满足分析操作的需要。

４４ 采样方法

４４  １ 固体废物采样工具、采样程序、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参照 ＨＪ ／ Ｔ ２０ 的要求进行。

４４  ２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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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二次污染。

４４  ３ 固态、半固态废物样品应按照下列方法采集：

（１）连续产生
在设备稳定运行时的 ８ ｈ （或一个生产班次）内等时间间隔用勺式采样器采取样品。每采取一次，

作为一个份样。

（２）带卸料口的贮罐 （槽）装

应尽可能在卸除废物过程中采取样品；根据固体废物性状分别使用长铲式采样器、套筒式采样器

或者探针进行采样。

当只能在卸料口采样时，应预先清洁卸料口，并适当排出废物后再采取样品。采样时，用布袋

（桶）接住料口，按所需份样量等时间间隔放出废物。每接取一次废物，作为一个份样。

（３）板框压滤机
将压滤机各板框顺序编号，用 ＨＪ ／ Ｔ ２０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Ｎ 个板框作为采样单元采取样品。采

样时，在压滤脱水后取下板框，刮下废物。每个板框采取的样品作为一个份样。

（４）散状堆积
对于堆积高度小于或者等于 ０ ５ ｍ 的散状堆积固态、半固态废物，将废物堆平铺成厚度为

１０ ～ １５ ｃｍ的矩形，划分为 ５Ｎ 个 （Ｎ 为份样数，下同）面积相等的网格，顺序编号；用 ＨＪ ／ Ｔ ２０ 中
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Ｎ 个网格作为采样单元，在网格中心位置处用采样铲或锹垂直采取全层厚度的废
物。每个网格采取的废物作为一个份样。

对于堆积高度小于或者等于 ０ ５ ｍ的数个散状堆积固体废物，选择堆积时间最近的废物堆，按照
散状堆积固体废物的采样方法进行采取。

对于堆积高度大于 ０ ５ ｍ的散状堆积固态、半固态废物，应分层采取样品；采样层数应不小于 ２
层，按照固态、半固态废物堆积高度等间隔布置；每层采取的份样数应相等。分层采样可以用采样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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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机械钻探的方式进行。

（５）贮存池
将贮存池 （包括建筑于地上、地下、半地下的）划分为 ５Ｎ 个面积相等的网格，顺序编号；用

ＨＪ ／ Ｔ ２０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 Ｎ 个网格作为采样单元采取样品。采样时，在网格的中心处用土壤采样
器或长铲式采样器垂直插入废物底部，旋转 ９０°后抽出。每采取一次，作为一个份样。

池内废物厚度大于或等于 ２ｍ 时，应分为上部 （深度为 ０ ３ ｍ 处）、中部 （１ ／ ２ 深度处）、下部
（５ ／ ６ 深度处）三层分别采取样品；每层等份样数采取。

（６）袋、桶或其他容器装

将各容器顺序编号，用 ＨＪ ／ Ｔ ２０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Ｎ ＋ １）３ （四舍五入取整数）个袋作为采样

单元采取样品。根据固体废物性状分别使用长铲式采样器、套筒式采样器或者探针进行采样。打开容

器口，将各容器分为上部 （１ ／ ６ 深度处）、中部 （１ ／ ２ 深度处）、下部 （５ ／ ６ 深度处）三层分别采取样
品；每层等份样数采取。每采取一次，作为一个份样。

只有一个容器时，将容器按上述方法分为三层，每层采取 ２ 个样品。

４４  ４ 液态废物的样品采集

根据容器的大小采用玻璃采样管或者重瓶采样器进行采样。将容器内液态废物混匀 （含易挥发组

分的液态废物除外）后打开容器，将玻璃采样管或者重瓶采样器从容器口中心处垂直缓慢插入液面至

容器底；待采样管 （采样器）内装满液态废物后，缓缓提出，将样品注入采样容器。每采取一次，作

为一个份样。

５ 制样、样品的保存和预处理

采集的固体废物应按照 ＨＪ ／ Ｔ ２０ 中的要求进行制样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ＧＢ ５０８５ 中分析方法的
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

６ 样品的检测

６１ 固体废物特性鉴别的检测项目应依据固体废物的产生源特性确定。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过程可

以确定不存在的特性项目或者不存在、不产生的毒性物质，不进行检测。固体废物特性鉴别使用

ＧＢ ５０８５规定的相应方法和指标限值。

６２ 无法确认固体废物是否存在 ＧＢ ５０８５ 规定的危险特性或毒性物质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检测。
（１）反应性、易燃性、腐蚀性检测；
（２）浸出毒性中无机物质项目的检测；
（３）浸出毒性中有机物质项目的检测；
（４）毒性物质含量鉴别项目中无机物质项目的检测；
（５）毒性物质含量鉴别项目中有机物质项目的检测；
（６）急性毒性鉴别项目的检测。
在进行上述检测时，如果依据第 ６ １ 条规定确认其中某项特性不存在时，不进行该项目的检测，

按照上述顺序进行下一项特性的检测。

６３ 在检测过程中，如果一项检测的结果超过 ＧＢ ５０８５ 相应标准值，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为具有该
种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是否进行其他特性或其余成分的检测，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６４ 在进行浸出毒性和毒性物质含量的检测时，应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源特性首先对可能的主要毒

性成分进行相应项目的检测。

６５ 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的检测时，当同一种毒性成分在一种以上毒性物质中存在时，以分子量最

高的毒性物质进行计算和结果判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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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无法确认固体废物的产生源时，应首先对这种固体废物进行全成分元素分析和水分、有机分、

灰分三成分分析，根据结果确定检测项目，并按照第 ６ ２ 条规定进行检测。
６７ 根据第 ６ １、６ ４、６ ６ 条规定确定固体废物特性鉴别检测项目时，应就固体废物的产生源特性
向与该固体废物的鉴别工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业专家咨询。

７ 检测结果判断

７１ 在对固体废物样品进行检测后，如果检测结果超过 ＧＢ ５０８５ 中相应标准限值的份样数大于或者
等于表 ３ 中的超标份样数下限值，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危险特性。

表 ３ 分析结果判断方案

份 样 数 超标份样数下限

５ １

８ ３

１３ ４

２０ ６

份 样 数 超标份样数下限

３２ ８

５０ １１

８０ １５

１００ ２２

７２ 如果采取的固体废物份样数与表 ３ 中的份样数不符，按照表 ３ 中与实际份样数最接近的较小份
样数进行结果的判断。

７３ 如果固体废物份样数大于 １００，应按照下列公式确定超标份样数下限值：

Ｎ限 ＝
Ｎ × ２２
１００

式中：Ｎ限———超标份样数下限值，按照四舍五入法则取整数；
Ｎ———份样数。

８ 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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