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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７）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牛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物品编码中心、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

品管理技术中心、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院、浙江大学、宁波甬标物品编码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市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红狮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明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建材（北京）环保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伟宇运输有限公司、衢

州千慧物流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运输物流信息服务中心、浙江天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骏、赵志强、沈东升、丁炜、刘建国、施华栋、李春萍、党玺、周强、吴芬、甄胜利、

朱跃峰、程璐璐、吴健、谭邦瀚、戴震、王浙明、宋丽红、左爱兵、泥卫东、吴伟祥、佟强、余小燕、刘若微、

沈国庆、杨函、俞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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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储运单元编码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储运单元的编码原则、编码规则、载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非罐车装和非散装危险废物管理流程中，产废单位、贮存单位、运输单位、处置单位、

监管单位等对危险废物管理的信息处理、实时监控和追踪溯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５０８５．７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ＧＢ／Ｔ７０２７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ＧＢ１２９０４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ＧＢ／Ｔ１５４２５　商品条码　１２８条码

ＧＢ／Ｔ１６８２８　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

ＧＢ／Ｔ１８３４８　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ＧＢ／Ｔ２３７０４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５０８５．７、ＧＢ１２９０４和ＧＢ／Ｔ１６８２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危险废物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犪狊狋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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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性、毒

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及不排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废物。

３．２　

危险废物储运单元　犱犻狊狆犪狋犮犺狌狀犻狋狅犳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犪狊狋犲

用于收集、贮存、运输危险废物的包装单元。

注：储运单元仅包含一个容器的单元，不包含混装、组合包装等单元。

３．３　

应用标识符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狉；犃犐

标识数据含义与格式的字符，由２位～４位数字组成。

［ＧＢ／Ｔ１６９８６—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４　编码原则

危险废物储运单元编码应遵循ＧＢ／Ｔ７０２７中规定的唯一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原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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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编码规则

５．１　代码结构

危险废物储运单元代码由３段２８位数字构成，组成结构见图１，其中：第一段为参与方位置码，１３

位数字；第二段为危险废物代码，８位数字；第三段为容器代码，７位数字。

图１　危险废物储运单元代码结构

５．２　参与方位置码

参与方位置码用于对危险废物产出位置进行唯一标识，为１３位数字，结构详见ＧＢ／Ｔ１６８２８。

５．３　危险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代码为８位数字，采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代码数字部分，见附录Ａ。

５．４　容器代码

容器代码分为三段，代码结构见图２。

图２　容器代码结构

　　容积代码为１位数字，见表１。

表１　容积代码

代码 容积

１ ≤２５Ｌ

２ ５０Ｌ

３ ２００Ｌ

４ １０００Ｌ

９ 其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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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质指容器的主要材质，代码为１位数字，见表２。

表２　材质代码

代码 材质

１ 金属

２ 塑料

３ 复合材料

９ 其他材质

　　容器序号表示同一材质代码、同一容积代码下的序号，为５位数字。

６　载体要求

６．１　一般要求

危险废物储运单元代码载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采用一维条码、二维条码、射频标签等载体；

———采用一维条码时，选用ＧＢ／Ｔ１５４２５规定的条码，符合ＧＢ／Ｔ１８３４８中的要求，参见附录Ｂ中

Ｂ．１；

———采用二维条码时，选用具有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码制，符合 ＧＢ／Ｔ２３７０４中的要求，参见

Ｂ．２；

———采用射频标签时，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标签，标签表面应有清晰的、与标签内容

一致的标识代码；

———载体应牢固地粘贴、挂拴或喷印在容器外表面，直至管理周期结束。

６．２　应用标识符

当采用一维条码或二维条码作为数据载体时，危险废物储运单元代码应结合相应的应用标识符来

表示。其中，参与方位置码的应用标识符为“４１４”；废物代码的应用标识符为“９０”；容器代码的应用标识

符为“２５４”。见表３。

表３　包含应用标识符的危险废物储运单元代码结构

ＡＩ 含义 代码

４１４ 参与方位置码 Ｎ１Ｎ２Ｎ３Ｎ４Ｎ５Ｎ６Ｎ７Ｎ８Ｎ９Ｎ１０Ｎ１１Ｎ１２Ｎ１３

９０ 危险废物代码 Ｍ１Ｍ２Ｍ３Ｍ４Ｍ５Ｍ６Ｍ７Ｍ８

２５４ 容器代码 Ｍ９Ｍ１０Ｍ１１Ｍ１２Ｍ１３Ｍ１４Ｍ１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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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危险废物名录代码表

危险废物名录代码见表Ａ．１，其中危险特性包括腐蚀性（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ｉｔｙ，Ｃ）、毒性（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Ｔ）、易燃

性（Ｉｇｎ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反应性（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和感染性（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表犃．１　危险废物名录代码表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０１

医疗废物

卫生

非特定行业

８３１００１０１ 感染性废物 Ｉｎ

８３１００２０１ 损伤性废物 Ｉｎ

８３１００３０１ 病理性废物 Ｉｎ

８３１００４０１ 化学性废物 Ｔ

８３１００５０１ 药物性废物 Ｔ

９００００１０１ 为防治动物传染病而需要收集和处置的废物 Ｉｎ

ＨＷ０２

医药废物

化学药品

原料药制造

化学药品

制剂制造

兽用药品制造

２７１００１０２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７１００２０２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

废物
Ｔ

２７１００３０２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脱色过滤介质 Ｔ

２７１００４０２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剂 Ｔ

２７１００５０２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的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Ｔ

２７２００１０２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药提纯精制、再加工产

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７２００２０２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药提纯精制、再加工产

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Ｔ

２７２００３０２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脱色过滤介质 Ｔ

２７２００４０２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剂 Ｔ

２７２００５０２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产品及原料药 Ｔ

２７５００１０２
使用砷或有机砷化合物生产兽药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

理污泥
Ｔ

２７５００２０２
使用砷或有机砷化合物生产兽药过程中蒸馏工艺产生

的蒸馏残余物
Ｔ

２７５００３０２
使用砷或有机砷化合物生产兽药过程中产生的废脱色

过滤介质及吸附剂
Ｔ

２７５００４０２ 其他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７５００５０２ 其他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脱色过滤介质及吸附剂 Ｔ

２７５００６０２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反应基和培养基废物 Ｔ

２７５００７０２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剂 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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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０２

医药废物

兽用药品制造

生物药品制造

２７５００８０２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产品及原料药 Ｔ

２７６００１０２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

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７６００２０２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

产生的废母液、反应基和培养基废物（不包括利用生物

技术合成氨基酸、维生素过程中产生的培养基废物）

Ｔ

２７６００３０２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

产生的废脱色过滤介质（不包括利用生物技术合成氨基

酸、维生素过程中产生的废脱色过滤介质）

Ｔ

２７６００４０２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

产生的废吸附剂
Ｔ

２７６００５０２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

产生的废弃产品、原料药和中间体
Ｔ

ＨＷ０３

废药物、药品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０２０３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

汰、伪劣的药物和药品（不包括 ＨＷ０１、ＨＷ０２、９００９９９

４９类）

Ｔ

ＨＷ０４

农药废物

农药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３００１０４
氯丹生产过程中六氯环戊二烯过滤产生的残余物；氯丹

氯化反应器的真空汽提产生的废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２０４ 乙拌磷生产过程中甲苯回收工艺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３００３０４
甲拌磷生产过程中二乙基二硫代磷酸过滤产生的残

余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４０４
２，４，５三氯苯氧乙酸生产过程中四氯苯蒸馏产生的重馏

分及蒸馏残余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５０４
２，４二氯苯氧乙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２，６二氯苯酚残

余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６０４

乙烯基双二硫代氨基甲酸及其盐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过滤、蒸发和离心分离残余物及废水处理污泥；产品研

磨和包装工序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地面清扫

废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７０４

溴甲烷生产过程中反应器产生的废水和酸干燥器产生

的废硫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剂和废水分离器产

生的废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８０４ 其他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６３００９０４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与反应罐及容器清洗废液 Ｔ

２６３０１００４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滤料和吸附剂 Ｔ

２６３０１１０４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３０１２０４ 农药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过期原料及废弃产品 Ｔ

９００００３０４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

劣的农药产品
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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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０５

木材防腐剂

废物

木材加工

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使用五氯酚进行木材防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以及木材防腐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沾染该防腐剂的废弃

木材残片

Ｔ

２０１００２０５

使用杂酚油进行木材防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以及木材防腐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沾染该防腐剂的废弃

木材残片

Ｔ

２０１００３０５

使用含砷、铬等无机防腐剂进行木材防腐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处理污泥，以及木材防腐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沾染该

防腐剂的废弃木材残片

Ｔ

２６６００１０５
木材防腐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反应残余物、废弃滤

料及吸附剂
Ｔ

２６６００２０５ 木材防腐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６００３０５
木材防腐化学品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产品及过

期原料
Ｔ

９００００４０５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

劣的木材防腐化学品
Ｔ

ＨＷ０６

废有机溶剂

与含有机

溶剂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４０１０６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或萃取剂使用后废弃的含卤素

有机溶剂，包括四氯化碳、二氯甲烷、１，１二氯乙烷、１，２

二氯乙烷、１，１，１三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Ｔ，Ｉ

９００４０２０６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或萃取剂使用后废弃的有毒有

机溶剂，包括苯、苯乙烯、丁醇、丙酮
Ｔ，Ｉ

９００４０３０６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或萃取剂使用后废弃的易燃易

爆有机溶剂，包括正己烷、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

二甲苯、１，２，４三甲苯、乙苯、乙醇、异丙醇、乙醚、丙醚、

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酸丁酯、苯酚

Ｉ

９００４０４０６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或萃取剂使用后废弃的其他列

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有机溶剂
Ｔ／Ｉ

９００４０５０６
９００４０１０６中所列废物再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

炭及其他过滤吸附介质
Ｔ

９００４０６０６
９００４０２０６和９００４０４０６中所列废物再生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废活性炭及其他过滤吸附介质
Ｔ

９００４０７０６
９００４０１０６中所列废物分馏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高沸物

和釜底残渣
Ｔ

９００４０８０６
９００４０２０６和９００４０４０６中所列废物分馏再生过程中

产生的釜底残渣
Ｔ

９００４０９０６
９００４０１０６中所列废物再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

理浮渣和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

９００４１００６
９００４０２０６和９００４０４０６中所列废物再生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处理浮渣和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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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０７

热处理

含氰废物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３３６００１０７ 使用氰化物进行金属热处理产生的淬火池残渣 Ｔ

３３６００２０７ 使用氰化物进行金属热处理产生的淬火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０３０７ 含氰热处理炉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内衬 Ｔ

３３６００４０７ 热处理渗碳炉产生的热处理渗碳氰渣 Ｔ

３３６００５０７
金属热处理工艺盐浴槽釜清洗产生的含氰残渣和含氰

废液
Ｒ，Ｔ

３３６０４９０７ 氰化物热处理和退火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残渣 Ｔ

ＨＷ０８

废矿物油与

含矿物油

废物

石油开采

天然气开采

精炼石油

产品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０７１００１０８ 石油开采和炼制产生的油泥和油脚 Ｔ，Ｉ

０７１００２０８
以矿物油为连续相配制钻井泥浆用于石油开采所产生

的废弃钻井泥浆
Ｔ

０７２００１０８
以矿物油为连续相配制钻井泥浆用于天然气开采所产

生的废弃钻井泥浆
Ｔ

２５１００１０８
清洗矿物油储存、输送设施过程中产生的油／水和烃／水

混合物
Ｔ

２５１００２０８

石油初炼过程中储存设施、油水固态物质分离器、积水

槽、沟渠及其他输送管道、污水池、雨水收集管道产生的

含油污泥

Ｔ，Ｉ

２５１００３０８
石油炼制过程中隔油池产生的含油污泥，以及汽油提炼工

艺废水和冷却废水处理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

２５１００４０８ 石油炼制过程中溶气浮选工艺产生的浮渣 Ｔ，Ｉ

２５１００５０８ 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溢出废油或乳剂 Ｔ，Ｉ

２５１００６０８ 石油炼制换热器管束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污泥 Ｔ

２５１０１００８ 石油炼制过程中澄清油浆槽底沉积物 Ｔ，Ｉ

２５１０１１０８ 石油炼制过程中进油管路过滤或分离装置产生的残渣 Ｔ，Ｉ

２５１０１２０８ 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废过滤介质 Ｔ

９００１９９０８ 内燃机、汽车、轮船等集中拆解过程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油泥 Ｔ，Ｉ

９００２０００８ 珩磨、研磨、打磨过程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油泥 Ｔ，Ｉ

９００２０１０８
清洗金属零部件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煤油、柴油、汽油及

其他由石油和煤炼制生产的溶剂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０３０８ 使用淬火油进行表面硬化处理产生的废矿物油 Ｔ

９００２０４０８ 使用轧制油、冷却剂及酸进行金属轧制产生的废矿物油 Ｔ

９００２０５０８ 镀锡及焊锡回收工艺产生的废矿物油 Ｔ

９００２０９０８
金属、塑料的定型和物理机械表面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

石蜡和润滑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００８
油／水分离设施产生的废油、油泥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浮

渣和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１０８ 橡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溶剂油 Ｔ，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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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０８

废矿物油与

含矿物油

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２１２０８ 锂电池隔膜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白油 Ｔ

９００２１３０８
废矿物油再生净化过程中产生的沉淀残渣、过滤残渣、

废过滤吸附介质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４０８
车辆、机械维修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

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５０８ 废矿物油裂解再生过程中产生的裂解残渣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６０８
使用防锈油进行铸件表面防锈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防

锈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７０８
使用工业齿轮油进行机械设备润滑过程中产生的废润

滑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８０８ 液压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压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１９０８
冷冻压缩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冷冻

机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２００８ 变压器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 Ｔ，Ｉ

９００２２１０８ 废燃料油及燃料油储存过程中产生的油泥 Ｔ，Ｉ

９００２２２０８
石油炼制废水气浮、隔油、絮凝沉淀等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浮油和污泥
Ｔ

９００２４９０８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含矿物

油废物
Ｔ，Ｉ

ＨＷ０９

油／水、烃／水

混合物或

乳化液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０５０９
水压机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油／水、烃／水混

合物或乳化液
Ｔ

９００００６０９
使用切削油和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油／

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Ｔ

９００００７０９ 其他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Ｔ

ＨＷ１０

多氯（溴）

联苯类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０８１０
含多氯联苯（ＰＣＢｓ）、多氯三联苯（ＰＣＴｓ）、多溴联苯

（ＰＢＢｓ）的电容器、变压器
Ｔ

９００００９１０ 含有ＰＣＢｓ、ＰＣＴｓ和ＰＢＢｓ的电力设备的清洗液 Ｔ

９０００１０１０
含有ＰＣＢｓ、ＰＣＴｓ和ＰＢＢｓ的电力设备中废弃的介质油、

绝缘油、冷却油及导热油
Ｔ

９０００１１１０ 含有或沾染ＰＣＢｓ、ＰＣＴｓ和ＰＢＢｓ的废弃包装物及容器 Ｔ

ＨＷ１１

精（蒸）馏

残渣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炼焦

２５１０１３１１ 石油精炼过程中产生的酸焦油和其他焦油 Ｔ

２５２００１１１ 炼焦过程中蒸氨塔产生的残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２１１ 炼焦过程中澄清设施底部的焦油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３１１ 炼焦副产品回收过程中萘、粗苯精制产生的残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４１１
炼焦和炼焦副产品回收过程中焦油储存设施中的焦

油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５１１ 煤焦油精炼过程中焦油储存设施中的焦油渣 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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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１１

精（蒸）馏

残渣

炼焦

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５２００６１１ 煤焦油分馏、精制过程中产生的焦油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７１１ 炼焦副产品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池残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８１１ 轻油回收过程中蒸馏、澄清、洗涤工序产生的残渣 Ｔ

２５２００９１１ 轻油精炼过程中的废水池残渣 Ｔ

２５２０１０１１
炼焦及煤焦油加工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不

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

２５２０１１１１ 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焦油和其他焦油 Ｔ

２５２０１２１１ 焦炭生产过程中粗苯精制产生的残渣 Ｔ

２５２０１３１１ 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脱硫废液 Ｔ

２５２０１４１１ 焦炭生产过程中煤气净化产生的残渣和焦油 Ｔ

２５２０１５１１
焦炭生产过程中熄焦废水沉淀产生的焦粉及筛焦过程

中产生的粉尘
Ｔ

２５２０１６１１ 煤沥青改质过程中产生的闪蒸油 Ｔ

４５０００１１１ 煤气生产行业煤气净化过程中产生的煤焦油渣 Ｔ

４５０００２１１
煤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

处理污泥）
Ｔ

４５０００３１１ 煤气生产过程中煤气冷凝产生的煤焦油 Ｔ

２６１００７１１ 乙烯法制乙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０８１１ 乙烯法制乙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次要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０９１１ 苄基氯生产过程中苄基氯蒸馏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０１１ 四氯化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和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１１１１ 表氯醇生产过程中精制塔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２１１ 异丙苯法生产苯酚和丙酮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３１１
萘法生产邻苯二甲酸酐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和轻

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１４１１
邻二甲苯法生产邻苯二甲酸酐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和轻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１５１１ 苯硝化法生产硝基苯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６１１
甲苯二异氰酸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和离心分

离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７１１ １，１，１三氯乙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８１１ 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联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１９１１ 苯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２０１１ 苯胺生产过程中苯胺萃取工序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２１１１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干燥塔产生的

反应残余物
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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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１１

精（蒸）馏

残渣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２２１１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

的轻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２３１１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

的废液
Ｔ

２６１０２４１１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

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２５１１
甲苯二胺光气化法生产甲苯二异氰酸酯过程中溶剂回

收塔产生的有机冷凝物
Ｔ

２６１０２６１１ 氯苯生产过程中的蒸馏及分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２７１１
使用羧酸肼生产１，１二甲基肼过程中产品分离产生的

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２８１１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的蒸馏

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２９１１
α氯甲苯、苯甲酰氯和含此类官能团的化学品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３０１１ 四氯化碳生产过程中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３１１１ 二氯乙烯单体生产过程中蒸馏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３２１１ 氯乙烯单体生产过程中蒸馏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３３１１ １，１，１三氯乙烷生产过程中蒸汽汽提塔产生的残余物 Ｔ

２６１０３４１１ １，１，１三氯乙烷生产过程中蒸馏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０３５１１ 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联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０１１ 苯和丙烯生产苯酚和丙酮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１１１ 苯泵式消化生产硝基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２１１ 铁粉还原硝基苯生产苯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３１１
苯胺、乙酸酐或乙酰苯胺为原料生产对硝基苯胺过程中

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４１１ 对氯苯胺氨解生产对硝基苯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５１１ 氨化法、还原法生产邻苯二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６１１
苯和乙烯直接催化、乙苯和丙烯共氧化、乙苯催化脱氢

生产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７１１
二硝基甲苯还原催化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８１１ 对苯二酚氧化生产二甲氧基苯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０９１１ 萘磺化生产萘酚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０１１
苯酚、三甲苯水解生产４，４＇二羟基二苯砜过程中产生的

重馏分
Ｔ

０１

犌犅／犜３８９２０—２０２０



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１１

精（蒸）馏

残渣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环境治理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１１１１１１
甲苯硝基化合物羰基化法、甲苯碳酸二甲酯法生产甲苯

二异氰酸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２１１ 苯直接氯化生产氯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３１１ 乙烯直接氯化生产二氯乙烷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４１１ 甲烷氯化生产甲烷氯化物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５１１ 甲醇氯化生产甲烷氯化物过程中产生的釜底残液 Ｔ

２６１１１６１１ 乙烯氯醇法、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７１１ 乙炔气相合成、氧氯化生产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８１１
乙烯直接氯化生产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１９１１
乙烯氧氯化法生产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０１１
甲苯光气法生产苯甲酰氯产品精制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１１１ 甲苯苯甲酸法生产苯甲酰氯产品精制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２１１
甲苯连续光氯化法、无光热氯化法生产氯化苄过程中产

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３１１
偏二氯乙烯氢氯化法生产１，１，１三氯乙烷过程中产生

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４１１ 醋酸丙烯酯法生产环氧氯丙烷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５１１
异戊烷（异戊烯）脱氢法生产异戊二烯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６１１ 化学合成法生产异戊二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７１１ 碳五馏分分离生产异戊二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８１１ 合成气加压催化生产甲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２９１１ 水合法、发酵法生产乙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０１１ 环氧乙烷直接水合生产乙二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１１１ 乙醛缩合加氢生产丁二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２１１ 乙醛氧化生产醋酸蒸馏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３１１ 丁烷液相氧化生产醋酸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４１１ 电石乙炔法生产醋酸乙烯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５１１ 氢氰酸法生产原甲酸三甲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２６１１３６１１ β苯胺乙醇法生产靛蓝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Ｔ

３２１００１１１ 有色金属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焦油状残余物 Ｔ

７７２００１１１ 废矿物油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酸焦油 Ｔ

９０００１３１１ 其他精炼、蒸馏和热解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焦油状残余物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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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１２

染料、涂料

废物

涂料、油墨、

颜料及类似

产品制造

纸浆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４００２１２ 铬黄和铬橙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０３１２ 钼酸橙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０４１２ 锌黄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０５１２ 铬绿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０６１２ 氧化铬绿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０７１２ 氧化铬绿颜料生产过程中烘干产生的残渣 Ｔ

２６４００８１２ 铁蓝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０９１２
使用含铬、铅的稳定剂配制油墨过程中，设备清洗产生

的洗涤废液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４０１０１２ 油墨的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蚀刻液 Ｔ

２６４０１１１２
其他油墨、染料、颜料、油漆（不包括水性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母液、残渣、中间体废物
Ｔ

２６４０１２１２
其他油墨、染料、颜料、油漆（不包括水性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废吸附剂
Ｔ

２６４０１３１２
油漆、油墨生产、配制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颜料、油墨

的有机溶剂废物
Ｔ

２２１００１１２ 废纸回收利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脱墨渣 Ｔ

９００２５０１２
使用有机溶剂、光漆进行光漆涂布、喷漆工艺过程中产

生的废物
Ｔ，Ｉ

９００２５１１２
使用油漆（不包括水性漆）、有机溶剂进行阻挡层涂敷过

程中产生的废物
Ｔ，Ｉ

９００２５２１２
使用油漆（不包括水性漆）、有机溶剂进行喷漆、上漆过

程中产生的废物
Ｔ，Ｉ

９００２５３１２ 使用油墨和有机溶剂进行丝网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Ｔ，Ｉ

９００２５４１２ 使用遮盖油、有机溶剂进行遮盖油的涂敷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Ｔ，Ｉ

９００２５５１２ 使用各种颜料进行着色过程中产生的废颜料 Ｔ

９００２５６１２
使用酸、碱或有机溶剂清洗容器设备过程中剥离下的废

油漆、染料、涂料
Ｔ

９００２９９１２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

汰、伪劣的油墨、染料、颜料、油漆
Ｔ

ＨＷ１３

有机树脂类

废物

合成材料制造

２６５１０１１３
树脂、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

合格产品
Ｔ

２６５１０２１３
树脂、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生产过程中合成、酯

化、缩合等工序产生的废母液
Ｔ

２６５１０３１３
树脂、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生产过程中精馏、分

离、精制等工序产生的釜底残液、废过滤介质和残渣
Ｔ

２６５１０４１３
树脂、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水处理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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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１３

有机树脂类

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１４１３ 废弃的黏合剂和密封剂 Ｔ

９０００１５１３ 废弃的离子交换树脂 Ｔ

９０００１６１３
使用酸、碱或有机溶剂清洗容器设备剥离下的树脂状、

黏稠杂物
Ｔ

９００４５１１３
废覆铜板、印刷线路板、电路板破碎分选回收金属后产

生的废树脂粉
Ｔ

ＨＷ１４

新化学物质

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１７１４
研究、开发和教学活动中产生的对人类或环境影响不明

的化学物质废物
Ｔ／Ｃ／Ｉ／Ｒ

ＨＷ１５

爆炸性

废物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７００１１５ 炸药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Ｒ

２６７００２１５ 含爆炸品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Ｒ

２６７００３１５
生产、配制和装填铅基起爆药剂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

污泥
Ｔ，Ｒ

２６７００４１５
三硝基甲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红水、红水，以及废水

处理污泥
Ｒ

９０００１８１５ 报废机动车拆解后收集的未引爆的安全气囊 Ｒ

ＨＷ１６

感光材料

废物

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

印刷

２６６００９１６
显（定）影剂、正负胶片、像纸、感光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不合格产品和过期产品
Ｔ

２６６０１０１６
显（定）影剂、正负胶片、像纸、感光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残渣及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３１００１１６

使用显影剂进行胶卷显影，使用定影剂进行胶卷定影，

以及使用铁氰化钾、硫代硫酸盐进行影像减薄（漂白）产

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

Ｔ

２３１００２１６
使用显影剂进行印刷显影、抗蚀图形显影，以及凸版印

刷产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
Ｔ

电子元件制造 ３９７００１１６
使用显影剂、氢氧化物、偏亚硫酸氢盐、醋酸进行胶卷显

影产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
Ｔ

电影 ８６３００１１６ 电影厂产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 Ｔ

其他专业

技术服务业
７４９００１１６ 摄影扩印服务行业产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 Ｔ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１９１６ 其他行业产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 Ｔ

ＨＷ１７

表面处理

废物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３３６０５０１７
使用氯化亚锡进行敏化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１１７
使用氯化锌、氯化铵进行敏化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

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２１７
使用锌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锌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３１７
使用镉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镉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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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１７

表面处理

废物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３３６０５４１７
使用镍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镍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５１７
使用镀镍液进行镀镍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６１７
使用硝酸银、碱、甲醛进行敷金属法镀银产生的废槽液、

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７１７
使用金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金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８１７
使用镀铜液进行化学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

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５９１７
使用钯和锡盐进行活化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０１７
使用铬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黑铬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

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１１７
使用高锰酸钾进行钻孔除胶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

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２１７
使用铜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３１７ 其他电镀工艺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４１７

金属和塑料表面酸（碱）洗、除油、除锈、洗涤、磷化、出

光、化抛工艺产生的废腐蚀液、废洗涤液、废槽液、槽渣

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Ｃ

３３６０６６１７ 镀层剥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液、槽渣及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７１７
使用含重铬酸盐的胶体、有机溶剂、黏合剂进行漩流式

抗蚀涂布产生的废渣及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８１７
使用铬化合物进行抗蚀层化学硬化产生的废渣及废水

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０６９１７ 使用铬酸镀铬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１０１１７
使用铬酸进行塑料表面粗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

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１８

焚烧处置

残渣

环境治理业

７７２００２１８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Ｔ

７７２００３１８
危险废物焚烧、热解等处置过程产生的底渣、飞灰和废

水处理污泥（医疗废物焚烧处置产生的底渣除外）
Ｔ

７７２００４１８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高温熔融等处置过程产生的非玻璃

态物质和飞灰
Ｔ

７７２００５１８ 固体废物焚烧过程中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 Ｔ

ＨＷ１９

含金属羰基

化合物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２０１９
金属羰基化合物生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有羰基化合

物成分的废物
Ｔ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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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２０

含铍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４０２０

铍及其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集（除）尘装置收

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２１

含铬废物

毛皮鞣制及

制品加工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铁合金冶炼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电子元件制造

１９３００１２１ 使用铬鞣剂进行铬鞣、复鞣工艺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１９３００２２１ 皮革切削工艺产生的含铬皮革废碎料 Ｔ

２６１０４１２１ 铬铁矿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铬渣 Ｔ

２６１０４２２１ 铬铁矿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铝泥 Ｔ

２６１０４３２１ 铬铁矿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芒硝 Ｔ

２６１０４４２１ 铬铁矿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１１３７２１ 铬铁矿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废物 Ｔ

２６１１３８２１
以重铬酸钠和浓硫酸为原料生产铬酸酐过程中产生的

含铬废液
Ｔ

３１５００１２１ 铬铁硅合金生产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Ｔ

３１５００２２１ 铁铬合金生产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Ｔ

３１５００３２１ 铁铬合金生产过程中金属铬冶炼产生的铬浸出渣 Ｔ

３３６１００２１
使用铬酸进行阳极氧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及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９７００２２１
使用铬酸进行钻孔除胶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ＨＷ２２

含铜废物

玻璃制造

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

电子元件制造

３０４００１２２
使用硫酸铜进行敷金属法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及废

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２１１０１２２ 铜火法冶炼烟气净化产生的收尘渣、压滤渣 Ｔ

３２１１０２２２ 铜火法冶炼电除雾除尘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９７００４２２ 线路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蚀铜液 Ｔ

３９７００５２２ 使用酸进行铜氧化处理产生的废液及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９７０５１２２ 铜板蚀刻过程中产生的废蚀刻液及废水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２３

含锌废物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３３６１０３２３

热镀锌过程中产生的废熔剂、助熔剂和集（除）尘装置收

集的粉尘
Ｔ

电池制造 ３８４００１２３
碱性锌锰电池、锌氧化银电池、锌空气电池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锌浆
Ｔ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２１２３
使用氢氧化钠、锌粉进行贵金属沉淀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及废水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２４

含砷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１３９２４ 硫铁矿制酸过程中烟气净化产生的酸泥 Ｔ

ＨＷ２５

含硒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４５２５

硒及其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集（除）尘装置收

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２６

含镉废物
电池制造 ３８４００２２６ 镍镉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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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２７

含锑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４６２７
锑金属及粗氧化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和集（除）尘

装置收集的粉尘
Ｔ

２６１０４８２７ 氧化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 Ｔ

ＨＷ２８

含碲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５０２８

碲及其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集（除）尘装置收

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２９

含汞废物

天然气开采

常用有色

金属矿采选

贵金属矿采选

印刷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０７２００２２９ 天然气除汞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物 Ｔ

０９１００３２９
汞矿采选过程中产生的尾砂和集（除）尘装置收集的

粉尘
Ｔ

０９２００２２９ 混汞法提金工艺产生的含汞粉尘、残渣 Ｔ

２３１００７２９

使用显影剂、汞化合物进行影像加厚（物理沉淀）以及使

用显影剂、氨氯化汞进行影像加厚（氧化）产生的废液及

残渣

Ｔ

２６１０５１２９
水银电解槽法生产氯气过程中盐水精制产生的盐水提

纯污泥
Ｔ

２６１０５２２９ 水银电解槽法生产氯气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合成材料制造

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

电池制造

照明器具制造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１０５３２９ 水银电解槽法生产氯气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Ｔ

２６１０５４２９ 卤素和卤素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硫酸钡污泥 Ｔ

２６５００１２９ 氯乙烯生产过程中含汞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 Ｔ，Ｃ

２６５００２２９ 氯乙烯生产过程中吸附汞产生的废活性炭 Ｔ，Ｃ

２６５００３２９ 电石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Ｔ，Ｃ

２６５００４２９
电石乙炔法生产氯乙烯单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２１１０３２９
铜、锌、铅冶炼过程中烟气制酸产生的废甘汞，烟气净化

产生的废酸及废酸处理污泥
Ｔ

３８４００３２９
含汞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浆层纸、含汞废锌

膏、含汞废活性炭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８７００１２９ 含汞电光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荧光粉和废活性炭 Ｔ

４０１００１２９ 含汞温度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 Ｔ

９０００２２２９ 废弃的含汞催化剂 Ｔ

９０００２３２９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

废含汞电光源
Ｔ

９０００２４２９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含汞温度计、废含汞

血压计、废含汞真空表和废含汞压力计
Ｔ

９００４５２２９ 含汞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树脂、废活性炭和污泥 Ｔ

ＨＷ３０

含铊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５５３０

铊及其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集（除）尘装置收

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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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３１

含铅废物

玻璃制造 ３０４００２３１
使用铅盐和铅氧化物进行显像管玻璃熔炼过程中产生

的废渣
Ｔ

电子元件制造 ３９７０５２３１ 线路板制造过程中电镀铅锡合金产生的废液 Ｔ

炼钢 ３１２００１３１
电炉炼钢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电池制造 ３８４００４３１
铅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集（除）尘装置收集的

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工艺美术品制造 ２４３００１３１ 使用铅箔进行烤钵试金法工艺产生的废烤钵 Ｔ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４２１００１３１ 废铅蓄电池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 Ｔ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２５３１ 使用硬脂酸铅进行抗黏涂层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Ｔ

ＨＷ３２

无机氟化物

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２６３２ 使用氢氟酸进行蚀刻产生的废蚀刻液 Ｔ，Ｃ

ＨＷ３３

无机氰化物

废物

贵金属矿采选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非特定行业

０９２００３３３
采用氰化物进行黄金选矿过程中产生的氰化尾渣和含

氰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３６１０４３３ 使用氰化物进行浸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Ｒ，Ｔ

９０００２７３３
使用氰化物进行表面硬化、碱性除油、电解除油产生的

废物
Ｒ，Ｔ

９０００２８３３ 使用氰化物剥落金属镀层产生的废物 Ｒ，Ｔ

９０００２９３３ 使用氰化物和双氧水进行化学抛光产生的废物 Ｒ，Ｔ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２５１０１４３４ 石油炼制过程产生的废酸及酸泥 Ｃ

涂料、油墨、颜料

及类似产品制造
２６４０１３３４ 硫酸法生产钛白粉（二氧化钛）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Ｃ

ＨＷ３４

废酸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钢压延加工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电子元件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１０５７３４
硫酸和亚硫酸、盐酸、氢氟酸、磷酸和亚磷酸、硝酸和亚

硝酸等的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及酸渣
Ｃ

２６１０５８３４ 卤素和卤素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Ｃ

３１４００１３４ 钢的精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性洗液 Ｃ，Ｔ

３３６１０５３４ 青铜生产过程中浸酸工序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３９７００５３４
使用酸进行电解除油、酸蚀、活化前表面敏化、催化、浸

亮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３９７００６３４ 使用硝酸进行钻孔蚀胶处理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３９７００７３４
液晶显示板或集成电路板的生产过程中使用酸浸蚀剂

进行氧化物浸蚀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０３４ 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１３４ 使用硫酸进行酸性碳化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２３４ 使用硫酸进行酸蚀产生的废酸液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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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３４

废酸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３０３３４ 使用磷酸进行磷化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４３４ 使用酸进行电解除油、金属表面敏化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５３４
使用硝酸剥落不合格镀层及挂架金属镀层产生的废

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６３４ 使用硝酸进行钝化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７３４ 使用酸进行电解抛光处理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０８３４ 使用酸进行催化（化学镀）产生的废酸液 Ｃ

９００３４９３４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

汰、伪劣的强酸性擦洗粉、清洁剂、污迹去除剂以及其他

废酸液及酸渣

Ｃ

ＨＷ３５

废碱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毛皮鞣制

及制品加工

纸浆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５１０１５３５ 石油炼制过程产生的废碱液及碱渣 Ｃ，Ｔ

２６１０５９３５
氢氧化钙、氨水、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的生产、配制中

产生的废碱液、固态碱及碱渣
Ｃ

１９３００３３５ 使用氢氧化钙、硫化钠进行浸灰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２２１００２３５ 碱法制浆过程中蒸煮制浆产生的废碱液 Ｃ，Ｔ

９００３５０３５ 使用氢氧化钠进行煮炼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５１３５ 使用氢氧化钠进行丝光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５２３５ 使用碱进行清洗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５３３５
使用碱进行清洗除蜡、碱性除油、电解除油产生的废

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５４３５ 使用碱进行电镀阻挡层或抗蚀层的脱除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５５３５ 使用碱进行氧化膜浸蚀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５６３５ 使用碱溶液进行碱性清洗、图形显影产生的废碱液 Ｃ

９００３９９３５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

汰、伪劣的强碱性擦洗粉、清洁剂、污迹去除剂以及其他

废碱液、固态碱及碱渣

Ｃ

ＨＷ３６

石棉废物

石棉及其他

非金属矿采选
１０９００１３６ 石棉矿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废渣 Ｔ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６０３６

卤素和卤素化学品生产过程中电解装置拆换产生的含

石棉废物
Ｔ

石膏、水泥制品

及类似制品制造
３０２００１３６ 石棉建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棉尘、废石棉 Ｔ

耐火材料

制品制造
３０８００１３６ 石棉制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棉尘、废石棉 Ｔ

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
３６６００１３６ 车辆制动器衬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棉废物 Ｔ

船舶及相关

装置制造
３７３００２３６ 拆船过程中产生的石棉废物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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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３６

石棉废物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３０３６ 其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棉废物 Ｔ

９０００３１３６ 含有石棉的废绝缘材料、建筑废物 Ｔ

９０００３２３６
含有隔膜、热绝缘体等石棉材料的设施保养拆换及车辆

制动器衬片的更换产生的石棉废物
Ｔ

ＨＷ３７

有机磷

化合物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１０６１３７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

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６１０６２３７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

废过滤吸附介质
Ｔ

２６１０６３３７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处理污泥
Ｔ

９０００３３３７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磷酸酯抗燃油 Ｔ

ＨＷ３８

有机

氰化物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６４３８ 丙烯腈生产过程中废水汽提器塔底的残余物 Ｒ，Ｔ

２６１０６５３８ 丙烯腈生产过程中乙腈蒸馏塔底的残余物 Ｒ，Ｔ

２６１０６６３８ 丙烯腈生产过程中乙腈精制塔底的残余物 Ｔ

２６１０６７３８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残余物 Ｔ

２６１０６８３８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催化、精馏和过滤工序产生的废

催化剂、釜底残余物和过滤介质
Ｔ

２６１０６９３８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１１４０３８
废腈纶高温高压水解生产聚丙烯腈铵盐过程中产生的

过滤残渣
Ｔ

ＨＷ３９

含酚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７０３９
酚及酚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和反应残

余物
Ｔ

２６１０７１３９
酚及酚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过滤吸附介质、废

催化剂、精馏残余物
Ｔ

ＨＷ４０

含醚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７２４０

醚及醚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醚类残液、反应残余

物、废水处理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４５

含有机

卤化物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７８４５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废气净化产生的废液 Ｔ

２６１０７９４５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的废吸

附剂
Ｔ

２６１０８０４５
芳烃及其衍生物氯代反应过程中氯气和盐酸回收工艺

产生的废液和废吸附剂
Ｔ

２６１０８１４５ 芳烃及其衍生物氯代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２６１０８２４５ 氯乙烷生产过程中的塔底残余物 Ｔ

２６１０８４４５

其他有机卤化物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液、废过滤吸附

介质、反应残余物、废水处理污泥、废催化剂（不包括上

述 ＨＷ０６、ＨＷ３９类别的废物）

Ｔ

２６１０８５４５
其他有机卤化物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淘汰、废

弃的产品（不包括上述 ＨＷ０６、ＨＷ３９类别的废物）
Ｔ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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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４５

含有机

卤化物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１０８６４５
石墨作阳极隔膜法生产氯气和烧碱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处理污泥
Ｔ

９０００３６４５
其他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机卤化物废物

（不包括 ＨＷ０６类）
Ｔ

ＨＷ４６

含镍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８７４６

镍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反应残余物及不合格、淘

汰、废弃的产品
Ｔ

电池制造 ３９４００５４６ 镍氢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非特定行业 ９０００３７４６ 废弃的镍催化剂 Ｔ

ＨＷ４７

含钡废物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６１０８８４７

钡化合物（不包括硫酸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渣、集

（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反应残余物、废水处理污泥
Ｔ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３３６１０６４７ 热处理工艺中产生的含钡盐浴渣 Ｔ

ＨＷ４８

有色金属

冶炼废物

常用有色

金属矿采选

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

０９１００１４８
硫化铜矿、氧化铜矿等铜矿物采选过程中集（除）尘装置

收集的粉尘
Ｔ

０９１００２４８
硫砷化合物（雌黄、雄黄及硫砷铁矿）或其他含砷化合物

的金属矿石采选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Ｔ

３２１００２４８
铜火法冶炼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

理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０３４８ 粗锌精炼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０４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锌焙烧矿常规浸出法产生的浸出渣 Ｔ

３２１００５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锌焙烧矿热酸浸出黄钾铁矾法产生的

铁矾渣
Ｔ

３２１００６４８ 硫化锌矿常压氧浸或加压氧浸产生的硫渣（浸出渣） Ｔ

３２１００７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锌焙烧矿热酸浸出针铁矿法产生的针

铁矿渣
Ｔ

３２１００８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锌浸出液净化产生的净化渣，包括锌

粉黄药法、砷盐法、反向锑盐法、铅锑合金锌粉法等工艺

除铜、锑、镉、钴、镍等杂质过程中产生的废渣

Ｔ

３２１００９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阴极锌熔铸产生的熔铸浮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０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氧化锌浸出处理产生的氧化锌浸出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１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鼓风炉炼锌锌蒸气冷凝分离系统产生

的鼓风炉浮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２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锌精馏炉产生的锌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３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提取金、银、铋、镉、钴、铟、锗、铊、碲等

金属过程中产生的废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４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Ｔ

３２１０１６４８ 粗铅精炼过程中产生的浮渣和底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７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炼铅鼓风炉产生的黄渣 Ｔ

０２

犌犅／犜３８９２０—２０２０



表犃．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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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炼废物

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

稀有稀土

金属冶炼

３２１０１８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粗铅火法精炼产生的精炼渣 Ｔ

３２１０１９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铅电解产生的阳极泥及阳极泥处理后

产生的含铅废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２０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阴极铅精炼产生的氧化铅渣及碱渣 Ｔ

３２１０２１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锌焙烧矿热酸浸出黄钾铁矾法、热酸

浸出针铁矿法产生的铅银渣
Ｔ

３２１０２２４８ 铅锌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２３４８ 电解铝过程中电解槽维修及废弃产生的废渣 Ｔ

３２１０２４４８ 铝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初炼炉渣 Ｔ

３２１０２５４８ 电解铝过程中产生的盐渣、浮渣 Ｔ

３２１０２６４８ 铝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易燃性撇渣 Ｉ

３２１０２７４８
铜再生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２８４８
锌再生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２９４８
铅再生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２１０３０４８
汞再生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废水处理

污泥
Ｔ

３２３００１４８
仲钨酸铵生产过程中碱分解产生的碱煮渣（钨渣）、除钼

过程中产生的除钼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Ｔ

ＨＷ４９

其他废物

石墨及其他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特定行业

３０９００１４９ 多晶硅生产过程中废弃的三氯化硅和四氯化硅 Ｒ／Ｃ

９０００３９４９ 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Ｔ

９０００４０４９ 无机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Ｔ

９０００４１４９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

过滤吸附介质
Ｔ／Ｉｎ

９０００４２４９
由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Ｔ／Ｃ／Ｉ／Ｒ／Ｉｎ

９０００４４４９
废弃的铅蓄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汞开关、荧光

粉和阴极射线管
Ｔ

９０００４５４９
废电路板（包括废电路板上附带的元器件、芯片、插件、

贴脚等）
Ｔ

９０００４６４９ 离子交换装置再生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Ｔ

９０００４７４９
研究、开发和教学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废

物（不包括 ＨＷ０３、９００９９９４９）
Ｔ／Ｃ／Ｉ／Ｒ

９００９９９４９

未经使用而被所有人抛弃或者放弃的；淘汰、伪劣、过

期、失效的；有关部门依法收缴以及接收的公众上交的

危险化学品
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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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５０

废催化剂

精炼石油

产品制造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２５１０１６５０ 石油产品加氢精制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５１０１７５０ 石油产品催化裂化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５１０１８５０ 石油产品加氢裂化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５１０１９５０ 石油产品催化重整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１５０
树脂、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生产过程中合成、酯

化、缩合等工序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２５０ 有机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３５０ 丙烯腈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４５０ 聚乙烯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５５０ 聚丙烯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６５０ 烷烃脱氢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７５０ 乙苯脱氢生产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８５０
采用烷基化反应（歧化）生产苯、二甲苯过程中产生的废

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５９５０ 二甲苯临氢异构化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０５０ 乙烯氧化生产环氧乙烷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１５０ 硝基苯催化加氢法制备苯胺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２５０
乙烯和丙烯为原料，采用茂金属催化体系生产乙丙橡胶

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３５０ 乙炔法生产醋酸乙烯酯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４５０
甲醇和氨气催化合成、蒸馏制备甲胺过程中产生的废催

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５５０
催化重整生产高辛烷值汽油和轻芳烃过程中产生的废

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６５０
采用碳酸二甲酯法生产甲苯二异氰酸酯过程中产生的

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７５０
合成气合成、甲烷氧化和液化石油气氧化生产甲醇过程

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８５０ 甲苯氯化水解生产邻甲酚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６９５０
异丙苯催化脱氢生产α甲基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废催

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０５０
异丁烯和甲醇催化生产甲基叔丁基醚过程中产生的废

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１５０ 甲醇空气氧化法生产甲醛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２５０
邻二甲苯氧化法生产邻苯二甲酸酐过程中产生的废催

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３５０ 二氧化硫氧化生产硫酸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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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ＨＷ５０

废催化剂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农药制造

化学药品

原料药制造

兽用药品制造

生物药品制造

环境治理

非特定行业

２６１１７４５０
四氯乙烷催化脱氯化氢生产三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废

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５５０ 苯氧化法生产顺丁烯二酸酐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６５０ 甲苯空气氧化生产苯甲酸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７５０
羟丙腈氨化、加氢生产３氨基１丙醇过程中产生的废催

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８５０
β羟基丙腈催化加氢生产３氨基１丙醇过程中产生的

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７９５０
甲乙酮与氨催化加氢生产２氨基丁烷过程中产生的废

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８０５０
苯酚和甲醇合成２，６二甲基苯酚过程中产生的废催

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８１５０ 糠醛脱羰制备呋喃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８２５０ 过氧化法生产环氧丙烷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６１１８３５０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

化剂
Ｔ

２６３０１３５０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７１００６５０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７５００９５０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２７６００６５０ 生物药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Ｔ

７７２００７５０ 烟气脱硝过程中产生的废钒钛系催化剂 Ｔ

９０００４８５０ 废液体催化剂 Ｔ

９０００４９５０ 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 Ｔ

　　注：本表取自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起施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如国家颁布新版危险废物名录相应更新代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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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载体选择应用示例

犅．１　一维条码示例

采用ＧＳ１１２８条码进行表示时，示例见图 Ｂ．１，表示危险废物产出企业的实体位置，代码为

“６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２”；废物类别为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有机溶剂废物，危险废物为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或

萃取剂使用后废弃的易燃易爆有机溶剂，包括正己烷、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１，２，４三甲

苯、乙苯、乙醇、异丙醇、乙醚、丙醚、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酸丁酯、苯酚，废物代码为“９００

４０３０６”以“９００４０３０６”表示；材质为金属的容器≤２５Ｌ，代码为“１１”；容器序号为“０１１００”，容器代码为

“１１０１１００”。

图犅．１　犌犛１１２８条码示例

犅．２　二维条码示例

采用 ＱＲ 码进 行表示 时，示例 见图 Ｂ．２，表示 危险废 物产出 企业的 实体 位 置，代 码 为

“６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２”；废物类别为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有机溶剂废物，危险废物为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或

萃取剂使用后废弃的易燃易爆有机溶剂，包括正己烷、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１，２，４三甲

苯、乙苯、乙醇、异丙醇、乙醚、丙醚、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酸丁酯、苯酚，废物代码为“９００

４０３０６”以“９００４０３０６”表示；材质为金属的容器≤２５Ｌ，代码为“１１”；容器序号为“０１１００”，容器代码为

“１１０１１００”。

图犅．２　犙犚码示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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