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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江苏天楹等离子体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航天源动力工程有限

公司、中广核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上海羿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环保(北京)有限公司、光大环保技术

装备(常州)有限公司、航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江门市崖门新财富环保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市固体废物

处置有限公司、朴玛(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成都金创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开能新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建安装集团南京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大维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金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易舜绿色科技有限公司、贵州清风环保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振金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协

会、河南天辰新垣环保科技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绿色环保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能源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博士高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安徽超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离子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湖南新九方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永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中建三局

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国梁、许涓、黄进、杨强威、郭玉文、何杨、阮久莉、郑洋、张晓昕、王秀腾、

李要建、张春飞、吕永红、毛丁、尹君、杨仕桥、王硕、卢青、李裔红、刁伟华、徐秉声、张建强、王艺博、
张世华、林翎、程军、赵凯、袁龙、刘林、王猛、蔡志樑、熊敬超、张艳芳、胡益新、张涛、郭易之、付顺坤、
龚泽儒、闫朝兴、原晓华、张建胜、杨春水、邹艾艾、肖亮、韩璐、冯先导、刘明艺、孔林、钱晓东、谭玲君、
袁道迎、陈蕾、周峰、蒋龙进、韦耿、吴忠勇、成一知、周明、黄文海、闻路红、宋自新、夏凡、祝建军、张柯、
龚得喜、田超贺、刘朝阳、王凯、周子淇、丁来福、高德堃、程虎、陶应翔、纪智慧、余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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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处理危险废物技术及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等离子体处理危险废物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污染排放控制要求、资源化利用要求

和装备运行效果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等离子体处理危险废物项目,等离子体处理其他固体废物项目参照使用。本文件不

适用于等离子体处理放射性固体废物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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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5085(所有部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34330—2017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39707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GB/T41015—2021 固体废物玻璃化处理产物技术要求

GB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DL/T5175 火力发电厂热工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系统设计规程

HJ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3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HJ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等离子体处理 plasmatreatment
利用热等离子体对危险废物进行热化学转化的过程。
注:包括等离子体焚烧、等离子体熔融、等离子体热解、等离子体气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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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等离子体发生器 plasmagenerator
利用电能把气体转变成热等离子体的设备。
[来源:GB/T2900.23—2008,有修改]

3.3
等离子体焚烧 plasmaincineration
利用热等离子体使危险废物发生焚烧而进行热化学转化的过程。

3.4
等离子体熔融 plasmamelting
将危险废物或与易于形成玻璃相的熔剂和助剂等辅料混合,在热等离子体高温条件下形成均匀的

熔融态物质的过程。

3.5
等离子体热解 plasmapyrolysis
利用热等离子体在隔绝空气或惰性气氛的条件下对危险废物进行热解,使其有机成分在不同的终

温下发生一系列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并生成气体(一氧化碳、氢气、甲烷等可燃性气体)、液体(焦油)、
固体(半焦或焦炭)等产物的过程。

3.6
等离子体气化 plasmagasification
一定温度、压力和缺氧条件时,在热等离子体作用下,利用气化剂将危险废物转化生产合成气的

过程。

3.7
合成气 syngas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热解、气化过程产生的以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要组分的原料气或燃料气。

3.8
熔融固化体 melt-solidifiedslag
危险废物经高温熔融处理后形成的能有效固化重金属等有害成分、符合环境安全要求的物质。

3.9
金属富集物 metalenrichment
含有价金属的危险废物经高温熔融处理后,富集有价金属的熔融层经冷却后形成的固化物。

3.10
设施设备利用率指标 equipmentutilizationratioindicators
用于评估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过程中的设施和设备,在一定时间内使用效率的评价指标。

3.11
环境效益指标 environmentalbenefitindicators
反映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过程中环境影响(包括废气、固废、噪声等)的评价指标。

3.12
资源能源消耗指标 consumptionofresourceandenergyindicators
反映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过程中水、电、燃料、助剂(空气、氧气等)等消耗水平的评价指标。

3.13
技术经济性能指标 technicalandeconomicperformanceindicators
反映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的主要技术、经济等性能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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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运行管理指标 operationmanagementindicators
体现等离子体处理装备管理水平的评价指标。

4 一般要求

4.1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设施的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等的要求。

4.2 应根据危险废物的性质特点选择适合的等离子体处理技术,确保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妥善处置。

4.3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设施的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中的通用技术和管理要求应符合 HJ2035和

HJ2042的规定。

4.4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设施应包括危险废物接收系统、分析检测系统、贮存与运输系统、预处理和

进料系统、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等离子体炉处理系统、污染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监测系统、应急系

统以及辅助设施等。

4.5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过程产生的产物,应根据法律规定和GB5085、GB34330等标准要求判定

其环境管理属性。当等离子体处理的危险废物来源、种类或主要工艺有较大改变时,应重新对处理产物

的环境管理属性进行判定。

4.6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还应符合其他生产安全、生态环境、消防、职业卫生等相关要求。

4.7 危险废物等离子处理单位应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包括危险废物接收制度、运营管理制度、应急预

案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以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和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合规处置。

5 技术要求

5.1 接收

5.1.1 应设置危险废物计量设施,能实现称重、记录、传输与数据处理功能。

5.1.2 危险废物接收过程中应进行抽检采样、化验,并建立入库档案。

5.2 分析检测

5.2.1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单位应设置化验室,并根据接收危险废物类型及特征配备危险废物特性

鉴别及废气、废水和废渣等常规指标监测和分析的仪器设备。

5.2.2 化验室所用仪器的规格、数量及化验室的面积应根据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和

处理规模等条件确定。

5.3 贮存和运输

5.3.1 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及规模设置贮存设施,贮存设施的贮存能力应不低于等离子体处理设施

能力15d的处理量。

5.3.2 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和运输,危险废物贮存应符合GB18597的规定,危险废物收集、贮
存、运输的其他要求应符合HJ2025的规定,医疗废物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符合GB39707的规定。

5.3.3 危险废物的运输应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等相关要求,危险废物运输设备的配置应

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和处理规模确定。

5.3.4 危险废物原料和等离子体处理产物的收集、运输、贮存应根据其环境管理属性分别符合相关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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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预处理和进料

5.4.1 应根据危险废物后续处理的实际需要对危险废物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应根据不同危险废物的形

态、特性选择适宜的预处理方法,包括去除包装、分离、混合、粉状废物造粒、液体过滤等。

5.4.2 危险废物预处理系统的设计,应依据危险废物的性质、破碎方式、液体废物的混合及供料的抽吸

和管道系统进行布置。

5.4.3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易产生扬尘类危险废物在预处理和进料过程中,应采取防扬尘和防遗撒措

施,装卸、混合、投加等易产生粉尘的区域应密闭并配备布袋除尘器等除尘装置,所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浓

度应不超过GB16297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

5.4.4 进料装置应保证进料通畅、均匀,并采取防堵塞和清堵塞设计,进料口应采取气密性和防回火

设计。

5.4.5 应根据不同等离子体处理技术的实际需求和废物特性,对进料进行配伍,并应注意废物间的相

容性,确保处理设施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易爆性的危险废物应消除反应性后再进入等离子体

焚烧设施处置。

5.4.6 采用等离子体气化熔融处理危险废物时,入炉前应根据其成分、热值等参数进行配伍,以保障设

施稳定运行,确保高温熔融产物能够形成熔融固化体。

5.4.7 应根据物料性质匹配适应的进料方式,进料量、进料方式由等离子体炉的处理能力、尾气系统负

荷等因素决定。

5.5 等离子体处理

5.5.1 等离子体炉的设计应依据处理温度及压力的需求,保证系统及主体设备使用寿命不低于10a。

5.5.2 等离子体炉应配备相应的附属设备,包括炉体、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供气系统、冷却系统、控制

系统等。

5.5.3 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包括等离子体发生器本体、电源系统、载体工质系统、冷却水系统、插拔系

统及控制系统等。

5.5.4 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的电源系统一次设备主要包括高压开关柜、降压变压器、低压开关柜、隔离

变压器、整流柜和起弧柜等。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源产生的谐波符合GB/T14549的要求;

b) 电缆的设计选型符合GB50217的规定。

5.5.5 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的载体工质系统应采用空气、水蒸气、氮气或者氩气等气体。

5.5.6 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的冷却水系统应设置应急电源,避免异常断电后等离子体发生器被损毁。

5.5.7 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的插拔系统应选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备。

5.5.8 等离子体发生器系统的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等离子体发生器的控制系统符合DL/T5175的要求;

b) 控制系统纳入分散控制系统(DCS),不能纳入DCS时单独设置控制系统;

c) 等离子体发生器的控制分为远方控制(如DCS)和就地控制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均可调整等离

子体发生器的输出功率。

5.5.9 等离子体炉工作要求:

a) 等离子体焚烧处理危险废物时,燃烧室温度应达到110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2s;

b) 等离子体炉应采取负压设计或其他技术措施,防止运行过程中有害气体逸出。

5.5.10 等离子体炉所采用耐火材料的技术性能应满足等离子体炉电离气氛的要求,质量应满足所选

择的耐火材料对应的技术标准,能承受等离子体炉工作状态的电热反应及产生的氯化氢等各种化学物

质的腐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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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不以合成气为目标产物的等离子体炉应设置二次燃烧室,以保证焚烧烟气在高温区停留时间

满足5.5.4的规定。

5.5.12 等离子体热解炉、气化炉应配备辅助燃烧装置和辅助燃料供给装置,以保证焚烧烟气在高温区

的停留时间满足5.5.9的规定;保证在启动等离子炉时能在二次燃烧室温度加热到5.5.9规定的温度后

开始投料;保证停止投料时二次燃烧室温度不低于5.5.4的规定,直至危险废物处理完毕。

5.5.13 等离子熔融炉出渣设计应依据连续排渣需要,设置温度传感器监控熔体温度,保证熔体的流动

状态。

5.5.14 等离子体炉合成气/尾气净化装置应设置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可对合成气/尾气中的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等污染物实行在线监测。

5.5.15 等离子体炉应设置在线工况监测系统、控制系统、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安全防爆装置,各系统

及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监测系统能在线显示等离子体炉温度、压力、流量等表征等离子体炉运行工况参数。

b) 等离子体炉进料装置具有与尾气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和工况监测系统自动联机的功能,当尾气

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者工况出现异常时,能自动停止进料投加。

c) 等离子熔融炉具备在工厂断电紧急情况下,及时处置炉内浆液的功能,根据预估供电恢复时

间,采取炉内浆液保温或紧急排浆措施。

d) 等离子体炉设置温度控制,当等离子体炉高温时能自动报警并切断发生器供电。

e) 等离子体热解炉/气化炉设置防爆门或其他防爆设施,等离子炉燃烧室后设置紧急排烟装

置,并设置联动装置使其在事故或紧急状态时自动启动。

6 污染排放控制要求

6.1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18484的要求及相关环境保护要求,等离子体处

理医疗废物时,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39707的相关要求。

6.2 等离子体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循环使用或综合利用。废水排放时需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水污

染物排放应符合GB8978的规定。

6.3 等离子体处理过程中应采用隔声降噪治理措施,噪声排放应符合GB12348等相关要求。

6.4 危险废物等离子处理设施污染物的采样、环境监测和分析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6.5 等离子体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照4.5的要求进行属性鉴定,属于危险废物

的,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不属于危险废物的,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7 资源化利用要求

7.1 等离子体气化炉产生的合成气达到相关要求后应进行燃气发电、燃气锅炉产生蒸汽、合成气外售

等资源化利用。

7.2 等离子体处理产生的金属富集物满足替代原料标准要求时应交给下游冶炼企业进行资源化利用。

7.3 等 离 子 体 处 理 产 生 的 熔 融 固 化 体 综 合 利 用 时 应 符 合 HJ1091等 标 准 的 相 关 规 定,符 合

GB/T41015—2021中5.3的规定时,应按相应的产品进行管理。

8 装备运行效果评价

8.1 一般规定

8.1.1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应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为依据,以达到国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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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以及行业(专业)标准要求为前提,科学、客观、公正、公平地评价等离子体处理设施的运行效果。

8.1.2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总分100分,其中一级指标设施设备利用率指标计15
分、环境效益指标计30分、资源能源消耗指标计25分、技术经济性能指标计20分、运行管理指标计10
分,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8.1.3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应在其运行至少1a后进行,且评价期间危险废物处理量应达

到或接近设计值。

8.1.4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的现场检测应符合相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的要求,检测项目

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等。

8.1.5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考核时间不低于6个月,运行数据内容见附录B。

8.2 评价内容

8.2.1 设施设备利用率评价包括年运行率、年均处置负荷率2个二级指标,计算公式及分值应符合附

录C的规定。

8.2.2 环境效益评价包括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年均噪声达标率、玻璃体合格率3个二级指标,计算公

式及分值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8.2.3 资源能源消耗评价包括单位原料综合能耗1个二级指标,计算公式及分值应符合附录E的

规定。

8.2.4 技术经济性能评价包括单位原料运行成本、耐火材料替换率2个二级指标,计算公式及分值应

符合附录F的规定。

8.2.5 运行管理评价包括运行管理、检修及维护管理2个二级指标,应符合附录G的规定。

8.3 评价方法

8.3.1 单项考核

单项考核为单项指标的评价考核,按公式(1)计算:

Pi=
Xi

Xi0
×100% ……………………(1)

  式中:

Pi ———单项相对得分率;

Xi ———单项实际得分;

Xi0———单项标准得分。

8.3.2 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按公式(2)计算,折算因子见表1。

P=
λ∑Xi

X0
×100% ……………………(2)

  式中:

P ———综合相对得分率;

λ ———时间折算因子,见表1;

X0 ———总标准分(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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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运行考核时间折算因子λ

序号 日常统计数据连续考核时间 λ

1 6个月≤装备运行考核时间<8个月 1

2 8个月≤装备运行考核时间<10个月 1.01

3 10个月≤装备运行考核时间<12个月 1.02

4 12个月≤装备运行考核时间<18个月 1.03

5 18个月≤装备运行考核时间<24个月 1.04

6 装备运行考核时间≥24个月 1.05

8.3.3 综合评价结果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综合评价结果如下:

a)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综合评价结果分为“A级”“B级”“C级”三级,综合评价结果见

表2;

b) 当单项相对得分率不能满足表2单项相对得分等级设定要求时,综合考核评价应做降一级

处理。

表2 综合评价结果

综合评价结果 综合相对得分率(P) 单项相对得分率(Pi)

A级 P≥90% Pi≥70%

B级 75%≤P<90% Pi≥60%

C级 60%≤P<75% —

8.4 评价报告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报告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a) 装备主要性能参数;

b) 装备运行效果评价试验报告;

c) 污染物排放指标所执行的标准;

d) 设施设备利用率指标;

e) 环境效益指标;

f) 资源能源消耗指标;

g) 技术经济性能指标;

h) 运行管理指标;

i) 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j) 综合评价结论;

k) 附录(含重要运行数据、检测数据、批复文件、评分表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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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分值总表见表A.1。

表 A.1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效果评价分值总表

一级评价指标 标准分 序号 二级评价指标 标准分Xi0

设施设备利用率指标 15
1 年运行率 10

2 年均处置负荷率 5

环境效益指标 30

3 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 10

4 年均噪声达标率 10

5 玻璃体合格率 10

资源能源消耗指标 25 6 单位原料综合能耗 25

技术经济性能指标 20
7 单位原料运行成本 10

8 耐火材料替换率 10

运行管理指标 10
9 运行管理 5

10 检修及维护管理 5

合计 100 — — —

  注:二级评价指标的标准分Xi0中的i指二级评价指标对应的序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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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数据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基本信息表见表B.1。

表B.1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基本信息表

序号 信息名称 数据或信息说明 备注

1 企业名称 —

2 评价项目名称 —

3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基本信息 —

3.1 主要设计文件
主要设计文件、图纸及设计

变更资料、技术协议

3.2 主要设备资料 设备信息、供应商信息等

3.3 各岗位操作运行原始记录
数据记录和保存完整,

运行检修维护台账完整

3.4 操作控制中心数据库数据 数据记录和保存完整

3.5 在线监测及数据 —

3.6 人工取样分析数据及报告 —

3.7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检修记录
停炉检修及启炉、停炉记录资料、

运行检修维护台账完整

4 原料、产品成分 —

4.1 消耗及成本 —

4.2 原料的安全管理制度 消防措施、应急预案等

4.3 原料的采购和运输 —

4.4 产品产量 —

5 统计信息 —

5.1 运行时间/h 评价期间运行时间记录资料

5.2 管理维护成本 —

5.3 天然气等燃料消耗 —

6 环境监测信息

生态环境部门对等离子体处理装备排放

指标的监测资料,包括烟气、烟尘、

厂界大气、噪声等监测资料

7 其他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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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基本信息表 (续)

序号 信息名称 数据或信息说明 备注

7.1 竣工验收资料 —

7.2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 —

7.3 装备的节能评价报告 —

7.4 相关实验报告 —

7.5 管理制度
能反映等离子体处理装备

运行管理水平的资料

01

GB/T45609—2025



附 录 C
(规范性)

设施设备利用率评价

C.1 年运行率

年运行率是指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小时数占设计年运行小时数(8000h)的百分比,按公式

(C.1)计算:

F1=Qao/8000×100% ……………………(C.1)

  式中:

F1 ———年运行率;

Qao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h)。
不同年运行率情况下的单项实际得分如表C.1所示。若因原料不足导致年运行率小于60%,则在

表A.1中其他4个一级指标对应的8个二级指标单项相对得分率均在90%以上时,年运行率可按

60%计。

表 C.1 对设施设备利用率进行评价的单项实际得分

二级评价指标 标准分 评价方法

年运行率(F1) 10
A级,≥80%;B级,<80%且≥60%;C级,<60%。

对应标准分:A级为10分,B级为6分,C级为0分

年均处置负荷率(F2) 5
A级,≥80%;B级,<80%且≥60%;C级,<60%。

对应标准分:A级为5分,B级为3分,C级为0分

C.2 年均处置负荷率

年均处置负荷率是指等离子体处理装备实际年处理量占设计年处理量的百分比,按公式(C.2)
计算:

F2=Qaa/Qad×100% ……………………(C.2)

  式中:

F2 ———年均处置负荷率;

Qaa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年实际总处理量,单位为吨(t);

Qad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年设计总处理量,单位为吨(t)。

  注:若F2>1,则F2按1计。

不同年均处置负荷率情况下的单项实际得分如表C.1所示。若因原料不足导致年均处置负荷率小

于60%,则在表A.1中其他4个一级指标对应的8个二级指标单项相对得分率均在90%以上时,年均

处置负荷率可按60%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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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环境效益评价

D.1 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

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是指年度内废气处理设施废气排放综合达标天数占年运行总天数的百分

比,其中,综合达标天数是指年度内排污许可证所要求的所有排气筒废气排放达标的天数。按公式

(D.1)计算:

F3=Qge/Qgt×100% ……………………(D.1)

  式中:

F3 ———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

Qge ———综合达标天数,单位为天(d);

Qgt ———年总运行天数,单位为天(d)。
不同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情况下的单项实际得分见表D.1。

表 D.1 对环境效益进行评价的单项实际得分

二级评价指标 标准分 评价方法

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F3) 10
A级,≥95%,B级,<95%且≥90%,C级,<90%。对应标准分:

A级为10分,B级为6分,C级为0分

年均噪声达标率(F4) 10
A级,≥95%,B级,<95%且≥90%,C级,<90%。对应标准分:

A级为10分,B级为6分,C级为0分

玻璃体合格率(F5) 10
A级,≥95%,B级,<95%且≥90%,C级,<90%。对应标准分:

A级为10分,B级为6分,C级为0分

D.2 年均噪声达标率

年均噪声达标率是指年度内所有厂界产生的噪声达标天数占总天数的百分比,其中,噪声达标天数

是指年度内所有厂界产生的噪声达到噪声排放标准的天数。按公式(D.2)计算:

F4=Qne/365×100% ……………………(D.2)

  式中:

F4 ———年均噪声达标率;

Qne ———噪声达标天数,单位为天(d)。
不同年均噪声达标率情况下的单项实际得分见表D.1。

D.3 玻璃体合格率

玻璃体合格率为日常检测达到玻璃态物质要求的样品数与总样品数的比值。玻璃态物质判定要求

按照GB/T41015的规定,玻璃体合格率按公式(D.3)计算:

F5=Qse/Qst×100% ……………………(D.3)

  式中:

F5 ———玻璃体合格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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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e ———玻璃态物质达标样品数,单位为个;

Qst ———总样品数,单位为个。
不同玻璃体合格率情况下的单项实际得分见表D.1。评价工艺不含等离子体熔融工艺时,玻璃体

合格率单项实际得分以年均废气排放达标率和年均噪声达标率得分平均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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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资源能源消耗评价

资源能源消耗评价包括单位原料综合能耗1个二级指标。单位原料综合能耗是指每处理单位原料

的焦炭消耗、电耗、蒸汽消耗以及富氧供应消耗等按GB/T2589的要求折算为标准消耗量之和,按公式

(E.1)计算:

F6=(0.9714E1+0.1229E2+0.1286E3+0.04E4)/M
……………………(E.1)

  式中:

F6———单位原料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1———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考核时间总焦炭消耗,单位为千克(kg);

E2———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考核时间总电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3———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考核时间总蒸汽消耗,单位为千克(kg);

E4———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考核时间系统引入的总压缩空气消耗,若为氧气消耗,则E4的折标

准煤系数为0.4,单位为立方米(m3);

M ———等离子体处理装备运行考核时间处理原料总量,单位为吨(t)。
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单位原料综合能耗进行评价的单项实际得分应按表E.1给出。

表 E.1 对单位原料综合能耗进行评价的单项实际得分

单位原料综合能耗F6/(kgce/t)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单项实际得分X6

F6≤80 F6≤60 25

80<F6<180 60<F6<160 15

F6≥180 F6≥1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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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技术经济性能评价

F.1 单位原料运行成本

考核周期内单位原料运行成本为每处理单位原料所需要的总成本(包含设备折旧和人工成本),
计算公式(F.1)为:

F7=Qp/Qm ……………………(F.1)

  式中:

F7 ———单位原料运行成本,单位为元每吨(元/t);

Qp ———考核周期内处理总成本,单位为元;

Qm———考核周期内原料总处理量,单位为吨(t)。
单位原料运行成本的单项实际得分如表F.1所示。

F.2 耐火材料替换率

耐火材料替换率为考核周期内耐火材料替换的数量与总数量之比,计算公式(F.2)为:

F8=Qba/Qbt×100% ……………………(F.2)

  式中:

F8 ———耐火材料替换率;

Qba———考核周期内耐火材料替换量,单位为吨(t);

Qbt———耐火材料总量,单位为吨(t)。
耐火材料替换率的单项实际得分如表F.1所示。

表F.1 技术经济性能评价的单项实际得分

二级评价指标 标准分 评价方法

单位原料运行成本 10
A级,≤2500元/t;B级,>2500元/t且≤4000元/t;C级,>4000元/t。

对应标准分:A级为10分,B级为6分,C级为0分

耐火材料替换率 10
A级,≤10%;B级,>10%且≤30%;C级,>30%。对应标准分:A级为

10分,B级为6分,C级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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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运行管理评价

运行管理评价见表G.1。

表 G.1 运行管理评价表

二级评价指标 标准分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满足要求 满足部分要求 不满足要求

运行管理 5

运行记录、台账记录完整,应符合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台账管理要求
2 1.0 0

检测分析报告、化学分析记录齐全详

细,应符合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检测要求
2 1.0 0

运行人员持证上岗,应符合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人员要求
1 0.5 0

检修及维护管理 5

检修及维护记录、台账记录完整,应符

合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台账管理要求
2 1.0 0

设备台账完整,应符合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要求
2 1.0 0

检修及维护人员持证上岗,应符合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人员要求
1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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