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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贵州省危险废物的类别、产生的行业、区域分布等，对我省危险废物处理

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可行的污染防治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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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ategory of hazardous waste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in-
dustry, regional distribution, to me the province of hazardous waste treatment status and exist-
ing problems were analyzed, puts forward feasible pollution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
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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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是一类特殊的废物， 具有毒性、 易燃

性、爆炸性、腐蚀性、化学反应性或传染性，不但污

染空气、水源和土壤，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破坏

生态环境和危害人类健康。 危险废物具有富集终

态和污染源头的双重作用，它的危害具有长期性、
潜伏性和灾难性[1]。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公民、企业的环保

意识逐步得到增强，
健康和环境的密切关系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危险废物是危害人类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因此，分析贵州省当前危险废

物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的

处置管理，成为环保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

文就贵州省危险废物的处理现状进行分析， 并提

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将为环境管理部门提供进行

科学合理环境治理的有用依据。

1 贵州省危险废物现状分析

根据贵州省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结果， 贵州省

2007 年共产生工业危险废物 885 811.62 t， 其中

利用 457 079.56 t，处置量 80 039.58 t，本年贮存

量 348 685.10 t，倾倒丢弃量 17.88 t。 全省生活源

产生医疗废物 9 338.30 t，医疗废物处置场焚烧残

渣产生量共 437.236 t，其中飞灰 75.149 t。
1.1 工业危险废物的主要类别与分布

从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种类来看， 贵州省工

业危险废物产生类别涉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

列 49 类中的 28 类， 但数量上主要集中在含钡废

物（HW47）、含 锌 废 物（HW23）、无 机 氟 化 物 废 物

（HW32）、含 铬 废 物（HW21）四 类，这 四 类 危 险 废

物占全省总量的 90.6%。 贵州省危险废物主要类

别见图 1 所示。
1.2 工业危险废物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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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贵州省危险废物区域分布情况

图 2 贵州省危险废物行业分布

图 1 贵州省危险废物主要类别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 贵州省危险废物来自于国

民经济的 16 个大类行业，其中，主要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这三个行业产生的

工业危险废物占全省总量的 93.2%。 危险废物行

业分布情况见图 2。

1.3 危险废物的区域分布

从贵州省危险废物产生区域分布来看， 安顺

市和黔东南州的危险

废物产生量最高， 分别占到全省总产生量的

27.06%和 19.58%。 贵州省各地区危险废物区域分

布情况见图 3 所示。

1.4 非工业源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非工业源危险废物指医疗卫生、 环境治理以

及家庭社会流通领域产生的废物， 主要包括医疗

废物、焚烧厂飞灰等。

全省 普 查 医 院 767 个， 共 有 病 床 数 32 381
张，全省普查的医疗废物产生量 9 338.3 t。 医疗废

物产生量的普查实报数与按床位数和产排污系数

计算值比较，相对偏差在 10%以内，计算医疗废物

·33·葛丽颖 贵州省危险废物处理现状分析及防治对策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ww.ch
ina

ca
j.n

et



的产污系数为 0.79 kg/床·日，在校核系数范围内。
全省医疗废物产生量最大的是贵阳市， 共产生 2
885 t，占全省产生量的 33.2%。 其次是黔西南州、
六 盘 水 市 和 遵 义 市 ， 分 别 产 生 医 疗 废 物 物

1346.2t、976.5t 和 969.7t， 各 占 全 省 产 生 量 的

14.4%、10.5%、10.4%。
焚烧厂飞灰中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和高当量

毒性的二噁英等污染物，因而被列入《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 贵州省现有医疗废物处理厂 3 座，均采

用焚烧的方式处理，2007 年医疗废物焚烧处理产

生飞灰共 75.15t。

2 贵州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方法及

现状

全省危险废物贮存场共有 823.3988 万 m3，填

埋场容量 172.9495 万 m3，设计处理能力 4499.15t/
d。全省各类工业危险废物利用率最高的危险废物

是有机磷化合物废物、废碱、含酚废物、有机溶剂

废物和新化学品废物，均为 100%，利用率最低的

是含锑废物、无机氰化物废物和农药废物，利用率

为 0； 处置率最高的危险废物是含锑废物和农药

废物，均为 100%，处置率最低的是有机磷化合物

废物、废碱、含酚废物、有机溶剂废物和新化学品

废物， 处置率为 0。 倾倒丢弃量最多的是石棉废

物，主要来自石棉瓦加工企业。
贵州省目前尚无 建 设 专 业 的 危 险 废 物 处 理

厂，仅建有医疗废物处置厂来处理医疗废物。2007
年全省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较低，仅达 40.2%，
其中大部分送医疗废物处置厂， 小部分本单位处

置。贵阳市和遵义市建有医疗废物处置厂，贵阳市

医疗废物处置率达 99.2%，遵义市达 91.6%。 其他

地区只有医疗废物焚烧量而无无害处理量。
贵 州 省 医 疗 废 物 物 无 害 化 处 理 水 平 较 低 ，

2007 年全省医疗废物物无害化处置量 3754.5t，占

全省产生量的 43.1%， 其中送医疗废物处置厂的

量为 3407.9 t，占无害化处理量的 92.4 %，本单位

无害化处理的医疗废物 285.3 t。 医疗废物物本单

位焚烧量 1088.8 t，占全省产生量的 12.5%。
其中贵阳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水平相对较

高，2007 年的处理量 2864.1 t， 占本市产生量的

99.3% 。 其 中 送 医 疗 废 物 处 理 厂 集 中 处 置 的

2684.5 t，占无害化处理量的 93.7%。 本单位自行

无害化处理的只有 179.6 t。 遵义市的医疗刻物无

害化处理量 887.8 吨，占本市产生量的 90.95%；送

医疗废物处置厂集中处置量 785 t，占医疗废物无

害化处置量 88.4%，无害化处理量中有 103.1 吨由

本单位自行无害化处理。 对医疗废物进行了无害

处理的还有黔南州，由医疗单位自行无害化处理，
处理量 2.6 t，占本州产生量的 0.3%。 除贵阳市、六

盘水市、黔南州外，其他各地区均无医疗废物的无

害化处理量。全省包括贵阳市、遵义市在内的七个

地区采用了医疗废物由本单位自行焚烧， 一般采

用无消烟除尘的锅炉、炉灶或野外露天焚烧。全省

本单位焚烧量为 1088.8 t，其中黔南州和黔西南州

本单位的焚烧量较大，黔南州焚烧 421.9 t，占产生

量的 48.9%。 黔西南州焚烧量 204.7 t，占本州产生

量 28.9%，其他地区的医疗废物焚烧量均较少，占

本地区产生量的比例很小。 安顺市医疗废物没有

采用任何方式处理处置。

3 贵州省危险废物防治对策研究

3.1 贵州省危险废物管理处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规范性处置设施建设进度滞后

根据 《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

设规划》中的规划安排，贵州省危险废物暨贵阳市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中心拟建在贵阳市修文县，该

处置场的服务范围是贵阳市、 遵义市等 9 个地州

市的危险废物 （不包括放射性废物和其他地区的

医疗废物）和贵阳市医疗废物，但因征地、选址等

原因，截止目前还在建设中，现贵州省尚无规范的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场，仅有医疗废物处置场 3 座，
且仅在贵阳和遵义两地， 医疗废物收集范围覆盖

率还仅限于城市， 还没有覆盖大量农村及乡镇地

区，且集中焚烧处置率还较低。危险废物产生企业

多面广，布局分散，污染难以集中处理，许多危险

废物无合适的出路，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
3.1.2 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有限

目前全省仍有不少危险废物未经任何处置随

意排放，危险废物综合利用企业较少，主要排入方

式有混入生活垃圾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部

分危险废物需要转移到省外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理或综合利用。 由此带来了转移运输途中的污染

风险，也增加了对危险废物监管工作的难度。电子

垃圾污染防治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尚未建立电

子垃圾的回收管理制度， 大量电子垃圾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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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排入地表水、 渗入地下水或通过燃烧排放到

空气中，造成污染。
3.1.3 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人员缺乏

贵州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是省内唯一的固体

废物管理机构，且编制仅为 5 人，基层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未成立专门的固体废物管理机构，管

理人员严重短缺、技术力量较薄弱，危险废物的监

督管理及执法能力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

危险废物产生量的不断增大，种类逐渐增多，跨市

转移量不断增加，监管难度和工作量越来越大，对

管理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类物力，加强执法能力。
3.2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与管理对策

3.2.1 加大投入，加快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

搞好全省危险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设施建设

规划，合理布局，多渠道、多层次投入资金，建设区

域性的综合化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同时鼓励危险

废物产生量大、种类较单一，且具备一定条件，基

础较好的企业自行建设专业化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2]。随着国家有关法律的健全和管理控制制度的逐

步完善，以及废物排放、企业历年贮存量的增加，
环保部门和企业面临的处置危险废物的压力和难

度也越来越大。 因此加快建设危险废物集中处理

处置工程，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利用率。 针对城市经济条件以及产生的危险废物

特点等， 建立专门处置场对其进行集中处置对提

升我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水平非常重要。
3.2.2 进一步提高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水平

当代危险废物管理的最重要原则之一， 是实

现危险废物的减量化 [3]。 通过制定和发布技术规

范， 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 淘汰工艺落

后、技术粗糙、污染控制薄弱的利用和处置设施，
从生产源头控制危险废物污染， 鼓励企业进行清

洁生产，实现废物减量化。
通过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密切合

作，集中研究开发一些产生量大、处置技术要求高

的危险废物处置利用技术。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

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提升危

险废物处理技术和装备水平，防止二次污染。
3.2.3 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搞好危险废物产生企业的申报登记工作，全

面开展我省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台账建立工作。 尽

快完善全省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管理体系， 建立动

态的管理数据库， 最终实现对危险废物的全过程

监督管理。 重视危险废物转移报批和转移联单管

理，加大力度查处违法转移危险废物的单位。鼓励

和促进危险废物交换，为废物回收利用创造条件。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强化

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力。加强对产废企业自建设施

的监管力度，防止其以自建设施为名非法倾倒。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应结合危险废物的产生、特性、运

输、贮存、处理处置等情况，制定危险废物污染风

险应急计划和措施，加强风险管理，防止风险事故

的发生，并在发生污染事故时做出快速反应，将污

染损失控制到最小[4]。
3.2.4 加强危险废物管理队伍建设

为满足危险废物管理的需求， 要进一步充实

专业管理技术人员，各地、州、市应逐步建立专门

的固体废物管理机构，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暂不

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指定专人负责， 形成省市两

级管理体系。 加强人员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强化管理职能，推进危险废物管理队伍建设，加强

全省危险废物管理监督力量。
3.2.5 强化宣传教育，鼓励公众参与

加强对危险废物重点产生源企业和经营企业

的培训，提高企业守法意识。通过网络、报纸、电视

等媒介进行广泛宣传， 增强公众对危险废物的认

识，让全社会都来参与危险废物的环境管理。建立

面向公众的信息共享和发布平台，促进公众参与，
引起全社会对危险废物危害和防治的重视。 鼓励

公众参与监督和群众具备， 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

监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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