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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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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医疗废物集中

焚烧处置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与维护等过程中应

遵守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5年，本次为首次修订。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完善了术语和定义；

——修订了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建设选址及规模要求；

——细化了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技术要求和工艺参数；

——明确了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主要工艺设备及材料的技术要求；

——优化了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管理、检测的要求。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HJ/T 177-2005)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

阳）中心）、国环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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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污染物与污染负荷、总体要求、工艺设计、

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检测与过程工程、主要辅助工程、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施工与验收

及运行与维护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可作为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施工、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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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6157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773 医疗废物焚烧环境卫生标准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28056 烟道式余热锅炉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32748 渠道衬砌与防渗材料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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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41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51 烟囱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施工验收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187 工矿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施工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9 工业炉砌筑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483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xxxxx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29328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

CJ 25.1 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HG/T 20566 化工回转窑设计规定

HG/T 20683 化学工业炉耐火、隔热材料设计选用规定

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176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安装技术规范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验收技术规范

HJ/T 38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

HJ/T 38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

http://www.baidu.com/link?url=7pVdR1zCswgGBsJ-bN0Nml2MRcuc5oA0t3hmvD_Z5qGbq1C9bjjUhiCCKNr6NNir_WbtHDChvfLoyAkaQOsDAK


3

HJ 421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志规定

HJ 561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

HJ 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 2029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JB/T 8690 通风机 噪声限值

JB/T 10192 小型焚烧炉技术条件

NB/T 47007 空冷式热交换器

SH 3501 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TSG G 0001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206号)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号)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 27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医疗废物 medical waste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

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也包括《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其他按照医疗废物管理和

处置的废物。

3.2

贮存 storage

将待处理的医疗废物存放于符合特定要求的专门场所或设施内的活动。

3.3

焚烧 incineration

使医疗废物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热分解、燃烧等反应，实现无害化和减量化的过程。

3.4

焚烧炉 incinerator

医疗废物发生热分解、燃烧等反应的专用装置。

3.5

焚烧设施 incineration facility

以焚烧方式处置医疗废物，达到减少数量、缩小体积、消除其危险特性目的的装置，包

括进料装置、焚烧炉、烟气净化装置和控制系统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FDUgiIIxksw3W2MsNWZEXt0RDYeAtJpsC9IcLjhH7nW2Fubrgjrkhk_Vhr8ku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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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焚烧炉渣 incineration slag

医疗废物焚烧后焚烧炉排出的残渣。

3.7

热灼减率 loss on ignition

焚烧炉渣经灼热减少的质量占原焚烧炉渣质量的百分数。计算公式为：

P = A−B
A

× 100% (1)

式中：

P—热灼减率，%；

A—(105±25)℃干燥 1 h后的原始焚烧残渣在室温下的质量，g；

B—焚烧残渣经(600±25)℃灼热 3 h后冷却至室温的质量，g。

3.8

烟气停留时间 residence time

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处于高温段（≥850℃）的持续时间，可通过焚烧炉高温段有效容积

和烟气流量的比值计算。

3.9

焚烧炉高温段 high temperature section of incinerator

焚烧炉燃烧室出口及出口上游，燃烧所产生的烟气温度处于≥850℃的区间段。

3.10

焚烧炉高温段温度 temperature of high temperature section of incinerator

焚烧炉燃烧室出口及出口上游保证烟气停留时间满足规定要求的区域内的平均温度。以

焚烧炉炉膛内热电偶测量温度的 5分钟平均值计，即出口断面及出口上游断面各自热电偶测

量温度中位数算术平均值的 5分钟平均值。

3.11

燃烧效率 combustion efficiency(CE)

指烟道排出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浓度之和的百分比。用以下公式

表示：

�� =
�CO2

�CO2+�CO
× 100% (2)

式中：

2C OC —为燃烧后排气中 CO2的摩尔浓度。

COC —为燃烧后排气中 CO的摩尔浓度。

4 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4.1 适用的医疗废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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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适用于《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

物、零散的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医学实验动物组织、尸体、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

织、病理腊块等病理性废物。

4.1.2 不适用于批量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的焚烧处置。

4.2 医疗废物焚烧处置污染物种类与来源

4.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排放的废气主要为焚烧烟气，主要污染物包括颗粒物、一

氧化碳、氯化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氢、重金属(汞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

镉及其化合物，砷、镍及其化合物，铊、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等)、二噁英等。

4.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工艺废水和清洗消毒废水。工艺废水来自烟气净

化，主要污染物为 pH、悬浮物(SS)、盐等。清洗消毒废水来自医疗废物运输车辆、周转桶、

操作区、贮存区等的消毒，主要污染物为 pH、生物需氧量(BOD)、化学需氧量(COD)、固体

悬浮物(SS）、氨氮(NH3-N)、粪大肠菌群数等。

4.2.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焚烧炉渣、飞灰、布袋除尘器更换的滤袋、

废活性炭、废弃的防护用品以及设备维修过程中的沾油污染物、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

4.2.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系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鼓风机、引风机、发电机组、各类泵体、空

压机等设施的运行。

5 总体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项目建设应本着合理布局的要求，遵守国家卫生防疫、生

态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及行业发展的有关规定。

5.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的要求，并按照“三同

时”制度的要求配套建设相关的环境保护设施。

5.1.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产生的烟气、废水及噪声等排放应满足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并符合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

5.1.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项目建设应按规定设置在线监测系统。

5.1.5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围墙和警示标志，警示标志应符合 HJ 421的相关要求。

5.2 厂址选择与建设规模

5.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拟选厂址应符合《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的相

关要求。

5.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单套设备的处置规模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产业政策、地区规划、专

项规划，综合考虑技术设备对应的标准规模，主导设备装置制造商的水平等。工程规模的确

定应保留一定的设计裕量，并宜设置设备大修期间的备用生产线。

5.3 工程构成

5.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配套设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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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主体工程主要包括接收及贮存、焚烧炉、烟气净化、清洗消毒、灰渣收集、废水处理、

等系统。

5.3.3 辅助工程主要包括厂区道路、供配电、燃料储存与供应、给排水、消防、通讯、暖通

空调、机械维修、检测化验等设施。

5.3.4 配套设施指生产管理与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办公用房、食堂、浴室、值班宿舍等。

5.4 总平面布置

5.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平面布置应结合厂址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根据主导风向、

防洪、防涝、供电、供热、给排水、生产运输、环境保护、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等条件和要

求，经多方案综合比较后确定，布置紧凑但不拥挤。

5.4.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可分为生产区和办公区，生产区与办公区之间应设置隔离区。

5.4.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生产区包括医疗废物接收贮存区、清洗消毒区、焚烧处置区，生产

区应布置在厂区所在区域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5.4.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以焚烧系统为主体进行布置，其他各系统应按医疗废物焚烧处理

流程合理安排，以确保相关设备联系良好，充分发挥功能。

5.4.5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厂区初期雨水和应急事故水收集池宜采取地下式。

5.4.6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人流和物流的出、入口应分开设置，并应方便医疗废物运输车的进

出。

5.4.7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卸料区和贮存区的布置宜靠近物流出入口和焚烧主体设备，减少转

运距离和转运频次。

5.4.8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卸料场地面积应满足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进出和卸料作业顺畅的要求。

5.4.9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清洗消毒设施，宜位于焚烧厂卸料区域附近。医疗废物运输车清洗

消毒的设施应与医疗废物转运工具、生产工具的清洗消毒设施合并建设。

5.4.10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厂区道路、绿化等其他设施的布置应符合 GB 50187的相关要求。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艺设计应根据医疗废物的成分特征、处置规模等，并结合医

疗废物焚烧烟气特性、污染物排放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

6.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同步开展废气、废水、噪声、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控制设施的

工艺设计，确保其污染控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6.1.3 集中焚烧处置工艺流程应保证各工艺环节功能实现有效衔接。

6.2 一般工艺流程

6.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主要包括废物的接收、贮存、进料、焚烧处置、烟气净化等工

艺环节，以及清洗消毒、废水处理、新产生固废处理、噪声控制等二次污染控制措施，典型

工艺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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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

接收、贮存

进料

二燃室

烟气净化

焚烧炉渣

废水及除尘飞灰

排 放

工艺主流程

污染物排放

主要工艺单元

一燃室

污染物

图例：

图 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一般工艺流程图

6.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各环节应采用技术成熟、性能可靠、运行稳定、经济可行的焚烧处

置工艺。

6.2.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净化工艺应根据医疗废物焚烧烟气污染物特征和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要求选择，并对焚烧处置设施工况变化有较强的适应性。

6.3 接收与贮存

6.3.1 医疗废物接收

6.3.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专门的卸料场地：

a) 场地地面应为硬覆盖并具备一定的防渗功能；

b) 卸料场地应设置防扩散围堰或沟渠；

c) 卸料场地在厂房外的还应考虑防风、防雨等措施。

6.3.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废物计量系统，计量系统应具有称重、记录、传输、打印

与数据存储功能。

6.3.1.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宜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装卸机械设备。

6.3.2 医疗废物贮存

6.3.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专用的医疗废物贮存库，贮存库应采用全封闭、

微负压设计，并应配备制冷和消毒装置，贮存库贮存能力可结合医疗废物收集量、处置能力、

贮存温度和允许的贮存时间等进行设计。

6.3.2.2 医疗废物贮存库地面防渗设计可参考 GB/T 32748，通风设计可参考 GB 50019， 清

洗废水、气体等的收集、净化和排放应满足《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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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进料

6.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进料方式应与焚烧炉相匹配，医疗废物焚烧炉的进料系统

由输送设备、计量装置、进料口及故障排除/监视设备组成。

6.4.2 进料系统宜采用密闭的自动上料装置。

6.4.3 进料系统的进料口宜设置保持气密性的装置，并具有防回火功能，必要时在进料口及

进料管道采取冷却措施和适当的防爆、防火措施。

6.5 焚烧

6.5.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炉应由一燃室和二燃室组成。一燃室实现医疗废物的

燃烧、燃烬，二燃室实现未完全燃烧气体和热解气体的充分燃烧。

6.5.2 焚烧炉高温段温度应≥850℃，烟气停留时间应≥2 s。

6.5.3 焚烧炉燃烧效率不低于 99.9%，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应＜5%，焚烧炉出口烟气氧含量应

≥6%(干气）。

6.5.4 焚烧炉宜设置紧急烟气排放装置，并设置烟气紧急排放的除尘措施。

6.5.5 焚烧炉表面温度应符合 GB/T 18773的相关要求。

6.5.6 焚烧炉燃烧空气系统、辅助燃烧系统的设置在满足实际生产需要的同时，应能满足焚

烧炉烘炉和启炉的需要。

6.6 烟气净化

6.6.1 一般规定

6.6.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根据烟气特性选择适宜的工艺组合路线，保证稳定达

到《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6.6.1.2 烟气净化工艺应具备降温、脱酸、除尘、脱氮和去除二噁英、重金属等功能。

6.6.2 烟气降温

6.6.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降温可与脱酸、余热利用相结合。

6.6.2.2 可根据处置规模、用热条件、实际需求及经济性综合比较确定是否对烟气降温产生

的热能进行回收利用。

6.6.3 烟气脱酸

6.6.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中氯化氢、氟化氢和硫氧化物等酸性污染物，应采

用适宜的碱性物质通过中和反应去除。

6.6.3.2 烟气脱酸工艺可选用湿法、半干法、干法等脱酸工艺及其组合工艺。

6.6.4 脱氮

6.6.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宜优先考虑通过医疗废物焚烧过程的燃烧控制，抑制氮

氧化物的产生。

6.6.4.2 脱氮也可选择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SN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及其组合的工艺。

6.6.5 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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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1 烟气中二噁英和重金属的去除可采用活性炭或其他多孔性吸附剂。

6.6.5.2 采用粉末吸附剂时可与布袋除尘器联合使用。

6.6.6 除尘

6.6.6.1可选用袋式除尘器和湿式静电除尘器，不应单独使用干式静电除尘器或机械除尘器作

为除尘工艺。

6.6.6.2 袋式除尘器的入口烟气温度宜高于烟气露点温度 20～30 ℃，但应低于布袋最高工作

温度。

6.6.7 烟道及烟囱

6.6.7.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管道设计应采取应力补偿及防腐、保温措施，并保

持管道的气密性。

6.6.7.2 烟囱高度应符合 GB 16297的有关要求，烟囱设计应符合 GB 50051的要求。

6.7 二次污染控制

6.7.1 清洗消毒

6.7.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用于医疗废物运输车辆、周转箱（桶）以及操作

区、作业区等的清洗消毒设施。

6.7.1.2 采用喷洒消毒方式时，可采用浓度为 1000 mg/L含氯消毒液；采用浸泡消毒方式时，

含氯消毒液的浓度为 500 mg/L，浸泡时间不少于 30 min。也可采取疾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允许的其他消毒方式。

6.7.1.3 操作区、贮存区、医疗废物运输车辆等可采用喷洒消毒方式；周转箱（桶）的清洗

消毒可采用浸泡消毒方式或喷洒消毒方式。

6.7.1.4 周转箱（桶）的清洗消毒宜选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备。

6.7.1.5 清洗消毒场所应配置消毒废水收集措施。

6.7.2 废水处理

6.7.2.1 工艺废水

a）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工艺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后宜循环使用。

b） 工艺废水处理循环使用的水质应符合 GB/T 19923的要求，排放的应符合 GB 8978

的要求。

6.7.2.2 清洗消毒废水

a） 操作区、贮存区地面清洗水和厂区初期雨水、事故废水应收集至清洗消毒废水处理

设施处理。

b）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清洗消毒废水处理工艺应根据废水水质特点、废水处理后的去向

等因素确定，宜采用二级处理或三级处理工艺，并设置消毒单元。

c） 集中处理工程清洗消毒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可参照 HJ 2029的有关要求。

d） 消毒废水处理设施出水宜优先回用，回用于生产的应符合 GB/T 19923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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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于清洗等环节的应符合 GB/T 18920相关要求。

6.7.3 固体废物处理

6.7.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焚烧炉渣自动出渣装置，出渣装置宜采用密闭等

防止扬尘和散落的设计。

6.7.3.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飞灰、废活性炭、废弃的劳动防护用品、处理设备检修过程

中产生的沾油污染物、工艺废水处理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固态盐等的贮存设施应满足

GB 18597要求。

6.7.4 噪声控制

6.7.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鼓风机和引风机噪声控制设计应符合GB/T 50087的有关

要求。

6.7.4.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水泵、风机、空压机及发电机组等运行产生的噪声宜采取以隔声

为主，辅以消声、隔振、吸声的综合治理措施。

6.7.4.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的相关要求。

6.8 突发生态环境事故应急

6.8.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应急事故池，应急事故池的建设应符合足 GB 50483

的要求。

6.8.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配备应急备用电源，备用电源的配置应符合 GB/Z 29328的要求。

7 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

7.1 焚烧炉

7.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炉选型和设计应能满足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连续稳定运

行，并能满足 6.5的工艺要求。

7.1.2 焚烧炉的设计应符合 JB/T20683的要求，内衬的设计和选择参加 HG/T 20683，选用的

耐火材料应兼顾耐腐蚀、耐侵蚀、耐磨、耐热负荷冲击。

7.1.3 选用回转窑炉型的，设计应符合 HG/T 20566的要求。

7.2 烟气降温设备

7.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降温采用余热锅炉的，设备的设计、制造应满足 GB/T

28056和 TSG G 0001的要求。

7.2.2 烟气降温采用空冷式换热的，设备的设计、制造应满足 NB/T 47007的相关要求。

7.2.3 采用其他满足工艺要求降温设备的，设备的设计、制造应满足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7.2.4 降温设备的换热管、烟道进出口等与烟气接触部分应选择耐腐蚀材质。

7.3 烟气净化设备

7.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脱酸设备，应符合 HJ/T 387的要求。

7.3.2 吸附设备应符合 HJ/T 386的要求。

7.3.3 袋式除尘器的设计应符合 GB/T 671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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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水处理设备

7.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艺水处理设施应符合 HJ 2015的规定。

7.4.2 工艺废水和清洗消毒废水收集、处理系统的管道及设备应满足防腐、耐压等要求。

7.5 引风机

7.5.1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引风机的配置应符合 HJ/T 176的要求。

7.5.2 引风机选择应在最大负荷、烟气量最大情况下能使系统处于微负压状态下运行，引风

机风量计算应综合考虑下列内容：

a) 在医疗废物焚烧运行中，过剩空气条件下焚烧产生的湿烟气量；

b) 控制烟温用的补充空气量；

c) 喷水降温时蒸发汽量；

d) 烟气净化系统投入药剂、烟气增湿、循环灰流化等引起的烟气量的附加量；

e) 引风机前漏入系统的空气量；

f) 在以上风量的基础上考虑 10%的设计余量。

7.5.3 引风机应能调整风量和负压，宜采用变频调速装置。

7.6 清洗消毒设备

7.6.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清洗消毒设备应做防腐处理或选择防腐蚀材料。

7.6.2 清洗消毒设备应配置独立的药剂配置单元。

8 检测与过程控制

8.1 一般规定

8.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对污染物排放、设施运行工况进行检测，并设置必要的

检测设备和过程控制系统。

8.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污染物排放检测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检测或委托具有相应能力和资

质的单位检测。

8.1.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检测点位和参数的设置应能准确反映设施的运行状况。

8.1.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过程控制系统的配置应能保证设施运行的安全可靠。

8.2 检测

8.2.1 烟气检测

8.2.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污染物监测指标应包括：氯化氢、二

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烟尘；工艺参数监测指标应包括烟气温度、含湿量、氧气、

二氧化碳、烟气流量等。

8.2.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烟气排放口应符合 GB/T 16157的要求。

8.2.1.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的设置、运行与维护应符合 HJ/T 75的相关

要求。

8.2.2 废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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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废水排放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指标应包括：CODcr、pH、

氨氮、Cl-和废水流量，对于大肠杆菌群、BOD5、悬浮物等可进行采样检测。

8.2.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废水排放在线监测设备的设置和安装应符合 HJ/T 353的要求。

8.2.3 运行工况检测

8.2.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具有记录、存储功能的焚烧系统、烟气降温及净

化系统以及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工况检测系统。

8.2.3.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系统应检测以下参数：

a) 一燃室炉膛温度、炉膛压力；

b) 二燃室烟气入口温度、烟气出口温度、炉膛压力、出口烟气氧含量。

8.2.3.3 烟气降温及净化系统应检测以下参数：

a) 降温设备进出口烟气温度和压力；降温介质进出降温设备的流量、压力和温度；

b) 脱酸设备进出口烟气温度和压力；

c) 布袋除尘器进出口烟气温度和压力，除尘器烟气压差；

d) 引风机烟气进口温度和压力、引风机频率及烟气量；

e) 如上述各参数的功能有重复，可合并设置。

8.2.3.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水处理设施应根据污水处理工艺控制的要求对 pH、流量、液位等

参数进行检测。

8.3 过程控制

8.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配置完备的过程监控系统，主要包括焚烧控制系统、烟

气净化控制系统、水处理设施控制系统、预警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等。

8.3.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控制系统应能控制焚烧系统燃料供给量、医疗废物进料量以及

烟气温度、压力、氧含量等。

8.3.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烟气净化控制系统应能根据烟气量以及在线监测污染物数据对各净

化设备的运行参数进行调节与控制。

8.3.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水处理设施控制系统应能根据废水量以及在线监测数据对各设备的

运行参数进行调节与控制。

8.3.5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控制系统应能实现对焚烧炉、烟气净化、工艺污水处理及辅助系统

的远程监控及分散控制，并应设置独立于远程监控及分散控制系统的紧急停车系统。

8.3.6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对物料传输过程、焚烧炉及烟气净化等重要环节，应在中央控制室

设置工况参数集中显示、视频监控和存储记录。

9 主要辅助工程

9.1 电气系统

9.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52的要求。

9.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应设置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计算机监控及控制系统的应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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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0034 的有关要求，正常照明与事故照明应采

用分开的供电系统。

9.1.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厂房及辅助厂房的电缆敷设应符合 GB 50217的要求。

9.2 燃料供应

9.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以燃油为辅助热源时，贮存及供给系统应符合 GB 50074

和 GB 50156的要求。

9.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以燃气为辅助热源时，贮存及供给系统应符合 GB 50028 和 GB

50156的要求。

9.3 给排水和消防

9.3.1 给水

9.3.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生产生活给水应符合 GB 50013和 GB50015的要求。

9.3.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消防给水应符合 GB 50974的要求。

9.3.2 排水

9.3.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厂区排水应采用雨污分流设计，并设计厂区初期雨水收

集系统。

9.3.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雨水量设计重现期应符合 GB 50014的有关要求。

9.3.3 消防

9.3.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厂房的生产类别应属于丁类，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

于二级。贮存库的生产类别应属于丙类，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9.3.3.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炉采用轻柴油燃料辅助燃烧时，设施、设备的消防设计应符

合 GB 50074的要求。

9.3.3.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炉采用气体燃料辅助燃烧时，设施、设备的消防设计应符合

GB 50028的要求。

9.3.3.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厂房内部的装修设计应符合 GB 50222的要求。

9.3.3.5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消防、安全疏散设计应符合 GB 50974和 GB 50016的要求。

9.3.3.6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消防器材设施设置应符合 GB 50140的要求。

9.4 采暖通风与空调

9.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筑物冬、夏季负荷计算的室外计算参数，应符合 GB

50019的要求。

9.4.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筑物的采暖与空调设计应符合 GB 50019的要求。

9.4.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中央控制室应设置空气调节装置。

9.5 建筑与结构

9.5.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厂房建筑、基础、结构、采光、防腐等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规

范和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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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焚烧厂房、贮存库、清洗消毒间的卫生设计应符合 GBZ 1的要求。

10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10.1 劳动安全

10.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劳动安全设计应符合 GB 5083的相关要求，安全卫生管

理应符合 GB 12801的有关要求。

10.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厂内及生产区内运输管理应符合 GB 4387的有关要求。

10.2 职业卫生

10.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职业卫生体系应符合 GB/T 28001的要求，职业卫生设计

应符合 GBZ 1的要求，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应符合 GBZ 2.1 和 GBZ 2.2的要求，风机噪

声应符合 JB/T 8690的要求。

10.2.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行单位应按照 GBZ 188的相关要求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11 施工与验收

11.1 工程施工

11.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筑施工应符合 GB 50300的要求，混凝土结构施工应符

合 GB 50204的要求。

11.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设施、水处理等设备的安装、调试应符合 GB 50231的相关要

求。

11.1.3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焚烧炉耐火材料施工应符合 GB 50309的要求。

11.1.4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管道施工应符合 GB 50235、GB 50236、SH 3501的相关要求。

11.1.5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检测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施工应符合 GB 50093的相关要求。

11.2 工程验收

11.2.1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应按照 HJ 561完成处置设施性能测试。

11.2.2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应按照生态环境部有关规定执行。

12 运行与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营应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12.1.2 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在焚烧设施实施重大改造后，应按照 HJ 561进行性能测试，测试

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行。

12.2 人员配置

12.2.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营单位应根据生产需要，并按专业需求配置相应的管理

人员、生产人员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12.2.2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持证上岗，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应接受专业

培训。

12.3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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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营单位应定期检查环保设施运行状况，确保其正常运行。

12.3.2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营单位应对计量设备、特种设备进行定期校验。

12.4 检测与监测

12.4.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营单位应根据《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排

污许可证要求的项目和频次制定污染物排放和环境采样检测计划。

12.4.2 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行维护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

12.4.3 在线监测设备应与环保部门联网，实现监测数据实时传输。

12.5 启停炉及故障烟气排放

12.5.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营单位在焚烧设施启动并开始投入废物前，应先将焚烧

炉温度升至设计规定的温度后开始再投入医疗废物。自投入医疗废物开始，应逐渐增加投入

量直至达到设计医疗废物处理量；焚烧设施应在投入医疗废物 4 h内达到稳定工况。

12.5.2 运行单位在停炉时，应在正常工况条件下逐渐减少医疗废物的投入量，通过辅助燃系

统，保证剩余医疗废物完全燃烧且烟气净化系统运行正常。

12.5.3 焚烧设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如果无法即刻修复应立即停止投入医疗废物，按照

程序关闭系统。焚烧炉每年启动、停炉过程排放污染物的持续时间以及发生故障或事故排放

污染物持续时间累计不应超过 60 h。

12.6 突发生态环境事故应急

12.6.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运行单位应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要

求编制突发生态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12.6.2 运行单位应加强应急设备维护和应急物资的更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4%9A%E7%83%A7%E7%82%89/590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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