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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玻璃化处理产物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玻璃化处理产物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与贮

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进行玻璃化处理后产物玻璃态的判定，以及玻璃化处理

产物进行资源化利用时用作相应替代材料质量要求的判定，不适用于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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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8046-2017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3076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GB/T 30810-2014 水泥胶砂中可浸出重金属的测定方法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55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

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

质。 

3.2  

玻璃化处理 vitrification treatment 
将固体废物或固体废物与易于形成玻璃相的熔剂和助剂混合，在高温条件下使其中的有机物质被焚

烧、气化或热解，无机物质形成均匀的熔融态，然后冷却后形成具有无定形结构的玻璃态物质的过程，

是实现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一种处理方法，包括等离子体气化、水煤浆气化和其它工业

炉窑协同处置等高温熔融处理产生玻璃态物质的过程。 

3.3  

玻璃化处理产物 vitrificatio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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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进行玻璃化处理后产生的熔融渣，分为玻璃态物质和非玻璃态物质。 

3.4  

酸溶失率 loss on acid dissolution 
物质经醋酸/醋酸钠缓冲溶液溶解处理后损失的质量占溶解前质量的百分数。 

4 总则 

4.1 玻璃化处理产物的判定 

采用玻璃化处理技术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后，满足5.1全部要求的玻璃化处理产物可判定为玻璃态

物质，不能满足5.1全部要求的玻璃化处理产物为非玻璃态物质。 

4.2 玻璃化处理产物的利用要求 

玻璃化处理产物进行资源化利用时，需满足5.2中规定的相应替代材料用途的技术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判定要求 

5.1.1 玻璃体含量 

判定为玻璃态物质的固体废物玻璃化处理产物，其玻璃体的质量分数应不小于85%。 

5.1.2 酸溶失率 

判定为玻璃态物质的固体废物玻璃化处理产物，其酸溶失率应不大于2%。 

5.2 有害物质控制要求 

5.2.1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导气层或导排层替代材料时，除满足相应替代材

料质量要求外，按 6.3.1 规定方法检测的可浸出有害物质含量不得超过表 1 中规定的限值。 

表1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导气层或导排层替代材料时可浸出有害物质含量限值 

序号 有害物质项目 限值（mg/L） 

1 总铜 0.5 

2 总锌 2.0 

3 总镉 0.1 

4 总铅 1.0 

5 总铬 1.5 

6 六价铬 0.5 

7 总汞 0.05 

8 总铍 0.005 

9 总镍 1.0 

10 总砷 0.5 

11 总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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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路基材料、混凝土骨料、掺合料或水泥混合材料等建筑材料时，除满足国

家、地方或者建材行业的相关标准质量要求外，按 6.3.2 规定方法检测的水浸出和酸浸出有害物质含量

不得超过表 2 中规定的限值。 

5.2.3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喷砂原料时，除满足国家、地方或者表面处理行业的相关标准质量要求外，

按 6.3.3 规定方法检测的水浸出有害物质含量不得超过表 2 中规定的限值。 

表2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建筑材料和喷砂原料时可浸出有害物质含量限值 

序号 有害物质项目 
限值（mg/L） 

水浸出 酸浸出 

1 铜 1.0 1.0 

2 锌 1.0 1.0 

3 镉 0.005 0.03 

4 铅 0.01 0.3 

5 铬 / 0.2 

6 六价铬 0.05 / 

7 汞 0.001 / 

8 铍 0.002 / 

9 钡 0.7 / 

10 镍 0.02 0.2 

11 砷 0.01 0.1 

12 硒 0.01 / 

13 锰 0.1 1.0 

14 氟化物 1.0 / 

6 试验方法 

6.1 玻璃体含量检测 

6.1.1 对于较易研磨成粉末的玻璃化处理产物，将样品破碎并研磨至粒径小于 325 目，即过 325 目标

准筛，取筛下物进行粉末按 GB/T 18046-2017 附录 C 规定的 X 射线衍射法测定其玻璃体的质量分数。 

6.1.2 对不易研磨成粉末的玻璃化处理产物，可采用磨样法进行制样。即取一个块状样品，选择相对

光滑的一个平面进行打磨，直至形成一个平整、光滑的平面。对该样品打磨后的平面进行 X 射线衍射测

试，参照 GB/T 18046-2017 附录 C 规定的方法计算其玻璃体的质量分数。 

6.2 酸溶失率检测 

酸溶失率的检测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6.3 有害物质检测 

6.3.1 用作导气层或导排层替代材料时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导气层或导排层替代材料时，其浸出液按HJ 557的规

定制备，浸出液中的有害物质按表3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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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用作导气层或导排层替代材料时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检测方法 

序号 有害物质项目 检测方法 依据标准 

1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GB/T 7475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

光光度法 

GB/T 7474 

2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GB/T 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2 

3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GB/T 7475 

4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GB/T 7475 

5 总铬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

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6 

6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 

7 总汞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68 

8 总铍 
活性炭吸附-铬菁 R分光光

度法 

HJ/T 58 

9 总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 11910 

10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

光光度法 

GB/T 7485 

11 总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11906 

 

6.3.2 用作建筑材料时 

6.3.2.1 水浸出检测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建筑材料时，其水浸出液按HJ 557的规定制备，水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检测方法

按GB/T 14848的规定进行。 

6.3.2.2 酸浸出检测 

将玻璃化处理产物样品作为干燥后的试体，按GB/T 30810-2014中6.2和7规定的方法制备酸浸出液，

各有害物质检测按GB/T 30810的规定进行。 

6.3.3 用作喷砂原料时 

玻璃化处理产物用作喷砂原料时，其水浸出液按HJ 557的规定制备，水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检测按

GB/T 14848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编号及取样 

7.1.1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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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处理产物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出厂前应进行编号和取样，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按照单线

年生产能力的不同，按如下规定进行编号： 
10万t以上，不超过1000t为一编号； 
1万t~10万t，不超过600t为一编号； 
1万t以下，不超过300t为一编号。 
当散装运输工具容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编号吨数时，允许该编号数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编号吨数。 

7.1.2 取样方法 

取样按HJ/T 20规定进行。取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样，也可在20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

总量至少20kg。试样应混合均匀，按四分法缩分出比试验所需量大一倍的试样。 

7.2 出厂检验 

7.2.1 检验项目符合第 5 章中规定及包装符合要求的玻璃化处理产物方可出厂。 

7.2.2 玻璃化处理产物出厂检验项目为 5.2 中相应用途的有害物质控制指标，相应用途的国家、地方

或行业相关标准质量要求的检测项目可与使用方协商确定。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项目为 5.1 中要求以及 5.2 中相应用途标准质量要求和有害物质控制要求。 

7.3.2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一次；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 5.2 中有害物质控制等技术要求的为合格品。 

7.4.2 出厂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 5.2 中有害物质控制等技术要求的为不合格品。若其中任意一项不

符合要求，应重新加倍取样，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复检，评定时以复检结果为准。 

7.4.3 型式检验不符合本标准 5.1 和 5.2 中相应用途任意一项要求的为型式检验结果不合格。若其中任

意一项不符合要求，应重新加倍取样，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复检，评定时以复检结果为准。 

7.4.4 检验报告 

玻璃化处理产物出厂时要附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和联系方式、使用方名称和联

系方式、产品名称、编号、检测结果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 

8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8.1 包装 

玻璃化处理产物可以袋装包装或者散装等。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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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标志 

包装袋上清楚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包装日期和编号。散装时应提供与袋装标志相同内容

的卡片。 

8.3 运输与贮存 

玻璃化处理产物在运输与贮存时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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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固体废物玻璃化处理产物酸溶失率的测定 

A.1 方法原理 

本方法以醋酸-醋酸钠缓冲溶液为浸提剂，溶解玻璃化处理产物，通过酸溶后玻璃化处理产物质量

的损失判断产物的玻璃化程度。 

A.2 试验用试剂和材料 

A.2.1 试验用水：应符合GB/T 6682 规定的三级水。 
A.2.2 冰醋酸：分析纯。 
A.2.3 醋酸钠：分析纯。 
A.2.4 氢氧化钠：分析纯 
A.2.5 浸提剂：醋酸-醋酸钠缓冲溶液，分别取1mol/L的醋酸钠与1mol/L的醋酸按体积比49:51混合，混

合后缓冲溶液的pH值为4.6。 

A.3 仪器设备 

A.3.1 破碎设备：颚式破碎机、锤子、研磨器或其它具有相同功能的破碎研磨工具。 
A.3.2 密封浸出瓶：耐腐蚀的玻璃、高密度聚乙烯或聚丙烯瓶，具有适当的形状和容量以便 大限度

地减少空间。其中，玻璃瓶必须配备惰性材料瓶塞。 
A.3.3 pH 计：在 25℃时，精度为±0.05pH。 
A.3.4 室温温度计：精确至±0.5℃。 
A.3.5 实验天平：可以称量100克，精确至0.01g。 
A.3.6 过滤器：孔径为0.45μm的微孔滤膜。 
A.3.7 搅拌器：翻转式或摇摆式搅拌，20转/分钟。 
A.3.8 鼓风干燥箱：可控制温度（110±5）℃。 
A.3.9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A.4 试验步骤 

A.4.1 样品采集与保存 

按照本标准7.1.2的规定进行取样，按照HJ/T 20 的相关规定进行样品的保存。 

A.4.2 破碎与筛分 

样品破碎前需要进行干燥。对于粒径大的颗粒通过颚式破碎机、锤子或研磨器降低粒径，确保样品

颗粒至少95%质量可以通过1mm孔径的筛网。如果超过该粒径的材料部分大于5%的质量，则应将大于

1mm的整个部分分离并再次破碎。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材料进行精细磨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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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混匀与称量 

将通过1mm筛的样品混合均匀，然后将样品置于鼓风干燥箱中，温度设置为（110±5）℃，时间2
小时，干燥后取出移入干燥器冷却至室温，称重。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检查性烘干，每次加热30min，直

至恒重。滤膜的干燥过程同上。 
称取恒重的试验样品质量为（100±5）g，精确至0.01g。其中，试验样品干质量记为M0，滤膜的干

质量记为M1。 
注：恒重是指连续两次称量之差不大于0.02 g。 

A.4.4 浸出步骤 

首先将密封浸出瓶清洗干净并干燥，称取试验样品放入浸出瓶中，向浸出瓶加入1L浸提剂，浸提

剂pH值介于4.6~4.8，然后将密封的浸出瓶置于翻转式或摇摆式搅拌器上，搅拌（6±0.5）小时，搅拌完

毕后静置等待过滤。试验过程中，应定期检查浸出剂的pH值并记录该值，建议在浸出阶段开始后30分
钟、60分钟、180分钟以及试验结束时检查pH值。其中，至少在浸出阶段开始后30分钟及试验结束时进

行两次pH值检查。 
为了使试验有效，浸出阶段pH值应控制在4.5~5.5，通过添加醋酸溶液或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

如果在试验期间测量的pH值不在4.5~5.5，则试验无效。 

A.4.5 液-固分离 

利用真空或加压过滤的方式，经0.45μm的微孔滤膜，通过过滤分离包含在浸出瓶中的固相和液相。

转移浸出瓶中残留固相时，应使用浸提剂冲洗。 
当浸出瓶中的残留固体全部被转移到滤膜上，分别用100ml试验用水冲洗滤膜上的残留固体3次。

冲洗完毕后，将含有残留固体的滤膜放入鼓风干燥箱中，温度设置为（110±5）℃，时间2小时，干燥

后取出移入干燥器冷却至室温，称重。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检查性烘干，每次加热30min，直至恒重，称

量。其中，含残留固体的滤膜干质量记为M2。 

A.5 酸溶失率计算 

酸溶失率按式（A.1）计算： 

( )0 2 1

0

100
M M M

PM
M

− −
= ×      （A.1） 

式中： 
PM——玻璃化处理产物酸溶失率，%； 
M0——玻璃化处理产物试验样品干质量，单位为克（g）； 
M1——酸溶试验前滤膜的干质量，单位为克（g）； 
M2——酸溶试验后滤膜及残留固体的干质量，单位为克（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