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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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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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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产研生态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绿满神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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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过程中微波热解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预处理技术要求、

微波热解技术要求、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质量和管理要求、监测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农药、化学原料药、染料、橡胶助剂等化工行业产生的废盐采用微波热解技术处置，

其他类型废盐进行微波热解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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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085.1~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 5959.6 电热装置的安全第六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30297 氯碱工业用全氟离子交换膜应用规范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DB 32/939 化学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工废盐 waste salts from chemical industry

农药、化学原料药、染料、橡胶助剂等行业产生的含盐废水，经处理后形成的含有有毒有害组分的

高浓含盐废液或固态盐。

3.2 预处理 pretreatment

指对固体盐渣进行干燥、破碎、筛分、混合、配伍等前期处理过程，或对含盐废液进行中和、浓缩、

蒸馏、分离等前期处理的过程。

3.3 废盐微波热解 microwave pyrolysis of Waste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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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温和控氧的条件下，利用微波能加热，使废盐中有机物发生分解、炭化、挥发、分离，从而实

现废盐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理过程。

3.4 微波热解设备 Microwave pyrolysis treatment equipment

指微波热解处置废盐的主体设备，包括进料装置、热解反应装置、尾气净化装置、出料及产物收集

装置、控制系统、报警系统等。

3.5 再生盐 regenerated salt

指化工废盐经加工后产生的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无机盐产品。

3.6 精制 purification

指再生盐采用溶解、过滤、吸附、分离、蒸发等提纯的过程。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应根据化工废盐特性和产生数量，实施分级分类收集和管理，在利用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技术

处理前，应针对性的进行预处理和微波热解工艺设定，确保处置过程连续稳定运行。

4.1.2 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过程中，应采用二次污染少、环境风险低、自动化程度高、安全可靠的微

波热解设备以及其他辅助设施。

4.1.3 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后的再生盐去向应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保后续利用处置过程中可追踪。

4.1.4 化工废盐贮存设施、处置装置应采用耐盐腐蚀材料。

4.2 场地要求

4.2.1 作业场地应为封闭或半封闭空间，且地面应硬化。

4.2.2 热解作业厂区应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灭火器材应按 GB 50140的规定配备且放置在显眼、易取

的位置，根据要求定期检查，确保在有效期内。

4.2.3 热解作业区域应按 GB 15630的要求设置消防安全标志，按 GB 2894的要求设置安全标志。

4.2.4 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在热解作业厂区。

4.3 人员要求

4.3.1 操作人员应实行培训上岗制度，并定期进行安全操作和应急处理方面的培训。

4.3.2 操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按 GB/T 11651的要求穿戴和使用防护装备。

4.3.3 操作人员应熟悉微波热解设备运行原理，具备设备设施操作与检修技能。

4.3.4 微波热解设备启动、运行时应至少 2名操作人员进行操作、巡检和监控。

4.4 作业安全要求

4.4.1 热解作业前，应全面检查设备设施，确定设备设施功能正常后方可操作；每次上料前应确保设备

运转正常，必要时先进行预处理。

4.4.2 操作人员应按照规划的路线到达操作平台，根据相关的管理文件进行操作。

4.4.3 设备停机全面检修间隔时长不超过 1年。检修前确保设备处于完全关闭状态，温度恢复至室温。

4.4.4 热解设备操作位置应具备良好的可视性，确保操作人员安全。

5 预处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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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预处理后的废盐应该具备以下特性：

5.1.1 废盐组分基本稳定。

5.1.2 理化性质较为均匀，保证工况连续稳定运行。

5.1.3 破碎后的废盐粒径应控制在 20目以上。

5.2 应根据入厂废盐的特性和微波热解处置的要求，对废盐进行破碎、分选、混合等预处理。

6 微波热解技术要求

6.1 技术原理

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技术是以连续化微波阶梯式热解为核心，在控温和控氧条件下，利用微波能

量，对废盐中有机物进行分解、炭化、挥发、分离，从而使废盐中有机物不断脱除出来，实现废盐减量

化、无害化的处置。

6.2 技术特点

6.2.1 只需用电，无需化石燃料。

6.2.2 不引入二次污染。

6.2.3 升温迅速，加热均匀。

6.2.4 尾气产生量少。

6.3 工艺流程

6.3.1 首先对收集的化工废盐进行预处理，预处理过程需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预处理技术要求，再由物料

输送机将化工废盐输送至微波热解设备进行处置，处置后的高温再生盐经精制后收集，微波热解处置过

程产生的尾气经过尾气治理装置后达标排放。

6.3.2 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技术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化工废盐微波热解处置技术工艺流程框图

6.4 控制条件

6.4.1 热解温度：200℃～750℃。

6.4.2 热解时间：0.2 h～1 h。
6.4.3 微波功率密度：50~400w/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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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

6.5.1 一般规定

a）微波热解设备宜优先选择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具备自动化程度高、安全、节能、环保的性能

的设备。

b）采用微波热解处置工艺的设备应根据防腐要求选择材质。

6.5.2 设备

a）微波热解设备宜采用可实现自动化连续运行控制的设备。微波设备选型与处理规模相匹配。

b）微波热解设备为专门处置废盐的设备，应具有耐盐腐蚀、防结块、防堵塞等特点。

c）微波热解设备应配置微波屏蔽装置或结构，并应配置具有自动报警功能的监测装置，防止微波

泄漏对操作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d）用于处置废盐的微波热解设备应具备以下功能：

①应具有废气净化系统，同时配备尾气在线监测功能，尾气排放应满足 GB 16297的要求。

②具备自动化水平，一键开关机功能及自动报警功能。

③设备集成化、模块化，方便施工。

④处置后再生盐 TOC≤50ppm。

⑤设备不结圈、不结块、耐腐蚀，可连续化稳定运行。

6.5.3 材料

a）微波热解设备主体应采用具有反射性和吸收性的材料，热解室内腔应采用耐高温、耐腐蚀的材

料制成。

b）微波热解设备的保温材料优先采用无铬耐火材料。

7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7.1 大气污染控制

7.1.1 贮存、处置过程中应对产生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应按 GB37822 的要求采取有效收集，处理后达

到相应排放要求。

7.1.2 微波热解产生的废气排放须满足 GB 16297排放要求。

7.2 废水污染控制

微波热解处置过程中回收的冷凝水、车间清洗等环节产生的废水收集处理后应满足 GB 8978和地

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7.3 噪声污染控制

物料输送泵、风机、空压机等机械设备，宜选用低噪音设备，并采用合理的降噪、减噪措施，确保

设备运转时厂界噪声符合 GB 12348的要求。

搬运、车辆运输等非机械噪声产生环节，应采取减少固体振动和碰撞过程噪声产生的管理措施。

7.4 其他污染控制

厂界恶臭污染物限值应按 GB 1455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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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和管理要求

化工废盐经处置后满足表 1污染物指标限制要求宜进行综合利用，并根据综合利用产物的用途，采

取相应分级管控措施。

表 1 污染物指标限制
序号 项目 限值 说明

1 总有机碳（TOC）1（mg/kg） ≤ 50 参照 GB 30297中表 A.2

2 总氮（以 N计）2（mg/L） ≤ 10 参照 DB 32/939中表 1

3 总氮（以 P计）2（mg/L） ≤ 0.5 参照 DB 32/939中表 1

4 铜（mg/L） ≤ 100 参照 GB 5085.3

5 锌（mg/L） ≤ 100 参照 GB 5085.3

6 总铬（mg/L） ≤ 15 参照 GB 5085.3

7 六价铬（mg/L） ≤ 5 参照 GB 5085.3

8 铅（以 Pb计）（mg/L） ≤ 5 参照 GB 5085.3

9 总砷（以 As计）（mg/L） ≤ 5 参照 GB 5085.3

10 镍（以 Ni计）（mg/L） ≤ 5 参照 GB 5085.3

11 镉（以 Cd计）（mg/L） ≤ 5 参照 GB 5085.3

12 总汞（以 Hg计）（mg/L） ≤ 0.1 参照 GB 5085.3

13 钡（mg/L） ≤ 100 参照 GB 5085.3

注：1.TOC以干燥基为基准分析；2.总氮、总磷限值以 2.5%盐水为基准分析。

a）综合利用产物作为产品的，应符合 GB 34330中要求的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

标准，与国家相关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b）综合利用产物可采用“点对点”定向利用的方式，直接销售给工业生产企业作为替代原辅料。

c）在不满足上述 2 种情况时，应按 HJ 1091 的相关要求，根据综合利用产物的用途，确定环境

保护目标，开展环境风险定性、定量评价，识别其特征污染物或有害成分并判断其环境风险影响。

综合利用产物不应用于与人体直接接触产品的替代原辅料，或流向饮用水、食品、药品及养殖行业

等。

9 监测要求

9.1 应按照有关法律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

物排放状况及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9.2 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程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和排位口

标志。

9.3 气体污染物监测项目及检验方法参照 GB 18484执行。

9.4 微波辐射监测、微波辐射检测应符合 GB 5959.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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