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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

起草。

本文件于 20年月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函〔 〕 号文件批复同意，并于 20

年月日起实施。

本文件为全文强制。

本文件由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本文件起草人：王时亮、麻占威、吴维、陆勇、薛洪其、姚逸、邓秋婷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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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铅蓄电池广泛用于汽车、电动自行车和能源储存等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废铅蓄电

池已经成为社会源产生的主要危险废物。由于废铅蓄电池具有产生量大、来源广泛且分散、再

生利用附加值高等特点，通过非法途径收集、贩卖废铅蓄电池的行为屡禁不绝。非法收集、贩

卖铅蓄电池过程存在极大的环境风险隐患。规范废铅蓄电池的回收体系，对于推动铅蓄电池生

产企业落实生产者延伸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铅蓄电池生产和再生铅行业有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近期，国家根据废铅蓄电池自身环境风险大小对废铅蓄电池种类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以

收集网点为前端的回收体系建设思路。对符合特定要求的废铅蓄电池的特定回收环节进行了豁

免。一定程度减少了参与废铅蓄电池回收的合法经营者的经营成本，促进了废铅蓄电池闭环逆

向回收体系的建设。本文件的制定综合考虑了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和省内实际，旨在为全省

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提供依据，防治废铅蓄电池污染，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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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废铅蓄电池收集 贮存 运输污染控制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运输等环节运行及管理应遵守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省内废铅蓄电池的收集、贮存、运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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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900.41 电工术语 原电池和蓄电池

GB/T 26493 电池废料贮运规范

GB/T 37281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

HJ 519 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JT/T 617.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1 部分：通则

JT/T 617.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5 号）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第 408 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铅蓄电池

含以稀硫酸为主的电解质、二氧化铅正极和铅负极的蓄电池。

3.2 废铅蓄电池

指在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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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放弃的铅蓄电池。不包括在保质期内返厂故障检测、维修翻新的铅蓄电池。

按照环境风险大小划分将废铅蓄电池划分为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和第 II 类废铅蓄电池。

3.3 第 I 类废铅蓄电池

指外壁包装材料未破损的密封式免维护废铅蓄电池。

3.4 第 II 类废铅蓄电池

指开口式废铅蓄电池和外壁包装材料破损的密封式免维护铅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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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收集

指废铅蓄电池收集者对产生的废铅蓄电池进行聚集、分类和整理的活动。

3.6 运输

指使用专用运输设备，将废电池由暂时贮存场所转移至长期贮存场所或由长期贮存场所转

运至最终利用处置场所的活动，包括集货、分配、搬运、装卸等。

3.7 暂时贮存

指将社会源产生的零散的废铅蓄电池进行收集后临时存放的活动。

3.8 长期贮存

指将集中收集的废铅蓄电池置于集中转运点和再生铅企业进行存放的活动。

3.9 社会源

指来源于社会流通领域，具有来源分散、产量不固定、种类复杂的特点，主要包括从事机

动车维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工商注册的废品回收站，以维修和以旧换新名义开展回收废铅

蓄电池业务的经销单位（含销售网点），电力、水力、移动通信、银行服务行业等单位。

4 一般要求

4.1 铅蓄电池生产者应严格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积极构建“销一收一”的回收利用体系，

提高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

4.2 废铅蓄电池的收集者应当配套建设废铅蓄电池贮存设施，也可利用原有构筑物改建成废铅蓄

电池贮存设施。

4.3 第 I 类、第 II 类废铅蓄电池应当分类收集、贮存。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放置在耐腐蚀、

绝缘、不易破损的专用容器内。盛装废铅蓄电池的容器应按照 GB18597 相关要求粘贴危险废物

标签。

4.4 禁止在收集、贮存、运输活动中擅自拆解、破碎、丢弃废铅蓄电池。禁止随意倾倒含铅酸性

电解质。

4.5 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运输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收集人员、运输车辆驾驶员

等相关人员参加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和环境事故应急救援方面的培训。

4.6 废铅蓄电池长期贮存场所在施工前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4.7 废铅蓄电池贮存场所的关闭按照 GB18597 中相关规定执行。

5 收集与分类

5.1 废铅蓄电池应处于独立状态，带有连接线（条）的应将连接线（条）拆除。

5.2 废铅蓄电池应按以下方法进行鉴别和分类：

a）铅蓄电池的鉴别：按废电池外壳上的回收标志鉴别或确认为铅蓄电池。额定电压通常为

2 的倍数，如 2V、6V、12V 等。

b）第 I 类、第 II 类废铅蓄电池的鉴别：目测检查电池外观，无外壳破损、端子破裂和电

解液渗漏的为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存在外壳破损、端子破裂或电解液泄漏的为第 II 类废铅蓄电

池。

5.3 收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社会源头废铅蓄电池，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6 暂时贮存场所建设与贮存要求

6.1 暂时贮存场所的选址与设计

6.1.1 贮存场所应为自行持有场所或具有稳定经营条件的租赁场所。

6.1.2 贮存场所应为独立的房间，贮存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10 平方米。

6.1.3 贮存场地应防雨防晒，具有耐酸防渗的硬化地面，配套建设有消防、安全照明、观察口、

通风、计量和标识牌等必要设施。

6.1.4 贮存场地投入使用前应当确定接收对象，接收对象应当具备相应类别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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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暂时贮存要求

6.2.1 贮存场所应落实责任人和内部管理制度，做好台账记录，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类别、数

量、重量、来源、去向等信息，并至少保存 1 年。

6.2.2 贮存场所作业人员应配备耐酸工作服、专用眼镜、耐酸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禁止非专业

人员进入贮存场所。

6.2.3 贮存过程应保持废铅蓄电池的结构和外形完整。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应正立（端子朝上）、

同向有序堆放；第 II 类废铅蓄电池应妥善包装，放置在专用容器内，单独分区存放。

6.2.4 贮存规模应与贮存场所的容量相匹配，每 10 平方米贮存场地贮存废铅蓄电池量不得超过

2 吨，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 3 吨。

6.2.5 贮存场所应定期整理、清运。清运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30 天。

6.2.6 贮存场所禁止接收社会源以外的废铅蓄电池。

7 长期贮存场所建设与贮存要求

7.1 长期贮存场所的选址与设计

7.1.1 贮存场所应优先设置在符合规划的工业园区内，并符合 GB18597 危险废物集中贮存设施选

址和设计要求。

7.1.2 贮存规模应与贮存场所的容量相匹配，用于专门贮存废铅蓄电池的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200

平方米。

7.1.3 贮存场所应只有一个出（入）口。一般情况下，应关闭此入口以避免灰尘的扩散。出（入）

口处应设置不小于 10 吨量程的电子地磅。

7.1.4 贮存场所出（入）口、贮存场地、废铅蓄电池卸货区应设置能够 24 小时不间断录制的闭

路电视监控设备。监控点位布设应确保监控对象全部摄入监控视频中。监控画面清晰度应当达

到 200 万像素以上。

7.1.5 贮存场地投入使用前应确定固定的接收对象，接收对象应当具备相应类别的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

7.2 长期贮存要求

7.2.1 贮存场所应制定废铅蓄电池管理计划及集中贮存管理办法、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应急物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和办法。管理计划应定期向贮存场所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备案。

7.2.2 贮存场所应做好接收、转移台账管理及监控记录，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类别、数量、重

量、来源、去向等信息。贮存记录至少保存 3 年，录像资料至少保存 3 个月。

7.2.3 贮存场所作业人员应按照 6.2.2 要求进行防护。禁止非专业人员进入贮存场所。

7.2.4 贮存场所内的废铅蓄电池应按照 6.2.3 要求进行存放。

7.2.5 贮存规模应与贮存场所的容量相匹配，每 10 平方米贮存场地贮存废铅蓄电池量不得超过

2 吨。

7.2.6 贮存场所应定期整理、清运。清运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90 天。

8 转移与运输

8.1 暂时贮存场所向长期贮存场所转移第 I 类废铅蓄电池的，转移过程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暂时贮存场所向长期贮存场所转移第 II 类废铅蓄电池的，以及暂时贮存场所以外的工业企业向

长期贮存场所、长期贮存场所向废铅蓄电池利用处置单位转移废铅蓄电池的，应填写危险废物

转移电子联单。

8.2 通过道路运输废铅蓄电池，运输单位应当具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配备专业运输人员和

运输车辆。运输车辆应做简单防腐防渗处理，配备耐酸存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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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装卸废铅蓄电池过程中，应当避免对废铅蓄电池造成损坏。

8.4 运输前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应在托盘上码放整齐，并用塑料薄膜包装完善，第 II 类废铅蓄电

池及电解液应单独存放在耐酸存储容器中，不得混装。

8.5 废电池运输单位应制定详细的运输方案及路线，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事故应急及个人防

护设备和物品。

8.6 在满足上述包装容器、人员培训及装卸条件时，以下三种废铅蓄电池可按照普通货物进行管

理，豁免运输企业资质、专业车辆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求。

a）符合 JT/T 617.3 附录 B 所列第 238 项特殊规定，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800”（蓄

电池，湿的，不溢出的，蓄存电的）的废铅蓄电池；

b）不符合 JT/T 617.3 附录 B 所列第 238 项特殊规定，但符合 JT/T 617.1 第 5.1 条要求，

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重量不高于 500 公斤的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800”（蓄电池，湿的，不

溢出的，蓄存电的）的废铅蓄电池；

c）符合 JT/T 617.1 第 5.1 条要求，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重量不高于 500 公斤的危险货物联

合国编号为“2794”（蓄电池，湿的，装有酸液的，蓄存电的）的废铅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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