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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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雁莎、邢啸林、陈曦、薛亦峰、王玮、崔阳阳、钟晨、鲁琦、翟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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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馆捕集灰处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殡仪馆捕集灰收集、内部转运、贮存、运输等处理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殡仪馆火化机、遗物祭品焚烧炉烟气净化系统捕集灰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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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殡仪馆 funeral parlor

提供遗体接运、存放、火化、防腐、整容、悼念和骨灰寄存等活动的设施。

[来源：GB/T 23287—2023，5.4.6]
3.2

捕集灰 catching ash

遗体火化和遗物祭品焚烧产生的烟气被除尘器捕集到的固体物质。
3.3

内部转运 internal transfer

将已包装的捕集灰集中到殡仪馆临时贮存设施的活动。

4 总体要求

4.1 捕集灰处理包含处理计划与台账的制定、收集、内部转运、贮存和运输。

4.2 捕集灰处理应配备必要的工具用品和人员防护用品，并与殡仪馆其他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区分处

理。

4.3 捕集灰在收集、内部转运、贮存、运输过程中，应对涉及场所、设施、工具、容器或包装物设置

相应便于识别的标志或标签。

4.4 对在收集、内部转运、贮存、运输过程中散落的捕集灰应及时进行清理回收，清洗沿途污染和使

用过的设备、工具、容器等，排放的废水应符合 GB 8978 的要求。

4.5 操作人员应在捕集灰处理全过程做好防护工作，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捕集灰灰分，避免捕集灰进入

人体呼吸道。

5 捕集灰处理计划与台账制定

5.1 处理计划要求

5.1.1 殡仪馆应按年度制定捕集灰处理计划，处理计划包含单位基本信息和捕集灰处理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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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单位基本信息应包含殡仪馆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环境安全负责人、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等。

5.1.3 捕集灰处理作业信息应包括捕集灰收集、内部转运、贮存、运输各环节涉及的捕集灰处理量、处

理方式、处理工具、处理频次等。

5.1.4 捕集灰处理计划内容见附录 A，填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集灰环节：烟气净化系统中收集捕集灰的环节；

b) 本年度预计产生量：本年度预计产生的捕集灰总量；

c) 包装形式：包括包装容器、材质、规格等；

d) 贮存设施类型：根据 GB 18597 中贮存设施类型填写，单独存放捕集灰的应填写为贮存库；

e) 本年度预计剩余贮存量：预计截至本年底贮存设施内捕集灰的库存量；

f) 拟接收单位类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环境豁免管理单位；

g) 拟接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名称、经营许可证编号：应当与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

系统中登记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相关信息一致。

5.2 处理台账要求

5.2.1 殡仪馆应参照附录 B，分解捕集灰产生、收集、内部转运、贮存、运输等环节的动态流向，建立

捕集灰处理台账，并按每个容器或包装物做好登记。

5.2.2 捕集灰收集环节，应记录批次编号、收集时段、收集量、容器/包装类型、经办人等。

5.2.3 捕集灰入库环节，应记录批次编号、入库时间、入库量、库存灰量、经办人等。

5.2.4 捕集灰出库环节，应记录批次编号、出库时间、出库量、剩余灰量、经办人等。

5.2.5 捕集灰运输环节，应记录批次编号、运输时间、运输量、拟接收单位类型、单位名称、经办人等。

6 捕集灰收集

6.1 捕集灰收集作业应根据收集设备、内部转运工具或车辆以及现场人员等实际情况确定相应作业区

域，设置作业界限标志和警示牌。

6.2 捕集灰收集时，应将集灰容器或包装物紧密连接至除尘器下排灰口，定期清理灰斗和排灰口周边

散落的灰粉。

6.3 收集捕集灰时，应配备必要的收集工具、集灰容器或包装物（常用捕集灰容器/包装物见附录 C），

防止捕集灰逸散。容器或包装物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包装容器材质与捕集灰具有的浸出毒性相容；

b) 包装容器材质能有效隔断捕集灰迁移扩散途径，达到防渗、防漏、防腐和强度要求；

c) 包装容器设有料位指示、除尘和防止板结的设施，并在排灰口附近设置增湿设施；

d) 包装容器容量按捕集灰额定产生量确定，如按月产灰量确定容器容量；

e) 包装容器具备排灰时防止捕集灰逸散的措施；

6.4 收集结束后，应清理和恢复收集作业区域，确保作业区域环境整洁安全。

7 捕集灰内部转运

7.1 内部转运应综合考虑殡仪馆内实际情况确定转运路线，避开办公区、生活区和人流密集区。

7.2 在捕集灰的收集和内部转运过程中，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捕集灰飘散和遗撒，在捕集灰收集、装

卸、转运等易产生粉尘的区域应配备相应除尘装置，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应回收至收集或贮存环节集中

处理。

7.3 内部转运应将捕集灰一次性转移至贮存设施，不得在转运过程中将捕集灰私自挪至他处或挪作他

用。

8 捕集灰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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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贮存设施污染控制要求

8.1.1 殡仪馆应根据捕集灰年生产量、包装形式等确定贮存设施规模。

8.1.2 贮存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漏、防渗等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不得露天堆放捕集灰。

8.1.3 贮存设施内地面、墙面裙角、堵截泄漏的围堰、接触捕集灰的隔板和墙体等，应采用坚固的材料

建造，表面无裂缝。

8.1.4 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角应采用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应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可采

用抗渗混凝土、高密度聚乙烯膜、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8.1.5 同一贮存设施宜采用相同的防渗、防腐工艺（包括防渗、防腐结构或材料），防渗、防腐材料应

覆盖所有可能与废物及其渗滤液、渗漏液等接触的构筑物表面；采用不同防渗、防腐工艺应分别建设贮

存分区。

8.2 捕集灰容器/包装物污染控制要求

8.2.1 硬质容器或包装物及其支护结构堆叠码放时不应有明显变形，无破损泄漏。

8.2.2 柔性容器或包装物堆叠码放时应封口严密，无破损泄漏。

8.2.3 盛装容器内部应留有适当空间，以适应因温度变化等可能引发的收缩和膨胀，防止其导致容器泄

漏或永久变形。

8.2.4 容器和包装物外表面应保持清洁。

8.3 贮存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8.3.1 捕集灰存入贮存设施前应对其来源、收集、内部转运等台账进行核验，各环节记录不明确的不应

存入。

8.3.2 捕集灰存放时，应整齐堆码在木质或塑料卡板上，并使用 PE 膜固定防止倒塌。

8.3.3 应定期检查捕集灰贮存状况，及时清理贮存设施地面，更换破损泄漏的贮存容器和包装物，保证

堆存捕集灰的防雨、防风、防扬尘等设施功能完好。

8.3.4 贮存设施应配备通信设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服及工具、监控设施，并设有应急防护设施。

9 捕集灰运输

9.1 捕集灰运输应遵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采取防遗撒、防渗、防漏等防止环境

污染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和遗撒捕集灰。

9.2 捕集灰运输设备的配置应根据处置设施的规模和捕集灰特性确定。

9.3 捕集灰运输时，装卸人员应熟悉捕集灰的危险特性，并配备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装卸区应设置

有明显的隔离设施和指示标志。

9.4 殡仪馆应根据所在地区实际情况将捕集灰运送至当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环境豁免管理单位进行处置；所在地区没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单位的，可根据实际情况，

运输至当地有资质的固体废物处理单位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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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捕集灰处理计划表

捕集灰处理计划见表A.1。

表 A.1 捕集灰处理计划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环境管理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文号

或备案编号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或排污登记表编号

收集
集灰环节 年度预计产灰量（t）

包装形式 收集周期

内部转运
转运工具 转运路线

转运频率 单次转运量

贮存

贮存设施类型 建筑面积

设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防风 防雨 防晒 防腐

防扬散 防流失 防渗漏

额定贮存量
本年度预计

剩余贮存量

运输

拟接收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持有单位名称
经营许可证编号

运输单位 运输荷载量

运输频次 单次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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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捕集灰台账记录表

捕集灰收集、入库、出库、运输记录见表B.1～表B.4。

表 B.1 捕集灰收集记录表

序号 批次编号 收集时段 收集量（kg） 容器/包装类型 经办人

1

2
3
4
5

注：“批次编号”可采用“捕集灰”首字母加年月日再加编号的方式设计，例如“BJH20230830”

表 B.2 捕集灰入库记录表

序号 批次编号 入库时间 入库量（kg） 库存灰量 经办人

1

2
3
4
5

表 B.3 捕集灰出库记录表

序号 批次编号 出库时间 出库量（kg） 剩余灰量 经办人

1
2
3
4
5

表 B.4 捕集灰运输记录表

序号 批次编号 运输时间 运输量（kg） 接收单位类型 单位名称 经办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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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常用捕集灰容器/包装物表

常用捕集灰容器/包装物见表C.1。

表 C.1 常用捕集灰容器/包装物

常用捕集灰容器/包装物
包装件限制质量 备注

外包装 内包装

中开口钢桶

钢板厚1.25mm

钢板厚1.00mm

钢板厚0.70mm

塑料袋

或多层牛皮纸袋

每桶净质量不超过

250kg

150kg

100kg
常见规格：45L\100L\200L

塑料袋厚度：

0.04mm～0.07mm

全开口钢桶

钢板厚1.25mm

钢板厚1.00mm

钢板厚0.75mm

塑料袋

或多层牛皮纸袋

每桶净质量不超过

250kg

150kg

100kg

纤维板桶

胶合板桶

硬纸板桶

塑料袋

或多层牛皮纸袋

每桶净质量不超过

30kg
常见规格：45L\100L\200L

全开口塑料桶
塑料袋

或多层牛皮纸袋

每桶净质量不超过

50kg

材质：聚乙烯和聚氯乙烯

常见规格：45L\100L\200L

满板木箱
塑料袋

或多层牛皮纸袋

每桶净质量不超过

50kg
-

塑料编织袋 塑料袋
每袋净质量不超过

50kg
材质：聚丙烯

复合塑料编织袋 无
每袋净质量

25kg～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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