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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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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弃光伏组件的收集、运输、贮存、综合利用和产物污染控制技术要求以及综合利用

企业运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项目选址、工程设计及建设、运行管理以及与废弃光伏组件综

合利用有关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管理、清洁生

产审核等。产废企业（含光伏组件及其零配件生产企业、光伏电站等光伏组件使用企业）自建废弃光伏

组件综合利用设施参照本文件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光伏组件梯次利用（包括直接再利用、降级使用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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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587 铜及铜合金废料 

GB/T 13588 铅及铅合金废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180 锡及锡合金废料 

GB/T 23685 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GB/T 26308 银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 

GB/T 2881 工业硅 

GB 3157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T 34640.1 变形铝及铝合金废料分类、回收与利用 第1部分：废料的分类 

GB/T 36577 废玻璃分类及代码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39753 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 364 废旧塑料回收再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 52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指导通用监测技术-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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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nku.so.com/d/ea0bc9fc5fffb4b9accec41728e99015?src=ob_zz_juhe360wenku
https://wenku.so.com/d/ea0bc9fc5fffb4b9accec41728e99015?src=ob_zz_juhe360wenku
https://sthjt.jiangsu.gov.cn/art/2024/5/31/art_83739_11270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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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32 / 372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2 / 404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废弃光伏组件  waste photovoltaic module 

光伏组件生产、运输、销售、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失去原利用价值并被废弃的光伏组件及其拆解物、

边角料等。 

3.2 综合利用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从废弃光伏组件（3.1）中采用物理法、湿法和火法等方法提取有价值材料的过程。 

3.3 物理法  physical process 

通过机械外力等物理手段对废弃光伏组件进行拆解、破碎、分选，实现物质分离和分类的过程。 

3.4 湿法  chemical process 

通过溶胀溶解、金属浸出等化学反应方法及清洗、沉淀、过滤、蒸发、结晶等辅助方式，回收光伏

层压件中金属和其他材料的过程。 

3.5 火法  pyrogenic process 

通过热解、冶炼等高温方式，回收光伏层压件及其拆解物、边角料中玻璃、硅、金属，以及在高温

条件下，将相关物料进行提纯或深加工的过程。 

3.6 综合利用产物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product 

废弃光伏组件（3.1）综合利用（3.2）产生的具有利用价值的目标产物。 

4 总体要求 

4.1 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设施选址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划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要求。 

4.2 收集、运输、贮存、综合利用过程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应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交通

运输、消防等要求。法律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5 收集、运输和贮存 

5.1 收集、运输 

5.1.1 收集和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火灾、漏电等安全隐患。对于存在结构或电气等方

面安全问题、丧失安全性能的光伏组件，应先消除安全隐患，避免造成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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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废弃光伏组件应分类收集，对外观无明显缺陷，完整度好的光伏组件应整齐堆放；对外观有

明显缺陷的，可现场去除线缆，按照破损程度、尺寸、规格等进行收集。 

5.1.3 运输过程中应对废弃光伏组件进行捆扎或包装，做好防护，防止碰撞、遗洒造成二次污染。

运输过程中不得对废弃光伏组件采取任何形式的拆解、处理。 

5.2 贮存 

5.2.1 废弃光伏组件，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废品、废零部件和材料，综合利用产物等应根据种

类、组分等分类贮存，并设置显著标识。属于危险废物的，应符合 GB 18597的规定。对难以确定危

险废物属性的，应参照 GB 34330鉴别，再按照危险属性进行贮存。应根据物料特性设置堆放要求，

避免发生坍塌、滑落等意外。 

5.2.2 废弃光伏组件贮存时应设置固定的贮存区域边界。露天贮存时，完整且不存在安全隐患的废

弃物光伏组件应避开地下水主要补给区和饮用水源含水层。破碎的光伏组件以及拆解所得层压件等

部件，应采取防雨和防渗措施，防止铅等重金属造成污染。 

5.2.3 应建立巡检制度，贮存过程中若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按应急预案妥善处理。 

6 工艺过程 

6.1 一般要求 

6.1.1 应选择自动化程度高、二次污染少、节能降耗、环境友好、技术先进的工艺和装备，符合

HJ 1091要求。 

6.1.2 新改扩建综合利用企业宜采用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或现场总线

控制系统（FCS）等系统对综合利用工艺进行信息化控制。 

6.2 物理法 

6.2.1 应选用资源化回收率高，能够批量生产的先进拆解装置，参照 GB / T 23685和 HJ 527等相

关要求执行。 

6.2.2 废弃光伏组件宜采用机械或电动工具去除引出线、接线盒、边框，采用自动化程度高的先进

装备拆解层压件。 

6.2.3 拆解过程应配备除尘设备，控制粉尘逃逸，保持作业现场干净整洁，符合职业安全健康要求。 

6.3 火法 

6.3.1 废弃光伏组件塑料背板采用加热方式剥离的，加热温度应小于 200摄氏度；剥离后背板材料

及 EVA胶膜等采用热解处置的，应符合 HJ / T 364的相关规定。 

6.3.2 废弃光伏组件涂锡铜带及铝带采用熔炼方式回收的，应满足 GB 9078 管理规定。 

6.3.3 应配备烟气处理设备，宜采用余热回收利用装置对烟气余热进行利用。 

6.4 湿法 

6.4.1 采用湿法处理废弃光伏组件及其拆解物、边角料时，应采用防溶剂挥发、密闭性好、具有防

化学溶剂外溢措施的设备。 



DBXX/ XXXXX—XXXX 

 

6.4.2 除金属外，应有效回收光伏层压件中的玻璃、胶膜、背板、硅等有价材料。 

7 环境保护 

7.1 废气 

7.1.1 采用物理法的，粉尘排放要符合 DB32 / 4041标准的规定。 

7.1.2 采用火法处理废弃光伏组件及其拆解物、边角料的，应配备烟气处理设备，大气污染物排放

应符合 DB 32 / 3728的规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应满足 DB 32 / 4041的规定，恶臭污染物

排放应满足 GB 14554的规定。监测因子包括：锡及化合物、氟及化合物、铅及化合物、氮氧化物、

烟（粉）尘、二氧化硫、VOCS、非甲烷类总烃、二噁英类。 

7.1.3 采用拆解、破碎、分选，以及湿法工艺浸出、分离、提纯，废气排放应满足 DB 32 / 4041 的

规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应满足 GB 37822 的规定。监测因子包括：苯、甲苯、二甲苯、颗

粒物、氮氧化物、氟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硫酸雾、非甲烷类总烃。 

7.2 废水 

7.2.1 采用湿法处理废弃光伏组件及其拆解物、边角料的，应建有废水收集处理设施，工艺废水及

化学品原材料宜优先回用于综合利用工序；车间和废水总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应满足 DB 32 / 939

的规定。监测因子包括：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硫化物、氢氟酸、氟化物、甲苯、悬浮

物、总铜、总铅、总银、总锡、总镍。 

7.3 次生固体废物 

7.3.1 综合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次生固废应根据固体废物属性进行管理，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应

按照危险废物的相关要求处理处置。 

7.3.2 应对次生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及去向进行详细记录，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各类次生固体废物

中的特征污染物含量检测，数据保存 10年以上。 

7.4 噪声 

7.4.1 应选用低噪声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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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对于搬运、车辆运输等非机械噪声产生环节，应采取措施减少固体振动和碰撞噪声的产生。 

8 综合利用产物 

8.1 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产物中半导体材料、金属材料、玻璃、高分子材料的再生利用率和回收纯

度应满足 GB/T 39753-2021 第 8章要求。 

8.2 废玻璃、硅料、铝合金废料、银废料、铜及铜合金废料、锡及锡合金废料、铅及铅合金废料等作

为工业产品管理的，应符合 GB/T 36577、GB/T 2881、GB/T 34640.1、GB/T 26308、GB/T 13587、GB/T 

21180、GB/T 13588等产品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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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包装材料、铝边框、电池片、焊带、玻璃等无产品质量标准或无法满足的，宜在满足管理要求的

前提下，提供给下游企业进一步深加工，或按照一般工业固废要求进行处理处置。属于危险废物的，应

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进行处理处置。 

9 运行管理要求 

9.1 一般要求 

9.1.1 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企业应满足 GB/T 39753-2021 第 9章的管理要求。 

9.1.2 应具有完备的保障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的规章制度和劳动保护措施，建立并执行规范的管

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制度。 

9.1.3 应建立废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台账，如实记录废弃光伏组件的种类、数量、性质、处理处置、

产物流向等信息。 

9.1.4 应编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每年不少于 1次。 

9.2 监测要求 

9.2.1 应根据 HJ 819 中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等要求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9.2.2 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对场址和设施周边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开展自行监测，确保废

弃光伏组件综合利用过程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并依规进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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