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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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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30102—2013《塑料 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循环指南》,与GB/T30102—201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批次、混合塑料、转化设备、填埋场、有机再循环的定义(见2013年版的3.3、3.7、3.9、

3.18、3.23),更改了回收利用、再利用、再使用、化学再利用的定义(见3.4、3.5、3.6、3.11,2013年版

的3.28、3.30、3.32、3.14),增加了物理再利用、回收含量的定义(见3.10、3.15);
———更改了来源概要(见4.1,2013年版的4.1);
———更改了消费前材料的来源(见4.2,2013年版的4.2);
———更改了一次性用品的来源(见4.3.1,2013年版的4.3.1);
———将“回收”更改为“回收和再利用”(见第5章,2013年版的第5章);
———增加了材料回收概要的要求(见5.2.1,2013年版的5.2.1);
———更改了分离和分类的位置(见5.2.2,2013年版的5.2.2.2.2);
———增加了物理再利用的内容(见5.2.4);
———更改了关于回收质量的要求(见第6章,2013年版的第6章);
———更改了材料标准和产品规范的要求(见第7章,2013年版的第7章)。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5270:2008《塑料 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指南》。
本文件与ISO15270:2008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15270:2008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035替换了ISO472:1992,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删除了批次、混合塑料、转化设备、填埋场、有机再循环的定义,更改了回收利用、再利用、再使

用、化学再利用的定义,增加了物理再利用、回收含量的定义(见第3章),便于使用的同时与国

内废弃物产品回收利用术语相协调,符合标准编写需要;
———更改了来源概要(见4.1),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增加了消费前材料的来源(见4.2.2),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更改了一次性用品的来源(见4.3.1),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将“回收”更改为“回收和再利用”(见第5章),明确再利用,以符合标准内容实际;
———增加了材料回收概要中有关分类和标识的建议(见5.2.1),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更改了分离和分类(见5.2.2),符合回收再利用的流程,且方便标准的理解和使用;更改了关于

该操作工作场所的要求(见5.2.2),以符合标准编制原则;增加了关于塑料制品中可能存在的

添加剂的内容(见5.2.2),以符合实际应用情况;
———增加了物理再利用的内容(见5.2.4),根据国际标准动态与国内实际情况;
———将“质量要求”更改为“回收质量”(见第6章),以符合指南标准编制原则;
———更改了有关颜色和外观的建议(见6.3),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更改了关于再生料标准的修订建议(见第7章),以符合国内实际情况。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了符合国内实际情况,明确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塑料废弃物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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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利用指南》;
———更改了范围的表述方式;
———删除了4.3.1和4.3.2中有关消费后材料来源的注;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844(所有部分)代替了ISO1043-1、ISO1043-2、ISO1043-3、ISO1043-4

(见5.2.3.3);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6288代替了ISO11469(见5.2.3.3);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9000代替了ISO9000(见6.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4001代替了ISO14001(见6.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4021代替了ISO14021(见6.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844.2、GB/T1844.3、GB/T1844.4代替了ISO1043-2、ISO1043-3、

ISO1043-4(见6.2);
———增加了“关于再生塑料的相关要求见 GB/T40006(所有部分)”的表述(见6.5);
———更改了附录C(资料性),增加了物理再利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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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元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日丰企业(佛
山)有限公司、四川大学、浙江德首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波福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睿聚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利时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奥塞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宣威市中博塑料有限公司、宁波

科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重庆鑫盟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广东中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控城市环境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力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宝绿特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康命源(贵州)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华丽、秦玉飞、胡新福、陈满英、李志杰、李玉娥、吕爱龙、杨双桥、虞娇蓉、

陈奇立、熊维、李立新、夏文君、白时兵、范全党、鲍国林、毛贵明、李晓涵、朱怀才、邢向阳、吴兆启、
欧晢文、林明华。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T30102—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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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塑料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以及个人消费品中,是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与此同时,塑料废

弃物呈比例堆积,塑料废弃物的管理成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关注和研究焦点不仅包括塑料废弃物的再使用、回收、再利用、废弃,还包括防止塑料废弃

物向环境排放,特别是向海洋排放,如产生的微塑料问题。
本文件的制定将有助于塑料行业所有相关方在以下方面的发展:
———塑料回收和再利用的可持续基础构架;
———回收塑料材料及其制品的可持续发展市场应用。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为了减少塑料废弃物并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优先考虑:
———在产品设计时减少所用塑料材料的种类;
———减少材料和能源的使用;
———塑料原料的使用最优化。
塑料制品有效再利用和塑料回收加工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
根据不同的策略,对于来自“消费前材料资源”和“使用寿命结束的制品”的塑料废弃物选择不同的

管理方法和处理过程。这些策略包括可用回收方式的初步分析。塑料回收技术一般分为两类:

a) 材料回收(机械再利用、物理再利用、化学再利用以及生物再利用);

b) 能量回收(以塑料废弃物或衍生燃料代替初始矿物燃料能源,生成热能、蒸汽或电能)。
最优回收方式取决于诸多环境因素,所以根据塑料废弃物的类型和组成,进行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

分析,以此来决定哪种回收方式对环境、社会、经济方面更有利和可持续。对于混合或复合塑料废弃

物,一般采用物理再利用和化学再利用;如无法实现,则采用能量回收。利用含生命周期循环策略的多

层次框架来管理塑料废弃物,以预防并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对环境潜在的不利影响,见GB/T40318。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塑料废弃物中可能存在限用物质。

注1:若需要回收单体或其他化学品或者原料,有效的分类收集是必要的的步骤。所有的塑料回收方式,特别是机

械回收,需对操作过程进行适当的监控。监控程序需建立相应的指南,以及包括有回收塑料的可追溯性和一

致性评估规则的规范。

注2:为了促进本文件的有效应用,强调以下几点:

a) “塑料回收和再利用”通常从固体废弃物的角度出发,适用于基于固体废弃物管理概念中的术语、技术、经
济和框架。

b) 基于资源综合管理(见附录B)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采用塑料回收和再利用的方法比固体废弃物处理模

式更具广阔前景。资源综合管理比固体废弃物管理更注重系统的广泛性,其应用生命周期循环分析,从
而更好地理解资源平衡以及资源管理政策方针所包含的生态效益。此方法以综合视角看待能源和材料

资源的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同样也采用生命周期循环来考虑废弃物和资源管理。由于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考虑可持续发展所谓的三个支柱,即生态效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可持续发展比资源综合

管理更全面广泛。

注3:塑料回收和再利用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工业领域,本文件的使用者需要意识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规范中相关

术语和定义的差异,尽力避免与其不一致。本文件包含的术语和定义,并不排除其他的解释。一个典型的例

子就是材料在回收前是否必需定义为废弃物的问题,本文件尝试能同时兼容术语“废弃物”今后可能出现的定

义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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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塑料废弃物回收和再利用过程中的来源、回收和再利用、回收质量、材料标准和产品

规范等方面的指导,并给出了消费前和消费后来源产生的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的多种方式。
本文件适用于塑料废弃物回收和再利用的管理和应用。
注:本文件建立了在回收利用过程的所有步骤中需考虑的一般质量要求,并且为材料标准、测试标准和产品规范提

供通用建议。本文件中提出的处理阶段、要求、建议和术语具有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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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35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GB/T2035—2008,ISO472:1999,IDT)

GB/T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GB/T16288—2008,ISO11469:2000,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203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废弃物 waste
拥有者丢弃或想要丢弃或被要求丢弃的任何材料或物品。

3.2
消费前材料 pre-consumermaterial
后工业塑料废弃物 post-industrialplasticswaste
从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材料。
注:这一术语不包括再利用的材料,如在给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并在同一加工过程中能回用的再加工料、碎料。

3.3
消费后材料 post-consumermaterial
使用后材料 post-usematerial
已经实现其预期用途或不能再使用(包括从流通环节中返回的材料)的、由终端用户产生的材料。

3.4
回收利用 recovery
对塑料废弃物进行处理,使之能够满足其原来的使用要求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过程。
注:包括能量回收。

[来源:GB/T20861—2007,2.11,有修改]

3.5
再利用 recycIing
为了最初用途或其他用途而进行的塑料废弃材料的加工。

1

GB/T30102—2024



注:不包括能量回收。

3.6
再使用 re-use
以制品最初的形式多次使用。
注:由于再使用的制品还没有被丢弃,再使用不成为回收方式。

3.7
能量回收 energyrecovery
通过直接可控燃烧产生有用能量的回收方式。
注:能生成热量、蒸汽和/或电力的固体废弃物焚烧是能量回收的常用形式。

3.8
材料回收 materialrecovery
包括机械再利用、物理再利用、化学再利用和生物再利用的材料加工操作,但不包括能量回收。

3.9
机械再利用 mechanicalrecycling
将塑料废弃物转化成二次原材料或产品的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材料的化学结构没有发生显著

变化。
注:塑料二次原材料是再生料的同义词。

3.10
物理再利用 physicalrecycling
经过系列净化步骤,将一种或多种目标聚合物与其他聚合物、添加剂和加入的其他材料(如纤维、填

料、着色剂和污染物)分离,得到回收的聚合物的过程,该聚合物很大程度上不受过程的影响,能够重新

用于塑料配方。
注1:此过程还可能使塑料的其他有价值的部件能够回收。

注2:目前,大多数物理再利用方法是基于溶剂的方法。

3.11
化学再利用 chemicalrecycling
通过裂解、气化或解聚反应、焦炉处理(不包括能量回收和焚烧)等技术,使塑料废弃物的化学结构

发生改变,生成新的单体或原材料。
注:曾被称为“给料再利用”。

3.12
生物再利用 biologicalrecycling
有机再利用 organicrecycling
在可控条件下采用微生物对可生物降解塑料废弃物进行有氧(堆肥)或厌氧(消化)处理,从而在有

氧条件下生成稳定的残余有机物、二氧化碳和水,或在无氧条件下生成稳定的残余有机物、甲烷、二氧化

碳和水。
注:包含基于活的微生物的工业化过程,能将生物废弃物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

3.13
回收材料 recoveredmaterial
从固体废弃物中分离、转移或移出的,用于再利用或代替原材料的塑料材料。
注:见ISO14021。

3.14
再生料 recycIate
塑料废弃物再利用而产生的塑料材料。
注1:塑料二次原材料和回收料是再生料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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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若塑料材料经过处理,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可代替原材料,便失去了废弃物的特性。

3.15
回收含量 recycledcontent
产品中回收材料的质量分数。
注:见EN15343:2007,3.3。

3.16
污染物 contaminant
不期望出现的物质或材料。

3.17
收集 collection
将塑料废弃物从其来源地转移到回收处的物流过程。

3.18
破碎 shredding
塑料废弃物被碎裂成任意尺寸或形状的不规则碎片的机械加工过程。
注:破碎通常意味着对不适用于脆性材料的碾碎方法的材料进行的剪切,如在粉碎机中粉碎。

3.19
碎料 regrind
在破碎和/或造粒过程中形成的散粒状回收塑料。
注:常用于描述塑料加工过程中产生或内部再利用所形成的零碎的塑料材料以及在塑料回收中用作填料的细塑料

粉末。

3.20
片料 flake
片状碎料。
注:碎料的形状依赖于加工所采用的塑料和加工方式。

3.21
毛碎料 fluff
细丝状碎料。
注:包括耐用商品的商业再利用(如汽车生产)中粉碎机里所产生的残余碎料。

3.22
团聚 agglomerate
经破碎和/或造粒后以颗粒形式黏附在一起的现象。

3.23
打包 baling
为便于操作、储存和运输,将塑料废弃物压实和成捆的过程。

3.24
批 lot
在假设一致条件下生产或制造的某些商品确定的量。

3.25
均质化 homogenizing
使塑料材料的某一组分和/或性能在整个材料中的均匀度得到提高的过程。

3.26
微粒化 micronizing
将塑料材料破碎成细粉的过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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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洗机料 purgematerial
清洗料

清机料

为了清洗加工设备,通过塑料加工设备的过渡料。
注:如一种聚合物变换成另一种聚合物,或聚合物的颜色或等级发生变更时,需要洗机料。

3.28
解聚反应 depolymerization
聚合物转变成单体或相对分子质量较低的聚合物的化学逆反应。
注:包括水解、糖酵解、甲酸解等。

3.29
生物降解 biodegradation
由生物活动尤其是酶的作用而引起材料降解,使材料被微生物或某些生物作为营养源而逐步消

解,导致其相对分子质量下降与质量损失、物理性能下降等,并最终被分解为成分较简单的化合物及所

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生命死体的一种过程。
[来源:GB/T41010—2021,3.1]

3.30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aspect
一个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中与环境或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注1:一项环境因素可能产生一种或多种环境影响。重要环境影响因素是指具有或能产生一种或多种重大环境影

响的环境因素。

注2:重要环境因素是由组织运用一个或多个准则确定的。

[来源:GB/T24001—2016,3.2.2]

3.31
环境影响 environmentalimpact
全部或部分地由组织的环境因素给环境造成的不利或有益的变化。
[来源:GB/T24001—2016,3.2.4]

4 来源

4.1 概述

回收塑料材料具有各种各样的来源,但不包含来自医疗废物、医药废物、农药包装废物等危险塑料

废弃物以及包含(或接触)放射性、生物毒性材料的塑料废弃物。

4.2 消费前材料来源

4.2.1 树脂(塑料原料)生产

树脂(塑料原料)生产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材料。

4.2.2 塑料加工

塑料原料加工成塑料制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材料,包括:
———加工过程中的洗机料和废料;
———报废的产品、零部件及半成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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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或者检验拒收的产品及其他未使用过的清洁制品。

4.2.3 其他

由塑料制成或含有塑料成分的工业和商业产品,如包装、容器等。

4.3 消费后材料来源

4.3.1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的一次性用品:
———个人消费品;
———包装薄膜(含包、袋、盒)和容器;
———农用薄膜。

4.3.2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的耐用品:
———家庭用具;
———电器设备;
———运输设备;
———建筑产品;
———工业设备。

5 回收和再利用

5.1 概要

适宜的回收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很多影响因素,如塑料废弃物的质量、数量和适用性,现有技术和设

备的适用性和能力,相应回收目标中材料或能量含量的要求。选择依据包括相应的费用、适用方式的竞

争性和对环境的影响(见附录C)。宜重点考虑为回收材料或能量寻找市场。
注:回收的概念和定义在不断地发展。回收的基本原则在于从输入(废弃物)转化为输出(产品)。根据一致性标

准,当二次材料、燃料或产品完成制造过程、或能量生成时,即认为回收过程完成。具有特殊性能的塑料的再生

料(二次原材料)成为产品、当其制成和成为可用的商品时,实现化学再利用或产生能量时(见附录B和附录

C),则认为回收过程完成。

5.2 材料回收

5.2.1 概要

塑料废弃物的材料回收有四种不同的再利用方式:机械再利用、物理再利用、化学再利用、生物再利

用。塑料废弃物宜按照材料类型分类回收并标识。

5.2.2 分离和分类

在所有的材料回收过程中,通常要求对塑料进行分离和分类,可采用适当的鉴别方法进行手动或自

动分离和分类。鉴别、分类和分离方法越精确有效,得到的回收产品的质量就越好。因此,为了产品生

产或应用,宜考虑拆卸、分离和分类的设计。根据具体情况,为确保操作更简单,可采用碾压和打包之类

的压实工艺,或破碎和撕裂之类的减小体积的工艺。对于按照GB/T16288标识的塑料制品,根据制品

的标识进行分类。
不宜采用可能存在工作场所环境问题(如化学或微生物)的人工分类方法进行塑料废弃物的分离和

分类,由于重复工作和模式化动作带来的人体工程学问题也会造成风险。若无法避免人工分类,工作场

所在设计上需要尽量将问题最小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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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通常,消费前材料按照塑料的类型进行分类以利于其在生产过程中再使用。由于偶然混杂的其他塑料废弃物

或者聚合物的老化,消费后材料的再利用通常变得更加复杂。

注2:一些消费后材料可能含有相同的基础塑料,但这些基础塑料的部分材料特性不同,如具有不同熔体流动速率、

密度或颜色的高密度聚乙烯瓶。这些可能使下一个再生步骤的产物具有独特的、可控的物理特性。在某些情

况下,在实际中或商业上再生料不能达到预期的分离和净化程度,以至于含有再生料组分的产物仅仅应用于

要求不高的情况,如某些混杂料。再生料特性的标准是评估是否符合市场要求的有效工具。

注3:在某些情况下,增强塑料可能采用化学再利用进行回收,不需要从增强纤维材料中分离聚合物基体。

大多数塑料制品由于各种原因包含其他聚合物或者添加剂,如抗氧剂、着色剂。某些情况下,包括

起到增强作用的填料、玻璃纤维或碳纤维。
当此阶段的有效分离达不到再生料要求的性能时,宜在下一个再生步骤中进行适当的准备,如进行

进一步分类、均质化、微粒化等处理。

5.2.3 机械再利用

5.2.3.1 操作步骤

机械再利用方式通常包括下列操作单元,一些操作单元可能同时进行,这些操作单元是再生料的制

备和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
对于塑料:收集→鉴别→分类→破碎→清洗→干燥→分离→团聚→挤出/共混→造粒。
对于增强塑料:收集→鉴别→分类→破碎→清洗→分离。
注1:在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直接使用片料作为再生料,最后一步造粒通常能省略。

注2:如果粉碎后的塑料废弃物所制得的二次原材料是作为水泥或灰浆的骨料使用,操作单元的顺序为:收集→鉴

别→分类→破碎→产品。

注3:当塑料废弃物能在分类操作时按类型归类,则无需在清洗和干燥操作后进行分离操作。

用于机械再利用的塑料废弃物会以收集时的块状形式或增加附加值、等级分类后出售。此类商用

的塑料废弃物可能的形式和组成多样,其材料的一致性标准信息至关重要。作为一般规则,塑料材料及

其制品的制造商和用户宜向机械再利用商提供材料安全数据表或其他适当的文档,给出必要的热稳定

性、反应活性和回收含量等其他数据。

5.2.3.2 预处理

根据再生料的预期用途和废弃物的特性,使用预处理操作尽量地去除回收材料和产品中的污染

物,以优化其运输、加工和其他下游操作的处理步骤。对于由相似级别或相似类型材料组成的非均质塑

料废弃物材料,材料的鉴别、分类和分离步骤必不可少,如专用分类中心中的家用包装废弃物或使用寿

命结束的电器和电子设备。在任何情况下,与其他废弃物共混(混合)前宜先进行这些预选操作步骤。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对于消费后材料来源,为达到这一目标会要求使用自动化分离和分类操作。在没

有自动程序控制时,废弃物各组分来源的准确鉴别可能至关重要。
注:为了提高塑料制品和塑料零部件的回收效率,设计时需考虑简化拆分、材料易于鉴别、尽量减少塑料种类等,参

考相关材料的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进行,这些准则可能成为将来发展和实施资源回收技术的一种因素。

5.2.3.3 鉴别

红外分析、微量元素示踪技术等许多表征手段能用于塑料和相应添加剂特定类型的鉴别,因此能进

行有效的分离。
注:某些情况下,在加工过程的任何步骤中,包括消费后材料阶段、手动或自动分类收集阶段及耐用品拆分阶段,模

塑或印刷在塑料部件或产品上塑料类型的鉴别码[见GB/T1844(所有部分)和GB/T16288]能作为分类的依

据。另外,通常用其他方法来鉴别特殊类型的塑料,例如根据部件的几何形状、材料冲击的声音或燃烧气味和

铜电线腐蚀等测试程序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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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4 再生料的生产过程

再生料的商业化生产由很多操作单元组成,包括材料的分离、通过清洗或其他方法有效去除污染

物、适当的干燥、处理、组批、储存、包装和运输。必要时,采用其他的操作方法,如打包、破碎、进一步分

类、均质化、挤出、造粒、微粒化等。
再生料通常为毛碎料、片料、碎屑、粒料或粉料的团聚体或碎料。为了提高再生料后续使用价值,也

可加入改性剂、稳定剂等添加剂。
注:预处理步骤中,需考虑并适当处理被分离的污染物,如混入废水等其他介质中的污染物。

5.2.4 物理再利用

物理再利用是一种通过去除、维持或补充某些添加剂来调整其用量并相应去除降解的部件,以回收

共聚物塑料材料的方法。这种材料无法进行机械再利用,而采用现有物理再利用技术比化学再利用更

容易。
为了回收不同用途的再生料所用的主要或目标聚合物,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工艺(如溶剂萃取)去除

其他聚合物、添加剂、填料和污染物。

5.2.5 化学再利用

在石化工业领域,可通过水解、热解、气化等多种工艺将某些塑料转化为其基本的单体化学成分或

相应的碳氢化合物。这些化学品能用作聚合反应的原料,或用于其他化学加工过程。
注1:解聚反应已经得到了证实,如来自消费后材料包装来源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经收集混合PET塑

料瓶进行分类,随后解聚反应生成单体作为聚合反应的原料,制成瓶子和纤维类的制品。对于某些丙烯酸聚

合物,如解聚反应生成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也能作为商业聚合过程的原料。
注2:合适的塑料废弃物及其衍生的碳氢化合物,已在炉窑中当作还原剂使用,并且用于金属冶炼。

5.2.6 生物再利用

在对特定类型的塑料废弃物进行生物再利用的处理过程中,生物降解是切实可行的方式。在收集

和分离非生物降解的污染物后,对这些塑料进行有氧或无氧分解处理。当符合生物降解能力、非生物毒

性、成分要求的标准时,通常无需分离能够生物降解的污染物,如塑料上的食物或蔬菜残渣。在机械再

利用过程中,它们若在一般塑料操作温度下热降解和分解,就会成为污染物。

5.3 能量回收

与其他回收方式一样,能量回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从可持续性角度,能量回收的优先级低于

减少使用量和塑料的再使用以及机械、物理、化学和生物再利用,优于垃圾填埋。在符合气体排放、辐射

和粉尘监管要求的市政固体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中,塑料废弃物直接燃烧或混合燃烧是能量回收的典

型应用。
注:由于大多数塑料废弃物本质上是碳氢化合物,其固有热值很高。因此,只要充分考虑燃烧副产物等因素的控

制,回收塑料作为燃料的最终应用是非常有效的。这种回收方式已经在工业加工和蒸汽生成系统、热电式发

电,以及石灰、水泥和金属矿物熔炉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如果塑料废弃物由多种聚合物混合或者严重颜色而无

法进行材料再利用时,能量回收是最后的选择,且优于单纯焚烧或填埋。

6 回收质量

6.1 概要

选择任意一种可行的再利用方式时,宜满足以下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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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b) 优先验证商业可行性;

c) 为收集和质量控制建立可行的体系。
注:可能需要在以GB/T19000和GB/T24001为基础的相应标准上建立针对目标市场的溯源系统。如有必要,也

需满足GB/T24021关于环境自我声明条款。

6.2 污染物

再生料中的污染物本质上可能是聚合物(例如,含有不同的聚合物或含有同类聚合物的不同等级和

混合物)或非聚合物(例如,在原始聚合物中的各类功能性添加剂、增强材料等,见 GB/T1844.2、

GB/T1844.3或GB/T1844.4,也可能是偶尔出现的污染物,如标签、密封条、嵌入的金属、灰尘和塑料

容器或包装的残余物等。
注1:在材料塑料分类命名标准中,总结了关于合成物、添加剂、着色剂、填料或增强材料的相关信息。

污染物超标可能降低再生料的质量导致其无法使用,如物理性能变差、不相容和无法接受的气味等

问题。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污染物限量。
可采用一些方法将污染物的含量减到最低,例如以下几种方法:

a) 对材料和制品进行清晰标识和有效分类;

b) 源头适当的隔离;

c) 在收集、分离和分类阶段小心操作;

d) 有效的分离和清洗处理;

e) 适用时,采用熔融过滤或其他过滤系统。
注2: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符合职业健康安全的要求,有必要在回收过程中增加对污染物(如粉尘)的特殊处理。

6.3 颜色和外观

再生料的颜色和外观由供需双方协商一致。为达到相应需求,可适量加入必要的着色剂、抗紫外

剂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采用了严格控制和良好的规范制造,消费前材料进行再利用时,颜色和外观

(如颜色、透明度和清洁度)容易满足要求。
当回收料来自消费后材料时,满足颜色和外观通常存在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当回收材料或产品由不

同来源和用途的各种容器和一次性用具组成时。因此,即使完成有效的分离操作,如何按颜色或其他特

征对各种废弃物进行有效分类可能仍是个难题。为满足再生料终端用户的这一基本需求,希望开发基

于视觉分选的方法。

6.4 再生料的性能

再生料的性能可能受到回收方式、之前的使用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污染物、回收和加工中发

生的化学或结构变化。
采用合适的分类技术、污染物含量最低化以及实施合适的回收操作,都有利于降低对再生料性能的

不利影响。可通过符合预期要求的相关试验进行监控,如密度、熔体流动速率、氧化诱导时间、拉伸性

能等。
改性剂(包括新料)的加入,可提高再生料的某些性能。宜由供需双方协商一致,并在材料说明书和

材料安全数据表中列出所使用的添加剂。

6.5 合格判据

每次回收和再利用过程都会使材料发生显著变化。保证下一代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材料的质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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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功能性非常重要。因此,宜充分评估再生料的质量和环境影响。再生料的合格判据由使用要

求或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协议确定。合格判据可包括以下内容:

a) 适当的识别标志,包括聚合物的批号;

b) 关于添加剂、填料、增强材料和成分的数据,例如,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再生料和改性剂的含

量、回收含量;

c) 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d) 包装要求。
注:再生料的基本性能需要满足使用要求。为了促进和发展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这一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关于

再生塑料的相关规定见GB/T40006(所有部分)。

7 材料标准和产品规范

塑料材料标准(包括再生料标准)和产品规范宜以性能标准为基础,不宜以规定材料来源的设计标

准为基础。
若再生料满足或超过最终使用的材料的最低性能要求,塑料材料与制品的规范和标准不宜禁止用

再生料替代新料。
通常,不宜降低塑料材料标准和产品规范以适应再生料的使用。为保证再生料的来源、历程和质量

稳定性,宜有合适且公开的溯源系统。
注:制定或修订再生料相关的材料标准和产品规范时,对环境的影响见GB/T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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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本文件与ISO15270:2008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给出了本文件与ISO15270:2008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 本文件与ISO15270:2008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15270:2008结构编号

1 1

2 2

3 3

4 4

5.1 5.1

5.2.1 5.2.1

5.2.2 5.2.2.2b)

5.2.3 5.2.2

5.2.3.1 5.2.2.1

5.2.3.2 5.2.2.2

5.2.3.3 5.2.2.2a)

5.2.3.4 5.2.2.3

5.2.4 —

5.2.5 5.2.3

5.2.6 5.2.4

5.3 5.3

6 6

7 7

附录A —

附录B 附录B

附录C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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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塑料回收和资源综合管理

  塑料回收和资源综合管理示意图见图B.1。

图B.1 塑料回收和资源综合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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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塑料回收方式的示意图

  塑料回收方式的示意图见图C.1。

图C.1 塑料回收方式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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