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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是阻断疫情蔓延的重要环节。重大疫情期间，由于医疗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常态

下的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能力无法满足需要。通过分析我国医疗废物管理现状、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

产生特点，讨论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构建新的医疗废物处置模式、建立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制度体系、组建国家级和省级医疗废物应急机构、做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备用工作等建议，为

提升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提供参考，保障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得到及时、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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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携带大量细菌病毒，如若对其处理不当，极易造成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在重大疫

情暴发期间，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医疗废物及时、安全处置是防止疾病传播、阻断疫

情蔓延的重要环节。2003年“非典”暴发后，我国高度重视医疗废物的有效处置，布局规划建设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推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制度化、规范化的医疗废物管理体系极大地提升

了我国医疗废物的管理能力和处置能力，有效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

然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医疗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常态下的医疗废物收

集、转运、处置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全国特别是武汉等疫情重灾区的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置工作

面临巨大压力。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充分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方面尚存在问

题，亟需补齐我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方面的短板。本文在分析我国医疗废物处置现状和疫情期间

医疗废物产生特点的基础上，指出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原因、提出

建议，为提升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提供参考，以保障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能得到及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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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置。

1    我国医疗废物处置现状

1.1    处置设施概况

2003年“非典”暴发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医疗废物由各医院自行处置。受处置技术和设备的限

制，医院一般采用简易焚烧炉来处置医疗废物，有的甚至露天焚烧，不仅无法保证处置效果，并

且会严重污染环境。

“非典”暴发后，我国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得到高度重视。2003年，《医疗废物管理条例》颁布

实施，推行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 [1]。2004年，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

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原则上以地级市为单元规划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接纳处置辖区内医疗废物[2]。因此，我国医疗废物处置模式仍遵循集中处置、合理布局的思路。

按照《规划》要求，全国各地陆续建成并运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我国医疗废物处置设

施包括仅处置医疗废物和同时处置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两种。截至 2018年，全国核发了 383份单

独处置医疗废物和 24份同时处置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18年，全国医疗

废物经营单位实际处置量为 98×104 t；200个大、中城市医疗废物产生量和处置量分别为 81.7×104

和 81.6×104 t，大部分城市医疗废物得到妥善处置[3]。

1.2    处置技术概况

目前，我国常用医疗废物处置技术有高温焚烧、高温蒸汽、化学消毒和微波消毒 4种。其

中，高温蒸汽、化学消毒和微波消毒为非焚烧处理技术[4]。

据统计，《规划》中明确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项目中，采用焚烧技术和非焚烧技术

的设施分别占 51% 和 49%[5]。其中，焚烧技术和非焚烧技术主要采用的分别是热解焚烧和高温蒸

汽 [6]。近年来，随着对焚烧工艺的污染控制标准越来越严，焚烧设施的运营成本增加，多地在新建

或改扩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时多采用高温蒸汽处理技术，以取代或部分取代医疗废物焚烧设

施 [5]。以河南省为例，全省有 27家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其中 14家采用高温蒸汽工艺：开封、

洛阳建成医疗废物高温蒸汽处理设施后，其原有的焚烧工艺作为备用设备；南阳新建高温蒸汽设

施取代原有的焚烧设施；安阳和周口新建高温蒸汽处理设施，以补充当前的焚烧处置能力。

另外，自 2003年以来，我国医疗废物处置行业发展迅速，具有占地面积小、集成化程度高、

性能稳定等特点的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备得以研发应用。在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

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在提升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

2    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的产生特点：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1)医疗废物短时间内大量增加。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在诊疗确

诊患者和疑似患者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特别是生活垃圾、防护用品、被褥等均应按照医疗废物

进行处置，因此，医疗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医疗废物产生量由疫情暴发前的 40 t·d−1 增加到 200 t·d−1，最高值达 240 t·d−1[8]。
2)涉疫情医疗废物的传染性更强。与常规医疗废物相比，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

医疗废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因此，应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对其进行收集、运输和处置。例如，医

疗机构不得将涉疫情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并应将其单独存放、专人管理；尽

可能使用单独的专用车辆运输涉疫情医疗废物，避免与其他医疗废物混运；为降低医疗废物的贮

存风险，应适当增加涉疫情医疗废物的收集频次，并尽可能做到随到随处置[9]。

3)涉疫情医疗废物产生源集中。重大疫情期间，涉疫情医疗废物主要产生于定点医院、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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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场所，相对比较集中。

3    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自《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规划》以及配套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医疗废物处置逐步进入法

制化、规范化轨道，处置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基本能够保障常态下医疗废物得到安全处置。然

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医疗废物处置在应急状态下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

一是处置能力不足。一般来说，当地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是按照常态下医疗废物产生量设

计的 [10]。然而，重大疫情期间的医疗废物产生量剧增，远超常态下医疗废物产生量。以武汉市为

例，该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采用焚烧工艺，处置能力为 50 t·d−1，2019年设施负荷率为 96%；

新冠疫情发生后，该市医疗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由疫情前的 40 t·d−1 上升至最高 240 t·d−1。急剧增

加的医疗废物导致当地现有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严重不足，无法确保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得

到及时、安全处置。

二是收集转运能力不足。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医疗机构应将产生的医疗废物置于专用包装袋

内，运至医疗废物暂存间并盛装于周转箱 (桶)内，再由医疗废物运送专用车辆转运至集中处置中

心处置。疫情期间，由于医疗废物产生量增加、转运频次增加，医疗废物周转箱、转运车辆等收

集转运工具出现严重短缺，无法将医疗废物及时从医疗机构转运至集中处置中心处置，从而导致

大量医疗废物积压堆存在医疗机构，给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11]。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包括以下 4个方面。

1)现有的集中处置模式存在弊端。我国医疗废物处置遵循“集中处置、合理布局”原则。一般

来说，一个地级市建立一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负责辖区内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置。在集中处

置模式下，医疗废物不可避免地需要长距离运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医疗废物产生量大幅增

加，无法得到及时转运，同时又无法就地处置，贮存风险隐患较大。另外，运输途中极易发生医

疗废物的散落、泄露，从而造成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

2)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体系的缺失。目前，我国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是按照常态下医疗废物管理

需要进行布局的，尚未考虑重大疫情暴发等特殊情况下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需要。作为我国医疗

废物管理的根本性文件，《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未涉及疫情等突发事件下医疗废物的应急处置工

作。2009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应对甲型 H1N1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案》和 2020年生态环境

部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 (试行)》都是在疫情

发生后临时制定的指导措施。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规划、指导，我国尚未建成包括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技术标准等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体系，无法为疫情等突发情况下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提

供系统有效指导。

3)尚未建立国家和省级医疗废物应急机构。目前，我国医疗废物处置体系是以市场化运营、

民营企业为主的经营模式。在疫情等突发情况下，医疗废物处置企业鉴于经济利润和人员安全等

方面考虑，无法快速投入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例如，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生

时，由于我国未建立国家和省级医疗废物应急机构，国家和省级层面无法快速调集大量的医疗废

物处置设施、运输车辆、周转箱和防护用品等应急处置物资，严重影响了疫情期间的医疗废物处

置能力、转运能力，造成医疗废物无法得到及时转运，导致出现医疗废物在医疗机构积压堆存的

现象。

4)非专业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准备不足。根据《应对甲型 H1N1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

案》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 (试行)》，可将移动式

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设施以及工业炉窑作为医疗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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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设施 [9,12]。为保证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除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外，上述其他处置设

施都需要进行必要的硬件改造和工艺调整，才能处置疫情期间产生的大量传染性医疗废物。另

外，这些应急处置设施都是在疫情发生后被紧急列入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资源清单，缺乏必要的硬

件配套设施、相应的卫生防疫条件和操作人员技术培训等，在疫情等突发情况下无法立即投入运

行[13]。

4    相关建议

1)构建集中处置与医疗机构自行处置相结合的医疗废物处置模式。随着医疗废物处置技术和

设备的发展，特别是非焚烧处置技术的发展，可在现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基础上，试着推行医

疗机构特别是大中型综合医院和传染病等专科医院的医疗废物自行处置方案。医疗机构可以根据

自身医疗废物的产生情况及特点，选择合适的工艺和设备，建设配套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实现医

疗废物的就地处置。同时，鼓励其接纳处置周边医院和诊所产生的医疗废物。实行集中处置与自

行处置相结合的医疗废物处置模式，不仅能有效缓解集中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还可避免医疗废

物的长距离运输，实现在最短时间和最小范围内杀灭病原体，从而有效阻断疾病的传播。

2)建立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制度体系。制度保障是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体系的基础。建议

尽快修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补充完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的相关内容。从法律法规、政

策文件、技术标准和应急预案等各方面构建完善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制度体系，使医疗废物应急

处置工作有章可循，为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提供制度保障。

3)组建国家级和省级医疗废物应急机构。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突发，建议组建由政府主导的国

家级和省级医疗废物应急机构，构建实物储备、合同储备和能力储备等多样化应急物资储备体

系 [14]，特别是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的储备。一旦疫情突发，国家和省级层面可短时间内调集充

足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快速提升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以应对产生量剧增的医疗废物，避免

造成医疗废物的积压。同时，医疗废物应急机构应做好应急处置的管理队伍、专家队伍的建设和

储备，实现专家对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的有效指导，并提高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水平。

4)做好应急处置设施的改造准备工作。构建医疗废物应急协同处置机制 [15]。在应急协同处置

机制下，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设施和工业炉窑等非专业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应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区域划定、警示标识、上料设备、进料配伍和人员培训等必要准备工作，

并针对应急处置医疗废物开展相关培训，以确保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医疗废物能够得到安全处置。

此外，鼓励发展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和医疗废物预处理设施，为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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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emergency  disposal  of  medical  waste  during
major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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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cal waste disposal is necessary to stop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hen the epidemic
diseases  occur,  the  normal  way of  collecting,  transferring and treating medical  waste  can’t  handle  the sharply
increased  amount  of  medical  waste.  After  analyzing  the  management  status  of  medical  wast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waste generated during the epidemic outbreak period in our country, the problems of
safe  management  of  medical  waste  in  emergencies  and  their  causes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medical waste disposal in emergencies and ensure that all medical waste could be disposed promptly
and  safely  during  major  epidemic,  a  set  of  proposals  were  given  as  follows:  building  a  medical  waste
management model, a medical waste disposal system in emergencies and medical waste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a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as well as preparing facilities for treating emergency medical waste.
Keywords    medical waste; epidemic situation; emergency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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