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铅锌冶炼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公告 2012 年 第 18 号 2012-03-07 实施)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

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促进铅锌冶炼工业生产工艺和污染

治理技术的进步，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供各有关单位在建设项目和现有

企业的管理、设计、建设、生产、科研等工作中参照采用；本技术政策

适用于铅锌冶炼工业，包括以铅锌原生矿为原料的冶炼业和以废旧金属

为原料的铅锌再生业。

（三）铅锌冶炼业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的力度，合

理规划产业布局，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化水平，加快淘汰低水

平落后产能，实行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

（四）在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区、蔬菜基地、自然保护区、重要

生态功能区、重要养殖基地、城镇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及其防护区

内，要严格限制新（改、扩）建铅锌冶炼和再生项目；区域内存在现有

企业的，应适时调整规划，促使其治理、转产或迁出。

（五）铅锌冶炼业新建、扩建项目应优先采用一级标准或更先进的

清洁生产工艺，改建项目的生产工艺不宜低于二级清洁生产标准。企业

排放污染物应稳定达标，重点区域内企业排放的废气和废水中铅、砷、

镉等重金属量应明显减少，到 2015 年，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



置）率要达到 100%。

（六）铅锌冶炼业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要坚持“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的原则，实行以清洁生产为核心、以重金属污染物减排为重点、

以可行有效的污染防治技术为支撑、以风险防范为保障的综合防治技术

路线。

（七）鼓励企业按照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的要求，采取铅锌联合冶

炼、配套综合回收、产品关联延伸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物

的产生量。

（八）废铅酸蓄电池的拆解，应按照《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的要求进行。

（九）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铅锌冶炼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

境和健康风险。对新（改、扩）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应根据企业所在地

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敏感区域的方位，科学地设置防护距离。

二、清洁生产

（一）为防范环境风险，对每一批矿物原料均应进行全成分分析，

严格控制原料中汞、砷、镉、铊、铍等有害元素含量。无汞回收装置的

冶炼厂，不应使用汞含量高于 0.01%的原料。含汞的废渣作为铅锌冶炼

配料使用时，应先回收汞，再进行铅锌冶炼。

（二）在矿物原料的运输、储存和备料等过程中，应采取密闭等措

施，防止物料扬撒。原料、中间产品和成品不宜露天堆放。

（三）鼓励采用符合一、二级清洁生产标准的铅短流程富氧熔炼工

艺，要在 3-5 年内淘汰不符合清洁生产标准的铅锌冶炼工艺、设备。

（四）应提高铅锌冶炼各工序中铅、汞、砷、镉、铊、铍和硫等元



素的回收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放量。

（五）铅产品及含铅组件上应有成分和再利用标志；废铅产品及含

铅、锌、砷、汞、镉、铊等有害元素的物料，应就地回收，按固体废物

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鉴别、处理。

（六）应采用湿法工艺，对铅、锌电解产生的阳极泥进行处理，回

收金、银、锑、铋、铅、铜等金属，残渣应按固体废物管理要求妥善处

理。

（七）采用废旧金属进行再生铅锌冶炼，应控制原料中的氯元素含

量，烟气应采用急冷、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等净化技术，严格控制二

噁英的产生和排放。

三、大气污染防治

（一）铅锌冶炼的烟气应采取负压工况收集、处理。对无法完全密

闭的排放点，采用集气装置严格控制废气无组织排放。根据气象条件，

采用重点区域洒水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二）鼓励采用微孔膜复合滤料等新型织物材料的布袋除尘器及其

他高效除尘器，处理含铅、锌等重金属颗粒物的烟气。

（三）冶炼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应进行回收，生产硫酸或其他产品。

鼓励采用绝热蒸发稀酸净化、双接触法等制酸技术。制酸尾气应采取除

酸雾等净化措施后，达标排放。

（四）鼓励采用氯化法、碘化法等先进、高效的汞回收及烟气脱汞

技术处理含汞烟气。

（五）铅电解及湿法炼锌时，电解槽酸雾应收集净化处理；锌浸出

槽和净化槽均应配套废气收集、气液分离或除雾装置。



（六）对散发危害人体健康气体的工序，应采取抑制、有组织收集

与净化等措施，改善作业区和厂区的环境空气质量。

四、固体废物处置与综合利用

（一）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固体废物管理和危险废物鉴别

工作。不可再利用的铅锌冶炼废渣经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应稳定化处理

后进行安全填埋处置。渣场应采取防渗和清污分流措施，设立防渗污水

收集池，防止渗滤液污染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

（二）鼓励以无害的熔炼水淬渣为原料，生产建材原料、制品、路

基材料等，以减少占地、提高废旧资源综合利用率。

（三）铅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炉渣、黄渣、氧化铅渣、铅再生渣等宜

采用富氧熔炼或选矿方法回收铅、锌、铜、锑等金属。

（四）湿法炼锌浸出渣，宜采用富氧熔炼及烟化炉等工艺先回收锌、

铅、铜等金属后再利用，或通过直接炼铅工艺搭配处理。热酸浸出渣宜

送铅冶炼系统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回收铅、银等有价金属后再利用。

（五）冶炼烟气中收集的烟（粉）尘，除了含汞、砷、镉的外，应

密闭返回冶炼配料系统，或直接采用湿法提取有价金属。

（六）烟气稀酸洗涤产生的含铅、砷等重金属的酸泥，应回收有价

金属，含汞污泥应及时回收汞。生产区下水道污泥、收集池沉渣以及废

水处理污泥等不可回收的废物，应密闭储存，在稳定化和固化后，安全

填埋处置。

五、水污染防治

（一）铅锌冶炼和再生过程排放的废水应循环利用，水循环率应达

到 90%以上，鼓励生产废水全部循环利用。



（二）含铅、汞、镉、砷、镍、铬等重金属的生产废水，应按照国

家排放标准的规定，在其产生的车间或生产设施进行分质处理或回用，

不得将含不同类的重金属成分或浓度差别大的废水混合稀释。

（三）生产区初期雨水、地面冲洗水、渣场渗滤液和生活污水应收

集处理，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

（四）含重金属的生产废水，可按照其水质及处理要求，分别采用

化学沉淀法，生物（剂）法，吸附法，电化学法和膜分离法等单一或组

合工艺进行处理。

（五）对储存和使用有毒物质的车间和存在泄漏风险的装置，应设

置防渗的事故废水收集池；初期雨水的收集池应采取防渗措施。

六、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鼓励研究、开发、推广以下技术：

（一）环境友好的铅富氧闪速熔炼和短流程连续熔炼新工艺，液态

高铅渣直接还原等技术；锌直接浸出和大极板、长周期电解产业化技术；

铅锌再生、综合回收的新工艺和设备。

（二）烟气高效收集装置，深度脱除烟气中铅、汞、铊等重金属的

技术与设备，小粒径重金属烟尘高效去除技术与装置。

（三）湿法烟气制酸技术，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制酸和脱硫回收的

新技术；制酸尾气除雾、洗涤污酸净化循环利用等技术和装备。

（四）从固体废物中回收铅、锌、镉、汞、砷、硒等有价成分的技

术，利用固体废物制备高附加值产品技术，湿法炼锌中铁渣减排及铁资

源利用、锌浸出渣熔炼技术与装备。

（五）高效去除含铅、锌、镉、汞、砷等废水的深度处理技术，膜、



生物及电解等高效分离、回用的成套技术和装置等。

（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铅锌冶炼与污染物处理工艺及污染物排

放全过程检测的自动控制技术、新型仪器与装置；

（七）重金属污染水体与土壤的环境修复技术，重点是铅锌冶炼厂

废水排放口、渣场下游水体和土壤的修复。

七、污染防治管理与监督

（一）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规定，对企业

排污情况进行监督和监测，设置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环保部门的监控系统

联网；定期对企业周围空气、水、土壤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测，了解

企业生产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程度。

（二）企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制定环境风

险管理制度和重金属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三）企业应保证铅锌冶炼的污染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时配套建

设并正常运行。发生紧急事故或故障造成重金属污染治理设施停运时，

应按应急预案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四）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清洁生产工作，提高污染防治技术水

平，确保环境安全。

（五）企业搬迁或关闭后，拟对场地进行再次开发利用时，应根据

用途进行风险评价，并按规定采取相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