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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处置合作协议 合同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和 《湖北省

固体(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甲方)与武汉北

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乙方进行处置相的

关事宜订立合作协议如下:

一、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下列危险废物交由乙方进行处理处置。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备 注 

1 实验室废物 HW49 900-047-49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危险废物转移之前需向环保部门申请危险废物的转移报批手续,经环保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方

可开展危险废物的转运工作0

2、甲方应将本协议约定的危险废物连同包装物全部交给乙方进行处理,危险废物的包装应完好无损,

确保转运过程中不发生泄漏,包装容器上必须粘贴相应的危险废物标识0

3、甲方需提前堆一小时通知乙方进行危险废物转运事宜,双方约定每次起运量应不低于⊥吨,否则乙

方将根据实际情况加收运费_∠一元/次0

4、甲方需安排专人负责危险废物的交接,并向乙方无偿提供危险废物的装载服务,否则乙方有权根据

现场作业条件加收机械和劳务费300 元/吨0

5、甲方承诺实际转运的危险废物与合同约定的废物完全一致。约定类别废物中如含有易爆、放射性物

质、多氯联苯以及氰化物等剧毒物质,或废物成份、特性及包装形式等发生重大变化时,甲方应于约定

转运日期前书面告知乙方,否则由此造成乙方的损失或出现的环境、安全事故将由甲方承担主要法律责

任。

乙方权利和义务:

1、协议的存续期间内,乙方须保证所持有许可证合法有效,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格。在申报过程中乙

方需配合甲方提供环保申报所需的资质文件及其它相关手续资料。如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失去约定废

物类别处置资格,须及时书面告知甲方,同时全年打包处置费用按实际持有资格时长进行等比例缩减。

如因乙方无许可证收取甲方危险废物造成的后果,由乙方承担0

2、乙方需安排专人、专用车辆,按约定时间转运甲方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并办好交接手续0

3、乙方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危险废物转运过程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制订相应应急

预案,有效防止二次环境污染的发生0

4、乙方运输车辆和装卸人员在甲方厂区内应文明作业,严格遵守甲方的相关安全、环保管理规定,不

困
圃
图



得影响甲方有关正常生产经营活动0

5、乙方转运过程中若发现危险废物的形态、成份、特性、数量、包装方式、危险废物标签等与合同约

定或环保申报信息不符,则乙方有权拒绝接收该类废物,并保留向甲方追偿由此造成的人员和车辆误工

损失的权利。

三、款项支付和结算

1、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需预付一呈五_一元处置服务费,具体处置收费标准参见附件0

2、结算方式‥ 根据双方实际转运的危险废物品种和数量为结算依据,其中预付款可以进行冲抵0

3、付款方承诺收款方开具发票后一上L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否则,收款方每日将按发票金额的千分之

五加收滞纳金。

四、协议变更与终止

1、在乙方所持有许可证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本协议具有排他性,协议生效期间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

方不得将协议中列明的危险废物转交第三方处理,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按协议价款和实际发生业

务量双倍赔偿乙方0

2、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对危险废物的处置要求发生变化时,双方应根据新的政策要求对本合作协议进

行变更和修改0

3、在本合作协议存续期内,甲、乙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不能履行本协议时,应在不可抗

力的事件发生之后三日内,向对方书面通知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理由。否则不能视

为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五、违约责任

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作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协议内容履行,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

损失。

六、本合作协议有效期为壹年(自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6月24日止) 。

七、本合作协议壹式肆份,甲乙方各执贰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八、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具法律效力。



附件1:

危险废物处置服务报价单

产废单位名称(甲方) ‥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处置单位名称(乙方) ‥ 武汉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价格(元/吨) 备注 

1 实验室废物 900-047-49 

乙方按全年打包价处理,不足1.5吨, 

收取费用为75000元/年,超出1.5吨, 

超出部分收取费用为60元/公斤。 

说明:甲方付费,乙方开据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上报价含相关税费。

地

电

代

日

人(签

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农工商公司内



条措常出急生郎蒜缀褂内 毒中,,讨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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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演练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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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蒸汽对房间、管道及 BIBO 高效过滤单元的消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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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过氧化氢低温灭菌技术是一种将液态过氧化氢转换成气态过氧化氢的消毒

方法，其主要优点是干燥、作用快速、无毒无残留等，过氧化氢的消毒作用机理

主要为通过羟自由基破坏细菌的细胞膜、DNA 及其他细胞器而起到杀灭微生物

的作用（如图 1）。过氧化氢分解产物为羟自由基和水，对环境无危害，使用比

较安全。过氧化氢经过气雾发生器形成微小的汽雾颗粒，能够迅速扩散和深入到

间隙，成为良好的空气消毒剂。 

 

 

 

图 1 

根据我们对 3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终末消毒经验和法方提供的里昂 P4 实验

室终末消毒参考方案，我们决定选择过氧化氢蒸汽作为实验室终末消毒的首选方

案，并对消毒效果进行验证。据文献介绍，国内很多其他生物安全实验室也对选

用过氧化氢蒸汽对房间进行消毒进行过研究分析，并对过氧化氢用量及选用的中

和剂等进行了分析，报道结果显示，均取得了良好的消毒效果。 

2、消毒环境 

2.1 整体环境介绍 

郑店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区域共有 10套独立的系统，其中 2套细胞实验室、

2 套动物实验室、1 套菌种保藏室、4 套材料消毒间和 1 套污水处理间，每套都

配有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并有专用消毒程序用于实验室及其管道系统的终末消毒，

当运行终末消毒程序时，系统内房间与管道（包括位于房间底部及管道内的送、

排风高效过滤器）形成统一整体，通过循环风机可以使消毒气体在独立的密闭空

间内循环。实验室结构方面，地面为环氧树脂材质，主体采用 316L 不锈钢组成，

管道为 304L 不锈钢。 

2.2 单房间系统 

2.2.1 组成及体积 

本次选择的单房间系统为材料消毒间（SAS），其具有独立的送、排风系统，

双扉高压灭菌器前门开在房间内，内部配一消毒推车，无其他大件设备，其房间

及送、排风循环管道系统体积共为 30.5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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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房间内生物指示剂（BI）布置 

将验证菌片放置在房间内过氧化氢气体相对较难到达位置，包括房间远角、

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底部、双扉灭菌器盖板内，如“图 2”所示。 

 

 

 

 

 

 

 

 

 

 

 

 

注：×代表 BI 位置，Z2 代表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位置 

2.2.3 排风高效过滤单元（BIBO）内 BI 布置 

将验证菌片放于 BIBO 内过滤器上游及下游，如“图 3”所示。 

 

 

 

 

 

 

 

 

 

注：×代表 BI 位置，Z2 代表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位置 

2.3 多房间系统 

2.3.1 组成及体积 

本次选择的多房间系统为菌毒种保藏室，包括 2个菌种保藏间和 1个包装间，

其具有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内部配置有-80℃冰箱和-150℃冰箱，并配有吊柜

图 2：SAS 平面布局图 

 

图 3：BIBO 示意图 

 

B
IB

O
 

风向 

× 

× 

× 

× 

H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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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 

× 

× 
× 

× × × 

双扉灭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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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屉，房间及其管道的总体积为 111.5M
3。 

2.3.2 房间内生物指示剂（BI）布置 

经过前期多次验证，实验台面相对比较容易达到消毒效果，所以将验证菌片

放置在房间内过氧化氢气体相对较难到达位置，包括抽屉内部、吊柜内部、冰箱

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处，具体位置如“图 4”所示。 

 

 

 

 

 

 

 

 

 

 

 

 

 

 

 

 

 

注：×代表 BI 位置，Z2 代表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位置 

 

2.2.3 排风高效过滤单元（BIBO）内 BI 布置 

将验证菌片放于 BIBO 内过滤器上游及下游，如“图 3”所示。 

3、材料和方法 

3.1 材料 

消毒设备：BIOQUELL Z2 型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英国生产 

程序运行分 3 个阶段，GASING，DWELL 和 AERATION 前两阶段可设定过

氧化氢蒸汽喷射速度。 

消毒剂：35%过氧化氢溶液，BIOQUELL 公司生产 

图 4：菌毒种保藏室平面布局图 

 

 

冰箱 

冰箱 

冰箱 

 

冰

箱 

冰箱 
冰箱 

 

Z2 

吊柜及抽屉 

× 

× 
× 

× 

× × × × 



 

6 

 

生物指示剂：嗜热脂肪杆菌芽孢（ATCC7953），含菌量 5×10
5
~5×10

6 个/片，

北京四环 

培养基：溴甲酚紫葡萄糖蛋白胨培养基（含中和剂） 

配方：蛋白胨 10g，葡萄糖 5g，溴甲酚紫 0.012g，硫代硫酸钠 5000mg，加

蒸馏水 1000ml，调整 pH 至 7.3，115℃，灭菌 30 分钟。 

3.2 方法 

3.2.1 单房间系统验证方法 

1）将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布置在房间的中心位置，并布置验证菌片，具体

位置如“图 2”。 

2）经过多次实验后制定以下灭菌方案，35%过氧化氢用量：20g/M
3，程序

设计为：GASING 时间 40 分钟，注射率 10g/分钟；DWELL 时间 20 分钟，注射

率 10g/分钟。 

3）运行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人员退出房间，确保消毒房间门关闭。 

4）将消毒房间通风系统转换为消毒模式，在房间外通过观察窗口观察设备

运行状态。 

5）待程序进入 DWELL 阶段，关闭消毒循环风机，让房间及管道保持密闭

状态。 

6）待程序进入 AERATION 阶段，房间运行正常通风程序，分解和排出房间

内的过氧化氢气体。 

7）待房间过氧化氢气体浓度降至可接受范围，按正常程序进入房间收拾验

证菌片，放入培养管内，并收拾管道内验证菌片，该过程注意无菌操作，防止交

叉污染。 

8）将装有菌片的培养管放在 56℃，200rmp 条件下培养，48 小时后观察结

果，并继续培至 7 天，并做阳性和阴性对照。 

9）记录并统计结果。 

3.2.2 多房间系统验证方法 

1）将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布置在 3 个房间的中心位置，具体位置如“图 4”，

将 2 个菌种间的门都打开，便于过氧化氢气体的扩散，按图 4 布置验证菌片。 

2）经过多次实验后最终制定以下灭菌方案，35%过氧化氢用量：20g/M
3，

程序设计为：GASING 时间 50 分钟，注射率 20g/分钟；DWELL 时间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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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率 20g/分钟。 

3）运行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人员退出房间，确保消毒房间门关闭。 

4）将消毒房间通风系统转换为消毒模式，在房间外通过观察窗口观察设备

运行状态。 

5）待程序进入 DWELL 阶段，关闭消毒循环风机，让房间及管道保持密闭

状态。 

6）待程序进入 AERATION 阶段，房间运行正常通风程序，分解和排出房间

内的过氧化氢气体。 

7）待房间过氧化氢气体浓度降至可接受范围，按正常程序进入房间收拾验

证菌片，放入培养管内，并收拾管道内验证菌片，该过程注意无菌操作，防止交

叉污染。 

8）将装有菌片的培养管放在 56℃，200rmp 条件下培养，48 小时后观察结

果，并继续培养至 7 天，并做阳性和阴性对照。 

9)记录并统计结果。 

4、结果分析 

4.1 单房间系统房间消毒结果 

SAS 系统房间消毒的验证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位置 灭菌器盖板内 BIOQUELL 底部 阳性 阴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结果 

1 天 - - - - - - + - 

2 天 - - - - - - + - 

3 天 - - - - - - + - 

4 天 - - - - - - + - 

5 天 - - - - - - + - 



 

8 

 

6 天 - - - - - - + - 

7 天 - - - - - - + - 

注：“-”表示未见细菌生长，‘+’表示可见细菌生长 

4.2 单房间系统高效过滤单元（BIBO）消毒结果 

SAS 系统排风高效过滤单元（BIBO）消毒验证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位置 BIBO 前 BIBO 后 阳性 阴性 

编号 1 2 3 4 5 6 

结果 

1 天 - - - - + - 

2 天 - - - - + - 

3 天 - - - - + - 

4 天 - - - - + - 

5 天 - - - - + - 

6 天 - - - - + - 

7 天 - - - - + - 

注：“-”表示未见细菌生长，‘+’表示可见细菌生长 

根据 BI 培养结果可知，该房间及其管道系统都达到了彻底消毒的效果，包

括房间内过氧化氢蒸汽比较难达到了灭菌器盖板内，管道的高效过滤器前后两端

消毒效果验证均合格，在消毒的过程中，将灭菌器盖板尽可能的打开，便于过氧

化氢蒸汽的扩散。 

4.3 多房间系统房间消毒验证结果 

位置 地面 柜子内部 阳性 阴性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结果 

1 天 - - - - - - - - + - 

2 天 - - - - - - - - + - 

3 天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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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毒种保藏室的消毒验证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注：“-”表示未见细菌生长，‘+’表示可见细菌生长 

4.4 多房间系统排风高效过滤单元消毒验证结果 

菌毒种保藏室排风高效过滤单元（BIBO）消毒验证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位置 BIBO 前 BIBO 后 阳性 阴性 

编号 1 2 3 4 5 6 

结果 

1 天 - - - - + - 

2 天 - - - - + - 

3 天 - - - - + - 

4 天 - - - - + - 

5 天 - - - - + - 

6 天 - - - - + - 

7 天 - - - - + - 

注：“-”表示未见细菌生长，‘+’表示可见细菌生长 

根据 BI 的培养结果可知，所有验证部位的消毒结果均合格，本次验证所选

的位置为房间及管道内过氧化氢蒸汽最难达到的位置，包括远端吊柜的内部，远

端抽屉的内部，第二道排风高效过滤器的前后两端，所以通过该方案可以对房间

及其管道系统进行彻底的消毒。 

在消毒过程中，将房间内的柜子全部打开，将抽屉也全部打开，对于多层抽

屉，将部分抽屉取出，系统内部的门尽量打开，便于过氧化氢蒸汽的扩散。 

5、结论 

通过验证可知，BIOQUELL Z2 型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可用来进行本实验室

4 天 - - - - - - - - + - 

5 天 - - - - - - - - + - 

6 天 - - - - - - - - + - 

7 天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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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末消毒，通过制定可靠的消毒程序及借助实验室消毒循环管路，过氧化氢蒸

汽可以实现对实验室内房间、管道、过滤器及 BIBO 高效过滤单元的消毒，且对

生物指示剂（嗜热脂肪杆菌芽孢）的杀灭对数值大于 6，满足规范要求。 

6、参考文献 

（1）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CL53《实验室生物安全认可准则对

关键防护设备评价的应用说明》，2014 

（2）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消毒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2. 

（3）帖金凤，王长德，陈金龙，王贵杰等，过氧化氢蒸汽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灭

菌效果观察，中国消毒学杂志，2012 

（4）袁广卿，陈琼珠，曾谷城等，生物安全实验室过氧化氢熏蒸消毒灭菌效果

的监测，热带医学杂志，2015 

（5）任哲，魏秋华，苏裕心，饶林等，过氧化氢汽雾消毒剂的中和剂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Disinfecti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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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验证报告审批表 

申请名称 过氧化氢蒸汽对房间、管道及 BIBO高效过滤单元的消毒效果

验证 

项目编号  申请部门 生物安全部 

消毒对象 房间及管道系统 使用范围 房间及管道系统终末消毒 

姓名 职责分工 

项目申请人 刘波波 消毒方案制定与操作 

项目成员 郑大胜 消毒操作 

项目成员 王亮 房间空调系统操作 

项目成员 夏星 房间空调系统操作 

项目成员 王振 房间气密门系统操作 

消毒验证

方法简述（包

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实验

区域，实验条

件与环境；实

验材料；实验

方法；重复次

数；数据处理

方法） 

消毒验证区域： 

7号 SAS间及其送、排风系统；5号菌毒种保藏间及其送、排

风管道系统。 

实验条件与环境： 

7号 SAS间为单房间系统，具有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双扉高

压灭菌器前门开在房间内，内部配一消毒推车，无其他大件设备，

其房间及送、排风循环管道系统体积共为 30.5M
3；菌毒种保藏间：

包括 2 个菌种保藏间和 1 个包装间，其具有独立的送、排风系统，

内部配置有-80℃冰箱和-150℃冰箱，并配有吊柜和抽屉，房间及

其管道的总体积为 111.5M
3。 

实验材料： 

消毒设备：BIOQUELL Z2 型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英国生产 

消毒剂：35%过氧化氢溶液，BIOQUELL 公司生产 

生物指示剂：嗜热脂肪杆菌芽孢（ATCC7953），含菌量 5×105~5

×106个/片，北京四环 

培养基：溴甲酚紫葡萄糖蛋白胨培养基（含中和剂） 

实验方法： 

使用 BIOQUELL Z2型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将 35%过氧化氢溶液

汽化为过氧化氢蒸汽，通过羟自由基实现对微生物的杀灭。实验

中将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放于消毒房间，此时房间及其通风管道

（包含 HEPA 过滤器）形成一密闭整体，通过循环风机及设备本

身驱动过氧化氢气体在此密闭空间内扩散，从而达到对该空间的

消毒。 

消毒结果验证： 

在消毒空间内较难消毒位置放上生物指示剂，在消毒完成后

取生物指示剂进行培养，若培养结果无微生物生长，则证明消毒

彻底。 

结论 

通过验证可知，BIOQUELL Z2 型过氧化氢蒸汽发生器可用来进

行本实验室的终末消毒，通过制定可靠的消毒程序及借助实验室

消毒循环管路，过氧化氢蒸汽可以实现对实验室内房间、管道、

过滤器及 BIBO高效过滤单元的消毒，且对生物指示剂（嗜热脂肪

杆菌芽孢）的杀灭对数值大于 6，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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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项目概况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项目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郑店黄金工业园。中国科学院武

汉病毒研究所于 2004 年 6 月委托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其“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武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于 2004 年 10 月编制完成

《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武汉）环境影响报告书》提交建设单位。湖北省环境保护局于

2004 年 11 月 8 日向国家环境保护局递交了《关于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武汉）环境影

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鄂环保文[2004]152 号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5 年 1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武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复函》

（环审[2005]21 号）批复了项目环境影响书。 

1.2 设计简况 

本项目由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工程设计，包含环保设施设计内容，制定了污

染防治对策。在初步设计中，将核心实验室内的污水处理装置和项目污水处理站纳入其中并

申请概算投资。实际实施过程也是按照设计组织设备采购和施工的。本项目总投资 27696

万元，际环保投资 3079.2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11.1%。 

1.3 施工简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污水处理站由武汉宇昊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

工，污水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由武汉巨正环保有限公司提供，监测指标完全涵盖项目环评批复

要求，并且污水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已经与武汉市环保在线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联网，可以即时

查询污水排放数据指标。其中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排风系统都是经过 2 层高效过滤器处理

后进行排放。高效过滤器具备在线扫描检测功能，同时能够进行原位消毒。项目主体工程由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并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4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05 年 12 月开工建设，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完成主体工程竣工。2018 年 5

月委托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2018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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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对本项目进行了实地踏勘和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并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29 日对本项目污染物排放状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处理能力和效果、环境

管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同时委托武汉环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现场监测。

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获取大量监测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武汉国家生物安全

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2018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组织成立

验收工作组召开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并邀请专家对本

项目进行评审。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建设单位及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完善意见中提出的后

续要求与建议后，“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1.5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以及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

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项目建有环保兼职机构并有环保兼职人员，环保责任制明确，实施环境保护设施与各类

设备的统一管理。环保兼职机构定期对员工进行环境教育和环保技术培训。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充分保障实验人员、本地区的公众健康和生物安全，本项目的受控程序文件中制定

了详细的应急处理程序，包括：《实验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及应急处理程序》、《生物安全

事件及事故应急响应与报告程序》、《化学品安全使用及泄漏应急处理程序》和《意外灾害

安全操作及应急处置程序》，并开展过应急演练工作。本项目应急预案目前还未进行备案。 

（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制定了年度监测计划。本年度进行了验收监测、高效过

滤器检漏检测、实验动物微环境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生物安全防护距离要求为 500m。目前，该项目 500m 范围内

无居民区。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在 

①完善了本项目环保标识及标牌，危废暂存间标识标牌、废水总排口标识牌内容。 

②按照规范要求对排气筒设置了永久性采样监测孔。 

③整理了本项目有关的环境保护资料及档案。 

 

 


	附件1 委托书
	附件2 湖北省环保厅初审意见
	附件3 国家环保部审查意见
	附件4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规划条件核实证明
	附件5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扫描件
	附件6 高效过滤器检测报告
	附件7 油烟净化器环保认证证书
	附件8 危废协议、转运联单及台账
	附件8-1  HW49危险废物处置合作协议20180625-20190624
	附件9 应急预案节选及演练照片
	附件10 废水在线监测比对报告
	附件11 工况证明
	附件12-1 验收监测数据报告
	附件12-2 验收监测数据报告
	附件13 水费单
	附件14 工程监理章节
	附件15 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
	附件16 实验动物微环境检测报告-10012号
	附件17 过氧化氢消毒验证报告
	附件18 化学淋浴消毒液效果验证报告
	附件19 活毒废水处理系统灭菌效果生物验证
	附件20 高压灭菌器消毒验证材料
	附件21 验收意见及签到表
	附件22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