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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项目实践及成果介绍

叶全富，苗逢雨，单淑娟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目的　介绍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项目的实践效果及成果。方法　项目选定６个省２０所试点医疗机

构及全国各省（自治区、市）１５２０所推广医疗机构，围绕国内医疗废物管理现状进行探索，对当前医疗废物管理现状

进行评估后制定新的可行性方案并实践。结果　制定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修订稿）（试点单位试行稿）》及《医疗废

物分类收集清单（试点单位试行稿）》，提升了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医疗废物监督管理能力，建立了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培训体系，取得了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ＢＡＴ／ＢＥＰ）示范成效，加强了医疗机构医疗

废物管理项目的协同与推广能力。结论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项目自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大成绩，其成果可作为我

国医疗废物管理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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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１６（４）：３４６－３５０］

　　为遏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ＰＯＰｓ）对 人 类 健 康 和 环 境 的 危 害，

２００１年５月在瑞典召开的国际公约大会后，世界各

国包括我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医疗废物焚烧是ＰＯＰｓ产生的主

要原因之一。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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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

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１］，包括

从医院、医疗中心和诊所等医疗服务中产生的临床

废物，废药物和废化学品等。其中医疗废物的焚烧

过程中易产生二口恶英／多氯代二苯并呋喃（ｐｏｌｙ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ｄｉｂｅｎｚｏｄｉｏｘｉ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ｄｉｂｅｎｚｏｆｕｒａｎ，ＰＣＤＤ／ＰＣＤＦ）和重金属等污染物，其

中ＰＣＤＤ／ＰＣＤＦ中的一种２，３，７，８ＴＣＤＤ被称为

“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２３］。为此，根据公约相关

要求，我单位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球环境基

金、我国国家履约协调组办公室共同开展了《中国医

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项目》，负责实施医疗机构医

疗废物管理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其总体目标是

从政策、管理、示范、推广、培训以及意识提升等方面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探索和采用最佳可行技术／最佳

环境实践（ｂｅｓ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ｂ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ＢＡＴ／ＢＥＰ），并切实推进卫生行

政部门和环保部门在项目实施中的密切协作，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贯彻和落实医疗废物生命周期和全过

程管理理念，推进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进

程［４］。项目自２００９年８月启动至今，在医疗废物管

理领域探索过程中多个方面取得了成效。本文针对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加以剖析，为我国医

疗废物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吉林、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甘

肃６个项目省中的２０所试点医疗机构，全国各省

（自治区、市）的１５２０所推广医疗机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研及评估当前国内外医疗废物分类及管

理现状，制定新的实施方案　项目组织国内医疗废

物管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当前国内医疗废物分类

和管理现状的优缺点进行评估，通过考察、评价国外

及港澳地区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分类及管理措施，并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ＢＡＴ／ＢＥＰ原则，制定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试行稿及处置实施方案。

１．２．２　新目录及实施方案的可行性研究　在６个

项目省２０所试点医疗机构中，对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试行及处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实践、评估。论

证其可行性后在全国各省（区、市）的１５２０所医疗

机构进行推广。

１．２．３　建立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培训体系　在

全国１５２０所医疗机构推广新目录及实施方案的同

时，建立国家级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培训基地，确

定医疗废物管理国家级培训师资人员，随后由国家

级师资培训全国各地区的师资，统筹推广当前实施

方案。

２　结果

２．１　制定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修订稿）（试点单

位试行稿）》及《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清单（试点单位试

行稿）》　综合考虑ＢＡＴ／ＢＥＰ原则，并根据国际国

内对医疗废物管理的要求，项目制定了《医疗废物分

类目录（修订稿）（试点单位试行稿）》（简称新目录）

及《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清单（试点单位试行稿）》，在

６个项目省的２０所试点医疗机构中试行，其中江西

省全省试行。

新目录中医疗废物按类别在原医疗废物分类目

录基础上根据材质不同进行分组，如感染性废物中

将“被病人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的排泄物污染的

废弃的器具和用品”［５］，又按材质细化分为塑胶类废

物、棉纤维类废物、金属类废物和其他材质类废物。

新目录缩小了医疗废物的范围，排除了医疗活动中

产生的无害、无毒的本属于生活垃圾的物品，如将原

分类目录中“使用后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次

性医疗器械视为感染性废物”，修订为“使用后的一

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界定和明确了“传染病病

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病人

的胎盘、产妇放弃的胎盘以及胎龄在１６周以下及胎

重不足５００ｇ的死亡胎儿”归属病理性废物。新目

录修订后的内容与原目录的主要区别详见表１。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清单明确了常见的医疗废物

具体内容，并且对于包装袋、收集容器及标签的使用

进行了规定，增强医疗废物的分类和收集的可操作

性。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

员会于２０１２年启动了修订《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

标准制定工作，该标准以《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修订

稿）（试点单位试行稿）》及《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清单

（试点单位试行稿）》为主要内容，国家目前新修订的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已经通过医院感染控制标准委

员会会审，现处于待上级部门审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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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修订后的区别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类别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修订稿 与原分类目录区别

感染性废物 （１）被病人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的排泄物污染的废弃的器具和用品。①
塑胶类废物：一次性输血器、输血袋、透析器等；②棉纤维类废物：棉签、棉

球等；③金属类废物：内固定钢板等；④其他材质类废物：玻璃、纸类等其

他材质的器具和用品。（２）实验室废物：①微生物实验室废弃的病原体培

养基、标本、菌种和毒种保存液；②其他实验室废弃的各种医学标本。（３）

隔离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病人的生

活垃圾。（４）使用后的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

（１）按医疗废物产生地点以及不同材质进行了

归类，分类具体细化，更具有可操作性。（２）缩

小了医疗废物的范围，排除了医疗活动中产生

的无害、无毒的本属于生活垃圾的物品，利于

ＢＡＴ／ＢＥＰ理念的实行

损伤性废物 （１）废弃的金属类锐器；（２）废弃的玻璃类锐器；（３）废弃的其他材质类锐器 按材质重新归类

病理性废物 （１）手术及其他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肉眼无法识别的人体组织、器官；

（２）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蜡块等；（３）废弃的医学实验动物组

织和尸体；（４）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病人

的胎盘；产妇放弃的胎盘；（５）胎龄在１６周以下的及胎重不足５００ｇ的死

亡胎儿

明确了胎盘和死亡胎儿的归属

药物性废物 （１）废弃的一般性药物；（２）废弃的细胞毒性药物和遗传毒性药物；（３）废

弃的疫苗及血液制品

　　　　　－

化学性废物 （１）废弃的化学试剂；（２）废弃的消毒剂；（３）废弃的含重金属物质的器具、

物品

增加了含汞血压计、汞温度计一类的含重金属

的器具、物品

　　注：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ｓｉｎｇｌｅｕｓｅｓｔｅｒ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是指无菌、无热原、经检验合格，在有效期内一次性直接使用的医疗器械

２．２　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医疗废物监督管理能力

２．２．１　制定并在项目试点省实施《医疗机构医疗废

物管理监管指南》和《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监管流程及

指标》　结合我国现有法规、规章、标准、政策文件，

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医疗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监管指南》和《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监管

流程及指标》，实施对象为项目试点医疗机构，所有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均可参照其开展监督管理

工作。《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监管指南》规定了医疗废

物监管的原则、依据、内容、具体方法和监控要点，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监管流程及指标》细化和明确了

监管流程和监管指标，监管指标根据监管内容分为

１０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细化了多个二级指

标。对医疗机构内相关人员职责，医疗废物收集、分

类、存贮、运送、处置等要求和技术要点进行明确，针

对监管过程中的关键点进行说明。

２．２．２　开发医疗废物电子监管系统　项目开发了

医疗废物电子监管系统，其分为医疗废物监督管理

系统和医疗废物收集登记系统两部分，通过信息化

的手段实现对医疗废物的有效监管。医疗废物监督

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医疗废物的国家、省、市、医疗机

构四级管理，可对所有试点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监

管信息，医疗机构基本信息以及医疗废物回收信息

实时汇总、分析。医疗废物监督管理系统可将监督、

考核情况及时与各科室反馈，随时进行沟通，改进、

提升医疗废物管理工作。

２．３　建立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培训体系

２．３．１　组建了国家级培训基地及培训师资队伍　

项目在吉林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甘

肃省和北京市建立７个国家级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培训基地，宣传和推广ＢＡＴ／ＢＥＰ理念。各基地

均指定了具体负责人，制定了管理规定、工作制度、

教师考核制度和教学评价办法等。为保障国家级培

训基地优秀的培训师资，项目组织制定了师资工作

任务以及入选标准，首批确定了２４名医疗废物管理

国家级培训师资人员。自培训基地建立伊始，截至

目前接受培训人数达４４１６５人次。

２．３．２　编写《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培训教材》　

项目组织专家编写了《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培训教

材》。该教材根据各章衔接协同，注重与公约紧密联

系，在体现权威的同时按照通俗易懂的原则，从医疗

废物管理的基本概念、组织架构和人员配备、分类收

集、容器及标签内容、医院内运送、暂存点对外转运

要求、职业安全与突发应急事件处置等方面进行详

细阐述。

２．３．３　建立了岗位培训制度　建立了岗位培训制

度，包括对项目培训师资的培训、医疗废物管理人员

的培训、临床科室在岗工作人员的培训、临床科室新

上岗人员的培训以及后勤人员的培训要求。

２．４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ＢＥＰ示范成效

２．４．１　项目试点医疗机构均按ＢＥＰ理念规范医疗

废物管理工作　项目试点医疗机构按照组织管理制

度规范管理，对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暂存、交接登

记等全过程采取ＢＥＰ管理，对新目录及收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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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标准、监管流程、监管软件、培训制度、培训体系

等各项目产出进行试行与反馈，总结经验发挥示范

作用。

２．４．２　制定了《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管理项目医疗

机构医疗废物管理项目示范ＢＡＴ／ＢＥＰ操作手册》

　该手册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２０所不

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情况进行示范，分

别从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的组织建设与职责、人

员培训、处置设施、医疗废物分类、处置流程、医疗废

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业卫生安全与职业防护等

方面入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符合公约要求的医疗

机构内部医疗废物管理操作手册，指导医疗机构医

疗废物的科学、规范管理。

２．４．３　实现医疗废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无

害化：在医疗机构的实践中推行减少含氯消毒剂、含

汞医疗器械的使用，从收集阶段减少产生ＰＯＰｓ的

可能性，并且所有的处置技术坚持最少污染物排放

原则，经处置后的医疗废物对环境的综合影响最小。

减量化：推行在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中尽量采用可

重复使用的医疗用品，减少一次性医疗用品使用。

将那些能循环再生利用的医疗废物分门别类单独放

置，减少处置终端的医疗废物残骸量。资源化：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一些原本混合处理的医疗废物，进行

重新分类，使其中的一部分物质有了能量回收或材

料回收的前景。如吉林省通过化学性废液回收机，

采用分馏技术将二甲苯废液提纯再利用，节约了二

甲苯等化学物品的购买和处置量，减少了资金消耗。

２．５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的协同与推广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增强了与环保等部门的

沟通和联系，６个项目省卫生行政部门与环保部门

联合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协同开展工作，共同举办论

坛、会议、专项督查和检查，联合发文对综合管理和

协同处置等问题进行规范。

项目办大范围推广项目理念，统一印制了医疗

废物处置流程图以及医疗废物分类宣传图，印制《医

疗废物管理手册》等资料。试点医疗机构方面共计

发放宣传册２１４８３册，制定展板１５０４块，召开会议

宣传１４２次，培训班宣传１４１期，张贴宣传画和流程

图６２１７页，展开了深入的宣传工作。同时，通过

２０所试点医疗机构带动全国１５２０所推广医疗机

构，通过推广医疗机构的示范工作再影响更多的医

疗机构，取得更深远的影响。

３　讨论

２００３年发生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疫

情，国务院签署了第３８０号令《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随后根据此条例，卫生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

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我国医疗废物管理由此进

入了新的阶段。然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该目

录虽然对医疗机构医疗废物规范管理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１）分类尚不够具体和细化。

部分定义欠准确，界定模糊，存在扩大医疗废物范围

的情况，目录对感染性废物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的界定过于宽泛；个别条款缺乏操作性，同时也加大

了管理部门的执法难度。如骨科石膏、新生儿纸尿

裤、未被患者血液或体液污染的一次性口罩、帽子和

鞋套等是否应归类为医疗废物［６７］。（２）医疗废物分

类未能达到无害化要求，对于医疗废物的材质在后

续处理中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考虑不足，导致大量

高分子材料、含氯元素材质的废物进行焚烧，与

ＢＡＴ／ＢＥＰ要求不符。（３）死胎、胎盘的归类不明

确。而新目录结合国内外标准和先进经验，按材质

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和处置，为医疗废物资源化做了

准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医疗机构内部医疗废物监督、管理系统良好运

转，实现医疗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对于减少

ＰＯＰ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制定的《医疗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监管指南》和《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监管

流程及指标》，全流程的制度设计既填补了医疗机构

监管不到位的空缺，也有利于增强医疗废物管理和

工作人员对医疗废物管理的认知，使医疗废物从产

生、分类、收集、院内转运与暂存等工作规范化和标

准化。而电子化的医疗废物监管系统实现了医疗废

物从分类收集、运送、暂存过程中的信息跟踪与医疗

机构的内部监管，实现了医疗废物精细化管理，提高

了医疗废物的安全性，改善了以往监管不到位，人员

操作随意，医院感染存在隐患等问题。可通过在试

点地区及医疗机构的示范经验，将其他地区和医疗

机构逐步纳入监管平台，最终实现对我国医疗废物

的整体监管。

知识及工作实践的缺乏是影响医疗废物管理的

重要因素，因此医疗废物管理知识的培训工作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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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８１１］。《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培训教材》以及

岗位培训制度的制定，顺利地保障了国家级医疗机

构医疗废物培训基地的培训工作。通过培训能准确

地传播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相关知识，进一步推

广标准化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模式及技术，加

强消除ＰＯＰｓ的理念，提高医疗机构对医疗废物的

管理水平和处置能力，使学员了解医疗废物管理的

最新要求与正确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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