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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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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标准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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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植物园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废植物园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无废植物园管理实施等。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无废植物园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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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419/T 23—2024建筑工程施工无废工地管理规范

DB 3301/T 0275—2018园林绿化植物废弃物资源利用管理规范

DB 1410/T 129—2022园林植物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

DB12/T 1226—2023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技术规程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弃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废植物园 zero waste botanical gardens

有效减少废物的产生，充分利用废物循环使用，有效处置堆存废物，推进废弃物从源头减量和资源

化利用，实现良性循环的植物园。

3.2

园林绿化废弃物 greenery waste

园林绿化生产、建设和管养过程中产生的和因台风、冰雪等自然灾害产生的树枝、树叶、草屑、花

败、植物残体等以及废弃的盆栽等植物性固体废弃物。

3.3

实验室废弃物 laboratory waste

指在实验室活动中产生的，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或被法律法规禁止排放的物质。

3.4

农药废弃物 pesticide waste and packaging

植物生产和养护管理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及其包装。

3.5

生活废弃物 household waste

植物园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厨余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垃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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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废弃物 construction waste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建筑工程产生的工程弃土、工程废料和其他

固体废物。

4 基本要求

4.1 无废植物园的日常运营需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各专项工作分工清晰，有规可依。

4.2 无废植物园实施内容涵盖：源头减量各类废弃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园林绿化废弃物、实验室废

弃物、农药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及建筑废弃物，并实施管理评价。

4.3 应定期依据管理制度执行评估，并持续优化改进。

5 各类废弃物源头减量

5.1 园林绿化废弃物

5.1.1 提升精准养护水平，实施精准灌溉技术。依据植物需水状况进行灌溉，有效避免过度浇水引发

的植物生长异常及废弃物产生；同时，通过土壤检测与植物营养诊断，实施精准施肥，提升肥料利用效

率，降低因施肥不当导致的绿化废弃物产生。

5.1.2 优化修剪策略。遵循植物生长特性及景观需求，科学设定修剪时机与力度，以降低修剪废弃物

的产生。

5.1.3 合理搭配植物群落。构建合理的多层次植物群落，利用植物之间的生态关系，提高空间利用率

和生态稳定性，减少单一物种种植可能导致的大规模病虫害和废弃物的产生。

5.2 农药废弃物

5.2.1 采用预防为主的病虫害防治策略。定期对植物进行健康检查，加强养护管理，增强植物自身抵

抗力；合理施肥、浇水，保持植物生长环境良好，预防病虫害发生。

5.2.2 采用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通过生物防治手段，如释放害虫天敌、利用昆虫性信息素诱捕害虫

等；同时，运用物理防治方法，如悬挂粘虫板、设置杀虫灯等，以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5.3 实验室废弃物

5.3.1 优化实验方案。通过精确计算和合理设计实验，减少试剂的使用量。采用微型实验技术，在保

证实验效果的前提下，降低试剂消耗和废弃物产生。

5.3.2 选择环保试剂。优先选用低毒、易降解的化学试剂，替代高毒、难降解的试剂。对于生物实验，

尽量使用天然培养基或可降解的培养基成分。

5.3.3 提高仪器利用率。定期维护和校准实验仪器，确保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减少因仪器故障导致

的实验重复和废弃物增加；建立仪器共享平台，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避免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

5.4 生活废弃物

5.4.1 鼓励员工及游客自备可循环利用的包装袋、饮水杯等日常用品，以降低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耗。

5.4.2 推进无纸化办公和服务。推行电子门票，减少纸质门票等纸张浪费；利用办公软件和数字化平

台，实现文件电子传输、审批和储存，减少纸质文件使用。

5.4.3 提供办公用品利用率。推行办公用品集中采购和领用制度，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发放；鼓励员工

双面使用纸张，使用可替换笔芯的笔等。

5.4.4 食堂商家使用可降解、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和包装材料，实施适量点餐，推出小份菜、半份菜。

5.5 建筑废弃物

5.5.1 优化建筑设计。使用通用的建筑构配件和部品，减少因设计特殊化导致的材料浪费；精准设计

用料，考虑施工误差和损耗，合理预留余量，避免材料采购过多。

5.5.2 选用绿色环保材料。优先选择可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如再生混凝土、再生钢材等，废弃后可

回收再加工；选择耐久性好的材料，延长建筑和材料的使用寿命，减少因维修、更换产生的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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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材料出入库管理，制定材料消耗定额，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教育，提高材

料节约意识，避免浪费。

6 废弃物处置或资源化利用

6.1 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6.1.1 堆放与处置场地

6.1.1.1 根据植物园年废弃物产生量（如 1000 吨以下设小型站点，1000-10000 吨设中型站点）配置

暂存区。距离植物园核心区≥100 米，地势干燥、通风良好，配备防渗漏和排水设施。

6.1.1.2 处置场地应远离植物园核心区、办公区，距离堆放场地<100m，建于地势较高且不易积水的地

方。同时应有有效的排水系统，或有一定的斜坡泻水。

6.1.1.3 处置场地内布局应遵循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顺序。

6.1.1.4 处理场地需配备消防设施，禁止明火作业。

6.1.2 分类收集

6.1.2.1 分类标准

按来源分类，可分为日常园林绿化废弃物、科研废弃物及特殊废弃物。日常园林绿化废弃物进一步

细分为：直径小于20毫米的细枝条及碎屑（包括落叶、草屑等）、直径20毫米至80毫米的粗枝干，以及

直径80毫米以上的树干。

6.1.2.2 收集

应将非植物材料分捡剔除，不得混入土、石块、金属材料、花盆等园艺装饰用材料以及塑料等非植

物性材料。

在堆放场地针对日常园林绿化废弃物进行简单分类、捆扎、压缩或初步粉碎等预加工后再运输至处

置场地。

特殊废弃物应单独收集，并交由专业机构妥善处理。

科研废弃物如不含有害物质则按日常园林绿化废弃物收集处理，含有害物质或特殊化学成分按特殊

废弃物处理。

6.1.3 资源化利用

日常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按照标准DB3301/T 0275-2018进行堆肥化处理、有机覆盖物转化、

食用菌基质生产等。

6.2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6.2.1 分类

根据物理化学性质将实验室废弃物分为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固体废弃物、生物废弃物、一般废弃

物及危险废弃物。

6.2.2 收集储存

6.2.2.1 收集

实验室设置的容器及材质应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存放危险废弃物的容器不得与危险废弃物发生反

应。存放生物废弃物和一般废弃物的容器满足相应强度要求即可。存放液体废弃物不得将容器装满，液

面不得高于容器的4/5，并密封保存。

6.2.2.2 储存

实验室应设置专门的废弃物暂存场所，并采取防渗漏、防扬散、防流失等措施。配备必要的灭火器、

消防沙、通讯设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服及工具，并设有应急防护措施。相互反应的危险废弃物不得

混合放置，有条件的实验室可将各类实验室废弃物分隔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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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处置

危险废弃物收集贮存后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法规的要求定期委托给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实验过程中

产生的非危险废弃物（如金属、塑料等），按性质分类贮存后委托给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按照危险性

属于非危险废弃物的（如纸巾、包装物等），收集后按照生活垃圾处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废

气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法规的要求，经由净化设施无害化处理后方可排放至室外。

6.3 农药废弃物处置

6.3.1 分类与收集

6.3.1.1 分类

农药包装废弃物按材质（玻璃、塑料、金属等）和残留农药毒性（高毒、低毒）分类收集。使用者

需清洗包装物以减少残留，并交至指定回收点。废弃农药需按毒性强弱单独分类放置。

6.3.1.2 收集

应在园区内设置回收点，并建立回收台账并保留记录两年以上。

6.3.2 贮存

存放于防雨、防渗漏、放扬散的专用暂存区，远离水源及生活区，对具有高毒残留的农药包装需要

单独分隔并标注“有毒”标志。

6.3.3 处置与回收利用

废弃农药低毒的做无害化处理，高毒的送至具有资质的专业处理机构进行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集

中收集后送至具有资质的专业处理机构进行处理。运输过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HJ2025）的要求。

6.4 生活废弃物处置

6.4.1 分类与收集

6.4.1.1 分类

按生活废弃物性质分为有机废弃物、可回收废弃物、有害废弃物、其他废弃物，设置对应颜色的专

用容器，具体分类要求参考垃圾分类原则。

6.4.1.2 收集

有机废弃物中厨余垃圾需沥干水分，避免渗漏；有害废弃物如电池、化学品容器等需密封存放，避

免泄漏；可回收废弃物物需清洁后分类投放，避免污染。

6.4.2 贮存

存放于防雨、防渗漏、放扬散的专用暂存区，远离水源及生活区，有机废弃物的贮存时间不超过48

小时，避免发酵产生异味；有害垃圾需独立存放于密闭区域，定期清运。

6.4.2.1

6.4.3 处置与运输

有机废弃物可采用高温好氧发酵技术，与园林废弃物一同转化为有机肥或覆盖物。有害废弃物收集

贮存后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法规的要求定期委托给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运输车辆需配备防泄漏设施；运

输过程中禁止混合不同类别废弃物，留存转移联单。

6.5 建筑废弃物处置

6.5.1 分类与收集

6.5.1.1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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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废弃物性质分为无机废弃物、有机废弃物、金属废弃物、有害废弃物，并设置对应颜色的专用

容器进行收集。无机废弃物：灰色容器；金属废弃物：蓝色容器；有机废弃物：绿色容器；有害废弃物：

红色容器，并标明危险标识。

6.5.1.2 收集

无机废弃物如混凝土块、砖瓦等需破碎后单独收集；金属废弃物如钢筋、铁皮等需分类捆扎；有机

废弃物如木材、塑料等需清洁后分类收集；有害废弃物如油漆桶、涂料等需密封存放，避免泄漏。应在

园区内设置回收点，并建立回收台账并保留记录两年以上。

6.5.2 贮存

设置防渗漏、防扬散的专用暂存区，远离水源及生活区；有害废弃物需独立存放于密闭区域，并标

注“有毒” 标识

6.5.3 处置与运输

收集贮存后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法规的要求定期委托给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建筑废弃物需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运输，留存转移联单。

7 信息管理制度

7.1 台账制度

建立废弃物来源、处理量、利用去向的电子台账，实现全流程追溯，台账记录应当保存两年以上。

定期上报资源化利用率、碳排放减少量等数据。

7.2 监督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机制，记录生产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反馈管理部门。电子台账记录应进行备份，

避免出现信息缺失。

8 安全防护与应急措施

8.1 操作防护

处理人员需穿戴防护服、手套及口罩，接触有害垃圾时佩戴护目镜；处理区域配备应急冲洗设备和

吸附材料（如沙土、活性炭）。

8.2 应急处理

发生险情时，应立即隔离污染区域，对有害物质按照危险废物标准进行收集，并上报环保部门。同

时，对抢险使用的工具进行彻底清洁，以防产生二次污染。

9 评价和改进

9.1 应建立无废植物园管理评价制度，并对无废植物园的建设和管理情况进行评价。

9.2 宜采用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等方式开展无废植物园的评价工作。

9.3 评价结果应作为持续改进的依据，及时改进工作，推动无废植物园管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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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植物常见废弃物见表A.1

表 A.1 植物园常见废弃物

园林绿化废弃

物

日常废弃物

自然凋落物 如乔木、灌木的落叶，林下脱落的树皮、松针等

修剪残渣 绿篱、草坪、花卉修剪后的枝叶、嫩梢及杂草

特殊植物残体 如台风后倒伏的树枝、枯死的苗木等

树枝与树墩
直径较大的树枝（如大于 15 厘米）、树墩等，需通过破碎机粉

碎后资源化利用

竹类修剪物 直且结实的竹枝可用于制作扫帚、撑杆或园林小品

凋谢花卉 残花、花瓣等可制作干花或堆肥

盆栽残体 废弃的盆栽植物枝叶、根系及土壤，归类为湿垃圾（易腐垃圾）

科研废弃物 实验植物材料 用于实验的植物残体、种子、果实等

特殊废弃物 种子与细枝条 可用于扦插繁殖或制作生物农药（如苦楝枝条提炼杀虫剂）

实验室废弃物

液体废弃物
酸性废液 废硫酸、废盐酸、硝酸废液等。

碱性废液 废氢氧化钠、废氨水等。

固体废弃物

废弃化学药品 过期、变质或废弃的固体化学试剂（如钠、钾金属）。

受污染的耗材 沾染化学品的滤纸、手套、吸附材料等。

化学包装物 空试剂瓶、药品容器（需清洗后分类）

气体废弃物 实验尾气 挥发性有机气体（VOCs）、酸性气体（如 Cl₂ 、SO₂ ）等。

一般废弃物

非污染废弃物
未接触危险试剂的废纸、塑料包装、玻璃瓶（清洗后）。实验室

办公垃圾：如无污染的纸张、食品包装等。

电子废弃物
报废的实验仪器、电池、电路板等（含重金属，需按电子废物处

理）。

危险废弃物

有机溶剂 废弃的丙酮、乙醇、氯仿、乙醚等。

重金属废液 含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溶液。

反应残留物 未用完的化学试剂、失效的催化剂等。

剧毒废液 含氰化物、砷化物、有机磷类等剧毒物质的废液。

尖锐器械 注射针头、解剖刀片等，需装入防刺穿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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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 废弃气瓶（如氧气瓶、氮气瓶），需退回供应商或专业处理。

农药废弃物 高毒废弃物

剧毒农药废弃物 含甲拌磷、克百威等禁用剧毒农药的残留物

过期农药
超过保质期的农药原药、乳油、粉剂等，因成分不稳定可能分

解产生有毒物质。

生活废弃物

可回收废弃物 办公垃圾 纸张、塑料瓶、玻璃容器、金属制品

有害废弃物
电子废弃物 报废的仪器、电池等，需按电子垃圾规范回收

化学药剂包装 农药、化肥空瓶等，需单独存放并委托专业机构处理

有机废弃物 餐厨垃圾 员工食堂的剩菜剩饭、果皮等

其他废弃物 受污染垃圾 沾有泥土的塑料膜、破损花盆等

建筑废弃物

无机废弃物

混凝土与砖瓦 破碎的混凝土块、废弃砖石等

泥浆与土方 基坑开挖产生的弃土，可通过流态固化技术转化为回填材料

石膏板与玻璃 需分选后单独处理，避免污染

木材与塑料 废弃模板、包装材料等，部分可焚烧或再生为燃料颗粒

有机废弃物 混合碎料 如含金属、塑料的复合材料，需精细化分选

金属废弃物 金属材料 钢筋、铁丝等金属废料，可通过磁选回收再利用

有害废弃物 危险废物 如含化学涂料的废料、石棉等，需专业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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