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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来源

传统的工业废水“零排放”副产的结晶杂盐无重复利用价值，且结晶盐具有

极强的可溶性，其稳定性和固化性较差，容易遇水淋沥渗出，存在二次污染风险，

而且在废水处理过程中，水中的微量重金属离子和残留有机物不断浓缩，可能会

最终进入结晶盐泥中，使得结晶盐可能具有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因此国家环保

管理要求从严，暂按危险废物管理。但由此导致的问题是结晶盐处置费用高，企

业经济负担重，而且每年数万吨结晶盐产量，所需安全填埋用地面积大、选址要

求高，目前社会上的第三方危废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很少有现成的处置单位可以

接收这么大数量的杂盐。因此结晶杂盐环保安全处置面临严峻的挑战，是工业企

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目前，我国工业盐产品的国家标准体系仅规定了海湖盐和井矿盐等原生工业

盐的产品质量指标，如现行的标准《工业盐》(GB/T 5462—2003)标准的适用于

以海水、湖盐中采掘的盐或以盐湖卤水、岩盐或地下卤水为原料制成的工业盐。

目前现有的氯化钠行业标准有《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剂 氯化钠》（QB/T 5775—

2022）、《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离

子膜烧碱用盐》（QB/T5270—2018）等，上述行业标准对氯化钠原料来源、生

产工艺、适用范围等有明确限定，导致无法满足其他行业需求。现阶段，国内尚

未形成可行的、统一的废盐处理标准规范和产品标准，企业执行难度较大。此外，

废盐资源化综合利用成本高，且资源化产品价值低，这使有关企业对待废盐的处

理利用相对消极，急需出台相应的导向性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文件。

本项目副产品氯化钠来源于食品级、饲料级维生素生产制备过程。在维生素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副产氯化钠，主要来源于维生素生产过程中金属钠与

氯硅烷反应生成的氯化钠，该氯化钠纯度高、无毒，仅含有少量的水及无机物，。

经过对氯化钠进行二级氧化脱色、活性炭吸附及蒸发结晶处理后，得到纯度不小

于 96%的氯化钠副产品，每年产量约 910吨。下游企业主要用于用于生产水泥助

磨剂。

为解决生产和使用无标准可依的问题，国内相关企业、环保公司等相关上下

游单位，在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指导下，于 2023年 12月启动了《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 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标准的制定工作。制订副产品氯化钠标



准，既能有效控制副产品氯化钠质量，又有助于产品生命周期有标可依，也符合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的资源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和创建“无废城市”的理念。

本文件归口单位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

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定远县佳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

技术协会、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远航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现有固体工业盐（氯化钠）相关的国家标准有《工业盐》（GB/T 5462

—2015），行业标准有《离子膜烧碱用盐》（QB/T 5270— 2018）、《印染用盐》

（QB/T 4890—2015）、《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剂 氯化钠》（QB/T 5775—2022）、

《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等。

①国家标准《工业盐》（GB/T 5462—2015）由国家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中盐皓龙盐化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盐业(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作组组织审查，最新版本于 2015年 10月 9日发布，2016

年 5月 1日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以海水(含沿海地下卤水)、湖盐中采掘的盐或

以盐湖卤水、岩盐或地下卤水为原料制成的工业用盐。

②行业标准《离子膜烧碱用盐》（QB/T 5270—2018）由中盐安徽盐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总公司、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盐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负责起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8年 5月 8日

发布，2018年 9 月 1 日实施。该标准适用于制盐企业通过制盐工艺生产的井矿

盐、海盐或湖盐作为离子膜烧碱用的工业盐。

③行业标准《印染用盐》（QB/T 4890—2015）由国家轻工业井矿盐质量监

督检测中心、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盐化工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起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5年

10月 10日发布，2016年 3月 1日实施。该标准适用于以工业盐或工业盐与工业

无水硫酸钠以不同比例混合而成的用于印染的加工用盐。

④行业标准《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剂 氯化钠》（QB/T 5775—2022）由国盐检

测(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瑞丰盐业有限公司、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庸德盐业(江苏)有限公司、



广东省盐业集团广州有限公司、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中盐工程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2年 9月 30日发

布，2023年 4月 1日实施。该标准适用于以食用盐为原料，通过物理压制而成，

用于软化生活用水的磺酸钠型离子交换树脂再生的盐产品(俗称“软水盐”)的生

产、检验和销售。

⑤《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由南通

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泰盛化

工有限公司负责起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9年 8月 2日发

布，2020年 1月 1日实施。该标准本部分适用于草甘膦(含双甘膦)母液经膜处理

或氧化、浓缩、结晶、洗涤等工艺生产的氯化钠。

表 2-1 《工业盐》（GB/T 5462—2015）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精制工业盐
日晒工业盐

工业干盐 工业湿盐

优级 一级 二级 优级 一级 二级 优级 一级 二级

氯化钠/（g/100g） ≥ 99.1 98.5 97.5 96.0 95.0 93.3 96.2 94.8 92.0
水分/（g/100g） ≤ 0.30 0.50 0.80 3.00 3.50 4.00 2.80 3.80 6.00

水不溶物/（g/100g） ≤ 0.05 0.10 0.20 0.05 0.10 0.20 0.20 0.30 0.40
钙镁离子总量/（g/100g） ≤ 0.25 0.40 0.60 0.30 0.50 0.70 0.30 0.40 0.60
硫酸根离子/（g/100g） ≤ 0.30 0.50 0.90 0.50 0.70 1.00 0.50 0.70 1.00

表 2-2 《离子膜烧碱用盐》（QB/T5270—2018）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离子膜烧碱用精制

干盐

离子膜烧碱用

精制湿盐

离子膜烧碱用

日晒盐

氯化钠（以湿基计）/（g/100g） ≥ 98.5 96.0 94.8
钙离子（以 Ca计）/（g/100g） ≤ 0.15 0.15 0.25
镁离子（以Mg计）/（g/100g） ≤ 0.10 0.10 0.15
水不溶物/（g/100g） ≤ 0.10 0.10 0.30
硫酸根离子（以 SO42-计）/（g/100g） ≤ 0.30 0.40 0.70
水分（g/100g） ≤ 0.30 3.00 3.80
碘（以 I计）/（mg/kg） ≤ 2.0 2.0 2.0
钡（以Ba计）/（mg/kg） ≤ 15.0 15.0 15.0
铁（以 Fe计）/（mg/kg） ≤ 2.0 2.0 2.0
铵（以NH4+计）/（mg/kg） ≤ 4.0 4.0 4.0



亚铁氰化钾（以[Fe(CN)6]4-计）/（mg/kg）） ≤ 2.0 2.0 2.0

表 2-3 《印染用盐》（QB/T 4890—2015）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氯化钠+硫酸钠）/% ≥ 98.0
钙镁总量（以 Ca计）/% ≤ 0.3
水分/% ≤ 0.8
水不溶物/% ≤ 0.2
铁离子（以 Fe计）/（mg/kg） ≤ 50
碘（以 I计）/（mg/kg） ≤ 5
亚铁氰化钾（以[Fe(CN)6]4-计）/（mg/kg） ≤ 10.0

表 2-4 《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剂 氯化钠》（QB/T 5775—2022）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氯化钠/（g/100g） ≥ 98.5
水分/（g/100g） ≤ 0.50
水不溶物/（g/100g） ≤ 0.07
钙离子（以 Ca计）/（g/100g） ≤ 0.20
镁离子（以Mg计）/（g/100g） ≤ 0.20
碘（以 I计）/（g/100g） ≤ 5
铁（以 Fe计）/（g/100g） ≤ 5.0
总砷（以 As计）（mg/kg） ≤ 0.5
铅（以 Pb计）（mg/kg） ≤ 1.0
总汞（以 Hg计）（mg/kg） ≤ 0.1
镉（以 As计）（mg/kg） ≤ 0.5
钡（以 Ba计）（mg/kg） ≤ 15.0

表 2-5 《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

氯化钠/% ≥ 94.0
水分/% ≤ 5.50
水不溶物/% ≤ 0.3
草甘膦/% ≤ 0.05
双甘膦/% ≤ 0.10
总磷/% ≤ 0.15
总有机碳（以 C计）/% ≤ 0.03

本文件产品拟制订产品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 2-6 本文件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 质量指标

1 氯化钠（以干基计），% ≥96.0

2 水分，% ≤3.0

3 白度 ≥75

4 水不溶物，% ≤0.3

5 总有机碳，mg/kg ≤70



6 钙镁离子总量（以 Ca计），% ≤0.3

7 砷（以总砷计），mg/kg ≤1.3

8 铅（以总镉计），mg/kg ≤2.0

9 汞（以总汞计），mg/kg ≤0.1

10 铬（以总铬计），mg/kg ≤4.0

11 镉（以总镉计），mg/kg ≤0.5

3 工作过程

3.1 工作工程

在标准归口管理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的组织协调下，由浙江

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定远县佳达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挥维生素副产品物氯化钠生

产企业、科研单位、下游用户单位的优势，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合作开

展标准起草工作。

2023年 11月，浙江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

司及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划、调研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团体标准

可行性工作，开展前期政策调研。

2023年 12月，编制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确定了参与编制单位及

人员、技术路线、任务分工、时间进度等问题。

2023年 12月底，完成开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

2024年 12月上旬，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

审议通过开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2024年 12月中旬，工作组进一步邀请定远县佳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标

准编制工作，全面启动标准文本起草和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024年 12月下旬，完成编制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并进行了内部讨论和意

见征求。

2025年 4月，进一步修改完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标准在

协会主页上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30天。

3.2 主要工作

标准编制工作组前期主要进行了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相关标准分析、氯化钠

产品质量检测等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相关标准分析

标准编制工作组前期主要进行了氯化钠相关标准分析，重点关注氯化钠、水

不溶物、水分、白度、硫酸根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常规污染物含量要求等，

具体见表 2-1~表 2-5。

表 3.2-1 氯化钠相关标准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5462—2015 工业盐

2 QB/T 5270— 2018 离子膜烧碱用盐

3 QB/T 4890—2015 印染用盐

4 QB/T 5775—2022 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剂 氯化钠

5 HG/T 5531.1—2019 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

2、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产品质量检测

2024年 2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花

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副产品氯化钠样品进行了分析，分析内容为标准监控

的指标。测试数据表明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能够满足本文件确定的指标要求。维

生素副产品氯化钠各项指标的分析结果详见附件。

4 产品概况

4.1 性质

产品名称：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

主要成分：NaCl，分子量 58.44。

外观：白色粉状或颗粒状固体。

4.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生产水泥助磨剂。

4.3 生产工艺

1、副产品氯化钠工艺流程

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来源于维生素生产过程中环己烯制备阶段，金属钠与氯

硅烷反应生成的氯化钠废盐。废盐转入反应釜，泵入 30%盐酸调 pH值，再加入

活性炭和氧化剂进行脱色，转入过滤器进行过滤产生废活性炭；滤液转入多效蒸

发器脱除水分，粗盐溶液转入另一反应釜进行结晶。结晶后转入过滤器进行过滤，



回收活性炭，滤液泵入另一反应釜进行蒸馏，回收水分，再次进行结晶过滤，产

生废盐。两次结晶过滤产生粗盐溶液合并转入另一反应釜，再加入活性炭和氧化

剂进行氧化脱色。脱色结束后转入另一反应釜进行减压蒸馏，回收水分；浓缩母

液转入过滤器进行过滤，母液回用，得到副产氯化钠，每年预计回收 910吨氯化

钠。

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如图 4.3-1所示。

图 4.3-1 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3、生产工艺特点

副产品氯化钠来自维生素中间体的生产过程，生产对象为食品级及饲料级添

加剂，涉及原料纯度、品质高，不涉及高毒化学品。生产过程主要涉及金属钠、

氯硅烷、盐酸等，反应过程中金属钠与氯硅烷反应生成的氯化钠废盐，不涉及其

他无机杂质，从而影响下游企业生产的水泥助磨剂的质量。从维生素的原辅料和

产品的性质可知，副产品氯化钠生产过程原料来源简单，不涉及重金属、高毒和

持久性污染物。



本副产氯化钠能满足下游生产企业作为原料的质量要求，实现资源的回收和

循环利用，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

5 标准制定原则和内容说明

5.1 制定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制定标准应

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

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制定标准应当做到

与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的精神制定本文件。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安全性原则，核心是副产品氯化钠中可能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应符

合环境安全原则，这是制定本文件的底线；

二是指标设定兼顾必要性原则，下游通用需求和行业生产实际相结合，避免

不必要的处理，即须实现安全环保与技术可行性、经济性相统一。

三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结合企业现阶段氯化钠资源化利用的实际情况，

以解决实际问题，以规范产品的适用范围、理化指标和指标值、检测检验、包装

储运要求等，提供更为细化的产品要求为导向，开展标准研制。

5.2 内容及试验方法

5.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的产品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文件适用于以维生素生产过程中含氯化钠的废液为

原料，预处理后经氧化脱色、蒸发结晶、干燥制得的回收氯化钠，用于生产水泥

助磨剂。

5.2.2 质量要求

1、质量指标的确定

目前氯化钠现行质量标准，主要考虑含氯化钠、水不溶物、水分、硫酸根离

子、钙离子、镁离子、铁、铵、碘、钡、亚铁氰化钾等指标。针对行业特点《离

子交换树脂再生剂 氯化钠》（QB/T 5775—2022）中还考虑了砷、铅、汞、镉等



重金属指标。《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

中还考虑了草甘膦、双甘膦和总磷等指标。

基于本次副产品氯化钠生产及下游水泥助磨剂生产特点主要考虑了氯化钠

含量、水分、白度、水不溶物、总有机碳等指标，同时为保证对人体和环境的安

全性，产品有毒有害指标主要考虑砷、铅、汞、铬、镉等重金属指标。

对各项指标的筛选情况如下：

（1）氯化钠含量

作为副产品氯化钠，氯化钠是下游用户必须考虑的主要经济性指标，因此氯

化钠含量是本文件的主要技术指标。本文件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结果，最终

经过提纯处理得到的副产品氯化钠锌含量在 96%以上，因此本文件规定氯化钠含

量指标为≥96.0%。该限值与《工业盐》（GB/T 5462—2015）中精制工业盐工业

湿盐优级品氯化钠含量（≥96.0%）一致，与日晒工业盐优级品氯化钠含量基本

一致（≥96.2%）；与《离子膜烧碱用盐》（QB/T5270—2018）中离子膜烧碱用

精制湿盐氯化钠含量（≥96.0%）一致，优于离子膜烧碱用日晒盐氯化钠含量（≥

94.8%）；优于《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

中氯化钠含量（≥94.0%）。

（2）白度

废盐提纯后其中残余的有机物及其氧化产物可能影响氯化钠外观，为确保脱

色效果，增加白度控制指标，本标准规定白度≥75。

（3）水分含量

本文件参考《工业盐》（GB/T 5462—2015）中精制工业盐工业湿盐二级品

规定氯化钠水分含量指标为≤3.0%。该限值与《工业盐》（GB/T 5462—2015）

中日晒工业盐一级品、《离子膜烧碱用盐》（QB/T5270—2018）中离子膜烧碱

用日晒盐中水分接近（均为≤3.8%），优于《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

化钠》（HG/T 5531.1—2019）中水分的限值（≤5.5%），.

（4）水不溶物含量

本文件参考《工业盐》（GB/T 5462—2015）中日晒工业盐一级品、《离子

膜烧碱用盐》（QB/T5270—2018）中离子膜烧碱用日晒盐及《草甘膦副产工业

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中水不溶物的限值（≤0.3%），



规定本项目氯化钠中水不溶物含量指标为≤0.3%。

（5）钙镁离子总量

本文件参考《印染用盐》（QB/T 4890—2015）中钙镁离子总量的限值（≤

0.3%），规定本项目氯化钠中钙镁离子总量指标为≤0.3%。

（6）总有机碳含量

除《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HG/T 5531.1—2019）外，其

余标准均未对总有机碳含量进行限值，但根据本项目生产工艺可知，副产品氯化

钠中的可能带入少量有机物及活性炭，本文件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氯化钠检

测结果，规定氯化钠中总有机碳含量指标为≤70mg/kg。

2、砷、铅、汞、镉、铬等有害指标的说明

参照《浙江省危险废物“趋零填埋”三年攻坚行动方案》（浙环函〔2022〕

243号）附件 3对砷、铅、汞、镉、铬规定的含量进行控制。

2024年 12月，企业委托第三方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验证

性检测，检测结果列表 5.2-1。

表 5.2-1 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样品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检测方法

样品 1 样品 2

1 氢氧化钠(以 NaOH计），%
未检出（检出限：

0.06%）
未检出（检出限：0.06%） GB/T4348.1

2 氯离子，%
59.7

（氯化钠：98.42）

59.9

（氯化钠：98.75）
GB/T 13025.5

3
钙（Ca）和镁（Mg）离子

总量，%
0.0005 0.0004 GB/T30902

4 水分（120℃),% 1.4 0.9 GB/T 13025.3

5 水不溶物，% 0.001 0.001 GB/T 13025.4

6 白度（R457），% 92.8 94.9 GB/T 13025.2

7 固体总有机碳含量*，%
未检出（检出限

0.0001%）

未检出

（检出限：0.0001%）
/

8 砷（As），%
未检出（检出限：

0.0002%）

未检出

（检出限：0.0002%）
GB/T30902

9 镉（Cd），%
未检出（检出限：

0.0002%）

未检出

（检出限：0.0002%）
GB/T30902

10 铬（Cr），%
未检出（检出限：

0.0002%）

未检出

（检出限：0.0002%）
GB/T30902



11 汞（Hg），%
未检出（检出限：

0.0002%）

未检出

（检出限：0.0002%）
GB/T30902

12 铅（Pb），%
未检出（检出限：

0.0002%）

未检出

（检出限：0.0002%）
GB/T30902

13 甲苯，mg/kg
未检出（检出限：

1mg/kg）

未检出

（检出限：1mg/kg）
GB/T6041

注：固体总有机碳含量检测方法采用《包装材料中总有机碳的测定》作业指导书。

根据上述检测结果，副产品氯化钠中有毒有害物质砷、镉、镉、汞、铅、甲

苯等均未检测，因此不纳入污染物控制指标。

2、试验方法的确定

本维生素副产品氯化钠中氯化钠、水不溶物、水分、白度指标的检测方法参

照《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GB/T 13025.2~GB/T 13025.5）；钙镁离子总量的

检测方法参照；总有机碳参照《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HJ 501—2009）；砷、铅、汞、铬、镉指标的检测方法参照《无机化工

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GB/T 30902

—2014）。所有的检测项目及试验方法列于表 5.2-2。

表 5.2-2 试验方法一览表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氯化钠，% ≥96.0 GB/T 13025.5

水不溶物，% ≤0.3 GB/T 13025.4

水分，% ≤3.0 GB/T 13025.3

白度（R457），% ≥75 GB/T 13025.2

钙镁离子总量，% ≤0.3 GB/T 30902

总有机碳，mg/kg ≤70 HJ 501

砷，mg/kg ≤1.3 GB/T 30902

铅，mg/kg ≤2.0 GB/T 30902

汞，mg/kg ≤0.1 GB/T 30902

铬，mg/kg ≤4.0 GB/T 30902

镉，mg/kg ≤0.5 GB/T 30902

5.2.3 检验规则

本部分对产品的检验分类、组批规则和采样方案以及判定规则做了相关的规

定。

5.2.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副产品氯化钠的特性，对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做了相关的规定。



5.2.5 安全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副产品氯化钠的特性，对安全做了相关的规定。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说明

无。

7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无。

8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我国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尽快发布本文件并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实施。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

宣贯，使标准应用单位了解标准内容，促进标准实施应用。

10 废止现行团体标准的建议

无。

11 涉及的著作权、专利信息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12 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13 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14 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1

2、征求意见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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