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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言 

   近年的环境问题,已由最初的区域性公害问题及某些特定行为所引起的现象,转化为涉及到整个生态的问题。
在这种状况下印刷业要继续从事行业活动,必须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而且必须认真考虑环境问题。另外,需要考虑
的对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工艺所引起的公害防治、节约能源等方面,还必须从企划、设计及从材料开始直至减
少废弃物、废弃物再利用和废弃物处理、销毁等各个细节上全面考虑。本文将以日本印刷行业的环境管理项目和
环境对策状况,以及环境管理系统活动状况为中心加以说明。 
   2 有关环保的日本法令 
  日本的环境基本法中,规定了公害的定义,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和义务,企事业者的责任和义务,还规定
有防止公害、废弃物的适当处理、废弃物再利用、行政协助等条目。此外,还公布有各种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防
止公害的法律,规定的废弃物排放基本标准等。 
  3 防止公害 
   本节以工厂作业产生的环境负荷与防止对策为中心进行说明。  
  3.1 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源,可分为工厂类的固定发生源和汽车类的移动发生源。各种污染源排放到大气中具有代表性的污
染物,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苯、三氯乙烯等。由印刷厂生产活动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锅炉等排放的煤
烟、印刷机等在印刷品油墨干燥过程中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这些有机化合物排放到大气中,容易形成
光化学氧化剂而毁坏森林与破坏生态环境。下面,列举防止大气污染的几项对策。 
  (1)减低氮氧化物的方法有:低负荷燃烧,适宜的燃烧空气比,二次燃烧,水或蒸气喷射等。 
  (2)减低二氧化硫的方法有:使用含硫量少的燃料,使用干式或湿式脱硫设备等。 
  (3)减低有机化合物(VOC)的方法有:防止有机化合物从储存容器中泄漏,使用无有机化合物的油墨,安装适当的
排气处理设备等。 
   3.2 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防止法,对废水排放基本标准分别规定有健康项目和生活环境项目。对前者指定的有害物为氰、6价
铬、汞、镉等24项,对后者为生化需氧量(BOD)、化学需氧量(COD)、铁、锡等16项。另外,对排放水域,要遵守比法
律规定的排放基本标准更严格的地方公共团体的条例。因此,又出现了许多附加和扩展的基本标准。下面列出印刷
厂废水处理的主要方式。 
  (1)制版工序使用的腐蚀液及含重金属的电镀废液,因含有无机类物质,一般采用凝聚沉降法进行无害化处理后
再排放。 
  (2)照相胶片及实用印版的显影冲洗废液等含有机类物质的废水,采用微生物处理等方法除去BOD、COD及浮游
物,而使废水净化。 
  (3)含有矿物油、动植物油的废液,应根据所含油种、含量、处理量等具体情况,用油水分离器进行分离处理。  
3.3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包括由于工厂设备故障、破损等事故引起的原材料泄漏,及由废弃物堆积而引起的污染物质直接混
入土壤的直接污染,和由于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等给土壤带来的二次污染。污染物质主要有铅、6价铬、汞等重金
属类,以及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印刷厂镀铬工序的6价铬属于此对象。另外,油类(重油、灯油、有机溶剂等)流入土地、由雨水将污染物带入
河流而引起的水体污染等,虽然未被列为指定对象,但也是引起污染的原因。 
  为防止此类现象发生,可采用双层结构的储液槽、建造地面设施、设置防油堤、架空管道等方式。 
  3.4 噪音 
   噪音是都市型公害的典型。随着住宅的过密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存在各种各样的噪音发生源。印刷行业
是产生噪音较多的行业之一。印刷厂配置有较多的印刷机、大型送风机、空气压缩机、各种成型机等,都被列为噪
音限制法规定的噪音发生设备。另外,工厂设置区域不同,其规定基本标准也不尽相同。除了这些规定设备以外,装
订设备、冷却塔等设备的动作声响也可能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防止噪音的对策主要有:选用噪音水平低的机械、设置消音器以改善噪音源,还可以利用墙体改变声音传播路
径等。 
  3.5 震动 
  震动和噪音一起,是随着住宅过密化、生活方式多样化而带来的典型的都市型公害。震动限制法中将印刷厂设
置较多的印刷机、压缩机、成型机等规定为震动发生设备。与噪音一样,工厂设置的区域不同其规定基本标准也不
同。防止震动的对策,主要是采用防震材料(防震橡胶等)和设防震沟。 
  3.6 地面沉降 
   过量开采地下水是造成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地表面一旦下沉是不可能再隆起的,而且沉降具有范围大的特
征。防止地面沉降可采取限制地下水的开采、水资源的适当利用、合理化使用等措施。印刷厂也必须实施节约用
水和水资源有效利用措施,更进一步要实行水资源的再利用。 
  3.7 恶臭 
  恶臭是伴随着各种作业活动而产生的,法律上有其规定地域。各种化学物质及有机溶剂、物品燃烧产生的恶
臭,影响范围极广。印刷厂一般都建在都市或都市附近,极易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这类问题的处理因物相(气、
液、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印刷厂来说,具体处理方法有: 
(1)制版工序镀铬排放的废气,可通过清洗净气器除去恶臭。 
(2)胶印轮转机的燃煤气干燥设备产生的煤焦油恶臭,可通过催化式脱臭装置去除。 
(3)凹版印刷的有机溶剂恶臭,可利用燃烧式脱臭装置、溶剂回收装置进行去除。 
  4 废弃物 



  伴随着作业活动而产生的产业废弃物有:燃烧灰烬、污泥、废油、废酸、废碱、废塑料、橡胶屑、金属屑、玻
璃和陶瓷屑、矿渣、混凝土碎片和煤灰、纸屑、木屑、纤维屑及动植物残渣等19类。对作业排出的废弃物,规定必
须由作业单位自己负责处理,也包含委托法定的产业废物处理单位进行(回收、运输、中间处理、处置等)处理。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将废弃物委托给法定废物处理单位即可,作为作业单位的责任一直要负责到废物处理单位将
委托的废弃物处理完毕为止。另外,最近还将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容器包装再利用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
法等各种再利用法规。因此,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不仅仅只要求作业生产单位,对行政、国民也有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印刷厂的一般印刷、出版印刷所产生的大量废纸屑,基本上都要进行再生化、再资源化处理。
软包装材料印刷等排出的废塑料类,也准备实行再资源化处理。最近,引入将这些纸屑、废塑料类进行固体燃料化
的技术,印刷厂也开始探求减少废弃物的方法。作为走在减少废弃物前列的事例,设置废热锅炉的工厂用固体燃料
实现厂内热循环利用,提高焚烧炉燃烧效率,从而降低了助燃器燃料使用量,减少了燃烧灰烬量,效果很好。 
  5 节约能源 
   1999年4月,日本对能源使用合理化法(节能法)进行了修改,在原能源管理指定工厂的基础上,将能源使用量换
算成原油1500k1/年以上、用电量600万kWh/年以上的作业单位指定为第二种能源管理指定工厂,扩大了其对象范
围,强化了对能源的管理。印刷产业不属于多耗能型产业,但是不管作业规模的大小,在引进各种新机器、新的生产
线时,也应该选用能源效率高、生产效率高的机种。另外,设有凹版印刷等干燥工序的工厂,应该考虑电能、热能的
平衡,为了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一些工厂正在引入热电联合利用系统。印刷业是产生大量废弃物的行业,因此爱
惜使用原材料也是一种节能方法。印刷工序中纸张、胶片的边角料都是废物,但应尽量减少这些边角料。废物的再
生化、再资源化,从广义上讲,已经成为节能的一大课题。从担负生态环境保护这一社会责任角度来讲,也具有重大
意义。 
   6 化学物质管理 
  2000年3月颁布的《关于限制特定化学物质排放量及其改善管理法》规定:需要交付排放量申请(PRTR)及安全
性数据表(MSDS)的对象为第一类指定化学物质(354种物质,含物质群),只需交付MSDS的对象为第二类指定化学物质
(81种,含物质群)。印刷厂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主要包括:油墨中被列为化学物质对象的溶剂向大气中的挥发,混入
废水中的溶剂成分、颜料成分,废油墨的迁移等。另外,还有由设备中挥发出来的化学物质对象,在用活性炭吸附等
废气设备处理时产生的废弃物(废活性炭等)的迁移(见图1)。 

  在这些化学物质中与印刷业关系较深的有以下几种:甲苯,DOP,二甲苯,二氯甲烷,钡,铜的化合物。印刷工序溶
剂成分的排放量、迁移量可按图2所示顺序进行计算。根据PRTR法,提交的申请数据,若国民提出申请,国家将在确
保机密的前提下在特定事务所进行展示。因此经营方需要与工厂附近住户保持接触,以便及时获得反馈信息。 
  7 环境管理 
  系统环境管理是近年颇受注目的概念。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成为契机。会
议要求各国继续考虑环境问题,寻求可持续发展。此次会议就人类给环境带来的极大负担和广泛影响取得共识,主
要包括地球温室化、热带雨林保护、臭氧层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有限资源的利用、自然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
问题。所有这些受到企业进行的以生产为主的各项活动的影响最大,因此要求企业的行为必须考虑环境保护问题。
作为实现的方法,提出了环境管理的概念。1996年,ISO14001正式生效。 
  包括印刷行业在内,环境管理系统是企业解决复杂而又广范围环境问题的系统性手段。其主要特征如下: 
  (1)应将环境要素纳入经营方针,与经营水平相对应,使本企业的各项活动朝着有利于环保的方向开展。 
  (2)对环境管理从经营最上层到企业内部各项计划的实施者都要有统一的认识,为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而努
力。 
  (3)企业的各项行为要持续不断地改善所带来的环境负荷,减少环境方面带来的风险。根据这些特征,环境管理
的目的可归纳为:它是企业自身自主地推动企业向环保型行为方向发展的手段。环境管理系统,是在整个公司内持
续不断地改善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的系统。因此,须经常点检系统是否常年在起作用,并不断完善之。这种检测环境
管理系统有效性的机构,是环境监察机构。截至2000年9月,印刷行业取得ISO14001认证许可的有20件左右,今后将



取得认证许可的必定会更多。 

  8 减少印刷业界环境负荷的措施 
  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极广,已经扩展到全球规模。印刷业界不论规模大小,今后都必须主动地将减低环境负荷
纳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之中。 
  首先,各企事业单位切实实施减低环境负荷的各种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印刷业整体减低环境负荷、达到
为环境保护作贡献的目的。 
  (1)掌握环境负荷的现状明确掌握环境负荷的内容、量、遵守环境保护法的情况等相关数据。掌握当前各企
业、单位采取了那些保护措施是极为重要的,主要项目有: 
   a)环境负荷量(企事业单位区域内) 
   .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使用量) 
   .用水量 
   .化学物质使用量 
   .废弃物发生量 
   .大气污染物质排放量 
   .水体污染物质排放量 
   .土壤污染物质排放量(上、下水游的环境负荷量) 
   .与成品运输等有关系的环境负荷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等) 
   .成品报废时的环境负荷量 
   b)实施减低环境负荷量措施状况 
   .节约能源 
   .节省资源 
   .控制废弃物的发生量,循环利用,适当处理 
   .防止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 
   .化学物质等的应对措施 
   .健全环保体制 
   (2)健全企业内部体制制定减少环境负荷的目标、计划以及实现目标、计划的体制,率先实施具体措施。 
   (3)情报的收集、利用适时收集政府部门、印刷业有关团体的各种情况,制编公司内部减少环境负荷的指南或
手册等,并及时在公司内部进行部署,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及启蒙教育。 
   (4)环境管理系统及其技术研究针对个别事业单位业务范围特征,导入相应的环境管理系统,同时促进环境保
护技术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