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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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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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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可追溯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塑料废弃物收集、储存、运输及再生造粒不同环节的可追溯管理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塑料废弃物从弃置状态经收集、储存、运输到再生造粒全过程的可追溯管理。不

适用于工厂采购再生塑料用来生产制品的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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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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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GB/T 37547—2019 废塑料分类及代码

GB/T 37821—2019 废塑料再生利用技术规范

GB/T 38155—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表

GB/T 38159—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GB/T 39171—2020 废塑料回收技术规范

GB/T 40204—2021 追溯二维码技术通则

GB/T 40480—2021 物流追溯信息管理要求

GB/T 44583—2024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码编码规范

SB/T 11149—2015 废塑料回收分选技术规范

DB33/T 2487—2022 公共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指南

DB33/T 2488—2022 公共数据安全体系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海洋塑料废弃物 Marine Waste Plastic

海洋塑料废弃物指海岸线向陆域3公里范围和海域内、海上作业被废弃的各种塑料制品及塑料材料，

不包括在塑料原料及塑料制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边角料和残次品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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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来源：GB/T 38155—2019，2.2]

3.3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追溯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能力。

[来源：GB/T 38155—2019，2.3]

3.4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2.4]

3.5

追溯参与方 traceability particpant

在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链中从事收集、仓储、运输、再生造粒、消费（使用）等相关业务的组织或

个人。

[来源：GB/T 38155—2019，2.5；有修改]

3.6

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 system

基于追溯码、文件记录、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信网络，实现现代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产品追溯过程

中相关数据的集成。

[来源：GB/T 38155—2019，2.6]

3.7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追溯系统中对追溯单元进行唯一标识的代码。

[来源：GB/T 38155—2019，2.10]

3.8

批次码 batch code

追溯系统中对产品批次进行标识的代码。

[来源：GB/T 38155—2019，2.11]

3.9

物流追溯信息 electron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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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生产、运输、仓储及流通加工等环节中，产生的与产品追溯相关的信息。

[来源：GB/T 40480—2021，3.2]

4 通用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应建立追溯体系的追溯参与方，并充分考虑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品所涉及的产品特点和追溯特

性，确定追溯单元。

4.1.2 追溯信息应覆盖收集、储存、运输和再生造粒 4 个环节，按追溯单元录入追溯监管平台，形成

一个不间断追溯记录。在实现追溯目标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展信息的记录。追溯信息分为基本追溯信息

和扩展追溯信息。

4.1.3 追溯信息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3 年。

4.1.4 为实现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可追溯性，应基于批次码建立物料平衡规则，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

重量单位统一为千克（kg），不同环节进入和输出质量误差率应不超过 2%，如果进入和输出质量存在

误差过大，应记录误差过大原因,可参考附录 A 的规范。

4.1.5 应对各级追溯参与方岗位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具备所在岗位要求的相关知识和能力。

4.1.6 追溯参与方应建立物流追溯信息档案，追溯信息档案为电子格式或纸质格式，应按照特定频次

及时上报政府部门追溯信息管理平台。

4.1.7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的收集、储存、运输、再生造粒 4 个环节的追溯管理，应实现对各追溯单

元物流追溯信息流的相互关联，并符合以下要求：

——追溯性信息编码与标识应具备可识读性；

——追溯参与方应对产品和位置进行唯一性标识；

——追溯参与方应采集并按规定记录追溯数据；

——追溯参与方之间应共享追溯数据。

4.2 追溯单元标识的要求

4.2.1 追溯单元的信息一致性

4.2.1.1 各相关方追溯单元的信息交换和记录在各自系统内应保持信息格式一致。所有追溯单元应标

识信息，并从追溯单元源头附上标签、标记或标注，追溯单元标识信息应为具有唯一性的标识代码。

4.2.1.2 各相关方追溯单元应符合以下编码与标识要求：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单元的追溯编码应按照 GB/T 44873—2024 中第 4 章和第 5 章的追溯

编码规则和追溯编码要求；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单元应按照 GB/T 40204—2021 中第 7 章和第 8 章的二维码码制、尺

寸、印制位置、符号质量要求标识追溯码；

4.2.2 标识载体的要求

4.2.2.1 所有追溯单元的标识载体应统一的规范进行编辑，并根据使用的需求进行保留。

4.2.2.2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标识载体为唯一的二维码标识，标识应按附录 B 的规范进行编辑,

并应保留在产品表面明显且平整的部位，直至完成全部追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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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标识应按照 GB/T 40204—2021 中第 7 章和第 8 章的二维码码制、尺

寸、印制位置、符号质量要求标识追溯码。

5 追溯管理要求

5.1 追溯环节

5.1.1 收集环节

5.1.1.1 海洋塑料废弃物收集应符合 GB/T 39171—2020，收集的塑料种类应符合 GB/T 37547—2019

的要求。

5.1.1.2 收集活动分为自愿性和有组织 2 种方式，自愿性收集追溯管理宜符合溯源范围要求，有组织

开展收集活动时，参与人员应全程穿戴可视化录像和定位设备，全程记录收集信息。

5.1.1.3 海洋塑料废弃物收集参与人员宜进行岗前培训，具备可视化记录设备和专业工具使用、相关

信息记录和填写、交接确认等操作能力。

5.1.1.4 收集完成后及时与收集单位联系，完成海洋塑料废弃物收集物流追溯信息单签署，及时保存

追溯信息并上传追溯监管平台。

5.1.2 储存环节

5.1.2.1 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点可为开放场地或集中式储存点，储存过程应符合 GB/T 39171—2020 的

要求。

5.1.2.2 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下，宜在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点开展海洋塑料废弃物分拣、压缩、捆包

等工序形成块状塑料，压缩好的海洋塑料废弃物需张贴好追溯码标识，追溯码应符合 GB/T 40204—2021

的要求。

5.1.2.3 回收分选符合 SB/T 11149—2015 的要求，分拣种类应符合 GB/T 37547—2019 的要求，分选

后不同种类的海洋塑料废弃物宜分开存放，并在显著位置设置追溯码标识。

5.1.2.4 海洋塑料废弃物包装物表面应有标明种类、来源、原用途和去向等物流追溯信息的追溯码标

识，追溯码应清晰、易于识别、不易擦掉。

5.1.2.5 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点应安装 24 小时监控摄像头且无死角，并保证监控摄像运行顺畅。

5.1.2.6 应及时做好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出入库物流追溯信息单的维护和签收，及时保存追溯信息并

上传追溯监管平台。

5.1.3 运输环节

5.1.3.1 海洋塑料废弃物运输应符合 GB/T 39171—2020 的要求。

5.1.3.2 海洋塑料废弃物运输应事先规划好行程路线，运输过程应全程监控录像并实时定位，做好运

输车辆型号、车牌、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登记。

5.1.3.3 应准确登记出入库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和重量信息，且满足运输过程中物料平衡。

5.1.3.4 应及时做好海洋塑料废弃物转运出入库物流追溯信息单的维护和签收，及时保存追溯信息并

上传追溯监管平台。

5.1.4 再生造粒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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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应符合 GB/T 37821—2019 的要求。

5.1.4.2 应准确登记再生造粒过程中参与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联系方式、企业位置等信息。

5.1.4.3 应准确登记再生造粒改性过程中塑料改性剂材料类型和数量，添加改性剂的再生粒子应准确

记录海洋塑料废弃物比例。

5.1.4.4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过程中应保证物料平衡，再生造粒过程全程监控录像且无死角。

5.1.4.5 应及时做好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出入库物流追溯信息单的维护和签收，及时保存追溯信

息并上传追溯监管平台。

5.2 追溯系统

追溯系统应基于追溯码、文件记录、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信网络，实现现代化管理并可获得海洋塑

料废弃物回收追溯过程中相关数据，为各方提供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的信息。

——应能满足行业或其他监管方的要求；

——应能为业务提供完整的追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信息查询、数据共享等；

——应符合 DB33/T 2487—2022、DB33/T 2488—2022 中关于公共数据安全、数据脱敏管理、数据

分类分级管理的要求。

5.3 追溯参与方

5.3.1 应根据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全周期的各环节，确定追溯参与方，包括收集、储存、运输、造粒

等环节。

5.3.2 追溯参与方应具备可追溯能力，各追溯参与方应记录追溯单元的关键要素，应能对上一环节追

溯单元的直接来源进行追溯，并能对下一环节的追溯单元的直接接收方加以识别并记录。

5.3.3 追溯参与方应能够在不违反数据安全、不侵犯其它追溯参与方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共享相关信息。

5.3.4 追溯参与方的各环节信息应保证唯一性和真实性。

6 追溯信息

6.1 概述

根据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流程，追溯信息记录分为收集、储存、运输、再生造粒4个环节，追溯信

息类型分为基本追溯信息和扩展追溯信息。

6.2 收集环节

6.2.1 收集环节物流追溯信息表见表 1。

表 1 收集环节追溯信息表

类别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收集环

节追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收集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信息 种类、重量 来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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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收集环节追溯信息表（续）

类别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收集环

节追溯

收集单位信息 名称、编号、地址、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 资质信息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定位设备名称、录像信息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电子签名、电子签章、日期 ——

6.3 储存环节

6.3.1 储存环节入库物流追溯信息表见表 2。

表 2 储存环节物流追溯信息表

类别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储存点入

库追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储存点维护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储存点信息 名称、地址、经纬度 面积大小、工人数量、收入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信息 种类、重量、包数 ——

入库信息
运输单位名称、运输工具牌照、运输

人姓名、运输人联系方式、承运时间
定位信息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定位设备名称、录像

信息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储存点单位电子印章、入库运输单位

电子印章、日期
——

中转站入

库追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中转站维护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中转站信息 名称、地址、经纬度 面积大小、工人数量、收入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信息 种类、重量、包数 ——

入库信息

运输单位名称、运输工具牌照、运输

人姓名、运输人联系方式、入库重量

复核、卸货入库时间

定位信息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定位设备名称、录像

信息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中转站单位电子印章、入库运输单位

电子印章、日期
——

6.4 运输环节

6.4.1 运输环节出入库物流追溯信息表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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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运输环节物流追溯信息表

类别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转运出库追

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出库维护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出库单位信息 名称、地址、经纬度 面积大小、工人数量、收入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信息 种类、重量、包数 ——

出库信息

运输单位名称、运输工具牌照、运输人姓

名、运输人联系方式、出库时间、重量复

核

定位信息、运输路线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称重设备名称、录像信息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出库单位电子印章、日期 ——

转运入库追

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入库维护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入库单位信息 名称、地址、经纬度 面积大小、工人数量、收入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信息 种类、重量、包数 ——

人库信息

运输单位名称、运输工具牌照、运输人姓

名、运输人联系方式、入库时间、重量复

核

定位信息、运输路线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称重设备名称、录像信息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入库单位电子印章、日期 ——

6.5 再生造粒环节

6.5.1 再生造粒环节出入库物流追溯信息表见表 4。

表 4 再生造粒环节物流追溯信息表

类别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再生粒子出

库追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出库维护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出库单位信息 名称、地址、经纬度 面积大小、工人数量、收入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

粒子信息
种类、重量、包数 ——

出库信息
运输单位名称、运输工具牌照、运输人姓名、运输

人联系方式、出库时间、重量复核
定位信息、运输路线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称重设备名称、录像信息、关联物

流追溯信息、关联再生粒子批次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出库单位电子印章、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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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再生造粒环节物流追溯信息表（续）

类别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再生粒子入

库追溯

物流追溯信息 编码 市县乡村四级行政区编码

入库维护人员信息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编号 低保情况

入库单位信息 名称、地址、经纬度 面积大小、工人数量、收入情况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

粒子信息
种类、重量、包数 ——

人库信息
运输单位名称、运输工具牌照、运输人姓名、运输

人联系方式、入库时间
定位信息、运输路线

追溯设备信息
监控设备名称、称重设备名称、录像信息、关联物

流追溯信息、关联再生粒子批次
成本信息

其他信息 入库单位电子印章、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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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物料平衡要求

A.1 收集点

收集点组织人员在规定范围内收集并分拣海洋塑料废弃物，分拣后按照不同种类海洋塑料废弃物称

重。

A.2 临时仓库

海洋塑料废弃物分拣后临时打包入库需考虑物料平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e ±=±= iii CAR (1)

式中：

iR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储存点被维护单位的称重质量，kg

iA ——海洋塑料废弃物临时入库时称重质量，kg

iC ——海洋塑料废弃物临时入库后总质量，kg

e ——海洋塑料废弃物经分拣后临时入库运输过程中水分蒸发或碎片遗落质量，kg
w ——海洋塑料废弃物称重计量误差质量，kg

A.3 中转仓库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临时储存仓库运输到中转仓库时应考虑物料平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e ±±+= iii QBC (2)

式中：

iC ——海洋塑料废弃物到中转仓库时在原有库存量加上新增量的总称重质量，kg

iB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临时仓库运出时称重质量，kg

iQ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中转仓库已有总重量，kg

e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水分蒸发和物品遗失损耗质量，kg
w ——海洋塑料废弃物称重计量误差质量，kg

A.4 造粒厂入库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中转仓库运输到造粒厂仓库时应考虑物料平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e ±±= ii K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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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B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中转仓库运出时称重质量，kg

iK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造粒厂接收时的总称重质量，kg

e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中转入库运输过程中水分蒸发或碎片遗落质量，kg
w ——海洋塑料废弃物称重计量误差质量，kg

A.5 造粒加工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造粒厂仓库运输到生产车间造粒加工时需考虑物料平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e ±±++= iiii DPTK (4)

式中：

iK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造粒厂仓库运出称重总质量，kg

iT ——海洋塑料废弃物经加工造粒产品质量，kg

iP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造粒厂仓库中质量或还没生产或正在生产过程中质量，kg

iD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加工制造过程中为保证造粒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所加入的添加剂等

辅助材料质量，kg
e ——海洋塑料废弃物造粒在加工过程中残次品及加工损耗质量，kg
w ——海洋塑料废弃物称重计量误差质量，kg

A.6 误差率计算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收集点到造粒加工全过程的不同环节需考虑物料平衡，误差应不超过 2%，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2£
---

»
-

»
--

»
-

»
-

=
i

iiii

i

ii

i

iii

i

ii

i

ii

K
DPTK

B
KB

C
QBC

R
CR

R
AR

d (5)

式中：

d ——海洋塑料废弃物不同环节的误差率

iR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储存点被维护单位的称重质量，kg

iA ——海洋塑料废弃物临时入库时称重质量，kg

iC ——海洋塑料废弃物到中转仓库时在原有库存量加上新增量的总称重质量，kg

iB ——海洋塑料废弃物从中转仓库运出时称重质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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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中转仓库已有总重量，kg

iK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造粒厂仓库运出称重总质量，kg

iT ——海洋塑料废弃物经加工造粒产品质量，kg

iP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造粒厂仓库中质量或还没生产或正在生产过程中质量，kg

iD ——海洋塑料废弃物在加工制造过程中为保证造粒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所加入的添加剂等

辅助材料质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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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追溯编码要求

B.1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

B.1.1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应符合GB/T 44583—2024中第5章的规定。

B.1.2 海洋塑料废弃物分类代码应符合GB/T 37547—2019中第6章规定。

B.1.3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结构和含义应符合表B.1。

表 B.1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表

序号 代码组成 代码含义 获取方式

1 N1N2N3N4 企业代码 企业向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免费申请

2 N5N6N7N8N9N10N11N12 海洋塑料废弃物分类代码 参考 GB/T 37547—2019 中第 6章规定

3 N13N14 生产年代代码
以公元纪年的后两位表示，由企业根据海洋塑料废

弃物的生产年份自行分配

4 N15N16N17N18N19N20N21N22 流水号代码
由企业自行分配的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收集、储

存、运输及再生造粒全流程流水号

B.2 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追溯码编码结构

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追溯码编码结构应符合表 B.2。网址及关键字“lsxh”采用小写字母。

表 B.2 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追溯码编码结构表

结构 政府监管平台追溯码网址 关键字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

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追溯码/关键字/

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
https://lsxh.zjjxkj.top/ lsxh N1~N22

B.3 示例

B.3.1 编码数据结构的应用示例

企业根据编码规则自行生成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追溯码、人工识读字符集字符串，或通过相关管理

系统生成物流追溯信息二维码。企业将编码数据以电子稿形式存储。二维码示例应符合图 B.1。

图 B.1 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追溯码二维码示例

B.3.2 网址结构的应用示例

https://lsxh.zjjxkj.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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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追溯编码为“0001060601022500000001”，其网址结构表示如下：

https://lsxh.zjjxkj.top/0001060601022500000001/

https://lsxh.zjjxkj.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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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物流追溯信息单样表

C.1 海洋塑料废弃物物流追溯信息单样表，分别见下表 C.1~表 C.8。

表 C.1 海洋废弃物收集物流追溯信息样单

海洋废弃物收集物流追溯信息样单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1

收集人员： 编号：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

塑料瓶 渔盘 渔业用绳索 渔网 浮球 其他

塑料瓶重量： 千克 渔盘重量： 千克

渔绳重量： 千克 渔网重量： 千克

浮球重量： 千克 其他： 千克

合计重量： 千克

收集单位： 编号：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收集人员（签字）： 收集单位（盖章）：



DB XX/T XXXX—XXXX

17

日期： 年 月 日

表 C.2 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入库追溯信息样单——第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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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入库追溯信息样单——第一联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2

清运负责人： 联系方式：

清运地点：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

透明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绿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蓝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杂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盘：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绳：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网：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浮球： 千克，共 包

其他： 千克，共 包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组成：

合计重量： 千克，共 包

运输单位： 运输工具牌照：

运 输 人： 联系方式：

承运时间：

收集单位（盖章）： 清运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表 C.3 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入库追溯信息样单——第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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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储存入库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二联

联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3

入库负责人： 联系方式：

入库地点：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

透明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绿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蓝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杂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盘：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绳：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网：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浮球： 千克，共 包

其他： 千克，共 包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组成：

合计重量： 千克，共 包 入库称重： 千克

运输单位： 运输工具牌照：

运 输 人： 联系方式：

入库时间：

收集单位（盖章）： 清运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表 C.4 海洋塑料废弃物转运出库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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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转运出库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一联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4

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

出库地点：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

透明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绿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蓝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杂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盘：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绳：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网：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浮球： 千克，共 包

其他： 千克，共 包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组成：

合计重量： 千克，共 包 出库称重： 千克

运输单位： 运输工具牌照：

运 输 人： 联系方式：

承运时间：

出库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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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海洋塑料废弃物转运出库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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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转运出库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二联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5

接收负责人： 联系方式：

接收地点：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

透明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绿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蓝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杂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盘：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绳：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网：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浮球： 千克，共 包

其他： 千克，共 包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组成：

合计重量： 千克，共 包 出库净重： 千克

接收称重： 千克，共 包

运输单位： 运输工具牌照：

运 输 人： 联系方式：

接收时间：

出库单位（盖章）： 接收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表 C.6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处置物流追溯信息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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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处置物流追溯信息样单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6

再生造粒单位： 编 号：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废弃物种类组成：

透明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绿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蓝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杂色PET塑料瓶：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盘：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绳：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渔网： 千克，共 包 海洋废浮球： 千克，共 包

合计重量： 千克，共 包

关联海洋塑料废弃物转运出库物流追溯信息单-第二联：

造粒添加辅料： 千克 海洋塑料废弃物造粒重量： 千克

海洋塑料再生粒子种类： 海洋塑料再生粒子重量： 千克

海洋塑料再生粒子批次：

再生造粒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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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粒子转运出库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一联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粒子转运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一联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7

出库单位：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再生粒子种类： 海洋塑料再生粒子重量： 千克

关联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处置联单号：

关联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粒子批次号：

运输单位： 运输工具牌照：

运 输 人： 联系方式：

承运时间：

出库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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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8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粒子转运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二联

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粒子转运物流追溯信息样单——第二联

物流追溯信息单号：0001060601022500000008

接收单位：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海洋塑料再生粒子种类： 出库重量： 千克

接收重量： 千克

关联海洋塑料废弃物再生造粒处置物流追溯信息单号：

关联海洋塑料再生粒子批次号：

运输单位： 运输工具牌照：

运 输 人： 联系方式：

接收时间：

出库单位（盖章）： 接收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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