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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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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分析实验室废弃物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分析实验室废弃物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分析实验室废弃物的管理，其他类型实验室可参考本标准的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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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废弃物

在生产建设、日常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基本或者完全失去使用

价值的排放物。

3.2　危险废弃物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

废弃物。

[GB 18597-2001，定义 3.1]

3.3　一般废弃物

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不具有危险特

性的废弃物。

3.4　实验室废弃物

实验室在开展实验活动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4　管理体系

4.1　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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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化学分析实验室应将废弃物的管理纳入本实验室管理体系范围内。

4.1.2　化学分析实验室应承担以下废弃物处理与管理职责：

a) 建立和实施废弃物管理制度；

b) 建立废弃物安全评估机制并实施安全评估；

c) 对实验室人员开展废弃物安全管理相关培训工作；

d) 负责与外界废弃物处理机构联络，协助废弃物转运和最终处置；

e) 监督实验室废弃物处理情况，验证废弃物处理中采取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实施情况。

4.2　文件体系

化学分析实验室在废弃物处理方面，至少应有下列文件化程序或相关程序中包含以下内容：

a) 废弃物处理人员培训程序；

b) 废弃物分类程序；

c) 废弃物安全评估程序；

d) 废弃物分类存放、标识、转运程序；

e) 各类废弃物处理作业程序；

f) 废弃物处理的外部机构选择与处置协助程序。

5　管理要求

5.1　总体要求

化学分析实验室应将样品制备、样品前处理、化学分析及仪器分析等实验全过程中产生的实验室废

液、废弃试剂、废弃样品、放射性废弃物、废弃包装容器工具等纳入实验室废弃物管理。

5.2　分类

5.2.1　实验室废液，实验过程所产生的、含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认定的危险废弃物废液，以及实

验室认为有危害安全与健康的废液。实验室废液可分为有机类废液和无机类废液。

5.2.2　废弃试剂，实验室过期、变质或已无使用价值的化学试剂、药品和化学类标准物质等。

5.2.3　废弃包装、容器、工具等，实验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的试剂、样品和其它带有污染性、危

害性物体以及处于污染性、危害性环境中使用的各种包装、容器、工具等废弃物。

5.2.4　废弃样品，实验室检验后报废的样品。

5.2.5　放射性废弃物，实验室预期不再使用的，含有放射性的物质或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包装、容器、

工具等。

5.2.6　实验室废气，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为实验中使用的有机溶剂、酸碱溶液或挥发

性的反应产物等。

5.3　处理

5.3.1　化学分析实验室处理废弃物，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接触有害物质。应充分了解处理方法，避

免发生意外。

5.3.2　经处理后安全无害的实验室废液和废弃试剂（含标准物质），符合 GB 8978要求的，可直接排

放。否则，应交由有资质的机构做最终处置。一些废液中间处理方法实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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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包装、容器、工具等废弃物应采用有效清洗等方式确保无害后，可作为一般废弃物，直接丢入

垃圾箱，但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

5.3.4　应识别一般废弃样品和危险废弃样品。属于一般废弃物的样品，按一般废弃物处理；属于危险

废弃物的样品，应按危险废弃物处理。

5.3.5　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按照《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要求执行。

5.3.6　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碱液吸收、与氧气充分燃烧、少量的经空气稀释、净化设施净化等

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并符合 GB 16297的要求。

5.4　贮存

5.4.1　实验室应设立废弃物贮存区，并在明显处设置区域标识。贮存环境应保持通风良好、安全可控，

不得有散逸、渗出、污染地面或散发恶臭等情形。

5.4.2　实验室废弃物应贮存在专用的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及环境保护要求的容器内，如不锈钢桶、塑料

桶和玻璃瓶。塑料容器材质可选择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氯乙烯（PVC）、高密度聚乙烯

（HDPE）或其他近似的材质。贮存容器应保持良好情况，如有严重生锈、损毁或泄漏应立即更换。

5.4.3　实验室废弃物应分类贮存，不兼容的废弃物不得混合贮存。废液贮存时一般应注意的事项见附

录 B，常见的混合后易燃易爆的物质见附录 C。

5.4.4　实验室废弃物的贮存应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

5.4.5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贮存参照 GB 18597执行。

5.5　标识

实验室应在废弃物或废弃物储存容器上按照实验室废弃物分类加贴标识，标识应清晰、完整、明

确，并粘贴在醒目处。废弃物容器被清洗或废弃物完成处置前，确保标识的牢固，防止出现损坏、降

解、字迹不清等情况。

5.6　转运

实验室应选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废弃物转运机构转运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按《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管理办法》填写并保管危险废弃物联单，履行相关手续后方可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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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化学分析实验室一些废液中间处理方法实例

A.1　化学分析实验室的废弃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表A.1　部分废液中间处理方法实例　.

分类 名称 处理方法

Hg（包含有机 Hg） 硫化物共沉淀法、吸附法。

Cd
氢氧化物沉淀法、硫化物沉淀法、

吸附法。

Cr(Ⅵ) 还原、中和法、吸附法。

As 氢氧化物共沉淀法。

CN
氯碱法、电解氧化法、臭氧化法、

普鲁士蓝法。

Pb
氢氧化物共沉淀法、硫化物沉淀

法、碳酸盐沉淀法、吸附法。

Ni

Co

Ag

Sn

Cr(Ⅲ)

Cu

Zn

Fe

Mn

其它(Sr、W、V、Mo、Bi、Sb　等)

氢氧化物沉淀法、硫化物共沉淀

法、碳酸盐法、吸附法。

B 吸附法。

F 吸附法、沉淀法。

氧化剂、还原剂 氧化、还原法。

无机类

酸、碱类物质
若不含其他有害物质时、中和稀

释后、即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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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部分废液中间处理方法实例　

分类 名称 处理方法

多氯联苯 碱分解法、焚烧法。

有机磷化合物（农药） 碱分解法、焚烧法。

酚类物质

石油类物质

油脂类物质

一般有机溶剂（由　C、H、O　元

素组成的物质）

除上述项目以外的有机溶剂（含

S、N、卤素等成份的物质）

含有重金属的溶剂

有机类

其它难于分解的有机物质

焚烧法、溶剂萃取法、吸附法、

氧化分解法、水解法、生物化学

处理法。

A.2　处理时一般应注意的事项

A.2.1　在处理过程中，随着废液的组成变化，往往会伴随发生有毒气体以及发热、爆炸等危险。因此，

处理前必须充分了解废液的性质，然后分别加入少量所需添加的药品。在操作时必须注意观察。

A.2.2　如果废液浓度高，处理时可能发生大量放热反应，应一次处理少量废液，以防止大量热产生；

缓慢倒入处理剂，以防止激烈反应；充分搅拌，以防止局部反应；必要时于水溶性废液中加水稀释，以

缓和反应速率以及降低温度上升的速率。

A.2.3　容易产生过氧化物的废液，处理前应将其产生的过氧化物先行消除，避免因热、摩擦、冲击而

引起爆炸。

A.2.4　含氰废液，氰化物遇酸产生极毒的氰化氢气体，瞬时可使人丧命，因此不可直接倒入废酸缸中。

应先加入氢氧化钠使pH值为10以上，再加入过量的3%高锰酸钾溶液。使CH-被氧化分解。若CH-含量过高，

可以加入过量的次氯酸钙和氢氧化钠溶液进行破坏。另外，氰化物在碱性介质中与亚铁盐作用可生成亚

铁氰酸盐而被破坏。

A.2.5　含有络离子、螯合物之类物质的废液，只加入一种消除药品有时不能把它处理完全。因此，要

采取适当的措施，注意防止一部份还未处理的有害物质直接排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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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为了分解氰基而加入次氯酸钠，以致产生游离氯，以及由于用硫化物沉淀法处理废液而生成水

溶性的硫化物等情况，其处理后的废水往往有害。因此，必须对这类处理再做处理。　

A.2.7　沾附有有害物质的滤纸、包药纸、棉纸、废活性炭及塑料容器等东西，不要丢入垃圾箱内。要

分类收集，进行焚烧或采用其它适当的处理，然后保管好残渣。　

A.2.8　处理废液时，为了节约处理所用的药品，可将废铬酸混合液用于分解有机物，以及将废酸、废

碱互相中和，同时要积极考虑废液的利用。　

A.2.9　尽量利用无害或易于处理的代用品，代替铬酸混合液或类似会排出有害废液的药品。　

A.2.10　对甲醇、乙醇、丙酮及苯这类用量较大的溶剂，原则上应回收再利用，将其残渣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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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化学分析实验室废液贮存时一般应注意的事项

B.1　两种废液混合时，应考虑下列不兼容性，不兼容的的废液应分别收集和分开贮存：

a) 产生大量热；

b) 激烈反应；

c) 产生毒气；

d) 产生爆炸物。

B.2　分类收集的实验室废液，如需移至暂存区贮存，亦需考虑兼容性，按下列原则进行单独贮存或分

开贮存：

a) 遇水发生反应的应单独贮存；

b) 遇空气发生反应的应单独密封贮存；

c) 氧化剂类需单独贮存；

d) 氧化剂与还原剂需分开贮存；

e) 酸液与碱液需分开贮存；

f) 氰系类与酸液需分开贮存；

g) 含硫类与酸液需分开贮存；

h) 碳氢类容积与卤素类容积需分开贮存。

B.3　对于危险废液，应按废弃物安全评估的结果及要求，分类混合和贮存，避免危险废液任意混合。

下列（但不限于）废液混合后会产生剧毒物质或爆炸：

a) 氰类与酸混合会产生剧毒氰酸；

b) 锌（Zn）放入酸液中会产生易爆性的氢气（H2）；

c) 叠氮化钠（NaN3）与铅或铜混合会产生爆炸；

d) 漂白水与酸混合会产生剧毒性氯气或偏次氯酸；

e) 硫化物与酸混合会产生剧毒性硫氢酸；

胺类与漂白水、硝酸银与酒精、次氯酸钙与酒精、碱性丙酮溶液与氯仿、硝酸与醋酸酐、氧化银/

氨水/酒精混合会产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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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混合后易燃易爆的物质

表C.1　常见的易燃易爆混合物列表　

主要物质 互相作用的物质 产生结果

浓硝酸、硫酸 松节油、乙醇 燃烧

过氧化氢 乙酸、甲醇、丙酮 燃烧

溴 磷、锌粉、镁粉 燃烧

高氯酸钾 乙醇、有机物 爆炸

氯酸盐 磷、硫、铝、镁 爆炸

高锰酸钾 硫磺、甘油、有机物 爆炸

硝酸铵 锌粉和少量的水 爆炸

硝酸盐 酯类、乙酸钠、氯化亚锡 爆炸

过氧化物 镁、锌、铝 爆炸

钾、钠 水 爆炸、燃烧

赤磷 氯酸盐、二氧化铅 爆炸

黄磷 空气、氧化剂、强酸 爆炸

乙炔 银、铜、汞（Ⅱ）化合物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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