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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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森、俞学如、赵泽华、李婧、申秀芳、王逸、王婷婷、张政、张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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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包装、贮存、转运、运输、处置等过程的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研究、开发、教学和检测（监测）活动中，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 

本文件不适用于实验室产生的具有感染性、爆炸性的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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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1962 实验室废弃物存储装置技术规范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2012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DB 32/4041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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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 

 3.2 

贮存库 storage warehouse 

用于贮存一种或多种类别、形态危险废物的仓库式贮存设施。 

[来源：GB 18597-2023，3.4] 

 3.3 

贮存点 storage spot 

用于暂时贮存以便于中转危险废物的场所。 

[来源：GB 18597-2023，3.8，有修改] 

 3.4 

贮存分区 storage subarea 

一个贮存设施内划分的分类存放危险废物的区域。 

[来源：GB 18597-2023，3.9] 

 3.5 

容器和包装物 container an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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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包装危险废物的硬质和柔性物品、包装件的总称。 

[来源：GB 18597-2023，3.11] 

 3.6 

相容 compatibility 

某种危险废物同其他危险废物或其他物质、材料接触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不发生其他可能对危险

废物贮存产生不利影响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 

[来源：GB 18597-2023，3.12] 

 3.7 

内部转运 internal transshipment 

将分散暂存在贮存点的危险废物运输至单位共用贮存点或贮存库的过程。 

 3.8 

运输 transportation 

使用专门的交通工具转移危险废物的过程。 

[来源：HJ 2025-2012，3.1，有修改] 

4 分类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废弃危险化学品、液态废物和固态废物。液态废物分为有机废液和无机废液，4.1 

其中有机废液分为高卤素有机废液（卤素含量>5%）和其它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分为含氰废液、含汞废

液、酸性废液（pH<6）和其它无机废液。固态废物分为废弃包装物及包装容器和其他固态废物。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分类具有唯一性，多种有害成分混合的危险废物分类应按照图 1 所列顺序自上4.2 

而下确定类别。 

 

图1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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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包装 

用于盛放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应满足 GB 18597 规定要求。 5.1 

具有反应性的危险废物应经预处理，消除反应性后方可投入容器或包装物内。不相容的危险废物5.2 

不得投入同一容器或包装物内。 

液态废物应装入容器内贮存，盛装不宜过满，容器顶部与液面之间保留 10cm以上的空间。 5.3 

固态废物包装前应不含残留液体，包装物应具有一定强度且可封闭。破碎玻璃器皿、针头等应存5.4 

放于锐器盒内，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胶袋等存放。 

废弃试剂瓶（含空瓶）应瓶口朝上码放于满足相应强度且可封闭的包装容器中，确保稳固，防止5.5 

泄漏、磕碰，并在容器外部标注朝上的方向标识。 

6 贮存 

一般要求 6.1 

6.1.1 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单位应根据需要建设危险废物贮存库或设置贮存点，贮存库和贮存点应

满足 GB 18597要求。 

6.1.2 贮存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根据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和污染防治要求进行分类贮存，且应避免危险

废物与不相容的物质、材料接触。 

6.1.3 用于存放实验室危险废物的装置应符合 GB/T 41962要求。 

6.1.4 贮存库或贮存点、容器和包装物应按 HJ 1276 要求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库或贮存点标志、危险废

物贮存分区标志和危险废物标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6.1.5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特性不明确的废弃危险化学品，应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有关

规定进行相关危险特性的判定或鉴别，明确其危险特性，并经预处理稳定化后方可在贮存设施或场所内

贮存。 

6.1.6 贮存点、贮存库管理人员应每周对包装容器、防渗漏措施、标签标识、存放期限及投放记录表

（见附录 A）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6.1.7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除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还应依据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交通

运输、消防等法律法规开展相关工作。 

贮存点 6.2 

6.2.1 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单位建设的贮存点分为实验室内部贮存点和实验室外部贮存点，实验室

外部贮存点分为建筑内部贮存点及建筑外部贮存点。 

6.2.2 贮存点需在地面上涂覆或张贴黄色警戒线，明确贮存点的区域范围。存放两种及以上不相容危

险废物时，应分类分区存放，设置一定距离的间隔。 

6.2.3 建筑内部贮存点不得设置于走廊、过道等公共区域，建筑外部贮存点不得设置于道路、广场、

绿地等公共区域。 

6.2.4 多个实验室共用的贮存点应配备专人管理，并以实验室为单位做好台账记录。 

6.2.5 危险废物在实验室内部贮存点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 0.1t，在建筑内部单个贮存点最大贮存量不

得超过 0.5t，在建筑外部单个贮存点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 3t。 

6.2.6 废弃危险化学品宜存放于符合安全要求的原贮存设施或者场所。具有反应性的危险废物应经预

处理消除反应性后方可贮存于贮存点，否则按危险品贮存。 

6.2.7 包装容器或包装物外部应在醒目位置规范粘贴符合附录 B要求的分类包装标签，用中文全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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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简写或缩写）标示内含主要化学成分、收运量、联系人等重要信息，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同时使用电子

标签。 

贮存库 6.3 

6.3.1 贮存库内不同贮存分区之间应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采用过道、隔板、隔墙等物理隔离措施。 

6.3.2 在贮存库内贮存液态危险废物的，应具有液体泄漏堵截设施。堵截设施最小容积不应低于对应

贮存区域最大液态废物容器容积或液态废物总储量 1/10（二者取较大者）。 

6.3.3 在贮存库内贮存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

的危险废物的，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废气（含无组织废气）排放应符合 DB 32/4041

和 GB 37822规定要求。 

7 转运、运输和处置 

实验室危险废物从贮存点转运至贮存库，应至少 2人参与转运并符合 HJ 2025 中收集和内部转运7.1 

作业要求。 

内部转运需使用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运输工具，车内需设置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并配备应急物资。 7.2 

转运前应提前确定运输路线，运输路线应避开人员聚集地。 7.3 

转运时，转运人员需携带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具和应急物资。 7.4 

运输至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时应符合 HJ 2025 中危险废物的运输要求。运输前固态废物可使用带封7.5 

口且有内衬的吨袋进行二次包装并封口，二次包装标签应符合 HJ 1276中包装识别标签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7.6 

8 管理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应按附录 C 规定流程做好危险废物源头分类、投放、暂存、收运、贮8.1 

存及委托处置等工作，建立并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台账、转移联单、应急预案

备案、信息公开、事故报告等制度。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应至少配备 1 名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协调各实验室的危险废物管理8.2 

工作，监督、检查各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应建立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种8.3 

类、数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情况。宜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进行实时记录。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应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期对实验室危险8.4 

废物管理人员和参与实验活动的学员、研究技术人员、业务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做

好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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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贮存点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记录表 

贮存点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时间、内含主要化学成分、投放人、收运日期、收运量等有效信息的记

录见表 A.1。 

表A.1 贮存点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记录表 

贮存点名称： 包装容器编号： 

序  号 投放时间（年月日时） 内含主要化学成分 投放人 

    

    

    

    

    

    

    

    

收运日期 收运量： 

收运交接双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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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点分类包装标签 

图B.1~图B.4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点分类包装标签样式（尺寸：80mm×120mm）。 

废弃危险化学品 

包装容器编号  

化 学 品 名 称  

废 物 类 别 废弃危险化学品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 

收 集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 运 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 称  

责 任 人  
色值：C0 M96 Y95 K0 

图B.1 废弃危险化学品标签样式 

有机废液 

包装容器编号  

内 含 主 要 

化 学 物 质 

 

废 物 类 别 
□高卤素有机废液 

□其他有机废液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 

收 集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 运 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 称  

责 任 人  
色值：C92 M75 Y0 K0 

图B.2 有机废液标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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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废液 
包装容器编号  

内 含 主 要 

化 学 物 质 

 

废 物 类 别 
□含氰废液□酸性废液 
□含汞废液□其他无机废液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 

投 放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 运 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 称  

责 任 人   

色值：C0 M63 Y91 K0 

图B.3 无机废液标签样式 

固态废物 
包装容器编号  

内 含 主 要 

化 学 物 质 

 

废 物 类 别 
□废弃包装物及包装容器 
□其他固态废物 

危 险 特 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 

投 放 时 间 月  日至   月   日 

收 运 量  

收 运 日 期  

贮 存 点 名 称  

责 任 人   

色值：C00 M0 Y00 K0 

图B.4 固态废物标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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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流程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按图C.1规定工作流程做好分类、投放、暂存、转运、处置等工作。 

 

 

图C.1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流程 

 

产生危险废物

分类收集

包装

贮存点暂存

有无贮存设施

有

无

转移

处置、利用

产生单位

各实验室完成

产生单位完成

转运单位或

收集单位完成

处置、利用单位

完成

内部转运、贮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