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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北京实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暂存、转运和贮存过程应遵循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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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暂存、转运和贮存过程应遵循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单位的环境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剧毒性、爆炸性废物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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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191  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 

GB 18597-2001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室危险废物 laboratory hazardous waste 

在研究、开发和教学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废物。包括无机废液、有机废液，废弃化学

试剂，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实验室检测样品、废弃包装物、废弃容器、清洗杂物和过滤介质等。 

3.2  

分类 classification 

为满足收集、贮存和转移利用处置的需要，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按照形态和危险特性分别归类。 

3.3  

投放 placement into container 

在产生节点，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放入到指定容器中的活动。 

3.4  

暂存 temporary storage 

将盛装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容器放置在本实验室划定区域内的临时存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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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运 transportation 

指将分散暂存在各实验室内的危险废物集中至内部贮存设施的活动。 

3.6  

贮存 storage 

指将本单位收集的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存放于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专用场所或设施内的活动。 

3.7  

防溢容器 container preventing leakage  

为防止容器倾倒、破损等造成溢出、遗撒、泄漏，在原容器外部所采用的第二个容器。 

4 基本要求 

4.1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执行转移联单、应急

预案等相关管理制度。 

4.2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制定危险废物内部管理制度和培训计划，定期对本单位实验室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 

5 分类 

5.1 类别划分 

5.1.1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液态废物、固态废物两类。 

5.1.2 液态废物分为有机废液、无机废液。有机废液分为含卤素有机废液、其他有机废液；无机废液

分为含氰废液、含汞废液、重金属废液、废酸、废碱、其他无机废液； 

5.1.3 固态废物分为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包装物、废弃容器、其他固态废物。 

5.1.4 分类应具有唯一性，某类废物只能属于上述分类中的具体一类。 

5.2 类别判定 

5.2.1 应按照附录 A进行实验室危险废物类别的判定。 

5.2.2 混合多种有害成分的危险废物，应按照附录 A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顺序进行判断，归为附录

A中最靠左的类别。 

6 投放 

6.1 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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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收集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不相互反应）。不同危险废物种类与一般容

器的化学相容性见 GB 18597-2001附录 B表 1。 

6.1.2 液态废物应使用符合 GB 18191要求的塑料收集容器，容量应为 5升、25升、50升、100升、

200升。25升容器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6.1.3 含卤素有机废液的收集容器为黄色(RGB颜色值 255，255,0)、其他有机废液的收集容器为蓝色

(RGB颜色值 0，0,255)、含氰废液的收集容器为粉色(RGB颜色值 255,0,255)、含汞废液的收集容器为

灰色(RGB颜色值 153,153,153)、重金属废液的收集容器为绿色（RGB颜色值 0,255,0）、其他无机废液

的收集容器为白色(RGB颜色值 255,255,255)。 

注：RGB色彩模式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

色的，RGB即是代表红、绿、蓝三个通道的颜色。通常情况下，RGB各有256级亮度，用数字表示为从0、1、2...

直到255。 

6.1.4 固态废物的收集容器应满足相应强度要求，且可封闭。 

6.1.5 废弃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试剂瓶中，保留原标签，并放入满足 6.1.4要求的收集容器中。 

6.1.6 收集容器应保持完好，破损后应及时更换。 

6.1.7 收集容器上应粘贴符合附录 C要求的标签，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同时使用条形码或电子标签。 

6.2 登记 

6.2.1 每一收集容器应随附一份投放登记表，投放登记表应符合附录 D的规定。 

6.2.2 投放登记表一式两联，正联由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留存，副联随收集容器交至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单位，投放登记表随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保存五年。 

6.2.3 收集容器使用前，在登记表上填写编号、类别、实验室名称。投放登记表的编号应与实验室危

险废物标签的编号一致。类别应为 5.1中的一种。 

6.2.4 每一次投放危险废物时，应在投放登记表上填写投放废物的主要有害成分、数量、日期、投放

人等信息，数量单位为毫升或克。 

6.2.5 投放登记表中主要有害成分的名称应按照环境保护部《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

中文名称或中文别名填写，不应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代替。 

6.2.6 投放登记表应注明废液 pH值。在最后一次投放后或转运前，对收集容器内废液 pH值进行测量，

并填写在投放登记表上。 

6.2.7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使用物联网技术对登记信息进行实时管理。 

6.3 投放 

6.3.1 根据 5.1的分类要求，将实验室危险废物分别投放到 6.1规定的收集容器中。 

6.3.2 同一收集容器中不应含有不相容物质，部分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废物见 GB 18597-2001附录 B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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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容器应瓶口朝上码放在收集容器中，应稳固，防止泄漏、磕碰，并在收集

容器外侧标注朝上的方向标识。 

6.3.4 液态废物每次投放后，应及时将收集容器口盖盖好。 

7 暂存 

7.1 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暂存区内原则上存放本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

存放两种及以上不相容危险废物时，应分不同区域暂存。暂存区外边界地面应施划 3厘米宽的黄色实线，

并按 GB 15562.2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7.2 暂存区应按照 GB 18597要求建设防遗撒、防渗漏设施，或（须）采取防溢容器作为防遗撒、防渗

漏措施。 

7.3 防溢容器材质应符合 6.1.1的要求，容积应当大于收集容器容积的 10%。防溢容器中放置多个收

集容器时，容积应不小于最大收集容器容积的 150%或所有收集容器容积总和的 10%，取其最大值。 

7.4 暂存区内的危险废物原则上应日产日清，最长不应超过 30天。 

7.5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对暂存区收集容器和防溢容器密封、破损、泄漏情况，标签粘贴及投放登记表

填写情况，以及贮存期限等定期检查。  

8 转运 

8.1 应提前确定运输路线，运输时低速慢行，尽量避开办公区和生活区。 

8.2 应使用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前应确保运输工具状态完好，运输后应及时清洁。 

8.3 根据运输废物的危险特性，应携带必要的应急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具，如收集工具、手套、口罩等。 

8.4 投放登记表应随危险废物转运交接，并做好交接记录。 

8.5 极端天气禁止在户外开展转运作业。 

9 贮存 

9.1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贮存设施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 18597和 HJ 2025的要求。 

9.2 同一单位内，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被市政道路分割在不同区域的，应在每一区域分别设置贮存

设施。 

10 利用处置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利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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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流程 

A.1 实验室危险废物流程 

实验室危险废物流程见图A.1。 

 

图A.1 实验室危险废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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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实验室危险废物 25升容器规格 

B.1 实验室危险废物 25升容器规格 

实验室危险废物25升容器规格见图B.1。 

 

单位：毫米 

图B.1 实验室危险废物 25升容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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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实验室危险废物标签 

C.1 危险废物标签 

危险废物标签见图C.1。 

 

危

险

废

物

标

签 

危  险  废  物 

主要成分 

化学名称 

危险类别 

 

危险情况： 

安全措施： 

废物产生单位：                                                                   

地址：                                                                   

电话：                          联系人：                               

批次： 数量： 出厂日期： 

图C.1 危险废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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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 

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见图C.2。 

 

实

验

室

内

部

标

签 

实 验 室 危 险 废 物 内 部 标 签 

类    别： 
危险类别 

 

编    号： 

实 验 室： 

联 系 人： 

条形码粘贴区 

电    话： 

注：实验室危险废物标签 

M   1：1 

字体为黑色，底色为醒目的桔黄色。 

 

图C.2 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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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投放登记表（正/副联） 

D.1 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见表D.1。 

表D.1  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编  号：                  

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类别 

□含卤素有机废液  □其他有机废液 

 pH值：                    □含氰废液 □含汞废液 □重金属废液 

□废酸  □废碱  □其他无机废液； 

实验室：                      
□废弃化学试剂 □废弃包装物 □废弃容器 

□其他固态废物 

序号 主要有害成分 数量 
单位 

（ml、g） 
投放日期 投放人 

      

      

      

      

      

      

注1： “类别”只能选择一种； 

注2： “主要有害成分”应按照环境保护部《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中文名称或中文别名填写，

不应使用俗称、符号、分子式代替； 

注3： “pH值”是指液态废物收集容器中废液的最终pH值。 

注4：编号应与标签编号一致。 

实验室联系人： 单位联系人： 交接日期： 

                                                              页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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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固 体 废 物 鉴 别 导 则  

（ 试 行 ）  

 

本导则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所定义的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物的鉴别，但不适用于确定其海关

商品编码。固体废物与非固体废物的鉴别首先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的定义进行判断；其次可根

据本导则所列的固体废物范围进行判断；根据上述定义和固体废

物范围仍难以鉴别的，可根据本导则第三部分进行判断。 

对物质、物品或材料是否属于固体废物或非固体废物的判别

结果存在争议的，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

织召开专家会议进行鉴别和裁定。在进口环节，进口者对海关将

其所进口的货物纳入固体废物管理范围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固体废物的定义 

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

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

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

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二、固体废物的范围 

列于二（一）中的物质或物品，如果没有包括在二（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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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体废物。任何物质或物品如果包括在二（二）中，则不是固

体废物。 

（一）固体废物包含（但不限于）下列物质、物品或材料： 

（1）从家庭收集的垃圾 

（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质、报废产品 

（3）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质 

（4）办公产生的废弃物质 

（5）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生活垃圾处理厂产生的残渣 

（6）其他污染控制设施产生的垃圾、残余渣、污泥 

（7）城市河道疏浚污泥 

（8）不符合标准或规范的产品，继续用作原用途的除外 

（9）假冒伪劣产品 

（10）所有者或其代表声明是废物的物质或物品 

（11）被污染的材料（如被多氯联苯PCBs污染的油） 

（12）被法律禁止使用的任何材料、物质或物品 

（13）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声明是固体废物的物质

或物品 

（二）固体废物不包括下列物质或物品： 

（1）放射性废物 

（2）不经过贮存而在现场直接返回到原生产过程或返回到其

产生的过程的物质或物品 

（3）任何用于其原始用途的物质和物品 

（4）实验室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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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可不按固体废物

管理的物质或物品。 

三、固体废物与非固体废物鉴定 

（一）根据废物的作业方式和原因进行判断 

根据表一所列作业方式和表二所列原因进行判断。如果一个

物质、物品或材料必须以表一中列出的作业方式进行处理，并且

满足表二中列出的一个或多个原因，可判断为固体废物。表一与

表二必须结合使用，不能单独用于固体废物的鉴别。 

表一 作业方式 

编号 贮存和处置作业 编号 利  用  作  业 

Dl 置于地下或地上进行处置，例如填埋 Rl
用作燃料，而不是直接焚烧，或以其他方式产

生热能 

D2 土地处理 R2 有机物质的回收/再生 

D3 深层灌注 R3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再循环/回收 

D4 地表存放 R4 其他无机物质的再循环/回收 

D5 

特别设计的填埋，如放置于加盖并且

彼此分离、与环境隔绝的具有衬层的

隔槽 

R5 酸或碱的再生 

D6 排入水体，包括埋入海床 R6 用于消除污染的物质的回收 

D7 
焚烧，包括带有能量回收功能但以处

置为目的的焚烧和水泥窑处置 
R7 催化剂组分的回收 

D8 永久贮存，例如将容器置于矿井 R8
用过的油的再提炼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重新

使用 

D9 
在贮存和处置之前先加以混合、重新

包装或暂时贮存 
R9 有助于改善农业或生态环境的土地处理 

D10 
产生需要进行贮存或处置的化合物

或混和物的物理化学、生物处理 
R10 利用操作产生的残余物质的使用 

D11 可暴露于自然环境中的产品的生产 R11 以利用为目的进行的物质的交换和积累 

D12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声明

或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作为

贮存或处置操作的作业方式 

R12

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会同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声明或有关法律法规所

规定的其他作为利用操作的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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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废物必须进行综合利用或贮存和处置的原因/废物类别 

编号 原因（废物类别） 

Q1 生产或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 

Q2 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规范的产品 

Q3 罚没的假冒伪劣产品 

Q4 过期的产品或化学品 

Q5 因溢出、遗失、或经历其他事故而被污染的材料 

Q6 在使用中被污染的物质或物品 

Q7 污染土地修复行动中产生的被污染的物质或物品 

Q8 丧失原有功能的产品，如废催化剂 

Q9 不再好用的物质或物品，如被污染的酸，被污染的溶剂 

Q10 污染控制设施产生的垃圾、残余物、污泥 

Q11 机械加工/抛光过程中产生的残渣 

Q12 原材料加工产生的残渣 

Q13 

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说明需要进行综合利用的或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说明必须进行处置的，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必须进行综合利用或处

置的其他原因 

 

（二）根据特点和影响进行判断 

评价一个物质、物品或材料（以下简称物质）是否属于固体

废物，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一般考虑。包括：该物质是否有意生产，是否为满足市

场需求而制造，经济价值是否为负，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业循环或

使用链中的一部分。 

（2）特征。包括：该物质的生产是否有质量控制，是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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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国际承认的规范/标准。 

（3）环境影响。包括：同初级产品相比，该物质的使用是否

环境无害；同相应的原材料相比，在生产过程中，该物质的使用

是否会对人体健康或环境增加风险；是否会对人体健康或环境产

生更大的风险；该物质是否含有对环境有害的成分，而这些成分

通常在所替代的原料或产品中没有发现这些成分在再循环过程中

不能被有效利用或再利用。 

（4）使用和归宿。包括：该物质使用前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工；

是否可直接在生产/商业上应用；是否仅仅需要很小的修复就可投

入使用；是否仍然适合于其原始目的；是否可作为其他用途的替

代物；是否实际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有固定的用途；是否可

以其现有的形式或者不经过表一所列作业方式处理的形式得到利

用；是否只有经过表一所列作业方式处理后才可以利用。 

评价一个物质是否固体废物，需要综合考虑上述所有因素。

根据不同的评估对象，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下列流程

图可供进行固体废物与非固体废物鉴别时参考，但在具体应用时，

应根据物质的特点和影响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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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与非固体废物判别流程图 

物质或物品或材料（以下简称物质）

物质是有意生产吗？或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制造的吗？

或是正常的商业循环/使用链的一部分吗？ 

固体废物 
是 

物质生产有质量控制吗？满足国家或

国际承认的规范/标准吗？ 

否

否

非固体废物 
是

否

物质是否适合用做原

有用途？ 

否

非固体废物
是

非固体废物 
是 

该物质的价值是负的吗？ 

否

固体废物 

同被替代产品相比，物质的使用是不是环

境无害的（指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没有增加

的直接或间接负面影响）？ 

物质使用前不需要修复和

加工，或仅需要很小的修

复和加工吗？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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