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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设字〔2020〕22 号

关于印发《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验室废弃物安全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部），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实验室废弃物的安全管理，现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

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件：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2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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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实验室废弃物

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安全管理，防止

废弃物污染校园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验室废弃物”，是指学校各级各类实验室在

教学、科研等过程中产生的有害人体健康、污染环境或存在安全隐患，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

别方法认定的废弃物及污染物。

第二章 管理与职责

第三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学校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的

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指导及协助各学院、部门建立实验室废弃物回收点。

2.向相关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3.联系有资质的处置单位，办理相关处置手续。

4.监督检查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等。

第四条 各学院、部门（以下简称各单位）是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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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的责任部门，其主要职责为：

1.负责全盘统筹协调本单位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收集、暂存、

转移等工作。

2.结合本单位废弃物处置实际情况，建立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回

收点，并指定专人负责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工作。

3.监督各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暂存、转移，做到规范合理。

4.根据本单位危险废弃物特点，制订相关危险废弃物安全

管理细则和危险废弃物泄漏应急预案。

第五条 各实验室须认真执行学校和本单位的相关规定，做好实验

室危险废弃物的安全管理。

1.实验室安全责任人为具体管理人，负责本实验室危险废弃物

的处置管理工作，保证按规定对实验室危险废弃物进行收集、暂存、

转移和处理。

2.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各类人员须经过危险废

弃物收集、处置的相关培训，掌握相关知识和要求。

3.各实验室要严格控制污染源，尽可能减少实验过程中产

生的废气、废液、废渣及其它废弃物；要积极承担危险废弃物无害化处

置的责任，用科学的方法降低或减少危险废弃物的产生和对环境的影

响。

4．实验室应对其实验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险废弃物进行

预测，增设相应的设施与设备，制订危险废弃物应急处理预案，防止安

全事故的发生。

第六条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原则，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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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验操作的人员对本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分类处理负责，熟

知危险废弃物的性能（包括成分、有害性、相容性、氧化性、感染

性和易燃易爆性等）和学校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理的要求及规定，牢

固树立环保意识，重视环保管理制度的落实。

第七条 各实验室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置危险废弃物。

对于违反规定随意抛弃废物、倾倒废液的单位或个人，学校将根据情节

轻重给予口头警告、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对于

因违规操作而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由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

承担责任。

第三章 收集与暂存

第八条 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负责组织实施实验室危险废弃物

的收集、暂存和包装。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应严格遵守“分类贮存”

的原则，对各类不同的实验废弃物进行分门别类包装和按类临时存放，

不相容的物质分开存放，易碎包装物和容器按性质存放在木箱或牢固

的纸箱中，并加装填充物，防止搬运过程中发生危险。

第九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实行分类收集、处理。

1．气体废弃物：主要指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容易引起环境污染或具

有潜在危害的气体，如 CO、H2S、SO2、HCl、HCN、NO、NO2、NH3、H2、

CH4 等。产生少量危险气体的实验应在通风橱内进行，经常开窗，保持

室内空气流通。产生大量废气或有异味气体的实验要安装专业的尾气

吸收装置，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2.固体废弃物：主要指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试剂、接触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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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试剂的容器及废旧试剂等。

对于固体实验废弃物，应用塑料袋、纸箱等进行包装，确保密闭，

并贴上标签，注明废弃物的名称、重（数）量等。

3.液体废弃物：主要指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化学废液，暂按

一般化学废液和剧毒化学废液进行分类，具体分类方法详见附件。

（1）一般化学废液

①一般化学废液分三类废液收集桶收集和存放，即：含卤有机物废

液、一般有机物废液、无机物废液。

②盛装废液的容器应是专用收集桶，不得使用敞口容器存放。容器

上应有清晰的标签，瓶口密封。容器不得渗漏，若出现密封不严或破损

将不予收运。废液收集桶规格为 25升。

③废液收集桶应随时盖紧盖子，存放于实验室较阴凉并远离火源和

热源的位置。

④高浓度的无机废液需经中和、分解破坏等处理，确认安全后方

能倒入废液桶；低浓度的洗涤废水和无害废水可通过下水道进入专用暂

存池处理，确保有害物质浓度不超过国家和环保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后

方能排入下水管道。

⑤盛装废液的收集桶外必须粘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危险废弃物标

签》，写明有毒有害成分的中文全称，不可写简称或缩写。装满后（不可过

满，须保留1/10的空间），待处置公司统一收运。

⑥倒入废液桶前应仔细查看该废液桶的《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危

险废弃物标签》，确保倒入后不会与桶中已有的化学物质发生异常

反应（如产生气体、迅速放热或其他剧烈反应等），否则应单独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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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其它容器中，并贴上标签。

⑦重金属（如镉、汞）含量较高的实验废液应单独收集，不得

与其他废液混合。

⑧不可将剧毒物质倒入上述三类一般化学废液收集桶中。

（2）剧毒化学废液

实验室产生的剧毒废液，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不可将几种剧

毒物质废液混在一个容器中，容器外粘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危险

废弃物标签》，按剧毒试剂管理的规定进行妥善保管。拟处理时，

填写《剧毒化学废液登记表》，待统一处理危险化学废物时进行收

运。

4.生物废弃物：主要指实验过程中使用动物产生的尸体以及带

菌、带毒器械等。

生物废弃物（锐器类除外）需用黄色专用塑料袋进行包装，其

中被病原微生物污染过的废弃物，必须先在实验室采用高压蒸汽灭

菌或放入2000mg/L有效氯消毒液浸泡消毒1小时的方法进行灭活消

毒；动物尸体暂存低温冰箱中。锐器类废弃物需用利器盒或其他牢

固、厚实的容器妥善包装，避免外露伤人。塑料袋或容器外粘贴《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危险废弃物标签》，及时运送到指定回收点。

5.放射性废弃物：产生放射性废弃物的实验室应将废弃物收集

密封，明显标示其名称、主要成分、性质和数量，并予以屏蔽和隔

离。

6.瓶装化学气体：瓶装化学气体主要是钢瓶中的压缩化学气体，拟

废弃时需单独与学校气体钢瓶定点供应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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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过程中要做到：

1．不将无毒无害的废液、废旧试剂、试剂空瓶等包装物当作危险废

弃物处理。

2.尽可能对大量使用的有机溶剂自行回收提纯再利用。

3.尽可能对某些有毒有害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

4．对剧毒废液和废旧剧毒化学试剂，能利用化学反应进行解毒或降

毒处理的尽量进行无害化处理。

5.多余的或旧的但尚可使用的试剂尽量不当作危险废弃物处理，

可有偿或无偿转让其他实验室使用。

第四章 转运和处理

第十一条 实验室分类收集的未达国家排放标准的危险废弃物

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签约公司转运及处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转运处理前，各单位预先统计

需处理的危险废弃物种类和数量，报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未上报的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顺延至下一次处置。

第十三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回收前，由各实验室自行将实验室

危险废弃物送至各单位指定地点，由各单位负责核查废弃物种类、数

量是否与申报一致，包装是否合规。检查无误后等待处置公司清运。

第十四条 各实验室要结合本年度废弃物处置总量及下一年度的

教学科研计划，尽量精确的预测下一年度本实验室需要处置的危险废弃

物总量，报至各单位，再由各单位汇总至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以

便有计划地安排废弃物的集中处置工作。



— 8 —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件：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暂行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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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暂行分类标准

一、有机废液类

1.油脂类：如灯油、轻油、松节油、油漆、重油、杂酚油、

钉子油、绝缘油（脂）（不含多氯联苯）、润滑油、切削油、及动

植物油（脂）等。

2.含卤素有机溶剂类：含有脂肪族卤素类化合物，如氯仿、

氯代甲烷，二氟甲烷、四氯化碳、甲基碘等或含芳香族卤素类

化合物，如氯苯、苯甲氯等。

3．不含卤素类有机溶剂类：不含脂肪族卤素类化合物或芳

香族卤素类化合物。

二、无机废液类

1．含重金属废液：含有任一类之重金属，如汞、钴、砷、镉、

铅、镓、铬、镍、锌、银等。

2．含氰废液：含有游离氰废液（需保存在 pH10.5以上）

者或含有氰化合物。

3.含汞废液：含有汞类。

4.含氟废液：含有氟酸或氟化合物类。

5.酸性废液：含有酸类。

6.碱性废液：含有碱类。

7.含溴废液：含有溴化合物类。

三、固废类

1.废化学试剂：由实验室所产生的各类化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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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损或废弃玻璃类：如试管、烧杯、试玻片等。

四、生物类

由实验室所产生的生物废弃物。如：动物尸体或器官或组织，

破损或废弃玻璃类（如注射器、培养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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