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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安全管理,对于保障实验室人员的健康与环境的安全至关重要。首先,

应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的分类收集体系,明确标识不同种类的废物,避免交叉污染。其次,定期开展安全培

训,增强实验室人员的环保意识与危机处理能力。此外,必须完善废物处置的监管机制,确保每一步操作

均符合安全标准。通过实施科学的管理措施,不仅能够降低废物带来的风险,还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可持

续发展的实践,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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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of hazardous waste in laboratories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the health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and the safety of the environment. Firstly, a sound classification and 

collection system for hazardous waste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waste 

to avoid cross contamination. Secondly, regular safety training should be conducted t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bility of laboratory personnel.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for waste disposal to ensure that every step of the operation meets safety 

standards. By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measures, we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risks posed by waste, 

but als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to a greater extent,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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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验室的危险废物管理不仅关系到科研人员的生命安全,

也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实验室

产生的废物种类日益繁多,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

因此,采取一套系统化的管理措施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实验室

应加深对危险废物性质的认识,分类收集和储存,确保各类废物

不会相互反应。同时,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增强实验人员的防范

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体系,才能有效降低

风险,保障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实验室危险废物安全管理概述 

实验室,是科学研究的圣殿,也是孕育着无限可能的宝库。

然而,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各种危险

物质,它们如同潜藏在科研工作中的隐形杀手,稍有不慎便会酿

成事故,危害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对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

物进行安全管理,成为保障科研人员安全,维护实验室环境的重

要环节,也是守护科研的最后一道防线。 

1.1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分类 

实验室危险废物是指在科研活动中产生的具有毒性、腐蚀

性、易燃性、爆炸性、放射性等危险特性的废弃物。这些废物

如同潜伏在实验室中的“定时炸弹”,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对环

境和人类造成严重危害。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危险废物,我们根

据其特性将其进行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化学废物：包括各种酸、碱、有机溶剂、重金属盐等,它们

可能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需要谨慎处理。例

如,浓硫酸具有强腐蚀性,会灼伤皮肤和眼睛；甲醇具有易燃性,

接触明火可能引发火灾。 

生物废物：包括感染性废弃物、动物组织、培养基等,它们

可能携带有致病微生物,需要进行严格消毒和处理,防止传播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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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如,病原菌培养皿需要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处理,才能安全

处置。 

放射性废物：包括放射性同位素、核废料等,它们会释放出

射线,对人体造成辐射损伤,需要进行特殊管理和处置。例如,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产生的废液需要进行放射性检测,并进行安

全封存。 

1.2实验室危险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了确保实验室危险废物安全管理的有效性,我们必须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采取各种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

例如选择环保的实验材料、优化实验方案、减少试剂用量等。 

责任明确：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确保危险废物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规范操作：制定严格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

并进行定期培训,增强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安全处置：选择正规的危险废物处理机构,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安全处置,确保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理,不造成环境

污染。 

只有严格遵循这些原则,建立健全的实验室危险废物安全

管理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科研人员的安全,维护实验室环境,为

科研工作创造安全可靠的环境。 

2 实验室安全管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2.1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和管理制度不完善 

许多实验室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责任分工不明

确,导致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例如,一些实验室没有制定明确

的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制度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无法有效地

指导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不足,缺乏

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导致制度形同虚设。 

2.2安全意识薄弱 

部分实验室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对安全规章制度缺乏重

视,认为安全事故离自己很远,存在侥幸心理。例如,一些人员在

操作实验时不按规定佩戴防护用品,随意使用危险化学品,甚至

在实验室吸烟、吃东西等,这些行为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2.3无安全管理考核制度,安全检查隐患未闭环管理 

一些实验室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考核制度,没有将安全

管理工作纳入日常考核体系,导致安全管理工作缺乏动力和

压力。此外,安全检查工作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整改,导致隐患长期存在,最终酿成

事故。 

2.4危险废物处置不及时 

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繁多,处理难度大,一些实验室

没有建立完善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对危险废物处置不及时,导

致危险废物堆积,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3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收集和储存 

3.1收集容器和标识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收集,首先要从选择合适的容器开始。容

器的选择要根据废物类型、性质和数量来决定。例如,对于腐蚀

性液体,应选择耐腐蚀的塑料或玻璃容器；对于易燃液体,则要

选择防静电的金属容器；对于生物样本,则需要使用专门的生物

安全容器。为了确保安全和方便管理,每个收集容器都需要贴上

清晰的标识。标识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1)废物类型：例如,酸性废液、碱性废液、有机溶剂、生

物样本等。 

(2)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易燃性、毒性、放射性等。 

(3)收集日期：方便追踪废物产生时间和来源。 

(4)收集人员姓名：方便责任追溯。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废物,例如放射性废物,还需要

根据相关法规和标准进行特殊标识和管理。例如,一个装有强酸

性废液的容器,其标识应包括“强酸性废液”“腐蚀性”“收集日

期：2024年8月28日”“收集人员：张三”等信息。这样无论是

实验室人员还是废物处理人员都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容器内的废

物类型和潜在危险,避免误操作或意外事故的发生。 

3.2储存区域的设计和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储存区域,需要根据废物类型和数量进

行合理设计,并满足相关安全和环保要求。储存区域应具备以下

特点： 

(1)通风良好：避免有害气体或蒸汽的积累,确保人员安全。 

(2)防漏防渗：防止废物泄漏污染环境,并确保储存区域的

安全。 

(3)防火防爆：对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废物,储存区域应配备

相应的防火防爆设施。 

(4)防盗防破坏：防止危险废物被盗或破坏,确保安全管理。 

(5)安全标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提醒人员注意危险,

并提供应急措施。 

储存区域的设计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1)废物类型分类储存：不同类型的废物应分别存放,避免

相互污染或发生化学反应。 

(2)储存容器的摆放：容器应整齐摆放,并留出足够的通道,

方便人员进出和操作。 

(3)温度控制：对于一些对温度敏感的废物,需要控制储存

区域的温度。 

(4)通风系统：储存区域应配备通风系统,确保空气流通,

避免有害气体或蒸汽的积累。 

3.3废物收集和储存的操作规程 

为了确保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安全收集和储存,需要制定严

格的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应包括以下内容： 

(1)个人防护：收集和储存危险废物时,人员应佩戴必要的

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套、口罩、防护服等。 

(2)操作步骤：详细描述收集和储存危险废物的操作步骤,

确保安全和规范。 

(3)应急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应对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废

物泄漏、火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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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记录管理：详细记录废物收集、储存、处理等相关信息,

方便追踪和管理。 

操作规程应定期更新和培训,确保所有人员都了解相关规

定,并能够安全操作。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收集和储存操作规

程,可以有效地降低实验室危险废物带来的风险,保障实验室人

员的安全,并保护环境。总之,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收集和储存是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科学的设计、严格

的管理和规范的操作,才能确保实验室安全,保护环境,并履行

社会责任。 

4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理方法 

实验室是科学研究的中心,但也充满了潜在的危险,其中

危险废物的处理尤为重要。实验室产生的废物种类繁多,从化

学试剂到生物样本,都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此,

制定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确保安全与合规,是实验室管理的

关键环节。 

4.1不同类型废物的处理技术 

实验室危险废物种类繁多,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化

学废物需要根据其性质进行分类,如酸性废物、碱性废物、有机

溶剂等,并采用不同的处理技术。生物废物则需要进行灭菌处理,

以防止病原微生物的传播。 

4.1.1化学废物 

(1)酸性废物：通常需要用碱性物质进行中和处理,使其pH

值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稀释的酸性废液可以用氢氧化钠溶液中

和,然后排放到下水道。 

(2)碱性废物：可以用酸性物质进行中和处理。例如,稀释

的碱性废液可以用盐酸溶液中和,然后排放到下水道。 

(3)有机溶剂：由于挥发性强,易燃易爆,需要进行回收或焚

烧处理。例如,回收利用的溶剂可以经过蒸馏或其他方法净化后

重复使用。 

(4)重金属废物：由于毒性大,需要进行特殊处理,例如沉

淀、吸附、离子交换等方法,使其转化为稳定无毒的物质。 

4.1.2生物废物 

(1)感染性废物：必须进行高压蒸汽灭菌处理,例如医疗废

物需要在高压灭菌锅中进行灭菌处理,然后进行焚烧或掩埋。 

(2)动物实验废物：需进行无害化处理,例如焚烧或掩埋,

并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4.2操作步骤和安全注意事项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严格按照

操作步骤进行,并注意安全事项,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和环境

的保护。 

4.2.1操作步骤 

(1)分类收集：首先要将不同类型的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并

放置在相应的容器中,例如酸性废物、碱性废物、有机溶剂、生

物废物等。 

(2)标签标识：每个容器都要贴上标签,注明废物种类、日

期、操作人员等信息,以便于管理和追踪。 

(3)安全处理：根据废物种类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并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处理。 

(4)记录存档：对所有废物处理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处

理时间、处理方法、处理人员等,并妥善保存。 

4.2.2安全注意事项 

(1)操作人员必须穿戴防护服,例如实验服、手套、护目镜

等,防止接触到有害物质。 

(2)操作过程中要注意通风,避免吸入有害气体或粉尘。 

(3)处理过程中要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一旦接触到有害物

质,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并就医。 

(4)废物处理场所要远离生活区和水源,并设置警示标志,

防止意外发生。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理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和环保问题,需

要实验室人员高度重视。通过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严格遵守操

作步骤和安全注意事项,并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要求,才能确保

实验室安全和环境保护。 

5 结束语 

在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安全管理中,除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

的监管外,公众的意识提升同样至关重要。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

必须积极参与相关的培训和教育,增强对危险废物性质及其处

理流程的认知。同时,科研机构应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

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此外,建立健

全的反馈机制,使各方共同参与,分享经验教训,将促进危险废

物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实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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