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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各地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推进,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等的配置也基本能满足各级环境管理的需求,环

境监测为环境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服务。但是,部分监测站忽略了实验室废液的管理和处理,实验废水直接排入城市下水

道,产生新污染源,对环境造成威胁。为此,为了有效控制环境监测实验室产生的废水污染,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明确产生废水

的主要原因,对废水的排放加以控制,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有效措施改善当前实验废水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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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同时工业企业数量

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环境监测任务就变得日

常艰巨。现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将环境监测网络建立了起来,

而且在环境监测站中往往对功能齐全的分析实验室进行

了配备。然而这些分析实验室除了有效的促进我国环境监

测实验不断发展的同时,也由于有限的技术能力和不具备

有效的管理等原因而变成环境污染区。 

1 环境监测实验室废水的分类和危害 

1.1 环境监测实验室废水的来源 

我国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促使环境监测实验室监

测的对象越来越复杂,频次越来越紧密,监测过程中也必

然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和各种复杂的污染物。实验室废水主

要来自以下 4 个地方：(1)污染源废水监测后的剩余样品；

(2)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化学试剂、标准样品、标准溶液等,

以及过期的化学试剂溶液等；(3)化学分析中试剂样品经

过显色、滴定等一系列的检测工作后产生的溶液；(4)清

洗废水。 

1.2 环境监测实验室废水的分类 

要做好环境监测实验室废水处理与污染防治工作,首

先就需要分门别类地对实验室废水进行分类。废水的成

分、属性和性质不一样,其对环境的污染也不尽相同,而相

应的处理手段与防治措施也存有显著差别。不难想象,如

果不加统一处理,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的处理效果,更会造

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甚至会引发多次污染。对于环境监

测实验室的废水,从其来源角度,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

一,在化学分析的过程中遗留下的废液,如对样品进行显

色、滴定后残留的溶液；其二,化学分析后遗留下的水质

样品,在这类水质样品中,尤其是污水样品的污染性最强；

其三,在环境检测实验室存放时间较长从而导致过期的溶

液,这类过期的溶液中,以易挥发和氧化的溶液为主。而从

实验室遗留下的废水的化学性质入手,可将其分为以下 4

种：(1)酸碱废水,具有强酸性或强碱性的废水；(2)重金

属废水,废水中含有铬、汞、铜、锌、银、铅、福等重金

属元素；(3)有机废水,废水中含有机化合物,如油脂类、

石油类、有机酸、有机溶剂、多氯联苯、醚类、酚类及有

机磷化合物等；(4)有毒废水,这类废水含有有毒甚至是剧

毒物质,如含有氰化物及氰的络合物,有砷元素或游离氰

等。 

1.3 环境监测实验室废水的危害 

在环境监测实验室化学分析过程中,往往会遗留下具

有强酸性或强碱性的废水污染物。这些酸碱废水进入城市

的污水管网系统后,由于其自身带有的强烈腐蚀性,减短

了污水管网的使用寿命,降低了污水管网的应有效益。此

外,酸碱废水还会导致土壤板结或盐碱化,而流入河流、湖

泊还会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在进行重金属项目分析的时

候,会产生一定的剩余样品及残液。某些时候,样品、残液、

直排水与原水的向外排放,都会造成周围环境的重金属污

染。比如说,铅、汞等重金属离子,在“富集作用”下进入

人体,在人体内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受损,甚

至发生重金属中毒现象。完成生物监测工作后,遗留下的

培养液、培养基里面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如大肠杆菌、

粪大肠菌等。如果不经过灭菌处理就直接向外排放,容易

引发诸多不利的后果。有机废水中含有的有机化合物,进

入地下水后会加速细菌的生长繁殖。这些细菌中的有毒细

菌,不仅污染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同时也危害居民的身

体健康。而某些有机物氮、磷含量高,容易导致水体的富

营养化等。为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治环境监测实验

废水的污染。 

2 防治废水污染的有效策略 

2.1 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强化责任意识 

基于当前环境监测实验室的某些硬件设备难以达到

处理废水的条件,实验室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体

系,评估和整改现有的硬件设备,在引进处理废水的设备

设施上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从而为实验室监测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此外,对于一些处理难度比较

高、成本比较大的废水,实验室应向有资质的社会企业购

买废水处理服务。同时,各环境监测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必

须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认真对待实验室废液处理问题,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4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加强对废液环境污染问题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废水处

理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新的检测技术,逐步提高其

在环境管理体系中的技术含量。 

2.2 加强对废水污染源头的控制 

环境监测实验室加强对废水污染源头的控制,能够有

效降低废水出现散发性污染的概率,使环境监测化学实验

逐渐转变为绿色化学实验环境,为化学实验的最终效果呈

现提供准确保障。环境监测实验室在控制废水污染源头时,

需要做到以下两点：(1)改进实验操作中的化学试剂,尽可

能选择一些低毒害成分或无污染成分的化学试剂,为化学

实验提供良好的实验场所；(2)环境监测需要建立区域性

的化学试剂调度网,将每个实验室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

通过试剂调度网络对外提供一些危害比较小、用量比较少,

也不容易快速失去化学反应效果的化学试剂,并采用他人

提供的有效方法,使各个实验室之间呈现资源共享的局

面。 

2.3加强对废水排放的控制 

由于实验室的各个设备和技术并不一致,在对废水源头的

控制上无法保证万无一失,因此,环境监测实验室必须有效控

制废水的排放量,进一步完善废水处理体系。在此过程中,要做

到以下三点：(1)环境监测实验室需要为化学分析实验选择一

些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的实验方法,从废水排放的源头上进行控

制。例如,在进行含有酸碱性物质的化学分析实验时,可以检测

化学分析后废液中的 pH 值,利用废酸或废碱综合调节,使调节

后的废水能够达到废物利用污染防治方针的要求。(2)环境监

测实验室还需控制化学实验过程中的采样量,使化学分析后的

废液能够达到废物利用的要求。(3)环境监测实验室还需要根

据管理环境质量的控制标准,控制一些近期不会用到的化学试

剂的购买量,避免化学试剂在存放的过程中变质而影响实验结

果,甚至会再次造成废水污染。 

2.4科学处理实验室废水 

环境监测实验室在处理废水污染物时,不同的废水需

要采用不同的防治措施,所以,环境监测实验室必须合理、

科学地分类处理废水污染物,杜绝出现混乱储存的情况。

如果分类不好,还可能会发生二次化学反应。在处理酸碱

废水时,可以采取中和处理的方法,即利用大量的水稀释

它,使其达到可排放的标准。在处理含有重金属元素的废

水时,可以采用电解的方法,利用直流电使其产生氧化还

原的化学反应,让重金属元素等污染物质在阴极上发生直

接性的还原。对于部分可回收的有机废水,可以采取蒸馏

或干燥等回收方式,然后再次利用。不可回收的有机废水

则可以利用多种废水处理的新技术,比如使用 Fenton 试

剂。对于含有砷或氰等剧毒的废水,可以分别采用絮凝共

沉法和碱性氯化法。对于生物毒性废水,可采用高温灭活

的方法。此外,对于无废水处理条件的实验室,应该严格分

类废水,用特定的装置容器收集废水,并贴上标签,注明该

废水的污染性质和收集日期,密封保存,以便于后期的移

送处理管理。 

3 结束语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加强治污能力,建立健全废水处理

制度及相关规定,重视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过程中,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秉承绿色、环保、安全、健康的实验理

念,以无毒替代有毒,以低毒替代高毒,以少量替代大量。

充分利用、循环使用、回收利用各类物质,将实验监测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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