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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检验检测实验室数量急剧增加,化学实验所产生的废

水、废气、废料对环境也造成了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减少化学实验室的污染及对污染的处理

被提到议事日程。本文针对化学实验室产生的环境污染种类及其危害进行分析,提出处理及预防建议,

从而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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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testing laborator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e waste water, waste gas and waste materials 

produced by chemical experiments have also caused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a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 Reducing the pollution of chemical laboratories and dealing with it have been put on 

the agenda. In this paper, the types and har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duced in chemical laboratories a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for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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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卫生、质检、环保等检验机构日益增多,这些机构的化学实验室

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会产生大量含有剧毒的、致畸、致癌、致

突变的化学废弃物,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后,从而引发严重的环境

污染问题,更会危害人类的健康生活,因而加强化学实验室管理,

正确排放污染物,减少环境污染危害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分析污

染物的种类来源和污染产生的危害,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处理

预防对策。 

1 化学实验室环境污染的来源及危害：化学实验主

要废弃物由固体、气体和液体构成 

1.1按污染性质分 

1.1.1化学污染：包括有机物污染和无机物污染。有机物污

染主要是有机试剂污染和有机样品污染。有机试剂如乙醚、苯

等；有机样品如农药、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等。无机物污染

有强酸、强碱的污染,重金属污染等。其中汞、砷、铅、镉、铬

等重金属的毒性不仅强,且有在人体中有蓄积性。 

1.1.2生物性污染：包括生物废弃物污染和生物细菌毒素污

染。生物废弃物有检验实验室的标本、检验用品等。开展生物

性实验的实验室会产生大量的高浓度含有害微生物的培养液、

培养基,如未经适当的灭菌处理而直接外排,会造成严重后果。

生物实验室的通风设备设计不完善或实验过程个人安全保护漏

洞,会使生物细菌霉素扩散传播,带来污染,甚至带来严重不良

后果。 

1.1.3放射性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废弃物有放射性标记物、

放射性标准溶液等。 

1.2按污染物形态分 

1.2.1废气：包括试剂和样品的挥发物、分析过程中间产物、

泄漏和排空的标准气和载气等。 

1.2.2废液：包括多余的样品、标准曲线及样品分析残液、

失效的贮藏液和洗液、大量洗涤水等。几乎有的常规分析项目

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废水污染问题。这些废水中成分包罗万象,

包括重金属离子和有害微生物等及相对少见的氰化物、细菌霉

素、各种农药残留等。 

1.2.3废料(固体废物)：包括多余样品、分析产物、消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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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的实验用品、残留或失效的化学试剂等。这些固体废物成

分复杂,涵盖各类化学、生物污染物,处理稍有不慎,很容易导致

严重的污染事故。 

2 实验室污染物的处理方法 

为防止实验室的污染扩散,污染物的一般处理原则为：分类

收集、存放,分别集中处理。尽可能采用废物回收以及固化、焚

烧处理,在实际工作中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检测,尽可能减少废

物量、减少污染。废弃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排放标准。 

2.1废气的处理 

一般的有毒气体可通过通风橱或通风管道,经空气稀释排

出。大量的有毒气体必须通过与氧充分燃烧或吸收处理后才能

排放。(1)加强实验室通风措施。对经常进行化学实验的地方进

行强制通风；对有强挥发性,有毒气体产生的实验严格在通风厨

内进行。(2)完善气体收集措施。常用的液体吸收剂有水、碱性

溶液、酸性溶液、氧化溶液和有机溶液,对于酸性气体可用碱液

吸收,对可溶性气体可以用水吸收。则较好的固体吸附剂是活性

炭,可吸常见的无机及有机气体。 

2.2废液的处理 

废液应根据其化学特性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存放地点,通过

密闭容器存放,不可混合贮存,容器标签必须标明废物种类、贮

存时间,定期处理。对于第一类污染物包括总汞、总镉、总铬、

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银、总镍等的废液和含锌、铜、锰等

第二类污染物的废液的排放应符合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的规定,否则需要进行回收处理,不得随意排放。 

2.2.1处理废液的一般原则：在证明废液浓度已相当小而又

安全时,可以排放到排水沟中；尽量浓缩废液,使其体积变小,

放在安全处隔离储存,处置；利用蒸馏、过滤、吸附等方法,将

危险物分离,而只弃去安全部分；无论液体或固体,凡能安全燃

烧的则燃烧,但数量不宜太大,燃烧时切勿残留有害气体或残余

物,如不能焚烧时,要选择安全场所填埋,不能裸露在地面上；一

般有毒气体可通过通风橱或通风管道,经空气稀释后排除,大量

的有毒气体必须通过与氧充分燃烧或吸附处理后才能排放；废

液应根据其化学特性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存放地点,通过密闭容

器存放,不可混合贮存,标明废物种类,贮存时间,定期处理。 

2.2.2废液处理的具体方法。(1)含汞废液的处理：先将含

汞盐的废液的PH值调至8-10,然后加入过量的硫化钠,使其生成

硫化汞沉淀。再加入共沉淀剂硫酸亚铁,生成的硫化铁将悬浮在

水中难以沉淀的硫化汞微粒吸附共沉淀,然后静置、分离,滤液

可直接排入下水道,残渣可再制成汞盐。(2)含铅、镉废液的处

理：在废液中加入消石灰,调节PH值至8-10,充分搅拌后放置,

使铅、镉离子生成难溶的氢氧化物沉淀。(3)含砷废液的处理：

在含砷废液中加入生石灰,调节并控制PH值为8左右,即可生成

砷酸钙和亚砷酸钙沉淀,待沉淀分离后,滤液即可直接排入下水

道,残渣可作废渣处理。(4)含真菌毒素废液的处理：使用过的

玻璃容器及标准溶液要用PH为7.0的次氯酸溶液(10%v/v)浸泡

过夜。(5)有机溶剂废液的处理：有机溶剂废液可根据性质进行

回收。(6)酸碱废液的处理：对于含酸或碱类物质的废液,如浓

度较大时,可利用废酸或废碱相互中和,再用PH试纸检验,若废

液PH值在5.8～8.6之间,如此废液中不含其它有害物质,则可加

水稀释至含盐浓度在5%以下排出。 

2.2.3废液处理的注意事项。(1)由于废液的组成不同,会伴

随着有毒气体以及发热、爆炸等危险,因此处理前必须充分了解

废液的性质,然后分别加入少量所需添加的药品,必须边观察边

操作。(2)先将废液分别处理,如果是贮存后一并处理时,虽然其

处理方法将有所不同,但原则上要将可以统一处理的各种化合

物收集后进行处理。(3)选择没有破损及不会被腐蚀的容器进行

收集。将收集的废液的成份及含量,贴上明显的标签,并置于安

全的地点保存。尤其是毒性大的废液。(4)含有过氧化物、硝化

甘油之类爆炸性物质的废液,要谨慎地操作,并应尽快处理。(5)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用另外的方法收集,并必须严格按照

有关的规定,严防泄漏,要谨慎处理。 

2.2.4废液处理时的安全措施。(1)处理化学废液时,必须戴

上防溅眼罩、手套和实验室外衣。(2)应在通风橱倾倒会释出烟

和蒸气的废液。(3)为防止散逸出烟和蒸气,每次倾倒废物之后

应盖紧容器。(4)高度活性的化合物、水活性化合物、高浓度氧

化剂或还原剂,不可与其他化学废物混合。 

2.3废料的处理 

实验中出现的固体废弃物不能随便乱放,以免发生事故。如

能放出有毒气体或能自燃的危险废料不能丢进废品箱内和下水

管道中。不溶于水的废弃化学药品禁上排入下水管道中,必须将

其在适当的地方烧掉或用化学方法处理成无害物。碎玻璃和其

他有棱角的锐利废料,不能丢进废纸篓内,要收集于特殊废品箱

内处理。 

对实验使用后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保存液,一次性的医疗

用品及一次性的器械,都应严格按规定进行有效消毒并放置指

定的容器内。 

2.4特殊废弃物的特殊处理 

处置不当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本室没有处理资质或

能力的,必须采取特殊处理措施。 

2.4.1对爆炸性实验室废弃物,例如金属钠、苦味酸、金属

叠氮化物、有机叠氮化物、有机过氧化物等,应交由消防队或公

安局处置。 

2.4.2剧毒废弃物,例如砒霜应交由公安机关批准的专业公

司回收并处理。 

2.4.3传染性废弃物,必须参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

范》或在医疗机构指导下进行处理。 

2.4.4放射性废弃物,应区分放射水平、废弃物种类、同位

素的放射性质,对低浓度的用水或惰性材料稀释到允许浓度后

排放,对高浓度的经沉淀过滤收集后处理。 

2.4.5对未知来源和性质的废弃物,有水溶性的,也有难溶

性的,应综合判定其物理化学特性与毒性,进行分类、选择处理

方法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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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对原物质残余量小于3%的空容器,可当作惰性垃圾处

理,建议所有容器在处理前应选择合适的清洗液进行清洗,如果

残留物含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处理时应遵照《废

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2.4.7对石棉类废弃物,应淋湿后装入防漏的密封容器,交

由官方指定场所处理,为防止搬运过程中的散落,容器上应作

醒目标示“小心,含有石棉,严禁开启或损坏容器,吸入石棉有

害健康”。 

2.4.8对被污染的器皿,如果不能清洁、回收,则按废弃物处

理,对列于危险的则按照危险实验室废弃物处理。 

2.4.9实验中及实验完成后实验废弃物要及时收集、分类和

处理；要设置废水排放管道或管道腐蚀失修,不致使废水直接排

放,污染环境。 

2.4.10实验室设备、设施要及时更新不能老化,使有毒物质

泄露或有毒气体不能及时排放,造成人员中毒。实验室要设置排

风扇、通风的窗户,以免存放有毒、有害废弃物给环境安全和人

身安全埋下隐患。 

2.4.11微生物实验室：接触微生物或含有微生物的物品后,

脱掉手套后和离开实验室前要洗手。培养基、组织、体液及其

他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废弃物须放在防漏的容器中储存、运输及

消毒灭菌。所有培养物、废弃物在运出实验室之前必须进行灭

活,如高压灭活。 

3 实验室污染的预防 

3.1选择污染少的分析方法 

在保证实验效果的前提下,用无毒害、无污染或低毒害、低

污染的试剂替代毒性较强的试剂,尽量用无毒、低毒试剂替代高

毒试剂。在一些特定实验要用到高毒性药品时,一定要用封闭的

收集桶收集废液。 

3.2改进实验室条件,开展推广微型实验 

在实验中改善实验装置,是有效防止有毒气体逸散、有毒液

体外溢的重要前举措。一些商品化学实验装置的产生可以大大

减少实验中化学试剂的用量。微型实验是指在微型化的仪器装

置中进行的实验,其试剂用量是常规实验的数十分之一至千分

之一。因此,开设微型实验,是节约药品,减少开支,降低实验污

染的简便方法。改进实验方法,可以减少试剂使用量。在农残检

测中利用固相萃取取代传统的液液萃取,可以大大减少乙腈等

有毒试剂的使用,减少污染。 

3.3加强地区中心实验室的功能 

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各级行政部门都拥有各自小而全的实验

室,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不利于环境保护。应发挥地区中心实

验室的作用,从而达到资源共享,相对降低实验室污染物的排放,

对污染相对大的实验室有利于集中治理。 

3.4其他可以有效降低污染的方法 

在满足实验要求的情况下,适当降低采样量；不要购买暂时

用不上的试剂；尽量利用可回收的试剂；使用可降解的无磷洗

涤剂；使用酒精温度计,避免水银温度计可能带来的汞污染。 

4 结束语 

实验室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回避、听之任之,而是应该提高环

境意识,根据本实验室工作的特点、重点,做到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综合利用、化害为利,尽可能消除或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

染,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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