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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5关于加强实验室类污染环

境监管的通知6(环办[ 2004] 15号)中明确规定,为

了防止实验室类污染危害环境, 损害人体健康,从

2005年起国家将对各类实验室污染进行监管, 要

求实验室废液必须经无害化处理后方可排放。环

境监测实验室实际上也是一个典型的小型污染源,

随着监测分析项目的不断扩展,实验室的废液种类

在不断增加。各级环境监测站在重视能力建设和

质量管理的同时, 对实验室污染也应引起足够重

视,为推行绿色实验室起表率作用。

1  废液种类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 1  液体样品

环境监测实验室分析的液体样品多为工厂、企

事业单位排放到外环境的样品及一部分环境水体

样品, 其中部分样品未能达标并含有毒有害成分。

目前实验室一般将分析剩余的样品直接倾倒至下

水道排入城市管网, 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

1. 2  强酸强碱废液

在样品保存、分析过程中会用到酸和碱,有时

采集的工厂未达标的样品本身就呈酸性或碱性。

因此,实验室每天都会产生一定量的酸碱废液。分

析人员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酸碱废液不够重视,直

接排放不仅会腐蚀下水道, 还会影响水体环境,对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 3  含有毒物质或重金属离子的废液

主要指含汞、铬、镉、铅、酚、氰等化学成分的废

液。随着环境监测项目的不断扩充,此类废液的种

类也不断增加。一般实验室都采取先初步处理、后

收集外送的处理方式, 但往往存在着无专人管理,

分析人员怕麻烦而随意丢弃的现象。

1. 4  有机废液

有机废液大多产生在石油类、挥发酚、阴离子

洗涤剂等项目的分析过程中。有机试剂四氯化碳、

三氯甲烷等只起溶剂作用,并不直接参与反应, 监

测任务繁重的实验室此类有机废液的产生量较多,

有的能力较强的实验室还会产生联苯胺、烷基汞等

剧毒的有机废液。有机废液一部分可回收再利用,

但很多实验室怕麻烦,在实际工作中回收再利用率

并不高。

1. 5  生物类废液

一般环境监测实验室生物类监测项目开展得

并不完善,废液种类也不多, 主要是分析细菌总数、

大肠杆菌等常规项目时使用的培养基和培养液, 目

前实验室多采用灭菌后弃置的做法。生物监测与

化学监测不同,它利用统计学原理无限接近真值的

分析手段,所以分析一个样品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平

行样本。如大肠杆菌的多管发酵法,分析一个样本

需多管培养液,而使用过的培养液丢弃前的灭菌仅

排除了菌类的传播和扩散,培养液本身对环境的污

染往往被忽视。

2  废液管理的设想与建议

环境监测实验室产生的废液具有排放量小、间

歇性、高浓度、高毒性、综合性和经常性的特点。各

级环境监测站应高度重视实验室废液管理工作, 从

而为全国数以万计的各类实验室树立典范。

2. 1  提高认识,制定技术规范

各级环境监测站应改变重质量管理、能力建

设, 轻废液管理的状况, 结合计量认证、国家实验室

认可等工作, 切实抓好实验室废液管理工作。5实

验室认可准则6中明确要求实验室应有妥善处理有

害废弃物的设施和作业指导书。实验室可根据废

液的种类和特点,编写便于操作的具体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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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并切实纳入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中, 以此

增强分析人员的责任心。

2. 2  全面推行清洁分析,减少废液的产生量

2. 2. 1  减少采样量

在监测分析工作得到有效保证的前提下,尽可

能少地采集样品,避免剩余样品对环境的影响。

2. 2. 2  选择低污染的分析方法

在满足监测工作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毒性

较低、废液产生量较少的分析方法和试剂。如在农

残监测中利用固相萃取取代传统的液 液萃取,减

少有毒试剂的使用量;目前环境监测站广泛使用的

用四氯化碳萃取水中油类的分析方法, 所使用的有

机溶剂四氯化碳毒性较大,应开发研制其他试剂替

代。环境监测应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 尽量减少监

测过程产生的污染。

2. 2. 3  试剂的循环利用

试剂回收再利用, 既为环境监测站节约了支

出,又减少了污染。目前已有不少实验室对不直接

参与反应的有机溶剂回收再利用。一些实验室在

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前提下,使用回收的三氯甲烷分

析阴离子洗涤剂和挥发酚等项目, 降低了分析成

本, 减少了试剂对环境的污染,效果较好。除了有

机废液可回收再利用外, 生物培养液也可循环使

用。在多管发酵法测定大肠杆菌的过程中,许多呈

现阴性的试剂管在一次培养过程中培养液未被消

耗,可将确认为阴性的试剂管中的培养液回收,重

新煮沸灭菌后再使用,经实验比对, 结果无明显差

异。试剂的回收再利用是一项双赢的工作,环境监

测实验室应大力开展此项工作,攻克技术难点。

2. 3  将废液分门别类, 由专人管理

实验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废液应分门别类,

用废液桶(缸)存放于专门地点, 并作明显标识, 由

专人管理,建立台账。现在多数实验室由分析人员

自行处理废液,存在着管理漏洞。分析人员作为一

级废液处置人员,应对项目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作初步处理, 如对低浓度的含氰废液在偏碱性条件

下加漂白粉使之分解,进行破氰处理后再收集或达

标排放;专门的废液管理人员作为二级废液处置人

员, 应利用中和、氧化、还原等反应, 对收集的废液

进行有效处理后再外送或达标排放。

2. 4  集中处理废液

各个环境监测实验室自行处理废液,存在着废

液量小、难管理、处理成本高等缺陷,可尽量利用现

有的环保治理资源,将废液送至附近废水性质相近

的处理设施完善的工厂集中处理,但应办理相应的

环保手续, 注意运输过程的安全,并做好交接和废

液保管记录工作, 避免废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国外有专门的实验室废弃物处理站集中收集、处理

废液[1]。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建立环境监测实验室

废液处理网络, 实现实验室间的资源共享, 避免小

而全的收集处理。

3  结语

各级环境监测站应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各

类废液,切实做到达标排放, 避免实验室废液对生

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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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工程培养对象0等, 并推荐其在职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

2. 5  加强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 坚持持续改进

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必须贯穿环境监测与环

境科研的全过程。目前, 江苏省各级环境监测站均

建立了系统的质量体系, 部分环境监测站已经通过

了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L)的实验室认

可评审。

为了进一步提高实验室质量管理的水平和效

率,保证环境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完整性、可比性、

精密性和准确性, 实验室应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

物力资源, 争取科研项目, 开拓市场,低成本、高质

量地完成科研任务,坚持持续改进、不断进步。

3  结语

在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建立若干重

点实验室, 实行开放运行的管理机制,积极争取重

大科研项目, 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解决环境监测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政府和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及时、全面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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