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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环境监测实验室的废液处理常常被忽视, 提出建立有效的废液管理制度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介绍了环境监

测实验室中常见废液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 实验室;废液处理 ;管理

中图分类号: X703� � � 文献标识码: B� � � 文章编号: 1006-2009( 2007) 06- 0050- 02

The D iscussion ofM anagem ent and ProcessM ethods on Environm ental

M on itoring LaboratoryW aste L iquid

XU Gen-hong

( Sheyang Environmen talM onitoring Station, Sheyang, J iangsu 224300,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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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监测站的实验室在日常例行分析中必然要

使用化学试剂并产生废液,其中不乏剧毒物质、致癌

物等。如果直接将废液排放,将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

生危害,现提出实验室废液的管理和处理方法。

1� 实验室废液来源

( 1)分析剩余水样。污染源监测的水样多为企、

事业单位外排的废水。为保证样品成分的稳定和分

析的需要,水样采集的体积要比实验室需要的大。

( 2)实验废液。这类废液包括 COD回流后的

滴定液、氨氮比色后的含汞显色液、化验石油类的

四氯化碳萃取液、酚二磺酸分析硝酸盐氮后的含氨

反应液、重金属样品消解后的溶液等。

( 3)实验溶液。主要指现配现用的标准系列

溶液和实验试剂,如原子荧光分析中用到的硼氢化

钾 (钠 )溶液和砷、汞、硒的标准溶液等。此外, 还

包括失效的铬酸洗液和硝酸洗液等。

2� 实验室废液管理

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在注重能力建设和质量管

理的同时, 应高度重视实验室废液的管理, 为推行

绿色实验室起表率作用。

( 1)健全管理制度与规范。许多发达国家和

地区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 对实验室废弃物

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国家环保总局在 �关

于加强实验室类污染环境监管的通知 �中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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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部门实验室的

人员更应本着高度的责任心, 在实际工作中起示范

作用,严肃认真地对待废液的处理。要建立实验室

废液管理制度,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订便于操

作的技术规范, 并指定专人负责, 将废液处理切实

纳入日常的管理工作中。

( 2)废液集中管理和处理。实验室废液种类

很多,但量不大,若每个实验室对每次实验产生的

废液都分别处理,在设备、人力、时间等方面可能存

在困难。所以各实验室可根据废液的类型,采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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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收集, 集中储存,由专人定期负责统一处理。在

处理时少加药品,以减少和避免 �二次废液 �产生,

且注意废物的回收利用。

( 3)试剂重复使用。试剂的回收利用是一项

双赢的举措,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又节省了监测

部门的费用支出。对于实验过程中使用的不直接

参与化学反应的有机溶剂, 应该采取积极措施, 加

以回收利用
[ 1- 2]
。

3� 实验室废液处理方法
( 1)六价铬。C r

6+
在酸性条件下, 在废液中加

入亚铁盐或亚硫酸盐等还原剂, 将 Cr
6 +
还原为

C r
3+
后,再向溶液中加入碱将其转化为低毒的氢氧

化铬沉淀分离。

C r2O
2-
7 + SO

2 -
3 + 12H

+ � 2Cr
3+

+ SO
2-
4 + 6H2O

C r
3+

+ 3OH
- � Cr(OH ) 3 �

( 2)汞。含汞盐的废液可调节 pH值在 7~ 7. 5,

加入过量的硫化钠生成硫化汞沉淀。调节废液的

pH值为 8~ 9,加入硫酸亚铁,与过量的硫化钠生成

硫化铁。硫化铁沉淀可作为硫化汞的共沉淀物而促

使其沉淀。上清液可排放,汞渣用专用瓶贮存。

H g+ H g
2+
2 + H g

2+
+ 2S

2 - � 2H g� + 2H gS�

( 3)其他重金属。重金属 Pb
2+
、N i

2+
、Cd

2+
、

Cu
2 +
、Zn

2+
等离子可与石灰乳作用, 将溶液 pH调

至 8~ 9,可形成不溶的沉淀物
[ 3]
。

例如: Pb
2+

+ Ca( OH ) 2� Pb( OH ) 2 � + Ca
2+

Pb( OH ) 2 + CO2 (空气中 ) � PbCO3 � + H 2O

( 4)氰。调节含氰化物废液 pH 值为 8~ 10,

加入质量分数为 10%的硫酸亚铁溶液, 充分搅拌

后,氰化物转变为无毒的铁氰络合物沉淀。

Fe
2+

+ 6CN
- � [ Fe( CN ) 6 ]

4 -

2Ca
2+

+ [ Fe( CN ) 6 ]
4- � Ca2 [ Fe( CN) 6 ] �

2Fe
2+

+ [ Fe( CN) 6 ]
4 - � Fe2 [ Fe( CN ) 6 ] �

( 5)砷。对含有机砷化合物的废液, 先将其氧

化分解, 然后再行处理。在含砷废液中加入氯化

钙,并调节 pH值为 8,生成难溶的砷酸钙和亚砷酸

钙沉淀。

CaC l2 + 2N aOH� Ca( OH ) 2 � + 2NaC l

Ca( OH ) 2 + As2O3� Ca( AsO 2 ) 2 � + H 2O

也可以调节废液 pH 值 > 10, 加入硫化钠, 与

砷反应生成难溶低毒的硫化物沉淀。

( 6)酚。含酚废液可加入次氯酸钠或漂白粉

使酚氧转化成邻苯二酚、邻苯二醌、顺丁烯二酸,处

理后废液汇入综合废水桶
[ 4]
。

C6H5OH + 8HC lO + HOOCHC � CHCOOH +

8H C l+ 2CO2� + H2O

( 7)酸和碱。中和法处理。

( 8)综合废水。有条件的情况下, 委托污水处

理厂处理为佳。若自行处理, 可将综合废水调节

pH值为 3~ 4, 加入铁粉,搅拌 30 m in后用碱调节

pH值约为 9,继续搅拌 10 m in,加入高分子混凝剂

进行沉淀, 排除上清液,沉淀物按废渣处理。

( 9)四氯化碳
[ 5]
。四氯化碳废液中若含有双

硫腙.则可用硫酸洗 1次,用蒸馏水再洗 2次, 经无

水氯化钙干燥后蒸馏;若含有铜试剂, 则只需用纯

水洗 2次, 经无水氯化钙干燥后蒸馏, 水浴温度控

制在 90 � ~ 95 � ,收集 76 � ~ 78 � 的馏分。

( 10)石油醚
[ 6]
。将石油醚置于分液漏斗中,

加浓硫酸 (体积约为石油醚的 1/10)振荡洗涤,加

蒸馏水洗两次,再加入质量浓度为 100 g /L氢氧化

钠和质量浓度为 50 g /L高锰酸钾溶液 (两者的体

积均约为石油醚的 1 /10)洗涤 1次, 如高锰酸钾褪

色则再洗1次,之后用蒸馏水洗涤数次。洗涤后的

石油醚用无水硫酸钠干燥过滤, 在水浴上蒸馏,收

集 60 � ~ 90 � 的馏分。

( 11)其他有机溶剂如氯仿、乙醚、二硫化碳等

废液均可用相应方法提纯回收。

4� 结语

环境监测实验室废液的处理是防止污染、保护

环境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 环境监测部门的工作

人员要以身作则, 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做到实验室

废液的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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