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实验废弃物处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止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因处置不当污染校园环境，危害师

生健康，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主席令第 31 号）、《废弃危险

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21 号令）、《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1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废弃物，是指在实验过程中因使用危险化学

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及从事生物学、医学实验活动中所产生的一切

废弃物。

第三条 实验废弃物的处置实行“源头分类，桶装收集、专人管理、定

时清运、集中处置”的模式，按照实验室、学院、武汉大学危险废物中转站

三级进行管理。

第二章 实验废弃物的分类

第四条 实验废弃物根据来源和性质不同，分为以下几类：危险废物、

放射性废物及一般实验废物。

危险废物：是指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种

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废弃物；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

康造成有害影响的废弃物。

放射性废物：是指废旧的放射性同位素或含放射源装置、射线装置，以

及因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实验而产生的废弃物等。

一般实验废物：是指上述未涉及的使用一般化学试剂、实验耗材而产生的

实验废弃物。

第五条 危险废物根据其危害性质分为危险化学品废物和医学生物废

物。

危险化学品废物：是指具有各种毒性、腐蚀性、易燃性、易爆性和化学

反应性的化学废物。

根据其形态和危害性可以分为一般有机化学废液、含卤有机化学废液、

无机化学废液、固体化学废物、剧毒化学废液和固体剧毒废物。

医学生物废物：是指在从事生物化学实验、病原微生物实验及其他医学

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感染性的动物尸体、人体解剖废弃物、血液、病理组

织、病原微生物的培养基和培养液、菌种保存液以及实验过程所使用的耗材、

器皿和产生的废弃物等。医学生物废物按照《武汉大学危险废物目录》（见

附录）中的医疗废物类别处置。

第三章 实验废弃物的收集与存放

第六条 实验废弃物存储容器规格 由学校组织统一定制和发放实

验废弃物收集容器。存放固体废弃物的容器为有盖垃圾桶；盛装液体废弃物

的容器为盛装原试剂的试剂瓶或塑料方桶；盛装放射性同位素废弃物的容器

为含铅金属桶；盛装医疗废物锐器的为长方形方盒。



存放固体废弃物的收集桶以不同颜色区分并印有相应提示标识：绿色收

集桶存放一般实验废物，黄色收集桶用于存放医学生物废物并印有医疗废物

标识，红色收集桶用于存放危险化学品废物并印有危险化学品废物标识。

第七条 实验废弃物液体的收集和存放 危险废物液体原则上应先

倒入原有试剂瓶，多余的倒入相应分类垃圾桶中，同时应填写《危险废物/放

射性废物登记单》（以下简称“登记单”），登记单上注明主要成分、数量、

收集日期、实验室管理员姓名、负责人姓名及实验室名称以及废物类别。

再次倒入其他废物液体前，应仔细核对该桶上登记单的主要成分并在“登

记单”上增加新的收集日期和主要成分等，应避免不同属性化学试剂发生异

常反应（如产生有毒挥发性气体、剧烈放热等），否则应单独存放于新的收

集桶中。

各类实验废弃物液体不得混放，剧毒化学废液和放射性废物液体严格遵

照“五双”执行，存放至有保险柜的地方专人保管。

危险废液应在实验室中统一收集后至桶满后（须保留 10%的空间）封存并

填写存储日期。为避免有毒溶液泼洒、溅射或不同性质试剂间的反应，不得

在转移到学院临时存放点及危险废物中转站时将垃圾桶内废液合并。

第八条 实验废弃物固体的收集和存放

危险化学固体废物的收集与存放 危险化学固体废物主要是化学实验

所产生的反应产物及吸附了危险化学物质的其他固体，实验管理员填写“登

记单”，存放于相应垃圾桶中。

危险化学品容器的收集与存放 是指盛装危险化学品的废弃容器和受

危险化学品污染的包装物，此类废弃物也列入危险废物。危险试剂容器应优

先盛放原化学试剂废液，空置容器内不得含任何残液并旋紧塞子，受污染的

废弃包装物经折叠装入收集箱中。

医学生物废物的收集与存放 医学生物废物应进行高压灭菌或消毒药

水 24 小时灭菌处理后才能移出实验室。尖锐性器械用专用方盒盛放并经消毒

药水浸泡灭菌；培养基、培养液、菌种、体液和实验耗材等需高压灭菌；动

物尸体、人体解剖废弃物、病理组织切片等经消毒药水浸泡灭菌。

医学生物学废物应有专门的暂存点，培养基、培养液、菌种、体液和实

验耗材等废弃物放入 4℃低温冰箱，动物尸体、人体解剖废弃物、病理组织切

片、体液等存入-20℃冰箱。实验室管理人员填写“登记单”。

废弃放射源的收集与存放 废旧放射源和含源装置在申请处置之前，

由涉源单位指定专人保管，不得随意堆放、掩埋、丢弃。

第四章 实验废弃物的登记与转运

第九条 实验室应指定专人负责实验废弃物的收集、分类、登记和转

运。



危险废物液体按照一般有机物废液、含卤有机物废液、无机物废液、剧

毒化学废液等四类装入原试剂瓶或专用垃圾桶中，并粘贴分类标签、危险废

物标识以及“登记单”，同时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填写危险废物登记台帐。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只能在已通过环保部门环境影响评估的同位素室内进

行，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存放于同位素室内专用存放点，放射性废物液体存

放于专用铅桶中，粘贴分类标签、辐射危险标识及“登记单”，同时填写放

射性废物登记台帐。

危险废弃物的转运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填写《武汉大学危险废物/放射性废

物转移联单》（以下简称“转移联单”），随“转移联单”运送到学院指定

危险废物集中点。

放射性废物由同位素室管理人员填写“转移联单”，将放射性废物直接

运送到武汉大学危险废物中转站。

第十条 学院指定专人负责全院实验废弃物的收集、登记和转运。

收取危险废物时，学院管理人员需核对“转移联单”和“登记单”上信

息、提示标识以及垃圾桶外包装，对信息不完整、分类不清晰、没有封存、

包装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危险废物不予收取。

学院管理人员将各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堆放，填写危险废物登记台账并

对实验室提交的转移联单签署接收意见。

学院负责人应保证危险废物的转运过程的安全，转运前检查垃圾桶的密

封性，注意运输工具的安全，防止危险废物破损、泄漏或泼撒。

第十一条 危险废物中转站由专人负责危险废物的收集、登记和转运。

中转站管理人员收取“转移联单”，核对“登记单”信息，对信息不完

整、分类不清晰、没有封存、包装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危险废物不予收取；

称取危险废物或放射性废物重量，填写《危险废物/放射性废物记录单》（简

称“记录单”），签署“转移联单”接受意见，返还“转移联单”一二联和

“记录单”附联，更换垃圾桶。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和属性，将危险废物分

区域存放，填写危险废物中转站危险废物登记台帐。

危险废物中转站管理员应确保在危险废物在中转站中存放安全及其消防

安全。

第五章 实验废弃物的处置

第十二条 一般实验废物的处置 由各学院统一收集后，定期请相关单

位进行处置。

第十三条 危险废物的处置 由学校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对全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进行处置。

产生危险废物的学院每年 1月份根据本院前一年度危险废物的种类和数

量，填写本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书并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汇总；学校定

期组织对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招标，确定中标单位并签署《危险废物

处置协议》，按照武汉市环保局危险废物转移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

第十四条 放射性危险废物的处置 购置放射源的院系应与放射源

转让单位签署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进口放射源还应取得国外出口方负责回

收的承诺文件副本，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存档。废旧放射源的转出应填写



放射源/射线装置报废申请表，提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根据协议返回

原转入单位或出口单位。无法交回生产单位或出口单位的，应交送有资质的

废旧放射源贮存单位，同时向湖北省环境保护厅提交放射源转出备案。

射线装置和含源装置的报废，应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提交放射源/射线

装置报废申请表，由专业人员对高压射线部位进行拆卸，同时对该设备活动

场所进行放射性检测，并报湖北省环境保护厅核销。

放射性同位素废物，半衰期低于三个月的封存在铅皮垃圾桶中 10 个以上

半衰期，经环保部门检测达到解控水平以下的可按照普通危险废物处置；半

衰期超过三个月的应委托有资质的放射性废物回收公司处置。

第六章 实验废弃物处置经费

第十五条 危险废物的处置经费 各学院在本单位财务预算中设立

专项经费，用于危险废物处置。根据学校与危险废物处置公司签署协议后产

生的实际费用，由学校、学院共同承担，其中学校占 30%，学院占 70%。

第十六条 放射性废物的处置经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新购置放射

源必须与放射源转让单位签订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放射性废物的处置经费

由学校、学院共同承担，其中学校占 30%，学院占 70%。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产生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的各学院及实验室，应当制定危

险废物或放射性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及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各单位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

则或管理规定。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置程序以本办法为准，凡本办

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九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协同学校环境保护办公室等相关职能

部门对产生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的院系定期抽查。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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