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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检测实验室废液的绿色化处理问题浅析

邱� 宁*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江苏� 215000

摘� 要：在对环境进行检测时，需要开展相应的检测实验�实验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一般来说在开展这个实验

的过程中，实验室会产生一些废液，如果没有对这些废液进行有效地处理，就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这

种行为的出现违反了环境检测实验的初衷，还会出现二次污染等现象。因此检测人员应该对实验室中的废液进行绿

色化的处理，才能避免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提高环境检测实验的质量。在对废液进行绿色处理时，检测人员应

该引进更加先进的绿色处理理念，制定更加完善的处理措施。本文就环境检测实验室废液的绿色化处理问题进行相

关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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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过程中，环境检测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可以为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

技术支持，而且能够实现技术监督和服务等功能。在开展检测实验时，可以发现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废液存在腐

蚀性的特征。而且废液中含有一定的致癌物质，毒性比较大。如果没有对这些废液进行科学的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而且会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开展检测实验时，排放的废液种类比较多，但是总量比较

小，浓度比较大。所以在对其进行处理时，应该采用更加科学的绿色处理方式���。

二、环境检测实验室废液的产生

（一）样品分析中的废液

一般来说，在对废水的污染程度进行检测时，对于样品存在一定的稳定性要求，所以检测人员在开展实验时，需

要适当的增加样品的容量。在对废水的污染进行检测之后，一些没有达标的样品就变成了废液。例如阳离子洗涤剂氯

仿萃取液和消解重金属后产生的一些溶液都会成为废液。这些废液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就会对水源产生二次的

污染。而且在对废液进行处理时，如果没有选用正确的处理方式，还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如果检测人员

在对样品进行分析时，没有严格的按照分析的要求开展各项操作，也会导致废液的产生，而且会增加废液的产生量。

所以检测人员应该对自身的操作方式进行规范，才能提高实验开展的标准性���。

（二）试剂中的废液

图1�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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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在对环境进行检测时，开展的相关实验中，经常会产生一些失效的或者过期的试剂。例如在进行实

验时，现用现配的一些氯化物和氢化物分析时标准溶液，如果没有对这些配置的试剂进行及时的使用，那么试剂就会

失效。检测人员在开展实验的过程中，如果使用了这些过期或者失效的试剂，就会容易引发事故问题。所以检测人员

在开展实验时，一定要提高对过期实际处理的重视程度，并且选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对这些试剂进行处理。才能

促进环境检测实验的顺利开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实验室环境，避免对实验的开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检测人员在开

展环境检测实验时，如果配置了相应的溶液，就应该立即进行使用，才能降低废液的出现概率���。

三、环境检测实验室废液的采集与储存措施

在对实验室中存在的废液进行采集时，主要有四个采集方法，第一种是分类采集法，第二种是按量采集法，第三

种是相似归类采集法，第四种是单独采集法。其中的分类采集法在应用时，主要是根据废弃物的类别和性质以及应用

的状态进行准确的分类。按量采集法的应用，主要是根据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含量或者浓度，对这些废弃物进

行有效地采集。在进行相似归类采集法应用时，要将一些性质和处理方法比较相似的废弃物集中在一起。单独采集法

就是对一些比较危险的废弃物，进行单独的采集和处理。在对这四种采集方法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每种采集方法都

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特点。所以在对废液进行采集时，应该根据废液的产生情况，选用合适的采集方法，才能提高采

集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在开展环境检测实验时，实验室中产生的废液种类虽然比较多，但是一般废液的数量都比较小。所以要对这些废

液进行有效地储存，然后对其进行妥善的处理。在对废液进行储存时，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重点关注。

（一）在对废液进行储存之前

要对废液进行分类，因为不同的废液集中在一起容易发生反应，会引发事故问题。对废液进行合理的分类，可以

避免反应问题的发生，降低事故问题的发生概率。在对同种类型的废液进行储存时，应该根据废液浓度的高低，对其

进行合理的分类。采用这种处理方法是因为浓度比较多的废液中，可能含有一些能够进行回收的成分，所以要对高浓

度的废液进行集中储存。而一些浓度比较低的废液几乎没有回收的价值，所以要对其进行集中排放���。

（二）在进行废液储存时

操作人员还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重点关注，也就是废液储存容器的选择。因为有些废液的挥发性特点比较强，如

果在对一些比较容易挥发的废液进行储存时，选用的储存容器密闭性能比较差，就会导致废液出现挥发的情况。这些

废液挥发到空气环境中，就会对实验室中的环境造成污染。所以在对这种废液进行储存时，应该选择一些密封性比较

好的容器设备。例如在进行废液储存时，可以选用玻璃容器对有机物进行储存，还可以选择一些密闭性能比较好的容

器储存会挥发的物质。如果要进行碱类的储存，因为这种废液要进行单独的储存，所以要尽可能地避免选择玻璃容器

进行这种废液的储存���。

（三）在对废液进行储存之后

操作人员还应该在各个储存容器上贴上相应的标签，并且做好废液处理记录的登记，要对废液的储存信息和储

存的时间进行详细地记录。在对废液进行储存时，如果把这些废液放置在一些光照比较强烈的地方，就会导致废液

出现化学反应，所以要在避光的地方进行废液的储存。避免因为废液发生了光照反应，引发事故问题，威胁实验

室的环境安全。还有一些废液的毒性比较强，而且易燃易爆。在对这种类型的废液进行储存时，应该严格按照废液

的处理规定，选用科学的储存方法对其进行管理，在对重金属和一些剧毒腐蚀废液进行处理时，要按照废液的腐蚀

性，合理的选择储存容器。在对酸类废液进行储存时，应该将其与氢化物和发泡剂以及氧化剂等试剂进行隔离，也

不能与碱类的试剂溶液进行混合放置。在对剧毒性试剂进行储存时，应该将试剂放置在远离明火和热源以及氧化剂

等容器的区域，还应该选择一些通风比较良好的区域进行废液的储存。一般来说这种废液不能与其他种类的废液进

行共同的储存���。

四、环境检测实验室废液的绿色化处理措施

（一）焚烧处理法

在应用焚烧处理法，对环境检测实验室中产生的废液进行处理时，首先要对废液进行系统性的分类，才能促进后

续处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对具有可燃性质的废液进行处理时，应该将废液放置在燃烧炉中充分的燃烧。如果需要进

行处理的废液数量比较少，可以将废液放置在一些铁质的容器内，然后将其运输到室外比较安全的区域，对废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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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燃烧。在对一些比较难以进行完全燃烧的物质进行处理时，可以将这些物质与可燃烧物质进行混合处理，然后

对混合后的物质进行充分燃烧。因为有些废液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有害气体，而且这些废液也是有害的。所以

在对这些废液进行处理时，应该将其放置在配有洗涤器的焚烧炉中，进行充分的燃烧。而且要用碘液洗涤对废气进行

燃烧，对其中的有害气体进行全面的处理。采用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减少有害气体对周边环境和操作人员的危害。在

对固体物质进行处理时，可以对物质进行溶解，然后对其进行燃烧处理���。

（二）溶剂萃取处理法

如图�所示，在对含水的低浓度废液进行处理时，可以选用正己烷之类的挥发性溶剂，对其进行有效的萃取，因

为这种溶剂不溶于水，在萃取时具备更好的效果，在对废液进行萃取完成之后，可以对这些废液进行充分的焚烧。在

进行这种类型的废液处理时，也可以选用吹入空气的处理方式，将水层中的溶剂吹取出来，然后对废液进行全面的处

理。在对能够形成乳浊液之类的废液进行处理时，也可以选用焚烧的处理方法。在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废液处理时，操

作人员也应该严格按照实验的程序进行各项操作，并且根据废液的性质严格的选用处理的方式。在开展处理工作的过

程中，要对废液中含有的物质进行准确的测量，才能保证这种方法在应用时，具备更好的效果，能够促进废液的完全

处理，并且符合绿色化处理的要求。避免出现废液的残留，对环境检测实验的开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操作人员应

该对这种处理方法的应用进行重点关注，才能提高工作的开展质量和效率���。

图2� 废液萃取处理

（三）吸附处理法

在对废液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吸附处理方法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在选用这种方法进行处理时，可以通过活性

炭和硅藻等吸附溶剂的应用，对废液进行充分的吸附，然后将废液与吸附剂进行燃烧。这种处理方法的效果也比较

好。但是在进行吸附处理时，应该选用正确的吸附溶剂，才能提高处理的效果，促进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对废液

进行吸附处理时，也可以选择一些聚丙烯吸附溶剂或者泡沫，因为泡沫也具有吸附的作用。在开展吸附处理工作时，

还可以选用塑料，塑料的吸附效果也比较好。甚至可以选用一些稻草屑和锯末，这些物质也可以对废液中的有害物质

进行全面的吸附。在对废液进行吸附处理的过程中，操作人员必须将吸附完成之后的废液和吸附物质进行完全燃烧。

如果没有对吸附物质进行燃烧，吸附物质中含有的一些废液，也会对实验室的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操作人员必

须对处理的各个环节进行重点关注，才能保证废液的完全燃烧����。

（四）氧化分解处理法

在对环境检测实验室中的废液进行处理时，相关工作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对比较容易氧

化分解的废液进行有效地处理。如图�所示，因为这些废液的氧化分解能力比较强，所以在对其进行处理时，要使用

一些双氧水或者高锰酸钾、硝酸和硫酸混合溶液等对废液进行氧化分解，才能对废液进行全面的处理。在对废液进行

氧化分解时，也可以选用一些硝酸和高氯酸混合溶液，或者是硫酸和高氯酸混合溶液，也可以用废铬酸混合溶液。这

些混合溶液对于废液的氧化分解效果比较好，所以在对废液进行处理时，要根据废液的氧化分解能力对分解试剂进行

合理的选择，才能保证处理工作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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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废液处理

（五）水解处理法

在对一些有机酸或者无机酸的酯类废液，以及废液中含有部分有机磷化物等，容易出现水解的废液进行处理时，

可以选用水解处理法，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就是在废液中加入氢氧化钠或者是氢氧化钙，在室温的条件下，或者加

热的条件下对废液进行水解。在水解工作完成之后，对废液进行全面的检测。如果发现废液不会对环境存在危害，就

可以对废液进行综合处理以及稀释，然后对废液进行排放。如果在进行废液检测的过程中，发现废液中含有较多的有

害物质，可以选用吸附处理的方法，对废液进行处理。在吸附工作完成之后，可以选用焚烧处理的方法，对废液进行

全面的焚烧。在对废液进行水解处理时，操作人员还应该严格按照处理的程序进行各项操作，才能进一步提高处理的

效率和质量，避免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因为操作程序有误，无法对废液进行全面的处理，对实验室的环境造成了污

染，影响了环境检测实验的开展。所以操作人员应该对各个处理环节进行重点关注，并且对每个环节的处理质量进行

严格的控制，才能保证处理工作在开展时更加的安全稳定。

（六）生化处理法

在对含有乙醇或者乙酸以及动植物油脂、蛋白质和部分淀粉的稀释废液进行处理时。可以选用生化处理方法。这

种方法的应用，可以对这种类型的废液进行全面的处理。首先要对废液进行检测，如果在检测完成之后，发现废液中

含有一些可燃性的物质，就要选用焚烧处理的方法，对废液进行全面的焚烧。如果废液难以进行完全的焚烧，或者废

液的可燃性比较差，属于低浓度的废液。在对这种类型的废液进行处理时，操作人员可以适当地选择溶剂萃取处理方

法或者吸附处理方法以及氧化分解处理方法，对这种类型的废液进行处理。在进行具体操作时，操作人员应该根据废

液的具体情况，选用正确的处理方法，才能保证废液已经被完全处理，不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不利的危害，也不会污

染实验室的环境。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环境检测实验时，主要是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检测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实验

的开展要求进行相关的操作，才能提高检测的质量和效率。在对检测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废液进行处理时，检测人员也

应该严格按照绿色化的处理要求，根据废液的含量和特征，选用正确的处理方式，才能避免废液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不

利的影响。检测人员应该引进更加先进的绿色处理方式，对废液进行彻底地解决，才能降低废液对环境检测实验开展

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提高环境检测实验的开展效益，促进相关工作进行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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