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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环发〔2021〕37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生态环境局、教育局、科技局、

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一步加强全省实验室危险废物

环境管理，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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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主体责任 

（一）明确主体责任。实验室危险废物是指化学和生物等

实验室在生产、研究、开发、教学和分析检测活动中产生的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包括具有危险特

性的废弃化学品、实验废液、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

一次性实验用品、包装物、过滤吸附介质等。各级教育、科研、

医疗卫生、检验检测机构等实验室及其设立单位（以下简称“产

废单位”）是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履行实

验室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主体责任。 

（二）全面纳入管理。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实验

室危险废物主要包括 HWO1 医疗废物、HW03 废药物、药品

（ 900-002-03 ） 、 HW08 废 矿 物 油 与 含 矿 物 油 废 物

（900-249-08）、HW14 新化学物质废物（900-017-14）、

HW16 感光材料废物（900-019-16）、HW49 其他废物

（900-041-49、900-047-49、900-999-49）等。各产废单位

要对实验室开展全面梳理和排查，理清产废环节，摸清危险废

物产生种类、数量、危险特性、包装方式、贮存设施以及委托

处置等情况。严禁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混入生活垃圾或擅自倾倒、

堆放。 

（三）落实管理制度。各产废单位应切实履行环境管理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制度，包括污染环境防

治责任制度和危险废物管理岗位人员责任制度，并将制度公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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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实验室）显著位置。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执行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备案、申报登记、标识、台账、转移联单、应急预案等

环境管理制度，及时登录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网系统（网址：

http://113.57.151.5:8050/#/）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种类、数量、

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做到依法申报、应报尽报。涉

密产废单位注意协同执行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二、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 

（一）落实“三化”措施。各产废单位应建立化学品等采

购、领用、退库和调剂管理制度，并应结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制定实验室危险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措施，

并纳入日常工作计划。鼓励建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落实从

化学品到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全生命周期管理。应减少有毒有害

原料使用，减少化学品浪费，鼓励资源循环利用，鼓励参照《实

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指南》（HG/T 5012）就地进行减量

化、稳定化、无害化达标处理，切实减轻实验活动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鼓励有关单位在申请项目经费时，专门列支实验室危

险废物等污染物处置费用。 

（二）规范分类收集。实验室危险废物应遵循相容性、可

处置的分类原则，依据形态、理化性质和危险特性进行分类、

收集。要确保性质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废物不混装混放，确保

分类后的实验室废物能够交由有关处置单位按照不同类别进行

无害化处理。对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实

验室危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单独包装贮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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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按照其

有关要求管理。对成分不明无法辨识的实验室废物要单独分类

并进行特别注明。 

（三）规范安全贮存。各产废单位、处置单位要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等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做好实验室危险

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工作。年产生量 3 吨以上的应建设规范且满

足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要求的贮存设施并落实专人管理，

年产生量 3 吨以下的可视实际情况在实验室划定临时暂存区域，

落实“三防”要求并加强管理。贮存设施或场所、包装容器或

包装物要设置规范的警示标识和标签，详细填写危险废物种类、

成分、性质、危险特性等内容。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按种类分开存放，性质不相容的废物分

开存放，处置方法不同的废物分开存放。对涉及感染性废物的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应按照《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9489）等标准规范要求加强对感染性废物的消毒处理和

安全贮存。对废弃剧毒化学品，产废单位应在处置前向属地公

安部门报备，并按照公安部门要求落实贮存治安防范、运输管

控等措施，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四）完善收运体系。鼓励我省具备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建立完善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渠道。

鼓励收运处置单位为年产生量 3 吨以下、未自建贮存仓库的产

废单位提供符合标准的暂存工具，并定期提供上门收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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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信息化技术应用，鼓励使用具有标识功能的智能化贮存容

器等设施设备，实时掌握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运输等

信息。 

（五）规范转移运输。产废单位、运输单位、处置单位应

当依法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备案，并按要求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运输危险废物应当

采取防治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

的规定。产废单位内部转移实验室危险废物须避开人群，单位

外部转移过程应严格按照专用路线运输，严格执行电子转移联

单制度。加强台账管理，如实记录转运的危险废物种类、数量，

做好交接记录。  

（六）及时安全处置。产废单位应遵循就近处置的原则，

委托辖区或周边有资质的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可查找名单）

开展危险废物处置工作。要核实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

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收运处置单

位要加大清运频次，按需及时清运、处置，及时向产废单位通

报转移处置情况。原则上实验室危险废物年产生量不足 1 吨的

一年清运不少于 1 次；年产生量 1 吨以上 3 吨（含）以下的每

半年清运不少于 1 次；年产生量 3 吨以上的及易燃易爆等特殊

类别废物应进一步加大清运频次。处置单位应及时安全处置实

验室危险废物，原则上贮存不得超过三个月。 

三、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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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生态环境、教育、科技、卫生

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作，

落实相关管理责任，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加强宣传引导，指导

督促产废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处置单位落实社会责任，形成各

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推动实验室危险废物全过程监

管到位。 

（二）明确职责分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

和培训，及时网上公开具有实验室危险废物收运处置资质的单

位，督促产废单位落实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制度，督促收运处置

单位健全清运机制、及时安全处置废物。各级教育、科技、卫

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指导督促教育、科

研、医疗卫生、检验检测机构等产废单位落实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主体责任，协助提供实验室名单。各产废单位要建立完善相

关管理制度，加强培训和自查，确保实验室危险废物全部纳入

规范管理。各收运处置单位要提高管理水平，合理规范收费，

提高服务质量，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三）加强监管执法。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教

育、科技、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强

化对实验室危险废物收运处置过程的监督管理。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要将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检验检测机构等实验室

纳入危险废物日常检查范围；对不落实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运输、处置、申报登记等有关规定的违法违规行为，及

时依法查处并督促责任单位改正；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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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各级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等部门研究推

动将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内容纳入实验室日常管理、运行评估

等环节，切实落实产废单位的主体责任。 

（四）开展专项检查。各市州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对辖区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检验检测机

构等开展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专项检查，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厅报告检查情况。根据工作需要，省生

态环境厅将联合相关省直部门适时组织对各地落实和推进实验

室危险废物管理情况进行抽查检查。 

联系人：省生态环境厅       吴小龙   027-87162095 

        省教育厅           饶贵安   027-87328022 

        省科学技术厅       郭  嵩   027-87135803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陈久顺   027-87571120 

        省应急管理厅       路建忠   027-87363032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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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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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