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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42/T ****《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第2部分。DB42/T ****由以下4部分组成： 

——第1部分：消毒技术规范； 

——第2部分：感染性废物处置规范； 

——第3部分：消毒灭菌监测与评价要求； 

——第4部分：个人防护规范。 

本文件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系电话：***，邮箱：***；对本文件

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电话：***，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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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第 2 部分：感染性废物处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感染性废物处置的基本要求、风险评估、处置原则和处置措

施。 

本文件适用于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和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感染性固体类和少量液体类废物处置，

包括损伤性废物。不适用于实验室排放的废水、废气及非感染性危险废物处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9489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T 41962 实验室废弃物存储装置技术规范 

HJ 421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WS 233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室废物 laboratory waste 

在教学、科研、分析检测等实验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 

[来源：GB/T 41962-2022，3.1，有修改]  

3.2     

感染性废物 infectious waste 

携带病原微生物或感染性生物因子，具有引发感染性疾病传播风险的实验室废物。 

[来源：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附表1，有修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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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性废物 damaging waste 

能够刺伤或者割伤人体的废弃的锐器。 

[来源：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附表1，有修改] 

3.4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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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 18597-2023，3.1] 

4 基本要求 

4.1 感染性废物处置管理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及卫生行业法律法规的要求。 

4.2 应制定感染性废物处置程序文件，满足从收集、包装、处置到转运和交接全过程的活动管理要求，

包括工作流程、人员培训、人员职责、安保措施、意外事故处理及文件记录等环节的风险控制。 

4.3 感染性废物处置由经过培训合格、具备必需专业知识及设备使用技能的专人负责。 

4.4 无害化处理后的感染性废物应交给具备法定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理机构集中处置。 

4.5 感染性废物处置应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关键信息全程可追溯。 

5 风险评估 

实验室应对感染性废物处置的全流程进行风险识别和危害性评价，根据风险评估结论采取针对性的

风险控制措施，确保残余风险可接受。感染性废物处置的风险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感染性废物的类型、性状、体积及危害性； 

b）感染性废物容器、包装物、标识的合规性； 

c）感染性废物收集、包装及处置过程中人员活动的风险； 

d）消毒灭菌方法的可靠性、设施设备操作的规范性； 

e）使用压力容器或其他设备可能产生的次生危害； 

f）暂存、转运过程中发生泄露或丢失的危害； 

g）实验室外部人群接触感染性废物的危害； 

h）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后的残余风险及可接受性。 

6 处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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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感染性废物应根据其特点和需求分类进行处置，遵循无害化、科学化和减量化原则。 

6.2 感染性废物的包装、容器和标识应符合相关要求。 

6.3 感染性废物应在运出实验室防护区前及时进行消毒灭菌。 

6.4 应使用经过验证有效的技术方法对感染性废物进行消毒灭菌，并定期对处置方法进行有效性监测。 

6.5 有效防范处置过程中可能新增的风险，并将残余风险降至最低。 

6.6 感染性废物处置记录符合受控文件要求，全流程可追溯。 

7 处置措施 

7.1 分类收集 

实验室废物不得混合收集，以下物品应严格分类： 

a）在实验室防护区内产生的废物均应视为感染性废物，包括但不限于样本、培养物、实验耗材、

辅助器材、包装物、一次性防护用品及动物源性废物等，应装入医疗废物包装袋； 

b）在实验室防护区内产生的损伤性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吸管、枪头、接种环、针头、刀片及玻片

等，应先装入利器盒封装后，再装入医疗废物包装袋； 

c）在实验室防护区内产生的、具有腐蚀性或易燃、易爆、易挥发的危险废物，应单独收集与处置； 

d） 实验人员在进入防护区前产生的无感染性废物，包括但不限于试剂耗材和防护用品的外包装等，

视为生活垃圾并尽量避免带入防护区。 

7.2 包装与容器 

7.2.1 通用要求 

收集感染性废物的包装和容器应为黄色，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符合HJ 421《医疗废物专

用包装物、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同的实验区域，应根据相应的实验活动备有不同容量

且数量充足的包装和容器，供实验人员选择。 

7.2.2 包装袋 

用于感染性废物的收集和灭菌处理，应为一次性使用的耐高温高压材料，且不渗漏、不易破裂或穿

孔。每次实验活动应选择适宜尺寸的双层包装袋收集废物，达到包装容量的3/4时进行封装。需经压力

蒸汽灭菌的废物，应确保不泄露的同时在包装袋上方留出排气口。装入包装袋内的物品不得再取出。 

7.2.3 利（锐）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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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损伤性废物的收集和灭菌处理，应为一次性使用的耐高温高压的硬质带盖容器，且防渗漏、防

刺穿。每次实验活动应选择合适尺寸的利（锐）器盒，就近放置在利器产生且便于收集处，达到容量的

3/4时封口，再放入包装袋。装入利（锐）器盒内的物品不得再取出。 

7.2.4 周转箱（桶） 

用于感染性废物的集中收集、暂存或转运，应为可多次重复使用的硬质带盖容器，且防渗漏、表面

及边缘光滑无毛刺，能满足自身容量的承重要求。周转箱（桶）的开合盖要轻缓以减少气溶胶产生，非

使用时应为关闭状态。 

7.3 消毒灭菌 

7.3.1 感染性废物应及时在实验室防护区内进行消毒灭菌，应在脱卸个人防护用品前完成操作。 

7.3.2 灭菌应首选压力蒸汽灭菌法，必要时也可采用有效的化学消毒灭菌方法。 

7.3.3 实验室应配备生物安全型双扉压力蒸汽灭菌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压力蒸汽灭菌器的操作和维护人员需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b）使用符合标准的水源来提供饱和蒸汽，以确保灭菌效果并保护灭菌器管道或腔室； 

     c）需经压力蒸汽灭菌的废物，不宜使用具有金属腐蚀性的消毒剂预处理； 

     d）待灭菌废物的摆放和包装方式应利于蒸汽的穿透和接触，尽量避免灭菌大体积、密封或其它妨

碍热传导的废物； 

     e）包装好的废物宜盛放于硬质容器盒再放入灭菌室，包装不得倒放，以防渗漏； 

     f）实验室应根据病原微生物抗力、废物种类、体积、包装情况及效果验证确定灭菌程序，并对所

选用的灭菌程序和包装负载进行效果验证，宜在废物包装内最难灭菌处放置生物指示剂以确保有效验证； 

     g）日常监测方法应包括物理、化学及生物监测。 

7.3.4 不宜使用压力蒸汽灭菌处理的物品，应进行风险评估后选择处置方式，大型物品宜采用原位消毒

方法。 

7.3.5 具有腐蚀性或易燃、易爆、易挥发的危险废物不得使用压力蒸汽灭菌。 

7.4 暂存与转运 

7.4.1 不得露天存放实验室废物，暂存点应防雨防水，并有防蝇、防鼠及防蟑螂设施。 

7.4.2 暂存点应远离人员活动区和生活垃圾存放点，且方便转运工具和车辆的进出。 

7.4.3 暂存点应根据废物存量及时联系转运。 

7.4.4 需暂存的动物尸体应低温存放。 



 

DB 42/T XXXX—2024 

 

 8 

7.4.5 应使用防渗漏、防溢洒、带盖的专用转运车，按照本单位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转运，转运车不得

运输其他物品。 

7.4.6 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应确保感染性废物的包装完好，不宜使用机械设备直接装卸。 

7.4.7 转运车内应备有应急物品，如必要的防护用品和有效的消毒剂。 

7.5  记录 

7.5.1 感染性废物处置相关人员应有有效的培训和演练活动记录。 

7.5.2 感染性废物的消毒灭菌设备应有维护、维修、监测、验证等相关记录。 

7.5.3 感染性废物每次消毒灭菌过程均应有详细记录，包括废物来源、种类、数量及消毒灭菌方法、

程序等信息，参照附录A。 

7.5.4 实验室与单位内部转运人员的交接应填写内部转运联单，包括废物种类、数量、交接人员、时

间等信息，双方留存，参照附录B。 

7.5.5 单位与外部接收人员交接应填写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包括废物种类、数量、双方单位信息、交

接人员、日期等信息，双方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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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压力蒸汽灭菌器使用记录表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记录年份  

月 日 
废物来源

实验室 

收集人

员姓名 
待灭菌物品 

灭菌程序 

/条件 
监测结果（化学指示卡） 

灭菌人员 

签字 

         

         

         

         

         

         

         

         

         

         

         

         

         

         

         

说明:1、此表由灭菌人员填写。 

2、待灭菌物品类型：A：防护用品  B：盒装锐器  C：感染性样本/菌毒株  D：其它感染性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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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实验室废物内部转运联单（第一联） 

 

移交部门：                 接收部门：                    移交时间：      年   月   日 

类型 数量（袋） 无害化处理方法 备 注 

感染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    

化学性废物    

药物性废物    

病理性废物    

移交人：                接收人：               

 

说明：此联单第一联由移交部门保存，第二联由接收部门保存。 

 

――――――――――――――――――― 

 

实验室废物内部转运联单（第二联） 

 

移交部门：                 接收部门：                    移交时间：      年   月   日 

类型 数量（袋） 无害化处理方法 备 注 

感染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    

化学性废物    

药物性废物    

病理性废物    

移交人：                接收人：               

 

说明：此联单第一联由移交部门保存，第二联由接收部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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