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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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付海、戴杰、唐晓菲、徐冬梅、陈晋、杨晓冉、张敏、胡雅琴、王鑫、赵彬、

田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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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倾倒和填埋固体废物类环境事件快速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废物中污染物筛查和危险特性快速监测的典型样品采集、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

等过程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安徽省境内转移、倾倒和填埋固体废物类环境事件的固体废物中污染物筛查和危险

特性快速监测。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废物污染物筛查和危险特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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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3—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6—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7—2019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15555.12  固体废物 腐蚀性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32210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298—2019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 299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589-2010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643  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02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60  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766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80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1  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34-2017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91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仪法 

HJ 920  环境空气 无机有害气体的应急监测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仪法 

HJ 923  土壤和沉积物 总汞的测定 催化热解-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951  固体废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962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77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冷原子荧光光谱法 

HJ 1011  环境空气和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组分便携式傅里叶红外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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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快速

按 GB 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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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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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测方案，

根据收集到

金属元素及

采样量。 

典型样品的确

品份样数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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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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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应急监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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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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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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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状堆积 

 散状堆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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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网格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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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测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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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19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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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5.7 开展危

 5085.3、GB 

中优先选取污

圾等常见干扰

度为 10 cm～1

样铲或锹垂直

DB34/T 

项目、现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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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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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散状堆积高度大于 0.5 m 时，现场应分层采集样品，根据现场固体废物分布情况确定层数，

采样层数不小于 2 层，按固态、半固态废物堆积高度等间隔布置。分层采样可以用采样钻或者分层采样

器方式进行。如现场固体废物有松软或者粘稠等不利于采样员现场直接作业的情况，可采用机械设备（如

挖掘机等）协助采样，用该方法采样时，与机械设备直接接触的固体废物应舍弃，不得作为样品带回实

验室分析。 

5.2.2 贮存池或大型容器 

5.2.2.1 贮存池包括地上、地下、半地下等类型的贮存池；大型容器包括车、船等可移动的容器和其

他不可移动的大型容器。固体废物集中填埋于地下的情形，按照 5.2.2.2、5.2.2.3 和 5.2.2.4 规定采

集样品。 

5.2.2.2 贮存池或大型容器内废物较为均一，则在池内边缘采集；如现场能采集到中心区域，可采集

部分中心区域的样品。 

5.2.2.3 贮存池或大型容器内废物不均一，池内废物厚度不小于 2 m 时，先将贮存池划分为 N 个面积

相近的网格，再在 N 个网格中随机抽取 N/3（四舍五入取整数）个网格作为采样单元。对于选取的采样

单元，可在其上部（深度为 0.3 m 处）、中部（1/2 深度处）、下部（5/6 深度处）分三层采集样品；

如现场固体废物为粘稠状、半固半液等不利于分层采样情况时，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在其上部（深

度为 0.3 m 处）、下部（5/6 深度处）分两层进行采样。适当时，可采用机械设备协助采样。 

5.2.2.4 贮存池或大型容器内废物不均一，池内废物厚度小于 2 m 时，先将贮存池划分为 N 个（份样

数）面积相近的网格，顺序编号，在网格中心位置处用土壤采样器或长铲式采样器垂直插入固体废物底

部，旋转 90 度后抽出。每个网格采集的固体废物作为一个份样。  

5.2.3 袋、桶或其他小型容器装 

5.2.3.1 将各容器顺序编号，用 HJ/T 20 中的随机数表法抽取（N+1）/3(四舍五入取整数)个容器作为

采样单元，可在各采样单元上部（1/6 深度）、中部（1/2 深度处）、下部（5/6 深度处）三层分别采

集样品。只有一个容器时，将容器按上述方法分为三层。 

5.2.3.2 对于桶装或其他容器装固体废物，用卷尺量取包含规定采样深度的距离层（一般为规定采样

深度±5 cm），并用记号笔标识，用长铲式采样器从上往下铲至规定的深度，用木勺等器具采集并装入

相应容器内，采样时为避免污染样品，采样层的上表面固体废物应舍弃。 

5.2.3.3 对于袋装固体废物，用卷尺量取包含规定采样深度的距离层（一般为规定采样深度±5 cm），

并用记号笔标识，用剪刀等器具从标识处划开袋子，用木勺等器具采集并装入容器内。采样应从上往下

依次进行，为避免三层剪开处的固体废物交叉污染，建议在袋子的三侧进行开口取样，如现场条件不满

足袋装开口，参考 5.2.3.2 的取样方式。 

5.2.3.4 对于袋、桶或其他容器装固体废物，若容器内的固体废物量少，达不到分层采样的要求，可

不分层采样，用 HJ/T 20 中的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容器编号，从中抽取 N个容器，从每个容器的中心位置

处抽取一个份样。 

5.2.3.5 对于袋、桶或其他容器装固体废物，如现场固体废物为半固态粘稠状，且流动性较强，可混

匀后不分层取样，参考 5.2.3.4 的取样方式。 

5.2.4 包装物（桶、袋、瓶等） 

5.2.4.1 有残余物（非法倾倒）：采集容器中的残余物，若残余物量较小，可采用少量水进行清洗并

进行收集。 

5.2.4.2 无残余物（非法处置）：采集非法处置后的清洗液。 

5.2.4.3 可对残余物优先进行 pH 值测定。 



液5.3 

5.3.1 

问题的，

外）。 

5.3.2 

数表法抽

组分的采

废物后，

采集足够

5.3.3 

样器一次

内液面高

先从底部

不同部位

6 固体

快6.1 

6.1.1 

项目的优

6.1.2 

快速检测

物质项目

时选择开

6.1.3 

和 GB 50

蚀性、浸

中有机物

6.1.4 

检6.2 

优先

可根据具

的工具书

的质量控

7 初筛

总7.1 

根据

的污染物

式检测仪

态废物 

对于未知来源

可用手摇晃

 

对于一般工业

抽取 N 个桶作

采样器具（以

缓缓提出，

够的份样量。

对于一些大型

次或者多次采

高度大于取样

部往上采集。

位抽取 N 个份

废物快速检测

速检测流程 

现场检测指标

优先顺序进行

实验室快速检

测的项目，按

目、浸出液中

开展易燃性、

根据现场检测

85.7 进行危

浸出液中无机

物质项目的优

快速检测的流

测方法选择 

先选择现行国

具体情况和仪

书和专利等国

控制和保证措

分析——现场

体要求 

据固体废物性

物及类别，按

仪器的使用方

源的液态废物

晃、人工搅拌

业废桶装的液

作为采样单元

以下简称取样

将样品注入

 

型储罐装液态

采集样品；若

样器的长度时

若一次取样

份样。 

测的程序 

标按照固体废

行逐项检测或

检测指标，根

按照固体废物

中无机物质项

反应性等检

测和实验室快

危险特性的检

机物质项目、

优先顺序进行

流程应符合附

国家环境保护

仪器设备条件

国内外权威机

措施，保证检

场快速检测 

性状、颜色、

按照酸碱性、

方法可参照相

物，不宜现场

、机械搅拌等

液态废物（桶

元采集样品。

样器）从上往

入采样容器内

态固体废物，

若罐内液面高

时，则用多根

样量达不到分

废物酸碱性、

或同步检测。

根据收集到的

物酸碱性、腐蚀

项目、浸出液中

检测项目。 

快速检测的结

测。检测过程

浸出液中有机

行逐项检测或

附录 A 的规定

护标准或行业

件，选用ISO、

机构正式发布

检测质量。 

气味、容器

金属元素及无

相应的使用说

场混匀；对于

等方式将容器

桶高 120 cm 以

采样时，打开

往下缓慢插入

。若一次取的

罐顶部有预

度小于取样器

取样器分多次

分析需求，则可

、毒性物质含

 

的环境事件资

蚀性、毒性物

中有机物质项

 

结果，确定是

程中，首先选

机物质项目、

或同步检测。

定。 

业标准规定的

美国EPA、核

布的分析方法

 

、包装和标签

无机污染物、

说明，使用过

于已知来源且

器内液态废物

以下），将各

开容器，用玻

入液面至液面底

的量达不到分

预留开口。先

器的长度时，

次采集样品，

可重复上述操

含量中无机物

资料和现场状

物质含量中无

项目的优先顺

是否进一步按

选择可能存在

、毒性物质含

 

检测方法，如

核心期刊、行

法，应先进行方

签等，结合现

、有机物的顺

过程中应注意避

且能够确定现

物混匀（含易

各桶顺序编号

玻璃采样管或

底部，待采样

分析需求，则

先确定罐内液

，用取样器直

，然后装入同

操作，直至采

物质项目、毒

状况，结合现

无机物质项目

顺序进行逐项

按照 GB 5085.

在的主要危险

含量中无机物

如现行标准方

行业专项工作

方法验证，且

现场掌握的资

顺序对样品进

避免其他物质

DB34/T 

现场混匀后不

易挥发组分的

号，用 HJ/T 

或者其他不影

样管/取样器

则可重复上述

液体高度，根

直接插入罐底

同一采样瓶中

采集足够的分

毒性物质含量

现场检测结果

目、毒性物质

项检测或同步

1、GB 5085.3

险特性进行检

物质项目、毒

方法无法满足

作作业指导书

且在检测时要

资料，确定可

进行现场快速

质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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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造成安全

的液态废物除

 20 中的随机

影响被测物质

器内装满液态

述操作，直至

根据高度用取

底即可；若罐

中。采样时应

分样量。可在

量中有机物质

果，确定需要

质含量中有机

步检测，必要

3、GB 5085.6

检测，按照腐

毒性物质含量

足检测要求时

书、公开出版

要有科学合理

可能需要检测

速检测，便携

 

 

全

除

机

态

至

取

罐

应

在

质

要

机

要

6

腐

量

时，

版

理

测

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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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性7.2 

7.2.1 若样

7.2.2 若样

 

金属元7.3 

7.3.1 优先

汞、钡等）

定金属元素

7.3.2 对于

使用说明书

测定或无法

7.3.3 对于

250 ml 烧杯

光分析仪测

有机污7.4 

7.4.1 若样

固体废物附

品为固态或

谱-质谱联用

求进行，且样

根据 NIST

谱库检索的

理便携式仪

7.4.2 对于

计算出所需

后作为浸出

7.4.3 对于

具体操作可

现场初7.5 

根据现

子进行比对

废物来源。

需要实验室

8 初筛分析

总体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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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腐蚀性）

样品为液态或

样品为湿固体

元素及无机污

先使用便携式

及砷、硅等非

素及无机污染

于固态样品，

书的测量步骤

法原位测定，

于固体废物浸

杯中，按液固

测定。 

污染物测定 

样品有异味，

附近空气，按

或液态，则经

用仪定性分析

样品中色谱峰

标准谱库检索

的相似度。在半

仪器按照仪器

于固体废物浸

需浸提剂（纯

出液，用便携

于半挥发性和

可参考仪器使

初步判定 

现场特征因子

对，初步判定废

其次根据现场

室进一步检测

析——实验室

要求 

测定 

或固体废物渗

体，可用 pH 试

污染物测定 

式 X 射线荧光

非金属元素，

染物。 

若其表面较

，将便携式仪

应现场取样后

浸出液，按照

比 10:1 加入

直接用便携

照 GB/T 322

经前处理后进行

析时，对没有

峰的响应强度

索结果中相似

半定量分析时

器使用说明书

浸出液，按照

水）的体积，

式气相色谱-

和部分难挥发

用说明书。 

检测结果，结

废物可能的行

场定性定量的

的项目和样

室快速检测 

渗滤液，可直

试纸直接测定

光分析仪直接

也可使用电

较平整，可以

仪器的探测端

后破碎、混匀

照 HJ/T 299

入适量硫酸-硝

式气相色谱-

210、HJ 919

行测定，前处

有标准物质或

度应高于空白

似度最高的特

时，根据未知

的要求测定。

照 HJ/T 299 的

，取适量样品

-质谱联用仪

发性有机物，可

 

结合现场情况

行业来源，筛

的污染物种类

品数。 

直接用便携式

定；若样品为

接测定固体废

电化学法、检

以选择便携式

端对准待测物

匀，然后将样

的处理方法，

硝酸浸提液，

-质谱联用仪

9、HJ 920 和

处理方法按照

或纯品的挥发

白样品色谱峰

特征污染物名

知物对内标物

。 

的处理方法，

品和对应的浸

仪按照 7.4.1

可采用固相微

况和已掌握的

筛查出该行业

类和浓度，确

式 pH 计测定 p

为干固体，可

废物中的金属

检测管法、传

式 X 射线荧光

物体表面，直

样品压成片状

，先预估样品

搅拌混匀后

仪和便携式傅

和 HJ 1011 方

照 GB/T 3221

发性有机物定

峰的 3 倍才可

名称报出，同

物质的仪器响

先预估样品

浸提剂（纯水

步骤进行定

微萃取便携式

的资料，首先

业相关企业，

确定现场的具

pH 值。 

可将 pH 试纸先

元素（铜、锌

传感器法等其他

光分析仪现场

直接测定其元

状再测定其元

品含水率，取

后作为浸出液

傅里叶红外多组

方法进行定性和

10 的相关要求

性，按照 HJ 

可以确定为定

同时报出该物

响应比值进行

含水率，按液

水）于顶空瓶

性分析和半定

式气相色谱质

先与各行业产生

进一步比对

具体采样点位

先用水浸湿再

锌、铬、镉、

他原理便携式

原位测定，按

元素含量；若无

元素含量。 

取 10 g 左右样

液，用便携式

组分气体分析

和半定量分析

求。在便携式

 834—2017 第

定性检出，定性

物质的 CAS 号

行半定量分析

液固比 10:1

瓶中，加盖密

定量分析。 

质谱联用仪进

生废物的主要

对污染因子，查

位，筛查出该

再测定。 

铅、镍、

式仪器测

按照仪器

无需原位

 

样品置于

X 射线荧

析仪采集

析。如样

式气相色

第 8 章要

性结果以

号和 NIST

。其他原

（L/kg）

闭，摇匀

 

进行测定。

要污染因

查找固体

固体废物



实验

指标，按

项目、浸

干8.2 

8.2.1 

测定。 

8.2.2 

和 HJ 29

酸8.3 

8.3.1 

品，根据

果 pH 值

判定样品

8.3.2 

干基计）

后测定。

毒8.4 

8.4.1 

按H

析，没有

定。 

8.4.2 

8.4.2.1

根据

比），应

有机物，

8.4.2.2

固废

等方法进

8.4.2.3

8.4.2.3

固废

8.4.2.3

验室检测项目

按照腐蚀性、

浸出液中有机

物质含量（含

称取样品 10

 

对于含水率

98 的要求制备

碱性和腐蚀性

对于风干样

据含水率按液

超出 HJ 962

品是否需要测

需要测定腐蚀

，置于浸取

 

性物质含量检

金属元素及无

HJ 702、HJ 7

有发布标准方

挥发性有机污

 总体原则 

据便携式气相

应在实验室内

此步骤可跳

 能准确定性

废样品中挥发

进行。 

 不能准确定

.1 样品前处

废样品中挥发

.2 定性分析

目应根据现场

毒性物质含

机物质项目的

含水率）测定

00 g，于 105 

较高的固体

备试样时，可

性测定 

品，按 HJ 9

液固比 2.5:1

方法测定范

测定腐蚀性。

蚀性的样品，

取用的混合容

检测 

无机污染物测

 766、HJ 780

方法的项目按

污染物测定 

相色谱-质谱联

内对样品进行

跳过。 

性定量分析化

发性有机物的

定性定量分析

处理 

发性有机物的

析 

场调查固体废

量中无机物质

的优先顺序开

定 

℃下烘 24 h

废物样品，无

可以直接取混

 962 方法进行

（ml/g）加入

围，按照酸度

 

，按照 GB/T 

容器中，加水

测定 

0、HJ 781、

按照GB 5085.

联用仪的现场

行进一步检测

化合物 

的前处理和定

析化合物 

的前处理，按

废物来源以及

质项目、毒性

开展检测，必

h，计算样品干

无法按照 GB

混合均匀的样

行测定。对于

入纯水，用搅

度或碱度方法

 15555.12，样

水 1 L（包含样

HJ 923、GB

3—2007附录

场测定结果，

测确认。如便

定性定量分析

按照GB 5085.

现场快速检测

性物质含量中

要时选择开展

干物质含量

B 5085.1、G

样品作为试样

于新鲜样品，

搅拌器搅拌 2

法测定样品。

样品经破碎后

样品的含水量

B 5085.3—20

录S和附录T进

如检出明显

便携式气相色谱

析，按照GB 50

3、GB 5085.

测结果确定，

中有机物质项

展易燃性、反

（含水率），

GB 5085.3、

样，通过含水

应称取折算干

2 min，放置 3

根据样品酸

后过 5 mm 筛网

量），在室温

007附录C和附

进行前处理，

显挥发性特征

谱-质谱联用

085.3、GB 5

.6、HJ 760和

DB34/T 

，经过研判确

项目、浸出液

反应性等检测

或使用水分

GB 5085.6、

水率折算干物

干物质含量为

30 min 后测定

酸碱性的测定

网，称取 100

温下振荡 8 h

附录D等标准

使用相应的

征污染物（与

用仪未检测出

 5085.6、HJ 7

和HJ 643等方

3895—2021

7 

确定特性检测

液中无机物质

测项目。 

分快速分析仪

、GB 5085.7

物质含量。 

为 10 g 的样

定 pH 值。如

定结果，初步

0 g 样品（以

h，静置 16 h

准方法进行分

的仪器进行测

与对照样品相

出特征挥发性

 760和HJ 643

方法进行。 

 

测

仪

7

样

如

步

以

h

分

测

相

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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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样

物质或纯品

高于空白样

8.4.2.3.3 

根据未

析，计算未

8.4.3 半挥

8.4.3.1 总

固体废

浓缩后上气

8.4.3.2 能

在GB 50

物质类别，

8.4.3.3 不

8.4.3.3.1 

固态或

二氯甲烷，

滤，准确移

液态样

内标，待上

大的样品开

出特征污染

8.4.3.3.2 

每批样

于没有标准

响应强度应

8.4.3.3.3 

如定性

可以根据未

个内标物作

GC参考

升温程序：

MS参考

内标参

无机阴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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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应使用超

品的挥发性性

样品色谱峰的

半定量分析

未知物对内标

未知物的浓度

挥发性有机污

总体原则 

废物经过有机

气相色谱、气

能准确定性定

 085.3—2007

按照GB 508

不能准确定性

样品前处理

或半固态样品

立即加塞密

移取1.0 ml滤液

样品，用微量注

上机分析。为

开始检测，如未

染物质，定性

定性分析 

样品应使用同

准物质或纯品

应高于空白样

半定量分析

性结果的物质

未知物对内标

作参考，保留

考条件：进样

40 ℃，10 ℃

考条件：溶剂

参考物质：1,

阴离子测定 

超纯水做空白对

性有机物定性

3倍才可以确

析 

标物质（4-溴氟

。 

污染物测定 

机溶剂提取，或

相色谱-质谱

定量分析化合

7附录H～附录

5.3、GB 508

性定量分析化

理 

，准确称取2

闭。室温下

液装入色谱小

注射器分别准

为避免高浓度污

未检出明显特

性分析可终止

批次二氯甲烷

的半挥发性有

品色谱峰的3

析 

类别不在GB 

标物质的仪器

时间在第一个

口280 ℃；分

℃/min，250 

切割时间：4

4-二氯苯-d4

对照，用气相

，参照HJ 83

确定为定性检

氟苯）的仪器

或者固体废物

谱联用仪、液

合物 

录R和GB 5085

85.6和HJ 95

化合物 

2 g～10 g样品

，超声20 mi

小瓶，加入内

准确移取10 

污染物污染仪

特征污染物，

。 

烷做空白对照

有机物定性，

3倍才可以确

 5085.3—20

响应比值进行

个内标物之前

分流比：20.0

℃。 

4 min；扫面

4，萘-d8，苊

相色谱-质谱

34—2017第8

检出。 

器响应比值和

物浸出液经过

液相色谱、液

5.6—2007附

51中相应的方

品，精确至0

n。溶液经过

内标，待上机

μl、100 μl

仪器，使用气

再分析较低

照，用气相色

，按照HJ 83

确定为定性检

007附录H～附

行半定量分析

前的，采用第

0；传输线：2

面范围：45 Am

苊-d10，菲-

谱联用仪进行

8章要求进行

和内标物质（

过萃取，必要时

液相色谱质谱

附录H～附录S

方法定量分析

0.001 g，于5

过无水硫酸钠

机分析。 

、1.0 ml至10

气相色谱-质

低稀释倍数样

色谱-质谱联

34—2017第8

检出。 

附录R和GB 50

析。内标物选

第一个内标物

280 ℃；色谱

mu～450 Amu。

-d10，䓛-d1

行定性和半定量

行，且样品中色

（4-溴氟苯）

时可通过硅酸

联用仪分析

S范围内的物质

析。 

50 ml具塞比色

钠脱水，再用

0.0 ml二氯甲

谱联用仪分析

样品。如最高稀

联用仪进行定性

8章要求进行

085.6—2007

选择保留时间

物作参考。 

谱柱：DB-5（或

。 

2，芘-d12。

量分析。对没

色谱峰的响应

的浓度进行半

酸镁固相萃取

。 

质，根据样

色管中，加入

用0.45 μm有机

甲烷，准确加

析时应从稀释

稀释倍数的样

性和半定量分

，且样品中色

附录H～附录

离该物质最近

 

或其他品牌等

 

没有标准

应强度应

半定量分

取柱净化，

品类型和

入10.0 ml

机滤头过

加入1.0 ml

释倍数最

样品已检

分析。对

色谱峰的

录S范围内，

近的前一

等效柱）



按照

浸8.6 

8.6.1 

样品

HJ/T 29

8.6.2 

按照

仪、原子

物。按照

定有机污

实8.7 

通过

在生产单

5085.3—

目。对确

安机关按

9 危险

生9.1 

及是否需

体废物的

组9.2 

布点原则

根9.3 

废物的危

根9.4 

机物质项

时选择开

危9.5 

规定的检

10 质量

样10.1 

采10.2 

采样容器

用10.3 

保仪器状

照GB 5085.3—

出液检测 

浸出液制备 

品经破碎后过

9制备浸出液

浸出液测定 

照 HJ 702、H

子荧光光谱仪

照 GB 5085.3

污染物。按照

验室初步判定

过现场和实验

单位的生产工

—2007、GB 5

确需进一步委

按照有关规定

特性鉴别 

态环境部门或

需进一步委托

的危险特性鉴

织专家研判

则、份样数、

据专家研判

危险特性鉴别

据专家研判

项目、毒性物

开展易燃性、

险特性鉴别应

检测方法或新

量控制与质量

样品的采集、

采样工具、设

器的标签可辨

用于检测的仪

状态能满足检

—2007附录F

过9.5 mm筛网

液。 

HJ 766、HJ 7

仪、电感耦合等

、HJ 760、H

照 HJ 484 测定

定 

验室快速检测

工艺中查找到

 5085.6—200

委托有固体废

定开展检测鉴

或公安机关组

托有固体废物

鉴别工作。 

，根据前期现

份样量、采

的结果确定是

别。 

的结果确定危

物质含量中无

反应性及急

应委托有资质

新替代的方法

量保证 

制样和封装

设备所用材质

辨识，盛样容

仪器要在使用

检测工作要求

F用离子色谱

，称取样品1

 781、GB 5085

等离子体发射

HJ 643 和 HJ

定氰化物，按

测的结果，首

到产生特征污

07、GB 5085

物鉴别相关资

鉴定工作。 

组织专家研判

物鉴别资质的

 

现场踏勘以及

采样方法、危

是否使用已采

危险特性鉴别

无机物质项目

急性毒性初筛

质的检测机构

法进行检测，

装应至少由 2

和取样容器

容器使用前应

用前后应按照

求。 

谱仪测定。 

150 g，根据含

5.3—2007 附

射光谱仪和电

J 951 等标准

按照 HJ 977

先筛选出特征

污染因子的环

.7 和 HJ 298

资质的检测鉴

 

判现场和实验

的检测鉴定机

及特征因子检

危险特性鉴别

采集的典型样

别指标，按照

、毒性物质含

筛等检测项目

构，按照 GB 

并实施科学

名技术人员

材质不能与样

应在实验室进

照相关标准或

含水率按液固

附录 C 和附录

电感耦合等离

准方法，使用

测定烷基汞

征污染因子，

环节；其次筛

8 等标准方法

鉴定机构进行

验室快速检测

机构，按照危险

检测结果，初

指标、采样器

样品，或是按

照腐蚀性、浸

含量中有机物

。 

 5085.1、GB

合理的质量控

共同完成。 

样品有任何反

进行预清洗。 

技术规范的要

固比10:1（L

录 D 等标准方

离子体质谱仪

气相色谱和气

。 

，寻找涉及固

筛选出需要严

法开展固体废

行检测鉴定的

测的结果，确

险废物鉴别标

初步制订危险

器材、安全防

按照 HJ 298 进

浸出液中无机

物质项目的优

B 5085.3、G

控制和保证措

 

反应，采样工

 

要求，对关键

DB34/T 

L/kg）加入浸

方法，使用原

仪等测定金属

气相色谱-质

固体废物的生

严格按照 GB 

废物的危险特

的，生态环境

确定固体废物

标准的有关规

险特性鉴别计

防护设备等。

进行重新采样

机物质项目、

优先顺序开展

GB 5085.6 和

措施。 

工具应干燥清

键性能指标进

3895—2021

9 

浸提剂，按照

原子吸收光谱

属及无机污染

质谱联用仪测

生产单位，或

 5085.1、GB

特性和检测项

境部门或者公

物的属性，以

规定，开展固

计划，包括：

。 

样，开展固体

浸出液中有

展检测，必要

和 GB 5085.7

清洁。应确保

进行核查，确

 

照

谱

染

测

或

B 

项

公

以

固

体

有

要

7

保

确



DB34/T 389

10 

方法10.4 

GB 5085.7 和

11 样品的

采样11.1 

得相关负责

对涉11.2 

每份11.3 

检测指标而

按照11.4 

输过程中发

器中并置于

对易11.5 

对含11.6 

 

 

95—2021 

法空白、精密度

和实验室质量

的保存和处置

样完成后，现

责人同意后放

涉案废物，应

份样品保留量

而定。 

照 HJ/T 20 选择

发生变化。对

于避光处。对

易燃易爆及有

含有剧毒或大

度、准确度、

量体系文件的

 

场采样的一次

放在指定的位置

应留样，直至案

量至少为分析

择合适的存放

易挥发废物，

对温度敏感的废

毒有害的样

量有毒有害

、方法的灵敏

的相关要求进

次性耗材（如

置或集中收集

案件处理完毕

需求量的 3 倍

放容器和保存

，采取无顶空

废物，样品应

品，必须分类

的废物，应做

敏度等性能指

进行。 

如采样管、擦

集带回实验室

毕。 

倍，样品保留

存方法对样品

空采样，冷冻

应保存在规定

类存放，保证

做无害化处理

指标按照 GB 5

擦拭采样器的

室按照实验室

留时间至少 6

品进行存放和

冻方式保存。

定的温度之下

证安全。 

理或送有资质

 5085.1、GB 5

的纸、乳胶手

室废物处理。

个月，样品

和保存，尽量避

对光敏废物

下。 

质的处理单位

 5085.3、GB 5

手套、口罩）等

 

复测有效期应

避免样品在保

物，样品应装入

位进行无害化

 5085.6、

等应在征

应视特性

保存和运

入深色容

化处理。 



 

   

 

 

      

转移、倾

图A.1 转移

倾倒和填埋固

移、倾倒和填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固体废物类环

填埋固体废物

 

A  

） 

环境事件快速

物类环境事件快

 

速监测流程图

快速监测流程

DB34/T 

图 

  

程图 

389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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