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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防治危险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是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组成部分。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

危险特性技术指标，危险特性符合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须依法

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由以下七个标准组成： 

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2、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本标准为新增部分。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3 月 27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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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反应性危险废物的鉴别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反应性鉴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5085的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452     氧化性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19455     民用爆炸品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19521.4-2004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19521.12   有机过氧化物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HJ/T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爆炸 explosion 

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产生高温，并放出大量气体，在周围形成高压的

化学反应或状态变化的现象。 

3.2  

爆轰 detonation 

以冲击波为特征，以超音速传播的爆炸。冲击波传播速度通常能达到上千到数千米每

秒，且外界条件对爆速的影响较小。 

4  鉴别标准 

符合下列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反应性危险废物。 

4.1具有爆炸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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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常温常压下不稳定，在无引爆条件下，易发生剧烈变化。 

4.1.2 标准温度和压力下（25℃，101.3kPa），易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分解反应。 

4.1.3 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能发生爆轰或爆炸反应。 

4.2 与水或酸接触产生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 

4.2.1 与水混合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并放出大量易燃气体和热量。 

4.2.2 与水混合能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蒸气或烟雾。 

4.2.3 在酸性条件下，每千克含氰化物废物分解产生≥250mg 氰化氢气体，或者每千克

含硫化物废物分解产生≥500mg 硫化氢气体。 

4.3 废弃氧化剂或有机过氧化物 

4.3.1 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剂。 

4.3.2 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有机过氧化物。 

5  实验方法 

5.1 采样点和采样方法按照HJ/ T298规定进行。 

5.2 第4.1条爆炸性危险废物的鉴别主要依据专业知识，在必要时可按照GB 19455中第6.2

和6.4条规定进行试验和判定。 

5.3 第4.2.1条按照GB 19521.4-2004第5.5.1和5.5.2条规定进行试验和判定。 

5.4 第4.2.2条主要依据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判断。 

5.5 第4.2.3条按照本部分的附录1进行。  

5.6 第4.3.1条按照GB 19452规定进行。 

5.7 第4.3.2条按照GB 19521.12规定进行。 

6  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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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固体废物 遇水反应性的测定 

Solid Waste – Determination of the Reactivity with Water 

 

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与酸溶液接触后氢氰酸和硫化氢的比释放率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遇酸后不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所有废物。 

本方法只检测在实验条件下产生的氢氰酸和硫化氢。 

 

2 原理 

在装有定量废物的封闭体系中加入一定量的酸，将产生的气体吹入洗气瓶，测定被分析物。 

 

3 试剂和材料 

3.1 试剂水，不含有机物的去离子水。 

3.2 硫酸（0.005mol/L），加 2.8ml 浓 H2SO4 于试剂水中，稀释至 1L。取 100ml 此溶液稀释至 1L，制

得 0.005mol/L H2SO4。 

3.3 氰化物参比溶液（1000mg/L），溶解约 2.5g KOH 和 2.51g KCN 于 1L 试剂水中，用 0.0192 mol/L 
AgNO3 标定，此溶液中氰化物的浓度应为 1mg/ml。 

3.4 NaOH 溶液(1.25 mol/L)，溶解 50g NaOH 于试剂水中，稀释至 1L。 

3.5 NaOH 溶液(0.25 mol/L)，用试剂水将 200ml 1.25mol/L NaOH 溶液（3.4）稀释至 1L。 

3.6 硝酸银溶液(0.0192 mol/L)，研碎约 5g AgNO3 晶体，于 40℃干至恒重。称取 3.265g 干燥过得 AgNO3，

用试剂水溶解并稀释至 1L。 

3.7 硫化物参比溶液（1000mg/L），溶解 4.02gNa2S·9H2O 于 1L 试剂水中，此溶液中 H2S 浓度为 570mg/L，
根据要求的分析范围(100-570 mg/L)用稀释此溶液。 

 

4 仪器、装置 

4.1 圆底烧瓶，500ml，三颈，带 24/40 磨口玻璃接头。 

4.2 洗气瓶，50ml 刻度洗气瓶。 

4.3 搅拌装置，转速可达到约 30r/min，可以将磁转子与搅拌棒联合使用，也可以使用顶置马达驱动的

螺旋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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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等压分液漏斗，带均压管、24/40 磨口玻璃接头和聚四氟乙烯套管。 

4.5 软管，用于连接氮气源与设备。 

4.6 氮气：贮于带减压阀的气瓶中。 

4.7 流量计：用于监测氮气流量。 

4.8 分析天平：可称重至 0.001g。 

实验装置图见图 1。 

流量计

N2入口

0.05M H2SO4

反应瓶

废物样品

洗气瓶

搅拌器

 

图 1  测定废物中氰化物或硫化物释放的实验装置 

 

5 样品的采集、保存和预处理 

采集含有或怀疑含有硫化物或硫化物与氰化物混合物的废物样品时，应尽量避免将样品暴露于空

气。样品瓶应完全装满，顶部不留任何空间，盖紧瓶盖。样品应在暗处冷藏保存，并尽快进行分析。 

对于含氰化物的废物样品，建议尽快进行分析。尽管可以用强碱将样品调至 pH12 进行保存，但这

样会使样品稀释，提高离子强度，并有可能改变废物的其它理化性质，影响氢氰酸的释放速率。样品应

在暗处冷藏保存。 

对于含硫化物的废物样品，建议尽快进行分析。尽管可以用强碱将样品调至 pH12 并在样品中加入

醋酸锌进行保存，但这样会使样品稀释，提高离子强度，并有可能改变废物的其它理化性质，影响硫化

氢的释放速率。样品应在暗处冷藏保存。 

实验应在通风橱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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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步骤 

6.1 加 50ml0.25 mol/L 的 NaOH 溶液于刻度洗气瓶中，用试剂水稀释至液面高度。 

6.2 封闭测量系统，用转子流量计调节氮气流量，流量应为 60ml/min。 

6.3 向圆底烧瓶中加入 10g 待测废物。 

6.4 保持氮气流量，加入足量硫酸使烧瓶半满，同时开始 30min 的实验过程。 

6.5 在酸进入圆底烧瓶的同时开始搅拌，搅拌速度在整个实验过程应保持不变。 

注意：搅拌速度以不产生旋涡为宜。 

6.6 30min 后，关闭氮气，卸下洗气瓶，分别测定洗气瓶中氰化物和硫化物的含量。 

 

7 结果计算 

固体废物试样中氰化物或硫化物含量由下式计算： 

R = 比释放率(mg/kg·s) =
S W
L X

 

总有效 HCN/ H2S (mg/kg) = R×S 

式中： 

X——洗气瓶中 HCN 的浓度(mg/L)，洗气瓶中 H2S 的浓度(mg/L)； 

L——洗气瓶中溶液的体积(L)； 

W——取用的废物重量(kg)； 

S——测量时间(s) = 关掉氮气的时间－通入氮气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