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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点/工
序/部位

危险源及其风险 预防及应急措施
安全标志
要 求

1
微生物室
紫外线灯

杀菌

紫外线灯开启时
，人员直接接触
对人体和眼睛造
成伤害

按规定时间开启紫外线杀菌灯，开启时人员
不直接接触；更换紫外线灯及放取物品时须
将紫外线灯关闭后操作。

2
紫外线灯管出现
破损对人员造成
划伤

紫外线灯管出现破损时将微生物室的玻璃碎
片清理干净（制作防护罩或与厂家联系定做
）。

3
硫酸、盐
酸的储存

硫酸、盐酸储存
不当易造成火灾
及人员皮肤灼伤

存放化学品的区域贴有醒目标识；避免与易
腐蚀性物质接触，远离火源； 化学品柜专人
专柜上锁储存，交接班时对危险化学品领用
、使用和结存情况进行交接，确认品名和数
量。

4
电器设备
的操作

使用不当易造成
人员烫伤、烧伤

贴有醒目标识及操作规程；机器经常维修。

5
有毒有害
物品的储
存

有毒有害物品储
存不当易造成人
员中毒

存放化学品的区域贴有醒目标识，化学品柜
专人专柜上锁储存。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3

序
号

活动点/工序
/部位

危险源及其风险 预防及应急措施 安全标志要求

6
易燃易爆物
品的储存

易燃易爆物品储存
不当易引起火灾造
成人员伤亡

存放化学品的区域贴有醒目标识
；远离火源、热源，化学品柜专
人专柜上锁储存。

7
玻璃仪器的
使用

玻璃仪器使用不当
易造成人员划伤

使用时操作得当，注意防护。

8
高压蒸汽灭
菌锅的使用

有烫伤、触电、爆
炸的危险

定期检定灭菌锅、压力表、安全
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待
灭菌锅降温、降压时开启取放灭
菌物品。

9
配制检验药
品

有毒有害药品
建立有毒有害药品使用台帐，专
柜储存，双人双锁保管。

10
易燃易爆挥
发药品的存
储与使用

易燃易爆挥发药品
，易发生火灾、爆
炸、腐蚀事故。

远离火源，在阴凉避光处保存，
配制使用时在通风橱内进行。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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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点/工
序/部位

危险源及其风险 预防及应急措施 安全标志要求

11
强酸强碱药
品的存储与
使用

易人体皮服、眼睛
造成伤害。

酸碱药品单独存放，配制时配
戴防护眼镜、耐酸碱手套、耐
酸碱围裙；发生意外及时用水
冲洗，如不小心进入眼内及时
用洗眼器进行冲洗。

12
酒精灯的使
用

引起火灾
灯内液体汪超过三分之二，熄
灭时用盖熄灭。

13 电炉的使用 引起火灾、烫伤

在使用前检查电源线是否破损
，电炉子附近不能放置易燃物
品，不使用时及时关掉电源，
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高温物品。

14
电热恒温干
燥箱、水浴
锅的使用

引起触电、烫伤
在使用前检查电源是否有破损
，水浴锅炉内不能断水，不能
用手直接接触高温物品。

15
凯式定氮仪
的使用

引起烫伤、爆炸
检查冷凝器不能断水，不能直
接接触高温物品。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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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点/工
序/部位

危险源及其风险 预防及应急措施 安全标志要求

16
无菌操作室
的使用

辐射
关闭杀菌灯30分钟后，再进入
工作。

17 理化检验

检验时需加入一
些有刺激性或有
毒害的挥发性物
质

尽量在通风橱内进行若没有通
风橱打开空调做样，戴上口罩
或防毒面罩，防毒面罩定期更
换发生事故后按化验室危险品
应急预案进行处理。

18
微生物检验
（阪歧肠杆
菌）

微生物培养后的
培养基，易污染
环境对人体造成
伤害

数皿时戴上口罩，计数过的培
养基灭菌后再处理按照公司废
弃物处理规定放到指定地点。

19
高空作业（
擦拭灯具）

高空作业未按要
求系安全带，梯
子未放好，人员
摔落致残。

两人在场，按要求系好安全带
，梯子放平稳。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毒麻药品、菌种、辐射源等有毒有害物质丢失、泄露或被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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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2018年12月26日9时34分，北京交
通大学东校区2号楼环境工程实验
室内学生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
科研试验时发生爆炸引发火灾。3

名参与实验的研究生在事故中不幸
遇难。

学校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小组，书
记校长任组长，及时在现场组织救
援、安全防护和善后工作 。因相
关部门还在进一步做调查清理工作
，请师生暂时不进入警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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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2018年11月11日上午10时，南京

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一实验室发

生了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将实验室大门炸飞

，玻璃渣更是到处都是。多名师

生受伤，不少学生脸上、双手有

明显灼伤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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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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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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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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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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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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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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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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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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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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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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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其他高校实验室事故（略）

2012.2.15     南京大学化学楼甲醛反应与泄露

2013.4.30     南京理工大学废弃实验室爆炸

2015.4.5       中国矿业大学气瓶爆炸1死4伤

——广东高校实验室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贵州高校实验室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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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安全行为

特殊环境物的不安全状态
事故

腐蚀性，氧化性，易燃易爆

，有毒，高温、高压等。

实验人员对实验室安全认识不足，

违规操作是造成事故主要原因

工作场所中，工作环

境、设备设施对人所

产生的危险因素

3. 实验室事故的原因

人为因素

占98%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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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行为表现在：

 缺乏端正的态度

 缺乏安全知识或技能

 不适当的机械或物质的操作行为

二、实验室安全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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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着实验防护服，穿拖鞋进行
实验操作，安全意识薄弱。

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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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行为

用温度计当做搅拌棒配置标签无配置日期、
人员等信息

用黑色生活垃圾袋盛装
生物医学垃圾

随意交谈、实验服
穿着不规范

用鼻子鉴别化学药品的成分 称取腐蚀性药品不带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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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存在的不安全环境

地面积水 使用严重破损的插线板 饲养猫，易打翻实验室试剂等

违规使用电热炉 插座置于地面 气瓶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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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实验室安全体系建设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深化认识，增强教学实验室红线意识

强化担当，健全教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细化管理，完善教学实验室安全运行机制

创新举措，推进教学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

突出重点，开展教学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

多方联动，提高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

齐抓共管，夯实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基础

核心要求
划定安全红线

明晰安全责任

监控安全风险

营造安全文化

加强安全检查

落实应急制度

夯实安全基础

（教高厅〔201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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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实验室安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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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化学实验室安全守则

1. 所有药品、溶液都应有标签，绝对不要在容器内
装入与标签不相符的药品。

2. 禁止使用实验室的器皿盛装食物，也不要用茶杯
、食具盛装药品，更不要用烧杯等当茶具使用。

3. 使用浓硝酸、盐酸、硫酸、高氯酸、氨水时，均

应在通风厨或在通风情况下操作，如不小心溅到
皮肤或眼内，应立即用水冲洗，然后用5%碳酸氢
纳溶液(酸腐蚀时采用)或5%硼酸溶液(碱腐蚀时采
用)冲洗，最后用水冲洗。

2. 制定规章制度，狠抓落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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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章制度再完善，执行不到位也白搭。

• 多数检查流于形式，或有检查无整改。

——不遵守操作规程

——新实验项目无风险评估

——设施/设备“带病运行”

——实验室拥挤、脏乱，操作无防护

——危险品随处放置，废弃物处置不规范

——安全标识不齐全，安保监控未覆盖……

• 经常排查隐患，及时消除隐患，是最有效的安全措施。

3. 检查监督有力度，隐患整改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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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方式

（1）日常隐患排查

（2）综合性隐患排查

（3）专业性隐患排查

（4）季节性隐患排查

（5）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

（6）事故类比隐患排查

3. 检查监督有力度，隐患整改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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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安全环境，保证经费投入

实验室安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有的学校基础设施陈旧，配电线路老化，实验室

內乱接线路，火灾隐患多。

（2）实验用房不足，设备之间间隔过密，安全操作距

离不够 ，安全通道受阻。

（3）环保设施不能满足要求，通风不畅，安全防护设

施缺陷，个人防护用品不足。

（4）危险标识、警示标识不足，安保监控未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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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抓好危险品、生物及化学实验室等关键部位的安全防范

对各类实验室进行安全防范检查

3.狠抓实验室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