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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安全与文化建设探究



 2016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分析

 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举措

 推进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建议

高校实验室安全与文化建设探究



 25所学校共检查了15个危险品仓库和废液废弃

物回收站，114个国家、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科研实验室，发现问题与隐患数616个。

2016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报告



序号 类别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1 组织体系（学校、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经费保障） 40 52 6.5% 8.4%

2 规章制度（校级、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规章制

度的执行、安全检查）

87 43 14.2% 7%

3 安全教育（教育培训计划、活动组织与实施、实验室

安全考试系统、宣传）

23 10 3.7% 1.6%

4 实验室环境与管理（场所、卫生环境、危险品仓库中

转站）

83 104 13.5% 17%

5 安全设施（消防设施、应急设施、通风系统） 79 64 12.9% 10.2%

6 水电安全（用电基础安全、用水安全） 32 44 5.2% 7.1%

7 化学安全（化学试剂存放、剧毒品管理、其他管控药

品的管理、实验气体管理、化学废弃物处置、其它化

学安全）

195 197 31.8% 32%

8 生物安全（实验室与人员资质、设施与场所、操作与

管理、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

18 8 2.9% 1.3%

9 辐射安全（实验室资质与人员要求、场所设施、采购、

转让转移与运输、实验安全操作、实验废物处置、激

光安全）

8 15 1.3% 2.4%

10 仪器设备安全（常规管理、特种设备管理冰箱管理、

烘箱与电阻炉管理、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

41 54 6.7% 8.8%

11 个人防护与其它（正确选用防护用品、其他） 8 14 1.3% 4.1%

合计 614 616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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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6年情况对比分析

 对比2015年，两年检查发现问题的总量基本持平 ， 2015年为614个 ，
2016年为616个。

 化学安全仍然是检查发现最突出的问题，实验室化学试剂管理、化学试剂
的存放、管控药品的管理和危险化学废弃物处置等问题均是各校的共性问
题。

 实验室环境与管理问题也是两年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分别占比13.5%
和17%，比较突出的是危险化学废弃物处置问题和危险化学品库房建设
不够规范等问题。

 问题发生率降低的问题，规章制度（14.2%降到7%）、安全教育（3.7%
降到1.6%）、安全设施（12.9%降到10.2%）、生物安全（2.9%降到
1.3%。自2015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启动以后，各高校均开始重视
实验室安全问题，着手对规章制度的建立、落实。实验室安全教育、安全
设施等可以立即整改到位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项目 发现问题总量 突出的问题 问题数量 项目内比例

组织体系
52

8.4%

学校层面安全责任体系 41 78.8%

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 7 13.5%

经费保障 4 7.7%

规章制度
43

7%

校级层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20 46.5%

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 16 37.2%

安全检查 7 16.3%

实验室环境与管理
105

17%

场所 36 34.3%

卫生与环境 20 19%

危险品仓库与中转站 39 37.1%

场所其它安全 10 9.5%

安全设施
63

10.2%

应急喷淋装置 31 49.2%

消防设施 22 34.9%

通风系统 10 15.9%



项目 发现问题总量 突出的问题 问题数量 项目内比例

水电安全
44

7.1%

用电基础安全 43 97.9%

用水安全 1 2.3%

化学安全
197

32%

化学试剂存放 60 30.5%

剧毒品管理 5 2.5%

其它管控药品的管理 12 6.1%

实验气体管理 60 30.5%

化学废弃物处置 26 13.2%

其它化学安全 34 17.3%

仪器设备安全
54

8.8%

常规管理 19 35.2%

特种设备管理 7 13%

冰箱管理 18 33.3%

烘箱与电阻炉管理 5 9.3%

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 5 9.3%



总体数据分析

 化学安全问题共197项，化学试剂存放、实验气体管理分别占比30.5%，化

学废弃物处置占13.2%。

 实验室环境与管理问题共105项，危险品仓库与中转站问题占37.1%，场所

环境问题占34.3%。

 安全设施问题共63项，应急喷淋装置问题占49.2%，消防设施问题占34.9%。

 仪器安全问题共54项，其中常规管理和冰箱管理问题各占35.2%和33.3%。

 组织体系问题共52项，其中学校层面安全责任体系问题共41项，占比78.8%。

 水电安全问题共44项，用电基础安全问题占97.9%。

 规章制度问题共43项。校级层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问题占46.5%，院系层

面的安全管理制度问题占37.2%。



（一）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常规
经费不足，规章制度不能完全落实

1、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不合理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专职安全工作人员数量普遍不足，专业能力

不强，难以满足实验室安全管理日益增长的工作需求。

 牵头部门不明确，资产、设备、科研、保卫、后勤多部门管理，

缺乏统筹。

 主管实验室安全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

主要问题分析



（一）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常规
经费不足，规章制度不能完全落实

2、常规经费保障不足

主要问题分析

 常规经费缺少。大部分资金以基础设施建设、师生实验安全

防护专项形式列支。没有持续不断的经费投入保障。

3、实验室安全制度不健全

 虽然建立了全校安全责任体系，实际执行中，院系间差异大；

 院系层面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较缺乏。安全

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普遍不够全面、规范和完善。



（一）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常规
经费不足，规章制度不能完全落实

4、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不够彻底。

主要问题分析

 各校均实行了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制度，但部分高校形

式重于效果，检查的内容不具体、信息不完整、责任不明确、

信息不公开、奖罚不分明，对隐患的整改态度不坚决、措施

不得力，安全检查未形成闭环。



（二）实验室环境、安全设施

1、实验楼设计施工不满足安全规范要求

主要问题分析

 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不配套；通风不畅、电路

负载过高、供气管道铺设复杂、下水管路堵塞等；

 大部分实验室废气直排大气。



（二）实验室环境、安全设施

2、危险品仓库、气体库房、化学废弃物中转站建设、管
理不规范

主要问题分析

 有的学校没有危险化学品仓库，或没有化学废弃物中转站，造

成实验室大量存放化学品和大量暂存实验废弃物；

 有些学校把危险品储存库、化学废弃物中转站设在地下；

 库房的标识设置、分类储存、通风防爆、应急装置等尚不充分；

 危险化学品库房管理人员专业性普遍较欠缺，不能真正满足准

确、规范地履行仓库各项管理职责的要求。



（二）实验室环境、安全设施

2、危险品仓库、气体库房、化学废弃物中转站建设、管
理不规范

主要问题分析

 气瓶库房问题很多，如易燃易爆气体和氧气混乱放，防盗、防

晒措施不足，管路杂乱且无标识等，反而增加了集中存放的风

险。缺少停电应急预案，可随意进出、铁栏栅可以伸手随意开

瓶、区域划分不明确、少数钢瓶字体不清；

 气体钢瓶供应商无管控，有普通面包车运送实验气体现象。



（二）实验室环境、安全设施

3、安全设施设备配备和日常管理有待加强

主要问题分析

 应急喷淋装置和洗眼器等的安装位置不便于应急使用，大多

未进行定期巡检。

 大型设备旁消防用品配备不合理。

 安全通道不畅通，有堆放杂物的现象；实验室改造后消防门

被封堵情况较多；

 用电存在多个大功率仪器使用同一个接线板、多个接线板串

联、电吹风等用毕未及时拔除电源插头等现象。



（三）化学实验室安全问题突出

1、化学试剂存放不规范

主要问题分析

 化学试剂未严格分类存放、缺少试剂统一标签或未规范使用；

 试剂存放量过大，实验室里存储化学品数量远大于上报学校

的信息；

 过期药品未及时清理；

 试剂瓶或废液桶开口放置、试剂瓶外盖缺失。

 冰箱内存放的物品标识不清或无标识、饮料瓶装试剂（原包

装未去掉）。



（三）化学实验室安全问题突出

2、易制毒与易制爆化学试剂

主要问题分析

 普遍存在易制毒与易制爆化学试剂使用和管理松懈，对剩余

或未经使用的试剂没有建立专用的台账；

 未分类锁存于专用的试剂柜中；

 未配备防爆冰箱，在普通冰箱中贮存危险化学品。



（三）化学实验室安全问题突出

3、化学废弃物暂存隐患大

主要问题分析

 废弃物容器缺乏统一制作的标签或标签信息不全、不易辨识；

 对化学废弃物的收运不够及时，实验室或仓库暂存量过大。

 学校普遍反映危险化学废弃物处理困难，有资质的专业公司

少，收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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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历年实验室废弃物处置量与专项经费



（三）化学实验室安全问题突出

4、实验室的气体钢瓶管理不到位

主要问题分析

 气体钢瓶没有使用状态标识，未妥善固定，非使用状态中的

钢瓶有的未关闭总阀；

 个别实验室还存在氢气钢瓶与氧气钢瓶混放的危险现象；

 存在气体连接管路杂乱且无标识、多条气体管路无管路图和

有效管控情况。



（四）特种设备安全、辐射安全

主要问题分析

 特种设备、辐射装置统计报备不全；行车、叉车等特种设备未在

管理部门备案，射线装置未在环保部门的辐射安全许可证上备案

登记；台账不清；

 操作人员管理不到位：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操作许可证超过检验期

；辐射操作人员无操作许可证，辐射操作人员未定期进行涉核职

业病体检，辐射操作人员未佩戴辐射剂量表；

 特种设备、辐射装置管理不到位：压力容器、高速设备未定期检

验；没有警示标识和操作规程；辐射安全许可证过期；危险操作

区域未进行标识和隔离；辐射设备无声音和灯光警示。



（五）生物安全

主要问题分析

 P2病原微生物的安全管理规则缺乏；

 实验动物操作未获得相应的许可证；

 生物垃圾未分类收集与处理；

 动物中心紫外线开关无安全提示和连锁装置；

 动物实验未进行伦理审查，实验动物麻醉操作无规范。



（六）安全教育及演练

主要问题分析

 在“安全校园、安全实验室”文化体系的建设方面，各学校

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教授-研究生这一重要层级，学

生的安全操作习惯尚未养成，师生的安全知识和责任意识仍

需提高。如学生在毒害化学物质的场合未按需要穿实验服、

佩戴防护眼镜、防护手套、面具等。

 安全预案制订方面比较好，实际演练不足。学生和教师参与

度较低。院系级实验室安全事故演练少。



建设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必要性

经验管理

科学管理

文化管理

无为而治

按管理人的设想，跟着感觉走，凭经验、直觉去管理

依法治理，以物为中心，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
科学，也称制度管理。

以人为本，在系统内部营造一种健康和
谐的文化氛围，变被动管理为自我约束

管理的最高境界：没有管理的
管理

暴力管理 原始的家长式、以力量作为解决问题后盾的粗暴管理模式



 促进实验室安全管理从制度管理走向文化管理

建设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必要性

文化管理的四大特征

安全核心价
值确立并获

得
认同

管理的重点从
行为层转到

观念层

管理方式
从监督型
转为育才

型

硬管理与
软管理

巧妙结合

 实验室安全文化是实现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灵魂

 法律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文化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

 文化的内涵：教育、教化、和培养



■ 欧美学校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与制度、风险防范、培训与监督等

方面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安全环保”的管理理念和“防患于未然”

的管理思路。

■ 管理体系与制度既科学完备又规范可行，风险防范与处理既着眼于

事前预防又注重事后处理，安全教育培训既全面覆盖又实用有效。

国外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理念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是一项综合管理体系，应包括完整的安全管理

制度、完善的安全技术和有力的安全文化。



构建实验室
安全文化的
策略和措施



以人为本
领导重视、全员参与

1

要求形式多样
宣传教育、主题活动

2

健全法规制度

3

重视物态建设

4

接受社会监督

6

完善体制机制

5

提升精神文化

7

实验室
安全文化的
七大要素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1. 以人为本——领导重视、全员参与

 领导者对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认识-强化学校顶层设计。

 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全面提升他们的实验室安全素质。

 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彰显人的尊严与价值，营造一个人人重视

安全文化的氛围，形成以学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

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实验室安全化。

 人人关心安全、事事关心安全、时时关心安全、处处关心安全。

 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更安全。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2. 形式多样——活动方式多样

• 安全宣传活动模式

• 安全教育活动模式

• 安全管理活动模式

• 安全文艺活动模式

• 安全科技活动模式

• 安全检查活动模式

• 安全报告活动模式

• 安全审评活动模式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2. 形式多样——载体多样

 文学艺术载体

安全文艺、安全漫画、安全文学：小说、成语、散文、诗歌等

 环境物态载体

安全宣教室、现场安全板报、事故图片展板、安全礼品系列、 安全

格言系列、安全标志建设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2. 形式多样——载体多样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实验室废弃物规范收集
处理操作指南

实验室废弃物规范收集处理操作视频 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



安全考试系统

2. 形式多样——载体多样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自学培训材料
（共9个单元）

自我评估

结业考试

完成培训

完成培训材料
的习题

正确率
≥85%

是

否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实验室安全培训流程



2. 形式多样——载体多样

 文化活动载体

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安全演讲比赛活动、安全实验周（月）、

现场安全汇报会等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讲座



2. 形式多样——载体多样

 教育培训载体

全员安全教育、家属安全教育、特种作业培训、管理人员资格认

证、火险应急训练、灭火技能演习、火灾逃生演习、爆炸应急技能

演习、泄漏应急技能演习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2011年台湾中央大学实施安全复合式防灾演习



3.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与体系建设

 实验室安全制度文化是实验室安全保障机制重要组成部分，是

实验室安全精神文化物化的体现和结果。

 “有章可依、违章必惩；奖惩结合，责任分明。”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实验室安全情况

欧美日—实验室管理体系：EHS

• 美国著名的理工院校麻省理工学院（MIT）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创造了著

名的EHS管理体系，即“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系统。

• 该系统包括EHS总部、EHS办公室、EHS委员会三部分。总部负责领导层架

构、出台可持续性方案、参与环保政策制定等；办公室负责管理实施和操作

层面的工作，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系统的实施，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公共福利

提升。

• 在MIT的管理体系中，除了校方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中的人员外，还有一些角

色作为整个MIT管理系统中的一部分，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和保障起了关键的

作用，如首席研究员（PI）、导师、实验室安全负责人等。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实验室安全情况

EHS总部

EHS办公室

生物安全

辐射安全

普通安全

化学安全

EHS委员会

导师

PI

实验室安
全负责人

EHS管理系统 其他人员MIT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监管

汇报

监督

监督



实验室组织体系

学校

实验中心（教研室）

院（部、系）

实验室

各级安全责任人签订《安全责任书》

成立实验室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在实验室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中，应坚持“谁使用、谁
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总
体
要
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辐射防护

条例》、《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化
学
安
全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剧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新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

和事故应急处置原则》、《剧毒化学品目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管理条例》、《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管理方法》、《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危

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危险货物品名表》、《化学品

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常用危险化

学品安全周知卡编制导则》、《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职业型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

级》、《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医疗用毒

性药品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危

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



生
物
安
全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实验动

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医学实验

室安全应用指南》、《医学实验室安全要求》、《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微生

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

理规定》、《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

辐
射
安
全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

办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放射性废物分类标准》、《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过量照射人员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放射工作

人员健康管理规定》、《放射源分类办法》、《射线装置分类办法》

环
境
安
全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排污管理的

通知》、《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注》、《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特
种
设
备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气瓶安全监察规定》、《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瓶装压缩气体分类》、《气瓶颜色标志》、《钢制焊接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气瓶警示 标签》、《溶解乙炔气瓶安全监察规程》、《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
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消
防
安
全

《用电安全导则》、《火灾分类》、《国家电器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
范》、《火灾报警控制器》、《特种火灾探测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火灾声和/或火警报器标准》

职
业
健
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高等学校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等级和标准的暂行规定》



• 奖惩制度

• 消防安全制度

• 各种岗位责任制度

• 安全卫生制度

• 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 安全检查、整改、评比制度

• 劳动保护（个人防护）制度

• 特种作业、特种设备操作、维护保养制度

• 各种应急预案

• 各种专项制度（水电、机械、化学、易燃、易爆物品、压力设
备、辐射、仓库物资材料保管、人员管理）

• 各种废弃物处理制度 ……

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的策略和措施

法规制度健全



1、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政策性指导，建立健全高校实验室

安全管理体系

 建议教育部加强对高校科研、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统一

规划、统一实施。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提出指导性意见。

 建议各省、直辖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设立专门的高校安全

（含实验室安全）职能部门，建立从教育部-省（直辖市）-

高校的完整安全管理体系，将实验室安全作为校园安全稳定

的重点工作。将实验室安全教育作为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内

容，督促高校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对推进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建议



2、逐步建立适应教育机构特点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规则、标准

 由于高校实验室具有使用危险化学品种类多、数量少、总量大、

人员流动性强、科研探索性强等特点，目前现行的国家法律法

规或国家标准并不完全适合高校的实际，亟待出台适用于高校

实验室标准。应建立高校实验室安全分级标准体系，形成行业

标准

 建议实验室安全管理行业协会设立课题，出台相关制度与标准

对推进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建议



3、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呼吁建立良好市场环境，环保部门、安监部门、公安部门、科研经费主

管部门等众多政府部门齐抓共管，为高校实验室管理创造好的社会环境。

 如化学生物废弃物处置问题，应避免个别处置企业垄断市场，不合理定

价，确保高校处置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及时、可靠、安全、便捷。

 政府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监管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试剂零售企业尤其是网

上零售企业的监督，促进剧毒品包装的小型化管理等。

 在科技评价体系中加入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各类危险性科研项目申请

立项时必须先进行实验室和人员资质条件的审核、科研项目经费应该有

安全工作开支栏目等。

对推进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建议



4、建立实验室安全监管体系

 建立高校实验室安全督查制度，实验室自查和教育部督查相结合。

 组建一支由实验室管理、化学、生物、辐射、健康环保等专业人

士组成的专家队伍，指导和实施实验室督查、政策研究、校领导

培训等相关工作。

 根据教育部每年实验室安全督查的情况，发布高校实验室安全 年

度报告，推广创新经验和技术。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对高校实验室安全进行监

管，对风险等级高的学校进行重点监管。

对推进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建议



5、建立学生安全培训与实验室准入制度，建设高校实验室

安全课程

 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课程、教材建设，加强实验室安全教师

队伍建设，推动高校实验室技术安全必修课程，全面推行实

验室准入及年训制度。

 将实验室安全管理提高到建设校园安全文化的高度抓细抓实。

通过教育宣传，不断提升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

感，营造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对推进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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