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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2008年11月16日中国农业大学(东区)食品学院大楼火灾，过
火面积150平方米左右，造成损失。

 酒精遗洒引起。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2008年6月6日，清华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一个进行“高温
烧结”实验的实验室
失火，楼内上百名师
生被紧急疏散，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

 一名学生做实验时，
仪器开着人却中途离
开，结果导致火灾。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2011年10月10日中午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理学楼四楼发生
火灾，且实验室里拥
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
品。

 最后一名学生做完实
验离开后不久就着火
了，可能是这名学生
离开时忘记关掉实验
设备，导致着火。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2009年7月21日，台湾
TVBS电视台报道：高
雄医学大学附属医院
实验室当天早上发生
气体外泄事件，附近
人员紧急疏散，消防
队也出动化学车和云
梯车前往救援。

 疑似是实验室装在容
器里的过锰酸钾突然
爆裂导致气体散出。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台北讯--2012.02.02 ）台湾清华大学原子实验室从
1961年启用以来，去年首次发生辐射曝晒学生的意外。有
四名学生在做实验时，因为控制员的操作失当，造成学生
受到高辐射曝晒，其中一人遭到曝晒的剂量高达6.6毫西
弗，等于连续照射了330张X光照。

 事故过程：
三名研究生和一名大学生进行“硼中子捕获治疗”实验，
没想到操作员以为通风设备被关闭，为了不影响“反应控
制棒”的测试，因此动手将控制棒抽出，造成反应炉释出
大量“中子束”和“伽玛射线”，直接照射在学生身上。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2011年9月14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实验室的一名女性研究人员
因为实验室里一种用于研究的细菌而发生皮肤感染，导致住
院。

 芝加哥大学官方称，引起这次感染事件的是一种名为蜡状芽
孢杆菌（Bacilluscereus）的细菌。该细菌可通食物传播，
引起食物中毒。当时该研究人员身上有开放性伤口，学校仍
在进一步调查感染是否源于实验室。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前在同一实验区域，另一位研究人员因
为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pestis）中的一种弱致病
菌而死亡。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2011年4月14日，美国耶鲁大学大四女生米歇尔13日凌晨死
于实验室事故，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当天下午确认了
米歇尔的死讯。

 事故原因：米歇尔深夜独自在实验楼地下室的机械间操作车
床，头发被车床绞缠，最终导致“颈部受压迫窒息身亡”。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实验室危险种类

 化学类：火灾、爆炸、腐蚀、中毒等

 物理类：噪音、辐射等

 生物类：细菌、微生物、动物等

 设备类：高温、高压、强电、强场、运动部件等

 其他：不安全行为等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非营利性组织“实验室安全机构”的James Kaufman说，
学校实验室出事故的概率是工厂实验室的100倍！

 据不完全统计，在实验室意外事故中，由于人为因素造成
的比例高达88% ！

 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掌握必要安全知识和采取正确防护措
施，可有效预防事故，减少损失，保障师生健康！

 学校实验室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实验中
逐步培养学生规范、科学、安全的实验习惯，掌握安全知
识以及事故救援、自救技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生活，
受益终身。



安全培
训制度

 香港高校一般都实行硬性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准入制度
 香港的大学安全与环境管理部门在开展日常安全教育与培训、

安全检查与风险评估，以及参加实验室建设规划、科研项目
安全审查等方面的工作都十分深入、具体。

 理工科学生在校期间接受正规的安全训练课程，并作为毕业
的必备条件。

 通过考核作为进入实验室的必要条件；没通过的同学不能进
入实验室，不能开题研究，甚至拿不到毕业证书。

安全培
训内容

 学校和政府安全管理部门为此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安全教育、
培训资源。

 如香港理工大学，设立包括一般安全、化学、生物、有毒有
害等在内的20多个专门教育课程。

 采用传统的面授与网络自学的方式对全校师生开展安全与环
保教育。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香港地区大学情况



安全培
训制度

 安全培训制度非常严格，实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未经安全培
训、未通过考试，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实验室。

 对于什么样人员必须接受那些安全培训项目、是否强制培训、是
否必须通过考试，都有严格规定。对于新入校的新教工、研究生、
即将进入实验室的本科生等不同类型的人员，学校会根据其不同
专业，给予明确的培训和考试要求。

安全培
训内容

 安全培训内容非常全面。
 以亚利桑那大学为例，安全教育和培训课程有普通实验室化学培

训、低温安全培训、气体操作培训、噪声防止和听力保护培训、
灭火器使用和灭火培训等。

 课时通常在1-1.5小时，一把为1一个月开课一次，有些课程不定
时举办，均会提前在网上预告。

安全教
育形式

 常见形式为书面或电子版本的材料、网络视频材料、集中听课。
 例如亚利桑那大学的化学安全网络培训考试系统，集网络培训与

网络考试于一体，通过模拟测试自我评估，进行结业考试，通过
即可打印电子证书。

 美国高校情况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强制性培训



 美国国家实验室情况:Lawrance Berkerley Laboratory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安全培
训制度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课程不仅是学生必修的课程，而且对于新到
实验室的老师、科研人员也同样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教育、
培训后方可上岗。

 学校还根据学生的年级高低以及学科的特点，在各个院系开设深
度不同的安全、环保课程，进一步深化实验室安全、环保教育。

安全培
训内容

 各个高校根据各自的情况均编制了实验室安全指导手册，如早稻
田大学、京都大学的安全指导手册等。

 手册内容涵盖紧急情况处置、火灾、地震、化学实验、放射性实
验、生物实验、电气安全等各方面的内容，方便师生了解各自感
兴趣的防护知识。

安全教
育形式

 常见形式为书面或电子版本的材料、网络视频材料、集中听课。

 日本高校情况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北京大学



1、为什么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

 实验室的安全与大家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都执行了严格的规定



2、实验室安全体系

硬件
 实验室的设计、规划

软件
 制度的建设
 制度的执行



2.1、实验室设计、规划(I)

新校区建设、老校区改造

原则：科学规划 精心设计 周全考虑

 科学性：选址合理、布局规范、流程通畅

 功能性：功能齐全、满足需要

 先进性：超前意识、高要求、留有发展余地

 可行性：经济状况

 方便性：便于控制、便于操作、便于管理

 舒适性: 体现人性化和人文关怀理念

安全是前提：符合安全需要、确保实验室人员及环境的安全！



2.1、实验室设计、规划(II)

报警系统/连锁系统

电源及照明（应急系统）

给排水

通风及空调

防雷和抗震

消防

专用设施，特殊要求

安全装置

 辐射防护器具（铅玻璃、铅

围裙、铅眼镜）及操作人员

佩戴的个人剂量计

 通风柜、排风试剂柜、生物

安全柜

 防护眼镜

 急救药箱

 紧急喷淋器

 紧急洗眼器



2.2、实验室安全制度建设

如果缺乏健全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无论多么高级的实
验室硬件设施，都难以发挥其安全作用,也无法确保安全

应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令、标准和规定，结合实际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管理文件和标准操作程序，确保安全

日常管理规范：普通仪器设备管理；水电气管理；清洁等

安全管理规范：

管理体系文件：安全制度、设备的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
意外事件处置预案和处置规程

人员管理规范：人员控制；专业素质、专业技能培训；
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意外事件的处置



2.3、实验室安全制度执行

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是关键！

不知、不顾、
不能、粗心、
迟钝、 疲
劳、情绪，
各种内在外
在的行为

工作场所中，
环境、设备
设施对人所
产生之危险
因素

不安全
环境

不安全
行为

天灾

事
故

人祸

知识不足
（不了解）
经验不足
（不熟练）
意愿缺乏
（不遵守规章）
过度疲劳
（生理不适）
烦恼
（倦怠感）



2.4、小结

实验室安全体系建设：

设施建设：实验室及配套建筑

设备建设：基本检测设备和发展设备、防护设备

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制度、安全、奖惩

人员建设：培养、提高

思想重视、硬件可靠、科学管理



3.1、实验室安全总述(I)

 知己知彼。在进实验室之前，认真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做
好充分而积极的准备：了解实验室性质，对实验可能涉及的
危险因素及应对方法做到心中有数。

 未雨绸缪。熟悉逃生通道位置，牢记紧急求救电话，了解消
火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及洗眼器、喷淋装置等防护、自救
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有备无患。按需穿戴如实验服、手套、护目镜等防护器具。

 规范操作。 严格按相应规章制度进行实验、管理实验室。

 自救互救。不能单纯等待医护人员到现场抢救，应该熟悉和
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知识和逃生技能。



3.1、实验室安全总述(II)

 未雨绸缪。熟悉逃生通道位置，牢记紧急求救电话，了解消
火栓、灭火装置等消防设施及洗眼器、喷淋装置等防护、自
救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喷淋装置 紧急洗眼器



3.1、实验室安全总述(III)

 未雨绸缪：灭火装置

水 消防沙箱

干粉灭火器 CO2灭火器 泡沫灭火器



3.1、实验室安全总述(IV)

 未雨绸缪：灭火装置

灭火方式类型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水 大部分火灾。
不宜在化学实验室使用，也不
宜用于带电设备。

沙土 不能用水扑救的火灾。 保持沙土干燥。

干粉灭火器
固体有机物燃烧，液体或可融
化固体燃烧、可燃气体燃烧。

不适用于：钠、钾、镁等金属
燃烧；固体深层火；精密仪器
和精密电器设备等。

CO2灭火器
液体或可融化固体燃烧、可燃
气体燃烧、电器引起的火灾。

不适用于钠、钾、镁等金属燃
烧；勿接触喷管金属部分避免
冻伤。

泡沫灭火器
固体物质、油制品、油脂等引
起的火灾。

一般不适用于电器引起的火灾；
防止喷嘴堵塞；定期更换药液；
防冻、避高温。



3.1、实验室安全总述(V)

 有备无患：按需穿戴防护器具

护目镜

实验服手套



3.2.安全用电(I)

 触电主要是指电流流经人体，使人体

机能受到损害。

 电击的伤害程度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

小有关、通过人体的工频电流超过

50mA时，就会危及生命。

 安全距离是指在各种工作条件下，带

电导体和周围的接地体及工作人员之

间,必须保持的最小距离。

 可能引起火灾和爆炸等



3.2.安全用电(II)

单相触电

双相触电

高压线

跨步电压触电



3.2.安全用电(III)

 新建实验室，设计容量要能满足或大于所有设备共同使

用时的用电荷载。

 当实验室的配电不足时，实验室一定要进行配电改造。

 应由有施工资质的单位施工。所有管线、装置和元器件

要符合国家标准。如应选用标准导线，不同颜色区分火、

零、地线。

 必须有漏电保护器或空气开关。

 合理使用单刀单掷、双刀双掷等开关，开关应设在火线。

 实验室仪器设备要有专人负责维护维修，防火安全要落

实到人。

 实验室要按规定时间间隔测试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开关是

否正常。



3.2.安全用电(IV)

 电源、插座功率等需与仪器设备的功率匹配

 电源插座或开关必须固定

 不得乱拉乱接电线

 接线板不得串接

 当电源线有破损时，应及使用绝缘胶布缠绕绝缘

 普通试电笔可以测试低压设备

 不要用潮湿的手接触工作状态的仪器，也不要用湿毛巾

擦拭带电的插线板、仪器外壳等

 多个大功率仪器不得共用一个接线板

 空调必须有专用插座，不得通过接线板连接使用

 任何生活加热装置，如电炉、电暖器、热得快等严禁在

实验室使用



3.2.安全用电(V)

应急处理

 在雷电多发的夏季，当雷电发生时，应停止实验操作，

避免雷电的袭击

 如遇电线起火，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

 有人员发生触电时，施救的第一步是迅速拨下实验室内

总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器开关；注意防止次级事故

 



3.2.安全用电(VI)

 高压电：有特殊要求

 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I)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

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理化危险（爆炸物、易燃气体、易燃气溶胶等15类）；

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眼损伤/眼

刺激等10类）；

环境危险（危害水生环境）

 个人不得通过邮寄向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购买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II)

我国化学药品危险标识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III)

安全储存：防燃防爆

原理

助燃物

可燃物 着火源







措施

 库房保持阴凉和空气流通，

必须安装通风设备来调节

温湿度

 按化学性质分区存放

 定期检查

 实验室及库房亦应常备足

够及合适的装备以用于应

急事件与突发事故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III)

安全储存：化学危险品应置于标注明确的适当容器内，

专用库房存放，专人保管

 标签模糊不清或脱落，应立即更换

 腐蚀性物品的容器必须采用耐腐蚀的材料制作

 易燃药品

 挥发性药品

 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必须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双人收发、双人保管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IV)

化学品标签 危险性概述

提示参阅MSDS

危规号和UN号

化学品事故报警电话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生产
厂家及商标

安全措施

安全搬运
措施

规格及批号

生产企业信息

危险性标志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V)

MSDS（材料安全技术说明书）

1.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2. 成分

组成信息
3.危险性概述

4.急救措施

5.消防措施

6.泄漏应急处理

7.操作处置与储存

8.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9.理化特性

10.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11.毒理学资料

12.生态学资料

13.废弃处置

14.运输信息

15.法规信息16.其他信息

MSDS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VI)

安全使用：

 严格登记制度

 可通过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而发生中毒

 针对上述中毒途径加以防护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VII)

针对皮肤吸收：穿戴防护器具

 搬运、使用腐蚀性物品时要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易燃易爆场所不能穿化纤工作服、带钉鞋

 必须采取眼睛保护措施：

护目镜：最低可接受的标准是镜框两边带有挡板

普通眼镜：必须在眼镜外再戴一个护目镜；

隐形眼镜：明确禁止

 皮肤沾上腐蚀化学品时，应立即使用实验室配置的紧急

喷淋装置,并用大量清水冲冼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VIII)

针对呼吸道和消化道：安全使用

 开启具有刺激性化学品的容器时，应特别小心，在通风

橱内进行

 实验室禁止吸烟：可能造成火灾和爆炸,还可能中毒

 实验室禁止饮食





3.3.实验室化学品安全(IX)

 应急处理：制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及时报告；熟知各

种物质性质，针对性地解决

 剧毒化学品：被盗、丢失或者误售、误用时，必须立即

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灭火器：正确选型和使用

干粉灭火器 CO2灭火器 泡沫灭火器 1211灭火器



3.4.实验室辐射安全(I)

绝大多数民众普遍存在恐核，
对接触辐射过分地紧张、恐惧，
心理压力大

对接触任何辐射不在乎

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片
面的。

辐射应用：

• 保鲜灭菌

• 无损探伤

• 辐射育种

• 辐照诊疗

• 刑事侦查

• 考古年龄测量

• ……

辐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利益



3.4.实验室辐射安全(II)

 电离辐射 ：直接或间接使介质发生电离效应的带电或

不带电的射线，如α、β、γ、 x、 n等

辐射类型 来 源 描 述

天然
辐射

来自太阳、宇宙射线和
在地壳中存在的放射性
核素；地下溢出的氡是
自然界辐射的另一种重
要来源。

从太空来的宇宙射线包
括光量子、电子、γ射
线和X射线。地壳主要发
射性核素有铀、钍和钋，
释放出α，β或γ射线

人造
辐射

广泛用于医学、工业等
领域。主要用于医用设
备、研究及教学机构、
核反应堆及其辅助设施。

放射性材料广泛用于人
们日常消费，如夜光手
表、釉料陶瓷、人造假
牙、烟雾探测器等



3.4.实验室辐射安全(III)

 辐射本质：电磁波



3.4.实验室辐射安全(IV)

射线
名称

射线实质 穿透力 特性及功能

α射
线

氦原子核流 穿透力较弱
电离作用很强，一张
薄纸就可挡住

β射
线

电子流 穿透力较强
电离能力较α射线弱，
常用于放射性治疗

γ射
线

波长极短，
能量极高的
电磁波，光

子流

穿透力很强
不带电，以光速运动，
对生物组织损伤很大，
常常用于放射治疗。

X射
线

波长介于紫
外线和γ射
线间的电磁

辐射

穿透力很强

不带电，可以使很多
固体材料发生可见的
荧光，使照相底片感
光以及空气电离等

n 中子流 穿透力很强 水屏蔽，石蜡屏蔽



3.4.实验室辐射安全(V)

1 MeV 的粒子穿透物质能力

α 1 页

β      60页

铅

γ

n
4580本



3.4.实验室辐射安全(VI)

放射性物质所放出的射线可以对人体组织造成伤害、具有或
大或小的危险性，可致病、致畸、致癌，甚至可致死

常用剂量当量来表示辐射量，剂量当量的单位为西弗（Sv）



3.4.实验室辐射安全(VII)

外照射：主要是指体外辐射源对人体的照射

时间防护：累积剂量与受照时间成正比
措施：充分准备，减少受照时间

距离防护：剂量率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措施：远距离操作

屏蔽防护：粒子穿透能力不同
措施：选择屏蔽材料

内照射：进入人体内的放射性核素作为辐射源对人体的照射

基本原则：防止或减少放射性物质进入体内，对于放射性核
素可能进入体内的途径要予以防范

措 施：严格遵守管理规定和操作程序



3.4.实验室辐射安全(VIII)

进入放射实验室注意事项

必须穿实验服、戴口罩、穿上工作鞋和戴工作帽（高操作剂
量必需穿戴辐射防护服）。确证防护妥当，才可进行实验

妥善储存放射性物品

防止放射性物质由呼吸道进入体内，在操作开放性液体源时，
需在通风厨中进行；操作粉末状态放射性物质，必须在手套
箱中进行

严重伤风和外伤时，不准做放射性实验

严禁将便衣、食具带入实验室，在放化实验室内禁止喝水、
吸烟和吃东西，不准把书籍带入强放射性实验室



3.4.实验室辐射安全(IX)

安全使用

严格登记

实验室采用连锁装置

不得用手直接拿取、触摸

采用必要的屏蔽设施

不可以用眼睛直视放射源的活性窗口



3.4.实验室辐射安全(X)

应急处理

制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实验中若遇密封源跌落、封装破裂、辐射装置报警等意外事
故发生，应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不得因看不见射线就盲目
随意处理

及时有效的处理辐射事故，迅速掌握放射性同位素的种类、
活度，在第一时间确定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



3.4.实验室辐射安全（XI)

辐射对人体产生损伤，损伤是在一定剂量下发生的，是可以
防护的，对放射源无端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

重庆大学ICT无损检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γ射线、低能X
射线和高能加速器X射线



3.5.实验室生物安全(I)

 生物危害：有害或有潜在危害的生物因子对人、环境、生
态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

 实验室生物危害：在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研究过程中
对人、环境、生态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生物安全：为了避免在生物和医学实验室中，进行各种有
危害或有潜在危害的生物因子活动过程中，可能对人、环
境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而采取的防护措施（硬
件）和管理措施（软件）达到对人、环境和社会的安全防
护目的

 主要包括微生物和动物



3.5.实验室生物安全(II)

三项技术措施

样品隔离技术（机械、气幕），防止传染因子进入环境接触
人体

定向流技术（三级负压系统），防止传染因子扩散

消毒灭菌技术（物理、化学），灭活传染因子

一般按照实验因子污染的概率把实验室分为洁净、半污染和
污染三个区



3.5.实验室生物安全(III)

一级屏障：操作者和被操作对象之间的隔离

生物安全柜

个体防护装备：口罩、面具、眼镜，防护衣、帽、裤、鞋、
靴、袜、手套、正压服

穿戴顺序：

口罩→帽子→防护
服→防护眼镜→鞋
套→手套

 脱卸顺序：

外层手套→防护眼
镜→隔离衣→口罩
和防护帽→鞋套→
内层手套



3.5.实验室生物安全(IV)

二级屏障：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外部环境的隔离

实验室的设施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给水排水系统

电气和控制系统

盒中盒结构



3.5.实验室生物安全(V)

生物安全防护水平（BSL）：一级最低，四级最高

 BSL-1、2实验室称为基础实验室

 BSL-3实验室称为防护实验室

 BSL-4实验室称为高度防护实验室

分级 处理对象 危险等级

BSL-1
对人体和环境危害较低

不会引发健康成人疾病

Ⅰ级

四类

BSL-2
对人体和环境有中等危害
或具有潜在危险的致病因子

Ⅱ级

三类

BSL-3
主要通过呼吸途径转播
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疾病的致病因子
通常有预防治疗措施

Ⅲ级

二类

BSL-4
对人体有高度危险性
气溶胶途径传播或传播途径不明的微生物
无预防治疗措施

Ⅳ级

一类



3.5.实验室生物安全(VI)

如何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

人员准入制度。所有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通过考核，获
得上岗证书

熟知各种标准与规定

个人防护和生物安全柜同等重要

确认各种防护仪器设备完好：如生物安全柜在使用前需要检
查气流量、负压、风速等的指标；定期检测高压灭菌器的灭
菌效果；特别关注高效过滤器检查、维护和更新

实验时严格遵守各种制度及规范：清洁和消毒（如洗手等）；
样品转移使用防漏容器（如运输感染性物质应使用金属或塑
料材质的二层容器）



3.5.实验室生物安全(VII)

动物实验室

以ABSL-1、ABSL-2、ABSL-3、ABSL-4表示相应安全防护水平

危险因素包括身体上的损伤、过敏和人兽共患病等，对动物
过敏的人，尽可能不从事动物试验

典型的过敏性反应包括：鼻塞、打喷嚏、呼吸困难、哮喘发
作、皮肤刺激、湿疹

安全要求类似于前面微生物实验室

可通过设施、安全设备、个人防护用品三级防控措施减少动
物源性危害

实验室内应该配备急救设备

http://www.animalpicturesarchive.com/animal/ViewImg.cgi?img=a2/KoreanRodent_pm35-KoreanWoodMouse.jpg


3.6.实验室其他安全：水

 定期检查水龙头、水管

 不得在水槽中堆放物品堵塞下水口

 不能使用乳胶管

 经常检查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皮管等，及时更换、

修复、疏通

——橡胶管容易老化、破损、断裂，特别是晚上水压增

高时，更容易引起漏水事故



3.6.实验室其他安全：气瓶

 接收气瓶时，要对气瓶进行必要的检漏

 易燃易爆气体不能和助燃气体分区放置

 定期检查气瓶、气路是否漏气

 橡胶管路要定期检查，防止橡胶老化

 气体不得用完

 固定气瓶



3.6.实验室其他安全：激光

 分四类

 护目镜

 室内墙壁应采用白色漫反射墙壁，激光易到达处用黑色

吸收体墙壁，不涂油漆

 激光束所在的水平面的高度应低于1.2米



3.6.实验室其他安全：高温设备

 一般功率较大，容易因线路过载而引

发火灾

 注意插座（板、箱）功率匹配，及时

更换老化的电源线

 通电后须有人看管

 附近不存放易燃易爆物质

 只能用于烘干玻璃、金属容器和在加

热过程中不分解、无腐蚀性的样品

 高温马弗炉使用结束断电后应待其缓

慢冷却后再打开炉门，不能立即打开

以免出现炸膛、玻璃器皿骤冷炸裂等



3.6.实验室其他安全：高速运转设备

 使用前穿好工作服，特殊情况下应戴
好护目镜，如留长发要将头发盘起戴
上工作帽，一般情况下不应戴手套

 使用前需确认仪器保护接地良好，防
护装置安全有效，夜间作业应有足够
的照明

 使用专用工具操作的地方不得用手直
接操作

 设备运行过程中，人不得站在可能有
工件或碎屑飞出的地方

 不要在设备运转时对设备零部件进行
检查维修

 不要在长时间无人进出的场所单独使
用大型高速运转类设备



3.6.实验室其他安全：废物回收(I)

 化学实验废物：不得随意处理

2012年3月，北京大学化学学院一间实验室发生火灾。
原因是化学反应残留物自燃所致。学生实验设计是高氯酸
盐（强氧化剂）与水合肼（强还原剂）反应，预期产物是
络合物。但实验过程中，反应生成副产物高氯酸铵，过滤
时残留在滤纸，滤纸未经处理，随意投入垃圾筐。



3.6.实验室其他安全：废物回收(II)

化学实验废液处置

 废弃溶液应按有机及无机进行分类，严禁将不同类别的
液体混放在同一个容器中。

 装废液的容器必须具有明显标识，标识上应注明该废液
的名称、组成、浓度、日期及该溶液废弃人的姓名。

 将装有废液的容器放在指定地点，统一处理。

 严禁将有毒、有害、强腐蚀性试剂及液体倒入水池中或
下水道。



3.6.实验室其他安全：废物回收(III)

 生物实验废物：

 动物尸体不得作为生活垃圾随意丢弃

 针头、玻璃等尖锐废物的处理

 污染的液体在排放到生活污水管道以前都必须清除污染

(采用化学或物理学方法)



3.6.实验室其他安全：下班时间管理

 加班单独工作时应安排其他人定期到该实验室巡查；避免单

独使用危险品。一些极其危险的实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

独操作

 实验有时需要通宵无人下进行，研究者要设计好实验过程，

做好断电、没有冷却水或失去惰性气体供应等意外情况的准

备；做过夜实验时，实验的特点和所使用的危险品应该用标

签恰当地写出并贴出来；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意外发生时和本

人联系



 

 

 

 
(a) (b) (c) (d)

 

(a) (b) (c) (d)

3.7.实验室安全：自救与互救

 口对口（鼻）人工呼吸法

 人工胸外挤压心脏法



4、结语

任重道远 成效明显 还需努力 杜绝危险



参阅：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2.重庆大学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网站
http://lems.cqu.edu.cn/

3.黄凯, 张志强,李敬恩. 大学实验室安全基础.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2.10.



欢迎批评指正！

Thank you!

再成功的事业也弥补不了破碎的家庭！

再伟大的研究也弥补不了失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