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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实验室安全已成为目前高校安全工作的一个重点。改善实验室安全管理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实

验室教学质量，更关系到每一位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笔者从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实践出发，分析了目

前高校实验室安全现状及原因，提出从安全培训、加强检查“回头看”、实验操作标准化等方面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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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出，轻者造成

财产损失，重则造成人身伤亡。对此，教育主管部

门以及各大高校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

严格。实验室作为集教学与实验为一体的重要场所，

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结合

高校实验室实际情况，对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以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

程学院本科教学实验室为例，对相应的管理对策进

行分析。

一  高校实验室安全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校内频繁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 

[1,2]，安全现状形势严峻。安全事故的发生，除了会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社会影

响。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高校教学实验室在安全管

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 师生安全意识淡薄 [3]。在国内，部分师生对

实验室安全不重视，存在侥幸心理，在实验过程中

往往忽略安全管理和安全操作，盲动实验。部分高

校甚至存在学生在实验室留宿、做饭等现象，严重

影响实验室安全。

2. 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 [4]。虽然各高校都建立

了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但是有些制度过于空洞，

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实验室由于缺少资金支持，缺

少管理人员，导致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落实。

3. 实 验 室 安 全 制 度 落 实 不 到 位 [5,6]。 当 前， 高

校招生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由于高校的定编定岗，

负责实验室管理的专职教师数量有限，无法及时有

效的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不彻底，从

而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

4. 实验室安全监督检查职责履行不力。一些负

有实验室安全监督检查的职责部门，在检查过程中，

往往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简单口头指出，而对问

题落实整改情况并没有进行回头看，使得安全监督

检查的效果大打折扣。

5. 实验室分配不合理。部分高校由于办公资源

紧缺，很多实验室在作为实验室使用的同时，也兼

做老师办公室，甚至是研究生的学习室，尤其有些

实验室放置气瓶，安全隐患严重。

二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对策

必须承认，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存在诸多

问题 [3]。为了改善实验室安全环境，保障师生安全，

必须积极寻找切实有效的管理对策，做好实验室安

全管理工作。河南理工大学安全工程国家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以下简称实验中心）从制度制定、政策

执行、安全教育等方面，强化可操作性，在实验室

安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提高师生实验室安全意识，全员参与实验室

安全培训

对师生进行事故案例教育，通过学习了解各类

实验室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让老师和学生

在学习中逐渐形成安全第一的观念；意识到安全是

性命攸关的问题；意识到学校的稳定和发展的前提

是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良好的高校形象和声誉；

没有安全，无论是师生个人还是家庭的利益和幸福，

都无从谈起，让师生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实验室安

全对个人、学校、社会的重要性，进而增强师生的

自我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为此，河南理工大

学安全科学与学院要求，实验中心的专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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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必须参加一次国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管理

培训。为了切实保证培训效果，实验中心要求，在

参加培训结束后，参会人员应在学院大会上进行总

结汇报，将国内其他高校、机构的管理思想、管理

方法在学院内部进行宣讲。

此外，实验中心每年都对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新生开设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课程，未参加培训

的学生，不得进入实验中心进行实验。对学生的安

全教育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管理规定、危化

品使用规定、燃烧实验操作要求、灭火器使用方法、

部分贵重实验仪器使用操作规定等。通过培训课程，

让学生尽早建立实验室安全意识，使教师和学生在

思想上重视实验室安全问题，时刻牢记实验安全操

作的重要性。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

强化安全知识，本实验中心目前正在筹划实验室安

全管理和安全操作知识竞赛。举办此类竞赛，一方

面可以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提高师生的实验室安

全意识，另一方面也是为学校文明校园建设构筑思

想防线，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消除由于人员误操作等

引起的各类安全事故。

2. 责任落实到人，加强排查与整改，坚决执行“回

头看”

高校应该要按照有关规定和该校实际情况，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机制，做到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

制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并且确保措施落实到位。

只有把职责落实到人，才能让工作落实到实处，才

能让安全管理工作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工作中每个人各负其责，工作扎实有序开展，不推

诿、不扯皮，让制度在执行中逐渐形成安全管理文化，

让文化影响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教师和学生，才能让

管理工作更顺利，更切实有效。

为此，实验中心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设置

5 位实验室管理人员，每人负责其中几个实验室的日

常管理、维护、日常安全检查，并与每位负责人员

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督促其履行相应的职责。同

时要求，各实验室负责人员每周要对自己所管理的

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并做安全检查台账。对检查

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出整改；

整改完成后，由实验室管理人员提出申请，3 天内学

院分管领导必须进行“回头看”。通过这一措施，使

实验室的日常检查成为常态，安全隐患无所遁形，

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整改。所有管理人员的

考核结果，均与其年终考核、职务晋升和年终评先

评优等直接挂钩，有效封堵了“管理真空”的出现。

3. 加强实验室安全操作标准化

高校应根据各类实验室的安全隐患和特点，制

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同时，应在实验室的运行中，始终将其贯穿

到实验室的各项管理活动中，通过实验室安全操作

标准化，确保实验室的安全。

目前，本实验中心所有气瓶均放置在气柜内，

由气体泄露报警装置进行保护；购置危化品储藏柜，

并对实验中心使用的所有危化品做台账，严格危化

品购买和使用流程。

所有实验均有相应的实验指导老师编写实验指

导书，并通过相关专业和学院的论证；实验指导书

应对实验步骤进行详细的说明，并对实验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危险、易误操作处进行提示，以提高操作

的安全性；实验过程中，实验指导老师必须全程跟

踪指导，确保学生操作符合规范。

为了保证实验过程中的安全，以及达到学生动

手操作的目的，确保实验效果，实验中心要求，实

验室管理人员要对实验过程进行监督抽查，每学期

抽查次数不少于本学期实验次数的 50%，并对抽查

过程中老师和学生进行评价并填写实验检查记录表。

例如：对老师对实验过程的管理、对实验内容的讲

解等好的做法、存在的问题等，要进行记录和评价。

通过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督促老师认真指导学生

实验，确保学生实验质量，另一方面又能对实验过

程安全操作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

4. 完善实验室事故应急预案，做好科学合理的

防范措施

为了能在事故突发时及时有效地快速应对，关

键在于做好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其中最关键的是

应急预案的制定。为了能够确保应急预案发挥作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就要求应

急预案必须具备针对性、科学性和时效性。只有做

到这三者，应急预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为此，实

验中心专门组织相关专家和人员，对本中心管理的

实验室进行危险源和风险分析排查，确定实验室相

关隐患和风险，然后进行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写。预

案分别从以下几部分内容入手，对事故发生后的处

置程序进行了明确、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1）

编制目的；（2）危险源与风险分析；（3）事故防范措施；

（4）应急组织机构和预警机制；（5）事故处置方案；（6）

附则。其中在事故防范措施中，主要针对危险化学品、

易燃易爆气瓶、高温设备等编制针对性的防范具体

措施；应急组织机构和预警机制主要明确相关事故

应急小组的组成成员和各自的职责；事故处置方案

则分别针对火灾、爆炸、泄露、化学品灼伤、中毒、

触电等事故发生后，应如何采取相应的处置步骤和

救援方案，提出相应的要求；附则中对方案的实施

和方案的修订等做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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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实验室发生火灾时，要求按以下方案处置。

1. 发现火情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首先应立即

采取适当的灭火措施。若无法实现灭火，需采取措

施控制火势蔓延，并迅速将火情上报单位安全责任

人。

2. 上报火情时，要给出明确的火灾发生的详细

位置。根据实验室的日常储存物质和实验室类型，

预判火灾发生的可能原因，如可燃物质是气体、液

体或者固体等。

3. 结合实验室各房间功能类型，判断是否有重

大危险源，是否会引起二次灾难。

4. 掌握基本灭火方法，在火灾发生初期，选择

适当的消防器材进行灭火和扑救。对一般常见的固

体火灾，如桌椅、橡胶等，可选择水冷却法；若用

水灭火会对实验室物资和设备带来较大损失，如珍

贵的书籍、档案等，应选择二氧化碳灭火器或者干

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如果有易燃液体、易燃气体等

引起的火灾，则应选择泡沫或者干粉灭火剂进行灭

火。如果发生电气火灾，首先要确保断开电源后才

能采取灭火措施；若必须带电灭火，不可使用泡沫

灭火器或水灭火，可选择沙子或干粉灭火器。可燃

金属的火灾，则应采用特殊的灭火剂扑灭。

5. 根据事故危险程度和事故可能造成的影响范

围，对现场进行隔离和人员疏导。

6. 视火灾发展的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拨打“119”

电话进行报警。

发生实验室爆炸事故时，按以下方案处置：

1. 发生爆炸时，相应的管理人员必须及时切断

电源，并关闭管道阀门。在无法进行这些操作时，

必须马上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判定实验室内

有人员滞留，则应马上拨打“120”。

2. 所有现场人员应听从疏散引导人员的安排，

迅速从现场撤离。撤离时，应有序的通过安全出口，

不可慌乱，以免引发拥挤和踩踏事故。 

3. 根据应急预案确定的各人员职责，由应急预

案领导小组负责各种后续的抢救工作。

若实验室发生触电事故，则应按以下方法处置：

1. 要在确保触电人员的生命安全这一原则下采

取各种措施。

2. 采取急救措施时，首先要使触电人员迅速脱

离电源。可以采取以下方法使受伤人员脱离电源： 就

近拉开电源开关，拔出插销或保险，切断电源；用

有良好绝缘的工具切断电源线；若电源开关离急救

人员较远，可用绝缘体将触电人员脱离电源；用绝

缘板架空触电人员，使其离开地面，对地绝缘。只

有触电人员脱离电源后，才可对其采取后续的急救

措施。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救护人员不准用手直

接触及伤员。

3. 确认触电人员与电源脱离后，根据其受伤状

况进行现场救护处置。如果触电者神志清醒，可让

其平躺并保持静止，观察其精神状态和心跳、呼吸

情况；神志不清的，让其平躺地上，并保证呼吸道

通畅，轻拍肩膀或者每隔 5 秒对触电人员进行呼叫，

注意：此时禁止摇动其头部对其进行呼叫。如果触

电人员心跳停止，但仍有呼吸，则应采用按压其胸

部的方式进行救治。如果触电人员呼吸停止，但仍

有心跳，则应采用人工呼吸进行救治。如果触电人

员的呼吸和心跳均停止，则应采用心肺复苏的方法

进行救治。

三   结语

针对实验室安全管理，高校应从实际出发，结

合当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找出有效对策。河

南理工大学安全工程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在实验

室管理工作中，从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加强隐患排

查和整改并对整改结果“回头看”，加强实验室安全

操作标准化和防护工作，完善事故应急预案等几个

方面入手，对实验中心的安全管理起到了有效的作

用。这些做法对高校本科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可以提

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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