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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避免实验室中各种危险因素对实验

人员造成危害、对环境污染和对公众伤害的综合措施[1]。医学实

验室是开展医学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也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工

作场所，随着医学事业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涉及更多

的危险因素，所以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医学

实验室涉及领域广泛，有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细
胞生物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组织胚胎学、药理学及临床相

关学科的研究活动。病原生物、化学药品、物理因素等是主要危

害来源，保护实验人员安全和健康、防止污染实验室周围环境

已成急需解决的问题[2]。
河南医学高等学校医学科研实验室面向全校教师，也向附

属医院和其他单位科研人员开放。主要设有细胞培养室、生物

化学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机能实验室、免疫室、图像分

析室、动物饲养室、药品试剂室等，仪器设备有脑立体定位仪、
膜片钳、台式微量高速离心机、二氧化碳培养箱、PCR 仪、自动

切片机、凝胶成像仪、荧光倒置显微镜、酶标分析仪、流式细胞

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通过这几年的良好运行情况，本文对医

学科研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办法做一初步阐述。
1 加强实验人员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

实验人员在实验过程中接触的危险因素最多，如在进行涂

片、培养、鉴定、生化、血清、病理等不同实验时，都要接触各种

病原微生物及有毒试剂等，如果实验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和生物

安全知识薄弱，在实验过程中不注意防护，最易受到伤害，因

此，学校应定期对实验人员进行生物安全知识培训，让实验人

员树立生物安全意识、规范实验操作、增强应急能力。培训内容

涉及生物安全国家法规政策、实验安全规范操作规程、消毒技

术规范、事故紧急处理等方面，清楚了解实验过程中潜在的危

险因素和危害级别，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和应急能

力[3]。还要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学习，熟悉生物安全装备

的使用，如生物安全柜、隔离衣等的使用，熟知各种可能存在的

危害[4]，通过多种措施，使实验人员树立生物安全防范意识，防

患于未然。
2 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2.1 健全实验室规章制度

贯彻国家标准和有关法规，认真学习《实验室生物安全通

用要求》《临床实验室安全准则》《临床实验室废物处理原则》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条例》等法规，根据实验室自身实

际出发，建立健全医学科研实验室规章制度，制定并严格执行

医学科研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5]。
我们制定的医学科研实验室规章制度包括实验室准入制

度、安全检查监督制度、药品试剂管理制度、仪器设备使用管理

制度、实验动物使用管理制度、实验废弃物处理制度等，完善并

严格执行实验室规章制度，做到权责明确，以保证实验室及实

验人员的安全，这些规章制度应根据学校和科研的发展及时进

行修改。
2.2 建立实验室准入制度

对进入医学科研实验室的人员严格监督，首次申请进入科

研实验室开展实验的人员，需填写申请表和个人信息，包括姓

名、联系方式、所在单位部门、主要从事的研究方向等。由科研

实验室进行申请人信息的审核和记录，并交由主管领导同意后

方可进入科研实验室进行实验，并做好实验室进出记录。保持

实验室环境的整洁，禁止大声喧哗，严格遵守各实验室的操作

规定，如进入细胞培养室之前要消毒、换工作衣、穿鞋套等，实

验结束后要紫外消毒整个实验室。实验操作过程中要穿白大

衣、戴手套、口罩、工作帽，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的安全实验

的习惯。
3 加强药品试剂的管理

医学科研实验室所用的试剂大多属于化学危险品，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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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爆、有毒。在实验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随意使用、放置和丢

弃都将会导致危险事故的发生并可能造成周围环境的污染，还

可能危及实验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实验室财产的安全。我们建立

了化学药品出入库登记制度，化学药品的领取、检查、清理等应

实施规范化管理，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药品试剂室内应符合

安全条件，并配备适用的消防器材和防护用品，严禁烟火。
3.1 有毒试剂的管理

有毒品的购买必须由技术负责人批准，由实验室管理人员

专柜专档管理。剧毒品的管理尽量采取用多少、买多少的限制措

施。使用时应根据试剂瓶上的使用说明严格操作，操作时应戴手

套，必要时戴口罩，在通风橱中进行，并做好使用记录，做到账

物相符，用剩物品严加保管。剧毒试剂除实验室使用外，不能擅

自带出实验室，对装有剧毒试剂的容器、废液、残渣等要及时妥

善处理，防止剧毒试剂向外扩散，对人员和环境造成危害[6]。
3.2 腐蚀性试剂的管理

腐蚀性试剂需放在塑料瓶中，而不能放在玻璃器皿中，以

防止因玻璃器皿破裂造成事故。实验室中用的浓硫酸、浓盐酸、
硝酸等都有很强的腐蚀性，如泼洒要及时用抹布擦拭，再用清

水冲洗稀释，使其危害降到最低。
3.3 易燃易爆试剂的管理

易燃易爆试剂应根据其性质分类存放，遇潮容易燃烧、爆
炸的化学试剂不得在潮湿环境存放，相互之间要保持安全距

离。受阳光照射易燃烧、易爆炸的化学试剂和易燃液体、气体应

当在阴凉通风地点存放。
4 加强实验动物的管理

实验动物要从具有资质的实验动物中心购买，实验动物的

管理要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执行，使用前必须清楚所用实验动物

是否具有传染性，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降低由实验动物带来

的安全风险。动物进行病菌、病毒实验后，必须有防止病菌、病
毒传播的措施。实验动物患病死亡后，应查明原因，尸体、垫料、
粪便等都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实验结束后，实验动物的尸体和

器官统一回收，集中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丢弃、食用和出售实

验动物的尸体、器官等。如果需要在实验室进行饲养、观察实验

动物时，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切实做好管理工作。实验室设有专

门饲养动物的房间和设备，防止由于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动物逃

逸和环境污染。
5 加强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

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是保证实验顺利进行的前提，直接影

响科研结果，也是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医学科研实验

室主要有流式细胞仪、高压灭菌锅、培养箱、冷冻离心机、酶标

仪、PCR 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仪器设备，实验室仪器要安放合

理，贵重仪器由专人保管专人操作，建立仪器档案，每台仪器应

有使用记录、保养和维修记录。实验人员必须按规定的主要仪

器参数进行操作，未经许可，不得随意更改有关仪器设备的技

术参数；仪器使用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对违反操作规程和

因保管不善致使仪器、器械损坏，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当仪器设

备发生异常时要及时上报处理，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7]；使

用后，必须在仪器专用登记簿上做好使用记录，并清理、保养，

盖好防尘罩。

6 实验室定期清洁和消毒

严格按照生物安全的要求对实验室进行消毒，保证实验室

的生物安全，遵循先消毒后清洁的原则。实验室的消毒主要是

针对实验操作台、各种仪器开展的。每次实验结束后应立即对

实验操作台面、地面等彻底清理和消毒，之后再用紫外灯进行

照射杀菌，用过的器具采用高压灭菌或消毒液浸泡进行消毒[8]。
7 加强实验废弃物的管理

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如生物样本、培养基和被污染的

废物等的处理是控制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关键环节，首先应严格

将各种废弃物按照分类原则进行分类，对不同的废弃物采取不

同的处理措施。非污染性的普通垃圾按常规处理；注射器、采血

针等应储存于密闭容器内，交由单位统一处理；血液、培养物、
细胞等应该经高压蒸汽灭菌后再处理；实验动物尸体、器官、组
织等应统一焚烧或高压消毒，严禁将污染物品带出实验室，避

免病原微生物外泄，从而避免实验室和周围环境的污染，保证

实验人员的安全和科研的顺利进行。
8 结语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科研实验室为我校教职工提

供了一个高水平的科研公共平台和学术环境，减轻了教职工开

展科研的负担，同时，也调动了大家做科研的热情，为学校的科

研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研实验室是进行科研的重要场所，其生物安全防护问题

直接关系到实验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周围环境的安全。因此，医

学科研实验室的布局要合理，严格划分污染区和非污染区，按

实验项目类型，将细胞培养、图像分析、动物解剖等实验安排在

不同的区进行[9]。另外，配备必需的生物安全设备设施、建立合

理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加强实验人员的生物安全培

训，增强生物安全意识，确保实验室的生物安全[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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