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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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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微生物教学实验室是高等院校微生物实验的主要场所#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实验室的开放程度也

逐步扩大#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根据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安全的特点#分析了此类实验室

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从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危险化学试剂和实验设备的安全管理(加强菌种的安全

管理(安全教育等方面提出了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具体方法#以为高等学校建立一套切实可行且完

善的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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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实验室开

放力度不断增强#实验队伍日益庞大#实验教学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高等

学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如
&''=

年北京理工大学

一实验室发生爆炸'

&'!'

年东北农业大学的一次实

验课致
&(

名师生感染严重布鲁氏杆菌传染病'

&'!*

复旦大学医学院林森浩投毒事件*

!

+

%这一系列频发

的实验室安全事故#给我们敲响了加强高校教学实

验室安全管理的警钟%

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它与

医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环境保护(生物制

药(基因工程(发酵工程和农林类学科等均密切相关#

因此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广泛存在于各类高校中*

&

+

%

由于微生物学属于基础课#高校一般将微生物课程安

排在一年级#这个阶段的学生安全意识薄弱#掌握的

实验知识较少#加之微生物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不

同#它不仅兼具普通实验室由于试剂(仪器操作不当

等实验过程中常见因素引起的安全隐患#同时还由于

操作对象具有特殊性#有可能会使实验者因病原体感

染导致疾病#存在一定的生物安全隐患*

*

+

%因此#在

微生物实验教学过程中#建立一套切实可行且完善的

实验室安全管理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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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安全的特点#通过分析高校微生

物教学实验室存在的安全隐患#对微生物实验教学过

程中具体的安全管理方法进行了探讨%

!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存在的安全隐患

由于微生物教学实验的特殊性#高校微生物教

学实验室存在的安全隐患比较复杂#主要有病原菌

污染(危险化学试剂(危险仪器和设备等%

!" !

!

病原菌污染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区别于其他实验室的最

大的安全隐患是病原菌的污染%病原菌会通过人体

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皮肤伤口和眼耳口鼻等途径

对人体造成感染#部分病原菌甚至可以直接通过人体

的表皮入侵到人体内部*

)

+

%表
!

列举了高校微生物

教学实验室常见的病原菌及可能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表
>

!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常见的病原菌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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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名称 可能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大肠杆菌 腹泻(泌尿系统疾病

炭疽杆菌 败血症(脑膜炎等

变形杆菌 腹泻

金黄色葡萄球菌 呕吐(发热(腹泻

链球菌 皮肤感染(淋巴系统疾病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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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试剂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的化学试剂种类较多#

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化学试剂#这些微生物

教学所用的危险化学试剂主要有强酸强碱类(易燃

易爆类和有毒类化学试剂%化学试剂由于其本身性

质特殊#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

+

#如强酸强碱类化学试

剂使用不当易造成皮肤灼伤#易燃易爆类化学试剂

使用不当易引起火灾或爆炸#有毒类化学试剂被吸

入!或误食"到人体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使

人体产生癌变*

"

+

%表
&

列举了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常

见的化学试剂及其危害%

表
A

!

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常见的化学试剂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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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 主要危害

丙酮 神经麻醉(刺激性(易燃

甲醇 黏膜刺激(视神经损伤

乙醚 易燃(刺激性(呕吐(麻醉

氨 腐蚀性(刺激性

甲醛 刺激性(易燃(呼吸系统损害

乙醛 刺激性(肝脏损害

浓硫酸 腐蚀性(可引起灼伤

盐酸 腐蚀性(刺激性

氢氧化钠 腐蚀性(可引起灼伤

酚 腐蚀性(呕吐(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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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仪器和设备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中一些特殊的仪器和设

备若操作不当#也会对实验者造成伤害#例如压力容

器如高压灭菌锅可能因压力失控引起爆炸#高温设

备如干燥箱若使用过程中看管不善易引起火灾#某

些老化设备或大功率设备在使用时若发生故障易引

起电力事故和触电等*

#

+

%表
*

列举了高校微生物实

验室常用的危险仪器和设备及其危害%

表
B

!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常用的仪器和设备及其危害

N@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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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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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设备 可能的危害

高压灭菌锅 爆炸(烫伤

电热干燥箱 触电(火灾(噪音

振荡器 喷溅(泄漏(噪音

高速离心机 喷溅(离心管破裂(噪音

浆器(研磨机 泄漏(容器破裂

超净工作台 触电(噪音(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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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隐患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安全

隐患#如火灾隐患(毒害性隐患(规章制度不规范等%

!7)7!

!

火灾隐患

几乎所有的实验室都有可能发生火灾事故#据

调查#大多数生物类实验室发生的事故都是火灾事

故#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

实验人员操作疏

忽大意#忘记关闭仪器电源#致使设备通电时间过

长#导致温度过高而引发火灾'

%

火源处(高温设备

旁放置易燃物#引发火灾'

&

供电线路老化(超负荷

运行等#导致老化的电线自燃引发火灾%

!7)7&

!

毒害性隐患

生物类实验室的中毒事故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

慢性毒害#因中毒的症状难以被察觉#一般不太容易

引起实验人员的重视#主要症状表现为失眠(记忆减

退(情绪失常等'另一类为急性毒害#通常是由于误

食(吸入了有毒物质#该类事故主要发生在存有剧毒

物质或有毒气排放的实验室%

!7)7*

!

规章制度不规范

部分实验室没有建立严格的实验室准入制度(使

用制度(操作制度等#或未严格执行实验室规章制度#

导致实验者操作不规范(闲杂人员随意进出实验室#

这种实验室内部安全管理混乱极易导致实验过程中

出现意外#甚至导致实验室设备或试剂的丢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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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

方法

!!

微生物实验有其独特的实验技术及方法#具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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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独特(操作性强(技术要求高等特殊性#这

就对实验操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

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管理措施#对高校微生物教

学实验室进行合理有效的安全管理#为此本文提出

了如下具体的安全管理方法%

#" !

!

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的实验者主要是低年级

本科生#他们对实验的安全知识掌握较少#因此实验

室管理者应建立合理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并由

实验老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

+

%如南京林业大

学#学校为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制订了实验室安全规

定(学生实验守则(实验操作章程(应急预案等管理

制度#并要求各学院的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将其制作

成牌匾挂在实验室墙面上'同时要求学生进入实验

室后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规定和学生实验守则#严

格按照实验操作章程进行操作'此外#学校还印制了

实验记录本(实验工作本(试剂出入库记录本(仪器

使用记录本等#实验教师需要按照实验情况对其进

行准确的记录并整理成册%这些规定和要求不仅避

免了因操作不当或管理疏忽引起的实验室安全事

故#也让实验者养成了良好的安全保护意识#为今后

的实验工作奠定了基础%

#" #

!

加强危险化学试剂和实验设备的安全管理

危险化学试剂和实验设备是高校微生物教学实

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验室中最容易导致安

全事故的-元凶.#这就要求实验管理者对其进行严

格的安全管理%

&7&7!

!

危险化学试剂的安全管理

化学试剂的泄漏是化学品安全事故中最易发生

的事故之一*

!'

+

#因此加强对危险化学试剂的安全管

理尤为重要%每个微生物教学实验室都应建立一个

危险化学品仓库#将实验室中所有的危险化学品均

置于其中保管#并分类存放%该仓库应由专人负责

并进行双人双锁保管#同时应做好危险化学品出库

记录和使用记录#对化学试剂的存入(领用及使用情

况进行准确的记录%此外#学生在使用危险化学品

前须经过老师的培训#且使用全过程中必须要有指

导老师在场#一旦发生意外要及时进行处理%

&7&7&

!

实验设备的安全管理

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有多种实验设备#如高

温烘箱(高压灭菌锅(搅拌机(水浴锅等#这些设备均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旦使用不当就会对实验操作

者造成伤害%因此#实验者须熟练掌握仪器的操作

方法方可使用仪器#学生须在实验老师的带领下才

能使用仪器%例如对于压力容器如高压灭菌锅#使

用人员须经由专门机构进行特种设备使用培训并通

过考核#取得上岗证后方可对设备进行操作'高温设

备如烘箱(水浴锅等使用全过程中必须要有专人看

管#使用完毕后应立即切断所有电源%此外#实验室

管理人员还必须请专业人员对仪器进行定期检修#

以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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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菌种的安全管理

菌种是微生物实验室的重要资源#在微生物教

学实验过程中必不可少#然而很多微生物菌种具有

传染性#因此必须对菌种进行妥善保管以保证人员

安全*

!!

+

%第一#每个微生物实验室必须指定专人负

责菌种的保管#菌种要放置于特定的房间并上锁#

同时建立菌种出入登记本并严格登记'第二#实验者

使用菌种时必须带防菌口罩以免感染#同时实验教

师要加强对学生的监督#以防学生将菌种带离实验

室'第三#不再使用的菌种不可以直接丢弃#必须经

灭菌处理后放置于废弃物收集处进行统一处理*

!&

+

'

此外#实验室管理者要定期对实验室进行消毒并检

测消毒效果#以保证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的环境

卫生质量#让实验者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 %

!

安全教育

为了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对学生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

+

%

而着力推动实验室安全通识课程建设(安全考试系

统建设等#并进一步拓展安全教育的多方渠道是实

验室安全教育的关键*

!)

+

%如南京林业大学#学校不

仅开设了专门的实验室安全课程#而且还开发了实

验室安全考试准入系统#请专家编写针对微生物教

学实验室的安全题库#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网上考

试方可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此外#也可以利用传

单(广播及网络等多种宣传手段开展有效的实验室

安全与防护教育#同时还应定期对学生进行实战演

练和逃生训练#增强学生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 &

!

应急措施

尽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目标是杜绝一切安全隐

患#但也有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实验室应急预案以

备不时之需#而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因其具有可

能发生病原微生物污染事件的特殊性#更需要制定

特定的应急处理措施%

为了提高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出现安全事故

后的应急处置效率和能力#当确认安全事故发生后#

学校和学院应根据事故类别和等级立即做出相适应

的应急响应%首先#学校和学院应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迅速成立现场指挥小组'然后#现场指挥小组应

立即调动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急救人员(保卫人员

!&!

第
)

期
!!!!!!

潘
!

越等$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探讨
! !



等相关人员赶赴现场#在现场指挥小组的统一指挥

下开展工作#选派的人员应当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专

业人员#在参与救援工作的同时必须做好相应的保

护措施'第三#如果事故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现场

指挥小组应根据事故的变化与发展情况#及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汇报'第四#当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所有的危害被基本消除#受困的人员全部脱离险境

并得到救治后#由现场指挥小组宣布应急救援结束#

但对于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应在取得上级主管部

门同意后#方可宣布应急救援结束%

对于出现生物安全事故的实验室#还必须做好

以下工作&第一#根据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危害的程

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封闭或封锁相关实验室'第

二#立即将受生物安全事件影响的病人送医检查#如

对疑似病人和接触者实施入院观察#对事件中的高

暴露人群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预防性服药(留检(医学

观察或隔离#并在事故可能波及的范围内#开展疑似

病例的搜索以及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暴露因素的调

查'第三#对查明的微生物病原菌要立即封存和销

毁#并紧急封闭公共饮用水源等公众共用设施'第

四#对受到污染的实验室等所有场所(物品进行消毒

处理%

*

!

结
!

语

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是在学生掌握学科理论的

基础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的重要途径#

而安全管理是高校微生物教学实验室正常运行的基

础#只有不断完善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微生

物操作技术程序(加强师生安全防护设施(通过对师

生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培训以强化实验人员的安

全意识#才能为师生创造一个高质量的实验教学环

境#确保实验室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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