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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学实验室

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经验及启示

张建良，卢慧芬，韩　涛，吴　越，齐冬莲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通过借鉴和分析香港理工大学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的成熟经验，有助于为内地高校在实验室安全

管理体系的完善方面提供有益的参 考。首 先 介 绍 了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的 组 织 架 构，以 及 在 安 全

管理方面的实质措施。然后根据内地高 校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的 现 状 特 点，提 出 加 强 并 完 善 内 地 高 校 实 验 室 安

全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不断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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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高校一系列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

生，对参与实验人员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对实验室

周围的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实验室安

全事故一再警示我们，实验室安全不仅要靠正确操作、
做好防护措施等传统手段，制定和贯彻一套科学规范

的安全管理体系更是高校科研实验室建设中不可或缺

的关键环节［１－６］。实验室安全管理是国内外高 校 共 同

关注的重要领域。通过借鉴世界著名高校实验室安全

管理的先进经验，可以为改进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

理工作和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成效，提供重要的参考

和指导。
香港理 工 大 学（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是我国香港８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辖下 的 法 定 公 立 研 究 型 大 学 之 一，
为本港及 全 球 知 名 的 国 际 化 大 学 之 一。经 过 多 年 发

展，秉承“开物成务，励学利民”的校训，香港理工大学

在不断追求“在专业教育、应用研究和伙伴合作方面表

现卓越的大学”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规范成熟的实验

室安全管理模式和经验，不但为学生及工作人员在参

与科研实验过程中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同时注重为学生、教工及访问学者提供良好的工作和

生活环境，其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形成了的管理方法和

经验对当前内地高校在实验室安全建设方面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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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模式

在全球范 围 内，以 美 国 和 加 拿 大 为 代 表 的 北 美

高 校 在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方 面 具 有 高 度 的 实 用 主 义 倾

向［７－８］，通常设 立 有 专 门 的 安 全 管 理 部 门，并 制 定 健

全的管理章程［９－１０］，而以英国为代 表 西 欧 高 校 在 实 验

室安全管理上更 加 注 重 安 全 责 任 的 落 实［１１－１２］。与 上

述地区高校 不 同 的 是，香 港 高 校 借 鉴 全 球 高 校 的 管

理和建设经验，通过 吸 收 两 者 优 点 并 加 以 有 机 融 合，
致力于建立 层 次 分 明 的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组 织 架 构，
以实现安全责任落 实 的 制 度 化、具 体 化 和 精 细 化；同

时通过构建 一 系 列 安 全 管 理 的 实 质 措 施，形 成 高 效

完善的 安 全 管 理 体 系。经 过 多 年 的 建 设 和 完 善，在

实验室安全 管 理 的 组 织 架 构 和 实 质 措 施 方 面，香 港

理工大学形成了具 有 显 著 的 层 次 化、明 确 化、规 章 化

的管理模式，其 鲜 明 的 特 点 和 切 实 的 成 效 非 常 值 得

学习和借鉴。

１．１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组织架构

在安全管理的组织架构方面，香港理工大学确立

了３个层次并且分工明确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主体：（１）
在学校层次上，包 括 健 康、安 全 与 环 境 事 务 处（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简 称 ＨＳＥＯ）、物 业 管

理事 务 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简 称ＦＭＯ）
和校园发展事务处（ｃａｍｐ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简称

ＣＤＯ）在内的３个机构各司其职，形成了相互合作、互

补协同、精细负责的校级安全管理三元主体；（２）在院

系层次上，形成了以院系领导（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ｅａｄ，简称

ＤＨ）等第一把 手 担 纲 的 院 系 安 全 管 理 主 体；（３）在 实

验室层 次 上，主 要 由 一 名 实 验 室 全 职 教 工（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简称ＦＴＬ）担任实验室安全负责人的实验室安

全责任主体。
对于各个层次中不同主体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的制定、建设、执行、维护和监督中的责任，香港理工大

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组织架构及主要责任

层次 安全管理主体 地位、作用和责任

学校

层次

健康、安全与环境事务处

（ＨＳＥＯ）
ＨＳＥＯ在理大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中处于咨询和监管的核心地位。主要责任包括：（１）在安全条款设计、

通用标准、最佳安全操作规范等方面给予ＣＤＯ、ＦＭＯ及其他实验室安全主体以建议；（２）对院系主体实施

检查和审计以探明其是否对实验室安全问题具有 充 分 的 管 理 和 评 估 能 力；（３）对 实 验 室 教 工 在 安 全 管 理

更新和提升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以促使解决在院系层次不能处理的关键安全问题等

物业管理事务处

（ＦＭＯ）
ＦＭＯ主要对涉及实验室安全的相关建筑设施 进 行 维 修 和 维 护。主 要 责 任 包 括：（１）对ＣＤＯ在 实 验 室 安

全设施的设计和建造阶段给予建议；（２）对 ＨＳＥＯ在化学、生物和放射 性 紧 急 事 件 中 给 予 顾 问 建 议，并 联

系校内外相关机构将危害控制在最小程度内；（３）对院系关注的特殊公共安全设施进行修理和维护等

校园发展事务处

（ＣＤＯ）
ＣＤＯ主要负责校园内新建实验室的健康和安全设计方面的全部协调任务，在由院系负责人、ＦＭＯ、ＨＳＥＯ

和外部顾问机构组成的项目团队中处 于 领 导 地 位。主 要 责 任 包 括：（１）负 责 与 院 系 负 责 人、ＦＭＯ、ＨＳＥＯ

和外部顾问机构组成的项目团队就新建实验室的 所 有 规 范 达 成 一 致 意 见；（２）对 不 能 在 项 目 组 内 做 出 的

决定，将有关健康和安全的事项提交给有关当局并征求意见；（３）从 ＨＳＥＯ方面就健康和安全事项征集建

议；（４）从ＦＭＯ方面就安全管理设施的维修和维护获取顾问等

院系

层次
院系领导

（ＤＨ）

院系领导在实验室的日常健康和安全管理中具 有 最 终 决 定 性 地 位。主 要 责 任 包 括：（１）考 虑 与 设 计 阶 段

的实验室运行有关的所有安全事项，并将这些问题告知ＣＤＯ；（２）为ＣＤＯ、ＦＭＯ和 ＨＳＥＯ提 供 实 验 室 设

备安全操作的相关技术数据；（３）为院系内部实验室指定安全责任人以确保健康和安全规范的有效执行

实验室

层次

实验室安全负责人

（ＦＴＬ）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由院系领导指定并根据 院 系 制 定 的 安 全 规 章 负 责 实 验 室 的 日 常 安 全 和 健 康 管 理。主

要责任包括：宣传和执行院系所确立的实验室安全制度，与院系负责安全管理的机构协调，确保实验室成

员的健康和安全等

　　每个层次中各个实验室安全主体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所示：

１．２　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实质措施

根据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指导思想，通过香港

理工大学内各级机构的共同承诺和协同努力，来确保

实验室的设计最优化，并实现其日常运行处于最高级

的安全水平。为此，设计了通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规

则，促使各个实验室安全管理主体遵守，并获得持续的

监督执行。实践证明，这些通用管理规则在最大程度

内有效降低了校园内实验室的安全风险。根据安全管

理执行的时序、内容和影响范围，其安全管理的实质措

施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实验室安全工程的设计和建造方面。院系作

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执行者和最终决定者，在建造新

的实验室或者改造现有实验室以从事有害实验操作时

（比如使用有害化学品、生物体、放射性物质或者辐照

装置和激光），必须事前就可行性咨询ＦＭＯ并提供详

细的实验需求。如 果ＦＭＯ不 能 提 供 任 何 建 议，院 系

７６２张建良，等：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经验及启示



图１　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架构中的主体关系图

需要按照预 定 的 工 作 章 程 正 式 提 交 建 造 施 工 需 求 给

ＦＭＯ。根据实验 性 质 和 潜 在 价 值，ＦＭＯ将 工 程 需 求

转发给ＣＤＯ。ＣＤＯ然后通过咨询 ＨＳＥＯ、ＦＭＯ和相

关院系来制定详细的设计方案来同时满足实验室的具

体需求、ＦＭＯ维 修 和 建 造 的 规 定 以 及 理 工 大 学 校 园

安全和健康指标。
（２）实 验 室 启 用 前 的 安 全 检 查 方 面。ＣＤＯ将 对

实验室的建设和改造工程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将确保

所有的测试和定制功能满足期望的性能。在实验室启

用并 转 交 给 院 系 使 用 者 前，ＣＤＯ 将 邀 请 ＨＳＥＯ 和

ＦＭＯ组成联合 验 收 小 组，对 实 验 室 的 安 全 保 证 和 措

施进行检查。除了仪器装备上的性能检测外，启用前

的检查还包括关键安全设施和随机测试实验的测试与

检测报告。
（３）实验室使用人员的安全登记方面。所有实验

室科研人员在进行危险性操作之前，必须在 ＨＳＥＯ系

统中进行 登 记 注 册。根 据 理 工 大 学 实 验 室 的 具 体 情

况，安全体系登记注册范围在规定的四类中进行，包括

化学品有害物类、生物有害类、电离放射有害类和非电

离放射有害类等。任何开始从事实验的研究人员在开

始工作前必 须 能 够 证 明 在 健 康 和 安 全 领 域 得 到 了 培

训，通 过 由 ＨＳＥＯ 组 织 的 笔 试，并 且 相 关 资 料 将 由

ＨＳＥＯ存档保 存 和 定 期 追 踪 更 新。对 于 从 事 放 射 性

工作的研究人员，考虑到香港本地安全和立法的因素，
额外需 要 通 过ｃ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ｉｏｎｉｚ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
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规定的相关考核内容。

（４）实验室 人 员 的 安 全 培 训 方 面。通 常 情 况 下，
实验室的负 责 人 需 要 首 先 明 确 安 全 管 理 培 训 的 必 要

性，并且尽快在实验室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前安排相

关的培训 活 动。每 一 个 实 验 室 研 究 人 员 必 须 通 过 培

训，并且在进入实验室工作前至少获得基本的安全等

级。基本安全 等 级 培 训 和 通 过 由 ＨＳＥＯ组 织 的 相 关

笔试是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前提。其中一个获得基本安

全等级培训的 方 式 是 利 用 由 ＨＳＥＯ开 发 的 自 我 学 习

套件，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可以获得注册认可，但是

必须提交 ＨＳＥＯ并被接纳。
（５）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制度方面。为了确保院系

内部实验室安全责任可以被有效的代表、沟通和执行，
院系领导必须为每一个实验室指定一个安全责任人。
安全责任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必须在每个实验室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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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清晰的标识出，以便于实验室安全方面的事务可

以无障碍地通知到责任人。安全责任人必须由实验室

负 责 实 验 操 作 的 全 职 教 职 工 担 任，否 则 必 须 报 到

ＨＳＥＯ处登记备案。对于新建的实验室来说，ＣＤＯ将

负责门禁系统的建立；对于现有的实验室，所有的出入

许可信息必须提交给ＦＭＯ来完善门禁系统。
（６）实 验 室 针 对 性 的 安 全 规 范 和 章 程 方 面。

ＨＳＥＯ主要负 责 建 立 囊 括 所 有 不 同 实 验 室 的 通 用 安

全管理条款，那么每个实验室还需要根据自身的操作

特点设置针对性的安全规范和操作章程，并且让实验

室每个使用人员都能够知悉明白和贯彻执行。针对性

的实验室安全规范和操作章程的建立，应该基于对签

字安全风险的预测评估过程，并且实验固有的高风险

操作将有一套专门的详细安全规范条款（比如操作许

可、标准操作流程和紧急操作流程等）。
（７）实验室安全自我审查程序方面。考虑到实验

室安全最终由各自院系管理，因此相关的院系教工需

要执行对 各 自 实 验 室 的 自 查 程 序。ＨＳＥＯ制 定 和 公

布了一套标准的自查列表，并且要求每个实验室每隔

两个月要执行一次安全自查。根据各自学院的安排，
相关的自查记录和后续纠正措施将由院系负责实验室

安全的专职 人 员 管 理，以 备 ＨＳＥＯ、外 部 审 计 机 构 或

者政府机 构 的 未 来 审 查 核 实。ＨＳＥＯ可 以 提 供 相 关

的自查建议和技术协助，以实现院系实验室安全自查

程序的顺利开展。
（８）实验室安全规范审核方面。ＨＳＥＯ将通过安

全规范审核，主要包括综合设施审核、相关文档校验、
自查报告检查、和与实验室人员的随机抽查回访等方

式，来对实验室安全的执行成果进行评估和督导。通

常情况下，每个实验室将面临两年一次的综合安全规

范审核，任何审核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将及时通报给

相关院系进行纠正和整治。
如图２所示，可以从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２个方

面进行考虑，将上述理工大学安全管理的实施措施进

行归纳，梳理其在实验室安全方面的管理和执行思路。

２　内地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启示和建议

２．１　构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增强安全责任的落实

和追踪

科学严谨的安全管理体系与切实可行的安全责任

落实是实现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关键因素。随着内

地高校实验室建设的深入发展，有必要吸取香港高校

成熟科学的安全管理体系，尤其注重将环境友好性和

人员健康性因素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出发点

（如香港理工大学成立健康、安全和环境事务处作为实

验室安全管理的核心），不断完善和改进内地高校现有

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思路和体系，实现以人为本环保

意识在高校实验室管理工作中的体现和落实，从而达

到新时期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最终确保高校实验室在实验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三者重要功能的和谐统一。香港理工大学安全管理

的措施见图２。

图２　香港理工大学安全管理的措施

　　在具备科学完善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条件下，
如何切实贯彻落实相关的安全操作和责任制度，成为

当前内地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香港高

校中安全责任的落实方式和追踪制度，有效地确保了

相关安全管理体系的准确执行和坚决落实，对我国高

校当前阶段下的安全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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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定期加强全体人

员对安全管理体系的学习和重视，培养对待安全教育

培训的切实严肃认真态度，从思想上确保对现有安全

管理制度的高效坚决的执行；二实验室安全管理部门

与物业管理部门、学校发展建设部门的密切配合，不断

改进现有实验室管理条件，推进实验室准入刷卡制度

的建设和使用，明确对实验室设备资源的使用权限和

使用过程的自动登记，以实现实验室使用人员的安全

追溯，在事故前对刷卡人员进行权限分析和操作预警，
同时便于在事故后对原因的分析和总结，有力确保了

安全理念的执行和安全责任的追踪落实。

２．２　实施多层次、循环式的实验室安全培训

香港理工大学通过多层次、循环式的实验室安全

培训，实现了学校层面、院系层面与实验室层面对于实

验室安全认识的高度重视和统一协调，系统性的保障

学校实验室的安全运行。针对内地有些高校现有的实

验室安全教育方法仍然处于安全教育资料发放和安全

知识培训讲座初级阶段，缺乏自上而下的统一重视和

循环式、多层次、不同深度和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具体

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实验室安全知识

教育和培训应该纳入本科阶段实验课和研究生阶段入

学始业教育的必修内容，并形成规范化的考核和定期

化的回访和检查制度，以此不断提升学生和教师在实

验安全方面的认识程度，大大降低发生安全事故的概

率；其次，对于科研类教师和安全职能部门人员，应该

在入职登记时将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核成绩作为工作

开展前的必要条件，在高校范围内从上到下强化整体

的安全意识；最 后，应 该 高 度 重 视 实 验 安 全 和 环 境 友

好、人员健康之间的联系。内地高校目前过度强调安

全，而忽略了与实验人员息息相关的良好环境影响和

自身健康方面的重视程度。因此，随着高校实验室规

模的扩展，借鉴香港高校的成熟经验，在内地高校中逐

步建立融合安全、环境和健康在内的多层次现代实验

室安全管理教育培训体系［１１－１２］，对实现以人为本的教

育和科研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３　建立交叉式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成熟完善的安全管理监督管理体系是持续保持实

验室安全 水 平 的 重 要 手 段 和 有 效 补 充。在 香 港 高 校

中，普遍存 在 校 级 机 构（ＨＳＥＯ、ＣＤＯ、ＦＭＯ）、院 系 级

主体（ＤＨ）和实验室级主体（ＦＴＬ）之间的交叉监督和

检查机制。相比内地高校单一的垂直实验室安全管理

监督体系，不能有效调动和发挥各个层次的有效管理

职能。因此，应该不断完善现有高校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部门、后勤物业部门和安全保卫部门之间的有效协

调和监督管理水平，发挥每个部门的管理优势和业务

重点，有针对性的对院系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实验室

安全负责人开展交叉式审查和监督，实现从实验设备

安全操作层面、建筑和能源动力保障层面、危化品的储

存管理层面以及环境和人身健康层面的重点关注和协

调监督。

３　结语

实验室是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

所，是推进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主要阵地。因此建立

切实有效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确保科学研究活动

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借鉴和分析以

香港理工大学为代表的香港院校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

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内地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提供一个系统的启示，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

系，增强安全责任的落实和追踪机制，以及形成多层次

循环式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制度和建立交叉式的安全监

督管理方式，不断完善和提高我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

理的水平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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