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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安全三年督查总结（Ⅱ）
———从安全督查看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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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教育部开展的三年 实 验 室 安 全 督 查，总 结 了 高 校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现 状，

分析了实验室安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查结果表明，高校安全管理的系统性和专业

性均有待提高，一些高校的实验室安全工作亮点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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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的科技进步，特别是交叉学科的飞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前沿课题在高校的科研实验室开展；新
材料、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探索与实践，使高校实

验室安全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复杂多变的危险源需要

管理目标不断更新，巨大的人员流动性需要安全培训

更加精准全面，这就要求高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提高

专业性和系统性。安全检查表作为安全管理中风险辨

识和隐患排查方面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当前大多数高

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中关键的保障手段［１－１０］。教育

部科技司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开展了连续三年的 高 校 实

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在学校对各级各类科研基地、实验

研究场所、科研设施与装置、危险品储存处置场所进行

自查的基础上，开展现场检查。三年来现场检查覆盖

了７５所教育部直属院校，明确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基

本要求，极大地促进了高校实验室安全监管责任体系

和长效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提升了安全工作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增强了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参见本

期《特 约 专 栏》的“高 校 实 验 室 安 全 三 年 督 查 总 结

（Ⅰ）———回顾与思考”）。

１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

１．１　发现问题的比列分布

历经三年的实验室安全督查，专家组对教育部直

属高校实验室安全情况进行了调研。除文科学校外，
各校在实验室 安 全 大 类 问 题 上 的 归 纳 汇 总 如 表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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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图２所示。

表１　理工综合类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大类问题统计

序

号
实验室安全检查项问题类别

发现

问题数

发现问题

占比／％

存在问题

学校比例／％

１ 组织体系（学校、院系层面安全

责任体系、经费保障）
１５４　 ９．１　 ８３．９

２ 规章制度（校级、院系层面的安

全管理制度、规章制度的执行、

安全检查）

１８８　 １１．１　 ８０．６

３ 安全教育（教育培训计划、活动

组织与实 施、实 验 室 安 全 考 试

系统、宣传等）

４３　 ２．６　 ４５．２

４ 实验室环境与管理（场所环境、

管线基础安全、卫生与环境、场

所其他安全）

１８３　 １０．９　 ９０．３

５ 安全设施（消防设施、应急喷淋

与洗眼装置、通风系统、门禁监

控、实验室防爆等）

２０２　 １２　 ９５．２

６ 基础安全（用电基础安全、用水

安全、个人防护等）
１４０　 ８．４　 ８０．６

７ 化学安全（化学试剂存放、实验

操作安全、剧毒品管理、其他管

控药品的管理、实验气体管理、

化学废弃 物 处 置、危 险 品 仓 库

与中转站等）

５８１　 ３４．５　 １００

８ 生物安全（实验室与人员资质、

病原微生 物 采 购 与 保 管、设 施

与场所、操作与管理、实验动物

安全、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等）

３７　 ２．２　 ２４．２

９ 辐射安全（实 验 室 资 质 与 人 员

要求、场 所 与 设 施、采 购、转 让

转移与运 输、放 射 性 实 验 安 全

操作、放射性废物处置等）

２９　 １．７　 １４．５

１０ 机电与特 种 设 备 安 全（仪 器 设

备常规管理、机械安全、电气安

全、激 光 安 全、粉 尘 安 全、特 种

设备管理与安全、冰箱管理、烘

箱与电阻炉管理等）

１２７　 ７．５　 ７５．８

　　由 表１可 以 看 出，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实 验 场 所 建

设、安全设施建设和安全规章制度建设是三年检查中

问题出现最多的４个方面，占比均超 过 了１０％，其 中

化学品安全管理更是高达了３４．５％，是所有检查项中

发现问题比例最高的，所检查的６２所综合或理工类高

校中，１００％的学校都存在化学品安全管理问题。实验

室场 所 建 设 与 安 全 设 施 建 设 的 问 题 占 比 分 别 为

１０．９％和１２％，存 在 此 类 问 题 的 学 校 比 例 超 过 了

９０％，说明绝大多数学校的实验室环境和配套安全设

施都 存 在 明 显 不 足。安 全 规 章 制 度 建 设 问 题 占 比

图１　发现问题比例图

１１．１％，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安全组织体系建设问题占

比９．１％，这２个方面均反映了学校对实验室安全 的

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存在此类问题的学校比例高达

８０％，说明大多数高校对实验室安全总体管理框架缺

乏上层设计或规划不完善，管理部门对自己的责权不

清楚，对管理内容不明确或没有系统的实施方法。基

础的水电安全与个人防护问题占比８．４％，有８０％的

学校存在此类问题，说明在最基础的实验室安全认知

方面还有一定差距，急需实验室安全管理者加强安全

培训和监督。仪 器 设 备 管 理 方 面 的 问 题 占 比７．５％，
有近７６％的高校在设备管理方面不完善；有４５％的高

校安全教育和考试准入方面还存在缺陷。此外，还有

近１／４的高校存在生物安全问题，有近１５％的高校辐

射安全管理不到位。生物安全与辐射安全２类重点问

题不是非常突出，主要是因为目前高校在涉及生物和

辐射方面的研究并非特别普遍或深入，而且生物安全

与辐射安全的各类标准较完善，管理有据可依，发达地

区的政府监督比较到位，有效提升了这２类安全管理

的平均水准。

１．２　突出问题与隐患分析

（１）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专业人员配备不足，规章

制度尚不能完全落实。由表１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出，

在总体占２０．２％比例的组织体系和规章制度建设 的

问题中，校级层面的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的建立是其

中占比最高的方面，学校多部门管理安全工作，管理人

员缺乏，专业性的管理人员不足成为了组织体系建设

的主要问题；学校的责任体系不完善，实验室安全制度

落实不到位，这说明了许多学校对安全工作的重视程

度不够。随着高校科研工作的飞速发展，科研实验室

的危险源变化较快，过程风险复杂难辨，在实验室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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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流动性大，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难度日益提高，
但是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专职安全工作人员数量普遍

缺少、专业能力不强、专职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
难以满足实验室安全管理日益增长的工作需求。实验

室安全督查队伍人力匮乏，安全检查未形成闭环，致使

安全检查没有成为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有力保障。安全

建设常规经费不足，对实验室安全的建设和运行保障

时有时无。

图２　存在问题高校比例图

　　（２）实验室环境和安全设施不到位（见图３）。三

年来的检查发现高校实验室环境和安全设施建设的问

题比较明显，许多高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实验室环境

和安全设施不到位的情况。这是由于相当一部分高校

的实验楼由于始建年代较早，一些基础设施跟不上，整
体维修成本高，导致了实验室环境和安全设施很难较

快到位；此外消防和逃生设施，应急喷淋以及通风系统

的要求在近些年不断提高，也对老旧实验室改造提出

了较大的挑战，需要学校更多的经费投入和整体学科

规划的配套支持。但是近１０年的新建实验楼也不同

程度地出现了实验室设计施工存在问题，不能满足安

全规范要求。较多化学化工实验室存在空间不足、布

局不合理、基础设施不配套的问题，如通风效果差、电

路负载过高、供气管道铺设复杂、下水管路堵塞、实验

室废气直排等。对实验室初期建设中的安全问题无规

划、无论证、无监督、无据可依，成为了目前实验楼或实

验室新建与改造中的突出矛盾。适合高校实验室的建

设标准急需出台，才能有效避免实验室或实验楼初期

建设中的“先天不足”，避免安全隐患中的“硬伤”。
实验室危险源与安全信息未告知或不全面也是各

高校在实验场所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对实验

室危险源辨识、统计和分级不全面、不明确，难以对实

验室的危险源和危险源分布做到“心中有数”，并形成

有效管控。检查站普遍未见张贴危险源的警示标志；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未配备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ＭＳＤＳ）或安 全 周 知 卡；对 危 险 设 备 没 有 配 备 操 作

图３　实验室环境与安全设施建设问题分类比例图

说明和安全注意事项；对危险操作也没有制定标准操

作程序（ＳＯＰ），这些实验室必备告知材料的缺乏也 反

映出高校对实验室安全管理没有形成系统，安全工作

还停留在消防应急等较低层次。
实验室的安全设施配备和管理是实验室事故的最

后一道防线。但是高校在消防逃生设备和应急设施建

设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有安全通道不畅通、实

验室改造后消防门被封堵、消防设施被玻璃门锁住、灭
火器配备不合理、应急喷淋装置和洗眼器等的安装位

置不便于应急使用，大多未进行定期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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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化学安全问题突出。化学安全问题是三年来

实验室安全检查中最严重、最突出的问题，化学品复杂

的危险属性与多变的化学反应过程风险，使得化学安

全成为实验室安全管理中最难实施防控的技术安全领

域。现场检查结果也表明，化学化工类实验室安全状

况普遍较差，包括化学试剂存放、剧毒品管理、其他管

控药品的管理、实验气体管理、化学废弃物处置等诸多

问题（见图４）。此 外，近 年 来 交 叉 学 科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使得高校中其他专业实验室也或多或少使用化学

品，没有专业背景的师生也在从事化学实验工作，这对

实验室安全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进行科学的

管理，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需要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

人才支撑。

图４　化学安全问题分类比例图

化学试剂 存 放 不 规 范 是 高 校 实 验 室 普 遍 存 在 问

题，在化学安 全 问 题 中 占 比 近１／３。多 数 实 验 室 化 学

试剂未按危险性质分类存放、装化学试剂的容器上标

签脱落或腐蚀，废液桶敞口放置，在普通冰箱中贮存危

险化学品，化学试剂超量存放等现象比较常见。一些

高校建立了化学品采购平台，但仅仅停留在化学品入

口把关的状态，没有利用平台的信息化系统促进实验

室化学品台账的管理，仍存在一些危险化学品长期不

使用不处理的情况，成为了实验室中的安全隐患。许

多实验室使用无通风设施的试剂柜存放有毒、有害、腐
蚀性药品，试剂柜腐蚀严重，也极大增加了实验室有害

气体浓度，违背了职业卫生要求。

实验室的气 体 钢 瓶 管 理 问 题 占 比 近１／４，是 仅 次

于化学品存放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多

数实验室的气体钢瓶没有使用状态标志，有的钢瓶未

有效固定，较多非使用状态中的钢瓶阀门关闭顺序错

误，个别实验室还存在易燃气钢瓶与氧气钢瓶混放的

危险现象，少数钢瓶字体不清，存在混装现象。一些易

燃有害气体没有使用耐压管路连接，已经建成的气体

管路也存在杂乱无序且无标志的现象。除了上述几点

之外，还发现室外气瓶间防盗防晒措施不足，防盗与监

控设施欠缺，可随意进出、伸手随意开瓶，气瓶间缺少

停电应急预案，区域划分不明确，使集中存放增加了风

险。近几年来，几次高校实验室的伤亡事故均与气体

使用和管理不到位有关，因此气体作为一种带压化学

品，其存放和使用管理应引起高校的足够重视，应对气

体供应商加强准入和管控，对气体购买、运输和使用情

况进行摸底排查，有效杜绝违章行为。尤其对于易燃

和有毒气体，须连接耐压管路，并安装适用于所使用气

体的专属报警器探头；有条件的实验室应尽量不存放

在室内。此类规范建设虽初期投入较大，但可以有效

降低实验室风险，目前已被一些高校认可［１１－１２］。
化学废弃物暂存与处置是所有高校面临的隐患与

问题，由于地方上缺少有资质专业处置化学废液的单

位或能力有限，使得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废弃物处置始

终处于困境，废弃物收取存在严重滞后、价格垄断、处

置种类限制等诸多不利因素，为高校带来了较大的安

全隐患，由此引发的废弃物暂存风险及安全问题与高

校科研教学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环保标准的提高与

缺少处置途径的困境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

背景下的高校化学废弃物处置中的安全问题，主要集

中在废弃物存柜与危险品库房的建设和管理不规范，
废液分类及包装不到位，管理人员的专业性也普遍较

欠缺，不能真正满足准确、规范地履行仓库各项管理职

责的要求等方面。
（４）危险设备管理松懈，防护设施不到位，插线板

使用不规范，个人防护欠缺。危险设备主要包括高温、
高压、高转速设备，激光设备，机械加工设备以及特种

设备，是高校实验室普遍存在的危险源。现场检查发

现，设备管理中最普遍的问题是缺少对危险源的警示

标志，没有制定ＳＯＰ；一些高校的压力容器没有年检、
没有警示标志和操作规程，几个加热设备叠放或无间

隔；特种实验装置没有护栏，危险操作区域未进行标志

和隔离；行车、叉车等特种设备未在管理部门备案，设

备操作人员操作许可证超过检验期，防护不到位；部分

设备和装置的危险区域未进行安全防护等。设备的管

理和使用离不开用电安全，多个大功率仪器使用同一

个接线板，多个接线板串联为设备供电，长期运行的高

温设备没有使用记录或记录不完善，也是设备使用安

全中暴露出的相关问题。
（５）安全教育培训 不 足，只 有 少 数 高 校 设 置 实 验

室安全课程，多数学校应急演练仅限于灭火逃生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是实验室安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特

别是技术安全领域，缺少教育培训则无论是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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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制度的实施都将是被动而为；而无论是管理人员

还是实验室的操作人员，相应的安全教育与培训是整

个安全工作体系的基石，是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化学安全、生 物 安 全、辐 射 安 全 等 技 术 安 全 的 重 要 领

域，只有通过安全教育和培训，才能使师生掌握安全知

识，提高责任意识。目前多数高校的安全培训局限于

有限的技术安全讲座、应急演练只有灭火逃生演习，管
理人员和实验室师生的安全知识漏洞与安全意识欠缺

成为普遍现象。这方面的问题难以通过时间有限的现

场检查发现，仅在听取学校安全工作报告和查阅安全

档案时略见一斑。目前只有几所高校设立了与专业相

关的实验室安全课程，安全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参差不

齐，绝大多数高校的实验室准入仅仅是参加考试和签

署承诺书，实验室准入成为了走过场，安全教育是整个

实验室安全工作中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

１．３　文科院校检查情况汇总

２０１７年 检 查 的１３所 文 科 院 校 共 发 现 问 题１８７
项，几乎都集中在组织体系、规章制度、安全教育、安全

检查、基础 安 全 设 施 和 用 电 安 全 几 个 方 面（见 表２）。
艺术院校和 政 法 院 校 的 相 关 专 业 会 使 用 少 量 化 学 品

（涉及５所学校），但没有涉及生物、辐射和除电梯外的

特种设备，危险源数量和复杂程度较理工科院校和综

合性大学明显偏少，学校对安全管理基本停留在消防

安全和用电安全方面，因此在组织体系建设、规章制度

和安全教育及基础安全设施上投入不大，有的院校认

为自己没有科研实验室，或者对实验室的定义不明确，
也是文科院校的共性问题。

表２　文科院校安全问题汇总统计

安全检查

表项目

发现

问题数

问题

占比／％

存在问题

高校数

存在问题

高校占比／％

组织体系 ３３　 １７．７　 １２　 ９２．３

规章制度 ２４　 １２．８　 １３　 １００

安全教育 ２０　 １０．７　 ８　 ６１．５

安全检查 ２０　 １０．７　 １３　 １００

实验场所 ３４　 １８．２　 １１　 ８４．６

安全设施 １８　 ９．６　 ９　 ６９．２

基础安全 １８　 ９．６　 ８　 ６１．５

化学安全 １４　 ７．５　 ５　 ３８．５

生物安全 － － － － － － －－

辐射安全 － － － － － － －－

机电安全 ６　 ３．２　 ５　 ３８．５

特 种 设 备 与 常 规

冷热设备安全

－ － － － － － －－

　　随着近年交叉学科的飞速发展，一些文科类高校

的实验室也涉及使用化学品、机械加工设备、高温设备

等，对其实验室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不断

完善用电安全管理的工作之外，应针对主要危险源加

强安全知识和安全管理的学习，努力按照较高的标准

进行管理和建设。文科院校由于其专业特点，对其实

验室安全的检查指标可以灵活运用，但并不代表其安

全隐患可以忽视，健全的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定期的

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与演练，依然是文科院校需要不

断完善和持续改进的工作内容。

２　各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亮点

通过查阅高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档案和实验室现

场检查，督查专家组总结了一些高校在实验室安全管

理方面优秀而有特色的做法，值得互相学习借鉴。

２．１　组织体系与制度建设

北京化工 大 学 长 期 坚 持 实 验 室 安 全 每 月 例 会 制

度，发布了非常全面且有特色的实验室安全制度。开

展了全校科研实验室的分类分级工作，管理重点和难

点进一步明确。清华大学也将所有院系按风险高低分

为四类，风险最 大 的 Ａ类 是 重 点 监 管 对 象，又 进 一 步

推行Ａ、Ｂ类院系的实验室分级。上海 交 通 大 学 不 仅

实行实验室安全分级，还建立了学校危险源分布图，安
全重点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Ａ
级１次／周，Ｂ级１次／月。

浙江大学多年来注重制度建设，从实践中提升，已
发布１８个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相关制度。同时，建立了

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涉及实验室房间４　４００多间，并

依托系统开展实验安全检查和实验室安全达标活动。
东北大学构建了１套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体系，

包括８大项核心内容、２８个二级指标，学校计划通 过

三年开展安 全 管 理 标 准 化 建 设，下 发 相 关 制 度６０多

项，明确了７１７个网格化区域责任人，开展了对实验室

的风险分级管控管理，通过实验室安全检查，对各楼馆

进行风险等级的评定，风险等级为橙色１０个、黄色６２
个、蓝色６３个、绿色的有１６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实验室安全制度建设方面

以主动预防、科学管理、标本兼治为目标，提出了“三要

求”（即责任要求、教育要求、任务要求）和“三意识”（即
安全防范意识、安全责任意识、科学处置意识）和“三全

四到”（即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责任体系和

认识到位、责 任 到 位、措 施 到 位、管 理 到 位）的 管 理 理

念。学校建立了科研项目安全审核。学校还对新设科

研实验室或新上科研项目，特别是涉及化学、生物、辐

射等安全隐患的，由科学技术研究院会同相关单位组

织专家进行安全审核。

２．２　安全设施建设

清华大学对全校的气体供应商进行资质筛选与监

９杜　奕，等：高校实验室安全三年督查总结（Ⅱ）———从安全督查看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



管，并投入专项基金开展危险气体的气路改造建设，通
过两年的实践，重新合理布局，增加监控，显著减少了

危险源数量，提高了气体使用的规范性与安全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每个实验室都安装了监控装

置，达到全覆盖。化工学院对加热设备（烘箱等）采用

了温度联控 供 电 技 术（双 温 度 设 定，第 一 个 为 工 作 温

度、第二 个 为 限 定 的 断 电 温 度），大 大 降 低 了 相 应 的

风险。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超净间实现了实时

监控的安全管理系统，既保证了实验室内的洁净程度，
又可以实时监控实验室内情况。

东南大学投入专项资金为化学化工实验室改造排

风系统，加装了净化过滤装置。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建造了实验洗涤废水处理

房，经沉淀、中和等处理后，达标排入城市污水管。

２．３　实验室安全检查

浙江大学２００７年 建 立 了 实 验 室 安 全 检 查 制 度，

２００９年开始聘请９名退休教工协助开展实验室安 全

督查，每 年 在 校 园 网 发 布６～７期 实 验 室 安 全 检 查 通

报，并督促安全隐患整改。于２０１２年邀请香港科技大

学专家对学校实验室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出具了

评估报告。经过多年探索和积累，浙大主编的《实验室

安全检查项目表》成为了教育部实验室安全检查的主

要依据。
清华大学为加强专项检查力度，持续推行实验室

安全督导制度，组建的退休教师督导组梳理和完善安

全台账、形成详尽的工作简报和督导报告，使安全检查

工作做到了常态化和全覆盖；学校继续扩充专家队伍，
对风险较大的Ａ、Ｂ院系每学年进行安全排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依托安全工程专业的技术力

量，成立了实验室技术安全专家组；学校聘请７位退休

教师作为督察员，对全校的实验室安全进行明察暗访，
及时反馈信息。

四川大 学 组 建“实 验 室 安 全 与 环 保 学 生 协 防 队

伍”，加强实验室重点部位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强化学生

的自我管理。
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请有资质的第三方

公司进行实验室安全检查，并统计归纳安全隐患数据，
为实验室安全措施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南开大学配合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编制“安全工

作通报”，几乎每月１期，通报发送主要单位及相关校

领导，并上网公示。华中科技大学也推出“实验室技术

安全简报”制度，通报政策形势、工作、活动、校内外安

全事故、安全知识等。

２．４　安全教育培训

华东理工大学把安全教育全部纳入必修课，以华

理校友会ＥＨＳ为 主 讲 教 师，为 高 风 险 专 业 学 生 进 行

安全培训，新生入校培训实行四级负责制，学校、学院、
教研室和指导教师，而且培训情况层层签字落实。北

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等高校也在高风险院系设置实验室安全必修课，纳入

学分管理，成为实验室准入的一个必要环节。
清华大学化工系对学生开展了多层级多角度的实

验室安全教育，主要包括以实验室安全危险源告知、填
写“安全分析报告”、准入考试、面谈讨论风险防控措施

几个环节的 实 验 室 准 入。自 修 本 实 验 室 ＭＳＤＳ公 知

卡，开题报告必须包含风险分析等多个环节，使学生的

防范风险意识、防范事故能力都得到了显著增强。
天津大学的“安全文化活动月”全体校领导都积极

参与，通过微电影、实验室安全主题晚会、专题宣传网

站、图片展等丰富多 彩 的 形 式，营 造 校 园 安 全 文 化 与

氛围，颇具影响力。“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实训中心”
独具特色，培 训 内 容 生 动、直 观、趣 味 性 强，教 育 效 果

良好。
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开展全校性的安全知

识竞赛，安全宣传教育深入人心；将安全意识的培养视

为学生科学素质培养的重要组成。
华中农业大学在全校设立了１５个宣传点，每年举

行为期３个月的安全宣传月。开发的“农业高校实验

室技术安全知识题库”以及与之配套的“华中农业大学

实验室技术安全知识网上学习与考试系统”，对研究生

和新入职的教师进行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并在部分

农业高校推广。
浙江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考虑到了留学生

人数不断增加而带来的安全宣传和安全教育问题，编

写了“实 验 室 安 全 手 册”英 文 版 本，实 现 了 人 员 的 全

覆盖。
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实

行“星级实验室”“安全达标实验室”“安全优秀实验室”
评选等一些 师 生 喜 闻 乐 见 的 安 全 教 育 和 安 全 激 励 措

施，评选结果与奖学金和评优挂钩，收到了良好效果。
除了上述高校安全工作亮点之外，还有许多大学

的院系或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安全管

理规范到位，有的实验室通过了管理体系认证，成为了

安全工作实施良好的典范。

３　结语

尽管例行三年的安全检查切实推动了高校的实验

室安全工作，然而高校实验室由于危险源复杂、研究内

容变化多、人员流动性强、造成了实验室安全管理难度

大，安全措施的落实和师生安全意识的提高都面临巨

大挑战，与欧美、日本、香港地区的高校的安全管理水

０１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实验室安全工作并非简单的防

火防盗，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校实验室的

技术安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具有系统工程特征的综

合管理学科，包含了从组织体系、规章制度、安全教育

到具体的安全设施建设和安全措施落实的方方面面工

作。一些刚刚 成 立 技 术 安 全 部 门 的 高 校 更 是 隐 患 众

多，出现事故 的 概 率 较 高；由 于 安 全 工 作 积 累 少 欠 账

多，无法在短 时 间 形 成 安 全 管 理 体 系，安 全 工 作 任 重

道远。
高校的安全工作除了保障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障科研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之外，另一个重

要的内涵就是安全与环保理念已经成为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一环，是当前中国高校国际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内容。随着我国部分高校和学科逐渐迈入世界一流的

行列，实验室安全已经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学科建设中

较落后的一个方面。如今的安全理念已经超越了掌握

安全知识本身这一基本要求，而成为了培养一流的国

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必须具有对生命、健康和环境的

尊重和保护意识，才能科学地决策、统筹规划，成为新

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因此安全工作是保

障也是文化，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关乎国家未来

的方向。从三年的安全检查所获得的问题数据和整改

成效可以看到，只有努力提高实验室安全理念，掌握系

统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方法，落实各项实际举措才能将

我国高校的安全工作不断推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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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３１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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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是学校非常需要的。检

查组用安全理念与实际工作的结合来分析实验室存在

的问题，使实验室工作者在理念认识、管理细节、制度

监控等方面有一个新的提升，从内心深处对实验室安

全工作有一个新的理解。
三年来教育部完成了教育部直属全部７５所高校

第一个轮次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

制度化、常态化将成为今后的工作方向。我们将共同

携手努力做到不断完善管理制度，让实验室安全管理

做到有章可循、依章办事，为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

校园和谐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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