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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学校实验室是进行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实验室安全运行是开

展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实验活动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实验人员人身安全和

实验室环境安全的首要任务。实验室安全关系到学校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关系到师生员工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对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都至

关重要。

为创建安全的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环境，促进平安校园建设，预防和减少

实验室事故的发生，提高师生员工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学校资产管理处特编

印了《实验室安全知识读本》。旨在帮助师生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意识，丰富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科

研秩序。

《实验室安全知识读本》汇编了实验室安全个人须知、事故案例、基础知

识、安全隐患、事故应急预案、规章制度等内容，请广大师生进入实验室开展

实验前务必仔细阅读，自觉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有关危险化学品、仪器

设备、实验废弃物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规定，科学实验，规范操作，避免事故发

生。如需了解更详细、更专业的安全知识，可扫描读本背面的“码”上知道二

维码、关注“北邮实验室安全工作”微信公众号，查阅更多实验室安全相关制

度和安全活动通知。

实验室安全工作关乎学校整体安全发展，该读本仅作为实验室安全基本知

识宣传教育使用，具体实验室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工作根据学校相关制度执行，

欢迎广大师生对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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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事故应急提示

一、当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应及时报本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和
实验室所在单位负责人，同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1、资产管理处：62282551

2、保卫处：62281100

3、校医院：62282649

二、事故发生时处置优先次序
1、保护人身安全

2、保护公共财产

3、保存学术资料

三、电话求助，请告知：
1、事故地点（校区、楼宇、房间号等）

2、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

3、报告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具体位置

四、常用公共报警电话
1、火警电话：119

2、报警电话：110

3、医疗急救：120

1

实验室安全工作个人须知
1、进入实验室前，须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统”，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并获得“合格证书”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扫码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统”）

2、进入实验室前，请注意查看门口张贴的“实验室安全信息牌”，熟知实验室安全风险等

级，实验室类型、危险源类别、灭火要点、安全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内
部
资
料



内
部
资
料



实验室事故应急提示

一、当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应及时报本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和
实验室所在单位负责人，同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1、资产管理处：62282551

2、保卫处：62281100

3、校医院：62282649

二、事故发生时处置优先次序
1、保护人身安全

2、保护公共财产

3、保存学术资料

三、电话求助，请告知：
1、事故地点（校区、楼宇、房间号等）

2、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

3、报告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具体位置

四、常用公共报警电话
1、火警电话：119

2、报警电话：110

3、医疗急救：120

1

实验室安全工作个人须知
1、进入实验室前，须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统”，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并获得“合格证书”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扫码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统”）

2、进入实验室前，请注意查看门口张贴的“实验室安全信息牌”，熟知实验室安全风险等

级，实验室类型、危险源类别、灭火要点、安全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内
部
资
料



2 3

3、进入实验室工作、实验和研究的人员，务必遵守学校及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和仪器设备

操作规程。对于特殊岗位和特种设备，需经过相应的培训，持证上岗。

4、认识实验室内各类个人防护用品和灭火器材，确认其使用范围、有效期及完好性等，熟

悉其使用、维护和保养方法，以及存放位置。灭火器应该放置在固定、明显易取放的地方。

5、在实验室内，应把长发或宽松衣服束起，禁止吸烟或饮食。冰箱或冷柜内严禁储放食物

饮品。

6、实验过程中，人员不得脱岗；进行危险实验时需有 2 人同时在场。

7、实验结束后，应及时清理和打扫，保持实验室干净整洁。

8、离开实验室前，应彻底洗净双手。临时离开实验室，应随手锁门；最后离开实验室，应

关闭水、电、气、门、窗等。

9、仪器设备不得开机过夜，如确有需要，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10、对不安全环境及行为提高警觉，并把不安全情况及时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

实验室安全工作个人须知 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事故经过 :
2018 年 12 月 26 日，北京某大学 2 号楼实验室内学生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科研实验时发生
爆炸，事故造成 3 名参与实验的学生死亡。
事故原因 :
使用搅拌机对镁粉和磷酸搅拌，反应过程中，料斗内产生的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碰撞
产生的火花点燃爆炸，继而引发镁粉粉尘云爆炸，爆炸引起周边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造成现
场 3 名学生死亡。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该学校有关人员违规开展实验、冒险作业 ; 违规购买、
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 ; 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
人员处理情况 :
(1) 指导教师、实验室安全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校党委书记、校长、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国资处处长、科技处处长、保卫处 ( 部 ) 长、
学院党委书记、学院院长、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副院长、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实验中心副主任、
系主任，分别被给予诫勉问责、警告、记过、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免去行政职务处分。
安全警示 :
(1) 安全责任未压实，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到位。应完善实验室管理制度，实现分级分类管理，加
大实验室基础建设投入 ; 明确各实验室开展实验的范围、人员及审批权限，严格落实实验室使用
登记相关制度 ; 结合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际，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的人员负责实验室
安全管理。
(2) 科研项目安全管理有漏洞。应健全学校科研项目安全管理各项措施，建立完备的科研项目安
全风险评估体系，对科研项目涉及的安全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 ; 对科研项目实验所需的危险化学
品、仪器器材和实验场地进行备案审查，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3) 危险化学品管控不彻底，管理不到位。应建立集中统一的危险化学品全过程管理平台，加强
对危险化学品购买、运输、储存、使用管理 ; 严控校内运输环节，坚决杜绝不具备资质的危险品
运输车辆进入校园 ; 设立符合安全条件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建立危险化学品集中使用制度，
严肃查处违规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北京某大学实验室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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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事故经过 :

2020 年，北京某高校实验室，一名研二的学生使用电子万用电炉在烧杯中加热过氧化氢

溶液，处理阳离子交换膜，计划持续加热 1 小时；加热 15 分钟左右，学生离开实验区域，

寻找化学药品富马酸，7 分钟后发生爆炸，此次事故造成 2 名男同学受轻伤。

事故原因 :

(1) 做实验的同学在未告知导师具体开展的实验内容、未充分了解实验风险、未做好安全

防护的前提下，违规使用易制爆化学品，冒险开展实验 ;

(2) 实验期间脱离岗位，危险性实验无人值守 ;

(3) 在实验室违规使用明火电炉；

(4) 导师及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对实验室内开展的实验项目不清，未尽到实验室安全责任

人应尽的责任，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不到位。

安全警示 :

(1) 严格规范各类危险化学品的存储、使用，易制毒、易制爆等管制类危险化学品严格落

实“五双”管理。

(2) 开展实验前，要对实验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了解实验项目所涉及的所有危险内容，并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过程中严禁擅自离岗。

北京某大学实验室爆炸事故

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事故过程 :
2020 年 1 月 6 日凌晨 00:18，北京某高校发生一起因维修超低温冰箱引起
的事故，事故造成 2 名维修人员受重伤。
事故原因 :
据报道，事故原因为维修人员在维修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爆炸。
安全警示 :
(1) 提升全体师生对实验室设备危险性的了解，杜绝违规操作。
(2) 严格通过程序选择专业的维修厂家，规范维修作业流程，落实管理责任，
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

事故过程 :
2020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3:00，北京某高校实验室开展包埋实验，使用水浴锅加热石蜡，中途学
生离开了实验室。13:20 左右，保安员收到该实验室烟感报警，并及时赶到现场切断了电源，开
窗通风。此次险情虽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如果处理不及时，将会造成重大的火灾事故。该
险情系水浴锅加热石蜡干烧冒烟引发烟感报警，无明火。
事故原因 :
直接原因 : 实验期间实验人员脱岗离开实验室，实验无人值守，水浴
锅加热石蜡干烧冒烟引发烟感报警。
间接原因 : 实验室安全管理及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安全警示 :
(1)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过程中严禁擅自离岗。
(2) 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事故过程 :
2021 年 3 月 31 日，某研究所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反应釜高温高压
爆炸，导致一名研究生当场死亡。
事故原因 :
据报道，事故原因为学生操作不当，未经冷却就打开反应釜，最终导
致反应釜爆炸。
安全警示 :
(1) 提升全体师生对实验室设备危险性的了解，杜绝违规操作。(2) 加强实验安全教育
培训，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北京某大学低温冰箱维修事故

北京某大学违规操作发生安全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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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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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全体师生对实验室设备危险性的了解，杜绝违规操作。
(2) 严格通过程序选择专业的维修厂家，规范维修作业流程，落实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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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过程 :
2020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3:00，北京某高校实验室开展包埋实验，使用水浴锅加热石蜡，中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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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 :
(1)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过程中严禁擅自离岗。
(2) 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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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大学低温冰箱维修事故

北京某大学违规操作发生安全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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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北京某大学氩气泄露事故

事故过程 :

2011 年，北京某高校激光加工实验室，1 名博士生王某在夜间连续开展实验，在凌晨时发

现氩气气压异常降低，王某在老师告之其不能单独进入实验环境排查问题的情况下，在没

有氧浓度探测器的情况下，私自进入氩气泄露的环境导致窒息死亡。

事故原因 :

学生安全意识淡薄，未充分了解气体的特性，未采取保护措施冒险操作。

安全警示 :

(1) 强化师生安全意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安全理念，坚决

杜绝违规开展实验、冒险作业。

(2) 存有大量惰性气体的较小密闭空间，需安装氧含量监测报警装置。

(3) 应完善实验室管理制度，学生不能在实验室过夜。

(4)进行危险性实验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现场至少应有2人进行操作。以防万一发生事故，

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事故经过 : 

2015 年 4 月 5 日 10 时左右，江苏省某大学几名

学生在实验室做甲烷混合气体（自制混合气体）燃

烧实验。12 时 40 分左右，一声尖锐的响声之后，

甲烷混合气体实验气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三名轻

伤，二名重伤，其中一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原因 : 

据报道，疑因实验人员未按规范操作或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安全警示 :

(1) 要充分了解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易燃易爆气体、药品的特性以及爆炸界限。

(2) 在进行易燃易爆气体、化学品的操作前应仔细阅读安全操作手册。

(3) 一旦化学药品或气体泄漏按照紧急预案冷静处理。

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北京某大学组培室火灾事故

江苏某大学实验室火灾事故

某大学实验室发生火情

事故过程 :
2020 年 8 月 9 日，北京某高校组培实验室发生火情，事故造成组培架烧毁。
事故原因 :
直接原因 :(1) 该培养室线路及电子元器件老化起火 ;(2) 培养室组培架及过道上存放
了大量报纸、泡沫、塑料垫、纸箱等可燃物。
间接原因 :(1) 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日常安全检查记录，没有定期开展实验
室日常安全检查 ;(2) 没有设备设施定期检修和维护记录，未对实验室安全设备设施
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
安全警示 :
(1) 强化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对设备、水电等定期检查维修，确保安全。
(2) 需加强对实验室内部消防通道、重点位置的安全管理，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危险区域禁止堆放易燃、
可燃物品。

事故过程 :
2019 年 2 月 27 日凌晨 00:42，江苏省某大学教学楼内一实验室发生火灾。因为
火势蔓延迅速，整栋大楼几乎都浓烟滚滚，9 辆消防车、43 名消防员到达现场，
用水枪喷射灭火，1 时 30 分大火被扑灭。教学楼外墙面被熏黑，窗户破碎，警方
及学校保卫部门封闭现场。火灾烧毁 3 楼热处理实验室内办公物品，并通过外延
通风管道引燃 5 楼顶风机及杂物。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 :
夜间实验室未关闭电源，导致电路火灾。
安全警示 :
(1) 各实验室责任人应将加强实验人员安全意识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2) 实验结束后，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员必须检查并关闭整个实验室的水、电、气、门窗。

事故过程 :
2021 年 7 月 13 日，某大学实验室在实验过程中发生火情。一名男博士后头顶
火苗冲出实验室，胸前的衣服已被烧毁，紧接着一名学生脚踩烟雾冲出来，相关
人员迅速对实验室的火灾进行扑救，学生及时送往医院就医，为轻度烧伤。
事故原因 :
据报道，事故实验室已被封停，事故原因暂未正式公布。
安全警示 :
(1) 实验室应按照规范标准配置消防设备设施，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2) 实验要做到安全用电，由于实验各种设备器材较多，对于出现火花、短路、
发热等情况，应立即停止实验，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3) 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建立分级管理责任体系，健全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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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北京某大学氩气泄露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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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某大学实验室火灾事故

某大学实验室发生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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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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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校保卫部门封闭现场。火灾烧毁 3 楼热处理实验室内办公物品，并通过外延
通风管道引燃 5 楼顶风机及杂物。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 :
夜间实验室未关闭电源，导致电路火灾。
安全警示 :
(1) 各实验室责任人应将加强实验人员安全意识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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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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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迅速对实验室的火灾进行扑救，学生及时送往医院就医，为轻度烧伤。
事故原因 :
据报道，事故实验室已被封停，事故原因暂未正式公布。
安全警示 :
(1) 实验室应按照规范标准配置消防设备设施，配备消防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2) 实验要做到安全用电，由于实验各种设备器材较多，对于出现火花、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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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某大学发生未知试剂瓶炸裂事故

云南省某大学废物爆炸事故

事故过程 :

2021 年 7 月 27 日，广州某大学药学院发生一起实验室安全事故。该校药学院发布通报，称其

实验室在清理毕业生遗留在烧瓶内的未知白色固体，一博士生用水冲洗时发生炸裂。炸裂产生

的玻璃碎片刺穿该生手臂动脉血管。随后，该生已经被送到医院救治。目前，伤情已经得到控制，

无生命危险。

事故原因 :

据报道，初步判断为导致炸裂的未知白色固体中可能含有氢化钠或氢化钙，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而炸裂。

安全警示 :

(1) 实验室应开展自查并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完成自查和培训后方可开展实验。

(2) 危险化学品存放需设置明显的安全标识，并且有完整的标签。

(3) 健全化学品使用管理制度，防止取而不还。

(4) 规范危险废弃的处置，严禁私自处置不明化学试剂。

事故过程 :

2008 年 7 月 11 日，云南省某大学研究所 510 室

发生爆炸。三年级博士生被炸成重伤。

事故原因 :

在收集实验废料时操作不当引发爆炸。

安全警示 :

(1) 实验室内部需划定实验废弃物存放区，存放区需通风良好，远离火源，避免高温日晒、雨淋，

避免相反应的危废物近距离存放，存放区还需张贴警示标识。

(2) 实验废弃物收集容器上需张贴标签，标签上需注明废弃物类别、房间号等信息。

(3) 实验产生的废液需根据废液性质、所含物质种类，倒入相应的收集容器内，严禁混合相互

反应的废液，严禁倒入水槽，严禁随意丢弃。

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一般注意事项

实验室防爆常识

实验室内必须存放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必须放置在便

于取用的位置，并定期检查更换。

实验室内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 ( 如甲烷、硅烷、纸箱等 ) 必须

与电源、热源等保持一定距离，并保证存放安全 ; 实验室严禁烟火。

操作、倾倒易燃液体时，应远离火源 ; 使用易燃气体时，要打开

通风和泄漏报警装置 ; 严禁使用明火直接加热易燃液体，需要时

须在水浴或密封电热板上进行。

注 : 实验前一定要了解所用物质的性质，严禁盲目操作。

使用酒精灯时，酒精应不超过其容量的三分之二 ; 不足三分之

一时，应添加酒精 ; 熄灭酒精灯时不可吹灭，应用灯帽盖灭。

易燃废液不得倒入下水道，以免引起爆炸。

可燃气体气瓶与助燃气体气瓶不得混合放置，气瓶要远离热源、

明火，禁止碰撞与敲击气瓶，以免气瓶爆炸。

实验室大功率用电器需报相关部门审核，以免超出用电负荷。

禁止在走廊上堆放物品，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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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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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高速离心机设备安全

加热设备安全

通风柜安全

离心管必须对称放入套管中，若只有一支样品管时，

另一支要用等质量的水代替，对称位的样品管质量相

差不超过 0.1g。

分离结束后，先关闭转子，等转子停止转动后，方能

打开盖子，取出样品。

加热设备包括 : 电阻炉、恒温箱、干燥箱、水 / 油浴锅、

电吹风等。

使用加热设备时，要穿戴必要的防护工具，人员不得离

岗 (10-15 分钟观察 1 次 )，使用完毕要立即关闭开关。

加热时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实验，需在通风橱内进行。

使用管式电阻炉时，要确保导线与加热棒接触良好。

使用水 / 油浴锅时严禁干烧。

通风柜内及其下方的柜子不能存放化学品。

使用前，需检查抽风系统和其他功能是否运作正常。

应在距离通风柜至少 15cm 的地方进行操作，操作时

应尽量减少通风柜内以及调节门前大幅度动作。

切勿在通风柜内放置伸出柜外或妨碍玻璃视窗关合的

物品。

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机械加工设备安全

机械加工设备安全

机械加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切割、被夹、被卷等意外

事故，有一定的危险性。

剪切机械、刨床、圆盘锯、堆高机、研磨机、空压机等机械设备，

应有防护罩、套筒等安全防护设施。

车床、滚齿机械等高度超过操作人员身高的机械，应设置适当高度

的工作台。

使用时应佩戴合适的防护用品 ( 工作服、护目镜、手套等 )，束好衣服和头发，不要穿戴长项链、

领带、长丝巾等易被卷入的物品。

冰箱周围不得有热源、易燃易爆品、气瓶等，且保证一定的散热空间。

冰箱内的化学品要分类保存，并且张贴标签，标签信息详实，实验

室要定期组织冰箱内物品清理。

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冰箱应张贴警示标识。

挥发性、可燃性有机化学品须储存在防爆冰箱或经过防爆改造的冰

箱内，存放时还需加盖密封。

存放强酸、强碱及腐蚀性的物品必须选择耐腐蚀容器，并且配置防

漏托盘。

冰箱内的试管 ( 带塞子 )、烧瓶等不稳的容器要加以固定，防止出现倾倒或破裂现象。

食品、饮料等严禁存放在实验室冰箱内。

●对于精密仪器、贵重仪器及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设备，实验室要制定操作规程、安全注意

事项，张贴安全标识。

●使用设备前需了解设备工作原理、操作程序及防护措施，使用时要规范操作，穿戴必要

的防护用品。

●设备使用完毕后要及时清理，做好使用记录和维护工作。

●设备出现故障应张贴暂停使用标识，并及时维修。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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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

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危险化学品分类标识

安全标识包括禁止、警告、指令、提示标识等，当我们看见这些标识时一定要注意标牌上所表

示内容，若没有文字表述并看不懂图示标识时，一定要向老师或其他同学请教，明白标识内容后，

就要本着对家人和自己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按标识要求或提示去做，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禁止标识是提示人们一定不要违反标志提示的内容，否则会引起不良后果。

警告标识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发出警告，善意提醒人们对警告的内容引起注意，避免安
全事故发生。

指令标识是提示进入一定环境工作的人们要按照指令的内容去做，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
他人的人身安全。

提示标识是给人们起提示作
用的，通过提示使人更快、
更方便的达到目的。

禁止标识

警告标识

指令标识

提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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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实验室安全防护

个人防护用品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储存

气体钢瓶固定装置

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剧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品

管制类化学品是指国家管控，销售、采购、

使用、存放必须达到监管部门要求并取得相

应许可的化学品。

《剧毒化学品目录》(2015) 内的化学品，包括丙炔醇、叠氮化钠、丁烯酮、毒鼠硅、一氧化二氟、

甲硫磷、氟、二硼烷、十硼烷、甲胺磷、氯、氰化钠、氰化钾、砷化氢等。具有极高毒性包

括人工合成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天然毒素和具有急性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任

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

注 : 我校不具备剧毒化学品使用许可条件，未办理相关资质，任何部门、实验室、个人不得采购、使用剧

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原料和化学助剂等物质，是国家规定管制的

可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料和配剂，既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流入非法渠

道又可用于制造毒品。2005 年，国务院公布《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11-1 施行 )，随后国家于

2014、2017、2021 年又进行了增补，共列管了 3 类，38 种物料。

易制爆化学品是指可用于制造爆炸品的原料或辅料。易制爆化学品通常包括 : 强氧化剂，可 / 易燃物，

强还原剂，部分有机物，如 : 硝酸、高氯酸、硝酸盐、氯酸盐、高氯酸盐、重铬酸盐、过氧化物、超氧

化物、易燃金属、硝基化合物等，具体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注 :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必须经资产管理处审核通过，并取得公安机关颁发的备案证明后方能采购。

剧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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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隐患

不安全的环境

不安全的行为

●危险化学品 :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等危险，即使最安全的化学药品也有潜在危险 ;

●电气设备 : 存在火灾和触电的危险 ;

●激光：对眼睛或皮肤造成伤害 ;

●压力容器 : 存在高压爆炸危险。

• 各实验室应注重环境卫生，并须保持整洁。
• 凡有毒性或易燃之垃圾废物，均应特别处理，以防火灾或有害人体健康。
• 保持所有消防通道通行无阻。
• 油类或化学物溢满地面或工作台时应立即擦拭冲洗干净。
• 使用人员应养成有随时拾捡地上杂物之良好习惯，以确保场所清洁。
• 垃圾或废物不得堆积于操作地区或办公室内。

防火
1. 乙醚、酒精、丙酮、二硫化碳、苯等有机溶剂易燃，实验室不得存放过多，切不可倒入下水道，
以免集聚引起火灾 ;
2. 金属钠、钾、铝粉、电石、黄磷以及金属氢化物要注意使用和存放，尤其不宜与水直接接触 ;
3. 万一着火，应冷静判断情况，采取适当措施灭火，可根据不同情况，选用水、沙、泡沫、二氧化
碳灭火器灭火。
• 防爆 ( 化学药品的爆炸分为支链爆炸和热爆炸 )
1. 苯、乙醇、乙醚、丙酮、乙酸乙酯和氨气等可燃性气体与空气混合至爆炸极限，一旦有热源诱发，
极易发生支链爆炸 ;
2. 过氧化物、高氯酸盐、三硝基甲苯等易爆物质，受震或受热可能发生热爆炸 ;
3. 对于防止支链爆炸，主要是防止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散失在室内空气中，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当大
量使用可燃性气体时，应严禁使用明火和可能产生电火花的电器 ;
4. 对于预防热爆炸，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必须分开存放，使用时轻拿轻放，远离热源。
• 防灼伤
除了高温以外，液氮、强酸、强碱、强氧化剂、溴、磷、钠、钾、苯酚、醋酸等物质都会灼伤皮肤 ;
应注意不要让皮肤与之接触，尤其防止溅入眼中。

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实验室常用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

实验废弃物收集容器 ( 废弃物分类收集用 )

化学试剂空瓶可用纸箱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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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

实验室常用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

实验废弃物收集容器 ( 废弃物分类收集用 )

化学试剂空瓶可用纸箱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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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隐患

不安全环境 :
指实验室内因各项硬件设备的陈设放置或维护不当而形成的不安全环境。

实验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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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隐患 实验室安全隐患

实验室中常见的不安全行为包含以下三项 :
1. 不适当的态度；2. 缺乏知识或技能；3. 不适当的机械或物质的操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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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为火警准备

为实验室紧急事件准备

为损伤准备

实验室安全事故报告应急电话

●熟悉实验室周围的安全逃生通道。

●了解火警警报及灭火器的位置，确保可以迅速使用灭火器具。

●切勿乱动任何火灾报警设备和灭火装置。

●保持所有防火门关闭。

●使用化学品前，须详细查阅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

●熟知实验室内安全设施所在位置。

●准备恰当且充足的急救物资。

●了解所用物品的潜在危险性，严格按照实验室操作规程实验。

●进入实验室前须接受实验操作培训和实验室安全教育，通过安全准入考试。

●若对某种做法是否安全有怀疑或保留，最好采取保守做法（响起警报，离开实验室，把处置工

作留给专业人员）。

●学习简单的急救方法 ;

●熟知紧急喷淋和洗眼器位置 ;

●确保急救药物器具充足有效，必要时准备特殊解毒剂 ;

●如需要使用氢氟酸等有毒物时，须先学习如何使用解毒剂。

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初期火灾的扑救与报警

安全疏散与自救逃生

初期火势一般不大，应迅速利用实验室内的灭火器材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控制和扑救。

火灾发生时要保持沉着和冷静，掌握“三要”、“三救”、“三不”原则，迅速采取
果断措施，保护自身和他人安全，将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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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触电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触电事故应急处置

●触电急救的原则是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有人触电，他人要切断

电路，不能直接接触。平时要注意不要用湿手、物接触电插销，实验后应及时切

断电源。

●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视其神志是否清醒，神志清醒者，应使其就地躺平，严

密观察，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如神志不清，应就地仰面躺平，且确保气道通畅，

并于 5 秒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膀，以判定伤员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

伤员头部呼叫伤员。

●救护人员应立即就地持续用人工肺复苏法正确抢救，并设法联系医院接替救治。

3

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中毒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中毒应急处理预案

毒害性事故多发生在具有化学药品和剧毒物质的化学实验室和具有毒气排放的实

验室。

实验中若感觉咽喉灼痛、嘴唇脱色或发绀，胃部痉挛或恶心呕吐等症状时，则

可能是中毒所致。视中毒原因施以下述急救后，立即送医院治疗，不得延误。

●首先将中毒者转移到安全地带，解开领扣，使其呼吸通畅，让中毒者呼吸到

新鲜空气。

●误服毒物中毒者，须立即引吐、洗胃及导泻，患者清醒而又合作，宜饮大量

清水引吐，亦可用药物引吐。对引吐效果不好或昏迷者，应立即送医院用胃管

洗胃。孕妇应慎用催吐救援。

●重金属盐中毒者，喝一杯含有几克 MgSO4 的水溶液，立即就医。不要服催吐药，

以免引起危险或使病情复杂化。砷和汞化物中毒者，必须紧急就医。

●吸入刺激性气体中毒者，应立即将患者转移离开中毒现场，给予 2%~5% 碳

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吸氧。气管痉挛者应酌情给解痉挛药物雾化吸入。●应

急人员一般应配置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毒服装、防毒手套、防毒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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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化学品伤害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化学品伤害应急处理预案

皮肤直接接触强腐蚀性物质、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如浓酸、浓碱、氢氟酸、钠、溴等引

起的局部外伤 :

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化学品伤害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爆炸事故应急处置

机械伤害事故应急处置

●实验室爆炸发生时，实验室负责人或安全员在其认为安全的情况下需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

●所有人员应听从临时召集人的安排，有组织的通过安全出口或用其他方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

●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安排抢救工作和人员安置工作。

实验室常发生的机械性损伤包括割伤、刺伤、挫伤、撕裂伤、撞伤、砸伤、扭伤等。对于轻伤，

处理的关键是清创、止血、防感染。当伤势较重，出现呼吸骤停、窒息、大出血、开放性或张力

性气胸、休克等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应临时施以心肺复苏、控制出血、包扎伤口、骨折固定等。

轻伤处置

(1) 立即关闭运转机械，保护现场，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

(2) 对伤者同时施以消毒、止血、包扎、止痛等临时措施。

(3) 尽快将伤者送医院进行防感染和防破伤风处理，或根据医嘱作进一步检查。

重伤处置

(1) 立即关闭运转机械，保护现场，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小组及有关部门汇报，应急指挥中心接到

事故报告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抢救。

(2) 立即对伤者进行包扎、止血、止痛、消毒、固定等临时措施，防止伤情恶化。如有断肢等情况，

及时用干净毛巾、手绢、布片包好，放在无裂纹的塑料袋或胶皮袋内，袋口扎紧，在口袋周围放

置冰块、雪糕等降温物品，不得在断肢处涂酒精、碘酒及其他消毒液。

(3) 迅速拨打 120 求救或送附近医院急救，断肢随伤员一起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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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理预案

废液泄漏应急处理预案
●如发生少量泄漏，应使用惰性材料 ( 如干沙 ) 作为吸附剂将其吸收起来，然后按照危

险废物处置。

●如发生大量泄漏，应使用惰性材料 ( 如干沙 ) 进行围堵，然后再用吸附剂进行吸收，

清理后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严禁使用锯末、废纸等可燃材料作为吸收材料，以免发生反应引起火灾。

保障实验室安全，需要师生不断提高自身安全意识、规范安全行为，做好自己的安全“第

一责任人”，提倡鼓励各位师生防微杜渐，发现隐患及时指出、积极整改，营造安全实验环境。

我校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渠道如下：

1. 公众号：“北邮实验室安全工作”公众号下方菜单栏。

3. 邮箱：发送邮件至 Labsafety@bupt.edu.cn。

4. 电话：62282551、62282550。

5. 信箱：资产处 204 外西侧信箱。

2.“码”上知道： 扫描二维码，界面首页。

（扫码关注“北邮实验室安全工作”微信公众号）

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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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大量泄漏，应使用惰性材料 ( 如干沙 ) 进行围堵，然后再用吸附剂进行吸收，

清理后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严禁使用锯末、废纸等可燃材料作为吸收材料，以免发生反应引起火灾。

保障实验室安全，需要师生不断提高自身安全意识、规范安全行为，做好自己的安全“第

一责任人”，提倡鼓励各位师生防微杜渐，发现隐患及时指出、积极整改，营造安全实验环境。

我校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渠道如下：

1. 公众号：“北邮实验室安全工作”公众号下方菜单栏。

3. 邮箱：发送邮件至 Labsafety@bupt.edu.cn。

4. 电话：62282551、62282550。

5. 信箱：资产处 204 外西侧信箱。

2.“码”上知道： 扫描二维码，界面首页。

（扫码关注“北邮实验室安全工作”微信公众号）

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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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得更多实验室安全信息，主要包括安全知识、办事指南、

文件制度、安全活动等。还可在线预约危废交送，领用防护用品，实时沟通，方便快捷。

“码”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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