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安全培训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功能实验室 



安全培训的目标 

学习怎样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以及实验室

仪器等财产安全。 

尽量做到预防为主，将安全事故扼杀在摇

篮里。 

在这个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下，让大家更

安全、更健康、工作更顺利、学习、生活

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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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初进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在种种警告之下往往格外小心，特别注意，

但久而久之却“习惯成自然”，置若罔闻。 

事故就在我们身边 

实验室安全意识，实际上也是科研人员必须
具备的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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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分析发现，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 

科研人员的疏忽造成的！  

 实验室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

，一定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也免于

被同实验室的其他人伤害 。 

 提高安全意识才能不出事故！  



事故案例分析 

 

 

 

 

 

 

 



事故案例分析 

 

 

 

 

 

 

 



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的事故的

背后，必然有29次的轻微事故和

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

隐患。 

（1000:300:29:1） 

 

据不完全统计，在实验室意外事

故中，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比例

高达88%。 

 

 

事故发生的原因 



在你做实验之前必须知道的一些事情 

 清楚可能会出现哪些危险事故 

 知道最严重可能会出现什么安全问题 

 知道这些危险出现时该怎么做 

 耐心地学习怎么使 

    用安全设备 

 确认安全设备都是好的， 

   以确保将危险降到最低 

暴露出来
的安全事
故 

潜在的
安全事
故 



 安全培训大纲 

 实验室安全一般守则 

 实验室管理及用电规范 

 危险化学品管理及安全操作 

 其它危险源安全管理 

 实验室常见事故急救处理 

 平台管理 



 2.实验室安全一般守则 

 实验准备 

 着装要求 

 实验过程 

 注意事项 

 安全警示牌 

 无人在场的实验 

 



2.1 实验准备 

 医疗急救箱在哪里？ 

 失火怎么办？灭火器在哪里？ 

 逃生通道在哪里？ 

 废液倒哪儿？ 

 针头和刀片放哪儿？ 

 鼠的尸体或组织放哪儿？ 

 我要在实验室通宵做实验，怎么办？ 

 我如何防护自己？没有防护工具怎么办？ 

 被老鼠咬了怎么办？ 



• 开始任何新的或更改过的实验操作前，需了解所

有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潜在危险，及相应的

安全措施。 

• 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必须熟悉实验室及其周

围的环境，如水阀、电闸、灭火器及实验室外消

防水源等设施位置，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2.1 实验准备 



• 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需穿全棉工作服，不得穿凉鞋、

高跟鞋或拖鞋（有特殊需要的场所除外）；留长

发者应束扎头发；离开实验室时须换掉工作服。 

• 进行可能发生危险的实验时，要根据实验情况采

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戴防护眼镜、面罩或橡胶

手套等。在实验室使用危险化学品、危险机器、

激光设备及生物剂，必须戴上适当的护眼镜、防

护用品。 

2.2 着装要求 



• 实验进行时严禁离开岗位，要密切注意实验的进展情况。 

• 实验用化学试剂不得入口，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或饮食饮水。实验用冷

藏柜严禁储放食物饮品。实验结束后要应使用肥皂及水彻底洗净双手。 

• 实验室内禁止使用明火，需加热实验尽量使用油浴、干浴加热设备等。 

• 实验所产生的化学废液，应按有机、无机、重金属和剧毒等分类收集存

放于相应的25L白色方形塑料桶内，废液桶应贴上相应的标签（标签需

填写完整，废液名称应填写完整的中文名全称，不能以英文简写代替），

严禁将化学废液直接倒入下水道。 

• 实验产生的空试剂瓶存放于403专用存放柜，装袋后统一进行回收处理，

严禁直接丢在垃圾桶中。 

• 针头使用完要套好注射器帽,装在专用容器（黄色利器盒）中统一回收。

严禁将针头暴露在外随意丢弃。 

 

 

 

2.3 实验过程 



• 病原微生物、易制毒、易燃、易爆、剧毒化学试剂和高压气瓶要严

格按有关规定申购、领用、存放、保管和使用。 

• 每天晚上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应关闭实验室的门、窗、水、电、

气后方能离开。值日生每天晚上应重点检查门、窗、水阀、用电设

备电源（需要长期开启的冰箱、空调系统等除外）、气瓶阀等是否

关闭。 

• 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在统一印制且编有编号和页码的实验记录本上

详细记录；实验记录必须即时、客观、详细、清楚，严禁涂改、撕

页和事后补记；不得用铅笔记录；实验记录严禁带出实验室；毕业

或调离实验室的人员必须交回已编号的原始实验记录本，并经实验

室负责人和相关人员核准后方能办理离室手续。 

 

 

 

2.3 实验过程 



• 实验室内严禁私配和外借实验室钥匙。 

• 未取得管理人员同意，不得私自进入各实验区进行实验，禁止非本

实验区内人员串门。 

• 不得存在门开着而无人的现象，未经许可，不得在实验室留宿。 

• 实验室留宿申请：①邮件报告导师与部门负责人；②提交纸质版申

请。两种方法任选其一，导师与部门负责人双方均签字或回复邮件

同意，则学生申请视为有效。 

• 严禁在生活饮水机处用实验器皿接水，严禁在生活区水池中清洗实

验用器皿。 

• 禁止穿着实验服进入生活与办公区，在实验室内用过的防护服不得

和日常服装放在同一柜子内。 

• 应对不安全环境及行为提高警觉，并把不安全情况向实验室负责人

报告，排除安全隐患。 

2.4 注意事项 



• 实验涉及人类血液或组织液样品的，要求其接触器皿和液体均单独

存放，相应的废弃物品需要收集在特制的塑料袋内，集中高压灭菌

后方可丢弃。 

• 所有盛载化学品的容器都需要贴上正确清晰的标签。卷标上应写上

化学品的危险警告字句以供其他实验室使用者参阅。 

• 各种仪器应根据其指定用途操作，切勿使用不熟悉的仪器。 

• 尽量避免接触气体、烟雾及气雾，预料会有上述情况时应使用适当

的设备及通风橱。 

• 需了解紧急应变措施、警钟讯号及逃生路线。熟悉紧急电话和灭火

器的位置及其正当操作程序。 

• 任何实验室事故，无论多小，都应立刻报告老师或管理员。 

 

 

 

2.4 注意事项 



• 每个实验室入口张贴有安全警

示牌，列明该实验室内各种潜

在危险，以及实验时应佩带哪

些安全设备。 

• 警示牌亦列出紧急联络电话。

如发生火警、化学品泄漏等意

外，可打电话寻求协助。 

 

 

 

 

2.5 安全警示牌 



•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有明确规定：夜间不允许进行无人

在场的实验，确需夜间开启的烘箱或摇床等，使用人必须

做好预防措施，检查线路是否有老化起火情况等，特别是

当公用设施如电力或使用循环水泵抽真空的循环水中断时

有何应变措施。 

• 确需通宵进行实验的，实验室大门外应张贴告示，列明通

宵实验人员名单、紧急事故电话及联络人，并提前1天在

秘书处进行登记备案，不允许私自在实验室通宵实验。 

• 如有需要，安排安保人员进行定时巡查。 

2.6 无人在场的实验 



 3.实验室管理及用电规范 

 实验室日常管理 

 实验室用电常识 

 实验室用电规范 

 



• 保持实验室范围整洁，避免发生意外。每个实验结束及每日完

成所有实验后，应将试验台、地面打扫干净，所有试剂药品分

类存放于专用试剂柜。 

• 实验室地面应长期保持干爽。如有化学品泄漏或水溅湿地面，

应立即处理并提示其他实验人员。 

• 楼梯间及走廊切勿存放物品，严禁阻塞通道，严禁阻碍人取得

安全紧急用具，严禁阻碍人到达气体开关阀门。 

• 所有实验室设备、设施如通风橱、离心机、真空泵及加热设施

等均需定期检查维修保养，严禁使用有故障电器设备。 

3.1 实验室日常管理 



• 人体若通过50Hz，25mA以上的交流电时会发生呼吸困难，100mA

以上则会致死。因此，安全用电非常重要，在实验室用电过程中

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用电操作规程。 

• 实验室用电的基本要求有：电器绝缘良好、保证安全距离、插座

容量与设备功率相适宜。实验室内应使用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

用电设备应配备足够的用电功率和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不使

用不合格的设施（如开关、插座插头、接线板等）。 

 

 

3.2 实验室用电常识 



• 认真阅读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及操作注意事项，并严格遵守。了解

性能、掌握方法后再使用。 

• 先检查设备，再接通电源；实验结束后，先关仪器设备，再关闭

电源。 

• 严禁利用设备进行娱乐活动或其它与设备功能无关的工作。 

• 实验室内所有电器不得私自拆动。 

• 较长时间不用的电器（如空调），应拔下电源插头。 

• 电力设备若发现有异常声响、局部升温或闻到绝缘漆过热产生的

焦糊味，应立即停止运转，切断电源，并上报检修。 

 

 

 

3.3 实验室用电规范 



• 经常检查电线、插头和插座，及时更换破损老化的插头、插座

和插线板，在清洗、维护电器前先切断电源。 

• 电器应与易燃物保持安全距离，清理范围内的纸箱纸盒等。 

• 节约用电，减少安全隐患，离开时随手关灯、关电源。 

• 熟悉实验室总电源位置，清楚各个电源开关分布，以便在发生

事故时能迅速断电。 

• 严禁使用实验室之外的电器。 

 

3.3 实验室用电规范 



 4.危险化学品管理及安全操作 

危险化学品的概念及管理 

危险化学品标志 

危险化学品使用注意事项 

危险化学品现场急救注意事项 

 



4.1 危险化学品的概念及管理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591号令）中对危险化学品作出了

修改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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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安监总局于2015年3月9日公告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其中包括： 

 易制毒化学品 （24类）         申请购买备案证明（公安局） 

 易制爆化学品 （9大类）              备案（公安局） 

  麻醉（121类）、精神类药品 （149类）     批准购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剧毒类化学品（148类）            申请购买（学校） 

 

 

 

保存时，要双人双锁、专人专柜保管； 
使用时，详细的实验记录、双人使用复核。 



4.2.1 标志图案（主标志） 



4.2.2 化学品安全标签 

• 指在市场上流通时应由生产销售单位提供的附在化学

品包装上的安全标签。 

•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规定标签应包括：物质

名称、编号、危险性标志、警示词、危险性阐述、安

全措施、灭火方法生产厂家地址、电话、应急咨询电

话、提示参阅MSDS等内容。 



4.2.2 化学品安全标签 



• 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由化学品的生产供应企业编印，
在交付商品时提供给用户，作为用户的一种服务随商品在
市场上流通。（请大家在购买化学品时向生产企业索要
MSDS存档） 

•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为化学物质及其制品提供了有关安
全、健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种信息，并能提供有关化学
品的基本知识、防护措施和应急行动等方面的资料 。 

• 化学品的用户在接收使用化学品时，一定要认真阅读技术
说明书，了解和掌握化学品的危险性，并根据使用的情形
制订安全操作规程，选用合适的防护器具，培训作业人员。 

 

 

 

 

4.2.3 MSDS文件 



4.3 危险化学品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前需了解所用化学品的性质（是否易燃、易爆及毒性,注
意包装上的标签说明），做好防护措施（如：实验服，手套，
护目镜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上会有比较全
面的讲解，向供应商索取。 

每个化学品都有唯一的编号：CAS号 

Hazardous Substances Data Bank (HSDB) 
http://toxnet.nlm.nih.gov/cgi-bin/sis/htmlgen?HSDB 

     CAS号：30525-89-4  (多聚甲醛） 

 

学生需要自查自学，任何一本手册都 不可能穷尽所有的

化学安全问题 

http://toxnet.nlm.nih.gov/cgi-bin/sis/htmlgen?HSDB
http://toxnet.nlm.nih.gov/cgi-bin/sis/htmlgen?HSDB
http://toxnet.nlm.nih.gov/cgi-bin/sis/htmlgen?HSDB
http://www.commonchemistry.org/ChemicalDetail.aspx?ref=30525-89-4
http://www.commonchemistry.org/ChemicalDetail.aspx?ref=30525-89-4
http://www.commonchemistry.org/ChemicalDetail.aspx?ref=30525-89-4
http://www.commonchemistry.org/ChemicalDetail.aspx?ref=30525-89-4
http://www.commonchemistry.org/ChemicalDetail.aspx?ref=30525-89-4


• 严格遵守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操作规程；   

• 在使用危险化学品之前，必须仔细阅读危险化学品安全操作说明书，尤

其是有关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理方面内容； 

• 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不能直接接触危险化学品； 

• 使用时要精神集中，严禁打闹嬉戏； 

• 严禁在危险化学品工作场所进食、饮水或喝饮料； 

• 严禁化学实验时无人看守。 

• 实验人员的个人卫生 

• 凡涉及有毒、有害、易挥发、易产生粉尘的化学品的实验及操作，均需

在通风橱内进行 

 

 

 

    

 

4.3 危险化学品使用注意事项 



• 紧记穿戴上相应的防护装置，每次使用完毕，必须彻底清理工作台和

仪器。 

• 使用时检查通风橱内的抽风系统和其他功能是否运作正常。 

• 实验时应把通风橱的窗框拉下至认可的安全标记。 

• 应在距离通风橱内至少六寸的地方工作。 

• 切勿用挡板或大型仪器阻挡通风橱口。 

• 切勿把纸张或较轻的物品堵塞于排气出口。 

• 若有有毒物质泻溢柜内，应立刻通知所有在场者迅速离开，并启动实

验室入口的紧急排风警报。 

4.3 危险化学品使用注意事项---通风橱 



化学中毒主要原因： 

• 由呼吸道吸入有毒物质的蒸气 

• 有毒药品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人体 

• 吃进被有毒物质污染的食物或饮料，品尝或误食有

毒药品。 

要戴怎样的口罩？
怎样使用通风橱？ 

要戴怎样的手套？ 

为何要双人双锁限制有毒化学品的使用了吗？ 

4.4 危险化学品现场急救注意事项 



• 救护者应作好个人防护，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把患

者从严重污染的场所救出时，救援人员必须加以预防，

避免成为新的受害者； 

• 切断毒物来源； 

• 迅速将患者撤离现场到空气新鲜处； 

• 采取正确方法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护； 

• 急救处理程序：先除去污染物＞冲洗＞共性处理＞个性

处理＞转送医院（每个实验室最好配备有相应的紧急护

理用品）； 

• 处理污染物要注意对伤员污染衣物的处理防止发生继发

性伤害。   
 

4.4 危险化学品现场急救注意事项 



 5.其他危险源安全管理 

 激光安全 

 辐射安全 

 生物安全 

 压力容器安全 



第一类激光:低输出激光（功率小于0.4mW）。基本不会对眼

睛产生危害，只需采取一般预防措施。 

第二类激光:低输出的可视激光（功率0.4mW-1mW）。人类厌

光反应可起到保护眼睛的功用，不能常时间直视光束，会造成

眼睛损害。 

第三类激光有Ⅲ甲和Ⅲ乙： Ⅲ甲为可见光的连续激光（功率1-
5mW），用光学仪器聚焦这类激光，会造成伤害；Ⅲ乙为不

可见光的连续激光（功率5-500mW），防不胜防。 

第四类激光:为高输出连续激光（大于500mW）。高过第三类，

有火灾的危险，扩散反射也有危险，使用时须极度谨慎。 

5.1 激光安全----激光分类 



• 在有激光实验的房间门外应贴上激光标识。 

• 无论使用仪器激光属于第几类，均需配戴专用

防护眼镜，穿防护服。 

• 只有经批准的人员方可进入实验室工作区域。 

• 严禁将儿童带入实验室工作区域。 

• 实验室的门应保持关闭。 

• 实验室严禁串门。 

 

 

5.1 激光安全 



• 所有使用者 (包括教职员及学生)在处理放射性物质和使用辐照

仪器前，须先登记。 

• 所有使用者在可能受到辐射影响的情况下，应穿戴经辐射管理局

核准的工作人员辐射监测器具。 

• 所有使用者在处理放射性物质和使用辐照仪器前，必须接受由卫

生署放射卫生部安排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测试和相关的医疗及

工作纪录。有关检查亦须在其后每十四个月进行一次。 

• 所有使用者必须遵守由辐射管理局颁布的牌照细则。 

• 如放射性物质溅溢或遗失，应立刻向放射防护责任教师报告。 

学校定期组织专业培训 

杨孝全老师负责：G102 5.2 辐射安全 



危险度1级（无或极低的个体和群体危险）（第四类病原微生物） 

不太可能引起人或动物致病的微生物。 

危险度2级（个体危险中等，群体危险低）（第三类病原微生物） 

病原体能够对人或动物致病，但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社区、牲畜或环境

不易导致严重危害。实验室暴露也许会引起严重感染，但对感染有有效

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并且疾病传播的危险有限。 

危险度3级（个体危险高，群体危险低）（第二类病原微生物） 

病原体通常能引起人或动物的严重疾病，但一般不会发生感染个体向其

他个体的传播，并且对感染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危险度4级（个体和群体的危险均高）  （第一类病原微生物） 

病原体通常能引起人或动物的严重疾病，并且很容易发生个体之间的直

接或间接传播，对感染一般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5.3 生物安全---安全级别 



• 在处理危险度 2 级或更高危险度级别的微生物

时，在实验室门上应标有国际通用的生物危害

警告标志（如右图）。 

• 只有经批准的人员方可进入实验室工作区域。 

• 实验室的门应保持关闭。 

• 儿童不应被批准或允许进入实验室工作区域。 

• 进入动物房应当经过特别批准。 

新引进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参照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细则（校设﹝2016﹞6号）进行报备 

所有涉及人体相关的制品等必须进行先行报备后开展实验 

5.3 生物安全---注意事项 



• 在进行可能直接或意外接触到血液、体液以及其他具有潜在感

染性的材料或感染性动物的操作时，应戴上合适的手套。实验

完后，应先将手套消毒后摘除，随后用流水彻底清洗手及手臂。 

• 在处理完感染性实验材料和动物后，以及在离开实验室工作区

域前，都必须洗手。 

直接接触生物实验样本的溶液和材料 
按国家或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无相关规定的必须灭菌后方能丢弃！ 

5.3 生物安全---注意事项 



• 气瓶应专瓶专用，不能随意改装其它种类的气体。 

• 气瓶应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热源的地方。易燃气

体的气瓶与明火距离不小于5米，氢气瓶最好隔离。 

• 气瓶搬运要轻和稳，放置要牢靠。 

• 氧气瓶严禁油污，注意手或衣服上不得有油污。 

• 气瓶内气体不可用尽，以防倒灌。 

 

5.4 压力容器安全 



 6.实验室常见事故急救处理 

 眼睛灼伤或掉进异物 

 中毒急救 

 外伤急救 

 实验室医药箱 

 个人防护措施 

 实验室不合理行为 

 



• 一旦眼内溅入任何化学药品，立即用大量水缓慢彻底冲洗。实

验室内应备有专用洗眼水龙头。洗眼时要保持眼皮张开，可由

他人帮助翻开眼睑，持续冲洗15分钟。忌用稀酸中和溅入眼内

的碱性物质，反之亦然。对因溅入碱金属、溴、磷、浓酸、浓

碱或其它刺激性物质的眼睛灼伤者，急救后必须迅速送往医院

检查治疗。 

• 玻璃屑进入眼睛内是比较危险的。这时要尽量保持平静，绝不

可用手揉擦，也不要试图让别人取出碎屑，尽量不要转动眼球，

可任其流泪，有时碎屑会随泪水流出。用纱布，轻轻包住眼睛

后，将伤者急送医院处理。 

• 若系木屑、尘粒等异物，可由他人翻开眼睑，用消毒棉签轻轻

取出异物，或任其流泪，待异物排出后，再滴入几滴鱼肝油。 

带防护镜！ 6.1 眼睛灼伤或掉进异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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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悸头虽等症状时，则可能系中毒所致。视中毒原因施以下述急

救后，立即送医院治疗，不得延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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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The Merck Index，9th Editionp.MISG21-28”中载有各种

解毒方法，必要时应查阅提供给医生，以便及时对症下药。 

• 吸入气体或蒸气中毒者，应立即转移至室外，解开衣领和钮扣，

呼吸新鲜空气。对休克者应施以人工呼吸，但不要用口对口法。

立即送医院急救。 

 
 
 

6.2 中毒急救 



• 先取出伤口处的玻璃碎屑等异物，用水洗净伤口，多挤出一些血，

涂上红汞水后用消毒纱布包扎。也可在洗净的伤口上贴上“创口

贴”，可立即止血，且易愈合。若严重割伤大量出血时，应先止

血，让伤者平卧，抬高出血部位，压住附近动脉，或用绷带盖住

伤口直接施压，若绷带被血浸透，不要换掉，再盖上一块施压，

立即送医院治疗。 

• 如若被生锈的利器割伤或割伤伤口较深，除按上速方法进行处理

后，还需打破伤风预防感染。 

生锈的、很脏的刀片或钉子导致较深的伤口，怎么办？ 

6.3 外伤急救---割伤 



•  一旦被火焰、蒸气、红热的玻璃、铁器等烫伤时，立即将伤

处用大量水冲淋或浸泡，以迅速降温避免深度烧伤。若起水泡

不宜挑破，用纱布包扎后送医院治疗。对轻微烫伤，可在伤处

涂些鱼肝油或烫伤油膏或万花油后包扎。 

6.3 外伤急救---烫伤 



一般有下列急救药品和器具： 

• 医用酒精、碘酒、红药水、紫药水、止血粉，创口贴、烫伤油

膏(或万花油)，1%硼酸溶液或2%醋酸溶液，1%碳酸氢钠溶液、

20%硫代硫酸钠溶液等。 

• 医用镊子、剪刀，纱布，药棉、棉签，绷带等。 

• 医药箱专供急救用，不允许随便挪动，平时不得动用其中器具。 

 目前G201、G303、G402、超净间分别放置了公用常规医药箱 
G304、G408张智红老师组配备有两个医药箱 

6.4 实验室医药箱 



• 如身体出现红肿、发痒、过敏等症状，要联想到是否与

工作有关，进而找医生诊断；  

• 不要把危险化学品带回家（宿舍）；  

• 不要把工作服穿回家（宿舍），下班后应更换衣服；  

• 危险化学品的毒性主要是伤肝、肾，溶解脂肪，平时要

注意营养；  

• 工作时要注意通风，使用合格的个人防护用品，要打开

抽风排毒设施。  

 

6.5 个人防护措施 



6.6 实验室不合理行为 

• 室内无人，门没关 

• 电源接线板，下班时没关 

• 鼠笼盖没盖好 

• 通风橱的灯没关，通宵开着 

• 实验室窗户通宵没关 

• 我将食物放在实验室桌上了 

• 我没准备好实验用品，看到别人桌上正好有，先用了再

说，甚至用了也不说 



6.6 实验室不合理行为 

 案例一： 
• 师兄师姐们用乙醚麻醉大鼠，在普通房间内进行。 
• 跟着学的学弟学妹们，不知你的头晕不晕呀。 
 
 案例二： 
• 一师姐的电瓶车被雨淋，让师弟将电池放入烘箱中烘干。 
• 想都不想地就执行，难道不知道电池受高温会爆炸吗？ 
 
 案例三： 
• 某天见一同学带防毒面具在一普通房间内做实验。建议其到通风橱

内操作。他说：“没关系，毒性不大”。 
• 毒性不大，你带防毒面具干吗？您能体谅一下在此实验室内做实验

的其它同学的感受吗？ 
 



6.6 实验室不合理行为 

 案例四： 

• 一同学穿着实验服、戴着手套在办公区域晃悠，当被提醒时说：我这

都是干净的。 

• 为什么要穿这身装备？穿戴实验服、防护手套的目的是什么？ 

 

 案例五： 

• 盛装自己配置溶液的试剂瓶均要有标签（溶液名称、配制人、配制日

期、失效期）并且一个试剂瓶上只能有一个标签，不能有多个标签。 

• 未写，或者是一个试剂瓶上用记号笔写一个，用标签纸写一个。 

 



 7.平台管理 

 生物与化学平台 

 生物光学成像平台 

 SPF级动物实验室 

 办公区域 



管理区域：四楼除动物实验室之外的区域 

 

生物与化学平台 

奚彩丽：G302 

未经房间四级责任人、平台管理员签字同意 
严禁入内 

未经专门培训严禁做实验 



管理区域：一楼超净间 

生物光学成像平台 

杨林芳：G110 

生物光学成像平台网bcf.hust.edu.cn申请 

平台管理员上机考核通过 

按预约时间进入实验区使用公用仪器进行实验 



管理区域：4楼动物实验室 

SPF级动物实验室 

刘秀丽：G303 

未经管理员签字同意，严禁入内 

未经专门培训严禁做实验 



办公区域安全注意事项 

及案例分析 

张雨朦：G110 

管理区域：生物化学平台、动物实验室、生物成
像平台之外的区域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实验室物品摆放有序，卫生状况良好； 

20150402 光电检

查 G206桌面杂乱           

整改前后照片 

电源接线板 

周转严禁放 

易燃物！ 

一个火星， 

一场灾难！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公共场所、通道无堆放仪器、废弃物品现象（如纸板箱、

废电脑、破仪器、破家具等） 

20150604 光电检

查 G302纸箱堆放           

整改前后照片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实验室内严禁停放电动车、自行车，不得从实验室内牵

拉电线给电瓶车充电 

光电检查：20150702  G205电动车电瓶充电、G209停放自行车； 
                20151008  G307停放自行车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在日常检查中，还发现了以下问题，请同学们引起重视，

防微杜渐，及时整改。 

20191115 日常检查 

利器盒满了应及时
更换 

气瓶应配备安全标
牌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在每周检查中，还发现了以下问题，请同学们引起重视，

防微杜渐，及时整改。 

20191227 日常检查 
主机上不应放置杂物 
空调旁不应有易燃物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在每周检查中，还发现了以下问题，请同学们引起重视，

防微杜渐，及时整改。 

20191011 日常检查 

放置实验品的冰箱使
用后需及时上锁 

非午休时间折叠床应
叠好收起来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在每周检查中，还发现了以下问题，请同学们引起重视，

防微杜渐，及时整改。 

20191108 日常检查 
接线板不能串联 

实验室值日记录本未
按时填写 



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在每周检查中，还发现了以下问题，请同学们引起重视，

防微杜渐，及时整改。 

 



办公室用电安全 

 严禁在电源附近放置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 

 严禁随意私接电线； 

 严禁超负荷使用电器； 

 严禁长期不拔充电器插头； 

 严禁多个接线板串联、接线板直接放在地面上； 

 接线板负载功率总和不得超过最大功率的80%； 

 大功率仪器（包括空调等）有专用插座，长期不
用时，应拔出电源插头； 

 无人状态下，充电器（宝）不能充电过夜 

 

20160108G304西 

用水安全 

 下水道畅通，不存在水龙头、水管破损现象； 
 无自来水龙头开着时人离开的现象。 



办公室仪器设备安全 

 仪器设备接地良好； 

 仪器设备使用完后，及时关闭电源，包括电脑显示器电源； 

 无电脑、空调、饮水机等随意开机过夜现象； 

 对于不能断电的特殊仪器设备，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
（如双路供电、不间断电源等）。 

冰箱管理 

 冰箱内储存试剂必须密封好； 

 无冰箱超期服役现象（一般使用期限控制为10年）； 

 不在冰箱周围堆放杂物，影响散热； 

 实验室冰箱中不放置食品。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通风橱门太高 盖子没盖 

老标签没撕掉 

损坏的电线 





没标日期 

原始标签没撕 





灭火器被挡住 

玻璃试剂瓶放在地上 

门被挡住 

乱放乱摆 





天花板掉了 

纸箱子堆太多 

通风柜太高 





盖子没盖 





食物饮料不能 

带到实验室 





椅子挡住了消 

防栓和灭火器 

实验室不安全 

另外这是防火
门， 

不应该打开 



有疑问时-问!! 

在经过充分培训并了解安全工作的预防措

施之前，不要执行新的或不熟悉的程序! 

DO NOT GUESS!!!!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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