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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为加强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减少和杜绝实验室生物安全事

故发生，保证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特制定本制度。

一、个人及环境防护

（一）着装

1.进入实验室前要摘除首饰，修剪指甲，以免刺破手套。长

发应束在脑后，禁止在实验室内穿露脚趾的鞋。

2.在实验室里工作时，要始终穿着实验服，实验室外禁止穿

防护服。皮肤受损时应以防水敷料覆盖再进行实验操作。

3.当有必要保护眼睛和面部以防实验对象喷溅、或紫外线辐

射时，必须配戴护目镜，面罩（带护目镜的面罩）或其它防护用

品。

4.实验室防护服应和日常服饰分开放置。个人物品、服装不

应放在有规定禁放的和可能发生污染的区域。

（二）卫生防护

1.严禁在实验室内吃、喝、化妆和操作隐形眼镜，禁止在实

验室内的任何地方贮存人用食品及饮料。

2.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实际或可能接触了有害微生物、血液、

体液或其他污染材料后，即使戴有手套也应立即消毒洗手。此外，

摘除手套后、使用卫生间前后、离开实验室前、进食前应例行消

毒洗手。

3.洗手池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4.当实验过程可能涉及到直接或意外接触到有害微生物、血

液、有传染性的材料或被感染的动物时，必须要戴上合适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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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手套后必须洗手。

5.实验操作时必须细心谨慎，防止细菌向容器外繁衍。

6.操作完毕，应立即用消毒液等清洗有关器皿。每日工作完

毕，所有操作台面、离心机、加样枪、试管架必须擦拭、消毒。

7.实验室应定期进行消毒灭菌，以保持工作环境的洁净，消

灭细菌及病毒繁衍生长的条件。实验后的有菌废弃物应灭菌后再

处理，不得随意直接丢弃。

8.搬运、使用腐蚀性物品要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若不慎将

酸或碱溅到衣服或皮肤上，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

以上。如溅到眼睛里，应立即用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以上后就

医，以免损伤视力。

二、操作准则

1.进行所有操作时均应带手套。在认为手套已被污染时应脱

掉手套，马上洗净双手，再换一双新手套。

2.不得用戴手套的手触摸自己的眼、鼻子或其他暴露的黏膜

或皮肤。不得带手套离开实验室，禁止戴手套触碰非污染区的任

何物品。

3.严格禁止用嘴吸液，实验材料禁止放入嘴里。

4.所有样本、培养物和废弃物应被假定有传染性，应以安全

方式处理和处置。

5.所有的实验步骤都应尽可能使气溶胶或气雾的形成控制

在最小程度。任何使形成气溶胶的危险性上升的操作都必须在生

物安全柜里进行。有害气溶胶不得直接排放。

6.尽可能减少使用利器和尽量使用替代品。包括针头、玻璃、

一次性手术刀在内的利器应在使用后立即放在耐扎容器中。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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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容器应在内容物达到三分之二前置换。

7.所有溅出事件、意外事故、明显或潜在的感染性材料暴露，

都必须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并将此类事故的书面材料存档。

8.实验室应保持整洁、干净，当潜在的危险物溅出或一天的

工作结束后，工作台表面应消毒。

9.所有弃置的实验室生物样本、培养物和被污染的废弃物在

从实验室中取走之前，应使其达到生物学安全。

三、试剂储存

1.所有试剂都必须有明显标签，标明试剂名称、质量规格及

来货日期，危险化学品必须有危险性质的明显标志。危险化学物

品入实验室（库）前，必须进行检查登记，入库后应当定期检查。

存放位置及数量应该有准确记录。

2.分类存放。互相作用试剂不能混放，必须隔离存放。易燃

物、易爆物及强氧化剂只能少量存放。

3.贮存室或药品柜必须保持整齐清洁。

4.经常检查试剂瓶子或其他包装完整情况，标签完整情况，

有无其他危险潜伏。

5.无名物、变质物要及时清理销毁。

四、危险试剂分类存放及使用要求

1.易挥发试剂：远离热源火源，于避光阴凉处保存，通风良

好，不能装满。

2.腐蚀性液体：放于柜子下部，避免不慎跌下，洒出发生烫

伤事故。

3.挥发有毒气体或烟雾的试剂：应存放并在通风柜内完成实

验，并尽可能密闭化。学生实验产生有害气体时，实验室内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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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良好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4.剧毒试剂：实行上锁及备案使用。使用原则是尽量采用无

毒或低毒物质代替剧毒物质。在必须使用有毒物品时应事先了解

其性质，做到安全使用。

（1）实验室的剧毒物品由专人集中保管，建立出入帐并定

期报学院备案。领用剧毒物品准备实验时，领用人必须详细写明

用途、领取数量，并经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保管人方可按

量发放并做好收发记录。实验完毕后，领用的剧毒物品如有剩余

时，应及时退还保管人并对数量进行核减。

（2）严禁非实验场所使用剧毒试剂，或在有可能被剧毒试

剂污染的实验室内存放其它物品，禁止用手直接接触。

5.致癌试剂：有致癌试剂的明显标志，上锁保存。

6.互相作用的试剂：隔离存放。

7.特别保存的物品：

金属钠、钾等碱金属，贮于煤油中。黄磷，贮于水中。上述

两种药物，很易混淆，要隔离贮存。

苦味酸，湿保存，要时常检查是否已经放干。

镁、铝（粉末或条片），避潮保存，以免积聚易燃易炸氢气。

吸潮物、易水解物，贮于干燥处，封口应严密。

易氧化易分解物，存于阴凉暗处，用棕色瓶或瓶外包黑纸盛

装。但双氧水不要用棕色瓶（有铁质促使分解）装，最好用塑胶

瓶装外包黑纸。

8.易燃易爆试剂需专门分类，在各级防爆安全柜内存放。

9.放射性物品未经辐射物质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存放使用。

五、不能混放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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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互相起化学作用的试剂都要隔离，对那些可互相反应、

产生危险物、有害或剧毒气体、火焰或爆炸等危险的试剂，均应

该分离存放。尤其要特别注意。

下述几类是必须隔离的试剂：

1.氧化剂与还原剂及有机物等不能混放。

2.强酸尤其是硫酸忌与强氧化剂的盐类（如高锰酸钾、氯酸

钾等）混放；与酸类反应发生有害气体的盐类（如氰化钾、硫化

钠、亚硝酸钠、氯化钠、亚硫酸钠等），不能与酸混放。

3.易水解的试剂（如醋酸酐、乙酰氯、二氯亚砜等）忌水、

酸及碱。

4.卤素（氟、氯、溴、碘）忌氨、酸及有机物。氨忌与卤素、

汞，次氯酸、酸类及汞等接触。

5.许多有机物忌氧化剂、硫酸、硝酸及卤素。

六、化学危险品废物的处理

1.酸、碱废液必须经过处理后方可排放，不能直接倒入下水

道。

2.凡是具有毒性、腐蚀性、强氧化性、强还原性、自燃性、

恶臭的物质及其溶液，以及易爆、易燃物质均为化学危险品。如

在实验中经常接触和使用的碱金属、金属氢化物、有机金属化合

物、毒性气体、氰化物、酰卤、重氮化合物、硝基化合物、N-
亚硝胺、过氧化物、毒性有机膦化物、氯磺酸、发烟硫酸、汞、

重金属盐皆属危险品。这些危险品一旦成为实验后的废物，必须

及时妥善处理或销毁，以免造成意外事故。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二○一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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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易导致危险事件的常用试剂介绍

1.甲醇：甲醇为高挥发性，高可燃性溶剂。沸点 64.7℃。吞

食、吸入蒸气或经皮肤吸收均可造成中毒。中毒症状为头痛、疲

倦、反胃等；严重时会抽筋甚至失明。长期暴露于其蒸气中会造

成视神经的伤害。应尽量减少使用和接触。

2.丙酮：丙酮为高挥发性，高可燃性溶剂。有特殊香气。沸

点 56.5℃。丙酮可溶解大部分的塑料制品，大量吸入其蒸气会导

致头痛、疲倦、支气管炎，严重时会昏迷。

3.乙二醇：乙二醇为黏滞性的液体，沸点 197.6℃。吞食乙

二醇会出现呕吐、呼吸困难、痉挛、昏迷等症状，对肾脏有很大

的伤害，致命量为 100 ml。
4.实验室有各种不同染料，均有剧毒，使用时请特别小心（务

必戴手套而且注意不要吸入其微粒），最好在通风橱中进行。

5.乙醚：乙醚是易挥发的无色液体，沸点 34.5℃，微溶于水，

能溶解许多有机化合物，极易着火、易爆。乙醚具有麻醉作用。

应在专用储柜储存，避免在密闭空间大量使用。

6.乙酸：乙酸为无色而有刺激臭味的液体，沸点 118℃，溶

点 16.6℃。乙酸对人体的粘膜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吸入后能引起

人体不适。

7.三硝基苯：三硝基苯为浅黄色液体。溶点 5.7℃，沸点 21℃。

具有苦杏仁味，不溶于水，可随水蒸发。蒸气有毒。

8.甲醛：甲醛在常温下为无色具有特殊刺激气味的气体，溶

点-92℃，沸点-21℃。与空气形成爆炸混合物，爆炸极限为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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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甲醛易溶于水。一般是以水溶液保存。

9.苯：苯为无色液体，溶点 5.5℃，沸点 80.1℃。具有特殊

气味，有毒，长期吸入苯及其蒸气是有害的。

10.三氯甲烷：三氯甲烷是一种无色而有甜味的液体。沸点

61.2℃。是良好的溶剂。它对人体肝脏有伤害作用。在光的作用

下，空气可把三氯甲烷氧化为有巨毒的光气。因此要在棕色瓶中

保存。具强腐蚀性，应避免皮肤接触和吸入。

11.四氯化碳：四氯化碳是无色液体，沸点 76.8℃，不能燃

烧。四氯化碳有毒性，能伤害肝脏。一次的吸入高浓度的四氯化

碳，即引起麻醉并很快发生肝脏和肾脏的损害。乙醇能促进人体

吸收四氯化碳，起着增毒作用。人吸入 0.15-0.20 g/m3的四氯化

碳就引起恶心、呕吐和消化障碍。吸入 0.21-0.78 g/m3会感觉极

度疲乏，脸色苍白及肠胃道障碍。吸入大量高浓度四氯化碳可引

起急性中毒，意识不清，抽搐、昏迷，以至迅速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