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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实验室是进行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实验室安全是高等学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关系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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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乃至全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都至关重要。 

本《实验室安全手册》主要面向核能系从事相关专业实验工作的师生，实验

室安全基础教育，旨在帮助学生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丰富安全

知识，养成良好实验习惯，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 

本手册主要涉及核能系各实验室存在的潜在的危险环节、相应的防范要点以

及简单的应急方法等内容。请在进入实验室前仔细阅读，自觉遵守实验室安全规

章制度。如需了解更详细、更专业的安全知识，可查阅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法律法

规、标准、书籍以及学校的相关管理制度等。 

手册中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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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联系电话 

校园安全事故，应先向保卫处报告致电求助，应说明： 

1.事故地点 

2.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 

3.你的姓名、位置、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 

实验中心：鄢泽林                       电话：13980265296 

 

系领导：郦文忠                         电话：18990625020 

 

学院安全保卫部门：谢金伦               电话：13320918293 

 

学院领导：冯琪                         电话：13036592191 

 

公安部门：乐山市公安局                 电话：0833-2411000 

 

常用报警电话： 

 

火警电话：119 

 

匪警电话：110 

 

医疗急救：120 

 



 

 

 

 

一、实验室安全基本知识 

1.实验室安全的基本要求 

1）凡是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均要参加安全培训，新进实验室人员必须安

全考试合格后方可从事实验室工作。 

2）要指定人员负责实验室的日常安全工作。 

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并根据实验工作特点制订具体的安全管理

制度，张贴或悬挂在醒目处，严格执行。有危险性的场所、设备、设施、物品及

技术操作要有警示标识。实验室要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 

3）不得乱拉电线及私自使用电热器，禁止超负荷用电，确保安全用电。严

禁在实验室内用煤气、电炉等设备烹调食物、热饭菜、取暖。下班离室前，应切

断或关闭水、电、煤气及其它可燃气体阀门，并关好门窗。 

4）要有仪器设备使用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等，仪器设备操作

人员要先经过培训，并按要求进行操作和使用仪器设备。 

5）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和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必须严

格按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管理，在领取、保管、使用以及废弃物处理等环节要

有完整的记录，并定期核对，做到账物相符。 

6）消防器材要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不准随意移动或损坏室内消防

器材。实验室周围的过道、应急出口等处不准堆放物品，必须保持畅通。 

7）发现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事故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并报告实验室负责人。 

2.实验室安全工作个人须知 

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了解实验室安全防护设

施的使用方法及布局，即熟悉在紧急情况下的逃离路线和紧急疏散方法，清楚灭

火器、应急冲淋及洗眼装置的使用方法和位置。铭记急救电话。 

进行实验操作时，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要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防护用品。



 

 

 

使用前应确认其使用范围、有效期及完好性等，熟悉其使用、维护和保养方法。 

实验工作时必须穿符合要求的服装，并着工作服。从事化学实验时不能穿拖

鞋、短裤，女士不能穿裙子，并应把长发束好。 

实验过程中保持桌面和地板的清洁和整齐，与正在进行的实验无关的药品、

仪器和杂物等不要放在实验台上。实验室内的一切物品须分类整齐摆放。 

保持实验室地面干燥，按相关规定及时处置实验室废弃物，保持消防通道畅

通，便于开、关电源及防护用品、消防器材等的取用。 

不在实验室内吸烟和饮食，不使用燃烧型蚊香，不允许使用电炉烧水、做饭

等，不应在实验室内摆放与实验无关的物品，不在实验室从事与实验无关的活动。 

尽量避免独自一个人做实验。实验人员不得脱岗，进行危险实验时须有 2

人同时在场。 

实验结束后应及时清理。离开实验室时，应确认实验室水、电、物品等的安

全处置，并做好身体的清洁。 

严禁个人出借实验室、实验仪器和药品。 

3.使用毒害药品常识 

①使用人对毒害药品的性质、防护及发生意外后的应急方法等，必须事先熟

悉。使用毒害药品前，必须让周围的人知情。 

②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进入实验室要穿工作服，必要时要戴防护镜、防护

手套和防毒面具（可以防酸、防碱、防一些有机蒸气，但滤毒盒容量小，故只能

用于防护低浓度、低毒性的物质）。 

③使用毒害药品应在通风橱中进行，并改良实验方案尽量少用有毒物质。 

④“二次污染毒源”，是指有毒药品从容器或设备中逸出到实验室或者工作

现场，对于挥发性药品这点尤为突出，要注意防护。如汞洒落后，可以用洒硫法、

碘熏蒸法等处理。加强室内的通风，防止吸入有毒气体。 

⑤工作服不得带回寝室，不着工作服进餐和进入办公场所。 



 

 

 

4.消防安全 

4.1 防火安全须知 

实验室必须存放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且放置在便于取用的醒目位置，指定专

人管理，全体人员要爱护消防器材，熟知其位置和使用方法，并且按照要求定期

检查、更新。 

验室内存放的一切易燃、易爆物品必须与火源、电源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

随意堆放、使用和储存。操作、倾倒易燃液体时，应远离火源。加热易燃液体必

须在水浴上或密封电热板上进行，严禁使用火焰或火炉直接加热。 

使用酒精灯时，酒精切勿装满，应不超过其容量的三分之二。灯内酒精不足

四分之一容量时，应灭火后添加酒精。燃着的酒精灯应用灯帽盖灭，不可用嘴吹，

以防引起灯内酒精起燃。 

易燃液体的废液，应设置专门容器收集，以免引起爆炸事故。 

实验室未经批准、备案，不得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以免超出用电负荷。 

4.2 防爆常识 

1）严禁在开口容器或密闭体系中用明火加热有机溶剂。注意：若用明火加

热易燃有机溶剂时，须有蒸气冷凝装置或合适的尾气排放装置。 

2）严禁将锂、钠、钾等活泼金属与水接触，废钠通常用乙醇销毁。 

3）可燃易燃气体钢瓶应配置报警装置，以防气体大量溢入室内，保持室内

通风良好，严禁使用明火。 

4）开启贮有易挥发液体的瓶盖时，须先充分冷却，然后开启。开启时瓶口

应指向无人处。 

5）存放药品，应将有机药品和强氧化剂（如氯酸钾、浓硝酸、过氧化物等）

分开存放。 

4.3 灭火方式及灭火器的使用 

火灾的类型及灭火方式 



 

 

 

分类名称 燃烧特性 灭火方式 

固体火灾 

（A类） 

含碳固体可燃物，如木材、棉毛、

麻、纸张等有机物质燃烧造成的火

灾。 

可用水型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干

粉灭火器、卤代烷灭火器 

液体、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 

（B类） 

如汽油、煤油、柴油、甲醇、沥青

和石蜡等燃烧造成的火灾。火势易

随燃烧液体流动，燃烧猛烈，已发

生爆炸、爆燃或喷溅，不易扑救。 

可用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卤

代烷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气体火灾 

（C类） 

可燃烧气体，如煤气、天然气、甲

烷等燃烧的火灾，常引起爆燃或爆

炸，破坏性极大，且难以扑救。 

应先关闭气体输送阀门或管道，切

断电源，再冷却灭火，可用干粉灭

火器、卤代烷灭火器 

金属火灾 

（D类） 

指可燃的活泼金属，如钾、钠、镁

等燃物的火灾，多因遇湿和遇高温

自燃引起的。 

可用干沙式、铸铁粉末或氯化钠干

粉金属火灾专用灭火器（忌用水、

泡沫、水性物质，也不能用二氧化

碳及干粉灭火器）。 

带电火灾 

（E类） 

指带电设备燃烧的火灾，如配电

盘、变电室、弱电设备间等的火灾 

可用二氧化碳、干粉、卤代烷灭火

器（禁止用水），灭火时应先断电

或与带电体保持安全距离。 

沙土几乎可以用于扑灭各种火灾； 

使用各种灭火器时，要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 

常用灭火器的种类以及使用方法 

类型 使用方法 

二氧化碳灭火器 轮式：一手握住喷筒把手，另一手撕掉铅封，将手

轮按逆时针方向旋转，打开开关，二氧化碳气体即

会喷出。 

鸭嘴式：一手握住喷筒把手，另一手拔去保险销，

将扶把上的鸭嘴压下，即可灭火。 

干粉灭火器 打开保险销，一手握住喷管，对准火源，另一手拉

动拉环，即可扑灭火源。 



 

 

 

4.4 逃生自救 

实验室全体人员要熟悉实验室的逃生路径、消防设施及自救逃生的方法，平

时积极参与应急逃生预演。 

首先一定要冷静下来，如果火势不大，可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

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 

应尽量往楼层下面跑，若通道已被烟火封阻，则应背向烟火方向离开，通过

阳台、气窗、天台等往室外逃生。 

为了防止火场浓烟呛入，可采用湿毛巾或口罩蒙鼻，扶墙或扶手匍匐撤离。 

如果是电器或者线路着火，首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灭火；不

可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 

禁止通过普通电梯逃生。如果楼梯已被烧断、通道被堵死时，可通过屋顶天

台、阳台、落水管等逃生，或在能承重的固定物体上（如窗框、水管等）拴绳子，

然后手拉绳子缓缓而下。生命第一，切忌轻易跳楼；不可贪恋财物，切勿重返火

场。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退居室内，关闭所有通向火区的门窗，用浸湿的被

褥、衣物等堵塞门窗缝，并泼水降温，以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等待求援。 

身上着火时千万不可奔跑或拍打，应迅速撕脱衣物，或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

衣服压灭火苗。 

5.用水安全 

1）建议使用节水型龙头代替老式铸铁龙头。 

水龙头、阀门要做到不滴、不漏、不冒、不放任自流，下水道堵塞及时疏通、

发现问题及时修理。 

2）停水后，要检查水龙头是否都拧紧。开龙头发现停水，要随即关上开关。 

3）有水溢出要及时处理，以防渗漏。 

4）严禁往水斗中倾倒干冰和液氮。 

5）实验室用自来水的水患多半来自冷凝装置中胶管的老化、滑脱引起。因

此这些胶管一般采用厚壁橡胶管，1-2月更换一次。 



 

 

 

6）冷凝装置用水的流量要适合，防止压力过高导致胶管脱落，节约用水。

原则上晚上离开时关闭冷凝水。因晚间水压较白天大，如果夜间开冷凝水，则要

将流量减小。 

7）在离开实验室时要断水，确保用水仪器的安全。 

8）实验室废液要按规定分类处置，不可随意倾倒入下水道，污染水资源。 

6.用电安全 

6.1 危害 

被电击会导致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短路有可能导致爆炸和火灾； 

电弧或火花会点燃引燃物品或者引燃具有爆炸性的物料； 

冒失地开启或操作仪器设备可能导致仪器设备的损坏，使身体受伤； 

电器过载会令其损坏、短路或燃烧。 

6.2 触电事故的预防 

①实验室用电设备线路建议加装漏电保护器。经常检查电线、插座和插头，

一旦发现损坏要立即更换。 

②非电器施工专业人员，切勿擅自拆、改电气线路，修理电气设备；不得乱

拉、乱接电线；不要在一个电源插座上通过转换头连接过多的电器。 

③不得擅用大功率电器，如有特殊需要必须与学校主管部门联系，使用专门

电气线路。 

④仪器设备开机前要先熟悉该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确认状态完好后方可接

通电源。 

⑤电器用具要保持在清洁、干燥和状态良好的情况下使用，清理电器用具前

要将电源切断，切勿带电插或连接电气线路。 

⑥电炉、高压灭菌锅等高温、高压设备在运行时，一定要有人在现场照看。

实验室突然停电后，停止所有的反应，切断实验室的总开关，以免突然来电时发

生危险。 



 

 

 

⑦配电室要“五防一通”：防火、防水、防漏、防雨雪、防小动物和通风良

好；蓄电池充电时有氢气产生，要注意通风防爆；存在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场所，

应避免产生电火花或静电。 

⑧当手、脚或身体沾湿或站在潮湿的地上时，切勿启动电源开关或接触电器

用具。 

6.3 触电现场急救 

1）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应立即切断电源，可以采用关闭电源开关，用干燥

木棍挑开电线或拉下电闸。救护人员注意穿上胶底鞋或站在干燥木板上，想方设

法使伤员脱离电源。高压线需移开 10米方能接近伤员。 

2）检查伤员：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迅速将其移到通风干燥的地方仰卧，

并立即检查伤员情况。 

3）急救并求医：根据受伤情况确定处理方法，对心跳、呼吸停止的，立即

就地采用人工心肺复苏方法抢救，并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应坚持不懈地做心

肺复苏，直到医生到达。 

7.常用仪器设备安全 

7.1 仪器设备使用安全须知 

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相关的使用说明书，了解仪器设备的使用条件（例如电

源电压、额定输出功率等参数）、调节方法和参数范围、连接方法等。 

要经过培训和考核，经管理人员允许，才可使用仪器设备做指定的实验。 

仪器放置应避免其它物体遮挡仪器散热口，保证其通风；应避免仪器叠放在

一起，以免划伤仪器表面；应避免仪器放置在桌子或周转车的边缘，以免仪器摔

坏。 

首次使用时，仪器连接好后，开机前最好请使用过该仪器的人员确认连接正

确后再开机运行，避免由于连接问题对仪器造成损坏。 

仪器连接线应无破损，并避免相互搭接在一起或与被测物体搭接造成短路的

风险；线路连接应尽量避免连线跨越实验室内的通道。 



 

 

 

仪器运行过程中参数的调节范围应按照相关说明书进行；仪器运行中发生报

警或异常等情况时应及时切断仪器电源；仪器运行中应避免水或其他液体泼溅到

仪器上。 

未经主管人员批准不得擅自拆卸和改装仪器设备。 

在实验完成后或需离开实验室时，应及时关断仪器电源，以免造成仪器设备

损坏。如确需仪器设备在无人状态下运行时，应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并在运行设

备的周围放置明显的标识，如“设备运行中，勿动”等字样。 

仪器设备损坏，实验人员应及时通知管理人员处理，管理人员应在损坏设备

上贴明显标识，如“设备已损坏，勿动”或“设备维修中，勿动”等字样。实验

人员不得使用带有该类标识的仪器。 

7.2 玻璃仪器 

使用前要检查玻璃仪器是否有破损。不要使用有缺口或裂缝的玻璃器皿。 

在进行减压蒸馏时，要采用适当保护措施（如有机玻璃挡板），可以防止玻

璃器皿发生爆炸或破裂而造成人员伤亡。 

不要将加热的玻璃器皿放在过冷的台面上，以防止温度的急剧变化而造成玻

璃破裂。 

对粘结在一起的玻璃仪器不要试图用力拉，以防伤手。 

连接玻璃管或将玻璃管插在橡胶塞中时，要戴厚手套，不要用蛮力。操作者

可用管一端蘸取少量的水或润滑剂，二者反方向边轻轻旋转边用力连接。 

破碎的玻璃器皿要戴上厚手套小心地彻底清除，丢在专用利器盒中，统一回

收处理。 

7.3 加热设备 

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包括：烘箱、电阻炉、培养箱、明火电炉、电热套、

COD消解仪及油浴、水浴等浴锅。 

①加热、产热仪器设备必须放置在阻燃的、稳固的实验台上或地面上，不得

在其周围堆放易燃易爆化学品、气体钢瓶和纸板、泡沫、塑料等易燃杂物，加热

设备旁应张贴醒目的警示标识。 



 

 

 

②使用加热设备必须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正确使用，使

用时人员不得离岗。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开机过夜，须先向管理人员报告，并做好

必要的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措施。 

③使用完毕应立即切断电源，拔出电源插头，并确认其冷却至安全温度才能

离开。 

④使用浴锅加热时要加入适量的导热介质，不可加得太满，以免液体外溢损

坏仪器，造成事故。同时注意观察，避免干烧损坏。不要触摸加热仪器的灶面，

防止烫伤。 

⑤应在断电的情况下，采取安全方式取放被加热的物品。 

7.4 通风橱 

1）使用通风橱之前，先开启排风后才能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 

2）使用通风橱时，必须拉下通风橱玻璃活动挡板至手肘处，使胸部以上受

玻璃视窗所屏护，人员的头部以及上半身绝不可伸进通风橱内；严禁在通风橱内

进行爆炸性实验，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3）操作实验时，切勿用头、手等身体其他部位、或其它硬物碰撞玻璃活动

挡板。 

4）进行危险及有毒害试验必须在通风橱内操作台进行，切勿在通风橱外进

行，以免有毒气体散发到实验室其它工作区域，造成工作人员的健康伤害。 

5）在通风橱内使用加热设备时，建议在设备下方垫上隔热板。 

6）实验操作完毕后不要立即关闭排风，应继续排风 1-2 分钟，确保通风橱

内有害气体和残留废气全部排出。 

7）实验工作完毕后，关闭所有电源，再对通风橱进行清洁。清除在通风橱

内的杂物和残留的溶液，切勿在带电或电机运转时作清理。 

8）通风橱内不得摆放易燃易爆物品。 

9）通风橱在使用时，每 2小时进行 10分钟的补风（即开窗通风）；如使用

时间超过 5小时，要敞开窗户，避免室内出现负压。 

10）通风橱台面不可存放过多实验器材或化学品，禁止长期堆放。 

11）定期对通风橱进行维护保养：检查控制面板上开关所对应功能是否正常；



 

 

 

通风橱内水槽、排气槽是否堵塞；玻璃活动挡板是否能正常滑动；对整个通风橱

设备进行清洁；冲洗水槽管道，避免有残留溶剂腐蚀管道。 

7.5 冰箱 

冰箱应放置在通风良好处，保证散热，严禁将易燃易爆品、气体钢瓶和杂物

等堆放在冰箱附近。 

实验室工作区内的冰箱禁止存放食物。 

闪点低的危险化学品必须存放在具有防爆功能的冰箱中，并在冰箱上粘贴醒

目的警示标识。 

存放传染性病原微生物的冰箱应配备相应的锁具并粘贴警示标识。 

存放强酸强碱以及腐蚀性的物品必须选择耐腐蚀的容器，并存放于托盘中；

存放易挥发有机试剂的容器必须加盖密封，避免试剂挥发在箱体内积聚。 

实验室存放化学药品的冰箱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不得超过使用年限（约为

10年）。 

若断电或冰箱故障停止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化学药品并妥善存放。 

7.6 微波设备 

（1）不要在炉内烘干布类、纸质品类，因其含有容易引起电弧和着火的杂

质。 

（2）微波炉工作时，切勿贴近炉门或从门缝观看，防止微波辐射损伤眼睛。 

（3）切勿使用密封的容器于微波炉内，以防容器膨胀而发生爆炸。 

（4）如果炉内着火，请紧闭炉火，并按停止键，再关掉计时，然后拔下插

头。 

（5）使用温和洗涤液清洁炉门及绝缘孔网，切勿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 

7.7 高速离心机 

1）高速离心机必须安放在平稳、坚固的台面上。 

2）离心机在运行前要确保盖子扣紧。 



 

 

 

3）离心管内的液体要体积适当，要质量配平，确定离心管对称放置，确保

平衡。 

4）启动离心机后不要马上离开，要仔细听离心机的声音是否正常，有异常

声响要立即按下停止按钮。当转速为零时方可打开盖子。 

8.实验室事故的应急常识 

实验室应配备医疗箱，医疗箱内应至少放有灭菌棉签、75%酒精、碘酒、灭

菌纱布和橡皮膏、创可贴、手术剪、烫伤膏等。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报

告主管老师，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急处置，然后送医院治疗。 

1）误食性化学中毒 

饮食牛奶、打溶的蛋、面粉、淀粉、土豆泥的悬浮液以及水等降低胃中药品

的浓度，延缓毒物被人体吸收的速度并保护胃粘膜。 

也可于 500毫升蒸馏水中加入约 50克活性炭，用前再添加 400毫升蒸馏水，

并充分摇动润湿，然后给患者分次少量吞服，一般 10-15克活性炭大约可吸收 1

克毒物。 

用手指或匙子按喉头或舌根催吐。 

二份活性炭、一份氧化镁和一份丹宁酸混合均匀而成的药剂称为万能解毒剂，

用时可将 2-3茶匙此药剂加入 1酒杯水做成糊状，即可服用。 

2）吸入性化学中毒 

采取果断措施切断毒源，如关闭管道阀门、堵塞泄漏的设备等，并通过开启

门、窗等措施降低毒物浓度。 

立刻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解开衣服，放松身体。呼吸能力减弱时

要马上进行人工呼吸。 

3）化学品沾着皮肤 

用自来水或用合适的溶剂不断淋湿皮肤，并迅速的脱去被污染的衣服；不要

使用化学解毒剂。 

4）化学品进入眼睛 

撑开眼睑，用水洗涤 5分钟；冲洗时不要溅及未受伤的眼睛；不要用手揉眼

睛；可以把整个面部泡在水里，连续做睁眼和闭眼的动作；不要使用化学解毒剂。



 

 

 

冲洗后用清洁敷料覆盖保护双眼，迅速前往医院。 

5）化学烧伤 

立即脱去衣服，迅速用大量冷水（温度在 10-15℃）长时间冲洗，以免扩大

烧伤面积。 

烧伤面积较小时，可先用冷水连续冲洗 30分钟，再涂膏药。大面积烧伤时，

尽快送医。 

处理时，应尽可能保持水疱皮的完整性，不可在伤口涂东西，容易被细菌感

染。 

6）冻伤 

应迅速脱离低温环境和冰冻物体，把冻伤部位放入 40℃（不要超过此温度）

的热水中浸 20-30分钟。冻伤时，不可做运动或用雪、冰水等进行摩擦取暖。冻

伤情况严重者，在对冻伤部位做复温的同时，尽快就医。 

7）外伤 

原则上可直接压迫损伤部位进行止血。 

由玻璃碎片造成的外伤必须先除去碎片；损伤四肢的血管时，可用手巾等东

西将其捆扎止血；有玻璃碎片时使用止血带；尽快就医。 

8）被放射线照射事故 

全身被放射线照射时要避免再被照射，让受照射者保持安静并增加营养。 

皮肤上沾有放射性物质时要立刻洗去。若吞食时，要设法尽可能把它排出体

外。 

  



 

 

 

二、化学品安全 

1.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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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化学品。剧毒品、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麻醉和精

神类药品、处方药等属于国家管制类药品。《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6944-2012）将化学品按其危险性或最主要的危险性划分为九个类别：①爆

炸品；②气体；③易燃液体；④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的物质；⑤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⑥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⑦放射性物

质；⑧腐蚀性物质；⑨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危险化学品的

申购，按药品的毒性和危险性等级，须通过院系、保卫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等相关部门审批，由学校统一采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购买或私下转让危

险化学品。 

2.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储存及使用 

2.1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储存 

一般原则 

1）所有的化学品和配制试剂都应置于适当的容器内，贴有明显标签。无标

签或者标签无法辨认的药品都要当作危险品重新鉴别后小心处理，不可随便丢弃，

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2）存放化学品的场所必须整洁、通风、隔热、安全，远离热源和火源。 

3）实验室不得存放大桶试剂和大量试剂，严禁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品及强

氧化剂。 

4）化学试剂应密封分类存放，切勿将相互作用的化学品混放。 

5）实验室须建立并及时更新化学品台账，及时清理无名、废旧化学品。分

类存放 

易爆品：应与易燃品、氧化剂隔离存放，宜存于 20℃以下，最好保存在防



 

 

 

爆试剂柜、防爆冰箱中。 

易产生有毒气体或烟雾的化学品：存放于干燥、阴凉、通风处。 

腐蚀品：应放在防腐蚀性药品柜的下端。 

相互作用的化学品：不能混放在一起，要隔离开存放。 

剧毒品：应按照“五双”制度领取和使用，不得私自存放，专柜上锁。 

低温存放的化学品：一般存放于 10℃以下的冰箱中。 

要求避光保存的药品：应用棕色瓶装或者用黑纸、黑布或铝箔包好后放入药

品柜储存。 

特别保存的药品：如金属钠、钾等碱金属，应储存于煤油当中；黄磷储存于

水中；此两种药品易混淆，要隔离存放。 

2.2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1）实验之前应认真阅读所用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了解化

学品的性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在不影响实验结果的前提下，尽量用危险

性低的物质替代危险性高的物质，减少危险化学品的用量。 

3）使用化学品时，不能直接接触药品、品尝药品味道、把鼻子凑到容器口

嗅闻药品气味。 

4）一切有毒气体的操作必须在通风橱中进行，通风装置失效时禁止操作；

身上沾有易燃物时，要立即清洗，不得靠近明火。 

5）严禁在开口容器或密闭体系中用明火加热有机溶剂，不得在烘箱内存放、

烘烤易燃有机物。 

3.剧毒品的使用安全 

购买剧毒品必须向院系、校保卫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申请并批准备案，

经公安部门审批后，由学校统一采购。 

剧毒品管理严格实行“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锁锁门、双人发放、

双人领用、双人记账。严防发生被盗、丢失、误用及中毒事故。 

剧毒品保管实行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责任到人。管理人员调动，



 

 

 

须经部门主管批准，做好交接工作，并将管理人员的名单报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备案。凡使用剧毒品，必须按要求在防护设施或专用实验条件下操作。实验产

生的剧毒品废液、废弃物等要妥善保管，不得随意丢弃、掩埋或倒入水糟，污染

环境；废液、废弃物应集中保存，联系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处置。 

剧毒品使用完毕，其容器依然由双人管理，联系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

处置。 

剧毒品不得私自转让、赠送、买卖。如各单位间需要相互调剂，必须经过校

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调剂手续并在台

账中登记调整情况。 

三、辐射安全 

1）全体人员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有关辐射防护法律、法规，接受、配合各级环

保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2）在从事辐射工作前，工作场所须请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

报环保部门获批。涉辐人员须通过环保局组织的培训，领取《辐射安全与防护培

训合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辐射工作，超过《合格证书》有效期的需要复训。 

3）涉辐场所需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射线装置的使用场所设置放射性标

识和防护警戒线，报警装置或者工作指示灯。Ⅰ类、Ⅱ类放射源应有联锁装置。 

4）从事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前需进行职业健康体检，无禁忌症方可上岗，上

岗后每年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体检结果由专人存档。辐射工作期间，辐射工作人

员应佩带个人剂量计，每季度接受剂量监测，尽可能做到“防护和安全的最优化”

原则，监测结果由专人负责记录，并存档。 

5）涉辐场所每三个月自行监测一次，并做好记录，以备环保部门核查。每

年须请有资质的单位（CMA）进行涉辐场所监测，监测报告需交环保部门备案。

从事辐射工作人员在辐射实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规范操作。 

6）建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台账管理和日常领用登记制度，定期对

放射源、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全面的核对和盘查，做到账物相符。射线

装置必须做好维修记录。 



 

 

 

7）放射性物品按学校规定的程序购买，办理相关手续；放射性废弃物应按

照国家的有关标准做好分类和记录，收集到一定量后，须交城市废物库收贮。 

8）发生放射性事故（放射源被盗、丢失、严重污染、超剂量照射或射线伤

害事故等），必须立即启动本单位相应等级的事故应急处理，保护现场，同时向

校保卫处及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告，由学校向环保、公安、卫生等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 

注：射线装置是指工作电压≥5kV 

  



 

 

 

四、实验室废弃物的安全管理 

实验室废弃物是指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物质、

实验用剧毒物品、麻醉品、化学药品残留物、放射性废弃物、实验动物尸体及器

官、病原微生物标本以及对环境有污染的废弃物。科学、严格的分类回收处理是

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创造安全良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的重中之重。实验

室成员必须按照规定执行，否则不但会污染环境，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实验室各种废弃物应按不同方式进行处理，不得随意丢弃和排放，不得混放

性质互相抵触的废弃物。 

1.化学废液 

1）实验室产生的一般化学废液应自行分类，存放在专用废液桶中并加贴标

签，桶口、瓶口要能良好密封，不要使用敞口或者有破损的容器。 

2）收集一般化学废液时，应详细记录倒入收集桶内化学废液的主要成份。

倒入废液前应仔细查看该收集桶的记录，确认倒入后不会与桶内已有化学物质发

生异常反应。如有可能发生异常反应，则应单独暂存于其它容器中，并贴上详细

的标签，作好记录。 

3）装废液的容器存放于实验室较阴凉处、远离火源和热源的位置。 

4）收集桶中的废液不应超过容器最大容量的 80%，收集的废液放置在废液

暂存间（达到一定的防渗条件）由学校联系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 

5）不同种类的剧毒废液，应分别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并做详细记录，不能

将几种剧毒废液混装在一个容器中。剧毒化学品废液的处理应由学校负责与主管

部门联系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不可擅自处理。 

2.化学固体废弃物 

化学固体废弃物是指实验室所产生的各类危险化学固态废物，包括：①固态、

半固态的化学品和化学废物；②原瓶存放的液态化学品；③化学品的包装材料；

④废弃玻璃器皿等。 



 

 

 

实验室应自行准备大小合适、中等强度的包装材料（如纸箱、编织袋等），

包装材料要求完好、结实、牢固，纸箱要求底部加固。 

将废弃物收集于纸箱或编织袋中，贴上标签，定期集中送到学校实验室废弃

物回收点，办理移交手续，由学校联系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 

放置玻璃瓶、玻璃器皿等易碎废弃物的纸箱，要注意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避免

运输过程中物品的破碎；瓶装化学品和空瓶不能叠放；每袋或每箱重量不能超过

规定的承重力。 

废弃剧毒化学品，应由学校负责与主管部门联系处理，不可擅自处理。 

3.放射性废弃物 

1）应存放在专用容器内，并防止泄露或沾污，存放地点应有效屏蔽防止外

照射。 

2）放射性废物的存放应与其它废物分开，不可将任何放射性废物投入非放

射性垃圾桶或下水道。 

3）存储时要防止丢失，包装完整易于存取，包装上一定标明放射性废物的

核素名称、活度、其它有害成分以及使用者和日期。应经常对存放点进行检查和

检测，防止泄漏事故的发生。 

4）在实验室临时存放的时间不要过长，应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联系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