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18 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 

条款分级及检查结果分级方案 

为了提升实验室安全检查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扎扎实实推进高校实验

室安全管理和预防工作，对检查条款和检查结果进行了分级。 

1.安全检查条款分级 

根据《2018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358条款，按照重要性、

导向性情况进行星级划分，其中三星“***”5个，表示非常重要，属于

底线，必须符合；二星“**”25个，属于很重要的条款，有严肃性和导

向性；一星“*”78个，属于比较重要的条款（见表 1）《》。 

没有星号的条款，依然是高校实验室需做好的方方面面，现场检查时

也会抽查，不可忽视。 

2.检查结果分级 

根据专家组现场检查，将结果分为四级，即： 

A级：通过； 

B级：整改后通过； 

C级：整改，经现场复查合格后通过； 

D级：不通过。 

3.检查结果的分级判别 

根据现场检查发现安全问题和隐患的情况，对照指标条款的星级和数

量，判定检查结果档级，作为现场检查的结果（见表 2）。 

 

表 1. 

实验室安全检查条款星号分级 

序

号 
编号 小类名称 检查项目 

条款 

等级 

1 1.1.1 学校层面安全责任 有校级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机构，由校领导作为负责人，相 *** 



体系 关职能部门参与，设办公室 

2 1.1.2 
学校层面安全责任

体系 

有处级职能部门主管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下设实验室安全

管理科室（3 万学生规模以上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3 亿元的

学校），或有专职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 

*** 

3 2.1.1 
校级层面实验室安

全管理制度 
有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 *** 

4 8.1.2 
危险化学品采购、

验收、发放 

剧毒品、易制毒品、易制爆品、爆炸品购买前须经学校审批，

报公安部门批准或备案后，向具有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购

买。校职能部门保留资料、建立档案。不得私自从外单位获

取管控化学品 

*** 

5 9.3.6 
病原微生物采购与

保管 

自行分离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必须在相应安全等级的实验

室中进行，并报卫生或农业主管部门批准，方可保存和开展

实验，资料报学校备案 

*** 

6 1.1.5 
学校层面安全责任

体系 

各级主管实验室安全的负责人到岗一年内参与了实验室安

全培训，有培训证书 
** 

7 1.2.1 
院级层面安全责任

体系 

成立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由党/政主要领导作为负责人，

研究所、中心、教研室、实验室等负责人参加。分管实验室

的领导主管实验室安全 

** 

8 2.1.3 
校级层面实验室安

全管理制度 
有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 ** 

9 2.1.4 
校级层面实验室安

全管理制度 
有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实验室准入制度 ** 

10 2.1.7 
校级层面实验室安

全管理制度 

有实验室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化学、生物、辐射、电气、

机械等分类） 
** 

11 3.1.1 安全教育活动 开设合适的实验室安全必修课或选修课 ** 

12 3.2.1 
实验室安全考试系

统 
建立了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系统，具有学习与考试功能 ** 

13 4.1.1 危险源辨识 
学校、学院层面建立了实验室安全危险源清单，内容包括涉

及单位、房间、类别、数量、责任人等信息 
** 

14 4.1.3 危险源辨识 
涉及剧毒品、病原微生物、放射性同位素、强磁等高危场所，

具备符合要求的软硬件设施，并有明显的警示标识 
** 

15 4.3.3 隐患整改 
如有重大隐患，实验室应立即停止实验活动，采取相应防范

措施或整改完成后方能恢复实验 
** 

16 6.4.1 门禁监控 
在剧毒品、病原微生物，特种设备和放射源存放点等重点场

所安装门禁和监控设施，运转正常，有专人管理 
** 

17 8.4.1 剧毒品管理 

配备专门的保险柜并固定，实行双人双锁保管；对于具有高

挥发性、低闪点的剧毒品应存放在具有防爆功能的冰箱内，

并配备双锁；配备监控与报警装置 

** 

18 8.4.2 剧毒品管理 
执行双人收发、双人运输；应严格记录品种、规格以及购入、

发放、退回的日期、单位及经手人、数量以及结存数量 
** 

19 8.4.3 剧毒品管理 
使用时有两人同时在场，且计量取用后立即放回保险柜，详

细记载用途，双人签字 
** 

20 8.5.1 其它管控化学品管 易制毒品分类存放、专人保管，做好领取、使用、处置记录； ** 



理 其中第一类易制毒品实行“五双”管理制度 

21 8.5.3 
其它管控化学品管

理 

爆炸品单独隔离，限量存储，使用、销毁按照公安部门的要

求执行 
** 

22 8.6.1 实验气体管理 从合格供应商处采购实验气体，建立气体钢瓶台帐 ** 

23 8.6.3 实验气体管理 
涉及剧毒、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配有通风设施和合适的监

控报警装置等，张贴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 
** 

24 8.7.1 化学废弃物管理 与有资质的处置单位（企业）签约处置化学废弃物 ** 

25 9.1.1 实验室资质 

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研究的实验室，须具备相应的安全等级

资质。其中 BSL-3/ABSL-3、BSL-4/ABSL-4 实验室须经政府

部门批准建设；BSL-1/ ABSL-1、BSL-2/ ABSL-2 实验室由

学校建设后报政府卫生或农业部门备案 

** 

26 9.1.3 实验室资质 

开展未经灭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列入一类、二类）相

关实验和研究，必须在 BSL-3/ABSL-3、BSL-4/ABSL-4 实验

室中进行 

** 

27 9.1.4 实验室资质 

开展低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列入三类、四类），或经灭活的

高致病性感染性材料的相关实验和研究，必须在 BSL-1/ 

ABSL-1、BSL-2/ ABSL-2或以上等级实验室中进行 

** 

28 9.3.1 
病原微生物采购与

保管 

采购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须按照学校流程审批，

报行业主管部门批准 
** 

29 9.7.5 生物实验废物处置 

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废弃物必须进行高温高压灭菌或化

学浸泡处理，并有处置的记录。高致病性生物材料废弃物处

置实现溯源追踪 

** 

30 10.1.1 
实验室资质与人员

要求 

涉源学校须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按规定在放射性核

素种类和用量以及射线种类许可范围内开展实验 
** 

31 1.1.4 
学校层面安全责任

体系 
学校与院系签订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 * 

32 1.3.1 经费保障 学校每年有实验室安全常规经费预算 * 

33 1.4.2 其它 

管理部门建立了完整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包括责任体

系、队伍建设、安全制度、奖惩、教育培训、安全检查、隐

患整改、事故调查与处理、专业安全、其它相关的常规或阶

段性工作归档资料等 

* 

34 2.1.2 
校级层面实验室安

全管理制度 
有实验室安全奖励与责任追究制度 * 

35 2.2.3 
院系层面的安全管

理制度 

涉及安全隐患的设备（如大型仪器、高温、高速、高压、强

磁、低温等设备）有安全操作规程，并明示 
* 

36 2.2.4 
院系层面的安全管

理制度 

危险性实验、工艺有实验指导书或操作规程（含安全注意事

项），并明示 
* 

37 2.2.5 
院系层面的安全管

理制度 
建立了危险性实验风险评估与准入机制 * 

38 3.1.2 安全教育活动 每年开展全校教工和学生安全教育培训活动，有记录 * 

39 3.2.3 
实验室安全考试系

统 

每年组织新教工、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学习与考试，通过者

发放合格证 
* 

40 3.3.2 安全文化 编印实验室安全手册并发放到每一位师生，承诺书归档 * 



41 4.3.1 隐患整改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合适的方式通知被查实验室相关

负责人及院系（如网上公示、整改通知书等），并规范存档 
* 

42 4.3.2 隐患整改 
院系落实问题隐患的整改，整改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学校

管理部门，并归档 
* 

43 4.4.1 安全报告 学校有公示的安全检查通报（定期/不定期） * 

44 5.1.1 场所环境 
超过 200平方米的实验楼层应具有至少两处紧急出口，75平

方米以上实验室要有两扇门 
* 

45 5.1.2 场所环境 
每个房间门口挂有安全信息牌，信息包括安全责任人、涉及

危险类别、防护措施和有效的应急联系电话等，并及时更新 
* 

46 5.1.4 场所环境 实验室消防通道通畅，公共场所、通道不堆放仪器、物品 * 

47 5.1.7 场所环境 
所有房间均须有应急备用钥匙，集中存放、专人管理，应急

时方便取用 
* 

48 5.1.9 场所环境 实验室内不得随意搭建阁楼，操作区层高不低于 2米 * 

49 5.3.1 卫生与日常管理 
有毒有害实验区与学习区明确分开，布局合理；实验区不准

饮食 
* 

50 5.3.2 卫生与日常管理 实验室物品摆放有序，卫生状况良好；实验完毕物品归位 * 

51 5.4.2 场所其它安全 
危险性实验室配备了急救药箱，药箱不上锁、药品在保质期

内 
* 

52 5.4.4 场所其它安全 实验室内不存放或烧煮食物、饮食，无吸烟现象 * 

53 6.1.2 消防设施 
灭火器在有效期内（压力指针位置正常等），安全销（拉针）

正常，瓶身无破损、腐蚀 
* 

54 6.2.1 
应急喷淋与洗眼装

置 

存在可能受到化学和生物伤害的实验区域，需配置应急喷淋

和洗眼装置，走廊有显著引导标识 
* 

55 6.3.1. 通风系统 
有需要的实验场所配备符合要求的通风系统，管道风机需防

腐，使用可燃气体场所应采用防爆风机 
* 

56 6.3.3 通风系统 
根据需要在通风橱管路上安装有毒有害气体的吸附或处理

装置（如活性炭、光催化分解、水喷淋等） 
* 

57 6.5.1 实验室防爆 
防爆实验室需符合防爆设计要求，安装防爆开关、防爆灯等，

安装必要的气体报警系统、监控系统及断电断水应急系统等 
* 

58 7.1.1 用电基础安全 
实验室电容量、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需匹配，不得私自

改装；电源插座须固定 
* 

59 7.1.4 用电基础安全 禁止多个接线板串接供电，接线板不宜直接置于地面  

60 7.1.11 用电基础安全 
插座、插头、接线板为国家质量认证的合格产品，无烧焦变

形、破损现象 
* 

61 7.2.2 用水安全 
各类连接管无老化破损（特别是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接口

处） 
* 

62 7.3.2 个人防护 
按需要佩戴防护眼镜（如进行化学实验、有危险的机械操作

等） 
* 

63 7.3.4 个人防护 
特殊场所按需佩戴安全帽、防护帽，长发不散露在外。操作

机床等旋转设备时，不穿戴长围巾、丝巾、领带等 
* 

64 7.3.5 个人防护 
按需要佩戴防护手套（涉及不同的有害化学物质、病原微生

物、高温和低温等），并正确选择不同种类和材质的手套 
* 

65 7.3.6 个人防护 在特殊的实验室配备和使用呼吸器或面罩（如有挥发性毒 * 



物、溅射危险等），并正确选择种类；呼吸器或面罩在有效

期内，不用时须密封放置 

66 7.4.1 其它 
危险性实验（如高温、高压、高速运转等）时必须有两人在

场 
* 

67 7.4.2 其它 实验时不能脱岗，通宵实验须两人在场并有事先审批制度 * 

68 7.4.4 其它 实验结束后物品归位，保持桌面整洁 * 

69 8.1.1 
危险化学品采购、

验收、发放 

一般危险化学品要向具有危化品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

购买 
* 

70 8.2.1 
实验室化学试剂存

放 

有实验室内化学品的动态使用台帐；建立本实验室危险化学

品目录，并有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或安全周

知卡，方便查阅 

* 

71 8.2.4 
实验室化学试剂存

放 

实验室内存放的危险化学品总量原则上不应超过 100L 或

100kg，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50L 或

50kg，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 20L或 20kg 

* 

72 8.2.6 
实验室化学试剂存

放 

化学品包装物上应有符合规定的化学品标签；当化学品由原

包装物转移或分装到其他包装物内时，转移或分装后的包装

物应及时重新粘贴标识。化学品标签脱落、模糊、腐蚀后应

及时补上，如不能确认，则以废弃化学品处置 

* 

73 8.3.2 实验操作安全 
制定危险实验、危险化工工艺指导书，上墙或便于取阅；按

照指导书进行实验 
* 

74 8.3.3 实验操作安全 
建立针对特殊危险实验的应急预案，方便取阅；实验人员熟

悉所涉及的危险性及应急处理措施 
* 

75 8.5.2 
其它管控化学品管

理 
易制爆品分类存放、专人保管，做好领取、使用、处置记录 * 

76 8.5.4 
其它管控化学品管

理 

麻醉品和精神类药品储存于专门的保险柜中，有规范的领

取、使用、处置台账 
* 

77 8.6.7 实验气体管理 氧气等助燃气体不混放可燃性气体与 * 

78 8.6.8 实验气体管理 

气体管路连接正确、有标识，管路材质选择合适，无破损或

老化现象，定期进行气体泄漏检查；存在多条气体管路的房

间须张贴详细的管路图 

* 

79 8.6.10 实验气体管理 

无大量气体钢瓶堆放现象；每间实验室内存放的氧气和可燃

气体不宜超过一瓶，其他气瓶的存放，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

气体钢瓶不得放在走廊、大厅等公共场所 

* 

80 8.7.2 化学废弃物管理 
学校有统一的化学实验废弃物标签，包含废物类别、危险特

性、主要成分、产生部门、送储人、日期等信息 
* 

81 8.8.1 
危化品仓库与废弃

物中转站 

学校有危险品仓库、化学实验废弃物中转站，须有通风、隔

热、避光、防盗、防爆、防静电、泄露报警、应急喷淋、安

全警示标识等管控措施，符合相关规定，专人管理 

* 

82 8.9.1 其它化学安全 
学校有统一的试剂标签（用于配置试剂、合成品、样品等），

信息包括名称、浓度、责任人、日期、储存条件等 
* 

83 8.9.4 其它化学安全 
无使用饮料瓶存放试剂、样品的现象。如确需存放，必须撕

去原包装纸，贴上统一的试剂标签 
* 

84 8.9.6 其它化学安全 用于浸泡玻璃器皿的酸缸、碱缸等有盖子盖上、标签明确 * 



85 9.2.3 场所与设施 
储存病原微生物的场所或储柜配备防盗设施，并安装监控报

警装置 
* 

86 9.3.3 
病原微生物采购与

保管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转移和运输需按规定报卫生和农业

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相应的运输包装要求包装后转移和运输 
* 

87 9.3.4 
病原微生物采购与

保管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存在带锁冰箱或柜子中，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实行双人双锁管理 
* 

88 9.3.5 
病原微生物采购与

保管 
有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存、实验使用、销毁的记录 * 

89 9.4.1 人员管理 
开展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和研究的人员经过专业培训，考核

合格，并取得证书 
* 

90 9.5.2 操作管理 

BSL-2 /ABSL-2 及以上等级实验室，开展病原微生物的相关

实验活动应有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包括病原微生物及感染

材料溢出和意外事故的书面操作程序 

* 

91 9.6.1 实验动物安全 饲养实验动物的场所应有资质证书 * 

92 9.6.2 实验动物安全 实验动物需从具有资质的单位购买，有合格证明 * 

93 9.7.1 生物实验废物处置 学校与有资质的单位签约处置生化废弃物，有交接记录 * 

94 9.7.4 生物实验废物处置 

配备了生化实验废弃物垃圾桶（一般内置黄色塑料袋），有

标签；刀片、移液枪头等尖锐物应使用耐扎的利器盒/纸板

箱盛放，送储时再装入黄色塑料袋，贴好标签。 

* 

95 10.1.5 
实验室资质与人员

要求 

涉源人员进入实验场所须佩带个人剂量计；委托有资质单位

按时进行剂量检测（3个月一次），有合格的个人剂量检测报

告。剂量计平时不能放在实验室场所 

* 

96 10.2.4 场所与设施 涉源实验场所每年有合格的实验场所检测报告 * 

97 10.5.1 
放射性实验废弃物

的处置 

报废含有放射源或可产生放射性的设备，需报学校管理部门

同意，并按国家规定进行退役处置；X 光管报废时应敲碎，

拍照留存 

* 

98 11.1.8 仪器设备常规管理 

对于高温、高压、高速运动、电磁辐射等特殊设备，对使用

者有培训要求，有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警示线（黄色），并

配备相应安全防护设施 

* 

99 11.2.1 机械安全 

高速切削机械操作，工作前穿好工作服，戴好防护眼镜，衣

袖口应扣紧，长发学生戴好工作帽。工作场所禁戴手套、长

围巾、领带、手镯等配饰物，禁穿拖鞋、高跟鞋等 

* 

100 11.3.6 电气安全 

高压、大电流等强电实验室要设定安全距离，按规定设置安

全警示牌、安全信号灯、联动式警铃、门锁，有安全隔离装

置或屏蔽遮栏（由金属制成，并可靠接地，高度不低于 2米）；

控制室（控制台）应铺橡胶、绝缘垫等 

* 

101 11.3.10 电气安全 
断电操作时，在电源箱处有明显警示标识，以防他人随意合

闸 
* 

102 11.5.2 粉尘安全 

大量粉状物质的储存与使用场所，选用防爆型的电气设备、

防爆灯、防爆电气开关，导线敷设应选用镀锌管气或水煤管，

必须达到整体防爆要求。 

* 

103 12.1.2 起重类设备 
操作人员须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持证上岗，并每 4

年复审一次 
* 



 

表 2.  

发现安全隐患指标条款与检查结果的关系 
序

号 
条款类别 不符合条款数 

1 三星*** 0 0 0 1 

2 二星** 0 1-7 8-14 ≥15 

3 一星* 2 3-15 16-25 ≥26 

4 所有条款数 8 9-30 31-40 ≥41 

 检查结果 A B C D 

注 1.以上判别条款数，是并列的，只要符合 1条即可判为相应的等级。 

注 2.凡是有不符合条款而结果为 A级（通过）者，仍需按规则上报《整改报告》。 

注 3.对于 C级，现场复查可由组长或委派 1 名本组成员赴被检查高校完成。 

注 4.检查结果将予以通报。对于 D级，限期 2个月整改，检查组再次进校。 

   

 
 

104 12.2.1 压力容器 
压力大于 0.1MPa 且容积大于 30L 的压力容器，须取得《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压力容器登记卡》 
* 

105 12.4.1 冰箱管理 
贮存危险化学品的冰箱为防爆冰箱或经过防爆改造的冰箱，

禁止使用无霜型冰箱储存易燃易爆试剂 
* 

106 12.5.3 烘箱与电阻炉管理 
不使用有故障、破损的烘箱、电阻炉；烘箱放置位置、高度

合适，方便操作 
* 

107 12.5.6 烘箱与电阻炉管理 

使用烘箱、电阻炉等加热设备时有人值守（或 10-15分钟检

查一次），或有实时监控设施；使用中的烘箱、电阻炉要标

识使用人姓名 

* 

108 12.6.3 
明火电炉与电吹风

等管理 
不使用明火电炉加热易燃易爆试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