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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栏———实验室安全与环保（Ⅰ）

编者按：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查工作的通知》和切实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统一

部署，科技司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组织开展了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督察工作。三年 来，督 察 组 开 展 了 相 关 工 作，

查找问题、汇总意见，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期《特约专栏》刊登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部 分 参 与

此次督查工作的专家、学者的总结性文章，同时刊登了东北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关于实验室安全系

统治理的研究文章，供广大读者借鉴、参考。

高校实验室安全三年督查总结（Ⅰ）
———回顾与思考

冯建跃１，杜　奕２，张新祥３，蓝闵波４，陈敬德５，郝云忱６，史天贵７

（１．浙江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２．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３．北京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４．华东理工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５．中山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６．大连理工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７．北京理工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通过对教育部开展的三年实验室安全督查的回顾与思考，分析了高校实验室安全

工作主要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 相 应 的 改 进 建 议。实 践 证 明，实 验 室 安 全 督 查 对 高 校

实验室安全工作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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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与设备管理处处 长，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实 验 室 安 全、仪 器 分

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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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年 来，国 内 高 校 对 实 验 室 安 全 工 作 越 来 越 重

视［１－８］，然而实验室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高校 实 验 室

安全工作亟待一套有据可依的检查指标进行风险辨识

和评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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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保障高校正常教学科

研秩序，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安全与校园和谐稳定，根据

教育部《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查工

作的通知》和切实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统一部署，科技

司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组织开展了高校科研实验 室 安 全

检查工作。在学校对各级各类科研基地、实验研究场

所、科研设施与装置、危险品储存处置场所（以下统称

科研实验室）进行自查的基础上，开展现场检查。三年

来，现场检查覆盖了７５所教育部直属院校，明确了实

验室安全工作的基本要求，极大地促进了高校实验室

安全工作的开展。

１　安全督查实施概况

１．１　安全督查的组织实施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要求、重实效”的原则，教
育部科技司依据《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由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具体组织实验室安全专家组，统一思想、
统一指标、统一流程、统一要求［９］实施现场安全督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每年将 专 家 分６组（前 后 共 有３１名 专

家参加），每组４～５名专家，设组长１人，加科技发展

中心或科技司基础处观察员１人。按交通便利程度分

６个片区，一般每 个 片 区 检 查４～５所 学 校，现 场 检 查

了７５所教育部直属院校（２０１５年共检 查２６所 高 校，

２０１６年共检查２５所高校，２０１７年共检查３１所高校，
包括７所“回头看”学校），其中６２所为综合性大学或

理工科院校，１３所为文科院校。对于近２年发生的安

全事故、自查自纠不力、检查整改不到位的７所高校分

别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进行了“回头看”。
被查高校均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反馈的“整

改通知书”，研究部署整改工作，落实责任人，并明确整

改的意见和解决的方法；一些学校举一反三，将安全检

查作为推进全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契机，努力将安全

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整改通知书”中的多数问题和

隐患做到了立整立改，尚有少数因设计规划调整、招标

采购和目前无条件立即整改的部分，也基本上给出了

整改方案。

１．２　三年督查学校及问题数总况

三年中各组专家认真开展工作，查找问题、汇总意

见，提出可行性建 议，共 发 现 问 题１　８７２个，其 中 理 工

综合类高校１　６８５个，文 科 类 高 校 发 现 问 题 平 均 数 明

显少于理工综合类高校（见表１）。从每年的检查结果

统计数 据 来 看，２０１５年 查 出 问 题６１４个，平 均２３．６
个／校；２０１６年 查 出 问 题６１６个，平 均２４．６个／校；

２０１７年查 出 问 题６４２个，理 工 类 平 均２５．３个／校、文

科类平均１４．４个／校。化 学 安 全、安 全 设 施、规 章 制

度、实验室环境、组织体系，这５个方面问题占总数的

７７．６％。现场抽查虽没有覆盖学校的所有实验室，但

结合听取现场工作汇报及查看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
仍旧可以看出学校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概况。

表１　三年督查总体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理工

２０１７

文科

三年合计

督查院校数 ２６　 ２５　 １８　 １３　 ８２（含７所回

头看高校）

检查实验 室 数（含 国

家、省 部 重 点 实 验

室、工程中心等）

９１　 １１４　 １７３　 ５８　 ４３６

检 查 危 险 品 仓 库 和

废 液 废 弃 物 回 收

站数

１９　 １５　 １０　 ０　 ４４

发现问题总数 ６１４　 ６１６　 ４５５　 １８７　 １　８７２

问题最高数／学校 ４２　 ３７　 ４１　 ２１ ———

问题最少数／学校 １０　 ８　 １１　 ６ ———

发现问题平均数 ２３．６　 ２４．６　 ２５．３　 １４．４ ———

１．３　不断完善安全检查指标

２０１５年现场督查采用了冯建跃等于２０１５年２月

发表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１０］，该指标体系

包含了组织体系、规章制度、安全教育、实验室环境与

管理、安全设施、水电安全、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辐射

安全、仪器设备安全、个人防护与其他共１１大类４０小

类，共２３５个条款。该检查项目表２０１６年经专家组补

充修改增加到２５１项，２０１７年经专家组再次修订增加

到１２大 类５９小 类，共３５８项，并 增 加 了 检 查 要 点。
《高校实 验 室 安 全 检 查 项 目 表》逐 年 完 善 修 正（见 表

２），在教育部科技司组织的实验室安全督查中得到了

充分验证与认可。

１．４　主要安全问题与隐患

三年来的实验室安全督查，发现了高校存在的实

验室安全隐患较多，主要集中于化学安全、安全设施、
制度与检查、场所环境、组织体系、水电与个人防护这

６大类（见表３），问题总数超过８５％，其中化学安全一

类问题数量超过了１／３。实验室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

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安全经费无保

障。规章制度尚不健全、落实困难；安全检查、隐患整

改流于形式。安全教育培训不足，缺乏必要的课程设

置和较全面的安全应急演练。实验室环境设计布局和

安全设施配备维护不到位。化学安全问题突出，化学

试剂存放不规范是普遍存在问题，占比近１／３；气体钢

瓶管理问题 占 比 近１／４。危 险 设 备 管 理 松 懈、防 护 设

施缺失、配电不规范、个人防护欠缺。

２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表２　《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三年修正与问题数汇总

序

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检查项类别

２０１５年

数量

２０１６年

数量

序

号
２０１７年检查项类别

２０１７年

数量

１ 组织体系（学校、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经费保障） ４０　 ５２　 １ 组织体系（学校、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经费保障） ９１

２ 规章制度（校级、院 系 层 面 的 安 全 管 理 制 度、规 章 制

度的执行、安全检查）
８７　 ４３　 ２

４

规章制度（校级、院系层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检查（危险源辨识、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安全 报

告、检查人员规范）

１０２

３ 安全教育（教育培 训 计 划、活 动 组 织 与 实 施、实 验 室

安全考试系统、宣传）
２３　 １０　 ３ 安全教育（安全教育活动、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安全

文化）
３０

４ 实验室环境与管理（场 所、卫 生 与 环 境、危 险 品 仓 库

与中转站）
８３　 １０５　 ５ 实验场所（场 所 环 境、管 线 基 础 安 全、卫 生 与 日 常 管

理、场所其他安全）
９２

５ 安全设施（消防设施、应急设施、通风系统） ７９　 ６４　 ６ 安全设施（消 防 设 施、应 急 喷 淋 与 洗 眼 装 置、通 风 系

统、门禁监控、实验室防爆）
７６

６

１１
水电安全（用电基础安全、用水安全）

个人防护与其他（正确选用防护用品、其他）

４０　 ５８　 ７

１１

基础安全（用电基础安全、用水安全、个人防护、其他）

机电等安全（仪 器 设 备 常 规 管 理、机 械 安 全、电 气 安

全、激光安全、粉尘安全）

７６

７ 化学安全（化学试 剂 存 放、剧 毒 品 管 理、其 他 管 控 药

品的管理、实验气体 管 理、化 学 废 弃 物 处 置、其 他 化

学安全）

１９５　 １９７　 ８ 化学安全（危险化学品采购、验收、发放、实验室化 学

试剂存放、实验操作安全、剧毒品管理、其他管控化学

品的管理、实验气体管理、化学废弃物处置管理、危化

品仓库与废弃物中转站、其他化学安全）

１３７

８ 生物安全（实验室 与 人 员 资 质、设 施 与 场 所、操 作 与

管理、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
１８　 ８　 ９ 生物安全（实验室资质、场所与设施、病原微生物采购

与保管、人员管理、操 作 与 管 理、实 验 动 物 安 全、生 物

实验废物处置）

１１

９ 辐射安全（实验室 资 质 与 人 员 要 求、场 所 与 设 施、采

购、转让转移与运输、放 射 性 实 验 安 全 操 作、放 射 性

实验废物的处置、激光安全）

８　 １５　 １０ 辐射安全（实 验 室 资 质 与 人 员 要 求、场 所 与 设 施、采

购、转让转移与运输、放射性实验安全操作、放射性实

验废弃物的处置）

６

１０ 仪器设备安全（常 规 管 理、特 种 设 备 管 理 冰 箱 管 理、

烘箱与电阻炉管理、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
４１　 ５４　 １２ 特种设备 与 常 规 冷 热 设 备（起 重 类 设 备、压 力 容 器 场

（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冰箱管理、烘箱与电阻炉管理）
２１

总数 ６１４　 ６１６ 总 数 ６４２

表３　实验室安全督查中６类主要问题统计

序 安全检查项大类 问题数 问题数占比

／％

存在问题学校

比例／％

１ 化学安全 ５８１　 ３４．５　 １００
２ 安全设施 ２０２　 １２．０　 ９５．２
３ 制度与检查 １８８　 １１．１　 ８０．６
４ 场所环境 １８３　 １０．９　 ９０．３
５ 组织体系 １５４　 ９．１　 ８３．９
６ 水电与个人防护 １４０　 ８．３　 ８０．６

合计 １　４４８　 ８５．９ ———

２　主要问题原因分析

从表３还可以 看 出，６类 主 要 问 题 涉 及 的 学 校 比

例均超过了８０％，说明这６类主要问题普遍存在于高

校的实验室，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并成为实验室安全工

作的重点。分 析 导 致 目 前 实 验 室 安 全 主 要 问 题 的 原

因，有以下３个方面。

２．１　高校的安全理念需要提升

安全是偶发性事件，许多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

总是认为事故与自己很遥远，安全意识不强，还经常认

为管安全是多此一举。出了事故，也不用太多的责任

担当，一些追责处分是不公开的，没有发挥警示教育的

作用；另一方面，事故原因调查多数是为了处分人，并

没有将原因公布以告诫他人，不要再发生同样的失误

和事故。其实，许多高校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是“事故推

动法”，出了事故才引起真正的重视。

２．２　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制定规则

目前缺少体现高校特色的行业规则，通常用各种

“通知”来代替规范化、制度化、常规化的管理。管理部

门的内设机构由于职责界限不同、各做各的、统一协调

欠缺。高校有时１个月接到多个来自不同上级部门的

通知要求，内容差不多，但都要有回复，导致学校做事

难，有些只能流于形式。

２．３　政府多部门的协调需加强

高校安全 工 作 不 是 孤 立 的，涉 及 到 政 府 各 部 门

的管理和社会支撑，如 科 研 项 目 的 安 全 准 入、安 全 经

费无法在科研项目 中 开 支、实 验 废 液 处 置 出 口 困 难、
剧毒品无小 型 化 包 装、校 园 难 以 建 设 化 学 品 仓 库 或

中转站等。

３冯建跃，等：高校实验室安全三年督查总结（Ⅰ）———回顾与思考



３　思考

３．１　安全督查实施方式的创新

（１）采用《高校实验室安全 检 查 项 目 表》，实 施 实

验室安全督查，改变了以往安全检查评估都要“打分”
的方式，采用“符合”“不符合”“不适用”评价，具体有问

题不符合的就记录明确地点和问题隐患，准确清楚。
（２）选择被检查实验室时，不是按学校指定路线，

而是由专家组根据学校提供的实验室名单，临时选定

被检查实验室，使得某些存有侥幸心理的学校，不得不

全 面 动 员，从 而 推 动 了 全 校 提 升 实 验 室 安 全 工 作 的

意识。
（３）将发现的问题 梳 理 清 楚，并 对 照 条 款 以 教 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发放书面“整改通知书”的形式，要求

学校整改，不仅是对发现问题的实验室，同时要求学校

应举一反三，开展全校性的安全检查与整改。
（４）要求学校１个月完成“整 改 报 告”，签 字 盖 章

后上报。能立整立改的要完成，不能立整立改的要提

出整改计划。并且，整改前后要提供证明材料（照片、
文件等）。

以上做法，围绕一个宗旨，就是要脚踏实地、认真

做事，不马虎、不应付。

３．２　安全督查对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推动

三年来的督查使学校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实验室安

全工作，如许多所院校新设处级单位或科室主管实验

室安全，增设专职副处长，成立实验室安全管理委员会

等；实验室安 全 管 理 体 制 逐 渐 理 顺，管 理 制 度 不 断 完

善，加强了安全检查专家队伍，建立了长效的安全检查

制度，师生的安全意识显著增强；安全教育、安全演练

进一步规范，实验室准入制度逐渐普及；许多学校还投

入专项基金改善实验室环境和安全设施；对化学安全、
生物安全、辐射安全以及危险设备管理逐渐加强，进一

步保障了学校教学科研正常秩序，有效提升了高校的

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
三年 来，教 育 部 的 高 校 实 验 室 安 全 督 查 活 动，引

领、驱动了地方院校的实验室安全工作，如浙江省、江

苏省、广东省、上海市、湖南省等许多省市教育相关部

门相继开展了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促进了安全理念

的提升与隐患的整改。同时，北京、江苏、浙江、湖北、
四川、重庆、天津、福建、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省市

的高校实验室管理研究会，积极组织实验室安全培训

与交流活动，通过专家讲课、互动交流等方式，普及实

验室安全知识和应急救援能力，逐步形成良好的重视

安全工作的氛围。

４　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几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监管监察部门要牢固树立发

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系统建设，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监管体制，强化依

法治理，不断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水平，更好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校实验室安全三年督查，
积极推动了实验室安全工作，高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

迈上新台阶，普遍提升了高校管理机构的责任感和师

生的安全理念，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安全隐患。

４．１　教育部层面

（１）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推进各司局协同、步调一

致。建议成立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全指导委员会，发

挥专家的作用，推动高校安全工作规范化。
（２）加强行业规则、制度建设，推进高校在责任体

系、人员编制、经费预算、教育培训、安全检查、隐患整

改、责任追责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安全环保知

识必修课开设、安全教材统编、师资培养等工作。
（３）推 动 高 校 实 验 室 安 全 检 查 和 风 险 评 估 常 态

化，将高校安全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同时教育部可以

通过飞行检查的方式督促、推动高校的工作。
（４）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安全督查的

方法辐射到其他中央部委高校及地方高校，使安全检

查工作常态化。
（５）主动协调环保、安监、公安、交通、科研等政府

主管部门，同心协力、齐抓共管，建设高校平安和谐发

展的良好环境。

４．２　高校层面

（１）建立有效的实验安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保

障经费和人员投入。
（２）加强实验室安 全 教 育 培 训，不 断 提 升 师 生 安

全环保 理 念，以 实 际 行 动 减 少 安 全 隐 患、避 免 事 故

发展。
（３）落实安全检查－隐患整改长效机制。
（４）充分利用信息 化 技 术，推 进 各 项 实 验 室 安 全

工作的开展，规范管理、提升效率。

５　结语

随着科技进步和我国高校科研水平的飞速发展，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学校对实

验室安全越来越重视，在教育部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的

情况下，各学校根据自身特点，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管理

经验。但是，由于实验室安全和个人的认识，不是一次

检查就能改变的。教育部的安全检查工作既传递了主

管部门对校园安全工作的重视，使压力向下传导，又带

（下转第１１页）

４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实验室安全工作并非简单的防

火防盗，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校实验室的

技术安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具有系统工程特征的综

合管理学科，包含了从组织体系、规章制度、安全教育

到具体的安全设施建设和安全措施落实的方方面面工

作。一些刚刚 成 立 技 术 安 全 部 门 的 高 校 更 是 隐 患 众

多，出现事故 的 概 率 较 高；由 于 安 全 工 作 积 累 少 欠 账

多，无法在短 时 间 形 成 安 全 管 理 体 系，安 全 工 作 任 重

道远。
高校的安全工作除了保障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障科研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之外，另一个重

要的内涵就是安全与环保理念已经成为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一环，是当前中国高校国际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内容。随着我国部分高校和学科逐渐迈入世界一流的

行列，实验室安全已经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学科建设中

较落后的一个方面。如今的安全理念已经超越了掌握

安全知识本身这一基本要求，而成为了培养一流的国

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必须具有对生命、健康和环境的

尊重和保护意识，才能科学地决策、统筹规划，成为新

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因此安全工作是保

障也是文化，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关乎国家未来

的方向。从三年的安全检查所获得的问题数据和整改

成效可以看到，只有努力提高实验室安全理念，掌握系

统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方法，落实各项实际举措才能将

我国高校的安全工作不断推向新台阶。

致谢：教育部科技司、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督查

组３１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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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是学校非常需要的。检

查组用安全理念与实际工作的结合来分析实验室存在

的问题，使实验室工作者在理念认识、管理细节、制度

监控等方面有一个新的提升，从内心深处对实验室安

全工作有一个新的理解。
三年来教育部完成了教育部直属全部７５所高校

第一个轮次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

制度化、常态化将成为今后的工作方向。我们将共同

携手努力做到不断完善管理制度，让实验室安全管理

做到有章可循、依章办事，为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

校园和谐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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