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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 

工作检查督导办法（试行） 

（2016 ભ 1 ၥ 14 ఐԛ 2ұݖ࿐ඉৢඹڶ） 

 
 

นަஜಬིڕस，ඔغಝಓԅ安௦ူࡂܬ保ܙ࿉ಭ，

՜ူᄗӽ௦ْْމफಬ່ི҂ูඕܱ，保ࡂܬܙ，ಬຣ

安௦ူࡂܬ保ٝܙᆴܤֳڟ、ᄥէܤ，௲保ಬི安௦、ပ༝

ၮ，ᄥՇ本ᄥէ。 

ྡྷ、ುဈֳถ 

本ᄥէುဈဟ༰ֳถઝْْމफ߽༰ࢳཙಬི（包ࣳ

ْᄵЀᆴ、༾ॠ）。 

 ᄏ႓ރᄥݯА、֝

༰ಬ“༰ၝ（ᄯ）ᆑА-ᅥޥ՜А-༰А”సމ

ܙ保ࡂܬШ、ᄻԅ安௦ူ࠼Аᄥէ，ճಬིࠩ

А。 

（ྡྷ）ᄯӖ༰ಬིޏ೬安௦ူࡂܬ保ٝܙᆴพၔؕݖ

႓හѴ໘Ը༰ಬི安௦ۤࡂܬ保ܙА՜ӽٝᆴ。 

（֝）ᆇСူಬིڕस҉ْٔಬི༰ࢳᅥྜඋԤރ

ಬޝெࣣ，ᄥՇАγᅹ，ᆦᄎႺᄻ、ၥ、༰ူભէА。 

（స）ಬིޏ೬安௦ူࡂܬ保ٝܙᆴ՜ӽᅥޥᆦؕ႓ᄗ

ՇಬིԅА՜ӽٝᆴ。 

（ങ）༰ၝ（ᄯ）ؕ႓本Ӧสಬི安௦ူࡂܬ保ٝܙ

ᆴᆑА，ଅۦᅥޥ՜Аރ༰А，ރನჼ؟૦҂ูඕܱ，

ω༰ඔ߬ჼ؟报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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స、Аֺ 

（ྡྷ）ఐША。包ࣳ༰ၝ（ᄯ）ᆑА、ᅥޥ՜А、ᆇ

Сူಬིڕस҉ѮАԉ。 

（֝）ၥА。ᆇСူಬི҉ٝᆴఆၔਤၥႺྡྷұ。 

（స）༰А。༰ᄏટϦਪူ՜ӽᅥޥᆦਤ༰ᄠ

 。Ⴚྡྷұ

（ങ）ભէА。༰ᆦᄎᄏટϦਪۤᅥࠩޥಬིٝ

ᆴભէۢࢩАିٹ。 

ങ、Аઝఘ 

ߎઝఘ，सٝᆴڕܙ保ࡂܬАઝఘนಬི安௦ူ

 。《Аົંζᆴٝܙ保ࡂܬᄯӖ༰ಬི安௦ူ》ߑؘ

๔、Аྑௐ 

安௦ူࡂܬ保ܙА༖ᆳӾပֺ案、ပᄷԤ、ပৃޚ、ပ

ᆙࠒ、ပӎಠ、ပ؏А，௦آ؍、ํക߸；ރನ֟ຣูඕܱ，

ֽᄘಹ֟ڃಓ。 

（ྡྷ）ْ༰ၝ（ᄯ）ဎᅖڕকӽؕ႓，ᆦᄎပڑఆၔճ

本ӦสಬིࠩఐШ安௦А（ਤᄻ 1 ұ），ެࠋఐᆦᄎ

ᅥਪА，ఢಬඡໟАৃޚ，ճูඕܱރನჼ؟。 

（֝）՜ӽᅥޥਤᄻႺྡྷұА՜ӽ，ރನᄗѻูඕ

ܱ，ΡྑನຏӒჼ؟ඹᄉ，ྑௐ༰ၝ（ᄯ）ຫჼ؟ωඔ߬

ჼ؟报ف。՜ӽᅥޥ按؏А，ω༰ֱ࣬Аெࣣ。 

（స）ᆇСူಬིڕस҉ਤ༰ᆦᄎྡྷұ॓ۦА，ᄷ

Ԥწճูඕܱտ、ჼ؟ઔէӖԅӦส，՜Ҽ、໘Ըูඕܱ

ԅࢅ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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ঢ、႓ఉ৫ಬ 

（ྡྷ）ճูඕܱჼ؟ϢॏԅӦส，ိྻඹ报ଛି，ω႓

গูඕܱൎၽಬིႀපၮ，ᄐᄠჼ؟ю；؞Ӧสಬི

ભէٹିۢࢩน“ݮ本ٌۦ”，༰߈ߜұભճୣಬི

 。ԅᄆћંົಁߙ

（֝）ูඕܱϢჼݧ؟ပᄷӖ安௦ူࡂܬ保ܙಹ֟ڃ

ಓԅӦส，ಬིભէିٹିۢࢩน“Ϣٌۦ”，༰߈ߜ

ᄐᄠපᄘұભճ؞Ӧสಬིંົಁߙԅᄆћ。 

、ؘ೫ྤၝಬིڕस按ზ֥ޥڳ֥ރྻڟฯಓჿ

ϦਪပڟڑՇᄓ，ဎؘ೫ྤၝᆑؕ႓。  

八、本ᄥէᆑ֟ϣᄍఐ୯ಠ，ဎᆇСူಬིڕस҉ؕ

႓ࠓೄ。本ڟՇร࠰ಹྲ，按ပ֥ڑ֥ރڟ౨މჿֳڟ

ำߑᄓ。 

    Аົંζᆴٝܙ保ࡂܬᄯӖ༰ಬི安௦ူ：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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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南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工作检查项目表 

检查结果检查结果检查结果检查结果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检查项目检查项目检查项目检查项目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基基基基 
本本本本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不不不不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不不不不 
适适适适 
用用用用 

问题说明问题说明问题说明问题说明 

1 组织体系组织体系组织体系组织体系 

1.1 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院系层面安全责任体系 

1.1.1 成立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由党政一把手挂

帅，研究所（实验室）负责人参加      

1.1.2 院系有专兼职实验室秘书或管理人员（非文科

院系是兼职的填“基本符合”）      

1.1.3 
建立研究所（实验）室层面的安全责任体系，

所有房间（包括分布在主校区和其它校区）都

需明确安全责任人 
     

1.1.4 院系与下属单位或个人签订了实验室安全管

理责任书      

1.2 经费保障经费保障经费保障经费保障 

1.2.1 每年有实验室安全常规经费预算      

1.2.2 有专项经费或自筹经费投入实验室安全建设

与管理      

2 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规章制度 

2.1 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      

2.1.1 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2.1.2 有安全检查与值班值日制度      

2.1.3 有实验操作规程（含安全注意事项，特别是对

于危险性实验与操作）      

2.1.4 有仪器操作规程（含安全注意事项）      

2.1.5 有体现学科特色的应急预案      

2.1.6 院系层面的安全管理制度      

2.2 规章制度的执行规章制度的执行规章制度的执行规章制度的执行 

2.2.1 建立安全检查和值日台账，且记录规范      

2.2.2 将有操作指导性的制度、规程上墙（特别是有

危险性的操作一定要明确）      

2.2.3 对于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有合适的方式通知

被查实验室，如网上公示、整改通知书等      

2.2.4 检查出的问题得到及时的整改，有记录      

3 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教育 

3.1 教育培训计划教育培训计划教育培训计划教育培训计划      

3.1.1 有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3.1.2 有安全教育和培训的记录，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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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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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化学、生物类实验室不得使用可燃性蚊香。其

它实验室如需使用，其底盘必须是金属的      

5 安全设施安全设施安全设施安全设施 

5.1 应急设施应急设施应急设施应急设施 

5.1.1 配置消防器材（烟感报警器、灭火器、消防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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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化学安全化学安全化学安全化学安全 

7.1 化学试剂存放化学试剂存放化学试剂存放化学试剂存放 

7.1.1 有房间内化学品的动态台帐      

7.1.2 有序分类存放，放置位置便于查找取用      

7.1.3 强酸与强碱、氧化剂与还原剂等分开存放      

7.1.4 固体与液体分开存放（如在同一试剂柜中，液

体需放置在下层）      

7.1.5 化学品不存在叠放现象      

7.1.6 腐蚀溶剂配有托盘类的二次泄漏防护容器      

7.1.7 化学试剂标签无脱落、模糊现象      

7.1.8 存放点通风、隔热、安全      

7.1.9 无存放大桶试剂现象      

7.1.10 无大量存放化学试剂现象（用量较大的试剂存

量应控制在一周计划用量之内）      

7.1.11 无试剂药品过期现象      

7.1.12 无试剂瓶、烧瓶等开口放置的现象      

7.1.13 对于易泄漏、挥发的试剂应存放在具有通风、

吸附功能的试剂柜内      

7.2 剧毒品管理剧毒品管理剧毒品管理剧毒品管理 

7.2.1 剧毒品购买前须经公安部门审批，并凭证向具

有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购买      

7.2.2 校职能部门负责校内审批，并保留资料、建立

清单      

7.2.3 

配备专门的保险柜并固定，实行双人双锁保管

（只有 2 名分别掌管了钥匙和密码的保管人

同时到场时才能开启保险柜），有条件的或专

用库房需配备报警及监控设备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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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

人双锁保管 
     

7.2.5 执行双人收发、双人运输，有记录      

7.2.6 使用时有两人同时在场，且计量取用后立即放

回保险柜，有记录（双人签字）      

7.2.7 有规范的剧毒品处置方法，双人签字记录      

7.2.8 残余、废弃的剧毒品或空瓶的处置按规定进行      

7.2.9 不得私自从外单位获取剧毒品      

7.3 易制毒品等特殊药品管理易制毒品等特殊药品管理易制毒品等特殊药品管理易制毒品等特殊药品管理      

7.3.1 易制毒品购买前须经公安部门审批, 并凭证

向具有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购买      

7.3.2 
易制毒品分类存放、专人保管，做好领取、使

用、处置记录。其中第一类易制毒品实行“五

双”管理制度 
     

7.3.3 
易制爆品购买前须经公安部门审批, 或按照

政府管理的规定要求采购，并向具有经营许可

资质的单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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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易制爆品分类存放、专人保管，做好领取、使

用、处置记录。      

7.3.5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购买前须向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申请，报批同意后向定点供应商或

者定点生产企业采购。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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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实验气体管理实验气体管理实验气体管理实验气体管理 

7.4.1 有气体钢瓶台帐，钢瓶颜色和字体清楚，有状

态标识牌      

7.4.2 可燃性气体与氧气等助燃气体不混放      

7.4.3 涉及剧毒、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配有通风设

施和监控报警装置等      

7.4.4 危险气体钢瓶存放点通风、远离热源      

7.4.5 无气体钢瓶放在走廊、大厅等公共场所的现象      

7.4.6 气体钢瓶已正确固定      

7.4.7 气体管路材质选择合适，无破损或老化现象      

7.4.8 气体连接管路连接正确，并时常进行检漏      

7.4.9 有气体管路标识，对于存在多条气体管路的房

间张贴了详细的管路图      

7.4.10 实验结束后，气体钢瓶总阀已关闭      

7.4.11 独立的气体钢瓶室有专人管理      

7.4.12 无废旧气体钢瓶，无大量气体钢瓶堆放现象      

7.5 化学废弃物处置化学废弃物处置化学废弃物处置化学废弃物处置 

7.5.1 与有资质的处理单位（企业）签约处置化学废

弃物      

7.5.2 
学校有统一的化学实验废弃物标签，包含废物

类别、危险类别、主要成分、产生单位、送储

人、日期等信息 
     

7.5.3 配备了化学实验废弃物分类容器      

7.5.4 
对化学废弃物进行了分类存放、包装（应避免

易产生剧烈反映的物品混放），并贴好标签，

及时送学校中转站或收集点 
     

7.5.5 无大量存放化学废弃物的现象，定时清运化学

实验废弃物      

7.5.6 无实验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混放现象      

7.5.7 无向下水道倾倒废旧化学试剂等现象      

7.5.8 无实验室外堆放实验废弃物现象      

7.5.9 对于产生有毒和异味废气的，有气体吸收装置      

7.5.10 锐器废物已盛放在纸板箱等不易被刺穿的容

器中      

7.6 其它化学安全其它化学安全其它化学安全其它化学安全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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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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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配置试剂、合成品、样品等标签信息明确      

7.6.3 配置试剂、合成品等不得无盖放置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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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专用标签纸      

7.6.5 
无在原标签纸未撕去的空试剂瓶中存放其它

化学品的现象（除非将原标签撕去、重新贴上

专用标签纸） 
     

7.6.6 用于浸泡玻璃器皿的酸缸、碱缸等有盖子盖上      

7.6.7 不存在使用破损量筒、试管等玻璃器皿的现象      

8 生物安全生物安全生物安全生物安全 

8.1 实验室与人员资质实验室与人员资质实验室与人员资质实验室与人员资质 

8.1.1 
开展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和研究的实验室，须

具备相应的安全等级资质和生物危害因子实

验活动资格 
     

8.1.2 开展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和研究的人员经过

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      

8.1.3 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须向卫生或农业主管部

门申报备案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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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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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等级实

验室中进行 

     

8.1.6 饲养实验动物的场所应有资质证书      

8.1.7 实验动物系从具有资质的单位购买的，具有合

格证明      

8.2 设施与场所设施与场所设施与场所设施与场所 

8.2.1 
实验室安全防范设施达到安全要求，对

BSL-2/ABSL-2及以上等级实验室需有门禁和

准入制度 
     

8.2.2 
配有符合相应生物安全等级要求的生物安全

柜，定期检查生物安全柜风速及高效空气微粒

过滤器性能，并做好了记录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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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 有高压灭菌器，并能正常工作      

8.2.5 安装了防虫纱窗、入口处有挡鼠板      

8.3 操作与管理操作与管理操作与管理操作与管理 

8.3.1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采购前需经行业主管部

门批准，有记录      

8.3.2 实验室自行分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需报

卫生或农业主管部门批准，方可保藏      

8.3.3 有病原微生物保藏、实验使用、销毁的记录      

8.3.4 在合适的生物安全柜中进行实验      

8.3.5 对病原微生物的操作具有相应的个人防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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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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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 
禁止戴实验防护手套操作未受潜在感染性生

物材料污染的设施设备（包括门窗、开关、仪

器、冰箱、电脑、电话等） 
     

8.3.8 用于解剖的实验动物须经过检验检疫合格      

8.3.9 解剖实验动物时，必须做好个人防护      

8.4 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置 

8.4.1 

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废弃物必须进行高

温高压灭菌或化学浸泡灭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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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 学校有统一的生化固体废弃物标签      

8.4.3 
配备了生化固废分类容器（一般生化固废使用

黄色塑料袋存放，但刀片、移液枪头等尖锐物

应使用纸板箱外包装以避免穿透伤人） 
     

8.4.4 对生物实验废弃物进行了分类收集，并贴好标

签，及时送学校中转站或收集点      

8.4.5 与有资质的单位签约处置生化废弃物，有处置

记录      

8.4.6 无实验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混放现象      

9 辐射安全辐射安全辐射安全辐射安全 

9.1 实验室资质与人员要求实验室资质与人员要求实验室资质与人员要求实验室资质与人员要求 

9.1.1 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按规定在放射性核

素种类和用量许可范围内开展实验      

9.1.2 放射性操作人员经过了专门培训，有《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学习合格证书》      

9.1.3 涉辐人员按时参加职业体检      

9.1.4 涉辐人员佩带个人剂量计，并按时进行剂量检

测（3 个月一次）      

9.2 场所与设施场所与设施场所与设施场所与设施 

9.2.1 辐照设施设备具有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连锁装

置      

9.2.2 放射源储存库双门双控，并有安全报警系统

（与公安部门 110联网）和视频监控系统      

9.2.3 涉辐实验场所（放射性物质、X 射线装置）有

安全警示标识、警戒线和剂量报警仪      

9.2.4 涉辐实验场所配备各种辐射防护器材和表面

污染监测仪器设备      

9.2.5 有专门存放放射性废弃物的容器和暂存库      

9.2.6 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室有衰减池      

9.3 采购采购采购采购、、、、转让转移与运输转让转移与运输转让转移与运输转让转移与运输 

9.3.1 放射源和放射性物质的采购和转让转移有学

校及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批备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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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放射源和放射性物质的转移和运输有学校及

公安部门的审批备案材料      

9.3.3 放射源和放射性物质变更有及时登记台帐      

9.4 辐照装置辐照装置辐照装置辐照装置、、、、射线探伤仪和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操作射线探伤仪和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操作射线探伤仪和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操作射线探伤仪和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操作 

9.4.1 Г辐照装置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操作规程、

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并遵照执行      

9.4.2 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

操作规程、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并遵照执行      

9.4.3 射线探伤仪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操作规程、

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并遵照执行      

9.4.4 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操作有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的操作规程，并遵照执行      

9.5 放射性实验废物的处置放射性实验废物的处置放射性实验废物的处置放射性实验废物的处置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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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 中、长半衰期核素固液废弃物有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的处置方案或回收协议，并有处置记录      

9.5.3 短半衰期核素固液废弃物放置 10个半衰期经

检测达标后作为普通废物处理，并有处置记录      

9.6 激光安全激光安全激光安全激光安全 

9.6.1 有激光器的安全使用方法      

9.6.2 功率较大的激光器有互锁装置      

9.6.3 操作人员有穿戴防护眼镜等防护用品      

9.6.4 操作人员不带手表等能反光的物品      

9.6.5 激光照射方向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10 仪器设备安全仪器设备安全仪器设备安全仪器设备安全 

10.1 常规管理常规管理常规管理常规管理 

10.1.1 建立了设备台帐      

10.1.2 高功率的设备与电路容量相匹配      

10.1.3 仪器设备接地良好      

10.1.4 仪器设备使用完后，及时关闭电源，包括电脑

显示器电源      

10.1.5 有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的记录      

10.1.6 
对于高温、高压、高速运动、电磁辐射等特殊

设备，有安全警示标识，并配备相应安全防护

设施（如防护罩、防护栏、自屏蔽设施等） 
     

10.1.7 无电脑、空调、饮水机等随意开机过夜现象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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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特种设备（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需

有资质单位出具的检定证明，操作人员需持证

上岗 
     

10.1.10 电子天平不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且用后及时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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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冰箱管理冰箱管理冰箱管理冰箱管理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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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 冰箱内存放的物品必须标识明确（包括品名、

使用人、日期等），并经常清理      

10.2.3 冰箱内储存试剂必须密封好      

10.2.4 无冰箱超期服役现象（一般使用期限控制为

10年）      

10.2.5 不在冰箱周围堆放杂物，影响散热      

10.2.6 实验室冰箱中不放置食品      

10.3 烘箱与电阻炉管理烘箱与电阻炉管理烘箱与电阻炉管理烘箱与电阻炉管理 

10.3.1 烘箱、电阻炉无超期服役现象（一般使用期限

控制为 12年）      

10.3.2 不使用有故障、破损的烘箱、电阻炉      

10.3.3 不在烘箱等加热设备内烘烤易燃易爆化学试

剂、塑料等易燃物品      

10.3.4 不使用塑料筐盛放实验物品在烘箱等加热设

备内烘烤      

10.3.5 烘箱、电阻炉等附近不存放气体钢瓶、易燃易

爆化学品      

10.3.6 烘箱、电阻炉等加热设备周围要有一定的散热

空间，不存在堆放杂物，影响散热的现象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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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 无烘箱位置放置过低、影响物品取用的现象      

10.3.9 烘箱、电阻炉等不直接放置在木桌、木板等易

燃物品上      

10.4 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明火电炉与电吹风等管理 

10.4.1 未经学校管理部门许可不使用明火电炉      

10.4.2 有许可证使用明火电炉的，其使用位置周围无

易燃物品，并配备了灭火器、砂桶等灭火设施      

10.4.3 不使用明火电炉加热易燃易爆溶剂      

10.4.4 明火电炉、电吹风、电热枪、电烙铁等用毕，

及时拔除电源插头      

11 个人防护与其它个人防护与其它个人防护与其它个人防护与其它 

11.1 正确选用防护用品正确选用防护用品正确选用防护用品正确选用防护用品 

11.1.1 穿实验服或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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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毒物、溅射危险等），并正确选择种类 

11.2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11.2.1 危险性实验（如高温、高压、高速运转等）时

必须有两人在场      

11.2.2 实验时不能脱岗，通宵实验须两人在场      

11.2.3 实验室内无穿拖鞋、短裤等现象      

11.2.4 非实验区（如电梯、办公室、休息室、会议室、

餐厅等）无穿戴实验服、实验手套等现象      

11.2.5 操作机床等旋转设备时，不穿戴长围巾、丝巾、

领带等      

11.2.6 手机、银行卡等不带入高磁场实验室      

11.2.7 有规范的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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