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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意识是必备的科学素质

 “居之不安，何以乐业”。实验室平安是实验
工作的保障。

 实验室平安主要涉及化学物质平安、高压装置
平安、生物平安和信息平安等。

 任何时候都需有“防范于未然”的意识。

2025/1/9 2



细节决定成败，粗心易酿大祸

 一位上海的博士在使用过氧化氢的时候，没有
带防护眼镜，结果溅到眼睛，致使双眼受伤，

 另外一位博士生在使用三乙基铝的时候，不小
心弄到了手上，由于没有带防护手套，出事后
也没有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结果左手皮肤损
毁严重，需要植皮，

 一位做药物实验的研究生将大孔树脂直接装层
析柱，大孔树脂吸水膨胀造成爆炸，同样有实
验人员将乙醚提取物置于冰箱中过夜，第二天
翻开冰箱门时发生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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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9月香港科技大学大四学生梁同学因吸
入别的同学泼洒的酸酐而不治身亡。

 1997年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因未按规定使用
通风橱造成他人肺部伤害而永不被香港各大学
录用。

 2011年4月14日，四川某大学化工学院实验室
发生爆炸，3名学生受伤。

 2012年2月，南京某大学化学楼内甲醛反响釜
发生泄漏，从化学楼到靠近该校北门的道路边
弥漫着刺鼻的气味，上百名师生紧急疏散，幸
未发生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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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9. 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实验化学原
料爆炸，起因为电线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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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12.  北京化工大学实验室突发爆炸，3名教师受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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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铊中毒：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物理化学和仪器
分析专业学生朱令两次中毒，昏迷多日，几近植物人。
如今已经37岁的她生活不能自理，全身瘫痪、100%

伤残、大脑迟钝，全靠年迈的父母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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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7日下午4时20分左右，日本京都大学能源研
究科实验室发生爆炸。系实验中把氢、氧、乙烯等气
体灌入一铁质容器中点燃时突然发生爆炸，容器破裂。
爆炸造成硕二男生骨盘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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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危害往往更恐怖

 1979年，前苏联乌拉尔南部的大工业城市斯维
尔德洛夫斯克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爆炸，约
10公斤的炭疽芽孢粉剂泄露，爆炸释放出大量
的细菌毒雾，造成附近1000多人发病，数百人
死亡。

 2001年，在英国波布特莱尔实验室东北方向50

公里的布伦特伍德地区首先发生了口蹄疫。据
分析，口蹄疫病毒很可能就是从波布特莱尔实
验室里泄漏出来，经过空气传播到布特伍德的
地区，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口蹄疫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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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SARS大流行至今记忆犹新，一年后中
国〔包括台湾在内〕，新加坡等国的一些实验
室未经批准急于开展了针对SARS病毒的研究
，但因实验室本身条件、操作粗心或管理不善
等引发了许多问题，发生严重的实验室感染，
其危害让人们异常震惊。

 工程菌培养液，实验室废液，不经处理倒入水
池之中，这些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会流
向何处呢？目前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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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东北某大学的27名三年级学生，
由于在做“羊活体解剖学”实验过程中患上了布
鲁氏菌病的乙类传染病，从而忍受着身体和心
灵的双

 2009年德国汉堡Bernhard Nocht热带医学研究
所的一名女科学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
器刺到一事受到科学界普遍关注，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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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预那么立，不预那么废

 根据事实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大局部平安
事故都是因为相关人员的疏忽而造成的，根源
在于实验人员和管理人员还没有树立起真正的
平安意识。

 因而，实验室平安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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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平安警示标志

2025/1/9 13

禁
止

必
须

留
神



化学试剂的平安使用

(1) 使用 CCl4、乙醚、苯等有毒或易燃有机溶剂时要
远离火源和热源，敞口操作应在通风柜中进行。
试剂用后及时加盖，置于阴凉处存放。低沸点、
低闪点的有机溶剂不得在明火或电炉上加热，可
用水浴、油浴或可调压电热套加热。用过的溶剂
不可随意倒入水槽中排放，应回收集中处理。

(2) 加热和浓缩液体时，试管口要朝向无人处。会产
生刺激性或有毒气体的实验应在通风柜内进行。
嗅刺激性气体时不能直接凑近容器口，应用手将
气流扇向自己的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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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的平安使用

(3) 使用浓酸、浓碱等强腐蚀性试剂时要小心，以免
溅在皮肤、衣服和鞋袜上，一旦溅上应立即用水
冲洗、擦净。如果溅入眼中应迅速用洗眼器冲洗。
如果溅在身上的化学品较多的话，需立即进行冲
淋。

(4) 稀释浓硫酸时应将浓硫酸在不断搅拌中沿玻棒缓
缓注入水中，绝不能将水倒入浓硫酸中以免迸溅。 

(5) 使用HF、HCl、HNO3、HClO4、H2SO4等试剂
溶解样品时，以及用挥发性大的有机溶剂溶解或
萃取样品时，应在通风柜中进行操作。尤其是使
用HClO4时，千万不能将其与有机化合物共同加
热，否那么将发生严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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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的平安使用

(6) 使用汞盐、氰化物、砷盐等有毒试剂时应特别
小心，用过的废物不可乱扔、乱倒，应及时回收
或进行特殊处理。严禁在酸性介质中参加氰化物。
少量洒到实验台上的汞滴应及时用硫磺粉覆盖，
收集后集中处理。

(7) 实验室内禁止饮食、吸烟，切勿以实验器皿代
替水杯、餐具等使用，防止化学试剂入口。实验
结束后要洗手，如曾使用过有毒药品，还应漱口。

(8) 保持水槽的清洁和通畅，切勿将固体物品投入
水槽中。废纸和废屑应投入废纸箱内，废液应小
心倒入废液缸中集中收集和处理，切勿随意倒入
水槽中，以免腐蚀下水道及污染环境。使用过的
钠丝尤要小心，需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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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室危险性物质与设备主要有

 易燃物质

 易爆物质

 有毒物质

 环境污染物质  〔三废〕

 高压设备

 高温和低温设备

 高能设备

 放射性物质及设备

 微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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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序号 GB6944-86分类 GB13690-92分类

第1类 爆炸品 爆炸品

第2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第3类 易燃液体 易燃液体

第4类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
遇湿易燃物品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
遇湿易燃物品

第5类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第6类 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有毒品

第7类 放射性物品 放射性物品

第8类 腐蚀品 腐蚀品

第9类 杂类 /

GB6944-86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13690-92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2025/1/9 18

化学危险品的分类



气体钢瓶的相关信息

气体名称 瓶体颜色 字  样 字样颜色 横条颜色

氧气 天兰 氧 黑
氢气 深绿 氢 红
氮气 黑 氮 黄 棕
二氧化碳 黑 二氧化碳 黄
压缩空气 黑 压缩空气 白
硫化氢 白 硫 化 氢 红 红
二氧化硫 黑 二氧化硫 白 黄
石油气 灰 石油气体 红
氩气 灰 纯绿 绿
乙炔 白 乙炔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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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体的品种

压缩气体：氧、氢、氮、氩、氨、氦等；

溶解气体：乙炔(溶于丙酮中，加油活性炭)；

液化气体：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丙烷、石油气等；

低温液化气体：液态氧，液态氮，液态氩等。

对于气瓶盛装的高压气体，通常按照气体的临界温
度进行分类，通常有三类：

        临界温度小于-10℃的为永久气体；

        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10℃，且小于或等于70℃

的为高压液化气体；

        临界温度大于70℃的低压液化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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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气体的管理

1、危险性气体(氢气、各种氧化氮类、乙炔、乙
烯、各种其他烃类气体、氨气、液化石油气、
氯气、硅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等)

须有固定设施以防倾倒。
2、易燃、易爆气体和助燃气体(氧气等)不得混放
在一起，并应远离热源(明火、电炉等)和火源，
保持通风。

3、不得使用过期、未经检验和不合格的气瓶，
各种气瓶必须按期进行技术检验。

4、空瓶和暂时不用的危险性气体钢瓶一律存放
到危险品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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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化学品须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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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剧毒品须严格执行“五双”管理制度(双人收
发、双人使用、双人运输、双人双锁保管)

以下化学品〔有相关的目录〕尽量少涉及：

麻黄碱等28种易制毒化学品

64种易制爆化学品种

还有涉及化学武器相关的化学品



实验室废弃物排放平安管理

(一)化学实验废弃物是重要平安隐患之一，各实验室
必须结合平安、卫生值日制度，做到及时清理实
验废弃物，至少每星期清理废弃物两次。

(二)化学实验废弃物必须粘贴标签、标明主要成分、
类别，分类存放。不得大量积聚化学废弃物，不
要对自己不了解的化学废弃物进行合并(混合)操作。

(三)必须按规定安装(排)风设施。排放HCl、H2S、
SO2等气体必须安装废气吸收系统进行吸收处理。

(四) 加强排污处理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做到达标排
放。严禁将废弃物倒入下水道或普通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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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废弃物收集的管理

 1、卤代溶剂类废弃物容器：收集含卤有机溶
剂(如三氯甲烷，四氯乙烯，二氯甲烷等)和
其他含卤的有机化合物；

2、非卤代溶剂类废弃物容器：收集不含卤的
有机溶剂和其他化合物，如丙酮、己烷、石
油醚等；

3、无机酸放入无机酸类废弃物容器，有机酸
应装进有机酸废弃物容器中；

4、碱类废弃物容器：收集氢氧化钠，氢氧化
钾，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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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废弃物收集的管理

5、润滑剂类废弃物容器：收集泵油，润滑油，
液态烷烃，矿物油等；

6、胶片显影剂类废弃物容器：用于胶片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显影剂废弃物；

7、金属溶液类废弃物容器：收集含金属(离子或
沉淀)离子的溶液，含汞、铬(VI)、硼的废料应
另外单独收集；

8、有机酸类废弃物容器：用来收集废有机酸，
如有机酸的产量较低时，允许分别在 “非卤溶
剂或卤代溶剂”废弃物容器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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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废弃物收集的管理

9、氢氟酸类废弃物容器：假设现场没有此类容器，
且此废料量又少(小于无机酸废料总体积的 30%)，
可在无机酸废弃物容器中处理；

10、氰化物类废弃物容器：用来收集含氰化物的
废料，此类废料务必保持强碱性，以免有氢氰酸
气体逸出；

11、含有硼和六价铬的溶液：专用于收集含有硼和
六价铬的废液，实验室要为它们设计专用的排放
管道；

12、凝胶状废弃物容器：用来盛装凝胶废弃物，
如聚丙烯酰铵或琼酯糖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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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废弃物处理的管理

特殊废弃物的类型：反响活性较高的化学药品、
易与水反响的、易爆的、浓缩的强氧化剂或复
原剂、不能通过兼容性测试的废弃物、废弃药
品、过期药品。

特殊废弃物的处理：尽可能将化学药品存放在原
容器中，假设原容器不够大，那么可把其封装
在塑料袋或能与之兼容的巩固容器中，封装好
容器后，每个容器(内装按规定收集的废弃物)

都必须附带一个“特殊废弃物复核身份证明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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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爆炸化学品废弃物主要：

 ①有严重危害的过氧化物〔包括二异丙醚、二乙烯
基乙炔、金属钾、钾酰胺、氨基钾、、二氯乙烯等
) 须在三个月内丢弃；高危害的过氧化物〔包括异
丙基苯、环己胺、二乙醚、 二氧杂环乙烷、甘醇
二甲醚、呋喃、乙烯醚等)须在六个月内丢弃

 ② 多硝基化合物：不得储存在带金属盖的容器中
或与任何金属接触；储存在阴凉处并经常检查 ；
切勿试图翻开旧的或干的苦味酸的瓶子，尽可能将
它们送至化学废弃物管理部门；

 ③叠氮钠尽管不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但假设受到
污染或不正确使用，可形成极易爆炸的叠氮重金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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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平安用电的管理
1、先查设备再通电，结束后关仪器和总电源；
2、离开实验室或遇突然断电，应关闭电源；
3、不得将供电线任意放在通道上以免因绝缘破损造
成短路或发生人员触电事故；

4、同时使用多种电气设备时其总用电量和分线用电
量均应小于设计容量；

5、各插座上用电总负荷不能超过其最大容量；
6、不使用损坏的电源插座；
7、切勿带电插、拔、接电气线路；
8、未验明设备无电时一律认为有电，不盲目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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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室用加器热要点

 凡涉及化学试剂的实验室，原那么上不得使用
明火电炉，建议使用密封电炉、电磁炉、加热
套等加热设备。

 如确实因科研、教学特殊需要，且无法替代而
使用明火电炉的，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隔离易燃易爆物品。并经过学校的相关部门，
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保卫处等批准后，方
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原那么上不用大功率加热器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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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防止触电的本卷须知

1、不能用潮湿的手接触电器;

2、有电源的裸露局部都应有绝缘装置;

3、已损坏的接头、插座、插头或绝缘不良的电
线应及时更换;

4、须先接好线路再插上电源，实验结束时，必
须先切断电源再拆线路。

5、如遇人触电，应切断电源后再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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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不宜用接线板，否那么易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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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防止电器着火的本卷须知

1、空气开关型号〔尽量不用保险丝〕与实验室
允许的电流量必须相配；

2、负荷大的电器应接较粗的电线；

3、实验室要防止短路。 电路中各接点要牢固，
电路元件二端接头不能直接接触，以免烧坏仪
器或产生触电、着火等事故。生锈的仪器或接
触不良处，应及时处理，以免产生电火花； 

4、如遇电线走火，切勿用水或导电的酸碱泡沫
灭火器灭火。应立即切断电源，用沙或二氧化
碳灭火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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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与马弗炉的平安管理

 实验室使用的烘箱、箱式电阻炉(马弗炉)、油
浴设备等加热设备，一般使用年限为12年。

 超年限使用时，须每年检查，确认能否继续使
用。

 对于已不能继续正常工作的加热设备须作报废
处理，即便未到使用年限。

 用于化学相关实验的加热设备应选用密封电炉、
加热套、水浴锅、油浴、砂浴设备等。

 严禁将易燃、易爆物质、气体钢瓶和杂物等堆
放在烘箱、箱式电阻炉等附近，并保持实验室
通风。

 含有有机溶剂的物质，不得放入烘箱内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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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冰柜)的平安管理

 实验室存放化学易燃物质的冰箱(冰柜)，一般使用
年限为10年。超年限使用须每年有检查确定其是
否可继续使用，已不能继续正常工作的制冷设备
须报废。

 对于储藏化学类易燃物质的有霜型冰箱，必须实
施防爆改造。对于无法实施防暴改造的冰箱，必
须在冰箱门上粘贴“严禁易燃、易爆物质入箱”的
醒目标签。

 无霜型冰箱由于无法实施改造而必须改变其用途，
只能储藏普通物质。

 机械温控类冰箱不能储藏化学试剂和易燃易爆物。
 严禁将易燃、易爆物质、气体钢瓶和杂物等堆放
在冰箱(冰柜)等附近，并保持实验室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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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设备的平安管理

1、实验室常见低温设备有液氮罐、超低温冰箱、液
氮制备设备等。

2、购置、使用的低温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经常进行运行情况检查。出现异常情况应予停用
并请专门检修人员修理。

4、实验人员须遵守操作规程，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防止冻伤，一旦出现事故，须及时送医院治疗。
个人防护装备
防护服：应特别注意手、眼睛和脸部的防护；
防护手套：应宽松易脱的干皮革手套。
不能短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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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操作的本卷须知：

1、工作场所必须安装通风设备。
2、操作时需穿戴适宜的个人保护装备。
3、身体无防护局部不能接触装低温液体的容器/管道。
4、与低温液体接触的物体要用钳或适宜手套操作。
5、需要特别小心防止液态氧与有机材料接触。
6、保持设施外表清洁，特别是有液态或气态氧时。
7、运输和灌注低温液体必须非常缓慢以减少沸腾和
溅出。转运液态氧必须有很好的通风条件；

8、低温液体和干冰作为制冷剂进行冷浴时必须与外
界大气相通。绝对不允许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

9、液态氢在运输过程中不能与大气中的空气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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