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危险源全周期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有效防

范和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保障校

园安全、师生生命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等国

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员伤害或

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上述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

态因素，包括危险化学品类、生物类、辐射类、机电类、特

种设备类等所有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或部位。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涉及使用危险源的实验实训室以

及危险源的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处置全流程全周期管

理。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校、系部和实验实训室组成三级危险源管理

责任体系。实验实训中心、安全保卫处负责危险源的全流程

全周期监管；系部负责本部门危险源的管理工作,并依据危

险源的种类、危险特性制定安全管理细则安全操作规程和事

故应急处置预案;实验室负责本实验实训室危险源的管理工

作。



第五条 系部负责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气瓶、机电、

特种设备等重大危险源的安全分布档案和相应数据库。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管理

第六条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

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

品和其他化学品。

第七条 实验实训中心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工作，监管相关系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危险化学品的采

购、储存、使用和处置，根据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要求

和许可制度，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发放。

学校安全保卫处负责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安全督查工作，指导

危险化学品的治安防范工作，并根据公安机关要求做好危险

化学品信息的报备。系部负责本部门各实验室、课题组危险

化学品领用、储存和使用，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申请人提出申购需求必须经过

所在系部、实验实训中心和学校审核通过后，从已备案且具

有相关资质的供货单位中采购。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时，应由实验实训中心审验供

货单位资质证明，并要求供货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运送危险

化学品。必须委托专门车辆运输，不得使用乘运车辆装运危

险化学品；化学性质相抵触的物品不得混放、混装;应轻装

轻卸，堆置稳妥，防止撞击、重压、倾倒和摩擦;送货人员



应经过从业培训，事先了解危险化学品的性能，掌握应急处

置要领，穿戴防护用品以及携带必要工具。

第十条 危险化学品储存时，应在校级层面建立危险化

学品仓库，并做好相关记录。危险化学品应当分类存放，不

得超量储存，并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化学性质或防

火、灭火方法相互抵触的化学品，不得在同一仓库或同一储

存地点存放。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可使用储存室或者储存柜储存危

险化学品，单个储存室或者储存柜储存量应当在 50 公斤以

下。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坚持专人领用制。申请人本人或

委托专人进行危险化学品领用交接手续，完成领用程序。危

险化学品领取时，应仔细核对品名、规格、数量和检查包装，

确认无误后签收;领用后，应及时分类存放于符合安全要求

的场所。

第十二条 领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应配备符合安全要

求的试剂柜或储存柜，分类有序存放各类化学品并做好化学

品动态使用登记。

(一)剧毒品:必须存放在学校剧毒品仓库中，并配备技

防监控设备。剧毒品应严格按照“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

人使用、双把锁、双本账”(以下简称“五双”)制度进行管

理；



(二)易制毒、易制爆等管制药品:必须存放于有锁的试

剂柜，严格遵守“五双”管理制度;

(三)爆炸品:必须单独存放在具有防爆功能的化学品储

存柜内，使用时要避免摩擦、震动、撞击和接触火源；

(四)易燃液体:必须密封防止倾倒和外溢，存放在阴凉

通风的防火安全柜中，要远离火源、易产生火花的器物和氧

化剂;

(五)易燃固体:必须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并远离火源;

(六)强氧化剂:必须与酸类、易燃物、还原剂分开存放

于阴凉通风处，使用时注意切勿混入木屑、碳粉、金属粉、

硫、硫化物、磷、油脂、塑料等易燃物;

(七)强酸、强碱:必须存放于防腐蚀的试剂柜内。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申购和领用坚持适量原则不得在

实验室内存放大量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必须定期对危险化

学品进行核查，在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系统中及时核销，做

到账账相符、账物相符。

第十四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前，实验人员应接受详细指

导，阅读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熟知所用危险

化学品的化学特性、毒理性能，掌握急救和有关防护措施。

第十五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时，必须两人或两人以上(含

指导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同时在场，实验人员必须严格遵

守相关操作规程，使用通风橱，穿着防护服，佩戴防护用品。



第十六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进行实验时产生的废液残

渣、长期不用或过期失效的危险化学品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处置。

第四章 气体钢瓶管理

第十七条 因教学、科研需要使用气瓶的部门，应向学

校提出申请，报实验实训中心审核、批准后方可使用，使用

部门应当到国家认定的具有气瓶充装和租赁资质的经营单

位充装相应介质，相关资质、资料报实验实训中心留档。

第十八条 气瓶由使用部门建立专用台帐，报实验实训

中心登记备案，并安排专人负责气瓶的安全管理工作，落实

安全责任人制度，建立安全台帐，报实验实训中心登记备案。

第十九条 气瓶的运输应由气瓶充装单位负责，要严格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安排符合要求的车辆和人员。装卸

过程中，应轻装轻卸，严禁抛、滚、撞，保证运转过程中的

安全。

第二十条 对气瓶的管理和使用必须严格按照《气瓶安

全监察规定》执行，气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对盛

装气体进行确认。

(一)气瓶必须直立放置并妥善固定，要做好气瓶安全标

识牌和气体管路标识，有多种气体或多条管路时需制定详细

的供气管路图。

(二)气瓶应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火源热源的地方，



严禁放置在烈日或高温下，易燃气体钢瓶与明火距离不小于

5 米，氧气钢瓶严禁沾污油脂，注意手、扳手或衣服上的油

污，以免发生爆炸。

(三)不同种类的气瓶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内部

标准分类存放，严禁将可燃气体与助燃气体等放在一起使

用。可燃气体要隔离使用，防止事故发生。空瓶与满瓶应分

开存放，并有明显标识。

(四)存有大量惰性气体或液氮、二氧化碳的较小密闭空

间，为防止大量泄漏或蒸发导致缺氧，需加装氧含量报警器。

(五)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使用设备上必须配置

防止倒灌的装置，如单向阀、止回阀、缓冲罐等。

(六)夏季使用气瓶，应防止暴晒、雨淋和水浸;液化气

体气瓶在冬天或瓶内压力降低时出气缓慢，可用温水加温瓶

身，严禁用超过 40℃的热源对气瓶加热。气瓶用毕关阀，应

用手旋紧，不得用工具硬扳，以防损坏瓶阀。

(七)严禁将气瓶内气体用尽，一般应保持 0.05MPa 以上

的残余压力。可燃性气体应保留 0.2~0.3MPa，氢气应保留

2MPa 的余压，以备充气单位检验取样所需和避免重新充气时

发生危险。

(八)不得对气瓶瓶体进行焊接和更改气瓶的钢印或者

颜色标记，钢瓶使用须安装专用减压阀。不得私自拆装钢瓶

阀门，发生故障应及时检修。



第二十一条 使用人员需严格核查气瓶等压力容器以及

压力管道的检验有效期、实际使用寿命与压力状态。依据《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压力管

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规范，

定期对其进行专业检验。其中，压力容器投入使用后 3 年内

通常需进行首次全面检验，后续依据检验结论确定定期检验

周期；气瓶如液化石油气钢瓶设计使用年限一般为 8 年，每

4 年检测一次，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每 3 年检测一次；压力

管道如工业管道一般在投入使用后 3 年内进行首次定期检

验，燃气分级为 GC2 的，后续根据检验评估的安全等级，3~6

年检验一次。同时，使用人员应按要求参加专业培训，考核

合格并持证上岗，确保操作的规范性与安全性。

第五章 机电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机电安全主要包括机械设备安全、电气设

备安全、激光设备安全、粉尘场所安全等。

第二十三条 机械设备应保持清洁整齐，可靠接地。严

禁在机床床头、床面、刀架上放置物品;机械设备可靠接地

实验结束后，应切断电源，整理好场地并将实验用具等摆放

整齐，及时清理机械设备产生的废渣、屑。操作机械设备时

实验人员应做好个体防护。进入高速切削机械操作工作场

所，个体防护用品要穿戴齐全，如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

防护眼镜等;设备运转时严禁用手调整工件;操作冷加工设



备必须穿“三紧式”工作服，不能留长发(长发要盘在工作

帽内)，禁止戴手套。

铸锻及热处理实验应满足场地和防护要求。铸造实验场

地宽敞、通道畅通，使用设备前，操作者要按要求穿戴好防

护用品;盐浴炉加热零件必须预先烘干，并用铁丝绑牢，缓

慢放入炉中，以防盐液炸崩烫伤;淬火油槽不得有水，油量

不能过少，以免发生火灾;与铁水接触的一切工具，使用前

必须加热，严禁将冷的工具伸入铁水内，以免引起爆炸;锻

压设备不得空打或大力敲打过薄锻件，锻造时锻件应达到

850℃以上，锻锤空置时应垫有木块。

高空作业应符合相关操作规程。2 米以上高空临边、攀

登作业，须穿防滑鞋、佩戴安全帽、使用安全带。

第二十四条 电气设备的使用应符合用电安全规范。各

种电气设备及电线应始终保持干燥，防止浸湿，以防短路引

起火灾或烧坏电气设备;实验室内的功能间墙面都应设有专

用接地母排，并设有多点接地引出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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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实验室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易腐品，

保持通风散热;应为设备配备残余电流泄放专用的接地系统;

禁止在充满可燃气体的环境中使用电动工具;电烙铁有专门



搁架，用毕立即切断电源;强磁设备应该配备与大地相连的

金属屏蔽网。

操作电气设备应配备合适的防护器具，强电类实验必须

二人以上，操作时应戴绝缘手套;静电场所，要保持空气湿

润，工作人员要穿防静电的衣服和鞋靴。

第二十五条 激光实验室配有完备的安全屏蔽设施，所

有激光区域内张贴警告标志。功率较大的激光器有互锁装

置、防护罩;激光照射方向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防止激光

发射口及反射镜上扬。

激光实验时操作人员应穿戴防护眼镜等防护用品、不带

手表等能反光的物品;禁止直视激光束和它的反向光束，禁

止对激光器件做任何目视准直操作;禁止用眼睛检查激光器

故障，激光器必须在断电情况下进行检查。

第二十六条 大量粉状物质的储存与使用场所，应选用

防爆灯、防爆电气开关，导线敷设应选用镀锌管或水煤气管,

必须达到整体防爆要求;粉尘加工要有除尘装置，除尘器符

合防静电安全要求，除尘设施应有阻爆、隔爆泄爆装置;使

用工具具有防爆功能或不产生火花。

产生粉尘的实验场所，应穿防静电棉质衣服，禁止穿化

纤材料制作的衣服，工作时必须佩戴防尘口罩和护耳器。

粉尘浓度较高的场所，应有加湿装置(喷雾)使湿度在

65%RH 以上，并配备合适的灭火装置。



第六章 特种设备管理

第二十七条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

的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必须购买具有生产资质并经检验合

格的特种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特种设

备;购买前需系部提出申请，学校资产管理处和实验实训中

心审批。

第二十九条 特种设备须在国家主管部门取得登记证书

后方可投入使用，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接受检验机构的

定期检验，登记标志和定期检验标志须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

著位置。

第三十条 特种设备管理者应当对特种设备进行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查，对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

定期校验、检修，并进行详细记录。

第三十一条 特种设备使用者是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直

接负责人，应取得相应安全作业资格后持证上岗，使用过程

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第三十二条 学校各系部应建立特种设备的管理档案，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

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二)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三)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四)特种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

(五)特种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第七章 风险评估

第三十三条 实验室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对危险源

进行风险评估，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和数据

库。

第八章 应急处置

第三十四条 系部应当根据本部门的危险源种类、危险

特性制定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第三十五条 系部发生重大危险源事故时，必须立即按

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开展救援工作，抢救受害人员、控制危

害扩散，并报告实验实训中心、安全保卫处。

第三十六条 系部发现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物品或装置、

设备被盗、丢失等情况，必须立即报告实验实训中心、安全

保卫处，必要时报警请求公安机关或上级应急管理部门介入

处理。

第九章 检查与责任追究

第三十七条 系部应根据教学、科研的实际情况定期与

不定期开展危险源自查工作，接受实验实训中心、安全保卫

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危险源安全检查，及时通报并切实整改



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第三十八条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将

依据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构成犯罪的，依法由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现行有效的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依法制定的规

章等规定执行。若本制度与日后国家或地方新颁布、修订的

法律法规存在冲突之处，以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为准，并及时

对本制度进行相应修订 。

第四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