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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体系的
搭建初探

刘梦娇 * 通讯作者

（四川师范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高校化学实验室承担着大量的本科实验教学及科研任

务，是危险化学品的高频使用场所。近年来，危险化学品导致的

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为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敲响了

警钟。本文针对目前高校危险化学品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运用

互联网 + 技术，将办公自动化与二维码相结合，建立危险化学品

动态管理体系，旨在实现危险化学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办公自

动化可提供查询、统计、溯源等功能，提高管理效率，避免人为

错误。二维码标签指导师生快速识别药品信息，通过扫码可快捷

实现危险化学品的入库、出库、使用、核销等登记。基于办公自

动化与二维码技术危险化学品管理体系，为实现危险化学品的“闭

环”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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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简称“危化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化学品。按

照其产生危险的方式，可将危化品分为剧毒品、易制毒、易制爆、

爆炸品等四类。顾名思义，危化品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

是近年来，国内外由危化品导致的安全事故频发，不仅对人民安

全造成了巨大危害，也对国家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危化

品在管理上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家底不清，物帐不符，运输方

式不当，保存混乱，违规使用等。因此，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多个

关于危化品管理的紧急文件，要求各级加强危化品的安全管理。

危化品从购买到使用，以及最终的废物处理，牵涉的人员众多，

频繁切换场所，危险系数高且风险可控性低，任何一个小的环节

的疏忽即可造成安全事故。因此，对危化品进行全周期的系统化

管理势在必行。

互联网 + 技术是利用信息和互联网平台，使得互联网与传统

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因其具有可融合性强，

功能强大等优点，已在医疗、教育、民生、交通等多个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面对日益严峻的高校危化品管理形势，我校拟通过互

联网 + 技术，将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简称 OA）与二

维码技术相结合，搭建一个兼具危化品统计、查询、溯源等的多

功能管理系统，实现对危化品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动态管理。

一、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与化工企业相比，尽管高校实验室危化品使用量和储存量相

对较小，但种类多，购买频率高，使用人员及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大。

近年来，高校由于危化品导致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安全事故，

基本上是因为危化品管理混乱导致的。尽管近年来各高校已吸取

教训及经验，加强对危化品的管理，但是在管理和使用方面依然

存在以下问题较难解决 [3-4]：

（一）配套不足，设施不完善。高校危化品库房需要依据行

业要求来建设，如库房需要是距离建筑物一定距离的独立建筑。

但是，大多数高校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它们只能将危化品库房设

置于某建筑物中的一个单间中，危化品不能按照要求分库房、分

类存放。而且，由于经费缺乏，相关应急防护设施配套不足，导

致危化品存放环境通风、避光条件差，存放安全等级不足、混放、

乱放等情况较为常见。

（二）管理制度不完善。危化品管理涉及到的环节多，最棘

手的问题无疑是购买数量不清，储存数量不清，使用数量不清，

废物处理数量不清。多数高校仅有基本的危化品出入库台账，缺

乏使用和废物处理记录，这样就造成危化品“有进无出”。而且，

某些危化品长期不用不仅导致过期浪费，也为危化品废物处理造

成负担。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对危化品领用和废物处理

进行实时监督。

（三）缺乏危化品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相对于一般化学品，

危化品的购买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某些老师或学生因为对

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私下通过化学品经销商违法违规购买和储

存危化品。这样无疑会使得管理部门及危化品管理人员无法掌握

危化品储存情况，也无法对相关实验进行风险评估。

（四）科研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不完善，实验人员安全意

识薄弱。高校科研实验室使用的危化品种类多，情况复杂，相关

管理人员专业知识缺乏，未对新的科研项目及新的实验方案进行

风险评估。进行科研的老师和学生由于较为频繁地使用危化品，

存有麻痹、侥幸心理，从而忽视了实验过程中危化品的潜在危险。

除了以上总结的共性问题，各高校在危化品管理上还存在其

他问题。就我校而言，现有的危化品管理仍然以“纸质化”和“人

工化”为主。因此，亟须建立能够实现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信息化系统，方便师生的申购、领用、废物处理、核销等环节，

并对每个环节加以约束和监督，切实降低危化品带来的实验室安

全风险。

二、互联网 + 二维码技术高校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为了加强危化品的管理，我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及相关二

级学院积极学习其他高校的管理模式，总结自身以往的管理经验

及不足，拟探索一个集申购、领用、存储、废物处理及核销的危

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一）管理系统业务流程设计

危化品管理系统拟搭建在电脑端和手机端上，采用 OA 系统

及手机 APP 作为操作系统。老师或学生通过用户名登录系统，个

性化地、按流程规范地完成复杂的危化品申购、使用、储存、废

物处理等程序。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互联网 + 二维码技术的危化品管理流程

（二）系统特点特色及功能开发

1.OA+APP 管理平台

整个系统可采用电脑端的 OA 平台进行管理。OA 平台上可进

行危化品的申购——领用——核销等各流程的申请和审批操作。

把数字化办公引入危化品管理系统，不仅可使师生少跑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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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也可以加速无纸化、自动化办公的进程，避免一些由

于人工操作造成的错误。

相应的，手机端 APP 也应具有以上功能。此外，手机还可以

直接作为扫码器，扫描药品二维码，完成相关的管理工作。这样，

可以解决纸质记账或者传统的电脑记账需要人工填写或输入导致

的数据更新烦琐、不方便、不及时以及运算错误等问题，保证危

化品数据的实时可信。

2. 二维码技术

二维码技术在整个管理系统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危化

品由供货商供货后，危化品管理员负责对每瓶药品统一生成二维

码标签。一旦生成，这个标签就像身份证一样，与每一瓶药品是

一一对应的，并且包含了该瓶药品的所有信息。用扫码器或者手

机对二维码进行扫码，可实现药品的出入库、信息查询、核销等

操作。

二维码标签除了作为药品的身份标签外，还应作为药品关键

信息的显示卡。危化品的关键信息，如危化品种类（如易制毒、

易制爆、剧毒等），属性（如强氧化性、强酸性），使用或保存

注意事项（如避光、低温）。如图 2 所示，为乙醚的二维码标签。

图 2 乙醚的二维码标签示意图

（三）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按照上述平台设定的流程，进行危化品管理，可保证相关工

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但是，该体系若不加以约束和监督，只靠人

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依然很难实现危化品真正意义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因此，根据以往的危化品管理经验以及想要达到的危化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目标，在一些环节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

1. 申购危化品时，当该老师实验室储存的危化品试剂量大于

一定量（如每室不能超过 50kg），不予申购。

2. 危化品使用完，不核销或者不进行“三废”处理，不予申购。

设置该条限制条件的目的在于督促使用者规范及时处理危化品“三

废”和危化品空瓶。

3. 某种化学试剂若长时间未核销，不能重复购置该试剂。化

学试剂长时间（如 1 年）未核销，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使用频率低，

使用量较小，这种试剂信息可录入低频使用库。二是已使用完，

忘记核销，说明使用者没有形成核销的意识，这样也不能达到我

们设想的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目标，也不利于管理员掌握危

化品的实际使用情况，所以在使用者完成空瓶核销前，将不予重

复申购该试剂。

以上限制条件的设置，时刻都在警醒督促老师和学生，规范

申购、使用危化品。当然，这些限制条件需要编入平台的后台程序，

靠人机交互完成，而不是靠管理员人工督促。只有这样，把每一

个小环节严格把控好，危化品管理体系更为完善，才能真正地达

到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目标。

（四）管理平台的其他功能

除了上述功能，平台还应具有以下功能：

1. 统计功能对每一个流程的危化品情况进行统计，包含全套

的危化品信息，如编号、药品名、纯度、规格、厂家、生产批号、

危化品分类、入库人、领用人、出库日期、核销日期等。

2. 查询功能可用关键字检索危化品库存情况、使用情况等。

3. 下载功能可下载危化品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知识。

三、危化品管理体系产生的预期效益

（一）危化品精细化管理

该管理体系是一个集法制、技术、人员管理和监督的综合性

管理平台。它可以实现每一瓶危化品在申购、领用、“三废”处

理及核销为主的整个生命周期均处于受控状态，确保最基本的也

是最难实现的危化品账物相符。同时，采用该系统对危化品实行

精细化管理，更契合高校危化品频繁购买和频繁使用的特点，加

上平台的监督和约束，使危化品每一个环节均在受控范围内。此外，

该系统的强大查询功能，为相应的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技术

支持。一旦有危化品相关的安全事故发生，可快速地通过系统进

行溯源。

（二）可扩展用于常规药品的管理

高校二级学院药品量巨大，而且几乎都是各实验室分散管理，

不仅造成大量的浪费，也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安全隐患。就四川

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来说，每年会购入上万瓶化学试剂，

但同时每年因为过期、失效、标签损坏等作为“三废”处理掉的，

就有上千瓶。这样不仅浪费，而且也为“三废”处理造成了极大

的负担。这都是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管理造成的。若将危化

品管理系统扩展用于常规药品的管理，将每瓶化学药品都贴上二

维码标签，可以使整个学院的化学试剂储存和使用量数据清晰明

了，有利于化学试剂的高效利用，做到尽量不浪费，减轻“三废”

处理负担，实现化学药品的统筹规划。

四、结语

实验室安全重中之重，危化品由于其自身安全隐患高的特殊

性，是实验室安全的核心。建立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

过互联网 + 二维码技术，在电脑端和手机端分别通过 OA 平台和

APP 实现人机交互的方式进行危化品的申购、领用、“三废”处

理及核销等烦琐的步骤。该体系的搭建，为高校危化品的管理提

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提高危化品的管理效率，规范危化品数据

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需要不断地总结和学习

经验，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才能为实验室安全高效地运行提供坚

实的技术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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