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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6 月25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

工作的意见》,要求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进一步加强高校实验室安
全建设。随着全国高校加快 “双一流”建设，各个学校都在积极
筹划并实现新时期下的发展蓝图，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求：“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
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高校实验室规模不断
扩大，但实验室的安全问题却一直不容乐观，相关学者从逻辑角度
分析认为，实验室安全事故频频多发与安全意识的淡薄有关系，而
安全文化的缺失是安全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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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最早是在1988年国际核安全咨询小组的“核电安全
的基本原则”中被提出的，它是指在生产创造过程中以人为本，以
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高校安全文化则是以全校师生为本，在学
校的科研、教学生活中，以保障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目标所
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安全文化体系的完善不
仅能未雨绸缪，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还能够亡羊补牢，在事故
发生后减少人员伤害和物质损失。

1　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及安全文化体系现状分析
实验室是高校学习和科研的重要场所，与老师和学生科研

学习息息相关。高校科研实验室具有设备资产集中、人员结构

表1     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信息统计表 复杂、高级人才集结、人员流动大及危
险源多样等特点，因此高校科研实验室
安全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
实验室安全事故每年都在发生，灾、中
毒、爆炸等事故频频发生，这些事故给
国家、学校、家庭和个人造成了不可估
量且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2]。

1.1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调查
据统计，2010 年以前，我国高校

每年因为实验室爆炸和火灾等事故导致
死伤的人数不计其数，因实验室化学试
剂发生的火灾事故占工业事故总数的百
分比高达26.7%。2010年以后，高校对实
验室安全的重视程度终于开始有所加强，
多条高校实验室安全标准文件先后颁布，
高校实验室事故的数量也因此有效降低。
然而实验事故仍在每年发生。下表是对
近几年网络新闻发布的高校实验室安全
事故信息进行的详细调查和归纳。（表1）

可以看出，上述实验事故造成的后
果大都较为严重，其事故原因大致可以
归纳为四类：实验人员操作不当、实验
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实验安全设备欠缺
以及安全管理不到位。而这些原因，皆
属于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建设的内容。
由此可见，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
系建设，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保障
全体师生生命安全，是高校实验室管
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1.2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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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文化”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145篇学术期刊，以“实
验室安全文化+体系”为进行高级检索，得到学术期刊共63条，
加入限定词“高校”进行检索，剔除则只有54条，可见国内在高
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建设方面甚至在整个社会实验室安全文化
体系方面的研究都颇为贫瘠。对现有的安全文化建设体系，主要
以发布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为主进行研究，谭小平、师琳等提出
了“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构建，从管理、领
导、管理与师生、学生主体这四个层面构建了实验室安全文化新
体系；崔锦峰,郝大鹏等人提出了“五个一工程”的实验室安全文
化体系，构建了“三级九阶”安全责任体系，将责任层层划分到
校级、院处级和室级；聂立华,何御舟等人提出了从预防、教育、
建立严格的安全准入制度和安全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来建设实验
室文化体系。张振南等人将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分为安全物质文
化、安全管理文化、安全精神文化以及安全行为文化四方面。梳
理研究文献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实验室安全文化仅仅为为一
种精神、意识文化，没有将其进行细分，少数研究者将安全文化
分为了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因此文章在前人基础上将实验室安
全文化建设物质层、文化层、精神层、制度层、规范层的具体建
设进行细分，并提出“实验室安全氛围文化”概念，并认为其在
整个体系中起到串联整个体系的作用。细分后的安全文化即实验
室安全管理评价体系，更易与实际管理工作对标发现不足。

2　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的构建思路以及其各个层面之间的

关系如图所示：

图1      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结构图

2.1培养实验室安全精神文化
实验室安全精神文化是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顶层部分，它

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形成和提高安全管理文化、行为文
化以及物质文化的原因和基础，是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中最难实
现的部分。安全精神文化培养应当分为两个部分：

（1）明确高校安全精神文化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指
导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
以“安全第一,生命至上”为理念,目标是引导和教育全校师生树
立科学的安全观，做到生命无小事，最终实现实验室本质安全，达
到实验室零伤亡伤害。

（2）制定长期有效的安全精神文化培养计划。安全精神文化
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事情，不是一份文件，一次课
堂，一场讲座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培养深入人心的实验室安全
精神文化，全校师生需要从先进的理论武装，生动的安全教育

培训、正确的舆论引导、鲜明的事故案例四个方面全方位进行长
期有效的培养。

2.2健全实验室安全制度文化
健全的实验室安全制度不仅仅包括实验室准入制度，还应当

贯穿整个实验过程，在每个阶段都用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约束。因
此，应当配套设置实验前准入制度，实验中操作制度，实验后清
理检查制度。实验前准入制度。各专业还可以根据自身学科特点
制订相应的辅助管理制度。实验前准入制度包括实验人员、实验
仪器及用品的准入，确保实验人员通过了各种针对性的培训与考
试,实验仪器及用品完全全符合安全规范，满足各项量化指标。实
验中操作制度则是确保实验过程中的各项操作符合规范,并对突发
事故制定及时有效的处理办法。实验后清理检查制度则科学地处
理实验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固态废物，尽量减少对实验室人和
物以及环境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实验废物的危害，对水、电、气、
以及仪器使用后要固定安排检查。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应常抓不
懈,要具备常态化、针对性、周期性、随机性的检查制度。如签订
安全管理责任书，将管理责任按校、院、实验室分管下去，共同
实施安全检查和管理责任。

2.3保障实验室安全物质文化
物质是文化的基础，实验室物质文化是其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中的表层部分，是保障安全文化的载体。所有的意识、制度和氛
围等文化建设最终需要落实到物质和行动上面来，如高楼大厦的
地基，金字塔的底层，如果物质上没有保障，那么大厦则会摇摇
欲坠，体系建设则落实不到实处。实验室物质文化由实验室里各
种基础设施、各种仪器设备以及由其创造的产品等共同组成物质
文化形态。而安全规范的实验室则应该具备的物质条件包括合理
的布局、先进安全的仪器设备、环境保护设施完备、安全防护设
施健全等四个方面。

合理的布局是指实验室的整体结构设置要以以“安全第一”
为前提，如水、电、气以及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位置和走向要安全
与便捷，应急与疏散的通道与空间要严格检查，确保随时保持畅
通；定期安排责任人对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实验室无
老化落后，更新安全环保的实验设备，避免因为设备老旧而引起
实验室安全隐患问题；环境保护设施包括安装通风设施，可以加
快空气的流动，保障空气质量，降低实验室气体污染的程度。配
备废液、废物回收桶和处理器，分类回收各种实验室废物，如实
验室不能自行处理则外包给有资质的废物处理公司，防止乱排放
废物废水和有毒化学物品对环境产生危害。

3　结语
高校实验室安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个不断

探索，并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的过程，文章从培养实
验室安全精神文化、健全实验室安全制度文化、保障实验室安全
物质文化、营造实验室安全氛围文化、规范实验室安全行为文化
这五个层面构建的实验室安全体系需要在后续工作中不断实践并
检测，配备长效保障机制，符合高校科研实验室管理实际，真正
确保实验室环境安全、和谐与稳定，确保学校科研工作顺利开展，
为高校“双一流”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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