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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生物安全管理

【摘     要】 兽医微生物实验课是动物医学等学科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课程内容涉及一些人兽共患病的病原微生物，对于医学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但在近些年的兽医微生物实验教学中，由于实验操作不当，导致学生受到微生物或细菌感染等事件较常发生，因此，

加强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安全管理至关重要。本文就将对兽医微生物实验教学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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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微生物学在动物医学、动物检疫、动物药学等专业中
具有重要地位，该课程不仅包括理论知识内容，还需要学生进
行实验操作。在实验中，教师与学生直接对生物样本进行接触，
如果实验行为不规范或是防护措施不到位，就会带来一系列安
全问题。因此，如何在保证兽医微生物学实验课教学效果的同
时避免安全事故，成为了兽医微生物学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问题

兽医微生物学是动物医学、动物检疫、动物药学等专业重
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之一，课程不仅讲授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
且设立有独立的实验操作技能练习， 是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畜禽疾病诊断和预防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国家职业兽医
师考试的必考知识。在当前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着以
下问题：

1.生物安全问题
（1）实验室所用的病原微生物培养物。比如大肠杆菌、沙

门氏菌等，属于常见的人兽共患病的病原微生物 [1]。
（2）实验室中采集的生物样本。生物样本包括动物的血液、

各种分泌物以及一些身体组织等，可能携带有污染的病原微生物。
（3）实验室中所用到的实验动物。比如实验室中常见的小

白鼠、青蛙等，要保证其来源的安全性与洁净。
（4）实验室中有毒有害的试剂。实验室中的有毒有害试剂

比如甲醛、浓硫酸等，要保证其正确使用。
2.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
在当前的兽医微生物实验教学中，存在着制度落实不到位

的问题，一些制度的内容的可操作性较低，一旦发生问题时，
无法依靠相关的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有一些教师未按照规
定进行操作，导致安全事故发生，比如在 2011年，东北农业大
学的老师在带领学生进行山羊动物实验时，未按照生物安全的
流程进行操作，导致 27名学生感染布鲁氏菌病。

3.校方安全培训力度不足
高校师生的安全意识相对较为淡薄，对校园内的安全宣传

标语往往视而不见，对生物安全仅仅是在口头上重视，而在实
践中却忽视了病原微生物无法被肉眼所见这一事实，缺少防护
手段、操作流程也不规范 [2]。整体上对生物安全问题的认识并
不到位，一些院校虽然开设有兽医微生物学实验课，却缺少生
物实验安全教育，在实验教学期间，一些教师或学生不穿白大褂、
实验过程中也未按照要求戴口罩与手套，甚至还有的学生在实
验室吃东西、喝水，对于实验废弃物的处理也并不规范，还有
些学生在上完课后也没有洗手消毒，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4.实验室硬件设施不足
一些高校在资金投入上有限，导致兽医微生物实验室的设

施建设与装修并不完善，缺少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更未配备相
应的生物安全柜、防护服、通风橱等安全设备。此外，高校对
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的数量也配备不足，导致安全管理工作难
以有效展开，这就为实验室安全带来了隐患。

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基于国内高校在兽医微生物学实验室安全管理上的不足之
处，结合相关的科学依据与理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建立起兽
医微生物学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从而促使整个实验教学的安全
性能够更进一步，为广大师生提供安全保障，切实提高教师与
学生的生物安全素养。

1.积极进行生物安全教育培训
在进行实验室工作时，教师的构成需要包括新上岗教师、

轮岗教师与长期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这些教师需要定期接
受生物安全知识的培训，是教师能够真正意识到工作中存在的
风险，从而使教师建立其生物安全意识 [3]。
实验室教师还要定期参与专业实操规范训练，在训练中养

成严谨、安全的实验操作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认真负
责的工作作风。对于学生，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实验室安全教育，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在新生开学时，就需要积极加强入学教育。对相关专

业的学生，积极组织实验室的教师开展安全讲座，并引导学生
观看安全教育视频，或是参观制作的生物安全展板。在完成初
步的安全教育后，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生物安全知识竞赛，并
安排安全试验知识的测试，在完成测试后对学生发布合格证书，
规定必须持有证书才能进入实验室，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使
学生树立起生物安全意识，规范学生的实验行为 [4]。
（2）在进行生物理论教学时，对涉及到兽医微生物学的相

关专业的学生要渗入生物安全知识的解读，使学生能够结合生
物理论知识，对生物安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认识。
（3）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化兽医微生物学实验课中的管

理，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要将实验所学的材料准备到位，

对于部分需要消毒处理的设备与器材（如剪刀、镊子等），要
注重提前对其进行消毒与灭菌。对于实验所学的系统、平皿等
一次性器材，要避免重复使用，而防护材料比如口罩、PET手
套，要筹备充分，对于肥皂、消毒剂等还要注重定期进行更换。
此外，还需要准备一些面前、消炎粉、创可贴等紧急医用物品，
以应对突发情况。对于学生也要做出严格的要求，规范其衣着，
并严禁携带食品、饮料等无关物品进入实验室。
其次，教师在进行实验内容的讲解之前，要对生物安全知

识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规范自身的行为。在进行教学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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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规划与涉及，建立标准的生物安全实验室。首先，在实验
室区域应设立门禁，并搭配视频监控系统，避免随意的进出。
其次，要在设计上将办公区域与实验区域向分离，并设置缓冲
与隔离区域，避免发生感染等问题；还需要建设安全通风处设施、
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等，并配备个人防护装备、消防安全装备、
生物安全应急医药箱等。学校还设立生物安全专项资金，增添
生物安全柜和高压灭菌设施，用于兽医微生物菌种接种及用过
物品如培养材料、动物样本、动物垫料等需要以高压灭菌方式
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生物安全，杜绝安全隐患。

4.积极进行实验室安全检查
实验室安全检查是必不可少环节，通过实验室安全检查可

评估实验室管理水平，管理员是否有安全意识，是否认真负责；
可发现安全隐患，随时指出并要求加以整改；同时还可进行安
全教育，在检查中会发现许多常见易被忽略的问题，检查专家
现场指出问题并进行讲解，既纠正错误又进行安全培训，这也
是最直接的安全教育良机 [7]。
校方可以设立专门的安全专家组，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全面

检查，以确保教学工作的安全进行。在检查后，还要进行总结
报告，并对报告进行复核。在节假日前，也要再次组织安全检
查工作，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是安全检查能够制度化、常态化，
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纠正，避免安全隐患 [8]。

三、结语

综上所述，要加强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全管理，
使教学效果能够得到落实的同时保障生物安全，就需要对当前
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培训力度与
硬件建设中的不足之处具有清晰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
通过对教师进行安全培训、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实验室安
全设施建设，并积极展开安全检查，实现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教
学的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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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尤其规范自身的实验操作，对技术要领与注意事项要重点
进行强调说明；在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时，教师要注重巡视观察，
以避免学生的不当操作，当发现学生操作不规范时要及时进行
制止，并严禁学生喧哗、嬉闹 [5]。
最后，在实验结束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对各种实验产生的

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对针头、剪刀等实验用物品，要用酒精
棉等擦拭干净后在进行高压灭菌，并采取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
对于实验中的各种一次性用品或是含有病原微生物的废水需要
将其收集到带有危险表示的容器之中，并交给学校的专业部门
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还需要做好相应的移交手续记录。在实
验室使用结束后，要安排学生对实验室进行打扫，除了地面的
清理工作外，还需要对实验操作台、垃圾桶、废液缸等进行清理，
并使用消毒液进行消毒。在全部处理完毕后，要打开紫外灯对
实验室进行为期 1小时左右的照射消毒。

2.健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对生物安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国家

层面构建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与制
度保障体系。而随着 202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大规模
传播，生物安全更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这种情况，
各个高校要注重紧跟国家的脚步，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
度，进一步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各个主管部门加强对实验
室的管理，尤其是病毒的管控，以确保生物安全，还要通过改
善各种规章制度使安全管理有据可依。结合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
兽医微生物实验室可以制定以下管理制度：《实验室安全与卫
生管理办法》、《高校实验室责任制度》、《高校实验室工作
规程》、《实验动物微生物检查实施细则》、《实验室废弃物
处理细则》、《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处理细则》等，对实验室
的申请、使用、审验等各个环节的责任能够得以落实，促使整
个实验室管理工作能够规范，避免安全事故 [6]。

3.全面加强实验室硬件设施
校方要注重加强实验室的硬件设施建设，科学的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