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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实践措施的分析,发现当前管理体系存在制

度不完善、人员安全意识不足、监控技术相对滞后等问题。建议高校应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人员培训力

度,引入智能监控技术,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国际交流,以提升危化品管理水平,保障实验室安全。 

[关键词] 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Changquan Rao  Xiaohua Jiang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practical measures of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university laboratories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system, insufficient safety awareness of personnel, and backward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troduc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echnology, improve the emergency plan,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laboratories. Keywords: University laboratory; Hazardous chemical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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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是高校实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

职业素养、技能大赛、发明创新的基地。近年来,随着学校的发

展,重点项目增多,科研队伍也不断增大,实验室所用到的危险

化学品也越来越多,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管控面临挑战。这些危

化品因其易燃、易爆、有毒等性质,若管理不当极易触发严重安

全事故,对师生的生命安全以及实验室资产构成重大威胁。因此,

提升高校实验室对危化品的管理水平,对于确保实验室安全环

境,以及推动科研和教学活动的平稳开展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

全面分析现阶段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现状及其所面临

的难题,同时寻求有效的管理方法,以期对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

品的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1 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的现状问题分析 

1.1危化品的定义与分类 

危化品,即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化学品。其定义依

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GHS)进行。危化品分类方法多样,主要包括物理危害、

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三大类[1]。物理危害涉及爆炸物、易燃气

体、氧化剂等；健康危害涵盖急性毒性、皮肤腐蚀等；环境危

害则指对水体、土壤等造成污染的物质[2]。在高校实验室中,

危化品广泛应用于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的实验教学和科研

活动中。如化学实验室中的酸、碱、有机溶剂等,生物实验室中

的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样本,物理实验室中的放射性同位素等。

正确分类和管理危化品,对保障实验室安全、保护师生健康至关

重要。 

1.2高校实验室在危化品管理存在问题 

近些年来,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不善引发的事故时有发

生。2016年,某高校化学实验室因危化品存放不当引发爆炸,造

成1人死亡、3人重伤,实验室损毁严重[3]。2018年,另一高校生

物实验室危化品泄漏,导致多名师生中毒,实验室被迫关闭数

月。这些案例暴露出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问题是必须严重关

注并且应该想法解决的问题。综合多方资料及本人多年的危化

品管理经验,总结出危化品管理问题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操作

环节：危化品的采购→存放→使用→回收,如图一。 

危化品管理出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理

制度不健全,导致危化品采购、存储、使用、回收等关键环节有

漏洞,缺乏规范性[4],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详尽的记录体

系；二是宣传工作不到位,师生安全意识淡薄,对危化品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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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足；三是管理方式比较陈旧,设施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

管理效率不高；四是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面对突发事故反应迟缓,

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因此,加强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提高监管力度,增强人员安全意识,提升

智能化管理水平,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01
采购环节

存在私下采购或向无经营资质公司采购危化品。

02
存放环节

危化品混放,存放地和存储设备不符合安监标准。

03
使用环节

没有登记或登记不详细,危化品去向不明。

04
回收环节

危化品废液或废弃品没有回收处理。

 

图一  危化品管理出问题的环节 

2 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的实践措施 

2.1制度建设与规范化管理 

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工作中,保障危化品的安全存放与

使用是核心任务。首要任务是确立详尽的危化品管理制度,这涉

及采购、存储、使用及废弃等各个流程的操作细则。制度中必

须包含危化品的分类标准、标识方法、安全数据表的编写与更

新流程,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同时,实验室需落实危化品

管理的责任体系,清晰界定各级管理人员与实验室人员的职责

范围,确保每个流程环节均有专人负责,形成严密的管理闭环。另

外,还需定期审视并更新危化品管理制度,以契合最新的法规要

求和技术进步。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升实验室危化品管理的规

范水平与效能,从而有效减少安全隐患。 

2.2人员培训与安全教育 

通过系统的培训,实验室工作人员能够深入理解危化品的

性质、潜在风险以及相应的安全管理规定,从而在实际操作中更

加谨慎和规范。安全教育不仅包括理论知识的传授,还应涵盖实

际操作技能的培养,如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紧急情况下的应

急处置等。我们发现定期的安全演练能够提高实验室人员对突

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确保在真实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措

施,减少危化品事故的发生。因此,高校应将实验室人员的培训

与安全教育工作置于重要位置,视其为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可或

缺的一环,通过持续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层次,来不断强化安

全防范能力,保障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5]。 

2.3危化品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应用 

危化品智能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有效解决危化品

管理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刷脸登录智能管理系统,在操作平台选

择试剂供应商(均有资质)下单采购,到货后进行危化品入库,危

化品先在智能系统上先标签绑定,打印并贴好RFID标签,再放入

相应的符合安监标准的试剂柜,危化品领用、归还和回收都是通

过扫描RFID标签来进行,危化品的管理原则上要做到当日领取

当日归还,归还放回于指定库位。高校危化品实验室应配置具备

防火、防爆、防泄漏、防静电等功能专用的危化品存储柜,确保

危化品安全存储。安装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危化品的状态和

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及时发现异常并预警。利

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危化品的溯源管理,通过RFID标签追踪危化

品的流向,确保信息的透明和可追溯。引入自动化操作系统,减

少人工操作带来的风险,提高危化品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通过

这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高校实验室危化品

的管理水平,保障实验室的安全运行。有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训

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再加上智能化管理系统,危化品的管理水平

和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6]。 

 

图二  危化品智能化管理平台 

2.4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处理 

 

图三   应急联动机制流程图 

2.4.1制定应急预案系统。完备的应急预案能在危化品泄

漏、火灾等紧急情况下,使实验室人员能迅速且有条不紊地进行

紧急处理,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事故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健全的

应急预案系统,涵盖事故预警、应急响应、事故处置、事后复原

等各个步骤。该预案应清晰划分各相关部门与人员的职责,以保

障在突发情况下能立即激活应急程序。高校危化品实验室要

定期更新和优化应急预案,以应对实验室环境和危化品种类

的变化。 

2.4.2紧急培训和演习。高校危化品实验室应配备必要的应

急设备和物资,如消防器材、防护服、急救包等,以保障应急处

置的顺利进行[7]。高校危化品实验室通过周期性的紧急演习,

提升实验室人员对紧急预案的熟悉度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实

验室人员需学习并掌握基础的紧急应对知识和技能,例如处理

危化品泄漏、火灾逃生等。 

2.4.3应急联动机制。学院应急联动机制流程如图三。如个

别学生实训受轻伤,实训室处理好后并通知学工办关注一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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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群体性事件或出现泄漏事故,要立即上报校职能室,并及时

和周边医疗机构、消防部门联系,联合应对突发事件。所以高校

危化品实验室应加强与周边医疗机构、消防部门等的联系和合

作,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和效果。 

高校危化品实验室应重视事故调查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管理体系。 

2.5国际合作与经验借鉴 

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分析全球范围内的优秀案例与经验,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做法和成功的管理策略。欧盟通过严

格的化学品法规(REACH)对危化品进行监管,要求企业对化学品

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这种法规的制

定和执行为高校实验室提供了明确的管理指南和法律依据。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ILO)等国际组

织,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信息交流,帮助各国提高危化品

管理能力。高校实验室可以借鉴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加强

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危化品管理水平[8]。 

3 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领域迎来了

新的机遇与挑战。高校实验室危化品管理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提高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如履薄冰,

要努力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形势；另一方面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系

统的前瞻性和反应速度,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支撑,为危化品的

管理效率和安全性提供创新方法和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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