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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laboratory, such as strengthening safety training, refining th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reasing the input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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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类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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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在分析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加强安全培训、细化管理机构及规章制度、增加信息化
建设投入等以改善高校实验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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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室是高校硬件设施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兼具了

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功能，因此实验室安全管

理是高校实验室建设发展和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

响着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威胁着师生工作人员的人身

安全，甚至对高校和社会的安全稳定都会有不同程度地影响。

近年来，多所高校由于实验室安全管理不规范、实验人员操

作不当、试验设备及线路老旧等原因，引起了实验室爆炸、

起火等事故，导致人员的伤亡、资料的损毁时有发生，所造

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是保障实验室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不断下

发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的文件，并大力组织开展深

层次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中国政府对高校实验室安

全管理工作的重视度日益增加，也对高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严格要求。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确保实验室安全、有序、高效地运行，成为高校实验室管理

的当务之急。

2 机电类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特点

中国机电类实验室在管理的过程当中，部分单位会以研

究入员或者是学生学习发展需要作为使用导向，给他们创造

一个较早接触到科学、实验的机会。一些机电类实验室，不

光对研究员、博士生、研究生等研究人员开放，对于在校的

本科生、专科生开放，这些主要是高校的实验室。从这方面

【作者简介】张海霞（1986-），女，研究生学历，现任职于

西安交通大学，从事实验技术研究。邮箱：zhanghaixia1104 

@xjtu.edu.cn。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5i6.6790



39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卷·第 06 期·2021 年 03 月

体现高校实验室的另一个特征，即对内部分开放。由于现在

高校扩招，使得学生人数剧增，但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通

常又赶不上实际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

好把实验室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同时也是以后解决实验室管理和发展困境的一条途径。

2.1 实验人员涉及广，培训管理难度大

高校机电实验室涉及的学科、专业广，几乎涵盖了理工

科所有专业。其工作的内容多种多样，有本科基础教学工作、

不同类型的科研实验工作以及一些面向校内或社会的开放性

服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包括实验教师、本科生、研究生、

研究生导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本科生教学面向全校理工科，

每学年所服务人次高达几千次，研究生的流动性也较大，对

于人员的培训工作难度相对较大。

2.2 设备、材料类型复杂、安全管理内容繁杂

机电类实验室的实验设备材料主要包括机械设备、电

气电工设备、压力容器、危险化纤、军工科研设备等类型，

这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且安全管理标准也不尽

相同。

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内容也极其繁杂，包括有：实验室基

础条件的安全管理（如房屋、水电、环境等）；实验室设备

使用维护方面的安全管理（如仪器设备操作的培训、设备软

硬件的维护）；特种设备及气罐等带有燃爆隐患的安全管理

（如焊机、氮气罐等）；实验室特殊材料及危险化学品的采

购管理（易爆粉尘、腐蚀性、酸性液体等）。在安全管理的

过程中，如何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全面排查隐患，确保

实验室的安全稳定，成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一大难题。

2.3 智能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强

随着中国对教育科研事业投入的增加，高校实验室的规

模、数量都实现了阶梯式的发展，设备仪器的自动化、智能

化对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多数机械设备

装置已经不仅是机械部分了，还增加了电气、电信、计算机

等多学科部分，无论是设备管理员还是设备使用人员，对其

综合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3 机电类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安全教育不足、安全意识淡薄

高校安全教育工作针对的对象有教师、专业工作人员和

学生。目前，对教师的安全教育工作多是以次数有限的讲座

形式完成，无法形成系统，对其安全意识的培养作用甚微；

专业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任务重，时间和精力无法支撑其接

受全面、规范的实验室安全技能培训；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还

处于任课教师直接课堂培训，无专业人员的直接指导培训 [1]。

在这样的安全教育模式下，无法使师生及工作人员形成强烈

的安全意识，且存在“重科研教学、轻安全环保”的现象，

导致其对事故的防范意识不强，个人安全防护及应急事故处

理能力欠缺。

3.2 安全管理机制可操作性不强

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制度往往并未随着教育事业的发

展而更改，无法做到“以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的主动干

预模式，管理机制可操作性较差 [2]，无法落实。高校实验室

安全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人员职责不同，对安全管理

尺度、观点不一致，难以协调，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

出现管理盲区。校、院、系三级安全管理结构模糊不清、权

责交叉盲点过多，使得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存在领导多且互

相推诿责任，管理力度低、责任不明确，监督随意、无法长

期保障等风险。

尽管中国省市以及学校对高校实验室管理出台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但其落实到实际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身上，往往大

打折扣。师生在实验过程中存在我行我素，对实验的安全性

评审、危险性作业、宣传教育、安全管理制度置之不顾，对

这些规章制度不学习、不执行，使得规章制度如同虚设。

3.3 安全工作资金、人力投入不足

在高校资源分配的时候，教学与科研占据绝大部分，

对于安全方面，往往只停留在宣传和检查的层面，忽视基

础设施的投入。随着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试验设备逐

步更新，实验场地无法满足其要求，经常会出现仪器与仪

器之间的间隔过小，未能满足其安全距离要求，甚至很多

实验室的安全通道被占据，消防设施和应急设施也未能起

到应有的作用。

高校实验室目前很少有专职安全人员，多为兼职，其

本身安全技能知识就不完善，安全工作也只是其工作的一个

从属部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都

由校办、保卫处、实验室管理处来负责，形成了管理部门多，

体制相对松懈的局面。这些处室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又各有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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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各部门权限不一、职责不一，有交叉、有盲点，在实际

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三不管”现象，导致事故隐患的存在。

4 机电类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建议

4.1 安全教育层次化、全面化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安全事故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3]，

因此应将对人员的安全培训放在首位，且应着重提高对非流

动人员的安全素质培训。

对人员的培训必须进行细化分类，且需附加一定的强制

性，以增强所有人员的安全意识。将实验安全培训的对象分

为四大类：导师类教师、实验类教师、学生。其中，教师类

是属于非流动人员。以往通常只注重学生的安全培训，而忽

略教师类的安全培训，教师作为非流动人员，其安全知识的

储备和安全意识的强弱很大程度决定了其学生的安全素养，

所以将教师类的安全培训作为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的重点，

势在必行 [4]。

将实验安全培训内容分为常规性培训和专业性培训。常

规性培训包括防火培训、人身防护设备使用培训等，应是全

校范围内的普及培训，面想全校教职工及全体学生。专业性

培训包括特种设备、罐装气体、特殊化学试剂、放射性物质、

电气等方面的安全培训，应请相关专业的人员进行针对性强

的培训。培训方式可以采用下几种方式进行。

4.1.1 课程式培训

建立“在线实验室安全培训系统”，有专职安全人员负

责维护管理，并实时更新系统知识库，主要涉及内容为常规

性培训（包括防火培训、人身防护设备使用培训等），要求

全校师生在每学期开学后自由选择时间，进行线上学习、考核，

并实时后台监测，只有通过考核的人员，才能参加其他方式

的培训，培训效果被认可后才能进行相关教学科研活动。

4.1.2 实验室安排培训

各个实验室根据实验室自身的特点，设立专职实验室安

全管理岗，每学期定期对参与实验或预参与实验的人员进行

专业培训，包括基础环境介绍、相关实验室设备的操作规程、

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的解读、重点注意事项等。

4.1.3 导师安排培训

导师应根据学生在学习科研过程中所涉及的设备类型选

择学生应该参加的培训，并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讲座、演示、

实操等方式的培训。确保实验人员掌握设备、器皿、实验材

料的正确使用、存储和应急处理办法。

表 1 人员培训安排参考表

培训方式 导师类教师 实验类教师 本科生 研究生

课程式培训 必选 必选 必选 必选

实验室安排培训 必选 必选 可选 必选（相关实验室）

导师安排培训 必选 可选 可选 必选（相关设备）

通过多层次的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增强实验人员的安

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其安全隐患的警惕性，从第一线解

决实验室安全问题。

4.2 完善管理机制，落实安全责任

欲增强安全管理机制的执行力度，从根本上需要解决安

全管理机构的权威性，以确保相关工作得以统一、协调、规

范地进行 [5]。设立专门的安全管理部门，将实验室安全管理

纳入学校的宏观管理层面，确立“校—院—系”三级安全管

理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明确各个相关职能部门

权责，明确执行主体。并在院—系分设专职安全管理岗位，

取代院级科室或系主任兼任的现象，给予其相应的权利和职

责，要求其直接对实验室安全全面负责，专职负责院—系的

安全管理细节工作，完成对上而下的连接、沟通，形成一种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紧密联系的连锁互保安全责任机制，

保证整个管理链条的连贯。 

健全完备的规章制度是安全管理能够有效实施的重要保

障。目前，多数高校对于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的制定，未能

紧跟实验室发展的步伐，存在落后、遗漏等现象。实验室安

全规章制度的制定也过于泛化，不够具体，应该分多个层面，

有校级层面的整体把控，院级层面具体部署以及系所方面的

针对性较强的微观细节的制定，做到层层负责、传导责任，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管理”的基本原则，加

强管理，落实责任。

4.3 增加安全资金投入，增强信息化建设

实验室的基础硬件设施是保证实验室安全的前提条件，

没有过硬的硬件条件，再高的管理水平也是徒劳。机电实验

室应结合自身条件，投入资金改善实验室的水电、通风、消

防等硬件设施，并在设备购置时，针对其空间的布局进行一

定程度地控制，避免设备拥挤，占用消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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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实验设备、材料、人员等的管理清单靠传统的人力

管理体系无法支撑，实验室环境情况、设备的使用情况、化

学品的采购存储情况、废液的存储处理情况等，无法实现动

态的监控和管理，安全信息滞后。传统管理模式下，人力占

比较大，既要统计基础数据，还要实时监测，耗费其大量的

工作时间，且效果甚微，定期的检查也只能维护当下的短暂

的安全，无法确保时效性。

利用互联网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将所有安全管理人员

加入该信息系统中，实时监控安全工作进展；建立危险源（化

学品、气罐等）的资源库，对其购买途径、使用、存储、废

液处理等情况动态监测，增加审核节点，对过程进行监控，

及时排除隐患。

5 结语

信息化技术在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应用，改变

了传统依靠人工的管理模式，使安全管理向科学化、智能化、

高效化转变，也将成为衡量一所高校实验室管理水平的重要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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