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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高职院校实训室现存问题进行调研并分析，总结出影响实训室安全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参照

国家实验室管理条例、各高校实验室管理条例和企业安全管理办法等文献，结合高职院校实训室具体情

况，从实训室人员安全意识、设备保养维护、实时监测信息平台和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方面提出相

应对策及建议，并从设备安全管理、用电安全管理、实训室消防安全管理和实训室内务管理四个方面完

善规章制度，为日后的实训室规范化管理提出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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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room of higher vo-
cational colleges, the key issues affecting the safety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training room are 
summarized. By referring to the national laborator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laboratory man-
agement regulation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s, com-
bined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roo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untermea-
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safety awareness of personnel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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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room, equipment maintenance, real-time monitor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formula-
tion of emergency plans for safety accidents,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improved from four 
aspects of equipment safety management, electricity safety management, fir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room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room,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roo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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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训室作为高职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教学和科研活动的重要任务[1]。高职院校实训室

体量大、设备多，为开展实验教学及科研活动提供了可能。然而，随着师生人数增多，实践教学人数不

断扩大，实训室中多重因素的累加可能产生安全管理中的各样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如同一切事物类似，安全事故也有其发生、发展、消除的过程，因此是可以进行预防的。事故的发

展情况一般可归纳为三大阶段，分别是：孕育–生长–损失[2]。 
孕育阶段是指设备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潜伏着危险。在这一阶段人们能够感受到其存在，但是不能

说出其具体的形式。 
生长阶段大多出现在管理缺陷当中，由于管理体系的缺陷，使得物的不安全状态及人的不安全行为

经常发生，从而形成事故的危险性因素。该阶段人们可以具体指出它的存在，有经验的安全工作者已经

可以预测到事故的发生。 
损失阶段是指可能引发事故的危险因素被偶然触发，从而出现安全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在高职院校实训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将事故消灭在孕育和生长阶段，避免因安全事故而

造成的损失。 

2. 高职院校实训室常见问题 

2.1. 实训室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教育体系不够完善 

无论在国内外，人的操作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危险事故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前现有的系统

及机械故障之中，占比高达 60%~80%的故障是由于人的失误(也即人的不可靠)所引发的。近年来这个比

例还在不断上升[3] [4] [5] [6] [7]。高校实训室安全事故大多是由于实训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管理、对设备

的操作流程不熟练，以及参与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引起的。在实训前部分学生对整个设备系统原理理解不

到位、理论操作流程掌握不牢固、操作要点未熟悉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设备设施操作，这种情况轻则造

成机械设备设施故障损坏，重则造成安全事故。 
二级分院和各专业(群)未针对专业特点和实训项目科学地开展培训和安全教育，仅仅进行通用的安全

常识培训。部分高职院校实训室安全教育部分缺失，未将实训室安全教育设置在教学体系之内，大多高

职学生在进入实训室前未进行过安全培训。部分高职院校进行安全培训，但往往流于形式，或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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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单一，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缺乏符合专业、符合各实训室的实用性安全教育。导致学生对实训室

安全操作重视度不高[8]。 

2.2. 实训室管理人员维护能力欠缺，设备日常维护不到位 

高职院校实训室设备要求定期维护，学校与设备销售产家签订协议后，产家对教师的培训不全面、

对设备的维护不到位。在实训室建设过程中，实训室管理人员、教师参与度低。 
实训室管理员针对设备的保养维护能力欠缺，也未尽到有力的监督作用：例如有些师生做完实验教

学和学习后，针对设备设施和实验器材未及时清洁保养、未及时断电停机、没有按照规定对机器进行维

修检查等，这些都会缩短设备设施器材的使用寿命年限[9]。同时设备维护和维修存在困难，工科类高职

院校实训室中基本都为大型设备，然而存在保修期短、配件价格高、维修费用巨大等问题。而且一旦超

过设备保修期，设备厂家维修工程师上门费用和后期的设备零配件更换费用高昂；实训室设备故障发现

和上报不及时也导致设备故障维修不及时。长此以往，设备可能面临报废的风险。 

2.3. 实训室运作管理缺乏利于全程监控的信息窗口 

现阶段大多高职院校未建立有效的管理平台或管理平台滞后、形同虚设。基本采用较传统的人工管

理，从而导致实训室利用率统计时间过长、计算标准不够明确以及统计数据不够完善等突出问题，使得

各专业实训室的具体使用情况不能被及时的掌握和分析，即人、设备等实训资源管理混乱无序，缺乏有

效的监管。 
高职院校的实训室一般按照各个专业(群)设置，且实训室和实训设施设备按各院系或教研室的形式来

管理，各专业(群)也可能由多间实训室组成。多个实训室之间缺乏统一的信息窗口，资源信息无法有效统

计和共享，形成信息孤岛。学校也难以实时监控和掌握校内各实训室运行实况，导致管理工作效率低下，

同时也不利于实训基地信息资源的数字转化和对外展示[10]。 

2.4. 各项规章制度不完善，实训室人员存在违规操作现象 

高职院校实训室用电设备种类繁杂。例如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内，为保证车站内设备系统数据的正

常上传，通常是 24 小时开机状态。但在高校高职院校实训室中，由于缺少专业设备人员的维护，24 h 的

持续运转难以实现，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引发安全事故。一些实训室的环境条件较差，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通风系统的不完善可能导致实训室内的空气质量不佳。例如，在焊接、电镀等实训过程中，可能

会产生有害气体或粉尘。如果通风系统不足，这些有害物质可能长时间滞留在实训室内，对师生的呼吸

系统和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私拉乱扯电线、违规使用电器、电路设施老化，存在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在实训中的学习体验和安全保障；不适当的温度和湿度可能会对设备和材料产

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实训效果。例如，在湿度过高的环境中，电子设备可能容易受潮，导致性能下降

或故障。若未及时对实训室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检查维修，可能

会发生事故。由于用电安全导致的高校实训室着火事故时有发生[11]。实验人员违规操作、不遵守安全操

作规范，极易造成实训室设备故障，甚至引发安全事故。 
另外由于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在实训室空间有限，而班级教学人数较多时，大量学生在教师讲授

操作过程中拥挤在设备旁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或者教师无暇顾及所有学生时，学生对其他设备胡乱

操作；实训方案与操作规程随意变更可能会导致安全通道堵塞。 
然而，高职院校的安全与环境卫生检查制度、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用电安全管理制度、实训室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实训室内务管理制度等不够完善，未能形成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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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缺少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安全事故一旦发生，事后应急处理的速度直接决定了事故损失的大小，因此，实训室制定实训室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非常有必要。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不全面，未在实训室建设初

期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甚至一些高职院校缺少实训室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12]。 

3. 高职院校实训室安全管理对策 

3.1. 切实完善实训室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安全意识 

安全思想教育在安全教育环节中及其重要，在高职院校的安全培训课程内容中，包涵安全实训政策、

方针、和实训纪律。并且融入行业内生产运营各项规章制度和相关典型事故案例教育等，通过正反两方

面的学习教育使得实训学生、教师及各级管理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预防为主”的

意识，正确处理好安全和实训之间的关系。 
高职院校二级分院应根据本专业学科和专业(群)的特点，重点加强师生员工和外来人员的安全教育培

训，增强安全意识，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只有通过相关部门或所在院系组织的实训室安全教育考试者方

可进入实训室学习、工作。严格建立、落实实训室准入制度。通过信息化技术构建实训室安全管理在线

学习平台，制定并完善相应题库，考试覆盖学生、教师。需将实训室安全理论学习纳入大一新生(五年一

贯制大二新生)人才培养方案中，考试合格后方允许学生进入实训室。学生随时随地在线学习安全知识，

考试灵活便捷。这种模式个性定制，增强安全意识，确保学生安全成长。学校可监督进度，支持全面发

展。每月或每学期进行一次考核，确保巩固安全知识。同时可以在数据库中增加其他学科实训室的安全

管理制度要求，进而在全校范围内推广。 

3.2. 规范实训室人员业务水平，增强设备日常维护能力 

负责实训室安全管理的教师、有实训室授课需求的专任教师、实训室技术人员等应在实训室建设、

设备安装时应全程参与。在设备厂家现场培训时，可以录制保存设备操作与维修要点，以便后期学习掌

握设备的操作及日常保养维护技能。实训室设备操作人员应当接受业务和安全培训，了解设备的性能特

点、熟练掌握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 
学校应设立大型设备专项维修管理基金[13]，以提供全面、系统的设备维护与修复支持。该基金将涵

盖以下方面的费用： 
① 实训室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参与定期的设备维护与维修培训及交流活动。培训内容应包括设备的

基本操作、常见故障排除、维修技巧等。还可以邀请设备厂家或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提高解决

设备问题的能力。通过培训与交流活动，可以增强实训室管理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为学校的实

践教学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靠的支持。 
② 当设备出现超出实训室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解决能力的问题时，需要支付设备厂家上门进行维修

的费用。此外，为了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寿命的延长，还需要厂家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和

维护。 
③ 用于设备后期保养、维修所需的耗材和零配件的资金。包括建立耗材和零配件的库存管理制度，

确保及时补充和更新所需耗材和零配件。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采购和验收流程，确保耗材和零配件

的质量和可靠性。 
④ 定期选派优秀的实训室管理人员或专任教师参加企业实践技能训练和其他高校实践技能培训项

目。参加培训的教师需要将所学的先进技能和培训新知识进行内部再培训，以提升实训室管理队伍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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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训能力。还可以通过与其他高校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提高学校的实践教

学水平。 
通过设立专项维修管理基金，学校能够更加系统地管理和维护大型设备，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使

用寿命的延长。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室的教学质量。此外，通过培训与交流活

动，可以增强实训室管理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为学校的实践教学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靠的支持。 

3.3. 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全覆盖信息监测预警系统 

建立统一的实训室信息监管平台，一方面要加强对信息平台的科学化管理，打造各实训室共享信息

平台。专任教师或学生可以通过现在信息共享平台了解到实训室的空闲状态、设备的使用情况；信息平

台还可以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例如系统开展实训室设备设施操作、维修等培训。同时针对进入实训室

的人进行实名认证，落实责任制度，如设备仪器由于人为因素发生故障，及时追踪责任人；另一方面需

要实训室管理人员在意识层面认识到实训室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在实训室的安全管理方面

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确保实训室监管平台的有效运转。同时设置恰当的反馈机制，使实训室信息监

管平台更加有利有效的为师生服务[14]。 
加强实训室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在实训室配置烟感探测装置、视频摄像头，力争做到在安全事

故发生的第一时间了解现场的情况，从而做到有效的防护措施。后续应针对全覆盖信息检测预警系统进

行智能化改造与升级，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相结合，实时监控实验实训人员，并对不安全行为进行警告，

降低事故风险。 

3.4. 制定完善规章制度，提高学生及老师使用的规范 

3.4.1. 建立健全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一是要加强实训室内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做到定期维护、定期保养，对有安全故障的设备设施要

及时进行报检，另外，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和检修等要有相关记录。二是实训室必须对具有危险性和安

全隐患的设备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尤其是对有潜在危险的设备设施要重点加强管理；对精密仪器

设备、大功率电器设备、利用强电运行的高负荷设备设施要保证接地安全，并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

对超过使用年限的设备设施以及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设备仪器应及时报废处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三

是实训室设备设施操作人员应当接受过操作流程规范和安全教育培训，了解设备的性能特点、熟练掌握

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危险性的特殊设备，须在专职

管理人员同意和现场监管下，方可进行操作。 

3.4.2. 建立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一是必须规范实训室用电管理，按相关规范安装用电设施和设备，定期对实训室的电源进行检查，

排查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并做好相关记录。二是实训室内必须使用空气开关，并配备漏电保护器；

电气设备设施应配备相匹配用电功率的电气元件和负载电线，避免出现超负荷用电；电气和大型用电设

备设施须接地良好，并对电线老化等安全隐患定期机进行检查，确保隐患消除。严禁用潮湿的手接触电

器和用湿布擦电门，擦拭电器设备前应确认电源已全部切断。三是实训室固定电源插座未经允许不得改

线、拆装、，不得乱拉、乱接电线，不得随意使用闸刀开关、花线、木质配电板等。四是实训室禁止使

用电加热电器设备。除非该实训作业需要，并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另外，空调机器、电脑等不得

在无人使用情况下开机运行过夜。 

3.4.3. 建立实训室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包括岗位责任制和学生实验安全守则等，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同时应当落实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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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和措施，保证消防器材定点存放，性能良好，任何人不得损坏、挪作他用。过期的消防器材应

当及时更换。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应保持畅通，禁止堆放杂物。 
实训室管理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知识和相关技能培训，熟悉本岗位的防火要求，掌握所配灭火器

的使用方法，保证安全教学。各单位应当对进入实训室的人员(学生)定期开展防火安全教育。相关职能部

门、二级学院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3.4.4. 完善实训室内务管理制度 
为确保实训室的安全与秩序，每个实训用房都需明确安全责任人，负责监督和执行内务管理规定，

确保实训室的整洁和安全，并制作信息牌置于显眼位置，便于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联系与监督。学校管

理人员定期对实训室内务进行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同时制定明确的内务管理规定，建立卫

生值日制度，保持整洁，合理布局设施设备。此外，实训室需妥善管理安全设施、消防器材与防盗装置，

并定期检查，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同时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师生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3.5. 辨识实训室危险源，建立健全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开展实训室危险源种类调查与评估，在实训室门口张贴危险源种类指示牌[15]。并针对不同种类的危

险源张贴对应安全警示标识。每个实训室还应根据实际情况配置相应消防设施，例如灭火器，并配置紧

急报警按钮[16]。 
为有效预防、及时应对和妥善处理实训实验室突发安全事故，并确保实训室能以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安全运行，保护好实训人员生命及财产安全，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提高师生应对突发安全事

故的应对能力至关重要，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并结合学校实训室的切实情况，来

制定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17]。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 
1) 建立应急小组：成立由实训室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应急小组，负责应对突发安全事

故。 
2)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定期对实训室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 
3) 制定应急预案：根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明确应对措施和责任人。 
4) 开展应急演练：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5) 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对学生和教师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为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学校应定期开展结合学科特点的应急演练。首先，设计针对性

的方案，以增强师生在特定领域的应急处理能力。其次，通过开展校级实训室安全教育培训与考试、讲

座和模拟演练，确保师生掌握基本的火灾逃生技能、急救措施。此外，学校可以模拟实训室火灾等突发

事故，评估师生应对能力，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培训内容和方案。同时，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建

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定期对各项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

加以改进。最后，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安全管理和应急演练活动，形成全员参与、共同防范的良好氛围。

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为清理事故和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创造有利条

件。 

4. 总结语 

在推动高职院校的实训室安全管理过程中，加强实训室师生的安全意识、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

完善信息化监督平台，从而有效地防止实训室事故的发生。遵循“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安全管理原则，保障高职院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序有效进行，推动建设平安、绿色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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