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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多数地方高校化学实验室在安全和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文章通过详细分析实

验室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消防措施、通风系统、进出管理，以及实验室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等多个方

面，揭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同时，文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包括增强实验室使用者

的安全教育，优化实验室的基础设施，探索实施分级管理，以及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管理模式等，旨

在提升实验室的安全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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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jor challenges and issues faced by chemistry laboratories in most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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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safety and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existing prob-
lems by analyzing the safety consciousness of laboratory users, fire safety measures, ventilation sys-
tems, acces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laborat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practical improvement pla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laboratory users, optimiz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laboratory,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and introducing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
agement modes, so as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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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成为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的话题。特别是对于化学实验室，由于涉及多样性的化学品和复杂的实验操作，其安全管理更显复杂和

重要。各地高校作为培养未来科学技术人才的摇篮，其实验室的安全不仅关系到师生的生命健康，还直

接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实验室安全与管理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系统性问题，它不仅涵盖具体的实验操作安全，还包括实

验室的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持等方面[1]。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诸多问题和挑战仍然存在。师

生的安全意识、实验室的通风系统、消防安全措施，以及进出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

需要引起重视。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详细探讨地方高校化学实验室当前面临的管理和安全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和方案。我们将对实验室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实验室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以及

现代科技在实验室安全与管理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

我们希望能为高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推动实验室安全与管理向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希望

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行动，共同推动高校实验室成为一个安全、高效、创新的学习

和研究环境。 

2. 当前地方实验室普遍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安全意识淡薄 

无硕士点的高校中，本科生作为实验室的主要使用者，其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直接影响着实验室的

安全和效率。虽然他们对学术探索充满热情，但在日常实验操作中，自我防护和安全操作意识的缺乏成

为一个突出问题。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时，对自我防护措施的重视不够。面对各类化学品和实验器材，

正确的操作技能和防护措施的运用是保证个人和实验室整体安全的前提。但目前，部分学生在实验过程

中忽视了这一点，未能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执行，也未能充分利用防护器材，如手套、护目镜等。废

弃物处理方式也反映出学生安全意识的不足。缺乏有效的废弃物分类和处理知识，有时导致化学废弃物

的不当处理，这对实验室环境和人员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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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防措施不完善 

在多数地方院校的实验室中，安全防护措施的完备性显得尤为关键，特别是在充满各类化学试剂和

潜在危险的环境里。然而，一个普遍和紧迫的问题是消防设施的明显缺乏和老旧。在这些院校中，实验

室内基本消防工具如灭火器、干砂、灭火毯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未能达到满足紧急情况下的标准。灭火

器经常由于存放时间过长而缺乏定期的维护和检查，其在紧急情况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实验室普遍缺乏烟雾和火灾报警器。没有及时有效的报警系统意味着在火灾初起时，

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无法得到及时的保障，增加了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风险。 

2.3. 通风问题突显：实验室与公共药品存放室 

在多数地方高校的实验楼栋，通风问题是一项常被忽视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实验室和公共药品存放

室作为学术研究和实验教学的核心区域，尤其受此问题困扰。出于安全考虑，学校管理者往往采取强制

措施限制实验室窗户的开启范围，楼道窗户亦然，这无疑加剧了整个楼层的空气流通困境。在这种情况

下，每当实施涉及强烈气味或有毒气体释放的实验时，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受限的通风条件导致气味和

气体迅速充斥整个楼层，甚至影响到整栋楼的空气质量。由于缺乏有效的通风途径，这些有害气体和气

味难以迅速消散。这样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不仅影响学生、教职工的健康和安全，更可能对实验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造成影响。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学生和教职工可能面临各种健康问题，包括但不

限于呼吸困难、头晕、恶心等。另外，公共药品存放室，这个负责存储整个学院或专业所需化学药品的

重要区域，也面临类似的通风问题。大量不同类型的化学药品储存在同一空间内，其挥发出的有毒、有

害气体在陈旧、不足的通风条件下无法得到有效排放。这不仅增加了实验室人员的健康风险，也对整个

楼栋的空气质量和安全构成威胁。 

2.4. 安全管理漏洞：缺失的门禁与监控系统 

在承担着重要化学教学和实验任务的教学楼中，安全管理显得尤为关键。这些楼宇内部存储着大量

的危险化学品和精密仪器设备，理论上应该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门禁和监控

系统的缺失，使得这些敏感和危险区域的安全隐患得不到有效控制。在多数高校中，这些教学楼对所有

人几乎是敞开的。缺乏有效的门禁系统意味着无论是否接受过相关安全培训的人都可以轻易进入。这无

疑增加了学生、教职员工及实验设备的安全风险。在这样的管理环境下，即便加强单个实验室的门禁也

显得捉襟见肘，整体的安全管理机制被忽视成为了根本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监控系统的缺乏使得实验

楼内和实验室的动态无法得到实时监控，形成了一个安全盲区。在无监控的环境下，一旦发生设备故障、

化学品泄漏或火灾等紧急情况，及时发现和响应的能力将大大减弱。这不仅增加了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的风险，也让事后的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变得困难重重。这种安全管理的缺失不仅是对学生和教职员工

个人安全的忽视，也是对地方高校财产和声誉的潜在威胁。 

2.5. 进出管理不严：实验室安全风险增加 

在多数地方高校，实验室进出管理的规范与严格直接关联着整个学院的安全和有效运作。然而，现

行的管理体系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标准。学生和教师的进出登记行为缺乏规范性，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实

验室的日常管理，更直接升高了安全风险。学生是实验室的主要使用者，但由于安全意识和责任感的不

足，进出登记经常被忽视或是执行不当。缺乏准确和完整的登记信息，使得管理者难以准确掌握实验室

的实时使用状态，也阻碍了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和有效响应。教师在占用公共实验室进行研究或教学活动

时，也常常忽视进出登记的重要性。这不仅干扰了实验室的正常管理和调度，而且无疑增加了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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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公共教学实验室在夜间未被妥善关闭和锁定，这种情况的频发不仅将贵重设备和化

学品暴露于盗窃和滥用的风险中，也增加了火灾和其他安全事故的概率。 
在识别和分析了这五个关键问题后，我们认识到为了确保实验室的安全、高效和可持续运作，必须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接下来，我们将提出针对每个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以便高校能够采取

行动，改善现状，为学生、教职工和整个学术社区创建一个更安全、更有益的实验环境。 

3. 应对措施及方案 

3.1. 综合教育与严格考核两手抓 

加强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应具备全面和多层面的特质，致力于确保实验室内每个成员能够充分理解和

实践安全准则。首先，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内容需丰富和多样化，包含定期的理论教育、实践操作培训以

及模拟安全演练，以确保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深入传授。其次，学院可以加强安全文化的推广，通过教育

和实践，使安全意识融入实验室的日常运作，同时鼓励成员间的安全经验和知识分享。 
安全手册的制定和分发是实验室安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2]。每个实验室成员都应该收到一份详细

的安全手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的安全规定、紧急响应程序、化学品的安全存储和处理等方面的

信息。安全手册需要定期更新，以确保其内容与最新的安全标准和技术保持一致。并且，实验室人员应

定期进行安全手册的学习和复习，以确保每个人都能牢记并执行这些安全准则。 
通过在课程设置上的创新和拓展，高校有机会赋予实验室安全教育更广泛的覆盖面和深度。引入实

验室安全的公选课不仅能丰富学生的学术体验，更能在校园文化中培育出对安全的重视和尊重[3]。这种

教育模式能够使得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安全知识和应对技巧，从而大大降低实

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此外，这门公选课也可以开放给非理工科的学生，将安全教育延伸到更广泛的群

体。通过公选课的方式，不仅传递技术和技能，更传递一种对待实验和科学的态度和文化。在这样的教

育模式下，每个人都将成为实验室安全的积极参与者和守护者，这无疑会为整个学术环境的健康和安全

作出积极贡献。 
为确保实验室的安全操作，引入严格的考核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所有希望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

需要经过全面的安全培训和考核。这项考核将覆盖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确保每个人都具备充足的安全

意识和操作能力。只有在通过这样的考核后，学生和工作人员才被允许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4]。
这不仅强化了安全管理，还确保了每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能自觉地回顾和遵循安全规程，确保自身和

他人的安全。 
这些新的安全教育措施旨在建立一种全面的安全文化，其中每个成员都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

保障自我和他人的安全。通过制定和实施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朝着建立一个安全、高效和有序的实验室

环境迈进。 

3.2. 实验室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升级 

在现代化的高校实验室管理中，“互联网 + 实验室”模式和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策略相结合，已被

证明是提升实验室操作效率和安全性的有效手段[5]。在“互联网 + 实验室”模式中，实时数据监控和

分析成为实验室安全和效率的关键。实验室环境参数、设备状态及实验过程都可以实时监控，数据实时

传输至中央管理平台，实现对实验室状况的实时掌控[6]。 
高效的门禁和监控系统是实验室安全的基石。门禁系统通过生物识别和 IC 卡技术，不仅确保了实验

室安全，还能实现对实验室人员进出的精确管理。监控系统采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实时监控并自

动识别异常情况，为实验室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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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实验室”模式也促成了远程实验室访问和控制的实现。实验室的管理者和学生都可以通

过在线平台进行实验室预约、查询实验数据和远程监控实验室状况，使实验室管理和使用更为高效[7]。 
综合数据管理平台的建立，允许整合来自门禁、监控和其他各种系统的数据。通过深入分析和挖掘

这些大数据，实验室管理将更加精细，安全隐患将被进一步减少。 

3.3. 调整管理策略与完善基础设施 

高校化学实验室面临着不少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挑战。其中，“一刀切”的管理策略和基础设施的缺

陷，特别是通风和照明系统，成为了改进的焦点。 
针对通风问题，考虑到多数地区特有的气候条件，固定性的管理规定，例如“离开实验室必须关窗”，

可能并不总是适用。实验室内存储的大量化学溶剂和有毒物质需要一个更灵活、科学的通风方案以保持

空气质量，并确保实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基础设施方面，实验室楼道的照明也需要重点改进。适当的

照明不仅影响实验操作的准确性，还直接关联到实验人员的安全。维护和升级照明设备，以及确保窗户

的良好状态和易于开启，都是必要的改进措施。对于公共药品储存室，其通风设备的更新和升级是刻不

容缓的。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实验人员的健康，更是为了确保实验室内空气质量满足安全和健康的标准。

火灾安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虽然实验室配备了一定的灭火设备，但设备的定期检查和维护也同

样重要。考虑到实验室内可能发生的不同类型的火灾，增设多种类型的灭火设备并保持其良好工作状态，

是每个实验室必备的安全措施。 

3.4. 探讨分级管理实验室的可能性 

多数高校当前的实验室管理模式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但仍有提升空间。其中，实

验室的分级管理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尝试的方向。通过将实验室按照危险源的不同种类和程度进行分级，

可以实现更精细、更有针对性的管理，从而进一步提升实验室的安全性和效率。 
实验室的危险源包括不同类型和数量的危化品、高压气瓶、生物危害物质等。这些危险源的管理需

要根据其具体特点和风险程度来进行。一个初步的思路是，可以将实验室按照危险源的类型和数量进行

分类，例如，按照危化品的存储量和种类、高压钢瓶的数量和压力等进行分级[8]。 
根据级别对实验室分级管理。分级管理的目的是实现对不同级别危险源的差异化管理。对于高危险

级别的实验室，可以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例如增强门禁和监控系统，加强安全培训和应急响应能力；

对于中、低危险级别的实验室，则可以相应地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9]。 
以下是一个分级管理的示例方案： 
一级实验室(高危)：对于存储有大量危险化学品或高压气瓶的实验室，需要设置严格的入场和操作准

入标准，加强实时监控，确保及时响应任何可能的安全事故。 
二级实验室(中危)：针对存储有中等数量危险物质的实验室，可以实行适中的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实

验室使用者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 
三级实验室(低危)：对于风险较低的实验室，实施基本的安全管理措施，通过定期的安全检查和培训

来保持实验室的安全状态。 
这种分级管理的模式需要根据实验室的具体情况进行定制和调整，确保各级实验室的管理措施既具

备针对性，又具有可行性。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多数地方高校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和管理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我们发现，实验室使用者的安

全意识缺失、消防和通风设施不完善、实验室进出管理不规范等是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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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安全教育、完善消防和通风设施、引入分级管理和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等多方面的

改进措施。通过实施这些措施，我们有望建立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实验室环境，不仅能保障实验人员

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也能促进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希望本文的研究和建议能为地方高校实验室

的安全与管理改进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认为开放、合作和创新是实现目

标的关键。实验室的改进需要学院、实验室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同时，需要借鉴国内外

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也需要勇于创新，不断适应和满足实验室发展和变化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

每一次探讨和改进都是有价值的尝试，都将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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