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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当下我校医学生实验室安全知识的认知情况，本研究抽取了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大一学生128名进

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理论学习后，多数受访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知识的认知

程度良好。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消防安全和危化品安全知识的认知度要比生物安全知识好。因此，在后

续的教学改革中需要加强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讲授，对生物安全等级等部分知识点需要完善补充。

高校可以通过优化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内容，构建良好课程体系，以及丰富实验室安全教育知识数

字化资源等途径来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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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laboratory safety knowledge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our school,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128 first-year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surveyed students ha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laboratory safety knowledge, after learning the courses of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ire safety and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know-
ledge than biosafety knowledge. Therefore, in the subsequent teaching reform, 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of laboratory biosafety knowledge, and to add some knowledge points 
such as biosafety levels. Universities could carry out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by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courses, constructing a good curriculum 
system, and enriching digital resources of laboratory safety education knowledge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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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2021)等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后，国

内高等院校对实验室安全教育引起了高度重视，各地方高等院校根据学科特点纷纷开设实验室安全教育

课程。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所学习的专业课程大多数都需要在实验室中开展相关实验

操作。一方面科学实验可以用来验证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们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实验的综合

创新能力，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打下基础。本科阶段，医学生需要进入到化学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病原生物学实验室，机能实验室等不同实验室中学习。在此过程中，会涉及到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

个人安全防护，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动物安全等多种实验室安全问题。特别地，随着后疫情时代到

来，对医生的需求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学医的队伍当中，学医的队伍迅速庞大。与此同时，

在新医科的特殊背景下，医学与工学，医学与理学，医学与信息学，以及医学与人文科学等“医学 + X”

学科的交互融合发展模式给传统医学教育带来了新机遇，也给实验室安全教育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实验

室安全教育课程作为一门非学科专业课程，学时相对较少，因此，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如何有效构建实

验室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和完成高效的知识传递，成为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基于此，为了解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实验室安全教育情况，针对已经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考

核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以了解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知识的认知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完善实验室安

全教育课程和培训体系，为实验室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成都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 2022 级一年级学生，参与调查的学生均已经通过《实验室安全

教育》课程的考核。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危化品安全管理条例》、《病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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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自行设计《实验室安全认知情况

调查》问卷[1]。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实验室安全基础，实验室消防安全，危化品安全以及生物安全等

问题。其中有 17 个题目设置“非常熟悉”，“熟悉”，“一般了解”和“不清楚”4 个选项，依次赋予

3 分，2 分，1 分和 0 分，得分越高，认知度越好。通过比较各题目平均得分来了解学生对相关安全知识

的掌握情况(题目平均分 = 题目总得分/学生总人数，题目平均分越接近 3 分，表明对此部分知识越熟悉)。
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并回收问卷。 

3. 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28 份，有效率 100%。128 名，其中男生 77 人，女生 51 人。临床医学大

一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知识的认知情况结果如下。 

3.1. 实验室安全基础 

实验室安全基础包括对安全规则和安全事故发生原因等方面。结果显示，大多数同学对实验室安全

规则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同时对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原因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选择仪器设备的占 84.3%，

药品试剂 89.8%，实验废弃物 81.3%，水电气 79.7% ，病原生物 79.7%，实验动物 58.6%。不少同学还没

有充分认识实验动物的危险性，实验动物作为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在后续的课程改革中进一步强

调。 

3.2. 实验室消防安全 

此部分调查问卷包括消防灭火器材，安全疏散设施，实验室烧伤处理方式以及实验室火灾应对方法

相关问题。结果显示，该部分问卷的平均得分为 1.87 分，表明多数受访者对实验室消防安全认知情况良

好，对此部分问卷选择不清楚的受访者少于 4%。超过 70%受访学生对灭火器材熟悉或非常熟悉；超过

60%受访学生熟悉或非常熟悉实验室火灾或实验室烧伤的应对方法。而对于实验室应急通道，安全出口

标志等安全疏散设施的认知情况则不如前面两个方面，该题平均得分仅为 1.78 分。 

3.3. 危化品安全 

调查显示，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危化品认知情况平均得分为 1.85 分，大部分学生通过学习实验室安

全知识后对危化品安全有较好的认知情况。其中有 68.7%学生熟悉或非常熟悉通风橱的使用，平均得分

为 1.95 分，在所有问卷中得分最高。其次，93.9%受访同学认识到使用过的危化品需要进行分类储存，

统一回收；然而，对于危化品的概念则掌握欠佳，不足 60%受访者熟悉危化品的概念。 

3.4. 实验室生物安全 

该部分题目平均得分 1.75 分，得分低于消防安全和危化品安全部分的平均分。其中，对生物安全防

护设施的认知情况相对较好，超过 60%学生选择了熟悉或非常熟悉。在此部分题目中，有近 10%的受访

者不清楚感染性废弃物和动物尸体的处理方式，超过 10%的同学表示不清楚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对实

验室生物安全等级，感染性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动物尸体处理方法等问题认知情况较差，平均得分均低

于 1.7 分。临床医学专业大一同学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知识的掌握度有待提高。 

4. 小结与讨论 

4.1. 针对学科特点，优化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内容，构建良好课程体系 

医学专业所涉及到的实验室安全问题众多，往往会需要较多的学时才能达到较好的安全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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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医学类院校给与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的学时通常不足[2]。由于学时有限，实验室安全教育

课程的内容设置上多数只实验室一般知识，消防安全，个人防护，危化品安全与生物安全这几个方面，

对于临床工作或者后续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到的其他安全问题，学生只能通过自学或选学完成。因此，对

于临床医学或护理学等学医学生，需要有针对性地优化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内容，构建良好课程体

系[3]。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应该涵盖医学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学习阶段以及临床工作中可能会涉及的主要

实验室安全问题，有助于学生们提高临床或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安全问题，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

力。从调查结果来看，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理论学习和培训后，多数受访学生对实验室安全知识的认知

程度良好。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消防安全和危化品安全知识的掌握情况要比生物安全知识的掌握度要好。

因此，在后续的教学改革中需要加强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教授，对部分生物安全等级等部分知识点

需要完善补充。 

4.2. 丰富实验室安全教育知识数字化资源，促进第二课堂的建设与发展 

相对于其他专业，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任务较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专业课的学习和考核。

因此，在课堂之余，如何有效地利用学生第二课堂的时间，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也相当重要。在

构建课程体系的同时，需要加强课程资源的建设，构建实验室安全网络平台[4]。例如，可以打造高校数

字实验室安全教育平台，将各学院各部门的特色实验室安全教育资源共享到该平台中，学生可以随时浏

览和学习。在开展交叉学科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操作时，各专业背景的学生们可以方便地获取到不同专业

门类的实验室需要主要的安全问题以及相关的安全技能，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也可以利用微

信平台搭建实验室安全知识订阅号，开发实验室安全教育小程序等来传授实验室安全知识，开展安全教

育[5]。此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开展虚拟仿真考核平台建设，可以在虚拟的实验室环境中，运用所

学的安全理论知识进行实验相关操作，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6]。 

4.3. 各学院部门师生联动，共建良好的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 

实验室的安全运行关系到高校教学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和高校的健康发展。然而，高等院校下属的

二级学院与部门众多，实验室安全问题众多，实验室安全教育不能光靠一门安全教育课程所解决。各学

院各部门需要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来营造整个高校的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例如，保卫处可以定

时组织开展消防演练或消防知识竞赛，宣传实验室消防安全知识；各学院可以通过举办实验室安全教育

主题活动或竞赛，让师生共同参与，学以致用，提高大家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各科研教学实验室可以通

过制度上墙，规范使用实验室安全警示标志，执行老师带班学生值日的相关制度，来规范实验室行为。

同时可以通过在实验室外张贴宣传海报，定时安全知识广播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实验室安全氛围，将实验

室安全的理念融入到在校师生的各个方面，共建良好的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有助于提高师生们的实验

室安全素质，共同维护实验室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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