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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应急管理

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普恒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红宇、卫宏远、刘义、刘月月、郝琳、马文川、陈思凝、李运才、朱振兴、王树华、

太文哲、徐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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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引导化学化工实验室建立规范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指导化学化工实验室正确开展安全管理工

作，降低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率，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制定了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包括人员管理、化学品管理、仪器／设备管理、设施管

理、环境管理、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应急管理等内容，为化学化工实验室建立规范的安全管理体系

提供依据。

本标准旨在通过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进行事前预防和控制，提升化学化工实验室本质安全管理水

平，防范实验室安全事故。

本标准在现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标准的基础上，借鉴了国外先进的化学化工实验室

安全管理经验以及相关的管理体系编制而成。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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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化工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规定了与实验室活动相关的人

员、化学品、仪器／设备、设施、环境、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以及应急处理等安全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化工实验室，其他涉及化学品的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１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２部分：物理因素

ＧＢ１００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ＧＢ／Ｔ２０９９．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２０９９．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器具插座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１３５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ＧＢ／Ｔ１１６５１—２００８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ＧＢ１３４９５．１—２０１５　消防安全标志　第１部分：标志

ＧＢ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７９４５—２０１０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ＧＢ１８５９７—２００１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２５２０１—２０１０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ＧＢ／Ｔ２９６３９—２０１３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ＧＢ／Ｔ２９５１０—２０１３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ＧＢ３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２９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ＧＢ／Ｔ３１１９０—２０１４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４５２５—２０１７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２０１８版）

ＧＢ５００１９—２０１５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８４—２０１７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１６—２０１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０—２００５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６６—２００７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６１—２０１７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７３６—２０１２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９７４—２０１４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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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１２５１—２０１７　

ＡＱ／Ｔ３０５２—２０１５　

ＡＱ／Ｔ４２７４—２０１６　

ＨＪ２０２５—２０１２　

ＪＧＪ９１—２０１９　

３　术语和定义

。

３．１　

化学化工实验室　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犪狀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犻犲狊

、 、 。

注： 、 、 （ ）、 ，

。

３．２　

危险化学品　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 、 、 、 ， 、 、 。

３．３　

有毒物质　狆狅犻狊狅狀狊

、 。

３．４　

有害物质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狊

。

３．５　

气瓶　犵犪狊犮狔犾犻狀犱犲狉

３０００Ｌ， 。

３．６　

禁忌物料　犻狀犮狅犿狆犪狋犻犫犾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 。

３．７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犳犲狋狔犱犪狋犪狊犺犲犲狋；犕犛犇犛

、 、

（ 、 、 、 、 ） 。

３．８　

实验室废弃物　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狑犪狊狋犲

、 。

３．９　

个体防护装备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 、 、 。

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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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犺犪狕犪狉犱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发现并识别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以及作业环境中存在的各类危险有害因素，

采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对危害因素进行控制和治理，并持续提升控制手段的方法和过程。

３．１１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犾犪狀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３．１２　

　狉犻狊犽

发生危险时间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的严重性的组合。

３．１３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３．１２）进行评估，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接受

予以确定的过程。

４　

４．１　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维持安全管理体系，编制安全管理手册、标准操作指导书以及记录表单。安

全管理手册为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是描述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安全管理及促进改进的必

需文件。标准操作指导书是安全管理体系有效实施的重要文件之一，是完成各项管理活动所需的操作

规程。记录表单是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管理活动的原始证据，用于安全管理体系运行中信息的记

载、传递和运行情况的证实。

４．２　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应传达至实验室全部人员，并要求其获取、理解和执行。

４．３　由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对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管理体系的宣传与贯彻，并定期组织对安全管理

体系进行审核及改进，保存相关记录。

４．４　实验室应建立和维持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的所有文件，包括安全管理手册、标准操作指导书、记录表

单等。

４．５　实验室制定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应有唯一性标识

、 。 ， ， ，

�N ¦急 急验室应建定
存册有管所关记管而 人并安效实安全管括括程维关括操组验室安必全管理 识 应而作 室验室急

全管 危 的 全册 记的动事册唯的
验室应必 应

理 件表 管 安全管理 验
全 先 先 先 穿 传 传 施记管理 记



的职责，识别对安全管理体系的偏离，以及采取预防或减少这些偏离的措施。

）　制定对安全有影响的所有管理、操作和监督人员的职责、权利和相互关系的制度。

）　由熟悉实验室活动和安全要求的安全监督人员对实验室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安全监督。赋予

安全监督人员应履行包括评估和报告活动风险、制定和实施安全保障及应急措施、阻止不安全

行为或活动的职责。

）　确保实验室人员知晓实验室的安全要求和安全风险。确保人员在其活动的区域承担安全方面

的责任和义务，避免因个人原因产生安全隐患或造成安全事故。

５４　实验室最高管理者对实验室安全和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负责。

５５　实验室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方式做出承诺：

）　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要求；

）　为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设施和设备、技能和

技术、医疗保障、财力资源；

）　明确安全管理人员作用、分配职责、授予权力，提供有效的安全管理，并形成文件和建立沟通

机制。

５６　应在最高管理层中明确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并赋予其以下职责和权限：

）　建立、实施和运行安全管理体系；

）　向实验室最高管理者提交安全绩效报告，以供评审，并为改进体系提供依据。

５７　实验室应建立沟通和报告机制，包括：

）　在实验室内部不同层次和职能部门间进行内部沟通；

）　与进入实验室场所的外来人员进行沟通；

）　接收、记录和回应来自外部相关方的沟通；

）　安全风险隐患及事故事件的报告机制。

５８　实验室应建立实验室安全的全员参与机制。实验室人员可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参与实验室安全相

关的活动：

）　标准操作指导书等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和讨论；

）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和确定风险控制措施；

）　提出安全隐患及改进建议；

）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及事故事件的调查；

）　安全方针目标的制定和评审；

）　商讨影响安全的因素；

）　担任员工安全事务代表；

）　应急演练；

）　对外来人员进行安全告知、培训和指导等。

５９　实验室上一级部门或主管部门应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委员会，安全管理部门／委员会应有实验室危

险源清单，化学品采购、使用、贮存和处理（回收、销毁等）台账与气瓶台账，并按时进行周期性安全检查，

定期进行针对性安全检查，安全检查内容应全面，检查记录至少有效保存 年。

：周期性检查主要有年度检查、季度检查、月度检查、周检查和日常检查等，针对性检查主要有全面检查、专项检

查等。

犜／犆犆犛犃犛００５—２０１９



６　人员管理

６１　人员能力

６１１　实验室应配备足够的人员确保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并确保实验室人员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能

力。从事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６１２　实验室应确保工作人员清楚所从事的工作可能遇到的危险，包括：

）　危险源的种类和性质；

）　使用的化学品、仪器／设备、环境等的危险特性；

）　可能导致的危害及后果；

）　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

６２　人员培训

６２１　实验室应制定相应的安全培训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和维护培训、实验室仪

器／设备相关培训、应急培训，保留培训记录并对培训有效性进行评价，评价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６２２　实验室应确保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包括外部人员）经过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和维护

培训、实验室仪器／设备相关培训等并明确实验室安全规定、风险和程序。

６２３　应组织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及相关人员分析、查找和学习本单位出现的安全风险隐患和事故事

件，进行整改并保存所有相关记录。

６２４　对新员工或新生做好“三级”（进入单位、部门／课题组、实验室）安全教育及考核并保存相关记

录；岗位／工位／工种调整、长时间歇工后上岗前也应做好相应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６３　人员监督

６３１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或安全监督人员应对实验室人员进行适当的监督。

６３２　实验室所有人员均有权对他人（包括内部员工、承包商和外来人员）进行监督，若发现有违反安

全规定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并上报实验室最高管理者。

６４　人员授权

６４１　实验室应规定安全管理体系中各岗位职责并进行人员授权或任命。

６４２　实验室应实行全员安全责任制，所有员工均应明确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中的职责并做出相关

承诺。

７　化学品管理

７１　分类

化学品按其危险性分为 大类 项：

）　理化危险（

传 穿 穿 传 穿 传 穿 穿 传 传
实 性



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

复接触、吸入危险。

ｃ）　环境危险（２项）：危害水生环境、危害臭氧层。

其具体分类和标签规范详见ＧＢ３００００．２～ ＧＢ３００００．２９。

７．２　采购

７．２．１　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中应有采购、验收、贮存、使用和处理化学品（包括压缩气体、易制毒、易制

爆和剧毒化学品）的管理程序。

７．２．２　实验室应建立化学品（包括气瓶）采购、使用、贮存和处理（回收、销毁等）台账，并保留所有相关

记录。气瓶使用台账可记录使用前后气体压力值，若持续使用气瓶，可每天记录一次。

７．２．３　实验室应从具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厂家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采购

危险化学品。

７．２．４　实验室采购危险化学品时，应索取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以下简称“一书一签”），不得采

购无“一书一签”的危险化学品。

７．２．５　实验室应从具有气瓶充装许可证的单位采购瓶装气体。

７．２．６　实验室采购易制毒、易制爆和剧毒化学品时，应严格按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７．３　验收

７．３．１　实验室应严格检查化学品名称、数量、包装、“一书一签”，确认完好后登记入库贮存。

７．３．２　气瓶应按照规定进行漆色、标注气体名称和涂刷横条。

７．３．３　气瓶上应有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规定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

７．３．４　使用的气瓶应有合格证，并应由有资质的气瓶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验，且在检验有效期内，合格

证和检验报告由产权单位保留。

７．４　贮存

７．４．１　贮存危险化学品应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的规定。

７．４．２　实验室应设置符合安全、消防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房间贮存危险化学品，该房间内用电设备、通

排风设施、输配电线路、灯具、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识等都应满足相关要求。

７．４．３　贮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建筑，应安装避雷设施，具体遵照ＧＢ５００５７的要求。

７．４．４　除贮存化学品房间外，每间实验室内存放的除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剧毒化学品和爆炸品以外的

危险化学品总量不应超过１Ｌ／ｍ２ 或１ｋｇ／ｍ
２，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０．５Ｌ／ｍ２

或０．５ｋｇ／ｍ
２，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２５Ｌ或２５ｋｇ。

７．４．５　实验室除贮存化学品房间外，其他房间暂时存放在安全柜或试剂柜以外的危化品总量液体不得

超过０．２Ｌ／ｍ２、固体不得超过０．２ｋｇ／ｍ
２；实验台化学试剂架上应只暂放当天用量，用完后应放回安全

柜或试剂柜中。

７．４．６　危险化学品应参照相关规定进行贮存，且不得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

７．４．７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应与爆炸物品、氧化剂、易燃物品、自燃物品、腐蚀性物品隔离贮存。盛装

液化气体的容器属压力容器的，应有压力表、安全阀、紧急切断装置，并定期检查，不得超装。

７．４．８　易燃气体不得与助燃气体、剧毒气体同存；氧气不得与油脂混合贮存；易燃液体、遇湿易燃物品、

易燃固体不得与氧化剂混合贮存；氧化剂应单独存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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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９　有毒、有害物质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场所，不得露天存放，不得接近酸类物质；腐蚀性物

品，包装应严密，严禁泄漏，严禁与液化气体和其他物品共存。

７．４．１０　实验室化学品柜上应有信息牌说明存放的类别、名称和数量。

７．４．１１　危险化学品入库后应定期检查，发现化学品容器未关紧、破损、渗漏、标签不完整等时，应及时

处理。

７．４．１２　危险化学品贮存区域的温度、湿度应严格控制，发现变化及时调整。

７．４．１３　贮存化学品的房间应有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且便于查看和索取；操作人员应掌握危险

化学品的基本特性和应急处理方法。

７．４．１４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５２５—２０１７的相关规定。

７．４．１５　气瓶应放置于阴凉处的气瓶储存区域中，并牢固固定。

７．４．１６　气瓶宜配有防震圈。

７．４．１７　不同种类的气瓶放置在同一气瓶柜之前应考虑两种气体的相互影响。

７．４．１８　需要在气瓶柜外使用的气瓶应直立固定在专用支架上。

７．４．１９　氧气气瓶不能与乙炔、ＣＯ、ＣＨ４ 等可燃性气体气瓶混放。

７．４．２０　ＨＣｌ、Ｈ２Ｓ、Ｃｌ２、ＣＯ等有毒、有害气体（低浓度的标准气体、计量用气体除外）气瓶应单独存放并

在不远处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７．４．２１　操作人员应保证气瓶在正常环境温度下使用，防止意外受热。不应将气瓶靠近热源，安放气瓶

的地点周围１０ｍ范围内，不应进行有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

７．４．２２　严禁在化学品储存房间和化学品储存柜内存放其他杂物。

７．５　使用

７．５．１　领用及使用危险化学品应填写领用及使用记录。

７．５．２　易制毒、易制爆与剧毒化学品的领取，应由两人以当日实验的用量领取，如有剩余应在当日退

回，并填写相关记录。

７．５．３　使用易制毒、易制爆与剧毒化学品时，应有两人以上方可进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操作时应

考虑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并按照仪器／设备操作规程执行。

７．５．４　取用化学品时，应轻拿轻放，防止震动、撞击、倾倒和颠覆；用后应及时盖紧原瓶盖；禁止用手直

接取用化学品；禁止化学品入口或直接接近瓶口鉴别。

７．５．５　气瓶应注明气体种类，并在气瓶柜或气瓶上设置“使用中”和“未使用”标识。

７．５．６　气瓶应有阀门手轮或活扳手，气体管路连接根据介质的性质选用适当的材质，如使用铜、不锈钢

等金属管线，或聚四氟乙烯、ＰＥＥＫ等塑料管线，并定期进行泄漏检查。

７．５．７　气瓶不使用时应安装上安全保护帽。

８　仪器／设备管理

８

使



等状态标识。

８．２．２　所有涉及高温、低温、用电、易燃物、危险化学品等的仪器／设备相关部位均应有相应的安全警示

标识。

８．３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所有仪器／设备尤其是高温、高速、强磁、低温等仪器／设备附近应有标准操作指导书。

８．４　仪器／设备使用授权

８．４．１　实验室应建立仪器／设备管理台账。

８．４．２　所有仪器／设备均应由通过培训考核的授权使用人进行使用，且应定期对授权使用人的能力进

行评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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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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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　气瓶柜应定期做相关检验，包括但不限于：柜体外观有无损伤；柜体是否牢固稳定；门锁是否灵

活；距火源等不安全因素的距离是否符合要求；如有电控功能、报警系统、排风系统等，应进行功能性核

查。保存相关检验或试验记录。

９．３．４　存放剧毒或高毒气体的气瓶柜应连接到通风装置。

９．４　安全冲洗装置

９．４．１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应配置紧急喷淋装置和洗眼器且应有使用说明或图示。

９．４．２　紧急喷淋和洗眼器装置安装地点与工作区域之间畅通，距离不超过１５ｍ，安装位置合适，拉杆位

置合适、方向正确。

９．４．３　紧急喷淋装置应安装围堰，防止冲洗水外溢。

９．４．４　紧急喷淋装置水管总阀处常开状，喷淋头下方无障碍物，不能以普通淋浴装置代替紧急喷淋

装置。

９．４．５　洗眼器应接入生活用水管道，水量水压适中（喷出高度１０ｃｍ～３０ｃｍ），水流畅通平稳。

９．４．６　紧急喷淋装置和洗眼器应至少每周冲洗一次。

９．４．７　实验室应每半年至少一次对紧急喷淋装置和洗眼器进行功能有效性核查并保存核查记录。

９．５　防爆与防静电设施

９．５．１　属于爆炸性气体环境０２区或爆炸性粉尘环境２０２２区的实验室，包括通风橱、照明、

气仪表

等均应使用相应防爆等级的防爆设备

；配备相应的防静电措施，操作人员应避免穿易产生静电的内外服

装；并不得使用明火加热和电炉。

９．５．２　使用低闪点、 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实验室应配备防爆冰箱。

９．５．３　设计专用于储存易燃液体或易燃气体的房间或区域，除非经过特殊的评估或论证，否则至少应

按照气体危险区域２ 区的要求进行防爆电器选型及安装。

９．５．４　实验室应定期核查防爆设施与防静电设施的功能有效性并保存相关记录。

９．６　消防设施

９．６．１　新建实验室的建设要求可参照ＪＧＪ９１—２０１９。

９．６．２　实验室所在楼或楼层应通过消防单位或第三方消防机构的安全评估，合格后方可使用，并保存

消防单位评估记录。

９．６．３　实验室应按照ＧＢ５０９７４—２０１４的要求保证消防给水及配备消火栓系统；实验室所在建筑的防

烟排烟系统应符合

ＧＢ５１２５１

—

２０１７的要求

。

９．６．４　实验室所在楼或楼层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和ＧＢ１７９４５—

２０１０的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标识应满足ＧＢ１３４９５．１—２０１５的相关要求。

９．６．５　实验室应配备充足有效的消防设施，定期检查有效期并及时更换。

９．６．６　实验室应按可能出现的火灾类型和危险等级配备灭火器，且灭火器的配置类型、规格、数量及其

设置位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４０—２００５的相关要求。

９．６．７　实验室消防指示信息应齐全，墙上高



水时间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８４—２０１７的要求；其维护管理应满足ＧＢ５０２６１—２０１７的要求。

９．６．１０　实验室应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消防演练或培训，并保存消防演练或培训记录。

９．６．１１　实验室应按照ＧＢ２５２０１—２０１０的要求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

９．７　电气设备

９．７．１　实验室应有电源总闸，停止工作时，应关闭总闸门。以楼层为控制单元的，在电源总闸上应明示

控制开关的区域。

９．７．２　实验室电器插头和连接用插头应符合ＧＢ１００２和ＧＢ２０９９．１～２０９９．２。

９．７．３　实验室所有电气设备应正确接地，所有电线都处于良好状态，无开裂、脆化、磨损现象。

９．７．４　禁止电线横穿地板。

９．７．５　所有电机应有过载保护或热继电器保护。

９．７．６　电机外壳应有明显的安全警示。

９．７．７　高温电器如高温马弗炉、电热烘箱等不得放置在木质或合成材料桌面上，并在电器明显处应有

“高温”“防烫”“触电危险”等标识牌。

９．７．８　加热电器的接线端子等应处于封闭状态，不能裸露。

９．７．９　大功率电器应有过载保护、漏电保护、单独地线。

９．７．１０　实验室应有独立配电箱或配线盒，墙面配电箱／盒采用带盖封闭式。

９．７．１１　配线箱／盒应从楼层或房间内的配电柜连接。

９．７．１２　实验室电容量应与用电设备功率匹配，电源插座应固定。

９．７．１３　插座、插头、接线板符合国家质量认证的合格产品。

９．７．１４　不得乱拉临时电线，套接接线板。固定电源插座应保持完整无损坏，避免多台设备使用共同的

电源插座。接线板和插座的配制应满足所用电气设备的负荷。

９．７．１５　配电柜、接线盒等过载保护器后引出的电线，应用硬线管保护。

９．７．１６　电线宜布置在线廊、塑料管或蛇皮管内。

９．７．１７　无防护管保护的电线，应用软管保护。

９．７．１８　软电线宜固定在设备或框架上。

９．７．１９　通风橱内不宜设置或放置插座、插头、接线板。

１０　环境管理

１０．１　安全标识

１０．１．１　实验室所在楼或楼层均应设置符合安全疏散要求的安全出口，且实验室房门距最近安全出口

的距离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的规定。

１０．１．２　实验室房间门应向安全出口方向开启，且１．５ｍ范围内不应有任何障碍物。

１０．１．３　实验室显著位置应有应急疏散图，所在楼道应有安全方位标识。

１０．１．４　实验室的实验区和非实验区，防护区和非防护区均应有明显的分隔标识线。

１０．１．５　实验室门口应有安全信息牌，至少应包括实验室危害类型、个体防护要求、气瓶种类与数量、安

全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１０．１．６　实验室全部工作场所应有明显的危险源标识，包括剧毒品、放射性强磁、病原微生物、同位素等

高危场所，应有明显的警示标识。

１０．１．７　实验室各房间门内外应有明显的进、出标识。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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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８　实验室贮存柜或抽屉上应贴有内部存放所有物品的标签，且标签与物品信息应一致。

１０．１．９　实验室所有工作场所应有清楚、明显和统一的标识，如安全警示标识、安全防护标识等。

１０．２　

１０．２．１　实验室的固定办公区域应与实验操作区域隔离；如实验室内设置有临时记录区，应设置在靠近

安全出口的位置。

１０．２．２　实验室门应保持关闭状态，以隔绝火与烟。

１０．２．３　实验室应有应急出入措施，供电失灵时应能打开电子门锁，各房间有备用应急钥匙并统一

管理。

１０．２．４　实验室外的公共区域不得堆放仪器、物品等；楼道紧急出口不得上锁，保证所有出口通道畅通

无阻。

１０．２．５　危险材料、化学品贮存柜、气瓶禁止放于实验室主要出口附近。

１０．２．６　废旧物品和仪器应及时进行报废处理。

１０．２．７　甲、乙类危险物品不得储存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１０．２．８　实验室人员在实验室所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包括化学物质、粉尘和生物因素，其在实验室空

气中的浓度应不超过ＧＢＺ２．１所规定的限值。

１０．２．９　实验室人员在实验室所接触的物理因素，包括：超高频辐射、高频电磁场、工频电场、激光辐射、

噪声等，应不超过ＧＢＺ２．２所规定的限值。

１０．２．１０　实验室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应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进行定期检测，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

进行应急监测。

１１　安 风 辨 估

１１．１　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维持程序，以持续进行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应对实验室的所有工作进行

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

１１．２　实验室应系统识别实验室活动所有阶段可预见的危险源，识别所有与各类活动相关的可预见的

危险，如机械、电气、高温、低温、火灾、噪声、毒物、辐射、化学等危险；或与任务不直接相关的可预见的危

险，如实验室突然停电、停水、自然灾害等特殊状态下的安全。

１１．３　实验室应从化学品、人员、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方面进行危险源辨识。

１１．４　风险评估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ａ）　常规和非常规活动，包括新引入的化学品危害及安全措施、新开放或引入的化学反应或工

艺等；

ｂ）　正常工作时间和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所进行的活动；

ｃ）　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的活动；

ｄ）　人员因素，包括行为、能力、身体状况、可能影响工作的压力等；

ｅ）　源自工作场所外的活动，对实验室内人员的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ｆ）　工作场所附近，相邻区域的实验室相关活动对其产生的风险；

ｇ）　工作场所的设施、设备和材料，无论是本实验室还是外界提供的；

ｈ）　实验室功能



ｋ）　实验室结构和布局、区域功能、设备安装、运行程序和组织结果，以及人员的适应性；

ｌ）　本实验室或相关实验室已发生的安全事故。

１１．５　发生以下情况时，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ａ）　采用新的设备、材料、方法、环境、人员发生变化或改变实验室结构的功能时；

ｂ）　包括物质存储或使用的实验室分区执行的任务发生改变之前；

ｃ）　变更工作流程时；

ｄ）　发生事故后。

１２　安全风险管控

１２．１　管控原则

１２．１．１　实验室应根据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２．１．２　在控制风险时，宜采用风险分级管控，控制顺序如下：

ａ）　消除来自实验室的危险源；

ｂ）　采用替代物或替代方法来减少风险；

ｃ）　隔离危险源来控制风险；

ｄ）　应用工程控制、抑制或减少接触，例如局部排风通风；

ｅ）　采用安全工作行为最小化接触，包括改变工作方法；

ｆ）　在采用其他的有效控制危险源的方法不可行时，使用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以上措施仍无法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应再次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直至停止工作。

１２．２　一般性风险管控

１２．２．１　实验室内严禁饮食，严禁吸烟。

１２．２．２　实验室特定区域如化学品存放处、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处、气瓶存放处等严禁烟火。

１２．２．３　实验室应配备足够、有效且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包括但不限于：实验服、护目镜、防护面罩、防

护口罩、防毒面具、安全帽、防护手套；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要求和选用规范应分别参照ＧＢ／Ｔ２９５１０—

２０１３和ＧＢ／Ｔ１１６５１—２００８。

１２．２．４　实验人员应按规定穿戴防护服、长裤、手套、护目镜、口罩等必要的防护用具，在有化学品沾染

或转动部件卷入风险的情况下长发应盘发或戴帽，不得穿高跟鞋、凉鞋、拖鞋、短裤、短裙等露手腕、脚踝

部位的衣服进入实验室。

１２．２．５　危险物品和设备不得放于走廊上。

１２．２．６　实验室所有人员均应明确所在岗位所必需的防护。

１２．２．７　实验室公共区域应配备必需的防护设施和设备。

１２．２．８　实验室现场人员包括本单位、外访、供应商等在所有工作时间正确穿戴个体防护装备。

１２．２．９　所有物品使用完后应放回指定储存或回收位置。

１２．３　化学品风险管控

１２．３．１　使用化学品时，应按化学品的危害程度，选择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１２．３．２　化学品的移取、称量、操作应根据其危害性在通风橱、平衡通风罩（ＶＢＥ）、手套箱内或特定的区

域进行。

１２．３．３　使用易燃、易爆气体的房间，应根据气体可燃性或危险性安装相应的可燃气体报警器。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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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实验室废弃物风险管控

１２．４．１　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应分类统一收集、管理，并由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１２．４．２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应按照ＧＢ／Ｔ３１１９０—２０１４的要求进行分类、收集、贮存、日常管理等。

１２．４．３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按照ＧＢ１８５９７—２００１、ＨＪ２０２５—２０１２的要求进行收集、贮存和处置等。

１２．４．４　实验室应编制废弃物收集的标准操作指导书，并保留废弃物收集、转运与处理记录。

１２．４．５　废液和废化学品应按照性质，用无破损且不会被废液腐蚀、溶解／溶胀的容器进行收集。瓶上

应有废液标签，标明废液成分、组成、质量或体积、酸碱性、危害性、日期等信息。

１２．４．６　固体废弃物应包装好后粘贴废弃物标签，明确固体物成分、组成、质量、危害性、日期等信息。

１２．４．７　实验室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气，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１２．４．８　在实验室内处理有毒、有害、不稳定化学品、自燃化学品、氧化物等危险化学品之前应对处理的

方法进行安全评估，并编制专项处置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处理过程安全可控，处理人员应严格按照处

理方法进行操作。

１２．４．９　泄漏或渗漏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应放置在合适的托盘或容器内迅速移至安全区域进行

处理。

１２．４．１０　实验室废弃物存放处应有明显标识。

１２．４．１１　下述（不仅限于）所列的废液不应互相混合：

ａ）　过氧化物与有机物；

ｂ）　氰化物、硫化物、次氯酸盐与酸；

ｃ）　盐酸、氢氟酸等挥发性酸与不挥发性酸；

ｄ）　浓硫酸、磺酸、羟基酸、聚磷酸等酸类与其他的酸；

ｅ）　铵盐、挥发性胺与碱。

１２．４．１２　应设置专门的尖锐物回收盒收集废弃的尖利物品，如：针头、刀片、破碎玻璃器皿或仪器等。

１２．５　玻璃器具风险管控

１２．５．１　不同种类的玻璃器具应分类存放，不得与其他物品混放，存放处的外壁应有标签写明种类和

数量。

１２．５．２　所有玻璃器具使用时，应选择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１２．５．３　玻璃器具被加热时，应有防护板或隔离板。

１２．５．４　使用明火加热或电炉直接加热玻璃容器时，应有透明保护罩或戴防护罩。

１２．５．５　明火或电炉不能加热装有机物的敞口玻璃容器。

１２．６　仪器／设备风险管控

１２．６．１　反应器、分离等金属设备的取样口、连接口等部位应有防护板。

１２．６．２　有马达、皮带轮、轴承等转动部件，应有封闭金属防护网或防护罩。

１２．６．３　仪器／设备操作时，应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１２．７　其他风险管控

１２．７．１　对于产生噪声危害的设备，应进行降噪处理，操作人员应进行听力防护。

１２．７．２　使用危险性、腐蚀性、可燃性气体房间，未经许可不应使用明火或电炉加热。

１２．７．３　实验室应配备紧急医疗用品急救药箱，包括但不限于：创可贴、碘伏、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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