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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安全“三全四有六体系”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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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室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承担着日渐增多的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任务，同时在安全管理中暴露出较多的问题和短板，面临着较

大的管理压力。在综合分析目前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存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套实验室安全管理新思路，通过树立“三全”管理理念，构建“四有”长效机

制，筑牢“六体系”保障措施，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与实践，不断提升管理质量

和水平，营造良好实验室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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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Three Entireties，Four Possessions and
Six Systems”Management for University Laboratory Safety

WANG Maoxina， ZHANG Pingqinga， WANG Xiaoninga， HU Manb， ZHANG Lua， LIU Jianc

( a． Department of Assets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b．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 c．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laborator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of the world． It
undertak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asks． At the same time，it exposes many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safety management and is facing greater pressure on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in colleges，a new set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ideas is put forward． By establishing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Three Entireties”，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of“Four Possessions”，fortifying the safeguard measures of“Six Systems”，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are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which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management，and creats a
good laboratory safe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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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实验室是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
战场之一［1-2］，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对保障师生

生命财产安全、教学科研活动有序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对构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具有深远意义［3-4］。但由

于长期以来，在实验室的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安全管理

存在缺失或滞后，导致出现诸多安全问题，产生安全隐

患［5-7］。实验室安全管理问题是致使隐患产生的主要
根源之一［8］，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需要树立起科学的管

理理念，并配套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通过分析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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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突出问题，针对性提出

了“三全四有六体系”实验室安全管理新思路，对其进

行了详细的阐述，旨在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参

考借鉴，助力提升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

1 实验室安全管理存在主要问题分析

( 1) 重视程度不够。大部分教学科研单位及实验

室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了实验教学和科研成果的产

出，并没有将安全因素作为开展相关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9-10］; 师生从思想认识上没有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工

作足够重视，参与度、积极性不高，仅靠实验室安全管

理人员的力量是不足的［11］。
( 2) 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

在责任体系落实不到位、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两个方

面。①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教学科研单位之间存在

职责分工不明、权责不清，没有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网格化责任体系［12］; ②从时间上来看，学校实验

室安全制度出台多年，许多制度条款已不能满足现阶

段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③还存在制度缺环，没

有覆盖到工作全部。
( 3) 教育培训不系统。学校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

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在常规教育培训形式、内容等方

面还不够多样和全面，实验室安全在内的安全通识课

程的开设还比较少，学习安全知识的主动性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5］。另外，学校、教学科研单位定期开展实

验室突发事故的应急演练次数不足，师生缺少应急处

置、安全自救等方面的实用技能培训［13］。
( 4) 检查整改不闭环。安全检查主要分学校抽

查、教学科研单位自查、实验室日查 3 个层次开展，检

查过后“有头无尾”的现象仍存在，整改落实不积极，

反馈不及时、不规范; 而且隐患整改大多只是针对发现

问题，并没有针对同一类问题进行举一反三整改［14］。
( 5) 保障措施不到位。主要是安全管理队伍建设

和经费投入。①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人员数量不足，

缺少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有不少教学科研单位都由其

他岗位人员兼任，缺乏专业培训和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很难有效开展工作［15］;②还未建立合理的经费分担机

制，学校每年有实验室安全常规经费预算，保证每年的

基 本 投 入，但 教 学 科 研 单 位 缺 少 这 方 面 的 经 费

保障［11］。

2 构建实验室安全“三全四有六体系”管理

学校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以坚持“三全”
管理理念为导向，以构建“四有”长效机制为工作目

标，以筑牢“六体系”保障措施为着力点的实验室安全

管理新思路( 见图 1) ，旨在强化安全管理的计划性、主
动性、协同性，全力打造实验室安全命运共同体，确保

师生医务员工生命安全、教学科研有序开展，维护学校

安全稳定。

图 1 实验室安全“三全四有六体系”管理框架

2． 1 坚持“三全”管理理念

( 1) 全员参与。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实验室安

全工作不仅仅是学校、教学科研单位的事情，更与广大

师生的工作学习研究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要树立主人

翁意识，思想观念由“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

主动学习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技能，共同参与实验室

安全工作。经过广大师生共同努力，全校上下关心实

验室安全、提升安全素质、形成安全工作新局面。
( 2) 全程管理。细化管理、求真务实。从贯彻实

验室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制度执行、培训教育、队伍建

设、督导检查和应急处置等不同维度，对教学、科研实

验活动中人的不安全行为以及物的不安全状态进行全

流程指导、监管，预防为主、安全第一，以服务师生为出

发点，精益求精、严谨务实做好全过程的安全管理。
( 3) 全面管理。分级管理、逐层落实。从学校、教

学科研单位、实验室 3 个不同层面，按照职责分工在各

自层面分别开展监督管理、主体管理及具体管理工作，

各级之间紧密协作、相互配合，切实将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2 构建“四有”长效机制

( 1) 人人有责任。责任是基础。严格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压紧

压实校、院、实验室三级安全责任，逐级签订安全责任

书，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实验室、落实到个人，实现人

人有意识、人人有责任、人人有行动。
( 2) 日常有制度。制度是保障。学校建立校级实

验室安全管理总则及通用性专业管理制度; 教学科研

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特色院( 所) 级安全管

理制度; 实验室建立专业性的安全管理实施细则或规

定、规范要求等。
( 3) 风险有管控。风险是源头。根据危险源的特

性和导致( 引发) 危险的严重程度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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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室安全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管理; 根据不同风险

等级，确定专业化安全管理和预防措施，精准管理、动
态调整，确保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受控范围内［16］。

( 4) 应急有预案。预案是防范。建立完善实验室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学校建立校级实验室安全事

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教学科研单位建立符

合学科特色的院( 所) 级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提

高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和影响。
2． 3 筑牢“六体系”保障措施

( 1) 网格化的责任体系。夯实责任体系，我校以

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为契机，设立“人格、物格”
多层级精细化防控管理服务网格，逐级签订安全工作

责任书，明确实验室安全责任具体要求，实现实验室安

全责任书的签订全覆盖。进一步厘清学校( 包括各相

关职能部门之间) 、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各方安全管

理具体职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积极防范和治理实

验室安全风险隐患，逐步形成分级管理、层层履职、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衔接、全面覆盖的网格化安全

责任体系。
( 2) 科学化的制度体系。全面系统梳理学校现行

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开展制度的“废、改、立、释”工

作，制定任务清单补齐短板缺项。制修订校级实验室

安全工作意见、管理总则及安全教育、分级分类、危化

品安全、危废处置、生物安全、辐射安全等具体管理制

度。教学科研单位建立了符合学科特色的实验室安全

管理制度，如: 化学与化工学院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

处罚办法”“实验室安全巡查制度( 试行) ”，基础医学

院建立“实验室违规扣分细则及扣分年底使用办法”，

科学化、可操作、重实效、覆盖全面的院系级规章制度

体系和各类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正逐步形成。
( 3) 立体化的教育体系。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准

入，形成“基本 + 专项”准入模式，每学年新学期开学

初组织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师生医务员工( 包括校外进

修人员、未办理报到手续的研究生新生等) 通过实验

室安全教育考试系统进行基本准入学习，满足所在教

学科研单位、实验室的培训与考试要求后，获得专项准

入资格，方能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构建“1 + 5 +
N”安全教育体系，从学校、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负责

人或指导教师三个不同层级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开

设安全课程，化学、材料、生物、机械、海洋等相关教学

科研单位已开设安全必修或选修课程，逐步将实验室

安全纳入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培养体系。注重安全技

能知识的培训，加强应急知识技能演练，发挥传帮带作

用，让教师在工作中潜移默化的提高自身实验室安全

技能，让学生在亲身学习中真正掌握安全知识与技能，

提高化解安全风险能力。

( 4) 专业化的队伍体系。通过引进或培育等方

式，着力解决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专业结构不合理、人
员数量不足，力争将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建成一支结

构、人员数量合理、技术过硬的专业管理队伍; 提升实

验室安全督导队伍能力，聘任校内实验室安全专家、学
生志愿者，不断充实队伍力量，形成多校区、分层级督

导的新模式，一校三地建立了一支 54 人的安全督导队

伍; 探索建立或者聘任一支安全专家顾问队伍，为实验

室安全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提升专业化水平。
( 5) 多元化的督查体系。①定期检查: 落实“三

级三查”检查制度，学校每学期开学初、寒暑假前后开

展检查，教学科研单位每月开展 1 次检查，实验室每天

进行日常检查;②专项或不定期检查: 配合教育主管部

门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检查，开展特定时期、重要

时间节点或针对危化品、生物、辐射安全等组织专项检

查或不定期检查;③常态化督导: 校内实验室安全督导

员对教学科研实验室进行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每周

至少开展 1 次。各级各类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按照教

育部要求分级建立台账，下发整改通知书、持续跟踪整

改，对整改内容进行存档，实行隐患整改逐条销号、闭
环管理［17］。

( 6) 规范化的应急体系。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安

全技术服务机构，根据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组织

架构，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编制校级实验室安全综合应

急预案和 7 项专项应急预案，各教学科研单位编制院

( 所) 级应急预案和各类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同时报学

校备案; 科学配备了防护服、防毒面罩、防护靴、吸附垫

等一批应急物资; 预案编制完成后，有计划的组织开展

培训、演练等后续实施工作，先后开展了危化品泄漏、
消防逃生、疫情防控等应急演练活动，逐步建立起专业

性、规范性、系统性的实验室安全应急体系。

3 实施成效

经过 2 年多的探索实践，基于“三全”管理理念，

着力在“六体系”保障措施上下功夫，在广大师生共同

努力下，“三全四有六体系”管理已初步建立，取得了

一定成效。全校上下形成关心实验室安全、提升安全

素质、做好安全工作的良好局面。
2020 年以来，学校建立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每

年初从学校主要领导到实验人员均线上逐级签订安全

工作责任书，实现实验室安全责任书签订全覆盖，安全

责任进一步压实。系统开展制度梳理工作，学校新出

台指导意见、管理总则及安全教育、分级分类、危化品

安全、危废处置、生物安全、辐射安全等 13 项管理制

度，形成由指导意见、总纲、专业具体制度组成的层次

清晰、覆盖全面的制度体系; 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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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校管理要求和自身专业特点，建立起相应科学实

用的管理规范。形成“通识 + 专项”强制准入制度以

及“1 + 5 + N”培训体系，提升安全素养; 开设涵盖化

学、材料、生物、机械等专业安全必修或选修课程 12
门，逐步纳入学生培养体系。通过引育并举方式，建立

了专业化的校、院两级实验室安全管理服务队伍，组建

起一校三地安全督导队伍，队伍力量显著增强。实行

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不定期检查、常态督导等多元化

的督查模式，多措并举扎紧隐患整改管理闭环。建立

起包含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应急演练的应急体系，进

一步促进提升学校风险应对能力。

4 结 语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做好此

项工作需要构建一套系统的管理方法，也离不开全校

师生共同的努力、配合及支持。首先分析目前存在问

题，提出实验室安全管理新思路，通过树立全员参与、
全程管理、全面管理的“三全”管理理念，构建人人有

责任、日常有制度、风险有管控、应急有预案的“四有”
长效机制，筑牢网格化的责任体系、科学化的制度体

系、立体化的教育体系、专业化的队伍体系、多元化的

督查体系、规范化的应急体系的“六体系”保障措施，

实验室安全规范化、科学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进一步

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质量，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教学、
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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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你管我管，大家管才平安。

事故隐患你查我查，人人查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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