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文件 

环境院发字〔2024〕5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实验室安

全管理指导细则（修订）》的通知 

全体教职工：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指导细则（修

订）》经 2024 年 3 月 19 日春季学期第 5 次党政联席会审议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环境学院 

2024 年 3 月 19 日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指导细则 

（2024 年 3 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学院及师生安全，确保学院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进行，根

据《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东师校发字[2022]152 号）及相关管理

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文中的“实验室”是指学院范围内开展教学、科研与实践工作的各

类实验场所，包括各级重点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工程中心、实习实训基地、分

析测试平台、学科团队实验室及其附属设施等。 

第三条 学院实验室须贯彻“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全面落实学院、团

队、实验室三级管理责任体系，确定各个实验房间的安全责任人、安全员（事故

联系人），履行实验室安全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实

验室安全、高效运行的目标。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第四条 学院安全组织机构 

成立环境学院安全委员会，院长和书记任主任，分管行政工作副院长和实验

中心主任担任副主任，学院实验安全员任秘书，委员由团队负责人、总务秘书及

团队安全秘书组成。 

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 

1.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主管部门和学校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 

2.根据学院专业、学科特点，监督、指导、协调学院实验安全相关工作，制

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等； 

3.组织开展学院安全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 

4.组织开展本单位各类人员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准入培训，如安全知识宣传、

安全技能培训、实验安全月等活动。 

5.定期、不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巡查，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

报告、警示等，协助实验室进行隐患整改及安全事故调查工作。 



第五条 团队负责人为所在团队内实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团队内实验室

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并与学院签订《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附件 1）。 

每个团队遴选安全秘书一名（在职教职工），协调团队内实验室安全管理工

作，负责与学院安全员对接，布置落实学院各项安全工作。 

团队负责人安全管理主要职责： 

1.组织召开团队内实验室负责人安全工作会议，布置、落实学校和学院的各

项安全管理要求，分析研判团队内实验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解决措施。 

2.组织团队内各实验室研究制定适合各自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制度、自查值日

制度、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准入要求、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 

3.组织各实验室针对危险性实验进行安全论证（附件 2），采取防护措施确保

实验安全。危险性实验室论证报告上报学院安全委员会备案，对风险不确定的实

验应聘请校外专家论证。对于危险性实验还要制定标准操作流程或指导书。 

4.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全面实验室安全自查，形成自查台账，发现安全隐患及

时整改。每月向学院安全委员会提交自查汇总报告，对于无力及时整改的重大安

全隐患，须提出对应整改措施及时上报学院寻求支持。 

实验室使用者即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对使用的实验室安

全工作负全面责任,并与学院签订《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实验室负责人应指

定实验室安全员一名，具体负责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各实验室负责人主要职责： 

1.在学校职能部门或学院领导下，根据使用实验室的特点，制定实验室安全

相关制度、技术规范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组织开展本实验室安全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 

3.组织开展本实验室人员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业务培训； 

4.负责本实验室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的报告、警示，并落实隐患整改和配合

做好安全事故处置工作。 

在本实验室开展实验的工作人员，包括开展实验的教师、访问人员、研究生、

本科生、留学生及其他人员等，对开展实验（项目）的安全负有直接指责。 

实验室工作人员主要职责： 

1.实验室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配合学院或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开展相关安全管理工作； 



2.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对实验室仪器设备、危险

化学品、化学废弃物等进行管理。对危险化学品做好存储、登记、报废等工作，

定期检查防火、防爆、防盗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3.完成本职工作外，要积极监督其它工作人员的安全行为，确保实验室安全。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 

第六条 新入职教师、新入学新生在进入实验室前需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

实验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 

1.实验中心每年 9 月和 10 月集中组织对首次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的人员进

行实验室安全培训与准入考核。 

2.团队和各实验房间负责人需对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的相关人员结合专业

特点进行专业安全教育。 

3.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不允许进入实验室开展相关工作。 

第四章 实验室危险源管理 

学院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分布档案（附件 3），对重大危险源的采购、

运输、存储、使用、转移、处置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管控。 

第七条 仪器设备安全管理 

1.高温、高速、高压、超低温及其他存在安全风险设备应备有使用说明或注

意事项，并张贴明显警示标识；师生需经过培训合格后才可以使用。反应釜实验

需要对实验室和实验区域进行标识，注明正在进行高温高压实验。 

2.大功率加热设备（如烘箱、油浴、电炉、灭菌锅等）周边醒目位置需张贴

高温警示标识、安全操作规程和使用记录，并有必要的防护措施；注意定期检查

温控系统是否正常可用；设备周围须有一定散热空间（离墙体距离不小于 10cm），

附近禁止摆放易燃易爆化学品、气体钢瓶、冰箱及其他易燃物，还应远离配电箱、

插座和接线板(插排等）。 

3.常规加热设备 

学院实验室禁用明火电炉，如确需使用，须向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申请报备，通过后方可使用。使用时须全程有人监管，且有安全防范措施； 

电吹风、电热枪等用毕，须及时拔除电源插头； 

加热设备温度较高时，需有人值守或有实时监控措施。加热温度超过 80℃



时，需全程有人值守。 

4.应注意设备使用年限，冰箱类使用期限一般控制为 10 年，烘箱、电阻炉

类一般使用期限控制为 12 年，超过设备使用年限建议报废；大功率、高温、高

速、冰箱类、加热型设备如果超过报废年限仍要继续使用须审批，并聘请专业人

员进行安全性检查，至少每年一次，以确保各部件功能运行良好。 

5.30 升及以上高压蒸汽灭菌锅购置前应先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操

作人员应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第八条 用水用电安全管理 

1.进入实验室应了解水管各级阀门位置；杜绝自来水龙头打开而无人监管的

现象；定期检查冷却水装置的连接胶管接口和老化现象；遇大楼临时停水或实验

结束，应及时关闭水龙头。长时间不用自来水时，应关闭自来水总阀门。 

2.严禁遮挡电源箱门或阻碍打开电源箱门以及其他一切不利于关闭电源的

做法。配电箱周围严禁放置烘箱、电炉、药品柜、易燃易爆高压钢瓶、废液桶等。 

3.严禁师生私自打开电源箱门或拆开墙体、实验台插座进行改线、接电操作。 

4.实验室内严禁给电瓶车充电（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等）。

配置 UPS 电源的实验室，严禁在 UPS 电源供电的插座上接充电设备（如电瓶车、

手机充电器等）、空调等；各实验室若需改电需向学院办公室报请，由学院负责

找后勤专业人员改电。 

5.电源、电闸附近禁止摆放易燃物品，以防止电源打火或高温引起火灾。 

6.大功率用电设备应单独配置电源线，不可与其他电器设备共用电源线，避

免电源线路超负荷工作。 

7.用电时应注意插头、插座完整并接触良好；电源插座须固定；多个用电设

备共用接线板时要注意不超过接线板额定负荷，禁止采用多个接线板串联的方法

供电，接线板不宜直接置于地面，禁止使用有破损的接线板；实验完成后要关闭

电源开关或拔下插头。 

8.不得触碰存在触电隐患的导电介质，如裸露的电炉丝、破损的电线和插座

金属簧片等。 

第九条 化学试剂、药品安全管理 

1.所有化学药品、试剂要进行密封、分类存放管理，标签清晰，切勿将不相

容、会发生剧烈反应的化学品混放。化学试剂药品储存柜等应隔热、避光、安全，



远离热源，易泄漏、易挥发的试剂保证充足的通风。对于危险化学品必须建立动

态管理台账，并有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安全周知卡，方便查阅。具体详

见《环境学院常用危险化学品存储禁忌物通则》见附件 4 

2.自行配制的试剂、溶液须有明确标识，使用学校资产处统一配发的制式标

签，标明成分、责任人、日期等必要信息。 

3.易燃、易爆、有毒的药品或试剂不得一次性大量购进，要按每次或短期内

实验需要量购买，余量要分类放在试剂柜中，要有管理台账。 

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总量以 50 平米为标准（具体按此实验室面积比折算），

总量严禁超过 100 L 或 100 kg，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超过 50 L

或 50 kg，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大于 20 L 或 20 kg。 

4.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实行定期统一采购，各实验室提交采

购需求，学院安全员汇总并经学校资产处备案后方可采购，并实行“五双管理”

（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使用、双人运输、双人双锁）。 

具体详见入下附件： 

《常见易制毒化学品清单》附件 5。 

《环境学院常见易制爆化学品清单》附件 6 

《环境学院管控危险化学品采购流程》附件 7 

5.贮存危险化学品的冰箱为防爆冰箱或经过防爆改造的冰箱，禁止使用无霜

型冰箱储存易燃易爆试剂，无防爆措施冰箱内不能放置易燃易爆化学品，冰箱门

上应注明。 

第十条 实验气体安全管理 

1.高压气瓶要远离消防安全通道摆放，且放置在专用的气瓶架里或有固定铁

索，同时须悬挂气瓶状态牌。未使用中的气瓶应有气瓶帽。 

2.气瓶要远离火源、高温环境（烘箱、马弗炉、气氛炉、电炉）。 

3.有毒、易燃、易爆气瓶要放在室外或专用的气瓶柜中，气瓶管路要有明确

标识说明用途。管路材质选择合适（严禁使用黄色乳胶管），无老化和破损现象。 

4.存有大量惰性气体或液氮、CO2 的较小密闭空间，为防止大量泄漏或蒸发

导致缺氧，应加装氧含量报警器。 

5.每次试验前要检查气体管路是否泄漏、试验后要关闭气瓶总阀。 

6.师生须从合格供应商处采购实验气体，并建立气体钢瓶台账；接收气瓶时，



须检查是否张贴含气体种类、纯度、出厂日期、供应商名称等信息的标签，钢瓶

是否有定期检验合格标识，是否配有气瓶帽、防震圈、手轮等，否则拒绝接收。 

7.严禁不同种类气体钢瓶混用，如氢气瓶和氧气瓶。 

8.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保留一定剩余压力。一般气瓶的剩余压力应不小

于 0.05 MPa，氢气应保留 2.0 MPa，其他可燃性气体应剩余 0.2-0.3 MPa。 

第十一条 生物安全管理 

1.环境学院楼内严禁从事具有致病、致死的传染性病原体实验，严禁从事危

害其他实验室生物实验材料安全的实验。 

2.各实验室每年向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上报实验室内操作的微生

物菌种、细胞等种类，各实验室亦应有详细记录备案，如有新增应及时上报。 

3.开展动物实验相关工作，实行许可证制度。实验动物来源必须清晰规范，

实验动物提供单位应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或相同效力的其它证件。 

4.对于使用可能存在致病隐患的实验动物，实验相关人员均应提前注射相应

疫苗，做好个人防护。 

5.使用紫外灯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应设安全警示标志，尤其应对紫外灯开关张

贴警示标识；使用紫外灯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在消毒过程中禁止人员进入。采用紫

外加臭氧方式消毒应在消毒时间结束后有一定的排风时间，臭氧消散后人员方可

进入 

第十二条 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 

1.危险化学品及化学、生物实验废弃物由学校爱卫会统一组织处理。各实验

室化学、生物废弃物要随时分类收集，指定专人负责妥善保管，不得任意丢弃、

掩埋等。 

2.用于盛装实验废液的容器应是学校提供的专用废液收集桶，不得使用旧试

剂瓶或敞口容器存放实验废液。实验废液分类收集和存放，一般分为无机（盐）

废液、有机废液、重金属废液、酸、碱废液等。 

3.废液收集桶上应有清晰的标签，桶盖密封，且装液量不能超过公称容积的

90%，并放于实验室较阴凉且远离火源和热源的位置。废液收集桶如有渗漏须及

时更换。 

4.倒入废液收集桶的主要有毒有害成分必须在化学废液登记标签上写明中

文全称并粘贴在桶上。倒入废液前应仔细查看该废液桶的化学废液登记标签，确



认倒入后不会与桶中已有的化学物质发生异常反应（如产生有毒挥发性气体、剧

烈放热等），否则应单独暂存于其它容器中，并贴上标签。 

5.实验室固体废弃物应使用专用塑料袋或容器装好并贴好标签等待统一处

理。生物实验产生的 EB 胶毒性强，需集中存放、贴好化学废弃物标签，报学院

实验安全员及时联系学校爱卫会清运。刀片、移液枪头等尖锐物应使用耐扎的纸

板箱盛放，送储时再装入黄色塑料袋，贴好标签。 

6.生物细胞、分子应经过灭活处理以后才能作为废弃物处理。 

第五章实验室安全检查与整改 

第十三条 各实验室须按照当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及《环

境学院团队（实验室）实验安全检查对照表》（附件 8），每周对其管理的实验室

至少组织一次自查并记录，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发现学生违

反学院实验室安全规定情况，应及时制止并进行安全教育。发现严重安全隐患或

一时无法解决的安全隐患，须向学院安全委员会报告，并采取措施积极整改。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 

第十四条 学院安全员每周对全院实验室进行至少一次安全巡查，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实验室，开具检查单，并督促其整改落实；学院安全委员会定期对自查

结果进行审查，形成《环境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月报》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第六章 实验室日常安全与卫生 

第十五条 凡进入实验室人员需穿着质地合适的实验服或防护服；按需要佩

戴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穿着化学、生物类实验服或戴实验手套，

不得随意进入非实验区。 

第十六条 各实验室应加强实验过程安全管理，学生在实验室开展实验，须

有教师或指定专人在场指导、监护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研究生进行单独实验应

由导师批准，并在实验过程中，加强巡视和指导。开展危险性实验时必须有两人

及以上在场，实验过程中不得脱离岗位。 

第十七条 学院大楼夜间关闭时间原则上严禁开展实验，若夜间延长实验须

至少提前一天向导师申请，学科团队负责人或团队安全员审核签字，报学院实验

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备案，通宵实验须有两人在场。 

节假日和夜间严禁开展危险性实验。 



第十八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须布置实验室日常、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的值

日安排，并对值日工作做具体要求，值日记录整理归档、备查。 

第十九条 各实验室要定期进行卫生大扫除，开展“翻箱倒柜”运动，及时整

理、清理实验室地面、（操作）台面、药品柜、通风橱等，做到窗明台净，室内

仪器、备品摆放有序；定期清理过期失效化学品；无纸壳、泡沫及破损报废仪器

无序堆存现象。 

第二十条 每次实验后要检查水龙头、设备电源、气体阀门等是否关好；每

天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应检查是否已关闭水源、电源、气源，门窗是否锁好，

并向实验室安全员报告。 

第七章 实验室安全应急响应与事故处置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应积极采取抢救措施，按照《东北师范

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细则（试行）》（东师校发字[2015]138 号）和实验

室制定的应急预案妥善开展应急处置，防止危害扩大蔓延，并做好事故现场的保

护与信息报送。在事故发生后按照突发事件上报流程及时将情况上报实验室安全

员和学院安全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后，实验室应当配合学校及学院迅速查明

事故原因，评估事故损失等，提出整改措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及时报送学院安

全委员会。 

第八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考核 

第二十三条 学院根据每月检查情况对各团队（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定期

考核，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优秀的团队（实验室）将予以表彰，并根据考核结

果每年给予一定量的业绩补贴作为奖励。 

第二十四条 对于未能履行实验室安全工作职责或因管理不当等工作失误而

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依据《环境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追究事

故责任人和相关人员的相应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文未尽事宜参照《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东师

校发字[2022]152 号）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文由环境学院安全委员会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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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环境学院安全委员会 

主任：周丹丹 高文财 

副主任：常益 秦伟超 

秘书：杨松滔 

成员：曲蛟、郭伊荇、张继权、范伟、于晓菲、冯江、吴东辉 

（排名不分先后） 

 

 

 

 

 

 

 

 

 

 

 

 

 

 



环境学院学科团队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秘书名单 

团队 团队实验室 

名称 负责人 安全秘书 房间号 负责人 事故联系人 联系电话 

环境学院实验

中心 
秦伟超 杨松滔 

101 秦伟超 秦伟超 13504462528 

102 杨松滔 杨松滔 13331679599 

103 陈磊 陈磊 15948088290 

103A 宋传涛 宋传涛 13353266359 

104 陈磊 陈磊 15948088290 

115 宋传涛 宋传涛 13353266359 

116 秦伟超 鲁楠 13504701306 

117 赵雅辉 赵雅辉 13500890255 

118 张刚 张刚 13844801544 

120 邹丽芳 王雪 15948381711 

123 鲁楠 鲁楠 13504701306 

124 田克俭 田克俭 18844103462 

125 宋传涛 宋传涛 13353266359 

126 秦伟超 秦伟超 13504462528 

128 杨松滔 杨松滔 13331679599 

132 张蕾蕾 张蕾蕾 13578999565 

134 秦伟超 秦伟超 13504462528 

314 肖艳红 肖艳红 18686489327 

316-317 秦伟超 鲁楠 13504701306 

城市污水再生

与存储 
霍明昕 崔晓春 

208 王宪泽 王宪泽 18143082239 

209 范伟 范伟 13894850698 

211 王宪泽 王宪泽 18143082239 

137 崔晓春 崔晓春 17519445280 

138 路莹 路莹 15144164730 

205 王驰 王驰 13844891580 

水污染控制与

资源化 
周丹丹 田克俭 

135 林山杉 田克俭 18844103462 

136 周丹丹 田克俭 18844103462 

139 林山杉 田克俭 18844103462 

142 霍洪亮 田克俭 18844103462 

143 周丹丹 田克俭 18844103462 

143A 于洪斌 田克俭 18844103462 

144 周丹丹 田克俭 18844103462 

206 周丹丹 田克俭 18844103462 

207 周丹丹 田克俭 18844103462 

214 霍洪亮 田克俭 18844103462 

320B 罗一豪 田克俭 18844103462 

321 周丹丹 田克俭 18844103462 

517 王小雨 田克俭 18844103462 

522B 耿直 田克俭 18844103462 



环境污染与控

制化学 
曲蛟 何东阳 

311 李超 何东阳 13244418725 

313 朱晓琳 何东阳 13244418725 

319 曲蛟 何东阳 13244418725 

能源与环境催

化 
郭伊荇 宋代玉 

312 杨雨昕 宋代玉 15948768117 

320A 杨霞 宋代玉 15948768117 

515 宋代玉 宋代玉 15948768117 

522A 张弨 张弨 13500810235 

环境生态与湿

地保育 
于晓菲 姜海波 

414 何春光 姜海波 13844902464 

415 李振新 姜海波 13844902464 

416 姜海波 姜海波 13844902464 

417 姜海波 姜海波 13844902464 

419 王咏 姜海波 13844902464 

421 于晓菲 姜海波 13844902464 

422 王平 姜海波 13844902464 

424 边红枫 姜海波 13844902464 

动物生态与保

护生物学 
冯江 张亢亢 

131 林爱青 张亢亢 18743075157 

129 孙克萍 张亢亢 18743075157 

426 孙克萍 张亢亢 18743075157 

生态系统生态

与土壤生物学 
吴东辉 管平婷 

518 管平婷 管平婷 13039324607 

520 管平婷 管平婷 13039324607 

环境灾害风险

综合评价与安

全协同防控 

张继权 刘兴朋 521 张继权 刘兴朋 13944067540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