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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

学科研秩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体系

》《实验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根据 “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落实分级负责制。学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是实验室安全事

故应急处理的领导机构，负责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落实，事

故现场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及时、准确地向学校上报实验

室安全事故；各系（室）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突发事件

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做好预防、预警工作，开展

风险评估分析，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最大限

度地防止事故发生。

第三条 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强

化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对重要场所、设备、物品等按照规范化

管理的要求，加强检查与监督，定期开展维保和年检，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第四条 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和实验人员的培训教

育，经常开展实验室事故演练，完善应急处置方案，不断提高应

对突发事故的指挥能力和实战能力。

第五条 按照有关规定对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病原微生

物等实行购置准入和风险评估。按国家有关强制标准实行维护

和年检。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

告的责任人，所在系（室）为事故报告的责任单位。报告责任人

应在自救、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上报机制，学院安全领

导小组在接到报告后，初步判定事故情况，进行现场处置，必要

时启动应急预案，各系（室）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协助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处置。

第七条 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各系（室）要第一时间作出

反应，及时上报。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流程为：报告人 →系（室）

安全责任人 →学院安全领导小组→保卫处、基地与实验室管理处

、党政办公室 → 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报告的内容为：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事故类型和人员被困与伤亡情况， 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及

其它应对措施，报告人姓名、联系电话、所属部门。

第九条 凡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逐级上报，不得隐瞒

。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及其重要情况的，根据相关



规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发现火情，事故现场工作人员应针对不同火情立即

采取措施，防止火势蔓延并迅速报告。若发生局部火情，应根据

其类型使用灭火器、灭火毯、沙箱等灭火器具灭火。对有可能

发生喷溅、爆裂、爆炸等危险的情况，应及时组织人员撤离。

若发生大面积火灾，安全员已无法控制，应立即报警，通知所有

人员沿消防通道紧急疏散。 同时，向学院领导报告，根据人员受

伤、火警等情况分别拨打120急救电话、119火警电话。人员撤离

到预定地点后，应立即组织清点人数，对未到人员尽快确认所在

的位置。

第 十一条 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现场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应及时切断电源和关闭管道阀门， 同时迅速撤离，并立即

向有关部门报告和报警。所有人员应听从现场指挥，有秩序地通

过安全出口或用其它方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及时清点人数，

做好相关医疗救护；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做好现场保

护，等待警方及有关部门进行勘察，查明事故原因。

第十二条 触电事故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若无法

及时切断电源，可用干燥绝缘物挑开电线或带电设备。在未切断

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也不可用金属或潮湿的东

西挑电线，救护人应带上绝缘手套或在手上包缠几层干燥的绝

缘物后拖拽触电者使其脱离电源等。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就



地仰面躺平，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尽快联系医务人员进行救治

。若触电者神志清醒，应对其严密观察，暂时不要使其站立或

走动；若触电者神志不清，应确保其气道畅通，并于5秒时间间

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膀， 以判定伤员是否意识丧失。检查触

电者的呼吸和心跳情况，若呼吸停止或心脏停跳时应立即施行

人工呼吸或心脏按摩，直至医务人员接替救治。

第十三条 若仪器使用中发生设备电路事故，须立即停止

实验，切断电源，并向仪器管理人员和实验室负责人汇报。如发

生火情，应选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不得用水扑灭。如火势蔓

延，应立即向学校保卫处和消防部门报警。仪器使用中的容器

破碎及污染物质溢出，立刻戴上防护手套，按照仪器的标准作业

程序关机，清理污染物及破碎玻璃，再对仪器进行消毒清洗， 同

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

第十四条 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发生泄漏，现

场处置人员必须佩带头盔、过滤式防毒面具或口罩、氧气呼吸

器，进入现场关闭所有通气阀门或采取堵漏，将救出人员抬至

通风处进行现场救护， 中毒严重的应立即送医院。钢瓶气体泄漏

时应立即关闭阀门，对可燃气体用干砂、二氧化碳或干粉等灭火

器进行灭火， 同时设置隔离带以防火灾事故蔓延。对受伤人员

立即实行现场救护。气体钢瓶中有毒气体泄漏时，抢险人员须

佩带防毒面具或氧气呼吸器等进入现场处理事故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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