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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环境与安全

高校实验室化学试剂安全使用对策探讨

杨 慧，高玉珊，贾丽丛，李嘉琪，马玉霞
( 河北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河北省环境与人群健康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 050017)

摘 要: 化学试剂在高校科研及教学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大部分化学试剂都存在潜在危害，因此正确使

用化学试剂是实验室安全运行的有力保障，然而现阶段实验人员或者对化学试剂化学性质知之甚少，或者麻

痹大意，对化学试剂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掉以轻心，以致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出。从规范实验人员行为，

学习及推广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SDS) ，以及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三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提高

实验人员专业素养，从而降低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减少人员及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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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untermeasures for saf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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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reag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but most chemical reagents have potential hazards． Therefore，the correct use of chemical re-
agents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laboratories． At this stage，the researchers have
little knowledge of the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hemical reagents or they are paralyzed to take care of the
dangers that may arise from chemicals，resulting in frequent laboratory safety incidents． This study pro-
poses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normative behavior，promotion of safety data sheet
( SDS) for chemical products and regular safety training，with a view to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labo-
ratory safety accidents and reducing personnel and property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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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是培养科技人才、产生科研成果以

及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场所。高校实验室承担着教

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科学研究是推动科技进步以及人类发展

的重要力量［1］。而化学试剂是医学类高校进行教

学与科研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实验材料，从简单的验

证实验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化学试剂。
学生、教师以及实验技术人员是这些试剂的主要使

用者，他们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数

量庞大、种类繁多的试剂。不同的试剂往往具有不

同的性质，如果对有些试剂的易燃、易爆、强氧化性、
强腐蚀性等性质没有清醒的认识，极有可能对实验

人员的人身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 对某些化学试剂

的致癌、致畸、致突变等特性认识不到位，长期不规

范的使用不仅会对自身健康造成伤害，甚至对后代



的健康都会产生深远影响［2－3］。因此化学试剂的安

全使用是确保实验室安全运行的重要一环，也是实

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实验人员的专

业素养，增强实验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对降低化学

试剂造成的健康损害至关重要。只有具备一定的实

验室化学试剂安全知识才能发现实验室运行过程中

的不足之处，才能提出需求，从而提出意见使得实验

室的运行更加安全合理。

1 化学试剂导致事故形成的主观原因

实际工作中实验人员对化学试剂伤害的重视程

度往往不够，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化学试剂与安全

的文章数量极少，这也从一定程度反映出人们对化

学试剂的健康损害重视程度不够。
实验人员必须对自己所使用的化学试剂的化学

性质有清晰的认识，对化学试剂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危险情况才能够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但是由于

化学试剂种类繁多，用量大，并且使用广泛，实验人员

对其所使用的化学试剂化学性质未必都能知悉，或者

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麻痹大意、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导

致实验过程中不规范的操作比比皆是，虽然这些不规

范未必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却使事故发生几率大大增

加。有学者统计过 1997 年至 2016 年间，我国高校实

验室累计发生典型事故 112 起，共造成 12 人死亡，84
人受伤，对这些事故进行分析发现，实验人员不规范

使用试剂以及对试剂的性质认识不到位最终导致了

事故的发生并且使得事故危害进一步扩大化［4］。而

且事故的发生率有逐年增长之势，其中 2010 年是事

故发生率最高的年份，共有 14 起典型事故发生，之后

发生率略有下降，但也均维持在 7 起左右，2010 年之

后事故发生率下降的原因可能与事故的高发引起了

国家与高校的重视从而制定了一系列实验室安全相

关的政策有关［5－6］。说明这些政策的制定对预防实

验室事故的发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 2010 年

以后事故发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实验人员的安全素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

策的制定虽然对维护实验室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实验室安全的重视度，但是要彻

底改变人们对实验室安全的认知仍然任重道远［7］。

2 化学试剂安全使用对策

2．1 认真学习实验室安全守则

实验人员在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之前应认

真学习实验人员实验守则，了解进入实验室之后应该

遵守的基本原则，对自己的行为做到最基本的规范。

2．2 普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Safety data sheet for
chemical products，SDS) 是涵盖化学品基本特性、燃
爆性能、健康及环境危害、安全处置和储存、泄漏应

急处理、法规遵从性等信息的综合文件，共包括 16
部分内容。GB /T 17519－201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编写规定》对每部分内容进行了规范［8］。通过

对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学习，对所使用化学试

剂的性质熟知，尤其对化学试剂危险性概述，急救措

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操作处置与储存等部

分都应该有所了解。实验室工作人员及代课教师必

须对自己所带实验课使用的化学试剂的化学性质有

清晰的认识，对化学试剂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

险情况能够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
实验安全无小事，实验人员的不规范操作是导

致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对化学试剂

理化特性的掌握不当往往又会使得实验人员在事故

发生时不能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导致事故危害进一

步扩大。准确熟练的使用 SDS，是预防此类安全事

故的发生以及降低其危害程度的一种有效方法。首

先要求实验人员熟练掌握 SDS 的查询和使用方法，

对常用化学试剂的理化特性要熟知，对常见安全事

故的应对措施要了然于胸; 其次，每个实验室均配备

SDS 并且将其摆放在醒目位置，以便实验人员可以

随时查阅，该 SDS 应该囊括本实验室涉及的所有化

学试剂，确保实验人员既可以在实验操作前查阅试

剂特质减少操作失误，又可以在事故发生时根据

SDS 的化学品危险性描述、急救措施和消防措施指

导实验人员正确应对以降低安全事故损失［9］。
2．3 开展定期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工作

培训的受众不仅仅包括学生、教师以及实验技

术人员，还应该包括政策的制订者，只有从领导者层

面增强实验室安全意识，才能上行下效，形成示范效

应，使实验室安全的各项政策切实可行。培训的方

式既可以是走出去也可以是请进来，可以派遣负责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人员多出去参观一些实验室

安全建设比较成熟的实验室，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从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应用于本单位; 也可以不定

期邀请国内外实验室安全培训开展比较好的单位和

个人来学校对师生进行实验室安全培训，培训内容

应该包括国家级、省级及校级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

管理办法，高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等内容。努力

提高实验人员的安全素养，力求使其树立牢固的安

全价值观。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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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毒害性，如果不加以处理直接倒入下水道中，常会

导致下水管道被腐蚀，破裂漏水，且废液产生的有毒

异味扩散到整个实验楼，严重影响楼内师生的身体

健康。由于处理废液成本比原购买的化学试剂费用

要高几倍到几十倍。所以，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产

生; 废旧但尚有使用价值试剂可调剂利用。实验人

员对本实验室产生的废液、废渣成分比较清楚，可自

行回收处理再利用［10］。例如回收有机废溶剂，可

以循环使用，但要注意回收的有机溶剂一般具有可

燃性，因此，回收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蒸馏乙醚、
丙酮、石油醚等废有机溶剂时，要避免使用明火，并

远离火源。瓶内液体不要超过瓶体积的三分之二，

在蒸馏前加入沸石，不得在加热过程中加入沸石，且

注意仪器连接处塞子是不是不紧密，冷凝管水流是

否畅通，以免蒸气逸出着火。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

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废弃物达到国家

相关排放标准后方可直接排放。例如废酸和废碱，

集中收集后，加入相应试剂中和到中性，大量水稀释

后排入下水道。不能进行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危

险化学废弃物必须分类收集后，交有资质的专业公

司进行处理。

4 结语

高校化学试剂的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实验

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只有在熟悉化学试剂的安全

技术说明书，了解其存放条件和正确的使用方法，才

能在确保化学试剂存放安全和使用安全情况下，让

化学试剂更好地服务于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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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必备的化学品安全使用知识以及常规危险事故

的处理能力，遇到突发状况往往不能冷静处理，甚至

使得事故危害进一步扩大，将实验室安全培训工作

作为实验教学工作的常规项目来开展，可以提高其

安全意识以及安全知识水平，提高其事故处理能

力［10－12］。

3 结语

对待实验室化学品安全使用问题，不应该在事

故已经发生之后，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已经产生

之后才去正视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才是应有的态

度。通过规范行为、熟悉并掌握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的应用、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及培训提高来实验

室人员的专业素养，是降低由化学试剂使用不当所

造成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的切实可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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