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20220615)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若事态尚能控制，现场人员应积极进行抢救，阻止事

态蔓延，控制事态发展。若事态无法控制，现场人员应及时快速撤离，并通知相

邻人员撤离。同时，立即向实验室安全员和实验室负责人报告，并向学部安全管

理执行小组、工程部、学校保卫处等有关部门报告和寻求帮助，事态严重时报警

寻求专业人员处置。有人员受伤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请求支援。 

 

一、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1. 提高防范意识，做好应急演练，将预防与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有效控制事故，

将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2. 先控制、后处置。 

3. 先救人、后救物。 

4. 采取保护做法，对不确定是否安全的情况下，离开现场，把处置工作留给专

业人员。 

 

二、日常准备 

1. 了解周围安全通道，保持安全通道畅通。 

2. 学会使用灭火器具。了解火警警报及灭火器的位置，确保可以迅速使用。 

3. 熟悉实验室安全设施（如紧急喷淋和洗眼器等）和急救物质（如急救箱、防

毒面具等）所在位置。 

4. 认识所使用的化学品，参考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5. 谨慎操作，了解所使用物品的潜在危险性。 

6. 接受适当安全培训，学习急救。 

7. 如需使用氢氟酸或氰化物等强腐蚀性或剧毒化学试剂，必须学习怎样使用解

毒剂。 

 

三、触电事故应急处置 



1. 立即关闭电源或用绝缘物体使触电者脱离带电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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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就地仰面躺平确保气道通畅，禁止摇晃伤员头部。 

3. 伤害严重时，触电者无呼吸，但心脏有跳动，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有呼吸，

但心脏跳动停止，应立即采用胸外心脏挤压法救治，并尽快联系医疗部门救

治。 

4. 伤害非常严重时，同时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法救治，送医院途中不

能中断急救措施。注意：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抢救是第一位的急救方法，

任何药物都不能代替。 

 

四、实验室水灾事故应急处理 

1. 实验室水管、龙头有漏水现象时，应及时通知工程部修理。 

2. 当发生较为严重的水灾时，立即动员所有在室人员投入救灾，分别进行以下

行动： 

1）立即向工程部（63600409）和保安室（63600244）报警，求助。 

2）通知水灾可能波及到的楼下或相邻实验室；向实验室安全员和负责人报告。

3）检查是否有电器、插线板等带电设备进水，必要时关闭电闸或电源，以防

漏电。 

4）关闭水阀或设法堵住水源，疏通下水。 

5）观察有无毒害试剂淹水，并采取适当措施。 

6）抢救、转移贵重物品或遇水危险物品。 

7）积极排涝。利用盆、拖把、簸箕、笤帚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尽快排除积

水。 

3. 发生水淹时，如设备不能撤离到安全位置，应使设备处于动力关闭和适当防

护状态，防止造成设备不必要的损坏。 

4. 仪器设备被水浸泡后，电线容易产生短路、漏电。必须联系厂家或维修部门

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继续使用。 

5. 被水浸泡后的设备及线路发生接地短路时，室内抢救人员不得进入距离故障

点 4 米以内范围，室外抢救人员不得进人距离故障点 8 米以内范围。凡是进



人上述范围内的抢救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电气设备外壳及架构时，应

戴绝缘手套。 

 

五、实验室危化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 

1. 有化学品泼溅或泄漏在工作台面或地面，应立即通告全室人员，禁止无关人

员靠近。 

2. 首先查明泄漏的是何种化学品、以及泄漏原因；在一定的防护下，制止继续

泄漏，防止事态扩大。 

3. 在清理泄漏化学品前应穿戴好防护服、护目镜、防护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 

1）高毒性液体的泄漏，应戴防毒面罩、空气呼吸器； 

2）易燃易爆化学品的泄漏，应穿防静电防护服、防护鞋，泄漏区域附近应严

禁火种，切断电源。 

3）腐蚀性液体的泄漏，应穿防酸服、鞋，戴防酸手套、面具。 

4. 当化学品泄漏量小时，可用合适的材料，如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进

行处理，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弃物处理场所处置，残余物用大量水冲洗稀

释。 

5. 当泄漏量较大、事故严重时，应寻求专业人员帮助，现场立即设置隔离线，

并通知附近人员撤离，同时向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报告。 

6. 如果有害液体通过下水道扩散，应立即通知楼下有关人员疏散，并在一定的

范围内设置围栏，由穿戴防护服装、配备防护装备的人员开窗通风和清理下

水道。 

7. 若发生有害气体泄漏，有可能的话，首先关闭气源、制止泄漏，开窗通风或

机械排风。不能关闭气源、制止泄漏时，应在开窗通风或机械排风的同时，

在泄漏区域周边设置围栏并加上警示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疏散周围人

员。立即向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报告，应寻求专业人员帮助。 

8. 若发生易制毒、易制爆、剧毒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事件，立即上报，并保护

好事故现场，积极协助、配合公安机关和学校进行事故调查处理。 

 

六、化学品人身伤害事故的紧急处理 



1. 若有毒、腐蚀性等危险化学品泼溅在皮肤或衣物上，应迅速解脱衣物，立即

用大量自来水冲洗（不能用水冲洗的除外，例如白磷烧伤），再根据危险化学

品的性质采取相应的有效处理措施。 

2. 强酸、强碱及其它一些化学物质，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作用，发生这些

化学灼伤时，应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相关部位，再分别用低浓度的（2%-5%）

弱碱（强酸引起的）、弱酸（强碱引起的）进行中和，同时保持创伤面的洁净，

及时送医院就医。 

1）被强酸腐蚀：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再用碳酸钠或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2）被浓碱腐蚀：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再用醋酸溶液或硼酸溶液冲洗。 

3. 若吸入有毒气体造成中毒，应立即将中毒者移至空气良好处使之能呼吸新鲜

空气，严重者及时送医院就医。 

4. 发生化学品经口中毒，要立即刺激催吐（可视情况采用 0.02%-0.05%高锰酸钾

溶液或 5%活性炭溶液等催吐）。若中毒者清醒且合作，宜饮大量清水或用药

物引吐,对引吐效果不好、昏迷者以及砷或汞化物中毒者，必须紧急送医院就

医。护送者应向院方说明中毒的原因。 

5. 化学物质溅入眼内时，立即就近使用洗眼器冲洗眼睛最少 15 分钟，切不可因

疼痛而紧闭眼睛，处理后再送医院眼科治疗。 

 

七、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与事故应急处理 

1. 容器破碎且感染性物质泄漏出来时，应当立即用布或纸巾覆盖受感染性物质

污染或受感染性物质溢洒的破碎物品，然后在上面倒上消毒剂，并使其作用

适当时间。之后将布、纸巾以及破碎物品清理掉，玻璃碎片应用镊子清理。

再利用消毒剂擦拭污染区域。如果用簸箕清理破碎物，其后应当对它们进行

高压灭菌或放在有效的消毒液内浸泡。用于清理的布、纸巾和抹布等应放在

盛放污染性废弃物的容器内。在所有这些操作过程中都应戴手套。 

2. 从事病原微生物过程中发生利器刺伤、切割伤或擦伤时应脱下防护服，清洗

双手和受伤部位（可使用适当的皮肤消毒剂），必要时进行医学处理。及时报

告并记录受伤原因和相关的病原微生物。 



3. 实验室发生潜在危害型气溶胶的释放时，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撤离相关区域，

并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为使气溶胶排出和使较大粒子沉降，在有中央通

风系统的情况下， 1 小时内严禁人员入内；若无中央通风系统，24 小时内严

禁人员进入，并应在明显位置张贴“禁止入内”标识。 

4. 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

防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并同时向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

者人员报告。 

5. 建立实验室事故和暴露的报告系统。感染性物质溢出及暴露事故发生后，必

须及时进行消毒处理，并向实验室负责人汇报，同时要记录事故过程和处理

经过。 

6. 实验室及内部器材发生严重污染后，应立即按照操作规程清洗、消毒。 

 

八、火情应急预案 

1. 听见火警 

1）保持镇定，看附近是否有起火迹象。 

2）若看见火或烟，或听到疏散的宣布，应依照以下的程序疏散。 

3）若未见火或烟，应保持警觉及留意宣布，直至警报停响为止。 

4）警报响起超过 2 分钟，应立即疏散。 

2. 发现火警 

1）发现起火后，如果火势很小，应当机立断，采取果断措施用适当的灭火器

材（灭火器、灭火毯等）将初起火灾及时扑灭。同时采取切断电源、转移危

险物品等措施防止火势蔓延。 

2）实验室天花板一般都安装了感温式自动喷淋头，当火灾发生区域的喷淋头

感应温度达到约 68℃时，自动喷淋将开启（应切断房间电源，转移危险物品），

会有大量的水源源不断喷出，应及时报告大楼工程部，在火熄灭后及时关闭

喷淋头水源、积极排涝，尽量减少喷淋水导致的次生灾害损失。 

3）实验仪器中心等实验室安装有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系统，当系统探测器

感应到火灾发生后，控制器会发出火灾声光警报，在一定时间延迟后会喷放

出灭火剂来进行灭火，期间可供人员撤离或手动控制系统。在自动灭火系统



释放灭火剂前，现场人员应停止人工灭火，全部人员迅速撤离现场，防止窒

息。 

4）如果火势很大，已不能控制或灭火时，应立即撤离火场（把起火房间的门

户关上），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按下最近的火灾报警器，报楼宇消防控

制中心，并视火情拨打电话 119 向消防部门报警。 

5）打 119 电话报火警时，注意讲清以下事项： 

着火单位的名称、地址。 

具体着火建筑、着火楼层、房间号。 

主要燃烧物是什么。 

报警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3. 火场疏散逃生 

1）逃生时保持镇定，不要慌张，应根据现场的不同情况采取正确的逃生措施。 

2）着火部位在本楼层时，应尽快就近跑向已知的安全出口。 

3）如果下层楼梯已冒烟，不要硬行下逃，要从本楼层其他楼梯逃离。 

4）楼宇逃生禁止乘坐电梯。 

5）烟雾较浓时，要做好防护，低姿或匍匐撤离，可用湿毛巾堵住口鼻，或用

短呼吸法。 

6）当起火点在其他房间或楼层时，如果门已很烫，千万不能开门，要用水浸

湿毛巾、衣物等堵塞房的空隙，防止烟气窜入，然后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等待

救援。 

7）若被困在房间内，可用自救缓降器和自救绳自救，或用鲜艳的物品在窗口

挥动或喊话吸引消防人员来救。 

8）切勿盲目跳楼，没有救生绳的情况下，可将衣物、窗帘、床单等撕成长条，

做救生绳，拴在靠近窗户的坚固物体上溜下窗台。 

9）逃离到外面后，要进入一个清洁区，该区域要远离受影响的建筑物至少 60

米。 

10）任何情况下，在没有得到上级部门有关安全的信息时，不得擅自返回火

灾发生地。 

 



九、事件善后、调查、报告、处理程序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应急状态终止后，应积极配合学校和学部对事故的调

查和善后处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查清事故原因，分析事故责任，制定整改措施，

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安全宣传教育，预防安全事件的发生。积极做好受害人员的

善后工作。 

 

十、应急处理联系电话 

学部工程部：63600409 学部门卫：63600244 消防控制室：63600423 

校报警指挥中心：63600110 校医院： 63602739 应急电话： 120（急救） 

119（火警） 110（报警）  

 

十一、附则 

1. 各实验室或平台可根据本预案，结合实际制定本实验室的应急预案、现场处

置方案或实施细则。 

2. 应急预案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进行完善修订，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执行。 

3.本预案于 2022 年 6 月修订，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负责解释，学部安全工

作委员会有对本预案的最终解释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安全管理执行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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