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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以下称学部）公共安全和实验室安

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学部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科学院和学校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部实际，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总则 

学部安全管理工作在学校领导下，建立学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分三级管理：学部安全工作委员会—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各实验

室、实验中心、科研平台的负责人和安全员。 

学部配置保安部、消防控制与监控室、工程部、物业保洁等职能

部门，在学部安全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接受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监

督，完成相应的安全和后勤保障工作。 

学部制定《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文件，规定各

责任主体和职能部门的组成和职责，明确学部安全管理工作是在安全

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由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和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实

施、全体师生员工参与执行的一项综合安全系统工程。 

学部安全管理工作包括公共安全和实验室安全，涉及消防、用电、

用水、房屋、公共设施、特种设备、危化品、危险废弃物处置、生物

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规定和事故应急预案。 

 

二、组织及实施 

一）学部安全工作委员会：依据国家、中国科学院、学校有关文

件要求，成立学部安全工作委员会（由学部党政联席会的成员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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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学部安全工作委员会主管学部安全

管理工作。 

二）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是学部安全

工作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开展安全管

理工作。其职责范围为：在学部安全工作委员会指导下，负责学部安

全工作规划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学部的安全工作；制定、修订各

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各项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预

防事故发生；依法查处违反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三）安全员：建立安全员制度，安全员是学部安全体系重要组成

部分。各实验室、重点科研机构、科研平台（下称各单位）指定责任

心、执行力强的人员担任安全员。其职责：执行学部安全各项规定，

配合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组织本单位完成

学部规定的各项安全培训，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学部教师、学生、员工，作为学部成员，应遵守学部安全工

作之各项规定并有义务积极配合学部的保安、监控等保卫工作，共同

营造安全和谐的工作、学习环境。 

 

三、消防安全管理 

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是指以维护学部公共安全为目的，保障师生

员工人身财产安全而制定的用电、用火、易燃易爆用品等各项管理制

度及安全检查和应急措施。 

一）学部消防安全工作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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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灾预警系统：学部配置专业火灾预警监控人员，依据监控

管理制度规定，提供火灾预警监控服务。 

三）学部严格按照消防设计要求配置专业设备（消防设施、器材、

防雷装置），并由学部工程部实施核对、检查、维护。 

四）学部严格按照消防设计要求，配置专业警示（禁烟、禁火、

应急疏散通道等）标识，并由学部工程部实施核对、检查、维护。 

五）学部严格按照消防设计要求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各单位不

得将物品堆放在走廊或楼梯通道内。 

六）严格执行房屋改造申报制度，项目设计图纸必须到消防机构

审核，并验收后方可使用。 

七）严格执行学部消防安全制度和易燃易爆危险品安全管理规

定。 

八）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定期组织消防检查和消防知识培训。

实验室安全员要对新进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九）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制定火灾应急预案。 

 

四、安全用电管理 

学部用电提供标准：实验室单三孔、五孔插座电压为 220V，墙

壁插座每回路负荷不超过 20A，单点负荷不超过 16A；试验台插座每

回路插座负荷不超过 16A，单点不超过 10A；方形四孔插座电压为

380V，负荷不超过 16A。 

一）安全用电管理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负责组织实施，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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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电源线路的设计、施工、改造、检查、验收、维护均由学部工

程部承担。 

二）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打火、异味、高热、怪声等异常情

况时，必须立即停止操作，关闭电源，并及时找电工检查、修理，确

认能安全运行时，才能继续使用。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用电规则，严禁私拉乱

接电源，严禁违章违规使用电器。未经学部工程部同意，任何单位或

个人不准擅自改装线路。所有仪器设备的电线、插头、插座和接线板

必须符合用电要求，若有损坏，及时修好。在添置大型设备时，要考

虑电源线路负载程度，必要时需做好线路改造，线路改造时用电容量

的确定要兼顾实验室以后发展的增容需要，留有一定余量，禁止超负

荷用电，确保安全用电。 

四）移动实验室内任何电器设备或改接电路，必须由管理人员按

规定执行断电操作完成。 

五）移动插线板不要放在地上，拖擦地面时应注意地插，防止进

水及插头接触不良，确保用电安全。接触电源必须有可靠的绝缘措施，

并按规定严格进行检查，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六）按规定要接地线的仪器设备，未接地线前不准使用。 

七）人员离开用电场所或电器设备不使用时，要关闭总电源。24

小时用电的设备，必须有专人负责。 

八）如遇实验过程中停电，请立即关闭电器设备开关，并与学部

工程部联系，切不可开关处于打开状态一走了之。 



 7 

九）下班离开实验室之前，应先切断空调、照明及所有不在使用

设备的电源。所有用电场所必须执行“人走电关”的规定。 

十）超出学部标准的特殊用电，由具体实验室提出申请，经工程

部核实，报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备案后实施。 

 

五、用水安全管理 

学部用水提供压力标准：地下室为 0.70 Mpa；一层为 0.66 Mpa；

二层为 0.62 Mpa；三层为 0.58 Mpa；四层为 0.54 Mpa；五层为 0.50 

Mpa；六层为 0.46 Mpa；七层为 0.42 Mpa；八层为 0.38 Mpa；九层为

0.34 Mpa；十层为 0.29 Mpa；十一层为 0.24 MPa。 

一）供水系统维护、改动，由学部工程部承担。 

二）供水系统的改造、变动，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会同设备

生产厂家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方可由学部工程部组织实施。 

三）严禁擅自改动供水管道、龙头位置。 

四）人员下班前，必须关紧总阀、水龙头。 

五）如遇实验中停水，请立即关闭水源开关，并与学部工程部联

系，切不可开关处于打开状态一走了之。 

六）超出学部标准的特殊用水，由具体实验室提出申请，经工程

部核实，报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备案后实施。 

六、房屋安全管理 

一）房屋维修、改造 

1、所有涉及到房屋结构的维修、改造，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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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织实施，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进行房屋维修、改造。 

2、各单位、实验室对房屋结构进行维修、改造，必须先申报，

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会同房屋设计单位、校后管处、消防部门对

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方可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组织实施。 

二）房屋平台、公共通道、区域 

1、房屋平台、公共通道、区域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实施管

理。 

2、各单位、实验室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房屋平台、公共通道、

区域，擅自改变其使用功能。 

3、公共通道、区域的变动改造，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会同

房屋设计单位、校后管处、消防部门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方

可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组织实施。 

 

七、公共设施安全管理 

一）细胞间、冷库等公共设施 

1、细胞间、冷库等公共设施所有权归学部，实验室具有有偿使

用权。 

2、严禁擅自改变细胞间、冷库等公共设施设计功能、技术指标。 

3、细胞间、冷库等公共设施设备的维护由设备厂家与学部工程

部共同实施。 

4、细胞间、冷库等公共设施的水电变动，由学部工程部实施。 

二）公用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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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部根据招标程序确定空调维修公司，由专业维修人员对公

共空调系统进行年检、维护、检修，保障正常使用。其它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进行非法检修。 

2、公共空调系统的改造、变动。由学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同

设计单位、设备生产厂家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方可由学部安

全管理执行小组组织实施。 

3、严禁擅自改动公共空调管道、空调位置。 

三）火警、监控系统 

1、火警、监控系统设备维护。学部根据招标程序确定具有资质

的维修公司，由专业维修人员对火警、监控系统行年检、维护、检修，

保障正常使用。其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进行非法检修。 

2、火警、监控系统的改造、变动。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会

同设计单位、消防部门及设备生产厂家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

方可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组织实施。 

3、严禁擅自改动火警、监控设备位置。 

四）公共设备及水电系统 

1、公共设备及水电系统所有权归学部。 

2、严禁擅自拆卸、改变公共设备用途，严禁擅自对水电管路进

行更变。 

3、公共设备及水电系统的维护由设备厂家与学部工程部共同实

施。 

4、学部工程部承担公共设施水电变动的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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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纯水系统 

1、纯水系统维护、改动，由学部工程部承担。 

2、纯水系统的改造、变动。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会同设备

生产厂家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后，方可由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

组织实施。 

3、严禁擅自改动纯水管道、龙头位置。 

 

八、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设备（电梯、压力管

道、压力容器、真空泵等）。 

一）电梯 

1、学部根据招标程序确定电梯生产单位或取得国家资质许可维

护单位对学部电梯进行维护、检修，保障电梯良好运转和报警系统正

常使用。 

2、学部电梯分客梯和货梯，严格执行人货不同梯。 

3、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货梯。如发现泄漏，必

须立即报告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进行专业处理后，方可继续运行。 

4、为确保电梯安全，使用电梯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乘坐电梯安全须知》。 

二）压力容器 

1、高压气瓶应固定在气瓶架或通过卡、链、带固定，以防气瓶

倾倒。使用人员应了解其特征、燃点、闪点、爆炸极限等。易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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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和有毒介质气瓶，不得放在公共通道和区域。        

2、特种设备的档案、台帐、检验报告、校验报告及使用证，必

须齐全。设备铭牌、自编号齐全准确，设备铭牌应裸露，且不得涂漆。

特种设备必须实行定期检验制度，严禁超期运行。 

3、特种设备的作业人员在作业中，应该严格执行特种设备的操

作规程和有关的安全规章制度。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

时，应当对其全面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九、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一）总则 

1、为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事故，保障安全，

保护环境，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中国科学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和学校有关规定，

结合学部实际，制定本管理规定。 

2、学部各单位在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过程中，

必须遵守本规定。 

3、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的品目参照国家安监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共包含危化品 2828 种，其中剧毒品

有 148 种。 

易制毒化学品，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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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化学助剂等物质。 

易制爆危化品，是指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

的危化品。 

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化品、国家严格控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适用本管理规定。 

放射性同位素按照国家、学校和学部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使用及管

理规定执行。 

二）职责 

4、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负责对各单位危化品管理工作进行检

查监督和指导；对采购剧毒化学品的申请进行审核、备案。 

5、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危化品安全管理责任人。各单位

应保障安全资金的投入，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保证实验室具备安全

科研生产条件。建立健全符合实验室实际的危化品安全管理制度、操

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实验人员熟

悉危化品相关安全规章和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安全工作知识和技

能。 

6、各单位要确定至少 1 名安全员（或管理员）负责危化品日常

安全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有：负责在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危化品

及其废弃物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和监督，识别并列出所在单位的《危化

品清单》，加强对危化品的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妥善处理过期、失

效和无标识的危化品，积极配合安全检查。 

7、安全员、管理员和实验人员应当了解和掌握相关危化品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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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特性和安全防护技能，严格遵守危化品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熟悉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器材使用方法，正确佩戴和使用安

全防护用品，及时清理工作场所的危化品。 

8、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生产、购买、储存、运输、使用危

化品。 

三）危化品采购、运输 

9、向具备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采购危化品。 

10、未经各单位负责人批准，不得采购危化品。 

11、购买易制毒化学品，要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填写承诺书、

申请表，单位负责人签字。 

12、购买剧毒化学品，需提出书面申请，由各单位负责人签字，

报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和学校保卫处审核、备案，向所在地公安机

关申请取得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后，方可办理购买手续。 

13、应严格控制危化品订购量和库存量。优先采用无毒害或低毒

害化学品代替高毒害或剧毒化学品，以减少对人和环境的危害。 

14、不得擅自出借、转让剧毒化学品；确需转让的，应当经过学

部安全工作管理执行小组批准，向具有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

单位转让，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告。 

15、采购的危化品应有供应单位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化品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化品相符的

化学品安全标签；包装物、容器应保持完整性，发现安全隐患，应立

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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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运输危化品应选择具有危化品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 

17、运输、搬运和使用危化品，应严格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

和制度，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配备必要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四）危化品储存 

18、危化品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符合国家标准或有关

规定。实行危化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 

剧毒化学品应当在专用仓库（毒品柜）内单独存放，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技术防范设施，实行双人收发、双人双锁保管制度。 

19、非防爆冰箱不能放置易燃易爆危险品，普通冰箱必须经过专

业改造并认可后，方可投入使用。 

20、化学性质与防护、灭火方法相互抵触的危化品，要分开隔离

存放。 

21、应根据危化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储存和作业场所设置相

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

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

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定期进行检测、检验，保证正常使用。 

22、剧毒化学品种类、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情况，

应报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备案。 

危化品品种和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应报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

组、学校保卫处和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23、定期对危化品进行实物、台帐的盘点与核对，采取必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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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防止丢失或者被盗。发现危化品丢失、被盗、被抢时，应

及时向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和公安机关报告。学部将定期检查各单

位危化品的台帐、实物，要求帐物相符。 

24、定期对危化品进行安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危化品包装

物、容器应当及时维修或者更换。 

五）危化品使用 

25、对使用、放置危化品的场所要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严禁

在不符合安全科研生产条件的场所从事危化品作业。 

26、实验前必须先检查实验设备、装置、必要的防护设施、个人

防护器具，确保安全可靠后，方可进行实验。 

27、实验过程中发生爆炸、起火、泄漏等意外情况，必须立即停

止实验，并严格按照意外处置方案、程序进行处理，并通知学部安全

管理执行小组。 

28、使用危化品时，必须建立严格的领取、清退制度。领取量不

得超过当日工作需要量，剩余的要当天退回仓库。 

29、使用剧毒化学品，使用人须提出书面申请（写明品名、用量、

用途）经各单位负责人签字批准方可领取，用多少领多少。领取时安

全员或管理员严密监视，领用人须作好详细领用登记并签字，安全员

或管理员认真审核后签字。 

30、对涉及危化品的昼夜连续作业，应加强安全管理，安排人员

值守，向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报告。对具有较高危险性的实验，应

进行安全评价，配备安全保护设备设施。对于特别危险的实验，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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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安全评价。 

31、废弃的危化品须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危险化学品废弃物

分类回收办法》统一回收处置。 

附：相关目录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年版（包含 148 个剧毒品条目） 

《精神药品品种目录》     2013 年版  

《麻醉药品品种目录》     2013 年版  

《易制毒化学品目录》     2017 年版 

《易制爆危化品名录》     2017 年版（公安部） 

《剧毒物品品名表》       1993 年版（已废止，供参考） 

 

十、危险废弃物处置 

一）危险废弃物是指实验室产生的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

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危化品废弃物（即危化品使用中产生的危险废

液、被污染的固体废物、试剂空瓶），针头、注射器、手术刀片、碎

玻璃等利器，以及纯水仪过滤柱等其他有害固体废物。 

二）危险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或处置。应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危化品废弃物分类办法（试行）》和分类包装的要求（见附件），分

类收集。 

三）实验室收集危化品废弃物时应由专人指导，严禁随意混合，

确保不发生化学反应，防止发生燃烧、爆炸事故。因各实验室所用试

剂不尽相同，建议各实验室列出各自需要单独收集的危化品废弃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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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便于实验室所有人员执行。 

四）学部统一发放回收危险废弃物专用的塑料桶、垃圾桶（袋）、

编织袋和专用标签，各实验室根据需要申领。危险废弃物专用塑料桶、

垃圾桶必须放在室内，不得放在公共过道。危险废弃物的暂存场所应

确保安全，有防雨淋、防泄漏、防火等措施。 

五）每次产生危险废弃物后及时分类收集，同时做好收集记录。

收集废液的桶达到规定容量（或到期）、收集固废的袋子或纸箱集满

后，密封包装，并根据类别和记录单填写、粘贴专用标签；电话通知

（63600244）保洁人员上门收取。学校收储小组将安排时间到学部回

收危险废弃物，并交到有资质的废物处置企业处置。 

六）废旧化学试剂不在日常废弃物回收处理范围。学部每年一次

对各实验室过期或不再使用的废旧化学试剂进行集中回收，并交到有

资质的处置企业处理。 

七）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质不在回收之列。剧毒化学品及盛装

容器各单位先妥善保存，等待处理通知。放射性物质及废物处理按照

学部同位素实验室规定执行。 

 

十一、生物安全 

一）实验室生物安全主要涉及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动物安全、

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 

二）具有传染性的毒株、菌种和标本必须保存在指定冰箱内，由

专人负责保管。并建立审批、领取、储存、发放登记制度。实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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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集中存放，定期统一销毁，严禁随意丢弃。 

三）涉及实验动物的实验到学部实验动物中心进行。应遵守实验

动物中心的安全管理规定，经过培训后方可进入。 

四）实验动物的尸体、器官和组织应统一回收处理，对含有病原

体的废弃物，须经严格消毒、灭菌等无害化处理后，送有资质的专业

单位进行销毁处理。严禁乱扔、乱放、随意倾倒。 

五）生物材料如微生物、细胞培养液、血液制品和分泌物都可能

存在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潜在性危险。操作和处理各种生物材料必须小

心谨慎，减少细菌向外界繁衍的可能及途径。 

六）被污染的物品在处理之前要进行消毒。对污染的塑料器具、

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平板、斜面等要高压灭菌消毒；对污染的液体必

须进行高压灭菌消毒，或者用相应的消毒剂进行消毒处理。 

七）搬动具有传染性物时需置于封盖、防漏之容器内，方可移出

实验室。遇到意外情况时，请立即与实验室安全负责人联系，以便及

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或消毒措施。 

八）针对实验室产生的细菌、真菌、毒菌等不同菌种污染，定期

进行消毒灭菌，以保持工作环境的洁净，消灭细菌繁衍生长的条件。

消毒可采用紫外灯照射、辐射灭菌、药液高温熏蒸及喷洒灭菌、消毒

药液等办法。操作时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好工作服、手套、口罩等防护

用品，避免皮肤直接接触细菌及其培养基、液体等。操作完毕应及时

用肥皂或消毒液等洗手，用过的防护用品应及时清洗消毒。 

九）当实验室活动涉及传染或潜在传染性生物因子时，应进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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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程度评估。危害程度评估应由适当的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根据

所操作的生物因子的危害程度，选择相应生物安全的防护水平。国家

对病原微生物的操作专门有生物安全管理办法。根据病原微生物的传

染性和危害程度，在适当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学部 P2 和 P3

生物安全实验室均可进行相对应的病原微生物的操作和动物感染实

验。高级别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有特定的规章制度，要经过申请、培训、

考核，取得资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具体由生物安全实验室负责和解释。 

 

十二、公共卫生安全 

学部配置物业保洁人员负责学部公共环境卫生及垃圾收集、处

理。 

一）垃圾处理：为了保障学部师生员工的安全，减少环境污染，

并尽可能回收利用各类资源，学部对各类实验垃圾（固体废弃物）实

行分类处理及回收。 

所有固体废弃物分为：①普通不可回收废弃物、②普通可回收废

弃物、③危险废弃物、④生物垃圾四类。 

危险废弃物的回收处理见本规定“危险废弃物处置”章节。生物

垃圾的回收处理见本规定“生物安全”章节。普通垃圾（废弃物）可

放入楼道内的公用垃圾桶内。普通不可回收废弃物放入黄色垃圾桶；

可回收废弃物放入绿色垃圾桶。建议各实验室设置专用学习及办公用

纸回收箱，不要与其它可回收物品混放。 

二）环境污染：各单位在使用危化品和生物制剂过程中，必须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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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守操作规范，避免对环境和人的危害。 

三）预防高危性传染病流行。建立高危性传染病申报制度。预防

群发性疾病流行。发现疫情时，学部安全管理执行小组及时向学校通

报情况，并根据学校相关部门要求采取安全措施。 

十三、应急预案 

为了增强应对或处置突发事件和实验室安全事故的能力，最大限

度地减少损失和伤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部实际，制定《生

命科学与医学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和《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

案》，另行发布。 

 

十四、附则 

涉及安全方面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有关规定

执行。 

本管理规定于 2022 年 5 月第三次修订，2023 年 7 月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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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的最终解释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