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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99年北京某实验室曾发生实验人员感染流

行性出血热事件。事件起因就是操作人员被携带

病毒的实验动物抓咬伤而受感染引起的。 



• 2006年长春市某高校中药系实验室发生学生感染流行

性出血热事件，76名学生中有10名学生受感染。整个

事件起因也是由于实验操作过程中被动物抓咬伤而造

成的。 

 

一、引    言 



• 2009年3月 法国食品卫生安全署(Afssa)的科学家，在

实验室中对动物病体进行实验研究时。意外感染致命性

炭疽病菌，受感染的5名人员被紧急隔离至医院监控以

及治疗。 

•   

一、引    言 



 

 美国致力于从事实验室研究调查的一些专家Sulkin和Pike调查了5000

多个实验室，发现累计实验室相关感染3921例；在3921例实验室相关感

染中，对导致感染的原因分析发现： 

 

  18%的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与已知的事故有关，  

  82%的报告事例是不明原因的感染； 

  80%是由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引起的， 

  20%是由设备故障引起的。 

   

  大多数可能是病原微生物形成的感染性气溶胶在空气扩散，实验室

内工作人员吸入了污染的空气感染发病的。 

实验室相关的获得性感染原因小结 



• 实验动物生物安全问题已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 

• 2001年我国实施新版《实验动物国家标准》，其中规定：

实验用大小鼠的等级提高到SPF级。 

• 2004年《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修改和增加了实验

动物生物安全方面内容， 

• 2006年第二届北京实验动物科学国际论坛上，日本国立大

学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长佐藤浩教授提出，生物安全已成

为实验动物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 实验动物生物安全是对实验动物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

或现实危害的防范和控制。 

 

• 由实验动物造成的各种风险和危害包括： 

  生产和使用实验动物中的各个环节，如实验动物的

引种、保种、繁育、运输、进出口，使用实验动物(

包括感染和非感染实验动物)进行动物实验、从事科

研活动等过程中实验动物造成的各种危害。  

一、引    言 



常见安全问题的分类 

• 感染因素：病原体随尿粪、唾液排出，产生感染性气溶胶向

环境扩散；解剖动物接触体液、脏器中繁殖的病原体危险。 

• 物理损伤：动物抓伤、玻璃器皿、注射器、手术刀等引起的

创伤。 

• 生物危害：生物废弃物和生物细菌毒素污染。 

• 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标记物、放射性标记物。 

• 废弃物：实验动物产生的粪便、尿液、毛发、尸体处理不当

对环境的污染。 

• 环境设施： 



工作人员可能会遇到的工作伤害 

Ø 过敏：尿液、唾液、皮毛、毛屑、垫料。 

Ø 物理性危害： 

      叮咬和擦伤、高压水和蒸汽、电源 

      注射器针头等尖锐品、匀浆机、组织研磨器 

      超声处理器、超声波清理仪 

佩戴防尘口罩或外科口罩 

保持室内通风，换气次数>10次/h 

工作时穿着实验衣和防护服 

戴手套、传长袖衣，减少与动物接触的机会 

离开工作区前清洗手、脸和颈部 

工作时避免接触裸露皮肤 

保持动物笼舍及工作区的清洁。 

1.正确掌握抓取方法， 
2.正确固定和麻醉， 
3.正确的规范操作。 



Ø生物性危害： 

      血源性病原体、人畜共患病、气溶胶 

Ø化学性危害： 

      清洁剂、麻醉剂 

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的粒径一般为0.01—10um的固

态或液态微小粒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分散体系。 

SARS-CoV（接触、空气传染），禽流感（接触、

空气传染），出血热（吸入感染、啮齿类动物

咬伤、伤口污染），狂犬病（咬伤、皮肤伤口

或黏膜感染含狂犬病毒唾液） 

加强卫生管理和个人防护， 
严格实验动物选择， 
搞好实验环境， 
及时治疗疾病。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安全防护： 

 1、对实验者 

 2、对他人 

 3、对周围环境 

 4、对样品 

 

发生事故后可以造成严重危害 

1、安全事故受伤者感染发病死亡 

2、受伤人员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压力     

3、工作队伍的稳定性降低  



     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研究中的生物危害 

一、对实验动物工作者个人的危害 

    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研究中对个人的生物危害主要表现为各种人兽

共患病及实验性病原体的感染和传播。由于饲喂、换笼及各类实验操作

需要与动物密切接触，从事动物实验和动物饲育的人员成为这类危害的

首要受害者，其中，动物实验人员因为有更多机会接触实验状态下的非

健康动物，受到感染的概率高于动物饲育人员，感染的严重程度则受到

病原体的量、对人体的致病性和感染途径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人兽共患病 

  

   (二)实验性病原体  

 

   (三)引起感染的途径  

      1、经呼吸道感染  

      2、经口感染  

      3、创伤及黏膜接触感染  

      4、昆虫媒介 



二、对实验动物的危害 

    实验动物感染人兽共患病或动物传染病后，可引起非特异性死亡，或干扰实

验结果，动物烈性传染病还会导致大批动物死亡，造成严重后果。实验动物繁育

及动物实验设施设备的不适当和管理不善、防范不力，常导致实验动物受到外界

环境中病原体的污染，如开放系统中饲养的动物常常因诸如野猫、野鼠及昆虫等

的进入而遭外来病原感染或发生交叉感染，引起疾病和死亡。这样的情况在管理

不善的屏障系统中同样会发生。对不同实验的动物管理混乱，隔离不当，或感染

动物逃逸等也会导致动物间的交叉感染。 

    在诸多因素中，人是实验室污染的最大来源，人的皮肤、黏膜等处经常存在

很多微生物。此外，患皮肤病或呼吸道疾病的工作人员在操作时，也会将病原体

传染给实验动物。其他因素如饲育密度过高、环境控制不达标、实验操作等也会

直接或间接引发生物危害。 



三、对实验动物设施周边环境的危害 

    实验动物设施内的危害因素向外扩散，就会引起设施周边环境的污染，

甚至导致这些区域的生物灾害，引发社会安全问题。 

 

    对环境的危害多来自动物饲育和实验中的“三废”，即污染的空气、

动物尸体、污染垫料、注射器、手套、污水等。除了对“三废”的处理不

当外，有些扩散是人为的，如将混有动物排泄物的垫料作为肥料用于生产

农作物，或用动物尸体饲喂宠物。 

       

     此外，管理疏漏导致实验动物的逃逸，或实验动物未经完全处死即弃

置，待其苏醒后逃逸，亦可将实验室内的病原或有害物质散布到外界。 



四、克隆及转基因动物的潜在生物危害 

    克隆动物和转基因动物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同

时也存在许多安全性问题。 

    例如转基因动物的器官移植可能增加人兽共患病的传播机会，具有某些

优势性状的转基因动物释放到自然界，会对生态平衡及物种多样性造成压力

等。 

    转基因动物在生理、行为、代谢以及对理化和生物因子的耐受力等方面

的新特性，以及转基因动物所应用的基因重组技术，都可能产生一些超过人

类防范能力的危害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增殖一旦失控，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二、动物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动物实验设施是指以研究、试验、教学、生物制品和药

品生产等为目的，进行实验动物饲养、试验的建筑物、设备

以及运营管理在内的总和。 

动物实验设施一般包括： 

   一般动物实验环境设施 

   特殊动物实验设施 

   实验仪器设备 



1.用于一般动物实验的环境根据对饲养动物的微生物控制程度和

空气净化程度，分为： 

 普通环境设施(Conventional condition) 

    符合动物居住的基本要求，不能完全控制传染因子，但能控制野生动物

的进入，适用于饲育普通级动物。 

 屏障环境设施(barrier system) 

    符合动物居住要求，严格控制人员、物品和空气的进出，适用于饲养清

洁级和SPF级动物。 

 隔离环境设施(isolation system) 

    采用无菌隔离装置保持无菌状态或无外来污染物。隔离装置内的空气、

饲料、水、垫料等应为无菌。适用于饲养SPF级动物、悉生动物和无菌实验动

物。 



2.特殊实验动物设施包括三类： 

生物危害设施、化学污染动物实验设施、放射污染设施 

 

指用病原体对动物进行实验感染的一种特殊屏障设施。 

 
用化学物质作安全性试验等对实验者及有关人员的健康有一定影响，
如致癌性物质等，其设施与设备必须防止对人的危害和对实验场所

及周围环境的污染。 

防止放（辐）射性物质在动物实验过程中对人类和动物产生危害的
建筑防护。 



根据生物因子对个体和群体的危害程度，分为4级： 

危险等级 危    害 

I 
（低个体危害，低群体危害） 

不会导致健康工作者和动物致病的细菌、真菌、病毒和
寄生虫等生物因子。 

II 
（中个体危害，有限群体危害） 

能引起人或动物发病，但一般情况下对健康工作者、群
体、家畜或环境不会引起严重危害的病原体。实验室感
染不导致严重疾病，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并且传
播风险有限。 

III 
（高个体危害，低群体危害） 

能引起人或动物严重疾病，或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但通
常不能因偶然接触而在个体间传播，或能用抗生素抗寄
生虫药治疗病原体。 

IV 
（高个体危害，高群体危害） 

能引起人或动物非常严重的疾病，一般不能治愈，容易直
接、间接或因偶然接触在人与人、或动物与人、或人与
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传播的病原体。 

微生物危害分级 



生物安全动物实验室分级 

分   级 适用范围 

1级（ABSL-1） 
对健康成年人已知无致病作用的微生物，如用于教学用的
普通微生物实验室。 

2级（ABSL-2） 适用于对人或环境中具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 

3级（ABSL-3） 
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致死疾
病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通常已有预防传染的疫苗和治
疗的药物。 

4级（ABSL-4） 
适用于对人体具有高度的危险性，通过气溶胶途径传播或
传播途径不明，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的治病微
生物及其毒素。 

（Animal biosafety level，ABSL） 





ABSL－1实验室 

• 防护水平最低,普通建筑物即可。 



ABSL-1级实验室设施和设备 

1）选址：无需特殊，防止节肢动物和啮齿动物进入。 

2）洗手池：靠近出口处。 

3）挂衣装置：个人便装与工作服分开。 

4）墙壁、天花板和地面：平整、易清洁、不渗水、耐腐蚀、防滑 

5）实验台面：防水，耐腐蚀、耐热。 

6）厨柜、实验台：牢固。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便于清洁。 

7）窗：可开启，纱窗。 

8）照明：有保证，避免不必要的反光和强光。 

9）消毒设备：适当。  

 



 
一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制度 

  1、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参观实验室等特殊情况须经实验室负责人

批准。 

  2、接触微生物或含有微生物的物品后，脱掉手套后和离开实验室前

洗手。 

  3、禁止在实验室饮食、化妆，吸烟、禁止口吸液体。 

 ４、每天消毒台面，有活性物质溅出应随时消毒。 

 ５、所有物品运出实验室之前要灭活。 

 ６、制定有效防鼠防虫措施。 



    在处理危害度2级或更高危险度级别的微生物时，
在实验室门上应标有国际通用的生物危害标志： 



ABSL-2级实验室设施和设备 

 
1)满足ABSL-1的要求。 

2)门：有锁，可自动关闭，有可视窗。 

3)存储空间：实验室内，实验室外有供长期使用的存储空间。 

4)工作服：实验室专用；戴乳胶手套。 

5)个人衣物存放条件：实验室外。 

6) 压力蒸汽灭菌器：实验室内配备，按期检查和验证，保证符合要求。 

7) 生物安全柜。 

8) 洗眼设施，应急喷淋装置。 

9) 窗户：自然通风，防虫纱窗。 

10) 电力供应：应急照明可靠，设备用电源。 

11) 黑暗中可明确辨认的标识：实验室出口。  

 



 



• ABSL—3实验室：自成隔离区（有出入控制）或为独立建筑物 

 

• ABSL—4 防护水平最高。实验室应建造在独立的建筑物内或

建筑物中独立的完全隔离区域内，该建筑物应远离城区。  



ABSL-3实验室设施和设备 

     应在建筑物中自成隔离区（有出入控制）或为独立建筑物。  

u 平面布局： 

1)II缓：污染区与半污染区之间。 

  I缓：半污染区与清洁区之间（必要时）。 

2)紧急撤离的安全门：半污染区。 

3)传递窗：双门不能同时处于开启状态，其内设物理消毒装置。 

 

u 围护结构： 

1)围护结构：内表面光滑、耐腐蚀、防水，易于消毒清洁；所有缝
隙应可靠密封，防震、防火。 

2)圆弧形交角：天花板、地板、墙间，可靠密封。 

4)地面：防渗漏、无接缝、光洁、防滑。 

5)防止节肢动物和啮齿动物进入：所有出入口处。 



 



ABSL-4 实验室：最(高度)安全实验室． 

选址：远离人口密集区，独立建筑，周 围有密封的安
全隔离带 

着装：正压防护服   

安全柜： Ⅲ型(全密封型) 

   
正
压
防
护
服
  

ABSL-4实验室设施和设备 



除下列修改以外，应采用三级生物安全水平的操作规范： 

1、实行双人工作制，任何情况下严禁任何人单独在实验室内工作。这一点在

防护服型四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中工作时尤其重要。 

2、在进入实验室之前以及离开实验室时，要求更换全部衣服和鞋子。 

3、工作人员要接受人员受伤或疾病状态下紧急撤离程序的培训。 

4、在四级生物安全水平的最高防护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与实验室外面的支持

人员之间，必须建立常规情况和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法。 



 



生物安全柜 

• 生物安全柜（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s，BSCs）是为操作具有

感染性的实验材料时，用来保护

操作者本人、实验室环境以及实

验材料，使其避免暴露于上述操

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感染性气溶

胶和溅出物而设计的。使用生物

安全柜可以减少由于气溶胶暴露

所造成的实验室感染以及培养物

交叉污染。同时也能保护环境。  



生物安全柜（BSCs）种类 

Ⅰ级 可向室内排风 — 乱流 ≥0.40 使用者

A1型 可向室内排风 70 单向流 ≥0.38

A2型 可向室内排风 70 单向流 ≥0.50

B1型 不可向室内排风 30 单向流 ≥0.50

B2型 不可向室内排风 0 单向流 ≥0.50

Ⅲ级 不可向室内排风 0 乱流

无吸入口，
当一只手套
筒取下时，
手套筒风速
≥0.70

首先是使
用者，有
时兼顾产

品

吸入口风速
（m/s）

防护对象

Ⅱ级
使用者和

产品

级别 类型 排风 柜内气流
循环排风
比例(%)



三、针对生物性伤害的防护措施 

Ø 所有进行动物实验人员需经正规培训、考试、持证上岗； 

Ø 严格选择标准的实验动物，尽量选择无特定病原体动物（无菌级、SPF级、

清洁级）进行实验，杜绝因实验动物自身携带病原体而使实验人员感染； 

Ø 在相应的标准实验室进行动物实验，搞好实验环境：保持整洁、消毒、

清洗、再消毒；动物尸体必须焚烧、废料先灭菌，再处理；防止野鼠、昆虫

进入，防止外来病原的侵入； 



Ø 严格按照SOP操作，加强卫生管理和个人防护：彻底洗手；工作中禁止

用手触摸面、鼻、眼、口，禁止吸烟、进食、饮水；防护服定时清洗消毒。 

Ø 及时治疗疾病：患烈性人畜共患病（如流行性出血热）的动物群，应及

时采取严格措施，全群捕杀，严格消毒，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Ø 加强实验动物健康管理： 

   1）隔离检疫的管理－在动物中发生疫情或疑有传染应立即隔离检疫。 

   2）动物发生疫情坚决隔离，不能控制则坚决处死彻底灭菌，消灭传染源。对相

关动物进行及时检疫。有时需要把一同饲养的动物全部处死。 

   3）创造动物良好的、合格的生活环境，保证所需食物营养，进行科学卫生管理。 

   4）动物尸体和组织的处置和焚化应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动物实验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动物实验的生物安全工作，预防和控制潜在的危害或风险，特

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第二条 实验动物的采购、验收和检疫 

一、实验动物的采购只能通过实验动物中心从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供应商中

购买，每一批动物都必须有质量合格证。实验犬必须有个体档案和疫苗接种

记录。实验人员未经动物中心许可不得私自采购实验动物。 

二、禁止从无证个体农民中购买草狗等动物进行实验和教学，对一些非常规实验

动物，如猫、羊等，需要由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批准后方可

进行。 

三、购入的实验动物应分别由饲养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进行验收，实验人员在验

收后应在验收单上签名。 

四、购入的实验动物如有异常，应请兽医会诊。如确认是传染病，应尽快按传染

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处理，必要时通知供应商和向上级实验动物管理部门和

当地动物检疫、卫生防疫单位报告。 



第三条 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一、饲养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应严格执行本中心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防止外源

性病原微生物带入动物饲养室/实验室。 

二、 动物实验中发现实验动物患病死亡的，应及时查明原因，必要时进行尸体

解剖，并记录在案。 

三、对于确认患有重要人兽共患病和烈性传染病的动物，必须在兽医的指导下予

以销毁或者隔离治疗。对可能被污染的区域采取严格消毒措施，防止疫病蔓

延。 

四、对于非传染病死亡或实验后处死的动物尸体，应用黑色尸体袋包装，放到动

物尸体冰柜内，定期由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五、对于确认

患有重要人兽共患病和烈性传染病的动物尸体和垫料，应用适当浓度的消毒

液浸泡或喷洒后，焚烧处理；笼盒和饮水瓶高压灭菌处理。 



第四条 感染性动物实验的管理 

一、 “感染性动物实验”是指用国家规定的第四类病原微生物进行的

动物实验。本中心不接受第三类以上病原微生物的动物实验。 

二、 感染性动物实验必须在专用的感染性动物实验室进行，并有专人

负责管理。 

三、感染性动物实验必须预约申请，经伦理委员会风险评估，批准后方

可进行。 

四、实验人员在进行感染性动物实验前，须经动物中心管理人员培训后

方可进行。 



第五条 有毒有害试剂及药品的管理 

一、 有毒有害试剂及药品由专人采购、保管、分发和监督使用，并有

记录。 

二、 挥发性的有毒有害试剂应在通风柜内进行操作，在实验台上使用

非挥发性的有毒有害试剂应做好自身防护和环境保护，并有明显的

警示标记，防止试剂的泄漏和扩散。 

第六条 医疗废弃物的处理 

一、严格进行废弃物的分类管理，动物实验用过的注射器、输液管、手

套、口罩等一次性医疗用品应放入专用垃圾箱内，严禁混入动物尸

体内处理。 

二、废弃的有毒有害液体应放入专用的废液桶内，由专人负责运送到校

内指定地方处理。三、废弃的有毒有害试剂瓶应放入专用的收集箱

内，分类处理。 



第七条 生物安全的个人防护 

一、 初次进入实验动物中心进行实验的人员应接受生物安全的教育与培

训，掌握生物危害的来源及个人防护措施。 

二、 进入动物饲养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实验人员必须穿着特定的工

作服，戴口罩、帽子和手套。 

三、被动物意外咬伤或抓伤后，应视伤情轻重，进行清创、外敷消炎药

或局部包扎，重者应送医院诊疗。 



常用仪器使用一般规则 

第一次使用须详细阅读说明书、咨询或经培训后使用； 

注意电源、插座的使用； 

使用前注意仪器的使用记录、参数； 

使用后恢复设定并填写使用记录。 



干燥器 
 

爆裂、瓶子碎片和感染性物质飞出 
 

培养物搅拌器，混合器，搅拌器 
 

产生气溶胶、喷溅和溢出 
 

皮下注射针头 
 

意外接种 
产生气溶胶或感染性物质溢出 
 

离心机 
 

产生气溶胶、溅出和管子破裂 
 

超速离心机 
 

管子破裂 
 

高速搅拌器，组织匀浆器 
 

飞沫、渗漏和容器破裂 
 

超声波破碎机、超声波清洁器 
 

产生气溶胶、听力受损、皮炎 
 

冻干机（冷冻干燥机） 
 

产生气溶胶、直接接触污染 
 

水浴 
 

微生物生长，叠氮化钠和一些金属形成爆
炸复合物 
 

仪器相关危险 



离心机： 

放置于平稳、牢固的地方；远离酸碱等腐蚀性试剂； 

离心前进行平衡；样品对称放置于离心机中。 



蒸汽高压灭菌锅： 

了解结构性能和参数； 

使用前检查是否有水（蒸馏水要经常更换，以防

长菌，水中污染物会堵塞通气管）； 

旋紧盖子，注意放气阀； 

待锅体凉后方可打开盖子，注意烫伤； 

隔离操作。 



烘箱： 

不可烘烤可燃物质，如滤纸、棉花； 

一次烘干的器皿不能过多，保证烘箱内空气对流，使温控器

正常工作； 

不可过夜使用 

烘箱内有异味或冒烟时： 

    不急于打开门，防止突然涌入空气助燃或引爆； 

    迅速切断电源，并准备好灭火器。 

 



动物实验中化学试剂的安全防护 

       动物实验中，实验者常会接触化学制剂，应让他们充分

了解这些试剂的毒性作用、暴露途径及储存方法等，这对于试

剂的危害防护是至关重要的。 

危险化学品：爆炸品如硝酸甘油、苦味酸遇高温、摩擦、冲击可

发生急剧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和热量而爆炸；自燃易燃品

如黄磷、乙醚、乙醇；腐蚀品如强酸、强碱、溴、酚等。 

危险品的保管：熟悉特性、分类保管、包装严密、通风降温、严

禁明火、防爆装置、耐火建筑、消防设施、安全操作 

不可倒入下水道，以免积聚引起火灾；远
离火源、热源；防止其挥发，保持室内良
好通风；实验室内不宜储存大量易燃物。 



带手套取液、不重复使用枪头、取液
后立即盖紧，皮肤接触后大量水冲洗 





Ø 在实验室中，对化学品的存放、处理、使用及处置的规定和

程序应符合标准； 

Ø 应按照相关标准在每个容器上标明每个产品的危害性质和风

险性，还应在使用中材料的容器上清楚标明； 

Ø 对化学、物理及火灾危害应有足够可行的控制措施； 

Ø 应要求所有人员按安全操作规程工作； 

Ø 对实验室内所用的每种化学制品的废弃和安全处置应有明确

的书面程序。 

基本防护措施 



药品等的安全防护 

 剧毒品如氰化物、三氯化二砷、有机汞、有机磷等（一

般实验室不宜中长期保存剧毒药物），应严格按操作规

程进行保存、使用，实验者有防护时使用。 

 未经验证安全性的疫苗需在相应级别实验室研究，研究

者不能有任何途径的直接接触。 

 任何实验药品按SOP表明名称，特性，浓度，使用剂量，

危险性等，在制定位置存放。 



物理性伤害的安全防护 

Ø 设施表面含门、窗、墙角尽可能做成圆弧状，不可有锐利的棱角；动物

笼架和一切用具如狗链做得光滑、无刺。 

Ø 正确掌握抓取方法—抓取小动物应手戴防护手套或用镊子等抓取工具；

对大动物，应手持一定的工具去捕捉。 

Ø 正确固定和麻醉—实验时间较长，应对动物进行麻醉，将其固定在手术

台或工作台上，并保证安全有效。 

Ø 正确操作规范—仔细操作、密切注意动物的动态，严格操作规范，包括

安全防护帽、眼镜、手套、服装等。所用的注射器、针头、手术器械要

放在离动物较远的地方，不用的器具及时清理。不要用手按卸针头和不

用手直接处理用过的针头和锐利器具。受伤后，应用75％酒精或3％碘

酒消毒处理，并根据情况及时诊治。 



Ø严禁带入与实验无关的易燃品；限制明火等进入实验室； 

Ø切实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 

Ø如发生火灾，一切以人身安全为行动准则。 

实验室火灾 

易燃性：酒精 
 
 
 
 
 
氧化性： 
浓硫酸、浓硝酸 

腐蚀性： 
浓硫酸、NaOH 
 
 
 
 
爆炸性： 
高氯酸和乙醇
混合物 



有毒：CO、氰化物 

致癌：四氯化碳 

刺激性：浓盐酸 

有害性 

环境污染 



一般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 

忘关电源， 

违规使用电器， 

仪器超负荷运转， 

有机溶剂使用不当， 

乱扔烟头。 

乙醇、甲醇：小范围着火，用湿
抹布、消火砂，隔绝空气灭火。 

 

大多数有机、易燃品：用消火砂、
灭火器，不能用水（因其比重小
且不溶于水） 





辐射和紫外线的防护 

Ø 放射性药品如60Co能不断自动放出肉眼看不见的放射线，因

此工作人员必须了解放射防护的基本知识，做好个人防护、

放射性废物处理及放射性沾染的清除。 

Ø 紫外线灯是生物医学经常使用的空气和表面消毒手段。但照

射过多对人体有害。一般操作不必开启，必要开时必须是无

臭氧、不要裸露身体表面、佩戴防紫外线眼镜。 



其他相关防护措施 

Ø 气溶胶：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的粒径一般为0.01微米～10微米

的固态或液态微小粒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分散体系。 

Ø 防护：实验室工作行为的设计和执行应能减少人员接触化学或生物源

性有害气溶胶；样本只应在有盖安全罩内离心；所有进行涡流搅拌的样

本应置于有盖容器内；在能产生气溶胶的大型分析设备上应使用局部通

风防护，在操作小型仪器时使用定制的排气罩；在可能出现有害气体和

生物源型气溶胶的地方应采取局部排风措施；饲养、操作动物应在适当

的动物源性气溶胶防护设备中进行，工作人员应同时使用适当的个人防

护设备；有害气溶胶不得直接排放。 





Ø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实验室，参观实验室等,特殊情况须
经实验室负责人批准后方可进入。     



Ø 禁止在实验室饮食、吸烟和处理隐形眼镜、化妆及储存食物。  



科学的及时消毒 

Ø 实验室内常需消毒的对象有：污染物品、建筑物内表面、污染空气、排出

的污水。 

Ø 消毒方法：高压蒸汽灭菌、喷洒或熏蒸消毒剂、紫外线照射和臭氧消毒、

过滤等。 

Ø 摇菌后的器皿、培养瓶等浸泡含漂白剂（次氯酸钠）的水中，再清洗、高

压。 

Ø 筛选克隆的平皿先灭菌后清洗。 



Ø 在处理经或未经清除污染的动物尸体以及解剖组织或其他

实验室废弃物时，焚烧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Ø 只有在实验室可以控制焚烧炉的条件下，才能用焚烧代替

高压灭菌来处理感染性物质。 

 

    一级焚烧室的温度至少应达到800℃ 

     二级焚烧室的温度至少应达到1000℃ 

 



结束语 

    总之，生命科学等研究领域离不开动物实验，实验过

程中也确实存在危害人体的各种因素，但只要按照标准实

验操作程序、科学细致，认真有效防护，就可以把危险降

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