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1实验室安全基本要求

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有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熟悉并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 ;

在实验时要注意相应仪器设备使用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

注意事项等,仪器设备的操作者要先经过培训并按要求进行

操作和使用仪器设各 ;

进实验室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均要参加实验室安全知识的

培训,新进人员必须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实验室工作 ;

熟悉紧急应急措施,报警及逃生路线,知道紧急电话,洗眼

器、啧淋及灭火器的位置与正确的使用方法 ;

开始实验前,必须了解所有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潜在危

险,以及对应的安全措施。使用化学品前应先阅读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 (MsDS);

有危险性的场所、设备、设施、物品及妓术操作等要注意学

习和识别警示标识;学生进行实验室实验必须穿戴相应的防

护装备,以免身体受到伤害 ;

实验室要保持通风,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以及安全防护设

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

捣



若发生不确定安全隐患时,应提高警惕,同时及时把不安全

情况上报实验室负责人 ;

实验必须在有人值守情况下进行;实验时不能进行实验工作

以外的活动 ;

学生应尽量在正常工作时间使用实验室进行实验;学生禁止

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单独在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如需在正常工

作时间以外使用实验室,或因特殊原因需要在正常工作时间

外单独进行实验,必须事先得到实验室负责人批准并做相应

记录 ;

实验室内应保持干净整洁,禁止吸烟、化妆或饮食,冷藏柜

内严禁储存食物饮品 ;

在实验室内,应把长发和宽松衣服束起,严禁穿拖鞋、凉鞋

或露趾鞋进入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睡觉 ;

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要按有关要求进行分类并分别按规定进

行处理 ;

离开实验室时,应做好实验室水、电、物品的安全,并做好

身体的清洁。



1.2常见的安全标志 (G眨:弭-200B)

注意安全
WARNlNG DAN0ER

禁止吸烟
N0sMoκING

必须戴防护手套
MVsT哌 0RPROlEC孙丌α孙疋s

当心爆炸   当心电离辐射  当Jb机械伤人  当心腐蚀
VVARNING EXP10sI0N      ll9RN llC ON团NC PdDIAm0N    llARN Nc MECP0N⑽ A凵ⅢJVRY    VVARNING CORROsI0N

紧急出口  击碎板面
EMERGENT E× 叮    BRFAKTO0BI川 NACCFss

当心触电
VlAR灬 llC ELECIR陀 sHOCK

禁止烟火
No BuRNING

必须穿防护服
MVlT lIAPMOrlllllc⑽ mll

柰止用水灭火
Ⅱ0[Ⅻ№ uⅢ丨帖 WmH VlAlER

禁止堆放
N0stoCκING

当心火灾   当心感染
VˇARNING FIRE     VVARNlN0INFECtlON

黯魅 旒  必须洗手
FRO焖 ElEmlGA1ouTL△     MVsTWAsH VOtR HAllOs



1.3危险物品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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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沌
癯
曩
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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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实验室废弃物的一般处理方式

1高活性化学品
2水活性化学品
0不能通过相潜挂测试的废弃物



1.5防火防爆安全
1,5.1火灾预防

火灾不能颈测、

消除火灾隐患(电、

不能社绝.只能颁防

火、气、化学品 )

●

·

溉

化学实验室火灾、爆炸

与空气混合的某些气体的燔炸极限 (20℃ ,101325kPa)

①严禁在开口容器或

密闭体系中用明火加热有机

溶剂

注意 :若 用明火加热

易燃有机溶剂时,须有蒸气

冷凝装置或合适的尾气排放

装置

②废溶剂严禁倒人污

物缸、应收集于指定的回收

瓶内,再集中处理。

③全属钠严禁与水接

触,废钠通常用乙醇销毁。

④ 不得在 烘箱 内存

放、干燥、烘培有机物.

⑤使用氧气钢瓶时 ,

不得让氧气大量溢人室内.

⑥煤气开关应经常检

查,并保持完好。

⑦开启贮有易挥发液体

的瓶盖时,须先充分冷却 ,

然后开启,开启时瓶口应指

向无人处。

⑧操作大量可燃性 气

体时,应 防止气体逸出,保

持室内通凤良好 ,严禁使用

明火.

⑨特别注意某些有机

物遇氧化剃时会剧烈燃烧或

爆炸。存放药品,应将有机

药品和强氧化剂 (如 氯酸

钾、浓硝酸、过氧化物等 )

分开存放。

貅
霸
勰
独
苯
咻

爆炸极限 (V%)

40-742

28-286

25-800

14-68

13-78

气体

对
=甲

苯

乙醇

乙酸乙酯

一氧化碳

煤气

爆炸极限 (V%)

彳 1-70

33-190
22-114

125-742

5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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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火灾处理

沉着、冷静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1⒌3如何报警

Ⅱ)报告自己的姓名;

②陈述火灾或紧急意外事故发生的地点;

0报上自己所用的电话号码;

I4)尽可能清楚地陈述事件的发生原因。

当听刭火警声或发现着火时 :

①尽快沿着安全出口方向离开火情发生地到空旷平台处集合;

②只有在确认没有重大危险发生时,才可试图灭火;

③灭火时自己要面向火而背向消防通道,必要时可及时利用通道撤离。

1.5,4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一拔、二握、三瞄、四扫

● 将灭火器从摆放位置取往火场 ;

● 将操作杆的安全针拔出,喷筒瞄向燃烧物体 ;

● 按下操作杆,开启控制阀便会开启,筒内物质便会喷出以灭火。待火

熄灭后将操作杆松开,即可停止喷射。

安全针

注意 :

△使用灭火器不能颠倒和横卧 ;

'人
要站在上风位置,灭火器从火的四周开始向中心扑灭 ,

并且对准火焰的根部扫射推进,方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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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如何进行灭火?

煤气泄漏怎么办?

●迅速关闭燃气总开关或阀门,阻止气体泄漏 ;

●打开门窗,流通空气,使泄漏的燃气浓度降低,防止发生爆炸 ;

●如液化石油气漏气,在可能的情况下,搬到空旷场所,防止液化

石油气泄漏达到可能弓{发爆炸的程度 ;

●迅速疏散附近人员,防止爆炸事故构成人员伤亡。

切勿奔跑 ;

●最好脱下着火的衣服,俯伏及滚动身体灭火 ;

●旁人应以厚重衣物或被子覆盖着火部位,拍打熄灭火焰。

人身上着火怎么办?

如何使用室 内消防栓灭火 ?

①打开消防栓门,取出水带和水枪;

②甩开水带,水带一头插入消火栓接口,另一头接好水枪

③-人持水枪靠近着火区域,一人转开水阀;

④幄紧水枪,将水枪对准着火部位出水灭火。



15,6如何逃生?

0用湿毛巾等捂严口、鼻,弯腰走或

匍匐前进,最好沿墙面逃生;

②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

的衣物或被褥等向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

浓烟中还可戴透明塑料袋逃生 ;

③逃生过程中经过火焰区,用湿衣被

等包裹头部和身体后再冲出火场 ;

④室外着火,干万不要开门,以防大火

蹿入室内,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

堵塞门、窗缝,并泼水降温。

干万不要盲目跳楼,可利用疏散楼梯、阳台、落水

管等逃生自救。也可以用绳子 (可把窗帘、被套撕

成条状,连成绳索 )紧拴在窗框、暖气管、铁栏杆

等固定物上,用毛巾、布条等保护手心,顺绳滑下 ,

或下到未着火的楼层脱离险境。



遇火灾时切记不可乘坐电梯 ,

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火灾袭来时要迅速逃生 ,

不可贪恋财物。

若所在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 ,要

立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筒、挥

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送

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157如何安全疏散?

电梯不能作疏散耧梯,火警时严禁使用电梯

0实验室安全出口数不得少于两个;

②消防通道不能堆放杂物和易燃易爆品;

o疏散门不得设置门槛,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不宜采用吊门或水平推拉

门,应用摇门,门的宽度应在08m以上,平时不要上锁 ;

④人员密集场所、地下建筑等疏散走道和楼梯上应设置事故照明和安全疏

散标志。

疏散注薏事项 :

0首先疏散能使火势扩大、有爆炸危险的物资;

②重要物资疏散;

0消防人员进出通道及时清理
;

④屋内有遇水燃烧的物品,须先疏散出来方可用水救火;

⑤疏散物质放在火场的上风方向。



1.6意外事故处理
16.1准备

目饣准备  虎人有tⅡ

抵赭足关铤
"接

准臼悌在平时!∶

。认识所使用的化学品,参考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

。部分安全资料网址 :设备处:h廿p/l沧ms cqu edu cn

。熟知实验室内安全设施所在位置 ;

。准备适当的急救物资 ;

=谨慎操作或实验 ,了解使用物品的潜在危险性 ;

=接受适当培训 ;

。采取保护做法:若对某种做法是否安全有怀疑或保留,最好采取

保守做法 (晌起警报 ,离开实验室,把处置工作留给专业人员 )

Ⅲ了解周围的安全通道 ;

。了解火警警报及灭火器的位置,确保可以迅速使用 ;

c学习使用灭火器具 ;

。切勿乱动任何火警侦察或灭火装置 ;

=切勿堵塞消防通道 ;

●保持所有防烟门关闭。

=学习急救 ;

Ⅱ熟知紧急的冲身和洗眼地点 ,

●确保急救药物器具准备充足 ,

i如需要便用氢氟酸或氰化物 ,

而此等地点应容易抵达 ;

有需要的话包括特别的解毒剂 ;

须学习怎么样使用解毒剂。



16,2应急

火警紧急预案
A∶ 听见火警 :

●保持镇定,并看附近是否有起火迹象 ;

●若见火或烟,或听到疏散的宣布,应依照以下C部分的程序疏散 ;

●若未见火或烟,应保持警觉及留意宣布,直至警报停响为止 ;

●警报响起超过两分钟,应立即疏散 ;

●听到蜂鸣声响,表示附近区域之火警警报正在响起,应保持警觉及留意宣布 ;

●听到蜂呜器和火警警报,表示你接近火警警报晌起的区域,应视作听见火警

警报的情况行动。

B发现火警 :

●打碎火警警报前的玻璃 ,启动警报 ;

●拨电话ii9,向 学校保卫处报告

●保卫处电话:A区 :6510265465100110
0B区 : 65120110

●C区 :65118lio

●污亳茫鼋: 65678110

●通知他人 ;

●如果安全的话 ,尝试使用灭火器具灭火 ;

●不可冒险。如火势不能控制,立即离开火场 ;

●如果安全的话把起火房间的门户关上。

C安全疏散 :

●保持镇定。以步行速度疏散 ,切勿奔跑 ,尤其不要在楼梯奔跑 ;

●立刻离开所在建筑物 ,使用最近的出口
;

●尝试协助可能行动困难的人士 ;

●切勿使用升降机 (电梯 );

●在消防人员许可之前 ,切勿返回曾起火的建筑物。



1.7急救
1,7,1化学灼伤、创伤急救措施表

∷ⅡⅡ 帚羰乩髁莳茬‰瑞卿纡嬲煸糕锍鞲揪
卜不Π卩骼叶|.

强碱溅在皮肤 卜,川 大黾水冲洗,然后用 2%hJ硼酸或 2%的 醋酸冲
1=∵   洗,严歪苻去医院/n疗 .

∶i[∶ ⅠⅡⅡ 先用南,l酸钾lrf液 冲洗伤处,然后再用硫化铵浴液漂洗 ,

l刂 见徇小块用镊子移去,共余与碱灼伤处胛+H司

立即用人量水冲洗 ,T,用 乙醇捺拿无溴液存在为 l∶ ,然 后涂△甘

包扎 .

-股川大昂 自来水冲洗, 叮用 01%i锰酸钾泓敷伤处;或用苏扪

油或烫伤汕宙,用 的酒枯浴

立即剧 1%硫酸铜溶液洗挣残余的磷,或川镊子除去磷屑,或用湿

Ⅱ ∷∷Ⅱ∶  棉花擦去,再用 O1%高锰酸钾溶液湿敷,外涂保护剂,用 绷带包

扎.眼粘肤损害时,用 2%苏扪水冲洗多次 .

先「H人量流动沽水冲洗,再川硫化铵稀溶液漂洗,创面治疗; D5%

∴ ∫  绺 骤 糨 禺 1滋 芏晏{1艹核器男萝!1￡tJ:Ⅰ璀霁各JP
并与其结合,使铬失去活性;5)洙嗖仓山姘宙 iolll切 痂 lFl皮 .

!||i∫ ∷Ⅱi
先用大量水冲洗,然厅l用 70%乙醇与i/t化铁 (1moVL〉 (4:D混

合溶液洗 .

"∴

I{∷ 1{iⅡ

若只是浅表受伤,|H生理il水清洗创面,周田川 乃%的 /10精沽洗 ,

若伤凵较深或有异物,应立即到阪院去

i¨ 痢水冲洗,再用 5%碳酸氢钠溶液漂洗,涂油膏及磺胺粉 .

若受伤重,人最流血,应先让伤荇躺下,抬高受伤部位,让伤者

∷仃  保暖,用 贽 r稍用力压住包扎伯jΠ ,勿 ∫H止血带来止而,⒈ 刂时拨

打急救电话,送往就近医l,a,

ⅡtiⅡ|j孓宁霉鳖谭霹跷 舻记T鲨汪淡侥f瑾L韭尘≡
拭,勿用药

i、 刁 昌 矽 9′ ’i,叨 /J邢 刂烘
'刂

′】巳 ● 韦 1义 ~△ V刂 ¨ 0|÷
半 ÷

===∷
t=-

若皮肽未破,可用冷水冲洗 1⒌30mm`再用碳酸气钠粉调成浆状敷

山~朽 鞯乩鐾F甜鞴骷默噍聱磁l猛秣名f紧巯



∷∷∷∷|Ⅱ
∷ |∶

1,7.2中毒急救措施表

/i|∫】 勹〃/iL叫攵{宀 i色

rⅡ j

′
∶{l(

应将中毒者移至空气清新Jl流通的地方进行人工呼吸,嗅 闻解毒剂蒸

气 ,输氧;二氧化硫、氯气刺檄限部,用 2%~3%水溶液充分洗涤 :

咽喉中毒用 2%~3%的 NaHco3水溶液漱口,或吸入 NaHCoa水溶液的

热蒸气,并饮热牛奶或 15%的氧化镁悬浮液. (硫化氢中毒者禁止口

对 口呼吸.)

垠 罪辉霄i!∶∶!ii∶ |!∶

!∶∶lE⊥雪鼋诙昌糅缶:i∶
|∶∶i丨 ;i∶

i丨 :i:i∶∶∶∶ii∵ .∶∶i∶∶瘛 ∵i{∶
.t∶

i∶ |:i丨

:|眦胃’

呲 翥罢掇]多晷洁沪笙荔赭 臀肖F廴虐皂莺￡f悉颉鼾
酸

∷t化   急性中毒早期时用饱和碳酸氢钠溶液洗 胃,然后立即给饮浓茶、牛

f氵 Ⅱ玎  奶、豆浆,以吸附莓物,并立即送医院救治 .

误入消化系统者,内服催吐剂引起呕吐,洗胃:对吸人者进行人工呼

吸,输氧。

口服者给服植物油 15~3omL,
Ⅱ

"  
止 ,再给硫酸钠 1s~30mg.

早期给氧 .

".i化

物  服 2%的氯化钙催吐。

1、  一般处理:催 吐,洗 冒可用 0Os%高锰酸钾、5%硫代硫酸钠或

1%~3%过氧化氢.口 服拈抗剂,保持体温 `尽早供氧,镇静止

痉 `给 呼吸兴奋剂以及在必要时持续人工呼吸直至呼吸恢复为

【汶化{″    止。同时进行静脉输液,维持血压等对症治疗, 一旦确诊,应尽

快应用特效解毒药 ,

2、 特效疗法:特效解毒药有:硫代硫酸钠、亚硝酸盐类、美蓝、含

钻的化合物 .

磷化物毒品丨有磷化氢、土氯化磷、五氯化磷等.误吸入时速用 01%的
磷化物  硫酸铜溶液催吐,洗胃后用缓泻剂如硫酸镁.严禁饮食脂肪.在操作

磷的工作场所 `应戴用 5%的硫酸铜润湿的口罩 .

‰ 蘑冬
富留曩捞震骱絮黼 榀箍黥 渭

s%幕
濮

催吐后温水洗胃至呕吐物无酚气味为

消化道已有严重腐蚀时勿给 L述处理 ,

饣)!化

ri{饣 J

误入时,用炭粉及 药%的硫酸钠溶液洗胃.



1.7,3危险物泄露处理方式

17.4常用试剂泄露的处置示例

氰化钠、氰化钾处置 :

将硫代硫酸钠 (高锰酸钾、次氯酸钠、硫酸亚铁 )溶液浇在污染处后 ,

用热水冲,再用冷水冲。

对硫、磷及其它有机磷剧毒农药 (如苯硫磷、敌死通等 )的处置 :

可先用石灰将撒泼的药液吸去,继而用碱液透湿污染处,然后用热水及

冷水冲洗干净。

硫酸二甲酯处置 :

撒漏后先用氨水洒在污染处,使其起中和作用;也可用漂白粉加五倍水

后浸湿污染处,再用碱水浸湿,最后用热水和冷水各冲一遍。

甲醛处置 :

撒漏后可用漂白粉加五倍水后浸湿污染处,使甲醛遇漂白粉氧化成甲酸 ,

再用水冲洗干净。



汞处置 :

撒漏后可先行收集 ,尽可能不便其泻入地下缝隙,并用硫磺粉盖在洒落的

地方 ,使汞转变成不挥发的硫化汞。

苯胺处置 :

撒漏后 ,可用稀盐酸溶液浸湿污染处,再用水冲洗。因为苯胺呈碱性,能

与盐酸反应生成盐酸盐 ,如用硫酸溶液 ,可生成硫酸盐。

磷处置 :

盛磷容器破裂,一旦脱水将产生自燃 ,故切勿直接接触,应用工具将磷迅

速移入盛水容器中。污染处先用石灰乳浸湿 ,再用水冲。被黄磷污染过的

工具可用5%硫酸铜溶液冲洗。

砷处置 :

撤漏后,可用碱水和氢氧化铁解毒,再用水冲洗。

溴处置 :

撒漏后 ,可用氨水使之生成铵盐 ,再用水冲洗干净。



2.1安全用电常识

巳泖

①被电击会导致伤害,甚至死亡
;

②短路有可能导致爆炸和火灾;

0电弧或电火花会点燃易燃物品或者引爆具有爆炸性的材料;

④冒失的开启或操作仪器设备很可能导致仪器设备的损坏、使身体受伤;

⑤电器过载会令机器损坏、短路或燃烧。

静电是指在一定的物体中或其表面上存在的电荷。一般接触3-4kV的 静电电压 ,

人就会有不同程度的电击感觉。

①静电区不要使用塑料地板、地毯或其他绝缘性的地面材料,可用导电性地板 ;

②穿戴防静电服、鞋袜、手套和帽子等 ;

0高压带电体应有屏蔽揩施 ;

0进入实验室应徒手接触金属接地棒 ;

0增加环境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当相对湿度超过65%,便于静电逸散。



2。2角虫电事故的预防

o绝缘:用绝缘层把带电导体隔离,使人体不可能直接接触导体,以达到安全

目的。绝缘电阻不低于导体电压的1000倍。

●屏护:应醒目牢固,以防止无意触及带电体。

0间隔:保持-定空间距离。

●定期检查:检查线路、电器设备接地情况,注意负荷大的电器用粗电线。

。安全电压:国标GB3805-83安全电压标准中规定有五个等级,即 6V,12V,

24V, 36V, 42V。

●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低于30mA,动作切断时间短于01秒。



2.3实验室用电常见安全事故应急措施

独枣类型

触电事故是指电流流过人体时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伤害的事故 ;

触电事故分为电击和电伤

按接触电源时的情况 ,事故主要分为五种类型 :



夜急潜施
触电事故发生后,首先应迅速查看配电系统 ,

果实验室总配电箱上的总漏电保护没有跳闸 ,

以手动方式立即扳下铡刀断电。

如果触电者倒地或俯卧在仪器上,不
要试图关闭仪器上的开关或拔掉仪器

后方墙面上的众多的插头,因为此仪

器可能整体带电,施救者身体会接触

到仪器外壳而亦触电;也不要试图移

动触电人员的身体。

进行现场急救。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轻

拍其肩部并高声呼唤萁姓名,如发现伤员有

了意识 ,应立即送往医院。如发现伤员无反

应 ,立即用手指按压其人中穴、合谷穴5秒。

若触电者呼吸心跳停止 ,要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和胸处心脏按压 ,旅行心肺复苏。

119

i∷夸
∷ 及时拨打急救电话il9或 120。

曷重署窨拿ξ嫠箧叠疆霉:善茔甭帚耘礓景潜幂星 甯
:  啭

:晕
即切断电源 ,避免再出现次级事故。在一定距离之

外对损坏的仪器设备仔细观察,确定无任何危险后再靠近检修或搬运。

如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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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操作可能损坏设备,严重的会造成人身伤害 ;

●缺乏保护装置的设备容易引起事故 ;

●错误连接电源,可能引发触电、失火。

●使用大型和专业的仪器设备须经过培训和考核,并经管理人员允许 ,

才可以操作该仪器设备做指定的实验 ;

●进入实验室前须先了解所涉及的大型和专业的仪器设备 ;

●实验前,须阅读相关仪器设备的说明书和操作指南,清楚仪器每个

按钮的位置及用途,以便在紧急的情况下立即停止操作 ;

●遵守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切勿贪图省时省力而减省必要的操

作过程 ;

●始终保持仪器设备良好接地,以保证仪器设备燥作安全和正常使用 ;

●在操作某些仪器时,衣帽穿戴须符合要求,不能佩戴长项链或者穿宽

松的衣服 ;

●确定仪器设备有关的安全罩等安全设施已安装妥当并正常运作,如果

对仪器的某活动部分的安全性有怀疑,应立即停机检查 ;

●当仪器在运转的过程中有杂音或其它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关机并通知

仪器设备主管人检查 ;

●在清洁、维修仪器时,应先断电,确保在无人能开启仪器设备前提下

进行 ;

●由于误操作仪器而出现异常情况或发生事故,须及时向仪器主管人或

实验室负责人汇报。

刀夕刃冫一彐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

设施、环境具有危险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4.1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储存

存贮不当,易生事故!!!
不应按照字母顺序存放!!!

●大量危险化学品应存放在专用危险品仓库内,只有少量实验用的化学

品可以存放在实验室内。

●所有化学品储存容器必须有明显标签标明化学品的名称、危险类别、

特别预防措施及紧急应对资料。

●易燃化学品宜存放在通风良好的试剂柜中,房间内禁止吸烟、点火及

使用加热器。切勿将易燃物品存放在家用电冰箱内,应将萁放置在防爆

冰箱或标明可存放易燃品的电冰箱或冷藏柜中。

●用电冰箱存放的液体样本必须用密封容器盛放,再置于防漏托盘上。

●分类存放 ,互相作用化学品不能混放,必须隔离存放。

●易燃物、易爆物及强氧化剂只能少量存放。

●挥发性液体存放在阴凉和远离日照和热源的地方,且不应盛满整个容器。

●危险化学品不应存放在高架上,以免取用时窗口坠下发生意外。存放较

多的浓硫酸、硝酸、氢氟酸、氨水及易燃液体 ,应尽量存放在接近地面处。

●贮存室或药柜必须保持整齐清洁。

●危险化学品应标明第一次使用、存放的日期 ,容易分解的物质尤其要标明 ;

无名物、变质物要及时清理销毁。

嬴
Ⅷ
喇



易燃液体 :远离热源火源,于避光阴凉处保存 ,通风良好,不能装满。

最好保存在防爆冰箱内。

腐蚀性液体 :放于药品柜下端,选用抗腐蚀材料架。发生有毒气体或烟

雾的化学品,单独存放于带通风的药品柜中。

剧毒品:与酸类隔离,专柜上锁。

爆燃类固体:与易燃物、氧化剂隔离,宜存于20℃下,选用防爆材料架。

致癌物:有致癌物的明显标志,锁上。

互相作用化学品:隔离存放。

低温存放的化学品:该类物质需低温存放才不致变质,宜存于10℃以下 ,

如苯乙烯、丙烯腈、乙烯基乙炔、甲基丙烯酯甲酯、氢氧化铵等。

特别保存物品:金属钠、钾等碱金属 (贮于煤油中 )、 黄磷 (贮于水中 ),

此两种药物,易混淆,要隔离贮存。苦味酸 (湿保存 )、 镁和铝 (避潮保存 )、

吸潮物和易水解物 (贮于干燥处,封口应严密 )、 易氧化易分解物 (存于阴凉

暗处,用棕色瓶或瓶外包黑纸盛装 ),但双氧水不要用棕色瓶装,最好用塑胶

瓶装并外包黑纸。

●氧化剂与还原剂及有机物等不能混放。

●强酸尤其是硫酸,切忌与强氧化剂的盐类 (如高锰酸钾、氯酸钾等 )

混放;遇酸产生有害气体的盐类 (如氰化钾、硫化钠、亚硝酸钠、氯化

钠、亚硫酸钠等 ),不能与酸混放。

●易水解的药品 (如醋酸酐、乙酰氯、二氯亚砜等 )忌水、酸及碱。引发

剂忌与单体混放,忌潮湿保存。

●卤素 (氟、氯、溴、碘 )忌与氨、酸及有机物混放。

●氨忌与卤素、汞,次氯酸、酸类及汞等接触。

●许多有机物忌氧化剂、硫酸、硝酸及卤素。

●两种药品互相反应,放出有害或剧毒气体,需隔离存放。



融 唰 酬 嘲 嗣 晰 :

醋酸
不能与铬酸、硝酸、羟基化合物、乙二醇、高氯酸、过

氧化物以及高锰酸盐共存。

卩亍酉同 不能与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物共存。

乙炔  不能与铜 (管 k卤素、银、汞及其化合物共存。

碱金属  不能与水、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和其他氯代烃共存。

无水氨 不能与汞、卤素、次氯酸钙和氟化氢共存。

硝酸铵  甭薹浸鬟菟晷帚謦吞荡量譬鬈雀证獒荔重淫罗
硝酸盐、

苯胺 不能与硝酸和过氧化氢共存。

溴
   I鬟 量糸菟鬈案|罹亍

烯、丁烷、氢、乙炔钠、松节油

氯酸盐
  窳霪帚譬荔玉霪:金

属粉末、硫以及细碎的有机物或易

活性碳 不能与次氯酸钙和所有氧化剂共存。

氯   展髯〖帚善髦裘圭I龌蚤戆
石油馏分、氢、乙

二氧化氯  不能与氨、甲烷、磷化氢和硫化氢共存。

铬酸
不能与醋酸、萘、樟脑、甘油、松节油和其他易燃液体

共存。

铜 不能与乙炔、叠氮化物和过氧化氢共存。

氰化物  不能与酸共存。

易燃液体
 璧矍晷罗

酸铵、铬酸、硝酸、过氧化氢、过氧化钠和卤

烃 不能与氟、氯、溴、铬酸和过氧化钠共存。



碥 映槲 用硼 蛘锟 ;

过氧化氢
 叠髦蜃瀑荡F菩罨:曩凫鳌瞀豪鑫霪予

盐、易燃液体和

硫化氢 不能与发烟硝酸和氧化性气体共存。

碘 不能与乙炔和氨共存。

l 不能与乙炔、雷酸 (H0NC)禾口氨共存。

硝酸  E鳌晕霉薹礼蛋篝诔帚鳔氵i型罨礤翳
氢以及那

不能与油、脂肪、氢和易燃性液体、固体、和气体共存。

乙二酸 不能与银和汞共存。

高氲酸
不能与醋酐、铋及其合金、酒精、纸、木材和其他有机

材料共存。

五氧化二磷 不能与水共存。

高锰酸钾  不能与甘油、乙二醇、苯甲醛和硫酸共存。

银   不能与乙炔、乙二酸、酒石酸和胺类化合物共存。
宀
刈 不能与四氯化碳、二氧化碳和水共存。

叠氮化钠

不能与铅、铜和其他金属共存。这种化合物通常用做防

腐剂,但能够与金属形成不稳定的易爆炸性化合物。如

果沉积在洗涤槽下面,那么在水管工人作业时,遇到金

属圈和金属管就可能引起爆炸。

不能与任何可氧化的物质共存 ,

过氧化钠  酐、苯甲醛、二硫化碳、甘油、

醛等。

例如甲醇、冰醋酸、醋

乙酸乙酯和α-呋喃甲

硫酸 不能与氯酸盐、高氯酸盐、高锰酸盐和水共存。



4.2危险化学品溢漏的应急处置措施

1、 少量化学品溢漏可利用实验室内处理溢漏的工具自行清理。

2、 如果大量溢漏且不受控制,有人受伤或者实验室环境受到污染时,请

立即与相关负责人联系。

3、 化学品溢漏的应急措施 :

1)通知附近所有人 ;

2)在安全情况下,使用合适的工具控制溢漏的范围。如果溢漏易燃气体 ,

要在安全距离内,关闭所有热源和点火装置。

3)疏散所有受影响区域的人员并把门关上,启动在实验室的排风装置。

4)到安全地方通知相关人员。

5)如果情况许可,与事故现场保持一定距离,并尽量阻止其他人员进入实验室。

6)如情况许可,应向相关人员提供协助。

4.3危险、有毒有害化学废弃物的处理

化学废弃物的认识

1)化学废弃物

2)非化学废弃物

特别提醒:严禁将实验室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 !!

化学废弃物范围:见4alal

化学废弃物处置:化学废弃物送交资质公司进行处置

非化学废弃物:可直接稀释倒入排水系统或者作为城市废弃物处置

非化学废弃物示例 :

1不含化学废物范围中的固体物质或者溶液 (pH=6~10)。

2含低化学成分的冲洗液以及擦拭纸巾。

3实验室使用的家用化学品,如肥皂和清洁剂等。

4常见金属 :如 Cu、 Fe、 sn、 Zn等。

5浓度在规定的限度以下的稀酸碱。

6含有很低浓度 (100ppm或更低 )化学品的液体。用活性炭或离子交换树脂处

理后,可经污水渠排走。用完的活性炭及离子交换树脂会成为化学废弃物。

7中性盐。



3)化学废弃物的范围

1镍及其化合物

2非 卤代有机溶剂及其化合物

3有机铅化合物

4有机汞化合物

5有机硒化合物

6颜料

7杀虫剂

8制药产品和药物

9除磷酸盐外的含磷化合物

10硒化合物

ii银化合物

12硫化物

13铊及其化合物

14锡化合物

15钒化合物

16锌化合物

17酸、碱金属和腐蚀性化合物

18浓度大于10%乙酸

19酸或酸性溶液 ,酸度相当于浓度在5%
以上的硝酸的酸溶液

20浓度大于10%的氨水

21碱或碱性溶液,碱度相当于浓度在1%
以上的氢氧化钠的碱溶液

22浓度大于1%的铬酸

23浓度大于5%的氟硼酸

24浓度大于10%的 甲酸

25浓度大于5%的盐酸

26浓度大于01%的氢氟酸

27浓度大于8%的过氧化氢溶液

28浓度大于5%的硝酸

29浓度大于5%的高氯酸

30浓度大于5%的磷酸

31浓度大于1%的氢氧化钾溶液

32含5%以上活性氯的次氯酸钠溶液

33浓度大于1%的氢氧化钠溶液

34浓度大于5%的硫酸



4.4化学废液的储存原则和方法

●选择合适容器和存放地点

●禁止混存 ,分类收集 ,隔离存放

●废弃物容器标签注明:种类、时间

∷∷
∷∷
∷躞

●卤代溶剂类废弃物容器 :

收集含卤的有机溶剂 (如三氯甲烷、四氯乙烯、二氯甲烷等 )和其他合

卤的有机化合物。

●非卤代溶剂类废弃物容器 :

收集不含卤的有机溶剂和其他化合物,如丙酮、己烷、石油醚等。

●无机酸放入无机酸类废弃物容器,有机酸应装进有机酸废弃物容器中 :

且应远离: (1)活泼金属,如钠、钾、镁; (2)氧化性酸及易燃有机物 ;

(3)相碰后即产生有毒气体的物质 ,如氰化物、硫化物及碳化物。

●碱类废弃物容器 :

收集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水等,存储时应远离酸及一些性质活泼的药物。

●润滑剂类废弃物容器 :

收集泵油、润滑油、液态烷烃、矿物油等。

●金属溶液类废弃物容器 :

收集含金属 (离子或沉淀 )离子的溶液。含汞、铬 (Ⅵ )、 硼的废料应另

外单独收集。
●有机酸类废弃物容器 :

用来收集废有机酸。如有机酸的产量较低 ((4凵月 ),允许分别在
“
非卤

溶剂或卤代溶剂
”

废弃物容器中处理。
●氢氟酸类废弃物容器 :

若现场没有此类容器,且此废料量又少 (小于无机酸废料总体积的30%),
可在无机酸废弃物容器中处理。

●氰化物类废弃物容器 :

此类容器中的废料务必保持强碱性,以免有氢氰酸气体溢出。

●合有硼和六价铬溶液的容器 :

收集含有硼和六价铬的废液,实验室要为它们设计专用的排放管道。
●凝胶状废弃物容器 :

用来盛装凝胶废弃物,如聚丙烯酰胺或琼脂糖凝胶。



处理危险化学废弃物的注意事项:

0检查回收桶液面高度,控制加入后的废液不能超过容器容积的75%;

②加新液体前应做相溶性实验;

0废液转入回收桶,量多时使用漏斗;

④每次倾倒废液后应紧盖容器;

⑤填写危险化学废弃物记录卡;

⑥废弃物处理时,注意使用个人保护工具,如防护镜、手套等;

⑦过期的、不知名的固体化学品也要妥善保存,交 由学校统一处理
;

0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定期组织集中处理有毒、有害化学废液、废弃物。

巾

●实验后产生的危险化学废弃物以及过期不能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不能随

意丢弃和排放,应按一定程序妥善处理 ,否则不但会污染环境 ,也可能

造成严重的实验室安全事故。

●危险化学废弃物可分为-般化学废液、剧毒化学废液、危险化学固体废

物和废弃化学气体 ,各种废弃物应按不同方式进行处理。

●化学废弃物应存放在特定的容器内,以免在日常处理、存放及运送期间

引起泄漏。

●-般化学废弃液收集桶中的废液装到容器的90%时 即算装满,不能再装 ,

此时使用者必须在废液桶的记录表上填写的化学废液的名称和容量。

●实验室产生的各种剧毒废液,应分别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并做详细记录 ,

不能将几种剧毒废液混在一个容器中,积存到一定量时应做统一处理。

●过期或由于其他原因不再使用的废弃化学试剂应原瓶存放 ,保持好原有

标签。等学校处理废弃物时做统一处理。

●实验产生化学固体废物时,应及时装瓶 ,贴好标签 ,并做好相应记录。

积存到一定量时做统一处理。



4.5毒性物质的基本常识和安全使用方法

毒物 :

侵入人体引起局部刺激或整个机体功能障碍的物质。大致分为刺激性、腐

蚀性和有毒化学品。

刺激性/腐蚀性 (对眼睛、粘膜气管有刺激 )

1酸类、酸酐及产酸的物质 :

硫酸、氢氟酸、硝酸、盐酸、五氧化二磷、醋酸、醋酸酐等。

硫酸 :强腐蚀性酸,吸水力强,使组织碳化 ,与水反应强热。

氢氟酸 :强腐蚀性酸,伤口异常疼痛 ,可便体弱受伤者疼至休克。

硝酸及氧化氮 :强刺激性、腐蚀性,与皮肤或组织中蛋白质作用使之变黄。

2碱类 :

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水 (氨气 )、 有机胺类及水解生成的氨基化合物。

3卤素及其他 :

芳香醛、脂肪族醛、氯化亚砜、异硫氰酸酯、苯酚、液溴等。

苯酚、液溴:灼伤皮肤 ,极危险。

4具恶臭味 :

吡啶、苯乙酸、硫酸二甲酯、正丁酸和碘 ,许多含硫化合物。

须在通风橱中使用

有毒化学吊

定义 :

指进入机体后累计达一定的量,能与体液和组织发生化学或物理作用,扰乱

或破坏机体的正常功能,引 起暂时性或持久性病变,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

根据 (半剂致死量 ),毒物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

1剧毒品 :

消化道浸入少量即能引起中毒致死的实际,生物试验半数致死量在以下者 ,

如水银及汞盐、氰化物、砷化物、马钱子碱等。

2致癌物 :

铅、汞、铍、镉、碘甲烷、过氧化物、硫酸二甲酯、甲醛、苯、已烷、多环芳

烃、偶氮化合物、多卤烃如氯仿、硎脲等,尤以下述化合物为最:石棉、苯并

芘等稠环化合物 (存于沥青、烟道灰中 )、 联苯胺和β-萘胺等染料中间体 (长

期接触,膀胱癌发病率高 )、 第二级亚硝胺、某些染料 (如二甲基黄等 )。



3放射性物质 :

严重损害器官,使细胞遗传基因改变。

4其他毒物 :

能使组织器官受伤 ,常见的毒性如下 :

(D窒息;

②扰乱人体内部生理、损坏器官,引起系统性中毒:如苯渗入骨髓,损害造血

器官,卤代烷使肝肾神经受损害,钡盐损害骨骼,汞盐损害大脑中枢神经等;

0麻醉性作用:乙醚、氯仿等;

④过敏性药物:引 起某些人的过敏反应,最常见的是接触性皮炎。

4,51中毒方式

中毒方式摄入、呼吸、接触

摄入:较难区分有毒物和完全无害物 ,量小为身体所需,量大则有害。

如:01g=氧化砷致死;17g氯化铬致死;2-3g氯化钡致死;1-2g硫酸铜致死。

呼吸:0最主要的中毒方式;2∷气体、夜雾、粉尘均能吸入。0须在通风橱中

使用某些化学品 (一些低沸点液体、易升华固体,蒸气浓度大,也须用通风橱 )。

辽玫口氯气、臭氧、强酸气体及酸雾、氨气直接损害呼吸器官,引 起气管炎、肺炎。

接触:高沸点化合物入侵主要途径,特别洼意以下几种情况 :

0勿用油溶性溶剂 (汽油、氯仿等 )洗刷皮肤污染处:油溶性毒物,会因此更

易渗入体内。

@勿用热水洗污染物皮肤:高温,毛孔张开,毒物更易渗入。

e皮肤有伤口时,不能操作剧毒药品。

危害 :

腐蚀性化学品会损伤或烧毁皮肤 ;

有些易燃化学危险品在一些日常动作如:开关电源、穿脱衣服时即会引起.燃烧或爆炸 ;

化学品配制、使用不当可能引起爆炸或者液体飞溅 ;

随意倾倒化学废液会导致环境污染。

水银:室温下蒸气浓度远超过中毒浓度,溅 出不易清理 ,

应用硫磺粉盖在洒落的地方,使汞变成不挥发的硫化汞.



4,5,2中 毒的预防

Ι 使用化学品前,要详细查阅有关该化学品的使用说明,参考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充分了解化学品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

2 实验室严格遵照操作规程和使用方法使用化学品,避免对自己和他

人造成危害 ;

J 通过改草实验和改进设备预防中毒,具体如 :

尽量不用或少用有毒物质 ;

用剧毒物质时,要遵守有关安全操作规程,如采用无汞仪表,在电

镀中采用无氰电镀或在电镀液中加入保护液或泡沫塑料小球。

设备尽可能密闭,防止实验中冲、溢、跑、冒事故;禁止直接用嘴

吸移液管。

亻 佩戴合适的个人保护器具,实验室采用通风、排毒、隔离等技术

措施 ;

5 
实验操作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

了解化学品的使用、保存、安全处理和废气的程序,并严格按规定

处置相关化学品 ;

7清
楚你工作的地方所用化学品的危害,注意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

: 从事化学类有害健康的工作,按有关规定可享受适当级别的营养

保健 ;

9 
清楚当接触到危险化学品引起化学损伤时所要采用的应急措施并有

所准备,懂化学品中毒急救常识 ;

丿ε危险化学品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事故,应及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 ,

并及时向有关老师和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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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剧毒品的使用安全

预防 :

●购买剧毒品必须向学校保卫处和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申请并批准备案 ,

经过当地公安部门审批后,凭许可证向指定的化学危险品供应商购买 ;

●剧毒品管理实行
“
五双

”
制度 ,即双人保管、双锁、双帐、双人领取、

双人使用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严防发生被盗、

丢失、误用及中毒事故 ;

●剧毒品必须使用专用保险箱 (柜 );

●剧毒品保管实行责任制, 
“
谁主管,谁负责

”
,责任到人。管理人员

调动,须经部门主管批准,做好交接工作,并将管理人员的名单报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备案 ;

●实验产生的剧毒品废液、废弃物要妥善保管,不得随意丢弃、掩埋或

水冲。废液、废弃物等应集中保存 ,由学校统-处理
;

●剧毒品使用完毕 ,其容器依然由双人管理,在学校统一进行报废处理

时上交,由学校职能部门在剧毒品使用申请报告上签字,证明已经处

理完毕 ;

●学生使用剧毒品必须由教师带领。临时工作人员不得使用剧毒品 ;

●剧毒品不得私自转让、赠送、买卖。如果各单位之间需要相互调剂 ,

必须经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批 ;

●剧毒药品使用时必须佩戴个人防护器具 ,在通风橱中操作 ,做好应急

处理预案。



5.1生物安全级别

危险度1级

不太可能引起人或动物致病的微生物。此级别的实验 ,必 :

须根据微生物学的方法进行消毒 ,并符合良好的实验室操 ∷

作水平,操作人员必须遵循标准的实验室操作水平,配备 ∷

初级密封功能的基本设施。              {

蠡险啜2缀

∶病原体能够使人或动物致病 ,但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社区、牲畜 ∷

∶或环境不易造成严重危害。实验室暴露也许会引起严重感染,但 ∷

∶对感染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并且疾病传播的危险有限。此 ∷

∶级别的实验 ,除遵循危险度1级的指导外 ,工作人员须穿戴实验工 ∷

∶作服 ,防护一次性手套 ,实验室须有适当的有害生物警告标志, ∷

∷限制参与人数 ,所有具有传染性的废料均必须消毒。在进行手工 :

∷操作实验时,必须使用局部密封设施。            ∶

危险度3级

∶病原体通常能引起人或动物的严重疾病 ,但-般不会发生感染个体向其他 ∷

∶个体传播 ,并且对感染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此级别的实验 ,除遵循 :

∶危险度2级的指导外 ,工作人员还须再穿上特殊的实验室工作服及限制出入 :

∶人数 ,并留下出入人员记录。在处理带有病菌或传染性病毒的物质 ,必须 |

∶便用生物安全级别2的局部密封设施。                 ∶

危险度4级

∶病原体通常能引起人或动物的严重疾病 ,并且很容易发生个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传 :

∶播 ,对感染一般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此级别的实验 ,除遵循危险度3级的
:

∶指导外,工作人员进入实验室前须在更衣室换上实验工作服 ,离开时要立即沐浴并 :

∶消除所有污染物 ,并留下出入人员记录。所有此级别实验 ,必须使用最大程度的密 :

∶封设施 (即第3级生物安全柜或局部密封设施加全身供氧正压服 )        ∶



5.2生物实验安全防范
⒌2.1实验操作规范

●实验前必须先熟悉实验所涉及内容的相关安全资料。

●任何涉及危险物料的实验均须采用安全设备,所以实验前应检查安全设备是否能正常

使用,如有问题则应及时修理,修好之前不要急于做实验。

●在进行所有样本、培养物的相关操作时都应带一次性手套。当手套被污染时应立即脱

掉,清洗双手,更换新手套。

●干万不要用戴手套的手触摸皮肤,特别是不要触摸眼,鼻或其他暴露的黏膜。不要戴

着手套在实验室内来回走动或将手套带出实验室。

●干万不要将液体、标签等实验物品放入嘴中或舔舐这些物品。

●所有样本、培荞物和废弃物应以安全方式处理和处置,进行安全有效的保存,须经高

压灭菌等有效方式消除污染后方可处理。

●任何有形成气溶胶可能性的操作都必须在生物安全柜里进行。所有的实验步骤都应尽

可能使气溶胶或气雾的形成控制在最小程度,有害气溶胶不能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使用移液器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

●在实验中应尽可能减少使用利器,应尽可能使用替代品。包括针头、玻璃、一次性手

术刀在内的利器应在使用后立即放置在耐扎容器中.尖利物容器应在内容物达到三分

之二前置换。

●任何实验室事故或异常情况,无论大小都必须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并及时处置,处置

完成后应将处理过程详细记录并存档。

5,22生物性污染的防范

●实验废弃物的生物活性实验材料特别是细胞和微生物必须及时灭活和进行消毒处理。

●固体培养基等要进行高压灭菌处理 ,未经有效处理的固体废弃物不能作为日常垃圾丢

弃,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以周围环境的影响。

●实验完成后 ,动物尸体或被解剖的动物器官需及时进行要善处置,不能随意丢弃尸体

与器官。无论在动物房或实验室,凡废弃的实验动物或器官必须按要求消毒 ,并用专

用塑料袋密封后冷冻储存 ,统一回收处理。

●不能随意堆放动物爿|泄物 ,与动物有关的垃圾必须存放在指定的塑料垃圾袋内,并及

时用过氧乙酸等消毒处理后方可运出。

●生物实验器械与耗材 ,塑料制品应用特制的耐高压超薄塑料容器收集,定期灭菌后进

行回收处理 ;废弃的玻璃制品和金属品应使用专用容器分类收集,统一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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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生物安全事故应急措施
1刺伤、切割伤或擦伤

受伤人员应当马上脱下防护服,清洗双手和受伤部位 ,使用适当皮肤消毒剂进行消毒

并做临时医学处理,受伤较重的要尽快到附近医院治疗。处理后要记录受伤原因和可

能感染的微生物 ,并保留完整的医疗记录。

2动物咬伤

先用大量清水冲洗伤口,然后用肥皂或者碘酒对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和其他临时处理
,

切不可用嘴吸。尽快到卫生疾控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局部伤口处理 ,必要时需注射流行

性出血热疫苗、狂犬病疫苗。

3误食潜在危睑性物质

应脱下受害人的防护服,并将受害人送到医院进行医学处理,应告知医生食入的物质

以及事故发生的细节 ,并保留完整的医疗记录。

4潜在危险性气溶胶释放 (在安全柜以外 )

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撤离相关区域 ,同时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 ,并张帖
“
禁止入内

”

标识 ,实验室人员应在负责人的指导下穿戴适当的防护服和呼吸保护装备对污染进行

清除。任何暴露人员都应接受医学咨询。

5容器破碎导致感染性物质溢出

立即使用布或纸巾覆盖受感染性物质污染或溢洒的破碎物品,然后进行收集和消毒处

理 ,收集完成后应用消毒剂探试污染区域。整个处理过程须佩戴结实的手套 ,用于清

理的布、纸巾和抹布等也应放在~w· 放污染性废弃物的容器内。

6盈有潜在感染性物质的离心管破裂

离心机正在运行时出现离心管可能破裂的现象 ,应立即关闭离心机电源。如果机器停

止后发现离心管确实破裂,应立即将盖子再盖好密闭,通知实验室负责人。离心机应

在实验室负责人指导下进行清理 ,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应按感染性废弃物进行处理 ,

离心机内腔须经过消毒处理后才能重新使用。

7在可封闭的离心桶 (安全杯 )内离心管破裂

所有密封离心桶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装卸。如果怀疑在离心桶内离心

松开离心桶盖子并对离心桶高压灭菌。离心桶也可采用化学消毒。



5.4生物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生物废气物处置指引

禁止将生物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存!!

分类收集

曰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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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1、 应按环保的相关规定堆放生物废弃物,生物废弃物必须经过学校统一收集处理。

2、 受感染的利器和带有病菌或可传染疾病的废弃物必须先消毒,包装后再帖上有害

生物废弃物标志,才能进行处理。

3、 生物废弃物的容器必须防漏、防潮,并耐撕扯和碰撞。

4、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在废弃物收集前,所有生物尸体和生物器官应先包好并存放

在冷藏柜内。冷藏柜处应有警告标志以警惕其他使用者。

如培养液、血液等加漂白
粉2h左右消毒处理或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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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包装收集 (生物
危害标识 )消毒灭菌

交无害化处理中心



6.1辐射的范畴
辐射包括电磁波辐射和放射性辐射 ,因其具有高密度的能量 ,在实验室研究

工作上具有很多用途,但其高能量的射线易造成对人体的伤害。在高校实验室主要

是放射性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6.2放射性安全与防护

●放射源并不可怕,对放射源无端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已经采取了安全

保护措施、正常使用的放射源,对人体是基本没有危害的。

●放射源发射出来的射线具有一定的能量,它可以破坏细胞组织,从而对人体造成伤

害。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放射源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将之分为卜V类五类。

●当人体收到大量射线照身Jg寸 ,可能会产生诸如头晕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

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机体损伤甚至死亡;当人体只收到少量射线照射并处于安全水

平时,一股不会产生不适症状,身体也不会受到伤害。

T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在上岗前必须仔细阅读相关的法律法规,并遵照执行 ;

a从事与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有关工作的职业工作人员必须年满18周岁,经职业

健康检查,符台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要求,且在岗期间必须接受个人剂量监测 ;

ε放射工作人员须参加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的定期培训,考核

台格,取得
“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含格证

”
方可上岗操作 ;

0临时或短期参加放射性工作的人员,在从事放射性工作前要经过必要的、规范的培

训,并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

s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必须在经批准的辐射工作场所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

在未经批准的非辐射工作场所使用 ;

⑥同位素的包装容器、含放疡扌性同位索的设备、射线装置应当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储源室必须符台防护屏蔽设计要求,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应有专

人管理。并设置醒目的
“
电离辐射

”
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



7∷放射性同位素的采购实行归口管理.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
准购证

”
,订购的

放射性同位素到校后须及时报学校主管部门确认备案 ;

8建立放疡扌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台帐管理和日常领用登记制度,定期对放射性同位素和

射线装置进行全面的核对和盘查,要做到账物相符,并每个季度向学校主管部门上报 ;

,放射性废源、废弃物和废射线装置应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做好分类和记录,内容包括 :

种类、核素名称、数量、活度、购置日期、状态 (气态、液态、固态 )、 物理和化学性

质 (可 l’/+性 、不可燃性 )等 。放身扌性废弃物的处理必须向学校主管部门申报,并办理相

关手续 ;

iO一旦发生事故 (放射源被盗、丢失、严重污染、超剂量照射或射线伤害事故等),必须

立即启动本单位相应等级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同时向学校主管部门和保卫处报告 ,由

学校主管部门和保卫处向当地公安、环保、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2、 放身i性防扩措施

I在实验中尽量减少放射性物质的用量。选择放射性同位素时,应荏满足实验要求的情况

下,尽量选用危险性小的 ;

'实
验时,力求迅速、熟练,尽量减少被辐射的时间,并应尽可能利用各种夹具、机械手

来操作,以便远离辐射源,减少被辐射剂量,同时应设置隔离屏障 ;

3实验时必须戴好专用的防护手套、口罩,穿工作服。实验完毕,立即洗手或洗澡。禁止

在实验室内吃、喝或抽烟 i

-实验室应保持高度清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实验过程中煮沸、烘干、蒸发等均应在通

风柜中进行,粉末物质应在手套箱中进行处理 ;

弓佩戴个人辐射剂量计,可以知道当天的接受剂量和累积剂量,以便将其控制在安全水平

以下.

3、 放射性防护手段

i距离防护:距离放射源越远.接触的射线就越少,受到的伤害也越小 ;

9屏蔽防护:选取适当的屏蔽材料侬口混凝土、铁或铅等)做成屏蔽体遮挡放射源发出的射线 ;

a时间防护:尽可能减少与放射源的接触时间。在实际工作中,通常将其他三种防护手段组

合应用 ;

●器材防护:为防止放射性物质曲呼吸道进入人体,开放性液源应在通风柜内操作i粉末态

源应在手套箱内操作。操作者应佩戴口罩、手套、目镜、穿防护服等保护用品。



6.3放射性废弃物

放射性废弃物分类处置指引

禁止将放射性废弃物与其他废弃物混存 !!

分类收集 !!

是否符合
“
放

身中性废弃物
”

的定义

包装与存放符

合国家标准与

规定 ,有辐射

标志、防火、

防水、防盗 ,

专人保管

是否长半
衰期、毒

性大或动

物尸体废

弃物

申请内容含
退役原因、

编号、核素

名称、购源

日期、活度

所属部门、

用途、理化

状态等

向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

锈

或

璃

贮

不
钢
玻
罐

存

所有包装符台⑤家标准`有辐勇J标识禾o文字说On`防谝、防水



7‘瑁高压气瓶酌搬运、存敖和充装的注意事项:

充气气瓶搬动之前 ,需进行安全性检查 ,对于瓶体已有缺陷的充气

气瓶不可擅自搬动 ,需请求相关专业部门进行及时处理。

搬运充装有气体的气瓶时,尽量采用特制的担架或小推车 ,距离较

短时也可以用手平抬或垂直转动。搬运过裎中需保证开关阀的紧密 ,

绝不允许用手执着开关阀移动。

在搬动存放气瓶时,应装上防震垫圈,旋紧安全帽 ,以保护开关阀 ,

防止其意外转动和减少碰撞。

充装有气体的气瓶装车运输时,应要善加以固定,避免途中滚动碰撞 ;

装卸车时应轻抬轻放,禁止采用抛丢、下滑或其它易引起碰击的方法。

充装有E相接觎舌可引起燃烧、爆炸句本的气瓶 (如氢气瓶和氧气瓶 ),

不能同车搬运或同存一处,也不能与其它易赐 爆物品混合存放。

气瓶瓶体有缺陷、安全附件不全或已损坏,不能保证安全使用的 ,

切不可再送去充装气体 ,应送交有关单位检查台格后方可使用。



7.2一般高压气瓶使用原则
(1)高压气瓶必须分类分处保管,直立放置时要固定稳妥;气瓶要远离热源,避

免曝晒和强烈振动;一股实验室内存放气瓶量不得超过两瓶。

a在钢瓶肩部,用钢印打出下述标记

制造厂、制造日期、气瓶型号、工作压力、气压试验压力

气压试验日期及下次送验日期、气休容积、气瓶重量

b为了避免各种钢瓶使用时发生混淆,常将钢瓶上漆上不同颜色,写明瓶内气体名称 .

各种气体钢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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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压气瓶上选用的减压器要分类专用,安装时螺扣要旋紧,防止泄漏;

开、关减压器和开关阀时,动作必须缓慢 ;使用时应先旋动开关阀,后开减压器 ;用

完,先关闭开关阀,放尽余气后,再关减压器。切不可只关减压器 ,不关开关阀 .

(3)使用高压气瓶时,操作人员应站在与气瓶接口处垂直的位置上。操作时严

禁敲打撞击,并经常检查有无漏气,应注意压力表读数。

(4)氧气瓶或氢气瓶等,应配备专用工臭,并严禁与油类接触。操作人员不能

穿戴沽有各种油脂或易感应产生静电的服装手套操作,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

(5)可燃性气体和助燃气体气瓶,与明火的距离应大于十米 (确难达到时,可

采取隔离等揞施 )。

(6)用后的气瓶,应按规定留005MPa以上的残余压力。可燃性气体应剩余

02MPa~03MPa(约2kg/cm2~3kg/cm2表 压),氢气应保留2MPa,以防重

新充气时发生危险,不可用完用尽。

(7)各种气瓶必须定期进行技术检查。充装一股气体的气瓶三年检验一次 ;如

在使用中发现有严重腐蚀或严 E:损伤的,应提前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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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几种特殊气体的性质和安全
(1)乙炔 :乙炔是极易燃烧、容易爆炸的气体。含有7%13%乙 炔的乙

炔桕空气混台气 ,或台有30%乙炔的乙炔和氧气混台气最易发生爆炸 .乙炔

和氯、次氯酸盐等化含物也会发生燃烧和爆炸。

存放乙炔气瓶的地方,要求通风良好。使用时应装上回闪阻止器 ,还要注

意防止气体回缩。如发现乙炔气瓶有发热现象 ,说明乙炔已发生分解 ,应立

即关闭气阀 ,并用水冷却瓶体 ,同时最好将气瓶移至远离人员的安全处加以

妥善处理。

发生乙炔燃烧时,绝对禁止用四氯化碳灭火。

(2)氢气:氢气密度小,易泄漏,扩散速度很快,易和其它气体混合。

氢气与空气混含气的爆lF极 限:空气含量为183∶ 590%(体积比),此

时,极易引起自燃自爆,燃烧速度约为27米 /秒。

氢气应单独存放 ,最好放置在室外专用的小屋内,以确保安全 ,严禁放在

实验室内,严禁烟火。应旋紧气瓶开关阀。

(3)氧气 :氧气是强烈的助燃烧气体 ,高温下 ,纯氧十分活泼 ;温度不

变而压力增加时,可以和油类发生急剧的化学反应 ,并引起发热自燃 ,进而

产生强烈爆炸。

氧气瓶—定要防止与油类接触,并绝对避免让其它可燃性气体混入氧气

瓶:禁止用 (或误用 )盛其它可燃性气体的气瓶来充灌氧气。氧气瓶禁止放

于阳光曝晒的地方。

(4)一氧化=氮
(笑气):臭有麻醉兴奋作用,受热时可分解成为氧和

氮的混合物,如遇可燃性气体即可与此混合物中的氧化含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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