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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也许

就是一个炸药库，也许是一个生

化武器库，也是毒药间，有时也

象高压锅。爆炸案、火灾案、中

毒案在这里频频发生。稍有偶然

的不慎和疏忽，会造成生命财产

的重大损失。进入实验室，随时

敲响危险的警钟。 

据统计：学术研究实验室发生事故的

频率比工业实验室高10到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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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一： 2010年6月3日下午，兰

州一私人化学实验室突然传来一

声猛烈的爆炸声，随后火势迅速

蔓延，并引燃了与其相邻的仓库。

爆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在实验过程中，实验

员不小心将装有石油醚的玻璃瓶

打翻在地，里面的石油醚自燃，

引燃了旁边的木头柜。在场的实

验人员立即开始救火，无奈火势

太大，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将其扑

灭。幸运的是由于撤离及时，事

故并未造成工作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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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二：  2010年5月26日，下午昆

明理工大学莲华校区矿业大楼6楼

一实验室突发火情。 

事故原因：是学生做完实验出门

时忘记关电路引发火灾，所幸无

人受伤。 

案例三：宁波大学两个学生在该实

验室用电磁炉熔化石蜡做实验，后

来暂时离开了一会，没想到就发生

了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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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2009年10月23日下午，北京理工大

学5号教学楼9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名老

师、两名学生和两名设备公司人员受伤。 

事故原因：为在调试新购进的厌氧培养箱时

可能因压力不稳引发了发生爆炸事故。 5人

均为玻璃、碎片等碎屑割伤，无生命危险。

经校方证实，化工与环境学院一名老师、一

名博士生与一名研二学生，观看两名技术人

员在5号教学楼901室调试新购设备时遭遇爆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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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实验操作中的意外伤害主要有： 

 急/慢性中毒导致的人体损伤  

火灾，爆炸引起的人身伤害  

 烫伤，腐蚀，触电等  

 机械性伤害  

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
实验人员的疏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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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怎样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以及实验室
仪器等财产安全。 

尽量做到预防为主，将安全事故扼杀在摇
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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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电 

 气 

 火 

 试剂 

 化学药品使用 

 药品溢泼处理 

 废液处理 

 仪器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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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水：水龙头或水管漏水时，应及时地修理。 

下  水：下水道排水不畅时，应及时地疏通。 

冷却水：输水管必须使用橡胶管，不得使用乳胶

管；上水管与水龙头的连接处及上水管、下水管

与仪器或冷凝管的连接处必须用管箍夹紧；下水

管必须插入水池的下水管中。 

人离开，水关掉！ 

 

水                               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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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不用潮湿的手接触电器。 

 电源裸露部分应有绝缘装臵。 

 所有电器的金属外壳都应保护接地。 

 修理或安装电器时，应先切断电源。 

 不能用试电笔去试高压电。 

 如有人触电，应迅速切断电源，然后进

行抢救。 

节约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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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保险丝要与实验室 

   允许的用电量相符。 

电线的安全通电量应大于 

   用电功率。 

如遇电线起火，立即切断 

  电源，用沙或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灭火器灭火，禁 
   止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等导 

   电液体灭火。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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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搬运：搬运或转动气瓶时，要用推车，不得用手执着开关

阀移动。 

 使用：按气瓶的类别选用减压器，安装时螺扣应拧紧，并

检漏。 

 开启钢瓶：逆时针方向为开；先开总阀，后开减压阀。 

关闭钢瓶：顺时针方向为关；先关总阀，后关减压阀。 

气嘴保护：用死扳手夹紧气嘴后再开总阀。 

安全：气瓶内的气体不可用尽 ！ 
惰性气体：应剩余 0.05 MPa 以上压力的气体。 

可燃气体：应剩余 0.2  MPa 以上压力的气体。 

氢        气：应剩余 2.0  MPa 以上压力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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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存放：分类分处保管！ 

 直立放臵时要稳妥；气瓶要远离热源；避免曝晒和强烈振动；一般

实验室内存放气瓶量不得超过两瓶。 

 氢气瓶和氧气瓶不能同存一处。 

气—乙炔                              

  性质：极易燃烧、容易爆炸。 

  使用：使用时应装上回闪阻止器，还要注意防止气 体回缩。用后及时地关 

                  闭总阀。                

 存放：乙炔气瓶的地方，要求通风良好。 

 故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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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气瓶移至安全区域加以妥善处理。 

 灭火：发生乙炔燃烧时，应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LOGO 

气—氢气                               

性质：氢气密度小，易泄漏，扩散速度很快，易和其它气

体混合。 

氢气与空气混合气的爆炸极限：氢气含量爆炸下限4.1％，

爆炸上限74.1％(体积比)，此时极易引起自燃自爆，燃烧

速度约为2.7m/s。 

使用：提倡使用氢气发生器。在使用氢气的地方，严禁烟

火；严防泄漏；用后及时地关闭总阀。 

存放：氢气应单独存放，最好放臵在室外专用的小屋内，

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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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氧气                               

 性质：强烈助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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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可将氧气瓶与油类物质混放，并绝对避免让其它  可燃性气体混 

                 入氧气瓶。 

 存放：氧气瓶禁止放于阳光曝晒的地方。 

火 

 加热：进行蒸馏实验和消化样品时应使用加热套和封闭式电炉，不应使 

                 用明火加热，安全使用酒精灯。。 

 明火：实验室内严禁吸烟，在使用易燃气体和易燃试剂的实验室内不得 

                 使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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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情处理                               

  报警：119（说明火源、火情、单位名称、地理位臵，或明显标志） 

  措施：早发现、早处理、早报告 

  灭火： 学会使用灭火器（一拔、二握、三瞄、四扫） 

                    沉着、冷静 

                     易燃固体、易燃气体、易燃液体和带电物体着火时，可用干粉  

                      灭火器灭火 ； 

                    导线或电器着火时，应先断电，再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切不可  

                      用 泡沫灭火器，此灭火器导电。 

                    衣服着火时，应尽快地脱掉衣服，并用水灭火，或 就地滚动， 

                      切忌乱跑。                     

  防火：火灾不能预期、不能杜绝、只能预防 

                   消除火灾隐患（电、火、气、试剂） 

                   备逃生四件宝（灭火器、绳、手电筒、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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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使用 

 任何的容器都必须贴上标签，注明其内容物及有效时间。 

 使用低沸点有机溶剂时，一定要远离火源和热源。试剂瓶应封严，

并放在阴凉处保存。 

 浓酸、浓碱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如果溅到皮肤上或眼内， 应立即用

流水冲洗至少15min，然后用5%NaHCO3或5%H3BO3冲洗。浓硫酸

粘到皮肤时不能直接用水洗,因为会有大量的热量产生,会烧伤皮肤,

应该先用硼酸,再用NaHCO3溶液处理，严重的应处理后尽快就医。  

 在使用任何化学药品前，一定要熟知该化学药品之危险性。 

 使用有毒有机溶剂或者腐蚀性试剂时应在通风橱内操作，并使用防

溅面罩，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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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注意事项 
 防毒 

 实验前，应了解所用药品的毒性及防护措施。确认清楚后才可使用。 

 操作有毒气体(如H2S、Cl2、Br2、NO2、浓HCl和HF等)应在通风橱内进行。 

 苯、四氯化碳、乙醚、硝基苯等的蒸气会引起中毒。它们虽有特殊气味，但久嗅

会使人嗅觉减弱，所以应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使用。 

 有些药品(如苯、有机溶剂、汞等)能透过皮肤进入人体，应避免与皮肤接触。 

 氰化物、高汞盐(HgCl2、Hg(NO3)2等)、可溶性钡盐(BaCl2)、重金属盐(如镉、铅盐)

、三氧化二砷等剧毒药品，应妥善保管，使用时要特别小心。 

 防爆 

 使用可燃性气体时，要防止气体逸出，室内通风要良好。 

 严禁将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放在一起。 

 久藏的乙醚使用前应除去其中可能产生的过氧化物。 

 进行容易引起爆炸的实验，应有防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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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溢泼处理 

 溶剂 

    避免点火及可引起火花之任何动作。 

    去最近的地方，拿喷洒吸收溶剂之干粉，将喷洒吸  

         收剂由外而内洒在溅有溶剂处。 

    用铲子将吸收剂清理掉。 

 酸和碱 

     去最近的地方，取中和酸(碱)剂，由外向内喷洒，用试纸测试是 

          否还在该处。 

     将中和剂清理掉。 

     用肥皂及水清理溅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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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有机试剂 

  使用三氯甲烷、四氯甲碳、乙醚、苯、丙酮、己烷等低沸点有机 

      溶剂时，一定要远离火源和热源。 

  装有上述试剂的试剂瓶应封严，并放在阴凉处保存。 

  使用有毒有机溶剂时应在通风橱内操作，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无机试剂 

  浓酸、浓碱具有强烈的腐蚀性。使用浓硝酸、浓盐酸、浓硫酸、 

 高氯酸及氨水时，应在通风橱中操作。如上述试剂溅到皮肤上或 

眼内，应立即用水冲洗，然后用5%NaHCO3或5%H3BO3冲洗。 

   标    识 

 自配试剂应贴标签，并注明化合物名称、浓度、配制日期，以及 

     配 制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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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液处理 

 废弃的溶液应按有机及无机进行分类，严禁将不同   类别

的液体混放在同一个瓶中。 

 装有废液的容器必须具有明显的标识，标识上应注明该废

液的名称、组成、浓度、日期及该溶液废弃人的姓名。 

 将装有废液的容器放在指定地点，统一处理。 

 严禁将有毒、有害、强腐蚀性试剂及液体倒水池中。 

  废弃的洗液不得倒入下水道，应装入试剂瓶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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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使用 

  1. 仪器使用者必须认真地阅读操作规程，经过培训方可上机操作。 
  2. 必须严格地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3. 在使用仪器之前应进行预登记。 
  4. 完成样品测定后，应在该仪器的“使用维修登记本”上进行机时

登记。 
  5. 在样品的测定过程中，应保持仪器、实验台面及实验室的整洁。  
  6. 遇到仪器发生故障，立即向管理人员报告，不得擅自处理。 
  7. 未按“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而造成仪器故障或损坏，应由该

操作人员及所在课题组负责修理。 
  8. 按操作规程使用水、电。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报告，及时处理。

离开实验室时应检查仪器、水、电、门、窗是否关好，夏季应检查
空调是否关闭。 

  9. 不得擅自挪用与公用仪器相关的辅助设备和零、配件，以及实验
室内的一切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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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橱门太高 盖子没盖 

老标签没撕掉 

损坏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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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标日期 

原始标签没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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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被挡住 

玻璃试剂瓶放在地上 

门被挡住 

乱放乱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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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掉了 

纸箱子堆太多 

通风柜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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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子没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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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饮料不能 

带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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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挡
住了消 

防栓和
灭火器 

实验室不
安全，另
外这是防
火门， 

不应该打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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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实验室里，如果有意外发生，应该首先蹲下。

因为一般实验台都有一定高度，如果爆炸，蹲着也

许可以躲避爆炸飞出的玻璃等伤害，也可以增加对

气浪的抵抗力。 

 2. 大的突发事故，人身安全才是最主要的。首先尽

快离开事故现场，等事故得到控制之后再来处理其

他事情。 

 3. 切记，大的突发事故，勇敢的冲出去。在事故未

得到控制之前，不要返回现场如拿东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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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要使用电梯。事故时候，很可能会断电，如果

正在使用电梯，很可能被困在里面出不来。 

 5. 逃离火场时，应捂住鼻子，弯腰匍匐前进。 

 6. 如果火封住了门，被困室内，应该尽量想办法从

窗户等出口逃走。如果实在不行，应尽可能的在室

内控制火势，洒水降温，保持自己的清醒，发出呼

救信号，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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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 

     伤处不能用手抚摸，也不能用水洗涤。若是玻璃创伤，应先把碎玻

璃从伤处挑出，然后用酒精棉清洗，涂上红药水、紫药水(或红汞

、碘酒)，必要时撒些消炎粉或敷些消炎膏包扎。严重时采取止血

措施，送往医院。 

 烫伤 

     伤处皮肤未破时，可涂擦饱和碳酸氢钠溶液或用碳酸氢钠粉调成糊

状敷于伤处，也可抹獾油或烫伤膏，还可以在伤处涂上玉树油或

75%酒精后涂蓝油烃；如果伤处皮肤己破，可涂些紫药水或1％高

锰酸钾溶液。如果伤面较大，深度达真皮，应小心用75%酒精处理

，并涂上烫伤油膏后包扎，送往医院。 

 受碱腐蚀致伤 

     先用大量水冲洗，再用2％醋酸溶液或饱和硼酸溶液洗，最后再用

水冲洗。如果碱溅入眼中，用硼酸溶液洗或2%的醋酸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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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酸腐蚀致伤 

     如果沾上浓硫酸，不要用水冲洗，先用棉布吸取浓硫酸，再用大量
水冲洗，再用饱和碳酸氢钠溶液(或稀氨水、肥皂水)洗，最后再用
水冲洗。必要时涂上甘油，若有水泡，应涂上龙胆汁。至于其他酸
灼伤，可立即冲洗，然后进行处理。如果酸液溅入眼内，用大量水
冲洗后，再用5%的碳酸氢钠溶液，送医院诊治。 

 受溴腐蚀致伤 

     用苯或甘油洗濯伤口，再用水洗。 

 受磷灼伤 

     用1％硝酸银，5％硫酸铜或浓高锰酸钾溶液洗濯伤口，然后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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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刺激性或有毒气体 

     应使中毒者撤离现场，转移到通风良好的地方，让患者呼吸新鲜的空气

。吸入氯气、氯化氢气体时，可吸入少量酒精和乙醚的混合蒸气使之解

毒。吸入硫化氢或一氧化碳气体而感不适时，应立即到室外呼吸新鲜空

气。但应注意氯气、溴中毒不可进行人工呼吸，一氧化碳中毒不可施用

兴奋剂。若发生休克昏迷，可给患者吸入氧气，并迅速送往医院。 

 毒物进入口内 
     常用的洗胃液有食盐水，肥皂水，3%-5%的碳酸氢钠溶液，或将5-10ml

稀硫酸铜溶液加入一杯温水中，内服后，用手指伸入咽喉部，促使呕吐

，吐出毒物，边洗边催吐，洗到基本没有毒物后服用生鸡蛋清，牛奶，

面汤等解毒剂，然后立即送医院。 

 触电 
     应迅速切断电源，将患者上衣解开进行人工呼吸，不要注射兴奋剂。当

患者恢复呼吸立即送往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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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火 

     起火后，要立即一面灭火，一面防止火势蔓延（如采取切断电源，移走易燃药品等

措施）。灭火的方法要针对起因选用合适的方法。 

   普通起火：可用湿布、石棉布或砂子覆盖燃烧物，火势大时可用泡沫灭

火器。 

  电器设备或带电系统所引起的火灾：只能使用二氧化碳或四氯化碳 

      灭火器灭火。 

  金属钠、钾、镁、铝粉、电石、过氧化钠等着火：应用干沙灭火。 

  比水轻的易燃液体，如汽油、笨、丙酮等着火：可用泡沫灭火器。 

  有灼烧的金属或熔融物的地方着火：应用干沙或干粉灭火器。 

  实验人员衣服着火时，切勿惊慌乱跑，赶快脱下衣服，或用石棉布覆盖

着火处，伤势较重者，应立即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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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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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用药品，标样，溶液都应有标签。绝对不要在容器内装入与

标签不相符的物品。 

 2、禁止使用化验室的器皿盛装食物，也不要用茶杯、食具盛装药

品，更不要用烧杯当茶具使用。 

 3、稀释硫酸时，必须在硬质耐热烧杯或锥形瓶中进行，只能将浓

硫酸慢慢注入水中，边倒边搅拌，温度过高时，应冷却或降温后

再继续进行，严禁将水倒入硫酸中！ 

 4、开启易挥发液体试剂之前，先将试剂瓶放在自来水流中冷却几

分钟。开启时瓶口不要对人，最好在通风橱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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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易燃溶剂加热时，必须在水浴或沙浴中进行，避免明火。 

 6、装过强腐蚀性、可燃性、有毒或易爆物品的器皿，应由操作者

亲手洗净。 

 7、移动、开启大瓶液体药品时，不能将瓶直接放在水泥地板上，

最好用橡皮布或草垫垫好，若为石膏包封的可用水泡软后打开，

严禁锤砸，敲打，以防破裂。 

 8、取下正在沸腾的溶液时，应用瓶夹先轻轻摇动以后取下，以免

溅出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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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将玻璃棒、玻璃管，温度计等插入或拨出胶塞、胶管时均应垫有棉

布，且不可强行插入或拨出以免折断刺伤人。 

 10、开启高压气瓶时，应缓慢，并不得将出口对人。 

 11、配制药品或试验中能放出HCl，NO2、H2S，SO2等有害 气体
时需在通风橱中进行。 

 12、用电应遵守安全用电规程。 

 13、化验室中应备有急救药品、消防器材和劳保用品。 

 14、要建立安全员制度和安全登记本，健全岗位责任制，每天实
验结束前应检查水、电、煤气、窗、门等，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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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维护研究室安全秩序，提高防范意识，维护好研究室环境卫

生。 

 研究室内禁止私自乱拉电线，严禁插排放臵地面以防引起火灾。 

 外部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研究室。 

 加强个人财务和贵重物品的自我管理和安全防范。离开研究室时

应关好门窗，保管好自己的钥匙，防止被盗、丢失物品。 

 研究室为学习办公的公共场所，故在研究室内不宜存放贵重物品

和大量现金，以防被盗造成严重后果。 寒暑假期间，研究室内人

员应带走个人的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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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