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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设〔2021〕4 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 
风险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 

                               2021年 12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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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从源头管

控实验室安全风险，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教

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

号）、《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对象包括实验场所、实验人员、

实验物品及设备、教学科研实验活动等。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辨识危险源和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源指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可造成人员伤害，

在一定因素的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物质、设备和场所。 

危险有害因素指能对人造成伤亡或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甚至

导致疾病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

素等。  

（二）确定安全风险等级。 

（三）制定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职责 

第四条 校实验室技术安全委员会是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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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领导机构。 

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制定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

判定具体办法，并组织、督促、检查和指导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

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职能部

门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做好业务范围内的实验室安全风险防

范工作。 

第六条 院（系）是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

负责组织本单位所属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及备案工作，并督促、

指导内设机构及实验室、课题组做好自评工作。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判定 

第七条 以实验场所为对象，通过辨识其中的危险源和危险

有害因素，分析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P）”和事故后果的“严

重性（S）”，并将上述二者构成“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矩阵表”。

风险等级（L）由低到高分为：一级（低风险）、二级（一般风险）、

三级（中风险）、四级（较高风险）和五级（高风险）。 

（一）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P）”，依据实验场

所内的安全隐患因素判定得出。 

1.人的因素：包括实验人员从业（作业）资质、个人防护、

实验活动等方面的不安全因素； 

2.物的因素：包括安全设施、实验物品与设备等方面的不安

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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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的因素：包括实验场所空间、资质条件等方面的不安

全因素； 

4.管理的因素：包括实验物品与设备管理、安全检查等方面

的缺陷。 

对实验场所内的隐患因素分项量化（ki）列表并对照检查，

根据分项得分（di），计算得出事故发生“可能性（P）”值。 

（二）实验室安全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依据实验场

所内危险源的危险属性和危险源总量统计得出。 

1.根据危险源的固有危险属性，将实验场所内化学、生物、

辐射、机电设备等危险源按危险程度由低至高分为五个危险级别。

对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分别赋值（si），危险级别越高，赋值

越大。 

2.统计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总量（Ni），考虑不同级别危

险源对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影响程度（ci），量化计算得出事故后

果“严重性（S）”。 

（三）根据“可能性（P）”和“严重性（S）”，对照“实验

室安全风险等级矩阵表”查得“安全风险等级（L）”。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判定方法”见附件，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根据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规范和标准等适时调整。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实施及防范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的范围包括：  

（一）对实验场所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场所内危险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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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二）对实验项目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包括：科研活动中涉

及的实验项目、合作研究中涉及的实验项目；研究生和本科生培

养方案中涉及的实验项目、创新创业计划涉及的实验项目等；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较大变化或发现未经评估的安全风险

时，应及时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三）对新建、改建、扩建和调整使用的实验场所进行安全

风险评估。 

第九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的备案  

院（系）应建立所属实验场所和实验项目的安全风险评估档

案，并将风险评估报告报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 

实验场所和实验项目的实施应根据风险评估方案，按照风险

防范措施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 

院（系）应建立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指导分级管理机制，督

促和指导所属内设机构和实验室、课题组落实实验场所和实验项

目的风险防范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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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判定方法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L），是以实验场所为对象，通过辨识其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和危险源，分析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P）”和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由

二者构成“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矩阵表”来判定。 

一、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矩阵表 

表 1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矩阵表 

           P 
         L 

S    

0≤P＜0.30 0.30≤P＜0.70 0.70≤P≤1.00 

S ≥4.0 四级 五级 五级 

3.0≤S＜4.0 三级 四级 五级 

2.0≤S＜3.0 二级 三级 四级 

1.0≤S＜2.0 一级 二级 三级 

0≤S＜1.0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P）的计算 

（一）本办法第八条（一）中“实验场所”的 P值按如下公式计算： 

𝑃 = 1 − (1 − 𝑃人)(1 − 𝑃物)(1 − 𝑃环境)(1 − 𝑃管理) 

P 人、P 物、P 环境和 P 管理分别代表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导致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利用实验室量化检查评分表（表 2）计算 P 人、P 物、P 环境和 P 管理。 

根据表 2所列条款逐项检查实验室现况，并判分。 

利用公式（1）-（4）分别计算 P 人、P 物、P 环境和 P 管理。 

𝑃人 = 1 −
∑ 𝑑𝑖3

𝑖=1

∑ 𝑘𝑖3
𝑖=1

                       （1） 

𝑃物 = 1 −
∑ 𝑑𝑖5

𝑖=4

∑ 𝑘𝑖5
𝑖=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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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环境 = 1 −
∑ 𝑑𝑖9

𝑖=6

∑ 𝑘𝑖9
𝑖=6

                      （3） 

𝑃管理 = 1 −
∑ 𝑑𝑖12

𝑖=10

∑ 𝑘𝑖12
𝑖=10

                     （4） 

在公式（1）-（4）中，ki 代表第 i 检查项应得分值，di 代表第 i 检查项的实际

检查得分。 

（二）本办法第八条（二）（三）中“实验项目”和“新建、改建、扩建和调整使

用的实验场所”的 P值均按 0.5取值。 

三、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的计算 

（一）划分危险源的危险级别、统计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总量（Ni） 

根据危险源的固有危险属性，将实验场所内化学、生物、辐射、机电设备等危险

源按危险程度由高至低的顺序分为 I、Ⅱ、Ⅲ、Ⅳ、Ⅴ五个危险级别，见表 3-1。根据

表 3-1，分别统计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总量（Ni）（按类别或台数等单位进行累加）。 

（二）计算本办法第八条（一）（三）中“实验场所”和“新建、改建、扩建和调

整使用的实验场所”的 S值 

当实验场所内存在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时，选取危险级别最高的所有危险源计

算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计算公式如下： 

𝑆 = 𝑠𝑖 + 𝑁𝑖𝑐𝑖 

上式中，si为第 i 危险级别的基准值，Ni 为第 i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总量，ci为第

i危险级别的危险源对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因子。si和 ci的取值见表 3-2。 

（三）计算本办法第八条（二）中“实验项目”的 S值 

设定实验项目涉及的所有危险源在同一实验场所，利用表 3 分别统计不同危险级

别的危险源总量，并计算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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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场所安全事故发生可能性（P）量化检查评分表 

因素 
检查项目 

（i） 
检查标准 检查内容 

应得分 

（ki） 
评分标准 

实得分 

(di) 

人 

的 

因 

素 

1.人员资质 
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对特殊

岗位工作人员的资质要求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质证书 

2.实验动物从业人员资质证书 

3.辐射工作作业人员资质证书 

10 
每发现一人资质不符合

要求，扣 5 分，扣完为止 
  

2.个人防护 

凡进入实验室人员穿着质

地合适的实验服或防护

服；按需要佩戴防护眼镜、

防护手套、安全帽、防护

帽、呼吸器或面罩等。 

在实验场所、从事实验活动时，对头部、呼吸器官、眼面部、足部、

手部、躯干部位的防护配置 
20 

每发现一人次个人防护

不符合安全要求，扣 5

分，扣完为止 

  

3.人员的实

验活动 

按照相关要求存放和使用

实验物品设备，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SOP 开展实验活

动 

1.化学品的存放 

2.化学废弃物的收集与存放 

3.高压气体的存放与使用 

4.放射性同位素的存放与使用 

5.放射性废物的收集与存放 

6.病原微生物的存放与使用 

7.生物废弃物的收集与存放 

8.通风系统（通风橱）的使用 

9.化学实验操作 

10.生物安全实验操作 

11.玻璃器皿的使用 

12.加热设备的使用 

13.明火电炉、电吹风、电热枪的使用 

14.激光实验操作 

15.机械设备操作 

16.电气设备的使用 

17.压力容器的使用 

18.其他 

70 
每发现一类不规范行为

扣 10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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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 

因 

素 

4.安全设施 

根据实验活动、使用危险

物品和设备的安全需要，

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且

安全设施定期维护保养，

正常可靠 

1.灭火设备 

2.急救物品 

3.应急喷淋和洗眼装置 

4.通风系统 

5.精神/麻醉类药品存放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6.管制类化学品存放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7.高压气体存放使用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8.危废暂存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9.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技防物防配置 

10.病原微生物存放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11.放射源/放射性同位素存放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12.辐射工作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13.实验动物场所的技防物防配置 

14.激光实验室的安全屏蔽设施 

15.其他 

60 
每发现一类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5.实验物品

设备状态 

实验设备运行良好，无带

故障运行现象，设备与物

品存放地点（含存放柜）

特性与其危险特性和安全

要求相匹配 

1.危化品存放总量 

2.试剂标签 

3.冰箱内的物品标识与试剂密封 

4.气体管路和气瓶状态 

5.冰箱、烘箱、电阻炉的使用年限与存放空间 

6.贮存低闪点易燃易爆危化品的冰箱 

7.试剂柜与危化品危险性质的匹配 

8.压力容器等设备的存放 

9.仪器设备的接地和用电 

10.高温、高压、高速运动、电磁辐射等特殊设备的安全防护 

11.机械设备的规整 

12.电气设备的用电 

13.激光器的互锁装置、防护罩 

14.起重机械声光报警、防脱钩与限重限高装置  

15.其他 

40 
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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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的 

因 

素 

6.实验场所

空间 

实验场所安全空间布局合

理的，满足实验活动（含

物品设备存放）对空间等

场地基本条件要求 

1.场所安全出口、层高和人均操作面积 

2.功能分区（学习区、实验区、危废暂存区、核心工作区等） 

3.消防通道 

4.公共区域的设备与物品存放 

5.特殊实验对场地的要求 

6.场所的振动减震和噪音降噪 

7.其他 

40 
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7.实验场所

资质 

特殊实验场所须满足法律

法规对该场所的资质要求 

1.生物安全实验室 

2.实验动物实验场所 

3.辐射工作场所 

20 不满足任意一项，全扣   

8.场所水电

安全 

用水用电基础安全，并考

虑特殊实验活动对场所用

水用电的要求 

1.水电气路布局 

2.用电安全  

3.用水安全 

4.特殊实验场所的用水用电 

30 
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9.场所卫生

情况 

整洁摆放有序，不饮食不

过夜，无废弃物品和无关

物品 

1.卫生状况与物品摆放  

2.不饮食 

3.不过夜 

4.无废弃物品和无关物品 

10 
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 5

分，扣完为止 
  

管 

理 

的 

因 

素 

10.实验物

品设备管理 

实验物品来源合规、管理

规范；设备按要求注册登

记，定期校验（含安全附

件）及日常维护 

1.危化品采购管理 

2.管制类化学品的日常管理 

3.气体采购管理 

4.病原微生物采购管理 

5.病原微生物的日常管理 

6.实验动物采购管理 

7.实验动物的检验检疫 

8.放射源/放射性同位素采购管理 

9.放射源/放射性同位素的日常管理 

10.特种设备的注册登记 

11.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的定期检验和日常维护 

12.其他 

50 
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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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制定操

作规程和

SOP、安全警

示标识 

对危险性实验、设备制定

操作规程和 SOP、应急预

案，按需要张贴安全警示

标识。 

1.危险实验、危险化工工艺的指导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 

2.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标准操作规范 

3.生物安全相关实验活动的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 

4.射线装置的操作规程、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 

5.放射源/射线装置的操作规程、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 

6.压力容器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7.起重机械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8.烘箱、电阻炉等加热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 

9.安全警示标识 

10.其他 

20 
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12.日常安

全管理 

实验室自查、对特殊实验

场所和特殊岗位人员的管

理、对高危实验和过夜实

验管理、人员培训准入等 

1.实验场所的自查台账 

2.实验场所的危险源清单 

3.实验场所的安全信息牌 

4.过夜实验的管理 

5.实验活动危险性与场所资质等级的匹配 

6.辐射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 

7.辐射工作场所的日常管理 

8.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日常管理 

9.实验动物场所的日常管理 

10.实验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 

11.其他 

30 
每发现一项不合格扣 10

分，扣完为止 
  

 

 

 



 

－12－ 

 

表 3  实验场所安全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的计算 

计算原则：当实验场所内存在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时，分别统计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总量（Ni），再选取危险级别最高的危险源

并利用公式 S=si+Nici 计算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值）。 

表 3-1 危险源的分级与不同危险级别的危险源总量（Ni）的统计 

序

号 

危险源

名称 
单位 

I 级 Ⅱ级 Ⅲ级 IV级 V级 

范围描述 数量 范围描述 数量 范围描述 数量 范围描述 数量 范围描述 数量 

1 

暂存室、

实验场

所 

间 

1.化学品库房 

2.废弃物暂存间

（化学、生物） 

3.甲级放射性同位

素场所 

4.三、四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 

  

1.实验动物场所 

2.乙、丙级放射性同位素

场所 

3.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4.高压气瓶暂存间 

  一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 - - - 

2 
实验室

废弃物 
类         

实验室废弃物（化学、

生物、放射性） 
          

3 化学品 类 
1.剧毒化学品 

2.民用爆炸品 
  

1.麻醉/精神/医疗毒性

药品 

2.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3.易燃易爆有毒高压气

体 

4.易燃易爆化学品存放

总量超过 50Kg（L） 

  
1.其余危险化学品  

2.其他高压气体 
  

普通生化试

剂 
  - - 

4 
病原微

生物 
类 第一类/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 - - - 

5 

农业转

基因生

物 

类 Ⅲ级/Ⅳ级   Ⅰ级/Ⅱ级   - - - - -   

6 
基因工

程 
类 Ⅲ级/Ⅳ级   Ⅱ级   Ⅰ级   - - - - 

7 
射线装

置 
台 Ⅰ类   Ⅱ类、托卡马克装置   Ⅲ类和豁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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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射源 枚 Ⅰ类   Ⅱ类、Ⅲ类   IV 类、V 类和豁免       - - 

9 
特种设

备 
台 三类压力容器   

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

压力容器（高压灭菌器、

储气罐等，不包括高压气

瓶）、锅炉、压力管道、

起重设备、叉车 

  

未列入《特种设备目

录》的锅炉、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起重设备、

叉车；简单压力容器；

反应釜 

  - - - - 

10 离心机 台 ≥3 万转/分   1.5-3 万转/分   8000-1.5 万转/分   <8000 转/分   - - 

11 
高电压

设备 
台 ≥330KV   66-220KV   3-35KV       - - 

12 
加热设

备 
台 - - - - 

≥2KW 的马弗炉、电阻

炉等加热设备 
  

＜2KW 的加热

设备 
      

13 
低温设

备 
台 - - - - 

液氮罐、低温杜瓦罐、

超低温冰箱 
  普通冰箱       

14 
其他设

备 
台 - - - - 

1.机械加工类高速设

备 

2.激光设备 

3.强磁设备 

  
其他机电设

备 
  

1.计算机 

2.普通仪器

仪表 

  

总计（Ni） - 

 

- 

 

- 

 

- 

 

- 

 

表 3-2 si和 ci 的取值规则 

取值 I 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基准值 si 

si在此处键入公式。 

4.0 3.0 2.0 1.0 0.1 

影响因子 ci 0.5 0.25 0.10 0.05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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