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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高等学校实

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

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一是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红线意识，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二是要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要贯彻

落实《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对照文件要求逐条落

实，做到责任到人到岗。三是要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实验

室安全规范》相关要求，完善高校实验室分级分类管理体

系，按照危险源管控分级管理体系对实验室进行分级分类

管理。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对进入实验室

人员，尤其是对初次进入或长时间未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做

好准入培训，并强化应急处置培训，导师要对可能造成人

身安全的实验环节做好把控，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尤其是

重特大事故发生。 

 

 
 

本次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

筹，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高等教育司、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按职责协调组织，由教育部主要负责组织教育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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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高校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其具体工作安排为：高

校自查自纠阶段（2023年3月-4月）—现场检查阶段（2023

年5月-6月）—整改阶段（2023年7月-9月）—回头看阶段

（2023年10月-11月）。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3 年）》要点解读 
 

一、修订目的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修订主要有4个目的：

一是为2023年的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提供技术支持

；二是为适应法规、政策文件、标准的更新；三是进一步

体现高校实验室安全基本内涵，帮助指导高校实验室安全

日常管理工作。四是体现《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的

纲领性。 

二、总体概述 

2023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主要包括：13

条56款150项303目。“目”即检查要点，按照“物理性

质”差异单独列出，共303目。其中13条是：责任体系、规

章制度、教育培训、安全准入、安全检查、实验场所、安

全设施、基础安全、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与核

材料管理管制、机电类安全和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备。 

2023 年的检查指标与 2022 年相比较，一、二级指标

均有增加，其中一级指标由 12 个增加到 13 个，增加的

是“4.安全准入”，体现了教育部对安全准入工作的重

视。二级指标由 50 个增加到 56 个，主要增加了责任体

系与安全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如 1.3 实验室层面安全责任

体系、1.4 安全工作奖惩机制、2.2 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或细则、2.3 安全应急制度等。三级指标的检查要点数量

虽然与2022年相同，均是 303 个，但内容更为丰富。 

增加的各项指标体现了《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

的相关要求，如责任体系中增加了实验室/项目负责人的安

全责任；安全准入中增加了项目实验室安全评估与研究选

题安全评估，为实验室安全设置了第一道保障；在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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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增加了“针对高危实验物品及实验过程开展专项检

查”，其中的实验过程专项检查是也是新增内容，对实验

室安全作了更“全方位”、“全流程”的保障。 

三、要点解读 

（一）责任体系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增加了实验室层

面的责任体制：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

责任人，应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隐患整改、个人防

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须对项目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并制定防范

措施及现场处置方案。 

还增加了安全工作奖惩机制：是否有明确的奖惩管理

办法，以及实际执行情况；要依法依规进行事故调查和责

任追究。 

（二）规章制度 

学校、学院、实验室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求，并新

增了安全应急制度：强调学校、院系、实验室都要有相应

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制度，定期开展应急知识学习、应

急处置培训和应急演练，保障应急人员、物资、装备和经

费，保证应急功能完备、人员到位、装备齐全、响应及时

，保证实验防护用品与装备、应急物资的有效性。 

（三）教育培训 

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制度，要

求一定要有举报途径，如公布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邮箱、

电话、信箱等。 

（四）安全准入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新增了安全准入制

度，并单独成条：要求要对项目进行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

，以保证实验室满足开展项目活动的安全条件；要求实验

人员须经过安全培训和考核，以获得实验室安全准入资格

；要求对研究选题进行安全风险分析，以做好防控和应急

准备。 

（五）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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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主要从危险源辨识、安全检查、安全隐患

整改和安全报告四个方面作了详细要求，其中尤其重视对

重要危险源的安全检查：要求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场所，有

显著的警示标识；要求院系和实验室应建立针对重要危险

源的应急预案；要求针对重要险源，开展定期专项检查。 

（六）实验场所 

实验场所新增了“实验室改造工程应经过审批后实施

”这一内容，并强调不在实验室睡觉（不区分白天和晚上

）。 

（七）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包含消防设施、应急喷淋与洗眼装置、通风

系统、门禁监控、实验室防爆这几项内容，根据相应的国

标作了一定的修改如：将“安全销（拉针）”修改为“保

险销”，明确了应急喷淋与洗眼装置的喷淋头下方 410mm 

无障碍物，并将“（喷出高度8-10厘米）”修改为“应至

少以1.5L/min的流量供水。 

还有些“目”在表达上有所改动如把“经常擦拭洗眼

喷头”修改为“经常对应急喷头与洗眼装置进行维护”，

同时删除了“每月启动一次阀门，时刻保证管内流水通畅

”这一内容。 

通风系统还增加了“不得将通风柜作为化学试剂存放

场所”这一内容。 

（八）基础安全 

基础安全基本与2022版相同，只对部分用词作了修改

（将“电容量”修改为“配电容量”），并对部分内容进

行了适当的补充和完善（如第99目新增了“插座”，第102

目新增“易燃易爆化学试剂”，“不得佩戴隐形眼镜”改

为“谨慎佩戴隐形眼镜”）。 

（九）化学安全 

危化品的管理依旧强调全流程管理：购买-储存-使用-

贮存清运，并对危险化学品储存区和化学废弃物的贮存站

的规范管理、化学废弃物的规范转运作了更为明确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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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了“不得给外单位或个人提供管制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品存量合规”等内容，删掉了第二、三类易制

毒品的管理要求，同时还在部分表述上作了修改：如“

MSDS”改为“SDS”，“气体钢瓶”修改为“气体（气瓶）

”，将“配备合适有效的呼吸器”修改为“操作者佩戴合

适有效的呼吸防护用具”等等。 

（十）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主要关注以下四点：一是是否在对应安全级

别进行实验；二是生物安全安全设备是否完善；三是生物

安全操作是否规范；四是生物废弃物是否合规处置。 

与2022年相比，2023年项目表部分“目”的表述更为

具体、准确，如第186目删除了“ABSL-2”，而增加了“

ABSL-2 适用时配备”这一内容，第193目把“转移和运输

病原微生物”变成“转移和运输高致病病原微生物”等。 

（十一）辐射安全与核材料管制 

辐射安全的检查指标基本与2022年相同，只是部分条

款的设备的覆盖面更广，如“辐照设施设备和2类以上射线

装置具有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连锁装置”改为“辐照设施设

备和射线装置具有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联锁装置”，同时表

述也更加准确，如“5类以上”改为“Ⅴ类以上”，“城市

放射性废物库收贮”改为“有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

单位贮存”等。 

（十二）机械安全 

机械安全的变动较少，具体为：第239目将“自研自制

设备”改为“非标准设备、自制设备应经安全论证合格后

方可使用”；第259目新增了“高压电”；第263目删除了

“或水煤气管”。 

（十三）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备 

特种设备中压力容器的变动较大，主要涉及压力容器

的使用登记、使用管理以及使用年限和报废，大部分为新

增内容。 

描述也更加准确：如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全部

更改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第271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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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安全距离”。 

 

【校内工作】 

2023年上海高校实验室建设工作处长论坛在我校召开 

 

3月31日，2023年上海高校实验室建设工作处长论坛在

我校召开，副校长娄永琪出席并致辞。论坛由上海高校实

验室管理研究会主办，同济大学承办，来自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

18所在沪高校实验室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娄永琪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

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高校实

验室建设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高校

加快高质量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催生原始创新的驱动

力量。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教育

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校实验室应

在坚守安全底线、加强队伍建设以及深化实践育人等方面

抓住有利契机，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四个面向”，

落实“四新”建设，加快科技创新。 

 
上海高校实验室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楚丹琪

作研究会工作汇报，就近年来研究会工作进展和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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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我校资产与实验管理处负责人就同济大学实验室建

设、管理在资源统筹、协同共享、安全保障和以文化人的

理念、探索和成效等方面进行了分享。近年来，同济大学

多渠道筹措经费，持续改善基础学科实验条件，集中建设

多学科融合的实验教学公共平台，倡导教学科研实验室向

本科生开放，引导学生参与跨学科科学研究探索，践行

“同济天下，崇尚科学，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新时代

同济文化，在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和内涵化方面卓有

成效。 

与会高校代表就报告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分

享了各高校在实验室建设和安全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年

度重点工作计划。会后，代表们还实地调研参观了同济大

学环境、物理和化学等学科实验室。 

 

 
 

 

学校组织各学院在线观看“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启

动暨培训会” 

 

近期，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高等教育司关于组织召开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启动

暨培训会的通知》，并于4月7日以线上视频直播的形式举

行了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暨培训会，我校有来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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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院的219位安全相关负责老师参会。 
 

 

 

培训会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张国辉

首先通报了2022年高校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工作情况，并

对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和现场检查工作提出要求。

随后，清华大学教授艾德生对《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

范》《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3年)》内容及

本年度的检查重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广东省教育厅、四川

大学也分别就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交

流和经验分享。 
 

【对外交流】 

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积极与兄弟高校针对实验室安全

工作开展交流活动 
 

3月9日，四川大学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副处长带队访

问了我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会上，实验室安全管理办

公室介绍了我校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

随后双方就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人员管理、政策

制定及落实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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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员赴浙江

大学开展调研，双方重点围绕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室建

设管理、实验室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随后，调研工作组还对浙大的实验室进行了实地考察

参观。 

 
 

4月3日，河北大学综合实验中心访问我校，双方在行

政南楼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上，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

室负责人对河北大学实验中学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

绍了同济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的基本情况，并围绕实验室安全管理等方面着重介绍了

学校的整体思路和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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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分管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