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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 
（2024年 6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从源头上加强实验室安全风险管控，提高实验室

安全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针对性，杜绝重大安全事故隐患，

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运行，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和《中国海洋

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源”，是指实验室内可能导致人

员伤害或疾病、物质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

的根源或状态因素。危险源一般分为化学品类、生物类、辐射

类、特种设备类、电器类等。 

本办法所称“危险源辨识”是指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

其特性（危险程度）的过程。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是以“房间”为单位，依据危

险源类别和导致（引发）危险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分级评估。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学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组织开展实验

室安全分类分级工作，包括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的制定和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等。 

第五条 学部、各学院（中心、研究所、研究院、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以下统称“学院”）负责组织所属实验室开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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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辨识和安全风险等级评估工作，依据辨识和评估结果对实验

室进行分类分级审核认定，建立本单位分类分级管理档案，并

将认定结果上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第六条 各实验室负责按照本办法要求完成危险源辨识和

风险等级自评估工作，并制订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自评估结

果上报学院进行审核与认定。 

第三章  实验室分类 

第七条 实验室分类以实验室存在的危险源类别为主要依

据，结合我校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情况，将全校实验室划分为

化学类、生物类、机电类、电子类和其他类五种类型。 

（一）化学类：主要使用或存放化学品或涉及化学反应的

实验室，归为化学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为毒害性、易燃易爆

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和化学反应过程中释放的有害物质或产

生的高温高压等。 

（二）生物类：主要以微生物和动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实验

室，归为生物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为微生物（传染病病原体

类等）和实验动植物等危害个体或群体安全的生物因子。 

（三）机电类：主要使用机械、电气、高温高压等设备及

仪器仪表等的实验室，归为机电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为机械

加工类设备、高温高压类大功率设备、强电强磁与激光设备等。 

（四）电子类：主要使用计算机、电路板等的实验室，应

归为电子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是带电导体上的电能，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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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触电、电路短路、焊接灼伤等。 

（五）其他类：不涉及上述分类的实验室，归为其他类实

验室，主要危险源为用水用电危险及消防危险等。 

第八条 当实验室存在的主要危险源类别可归为两个或多

个类别时，应同时按照两个或多个实验室类别进行认定。 

第四章  实验室分级 

第九条 依据实验室使用或存放危险源的危险程度，将实验

室安全风险划分为一级（高度危险）、二级（较高危险）、三级

（中等危险）、四级（较低危险）等四个等级。 

第十条 学校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

判定方法，实验室除直接判定定性条件外，还需参照综合评分

体系进行定量风险评定（详见附件 1、2），取两者较高者所对应

的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 

第十一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划分采用“就高不就低”的

原则，涉及多种危险源的实验室，以其中最高风险等级认定。 

第十二条 实验室风险等级认定标准 

（一）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定为一级风险实验室： 

1. 实验原料或产物含剧毒化学成分； 

2. 使用剧毒化学品； 

3. 存储第一类易制毒品、第一类精神药品； 

4. 存储易燃易爆化学品总量大于等于 50kg 或 50L； 

5. 存储有毒、易燃气体总量≥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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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安全 BSL-3、ABSL-3、BSL-4、ABSL-4 实验室； 

7. 使用 I、II 类射线设备； 

8.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源、核材料； 

9. 使用起重机械、叉车等机电类特种设备； 

10. 使用超高压等第三类压力容器； 

11. 使用强磁、强电设备； 

12. 使用 4、3R、3B 类激光设备； 

13. 使用富氧涉爆实验室自制设备； 

14. 按照《实验室危险评分表》评分达到 100 分的实验室； 

15．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二）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定为二级风险实验室： 

1. 存储第二类精神药品； 

2. 存储易燃易爆化学品总量为 20~50kg 或 20~50L； 

3. 存储有毒、易燃气体总量为 3~6（不含）瓶； 

4. 生物安全 BSL-2、ABSL-2 实验室； 

5. 使用第一类、第二类压力容器； 

6. 按照《实验室危险评分表》评分在[75, 100)范围的实验室； 

7．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三）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定为三级风险实验室： 

1. 存储第二/三类易制毒品； 

2. 生物安全 BSL-1、ABSL-1 实验室； 

3. 按照《实验室危险评分表》评分在[25, 75)范围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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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四）未列入以上三级的实验室认定为四级风险实验室。 

第十三条 对未纳入本办法的其它危险源或危险因素，各学

院应参照以上办法进行分类分级。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类分级管理要求 

（一）实验室安全信息牌须标明实验室类别、风险等级以

及重要危险源类别与风险等级； 

（二）实验室须有相应的安全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一级

安全风险实验室的安全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须报国有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备案； 

（三）实验室须制定符合实验室相应危险级别的教育培训

计划，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事故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安全准入制

度。 

第十五条 学校、学院和实验室根据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开

展精准化管理，加强督导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一）危险等级为一级的实验室，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每

年牵头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学校主管职能部门每月开展

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二级单位每周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

查；实验室做到“实验结束必巡”；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活动

应在学院备案，学校不定期抽查；针对重要危险源制定相应的

管理办法和应急措施，责任到人；高风险点位安装监控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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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报警装置；配备充足的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必要的个体防护设备设施；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针对重要危险

源的应急演练。 

（二）危险等级为二级的实验室，分管校领导每年牵头开

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学校主管职能部门每季度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二级单位每月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实验

室做到“实验结束必巡”；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活动应在学院

备案，学校不定期抽查；针对重要危险源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和应急措施，责任到人；高风险点位安装监控和必要的监测报

警装置；配备充足的专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个

体防护设备设施；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针对重要危险源的应急

演练。 

（三）危险等级为三级的实验室，学校主管职能部门每半

年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二级单位每季度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实验室做到经常性检查；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

活动应在学院备案，学院不定期抽查；在重要风险点位安装监

控和必要的监测报警装置；配备充足的兼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

员；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设备设施；学院判断如有必要，可临

时按更高等级实验室安全要求进行管理。 

（四）危险等级为四级的实验室，学校主管职能部门每年

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二级单位每半年开展不少于 1 次

安全检查；实验室做到经常性检查；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活



－ 7 －  

动应在学院备案，学院不定期抽查；配备必要的兼职实验室安

全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设备设施；学院判断如有必

要，可临时按更高等级实验室安全要求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未完成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风险评估或未采取

相应风险防范措施及不完善的，应暂停实验活动，待整改完成

后重新进行评估。 

第十七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实行动态管理，当实验室的

使用方向、研究内容、实验材料或设备数量等关键因素发生改

变时，实验室应重新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等级评估。 

新建、改建和扩建实验室，危险源辨识和安全风险评价应

与建设项目同步进行，在实验室启用前完成安全分类分级工作。 

第十八条 各学院应严格按本办法做好实验室安全分类分

级工作，若出现漏评或高危险等级低评等情况，学校将限期责

令整改，并按照《中国海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追责问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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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验室安全分级表 
安全级别 参考分级依据 

Ⅰ级/红色级

实验室（重大风

险实验室） 

实验室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1） 实验原料或产物含剧毒化学成分； 

（2） 使用剧毒化学品； 

（3） 存储第一类易制毒品、第一类精神药品； 

（4） 存储易燃易爆化学品总量大于等于 50kg 或 50L； 

（5） 存储有毒、易燃气体总量≥6 瓶； 

（6） 生物安全 BSL-3、ABSL-3、BSL-4、ABSL-4 实验室； 

（7） 使用 I、II 类射线设备； 

（8）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源、核材料； 

（9） 使用起重机械、叉车等机电类特种设备； 

（10） 使用超高压等第三类压力容器； 

（11） 使用强磁、强电设备； 

（12） 使用 4、3R、3B 类激光设备； 

（13） 使用富氧涉爆实验室自制设备； 

（14） 按照《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评分达到 100 分的实验室； 

（15） 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Ⅱ级 / 橙色

级实验室（高风

险实验室） 

实验室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1） 存储第二类精神药品； 

（2） 存储易燃易爆化学品总量为 20~50kg 或 20~50L； 

（3） 存储有毒、易燃气体总量为 3~6（不含）瓶； 

（4） 生物安全 BSL-2、ABSL-2 实验室； 

（5） 使用第一类、第二类压力容器； 

（6） 按照《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评分在[75, 100)范围的实验室； 

（7） 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Ⅲ级 /黄色

级实验室（中风

险实验室） 

实验室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1） 存储第二/三类易制毒品； 

（2） 生物安全 BSL-1、ABSL-1 实验室； 

（3） 按照《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评分在[25, 75)范围的实验室； 

（4） 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Ⅳ级 /蓝色

级实验室（低风

险实验室） 

未列入以上三级的实验室认定为四级风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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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 
每项计分 风险源 

25 分 

 

（1） 存储易燃易爆化学品总量在 5~20kg 或 5~20L； 

（2） 存储一般危化品总量 50~100kg 或 50~100L； 

（3） 存储有毒、易燃气体总量为 2 瓶； 

（4） 使用 III 类射线设备的数量≥2 台； 

（5） 使用简单压力容器的数量≥3 台； 

（6） 实验室使用危险机加工装置的数量≥3 台； 

（7） 实验室使用加热设备数量≥6 台； 

（8） 实验室每月危险废物产生量≥100 L 或 kg； 

（9） 实验室存在转基因生物。 

10 分 （1） 使用超过人体安全电压（36V）的实验； 

（2） 涉及合成放热实验； 

（3） 涉及压力实验； 

（4） 产生易燃气体或有毒有害中间品（或成品）的实验； 

（5） 涉及持续加热实验； 

（6） 使用一般实验室自制设备； 

（7） 存储易燃易爆化学品＜5kg 或 5L； 

（8） 实验室存储一般危化品总量＜50kg 或 50L； 

（9） 存储有毒、易燃气体 1 瓶；存储普通气体＞4 瓶 

（10） 存储或使用有活性的病原微生物，对人或其他动物感染性较弱，或感染后

易治愈； 

（11） 使用简单压力容器 1~2 台； 

（12） 使用 III 类射线设备 1 台； 

（13） 使用危险机加工装置 1~2 台； 

（14） 使用一般机加工装置的数量≥5 台； 

（15） 实验室一般用电设备负载≥80%设计负载； 

（16） 使用 2、2M、1、1M 类激光设备的数量≥3 台； 

（17） 实验室每月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20~100 L 或 kg； 

（18） 实验室使用加热设备数量 3~5 台； 

（19） 实验室使用每 1 台明火设备。 

5 分 （1） 存储普通气体 1~4 瓶； 

（2） 使用一般机加工装置 1~4 台； 

（3） 使用 2、2M、1、1M 类激光设备 1~2 台； 

（4） 实验室每月危险废物产生量＜20 L 或 kg； 

（5） 实验室使用加热设备数量 1~2 台； 

（6） 实验室使用每 1 台快捷电热设备。 

注：1.表中所称实验室房间均以面积为 50m2 计，其他面积可按比例调整评价内容； 

2.表中符合任 1 种情况计相应分数，符合多种情况，分数累加计算，最高 100 分； 

3.实验室自制设备，是指由使用人自行或者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设计、制造、安装的，并以其

为载体进行实验活动的非标设备；对标准设备进行改造也参照自制设备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