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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大校综字〔2022〕37 号 
 

           
  

 

关于印发《青海大学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经 2022 年实验

室管理与安全专题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贯彻落实。 

 

 

2022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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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

责任制，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规范性、针对性、有效性，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文件以及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

全检查要求，根据《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是根据危险源的特性和危险

程度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配套专业化安全管理和预防措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全校所有实验室（包括教学实验室、科

研实验室），实验室以“房间”为单位按照所涉及的危险源及安

全风险程度进行安全分类和风险等级的认定。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委员会负责指导开展实验室安全

分类分级相关工作。 

第五条  实验室管理处作为学校实验室安全归口管理部门，

具体负责组织开展全校实验室分类分级认定工作，对各级各类实

验室实施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管理。 

第六条  各二级单位作为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单位负责按

照危险源类别和风险等级要求，具体组织落实所辖实验室分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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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作，并将分类分级结果报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同时针对不同

类别和等级的实验室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实施分类分级管理。 

第七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需

按照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要求，具体对所管理实验场所的每

个房间进行危险源种类识别和风险等级的打分、评估和认定，认

定结果报各二级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核确认。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实行动态管理，当危险源使用

及存放情况发生改变，实验室应重新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认定，并

经各二级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核确认后，报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第三章  分类管理 
 

第九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类根据实验场所所属学科专业类

别，将校内实验室分为化工类、生物类、机械类、其他类四种类别。  

第十条  包含化学、药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

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涉及较多化学反应和化学品的实验

场所归属为化工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为易制毒、易燃易爆性、

腐蚀性等危险药品，高压、高温等特种设备。管理重点是国家管

制类药品、有毒化学试剂、麻醉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安监部门重

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实验气体、化学废弃物、特种设备等的安

全管理。 

第十一条  包含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农学、生物医

学工程、医学（除药学外）等学科，涉及微生物（包含人类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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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病原微生物）、实验用传代细胞、实验动物、转基因研究等的

实验场所归属为生物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为微生物（包含人类

及动物病原微生物）、转基因或带病动物等危害个体或群体安全

的生物因子，有毒生物染料，高温高压设备，实验气体等。管理

重点是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和实验必须在具备相应安全等级的

实验场所进行，开展实验动物相关工作必须具有相应的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使用许可证、从业人员资格证等），实验使用动

物须从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单位购买等。 

第十二条  包含土木工程、电气工程、水利工程、冶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力学等专业，涉

及高压及大电流设备、机械加工设备、大型机械设备(包括起重

机械、锅炉、切割机等)、X射线设备等实验室归属为机械类实

验室，主要危险源为放射线、机械伤害、高压电、高温、粉尘等。

管理重点是防止放射源泄露，机械操作中的人身意外伤害，金属

或其他易燃粉尘带来的爆炸隐患，防止电击伤等。 

第十三条  包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物理

学、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矿业工程、社科类、艺术类、

体育类等专业，以及不涉及上述危险源的实验场所均归属为其他

类实验室。管理重点是规范用电、用水、消防安全及信息安全。 
 

第四章  分级办法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依照实验室内存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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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界定，安全等级从高至低分为四级，最高为一级，最低为四级。

涉及化学类及生物类风险的实验室，按照化学类风险评级表（附

件 1）及生物类风险评级表（附件 2）进行评分，累计评分大于

等于 60 分为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30≦评分＜60 为二级安全风

险实验室；评分小于 30 分为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四级安全风

险实验室认定按本办法第十八条执行。 

第十五条  涉及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一类及二类病

原体、放射源、致病性生物材料废弃物、有毒及易燃易爆气体钢

瓶、大型特种设备、金属粉末、高温高压设备（单台功率大于等

于15千瓦加热设备或单间实验室加热设备总功率大于等于15千

瓦，压力等级大于 20 兆帕的设备）、具有放射源、使用剧毒农

药或剧毒药品的实验室直接认定为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第十六条  机械类和其他类实验室如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

定为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使用马弗炉等高温加热设备，使用机

械加工类高速设备，全天候不断电设备，大型机械设备(包括起

重机械、锅炉、切割机等)、X 射线设备。 

第十七条  机械类和其他类实验室如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

定为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使用仪器仪表类设备、电子设备、印

刷机械类设备、常规医疗器械类设备、体育器械类、以及涉及高

性能运算服务和信息网络安全的。 

第十八条  机械类和其他类实验室不涉及以上情况的，以及其

他类实验室中的机房、各类语音室、标本展示室等属于四级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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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  单个实验室的安全级别涉及多个级别，按照最高

级别确定。 

第二十条  各类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国家、青海省及学校相关

法规制度要求，履行各类安全审验和报批程序，对其危险源进行

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须标明危险级别，同时根

据危险源特性制定安全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严格落实准入制度，定期对在实验室内

开展工作（活动）的人员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安全规范及安全

操作技能等安全教育培训。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要依据相关法规制度的管理要求定期

按照危险源分类分级实施检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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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学类风险评价表 

 

序

号 
项目 

权

重 
指标 得分 

1 研究方向 25 

所从事的是实验是否

涉及合成放热、压力实

验、持续高温、有毒中

间产物或产品 

 涉及合成放热+5； 

 涉及压力实验+5； 

 持续高温+5； 

 有毒中间产物或产品+5 

2 危险化学品 20 
实验室是否保存有危

险化学品。 
 一般危化品+5； 

3 实验废弃物 20 每月废弃物产量。 
 医疗废弃物+10；废液

+5；固体药品+5； 

4 钢瓶 10 

储存非易燃易爆及有

毒其的钢瓶种类及数

量，安装方式，安全装

置 

 数量 1到 3个，+3；4

到 6个，+4；7个以上，

+5； 

 有多种气体混放，+5； 

 安全设施不完备，+5 

5 压力设备 10 
一般压力设备，市监局

管控设备 

 一般设备+3； 

 市监局管控设备+5 

6 加热设备 15 
烘箱、马弗炉等设备数

量 

 数量 1到 3个，+3；4

到 6个，+4；7个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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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物类实验室风险评价表 
 

序

号 
项目 

权

重 
指标 得分 

1 病原微生物 20 
三类病原微生物；四

类病原微生物 

 三类病原微生物+15； 

 四类病原微生物+10。 

2 生物材料 20 

转基因动物；实验动

物（即买即用）；传

代细胞；细菌质粒 

 转基因动物+15； 

 其余类型 3种及以上

+15； 

 其余类型 2种+10；其余

类型 1种+5 

3 危险化学品 20 
实验室是否保存有危

险化学品。 
 一般危化品+5 

4 实验废弃物 10 
每月废弃物产量，实

验动物尸体量 

 医疗废弃物+10；废液

+5；固体药品+5；动物

尸体+10； 

5 钢瓶 10 

储存非易燃易爆及有

毒其的钢瓶种类及数

量，安装方式，安全

装置 

 数量 1到 3个，+3；4

到 6个，+4；7个以上，

+5； 

 有多种气体混放，+5； 

 安全设施不完备，+5 

6 压力设备 10 
一般压力设备，市监

局管控设备 

 一般设备+3；市监局管

控设备+5 

7 特种设备 10 

高压灭菌锅数量；超/

高速离心机数量；烘

箱、马弗炉等设备数量 

 总数 1到 3，+10；总数

4到 6，+15；总数 7以

上，+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