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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级别 参考分级依据 

Ⅳ级 /蓝色级 
实验室（低风 

险实验室） 

实验室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1） 不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室； 
（2） 主要涉及一般性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的实验室； 
（3） 高校自行规定的其他情况 
按照《高校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评分在[0, 25)范围的实验室 
注： 

1.实验室分级先按表中各级实验室所对应的参考情况划分，无所列情况的， 按
《高校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进行累计评分确定等级。 

2.对于既有本表所列参考情况，又有《高校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价表》所列危 险源
的，取两者较高者所对应的实验室等级。 



 
  

 

附件 2 

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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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行规定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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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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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高校自行规定的其他情况 



 
  

 

 

每项计分 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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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危险化学品的防爆冰箱或经防爆改造冰箱数量每 1 台； 
（7） 实验室使用每 1 台快捷电热设备； 
（8） 高校自行规定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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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高校实验室分类参照表 

序号 实验室分类 分类参照依据 

1 化学类实验室 
包括从事化学、药学、化学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较多涉及化学试剂或化学反应 

的实验室。这类实验中的危险源分为两类，一类是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含实验气体）可能带来

的化学性危险源，另一类是设备设施缺陷和防护缺陷所带来的物理性危险源 

2 生物类实验室 

包括从事基因工程、微生物学等生物和医学专业中较多涉及病毒、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研究和动物研 

究的实验室。这类实验室中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动物寄生微生物等为主要危险源，它们的释 

放、扩散可能会污染实验室内外环境的空气、水、物体表面或感染人体。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应 

进行相应的审批或备案 

3 辐射类实验室 

包括物理、核科学与技术、医学、生物、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方向中涉及放射性同位素、射 

线装置与核材料的实验室。这类实验中的危险源主要是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与核材料产生的电离

辐射，可能对人体造成内外照射伤害，也可能对环境产生放射性污染；存放或使用核材料的实验室还

存在核安全风险 

4 机电类实验室 

包括机械设计与制造、过程装备与控制、化工机械、材料物理、电气工程、激光工程和人工智能等专

业方向中涉及高温、高压、高速、高大等机械设备及其他强电、强磁、激光或低温设备的实验室，以

及大型机房等。这类实验室的主要危险包括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形式的机械

伤害以及灼伤、电路短路、人员触电、激光伤害、冻伤等因素 

5 其他类实验室 
包括社科类、艺术类专业相关的实验室或实训室，危险源主要是少量的用电设备可能带来的用电安全 

或消防安全风险 





 
  

 
管理要求 实验室分级 

Ⅰ级/红色级实验室 Ⅱ级/橙色级实验室 Ⅲ级/黄色级实验室 Ⅳ级/蓝色级实验室 

安全评估 

科研项目、学生课题等实验 

活动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

活动应在二级单位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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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开展不少于 1 次针对重
要危险源的应急演练 

科研项目、学生课题等实验 

活动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

活动应在二级单位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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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开展不少于 1 次针对重
要危险源的应急演练 

科研项目、学生课题等实验 

活动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

活动应在二级单位备案，二级

单位不定期抽查；二级单位判

断如有必要，可临时按更高

等级实验室安全要求进行

管理 

科研项目、学生课题等实验 

活动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

活动应在二级单位备案，二级

单位不定期抽查；二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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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保障 

高风险点位安装监控和

必要的监测报警装置；危化

品等重要危险源存储严

格执行治安管控或其他

部门监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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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风险点位安装监控和

必要的监测报警装置；危化

品等重要危险源存储严

格执行治安管控或其他

部门监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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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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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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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科研项目实验安全风险审查表（样表） 

项目依托学院 药学院 项目负责人 张 XX 

项目名称 XXXXXXXXXXX 的机制研究 

项目类别 □教学项目       □科研项目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其他项目 

项目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 ********* 

项目实验地点 

校内 XX 实验室 XX 楼 XX 房间 

安全负责人 

张 XX 138139***** 

校外 XXXXXXXX 李 XX 138139***** 

风险 

因素 

化学类 ☑易燃 □易制爆 ☑易制毒 □剧毒 □腐蚀性 □麻醉品 □精神药品 □其它 

生物类 □微生物（传染并病原体类等）  ☑实验动物  □其他 

设备类 □锅炉   ☑压力容器   ☑气瓶   □高低温设备   □大功率设备   □其他 

其他 □放射性物质和装置   □粉尘安全   □起重机械   □网络安全   □其他 

项目研究内容概述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控制举措（页面不够可另附页） 



 
  

 

风险分析 

（参照《危化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大全》和相关管理制度，根据危险源清单分析实验过

程中可能对人身安全、人体健康、实验室环境和周边环境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示例） 

1、易燃危化品：甲醇、乙醇等，危险特性包括：……。 

2、管控类危化品易制毒：氯仿，危险特性包括：……。 

3、…… 

风险管控措施 

（参照《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针对危险源清单逐一详细阐述

风险管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硬件设施、管理制度、管理台账、准入培训、防护措施、应急

预案等方面） 

（示例） 

1、易燃普通危化品：甲醇、乙醇等的管控措施包括：……。 

2、管控类危化品易制毒：氯仿的管控措施包括：……。 

3、…… 

风险应急措施 

（参照《危化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大全》和相关管理制度，针对危险源清单详细阐述本

实验项目应急设备、物资的配备情况和出现安全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 

（示例） 

1、该项目实验配备□灭火毯 □沙土灭火 □干粉灭火 □二氧化碳灭火 □喷淋装置 

□洗眼器 □其他                                      等应急设备物资。 

2、该项目涉及危险源的应急处理措施如下： 

（1）易燃普通危化品：甲醇、乙醇等，急救措施包括：……，防护措施包括……，泄

露处理包括……等等。 

（2）管控类危化品易制毒：急救措施包括：……，防护措施包括……，泄露处理包括……

等等。 

（3）…… 

项目承诺： 

本人对实验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评估，并已掌握了解相关风险应急措施，保证填写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并承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切实做好项目风险管控和应急相关准备及培训工作，

并认真落实学校安全管理制度，防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项目研究安全。如违反上述承诺，自愿

承担后果和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字）：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