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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姚煊道 ，杨晓飞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训练部，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科学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是提高实验室建设效益，确保实验室正常运转的重要措施，其中安全 

管理是实验室最基础和最根本的管理工作。目前，军队院校教学实验室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安全意识不强、实 

验教学安排不合理、安全标准不完善、安全教育不到位等问题，针对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特征、管理现状和易发 

生的安全事故，要着重在增强全员安全观念，健全安全管理体制，重视安全基础性工作，加强安全标准化建设， 

科学安排实验教学，实施实验室安全准入制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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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Laboratories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Military Academy 

YA0 Xuan—dao．YANG Xiao—fei 

(Education Department，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Th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laboratory management is all important measure to speed up the laboratory 

development and ensure its proper operation．Security management is the fundamental work in laboratory management．At 

present，there are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laboratories in military academies，such as lack of safety consciousness， 

improper arrangement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incomplete safety standard，poor safety education an d 80 on．In the light 

of the safety feature，the current management situation，and safety accidents，we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arouse 

the security consciousness，improve the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security work，strengthen 

the safety stan dardization construction，scientific arran gemen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and implementing the laboratory 

safe access system，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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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是学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主阵地，是 

军队院校教学保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国家、军队、 

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持续多年的重点投资建设和学 

校自身发展，目前军队院校已基本形成了设备先进、功能 

完善、特色鲜明的实践教学条件体系，教学实验室范围涵 

盖了数学、物理、语言、计算机、力学、化学、航天、机 

械、电子、光电等多个学科领域，在保证正常教学实践活 

动基础上 ，有力支持了学员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在学 

员的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是实验教 

学的根本属性，学员必须亲自动手操作完成实验，在实验 

过程中必然会频繁接触水、电、气以及部分有害化学试剂 

和放射性物质，操作使用多种复杂仪器设备，处理实验产 

生的 “三废”物质，经常需要在高温高压、强电流强磁、 

微波辐射以及高转速等特殊环境或条件下进行实验，操作 

和处置稍有不慎，就会对自身人身安全和实验室的资产安 

全产生直接影响，甚至酿成事故。因此，在实验室条件建 

设不断完善的同时，加强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实现实验室 

安全发展，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 

一

、 目前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军队院校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 

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安全管理办法，根据国家、军 

队的各类规章制度，结合军队院校严格的营区、卫生、人 

员和秩序管理，制定了 《实验室工作条例》、《实验室安全 

工作守则》、《危险品管理办法》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开展 

了大量的安全管理工作，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以确保实验教学安全运行。但是，近年来实验室规模在不 

断扩大，特别是随着实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实验教学 

内容大量增加，实验手段更新迅速，实验设备不断升级， 

部分实验室还涉及到枪械、武器系统等军事装备领域，实 

验室安全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原有的实验室安全管理 

制度和机制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一些安 

【收稿 日期】 2012-03-05 

[作者简介】 姚煊道 (1975一)，男，甘肃民乐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训练部场馆保障中心主任、工程师，硕士研究生。 



78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2年第4期 (总第 168期) 

案姜 隐形问题和事故隐患逐渐呈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 二、加强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对策 个方面： 一、 工曷 刚 
一 是部分实验室人员安全意识不强，落实安全制度不 

到位。实验室人员不同程度存在着 “重任务完成，轻安全 

环保”的麻痹思想，存在着安全工作是 “有投入没产出” 

的错误认识。一些实验室人员的安全意识仍然停留在 “不 

出事就是安全”的肤浅意识和安全管理就是防火、防盗的 

简单安全管理层面。⋯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只在墙上挂，执 

行不严、检查不力、落实不细的现象时有存在。一些实验 

室没有按照 《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中国人民解放 

军院校教学保障工作条例》配备专职实验室安全员，对安 

全管理和检查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二是受限于理论课、军事课教学安排和学员军事训练、 

体能训练时间要求，部分实验课程的安排过于集中，造成 
一 些安全隐患。由于需要保证实验课与理论课 的知识连贯 

性，以及考虑军队院校的特殊情况，在教学时间安排上需 

要首先保证理论课、军事课教学，同时要保证学员充足的 

军事训练和体能训练时间，导致实践教学安排上统筹余地 

不足。个别实验室的实验教学全部集中安排在某一个学期， 

而另一个学期实验室基本空置，既造成资源浪费，又导致 

实验室设备集中运转时间较长，设备负荷和用电负荷大量 

增加，极易造成设备故障和线路老化，引发安全事故和教 

学事故。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开展实验的学生人数多、同 

时使用的各类试剂多、同时启动的仪器设备多，都容易造 

成实验人员误操作和实验用品误使用 ，也极易引起实验教 

员和实验安全员的思想疲惫和麻痹大意，导致安全事故发 

生。一些机械加工、工程训练、装备操作实验室，单次实 

验学员多，造成设备的安全操作距离不够，形成较大的安 

全隐患。 

三是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安全标准建设不够完善。目前， 

军队院校尚没有全面统一的实验室安全建设标准和规范， 

虽然对大学物理、电工电子、电子技术等基础实验室建设 

明确了一些安全标准，但也仅限于对 “水、电、消防、防 

盗”的具体要求，总体安全标准建设还不够完善 ，特别是 

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同时由于军队院校的特 

殊性，对一些地方性专业检查和准入制度的坚持做得不是 

很好，如在危险化学品管理的购置、储存、使用、废化学 

品处理等方面缺乏地方公安、质检、环保、卫生等部门的 

审查、批准和监察等等，势必形成安全隐患，对实验室的 

运行管理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是经常性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抓得不够到位。一 

些实验室对实验人员安全培训工作思想上不重视，落实不 

够到位，特别是在实验任务较重的情况下，为弥补教辅人 

员不足，未经安全培训和考核，即安排临时工到实验室工 

作，安排学员到实验室值班，客观上埋下了安全隐患。由 

于缺乏教育和培训，个别实验人员对违反操作规程可能发 

生的事故认识不够，缺乏正确处理实验事故的基本技能， 

实验前安全检查不到位，实验中执行操作规程不严格，实 

验后对实验废料及实验物品的收集处理不仔细，给实验室 

安全留下了隐患。 一些教学实验室人员对保密问题重视不 

够，认为教学实验室涉密信息不多，在涉密信息管理方面 

存在薄弱环节。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易引发火灾、爆 

炸、毒害、机电伤人、设备损坏、失泄密等事故，会极大 

地影响和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给院校带来较大的财产损失 

和人员伤亡。针对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特征、管理现状和易 

发生的安全事故，要着重在增强全员安全观念，健全安全 

管理体制，重视安全基础性工作，加强安全标准化建设， 

实施实验室安全准入制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一)增强全员安全观念。健全安全管理体制 

教学实验室管理要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安全理念 ，在各级管理部门、管理者、实验人员中要建 

立 “事事安全为先、人人需要安全”、“安全无小事”的安 

全意识 ，切实增强教职员工安全观念。每个实验室都必须 

依据国家安全法规、军队安全管理规定，根据实验室类型 

和开展的实验工作 ，制定切实可行、翔实有效的安全准则 

和操作规程，并使全体人员能够自觉地严格执行。_3 借鉴耶 

鲁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浙江大学等国 

内外一流大学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中设置安全机构、配 

备安全协调员等好的经验和有效的做法，建立实验室安全 

岗位责任制，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谁在场、谁负责” 

的原则，把每个实验室、每个实验间、每台实验设备 、每 

瓶实验用剂的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 ，把实验活动的安全管 

理责任落实到个人，从细节抓安全，由个人保全局。 每次 

实验必须确定安全员，专门负责与安全相关的工作。同时， 

要逐步创立新的预测预警、检查监督、综合协调、应急处 

突机制，实现从被动整改事故隐患向主动排查解决转变， 

从阶段性的安全专项整治及突击式运动式的安全检查向经 

常性长效性和规范化制度化的安全监督转变，切实提高实 

验室安全发展的整体效益。 

(二)注重安全基础性工作。加强安全标准化建设 

实验室建设既要加强实验条件建设，更要加大实验室 

安全设施建设的投入，以提高实验室安全系数。对现有实 

验室，要安装必要 的监测、监控设备，根据实验室危险因 

素的具体情况，更新、改造、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和用品， 

及早发现隐患，杜绝事故发生。对新建实验室，要在建设 

方案论证中专门增加安全建设的内容，要在防火、防盗、 

防爆、防毒、防辐射等安全防护设施上安排建设经费，做 

好安全基础性工作。同时，要结合基础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加强安全标准化制度的制定和细化，要使实验室安全运行 

组织管理标准化、安全条件标准化、安全操作标准化，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验室在验收中要实行 “一票否决制”。实 

验室管理部门要制定安全预案和事故预案，发生事故后要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和紧急处理措施。 

(三)科学安排实验教学。有效控制安全事故 

以人为本、科学有序的实验教学秩序，是预防安全事 

故发生的有效手段。实验教学的安排一定要遵循 “科学、 

合理、定时、限量”的原则，即实验任务的下达要根据实 

验教学规律和特点科学部署，实验室对承担的实验教学和 

实验任务要结合实验室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大型实验、保 

密实验、危险性较高的实验要集中力量在规定的时间内进 

行，易燃易爆物品、化学试剂、气体钢瓶的使用要限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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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注意回收。寒、暑假期间安排实验开放，要综合考 

虑实验指导教员数量和高温、严寒环境影响，合理安排同 

时段实验人数和开机设备，防止设备过热和超负荷工作， 

尽量减少事故隐患。年度实验教学计划安排要形成闭环效 

应，每学期实验结束要进行安全管理分析，对存在的问题 

要反馈在实验计划和安排中，从源头切断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实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进一步完善实验室人员 

培训机制 

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实验 

室软硬件条件、安全防事故措施必须定期检查且符合安全 

规定方可开展实验教学，在每学期开学前应进行专项安全 

检查，不符合规定必须整改达标后方可开课。二是实验学 

员、教员必须通过安全常识和安全技能考核，熟悉实验安 

全预案，才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6 每个实验室要把 

安全知识、安全制度、操作规程等列为实验教学内容，作 

为进入实验室的第一课。对新进实验室的人员必须进行安 

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在掌握了安全知识、操作规程并具有 

自我保护能力后，方可动手操作。 J 

三、结束语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对加强军队院校安全稳定、保障 

正常教学秩序至关重要 ，只有把实验室的安全工作放在首 

位，才能为广大教职员工创造一个高质量、高标准的实验 

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环境。我们必须按照国家、军队标准， 

加强实验室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机制保证，制定严格 

的安全操作细则，探索学习现代化的安全管理方法和技术 

手段，强化安全和环保意识，才能真正筑牢实验室安全这 

道防线，为军队院校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工作提供坚强保 

障。 

[参考文献] 

[1] 徐建斌 ，赵涛．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现状与对策研究[J]． 

实验室科学，2009(8)：164—165． 

[2] 唐满生．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探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29(4)：162—164． 

[3] 张友杰，曹飞．构建实验室安全保障体系初探[J]．实验技术与 

管理，2006，23(7)：110—112． 

[4] 刘淑萍，尹云．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探讨 [J]．实验室科 

学，2006，4(2)：127—129． 

[5] 孙立权 ，范强瑞．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几点思考 

[J]．现代科学仪器 ，2008(2)：127—128． 

[5] 赵齐．浅析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与管理对策[J]．现代科学 

仪器，2008(3)：126—127． 

[7] 陈铁红，王剑锋，詹璇．浅析实验室的安全管理[A]．第九次军 

队院校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防工业 

出版社，2011：304—305． 

(责任编辑：卢绍华) 

(上接第76页) 

努力程度难于考核的课程 (如引领学生不断创新的一些课 

程)，教学岗位津贴 w值须设置为高档；对 d值介于两者 

之间即可考核的程度介于两者之间的课程，教学岗位津贴 

的w值可设置为中档。通过课程的特征来分类设岗，既能 

够有效地激励教师 “努力教学”，又能够避免学校增加不必 

要的支付成本。 

(二)优化教学岗位制度的运转机制。降低运行成本 

教学岗位制的激励效能可否充分地发挥，取决于其运 

行成本的情况。要确保教师自动地选择 “努力教学”，需要 

实现以下成本因素的变化：一是降低教师选择 “努力教学” 

时的劳动成本 (CH)。学校需通过提供更完善的教学科研 

保障、更便捷的生活设施等服务来降低教师的CH值；二 

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惩戒机制，以增加教师没有通过岗位考 

核时的损失成本 (M)，如学校可在调职调衔、职称评定、 

评功受奖等方面增加教师的潜在损失成本 (M)；三是优化 

考核组织体系，降低考核成本 P。学校可通过合理设置考 

核组织结构、采用科学的考核方法，如运用网络视频技术 

等方式，尽可能地降低不必要的支付成本。 

(三)规范约束及评价机制．使考核情况尽可能地客观 

反映教师的努力程度 

规范约束及评价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Ot值。当Q值越 

大，意味着教师努力后通过考核的概率越高，即考核情况 

越能客观反映教师的努力程度，则教学岗位制对教师的激 

励的作用就越大。要提高 仅值，学校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 

合理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一是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指标体系既要具备 “激励教学”的导向功能，又能最 

大可能地客观度量教师的努力程度，它既包括定量指标和 

定性指标，又涵盖教学过程考核和教学结果考核；二是组 

建一支精干高效的考核小组。学校要形成一支拥有教学及 

教学管理经验、学科专业构成合理、结构优化的教学考核 

精英队伍，确保教学考核结果尽可能权威和公正。三是实 

现教学岗位考核与其他考核评估活动的有机结合。要在考 

核内容、考核时间、考核标准等方面把全校的各类评估和 

日常检查机制同教学岗位考核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 
一 个全方面的监督评价的有机体，以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实 

施全过程、全方位的考核，使考核情况尽可能地客观反映 

教师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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