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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高院字〔2024〕1 号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校园实验室安全事故，快速、高效、

有序组织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故

及其损害，保障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等精神，

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试行）》，

结合我院实际，高研院研究制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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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试行）》，经2024年1月8日党

政联席会议（建设工作组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施行。

特此通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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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实验室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校园实验室安全事故，快速、

高效、有序组织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预防和减少突

发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

等精神，结合高研院实际，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本预案所称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高研院范围内各级

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或实验场所发生的，因自然、人为、技术

或设备等因素引发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

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事件、事故。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实验室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

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四类。结合高研院实际，根据事故性质、

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等因素，进一步将实验室安全一般

事故从重到轻依次分为四级：

（一）一般一级事故

造成1-2人死亡，或者3-9人重伤，或者10人（含）以上轻伤，

或者500万元-1000万元（不含）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一般二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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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造成人员死亡，但造成1-2人重伤或者造成3-9人轻伤，或

者100万元-500万元（不含）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一般三级事故

未造成人员死亡，但造成1-2人轻伤，或者50万元-100万元

（不含）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四级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50万元（不含）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事故。

第三条 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时，保障

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首要任务，在及时采取避险措施的同

时应注意保障救援人员自身安全。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由高研院安委会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安委会、各相关单位和部

门按各自职责权限负责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三）快速反应，有效应对。对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安

委会、各相关单位和部门须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到位，防止

事故扩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四）妥善处理，四不放过。对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做

好妥善处理，坚持“不查清原因不放过，不认真整改不放过，不

吸取教训不放过，不处理责任人不放过”。

（五）居安思危，预防为主。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合，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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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事故预警和预案演练等工作。

第四条 各单位、各部门须结合本预案，根据学科特点及实验

室类型，进一步建立完善本单位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机制，督促

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的制定、完善与组织实施。

第二章 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

第五条 应急组织体系由高研院安委会领导小组、相关职能部

门、各单位、应急救援队伍组成。

（一）高研院安委会领导小组是实验室安全突发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领导、协调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

处置工作。

（二）安委会办公室负责具体应急处置工作，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根据职责范围承担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三）各单位负责本单位事故现场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工

作。一旦发生事故，立即成立应急救援小组，具体职责包括：保

护现场并做好现场救援的协调指挥工作；确保事故在第一时间得

到有效处理；及时、准确上报事故。

（四）高研院建立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高研院及各单位

应急救援队伍、医疗救援组等。

第六条 一旦发生实验室一般二级及以上事故，高研院安委会

领导小组立即成立应急处置工作组。应急处置工作组包括现场处

置组、应急保障组、通讯联络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如下：

（一）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高研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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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处置工作组副组长：分管高研院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院领导。

（三）现场处置组成员单位：安委会办公室、事故单位。

（四）应急保障组成员单位：安委会办公室、总务处、事故

单位。

（五）通讯联络组成员单位：党政办公室、事故单位。

第三章 事故预防、预警和应急响应

第七条 各单位须做好实验室安全事故预防预警工作，最大限

度防止事故发生。

（一）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安全事故，提

前开展风险研判，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加强日常应急管理，落实实验人员教育培训，定期开

展实验室事故应急演练，定期评估和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

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实战能力。

（三）建立完善危险源台账，做好各种危险品的使用记录，

发现遗失、不当存放等异常情况立即处置。

（四）重视实验人员健康检查，发现与实验室安全有关的人

员感染或伤害立即报告、处置。

（五）严格执行安全巡查制度，对存在不安全行为的人员和

有安全隐患的设备用具，及时发出书面预警，提醒相关人员提高

警惕。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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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主体

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责任人，事故所在单位为事故报

告的责任单位。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立即报告事故单位主

要负责人，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立即报告高研院安委会领导小组

（安委会办公室：0512-65007179）。事故确认后1小时内，按事

故级别征得高研院安委会领导小组同意后，立即向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及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

关部门报告。

（二）报告内容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影响、事故抢救处理情况、

需有关部门协助处理的事宜等，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及时

续报。

（三）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事发区域内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启

动报告程序并保护事故现场。事故单位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本

单位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处置险兆事故，并注意救援

人员自身防护。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人及成员单位工作人员接到

报告后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对突发事故级别进行评估，迅速有效

地实施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负责指挥现场处置组开展

事故现场抢险处置工作，协调应急保障组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应

急资源保障，协调通讯联络组确保事故现场与内、外部单位联络

畅通，准确掌握事态发展动向，第一时间发布突发事故进展、处

置情况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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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

第四章 事故调查和处理

第九条 实验室安全一般四级事故，由事故单位自行调查，并

在事故调查结束后3日内报送书面报告至安委会办公室。事故调查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原因及经过、直接经济损失、事故

性质、责任认定、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情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

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一般三级事故，由安委会办公室在高研院

安委会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调查，调查处理情况报事故发生地

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第十一条 实验室安全一般二级及以上事故,参照《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由事故发生地有关人民政府依法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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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调查。生物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第十二条 根据调查结果，对人为原因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

单位，将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严肃处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

情形，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责任。根据事故性质及相关人员

责任，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对事故反映出的问

题隐患，严格落实整改闭环，加强宣传教育。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预案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制度要求执行。

第十四条 本预案由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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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验室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一般处置措施

一、危险化学品灼伤

迅速脱去被污染的衣物，清除残存在皮肤上的化学药品；及

时用大量的流动水冲洗至少5分钟并保持创伤面洁净，冲洗后相应

地用苏打（针对酸性物质）或硼酸（针对碱性物质）进行中和；

视情况轻重将伤者送入医院就医。

眼睛受到伤害的，在现场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

洗；每一实验室楼层内备有专用洗眼水龙头，冲洗时，眼睛置于

水龙头上方，水向上冲洗眼睛，冲洗时间应不少于15分钟，切不

可因疼痛而紧闭眼睛；处理后，再送至眼科医院诊断治疗。

二、危险化学品中毒

吸入中毒：迅速将患者搬离中毒场所至空气新鲜处；保持患

者镇静，并立即松解患者衣领和腰带，以维持呼吸道畅通，并注

意保暖；密切观察患者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神志、呼吸和循环系

统功能等；送入医院就医。

经皮肤中毒：将患者立即移离中毒场所，脱去污染衣服，迅

速用清水洗净皮肤，粘稠的毒物则宜用大量肥皂水冲洗；遇水能

发生反应的腐蚀性毒物如三氯化磷等，则先用干布或棉花抹去，

再用水冲洗；送入医院就医。

误食中毒：反复漱口；视情况用0.02%-0.05%高锰酸钾溶液或

5％活性炭溶液等催吐；中毒者大量饮用温开水、稀盐水或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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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毒素的吸收；送入医院就医。

三、危险化学品泄漏

立即组织现场人员撤离，隔离泄漏污染区；若为易燃易爆化

学品大量泄漏，事故中心区应严禁火种、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

“119”报警；进入现场的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个人防护器具，

救援人员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必要时用水枪掩护，采用

合适材料和技术手段堵住泄漏处。

围堤堵截：筑堤堵截泄漏液体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

稀释与覆盖：向有害物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

扩散。对于液体泄漏，可用泡沫或其它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物料，

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收容：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废弃：将收集的泄漏物移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四、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

发现剧毒等危险化学品遗失、外流或被盗时，所在单位应立

即保护、封锁现场，迅速调查处理并追回。12小时内无法调查清

楚，或数量较大、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报告安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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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实验室发生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事故的
一般处置措施

一、放射性物质撒、漏

发生场所、地面、设备污染时，用记号笔画圈或摆放标记物

等方法明确标示污染范围，标记应明确醒目，尽量避免标记过多

范围。若是液体撒、漏，应立即用吸水纸吸附；若是固体（粉装）

撒、漏，应立即用潮湿的吸水纸覆盖；若是气体撒、漏，应使用

专门的吸收剂吸收；若手套上沾有放射性物品，应立即更换手套，

已污染手套应单独妥善保存；若工作服、鞋套等防护用品沾有放

射性物品，应立即去除已污染的防护用品，并将其包好。当人员

皮肤、伤口被污染时，要迅速去除污染（先用吸水纸吸附，再用

洗涤剂清洗），选用适当洗涤剂对污染区域清洗去污，再用污染

检查仪检查去污效果，若仍有残留则继续清洗，直到接近本底为

止。

二、人员受到超剂量照射

对误食或经其它途径摄入体内放射性物质的事故，应及时上

报，以便采取相应医学处理措施。当需用药物促进排出时，要在

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三、放射性物质丢失

事故发生后应及时上报本单位主管领导、安委会办公室，并

对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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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验室发生生物安全事故的一般处置措施

一、感染性物质溢洒

实验室内应常备防范感染性物质溢洒的处理工具包，并明确

标示工具包存放地。处理工具包应包括对感染性物质有效的消毒

溶液（定期配制，防止失效）、镊子或钳子、一次性刷子、可高

压的扫帚和簸箕或其它处理利器的装置、纱布或纸巾或其它可吸

水材料、橡胶长手套、溢洒处理警示标识（如“禁止进入”、“生

物危险”等）以及其它专用工具。

在生物安全柜内发生少量溢洒时，实验人员及时消毒并更换

外层手套，用纸巾沾取有效消毒液（根据病原微生物特异性选择）

覆盖在生物安全柜内溢出物上，从溅洒边缘向中间吸取液体，待

消毒液在溢出物上停留30分钟后，用新纸巾处理用过的纸巾，继

续从溅洒边缘向中间吸取液体。用沾有有效消毒液的纸巾擦拭生

物安全柜内其它可能被污染物品。最后用干纸巾再次擦拭安全柜

表面以避免损坏。将所有纸巾丢弃在高压灭菌袋中，消毒更换外

层手套，最后清理所有废弃物，退出实验室。危害程度较小，无

需特殊处理。

在生物安全柜内发生大量溢洒时，实验人员应及时消毒，更

换外层手套和外层防护服，并将换下的防护服进行高压灭菌。发

生溢洒后，保持排风系统及安全柜继续运转30分钟，待气溶胶驱

散后再进行生物安全柜操作。处理溢出物方法如下：用纸巾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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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消毒液，从溅洒边缘向中间吸去液体。用有效消毒液消毒安

全柜内所有物品及安全柜表面。最后用干纸巾再次擦拭安全柜表

面以避免损坏。所有废弃物用镊子收集（避免直接用手接触）并

丢弃在高压灭菌袋中，包扎消毒高压灭菌。消毒更换外层手套，

最后清理所有废弃物退出实验室。危害程度较小，无需特殊处理。

菌（毒）种冻存管破碎时，立即用布或纸巾覆盖破损物品，然后

在上面洒上有效消毒液，作用30分钟后用镊子或其它工具将其放

置高压灭菌袋中，并消毒污染区域。同时，应将清理破碎物的清

洁用具用有效消毒液浸泡24小时（若耐高压，则高压灭菌）。危

害程度较小，无需特殊处理。

实验室内发生少量溢洒时，实验人员退至缓冲间脱下污染的

防护服进行高压灭菌，并更换新防护服，回到污染现场后处理溢

出物。处理方法如下：用沾有消毒剂的纸巾覆盖于污染表面，处

理完毕后，人员离开核心区，并在核心区门口张贴一张“溢洒处

理，禁止入内”的标志。等待30分钟后用镊子夹取所有污染物并

放到密封容器和高压灭菌袋中，包扎消毒高压灭菌。危害程度较

小，无需特殊处理。

在实验室内发生大量溢洒时，所有人员必须离开实验室，在

缓冲间脱去污染的衣物，进行高压灭菌。在更换新个人防护装备

后，和操作者一起戴防护头罩返回实验室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发生溢洒应第一时间告知中控室值班人员，将核心区关闭，排风

系统继续运转30分钟驱散气溶胶，并在门上张贴明显公告“溢洒

处理，禁止入内”。按要求换好新个人防护装备，返回实验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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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溢洒处理工具包（包括专用消毒剂、镊子、吸水纸及垃圾袋）

进行处理。用吸水纸覆盖污染区域，从溢出区域外围开始，向内

绕同心圆倾倒消毒剂，消毒剂在溢出物上停留30分钟后，用喷雾

器消毒任何可能会被溅洒到的垂直表面。30分钟后用镊子收集吸

水垫和纸巾等废物并放入高压灭菌袋中灭菌。镊子可用消毒剂消

毒或进行高压灭菌。使用锐器盒来收集锐器，并将它们置于可防

刺透的容器中以待处理。最后清理所有废弃物，退出实验室。实

验室生物安全负责人立即将事件详细经过报告实验室主任和生物

安全管理委员会评估，同时咨询医院以决定是否用药及确定预防

性用药方案。

二、皮肤刺伤、划伤、咬伤

皮肤被刺伤、划伤、咬伤后，操作人员立即停止工作，由辅

助人员使用75%酒精或者有效消毒液消毒操作人员手套后，操作

人员脱下全部手套，辅助人员脱下外层手套，与划伤者一同移至

洗眼器处，由辅助人员配合，用清水冲洗伤口15分钟。尽量挤出

损伤部位的血液，取出急救箱，对受污染的皮肤和伤口用0.5%碘

伏消毒，包扎伤口，在同操作者的配合下，按程序退出实验室。

生物安全负责人立即将事件详细经过报告实验室主任和生物安全

管理委员会评估，同时咨询协议医院以决定是否用药及确定预防

性用药方案。

三、动物源疫病传播

发生流行传染病时，应对饲养室和实验室内外环境采取严格

的消毒、杀虫、灭鼠措施。同时要封锁、隔离整个区域，解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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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时应当经消毒、杀虫、灭鼠处理。发生实验动物烈性传染病时，

要立即向单位领导报告，视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发生人畜共

患病时，除立即报单位领导外，还应立即报当地卫生防疫部门，

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疫情蔓延。疑似病人和接触者应入院观察。

对于事件中的高暴露人群，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预防性服药、留检、

医学观察或隔离。在可能波及的范围内，开展疑似病例的搜索，

调查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暴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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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实验室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一般处置措施

一、特种设备泄漏、着火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发生泄漏时，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头

盔、过滤式防毒面具或口罩、氧气呼吸器，进入现场关闭所有通

气阀门或采取堵漏措施，将受伤人员抬至通风处进行现场救护，

中毒严重的应立即送往医院。

钢瓶气体泄漏、着火时，应立即关闭阀门，对可燃气体用干

砂、二氧化碳或干粉等灭火器进行灭火，同时设置隔离带以防火

灾事故蔓延，对受伤人员立即实行现场救护。有毒气体泄漏时，

抢险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或氧气呼吸器等进入现场处理事故和救

援。使用氯气气瓶的单位，必须建立碱池，配备防毒面具等符合

国家有关要求的防护措施。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气体钢瓶爆炸时，所有人员须立即撤

离现场并报警，等待救援。

大型反应釜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生泄漏情况，需要找专业技术

人员来进行检修。小型反应釜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生泄漏现象，使

用者可以进行简单的排查处理。

二、起重设备事故

电动葫芦、吊车等起重设备吊运重物时如遇突然停电或设备

突发故障，作业人员和指挥人员不得离开现场，同时设立警戒区

以防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待电力恢复或设备维修恢复正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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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运的重物放好后方能离开。如遇吊物失控或起重机倾覆造成人

员受伤，应立即实行现场救护。

三、叉车事故

叉车举升货物到高空时如发生不能放下的故障，作业人员应

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并警戒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危险区，如短时间

内设备维修无法恢复正常，应用隔离带将铲车隔离。当在铲斗下

处理故障时，应用支架将铲斗架好，作业人员才能进入铲斗下检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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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实验室发生火灾事故的一般处置措施

实验室须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灭火毯、沙箱、消火栓等消防

器材设施，实验室工作人员须经常检查消防器材有效性，熟悉操

作规范，清楚安全通道位置。一旦发现火情，事故现场工作人员

立即采取措施防止火势蔓延，并迅速报告本单位主管领导，迅速

将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同时确定火灾发生位置，判断火灾发生

原因，观察火灾周围环境，判断附近是否有危险源分布，是否会

引发次生灾难等。

采用适当的消防器材进行扑救。对于木材、布料、纸张、橡

胶及塑料等固体可燃材料火灾，应采用水冷却法或ABC干粉灭火

剂灭火；对于图书、档案、精密仪器火灾，应使用二氧化碳灭火

剂灭火；对于易燃可燃液体、易燃气体和油脂类化学品火灾，应

使用泡沫灭火剂、干粉灭火剂灭火；对于电气设备火灾，应切断

电源后再灭火；因现场情况及其它原因不能断电时，应使用干砂

或干粉灭火器灭火；对于可燃金属如镁、钠、钾及其合金等火灾，

应用干砂或干粉灭火器灭火，切不可用水，否则会引发爆炸。

视火情拨打“119”和“110”报警。报警时讲明火灾发生地、

燃烧物质种类和数量、火势情况、报警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详细

情况，并到明显位置引导消防车。有人员受伤时，立即向安委会

办公室报告，请求支援。人员撤离到预定地点后，实验室工作人

员立即组织清点人数，对未到人员尽快确认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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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类危险化学品火灾，应视具体情形采取相应措施。对

于液化气火灾，切忌盲目扑灭，在未采取堵漏措施时须保持其稳

定燃烧；对于爆炸品火灾，切忌用沙土盖压，以免增强爆炸威力；

对于遇湿易燃品火灾，禁止用水、泡沫、酸碱等湿性灭火剂扑救；

扑救毒害品、腐蚀品火灾时，应尽量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避

免腐蚀品、毒害品溅出；对于酸类或碱类腐蚀品火灾，最好调制

相应的中和剂稀释中和；对于易燃固体、自燃物品火灾，一般可

用水和泡沫扑救，通过控制住燃烧范围逐步扑灭，但少数物品的

扑救方法比较特殊。易升华的易燃固体受热可产生易燃蒸气，能

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在室内易发生爆燃，扑救过程中应不

时向燃烧区域上空及周围喷射雾状水，并消除周围一切火源。同

时，依据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和危害程度，划定危险

区域，对事故现场周边区域进行隔离和疏导。

发生烧伤事故时，立即用冷水冲洗，或浸入附近水池浸泡，

防止烧伤面积扩大。衣服着火时应立即脱去，用水浇灭或就地躺

下滚压灭火。烧伤经初步处理后，及时将伤员送往医院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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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的一般处置措施

发生爆炸事故时，要立即全力组织人员疏散和自救。在第一

时间报告安委会办公室，并向火警“119”、公安“110”报警。

若发现爆炸受伤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对受伤人员进

行初步急救。

现场人员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切断电源和管道

阀门，转移其它易爆物品，并力争在爆炸初期阶段就近取用合适

的消防器材果断扑灭因爆炸引起的火源，同时大声呼救。

在爆炸现场及时设置隔离带封锁和保护现场，疏散人员，控

制好现场治安事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并消除继发性危险。

认真配合公安、消防部门做好搜寻物证、排除险情、防止继

发性爆炸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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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实验室发生触电事故的一般处置措施

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若来不及切断电源，可用绝缘

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前，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也不可

用金属或潮湿物品挑电线。

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如神志清醒，应使其就地躺平，不要站

立或走动，密切观察；如神志不清，应就地仰面躺平，且确保气

道通畅，并以5秒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膀，以判定伤员

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伤员头部。

检查触电者呼吸和心跳情况，呼吸停止或心脏停跳时应立即

施行人工呼吸或心脏按摩，并尽快送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