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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建于1998年经学校批准建设成立，

实行校、院级两级管理体制。

 2001年被评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达标实验室。

 2006年获天津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于2009年被批准为国

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2011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天津市教委的验收，受到教委

专家的好评。

 2012年通过国家教育部的网上验收,已挂牌。

 2012年9月直接授予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实验中心下设实验室包括：

一楼：教学实验室、动物实验室

二楼：理化实验平台

三楼：细胞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平台

四楼、五楼、六楼为专业实验室



需要在实验中心做实验的教师和学生，必须

经过实验室培训，熟悉实验室安全常识和掌

握仪器设备使用方法，才能够进入实验室实

验。



进入实验室流程

        内容包括实验室安全知识，大型仪器操作等

填写申请表

开门禁卡

进行实验

人员包括准备进入实验室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
培训





 申请表填好后，由导师签字、系主任签字后，交到实

验中心。

 除获准进入实验室的实验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实

验中心管理人员同意，一律禁止进入实验中心。 
 到中心进行课题研究的同学，应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

度，服从中心教师的安排和管理，爱护仪器设备。自

备实验所需的一切耗材。

 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实验是不开门禁卡的，也不能独自

操作大型仪器，必须要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操作。

 进入细胞间实验和使用大型仪器需要再填写相应的表

格，方可实验。

 研究生和本科生寒暑假做实验需要填写假期实验申请

表。



实验室安全知识 



实验室一般安全规则

 凡开始任何新的或更改过的操作程序前，要先了解所有物理、

化学、生物方面潜在危险，及该有那些适当的安全措施。

 需熟习紧急应变措施及逃生路线。熟知紧急电话、洗眼器及

淋洗器和灭火器等消防设备的位置及其正当操作程序。

 实验室内禁止吸烟或饮食。冷藏柜严禁储放食物饮品。

 认识实验室内各类个人防护设备的用法。如在实验室使用危

险化学品等，必须戴上适当的护眼镜。

 在实验室内，应把长发或宽松衣服束起。切勿脱鞋、穿着凉

鞋或露趾鞋进入实验室。试验时穿上实验服，以免身体接触

化学品，不允许穿着短裤或短裙。除了接触有毒、有害的试

剂、样品之外，请勿佩带实验手套，以防交叉污染。



实验室一般安全规则

 各种仪器应根据其指定用途操作，切勿使用不熟悉的仪器。 
 应对不安全环境及行为提高警觉，并把不安全情况向实验

室负责人举报。

 整个实验过程中，请确保实验台面，实验室地面的清洁，

实验结束后及时清理实验台面。所有实验人员须遵守实验

室卫生值日的安排，实验室的一切物品务必要分类整齐摆

放。

 离开实验室前，应彻底洗净双手。

 离开实验室前，切断气源、电和关好门窗和水，预防水患

及雨淋对仪器设备造成的损坏。

 空置的纸箱、泡沫盒和空试剂瓶等杂品不准在实验室堆放，

要及时清理。



实验室消防安全

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防为主,防消结合”

实验中严禁使用明火加热

逃生路线

实验室的消防器材：

灭火器

灭火毯

沙箱







实验室安全设备

 洗眼器

 安全淋浴间

 护目镜

 急救箱

 通风橱

 手套

 口罩

 实验服





实验室用电安全

 电气设备严禁超载、超负荷运行，大功率的电器要特别关注，

尽量使用墙面电源，注意仪器插头的电流要求与插座要匹配

 电加热板、高压灭菌锅、干燥箱（100℃以上高温）等加热设
备在使用中，使用人员不得离开

 使用高压灭菌锅、水浴锅等需加水加热工作的设备，要防止干

烧、跑水短路等情况的出现

 不要擅自使用大功率电器，如马弗炉等

 不要在一个电源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

 清理电器设备前将电源切断，切勿带电插、

  接电线路及维修设备



仪器设备使用安全

 使用仪器前，需经过培训，了解仪器的基本操作程序及注

意事项，大型仪器需递交申请批准后，方可进行使用。

 要清楚仪器的每个按钮的位置及用途，以便在紧急情况下

立即停止操作。

 遵守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要确保仪器的安全装置正

常有效时方可正常使用，如果对仪器的某部分有怀疑，应

立即停止检查，仪器工作时，实验人员要经常查看，用后

拔掉电源插头，填写记录。

 当仪器在运转过程中有杂音或其他运转不正常时，应立即

关机并通知仪器管理老师。

 由于误操作仪器而发生事故，须及时向实验室管理老师报

告。



高压设备使用安全

实验室使用的压力容器（钢瓶，灭菌锅等）都要注意防爆

钢瓶：

 钢瓶应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热源的地方。搬运钢瓶要
小心轻放，钢瓶帽要旋上。

 使用时应装减压阀和压力表。

 开启总阀门时，不要将头或身体正对总阀门，防止万一阀
门或压力表冲出伤人。

 钢瓶内气体不能全部用尽，要留下一些气体，以防止外界
空气进入气体钢瓶，一般应保持0.5MPa表压以上的残留
压力。

注意：不要随意扳动钢瓶上的阀门，

如发现漏气或气体不足，先告知老师！！！



低温设备使用安全

液氮罐中加入液氮（-196℃）来保存细胞，在存

取样品时，应戴护目镜、棉质手套以防止液氮溅

出冻伤皮肤眼睛。

在用深冷冰箱（-150℃）、超低温冰箱（-80℃）

存取样品时，也应佩戴棉质手套以防冻伤。



化学品使用安全

化学品可能产生的危害

 腐蚀性化学品会损伤或烧毁皮肤

 有些易燃化学危险品在一些日常动作如：开关电源、穿脱

衣服时会引起燃烧或爆炸

 配制、使用化学药品不当可能引起爆炸或液体飞溅

 随意倾倒化学废液会导致环境污染或火灾



化学品使用安全

危险化学品：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

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2015年2月实施）

 爆炸物              
 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冷冻液化气体、溶解气体

 易燃液体

 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氧化性液体和固体

 有机过氧化物

 金属腐蚀物

             
                       
        
         



 爆炸物：硝化纤维素（硝化棉）

 气体：

  乙炔（易燃气体）

  压缩氮（不燃气体）：对人体的影响----空气中氮气含量过高，

使得吸入氧气浓度下降，引起缺氧窒息。吸入高浓度氮气，人可迅

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吸入浓度不太高时，最初胸闷、

气短、疲软无力；继而烦躁不安、神情恍惚、步态不稳等症状，称

之为“氮酩酊”。

   二氧化碳（不燃气体）：对人体的影响----二氧化碳是人体进

行新陈代谢的最终产物，由呼气排出，没有毒性。人体吸入高浓度

二氧化碳时，人体内组织缺氧，重者可窒息死亡；较重者出现昏迷、

四肢抽搐、大小便失禁、头痛、恶心呕吐等表现；轻者有头痛、头

昏、无力等不适症状。



 易燃液体（闪点不高于65.6度）

     闪点，是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液体表面上能发生闪

燃的最低温度。闪燃是液体表面产生足够的蒸气与空气混

合形成可燃性气体时，遇火源产生一闪即燃的现象。

乙醚：闪点-45度
丙酮：闪点-20度
甲苯：闪点4度
乙醇：闪点9度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

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

遇火源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燃烧时发出紫色火焰。

二甲苯：闪点25度



 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红磷、黄磷、金属钠

 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高锰酸钾

 腐蚀品

  硫酸、盐酸、固态氢氧化钠、甲醛溶液（不低于25%）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多氯联苯、聚苯乙烯颗粒



易制毒化学品

 苯乙酸、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哌啶、甲苯、丙酮、

高锰酸钾、硫酸、盐酸 
 

易制爆化学品
 高氯酸、高氯酸盐及氯酸盐、硝酸及硝酸盐类、硝基类化

合物、 过氧化物与超氧化物、高锰酸钾、金属钠、镁、
硼氢化钠（锂、钾）



 酸
 注意事项：稀释硫酸时应将硫酸缓慢倒入水中，不可反操作。挥发性
的酸如盐酸、醋酸、硝酸、三氟乙酸、三氟甲磺酸、高氯酸等应在通
风橱操作，并带上口罩，防护境。

 事故处理：被酸灼伤时，先用大量水冲洗，再用3-5%碳酸氢钠溶液清
洗，再用水冲洗。严重者请速就医。

 洗液：重铬酸钾+浓硫酸

 碱
 注意事项：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水等。使用时请穿白大衣并戴手
套。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应用玻璃器皿称量。氨水应在通风橱中操作。

 事故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15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分钟。
或用3%硼酸溶液冲洗。严重者就医。

 三氯甲烷
 注意事项：中等毒性，致癌性，在通风橱中操作，易燃。
 事故处理：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
 灭火方法：在上风处灭火，灭火剂为二氧化碳、砂土。



 甲苯
 注意事项：属低毒类。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对中枢神经系
统有麻醉作用。

 事故处理：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
畅。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苯
 注意事项：属中等毒性，致癌性，致突变性。易燃，其蒸气与
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请戴手套，口罩，防护镜，在通风
橱中操作。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甲醛（35～40％的甲醛水溶液叫做福尔马林）
 注意事项：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在
通风橱中操作。

 事故处理：
 皮肤接触：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或用2%碳酸氢溶液冲洗。



 苯甲醛
 注意事项：对眼睛、呼吸道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事故处理：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及砂土。

 丙酮
 注意事项：属低毒类。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
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乙酸乙酯
 注意事项：属低毒类，易燃。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乙醇
 注意事项：属微毒类，易燃。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正丁醇
 注意事项：属低毒类，易燃。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雾状水、1211灭火剂、
砂土。



 甲醇
 注意事项：属中等毒类，对视神经和视网膜有特殊选择作用，
引起病变；可致代谢性酸中毒。易燃。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异丙醇
 注意事项：属微毒类，易燃。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乙醚
 注意事项：属微毒类，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
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在空气
中久置后能生成具有爆炸性的过氧化物。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乙腈
 注意事项：属中等毒类，易燃。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乙酸
 注意事项：属低毒类，吸入后对鼻、喉和呼吸道有刺激性。对
眼有强烈刺激作用。

 事故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15分钟。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
分钟。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危险化学品的标志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处理

储存：
化学品收到后，先静置，然后按照标签说明放到适宜的温度下
挥发性有机溶剂，需放到净气型储药柜里，不能放到试剂架上
挥发性酸放到酸盒里
管制化学品购买需填写申请表，拿到后需交到管理老师处储存

处理：
废液回收
废试剂回收
空试剂瓶回收
注意：玻璃试剂瓶不能直接扔到生活垃圾桶里，用纸箱装好放
在一旁；如有破碎，需要放到利器盒里



剧毒药品使用安全

 剧毒药品：具有剧烈急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包括人工合成

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毒素，还包括具有急性毒性易造

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 
 购买剧毒药品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并批准备案，经过公安部

门审批，使用“剧毒药品购买使用许可证”方能购买
 剧毒药品管理实行“五双”制度，即双锁、双台账、双人管理、
双人领用、双人使用

 剧毒药品的运输、领用、使用过程都需监控，其储存地都有

相关国家规定



生物安全

 危险度1级 （无或极地的个体和群体危险）

 不能引起人或动物致病的微生物

 危险度2级 （中度的个体危险，低度的群体危险）

 病原体能够引起人或动物致病，但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社区、家畜或

环境不易导致严重危害。实验室暴露也许会引起严重感染，但对感染

具有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措施，并且疾病传播的危险有限

 危险度3级 （高度的个体危险，低度的群体危险）

 病原体通常能引起人或动物的严重疾病，但一般不会发生感染个体向

其他个体的传播，并且对感染具有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措施

 危险度4级 （高度的个体和群体危险）

 病原体通常能引起人或动物的严重疾病，并且很容易发生个体之间的

直接或间接传播，对感染一般没有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措施



人员防护

 1.在实验室工作时，任何时候都必须穿着实验服。
 2.在进行可能直接或意外接触到血液、体液以及其他具有潜在感染
性的材料或感染性动物的操作时，应戴上合适的手套。手套用完后，

应先消毒再摘除，随后必须洗手。

 3.在处理完感染性实验材料和动物后，以及在离开实验室工作区域
前，都必须洗手。

 4.为了防止眼睛或面部受到泼溅物、碰撞物或人工紫外线辐射的伤
害，必须戴安全眼镜、面罩（面具）或其他防护设备。

 5.严禁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离开实验室，（如去餐厅、咖啡厅、办公
室、图书馆、员工休息室和卫生间）。

 6.不得在实验室内穿露脚趾的鞋子。
 7.禁止在实验室工作区域进食、饮水、吸烟、化妆和处理隐形眼镜。
 8.禁止在实验室工作区域储存食品和饮料。
 9.在实验室内用过的工作服不得和日常服装放在同一柜子内。



废物处理

 高压灭菌 血样、尿样、器械、针头等

 生物垃圾袋

 针头

 动物尸体

生物垃圾桶

利器盒

学校动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