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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验室是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是实验室工作的重点. 以北京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对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和准入、安全检查和整改机制、实验场所和安

全设施管理、设备安全和共享管理、化学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管理、废弃物管理等工作进行梳理，总结了高校生物类实验

室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旨在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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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实验室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重要功

能. 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办学规模

迅速扩大，科研项目不断增加，各级各类实验室也进

入发展快车道，特别是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的提出和开展，对高校实验室的建设和安全运行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2]
. 安全是实验室建设的首要工

作，关系着师生的人身和国家的资产安全，一旦发生

事故将造成很大的损失 [3−4]
.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学院”）

拥有生态学和生物学 2个一级学科，内设生态系和生

物系 2个系，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 1个大

型仪器共享实验技术中心. 学院现有东北虎豹生物

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细胞增殖及调控生物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抗性基因资源与分子发育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基因工程药物及生物技术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生态服务产业规划与设计北京高等学校

工程研究中心、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生态学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

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等 8个专门性研究中心等科技

创新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 学院拥有科研实验室、

教学实验室和共享实验室等，实验室数量大、种类

多，涉及的安全问题多样和复杂. 依据冯建跃等 [5] 提

出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指标体系，以及教育部科技

司开展的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中使用的《高校实

验室安全检查表》，根据生物类实验室常见安全隐患

和问题 [6−10]，结合学院实验室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具体

做法，学院建立了一套以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各类

管理制度为总体框架和依据，涵盖实验室安全教育和

准入、安全检查和整改、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安全

和共享管理、化学品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实验室废弃

物等 7个部分内容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图 1）. 经
过实践检验，该体系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学院未发生

过严重的实验室安全事故. 本文对学院实验室安全

管理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做了梳理总结，旨在从根源

上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保障实验室安全顺利地开展

各项实验工作，也为其他高校同类实验室的安全保障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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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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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安全管理

制度
 

1.1    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根据学院实验室管理的

实际情况，学院建立了学院–系 /中心–实验室三级实

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图 2）. 体系由学院实验室安全管

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系 /中心负责

人、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业委员会、

教室安全员和学院办公室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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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党

政正职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科研的领导为主要责

任人，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具体开展；系/中心

负责人为院内各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统筹各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实验室负责人

（导师、教学和公共实验室安全管理员）是其负责实

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直接负责本实验室的安

全工作. 三级体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明确各方

责任，确保安全工作得到落实.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业委员会是领导小组组建

的，是由学院各学科方向的教授或具有高级职称的工

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为领导小组提供实验

室整体规划、设计、建设和安全管理方面的专业顾问

指导. 学院教师安全员是体系内非常重要的环节，受

领导小组直接管理，对各自分管区域内的实验室安全

工作起到监督检查和督促整改的作用. 安全员定期

对实验室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及时找出安全隐患，督

促和指导实验室负责人对隐患进行限期整改，对整改

结果进行验收并及时上报管理领导小组. 管理领导

小组根据整改情况，及时对系 /中心负责人进行督导，

系 /中心负责人负责落实. 学院办公室一方面负责与

学校实验室安全主管部门进行对接，及时传达上级部

门通知和反馈学院情况；另一方面负责学院实验室的

基础安全保障工作，如定期更换急救药箱、定期检查

更新消防设施、定期检查维护应急喷淋设施和水电

应急维修等. 

1.2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制度是工作顺利开展的

保障，以国家、部委和学校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为依据，充分考虑 2个一级学科特色、实验室现状和

实验室安全工作. 学院制订并不断完善各类安全管

理制度，如：针对学院各类型实验室的《实验室安全管

理办法》 《实验室安全自查月报制度》《学院实验室事

故应急方案》《实验室废弃物分类办法》；针对安全教

育的《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制度》；针对公共实验室

管理的《学院大型仪器共享使用管理办法》；针对实

验动物安全的《实验动物中心管理制度》和《动物伦

理审查管理办法》等. 同时，系、中心和各重点实验室

还根据各自实验室的不同需求制订了相应的管理制

度和规范，如《实验教学中心学生实验规范对照记录

表》《生态学系实验室和学习室规定》和《实验技术中

心大型仪器共享管理规定》等，以确保制度能够更加

准确、灵活地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行. 

2    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准入

李志红 [11] 对实验室安全事故统计分析表明，由操

作失误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超过 60%. 因此，实验

室安全教育和准入制度是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建设中最应该重视的部分 [12−13]
. 学院建立了入学安全

教育、课堂安全教育、实践安全教育相结合的贯穿于

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和实验室准

入制度（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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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准入
  

2.1    入学安全教育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为
了使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树立起良好的安全意

识，了解实验室安全的基本知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

惯，学院针对全体新生，在入学后第一周内开展实验

室安全入学教育讲座. 讲座以典型实验室安全事故

案例和事故原因分析为切入口，以实验室常见安全隐

患和安全检查中出现的问题为例，概述实验室基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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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化学品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设备安全、信

息安全、安全设施和应急处理等基础知识. 此外，学

院为新入校研究生提供实验室安全礼包，其中包括实

验服、护目镜、计时器、标记笔和实验记录本等，向

他们传递实验室安全意识，引导他们从“要我安全”

向“我要安全”的观念转变. 

2.2    课堂安全教育    在入学安全教育的基础上，学院

还设立了课堂安全教育环节. 实验类课程都将实验

室安全作为第 1章节的教学重点，任课教师针对不同

实验课程内容和不同教学实验室对安全的要求开展

安全教育. 课堂安全教育是入学安全教育的延伸和

细化，更加具有针对性. 针对不同实验室和实验内容

可能涉及的安全问题进行详细讲解，重点关注化学品

安全、设备安全、生物安全和废弃物处理等，确保学

生全面了解实验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正确进行实验操

作，开展实验工作.

此外，学院不断丰富课堂教育内容和形式，在 2022
年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增加了“生物实验室

安全和科研伦理”课程，课程共 1学分，16学时，面向

一年级全体研究生，课程内容在涵盖实验室安全基本

知识基础上，强化了对生物安全和科研伦理的教育. 

2.3    实践安全教育    实践安全由于难以实施，往往是

学校安全教育的薄弱环节，甚至被忽略. 学院积极开

展灭火器使用和灭火演练、高压和高温容器使用、洗

眼器和应急喷淋使用以及大型仪器设备上机培训等

多种形式的实践安全教育；针对实验动物使用环节，

学院设置了实验动物操作和饲养设施使用方面的实

操培训. 同时，学院还通过将实验室安全检查结果和

研究生奖学金评定挂钩，教师安全员参与奖学金答辩

环节等举措，督促学生在日常实验室工作中时刻遵守

实验室安全规定，也起到了安全教育的作用. 

2.4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教育     学院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建立了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实验室安全事

故应急处理”，学生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控制虚拟的

实验人员在实验室场景中开展实验工作，工作过程中

会依次出现不同的安全问题，学生只有回答正确后才

能继续学习. 同时还设立了突发事故情节，如酒精灯

着火、电气着火、设备着火、危险化学品溢洒、微生

物材料遗撒、玻璃制品破碎、实验动物咬伤以及紧急

疏散等，配合虚拟场景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体验. 

2.5    实验室准入     考试和考核是评估学生实验室安

全知识掌握程度，进一步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重视程

度的有效方法，关于实验室准入制度已有很多很好的

研究和尝试 [14−16]
. 根据学院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不同

实验室的特点和不同实验内容对安全工作的要求，学

院设立了 3类实验室准入考试和考核环节：1）充分挖

掘和利用“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系统”的考试功

能，根据学科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立生命科学实验室

安全相关考试试题，试题以实验室安全基础知识为

主，涵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用

电安全、消防安全等相关内容，所有新入校本科生和

研究生在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均须参加考试，总分为

100分，考试成绩达到 90分为合格，合格的人员才具

有进入实验室参加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本资格；2）所
有开展实验动物研究的人员必须取得北京市实验动

物行业协会颁发的“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后，

才能进入动物实验室开展工作；3）使用学院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平台的人员，学习“生命科学实验技术原理

与方法”课程后，经过设备管理员组织的上机培训和

操作考核，获得使用资质后才能独立上机操作. 

3    安全检查和整改机制

海因法则提示，每个重大事故背后必定有很多小

的潜在隐患 [17]
. 所以建立完善、合理的实验室安全检

查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小的安全隐患是避免重大事

故出现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缺少专职安全员、安全检

查不彻底、实验室负责人不重视和隐患整改不及时

等，是多数高校遇到的问题. 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

学院建立了一套“安全检查−提出建议−实验室整

改−安全检查”的闭环机制（图 4），将安全员自查月

报和领导小组集中检查相结合，实践证明这项措施是

行之有效的，产生了不错的效果.

 
 

管理领导小组

季度检查

《安全隐患整改报告》

实验室负责人

《安全隐患月度自查报告》

教师安全员

安全责任区安全责任区

实验室 实验室 实验室 实验室 ............

......

图 4    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和整改机制
 

学院按照楼宇分布将实验室划分为 7个安全责

任区，每个安全责任区均安排专门的安全员负责. 安
全员都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有充足的工作时间保

障、工作在实验室一线的工程实验岗位教师兼任. 学
院建立了实验室安全检查月报制度，每位安全员对自

己安全责任区内的实验室负责. 每月安全员不定期

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向相关实验室出具《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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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月度自查报告》，报告中明确了检查日期、

实验室编号、实验室安全负责人、隐患情况和现场照

片. 实验室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对安全员提出的安

全隐患及时整改，并提交《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安全

员现场验收后上报领导小组. 同时，学院每季度安排

至少一次由领导小组带队、教师安全员跨区域互查

的全院实验室安全大检查，确保检查无死角，排除潜

在隐患. 

4    实验场所和安全设施管理

学院实验楼内均设置了符合要求的紧急疏散出

口，实验室门配备了安全观察窗，张贴安全信息牌.

信息牌明确标明了安全责任人、涉及危险类别、防护

措施和紧急联系电话等. 教学实验室和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实验室均使用门禁刷卡管理，无权限人员无法

进入. 实验楼内配备了应急喷淋装置，实验室内配备

了洗眼器，条件不允许的也配备了简易洗眼瓶. 存放

高压气瓶的实验室按照要求安装氧气浓度报警器.

实验楼楼道内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应急药箱，药品以止

血、酸碱中和和冷敷功能为主，均定期更换. 消防通

道内严禁放置设备和杂物，每层固定位置放置干粉灭

火器，有精密设备的实验室还同时配备了二氧化碳灭

火器. 此外，实验室均安装了烟感报警器，与学校保

卫处联动. 

5    设备安全和共享管理

生命科学教学和科研工作非常依赖仪器设备，如

何在确保设备和使用者安全的同时，使设备能够充分

发挥效能、提高使用效率就成了必须要解决好的问

题. 针对普通设备和大型设备安全，学院建立了不同

的管理办法. 

5.1    普通设备安全管理     普通小型设备和常用低值

设备，由设备所在实验室负责人指定高年级研究生进

行管理，设备旁须张贴使用说明，使用人须经过培训

后方可上机使用，使用后及时登记使用情况. 

5.2    大型设备安全管理    针对传统情况下，由于大型

设备都分散在各个科研实验室，缺少专人管理，设备

使用效率低、故障率高等原因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问题，学院从 2006年便开始尝试大型设备共享管

理模式，将学院大型设备按照功能划分为核酸检测平

台、蛋白质研究平台、细胞研究平台、生物显微成像

平台、光谱和色谱平台、组织和病理学平台、大型计

算平台和辅助平台等，设备集中放置在公共实验室

中，专人专管，开放共享.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目前学

院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

和教育培训体系.

学院面向全体一年级研究生开设了专门针对大

型仪器设备使用的“生命科学实验技术原理与方法”

课程，课程采用理论讲解和上机操作 2个连续的环

节，内容涵盖学院全部主要大型设备. 课程按照 2个

一级学科宏观和微观科研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分为

4个班级，课程内容既覆盖室内设备也覆盖野外设

备，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 [18−19]
. 通过课程的学

习，学生能够了解设备的基本原理和应用领域，能够

大致掌握设备上机的流程和操作规范，再结合上机测

试前设备管理员培训和考核，学生就基本具有了独立

操作的能力. 大型设备使用“仪器设备预约管理系

统”管理，学生在完成账户注册、导师激活、申请培训

和考核等环节后，参加设备管理员组织的培训和考

核，合格的学生可以在线上预约设备、线下刷卡进入

实验室，刷卡上、下机，下机后线上反馈设备状态（图 5），
这样就实现了随时掌握设备运行的情况，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极大地减少了设备故障. 目前共享设备达

到 135台 ，预约平台注册用户 1 200人 ，服务院内

41个课题组，年均使用机时>5万 h，1.7万人次，且未

出现安全事故. 证明这项措施在提高设备开放和共

享、成果产出效率的同时也确保了实验室安全，做到

了防患于未然.

  
学生注册账户

导师激活学生账户

学生申请培训/考核

管理员培训/考核

是否合格

预约机时，刷卡进入
实验室，刷卡上机

刷卡下机，
提交反馈

暂停预约
权限

管理员
介入

未反馈 异常

正常

是

否

图 5    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流程
  

6    化学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管理
 

6.1    化学品安全管理     生物实验室中的化学品种类

复杂，使用广泛，往往具有易燃易爆性、腐蚀性和毒

性，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是风险最高和最难于防控

的一类安全因素，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危化品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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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等环节.

对于化学品的采购环节，学院按照化学品的种

类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实验室常用的一般危化品由

学生提出采购申请，实验室负责人审批后，从有相关

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按需、限量购买，并向学

校管理部门备案. 管制类危化品（易制毒、易制爆和

爆炸品）必须在学校试剂采购与管理系统上提交申

请，依次经过实验室负责人、学院实验室安全主管

领导审批，再经过学校主管部门审批、报公安部门

批准或备案后，通过学校采购系统从有资质的单位

购买.

针对化学品的存放，学院按照不同化学品的理化

性质，采购了专用的试剂柜，如 PP强酸强碱存储柜、

易燃易爆品存储柜、毒麻品存储柜和净气型通风柜

等. 试剂存放要求固液分开、互为禁忌品分开、远离

热源和火源等. 实验室建立了《化学品动态使用台

账》，每种化学品独立记录成页，要求登记化学品的使

用日期、生产商、包装规格、入库数量、出库数量、存

余数量、使用去向和使用人等信息（表 1）. 同时，实验

室还配备 MSDS（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或安全周知

卡. MSDS或安全周知卡包含所有危险程度高的、已

经入库的化学品，且放置于明显地方，使用者使用危

化品之前均应仔细阅读. 管制类药品均存放于学校

化学品库中，实验室按需登记取用，按照双人双锁管

理，使用完毕后及时送回学校化学品库中存放.

 
 

表 1     化学品动态使用台账 
化学品动态使用台账

试剂名称：

实验室名称：

楼宇及房间号：

实验室负责人：

紧急联系电话：

日期 生产商 包装
规格

纯度
规格

入库
数量

出库
数量

存余
数量

来源/

使用
去向

使用
人 1/

采购人

使用
人 2

(易制
毒、易
制爆)

备注

 
 

6.2    生物安全管理     我国对生物安全的认知和相关

实验室管理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来随着国

家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公众关注，相关工作得到了

迅速发展. 生物安全实验室实行分级和分类管理，我

国《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2008）、
美国《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

5版）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

3版）均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 4级，一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防护等级最低，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防护等级

最高，国际通用表达方式为 BSL-1、BSL-2、BSL-3和

BSL-4；涉及动物实验工作的实验室为ABSL-1、ABSL-2、
ABSL-3和 ABSL-4.

学院实验室目前尚未涉及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也没有二级及以上高等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但为了确保安全，在借鉴国内其他高校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 [20−21]，以生物安全一级实验室基本要求

为依据，建立了适合学院实际情况的管理要求. 如：

涉及微生物相关工作的实验室均须建立《微生物使用

台账》；涉及组织培养相关工作的实验室均须建立

《细胞系使用台账》和相关操作的标准操作程序，同

时须配备完善的安全设备和设施，如高压灭菌锅、生

物安全柜、微生物专用培养箱、洗眼器或应急喷淋，

以及其他必需的个人防护用品.

实验动物安全管理方面，学院建立了较完善的管

理体系. 设立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和实验动物管理

委员会. 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负责制订《动物福利与

伦理审查制度》，负责开展所有计划开展的涉及实验

动物的科研项目立项的伦理审查工作，未通过审查的

项目不能立项；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制订各种管

理制度，如《实验动物中心管理制度》《生物安全与实

验动物应急管理制度》和《实验动物中心标准操作规

程》等文件，负责动物实验设施的运行、人员配置和

日常管理工作. 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2021年 12月获得

了《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可以满足 SPF级（specific
pathogen free，无特定病原体）大、小鼠的饲养要求；所

有进入动物房的实验动物须从有资质的生产单位购

买，具有合格证明；开展实验动物操作的人员必须有

从业人员资格，且经过设施培训、熟悉实验动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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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和实验操作标准流程后才能进入设施开展

实验. 

7    实验室废弃物管理

虽然国家尚未出台关于生物实验室废弃物管理

的法规及条例，但是部分国内高校已经在相关工作上

进行了尝试 [22]
. 根据实际情况，学院制订了详细的废

弃物分类管理办法. 

7.1    废弃化学品     生物实验常用的化学试剂中部分

具有毒性、腐蚀性、氧化性或致癌作用，直接排放会

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 学院废弃化学品的处置按

照分类收集、实验室暂存和学校统一回收的办法. 实
验中无法重复使用的化学试剂回收到废液桶中，回收

时须重点考虑化学试剂配伍禁忌，明确登记化学试剂

种类. 实验室设立实验废弃物暂存处，明显张贴警告

标识，配备防止溢洒托盘的废液桶放置在暂存处，定

期交由学校统一处理. 过期的固体药品放置于原包

装瓶中，灭菌干燥后的废弃固体培养基放置于防渗漏

容器中，统一放置于实验室废物暂存处，集中交由学

校处理. 

7.2    废弃实验耗材    生物实验会产生大量耗材：一次

性塑料制品，如滴管、小指管、接菌环、摇菌管、离心

管、移液器吸头、手套、培养皿等；一次性非塑料制

品，如口罩、吸水纸、纱布、棉花、封口膜和锡纸等；

可能造成使用人割伤、刺伤的利器，如注射器、刀

片、玻片和破碎的玻璃制品等. 沾染过生物活性物质

的废弃实验耗材按照生物废弃物处理. 未沾染过生

物活性物质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和非塑料制品废弃后，

直接暂存在普通废物垃圾袋中，交由学校统一处理；

未沾染过生物活性物质的废弃利器须暂存在利器盒

或利器箱中，交由学校统一处理. 

7.3    生物废弃物管理     学院实验室目前虽然没有涉

及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但也对生物

实验室废弃物处理制订了详细的管理办法（图 6）. 常
见的生物废弃物包括沾染过生物活性物质的实验耗

材、沾染过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试剂、生物活性材料

和实验动物等. 沾染过生物活性物质的实验耗材，使

用高压灭菌器灭菌后按照普通废弃耗材处理；沾染过

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试剂，使用消毒剂消毒后按照废

弃化学品处理；体外培养的细胞、液体培养基、菌液、

动物体液、动物排泄物、核酸和蛋白溶液等生物活性

材料灭菌后可以直接倾倒；动物实验结束后，废弃的

动物尸体、器官和组织等须密封于黄色生物废弃物

垃圾袋中，冻存于固定的冰柜，集中交由学校处理.

 
 

实
验
室
废
弃
物

废弃化学品

废弃化学试剂 废液桶回收

保持原包装

灭菌干燥

消毒剂处理 实验室暂存、学校统一处理

塑料袋密封

塑料袋密封

利器盒密封

高压灭菌后按照普通耗材处理

消毒剂处理后按照废弃化学试剂处理

灭菌后可以直接倾倒

垃圾袋密封、实验室冻存、学校统一处理

过期固体药品

固体培养基

沾染性化学试剂

非沾染性塑料制品

非沾染性非塑料制品

非沾染性利器

沾染性耗材

沾染性化学品

生物活性材料

实验动物

废弃实验耗材

生物废弃物

图 6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流程
 
 

8    结语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历经百余年的发展

与壮大，建立了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卓越地

位，已成为我国生命科学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之一. 学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高

水平的实验室作为支撑，实验室的安全运行是一切工

作的首要条件，合理、完善、科学的实验室安全管理

体系是实验室高效、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学院生物

类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药品耗材、废弃物等可能存在

安全问题，针对性地建立了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经过

顶层设计和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了适合学院自身实际

需要的安全管理体系，近些年来学院没有发生任何实

验室安全事故，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年度检查工作中也

获得了好评，证明这套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是科学合

理和行之有效的. 当然，管理中还有可以继续提高和

完善的部分问题，如：配备专职的安全员，提高科研实

验室负责人的参与度，增加紧急疏散演练频次，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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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估环节等，这些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内容.

实验室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希望学院的这些工作方

法能为其他理工科院系实验室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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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biological laboratori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I Chao1）　ZHAI Yu2）　JIN Xi1）　LI Xuesheng1）　XU Bing1）　TONG Li1）
（ 1）College of life scienc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5，Beijing，China；

2）Laboratory safet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divis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5， Beijing，China）

Abstract　   Laboratory  platforms  are  important  for  bo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sured  safe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all  laboratories.  A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system，   safety  education  and  admission  examination，   safety  check/rectification，   experimental  sites
and safety facilities， instrumentation management， chemical safety and biosafety， waste management， at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BNU， is discussed. Key points in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t life science depart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summarized. The purpose of such systems is to avoid laboratory safety accidents and to
guarantee safe operation of laboratories.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biological laboratories；laboratory safety；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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