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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实验室“双准入”体系建设与管理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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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演进与实验室安全管理需求的层级跃升，传统实验室管理模式面临效能滞后与风险防控

不足的双重挑战。为了维系实验室的安全、增进实验教学的质量，并推动科研工作的稳步实施，本文以地方应用型高校安全

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室为例，基于“人员资质准入-设备操作准入”机制，从“双准入”制度建设、安全巡逻网构建、实验过

程管理体系搭建、事故应急演练等四个方面，构建研究生实验室双准入管理体系，并分析了“双准入”体系对强化实验室管

理力度、保障实验环境安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作用。研究为新时代高校研究生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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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ed evolution of graduate training models and the hierarchical rise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needs, 

traditional laboratory management models face dual challenges of lagging efficiency and insufficient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afety of the laborator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steady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laboratory of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personnel qualification access equipment operation access" mechanism, a dual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 for 

graduate laboratories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dual access" system construction, safety patrol network construction, 

experimental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ccident emergency drill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dual access" system in 

strengthening laboratory management, ensuring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safety,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s analyzed.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f 

graduate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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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校科研工作推进的阶段中，实验室是起到核心效

能的研究平台，是学生跟教师进行科学摸索、技术创新和

学术研究的核心场所。伴随科研任务的日益繁重，进入实

验室学生及工作人员数量逐年增加的情况，实验室管理也

愈发彰显关键意义。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高等院校实验

室安全事故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高

校实验室安全状况令人担忧，实验室已然成为高校安全管

理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剖析高校安全事故的成因，普遍

存在人员数量大、结构复杂、流动性强等特点，并且绝大

多数是由于研究生的安全意识淡薄、缺乏相应实验安全知

识和技能所造成的。为处理这些情形，保证实验室安全且

高效地实施工作流程，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师生在科研过程中能够顺利、安全、

平稳地完成创新性的科研工作。目前，众多高校着手构建

“双准入”体系，即对实验室准入条件、管理流程严格审

核。该体系不仅涉及对研究人员和实验人员的资格审查，

还包括有针对实验室的设备、设施与实验环境的全面评估。 

1 高校研究生实验室管理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实验室资源的浪费与管理漏洞 

在不少高校实验室中，资源浪费、管理漏洞是屡见不

鲜的现象。鉴于实验室管理未实施规范，资源的运用缺失

有效把控，引起设备与材料的浪费。一方面，部分实验设

备因为操作差错或保养滞后，引发设备故障屡屡显现，阻

滞科研工作的稳步开展。另一方面，某些实验室未建立统

一的资源整合体系，科研人员和学生在资源的使用上未设

定明确的分配计划，容易造成重复购买设备或材料的情形

出现。此外，某些实验室的资源未构建全面的使用记录和

管理条例，未开展对设备使用频次的查探，造成设备闲置

和资源的无谓消耗。 

1.2 安全管理不足，系统性风险较高 

高校实验室，特别是理工类实验室，在安全管理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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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系统性风险。一些实验室由于设施老旧，设备存在

设备超期服役现象，部分安全设施匮乏，存在十分明显的

安全隐患。尤其是对于危化品管理、特种设备设施这类高危

险性领域的管控，若处在没有严格安全管理制度的境地，或

许引发实验事故，对科研人员和学生的生命安全构成侵害。 

1.3 实验过程管理体系缺失 

在高校实施针对实验室管理的操作阶段，学生科研能力

的培养可谓一项长期且必需的事项。然而，受部分实验室管

理体制的规制效应以及实验课程安排的不恰当编排，学生科

研能力的塑造往往处在较低的学术水平。某些高校实验室即

便存有一定的科研资源，但未能把这些资源充分投入学生能

力培养的计划里，不少学生只停留在操作阶段，缺失对科研

方法的全面把控及创新思维的培养。此外，某些实验室的科

研工作任务单一，学习者未介入到项目的整体设计、数据分

析与论文撰写里，引发学生的综合能力无法完成强化。 

1.4 事故应急演练表层化 

高校实验室事故应急演练普遍陷入“形式化困境”，

据《中国高校实验室应急管理蓝皮书（2023）》显示，79.6%

的演练仅由安全员主导完成，研究生参与率低于 35%，导

师出席率不足 18%，导致“演练-实操”场景严重脱节。

实验室的研究生、导师以及实验室管理人员属于实验室安

全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和实施主体，然而，现有的应急演练

大多由专职安全员主持，缺少大范围参与和深入合作，难

以保证每一位成员都拥有应对突发事故的应急能力与处

置意识。演练内容跟实际操作相脱离。众多高校的应急演

练大多借助讲解与演示的方式开展，缺少实操相关的环节，

且在演练的时候没有模拟真实的紧急情形，难以切实提升

参与者在突发情况里的应变能力。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

应对并非只是形式上的简单操作，更需要在现实情境中实

施反复练习，达成应急演练与实际操作的高度吻合。 

2 优化“双准入”体系的策略 

2.1 制定实验室安全“双准入”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制定研究生实验室安

全“双准入”制度。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的准入培训和考核：

第一阶段，研一新生入学以后，由学院对入学新生进行一

次系统全面的实验室安全教育，涵盖消防安全、危险化学

品安全、实验操作安全等方面，培训结束后，统一安排测

试，检验学生的培训成果，成绩达标以后，颁发实验室安

全准入证书，只有具备实验室安全准入资格证书的研究生

才能进入到学院的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第二阶段，研究

生进入毕业课题的研究阶段，由其导师针对毕业论文中涉

及的实验风险隐患和安全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并出

题测验，成绩达标以后，完成《实验项目风险审核表》填

写，研究生才能进入到学院的实验室进行毕业论文的课题

研究，第二阶段的准入主要侧重培养研究生在自主探索科

研奥秘的过程中提前对未知的风险隐患进行评估预判。在

这一阶段之内，实验室还应为研究生安排模拟训练及应急

演练，提升其应急应对能力。通过模拟可能降临的突发情

形，造就研究生应对突发实验事故的能力。研究生只有当

面对实验的潜在隐患和风险时，才能借助思索与实操，逐

步形成对实验室安全的高度重视和责任感。 

2.2 安全巡逻网有序构建 

事故的发生一般来源于人的不规范操作和物的不安

全状态，在规范了师生的合规操作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科

研环境的安全有序，就要做好对于物的状态的严格监控。

从硬件设施上进行更新升级，引入全天候的实验室安全监

控系统，包括智能门锁、监控录像和报警检测装置，并与

智能设备进行互联互通，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快速处理，

确保在没有人的条件下，实现安全责任人对于实验室安全

状况的远程监控，对于一些重点部位的监控，必要条件下

要同公安部门进行联网，确保安全。有条不紊地构建安全

巡逻网是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借助引入

现代化的智能监控系统、与公安消防部门实现联动，以及

开展定期的安全检查，可切实减少实验室事故发生的风险，

实现对实验室安全形势的实时监控，保证实验室的科研活

动可在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开展。这既保障了实验人员

的安全，也为科研工作的有序推进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 

2.3 实验过程管理体系搭建 

高校实验室不但充当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更是锻炼

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场地。然而，现阶段相当多高校实验

室在科研能力培训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学生的科研素养

跟创新能力不能达成充分提高。为处理这个问题，学校应

当为学生赋予更多的模拟实践机会。科研能力的增进仰赖

对实际操作的累积，因此实验室应赋予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的机会，使学生在实践阶段中掌握科

研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研究生安全实验过程管理体系一是保证实验记录规

范：实验执行环节，应详尽记载实验过程、数据与现象，

以保证实验各环节均有详实记录和数据支撑；二是管控实

验药品采购、存储、领用：多数高校实验室药品管理混乱

普遍显现，监管措施存在薄弱环节，可能导致药品使用错

误或失效，进而可能降低实验结果的精确性和安全性保障；

三是严格安全事故处理：学校需确立全面的应急措施，详

尽描述事故应急处理流程与操作规范，确保事故发生时快

速实施应对措施。 

2.4 加强事故应急演练 

在众多高校实验室的范围内，应急演练多呈现形式化

现象，活动主导权掌握在安全管理手中，参与主体以安全

管理层为主导，研究生参与比例不高，导师出席比例偏低。

该情形使实验室应急演练效果显著下降。鉴于现状高校应

调整实验演练模式，确保实验室成员的全面参与，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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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与导师群体，深度卷入。实验室成员的参与构成演

练实现应急能力提升与安全意识增强的有效途径。 

实验室需防范化学品泄漏、火灾、设备故障及气体泄

漏等风险， 针对各种风险状况，应急处理手段与流程表

现出多样性。实验室应急演练需模拟各类潜在紧急事件，

针对化学品泄漏、电气火灾、实验设备爆炸等潜在紧急事

故。模拟事故发生过程与应对措施，需制定事故应急响应

步骤，演练应包含事故发生至处理、紧急救援至总结的整

个阶段，确保演练的全面性与实操性标准性水平。加强演

练的频次及时效性水平。实验室应急演练不应仅依赖单一

演习模式，应随季节、学期及实验内容的变化而调整，持

续开展。定期组织应急训练，立即对演练成效进行评估，

识别并完善漏洞，应急反应能力持续增强。实验室应急演

练应模拟紧急状况发生过程，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确保其

实用性与时效性，快速提炼经验与教训，优化演练的针对

性及实际成效。 

应急演练不仅仅是演练过程的复盘，更应重视演练结

束后的反思与归纳。高等教育机构应积极促进参与者就过

程问题提出意见，据此实施总结与提升。通过对演练的反

思，梳理演练显现的不足，改进预案体系，深化安全管理

策略，力助未来演练展现更高灵活度。同时，学校应周期

性地检视实验室应急响应预案，整合演练信息，持续完善

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实验室成员的应急处理能力。事故应

急演练的强化是高校实验室安全提升的核心要素。全面推

行应急演练、事故模拟、加强演练频次与成效，同步进行

演练总结与成效反馈活动，实验室师生应急响应能力显著

加强，进而巩固科研环境的稳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学

生领悟了实验操作的安全要求，实战演练提高了学生应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水平，稳固了科研工作的基础体系。 

数据化管理依旧能为学校的决策提供有力实质支撑。

依靠对实验室运行数据的多维度分析，学校管理层可以全

面掌握实验室资源的使用情形和科研动态，识别其中的资

源错配、管理缺陷或其他潜在问题。比如，经由对设备使

用率、人员工作效率等数据的分析，学校可对设备采购、

更新及人员配置策略加以改进，从而大幅降低成本、增进

实验室的综合效益。此外，数字化管理还可辅助学校开展

实验室评估与优化，给科研方向和资金投入的决策供给支

撑佐证。信息的全面性和精确程度助力学校更科学地实施

资源分配，并按照现实情况更改实验室的运营模式和管理

手段。凭借逐步提升实验室管理的智能化及数据化水平，

学校既能改进管理的模式，降低人工差错率，还能够为科

研和教学赋予进一步合理、恰当的支撑，促进实验室管理迈

向更优化阶段。该过程可促进实验室提高整体运行质量，为

学校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和带动创新研究提供稳固保障。 

3 结语 

依靠“双准入”制度建设、安全巡逻网构建、实验过

程管理体系搭建和事故应急演练等四个方面的强力推进，

高校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及安全性得到了明显提升。“双准

入”制度合理筛选实验人员，保证他们具备安全操作以及

专业技能；安全巡逻网构建为实验室提供了全天候的安全

督查；实验过程管理体系的筹建为实验提供了有序的管理

流程；而事故应急演练让实验人员具备了应急处理能力，

能够在突发状况里迅速应对。综合来看，科学的管理体系

跟高效的安全保障措施不仅提升了实验室的工作效能，还

为研究人员造就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带动了科

研活动的顺利实施。未来，伴随管理手段的持续创新与智

能化技术的持续进步，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会进一步完善，

为高校的科研深化和研究生教育给予更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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