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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物疫病对公共卫生安全和畜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威胁，在这些动物疫病的防控

工作中，实验室检测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体现和重视。

我国高度重视各级兽医实验室水平的提高。 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业部在全国县级以上动

物疫控机构先后启动了动物防疫体系冷链建设项目、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省所有市

县已经完成了相关建设项目并投入使用。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我省兽医实验室的装

备水平，为全面开展动物疫病实验室检测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农业部从 2009 年启动

了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工作，对兽医实验室的规范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由于历史的

原因和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我省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明显不足，无法适应

当前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需求。鉴于此，为了帮助基层兽医实验室工作人员尽快地熟悉和掌握相

关知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基础兽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供大家参考。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和设计要求。第二章主要介绍

了基础兽医实验室设施。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基础兽医实验室设备。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基础兽医

实验室运行管理。 第五章摘录了基础兽医实验室建设管理相关法规和标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级有关单位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由于

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6 年 5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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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于

2004

年出版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中，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划

分为基础实验室———一级生物安全水平、基础实验室———二级生物安全水平、防护实验室

──

三级生

物安全水平和最高防护实验室———四级生物安全水平。 由此可见，一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和二级

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均属于基础实验室。 因此本章所述及的基础兽医实验室也就是一级生物安全水

平和二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兽医实验室。

第一节 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

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应符合环境保护和建设管理部门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

范围内进行。在环境保护方面，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200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根据实验室所从事的活动，结合当地的人口、交通、动

物、地理地貌、流行病、传染病等因素，进行环境危害风险评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例如，不能污染空

气和水资源，不能建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不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对废气、废水和废物要做到无害化排

放等。

实验室选址不仅要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和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还要符合当地环境保护和建

设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 由于地区的差异，各个地方都有相关的补充规定或特殊规定。 实验室的建设

单位要了解这些规定和要求，要事先得到这些部门的同意和批准，方可进行实质性的设计和建设，不要

盲目选址和建设。

当实验室与办公区处于同一建筑物内时，实验区与办公区要分开，实验室内应划分污染区与清洁

区。

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应设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建筑物内。 实验室能开启的窗户必须安装防昆

虫进入的纱窗，下水道和排风管道应安装防啮齿类动物进入的铁网。

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应设在抗震不低于当地抗震设防烈度的建筑物内。

第二节 基础兽医实验室设计基本要求

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在设计基础兽医实验室时，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安全问题的情况要加以特别关注，这些情况包括：

1．

气溶胶的形成。

2．

处理大容量和∕或高浓度微生物。

第一章

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和设计要求

第一章 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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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兽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3．

仪器设备过度拥挤和过多。

4．

啮齿动物和节肢动物的侵扰。

5．

未经允许人员进入实验室。

6．

工作流程：一些特殊标本和试剂的使用。

一级和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的设计实例分别见图

1-1

和图

1-2

。

二、实验室的设计原则和要求

1．

实验室的消防和安全通道设置应符合国家的消防规定和要求， 同时要考虑生物安全的要求，必

要时，应事先征询消防主管部门的建议。

对实验室来说，消防安全和生物安全同样重要，实验室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符合国家消防规定和要

求，例如，使用的建筑材料不能为可燃或易燃材料，而应使用阻燃或难燃性材料；建筑材料在高温或燃烧

时不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应在不同区域设置烟感报警器；要设置足量的有效的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应

方便取用和适用于生物安全实验室等。

基础兽医实验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实验室保存了可传染性病原体或饲养了带病原体的动物；

实验室内的工作人员较少；实验室设备大多为用电设备；实验室内的易燃物有限等。因此，在设计和建造

时，应事先征询消防主管部门的建议。

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可能发生气溶胶的操作程序。

门保持关闭并贴上适当的危险标志。

潜在被污染的废弃物同普通废弃物隔开。

2．

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对该类设施的安全管理规定和要求。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安全应包括实验室生物安全（

biosafety

）和实验室安保（

biosecurity

）两层含义。 因

此，基础兽医实验室在做好生物安全管理的同时，还要做好实验室的安保工作。

2004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规定了病原微生物的

分类和管理、实验室的建立与管理、实验室感染控制、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之后，农业部出台了相关配

套文件：《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运输包装规范》和《高致

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审批办法》。 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生物安全实验室不仅要保

图

1-1

典型的一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

（图片来源：

WHO

生物安全手册 第三版）

图

1-2

典型的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实验室

（图片来源：

WHO

生物安全手册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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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病原体在本实验室使用操作过程中的安全，还要保证病原体从引入

──

保藏

──

使用

──

销毁全过

程的安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失控。

实验室在安保方面还应参考国家对危险品和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规定，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储存通则》、

GB 17916

《毒害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等。 同时要注

意，涉及安保的材料不仅限于危险物质，还应包括技术资料等。

3．

实验室的建筑材料和设备等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对该类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规定和要求。

这是对实验室所用建材和设备等的要求。 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的建筑材料和设备等的质量和性能

规格直接关系到实验室的安全，应使用符合国家要求和标准的材料和设备。 除了考虑材料、设备本身的

技术要求外，还要从节能、环保、安全和经济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生物安全实验室对地面、墙面、顶板、

管道、橱柜等在消毒、防滑、防渗漏、防积尘等方面有特殊的要求，建设单位应结合上述要求认证筛选、严

格把关。

目前，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中最常用设备的一些标准有：

（

1

）生物安全柜：

JG 170

生物安全柜；

YY 0569

生物安全柜。

（

2

）高压灭菌器：《压力容器安全监察规程》（质技监局锅发［

1999

］

154

号）；

YY 0085.1

脉动真空压

力蒸汽灭菌器；

YY 0085.2

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

YY 0504

手提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YY 1007

立式

压力蒸汽灭菌器；

YY 0646

小型蒸汽灭菌器（自动控制型）。

（

3

）离心机：

GB 19815

离心机 安全要求；

JB 8525

离心机 安全要求；

YY 91046

医用低速离心机；

YY 91100

高速冷冻离心机。

（

4

）针头：

GB 15811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GB 18671

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

（

5

）废物包装：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

GB 19218

医用废物焚烧炉技术要求（试行）；

HJ 421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和警示

标志标准。

（

6

）个体防护用品标准：

GB 262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811

安全帽；

GB 7543

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外科手套；

GB 10213

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GB/T 12624

手部

防护 通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

GB/T 12903

个人防护用品术语；

GB 14866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 使用与维护；

GB 19082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GB/T 20097

防护服 一般要求；

GB 21147

个体防护装备 防护鞋；

GB 21148

个体防护装备 安全鞋；

LD 6

电动送

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通用技术条件；

YY 0469

医用外科口罩技术要求。

4．

实验室的设计应保证对生物、化学、辐射和物理等危险源的防护水平控制在经过评估的可接受

程度，为关联的办公区和邻近的公共空间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及防止危害环境。

实验室的设计应保证建筑设施内部与本实验室相关联的区域、邻近的公共空间的安全。

控制生物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是生物安全实验室设计的中心，也是重点，因为该类实验室的危险源

主要是生物性材料，控制生物污染是该类实验室的主要任务。

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同时，对化学、辐射和物理等危险源要同时考虑。 这是因为生物安全实验室中或

多或少地要使用这些有潜在风险的物品，例如化学试剂、放射性标记物。以及水、电、气、暖等各种保障性

和辅助性的设施、设备和材料等。 在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今后可能使用的种类、数量、频率等因素，应该

进行专门的风险评估，必要时，应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物安全实验室不是专业的

化学、辐射和物理实验室，应尽量减少这类有害物质使用的数量、种类和频率，可以不在生物安全实验室

从事的工作尽量避免使用生物安全实验室。

第一章 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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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兽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5．

实验室的走廊和通道应不妨碍人员和物品通过。

一是建筑设计时要考虑人员和物品的可通过性和通过的便利性。 既要考虑搬动频繁的小型物品，

也要考虑不需要频繁移动、甚至极少移动的大型物品（如生物安全柜等）的进出问题。可在合理的设置需

要时可以打开的设备门，避免设备进出时破坏实验室的整体结构。设置设备门时需要考虑大型设备的高

度、宽度和转弯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对其所在区域严密性的要求。人员进出通道应尽量便捷，并且有明显

的方向标志。 二是放置在实验室的物品不能随意堆放，不应影响人员和物品的可通过性。

6．

应设计紧急撤离路线，紧急出口应有明显的标志。

实验室应事先设计并规定紧急撤离路线和出口，需要考虑撤离路线的合理性和出口的安全性。 考

虑到在紧急撤离时可能出现的慌乱、恐惧和紧张，撤离路线和出口的标志必须醒目、易懂、易与其他标志

区别。 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出口可以兼作紧急出口，但应符合紧急出口的要求。

7．

房间的门根据需要安装门锁，门锁应便于内部快速打开。

实验室内部房间通常没有必要都安装门锁，如果需要安装门锁，应可及时开启，不得妨碍人员逃生。

在实际应用中，有的设置电子门锁和电动开关门装置；有的设置脚动开关；有的设置充气式气密门。对于

用电动装置控制的门，不得因开关机制故障或停电而无法开启，也不得因故障（如：停电、失压等）造成意

外开启（特别是在高风险区域）。

8．

需要时（如：正当操作危险材料时），房间的入口处应有警示和进入限制。

实验室可以有多个功能不同的房间，有些房间需要进一步限制非授权人员的进入；还有，房间或实

验间在不同状态时（如：在用、停用、消毒、维护等），需要临时限制人员的进入。实验室应根据需要和风险

评估，采取适当的警示和进入限制措施，如警示牌、警示灯、警示线、门禁等。

9．

应评估生物材料、样本、药品、化学品和机密资料等被误用、被偷盗和被不正当使用的风险，并采

取相应的物理防范措施。

实验室须高度重视材料、样本、药品、化学品等危险品和机密资料的安全问题，从严管控，这些材料

一旦被恶意使用，将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要对这些材料被误用、被偷盗和被不正当使用的

风险进行评估，根据其危害程度采取不同级别的防范措施。由于事关重大，且防范的是人，须采取有效的

物理措施。 同时，实验室须建立严格的管理措施，有时严格的管理其效果不亚于物理措施。

10．

应有专门设计以确保存储、转运、收集、处理和处置危险物料的安全。

为确保安全，实验室应根据危险物料的特性以及对其收集、运输、使用、存储、处理或处置过程的特

点，依据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进行专门设计。

实验室应了解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高致病性动

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农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验活动审批工作的通知》、《关于运输动物菌毒种样本病料等有关事宜的通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18218

）》、《常用化学危

险品储存通则（

GB 15603

）》等法律、规定和标准。

11．

实验室内温度、湿度、照度、噪声和洁净度等室内环境参数应符合工作要求和卫生等相关要求。

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工作环境要求。应根据实验活动的需要进行参数设计，如：在进行动物实验

时，应根据不同动物对饲养环境条件的要求和实验的要求进行设计，不能因为环境因素影响动物的生存

条件和实验结果。 二是卫生学要求。 对于无特殊要求的实验活动，应满足一般卫生学要求，在具体设计

时，可参照

GB 50346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中环境参数的要求进行设计。

12．

实验室设计还应考虑节能、环保及舒适性要求，应符合职业卫生要求和人机工效学要求。

实验室设计在满足工作要求和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还应考虑节能、环保及舒适性要求。 节能、环保、

舒适不仅是国家对建筑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设计不合理的实验室耗能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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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用高，在气候较极端的地区和季节会更甚，良好的设计会为使用单位节约可观的运行费用。 生物

安全实验室从事的活动危险程度高、复杂性强、技术精细、对操作人员心理压力大，要求操作人员必须专

心致志、精力充沛、一丝不苟。良好的职业卫生学和人机工效学设计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或避免人

员的压力、疲劳程度或被伤害的风险。

13．

实验室应有防止节肢动物和啮齿动物进入的措施。

人类的很多疾病是人畜共患病，动物是病原体的携带者和传播媒介，特别是节肢动物和啮齿动物

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防止这些动物进入实验室引起实验动物感染，或将实验室操作的病原体传播至自

然环境引起广泛的扩散或疾病流行，对于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环境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14．

动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还应考虑对动物呼吸、排泄、毛发、抓咬、挣扎、逃逸、动物实验

（如：染毒、医学检查、取样、解剖、检验等）、动物饲养、动物尸体及排泄物的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潜在生物

危险的防护。

动物实验室发生的感染事故屡见不鲜。感染动物呼出的气体、动物的体表和器官、尸体、排泄物和实

验废弃物等都是严重的污染源；动物在受到限制或威胁时往往具有攻击性、破坏性和逃逸性；因此，进行

动物实验的危险性也就更大。 所以，在动物实验室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实验室设施的要求，包括平面布

局、结构、材料、限制装置（如：动物房护栏等）、毛发及排泄物污染的处理系统、水电气系统、通风空调系

统、监控报警系统、通讯系统等。

15．

应根据动物的种类、身体大小、生活习性、实验目的等选择具有适当防护水平的、适用于动物的

饲养设施、实验设施、消毒灭菌设施和清洗设施等。

由于实验动物的种类、身体大小、生活习性、实验目的等不同，实验室在选用相关设备时应关注两个

问题，一是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二是适用于所操作的实验动物。需要注意的是：不仅要考虑各个独立的设

施，还要考虑设施的配套性和系统性，以确保整个实验过程的安全。

16．

不得循环使用动物实验室排出的空气。

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的动物一旦染毒以后，就是一个危险的污染源，因为微生物可在动物的

体内增殖，可以随着动物的呼吸、分泌物、排泄物等进入室内环境，不仅有安全问题，也不利于保证实验

室动物的质量。现在可以用于实验室的空气处理技术或不足以保证滤除所有的病毒或可操作性不强，此

外，还有清除气味、过敏原等问题。 所以，规定不得循环使用动物实验室排出的空气是安全的、经济且可

行的措施。

17．

动物实验室的设计，如：空间、进出通道、解剖室、笼具等应考虑动物实验及动物福利的要求。

因为在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的动物实验，其最终目的是保证科学研究、检测等结果的准确性，

如果动物实验室保证不了动物实验和动物福利要求的条件，也就保证不了研究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那

这样的实验室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18．

适用时，动物实验室还应符合国家实验动物饲养设施标准的要求。

在确保与安全要求不冲突的情况下，应保证动物的质量和满足动物福利的要求，否则，试验结果不

但得不到承认，而且还涉嫌违反相关法规和标准。

实验动物的使用与管理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科技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迄今已形成一系列比较完整

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以及标准体系，基本涵盖了实验动物的饲养、遗传、育种、质量、管理、使

用、监测、动物福利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

1963

年，美国多家学术研究委员会、生命科学专业委员会和实

验动物资源研究所制定了《实验动物设施和饲养管理手册》，后更名为《实验动物饲养管理与使用手册》，

1965

、

1968

、

1972

、

1978

、

1985

和

1996

年六次修订。 英国内务部颁布了《繁育和供应单位动物居住和管理

操作规程》、《动物设施中的健康与安全规定》、《废弃物的管理操作规程》等。此后，意大利、法国、芬兰、比

利时等国也发布了类似的法规和标准。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不同层次和侧面先后颁布了多种

第一章 基础兽医实验室的选址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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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管理法规，

20

世纪

80

年代颁布了《实验动物饲养与保育基本准则》等。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实验动物管理工作发展迅速。

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当时的国

家科委以

2

号令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实验动物管理法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共八章、三十五条，从管理

模式、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检疫与传染病控制、实验动物的应用、实验动物的进口与出口管理、实验动物

工作人员以及奖惩等方面明确了国家管理准则， 标志着我国实验动物管理开始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1997

年由国家科委、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了《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国科发财字［

1997

］

593

号）。

2001

年，科技部与卫生部等七部（局）联合发布了《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国科发财字

［

2001

］

545

号），共五章三十二条，规定了申请许可证的主体、条件、标准、审批和发放程序，强调了许可

证的管理和监督。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陆续出台了有关实验动物质量等级、饲养、环境与设施、遗传监

测等国家标准，如

GB 14926

《实验动物环境与设施》、

GB 50447

《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等。

在实验动物保护与福利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起步较早，要求更细致。 英国早在

1876

年就通过

国会立法禁止虐待动物；美国在

1966

年由农业部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其中包括有实验动物或动物实验

的条款，

20

世纪

80

年代颁布了《实验动物保护与管理法规》；加拿大与日本分别于

1966

年和

1973

年颁

布了有关法律规定，要求在实验过程中不准虐待动物，要正确使用麻醉术、安死术以减少动物的痛苦；

1986

年，欧共体成员国共同签署了《欧洲实验和科研用脊椎动物保护公约》。

我国实验动物立法虽然较晚，但进步迅速。 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实验动物的法规性文件中逐步渗

透了对实验动物的爱护和关心，体现了动物福利的理念。

2006

年国家科技部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

中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一章第三条中明确了“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属不端行为；同年发布了

《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明确了科研生产和实验中应关注动物福利。

2006

年北京市发布实施了

《北京市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加强了对动物福利及伦理审查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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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兽医实验室是兽医科学研究、检测、检验检疫、临床检验等工作中应用最广泛的兽医实验室。在

其设施设计和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未来实验室的使用方向和可能的发展。应根据实际用途和潜在用途及

工作流程进行平面布局设计，配备相应的设备和设施。

第一节 生物安全一级（BSL-1）兽医实验室设施

生物安全一级（

BSL-1

）兽医实验室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实验室的门应有可视窗并可锁闭，门锁及门的开启方向应不妨碍室内人员逃生。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工作人员隐私或有技术要求时，均应在门上设置观察窗。 目的是为了便于观

察实验室内部情况。

实验室入口的门应可锁闭，门窗的可靠性应满足安全保卫的要求。 门锁及门的开启方向应考虑逃

生的需要，门锁在有逃生需要时应易于打开，门的开启应无障碍。

2.

应设洗手池，宜设置在靠近实验室的出口处。

洗手是实验室最基本的良好行为，洗手池是实验室最基本的个人清洁设施。 洗手池设置在靠近实

验室的出口处，便于人员离开实验室时洗手。洗手池水龙头的开关宜为非手动式，可选择自动感应式，或

肘动、膝动、脚动式等，最好选用肘动、膝动或脚动式，以防临时停电造成不便。 应使用流水洗手。

3.

在实验室门口处应设存衣或挂衣装置，可将个人服装与实验室工作服分开放置。

实验室人员应穿着实验室工作服进入实验室，脱下实验室工作服离开实验室。 个人服装与实验室

工作服应分开放置，以避免实验室工作服污染个人服装。

存衣或挂衣装置应按洁污分开的原则设置，可设置墙壁挂衣钩、分层的存衣架或存衣柜。

4.

实验室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应易清洁、不渗水、耐化学品和消毒灭菌剂的腐蚀。 地面应平整、防

滑，不应铺设地毯。

实验室的工作表面需要定期消毒或按需要消毒，故实验室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应易清洁、不渗水、

耐化学品和消毒灭菌剂的腐蚀。

由于地毯具有吸附性，容易为病原微生物提供存活、滋生、繁殖的条件，且不利于消毒，也不符合防

火要求，故在实验室中不得铺设地毯。

5.

实验室台柜和座椅等应稳固，边角应圆滑。

实验室台柜和座椅等应稳固，以防止人员摔倒和台面物品洒落破损而造成人员受伤、被感染或造

成实验室环境污染。

实验室台柜和座椅的边角应圆滑，以防止造成手套、防护服等个体防护装备的意外破损而导致人

第二章

基础兽医实验室设施

第二章 基础兽医实验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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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受伤和被感染。

6.

实验室台柜等的摆放应便于清洁，实验台面应防水、耐腐蚀、耐热和坚固。

从污染控制的角度讲，实验台不应设置抽屉和箱柜。 实验台柜的摆放应方便清洁。 实验台面应用防

水、耐腐蚀、耐热而坚固的材料制成，以避免不必要的破损，造成不必要的事故。

7.

实验室应有足够的空间和台柜等摆放实验室设备和物品。

实验室应有足够的空间，用来摆放实验台柜、仪器设备和相关物品。 实验室应有足够的台柜摆放应

该放在实验台柜的设备和物品。

8.

应根据工作性质和流程合理摆放实验室设备、台柜、物品等，避免相互干扰、交叉污染，并应不妨

碍逃生和急救。

实验室设备、台柜和物品的摆放应符合实验室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流程，以避免工作时相互干扰、交

叉污染，并应不妨碍逃生和急救。

9.

实验室可以利用自然通风。 如果采用机械通风，应避免交叉污染。

生物安全一级（

BSL-1

）兽医实验室可以利用门窗自然通风，也可以采用机械通风，但在采用机械通

风时，应考虑气流与污染控制的关系，应避免气流流向导致的污染和避免污染气流在实验室之间或与其

他区域之间串通而造成交叉感染。

10.

如果有可开启的窗户，应安装可防蚊虫的纱窗。

生物安全一级（

BSL-1

）兽医实验室如果有可开启的窗户，应安装可防蚊虫的纱窗。

11.

实验室内应避免不必要的反光和强光。

实验室内光线的强度和角度应利于工作和人体健康，除考虑光源因素外，还应考虑工作面、设备、墙

面、天花板等对光的反射作用。

12.

若操作刺激或腐蚀性物质，应在

30m

内设洗眼装置，必要时应设紧急喷淋装置。

如果实验室使用酸、苛性碱、腐蚀性、刺激性等化学危险品，应设置洗眼装置，是否需要设置紧急喷

淋装置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 紧急喷淋一般为普通自来水。

洗眼装置应是符合要求的固定设施或是以软管连接于水源或等渗盐水源的简易型装置，在特定情

况下，如仅使用刺激性较小的物质，洗眼瓶也是可接受的替代装置。

通常每周要测试喷淋装置和与水供应连接的装置，并冲掉死腔内积水，以确保功能正常和水质要

求。

要定期更换洗眼瓶和储水容器内的水，应尽可能提供舒适的水温。

应保证每个使用危险化学品地点的

30m

以内有可供使用的紧急洗眼装置，当危险化学品溅入眼内

的风险较大时，要就近设置洗眼装置，争分夺秒是应急的原则。

13.

若操作有毒、刺激性、放射性挥发物质，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配备适当的负压排风柜。

负压排风柜也叫通风柜或通风橱，是实验室中最常用的一种局部排风设备，通常可有效控制并排

出有毒、刺激性和放射性挥发物质，对人员及实验室内环境起到保护作用。

通风柜的排风量不宜过大，如果风量过大，不仅造成能源的浪费，而且会给柜内的实验过程带来不

利的影响（例如影响电炉正常加热，加快溶液蒸发等）。通风柜的排风量由操作口开启面积与操作口的吸

入风速之积确定。 通常，操作口的可开启高度设为

0.8m

；操作口的吸入风速一般为：操作口全部开启时，

风速

v≥0.3m/s

，操作口半开启时，风速

v≥0.5m/s

。

通风柜形式多样，在实验室中常见而可靠的通风柜有以下几种

:

（

1

）上部排风通风柜

对于以散发余热为主的热态实验过程，宜选用上部排风通风柜，参见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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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部排风通风柜

对于散发有害物比重大的冷态实验过程，宜选用下部排风通风柜，参见图

2-2

所示。

（

3

）上下部同时排风通风柜

对于热量不稳定及散发有害物比重较大的实验过程， 宜选用上下部同时排风通风柜， 参见图

2-3

所示。这种通风柜集合了上述两种柜型的特点，增大了冷、热两态的通用性，是迄今使用的通风柜中最常

见的一种形式。

（

4

）下补风式通风柜

这种下补风式通风柜出现于

2002

年， 是在传统通风柜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而开发出来的新型

通风柜。 它的特点是室外空气从操作台面下方近操作口端向上进入操作口，形成风幕，阻挡柜内有害气

体外逸，同时为通风柜提供空气，将有害物带走排出。 进入通风柜的室外空气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净化

或加热等处理。如在北方冬季，由于室内外空气温差很大，若直接将室外空气送进通风柜，会对实验过程

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可将室外空气进行加热处理后再送进通风柜。 室外空气的进风口不需设于楼顶，

可设在侧墙上，空气就近进入通风柜。 图

2-4

为下补风式通风柜示意图。

传统通风柜是将室内空气吸入通风柜而将有害气体带走排出，因此对于有暖气或空调系统的实验

室，包括空气净化、恒温恒湿等特殊条件实验室，为了弥补由于通风柜造成的负荷损失，需要相应增加匹

配空气调节系统的处理量，因此能源浪费很大。下补风式通风柜是将室外空气送进通风柜而将有害气体

带走排出，由于这种通风柜排走室内空气很少，因此可以节约可观的能源，是与传统通风柜相比具有的

显著优点。 下补风式通风柜分为有动力补风式和无动力补风式两种：

有动力补风式，是通过专用送风机将占总风量

95%

左右的室外空气送进通风柜，供排风使用，其余

5%

左右的空气由室内空气补充。 这种通风柜的优点是补风量稳定，运行可靠、效果显著。 缺点是一次投

资大、运行费用高。

无动力补风式，顾名思义，这种通风柜未设专用送风机，是靠排风机排风时所造成的柜内负压，将室

外空气自然吸入通风柜而形成补风量。 柜内负压随操作口开启度的减小而增大，当操作口完全关闭时，

柜内负压最大，补风量可达

90%

左右。 这种通风柜的优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运行费用少；缺点是补风

量不稳定，因此，比较适用于时间较长，并且在过程中不需频繁操作的实验，如硝化、蒸馏等。

由于通风柜的结构不同，使用的条件不同，其排风效果也不相同。实验室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配

备适当的负压排风柜。

图

2-1

上部排风 图

2-2

下部排风 图

2-3

上下部同时排风 图

2-4

下补风式

通风橱示意图 通风橱示意图 通风橱示意图 通风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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