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科技大学实验室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免疫化学研究所专项应急预案（2023 年 12 月修订） 

 

一、 总则 

1、 编制目的 

为防止重大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提高并完善我所、我校的应急管理机制，迅速有效地控

制和处置可能发生的事故，保护师生员工人身安全和实验室财产安全，保障实验室安全和正常

运转，特制定本专项应急预案。 

2、 编制依据 

本专项应急预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

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及其它相关地方法规制定。 

3、 适用范围 

本专项预案适用于免疫化学所科研实验室各类安全突发事故。 

4、 应急预案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2）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3）设施规范，管理到位。 

4）主动检测，反应及时。 

5）依法处理，措施果断。 

 

二、 组织体系 

1、 免疫化学所实验室突发事故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总指挥：杨海涛 

副总指挥：雷颖 

成员：杨秀娜、吴侃 

2、 各实验室和技术平台安全管理员兼突发事故应急联络人 

Richard Lerner/杨光实验室：刘莉莉 18621790236 

姜标实验室：詹岳雄 18616208996 



Roger Kornberg实验室：王冠乔 13916051701 

干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张嘉伟 13512169722 

饶子和实验室：栾仁栋 19983418808 

杨海涛实验室：马园园 17721214630 

Michael Levitt实验室：张向磊 17316567128 

赵简实验室：郭娜 18622918269 

范国平实验室：陈佳 19512308552 

免疫化学生物学实验室：王亚芳 15221187265 

Katsuhiko Mikoshiba 实验室：杜振云 13764543650 

刘佳实验室：魏旋 13761117491 

刘海坤实验室：储佑君 13818671914 

白芳实验室：张向磊 17316567128 

王权实验室：王权 13512931392 

张璐实验室：张璐 13821221800 

李俊实验室：李俊 18221055510 

杨贝实验室：戚琪莲 13651617357 

张宏恺实验室：杜明娟 13661541640 

陈生弟实验室：刘梓贤 18923627553 

孙晓东实验室：唐璐 13813319350 

药物发现平台：孔娟 13764288073 

分析化学平台：陈家康 18916960453 

生物医学大数据平台：宋张悦 18721595361 

3、 责任分工 

杨海涛：负责突发事故的应急响应行动的决策、组织、指挥。指导现场研究所人员迅速依

法处置突发事故。 

雷颖：负责领导和组织研究所事故现场处置工作。应在第一时间成立事故现场处置紧急指

挥中心，启动专项应急预案；研究事故性质、类型，决定实施处置方案；决定信息报送的标准、

内容以及请求上级指示、援助等事项；总结经验、教训，调查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杨秀娜、吴侃：及时向学校实验室突发事故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协助所

领导进行现场指挥、调度及事故调查等工作。 

各实验室、技术平台安全管理员：负责汇总、分析事故险情并及时向各级应急中心汇报；

参与事故现场处置，负责协助指挥中心管理现场处置工作。 

三、 事故风险描述 

基于我研究所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合成有机化学等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实验过程中存在

生物医学样品操作、动物管理、及危险化学品操作、存储等安全风险，主要包括： 

1、 易燃物品接触火源、及设备用电不当或电路老化引发的火灾事件。 

2、 易燃易爆物品及压力容器（如灭菌锅）操作不慎可能导致的爆炸事件。 

3、 病原微生物和有毒有害化学试剂对实验室的污染、及泄露等事件。 

4、 病原微生物和有毒有害化学试剂对对人体的感染、中毒、灼伤等事件。 

 

四、 预防预警 

1、 预防 

1） 加强实验室标准化建设，对实验室设备的配置、个人防护和实验室安全行为做出明

确规定。 

2） 建立实验室病原微生物和管制类药品专库。对于传染病病原样本、剧毒化学品建立

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 

3） 增强安全意识，合理完善实验室生物、化学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把安全管理责任

和措施落到实处，消除安全隐患。实验室工作人员应自觉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严格按照操作要求和技术规范开展研究工作。 

2、 预警 

1） 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为各种病原微生物和管制类药品建立档案和使用纪录，填

写准确。每次使用后及时登记，发现遗失或被盗，立即报告。 

2） 建立研究所实验室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定期体检。发现与实验室生物安全有关的

人员感染或伤害应立即报告并就医。 

3） 每月定期开展自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发出预警通报。 

 

五、 应急处置 



1、 实验室火灾应急处理预案  

1） 发现火情，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措施处理，防止火势蔓延并迅速报告。 

2） 确定火灾发生的位置，判断出火灾发生的原因，如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

易燃物品、自燃物品等。 

3） 明确火灾周围环境，判断出是否有重大危险源分布及是否会带来次生灾难发生。 

4） 明确救火的基本方法，并采取相应措施，按照应急处置程序采用适当的消防器材进

行扑救：对于木材、布料、纸张、橡胶以及塑料等固体可燃材料，可采用水冷却法；

对于珍贵图书、档案等，可使用二氧化碳或干粉灭火剂灭火；对于易燃可燃液体、

易燃气体和油脂类化学药品，应使用大剂量泡沫灭火剂或干粉灭火剂；带电电气设

备火灾，应切断电源后再灭火，因现场特殊情况需要带电灭火时，应使用沙子或干

粉灭火器，不能使用泡沫灭火器或水；可燃金属，如钠、钾，及其合金等火灾，应

用特殊灭火剂，如干砂或干粉灭火器等来灭火。 

5） 依据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危害程度级别，划定危险区，对事故现场周

边区域进行隔离和疏导。 

6） 视火情拨打“119”报警求救，并到明显位置引导消防车。  

2、 实验室爆炸应急处理预案 

1） 实验室爆炸发生时，实验室负责人或安全员在其认为安全的情况下必需及时切断电

源和管道阀门。 

2） 所有人员应听从临时召集人的安排，有组织的通过安全出口或用其他方法迅速撤离

爆炸现场。 

3） 应急预案领导小组负责安排抢救工作和人员安置工作。 

3、 实验室污染及泄露应急处理预案 

1） 根据实验室安全事件发生的规模、危害的程度，可能波及的范围，封闭或封锁相关

实验室和实验区。 

2） 对于查明的微生物病原、生物毒素以及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的物品要对其进行封存

和销毁，紧急封闭公共饮用水源等公众共用设施。 

3） 对受到污染实验室等所有场所、物品等进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参照《消毒技术规

范》。 

4、 实验室感染、中毒、灼伤应急处理预案 



1） 对于受到实验室安全事件影响的现症病人实行就地报告，通过“绿色通道”送医救

治。对于疑似病人和接触者进行入院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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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暴露因素的调查。 

2） 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紧急接种、预防性投药、群体防护等。 

3） 误服毒物中毒者，须立即引吐、洗胃及导泻。重金属盐中毒者，不要服催吐药，以

免引起危险或使病情复杂化。砷和汞化物中毒者，必须紧急就医。 

4） 吸入刺激性气体中毒者，应立即将患者转移离开中毒现场，给予 2%~5%碳酸氢钠溶

液雾化吸入、吸氧。气管痉挛者应酌情给予解痉挛药物雾化吸入。应急人员一般应

配置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毒服装、防毒手套、防毒靴等。 

5） 被强酸、强碱类腐蚀性化学物质灼伤时，应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再分别用低浓度

（2%~5%）的弱碱、弱酸进行中和。处理后，再依据情况作下一步处理。 

6） 试剂溅入眼内时，在现场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每个实验室内

均备有专用洗眼水龙头。冲洗时，眼睛置于水龙头上方，时间应不少于 15 分钟，

切不可因疼痛而紧闭眼睛。处理后，再送眼科医院治疗。 

 

六、 后期处置 

学校实验室突发事故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向社会各界通报事故相关信息。研究所实验室

突发事故应急处理机构负责事故后期主要污染物处理、秩序恢复、人员安排和应急救援评估等

事宜。  

 

七、 保障措施 

1、 技术保障 

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科技含金量，强化实验室规范化建设。 

2、 人员培训 

加强对涉及实验室生物、化学安全的监测与预警、险情分析评估、消毒隔离技术、灭火操

作、特种设备操作等方面的业务培训。加强对实验室业务人员在法制化管理和法律责任方面的

培训。 

3、 监督检查 



研究所所有实验室要定期自查，建立、完善实验室检查制度。 

4、 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工作每年不少于 1次。演练工作应根据性质的不同分类进行。 

5、 联系人 

上海科技大学实验室突发事故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王东鸣：021-20685166、13916706019 

陈沅恺：021-20684567、13901710829 

免疫化学所实验室突发事故应急处理机构办公室： 

雷颖：13818354042 

吴侃：18964775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