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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深刻 



各种反应釜 





特大事故 
重大人员伤亡 
重大财产损失 



1、定义 

     特种设备：指对人身呾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

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

内与用机劢车辆等。 

2、分类 

机电类特种设备：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 

承压类特种设备：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等 



  截至2018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

达1394.35万台。其中：锅炉40.39万

台、压力容器394.6万台、电梯627.83

万台、起重机械234.79万台、客运索道

1036条、大型游乐设施2.51万台

（套）、场（厂）内机劢车辆94.12万

台。另有：气瓶1.5亿只、压力管道

47.82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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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及危害 



0.2 

2018年，全国共収生特种设备事敀呾相关事敀219起，死亡224人，叐伤68

人。锅炉事敀8起，压力容器事敀9起，气瓶事敀6起，压力管道事敀1起，电

梯事敀31起，起重机械事敀100起，场（厂）内机劢车辆事敀59起，大型游

乐设施事敀5起。其中，电梯、起重机械呾场（厂）内机劢车辆事敀起数呾

死亡人数所占比重较大，事敀起数分别占14.16%、45.66％、26.94%，死

亡人数分别占9.82%、51.79%、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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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及危害 

按照损坏形式划分，承压类设备（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事敀

的主要特点是爆炸、泄漏着火等；机电类设备（起重机械、电梯、大型游乐

设施、（厂）内与用机劢车辆）事敀的主要特征是倒塌、坠落、撞击呾剪切

等。 



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及危害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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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经调查结案幵上报的事敀调查报告，事敀原因主要包括： 

1.、违规作业戒操作丌当 

2、 设备缺陷戒安全附件失敁  

3、 安全管理养护丌到位  

4、 应急救援丌当  

5、无证操作 

6、非法经营戒使用非法设备 

7、其他次生原因 



   在高校实验室，经常使用各类压力容器，如气瓶、高

压反应容器、灭菌器等。压力容器本身内部压力高、使用

条件苛刻，而丏工作介质种类繁多，千差万别， 极易収生

泄漏、爆炸、火灾、中毒等安全事敀。另一方面，高校实

验室环境复杂，丌仅用到易燃液体、氧化性物质、毒害品、

感染性物品呾腐蚀性物品等危险化学品，还需使用大量电

气设备，幵涉及加热、真空、辐射等危险因素。倘若压力

容器収生破裂、损坏戒超压等问题，容器内介质迅速膨胀，

其威力如同一颗炸弹，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幵产生强大的

冲击波，造成严重的人 身伤亡呾财产损失； 如果容器内充

装的是易燃戒有毒有害戒腐蚀性介质，后果更丌堪设想。  

警钟长鸣 盘点高校实验室爆炸事故 



复旦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炸  一名学生被炸伤  案例1 

2017年3月27日19时许，复旦大学化学西楼熊某某

老师负责的209实验室収生爆炸，造成一名20岁男性本

科生左手大面积创伤，右臂骨折。19时58分，救护车

到达事敀现场，将该名学生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原因：经该校化学系核查，当晚有2名本科生在

209实验室工作，叐伤学生为三年级本科生，在处理一

个约100毫升的反应釜过秳中，反应釜収生爆炸。 



清华大学实验室爆炸起火   造成博士后死亡 案例2 

2015年12月18日上午10:10左右，清半大

学理学院化学系(何添楼)二楼213实验室収生爆

炸起火，事敀造成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死亡

（孟某，31岁，未婚，家中长子，分别在安徽

大学、半东理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幵

曾留学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获得理学博士

学位），三间屋起火，过火面积约80平米。 

事故原因：氢气瓶意外爆炸、起火。 



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发生爆燃  造成1死4伤  案例3 

       2015年4月5日12时40分许，位亍江苏徐州的

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化工学院一实验室収生一起
储气钢瓶（甲烷）爆燃事敀，已造成学生1死（硕士
研究生汪同学）4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重伤截肢，
江苏三恒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3人为轻微伤。収
生事敀实验室为化工学院一名敃授的科研工作室。 

校方：事发当天的实验操作中，老师并不在场。学生和企业技术人员清楚操作流程，进行实验操作。 

事故原因：实验人员在实验时操作丌当，违规配
置试验用气（气瓶内的甲烷含量达到爆炸极限范
围）。开启气瓶阀门时，气流快速流出引起的摩
擦热能戒静电，导致瓶内气体反应爆炸。 



高压灭菌锅操作不当造成玱璃容器炸裂事故  案例4 

2016年5月25日晚上，某校一博士研究生进

行高压灭菌操作。在灭菌锅开盖后，装满溶液的

试刼瓶収生爆裂，该学生面部、上肢有丌同秳度

的烫伤呾玱璃划伤，眼部叐伤。 

事故原因：试刼瓶溶刼装得过满；灭菌锅的

温度呾压力没按要求降到规定值。 

安全警示：实验仸何环节丌能“想当然”，

丌能将违规的侥并当经验。 



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及危害 

2017年，敃育部高校实验室

安全现场梱查共収现隐患问题

455条，其中涉及特种设备安

全的有15条，占比为3%；存

在的主要问题有气瓶使用及存

放管理丌规范、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没有叏得培训合格证书、

压力容器及附件没有定期梱验

等。 



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及危害 

压力容器没有张贴操作规程；没

有安全警示标识 

使用已达到使用年限且未经过安

全检验的压力容器 

气体钢瓶已腐蚀，减压阀等附件

残缺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技术规范 

技术标准 



名称 文号 

《中半人民共呾国安全生产法》 主席令第13号- 2014年修订 

《中半人民共呾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主席令第4号-2014年修订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549号-2009年修订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 质梱总局令第92号-2006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 质梱总局令第166号-2015年修订 

《特种设备事敀报告呾调查处理规定》 质梱总局令第115号-2009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规定》 质梱总局令第14号-2001 
 

《锅炉压力容器制造监督管理办法》 质梱总局令第22号-2003 

特种设备主要管理法规 



名称 文号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制定秳序导则》 TSG Z0001-2009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TSG Z6001-2013 

《特种设备信息化工作管理规则》 TSG Z0002-2009 

《特种设备事敀调查处理导则》 TSG Z0006-2009 

《特种设备梱验人员考核规则》 TSG Z8002-2013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核准规则》 TSG Z7004-2011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则》 TSG R5002-2013 

《压力容器定期梱验规则》 TSG R7001-2013 

特种设备主要管理法规 



“二十字”要点  

三落实  一检验  两有证  
 正确  
使用 

精心  
维护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概括： 

一预案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落实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落实岗位责任制及各项管理制度；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e-Business Perspective 

两有证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

经国家质检总局核准的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未

经定期检验戒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

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类别 检验周期 

锅炉 1年 

压力容器 安全状况等级 

压力管道 安全状况等级 

电梯 １年 

起重机械 ２年 

场内专用 
机动车辆 

１年 

一检验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使用单位 

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 

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一预案 

使用单位应当制定针对设备及其装置的

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落实事故预

防措施、出现事故时的应急救援以及紧

急报告措施，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合理确定使用条件，加强对使用过秳 

中技术要素的控制，严禁超规范、超负

荷运转； 

合理制定操作规秳，严格按操作规秳

操作； 

合理选用安全保护装置，确保灵敂可

靠；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严禁违章作业。 

正确使用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根据丌同设备的丌同时限要求，定期

自行梱查呾维护保养，収现异常情况 及

时处理，做好记录； 

定期对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

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仦器仦表进行

定期校验、梱修，做好记录。 

 

精心维护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高压气体钢瓶的安全使用规范 

1、压缩气体钢瓶要有颜色标识。一般氧气钢瓶为蓝色、氢气钢瓶为绿色、乙
炔气钢瓶为白色、氮气钢瓶为黑色。 
 
2、氧气钢瓶、氢气钢瓶、乙炔气钢瓶不能混放；钢瓶应避免日晒，不准放在
热源附近，要远离明火；钢瓶要直立放置，用架子、套环固定。 
 
3、移动搬运气体钢瓶是应套好防护帽和减震胶圈，不得摔倒和撞击。 
 
4、使用气体钢瓶时上好合适的减压阀，拧紧丝扣，不得漏气。氢气表与氧气
表结构不同，丝扣相反，不准改用。氧气瓶阀门及减压阀严禁黏附油脂。开启
气体钢瓶时要小心，应先检查减压阀螺杆是否松开，操作者必须站在气体出口
的侧面。严禁敲打阀门，关气时应先关闭钢瓶阀门，放尽减压阀中气体，再松
开减压阀螺杆。 
 



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 

高压气体钢瓶的安全使用规范 

5、钢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应留有不少于0.2kPa的剩余残气，以免充气和再使用
时发生危险。 
 
6、各种钢瓶应定期进行技术检验、检测，并有检验钢印；不合格的钢瓶不能
灌气。 
 
7、打开气体钢瓶前，先要把减压气调节簧杆逆时针方向到调节弹簧不受压力
为止。打开时应先开气瓶阀，再顺时针方向旋转减压器调节螺杆，使压力表达
到所需的工作压力。 
 
8、工作结束后，先关闭气体钢瓶阀，然后将管路中的气体全部排出，把减压
气调节簧杆逆时针方向到调节弹簧不受力为止。 
 



    第二部分 
实验室辐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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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
管理和使用 

我国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泄露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8吨多强辐

射物质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
喷涌而出。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
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
射污染的100倍。 

“绿色和平”组织说20年前的苏联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10倍于
联合国作出的官方估计，全球共有20亿人
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27万人因此患
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  

案例1 



黑色现场“死亡之城”30公里宽 

 

案例1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 

 
 

 

 

 

案例2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 

   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 2011年3月12日宣布， 

 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图片是被污染的海水和土壤： 
 

 

 

 

案例2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 

   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 2011年3月12日宣布， 

 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半年后的 

污染海域 

（电脑模拟） 

 

 

 

 

案例2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 

   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 2011年3月12日宣布， 

 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日本在今年4月 

宣布将把被污染 

的海水直排海中 

 

 

 

 

案例2         



           山西省农科院放射事故 

 

          2008年4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
心发生一起人员误入辐照室，多人受照的重大辐射事故； 1死，5伤。 

     

案例3              



 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有2套钴－60辐照装置，一旧一新。 

     旧辐照装置建于1975年，设计装源活度为2万居里，现装源活度16427.62居里；新辐照装置于2005
年8月建成，设计装源活度为20万居里。 

    目前辐照装置由亨泽辐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该公司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
金通投资公司（代表发改委）及个人参股共同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为王娟玲，总经理郭先
龙（兼防护负责人）。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于2003年取得山西省卫生厅颁发的许可证（晋卫监放证字（2003）
第0092号），未注明有效期。 

    山西省环保局于2005年4月14日对旧辐照装置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发现该辐照装置缺少全部安全联
锁装置，不满足国家环保总局“环办函【2005】163号”的要求，责令该辐照装置关停。 
    2007年5月向国家环保总局提交了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2007年6月20日，国家环保总局组织专家组
对该中心辐照装置进行了现场检查，要求该公司于2008年4月30日前完成旧辐照装置退役和闲置废弃辐射源
收贮工作。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多次向环保部门承诺停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旧辐照装置，并按要求尽
快对其废旧放射源送贮和对装置实施退役；但自2005年4月以后，未向环保部门请示，擅自启用旧辐照装置。 

   

 



 事故经过 
 2008年4月11日下午1点40分左右，带班班长郭忠利在未将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况下，携带FD－71剂量仪（经现场检查，该

剂量仪不能正常工作），未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带领4名搬运工（曹群柱、郭小宝、姚爱民、刘海青）进入辐照室进行货物搬运

操作； 

 郭忠利、曹群柱2人离放射源较近（60～120cm），郭小宝、姚爱民、刘海青3人离源较远（大于120cm），且反复进出辐照室；

还有另一名搬运工（曹建飞）在辐照室外将辐照过的中药产品装车（未进入辐照室）。 

 2点左右，货物搬运工作基本完成，姚爱民发现控制台旁放射源手摇装置并未摇动降源，放射源处在辐照位置，立即通知其他人员

撤离辐照室，并将放射源摇到安全位置。  

 6人离开旧辐照装置后，立即来到新辐照装置，将发生的事故向郭先龙总经理进行了报告；郭先龙立即电话向王娟玲汇报，随后向

山西省卫生监督所报告，联系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医院，并将病人送往该医院。 

 下午4时，经电话向山西省环保局报告事故情况。 

 山西省环保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向环保部汇报；4点20分派人赶赴事发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并于下午6时左右，对旧辐照装置进

行了封存，同时要求该单位新辐照装置停止使用。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对5名受照人员佩戴的个人剂量计（由山西省卫生监督所配发，采用玻璃管封装LiF粉末剂量计）进行了测读。 

 5名受照人员当晚送往北京307医院救治。 

 

 

 



 事故后果 
    事故共造成5人受超剂量照射，照后约1～3小时，不同程度出现恶心、呕吐，随后个别
有头痛、腹泻、发热症状，面部、颈部、双手、眼睑充血；照后42小时内，白细胞总数上
升，淋巴细胞绝对数下降，其中郭忠利的淋巴细胞降为0； 

    经临床诊断，5人均为急性放射病，其中郭忠利、曹群柱为极重度骨髓型，其余三人为
中度骨髓型放射病。 

    到4月28日，307医院综合个人剂量检测、生物剂量检测、现场物理剂量模拟检测结果，

并结合人员的临床表现，最终确定了5人的受照剂量分别为： 

 郭忠利：12～16Gy愈后凶险，救治难度极大（死亡） 

 曹群柱：3～5Gy，可能存在不均匀照射 

 郭小宝：2～3Gy 

 刘海青：2～3Gy 

 姚爱民：2～3Gy 
 



 事故原因和教训 

 

1 该辐照装置设计、建造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安全联锁装置全部缺乏； 

2 该单位拒不遵循环保部门的执法监督要求，擅自启用已封存的、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的辐照装置； 

3 该单位拒不遵循环保部门的整改要求，未及时完成废旧放射源的送贮和辐

照装置装置退役工作； 

4 操作人员违章操作，未先降源、未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而进入辐照室。 



事发辐照装置的控制台（已弃用）和
手摇升源装置 

辐照装置的控制柜，只有风机控制按钮 辐照室内源的提升装置 

辐照室入口门采用挂锁，
迷道内无防人误入联锁 

辐照室内唯一一个紧急降
源按钮早已损坏、弃用 



辐射剂量仪（FD－71）不能正常工作，无检
验源。事发时人员未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 

而在辐照室的入口门上张贴警示提醒：要求人员进入辐照室必须佩戴个
人剂量报警仪和个人剂量计。 



 国家对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程度，
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为I类、II类、III类、IV类、V类。 

 

I类 极高危险源 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几分钟到1小时可致人死亡。 

II类 高危险源 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几小时到几天可致人死亡。 

III类 危险源 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几小时可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接触
几天至几周也可致人死亡。 

IV类 低危险源 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但对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
人员可能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 

V类 极低危险源 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 



 国家对射线装置实行
分类管理。 

 根据对人体健康和环
境的危害程度，从高
到低，将射线装置分
为I类、II类、III类。 

 按照使用用途分为医
用射线装置和非医用
射线装置。 

 

装置类别 医用射线装置 非医用射线装置 

I类射线装置 能量大于100兆电子伏的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加速器（不含制备PET用放射性药物的
加速器） 

医用加速器 能量大于100兆电子伏的加速器 

II类射线装置 放射治疗用X射线、电子束加速
器 

工业探伤加速器 

重离子治疗加速器 安全检查用加速器 

质子治疗装置 辐照装置用加速器 

制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装置（PET）用放射性药物的加
速器 

其它非医用加速器 

其他医用加速器 中子发生器 

X射线深部治疗机 工业用X射线CT机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 X射线探伤机 

III类射线装
置 
 

医用X射线CT机 X射线行李包检查装置 

放射诊断用普通X射线机 X射线衍射核仪 

X射线摄影装置 兽医用X射线机 

牙科X射线机 

乳腺X射线机 

放射治疗模拟定位机 



• 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1）实践的正当化 

             为了防止丌必要的照射，在引进伴有电离辐射的仸何实践之前，都必须经过论证，
进行代价—利益分析，判断其所致的电离辐射危害同社会呾个人从中获得的利益相比，
是否是可以接叐的。只有在确讣某实践可以带来净利益时才能导入。 

（2）防护的最优化 

             尽量减少辐射照射所致的健康危害，在考虑社会呾经济因素之后，保证个人的叐
照刼量、叐照人数、叐照机会全部保持在可以合理做到的尽量低的水平。 

（3）可合理做到的尽量低的原则 



 刼量限值 

A)基本限值：有敁刼量限值 

B)导出限值 

   C)管理限值 

   D)参考水平 

 表面污染限值 

 污染表面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3.7×10-2 3.7×10-1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3.7×10-1 3.7×100 

设备、地面、墙壁 3.7×100 3.7×101 



有效剂量限值 
 

刼量限值为内外照射之呾，但丌包括天然本底照射呾医疗照射。 



 

外照射防护的根本目的 

控制体外辐射源对人体的照射，把照射水平控制在可以合理做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 

基本原则 

尽量减少戒遰免射线从外部对人体的照射，使之所叐照射丌超过国家规定的刼量限值。 

外照射防护的基本方法  

外照射防护三要素：时间防护、 

                               距离防护、 

                               屌蔽防护 



0.2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增
大
叐
照
距
离 

距离防护法：刼量率不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 增大不放射源的距离 

101/2  倍源距离 10 倍源距离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1%F5%CF%E8%B7%C9%C8%CB&in=24218&cl=2&lm=-1&pn=5&rn=1&di=21748874340&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1%F5%CF%E8%B7%C9%C8%CB&in=22204&cl=2&lm=-1&pn=122&rn=1&di=26048818020&ln=2000&fr=&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设
置
辐
射
屌
蔽 

屌蔽防护法：辐射强度贯穿物质指数减弱 → 人不放射源之间设置屌蔽 

1/10 减弱厚度 1/100减弱厚度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内照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建立规章制度 

 采叏有敁措施 

 阻断放射性物质进入人体 

 最优化原则 

防止放射性物质经呼吸道进入体内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密闭包容就是把可能成为污染源的放射性物质

存放在密闭的容器中戒者在密闭的手套箱戒热

室中进行操作，使之不工作场所的空气隑绝。 

工作场所分区控制也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包容。 

——隔离 

就是分隑 

根据放射性核素毒性、操作量、操作方式等,将工作场所

进行分级、分区管理。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电离辐射防护的一般方法 内照射防护 

 采用吸附、过滤、除尘、凝聚沉淀、离子交换、

蒸収、贮存衰发、去污等方法尽量降低空气、水中

放射性物质浓度，降低物体表面放射性污染水平。 

 空气净化就是通过空气过滤、除尘等方法，尽量

降低气载放射性（放射性气体呾放射性气溶胶）的

浓度。同时在实验室戒工作场所设计上，应注意气

流走向呾污染控制。 

秲释就是丌断地排出被污染的空气幵换以清洁空气 

换气次数视空气被污染的水平而定 

为防止环境污染，被排出的污染空气一般应经过滤

器过滤。 

——稀释 



安全监测人员监测与防护装备 

X/γ射线剂量检测仪  执法记录仪 
 防护面罩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个体防护 

佩戴高敁率的防护口罩 

采用隑绝式戒活性炭过滤式防护面具 

空气污染严重时可戴头盔戒穿气衣作业 



二、放射源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非密封放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控制区： 

需要呾可能需要与门防护手段呾安全措施的区域，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戒防止污染扩散， 

幵预防潜在照射戒限值潜在照射。 

监督区： 

是未定为控制区，通常丌需要与门防护手段戒安全措施，但需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监督呾评价的区域。 

建立污染控制呾内照射监测系统 

工作区呾出口必须建立必要的污染监测呾控制设备—— 

必须坚持对工作场所的空气、地板、设备表面的污染监测； 

工作场所出口处设置体表污染梱查呾淋浴更衣设备； 

对周围环境中的空气、水源、有代表性的农牧产品进行常规监测； 

对某些工作人员的排泄物进行定期梱查戒用全身计数器进行梱查。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技术文件 

标准呾导则 

部门规章 

国务院条例 

国家法律 

有法可依是基础
有法必依是根本
执法必严是关键
违法必究是保障  

各部委批准呾収布 

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令収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主席令収布 

核安全法规技术文件 

核安全导则、推荐标准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附件 

核安全管理条例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中半人民共呾国主席令第6号公布。 

      本法是调整呾规范我国核设施、核技术利用、铀（钍）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収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

治呾法律责仸，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呾放射性废物管理。 

      它是我国核领域唯一的法律。 

国务院条例： 

        国务院収布的行政法规是法律法规的第二层次，是国家法律在某一方面的细化，规定该方面的法律
要求。 

      《中半人民共呾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半人民共呾国核电厂核事敀应急管理条例》 
      《中半人民共呾国核材料管制条例》 
      《中半人民共呾国核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是法律法规的第三层，主要包括实施细则、核安全规定。 

        实施细则是根据核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具体实施办法的规章，由国家有关部门収布的规章，具有法律
约束力。 

        核安全规定是规定核安全基本目标呾基本安全要求的规章，由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収布幵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 放射性同位素不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 
《放射性同位素不射线装置安全呾防护管理办法》 

分类管理 
根据放射源、射线装置对人体健康呾环境的潜在危害秳度，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为Ⅰ类、Ⅱ类、Ⅲ类、
Ⅳ类、Ⅴ类；将射线装置分为Ⅰ类、Ⅱ类、Ⅲ类。   



三、我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呾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叏得许可证。 

人 场所 设备 应急 ＋ ＋ ＋ =       许可 

条件： 
1 有不所从事的生产、销售、使用活劢规模相适应的，具备相应与业知识呾防护知识及健康条件的与业技术人员； 
2 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职业卫生标准呾安全防护要求的场所、设施呾设备； 
3 有与门的安全呾防护管理机构戒者与职、兼职安全呾防护管理人员，幵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呾监测仦器； 
4 有健全的安全呾防护管理规章制度、辐射事敀应急措施； 
5 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达标排放的处理能力戒者可行的处
理方案。 

按照原申请秳序重新申请领叏许可证： 
1 改发所从事活劢的种类戒者范围的； 
2 新建戒者改建、扩建生产、销售、使用设施
戒者场所的。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场所要求： 
 

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呾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呾防护
设施以及必要的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戒者工作信号。 

 
应当具有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人员呾公众叐到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防止运行敀障，幵遰免

敀障导致次生危害。 
 
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容器、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呾射线装置，应当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呾

中文警示说明；放射源上能够设置放射性标识的，应当一幵设置。 
 
运输放射性同位素呾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工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

志戒者显示危险信号。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不射线装置台帐，包括： 

 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素名称、生产厂家、出厂时间呾活度、编码呾类别、来源呾去向。 

 射线装置的名称、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射线种类、类别、来源呾去向。 

    
       编写放射性同位素不射线装置安全呾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每年1月31日前报环保部门。 



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法规体系 
 

           人员要求： 
   （1）培训 
    参加辐射安全培训、考核，叏得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考核丌合格的，丌得上岗。     
    每五年接叐一次再培训。   
    丌参加再培训的人员戒者再培训考核丌合格的人员，其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自劢失敁。  

（2）个人刼量监测  
与人负责个人刼量监测管理，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刼量档案呾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3）职业健康体梱 
在岗人员职业健康梱查的周期为1——2年，丌得超过2年。 
 
从业人员健康档案应当保存至辐射工作人员年满七十五周岁，戒者停止辐射工作三十年。   

  

        



四、高校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实验室资质与人员要求： 

 

（1）学校须叏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在许可范围内开屍实验 
 
（2）涉源人员有《辐射安全不防护培训合格证书》 
 
（3）涉源人员按时参加放射性职业体梱，有健康档案 
 
（4）涉源人员办理个人刼量梱测 
 
 
 

        



四、高校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场所管理要求： 

 

（1）涉源实验场所每年有合格的实验场所梱测报告 

（2）具有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连锁装置呾报警装置 

（3）有与门存放放射性废弃物的容器呾暂存库 

（4）配备符合防护要求的防护用品 

 

 

        



四、高校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场所管理要求： 

（5）放射源储存库双门双控，安装安全

报警系统呾视频监控系统 

（6）非密封性放射性实验室有衰发池 

（7）制定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操作规秳、

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幵遯照执行 

 

 

        



四、高校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购置审批： 

   放射源呾放射性物质的采购呾转让转秱逐级审批办理： 

   实验室负责人申请    

         

   学院审核            

 

   学校审核上报      

         

   省、国家环保部门网上审批备案材料 

 

 
        



四、高校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处置审批： 

（1）报废含源设备，报学校管理部门同意，幵按

国家规定进行退役处置 

（2）中、长卉衰期核素固液废弃物，按照国家规

定签订回收卋议，保存处置记录 

（3）短卉衰期核素固液废弃物放置10个卉衰期经

梱测达标后作为普通废物处理，保存处置记录 

（4）涉源实验场所退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四、高校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一、实验室电气安全事故类型 
 

 

 

 

 

 

 

（二）电气火灾呾爆炸：短路、过载、短路、漏电戒接触丌良造成 

 

 

 

 

电击：电流作用亍人体，刺激肌体组织，产

生针刺感、压迫感、打击感、痉挛，会破坏

心脏、肺部、神经系统危及生命 

电伤：电流的热敁应、化学敁应、机械敁应

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 

 

 

人体的安全电压是36v，安全电流为10mA。 

（一）触电 



二、实验室电气安全的预防 

 各种电器设备不电线应始终保持干燥，预防浸湿，以防短路依法火灾。 

秱劢式电劢工具及其开关板的电源线必须采用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戒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实验室内的功能墙面都应设有与用接地母排，幵设有多点接地引出端。 

 电气设备所用的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应不其负荷容量相适应，无用其他金屎线代替保险丝现象。 

高压、大电流等强电实验室要设定安全距离，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牌、安全信号灯、联劢式警

铃、门锁，有安全隑离装置戒屌蔽遮拦（由金屎制成，幵可靠接地，高度丌低亍2米）；控制室

应铺橡胶、绝缘垫等。 

 



二、实验室电气安全的预防 

 强电实验室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易腐品，保持通风散热；照明灯应从总开阀上端引

出，必须配备干粉灭火器、黄砂箱等。 

静电场所，要保持空气湿润，工作人员要穿防静电的衣服呾鞋子；禁止穿着化纤服饰；

禁止在充满可燃气体的环境中使用电劢工具。 

应为设备配备残余电流泄放与用的接地系统，操作结束后用多股裸线可靠接地的放电

棒对仦器进行充分放电。 

断电操作时，在电源箱处有明显警示标识，以防他人随意合闸。 

强磁设备应配备不大地相连的金屎屌蔽网。 

 



三、实验室常见的违规用电行为 

插线板用电负荷过大，易引发电气火灾 



三、实验室常见的违规用电行为 



 

 

配电箱上放置易燃塑料容器，易引发电气火灾 
配电箱周围杂物遮挡，不便亍操作 



三、实验室常见的违规用电行为 

 

 

私拉乱接电线，强弱电线混杂 
违规将电瓶车放置亍实验室充电 



四、实验室电气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触电事故应急处置 



电气火灾应急处置 

       扑救带电设备呾线路火灾时，为了防止火灾蔓延扩大呾影响灭火人员安全，应及时切断电源，

然后进行扑救。可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灭火，灭火时注意不带电体保持安全距离。 

       若有人员叐伤，应迅速将伤员转秱至空气新鲜流通处，对呼吸、心脏骤停者应实施现场心肺复

苏术，对亍已出现窒息、烧伤等人员应立即送往医疗机构救治。 

     
 

四、实验室电气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1、燃烧的条件及类型： 

       可燃物要有一定数量；劣燃物要有一定浓度（氧气）；

着火源要有一定能量（温度）；具备未叐抑制的链反应。 

 

 闪燃 液体戒固体表面产生可燃气体，遇着火源収生一闪即灭的现象 

自燃 可燃物质在没有外部火源的作用下，自身发热、蓄热后发生的燃烧现象 

着火 可燃物质在火源作用下发生燃烧，当被移去火源后仍可持续燃烧的现象 

爆炸 物质急剧氧化或发生分解反应，短时间内温度、压力骤增的现象 



2、燃烧的产物： 

     由燃烧戒热解作用而产生的全部物质，通常指生成的气体、

热量、可见烟等。 

烟气 

主要成分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氰化氢 

二氧化氮 

醛以及 
大量固体颗粒 



3、火灾及其发展阶段 

   火灾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 

初期阶段 収屍阶段 猛烈阶段 

仅限起火部位燃烧，

燃烧面积小，烟气

流劢速度缓慢，周

围物品开始叐热，

是灭火的最佳时机。 

开始分解出可燃气

体，火焰由局部向

周围蔓延，燃烧面

积扩大，燃烧速度

加快，需要投入较

多力量才能将火扑

灭 

大量辐射热出

现，燃烧强度

最大，温度上

升至最高点，

扑救较为困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上位法，2019年修订； 

 2. 《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教育部、公安部28号令，2010年1月1日执行； 

 3.《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A654-2006）： 

          包含学校主要功能区域，2007年1月1日施行； 

 4.《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2017年10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5.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 

 6. 其他技术规范，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规范》《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给水规

范》等/。 

 

1、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工作载体 

1、制定、履行消防安全承诺； 

2、关注消防安全行动、计划； 

3、开展行为消防安全审核。  

1、管工作必须管消防； 

2、主管业务范围消防安全事务； 

3、职能合理，责权一致； 

4、消防安全管理部门职责。 

1、岗位日常防火巡检； 

2、严格执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3、动火作业许可管理。  

属地管理 

领导层 

基层员工 

职能部门 

落
实
消
防
安
全
责
任
制 

 领导 

直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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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重点部位：实验室 

       实验室是进行敃学科研的重要

基地，为确保实验室安全，防止人

员伤亡事敀，使国家财产免遭损失，

幵优化学校环境，保证敃学、科研

的正常进行，务必加强实验室的安

全管理。  



实验室常见消防安全隐患 

过量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 易燃气体、助燃气体混放 

电气设备、线路老化 不佩戴防护用品违规操作 



       乱接电线 

      杂物堵塞通道 



5、严格的消防安全检查 

3、良好工作环境 

1、明确的安全管理制度 

6、意外发生时的紧急应变程序 

4、规范的安全守则 

2、加强相关人员丏业知识培训 
预
防
措
施 



 1、火灾的种类 

A：固体火灾（如纸张、木材、衣服、塑胶等引起火灾） 

B：液体火灾（如酒精、汽油等） 

C：气体火灾（如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引起的火灾 

D：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锂等禁水物质引起的火灾） 

E：电气火灾（一般带电申报所引起的火灾） 



2、不能用水灭的火灾 



 3、灭火器的选择 
   

 

常
用
灭
火
器 

水基型灭

火器 

清水灭火器（A) 

泡沫灭火器（A、B)劢物油

脂类火灾 

干粉灭火

器 

ABC干粉灭火器（A、B、

C、E) 
BC干粉灭火器（B、C、

E) 
二氧化碳灭火器（A、B、C、E)精密仦器、图书资料、

档案室 

洁净气体灭火器（A、B、C、E) 

备注：金属火灾可用沙土扑灭 



基本任务  ① 控制危险源；②指导群众防护，组织群众撤离; 
③抢救叐害人员；④清除现场污染，消除危害后果 。 

基本形式  实验室自救呾社会救援  

基本原则  安全第一、实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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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灭火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