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物安全话题 生物安全工作总
结(精选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生物安全话题篇一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主要售后商务工作，在公司领导和同事
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我本着积极推动的工作态度和不
断加强热情的服务精神，尽己所能的工作。但还存在一些不
足，现将这一年来有关工作情况及个人别忘了感受做顺便总
结，希望能对日后工作有所帮助。

第一，在行业学习上的不足，要想做好做精实地必须得主动
深入其中，体会客户的心理和行业的动态。

第二，需要主动掌握相关的工作技能和技巧，灵活运用于具
体其他工作。

第三，在开展工作个人之前做好个人工作计划，合理安排，
及时完成工作，确保工作效率高。

在工作中，任何细部环节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个可能将工作
的失败。所以要重视每一个轮次，一丝不苟的做好。每一款
学会记录每一件事和每一个重要环节，为今后细数学习和回
顾提供材料和依据。新一年，新起点，希望自己可更好完善
自己。

巧妙的问答客户。尽量让每一个客户满意。



（2）加强礼仪知识学习。如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礼仪知识，公
共关系学。了解在待人接物中必须要违犯的礼仪常识，包括
坐姿、站姿、说话口气、眼神，以及提问客户提问技巧等等。

（3）加强与公司各部门的沟通。了解公司的发展状况和各部
门的工作内容，有了这些知识储备，一方面能及时用户准确
地回答客户的问题，准确地传达信息。如果有，需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简要回答客户的问题，同时也适当能抓住适当
机会为英国公司作宣传。

（4）努力打造良好的前台环境。要保持好公司目前的门面形
象，不仅要注意自身的形象，还要极好的环境卫生，让客户
有种赏心悦目的那种感觉。保持好一个良好的.思维是极好每
一个售后人员所必备的。无论客户的态度好坏，我们都应该
坚持以甚至良好的工作态度，真诚的联系真挚方式为客户服
务。最大限度的保护保护客户的自身利益，是提高我们销售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技术实力重要不可分割，从而树立
控股公司形象，促使客户对公司产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最大
化。

针对上述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学习卢戈
韦力争更大的进步，同时还要加强将所学到的管理知识运用
到工作去，发挥班组专家团的力量，把工作做得更上能一个
台阶。

生物安全话题篇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生物安全问题成为
了各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我认为，加强国门生物安全措施是
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的重要举措。通过深入研究和实际
参与国门生物安全工作，我得出了几点体会。

首先，加强边境的检疫工作是确保国门生物安全的关键。国
家的边境检疫部门应该配备专业的人员和先进的设备，对出



入境的物品和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在我国，有着严格的出
入境动植物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对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进行
有效控制。但是，仍然存在着检疫措施不够严密的问题。我
建议，加强对入境物品的检测力度，严格执行隔离和处理措
施，确保边境检疫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其次，提升生物安全技术水平是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的重要手
段。生物技术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应用范围广泛，涉及的领域
众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都可能存
在生物安全隐患。因此，加强对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采
用新型的生物安全检测技术和方法，是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的
必然要求。而且，政府应该加大对生物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
鼓励投资和创新，推动生物安全技术的发展。

第三，国际合作是促进国门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生物安全
问题是全球性的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通过
国际合作，可以分享经验、交流信息、加强技术交流等，提
高各国的生物安全防范能力。例如，我国在与美国、欧盟等
国家开展合作时，可以学习其先进的生物安全管理经验与技
术，借鉴其有效的管理模式，确保国门生物安全更加牢靠。

第四，增加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是国门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
环节。公众是生物安全工作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安全风险的
潜在源头。因此，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提高其生物安全
意识，鼓励公众参与到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是保护国门生
物安全的必要措施。政府可以开展生物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通过社会媒体、学校教育等渠道普及生物安全知识，提高认
识和风险意识。

最后，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是确保国门生物安全的关键。在
生物安全领域，法规制度和相关政策是基础，而监管和执法
则是保证其实施的重要手段。国家应加强对生物安全法律法
规的制定和完善，对于违规行为要严厉打击，形成威慑效应。
同时，建立健全监管机构，加强对生物安全工作的监督和管



理，确保制度落地和执行。

综上所述，加强国门生物安全措施是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福
祉的必然选择。通过加强边境检疫、提升技术水平、加强国
际合作、增加公众意识和加强监管执法，我们可以建立起一
道坚实的防线，保护国家免受生物安全威胁。只有通过各方
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生物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结合，实现国门
生物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生物安全话题篇三

一、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进
行监督检查。

二、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每年进行培训、考核。

三、对上岗人员的上岗情况进行监督。

四、对实验室是否按照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五、实验室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六、实验室应当按要求如实记录，保存档案、报告。

生物安全话题篇四

饲料是现代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饲料生产过程中，必
须注重生物安全。在饲料厂工作多年的我，深刻认识到生物
安全的重要性，并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接下来，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介绍我的心得体会：

一、建立生物安全意识与规章制度



生物安全技术是生产饲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更是
防范与控制生物危害的有效手段。所以，我们在加强饲料生
产过程中的生物安全方面是要建立科学完整的制度，并加强
员工的安全意识，增强员工的生物安全意识。饲料生产中如
有违规行为，应当建立有效的制度，加强管理和处罚。

二、建立微生物监测制度

要建立饲料厂微生物监测制度，让微生物监测项目涵盖制粉、
生产原料、辅料、水源、空气、用具和混合饲料等全方面，
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掌握饲料厂内生物信息；同时，在建
立解决方案时也要加强技术研究，了解生物所涉及的科学知
识，以此制定更科学完整的管理方案。

三、加强饲料生产过程的卫生保洁

保持卫生和保健对于减少工厂内的生物危害非常重要。如：
打扫厂房、通风换气、清洗设备等。我们还应该加强设备管
理，对于饲料厂设备的卫生状况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
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微生物的滋生，为饲料厂生产过程提供良
好的生产环境。

四、为员工提供相应的培训

员工是饲料厂生产的关键因素之一，每个员工都应该理解生
物危害对饲料卫生安全的影响。告诉员工在生产过程中遇到
异常情况时的相应处理方式，增强员工的协作和准确性，同
时也给员工提供了保护自己的实际措施。

五、强调危机意识下的危机管理

关键是在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在发现饲料
生产原料中出现有害物质时，及时进行报告和解决。员工的
介入和观察力在危机时期尤为重要，要通过定期讨论和培训



工作的形式，提高员工的敏锐度与决策能力，以在任何情况
下保障饲料工厂的安全。

总的来说，饲料厂生物安全管理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管理制
度、员工的培训和有效的危机管理。面对复杂多变的生物环
境，在我们进行饲料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先进
经验，准确研究技术和了解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为保障饲料
生产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技术支持。

生物安全话题篇五

为了确保实验室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安全，防止发生实验室
感染事件，保护实验环境的安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同时包括一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和专业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

3职责

3.1生物安全委员会

3.2单位法人

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负总责，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
件的批准与颁布，负责生物安全防护设备、防护用品的保障，
负责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资源的保障。

3.3生物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日常管理与监督检査。

3.4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部门



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的修订，应建立完善的生
物安全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3.5人事管理部门

负责实验室新上岗人员的上岗培训，负责实验室工作人员的
健康监护和个人健康档案的建立，负责实验人员的免疫接种
计划的制订和实施。

3.6教育培训管理部门

负责实习进修人员及课题项目合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3.7实验室主任

实验室负责人为生物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制度的制定;负责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生物安全、专业技
能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负责落实部门生物安全管理员;负
责监督实验室人员按照生物安全管理要求开展实验活动;负责
实验室菌、毒种和生物样本的安全管理。

3.8实验人员

应自觉遵守相关制度，自觉学习和接受相关知识培训，严格
按照操作程序开展实验活动和操作仪器设备，有做好个人防
护和对他人安全负责的义务。

3.9其他部门的职责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4管理要求

4.1培训要求

所有实验操作人员、实验辅助人员、工勤人员必须经过传染
病防治知识、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专业技术培训，经考核合



格，持证上岗。培训要有计划性和可持续性，并有完整的培
训记录。应对被培训者和培训者进行考核和评估。经考核合
格者方有上岗资格，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生物安全知识和专业
技能培训，中途发生换岗的，上岗前应再次接受专业技术培
训，部门应做好培训并记录培训情况，资料统一交培训管理
部门备案。必要时应对培训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估。

4.2准人要求

4.2.1人员控制

只有在告知潜在风险并符合进人实验室条件要求的人才能进
入实验室。在开展涉及有关病原微生物的工作时，实验室负
责人应禁止或限制人员进入实验室。一般情况下，易感人员
或具有免疫缺陷、过敏史或感染后会出现严重后果的人员，
不允许进入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对工作人员是否有上述情
况，应事先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容许其进入实验室工作，
并负有最终责任。

4.2.2项目准入

实验室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必须按照要求进
行审批，未经许可不得超范围开展髙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
活动;不得在低于防护要求的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开展实验
活动前实验室应组织相关实验活动项目的风险评估，并经生
物安全负责人批准。

4.3安全计划

实验室必须制订年度安全计划，实验室负责人每年对安全计
划至少审核和检査一次，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及时进行修订。

4.4生物安全自查要求



实验室负责人应定期对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情况组织进行
自行检査，每月不得少于一次，检查后应形成书面的检查记
录报生物安全管理部门备案，并及时整理归档。

4.5个体防护要求

所有实验人员必须经过个人防护的培训，个人防护用品应符
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技术标准，使用前应仔细检查，不使用标
识不淸、破损的防护用品，按不同级别的防护要求选择适当
的个人防护装备及类型，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进人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动物实验室，必须按照规定要求
穿防护服，戴口罩、帽子、手套等防护用品。个人应根据从
事实验活动的性质、病原微生物的危害程度进行相应防护，
不得随意降低防护等级。实验人员不得穿拖鞋、短袖工作服
进入实验区域从事实验活动。严禁穿着实验工作服离开实验
室到办公区域和其他公共区域。

从事髙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时应当有2名或以上工
作人员同时参加(但建议不要超过3人)，禁止单独一人从事高
危险度的实验室检测工作，以防发生意外。在同一个实验室
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只能同时从事一种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

4.6实验准备要求

进入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的检验人员在进入前，需做好充分
的实验准备工作，填写实验材料清单，禁止实验过程中随意
频繁出、入实验室，而导致生物安全实验室以外场所的污染
及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4.7实验清单要求

进入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的检验人员工作前应准备实验清单，



内容包括实验操作内容、实验器材和物品、消毒物品的种类
和数量及要求。

4.8记录要求

进入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的检验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必须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自觉按照规定操作程序进行操作，不得随意
改变操作程序，同时做好相关的实验记录，包括记录实验室
使用情况和安全监督情况，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
验活动的实验记录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记录要求字体工整、
字迹清晰、信息完整，不得用记号笔、铅笔等不能长久保存
的笔记录。

4.9消毒要求

实验人员完成实验后，在离开实验室之前，要及时清理实验
台面，并对实验室台面及空间采用可靠有效的消毒方法和消
毒剂进行充分的消毒，要求详见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版，确保消毒规范有效。

4.10废弃物处理要求

病原微生物实验废弃物处理严格按《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管理办法》和单位有关规定进行规范处置，未经消毒灭菌处
理的实验废弃物和实验器材、设备严禁带出实验室。

4.11设施设备要求

实验室应根据病原微生物危害程度分类，对不同的病原微生
物采取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的安全防范措施，保证
实验活动过程中的安全。生物安全柜安装后或每次检修后，
应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和专业人员对每一台生物安全柜的运
行性能和高效过滤器完整性进行验证，每年至少—次。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施和设备配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有关规
定。对生物安全实验室设施和设备进行定期检测验证。

4.12菌(毒)种和生物样本管理要求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按《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执行，相关
材料应报生物安全管理部门备案。相关部门应定期及时地将
新近分离、采集的有保存价值的菌(毒)种、阳性生物样本每
季度办理一次交存手续，按期交菌(毒)种库、生物样本库统
一保存，并做好交接记录。接收部门应制备菌(毒)种和生物
样本清单，并报生物安全管理部门备案。科(所)应加强对工
作毒种的安全管理，应对工作毒种的去向进行监管，形成过
程性记录，定期归档备查。不得以任何形式的个人名义接受、
保存和馈赠、交换菌(毒)种和生物样本。

4.13责任落实

单位每年应定期和各实验室负责人签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责任书，各实验室和实验人员签订生物安全责任书，实验室
负责人为生物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安全责任人和生物
安全监督员，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日常管理工作。

4.14外来人员管理

外来人员需要参观、考察生物安全实验室时，应事先经生物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生物安全管理部门)批准，持准入证在相
关人员陪同下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进入实验室。实习、进
修人员应接受实习进修单位的相关培训，考核合格后，签订
安全承诺书，在指导老师陪同或指导下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
不得独自从事髙风险检测、研究工作，原则上不给予门禁授
权，确实需要授权的部门应以书面形式报生物安全管理部门
审批，并以保证其生物安全为前提。



物业保洁人员禁止进入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pcr实验室、净
化实验室、生物模拟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内部从事保洁活动。
确因需要进入的必须做好个人防护，并在所在部门业务人员
指导下开展工作，所在部门对物业人员的安全负责。

外来设备维修人员需要进入实验室时，应事先办理准人手续，
进入实验室工作时应做好个人防护，并由所在部门派人陪同
下进行。严禁营销人员进人实验区。

4.15门禁管理

实验人员进、出实验室应从更衣通道进入，走廊门禁止授权
给所在部门负责人，严格遵照物流、人流分开，实验废弃物
从污物电梯通道拿出实验室。

实验室人员进、出实验室时应随手关门，使实验室门禁处于
正常关闭状态,对于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的门应
随时关闭，以免使实验操作区域受到外界影响而导致实验结
果的不确定性或实验室操作区域气流外溢而污染其他区域。

4.16实验人员能力评估

实验室负责人每年定期组织对从事实验活动的检测、辅助人
员的专业能力等进行一次全面评估，评估材料及时报生物安
全管理部门备案。

4.17责任追究

若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和实验室负
责人的相应责任。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追究责任人和所在责任部门负责人、生物安全监督员的相
应责任。

4.18应对实验动物及感染动物实验室进行安全管理,实验室、



实验人员应具备相关部门的资质才能从事相关实验活动，严
禁从事超范围的动物感染实验活动。

4.19本制度由生物安全管理部门负责解释、监督，未尽事宜
由院长(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5依据

5.1《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5.2《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
管理规定》(卫生部45号令)。

5.3《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

生物安全话题篇六

1、严格按照“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要求的相关规定进行日
常诊疗和临床检验。

2、医院检验科只设置从事一般临床开展的检测和诊断的微生
物室，不用于其他实验活动，不从事含第一类、第二类病原
微生物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和临床检验项目。

3、从事微生物检测的工作人员经考核合格的，方可上岗。

4、所有临床实验检测一律在微生物室内进行，工作场所要保
持卫生，各种操作排列有序，注意窗户密闭，防止污染，严
格保管传染菌种。

5、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病原微生物样本质量的技术方法
和手段，确保报告准确无误。普通微生物标本要保留到出报
告结果的两天后方可处理，特殊微生物标本经市级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销毁。



6、发现和怀疑由第一和第二类病原微生物所致疾病时，立即
对病人进行隔离，并在两小时内上报市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在市疾控中心的统一部署下治疗处理。封闭被病原微生物污
染场所，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进行现场消毒，对相
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并进行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控制措
施。

7、定期检查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病原微生物菌（毒）种
和样本保存与使用、安全操作、实验室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以
及其他废物处置等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并对有关生物安全
规定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实验室设施、设备、材料等进
行检查、维护和更新。

8、组织全院医务人员进行微生物安全知识培训。

医院每月对检验科的`工作正常秩序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并
且定期对医院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生物安全话题篇七

近年来，各国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变得日益紧密，国际旅行、
贸易和流动人口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忽视的挑战，其中
之一就是生物安全。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独特生物
多样性的国家，保护国门生物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近期，我
有幸参加了一次以国门生物安全为主题的研讨会，从中我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意识到生物安全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工作。
在研讨会中，我了解到生物安全不仅仅是指防范疫情和传染
病的蔓延，还包括保护农作物、畜牧业和渔业免受有害生物
的侵害，防止基因创新的非法使用和滥用等。生物安全的范
围之广，使得不同领域的专家需要紧密合作，形成一个完整
的生物安全体系。只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们利用各自的专业知
识和经验，共同打造一个牢固的生物安全堤坝，才能有效防



范生物灾害的发生。

其次，我了解到生物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间
的合作共享信息和资源。在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
分享了各自在生物安全领域的经验和成果，这让我深感生物
安全需要国际合作来应对。举个例子，一个国家发生了某种
新型传染病的疫情，及时向国际社会报告并与其他国家共享
相关信息，可以更好地遏制疫情的蔓延。此外，国家和国家
之间还需要建立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机制，以提高对生物
安全威胁的警惕和应对能力。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能
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生物安全防控。

再次，我认识到公众的参与是保护国门生物安全的重要环节。
在研讨会中，我了解到大多数生物安全事件都是由违法行为
或公众意识不足引发的。因此，提高公众对生物安全的认识
和意识，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生物安全的保护中，显得至
关重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提高
他们对生物安全的了解和关注度。此外，鼓励公众参与到生
物安全技术和政策的制定中，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家生物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安全。

最后，我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生物安全是一个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国家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以保护国门生物
安全。科研机构需要加强对生物安全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发
展先进的检测技术和防控手段。企业要依法经营，加强质量
检验和产品安全控制。而公众则需要增强生物安全意识，严
守法纪，积极参与到生物安全保护中来。只有各方共同努力，
形成合力，才能确保国门生物安全。

总之，参加国门生物安全研讨会，让我对生物安全有了更加
深入的认识。生物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各领域专
家的合作。生物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和
信息共享。公众的参与是保护国门生物安全的重要环节。生



物安全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只有
通过国门生物安全的保护，我们才能保护好祖国的宝贵生物
资源，维护好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健康。

生物安全话题篇八

第一段：引言

国门生物安全是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
它涉及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生物资源保护和公共卫生等
多个领域。通过积极参与国门生物安全工作，我在实践中深
切体会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通过学习和实践，
我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国门生物安全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在国门生物安全工作中，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行是最基础、
最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完整、
严格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国门生物安全提供法律依据和
支持。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
民众对于国门生物安全问题的认识和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

第三段：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是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条件。我们需要加大科研力度，提高科研水平，推动生物安
全科学的发展。同时，技术创新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利用
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等手段，提升国门生物安全的监测、预警
和防控能力。只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断突破，我们才能
更好应对国门生物安全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

第四段：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国门生物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合作来解决。



我们应积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共同
制定和落实生物安全的国际标准和规范。同时，还需要共享
信息和经验，加强技术、人员和物资的交流与合作。只有全
球范围内的合作与支持，我们才能更好地构建起国门生物安
全的防线。

第五段：加强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

国门生物安全是全民利益，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我
们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于国门生物安全重要性和紧
迫性的认识，增强公众的安全意识。同时，还要鼓励公众主
动参与国门生物安全工作，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只有全
社会共同努力，国门生物安全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

结尾段：

通过对国门生物安全工作的实践和体会，我深刻认识到这一
领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科
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加强宣传教
育和公众参与，这四个方面是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的关键。我
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和
坚定的决心，更好地保护国门生物安全，为国家的发展和人
民的幸福做出贡献。

生物安全话题篇九

目的：确保实验人员生物安全，样品质量不受影响，环境不
受污染特制定该管理制度。

1、实验室人员务必在身体状况良好、穿戴好防护服（白大衣）
的状况下，方能进入实验室的污染区域工作。但当身体出现
较大的开放性损伤、处于较重的疾病感染状态或呈重度疲劳
状态时不得进入。



2、实验室人员、辅助人员和外来人员务必具备相应的专业技
能、受过相关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了解实验室潜在的生
物危害和特殊要求，经负责人审批后方可进入相应的实验室
工作。

3、外来参观人员需经科室负责人同意并在相关人员陪同下方
可进入实验室。

4、未成年人、孕妇和有免疫缺陷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处
于易受感染状态或感染后果严重的额人员也不得进入实验室。

（一）操作准则

1、所有样本、培养物均可能有传染性，操作时均应带手套。
在认为手套已被污染时应脱掉手套，立刻洗净双手，再换一
双新手套。

2、当实验过程可能涉及到直接或意外接触到血液、有传染性
的材料或被感染的动物时，务必要戴上适宜的手套，脱手套
后务必洗手。在实际或可能接触了血液、体液或其他污染材
料后，即使戴有手套也应立即洗手。

3、不得用戴手套的手触摸自己的眼、鼻子或其他暴露的黏膜
或皮肤。不得带手套离开实验室或在实验室来回走动。

4、严格禁止用嘴操作实验器材，包括吸液、吹酒精灯等。实
验材料禁止放入嘴里。禁止舔标签。

5、尽量用塑料制品代替玻璃制品，不使用破裂或有缺口的玻
璃器具。破损的玻璃不能直接用手直接操作，务必用机械方
法清除，如刷子、夹子、镊子等。破裂的玻璃器具和比例碎
片应丢弃在有专门标记的、单独的，不易刺破的容器里。

6、所有的实验步骤都应尽可能使气溶胶或气雾的构成控制在



最小程度。任何使构成气溶胶的危险性上升的操作都务必在
生物安全柜里进行。有害气溶胶不得直接排放。

7、应尽可能减少使用利器和尽量使用替代品。包括针头、玻
璃、一次性手术刀在内的利器，应在使用后立即放在耐扎容
器中。尖利物容器应在资料物到达三分之二前置换。

8、所有溅出事件、意外事故和明显或潜在的暴露于感染性材
料，都务必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此类事故的书面材料应存
档。

9、所有弃置的实验室生物样本、培养物和被污染的废弃物应
被假定有传染性，在从实验室中取走之前，应以安全方式处
理和处置，使其到达生物学安全。

10、实验室应持续整洁、干净，当潜在的危险物溅出或一天
的工作结束后，所有操作台面、离心机、加样枪、试管架务
必擦拭、消毒。

11、每日工作完毕，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员需关好水、
电、门、窗。

（二）生物安全行为规范

1、进入实验室前要摘除首饰，修剪指甲，以免刺破手套。长
发应束在脑后，禁止在实验室内穿露脚趾的鞋。不得佩戴有
可能被卷入机器或可随人传染性物质的饰物。

2、在实验室里工作时，要始终穿着实验服，实验室外禁止穿
防护服（白大衣）。大白衣应定期清洗、更换，清洗时应使
用具有杀菌消毒的洗液或其他相应方法。

3、操作感染性物质、腐蚀性或毒性物质时须在通风橱中进行，
并佩戴相关的安全防护用品，如安全镜、面罩或护目镜。皮



肤受损时应以防水敷料覆盖。

4、当有必要保护眼睛和面部以防实验对象喷溅、或紫外线辐
射时，务必要配戴护目镜，面罩（带护目镜的面罩）或其它
防护用品。

5、实验室工作区不允许吃、喝、化妆和操作隐形眼镜，禁止
在实验室工作区内的任何地方贮存人用食品及饮料。

6、实验室防护服不应和日常服饰放在同一柜子。个人物品、
服装和化妆品不应放在有规定禁放的和可能发生污染的区域。

7、不得涉及呼吸道传播疾病样品室，要佩戴贴合要求的防护
口罩。

（三）监督与检查

1、涉及病原体的科室负责人要经常对各项实验的生物安全性
进行检查和监督。

2、各实验项目主管人员要定期对所开展的实验工作进行监督
与检查，及时发现并报告安全隐患事件。

实验室废弃品按物理类型而言可分为固体废弃品、液体废弃
品及气体废弃品，就危害类型而验分为化学毒性废品和病原
性废品，由于废弃物品具有潜在的致病性、伤害性，如不妥
善处理会造成很大的人身危害、环境污染和社会危害。根据
《国家危险废物品名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卫生部
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有关规定
的要求，对实验室废弃物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感染性废弃物、
病理性废弃物、损伤性废弃物、化学性和放射性废弃物等。



生物安全话题篇十

目的：确保实验人员生物安全，样品质量不受影响，环境不
受污染特制定该管理制度。

1、实验室人员务必在身体状况良好、穿戴好防护服(白大衣)
的状况下，方能进入实验室的污染区域工作。但当身体出现
较大的开放性损伤、处于较重的疾病感染状态或呈重度疲劳
状态时不得进入。

2、实验室人员、辅助人员和外来人员务必具备相应的专业技
能、受过相关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了解实验室潜在的生
物危害和特殊要求，经负责人审批后方可进入相应的实验室
工作。

3、外来参观人员需经科室负责人同意并在相关人员陪同下方
可进入实验室。

4、未成年人、孕妇和有免疫缺陷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处
于易受感染状态或感染后果严重的额人员也不得进入实验室。

(一)操作准则

1、所有样本、培养物均可能有传染性，操作时均应带手套。
在认为手套已被污染时应脱掉手套，立刻洗净双手，再换一
双新手套。

2、当实验过程可能涉及到直接或意外接触到血液、有传染性
的材料或被感染的动物时，务必要戴上适宜的手套，脱手套
后务必洗手。在实际或可能接触了血液、体液或其他污染材
料后，即使戴有手套也应立即洗手。

3、不得用戴手套的手触摸自己的眼、鼻子或其他暴露的黏膜
或皮肤。不得带手套离开实验室或在实验室来回走动。



4、严格禁止用嘴操作实验器材，包括吸液、吹酒精灯等。实
验材料禁止放入嘴里。禁止舔标签。

5、尽量用塑料制品代替玻璃制品，不使用破裂或有缺口的玻
璃器具。破损的玻璃不能直接用手直接操作，务必用机械方
法清除，如刷子、夹子、镊子等。破裂的玻璃器具和比例碎
片应丢弃在有专门标记的、单独的，不易刺破的容器里。

6、所有的实验步骤都应尽可能使气溶胶或气雾的构成控制在
最小程度。任何使构成气溶胶的危险性上升的操作都务必在
生物安全柜里进行。有害气溶胶不得直接排放。

7、应尽可能减少使用利器和尽量使用替代品。包括针头、玻
璃、一次性手术刀在内的利器，应在使用后立即放在耐扎容
器中。尖利物容器应在资料物到达三分之二前置换。

8、所有溅出事件、意外事故和明显或潜在的暴露于感染性材
料，都务必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此类事故的书面材料应存
档。

9、所有弃置的实验室生物样本、培养物和被污染的废弃物应
被假定有传染性，在从实验室中取走之前，应以安全方式处
理和处置，使其到达生物学安全。

10、实验室应持续整洁、干净，当潜在的危险物溅出或一天
的工作结束后，所有操作台面、离心机、加样枪、试管架务
必擦拭、消毒。

11、每日工作完毕，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员需关好水、
电、门、窗。

(二)生物安全行为规范

1.进入实验室前要摘除首饰，修剪指甲，以免刺破手套。长



发应束在脑后，禁止在实验室内穿露脚趾的鞋。不得佩戴有
可能被卷入机器或可随人传染性物质的饰物。

2.在实验室里工作时，要始终穿着实验服，实验室外禁止穿
防护服(白大衣)。大白衣应定期清洗、更换，清洗时应使用
具有杀菌消毒的洗液或其他相应方法。

3、操作感染性物质、腐蚀性或毒性物质时须在通风橱中进行，
并佩戴相关的安全防护用品，如安全镜、面罩或护目镜。皮
肤受损时应以防水敷料覆盖。

4、当有必要保护眼睛和面部以防实验对象喷溅、或紫外线辐
射时，务必要配戴护目镜，面罩(带护目镜的`面罩)或其它防
护用品。

5、实验室工作区不允许吃、喝、化妆和操作隐形眼镜，禁止
在实验室工作区内的任何地方贮存人用食品及饮料。

6、实验室防护服不应和日常服饰放在同一柜子。个人物品、
服装和化妆品不应放在有规定禁放的和可能发生污染的区域。

7、不得涉及呼吸道传播疾病样品室，要佩戴贴合要求的防护
口罩。

(三)监督与检查

1、涉及病原体的科室负责人要经常对各项实验的生物安全性
进行检查和监督。

2、各实验项目主管人员要定期对所开展的实验工作进行监督
与检查，及时发现并报告安全隐患事件。

实验室废弃品按物理类型而言可分为固体废弃品、液体废弃
品及气体废弃品，就危害类型而验分为化学毒性废品和病原



性废品，由于废弃物品具有潜在的致病性、伤害性，如不妥
善处理会造成很大的人身危害、环境污染和社会危害。根据
《国家危险废物品名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卫生部
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有关规定
的要求，对实验室废弃物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感染性废弃物、
病理性废弃物、损伤性废弃物、化学性和放射性废弃物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3.《实验室生物安全守则》(who，第三版，20xx年)；

6.《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安全培训卫生部规划
教材，第2版)；

7.《医疗废弃物管理条例》；

8.《实验室生物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