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与免疫实验 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自查报告(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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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微生物与免疫实验篇一

生物体是指具有动能的活体，也是物体的集合。个体有机体
是指有机体，而非非有机体。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
品鉴！

【篇一】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自查报告

为加强我中心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实验室
各项工作的有效有序进行，确保微生物实验室不发生生物安
全事件，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根据晋中市卫生局
文件要求，对照检查内容，对我中心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工作进行了自查工作，检查结果如下：

我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具有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责任制和生物
安全管理制度，建有实验室生物安全自查制度，制定有实验
室生物安全手册和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所有实验
活动均有实验记录并进行归档。

微生物实验室分区明确，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
不同区域之间无交叉分布，实验室门有可视窗，并标示有生
物安全标识和生物安全危害警告，工作人员衣物与实验室工
作服及物品分开存放，实验室台面、墙壁、天花板和地面易
清洁、无渗水、耐化学品和消毒剂的腐蚀，实验室配备有生
物安全柜并储备有足够的实验防护用品和器材，制定有实验



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在实验室的出口处配备有洗手消
毒设施，二级实验室在工作区配备有洗眼装置等，有高压蒸
汽灭菌器，实验室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实验室所有设备功能
正常，状态良好，并进行定期维护，每天早晨均监测室内环
境参数，且参数符合工作要求和卫生相关要求。

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均经过职业技术的职称考试，考核合
格并取得资质，hiv实验室工作人员每年均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并建有实验室工作人员健康档案，所有实验室的活动均符合
有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非实验有关物品不得
进入实验室，实验操作人员防护水平符合相关规定。

制定了艾滋病职业暴露应急预案、实验室污染及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预案，处置意外事件的应急指挥和处置体系，能满足
实际工作的需要。同时规范了皮肤刺伤（破损）的处理原则、
离心管发生破裂的处理原则并建立了意外事故报告制度。

本实验室不保存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

实验室产生的垃圾、废物分类收集，并有内部交接记录，实
验室内供感染性材料、废物暂存及运送容器有明显标志、防
渗漏、防穿刺，并存放在指定位置，实验室内病原体的培养
基、标本和菌株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废弃前均在室内进行高
压蒸汽灭菌处理，实验室设备维护、修理、报废移出实验室
前均经过清洁、消毒灭菌，实验设备末端排出液均经过消毒
处理，实验室排放的废水废气符合国家规定。

【篇二】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自查报告

为加强医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医院
平安目标的实现，我院检验科根据xxxx省《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对医院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进行了自查，对涉及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人员
进行了培训，提高他们生物安全的意识，掌握必要的生物安



全知识。

医院检验科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进行学习，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各项规章制度的
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实验室所
从事的实验活动均严格遵守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
范、操作规程，并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的落实情况。同时，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我院现不能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的
检查，根据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主要学习了：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菌(毒)种的管理严格登记制度，收到菌(毒)种后
立即进行编号登记，详细记录菌(毒)种的名称、来源、特性、
用途、批号、传代日期、数量。在菌(毒)种的管理，安全保
卫制度，安全保卫措施，保管过程中，传代、分发及使用，
均应及时登记，定期核对库存数量。菌(毒)种在进行销毁时，
灭菌指示标志，灭菌效果，同时做好销毁登记等内容。

在此次自检中，我院实验室对以前制订的处置意外事件的应
急指挥和处置体系，进一步进行了修订，使之能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要。

针对当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或设施出现故障时，
我们制定了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及其处理原则。

同时规范了菌(毒)种外溢在台面、地面和其他表面的的处理
原则、皮肤刺伤(破损)的处理原则、离心管发生破裂的处理
原则并建立了意外事故报告制度。

在实验室的显著位置张贴了实验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消防、医院、公安、工程技术人员、水、电气维修部门电话。

组织检验人员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



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准入制度的管理，
标明实验室类型、负责人及其联络方式。加强了个人安全防
护，并要求检验人员严格遵守标准的操作规程进行检验。

通过这次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自查，提高了全
体检验人员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实验室工作安全。

【篇三】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自查报告

各县市区卫生局、开发区卫生分局,市直医疗卫生单位:

为配合做好埃博拉病毒防控工作,确保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
运行,保障公众健康,根据省卫生计生委《转发国家卫生计生
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埃博拉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卫科秘〔2014〕271号）文件要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监督检查活动.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1.是否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室；

2.已经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单位,是否按要求运行；

3.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人员是否按要求培训上岗；

6.有关埃博拉病毒个人防护装备储备情况；

7.生物安全知识掌握情况（现场提问）.

经批准已设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医疗卫生单位.

1.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国家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
用要求》（gb19489-2008）,对照阜阳市实验室生物安全自查量
化评分表首先对本单位开展自查工作.



2.市卫生局组织专家组对各单位进行现场专项检查.

1.各单位自查阶段（9月底之前）,自查报告和阜阳市实验室
生物安全自查量化评分表于9月底前上报市卫生局实验室生物
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疾控中心）.

2.市卫生局专家组在各单位自查基础上对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1.提高认识,充分认识生物安全管理监督检查的重要性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社会的和谐
稳定.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与督查工作
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开展自查与专项检查.

2.狠抓落实,认真做好生物安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各地各单
位要切实按照文件要求,对照《评估表》进行自查与督查,认
真查找管理当中的问题与漏洞,做到全面自查,重点督查；吃
透标准,找准问题；整改到位,反馈及时.

3.确保成效,严格规范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各地各单位要借助
本次监督检查的契机,进一步增强实验人员与管理人员的生物
安全意识,加强对生物安全知识的学习与理解,查找我市生物
安全管理方面漏洞与问题,健全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规范
实验活动与管理行为,确保本次监督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微生物与免疫实验篇二

为加强医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医院
平安目标的实现，我院检验科根据x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对医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进行了自查，对涉及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人员进行
了培训，提高他们生物安全的意识，掌握必要的生物安全知



识。

医院检验科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进行学习，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各项规章制度的
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实验室所
从事的实验活动均严格遵守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
范、操作规程，并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的落实情况。同时，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我院现不能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的
检查，根据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主要学习了：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菌(毒)种的管理严格登记制度，收到菌(毒)种后
立即进行编号登记，详细记录菌(毒)种的名称、来源、特性、
用途、批号、传代日期、数量。在菌(毒)种的管理，安全保
卫制度，安全保卫措施，保管过程中，传代、分发及使用，
均应及时登记，定期核对库存数量。菌(毒)种在进行销毁时，
灭菌指示标志，灭菌效果，同时做好销毁登记等内容。

在此次自检中，我院实验室对以前制订的处置意外事件的应
急指挥和处置体系，进一步进行了修订，使之能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要。

针对当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或设施出现故障时，
我们制定了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及其处理原则。

同时规范了菌(毒)种外溢在台面、地面和其他表面的的处理
原则、皮肤刺伤(破损)的处理原则、离心管发生破裂的处理
原则并建立了意外事故报告制度。

在实验室的显著位置张贴了实验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消防、医院、公安、工程技术人员、水、电气维修部门电话。

组织检验人员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



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准入制度的管理，
标明实验室类型、负责人及其联络方式。加强了个人安全防
护，并要求检验人员严格遵守标准的操作规程进行检验。

通过这次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自查，提高了全
体检验人员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实验室工作安全。

微生物与免疫实验篇三

为加强医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医院
平安目标的'实现，我院检验科根据xxxx省《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对医院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进行了自查，对涉及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的人
员进行了培训，提高他们生物安全的意识，掌握必要的生物
安全知识。

医院检验科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进行学习，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各项规章制度的
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实验室所
从事的实验活动均严格遵守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
范、操作规程，并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
规程的落实情况。同时，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我院现不能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的
检查，根据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主要学习了：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菌（毒）种的管理严格登记制度，收到菌（毒）
种后立即进行编号登记，详细记录菌（毒）种的名称、来源、
特性、用途、批号、传代日期、数量。在菌（毒）种的管理，
安全保卫制度，安全保卫措施，保管过程中，传代、分发及
使用，均应及时登记，定期核对库存数量。菌（毒）种在进
行销毁时，灭菌指示标志，灭菌效果，同时做好销毁登记等
内容。



在此次自检中，我院实验室对以前制订的处置意外事件的应
急指挥和处置体系，进一步进行了修订，使之能满足实际工
作的需要。

针对当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或设施出现故障时，
我们制定了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及其处理原则。

同时规范了菌（毒）种外溢在台面、地面和其他表面的的处
理原则、皮肤刺伤（破损）的处理原则、离心管发生破裂的
处理原则并建立了意外事故报告制度。

在实验室的显著位置张贴了实验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消防、医院、公安、工程技术人员、水、电气维修部门电话。

组织检验人员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
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准入制度的管理，
标明实验室类型、负责人及其联络方式。加强了个人安全防
护，并要求检验人员严格遵守标准的操作规程进行检验。

通过这次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自查，提高了全
体检验人员对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实验室工作安全。

微生物与免疫实验篇四

第一条、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工作环境，达到“科学、
规范、安全、高效”的目的，根据国家有关实验室规范，结
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实验室隶属于公司技术中心，主要用于开展并完成
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优化、样品化验分析、新产品研发、小
试及中试等试验研究任务。

第三条、本管理制度适用于进入公司技术中心实验室的所有



人员。

第二章、管理职责

第四条、技术中心主任对实验室的管理负有全面领导责任。
技术中心副主任协助主任，对分管的实验室负有直接领导责
任。

第五条、技术中心各部门负责人对分管实验室有直接管理的
责任。

第六条、各实验室负责人是实验室使用和现场管理的第一责
任人，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实验室日常管理，组织安排研发、测试任务的顺利
进行。

（2）负责访客接待、外联活动安排。

（3）负责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的申购。

（4）负责组织实施实验室的改造，仪器设备安装、调试、保
养、维修和报废申请。

（5）负责管理实验室业务流程，指导研发人员、分析人员及
时、准确地完成各项研发、分析工作。

（6）负责实验室质量控制，审核、监控研发、测试的数据和
结果。

（7）负责指导实验报告和测试报告的编写以及实验室的文档
管理。

（8）负责实验项目分析测试方法的开发与改进。



（9）负责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职责划分、业务培训和学术交流。

（10）负责实验室安全检查以及突发事件处理、

（11）负责监督检查实验室日常卫生，有权安排本实验室所
有相关人员严格执行实验室日常卫生制度。

第七条、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员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仪器设备的验收和台账建档工作。

（2）负责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期间核查和周期检定。

（3）负责仪器设备在检定周期内使用和检验标识的管理。

（4）负责办理仪器设备的送修和返回。

（5）负责外出作业时所需仪器设备的调试与准备。

（6）负责对仪器设备供应商进行信用评价。

第八条、实验室药品、试剂及耗材管理员的职责包括但不限
于：

（1）负责药品、试剂的验收、出入库、储存和领用及建立账
目档案。

（2）负责玻璃仪器及低值耗材的验收、出入库、储存和领用
及建立账目档案。

（3）负责药品、试剂及耗材的库房管理。

（4）负责药品、试剂及耗材的过期报废。

（5）负责对药品、试剂及耗材的供应商信用进行评价。



第三章、实验室基础管理

第九条、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技术中
心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第十条、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应服从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
排，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证人身及仪器设备的安全。

第十一条、实验室开放时间为正常上班时间的上午8：00—12：
00，下午13：00—18：00。在实验室加班应事先提出申请并
经批准，连续工作时应安排人员值守。

第十二条、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应穿着实验工作服，不得将
无关人员带入实验室。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擅自进
入实验室；外单位来访人员如需进入实验室，必须经批准同
意后，佩戴统一标识、穿着实验工作服并在实验室管理人员
陪同下才能进入实验室。

第十三条、未经管理人员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关、使用
和移动实验室的所有仪器设备。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租借应按
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对于有规定需预热时间的仪器设备，使用该仪器
设备的人员必须提前1小时以上预约登记并按仪器设备操作规
定正确操作。

第十五条、不得在实验室饮食、娱乐和使用化妆品，不能用
实验室操作用的玻璃容器、器皿盛装食物和饮料，实验室的
冰箱、冰柜不可存放与实验无关的物品。

第十六条、由于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损坏的，责任人应承
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第十七条、要做好实验室各种管理制度、规定的定制上墙工



作。

微生物与免疫实验篇五

国家根据实验室对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并依照
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将实验室分为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新建、改建、扩建三级、四级实验室或者生产、
进口移动式三级、四级实验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并依法履行有关审
批手续；

（二）经国务院科技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三）符合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五）生物安全防护级别与其拟从事的实验活动相适应。

前款规定所称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由国务院投资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制定国家生物安全实验
室体系规划应当遵循总量控制、合理布局、资源共享的原则，
并应当召开听证会或者论证会，听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
投资管理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专家的意见。三级、四级实验
室应当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

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认可机构应当依照实验
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三级、四级
实验室进行认可；实验室通过认可的，颁发相应级别的生物
安全实验室证书。证书有效期为5年。一级、二级实验室不得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三级、四级实验室从事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实验目的和拟从事的实验活动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
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

（三）具有与拟从事的实验活动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四）工程质量经建筑主管部门依法检测验收合格。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三级、
四级实验室是否符合上述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
给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

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证书的实验室，
需要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实验活动的，应当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
管部门的规定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
管部门批准。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应当向原批准部门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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