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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高校实验

室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威胁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扰乱了

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从已发生的一些实验

室安全事故分析可知，事故很可怕，但事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分析起来

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总体而言事故是可防、可控的。人防大于物防、技

防，发生的事故基本上是责任事故。以案为鉴，希望广大师生能从本册收

录的高校实验室安全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增强安全意识和掌握相关的

安全知识，做到“风险记在心、隐患能发现、操作必规范、事情可处置”，

安全顺利完成实验活动，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把安全事故造成的

伤害程度降到最小。 

    本册收录的实验室安全典型案例来自网站和相关高校实验室安全教

材，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202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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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某大学实验室烧瓶炸裂事故 

2021年 7月 27日，广州某大学药学院 505实验室在清理通风柜时发现

之前毕业生遗留在烧瓶内的未知白色固体，一博士研究生用水冲洗时发生

炸裂,炸裂产生的玻璃碎片刺破该生手臂动脉血管,在场同学和老师及时施

救，120救护车将受伤学生送至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进行处理后经医院

协调转至广州和平骨科医院(原广州和平手外科医院),经治疗后该生伤情

得到控制，无生命危险。 

事故解析：经与 505 实验室负责老师沟通，导致炸裂的未知白色固体

中可能含有氢化钠或氢化钙，遇水发生剧烈反应而炸裂。 

 

（二）北京某大学实验室 12.26爆炸事故 

2018 年 12 月 26 日 9 时 34 分，119 指挥中心接到北京某大学东校区 2

号楼起火的报警，经核实，现场为 2 号楼实验室内学生进行垃圾渗滤液污

水处理科研实验时，实验现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3 名参与实验的学生死

亡。该校党委书记等 12人被问责，研究生导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两个人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事故解析：在使用搅拌机对镁粉和磷酸搅拌、反应过程中，料斗内产

生的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碰撞产生的火花点燃爆炸，继而引发

镁粉粉尘云爆炸，爆炸引起周边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造成现场 3 名学

生烧死。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该校有关人员违规开展实验、冒险作业；

违规购买、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三)上海某高校实验室爆炸事故 

2016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三名研究生(其中一

名学生为研究生二年级学生、两名学生为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在该校的化学

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4114合成实验室内进行氧化石墨烯制备实验。 

二年级研究生做教学示范，首先在一锥形瓶中加入 750ml 浓硫酸，与

石墨混合，随后将 1 药匙的高锰酸钾放入；在放入之前，二年级研究生告

诉两名低年级同学：可能会有爆炸的危险！结果在药品加入后，即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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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师生立即拨打“110”和“120”,并进行了现场处置。 

事故共造成一名研究生轻伤，两名研究生重伤,2名重伤研究生(一名二

年级学生、一名一年级学生)，均为男性，分别为 24岁和 23岁，主要因实

验爆燃致化学试剂高锰酸钾等灼伤头、面部和眼睛，其中，研二学生双目

失明，研一学生有失明的可能性。 

事故解析：我们知道,氧化法制备石墨烯是最常见一种化学制备方法，

需要用到浓硫酸和高锰酸钾等强氧化剂，是一个反应剧烈且自放热反应，

所以应根据相关规程操作进行。但在实验过程中，三名同学却犯了本不该

犯的错误： 

一是没有做好安全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如果当时戴上护目镜，就会把

对眼睛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二是对主要反应物料高锰酸钾进行调整，却在无化学计量的情况下进

行； 

三是锥形瓶作为容器，不能用于后续反应的加热操作； 

四是没有做实验前的风险评估，根据规程本实验需要在冰水浴中进行

操作。 

 

（四）北京某大学 12.18氢气钢瓶爆炸事故 

2015年 12月 18日上午 10点 10分左右，北京某大学化学系实验楼 231

室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共 3个房间起火，过火面积 80 平方米。火灾发生后，

楼内师生及周边人员及时组织撒离。有校内学生称，爆炸声音如雷声一般

大，随后冒出明火和浓烟。事故造成一名实验人员死亡。 

事故解析：警方称，事故系实验所用氢气钢瓶意外爆炸、起火，导致

博士后孟某腿伤身亡。据了解，孟某当天所进行的实验是催化加氢实验，

爆炸的是一个氢气钢瓶，爆炸点距离孟博士后的操作台两三米处，钢瓶底

部爆炸。钢瓶原长度大概 1 m，爆炸后只剩上半部大概 40cm。钢瓶厚度为

10 mm，可见当时爆炸威力巨大。事故发生后一周，该校化学系将 12 月 18

日设为安全教育日，警醒世人，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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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某高校饮水机投毒案 

2013 年 4 月 1 日，上海某高校医学院研究生黄某遭他人投毒后到医院

就诊，后于 4月 16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解析：经法医鉴定，黄某系因 N,N-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

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经警方查明，犯罪嫌

疑人林某是受害人黄某的室友，林某于案发前一天，从某实验室取出其曾

经参与医学动物实验后存放于此处的，内装有剩余剧毒化学品 N，N二甲基

亚硝胺原液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并装入一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中带回了寝

室，趁无人之机，将试剂瓶和注射器内的 N，N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他们

所住寝室的饮水机内，后将试剂瓶等物装入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丢弃于宿

舍楼外的垃圾桶内。 黄某在寝室从该饮水机接水饮用后，出现呕吐等症状，

即于当日到医院就诊。 

事故处理: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林某。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2015年 12月 11日，林某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执行死刑。 

 

（六）长沙某大学化工实验楼火灾事故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中午 12 时 59 分，长沙某大学化工学院实验楼四楼

发生火灾。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500 平方米，所幸无人员伤亡。但许多宝

贵的资料被烧毁，十余年的科研数据付之一炬，给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栋四层的楼房建于 1960年，由于楼房屋顶为纯

木质结构，加上四楼实验室有很多有机易燃试剂，火势蔓延十分迅速，顶

层基本被烧毁，殃及几个重点实验室。 

事故解析：经查明，事故是由于实验台上水龙头漏水，导致实验台下

存放的金属钠等危险化学品遇水产生燃烧而引发火灾。 

 

(七)美国某大学实验室机械伤害事故 

2011年 4月 12日晚间，该校天文和物理学专业大四女生 M，在该校实

验大楼地下间操作机床设备，可能由于不熟悉操作规程且疏忽大意，导致

其头发被绞进正在运转的车床内，最终因“颈部受压迫窒息死亡”。次日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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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2点 30分，在同一栋楼的同学发现其尸体，随即电话报警。 

事故解析：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痛的实验室机械伤害事故，虽

然我们没有看到详细事故分析，但根据一些公开报道，我们可以堆测，M应

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满头的棕色长发，应该是没有做好长发防护导

致事故发生；当时她应该是一个人独自在做机械操作实验，我们知道对于

危险性的实验，绝对是不允许一个人单独操作，何况还是在晚上；米歇丽

应该没有经过相关培训或者不熟悉机器的操作规程。 

 

(八)东北某大学实验室感染事故 

2010年 12月 19日下午，东北某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畜禽生产教育 0801

班 30 名学生在动物医学学院实验室进行“羊活体解剖学实验”，对于这些

20来岁的男孩儿女孩儿来说，这样的课程是他们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实验用羊的解剖不久就完成了，同学们又继续各自的专业学习和校园

生活，可谁知，这一次看似寻常的课程，却把他们带向了无尽的深渊。 

2011 年 1 月，临近寒假，一名王姓同学觉得身体不适，他已经连续高

烧很多天了。由于是冬天，感冒发烧也属正常，所以他没有警觉。经过吃

药、打针等治疗后，也有了些好转，却总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春节转眼即过，2011年 3月，当这名王姓同学再次回到学校时,发现与

他症状一样的同学有好几个。“开学时，有一位同学被其母亲背到了学校，

那时我才知道，他与我症状很相似，不同的是，他因为关节疼痛已无法行

走。”王姓同学说。另外，这名王姓同学注意到，过了没几天，班上有几名

同学消失在了课堂之上。紧接着，学生中就出现了传言，称动物医学学院

的同学因为做羊活体实验而得上了一种浑身无力的怪病，已经确诊为布鲁

氏菌病。听到这个消息，0801 班的同学顿时傻眼了……传言很快得到了验

证，校方很快便组织 0801 班集体进行检查，最终发现，0801 班全班 30 人

中共有 16人感染布鲁氏菌病。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做过此类实验的，

并非只有 0801班。 

2011年 9月 3日，校方做出公开回应，经诊断，该校共 5个班级的 28

人被查出感染布鲁氏菌病，其中包括 27 名学生、1 名老师。感染者已被送

至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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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解析：非常典型的一起实验室感染重大责任事故，学校也承认是

由于自身的管理不到位，致使师生患病。其实，经核查，造成事故的主要

原因有三点： 

一是购买 4 只实验山羊时，相关教师未要求养殖场出具相关检疫合格

证明，违反我国检验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 

二是实验前，相关教师未对实验山羊进行现场检疫，严重违反实验操

作规程； 

三是在指导学生实验过程中，相关教师未能严格要求学生遵守操作规

程，进行有效防护等；经调查，部分学生实验时没有按规配戴口罩、手套。 

事后，学校对学生做出相应赔偿：承诺承担在所有法律责任的基础上，

给予每名患病学生一次性补助 3万元，并通过减免学费和增加补贴等方式，

共赔偿每名学生约 6.1 万元。但无论怎样，在未来的日子里，都无法抹平

这些年轻人身心所遭受的伤痛。 

 

(九)浙江某高校实验室毒害事故 

2009 年 7 月 3 日中午 12 时 30 分许，该校理学院化学系博士研究生袁

某某,发现 27 岁的在读女博士研究生——于某昏厥倒在休息室 211 室的地

上，袁某某便呼喊老师寻求帮助，并于 12时 45分拨打“120”急救电话。

袁某某本人在随后也晕倒在地。12时 58分，“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于

某和袁某某送往浙江省省立同德医院。13时 50分，省立同德医院急救中心

宣布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袁某某留院观察治疗，并于 7月 4日出院。 

事故解析：事件经过非常简单，但后果却十分严重，造成一名女博士

死亡，教训很惨痛。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罪魁祸首是杀人于无形的一

氧化碳。该名女博士主要做催化方面的研究，具体研究方向为汽车尾气治

理，基本不会接触危险化学品，而 21l 室又是休息室而不是实验室，怎么

会有一氧化碳呢？很多人都很奇怪。 

事后查明，原来，211室是由实验室改造而来的休息室，而原有的气管

道并没有完全拆除或者封堵。当天，非常巧合，教师莫某某、徐某某做实

验时，需将一氧化碳从一楼气瓶室输送到 307 实验室，但却误将气体接至

211的输气管，而 211室的反应室和通风橱又已经拆除，一氧化碳直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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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不幸就这样发生了。很多时候，事故就是那么一瞬间。 

 

(十)山西某高校实验室火灾事故 

1984年 11月某日下午 5时,生物系教师李某在遗传实验准备室做实验,

实验室的旁边是标本室。做完实验,李老师想使用开水,发现开水瓶是空的。

她用铝壶装了大半壶自来水,并将一个功率 800瓦的电炉垫上一块方砖放在

木制实验台上，接通电源开始烧开水。过了一会儿，李老师突然想起自己

家的厕所堵塞，需要他去掏通，于是他锁了实验室的门急忙回家，并打算

吃好晚饭回来。结果，进了家门后，做了一通家务、吃了晚饭、掏通厕所，

已是 9点多钟。这时 50多岁的李老师觉得很累，便早早上床休息，而把实

验室正在烧开水的电炉忘得一干二净。      

半壶水从下午 5 点一直烧到第二天凌晨 2 点，将近 9 个小时，最终水

被烧干、壶被烧化，火灾发生了。准备室与标本室屋顶相连，用砖墙隔开，

中间有一个门，两个实验室都另有门通向走道。当夜，在隔壁标本室的一

名男同学和一名女同学在刻苦读书准备考研。他们学习到凌晨 2点 15分，

准备回宿舍休息时听到隔壁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原以为是小白鼠在作怪，

但仔细听了一下，发现声音连续不断且越来越高。男同学隔门向实验室探

望，发现准备室着火了，他立即跑出标本室来到准备室门前，发现门被锁

闭，他用胳膊捅破玻璃，准备拿盆取水灭火，却发现整个楼层门都锁着，

找不到水管接水。 

男同学让女同学到一楼找值班生。值班生闻讯跑上楼，三人一起灭火。

他们打开楼梯间的消防栓，发现水带和消防栓口对接不上，而且水也流不

出来。三人一起去一楼取消防工具，共抱来五个灭火器，但都喷不出 1 米

远。这时三个人意识到，仅靠他们的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控制火势，于是

分头行动，一人去距离实验室 100 米外的李老师家取钥匙，一人去宿舍喊

同学帮忙，由于当时还没有移动电话，剩下一人去找固定电话报警。 

这一边，报警同学搞不清楚电话，开始拨打“114”求救，随后又拨打

“119”求援。另外一边，老师、学生闻讯赶来，打开房门，火势进一步升

腾，窜向屋顶，直接扑向标本室；消防车到了学校大门口，管门的老伯非

常负责，就是不给开大门。取钥匙同学见消防车还没有到达，只身一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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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标本室抢救物品，迅速打开一扇窗户，将他们学习用的两个书包扔出，

又搬了台显微镜。说时迟，那时快，大火已经封闭了标本室门。见到这种

状况，该同学又慌忙打开另一扇窗户，在地面同学帮助下，跳楼逃生。 

之后不久，大火迅速吞噬了大半个标本室，从发现火灾到这时也就是

20 分钟时间，而该校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用来教学科研的唯一一块“植物

王国”化为乌有。 

事故解析：虽然事故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但现在听来，仍然令我

们非常惊心和惋惜。其实，标本室内共存放标本 5.4万号,历史久远，是该

校自 1932年以来收集标本的宝库，拥有全国各省市(台湾地区除外)的植物

本样，其中 40号标本，曾是该校在国内首次发现，得到国际认可的珍品。

并且，很多件标本是通过交流，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换回的；按当

时的物价水平来测算，收购一件标本需要 80 元，5.4 万个标本，大家可以

估算一下，需要多少钱？需要 430 万元之多。但是，经历了坎坷和动乱年

代的而幸存下来的标本，其价值远不止这些。那么，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

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做个复盘、深入分析一下： 

第一，结构设计与家具设施先天不足，实验准备室与标本室同一个屋

顶，一墙之隔，实验室建筑设计结构布局不合理；实验台为木制，达不到

实验室家具配备标准。 

第二，违犯操作规程，安全意识不强；实验室内使用明火电炉及烧开

水，运转的仪器设备处于无人看管状态。 

第三，安全设施配备及维护不到位；如水带与消防栓接口不匹配、消

防栓无水、灭火器喷射压力不足等等。 

第四，安全知识欠缺，应急处置错上加错；报警打错电话、看门老伯

不给消防车开大门。慌张开窗加速空气流通，对火势起到助燃作用。 

考虑 1980年代的历史客观，其实在这个事故中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实验室门上有观察窗，其实目前部分高校实验室仍在用钢制防盗门，

根本没有观察窗可以观察室内情况；考研男同学应该非常勇敢和机智捅破

玻璃、找水扑救初起火灾、找值班生一起用消防栓灭火器救火、在发现火

势无法控制时果断分工来做进一步处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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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它事故简述 

2021 年 10 月 24 日，南京某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一材料实验室爆

燃引发火情。学校第一时间将 11名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其中 2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 

2021年 7月 13日，深圳某大学化学系 302实验室在实验过程中发生火

情，现场一名博士后实验人员头发着火，已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诊

断为轻微烧伤，经处置已无大碍，现场未造成其他损失。 

2020 年 12 月 21 日，成都某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一研究生在分析

测试中心准备 XRD 测试时，违规用塑料样品袋携带金属粉末样品，导致粉

末氧化放热，造成塑料袋燃烧的事故。该生迅速将样品带出室外，用灭火

毯捂灭，幸未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 

2019年 2月 27日，南京某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迅

速赶赴现场，现场明火被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烧毁 3 楼 312 二维

材料实验室内办公物品，并通过外延通风管道引燃 5楼楼顶风机及杂物。 

2018 年 11 月 11 日，泰州某大学一实验室在实验过程中发生爆燃。强

烈的冲击波将实验室大门炸飞，玻璃渣更是到处都是，而当时身处实验室

内的多名师生受伤。 

2017年 3月 27日，上海某大学的一化学实验室发生爆炸，一名学生手

被炸伤。 

2016年 1月 10日，北京某大学一化学实验室突然起火，并伴有刺鼻气

味的黑烟冒出。起火时室内无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2015年 6月 17日，苏州某大学物理楼二楼实验室在处理锂块时发生爆

炸，苏州消防调集 7辆消防车参与救援，无人员受伤。 

2015 年 4 月 5 日，徐州某大学化工学院一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致 5

人受伤，1人抢救无效死亡。 

2014年 12月 4日，常州某学院合一楼化工系顶楼实验室发生爆炸，现

场一片狼藉，伤亡不详。 

2013年 4月 30日，南京某大学校内一废弃实验室拆迁施工发生意外爆

炸，现场施工的 4名工人 2名重伤、2名轻伤，其中 1名重伤人员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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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某实验室将含有乙醇的物料放入鼓风烘箱烘干，引起烘箱爆

炸着火（含有有机溶剂的样品，遇高温极易引起爆炸着火）。 

2011年 12月 7日，天津某大学一名女生在做化学实验时发生了意外，

手部严重受伤。 

2011年 4月 14日，成都某大学化工学院一实验室，3名学生在常压流

化床包衣实验，实验物料意外爆炸，导致 3名学生受伤。 

2010年 5月 25日，杭州某大学，一名学生在教室做化学实验时引发火

灾，火势较大，有学生被困。 

2009年 10月 23日，北京某大学新 5号楼实验室发生爆炸，导致 5 人

受伤包括一名实验室负责老师、两名学生和两名设备调试工程师。 

2008年 7月 11日，云南某大学微生物研究所 5楼 510实验室，一名博

士生在做实验时发生化学爆炸，该博士生被严重炸伤。 

 

 

 

 

 

CCNU M
eif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