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实验室安全 化学实验室安全培训
心得(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实验室安全篇一

幼儿的生命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听了海南省机关幼
儿园何医生的讲座,我深感幼儿园工作的细微性、重要性。通
过这次讲座，帮助我再一次的巩固常见意外伤害处理方法：
挤压伤、割伤、刺伤、抓伤、砸伤、骨折、窒息、气管异物
堵塞、跌落摔伤、鼻出血等症状的紧急处理方法。使幼儿在
发生意外伤害时，及时正确处理，降低伤害程度,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了幼儿的安全。同时也给我敲警钟，提醒自己在工作
中要时刻注意孩子的安全。

园发生最多的就是幼儿人身伤害事故诸如：走失、摔伤、烫
伤、抓伤、打伤、咬伤等等。

如出现这些事故时,作为教师的我们首先必须要展现出一种专
业的关爱，即能用有如父母一般的心思来爱孩子，因为爱而
产生责任感，因为责任感而小心谨慎地注意和关心任何和孩
子安全相关的事物，用心周到地处理孩子的问题。这样的幼
儿教师，出于一种专业的关爱，对幼儿的操心和牵挂是主动
的，由于发自内心的主动，所以处处能防范于未然，孩子的
安全于是更有保障。

其次，作为幼儿教师要了解的是幼儿意外伤害发生的一些要
素是哪些，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



幼儿教师，应该是充分地了解幼儿意外产生的一些相关知识，
在保证幼儿安全的情况下，仍能提供给他们最大的游戏学习
空间，而不是以安全为借口而限制孩子。我们应该给孩子最
丰富的学习环境，努力提供各种玩具材料以满足幼儿的探索
需求，但我们也应以一颗专业的关爱之心，不断观察孩子的
能力和发展，以判断其是否能够进行安全的游戏。

最后，要加强幼儿的安全教育。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
要忽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因为对幼儿再多的保护措施，如
果幼儿不能自我警惕也难以避免发生意外。不要因为幼儿小
而不进行安全教育，在幼儿园中进行安全教育是一种渗透式
的教育，如在游戏中建立一些安全规则，在操作中学会正确
使用各种工具的方法等，教师适时的指导能使幼儿慢慢地建
立安全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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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篇二

实验室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科学基地，贮存有贵重的仪器和化
学危险药品。为防止损失和产生事故，必须做好防盗、防火、
防水、防毒和安全用电等工作。

1.加强防卫，经常检查，堵塞漏洞。

2.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仪器室，室内无人时随即关好门窗。

3.仪器室内不会客，不住宿，未经领导同意，谢绝参观。

4.办公室内不得存放现金过夜，不得存放私人贵重物品。

5.发生盗窃案件时，保护好现场，及时向领导、治安部门报



告。

1.仪器室备有防火设备：灭火机、砂箱等。严禁在仪器室内
生火取暖。

2.易燃、易爆的化学药品要妥善分开保管，应按药品的.性能，
分别做好贮藏工作，注意安全。

3.做化学实验时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谨防失火、爆炸
等事故发生。

1.实验室的上、下水道必须保持通畅，实验楼要有自来水总
闸，生物、化学实验室设置分闸，总闸由值班人员负责启闭，
分闸由有关管理人员负责启闭。

2.冬季做好水管的保暖和放空工作，要防止水管受冻爆裂酿
成水患。

1.实验室藏有有毒物质，实验中会产生毒气、毒液，因此必
须做好防毒工作。有毒物质应妥善保管和贮藏，实验后的有
毒残液要妥善处理。

2.建立危险品专用仓库，凡易燃、有毒氧化剂、腐蚀剂等危
险性药品要设专柜单独存放。

3.化学危险品在入库前要验收登记，入库后要定期检查，严
格管理，做到“五双管理”即双人管理、双人收发、双人领
料、双人记帐、双从把锁。

4.实验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制作有毒气体要在通风橱内进
行，学生实验室装有排风扇，保持实验室内通风良好。

5.学生实验桌上备有废液瓶，化学实验室备有废液缸，实验
室附近有废液处理池，防止有毒物质蔓延，影响人畜。



1.实验室供电线路安装布局要合理、科学、方便，大楼有电
源总闸，分层设分闸，并备有触电保安器。

2.总闸由每天的值日人员控制，分闸由各室的管理人员控制，
每天上下班检查启闭情况。

3.学生用电源总闸设在讲台附近，由任课教师负责控制供停。

4.实验室电路及用电设备要定期检修，保证安全，决不“带
病”工作。如有电器失火，应立即切断电源，用沙子或灭火
器扑灭。在未切断电源前，切忌用水或泡沫灭火机灭火。

5.如发生人身触电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及时进行人工呼
吸，急送医院救治。

实验室安全篇三

1、实验室内严禁烟火，严禁闲杂人员入内。

2、实验人员要充分熟悉安全用具，如灭火器、急救箱的存放
位置和使用方法，并倍加爱护，安全用具及急救药品不准移
作它用。

3、盛药品的容器上应贴上标签，注明名称、溶液浓度。

4、危险药品要专人、专类、专柜保管，实行双人双锁管理制
度。各种危险药品要根据其性能、特点分门别类贮存，并定
期进行检查，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5、不得私自将药品带出实验室。

6、有危险的实验在操作时应使用防护眼镜、面罩、手套等防
护设备。



7、能产生有刺激性或有毒气体的实验必须在通风橱内进行。

8、浓酸、浓碱具有强烈的腐蚀性，用时要特别小心切勿使其
溅在衣服或皮肤上。废酸应倒入酸缸，但不要往酸缸里倾倒
碱液，以免酸碱中和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生危险。

9、实验中所用药品不得随意散失、遗弃，对反应中产生有害
气体的`实验应按规定处理，以免污染环境，影响健康。

10、实验完毕后，对实验室作一次系统的检查，随时关好门
窗，防火、防盗、防破坏。

实验室安全篇四

是一种光亮的银白色金属。密度7.86克/厘米3。熔点1535℃，
沸点2750℃。常见化合价+2和+3，有好的延展性和导热性。
也能导电。纯铁既能磁化，又可去磁，且均很迅速。电离能
为7.870电子伏特。化学性质比较活泼，是一种良好的还原剂。
若有杂质，在潮湿的空气中易锈蚀；在有酸气或卤素蒸气存
在的湿空气中生锈更快。易溶于稀酸。在浓硝酸中能被钝化。
加热时均能同卤素、硫、硅、碳、磷等化合。除生成+2和+3
价氧化物外，还有复合氧化物fe3o4（是磁性氧化物）生成。
铁是工业部门不可缺少的一种金属。

铁是地壳中最丰富的元素。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和菱铁
矿是重要的铁矿。单体金属常用焦炭、铁矿石和石炭石为原
料炼得。用氢气还原纯氧化铁可得到纯铁。含碳在1.7%以上
的铁叫生铁（或铸铁）。含碳量少于0.2%的铁熔合体称为熟
铁或锻铁。含碳量介于1.7-0.2之间的铁熔体叫做钢。生铁坚
硬，但性脆；钢具有弹性；熟铁易于机械加工，但要比钢柔
软。从生铁炼钢，就是减低生铁内的碳量，以及将硅、硫和
磷杂质除去。

它的最大用途是用于炼钢；也大量用来制造铸铁和煅铁。铁



和其化合物还用作磁铁、染料（墨水、蓝晒图纸、胭脂颜料）
和磨料（红铁粉）。还原铁粉大量用于冶金。

地壳主要组成成分之一。铁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但是人类
发现和利用铁却比黄金和铜要迟。这首先是由于天然单质状
态的铁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而且它容易氧化生锈，再加上
它的熔点（1535℃）又比铜（1083℃）高得多，使它比铜难
以熔炼。

人类最早发现铁是从天空落下的陨石，陨石含铁的百分比很高
（铁陨石中含铁90.85%），是铁和镍、钴的混合物。考古学
家曾经在古坟墓中，发现陨铁制成的小斧；在埃及第五王朝
至第六王朝的金字塔所藏的`宗教经文中，记述了当时太阳神
等重要神像的宝座是用铁制成的。铁在当时被认为是带有神
秘性的最珍贵的金属，埃及人干脆把铁叫做“天石”。在古
希腊文中，“星”和“铁”是同一个词。

1978年，在北京平谷县刘河村发掘一座商代墓葬，出土许多
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古代铁刃铜钺，经鉴定铁刃是
由陨铁锻制的，这不仅表明人类最早发现的铁来自陨石，也
说明我国劳动人民早在3300多年前就认识了铁并熟悉了铁的
锻造性能，识别了铁和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并且把铁锻接
到铜兵器上，加强铜的坚利性。

由于陨石来源极其稀少，从陨石中得来的铁对生产没有太大
作用，随着青铜熔炼技术的成熟，才逐渐为铁的冶炼技术发
展创造了条件。我国最早人工冶炼的铁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的
时期出现的，距今大约2500年。我国炼钢技术发展也很
早，1978年，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
队从一座古墓出土一口钢剑，从古墓随葬陶器的器型，纹饰
以及墓葬的形制断定是春秋晚期的墓葬。这口剑所用的钢经
分析是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钢，金相组织比较均匀，说明
可能还进行过热处理。



古代劳动人民的炼铁技术也是杰出的，至今竖立在印度德立
附近一座清真寺大门后的铁柱，是用相当钝的铁铸成的，当
时如何生产这样的铁，现代人也认为是一个奇迹。由人分析
了它的成分，含铁量大于99.72%，其余是碳0.08%，硅0.046%，
硫0.006%，磷0.114%。

开创现代炼钢新纪元的是一名叫贝塞麦的浇铸工人，他
在1856年8月11日宣布了他的可倾倒式转炉。

随着工业发展，在生产建设和生活中出现大量废钢和废铁，
这些废料在转炉中不能使用，于是出现了平炉炼钢，是由德
国西门子兄弟以及法国马丁兄弟同时创建的，时间是在19世
纪60年代初。

实验室安全篇五

进实验室人员必须经安全考试合格后方可从事实验室工作。

各实验室须指定人员负责实验室的日常安全工作严格遵守国
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并根据实验工作特制订具体的安全管
理制度，张贴或悬挂在警目处。

禁止在实验室安装违规电器或乱接电线。

特殊工具使用时必须先经过专业培训。

剧毒其易制毒其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和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
装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管理和处理并定期
核对，做到账物相符。

消防器材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不得随意移动或损坏
室内消防器材且实验室周围的过道其应急出口等处不得堆放
物品，必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发现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事故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并报告实
验室负责人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

02实验室使用自身要求

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制度。

熟知防火设备和洗眼器的操作方法。

进行实验操作时，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根据需要选择适
合的防护用品，使用前应确认其使用范围其有效期及完好性
等，熟悉其使用其维护和保护方法。

实验过程中保持桌面和地板的清洁和整齐，与正在进行的实
验无关的药品其仪器和杂物等放在实验台上。

严禁个人私自出借实验室其实验仪器和药品。

03实验室防火安全

实验室必须存放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且放置在便于取用的
醒目位置，并指定专人管理。

实验室内存放的一切易燃其易爆物品必须与火源其电源保持
一定的距离，不得随意堆放其使用和储存。

操作其倾倒易燃液体时，应远离火源具加热易燃液体必须在
水浴上或密封电热板上进行，严禁使用火焰或火炉直接加热。

易燃液体的废液，应放置专门容器收集，以免引起爆炸事故。

禁止使用未经允许的大功率电器。

04实验室受伤的基本救助方法



遇火时必须保持冷静，无法扑灭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安全撤
离。

遇电时先关闭电源，后用绝缘物体将受害者与拉开电源附近，
对心跳停止人员采用心肺复苏治疗并及时拨打120。

保持室内空气通风，有人受到毒气危险时，将人置于通风处，
减少二次伤害，如受伤者心肺功能减弱，马上进行人工呼吸。

化学品沾着皮肤时用自来水或用合适的阻剂断润湿皮肤，并
迅速的脱去被污染的衣服，合理使用化学解毒剂。

化学烧伤时立即脱去衣服，迅速用大量冷水长时间冲洗，以
免扩大烧伤面积。伤面积较小时，可先用冷水连续冲洗30分
钟，再涂膏药，大面积烧伤时，尽快送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