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ｚｉｙａｎｇｍ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检验科与实验室管理·

加强医学检验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

范俊丽，常　江，叶光明，郑　芳△，涂建成

（武汉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医学检验系，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１）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９．０７０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９２７１３０２

　　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的相继发生，使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和关注［１］，如东北农业大学２８名师生在动物实验中感染

布鲁氏菌，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学生感染流行性出血热［２］。

世界卫生组织于１９８３年出版《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美国在

《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中最早提出４级实

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概念，我国也于２００４年颁布了《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这些都表明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也逐渐走上了规范化、法制

化的道路。医学院校的实验室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使其存在

较大的生物安全隐患。笔者常年参加医学检验专业教学，深刻

体会到加强医学检验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本文从教学工作的实际出发，就加强医学检验实验室生物安全

建设进行相关探讨。

１　实验室生物安全与生物安全实验室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在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中，采取措施避免病原微生物对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造成伤

害，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对公众造成伤害，保证科研工作的科学

性，并保护被实验对象免受污染［３］。

生物安全实验室是指通过防护屏障和管理措施，从事传染

性物质操作的实验室，包括研究用实验室、动物实验室、临床检

验实验室、公共卫生实验室、传染病检测实验室等。根据所操

作生物因子的危害程度和采取的防护措施，将实验室生物安全

的防护水平分为１～４级
［４］。

２　医学检验实验室生物安全现状

２．１　来源于临床的标本存在着极大的感染安全隐患　医学检

验各专业课教学实验中所涉及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及排泄物

等标本一部分来源于临床患者，其中很有可能携带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ＨＩＶ）、黄瓜花叶病毒（ＣＭＶ）、人类疱疹病毒、梅毒螺

旋体，甚至结核分枝杆菌等各种病原微生物，使得医学检验实

验室成为生物安全隐患的高危地带［５６］。

２．２　大量的学生，甚至部分教师生物安全意识淡薄　作为实

验室的主体人员，带教教师和学生对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

掌握不够，缺乏全面的生物安全防控知识，对检验标本的生物

危害认识不足或者存在侥幸心理。例如，在一次凝血试验中，

学生粗心大意将患者的血液标本打翻，患者的血液倒在实验台

表面和地面上，当时的带教教师由于忙于处理其他事情，只是

简单让学生用抹布擦干净。很显然，这是错误的处理方法。所

有的血液标本都应该视为污染性标本，若出现血液标本溢出，

首先应让学生和工作人员尽快撤离现场，等气溶胶扩散沉降后

再穿戴个人防护设施进入现场处理；如果有必要还要评估学生

和工作人员的职业暴露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学生往

往忽视防护手套、口罩以及防护镜的保护作用，不遵守实验室

的“三区分布”规定，随意在实验室的工作区域内饮水、进食，身

穿工作防护服任意出入休息场所甚至寝室，忽视自身的生物安

全。于声等［７］曾对２０９名某医学高职院校检验专业学生开展

调查，发现其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匮乏。

２．３　实验室生物安全设备投入过少　由于高校教学经费紧

张，有限的经费往往都用在实验室仪器设备或实验试剂购买等

方面，而很少考虑实验室安全设备。很多高校检验系的个人防

护用品（如手套、口罩、防护镜）配备不足。事实上，生物安全管

理是实验室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验室安全设备是生

物安全防护的三大要素之一。安全设备的缺乏必定会促进人

员对生物安全的忽视和懈怠，这势必会威胁到实验室人员、周

围环境乃至相关人员的健康。

２．４　实验室总体布局欠合理　实验室总体布局应符合安全

性、灵活性、适应性及可拓展性的原则，其中安全性应放在首

位，由此可见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实验室的

布局应采用分隔式与开放式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特殊实验室的

设计也应具有相应的要求。根据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要求，污染

区域应远离通道，并设置门禁和自动关门系统，所有实验室的

工作区域均应安装洗手池（感应式或脚踏式）。然而，现阶段大

部分实验室却与这些要求大相径庭。

２．５　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理仍不够科学合理　实验室废弃物

（包括标本、一次性耗材等）均为医疗废弃物，应严格按要求处

理。液体废弃物应该经过严格的消毒，才能排入专用污水处理

下水道，实验室的固体垃圾应该存放在黄色医疗废弃包装袋

中。然而，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医疗废弃物及医疗垃圾的处理设

施投入不足，甚至有些人员知识匮乏，将医疗废弃物与生活垃

圾混淆不清，最终使得实验室的医疗废弃物无法得到合理科学

的处理，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给周围环境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

和危害［８］。

２．６　规章制度不健全，工作落实不彻底　生物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是保证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要步骤。然而，许多实验室内

预防感染的制度不健全，对突发事件，如血液、体液、排泄物等

的飞溅污染，玻璃器皿的突发碎裂，细菌分离鉴定时的污染等

缺乏具体的处理措施；甚至发生了具体突发事件，实验室主体

人员也不按处理措施实施［８］。

３　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

３．１　熟悉并掌握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知识　加强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是检验系负责人的重要职责。检验系负责人要定期

组织全系人员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生物安全实

验室建设技术规范》、《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

准则》、《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等规章制度的培训和学习；同时考虑到理论学习的单

一和枯燥性，可以将真实的生物安全实例恰如其分地引入到理

论知识的学习中［２］。丰富多彩的多媒体手段也是培训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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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以适当采用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对于生物安全知识

更为缺乏的人群（如学生、卫生人员、仪器检修人员）而言，应该

经常向其宣传、讲解实验室相关注意事项，尽量避免一些意外

事故的发生。

３．２　建立健全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检验系主任是实

验室安全的第一负责人，对实验室所有员工和实验室来访者的

安全负责。实验室应在检验系主任的带领下，成立生物安全管

理小组，任命有资质和经验的教师参与到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相

关事宜中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及相关文件，结合实

验室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出一系列相应的生物安全准

则、细则、应急预案和安全手册，使得工作人员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

３．３　实验室标本及医疗废弃物处理科学化　应严格按照《医

疗废弃物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临床实验室

废弃物处理原则》等相关规章制度，严防废弃物的流失、泄露和

扩散。相关处理办法：生活垃圾应放置在黑色专用袋内；感染

性实验室污染物应放在有“生物危害”标志的垃圾桶或者黄色

专用垃圾袋内，对于具有高危害的细菌和病毒性废物应该进行

高压灭菌后才能带出实验室；有害气体、污水及废液应当经过

适当的无害化处理后才能排放。废弃物应该有专人负责收集、

运送，并严格按照废弃物的处理原则杀菌、灭活，达到无害化，

防止二次污染［９］。

３．４　加强实验室清洁与消毒管理　清洁与消毒是保障实验室

生物安全的重要环节，实验室清洁与消毒应遵循生物安全的要

求。目前实验室一般使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但是对于实验

室不同区域需要采用相应的有效氯浓度。清洁区每天需要开

窗、通风、换气，擦拭桌面、地面，每周使用含氯５００ｍｇ／Ｌ的消

毒液擦拭；半污染区通常采用紫外灯照射，使用空气净化器进

行空气消毒，而门窗、桌面等表面用含氯５００ｍｇ／Ｌ的消毒液

擦拭；至于污染区的消毒工作则最为繁杂，除常用的空气消毒

外，检验人员手部，门、窗、桌面等物体表面应采用含氯２５０～

１０００ｍｇ／Ｌ的消毒液消毒。实验室的设备（如培养箱、低温冰

箱、高压灭菌锅、冷冻离心机及恒温干燥箱等）应由专业人员保

管，并定期对设备的运行、保养等工作进行记录，对于需要在特

殊条件下保存的菌种，则应该按照严格的要求保管［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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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００年发现了人类的血型，到如今的各种血液制品应

用到临床抢救治疗，输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一医疗手段

在临床抢救和治疗中也愈加受到医疗界的重视和青睐。尤其

近年来，输血事业在我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输血科作为一

个“年轻”的科室，在其发展建设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成

立时间短、人员技术力量薄弱、设备不足等。因此，如何加强输

血科的管理和促进输血科的发展建设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而确保血液输注的质量和加强临床用血的安全也已是每个输

血工作者应思考和改进提高的重要问题，现结合本院经验就如

何规范、标准化输血科的管理和建设进行探讨［１３］。

１　强化输血意识，更新输血观念

提高输血的思想认识是建设输血科的一个重要前提。输

血科直接受医院领导，从所在辖区的卫生行政部门指定血站领

取血液制品，且在医院储存保管，在需要临床抢救和治疗时开

展血液输注行为。其职责包括配合临床医生分析输血的适应

证和禁忌证，并开展自身输血和推广成分输血，使临床输血技

术规范、合理、科学。输血科已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血库”，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为临床治疗中提供安全的血液制品，确保患

者的生命安危和治疗效果。输血工作者应该明确自身的工作

目的和工作职责，转变已有的传统观念，改变自身对输血科观

念的认识，这样方可建设成集血液供应、实验室诊断、临床治疗

为整体的新时期的输血科。

２　输血科的人员设备配置

输血科的人员应按照医院的规模和年用血量进行配置。

工作人员均应取得相应技术职称，有较强的责任心，职业道德

水平高。根据医院的分级管理要求，三级医院年用血量在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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