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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大型医院特别是各医科大学教学医院，纷纷建

立自己的中心实验室，为医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提供场所，保

证大型仪器和专职科研人员等资源的集约式使用，易于形成良

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有益于科研产出。但大型实验室由于人员

流动性大，所涉及试剂、动物和各种生物标本种类繁多，容易造

成各类安全特别是生物安全事件。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为避

免微生物和医学实验室各种活动中生物因子对人、环境和社会

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而采取的防护措施、人员培训及管理

措施，以达到对人、环境和社会的安全防护目的的一种综合行

为［１］。但目前，在国内进行系统生物安全教学的实验室非常有

限，近期，本实验室将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作为研究生入室后

的培训课程，对研究生们的生物安全和自身防护意识的培养起

到了很好效果，现将本实验室的教学实践和体会总结如下。

１　科研人员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１．１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可以避免生命、财产等重大损失，是

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实验室相关工作人员对生物安全

防护意识的淡漠或缺失，造成过许多人员和财产损失的重大事

故。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一旦发生实验室泄漏有可能

造成传染病暴发流行，造成全社会民众的恐慌，同时对国民经

济造成重大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建立起完善的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体系，提高科研人员生物安全意识，安全地开展人

间或人与动物间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发展服

务［２３］。

１．２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实验室生

物安全要求严格的通风空调、污物处理及消毒灭菌系统，对实

验室气体、污水等排放有明确规定。实验室研究人员了解相关

法规并认真执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环境质量。

１．３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是社会对实验室和医院认可的需要

　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产出，是近年对大型医院评价的重要指

标之一［４５］，科研人员包括临床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刻苦工作，为

医院和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必须对自己负责，提高自己生

物安全意识，保证健康的身体，才能创造更多的成果。

１．４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需要　国际合作

和学术交流是促进高水平科研产出成果的重要举措。目前，大

多科研工作已走向全球合作一体化的道路，有了越来越紧密的

合作和交流。作为大型医院的综合性实验室，科研人员生物安

全意识培养有助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更好地建立、完善

和执行，更顺畅地与国际接轨［６］。

２　教学组织、对象、素材、方式和内容

２．１　教学组织　本实验室成立了生物安全教学培训和监督小

组，教学和督导人员专业包括病原微生物学、化学、动物学、核

辐射医学、药理毒理学等。小组制订教学计划和方案、开展生

物安全培训、进行日常生物安全检查，并制订完善的生物安全

应急预案。

２．２　教学对象　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进入新桥医院中心实验室

进行课题研究的博硕士研究生以及本院科研助理人员。博士

生３５名，硕士生６５名，医院聘用科研助理１２名，均为硕士以

上学位。

２．３　教材选择　理论教学采用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出版，徐涛等［７］主编的《实验室生物安全》，专注对实验室生

物安全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原因及控制，个人防护，安全设备进

行了系统的阐述。对生物安全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实验室的

结构及装备条件，实验人员的操作规程，各类病原生物、化学

品、基因、放射线所需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级别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参考教材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第３版《Ｔｈｅ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和颜光美等
［８］主编的《实验室生物安

全》。

２．４　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１）实验室生物

安全概况。生物安全的基本概念、实验室生物安全感染简史、

国内外生物安全管理概况、国家重要生物安全管理法规和本实

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等。（２）化学药品的生物安全。介绍实验

室中危险化学品，包括爆炸品、压缩气体、易燃液固体、氧化剂、

有毒品、腐蚀品的基本知识以及对人体的危害；介绍危险化学

品安全标志及其辨析；介绍如何阅读化学品及试剂产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如何正确处理化学废弃物，如何应急处理化学品突

发事故等。（３）实验室病原微生物操作的生物安全。介绍实

验室内病原微生物操作相关安全的概念，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

分级管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操作和管理要求，病原微

生物安全实验室意外事故应对方案和应急程序，以及本实验室

病原微生物物种引进的相关限制规定等。（４）实验动物生物

安全。介绍实验动物生产与使用过程中的生物安全，重点是非

感染实验室使用实验动物的生物安全、动物实验中的动物福利

问题等。（５）实验室基因工程相关生物安全。介绍基因工程

的基本知识及基因工程动物和基因工程微生物的生物安全，我

国现行基因工程生物安全法规，了解基因工程实验操作与基因

工程实验设计的安全性评估，基因工程实验相关废弃物的处理

和基因工程生物的释放等。

２．５　教学方式与教学效果考核　教学方式采用理论讲座、研

究生网上自学、实际工作中进行个人防护及操作的带教及监管

等方式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考核方式目前采用纸质考卷

形式进行，题库设计参考了中山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试题库

和美国ＴｅｘａｓＡ＆Ｍ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考核试题库相

关内容。目前可提供近１２００道考试题量，内容涵盖病原微生

物、基因工程、实验动物、放射性物质生物安全、化学品生物安

全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培训前组织一次摸底理论考试，培训后

再进行一次理论考试，两次考试题目不重复出现。第一、二批

培训研究生考试成绩见表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层次较高的研究生，尽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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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严格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的情况下，其对实验室生

物安全的认识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有些基本概念和认识有待于

明确，经系统培训后其理论成绩优良率大幅提升。这为实际研

究工作中养成良好的个人防护习惯和遵守操作规程提供了思

想基础。

表１　　培训前后研究生理论考试成绩对比情况

培训状况 理论成绩平均分
成绩分布情况（％）

６０～８０ ８０～９０ ＞９０

培训前 ８２ １８ ７６ ６

培训后 ９４ ０ ２８ ７２

３　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３．１　警示教育方式　所有的安全问题均是底线，突破这一底

线，带来的均是灾难、悲剧和痛苦，且无法挽回。因此安全教育

就是红线教育，要学生们死守红线，提倡“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而生物安全问题也不例外，因此生物安全教育的主要方

式是警示教育，必须将灾难一旦发生，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定

要给研究生们讲清讲透，从而增强研究生们的警惕性。

３．２　生动案例　没有什么可以与将血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

更让人难忘。因此，在生物安全教育中，运用一些生动案例，摆

出一些触目惊心的照片，会让学生们过目不忘，铭记终生。例

如，２００４年发生非典实验室感染，许多医务人员感染后，为控

制病情，不得不使用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后期大量出现并发

症，即股骨头坏死。教学过程中，提供出一张照片显示，曾经一

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因感染非典治愈后股骨头坏死，而不得

不坐在轮椅上，背景是萧瑟秋风中的芦苇，通过这张图片的背

景知识的讲解，联系到对这位医务工作者的事业、家庭、幸福感

和社会负担的分析，让研究生们无限感伤，唏嘘不已。又如，列

举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因个人防护设备的欠

缺，手术过程中手指被伤员碎骨刺穿，引发的医院感染，使一位

优秀的外科大夫痛苦离去，进而强调作为一位医学或生命科学

工作者，必须在不断追求事业的同时，提高对自己防护意识和

能力。这种以生动事例进行的警示教育，给学生们的印象极为

深刻，也极大地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３．３　实际工作中的监督和改进　良好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养成。尽管研究生们在主观意识中强化了生物安全观念，但

在实际工作中却总是丢三落四。例如，在进行动物实验操作

时，为图方便，许多研究生不戴手套、口罩和帽子等个人防护用

品；在进行ＲＮＡ提取时，不在指定的生物安全柜或通风橱里

进行，使得整个实验房间充斥酚和氯仿的味道，对自己和同事

身心健康造成潜在危害等等。这就要求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带

教老师，严格按照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相关规定，严格监督和教

育，并处以小额度的罚款，敦促研究生们逐步改掉不良工作态

度和方式。唯有在这些点滴之事上，反反复复，长期坚持，方能

固化成一种习惯，培养成一种文化。

４　结　　语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与医学科研工作密切相关，了解生物

安全知识，避免职业暴露和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保护实验者的

生命安全，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实

验室生物安全教育，也带动实验室工作人员自身接受生物安全

培训，提高生物安全意识，加强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为教

学、科研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最终达到实验室生物安全

事故零发生的目标。而普及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提高一线科

研人员执行生物安全规范的能力和意识，是提升实验室生物安

全水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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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中心”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是源于

美国教育家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１］，其核心是对

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做到珍视个体，承认差异，注重个体兴

趣、特长，学生能力才会不断提升［２］。我国目前的教学方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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