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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实验教学是学科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潜质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随着学生实验操作和实践能力要求的不
断提升，实验用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
多。 加强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杜绝实验室
安全事故， 是当前学校安全管理方面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通过调查中学实验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管
理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举措，以期帮助教
育部门进一步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切实发挥
实验室作为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重要课程资源的
育人功能与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上海市区级和校级两类两
个层面， 区级层面包括 16 个区教育局危险化学品
职能管理部门， 学校层面随机抽取了 119 所中学
（每区抽取不少于 3 所中学）。 调查前，将调研通知
寄给各区教育局办公室，由各区教育局办公室转至
各教育局危险化学品职能管理部门，并组织学校进
行填报。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1—3 月。 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
网上发放。 各区教育局危险化学品职能管理部门负
责人填写区级网络问卷，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
填写校级网络问卷。 共收集区级问卷 16 份， 均有
效；学校问卷 119 份，有效 115 份，有效率 96.64%。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个别学校实地走访，调研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和学校实验员、学科教师等，掌握危

DOI：10.16369/j.oher.issn.1007-1326.2023.02.015 ·调查研究·

上海市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现况分析
Investigation on management of dangerous chemicals in laboratories of Middle Schools in Shanghai

欧阳芳 1，付慧慧 1，柏丹 2，3

OUYANG Fang1，FU Huihui1，BAI Dan2，3

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上海 200070； 2.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3.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 200003

摘要：目的 调查上海市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现况，为进一步加强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和思路。 方法 2021 年，对上海市 16 个区的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管理职能部门配置和 115 所中学的危险化学品采
购、人员、制度、存储使用及废弃物处置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采购方面，16 个区均采用
学校自行采购方式，各类危险化学品采购基本按照规范流程进行审批。 人员方面，16 个区明确有管理职能部门，108
所学校（占 93.91%）落实了管理人员。 制度方面，16 个区制定了区级层面管理制度文件，14 区（占 87.5%）建立了联
动工作机制，113 所学校（占 98.26%）制定了相应管理办法。 存储使用方面，剧毒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规范性最高，为
98.02%，少部分学校存在一般危险化学品混放、安全标签缺失或过期的情况，储存场所及设施设备也有待进一步改
进和优化。 115 所学校均设立了使用台账，个别学校缺乏动态管理，存在管理不清、账目不全等问题。 危险废物处置
方面，84 所学校（占 73.04%）采用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的方式进行，22 所学校（占 19.13%）集中存放未
处理，还有 9 所学校（占 7.83%）预处理后直接排放。 各区处置水平也存在差异，危险废弃物处置存在一定问题。 结
论 上海市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但仍存在诸多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建议市、区、校进一
步明确职责，采取措施落实监督责任，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保障校园安全。
关键词：中学；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中图分类号： R13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1326（2023）02-0189-04
引用：欧阳芳，付慧慧，柏丹. 上海市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现况分析［J］.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2023，41（2）：
189-192.

基金项目：2021 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项目（无编号）
作者简介：欧阳芳（1982—），女，硕士，助理研究员
通信作者：柏丹，博士，E-mail：baidan_wh@126.com

论著

189·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23 年 4 月 第 41 卷第 2 期 Occup Health & Emerg Rescue， Apr. 2023 Vol.41 No.2

www.oher.com.cn

险化学品管理相关情况。
1.2.2 调查内容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1］《上海市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2］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
求，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针对区级教育局的问卷，主
要包括区级层面危险化学品管理机制建设、人员培
训、危险化学品采购及废物处置等方面情况，共设
置 9 题，其中 3 题为基本信息题，采用填空形式，其
余 6 题采用单选或多选形式进行。 针对学校的问
卷，主要包括校级层面在危险化学品采购、人员、制
度、存储使用管理及废物处置等各方面的现况。 问
卷共设置 21 题，其中 3 题为基本信息题，采用填空
形式，其余 18 题采用单选或多选形式。
1.2.3 质量控制

要求学校负责人如实回答问卷，调查员对问卷
填报数据进行审核把关，对于信息不准确或不符合
逻辑的问卷进行电话核实。

2 结果
2.1 学校基本情况

在调查的 115 所学校中， 初中 49 所 （占
42.61%），高中 42 所（占 36.52%），完全中学 9 所
（占 7.83%），九年一贯制 13 所（占 11.30%），十二年
一贯制 2 所（占 1.74%）。 虹口区的学校数量最多，
有 26 所，青浦区最少，仅有 3 所。
2.2 危险化学品管理情况
2.2.1 采购与审批

调查显示，在危险化学品采购方式上，采用学
校自行采购的区有 16 个， 没有区级层面为学校统
一采购危险化学品。

从采购实施方面来看，2013 年以来，87 所学校
（占 75.65%） 已实施过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工作；27
所学校（占 23.48%） 截至目前仍在使用历年存余，
有个别学校对规范的采购流程并不了解；此外，1 所
学校（占 0.87%）的危险化学品是向其他学校借用。

从采购审批方面看，采用“上海市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流向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购买备案的学校为 82 所，普及率为 71.30%；通过所
在区公安部门窗口办理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购买审批手续的学校为 78 所，普及率 67.83%；采用
“全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平台” 进行易制毒危险化
学品购买许可申请的学校为 30 所，普及率 26.09%；
其他 12 所学校未进行易制毒、 易制爆等特殊危险
化学品采购。
2.2.2 人员配备

据调查，16 个区均设立了危险化学品职能管理
部门， 组织学校进行危险化学品管理方面的培训。
108 所学校（占 93.91%）配备了经应急管理部门考
核合格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113 所学校 （占
98.26%）组织人员参加过相关培训。 见表 1。
2.2.3 制度建设

调查发现，16 个区均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区级
层面的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和文件，14 个区 （占
87.5%）还与公安、应急、环保等部门相互配合，建立
了联动工作机制， 形成合力， 共同落实监督责任。
113 所学校（占 98.26%）根据区级管理要求制定了
相应的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实现危险化学品的精
细化管理。 见表 1。
2.2.4 存储使用

从储存使用规范性来看，115 所学校均建立了
危险化学品出入库台账，记录学校采购、使用危险
化学品情况，111 所学校（占 96.52%）为危险化学品
专用储存室设置了明显标志 ，112 所学校 （占
97.39%）能够按照标准规定的储存方法、储存数量
和安全距离实行分类分隔存储，并对特殊危险化学
品进行双人双锁管理， 在使用剧毒危险化学品的
101 所学校中，99 所学校（占 98.02%）能将剧毒危险
化学品单独存放在专用储存室的专用储存柜内。 但
仍有 5 所学校（占 4.35%） 未按要求配置安全标签
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见表 1。
2.2.5 危险废物处置

从废物分类收集方面来看，107 所学校 （占
93.04%）能将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分开贮存，101
所学校（占 87.83%）具有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标
志。 从废物暂存场所来看，92 所学校（占 80.00%）设
有 专 门 的 危 险 废 物 暂 存 场 所 ，88 所 学 校 （占
76.52%）具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标识。 见表 1。
2.2.6 实验室危险废物回收方式

调查显示， 区级层面实验室危险废物回收方式
主要包括区定期统一组织回收、 区不定期统一组织
回收及学校自行委托有资质机构回收 3 种， 其中 7
个区选择区定期统一组织回收，2 个区选择不定期
统一组织回收，5 个区选择学校自行委托有资质机构
回收方式， 还有 2 个区采用区不定期统一组织回收和
学校自行委托有资质机构回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学校层面，由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回收的比例最
高，为 73.04%，其后依次为学校集中存放未处理和
预处理后排放两种方式， 比例分别为 19.13%和
7.83%。 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区学校在废物处置上存
在差异，主要体现在由有资质企业回收和学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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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回答
“是”

占比
/%

人员方面

学校是否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标识 88 76.52

本区教育局是否设立承担此项工作的职能部门 16 100

本区是否组织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培训 16 100
学校是否配备经应急管理部门考核合格的危险化学
品管理人员 108 93.91

学校是否组织人员参加危险化学品管理相关培训 113 98.26

制度方面
本区是否制定了区级层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制
度或文件 16 100

本区是否和公安、应急、环保等职能部门建立了危险
化学品管理联动工作机制 14 87.5

学校是否制定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 113 98.26

存储使用方面

学校是否设立出入库台账 115 100

学校危险化学品储存专用房间是否设置了明显标志 111 96.52
学校是否按照规定的储存方法、 储存数量和安全距
离，实行隔离、隔开、分离储存 112 97.39

学校是否对特殊危险化学品进行双人双锁管理 112 97.39
学校是否将剧毒危险化学品单独存放在专用储存室
的专用储存柜内 99 98.02①

学校危险化学品是否有安全标签 110 95.65

废弃物处置方面

学校是否将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分开贮存 107 93.04

学校是否有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标签标识 101 87.83

学校是否有专门的危险废物暂存场所 92 80.00

存放未处理两种方式上。 在选择有资质企业回收方
式上，徐汇区、虹口区比例均为 100%，高于平均水
平 73.04%。 在学校集中存放未处理的选择上，普陀
区、杨浦区的比例分别为 66.67%和 50.00%，高于平
均水平 19.13%。 整体来看，徐汇、虹口区学校在废
物处置工作方面比较规范。 见表 2。

3 讨论
通过现有文献分析，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研

究较集中于高校，针对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
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郑永青［3］、康静［4］、蒋永
强［5］分别对目前中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
的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工作机制不完善、管理制度
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关键环节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管理举措；刘建华［6］分析
了当前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采购的主要困难及
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建议；李共桂等［7］从危险化学品
库房选址、建筑要求、防盗保险柜等对危险化学品
库房建设工作进行全面阐述；叶敏玲［8］剖析了废弃
危险化学品处置困难的现状，从管理制度、回收机
制等多方面提出建议。 上述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学校
层面危险化学品管理，以及危险化学品采购或废弃
物处置等某一环节管理的探讨，对某一地区中学危
险化学品管理的系统研究较少。 本调查从区、校两
个层面对上海市中学危险化学品管理进行了系统
性的探究。

在采购方面， 各区均采用学校自行采购方式，
大部分学校能够通过规范审批程序采购危险化学
品，但也存在学校间相互借用等不规范的情况。 实
地走访还了解到， 多个采购审批平台的操作管理，
程序比较繁琐，造成部分学校购买积极性不高。

在人员与制度方面，各区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
视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落实了学校危险化学品管
理的职能部门， 制定了区级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
大部分区与公安、应急、环保等部门建立了联动工
作机制。 此外，虽绝大部分学校制定了相应的危险
化学品管理办法，落实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人
员，但存在制度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个
别学校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还亟须落实。

在存储使用方面，随着危险化学品管控的不断
升级，学校的安全意识也在不断提高，115 所学校均
建立了危险化学品使用台账，记录危险化学品使用
情况，确保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可追溯性。 但经实地
走访发现，随着中学实验用危险化学品种类和数量
不断增多，个别学校的账目管理存在不清、不全等

注：① 共 101 所学校储存和使用剧毒危险化学品。

表 1 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情况

行政区 有资质企业回收 集中存放未处理 预处理后排放

嘉定区 4（66.67） 1（16.67） 1（16.67）

奉贤区 5（83.33） 1（16.67） 0（0）

宝山区 3（50.00） 2（33.33） 1（16.67）

崇明区 6（75.00） 2（25.00） 0（0）

徐汇区 7（100） 0（0） 0（0）

普陀区 1（16.67） 4（66.67） 1（16.67）

杨浦区 2（33.33） 3（50.00） 1（16.67）

松江区 3（50.00） 2（33.33） 1（16.67）

浦东新区 3（50.00） 2（33.33） 1（16.67）

虹口区 26（100） 0（0） 0（0）

金山区 4（80.00） 1（20.00） 0（0）

长宁区 5（100） 0（0） 0（0）

闵行区 3（50.00） 2（33.33） 1（16.67）

表 2 中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方式
［学校数量（占比/%）］

行政区 有资质企业回收 集中存放未处理 预处理后排放

总计 84（73.04） 22（19.13） 9（7.83）

青浦区 2（66.67） 1（33.33） 0（0）

静安区 5（83.33） 0（0） 1（16.67）

黄浦区 5（71.43） 1（14.29） 1（14.29）

表 2（续）

注： ① 共 101 所学校储存和使用剧毒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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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且缺少动态管理，对于危险化学品的使用情
况掌握不实。 此外，大部分学校设置了具有明显标
志的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场所，基本能够按照标准
规定储存方法、 储存数量和安全距离并予以落实，
且能对特殊危险化学品进行双人双锁管理。 在使用
剧毒危险化学品的学校中，绝大部分将其存储于专
用储存室中专用储存柜，学校的剧毒危险化学品管
理较为规范。 少部分学校存在危险化学品混放、安
全标签缺失或过期的情况。 经实地走访发现，部分
学校危险化学品专用存储室缺少通风设施，安全措
施不到位，危险化学品存储柜腐蚀比较严重，个别
学校还存在专用储存柜数量不足、不能满足学校危
险化学品存储要求的情况。

在 实 验 室 废 物 处 置 方 面 ，84 所 学校 （占
73.04%）能对实验废液进行收集，并委托有资质的
危险废弃物处置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但危险废物处
置一直以来都是学校面临的难题，有少部分学校自
行处理后直接排放。 经沟通了解，该类学校是参考
了《教学实验用危险固体、液体的使用与保管》的相
关条款，认为可酌情采用中和的方法处置酸性或碱
性物质，中和的液体可排入排水槽中［9］。 此外，学校
危险废弃物类别多、总量少，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
虑不愿意进行回收，学校实验室废弃物处置渠道还
有待畅通。 此外，各区在危险废物处置方式上也存
在较大差异，个别区处置水平亟待提升。

从文献和调查结果来看，上海市中学实验室危
险化学品管理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危险化学品管理
制度建设、人员配置较为完善，采购、储存、使用等
工作基本规范，并与公安、应急、环保等部门建立了
联动监管机制，在废弃物集中处置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但少量学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建议从以
下几方面着力提升上海市中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
管理水平。

首先， 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政策指导，做
好学校危险化学品监管工作：（1） 健全区级层面危
险化学品管理机制。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优化危险化学
品管理机制建设，落实监管责任；并继续加强与公
安、应急、环保部门的联动。 此外，定期对学校危险
化学品管理进行全面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尽快落
实整改。 将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培训纳入常态化工
作内容，对学校危险化学品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政策
解读和业务指导。（2）积极探索管理形式创新。 各

区可统筹学校实验教学危险化学品需求， 搭建平
台，集中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和危险
废弃物处置企业，帮助学校完成处置工作。 同时，各
区教育行政部门可探索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
对全区危险化学品的智能化集中管理［10］。

其次，学校应提高政策执行力度，进一步规范
学校危险化学品管理程序：（1） 健全校级层面危险
化学品管理制度。 学校应成立专门危险化学品管理
工作小组，制定管理细则，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全面
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并落实专门的危险化
学品管理人员负责学校危险化学品的采购、 入库、储
存、使用、处置等各环节管理。（2）加大风险防控，定
期组织风险隐患排查。 学校应强化采购企业资质查
验和危险化学品的落地验收；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及
安全事故演练，排查安全隐患，并做好检查及隐患
排查整改记录；对危险化学品储存室和实验室按照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和改造，以保障学校危
险化学品管理和使用的配套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

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安全管理部门、学校
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进一步提升管控意
识，明确职责，落实监督责任，提升实验室危险化学
品管理水平，保障校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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