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实验室安全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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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某高校实验室火灾事故

2019年 2 月 27日 0时 42分，南京某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楼 3楼一实验室发出一阵响声，随后有明火蹿出窗户，火势迅速蔓延

至 5楼楼顶，整栋大楼浓烟滚滚，根本来不及灭火，学校报警后，南

京市消防支队调派 9辆消防车、43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消防员用水

枪喷射扑灭明火并降温，1时 15分火灾被控制，1时 30分火灾被扑

灭，三层楼的外墙面被熏黑，窗户破碎，警方和学校保卫部门封闭现

场。火灾烧毁 3楼热处理实验室内办公物品及楼顶风机。不过所幸当

时没有人在大楼里，没有人员受伤。

事故原因：电源未关闭，导致电路火灾。

安全警示：（1）离开实验室时前一定要关闭仪器设备、水源、

电源和气源。（2）定期检查实验室电路，及时消除电路安全隐患。

（二）北京某大学实验室火灾事故

2016年 1月 10日 11点 35分左右，北京某大学实验室冰箱发生

自燃，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及时扑灭了火灾，冰箱已经焦黑变形，只

剩一个框架，冰箱内存放的化学试剂全部被烧光，现场刺鼻气味强烈。

事故原因：冰箱电路老化引发自燃。

安全警示：（1）存储化学试剂的冰箱不得超过使用期限（一般

规定 10年）。（2）冰箱应放置在通风良好处，周围不得堆放杂物，

保证一定的散热空间。



（三）湖南某大学实验室火灾

2011年 10 月 10日 12时 40分左右，湖南某大学实验室起火，

对面实验室学生发现火情，迅速采用灭火器进行灭火，但火势没有得

到控制，由于该楼房顶为纯木质结构（始建于 1960年），火势迅速

蔓延。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先后调集五星、麓山门、特勤等

6个中队、13台消防车、共 80余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

到 14时 10分，火势得到控制，15时火灾才被完全扑灭。四楼基本

被烧空，相关教师和学生的实验资料也付之一炬。

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起火实验室中的一个水龙头存在故障，时好时

坏，但一直未及时维修，一个学生便在水槽上盖了一块板子，目的是

提醒大家水龙头有问题，不要使用。当学生们离开实验室吃午饭时，

故障的水龙头突然出水，水顺着板子流到了旁边的操作台上，又顺着

操作台流到了下方的储藏柜中，储藏柜里放着金属钠、三氯氧磷等危

化品，金属钠遇水发生燃烧，迅速引燃旁边的危化品。

（二）间接原因：（1）学院和实验室对危化品管理不到位，危

化品存放条件不符合安全规范。（2）学校后勤保障工作不到位，没

有及时维修出现故障的水龙头。（3）灭火器材配备不完善，普通灭

火器不能用于金属类火灾，金属类火灾需使用干沙或专用干粉灭火器

安全警示:（1）学院和各实验室应充分重视危险化学品管理，保

证危险化学品存储符合安全规范，同时学校应加强对危化品的集中统

一管理，推进智能化管理。（2）实验室出现问题应及时报修，后勤



应优先解决实验室故障。（3）实验室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相应的灭

火器。

（四）江苏省某大学实验室爆炸事故

2015年 4月 5日上午 10时左右，刘德英到徐州市某大学化工学

院 A315实验室做实验。10时 30分左右，向国志来到 A315实验室，

在刘德英南边的实验台做甲烷混合气体（甲烷 2%）催化剂活性实验。

11时 40分左右，宋姿洁也来到了 A315实验室，在靠南边窗口位置

的桌子上网找资料。这时，向国志的实验做完，坐到宋姿洁斜对面整

理资料。12时 30分左右，汪亚荣和江涛来到 A315实验室。他们两

人到向国志做实验的实验台开始做甲烷混合气体燃烧实验。12时 40

分左右，一声尖锐的响声之后，甲烷混合气体实验气瓶突然发生爆炸，

造成向国志、宋姿洁、刘德英三名轻伤，汪亚荣、江涛二名重伤，其

中汪亚荣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汪亚荣和江涛使用的甲烷混合气体处于爆炸临

界状态，开启气瓶阀门时，气流快速流出引起的摩擦热能或静电，导

致瓶内气体发生爆炸。

甲烷混合气体由教师刘建周自行配置，没有完善的气体配置操作

规程和可靠的气体成分检测手段。在配制甲烷混合气时，刘建周的主

观意识是将气瓶中甲烷的浓度控制在 16%（甲烷在标准状态空气中爆

炸极限是 5%-16%）以上。配置所用甲烷气瓶中余有 0.5MPa（表压）



的甲烷，为模拟空气状态，刘建周按 4:1比例充入氮气、氧气。具体

操作为：先从装有氮气的气瓶向甲烷气瓶导入做稀释气的氮气，甲烷

瓶内压力升高约 1.2MPa达到 1.7MPa，再从装有纯氧的气瓶中导入氧

气，瓶内压力升高约 0.3MPa达到 2.0MPa，刘建周认为此时气瓶内甲

烷的浓度超过爆炸上限。

虽然甲烷在标准状态空气中爆炸极限是 5%-16%，根据国内近年

研究成果，初始压力增大导致甲烷与空气混合气的爆炸极限范围变宽，

即上限变大、下限变小，相同条件下对上限影响比下限明显。瓶内压

力 2.0MPa是标准状态的 20倍，爆炸上限明显超出 16%，发生事故

时瓶内混合气体应处于爆炸临界状态。开启气瓶阀门时，气流快速流

出引起的摩擦热能或静电，成为了处于爆炸极限甲烷混合气的“点火

源。”

（二）间接原因：（1）实验人员在实验时操作不当。（2）违规

配置试验用气，对甲烷混合气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国家和省有关法规

及标准对气瓶充装有严格规定，A315缺少配置试验用气的专用充装

系统及仪器设备。存在随意改变气瓶介质、直接瓶对瓶导气、使用超

过使用年限的气瓶等行为，违反了国家《气瓶安全监察规定》、《气

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规定；没有完善的配置气体的操作规程和可

靠的控制气瓶内气体成分的操作工艺和检测手段，人员未经相应培训，

对气瓶内介质存在的危险估计不足，存在侥幸心理。（3）爆炸气瓶

属超期服役。事故中爆炸的气瓶出厂日期为 1972年 6月，超过相关

法规标准规定的 30年使用年限，其最后一次检验是 2001年 2月。瓶



体金相分析也表明，存在带状组织且内表面有脱碳，材质强度有所下

降。（4）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中国矿业大学同意或变更

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将实验搬到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A315实验室

进行。该实验室不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5）中国矿业大学、化工

学院对有关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足，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不

熟悉不了解，实验室设在三楼，气瓶没有单独存放，实验室安全管理

制度不完善。（6）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及该实验室安全管理存

在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气瓶安全管理意识淡薄，对存在的安全隐患

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重科研轻安全的思想，随意购进和存放装有

易燃易爆介质的气瓶，实验室兼顾储存及配置试验用气体，缺少合理

的安全管理制度。

（五）上海某高校实验室爆炸事故

2019年 3月 27日 19时左右，上海某大学化学楼实验室，两名

大三本科生在做实验，其中一名本科生在处理一个 100mL的反应釜

时，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该学生左手大面积严重创伤，右臂贯穿伤

骨折，19点 48分，接到学生报警后，化学系值班教师肖老师和保卫

处安保人员最先到达现场，19时 58分，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将该

名学生送往医院救治。现场尚遗留同批未处理反应釜两只，为避免再

次发生意外，学校通知消防防爆专业人员予以处置

事故原因：反应刚结束，反应釜还未冷却，该学生就急着把反应

釜拿出来做进一步处理。



事故教训：压力容器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反应结束后，须待容器完

全冷却且排出压力后，再做进一步处理，切勿心急赶时间违规操作

（六）甘肃某大学危化品泄露事故

2009年 4月 7日晚上七点半左右，兰州某大学化学楼值班人员

发现楼道内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值班人员立即报警，并向上级汇报。

消防队员接警后迅速赶赴救援，询问现场实验室教师得知为氨气泄露，

泄露钢瓶在 515实验室，消防人员立即穿戴防化服，佩戴空气呼吸器，

进入 515实验室后迅速关闭气瓶阀门关闭，并将气瓶抬出，随后消防

人员对楼内的氨气进行了稀释。

事故原因：学生做完实验后，没将氨气气瓶阀门关紧。

安全警示：（1）实验结束，须保证气瓶阀门完全关闭。（2）有

毒气瓶应放置在配备报警装置的气瓶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