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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中的 

生物安全防护现状与对策

徐廷云 徐文慧

【摘要】 高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中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及其紧迫性日益突出。本文针对
高校医学检验专业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全防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结合实际，建议从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强

化实验课堂管理、规范处理实验医疗垃圾、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改进措施，进而加强

高校医学检验专业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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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培训和教学中[2，4]。

1 生物安全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特点
1.1 生物安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生物安全问题
就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医学领域的生物安

全是指对病原微生物的安全防护与管理，其主要目

的是防止与病原微生物接触的相关人员感染或意外

泄漏导致环境污染和疫病的传播。在 20 世纪 80 年

代生物安全问题就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实

验室生物安全就是为了避免危险生物因子造成实验

室人员暴露、向实验室外扩散并导致危害的综合措

施[5]，而所受到暴露的实验室人员主要包括在实验

室做科研实验的科研工作人员，参与实验教学的教

师及广大医学学生等。现就这方面的问题加以论述。

1.2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特点 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是实践性极强的一个专业，要求毕业生具

备较系统的基础理论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医学检验

 从国内外相继发生的实验室感染事件来看，如

1967 年德国马尔堡病毒实验室感染、1979 年前苏

联炭疽菌泄露事件、2003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验

室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2004 年

安徽和北京发现新的 SARS 病例以及 2010 年东北

农业大学动物感染事件等，一次次的暴露出实验室

安全管理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为此，国家相关部门

对此也是高度重视，通过相继颁布《实验室生物安

全通用要求》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1]等一系列的法规和条例，加强实验室安全 

监管。

 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

医学类高校的实验室为了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的同

时，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方面仍然存在需要改

进的地方[2-3]。高校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问题已

然成为高校实验室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应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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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业课程设置是实践教学内容为整个教学过程

的重要环节，其实验教学内容在专业课程中占极大

比重，而专业实验教学内容都需要在不同的专业实

验室内完成。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课程研究对象

主要为人体的各类体液和排泄物，实际教学过程中，

需要从临床病例讨论开始，选取临床标本，在教师的

指导下，学生全程模拟临床检验过程，独立完成实践

教学内容，以达到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提高综合

分析能力的目的。如果在实验教学过程中防护不当，

师生就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风险，因此，做好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全防护工作，对

保护师生安全乃至校园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的生物安全防护  
现状

2.1 教学实验标本具有感染风险 在医学检验专
业实验教学中，根据教学项目的不同，要求学生对人

体的不同生物标本（血液、尿液、粪便及其分泌物）

进行检测。实验标本通常来源途径有医院门诊体检

标本、患者的病理标本和学生自留取标本，其中病

理标本具有极高的传染性；而门诊体检标本对人体

存在极大感染风险；从每年的新生体检中都发现有

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情况分析，即使学生自留取的实

验标本也是存在感染风险的。如果在实验教学操作

时缺乏正确的防护措施，很容易对操作者造成生物

危害。通常，医学学生在校期间都是住宿生，他们经

常集中活动于宿舍、教室、实验室等，一旦某个同学

感染到某种传染性疾病，很容易传染到其他学生，甚

至蔓延到整个宿舍和班级，更严重的会波及整个校

园的安全。

2.2 学生生物安全防护意识薄弱 由于学生生物
安全防护意识薄弱，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

加大了暴露感染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① 多数学生课前不预习或者预习不充分，对实验

操作步骤不熟悉，容易导致实验操作步骤不规范； 

② 部分学生实验操作不规范，从而产生危害，此时

学生本人又不能采取正确的应急处理措施；③ 在实

验课上操作不认真，实验书本随意摆放在实验操作

台；④ 实验过程中使用了手机，容易受到污染的手

机未经消毒又被随身携带到各种场所；⑤ 实验结束

后医疗垃圾处理不规范或者不及时，随意丢弃等。

以上种种表现说明，学生生物安全防护意识薄弱，进

而导致学生存在极大的感染风险。

2.3 安全教育培训缺失 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实验
指导教师培训缺失主要表现为有些学校医学检验专

业实验室负责人和实验指导老师并没有经过专业的

生物安全培训；学生生物安全教育培训存在空白。

通常实验指导老师侧重讲授操作要点，缺少对学生

安全教育培训，实验操作过程中对生物安全防护细

节问题处理不到位，缺少实验课堂上的安全管理。

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侧重完成实验内容，忽略了

实验操作时的自我防护措施。

2.4 安全管理不到位 国家对于高校实验室安全
管理已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针对高校医学

检验专业实验教学过程中的生物安全防护并没有统

一细则，高校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方面的工作多

半也是为了应付检查，生物安全管理很不到位。医

学检验专业在实验教学中产生的医疗废弃物的分类

丢弃及处理存在不规范且处理不及时的现象，专业

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设备不全甚至缺失。

3 生物安全防护对策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中涉及的生物安全

因素以及实验产生的医疗垃圾和普通垃圾均需要规

范处理。为保障医学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和有效的生

物安全防护措施，已经有实验室相关人员在这方面

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6-8]，并提出了应对措施[9-10]。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院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工作情

况，为进一步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工作，建议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全面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 生物安全防
护需从源头抓起，强化生物安全重要性和实验室生

物安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加强对实验教师

和实验室管理员的专业安全培训，制定培训计划，定

期召开校内各实验室生物安全会议，进行交流反馈，

对出现的问题讨论解决方案，及时整改。同时要落

实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 在学生入学时即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安全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才允许进实验室；② 在开设专业实验

课程前，再次对学生进行强化培训；③ 教师在授课

时，对实验操作中存在的生物危害环节做到重点提

醒和警示；④ 强化学生的无菌操作观念，指导学生

处理应急事件；⑤ 学校可定期组织学生进行生物安

全知识竞赛，开设生物安全知识网络课程；⑥ 也可

万方数据



·  135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 2017 年 9 月第 9卷第 3期  Chin J Clin Pathol，September 2017，Vol.9，No.3

通过修订教学大纲内容，将生物安全教育内容作为

重点掌握内容，以多样化形式落实，提高生物安全教

育的有效性。

3.2 强化实验课堂管理 教师重视实验课堂管理，
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学生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培

养学生良好的操作习惯。教师在每次实验课结束

时提前布置下一次实验内容，要求学生做到在实验

课前充分预习下次实验内容，严格学生规范着装，不

带与实验无关的物品进入实验室，严禁学生在实验

室饮食，严禁违规操作，禁止学生实验过程中使用手

机，实验操作台上只放与实验有关物品且摆放整洁

有序。操作前还需要对可能涉及生物危害的操作环

节做到重点提醒。实验操作过程中教师做好监督防

护措施，在实验过程中教师需要来回走动以查看到

整个实验室的学生操作情况，一旦发现有违规操作

或是危险操作的学生及时予以制止，并对违规学生

加强批评教育，以消除生物安全隐患。教师对于可

能发生的突发安全事件要有足够的应对处理方案，

并能指导学生正确应对突发事件。

3.3 规范处理医疗实验垃圾 在实验结束时教师
需要指导学生对使用过的实验用品进行分类处置：

① 对于通过清洗消毒等途径还可以再使用的用品，

例如玻片、玻璃试管、移液管等，交回教师指定的回

收处，后期由专人负责消毒处理后才可再次使用；

② 对于不可再利用的废弃物，例如用过的采血针

筒、针头等锐器，需丢弃在有“生物危害”标记的黄

色锐器盒中；③ 用过的一次性塑料用品、棉签等废

弃物，则要丢弃于专用的黄色垃圾袋中；④ 对于废

液则要根据废液特性倒在教师指定的废液缸内，再

由专人对废液进行特殊处理。实验结束离开实验

室之前需要清理桌面，脱下工作服，如工作服受到污

染，需将工作服先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再常规清洗。

最后经分类丢弃的医疗垃圾由学校统一机构和部门

进行及时处理。

3.4 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 通过改善实验室
硬件设备，提高医学检验专业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防

护功能。医学检验实验室的设计、施工布局要符合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以保护操作者安全为前提。所

需设备均应合理布局，如微生物实验室应设置污染

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实验室需配备紫外杀菌灯、

生物安全柜，高温灭菌设备等常规消毒设备；还需

要配备实验应急处理特殊设备，如淋喷设备以及对

于锐器伤的应急处理用品，如绷带、创口贴和消毒

用品等。在实验室软件建设方面，实行实验室安全

制度和安全责任制，建立生物安全综合治理组织机

构，与各实验室负责人签订生物安全责任书，安全责

任到人；实验室人员上岗之前需经过生物安全培训

和实验室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培训等一系列相关培

训；对可能引起生物安全危害的环节，建立实验室

事故应急处理流程并形成制度化，从而多方面完善

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4 结语
 随着医学类高校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全问题日

益突出。全面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强化实验

课堂管理，规范处理实验医疗垃圾以及加强实验室

生物安全建设等生物安全防护措施，还需要多方面

的支撑。总之，医学检验专业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

全防护工作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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