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

责问责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强化各级实验室安全管

理人员和师生的安全责任，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保

障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安全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高

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

追责问责办法（试行）》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工作

规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修订）》等，结合学校

实验室安全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贯彻“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重点落实

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常态化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对因违

反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或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等行为造成安

全隐患或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的追责问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学校建立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三级联动的实

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明确各级安全责任，学校实验室安

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学校党政主

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是重要领



导责任人，协助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其他校领

导在分管工作范围内对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支持、监督和指

导职责。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与安全保卫处是学校主要

管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职能部门，相关职能部门会同开展工

作。各二级单位应落实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体责任，二级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二

级单位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领导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

作的重要领导责任人，协助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

各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室安全主管)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直接责任人，应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隐患整改、个

人防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实验室安全。

第四条二级单位应依据危险源情况持续完善实验室安

全常态化管理细则，覆盖实验室分级分类管理、隐患排查治

理、安全检查、安全教育与准入、项目风险评估与管控、危

险源全周期管理等环节。

第五条学校、二级单位和实验室应建立应急预案或

应急措施，定期开展应急处置知识学习、应急处理培训和应

急演练，保障应急人员、物资、装备和经费，保证应急功能

完备、人员到位、装备齐全、响应及时。

第六条实验室安全追责问责对象：

（一）直接责任人；

（二）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三）二级部门安全管理人和责任人；

（四）校级安全管理人和责任人；

第七条实验室安全追责问责种类：

(一)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取消年度评优评奖；

(四)经济赔偿；

(五)行政处分；

(六)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处理的种类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八条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事件的行为包括：

（一）存在违规购买、储存、租用、使用、运输、转让

或处置危险化学品（尤其是包括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爆

炸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在内的管制类化学品）、特种

设备、气体钢瓶、放射性同位素及核材料、射线装置、危险

废物等，或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被盗或遗失，或发生上述

情况未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的；

（二）违反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危险操作，或指使、

强令他人违规进行危险性操作的；

（三）发现安全隐患或接到整改通知，拒不整改或整改

不到位的；



（四）存在未落实实验人员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实验室

准入制度、项目安全审核制度等情况；

（五）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后未积极采取有效处置

措施、迟报、瞒报、谎报、漏报、人为破坏事故现场的；

（六）未经许可擅自启用被封实验室或实验设施设备的

或存在易造成较大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超期服役未及时整

改的；

（七）存在未制定必要的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等情况；

（八）私自开展动物实验或进行病菌培养的；

（九）存在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安全管理相关

规定、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九条学校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

故、一般事故四类，由事故发生地有关人民政府依法开展调

查。生物安全、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造成人员轻伤，或者产生重大安全隐患，或者造成较大

社会不良影响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事件，由学校组织调查组进

行调查，需有两名(含)以上校外专家参与。

第十条根据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事件的危害程度及具

体情况，由学校对二级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按上级部门和学

校有关规定进行追责问责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国家有关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经济损失或人员伤害的，将承担

相应经济赔偿或经济补偿。

第十一条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

表》,针对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停

止一切与隐患有关的实验活动，直至整改通过。

第十二条存在实验室安全隐患的追责问责办法：

（一）在上级部门、政府职能部门（机构）等组织的实

验室检查中，发现实验室安全隐患，出具书面安全隐患通知

的，给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通报批评；再次发生的扣发 2000

元绩效津贴；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因实验室安全隐患问题被上

级部门、政府职能部门（机构）等约谈的，每次扣发 5000

元绩效津贴，累计约谈二次及以上的，暂停使用实验室，直

至整改验收合格。

（二）在学校组织的实验室检查中，被学校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安全保卫处等职能部门出具书面安全隐患及整改

通知的，给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通报批评；第二次除给予实

验室安全责任人通报批评外，还将暂停该实验室试剂、气体

钢瓶的采购审批，累计三次及以上的，暂停使用实验室，直

至整改验收合格。

（三）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实验室，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和安全保卫处有权采取暂停实验室使用、封门等整改

措施。



第十三条有以下情形的学校将封停相关实验室

（一）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的；

（二）存在违规购置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放射性同

位素及核材料、射线装置等，或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被盗

或遗失的；

(三)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存在较为严重混放、超量贮

存的；

（四）私自开展动物实验或进行病菌培养的；

（五）开展涉及重要危险源，包括有毒有害化学品、

危险气体、动物及病原微生物、辐射源及射线装置、放射性

同位素及核材料、危险性机械加工装置、强电强磁与激光设

备、特种设备等的教学、科研项目，未经过风险评估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

(六)违规挪动或堵塞消防设备设施、堵塞消防通道，且

短期内不能完成整改的；

(七)开展危险性实验时脱岗的；

(八)存在多项安全隐患逾期仍未整改完毕的；

(九)存在其他较大安全隐患的。

第十四条对于暂停、封停使用的实验室，应立即停止开

展实验活动，由二级单位组织隐患整改排除。暂停、封停期

间除整改活动外，实验室不得进行任何教学、科研活动，严

禁边整改边实验。



整改完成后，书面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和安全保卫处

汇报整改情况,提出启封申请，经复核合格后，批准实验室

启封。

第十五条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事件处理程序：

（一）责任事故事件所在部门成立由相关专家组成的事

故鉴定小组，查明事故原因，根据本办法确定事故的等级和

责任人，提出初步处理意见，2 周内形成书面报告，一并报

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安全保卫处。

（二）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组

成责任事故处理小组，核实事故情况，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

事故认定意见、事故单位初步处理意见，提出追究直接责任

人、实验室安全责任人、二级部门安全管理人和责任人、责

任事故单位的处理意见，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三）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中，直接责任人为学生的，

追究其导师和所在二级部门的责任，学生则由学生处根据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事故责任人对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有异议的，可

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申诉期间，原处

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七条对于相关管理人员已尽责，但由于其他人员的

操作不当或管理不当等因素而导致的安全事故，依据事故认

定情况，可不予追究相关管理人员的事故责任。

第十八条本办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党纪政纪执行。本办法条款如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

规章相抵触时，按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安全保卫处、

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上应资〔2019〕18

号文）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