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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建于1998年经学校批准建设成
立，实行校、院级两级管理体制。

 2001年被评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达标实验室。

 2006年获天津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于2009年被批准
为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2011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天津市教委的验收，受到
教委专家的好评。

 2012年通过国家教育部的网上验收,目前等待挂牌。

 2012年9月直接授予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实验中心下设实验室包括：

一楼：教学实验室、动物实验室

二楼：理化实验平台

三楼：细胞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平台

四楼：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实验室

           心理实验室
五楼：劳动卫生学实验室

           环境卫生学实验室
           毒理学实验室
六楼：机房、心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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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中心的大型仪器有专门的老师进行分
管，使用前需要预约，如有需要，请先填

好大型仪器使用申请表，再联系管理老师。

• 需要在实验中心做实验的教师和学生，必
须经过实验室培训，熟悉实验室安全常识

和掌握仪器设备使用方法，才能够进入实

验室实验。



进入实验室流程

        内容包括实验室安全知识，大型仪器操作等

填写申请表

开门禁卡

进行试验

人员包括准备进入实验室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
培训





申请表填好后，由导师签字，经主管院长签署意见
后，由实验中心主任安排实验室。

除获准进入实验室的实验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
实验中心管理人员同意，一律禁止进入实验中心。 

到中心进行课题研究的同学，应遵守实验室的规章
制度，服从中心教师的安排和管理，爱护仪器设备。
自备实验所需的一切耗材。

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实验是不开门禁卡的，也不能独
自操作大型仪器，必须要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操作。

进入细胞间实验和使用大型仪器需要再填写相应的
表格，方可实验。

研究生和本科生寒暑假做实验需要填写假期实验申
请表。



实验室安全知识 



实验室一般安全规则

 凡开始任何新的或更改过的操作程序前，要先了解所有物理、
化学、生物方面潜在危险，及该有那些适当的安全措施。

 需熟习紧急应变措施、警钟讯号及逃生路线。认识紧急电话、
紧急洗眼器及冲身花洒和灭火器的位置及其正当操作程序。

 实验室内禁止吸烟或饮食。冷藏柜严禁储放食物饮品。

 认识实验室内各类个人防护设备的用法。在实验室使用危险
化学品等，必须戴上适当的护眼镜。

 在实验室内，应把长发或宽松衣服束起。切勿脱鞋、穿着凉
鞋或露趾鞋进入实验室。试验时穿上实验服，以免身体接触
化学品。无特殊原因不允许穿着短裤或短裙。如无特殊实验
要求，在接触有毒、有害的试剂、样品之外，请勿佩带实验
手套，以防交叉污染。



实验室一般安全规则

 各种仪器应根据其指定用途操作，切勿使用不熟悉的仪器。 
 应对不安全环境及行为提高警觉，并把不安全情况向实验
室负责人举报。

 离开实验室前，应使用肥皂及水彻底洗净双手。

 整个实验过程中，请确保实验台面，实验室地面的清洁，
实验结束后及时清理实验台面。所有实验人员须遵守实验
室卫生值日的安排。

 离开实验室前，请检查气、水、电、门窗所有实验人员有
义务维护实验室的安全、整洁，发现任何安全隐患请及时
联系实验室管理老师。



实验室安全应该做的五防

一、防火（试剂和电器）

   1）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防为主,防消结合”。

   2）实验中严禁使用明火加热。
   3）使用酒精灯时，灯内燃料最多不得超过灯
体容积的2/3。不足1/4时应先灭灯后再添加酒
精。点火时要用火柴点，绝不可用另一个点着
的灯去点！灯灭时要用灯帽盖灭，绝不可用嘴
吹，以免引燃灯内酒精。



   4）使用易挥发易燃液体试剂（如乙醚、丙酮、石油醚
等）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绝不可在明火附近倾

倒、转移这类试剂，最好在通风橱中进行

5）乙醚、酒精、丙酮、二硫化碳、苯等有机溶剂易
燃，实验室不得存放过多，切不可倒入下水道或是倒

入厕所，以免集聚引起火灾，要分类倒入实验室准备

的有机溶剂回收桶中

   6）电气设备严禁超载、超负荷运行，大功率的电器要
特别关注，尽量使用墙面电源，仪器工作时，实验人

员要经常查看，用后拔掉电源插头，填写记录

7）实验室内严禁吸烟



    二、防毒
      实验前应了解所用化学危险品的毒性、性能和防护措施。

• 挥发性试剂应在通风橱中进行操作；

• 有毒有害试剂能穿过皮肤进入人体，应避免直接与皮肤接
触，操作时要戴好手套、口罩、护目镜、实验服等；如核酸
制备实验中使用的试剂DEPC, EB和苯，四氯化碳等可能致
癌的药品，应该戴好手套口罩在通风橱中操作。

注意：切勿用实验中的手套触摸公共区域，如门把手，         
灯开关，仪器等！！！



三、防爆

          实验室使用的压力容器（气瓶，灭菌锅等）都要注
意防爆

气瓶：

• 钢瓶应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热源的地方。搬运钢瓶
要小心轻放，钢瓶帽要旋上。

• 使用时应装减压阀和压力表。
• 开启总阀门时，不要将头或身体正对总阀门，防止万一
阀门或压力表冲出伤人。

• 气瓶内气体不能全部用尽，要留下一些气体，以防止外
界空气进入气体钢瓶，一般应保持0.5MPa表压以上的
残留压力。

注意：不要随意扳动气瓶上的阀门，

如发现漏气或气体不足，先告知老师！！！



• 使用高压灭菌锅时，要注意观察
压力表，是否能达到指定压力或
是否能压力回零。

• 使用前注意观察水位
• 进行高压灭菌时必须有人看守。

高压灭菌锅



四、防灼伤

• 除了高温以外，强酸、强碱、强氧
化剂、磷、钠、钾、苯酚、醋酸等
物质都会灼伤皮肤；应注意不要让
皮肤与之接触，尤其防止溅入眼中，
应佩戴护目镜。

• 如有酸、碱和其他有毒液体迸溅到
皮肤上，应立即使用洗眼器或紧急
喷淋器进行清洗。

    



• 液氮罐中加入液氮来保存细胞，在存取样品时，
应戴护目镜、棉质手套以防止液氮溅出冻伤皮

肤眼睛。

• 在用超低温冰箱存取样品时，也应佩戴棉质手
套以防冻伤。



五、防盗
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认真做好安全检查工作

• 个人贵重物品不要放在实验室里，以防丢失。
• 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都应检查水阀、电闸等，
关闭门、窗、水、电后，填写安全记录本，才
能离开实验室。



实验室其他安全问题

化学品安全
• 所有盛载化学品的容器都需要贴上正确清晰的标签。卷标
上应写上化学品的危险警告字句以供其它实验室使用者参
阅。配置试剂，应标清成分及配置时间。

• 所有化学废料应适当弃置于相应的废料容器内，应根据不
同的物质进行分类，废弃物不能随意倒入下水道或厕所。

 酸废液缸
 有机溶剂桶

生物安全
• 生物样品（动物尸体；血、尿样；针头等）
• 在处理人群样本时，要注意带上口罩，并在通风条件好的
地方进行操作



移液器

• 移液器的品牌
• 移液器的常用规格：2.5uL，10uL，

20uL，100uL，200uL，1000uL
• 移液器的类型：research，reference；8
道移液器；电动助吸器；电动移液器等

• 移液器吸头



一定要看准移液器的量程区间，根据所需移液体积，选
择合适的移液器，既可保证实验的精度，也可防止液体
因吸入过量冲入管路。

使用移液器需直立，吸头中有液体时绝对不准放倒；更
不要用移液器敲打桌面等物体，并严防摔地。

移液时，要注意慢吸快放，吸液时用一档，排液时一定
要按到第二档，以便排净液体。

不能用移液器吸取酸、碱、有机溶剂等有腐蚀性或挥发
性的液体，以免损伤管路和移液不准。



根据要称量的重量，选择合适精密度
的天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
之一，十万分之一，单位为g），注
意天平的量程。

称量时应按称量样品的重量折叠称量
纸，保持天平清洁。

称量液体和挥发物质应在带盖容器中，
且要尽量缩短称量时间，以防液体挥
发损害天平。冰箱或烘箱中取出的物
品必须放至室温后称量。

电子天平



称量时，应小心仔细开关侧门，防止
震动，待读数稳定时，记录数据。

称量后应将天平及天平台清理干净，
彻底切断电源，并登记使用记录。

不能在天平室进行溶液的配制。
不能随意搬动天平改变其位置。
注意天平的平衡，若不平衡，需调节。



分光光度计必须放置在固定而且不受振动的仪器台上，
不能随意搬动．严防振动．潮湿和强光直射。

测定样品前需开机预热15分钟，待仪器稳定以后再开
始进行测定。

必须保证测试样品为澄清的溶液，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的轻微浊度也能引起读数的严重误差，必要时可通过

离心来去除微粒。检测细菌培养液的光吸收时例外。

注意波长范围，400以下为紫外（石英皿），400以上
为可见光（玻璃皿）；用比色皿时，注意轻拿轻放，

尤其是石英皿，尤其不要将皿放在桌子的边缘，防止

打碎。

分光光度计



从冰箱中取出的样品一定要恢复到室温后再进行
检测，否则低温会使水蒸汽在比色皿表面凝结，

引起读数持续漂移上升。

比色杯盛液量以达到杯容积2／3左右为宜。若不
慎将溶液流到比色杯的外表面，则必须先用吸水

纸吸干．再用擦镜纸擦净，然后才能把比色杯放

入比色杯槽内。移动比色杯槽要轻，以防溶液溅

出，腐蚀机件。

不可用手接触比色杯的光学面，禁止用毛刷等物
摩擦比色杯的光学面。



用完比色杯后应立即用去离子水洗净。若用上法洗不
净时，可用新配制的重铬酸钾硫酸洗液短时间浸

泡．之后立即用水冲洗干净。洗涤后应把比色杯倒置

晾干或用吸水纸将水吸去．再用擦镜纸轻轻擦干。比

色杯不能用有机溶剂清洗，也不宜放入超声清洗机清

洗。

比耳定律是一个只适用于稀溶液的定律，应尽可能在
吸光度0.1～0.9范围内测定，以减小光度误差。如吸
光度不在此范围内，可调节样品溶液浓度，适当稀释

或加浓，使其在准确度较高的范围内进行测定。



精密地平衡离心管和它们的内容物
是十分重要的。离心机转头是镶置

在一根很细的轴上，因此在两支离

心管平衡时重量之差不得超过离心

机说明书所规定的范围。

有的普通离心机带有离心管套简，
平衡时应带上套筒。一台离心机的

套筒只能在该离心机上使用，不能

在离心机之间   (特别是不同型号的
离心机之间) 混用套筒。 

离心机



平衡后的一对离心管及其内容物(有时还可能包括离心
管套筒)应对称放置，不能错位，以免因离心所产生的
离心力不对称而损坏离心轴。

离心管放入离心机时，应检查离心管的高度是否超过
离心机臂，离心管过长，离心时会被离心机臂碰碎。

离心时，尽量少使用玻璃离心管，尤其是高转速时。离心时，
一定要将盖子盖严，如使用套管，则需注意将其盖子剪掉。
当离心到达所需要的时间后，待离心机自然停止转动后取出
离心管。关闭离心机电源，拔掉电源，清洁整理离心机、离心
管、套筒等。
需要低温时，离心后一定要将离心机内壁擦
干净，同时将温度调回室温。
禁止随意更换转子，如需更换，需告知管理
老师。更换转子时一定要上紧。



• 水浴箱内应加蒸馏水，加入水的高度不得低于加热管。
• 水浴箱温度恒定比较慢，如果要使用某一温度，需提
前恒定。

• 使用时，一定注意水位，
  切不可干烧。

• 使用完毕，必须断电。
• 不允许随便移动位置。

水浴箱



烘箱

• 烘箱：1.不能随意提高烘箱温度，如需要高温烘烤，
提前联系管理老师；2. 如需烘干塑料制品等，不能
放在烘箱最底层，或是用瓷盘承托，干后尽快取
走；3.不能用于烘烤实验服；4. 烘干后的玻璃容器
尽快取走，中心会定期清理，不取走的没收。

• 恒温培养箱、生化培养箱



高压灭菌

使用前先给灭菌器内加蒸馏水，注意水位。

所放物品的总体积不要超过消毒桶体积的80
％。物品之间须留有空隙。消毒液体时，应
在瓶塞上插入一个 5#～7# 针头、用以平衡瓶
内外的气压。

在消毒液体时，一定要注意不能排气，使其
自然降温冷却，以防瓶内的液体喷出)。

注意压力表，年检。



危险化学品：

           具有燃烧、爆炸、毒害、有害等特性，会对人员、设施
和环境造成伤害和或损害的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分为九类（2012年12月1日实施）
         第1类.  爆炸品              
         第2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第3类.  易燃液体          
         第4类.  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的物质 
         第5类.  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第6类.  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品   
         第7类.  放射性物品   
         第8类.  腐蚀品 
         第9类.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 第一类：爆炸品

•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

• 第二类：气体

• 乙炔（易燃气体）

• 压缩氮（不燃气体）：对人体的影响----空气中氮气含量过高，

使得吸入氧气浓度下降，引起缺氧窒息。吸入高浓度氮气，人可

迅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吸入浓度不太高时，最初

胸闷、气短、疲软无力；继而烦躁不安、神情恍惚、步态不稳等

症状，称之为“氮酩酊”。

• 二氧化碳（不燃气体）：对人体的影响----二氧化碳是人体进行

新陈代谢的最终产物，由呼气排出，没有毒性。人体吸入高浓度

二氧化碳时，人体内组织缺氧，重者可窒息死亡；较重者出现昏

迷、四肢抽搐、大小便失禁、头痛、恶心呕吐等表现；轻者有头

痛、头昏、无力等不适症状。



• 第三类：易燃液体（闪点不高于65.6度）
            闪点，是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液体表面上能发生闪
燃的最低温度。闪燃是液体表面产生足够的蒸气与空气混
合形成可燃性气体时，遇火源产生一闪即燃的现象。

乙醚：闪点-45度
丙酮：闪点-20度
甲苯：闪点4度
乙醇：闪点9度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
源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
危险。燃烧时发出紫色火焰。

二甲苯：闪点25度



• 第四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

• 红磷、黄磷、金属钠

• 第五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 高锰酸钾

• ⑴氧化性物质遇易燃物品、可燃物品、有机物、还原剂等都会发生强
烈化学反应引起燃烧、爆炸。

• ⑵有机过氧化物比无机氧化性物质有更大的火灾、爆炸危险性。

• ⑶许多氧化性物质、过氧化物都对摩擦、撞击、震动极为敏感。

• ⑷大多数氧化性物质，特别是碱性氧化性物质，遇酸反应强烈、甚至
发生爆炸。

• ⑸有些氧化性物质，特别是活泼金属的过氧化物，遇水分解放出氧气
和热量有助燃作用，使可燃物燃烧、甚至爆炸。

• ⑹有些氧化性物质具有不同程度的毒性。

• ⑺有些氧化性物质与其它氧化性物质接触后能发生复分解反应，放出
大量热量而引起燃烧、爆炸。



• 第六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品 
• 三氧化二砷、亚砷酸钠、亚硒酸钠、三氯甲烷

• 第七类：放射性物品  

• 第八类：腐蚀品
• 硫酸、盐酸、固态氢氧化钠、甲醛溶液（不低于25%）

• 第九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 多氯联苯、聚苯乙烯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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