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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种设备是指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尤其是医学类科研院所实验室常用的一类设备，如使用不规范或管理

不当，极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过分析科研院所实验室特种设备在制度建设、人员管理、设备维护、管理方式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管理经验和文献调研，本文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不仅能规范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的体系，提升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还能促进使用人员提高安全意识，为科研院所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提

供新思路，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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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医学科研院所实验室特种设备数量逐

渐增加，对安全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实验室特种

设备在安全使用和管理方面需要相关人员具备相应

的专业知识，否则极易引发连锁性的安全事故。 根

据《２０２２ 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２０２２

年中国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及相关事故 １０８ 起，造
成 １０１ 人，其中有 ９５ 起事故发生在使用环节，给各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敲响警钟。 如何有效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工作，最大程度消除实验安全隐患，成
为各医学科研院所实验室的重要安全管理任务［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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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

１ １　 特种设备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的修订，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

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
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这 ８ 大类设备，此类设备发生故障极易诱

发事故。
１ ２　 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

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是预防特种设备事故，保
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对特种设备的安全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在

２０１４ 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明确了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要从生产、使用、检验检

测 ３ 个环节对特种设备进行管理，以保障特种设备

的安全、稳定运行。 同时，为夯实特种设备的安全管

理工作，国家专门制定了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并通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明确了

监督检查的具体细则。

２　 医学科研院所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现状

２ １　 医学科研院所特种设备的使用现状

医学科研院所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中主要涉及以

下特种设备的使用，包括承压锅炉、压力容器（含气

瓶）、压力管道等。 因涉及医学科学研究，相较于一

般单位，医学科研院所突出表现为对各类压力容器

更依赖，如蒸汽灭菌器、气瓶、压力液氮罐等。 医学

实验室的特种设备数量多、分布广、种类杂，且存在

超期服役的现象。
２ ２　 医学科研院所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现状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特别是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制度建立较晚，对特种设备的使用监督管理没

有形成完备的体系，这些特种设备分布广泛、种类

繁杂，加大了管理难度。 加之受历史因素影响，部
分实验室的特种设备采购时间久远，在当时管理

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未能登记在册，使得推进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的第一步就举步维艰。 另外，由
于人员流动性高、取证有一定要求等原因，实验室

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持证人员少、检查不深入、
培训不到位等［２］ 。

３　 医学科研院所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问题

３ １　 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为未

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ＴＳＧ０８⁃２０１７》要求建

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隐患排查

制度等，或者安全管理内容不完善或者虽然有制

度但和本单位实际情况不符，管理制度操作性不

强等问题［３］ 。
３ ２　 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与操作的规范性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相关要求，
特种设备的作业人员应接受专业安全教育和培

训，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

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

作。 取得国家要求的证书后，方可从事证书许可

的特种设备作业任务。 除此之外，特种设备的使

用和管理单位还应对相关作业人员进行日常培

训。 但目前各科研院所在特种设备教育培训的落

实方面仍有待完善。 在日常的实验室安全教育

中，多以危险化学品安全为主要内容，缺乏针对特

种设备的专业培训，尤其是实践培训更少。 由于

部分管理人员安全意识不高、实验人员流动性大、
培训取证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一些科研单位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未按法规进行培

训、未取得相应的证书；在实验操作过程中，不能

按照设备工艺流程进行操作，存在一系列安全

隐患［４］ 。
３ ３　 设备的保养与定期检验

以实验室常用的压力容器为例，其安全阀应

每年检验 １ 次，压力表应每 ６ 个月检验 １ 次，其主

体应当在检验合格有效期满 １ 个月前申请定期检

验。 在北京市，各科研院所应当在北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免费检测。 但在实

际工作中，由于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信息不对称、
人员流动、工作疏忽等因素，导致特种设备主体及

其安全部件未能按规定进行检验或保养。 目前，
各医学科研院所实验室安全检查主要采取定期检

查方式，或配合上级部门的飞行检查开展工作。
受实验室数量众多、人员流动较大等因素影响，检
查往往流于形式，未能做到深挖原因、从根源上减

５５７１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３ ４３（１１）

少安全隐患。 虽然上级部门要求定期开展自查，
但很多一线师生并不了解为何查、如何查。 此外，
还存在整改不及时的问题。
３ ４　 设备工艺和管理的更新

特种设备机械磨损和设备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随着时代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一些特种设备

的产能较为落后，且安全配套设施与实际工作需

要不匹配，从而使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方式方

法无法取得实质性升级与进步，出现了“使用”与

“管理”的脱节，增加了安全风险。

４　 加强医学科研院所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

建议

　 　 从实践角度来看，医学科研单位的供应室（科
研辅助平台）、专业中心等部门的特种设备在使用

和安全管理方面做得较为到位，这也给实验室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提供了借鉴。 以某医学研究所供

应室为例，其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均持有特种设

备作业证书，其蒸汽灭菌器、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

在开工建造、竣工验收、登记、使用、校验、报废等

环节均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条例》规定执行，所有设备均在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在册，根据要求开展每日自查、安全检查

等工作。 同时委托专业部门按时在特种设备检验

部门完成压力表、安全阀等安全部件的检验，定期

对特种设备整体进行检测，确保使用安全。
４ １　 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医学科研院所应深化落实“放管服”，根据“谁
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推行分级

负责制，制定有针对性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将责任落实到人。 医学科研院所应建立单位特种

设备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由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或分管同志作为负责人，全面统筹本单位的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 制定并印发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和安全手册等技术文件。 根

据自身情况及安全风险隐患，建立单位层面的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组

织架构、责任体系、教育培训、安全检查、应急处

置、责任追究、奖惩机制等。
４ ２　 严格推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准入制度

医学科研院所应建立实验室准入制度，要求

从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人员持证上岗，目录内

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

的作业证书，其他作业人员应有实验室安全管理

部门和安全保卫部门组织培训并颁发的相应证

书，确保从业人员接受安全教育培训、设备使用教

育培训等，具备相应的操作技能，安全开展科学实

验研究。 医学科研院所可以在实验室安全准入培

训、“安全生产月”等活动中定期开展针对特种设

备的专项培训和应急演练。 每年开展 １ 次专业技

术培训，详细讲解实验室常用特种设备的使用要

求、管理要求和检查要求等。
４ ３　 加强使用单位对特种设备的检验和维护

为保障特种设备的使用安全，使用单位应当

在设备开工建造前申请，在投入使用前后 ３０ ｄ 内

依法对设备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测，并对在市场监

管部门登记，各实验室不得使用未经检测或检测

结果不合格的设备。 与此同时，要对设备进行检

验，特别是安全附属设施等，及时了解设备的运行

状况，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各医学科研院所应在

实验室的日常监管工作中，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

保养，根据特种设备的使用规范和要求、磨损程度

等情况，制定详尽的维护保养计划并做好落实工

作。 避免因设备零件磨损或老化而导致的安全事

故，杜绝设备带“病”作业，减小设备出现故障的概

率［５］ ，保障实验过程和人员安全。 面对检查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强
化责任；另一方面要建立“检查—整改—回头看”
的闭环管理，根据不同设备的特征开展分级分类

监管，明确检查条目，切实落实检查成效。
４ ４　 推动特种设备工艺改造和管理模式更新

医学科研院所应积极响应国家关于特种设备

节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政策要求，推动落后产能

淘汰，引进新设备、新工艺，降低系统安全隐患。
同时推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向数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转变，依托院所网络，开展特种设备静态信息

管理和动态生命过程管理，开发预警预报功能模

块，降低特种事故发生的概率［６］ 。

５　 总结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应当遵循 “以人为本、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保障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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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学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科研

等工作秩序、预防和遏制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 通

过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严格人员准入，加强

日常保养和定期检验、不断推进设备工艺和管理方

式更新升级，能够有效排除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推动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助力医学事业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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