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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通报

上海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编 〔2023〕第5期，总第15期

各相关学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论述精神，落实上海大学安全工作大会精

神，不断提高实验室安全工作成效，本期通报汇总了市教委安全综合督查检查情况和2023年5月

全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工作情况，各学院（部门）应总结经验，举一反三类似问题，认真落实

实验室安全责任，并做好下一次市教委安全综合督查检查和教育部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迎

检工作。

一、市教委安全综合督查检查情况

2023年6月6日，上海市教委学校后勤保卫处处长张旭、上海市教委学校后勤保卫处副处长贺

小虎、上海中医药大学保卫处处长孙鸿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保卫处处长路彦钧、东华大学资

产管理处副处长骆轶姝、上海宝山区应急管理中心安全安评师、上海岳佳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安评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装备中心干部等组成的市教委安全综合督查组到我校检查指导安

全和保障工作，特别对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情况做了现场检查。本次检查共抽查了理学院2间实

验室和材料学院2间实验室，发现18项实验室安全隐患。督查组在交流反馈时特别要求针对学校

已发生安全事故的实验室整改落实不彻底问题，学校应举一反三，落实闭环管理。

图1.市教委安全综合督查检查

相关实验室安全隐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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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院化学系HA107实验室内学生自带食物。

2、理学院化学系HA107实验室内无监控、实验操作中防护不到位（护目镜）。

3、理学院化学系HA107气瓶未做好防倾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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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学院化学系HA206实验室使用煤气教室未见燃气报警器。

5、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内液体容器无防溢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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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环境杂乱、长期未整理，有实验室存在垃圾未

及时清退。

7、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在关停状态下仍有使用记录。

8、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气体钢瓶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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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缺相关安全警示标识。

10、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管制类药品未双人双锁、424A实验室上锁形同虚设。

11、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化学品清单与实物数量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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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化学品存在倒放、叠放问题。

13、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危险操作区域地面未贴警示标识、设备无安全操作规程。

14、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8实验室部分管制类药品无使用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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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4A实验室管控类化学品台账时间记录混乱，第一次2022.11.11，

第二次2022.1.10。

16、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4A实验室自制试剂无标签、敞口随意摆放。

17、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4A实验室工作锐器未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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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材料学院东区13号楼424A实验室急救药箱内物品过期。

本次检查发现部分隐患为实验室普遍存在问题，请相关学院举一反三，采取措施防止实验室

发生同类问题。同时，各相关二级单位应根据《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迎检工

作的通知》落实实验室安全自查与隐患整改，提交实验室安全工作总结和材料清单和开展实验室

基础信息和危险源排查。

学校将按照新发布的《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上大内〔2023〕91号）和《上海大

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上大内〔2023〕92号）的要求，除了开展例行

安全检查和专项安全检查外，还将开展不定时、不定点、不通知或临时通知的实验室安全抽查和

督查，各二级单位应做好配合工作。

二、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

2023年5月1日至5月31日，各学院共发起了36次院级实验室安全检查活动（具体见表1），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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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实验室安全检查主要情况如下。

(1) 理学院检查覆盖率高、频次多、力度大；

(2)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上海美术学院、中欧工程技术学院和体育学院等4个二级单位未开

展院级实验室安全检查。

(3)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2个二级单位检查覆盖率不到80%；

(4)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微电子学院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重

要危险源较多的二级单位应加强检查力度。

表1. 2023年5月各二级单位自查情况

学院
实 验 室

房间数

检查房

间数

存在问

题房间

数

检查覆盖率 存在问题

理学院 291 291 15 100%
生命科学学院 146 146 9 100%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

院
93 93 0 100% 学院应加强检查力度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82 82 0 100%
教务部 73 73 0 100%
音乐学院 54 54 0 100%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50 50 0 100%
上海电影学院 24 24 0 100%
医学院 18 18 4 100%
微电子学院 18 18 0 100% 学院应加强检查力度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

院
10 10 0 100%

新闻传播学院 8 8 0 100%
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

学院
8 8 0 100%

经济学院 2 2 0 100%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

院
169 168 0 99%

转化医学研究院 13 12 0 9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182 138 0 76% 实验室安全检查覆盖率不

足，应加强检查力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30 225 43 68% 实验室安全检查覆盖率不

足，应加强检查力度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70 0 0 0% 未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

上海美术学院 11 0 0 0% 未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

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4 0 0 0% 未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

体育学院 1 0 0 0% 未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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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6月1日，全校超期未完成整改的实验室安全隐患数共147项，其中主要分布在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校级检查发现的隐患共3项，具体如表2和表3。相关学院应进一步推进实验

室安全隐患闭环管理。对于在要求整改期限内确实无法完成治理的隐患，应制定隐患治理方案，

方案可包括拟采取的措施、经费和物资的落实、治理的时限和要求、临时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方案应上传至实验室安全检查系统。已制定治理方案的实验室安全隐患应在计划期限内完成整改，

并上传整改报告和相关记录。

表2.截至2023年6月1日未按期整改的隐患数量

学院 未按期整改隐患数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7
理学院 12

生命科学学院 6
体育学院 2
总计 147

表3.截至2023年6月1日校级安全检查未按期整改的隐患清单

序号 学院/单位 实验室名称 责任人 隐患描述

1 理学院 能研院-燃料电池中心@102 张世明

CO气瓶的浓度报警器已停用、

未工作，CO气体长期未使用，

建议将气瓶退回供应商或落实相

关的管控措施。

2 体育学院 运动与健康科学实验室 秦文宏
未见高压灭菌锅《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证》和作用人员证书

3 体育学院 运动与健康科学实验室 秦文宏 急救箱未及时更新补充

三、实验室安全工作

上海大学理学院召开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

2023年4月25日上午，上海大学理学院在校本部E408会议室召开了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上

海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方建慧、保卫处副处长闫永生、理学院党委书记盛万成、常务副

院长张登松、理学院副院长袁帅以及学院安全员、实验室负责人等40余人通过“线下会场结合线

上视频”的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登松首先以案示警要求学院各部门提高政

治站位，提升安全意识，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同时，结合学院实验室数量多、场地分散，危险源

种类复杂等实际情况，要分级分类、做实做细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学院安全稳定。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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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袁帅从制度建设、安全队伍、安全检查、安全教育等方面回顾了学院2022年至今的安全工

作情况，并针对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迎检工作和五一节前安全检查工作做了部署。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处长方建慧传达了教育部2023年高校实验室安全重点工作，分享了其他兄弟高校安

全管理的亮点工作，并强调了学校2023年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重点。保卫处副处长闫永生从“人、

档、巡、定、维”五方面肯定了理学院的安全工作，并要求学院严守消防底线，杜绝安全事故发

生。理学院党委书记盛万成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安全是基石，是学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保障，全院师生一定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上海大学医学院举办实验室安全宣传月活动

2023年6月2日，上海大学医学院举办实验室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海大学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处长方建慧、保卫处副处长闫永生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医学院领导班子及师生代表现场

参会，会议由医学院副院长（挂职）陈亮主持。会上，方建慧处长向师生宣讲高校实验室安全管

理的要求和相关法规，解读《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以及《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

究办法》，为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提出指导和建议。闫永生副处长介绍了校园消防安全管理相关

规定，强调要做好消防安全工作，需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消防工作的关键在于预防，隐

患就是事故，重点在于提高广大师生的风险意识，维护消防安全是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责任。李

耀召老师介绍了医学院实验室的基本情况以及实验室安全举措，强调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

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以确保实验室的安全运行、保障师生的身心健康。会上，医学院院长刘斌、

方建慧处长、闫永生副处长分别为学院安全员、实验室安全员、学生安全监督员颁发聘书，对各

位老师和同学们在实验室安全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表示肯定。最后，医学院党委书记李

娟作总结讲话，她向全体师生提出四点建议和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的

重要性。二是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四是要

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和长效监管体系。她希望各位师生凝聚起“人人讲安全、人人为安全、人人护

安全”的思想共识，筑牢坚如磐石的安全堤坝，以安全之桨，撑发展之舟。

上海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开展实验室安全调查

2023年6月2日，为了提升我校实验室安全和大型仪器管理服务水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针

对教学科研人员、实验室技术人员或相关管理人员和学生三类人员设计并发布了调查问卷（链接：

https://www.wjx.cn/vm/ru9Dh6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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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开展实验室安全知识宣传

近期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了生物安全、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和加热

设备安全的知识宣传。

四、政策解读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要点解读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

保障校园安全、师生生命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教育部关

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 号）《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

信厅函〔2023〕5 号）等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和上海市相关文件要求，上海大学在 2023 年 6 月

1 日印发了《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从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与职责、实验室安

全管理要求（包括分级分类管理、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管理、危险源全周期管理、安全检查与隐

患整改、安全日常管理）、实验室专业安全管理、实验室应急管理和事故处理等多个方面做了明

确的规定。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明确学校建立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三级联动的实验室

安全管理责任体系，逐级签订安全责任书，各司其职，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学校二级单位要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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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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负责人是所在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应严格落实实验室规范建设、

条件保障、教育培训、安全准入、风险评估、危险源管理、隐患整改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切实

保障实验室安全。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明确二级单位应根据实验室危险源的种类和危险程度确定

实验室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涉及实验室重要危险源的二级单位应开设实验室安全课

程或将安全准入教育培训纳入培养环节。开展涉及重要危险源的教学实验实践、科学研究活动、

实验室工程项目之前，课程或项目负责人应对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

估和处置预案，指导有关人员做好安全防护。二级单位应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评估、使用与

贮存的动态管理。二级单位应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实验室应做好实验室例行检查工作。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明确了危险化学品、生物安全、辐射安全、仪器设备安全、

设施安全和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实验室应建立危险化学品动态管理台账，并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各

项规定要求规范储存。实验室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上级部门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规范危险生

物因子的采样（购）、运输、保藏、使用到废弃物处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生物安全实验室

报批报建。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实验室应配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如消防器材、烟雾报警、监

控系统、应急喷淋、洗眼装置、气体报警、通风系统、防护面罩、废物贮置等。各二级单位和实

验室必须按照国家法规、上级部门以及学校对各类危险废物的相关规定对实验室危险废物进行分

类存放，规范包装和标识，由学校有关部门联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统一收储并依法依规科学处置。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还明确了学校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单位部门巡察、考核

考评内容，对在实验室安全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未能履职尽责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批评和惩处，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实验室安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安

全管理存在重大问题，安全隐患整改不及时不彻底，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学校将追究相关

单位及个人的相应责任。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要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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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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厅函〔2023〕5 号）《上海高校实验室

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沪教委保〔2023〕9 号）和《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上海大学在 2023 年 6 月 1 日印发了《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

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的通知，对因违反相关管理规定或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等行为造成实

验室安全事故事件的追责问责和实验室封停的管理措施做了明确的规定。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明确了学校要加强实验室安全应急

能力建设，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学校、二级单位和实验室应建立各层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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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还明确了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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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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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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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在未进行相应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在实验室内使用超出其生物安全许可范围

的生物材料或进行超出其生物安全等级的操作，开展动物实验等情况；

（三）发现安全隐患，或接到整改通知，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未经许可擅自启用被封实

验室或实验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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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未制定必要的操作规程，未制定必要的应急预案等情况；

（六）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后，未积极采取处置措施、迟报瞒报谎报漏报、人为破坏事故现

场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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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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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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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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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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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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上海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责办法（试行）》明确了构成封停相关实验室的

情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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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未进行相应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在实验室内使用超出其生物安全许可范围

的生物材料或进行超出其生物安全等级的操作，开展动物实验等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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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较大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超期服役未及时整改的；

（九）存在多项安全隐患逾期仍未整改完毕的；

（十）存在其他较大安全隐患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安全生产办公室将联合下达《实验室封停整改通知》，通知二级单位

封停相关实验室。二级单位在接到《实验室封停整改通知》后，应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立

即通知实验室责任人，停止开展实验活动，组织隐患整改排除。封停期间，实验室责任人组织整

改，确保隐患及时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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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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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活动，防止出现其他安全隐患。整改完成后，书面汇报整改情况并填写《实验室启封申请表》，

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安全生产办公室提出启封申请，经复核合格后，批准实验室启封。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3年）》要点解读

一、修订目的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修订主要有4个目的：一是为2023年的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

全检查提供技术支持；二是为适应法规、政策文件、标准的更新；三是进一步体现高校实验室安

全基本内涵，帮助指导高校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工作；四是体现《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的

纲领性。

二、总体概述

2023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主要包括：13条56款150项303目，其中13条是：责任

体系、规章制度、教育培训、安全准入、安全检查、实验场所、安全设施、基础安全、化学安全、

生物安全、辐射安全与核材料管理管制、机电类安全和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备。“目”即检查

要点，按照“物理性质”差异单独列出，共303目。

2023年的检查指标与2022年相比较，一、二级指标均有增加，其中一级指标由12个增加到13

个，增加的是“4.安全准入”，体现了教育部对安全准入工作的重视。二级指标由50个增加到56

个，主要增加了责任体系与安全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如1.3实验室层面安全责任体系、1.4安全工

作奖惩机制、2.2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或细则、2.3安全应急制度等。三级指标的检查要点数量虽

然与2022年相同，均是303个，但内容更为丰富。

增加的各项指标体现了《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的相关要求，如责任体系中增加了实验

室/项目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安全准入中增加了项目实验室安全评估与研究选题安全评估，为实

验室安全设置了第一道保障；在安全检查中增加了“针对高危实验物品及实验过程开展专项检

查”，其中的实验过程专项检查是也是新增内容，对实验室安全作了更“全方位”、“全流程”

的保障。

三、要点解读

（一）责任体系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增加了实验室层面的责任体制：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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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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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须对项目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并制定防范措

施及现场处置方案。

还增加了安全工作奖惩机制：是否有明确的奖惩管理办法，以及实际执行情况；要依法依规

进行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

（二）规章制度

学校、学院、实验室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求，并新增了安全应急制度：强调学校、院系、

实验室都要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制度，定期开展应急知识学习、应急处置培训和应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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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实验防护用品与装备、应急物资的有效性。

（三）教育培训

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制度，要求一定要有举报途径，如公布实验室安

全隐患举报邮箱、电话、信箱等。

（四）安全准入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新增了安全准入制度，并单独成条：要求要对项目进行实

验室安全风险评估，以保证实验室满足开展项目活动的安全条件；要求实验人员须经过安全培训

和考核，以获得实验室安全准入资格；要求对研究选题进行安全风险分析，以做好防控和应急准

备。

（五）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主要从危险源辨识、安全检查、安全隐患整改和安全报告四个方面作了详细要求，

其中尤其重视对重要危险源的安全检查：要求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场所，有显著的警示标识；要求

院系和实验室应建立针对重要危险源的应急预案；要求针对重要险源，开展定期专项检查。

（六）实验场所

实验场所新增了“实验室改造工程应经过审批后实施”这一内容，并强调不在实验室睡觉

（不区分白天和晚上）。

（七）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包含消防设施、应急喷淋与洗眼装置、通风系统、门禁监控、实验室防爆这几项内

容，根据相应的国标作了一定的修改如：将“安全销（拉针）”修改为“保险销”，明确了应急

喷淋与洗眼装置的喷淋头下方410mm无障碍物，并将“（喷出高度8-10厘米）”修改为“应至少

以1.5L/min的流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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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目”在表达上有所改动如把“经常擦拭洗眼喷头”修改为“经常对应急喷头与洗眼

装置进行维护”，同时删除了“每月启动一次阀门，时刻保证管内流水通畅”这一内容。

通风系统还增加了“不得将通风柜作为化学试剂存放场所”这一内容。

（八）基础安全

基础安全基本与2022版相同，只对部分用词作了修改（将“电容量”修改为“配电容量”），

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完善（如第99目新增了“插座”，第102目新增“易燃易爆化

学试剂”，“不得佩戴隐形眼镜”改为“谨慎佩戴隐形眼镜”）。

（九）化学安全

危化品的管理依旧强调全流程管理：购买——储存——使用——贮存清运，并对危险化学品

储存区和化学废弃物的贮存站的规范管理、化学废弃物的规范转运作了更为明确的要求。

新增了“不得给外单位或个人提供管制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存量合规”等内容，删掉

了第二、三类易制毒品的管理要求，同时还在部分表述上作了修改：如“MSDS”改为“SDS”，

“气体钢瓶”修改为“气体（气瓶）”，将“配备合适有效的呼吸器”修改为“操作者佩戴合适

有效的呼吸防护用具”等等。

（十）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主要关注以下四点：一是是否在对应安全级别进行实验；二是生物安全安全设备是

否完善；三是生物安全操作是否规范；四是生物废弃物是否合规处置。

与2022年相比，2023年项目表部分“目”的表述更为具体、准确，如第186目删除了

“ABSL-2”，而增加了“ABSL-2适用时配备”这一内容，第193目把“转移和运输病原微生物”

变成“转移和运输高致病病原微生物”等。

（十一）辐射安全与核材料管制

辐射安全的检查指标基本与2022年相同，只是部分条款的设备的覆盖面更广，如“辐照设施

设备和2类以上射线装置具有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连锁装置”改为“辐照设施设备和射线装置具有

能正常工作的安全联锁装置”，同时表述也更加准确，如“5类以上”改为“Ⅴ类以上”，“城

市放射性废物库收贮”改为“有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等。

（十二）机械安全

机械安全的变动较少，具体为：第239目将“自研自制设备”改为“非标准设备、自制设备

应经安全论证合格后方可使用”；第259目新增了“高压电”；第263目删除了“或水煤气管”。

（十三）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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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中压力容器的变动较大，主要涉及压力容器的使用登记、使用管理以及使用年限和

报废，大部分为新增内容。

描述也更加准确：如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全部更改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

证》，第271目新增了“安全距离”。

上海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23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