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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了维护生命科学学院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设备安全，保障学院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特制定

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成立应急机构 

成立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学院实验室的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领导工作，统一领导、规划中心的自然灾害安全防御、抢

险救灾等工作，制定有效的工作预案，对各实验室的预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并根据相关事件

的灾情形势形成及时有效的指挥系统，组织力量进行相关应急工作。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各实验室安全员为主要成员。 

二、应急工作要求 

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预防工作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实行预防为主、立足突然、集中指挥、分

工负责的原则，针对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做到应急机制健全、应急措施到位、抢先材料配齐、各项责任

到人。 

针对本预案所涉及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按预案执行，并根据实情，果断处理、随机应变。针

对本预案未涉及的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等，根据学校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具体部署要求进行处置。相

应的做好救人、设备抢修及善后处理工作。 

具体的应急原则可总结如下：1.先教育，后防范；2.先救治，后处理；3.先制止，后教育；4.先处

理，后报告。 

三、台风类自然灾害 

（一）灾前预警 

在气象部门发布自然灾害警报信息后，学院、实验室安排人员值班。根据警报级别，相应采取三个

等级的应急响应。 

1．III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发布台风蓝色（标准: 24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

陆地平均风力达 6 级以上，或者阵风 8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黄色（标准：24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

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8 级以上，或者阵风 10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预警信号时。要求学院、实验室有

人值班（在接获预警信号后 20小时内确定值班相关信息），所有工作人员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遇有

紧急情况，相关人员能够立即赶赴现场。 

2．II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时（标准：12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10 级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要求学院、实验室安排一定数量的人

员 24 小时值班（在接获预警信号后 10 小时内确定值班相关信息），所有工作人员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

通。遇有紧急情况，所有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3．I 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时（标准：6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12 级以上，或者阵风达 14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要求学院、实验室安排一定数量的

人员 24小时值班（在接获预警信号后 5小时内确定值班相关信息），增加值班人员数量，所有工作人员

保持 24小时通讯畅通。疏散所有无关人员，并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停课、调课等教学安排。 

（二）学院应急措施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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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风预警信号相应的针对性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发布蓝色、黄色预警信号时： 

（1）应按照政府及学校等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防台风准备工作； 

（2）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活动； 

（3）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 

（4）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门窗、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

人员切无随意外出。  

2．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 

（1）应按照政府及学校等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 

  （2）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野外课程需停课； 

  （3）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

撞； 

  （4）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应当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当台风中心

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

人员及时转移； 

（5）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3．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 

（1）应按照政府及学校等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 

  （2）停止集会、停课； 

  （3）避风的船舶要视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安排人员留守或者转移到安全地带； 

  （4）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 人员应当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当台风中心经过

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

及时转移； 

（5）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学院、实验室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值班人员应及时与物业管理人员协调，并督促、协助其关好教室、实验室门窗，严防死守，尽

量避免贵重仪器设备实验室遭受损失。 

2、在学院网页发布自然灾害预报信息及学校的防御自然灾害通知及安全告示（楼斌负责）。 

3、当班人员落实“防雨水、防雷击、防断电”工作；各值班室应急灯应充满电量、手电筒等设备

应放在规定的地方，以备随时取用。 

4、如因天花板漏水、窗户破裂等原因引起室内积水，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断电、移动设备

位置等），并立即安排人员扫除积水，避免因长时浸泡等原因引发二次损害。 

5、加强重点部位的巡查，遇到紧急情况立即向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学校总值班室反映，

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6、做好学校、学院领导安排的其它应急处理工作。 

7、各值班人员应保证通讯工具 24小时开机，办公室值班和带班电话保证畅通，应对可能发生的一

切情况。 

http://baike.baidu.com/view/713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7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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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人员在自然灾害持续期间必须注意以下要点： 

1、一定要和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保持及时联系，重大情况应及时上报给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

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2、夜间断电时，值班人员不要单人行动，应 2人以上分组行动，每组至少配备一个应急灯及手电

筒。 

3、若有吊灯等设备被吹落，应登记在册，并在灾情得到控制后，收集吹落物供维修。 

4、台风、暴雨期间，禁止所有人员到楼顶及其它空旷场所，防止雷击伤害。 

5、若有人员受伤，应立即联系医院急救（翔安校区医务室：0592-2886120；急救电话：120），并

上报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在等待救援

期间，应做好应急急救措施。 

四、其它自然灾害 

（一）地震 

地震发生前，按本预案要求做好各项地震应急准备；地震发生后，即刻启动本预案进行地震应急。 

上级政府下达地震预报或破坏性地震突然发生，应即刻启动预案，按下列程序进行地震应急。 

1、应急疏散 

（1）有地震预报时 

所有应急工作人员应立即到位；根据预报的震级和震害预测，决定停课或中止上课；师生应及时撤

离危险建筑物；检查房屋校舍安全情况和水电有无安全隐患，组织人员紧急排险。 

（2）地震突然发生时 

① 上课时，最重要的是在课堂妥善避震，用书包或其它物品护住头部，躲在坚固的桌椅下，要避

免灯管等其它物品掉落砸伤。 

待震动平息后迅速撤离教室，撤离时，应按照预先的编组，按先后顺序和路线撤离到室外，千万不

可拥挤造成混乱。因此，要制定出各实验室的先后顺序和路线，并且要由当堂教师和班长或班干部正确

进行引导。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中心应安排值班人员立即切断总电源，正确处置可能引起火灾泄

毒的物品、药品、试剂等，避免因地震引起火灾等其它灾情。撤离过程中仍应在各通道、出口处有人员

进行指挥，以保证正常秩序。撤到室外时，应在预定地点集结。震后根据地震部门提供的信息和上级安

排，决定继续上课还是停课。 

② 如地震发生在夜间，以各寝室为组撤出建筑物，同样应有预定路线、顺序。应以寝室室长为疏

散组长，确定几个人员作为引导人员，进行指挥，避免混乱。由于是在夜间，可能停电，要有备用手电

等照明准备，不要点蜡烛、火把等，以免失火。 

2、撤离建筑物后 

疏散人员到安全位置后，应立即组织教师和学生干部清点人员，统计被困人员数据，并立即反馈给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和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同时进行力所能及的搜寻救护。 

（二）海啸 

当气象部门发布海啸灾害预警时，应即刻停止在危险区域的活动，将师生转移至安全区域，并上报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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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啸意外发生时，应即刻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组织师生转移至坚固的多层建筑物楼顶或者山上等高处； 

2、学院、实验室各点值班人员应守在各转移通道，引导转移方向，保持转移秩序； 

3、人员转移至安全位置后，应立即组织教师和学生干部清点人员，统计被困人员数据，并立即反

馈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和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

0592-2886110）。 

（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当相关部门发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预警时，应即刻停止在危险区域的活动，将师生转移

至安全区域，并上报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当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意外发生时，应即刻采取以下措施： 

1、学院、实验室各点值班人员应引导师生往泥石流的两侧逃生；不要往低洼地跑，应往低洼地两

侧的高处山坡或坚固的建筑物跑，不能爬树逃生。 

2、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后，应立即组织教师和学生干部清点人员，统计被困人员数据，并立即反

馈给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和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

0592-2886110）。 

五、暴雨预案 

当发生暴雨突发事件时，应即刻启动、执行本预案。 

1、各实验室管理人员及值班人员应全面检查实验室门、窗、水、电等方面的情况，以消除隐患。 

2、实验室管理人员及值班人员应督促物业管理人员采取相关措施，如打开下水道井盖、清除明沟

排水障碍物等。 

3、如果发生严重的雷击现象，应关闭除照明外的一切不必要的电源，尤其是重大设备的电源，并

仔细检查空气开关等保护手段是否正常，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如果实验室发生天花板漏水、窗户破裂进水等突发事件时，应紧急加固相关破损处，并转移可

能受影响的贵重仪器设备等，然后再去除积水，以免因水浸造成二次损失。同时应上报应急领导小组。 

5、如发生重大损失，应立即上报应急领导小组和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

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六、常规药品应急预案 

1.产生烟雾或有害气体的化学实验，应在通风厨内进行； 

2.具有潜在三致（致癌、致突变、致畸）的药品应在专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做好显眼的标志，做

好防护。实验结束后立即进行清理； 

3.放射性物质应在放射性实验室内进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做好防护和后处理； 

4.除了放射性物质以外的其它所有化学废弃物严禁导入水池，应专门收集，做好标识后送环保公司

做无害化处理。 

七、危险品应急预案 

学院实验室使用的危险物品主要为易燃、易爆（如乙醇、乙醚等）的有机液体，强酸、强碱等腐蚀

性较强的液体，以及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部分有毒气体，可能发生中毒、液体泄漏等突发情况。针对上述

情况，拟订危险品应急预案，发生危险品突发事故时，相关人员应即刻启动、执行预案，并上报应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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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和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危险品应急预案如下： 

（一）常规急救配备 

实验室应备有急救药品，如生理盐水、医用酒精、红药水、烫伤膏、2 %的硫代硫酸钠溶液、甘油、

止血粉、龙胆紫、凡士林等；还应备有镊子、剪刀、纱布、药棉、绷带等急救用具；沙子（桶装）；配

有洗眼器和紧急喷淋装置。 

（二）常规紧急自救措施 

1．酸碱灼伤：师生应会正确使用洗眼器、紧急喷淋装置等设备，当强酸、强碱溅在皮肤上或溅入

眼内，应先使用大量的清水冲洗，越快越好，然后再去医院治疗。 

2．有毒性气体中毒：迅速将中毒者移至空气新鲜流通的地方，如呼吸困难则应一边做人工呼吸，

一边联系医院急救（本部校医院：0592-2186120；漳州校区门诊电话：0596-6288120；急救电话：120）。 

3．机械创伤：浅表创伤用生理盐水等清洗创面，周围用 75%的酒精清洗，然后包扎。若伤口较深或

有异物，应设法止血并送医院清创缝合处理。 

（三）泄漏事故处理措施 

1、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时，应注意安全防护。 

进入现场的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必要时用水枪、水炮掩护。如果泄漏物是易燃

易爆的，事故中心区应严禁火种、切断电源、立即在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确定

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  

2、泄漏物处置 

采用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手段堵住泄漏源，主要采取措施如下： 

（1）引流：将泄漏液体引流到安全地点，防止物料沿明沟外流。 

（2）稀释与覆盖：向有害物或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对于可燃物，也可以在

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泄漏，可用泡沫或其它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

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3）收容：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4）废弃：将收集的泄漏物移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八、火灾自救逃生预案 

发生火灾突发事故时，相关人员应即刻启动、执行预案。 

1、实验室内失火且火势较小时，应正确使用灭火器具对初期火灾进行扑灭；如果是电源引起的火

灾，首先要及时切断总电源。在不影响灭火的情况下，应同时上报应急领导小组。 

2、发现实验室内失火且火势较大时： 

（1）应立刻拨打 119 报警，详细报告发生火灾的单位、时间、地点、原因、经过、火情、门牌号

码及其它情况； 

（2）按下走廊或实验室的火灾报警器，通知所有人员按安全标志撤离实验室，同时上报应急领导

小组和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3）现场指挥人员应派人站在离火场较近的路口迎接消防队员的到来。 

（4）当火情无法控制，且对现场人员生命产生极大危害时，现场指挥人员可决定仅进行现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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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不再进入现场救火。 

3、在听到火灾警报时，所有人员都应立刻中止一切工作，迅速撤离实验室。 

4、所有人员一般应通过实验室大门撤离实验室，从走廊人行梯迅速逃生，切勿使用电梯；如实验

室大门已经被火封锁或因其它原因不能通行，则应根据火情，选择待援或寻找合适的出口逃生；逃生人

员应远离报警楼房 15米以上。 

5、如需砸碎玻璃紧急撤离时，应注意不要被碎玻璃划伤。 

6、撤离火场时应尽量弯腰，用湿毛巾等物捂住口鼻，防止烟雾呛入窒息。 

应急领导小组应督促、组织各实验室人员每年进行一次消防演练，并对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整

改。 

 

九、生物安全突发事件预案（注：废弃物焚化处理需要学院提供焚化炉设备专门收集，由具有资质的环

保公司收回处理）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发生在中心范围内的生物安全事件，规范、指导中心生物实验室工

作，最大限度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学校稳定和发展，现结合中心实际情况，制定本

应急预案。 

在发生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前，认真按本预案做好预防工作；发生突发事件时，即刻启动、执行本预

案。 

（一）实验动物废弃物处理应急预案 

为规范和加强实验动物废弃物管理，防止环境污染及保障师生健康，现制定本细则。 

本细则所指实验动物废弃物为实验后，未经有害生物、化学毒品及放射性污染的实验动物尸体、肢

体、组织及擦拭的污物等。 

在发生实验动物相关突发事件前，认真按本预案做好预防工作；发生突发事件时，即刻启动、执行

本预案。 

1、预防工作（动物尸体送动物中心冰冻后由环保公司统一做无害化处理） 

（1）实验动物尸体严禁食用和出售； 

（2）各实验人员将实验后的动物废弃物按动物品种分类，作不渗漏密封包装，于专用冰柜冰冻暂

存，及时送实验动物中心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3）定期用消毒液擦洗地面、墙面、动物架等，动物笼具等直接接触动物的物品喷洒消毒液后清

洗晾干。 

（4）产生实验动物废弃物的实验室，必须严格执行本预案。对违反本预案，随意丢弃、处置实验

动物废弃物者，一经查实将根据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2、突发事件 

（1）如果发现实验动物有不良反应时，应立即将其处死、作不渗漏密封包装，然后尽快送院焚化

炉焚化； 

（2）接触实验动物的相关师生有不良反应时，应立即联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治疗（本部校医院：

0592-2186120；翔安校区医务室：0592-2886120；急救电话：120），并立即反馈给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情况需立即上报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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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旦发生动物咬伤，应到医院进行处理，必要时应注射相应的疫苗。 

（二）微生物实验应急预案 

1、菌种保存及管理： 

（1）凡菌种接种保存，工作人员应小心使用，确保安全； 

（2）使用时必须用酒精消毒手和台面，必须在超净工作台操作； 

（3）在操作时，必须严格操作，以免污染； 

（4）学院严禁在一般实验室使用具有对人畜有感染性的微生物。特殊需要使用对人畜有害微生物

作为实验材料的，应该报送学院批准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在相应等级的实验室内进行。 

2、废弃物处理 

废弃物是指将要丢弃的所有物品。在实验室内，微生物废弃物处理的首要原则是所有沾染到活微生

物的材料必须采用高压灭菌或焚烧等手段清除污染。 

（1）废弃物专用收集桶专门用来收集未污染或经清除污染处理后的废弃物； 

（2）废纸屡用来收集未污染的废纸； 

（3）所有可能具沾染到活微生物的物品必须经高压灭菌、焚化处理或化学物品消毒； 

（4）所有丢弃的标本、培养基和实验室废物经高压灭菌后必须放在专门容器里，作无渗漏封装后

送院焚化炉焚化或采用其它适宜方式处理。 

3、突发事件 

进行微生物实验的相关师生有不良反应时，应立即联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治疗（本部校医院：

0592-2186120；翔安校区医务室：0592-2886120；急救电话：120），并立即反馈给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重大情况需立即上报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三）其它生物废弃物处理等应急预案 

1、预防措施 

（1）所以实验物品必需根据物品类别严格按照上述预处理方法处理后与生活垃圾分开收集，标明

物品类型，品名后由清洁人员专门收集后交环保公司做无害化处理。 

（2）有潜在危险的实验室台面、墙面、器械等除日常常规处理外，还需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2、突发事件 

相关师生有不良反应时，应立即联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治疗（本部校医院：0592-2186120；翔安

校区医务室：0592-2886120；急救电话：120），并立即反馈给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重大情况需立即上报

学校总值班室（本部值班电话：0592-2186110；翔安校区值班电话：0592-2886110）。 

（三）善后处置  

对事件发生的场所、废弃物、设施进行彻底消毒，对生物样品迅速销毁；组织专家查清原由；对周

围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植物、动物、土壤和水环境进行监控，直至解除封锁。对于人畜共患的生物样品，

应对事故涉及的当事人群进行强制隔离观察。 

十、经验教训总结 

1、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警报解除后，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安排善后维修工作。所有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解决，对于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问题的应急措施要提出改进意见。 

2、如发生火灾，待火灾事故平息后，应急领导小组应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明确事故的责任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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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事故过程中的立功人员；写出调查报告并制定整改措施。调查报告需上报学校相关管理部门。 

3、根据学校有关管理制度规定，提出针对责任人的处分意见和对立功人员的表彰意见。 

4、向全体师生员工通报事故经过及处分与表彰情况；让全体师生员工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 

附：紧急联系电话和学院通讯录 

匪警：110 

火警：119 

急救：120 

学院值班电话：2186392 

物业值班电话：2880311  2880312 

实验教学中心值班电话：0592-2185695 

学校总值班室：0592-2186110 

学校医院值班电话：0592-2186120 

翔安校区值班：2886110 

翔安校区医务室：2886120 

翔安校区保卫办：2888110 

翔安校区后勤服务值班：2887110 

翔安校区水电值班：2886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