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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验室安全管理，保障学生返

校复课工作正常进行，依据教育部联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国家卫健委发布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陕西省教育

厅出台的《陕西高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和长安大学《学生返校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特制定本手

册。 

本手册内容包括师生进出实验室的防疫要求、实验室个

人防护知识及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 

1.适用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各学院、实验中心、实习、实训基地、博

物馆。 

2.工作机制 

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指挥下，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以下简称“实管处”）负责统筹协调，各学

院疫情防控工作小组负责学院实验室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实

施，各实验中心、研究院所、实验室分工协作，上下联防联

动、齐抓共管，形成统一领导、快速反应，分级负责，预防

为主、及时控制，系统联动、群防群控的工作机制。 

二、 教学实验室防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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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场所消杀 

在学生返校后，实验室开课前一周，由各学院（实习、

实训基地）统筹负责开展对本学院（实习、实训基地）所有

实验室、室外走廊、楼道、卫生间、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室

门把手等进行全面清洁消杀工作，确保清洁消杀工作不留死

角。实验室地面、楼道、卫生间的消杀用品使用 84消毒液，

与水的稀释比例在 1:100～1:200 之间，门把手、实验仪器

设备的消杀使用酒精湿巾或 75%酒精。 

实验复课后，各实验室须在当日实验课程全部完毕后对

实验室内进行消毒，做到“一日一消杀”，对于个别排课率

较高的实验室，须做到“半日一消杀”。 

2.人员保障 

各学院、实习、实训基地要根据本单位实验课开设情况，

在实验课期间至少增加 1名实验人员协助实验教师保障实验

顺利开展。 

3.进入实验室 

各实验室应设计好师生进出实验楼（室）路线，尽量保

证路线单向行进，用导向牌和隔离带进行提示。 

所有人员在进入实验楼（室）时，必须做好个人防护，

按要求佩带口罩，同时听从实验室工作人员安排有序进入，

前后人员应间隔 1m。进入实验楼（室）应测量体温，逐一登

记身份信息，并对手部进行消毒。对拒不佩戴口罩、体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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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不合格（≥37.3℃）或不听从实验工作人员安排的师生，

禁止进入实验室。 

对于同一时段学生实验课较多时，可提前通知实验课班

级错峰进入实验楼（室），错峰时间间隔为 10 分钟。 

4.实验教学安排 

提倡将实验课前讲解、教师演示环节制作成线上教学资

源，要求学生提前进行学习。对于学生实验现场操作环节，

则根据学生返校进程，对学生分批次启动现场实验。 

各实验室在安排实验教学计划时，要考虑疫情影响，充

分利用周末、晚上等非正常教学时间加密实验教学安排，保

证实验教学标准不降低。对于有线上预约功能的实验室，要

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使用预约系统，努力提高实验室利用效

率。 

5.实验人数控制 

各实验室须根据本实验室条件对进入学生人数进行控

制，进入实验室学生要求做到“一人、一桌、一设备”。实

验期间学生间距应在 1m 以上，实验设备间距过小则应要求

学生间隔一人进行实验。 

对于实验场所小、实验设备受限的实验室，要求实验课

班级分时段、分批次进入实验室操作，确保每次在实验室内

进行实验学生人数不超过正常课程时期人数的 1/2。 

对于以团组形式协同完成的实验项目，须在确保实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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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完成所需的最低学生数的前提下，分散团组之间的间隔距

离，避免学生扎堆聚集。 

6.实验课期间 

线下开展实验课期间，须将实验室内门窗全部打开，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学生在实验期间，应做到“非必须、不接

触、不交流”。  

7.实验课后 

学生实验后，应按要求将实验台面复原，并用消毒湿巾

或 75%酒精擦拭后，间隔有序离开实验室。实验室出口处应

放置专用垃圾箱，学生实验过程产生的垃圾丢入垃圾箱内。

出实验室后，非实验教师及实验人员不允许再次进入实验室。 

若同一时段实验课班级较多，则实行班级间间隔 3-5 分

钟错峰下课。 

8.临时隔离区设置 

各实验楼（室）应提前设置一处临时隔离区，与正常实

验教学区域分开，作为突发症状学生的临时隔离场所。 

三、科研实验室防疫要求 

1.实验室管理 

疫情期间要加强对实验室管理，实验室的所属教师为本

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实验室安全员协助教师负责实验室安

全与疫情期间的防疫管理。疫情期间，非实验人员一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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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内。 

2.实验室消杀 

有科研任务的科研实验室要严格按照“一日一消杀”规

定对实验室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使用频繁、实验人员多的实

验室，要增加每日消杀次数。消杀要确保不留死角，特别注

意对实验室门把手的消毒。实验室地面消杀用品使用 84 消

毒液，与水的稀释比例在 1:100～1:200 之间，门把手、实

验仪器设备的消杀使用 75%酒精擦拭消毒。 

3.进出实验室要求 

进出科研实验室的实验人员须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

进行测温、登记、消毒，进入人员必须佩带口罩，穿工作服，

体温检测不合格（≥37.3℃）者，禁止进入实验室。手部消

毒使用洗手液配合流动水清洗或者使用免洗手胶消毒剂。 

4.实验室人数要求 

进入实验室人数视实验室操作区域面积而定，要求场所

内从事科研实验人员人均操作面积不得小于 2平方，实验室

人员在室内尽量减少语言交流与肢体接触。 

5.实验室通风 

实验通风对实验室设备及实验操作无影响的，可将实验

室内门窗打开，保证实验室通风，有影响的要求在一日之内，

实验操作间隙，开窗通风不少于 3 次，每次 20-30 分钟。如

使用空调，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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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6.实验室环境卫生 

保持实验室良好的环境卫生，在进行完实验后，要对操

作的实验设备、自己办公区域及实验室内所接触物品表面用

75%酒精或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消毒。各实验室内要设置一个

专门的垃圾箱，用于丢弃口罩、湿巾、一次性手套等废弃物。

垃圾箱要有明显标识，每日对垃圾箱进行喷洒消毒。 

四、 突发事故应急处置 

1.突发学生体温异常 

发现体温异常学生后，实验教师或实验人员应立即将学

生带至临时隔离点，立即联系学生所在学院老师，同时联系

校医院（渭水校区：61105120，本部校区：82338120）和实

管处（61105219），对于其他同班级的学生，要求待在原地

进行等待，由校医院统一带至隔离地点。 

2.学生实验中突发身体不适 

如若学生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疑症状如：咳嗽、

咽痛、胸闷、呼吸困难、轻度纳差、乏力、精神稍差、恶心

呕吐、腹泻、头痛、心慌、结膜炎、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

酸痛等，则按照学生体温异常处置办法进行处理。如症状确

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无关，如烫伤、肌肉拉伤等，则紧急送

医治疗，对于其他同班级的学生进行再次测温，体温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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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验结束后可正常离开实验室。 

3.实验中突发实验安全紧急事故 

实验室应按照相应应急预案流程进行处理，如事故中有

学生受伤，要先联系校医院对受伤学生进行救治，如发生火

灾等情况，要先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工具进行灭火，

同时联系校保卫处（本部北院：82338110，本部东院：

82339110，本部西院：82337110，渭水校区：61105110）。 

附录：1.新型冠状病毒知识 

2.实验室个人防护知识 

3.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二〇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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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新型冠状病毒知识 

1.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离出的冠状病

毒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WHO命名 2019-nCoV。 

2.哪些人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免疫功能低

下和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均可发生，与接触病毒的量有一定关

系。对于免疫功能较差的人群，例如老年人、孕产妇或存在

肝肾功能异常，有慢性病人群，感染后病情更重。 

3.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主要传播方式是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包括手污染导

致的自我接种）以及不同大小的呼吸道气溶胶近距离传播。

目前近距离飞沫传播应该是主要途径。 

4.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吗？ 

会。从一些聚集性病例的发病关联次序判断，人传人的

特征十分明显，且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5.什么是飞沫传播？ 

飞沫：一般认为直径＞5um 的含水颗粒，飞沫可以通过

一定的距离（一般为 1米）进入易感的粘膜表面。 

飞沫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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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咳嗽、打喷嚏或说话。 

（2）实施呼吸道侵入性操作，如：吸痰或气管插管、

翻身、拍背等刺激咳嗽的过程中和心肺复苏等。 

6.什么是接触传播？ 

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粘膜或皮肤的直接接触传播。 

（1）血液或带血体液经粘膜或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 

（2）直接接触含某种病原体的分泌物引起传播。 

7.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指 14 天内曾与病毒的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过共同生

活或工作的人。 

包括同一教室、宿舍的同学，同机的乘客等。以及其它

形式的直接接触者包括病毒感染病人的陪护、乘出租车、乘

电梯等。 

8.对密切接触者注意事项 

所有跟疑似感染病人可能有接触的人（包括医护人员）

都应该有 14 天的健康观察期。观察期从和病人接触的最后

一天算起。一旦出现任何症状，特别是发热、呼吸道症状如

咳嗽、呼吸短促或腹泻，马上就医！ 

9. 密切接触者监控建议 

（1）如果接触者出现症状，要提前通知医院，将前往

医院。 

（2）前往医院的路上，病人应该佩戴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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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应该呼叫救护车或者使用私

人车辆运送病人，如果可以，路上打开车窗。 

（4）生病的密切接触者应时刻保持呼吸道卫生和进行

双手清洁。在路上和医院站着或坐着时，尽可能远离其他人

（至少 1 米）。 

（5）任何被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污染的物体表面都应

该用含有稀释漂白剂的消毒剂清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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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实验室个人防护知识 

1.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 

（1）勤洗手。师生在进入实验室前及出实验室后使用

免洗手凝胶消毒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用一次性纸巾

或干净毛巾 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

应立即洗手。 

（2）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避免用手

触摸眼睛、鼻或口。 

（3）在进出实验室时应有序排队进入，避免拥挤，实

验过程中，尽量不与别人交流、接触。 

（4）摘口罩前做好手部卫生，废弃口罩科学投放至实

验室外垃圾桶内。 

（5）保持实验室环境清洁和通风。实验过程中应打开

门窗通风，当户外空气质量较差时，可在实验课过程中适当

打开几次门窗通风换气。 

2.洗手在预防呼吸道传播疾病中的作用？ 

正确洗手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WHO及美国 CDC 等权威机构均推

荐用肥皂和清水（流水）充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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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确洗手需掌握六步洗手法： 

第一步，双手手心相互搓洗（双手合十搓五下） 

第二步，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手心对手背，双手交叉

相叠，左右手交换各搓洗五下） 

第三步，手心对手心搓洗手指缝（手心相对十指交错，

搓洗五下） 

第四步，指尖搓洗手心，左右手相同（指尖放于手心相

互搓洗搓五下） 

第五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拇指搓洗，左右手相同

搓五下 

第六步：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

进行各搓五下。 

4.医用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 

（1）口罩颜色深的是正面，正面应该朝外，而且医用

口罩上还有鼻夹金属条。 

（2）正对脸部的应该是医用口罩的反面，也就是颜色

比较浅的一面，除此之外，要注意带有金属条的部分应该在

口罩的上方，不要戴反了。 

（3）分清楚口罩的正面、反面、上端、下端后，先将

手洗干净，确定口罩是否正确之后，将两端的绳子挂在耳朵

上。 

（4）最后一步，也是前面提到过的金属条问题，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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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佩戴完毕后，需要用双手压紧鼻梁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

上端紧贴鼻梁，然后向下拉伸口罩，使口罩不留有褶皱，最

好覆盖住鼻子和嘴巴。 

  



14 
 

附录三: 

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学生工作部门监测学生身体健康状况 

发现有体温≧37.3 度、乏力、干咳、

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人员 

北校区电话：61105120 

13772186003 

立即安排专用车辆将学生转运至新

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各

单位、学院安排专人分车一同前往。 

通知校医院 

启动 

 

立即联系学生所在学院老师 

排除新冠/未明确诊断 

进入隔离管理流程 

确诊新冠 

南校区电话：82334926 

13309201391 

北校区：渭水门诊部 

南校区：翠华园宾馆 

    雁塔校区 6 号楼 

定点医院收治 

 

立即汇报给学工部/研工部等对应学生管理部门 

启动校园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 

校医院、校属各单位、各学院配合辖区防控

指挥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患者的

隔离、转运工作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学校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封闭相关楼层或楼宇，进行全面消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