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实验室安全常识 
 

  在化学实验室中，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它常常潜藏着诸如发生爆炸、着火、中毒、灼

伤、割伤、触电等事故的危险性，如何来防止这些事故的发生以及万一发生又如何来急

救，这些都是每一个化学实验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1.1 安全用电常识 

 

  违章用电常常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火灾，损坏仪器设备等严重事故。物理化学实验室

使用电器较多，特别要注意安全用电。下表列出了50Hz交流电通过人体的反应情况。
 

             不同电流强度时的人体反应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一定要遵守实验室安全规则。

 

(1)防止触电

 

1)不用潮湿的手接触电器。

 

2)电源裸露部分应有绝缘装置(例如电线接头处应裹上绝缘胶布)。

 

3)所有电器的金属外壳都应保护接地。

 

4)实验时，应先连接好电路后才接通电源。实验结束时，先切断电源再拆线路。

 

电流强度/mA
 

1～10
 

10～25
 

25～100
 

100以上
 

人体反应
 

麻木感
 

肌肉强烈收缩
 
呼吸困难，甚至

停止呼吸
 

心脏心室纤维性

颤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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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理或安装电器时，应先切断电源。
 

6)不能用试电笔去试高压电。使用高压电源应有专门的防护措施。

 

7)如有人触电，应迅速切断电源，然后进行抢救。

 

(2)防止引起火灾

 

1)使用的保险丝要与实验室允许的用电量相符。

 

2)电线的安全通电量应大于用电功率。

 

3)室内若有氢气、煤气等易燃易爆气体，应避免产生电火花。继电器工作和开关电闸时，

易产生电火花，要特别小心。电器接触点(如电插头)接触不良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4)如遇电线起火，立即切断电源，用沙或二氧化碳、四氯化碳灭火器灭火，禁止用水或泡

沫灭火器等导电液体灭火。
 

(3)防止短路

 

1)线路中各接点应牢固，电路元件两端接头不要互相结触，以防短路。

 

2)电线、电器不要被水淋湿或浸在导电液体中，例如实验室加热用的灯泡接口不要浸在水

中。
 

(4)电器仪表的安全使用

 

1)在使用前，先了解电器仪表要求使用的电源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是三相电还是单相电

以及电压的大小(380V、220V、110V或6V)。须弄清电器功率是否符合要求及直流电器仪表

的正、负极。
 

页码，2/10中国化学化工论坛 www.ccebbs.com

2011-11-22

http://www.ccebbs.com


2)仪表量程应大于待测量。若待测量大小不明时，应从最大量程开始测量。
 

3)实验之前要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经教师检查同意后方可接通电源。

 

4)在电器仪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正常声响，局部温升或嗅到绝缘漆过热产生的焦

味，应立即切断电源，并报告教师进行检查。
 

1.2.使用化学药品的安全防护 

 

(1)防毒

 

1)实验前，应了解所用药品的毒性及防护措施。

 

2)操作有毒气体(如H2S、Cl2、Br2、NO2、浓HCl和HF等)应在通风橱内进行。

 

3)苯、四氯化碳、乙醚、硝基苯等的蒸气会引起中毒。它们虽有特殊气味，但久嗅会使人

嗅觉减弱，所以应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使用。
 

4)有些药品(如苯、有机溶剂、汞等)能透过皮肤进入人体，应避免与皮肤接触。

 

5)氰化物、高汞盐(HgCl2、Hg(NO3)2等)、可溶性钡盐(BaCl2)、重金属盐(如镉、铅盐)、

三氧化二砷等剧毒药品，应妥善保管，使用时要特别小心。
 

6)禁止在实验室内喝水、吃东西。饮食用具不要带进实验室，以防毒物污染，离开实验室

及饭前要冼净双手。
 

(2)防爆

 

  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当两者比例达到爆炸极限时，受到热源(如电火花)的诱发，就

会引起爆炸。一些气体的爆炸极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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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空气相混合的某些气体的爆炸极限(20度，1个大气压下)表 
 

1)使用可燃性气体时，要防止气体逸出，室内通风要良好。

 

2)操作大量可燃性气体时，严禁同时使用明火，还要防止发生电火花及其它撞击火花。

 

3)有些药品如叠氮铝、乙炔银、乙炔铜、高氯酸盐、过氧化物等受震和受热都易引起爆

炸，使用要特别小心。
 

4)严禁将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放在一起。

 

5)久藏的乙醚使用前应除去其中可能产生的过氧化物。

 

气体
 

爆炸高限
 

（体积%）

 

爆炸低限
 

（体积%）

 

气体
 

爆炸高限
 

（体积%）

 

爆炸低限
 

（体积%）

 

氢 
 

乙烯 

 

乙炔 

 

苯 

 

乙醇 

 

乙醚 

 

丙酮 

 

  74.2 
 

28.6 

 

80.0 

 

6.8 

 

19.0 

 

36.5 

 

12.8 

 

4.0 
 

2.8 

 

  2.5 

 

1.4 

 

3.3 

 

  1.9 

 

2.6 

 

醋    酸 
 

乙酸乙酯 

 

一氧化碳 

 

水 煤 气 

 

煤    气 

 

氨 

 

—— 
 

11.4 

 

74.2 

 

72 

 

32 

 

27.0 

 

4.1 
 

2.2 

 

12.5 

 

7.0 

 

5.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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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行容易引起爆炸的实验，应有防爆措施。
 

(3)防火

 

1)许多有机溶剂如乙醚、丙酮、乙醇、苯等非常容易燃烧，大量使用时室内不能有明火、

电火花或静电放电。实验室内不可存放过多这类药品，用后还要及时回收处理，不可倒入

下水道，以免聚集引起火灾。
 

2)有些物质如磷、金属钠、钾、电石及金属氢化物等，在空气中易氧化自燃。还有一些金

属如铁、锌、铝等粉末，比表面大也易在空气中氧化自燃。这些物质要隔绝空气保存，使

用时要特别小心。
 

  实验室如果着火不要惊慌，应根据情况进行灭火，常用的灭火剂有:水、沙、二氧化

碳灭火器、四氯化碳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等。可根据起火的原因选择使用，

以下
 

  几种情况不能用水灭火:

 

(a)金属钠、钾、镁、铝粉、电石、过氧化钠着火，应用干沙灭火。

 

(b)比水轻的易燃液体，如汽油、笨、丙酮等着火，可用泡沫灭火器。

 

(c)有灼烧的金属或熔融物的地方着火时，应用干沙或干粉灭火器。

 

(d)电器设备或带电系统着火，可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四氯化碳灭火器。

 

(4)防灼伤

 

强酸、强碱、强氧化剂、溴、磷、钠、钾、苯酚、冰醋酸等都会腐蚀皮肤，特别要防止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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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眼内。液氧、液氮等低温也会严重灼伤皮肤，使用时要小心。万一灼伤应及时治疗。
 

1.3 汞的安全使用 

 

  汞中毒分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中毒多为高汞盐(如HgCl2入口所致，0.1g～0.3g即可

致死。吸入汞蒸气会引起慢性中毒，症状有:食欲不振、恶心、便秘、贫血、骨骼和关节

疼、精神衰弱等。汞蒸气的最大安全浓度为0.1mg·m-3，而20度时汞的饱和蒸气压为

0.0012mmHg，超过安全浓度100倍。所以使用汞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用汞操作规定。
 

(1)不要让汞直接暴露于空气中，盛汞的容器应在汞面上加盖一层水。

 

(2)装汞的仪器下面一律放置浅瓷盘，防止汞滴散落到桌面上和地面上。

 

(3)一切转移汞的操作，也应在浅瓷盘内进行(盘内装水)。

 

(4)实验前要检查装汞的仪器是否放置稳固。橡皮管或塑料管连接处要缚牢。

 

(5)储汞的容器要用厚壁玻璃器皿或瓷器。用烧杯暂时盛汞，不可多装以防破裂。

 

(6)若有汞掉落在桌上或地面上，先用吸汞管尽可能将汞珠收集起来，然后用硫磺盖在汞

溅落的地方，并摩擦使之生成HgS。也可用KMnO4溶液使其氧化。
 

(7)擦过汞或汞齐的滤纸或布必须放在有水的瓷缸内。

 

(8)盛汞器皿和有汞的仪器应远离热源，严禁把有汞仪器放进烘箱。

 

(9)使用汞的实验室应有良好的通风设备，纯化汞应有专用的实验室。

 

(10)手上若有伤口，切勿接触汞。

 

页码，6/10中国化学化工论坛 www.ccebbs.com

2011-11-22

http://www.ccebbs.com


1.4 高压钢瓶的使用及注意事项 
 

(1)气体钢瓶的颜色标记

 

  我国气体钢瓶常用的标记见下表。 

 

气体类别
 

    瓶身颜色
 

    标字颜色
 

       字样
 

氮气
 

氧气

 

氢气

 

压缩空气

 

二氧化碳

 

氦

 

液氨

 

氯

 

乙炔

 

氟氯烷

 

石油气体

 

粗氩气体

 

黑
 

天蓝

 

深蓝

 

黑

 

黑

 

棕

 

黄

 

草绿

 

白

 

铝白

 

灰

 

黑

 

黄
 

黑

 

红

 

白

 

黄

 

白

 

黑

 

白

 

红

 

黑

 

红

 

白

 

氮
 

氧

 

氢

 

压缩空气

 

二氧化碳

 

氦

 

氨

 

氯

 

乙炔

 

氟氯烷

 

石油气

 

粗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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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体钢瓶的使用

 

1)在钢瓶上装上配套的减压阀。检查减压阀是否关紧，方法是逆时针旋转调压手柄至螺杆

松动为止。
 

2)打开钢瓶总阀门，此时高压表显示出瓶内贮气总压力。

 

3)慢慢地顺时针转动调压手柄，至低压表显示出实验所需压力为止。

 

4)停止使用时，先关闭总阀门，待减压阀中余气逸尽后，再关闭减压阀。

 

(3)注意事项

 

1)钢瓶应存放在阴凉、干燥、远离热源的地方。可燃性气瓶应与氧气瓶分开存放。

 

2)搬运钢瓶要小心轻放，钢瓶帽要旋上。

 

3)使用时应装减压阀和压力表。可燃性气瓶(如H2、C2H2)气门螺丝为反丝;不燃性或助燃性

气瓶(如N2、O2)为正丝。各种压力表一般不可混用。
 

4)不要让油或易燃有机物沾染气瓶上(特别是气瓶出口和压力表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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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可把气瓶内气体用光，以防重新充气时发生危险。

 

7)使用中的气瓶每三年应检查一次，装腐蚀性气体的钢瓶每两年检查一次，不合格的气瓶

不可继续使用。
 

纯氩气体
 

灰
 

绿
 

纯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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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氢气瓶应放在远离实验室的专用小屋内，用紫铜管引入实验室，并安装防止回火的置。
 

9)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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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钢瓶须定期送交检验，合格钢瓶才能充气使用。

 

1.5 气体使用操作规程

 

  由电解水或液化空气能得到纯氧气，压缩后，贮于钢瓶中备用。从气体厂刚充满氧的

钢瓶压力可达15MPa，使用氧气需用氧气压力表，阀门及表的构造如图a-2-1所示。
 

使用氧气时,必须遵守下面规则:

 

(1)搬运钢瓶时,防止剧烈振动,严禁连氧气表一起装车

运输。
 

(2)严禁与氢气同在一个实验室里面使用。

 

(3)尽可能远离热源。

 

(4)在使用时特别注意在手上,工具上,钢瓶和周围不能沾有油污,扳子

 

  图a-1-1钢瓶阀门和压力表     上的油可用酒精洗去,待干后使用,以防燃烧和爆

炸。
 

(5)氧气瓶应与氧气表一起使用,氧气表需仔细保护,不能随便用在其它钢瓶上。

 

(6)开阀门及调压时,人不要站在钢瓶出气口处,头不要在瓶头之上,而应在瓶之侧面,以保

人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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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气瓶总阀1之前,必须首先检查氧气表调压阀门4是否处于关闭,（手把松开是关闭）

状态。不要在调压阀4开放（手把顶紧是开放）状态，突然打开气瓶总阀，否则会将氧气

表打坏或出其他事故。
 

(8)防止漏气,若漏气应将螺旋旋紧或换皮垫。

 

(9)钢瓶内压力在0.5MPa以下时,不能再用,应该去灌气。

 

1.6 X射线的防护

 

X射线被人体组织吸收后，对人体键康是有害的。一般晶体X射线衍射分析用的软X射线(波

长较长、穿透能力较低)比医院透视用的硬X射线(波长较短、穿透能力较强)对人体组织伤

害更大。轻的造成局部组织灼伤，如果长时期接触，重的可造成白血球下降，毛发脱落，

发生严重的射线病。但若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上述危害是可以防止的.最基本的一条是

防止身体各部(特别是头部)受到X射线照射，尤其是受到X射线的直接照射。因此要注意X

光管窗口附近用铅皮(厚度在一毫米以上)挡好，使X射线尽量限制在一个局部小范围内，

不让它散射到整个房间，在进行操作(尤其是对光)时，应戴上防护用具(特别是铅玻璃眼

镜)。操作人员站的位置应避免直接照射。操作完，用铅屏把人与X光机隔开;暂时不工作

时，应关好窗口，非必要时，人员应尽量离开X光实验室。室内应保持良好通风，以减少

由于高电压和X射线电离作用产生的有害气体对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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