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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某医学院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认知现状，为我国高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基

本资料。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９００名全日制在校本科二、三年级医学生，以自填方式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９００份，获得有效问卷８７７份，有效率为９８．２１％，其中二年级４３０名（４９．０３％），三年级

４４７名（５０．９７％），１４８名（１６．８８％）学生曾参与大学生科研。实验室生物安全概念的总体知晓率为５８．７２％，了解

实验室生物安全法规具体内容的仅占３２．１６％，仅８．２１％的学生接受过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对实验室生物安全

柜的知晓率仅为１４．１４％，仅７．７５％的学生清楚哪些操作需要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２８．２８％的学生能按照规定处

理废弃物，６８．１９％的学生能识别生物危害警示标志；９２．８２％的学生认为应开设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课程。实验

室生物安全知识和安全行为总体知晓率偏低，分别为４２．６５％和４１．９６％，且三年级知晓率高于二年级（犘＜０．０５）；

化学性危害和生物性危害方面：有过科研经历的学生得分高于未参加过大学生科研的学生（均犘＜０．０５）。

结论　医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应切实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管理和宣传工作，提

高学生的实验室生物安全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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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是高校进行实验教学、科学研究、培养学

生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场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对医学领域探

索的不断深入，走进实验室、走进科学研究已成为医

学生提高自我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必不可少的关键

环节。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

的日益暴露，国内外实验室感染事件的出现［１］为实

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加强实验室生物安

全教育刻不容缓［２４］。高校在实验室生物安全方面

也存在着诸多问题［５８］，因此，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提高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水平已经成为当今

高校发展的重要课题［９］。本调查对医学生在生物安

全教育、感染途径、个人防护等七个方面认知情况进

行调查，了解医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的认知

情况，为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提供一定的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某医学院校大二、大三学生为调

查对象，调查对象基本涵盖该院校所有医学专业学

生，共计９００名。

１．２　调查方法与内容　参考《实验室生物安全》、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等一系列规定，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

经相关专家审定后在部分班级进行预实验，之后正

式发放调查。按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分层，以班级为

单位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并统一回收调查表。问卷

题型包括选择题和开放题，内容主要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级、

专业以及是否有大学生科研经历；第二部分为调查

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实验室生物安

全基本知识、实验室感染途径、实验后的废物处理、

实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突发事件、自身的安全防

护以及对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的展望，共计７个方面。

为方便统计，均采用等距四分制“非常熟悉”４分、

“熟悉”３分、“一般了解”２分、“没听说过”１分。问

卷按得分情况划分为三个等级，＜４０分知晓率差，

４０～５５分为知晓率中等水平，≥５５分为及格
［１０１２］。

开放性题目由所调查者自由填写。

１．３　统计分析　问卷收回后统一处理并编号，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建立数据库并录入调查数据。应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狓±狊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　发放调查问卷９００份，回收８９３

份，回收率为９９．２２％；其中有效问卷８７７份，有效

率为９８．２１％。调查对象主要为在校并且有过实验

室接触的二、三年级医学相关专业学生，其中，二年

级４３０名（４９．０３％），三年级４４７名（５０．９７％），年龄

为１８～２４岁，包括男生１０２名（１１．６３％），女生７７５

名（８８．３７％）。１４８名（１６．８８％）学生曾参与大学生

科研，其中１４名（１．６０％）大学生为科研立项负责

人，１７名（１．９４％）曾参与论文发表；未参加过科研

的大学生７２９名（８３．１２％）。

２．２　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总体认知情况　在实验

室生物安全教育方面，实验室生物安全概念的总体

知晓率为５８．７２％，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法规具体

内容的仅占３２．１６％，仅８．２１％的学生接受过实验

室生物安全培训。各专业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法规

知晓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其中

影像学专业学生知晓率最低（１７．６５％）。在基本知

识方面，对实验室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物品的总体知

晓率较低，生物安全柜的知晓率仅为１４．１４％，仅

７．７５％的学生清楚哪些操作需要在生物安全柜中进

行。在废弃物处理方面，能按照规定处理废弃物的

比率仅占２８．２８％。在正确应对突发事件方面，能

识别生物危害警示标志的占６８．１９％。在个人防护

方面，能真正做到自我防护的仅占３５．４６％。大部

分同学对于开设实验室生物安全课程的认同率很

高，达９２．８２％。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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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专业医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认知情况［狀（％）］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ｊｏｒｓ（ｎ［％］）

调查内容

专业

临床

（狀＝１８９）

麻醉

（狀＝９５）

影像

（狀＝１０２）

护理

（狀＝１３３）

中药

（狀＝９３）

中西医

（狀＝９０）

其他

（狀＝１７５）

合计

（狀＝８７７） χ
２ 犘

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

　实验室生物安全概念 １１２（５９．２６）５０（５２．６３）５０（４９．０２）８３（６２．４１）６０（６４．５２）５１（５６．６７）１０９（６２．２９）５１５（５８．７２） ８．５４４ ０．２０１

　是否清楚实验室生物

　安全法规内容

７５（３９．６８）３２（３３．６８）１８（１７．６５）３４（２５．５６）３８（４０．８６）４０（４４．４４）４５（２５．７１）２８２（３２．１６） ３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

　是否接受过生物安全

　培训

２５（１３．２３） ７（７．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６（１２．０３） 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１（１２．００） ７２（８．２１） ３２．５９７ ０．０００

　进入实验室前是否先

　了解该实验室的安全

　准则

１５８（８３．６０）７０（７３．６８）８４（８２．３５）８６（６４．６６）８２（８８．１７）６３（７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５７）６５６（７４．８０） ３７．７９９ ０．０００

　是否知道实验室生物

　安全防护级别

７（３．７０） ６（６．３２） ４（３．９２） ７（５．２６） ４（４．３０） ２０（２２．２２） ９（５．１４） ５７（６．５０） ４１．７６７ ０．０００

　平时做实验前老师对

　安全防护的讲述情况

７６（４０．２１）２９（３０．５３）３２（３１．３７）４０（３０．０８）３３（３５．４８）３６（４０．００）５１（２９．１４）２９７（３３．８７） ８．３７１ ０．２１２

基本知识

　对实验室安全防护设

　施有无了解

１１４（６０．３２）４９（５１．５８）４９（４８．０４）６６（４９．６２）６２（６６．６７）５２（５７．７８）８５（４８．５７）４７７（５４．３９） １４．３１０ ０．０２６

　是否知道气溶胶 ７５（３９．６８）１６（１６．８４）１８（１７．６５）３８（２８．５７） ７（７．５３） ２２（２４．４４）４９（２８．００）２２５（２５．６６） ４３．９８６ ０．０００

　气溶胶是否会引起实

　验室内感染

５３（２８．０４）１６（１６．８４） １０（９．８０） ２９（２１．０８） ９（９．６８） ２３（２５．５６）３７（２１．１４）１７７（２０．１８） ２３．０２８ ０．００１

　是否知道生物安全柜

　的使用

２４（１２．７０） ７（７．３７） ２２（２１．５７） ７（５．２６） １８（１９．３５）３８（４２．２２） ８（４．５７） １２４（１４．１４） ９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哪些操作需要在生物

　安全柜中进行

２３（１２．１７） ３（３．１６） ２（１．９６） ５（３．７６） ７（７．５３） ２２（２４．４４） ６（３．４３） ６８（７．７５） ５５．３４７ ０．０００

　对生物安全柜明火的

　使用是否了解

４５（２３．８１）１０（１０．５３）２４（２３．５３） ９（６．７７） ２４（２５．８１）３１（３４．４４） １１（６．２９） １５４（１７．５６） ５９．０１７ ０．０００

　是否知道实验室内易

　燃，易自燃，遇湿易燃

　物品

１３６（７１．９６）６１（６４．２１）６９（６７．６５）８２（６１．６５）８４（９０．３２）６４（７１．１１）１０７（６１．１４）６０３（６８．７６） ３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

　是否知道实验标本的

　生物危害性

１３６（７１．９６）４８（５０．５３）６６（６４．７１）６２（４６．６２）６７（７２．０４）５５（６１．１１）８１（４６．２９）５１５（５８．７２） ４４．０２６ ０．０００

感染途径

　哪些病原微生物会对

　实验室造成污染

４８（２５．４０）１５（１５．７９）２２（２１．５７）２７（２０．３０）３３（３５．４８）３６（４０．００）３５（２０．００）２１６（２４．６３） ２５．２９４ ０．０００

废物处理

　是否知道废弃物对实

　验室的危害

１２４（６５．６１）６１（６４．２１）５９（５７．８４）８２（６１．６５）７１（７６．３４）５７（６３．３３）１０７（６１．１４）５６１（６３．９７） ８．９９４ ０．１７４

　本人或者叮嘱他人按

　照规定处理废弃物

６３（３３．３３）２６（２７．３７）２０（１９．６１）３３（２４．８１）２９（３１．１８）３４（３７．７８）４３（２４．５７）２４８（２８．２８） １２．５６６ ０．０５０

　实验室是否定期进行

　桌面和空气的消毒

９６（５０．７９）３４（３５．７９）４１（４０．２０）４４（３３．０８）６４（６８．８２）５３（５８．８９）５７（３２．５７）３８９（４４．３６） ５３．６５６ ０．０００

　紫外线消毒后是否会

　对空气造成影响

４１（２１．６９）１２（１２．６３）２８（２７．４５）２４（１８．０５）２４（２５．８１）３１（３４．４４）３１（１７．７１）１９１（２１．７８） ４８．７３９ ０．００５

　实验结束后离开实验

　室是否进行安全检查

１０３（５４．５０）４８（５０．５３）４９（４８．０４）６２（４６．６２）６６（７０．９７）５４（６０．００）８０（４５．７１）４６２（５２．６８） ２１．０８８ ０．００２

突发事件

　您能识别生物危害警

　示标志吗

１１２（５９．２６）７２（７５．７９）７０（６８．６３）９５（７１．４３）６９（７４．１９）５６（６２．２２）１２４（７０．８６）５９８（６８．１９） １３．７２７ ０．０３３

　实验时乙醚、甲苯等有

　机溶剂着火时，您知

　道该如何处理

１５０（７９．３７）７５（７８．９５）８０（７８．４３）１０９（８１．９５）８０（８６．０２）６２（６８．８９）１４２（８１．１４）６９８（７９．５９） ９．５４４ ０．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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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犜犪犫犾犲１，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调查内容

专业

临床

（狀＝１８９）

麻醉

（狀＝９５）

影像

（狀＝１０２）

护理

（狀＝１３３）

中药

（狀＝９３）

中西医

（狀＝９０）

其他

（狀＝１７５）

合计

（狀＝８７７） χ
２ 犘

个人防护

　是否知道有毒试剂对

　人体的伤害

１０３（５４．５０）５０（５２．６３）５３（５１．９６）８０（６０．１５）６０（６４．５２）５１（５６．６７）１０５（６０．００）５０２（５７．２４） ５．５９５ ０．４７０

　进入实验室是否真正

　做到了自我防护

７３（３８．６２）２５（２６．３２）２８（２７．４５）４９（３６．８４）３５（３７．６３）３７（４１．１１）６４（３６．５７）３１１（３５．４６） ８．８１０ ０．１８５

　在实验中是否完全是

　规范的操作

９５（５０．２６）４１（４３．１６）３２（３１．３７）４７（３５．３４）５７（６１．２９）４９（５４．４４）６１（３４．８６）３８２（４３．５６） ３４．９０１ ０．０００

　在实验中是否佩戴防

　护性器具（如：手套、

　目镜、口罩）

９２（４８．６８）５３（５５．７９）３７（３６．２７）５５（４１．３５）４７（５０．５４）４４（４８．８９）７２（４１．１４）４００（４５．６１） １１．９４８ ０．０６３

展望

　是否有必要开设实验

　室生物安全相关课程

１７３（９１．５３）８９（９３．６８）９２（９０．２０）１２４（９３．２３）９１（９７．８５）８３（９２．２２）１６２（９２．５７）８１４（９２．８２） ５．２５５ ０．５１２

　　注：其他包括中医、针灸推拿、心理等专业

２．３　不同年级医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认知情况

　三年级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实验室生物安

全行为认知得分均高于二年级（均犘＜０．０５）；实验

室生物安全态度方面二、三年级得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实验室生物安全知

识、实验室生物安全行为：二三年级的总体知晓率分

别为４２．６５％（３７４名）、４１．９６％（３６８名），总体及格

率分别为１４．４８％（１２７名）、１６．０８％（１４１名）；实验

室生物安全态度：二三年级总体知晓率和总体及格

率分别为９２．４７％（８１１名）、８３．２４％（７３０名）。

表２　不同年级医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认知情况

（狓±狊，分）

犜犪犫犾犲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狓±狊，ｓｃｏｒｅ）

年级
实验室生物

安全知识

实验室生物

安全行为

实验室生物

安全态度

二年级（狀＝４３０） ４２．５５±１３．８７ ４１．９９±１１．８９ ７６．８６±１７．４６

三年级（狀＝４４７） ４４．５９±１４．２１ ４４．１９±１２．３６ ７８．９５±１７．５８

狋 －２．１５０ －２．６８３ －１．７６８

犘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７

２．４　大学生科研对实验室生物安全危害认知情况

的影响　学生对物理性危害、化学性危害和生物性

危害总体知晓率分别为５３．４８％（４６９名）、４５．３８％

（３９８名）和３６．１５％（３１７名）；总体及格率分别为

２１．２１％（１８６名）、１２．３１％（１０８名）和１２．４３％（１０９

名）。在化学性危害和生物性危害方面：有过科研经

历的学生得分高于未参加过大学生科研的学生（均

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医学生是否参与过科研实验对实验室危害的认知情

况（狓±狊，分）

犜犪犫犾犲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ｈａｒｍ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ｏｒ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狓±狊，ｓｃｏｒｅ）

科研情况 物理性危害 化学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参与过（狀＝１４８） ４５．８６±１３．２８ ４３．７９±１０．８８ ４３．１３±１１．２７

未参与过（狀＝７２９）４４．６０±１１．３５ ４１．７０±１０．１４ ４０．９５±１１．３９

狋 １．０７６ ２．１６０ ２．１２１

犘 ０．２８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３　讨 论

为加强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教育与管理，我国

相继颁发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标

志着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在管理和认可方面进

入了科学规范的新阶段［１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与教育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国内专家认为，虽然我国大部分实验室硬件条

件较好，但实验人员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管理方面还

存在很大的欠缺［１４］。为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美国

实验室要求新来实验人员在工作第一周内必须接受

生物安全培训，该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１５］。高校

大学生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不仅可以

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还可以增强学生对自身

的防护。值得借鉴的是，国外已经在大学生中开展

了多形式、多方面的实验室相关知识的培训［１６］。而

我国高校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工作仍十分薄弱，大

学生参加实验室安全技术培训的机会较少［５］。无论

是教学还是科研工作中，学生往往仅看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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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视实验室安全，容易导致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

生。大学生正值学习与工作的过渡时期，加强实验

室生物安全教育不仅能够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

利进行，而且能为学生树立严谨的工作态度，保持高

度的自我防护意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学生今后的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组调查结果显示，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总体

知晓率为４２．６５％，三年级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

知识的知晓率也仅４８．３２％。接受过生物安全培训

的仅占８．２１％，其中仅１３．３０％的学生实验室生物

安全知识是经过老师讲授获取的，说明绝大多数的

学生缺乏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对实验室生物安全

知识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此外，本次调查发现学

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所持态度比较正确，

９２．８２％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实验室生物安全的

相关课程，说明绝大多数的学生清楚实验室生物安

全的重要性，并且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生物安全知

识。张哲文等［１７］调查结果也显示，多数学生实验室

生物安全方面认知不足，渴望获得更多的实验室生

物安全知识，同时，也指出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存在

较多薄弱环节，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和管理工

作已迫在眉睫。高校应切实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教

育工作，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获取途径。

对医学生而言，个人防护在实验室生物安全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组调查显示，仅５７．３５％

（５０３名）学生有自我防护意识，而能够真正做到个

人防护的仅占３５．４６％；仅４３．５６％的学生在实验室

基本按照实验室规范操作，佩戴防护性器具的仅占

４５．６１％，说明大多数学生未足够重视实验室生物安

全行为，缺乏实验室内使用防护性器具的安全意识；

高达６２．９４％（５５２名）的学生经常携带与实验无关

的物品，４９．１４％（４３１名）的学生在实验室有过进

食、饮水的行为，４４．７０％（３９２名）的学生发生过实

验试剂接触皮肤的意外情况。研究［１８１９］指出，实验

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和不规范操作是导致实验室发生

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时强调应加强学生对实验室规

章制度的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实验室准

则，让其树立牢固的自我防护意识，为将来的实际工

作奠定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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