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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实验教材顺应教育部关于深化医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要求，力求达到培养高素质、创新性、实用型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的目标，以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尤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的迫
切需要。
本实验教材打破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各学科间界限，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通用知识、技术与方法
等内容进行融合，力求达到提高四种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应急能力）的培养目的
。
全书共7章，包括实验室基本知识与技能、基础验证型实验、综合设计型实验、拓展创新型实验与方
法、应急技术与案例分析、地方病特色实验与方法、毕业生产实习与实践。

本实验教材适用于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临床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也适用于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研究生、公共卫生硕士（MPH），还可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卫生监
督局（所）及基层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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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实验室基本知识与技能第一节 预防医学实验基本知识一、实验室规范实验室是学校进行实验
教学、科研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
制定并遵循科学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才能保证实验室和人员的安全，确保实验教学、科研活动的顺利
开展，培养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学生的良好工作习惯。
（一）实验室安全规章（1）所有在实验室工作、学习的人员，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原则，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救助知识。
（2）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和剧毒药品的管理严格遵守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使用、双人运输、
双人双锁的“五双”制度。
严格按有关规定报批，用多少领多少，正确及时做好领用和实验使用记录。
取用腐蚀性或危险有毒物品时做好个人防护。
（3）实验室人员使用仪器设备时，都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乱动室内其他设备
。
（4）经常检修、维护线路以及通风、防火与消防设施等。
严禁乱拉、乱接电源线，未经批准不得动用明火、使用炊、烹电器。
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
（5）实验人员在实验结束后应整理好仪器设备，切断电源、水源、气源等，消除火种、锁好门窗。
学会消防设施的使用，发现火源隐患及时处置，发生火灾应主动扑救并及时报警。
（6）遵守实验室废液废物收集制度，废液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妥善储存和处理。
（7）动物实验做好动物尸体处理工作，实验完成后，动物尸体先置于规定的容器内，按相关规定，
移交给专门的焚烧单位（如学校实验动物中心）作无害化处理。
（8）生物类（细菌、细胞）实验废弃物应用专用容器收集，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后处理。
（9）重视危险性气体（氢气、乙炔、一氧化碳等）的使用和存放场所的安全工作。
高压钢瓶应有固定设施以防倾倒，不得使用过期、未经检验和不合格的气瓶，各种气瓶必须按期进行
技术检验。
（10）实验室内使用化学危险品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和配备安全防护用具。
实验室内的通风橱柜要经常检查是否正常运转。
实验室内配置应急药箱。
（11）实验室应保持整洁，走廊或通道不得堆放杂物，堵塞通道。
应经常检查室内水电、消防设施，特别是停水、停电后应专门检查，不得疏忽大意。
（12）实验室如有盗窃和意外事故发生，应及时处置，保护好现场，报告保卫处及实验室管理机构。
（二）实验室学生守则（1）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必须遵守实验室有关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课
堂纪律，严禁迟到或早退。
实验前应预习实验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了解实验基本原理和方法、步骤。
（2）学生应穿着白大衣进入实验室，服从教师及有关实验技术人员的安排，按指定位置做实验。
不准动用与本实验无关的仪器设备，不得动用其他组的仪器、工具、文件、材料等。
（3）实验中严格遵守操作规格，服从指导教师指导。
爱护实验室仪器设备工具，如违反操作规程或不听从教师指导而造成仪器设备工具等损坏者，应按实
验室相关规定进行赔偿处理，并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直到纪律处分。
（4）实验过程中，要严肃认真，详细记录实验数据和结果，经指导教师签字认可后，方可结束实验
。
实验后独立完成实验报告，上交指导教师批阅，数据和报告要求实事求是，不得抄袭伪造和涂改。
（5）实验室内必须保持肃静、整洁。
禁止在实验室内吃东西，不准高声谈笑，不准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抛纸屑杂物等。
废液、废纸以及玻璃碎片等应倒入相应的废液缸及垃圾箱内，不得随便乱扔、乱倒，防止意外事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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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实验后认真清理好实验器材、药品，清洗器具，搞好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关好门、窗、水
、电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三）良好实验室管理规范（GLP）1.GLP的概念 良好实验室管理规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是指包括试验设计、实施、查验、记录、归档保存和报告等实验过程和条件的一种质量管理体系。
广义上相当于严格实验室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整个实验环节的规范要求。
GLP主要用于以获得登记、许可及满足管理法规需要为目的的非临床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试验，适用
对象包括药品、农药、兽药、化学品、食品、化妆品等；适用范围包括实验室试验、动物试验和田间
试验。
实施GLP目的是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促进试验质量的提高；保证试验数据的统
一性、规范性和可比性，实现国际安全性资料的互认。
2.我国GLP的发展GLP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实行GLP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1976年制定了药品GLP规范草案，1978年正式实施。
我国GLP的实施起步较晚，最早开展GLP工作的是医药行业，1993年底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
“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定（试行）”，历经两次修改，2003年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
颁布《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同年由农业部颁布实施《农药毒理学安全性评价良好实验室
规范》，2004年由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实施《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大了管理力度，完善了GLP体系、推行GLP实验室认证和检查，目前已有十
多家实验机构的有关试验项目通过了医药GLP检查，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
其他化学品行业主管部门也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GLP准则，相继制定和出台了GLP的
规章和技术标准。
3.GLP的主要内容GLP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对以下几个部分的规范及要求：（1）对实验组织机构和人员
的要求：实验室应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配备机构负责人、质量保证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
相应的试验人员。
各类人员的分工和职责分明。
（2）对实验设施、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的要求：实验室应建立相应的实验设施，并保证清洁卫生，
运转正常；各类设施布局应合理，防止交叉污染；环境条件及其调控应符合要求。
根据试验的需要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放置地点合理，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进行检查、清洁保养
、测试和校正，确保仪器设备的性能稳定可靠。
试验试剂和溶液等均应贴有标签，标明品名、浓度、储存条件、配制日期及有效期等。
试验中不得使用变质或过期的试剂和溶液。
（3）标准操作规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实验室应制定与实验工作相适应的标准操
作规程，经质量保证部门签字确认和机构负责人批准后生效。
试验人员按照SOP进行实验操作，试验过程中任何偏离标准操作规程的操作，都应经项目负责人批准
，并加以记录。
（4）对试验实施过程的要求：项目负责人制定试验计划书，经质量保证部门审查，机构负责人批准
后方可实施研究过程。
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试验项目的运行管理，参加试验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试验计划书和相应的标
准操作规程，发现异常现象时应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报告。
所有试验数据的记录应做到及时、直接、准确、清楚和不易消除，并应注明记录日期，记录者签名。
记录的数据需要修改时，应保持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的理由及修改日期，修改者签名。
（5）对档案及其管理工作的要求：研究工作结束后，所有实验方案、标本、原始资料、文字记录和
总结报告的原件、与实验有关的各种书面文件、质量保证部门的检查报告等按标准操作规程的要求整
理交资料档案室保管，并按标准操作规程的要求编号归档。
实验室应定期接受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王荣）二、实验室安全常识实验人员在实验过程中会涉及水、电、气及化学试剂的安全使用和管理
，仪器设备的正确操作，以及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处理等关系人身安全及环境保护诸多问题，因
而实验人员在进入实验室前必须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树立和提高安全防护意识，养成良好、规范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程>>

实验操作习惯，避免实验室事故的发生。
（一）用电安全实验室是用电比较集中的地方，人员多、设备多、线路多，若用电不当，常常可能造
成人员伤亡、火灾，损坏仪器设备等严重事故。
每一位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注意安全用电，具体应做到：（1）实验前先检查用电设备，再接通电
源；实验人员离开实验室或遇突然断电，应注意关闭电源，尤其要关闭加热电器的电源开关；实验结
束后，先关仪器设备，再关闭电源。
（2）实验室不得乱拉乱接临时电线，禁止超负荷用电。
凡设备本身要求安全接地的，必须接地。
电器或线路过热，应停止运行，断电后检查处理；所有电气设备，不得私自拆动、改装、修理；有损
坏、老化漏电的，要尽快找维修人员修理或更换。
（3）为防止触电，不用潮湿的手接触电器。
万一遇到触电事故，千万不要用手拉触电人，应赶快拉断开关切断电源，并进行及时的现场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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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学试剂的安全使用化学试剂种类繁多，大多数试剂都有不同程度的毒性。
有毒化学试剂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进入人体而发生中毒现象。
在使用化学试剂时，要做到“三不、四防”原则，即不触、不尝、不直接闻气味；防毒、防火、防爆
、防灼伤。
在实验操作过程中，为确保试剂质量和安全使用，具体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实验前，应了
解所用试剂的理化性质，包括颜色、气味、密度、沸点、凝固点、浓度、酸碱度、溶解性、挥发性以
及毒性等。
（2）配制好的各种化学试剂均应盖上瓶塞，贴好标签，合理摆放；发现试剂瓶上标签掉落或将要模
糊时应立即贴好标签。
无标签或标签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超过使用期限的试剂不得使用。
（3）取用试剂前，首先辨明试剂名称、浓度、纯度是否符合，以免用错试剂；试剂瓶盖打开后，翻
过来放在干净的地方，以免盖上时带入脏物；取用试剂时，使用清洁干燥的药勺或量器取用试剂，不
要用吸管伸入原装试剂瓶中吸取液体；取走试剂后应及时盖上瓶盖，以防污染或吸潮，然后将试剂瓶
的瓶签朝外放至原处。
试剂要注意节约使用，取出用剩的化学试剂不准倒回原瓶，有回收价值的应放入回收瓶中。
（4）打开盛有易挥发的液体（如浓氨水、浓盐酸、浓硝酸、液溴等）试剂瓶的瓶塞时，瓶口不能对
着面部，尤其不能对着眼睛；取用有毒、有味气体时应在通风橱内进行，用完后应对瓶口进行蜡封。
（5）使用有毒化学试剂时，应在通风橱内进行，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在使用完试剂后，要及时洗手、洗脸、洗澡，更换工作服，并保持实验室环境卫生。
实验后的反应物残渣、废液不能随便倒掉，应交由专人按规定的废弃物处理办法处理。
（6）使用腐蚀性化学试剂时，如：各种酸、碱、强氧化剂、冰乙酸、苯酚等对皮肤、黏膜、眼有腐
蚀性，操作时要戴上橡胶手套和防护眼镜，一旦接触要及时清洗。
倾倒时，切勿直接对试剂瓶口俯视。
（7）使用易燃易爆化学试剂时，现场要保持良好通风，绝对不能有明火。
实验人员要穿戴好必要的防护用具，最好戴上防护眼镜。
该类试剂不能直接加热，使用过程中禁止震动或撞击。
如有试剂散落，应及时清理。
（三）高压气瓶的安全使用高压气瓶是储存压缩气体（如氢气、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一氧化碳等
）的特制的耐压钢瓶。
由于钢瓶的内压很大（有的高达15MPa），而有些气体易燃或有毒，若操作不当就会发生安全事故，
所以在使用钢瓶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高压气瓶应分类保管，固定牢靠，防止滚动或跌倒。
气瓶要远离热源，不得曝晒和强烈振动。
可燃性气体和助燃气体气瓶，与明火的距离应大于5m（确难达到时，应采取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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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气瓶应与氧气瓶分开存放。
一般实验室内存放气瓶量不得超过两瓶。
（2）高压气瓶上选用的减压器要分类专用，安装时螺扣要旋紧，不得漏气。
使用高压气瓶时，操作人员应站在与气瓶接口处垂直的位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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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减压器和开关阀时，动作必须缓慢；使用时应先旋动开关阀，后开减压器；停止使用时，先关
闭开关阀，待减压阀中余气逸尽后，再关减压器。
切不可只关减压器，不关开关阀。
操作时严禁敲打撞击，并经常检查有无漏气，应注意压力表读数。
（3）使用氧气瓶或氧化性气体瓶时，应配备专用工具，并严禁与油类接触。
操作人员不能穿戴沾有各种油脂或易感应产生静电的服装手套操作，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
（4）各种气瓶应定期进行检验，合格钢瓶才能充气使用。
充装一般气体的气瓶三年检验一次；装贮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每两年检验一次。
如在使用中发现有严重腐蚀或严重损坏的，应提前进行检验。
（5）高压气瓶内气体不可用完用尽，要留下一些气体，以防止外界空气进入气体钢瓶，按规定
留0.05MPa以上的残余压力。
可燃性气体应剩余0.2～0.3MPa（约2～3kg/cm2），氢气瓶应保留2MPa，以防重新充气时发生危险。
（四）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是指通过实验室设计建造、使用个体防护装置、严格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确保实验室人员在处理含有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时，不受实
验对象侵染，周围环境不受污染。
为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卫生，实验室人员必须了解生物安全的相关知识，
提高生物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实验人员在实验室应穿着工作服或防护服、鞋套
或专用鞋等；离开实验室应脱掉手套、口罩和防护服，严禁穿着实验室防护服离开实验室工作区域；
在实验室穿过的防护服和日常服装不能放于同一柜内。
（2）在采集血液、体液标本时工作人员应遵循生物安全的要求，操作均要穿工作服、戴手套、口罩
，尽量减少检验人员直接或间接接触这些标本的可能。
实验室人员手上有皮肤破损或皮疹时应戴乳胶手套或双层手套。
工作结束脱掉手套后和离开实验室前要洗手。
（3）禁止在工作区饮食、吸烟、处理隐形眼镜、化妆及存储食物。
禁止食品与试剂或标本放置同一冰箱。
（4）使用机械移液器吸取液体，禁止口吸。
（5）所有的技术操作应采用尽量减少气溶胶和微小液滴形成的方式。
（6）应限制使用皮下注射针头和注射器。
（7）出现溢出、事故以及明显或可能暴露于感染性物质时，必须向实验室主管报告。
实验室应保存事件或事故的书面报告。
（8）所有培养物、废弃物在运出实验室前须进行灭活（如高压）。
需运出实验室灭活的物品必须放在专用密闭的容器内。
（9）需要带出实验室的手写文件必须保证在实验室内没有受到污染。
（五）实验室废弃物处理办法实验室废弃物是指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废气、废液、废固）物质，
按其对环境污染的特点可分为化学性、生物性和放射性三种。
实验室废弃物种类较多而且复杂，常有毒性、腐蚀性、放射性、致癌物质以及含致病性微生物存在，
这类废弃物直接排放将会污染环境，有害人身安全和健康，因此不可随意丢弃，必须经过必要的处理
方法才能排放。
实验室废弃物的一般处理原则是：分类收集、存放，分别集中处理。
尽可能采用废物回收以及固化、焚烧处理，在实际工作中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处理，尽可能减少废物
量、减少污染。
废弃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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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类废弃物 实验中产生的有毒气体一般可通过通风橱或通风管道，经空气稀释排出。
大量的有毒气体必须通过与氧充分燃烧或吸收处理后才能排放。
废液应根据其化学特性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存放地点，通过密闭容器存放，不可混合储存，容器标签必
须标明废物种类、储存时间，定期处理。
一般废液可通过酸碱中和、混凝沉淀、次氯酸钠氧化处理后排放，有机溶剂废液应根据性质进行回收
。
实验室的玻璃废弃物如吸管、试管等若残留化学试剂也需冲洗干净后丢弃。
需报废的固体化学药品，通知药品管理员办理注销。
2.生物类废弃物 所有弃置的实验室生物样本、培养物和被污染的废弃物应根据其病源特性、物理特性
选择合适的容器和地点，专人分类收集进行消毒、烧毁处理，日产日清。
液体废物一般可加漂白粉进行氯化消毒处理。
固体可燃性废物分类收集、处理、一律及时焚烧。
固体非可燃性废物分类收集，可加漂白粉进行氯化消毒处理。
满足消毒条件后作最终处置。
一次性使用的制品如手套、帽子、工作物、口罩等使用后放入污物袋内集中烧毁。
微生物检验接种培养过的琼脂平板应压力灭菌30min，趁热将琼脂倒弃处理。
尿、唾液、血液等生物样品，加漂白粉搅拌后作用2～4h，倒入化粪池或厕所，或者进行焚烧处理。
3.放射性废弃物 一般实验室的放射性废弃物为中低水平放射性废弃物，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
物收集在专门的污物桶内，桶的外部标明醒目的标志，根据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长短，分别采用储
存一定时间使其衰变和化学沉淀浓缩或焚烧后掩埋处理。
（六）实验室常见意外事故的应急处理1.割伤（玻璃割伤及其他机械损伤）割伤是实验中最常见的事
故之一。
发生割伤事故要及时处理，若伤口内有异物，先取出异物，如轻伤可用蒸馏水、生理盐水或硼酸液擦
洗伤处，然后涂上红药水（或紫药水），必要时撒些消炎粉，并用消毒纱布包扎，或贴创可贴；若伤
口太深，流血不止，可在伤口上方约10cm 处用纱布扎紧压迫止血，并立即送医院治疗。
2.烧伤（1）立即脱离致伤源，迅速脱去燃烧着衣裤、鞋袜等，或卧倒在地滚压灭火，或用水浇灭火焰
。
切勿带火奔跑喊叫或用手拍打，否则可能使得火借风势越烧越旺，使手被烧伤。
也不可在火场大声呼喊，以免导致手、头面部以及呼吸道烧伤。
（2）立即用冷水冲洗、浸泡或湿敷创面15～30min。
（3）新鲜创面上无需特殊处理，只要简单包扎即可。
不要任意涂上油膏或红药水，不用脏布包裹，以免影响对创面深度的判断和处理。
（4）轻度烧伤者，可局部涂凡士林、5%鞣酸溶液或2%苦味酸溶液。
伤势严重者应及时送医。
3.烫伤 烫伤时，切勿用水冲洗，如伤势较轻，在烫伤处涂上苦味酸溶液、烫伤膏或红花油；若皮肤起
泡，不要弄破水泡，防止感染；严重者应立即送医院治疗。
4.化学灼伤（1）受强酸腐蚀：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用饱和的碳酸氢钠溶液或肥皂水冲洗，最后再
用水冲洗。
伤势严重时，应立即送医院急救。
（2）受强碱腐蚀：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用1%枸橼酸溶液或3%硼酸溶液冲洗。
注意：若受伤部位是眼部，经上述步骤处理后，再用橄榄油或液体石蜡1～2滴滴眼。
切不可用手揉。
（3）其他化学灼伤：溴灼伤皮肤，立即用乙醇洗涤，然后用水冲净，涂上甘油或烫伤油膏。
苯酚灼伤皮肤，先用乙醇洗涤，再用水冲洗。
5.毒物与毒气误入口、鼻内（1）毒物误入口：误吞毒物，常用的急救方法是给中毒者先服催吐剂，如
肥皂水、芥末和水或给予面粉和水、鸡蛋白、牛奶和食用油等缓和刺激，然后用手指伸入喉部引起呕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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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磷中毒的人不能喝牛奶，可用5～10ml1%的硫酸铜溶液加入一杯温水内服，以促使呕吐，然后立即
送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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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程》由张爱华和张华主编，改变过去以基础验证性实验为主、学科知识
分割的编纂模式，打破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各学科间界限，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通用知识、技术
与方法等内容进行融合，将国内外典型案例融于实验中，以案例与问题讨论分析方式启发学生的思维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和实验内容的理解，促进理论知识与实验技能应用的融会
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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