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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本文件由杭州市环保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市余杭生态环境监测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梦青、周熙、钱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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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安全管理的组织机构职能、现场采样安全、实验室安全、应急安全、网

络数据安全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安全管理，是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安全管理的通用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TSG 51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HJ 640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RB/T 041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 生态环境监测要求

T/AHEMA 9 生态环境监测现场检测人员技能规范

GB 17378 海洋监测规范

GB 895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20950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1 油品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2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7476 检测实验室安全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 19489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A 151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31190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208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实践指南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13142E3FD44B65E05397BE0A0A5A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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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esting institutions

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和专业技能，对生态环境

领域的产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专业技术组织。

3.2 安全 safety

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

3.3 实验室安全 laboratory safety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对人员、设施、样品、环境等的安全保护。

3.4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

物。

3.5 网络数据安全 network and data security

保护网络系统、数据和信息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篡改、泄露或破坏的措施。

4 组织机构职能

4.1 机构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明

确相关岗位安全管理职责和权限：

a) 最高管理者对机构安全管理体系相关工作全面负责；

b) 安全管理职能部门确保安全管理体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对最高管理者负责；

c) 定期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结合机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补充安全管理措施；

d) 提高机构全体人员安全意识，引导和促进良好的安全文化。

4.2 人员

4.2.1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确保：

a) 机构从业人员必须熟悉相关的安全管理规章和操作规程，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技能，了解事故应

急的响应和有效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b) 进入机构工作的新员工和实习人员，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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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宜结合不同岗位特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培训，包括：

——现场采样人员，必须掌握现场采样的安全常识和注意事项，高空作业和危险地带采样应具备防护措

施；

——实验室人员，必须掌握相关试剂、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和安全使用知识，熟悉所使用的仪器设

备的性能和操作规程；

——仓库管理人员，必须掌握仓库管理制度，对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剧毒品等物资存储要求严格落

实；

——计算机管理人员，必须掌握网络系统、计算机软件等的运行维护，维持和提升保护监测数据、文件

完整和安全的能力。

4.2.2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实施动态化管理和监督，定

期更新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考核结果等。

5 现场采样安全

5.1 常规采样安全

5.1.1 空气与废气采样

5.1.1.1 在监测大气污染、有组织废气等之前，应充分做好现场勘查工作，并进行风险评估，采取必要的安

全措施。如遇刺鼻性气体，需提前佩戴防毒面具，防止吸入有毒有害物质。

5.1.1.2 废气采样过程中，测试点位一般高度较高，如需用到吊车、自动升降梯等非道路移动机械，须严格

按照TSG 51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操作。所用检测设备需摆放平稳并固定，防止跌落伤人，采样点下方设置

安全网或安全护栏，不得有人员停留或通过。高空作业人员需着便利的工作服，穿软底防滑鞋，系安全绳，

戴安全帽。检测过程中如发现高空作业的安全设施有任何缺陷或隐患，务必及时报告并立即处理解决。

5.1.2 涉水采样

5.1.2.1 应避免在不安全的场所，如斜坡等堤岸涉水采样。淌水进入江河采样时应由二人或二人以上进行操

作，必须穿上救生衣，同时考虑到有淤泥、流沙、急流等存在，如对周围环境无把握，应在河岸固定物体上

系保险绳。

5.1.2.2 在有冰层覆盖的河、湖库采样时，首先要检查冰层位置和厚度，在破冰过程中，要有专人负责随时

观察中冰面变化情况，防止冰面坍塌造成意外落水。

5.1.2.3 海洋采样时，应提前了解天气和海况后出海，避免在恶劣天气下作业。操作人员应掌握相应的海洋

采样技术，并遵守国家有关海洋采样的法律法规。采样船只需悬挂监测作业信号标记（信号旗，晚上悬挂信

号灯），并配备救生艇、救生圈等救生设备。采样人员在船上作业时应始终穿上救生衣，上岸时等待船只稳

定并系好固定绳索后人员及样品才能上岸。

5.1.2.4 污废水采样时，成分较为复杂尚不明确，往往存在毒性、腐蚀性等风险，采样搅动时，底泥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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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排出较高浓度的有害气体，导致人员中毒，因此采样人员需穿工作服、防水靴，戴防护手套，必要时

穿防毒衣，戴防毒面罩。

5.1.3 土壤、固废采样

5.1.3.1 化工、制药、农药、电镀等行业厂区采集柱状土壤样品时需注意局部环境有毒、有害物质对采样人

员的危害，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应选用合适的样品瓶或容器，并佩戴防护手套、防毒面罩等防护用具。

5.1.3.2 危险固体废弃物一般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感染性，在样品采集、运输、保存过程

中必须做好防腐、防燃、防爆、防溢（泄露）、防毒等安全防护措施。

5.1.4 噪声检测

5.1.4.1 噪声检测在进入现场（特别是建筑施工场地）时须戴安全帽，以防物体坠落伤人；测量污染源噪声

时要注意现场周围环境，防止触电、碰伤、机械伤害等安全事故发生，在测量高噪声源时，要配备防噪耳

塞。测量夜间噪声时，要做好生物性防护，配备口罩、橡胶手套、 手电、棍棒、消毒药品等物品，以防

蛇、虫叮咬。

5.1.4.2 在马路、桥上进行噪声检测时，需密切注意过往车辆，防止交通事故对检测人员的伤害，必要时穿

上荧光反射服；在铁路桥上进行噪声检测时，须知道火车行车时间表，并采用易迅速移走的设备。

5.2 特殊场景采样安全

5.2.1 油气检测

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需分别按照GB 20952、GB 20950和GB 20951实施，需严

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落实防静电、防火、防爆等措施。定期开展安全应急演练，遇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能消除

隐患，也要和消防部门联动，重大问题能够尽快响应，将安全第一的原则落到实处。

5.2.2 缺氧空间检测

5.2.2.1 缺氧空间检测通常在污水管道系统、地下水、矿井采样等环境中遇到，需按照GB 8958等标准和安

全操作实施，包括密闭设备、地下有限空间和地上有限空间。缺氧是作业场所空气中氧含量低于0.195的状

态，作业前必须准确测定作业场所中氧含量，作业中也要监测其氧含量变化并随时采取必要措施。

5.2.2.2 确定为缺氧的场所，必须通风换气、配备呼吸保护器具、使用安全绳。如存在有害气体，须同时测

定有害气体含量并根据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作业场所空气质量达标后方可作业。

5.2.3 辐射检测

5.2.3.1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非电离和电离辐射安全可分别参考GB/T 27476.4和GB/T 27476.6的要求，其中电

离辐射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大，从事该项检测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非电离辐射需确保紫外辐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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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红外辐射、射频辐射、极低频辐射、激光、声音、超声波等安全。电离辐射需确保α射线、β射线、X

射线、γ射线和中子辐射等安全，生态环境检测机构以外部辐射为主。

5.2.3.2 检测人员应首先估测辐射强度，参照辐射防护产品说明中的参数，选用合适的防护用具，如辐射防

护服装、电磁辐射防护屏、个人剂量报警仪等。需注意辐射地点的警告标示，监测时应尽量减少接触放射性

的时间，尽可能采用不同功能的长柄器械或机械手进行远距离操作，必要时采取屏蔽防护，在人与辐射间增

加适当材料的屏蔽物，以减少人体接受的外照射剂量。

5.3 样品保存及运输

未受污染的样品在保存和运输中，应有防止样品瓶破损、倾倒等措施，外部可套充气层或者泡沫海绵

等，样品箱应具有防水、防撞、密封功能，可采用防水分格的带盖塑料箱；样品应由专人、专车负责运送，

样品瓶应为防水、防泄漏、防破损的容器，密封、无菌。运输前后均应检查样品瓶和运输箱的密封情况，在

容器或包装材料的最外层应按规定贴好样品安全警示标识。

5.4 防护用品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配备相应的安全装备并明示其作用、用途等，便于现场采样人员依据不同条件合理

取用。劳动防护用品需依据人员数量配备齐全并定期检定合格，加强培训佩戴、使用的正确方式。

6 实验室安全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实验室安全可参考GB/T 27476 检测实验室安全和体系文件中的有关要求，做好安全

检查书面记录。

6.1 总要求

6.1.1 根据实验室能力梳理危险源，生态环境实验室重点是各类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同时也应做好通风、消

防、电器、机械、生物、辐射等方面的安全管理。

6.1.2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实验室建设需同步进行安全评价，建设方需有相关资质或成熟的实验室建设经验，

做好隔离、防雷、防火、防台、防盗，张贴安全标识。

6.1.3 实验室需配备必要安全设备，实验人员做好安全防护，试验设备特别是高温，使用腐蚀性、易燃易爆

或挥发性有机溶剂的设备尤其需要小心使用维护。

6.1.4 实验室内物料的储存、处理和使用应符合GB 15603和GB/T 27476.5的要求。

6.1.5 做好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培训和演练，及时纠正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能够响应，不能排除

危险的需紧急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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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化学因素安全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实验室化学因素安全可参考GB/T 27476.5的要求，制定化学安全操作规程，对实验室

化学安全事故应进行及时报告和处理。

6.2.1 基本要求

6.2.1.1 实验室化学品包括常规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也可按照爆炸品、压缩气体

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然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过氧化物、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放射

性物品、腐蚀品等分类管理。

6.2.1.2 使用合适的容器和空间存放响应的化学试剂，并做好标识，建立领用、使用、废弃登记制度，重

点化学品需要控制取用量，合理使用通风橱。

6.2.2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

6.2.2.1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储存应符合GA1511要求执行，配备双门双锁（双人管理）、摄像头、报

警器。

6.2.2.2 每次领用需仓库管理员和安全人员两人到场做好领用登记，仓库管理员确保台账清晰准确。

6.2.2.3 出现易制毒、易制爆、危化品丢失、被盗情况应封锁现场并报警处理。

6.2.2.4 易制毒、易制爆危化品的采购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品种、数量、出入库等信息均应录入相关系

统，实现与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6.2.3 危险废物

6.2.3.1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建立并保持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宜参照浙江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废物

处置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普通有机类、普通无机类、含重金属类、含汞等高危物质（除剧毒品外）

类、剧毒废试剂类、易燃易爆类、实验室产生的医疗废物等七分法进行分类存放。

6.2.3.2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根据GB/T 31190、GB 18597等有关要求做好收集、贮存工作。

6.2.3.3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建设规范的贮存设施，危险废物收集容器均应放置于满足防漏防渗等要求的

底托上，底托面积应大于所放置的收集容器总面积。

6.2.3.4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依法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运输、处置，履行移出人的义务和法律规

定的其他义务，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管理计划备案、转移联单等管理制度。

6.3 机械因素安全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实验室机械因素安全可参考GB/T 27476.3的要求，包括各种设施、环境、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特种设备的机械安全，其中特别要注意压力气体和气瓶的操作、搬运、储存、使用安全，确保：

a) 使用前应辨认和确定气体有效标签，可燃性气体使用左旋螺纹，非可燃性气体用右旋螺纹，出现危

险能快速用扳手或钥匙关闭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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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用肥皂水检测气体的泄露，可燃性气体还可用爆炸性气体浓度检验仪检查，有毒气体，应按照供

应商规定的程序检查。

c) 气瓶应存放在专门建造并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热源和点燃源，在存放区域根据各种气体特性隔离

气瓶，有毒气瓶应存放在有锁的围墙内，氧气或其他易氧化剂气瓶应与易燃气体分开存放，间隔最小为7m，

或用耐火部件隔开。

6.4 电气因素安全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实验室电气安全可参考GB/T 27476.2的要求，预防触电、电气火灾、雷电和静电等危

害，定期进行电气安全检查，确保电气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操作人员应熟悉电气设备的使用方法，并

在发生电气安全事故时能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6.5 生物因素安全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实验室生物安全需满足GB 19489的要求，机构涉及的实验项目，如粪大肠菌群、藻类

等的操作人员需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实验废液需按相应标准要求灭菌处理。对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应进行

及时报告和处理。

6.6 其它安全要求

a) 准入要求：实验室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认证，并按要求开展检测工作；

b) 个人防护：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应穿戴符合规定的白大褂、防护服、手套、眼镜等防护用品；

c) 设备维护：实验室设备应定期维护和校准，确保设备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7 应急安全

7.1 基本要求

当采样时发生环境突发事件，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根据事件的危害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长等因素

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组织调配应急检测人员，配备相关专业人才，配备防护物资，明确应急值班人员，周

密安排工作流程，加强应急监测车辆、仪器、采样器具的管理和使用。

7.2 应急处置

现场采样过程应备有急救箱，包含纱布、创口贴、消毒剂、纸巾和密闭袋等基本用品。高风险样品除按

相关标准、规范进行采集、保存和运输外，还应注意以下安全防护措施。

a) 防止高风险样品喷溅，若样品喷溅至身体裸露部位，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用酒精擦洗裸露部位，

脱下防护鞋套、手套、护目镜、防护服、口罩，并尽快洗澡；

b) 若人员在现场受伤，应转移至安全地点，脱下防护装备，对双手和受伤部位进行清洗和消毒，必要

时进行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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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数据安全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的网络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可参考GB/T 20270、GB/T 22081和GB/T 22239的要求。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应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体系：

a) 明确相关部门网络安全管理职责和权限，负责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的实施和监督；

b) 分类管理生态环境检测数据，对敏感数据实施加密、脱敏等保护措施，明确数据安全的保护要求和

责任；

c) 对生态环境检测数据应当严格访问权限，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实现数据访问的实名制和权

限控制，必要时可采用虚拟专用网络（VPN）等技术，对数据传输进行加密；

d) 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定期备份，以防止数据的丢失与损坏，做好数据文件的归档；

e) 部署网络安全防护设施，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防范网络攻击、病毒感染等安全风险；

f) 定期对网络进行检查、维护和升级，确保网络设备、系统软件和应用服务等的稳定运行；

g) 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实时监控网络安全状况，发现并及时处置安全事件；

h) 实施网络日志审计，记录网络操作和安全事件，便于事后分析、追责、评估和优化。

9 实施与监督

杭州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定期对生态环境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可参考本规范。对于明显存在安全

问题的机构，应立即整改。

10 附则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发布部门负责解释。

本规范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执行。

11 附录

附录A （资料性）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安全检查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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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安全检查参考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备注

人员 上岗前及定期开展安全培训 是否有培训记录，现场

提问或书面测试

仪器设备 仪器有检定标识，使用、维护等记录完整

规范，有操作、维护规程，设备出现故障

或者异常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停止使用

加贴停用标签

现场查看，询问

试剂 试剂仓库安全性得到保证，有出入库记

录，试剂标签规范，有名称、浓度、配制

人、配置日期，有效期等信息

现场查看，询问

气瓶 有效标签，就近备有扳手或钥匙，气体不

泄露，存放在专门建造并通风良好的地

方，远离热源和点燃源，根据各种气体特

性隔离气瓶，有毒气瓶应存放在有锁的围

墙内，氧气或其他易氧化剂气瓶应与易燃

气体分开存放，间隔最小为7m，或用耐火

部件隔开

现场查看，询问

危险废物及

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

危化品仓库与公安联网，符合规范的危废

暂存场所，危险废物处置协议，实验室

“三废”处理记录。易制毒化学品、出入

库、领用、使用登记。

现场查看，询问

安全制度 体系里是否有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

预案

查看体系文件，询问

环境条件
试验区域独立且有门禁，通风设施，防
火、防台、防盗、避雷、接地、空气开

关、警示标识等正常。

现场查看，询问

采样与实验 在采样和实验时配有必要的手套、安全 现场查看，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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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绳、救生衣、防尘、防噪、防毒、防辐

射、采样服、实验服等保护性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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