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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是我国高校安全管理的重要难点，研究并探讨了新形势下 高 校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管 理

的主要安全问题，借鉴了澳大利亚高校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 的 方 法 与 制 度，对 我 国 高 校 规 范 实 验 室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安

全管理提出了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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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毒化学品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包括具有广泛的合

法使用性与可制毒性的双重性质的原料（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和化学助剂物质．世界各国高校实验室作为

进行多学科的教学、多领域科研的重要场所，易制毒化学品的采购、保管、使用等均不可避免，这也是高校

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借鉴和吸收国外高校先进、高效和严格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有益于提

升我国高校安全风险控制、有效地规范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１　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１．１　我国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现状

近２０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科技创新高度重视，高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机遇，随之而来的

是各高校教学、科研工作量明显增大，实验室投入不断增加，科研节奏加快．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等危

险试剂采购数量与使用频次加大，安全管理中存在与新形势繁重任务不相适应的、安全风险增大的趋势．
经多年的努力，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已形成了以国家、省、市的相关法规框架，相关企业、院校逐步建立

配套管理制度的一个较完整的管理体系［１－３］．但据调查报告［４］，当前企业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中存在有：思

想认识滞后影响从严监管；尚未完善的管理体系与繁重任务不相适应；管理人员能力与专业装备水平弱化

监管；科技进步带来化学品的多样化、交易的智能化挑战监管等八项主要问题．
由于高校实验室具有覆盖学科面广、仪器设备和试剂种类多、参与师生人员众多且流动性强的特点，

其潜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安全隐患与技术风险均不低于相关企业．虽然我国各院校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

理拥有相对完善的规章和管理制度，在易制毒化学品的申报、采购、验收、领用申报和登记方面管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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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规范．但是，在易制毒化学品使用、保管、废品处置等环节，和其相关仪器设备安全管理等方面亟待

改进．同时，相关安全规范的可操作性与执行力度亟待增强．而且，我国高校并非毒品的法外之地，２００６年

我国高校实验室发生连续两起教师采用易制毒化学品制毒、制毒技术转让等的高智力犯罪案件，尽管不法份

子得到了法律严惩，但也对高校管理与教师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使高校实验室管理有深刻的教训［５－６］．

１．２　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２．１　实验室管理队伍建设滞后，缺乏专业管理人员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教学、科研工作量明显增大，实验任务繁重、节奏快已趋成常态．随着科技创新

投入的加大，实验室经费投入明显增大，但思想认识还不够，常造成实验室的建设管理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技术管理队伍建设滞后等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１）专业管理人员的配置不足．一个专业管理人员管理数间实验室的所有工作现象时有发生，实验室的

卫生清理、各种总结报告汇总、各类报表填写等事务性工作造成专业管理人员分身乏术，难以全面掌握药

品和设备购置、仪器等专业重点和难点，对易制毒化学品以及相关仪器设备难以重点管控．

２）管理人员专业知识技能缺乏．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对管理人员专业水平要求高，需要同时具备化学、

医药类的专业知识和实验室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而目前实验技术人员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难以承

担相关的技术管理工作．

１．２．２　易制毒化学品及仪器设备使用缺乏规范管理

目前我国公安机关监管的易制毒化学品有２５种，其中，包括现有高校在教学和科研中高频使用的盐

酸、丙酮等化学试剂．部分高校缺乏完善的管理平台，跟踪制度不健全，记录不完善；库存缺乏清点，购买

过量时有发生，化学品购买、申领、使用、收集等环节记录时有缺失；部分仪器设备缺乏详尽操作手册、缺

乏严格使用记录，缺乏使用和去向跟踪．化学品和仪器使用常有不规范现象，废弃物随意排放、丢弃现象

时有发生［７］．
１．２．３　废弃物缺乏统一的规范处置

部分高校在进行含有易制毒化学品的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液、废渣、残渣等缺乏统一的

收集、处理．存在着实验过程中产 生 的 废 物 乱 倒、乱 放、随 意 抛 弃 的 现 象．盛 放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的 包 装 箱、

瓶、桶、纸袋等容器缺乏统一的回收或销毁．

１．２．４　对易制毒化学品危害性缺乏足够重视与岗前培训

对高等院校在教学和科研中经常需要使用易制毒药品，如乙醚、硫酸等具有易燃、易挥发性、高腐蚀

性的特点，部分主管、教研人员对其危害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实验室对新加入的人员缺少岗前培训，对部

分教研人员、学生缺乏实际操作和药品使用安全教育，缺乏对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防范措施．造成如乙醚

等高挥发性试剂在实验过程中随意使用，盐酸、硫酸等化学试剂在实验室随意摆放等现象．

１．２．５　信息化管理落后且缺乏安全防控设施

部分实验室安全保障尚停留在基本靠人值守及参与人的道德约束阶段，普遍缺乏智能门禁等 技 防 措

施、更缺乏远程监控系统．信息化管理投入落后于实验室仪器等设备投入，安全防控设施建设滞后，废品

回收等闲杂人员随意出入实验室现象时有发生．

１．２．６　缺乏完善且具有执行力度的管理制度

部分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缺乏完善且具有执行力的管理制度，或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岗位安全

责任不明晰，缺乏从相应主管部门或相关领导到各具体管理岗位之间层层责任负责制，缺乏自上而下的对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２　澳大利亚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

２．１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有完备的法规体系支撑

由于易制毒化学品成本低而制成毒品后利益巨大，澳大利亚犯罪团伙在毒品制作与销售上相当活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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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８］（图１），因此澳大利亚执法机构对易制毒化学品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执行对策［９－１０］．

图表来源于澳大利亚犯罪情报委员会《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毒品数据报告》［１１］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度（本年７月到次年６月）澳大利亚全国侦破的非法地下实验室的总数量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ｅ，ＡＦＰ）２０１４出 版 的 全 国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风 险 评 价（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ＤＰＲＡＣ）把需要监控的易制毒化学品分为２类：７９
种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品和２５种低风险易制毒化学品．

各州和领地对于这些易制毒化学品分别给予了相应的控制．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都对易制毒化学品有

相关的立法（表１）［１２］，并通过法律、执照和许可证等方式来对这些物品的拥有和买卖进行控制．
表１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对易制毒化学品的法规

行政区 法律法规

新南威尔士州
Ｄｒｕｇ　Ｍｉｓ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Ａｃｔ　１９８５
Ｄｒｕｇ　Ｍｉｓ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维多利亚州
Ｄｒｕｇｓ，Ｐｏ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ｃｔ　１９８１
Ｄｒｕｇｓ　Ｐｏ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昆士兰州
Ｄｒｕｇｓ　Ｍｉｓｕｓｅ　Ａｃｔ　１９８６
Ｄｒｕｇｓ　Ｍｉｓ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

西澳大利亚州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ｕｇｓ　Ａｃｔ　１９８１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ｕｇ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２

南澳大利亚州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ｃｔ　１９８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Ｐｏｉｓｏｎ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ｒｕｇ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塔斯马尼泊尔亚州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ｕｇ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１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　２００２
Ｃｒｉｍｉｎ　ａｌ　Ｃｏ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北领地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ｕｇｓ　Ａｃｔ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ｕｇ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注：图表来源于澳大利亚总检察署２０１６年《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设备—决策、规则和影响》．

澳大利亚塑料和化学工业协会（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ＣＩＡ））和澳大利

亚科技产业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ＩＡ））共同出版的《控制毒品生产原料的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Ｃ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阐述了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存放、后

期管理、记录保存和报告的过程与步骤，为供应商的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设备的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南［１３］．
《规范》把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设备分为３类并分别予以管控．

２．２　易制毒化学品是澳大利亚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管理重点

由于使用易制毒化学品制造毒品利益巨大，澳大利亚高校实验室、医院及相关的化学品仓库等，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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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犯罪分子盗窃的目标．如２００５年悉尼一家制药厂被盗窃了约５０ｋｇ的伪麻黄素［１４］．高校实验室作

为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教学的重要场所，需要广泛使用各种化学品和仪器设备，其中包括易制毒化学品和

相关仪器．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设备的安全运用，一直是澳大利亚各高校、相关企业实验室安全管理

的重点．

２．３　澳大利亚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２．３．１　规范的采购程序

在订购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设备时，高校实验室必须通过正式的高校信函向供应商订购，并随订

单附上终端用户声明书 ．并通过正式的支付流程向供应商支付相关费用．如果没有确认的纸质信函和相关

终端用户声明书是不能定购的，也不允许电话订购和网络订购．同时，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设备必须

被运送到经过认证的高校地址．通过这种方式，供应商和高校实验室在易制毒化学品和设备在订购环节开

始，就受到了严格管控、信息跟踪．

２．３．２　专职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

澳大利亚高校重视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以笔者学习工作过１０多年的弗林德斯大学医学院为例），

弗林德斯大学医学院设有专门的安全和设施办公室（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ｉｔ）和相应的管理人员，包括放

射性物质协调员（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工作健康安全协调员 （ｗｏｒｋ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设施

设备协调员（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和秘书（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他们的职责是为科研、教学人员、学生提供一个

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管理化学药品，协调、协助放射性物质的安全管理，以及为医学院健康安全的项目、

资产、设施设备和基础建设进行管理和提供支持．其中，工作健康安全协调员的职责之一是药品的管理，

包括易制毒化学品；设施设备协调员的职责之一是设施设备的管理，包括易制毒化学品与相关仪器设备的

管理［１５］．

２．３．３　化学品许可证和执照

在高校里使用和储存的所有受管制的化学品和药品，高校都必须持有相应的有效的许可证和执照，并

按照相关法规和规范要求设立相应的化学品和药品的使用、管理、存储和废物处理的条例，并设有紧急情

况处理预案．

２．３．４　完善技术管理和健全监督制度

１）化学品注册清单（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信息管理

药品到达高校实 验 室 后，接 收 实 验 室 使 用 在 线 化 学 品 管 理 软 件 Ｃｈｅｍｗａｔｃｈ，更 新 化 学 品 注 册 清 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液体药品拥有量精确到毫升（ｍｌ），固体药品拥有量精确到克（ｇ）．更新后的药品注册

表提交给安全和设施办公室，并且通过Ｃｈｅｍｗａｔｃｈ出具每一项化学品的材料安全数据表（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ａｔａ　Ｓｈｅｅｔ，ＭＳＤＳ）．

２）相关仪器设备跟踪系统管理

易制毒相关仪器设备到达高校实验室后，先送往生物医学工程办公室（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ＭＥ）登记造册，然后接收实验室要更新设备设施注册表（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并作风险评估（Ｒｉｓｋ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风险评估表随后提交给安全和 设 施 办 公 室．同 时 采 用 库 存 跟 踪 系 统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ｓ）：仪器设备在同一所高校不同实验室之间交叉使用，或者在不同高校之间的实验室交叉使用时，需要

告知生物医学工程办公室和安全与设施办公室仪器、设备的去向．

３）使用环节的可溯源的闭环监督管理

所有使用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科研的人员都必须学习和熟悉相应的法规和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的日

常管制包括指定专人保管，并分类、分区域存放和上锁．双人领取、双人签字，严密监控存量．

２．３．５　岗前培训和实验室使用许可制度

凡实验室新进实习、科研人员，必须接受严格的岗前培训．岗前培训合格后受培训人员、培训师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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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负责人必须在培训记录上签名备案，培训记录留实验室、报所在院系各１份．
实验室人员下班后时段准备继续留在实验，必须填写“工作时间之外实验申请表”［１６］，并由实验室技术

主管或实验室主任签字同意方可进行．

２．４　澳大利亚高校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高效

澳大利亚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持续强化易制毒化学品及仪器设备管理，提前介入、预防和打击

毒品犯罪［１７］．２０１７年底澳大利亚犯罪情报委员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ｒｉｍ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ＣＩＣ）建立

了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终端用户声明书电子档案（ｅＥＵＤ　ｓｙｓｔｅｍ）［１８］，将更全面、更及时地在全国范围

内监控和应对易制毒化学品及相关仪器动态．
澳大利亚高校实验室严格管理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仪器设备，政府监管、警察部门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通力合作，有效地控制了相关安全风险源头，将易制毒化学品的潜在危害降到了最低．

３　规范高校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

３．１　强化法规教育，落实岗前培训制度

易制毒化学品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其管理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凡涉及高危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

高校，均应将相关安全知识、法规的普及教育作为入校师生的必修课，《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等法规宣

传教育应党政齐抓共管、长抓不懈，对高危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危害认知、防范知识普及到每一个教职

员工和学生，将高校整体安全意识、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建立落实学校、院系、实验室３级培训及考试制度，任何人进入实验室必需经过强制性的实验室安全

入门培训．
严格执行重点群体岗前培训责任制，针对在相关专业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高校教师、本科生、硕士

生与博士生，制订培训计划，应由课题负责人与专业实验室负 责 人 共 同 负 责 进 行 岗 前 专 业 技 能 与 安 全 培

训，培训合格后其本人和实验室负责人必须在相应的培训记录上签名，由相关实验室、院系保存备查．

３．２　建立联合监管体系，增加技术装备投入

在各院系、保卫处、设备管理处与各个实验室间，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并建立化学品、仪器设备跟踪系

统和使用系统，随时监控药品和仪器设备的去向和使用情况．推行各院系、实验室、课题组的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循环利用，降低物耗．切实做到避免资源积压浪费，危险品联合监管，截断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出

渠道，将创建安全文明、环境美好的节约型绿色院校落到实处．
推行重点实验室等级管理、高危项目实验准许制度，抓好“人防，物防和技防”３防建设．高危实验室安

装２４ｈ可视监控系统，在必经楼道和各个实验室内安装摄像头等，设立门禁和建立门禁管理制度．易制毒

化学品及仪器设备实验室应优先进行技防、智能管理改造，方能确保安全前提下，将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落到实处．

３．３　加强实验室管理与技术队伍建设

提高实验室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举办实验室技术讲座和安全管理培训班，定期让管理队伍参加相关

专业知识培训；增加技术队伍的人员配置，制定不同专业技术团队发展计划．凡涉及易制毒化学品及仪器

设备的科研教育团队在培养科学理论、精良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遵章守法、敬重安全的职业道德，培养

造就与高水平创新科研相适应、符合新形势下安全管理规范运作、训练有素的技术队伍．

３．４　强化安全责任，落实细化实验室规章

高校各级部门建立购买运输、使用以及废弃处置３大环节监控体系，落实安全责任，截断易制毒化学

品的非法流出渠道，杜绝非法制毒．做到制度规章落实到位，各类人员岗位职责明确，做到各司其职．实验

室安全管理应有１名院系领导分管并具体指导监督，各实验室主任具体负责，并配备专门安全管理人员，

明确各级安全责任，并将岗位安全责任制上网上墙公开发布，监督执行．增强可操作性，只有坚持不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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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责任制，安全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证实验室教学和科研工作协调有序、长治久安．

３．５　制定预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制定预案、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预案应具有针对性，包括高危操作安全应急、防毒品犯罪的相关

内容．同时，预案应具有操作性，注重实用的细节，如把各项分工的负责人联系方式清单粘贴在相应实验

室醒目处．

４　结　　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高校实验室的急剧发展，其潜在安全风险不断积累，安全管理特别是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亟待改进．建议借鉴和吸收国外安全管理先进方法制度，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加快由传统管理手段向现代化管理模式的转变．尽快从教育培训、制度建设、信息管理、等级管

理、队伍建设、安防设施、应急机制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操作规程，规避易制毒化学品等安全风险，有效

地提升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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