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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以“6S”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心

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

单位名称：湖南农业大学

项目主持人：王刻铭

团队成员：刘浩源、魏勇、童建华、段丽琴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科研需求的日益增长，实验

室作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场所，其安全管理问题日益凸

显。近年来，国内外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暴露出实验

室安全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如安全意识薄弱、管理制度不完

善、操作不规范等。这些事故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还威胁

到师生的人身安全，甚至对社会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构建科学、系统的实验室安全文化体

系，已成为高校实验室管理的重要课题。

“6S”管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起源于日本制造业，广泛应用于

企业生产管理，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提

升工作效率、减少浪费、保障安全。近年来，“6S”管理逐渐

被引入高校实验室管理领域，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实

验室安全管理不仅需要规范化的操作流程，还需要对潜在风

险进行系统性识别、评估和控制。因此，将风险管理与“6S”

管理相结合，构建以“6S”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实

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此外，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不仅是安全管理的重要手

段，也是高校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通过安全文

化建设，可以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培养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规范的操作习惯，为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

提供保障。本项目旨在探索以“6S”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

核心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模式，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研究目标、任务

实验室安全文化水平是在开展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活

动中长期凝练出来的一种文化氛围，是师生所接受的安全、

学习或生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是他们对生命安全的理

解程度的集中体现。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是现代高校文明的

一个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验室安全管理状况和



水平。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是预防和解决实验室安全事故的

重要途径，是事故预防的根源力量，是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的本质需求。实验室风险管理可为高校精准识别重点防范和

管控的风险因素，进而为高校挖掘实验室安全投入方向和制

定管理决策提供新路径，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本项目通过分析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方案。 具体内容包括：

（1）制定实验室安全文化理念条目（元素），解决实验

室安全的根源问题。

安全文化通过影响组织的安全管理体系来影响组织成

员的习惯性行为，最终影响其操作动作和物态，起到事故预

防的作用。所以说，安全文化是企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可以说，改善安全文化是事故预防的根源力量，而不

仅仅是软实力。 本项目将实验室安全文化（安全理念）具

体化，找到实验室安全文化组成理念条目（安全文化元素），

安全文化元素要求简单实用，填补我校乃至国内实验室安全

文化理念条目的空白。

（2）开拓多元化实验室安全文化的载体和教育形式，

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通过对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不断探索，从实验室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着手，对实验室安全危险源进行评估和

排查治理，系统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验室，安全文化体

系，开拓学生容易接受的实验室安全文化载体形式，如二维

码、安全短视频、安全主题知识竞赛、宣传标语、实验室安



全指导手册、 安全信息牌、准入考试系统、实验室安全活

动月等，已有效的载体形式实现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具体化。

本课题将开设实验室安全课程、实验室专项培训、安全技能

大赛、实验室安全类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纳入安全文化体

系，保障实验室安全文化的落地。

（3）构建实验室安全文化范式，成为实践示范样本。

通过项目研究，梳理实验室安全管理的“6S”内容及相

互关系，审思实验室风险管理的过程，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

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模式，根据实验室“6S”管理和安全风险

管理原则，进行风险管理，排查隐患，预防事故的发生，以

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安全保障，成为高等院校实验室安全

文化建设与实践的示范样本。 安全文化建设对高校师生的

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有着深刻的导向作用，完善的制度体系

可以明确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建设方向。针对高校工科实验室

特点及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从高校安全文化建设现

状入手，着重阐述安全文化制度建设在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中的应用实践，旨在为构建平安校园、保障实验室安全提供

有益的思路。

主要思路

本项目的研究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高校实

验室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规范和实施方

案。



2. “6S”管理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以“6S”管理为基础，规范

实验室环境和操作流程；以风险管理为核心，识别和控

制潜在风险，形成双重保障机制。

3. 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通过安全文化建设提升师

生的安全意识，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实验室管理行为，实

现文化与制度的协同作用。

试点实施与推广相结合：在试点实验室实施研究成果，

总结经验并优化模式，逐步推广至其他实验室和高校。

总体的研究思路是先调研思考、理论研究、完成实验室安

全文件设计和建设，再查摆问题，找到整改措施，完成实验

室安全文化的实践实施，最后效果评估、改进完善、提升实

验室安全意识和管理成效。

第一步进行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设计，先以实验室

“6S” 管理基础，以风险管理为核心进行理念条目建设，

然后确定实验室安全文化载体和教育形式。第二步进行实验

室安全文化的宣传推广工作，最后进行实验室安全文化的效

果评估（定量测量），确定整个实验室安全文化的推行是否

合理有效。具体见图 1。



图 1 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研究思路

三、主要工作举措

本项目围绕“6S”管理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实验室安全文

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首先，通过理论研究与现

状调研，系统梳理了“6S”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结合

高校实验室特点，构建了以“6S”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

心的安全文化理论框架。同时，开展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

分析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制定管理规范提

供依据。其次，制定并实施了“6S”管理规范和风险管理体系，

设计了实验室环境整理、设备整顿、清洁标准等具体操作流

程，开发了风险登记表、风险评估模型等工具，确保风险管

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此外，通过创新安全文化载体（如

二维码、安全短视频、安全知识竞赛等）和开设安全课程、

活动（如实验室安全课程、安全技能大赛等），将安全文化

建设融入师生的日常学习和科研活动中。



在试点实施与效果评估阶段，项目在湖南农业大学试点

实验室推行“6S”管理和风险管理，总结经验并优化管理模式。

通过定量评估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效果，发现问题并及时

改进，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同时，项目完善了实

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如《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

实施办法》《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等，实现了安全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协同推进。此外，项

目还开发了实验室智慧预约管理平台软件，申请了实用新型

专利（如实验室试剂收纳柜）和软件著作权，提升了实验室

安全管理的智能化和便捷化。

最后，项目通过总结研究成果，形成了实验室安全文化

建设指南和操作手册，并通过学术会议、培训等方式向其他

高校推广，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了实践范例。项目的

实施不仅显著提升了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还

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项目主要以湖南农业大学为范例开展研究，成果可应用

于学校所有实验室安全体系构建、多部门相互促进、相互配

合，自上而下层层配合，共同落实、并不断完善。 项目研

究辐射范围广，对于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培养学生良好的工



作作风、保障财产及师生安全有重要的作用，全校师生都可

以从中受益。成果还将为兄弟高校实践教学管理创新提供实

践范例，积累经验数据和可借鉴的研究方法；项目的学术成

果（论文、专利、研究报告等）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具

体成果有：

1.公开出版著作

《高等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制度研究》 主编

2022 年 1 月 约 60 万字

2 发表期刊论文：

[1]王刻铭. PDCA 循环模型在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

中的应用与探索 [J]. 化工时刊 , 2023, 37 (04): 47-50.

DOI:10.16597/j.cnki.issn.1002-154x.2023.04.011.

[2]王刻铭,彭宇轩. 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地方高校实验室

管理中的应用探究 [J]. 科技与创新 , 2022, (11): 136-138.

DOI:10.15913/j.cnki.kjycx.2022.11.042.

[3]王刻铭,陈照颖. 高校实验室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分

析 [J]. 化工设计通讯, 2022, 48 (04): 136-138+199.

[4]王刻铭,刘浩源,刘仲华. 新农科背景下大型仪器开放

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2022, 41

(03): 287-291. DOI:10.19927/j.cnki.syyt.2022.03.058.

[5]王刻铭,刘浩源. 高校大型仪器管理制度建设困境与

对 策 [J].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 2022, 39 (04): 245-248.

DOI:10.16791/j.cnki.sjg.2022.04.048.

3.教学软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实验室试剂收纳柜 发明人： 王

刻铭， 专利授权日： 2023 年 3月 17 日

实验室智慧预约管理平台软件 V3.0 登记日： 2024

年 1月 10 日

4.协助参与制定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制度体系；

4.1. 《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湘农大

发〔2025〕23 号

4.2. 《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湘农大

发〔2025〕10 号

4.3.《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湘农大发〔2023〕

94 号

4.4 《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湘农大

发〔2023〕44 号

五、特色和创新点

项目的特色

1. “6S”管理与风险管理的深度融合

本项目将起源于制造业的“6S”管理理念引入高校实验

室管理，结合风险管理的系统性方法，形成双重保障机



制。通过“6S”管理规范实验室环境和操作流程，通过风

险管理识别、评估和控制潜在风险，构建了科学、系统

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

2. 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具体化与可操作性

项目将抽象的实验室安全文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可操

作的条目（元素），如安全理念、行为规范、操作流程

等，使安全文化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通过制定实

验室安全文化理念条目，填补了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理

念条目的空白。

3. 多元化安全文化载体与教育形式

项目通过创新安全文化载体和教育形式，如实验室安全

课程、安全技能大赛、实验室安全活动月等，将安全文

化建设融入师生的日常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同时，利用

二维码技术、短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实验室智

慧预约管理平台软件，实现了安全管理的智能化和便捷

化。

4. 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协同推进

项目通过制定和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如《湖南农

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湖南农业大学

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等），将安全文化建设

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实现了文化与制度的协同作用，

确保了安全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5. 定量评估与持续改进机制

项目通过定量评估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效果，发现问

题并及时改进，形成了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通过

科学的效果评估体系，确保了安全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和

可持续性。

项目的创新点

1. 首次提出“6S+风险管理”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模式

项目首次将“6S”管理与风险管理有机结合，提出以“6S”

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模

式，填补了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域的理论空白。

2. 系统梳理并提出了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具体理念条目

项目首次系统梳理并提出了实验室安全文化的具体理

念条目，设计了多元化的安全文化载体和教育形式（如

二维码、安全短视频、安全知识竞赛等），使安全文化

深入人心，易于师生接受和实践。

3. 创新安全文化载体和教育形式

项目首次将二维码技术、短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

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开发了实验室智慧预约管理平台

软件，实现了安全管理的智能化和便捷化。同时，通过

开设实验室安全课程、安全技能大赛等活动，创新了安

全文化的教育形式。



4. 构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范式

项目首次提出了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6S+风险管理”

范式，并在湖南农业大学试点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5. 将定量评估方法引入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

项目首次将定量评估方法引入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设

计了科学的效果评估体系，确保了安全文化建设的有效

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定量评估，形成了持续改进的闭环

管理机制。

6. 研究成果的广泛推广与应用

项目研究成果不仅应用于湖南农业大学，还通过学术论

文、著作、专利等形式向其他高校推广，形成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首次将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系统

化、理论化，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

实践参考。

本项目以“6S”管理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心，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相协同，构建了科学、系统

的实验室安全文化体系。项目的特色体现在理念的融合、文

化的具体化、载体的多元化、制度的协同性以及定量评估的

引入；创新点则体现在模式的提出、理念条目的梳理、载体

的创新、范式的构建以及成果的推广等方面，为高校实验室



安全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实践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成果附件：

1. 1.公开出版著作

《高等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制度研究》 主编

2022 年 1 月 约 60 万字









2 发表期刊论文：

[1]王刻铭. PDCA 循环模型在高校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

中的应用与探索 [J]. 化工时刊 , 2023, 37 (04): 47-50.
DOI:10.16597/j.cnki.issn.1002-154x.2023.04.011.



[2]王刻铭,彭宇轩. 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地方高校实验室管理

中的应用探究 [J]. 科技与创新 , 2022, (11): 136-138.

DOI:10.15913/j.cnki.kjycx.2022.11.042.



[3]王刻铭,陈照颖. 高校实验室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分析 [J].

化工设计通讯, 2022, 48 (04): 136-138+199.



[4]王刻铭,刘浩源,刘仲华. 新农科背景下大型仪器开放共享

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2022, 41 (03):

287-291. DOI:10.19927/j.cnki.syyt.2022.03.058.



[5]王刻铭,刘浩源. 高校大型仪器管理制度建设困境与对策

[J].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 2022, 39 (04): 245-248.

DOI:10.16791/j.cnki.sjg.2022.04.048.



3.实验室安全相关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实验室试剂收纳柜 发明人： 王

刻 铭 ， 专 利 授 权 日 ： 202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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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助参与制定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制度体系；



4.1. 《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湘农大

发〔2025〕23 号



4.2. 《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湘农大

发〔2025〕10 号



4.3.《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湘农大发〔2023〕

94 号



4.4 《湖南农业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湘农大

发〔2023〕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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