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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实验室试剂是科研实验室开展实验的必备条件，试剂性能的准确和稳定是实验室

出具数据准确可靠的基础，试剂的安全使用是实验室与实验人员安全的重要保障，对

实验室试剂进行精准的过程控制和管理是保障实验数据质量和实验室安全运行的重

要手段。 

试剂的管理是一个贯穿于采购、储存、使用以及处置的完整过程，其中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阻碍实验研究的开展、影响实验数据的准确，甚至引发安全事

故，因而全过程控制是科研实验室试剂管理的核心。目前的国家标准中对试剂的管理

只有原则性要求、对标准物质的量值溯源要求和一些特殊药品的特殊管理要求，这些

要求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当前科研实验室对科研质量、安全保证的需求。 

本指南立足于试剂的实验室全过程控制，可以满足科研实验室对试剂进行规范性

管理的需求，对提高科研实验室管理水平、保障数据准确性、保证实验室安全运行意

义重大。本指南满足ISO/IEC 17025标准对实验室试剂管理的要求，是对试剂管理的

更全面、更具体的管理指导性文件，可为科研实验室规范试剂管理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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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验室试剂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科研实验室试剂管理的术语和定义、管理要求和实施要求，涵盖科

研实验室试剂管理的整个流程，包括试剂的分类、采购、验收、储存、使用、处置过

程。 

本文件适用于按CNAS-CL09《科研实验室认可准则》运行的科研实验室试剂的管

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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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7000（ISO/IEC 17000）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31190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GB 879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CNAS-CL09 科研实验室认可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试剂 reagent 

在实验研究、实验分析及其它试验中使用的各种纯度等级的化学试剂、生化试剂。 

3.2  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reference material（RM）  

具有一种或多种足够均匀且稳定规定特性的材料，已被确定其符合测量过程的预

期用途。 

3.3  验证Verification 

指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注：本指南中“验证”这一名词术语的对应英文“verification”及定义与GB/T 

19000：2016/ISO9000:2015保持一致。 

3.4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F%E5%BA%A6


CNAS-GLX X                                                              第 5 页 共 12 页 

 

发布日期: 20X X 年 X 月 X 日  实施日期：20X X 年 X 月 X 日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是为化学物质及其制品提供有关安全、健康和

环境保护方面信息，并能提供有关化学品的基本知识、防护措施和应急行动等方面的

资料。MSDS也称作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3.5  危险化学品  dangerous chemicals 

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特性，会对人员、设施、环境造成伤害或损害的

化学品。 

4 试剂分类 

科研实验室试剂的管理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进行合理分类管理，分类时既应注

意到实用性，又考虑到试剂的特征性质；既便于实验人员使用，同时要充分考虑操作

的安全性。 

4.1 危险化学品 

按照其特性分为爆炸品、易燃气体、毒性气体、易燃液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

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性物质、有机过氧化物、毒性物质、放射性物质等。

GB13690《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与标志》将危险化学品分为八类：爆炸品；压缩气

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如乙醇、天那水、白电油等）；易燃固体、自然固体、遇

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放射性物品和腐蚀品。应对危险化学

品进行规范分类、储存、保管和使用，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减少或避免其对人

体的危害及对环境的影响。 

4.2 标准物质/标准样品 

具有一种或多种足够均匀且稳定规特性的材料，已被确其符合测量过程预期用

途，包括有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质控样品等，含实验室自制试剂。 

4.3 常规试剂 

实验室常用的其它辅助通用、专用试剂，含实验室自制试剂。是指科研实验室常

用的、用量大的各类科研试剂和耗材。具体目录可以通过相应管理部门/管理人进行

调研实验室的具体使用情况后确定。 

5 试剂采购 

5.1 实验室应建立试剂管理体系或登记制度，对本实验室试剂的管理流程，包括采购、

验收、储存、领用、处置等信息及过程进行记录。有条件的建立电子化信息管理体系，

实现实时监控更新。 

5.2 实验室应根据自身需求对所用不同类别级别试剂在采购、验收、存储、使用等环

节进行相应管理。 

5.3  试剂供应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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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应对试剂供应商进行评估和批准，评估过程应从产品质量、质量保证、公

司管理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对供应商合法的资质审核、产品质量进行综合评估，要重点

关注试剂质量风险，从供应品可能会发生的不符合、给实验室带来的后果、发生这种 

不符合的概率、风险程度是否可以接受等方面进行。保存相关评价文件和记录。 

5.4 实验室应建立采购申请表，根据试剂类别填写试剂名称（含学名和通用名）、化

学分子式、化学物质登记号、数量、规格型号、生产厂商、安全信息、危害性、申请

人、批准人等信息。 

5.5  特殊试剂的采购 

对于受监管的剧毒化学品、易制毒试剂、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质等应当在购买

前将所需购买的品种、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向所在地的相关主管部

门备案。 

6 试剂验收 

6.1 实验室应根据自身需要制定试剂验收质量标准，按实验室试剂的类别、级别采用

检查和/或验证方式进行验收。 

6.2  检查 

6.2.1 检查试剂的包装完整性、容器是否完好、封口是否严密。 

6.2.2 检查证书与实物的对应性，确认相关文件的齐全性，例如：产品合格证、标准

物质证书、《化学危险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等。标准物质、危险化学品要检查证书中

标明的特性量值、不确定度、基体组成、有效日期、保存条件、安全防护、特殊运输

要求等内容。 

6.2.3 试剂性质的检查一般以感官为主，要求颜色正常、色泽一致，无可见杂质，固

体试剂无潮解、融化、风化现象；粉末颗粒状试剂不应结块或成团；液体试剂一般应

澄清，无沉淀、混浊、渗漏等现象；生物试剂不应发霉、发酵或腐败。 

6.2.4对于有低温等特殊运输要求的试剂，可行时，要检查运输状态。 

6.3  验证 

以合适的实验手段对试剂的特性进行定性、定量检测，例如：试剂空白、杂质、

微生物等。 

6.4  实验室应建立试剂验收表，记录至少要包括：试剂名称、编号、批号、化学物

质登记号、规格、数量、购入日期、有效期、生产厂商、验收人、验收结论、库存地

点和危害性等。 

7 试剂的标签和储存 

7.1 实验室应建立试剂库存清单，确保所有验收入库的试剂标签/标志完整，清单应

包括试剂名称、规格/浓度、制造商或供应商、批号、有效期、储存地点、储存条件、

危害性和安全标识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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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试剂的库房储存 

7.2.1 试剂应按无机物、有机物、固体试剂和液体试剂、生物培养剂等分类分开存放， 

基准物质、专用试剂、贵重药品、毒品、危险品应单独存放。 

7.2.2 试剂储存库房要配备符合要求的冷藏柜、试剂柜、通风设施，对于标准物质和

其它有特殊存储要求的试剂，按照相关标准要求配备适用的设备。 

7.2.3 试剂库房要保证每个不同区域的储存条件，温度、湿度、照度等符合要求，考

虑电气安全、消防安全、安防措施和专用排水等因素，采取防潮、防雨保护；配置足

够的消防器材和设施，安装火灾报警系统和监控摄像系统，确保该区域环境条件的稳

定和安全。 

7.2.4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应符合 GB 15603《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的要求，

其储存量不应超过相关规定，尽量控制在实验室最小需求量。剧毒化学品、含有风险

的生物材料、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试剂的储存应遵守国家相关规定，配备专

门的储存设施，由专人加锁保管、实行领用经申请、审批、双人领取、双人使用、用

完回收的制度。 

8 试剂的使用管理 

8.1 实验室应建立试剂出库记录表，记录各类试剂出库情况，清单应包含试剂名称、

规格数量、领用人、日期等信息，对危险化学品应按当日实验的用量领取，并记录用

途。 

8.2 试剂使用前应确认其有效性，标准物质和管控试剂（含自配试剂）应确认试剂是

否在有效期内、标准物质含量是否准确、是否按照证书上所规定储存条件正确保存等；

常规试剂（含自配试剂）要确认有效期及规格等信息。 

8.3 实验室应制定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管理规定，确保实验室人员能随时获取最新的试

剂安全数据单（MSDS）或基本的安全信息，包括消防处理、应急处理、急救措施等；

对试剂分类、试剂的毒性、使用方法和化学实验室溢漏、防爆等安全与应急规定、急

救常识等进行全员培训和监督；配备实验服、护目镜以及安全手套、灭火器、快速处

理包等个人基本安全设备。 

8.4 用于实验室外活动的试剂，要考虑预处理和运输过程中维持其稳定性和安全性的

特殊要求，确保现场人员的安全。要重点考虑危险试剂存储和转移的特殊要求，配备

相应的转移设备和防护设备。 

8.5 试剂的临时储存 

8.5.1 实验室内应配备冷藏柜、试剂柜、化学品安全贮存柜存放试剂，确保各类试剂

在实验室内温度、湿度和照度等存储条件符合要求，同时避免污染。 

8.5.2 实验室只宜存放少量短期内需用的药品。对危险化学品需要在实验室内张贴明

示最大允许放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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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实验室内存放化学试剂或化学品的容器，必须贴有标签，标明化学品的名称、

浓度、配制日期、有效期及配制人。危险化学品须有显著标志。 

8.5.4 致癌及剧毒物质须存放于装有双重防漏装置的容器内。易反应的化学药品、试

剂严禁放在一起。易燃、易爆炸试剂应存放于化学品安全贮存柜中。 

8.6 应定期核查实验室内贮存柜及冷藏柜，确认试剂的存储条件符合规定，不适用的

化学品应尽快安全弃置。 

8.7 实验室内与仪器设备配套使用的气体钢瓶，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备用气瓶、空

瓶不应存放在实验室内，瓶装气体严禁分装，倒瓶。 

9 废弃化学品的处置 

9.1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可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类，应制定程序对废弃物质的处置、

存放和排放进行规定，明确专人负责废弃化学品的登记、分类收集储存和处理，建立

废弃物处理记录，对于危险废弃化学品进行详细登记，记录其来源、数量、种类等。 

9.2 实验室应按照废弃化学品的具体分类配备与之相容的密闭性容器。 

9.3 固体废弃化学品的处置 

9.3.1 按照 GB31190《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的分类，对化学实验、废液

处理产生的沉淀及其它报废试剂进行统一分类收集和储存，交由有资质的处理机构进

行处理。 

9.3.2 生物实验废弃物必须进行消毒等无害化处置，分类暂储后交由有资质的处理机

构进行处理。 

9.4 液体废弃物的处置 

9.4.1 一般实验废液可大量水稀释后排放。 

9.4.2 含有 GB 879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第一类污染物和第二类污染物的废液、

高浓度有机物的废液应分类建立废液桶，集中预处理、贮存。 

9.4.3 高浓度的酸碱废液应建立统一的酸碱废液桶，进行中和处理后稀释排放。 

9.5 气体废弃物的处置 

9.5.1 实验室产生的少量无组织的气体废弃物可以通过通风装置统一处理，达到国家

标准要求后排放。 

9.5.2 其它污染气体、有毒气体、恶臭气体、粉尘等应进行吸收、吸附、冷凝、氧化、

分解等无害化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求后排出。 

9.6 其它废弃物的处置 

含有放射性的废弃物，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单独存放收集，防止泄漏。 

9.7 实验室应委托有专门资质的回收公司对废弃试剂进行分类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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