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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在修改采用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实验室设计总则（GP18-A[IS- 

BN1-5 6238-344-2]）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本标准规定了临床实验室设计中有关空

间、工作台、储藏柜、通风设施、照明等技术的指导性要求，作为实验室管理者在实验室设计时应遵循的

概括性指南。其目的是建立有高效率、功能完善和考虑周全的实验室。 

对NCCLS(临床实验室设计总则》是修改采用，其中“供水和废水”一章节未采用。废水的处理在我

国不是专为检验科设有一处理系统，而是在医院有一处理系统处理所有废水，能够达到消毒和避免环境

污染的要求。供水管的布局设计已在有关实验室设计中涉及，故未用专一章节说明。有部分内容我们

进行了删除，如照明灯具的名词解释，前言部分内容复杂且难以理解。 

本标准由卫生部医政司提出。 

本标准由四川省临床检验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文芳、杨明清、刘华、邓君、颜英俊、张春平。 

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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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床实验室设计总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临床实验室设计中有关空间、工作台、储藏柜、通风设施、照明等技术的指导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临床实验室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WS 233 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3 设计要求 

3. 1 空间 

3.1.1 数量 

3. 1. 1.1 合理化的空间 

根据放置设备的需要决定空间的合理化分配。同时，应从发展眼光确定实验室空间大小，以便在较 

长时间内能容纳新添置的仪器和设备，保证高效、安全完成临床工作。 	～ 

3.1. 1.2 空间分配原则 

空间分配总原则是让工作人员感到舒适，又不产生浪费，应综合考虑工作人员的数量、分析方法和 

仪器的大小等因素。 

3.1.2 质量 

3.1.2.1 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的大小应保证最大数量的工作人员在同一时间工作。应将有效的空间划分为清洁区（办 

公室、休息室、学习室），缓冲区（储存区、供给区），污染区（工作区、洗涤区、标本储存区）。工作区应包括 

工作人员所占面积和来回走动的空间。工作空间和走动空间应转化为在地板上占用的面积大小。 

3.1.2.2 储存区和供给区 

储存区和供给区的大小和位置对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和安全有重要的影响，储存区包括工作台下、高 

架上、冷藏区和冷冻区。 

3. 1.3 管理 

空间管理受其数量和质量控制。 

通道的管理是空间管理的一部分。在通道管理方面，应设置一些预备区，如接受标本，准许进人实 

验室人员和参观者的通道。检测标本可通过工作人员、自动传输、风力系统或其他自动化系统运输。实 

验室设计中还应考虑到有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和警报器以便通知或报警。 

3.1.4 扩展 

3. 1.4. 1 扩展计划 

应将实验室设计为可向外扩展或可移动性，以满足实验室发展的需要。 

3.1.4.2 空气运输系统和电脑网络 

空气运输系统和电脑网络分别用于实验室内和实验室与医院各科之间标本、信息交流，临床实验室 

一般用直径10. 2 cm的空气运输管将标本从收集区传送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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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和医院可通过电脑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数据的输出应快速、充分和灵活。 

3. 1.5 法规和安全 

实验室设计应严格遵循法规的要求。建筑师有责任提出有关法规的要求。 

3. 1.6 基本原则 

3. 1.6. 1 空间计划的描述 

在整个空间计划过程中应有一位具有实验室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建筑师。在计划阶段，管 

理者、计划者和建筑师应反复商榷，并编写一份能说明空间合理性的计划书。列表说明每一个空间的用 

途，不同空间的相互联系。 

3. 1.6.2 空间评估 	 ＿ 

3.1.6.5.3 安全性 	 ，勺‘' 	 J‘口尸 

实验室的设计和大小应考虑安全性，稼居熟翻青除  姗酚盯fl的建筑规则，针对各实验室情况配备 

安全设备。 

所有的实验室和与病人直接接触的地方均应安装洗手池，洗手池宜设在出口处，以提醒工作人员离 

开实验室前应洗手。洗手池应是独立专用的，不能与标本处理和实验混用。 

距危险化学试剂30 m内，应设有紧急洗眼处和淋浴室。 

对于实验室公用的安全装置（洗手池、紧急淋浴、紧急洗眼处、防火设备等）应安置在方便地方，以便 

在紧急情况时，工作人员容易找到。 

3.1.6.5.4 为残疾雇员考虑 

实验室设计还应考虑到有残疾的工作人员，如工作区也应适于残疾者的进出和工作。工作台的附 

属设备应同时方便残疾者和健康者使用。 

3.1.6.5.5 烟雾罩和生物安全 

任何安全罩的放置均应尽量远离出口处，以符合有害实验远离主通道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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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6 生物安全性水平3与要求 

在设计实验室时，应强调生物安全性水平。多数临床实验室的实验区和标本接受区均不要求涉及 

生物危险性水平3和4的特殊设计。 

生物安全水平3是指工作人员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吸人方式，吸人某些固有或外来物质而引起致命 

的或严重疾病的实验室区域，针对这些区域制定的安全要求。由于这些物质的潜在危险性，在设计实验 

室时，应有相应的处理原则。生物安全性区域应远离通道，并设有自动关门系统。洗手池应靠近门，而 

且是脚踏式控制，要求有洗眼处。 

当物质通过雾状形式而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的区域，应按生物安全水平4要求设计，对这种实验室 

的设计要求比水平3更严格。 

生物安全水平3实验室应在一独立的建筑区或隔离区，更衣室应有淋浴，进出实验室的物质应通过 

薰蒸室和双层高压灭菌门进行实验室材料的输人和输出。 

对于生物安全水平3实验室的具体要求请参见WS 233的要求。 

3.1.7 计算 

计算当前的空间需求 

工作台占据的空间是以实验室所有分析仪器长度（A）和工作台上净工作空间的长度（C)之和，乘以 

总工作台宽度（W）和通道宽度(1W）之和。计算工作台空间时，还应注意附属设备占有的空间（F)，如 

冰箱、打印机和特殊工作区。 

示例；B（仪器和工作台所占的空间）=[(A+C)x(W十IW)]一[(18. 3m十6.1 m)]X[(O. 61 m+ 

0. 91 m)] 

F=16. 6 m2 

T（总空f0J)r=B+F= 37 m2-f-16. 6 m2一53. 6 m2 

若计算中有一0.91 m的通道，其对面是一个工作台，则实际的通道宽度为1. 8 in，而1W宽度至少 

为1. 2 m. 

3. 1.8 推荐标准 

表1 实验室部分空间推荐标准 

类 别 推荐空间／m 

工作台间通道宽度 1. 5'--'1. 8 

工作台距墙壁空间宽度 1. 2-'1. 5 

工作台宽度 0.76 

3.1.9 特殊实验室设计与布局 

本标准中的特殊实验室指微生物实验室，其设计总体上应按WS 233的要求。 

3. 2 工作台／设施（备） 

3.2. 1 数量 

一个实验室应有足够多的外形美观的工作台。过多的工作台会占有实验室有效空间。 

3.2.2 质量 

工作人员应注重设施（备）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参与工作台和设施的设计。 

3.2.3 供给和搬运 

一般的实验室大门宽度是1. 2 m，各室门宽一般为0. 91 m。将工作台设计为单元式的模块式工作 

台，可以方便搬运。 

3.2.4 基本原则 

实验室的设施应保证从事不同工作的工作人员舒适、方便、安全地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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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1 工作台的类型 

工作台有两种类型，为固定式和组合式。固定式工作台适用于工作相对固定的实验室，组合式工作 

台便于组装和搬运。 

3.2.4.1.1 固定式工作台 

固定式工作台的材料可选用钢材、木材或塑料薄板。可从类型、材质和构造等方面选择。 

3.2.4. 1.2 组合式工作台 

组合式工作台与固定式工作台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高度、抽屉和高架台储存区均可以重新组装、容

量大和耐久性。当选择组合式工作台时，重要是了解组合式结构如何与支持系统相连接。 

3.2.4. 1.3 可移动工作台 	 ＿ 

3.2.5 最低和推荐标准 

表2为实验室的工作台和设施的最低和推荐标准。 

表2 实验室工作台及设施标准 

项 	目 最低标准 推荐标准 

椅子上下调节范围／cm 12. 7 15. 2 

人坐下膝周空间高度／cm 68. 6 71. 1 

抽屉负重／kg 20 20 

两工作台间通道宽度／m 1. 5 1. 5''l. 8 

工作台与墙的距离／m 1.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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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储存（冷藏和非冷藏） 

3.3.1 储存空间应考虑的因素 

由于实验室有不同性质的工作，在决定储存空间的大小和种类时，应作相应计划。不同性质的工作

包括实验类型、实验的数量、实验室总的有效空间、工作人员的数量、工作流程等都影响着储存空间。决

定实际的储存空间需求应考虑以下因素： 

5'-'lO年每个专业的平均年工作量；

估计因技术或服务内容改变，工作量改变情况；

每年物资、试剂和化学药品的订单；

从供应商订购商品需要的时间；口口．.... 

实验材料的储存寿命和提度要求； 

卿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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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温度和湿度 	 一 

冰箱和冷冻柜的温度应调节到满足厂商推荐的物品储存要求。低于20％的湿度水平增加静电产

生。高于50％湿度水平可引起全凝发生。厂商指明产品储存温度为室温，则温度为18'C--26'C,温度

在2'C一 8℃应是用冰箱储存。冷冻是指一20℃或更低温度储存，应储存数月的物品，通常储存于低于 

-30C温度。没有明确指示的储存，如组织样本和胚胎，一般需要用液氮保存。 

由于冷冻柜，冰箱和其他储存设备可产生大量的热，在通风和空气循环方面，应考虑放置这些设备

的房间大小和设备的数量。 

3.3.3.3 储存记录 

实验室应用纸记录。一般要求临床实验室对病人结果和质控文件保存时间至少两年。血库记录保

存时间至少10年。实验室每天应有所做工作的详细记录。 

3. 3. 3. 4 牢固的贮物系统 

应考虑修建牢固结实的存放架，贮物架应紧贴墙或其他支撑系统。在设计贮物架时还应考虑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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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 3. 4 控制 

3. 3. 4. 1 储存区进入人员的控制 

在储存危险品区，为了加强物品管理，应控制人员进人贮物区。 

3. 3. 4. 2 环境温度控制 

储存区域的局部暖气、冰箱和空调标准应在实验室设计时加以考虑。对在一个大的集中储存区域， 

要求有独立的温度控制。 

3.3.4.3 装配温度监控器 

实验室冰箱和冰冻柜应装配带有警铃的独立的温度监控系统。警铃的电源与监控装置的电源是分 

开的。可使用小电池电能系统或远程监控系统，这样的监控系统可同时监控数台冰箱或冷冻柜。如果 

温度超过设置温度，监控系统可自动报警，并且根据要求打印温度记录图。 

3. 3. 5 储存 

3. 3. 5. 1 非冷藏品 

实验室不需要的物品和记录应放在实验室工作外的地方，同时应按要求放置足够时间。对一些不 

需冷藏的试剂，应用专一房间储藏。 

3.3.5.2 冷藏储存 

冷库是为需要温度控制储存的物品提供大的集中的储存区域。 

一般选用可移动冰箱和冷冻柜。如将存放易爆物品，则应选用能防爆的冷藏柜。 

冰箱的门要求用玻璃门，其优点在于能看见冰箱中的物品，可降低冰箱开关的次数。 

3.3.6 储存的可延展性 

新建储存室应可满足20年的发展需要。 

3,4 实验室通风设计 

3.4. 1 数量 

目前倡导在一般实验室，在使用蒸气和生化危险剂的区域，空气交换12次／h。在有些区域空气交 

换16次／h。在设计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方面，应仔细全面地了解每间房间的用途，以达到理想要求。 

有烟囱／或生物安全柜的房间，因处理生物危险材料，或饲养动物（临床实验室少见），所以需要单通 

道空气系统。 

有大量烟雾产生，开展尸体解剖和组织学分析的房间应具备特殊的通风设备。 

“开放实验室”通常包括了危险的和非危险的操作。为了使实验室的空气用于再循环，应使用额外 

的设备来加热、制冷、除湿或过滤空气，这样可通过安装再循环空气处理系统以减少能量费用。 

为了对每个实验室的空气处理器的效率进行评价，应周期性监控空气交换能力。 

3.4.2 质量 

温度控制设计标准，不只考虑实验室设备的耐受性，还受许多因素影响。应明确在该区域所使用的 

设备。尤其注意自动化的设备，它们产生相当量的热，具有有限的耐受性。在某一时间该区域工作的人 

员数量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夏天／冬天因素）也应加以考虑。 

大部分实验室设备没有明显的湿度要求，具有广泛的耐受性，一般湿度要求30%.-70%o 

应控制和排除毒素或危险蒸气、有害气体或生物实体污染的空气。污染的空气通过各类烟囱和生 

物安全柜来处理。 

有些实验室可使用蒸气烟囱： 

天篷烟囱：为了去除气味、蒸气、热和湿气，天篷烟囱应该只安装在大型设备的上部。通常在化学、 

组织学或消毒区域内，因蒸气在排除前可能经过工作人员的呼吸区，天篷式烟囱不应在员工常规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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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使用。为了维持足够的排气速度，天篷式烟囱需要大量的室内空气。比空气重的蒸气只能通过相

当大的排气压力才可能有效地排除。天篷式烟囱不能用于排出可燃的蒸气。 

普通烟囱：此类型的烟囱是用来去掉化学气体，它包括一个全面暴露的可调节的安全玻璃柜，并在

系统末端有维持负压的排气马达。 

在处理次氯酸时，由于有爆炸的可能性，大多数传统的烟囱不可使用，当次氯酸被加热而高于周围

温度或者在进人烟囱或排气系统之前蒸气没有被除去或净化，爆炸就可能发生。纯化次氯酸的工作可

以在普通烟囱里进行。 

每个实验室的排气管道应通过它们各自独立的路线到建筑物外面。在楼顶高度，应远离摄人的新

鲜空气，同时在顺风处。实验室烟囱的逃乞肠也可幼翻扁改崖内的其他排气系统连在一起，但任何实验

室烟囱排出的空气不可被再循月诊尸 ＿ ，气‘ 

3.4.4.10 共用的空气处理系统应使用冷却装置为某一区域提供环境温度。 

3.4.4.11 供气应过滤除尘（过滤系统的设计和过滤器应根据实验室需要规划）。 

3.4.4. 12 在热负荷高的地方，空气处理系统应有补充降温系统。 

3.4.4.13 在最初通气设计中，对于空气处理系统的排除设备的扩展程度应是15%--25％。 

3.5 电源和通讯 

3.5. 1 仪器所需电源的设计 

3.5.1.1 数量 

实验室负责人应对实验室所需电源，做充分的考虑和分析： 

a) 实验室所有仪器所需电量和所需电插座数量； 

b) 电插座是三孔或是二孔； 

C） 各电插座分布地方，保证使用安全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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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各仪器所需电压（220V或380V)、电量； 

e) 现在计算机已在实验室广泛应用，应充分考虑计算机所需插座。 

3.5. 1.2 质量 

所设计的电源应充分考虑其布局合理，使用安全和方便。 

3.5. 1.3 灵活性 

在设计电源时除考虑已满足现在使用需要外，应考虑今后实验室的发展，要有足够多的扩展量满足 

实验室的需要。 

3.5.2 通讯 

在实验室设计时应周密设计通讯线路，除充分满足目前的需求外，还应有额外的容量适应仪器的增 

加和移动。 

3.5.3 照明 

3.5.3. 1 照明设备数量 

实验室所需照明设备的数量由以下因素决定：工作的类型、工作台面的颜色、工作室天花板和墙壁 

的颜色、固定照明与工作台面之间的距离、需要照明空间的大小。 

上述因素以及所需照明度标准一旦确定，即可选择一定数量的、符合照明度标准的照明设备。 

3. 5. 3.2 照明设备安装的位置 

照明设备应安装成与工作台面呈垂直或对角线，这既统一布局又可消除物体遮挡产生的阴影。与 

工作台面平行安装照明设备，通常会产生阴影，阴影来自坐在工作台面前工作的实验人员和工作台面 

上方的柜子。在工作台面上方没有柜子的情况下，照明设备可与工作台面平行或工作台面活动侧的正 

上方安装。 

精加工的黑色或非白色的毛面工作台表面能有效地减少反射光和眩光，从而减轻眼睛的疲劳。 

3.5.3.3 照明设备的质量 

3.5.3.3. 1 白炽灯 

白炽灯价格低廉，优良的彩色再现性以及照明度的可调节，缺点是产生热量过多以及每瓦产生的较 

低光通量。 

3.5.3.3.2 荧光灯 

荧光灯具有更高的每瓦光通量，更长的使用寿命，较低的亮度以及较广泛范围彩色的再现性。一般 

来说，荧光灯的价格高于白炽灯，但耗电量却低于白炽灯。荧光灯的形状多种多样，包括直线形、U形、 

圆形等。由于U形灯安装较困难且不易维修，因而实验室中一般很少应用。 

实验室特殊区域可选用各种不同的辅助照明设备，如漫射器、棱镜、曲面反光镜、防尘罩和防水罩 

等。选用不同的辅助照明设备不是根据照明度的不同要求，而是由特殊区域所需光线的质量和均匀性 

所决定。 

荧光灯具有不同的颜色温度，是室内工作环境中理想的照明设备。颜色温度利用K值衡量（范围 

9 000 K-1 500 K)。等于或高于4 000 K，颜色温度为冷色调（蓝色），等于或低于3 100 K，则表现为暖 

色调（桔红）。 

3.5.3.3.3 强度放电灯 

高强度放电灯包括汞灯、卤素灯和高压钠灯。与白炽灯相比，具有使用寿命长和每瓦通量较高。如 

果作为应急照明系统的一部分，应与白炽灯、荧光灯一起使用，以便相互取长补短。有时两种照明器的 

物理性能基本相同，但在照明质量和照明性能方面却差别甚大。因此，建议查阅照明设备性能表，通过 

光线分布曲线和光度实验数据来评价各种照明设备（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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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照明设备设计考虑因素 

标 	准 血库 显微镜室 
化学 

教研室 

微生物学

教研室 学室 液研 血教 
注 	释 

1．彩色再现 x 利于组织和血管中层的观察 

2．舒适性 X 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 

3．间接照明 x 间接照明下更易看清静脉血管 

4．背景 

a)黑暗背景 x 优于反射光背景 

b）低反射光背景 x 具有更好的亮度对比度，减少眩光 

5．高亮度 X 有利于组织和体腔内器官的观察 

6.漫射照明 又 x X X 能够更清楚地观察结晶体内部结构 

7．专用照明 
给病人动手术或观察底片特别有用；另外，在

柜子底下的位置也需要专用照明 

"X”表示选择照明光源适合的实验室。 

各种不同类型的固定灯可专用或结合起来使用以得到预期的照明度。灯具安装有多种方式，包括

隐形、半隐形、悬挂式、壁式、台式和过道式等。安装的类型不同产生的光线分布也不同。固定照明器与

重点照明、点照明、强光照明和专用照明相结合能使普通的工作室间产生舒适、美感和视觉享受。 

3.5.3. 3. 4 特殊照明设备 

实验室用于分离微生物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区域应能有效地保护工作人员和标本避免污染。紫外灯

是最常用的消毒设备。安装在抛光天花板上的固定紫外灯，距地面的距离不要超过2. 1 m，紫外灯的数

量应根据实验室空间决定。 

使用紫外照明设备时，应确信物体表面（例如，墙体表面的涂料、工作台面等）能经受紫外光的漂白

作用。 

3.5.3.4 照明设备的开关控制 

照明设备的开关应安装在每个工作室的出口或人口处。荧光灯应安装双开关，每个开关控制其中

一组灯管的照明，这样，我们能选择性地打开开关以便为实验室提供适宜的照明度。 

控制光线强弱的另一种方法是工作室中同时安装白炽灯和荧光灯；这样，当工作室无人时，可关闭

荧光灯，同时使用一个廉价的可调亮度转换开关，调节白炽灯亮度，以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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