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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验室生物安全是科研人员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针对一线科研人员的系统管理始终是
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的一个薄弱环节。
　　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等多家单位的
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
该书针对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的现状，系统介绍了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发展和演变、实验室设备及其管理
的基本特点和要求。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导论、致病微生物实验室的个人防护、实验室生物安全设备、实验室生物安全
防护设施、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设备和设施要求、实验室应用电离辐射技术的放射安全、大型生物仪
器的安全操作、实验室生物安全应急体系与预案以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本书是编者针对我国生命科学领域一线操作人员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做”的一本参考书，内容特
色鲜明，非常适合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一线科研人员的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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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它是指防范和控制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国家社会、经济
、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
与生物有关的因素主要有天然生物因子、转基因生物和生物技术。
有害生物，特别是致病性微生物所导致的安全问题，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现实的生物安全
问题。
人们在利用生物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危害，而非和平应用生物技术则对国际社
会构成了极为严重的潜在威胁。
当前的生物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传染病的巨大危害传染病仍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
原有病原体不断变异，新传染病不断出现。
近20多年来，全球新发现的传染病有40余种，其中，半数为病毒病，我国已发现20多种。
在我国广大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传染病仍是首要危害。
近年来，我国先后发生了上海甲肝流行、河南艾滋病（AIDS）事件、SARS和禽流感（H1N1）等重大
传染病疫情。
2.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已大大增加，一是
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仍在继续研发生物武器；二是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强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
胁；三是以美国“炭疽事件”为标志，生物恐怖对国际安全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
目前，全世界有15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拥有生物武器研究发展计划，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处于不
稳定的热点地区及我国周边地区。
2006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也浮出了“冰山一角”。
生物武器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是较理想的恐怖主义手段，正日益威胁着国际和平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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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室生物安全》编辑推荐：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与控
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通力合作完成针对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的现状，系统介绍了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发展
和演变、实验室设备及其管理的基本特点和要求内容特色鲜明，满足实验室一线操作人员的具体需求
，非常适合用于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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