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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 
仁E

20 1 9 年第 211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科研建筑设计标准》 的公告

现批准 《科研建筑设计标准》 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 91 -

20 1 9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其中，第 5 . 2. 2 、 5 .2.4 、

5. 2. 5 、 5 . 2. 6 、 5.3 . 3 、 5 . 3 . 8 、 7 . 1. 2 、 7 . 3 . 4 、 8 . 3. 6 条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 JGJ 9 1 一

93 同时废止 。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 www. mohurd. 

gov. cn ) 公开 ， 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 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 1 9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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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 2009 J 88 号) 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 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总则; 2 . 术语; 3 . 基地与总平

面; 4. 建筑设计 ; 5 . 安全与防护 ; 6 . 室内环境; 7. 给水排水;

8 . 暖通空调; 9 . 建筑电气 ; 1 0 . 气体管道 。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

1. 增减了部分术语 ;

2 . 修改了建筑设计的部分技术内容和规定 ;

3 . 增加了科研办公区、科研展示区、科研教学实验区、科

研试验区及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技术内容和规定;

4. 增加了部分安全与防护的技术内容和规定 ;

5 . 修改了部分给水排水及暖通空调的技术内容和规定 ;

6 . 增加了建筑电气智能化的技术内容和规定 。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

执行 。

本标准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中科院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同路 45 号院，邮

政编码: 1 00086) 。

本标准主编单位 :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 标准 参 编单位 : 中同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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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 崔彤李昕滨赵正雄潘华

钟延冠钱澄清匾盈盈王华
陈海风涂强陈自明严向炜

高清峰何建清张广宇王 贺

曾捷薛明孙 澄 陆诗亮

王静张玫英吕大力邹凡

陈栋梁 王晓涛 张道茹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黄星元 文IJ玉龙贾昭凯 金 路

杨洪生张路峰黄仁权李松珉

王 磊 黄文龙赖世清林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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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适应科研建筑建设的需要，使其符合安全、适用、经

济、绿色及科研工艺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科学研究机构、 工业企业、大专院校等新

建、扩建、改建的科研建筑设计。

1. O. 3 科研建筑设计应遵守下列原则 :

1 满足科研功能要求;

2 科研建筑本质安全，保证科研人员在科研建筑内全过程

安全 ， 兼顾重要科研设施安全 ;

3 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基本方针。

1. O. 4 科研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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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科研建筑 SCl e川ific research buildings 

进行科研活动的建筑空间和场所。 根据科研活动的性质，分

为科研通用实验区、科研专用实验区、 科研办公区、科研展示

区、科研教学实验区、科研试验区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

2.0.2 科研通用实验区 genera l laboratory area 

适用于多学科的、以实验台为主开展科研活动的实验区 。

2.0.3 科研专用实验区出dicated laboratory area 

有特定环境要求(如恒温、恒温、洁净、元菌、防振、防辐

射、防电磁干扰等)或以精密、大型、特殊实验装置为主 (如电

子显微镜、高精度天平、谱仪等)的实验区 。

2.0.4 科研办公区 scientific research o ffi ce area 

以办公空间为主开展科研活动的区域， 主要指研究工作室、

学术活动室、图书档案室及科研管理服务用房等 。

2.0.5 科研展示区 scienüfic research exhibition area 

以科研展示空间为主体，其他科研空间为辅的科研活动区

域。 科研展示是用于陈列、展览有关科学研究和实验成果的空

间，包括展览空间、仓储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等部分， 一般为独

立展厅或展廊、展情等。

2.0.6 科研教学实验区 scientific research in str山t i onal area 

以科研教学实验为主，其他科研活动为辅的区域。 根据使用

性质可分为教学实验室、辅助片J房和公共用房。

2.0.7 科研试验区 scientific research testing area 

以科研试验空间为主 ， 其他科研空间为辅的科研活动区域。

科研试验区是工业产品或材料在研制、生产、维修过程中性能测

试的场所，由试验用房、试验辅助用房、公用设施用房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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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w iJd scientifi c research station 

以野外生态、特殊环境和大气本底等学科领域的观测、研

究、实验以及示范为主的科研建筑及配套场所。

2. O. 9 标准单元 standard unit 

具有标准化、通用化的机电设备配置与接口，满足各类科研

实验工作开展及实验设备配置的模数化建筑空间实验单元。

2.0.10 公用设施 public service 

为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提供环境及相关条件保障的机电、设

备等设施。

2.0.11 管道走廊 pipeli ne corridor 

用于通行各类公用设施立管及水平管道的空间 。

2.0.12 管道技术层 pipeline mezzanine 

用于通行各类公用设施水平管道的空间 。

2.0. 13 通风柜 fume hood 

为保证实验室中有良好的室内环境而将有毒有害气体、蒸

气、粉尘等污染物迅速排出实验室工作空间的局部通风设备。

2.0. 14 实验向 labo ratory bench 

科研建筑中进行实验及仪器存放等所使用的工作台 。 按照摆

放的位置分为:中央实验台(岛式或半岛式)、边实验台、转角

台等 。

2. 0.15 开放实验室 open laboratory 

灵活隔断的大空间实验室布局形式 。

2.0.16 封闭实验室 encJosed laboratory 

独立房间的实验室布局形式 。

2.0.17 洁净实验室 clcan laboratory 

空气悬浮粒子浓度受控的实验房间 。

2. (). 18 生物安全实验室 biosafcty laboratory 

通过防护屏障和管理措施 . 达到生物安全要求的微生物实验

室和1动物实验室 . 包括主实验室及其辅助用房。

2.0.19 生物培养室 bioJogica l cu ltiva ti on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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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环境条件下进行生物培养的用房，包括微生物培养、

植物培养、组织培养、细胞培养等。

2.0.20 实验动物实验设施 experiment fac ility for laboratory 

anima l 

以研究、试验、教学、生物制品、药品及相关产品生产、 质

量控制等为目的而进行实验动物实验的建筑物和设备的总和，包

括动物实验区、辅助实验区、辅助区等。

2.0.21 天平室 weighing room 

设置称量精度为 O. lmg~O. 01mg 天平的房间，天平可设置

在较简单的防振天平台上。

2.0.22 高精度天平室 high precision weighing room 

设置称量精度为 O. 002mg~O. 00lmg 的微量天平的房间，

要求恒温、恒温、防振、防风、防尘、防腐蚀性气体、防阳光直

射等环境条件。

2.0.23 电子显微镜室 electronic microscopy room 

以电子显微镜作为实验设备的实验室，设有电镜间、过渡

间、准备间、切片间、涂膜间及暗室等 。

2.0.24 谱仪分析室 spectrometer analysis room 

进行谱学分析与研究的实验室，设有谱仪间、过渡间、样品

制备间、化学处理间、暗室、数据处理间及工作间等。

2.0.25 基因扩增实验室 gene amp li fication laboratory 

开展基因扩增实验、检验类工作的实验室，设有试剂准备

区、标本制备区、扩增区、 产物分析区等。

2.0.26 放射性同位素 radioisotope 

某种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元素中具有相同原子序数但质量数不

同的核素 。

2.0.27 放射源 radioact ive sources 

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以外，永久密封在

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

2.0.28 射线装置 radiation-emitti 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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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等产生射线的装置 。

2.0.29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unsealed radioactive substances 

非永久密封在包壳里或者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的放射性

物质。

2.0.30 危险化学品 hazardous chemica ls 

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理化危险、健康危险或环境

危险的化学品。

2.0.31 废弃化学品 disused chemica ls 

在科研建筑中，因各类活动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

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化学品，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纳入废物管理的化学品，包括包装该化学品的容器。

2.0. 32 应急啧淋 emergency shower 

自动或人工控制开关的喷淋设备，用于有化学及生物危害的

实验室进行喷淋救护 。

2.0.33 应急洗眼器 emergency eye washer 

当发生有毒有害物质(如化学液体等)喷溅到工作人员眼、

脸时，采用的一种迅速将危害降到最低的有效的安全防护设备 。

2. 0.34 反应池 reaction pool 

排水系统排出的污(废) 水中含某些有害物质时，在建筑物

内或附近设置排出污水处理的构筑物，用物理、化学方法预处

理，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2.0.35 实验室工作接地 lab equipment grounding 

为保证要求接地的仪器设备稳定工作而设置的接地。

2.0.36 特殊防护接地 special protective grounding 

为静电防护、电磁屏蔽防护等提供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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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地与总平面

3.1 基地

3. 1. 1 基地选址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的要求 。

3. 1. 2 基地选址宜靠近当地高等教育 、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并同时兼顾科学交流、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等相关活动的开展。

专业性强的科研试验空间宜靠近相关专业产业区 。

3. 1. 3 基地与易燃、易爆生产及储存区之间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1. 4 基地应避开噪声、振动、电磁干扰和其他污染源，或采

取有效保护措施。 对科学实验工作自身产生的上述危害，亦应采

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3. 1. 5 基地应有消防安全保障条件及措施。

3. 1. 6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根据建设等级与规模、设备设施

重要程度与价值、科学研究观测任务内容与特点及当地水文地质

条件，依据国家相应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等进行选址。

3. 1. 7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具备通向临近公路、铁路、河运

航道、海运航道和l飞机场的交通条件，必要时可建有直升机起降

场地。

3. 1. 8 野外科研用房应避免布置在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当

条件不能满足时，应采用相应的工程建设措施和防护措施。

3.2 总平面

3.2.1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近远期建设计划，统一规划设计，

直集中布置，节约用地，预留发展空间，满足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 。

3.2.2 总平面设计应符合科研工作的要求，规划面积指标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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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

3.2.3 总平面设计应合理利用基地的原有地形、地貌、地物、

水面和空间以及现有的公用设施等。

3.2.4 科研工作区域与公共服务、辅助配套等区域宜分区合理，

并应联系方便、互不干扰。

3.2.5 居住生活配套用房不应建在使用或储存有危险化学品的

科研建筑内或贴邻建设。 当邻近建设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3.2.7

条的规定，并应同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的相关规定 。

3.2.6 科研展示及具有对外接待功能的区域，宜设独立出人口，

避免人流车流干扰。

3.2.7 使用有放射性、爆炸性、毒害性、极低温和污染性物质

等危险化学品的区域宜与主体建筑分开设置，并应符合罔家有关

防火疏散、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的规定 。 当建在主体建筑内或贴

邻建设时，应自成独立的防护单元，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

3.2.8 有污染物排放的科研建筑及构筑物，应布置在城市主导

风向的下风向和水源的下游，同时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估和现行国

家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 162 9 7 的规定以及本标

准第 7 章的相关规定 。

3.2.9 科研试验区的主要|噪声源直相对集中，并应远离非噪声

作业区、办公及生活区等区域 。

3.2.10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基地及其周边， 应根据需要设置

桥涵、堤坝、护坡、挡土墙、排水沟槽、防兽网、防畜围栏等必

要的工程和防护设施。

3.2.11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基地及设施的出人口，应根据使用

功能设置 。 有隔离需求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将观测研究用

房 、 实验展示用房、生活辅助用房以及配套设施用房等分开

设置 。

3.2.12 环境与绿化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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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产生的实验垃圾等废弃物的处理应有专业分类和专业处理，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 GB/ 

T 3 11 90 等相关规定的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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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科研建筑应根据建筑类别 、 使用性质 、 建设规模设置

各类空间，可包括科研通用实验区、科研专用实验区、科研办

公区、科研展示区、科研教学实验室区、科研试验区及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等，各类功能区宜分区明确、联系方便、互不

干扰。

4. 1. 2 科研建筑直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以适应科研工作

功能的变化，以及仪器设备等发展变化的需要。

4. 1. 3 科研建筑宜设置供科研人员交流、研讨的公共空间，该

区域宜具有良好的空间环境 。

4. 1. 4 科研实验区的外门窗应采取防止节肢动物及啃齿动物进

入的措施。

4. 1. 5 实验室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 1/2 个标准单元组成的实验室门洞，宽度不应小于

1. 20m，高度不应小于 2.10m o 由一个及以上标准单元组成的实

验室门洞，至少有一个门宽度不应小于 1. 50m，高度不应小

于 2. 1 0m。

2 有特殊要求房间的门洞尺寸应按具体情况确定。

3 实验室的门扇应设观察窗、闭门器及门锁，门锁及门的

开启方向宜开向疏散方向，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5. 2 节的规定和其

他相应实验环境的防火、防爆及防盗要求。

4. 1. 6 走道最小净宽不宜小于表 4. 1. 6 的规定，且应符合防火

要求。当走道地面有高差，且高差不足两级踏步时，应设坡道，

其坡度不宜大于 1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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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6 走道最小净宽

走道最小J争宽 ( m)
走道形式

单面布房 1. 50 双而布房]. 80 

单走道 fT T1 日1

双走道或多走道 口E UE 
4. 1. 7 科研人员经常通行的楼梯，其踏步宽度不宜小于 0. 28m ，

高度不宜大于 0.16m。

4. 1. 8 四层及四层以上的科研建筑应设置客用电梯 。 两层及两

层以上的实验、试验用房，应设置满足相应设备、仪器进出要求

的货梯等设施 。

4. 1. 9 科研通用实验区的室内净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不设置空气调节时，不宜小于 2. 80m o

2 当设置空气调节时，不宜小于 2.60m。

3 走道净高不宜小于 2.40m。

4.1.10 科研通用实验区不宜设吊顶 。

4. 1. 11 科研实验区宜设男女更衣间、淋浴室，并应符合现行同

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352 的有关规定 。 有洁

净要求的更衣间应分设外出服更衣间与工作服更衣间 ，更衣间内

应设更衣柜及换鞋柜。

~. 1. 12 科研实验区宜设置灵活适用的非实验用储物空间与

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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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3 公用设施用房及管道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公用设施用房可包括制冷机房、 空调机房、排风机房、

给水排水及水处理用房、变配电室、强弱电间、弱电机房、液体

气体供应室、化学品储藏室、危险品储藏室等。

2 公用设施用房宜靠近相应的使用负荷中心布置。

3 当公用设施用房布置于地下室时，应采取防潮、防水、

防火及通风等措施。

4 实验用易燃、易爆、极低温、易泄漏等危险化学品的液

体罐、气体罐，应设相应分类的液体室、气体室，宜靠外墙设

置，并应设不间断机械通风及监测报警系统。

5 管道空间可分为管道井、管道走廊和管道技术层三种，

其尺寸及位置应按建筑标准单元组合要求、公用设施系统要求、

安装及维护检修的要求综合确定。

6 建筑物内管道直采用管道井，管道井应设检修门或在管

道阀门部位设检修口。当设管道走廊或管道技术层时，应设检修

口部 。

4. 1. 14 当实验室内产生有毒有害气体、蒸气、粉尘等污染物

时，应优先设置通风柜。 通风柜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通风柜的设置应避开主要人流及主要出人口，并应避开

送风口及外窗气流的干扰。

2 通风柜的选择及布置应结合建筑标准单元组合设计确定 。

3 通风柜宜采用标准设计产品 。

4 设置空气调节的实验室宜采用节能型通风柜。

5 通风柜内衬板及工作台面，应具有耐腐、耐火、耐高温

及防水等性能，应采用盘式工作台面并设杯式排水斗 。 通风柜外

壳应具有耐腐、耐火及防水等性能。

6 通风柜内的公用设施管线应暗敷，向柜内伸出的龙头配

件应具有耐腐及耐火性能，各种公用设施的开闭阀、电源插座及

开关等应设于通风柜外壳上或柜体以外易操作部位 。

7 通风柜柜口窗扇以及其他玻璃配件，应采用透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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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4. 1. 15 实验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验台宜采用标准设计产品 。

2 实验台台面应根据使用性质不同，具有相应的耐磨、耐

腐、耐火、耐高温、防水及易清洗等性能。

3 各种公用设施管线及水池、电源插座及开关等配件，应

与实验台体公用设施支架或管槽统一设计。

4 实验台的选择及布置应符合建筑标准单元组合设计要求 。

5 实验室的可移动式实验台(架)应带制动装置 。

4. 1. 16 科研通用实验区的边实验台上方宜设置嵌墙式或挂墙式

物品柜(架) ，物品柜(架)底距地面不应小于1. 20m 。

4. 1. 17 科研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元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63 的相关规定 。

4. 1. 18 科研建筑荷载值应根据空间类型和使用要求确定，并应

满足科研活动、物品存放及设备安装等要求 。

4. 1. 19 具有较高标准要求的科研实验室可执行国家良好实验室

规范 CGLP) 的相关规定 。

4.2 科研通用实验区

4.2.1 科研通用实验区宜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宜由一个

或一个以上标准单元组成。

4.2.2 科研通用实验区的设备区、隔墙、实验台、 机电设备系

统，宜满足标准单元重新组合、实验室布置变化的需要 。

4.2.3 科研通用实验区宜设开放实验室、封闭实验室与书写记

录工作区 。

4.2.4 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组合设计应满足使用要求，并

符合通风柜、实验台及实验仪器设备的布置 、 结构选型以及管道

空间布置要求 。

4.2.5 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开间应由实验台宽度、布置方

式及间距确定。 实验台平行布置的标准单元，其开间不宜小

12 



于 6 . 60m。

4.2.6 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进深不宜小于 6.00m o

4.2.7 由 1月个标准单元组成的科研通用实验区，沿两侧墙布

置的边实验台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 60m。 当沿一侧墙布置通风

柜或实验仪器设备时，其与另一侧实验台之间的净距不应小

于1. 50m。

4.2.8 由一个标准单元组成的科研通用实验区，沿两侧墙布置

的实验台、通风柜或实验仪器设备与房间中间布置的岛式或半岛

式中央实验台、通风柜或实验仪器设备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 50m。 岛式实验台端部与外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O. 60m 。

4.2.9 当按本标准第 4. 2. 7 条、第 4. 2. 8 条的规定'布置的科研

通用实验区，如一侧墙或两侧墙靠近外墙部位开设通向其他空间

的门时，其相应的净距应增加 O.10m 。

4.2.10 由一个以上标准单元组成的科研通用实验区，实验台之间

或实验台与实验仪器设备之间的净距应符合本标i性第 4. 2. 7 条~

第 4. 2. 9 条的规定。当连续布置两台及以上岛式实验台时，其端

部与外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00m。

4.2.11 实验台与墙平行布置时，与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 20m。 实验台不宜与外窗平行布置。需与外窗平行布置时，其

与外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 30m。

4.2.12 不宜沿有窗外墙布置边实验台，不应沿有窗外墙布置需

要公用设施供应的边实验台 。

4.2.13 沿侧墙布置的边实验台的端部与墙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1. 20m。 中央实验台的端部与走道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 20m。 当实验室设置内凹外开门时 ， 则实验台端部与内凹门的

墙垛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 20m。 实验室一侧墙或两侧墙靠近走

道墙部位开设通向其他空间的门时，则实验台端部与走道墙之间

的净距离不应小于1. 20m。

4.2.14 当通风柜的操作面与实验台端部相对布置时，其间的净

距不应小于1.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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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科研通用实验区直集中靠建筑物外墙布置。 设置空气调

节的科研通用实验区宜布置在北向 。

4.3 科研专用实验区

4.3.1 由析、准单元组成的科研专用实验区，其开间和进深应按

实验仪器设备尺寸、安装及维护检修的要求确定。 布置通风柜和

实验台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4. 2. 7 条~第 4 . 2. 14 条的相应规定 。

4.3.2 洁净实验室或其他有情净要求的实验室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 GB 50073 的规定 。

4.3.3 生物安全实验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物安全实验室

建筑技术规范 )) GB 50346 、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 GB 

1 9489 的相关规定 。

4.3.4 生物培养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生物培养室由准备间、前室、生物培养间、器械消毒及

清洗间组成 。 前室可兼作更衣间使用， 更衣间内应设外出服和工

作服分开的更衣柜、换鞋柜。

2 由几个生物培养间组成的生物培养室 ， 宜分别设置前室 。

3 生物培养室应防止人流交叉感染，宜布置在建筑物的尽

端，不宜开设外窗 。 有外窗时， 应采用密闭措施。

4 器械消毒及清洗间可独立设置， 也可与实验楼洗消中心

合并建设。

5 各生物培养室之间或生物培养室与其他功能房间之间，

应设置墙体。 生物培养室内各功能房间之间，宜采用密闭隔墙分

隔 。 隔墙材料宜采用不易变形及耐清洗的材料制作。

4. 3.5 实验动物实验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实验动物设施建

筑技术规范 )) GB 50447 和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GB 14925的

相关规定 。

4.3. 6 天平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天平室宜设置使用面积不小于 6m2 的前室，并可兼作更

衣换鞋间 。 天平室宜布置在北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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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平室与前室之间宜采用密闭隔墙分隔 。

3 天平台台面和|台座，应做隔振处理。 天平台沿墙布置时，

应与墙分离，台面宜采用平整、光洁、有足够刚度的白板，并不

应采用木制工作台 。 设在楼层上的天平台基座，应设在靠墙及梁

柱等结构刚度大的区域。

4 高精度天平室除满足上述天平室的要求外，尚应布置在

实验楼底层北向，天平台基应设独立基座(不宜设在地下室楼板

上面) 。 外窗应采用密闭措施。

5 高精度天平室天平台独立基座的允许振动限值，应按供

应商提供的数据选用，元资料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机器动荷

载作用下建筑物承重结构的振动计算和隔振设计规程 )) y臼 009

的有关规定 。

4.3.7 电子显微镜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子显微镜室应按所用设备的允许振动速度和防磁要求

设计，远离振动源及磁场干扰源布置，且宜布置在建筑物的

底层 。

2 电子显微镜室宜由电镜间、过渡间、准备间、切片间、

涂膜问及暗室组成。过渡间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6m2 • 且应设更衣

柜及换鞋柜。

3 电镜间不宜设外窗 。

4 电镜间的室内净高应按设备高度及检修要求确定 。

5 电镜基座应采取隔振措施。 与电镜配套使用的有振动的

辅助设备及室内空气调节设备等 ， 应设隔振装置。 当设备间放置

电镜配套冷却水装置时，应进行排风散热设计。

6 电镜间、切片问及涂膜间的空气应设置过滤装置 。 人员

出人口应设更衣柜及换鞋柜。

".3.8 谱仪分析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谱仪分析室应远离振动源布置。

2 谱仪分析室由谱仪间、样品制备间、化学处理间、暗室、

数据处理间及工作间组成。

15 



3 谱仪间、样品制备间和化学处理间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

通风柜。

4 谱仪间内不宜设水盆。

5 谱仪间应有空气调节设备，空气应过滤处理。

4.3.9 基因扩增实验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基因扩增实验室宜为独立区域。

2 基因扩增实验室由试剂准备、标本制备、扩增、产物分

析组成。

3 试剂准备、标本制备、扩增 -个区域可设置缓冲间;在

缓冲间内， 宜设置正压。

4 扩增、 产物分析或合并扩增及产物分析区应为负压。

5 基因扩增实验室应有空气调节设备，进风 (新风)应设

过滤装置。

4.3.10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实验室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实验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 )) GB 18871 的规定划分控制区和监督区 。

2 使用 I 类、 H类 、 IU 类放射源和 I 类 、 H 类射线装置的

实验室直设置在建筑物的底层，射线照射室和控制室应独立分开

设置。

3 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宜设置在建筑物的一侧，

与非放射性工作场所隔开，实验室应合理布局，人流、物流通道

应相对独立，卫生通过间应设置在控制区的出入口处， 并应按需

要设立独立的通风系统及专用的放射性废物收集设施。

4.4 科研办公区

4.4.1 科研办公区宜独立布置， 也可与其他科研区域i昆合布置 。

棍合布置或贴邻布置时， 应避免互扰，并对污染采取相应的防治

措施。

4.4.2 科研办公区应与其他科研区域建立密切高效的联系，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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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连廊等形式，保证科研人员在不同科研空间活动的便捷性。

4.4.3 科研办公区宜设置便于公共交往的开放研讨区，可与科

研建筑中的公共交通空间、展示空间等结合设计，但不应影响交

通组织和安全疏散。

4.4.4 科研办公区中的研究工作室及相关区域中的办公工位数

量应按使用要求确定 ， 研究工作室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5m2 /人，

敞开式办公区每个工位的平均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6m2 。

4.4.5 学术活动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科研建筑中可依据需要设置学术活动室， 小型讨论室的

使用面积不直小于 6m2 ， 小型学术活动室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30时 ，中型学术活动室的使用面积不宣小于 60m2 ，有会议桌的

每座不应小于 1. 80时，无会议桌的每座不应小于 0. 80m2 。
2 学术报告厅宜附设休息厅、接待室、器材室和储藏室等。

3 当学术活动室超过 180 人时，宜采用台阶式地面 ， 台阶

高度应按不遮挡视线的要求确定 。

4 报告厅内和具有多功能的学术活动室，宜设置电声、放

映 、 遮光、隔声、吸声等措施，并应满足空间灵活划分的需求 。

4.4.6 科研图书室、资料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科研图书室、资料室直由收藏、采编、阅览、出纳和目

录等空间组成，宜采用开架管理，并宜满足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

用要求 。

2 科研图书室、资料室可单独布置，也可合并布置，宜布

置在环境安静的区域，并与科研实验用房、教学科研用房联系

便捷。

3 科研图书室、资料室中的特利I阅览室和非书资料室应针

对其特殊要求进行专业设计。

4 计算机网络管理室的机房位置应居中，并不应与易燃易

爆物存放场所毗邻 。 机房设计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数据中心设

计规范 >> GB 50174 的有关规定 。

5 科研图书室、资料室应光线充足、通风良好，避免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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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射及眩光，并应设置防潮、 防鼠等措施 。

6 科研图书室、资料室的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 图书馆

建筑设计规范)) JGJ 38 执行 。

4. 4.7 科研档案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科研档案室宜由档案收藏、业务技术、对外服务和办公

等空间组成，与其他功能宜有明确分隔，并应设置专用库房 。

2 涉密科研档案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 。

3 科研档案室内重要的电子档案应满足安全屏蔽要求 。

4 科研档案室的围护结构应满足保温、 隔热 、 泪温度控制 、

防潮、防水、防日光、防紫外线照射、防尘 、 防污染、防有害生

物和防盗等防护要求 。

5 科研档案室的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档案情建筑设计

规范 )) JGJ 25 执行。

6 视听、缩微等非纸质档案储存库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

有关规定外，尚应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专业设计。

4.5 科研展示区

4.5.1 科研展示区作为全过程全方位的科研活动场所之一，应

符合科研活动要求，并应与收藏、保管和陈列功能结合设计。

4.5.2 科研展示区根据科研功能定位，宜设置不同层级的科研

展示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科研展示区规模较大时，可设置为独立的科研展示建

筑，并宜与科研实验室相邻或贴建，且应避免观众参观流线与科

研活动交叉 。

2 独立成区的科研展示区，可与公共活动区域(如门厅 、

走廊等交通空间)合并，形成复合式或多功能的展厅或展廊。

3 展示区与公共交通空间连通时，宜合理设置观众活动、

科技互动、休息场地，各区间应动静分区明确，对互扰用房设置

分隔措施 。

4 特殊的科研展示区可由科研实验或研讨区转化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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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或宣教区域。

5 公众参观走廊宜环绕科研实验室布局，并直设置透明隔

声展示窗口，参观流线宜与科研人员工作流线分开，避免交叉 。

4.6 科研教学实验区

4.6.1 科研教学实验区分为学生实验室和教学观摩实验室，宜

符合本标准第 4. 2 、第 4. 3 节中实验室设计的相关规定。

4.6.2 教学观摩实验室应满足教学用仪器设备及实验台的布置

要求，并应满足老师指导大量学生观摩实验的空间要求 。

4.6.3 教学观摩实验室应按照教学过程设置学生停留及观摩空

间，面积和安全出 口的设置应满足观摩学生人数要求 。

4.6.4 科研教学实验区应配备管理员室，其位置应靠近实验室。

4.6.5 科研教学实验区应设置与学生人数相适应的非实验储物

空间与场所。

4.7 科研试验区

4.7.1 科研试验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备布置应根据试验流程、试验设备确定柱网、 高度及

结构形式，满足试验操作、维修、运输及安全疏散的要求，并应

留有辅助作业和存放辅助试验设备的场地。

2 主要的试验室不应跨越建筑伸缩缝 。 特殊试验工艺要求

的特殊材料、特妹构造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

3 各种科研试验建筑的环境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试验技术条件及仪器 、 设备说明书的规定。

4.7.2 工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殊环境试验室与控制室宜分开设置，但应就近布置。

对以生产现场测试为主的试验室，可设置在车间内 ，但应自成一

区，并宜单独设置出入口 。

2 同类型试验室、环境条件要求相近的试验室、 工艺流程

要求紧密联系的试验室，宜集中布置，特殊试验室的功能性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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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宜就近布置。

3 对有防振要求的仪器、设备，应采取防振措施，使振动

小于仪器、设备的允许振动值，产生振动的试验设备及动力设施

应采取隔振措施。

4.7.3 试验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内部空间应根据仪器、设备布置的要求及建筑模数

综合确定 。

2 特殊环境试验室周围应留有施工、维护、综合管线安装

需求的空间 。 根据工艺需要，试验室外围应留有技术夹层和平台

等安全通道。

3 走道宽度应满足试验设备的安装运输宽度要求 。 货物出

入口应设置坡道或卸货平台，坡道坡度不宜大于1/10 ，人流、

物流人口宜分开设置。

4 特殊试验室的公用设施宜采用独立系统。

5 进行高温作业及产生剌激皮肤的粉尘、易被皮肤吸收的

有害物质等试验室的卫生特征应为 2 级，宜在建筑内设置淋浴

室、更衣室等。 其他建筑物的卫生特征应为 4 级，设施应符合国

家现行相关管理规定 。

6 根据工艺要求设置的大门及观察窗，应满足相应的防火、

隔声、防爆、屏蔽等要求 。

4.8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4.8.1 永久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

50 年，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

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068 的有关规定 。

4.8.2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宜根据所在地施工、安装及

材料条件，选用适宜的技术进行总平面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设

计和建设施工。

4.8.3 需要定期搬迁或变更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其主体建

筑宜采用装配式建筑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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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宜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宜达到对原

生态环境、资源环境的零干扰。

4.8.5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根据当地资源条件设置适宜的发

电站、水处理站、生活用品库房等野外科学研究保障用房。

4.8.6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根据具体现测、实验对象，设置

观测台、实验室、标本室、资料室、办公用房、生活辅助用房等

功能空间及设施，各功能空间应合理布局，保证驻站科研人员的

工作效率和生活便利 。

4.8.7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根据建站要求，配置学术交流和

科研人员驻站研究的功能空间与设施 。

4.8.8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用于观视IJ采样及实验分析的功能空

间，应根据具体要求确定工艺设计指标，应满足数据获取、存

储、传输、查询、报告和发布等操作要求 。

4.8.9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宜设立图片资料展览、标本陈列、

实物展示等科普功能设施。

4.8.10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排放的污染物应外运或元害化处理

后填埋，填埋场应设置在保护区外，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 GB 50869 的规定。 未达标污染

物不应排入自然环境，应就地妥善处理;当就地处理有困难时，

应妥善封装后交送专业部门消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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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与防护

5. 1 一般规定

5. 1. 1 科研建筑设计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安全、消防、卫生、

辐射防护、环境保护的法规和规定 。 各类专用实验室应满足工艺

对安全、消防、环保等的特殊规范和l规定 . 对实验人员有潜在危

害的科研建筑应设计逃生、避难路径。

5. 1. 2 科研建筑防护内容应包括防潮、防水、防辐射、防日光

及紫外线照射、防尘、防污染、防盗、防有害生物(霉、虫、鼠

等)等。

5. 1. 3 地处洪水多发地区的基地及对外联系通道， 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防洪标准 )) GB 50201 的规定 。

5.2 安全与疏散

5.2.1 对限制人员进入的实验区或室应设置显著的警示装置或标

识。 危险化学品的存放和使用区域应有显著的标识，并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 GB l3690 的规定 。

5.2.2 科研建筑内使用和储存的危险化学晶，其种类和位置严

禁擅自更改。

5.2.3 科研建筑内使用和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量应符合同家现

行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 《 易 :燃和可燃液体防火

规范 )) SY j T 6344 、 《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 GB 1 5603 等的

规定 。

5.2.4 甲、乙类危险物品不应储存在科研建筑的地下室和半地

下室内。

5.2.5 当易发生火灾、爆炸、极低温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引发事

故的实验室与其他用房相邻时，必须形成独立的防护单元，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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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单元的围护结构，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 5h 的楼

板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0h 的隔墙与其他用房分隔。

2 门、窗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并应有防盗功能。

3 易发生火灾、爆炸或缺氧危险的实验室应设置独立的通

凤系统。

4 有爆炸危险的实验室应设置泄压设施。

5.2.6 易发生火灾、 爆炸、缺氧、极低温和其他危险化学晶引

发事故的实验室，其房间的门必须向疏散方向开启，并应设置监

测报警及自动灭火系统。

5.2.7 使用或储存有特殊贵重仪器设备的科研用房，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规定 。

5. 2.8 由两个及以上标准单元组成的通用实验室，疏散门的数

量和宽度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规定，且疏散门不应少于两个。

5. 2. 9 科研展示区的藏品库和陈列区的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二级。

5.2.10 科研试验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火灾危险性类别

为甲、乙类的科研试验建筑应按厂房或仓库进行防火设计。

5 . 3 防护技术

5.3.1 凡实验工作中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蒸气、粉尘等污染

物的实验室， JJIL设置通风柜或其他局部排风设备。

5.3.2 含隶的实验室应设置特制通风柜。 该类实验室的地面、

楼面、墙面、顶棚、实验台、门、窗等均应采用不开裂、不吸

I咐、不渗漏的材料，并应设有集禾槽、沟、瓶设施。 地面、楼面

应有不小于 1%的坡度，地沟 、 地漏应具有收集散失-*功能，室

内下部应设排风口 。

5.3.3 使用强酸、强碱等有化学晶危险隐患的实验室，应就近

设置应急洗眼器及应急喷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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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应设置 24h 持续通风的专用

化学品储存柜。

5.3.5 实 (试)验设备周边应设置安全间距及防护措施，确保

人员正常活动时不雯'固定物、运动物和可能飞出物伤害 。

5.3.6 精密电子仪器实验室，应根据设备技术要求采取电磁屏

蔽措施 。

5.3.7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实验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实验室应设置射线的屏

蔽防护设施， 并应设置声光警示 、 工作状态指示等安全设施。

2 使用 I 类 、 H 类、 fJJ 类放射源和 I 类、 E 类射线装置的

实验室应对墙体、顶棚等采取适当的屏蔽防护设计 ， 且直设置迷

路 。 当迷路设计时，照射室门的防护性能应与同侧墙的防护性能

相当 ， 并应设置辐射安全联锁系统。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地面与墙面交接处应做无缝

处理，地面与工作台面应采取易清洗、抗渗透的材料。 操作粉尘

和挥发性物质应在保持负压状态的通风柜中进行， 通风柜应有足

够的风速;通风系统的排气 口应高于本建筑物屋脊， 并设置过洁、

装置，排出的放射性气体活性浓度不应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

定的限值。

5.3.8 产生放射性废液的实验室应设置专用的放射性废液收集

系统或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应单独使用容器收集存放，

并应对放射性废物收集系统或容器进行屏蔽防护。

5.3.9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科研实 (试)验室应编制使用指南和

安全防护手册。

5.3.10 产生强烈振动的科研试验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关管理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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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环境

6.1 一般规定

6. 1. 1 实验用房楼地面面层宜坚实耐!菇、防水防滑、不起尘、

不积尘;墙面宜密实、光洁 、 无眩光、防潮、不起尘 、 不积尘;

顶棚宜光洁、无眩光、不起尘、 不积尘。

6. 1. 2 对洁净度、防尘等要求高的实验用房及附属空间，其地

面、墙面和顶棚应做整体式防水饰面。 特殊实验室的内装修应符

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 室内应减少突出物，加强隐蔽

措施。

6. 1. 3 使用强酸、强碱的实验室地面应具有耐酸、碱腐蚀的性

能;用水量较多的实验室地面应设地漏 。

6. 1. 4 除有特殊要求外，科研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宜按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GB 50033 的相关规定执行。

6. 1. 5 科研用房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6 . 1. 5 的

规定 。

表 6. 1. 5 空气声隔声标准

计权隔Ji'i Jit (dß) 
阳护结构部位

外峭 肉陆 楼饭

通用实验室 二注40 二主4 5 三?: 50

办公用房 二?:40 二主45 二?: 4 5

6 . 2 噪声控制

6.2.1 产生噪声、振动的房间不宜与实验室、会议室、学术活

动室等房间贴邻，如相邻则应采取隔声、降噪 、 减振措施 。

6.2.2 实验室内允许噪声级宜小于或等于 45dB，其他房间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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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 JGJ 67 的有关规定执行 。

6.2.3 对噪声控制要求较高的科研建筑，应结合实验工作噪声 、

隔声要求，对围护结构、附着于墙体和楼板的传声调、部件应采取

隔声降噪措施。

6.2.4 噪声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产生l噪声的房间应采取隔声、降噪、吸声等措施 。

2 产生大于等于 85dB(A) 高噪声的房间应设 |喃声 门 窗 ，

隔声门窗的空气声隔声值应大于 30dB(A) ，墙面及顶棚宜采取

吸声措施 。

6.2.5 当建筑物屋顶或其他部位的设备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影

响时 ，应采取隔声减l噪措施，确保周边环境及建筑空间满足相应

的声学标准 。

6.2.6 精密电子仪器类实验室不宜与产生 |噪声和振动的设备机

房毗邻 。 受条件限制需紧邻布置时， 应采取有效的消声、隔振、

减振措施。

6.2.7 I噪声控制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 GB 50 11 8 巾办公建筑的相

关要求 、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 GB/ T 5008 7 等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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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水排水

7. 1 一般规定

7. 1. 1 实验用房的给水和排水管道应沿墙柱、管井 、 实验台夹

腔、通风柜内衬板等部位布置，不应露明敷设在有恒温恒温要求

的房间内以及贵重仪器设备的上方。

7. 1. 2 实验用房内，在遇水会迅速分解、燃烧、爆炸或损坏的

物品的存储或实验区不得布置给水和排水管道。

7. 1. 3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实验用房的消火栓宜设置在沽净区的楼梯出口附近或走

廊，当必须设置在洁净区内时，应满足洁净区的洁净要求 。

2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洁净室和清洁走廊宜采用隐蔽

式喷头 。

3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科研建筑的大型仪器室、洁净

室宜采用预作用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 重要的档案室、信息中心以及特别重要的设备室应设置

气体灭火系统。

7. 1. 4 生活用水器具应选用节水器具和低|噪声型产品 。

7. 1. 5 藏品库房内不应设置除消防以外的给水点 . 给水排水管

道不应穿越库区 。

7. 1. 6 给水排水立管不应安装在与陈列区相邻的内墙上。

7.2 给71<

7.2.1 给水系统的选择，应根据科研、生产、生前、消防各项

用水对水量、水压、水质和水温的要求，并结合室外给水系统，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7 



7.2.2 用水定额、水压、水质、水温及用水条件，应按科研工

艺要求确定 。

7.2.3 实验室化验水嘴及其他用水器具给水的额定流量、当量 、

连接管管径和最低工作压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规范 >> 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

7.2.4 仪器、设备所需冷却水宜采用循环冷却水系统。 循环冷

却水水质除满足仪器、设备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

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 GB/ T 50050 的有关规定 。 严寒及

寒冷地区怜却水系统应设置防冻措施。

7.2.5 从给水干管引入实验室的每根支管上，应装设阀门 。 有

计量要求的，应装设计量水表。

7.2.6 元菌室应有热水供应，并应配有热水淋浴装置。 热水水

量、水温、 7.K压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

7.2.7 应急喷淋及应急洗眼器的设置应执行本标准第 5. 3 . 3 条

的要求 。

7.2.8 无菌室的洗手盆应采用感应式或延时自闭式水嘴。

7.2.9 室内消火栓应设置在放射性实验工作场所的控制区外。

7.2.10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或试验场站供水水源可采用地下水

或地表水 . 一般以地下水为主。 水源选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水距离宜短，水量应充足 。

2 水源地应选在居住区和污染源的上游。

3 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不应用作水源。

4 饮用水接人处应设置水质检测设备，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GB 5 749 的有关规定 。

7.3 排水

7.3.1 排水系统应根据污水、废水的性质、浓度、水量、水温

等，并结合室外排水条件和环境保护要求， 经技术经济 比较后

确定 。

7.3.2 实验室污水、废水应和生活污水分质排放 。 腐蚀性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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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水系统应采取防腐措施。

7.3.3 产生废液的实验室应对废液分类收集并加以处理。 对于

较纯的溶剂废液或贵重试剂，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经过技术

经济比较后回收利用 。

7.3.4 产生放射性废液的实验室应对放射性废液单独收集处理，

严禁采用渗井排放废;在或将放射性废液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道和

城市排水系统。

7.3. 5 污水及废水的最大小时流量和设计秒流量，应按工艺要

求确定 。

7.3. 6 实验室专用排水管的通气管与卫生间通气管应分别设置。

7.3. 7 有洁净要求的场所宜设可开启式密闭地漏。

7.3.8 排水设施应保障实验室污水、废水、生活污水和雨水及

时排放。 野外科研观测站和实验场站的排水宜采用有组织排水方

式 。 排水7.K质应满足所在地的排放要求。

7.3.9 屋面雨水宜直接外排， 内排时，不应在室内设检查井。

7.3.10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和实验场站产生的有毒、有害实验

废水、废物、废气应就地无害化处理。 当有困难时，应妥善封

装 ， 交送有处理能力的部门消纳 。

7.4 污水处理

7.4.1 科研建筑的排水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 GB 8978 的有关规定和本标准第 5 . 3. 8 条的规定 。 当排

放的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不能达到排放标准时，应进行专业

处理。

7.4.2 酸、碱污水应进行中和处理。

7.4.3 放射性废水的处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 1887 1 、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 GB 14500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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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暖通 空调

8. 1 一般规定

8. 1. 1 科研建筑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 GB 5073 6 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8. 1. 2 科研建筑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的节能设计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GB 50 1 8 9 的有关规定执行。

8. 1. 3 科研建筑内的供暖与空气调节的设计应按照当地的气象

条件，实验室的使用要求， 建设地点的能源供应条件，建设项目

的资金条件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科研建筑室内设计参数在无特定要求时可按表 8. 1. 3 选取。

表 8. 1. 3 科研建筑室内设计参数

冬季室内 冬季相对 夏季室内 夏季相对 都iJxUîl:

房间名称 温度 湿度 温度 湿度 每小时换气

('C) ( % ) (.C) c%) m' / ( h . 人 )
次数

生物类实验室 20 二主30 26 主三 65 2-3 

化学类实验室 20 二三30 26 王三 65 3-4 

物理类实验室 20 二"， 30 26 主豆60 l -? 

科研办公 l豆 20 三"' 30 26 三三 60 30 

会议室、 报告
18 

厅、 多功能厅
二"，30 25 主ζ65 20 

科研展示 l主 18 二"'30 28 45-60 20 

一般仪器室 20 二"， 30 26 < 60 20 

暗室 20 注30 26 < 65 50 

生物培养室 20 ~30 26 < 6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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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1. 3

冬季室内 冬季相对 夏季室内 夏季相对 新风盘

房间名称 温度 j显度 i鼠疫 i显度 每小时换气

('C) ( % ) 了'C ) (% ) 
m:l / ( h' 人)

次数

接种问 20-22 二，， 30 25 < 60 50 

高fi'f度天平室 20士 2 50土 1 0 20土 2 50:!: 10 40 

电镜室 20 二，， 30 26 < 60 40 

净化实验室 20-22 30-50 24-26 50-70 50 

试验室 16- 18 

8. 1. 4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应为实验室未来改造和发

展提供可能和一定的灵活性。 标准单元组合设计的通用实验室 ，

其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应按标准单元组合设计。

8. 1. 5 在实验室内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道、 管道应

与各专业管线综合布置， 排列整齐美观，减少占用空间且方便日

后的检修和改造。 室内穿越楼板的竖向风道应敷设在管井内 。

8. 1. 6 通风与空调风管系统的进排风口的洞口周边与室外应有

完整的密闭措施。 进排风口应采取防止小动物进入的防护措施。

8. 1. 7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应采取综合措施防止污染物和噪声振

动对周边室内外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

8. 1. 8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设计，

应以保证观测研究 、 实验的不同温湿度和洁净度环境条件为原

则;生活辅助用房的主要居住使用空间， 在能源可获取、 供应可

保证的条件下，应满足冬季、夏季室内温度分别达到 1 2
0

C 以上、

30
0

C 以下的要求; 当采用可再生能源系统供暖时，应对全年和设

计使用寿命内可再生能源的保证率进行计算 、 模拟和评估。

8.2 供暖

8. 2.1 供暖地区的科研建筑宜设集中供暖系统。

8.2.2 通用实验室内不直采用地板辐射供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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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散热器宜靠外墙窗下布置 。

8.2.4 供暖系统的散热器宜按每个标准实验单元的供暖热负荷

均衡设置 ， 每组散热器应设置恒温调节阀，系统形式宜采用带跨

越管的单管供暖系统或双管供暖系统。

8.2.5 有腐蚀性气体的实验室供暖系统的散热器、管道及附件

应采取防腐措施。

8.3 通凤

8.3.1 实验室送排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工作时间大量连续使用机械排风的实验室 ， 宜在满足人

员防护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局部排风 ， 必要时可采用全面排风。

2 设机械进排风的实验室建筑应进行风平衡及热平衡的分析

计算，排风量较大时应设置机械补风系统，间歇使用的排风系统

且排风量不大于 2 次/h 换气时，可设置有组织的自然进风。 在供

暖地区，冬季应由建筑物的供暖系统补充自然进风的耗热量。

3 工作时间大量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化学品或有难闻气味的

实验室应保持微负压，并应在全楼风平衡及热平衡的基础上组织

气流向清洁区向污染的实验区流动。

4 大量使用强腐蚀剂的实验室应设单独排风系统。

5 通风系统应与空调系统综合设计，减少通风系统对空调

系统的影响，降低通风空调系统的综合能耗。

6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进风系统送风宜加热至 1 5
0

C ，加热器

应采取防冻措施。 当室内有清洁要求时，进风应设过滤器。

8.3.2 实验室通风柜柜口面风速值应按表 8. 3. 2 确定 。

表 8.3.2 实验室通凤柜柜口商凤速值

实验室内空气中有窑物的 柜口面风速{自 ( m/ s )
散发有害物的种类

最高容许浓度 ( mg/m3 ) 平均值 最低值

1段毒 > 15 O. 35 O. 25 

有毒或有危险 0.2- 15 O. 5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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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3 . 2

实验室内空气中有害物的 柜口丽风速值 (m/s)
散发有害物的种类

最高容许浓度 (mg/m:l ) 平均值 最低值

极毒或

少量放射性
< 0. 2 O. 75 O. 65 

注 : 实验室内常用的有害物最高容许浓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GßZ 2 执行 。

8.3.3 实验室通风拒应布置在不受气流扰动的位置。

8.3.4 使用柔的实验室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3. 2 条的规定 。

8.3.5 实验室排风系统的排风装置、风管、阅门、附件和风机

等选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 。

2 应综合考虑排风内有害物对系统风管、间门 、 附件和风

机等选材的影响 。

3 使用和产生易燃易爆物质的房间，送、 排风系统应采取

防爆措施和采用防爆型通风设备。

8.3.6 使用对人体有害的生物、化学试剂和腐蚀性物质的实验

室，其排凤系统不应利用建筑物的结构凤道作为实验室排凤系统

的凤道。

8. 3.7 设在建筑物室内的竖向排风管应设在排风管井内 。 水平

风管在与竖向排风管连接处应设防火闹 。 当接触强腐蚀性物质的

排风管道采用分层设置独立系统，且其水平风管不跨越防火分

隔，竖向风管安装在具有足够耐火极限的管井内时，系统风管可

不设防火阀 。

8.3.8 排风机宜设置在实验室房间之外，当风机数量较多时，

应设在专用的风机房内 。 风机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风机房内应有必要的维修空间 。

2 在严寒地区，风机房应有防冻措施。

3 离心式排风机最低处应设泄水口 。

8.3.9 排风系统应采取防倒灌、防雨等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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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风口宜向上排风，并有防雨措施。

2 露天安装的风机，其电机应有防雨措施。

3 当多个房间共用一个排风系统时，应采取防止各房间之

间串昧的措施。

8.3.10 当排风系统排出的有害物浓度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

定的允许排放标准时，应采取净化措施。当排风系统风机噪声超

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允许排放标准时，应采取消声降噪措

施。 排风机应采取隔振措施。

8.3. 11 通风系统的设计应采用节能措施。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

时，排风系统可设置热回收装置。 当设置热回收装置时应防止排

风污染进风，并防止排风污染物对热回收装置材质的影响 。

8.3.12 非工作时间内产生有害、有刺激性气体的实验室应设置

值班通风。 值班通风可按 l 次/h ~2 次/h 换气设计。存放少量

日常使用的化学品的实验室，应设置 24h 持续通风的专用化学品

储存柜。

8.3.13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实验室通风系统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使用 I 类、 E 类、 皿类放射源和 I 类、 H 类射线装置的

实验室应按照有害气体的产生量、实验室的设计参数设置通风系

统，通风系统及性能应确保实验室内有害气体的浓度及其排放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GB 3095 以及相关管理制

度的规定 。

2 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应设置单独的通风系统，

保持足够的负压和密封性， 气流方向应从放射性低活性区流向高

活性区 。 设置过滤装置应便于维修和更换滤膜。 废气排放烟囱宜

高于本建筑屋脊，井宜设置在周边建筑物的下风方向 。

3 当通风系统的风管 、 管道等穿越屏蔽墙时，应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射线地漏，确保屏蔽墙体的防护性能。

8.3.14 光学暗室的排风量可按 5 次/h 全室换气计算 . 排风口

宜设置在水池附近 . 系统可采用机械排队、向然补风的方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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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可设置在下部，风口应采用遮光百叶风口 。

8.4 空气调节

8.4.1 设置空气调节的实验室应尽可能集中布置。 室内温湿度

基数、洁净度、使用班次和消声要求等相近的实验室宜相邻

布置。

8.4.2 在不影响科学实验工作的条件下，宜采取局部工艺措施

和局部区域的空气调节替代全室性的空气调节。 当室外气象条件

及科学实验要求允许时，可尽量利用自然通风方式替代全室性的

空气调节。

8.4.3 当建筑规模较小或使用比较分散，设集中空气调节不合

理时，可采取分散式空气调节系统。

8.4.4 当科学实验工作需要空气调节系统长期连续运转时， 空

气调节系统的主要设备宜设置必要的备用设备。

8.4.5 空气调节系统应与通风系统综合设计，减少通风系统对

空调系统的影响，降低遇风空调系统的综合能耗 。 空调系统应按

本标准第 8. 3. 1 条第 3 款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物及不良气味在

不同的实验室间交叉污染 。

8.4. 6 f~IJ冷及热力机房和冷热媒系统管路应为科研建筑未来的

改建和扩建提供合理的余量或预留空间 。

8.4.7 对有强、湿度精度要求的实验室和试验室，应设置恒温

恒湿空调系统。 有洁净度要求的实验室，应设置相应等级的洁净

~调系统。

8. ..t 8 对有不同运转到E制或其他有特殊要求的实验室 ， 应设置

独立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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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 电 气

9.1 一般规定

9. 1. 1 对辐射干扰敏感的电子设备，不应与潜在的电磁干扰源

贴近布置。

9. 1. 2 对人体可能产生伤害的实验区应设监测和警示信号 。

9. 1. 3 有特殊工艺要求的实验室，电气设计应组织专题研究、

论证。

9. 1. 4 科研建筑电气设备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高效

节能、环保、安全 、 性能先进的电气产品 。

9.2 供配电

9.2.1 科研建筑的用电负荷分级及供电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9.2.2 当城市电网电濒质量不能满足用电要求时，应根据具体

条件采用相应的电源质量改善措施。

9.2. 3 供配电系统应预留适当的备用容量及扩展的条件。

9.2.4 变电站站址应避开对电磁干扰敏感的实验室 。 当有困难

时，可采取屏蔽措施。

9. 2. 5 实验室负荷可与其他负荷共用变压器。 但对于不常使用

的大设备和有较大容量的冲击性负荷、波动大的负荷、非线性负

荷、单相负荷和频繁启动的设备，应由专用变压器供电 。

9.2. 6 当季节性运行的空气调节、供暖等负荷占较大比例时，

变压器容量与台数的确定应考虑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9.2.7 配电变压器的负载率宜为 70 %~85 % 。

9.2.8 当低压配电系统无特殊要求时，应采用频率 50Hz、电压

220V /380V 系统。 系统接地形式不应为 TN-C。 当有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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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按实验仪器设备的具体要求确定 。

9.2.9 用电负荷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宜采用交流不间断电源

系统供电 :

1 采用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CBZT)或柴油发电机组应急自

启动等方式仍不能满足要求 。

2 采用一般稳压稳频设备仍满足不了对稳压、稳频精度

要求 。

3 实验或设备需要保证顺序断电操作安全停机。

4 停电损失大于不间断电源设备的购置费用和运行费用的

总和 。

9.2.10 当在同→科研建筑(室)内设有两种及以上不同电斥或

频率的电源供电时，宜分别设置配电保护装置井有明显区分或

标识。

9.2.11 不同电压或频率的线路应分别单独敷设，不应在同一导

管或线槽内敷设 。 同一设备或实验流水线设备的主回路和无防干

扰要求的控制回路可在同一导管或线槽内敷设。

9.2. 12 通用实验室的用电设备可由固定在实验台或靠近实验台

的固定电源插座(插座箱) 供电 。 电源插座回路应设有剩余电流

保护电器。 对有防干扰要求的设备， 宜采用电磁型剩余电流保护

电器 。 各实验室电源侧应设置独立的保护开关。

9.2.13 潮涩、有腐蚀性气体、蒸气、火灾危险和爆炸危险场

所，应选用具有相应防护性能的供配电设备。

9.2.14 实验室供配电线路宜采用铜导体。

9.2.1S 科研建筑垂直线路直采用管道井敷设，强、弱电管线宜

分别设置管道井。 当在同一管道井内敷设时，应敷设在管道井

两侧 。

9.2.16 科研建筑的弱电管道井内，宜预留实验测控管线敷设

通道。

9.2.17 供电回路宜装设有功电能表，且实验用电与非实验用电

分别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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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照明

9.3.1 科研实验用房，工作面上的平均照度标准应符合表

9. 3. ]的规定 。

表 9.3 . 1 科研实验建筑照度标准值

rH问名称 !m度标准 ( Ix)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111) 备注

通HJ实验室 300 实验台面 O. 75 一般照明

生物!~养室 500 工作台商 O. 75 宜设局部!照明

天平室 500 工作台面 O. 75 宜设局部照明

电子~微镜室 500 了作合而 O. 75 宜设局部照明

谱仪分析室 500 l丁乍台 ffiï O. 75 宜设局部照明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300 t作台面 O . 75 一般照明

研究工作室 300 桌面 O. 75 一般照明

学术报告厅 300 桌面 O. 75 一般照明

设计室 500 实际t作而 !自设局部Jm明

管ìQ技术层 75 地而 一般J!自明

9.3.2 科研建筑用房一般照明的照度均匀度，按最低照度与平

均照度之比确定，其数值不宜小于 0 . 6 ， 计量室、测量室不宜小

于 0 . 7 0

9.3.3 采用分区一般照明时，非实验区和走道的照度不宜低于

实验区照度的1/3 0

9.3.4 采用一般照明加局部照明时， 一般照明的照度不宜低于

工作面总照度的 1 /3 . 且不宜低于 100 1x o

9.3.5 需要限制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的实验室，宜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中关于眩光限制的相关措

施执行。

9.3.6 科研建筑应选用节能高效灯具，有效控制照明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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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用实验室宜采用开启或带格栅直配光型灯具，开启型

灯具的效率不应低于 0.7 5 ，带格栅型灯具效率不应低于 O. 6 5 。

2 实验室灯具格栅、反射器不宜采用全镜面反射材料。

9.3.7 通用实验室宜采用细管直管形三基色荧光灯。 空间高度

高于 8m 的实验室宜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或高频大功率细管直管荧

光灯。 元人长时间逗留或只进行检查、巡视和短时操作等工作的

场所，宜采用 LED 灯 。

9.3.8 对识别颜色有要求的实验室，照明光源的显色指数不宜

小于 80 。

9.3.9 电磁干扰要求严格的实验室， 不应采用气体放电灯。

9.3.10 潮温、有腐蚀性气体和蒸气、 火灾危险和爆炸危险等场

所，应选用具有相应防护性能的灯具。

9.3.11 重要实验场所应设置应急照明，应急照明的设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 GB 500 16 和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JGJ 16 的有关规

定 。 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设置警卫照明， 警卫照明可与应急!!在明

共用 。

9.3.12 暗室、 电镜室等应设单色(红色或黄色)照明 。 入口处

宜设工作状态标志灯。 有辐射危险的实验区，人口处应设红色警

示灯。

9.3.13 生物培养室宜设紫外线灭菌灯，其控制开关应设在门外

并与一般照明灯具的控制开关分开设置 ， 且应有标识。

9.3.14 照明负荷宜由单独配电装置或单独回路供电，应设单独

开关和保护电器 。 照明配电箱宜分层或分区设置。 当电压偏差或

波动不能保证照明质量或光源寿命时，可采用专用变压器供电 。

9.3.15 大面积照明场所宜分段、分区设置灯控开关，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大型实验室应优先采用分区一般照明方式。

2 走廊、楼梯间照明直采用集中遥控节能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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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豆充分利用自然光，并直依此决定电气照明的分区 。

9.3.16 管道技术层内应设照明，并应由单独支路或专用配电箱

(盘)供电 。

9.4 接地

9.4.1 科研建筑按具体要求，可设置实验室工作接地、供电电

源工作接地、 保护接地、静电接地、实验室特殊防护接地及防雷

接地。

9.4.2 实验室工作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按实验仪器、设备的

具体要求确定，当无特殊要求时， 不宜大于 4.0 。 供电电源工作

接地及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0 。 实验室特殊防护接

地电阻值按具体要求确定 。 防雷接地电阻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

9.4.3 各种接地宜共用一组接地装置。 无特殊要求时，接地电

阻值不宜大于 1 .0 。 如防雷接地需单独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采取防止反击

措施。

9.4.4 实验室工作接地与接地装置，当电子设备频率为 30kHz

及以下时，宜单点式 (S 形)连接。 当电子设备的频率大于

300kHz 时，其接地应采用多点式 ( M 形)接地。 当频率为

30kHz~300kHz 时，宜设置一个等电位接地平面，再以单点接

地形式连接到同一接地网，分别满足高频信号多点接地及低频信

号一点接地要求 。

9.4.5 由实验室接地点至接地装置的引线长度不应为 À/4 及 À/4

的奇数倍 ， À 应按下式计算:

À = (3 X 108 )/ f (9.4 . 5) 

式中 : À一一波长 (m) ; 

f一一实验室接地仪器、设备工作的主频率 (Hz) 。

9.4.6 实验室保护接地应采用等电位联结措施，并应根据需要

采用防静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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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智能化

9.5.1 科研建筑的智能化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

设计标准 )) GB 50314 的规定。

9. 5.2 科研建筑应设置信息通信网络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息通信网络系统根据需要可设置内网、外网及相应的

数据中心机房。

2 综合布线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

设计规范 )) GB 503 11 的有关规定，应满足科研实验、办公、展

示、教学 、 试验的需求和语音、数据、图像等信息的传输要求，

并应根据实验、办公、试验工位、展位、教学分布情况配置信息

插座端口 。

3 在通用实验室、专用实验室、科研办公用房、科研展示

区、教学实验室及辅助用房、科研试验室内应设置语音 、 数据信

息、点。信息点数量宜符合表 9 . 5.2 的规定 。

表 9.5.2 信息点数量参照表

每个实验 (试验)工位或工作区、

建筑功能区 展示区信息点自己i主要求 备注

语音 外网数据 内网数据

通用实验室 l 注1 i到音点可按实验室为配置单元

专用实验室 二主] 语音点可按实验室为配置单元

科研办公用房 二注1

科研展示区 i 二"， 2 二"， 2

教学实验室 二"， 1
所有信息点可按实验室

为配置单元

辅助H1m 所有信息点有[按房间为配置单元

科研试验室 I 1 二主 ] 语音点百I按试验室为配置单元

4 科研教学区域、展示区域宜设置元钱局域网络系统。

5 在入口门厅、休息室等公共区域应配置公用电话和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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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专用的公用电话。

6 公共区域应设置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7 科研教学建筑应根据教学需要配置有线电视终端。

9.5.3 科研实验区、科研教学区、科研展示区、科研试验区的

公共区域宜设置信息查询导引及发布系统。

9.5.4 科研建筑应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并应满足科研实验 、

试验对建筑设备的监控要求 。

9.5.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根据科研建筑的特点设置，采取合

理的人防、技防、物防配套措施，确保人员、财产安全。 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

GB 50348 和本标准第 5 章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科研建筑出入口， 主要通道，重要实验室、试验室入 口

宜设置视频监控装置。

2 科研建筑出人口， 重要实验室 、 试验室人口.宜设置出

人口控制装置。

3 使用或存放剧毒危险化学 IEI 、贵重物品、放射性物质的

实(试)验室应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出人口控制装置和视频监控

装置。

9.5.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现行网家

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 )) GB 50 11 6 的有关规定 。 使用和产生易燃易爆物质的房间应

根据可燃气体的类型，设置相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

9. 5.7 科研建筑内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应与所进行的实验、试验

环境相适应，如单一型火灾探测器不能有效探测火灾，可采用多

种火灾探测器进行复合探测 。

9.5 . 8 科研建筑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广播系统，并宜与消防应

急广播系统合用 。

9. 5.9 有精确计时要求的科研建筑应设置时钟系统。

9. 5.10 科研教学教室应设置多媒体教学系统 . 宜设置远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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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系统。

9.5.11 当通信线缆引人有电磁屏蔽要求的实验室、试验室时，

应加滤波器或进行其他屏蔽处理。

9. 5 . 12 有监控要求的实验室 、 试验室应设置工业电视监控系

统，系统性能应满足工艺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电

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 GB 50 11 5 的有关规定 。

9.5.13 科研信息网络的安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标准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网络设备应放置在符合使用要求的场所，该场所应具备

物理访问控制、防盗窃和防破坏、防雷击 、 防水、防火、防潮、

防静电、防电磁干扰等基本条件。

2 关键网络设备及链路应有备份 。

3 应增强网络边界设备的访问控制力度，配备安全审计、

边界完整性检查、入侵防范及恶意代码防护等设备 ; 应在网络出

口处对网络的连接状态进行监控，并能及时报警和阻断。 对所有

网络设备的登录应保证鉴别标识唯一和l鉴别信息复杂等要求 。

4 系统应安装实时检测和查杀恶意代码的软件产品，并及

时升级。

5 系统应安装防火墙 。

6 应定时对重要信息进行数据备份。

7 重要信息应进行数据加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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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气体管道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本章适用于氢气、氧气、氮气、氧气、甲皖、乙快、压

缩空气 、 真空 、混合气体等室内气体管道的设计。

10. 1. 2 气体管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 )) GB 50028 、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 GB 50029 、 《 氧气站设

计规范 )) GB 50030 和 《 氢气站设计规范 )) GB 50177 等相关

规定。

10. 1. 3 各种气源宜采用集中供应方式，气源站宜为独立

建筑。

10. 1. 4 特种气体的供应应根据设备需求和特点，经综合比较后

确定采用液槽供应或气瓶供应方式。

10. 1. 5 引人室内的各种气体管道支管宜明敷。 当管道井、管道

技术层内敷设有可燃气体管道时，应有 6 次/h. 事故时不少于

1 2 次/h 的通风措施。

10. 1. 6 穿过实验室墙体或楼板的气体管道应设套管 ， 套管内

的管段不应有焊缝 。 管道与套管之间应采用非燃烧材料严密

封堵。

10. 1. 7 可燃、助燃气体管道应设放空管。放空管道应高出屋面

1m 或 1m 以上， 并采取防雷措施 。

10. 1. 8 可燃气体管道、助燃气体管道应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

置。 有接地要求的气体管道其接地和l跨;接措施应按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执行。

10. 1. 9 输送干燥气体的管道可无坡度敷设，输送潮湿气体的管

道应有不小于 0.3 %的坡度，坡向冷凝液体收集器。

10. 1. 10 室内气体管道间距应符合表 10 . 1. 1 0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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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 10 室内气体管道间距

乙炊管 氧气管 不燃气体特 氢气管 燃气管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最小

管线名称 并行 交叉 ;Jí 行 交叉 j下f亏 交叉 并行 交叉 并行 交叉

|百l距 问距 l同胞 ,'iïJflJ:i /ËÎJJI~ 问距 间距 间距 |同距 间距

( m ) ( m ) ( m ) ( m ) (m) (m) ( m ) ( m ) ( m ) ( m ) 

给水管 、
O. 25 O. 25 O. 25 0. 10 。 1 5 0. 10 O. 25 。 . 25 O. 25 0. 02 

排水管

热力管(蒸气

斥力不超过 。. 2 5 O. 25 O. 25 。 1 0 O. 15 0.1 0 O. 25 0. 25 O. 25 0. 02 

1. 3MPIl) 

不燃气体管 O. 25 O. 25 O. 25 0.10 O. 15 。. 1 0 O. 25 O. 25 0.25 0. 02 

燃气筒、
0. 50 O. 25 O. 50 0.25 

燃 irt1管
。 . 2 5 0.1 0 。. 50 0.25 0.25 0. 02 

氧气管 0. 50 0. 25 0. 25 0.1 0 O. 50 0.25 0. 25 0. 02 

乙快笆' O. 25 O. 25 O. 25 0. 02 

nt触、线 3. 00 O. 50 1. 50 O. 50 1. 00 0. 50 3. 00 O. 50 O. 25 0.1 0 

探导线 2.00 O. 50 1. 00 O. 50 1. 00 O. 50 2. 00 O. 50 ]. 00 l. 00 

明装 明装

绝缘导线和 O. 25 0.10 / 
1. 00 O. 50 O. 50 O. 30 ]. 00 0. 50 

电路 H音装 暗装

0. 05 0. 01 

穿有导线的
]. 00 0.25 0. 50 0.1 0 0.1 0 0. 10 1. 00 O. 25 O. 50 0.10 

电线管

插t~式母线、
不允许3. 00 ]. 00 1. 50 O. 50 3. 00 1. 00 0. 30 

悬挂式干线

'If，防爆型

开关、捅座、 3. 00 3.00 1. 50 ]. 50 3.00 1. 00 O. 30 不允许

配电箱等

10. 1. 11 当可燃气体管道分层敷设时，密度小的管道应位于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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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12 室内可燃气体管道不宜在地沟内敷设或直接埋地敷设。

10. 1. 13 气体管道不得与电缆、导电线路同架敷设。

10. 1. 14 气体质量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缩空气质量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压缩空气》

GB/ T 13277 中的二级规定 。

2 氢气、氧气、氮气、氧气、氮气、乙快等气体的气体质

量要求应满足仪器、设备试验需要。

10. 1. lS 气体供应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瓶装气体供气日才，宜集中设置气瓶间，采用管道

供应。气瓶间宜单独设置或设在无危险性的辅助用房内 。

2 压缩空气宜由自备空气压缩机提供，压缩机应集中设置。

3 压缩机排气应设储气罐并做相应的空气处理。

4 可燃气体及助燃气体的干管及支管宜明敷。

5 可燃、助燃气体管道的放散管应引至室外并高出屋脊

1m，放散管应设有防雷措施。

6 可燃气体及助燃气体管道严禁穿过生活间、办公室。

7 可燃气体及助燃气体的管道不宜穿过不使用该种气体的

房间，当必须穿过时 ，应采取相应措施。

10.2 管道、阀门和附件

10.2.1 管道材料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气体纯度大于或等于 99 . 99 %应采用不锈钢管。

2 气体纯度小于 99 . 99 % 可采用无缝钢管或热镀辞无缝

钢管。

3 高纯气体管道与附件连接的密封垫应采用有色金属、不

锈钢、聚四氟乙烯或氟橡胶材料。

4 压缩空气管道，宜采用不锈钢管。

10.2.2 管道与设备的连接段宜采用金属软管。 当采用非金属软

管时，宜采用聚四氟乙烯管 、 聚氯乙烯管 。

10.2.3 乙快管道的阀门和附件不得采用纯铜质材料和 7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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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合金，其他气体管道可采用铜、碳钢等材料 。 可燃气体管道和

氧气管道所用的附件和仪表必须是该介质的专用产品 。

10.2.4 阅门与氧气接触部分应采用非燃烧材料。 其密封圈应采

用有色金属、不锈钢及聚四氟乙烯等材料。 填料应采用经除油处

理的石墨石棉或聚四氟乙烯 。

10.2.5 气体管道系统应不渗漏、耐压、耐温、耐腐蚀。 实验室

内应有足够的清洁、维护和1维修明露管道的空间 。

10.2.6 气体管道、 阀门、 终端组件、软管组件和压力指示仪

表，均应有耐久、清晰、易识别的标识。 气体标识的方法应为金

属标记、模板印刷、盖印或粘着性标志 。 施工中宜采用粘着性

标志 。

10. 2.7 埋地敷设的气体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埋地或地沟敷设的气体管道应作加强绝缘防腐处理。

2 埋地气体管道的敷设深度不应小于当地冻土层厚度，且

管顶距地面不宜小于 O.70m 。

3 当埋地管道穿越道路或埋深不足、地面上荷载较大时，

管道应加设防护钢套管。

4 地下气体管道与建(构)筑物等及其地下管线之间最小

净距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氧气站设计规范 )) GB 50030 执行。

5 气体管道地沟应采用细沙填实，并应有排水措施。

10. 3 管道连接

10.3.1 气体管道的连接应采用焊接，可燃气体管道不应用螺纹

连接 。 高纯气体管道应采用承捅焊接。

10.3. 2 气体管道与设备 、 阀门及其他附件的连接应采用法兰或

螺纹连接，螺纹连接的丝扣填料应采用聚四氟乙烯带 。

10.4 安全技术

10.4.1 气体管道设计的安全技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每台(组)用可燃气体设备的支管和放空管上应设置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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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等安全控制装置。

2 使用可燃气体的房间应设置报警装置。

3 气瓶应放在主体建筑物之外的气瓶存放间 。 对日用气量

不超过一瓶的气体，室内可放置一个该种气体的气瓶，但气瓶应

有安全防护设施。

4 气瓶存放间应有不小于 3 次/h 换气的通风措施 。

5 可燃气体存放间应有不小于 6 次/h 换气的通风措施。事

故排风不小于 1 2 次/h 换气 。

10. 4.2 若使用高压气体或可燃气体，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并

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

10.4.3 可燃气体管道连接用气设备支管应设置阻火器 。

10.4.'" 可燃气体及助燃气体的汇流排间应有浓度报警和联动排

风措施。

10.5 气源站及气瓶库

10.5.1 氧气气源站宜布置成独立单层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

于二级 。 如与其他建(构)筑物Hltt连，其毗连的墙应为耐火极限

不低于1. 50h 的元门、窗、洞的防火墙，该氧气气源站至少应设

一个直通室外的门 。 氧气供应源给水排水、照明、电气应符合现

行罔家标准 《氧气站设计规范 )) GB 50030 的有关规定 。

10.5.2 氮气 、 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等气体供应源不应设在地下

或半地下建筑内 。 可设在不低于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靠外墙

处，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 50h 的墙和丙级防火门与建筑物

的其他部分隔开。

10.5.3 氢气、乙快、甲皖等可燃气体宜布置成独立单层建筑

物，不得设在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内 。 耐火等级、 泄压面积和可燃

气体浓度报警 ， 按可燃气体的相应标准执行。

10.5.4 气体的储存应设置有专用仓库，其平面布置、建筑物的

耐火等级、安全通道及消防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当气体储存库与其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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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毗连时，其毗连的墙应为无门、窗、洞的防火墙，并应有直

通室外的门 。 其围护结构上的门窗应向外开启，并不应使用木

质、塑钢等可燃材料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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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同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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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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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JGJ 16 

44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 JGJ 25 

45 ((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38 

46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 JGJ 67 

47 ((机器动荷载作用下建筑物承重结构的振动计算和隔振

设计规程 )) YSJ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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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科研建筑设计标准

JGJ 91 - 2019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科研建筑设计标准~ )) JGJ 91 - 20 1 9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音1)

20 1 9 年 7 月 30 日以第 211 号公告批准、发布 。

本标准是在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 JGJ 91 - 1 993 的基矶1:

上修订而戚。《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 JGJ 91 - 1 993 的主编单

位是中同科学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科研建筑设计标准》 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着重对强

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详尽解释。 但是 ，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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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2 以生产为目的的实(试)验厂房及中小学校的实验室等

不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内 。

1. O. 4 根据同家对编制全国通用设计标准规范的规定，为了精

简规范的内容，避免重复，凡引用或参见其他全罔通用的设计标

准、规范和其他有关规定的内容，除必要的以外，本标准不再另

立条文，故在本条中统一说明 。

在进行科研建筑设计时，首先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如 《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等;同时由于科研建筑细分类别较

多，设计时也需满足所涉及相应类型的建筑设计规范要求，例

如:科研办公建筑，同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设计规

范 )> JGJ 67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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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8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根据科学观测研究内容，可分为观

测台站、监测台站、实验台站、研究台站、示范台站、综合台站

等，由建设在野外陆地、湖泊、极地等不同自然环境中的观测研

究用房、实验展示用房、生活辅助用房和配套设施用房等组成。

2.0.9 为保证实验室具有适应性的设计原则，即从当前和长远

科学实验工作内容、仪器设备及人员的发展变化出发，综合考虑

确定标准实验室单元的三维空间尺寸 、 实验室建筑设备及实验仪

器设备的布置、建筑结构选型与标准荷载、机电设备等公用设施

的标准供应与接口方式等。 以此便于实验室标准单元的灵活组合

设计。对于框架结构，一个标准单元系指一个标准柱网围成的空

间单元;对于混合结构， 一个标准单元相当于框架结构一个标准

柱网围成的空间单元。

2.0.10 公用设施包括供暖、通风、空调、制冷、给水、排水、

软化水、纯净水、燃气 、 特殊实验用气、压缩空气、真空、照

明、供配电、电信、网络等。

2.0.15 、 2.0.16 开放实验室类似现行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设计

规范 )) JGJ 67 定义的开放式办公空间，是一种体现开放与共享

的实验室布局形式，各个实验台之间没有从地到顶的隔墙，可完

全开敞或局部灵活隔断。封闭实验室之间设计有隔墙、走廊， 每

个独立的房间内带有实验台 、 专用仪器等实验设施。 另外，实验

室内或相邻空间应配有书写记录工作区， 是对实验数据、 研究参

数进行记录、研究的工作区域。

2.0.17 洁净实验室的建造和使用应减少室内诱人、产生及滞留

的粒子 。 室内其他有关参数如温度、温度、压力等按照要求进行

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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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生物培养室要求的环境条件包括温湿度、光照、空气 、

水分 、 酸碱度及灭菌消毒等措施。

2.0.27 国家对放射源实行分类管理，放射源的分类方法见 《放

射源分类办法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5 年第 62 号) 。

2.0.28 国家对射线装置实行分类管理，射线装置的分类方法见

《射线装置分类办法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26 号) 。

2.0.30 现行国家标准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

GB 13690中将危险化学品分为理化危险、健康危险及环境危险

三大类，与联合国 《化学品分类与标记全球协调制度 )) (GHS) 

接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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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地与总平面

3. 1 基地

3. 1. 3 安全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 《 易燃和可燃液体防火规范 )) SY / T 6344 等相关规范的

要求 。

3. 1. 4 基地应远离铁路、主要交通干道及其他产生振动的场所，

避免电磁干扰和其他污染源。

3. 1. 6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等级与规模各不相同，科研

观测功能各不相间，包括野外生态、环境、气象、航天等各种类

型，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高山、森林、荒漠、江河、海洋、极

地等各种地区，还可能设置在不同等级的生态保护区内 。 因此 ，

在选址时应依据国家相应建筑类型的建设标准、技术标准以及生

态环境保护标准等，在保证科研功能的同时，处理好与环境的

关系 。

3. 1. 7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应具备便捷的交通条件，以便人员

集散、物品运输和安全疏散。

3. 1. 8 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包括:低洼地带、行洪地带、滑

坡和泥石流多发区、 j朝间带、沼泽地以及极地冰盖等区域，这些

区域在暴风、暴雨、地震等情况下容易发生灾害。为避免造成科

研人员和野外科研设施的生命财产损失，本条规定野外科研用房

应避免布置在此类地区 。

当受到野外科研或观测要求限制，必须设置在此类地区时，

应采用相应的工程建设措施和防护措施，如:加强护坡护堤、加

强基础、加固结构、柔性结构、设置逃生通道、设置避难空

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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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总平面

3.2.2 规划面积指标直接 《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 )) (建标

[ 199 1J 708 号)的规定执行。

3.2.3 科研工作区域包含科研通用实验区、科研专用实验区、

科研办公区、科研展示区、科研教学实验区、科研试验区 。

3.2.5 住宅、公寓、宿舍及食堂等居住生活配套用房与使用或

储存有危险化学品的科研建筑分开建设，从根源上保证了科研及

相关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此条修改根据我国国情而来，目前

存在大量居住生活配套类用房与科研用房棍杂建设的情况 ， 具有

较大的安全隐患，需从源头上治理。 此条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中的相关要求保持一致。

3.2.7 具有较大有危险隐患的科研实验区自成防护单元。 防护

单元的概念包含了防火、防爆、防辐射、防毒害、防极低温、防

污染等各种危险的防护内容。危险源自成防护单元可大大提高科

研环境的安全程度 。 防护要求参见本标准第 5 . 2. 5 条。
3.2.8 污染物是指进入环境后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危害人类及其

他生物的物质。 污染物包含易燃易爆物质、有害气体、液体、粉

尘、蒸气、烟雾、挥发物质等。

3.2.9 非噪声作业区、办公及生活区等要求安静环境的区域，

应与噪声源场区边界保持符合环保要求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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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2 科学研究是一项不断发展变化的工作。 研究的内容和规

模不断在变化，而建筑也必须考虑适当的灵活性和可持续发展

性。 建筑、结构以及机电设备等各专业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有

利于科研建筑空间划分灵活、组合便利，以使科研建筑具有较大

的适应性。

4. 1. 3 本条以科研建筑使用现状的调查为基础，并结合国外案

例与经验，提出对实验室外的公共空间场所二一如休息室、中庭

空间、楼梯拐角、走廊局部扩大空间、 窗户处等进行设计，从而

创造出适宜科学家们非正式的、随机的交流、会谈，从而为科学

创新提供另一种科研场所。

4. 1. 4 实验室空间环境如果受到蜘蛛、眼蛤等节肢动物侵扰，

或各类鼠、豪猪等瞄齿动物进入实验室咬坏机电、实验设备，小

则影响实验室正常工作，中则干扰试验工艺与实验参数，重则造

成实验室事故，特别是涉及生物安全实验室时，应严格按有关规

范标准与管理要求设计与配置有关措施。 这些措施一般包括:设

计可防止咬坏的钢质纱门、纱窗，外门设闭门器使外门常处于自

动关闭状态，首层外门、 窗可设置防鼠板、防虫根等，必要时可

以采用各类驱虫、杀虫药剂等 。

4. 1. 5 一般情况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或公用设施设备均精密、

贵重，甚至有的实验用品具有毒性、易燃、易爆、极低温等危险

因素，故实验用房的门窗一般需具备防意外进入、防火、防盗等

的防范措施。 门上设观察窗主要是为了安全，使外面的人员可以

了解室内工作情况，同时可以避免人员携带玻璃器皿等出入实验

室时发生碰撞。 目前国内普通内门设闭门器较少，根据调研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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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国外经验，实验室门设闭门器， 更有利于维持实验室环境的安

静、温湿度等参数。 由一个及以上标准单元组成的实验室配备较

大实验仪器设备的机遇多，故门洞宽度不应小于1. 20m。 当采用

1. 20m 及以上的门洞宽度时， 宜采用不等扇 门，行人时使用宽

扇，运送设备时使用双扇 。

4. 1. 6 、 4 . 1. 7 根据调研及结合国情，走道宽度限值较上次规范

上调 。 除满足消防需要外，根据实验室仪器设备需求，宽度可做

适当调整，应满足设备通行需要。 楼梯踏步宽度与高度等主要是

考虑实验人员携物便于行走，并与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的

规定一致。

4. 1. 8 考虑实验仪器设备的运输需要，科研实验建筑一般宜设

电梯 。 从考察及收集的资料看，国外大部分多层科学实验建筑均

设电梯 。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除货梯必备外，规定四层及以

上的科学实验建筑设电梯是合适的，且宜采用客梯兼作货梯。

4. 1. 9 通用实验室的室内净高系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

设计规范 )) JGJ 67 ，同时考虑到实验室空气污染概率多，实验设

备对空间高度净空的需求，对元空气调节的实验室的室内净高最

小值维持原规范 2 . 8m 不变，而有空气调节的实验室的室内净高

最小值定为 2 . 6m。

4. 1. 10 实验室吊顶会对实验室不确定的工艺调整变化带来影

响，所以根据本标准第 4. 1. 2 条、 4 . 2. 2 条的原则，除实验工艺

需设吊顶外， 一般的科研通用实验区均建议不设吊顶。 设吊顶时

宜采用活动式穿孔板、 空格栅式等吊顶 。

4. 1. 11 本条的更衣、淋浴空间设施不包含特殊实验室(如洁净

实验室 、 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前室区内的更衣、淋浴空间 。 设更

衣、淋浴空间设施， 是为了满足科研人员更换外出服与实验工作

服的需要 ， 一方面避免将实验环境的污染带出实验室、带回家，

另一方面也保障实验环境不受影响 。 本条的更衣、 淋浴空间设施

可以每楼单设，或全研究所(院)集中设置，但配比应符合总的

科研人数的需求 。 当实验建筑内仅部分实验室需设更衣间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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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衣间等布置在该类实验室出入口处，以节省建筑面积和便于

使用 。

4. 1. 12 根据调研，非实验用储物空间及设施较少在建筑设计中

考虑周全，导致实验室实验储物与非实验储物混杂，影响实验室

环境甚至实验室安全，同时给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带来隐患 。

4. 1. 13 本条规定了服务设施用房及管道空间的设施要求 。

1 所列公用设施用房为科研建筑一般需要 ， 公用设施内容

及系统须根据实际项目情况具体设计而定。

2 本款规定主要是为了节省管线及降低能耗。

3 本款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设备及管道等的锈蚀或腐蚀，

延长其使用寿命。

4 实验用易燃、易爆 、 极低温、易 、泄漏等液体罐、气体罐

应根据具体项目情况，紧密结合实验工艺需求，妥善配置相应的

安全场所与空间。如有条件，宜在室外统一设置，通过管路系统

供应到各实验室 。 个别实验室内如必须设置，须按本款规定要

求，并征得当地消防主管部门的设计审查同意。

4. 1. 14 本条规定了通风柜的设置要求 。

2 本款规定是为了防止对通风柜气流造成干扰，保证人员

及环境的安全。

3 通风柜的选择及布置是实验室标准单元组合设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涉及实验室平面布置及公用设施系统的设计，因此

必须同时考虑。

4. 1. 15 本条规定了试验台的设施要求 。

5 本款规定是为了规避可移动实验台(架)因意外碰撞等

因素而自主滑动，从而影响实验仪器、设备的安全。

4. 1. 16 本条规定了物品柜(架)的设施要求 。 实验室通常使用

大量器皿、小型仪器 、 试剂瓶罐等，因此宜充分利用墙面设置物

品柜(架) 。 物品柜(架)自身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并应与

墙体牢固连接。 物品柜(架)横隔板应上下位置可移动，可对存

放物的不同规格具有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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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7 科研建筑的无障碍设计要求是本次修订新增内容，以适

应城市整体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国际上有些国家对这方面的要求

更为严格和具体。 比如美国残疾人法案 CADA) ，规定了残疾人

所应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就业方面不应受到歧视。 相应的，对每

个实验室都要求配置无障碍通风柜、水槽、工作台等。 本标准根

据我国国情，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 》

GB 50763的相关规定 。 重点要求设计者在园区及建筑的公用设

施方面(尤其是出人口、坡道、通道、停车位、楼电梯、卫生

间、轮椅席位等)达到规范要求，满足到访者和公众的无障碍需

求 。 工作环境的无障碍设计可根据科研单位的具体情况合理

考虑。

4. 1. 19 良好实验室规范 CGLP) 是有关机构运行以及非临床健

康和环境安全研究的计划、实施、监督、记录、存档和报告的运

行条件的一套质量体系 。 作为一个管理系统，已成为国际上从事

非临床安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所共同遵循的规范。 实施 GLP 的

实验室试验主要类型是毒性研究、致突变性研究、物理一化学实

验、 11伍床化学分析和测试、残留实验等与安全性相关的实验。 实

施 GLP 的目的是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最重要的是

实现实验数据的相互认可 CMAD) 。

良好实验室规范 CGLP) 系列 国家标准 GB/T 22272 ~ 

GB/ T 22278是等同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CD) 良好实

验室规范 CGLP) 原则和符合性监督系列文件的相应部分。

4.2 科研通用实验区

4.2.1 科研实验了作的内容、手段及仪器设备等发展变化快、

探索性强 。 因此，要求实验室建筑设计应具有使用灵活、 空间分

隔组合便利的特点 。 为此，通用实验室、专用实验室及研究工作

室宜采用模块化、标准实验单元组合设计，以使科研实验室建筑

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尽量减少由 1 /2 个标准单元组成的科研通用

实验区的数量， 这样做旨在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减少公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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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的配备数量、减少建筑隔墙，从而降低建筑造价。

~.2.2 为使科研通用实验区具有更多的布置模式，要求在初始

设计中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协调。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文中列举

的内容以及各类竖向支撑体系(楼电梯、 卫生间、管道竖井等)

均需布置得当，才可以使"弹性实验空间"得以实现。

4. 2. 3 开放实验室更具灵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已被越来越多

的科研机构采纳 。 开放与共享促进了不同实验团队的融合与合作

的研究活动。 但也不是所有的实验系统都希望开放，封闭的实验

室针对特定类型的研究或某些设备也是必要的 。

~. 2 . 4 按使用要求 ， 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组合设计的主要

内容包括:确定标准单元开间、进深及层高;选择结构形式与荷

载;选择公用设施管道(线)配给方式;选择和布置实验室建筑

设备与实验台 。 为保证实验用房具有适应性、灵活性的设计原

则，即从当前和长远科学实验工作内容、仪器设备及人员的发展

变化出发，综合考虑确定标准实验单元设计的三维空间尺寸、实

验室建筑设备布置 、 实验台及与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布置、建筑结

构选型与荷载 、 公用设施管道(线)的配给方式等 ， 通过不同数

量的标准实验单元的组合与分隔，满足不同科研实验的需求 。 对

于框架结构，一个标准单元系指一个柱网围成的面积空间;对于

混合结构， 一个标准单元相当于框架结构一个柱网围成的面积

空间 。

4. 2.5 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开间是根据实验舍的宽度及间

距决定的 。 实验台间距是根据人体及其活动尺寸、安全疏散要

求、人的活动不得干扰他人正常实验工作等因素确定的 。 从国内

外大量科研通用实验区的情况看，实验台已实行标准化、商品

化，边实验台标准宽度为 0. 75m，双面工作的中央实验台标准宽

度为1. 50m 。 此时， 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一般采用 6 0 60m

开间，去除墙厚 00 2m，则中央实验台两侧的净距为 (6 0 60 -

00 75 X 2- 1. 50一 0 0 20) / 2= 1. 70 ( m ); 当采用 1 /2 个标准单元

组成科研通用实验区时， 如两面侧墙均布有边实验台，两者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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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为1. 50m，再去掉 0. 20m 的隔墙厚度，两实验台间的净距

为 1 /2 X 6. 60- 1. 50-0. 20= 1. 60 ( m ) 。 该距离可以保证当两侧

实验台处有人背对背做实验而中间过人时不产生干扰。 因此， 本

条规定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开间不宜小于 6 . 60m。 如果多数

以 1/2 个标准单元组成的科研通用实验区仅→侧墙布有标准边实

验台，而另一侧墙布有最大深度不超过 0. 60m 的实验仪器设备

时 ， 则采用开间为 6m 的科研通用实验区标准单元也是可行的 。

4. 2.6 目前国内外大量采用的标准实验台组合长度为 4 . 20m ，

即由 3 个长 1. 20m 的实验台单元和 1 个长 0.60m 的水盆单元构

成。 考虑实验白端部与走道墙距离 1. 20m、与外墙距离 0. 60m ，

则进深方向的净尺寸为 6. 00m。 如再布置宽 1. 50m 的通用柜 ，

则进深方向的净尺寸可达 7 . 50m。 所以考虑实验仪器设备的布置

及人员的通行距离要求，标准单元进深不宜小于 6. 00m。

4.2. 7-4.2.14 该 8 条规定的最小净距是为保证科研实验工作

的操作、人员通行的安全疏散。

第 4 . 2 . 1 3 条，侧墙设门通向相邻房间时，该侧墙布置的边

实验台端部之间或边实验台端部与走道墙、外墙之间的净距不宜

小于1. 20m; 靠侧墙布置的边实验台端部正对走道墙设门时， 该

边实验台端部与走道墙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1. 20m。 中央实验台

的端部与走道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 20m o 当实验室设置向室

内退进的门斗时， 则实验台端部与退进门斗的墙之间的净距不应

小于 1 . 20m。

4.2.15 科研通用实验区是科研实验人员最经常使用的工作场

所，且在科学实验建筑物中所占面积比例大，靠外墙布置可以充

分利用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不仅可以节能，也有益于科研实验

人员身心健康。

4.3 科研专用实验区

4.3. 1 某些科研专用实验区是以布置实验仪器设备为主 ， 一般

不设实验台，如电子显微镜室就是如此。 此时标准单元的开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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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应按实验室仪器设备尺寸、安装及维护检修的要求确定 。 另

一些科研专用实验区除布置实验仪器设备外，还需布置实验台，

如|生物培养室、天平室就是如此。 布置实验台时，应符合本标准

第 4. 2. 7~第 4 . 2. 14 条的规定 。

4.3.2 本条规定了洁净实验室的设计要求 。 除现行 匡| 家标准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 GB 500 73 外，尚有现行国家标准 《洁净室

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59 1 可供设计时参考。

4.3.3 本条规定了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计要求。除现行国家标

准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 GB 50346 外，尚有国家现

行标准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 GB 1 9489 、 《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 ( WS 233 ) 和 《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

技术管理规范 )) (农业部第 302 号公告)等标准和规定可供设计

时参考 。

4.3.4 本条规定了生物培养室的设施要求 。

生物培养系指一般性的、常用的生物培养科研专用实验区，

是生物、医药等各类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实验室。 房间面积不

大， 空间较小，洁净度要求比科研通用实验区稍高一些。 该种实

验室根据实验要求不同和实验内容的需要，可设置若干不同功能

的辅助房间，如准备间、清洗消毒间等，面积不宜过大 。 为满足

实验工作的需要，根据对我国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生物系的调

查，一般均在生物培养间内分隔一小间作为前室，以供实验人员

更衣换鞋，并作为进入生物培养间的缓冲间，亦可在进入各生物

培养间的入口处 ， 利用走道设置集中式更衣换鞋柜，从而节约面

积，也有不IJ于防尘 。

由于科研实验室单位规模大小不同，且开展生物研究实验的

需要不同， 生物培养室可以是单套组合单元也可以由多套单元组

成 。 宜布置在实验楼一端，避免人流交叉、污染，可设置集中的

更衣换鞋间，并保持环境安静。

生物培养室和其他非生物培养实验室，由于科研实验工作性

质、内容的不同，需用分隔墙分隔及密封，形成不同的实验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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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灰尘侵入和阳光反射，一般不设外窗 。 如设外窗时，应采

用密闭措施，可与室内隔墙结合再设置一层密闭窗 。 各功能辅助

房间之间的玻璃隔断墙应采用光洁、不翘曲、不变形的稳定材

料，如铝合金等。 为扩大使用面积，宜采用推拉门 ，开启方便、

灵活 。 推拉门的门下滑轨不宜形成凹槽，以防积尘，宜为半圆形

滑轨 。

生物培养室由于面积不大，实验人员不多，故不需要大的室

内空间及室内净高 。 房间应设吊顶。 实验工作完成后，生物培养

室需要清洗、消毒、灭菌，故室内围护结构及地面表面应平整光

滑，不起尘，避免眩光，便于除尘 ， 并应减小凹凸面 。

4.3.6 天平是科学实验工作中经常使用的称量仪器，故天平室

为常用的科研专用实验区 。 常用的天平精度一般在 O. Olmg~ 

O . lmg，属四、五、六级天平，亦可称为低精度天平。 天平室设

计应考虑天平的防尘和防振要求。 经调查，国内一些实验室的天

平室均在天平室内隔出半间作为缓冲间，其面积均为 6m2 左右，

此缓冲间可作为科研实验人员更衣换鞋用 。 其隔断墙均应采用不

易变形及耐清洗的材料制作。为防止阳光直射，天平室直设在北

向，如设在南向时，应设窗帘或活动百叶遮光窗帘 。

天平台的设计应根据天平仪器的精度而定，为满足防振要

求，一般天平台沿墙布置时，应与墙面脱开 o. 02m~O. 05m 。 可

采用的天平台隔振材料很多，如砂、软木、橡皮板、弹簧、空气

垫等，应根据天平仪器精度敏感等级选择使用 。 可按现行行业标

准 《机器动荷载作用下建筑物承重结构的振动计算和隔振设计规

程 )) y臼 009 中表 5 . 2. 7 确定 。

为了保持天平的一般洁净度要求 ， 天平室的墙面、顶棚、地

面均应采用不积尘、 易清洗的建筑材料制作。

高精度天平系指天平仪器精度为 o. OOlmg~O. 002mg。 因仪

器价格昂贵，科学实验单位拥有数量不多，故应设专用天平间 。

高精度天平室对实验环境都有较高的要求，如温湿度、气流、洁

净度等，且由于防振要求高，应设在建筑物的底层，并应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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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或计算确定其隔振做法或设独立的天平台基础，可按现行行业

标准 《机器动荷载作用下建筑物承重结构的振动计算和隔振设计

规程 )) YSJ 009 中表 3 . 5. 2 确定 。 为防止阳光直射，避免眩光，

应设在北向房间 。 为满足高精度天平室环境要求，应设空气调节

装置。

4.3.7 电子显微镜属贵重精密仪器， 要求清洁和稳定的环境条

件，在建筑物内应远离振动装置。 这些振动源包括电梯、风机、

电机、水泵及产生振动的实验仪器设备等 。 电磁场干扰游、包括电

梯、电机、风机、 变压器及产生电磁场干扰的实验仪器设备等。

设有电子显微镜的建筑物亦应尽可能远离公路、铁路和有强电磁

场干扰的场所布置。 考虑到使用、安装和维护方便，且有利于隔

振，电子显微镜宜设置在建筑物的底层 。

电子显微镜室由各种必备的功能房间组成，其平面组合应视

电镜台数、型号、用途及其附属设备以及样品类型和制备要求

而定。

由于电镜间、切片间及涂膜间有温湿度及洁净度要求，其空

气应经中效过滤 。 为防止空气调节设备停机时，电镜等仪器结露

及室外灰尘的渗入，故房间装修密闭性要求高，且不宜开设

外窗。

4.3.8 各种谱仪属精密分析仪器，要求清洁和稳定的环境条件，

在建筑物内应远离振动源布置。 这些振动源包括电梯、电机、风

机、水泵及产生振动的实验仪器设备等 。

谱仪分析室由各种必备的功能房间组成 . 其平面组合应视谱

仪种类 (光谱、色谱、能谱、质谱等) 、台数、型号及其附属设

备而确定 。

4.3.9 基因扩增实验室由试剂准备、标本制备、扩增、产物分

析组成，如使用扩增和产物检测同时完成的荧光定量 PCR 方法

或全自动分析仪，则扩增区和产物分析区可合并。

4.3.10 使用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的实验室在

建筑设计上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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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 )) GB 18871 的要求合理分区，依据个人剂量限值和个人

剂量约束值进行屏蔽设计，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还要

考虑放射性污染防治，特别是表面污染控制、放射性气溶胶浓度

控制、放射性气体排放和放射性废物的收集等。

4.4 科研办公区

4.4.4 参照行业标准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 JGJ 38 - 20 1 5 中

第 4. 6. 6 条"图书馆设有业务研究室时，其使用面积可按每人

6m2 计算"，同时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 JGJ 
67 中的相关内容 。

4.5 科研展示区

4.5.1 科研建筑展示区作为全过程全方位展示科研活动的场所，

应符合不同科研活动的需求，并具有空间及功能的可变与灵

活性 。

4.5.2 科研展示区根据科研功能定位，宜设置不同层级的科研

展示区。

4 特殊的科研展示区本身可能就是科学实验的工作场所，

或休息讨论的交流空间，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可转化为展示、

观摩或教育区域。

5 在有特殊物理环境及空间要求的科研实验室周边设置参

观走廊，以满足对科研活动的观摩 。 参观走廊宜采用透明展窗形

式，并具有良好的隔声效果 。 同时展廊应避免与科研人员流线

交叉 。

4.6 科研教学实验区

4.6.1-4.6.5 科研教学实验区，特别是专科、本科生的实验

室 ， 应针对学生人数多、教学实验分组情况不同及实验人员非专

业等特点，在保障学生的安全实验活动、安全疏散等前提下，对

演示区、实验台、仪器柜、通风柜、非实验用储存柜等布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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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如应提供与学生人数相符的存放衣物的收纳空间等 。

4. 7 科研试验区

4. 7.1 由于各类工业企业科研试验建筑试验工艺各不相同，它

们对试验环境控制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如特殊环境试验室包括 :

电磁波暗室、?肖声室和1半消声室等) ， 置于地面的精密设备、仪

器，应采用独立基础或隔振台座。 有电磁屏蔽要求的建筑物，应

在地面和独立基础底部设置屏蔽层等，本标准不可能将这些要求

逐一地进行规定，因此各行业可依据本标准按各自的特点制定必

要的本行业的标准、规定，仿真试验室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数据

中心设计规范 )) GB 50174 的有关规定，洁净试验室参考现行国

家标准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 GB 5007 3 的有关规定 。

4.7.2 本条规定了工艺设计的要求。

3 有防微振要求试验室的防微振设计，应采取以下综合措

施减弱振动影响 : 建筑结构的防微振措施 ; 动力设备及管道隔振

措施 ; 精密设备、仪器的隔振措施。

4.7.3 随试验工艺的不同，常有多种气体、液体供应管道，如

氢 、 氧、氮、氢 、 压缩空气和纯水、上水等管道， 以及电气管

线、空调系统的送回风管和局部排风管等，管线交叉复杂 。 应进

行管线综合布置，做到安装、调试、清扫、使用和维修的方便及

整齐美观。

5 卫生特征等级及配置标准详见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 )) GBZ 1 的有关规定 。

4. 8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4.8.1 我国现有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由于建站条件差，在

安全性和耐久性方面存在质量隐患 。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设计和

建设，应依据现行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进行，

保证设计使用寿命，保证科学观测研究的安全进行。

4.8.3 建设于南极、 北极极地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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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模应根据具体建站任务和要求设置，承重构件布置上应满

足空间分割要求，空间布置应满足功能分区、?且控分区、防火分

区、层高分区等要求，构件和功能组件预制应满足标准、模块 、

集戚、装配等要求，减少现场施工环节.便于整体搬迁或拆解

搬迁 。

4.8.4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建筑宜按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

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 JGJ/ T 229 的有

关规定 。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生li宜与所在地自然景观协调，有利于

生态系统、物种矛1] 自然遗迹的保护，体现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

不破坏自然景观和观测对象的原生环境。

4.8.10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排放的污染物处理应执行 《 中华人

民共和同网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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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与防护

5.2 安全与疏散

5.2.1 对于特殊空间的限入标识以及危险化学品的警告标识，

是保证科研建筑使用者和人访者人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应尽可能

符合国家对于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统一要求，规范、清

晰、易懂. 并保证一定的耐久性。 具体做法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技术规范 )) GB/ T 5 1223 的相应内容。 而现

行国家标准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 GB 1 3690 是一系

列标准的总则部分， 整个系列标准涵盖了爆炸物、易燃气体、易

燃液体等各类危险化学品的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的安全

规范。 该系列标准的强制性部分必须严格执行。

5.2.2 关于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原则上应优先考虑供应

商的仓库，其次是建筑外部储存，最后才是建筑内部的集中储存

(气瓶间、试剂间等)和分散储存(实验室的储存等) 。 科研建筑

内使用和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范围在规划建设之初应该有

所限定，建筑投入使用后不得擅自更改，这也是保障科研建筑本

质安全的重要部分，故列为强制性条文。

5.2.3 关于量的控制 . 参考同际上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建议在

科研建筑内的危险化学品控制不超过 10d 的实验用量， 同时建议

易燃可燃液体不超过 4L、易燃气体不超过 2. 2m3 0 超过上述的

量，应考虑设置防护单元与其他区域安全隔离。

国内更详细的关于危险化学品在建筑物内定量的规范和标准

正在研究和制定过程中，设计时除遵守本条提及的规范和参照上

述要求外 . 也可参考美国国家标准和 NFPA 的行业标准(如

(( NFPA 45 : 化学药品实验室的防火保护 )))等 。

5.2.-' 这里的甲、乙类危险物品是指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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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规范 )) GB 500 16 中限定的甲、乙类危险物品 。 将火灾危险

程度高的实验室及相关化学品的存储禁入地下室，也是对科研环

境安全的保障。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中规定，甲、乙类生产场所(仓库)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美国消防协会标准(( NFPA 45 : 化学药品实验室的防火保护 )) • 

表 5 . 1. 1 规定 : A 类(高火灾危险)实验单元不允许设置在地下

楼层。 B类(中火灾危险)实验单元不允许设置在地下一层

以下 。

5. 2. 5 , 5. 2. 6 本两条规定的实验室一般是 : 生物、化学类实验

室，实验过程产生热的物理实验室，使用氢气 、 氧气、氯气、 乙

快等易燃易爆气体的实验室，使用氮气、氮气、 二氧化碳等泄漏

后会导致空气含氧量降低的实验室，以及极低温实验室等。 近年

来，该类实验室的安全危害类事故屡有发生。 根据对案例的分析

发现，事故既与实验操作不规范有关，也与实验室场所没有配置

相关的监测与报警措施等有较大关系 。 故参照国际国内类似建筑

的规范要求，将易发生火灾、爆炸、极低温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引

发事故的实验室设置防火分隔形成防护单元以及设置有关检测和

报警等设施，以规避灾害事故的发生，降低危害与损失。 有关泄

爆与通风的规定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在民用建筑中设置燃气锅炉房的相关条款作出的规定 。

关于设置向动灭火系统的保护是参照美同消防协会标准

(( NFPA 45 : 化学药品实验室的防火保护 》。该标准最早颁布于

1 974 年，经过多次修订后，于 2004 版增加了所有新的实验室必

须设置自动灭火系统保护的要求 。 该标准于 20 1 4 年 12 月 1 日被

批准为美国国家标准。 合理的自动灭火系统(自动喷淋和非水自

动灭火设施)的强制设置对科研实验环境的安全性具有较大

提升。

5. 2.7 对于"特殊贵重仪器设备"的含义，可参见 《高等学校

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 (教高 [2000J 9 号)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r!-，也有类似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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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由于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实验用电、 气、液及各种化学

品等潜在的危害性因素，所以要求实验室的安全出口不少于两

个， 当实验室为一个标准单元(间)时，可以设通向相邻实验间

或房间的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 。

5.2.10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只提到

厂房、仓库和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没有提到试验建筑的耐火等

级问题。 科研试验建筑虽不同于一般工业厂房，但在材料与构造

的耐火性能以及火灾的火势形成、发展与扩散等基本特性方面，

两者都基本一致。 所以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中不少条文同样适用于科研试验建筑。 考虑到设备、仪器

一般比较贵重，同时要保护实验人员免受试验发生意外伤害的问

题，规定科研试验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微波暗室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丁类。 屏蔽室的建筑火灾危险性

类别和耐火等级，应与母体建筑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和耐火等级一

致。当无其他特殊要求时，屏蔽室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定为丁类 。

试车台试车间、燃油设备间、燃油加温间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乙

类，工艺设备间为丙类，准备待试间为丁类， 操纵间、测试问 、

电气设备间为戊类。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其生产环境防火属性为

T、戊类 。 消声室和1半消声室内降噪吸声材料的燃烧等级不低于

Bl 级 。

甲、乙类的科研试验用房火灾危险性大，此外，往往有不少

极为精密、贵重的设备，建设投资十分昂贵， 一旦失火，损失极

大 。 鉴于以上几方面的特点、为了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尽量

减少火灾中的损失， 本标准强调了建筑耐火等级与防火分隔，采

用独立的防火分区主要是为了将火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火

灾危险性类别的科研试验用房之间宜用防火隔墙分|喃 。

5.3 防护技术

5.3.2 为避免宋蒸气造成污染，应在含禾实验室的墙体靠下部

位(风口下边缘距地 300mm 左右)或者楼(地)面位置设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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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

5.3.3 使用强酸强碱等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设置应急洗眼喷

淋措施是为一旦发生实验事故使实验人员的眼睛、面部或身体的

其他裸露部位烧伤或污染时，进行紧急冲洗和救护。 设置的基本

原则是醒目、便利、可靠，到达路径应是同-操作平面，不得跃

层、跨层或楼地面有高差等。参考国内相关规范，借鉴美国国家

标准学会文件，即《紧急洗眼器和淋浴设备 )) ANSI 2358. 1 等

规定，该场所实验室内应结合实验台的台盆，在 1 5m 路径内设

置应急洗眼装置。 应急喷淋装置可设置在实验室内，也可设置在

多个实验室的公共走廊 。 在应急路径巾的实验室门，应开向应急

洗眼(喷淋)装置方向，使用时不得锁闭，且开启便利 。

5.3.7 本条规定了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实验室辐射

防护与安全相关内容。

对于 I 、 H 、 皿类放射源和 I 、 H 类以上射线装置等辐射风

险较高的辐射源项，在考虑辐射防护的同时，还要满足辐射安全

相关要求，设置必要的安全联锁系统和其他安全措施，避免发生

人与辐射源直接接触的情况发生。国家相关部门已经针对不同类

型的辐射源项制定了相关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标准规范，在此元须

一一列出 。

屏蔽防护设计应根据射线的主照射方向、射线能量、射线源

和操纵台的距离等因素制定。 设置迷路可降低射线对门口处的剂

量贡献;设置辐射安全联锁系统可避免人员受到误照射。

对于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在考虑屏蔽设计的同

时，还要重点考虑表面污染控制、工作场所的气榕胶浓度限制和

放射性废物的收集等防护措施。

放射性同位素储存场所亦属辐射工作场所， 应愤照相关法规

标准要求单独存放，具备防火、防水、防盗、防射线泄漏等措

施，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储存、领取、使用、归还时应当进行登

记、检查，做到账物相符。

5. 3. 8 放射性废液和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涉及公众安全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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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场所和环境的放射性污染防治，亦是实验室依据相关法规要求

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前提条件，故列为强条。 另有相关法规如

现行国家标准 《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 

1887 1 、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 GB 1 4500 等标准要求，此处不

再赘述。

5.3.9 本条从管理层面提出了要求 。 对于有安全隐患物质的管

理，不仅仅满足过去的"专人管理"和"储存、领取、使用、归

还时应当进行登记、检查"，而是应该从编制使用指南和安全手

册的角度系统、规范、全面地管理。 这是确保科研建筑及使用者

安全的重要内容 。

危险化学品、生物制品、放射性物质等具有安全隐患的物质

其使用注意事项与科研人员的防护措施等应作为重点内容加以

陈述 。

5.3.10 本条中管理制度是指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 )) GBZ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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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 内 环境

6.1 一般规定

6. 1. 4 科研通用实验区参照教育建筑中的实验室标准执行，其

他各功能区参照标准中同类型空间执行，例如科研展示区参照展

览建筑标准执行。

6. 2 噪声控制

6.2.1-6.2.6 隔声、降噪、吸声、消声等措施，参照本标准第

6. 2. 7 条中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容设计。

可采取的隔声减噪措施有 : 设备周边增设隔声屏障、设备底

部增设减振垫、建筑屋顶女儿墙增高等 。

6. 2.7 相应的声学标准还有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 、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 2233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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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水排水

7. 1 一般规定

7. 1. 1 本条规定了室内给水、排水管道的敷设原则， 不能因管

道渗漏水或结露产生的凝结水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和重大损失 。

7. 1.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 遇水会迅速分解、燃烧、爆炸或损

坏的物品，指的是这些物品能与水发生剧烈反应放出易燃气体，

同时产生大量热量，使易燃气体迅速升温达到自燃点，从而引起

燃烧爆炸。 如组、纳、仰、魄、钝活泼金属及其氢化物等。

7. 1. 3 科研建筑的室内消防给水系统设计，尚应符合现行的有

关防火规范的规定，主要是指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084 、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 )> GB 503 70 、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 GB 50 1 40 等 。

7.1.4 本条要求生活用水器具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

活用水器具 )> CJ/T 1 64 的有关规定 。

7.2 给水

7.2.1 根据科研、 生产、生活、消防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

可设置下列一种或几种给水系统 :

1 科研、 生产 、 生活、消防共用的给水系统。

2 科研、 生产 、 生活共用的给水系统。

3 科研、 生产、消防共用的给水系统。

4 生活、消防共用的给水系统。

5 科研、 生产 、 生活、消防单独设置的给水系统。

6 循环利用的科研、生产给水系统。

7.2.2 科研建筑的科研及生产用水定额、水压、水质、水温及

用水条件等，不同学科 、 不同类型的建筑差别很大，设计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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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按办公楼、教学楼或宿舍、宾馆的标准进行，而必须以工

艺提出的具体要求为依据，进一步进行调研、落实之后，再进行

设计。

例如水质一项，科研建筑对其要求颇为复杂。 其中的生活用

水部分，如卫生间用水(冲厕用水除外)、饮用水、 一般实验室

用水以及消防与科研、生产、生活共用的给水系统中的消防用水

等，均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而科研、生产用水水质，则

有高纯水(电阻率 1 5Mn • cm~ 18Mn • cm , 25
0

C) ，纯水，一

级除盐水(电阻率 O. 1Mn • cm~O. 2Mn • cm , 25
0

C) ， 二级除

盐水(电阻率 1Mn • cm ~5Mn • cm , 25
0

C ) ，蒸馆水(电阻率

O. 5Mn • cm~ 5Mn • cm . 25
0

C) 等多种 。

7.2.3 一般实验室的化验水嘴，以三联鹅颈水嘴为例，其额定

流量为 0. 20L/s ， 当量为 1. 0 ，支管管径为 1 5mm，配水点前所

需最低工作压力为 0. 02 MPa o 详见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

GB 50015 - 2003 中表 3 . 1. 14 。

7.2.4 实验仪器的循环冷却水主要应采取阻垢、缓蚀措施。 锅

炉软化水水质标准(残留硬度值ζ0. 03mEq/U 是一般的标准。

不同的实验仪器应有不同水质的循环冷去jJ水 。 究竟采用什么标准

的循环冷却水，则要根据实验仪器的贵重程度、厂区水处理的技

术经济能力、循环冷却水管网系统的现状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

考虑。

7.2.5 从给水干管引人实验室的每根支管上，均装设问门，为

的是在不影响其他实验室或同一实验室的其他实验台工作的前提

下，可以随时停水检修、更换，因为有些实验在进行过程中是不

允许停水的 。

7.2.7 设置应急设施是为一旦发生实验事故使实验人员的眼睛、

面部或身体的其他裸露部位烧伤或污染时，进行紧急冲洗和救

护 。 应急设施须满足一定时间的冲洗要求，并且不会对人体造成

伤害 。 具体参数(如供水流速和供水时间 ) 可参照美同标准 《 紧

急洗 |垠器和淋浴设备 )) ANSI Z358. 1 要求 。 l'l ll 紧急洗眼(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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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要求供水流速 1 1. 4L/ min ，连续供水 1 5min 以上;紧急喷淋

要求供水流速 75 . 7L/min ，连续供水 1 5min 以上 。

7.3 排水

7.3.1 本条规定主要是阐明科研建筑室内排水系统应考虑的

因素 。

污水性质对室内排水系统的影响因素:科研、 生产污水的性

质是很复杂的，污水按其所含的有机物、无机物、盐类的成分不

同而分成酸碱污水、含氧、含盼、贪各类有机溶剂等污水 。 有些

污水可以合流，有些污水不能合流。 如含氧污水和含酸污水混合

后会产生剧毒的氧氢酸气体直接危害实验人员的身体健康。 而有

的污水?昆合之后又会迅速沉淀、凝固，造成管道堵塞 。

流量、浓度及排放规律对室内排水系统的影响因素:在科

研、生产实践中，有时因实验课题或生产项目的改变而导致污水

性质的全盘改变 。 只要污水?昆合之后不产生剧毒或造成其他不良

后果，或者将污水排放时间、排放规律加以调整控制， 一般是可

以合为一个系统的 。 科研及生产中所用的冷却水，仅温度升高，

其化学性质未变。 因此，这类废水可单独排出以便回收利用，或

采取循环使用的方法。

室外排水条件对室内排水系统选择的影响因素 : 室内污水最

终要排入室外系统中去，所以室内排水系统一定要结合室外排水

系统的情况。 室外排水系统的"合流"和"分流"是指科研、 生

产污水， 生活污水与雨水的合流和分流;室内排水系统的"合

流"和"分流" 是指不同性质的科研、生产污水的合流和分流

(生活污水一般都是与科研、生产污水分流的 ) 。

7.3.3 含有毒物质的污水系指含蓄[、含盼、含苯、含肺、含束

等化合物的污水 。 这些有毒物质如进入人畜体内， 会导致人畜中

毒，甚至死亡 。 含有害物质的污水系统系指酸碱污水和一些含重

金属离子、化合物，或浓度超过污水排放标准的其他污水。 这些

污水如不经处理就排人城市下水道或天然水体中， 会造成管道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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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环境污染和危害人们身体健康。 而对于比较干净的科研、生

产废水和生活废水，在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认为应该回收利用

的，则应与有毒和有害的各类污水分流。 这些科研、生产废水和

生活废水经过中水处理之后，可用于工业冷却、挠洒道路、绿

化、冲洗车辆、冲厕等。

7.3.4 放射性废液的处理与环境安全密切相关，公众关注度高，

社会影响大，故列为强制性条文 。 相关控制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国

家标准 《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 1 887 1 的有

关规定 。 如放射性废液中的放射性浓度和总量低于豁免水平或清

洁解控要求时，可根据相关监督管理部门规定，执行相应的解控

措施。

7.3.5 科研、生产污水及废水的最大小时流量和设计秒流量是

由各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科研、生产决定的，相互之间有的差

别很大，不像某一生产车间或居民小区大体雷同 。 因此，其最大

小时流量和设计秒流量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7.4 污水处理

7.4.1 实验室排放的污水、废水应采用物理、 化学 、 生物等方

法进行处理，使其水质符合国家(或地区) 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达

到再利用要求的工艺 。 如不能达到排放标准时， 应由专业公司进

行专业处理。

7.4. 2 酸、碱污水中幸1]处理后达不到中性时， 应采用反应池加

药处理。 除重金属方法一 : 使废水中呈溶解状态的重金属转变成

不榕的金属化合物或元素，经沉淀或上浮从废水中去除。 可应用

方法有中和沉淀法、硫化物沉淀法、 上浮分离法、 电解沉淀(或

上浮)法、隔膜电解法等废水处理法;除重金属方法二 : 将废水

中的重金属在不改变其化学形态的条件下进行浓缩和分离，可应

用方法有反渗透法、电渗析法、蒸发法和离子交换法等。 这些废

水处理方法应根据废水水质、水量等情况单独或组合使用 。

7. 4.3 放射性废水的处理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处理工艺、控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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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方面的要求，与建筑规范关系不大 . 因此可简单提出参照现

行国家标准 《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 1 887 1 、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 GB 1 4500 的相关要求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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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暖通空调

8. 1 一般规定

8. 1. 2 考虑到科研建筑的特妹要求，有的能耗较大或有特殊要

求，完全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GB 50189 

的有关规定有时不可能 。 "实验室建筑"从使用功能上区别于一

般的"公共建筑"，有些实验室因有大量的送排风系统和设备，

产生较高的能耗， 从国内外的资料分析来看，有的实验室单位面

积能耗可以是后者的若干倍，故不能完全归人公共建筑类别，其

节能设计只能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GB 

501 89 的有关规定执行。 同时， 有的地方制定了本地的节能设计

标准，也应当执行。

8. 1. 3 考虑到科研建筑的特殊要求 . 实验室对温湿度等条件要

求较高且呈多样性， 表 8. 1. 3 仅符合一般要求 。 当实验室有特殊

要求时还应满足具体实验使用要求 。

冬季湿度控制的目的主要是抑制静电，也包括人员的舒适条

件 。 当条件不具备且工艺要求允许时可放宽要求或不加控制 。

表 8. 1. 3 适当调高了一些相对密闭的空间的新风量，目的是

为了改善目前大多数实验室场所反映室内有异味的情况，有利于

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 有些实验室的工作人数不易事先确

定，新风量由按人均量计算改为按换气次数计算更合理。

8. 1. 6 实验室内常有一些危险物品及生化材料，应防止外来的

小动物昆虫的入侵 。

8. 1. 7 产生振动、噪声或其他污染物的通风空调设备应设在专

门机房内， 机房内设备布置应留有安装和维修空间， 并按规定采

取防火 、 隔声措施 。 为防止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还应满足本标

准第 6. 2. 5 条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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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供 暖

8. 2.1 科研实验室的工作班制一般难以确定，设集中供暖比较

有利。在一般情况下建议不要用空调系统代替供暖，以节省运行

费用及能耗。

8.2.2 科研实验区的通用实验室因各种原因可能需要改造，损

伤地埋管，故不宜采用地板辐射供暖。

8.2.3 在实验室内散热器如设置在内隔墙处将给实验室设备家

具布置带来不便。

8.2. 4 实验室内的隔墙是有可能改变的，本条强调按单元房间

供暖热负荷均衡设置散热器并独立调控是为了实验室单元调整

时，不至于过多地改动供暖系统。

8. 3 通凤

8.3.1 本条第 3 款提出控制实验室室内负压的要求，其目的是

防止污染物扩散 。 工程设计中常采取进忡忡排风的平衡措施来

实现。但室内负压的控制受房间密闭性、工作中门的开关、人员

进出等多种因素影响，其室内负压值的疲动值可能波动较大。 在

室内负压的控制中宜采取合理的稳定和缓冲措施。 负压值 5Pa

是一个参考目标值，允许有合理的波动值，负压值过小，难于控

制污染的扩散，负压过大则会造成房间门开关的困难。

8.3. 2 实验室内常见的空气中有害物的最高容许浓度可参见现

行国家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 化学

有害因素 )) GBZ 2. 1 。

科研建筑实验室内空气中有害物的种类经常是多变和难以确

定的，当没有特别要求时， 一般可按面风速 O.5m/s 设计。 在面

风速值的规定中，最低值是指工作开口处任一点的最小值，对面

风速的不均匀度提出要求，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

8.3.6 现实工程中结构风道的密闭性较差，并经常借用房间的

梁、板、柱、剪力墙等主体结构 。 使用对人体有害的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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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和腐蚀性物质的实验室，其通风系统如使用结构风道将产生

有害物的泄漏而腐蚀主体结构，极不安全，故本条定为强制性

条文。

8.3.7 排除强腐蚀性物质的排风系统因风管内承受腐蚀性较大，

设置风管防火阀常因腐蚀而失灵 。 在满足本条规定的条件下，因

不存在火灾沿风管跨越防火分区传播的可能，故可以不设防

火阀 。

8.3.9 排风机排风出口不宜使用伞形风帽 。 排风口宜采用具有

向上冲高排风和具有防雨功能的风帽，如锥形风帽、套筒式风

帽等。

8.3.10 有关标准包含《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 GB 50325 、 《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 12348 、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 GB 22337 、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 GB/ T 50087 以

及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 2 等标准 。

8.3.13 使用 I 类、 E类、田类放射游、和 I 类、 E类射线装置的

实验室产生的有害气体主要是氮氧化合物、臭氧等，射线能量大

于 10MeV 工作场所还应考虑感生放射性气体的影响 。 在此提出

通风系统及其送排风性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 )) GB 3095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 2 的要求

以及有害气体的产生量、工作场所的尺寸等参数设计。

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设置通风系统主要是对工作

场所内的气溶胶浓度进行控制以及对放射性气体进行达标排放，

其单独设立、负压和密封性、气流组织和过滤排放等都是参考现

行国家标准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 18871 、

《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 GB 11930 等标准的基本要求 。

具体的设计要求可参考相关行业标准，在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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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电气

9.2 供配电

9.2.2 当城市电网电源满足不了要求时，应根据负荷特点及要

求并结合当地条件经过技术经济比较，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种或

几种的电源质量改善措施。 例如:滤波器能洁、除掉某些高频噪

声;浪涌吸收器能吸收浪涌电月二 ;隔离变压器可隔离掉高频瞬变

信号;铁磁稳压器具有稳压和滤波功能 : 飞轮发电机组可清除大

部分瞬变信号和短时的电压偏差 。 上述措施只能分别解决部分电

源干扰问题。 完善、可靠的方法是采用交流不间断电源装置，它

可使负荷与电网隔离并能限制电压和频率的偏差及各种干扰。 但

其购置与维护费用昂贵，应根据情况慎重选用 。

具体措施 : 滤波、屏蔽、隔离、稳压、稳频及不间断供

电等。

9.2.3 如暂时无法确定，备用容量可按 15 %~20%预留 。

9.2.5 实验室负荷对供电电源质量与可靠性有一定要求，当负

荷容量较大时，宜设专用电力变压器供电，既可避免其他负荷的

干扰，同时也便于维护管理和运行。 负荷容量较小时，可共用变

压器，设低压专用馈电线路供电 。

9.2.8 科研建筑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宜优先采用 TN-S 或

TN-C-S，具体要求见现行同家标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

GB 50054的有关规定 。 当实验仪器设备对电源系统及接地形式

有明确要求时，应按具体要求确定。

9.2.9 交流不间断电源装置是设在正常电源和负荷之间的隔离

缓冲设备。 其蓄电池容量一般按维持满负荷供电 10m i n ~ 15min 

考虑配置 。 当正常电源故障后，上述时间内不能及时恢复供电，

负荷又必须维持更长时间的供电时，尚应设置其他应急、或备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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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替换供电 。 交流不间断电惊除具有短时缓冲作用外，还能改善

电师、质量起隔离防护作用并能消除干扰，起净化电源作用 。 本条

列出了选用该装置的基本原则，选用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不

间断电源设备 )) GB 7260 的有关规定及负荷特性、要求及产品技

术条件确定。由于该装置购置费用和日常维护运行费用昂贵且品

种繁多 ， 选用时应作多方面的分析比较。

9.2.12 实验室常用插座箱来供电 。 捕座箱上有装开关电器的，

也有不装开关电器的，但是不管开关电器装于何处，插座应有漏

电保护 。 其次，插座箱所供设备均为小容量设备，如果工作电流

超过 20A ， i亥插座应设单独的保护电器装置。 如果用电设备是电

动机， 则要按现行行业标准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JGJ 16 的

有关规定，设启动及保护电器。

9.3 照明

9.3.5 视觉作业存在光幕反射 、 工作位置固定、 工作持续时间

长的实验室，光幕反射不仅影响工作效率也使人不舒适，特提出

限制措施。 参见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 2 0 13 中第

4. 3. 2 条 。

9.3. 7 通用实验室采用细管直管形三基色荧光灯较节能 。 8m

以上高度的实验室如采用普通荧光灯，灯具数量多、维护不方

便，推荐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或高频大功率细管直管荧光灯。 本条

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的要求保持

一致 。

9.3.14 本条规定是为了提高照明电服质量及有利于电量计量、

运行、维护、检修。 当照明负荷容量大、条件又允许时， 直设单

独变压器供照明负荷 ; 照明负荷容量不大或条件不允许时，可与

其他负荷共用变压器，但应设单独配电装置或回路供电并设有单

独保护电器。 楼层面积不大时， !!在明配电箱宜分层设置，面积较

大时应分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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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接地

9.4.3 科研建筑中的各种接地，推荐采用共用-组接地装置。

其原因是场地及空间的限制，很难将各种接地系统有效地分开。

特别是防雷保护接地多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作为接地

线或接地体，安全距离更难保证。 当采用共用一组接地体时，可

降低雷击时的电位差、防止反击，无特殊要求时接地电阻值不宜

大于 1D，与其他规范一致 。 特殊场所、又有条件时，防雷接地

需单独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采取防止反击措施。

9.4.4 电子设备接地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规范 >ì JGJ 1 6 中相关条款 。

9.5 智能化

9.5.2 科研建筑的实验、试验等数据通常是科研单位的重要信

息， 甚至可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信息 。 这些信息仅限于在科

研单位的内部网络上进行传输和处理，避免信息泄漏造成科研单

位乃至国家的重大损失 。 因此，科研建筑的信息网络要分内网、

外网来设置。 内网用于上述实验、试验等数据传输和处理，外网

用于科研单位对外交流、检索资料等使用 。

9.5.5 对于使用或存放危险化学品、贵重物品、放射性物质等

的实验室、试验室是科研单位的重点安全防范部位， 一旦这些物

质失窃，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重大安全隐患，故在这些部位要

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出人 口控制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

90 



10 气 体 管道

10.2 管道、阀门和附件

10.2.1 科研用气体具有流量小、间断使用的特点，为减少气体

管道的二次污染，提高供气的可靠性，采用不锈钢管。

10.2.7 由于科研用气体， 气质、可靠性要求高，因此埋地管道

防腐至少采用加强级 。

10.4 安全技术

10.4.1-10.4.4 目前科研用特种气体的供应主要分为液槽和在于

瓶两种方式，液槽一般应用于使用量较大的场所。 ?夜槽规格主要

按气体供应周期确定， 一般为一周至两周。气瓶一般应用于使用

量较小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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