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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工生产中，良好的分析实验习惯是保证化

验室安全和数据质量的保证，也是降低化验室安全

隐患的一个关键因素。但由于分析人员自身素质的

参差不齐、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管理人员以及分析人

员对规章制度执行的不够严谨，导致总有一些坏习

惯出现。那么在各个环节中一般容易有哪些坏习

惯，这些坏习惯产生的原因，实际工作中怎么对这些

坏习惯进行纠正等，笔者通过多年的观察、监督和不

懈地管理，化验室原来存在的一些坏习惯通过一次

又一次专项整顿逐渐改进，现在化验室操作规范，记

录整洁，环境清洁优美，成为生产一线亮丽的风景

线。现将多年来点滴总结如下。

1 坏习惯产生的原因

煤化工化验室从2003年建厂始，经历了中央化

验室——各车间化验室——质检科——到全厂各车

间化验室、质检科合并到现在中心化验室集中统一

管理几个过程，所以存在人员杂，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原来工作环境比较松散管理失控等种种因素，导

致集中管理后凸显各种不良习惯多，管理难度大等

现实问题长时间存在。

2 不同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坏习惯例举如下

22..11实验前处理过程的坏习惯实验前处理过程的坏习惯

（1）滴定操作时，加溶液试剂瓶标签不向着手

心，随手拿起就加；

（2）滴定时调零不规范，不是每次滴定按零点凋零；

（3）读数时，浅色溶液不都是按液面的凹液面底

部为标准读数；

（4）滴定到临近终点时，不习惯用洗瓶冲洗瓶壁

实验室常见坏习惯总结及日常改进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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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试验的日常的操作中，不可避免的养成一些操作的坏习惯，给分析的误差和日常安

全的管理都有影响，笔者通过这几年化验室管理，总结了一些日常操作中常见的坏习惯及与之对应日

常改进及防范，希望对同行业管理能起到一些借鉴作用，共同提高化验室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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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直接滴定至终点；

（5）滴定完毕读数时不把滴定管取下，直接看滴

定数；

（6）称量药品前，不校正，不看水平气泡是否在

中心地带；

（7）天平还没有预热稳定就开始称量计数；

（8）称量时不习惯戴手套操作；

（9）称量时，多次反复使用称量纸；

（10）称量时洒落的药品不及时清理；

（11）用钥匙取药，多余的药品仍返回瓶内；

（12）称量时天平门没关就计数；

（13）定容最后环节不采用滴管，用下口瓶出水

管或洗瓶，定容不太准确；

（14）定容时，眼睛不平视刻度线；

（15）配制溶液时不记录步骤；

（16）用容量瓶长时间装溶液。

22..22实验过程中的坏习惯实验过程中的坏习惯

（1）称量、滴定、仪器测定等过程中记录数据时，

未直接把数据记记录本上而是草稿本上，事后才往

上抄写；

（2）仪器操作完毕，未按规定及时关闭电源或者

仪器还没有降到温度或压力限值以下，就关闭电源；

（3）比色反应仪器操作过程中，比色池溶液加的

过满，溶液洒在仪器内外，未及时擦拭，腐蚀仪器；

（4）通风橱用毕未及时关电源；

（5）煤分析充氧仪充氧完毕减压阀后至充氧器

管路不及时泄压；

（6）气相色谱分析取样球胆取样过满至进仪器

样品气压不统一；

（7）交接班仪器检查电炉开电源后忘及时关闭；

（8）需要计时的环节，计时不按规定准确计时；

（9）烘箱长时间烘玻璃仪器，未及时取出。

22..33实验完成后的坏习惯实验完成后的坏习惯

（1）天平使用完毕，不及时关闭天平门；

（2）干燥器用完未检查仔细是否盖严密；

（3）仪器使用完毕，未及时按规定遮防护罩；

（4）滴定完试剂溶液滴定管等未按规定及时收

拾回位；

（5）使用完的分析废液未按规定及时收入相应

的回收桶而直接进入下水道；

（6）实验完毕，未及时擦拭相关试剂瓶，玻璃仪

器及分析仪器；

（7）配制试剂实验完毕，为及时清洗被污染衣

服，或穿实验室专用衣服到实验室以外的场地；

（8）实验完毕，为及时将各种记录记录到相应记

录本上，事后补记录。

22..44其他不良习惯其他不良习惯

（1）在分析室吃东西，把分析室用品当私人用品；

（2）公用仪器不爱惜，损坏后不报；

（3）分析室药品、试剂放置不规律，存放混乱；

（4）分析室存放私人物品；

（5）过期不用的溶液未及时处理；

（6）标签掉了未及时补贴；

（7）下班前未检查所有仪器电源是否在该在的

位置；

（8）专用试剂未达到专人专用；

（9）在分析室大声喧哗，聚众闲聊；

（10）交接班过程不仔细，交接完后马后炮。

3 针对这些坏习惯的相应措施

（1）根据化验室需要，针对实验前，试验中，试验

后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应的规范及标准，管理人员通

过数十年来从不间断的定期培训，规范所有操作，上

标准岗，干标准活；

（2）针对药剂、试剂配制这一环节，采取专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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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管理，存放统一规范，配置后及时按相关要求，及

时记录，及时更新，及时交接，确保所有试剂溶液都

在有效，在控状态；

（3）针对仪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坏习惯，专门制

定仪器操作及管理标准，交接班仪器检查规定，仪器

定期维护保养制度等，规范日常行为；

（4）针对日常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制定严格的

交接班制度及岗位卫生责任划分，本着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责任到人，责任到岗，人在岗在责任在，增

强全员责任心，坚决杜绝事无主现象；

（5）发挥管理人员的监督作用，经常进行地毯式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公布、考核，促进制度

的有效执行。

4 结束语

通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管理，我部门实验各个

环节以前的陋习和不规范操作经过长时间理念的灌

输，培训的加强以及日常的管理考核等举措，均得到

了有效地控制和改进，各方各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仅在安全、环保、质量、环境等方面做出了表率，而

且化验室整个团队的工作风气及爱岗敬业精神在这

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家齐结一条心，共凝一股

绳，积极向上，为我们公司安全、环保、稳定起到了明

亮的“生产系统眼睛”的作用，为系统长周期运行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机电设备和周围环境的状态，使设

备能自动适应环境并以最优的状态工作，同时能快

速地对所采集的参数进行分析，从而对故障进行诊

断，再根据这些诊断结果对以后工作过程中的故障

进行预测；要对矿用传感器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提

高矿用传感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同时考虑传感

器的数字化、集成化、智能化和多维化，使矿用传感

器在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进行信号的测量，并保

证其测量准确度，并具有自校正、自诊断、状态识别

和自我调节等功能。

4 结语

因此，在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管理中，侧

重在综合化、全面化的要求，在全面掌握机电运用功

能的过程中，突出在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采掘、装备等

运用，围绕设备管理技术的常态化、技术创新的科学

化、综合管理的规范化等要求，全面提升煤矿企业的

综合管理效能，对于提升煤矿企业的整体性能，以及

提升煤矿机电操作的综合技术，都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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