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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安全要求》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提出，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三批推荐性

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

58 号）的要求，2023 年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

20230988-T-731，由全国科普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

“科普标委会”）（SAC/TC568）归口，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以

下简称“山东标院”）牵头起草。 

(二) 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

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科普规范化建设，完善科普工作标

准和评估评价体系”的要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指出“强化标准建设，分级分类制定科普产品和

服务标准，实施科学素质建设标准编制专项。” 

科技馆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和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科普基础设施，面向社会公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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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以体验式、探究式、启发式的互动展览

为核心载体开展科学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科普场馆，

全国各级各类科技馆年服务公众达 1.5 亿人次，已成为国家科普

能力建设、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

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技馆展品作为科技知识的载体，是引导公众通往科普知识

殿堂的桥梁，在科学普及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中的

安全性是科技馆展品的根本，也是科技馆实现展览教育功能的重

要保证。现代科技馆展品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只准看、不准动”

的静态陈列方式，而是根据科普内容越来越多的采用互动性的动

态展示方式，观众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科学知识。因此，随着科普

服务业蓬勃发展以及科技馆展品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

安全风险问题，如因展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展品设计、材料选用、

生产制作、展览维护等不当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容易引起安全事

故，造成人身安全和经济损失，这些都与科学知识普及知识性、

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时，各单位在进行

展品设计生产制作时主要参考游乐设施、玩具领域的安全标准，

使得科技馆展品在设计、制造、材料选用、安装等各个环节缺少

安全性要求的依据，制约着科技馆展品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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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 

因此，通过制定本标准，围绕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提出具

体可操作性的安全性要求，为科技馆展品相关方在展品设计、制

造、安装调试、运维等提供标准依据，以进一步降低展品由于材

料选择、设计制造缺陷，以及展览和日常维护管理不当带来安全

风险，减少展品带来的安全隐患和事故，保证参观人员、环境等

不受威胁，从而支撑科技馆科学教育功能有效发挥，引导科技馆

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提升科普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做出积极贡

献。 

(三) 起草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在广泛进行相关资料和国内外相关标准研

究分析基础上，对科技馆展品设计、使用、制作等单位进行实地

调研，立足展品全生命周期安全性要求和科技馆自身发展需要，

由山东标院牵头制订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明确标准编制目标定

位、任务指标、时间进度、工作内容和要求。历经项目预研、调

研讨论、标准编制等几个阶段，最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过程如下： 

1.2020 年 7 月，山东标院联合山东省科技馆等单位，申报

并获批了中国科协科普部发布的科普标委会国标预研引导性课

题“科普展品安全要求研究”，通过查阅科技馆展品相关文献和

对科技馆馆及展品生产企业的调研，提炼出了适用于科技馆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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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制作、安装、运维等过程中的安全性要求，形成了《科

普展品安全要求研究报告》《科普展品安全要求（草案）》《科

普展品安全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等成果，为本标准

的研制提供了依据。 

2.2023 年 3 月，项目通过国标委标准立项评估答辩，并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接到国标委批准项目立项的通知，标准计划号

20230988-T-731，研制周期为 18个月。 

3.2024 年 1 月，由山东标院牵头，充分调动全国各地科技

馆、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以及标准研究单位等多方力量，

组建了标准编写组（以下简称“编写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

作方案，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2024 年 1月至 2024 年 7 月，编写组在组织召开编制工作启

动会，开启了标准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并通过线下、网络会议等

4次编写组集体研讨会和专题研讨会，以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

标准化对象和标准化适用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标准技术内容进

行了确定，不断修改标准文本，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 主要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主要包括：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科技馆、

中国标准化协会、南京科技馆、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

科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西安市科学技术馆、烟台市标准计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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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心、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潍坊市市场监管发展服

务中心、武汉科学技术馆、济宁市标准信息技术中心、中国科学

技术馆、合肥市科技馆、合肥磐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安达创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文件按照如下原则进行编制： 

1.实用性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对科技馆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科技馆展品设

计、制作等单位进行了广泛调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从实用角

度出发，提出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满足各方对科

技馆展品安全管理的实际需求。 

2.科学性原则 

标准中给出的科技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立足实际，从专

业角度作出要求，以科学性、专业性为指导，旨在为科技馆展品

全生命周期相关单位提供科学性的安全要求及管理建议，避免展

品对因材料选择、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展陈维护不当带来风险，

从而造成参观人员和外部环境带来的威胁。 

3.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标准结构规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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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设计合理。 

(二)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科技馆展品的设计、生产制造、包装运输、安

装调试、展陈运行和报废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适用于

科技馆展品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

等非固定场馆展出的展品，以及其他科普场馆展品的全生命周期

安全管理可以参照使用。本标准让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相关单

位，包括展品设计和制作单位、展陈和使用单位等均明确如何操

作从而确保展品不会造成对参观人员和外部环境的威胁。 

标准内容如下： 

1.设计 

设计是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的起始阶段，也是其安全要求

的源头，是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环。设计的好坏

直接影响展品后续全过程的安全。因此，本标准首先确保设计的

安全要求与《科技馆展品设计通用要求》国家标准中规定的设计

框架协调一致。 

为确保从材料端保证展品的安全，标准给出了材料及部件的

通用要求。科技馆展品的制作材料主要可以分为金属材料、非金

属材料、标准件及设备及部件，其中金属材料以常见钢材为主，

尤其是结构件，一些外露结构、动作机构或演示部位可以根据需

求选择常见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多用于覆盖件，常用非金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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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一般包括工程塑料、玻璃钢件、玻璃、人造石、难燃胶合板等。

因此，本标准对展品设计环节所采用的材料选择从化学成分、力

学性能、尺寸公差、抗老化性能、环保性能等方面给出安全要求。

除此之外，展品还会使用紧固件、连结件、传动件、密封件、液

压元件、气动元件、轴承、弹簧等标准件，以及电机、开关、电

缆等设备和部件，本标准对展品使用的标准件和设备及部件等也

给出了安全要求。 

展品设计是展品生命周期安全要求的起点，其中安全性是展

品设计的基础保障，需要严格遵循相关安全标准，展品设计应针

对公众触碰、推、拉、撞击、坐卧、攀爬、跳跃、倚靠等各种行

为，通过设计规避相应安全隐患。因此，本标准从外观设计、机

械设计、电气设计、环保设计、包装运输设计、安全标志设计等

方面作出安全要求，其中： 

——外观设计主要确保不因展品外露缺陷产生安全风险，对

锐利尖端及其防护、部件连接缝隙等方面作出要求，避免对观众

带来划伤、刺伤、挤伤等伤害。 

——机械设计主要从结构设计，载荷计算，静强度、刚度、

疲劳强度、稳定性、抗倾覆、防侧滑计算，焊接设计，束缚装置

设计、防护设施设计、安全逃生设计、防火散热设计等方面作出

要求，避免由于结构不稳定对观众带来砸伤，以及防护和约束装

置不健全带来的撞伤、夹伤、碰伤、烫伤、烧伤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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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计主要从防电极/触电、防电气设备老化、防电

磁辐射、防线路过载与短路、防接触不良、防激光、防热、防雷

等方面作出要求，避免展品对观众带来的电伤、灼伤、烫伤、撞

伤、挤伤、夹伤，以及电磁辐射、强光照射等方面的伤害； 

——环保设计主要从有毒有害气体、液体和固废的防护和处

理，激光和紫外线防护、噪声等方面作出安全要求，避免有毒有

害气体、液体和固废对环境和观众带来伤害，以及激光和紫外线、

噪声等对人体的伤害。 

——包装运输设计主要从包装材料、包装设计、运输设计等

方面作出要求，保证展品在运输过程环节不对外部环境和操作人

员带来伤害。 

——安全标志设计规范性引用了相关国家标准，保证展品及

其外包装上注明相关安全标志，与国家通用标准保持一致，并能

对人员提供警示和提示作用，避免误操作带来对环境和人身的伤

害。 

此外，本标准给出了设计评审的要求，在设计端除了正常的

对展品的功能性、展示效果等进行评审以外，还需要加强对安全

性要求的评审，保证展品在设计端能够给出安全的展品设计方案

和图纸。 

2.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阶段在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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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其中材料选择、加工工艺、装配调试和检验测试等都是

科技馆展品生产中至关重要的。本标准从焊接、机械装配、表面

处理、电气装配和试运行等方面作出安全要求，其中： 

——焊接主要要求按照焊接相关标准进行焊接，并对不同强

度的焊接以及特殊的材料或规格的焊接给出具体要求，以保证展

品不因焊接导致结构的不稳定带来砸伤等伤害。 

——机械装配主要对气动系统装配、液压系统装配、标准件

装配等方面作出要求，以保证展品结构的稳定性及正常运转，避

免对观众带来砸伤、挤伤、夹伤等伤害。 

——表面处理给出了各种材料的倒角、去毛刺、抛光、封边、

封口、固定等方面的要求，以保证避免对观众带来划伤、刺伤、

挤伤等伤害。 

——电气装配主要对元器件组装、走线/穿线、电气安全测

试等方面作出要求，以保证电气件的组装符合设计要求，不会带

来对观众的电伤等伤害。 

——试运行主要从零部件安装检查、电气装配检查、防护装

置或措施运行等方面作出要求，保证展品在出厂前先进行一次模

拟测试，从出厂前消除一定的安全隐患。 

3.包装运输 

科技馆展品的包装运输意在为通过对展品提供保护，避免贮

存和运输时造成展品对外部环境的威胁，主要从包装物填充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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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装置设置、包装标识，以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易

碎、腐蚀、辐射类物质的展品或部件的包装和运输，长件、大件

和可自由移动的展品或部件的运输等作出要求，以保证展品在运

输环节不会对外部环境和人身造成伤害。 

4.安装调试 

安装调试环节主要从安装调试方案、基础设施条件、部件安

装、空载调试、负载调试等方面作出安全要求，其中： 

——安装调试方案要求要编制安装调试方案，内容应包括安

全措施和应急预案，以保证在安装调试期间出现安全问题能够及

时且有针对性地解决。 

——基础设施条件给出了展品在科技馆安装前对场地、电气

等基础设施提前做好处理，不能因为基础设施不健全带来展品在

安装调试和后期展陈运行期间对观众带来伤害。 

——部件安装主要对展品的外壳、栏杆、支架等防护装置，

电气安装和接线，灯光调试等方面作出要求，以保证展品在后期

展陈运行期间不会对观众带来伤害。 

——空载调试主要从束缚装置检查、绝缘测试、电流测试、

电压测试、接地测试、温度测试、限位调整等方对展品试运行进

行调试。对于互动类展品尤其是驾乘类展品等，需要进行负载调

试，以保证展品在后期展陈运行期间观众进行操作或驾乘等情况

时不会对观众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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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陈运行 

展陈环节也是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中重要一环，本标准从

展品使用、展品维护和维修、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安全要求，其

中： 

——展品使用除了要求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等进

行使用，还要求在展品展示期间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对涉

及高温、高压、强电、强光、易燃、易爆、有毒等有危险隐患的

展品采取保护措施并设置警示标牌，高空、高坠等特殊展品对观

众进行安全操作要求及注意事项讲解，以及对参与展品互动的观

众给予防护，以确保参观群众的人身不受伤害。 

——展品维护和维修要求对展品进行日常的检查、保养和测

试，保证展品能够安全正常运转；对于已经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

展品，应进行维修，并对维修的安全注意事项作出要求。 

——安全管理要求建立安全管理机制、明确安全管理机构和

人员、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安全培训等。通过上述安全

管理措施，保证展品在展陈环节不会带来安全隐患和分享。 

6.报废处置 

报废处置环节主要从展品安全评估、报废处置操作等方面作

出安全要求，保证展品在报废处置阶段不会对环境和操作人员带

来伤害。 

7.附录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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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给出了展品常用材料执行标准的清单，包括钢板及

钢带、钢管、钢棒、型钢、结构钢、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

钛及钛合金等金属材料，以及螺栓和螺柱、螺钉和铆钉、螺母、

垫圈和挡圈、销和键等标准件的执行标准供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参考文献给出了本标准资料性引用的标准清单。 

(三) 确定依据 

本标准依据国家和领域主管部门针对科普领域出台的相关

管理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资料，重点引用和参考了

下述文件： 

1. 相关编制标准，包括：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

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805  特低电压（ELV）限值；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

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829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般安全要求； 

——GB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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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265  机械安全  防止人体部位挤压的最小间

距；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T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 15763（所有部分）  建筑用安全玻璃； 

——GB/T 18926  包装容器  木构件； 

——GB/T 28265  游乐设施安全防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GB/T 29481  电气安全标志； 

——GB/T 35157  树脂型合成石板材； 

——GB 5004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标准；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

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2.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3. 国标委下达的标准制定任务。 

4. 中国科协相关政策、规范和指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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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普标委会的标准体系及提出的标准制定建议。 

三、 试验验证分析以及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 试验验证分析 

本标准为通用要求，其中包含具体参数来源于 GB 8408《大

型游乐设施安全》等国家标准，无需进行试验验证。 

(二)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标准实施后，将会为科技馆展品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

验收、展览等环节给出统一的安全性要求，为各类科技馆，展品

研发和制作单位等相关方提供标准依据；同时，可以提升展品研

发能力和研发效率，降低研发和制作成本，提高国家财政投入的

使用效益，并提高展品的安全性、可靠性，降低展品安全风险，

减少安全事故，提升科普服务水平和满意度，从源头保障展品安

全，充分发挥科技馆科普展示功能，推动科技馆科普工作高质量

发展。 

四、 与国际或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经查询，国际没有相关标准。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本标准不以国际标准为基础起草，国际无相关标准，故未采

用国际标准。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外尚没有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内也没有相关的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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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行业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具有一

致性。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 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可适用于各级各类科技馆，以及展品研发和制作单

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对科普展品进行设计、制作、包装、

运输、安装调试、展览和维护。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其他

科普场馆，如学校科技馆、企业科技馆、气象科普馆等也可以参

照使用。 

标准发布后建议从以下三方面推动标准的实施应用： 

1.面向全国各级各类科技馆、展品研发设计和生产制作相关

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宣贯培训，充分掌握标准规定的安全性要求，

为标准的实施奠定工作基础。 

2.标准实施过程中开展标准实施信息反馈与监督，收集标准

实施应用典型案例，进一步完善标准和推动标准实施应用。 

3.开展标准实施效果监测和评估，及时采集标准实施中存在

的不足，及时总结和完善，确保标准在实际执法中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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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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