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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1】4-氯氟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氟苯 中文别名 对氯氟苯；4-氟氯苯；对

氟氯苯；1-氯-4-氟苯 
英文名称 4-Fluorophenyl chloride；

4-Chlorofluorobenzen 
英文别名 1-Chloro-4-fluorobenzene

；

p-Monofluoromonochloro
benzene；

p-chlorofluorobenzene 
CAS 号 352-33-0 危险货物编号 61667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有刺激性，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

猛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吸

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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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

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液晶材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4ClF 分子量 130.55 

熔点（℃） -21.5 相对密度（水＝1） 1.226 
沸点（℃） 129-1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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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2】2-氯汞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汞苯酚 中文别名 氯化邻羟基苯汞；邻氯汞

苯酚；邻氯化羟基苯汞； 
邻羟基氯化苯汞 

英文名称 2-(Chloromercury)phenol；
2-chloromercuriophenol 

英文别名 o-Hydroxyphenylmercury
chloride；

mercufenolchloride；
o-(chloromercuri)-pheno 

CAS 号 90-03-9 危险货物编号 61851 
UN 编号 202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人体吸收易引起中毒。吸入时，神经系统最早受损；误服，则先出现消化道症状；

对肝、肾、心脏有损害；对皮肤可引起接触性皮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其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

火星会发生爆炸。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可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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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粉红色羽毛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乙醇、热苯。 

主要用途 用于防腐消毒。 
分子式 C6H5ClHgO 分子量 329.15 

熔点（℃） 150-152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5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3 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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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3】4-氯汞苯甲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汞苯甲酸 中文别名 对氯化汞苯甲酸；对氯汞

苯甲酸；对氯高汞苯甲酸 
英文名称 4-(Chloromercuric)benzoic 

acid 
英文别名 (p-Carboxyphenyl)chloro

mercury；PCMB；
P-CMBA；

p-Carboxyphenylmercuric 
chloride；

4-Carboxyphenylmercuric 
chloride 

CAS 号 59-85-8 危险货物编号 61851 
UN 编号 20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属高毒类。人体吸收后易引起中毒。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氯和汞蒸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汞、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切勿将水流直射至

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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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用砂土吸收。收集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强力通风。

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严禁火种。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存。防止阳光曝晒。

管理应按“五双”管理制度执行。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应与还原剂、

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

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

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防毒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碘苯甲酸制造，用作生化研究中测定巯基的试剂。 
分子式 C7H5ClHgO2 分子量 357.16 

熔点（℃） 273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5mg／kg(小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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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4】氯化铵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铵汞 中文别名 白降汞；氯化汞铵 
英文名称 Aminomercuric chloride 英文别名 Mercury amidochloride；

Mercury amide chloride 
CAS 号 10124-48-8 危险货物编号 61509 
UN 编号 16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属高毒。急性中毒一般起病急，有头痛、头晕、乏力、低热、口腔炎，部分

患者有全身性皮疹；呼吸道刺激症状。重症者发生化学性肺炎，对肾也有损害。

汞中毒主要是慢性中毒，表现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易兴奋症；震颤；口腔炎、

齿龈有汞线等。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卤素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氯化氢、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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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倒至空

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

存。专人保管。应与食用化工原料、卤素(氟、氯、溴)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

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分装和搬运

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高浓度环境中，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无定形粉末或易碎的块状物，无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醇，溶于热盐酸、硝酸、乙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药。消毒防腐药,用于皮肤及粘膜感染。 
分子式 NH2HgCl 分子量 252.0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5.7(2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86 mg/kg(大鼠经口)，68 mg/kg( 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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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包装所用的麻袋、塑料编织袋、复合塑料编织袋的强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铁路运输时，可以使用钙塑瓦楞箱作外包装。但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

铁路局批准。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

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

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

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

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5】氯化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10361-37-2 危险货物编号 61021 
UN 编号 1564/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口服后急性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性肌麻痹、心律紊

乱、血钾明显降低等。可因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痹而死亡。吸入烟尘可引起中毒，

但消化道症状不明显。接触高温本品溶液造成皮肤灼伤可同时吸收中毒。慢性影

响：长期接触钡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

炎、结膜炎、腹泻、心动过速、血压增高、脱发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高毒。与三氟化硼接触剧烈反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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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钡。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相应的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

有盖的容器中，移入水中，加入过量的稀硫酸，静置 24 小时，然后废弃。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

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带防尘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无臭。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丙酮、乙醇，微溶于乙酸、硫酸。 

主要用途 制造钡盐的原料。也用作杀虫剂、人造丝的消光剂及制造色淀等钡颜料。 
分子式 BaCl2 分子量 208.23 

熔点（℃） 965 相对密度（水＝1） 3.86 
沸点（℃） 15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3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无资料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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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18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中和后，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

品。 

【4-1206】氯化苯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苯汞 中文别名 苯基氯化汞；氯苯汞 
英文名称 Phenylmercury chloride；

Phenylmercuric chloride 
英文别名 Phenyl chloromercury；

PMC 
CAS 号 100-56-1 危险货物编号 61882 
UN 编号 2026/27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本品后会中毒。吸入时，神经系统最早受损；误服，首

先出现消化道症状。消化道症状有上腹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泻、口

腔炎、甚至便血。神经系统症状：神经衰弱综合征，严重者出现神经障碍、澹妄、

昏迷；对肝、肾、心脏有损害；皮肤接触引起接触性皮炎或毒性皮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使用驱汞药物如二巯基丙磺酸钠。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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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汞、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切勿将水流直射至

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灭火剂 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相应的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

有盖的容器中，移入水中，加入过量的稀硫酸，静置 24 小时，然后废弃。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

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叶片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热醇，溶于吡啶、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农用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 
分子式 C6H5ClHg 分子量 313.15 

熔点（℃） 269-270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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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6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7】氯化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苄 中文别名 α-氯甲苯；苄基氯 
英文名称 Benz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1-Chloromethylbenzene；

alpha-Chlortoluol；Benzile 
CAS 号 100-44-7 危险货物编号 61063 
UN 编号 173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对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有催泪作用。高浓度时则有麻痹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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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与铜、铝、镁、锌及锡

等接触放出热量及氯化氢气体。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

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透气型防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

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金

属粉末、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

对湿度不超过 70％。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金属粉末、醇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不愉快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是制造染料、香料、药物、合成鞣剂、合成树脂等的原料。 
分子式 C7H7Cl 分子量 126.58 

熔点（℃） -39 相对密度（水＝1） 1.1 
沸点（℃） 1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6 
闪点（℃） 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93(7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705.2 
自燃温度（℃） 58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8 爆炸下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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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铁、铁盐、铝、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231 mg/kg（大鼠经口），1500 mg/kg（小鼠经口）；LC50：778mg/m3 

(大鼠吸入：2 小时)。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燃烧过程中要喷入蒸汽或甲烷，以免生成氯气。

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8】氯化二硫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二硫酰 中文别名 二硫酰氯；焦硫酰氯 
英文名称 Pyrosulfur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Disulfuryl chloride； 

Sulfur pentoxydichloride 
CAS 号 7791-27-7 危险货物编号 81036 
UN 编号 181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性，本品是具腐蚀性的毒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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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散发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

与磷发生猛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

会着火回燃。在潮湿条件下能腐蚀某些金属。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

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

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灭火时尽量切断泄漏源，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

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砂、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腐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无水碳酸钠中和。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磷接触。

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

器密封。应与磷、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挥发性发烟液体，并带有刺激性臭味。 
溶解性 溶于苯、醋酸等。遇水即分解。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l2O5S2 分子量 2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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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37 相对密度（水＝1） 1.837 
沸点（℃） 1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 
闪点（℃） 69.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3E3(-24.7℃)；
13.332E3(17.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3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水、磷。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用石灰浆清洗倒空的容器。

把倒空的容器归还厂商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活泼非金属、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

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

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09】氯化二乙基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二乙基铝 中文别名 二乙基氯化铝； 
一氯二乙基铝 

英文名称 Diethylalumin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Aluminium diethyl 
monochloride 

CAS 号 96-10-6 危险货物编号 42024 
UN 编号 3052/339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9（自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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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 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Ⅰ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甚至引起严重灼伤。急性损害主要表现为呼吸道和眼

结膜刺激，神经系统抑制(但无麻醉作用)，耗氧量减少；高浓度作用下可引起死

亡，吸入可发生金属铸造热。出现局限性水肿和炎症性充血，面部受损时还可出

现水疱，患部有烧灼感和剧烈疼痛，但无全身中毒表现。目前，未见慢性影响报

道。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汽油或酒精擦去毒物，不可用水冲洗。就医。按化学灼伤处

理。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立即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暴露在空气或二氧化碳中会自燃，遇酸类、碱、氧化剂和水接触可发生剧烈的化

学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和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氧化铝。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

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

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磷接触。

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不宜大量或久存。在氮气中操作处置。应与氧化

剂、易燃、可燃物，碱类、酸类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避免碰撞、翻

倒，防止包装破损洒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现场应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必须佩戴正压自给

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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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澄清、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二甲苯、汽油。 

主要用途 聚烯烃工业的催化剂，制造有机化合物的中间体。 
分子式 C4H10AlCl；

AlCl(CH2CH3)2 
分子量 120.56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0.96 
沸点（℃） 2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 mmHg ( 60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醇类、氧、氧化剂、酸类、碱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50：大鼠：7000mg／m3(1 小时)。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无水正丁醇破坏。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2 类自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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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0】氯化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dm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Dichlorocadmium； 

Kadmiumchlorid 
CAS 号 10108-64-2 危险货物编号 61504 
UN 编号 2570/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吸入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可发生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误食后可

引起急剧的胃肠道刺激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全身乏力、

肌肉疼痛和虚脱等，重者危及生命。慢性中毒：长期接触引起支气管炎，肺气肿，

以肾小管病变为主的肾脏损害。重者可发生骨质疏松、骨质软化或慢性肾功能衰

竭。可发生贫血、嗅觉减退或丧失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与强氧化剂、元素硫、硒和碲接触发生反应。

与钾形成对撞击敏感的爆炸物。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镉。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

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橡胶手

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活性金属

粉末、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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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实行

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单斜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丙酮，微溶于甲醇、乙醇，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照相术、印染、电镀等工业，并用于制特殊镜子。 
分子式 CdCl2 分子量 183.32 

熔点（℃） 568 相对密度（水＝1） 1.01 
沸点（℃） 9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5 
闪点（℃） 96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65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钾。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88 mg/kg（大鼠经口），6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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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氯化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钴 中文别名 二氯化钴 
英文名称 Cobalt chloride 英文别名 Cobalt dichloride 
CAS 号 7646-79-9 危险货物编号 61504 
UN 编号 292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长期吸入引起严重肺疾患。对敏感个体，吸入

本品 粉尘可致肺部阻塞性病变，出现气短等症状。粉尘对眼有刺激性，长期接

触可致眼损害。对皮肤有致敏性，可致皮炎。摄入引起恶心、呕吐、腹泻；大量

摄入引起急性中毒，引起血液、甲状腺和胰脏的损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钠、钾的混合物对震动敏感。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有刺激性，

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小心扫起，避免扬

尘，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金属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

损。配备泄露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金属、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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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蓝色叶片状结晶粉末，具有吸湿性。 

溶解性 溶于水、醇、醚、丙酮、吡啶、甘油。 
主要用途 用作干湿指示剂、陶瓷着色剂、毒气吸收剂及制造催化剂等。 
分子式 CoCl2 分子量 129.84 

熔点（℃） 735 相对密度（水＝1） 1.92 
沸点（℃） 104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金属、如钾、钠。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75～288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人：1%/48 小时、阳性。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12】氯化琥珀胆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琥珀胆碱 中文别名 司克林；氯琥珀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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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琥珀酰胆碱； 
二氯化二乙酰胆碱 

英文名称 Succinylcholine chloride 英文别名 Suxamethonium chloride；
(2-Hydroxyethyl)trimethy

lammonium chloride 
succinate；

2-Dimethylaminoethyl 
succinate dimethochloride 

CAS 号 71-27-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4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可引起脑血管扩张，颅内压升高，眼眶平滑肌收缩，眼内压暂时升高，术后

肌肉痛，肌球蛋白尿等；长时间去极化可导致肌细胞内 K 外流，血钾升高。此

外本品可诱发恶性高热。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 加热分解释放有毒氮氧化物和氯化物烟雾。 
燃烧性 易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NOx),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粉，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小心扫起，避免扬

尘，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金属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

损。配备泄露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金属、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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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性粉末，极易吸湿，微氨臭，极咸。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和丙二醇，溶于氯仿和醋酸，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测定乙酰胆碱酯酶的底物；临床作为胆碱能药物。 
分子式 C14H30Cl2N2O4 分子量 361.3 

熔点（℃） 164 相对密度（水＝1） 1.123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3.5～5.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2500 mg/kg(大鼠经口)，300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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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3】氯化环戊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环戊烷 中文别名 环戊基氯；氯代环戊烷； 
一氯环戊烷；氯环戊烷 

英文名称 Chlorocyclopentane 英文别名 Cyclopentykhloride；
Chlorcyclopentan；
Cyclopentylchlorid 

CAS 号 930-28-9 危险货物编号 32037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蒸气有毒。本品经受热分解出有毒气体。对眼睛和皮肤可能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

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

下堵漏。喷水雾或减少蒸发。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于密

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

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金属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

损。配备泄露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

防爆型。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2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供气

式头盔。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等。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5H9Cl；(CH2)4CHCl 分子量 104.58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1.005 
沸点（℃） 11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 
闪点（℃） 1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1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 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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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214】氯化甲基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甲基汞 中文别名 甲基氯汞；甲基氯化汞 
英文名称 Chloromethylmercury 英文别名 Methylmercurychloride；

Mercury methyl chloride；
Methylmercuric chloride； 

Methylmercury 
monochloride；

Monomethyl 
mercurychloride；Caspan 

CAS 号 115-09-3 危险货物编号 61093 
UN 编号 2025/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属有机汞。有机汞系亲脂性毒物，主要侵犯神经系统。有机汞中毒的主要表

现有：无论任何途径侵入，均可发生口腔炎，口服引起急性胃肠炎；神经精神症

状有神经衰弱综合征、精神障碍、昏迷、瘫痪、震颤、共济失调、向心性视野缩

小等；可发生肾脏损害；可致皮肤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

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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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

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碘化活性碳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实行

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红色结晶，具有特殊臭味。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种子消毒。 
分子式 CH3ClHg 分子量 251.08 

熔点（℃） 170 相对密度（水＝1） 4.06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高温、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6mg／kg(小鼠经腹)，29.915 mg／kg（大鼠经口），57.6 mg／kg

（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2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15】氯化甲氧基乙基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甲氧基乙基汞 中文别名 甲氧基乙基氯化汞 
英文名称 2-methoxyethylmercury 

chloride 
英文别名 Vegoll；agallol；

chloro(2-methoxyethyl)m
ercury 

CAS 号 123-88-6 危险货物编号 61093 
UN 编号 2025/27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饮适量温水，催吐（仅限于清醒者）。就医。 解毒剂：二巯基丙磺酸钠、二巯基

丁二酸钠、青霉胺。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消除所有点火源。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前，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然后用洁净的铲子收集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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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收容泄漏物，

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

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

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

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固体或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易溶于丙酮、乙醇。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3H7ClHgO 分子量 295.13 

熔点（℃） 65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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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2 mg／kg（大鼠经口），47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16】氯化钾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钾汞 中文别名 氯化汞钾 
英文名称 Mercuric potass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mercuric 

chloride 
CAS 号 20582-71-2 危险货物编号 61509 
UN 编号 20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汞、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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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消除所有点火源。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前，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然后用洁净的铲子收集泄

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收容泄漏物，

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

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

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

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l3HgK 分子量 346.0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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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17】4-氯化联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化联苯 中文别名 对氯化联苯；联苯基氯 
英文名称 4-Chlorobiphenyl 英文别名 1-Chloro-4-phenylbenzen

e；4-Chloro-1,1'-biphenyl；
4-PCB； 

ρ-Chlorodiphenyl 
CAS 号 2051-62-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43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为高毒性化合物。有致癌作用。长期接触能引起肝脏损害和痤疮样皮炎。使

用本品而同时接触四氯化碳，则增加肝损害作用。中毒症状有恶心、呕吐、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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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腹痛、水肿、黄疸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予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可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若是液体，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用砂土吸收。若大

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烟雾或粉尘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片状结晶或浅黄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乙醇、石油醚和乙醚，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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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12H9Cl 分子量 188.65 
熔点（℃） 32 相对密度（水＝1） 1.1320 
沸点（℃） 1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3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000 mg／kg（大鼠经口），3500 mg／kg（哺乳动物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 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18】1-氯化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化萘 中文别名 α-氯化萘；1-氯萘；氯奈 
英文名称 1-Chloro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a-Chloronaphthalene； 

Monochloro naphthalene 
CAS 号 90-13-1 危险货物编号 61666 
UN 编号 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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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由于该品极不易挥发，工业急性中毒的可能性极小。在接触氯化萘工人中，常发

生氯痤疮。该品有光敏作用。大量吸收可引起中毒性肝炎。易经皮肤吸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予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砂土、雾状水、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苯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

漏。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

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

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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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纯品为无色油状液体。通常为浅黄色，有杂酚油的气味。 

溶解性 难溶于水，能溶于醚、苯、石油醚、醇等多种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制备 1-萘酚，也可作为溶剂、分析试剂。 
分子式 C10H7Cl 分子量 162.62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194 
沸点（℃） 2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6 
闪点（℃） 1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80.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57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32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540 mg／kg（大鼠经口），1091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 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19】氯化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镍 中文别名 氯化亚镍 
英文名称 Nickel chloride 英文别名 Hexahy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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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el dichloride 
CAS 号 7718-54-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88/91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接触者可发生接触性皮炎或过敏性湿疹。吸入本品粉尘，可发生支气管炎或支气

管肺炎、过敏性肺炎，并可并发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镍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钾、钠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砂土、雾状水、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过氧化物、钾接触。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过

氧化物、钾、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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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粉末或鳞片状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二醇和氨水。 

主要用途 用于电镀、制造防腐剂、氨吸收剂和化学试剂等 
分子式 Cl2Ni 分子量 129.60 

熔点（℃） 1001 相对密度（水＝1） 3.55 
沸点（℃） 9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4 (5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过氧化物、钾。 

避免接触条件 水分/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75mg/Kg（大鼠经口）；186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量小时，溶解在水或适当的酸溶液中，或用适当

氧化剂将其转变成水溶液。用硫化物沉淀，调节 PH 至 7 完成沉淀。滤出固体硫化物回收或做掩埋处置。

用次氯酸钠中和过量的硫化物，然后冲入下水道。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袋封口的塑料编织袋包装，每袋净重 50kg。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20】氯化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铍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7787-47-5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56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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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 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短期、大量的接触，可引起急性铍病，主要表现为急性化学性肺炎。粉尘可经伤

口进入，使伤口久不愈合。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铍及其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 散发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受高热分解放

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铍。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水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微黄色的结晶性粉末或结晶性块状。极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同时发热，水溶液呈强酸性，溶于乙醇、乙醚、吡啶和二硫化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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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苯和甲苯。 
主要用途 制造铍。有机反应催化剂。 
分子式 BeCl2 分子量 79.92 

熔点（℃） 399 相对密度（水＝1） 1.899 
沸点（℃） 5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291℃)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水。 

避免接触条件 接触潮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86 mg/kg（大鼠经口），92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

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4-1221】氯化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铜 中文别名 二氯化铜 
英文名称 Cupric chloride 英文别名 Copper dichloride 
CAS 号 7447-39-4 危险货物编号 83503 
UN 编号 2802/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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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皮肤和呼吸道有刺激性。遇热产生铜烟尘，吸入引起金属烟雾热。口服引

起出血性胃炎及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溶血等，重者死于休克或肾衰。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或 0.1mol/L 的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用 0.1%亚铁氰化钾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遇钾、钠剧烈反应。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铜。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水, 二氧化碳, 干粉,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腐、防毒服。

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塑料

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集泄漏物，

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钠、钾接触。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须密封，切

勿受潮。应与钠、钾、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绿色至深蓝色晶体或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丙酮、醇、醚、氯化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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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作电镀添加剂，玻璃、陶瓷着色剂，催化剂，照相制版及饲料添加剂等。 
分子式 CuCl2 分子量 134.45 

熔点（℃） 498（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386 
沸点（℃） 99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3.5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钠、钾。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40mg/kg（大鼠经口），233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和中和。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

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内包装禁用金属容器）。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活性金属、活性金属、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1222】α-氯化筒箭毒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α-氯化筒箭毒碱 中文别名 氯化南美防己碱；氢氧化

吐巴寇拉令碱；氯化箭毒

块茎碱；氯化管箭毒碱 
英文名称 α-Tubocurarine chloride 英文别名 Tubocurarinehydrochlorid

e；ameriz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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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57-94-3 危险货物编号 61682 
UN 编号 154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大剂量或过量使用，可引起心率减慢、血压下降、呼吸麻痹。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其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

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小心扫起，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

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包装密

封。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

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

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微带黄色的六角形或五角形小片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骨骼肌肉放松剂，帮助诊断重症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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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38H44Cl2N2O6 分子量 694.74 
熔点（℃） 274～27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8 mg／kg (大鼠经口)；33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23】氯化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硒 中文别名 二氯化二硒；氯化亚硒 
英文名称 Selen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Dichlorodiselenide；

Diselenium dichloride；
Selenium monochloride 

CAS 号 10025-68-0 危险货物编号 61019 
UN 编号 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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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毒作用及中毒症状不详。硒化合物对呼吸道、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磷、钾能发生猛烈的化学反应。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强烈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硒。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专用防护服。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并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相应的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于密闭容

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超

过 7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

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暗棕色红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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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溶于氯仿、苯、四氯化碳、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电子、仪表等工业，分析试剂、还原剂。 
分子式 Se2Cl2 分子量 228.83 

熔点（℃） -85 相对密度（水＝1） 2.91 
沸点（℃） 13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磷、钾。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
无机剧毒品。 

【4-1224】氯化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锌 中文别名 锌氯粉 
英文名称 Zinc chloride 英文别名 THAM；TRIS 
CAS 号 7646-85-7 危险货物编号 8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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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2331/292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吸入氯化锌烟雾可引起支气管肺炎。高浓度吸入可致死。

患者表现有呼吸困难、胸部紧束感、胸骨后 疼痛、咳嗽等。眼接触可致结膜炎

或灼伤。可引起皮肤刺激和烧灼，皮肤上出现“鸟眼”型溃疡。口服腐蚀口腔和

消化道，严重者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l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遇水迅速分解，放出白色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

器中，使其溶于 a：水、b：酸、或 c：氧化成水溶液状态，再加硫化物发生沉淀

反应，然后废弃。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

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

存放。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必要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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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无臭，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甘油，不溶于液氨。 
主要用途 用作脱水剂、缩合剂、媒染剂、石油净化剂，还用于电池、电镀、医药等行业。 
分子式 ZnCl2 分子量 136.32 

熔点（℃） 365 相对密度（水＝1） 2.91 
沸点（℃） 7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2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5 (1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50mg／kg(大鼠经口)，329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倒入水中，再加纯碱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或用安全掩埋法处

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工业固体氯化锌应以内衬聚乙烯袋的镀锌铁桶包装，也可用塑料桶、纸板桶或内

衬聚乙烯袋的复合塑料袋的镀锌铁桶包装，也可用塑料桶、纸板桶或内衬聚乙烯

袋的复合塑料编织袋包装，每桶（袋）净重 50kg 或 25kg。工业氯化锌液体应用

塑料桶或内涂耐酸漆等防腐材料的钢制槽车装运。包装上应有明显的“腐蚀性物

品”标志。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 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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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5】氯化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溴 中文别名 溴化氯 
英文名称 Bromine Chloride 英文别名 Chlorine bromide 
CAS 号 13863-41-7 危险货物编号 23026 
UN 编号 290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11(氧化剂)；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在 10℃分解放出剧毒有腐蚀性的氯和溴烟雾。吸潮或遇水反应放出有毒烟

雾。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强氧化性。与易燃物、可燃物接触能引起剧烈燃烧。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室

温下迅速分解，放出剧毒的氯和溴的烟雾。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的腐蚀性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气、溴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火防毒服。切断气源。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隔离 150 米，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

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漏气容器

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有毒气体专用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0℃。远离火种、热源。

应与易燃物、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正常工作情况下，佩带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高浓度环境中，必须佩戴空气

51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呼吸器、氧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带面罩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橘红色挥发性不稳定的液体或气体。 
溶解性 溶于水、二硫化碳、乙醚、四卤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自来水中杀菌剂和冷却水、废水处理 ,也用作分析试剂、催化剂及有机合成,
并可作为化学中间品。 

分子式 BrCl 分子量 115.36 
熔点（℃） -66 相对密度（水＝1） 5.062（液体） 
沸点（℃） 1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14.95（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用低碳钢镍合金镍或蒙乃尔合金材料储藏运输，储藏中注意防潮和避光，禁止与

还原剂、氧化剂、金属、液体危险品一起储运。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严禁与氧化剂，易燃物或可燃物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

铁路运输时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3 类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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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6】氯化亚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亚砜 中文别名 亚硫酰二氯；二氯氧化

硫；亚硫酰氯 
英文名称 Thion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sulfurous oxychloride；

Thionyl dichloride 
CAS 号 7719-09-7 危险货物编号 81037 
UN 编号 18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皮肤和上呼吸道有强烈的

刺激作用，可引起灼伤。吸入后，可能因喉、支气管痉挛、炎症和水肿而致死。

中毒表现可有烧灼感、咳嗽、头晕、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不燃, 遇水或潮气会分解放出二氧化硫、氯化氢等刺激性的有毒烟气。受热

分解也能产生有毒物质。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下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氢、氯化氢、氯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

坑收容。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

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过 75％。保持容器

密封。应与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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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

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至红色、发烟液体, 有强烈刺激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苯、氯仿、四氯化碳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农药及医药。 
分子式 Cl2OS 分子量 118.97 

熔点（℃） -105 相对密度（水＝1） 1.631 
沸点（℃） 7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1 
闪点（℃） 10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21.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空气、水、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水、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50：大鼠吸入；500ppm／1h。 
刺激性 刺激性：家兔经眼：1380µg，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

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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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27】氯化亚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亚汞 中文别名 甘汞 
英文名称 Mercurous chloride 英文别名 Mercury chloride；

Calogreen；cyclosan；
Calotab；calomel 

CAS 号 10112-91-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025 /2811/ 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后引起胸痛、胸部紧束感、咳嗽、呼吸困难，可致死。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

摄入可致急性胃肠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可致死。慢性中毒：长期接触可在脑、

肝和肾中蓄积。中毒后出现头痛、记忆力下降、震颤、牙齿脱离、食欲不振，可

引起皮肤疾病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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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四角晶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乙醚、稀酸，溶于浓硝酸、硫酸。 

主要用途 用作泻剂和制甘汞电极等。 
分子式 Hg2Cl2 分子量 472.09 

熔点（℃） 4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7.15 
沸点（℃） 3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碱、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接触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10mg／kg(大鼠经口)，17.64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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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28】氯化亚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亚铊 中文别名 一氯化铊；一氧化二铊；

氯化铊 
英文名称 Thallium monochloride 英文别名 Thallium chloride；

Thallous chloride 
CAS 号 7791-12-0 危险货物编号 61023 
UN 编号 17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高毒。粉尘对眼睛、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起中

毒。中毒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四肢无力、周围神经炎、痛觉敏感，严重时

产生谵妄、精神失常、晕厥等。全身毛发脱落是其中毒的特征，但眉毛内侧 l／3
不受侵犯。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特效解毒药普鲁士蓝。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能与氟或钾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铊、氧化铊。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

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

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氟接触。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管理应按“五双”管理

制度执行。包装密封。避光保存。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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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

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分装和搬

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粉末或结晶，在空气及光线中变成紫色。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氯化反应催化剂，也用于极谱分析及制药等。 
分子式 ClTl 分子量 239.84 

熔点（℃） 430 相对密度（水＝1） 7.0040 
沸点（℃） 7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51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2.2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氟。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4mg／kg(小鼠经口)； LDL0：6.9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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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

机剧毒品。 

【4-1229】氯化乙基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化乙基汞 中文别名 乙基氯化汞；西力生 
英文名称 Ethylmercury chloride 英文别名 Chloroethylmercury；

Monoethylmercury 
chloride；Ceresan 

CAS 号 107-27-7 危险货物编号 61129 
UN 编号 167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属有机汞。有机汞系亲脂性毒物，主要侵犯神经系统。有机汞中毒的主要表

现有：无论经任何途径侵入均可发生口腔炎。口服引起急性胃肠炎。神经精神症

状有神经精神衰弱综合症、精神障碍、谗妄、昏迷、瘫痪、震颤、共济失调、向

心性视野失调等；可发生肾脏损害，重者可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此外尚可致心脏、

肝脏损害。可致皮肤损害。氯化乙基汞中毒以神经系统和心脏损害较为突出，脑

病与心肌损害为主要死因。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遇光或热分解有毒含汞化物气体。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物、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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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管理应按“五双”管理

制度执行。包装密封。避光保存。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

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

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分装和搬

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空气呼吸器、氧气呼吸器

或长管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实行

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黄、灰、棕色粉末或结晶，遇热有挥发性，遇光易分解。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冷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农用杀菌剂。 
分子式 C2H5ClHg 分子量 265.10 

熔点（℃） 192.5 相对密度（水＝1） 3.4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2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0mg/kg（人经口最小致死剂量），59.3mg/kg(大鼠经口)；LC50：

49.8mg/ m3(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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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

机剧毒品。 

【4-1230】氯磺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磺酸 中文别名 氯化硫酸；氯硫酸 
英文名称 Chlorosulfonic acid 英文别名 Sulfuric chlorohydrine；

monochlorosulfuricacid 
CAS 号 7790-94-5 危险货物编号 81023 
UN 编号 175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其蒸气对粘膜和呼吸道有明显刺激作用。临床表现有气短、咳嗽、胸痛、咽干痛、

流泪、恶心、无力等。吸入高浓度可引起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皮肤接触液体可

致重度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

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水猛烈分解, 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 发出噼啪的响声, 甚至爆炸。

在潮湿空气中与金属接触，能腐蚀金属并放出氢气，容易燃烧爆炸。与易燃物（如

苯）和可燃物（如糖、纤维素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具有强

腐蚀性。 
燃烧性 助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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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容器突然发出异常声音或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撤离。 
灭火剂 砂土、二氧化碳。禁止用水、泡沫和酸性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分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

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

手套。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容器和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

（如木材、纸、油等）接触。防止泄漏物流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限制性空

间。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覆盖泄漏物。用干净的无火花工具

收集泄漏物，置于一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待处理。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用砂土、惰性物质或蛭石吸收大量液体。用农用石灰（CaO）、碎石灰石

（CaCO3）或碳酸氢钠(NaHCO3)中和。用水慢慢稀释。用耐酸碱泵转移至槽车

或装用收集容器内。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

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碱

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

燃物、酸类、碱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

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半油状液体，有极浓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二硫化碳、四氯化碳，溶于氯仿、乙酸。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糖精和磺胺药物，染料合成中作磺化剂，军事上用作烟幕剂，还用

于制离子交换树脂、塑料、农药等. 
分子式 ClHO3S 分子量 116.52 

熔点（℃） -80 相对密度（水＝1） 1.753 
沸点（℃） 151-1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2 
闪点（℃） 158 临界压力（MPa） 8.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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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3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胺类、水、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0mg/kg(大鼠经口)；LC50：38.5 mg/m3（大鼠吸入，4h），52.5 mg/m3

（小鼠吸入，2h）。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特制金属罐外加花格箱；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

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铁路

非罐装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

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酸类、碱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

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31】2-氯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甲苯 中文别名 邻氯甲苯；1-氯-2-甲苯；

2-三氟甲基氯苯氯甲苯 
英文名称 2-Chlorotoluene 英文别名 o-Chlorotoluene；OCT；

o-Methylchlorobenzene；
o-Tolyl chloride 

CAS 号 95-49-8 危险货物编号 33548 
UN 编号 223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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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可能有害，可能有刺激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能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

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

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

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

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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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制造农药、医药、染料及过氧化物的中间体和溶剂。 
分子式 C7H7Cl；C6H4(CH3)Cl 分子量 126.59 

熔点（℃） -35.5 相对密度（水＝1） 1.08 
沸点（℃） 15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7 
闪点（℃） 43~4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81.1 饱和蒸汽压（KPa） 1.33/4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5 爆炸下限（％） 1.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2.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624mg/kg(小鼠经口)；LC50：150ppm，2 小时(大鼠吸入)，80ppm，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燃烧过程中要喷入蒸汽或甲烷，以免生成氯气。

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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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2】3-氯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甲苯 中文别名 间氯甲苯；1-氯-3-甲基

苯；3-氯-1-甲基苯 
英文名称 3-Chlorotoluene 英文别名 1-Chloro-3-methylbenzen

e；m-Chlorotoluene；
MCT；m-Tolylchloride；

3-Methylchlorobenzene 
CAS 号 108-41-8 危险货物编号 33548 
UN 编号 223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可能有害，可能引起刺激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

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

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

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

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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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

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

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苯、氯仿，易溶于乙醚等。 

主要用途 制造农药、医药、染料及过氧化物的中间体和溶剂。 
分子式 C7H7Cl；C6H4(CH3)Cl 分子量 126.59 

熔点（℃） -48.7 相对密度（水＝1） 1.07 
沸点（℃） 16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1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36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燃烧过程中要喷入蒸汽或甲烷，以免生成氯气。

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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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233】4-氯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甲苯 中文别名 对氯甲苯 
英文名称 4-Chlorotoluene 英文别名 p-Chlorotoluene； 

4-Chloro-1-methyl-benze
ne； 

1-Chloro-4-methylbenzen
e；PCT 

CAS 号 106-43-4 危险货物编号 33548 
UN 编号 223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

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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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

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氯仿、乙酸，可混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染料中间体的制备，用作溶剂。 
分子式 C7H7Cl；C6H4(CH3)Cl 分子量 126.59 

熔点（℃） 7.5 相对密度（水＝1） 1.07 
沸点（℃） 16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8 
闪点（℃） 4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85.7 饱和蒸汽压（KPa） 1.33(4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754 
自燃温度（℃） 59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5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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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600 mg/kg(大鼠经口)； LC50：34000mg/m3，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燃烧过程中要喷入蒸汽或甲烷，以免生成氯气。

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234】氯甲基三甲基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基三甲基硅烷 中文别名 三甲基氯甲硅烷 
英文名称 Chloromethyltrimethylsilan

e 
英文别名 (Trimethylsilyl)methyl 

chloride；
Chloro(trimethylsilyl)met

hane；
Trimethyl(chloromethyl)si

lane 
CAS 号 2344-80-1 危险货物编号 81133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34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

可引起喉，支气管痉挛、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有头痛、恶心、

呕吐、咳嗽、气短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70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水及镁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

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

开裂和爆炸的危险。遇水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遇潮时

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易燃，具强烈刺激和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硅。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容器突然发出异常声音或

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撤离。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

进入包装容器内。禁止泄漏物进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水道等)，以避免发生爆炸。

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

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

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

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碱

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酸类、氧化剂、潮湿物品、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

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禁止使用易产生火

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搬运要妥善遮盖。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

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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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部分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11ClSi 分子量 122.6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8790 
沸点（℃） 98～9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325／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铁路

非罐装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

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酸类、碱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

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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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5】氯甲基乙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基乙醚 中文别名 氯甲基乙基醚； 
1-氯甲基乙基醚 

英文名称 Chloromethyl Ethyl Ether 英文别名 Chloromethoxyethane；
Ethoxychloromethane；

1-(Chloromethoxy)ethane 
CAS 号 3188-13-4 危险货物编号 32090 
UN 编号 235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吸收对身体有害。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有引起燃烧有危险。接触空气或在光照条件下可生成具有

潜在爆炸危险性的过氧化物。遇潮气、水份分解出有毒的甲醛气体。其蒸气比空

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的。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

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

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 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

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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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

过 30℃。包装要求密封， 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通报接触其蒸气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7ClO；ClCH2OCH2CH3 分子量 94.5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19 
沸点（℃） 8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5.6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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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236】氯甲酸-2-乙基己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2-乙基己酯 中文别名 氯甲酸异辛酯 
英文名称 2-Ethylhex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2-EHCF；

2-ethvlhexvlchloroformat
e 

CAS 号 24468-13-1 危险货物编号 61101 
UN 编号 274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剧毒。误服、皮肤接触或吸入蒸气会中毒。对皮肤、眼睛及粘膜有强烈刺激性和

腐蚀性。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

腐蚀性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具有腐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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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腐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

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

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

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醇类、胺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

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醇类、胺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引发剂。 
分子式 C9H17ClO2 分子量 192.6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81 
沸点（℃） 106~107(4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4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醇类、胺类、水、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7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400 mg/kg(大鼠经口)；LC50：270 mg /m3/4h（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37】氯甲酸苯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苯酯 中文别名 苯基氯甲酸酯；氯碳酸；

氯甲酸苯 
英文名称 Phen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Carbonochloridic acid 

phenyl ester；PCF 
CAS 号 1885-14-9 危险货物编号 61101 
UN 编号 274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能致

死。吸入后可能因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而致死。其症状有烧灼感、恶心、呕

吐、咳嗽、喘息、喉炎、气短。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遇明火能燃烧。遇水或受热会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白色氯化氢

烟雾。 

77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

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

醇类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碱类、醇类、胺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

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现场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工作完毕，彻

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腐蚀性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易溶于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试剂。 
分子式 C7H5ClO2 分子量 156.57 

熔点（℃） -28 相对密度（水＝1） 1.248 
沸点（℃） 188-1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0 
闪点（℃） 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73/7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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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碱类、醇类、胺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L0：44 PPM/4 分（大鼠吸入）；LC：0.8 mg/m3/10 分（小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子：0.05 毫克/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38】氯甲酸苄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苄酯 中文别名 苯甲氧基碳酰氯 
英文名称 Benz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BCF；CBZ；Bzcf；

Carbobenzoxy chloride；
Carbonochloride acid 

benzylester 
CAS 号 501-53-1 危险货物编号 83007 
UN 编号 1739 /292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可引

起灼伤。吸入，会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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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水及镁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遇潮时对大

多数金属有腐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

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

皂或洗涤剂刷洗，并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

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氧化剂、潮湿物品、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

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

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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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黄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具有催泪性。 
溶解性 溶于醚、苯、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生化研究及肽合成的保护基。 
分子式 C8H7ClO2 分子量 170.59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1950 
沸点（℃） 1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0 
闪点（℃） 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66／7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000 mg/ kg（大鼠口服）；LC50：590 mg/m3/4h（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39】氯甲酸环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环丁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yclobutyl 英文别名 Cyclobut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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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ochloridate chloroformate；
Carbonochloridic 

acid,cyclobutyl ester；  
Cyclobutyl chloroformate 

CAS 号 81228-87-7 危险货物编号 61609 
UN 编号 274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水或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其蒸气比空气重，

能大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

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

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取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

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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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氧化剂、碱类、胺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7ClO2 分子量 134.5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4 
沸点（℃） 14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6.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胺类、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和接触潮湿空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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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40】氯甲酸正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正丁酯 中文别名 氯甲酸丁酯 
英文名称 But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n-butyl chloroformate 
CAS 号 592-34-7 危险货物编号 61609 
UN 编号 274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水或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其蒸气比空气重，

能大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不宜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

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

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取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

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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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氧化剂、碱类、胺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工作毕，彻底清

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ClO2；

ClCOO(CH2)3CH3 
分子量 136.58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05 
沸点（℃） 14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0.77（13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胺类、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和接触潮湿空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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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41】氯甲酸氯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氯甲酯 中文别名 N(Α)-苄氧羰基-L-赖氨

酸；氯仿酸氯甲酯 
英文名称 Chlorometh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Chloroformic acid 

chloromethylester；
Chloromethoxycarbonyl 
chloride；Chloromethyl 

carbonochloridate；
Chloromethyl 

chlorocarbonate；CMCF； 
JMC 

CAS 号 22128-62-7 危险货物编号 61101 
UN 编号 27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呼吸道有剧烈刺激作用。腐蚀性较氯甲酸甲酯更强烈。可引

起皮肤灼伤，较高的浓度可引起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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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和强腐蚀性，可致人体灼

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

堵漏。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于

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

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正压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为渗透性、刺激性的无色液体，具有腐蚀性，易分解。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反应，也用作催泪性毒气。 
分子式 C2H2Cl2O2 分子量 128.94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449 
沸点（℃） 107-1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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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9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水。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0mg／kg(大鼠经口)；LC50：小鼠最低致死浓度为 344mg／m3。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42】氯甲酸三氯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三氯甲酯 中文别名 双光气； 
氯代甲酸三氯甲酯 

英文名称 Trichlorometh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Diphosgene；Difosgen；
DP；TCF；LJSS 

CAS 号 503-38-8 危险货物编号 61101 
UN 编号 1076 /32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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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窒息性毒剂。主要作用于呼吸器官，引起急性中毒性肺水肿，严重者窒息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或遇碱、或接触活性碳分解有毒光气；遇水、水蒸气产生有毒气体；受热

产生有毒氯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

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

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

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

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严禁用水处理。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覆盖泄漏物。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防爆、耐腐蚀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作为一项

紧急预防措施：小量泄漏，初始隔离 30m，下风向疏散白天 200m、夜晚 700m；

大量泄漏，初始隔离 200m，下风向疏散白天 1100m、夜晚 2600m。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避免产生烟雾。防止烟雾和蒸气释放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现场应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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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具有窒息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军用毒气及有机合成工业的原料，用于医药、农药、染料。 
分子式 C2Cl4O2；ClCO2CCl3 分子量 197.83 

熔点（℃） -57 相对密度（水＝1） 1.64 
沸点（℃） 1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9 
闪点（℃） >1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7(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碱类、活性碳。 

避免接触条件 收入、水、水蒸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50：3600 mg／m3/ 10 分（小鼠吸入）； LCL0：900 mg／m3/15 分（兔

子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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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3】氯甲酸烯丙基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烯丙基酯 中文别名 烯丙基氯甲酸酯； 
氯碳酸烯丙酯 

英文名称 All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2-Propen-1-yl 
chloroformate；2-Propenyl 

chloroformate；Allyl 
carbonochloridate；Allyl 

chloridocarbonate； 
Allyloxycarbonyl 

chloride；Chloroformic 
acid allyl ester；ACF 

CAS 号 2937-50-0 危险货物编号 83006 
UN 编号 17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3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性，并有腐蚀性。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

痉挛、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可引起头痛、恶心、呕吐、咳嗽、

气短等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水及镁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

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

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和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

火剂灭火。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泄漏物进

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水道等)，以避免发生爆炸。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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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用水刷洗

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

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避免产生烟雾。防止烟雾和蒸气释放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

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酸类、氧化剂、潮湿物品、食用化

工原料等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

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强刺激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醚、苯、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5ClO2 分子量 120.5 

熔点（℃） 106 相对密度（水＝1） 1.134 
沸点（℃） 1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 
闪点（℃） 3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66／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水、潮湿空气、醇类、胺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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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44mg／kg(大鼠经口)；21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44】氯甲酸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异丙酯 中文别名 氯甲酸-1-甲基乙基酯； 
异丙基氯甲酸酯； 

异丙酰碳酰 
英文名称 Isoprop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1-methylethylchloroforma

te；
chloro-formicaciisopropyl

ester；
isopropylchloromethanoat

e；IPCF 
CAS 号 108-23-6 危险货物编号 32152 
UN 编号 2407/328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人接触后主要中毒表现为眼及上呼吸道刺激；高浓度时可发生肺水肿。涂于豚鼠

皮肤引起深度坏死及形成焦痂。与兔眼接触造成永久角膜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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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

爆炸的危险。受热分解能放出剧毒的光气。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

腐蚀性气体。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

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

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烟雾。防止烟雾和蒸气释放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

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

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

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必要时，佩戴空气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丙酮、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聚氯乙烯树脂聚合时的引发剂，也可用作农药中间体、矿石浮选剂等。 
分子式 H7ClO2；ClCOOCH(CH3)2 分子量 122.55 

熔点（℃） -81 相对密度（水＝1） 1.08 
沸点（℃） 10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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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80(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5 爆炸下限（％） 4.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5.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070 mg／kg(大鼠经口)，178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245】氯甲酸异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异丁酯 中文别名 氯甲酸-2-甲基丙基酯； 
氯代甲酸异丁酯；氯碳酸

异丁酯；氯蚁酸异丁酯； 
异丁基氯甲酸酯 

英文名称 Isobut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2-Methylpropyl 
carbonochlor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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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thylpropyl 
chloroformate；

Chlorocarbonic acid 
isobutyl ester；IBCF 

CAS 号 543-27-1 危险货物编号 61609 
UN 编号 33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粘膜和皮肤有腐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水或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其蒸气比空气重，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砂土。不宜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

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烟雾。防止烟雾和蒸气释放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

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

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

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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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工作毕，彻底清

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热乙醇、苯、氯仿，可混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ClO2；

ClCOOCH2CH(CH3)2 
分子量 136.58 

熔点（℃） -80 相对密度（水＝1） 1.053 
沸点（℃） 12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87( 20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碱类、胺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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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46】氯甲酸正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正丙酯 中文别名 氯甲酸丙酯 
英文名称 n-Prop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Propyl chloroformate；

Carbonochloridic acid 
propyl ester；Chloroformic 
acid propyl ester；NPCF 

CAS 号 109-61-5 危险货物编号 61101 
UN 编号 274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有害品)； 

7(易燃液体)；41(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可

致死。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可致

皮肤和眼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遇水或受热会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白色氯

化氢烟雾。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

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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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

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碱类、醇类、胺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碱类、醇类、胺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现场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工作完毕，彻

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乙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7ClO2；

CH3CH2CH2OOCCl 
分子量 122.55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09 
沸点（℃） 1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 
闪点（℃） 2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47(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7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醇类、胺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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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50 mg/kg(小鼠经口)，10 mg/kg(小鼠经皮) ；LC50：1604mg/m3，

1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47】氯甲酸仲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酸仲丁酯 中文别名 仲丁基氯甲酸酯 
英文名称 Sec-Butyl Chloroformate 英文别名 sec-Butyl 

carbonochloridate；  
butan-2-yl 

carbonochloridate 
CAS 号 17462-58-7 危险货物编号 61609 
UN 编号 274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可

致死。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可致

皮肤和眼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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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遇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遇水或受热会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白色氯

化氢烟雾。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ClO2 分子量 136.58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081 
沸点（℃） 13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5.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236mmHg at 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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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醇类、胺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48】氯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甲烷 中文别名 R40；甲基氯；一氯甲烷 
英文名称 Meth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Chloromethane；artic；

chlorure de methyle； 
clorometano 

CAS 号 74-87-3 危险货物编号 23040 
UN 编号 1063/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32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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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有刺激和麻醉作用，严重损伤中枢神经系统，亦能损害肝、肾和睾丸。急性

中毒：轻度者有头痛、眩晕、恶心、呕吐、视力模糊、步态蹒跚、精神错乱等。

严重中毒时，可出现谵妄、躁动、抽搐、震颤、视力障碍、昏迷，呼气中有酮体

味。尿中检出甲酸盐和酮体有助于诊断。皮肤接触可因氯甲烷在体表迅速蒸发而

致冻伤。慢性影响：低浓度长期接触，可发生困倦、嗜睡、头痛、感觉异常、情

绪不稳等症状，较重者有步态蹒跚、视力障碍及震颤等症状。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水生生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若有冻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无资料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火花或高热能引起爆炸，并生成光气。接触

铝及其合金能生成自燃性的铝化合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

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

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要

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必须佩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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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有醚样的微甜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苯、四氯化碳，与氯仿、乙醚和冰醋酸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致冷剂、甲基化剂，还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H3Cl 分子量 50.49 

熔点（℃） -97.7 相对密度（水＝1） 0.92 
沸点（℃） -23.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78 
闪点（℃） -86 临界压力（MPa） 6.68 

临界温度（℃） 143.8 饱和蒸汽压（KPa） 506.62(22℃) 
引燃温度（℃） 632 燃烧热（KJ/mol） 685.5 
自燃温度（℃） 63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12（液体），  
1.0007（气体） 

爆炸下限（％） 7.0 

黏度（mPa·s） 液体（20℃）0.244×10-3；

蒸气（20℃）0.62×10-3 
爆炸上限（％） 19.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9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镁、钾、钠及其合金等。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LC50：5300mg／m3(大鼠吸入：4 小时)。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

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

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

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3 类有毒气体；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的液化或压缩品被划

为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品；车间空气中氯甲烷卫生标准 (GB 16192-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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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249】4-氯邻甲苯胺盐酸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邻甲苯胺盐酸盐 中文别名 盐酸-4-氯-2-甲苯胺； 
2-氨基-5-氯甲苯盐酸盐 

英文名称 4-Chloro-2-methylaniline 
Hydrochloride；

4-chloro-o-toluidine 
hydrochloride 

英文别名 2-amino-5-chlorotolueneh
ydrochloride；

2-methyl-4-chloroanilineh
ydrochloride；

4-chloro-2-toluidinehydro
chloride；

4-chloro-6-methylanilineh
ydrochloride 

CAS 号 3165-93-3 危险货物编号 61771 
UN 编号 15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受热分解释出氮氧化物和氯烟雾。进入体内

形成高铁血红蛋白，严重时可致紫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静脉注射美蓝。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透

气型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

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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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防尘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灰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显色剂，并用于染料制造。 
分子式 C7H9Cl2N；C7H8ClN·HCl 分子量 178.0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8 
沸点（℃） 24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9.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560 mg/kg（大鼠经腹），68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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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50】N-(4-氯邻甲苯基)-N,N-二甲基甲脒盐酸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4-氯邻甲苯基)-N,N-二
甲基甲脒盐酸盐 

中文别名 杀虫脒盐酸盐；克死螨 

英文名称 N’-(4-chloro-2-methylphen
yl)-N,N-dimethylmethanim

idamide hydrochloride 

英文别名 chlordimeform 
hydrochloride；

chlordimeform hcl 
CAS 号 19750-95-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杀虫脒中毒后，首先出现兴奋，来回奔跑；继而乏力、口干、心慌、头昏、头痛

等不适；后转入抑制，极度疲劳、肢体麻木、嗜睡、血压下降、精神萎靡、神志

恍惚，少数人有面唇青紫及尿频、尿急、血尿等血性膀胱炎，重症者呈深度昏迷，

四肢或全身癔病样抽搐，面色苍白、瞳孔散大、呼吸浅表，反射消失，可由呼吸、

循环衰竭而致死。长期低浓度接触者，有失眠、多梦、血压偏低、手心多汗等神

经衰弱症候群，以及眼心反射异常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经皮肤污染者，

出现局部青紫，状如大理石花纹，遇冷时更明显。作甲皱床微循环检查，见血管

攀数减少、变细、微血管轻度痉挛、渗液水肿，冷试验阳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应脱去衣服，用肥皂水充分清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 有呼吸困难者给予吸氧。 
食入 口服者应洗胃。静脉滴注 10%葡萄糖 500～1500ml 加维生素 C(500～2000mg)，

以加强解毒作用，促使毒物排出体外。严重中毒有紫绀时，可用小剂量美蓝静脉

注射，给以保肝药物及各种维生素。在治疗中应密切观察病人肝、肾功能受损情

况。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氮氧化物和氯化物等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泡沫、砂土、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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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

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透

气型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

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建议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作业场所，

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纯品为白色氨样气味结晶，工业品为浅黄色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难溶于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作农药杀虫剂。 
分子式 C10H14Cl2N2 分子量 233.14 

熔点（℃） 35 相对密度（水＝1） 1.105 
沸点（℃） 29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0.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85（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遇碱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25 mg/kg（大鼠经口），29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兔：100 毫克、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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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51】2-氯三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三氟甲苯 中文别名 邻氯三氟甲苯； 
邻氯三氟甲基苯 

英文名称 2-Chlorobenzotrifluoride 英文别名 o-chlorobenzotrifluoride；
OCBTF 

CAS 号 88-16-4 危险货物编号 61668 
UN 编号 22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损害作用，接触

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过长时间接触可

引起肺部刺激症状，胸痛、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能燃烧，并散发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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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可减少蒸

发。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或在保

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

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透

气型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

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

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药物、染料及化学品的中间体、溶剂及绝缘液。 
分子式 C7H4ClF3 分子量 180.55 

熔点（℃） -7.4 相对密度（水＝1） 1.38 
沸点（℃） 1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2 
闪点（℃） 5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5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5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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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中毒。LD50：13000mg／kg(大鼠经口) [对位]；LC50：22000mg／m3(大鼠吸入) [对
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52】3-氯三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三氟甲苯 中文别名 间氯三氟甲苯 
英文名称 3-Chlorobenzotrifluoride 英文别名 M-Chlorobenzotrifluoride

；

3-chloro-α,α,α-trifluorotol
uene 

CAS 号 98-15-7 危险货物编号 61668 
UN 编号 22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损害作用，接触

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过长时间接触可

引起肺部刺激症状、胸痛、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能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有毒。吸入会中毒，并有刺激性。蒸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

明火、氧化剂引起燃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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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若本品发生泄漏，作业人员戴自给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穿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

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

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采用塑料桶包装本品。禁止采用

鉄桶。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带有一种樟脑丸的气味的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溶于部分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染料、颜料、药物、农药。溶剂、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7H4ClF3 分子量 180.55 

熔点（℃） -55.4 相对密度（水＝1） 1.331 
沸点（℃） 138.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24 
闪点（℃） 3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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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3000mg／kg(大鼠经口) [对位]；LC50：22000mg／m3(大鼠吸入) [对

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53】4-氯三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三氟甲苯 中文别名 对氯三氟甲苯； 
对氯三氟苄 

英文名称 4-Chlorobenzotrifluoride 英文别名 4-Chlorobenzotrifluoride 
CAS 号 98-56-6 危险货物编号 61668 
UN 编号 22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损害作用，接触

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过长时间接触可

引起肺部刺激症状、胸痛、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能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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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 较
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

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若本品发生泄漏，作业人员戴自给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穿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

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

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采用塑料桶包装本品。禁止采用

鉄桶。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合成农药、医药及化学品的中间体。 
分子式 C7H4ClF3 分子量 180.55 

熔点（℃） -34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13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2 
闪点（℃） 4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60.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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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3000 mg/kg(大鼠经口)[对位] ；LC50：22000 mg/m3(大鼠吸入)[对

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54】氯四氟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四氟乙烷 中文别名 R124；一氯四氟乙烷 
英文名称 Chlorotetrafluoroethane 英文别名 Tetrafluorochloroethane； 

Tetrafluoromonochloroeth
ane 

CAS 号 63938-10-3 危险货物编号 22042 
UN 编号 102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5（不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经热解能放出有高毒的氯化氢和氟化氢气体。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大气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115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皮肤接触 如果发生冻伤：将患部浸泡并保持在 38-42℃的温水中复温。不要涂擦。不要使

用热水或辐射热。使用清洁、干燥的敷料包扎。不适，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10 ~15min；不适，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复苏术。就医。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 建规火险等级 戊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氟化氢。 
灭火方法 迅速切断气源，用水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

剂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

束。 
灭火剂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工作服。切断气源，通风对流，稀释扩散。将漏气的容器移

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

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潮、防晒。应与易燃、可燃物分

开存放。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

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非易燃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致冷剂。 
分子式 C2HClF4；CHClFCF3 分子量 136.48 

熔点（℃） -177 相对密度（水＝1） 1.434 
沸点（℃） -10.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613 

临界温度（℃） 122.25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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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302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C50：小鼠吸入：2.0％，4 小时未见异常。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氧化剂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4-1255】氯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铵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Ammon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0192-29-7 危险货物编号 51029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该品是很强的血液毒(生成高铁血红蛋白及正铁血红素)，吞下几克就可致死。加

热分解出高毒烟雾，吸入会中毒。粉尘刺激眼睛、黏膜和皮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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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不稳定，在常温下有时也会发生自燃爆炸，加热至 100℃ 以上时能

爆炸分解。遇有机物等易于自燃。常因撞击、摩擦、加热及氧化反应时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氯化物、氨。 
灭火方法 用大量水扑救，同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灭火剂 水、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一般

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

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远离火种、热源，工作

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或块状。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试剂。 
分子式 NH4ClO3 分子量 101.49 

熔点（℃） 102(爆炸) 相对密度（水＝1） 1.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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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强酸、硫、磷、硫酸。 

避免接触条件 撞击、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56】氯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Chlorate 

Anhydrous 
英文别名 barium chlorate 

CAS 号 13477-00-4 危险货物编号 51035 
UN 编号 14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食入、吸入。 
健康危害 属可溶性钡盐，有较高毒性。吸入后刺激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接触有刺激性。口

服可引起腹痛、恶心、呕吐、腹泻、脉缓、面色苍白、紫绀、呼吸困难、流涎、

惊厥、昏迷、胃肠出血、进行性肌麻痹、心律紊乱等。可致死。慢性影响：长期

接触钡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炎、结

膜炎、腹泻、心动过速、血压增高、脱发等。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在水生环境中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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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氧化钡。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有防护掩蔽处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用大量水扑救，同

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灭火剂 雾状水、干粉。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避

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

帆布覆盖，减少飞散。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

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露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库温不超过 30℃，

相对湿度不超过 80%。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

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

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设备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棱形结晶或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也用于烟花和炸药的制造。 
分子式 Ba(ClO3)2·H2O 分子量 322.29 

熔点（℃） 414（无水） 相对密度（水＝1） 3.1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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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强酸、醇类、硫、磷、铝、镁。 

避免接触条件 撞击、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335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未 0.7mm 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kg；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露、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57】氯酸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钙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lc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0137-74-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45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为有毒化学品，其粉尘对呼吸道、眼及皮肤有刺激性。吸入氯酸钙粉尘，会因积

累在体内而引起中毒，出现恶心、大量呕吐、下泻、呼吸困难、肾损害等症状。

口服急性中毒，可导致胃肠炎，肝肾损伤，甚至发生窒息症状，口服急性中毒表

现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胃肠炎，肝肾损害，甚至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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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放氧；遇有机物、金属粉末可燃；热分解排出有毒氯化物烟雾。遇有机物、

金属粉末可爆。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氧化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有防护掩蔽处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用大量水扑救，同

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灭火剂 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避

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

帆布覆盖，减少飞散。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

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露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良好、避雨、避暴晒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燃、可燃物、还原剂、酸类、

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装、混储、混运。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设备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片状结晶或白色颗粒粉末，味咸。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和丙酮。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除草剂和去叶剂。还用于杀虫剂、农药、照相、烟火等。 
分子式 CaCl2O6 分子量 206.98 

熔点（℃） 340 相对密度（水＝1） 2.711 
沸点（℃） 4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12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空气中易吸水潮解，加热易分解出氧气。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硫、磷、铝、镁等易燃无机物。易燃或可燃的有机物，例如醇、

醚、汽油、油脂等。 
避免接触条件 撞击、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 4500 mg/kg(大鼠经口)，625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防水纸袋或塑料袋中，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

器口应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

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应严格按危险品货物运输，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

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

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

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58】氯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钾 中文别名 白药粉；洋硝 
英文名称 Potass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Anforstan；Fekabit 
CAS 号 3811-04-9 危险货物编号 51031 
UN 编号 14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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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对人的致死量约 10g。口服急性中毒表现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胃肠炎,肝肾损害,
甚至窒息 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常温下稳定，在 400℃ 以上则分解并放出氧气。与还原剂、有机物、

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氧化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用大量水扑救，同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

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

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片状结晶或白色颗粒粉末，味咸而凉。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醇、甘油。 

主要用途 用于火柴、烟花、炸药的制造，以及合成印染、医药，也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KClO3 分子量 122.55 

熔点（℃） 356 相对密度（水＝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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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4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醇类、强酸、硫、磷、铝、镁。 

避免接触条件 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87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其它法规：氯酸钾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92-83)。 

【4-1259】氯酸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镁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Magnes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Magnesium dichlorate；

Magron；Ortho MC；
De-fol-ate；E-Z-Off； 

MC Defoliant 
CAS 号 10326-21-3 危险货物编号 5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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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272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40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有刺激性；为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接触后出现头痛、头昏、虚弱；高

浓度可致呼吸紊乱、虚脱甚至死亡。眼和皮肤接触有刺激性，可致灼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用大量水扑救，同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

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

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

（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或粉末，味苦，有潮解性。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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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干燥剂及脱叶剂。 
分子式 Mg(ClO3)2.6H2O 分子量 299.33 

熔点（℃） 35 相对密度（水＝1） 1.80 
沸点（℃） 12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6348mg／kg(大鼠经口)；5235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0】氯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钠 中文别名 氯酸碱；白药钠； 
氯酸鲁达 

英文名称 Sod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Sodiumchl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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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san； Asex；
Atlacide；B-Herbatox； 
Desolet；Evau-Super；

Granex O；Kusa-tohru； 
Oxycil；Sodakem 

CAS 号 7775-09-9 危险货物编号 51030 
UN 编号 14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对呼吸道、眼及皮肤有刺激性。口服急性中毒，表现为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胃肠炎，肝肾损伤，甚至发生窒息。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受强热或与强酸接触时即发生爆炸。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气、氯化物、氧化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用大量水扑救，同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

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

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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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结晶，味咸而凉，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及制氯酸盐、除草剂、医药品等，也用于冶金矿石处理。 
分子式 NaClO3 分子量 106.44 

熔点（℃） 248～261 相对密度（水＝1） 2.49 
沸点（℃） 3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5-7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醇类、强酸、硫、磷、铝。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2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10 毫克、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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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1】氯酸溶液[浓度≤10%]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溶液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hloric acid 英文别名 Chlorsaeure；hydrogen 

trioxochlorate；
hydroxidodioxidochlorine 

CAS 号 7790-93-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62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腐蚀眼睛、皮肤和呼吸道，吸入可引起迟发几小时的肺水肿，严重病例有死亡危

险。如果吸入或食入，有毒性和严重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20 分钟。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20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但有强烈氧化性和腐蚀性，并有毒。受热易分解，遇有机物、易燃物能引

起燃烧。强氧化剂。与可燃物、无机酸、还原剂、有机或易氧化性物质、金属粉

末、金属氢化物及某些其它物质接触发生剧烈反应。与有些金属接触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大于 40%的溶液不稳定，其水溶液在蒸发时能发生爆炸性分解。 
燃烧性 不燃，腐蚀品，一级无机

酸。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氯。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沙土、二氧化碳、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

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

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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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剂、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黄色液体。有类似硝酸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极易溶于水。 

主要用途 作为氧化剂。 
分子式 HClO3 分子量 84.46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282（14.2℃） 
沸点（℃） 4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无机酸、还原剂、有机或易氧化性物质、金属粉末、金属氢化物。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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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2】氯酸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es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Halquinols 
CAS 号 13763-67-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具刺激作用。误服可引起恶心、胃部不适。目前，尚无职业中毒的报告。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混合，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铯。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沙土、二氧化碳、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摩擦、震动和撞击。小心扫起，避免扬尘，倒

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

磷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专仓专储。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硫、磷、金属粉末、铵盐、

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轻装轻卸。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分装和搬运作业

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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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六角形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微溶于醇。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sClO3 分子量 216.3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3.57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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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3】氯酸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tront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Chloric acid，strontium 

salt 
CAS 号 7791-10-8 危险货物编号 51034 
UN 编号 15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具刺激作用。误服可引起恶心、胃部不适。目前，尚无职业中毒的报告。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铵盐、可燃物、还原剂、金属粉末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

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

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锶。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摩擦、震动和撞击。小心扫起，避免扬尘，倒

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

磷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专仓专储。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硫、磷、金属粉末、铵盐、

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轻装轻卸。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分装和搬运作业

要注意个人防护。 

13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红色烟火。 
分子式 Sr(ClO3)2 分子量 254.52 

熔点（℃） 12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152(2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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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4】氯酸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铊 中文别名 氯酸亚铊 
英文名称 Thallium chlorate 英文别名 Thallous chlorate 
CAS 号 13453-30-0 危险货物编号 51039 
UN 编号 257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氯酸铊对眼睛、粘膜有强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均可引起中毒。可

引起心、肝、肾损害。全身毛发脱落是其中毒的特征，另外，氯酸铊对于环境亦

有一定危害。必须要求相关允许才可以排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稳定性较高，但与强氧化剂、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能引起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高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铊。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覆盖。

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接

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

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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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后进行消毒。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针状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热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 
分子式 TlClO3 分子量 287.8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5.5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水、易燃或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

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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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5】氯酸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铜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upric chlorate 英文别名 Copper chlorate 
CAS 号 26506-47-8 危险货物编号 51037 
UN 编号 272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有刺激作用。溅入眼内可引起结膜炎、角膜溃疡和角膜混浊。可发

生接触性皮炎；误服可致急性胃肠炎；长期吸入尚可引起肺部纤维组织增生。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滴醋酸可的松眼药水和抗菌素。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铵盐、可燃物、还原剂、金属粉末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

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

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铜。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摩擦、震动和撞击。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

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

磷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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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食用化

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佩戴防毒口罩。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特别

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蓝色至绿色易潮解的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染色、印花。 
分子式 Cu(ClO3)2·6H2O 分子量 338.53 

熔点（℃） 65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水、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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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6】氯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锌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Zinc chlorate 英文别名 Zinkchlorat 
CAS 号 10361-95-2 危险货物编号 51038 
UN 编号 15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可引起支气管肺炎。误服可引起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的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加热至 60℃以上发生分解爆炸。与铵盐、可燃物、还原剂、金属粉

末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

易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锌。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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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

磷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食用化

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易潮解的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甘油、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 
分子式 Zn(ClO3)·4H2O 分子量 304.33 

熔点（℃） 6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15 
沸点（℃） 68-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95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水、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二层纸袋或塑料袋，袋口扎紧，再装入厚度为 0.7 毫米的钢桶内，容器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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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牢固。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按零担运输时，钢桶外应再加透笼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7】氯酸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酸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ilver chlorate 英文别名 Argentous chlorate 
CAS 号 7783-92-8 危险货物编号 51040 
UN 编号 14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和粘膜刺激性强。高温下，能释出有毒的烟雾，吸入会中毒。长期接触可

能引起全身银质沉着症：皮肤及眼结膜（或角膜）色素沉着，慢性支气管炎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铵盐、可燃物、还原剂、金属粉末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

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

的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银、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覆盖。用洁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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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子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

磷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还

原剂、酸类、易（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食用化学品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四角晶体，见光缓慢分解而变暗。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醇。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氧化剂。 
分子式 AgClO3 分子量 191.32 

熔点（℃） 230 相对密度（水＝1） 4.43 
沸点（℃） 27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铵盐、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410 mg/ kg（大鼠口服）。 
刺激性 皮肤- 兔子：10 毫克/24 小时、轻度；LD50：20 毫克/24 小时、中度（兔子眼）。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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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68】1-氯戊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戊烷 中文别名 氯代正戊烷；氯戊烷；戊

基氯；氯化戊基；正戊基

氯 
英文名称 1-Chloropentane 英文别名 n-Amyl chloride； 

Pentyl chloride；
n-butylcarbonylchloride；

Chloropentane 
CAS 号 543-59-9 危险货物编号 32034 
UN 编号 11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对身体有害。蒸汽或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

猛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高

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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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干砂、二氧化碳、泡沫、1211 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

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有甜味的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苯、乙醚、乙醇、氯仿，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溶剂等。 
分子式 C5H11Cl 分子量 106.59 

熔点（℃） -99 相对密度（水＝1） 0.882 
沸点（℃） 108.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7 
闪点（℃） 12.2（开口） 临界压力（MPa） 3.42 

临界温度（℃） 289 饱和蒸汽压（KPa） 4.14（25℃） 
引燃温度（℃） 259 燃烧热（KJ/mol） 3064.3 
自燃温度（℃） 259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6 爆炸下限（％） 1.4 
黏度（mPa·s） 0.580（20ºC） 爆炸上限（％）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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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2670 mg/ kg（大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化劳发 [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

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269】2-氯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硝基苯 中文别名 邻氯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1-Chloro-2-nitrobenzene； 

2-Chloro-1-nitrobenzene； 
o-Chloronitrobenzene；

2-CNB；ONCB 
CAS 号 88-73-3 危险货物编号 61678 
UN 编号 157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吸收后，产生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急性中毒病人可有

头痛、头昏、乏力、皮肤粘膜有紫绀、手指麻木等症状。重者可出现胸闷、呼吸

困难、心悸，甚至发生心律紊乱、昏迷、抽搐、呼吸麻痹。有时可引起溶血性贫

14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血，肝损害。慢性中毒有头痛、乏力、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征候群；有

慢性溶血时，可出现黄疸、贫血；还可引起中毒性肝炎。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和氯化物气体。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

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苯。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4ClNO2 分子量 1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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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32.5 相对密度（水＝1） 1.348 
沸点（℃） 24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4 
闪点（℃） 123.8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7／119℃ 
引燃温度（℃） 126.67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1.4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7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2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88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外榫槽接缝木箱；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70】3-氯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硝基苯 中文别名 间氯硝基苯； 
1-氯-3-硝基苯 

英文名称 3-Nitro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1-Chloro-3-nitrobenzene； 
m-Chloronitrobenzene； 

MNCB 
CAS 号 121-73-3 危险货物编号 61678 
UN 编号 157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148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刺激作用，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溶血性贫血及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主

要中毒表现有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头痛，头昏，呼吸困难，紫绀，贫血，血

尿，血红蛋白和管型尿，恶心，呕吐，腹部疼痛，嗜睡，兴奋和幻觉，以及肌肉

无力和共济失调。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和氯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

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14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4ClNO2 分子量 157.56 

熔点（℃） 46 相对密度（水＝1） 1.53 
沸点（℃） 2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3 临界压力（MPa） 3.98 

临界温度（℃） 468.85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74（8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41~2.4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2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外榫槽接缝木箱；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71】4-氯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硝基苯 中文别名 对氯硝基苯； 
1-氯-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chlorobenz ene 英文别名 p-chloronitrobenz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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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00-00-5 危险货物编号 61678 
UN 编号 157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病人可有头痛、头昏、乏力、皮肤粘膜紫绀、手指麻木等症状。重者

可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心悸，甚至发生心律紊乱、昏迷、抽搐、呼吸麻痹，有

时可引起溶血性贫血，肝损害。慢性中毒：有头痛、乏力、失眠、记忆力减退等

神经衰弱综合征表现；有慢性溶血时，可引起黄疸、贫血；还可引起中毒性肝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其粉体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易升华，具有爆炸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和

氯化物气体。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氮氧 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穿上适

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塑料布覆盖

泄漏物，减少飞散。 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集泄漏物，置于

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 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食用

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

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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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纯品为浅黄色单斜棱形晶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乙醚、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染料中间体及制药。 
分子式 C6H4ClNO2 分子量 157.56 

熔点（℃） 83～84 相对密度（水＝1） 1.298 
沸点（℃） 24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43 
闪点（℃） 127 临界压力（MPa） 0.012（2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126.67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20 mg/kg（大鼠经口），16000 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外榫槽接缝木箱；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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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72】氯溴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溴甲烷 中文别名 甲撑溴氯；溴氯甲烷 
英文名称 Bromochloromethane 英文别名 BCM；CBM；

Monochloromonobromom
ethane；chlorobrom； 
chloromethylbromide 

CAS 号 74-97-5 危险货物编号 61574 
UN 编号 188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性，高浓度有麻醉作用。接触后引起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精神错乱，

头晕，甚至发生神志丧失。皮肤接触液状本品，引起刺痛感，继续接触可致皮炎。

长期或反复接触，对皮肤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在人类重要食物链中，特别是

中水生生物中发生生物蓄积。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碱金属能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溴化氢、光气、一氧化碳、溴。 
灭火方法 在物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剂 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

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

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

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 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金属、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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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选择佩带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循环式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沐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氯仿的特殊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乙醚、苯、四氯化碳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小型灭火剂，还用作矿物浮选剂和涂料的渗透剂。 
分子式 CH2BrCl 分子量 129.38 

熔点（℃） -88 相对密度（水＝1） 1.991 
沸点（℃） 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5 
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6.08 

临界温度（℃） 297 饱和蒸汽压（KPa） 15.3（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4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碱金属如钙、铝粉、锌、镁。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5000 mg/kg（大鼠经口）， 43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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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73】氯乙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腈 中文别名 氰化氯甲烷；氯甲基氰；

聚乙腈；一氯乙腈； 
氯乙酰腈 

英文名称 Chloroacetonitrile 英文别名 2-Chloroacetonitrile；
alpha-Chloroacetonitrile；

Chlorocyanomethane；
Monochloroacetonitrile； 

Monochloromethyl 
cyanide 

CAS 号 107-14-2 危险货物编号 61634 
UN 编号 266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如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性。可引起紫绀。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对水体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戊

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热分解释出高毒蒸气。遇水或水蒸气、酸或酸气产生有毒

的可燃性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泡沫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

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

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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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 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金属、食用

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烃类、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熏蒸剂、溶剂。 
分子式 C2H2ClN 分子量 75.5 

熔点（℃） 38 相对密度（水＝1） 1.193 
沸点（℃） 124-12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4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6/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02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20 mg/kg（大鼠经口，139 mg/kg（小鼠经口），71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 兔子 ：14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 ：20 毫克/ 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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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74】氯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 中文别名 氯醋酸；一氯醋酸 
英文名称 Chloroacetic acid 英文别名 Monochloroacetic acid; 

MCA 
CAS 号 79-11-8 危险货物编号 81603 
UN 编号 175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高浓度本品蒸气或皮肤接触其溶液后，可迅速大量吸收，造成急性中毒。吸

入初期为上呼吸道刺激症状。中毒后数小时即可出现心、肺、肝、肾及中枢神经

损害，重者呈现严重酸中毒。患者可有抽搐、昏迷、休克、血尿和肾功能衰竭。

酸雾可致眼部刺激症状和角膜灼伤。皮肤灼伤可出现水疱，1～2 周后水疱吸收。

慢性影响：经常接触低浓度本品酸雾，可有头痛、头晕现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极毒。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

化学反应。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能腐蚀皮肤，

破坏所有非贵重金属、橡胶和木材等。酸性比醋酸强。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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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

统。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远离

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

还原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必要时，建议佩戴隔离式

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有潮解性。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氯仿、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制农药和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2H3ClO2；ClCH₂COOH 分子量 94.50 

熔点（℃） 63 相对密度（水＝1） 1.58 
沸点（℃） 1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6 
闪点（℃） 12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71.5℃) 
引燃温度（℃） >500 燃烧热（KJ/mol） 726.4 
自燃温度（℃） >50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51 爆炸下限（％） 8.0 
黏度（mPa·s） 1.29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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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76 mg/kg(大鼠经口)，255 mg/kg(小鼠经口) ；LC50：180 mg/m3(大

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或用安

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采用聚丙烯编织袋内衬双层塑料袋包装。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75】氯乙酸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丁酯 中文别名 氯醋酸丁酯 
英文名称 Butyl 2-chloroacetate 英文别名 Butyl chloroacetate；

n-Butyl chloroacetate；
Chloroacetic acid butyl 

ester 
CAS 号 590-02-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7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性作用。重者可引起肺水肿。对琢鼠

皮肤有中度刺激性，可经皮肤吸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高毒，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

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有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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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佩戴氧气呼吸器，穿全身消防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防止泄漏物进入下

水道、排虹沟等限制性空间。尽可能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

入下水道、地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

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中，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臵。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还原剂、酸类、碱类 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 30℃。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辛辣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能溶于乙醚、乙醇。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11ClO2 分子量 150.6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57 
沸点（℃） 180.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9.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89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160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物质。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碱类及食品、还原剂混匀；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运输时 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76】氯乙酸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酐 中文别名 氯醋酸酐；一氯醋酐； 
2-氯乙酸酐 

英文名称 Chloroacetic Anhydride 英文别名 Methyl 
3-chloro-4-fluorobutanoat

e；(2-chloroacetyl) 
2-chloroacetate； 

CAS 号 541-88-8 危险货物编号 81604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证、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出现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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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

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醇类、胺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带防毒面具。必要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结晶，有刺激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醚、氯仿，微溶于苯，不溶于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中间体 
分子式 C4H4Cl2O3；

ClCH2COOCOCH2Cl 
分子量 170.98 

熔点（℃） 46 相对密度（水＝1） 1.55 
沸点（℃） 20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 
闪点（℃） >230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67.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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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0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碱类、醇类、胺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77】氯乙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甲酯 中文别名 氯醋酸甲酯； 
一氯乙酸甲酯 

英文名称 Methyl chloroacetate 英文别名 Methyl 
monochloracetate；

methylchloroethanoate 
CAS 号 96-34-4 危险货物编号 61102 
UN 编号 2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因喉和支气管的痉挛、

炎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

头痛、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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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接触酸或

酸雾会放出剧毒的烟雾。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雾状水驱散蒸气。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防止泄漏物进入下

水道、排虹沟等限制性空间。尽可能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

入下水道、地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

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中，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臵。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还原剂、酸类、碱类 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 30℃。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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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用作杀虫剂“乐果”的中间体。 
分子式 C3H5ClO2 分子量 108.53 

熔点（℃） -32.1 相对密度（水＝1） 1.24 
沸点（℃） 129.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8 
闪点（℃） 5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29℃) 
引燃温度（℃） 46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869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7.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8.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4.6 (28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40 mg/kg(小鼠经口)；LC50：1000mg/m3，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

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

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 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 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

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

品。其它法规：氯乙酸甲酯生产安全技术规定(HGA021-83)。 

【4-1278】氯乙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钠 中文别名 氯醋酸钠；一氯乙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chloroacetate 英文别名 Chloroacetate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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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chloroacetic Acid 
Sodium；Sodum 

chloroacetate；monoxone； 
sma；smca 

CAS 号 3926-62-3 危险货物编号 61610 
UN 编号 26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砂土、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

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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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或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甲醇，不溶于乙醚、苯、丙酮和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药用。除草剂。染料。 
分子式 C2H2ClNaO2 分子量 116.48 

熔点（℃） 199 相对密度（水＝1） 1.399 
沸点（℃） 1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1.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4.5-9.0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80 mg/kg(大鼠经口)；17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 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

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

品。 

【4-1279】氯乙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叔丁酯 中文别名 氯醋酸叔丁酯；氯乙酸第

三丁酯；氯醋酸特丁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Chloroacetate 英文别名 reft-Butyl chloroace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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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imethylethyl 
chloroacetate；

Chloroacetic acid 
1,1-dimethylethyl 

CAS 号 107-59-5 危险货物编号 61611 
UN 编号 2920/327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其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

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

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

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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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11ClO2 分子量 150.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53 
沸点（℃） 48-4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 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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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

品。 

【4-1280】氯乙酸乙烯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乙烯酯 中文别名 氯醋酸乙烯酯； 
乙烯基氯乙酸酯 

英文名称 Vinyl Chloroacetate 英文别名 Chloroacetic acid vinyl；
chloro-aceticaciethenylest

er 
CAS 号 2549-51-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58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遇酸、遇水，或受热放出有毒氯化氢气体；有腐蚀性和强刺激性。蒸气与

空气混合可爆。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和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 砂土, 泡沫, 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

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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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

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几乎不溶于水，溶于乙醇、四氯化碳、乙醚、二甲基甲酰胺和苯等。 

主要用途 用作粘合剂、涂料、染色剂的原料等。 
分子式 C4H5ClO2 分子量 120.53 

熔点（℃） -68 相对密度（水＝1） 1.192 
沸点（℃） 1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2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51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1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物、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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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 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

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

品。 

【4-1281】氯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酸乙酯 中文别名 氯醋酸乙酯；乙基氯乙酸

酯；一氯乙酸乙酯；氯代

乙酸乙酯；乙基氯醋酸 
英文名称 Ethyl Chloroacetate 英文别名 Chloroaceticester；Ethyl 

monochloracetate；
ethylchloracetate；

ethylesterkyselinychloroct
ove 

CAS 号 105-39-5 危险货物编号 61102 
UN 编号 118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呼吸道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重者可引起肺水肿。对豚鼠皮肤有中度

刺激性。可经皮肤吸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产生

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碱性物质处理。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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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

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现场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工作完毕，彻

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和有机合成原料。 
分子式 C4H7ClO2 分子量 122.55 

熔点（℃） -26 相对密度（水＝1） 1.16 
沸点（℃） 14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5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3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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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LD50: 50mg／kg(大鼠经口)，230mg／kg(兔经皮) ，250 mg/kg（小鼠经皮）。 
刺激性 眼- 兔子 ：250 微克/ 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82】氯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烷 中文别名 乙基氯；一氯乙烷 
英文名称 Eth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Anodynon；Chloro 

ethane；Aethylchlorid；
1-Chloroethane 

CAS 号 75-00-3 危险货物编号 21036 
UN 编号 1037/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有刺激和麻醉作用。高浓度损害心、肝、肾。吸入 2％～4％浓度时可引起运动

失调、轻度痛觉减退，并很快出现知觉消失，但其刺激作用非常轻微；高浓度接

触引起麻醉，出现中枢抑制，可出现循环和呼吸抑制。皮肤接触后可因局部迅速

降温，造成冻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大气和饮用水的污染，

对水生生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若有冻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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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氧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

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即时使用。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

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

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

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选择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有类似醚样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聚丙烯的催化剂，也用作冷冻剂、麻醉剂、杀虫剂等。 
分子式 C2H5Cl 分子量 64.51 

熔点（℃） -140.8 相对密度（水＝1） 0.92 
沸点（℃） 1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20 
闪点（℃） -43(开杯) 临界压力（MPa） 5.23 

临界温度（℃） 187.2 饱和蒸汽压（KPa） 53.32(-3.9℃) 
引燃温度（℃） 510 燃烧热（KJ/mol） 1349.3 
自燃温度（℃） 51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1179（0℃） 爆炸下限（％） 3.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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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5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钾、钠及其合金。 

避免接触条件 火源、热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50：160000mg／m3、2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

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

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

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1283】氯乙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烯 中文别名 乙烯基氯；氯乙炔 
英文名称 Chloroethene 英文别名 1-Chloroethene ；

1-Chloroethylene； 
Vinyl chloride 

CAS 号 75-01-4 危险货物编号 21037 
UN 编号 108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急性毒性表现为麻醉作用；长期接触可引起氯乙烯病。急性中毒：轻度中毒时病

人出现眩晕、胸闷、嗜睡、步态蹒跚等；严重中毒可发生昏迷、抽搐，甚至造成

死亡。皮肤接触氯乙烯液体可致红斑、水肿或坏死。慢性中毒：表现为神经衰弱

综合征、肝肿大肝功能异常、消化功能障碍、雷诺氏现象及肢端溶骨症。皮肤可

出现干燥、皲裂、脱屑、湿疹等。本品为致癌物，可致肝血管肉瘤。氯乙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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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刺激物，短时接触低浓度，能刺激眼和皮肤，与其液体接触后由于快速蒸发能

引起冻伤。对人体有麻醉作用，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引起与轻度酒精中毒相似

的症状。 吸入量在 0.5% 以上时，可引起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心神不安、

不辨方向，暴露于含量达 20%～40%的浓度时，可使人产生急性中毒。 
环境危害 在环境中能参与光发生化学烟雾反应。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燃烧

或无抑制剂时可发生剧烈聚合。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

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

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 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

水。如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传送过程中，

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

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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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有醚样气味的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四氯化碳、苯。 

主要用途 塑料工业的重要原料，主要用于生产聚氯乙烯树脂。也可用作冷冻剂等。 
分子式 C2H3Cl 分子量 62.50 

熔点（℃） -153.8 相对密度（水＝1） 0.911 
沸点（℃） -13.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15 
闪点（℃） -78(闭式) 临界压力（MPa） 5.60 

临界温度（℃） 142 饱和蒸汽压（KPa） 346.53(25℃) 
引燃温度（℃） 41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1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00 爆炸下限（％） 3.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3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38 pH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50: 18000 PPM/ 15 分（大鼠吸入）；LD50: 5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动。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

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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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4】氯乙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乙酰氯 中文别名 氯化氯乙酰；一氯乙酰氯 
英文名称 Chloroacet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Chloroacetic ahloride； 

Chloroacetylchloride；
Monochloroacetyl 

chloride；
alpha-Chloroacetyl 

chloride；chloracetyl 
CAS 号 79-04-9 危险货物编号 81118 
UN 编号 175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可能由于喉、支气管的痉挛、

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能与很多物质发生剧烈反应导致燃烧爆炸。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

毒的腐蚀性烟气。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和强腐蚀性，可致人体灼

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

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烟雾。防止烟雾和蒸气释放到工作场所

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17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氧化剂、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

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

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遇水分解。 
溶解性 溶于丙酮，可混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农药乐果、氟乙酰胺、医药、溶剂、致冷剂、灭火剂、助染剂、润滑油添加

剂等的生产。 
分子式 C2H2Cl2O；ClCH2CClO 分子量 112.94 

熔点（℃） -22 相对密度（水＝1） 1.419 
沸点（℃） 10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 
闪点（℃） 100（闭杯） 临界压力（MPa） 5.11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00（41.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20mg／kg(大鼠经口)，220 mg／kg(小鼠经口)；LC50：4620mg/m3

（大鼠吸入，4h）。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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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85】马来酸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马来酸酐 中文别名 马来酐；失水苹果酸酐；

顺丁烯二酸酐；2,5-呋喃

二酮；顺酐 
英文名称 Maleic Anhydride 英文别名 2,5-Furandine；Anhydrid 

kyseliny maleinove；
Butenedioicanhydride；

cis-butanedioicanhydride； 
Dihydro-2,5-dioxofuran；

MAN；MA 
CAS 号 108-31-6 危险货物编号 81624 
UN 编号 22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和蒸气具有刺激性。吸入后可引起咽炎、喉炎和支气管炎。可伴有腹痛。

眼和皮肤直接接触有明显刺激作用，并引起灼伤。慢性影响：慢性结膜炎，鼻粘

膜溃疡和炎症；有致敏性，可引起皮疹和哮喘。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粉尘和蒸汽均易燃易爆；可燃；火场释放辛辣刺激烟雾。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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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酸碱工作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

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还原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斜方针状结晶，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丙酮、苯、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制造聚合物、共聚物，也用于合成树脂、涂料、农药、医药、食品及润滑油添加

剂等。 
分子式 C4H2O3 分子量 98.06 

熔点（℃） 52.8 相对密度（水＝1） 1.48 
沸点（℃） 20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8 
闪点（℃） 110（开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2／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390 
自燃温度（℃） 447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88 爆炸下限（％） 1.4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0.8 (5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强碱、碱金属、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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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708 mg／kg(大鼠经口)，24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子：1%/2 分、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

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体）；塑料桶（液体）。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286】4-氯正丁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正丁酸乙酯 中文别名 乙基 4-氯丁酸酯； 
4-氯丁酸乙酯 

英文名称 4-chlorobutanoic acid ethyl 
ester；ethyl 

4-chloro-n-buranoate 

英文别名 Ethyl γ-chlorobutyrate；
Ethyl 4-chlorobutanoate；

4-Chlorobutyric Acid 
Ethyl Ester 

CAS 号 3153-36-4 危险货物编号 61615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有催泪性和刺激性。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

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易分解，燃烧时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催泪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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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不宜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集中处理。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

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撒湿水或冰水冷却。

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工作毕，彻底清

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催泪性。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11ClO2；

ClCH2CH2CH2COOCH2C
H3 

分子量 150.61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08 
沸点（℃） 18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51 
闪点（℃） 5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2.10 pH 无资料 

18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数值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

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

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 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87】吗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吗啉 中文别名 吗啡啉；1,4-氧氮杂环己

烷；四氢-1,4-噁嗪； 
1,4-氧氮六环 

英文名称 Morpholine 英文别名 1-Oxa-4-azacyclohexane； 
Tetrahydro-2H-1,4-oxazin
e；Diethylenimide oxide；
1,4-Oxazinan；Drewamine 

CAS 号 110-91-8 危险货物编号 33617 
UN 编号 1760/205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强烈刺激呼吸道粘膜，可引起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高浓

度吸入可致死。蒸气、雾或液体对眼有强烈刺激性，严重者可导致失明。皮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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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可发生灼伤。吞咽本品液体可灼伤消化道，大量吞咽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有

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

汽、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

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

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有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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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及树脂、蜡类、虫胶等的溶剂。 
分子式 C4H9NO 分子量 87.12 

熔点（℃） -4.6 相对密度（水＝1） 0.994 
沸点（℃） 12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46 饱和蒸汽压（KPa） 0.93(20℃) 
引燃温度（℃） 31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1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48 爆炸下限（％） 1.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8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酰基氯、酸酐、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050 mg/kg(大鼠经口)，500 mg/kg(兔经皮) ；LC50：28480mg/m3(大

鼠吸入：8 小时)。 
刺激性 皮肤-兔子：995 毫克/24 小时、重度；眼睛-兔子：2 毫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严密封装于玻璃瓶或陶瓷罐内，外套木桶包装。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288】煤焦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煤焦酚 中文别名 杂酚；粗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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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Extracts, coal tar oil alk 英文别名 Phenol crude；Coal tar 
phenol；Crude phenols； 

Chemical oil extract 
CAS 号 65996-83-0 危险货物编号 61069 
UN 编号 292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有毒品；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粗酚对皮肤、粘膜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抑制中枢神经和损害肝、肾功能。急性

中毒：吸入高浓度蒸气可致头痛、头晕、乏力、视物模糊、肺水肿等。误服引起

消化道灼伤，出现烧灼痛，呼出气带酚味，呕吐物或大便可带血液，有胃肠穿孔

的可能，可出现休克、肺水肿、肝或肾损害，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可死于呼吸

衰竭。眼接触可致灼伤。可经灼伤皮肤吸收引起中毒，表现为心律失常、休克、

代谢性酸中毒、肾损害等，甚至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有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的报道。慢性中毒：可引起头痛、头晕、咳嗽、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严重者

引起蛋白尿。可致皮炎。 
环境危害 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甘油、聚乙二醇 300 至 400 或聚乙二醇和酒精混合液 

(7:3)抹洗，然后用水彻底清洗。或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 分钟。如有不适

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10～15 分钟。如有不适感，

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催吐。口服活性碳，导泻。就医。不能使用石蜡油

或酒精。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其粉体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防毒服。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泄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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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库温不超过 35℃，相

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

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晶体，有特殊气味。在空气中及光线作用下变为粉红色甚至红色。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醇、醚、氯仿、甘油。 

主要用途 用于生产酚醛树脂、双酚 A、己内酰胺、苯胺、烷基酚等。在石油炼制工业中用

作润滑油精制的选择性抽提溶剂，也用于塑料和医药工业。 
分子式 C6H6O 分子量 94.11 

熔点（℃） 40.6 相对密度（水＝1） 1.132 
沸点（℃） 181.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4 
闪点（℃） 79 临界压力（MPa） 6.13 

临界温度（℃） 419.2 饱和蒸汽压（KPa） 0.13（40.1℃） 
引燃温度（℃） 595 燃烧热（KJ/mol） 305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88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4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17 mg/kg(大鼠经口)，850 mg/kg(兔经皮)；LC50：316mg/m3(大鼠

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24 小时，重度刺激；家兔经眼：1mg，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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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89】煤焦沥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煤焦沥青 中文别名 焦油沥青；煤沥青；煤膏 
英文名称 Coal tar 英文别名 Coaltar pitch 
CAS 号 65996-93-2 危险货物编号 32192 
UN 编号 11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沥青及其烟气对皮肤粘膜具有刺激性，有光毒作用和致肿瘤作用。我国三种主要

沥青的毒性：煤焦沥青＞页岩沥青＞石油沥青，前二者有致癌性。沥青的主要皮

肤损害有：光毒性皮炎，皮损限于面、颈部等暴露部分；黑变病，皮损常对称分

布于暴露部位，呈片状，呈褐－深褐－褐黑色；职业性痤疮；疣状赘生物及事故

引起的热烧伤。此外，尚有头昏、头胀，头痛、胸闷、乏力、恶心、食欲不振等

全身症状和眼 、鼻、咽部的刺激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为致癌

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沙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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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服。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泄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黑色粘稠液体，具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丙酮、乙醚、稀乙醇，溶于二硫化碳、四氯化碳等。融解氢氧

化钠。 
主要用途 用于涂料、塑料、橡胶等工业以及铺筑路面等。 
分子式 C15H28O2 分子量 240.38 

熔点（℃） 30-180 相对密度（水＝1） 1.15-1.25 
沸点（℃） 3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48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30(g/立方厘米)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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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薄钢板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花格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也铁

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

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
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煤焦油严禁与氧化剂、食用

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

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

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290】煤焦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煤焦油 中文别名 煤黑油；煤溚  
英文名称 Coal Tar 英文别名 Carbo-cort； 

Coal tar ointment 
CAS 号 8007-45-2 危险货物编号 32192 
UN 编号 11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作用于皮肤，引起皮炎、痤疮、毛囊炎、光毒性皮炎、中毒性黑皮病、

疣赘及癌肿。可引起鼻中隔损伤，为致癌物。皮肤光感过敏，暴露部位迅速红肿

及疼痛，甚至发生大疱，部分患者会有头痛、恶心、发热等全身症状。其中含有

的苯会抑制人体造血功能，能致使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减少而造成多种疫

病，对皮肤有刺激性作用，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可引起中毒。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脫去污染的衣著，用肥皂水及清水徹底沖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瞼，用流動清水沖洗。 

吸入 離現場至空氣新鮮處。必要時進行人工呼吸。就醫。 
食入 誤服者給充分漱口、飲水，就醫。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挥发气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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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猛烈反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并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为致癌

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沙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防毒服。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泄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有刺激性臭味的黑褐色粘稠状液体。 
溶解性 溶于苯、乙醚、二硫化碳、氯仿、乙醇、丙酮和甲醇。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进一步加工、提取酚、萘、蒽、沥青等焦油系列化工原料，也用于铺路、燃

料、防腐等。 
分子式 C14H6O8 分子量 302.19 

熔点（℃） >360 相对密度（水＝1） 1.18~1.2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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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薄钢板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花格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也铁

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

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
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煤焦油严禁与氧化剂、食用

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

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

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291】煤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煤油 中文别名 火油；直馏煤油；脱芳油 
英文名称 kerosene 英文别名 Coaloil；deobase；jeta；

jetfuela 
CAS 号 8008-20-6 危险货物编号 33501 
UN 编号 122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吸入高浓度煤油蒸气，常先有兴奋，后转入抑制，表现为乏力、头痛、

酩酊感、神志恍惚、肌肉震颤、共济运动失调，严重者出现定向力障碍、谵妄、

意识模糊等。蒸气可引起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吸入液态煤油可引起吸入性肺

炎，摄入引起口腔、咽喉和胃肠道刺激症状。慢性影响：神经衰弱征候群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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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还有眼及呼吸道刺激症状，接触性皮炎、干燥等皮肤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

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如发生呕吐，使其取侧卧位，防止呕吐物进入气管。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蒸气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会引起燃烧爆炸。高速冲

击、流动、激荡后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引起燃烧爆炸。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

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和爆炸（闪爆）。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穿全身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燃烧罐和

临近罐，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储罐若发生异常变化或发出异常声音，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眼。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

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

地焚烧。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定期检查是否有泄漏现象。灌装时应注意

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接触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高浓度接触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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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水白色至淡黄色流动性油状液体，易挥发。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燃料、溶剂、杀虫喷雾剂。 
分子式 C15H32 分子量 212.41 

熔点（℃） 24-25 相对密度（水＝1） 0.8～1.0 
沸点（℃） 175～3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5 
闪点（℃） 65~8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3 mm Hg ( 20 °C) 
引燃温度（℃） 21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1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6 爆炸下限（％） 1.2 
黏度（mPa·s） 2（室温） 爆炸上限（％） 6.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硝酸、浓硫酸、高锰酸钾、重铬酸盐等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36000mg／kg(大鼠经口)；7072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薄钢板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花格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也铁

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

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
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煤焦油严禁与氧化剂、食用

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

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

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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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92】锰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锰酸钾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otassium manganate 英文别名 Dipotassium manganate；

Manganese potassium 
oxide；Potassium 

manganate；
Potassiummanganese 

oxide 
CAS 号 10294-64-1 危险货物编号 51056 
UN 编号 14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 
燃烧性 助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氧化锰。 
灭火方法 该品不燃。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移至

空旷处。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

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乳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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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绿色结晶，其水溶液呈绿色。 
溶解性 溶于水、氢氧化钠水溶液。 

主要用途 用作强氧化剂，用于精制油类、消毒剂；制备高锰酸钾的原料；媒染剂等。 
分子式 K2MnO4 分子量 197.13 

熔点（℃） 19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还原剂、硫、磷、活性金属粉末、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 聚丙烯二合一

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

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

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 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

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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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293】迷迭香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迷迭香油 中文别名 迷迭香 
英文名称 Rosemary oil 英文别名 Rosemaryabsolute 
CAS 号 8000-25-7 危险货物编号 33644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皮肤具有刺激作用，摄入有毒。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饮足量水，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

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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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定期检查是否有泄漏现象。灌装时应注意

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精油, 有类似樟脑气味和辛辣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乙酸。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沙司、肉、禽等调味料。 
分子式 无资料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08 
沸点（℃） 1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1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0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 ：5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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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294】脒基亚硝氨基脒基四氮烯[湿的，按质量含水或乙醇和水的混合物不低于 30％]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脒基亚硝氨基脒基四氮烯 中文别名 四氮烯；特屈拉辛 
英文名称 4-(aminoiminomethyl)-1-te

trazene-1-carboximidicaci2
-nitrosohydrazide；

4-amidino-N’-nitroso-1-tetr
azene-1-carboximidohydra

zide 

英文别名 Tetrazene；1-Tetrazene；
guanyl 

nitrosaminoguanyltetrazen
e 

CAS 号 109-27-3 危险货物编号 11024 
UN 编号 011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1A 爆炸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吸入或误服会中毒。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震动、摩擦、明火、高温可爆。可燃, 燃烧时分解有毒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语音通话、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用大量水灭火。遇大火须远离以防炸伤。在物

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禁止用砂土压盖。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用干石灰、

苏打灰覆盖，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

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紧袖工作

服，长筒胶鞋，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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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爆炸品专用库房。库温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震动、

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淡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基本上不溶于冷水及一般有机溶剂(如丙酮、乙醇、乙醚、苯、甲苯、四氯化碳

及二氯乙烷等)，溶于稀硝酸。 
主要用途 用作击发药的组分，制造无雷汞或无腐蚀性击发药，或用于提高击发药的针刺感

度和点火性能。 
分子式 C2H8N10O 分子量 188.15 

熔点（℃） 140～160(爆炸) 相对密度（水＝1） 1.46 
沸点（℃） 323.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90.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89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震动、摩擦、明火、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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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凭到达地公安机关的运输证托运。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编组隔离表》进

行。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

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

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

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1.1 类爆炸品。 

【4-1295】木防己苦毒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木防己苦毒素 中文别名 苦毒浆果(木防己属) 
英文名称 Picrotoxin 英文别名 Cocculus 
CAS 号 124-87-8 危险货物编号 61123 
UN 编号 1584 /346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是生物碱痉挛毒素，是高度兴奋剂，影响中枢神经，当剂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出现症状多诞、高血压、呕吐、呼吸加快等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大量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 15 分钟。 

吸入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立即就医，进行人工呼吸或输氧，使患者安静，保持体

温，以免延误诊治，继续观察。 
食入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出有毒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喷水、雾状或泡沫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现场，处理工作要在上风、高处进行；禁触摸泄漏物，安全情况可堵漏，喷

水减少泄漏物挥发量，少量泄漏时，用沙土或其它非可燃物质吸收后放入容器待

处理；干粉泄漏时，用干净铲子铲入清洁、干燥容器里盖好，移离现场；大量泄

漏时，围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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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定期检查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气味晶体，味很苦，剧毒。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30H34O13 分子量 602.58 

熔点（℃） 203 相对密度（水＝1） 1.28 
沸点（℃） 59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8.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0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氧化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1.5mg/kg(人经口)， 1.99 mg/kg（大鼠经腹），15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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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凭到达地公安机关的运输证托运。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编组隔离表》进

行。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

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

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

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96】木馏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木馏油 中文别名 木焦油；杂芬油； 
木材防腐油 

英文名称 Wood pomegranate oil 英文别名 Creasote；WoodCreosote；
Kreosotum；Creosotum 

CAS 号 8021-39-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腐蚀性，大量口服可刺激食道和胃部，以致心肌衰竭、虚脱而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饮足量水，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受热、同硝酸等强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和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干粉,泡沫,沙土,二氧化碳,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205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

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定期检查是否有泄漏现象。灌装时应注意

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澄清油状液体。有窜透性烟臭，味灼烈，有腐蚀性。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与沸水，能与乙醇、乙醚、氯仿、冰醋酸、脂肪油与挥发油任意混合，

易溶于氢氧化碱溶液，难溶于氨溶液。 
主要用途 作用与酚相似，但其毒性与刺激性均较小。有杀菌、防腐、除臭作用。内服小剂

量为祛痰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与支气管扩张，亦可蒸汽吸入。外用为局部镇痛

剂，搽于蛀牙处可止痛。 
分子式 C7H8O2 分子量 124.14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0.862~0.872 
沸点（℃） 200-2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2.22（闭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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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金属盐类、强氧化剂、蛋白质或树胶溶液。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900mg/kg(大鼠皮下)，3.7 mg/kg(家兔静注)。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1297】钠石灰[含氢氧化钠＞4%]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钠石灰 中文别名 碱石灰；苏打石灰 
英文名称 Soda lime 英文别名 Sodalime；sodasorb；

calcium oxide 
CAS 号 8006-28-8 危险货物编号 82501 
UN 编号 1823 /19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属强碱，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吸入本品粉尘可致化

学性肺炎。对眼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可致灼伤。口服刺激和灼伤消化道。长期

接触本品可致手掌皮肤角化、皲裂、指变形（匙甲）。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先用植物油或矿物油清洗。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酸类物质能发生剧烈反应。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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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不燃，具强刺激性和强腐

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砂、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穿防酸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喷雾状水控制粉尘，保护人员。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

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米黄色粉末，疏松多孔。 
溶解性 水中部分溶解，在强酸中全部溶解。 

主要用途 用作干燥剂和二氧化碳的吸收剂。 
分子式 CaO.NaOH 分子量 96.07 

熔点（℃） 318.4 相对密度（水＝1） 2.130 
沸点（℃） 13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0 - 14.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208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卤间化合物，卤素，金属粉末，水分/潮湿。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 40 mg/kg（小鼠腹腔）；LDLo:500 mg/kg（兔经口）。 
刺激性 0.02%溶液滴入兔眼，可引起角膜上皮损伤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一般采用 25kg 三层塑编袋，内层和外层为塑料编织袋，中间一层为塑料内膜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298】氖[压缩的或液化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氖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Neon 英文别名  
CAS 号 7440-01-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0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5（不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无资料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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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

加速扩散。如有可能，即时使用。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气体泄漏到工

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

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易（可）

燃物、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或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

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味、无臭，常温下为气态的惰性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填充电子管、霓虹灯、钠蒸气灯及用作液化深冷源等。 
分子式 Ne 分子量 20.18 

熔点（℃） -248.67 相对密度（水＝1） 0.9002（0ºC） 
沸点（℃） 2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7 (2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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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动。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

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车间空气中六氟化硫卫生标准(GB 8777-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299】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萘 中文别名 粗萘；精萘；萘饼 
英文名称 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Tar camphor；Moth balls； 

Camphor tar 
CAS 号 91-20-3 危险货物编号 41511 
UN 编号 13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具有刺激作用，高浓度致溶血性贫血及肝、肾损害。急性中毒：吸入高浓度萘蒸

气或粉尘时，出现眼及呼吸道刺激、角膜混浊、头痛、恶心、呕吐、食欲减退、

腰痛、尿频、尿中出现蛋白及红白细胞。亦可发生视神经炎和视网膜炎。重者可

发生中毒性脑病和肝损害。口服中毒主要引起溶血和肝、肾损害，甚至发生急性

肾功能衰竭和肝坏死。慢性中毒：反复接触萘蒸气，可引起头痛、乏力、恶心、

呕吐和血液系统损害。可引起白内障、视神经炎和视网膜病变。皮肤接触可引起

皮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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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与强氧化剂如铬酸酐、氯酸

盐和高锰酸钾等接触，能发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溶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

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运至空旷处引爆。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

地焚烧。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 ℃，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 ％。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蒸气接触可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

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易挥发晶体，有温和芳香气味，粗萘有煤焦油臭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染料中间体、樟脑丸、皮革、木材保护剂等。 
分子式 C10H8 分子量 128.17 

熔点（℃） 80.1 相对密度（水＝1） 1.16 
沸点（℃） 21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2 
闪点（℃） 78.9 临界压力（MPa） 4.05 

临界温度（℃） 457.2 饱和蒸汽压（KPa） 0.13(52.6℃) 
引燃温度（℃） 526 燃烧热（KJ/mol） 5148.9 
自燃温度（℃） 526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21 爆炸下限（％） 0.9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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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490 mg/kg（大鼠经口），316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495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1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

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

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

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在专用线装、卸车的萘饼，可用企业自备车散装运输。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品的车辆排气

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

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

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车间空气中间萘卫生标准 (GB 16185-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300】1-萘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萘胺 中文别名 α-萘胺；1-氨基萘； 
α-氨基萘 

英文名称 1-Amino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Naphthalidam；

Naphthalidine；
a-Naphthylamine； 
α-aminonaphthalene 

CAS 号 134-32-7 危险货物编号 61830 
UN 编号 2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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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轻微的高铁血红蛋白形成作用，吸入后有可能引起紫绀。对眼有刺激性。

对皮肤有弱刺激作用。本品的致癌作用尚无定论，但如长期接触含有已知致癌剂

β- 萘胺的本品，有可能引起膀胱癌。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致敏性，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

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蒸气接触可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

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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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纯品为无色结晶或块状，有恶臭，易升华。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以及用于医药工业。 
分子式 C10H9N 分子量 143.19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1.13 
沸点（℃） 30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93 
闪点（℃） 157.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04.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5281.4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703（5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酸酐、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779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

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

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

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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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01】2-萘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萘胺 中文别名 β-萘胺；2-氨基萘； 
乙-萘胺 

英文名称 2-Aminonaftalen 英文别名 β-Naphthylamine； 
β-Aminonaphthalene；

2-Naftylamine；
2-Naphthylamin 

CAS 号 91-59-8 危险货物编号 61834 
UN 编号 165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可经呼吸道、胃肠道和皮肤进入。长期接触β-萘胺能引起膀胱癌变。对皮

肤有弱刺激作用，可引起接触性皮炎，能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环境危害 属环境致癌物质，诱导膀胱癌。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致敏性，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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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到微粉红色片状，略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但溶于热水，可溶于乙醇、乙醚和苯等。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染料和有机合成，也用作有机分析试剂和荧光指标剂。 
分子式 C10H9N；C10H7NH2 分子量 143.19 

熔点（℃） 108 相对密度（水＝1） 1.061（98/4℃） 
沸点（℃） 39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727 mg／kg(大鼠经口)，20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或催化氧化装

置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

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

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

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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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在专用线装、卸车的萘饼，可用企业自备车散装运输。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品的车辆排气

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

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

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02】1,8-萘二甲酸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8-萘二甲酸酐 中文别名 萘酐；1,8-萘酐 
英文名称 1,8-Naphthalic anhydride 英文别名 Naphthalene-1,8-dicarbox

ylic anhydride；
1,8-Naphthalenedicarboxy

lic anhydride 
CAS 号 81-84-5 危险货物编号 41514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对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有爆炸性的混合物。粉体与空气可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爆炸。在潮湿空气中缓慢分

解。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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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褐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醚，微溶于乙酸。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工业，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2H6O3 分子量 198.18 

熔点（℃） 269 相对密度（水＝1） 1.2571 
沸点（℃） 295.48（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5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接触潮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1234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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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

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

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

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在专用线装、卸车的萘饼，可用企业自备车散装运输。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品的车辆排气

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

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

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03】萘磺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萘磺汞 中文别名 双苯汞亚甲基二萘磺酸

酯；汞加芬；双萘磺酸苯

汞 
英文名称 Diphenylmercuridinaphthyl

methanedisulfonate 
英文别名 Septotan；PMF；

Penotrane；hydrargaphen 
CAS 号 14235-86-0 危险货物编号 61851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其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

火星会发生爆炸。遇高热分解释出汞和氧化硫烟雾。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硫、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水、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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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定性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木材处理，用作生皮、皮革、织物、涂料、粘合剂的防霉、防腐、杀菌和杀

真菌剂。 
分子式 C33H24Hg2O6S2 分子量 981.8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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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LD50: 7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04】1-萘基硫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萘基硫脲 中文别名 α-萘硫脲；安妥 
英文名称 1-(1-naphthyl)-2-thio-urea 英文别名 1-(1-naphthyl)-2-thiourea

； 1-(1-naphthyl)thiourea； 
1-naftil-tiourea；Antu 

CAS 号 86-88-4 危险货物编号 61135 
UN 编号 165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后引起呕吐、紫绀、呼吸困难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可用温水或 1:5000 高锰酸钾液彻底洗胃。立

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22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

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可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灰色无臭粉末或粒状结晶，味苦。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醚，溶于热醇、碱液。 

主要用途 用作杀鼠药，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1H10N2S 分子量 202.28 

熔点（℃） 198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37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69E-06mmHg( 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4～6g（人经口致死），6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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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05】1-萘甲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萘甲腈 中文别名 萘甲腈；α-萘甲腈；萘-1-
腈；氰萘 

英文名称 1-Naphthonitrile 英文别名 Naphthonitrile； 
α-Naphthyl cyanide；

Naphthalene-1-carbonitril
e；NCN 

CAS 号 86-53-3 危险货物编号 61644 
UN 编号 34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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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潮、

防晒。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

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尘口罩。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1H7N 分子量 153.18 

熔点（℃） 36-38 相对密度（水＝1） 1.1113 
沸点（℃） 29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29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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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06】1-萘氧基二氯化膦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萘氧基二氯化膦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1-Naphthoxyphosphorus 

dichloride 
英文别名 α

-Naphthyloxychlorophosp
hine 

CAS 号 91270-74-5 危险货物编号 81129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误服或吸入会中毒。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与水或水蒸气发生

反应释出有毒性和易燃的蒸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出有毒和易燃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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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

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

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

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

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无水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分析中测定碳和氢。 
分子式 C10H7Cl2OP 分子量 245.0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8（15℃） 
沸点（℃） 180（2.40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40（18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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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

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

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307】镍催化剂[干燥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镍催化剂 中文别名 镍；镍粉 
英文名称 Raney nickel 英文别名 Nickel 
CAS 号 7440-02-0 危险货物编号 42004 
UN 编号 1378/288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9（自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 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可引起镍皮炎，又称镍“痒疹”。皮肤剧痒，后出现丘疹、疱疹及红斑，重者化

脓、溃烂。长期吸入镍粉可致呼吸道刺激、慢性鼻炎，甚至发生鼻中隔穿孔。尚

可引起变态反应性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粉体化学活性较高，暴露在空气中会发生氧化反应，甚至自燃。遇强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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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氢气。粉尘可燃，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接

触可引起皮炎，奇痒。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镍。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

器中。转移回收。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

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

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工作时皮肤划伤应及时处理。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银白色坚硬金属。 
溶解性 不溶于水、氨，不溶于浓硝酸，溶于稀硝酸，微溶于盐酸和硫酸。 

主要用途 用于电子管材料、加氢催化剂及镍盐制造。 
分子式 Ni 分子量 58.69 

熔点（℃） 1453 相对密度（水＝1） 8.90 
沸点（℃） 27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81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8.5-1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极易与氧气发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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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酸类、强氧化剂、硫。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若可能，回收使用。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水封内衬塑料袋使用塑料桶进行包装。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

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

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

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2 类自燃物品；车间空气中镍及其无机化合物卫生标准 (GB 16210-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

中该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308】2,2'-偶氮-二-(2,4-二甲基-4-甲氧基戊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偶氮-二-(2,4-二甲基

-4-甲氧基戊腈) 
中文别名 偶氮二甲氧基异庚腈 

英文名称 2,2'-Azobis(2,4-dimethyl-4
-methoxyvaleronitrile) 

英文别名 2,2'-Azobis(4-methoxy-2,
4-dimethylvaleronitrile)； 
2,2'-Azobis[4-methoxy-2,
4-dimethylpentanenitrile]

；

a,a'-Azobis(4-methoxy-2,
4-dimethylvaleronitrile) 

CAS 号 15545-97-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皮肤接触有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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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易燃、易爆，有毒，具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NOx)、氰化氢（氢氰酸）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

离火场。用大量水冷却容器，直至火扑灭。如果安全阀发出声响或储罐变色，立

即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6H28N4O2 分子量 308.42 

熔点（℃） 85 相对密度（水＝1）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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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389.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9.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225（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2.78E-06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20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09】2,2'-偶氮-二-(2,4-二甲基戊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偶氮-二-(2,4-二甲基

戊腈) 
中文别名 偶氮二异庚腈 

英文名称 2,2'-Azobis-(2,4-dimethylv
aleronitrile) 

英文别名 2,2’-azobisisoheptonitrile
；ABVN；AMVN；ADVN 

CAS 号 4419-11-8 危险货物编号 41042 
UN 编号 2953/32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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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皮肤接触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如果出现中

毒症状，处理同吸入。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如出现中毒症状

给予吸氧和吸入亚硝酸异戊酯，将亚硝酸异戊酯的安瓿放在手帕里或单衣内打碎

放在面罩内使伤员吸入 15 秒，然后移去 15 秒，重复 5-6 次。口服 4-D 米 AP（4-
二甲基氨基苯酚）1 片（180 毫克）和 PAPP（氨基苯丙酮）1 片（90 毫克）。 

食入 如伤者神志清醒，催吐，洗胃。如果出现中毒症状，处理同吸入。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易燃、易爆，有毒，具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NOx)、氰化氢（氢氰酸）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

离火场。用大量水冷却容器，直至火扑灭。如果安全阀发出声响或储罐变色，立

即撤离。 
灭火剂 小火：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大火：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从远处

或使用遥控水枪、水炮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消除所有点火源（泄漏区附近禁止吸烟、消除所有

明火、火花或火焰）。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用惰性、湿润的不燃材料

吸收，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

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空间。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清除。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

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25 米。如果为大量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250 米。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醇类、酸类、氧化剂、丙

酮、醛类和烃类等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工程

中可能引起物料温升的作业点，均应设置温度检测仪器并采取温控措施。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温度不超过 10℃。应与醇类、

氧化剂、丙酮、醛类和烃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存放时，应距加热器（包括

暖气片）和热力管线 300 毫米以上。储存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

震动、撞击和摩擦。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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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菱形片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甲苯和丙酮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聚氯乙烯、聚乙烯醇、有机玻璃等高分子聚合物的聚合引发剂，也用作塑料、

橡胶的发泡剂。用于本体聚合、悬浮聚合与溶液聚合。 
分子式 C14H24N4 分子量 248.42 

熔点（℃） 78 相对密度（水＝1） 0.99 
沸点（℃） 3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3.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99（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0.000164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22 
自燃温度（℃） 22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遇热或光分解，并放出氮气，同时产生含氰游离基。 
禁忌物 醇类、酸类、氧化剂、丙酮、醛类和烃类。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花、明火、冲击、摩擦。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7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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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10】2,2'-偶氮二-(2-甲基丙酸乙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偶氮二-(2-甲基丙酸

乙脂)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Diethyl 
2,2'-azobis[2-methylpropio

nate]；Diethyl 
2,2'-azobis(isobutyrate) 

英文别名 2,2'-Azobis(isobutyric 
acid ethyl) ester；

2,2'-Azobisisobutyric acid 
diethyl ester；Diethyl 

azodiisobutyrate； 
Diethylazobisisobutyrate 

CAS 号 3879-07-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去除/脱掉所有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肥皂和水轻轻洗。若皮肤刺激或发生

皮疹：求医/就诊。 
眼睛接触 用水小心清洗几分钟。如果方便，易操作，摘除隐形眼镜。继续清洗。如果眼睛

刺激：求医/就诊。 
吸入 将受害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通畅，休息。若感不适请求医/就诊。 
食入 若感不适，呼叫解毒中心/医生。漱口。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热、撞击、摩擦等条件下可能爆炸分解。燃烧或高温下可能分解产生毒烟。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NOx), 氰化氢（氢氰酸）。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

离火场。用大量水冷却容器，直至火扑灭。 
灭火剂 干粉，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远离溢出物/泄露处并处在上风处。泄露区应该用安全带等

圈起来，控制非相关人员进入。防止进入下水道。清扫收集粉尘，封入密闭容器。

注意切勿分散。附着物或收集物应该立即根据合适的法律法规处置。移除所有火

源。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准备灭火器。使用防火花工具和防爆设备。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在通风良好处进行处理。穿戴合适的防护用具。切勿引起泄漏、溢出或分散。切

勿产生不必要的蒸气。远离热源/火花/明火/热表面。禁烟。采取措施防止静电积

累。使用防爆设备。避免冲击和摩擦。处理后彻底清洗双手和脸。如果粉尘或浮

质产生，使用局部排气。避免接触皮肤、眼睛和衣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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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味白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甲苯等有机溶剂，常温下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乙烯基化合物的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2H22N2O4 分子量 258.31 

熔点（℃） 22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07 
沸点（℃） 318.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20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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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11】2,2'-偶氮-二-(2-甲基丁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偶氮-二-(2-甲基丁腈) 中文别名 偶氮二异戊腈 
英文名称 2,2'-Azodi(2-methylbutyro

nitrile)；
2,2'-Azobis[2-methylbutan

enitrile] 

英文别名 AMBN；azocatalystm； 
perkadoxambn；VAZO67；

V59 

CAS 号 13472-08-7 危险货物编号 41041 
UN 编号 3030/32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去除/脱掉所有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肥皂和水轻轻洗。若皮肤刺激或发生

皮疹：求医/就诊。 
眼睛接触 用水小心清洗几分钟。如果方便，易操作，摘除隐形眼镜。继续清洗。如果眼睛

刺激：求医/就诊。 
吸入 将受害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通畅，休息。若感不适请求医/就诊。 
食入 若感不适，呼叫解毒中心/医生。漱口。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热、撞击、摩擦等条件下可能爆炸分解。燃烧或高温下可能分解产生毒烟。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NOx), 氰化氢（氢氰酸）。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

离火场。用大量水冷却容器，直至火扑灭。 
灭火剂 干粉，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远离溢出物/泄露处并处在上风处。泄露区应该用安全带等

圈起来，控制非相关人员进入。防止进入下水道。清扫收集粉尘，封入密闭容器。

注意切勿分散。附着物或收集物应该立即根据合适的法律法规处置。移除所有火

源。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准备灭火器。使用防火花工具和防爆设备。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在通风良好处进行处理。穿戴合适的防护用具。切勿引起泄漏、溢出或分散。切

勿产生不必要的蒸气。远离热源/火花/明火/热表面。禁烟。采取措施防止静电积

累。使用防爆设备。避免冲击和摩擦。处理后彻底清洗双手和脸。如果粉尘或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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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产生，使用局部排气。避免接触皮肤、眼睛和衣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尽可能安装封闭体系或局部排风系统，操作人员切勿直接接触。同时安装淋浴器

和洗眼器。 
呼吸系统防护 防尘面具，自携式呼吸器（SCBA），供气呼吸器等。使用通过政府标准的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护目镜。如果情况需要，佩戴面具。 
身体防护 防渗防护服。如果情况需要，穿戴防护靴。 
手防护 防渗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味白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甲苯等有机溶剂，常温下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乙烯基化合物的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0H16N4 分子量 192.26 

熔点（℃） 49-52 相对密度（水＝1） 1.10 
沸点（℃） 318.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105（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8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1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 火花, 明火, 冲击, 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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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12】1,1'-偶氮-二-(六氢苄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1'-偶氮-二-(六氢苄腈) 中文别名 1,1'-偶氮二(环己基甲腈) 
英文名称 1,1'-Azodi(hexahydrobenz

onitrile) 
英文别名 N,N-Azobis(cyclohexanec

arbonitrile)；ACCN；

VAZO88；V40 
CAS 号 2094-98-6 危险货物编号 41041 
UN 编号 32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在体内可释放氰离子引起中毒。大量接触本品者出现头痛、头胀、易疲劳、流涎

和呼吸困难；亦可见到昏迷和抽搐。用本品做发泡剂的泡沫塑料加热或切割时产

生的挥发性物质可刺激咽喉，口中有苦味，并可致呕吐和腹痛。本品分解能产生

剧毒的甲基琥珀腈。长期接触本品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呼吸道刺激症状，肝、

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５％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热、撞击、摩擦等条件下可能爆炸分解。燃烧或高温下可能分解产生毒烟。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NOx), 氰化氢（氢氰酸）。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

离火场。用大量水冷却容器，直至火扑灭 
灭火剂 干粉，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水润湿，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密闭的塑料

桶或纸板桶中。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3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毒物渗

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甲苯、甲醇，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聚合物的引发剂，用于起始初级自由基反应。 
分子式 C14H20N4 分子量 244.34 

熔点（℃） 113-116 相对密度（水＝1） 1.13 
沸点（℃） 423.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10.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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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13】偶氮二甲酰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偶氮二甲酰胺 中文别名 发泡剂 AC；二氮烯二甲

酰胺 
英文名称 Azodicarbonamide 英文别名 1,1'-Azobisformamide；

Azobisformamide 
CAS 号 123-77-3 危险货物编号 41039 
UN 编号 324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受热分解释出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资料报道有致突变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５％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若遇高热可发生剧烈分解，引

起容器破裂或爆炸事故。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氮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

离火场。用大量水冷却容器，直至火扑灭 
灭火剂 干粉，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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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消防防护服。禁止摩擦、震动和撞击。小心扫起，运到空旷处焚烧。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毒物渗

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阳光曝晒。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

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轻装轻卸。防止摩擦、撞击。操作

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臭的黄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醇、苯、丙酮等。 

主要用途 广泛用作聚氯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ABS 树脂等的发孔剂。 
分子式 C2H4N4O2 分子量 116.08 

熔点（℃） 22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6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205-210（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09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600(g／m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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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14】2,2'-偶氮二异丁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偶氮二异丁腈 中文别名 发泡剂 N；ADIN；2-甲
基丙腈 

英文名称 2,2'-Azobis(2-methylpropi
onitrile) 

英文别名 AMBN，VAZO67，V59；
Azobisisobutyronitrile 

CAS 号 78-67-1 危险货物编号 41040 
UN 编号 2952/32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在体内可释放氰离子引起中毒。大量接触本品者出现头痛、头胀、易疲劳、流涎

和呼吸困难；亦可见到昏迷和抽搐。用本品做发泡剂的泡沫塑料加热或切割时产

生的挥发性物质可刺激咽喉，口中有苦味，并可致呕吐和腹痛。本品分解能产生

剧毒的甲基琥珀腈。长期接触本品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呼吸道刺激症状，肝、

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５％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混合，经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燃烧时，

放出有毒气体。受热时性质不稳定，40 ℃逐渐分解，至 103～104 ℃时激烈分

解，放出氮气及数种有机氰化合物，对人体有害，并散发出较大热量，能引起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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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氰化物、氮氧化物、氮气。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水润湿，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密闭的塑料

桶或纸板桶中。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毒物渗

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透明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甲苯、甲醇等多种有机溶剂及乙烯基单体。 

主要用途 用作橡胶、塑料等发泡剂 , 也用于其他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2N4 分子量 164.21 

熔点（℃） 11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10 
沸点（℃） 236.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6.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5 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64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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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5～30 mg/kg( 大鼠经口 ) ，17.2～25 mg/kg( 小鼠经口 )。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15】哌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哌啶 中文别名 六氢吡啶；氮己环； 
一氮六环 

英文名称 Piperidine 英文别名 1-Oxa-4-azacyclohexane； 
Azacyclohexane；
Cyclopentimine；

Hexahydropyridine；
Pentamethyleneimine；

PIP；PPR 
CAS 号 110-89-4 危险货物编号 32106 
UN 编号 240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并是升压剂。小剂量可刺激交感和副交感神经节，大

剂量反而有抑制作用，误服后可引起虚弱、恶心、流涎、呼吸困难、肌肉瘫痪和

窒息。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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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燃烧时放出有毒气体。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与氧化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

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

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澄清液体，有类似氨的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环氧树脂交联剂、缩合催化剂等。 
分子式 C5H11N 分子量 85.15 

熔点（℃） -7 相对密度（水＝1）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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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0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4 临界压力（MPa） 4.6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3(29.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455.2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34 爆炸下限（％） 1.4 
黏度（mPa·s） 1.486（20ºC）/1.370（25

ºC） 
爆炸上限（％） 1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8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酸酐、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火源、热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0 mg/kg(大鼠经口)，320 mg/kg(兔经皮) ；LC50：6000mg/m3(小

鼠吸入：2 小时)。 
刺激性 家兔经皮：5mg（24h），重度刺激。家兔经眼：250μg（24h），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316】哌嗪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哌嗪 中文别名 对二氮己环；二乙基二胺 
哌吡嗪；双二甲胺；四甲

二胺；六氢吡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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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Piperazine 英文别名 1,4-Diazacyclohexane；
Antepan；Antiren；

1,4-Diethylenediamine；
Diethyleneimine；
Hexahydropyrazin 

CAS 号 110-85-0 危险货物编号 82518 
UN 编号 25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大量接触本品，吸入或经皮吸收，能引起虚弱、视力模糊、共济失调、震颤、癫

痫样抽搐。此外，本品能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影响血液携氧能力，出现头痛、

头晕、恶心、紫绀。眼接触引起严重刺激和灼伤。对皮肤有刺激性。慢性影响：

本品粉尘或液体，对皮肤和肺有致敏性，引起皮肤刺痒、皮疹和哮喘。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充分漱口、饮水，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燃烧分解时，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受热分解放出有毒

气体。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要求密封，不

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积

聚。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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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具有氨的气味，有强吸湿性。有咸味。 
溶解性 溶于水、甲醇、乙醇，微溶于苯、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树脂和聚合物及制药。 
分子式 C4H10N2 分子量 86.14 

熔点（℃） 109.6 相对密度（水＝1） 1.1 
沸点（℃） 14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0.3／111℃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11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1.0-12.5 (25℃, 0.1M in 

H2O)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接触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900mg／kg(大鼠经口)，4000mg／kg(兔经皮)；LC50：5400mg／

m3 、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轻度；眼睛-兔子：0.25 毫克/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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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317】α-蒎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α-蒎烯 中文别名 α-松油萜；2,6,6-三甲基双

环[3.1.1]庚-2-烯；2-蒎烯 
英文名称 alpha-Pinene 英文别名 2,6,6-Trimethylbicyclo[3.

1.1]hept-2-ene；2-Pinene； 
Pin-2(3)-ene 

CAS 号 80-56-8 危险货物编号 33642 
UN 编号 236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以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高浓度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

烈的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

吐。可能引起麻醉作用。有时损害肾脏。慢性影响：长期接触易发生呼吸道刺激

症状及乏力、嗜睡、头痛、眩晕、食欲减退等。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

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

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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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松节油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丙二醇、甘油，溶于乙醇、乙醚、氯仿、冰醋酸等多数有机溶

剂。 
主要用途 用作漆、蜡等的溶剂和制莰烯、松油醇、龙脑、合成樟脑、合成树脂等的原料。 
分子式 C10H16 分子量 136.23 

熔点（℃） -62.5 相对密度（水＝1） 0.858 
沸点（℃） 15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 
闪点（℃） 33 临界压力（MPa） 2.76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3（2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6124.9 
自燃温度（℃） 25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5 爆炸下限（％） 0.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8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硝酸。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7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 ：5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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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18】β-蒎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β-蒎烯 中文别名 6,6-二甲基-2-亚甲基双

环[3.1.1]庚烷 
英文名称 beta-Pinene 英文别名 6,6-Dimethyl-2-methylene

bicyclo[3.1.1]heptane； 
Pin-2(10)-ene；

2(10)-Pinene；Nopinene； 
Pseudopinen；
Terebenthene 

CAS 号 127-91-3 危险货物编号 33642 
UN 编号 236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以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高浓度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

烈的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

吐。可能引起麻醉作用。有时损害肾脏。慢性影响：长期接触易发生呼吸道刺激

症状及乏力、嗜睡、头痛、眩晕、食欲减退等。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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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

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

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具有树脂和松脂香气。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制造香精、香料的中间体。 
分子式 C10H16 分子量 136.23 

熔点（℃） -61 相对密度（水＝1） 0.87 
沸点（℃） 1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2.78 临界压力（MPa） 2.76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42.3℃） 
引燃温度（℃） 25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82 爆炸下限（％） 0.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3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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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硝酸。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7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24h），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19】硼氢化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硼氢化铝 中文别名 氢硼化铝 
英文名称 Aluminum borohydride 英文别名 Aluminum 

tetrahydroborate；
Aluminum borohydride 

CAS 号 16962-07-5 危险货物编号 42015 
UN 编号 28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9（自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 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会中毒。遇水、水蒸气或酸类反应放出热、毒气或氢气。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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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在潮湿空气中燃烧迅速。在氧气中，即使温度在 20℃也

会爆炸。遇水或水蒸气、酸或酸气产生有毒的可燃性气体。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

反应。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铝、氧化硼。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禁止用水、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类似物质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

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防止烟雾或蒸气释放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

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

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或蒸气。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

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

器密封，严禁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

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

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挥发性液体，室温下缓慢分解，放出氢气。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还原剂、喷气发动机和火箭的燃料。 
分子式 Al(BH4)3 分子量 71.51 

熔点（℃） -64.5 相对密度（水＝1） 0.549 
沸点（℃） 4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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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水、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潮湿、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2 类自燃物品。 

【4-1320】硼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硼酸 中文别名 正硼酸 
英文名称 Boric acid 英文别名 TBE；Borofax；boric； 

Boron hydroxide；
Borsaure；Ant flip；
Orthoboric acid；PT 

CAS 号 10043-35-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6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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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工业生产中，仅见引起皮肤刺激、结膜炎、支气管炎，一般无中毒发生。口服引

起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胃肠道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继之发生

脱水、休克、昏迷或急性肾功能衰竭，可有高热、肝肾损害和惊厥，重者可致死。

皮肤出现广泛鲜红色疹，重者成剥脱性皮炎。本品易被损伤皮肤吸收引起中毒。

慢性中毒：长期由胃肠道或皮肤吸收小量该品，可发生轻度消化道症状、皮炎、

秃发以及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硼。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干粉、干砂、二氧化碳、泡沫、1211。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

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钾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

完整，防止洒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碱类、钾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微带珍珠光泽的三斜晶体或白色粉末，有滑腻手感, 无臭味。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甘油。 

主要用途 用于玻璃、搪瓷、医药、化妆品等工业, 以及制备硼和硼酸盐, 并用作食物防腐

剂和消毒剂等。 
分子式 H3BO3 分子量 61.83 

熔点（℃） 18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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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3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6 mm Hg ( 20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3.6-4.4 (25℃, saturated 

solution in H2O)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类、钾。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儿童口服 5 克死亡，成人口服 5-20 克死亡；LD50: 2660 mg/kg(大鼠经口)，

34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人：15 毫克/3 天、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把倒空的容器归还厂商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薄膜袋的塑料编织袋或麻袋包装。每袋净重 50kg。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钾、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

淋，防高温。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4-1321】硼酸三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硼酸三甲酯 中文别名 三甲氧基硼烷；硼酸甲酯 
英文名称 Trimethyl borate 英文别名 Boric acid trimethyl ester； 

Boron methoxide； 
Methyl borate 

CAS 号 121-43-7 危险货物编号 32156 
UN 编号 241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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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出有毒

的或易燃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硼。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1211 灭火剂、干粉、砂土。禁止用水。禁止用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

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

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

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

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遇水分解。 
溶解性 可混溶于甲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脱氢剂、杀虫剂及用于有机合成、半导体硼扩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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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3H9BO3 分子量 103.91 
熔点（℃） -29 相对密度（水＝1） 0.92 
沸点（℃） 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9 
闪点（℃） -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5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水、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6140mg／kg(大鼠经口)；198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眼睛- 兔子 ：500 毫克、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322】硼酸三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硼酸三乙酯 中文别名 三乙氧基硼烷；硼酸乙

酯；三乙氧硼 
英文名称 Triethyl Borate 英文别名 Triethylester kyseliny 

borite；
Triethylboratecolorlessl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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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ic acid triethyl ester 
CAS 号 150-46-9 危险货物编号 32156 
UN 编号 11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

猛烈反应。遇水分解生成乙醇和硼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

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硼。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

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

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

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

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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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易吸潮。 
溶解性 能与乙醇、乙醚混溶，遇水分解。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制备高纯硼的原料、增塑剂和焊接助溶剂。 
分子式 C6H15BO3 分子量 145.99 

熔点（℃） -84.5 相对密度（水＝1） 0.858 
沸点（℃） 1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04 
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4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水、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21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兔子：100 毫克、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26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1323】硼酸三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硼酸三异丙酯 中文别名 硼酸异丙酯；三异丙基硼 
英文名称 Triisopropyl borate 英文别名 Boric acid triisopropyl 

ester；Boron 
isopropoxide；

Borontriisopropylester；
Triisopropoxyboron；

Triisopropyl orthoborate； 
Trisisopropoxyborane 

CAS 号 5419-55-6 危险货物编号 33607 
UN 编号 261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可能有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硼。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砂土、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

下堵漏。喷水雾可减少蒸发。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运至空旷

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

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氮

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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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保持容器密封。在氮气中操作处置。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

的机械设备和工具。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供气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可混溶于甲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半导体硼扩散源。 
分子式 C9H21BO3；[(CH3)2CHO]3B 分子量 188.07 

熔点（℃） -59 相对密度（水＝1） 0.814 
沸点（℃） 141.0-142.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2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7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水剂水蒸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250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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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24】铍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铍粉 中文别名 铍；金属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英文别名 Berylliumatom；

Glucinium； 
Beryllium element 

CAS 号 7440-41-7 危险货物编号 61024 
UN 编号 156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剧毒品)， 

35(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短期大量接触可引起急性铍病，主要表现为急性化学性支气管炎或肺炎。肝脏往

往肿大，有压痛，甚至出现黄疸。长期接触小量铍可发生慢性铍病。除无力、消

瘦、食欲不振外，常有胸闷、胸痛、气短和咳嗽。X 线肺部检查分三型：颗粒

型、网织型和结节型。晚期可发生右心衰竭。皮肤病变有皮炎、溃疡及皮肤肉芽

肿。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鱼类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微细粉末遇强酸反应，放出氢气。与四氯化碳混合遇火花或闪火能燃烧。能与锂、

磷剧烈反应。细小的铍粉和尘埃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易燃的程度与粒子

大小有关，超细铍粉接触空气时易自燃。 
燃烧性 易燃，高毒，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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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转移回收。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

与酸类、碱类、卤素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酸类、碱类、卤素、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

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最好采用湿式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

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

时，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钢灰色轻金属，质硬而有展性。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微溶于热水，溶于稀盐酸、稀硫酸。 

主要用途 用作宇航工程结构材料，核反应堆，X 射线管制造，合金制造等。 
分子式 Be 分子量 9.01 

熔点（℃） 1278 相对密度（水＝1） 1.85 
沸点（℃） 297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647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198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卤素、酰基氯。 

避免接触条件 火花、静电、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50mg/kg(大鼠经口)，320mg/kg(兔经皮)；LC50：6000mg/m3(小鼠

吸入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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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 家兔经眼：20mg(24 小时)，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0mg(24 小时)，中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经焚烧炉和灰尘收集设备后，转化为惰性的氧化

物进行填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

品。 

【4-1325】偏钒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偏钒酸铵 中文别名 钒酸铵；氧化钒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metavanada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monovanadate；
Ammoniumtrioxovanadat
e；Ammonium vanadate；

Ammonium vanadium 
trioxide 

CAS 号 7803-55-6 危险货物编号 61029 
UN 编号 28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粉尘能刺激眼睛、皮肤和呼吸道。吸入和口服可致死亡。吸入引起咳嗽、胸痛、 

痛、口中金属味和精神症状。对肝、肾有损害。皮肤接触可引起荨麻疹。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氧化性。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空气中灼烧时变成五氧化二钒，有毒。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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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倒至空旷

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

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阳光曝晒。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

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

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

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尘口罩。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结晶粉末。有吸湿性。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热水、氨水，不溶于乙醇、乙醚、氯化铵。 

主要用途 用作催化剂、染料、分析试剂，也用于油漆、油墨干燥、显微染色、瓷砖着色等。 
分子式 NH4VO3 分子量 116.98 

熔点（℃） 21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326 
沸点（℃） 381.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 (5.1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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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6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车间空气中钒及其化合物卫生标准 (GB 11722-89)，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326】偏钒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偏钒酸钾 中文别名 钒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metavanad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m-vanadate；

Potassium 
trioxovanadate；Potassium 

vanadate；Potassium 
vanadium trioxide 

CAS 号 13769-43-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有害。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长期

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为氧化剂，可助燃；火场生成钒氧化物和钾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钒氧化物和钾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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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倒至空旷

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

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阳光曝晒。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

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

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

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尘口罩。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略带淡黄色晶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化学试剂、催化剂、催干剂、媒染剂等。 
分子式 KVO3 分子量 138.04 

熔点（℃） 520 相对密度（水＝1） 2.84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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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车间空气中钒及其化合物卫生标准 (GB 11722-89)，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327】偏硅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偏硅酸钠 中文别名 三氧硅酸二钠；硅酸二

钠；偏矽酸鈉 
英文名称 Sodium metasilicate 英文别名 Disodium metasilicate；

B-W；Crystamet；Lasilso； 
Metso 

CAS 号 6834-92-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922/325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小颗粒对呼吸道粘膜有刺激和腐蚀性，可引起化学性肺炎。对眼有强烈

刺激性，可致结膜和角膜溃疡。皮肤接触液体可引起皮炎或灼伤。摄入本品液体

腐蚀消化道，出现恶心、呕吐、头痛、虚弱及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不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燃烧性 不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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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致人体灼伤。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硅。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 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迅速切断气源，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大量水

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或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

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避免 产
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

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一种无毒、无味、无公害的白色粉末或结晶颗粒。空气中易吸湿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及稀碱液，不溶于醇和酸。水溶液呈碱性。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洗涤剂、织物处理剂和纸张脱墨剂等，用于纺织、电镀、填料及催化剂 
等。 

分子式 Na2SiO3 分子量 122.06 
熔点（℃） 1089 相对密度（水＝1） 2.4 
沸点（℃） 23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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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水、酸性物质。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酸性环境。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28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采用双层包装，内袋聚乙烯薄膜袋，外袋采用塑料编织袋或复合塑料编织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

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其它物品。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328】偏砷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偏砷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Meta-arsenic acid 英文别名 Arsenic acid 
CAS 号 10102-53-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口服砷化合物致急性胃肠炎、休克、周围神经病、中毒性肝病，心肌炎，以及抽

搐昏迷等，甚至死亡。大量吸入亦可引起急性中毒，但消化道症状较轻。砷化钠

对眼、呼吸道及皮肤有刺激性。慢性中毒：长期接触砷化合物引起消化系统症状，

肝肾损害，皮肤色素沉着、角化过度或疣状增生，多发性神经炎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催吐。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遇金属产生剧毒砷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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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专用防护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避免 产
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

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半透明的晶状固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可用于制备多种砷酸盐。 
分子式 HAsO3 分子量 123.9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681 (2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碱类、金属。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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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

机剧毒品。 

【4-1329】偏砷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偏砷酸钠 中文别名 砷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arsenates 英文别名 sodium metaarsenate； 

Sodium arsenate，
monohydrogen 

CAS 号 15120-17-9 危险货物编号 61012 
UN 编号 16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口服砷化合物致急性胃肠炎、休克、周围神经病、中毒性肝病，心肌炎，以及抽

搐昏迷等，甚至死亡。大量吸入亦可引起急性中毒，但消化道症状较轻。砷化钠

对眼、呼吸道及皮肤有刺激性。慢性中毒：长期接触砷化合物引起消化系统症状，

肝肾损害，皮肤色素沉着、角化过度或疣状增生，多发性神经炎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催吐。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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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砷、氧化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专用防护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避免 产
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灰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甘油，不溶于乙醚，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防腐剂，也作为农业资源研究等。 
分子式 NaAsO3 分子量 145.91 

熔点（℃） 86.3 相对密度（水＝1） 1.752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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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

机剧毒品。 

【4-1330】漂白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漂白粉 中文别名 次氯酸钙；漂粉精 
英文名称 Bleaching powder 英文别名 calcium hypochlorite 
CAS 号 7778-54-3 危险货物编号 51043 
UN 编号 174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9（氧化剂），27（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对眼结膜及呼吸道有刺激性，可引起牙齿损害。皮肤接触可引起中至重

度皮肤损害。 
环境危害 漂白粉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水，禁止催吐。如有不适感，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水或潮湿空气会引起燃烧爆炸。与碱性物质混合能引起爆炸。接触

有机物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遇酸或日光照射会分解放出剧毒的氯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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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氧化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的话

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直流水、雾状水、砂土。不能用化学剂及有机物或酸性化学剂的物质进行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

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

员要佩戴防尘口罩，戴氯丁橡胶手套，穿防护服，穿水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

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戴氯丁橡胶手套。等劳保物具。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通风良好。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

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相

应物品。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

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隔绝式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有极强的氯臭。其溶液为黄绿色半透明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消毒剂、杀虫剂、杀菌剂、漂白剂等。 
分子式 Ca(ClO)2 分子量 142.99 

熔点（℃） 1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3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9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4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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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氨、易燃或可燃物、水。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85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

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

得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

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其它法规：漂白粉、漂白液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07-83)。 

【4-1331】葡萄糖酸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葡萄糖酸汞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Mercury gluconate 英文别名 D-Gluconicacid, mercury 

complex 
CAS 号 63937-14-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63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粘膜侵入人体，可分布全身各器官，以肾脏含量为最

高。汞蒸气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可引起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及肾脏损害。严重时

可引起汞中毒性脑病。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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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资料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2H22HgO14 分子量 590.8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67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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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375.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无资料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 57-93) 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

机剧毒品。 

【4-1332】七氟丁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七氟丁酸 中文别名 全氟丁酸；过氟丁酸； 
庚氟丁酸 

英文名称 Heptafluorobutyric acid 英文别名 Perfluorobutyric acid；
HFBA；

Heptafluoro-1-butanoicaci
d；Heptafluorbuttersα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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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375-22-4 危险货物编号 61606 
UN 编号 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具腐蚀性的毒物。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皮

肤溃疡和坏死，以及化脓性坏死性角膜结膜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可造成水体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腐蚀性。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受热分解，放出高毒

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

内。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

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

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

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口罩。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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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特别

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严禁皮肤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具有丁酸的刺鼻味，易吸湿。 
溶解性 可混溶于水、丙酮、醚、石油醚，溶于苯、四氯化碳，不溶于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除虫杀菌剂、酯的催化剂、活性剂、酸化剂、中间体，也用于合成橡胶。 
分子式 C4HF7O2 分子量 214.04 

熔点（℃） -17.5 相对密度（水＝1） 1.651 
沸点（℃） 120／100.6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0 
闪点（℃） 120-1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29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53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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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3】七硫化四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七硫化四磷 中文别名 七硫化磷；七硫化亚磷 
英文名称 phosphorus hepta sulfide 英文别名 Tetraphosphorus 

heptasulphide 
CAS 号 12037-82-0 危险货物编号 41004 
UN 编号 13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误服或吸入本品会中毒。本品分解出的硫化氢，有腐蚀刺激作用，尤其对眼睛、

呼吸道的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可造成水体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或摩擦极易燃烧。与潮湿空气接触会发热以至燃烧。与大多数氧化剂如氯酸

盐、硝酸盐、高氯酸盐或高猛酸盐等组成敏感度极高的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氧化磷、磷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

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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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结晶或浅灰色粉末。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有机硫化物。 
分子式 P4S7 分子量 348.3 

熔点（℃） 310 相对密度（水＝1） 2.19(17℃) 
沸点（℃） 5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如氯酸盐、硝酸盐、高氯酸盐或高锰酸盐等；有机物、水、酸、碱。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雨

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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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4】1,4,5,6,7,8,8-七氯-3a,4,7,7a-四氢-4,7-亚甲基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4,5,6,7,8,8-七氯

-3a,4,7,7a-四氢-4,7-亚甲

基茚 

中文别名 七氯；七氯化茚 

英文名称 1,4,5,6,7,8,8-heptachloro-3
a,4,7,7a-tetrahydro-7-meth

anoindene 

英文别名 Heptachloor；heptachlor；
heptachlorane；GPKh； 

Hepta；rhodiachlor；
soleptax 

CAS 号 76-44-8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1230/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接触七氯的工人可有皮肤轻度搔痒及发红、头痛、恶心、食欲减退、脉搏稍慢、

血压微下降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可造成水体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可用温水或 1：5000 高锰酸钾液彻底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

理。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可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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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建议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固体，带有樟脑气味。工业品为白色蜡状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如乙醇、醚类、芳烃、丙酮、四氯化碳以及煤油

等。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 
分子式 C10H5Cl7 分子量 373.32 

熔点（℃） 95～96 相对密度（水＝1） 1. 57 
沸点（℃） 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5.4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40mg／kg<大鼠经口)；20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雨

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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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35】汽油（含乙醇、甲醇汽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汽油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Gasoline（美）/Petrol（英） 英文别名 ethanol gasoline 
CAS 号 86290-81-5 危险货物编号 31001 
UN 编号 1203/347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Ⅰ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麻醉作用。急性中毒：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轻度中毒症状有头晕、

头痛、恶心、呕吐、步态不稳、共济失调。高浓度吸入出现中毒性脑病。极高浓

度吸入引起意识突然丧失、反射性呼吸停止。可伴有中毒性周围神经病及化学性

肺炎。部分患者出现中毒性精神病。液体吸入呼吸道可引起吸入性肺炎。溅入眼

内可致角膜溃疡、穿孔，甚至失明。皮肤接触致急性接触性皮炎，甚至灼伤。吞

咽引起急性胃肠炎，重者出现类似急性吸入中毒症状，并可引起肝、肾损害。慢

性中毒：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症状类似精神分裂症。皮肤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物。用大量肥皂水和清水冲洗皮肤。如有不适，就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如有不适，就医。 

吸入 立即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畅通。如果呼吸困难，给于吸氧。如患者

食入或吸入本物质，不得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术。立即就医。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极易燃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

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

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尽量切断泄漏源。灭火时消防人员必须在安全距离以外或有防护措施处操作。消

防人员应穿戴全身防护服，佩戴空气呼吸器。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地焚烧。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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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生产过程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穿

防静电工作服。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卤素接触。在传送过程

中，容器必须接地，防止产生静电。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仓库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

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

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桶装堆垛不可过

大，应留墙距、顶距、柱距及必要的防火检查通道。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

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3m/s），
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储区

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的易流动液体。具芳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苯、二氧化硫、醇、脂肪。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汽油机的燃料，用于橡胶、制鞋、印刷、制革、颜料等行业，也可用作

机械零件的去污剂。 
分子式 C4~C12 脂肪烃和环烷烃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0.70~0.79（-79℃） 
沸点（℃） 20～2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 
闪点（℃） -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250 燃烧热（KJ/mol） 44000 kJ/kg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焰和火花。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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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67000mg/kg（小鼠经口）；LC50：103000mg/m3（小鼠吸入 2 小时）。 
刺激性 人经眼：140ppm(8 小时），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

卤素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

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本产品水路

运输时，应遵守国家、地方有关水路运输法规和规定。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 [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1336】3-羟基-2-丁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羟基-2-丁酮 中文别名 乙酰甲基甲醇；甲基乙酰

甲醇；乙偶姻；3-羟基丁

酮；2,3-丁醇酮；3-氧代

-1-丁醇；甲基乙酰原醇；

醋嗡 
英文名称 3-Hydroxy-2-butanone 英文别名 1-hydroxyethylmethylketo

ne；2,3-Butanolon； 
2-Butanol-3-one；

2-Hydroxy-3-butanon；
AMC；Acetoin 

CAS 号 513-86-0 危险货物编号 33561 
UN 编号 262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汽和雾对眼睛、粘膜、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温、强氧化剂可燃；加热分解释放刺激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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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尽量切断泄漏源。灭火时消防人员必须在安全距离以外或有防护措施处操作。消

防人员应穿戴全身防护服，佩戴空气呼吸器。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地焚烧。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

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生产过程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穿

防静电工作服。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卤素接触。在传送过程

中，容器必须接地，防止产生静电。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

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桶装堆垛不可

过大，应留墙距、顶距、柱距及必要的防火检查走道。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

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3m／

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二聚体为白色结晶性粉末，单体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有令人愉快的奶油香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丙二醇，微溶于乙醚，几乎不溶于植物油。 

主要用途 用于制作香精和香料。 
分子式 C4H8O2；

CH3CH(OH)COCH3 
分子量 88.11 

熔点（℃） 15 相对密度（水＝1） 1.013 
沸点（℃） 14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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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7 爆炸下限（％） 1.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2.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91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50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 ：5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37】4-羟基-4-甲基-2-戊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羟基-4-甲基-2-戊酮 中文别名 双丙酮醇；甲基戊酮醇；

2-甲-4-氧代-2-戊醇；丙酮

基二甲基甲醇；4-甲基-4-
羟基-2-戊酮 

英文名称 4-Hydroxy-4-methyl-2-pen
tanone 

英文别名 Diacetone alcohol；DAA；

2-Methyl-3-pentanol-4-on
e ；

2-Methylpentan-2-ol-4-on
e；

4-Hydroxy-4-methyl-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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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on；
4-hydroxyl-2-keto-4-meth

ylpentane 
CAS 号 123-42-2 危险货物编号 32077 
UN 编号 114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鼻、喉粘膜有刺激性。吸入高浓度中毒时可见粘膜刺激、胸闷，严重者可

造成麻醉。由于血压下降可使肝肾受到损害，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长期反

复接触可引起皮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尽量切断泄漏源。灭火时消防人员必须在安全距离以外或有防护措施处操作。消

防人员应穿戴全身防护服，佩戴空气呼吸器。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压，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

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

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

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生产过程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穿

防静电工作服。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卤素接触。在传送过程

中，容器必须接地，防止产生静电。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

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桶装堆垛不可

过大，应留墙距、顶距、柱距及必要的防火检查走道。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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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3m／

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高浓度接触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使人感觉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醚、芳烃。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也用于制金属清洁剂、木材防腐剂、照相软片和药物的防腐剂、抗冻

剂。 
分子式 C6H12O2 分子量 116.16 

熔点（℃） -44 相对密度（水＝1） 0.94 
沸点（℃） 16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 
闪点（℃） 1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60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32 爆炸下限（％） 1.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4000mg／kg(大鼠经口)；135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29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338】2-羟基丙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羟基丙酸甲酯 中文别名 乳酸甲酯；Α-羟基丙酸

甲酯；旋光乳酸甲酯 
英文名称 2-hydroxy-propionicacidm

ethylester 
英文别名 Methyl Lactate；

1-hydroxyethanecarboxyli
cacid,methylester；Methyl 

2-hydroxypropanoate；
lactatedemethyle；

Milchsremethylester；
Methyl DL-lactate 

CAS 号 547-64-8 危险货物编号 33602 
UN 编号 327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可引起燃烧。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雾状水、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

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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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

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

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透明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及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可作为高沸点溶剂、洗净剂、合成原料等。 
分子式 C4H8O3；

CH3CH(OH)COOCH3 
分子量 104.1 

熔点（℃） -66.2 相对密度（水＝1） 1.093 
沸点（℃） 144.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 
闪点（℃） 49 临界压力（MPa） 4.48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2（42℃） 
引燃温度（℃） 385 燃烧热（KJ/mol） -2078.3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3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3.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6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L0: 2000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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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39】2-羟基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羟基丙酸乙酯 中文别名 乳酸乙酯 
英文名称 2-Hydroxy-propanoic acid 

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Ethyl lactate； 

Lactic acid ethyl ester 
CAS 号 97-64-3 危险货物编号 33602 
UN 编号 119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可引起燃烧。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雾状水、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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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

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

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

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具有较强的酒香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及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纤维素酯、树脂、涂料等的溶剂,也用作香料。 
分子式 C5H10O3 分子量 118.13 

熔点（℃） -26 相对密度（水＝1） 1.03 
沸点（℃） 1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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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40】3-羟基丁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羟基丁醛 中文别名 3-丁醇醛；丁间醇醛； 
丁醇醛；β-羟基丁醛；

醛醇 
英文名称 3-hydroxy-Butanal 英文别名 3-Hydroxybutyraldehyde； 

3-butanolal； 
3-hydroxybutanal；β

-Hydroxybutyraldehyde； 
acetaldol；Aldol；

Oxybutanal 
CAS 号 107-89-1 危险货物编号 61598 
UN 编号 28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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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温、强氧化剂可燃; 受热分解有毒巴豆醛气体; 燃烧排放刺激烟雾。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

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要求密封，不

可与空气接触。不宜大量或久存。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稠厚液体。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促进剂、防老剂、溶剂和矿石的浮选，以及制作香精等。 
分子式 C4H8O2 分子量 88.11 

熔点（℃） -88 相对密度（水＝1） 1.11 
沸点（℃） 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4 
闪点（℃） 65.6(O.C)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284.8 
自燃温度（℃） 25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3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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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18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1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100 毫克/ 24 小时。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41】羟基乙硫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羟基乙硫醚 中文别名 α-乙硫基乙醇； 
乙基 2-羟乙基硫醚； 

2-(乙硫基)乙醇 
英文名称 Hydroxy ethyl sulfide 英文别名 2-(Ethylthio)ethanol；

beta-ethylmerkaptoethano
l；beta-Hydroxydiethyl 

sulfide；Ethyl 
2-hydroxyethyl thioether 

CAS 号 110-77-0 危险货物编号 61595 
UN 编号 176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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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硫、硫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应穿戴全身防护服，佩戴空气呼吸器。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

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操作

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液体，微带臭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及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润滑剂等的中间体。 
分子式 C4H10OS 分子量 106.19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1.012 
沸点（℃） 18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30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59-1.487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232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2 毫克/24 小时、重度；眼睛-兔子：0.75 毫克/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本品装入玻璃瓶、塑料桶、陶瓷坛、耐酸坛中，严密封口，外用木箱保护。箱外

用铁皮捆紧。轻装轻卸，防止破损。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42】2-羟基异丁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羟基异丁酸乙酯 中文别名 2-羟基-2-甲基丙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2-hydroxyisobutyrate 英文别名 Ethyl 

2-hydroxy-2-methylpropi
onate；Ethyl 

2-methyllactate；
2-Hydroxyisobutyric acid 

ethyl ester；Ethyl 
alpha-hydroxyisobuty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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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ethyllactic acid 
ethyl ester 

CAS 号 80-55-7 危险货物编号 33598 
UN 编号 327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

堵漏。喷水雾可减少蒸发。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充

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罐储时要有防

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供气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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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有芳香味。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和用于有机合成和药物制造。 
分子式 C6H12O3；

(CH3)2C(OH)COOCH2CH3 
分子量 132.1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8～0.99 
沸点（℃） 149-15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 LDL0: 2200 mg／kg（豚鼠肌注）。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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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
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343】N-(2-羟乙基)-N-甲基全氟辛基磺酰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2-羟乙基)-N-甲基全氟

辛基磺酰胺 
中文别名 1,1,2,2,3,3,4,4,5,5,6,6,7,7,

8,8,8-十七氟-N-(2-羟乙

基)-N-甲基-1-辛基磺酰

胺 
英文名称 N-(2-Hydroxyethyl)-N-met

hylperfluorooctanesulfona
mide；MeFOSEAlcohol 

英文别名 1,1,2,2,3,3,4,4,5,5,6,6, 
7,7,8,8,8-heptadecafluoro-
N-(2-hydroxyethyl)-N-me
thyl-1-Octanesulfonamide

；

N-Methyl-N-ethanolperflu
orooctanesulfonamide；

N-Methylperfluorooctanes
ulfonamide ethyl alcohol； 
N-Methylperfluorooctanes

ulfonamidoethanol 
CAS 号 24448-09-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资料 
燃烧性 无资料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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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1H8F17NO3S 分子量 557.2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694 
沸点（℃） 299.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5.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0116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4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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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44】氢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 中文别名 氢气；液氢 
英文名称 Hydrogen 英文别名 Dihydrogen；Hydrogen 

molecule；Molecular 
hydrogen；

Orthohydrogen； 
Parahydrogen；Protium 

CAS 号 1333-74-0 危险货物编号 22001 
UN 编号 1049/1950/1966/2034/260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在生理上是惰性气体，仅在高度浓度时，由于空气中氧分压降低才引起窒息。

在很高的分压下，氢气可呈现出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无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立即就医。 
食入 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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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氢气极易燃烧，燃烧时，其火焰无颜色，肉眼无法看见。与空气或氧气混合能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或明火即会发生爆炸。与氟、氯、溴等卤素会剧烈反应。

氢气瓶或氢气储罐内存在压力，当温度升高时，气瓶或储罐内的压力也随着升高，

它们在火灾中存在爆裂的可能性。 
燃烧性 易燃、易爆，无毒，有窒

息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戴好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护护服，在安全距离以外灭火。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喷水冷

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用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

结束。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如果发生氢气泄露,处理办法是: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

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

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

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必须保证工作场所具备良好的通

风条件、空气中的氢气含量必须低于 1℅。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不得对氢气瓶体施弧引焊。氧气瓶的任何部位禁

止挖补、焊接修理。凡是与氢气接触的部件/装置/设备，不得沾有油类、灰尘和

润滑脂。装卸氢气瓶时，应轻装轻卸，不得采取拖拽、抛、倒置等野蛮行为，禁

止将氢气瓶用作搬运其他设备的滚子。装卸现场禁止烟火。 
储存注意事项 应储存于阴凉、通风的仓间内。仓内温度不宜超过 30℃。远离火种、热源。防

止阳光直射。应与氧气、压缩空气、卤素（氟气、氯气、溴）、氧化剂等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混运。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工具。验收时

要注意品名，注意验瓶日期，先进仓的先发用。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

件破损。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防爆电器与照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静电鞋。 
手防护 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无味、无毒的可燃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氨和甲醇，石油精制，有机物氢化及用作火箭燃料等。 
分子式 H2 分子量 2.02 

熔点（℃） -259.2 相对密度（水＝1） 0.0899 
沸点（℃） -25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07 (2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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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50 临界压力（MPa） 1.30 
临界温度（℃） -239.96 饱和蒸汽压（KPa） 13.33/-257.9℃ 
引燃温度（℃） 400 燃烧热（KJ/mol） 241.0 
自燃温度（℃） 571.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98 爆炸下限（％） 4.1 
黏度（mPa·s） 0.0101（气体，正常态） 爆炸上限（％） 74.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静电、光照、摩擦、碰撞。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意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6m3 专用高压钢瓶包装。 
运输注意事项 气钢瓶不得沾污油脂。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

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

垫卡牢，防止滚动。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等混装混运。夏季应

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1345】氢碘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碘酸 中文别名 碘化氢溶液 
英文名称 Hydriodic acid 英文别名 Anhydrous hydriodic 

acid；Hydrogeniodid；
Hydrogenmonoiodide 

CAS 号 10034-85-2 危险货物编号 81019 
UN 编号 1787/219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有强腐蚀作用。其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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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

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暴露在空气中可发生氧化反应。与氟、钾、硝酸、氯酸钾等剧烈反应。对大多数

金属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碘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用碱性物质如碳酸氢钠、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小

火可用干燥砂土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

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浅黄色液体或团状物固体。有强烈的刺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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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易溶于水，混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分析试剂、还原剂、合成碘化物。 
分子式 HI 分子量 127.91 

熔点（℃） -50.8 相对密度（水＝1） 1.96 
沸点（℃） 1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6-127 临界压力（MPa） 8.3 

临界温度（℃） 150 饱和蒸汽压（KPa） 53.32（-48.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61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极不稳定。 
禁忌物 碱类、强氧化剂、氨、活性金属粉末、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

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

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346】氢氟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氟酸 中文别名 氟化氢溶液 
英文名称 Hydrofluoric acid 英文别名 Anhydrous hydrofluoric 

acid；Fluonrassers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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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ic acid；Fluorowodor 
CAS 号 7664-39-3 危险货物编号 81016 
UN 编号 1052/1790/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Ⅰ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粘膜及皮肤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急性中毒：吸入较高浓度氟化氢，

可引起眼及呼吸道粘膜刺激症状，严重者可发生支气管炎、肺炎或肺水肿，甚至

发生反射性窒息。眼接触局部剧烈疼痛，重者角膜损伤，甚至发生穿孔。氢氟酸

皮肤灼伤初期皮肤潮红、干燥。创面苍白，坏死，继而呈紫黑色或灰黑色。深部

灼伤或处理不当时，可形成难以愈合的深溃疡，损及骨膜和骨质。本品灼伤疼痛

剧烈。慢性影响：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或有鼻衄，嗅觉减退。可有牙齿酸蚀

症。骨骼 X 线异常与工业性氟病少见。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就

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不可进行人

工呼吸，可能导致进行人工呼吸者本人吸入氟化氢气体。给予 2-4%碳酸氢钠溶

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腐蚀性极强。遇 H 发泡剂立即燃烧。能与普通金属发生反应，放出氢气而与空

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下列物质可能发生剧烈反应，这些物质有：乙酸酐、脂

肪胺类、醇类、链烷醇胺类、烯基氧化物、芳香胺类、2-氨基乙醇、氨、氢氧化

氨、三氧化二砷、含五价铋的酸、氧化钙、亚甲基二胺、二甲亚胺、环氧氯丙烷、

异氰酸酯类、乙炔基金属类、三氟化氮、发烟硫酸、有机酸酐、二氟化氧、五氧

化二磷、硫酸、氢氧化钠和其他碱、强氧化剂、醋酸乙烯酯及二氟乙烯。腐蚀玻

璃、混凝土、陶瓷、某些金属(形成易燃氢气)、橡胶、皮革、塑料和涂料，并能

使某些塑料变脆。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

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应急处

理人员必须佩戴防护用具。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

性空间。若是气体，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氨水或其它稀碱液中和。构筑围堤

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也可以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

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若是液体，用砂

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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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立即切断

泄漏源，将盛装容器移出至安全区，对泄漏现场进行标识，防止污染扩大和二次

污染，应急处理用具、现场、废水等都应继续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环保要求。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

活性金属粉末、玻璃制品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易（可）

燃物、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应严格

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有刺激性臭味的液体。商品为 40%的水溶液。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微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高纯氟化物的制备、玻璃蚀刻及电镀表面处理等。 
分子式 FH 分子量 20.01 

熔点（℃） -83.1(纯) 相对密度（水＝1） 1.26(75%) 
沸点（℃） 120(35.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27 
闪点（℃） 112.2 临界压力（MPa） 6.48 

临界温度（℃） 188 饱和蒸汽压（KPa） 53.32／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碱、活性金属粉末、玻璃制品。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50：1044 mg/m3(大鼠吸入)，342 PPM/1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眼-人 ：50 毫克、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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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用过量石灰水中和，析出的沉淀填埋处理或回收利用，上清液稀释后

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铅桶或特殊塑料容器内，再装入木箱中。空隙用不燃材料填充妥实；装入塑

料瓶，特种电木、橡胶或铅容器，严封后再装入坚固木箱中。木箱内用不燃材料

衬垫，每箱净重不超过 20 公斤，3～5 公斤包装每箱限装 4 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玻璃制品、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

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

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347】氢过氧化蒎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过氧化蒎烷 中文别名 过氧化氢蒎烷；过氧化氢

-2,6,6-三甲基降蒎基 
英文名称 Pinane hydroperoxide 英文别名 Pinanyl hydroperoxide；

Pinan-2-yl-hydroperoxide
；Hydroperoxide, 

2,6,6-trimethylbicyclo[3.1
.1]heptyl 

CAS 号 28324-52-9 危险货物编号 52023 
UN 编号 216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Ⅰ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主要是它的活性氧化作用，引起对眼睛、黏膜和皮肤的灼伤，以及使普通衣物着

火等。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支气管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生生物是有害的，对环境有害。可能在水生环境中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皮肤接触先用水冲洗，再用肥皂彻底洗涤。 
眼睛接触 眼睛受刺激用水冲洗，严重者须就医诊治。 

吸入 应使吸入蒸气的患者脱离污染区，安置休息并保暖。 
食入 误服立即漱口，急送医院救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D 型和 F 型有机过氧化物。易燃。受高热或猛撞，有引起着火、爆炸危险。干燥

情况下更危险(无稳定剂时)。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及硫、磷等混和，有成

为爆炸混合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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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安全距离外或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

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

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一切火源，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用不燃材料如蛭石等吸收，用塑料铲铲入

塑料桶内，送至空旷地方用长把点火焚烧掉。空容器须用 10%氢氧化钠溶液清

洗。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穿化学防护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

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

到工作场所空气中。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材料结构的库房。与还原剂、促进剂、易燃

物如硫、磷等隔离储运。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强烈震动，保持包装完好。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自携式正压全面罩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商品一般加入不挥发性溶剂作稳定性。 

主要用途 不饱和聚酯交联剂，聚合用引发剂。 
分子式 C10H18O2 分子量 170.2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19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2 (C.C)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7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4.0-7.2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和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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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轻微刺激性。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348】氢化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Barium dihydride 
CAS 号 13477-09-3 危险货物编号 43506 
UN 编号 14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粉尘能刺激眼睛和上呼吸道。误服或经皮肤吸收会中毒，出现低血钾

综合征，可导致四肢软瘫、心肌受累及呼吸麻痹。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潮湿空气中能自燃。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及热量, 能引起燃烧。与氧化

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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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遇湿易燃，有毒，具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钡、氢气、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

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醇类接触。尤其要

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相对湿

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

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色结晶块，遇水分解。 
溶解性 溶于水易分解反应释放可燃气体。不溶于普通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还原剂、氢化剂、真空管除气剂。 
分子式 BaH2 分子量 139.38 

熔点（℃） 67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4.21(0℃) 
沸点（℃） 14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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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

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49】氢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钙 中文别名 二氢化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Hydrolete；Hydrolith；

Calciumhydridemesh； 
Calciumhydridemm 

CAS 号 7789-78-8 危险货物编号 43020 
UN 编号 140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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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遇潮气、水或酸类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并能引起燃烧。与氧

化剂、金属氧化物剧烈反应。遇湿气和水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钙、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

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

覆盖。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化学防

护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接触。尤其要注意

避免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

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

素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

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白色结晶或块状，极易潮解。 
溶解性 不溶于二硫化碳，微溶于浓酸。 

主要用途 用作还原剂、干燥剂、化学分析试剂等。 
分子式 CaH2 分子量 42.10 

熔点（℃） 67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7 
沸点（℃） 14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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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酸类、醇类、强氧化剂、水、酸酐、卤素、氧。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逐渐加入无水异丙醇或无水正丁醇内，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

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0】氢化锆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锆 中文别名 二氢化锆 
英文名称 Zircon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Zirconiumdihydride 
CAS 号 7704-99-6 危险货物编号 41007 
UN 编号 143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目前，工业上未见有中毒病例报道。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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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强还原性。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热或遇潮气、酸类放出氢气和热量，

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水、氢气、氧化锆。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砂土；禁止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卤代烃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口罩、护

目镜，穿工作服。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干燥

砂土混合，小心扫起，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倒至空旷地方深埋。将污染地

面撒上无水碳酸钠，用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化学防

护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接触。尤其要注意

避免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氧化剂、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不宜运输。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色至黑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氢氟酸。 

主要用途 用作强还原剂、氢化剂、高纯分析试剂，也用于冶金工业。 
分子式 ZrH2 分子量 93.24 

熔点（℃） 1857 相对密度（水＝1） 5.61 (20ºC)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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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

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51】氢化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钾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otass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Potassiumhydride；

Potassium monohydride 
CAS 号 7693-26-7 危险货物编号 43018 
UN 编号 14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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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受热或与潮气、

酸类接触即放出热量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加热分解，放出剧毒的氧化钾烟

雾。粉体在受热、遇明火或接触氧化剂时会引起燃烧爆炸。遇湿气和水分生成氢

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

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

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

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接触。尤其要注

意避免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

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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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针状结晶，商品为灰色粉末，半分散于油中。 
溶解性 不溶于液氨、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的缩合剂及烷化剂。 
分子式 KH 分子量 40.11 

熔点（℃）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54 
沸点（℃） 31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水、醇类、酸类、强氧化剂、氯代烃、卤素、氧、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逐渐加入无水异丙醇或无水正丁醇内，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

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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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2】氢化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锂 中文别名 一氢化锂 
英文名称 Lith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Lithiumhydride； 

Lithium monohydride 
CAS 号 7580-67-8 危险货物编号 43016 
UN 编号 1414/28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与腐蚀作用。吸入后引起喷嚏、咳嗽、呼吸困难、支气

管炎。可引起鼻中隔穿孔。眼接触可致结膜炎或灼伤。可致皮肤灼伤。口服中毒

出现无力、眩晕、视力模糊、恶心、呕吐等，重者昏迷、抽搐或精神障碍。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可服用氯化钠。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量

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遇湿气

和水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锂、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

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

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

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

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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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

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带兰灰色的半透明结晶体或粉末，极易潮解。 
溶解性 不溶于苯、甲苯，溶于醚。 

主要用途 用作干燥剂、有机合成的缩合剂、核防护材料及还原剂等。 
分子式 LiH 分子量 7.95 

熔点（℃） 680 相对密度（水＝1） 0.82 
沸点（℃） 85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92°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醇类、水、卤素、空气、氧。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77.5 mg/kg（大鼠口服）；LCL0: 10 mg/m3/ 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5mg/m3，引起刺激。对皮肤、粘膜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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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

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3】氢化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铝 中文别名 三氢化铝；铝烷 
英文名称 Alumin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Aluminum trihydride；

alpha-aluminum 
trihydride；

Trihydridealuminum；

Alane 
CAS 号 7784-21-6 危险货物编号 43021 
UN 编号 246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近氧气、热源和火焰分解氢气易燃；接触氧化剂易燃。遇水或湿气分解氢气即爆

炸。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铝、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

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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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

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

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

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

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灰色粉末或固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强还原剂。用作聚合催化剂；制备氢化锂铝的原料；氢源。 
分子式 AlH3 分子量 30.01 

熔点（℃） 110 相对密度（水＝1） 1.4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醇类、水、卤素、空气、氧。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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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

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4】氢化铝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铝锂 中文别名 四氢化铝锂 
英文名称 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英文别名 Lithium aluminohydride；

Lithium aluminum 
tetrahydride；LAH 

CAS 号 16853-85-3 危险货物编号 43022 
UN 编号 1410/14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加热至 125℃即分解出氢化锂与金属铝，并放出氢气。在空气中磨碎时可发火。

受热或与湿气、水、醇、酸类接触，即发生放热反应并放出氢气而燃烧或爆炸。

与强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而爆炸。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铝、氢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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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或

干燥石墨、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

覆盖，减少飞散。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

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

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

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疏松的结晶块或粉末，放置时变成灰色。 
溶解性 不溶于烃类，溶于乙醚、四氢呋喃、二甲基溶纤剂，微溶于正丁醚，不溶或极微

溶于烃类和二恶烷。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催化剂、还原剂、喷气发动机燃料，也用于合成药物。 
分子式 LiAlH4 分子量 37.95 

熔点（℃） 125 相对密度（水＝1） 0.917 
沸点（℃） 13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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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醇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50：85mg/m3（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逐渐加入无水异丙醇或无水正丁醇内，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

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5】氢化铝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铝钠 中文别名 四氢化铝钠 
英文名称 Sodium alumin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Sodium 

tetrahydraluminate；SAH 
CAS 号 13770-96-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3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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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近氧气、热源和火焰分解氢气易燃；接触氧化剂易燃。遇水或湿气分解氢气即爆

炸。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铝、氧化钠、氢气、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

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

覆盖，减少飞散。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

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

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

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晶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还原剂。 
分子式 Na.AlH4 分子量 54 

熔点（℃） 178 相对密度（水＝1） 0.90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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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醇类、水、卤素、空气、氧。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740 mg/kg（小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

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6】氢化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镁 中文别名 二氢化镁 
英文名称 Magnes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Magnesium dihydride；

Dihydridemagnesium 
CAS 号 7693-27-8 危险货物编号 43019 
UN 编号 201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氢化镁粉尘对眼睛、鼻、皮肤和呼吸系统有强烈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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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还原剂。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化学反应活性较高，在潮湿空气中能自燃。

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及热量,能引起燃烧。 
燃烧性 遇湿易燃，有毒，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镁、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类似物质覆盖。

使用无火花工具收。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酸酐、氧化剂、醇类、卤素、氧接

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干燥清洁的仓间内。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储存于阴凉、干燥、通

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

与酸类、酸酐、氧化剂、醇类、卤素、氧、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异丙胺。不溶于一般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强还原剂。 
分子式 MgH2 分子量 26.32 

熔点（℃） >250 相对密度（水＝1） 1.45 
沸点（℃） 4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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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酸酐、强氧化剂、水、醇类、卤素、氧。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醇类、活泼非金属、活泼非金属、食用化学品等

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

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7】氢化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od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Sodium monohydride 
CAS 号 7646-69-7 危险货物编号 43017 
UN 编号 142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性。皮肤直接接触引起灼伤。误服造成消化道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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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在潮湿空气中能自燃。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量

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遇湿气

和水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钠、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盖

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

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

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

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接触。尤其要注

意避免与水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

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淡灰色的细微结晶，以 25-50%比例分散在油中。 
溶解性 不溶于液氨、苯、二硫化碳、熔融的氢氧化钠。 

主要用途 在有机合成中，用作缩合剂、还原剂、烷基化试剂、催化剂、克莱逊氏试剂，用

于医药、香料、农药、染料增白剂和高分子工业。 
分子式 NaH 分子量 24.00 

熔点（℃） 8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0.92 
沸点（℃） 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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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8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酸类、醇类、水、二氧化碳、强氧化剂、氧、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逐渐加入无水异丙醇或无水正丁醇内，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

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358】氢化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化钛 中文别名 二氢化钛 
英文名称 Titanium hydride 英文别名 Titanium dihydride；

Dihydridetitanium 
CAS 号 7704-98-5 危险货物编号 41006 
UN 编号 187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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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有害。动物实验表明，长期接触可能发生肺纤维化，影响肺功能。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量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 
燃烧性 易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钛、氢气、钛、水。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静

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密

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

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相对湿

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

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暗灰色粉末或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乙醚、苯及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冶金、制氢，用作陶瓷润湿剂。 
分子式 TiH2 分子量 49.88 

熔点（℃） 4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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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11.7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37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水分/潮湿，酸，卤素，卤烃，氧化物。 

避免接触条件 水分/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

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359】氢气和甲烷混合物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气和甲烷混合物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hydrogen and methane 

mixtures,compressed 
英文别名  

CAS 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编号 21003 
UN 编号 20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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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本品有麻醉作用。急性中毒：有头晕、头痛、兴奋或嗜睡、恶心、呕吐、脉缓等；

重症者可突然倒下，尿失禁，意识丧失，甚至呼吸停止。可致皮肤冻伤。慢性影

响：长期接触低浓度者，可出现头痛、头晕、睡眠不佳、易疲劳、情绪不稳以及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大气和饮用水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若有冻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如有不适，就医。 

吸入 立即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畅通。如果呼吸困难，给于吸氧。如患者

食入或吸入本物质，不得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术。立即就医。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立即呼叫医生或中毒控制中

心。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

氟、氯等接触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

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切断气源。若不能

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也可以将漏气

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

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气、

压缩空气、氧化剂、卤素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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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或黄棕色油状液体, 有特殊臭味。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燃料。 
分子式 无资料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4（闭口）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426-537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2.2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6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金属乙炔化合物、卤素及卤间化合物、卤素的氧化物、硝酸、氧化氮、硝酸盐、

亚硝酸盐、卤素含氧酸盐、铬酸盐、高锰酸盐、无机过氧化物、金属氧化物和过

氧甲酸。氧化性物质和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等

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

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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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0】氢氰酸[含量≤20%]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氰酸 中文别名 氰化氢；氢氰酸蒸熏剂 
英文名称 Hydrocyanic acid 英文别名 acide cyanhydrique； 

hydrocyanic acid 
fumigant；hydrogen 

cyanide 
CAS 号 74-90-8 危险货物编号 61003 
UN 编号 105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34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窒息。急性中毒：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氰化氢气体，可

立即呼吸停止而死亡。非骤死者临床分为 4 期：前驱期有粘膜刺激、呼吸加快

加深、乏力、头痛；口服有舌尖、口腔发麻等。呼吸困难期有呼吸困难、血压升

高、皮肤粘膜呈鲜红色等。惊厥期出现抽搐、昏迷、呼吸衰竭。麻痹期全身肌肉

松弛，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可致眼、皮肤灼伤，吸收引起中毒。慢性影响：神

经衰弱综合征、皮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

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长期

放置则因水分而聚合，聚合物本身有自催化作用，可引起爆炸。 
燃烧性 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

身专用防护服，佩戴氧气呼吸器，在安全距离以外或有防护措施处操作。 
灭火剂 干粉、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用水灭火无效，但须用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用

雾状水驱散蒸气。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

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应考虑将其引燃，以排除毒性气体的积聚。或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

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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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隔离式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

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

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库温不宜超过 30℃。

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采用隔离式操作。尽可能机械化、

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隔离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必须佩戴氧

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

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或液体，有苦杏仁味。 
溶解性 溶于水、醇、醚等。 

主要用途 用于丙烯腈和丙烯酸树脂及农药杀虫剂的制造。 
分子式 HCN 分子量 27.03 

熔点（℃） -13.2 相对密度（水＝1） 0.69 
沸点（℃） 2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93 
闪点（℃） -17.8 临界压力（MPa） 4.95 

临界温度（℃） 183.5 饱和蒸汽压（KPa） 53.32(9.8℃) 
引燃温度（℃） 538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38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5.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3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50：357mg／m3 (小鼠吸入：5 分钟)。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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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61】氢溴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溴酸 中文别名 溴化氢溶液；溴氢酸； 
溴化氢 

英文名称 Hydrobromic acid 英文别名 Acide bromhydrique；
Acido bromidrico；

Anhydrous hydrobromic 
acid；Bromowodor；HBR 

CAS 号 10035-10-6 危险货物编号 81017 
UN 编号 1788/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人吸入的最小中毒浓度为 5ppm。液态溴化氢可引起皮肤、粘膜的刺激或灼伤。

长期低浓度接触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和消化功能障碍。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

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能与普通金属发生反应, 放出氢气而与空气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Ｈ发泡剂立即燃烧。遇氰化物能产生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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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戊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专用防护服，佩戴氧气呼吸器，在安全距离以外或有防护

措施处操作。 
灭火剂 用碱性物质如碳酸氢钠、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小火可用干燥砂土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场所因具备局部或者全面通

风设施。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和热源，工作场所禁烟

禁火。 设备设施等使用防爆型设备设施。物料管路有防止静电聚集的措施。     
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和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半面

罩、戴安全防护镜、戴乳胶手套。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

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耐腐蚀防化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微发烟，具有刺激性酸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氯苯、二乙氧基甲烷等有机溶剂。能与水、醇、乙酸混溶。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各种溴化合物，也可用于医药、染料、香料等工业。 
分子式 HBr 分子量 80.91 

熔点（℃） -87 (无水) 相对密度（水＝1） 1.49(47%)、1.38(40%) 
沸点（℃） -67 (无水)、126(47.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8 
闪点（℃） 4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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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类、氨、活性金属粉末、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76mg/kg（大鼠静脉）；LC50：9460mg/m3（大鼠吸入，1h）；2694mg/m3

（小鼠吸入，1h）。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中和，稀释后进入污水系统，进行后续处理。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

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 品
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

淋， 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362】氢氧化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Barium hydroxide lime；

Aetzbaryt；Baryta；Caustic 
baryta；Barium 

dihydroxide；Barium 
Hydroxide Monohydrate 

CAS 号 17194-00-2 危险货物编号 61021 
UN 编号 1564 /1759/326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口服后急性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性肌麻痹、心律紊

乱、血钾明显降低等。可因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痹而死亡。吸入烟尘可引起中毒，

但消化道症状不明显。接触高温本品溶液造成皮肤灼伤可同时吸收中毒。慢性影

响：长期接触钡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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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结膜炎、腹泻、心动过速、血压增高、脱发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钡。 
灭火方法 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灭火剂 水,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

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

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

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结晶或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难溶于乙醇、乙醚和丙酮。 

主要用途 制特种肥皂、杀虫剂，也用于硬水软化、甜菜糖精制、锅炉除垢、玻璃润滑等。 
分子式 Ba(OH)2 分子量 171.34 

熔点（℃） 408 相对密度（水＝1） 4.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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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2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曝晒、雨淋、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55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家兔经眼：1%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mg/24 小时，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中和后，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 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

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

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

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 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63】氢氧化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钾 中文别名 苛性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Caustic potash 
CAS 号 1310-58-3 危险货物编号 82002 
UN 编号 1813/1814/292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皮肤接触。 
健康危害 本品有强烈腐蚀性。吸入后强烈刺激呼吸道或造成灼伤。皮肤和眼直接接触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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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灼伤；口服灼伤消化道，可致死。慢性影响：肺损害、视觉损害、嗅觉损害。 
环境危害 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有条件的用弱酸清洗伤口(如醋酸、硼酸)。若有灼伤，

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液冲

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口服稀释的醋或柠檬汁，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热。本品不会燃烧, 遇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 形成腐蚀性

溶液。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丁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然

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酸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

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

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

溶液时，应把碱加入水中，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

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晶体，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微溶于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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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作化工生产的原料，也用于医药、染料、轻工等工业。 
分子式 KOH 分子量 56.11 

熔点（℃） 360.4 相对密度（水＝1） 2.04 
沸点（℃） 13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2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71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3.5（0.1mol/L 水溶液）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易燃或可燃物、二氧化碳、酸酐、酰基氯。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73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1%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mg(24 小时)，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 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

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

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

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

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364】氢氧化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锂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ith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Lithiumhydroxide；

Lithium hy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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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310-65-2 危险货物编号 82003 
UN 编号 268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皮肤接触。 
健康危害 该品腐蚀性极强，能灼伤眼睛、皮肤和上呼吸道，口服腐蚀消化道，可引起死亡。

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腐蚀性极强。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热。在水中形成腐蚀性溶液。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然

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腐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二氧化

碳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干燥清洁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二氧化碳、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细小单斜晶体或微黄色结晶性晶体，有辣味，强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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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能溶于水,微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锂肥皂、润滑脂、锂盐、碱性蓄电池、显影液等。 
分子式 LiOH 分子量 23.95 

熔点（℃） 462 相对密度（水＝1） 2.54 
沸点（℃） 162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4（0.1mol/L 水溶液）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水分/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00 mg／kg(小鼠经口)；LC50：900mg/m3/4H（大鼠吸入）。 
刺激性 对皮肤有刺激性。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和中和。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量小时，中和本品的水溶液，滤出固体做掩埋处置，溶液冲入下水道。反应产生热和烟雾，通过控制加入

速度予以控制。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 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

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

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

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

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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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5】氢氧化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钠 中文别名 苛性钠；烧碱；火碱； 
液碱 

英文名称 Sod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Caustic soda 
CAS 号 1310-73-2 危险货物编号 82001 
UN 编号 182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皮肤接触。 
健康危害 本品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粉尘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和眼直接接

触可引起灼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血和休克。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热。遇潮时对铝、锌和锡有腐蚀性，并放出易燃易爆的氢

气。本品不会燃烧, 遇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 形成腐蚀性溶液。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丁 

有害燃烧产物 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然

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酸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

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

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

溶液时，应把碱加入水中，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

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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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不透明固体，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甘油，不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肥皂工业、石油精炼、造纸、人造丝、染色、制革、医药、有机合成等。 
分子式 NaOH 分子量 40.01 

熔点（℃） 318.4 相对密度（水＝1） 2.12 
沸点（℃） 13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73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易燃或可燃物、二氧化碳、过氧化物、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1.95g 可使人致死；LD50：500mg/kg（兔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1%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mg/24 小时，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固体可装入 0.5 毫米厚的钢桶中严封，每桶净重不超过 100 公斤；塑料袋或二层

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

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钢板桶(罐)、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

外瓦楞纸箱。包装容器要完整、密封，应有明显的"腐蚀性物品"标志。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

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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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其它法规：隔膜法烧碱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01-83)；水银法烧碱生产

安全技术规定 (HGA002-83)。 

【4-1366】氢氧化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铍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Berylliumhydroxide；

Beryllium dihydroxide 
CAS 号 13327-32-7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56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短期大量接触可引起急性铍病，主要表现为急性化学性支气管炎或肺炎。肝脏往

往肿大，有压痛，甚至出现黄疸。长期接触小量铍可发生慢性铍病。除无力、消

瘦、食欲不振外，常有胸闷、胸痛、气短和咳嗽。X 线肺部检查分为三型：颗粒

型、网织型和结节型。 晚期可发生右心衰竭。皮肤病变有皮炎、溃疡及皮肤肉

芽肿。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鱼类和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最好采用湿式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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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

“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最好采用湿式操作。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隔离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黄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酸、碱。 

主要用途 用于核技术，及制取氧化铍等。 
分子式 Be(OH)2 分子量 43.03 

熔点（℃） 138(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91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3.8mg／kg(大鼠静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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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

品。 

【4-1367】氢氧化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铷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Rubid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Rubidiumhydroxide 
CAS 号 1310-82-3 危险货物编号 82004 
UN 编号 26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的腐蚀性，能造成严重灼伤。吸入粉尘、烟雾或液体能引起化学性

上呼吸道炎、肺炎及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若有灼伤，按碱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发热，能引起有机物燃烧。与酸类发生剧烈反应。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然

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

内。小心扫起，送至空旷地方，慢慢倒入大量水中，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

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二氧化

碳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高燥清洁的仓间内。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易燃物、

可燃物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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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不宜运输。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严禁皮肤直接接触。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白色易潮解的块状物。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低温蓄电池电解质。 
分子式 RbOH 分子量 102.48 

熔点（℃） 300-302 相对密度（水＝1） 3.203(11℃)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二氧化碳、水、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86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

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

钢板桶(罐)、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箱。包装容器要完整、密

封，应有明显的"腐蚀性物品"标志。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

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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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368】氢氧化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es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Cesiumhydroxide 
CAS 号 21351-79-1 危险货物编号 82005 
UN 编号 268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本品具有强烈的腐蚀性，会灼伤皮肤，尤其是开放式的直接接触，将

会引起刺骨般的疼、灼伤、发疹，甚至可以把肌肉全部灼伤坏死。眼睛接触：严

重灼伤，引起永久性伤害，甚至失明。吸入：刺激鼻及咽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若有灼伤，按碱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已知最强碱，号称“碱王”。遇水发热，能引起有机物燃烧。与酸类发生剧烈反

应。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铯。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然

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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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严禁皮肤直接接触。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固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可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蓄电池的电解液、聚合反应的催化剂。 
分子式 CsOH 分子量 149.91 

熔点（℃） 342.3 相对密度（水＝1） 3.675 
沸点（℃） 9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70mg/kg（小鼠经口），8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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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

钢板桶(罐)、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箱。包装容器要完整、密

封，应有明显的"腐蚀性物品"标志。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

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369】氢氧化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氢氧化铊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Thall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17026-06-1 危险货物编号 61023 
UN 编号 17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致命。吸入致命。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火场分解排出有毒铊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铊。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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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只存在溶液中，固体至今尚未制得。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TlOH 分子量 221.38 

熔点（℃） 139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4.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36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70】柴油[闭杯闪点≤60℃]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柴油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Diesel oil 英文别名 Diesel fuel 
CAS 号 68334-30-5 危险货物编号 32501 
UN 编号 120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可为主要吸收途径，可致急性肾脏损害。柴油可引起接触性皮炎、油性

痤疮。吸入其雾滴或液体呛入可引起吸入性肺炎。能经胎盘进入胎儿血中。柴油

废气可引起眼、鼻刺激症状，头晕及头痛。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尽快彻底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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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耐油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

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卤素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

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卤素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稍有粘性的棕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等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柴油机的燃料。 
分子式 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

凡硫、氧、氮化合物。 
分子量 无意义 

熔点（℃） -18 相对密度（水＝1） 0.87-0.9 
沸点（℃） 180-3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8 
闪点（℃） 60-9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257 燃烧热（KJ/mol） 30000- 4600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0.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中性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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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7500 mg/kg（大鼠经口），245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皮 500mg 严重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

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

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

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

具装卸。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其它物品。船运时，配装

位置应远离卧室、厨房，并与机舱、电源、火源等部位隔离。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 

【4-1371】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 中文别名 氰气；二氰；乙二腈 
英文名称 Cyanogen 英文别名 Dicyan；cyanogene；

dicyanogene；oxalonitrile 
cyanogen 

CAS 号 460-19-5 危险货物编号 23028 
UN 编号 102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害气体）；32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氰的刺激性比氰化氢略弱，而毒性则小得多。氰的轻度中毒，病人出现乏力、头

痛、头昏、胸闷及粘膜刺激症状；严重中毒者，呼吸困难、意识丧失、出现惊厥，

最后可因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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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勿用口对口)。给吸入亚硝酸异戊酯，立即就医。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其蒸气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引着回燃。遇水或水蒸气、酸或酸

气产生剧毒的烟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氧化氮。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喷水冷却容器，

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厂商特别推荐的化学防护服(完全隔离)。切断

气源，喷雾状水稀释、溶解，通风对流，稀释扩散。如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

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

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

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易燃有毒的压缩气体。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仓温不宜超过 10℃。远离火

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验收时

要注意品名，注意验瓶日期，先进仓的先发用。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

现象。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

件破损。运输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带供气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正压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

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带苦杏仁气味，有毒。 
溶解性 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制作农药，也用作消毒、杀虫的熏蒸剂等。 
分子式 C2N2 分子量 52.04 

熔点（℃） -34.4 相对密度（水＝1） 0.96 
沸点（℃） -2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34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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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32／-3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8 爆炸下限（％） 6.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2.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水、酸类、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LC50：350ppm 1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等

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

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2.3 类有毒气体。 

【4-1372】氰氨化钙[含碳化钙＞0.1%]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氨化钙 中文别名 石灰氮；碳氮化钙；氨腈

钙；碳酰亚氨钙； 
氰氮化鈣 

英文名称 Calcium Cyanamide 英文别名 Calcium carbimide；
alzodef；

calctumcyanamide 
CAS 号 156-62-7 危险货物编号 43057 
UN 编号 140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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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可引起急性中毒。中毒表现为面、颈及胸背上方皮肤发红，眼、软

腭及咽喉粘膜发红、畏寒等。个别可发生多发性神经炎，暂时性局灶性脊髓炎及

瘫痪等。进入眼内可引起眼损害；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荨麻疹及溃疡。长期接

触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及消化道症状；眼及呼吸道刺激。长期大量吸入其粉尘

可引起尘肺。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燃烧，但遇水、湿空气、酸放出有毒氨和乙炔气可燃可爆；热分解排出有

毒氮氧化物、氰化物烟雾。 
燃烧性 遇湿易燃，有毒，具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干砂。禁止用水、泡沫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

包装容器内。避免扬尘，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到安

全场所。如果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

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

对湿度不超过 7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

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带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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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纯品是无色六方晶体。工业品因含有碳（石墨）等杂质而呈深灰色粉末。有电石

或氨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渗碳剂、生铁脱硫剂，用于制造氰化钠、氰胺、双氰胺、三聚氰胺等，用作

脱叶剂或除草剂。 
分子式 CaCN2 分子量 80.1 

熔点（℃） 1300 相对密度（水＝1） 2.29 
沸点（℃） 25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水、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58 mg/kg（大鼠经口），334 mg/kg（小鼠经口）。对人致死量约 40～

50 g。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

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

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

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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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73】氰化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cyanide 英文别名 Barium dicyanide；cianuro 

barico；cyanure de baryum 
CAS 号 542-62-1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氰化物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窒息。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起中毒。

中毒表现有头痛、眩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心悸、阵发性和强直性痉挛、

昏迷、紫绀、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对眼有刺激性。可致皮肤损害。长期接触小

量氰化物引起食欲不振、恶心、头痛、头晕、无力、眼和上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

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

盐反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

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氧化氮。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发生火灾时应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防人

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对泄漏物处理必须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扫起，倒至大量水中。加入过量 NaClO

或漂白粉，放置 24 小时，确认氰化物全部分解，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污染区

用 NaClO 溶液或漂白粉浸光 24 小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放入废水系统统一

处理。对 HCN 则应将气体送至通风橱或将气体导入碳酸钠溶液中，加等量的

NaClO，以 6mol/L NaOH 中和，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做统一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

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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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

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

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光亮鳞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农药及氰化物。 
分子式 Ba(CN)2 分子量 189.3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4.0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25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kg；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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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74】氰化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碘 中文别名 碘化氰 
英文名称 Cyanogen iodide 英文别名 Iodine cyanide；

Carbononitridic iodide；
Cyanogen monoiodide；

Iodocyanide 
CAS 号 506-78-5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本品可能致死。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勿
用口对口)。尽快吸入亚硝酸异戊酯。就医。 

食入 误服者立即漱口．，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洗胃。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雾。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氰化氢、碘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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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

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正压自

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针状晶体，味辛，有刺激臭。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甲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昆虫保存剂。 
分子式 CNI 分子量 152.92 

熔点（℃） 146～147 相对密度（水＝1） 2.59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4mg／kg(大鼠皮下)，23.5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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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

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其它

物品。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

品。 

【4-1375】氰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钙 中文别名 氰熔体 
英文名称 Calcium cyanide 英文别名 black cyanide； 

cyanide fusant 
CAS 号 592-01-8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7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窒息。吸入、口服或经皮吸收均可引起急性中毒。大剂

量接触引起骤死。非骤死者临床分为４期：前驱期有粘膜刺激、呼吸加快加深、

乏力、头痛；口服有舌尖、口腔发麻等。呼吸困难期有呼吸困难、血压升高、皮

肤粘膜呈鲜红色等。惊厥期出现抽搐、昏迷、呼吸衰竭。麻痹期全身肌肉松弛，

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慢性影响：神经衰弱综合征、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皮肤损

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

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

盐反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

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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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发生火灾时应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防人员须佩戴防

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

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

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或白色粉末，工业品呈灰黑色薄片，味苦。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缓慢溶于弱酸。 

主要用途 用于提炼金、银等贵重金属和制造农药等。 
分子式 Ca(CN)2 分子量 92.12 

熔点（℃） 35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85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37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9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与硫酸亚铁反应，生成相对无毒的氰化铁。或与

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反应，生成低毒的碳酸盐。处理后，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kg；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76】氰化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汞 中文别名 氰化高汞；二氰化汞 
英文名称 Mercury cyanide 英文别名 Mercury dicyanide；

Mercurius cyanatus；
Cianurina；

Dicyanomercury； 
Hydrargyrum cyanatum 

CAS 号 592-04-1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6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接触后氰化物和汞中毒的症状均可出现。吸入本品粉尘可引起急性中毒，症状有

胸部紧束感或疼痛，咳嗽，呼吸困难；氰化物中毒症状包括焦虑、神经错乱、头

晕、呼吸困难、意识障碍、惊厥、呼气呈苦杏仁味。口服出现腹痛、呕吐、严重

腹泻及上述氰化物中毒症状。眼接触引起角膜溃疡和水肿。对皮肤有刺激性，可

引起皮炎；经皮吸收可引起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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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

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

盐反应剧烈，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

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氧化氮。 
灭火方法 发生火灾时应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防人员须佩戴防

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对泄漏物处理必须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扫起，倒至大量水中。加入过量 NaClO

或漂白粉，放置 24 小时，确认氰化物全部分解，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污染区

用 NaClO 溶液或漂白粉浸光 24 小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放入废水系统统一

处理。对 HCN 则应将气体送至通风橱或将气体导入碳酸钠溶液中，加等量的

NaClO，以 6mol/L NaOH 中和，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做统一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

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

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结晶粉末，见光颜色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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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易溶于水、氨水、甲醇、乙醇，不溶于苯。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杀菌皂、照相及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Hg(CN)2 分子量 252.63 

熔点（℃） 320 相对密度（水＝1） 3.996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4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25mg/kg（大鼠经口），33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氰化汞属于剧烈毒性化学品，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

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77】氰化汞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汞钾 中文别名 汞氰化钾；氰化钾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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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氰合汞酸钾 
英文名称 mercuric potassium 

cyanid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tetracyanomercurate；
Potassiummercury 

cyanide；
Kaliumtetracyanomercura

t 
CAS 号 591-89-9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62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剧毒。受热分解能放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与汞蒸气。兼有氰化物及无机汞化合物

的危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

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汞、氰化物、氰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

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

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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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制镜镀银剂和化学试剂。 
分子式 Hg(CN)2·2KCN 分子量 382.8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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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78】氰化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镍 中文别名 氰化亚镍 
英文名称 Nickel cyanide 英文别名 Nickel dicyanide；

Dicyanonickel 
CAS 号 557-19-7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65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误服可致死。非骤死者，先出现无力、头痛、眩晕、恶心、四肢沉重、呼

吸困难，随后出现阵发性和强直性抽搐、昏迷、呼吸停止。镍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５％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镁发生剧烈反应。与氯酸盐或亚硝酸钠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酸或露置空气

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氰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

亚硝酸钾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酸类、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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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苹果绿片状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稀酸，溶于氨水。 

主要用途 用于冶金、电镀。 
分子式 Ni(CN)2 分子量 110.73 

熔点（℃） 200 相对密度（水＝1） 2.4(25ºC) 
沸点（℃） 2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水、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与硫酸亚铁反应形成相对无毒的亚铁氰化物，或与次氯酸钠或次氯酸

钙反应形成较低毒性的氰酸盐。注意：浓次氯酸盐严禁与浓氰化物溶液或固体氰化物混合，因为能放出高

毒的氯化氰气体。在规定场所掩埋空容器。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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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79】氰化镍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镍钾 中文别名 氰化钾镍；四氰合镍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nickel cyanide； 

nickel potassium cyanide 
英文别名 dipotassium nickel 

tetracyanide；dipotassium 
tetracyanonickelate； 

tetracyano-nickelat 
dipotassium 

CAS 号 14220-17-8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误服可致死。非骤死者，先出现无力、头痛、眩晕、恶心、四肢沉重、呼

吸困难，随后出现阵发性和强直性抽搐、昏迷、呼吸停止。镍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５％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潮气和酸分解有毒氢化氢气体；火场放出有毒氧化镍、氧化钾、氰化物和

氮氧化物烟雾。与氯酸盐、亚硝酸钠 (钾) 混合可爆。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镍、氧化钾、氰化物和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

亚硝酸钾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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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酸类、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橙黄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氰化钾及氢氧化铵。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K2Ni(CN)4 分子量 240.96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1.87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水、氯酸盐, 亚硝酸钠 (钾)。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75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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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0】氰化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铅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ead cyanide 英文别名 dicyanolead 
CAS 号 592-05-2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62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属剧毒物质。吸入、误服可致死。非骤死者，先出现无力、头痛、眩晕、恶心、

呕吐、四肢沉重、呼吸困难，随后失去知觉，呼吸停止。长期慢性吸入，可能引

起铅中毒。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镁发生剧烈反应。强氧化剂。与氯酸盐或亚硝酸钠(钾)混合引起爆炸。遇酸或

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分可分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高

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氰化氢、铅。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厂商特别推荐的化学防护服(完全隔离)。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

扬尘，小心扫起，移至大量水中，加过量次氯酸钠，静置 24h，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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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钾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专仓专储。管理应

按“五双”管理制度执行。防潮、防晒。应与酸类、氯酸盐、亚硝酸钠(钾)、食

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

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戴正压自

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白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氨水、热硝酸。 

主要用途 用于冶金。 
分子式 Pb(CN)2 分子量 259.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水、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00mg／kg(大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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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1】氰化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铜 中文别名 氰化高铜 
英文名称 Cupric cyanide 英文别名 Copper cyanide； 

Copper dicyanide 
CAS 号 14763-77-0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8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属剧毒物质。吸入、误服可致死。非骤死者，先出现无力、头痛、眩晕、恶心、

呕吐、四肢沉重、呼吸困难，随后失去知觉，呼吸停止。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镁发生剧烈反应。与氯酸盐或亚硝酸钠(钾)混合引起爆炸。遇酸或吸收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水分可分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氰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厂商特别推荐的化学防护服(完全隔离)。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

扬尘，小心扫起，移至大量水中，加过量次氯酸钠，静置 24h，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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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镁氯甲酸盐、亚硝酸钠、

亚硝酸钾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管理应按 “五双”

管理制度执行。专仓专储。应与酸类、氯酸盐、亚硝酸钠(钾)、食用化工原料等

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

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

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戴正压自

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至绿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吡啶、碱液、氰化钾溶液。 

主要用途 用于镀铜和有机合成等。 
分子式 Cu(CN)2 分子量 115.5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4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水、镁、亚硝酸钠、亚硝酸钾、氯甲酸盐。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0mg／kg(大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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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2】氰化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锌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Zinc cyanide 英文别名 cyanure de zinc；

Dicyanozinc；Zinkcyanid 
CAS 号 557-21-1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7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蒸气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后可引起氰化物中毒，出现头痛、乏力、呼吸困难、

皮肤粘膜呈鲜红色、抽搐、昏迷等。高浓度吸入可立即引起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

可引起皮肤和眼灼伤。口服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

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盐反应

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出剧毒

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具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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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氧化氮。 
灭火方法 发生火灾时应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防人员须佩戴防

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

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

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

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热水、乙醇、醚，溶于碱液、氨水。 

主要用途 用于电镀及制造医药、农药，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Zn(CN)2 分子量 117.41 

熔点（℃） 800 相对密度（水＝1） 1.8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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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与硫酸亚铁反应，生成相对无毒的氰化铁。或与

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反应，生成低毒的碳酸盐。处理后，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3】氰化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溴 中文别名 溴化氰；溴氰 
英文名称 Cyanogen bromide 英文别名 Cyanic bromide； 

bromine cyanide；Campilit 
CAS 号 506-68-3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889/33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毒作用似氢氰酸，并有明显刺激性。吸入后引起紫绀、头痛、头晕、恶心、呕吐、

虚弱、神志不清、惊厥、呼吸困难、咳嗽，重者发生肺水肿，可致死。对眼和皮

肤有强烈刺激性，可致灼伤。口服后引起口腔和胃刺激或灼伤，可引起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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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水或水蒸气接触会散发出剧毒、易燃和腐蚀性的溴化氢和氰化氢气体。有杂质

存在时能很快引起分解, 并引起爆炸。 
燃烧性 不燃，剧毒，具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

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储

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针状或立方形结晶, 常温下挥发。 
溶解性 易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炼金、制杀虫剂等。 
分子式 BrCN 分子量 105.92 

熔点（℃） 52 相对密度（水＝1） 1.443 
沸点（℃） 61～6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5 
闪点（℃） 61.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3(2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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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CL0: 0.5 克/立方米/10 分（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4】氰化金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金钾 中文别名 四氰金酸钾；柠檬酸金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tetrakis aur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gold cyanide 
CAS 号 14263-59-3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蒸气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后可引起氰化物中毒，出现头痛、乏力、呼吸困难、

皮肤粘膜呈鲜红色、抽搐、昏迷等。高浓度吸入可立即引起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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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起皮肤和眼灼伤。口服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盐反应

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出剧毒

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物、氰化氢、氰化钾、氰化银。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用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和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

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储

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微黄色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及有机溶剂（如醇类、乙醚、丙酮等）。 

主要用途 用于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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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KAu(CN)4 分子量 340.1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2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成人致死量 0.05g。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5】氰化亚金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亚金钾 中文别名 金氰化钾；二氰合金酸

钾；氰亚金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cyanoaur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dicyanoaurate；

Goldpotassium cyan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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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potassium cyanide；
Monopotassium 

dicyanoaurate；Potassium 
aurocyanide；Potassium 

gold cyanide 
CAS 号 13967-50-5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接触或误食氰化物后，感到咽喉紧缩感、口腔麻木、流涎、剧烈头痛、继而胸闷、

心悸、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等症状。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清水冲洗皮肤，再用 5%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 
眼睛接触 用洗眼器冲洗后再用 5%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 

吸入 用 3%亚硝酸异戊酯 10-15ml 加入 25% 葡萄糖溶液 40ml 静脉缓慢注射。注射完

毕 后随即用同一针头同一部位即刻缓慢静脉注射 5%硫代硫酸钠 25-50ml。 
食入 可用 10%硫代硫酸钠溶液或 1:2000 高锰酸钾溶液洗胃，洗胃后给适量硫酸亚铁

溶液口服。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酸接触释放出毒性很高的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气体，无爆炸性。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物、氰化氢、氰化钾、氰化银。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用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和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固体如果泄露，应该小心将地面的固体收集并用水溶解处理掉。如发生氰化亚金

钾水溶液泄漏或掉入水中，现场人员应在保护好自身安全情况下，及时检查隔绝

事故泄漏部位。如在运输途中应向当地应急救援部门或“119”报警，报警内容应

包括：事故单位；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化学品名称和泄漏量、危险程度；有

无人员伤亡中毒以及报警人姓名及电话。同时，应根据氰化亚金钾泄漏扩散情况

以及所涉及的区域建立警戒区， 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除消防及应急处理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并迅速撤离无关人员。处

理过程中，应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及防毒面具，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地面残留物

应用五倍次氯酸钠溶液分解清除，深埋于土中。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时，操作人员必须穿好工作服，戴好手套，口罩并备好防毒面具，避免氰化

亚金钾直接接触皮肤或吸入氰化亚金钾粉尘。工作结束后，必须用清水或 5% 硫
代硫酸钠水溶液反复冲洗，并进行沐浴，换上清洁衣服。工作期间严禁饮食、吸

烟。在使用氰化亚金钾过程中，氰化亚金钾水溶液温度不宜过高，以防生成氰化

氢气体。另外，配制氰化亚金钾水溶液的水必须是中性蒸馏水，否则在酸性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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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黄色氰化亚金沉淀产生。 
储存注意事项 贮存和使用氰化亚金钾过程中，要切记不要与酸类、 亚硝酸盐、硝酸盐等物质

放置一处，或者把氰化亚金钾暴露于酸性环境下，这样会降低产品质量和使用效

果；也不可长期贮藏在潮湿的环境里和露天堆放，宜在通风干燥地点贮藏，实行

专库或专柜，双人双锁保管，贮存时要进行检验，定期养护，控制贮存场所的温

湿度，并进行相应的通风或降潮湿措施，贮藏地点要准备相应的防毒口罩、面具

及个人防护用品，以及相应的消防设备，装卸时要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并防止

破损漏撒及雨淋水湿。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结晶，对光敏感。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醇，不溶于醚。易受潮。 

主要用途 用于电镀金，并用作杀菌剂、防腐剂。 
分子式 KAu(CN)2 分子量 288.10 

熔点（℃） 14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36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0-11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氯酸钾、亚硝酸盐、硝酸盐、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成人致死量约 0.1 克；LD50：5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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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6】氰化亚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亚铜 中文别名 氰化銅 
英文名称 Copper cyanide 英文别名 Cuprous cyanide 
CAS 号 544-92-3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58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后引起紫绀、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虚弱、惊厥、昏迷、咳嗽、呼吸困

难。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肺水肿而致死。对皮肤、眼有强烈刺激性，

可致灼伤。口服出现紫绀、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虚弱、昏迷、呼吸困难、

血压下降等；刺激口腔和消化道或造成灼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

盐反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

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氢、氧化氮。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发生火灾时应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防人

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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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

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

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单斜结晶粉末或淡绿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稀酸，易溶于浓盐酸。 

主要用途 电镀铜及其他合金，合成抗结核药及防污涂料。 
分子式 CuCN 分子量 89.56 

熔点（℃） 473 相对密度（水＝1） 2.9(氮气中)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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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5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与硫酸亚铁反应，生成相对无毒的氰化铁。或与次氯酸钠或次氯酸钙

反应，生成低毒的碳酸盐。处理后，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87】氰化亚铜三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亚铜三钾 中文别名 氰化亚铜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cuprocyanide 英文别名 Cuprous potassium 

cyanide 
CAS 号 13682-73-0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6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均有毒。口服剧毒。非骤死者先出现感觉无力、头痛、眩

晕、恶心、呼吸困难等，随后面色苍白、抽搐、失去知觉，呼吸停止而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或接触酸或酸雾放出剧毒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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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氰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酸

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

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配制和调节镀铜盐浴。 
分子式 K3Cu(CN)4 分子量 284.93 

熔点（℃） 290 相对密度（水＝1） 4.0 
沸点（℃） 2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740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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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88】氰化亚铜三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亚铜三钠 中文别名 紫铜盐；紫铜矾； 
氰化铜钠 

英文名称 Sodium cuprocyanide 
(DOT)； 

Copper sodium cyanide 

英文别名 Sodium cyanocuprate；
Sodium tricyanocuprate；

Disodium 
tricyanocuprate；Sodium 

copper cyanide 
CAS 号 14264-31-4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231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Ⅰ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均有毒。口服剧毒。非骤死者，先出现感觉无力、头痛、

眩晕、恶心、呕吐、四肢沉重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面色苍白，失去知觉，

甚至呼吸停止而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吸入亚硝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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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酯，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或接触酸或酸雾放出剧毒的烟雾。与氯酸盐、亚硝酸钠 (钾) 混合可爆。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钠、氰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厂商特别推荐的化学防护服(完全隔离)。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

扬尘，小心扫起，移至大量水中，加过量次氯酸钠，静置 24h，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酸

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

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专仓专储。远离火种、热源。管理应

按“五双”管理制度执行。包装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氯酸盐、亚

硝酸钠(钾)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

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

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戴正压自

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为氰化亚铜和氰化钠的复盐。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配制和调节镀铜盐浴。 
分子式 Na3Cu(CN)3 分子量 236.60 

熔点（℃） 1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01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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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 6.44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 )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89】氰化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化银 中文别名 氢酸银 
英文名称 Silver cyanide 英文别名 kyanidstribrny 
CAS 号 506-64-9 危险货物编号 61001 
UN 编号 168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受高热或与酸接触，可产生氰化物气体，吸入后引起氰化物中毒，出现头痛、乏

力、呼吸困难、皮肤粘膜呈鲜红色、抽搐、昏迷，甚至死亡。对眼和皮肤有刺激

性。长期接触本品可出现全身性银质沉着症，眼、鼻、喉、口腔、内脏器官和皮

肤均可发生银质沉着。全身皮肤可呈灰黑色或浅石板色。高浓度反复接触可致肾

损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405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

戊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５％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

盐反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

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物。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发生火灾时应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防人

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

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

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或淡灰色粉末, 无臭无味, 见光变褐色。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醇，溶于氨水、碘化钾、热稀硝酸。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和镀银。 
分子式 AgCN 分子量 133.88 

熔点（℃） 32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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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8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23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20mg/24 小时，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0mg/24 小时，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

品。 

【4-1390】(RS)-α-氰基-3-苯氧基苄基(SR)-3-(2,2-二氯乙烯基)-2,2-二甲基环丙烷

羧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RS)-α-氰基-3-苯氧基苄

基(SR)-3-(2,2-二氯乙烯

基)-2,2-二甲基环丙烷羧

酸酯 

中文别名 氯氰菊酯；兴棉宝； 
安绿宝；灭百可； 
腈二氯苯醚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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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Cyano-3-phenoxybenzyl-2,
2-dimethyl-3-(2,2-dichloro
vinyl)cyclopropanecarboxy

late 

英文别名 Cypermethrin；Fendona； 
Flectron；Folcord；

Imperator；KafilSuper；
Polytrin；Ripcord； 

Cymbush 
CAS 号 52315-07-8 危险货物编号 61904 
UN 编号 25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属中等毒类。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短期内密切接触大量氯氰菊酯后

1-48 小时出现面部感觉异常（烧灼热、针刺感、蚁走感、或紧麻感），明显的头

晕、头痛、乏力、恶心、呕吐、精神萎靡、多汗、流涎：少数出现胸闷、肢端发

麻、心悸、视物模糊、瞳孔缩小。病情进展可出现肌束振颤或轻度意识障碍（嗜

睡、意识模糊或朦胧）或昏迷，还可发生阵发性抽搐，部分患者可发生肺水肿。

口服十分钟至一小时后可出现上腹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及乏力等症状，神

经系统症状较严重，多数预后较好。重者可出现意识模糊和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用葛根素治疗。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熟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氰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

倒至空旷地方深埋。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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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防止受潮和雨淋。防止阳光曝晒。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

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

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

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原药为黄棕色至深红褐色粘稠液体。 
溶解性 难溶于水，易溶于酮、醇、芳烃等。 

主要用途 用作农用杀虫剂。 
分子式 C22H19Cl2NO3 分子量 416.32 

熔点（℃） 60-80 相对密度（水＝1） 1.24(20℃) 
沸点（℃） 170-1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26×10-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6.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51mg／kg(大鼠经口)；1600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

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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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包装所用的麻袋、塑料编织袋、复合塑料编织袋的强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

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

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

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 3 月 15 日

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

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

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1】4-氰基苯甲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氰基苯甲酸 中文别名 对氰基苯甲酸；對氰苄

酸；对苯二甲酸单腈 
英文名称 4-Cyanobenzoic acid；

4-Carboxybenzonitrile 
英文别名 p-Carboxybenzonitrile； 

p-Cyanobenzoic acid；
Terephthalic acid 

mononitrile 
CAS 号 619-65-8 危险货物编号 61649 
UN 编号 32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氰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泡沫、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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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

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注

意防潮和雨水浸入。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

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片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热水、热乙酸、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5NO2 分子量 147.13 

熔点（℃） 219 相对密度（水＝1） 1.3 
沸点（℃） 34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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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包装所用的麻袋、塑料编织袋、复合塑料编织袋的强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

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

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

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2】氰基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基乙酸 中文别名 氰基醋酸；氰乙酸 
英文名称 Cyanoacetic acid 英文别名 2-Cyanoacetic acid；

Cyanoethanoicacid； 
Malonic mononitrile； 
Monocyanoacetic acid 

CAS 号 372-09-8 危险货物编号 61645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未见职业危害方面的报道。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潮或受高热分解释出剧毒的乙氰蒸气。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氧气呼吸器。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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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必须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有吸湿性。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微溶于乙酸、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医药上用于制造咖啡因。 
分子式 C3H3NO2；NCCH2COOH 分子量 85.06 

熔点（℃） 66 相对密度（水＝1） 1.287 
沸点（℃） 108(2.0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160（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2.0(10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249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7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潮。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5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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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采用铝桶或塑料桶密封包装，每桶 200kg。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3】氰基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基乙酸乙酯 中文别名 氰基醋酸乙酯； 
乙基氰基乙酸酯 

英文名称 Ethyl cyanoacetate 英文别名 Cyanoacetic acid ethyl 
ester；Ethyl 

2-cyanoacetate；
Cyanacetate ethyle 

CAS 号 105-56-6 危险货物编号 61646 
UN 编号 266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属中等毒类。经皮肤吸收并引起皮肤炎症。使用时应防止接触皮肤和吸入其蒸气。

实验动物在低浓度时表现呼吸急促、流泪、嗜睡、精神萎靡、反应迟钝。浓度较

大时则呼吸极度困难，痉挛、挣扎跳跃之后死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

钟。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戊

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

发生化学反应。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出有毒的或易燃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氰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氧气呼吸器。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泡沫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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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略有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碱液、氨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制药工业，染料工业。 
分子式 C5H7NO2 分子量 113.11 

熔点（℃） -22 相对密度（水＝1） 1.063 
沸点（℃） 208-2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 
闪点（℃） 110 临界压力（MPa） 3.3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0（99ºC） 
引燃温度（℃） 555 燃烧热（KJ/mol） 2659.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0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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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00～3200mg/kg(大鼠经口)；LC50：550mg/m3，2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与燃料混合后，再焚烧。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

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输

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4】氰尿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氰尿酰氯 中文别名 三聚氰酰氯；三聚氯化氰 
英文名称 Tricyanogen chloride 英文别名 Cyanuric Chloride；CYC；

2,4,6-trichloro-1,3,5-triazi
ne；TCT 

CAS 号 108-77-0 危险货物编号 81641 
UN 编号 26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和呼吸道有强腐蚀性。易吸潮发热，能被水分解释放出有毒性

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接触后可引起喉炎、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勿
用口对口)。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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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氯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酸碱工作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

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

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

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晶体, 有刺激味, 易吸潮发热, 释放出烟雾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酸、氯仿、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活性染料的中间体，也用于橡胶业，及制备药物、炸药和表面活性剂等，也

可用作杀虫剂。 
分子式 C3Cl3N3 分子量 184.41 

熔点（℃） 145-148 相对密度（水＝1） 1.32 
沸点（℃） 209.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36 
闪点（℃） 80.5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7（70 ℃）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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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经口属中等毒，吸入属高毒类。LD50：350mg／kg(小鼠经口)，490mg/kg(大鼠

经口) ；LC50：10mg／m3(小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中度；眼睛-兔子：0.05 毫克/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与燃料混合后，再焚烧。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

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袋，袋口密封，再装入厚度不小于 0.75 毫米的坚固钢桶中，桶盖严密

卡紧，每桶净重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但玻璃瓶外须加塑料袋。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

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395】2-巯基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巯基丙酸 中文别名 硫代乳酸；硫羟乳酸； 
Α-巰丙酸 

英文名称 2-Mercaptopropionic acid 英文别名 Thiolactic Acid；
2-Sulfanylpropanoic acid；

2-Thiolactic acid；
alpha-Mercaptopropanoic 

acid 
CAS 号 79-42-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9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该品对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破坏巨大。咳嗽, 呼吸短促, 头痛, 恶

心。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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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 受热分解有毒氧化硫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 硫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酸碱工作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

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

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

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烤肉似香气。 
溶解性 混溶于水、乙醇、乙醚和丙酮。 

主要用途 GB 2760-1996 规定为暂时允许使用的食用香料。还可用于测定钴。 
分子式 C3H6O2S；

CH3CH(SH)COOH 
分子量 106.14 

熔点（℃） 10-14 相对密度（水＝1） 1.196 
沸点（℃） 205.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03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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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2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强碱, 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44 mg／kg(大鼠经口)，19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10 毫克/24 小时、重度；眼睛-兔子：2 毫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输

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6】2-巯基乙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巯基乙醇 中文别名 硫代乙二醇； 
2-羟基-1-乙硫醇 

英文名称 2-Mercaptoethanol 英文别名 Thioglycol；BME； 
2-Hydroxy-1-ethanethiol 

CAS 号 60-24-2 危险货物编号 61091 
UN 编号 296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 、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中毒表现有紫绀、呕吐、震颤、头痛、惊

厥、昏迷，甚至死亡。对眼、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角膜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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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

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

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

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

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专人保管。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

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水白色易流动液体，具有少许硫醇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水、醇、醚、苯等。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树脂及用作杀霉菌剂、杀虫剂、增塑剂、水溶性还原剂等。 
分子式 C2H6OS；HOCH2CH2SH 分子量 78.13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1.114 
沸点（℃） 157～1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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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7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9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3.43（20℃）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对空气敏感，易吸潮。 
禁忌物 强氧化剂、潮湿空气、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44mg／kg(大鼠经口)；190mg／kg(小鼠经口)；150mg／kg(兔经

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输

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7】巯基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巯基乙酸 中文别名 氢硫基乙酸；硫代乙醇酸 
英文名称 Mercaptoacetic acid 英文别名 Thioglycollic acid；

2-sulfanylacetic acid；
TGA 

CAS 号 68-11-1 危险货物编号 81611 
UN 编号 1940/24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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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的毒作用，可能是其与某些酶的巯基的特殊作用有关，本品有强烈的刺激性。

眼接触可致严重损害，导致永久性失明。可致皮肤灼伤；对皮肤有致敏性，引起

过敏性皮炎。能经皮肤吸收引起中毒，动物皮肤贴敷本品 10％溶液< 5ml/kg 即

引起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具致

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

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酸碱工作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

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42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身体防护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

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有强烈令人不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溶于普通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测定铁的试剂及稳定剂, 用于药水、烫发水制造等。 
分子式 C2H4O2S 分子量 92.12 

熔点（℃） -16.5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104～106(1.47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8 
闪点（℃） 126 临界压力（MPa） 6.1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47(104～106℃) 
引燃温度（℃） 350 燃烧热（KJ/mol） 1450 
自燃温度（℃） 35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30 爆炸下限（％） 5.9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0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胺类、碱金属、易（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0mg／kg(大鼠经口)；25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硫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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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98】全氯五环癸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全氯五环癸烷 中文别名 灭蚁灵；十二氯代八氢

-1，3，4-次甲基-1H-环丁

并(c，d)双茂 
英文名称 Hexachlorocyclopentadien

e dimer；
Perchlorodihomocubane 

英文别名 Mirex；Dechlorane；
Paramex 

CAS 号 2385-85-5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为中等毒杀蚊剂。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实验资料报道，本品

有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易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被污染地

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潮、

防晒。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

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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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实

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无味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苯、二恶烷、二甲苯、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杀蚁剂。 
分子式 C10Cl12 分子量 545.543 

熔点（℃） 485 相对密度（水＝1） 2.25 
沸点（℃） 601.4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8.8 
闪点（℃） 201.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72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312mg／kg(大鼠经口)；8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

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

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包装所用的麻袋、塑料编织袋、复合塑料编织袋的强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

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

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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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399】壬基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壬基酚 中文别名 壬基苯酚；4-壬基苯酚 
英文名称 Nonylphenol 英文别名 4-(2,6-Dimethylheptyl)ph

enol；n-nonylphenol；NP 
CAS 号 25154-52-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鼻、喉和皮肤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引用大量水或食盐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戴安全 

眼镜（面罩）、防护手套进行止漏。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或

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

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醇类

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库温不超过 30℃，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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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不超过 70%。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

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

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黏稠液体，略有苯酚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略溶于石油醚，溶于丙酮、四氯化碳、乙醇和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制备合成洗涤剂、增湿剂、润滑剂、增塑剂等，应用于纺织印染、树脂改性，

橡胶稳定剂等领域。 
分子式 C15H24O；C9H19C6H4OH 分子量 220.35 

熔点（℃） 43~45 相对密度（水＝1） 0.950 
沸点（℃） 283~30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59 
闪点（℃） 140.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231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兔子皮肤 SDT：500 mg。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木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

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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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400】全氟辛基磺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全氟辛基磺酸 中文别名 全氟辛烷磺酸； 
十七氟辛烷磺酸； 

1,1,2,2,3,3,4,4,5,5,6,6,7,7,
8,8,8-十七氟代-1-辛磺酸 

英文名称 Heptadecafluorooctanesulf
onic Acid 

英文别名 Perfluorooctanesulfonic 
acid；PFOS；

1-Octanesulfonic acid, 
1,1,2,2,3,3,4,4,5,5,6,6,7,7,
8,8,8-heptadecafluoro；

1,1,2,2,3,3,4,4,5,5,6,6,7,7,
8,8,8-heptadecafluoro-1-o

ctanesulfonic acid 
CAS 号 1763-23-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230 /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该物质对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破坏巨大。吞咽有害。吸入有害。怀

疑会致癌。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污染的衣服和鞋子。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果停止了呼吸，给于人工呼吸。请教医

生。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用水漱口。请教医生。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资料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硫氧化物、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耐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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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广泛使用于纺织品、电镀、消防、航空、农药、地毯、皮鞋、造纸等众多领域。 
分子式 C8HF17O3S 分子量 500.13 

熔点（℃） 90 相对密度（水＝1） 1.25 
沸点（℃） 2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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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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