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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

企业：

为进一步做好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在分

析国内危险化学品生产情况和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况、国内外重

点监管化学品品种、化学品固有危险特性及国内外重特大化学品事故等因素的基

础上，研究确定了《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见附件），现予公布，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生产、储存、使用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积极开展涉及重

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设施自动化监控系统改造提升工作，高度危险和

大型装置要依法装备安全仪表系统(紧急停车或安全联锁)，并确保于 2014年底

前完成。

二、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通知的要求，对生产、

储存、使用、经营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

三、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辖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状况，补充和

确定本辖区内实施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类项及具体品种。

四、请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立即将本通知要求（《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

录（2013年完整版）》可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站“在线办事”栏目中“表格下载”
之“危化品”下载）传达至辖区内的化工企业和其他相关单位。

各单位在执行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

附件:1.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

2.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3年 2月 5日

http://www.anquan.com.cn/uploadfile/2013/0218/20130218100208336.doc
http://www.anquan.com.cn/uploadfile/2013/0218/201302181002226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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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

序号 化学品品名 CAS号

1 氯酸钠 7775-9-9

2 氯酸钾 3811-4-9

3 过氧化甲乙酮 1338-23-4

4 过氧化(二)苯甲酰 94-36-0

5 硝化纤维素 9004-70-0

6 硝酸胍 506-93-4

7 高氯酸铵 7790-98-9

8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614-45-9

9 N,N'-二亚硝基五亚甲基四胺 101-25-7

10 硝基胍 556-88-7

11 2,2'-偶氮二异丁腈 78-67-1

12 2,2'-偶氮-二- (2,4-二甲基戊腈)

（即偶氮二异庚腈）

4419-11-8

13 硝化甘油 55-63-0

14 乙醚 6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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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

1氯酸钠

风

险提

示

与易燃物、可燃物混合或急剧加热会发生爆炸。

理

化

特

性

无色无味结晶，味咸而凉，有潮解性。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分

子量 106.44，熔点 248℃，沸点 300℃（分解），相对密度(水=1)2.5。
主要用途：用于生产二氧化氯、亚氯酸盐、高氯酸盐及其他氯酸盐，

还用于印染、冶金、造纸、皮革行业。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助燃。与易（可）燃物混合或急剧加热会发生爆炸。如被有机物等

污染，对撞击敏感。

【活性反应】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强酸、铵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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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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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炎，肝肾损伤，甚至发生窒息。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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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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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装置应有防止固体物料粘结器壁的技术保障措施，并应结合工

艺特点和生产情况制定定期清扫的管理制度。严禁轴承设置在粉状危险

物料中混药、输送等；输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有应急消防雨淋装置，输

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选择有利于泄爆、清扫、应急处理的封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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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

安全防护眼镜，穿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强酸、铵盐、有机物、易（可）

燃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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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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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工业氯酸

钠保质期为 3年；逾期可重新检验，检验结果符合要求时，方可继续使

用。库房温度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还原剂、强酸、铵盐、有机物、易（可）燃物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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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

卫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

破损，不得倒置。严禁与酸类、铵盐、有机物、易（可）燃物、还原剂、

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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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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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

时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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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

安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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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休息。就医。

食入：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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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脱去污染的衣着，接着再冲洗，

就医。

【灭火方法】

灭火剂：用水灭火。禁止使用砂土、干粉灭火。

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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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开动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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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并将容器移离泄漏区。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泄漏物回收后，用水冲洗泄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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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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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氯酸钾

风险

提示
与易燃物、可燃物混合或急剧加热会发生爆炸。

理

化

特

性

无色片状结晶或白色颗粒粉末，味咸而凉。溶于水，不溶于醇、甘

油。分子量 122.55，熔点 357℃，沸点 400℃（分解），相对密度(水=1)2.34。
主要用途：用于火柴、焰火、冶金、医药行业中的氧化剂及制造其

他氯酸盐。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助燃。与易（可）燃物混合或急剧加热会发生爆炸。如被有机物等

污染，对撞击敏感。

【活性反应】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铵盐、硫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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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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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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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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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装置应有防止固体物料粘结器壁的技术保障措施，并应结合工

艺特点和生产情况制定定期清扫的管理制度。严禁轴承设置在粉状危险

物料中混药、输送等；输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有应急消防雨淋装置，输

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选择有利于泄爆、清扫、应急处理的封闭方式。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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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

安全防护眼镜，穿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强酸、铵盐、有机物、易（可）

燃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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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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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温度

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还原剂、强酸、铵盐、硫化物、有机物、易（可）燃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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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酸类、铵盐、硫化物、有机物、易（可）燃物、

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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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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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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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休息。就医。

食入：漱口，饮一杯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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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脱去污染的衣着，接着再冲洗，

就医。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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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用水灭火。禁止使用砂土、干粉灭火。

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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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开动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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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避免扬尘，

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且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并将容器移离

泄漏区。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泄漏物回收后，

用水冲洗泄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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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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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氧化甲乙酮

风险

提示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可致

眼和皮肤灼伤。

理

化

特

性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带有刺激性气味。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等多数有机溶剂。分子量 176.21，相对密度(水=1)1.042，闪点 82.22℃。

主要用途：用作不饱和聚酯的交联剂和引发剂，硅橡胶硫化剂。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可燃。受撞击、摩擦、遇明火或点火源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

【活性反应】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促进剂、强酸、胺、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

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被丙酮污染后可产生对振动敏感

的过氧化沉积物。

【健康危害】

蒸气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引起咽痛、咳嗽、呼吸困难，严重者可引

起迟发性肺水肿。口服灼伤消化道，可有肝肾损伤，可致死。可致眼和

皮肤灼伤。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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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橡胶防护

手套。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防毒面具。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

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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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装置内配备防毒面具等防护用品，操作人员在操作、取样、检

维修时宜佩戴防毒面具。

（2）避免与还原剂、促进剂、强酸、胺、有机物、易（可）燃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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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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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3）不得与促进剂直接接触。如必须使用促进剂，可先加入促进剂，

搅拌均匀后再慢慢地，逐渐加入本品，避免引发剂堆积或局部过热。

（4）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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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库房温度不超过 25℃。

（2）应与还原剂、促进剂、强酸、胺、有机物、易（可）燃物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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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还原剂、促进剂、强酸、胺、有机物、易（可）

燃物等同车混运，尤其是促进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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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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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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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休息，采取半卧体位。就医。

食入：漱口，饮足量温水，不要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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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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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灭火剂：小火，首选用雾状水灭火。无水时，可用泡沫、干粉灭火。

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喷水保

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切勿开动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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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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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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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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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惰性、湿润的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非火花工具收集，

置于盖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以待处理。大量泄漏：用水湿润，并筑堤收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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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米。如果为大量泄

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2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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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氧化(二)苯甲酰

风险

提示
干燥时极度易燃，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理

化

特

性

白色或淡黄色晶体或粉末，微有苦杏仁味。微溶于水、甲醇，溶于

乙醇、乙醚、丙酮、苯、二硫化碳等。分子量 242.24，熔点 105℃（分

解），相对密度(水=1)1.3，自燃温度 80℃，燃烧热 6855.2kJ/mol，蒸气

压 20℃时 0.1kPa。
主要用途：用作塑料催化剂，油脂的精制，蜡的脱色，医药的制造

等。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干燥时极度易燃，遇热、摩擦、振动、撞击或杂质污染均可能引起

爆炸性分解。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活性反应】

强氧化剂，与强酸、强碱、硫化物、还原剂、促进剂、胺类、金属

烷基酸盐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刺激。对皮肤有致敏作用。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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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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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



13

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强酸、强碱、硫化物、还原剂、促进剂、

胺类、金属烷基酸盐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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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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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时以水作稳定剂，一般含水 30%。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

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库房温度保持在 2-25℃。

（2）应与还原剂、促进剂、强酸、胺、有机物、易（可）燃物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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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强酸、强碱、硫化物、还原剂、促进剂、胺类、

金属烷基酸盐等同车混运，尤其是促进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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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时要轻装倾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

击和摩擦。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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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吸入：将病人移到空气新鲜处，休息。就医。

食入：漱口，饮 1～2杯温水稀释化学品，就医。

眼睛接触：如果佩戴隐形眼镜的话，首先摘除隐形眼镜。立即用大

量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冲洗 15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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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适感，就医。

【灭火方法】

灭火剂：小火，首选用雾状水灭火。无水时，可用泡沫、干粉灭火。

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喷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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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切勿开动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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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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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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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惰性、湿润的不

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非火花工具收集，置于盖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

以待处理。大量泄漏：用水湿润，并筑堤收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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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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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硝化纤维素

风险

提示
干燥时能自燃。遇高热、火星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理

化

特

性

白色或微黄色各种形态固体，如棉絮状、纤维状等。不溶于水，溶

于酯、丙酮。典型分子量 504.3，自燃温度 160-170℃，相对密度(水=1)1.66。
主要用途：用于生产赛璐珞、摄影底片、照像底片、漆片、炸药等。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属爆炸品的硝化纤维素大量堆积或密闭容器中燃烧能转化为爆轰；

干燥硝化棉因摩擦产生静电而自燃，也可在较低温度下自行缓慢分解放

热而自燃。

【活性反应】

与氧化剂、大多数有机胺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

险。

【健康危害】

本身基本无害。使用商业产品时需关注溶剂的危害。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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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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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穿防静电服，戴手套；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操作人员佩戴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有机胺等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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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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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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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

温度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氧化剂、有机胺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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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氧化剂、有机胺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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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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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吸入：将病人移到空气清新处，休息。就医。

食入：漱口，就医。

眼睛接触：用大量水冲洗数分钟，就医。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物，用大量清水和肥皂清洗接触部分。

【灭火方法】

灭火剂：货物着火时，严禁灭火！因为可能爆炸。切勿开动已处于

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其他情况下，小火，用大量水灭火，无水时，可用二氧化碳、干粉、

泡沫灭火。

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扑救。消防人员应戴好防毒面具，在上风

向灭火。如果可能，并且无危险，可使用无人操作的灭火喷头或可监视

喷头远距离灭火。禁止一切通行，清理方圆至少 800米范围内的区域，

任其自行燃烧。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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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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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防护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

小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泄漏区。大量泄漏：用水润湿，并筑堤收容。

通过慢慢加入大量水保持泄漏物湿润。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米。如果是大量

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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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硝酸胍

风险

提示
加热至 150℃ 时分解并爆炸。

理

化

特

性

白色晶体粉末或颗粒。溶于水、乙醇，微溶于丙酮，不溶于苯、乙

醚。分子量 122.11，沸点 212-217℃，低于沸点分解，相对密度(水=1)。
主要用途：用于制造炸药、消毒剂、照相化学品等。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受热、接触明火、或受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加热至

150℃ 时分解并爆炸。

【活性反应】

强氧化剂，与硝基化合物和氯酸盐组成的混合物对振动和摩擦敏感

并可能爆炸。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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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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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装置应有防止固体物料粘结器壁的技术保障措施，并应结合工

艺特点和生产情况制定定期清扫的管理制度。严禁轴承设置在粉状危险

物料中混药、输送等；输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有应急消防雨淋装置，输

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选择有利于泄爆、清扫、应急处理的封闭方式。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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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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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硝基化合物、氯酸盐等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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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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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

温度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硝基化合物、氯酸盐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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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

破损，不得倒置。严禁与硝基化合物、氯酸盐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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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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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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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休息。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不要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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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脱去污染的衣着，接着再冲洗，

就医。

【灭火方法】

灭火剂：用水灭火。禁止使用砂土、干粉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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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切勿开

动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筑堤收容消防废水。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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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

剂、易燃物接触。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空间。

小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泄漏区。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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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隔离距离的基础上加大下风向的疏散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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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氯酸铵

风险

提示
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理

化

特

性

无色或白色晶体。溶于水、甲醇，不溶于乙醇、丙酮。分子量 117.49，
熔点 130℃（分解），相对密度(水=1)1.95。

主要用途：用于制造焰火、无烟炸药、摄影药剂、人工防雹火箭用

药和氧化剂等。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130℃开始分解，380℃爆炸。

【活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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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

燃烧或爆炸。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致甲

状腺激素水平降低。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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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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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装置应有防止固体物料粘结器壁的技术保障措施，并应结合工

艺特点和生产情况制定定期清扫的管理制度。严禁轴承设置在粉状危险

物料中混药、输送等；输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有应急消防雨淋装置，输

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选择有利于泄爆、清扫、应急处理的封闭方式。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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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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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有机物、易（可）燃物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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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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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工业高氯

酸铵保质期为 5年；逾期可重新检验，检验结果符合要求时，方可继续

使用。库房温度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还原剂、有机物、易（可）燃物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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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还原剂、有机物、易（可）燃物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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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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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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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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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不要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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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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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如果高氯酸铵处于火场中，严禁灭火！因为可能爆炸。禁止一切通

行，清理方圆至少 1600米范围内的区域，任其自行燃烧。切勿开动已处

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16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16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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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时所有设备应接地。避

免震动、撞击和摩擦。泄漏源附近 100米内禁止开启电雷管和无线电发

送设备。用水润湿泄漏物。严禁清扫干的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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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米。如果为大量

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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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风险

提示
急剧加热或振动会发生爆炸。

理

化

特

性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略有芳香味。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分子量 194.27，熔点 8℃，沸点 112℃（分解），相对密度(水=1)1.02，
闪点 93℃，蒸气压 0.044kPa(50℃)。

主要用途：用作化学中间体，聚合引发剂。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加热

至 115℃以上有爆炸危险。

【活性反应】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易燃物、酸类或胺类等接

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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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橡胶防护

手套。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防毒面具。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

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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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装置内配备防毒面具等防护用品，操作人员在操作、取样、检

维修时宜佩戴防毒面具。

（2）避免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酸类、胺类、易（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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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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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与促进剂直接接触。如必须使用促进剂，可先加入促进剂，

搅拌均匀后再慢慢地，逐渐加入本品，避免引发剂堆积或局部过热。

（4）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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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库房温度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酸类、胺类、易（可）燃物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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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酸类、胺类、易（可）

燃物等同车混运，尤其是促进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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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时要轻装倾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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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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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不要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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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灭火方法】

灭火剂：小火，首选用雾状水灭火。无水时，可用泡沫、干粉灭火。

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容器移离火场。喷水保

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切勿开动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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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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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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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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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

静电、防腐、防毒服。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如木材、纸、油等）接

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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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

用惰性、湿润的不燃材料吸收泄漏物，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于一盖

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大量泄漏：用水湿润，并筑堤收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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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米。如果为大量泄

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2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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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N'-二亚硝基五亚甲基四胺

风险

提示
高度易燃，与胺、亚胺混合或急剧加热会发生爆炸。

理

化

特

性

浅黄色粉末。微溶于水、乙醇、氯仿，不溶于乙醚，溶于丙酮。分

子量 186.21，熔点 207℃（分解），相对密度(水=1)1.4-1.45。
主要用途：用于橡胶、聚氯乙烯等塑料发生微空孔，制造微孔塑料。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高度易燃，遇明火、高温能引起分解爆炸和燃烧。

【活性反应】

与胺、亚胺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碱、酸或

酸雾、氯化锌接触将迅速起火燃烧。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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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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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材

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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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胺、亚胺、酸碱、氯化锌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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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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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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温度不超过

35℃。

（2）应与氧化剂、胺、亚胺、酸碱、氯化锌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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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氧化剂、胺、亚胺、酸碱、氯化锌物品等同车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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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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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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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给饮牛奶或蛋清，不要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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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灭火方法】

灭火剂：小火，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

大火时，用大量水灭火。从远处或使用遥控水枪、水炮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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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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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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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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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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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硝基胍

风险

提示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

理

化

特

性

白色针状晶体。微溶于水、乙醇、甲醇，溶于热水、碱液，不溶于

醚。分子量 104.07，熔点 239℃（分解），相对密度(水=1)1.71。
主要用途：是硝化纤维火药、硝化甘油火药以及二甘醇二硝酸酯的

掺合剂、固体火箭推进剂的重要组分。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干

的或含水〈20%为爆炸品，受热 150℃分解爆炸；含水〉20%为易燃固体，

为脱敏爆炸品，受热 275℃发生强烈爆炸）

【活性反应】

与氧化剂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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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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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装置应有防止固体物料粘结器壁的技术保障措施，并应结合工

艺特点和生产情况制定定期清扫的管理制度。严禁轴承设置在粉状危险

物料中混药、输送等；输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有应急消防雨淋装置，输

送螺旋和混药设备应选择有利于泄爆、清扫、应急处理的封闭方式。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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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安全】

（1）可能接触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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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等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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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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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为安全起见，储存时可加不少于 15%的水作稳定剂。储存于阴

凉、通风的爆炸品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温度不超过 30℃，

相对湿度小于 80％。

（2）应与氧化剂、还原剂、强碱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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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强碱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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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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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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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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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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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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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灭火剂：用水灭火。

如果硝基胍处于火场中，严禁灭火！因为可能爆炸。禁止一切通行，

清理方圆至少 1600米范围内的区域，任其自行燃烧。切勿开动已处于火

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16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16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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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时所有设备应接地。避

免震动、撞击和摩擦。泄漏源附近 100米内禁止开启电雷管和无线电发

送设备。用水润湿泄漏物。严禁清扫干的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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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米。如果为大量

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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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偶氮二异丁腈

风险

提示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受热

时性质不稳定，逐渐分解甚至能引起爆炸。

理

化

特

性

白色晶体或粉末。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甲苯等。分子量 164.24，
熔点 105℃（分解），相对密度(水=1)1.1。

主要用途：作为橡胶、塑料等发泡剂，也用于其它有机合成。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受热

时性质不稳定，40℃逐渐分解，至 103-104℃时激烈分解，释放出大量热

和有毒气体，能引起爆炸。溶解在有机溶剂时，有燃烧爆炸危险。易累

积静电。

【活性反应】

与醇类、酸类、氧化剂、丙酮、醛类和烃类混合，有燃烧爆炸危险。

【健康危害】

大量接触可出现头痛、头胀、易疲劳、流涎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对

本品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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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接触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呼吸道刺激症状以及肝、肾损害。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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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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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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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安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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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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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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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温度不超过

3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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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醇类、酸类、氧化剂、丙酮、醛类和烃类等同车

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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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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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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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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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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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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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灭火剂：小火，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

大火时，用大量水扑救。从远处或使用遥控水枪、水炮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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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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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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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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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偶氮-二- (2,4-二甲基戊腈)（即偶氮二异庚腈）

风险

提示
易燃，急剧加热或振动会发生激烈燃烧或爆炸。

理

化

特

性

白色晶体。不溶于水，溶于甲醇、甲苯和丙酮等有机溶剂。分子量

248.42，有顺式和反式两种异构体，熔点分别为 55.5-57℃和 74-76℃，

相对密度(水=1)0.99，在甲苯中温度为 64℃和 51℃时分解半衰期分别约

为 1小时和 10小时，活化能 122KJ/mol。
主要用途：用于本体聚合、悬浮聚合与溶液聚合。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

【活性反应】

与醇类、酸类、氧化剂、丙酮、醛类和烃类混合，有燃烧爆炸危险。

【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吸入和吞咽有害。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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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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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湿法粉碎工艺时，应待物料全部浸湿后方可开机；当采用金属

球和金属球磨筒方式进行粉碎时，宜用水或含水溶剂作为介质。粉碎混

合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自动导出静电的装置，出料时应将接料车和出料器

用导线可靠连接并整体接地。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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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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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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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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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温度不超过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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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低温运输。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

击、包装破损，不得倒置。严禁与醇类、酸类、氧化剂、丙酮、醛类和

烃类等同车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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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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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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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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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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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灭火剂：小火，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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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时，远距离用大量水灭火。从远处或使用遥控水枪、水炮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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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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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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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硝化甘油

风险

提示
受撞击、摩擦，或遇点火源及易爆炸；有毒。

理

化

特

性

白色或淡黄色粘稠液体，低温易冻结。微溶于水，与乙醇、乙醚、

苯等混溶。分子量 227.11，熔点 13℃，沸点 218℃（爆炸），相对密度(水
=1)1.6，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7.8，燃烧热 1540kJ/mol,饱和蒸气压

0.03Pa（20℃）。

主要用途：制造军事和商业用炸药。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遇明火、高热、摩擦、振动、撞击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50-60℃
开始分解，大于 145℃剧烈分解，在 215-218℃爆炸。强烈紫外线照射，

使其至 100℃时产生爆炸。

【活性反应】

与路易氏酸、臭氧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

少量吸收即可引起剧烈的搏动性头痛，常有恶心、心悸，有时有呕

吐和腹痛，面部发热、潮红；较大量产生低血压、抑郁、精神错乱，偶

见谵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和紫绀。饮酒后，上述症状加剧，并可发生

躁狂。本品易经皮肤吸收，应防止皮肤接触。慢性影响：可有头痛、疲

乏等不适。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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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戴橡胶手套。工作业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禁配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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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中易引起燃烧爆炸的机械化作业应设置自动报警、自动停

机、自动泄爆、自动雨淋等安全自控装置；自动化生产线的单机设备除

有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外，在现场还应设置应急控制操作装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和废品应隔离存放、及时处理；内包装

材料应统一回收存放在远离热源的场所，并及时销毁。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

聚乙烯防护服，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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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免与路易氏酸、臭氧、氧化剂等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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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中需用热媒加热或加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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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的爆炸品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房

温度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过 80％。

（2）应与路易氏酸、臭氧、氧化剂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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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曝晒和雨淋、猛烈撞击、包装破

损，不得倒置。严禁与路易氏酸、臭氧、氧化剂等同车混运，尤其是促

进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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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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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

（4）车辆遇有临时停车时，应避开人员密集地区和重要设施，并设

专人监护；车辆故障必须进行检修时，严禁在车辆周围近 50米范围内进

行明火作业。

应

急

处

置

原

则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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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漱口，催吐，给服活性炭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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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灭火方法】

灭火剂：用水灭火。

如果硝化甘油处于火场中，严禁灭火！因为可能爆炸。禁止一切通

行，清理方圆至少 1600米范围内的区域，任其自行燃烧。切勿开动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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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16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16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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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时所有设备应接地。避

免震动、撞击和摩擦。泄漏源附近 100米内禁止开启电雷管和无线电发

送设备。用水润湿泄漏物。严禁清扫干的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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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米。如果为大量

泄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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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乙醚

特别

警示

极易燃液体，不得使用直流水扑救（用水灭火无效）；有全身麻醉

作用。

理

化

特

性

无色透明液体，有芳香气味，极易挥发。微溶于水，溶于乙醇、苯、

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分子量 74.1，熔点-116℃，沸点 35℃，相对密

度（水=1）0.7，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2.6，临界压力 3.61MPa，临界

温度 192.7℃，闪点-45℃（闭杯），爆炸极限 1.7%-48%（体积比），自

燃温度 160℃-180℃，燃烧热 2748.4kJ/mol。
主要用途：工业上用作溶剂、萃取剂，医药上用作麻醉剂。

危

害

信

息

【燃烧和爆炸危险性】

极易燃，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有燃烧爆炸的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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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反应】

与过氯酸、氯气、氧气、臭氧等氧化剂强烈反应，有发生燃烧爆炸

的危险。

【健康危害】

本品的主要作用为全身麻醉。饮用含酒精饮料可能增加危害。

急性影响：大量接触，早期出现兴奋，继而嗜睡、呕吐、面色苍白、

脉缓、体温下降和呼吸不规则，而有生命危险。急性接触后的暂时后作

用有头痛、易激动或抑郁、流涎、呕吐、食欲下降和多汗等。液体或高

浓度蒸气对眼有刺激性。

慢性影响：长期低浓度吸入，有头痛、头晕、疲倦、嗜睡、蛋白尿、

红细胞增多症。长期皮肤接触，可发生皮肤干燥、皲裂。

职业接触限值：PC-TWA(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米 g/米
3):300;PC-STEL(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米 g/米 3)：500。

安

全

措

施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具备应急处置知识。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全面通风。

生产、使用及贮存场所应设置泄漏检测报警仪，使用防爆型的通风

系统和设备。操作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戴耐油橡胶手套，当空气中

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

烟。

储罐等压力容器和设备应设置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

并应装有带压力、液位、温度远传记录和报警功能的安全装置。

避免与氧化剂接触。

生产、储存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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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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要求】

【操作安全】

（1）设置必要的安全联锁及紧急排放系统、易燃物质检测报警系统

以及正常及事故通风设施，通风设施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查。

（2）在传送过程中，容器、管道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

（3）保持设备的压力正常，有关管线要畅通。维护保养好设备，消

除跑、冒、滴、漏等现象，使设备处于完好状态。

（4）生产区域内，严禁明火和可能产生明火、火花的作业。生产需

要或检修期间需动火时，必须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储存安全】

（1）储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或储罐内，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温度不宜超过 29℃，保持容器密封。

（2）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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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仓库内设置乙醚检测报警仪。

（3）注意防雷、防静电，厂(车间)内的储罐应按《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GB 50057）的规定设置防雷防静电设施。

【运输安全】

（1）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2）采用专用槽罐车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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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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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溜放。严禁与氧化剂等

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防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

种、热源、高温区，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高温季节最好早晚

运输。

（3）拥有齐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必须配备押运人员，并随时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不得超装、超载，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确需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应当事先向当地公安

部门报告，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

应

急

处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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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禁止催吐。如有不适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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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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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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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灭火剂：闪点很低，用水灭火无效。

小火时，用干粉、二氧化碳、水幕或抗醇泡沫灭火。

大火时，用水幕、雾状水或抗醇泡沫灭火，不得使用直流水扑救。

消防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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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开动

已处于火场中的货船或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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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火场中有储罐、槽车或罐车，周围至少隔离 800米；同时初

始疏散距离也至少为 800米。

【泄漏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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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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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土、砂或其他不燃性材料吸收

或覆盖并收集于容器中，使用洁净的非火花工具收集。大量泄漏：在液

体泄漏物前方筑堤收容。雾状水能抑制蒸气的产生，但在密闭空间中的

蒸气仍能被引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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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米。如果为大量泄

漏，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3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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