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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0】十六烷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十六烷酰氯 中文别名 棕榈酰氯；十六碳酰氯；

十六酰氯；聚乙烯靛氟 

英文名称 Hexadecan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Palmitoyl chloride 

CAS 号 112-67-4 危险货物编号 81633 

U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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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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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后出现烧灼感、气短、头

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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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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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释出高毒烟雾。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

的腐蚀性气体。遇潮时能腐蚀金属及有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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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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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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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小心扫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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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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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氧化剂、酸类、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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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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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醇类分开存放，切忌混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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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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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防止阳光直射。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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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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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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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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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淡黄色透明油状液体，有强烈的剌激性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烃类、醚等多种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医药、农药、表面活性剂中间体及其有机化合物的原料。 

分子式 C16H31ClO；

CH3(CH2)14COCl 

分子量 274.87 

熔点（℃） 12 相对密度（水＝1） 0.906（25 °C） 

沸点（℃） 199（2.6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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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水、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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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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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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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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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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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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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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1】十氯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十氯酮 中文别名 十氯代八氢-亚甲基-环丁

异[CD]戊搭烯-2-酮； 

开蓬 

英文名称 Decachloroketone 英文别名 Decachlorooctahydro-1,3,

4-metheno-2H-cyclobuta[

cd]pentalen-2-one；

Merex； Chlordecone；

Clordecone；Kepone 

CAS 号 143-50-0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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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会中毒。皮肤接触会中毒。怀疑会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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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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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分解有毒氯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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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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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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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干粉、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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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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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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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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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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品为黄色或白色固体，工业品为奶黄色或淡灰色到白色的粉末，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丙酮、乙醇、乙酸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防治白蚁、地下害虫、棉铃虫、水稻螟虫等。 

分子式 C10Cl10O 分子量 490.64 

熔点（℃） 350 相对密度（水＝1） 2.27 

沸点（℃） 45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6.94 

闪点（℃） >1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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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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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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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95 mg/kg（大鼠经口），250mg/kg(狗经口)，6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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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钢板厚 1.0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150 公斤；钢板厚 0.7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过 100 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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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璃瓶外套塑料袋，袋口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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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2】十氢化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十氢化萘 中文别名 萘烷 

英文名称 Decahydro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Dekalin；Naphthane； 

Perhydronaphthalene 

CAS 号 91-17-8 危险货物编号 33550 

UN 编号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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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有麻醉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呼吸道刺激、头痛、头晕。

液体或高浓度蒸气对眼有刺激性。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引起周围神经病。对胃

肠道有影响。皮肤接触可引起小水疱、湿疹、皮肤脱脂。对肾脏可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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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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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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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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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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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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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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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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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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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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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油、脂、树脂、橡胶等的溶剂和除漆剂，润滑剂。 

分子式 C10H18 分子量 138.25 

熔点（℃） -43.3(顺) 相对密度（水＝1） 0.89(顺) 

沸点（℃） 194.6(顺)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6 

闪点（℃） 5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22.5℃) 

引燃温度（℃） 255 燃烧热（KJ/mol） 6280.5 

自燃温度（℃） 25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4 爆炸下限（％） 0.7(100°F)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9(1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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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4170mg／kg(大鼠经口)；59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 兔子：1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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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钢板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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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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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3】十四烷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十四烷酰氯 中文别名 肉豆蔻酰氯；正十四酰氯 

英文名称 Tetradecan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Myristoyl chloride；

Tetradecanoic acid 

chloride 

CAS 号 112-64-1 危险货物编号 81633 

U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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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

的痉挛、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可有烧灼感、咳嗽、气短、头痛、

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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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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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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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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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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

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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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

成的乳液刷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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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碱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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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注意防

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潮湿物品、醇类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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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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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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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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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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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4H27ClO 分子量 246.82 

熔点（℃） -1 相对密度（水＝1） 0.8590 

沸点（℃） 168／1.995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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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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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水、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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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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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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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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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

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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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4】石棉[含:阳起石石棉、铁石棉、透闪石石棉、直闪石石棉、青石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石棉 中文别名 青石棉；钠闪石； 

酸洗石棉 

英文名称 Asbestos 英文别名 Asbestos acid washed；

Actinolite；Amphib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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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est； 

Asbestos unspecified 

CAS 号 1332-21-4 危险货物编号 61906 

UN 编号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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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长期接触石棉者可引起石棉肺，病人有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等。晚期并发肺心

病，出现水肿等心力衰竭现象。本品有致癌性，可引起肺癌和胸膜间皮瘤。国际

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确认为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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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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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人暴露于超标的空气中生活至少 4 至 7 年可得硅肺。 

燃烧性 不燃，有毒，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戊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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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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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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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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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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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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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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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采用湿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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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灰白色或浅绿色有光泽的柔软纤维。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隔热材料、粘合物、火炉及热汽管被覆物、过滤介质、耐火手套及衣物、闸

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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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aMg3(SiO3)4 分子量 370 

熔点（℃） >1000 相对密度（水＝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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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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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4 ml/kg（大鼠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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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1.0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150 公斤；钢板厚 0.7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过 100 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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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璃瓶外套塑料袋，袋口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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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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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5】石脑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石脑油 中文别名 轻油；原油；粗汽油 

英文名称 Crude oil 英文别名 Naphtha；Grade oil 

CAS 号 8030-30-6 危险货物编号 32004 

UN 编号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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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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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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脑油蒸气可引起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如浓度过高，几分钟即可引起呼吸困

难、紫绀等缺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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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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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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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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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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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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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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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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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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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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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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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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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可分离出多种有机原料，如汽油、苯、煤油、沥青等。 

分子式 CnH2n+2(n=5~8)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72 相对密度（水＝1） 0.78～0.97 

沸点（℃） 90-1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5 

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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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5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8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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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16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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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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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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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606】石油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石油醚 中文别名 石油精；石油苯；石油英；

聚氧丙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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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Petroleum Ether 英文别名 Benzin；Canadol；Ligroine 

CAS 号 8032-32-4 危险货物编号 32002 

UN 编号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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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中毒表现可有烧灼感、咳嗽、喘息、

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本品可引起周围神经炎。对皮肤有强烈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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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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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时产生

大量烟雾。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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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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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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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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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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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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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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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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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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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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煤油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苯、氯仿、油类、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溶剂及作为油脂的抽提用。 

分子式 C6H6 分子量 78.11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0.64～0.66 

沸点（℃） 40～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50 

闪点（℃） -4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32(20℃) 

引燃温度（℃） 28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8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63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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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40mg／kg(小鼠静注)LC50：3400pp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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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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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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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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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7】石油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石油气 中文别名 液化石油气；压凝汽油；

混合碳四 

英文名称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英文别名 LPG；DOT4 ；

Compressed petroleum 

gas；Liquefied petroleum 

CAS 号 68476-85-7 危险货物编号 21053 

UN 编号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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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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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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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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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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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麻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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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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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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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寒服。有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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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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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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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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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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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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仓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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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溴）、氧化剂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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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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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车运送时要灌

装适量，不可超压超量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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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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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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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作石油化工的原料, 也可用作燃料。 

分子式 C3、C4 分子量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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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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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50.23M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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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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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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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耐压液化气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

准。装有液化石油气的气瓶（即石油气的气瓶）禁止铁路运输。采用刚瓶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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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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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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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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液化石油气卫生标准 (GB 11518-89)，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其它法规：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安全管理规定 ([81]劳总锅字 1 号)。 

【4-1608】石油原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石油原油 中文别名 原油；润滑油基础油 

英文名称 Petroleum crude oil 英文别名 Crude oil；Lubricant base；

Base oil for lubricating oil 

CAS 号 8002-05-9 危险货物编号 32003 

UN 编号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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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眼睛和皮肤，导致皮肤红肿、干燥和皮炎，食入将引发恶心、呕吐和腹泻，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表现为兴奋，继而引发头痛、眼花、困倦及恶心，更严重者

将精神崩溃、失去意识、陷入昏迷，甚至由于呼吸系统衰竭导致死亡。吸入高浓

度蒸气将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肺损伤，引发恶心、头痛、眼花至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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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按用大量水冲洗冲洗皮肤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水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撤离现场到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有适当的解毒剂，立即服用）。就医。 

食入 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混合物成为爆炸性混合物，遇高温、明火、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爆炸

危险。 

燃烧性 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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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员应着全身消防防护服，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泡沫。用水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泄露物采用沙土等不活泼物质掩盖吸收，装入指定容器后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全面通风。搬运时要固定牢固。空容器可能有残留，注意处置。远离热源、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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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火花。防止容器中蒸气压过高。不要压、砍、焊接、钻孔或研磨容器，不要将

空容器靠近热源或明火。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密闭保存，与其他物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远离热源、火花或明火。本品易被氧化，长期储存会结晶而发生爆炸。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采用通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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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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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黄棕色或墨绿色液体，无刺激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可溶解油和脂肪等脂类化合物。 

主要用途 用于炼制多种燃料和有机化学品。 

分子式 C6H6 分子量 78.11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0.780~0.970 

沸点（℃） 80.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0 

闪点（℃） -6.67~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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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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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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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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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4300 mg／kg(大鼠经口)，43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100 mg 轻度刺激；家兔经皮：500 mg/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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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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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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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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9】铈[粉、屑，浸在煤油中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铈[粉、屑] 中文别名 金属铈 

英文名称 Cerium 英文别名 Cerium metal 

CAS 号 7440-45-1 危险货物编号 33502 

UN 编号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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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未见职业中毒病例报告。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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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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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与氟、氯等能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与水强烈反应，放出易爆炸着火的氢气。如浸入煤油中，则参照煤油的危险性，

遇高热明火有燃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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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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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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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面罩，穿

相应的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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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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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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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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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浸于煤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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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要注意煤油是否将其全部浸没。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在氮

气中操作处置。仓库要有醒目的防火标志。严禁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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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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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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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灰色带光泽的金属，富有可塑性。 

溶解性 溶于酸，不溶于碱。 

主要用途 用作合金添加剂，还原剂，及用于生产铈盐等，也用于医药、制革、玻璃、纺织

等工业。 

分子式 Ce 分子量 140.12 

熔点（℃） 795 相对密度（水＝1） 6.689（20℃） 

沸点（℃） 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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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卤素、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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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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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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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碱类、酸类、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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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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610】叔丁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胺 中文别名 2-氨基-2-甲基丙烷； 

特丁胺；1,1-二甲基乙胺 

英文名称 tert-Butylamine 英文别名 2-Amino-2-methylpropan

e；1,1-dimethylethylamine 

CAS 号 75-64-9 危险货物编号 32172 

UN 编号 2733/2735/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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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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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致死。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

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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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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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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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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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火

源会着火回燃。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高毒，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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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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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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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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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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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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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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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氧

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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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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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氨味。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苯、氯仿、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橡胶促进剂、化学试剂及合成药品、染料、杀虫剂等。 

分子式 C4H11N 分子量 73.14 

熔点（℃） -72.6 相对密度（水＝1） 0.69 

沸点（℃） 4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5 

闪点（℃） -8.8 临界压力（MPa） 3.84 

临界温度（℃） 210.8 饱和蒸汽压（KPa） 45.32(25℃) 

引燃温度（℃） 380 燃烧热（KJ/mol） 2992.9 

自燃温度（℃） 38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84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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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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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78mg／kg(大鼠经口)，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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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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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1】5-叔丁基-2,4,6-三硝基间二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5-叔丁基-2,4,6-三硝基间

二甲苯 

中文别名 二甲苯麝香；1-(1,1-二甲

基乙基)-3,5-二甲基

-2,4,6-三硝基苯 

英文名称 5-tert-Butyl-2,4,6-trinitro-

m-xylene 

英文别名 Musk xylene；

2,4,6-Trinitro-1,3-dimethy

l-5-tert-butylbenzene； 

2,4,6-Trinitro-5-tert-butyl-

1,3-xylene 

CAS 号 81-15-2 危险货物编号 41520 

UN 编号 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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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吸入或接触蒸汽，物质，或分解产物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怀疑会

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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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和隔离受污染的衣服和鞋子。立即从皮肤上移除材料。立即冲洗至少 20 分

钟，用流动的水。 

眼睛接触 立即用自来水至少 20 分钟。 

吸入 移动到新鲜空气的受害者。如果受害人呼吸停止，使用人工呼吸。管理氧气，如

果呼吸困难。 

食入 寻求医疗援助。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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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自分解或热化学反应，摩擦或撞击，可能引发自燃。可能是热，火花或明火点燃。

有些人可能会分解爆炸性，当加热或发生火灾。可能会剧烈燃烧。可能是自加速

分解，并产生大量气体。蒸气或粉尘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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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雾状水或普通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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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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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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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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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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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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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氧

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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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粉状或针状结晶，具有强烈的麝香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丙二醇、甘油，溶于大多数香料。遇光色泽变深。 

主要用途 广泛用于化妆品香精和皂用香精中作为定香剂。 

分子式 C12H15N3O6 分子量 297.26 

熔点（℃） 235.4 相对密度（水＝1） 1.325 

沸点（℃） 39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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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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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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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氢化物，硫化物和氮化物。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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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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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4-1612】叔丁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苯 中文别名 叔丁苯；特丁基苯；苯基

异丁烷；三甲基甲苯 

英文名称 tert-Butylbenzene 英文别名 2-Methyl-2-phenylpropan

e；Butylbenzene；

(1,1-Dimethylethyl)benze

ne；Benzene,tert-butyl 

CAS 号 98-06-6 危险货物编号 33540 

UN 编号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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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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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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机体有害。具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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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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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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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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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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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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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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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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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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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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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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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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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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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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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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不溶于水，能与苯、丙酮混溶，易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中间体，也可作聚合用溶剂及交联剂。 

分子式 C10H14；C6H5C(CH3)3 分子量 134.22 

熔点（℃） -57.85 相对密度（水＝1） 0.867（25 °C） 

沸点（℃） 16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62 

闪点（℃） 3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3℃ 

引燃温度（℃） 445 燃烧热（KJ/mol） 5866.5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27 爆炸下限（％）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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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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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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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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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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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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3】2-叔丁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叔丁基苯酚 中文别名 邻叔丁基苯酚； 

2-(1,1-二甲基乙基)苯酚 

英文名称 2-tert-Butyl-1-hydroxybenz

ene 

英文别名 Butylphenol；OTBP；

2-tert-Butylphenol；

2-tert-Butylphenolneat；

o-tert-Butylphenol 

CAS 号 88-18-6 危险货物编号 61701 

UN 编号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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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中等刺激作用。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痉挛、炎

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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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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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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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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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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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碱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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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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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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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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油状液体，具有轻微的苯酚臭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苯、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抗氧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14O 分子量 150.22 

熔点（℃） -6.8 相对密度（水＝1） 0.9783 

沸点（℃） 2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8.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67(20℃ )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7.61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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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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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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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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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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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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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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4】4-叔丁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叔丁基苯酚 中文别名 对叔丁基苯酚；对特丁基

苯酚；4-羟基-1-叔丁基苯 

英文名称 4-tert-Butylphenol 英文别名 4-(1,1-Dimethylethyl)phe

nol；t-Butylphenol ；

1-Hydroxy-4-tert-butylbe

nzene；TBHQ ；

2-(p-Hydroxyphenyl)-2-m

ethylprpane 

CAS 号 98-54-4 危险货物编号 61701 

UN 编号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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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对皮肤有致敏性。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反

复接触本品可引起白斑病，白斑除发生于手背、腕部等皮肤暴露部分外，亦可出

现于非暴露部位皮肤，有时呈对称性。动物实验证实本品经口或经呼吸道染毒可

引起皮肤白斑。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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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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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刺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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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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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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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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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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吸过滤式防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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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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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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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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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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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具有轻微的苯酚臭味。 

溶解性 溶于丙酮、苯、甲苯，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紫外线吸收剂，农药，橡胶、涂料等防龟裂剂，抗氧剂、分散剂、润滑剂、洗涤

剂、助燃剂以及苯乙烯的稳定剂、染料与油漆的添加剂及工业驱虫剂。 

分子式 C10H14O；(CH3)3CC6H4OH 分子量 150.22 

熔点（℃） 98 相对密度（水＝1） 0.91（114℃） 

沸点（℃） 23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1 

闪点（℃） 112.8 临界压力（MPa） 3.3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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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7 爆炸下限（％） 0.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5.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31 pH 7 (1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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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类、酰基氯、酸酐、氧化剂、铜。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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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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250 ml/kg(大鼠经口)，78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皮肤-兔：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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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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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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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5】叔丁基过氧-2-甲基苯甲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过氧-2-甲基苯甲

酸酯 

中文别名 2-甲基过氧苯甲酸叔-丁

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2-methylperbenzoat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2-methylbenzenecarboper

oxoate；

o-Methylbenzoesaeure-ter

t.-butylperoxyester 

CAS 号 22313-62-8 危险货物编号 52076 

UN 编号 28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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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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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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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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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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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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火，消防人员须

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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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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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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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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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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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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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化学中间体、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2H16O3 分子量 208.2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43 

沸点（℃） 310.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059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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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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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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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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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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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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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居

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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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16】叔丁基过氧-2-乙基己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过氧-2-乙基己酸

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2-乙基己酸叔丁

酯； 

引发剂 OT；引发剂 O 

英文名称 2-Ethyl-hexaneperoxoic 

acid 1,1-dimethyl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Tert-Butylperoxy-2-Ethyl

hecanoate；tert-Butyl 

peroctoate；tert-Butyl 

peroxyoctoate；Initiating 

agent OT；TBPEH 

CAS 号 3006-82-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143/ 31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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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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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摄

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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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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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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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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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火，消防人员须

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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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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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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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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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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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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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带有一种甜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乙烯、甲基丙烯酸酯及丙烯类单体聚合的引发剂。 

分子式 C12H24O3 分子量 216.32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24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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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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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火种，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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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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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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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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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居

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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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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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7】叔丁基过氧-2-乙基己碳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过氧-2-乙基己碳

酸酯 

中文别名 叔丁基过氧化碳酸-2-乙

基己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peroxy 

2-ethylhexyl carbonate 

英文别名 Trigonox 117；TBEC 

CAS 号 34443-12-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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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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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摄

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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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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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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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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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火，消防人员须

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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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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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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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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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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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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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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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引发剂。 

分子式 C13H26O4；

CH3(CH2)3CH(C2H5)CH2O

CO3C(CH3)3 

分子量 246.34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0.927（25 °C） 

沸点（℃） 271.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9.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6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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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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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火种，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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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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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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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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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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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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居

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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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18】叔丁基过氧新癸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过氧新癸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引发剂 D 

英文名称 tert-butyl 

2-ethyl-2,5-dimethylhexan

eperoxoat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peroxyneodecanoate；

t-Butyl peroxy 

neodecanoate； 

TBPND；BNP 

CAS 号 26748-41-4 危险货物编号 52071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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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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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摄

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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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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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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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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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火，消防人员须

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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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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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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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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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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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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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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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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含脂族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乙烯、氯乙烯、醋酸乙烯等烯烃类聚合的引发剂，与热稳定性较高的过氧化

物配合，在高压聚合乙烯时作引发剂，也可用于橡胶、油漆行业。 

分子式 C14H26O4 分子量 244.3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06 

沸点（℃） 28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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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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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火种，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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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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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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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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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居

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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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19】叔丁基过氧新戊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过氧新戊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叔丁基新戊酸酯；

引发剂 PV 

英文名称 tert-Butyl peroxypivalate 英文别名 2,2-Dimethylpropanepero

xoic acid 

1,1-dimethylethyl ester；

tert-Butyl perpivalate；

Tertbutylperoxypivalate 

CAS 号 927-07-1 危险货物编号 52064 

UN 编号 2110/31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31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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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蒸气或误服有毒。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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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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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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还原剂、促

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具爆炸性，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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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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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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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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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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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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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

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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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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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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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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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酯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二醇，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9H18O3 分子量 174.24 

熔点（℃） -17 相对密度（水＝1） 0.854(25℃) 

沸点（℃） 245.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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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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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酸类、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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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43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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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用 5%氢氧化钠水溶液或苏打

灰中和，接着加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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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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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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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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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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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20】叔丁基过氧异丁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过氧异丁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异丁酸叔丁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peroxy-iso-butanoat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2-methylpropaneperoxoat

e；tert-butylperoxy 

isobutyrate；

Peroxyisobuttersaeure-tert

-butyl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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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09-13-7 危险货物编号 52062 

UN 编号 2142/256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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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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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蒸气或误服有毒。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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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热分解排出辛辣刺激烟雾。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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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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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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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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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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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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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

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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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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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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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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醇、酯、醚、烃类有机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乙烯和苯乙烯的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8H16O3 分子量 160.21 

熔点（℃） -46 相对密度（水＝1） 1.0227 

沸点（℃） 226.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0.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8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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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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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有机物、酸、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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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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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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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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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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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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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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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1】叔丁基环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环己烷 中文别名 环己基叔丁烷； 

特丁基环己烷 

英文名称 tert-Butylcyclohexane 英文别名 (1,1-dimethylethyl)cycloh

exane；butylcyclohexane；

t-butylcyclohexane 

CAS 号 3178-22-1 危险货物编号 32012 

UN 编号 2263/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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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刺激作用，误服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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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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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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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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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1211 灭火剂。不宜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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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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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收集于密闭

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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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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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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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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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防止阳光曝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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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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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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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戴口罩。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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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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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试剂用作色谱分析对比样品。 

分子式 C10H20 分子量 140.27 

熔点（℃） -41 相对密度（水＝1） 0.8127 

沸点（℃） 17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 mm Hg (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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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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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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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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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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22】叔丁基硫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丁基硫醇 中文别名 叔丁硫醇；第三丁硫醇； 

2-甲基-2-丙硫醇 

英文名称 tert-butyl mercaptan；

tert-Butylmercaptan 

英文别名 1,1-Dimethylethanethiol； 

2-Isobutanethiol；

2-Methyl-2-propanethiol； 

TBM；tert-Butanethiol； 

tert-Butylthiol 

CAS 号 75-66-1 危险货物编号 31036 

UN 编号 1228/234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如吸入或口服，对身体有害。蒸气或雾对眼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

性。接触后引起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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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明火、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接触酸和酸雾产生有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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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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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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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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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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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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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

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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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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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全防护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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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金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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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金属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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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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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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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愉快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制备合成橡胶。 

分子式 C4H10S；(CH3)3CSH 分子量 90.19 

熔点（℃） -1.1 相对密度（水＝1） 0.80 

沸点（℃） 62～6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 

闪点（℃） -2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03.5mmHg(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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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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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酸酐、酰基氯、碱金属。 

避免接触条件 在空气中缓慢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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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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729 mg/kg(大鼠经口) ；LC50：81696mg/m3，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眼- 兔子：84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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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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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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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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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1623】叔戊基过氧-2-乙基己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戊基过氧-2-乙基己酸

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2-乙基己酸叔戊

酯 

英文名称 tert-Amyl peroxy-2-ethyl 

hexanoate 

英文别名 2-methylbutan-2-yl 

2-ethylhexaneperoxoate 

CAS 号 686-31-7 危险货物编号 52068 

UN 编号 2398/ 289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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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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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蒸气或误服有毒。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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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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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热分解排出辛辣刺激烟雾。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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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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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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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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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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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

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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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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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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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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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丙烯酯酯和异丁烯酸聚合反应的引发剂。 

分子式 C13H26O3 分子量 230.35 

熔点（℃） -62 相对密度（水＝1） 0.948 

沸点（℃）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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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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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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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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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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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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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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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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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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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24】叔戊基过氧化氢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戊基过氧化氢 中文别名 特戊基过氧化氢； 

1,1-二甲丙基过氧化氢；

过氧化叔戊醇 

英文名称 tert-Pentyl hydroperoxide 英文别名 tert-Amyl hydroperoxide；

1,1-dimethylpropyl 

hydroperoxide；TAHP 

CAS 号 3425-61-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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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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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

应。吸入会中毒。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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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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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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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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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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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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微黄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易溶于醇、酯、醚、烃类等有机溶剂，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苯乙烯、丙烯腈、丙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酯聚合或共聚的引发剂。 

分子式 C5H12O2 分子量 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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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0.905 

沸点（℃） 14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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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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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有机物、酸、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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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864 mg/kg(大鼠经口)，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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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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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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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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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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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25】叔戊基过氧戊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戊基过氧戊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叔戊基新戊酸酯 

英文名称 Peroxypivalicacid, 

tert-pentyl ester；tert-Pentyl 

alcohol, peroxypivalate 

英文别名 tert-Amyl peroxypivalate； 

tert-Amyl perpivalate； 

tert-Pentyl peroxypiv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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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29240-17-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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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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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

应。吸入会中毒。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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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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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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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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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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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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发性、微黄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广泛用作合成其他有机过氧化物的原料。 

分子式 C10H20O3 分子量 188.2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24 

沸点（℃） 2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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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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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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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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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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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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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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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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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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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6】叔戊基过氧新癸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戊基过氧新癸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叔戊基新癸酸酯 

英文名称 tert-Amyl 

peroxyneodecanoate 

英文别名 tert-Amylperneodecanoate

；2-methylbutan-2-yl 

7,7-dimethyloctaneperoxo

ate；TAPND 

CAS 号 68299-16-1 危险货物编号 52072 

UN 编号 2891/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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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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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

应。吸入会中毒。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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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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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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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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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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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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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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含脂族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乙烯、苯乙烯、丙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酯聚合或共聚的引发剂。 

分子式 C15H30O3 分子量 258.4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03 

沸点（℃） 29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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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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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有机物、酸、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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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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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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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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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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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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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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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27】叔辛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叔辛胺 中文别名 1,1,3,3-四甲基丁胺；

2,4,4-三甲基-2-戊胺； 

叔烷基辛胺 

英文名称 tert-Octylamine 英文别名 2,4,4-trimethyl-2-pentana

mine；TOA；

1,1,3,3-Tetramethylbutana

mine；Primene TOA 

CAS 号 107-45-9 危险货物编号 33621 

UN 编号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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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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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皮肤、眼睛有刺激作用；吸入引起面部潮红，恶心、眩晕头痛、支气管炎，

亦可出现精神错乱、神志不清，偶见惊劂；摄入引起恶心、呕吐甚或呕血以及精

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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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静卧休息。严重者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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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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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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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雾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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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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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于密闭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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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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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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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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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具有强烈的氨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橡胶促进剂、杀虫剂及染料、药物制造的中间体。 

分子式 C8H19N；

(CH3)3CCH2C(CH3)2NH2 

分子量 129.24 

熔点（℃） -67 相对密度（水＝1） 0.805（25 °C） 

沸点（℃） 1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6 

闪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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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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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酸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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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340mg/kg(大鼠经口)；137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具刺激作用，对消化、神经系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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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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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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628】树脂酸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树脂酸钙 中文别名 石灰松香 

英文名称 Calcium resinate 英文别名 Limed rosin；

calciumabietate；

calciumrosin 

CAS 号 9007-13-0 危险货物编号 41541 

UN 编号 131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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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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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易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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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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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护

目镜，穿工作服。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喷雾状水，减少蒸发。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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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火花的工具小心扫起，避免扬尘，装入备用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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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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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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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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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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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工人佩戴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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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至淡黄色无定形粉末或块状物，有树脂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陶器、搪瓷、香料、化妆品、防水化合物、琥珀取代品、鞣革材料。 

分子式 C88H124O8Ca 分子量 1349.5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43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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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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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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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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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4-1629】树脂酸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树脂酸钴 中文别名 树脂酸亚钴 

英文名称 Cobalt resinate 英文别名 cobaltous resinate 

CAS 号 68956-82-1 危险货物编号 41544 

UN 编号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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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有刺激作用。可引起咽炎、呼吸道刺激和胃肠道刺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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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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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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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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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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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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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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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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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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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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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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红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油漆催干剂。 

分子式 Co(C44H62O4)2 分子量 13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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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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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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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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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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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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0】树脂酸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树脂酸铝 中文别名 松香酸铝 

英文名称 Aluminium resinate 英文别名 Aluminumrosinate 

CAS 号 61789-65-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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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会刺激黏膜、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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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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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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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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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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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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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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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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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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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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油漆催干剂。 

分子式 C60H87AlO6 分子量 9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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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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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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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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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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1】树脂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树脂酸锌 中文别名 松脂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Resinate 英文别名 Zincrosinate；Zinksalze 

CAS 号 9010-69-9 危险货物编号 41545 

UN 编号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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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会刺激黏膜、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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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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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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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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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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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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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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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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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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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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细微粉末，有滑腻感，是硬脂酸锌和棕榈酸锌的混合物。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热乙醇、松节油、苯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油漆催干剂。 

分子式 C40H58O4Zn 分子量 6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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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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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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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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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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2】2,2-双(4-氯苯基)-2-羟基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双(4-氯苯基)-2-羟基

乙酸乙酯 

中文别名 4,4'-二氯二苯乙醇酸乙

酯；乙酯杀螨醇；丁酰肼 

英文名称 4,4'-Dichlorobenzilic Acid 

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4,4'-Dichlorbenzilsaeureae

thylester；Acar；ECB；

Chlorbenzilat 

CAS 号 510-15-6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15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有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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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摄入有毒。实验资料报道为可疑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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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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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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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干粉、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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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

混合，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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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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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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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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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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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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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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黄色固体，工业品为棕色液体。 

溶解性 几乎不溶于水，但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包括矿物油。 

主要用途 用作农用杀虫剂。 

分子式 C16H14Cl2O3 分子量 325.19 

熔点（℃） 37 相对密度（水＝1） 1.332 

沸点（℃） 45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7.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69E-09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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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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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碱和强酸水解。 

禁忌物 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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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700 mg/kg(大鼠经口)，729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兔子：25 毫克、中度；皮肤-兔子：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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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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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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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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633】双(N,N-二甲基甲硫酰)二硫化物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双(N,N-二甲基甲硫酰)二

硫化物 

中文别名 四甲基二硫代秋兰姆； 

四甲基硫代过氧化二碳

酸二酰胺；福美双； 

硫化促进剂 TMTD 

英文名称 1,1’-dithiobis(n,n-dimethyl

thioformamide) 

英文别名 Tetramethylthiuram 

disulfide；Thiram；

Tetramethylthiuram 

Disulfide；TMTD 

CAS 号 137-26-8 危险货物编号 61880 

UN 编号 2771/2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有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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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呼吸道、皮肤、胃肠道有明显刺激作用，可抑制白细胞生成。大剂量误服可损

害中枢神经系统、心脏、肝脏和内分泌腺。吸入后可产生过敏。中毒少见，中毒

后可有头痛、多汗、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呕吐、呼吸困难、支气管炎。荨麻疹

等。口服大剂量后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出现神经系统兴奋，最后

转入抑制和呼吸中枢麻痹，可有肝肾损害。接触本品后可提高对酒精的敏感度。

长期接触，可引起职业性皮炎，神衰综合征，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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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氮、硫的氧化物等毒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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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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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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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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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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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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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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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气味、结晶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稀碱液、汽油，溶于乙醇、苯、氯仿、二硫化碳等。 

主要用途 在橡胶工业中用作硫化促进剂、农业上用作杀菌剂和杀虫剂，也可用作润滑油添

加剂等。 

分子式 C6H12N2S4 分子量 240.43 

熔点（℃） 156-158 相对密度（水＝1） 1.43 

沸点（℃） 12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0（闭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 ×10-6 mmHg at 20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16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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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560 mg/kg(大鼠经口)，1250 mg/kg(小鼠经口)； 800 mg/kg(估计

对人的致死量)。 

刺激性 眼睛-兔子：100 毫克/24 小时、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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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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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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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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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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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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4】双(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双(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

酸)锌 

中文别名 福美锌；橡胶硫化促进剂 

PZ；橡胶促进剂 ZDMC 

英文名称 Zinc 

Dimethyldithiocarbamate 

英文别名 Zinc bis 

dimethyldithiocarbamate；

Ziram；Tuzet 

CAS 号 137-30-4 危险货物编号 61880 

UN 编号 2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有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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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对人的致死量约 0.05~0.5g/kg。生产本品的工

人，可出现咳嗽、咯血性痰、气急、支气管炎等。误服可引起胃肠道刺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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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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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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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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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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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氧化硫、氧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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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将水流直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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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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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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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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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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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无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汽油，溶于乙醇、丙酮、二氯甲烷，溶于苯、甲苯、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农用杀虫剂和橡胶硫化促进剂。 

分子式 C6H12N2S4Zn 分子量 305.83 

熔点（℃） 248～250 相对密度（水＝1） 2.00(25/4℃)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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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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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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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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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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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1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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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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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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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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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35】4,4-双-(过氧化叔丁基)戊酸正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4-双-(过氧化叔丁基)戊

酸正丁酯 

中文别名 4,4-二(叔丁基过氧化)戊

酸正丁酯；引发剂 LVA 

英文名称 4,4-Di(tert-butylperoxy)val

ericacid butyl ester 

英文别名 Butyl 

4,4-bis(tert-butyldioxy)val

erate；

n-Butyl4,4-bis(t-butylpero

xy)valerate 

CAS 号 995-33-5 危险货物编号 52063 

UN 编号 2140/2141/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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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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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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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吸入会中毒。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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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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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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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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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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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含脂族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聚合过程中用作引发剂。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78 

分子式 C17H34O6 分子量 334.45 

熔点（℃） 146 相对密度（水＝1） 0.989 

沸点（℃） 363.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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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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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酸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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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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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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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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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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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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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36】双过氧化壬二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双过氧化壬二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Nonanediperoxoic acid 英文别名 Peroxyazelaicacid；

Diperazela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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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elaindipersaeure 

CAS 号 1941-79-3 危险货物编号 52053 

UN 编号 2958/311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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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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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

应。吸入会中毒。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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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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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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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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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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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含脂族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聚合过程中用作引发剂。 

分子式 C9H16O6 分子量 220.2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29 

沸点（℃） 377.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03E-07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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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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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酸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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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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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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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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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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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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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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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37】双过氧化十二烷二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双过氧化十二烷二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Diperoxy dodecane diacid 英文别名 dodecanediperoxoic acid 

CAS 号 66280-55-5 危险货物编号 52054 

UN 编号 3063/311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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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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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

应。吸入会中毒。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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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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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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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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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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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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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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含脂族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聚合过程中用作引发剂。 

分子式 C12H22O6 分子量 262.3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47 

沸点（℃） 40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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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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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酸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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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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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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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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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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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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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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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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1638】双戊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双戊烯 中文别名 苎烯；二聚戊烯； 

1,8-萜二烯；1-甲基(1-甲

基乙烯基)环己烯 

英文名称 Dipentene 英文别名 1-Methyl-4-(1-methylethe

nyl)cyclohexene； 

4-(1-Methylethenyl)-1-me

thyl-cyclohexene； 

4-Isopropenyl-1-methyl-1

-cyclohexene； 

p-Mentha-1,8-diene；

Cajeputene；Ciene；

Cinene；Cyclil decene； 

Eulimen；Limonene 

CAS 号 138-86-3 危险货物编号 33639 

UN 编号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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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或口服体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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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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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若遇高热，可发生聚

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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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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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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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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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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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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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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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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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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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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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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柠檬的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合成橡胶、香料的原料，也用作溶剂。 

分子式 C10H16 分子量 136.23 

熔点（℃） -97 相对密度（水＝1） 0.86 

沸点（℃） 17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66 

闪点（℃） 4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4℃) 

引燃温度（℃） 237 燃烧热（KJ/mol） 6158.0 

自燃温度（℃） 237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27 爆炸下限（％） 0.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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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代烃、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受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5000mg／kg(大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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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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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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639】水合肼[含肼≤64%]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水合肼 中文别名 水合联氨 

英文名称 Hydrazine hydrate 英文别名 Hydrazinium hydroxide；

diamide hydrate 

CAS 号 10217-52-4 危险货物编号 82020 

UN 编号 20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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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蒸气，刺激鼻和上呼吸道。此外，尚可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和中枢神

经系统症状。液体或蒸气对眼有刺激作用，可致眼的永久性损害。对皮肤有刺激

性，可造成严重灼伤。可经皮肤吸收引起中毒。可致皮炎。口服引起头晕、恶心，

以后出现暂时性中枢性呼吸抑制、心律紊乱，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如嗜睡、

运动障碍、共济失调、麻木等。肝功能可出现异常。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出现

神经衰弱综合征，肝大及肝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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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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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还原性。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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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氧化汞、金属钠、氯化亚锡、2,4-二硝基氯化苯剧烈反应。 

燃烧性 可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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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氮。 

灭火方法 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

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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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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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胶耐酸碱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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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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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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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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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橡胶耐酸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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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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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发烟液体，微有特殊的氨臭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不溶于氯仿、乙醚，可混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还原剂、溶剂、抗氧剂，用于制取医药、发泡剂 N 等。 

分子式 H6N2O；N2H4.H2O 分子量 50.06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1.032 

沸点（℃） 11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闪点（℃） 72.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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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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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4284 爆炸下限（％） 3.5 

黏度（mPa·s）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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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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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29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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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开口钢桶；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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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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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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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640】水杨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水杨醛 中文别名 2-羟基苯甲醛； 

邻羟基苯甲醛 

英文名称 Salicylaldehyde 英文别名 2-Hydroxybenzaldehyde；

o-hydroxybenaaldehyde；

o-Formylphenol 

CAS 号 90-02-8 危险货物编号 61599 

UN 编号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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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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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咳嗽、胸痛。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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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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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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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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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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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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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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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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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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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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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澄清油状液体，有焦灼味及杏仁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香料、汽油添加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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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7H6O2；HOC6H4CHO 分子量 122.12 

熔点（℃） -7 相对密度（水＝1） 1.17 

沸点（℃） 19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 

闪点（℃） 7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 33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328.9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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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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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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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20mg/kg(大鼠经口)；3000mg/kg(兔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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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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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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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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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1】水杨酸化烟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水杨酸化烟碱 中文别名 尼古丁水杨酸盐； 

柳酸烟碱 

英文名称 Nicotine salicylate 英文别名 Nicotine Monosalicylate；

Nicotine-D salicylate；

Eudermol；

1-Methyl-2-(3-pyridyl)pyr

rolidine salicy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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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29790-52-1 危险货物编号 61868 

UN 编号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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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致命。吸入致命。怀疑会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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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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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燃烧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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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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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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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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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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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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7H20N2O3 分子量 300.35 

熔点（℃） 112-115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24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30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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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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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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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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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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2】丝裂霉素 C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丝裂霉素 C 中文别名 自力霉素；嘧吡霉素； 

突变霉素；密吐霉素 

英文名称 Mitomycin C 英文别名 Mitomycinum； 

mitomycynac；MMC；

Ametycin 

CAS 号 50-07-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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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及皮肤接触，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可因抑制脊髓效应引起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症，产生间隙性肺炎、肺纤

维化、肾中毒、免疫机能下降，症状有：头痛、视觉模糊、错乱、昏昏欲睡、疲

劳、腹泻、偶尔疼痛、发烧、厌食，有些患者还会产生脱发、皮肤腐烂生痂、感

觉迟钝、呼吸困难、咳嗽和肺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冲洗，立刻就医。 

眼睛接触 用自来水冲洗，立刻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若呼吸停止，施行呼吸复苏术；若呼吸困难，输氧。 

食入 其它：保持患者安静，维持正常体温，留医观察潜伏病症。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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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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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泡沫、砂土、二氧化碳,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须穿戴防护用具进入现场，使用最简便、最安全的方法收集粉状泄漏物于密闭容

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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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于密闭容器内，置于凉爽、通风处或储存在规定场所并作标记，隔热，储存处

温度在 40℃以下；若要求在“无菌”环境处存储，应由受专业训练的人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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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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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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进行血液及肾功能检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蓝紫色有光泽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无臭。 

溶解性 溶于水、甲醇、丙醇、乙酸丁酯和环已酮，微溶于苯、四氯化碳和醚，几乎不溶

于石油醚。 

主要用途 细胞分裂抑制剂、核酸抑制剂和噬菌体诱导剂；临床作为抗肿瘤药物。 

分子式 C15H18N4O5 分子量 334.33 

熔点（℃） 360 相对密度（水＝1） 1.2238 

沸点（℃） 4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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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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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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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0 (0.5 g/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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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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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0mg/kg（大鼠经口），23mg/kg（小鼠经口）；PLDlow：750mg／

kg(人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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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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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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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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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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3】四苯基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苯基锡 中文别名 四苯錫 

英文名称 Tetraphenyltin 英文别名 Tetraphenylstannane； 

Tin tetraphenyl 

CAS 号 595-90-4 危险货物编号 61857 

UN 编号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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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粘膜有刺激作用，可产生皮肤过敏反应。中毒症状有：头痛、头晕、失眠、乏

力、多汗等神经衰弱综合征；重症患者，可出现中毒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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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防治脑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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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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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氧化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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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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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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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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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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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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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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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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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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专人保管。防止阳

光曝晒。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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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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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苯、甲苯、二甲苯、氯仿、四氯化碳等。 

主要用途 用作防蛀虫剂及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24H20Sn；Sn(C6H5)4 分子量 427.13 

熔点（℃） 223-229 相对密度（水＝1） 1.49(0℃) 

沸点（℃） 474.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4.7 

闪点（℃） 241.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4E-0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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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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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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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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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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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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4】四碘化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碘化锡 中文别名 碘化锡；碘化高锡 

英文名称 Tetraiodostannane 英文别名 Tin iodide；

Tiniodideorangextl；

Stannic iodide 

CAS 号 7790-47-8 危险货物编号 81528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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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后出现烧灼感、气短、头

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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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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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不燃，但遇 H 发孔剂可燃；遇氰化物放出有毒氰化氢气体；受热产生有毒

碘化物和含锡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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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化氢、氧化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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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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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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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小心扫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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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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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氧化剂、酸类、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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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

碱类、醇类分开存放，切忌混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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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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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

止吸潮。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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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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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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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黄色或微红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溶于乙醇、苯、氯仿、乙醚、四氯化碳等。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SnI4 分子量 626.31 

熔点（℃） 144.5 相对密度（水＝1） 4.47（0℃） 

沸点（℃） 3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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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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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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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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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o：2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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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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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碱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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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5】四丁基氢氧化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丁基氢氧化铵 中文别名 四正丁基氢氧化铵； 

氢氧化四丁基铵； 

N,N,N-三丁基-1-丁铵氢

氧化物 

英文名称 Tetrabutylammon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IPC-TBA-OH；TBH；

1-Butanaminium,N,N,N-tr

ibutyl-,hydroxide；

aqueoussolution；

Tetrabutylammoniumhydr

oxides；

n-n-n-tributyl-1-butanami

niuhydroxide 

CAS 号 2052-49-5 危险货物编号 82019 

UN 编号 1719/2924/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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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呈强碱性。腐蚀性强。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可

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及肺水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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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若有灼伤，按碱灼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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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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酸类发生剧烈反应。具有强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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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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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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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砂土、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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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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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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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烟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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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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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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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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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为 40%水溶液，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 

分子式 C16H37NO；C16H36N.OH 分子量 259. 47 

熔点（℃） 27-30 相对密度（水＝1） 0.968 

沸点（℃） 1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闪点（℃） 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3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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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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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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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L0：19 mg/kg（小鼠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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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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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碱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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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646】四丁基氢氧化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丁基氢氧化磷 中文别名 四正丁基氢氧化膦 

英文名称 Tetrabutyl phosphorous 

hydroxide 

英文别名 Tetra-n-butylphosphoniu

m hydroxide；TBPH 

CAS 号 14518-69-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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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对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破坏巨大。痉挛，发炎，咽喉肿痛，

痉挛，发炎，支气管炎, 肺炎，肺水肿，灼伤感，咳嗽, 喘息, 喉炎, 呼吸短促, 头

痛, 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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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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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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酸类发生剧烈反应。具有强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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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氧化物, 磷的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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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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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砂土、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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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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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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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烟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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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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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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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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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6H37OP 分子量 276.4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89（25 °C）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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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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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酸、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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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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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碱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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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647】四丁基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丁基锡 中文别名 锡酸四正丁酯；丁基锡 

英文名称 Tetra-n-butyltin 英文别名 Tetra-n-butylstannane；

Tetrabutylstannane； 

Tetrabutyltin； 

Tin tetrabutyl 

CAS 号 1461-25-2 危险货物编号 61857 

UN 编号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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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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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会中毒。对粘膜有刺激作用，可产生皮肤过敏反

应。中毒症状有：剧烈头痛、头晕、失眠、乏力、多汗等神经衰弱综合征；重症

患者，可出现中毒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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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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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脑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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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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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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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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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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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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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专人保管。防止阳

光曝晒。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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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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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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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微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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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作防锈剂、稳定剂、多聚催化剂，汽油防爆剂等。 

分子式 C16H36Sn；

(CH3CH2CH2CH2)4Sn 

分子量 347.17 

熔点（℃） -97 相对密度（水＝1） 1.057 

沸点（℃） 145／1.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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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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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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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6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眼睛-兔子：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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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装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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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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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8】四氟代肼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氟代肼 中文别名 四氟肼；四氟化二氮 

英文名称 Tetrafluorohydrazine 英文别名 Dinitrogen tetrafluoride；

Nitrogen fluoride；

Perfluorohydrazine 

CAS 号 10036-47-2 危险货物编号 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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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195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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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品剧毒。热解放出高毒的 F-和 NOx 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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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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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用水漱口，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撞击或在容器中受压时能引起爆炸。与还原剂接触能引起爆炸性反应，与

三氯化氮、氧气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遇氢气自燃，并引起爆炸。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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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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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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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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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在确保

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减慢挥发（或扩散），但不要对泄漏物或泄漏点直接喷

水。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抽排（室内）或强力通风（室外）。或用管路导至

炉中、凹地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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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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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

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

避免与还原剂接触。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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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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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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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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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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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气体或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火箭燃料中的高能液体氧化剂。 

分子式 F4N2；F2NNF2 分子量 104.01 

熔点（℃） -163 相对密度（水＝1） 1.5(-100℃） 

沸点（℃）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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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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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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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空气、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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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毒。LCL0：50 PPM/4 小时（大鼠吸入）；LD50：15 mg／kg（大鼠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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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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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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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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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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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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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9】四氟化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氟化硅 中文别名 氟化硅 

英文名称 Siliconfluoride 英文别名 Perfluorosilane；

Silicontetrafluoride；

Tetrafluorosilane 

CAS 号 7783-61-1 危险货物编号 23020 

UN 编号 18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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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严重损害。局部腐蚀作用强。严重中毒者可致

肺炎、肺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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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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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潮湿空气中产生白色有腐蚀性和刺激性的氟化氢烟雾。遇水剧烈反应，生成硅

酸及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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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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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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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隔离 45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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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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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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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

毒服，戴橡胶手套。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接触。尤其要

注意避免与水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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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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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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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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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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密闭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刺激性气体，易潮解，在潮湿空气中可产生浓烟雾。 

溶解性 溶于乙醇、醚、硝酸、氢氟酸。 

主要用途 用于氟硅酸及氟化铅的制取，也用作水泥和人造大理石的硬化剂，有机硅化合物

的合成材料。 

分子式 F4Si 分子量 104.08 

熔点（℃） -90.2(175.6kPa) 相对密度（水＝1） 4.67 

沸点（℃） -65(24.1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72 

临界温度（℃）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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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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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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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300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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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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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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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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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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4-1650】四氟化硫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氟化硫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ulfur Tetrafluoride 英文别名 Sulfur fluoride 

CAS 号 7783-60-0 危险货物编号 23019 

UN 编号 241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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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强烈毒性的刺激性气体，可引起类似光气的呼吸道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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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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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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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防治肺水肿。 

食入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或水蒸气、酸或酸气产生剧毒的烟气。腐蚀性很强，可腐蚀玻璃和大多数金

属。 

燃烧性 不燃，剧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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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氢、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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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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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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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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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在确保安

全情况下堵漏。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抽排(室内)或强

力通风(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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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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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

毒服，戴橡胶手套。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接触。尤其要

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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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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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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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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带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在 600℃时仍很稳定。 

溶解性 易溶于苯。 

主要用途 用作氟化剂。 

分子式 F4S 分子量 108.06 

熔点（℃） -124 相对密度（水＝1） 1.95(液)；2.35(固) 

沸点（℃） 4.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7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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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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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空气、酸类、活性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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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96mg/m3，19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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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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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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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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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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4-1651】四氟化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氟化铅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ead tetrafluoride 英文别名 lead fluoride 

CAS 号 7783-59-7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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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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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有害。吸入有害。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

器官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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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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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产生剧毒氟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物、氧化铅、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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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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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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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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米色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苯。 

主要用途 用作碳氢化合物的氟化剂。 

分子式 F4Pb 分子量 283.19 

熔点（℃） 600 相对密度（水＝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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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4000 mg／kg（大鼠经口），4720 mg／kg（兔经皮）；LC50：9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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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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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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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2】四氟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氟甲烷 中文别名 四氟化碳；R14 

英文名称 Carbontetrafluoride 英文别名 Carbon fluoride； 

Arcton 0；Freon-14 

CAS 号 75-73-0 危险货物编号 22033 

UN 编号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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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会置换出空气中的氧而引起窒息。暴露在氧气含量<19.5%的大气中会导致

头晕、昏迷、口水增多、反应迟钝、反胃、呕吐、失去意识和死亡。暴露在氧气

含量<12％的大气中会无任何先兆的失去知觉，并失去自我救护的能力。吸入高

浓度的四氟甲烷会引起轻度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及心率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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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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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后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爆炸危险。 

燃烧性 不燃，具窒息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氟化氢和其他有害氟化物。 

灭火方法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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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适合其周围燃烧物质的灭火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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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相应的工作服。切断气源，通风对流，稀释扩散。如有可能，

即时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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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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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

毒服，戴橡胶手套。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14 

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不燃气体专用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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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带供气式呼吸器或自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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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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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无臭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氯仿和苯。 

主要用途 用于各种集成电路的等离子刻蚀工艺，也用作激光气体及制冷剂。 

分子式 CF4 分子量 88 

熔点（℃） -183.6 相对密度（水＝1） 1.96（-184℃） 

沸点（℃） -12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4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74 

临界温度（℃） -45.5 饱和蒸汽压（KPa） 13.3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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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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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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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CL0：895000 PPM/1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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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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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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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1987 年 2 月 17 日国 务院发布），化学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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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规定[1996]劳部发 42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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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类不燃气体。 

【4-1653】四氟乙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氟乙烯 中文别名 全氟乙烯 

英文名称 Tetrafluoroethylene 英文别名 1,1,2,2-Tetrafluoroethylen

e；Ethylene tetrafluoride；

Perfluoroethene；TFE； 

Perfluoroethylene；

Tetrafluoroethene 

CAS 号 116-14-3 危险货物编号 21032 

UN 编号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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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轻者有咳嗽、胸闷、头晕、乏力、恶心等；较重者出现化学性肺炎或

间质型肺水肿; 严重者出现肺水肿及心肌损害。吸入有机氟聚合物热解物后，可

引起氟聚合物烟尘热。慢性中毒：常见有头痛、头晕、乏力、睡眠障碍等神经衰

弱综合征和(或)腰背酸痛症状。可致骨骼损害。 

环境危害 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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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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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特性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本品易聚合，只有经过稳定化处理才允许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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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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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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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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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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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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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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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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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

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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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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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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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无臭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制造新型的热塑料、工程塑料、新型灭火剂和抑雾剂的原料。 

分子式 C2F4 分子量 100.02 

熔点（℃） -142.5 相对密度（水＝1） 1.519（-76℃） 

沸点（℃） -7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60 临界压力（MPa） 3.82 

临界温度（℃） 33.3 饱和蒸汽压（KPa） 211（15℃） 

引燃温度（℃） 187.8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87.8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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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C50：164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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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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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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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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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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1654】1,2,4,5-四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4,5-四甲苯 中文别名 均四甲苯；杜烯；四甲苯； 

1,2,4,5-四甲基苯 

英文名称 1,2,4,5-Tetramethylbenzen

e 

英文别名 sym-Tetramethylbenzene；

2,5-Dimethyl-p-xylene；

Durol；Durene 

CAS 号 95-93-2 危险货物编号 41517 

UN 编号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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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中等毒性，可使动物精神萎靡、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受到抑制。对皮肤的

刺激极弱，并未导致过敏，也未见经皮肤吸收的征象。空气中最大容许浓度

50mg/m3。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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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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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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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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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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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火花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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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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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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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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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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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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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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无色结晶，有类似樟脑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增塑剂，及制均苯四甲酸二酐。作试剂、均苯四甲酸原料。 

分子式 C10H14；C6H2(CH3)4 分子量 134.22 

熔点（℃） 79.24 相对密度（水＝1） 0.838（25 °C） 

沸点（℃） 19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6 

闪点（℃） 73 临界压力（MPa） 2.9 

临界温度（℃） 402.5 饱和蒸汽压（KPa） 13.33 (128.1°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5837.27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90 (8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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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000 mg／kg（大鼠经口），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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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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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5】2,2,3',3'-四甲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2,3',3'-四甲基丁烷 中文别名 六甲基乙烷；双叔丁基 

英文名称 2,2,3,3-Tetramethylbutane 英文别名 Hexamethylethane；

Tetramethylbutane 

CAS 号 594-82-1 危险货物编号 41531 

UN 编号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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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有一定的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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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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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极易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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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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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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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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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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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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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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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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阳光曝晒。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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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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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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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色谱分析对比样品。 

分子式 C8H18 分子量 114.23 

熔点（℃） 100.7 相对密度（水＝1） 0.8242(23℃) 

沸点（℃） 10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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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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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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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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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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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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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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4-1656】四甲基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甲基硅烷 中文别名 四甲基硅；四甲矽 

英文名称 Tetramethylsilane 英文别名 TMS 

CAS 号 75-76-3 危险货物编号 31049 

UN 编号 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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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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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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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 可引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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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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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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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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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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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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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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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罩）、自给式呼吸器或通风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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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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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20℃。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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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自给式呼吸器或通风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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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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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挥发。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试剂、航空燃料。 

分子式 C4H12Si 分子量 88.23 

熔点（℃） -99 相对密度（水＝1） 0.65 

沸点（℃） 2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74.65(20℃) 

引燃温度（℃） 45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5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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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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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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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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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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1657】四甲基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甲基铅 中文别名 四甲铅；左旋苯甘氨酸 

英文名称 Tetramethyl lead 英文别名 Lead tetramethyl； 

Piombo tetra-metile；

Tetramethylolovo；

Tetramethylplumbane；

Bleitetramethyl 

CAS 号 75-74-1 危险货物编号 61097 

UN 编号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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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品为神经毒。吸入、经口和经皮肤吸收均可引起中毒。四甲铅引起人中毒迄今

尚未见报道。动物实验四甲铅中毒与四乙铅相似，实验动物出现兴奋、痉挛、共

济失调、震颤、昏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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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胃，导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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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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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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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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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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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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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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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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自给式呼吸器或通风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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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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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臭。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脂肪。 

主要用途 作为内燃机燃料汽油的添加剂以防震。 

分子式 C4H12Pb；(CH3)4Pb 分子量 267.34 

熔点（℃） -27.5 相对密度（水＝1） 1.99 

沸点（℃） 1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5 

闪点（℃） 37.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3（20 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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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 爆炸下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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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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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5 mg／kg（大鼠经口）；LC50：8.5 克/立方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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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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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8】四甲基氢氧化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甲基氢氧化铵 中文别名 氫氧化四甲銨 

英文名称 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 

TMAH；TMAOH 

CAS 号 75-59-2 危险货物编号 82019 

UN 编号 1835/ 292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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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呈强碱性。腐蚀性强。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可

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及肺水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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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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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酸类发生剧烈反应。具有强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和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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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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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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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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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入提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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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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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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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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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水合物为白色潮解性针状结晶，溶液无色或淡黄色。 

溶解性 溶于水和乙醇等。 

主要用途 用作计算机硅片面的光亮剂和触刻剂等。用作极谱分析试剂。 

分子式 C4H13NO；(CH3)4 NOH 分子量 91.15 

熔点（℃） 68-71 相对密度（水＝1） 0.866 (25 °C) 

沸点（℃） 1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1 

闪点（℃） 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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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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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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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449 mg/kg（大鼠经皮）；LDL0：19 mg／kg（小鼠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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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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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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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

晚运输。运输中减少震荡，避免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强碱等物质混

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防高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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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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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9】N,N,N',N'-四甲基乙二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N,N',N'-四甲基乙二胺 中文别名 1,2-双(二甲基氨基)乙

烷；四甲基乙撑二胺； 

四甲基乙二胺 

英文名称 N,N,N',N'-Tetramethylethy

lenediamine 

英文别名 1,2-Di(dimethylamino)eth

ane；TEMED；TMEDA；

TD 

CAS 号 110-18-9 危险货物编号 32178 

UN 编号 2924/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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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蒸气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性。液体可致严重眼损害；对皮肤有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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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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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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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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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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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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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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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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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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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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略有氨的气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生化试剂、环氧树脂交联剂, 也是季胺化合物中间体。 

分子式 C6H16N2 分子量 116.21 

熔点（℃） -55.1 相对密度（水＝1） 0.78 

沸点（℃）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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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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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9 爆炸下限（％） 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8.0-8.5 (0.1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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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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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1020mg／kg(大鼠经口)，63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 兔子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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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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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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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0】四聚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聚丙烯 中文别名 四丙烯；1-十二烯； 

正十二烯；十二碳烯； 

丙烯四聚体 

英文名称 Propylene tetramer 英文别名 Dodecene； 

Light Tetramer； 

1-Propene, tetramer 

CAS 号 6842-15-5 危险货物编号 33512 

UN 编号 2850/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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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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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或摄入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具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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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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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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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自聚，

聚合反应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急骤加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

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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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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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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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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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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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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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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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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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丙酮、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生产石油添加剂、表面活性剂、洗涤剂、抗辐射润滑脂及增塑剂等。 

分子式 C12H24 分子量 168.32 

熔点（℃） -33.6 相对密度（水＝1） 0.760（20/4℃） 

沸点（℃） 2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1 

闪点（℃） 7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47.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5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27 爆炸下限（％） 0.49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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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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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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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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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61】四磷酸六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磷酸六乙酯 中文别名 乙基四磷酸酯 

英文名称 Hexaethyl tetraphosphate 英文别名 Ethyl tetraphosphate；

Tetraphosphoricacid,hexa

ethylester 

CAS 号 757-58-4 危险货物编号 61862 

UN 编号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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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胆碱酯酶活性。中毒后胆碱酯酶活性下降，出现头晕、眼花、无力、恶心、

呕吐、多汗、流涎、瞳孔缩小，重者肌肉痉挛、昏迷、呼吸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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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流动清水彻底冲洗污染的皮肤、头发、指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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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水或 2％～5％碳酸氢钠溶液洗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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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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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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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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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撤离。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

人员。 

灭火剂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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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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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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混溶于水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 

分子式 C12H30O13P4 分子量 506.30 

熔点（℃） -90 相对密度（水＝1） 1.26~1.28(25/4℃ ) 

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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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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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7 mg/kg(大鼠经口)；56 mg/kg(小鼠经口)；21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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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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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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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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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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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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2】2,3,4,6-四氯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3,4,6-四氯苯酚 中文别名 2,3,4,6-四氯酚 

英文名称 2,3,4,6-Tetrachlorophenol 英文别名 2,4,5,6-Tetrachlorophenol

；2,3,4,6-TECP 

2,3,4,6-TCP；TECH；

1-Hydroxy-2,3,4,6-tetrach

lorobenzene； 

2,3,4,6-tetrachloro-pheno 

CAS 号 58-90-2 危险货物编号 61706 

UN 编号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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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能严重刺激结膜和泪管。受热放出有毒氯气。资料报道，有致突变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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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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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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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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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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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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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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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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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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曝晒。专

人保管。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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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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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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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针状结晶，有强烈特殊气味。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丙酮、苯、乙醚、氯仿、四氯化碳、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消毒剂和木材、乳胶、皮革防腐剂。 

分子式 C6H2Cl4O；HOC6HCl4 分子量 231.89 

熔点（℃） 69～70 相对密度（水＝1） 1.839(25℃) 

沸点（℃） 164／3.059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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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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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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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40mg／kg(大鼠经口)；48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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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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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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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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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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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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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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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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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3】1,1,3,3-四氯丙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1,3,3-四氯丙酮 中文别名 1,1,3,3-四氯-2-丙酮；

1,1,3,3-四氯乙酮 

英文名称 1,1,3,3-tetrachloroacetone 英文别名 1,1,3,3-tetrachloro-2-prop

anone；

1,1,3,3-tetrachloropropan-

2-one 

CAS 号 632-21-3 危险货物编号 61603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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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资料报道，有致畸、致突变的作用。

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氯气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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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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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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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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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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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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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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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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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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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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液体，有强烈的辛辣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苯、丙二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2Cl4O 分子量 195.86 

熔点（℃） 48~49(水合物) 相对密度（水＝1） 1.624(15/4℃) 

沸点（℃） 180~182(95.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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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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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76 mg/kg(大鼠经口)；80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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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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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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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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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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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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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4】1,2,3,4-四氯代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3,4-四氯代苯 中文别名 1,2,3,4-四氯苯 

英文名称 1,2,3,4-Tetra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1,2,3,4-tetrachloro-Benze

ne；1,2,3,4-tcb 

CAS 号 634-66-2 危险货物编号 61659 

UN 编号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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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上呼吸道、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兔吸入本品粉尘，引起红细胞、血红蛋

白降低，淋巴细胞增高。重复涂皮引起局部变红，且有全身毒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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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

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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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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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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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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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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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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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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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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

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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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醇，易溶于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用作绝缘液及变压器油的凝固抑制剂。 

分子式 C6H2Cl4 分子量 215.89 

熔点（℃） 46.6 相对密度（水＝1） 1.70 

沸点（℃） 254.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38 

临界温度（℃） 450 饱和蒸汽压（KPa） 101.4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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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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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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1167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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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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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5】1,2,3,5-四氯代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3,5-四氯代苯 中文别名 1,2,3,5-四氯苯 

英文名称 1,2,3,5-Tetra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1,2,4,6-Tetrachlorobenzen

e；1,2,3,5-tcb；

1,2,3,5-TeCB 

CAS 号 634-90-2 危险货物编号 61659 

UN 编号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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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上呼吸道、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兔吸入本品粉尘，引起红细胞、血红蛋

白降低，淋巴细胞增高。重复涂皮引起局部变红，且有全身毒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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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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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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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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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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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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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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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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

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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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苯、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2Cl4 分子量 215.89 

熔点（℃） 51 相对密度（水＝1） 1.5578 

沸点（℃）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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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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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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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727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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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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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6】1,2,4,5-四氯代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4,5-四氯代苯 中文别名 1,2,4,5-四氯苯； 

三氯乙烯； 四氯化苯 

英文名称 1,2,4,5-Tetra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1,2,4,5-tetrachlorbenzol；

1,2,4,5-tcb；

s-Tetrachlorobenzene 

CAS 号 95-94-3 危险货物编号 61659 

U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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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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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兔吸入该品粉尘，引起红细胞、血红蛋

白降低，淋巴细胞增高。重复涂皮引起局部变红，且有全身毒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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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可燃；高热分解有毒氯化物烟雾；与氧化剂起作用。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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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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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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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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

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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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薄片。 

溶解性 溶于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农药中间体、阻燃剂等。 

分子式 C6H2Cl4 分子量 215.89 

熔点（℃） 139 相对密度（水＝1） 1.73 

沸点（℃） 2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4 

闪点（℃） 108.2 临界压力（MPa） 3.38 

临界温度（℃） 489.8 饱和蒸汽压（KPa） <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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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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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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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500 mg／kg(大鼠经口)，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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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7】四氯化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碲 中文别名 氯化碲；氯化铊 

英文名称 Tellur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Telluric chloride；

Tetrachlorotellurium 

CAS 号 10026-07-0 危险货物编号 81044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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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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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遇水即产生氯化氢气体，有腐蚀性及毒性。在 0．1mg／m3 浓度以上时，接

触者即可发生中毒。接触者及中毒者，其呼气中出现严重的蒜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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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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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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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氢、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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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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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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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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

器内。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送至空旷地方，慢慢倒入大量水中，经分解稀释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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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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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包装密封。防止阳光曝晒。防止受潮

和雨淋。应与碱类、铵盐、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

装完整，防止洒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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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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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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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极易潮解的固体。 

溶解性 溶于甲醇、氯仿、甲苯、盐酸，不溶于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光电涂层、薄膜材料、光电材料和化学试剂等。 

分子式 TeCl4 分子量 269.41 

熔点（℃） 224 相对密度（水＝1） 3.2615（25 °C） 

沸点（℃） 3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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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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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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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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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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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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

晚运输。运输中减少震荡，避免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强碱等物质混

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防高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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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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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8】四氯化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钒 中文别名 氯化钒 

英文名称 Vanad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Tetrachlorovanadium 

CAS 号 7632-51-1 危险货物编号 81052 

UN 编号 2444/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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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眼睛、鼻、咽喉、肺，会引起咳嗽、呼吸短促、眼睛损害；吸入较高浓度该

物质，导致肺炎及肺水肿，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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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掉被污染衣服，用大量肥皂、水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冲洗至少 30 分钟；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呼吸停止时，施行呼吸复苏术；心跳停止时，施行心肺

复苏术；就医。 

食入 留医观察 24～48 小时，以免延误肺水肿的诊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分解产有毒氯化氢气体；光照分解有毒氯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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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氢、氯气、氧化钒、钒。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在上风灭火。 

灭火剂 干砂、干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泄漏处理时必须戴好氧气防毒面具与胶手套。如果少量物料泄漏，可用大量水冲

洗，等到浓烟消失后，用碳酸钠中和，再用水冲洗，污水排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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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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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应与碱性物品、氧化剂和氰化物隔离储运。作

业时轻装轻卸，防止容器破损受潮，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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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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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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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至棕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溶液呈蓝色。也溶于乙醇、乙醚、三氯甲烷、二硫化碳、四氯化碳、丙

酮和乙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备三氯化钒、二氯化钒和医药。 

分子式 VCl4 分子量 192.75 

熔点（℃） -28 相对密度（水＝1） 1.816（30/4℃） 

沸点（℃） 15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0 

闪点（℃）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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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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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湿空气中冒烟。 

禁忌物 水、光、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水、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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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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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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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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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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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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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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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9】四氯化锆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锆 中文别名 氯化锆 

英文名称 Zirconium Chloride 英文别名 Zirconium tetrachloride 

CAS 号 10026-11-6 危险货物编号 81517 

UN 编号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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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吸入后引起呼吸道刺激。对眼有强烈刺激性。皮肤直接接触液体有强烈刺激性，

可致灼伤。口服出现口腔和咽喉烧灼感、恶心、呕吐、水样便、血便、虚脱和惊

厥。慢性影响：右引起皮肤肉芽肿。对呼吸道有轻度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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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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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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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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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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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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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小心扫起，配成约 5%的水溶液或酸溶

液，再逐渐加入稀氨水至有沉淀发生，然后废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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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清除。废弃物处置方法：

废料同碳酸氢钠混和，用氨水喷淋，同时加碎冰，反应停止后，用水冲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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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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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酸类、胺类、醇类、酯类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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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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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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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有光泽的结晶或粉末，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冷水、乙醇、乙醚，不溶于苯、四氯化碳、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有机合成催化剂、防水剂、鞣化剂。 

分子式 ZrCl4 分子量 233.04 

熔点（℃） 437（2533.3kPa） 相对密度（水＝1） 2.8 

沸点（℃） 331（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77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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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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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胺类、醇类、酸类、酯类、酮。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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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688mg/kg(大鼠经口)；66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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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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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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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

晚运输。运输中减少震荡，避免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强碱等物质混

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防高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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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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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0】四氯化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硅 中文别名 氯化硅；四氯化矽 

英文名称 Tetrachlorosilane 英文别名 Silicon tetrachloride；STC 

CAS 号 10026-04-7 危险货物编号 81043 

UN 编号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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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及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高浓度可引起角膜混浊，呼吸道炎症，甚至

肺水肿。眼直接接触可致角膜及眼睑严重灼伤。皮肤接触后可引起组织坏死。本

品可引起溶血反应而导致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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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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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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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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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砂、干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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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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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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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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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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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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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淡黄色发烟液体，有刺激性气味，易潮解。 

溶解性 可与苯、乙醚、氯仿、石油醚、四氯化碳、四氯化锡、四氯化钛、一氯及二氯化

硫以任何比例混溶。 

主要用途 用于制取纯硅、硅酸乙酯等，也用于制取烟幕剂。 

分子式 SiCl4 分子量 169.90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483 

沸点（℃） 5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6 

闪点（℃） -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5.9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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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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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g/l,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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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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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C50：8000ppm (大鼠吸入 4 小时)。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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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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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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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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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71】四氯化硫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硫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ulphur tetrachloride 英文别名 Sulfurchloride 

CAS 号 13451-08-6 危险货物编号 81034 

UN 编号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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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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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

下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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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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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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砂、干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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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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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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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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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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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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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固体或黄棕色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SCl4 分子量 173.88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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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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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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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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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碱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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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2】1,2,3,4-四氯化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3,4-四氯化萘 中文别名 四氯化萘 

英文名称 1,2,3,4-Tetrachloronaphtha

lene 

英文别名 Tetrachloronaphthalene；

naphthalene tetrachloride 

CAS 号 1335-88-2 危险货物编号 6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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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可引起中毒性肝炎，出现疲劳、尿色加深、黄疸等。长期接触可引起痤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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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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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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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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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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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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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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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醚，易溶于热醇。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4Cl4 分子量 265.95 

熔点（℃） 182 相对密度（水＝1） 1.552 

沸点（℃） 36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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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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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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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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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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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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3】四氯化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铅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ead tetrachloride 英文别名 Leadchloride；

Tetrachlorolead；

Tetrachloroplumbane 

CAS 号 13463-30-4 危险货物编号 8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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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铅及其化合物损害造血、神经、消化系统及肾脏。职业中毒主要为慢性。神经系

统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

现铅中毒性脑病。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

秘；腹绞痛见于中等及较重病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

时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或亚急性铅中毒，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四氯化铅遇

湿可产生氯化氢（参见氯化氢的危害作用）；对皮肤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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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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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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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强氧化性。受高热能引起爆炸。遇潮能分解出有毒的氯化氢烟雾。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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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物、氧化铅。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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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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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砂土、二氧化碳、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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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

泄漏，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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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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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保持在 75％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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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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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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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油状发烟液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盐合成。 

分子式 PbCl4 分子量 349.01 

熔点（℃） -15 相对密度（水＝1） 3.18 

沸点（℃） 105(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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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水、醇类、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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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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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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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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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74】四氯化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钛 中文别名 氯化钛 

英文名称 Tetrachlorotitanium 英文别名 Titanic chloride； 

Titane；Titanio 

CAS 号 7550-45-0 危险货物编号 81051 

UN 编号 1838/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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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烟雾，引起上呼吸道粘膜强烈刺激症状。轻度中毒有喘息性支气管炎症

状；严重者出现呼吸困难，呼吸脉搏加快，体温升高，咳嗽，咯痰等，可发展成

肺水肿。皮肤直接接触其液体，可引起严重灼伤，治愈后可见有黄色色素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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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用软纸或棉花等擦去毒物，然后用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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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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2-4%

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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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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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物、氧化钛。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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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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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

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

现场人员，但不要对泄漏点直接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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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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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保持在 75％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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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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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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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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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有刺激性酸味。在空气中发烟。 

溶解性 溶于冷水、乙醇、稀盐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钛盐、虹彩剂、人造珍珠、烟幕、颜料、织物媒染剂等。 

分子式 TiCl4 分子量 189.71 

熔点（℃） -25 相对密度（水＝1） 1.726（20 °C） 

沸点（℃） 13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58 饱和蒸汽压（KPa） 1.3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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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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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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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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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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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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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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75】四氯化碳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碳 中文别名 四氯甲烷；四氯甲 

英文名称 Carbon tetrachloride 英文别名 Tetrachloromethane；

tert-butyl N-acetate；

1,1-Dimethyl acetate；

tert-Butyl ethanoate； 

anhydrous tert-butyl 

acetate；Benzinoform 

CAS 号 56-23-5 危险货物编号 61554 

UN 编号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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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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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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本品蒸气对粘膜有轻度刺激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对肝、肾

有严重损害。急性中毒：吸入较高浓度本品蒸气，最初出现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

状。随后可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和胃肠道症状。较严重病例数小时或数天后出

现中毒性肝肾损伤。重者甚至发生肝坏死、肝昏迷或急性肾功能衰竭。吸入极高

浓度可迅速出现昏迷、抽搐，可因室颤和呼吸中枢麻痹而猝死。口服中毒肝肾损

害明显。少数病例发生周围神经炎、 球后视神经炎。皮肤直接接触可致损害。

慢性中毒：神经衰弱综合征、肝肾损害、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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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不会燃烧，但遇明火或高温易产生剧毒的光气和氯化氢烟雾。在潮湿的空气

中逐渐分解成光气和氯化氢。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光气、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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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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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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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

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但不要对泄漏点直接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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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护目境，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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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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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护目境。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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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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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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易挥发液体，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味甜。 

溶解性 微溶于水，能与乙醇、乙醚、苯、氯仿、二硫化碳、石油醚和多数挥发油等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灭火剂、有机溶剂、制冷剂及生产氟里昂的原料 用作清洗剂、溶剂、萃取

剂、杀虫剂、灭火剂、分析试剂等。 

分子式 CCl4 分子量 153.82 

熔点（℃） -22.6 相对密度（水＝1） 1.5940（20/4℃） 

沸点（℃） 7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3 

闪点（℃） -2 °F 临界压力（MPa） 45.58 

临界温度（℃） 283.2 饱和蒸汽压（KPa） 13.33(2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64.9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0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0.965（20℃）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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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金属粉末、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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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350 mg/kg(大鼠经口)，5070 mg/kg(大鼠经皮) ；LC50：

50400mg/m3(大鼠吸入 4 小时)。 

刺激性 家兔经眼：500mg/24 小时，轻度刺激。家兔经皮： 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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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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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内涂环氧树脂的黑铁圆桶或白铁桶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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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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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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76】四氯化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硒 中文别名 氯化硒 

英文名称 Selenium tetrachloride 英文别名 selenium chloride 

CAS 号 10026-03-6 危险货物编号 61019 

UN 编号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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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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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硒中毒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效应，包括神经过敏、抽搐、困倦。其他症状可

能包括皮肤出疹、疲乏、肠胃痛、牙齿脱色和溃烂，口臭（大蒜味），以及部分

头发和指甲脱落。慢性吸入症状包括：脸色苍白、舌苔、贫血、黏膜刺激、腰痛、

肝脾损伤，以及任何前面提到的症状。慢性接触含硒化合物能引起呼吸和汗液大

蒜味、皮炎、中度情绪不稳定。贫血, 皮炎, 据我们所知，此化学品物理和毒性

性质尚未经完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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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受热，或遇水、酸放出剧毒硒化氢气体。与磷、钾、过氧化钾、过氧化钠

剧烈反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氧化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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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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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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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

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但不要对泄漏点直接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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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护目境，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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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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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0％。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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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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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护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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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浅黄色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三氯氧磷，微溶于二硫化碳，不溶于乙醇、乙醚和溴。 

主要用途 用于电子仪器和仪表工业。 

分子式 SeCl4 分子量 220.77 

熔点（℃） 200-210 相对密度（水＝1） 3.78 

沸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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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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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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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火、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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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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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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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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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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7】四氯化锡[无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锡 中文别名 氯化锡；氯化高锡 

英文名称 Tin chloride 英文别名 Stannic chloride；TTC ；

Tinchlorideanhydrous； 

Tin chloride anhydrous 

CAS 号 7646-78-8 危险货物编号 81053 

UN 编号 1827/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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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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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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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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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遇Ｈ发泡剂立即燃烧。与碱性物质混合能引起爆炸。在潮湿空气存在下，

放出热和近似白色烟雾状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具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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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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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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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

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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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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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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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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或粉尘。避免与碱类、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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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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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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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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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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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发烟液体，固体时为立方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醇、苯、四氯化碳、汽油、二硫化碳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锡化合物的制造，用作分析试剂、有机合成脱水剂。也少量用于电镀工

业。 

分子式 SnCl4 分子量 260.52 

熔点（℃） -33 相对密度（水＝1） 2.226（25 °C） 

沸点（℃） 1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 

闪点（℃） 34 °F 临界压力（MPa） 3.7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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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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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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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C50：2300 mg/m3/10 分（大鼠吸入）；LD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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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碳酸氢钠溶液中，用氨水喷洒，同时加碎冰，

反应停止后，用水冲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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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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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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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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78】四氯化锡五水合物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锡五水合物 中文别名 四氯化锡 

英文名称 Stannic chloride 

pentahydrate 

英文别名 Tin chloride pentahydrate 

CAS 号 10026-06-9 危险货物编号 81053 

UN 编号 1759/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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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及皮肤接触后引起灼伤，吸入会刺激咽喉、支气管，引起咳嗽及呼吸困难，

重复暴露，X 光胸部透视出现异常。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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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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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遇氰化物能产生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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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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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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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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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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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纸、油等）接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减慢挥发（或扩散），但

不要对泄漏物或泄漏点直接喷水。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经稀

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最好不用水处理，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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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或粉尘。避免与碱类、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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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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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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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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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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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微黄色结晶或熔块，微有盐酸气味，吸湿性强。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分析试剂，有机合成，脱水剂，织物媒染剂，电子工业。 

分子式 Cl4H10O5Sn；Cl4Sn.5[H2O] 分子量 350.60 

熔点（℃） 56 相对密度（水＝1） 2.04 

沸点（℃）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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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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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41 mg/kg(大鼠经腹)，32 mg/kg(小鼠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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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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倒在碳酸氢钠上，用氨水喷淋，同时加碎冰，

反应停止后用水冲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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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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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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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79】四氯化锗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化锗 中文别名 氯化锗 

英文名称 Germanium tetrachloride 英文别名 Tetrachlorogermane；

Germanium chloride； 

CAS 号 10038-98-9 危险货物编号 81048 

UN 编号 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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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可引起支气管炎和肺炎；对皮肤也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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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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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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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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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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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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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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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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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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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胶耐酸

碱服，戴乳胶耐酸碱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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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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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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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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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乳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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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浓盐酸，溶于稀盐酸、苯、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光导纤维渗杂剂，用于制二氧化锗等。 

分子式 GeCl4 分子量 214.45 

熔点（℃） -49.5 相对密度（水＝1） 1.844（25 °C） 

沸点（℃） 83.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37 

闪点（℃） 83.1 临界压力（MPa） 5.45 

临界温度（℃） 263.4 饱和蒸汽压（KPa） 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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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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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水、醇类、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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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6mg/kg(小鼠静注)；LC50：44000mg/m3/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眼- 兔子 ：50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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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碳酸氢钠溶液中，用氨水喷洒，同时加碎冰，

反应停止后，用水冲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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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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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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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80】1,1,2,2-四氯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1,2,2-四氯乙烷 中文别名 对称四氯乙烷； 

四氯化乙炔；均四氯乙烷 

英文名称 1,1,2,2-Tetrachloroethane 英文别名 1,1,2,2,-tetrachlor-ethane；

Acetylene tetrachloride；

1,1,2,2-TCE；Acetosol；

1,1-Dichloro-2,2-dichloro

ethane；TCA 

CAS 号 79-34-5 危险货物编号 61556 

UN 编号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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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和抑制作用，可引起肝、肾和心肌损害。短期吸入主

要为粘膜刺激症状。急性及亚急性中毒主要为消化道和神经系统症状。可有食欲

减退、呕吐、腹痛、肝大、腹水。长期吸入可引起无力、头痛、失眠、便秘或腹

泻、肝功损害和多发性神经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在对人类重要食物链中，特

别是在水生生物中发生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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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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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遇金属钠及钾有爆炸危险。在接触固体氢氧化钾时加热能逸出易燃气体。遇

水促进分解。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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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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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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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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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

避免与氧化剂、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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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

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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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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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有氯仿样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丙酮，混溶于乙醇、乙醚、苯、四氯化碳、氯仿等。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用于有机合成用作制造药物、虫胶、树脂、蜡和醋酸纤维等的溶剂及

有机合成原料、油脂和生物碱的萃取剂，也用作杀虫剂、除草剂、干洗剂、灭火

剂. 

分子式 C2H2Cl4；(CHCl2)2 分子量 167.86 

熔点（℃） -43.8 相对密度（水＝1） 1.586 

沸点（℃） 14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79 

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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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温度（℃） 388 饱和蒸汽压（KPa） 1.33（3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5788.8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1.77（20℃）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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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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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800mg/kg(大鼠经口)；LC50：4500mg/m3/2 小时(小鼠吸入)；人吸

入 1g/m×30 分钟，呼吸道粘膜刺激，倦怠，眩晕，头沉；人吸入 2～3g/m3/10

分钟，呼吸道粘膜刺激，倦怠，眩晕，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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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同其它燃料混合后焚烧，燃烧要充分，防止

生成光气。焚烧炉排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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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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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1】四氯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氯乙烯 中文别名 全氯乙烯；过氯乙烯 

英文名称 Tetrachloroethylene 英文别名 1,1,2,2-Tetrachloroethylen

e；Perchloroethylene；

PCE；PERC 

CAS 号 127-18-4 危险货物编号 61580 

UN 编号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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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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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刺激和麻醉作用。吸入急性中毒者有上呼吸道刺激症状、流泪、流涎。随

之出现头晕、头痛、恶心、运动失调及酒醉样症状。口服后出现头晕、头痛、倦

睡、恶心、呕吐、腹痛、视力模糊、四肢麻木，甚至出现兴奋不安、抽搐乃至昏

迷，可致死。慢性影响：有乏力、眩晕、恶心、酩酊感等。可有肝损害。皮肤反

复接触，可致皮炎和湿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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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品可燃，有毒，具刺激性，一般不会燃烧，但长时间暴露在明火及高温下仍能

燃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与活性金属粉末（如镁、铝等）能发

生反应，引起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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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氧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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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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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风处进入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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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

碱金属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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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碱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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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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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气型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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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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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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有氯仿样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 

分子式 C2Cl4；CCl2CCl2 分子量 165.83 

熔点（℃） -22.2 相对密度（水＝1） 1.63 

沸点（℃） 12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3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9.74 

临界温度（℃） 347.1 饱和蒸汽压（KPa） 2.11(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679.3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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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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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金属。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005 mg/kg(大鼠经口)； LC50：50427mg/m3，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162mg，轻度刺激。家兔经皮：8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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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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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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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用的四氯乙烯可按普通货物条件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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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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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四氯乙烯卫生标准 (GB 16204-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

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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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82】1,2,5,6-四氢吡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5,6-四氢吡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1,2,5,6-Tetrahydropyridine 英文别名 1,2,3,6-Tetrahydropyridin

e；D3-Piperidine；

3,6-Dihydro-2H-pyridine 

CAS 号 694-05-3 危险货物编号 32105 

UN 编号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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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可能有害。本品蒸气和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作用。对皮肤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通常对水是不危害的，若无政府许可，勿将材料排入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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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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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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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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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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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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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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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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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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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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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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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臭。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N；

CHCHCH2CH2NHCH2 

分子量 83.13 

熔点（℃） -44 相对密度（水＝1） 0.91 

沸点（℃） 115.5～1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闪点（℃）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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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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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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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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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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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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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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3】四氢吡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氢吡咯 中文别名 吡咯烷；四氢氮杂茂； 

四亚甲基亚胺；4-氯苯乙

腈；氮戊环；甲氢氮杂茂 

英文名称 Tetrahydro pyrrole 英文别名 Pyrrolidine；PRD；PRL；

Azacyclopentane；

Tetrahydropyrrole；

Azolidine；Butylenimine 

CAS 号 123-75-1 危险货物编号 32103 

UN 编号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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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后可引起呼吸道灼伤。皮肤或眼接触可致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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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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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及心跳停止者立即进行人

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术。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与强氧化剂如铬酸酐、氯酸钾和高锰酸钾等接触，能发生强

烈的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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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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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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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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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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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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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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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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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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按

规定路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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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有似胺的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药品、杀虫剂、防霉剂，以及环氧树脂交联剂和阻聚剂等。 

分子式 C4H9N 分子量 71.12 

熔点（℃） -63 相对密度（水＝1） 0.852（25 °C） 

沸点（℃） 86～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45 

闪点（℃） 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7.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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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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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酸酐、强氧化剂、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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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00mg／kg(大鼠经口)；LC50：13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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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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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4】四氢吡喃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氢吡喃 中文别名 氧己环；氧化五亚甲基； 

一氧六环；四氢吡； 

四氢哌喃 

英文名称 Tetrahydropyran 英文别名 Pentamethylene oxide； 

Etrahydropyran；

Tetrahydro-2H-pyran；

3,4,5,6-Tetrahydro-2H-pyr

an；THP；THGP；UMOD 

CAS 号 142-68-7 危险货物编号 31043 

UN 编号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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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刺激作用，其蒸气有麻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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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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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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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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酸类物质能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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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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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

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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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喷水雾可减少蒸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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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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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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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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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接触。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地，

防止产生静电。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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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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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化剂、酸类

分开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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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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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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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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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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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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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醚的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水、乙醇、乙醚及其它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硝基喷漆、橡胶、Grignard 反应的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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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5H10O 分子量 86.13 

熔点（℃） -49 相对密度（水＝1） 0.8814 

沸点（℃） 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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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折射率 1.419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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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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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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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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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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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1685】四氢呋喃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氢呋喃 中文别名 氧杂环戊烷；氧戊环； 

1.4-环氧丁烷；一氧五环；

聚四甲基醚二醇；氧化四

亚甲基；二亚乙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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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甲酚酞；壬酸酯； 

四甲撑氧；草脲胺 

英文名称 Tetrahydrofuran； 

PTHF；THF； 

Furanidine；Oxolane 

英文别名 1,4-Epoxybutane；

Butylene oxide； 

Cyclotetramethylene 

oxide；  

Cyclotetramethylene 

oxide 

CAS 号 109-99-9 危险货物编号 31042 

UN 编号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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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和麻醉作用。吸入后引起上呼吸道刺激、恶心、头晕、头痛和中枢

神经系统抑制。能引起肝、肾损害。液体或高浓度蒸气对眼有刺激性。皮肤长期

反复接触，可因脱脂作用而发生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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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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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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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酸类接触能发生

反应。与氢氧化钾、氢氧化钠反应剧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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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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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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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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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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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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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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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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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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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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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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必要时，建议佩戴自

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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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易挥发液体，有类似乙醚的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丙酮、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化学合成中间体、分析试剂。 

分子式 C4H8O 分子量 72.11 

熔点（℃） -108.5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65.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5 

闪点（℃） -20 临界压力（MPa） 5.19 

临界温度（℃） 268 饱和蒸汽压（KPa） 15.20(15℃) 

引燃温度（℃） 23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3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68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0.53cP（20℃） 爆炸上限（％） 12.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8 (20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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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剂、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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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816 mg/kg(大鼠经口) ；LC50：61740mg/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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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废液浓缩，再在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外敞口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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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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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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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车间空气中四氢呋南卫生标准 (GB 16231-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

该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686】1,2,3,6-四氢化苯甲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3,6-四氢化苯甲醛 中文别名 1,2,5,6-四氢苯甲醛； 

3-环己烯甲醛 

英文名称 1,2,3,6-Tetrahydrobenzalde

hyde 

英文别名 3-Cyclohexene-1-carboxal

dehyde；

4-Formyl-1-cyclohexene；

1,2,5,6-tetrahydrobenzald

ehyde 

CAS 号 100-50-5 危险货物编号 33580 

UN 编号 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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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本品对皮肤、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剧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

水肿。接触后可有烧灼感、咳嗽、眩晕、气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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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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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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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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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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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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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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

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化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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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

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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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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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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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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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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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令人舒适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苯。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7H10O；C6H9CHO 分子量 110.15 

熔点（℃） -110 相对密度（水＝1） 0.93 

沸点（℃） 16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8 

闪点（℃） 54.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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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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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碱、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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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460mg／kg(大鼠经口)；177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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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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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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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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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7】四氢糠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氢糠胺 中文别名 2-四氢糠胺；四氢呋喃

胺；2-四氢呋喃甲胺 

英文名称 Tetrahyrdrofurfurylamine 英文别名 2-Tetrahydrofurfurylamin

e ；

2-Aminomethyltetrahydro

furan 

CAS 号 4795-29-3 危险货物编号 33634 

UN 编号 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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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烟雾对眼

睛、粘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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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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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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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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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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刺激性和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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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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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干粉、抗溶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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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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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

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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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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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

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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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液体，有氨味。 

溶解性 能与乙醇、乙醚、水相混溶。 

主要用途 广泛应用于医药制药、染料行业。 

分子式 C5H11NO 分子量 101.1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8 

沸点（℃） 153～154(105.8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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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0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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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空气、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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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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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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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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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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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8】四氢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酐＞0.05%]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氢邻苯二甲酸酐 中文别名 四氢酞酐；3,4,5,6-四氢苯

酐；1-环己烯-1,2-二羧酸

酐；4,5,6,7-四氢-1,3-异苯

并呋喃二酮；四氢苯酐 

英文名称 4,5,6,7-tetrahydro-2-benzof

uran-1,3-dione 

英文别名 3,4,5,6-Tetrahydrophthalic 

anhydride；3,4,5,6-THPA；

1-Cyclohexene-1,2-dic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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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lic Anhydride；

TMMA；THPA 

CAS 号 2426-02-0/85-43-8/ 

935-79-5 

危险货物编号 81632 

UN 编号 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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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严重眼损伤。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

吸困难。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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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水反应释放易燃、有毒或腐蚀性气体。当加热时，蒸汽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与金属接触可能会形成易燃的氢气。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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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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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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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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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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片状晶体。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苯、甲苯、乙醇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农药，除草剂，环氧树脂固化剂等。 

分子式 C8H8O3 分子量 152.15 

熔点（℃） 98 相对密度（水＝1） 1.214 

沸点（℃） 23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2 

闪点（℃） 1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 mm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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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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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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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L0：500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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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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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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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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9】四氢噻吩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氢噻吩 中文别名 四甲撑硫；四氢硫杂茂 

英文名称 Tetrahydrothiophene；THT 英文别名 Thiacyclopentane； 

Tetramethylene sulfide； 

Thiophane；Thiolane 

CAS 号 110-01-0 危险货物编号 32111 

UN 编号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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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麻醉作用。小鼠吸入中毒时，出现运动性兴奋、共济失调、麻醉，最后

死亡。慢性中毒实验中，小鼠表现为行为异常、体重增长停顿及肝功能改变。对

皮肤有弱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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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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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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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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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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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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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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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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令人不愉快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城市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液化气等燃料气体的加臭剂，也可用作医药和

农药原料。 

分子式 C4H8S 分子量 88.17 

熔点（℃） -96.2 相对密度（水＝1） 1.00 

沸点（℃） 11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5 

闪点（℃） 12.8 临界压力（MPa） 4.7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4（25℃） 

引燃温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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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2.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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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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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27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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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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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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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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0】四氰基代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氰基代乙烯 中文别名 四氰代乙烯；四氰乙烯 

英文名称 Tetracyanoethylene 英文别名 Ethylenetetracarbonitrile；

Percyanoethylene；TCNE 

CAS 号 670-54-2 危险货物编号 61651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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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强的刺激性。经口摄入会严重中毒。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头痛、

恶心、呕吐、喉炎、气短，可引起青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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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亚硝酸异戊酯，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 0.2%高锰酸钾洗胃。肌肉注射 10%4-二甲基氨基苯酚。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遇水或水蒸气能水解产生剧毒的氰化氢气体。受高热分解，

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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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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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用水、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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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

器内。小心扫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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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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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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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

潮和雨淋。应与碱类、酸类、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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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

搬运要妥善遮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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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工人佩戴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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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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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120℃以上升华。 

溶解性 难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C6N4 分子量 128.09 

熔点（℃） 198～200 相对密度（水＝1） 1.348 

沸点（℃） 2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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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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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水、潮湿空气、强还原剂、强酸、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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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9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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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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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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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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1】2,3,4,6-四硝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3,4,6-四硝基苯胺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4,6-trinitroaniline 英文别名 TNA 

CAS 号 3698-54-2 危险货物编号 11067 

UN 编号 015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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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本品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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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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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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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遇明火、高温、震动、撞击、摩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具强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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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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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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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覆盖，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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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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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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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专用爆炸品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

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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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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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或橙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醇，溶于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弹药，用于有机合成，并用作毛皮染料。 

分子式 C6H4N4O6 分子量 228.12 

熔点（℃） 170 相对密度（水＝1） 1.867 

沸点（℃） 237（爆炸）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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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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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震动、撞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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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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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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部门指定地点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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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类爆炸品。 

【4-1692】四硝基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硝基萘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Tetranitro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1,3,6,8-Tetranitronaphthal

ene ；TNN 

CAS 号 28995-89-3 危险货物编号 11071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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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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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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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遇明火、高温、震动、撞击、摩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接触还原剂能

发生强烈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爆炸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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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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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禁止用砂土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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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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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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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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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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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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专用爆炸品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

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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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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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炸药。 

分子式 C10H4N4O8 分子量 308.16 

熔点（℃） 200 相对密度（水＝1） 1.802 

沸点（℃） 51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6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31E-1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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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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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震动、撞击、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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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部门指定地点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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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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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爆炸品。 

【4-1693】四硝基萘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硝基萘胺 中文别名 4-硝基-1-萘胺； 

1-氨基-4-硝基萘 

英文名称 4-Nitronaphthylamine 英文别名 4-Nitro-1-naphthylamine；

1,4-Nitronaphthylamine；

1-Amino-4-nitronaphthale

ne 

CAS 号 776-34-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无资料 

危险性类别 无资料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粘膜、上呼吸道有刺激性，进入体

内致高铁血红蛋白症，引起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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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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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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分解时，放出有毒的氮

氧化物。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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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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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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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

穿化学防护服。用砂土混合，逐渐倒入稀盐酸中(1 体积浓盐酸加 2 体积水稀释)，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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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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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带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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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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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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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黄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酸，微溶于热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染料。 

分子式 C10H8N2O2 分子量 188.19 

熔点（℃） 190-193 相对密度（水＝1） 1.366 

沸点（℃） 237（爆炸）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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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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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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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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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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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4】四溴化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溴化锡 中文别名 溴化锡 

英文名称 Tin tetrabromide 英文别名 Tin bromide 

CAS 号 7789-67-5 危险货物编号 81524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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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

的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引起咳嗽、喘息、烧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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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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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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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的腐蚀性烟雾。在空气中强烈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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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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溴化氢、氧化锡。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干燥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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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碱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

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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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

止吸潮。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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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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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酸碱塑料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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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块，在空气中发烟。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醇、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试剂，用于矿石分离。 

分子式 SnBr4 分子量 438.36 

熔点（℃） 31 相对密度（水＝1） 3.34 

沸点（℃）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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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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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强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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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4000mg/Kg（大鼠经口），18mg/kg（小鼠静脉内），4720mg/Kg（兔经皮）；

LC50：9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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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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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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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695】四溴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溴甲烷 中文别名 四溴化碳 

英文名称 Tetrabromomethane 英文别名 Carbon tetrabromide；

Bromid uhlicity； 

Methane tetrabromide 

CAS 号 558-13-4 危险货物编号 61563 

UN 编号 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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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患者有流泪、咳嗽、咽痛，并可造成角膜溃疡。

吸入高浓度可导致支气管炎、肺炎和肺水肿，也可伴有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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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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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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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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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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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

化学品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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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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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毒物时，应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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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医药（麻醉剂）、制冷剂，可作农药原料、染料中间体、分析化学试剂，

用于合成季铵类化合物。 

分子式 CBr4 分子量 331.63 

熔点（℃） 88～90 相对密度（水＝1） 3.42 

沸点（℃） 1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1.6 

闪点（℃） 19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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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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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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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1800mg／kg(大鼠经口)；298mg／kg(小鼠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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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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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6】四溴化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溴化硒 中文别名 溴化硒；溴硒 

英文名称 Selenium tetrabromide 英文别名 Selenium bromide 

CAS 号 7789-65-3 危险货物编号 61019 

UN 编号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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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身体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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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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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受热，或遇水、酸放出剧毒硒化氢等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硒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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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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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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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

化学品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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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性的保护气体下处置，保持贮藏器密封放入紧密的贮藏器内，储存在阴凉，干

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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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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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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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或红棕色结晶性粉末。有不愉快气味。易吸潮，在湿空气中分解。 

溶解性 溶于二硫化碳、氯仿和溴乙烷。 

主要用途 用作硫化剂，促进剂和电子元件制造。 

分子式 SeBr4 分子量 398.58 

熔点（℃） 75 相对密度（水＝1） 4.029 

沸点（℃） 115℃（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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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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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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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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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7】1,1,2,2-四溴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1,2,2-四溴乙烷 中文别名 对称四溴乙烷； 

均四溴乙烷；四溴化乙炔 

英文名称 1,1,2,2-Tetrabromoethane；

TBE 

英文别名 1,1,2,2-Tetrabromoetano；

Acetylene tetrabomide 

CAS 号 79-27-6 危险货物编号 61566 

UN 编号 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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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可引起肝、肾损害及单核细

胞增多，可引起皮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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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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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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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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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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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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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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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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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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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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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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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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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液体，带有樟脑及氯仿臭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季胺化合物、医药、染料的中间体，也用以制取化学纤维助催化剂、涤纶氧

化工序的引发剂、阻燃剂、致冷剂、灭火剂、熏蒸消毒剂等。 

分子式 C2H2Br4 分子量 345.65 

熔点（℃） -1～1 相对密度（水＝1） 2.967（25 °C） 

沸点（℃） 2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1.9 

闪点（℃） 118-120/15mmHg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0(11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635°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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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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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200 mg／kg(大鼠经口)，269 mg／kg(小鼠经口)；LC50：549mg/m3/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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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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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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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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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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8】四亚乙基五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亚乙基五胺 中文别名 三缩四乙二胺； 

四乙撑五胺；四乙烯五胺 

英文名称 Tetraethylenepentamine；

TPA；TEPA 

英文别名 1,4,7,10,13-Pentaazatridec

ane；

3,6,9-triazaundecamethyle

nediamine 

CAS 号 112-57-2 危险货物编号 82505 

UN 编号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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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蒸气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和致敏作用。眼接触可致角膜损害。皮肤接触

可致灼伤，有致敏作用。摄入灼伤消化道，引起腹痛、恶心、呕吐和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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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遇热或火焰有轻微爆炸的危险。燃烧时，放出有毒气体。具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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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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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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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

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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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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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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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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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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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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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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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橙红色粘稠液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不溶于苯、乙醚，可混溶于甲醇、丙酮等。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聚酰胺树脂、阳离子交换树脂、润滑油添加剂、燃料油添加剂等, 也可

用作环氧树脂固化剂、橡胶硫化促进剂等。 

分子式 C8H23N5；

NH2(CH2CH2NH)3CH2H2

NH2 

分子量 189.3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0.998(25 °C) 

沸点（℃） 340.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53 

闪点（℃） 162.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13(20°C) 

引燃温度（℃） 321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21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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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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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05 mg/kg(大鼠经口)；660 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 毫克/ 24 小时、重度；眼- 兔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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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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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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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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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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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699】四氧化二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氧化二氮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Dinitrogen tetroxide 英文别名 Nitrogen tetraoxide；

Dinitrogentetraoxide 

CAS 号 10544-72-6 危险货物编号 23012 

UN 编号 106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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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氧化物主要损害呼吸道。吸入初期仅有轻微的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如咽部

不适、干咳等。常数小时至十几小时或更长时间潜伏期后发生迟发性肺水肿、成

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出现胸闷、呼吸窘迫、咳嗽、咯泡沫痰、紫绀等。可并发气

胸及纵隔气肿。肺水肿消退后两周左右可出现迟发性阻塞性细支气管炎。慢性影

响：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及慢性呼吸道炎证。个别病例出现肺纤维化。可

引起牙齿酸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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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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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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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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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不会燃烧，但可助燃。具有强氧化性。遇衣物、锯末、棉花或其他可燃物能

立即燃烧。与一般燃料或火箭燃料以及氯代烃等猛烈反应引起爆炸。遇水有腐蚀

性，腐蚀作用随水分含量增加而加剧。 

燃烧性 不燃；强氧化剂，有毒，

且有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

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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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用水、卤代烃灭火剂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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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是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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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液体，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

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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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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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气

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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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有毒气体专用库房。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远

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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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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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

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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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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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褐色液体或气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制造硝酸、无水金属盐和硝基配位络合物的原料。在有机化学中用作氧化剂、

硝化剂和丙烯酸酯聚合的抑制剂。在航天和军事工业中，用作火箭燃料推进剂和

制取炸药。 

分子式 N2O4 分子量 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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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9.3～-11.2 相对密度（水＝1） 1.45 

沸点（℃） 21.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58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10.13 

临界温度（℃） 157.8 饱和蒸汽压（KPa） 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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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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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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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源、热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极毒。LC50：126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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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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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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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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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0】四氧化三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氧化三铅 中文别名 红丹；铅丹；铅橙 

英文名称 Lead tetroxide 英文别名 Lead oxide； 

Red lead oxide 

CAS 号 1314-41-6 危险货物编号 61507 

UN 编号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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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铅及其化合物损害造血、神经、消化系统及肾脏。职业中毒主要为慢性。神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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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现

铅中毒性脑病。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秘；

腹绞痛见于中度及重度中毒病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

时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或亚急性中毒，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对肾脏损害多

见于急性、亚急性或较重慢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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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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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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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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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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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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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防化学

品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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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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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应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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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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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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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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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鲜桔红色粉末或块状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热碱液、稀硝酸、乙酸、盐酸。 

主要用途 用作防锈颜料，有机合成的氧化剂，蓄电池制粉。 

分子式 Pb3O4 分子量 6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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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500~83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9.1 

沸点（℃）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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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m Hg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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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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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630mg／kg(大鼠腔膜内)；220mg／kg(豚鼠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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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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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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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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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铅及其无机化合物的卫生标准(GB 7355-87)，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701】O,O,O',O'-四乙基-S,S'-亚甲基双(二硫代磷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O,O,O',O'-四乙基-S,S'-亚

甲基双(二硫代磷酸酯) 

中文别名 乙硫磷；乙赛昂； 

蚜螨立死 

英文名称 O,O,O',O'-Tetraethyl 

S,S'-methylene 

bis(phosphorodithioate)；

Tetraethyl 

S,S'-methylenebis(phospho

rothiolothionate) 

英文别名 Tetraethyl 

S,S'-methylenebis(phosph

orothiolothionate)； 

Tomahawk；Diethion；

Ethion；Ethopaz； 

Fosfatox E；Hyle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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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emox；Match；Nialate；

Phosphotox E；

Rhodocide；Rodocid； 

Rodocide 

CAS 号 563-12-2 危险货物编号 61125 

UN 编号 2783/301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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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磷农药抑制胆碱酯酶活性，造成神经生理功能紊乱。急性中毒：短期内接触

（口服、吸入、皮肤、粘膜）大量引起急性中毒。表现有头痛、头昏、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流涎、瞳孔缩小、呼吸道分泌物增多、多汗、肌束震

颤等。重者出现肺水肿、脑水肿、昏迷、呼吸麻痹。部分病例可有心、肝、肾损

害。少数严重病例在意识恢复后数周或数月后发生周围神经病。个别严重病例可

发生迟发性猝死。血胆碱酯酶活性降低。慢性中毒：尚有争论。有神经衰弱综合

征、多汗、肌束震颤等。血胆碱酯酶活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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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流动清水彻底冲洗污染的皮肤、头发、指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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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水或 2%～5%碳酸氢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放出磷、硫的氧化物等毒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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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磷、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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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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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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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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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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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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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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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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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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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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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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纯品为白色至琥珀色油状液体, 工业品为油状液体, 有恶臭。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氯仿、苯、二甲苯，易溶于丙酮、甲醇、乙醇。遇酸、碱易分解。 

主要用途 有机磷杀虫、杀螨剂。 

分子式 C9H22O4P2S4 分子量 384.48 

熔点（℃） -13～-12 相对密度（水＝1） 1.22 

沸点（℃） 125（1.3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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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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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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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13~3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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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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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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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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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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被划为第四类 B 级有机

剧毒品。 

【4-1702】四乙基氢氧化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乙基氢氧化铵 中文别名 氢氧化四乙基铵； 

N,N,N-三乙基乙铵氢氧

化物；氫氧四乙銨 

英文名称 Tetraethylammonium 

hydroxide 

英文别名 IPC-TEA-OH；

Ethanaminium,N,N,N-trie

thyl-,hydroxide；

n,n,n-triethyl-ethanaminiu

hydroxide 

CAS 号 77-98-5 危险货物编号 82019 

UN 编号 3267/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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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呈强碱性。腐蚀性强。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可

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及肺水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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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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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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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酸类发生剧烈反应。具有强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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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氨。 

灭火方法 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泡沫、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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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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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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二氧化碳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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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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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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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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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为 20％的水溶液，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和核苷的乙酰化等。 

分子式 C8H21NO 分子量 147.26 

熔点（℃） 40～50(水合物) 相对密度（水＝1） 1.023（25 °C） 

沸点（℃）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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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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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2O, 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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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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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107 mg/kg（小鼠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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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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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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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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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3】四乙基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乙基锡 中文别名 四乙锡 

英文名称 Tetraethylstannane 英文别名 Tetraethyl-Stannane；

Tetraethyltin 

CAS 号 597-64-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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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有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可引起脑水肿、脊髓水肿、肌肉无力及麻痹、呼吸衰竭、惊厥性运动、畏光、

眼睑闭合、头痛、头昏、心电图改变、神经失调、咽喉疼痛、咳嗽、腹痛、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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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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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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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灭火剂 无资料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不得触摸泄漏物，喷水减少泄漏物挥发量。少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易燃物吸收

后放入容器中待处理。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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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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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二氧化碳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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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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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紧急情况下，戴压气式、自吸式、全面罩自携式或自吸式送风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全遮式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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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可燃性有毒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烯烃、丙烯腈聚合催化剂，聚酰胺稳定剂，乙基化反应电解质，镀锡原料等。 

分子式 C8H20Sn；Sn(C2H5)4 分子量 234.95 

熔点（℃） -112 相对密度（水＝1） 1.187（25℃） 

沸点（℃） 18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0.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7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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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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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0.008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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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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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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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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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被划为第三类 B 级有机

剧毒品。 

【4-1704】四唑并-1-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四唑并-1-乙酸 中文别名 四唑乙酸；四氮唑乙酸； 

四氮杂茂-1-乙酸； 

1H-四唑-1-乙酸 

英文名称 Tetrazole-1-ylacetic acid 英文别名 Tetranitrazoleaceticacid；

1H-tetrazol acetic acid；

2-(1H-1,2,3,4-Tetrazol-1-

yl)acetic acid；TAA 

CAS 号 21732-17-2 危险货物编号 14017 

UN 编号 4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4 类 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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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爆炸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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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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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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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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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火焰或火花迅速燃烧。受到撞击、摩擦、震动或在密封状态下受热会发生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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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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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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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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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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抗菌素类药物先锋霉素的生产。 

分子式 C3H4N4O2 分子量 128.09 

熔点（℃） 127-129 相对密度（水＝1） 1.78 

沸点（℃） 381.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4.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73E-06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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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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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强碱、氨、胺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撞击、摩擦、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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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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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爆炸品。 

【4-1705】松焦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松焦油 中文别名 松明油；松根焦油； 

木焦油 

英文名称 Pine tar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8011-48-1 危险货物编号 3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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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角膜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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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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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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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催吐并漱口，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可引起燃烧。具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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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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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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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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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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供气

式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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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深褐色至黑色黏稠液体或半固体。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氯仿、丙酮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木材防腐剂、橡胶软化剂，也用以制造油毡、油漆和塑料等。 

分子式 主要成分是邻甲氧基苯

酚、甲酚、苯酚、邻乙基

苯酚、松节油和松脂.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3～1.07 

沸点（℃） 200～2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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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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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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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硝酸、过氧化物、漂白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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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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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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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6】松节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松节油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Turpentine 英文别名 Turpentine oil 

CAS 号 8006-64-2 危险货物编号 33638 

UN 编号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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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蒸气可引起麻醉作用，出现平衡矢调、四肢痉挛性抽搐、流涎、

头痛、眩晕。可引起膀胱炎，有时有肾损害。还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液体溅入眼内，可引起结膜炎及角膜灼伤。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发生呼吸道刺

激症状及乏力、嗜睡、头痛、眩晕、食欲减退等。还可能有尿频及蛋白尿。对皮

肤有原发性刺激作用，引起脱脂、干燥发红等。可引起过敏性皮炎，表现为红斑

或丘疹，有瘙痒感；重者可发生水疱或脓疱；特别敏感者可发生全身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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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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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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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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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剂能

发生强烈反应。与硝酸发生剧烈反应或立即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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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采用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灭火。用水灭火无效，但可用水保持火场中容

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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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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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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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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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淡黄色油状液体，具有松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氯仿、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油漆溶剂，合成樟脑、胶粘剂、塑料增塑剂等，也用于制药、制革工业。 

分子式 C12H20O7 分子量 276.283 

熔点（℃） -60～-50 相对密度（水＝1） 0.8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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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54～17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84（-7 °C） 

闪点（℃） 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76 饱和蒸汽压（KPa） 2.67(51.4℃) 

引燃温度（℃） 253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5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5 爆炸下限（％）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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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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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5760 mg/kg(大鼠经口)； LC50：12000mg/m3/6 小时(大鼠吸入)，

29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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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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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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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松节油混合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松节油混合萜 中文别名 松脂萜；芸香烯 

英文名称 Terebene 英文别名 Terebenes 

CAS 号 1335-76-8 危险货物编号 33638 

UN 编号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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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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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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高浓度蒸气可引起麻醉作用，出现平衡矢调、四肢痉挛性抽搐、流涎、

头痛、眩晕。可引起膀胱炎，有时有肾损害。还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液体溅入眼内，可引起结膜炎及角膜灼伤。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发生呼吸道刺

激症状及乏力、嗜睡、头痛、眩晕、食欲减退等。还可能有尿频及蛋白尿。对皮

肤有原发性刺激作用，引起脱脂、干燥发红等。可引起过敏性皮炎，表现为红斑

或丘疹，有瘙痒感；重者可发生水疱或脓疱；特别敏感者可发生全身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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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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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温、氧化剂较易燃；燃烧产生刺激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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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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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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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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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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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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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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果香气味。 

溶解性 能与氯仿、乙醚和无水乙醇混溶，溶于乙醇，几乎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纤维素物质的防火、防油处理。医药。 

分子式 无资料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860～0.865 

沸点（℃） 16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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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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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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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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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32 

【4-1708】松油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松油 中文别名 松醇油；松脂 

英文名称 Pine oil 英文别名 Pine needle oil；arizole；

oilofpine；unipine；

Pineoilabsolute； 

CAS 号 8002-09-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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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可引起皮肤刺激。 

环境危害 应注意松醇油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流动的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上下眼睑，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通畅。 

食入 喝足量的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与空气接触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强酸及氧化剂不能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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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需戴防护用品，站在上风处。 

灭火剂 干粉, 二氧化碳, 砂土,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如发生泄漏，迅速疏散在场人员，建议应急人员进行现场隔离，切断火源，检查

容器的密闭性。如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如大量泄漏，

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漏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用收

集器内，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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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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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包装，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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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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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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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或深褐色液体，有松根油的特殊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酒精等有机熔剂，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选矿剂、纺织工业脱脂剂、印染助剂、杀菌剂等。 

分子式 C10H18O2 分子量 170.25 

熔点（℃） -55 相对密度（水＝1） 0.925～0.945（15 °C） 

沸点（℃） 195～2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84 (-7 °C) 

闪点（℃） 72.8～8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 mm Hg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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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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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2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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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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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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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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09】松油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松油精 中文别名 松香油；双戊烯；1-甲基

-4-(1-甲基乙烯基)环己烯 

英文名称 Rosin oil 英文别名 1-Methyl-4-(1-methylethe

nyl)cyclohexene ；

Dipentene 

CAS 号 8002-16-2 危险货物编号 33639 

UN 编号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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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可引起皮肤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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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的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上下眼睑，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通畅。 

食入 喝足量的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与空气接触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强酸及氧化剂不能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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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需戴防护用品，站在上风处。 

灭火剂 干粉, 二氧化碳, 砂土,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如发生泄漏，迅速疏散在场人员，建议应急人员进行现场隔离，切断火源，检查

容器的密闭性。如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如大量泄漏，

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漏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用收

集器内，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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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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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包装，储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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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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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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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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灰白的、透明琥珀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与乙醇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合成橡胶、香料的原料，也用作溶剂。 

分子式 C10H16 分子量 136.24 

熔点（℃） -97 相对密度（水＝1） 0.85 

沸点（℃） 173-1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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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 爆炸下限（％） 0.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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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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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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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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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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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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10】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铊 中文别名 金属铊 

英文名称 Thallium 英文别名 Ramor；Thallium element 

CAS 号 7440-28-0 危险货物编号 61022 

UN 编号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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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烈的神经毒物，对肝、肾有损害作用。吸入、口服可引起急性中毒；可经皮

肤吸收。急性中毒：口服出现恶心、呕吐、腹部绞痛、厌食等。3～5 天后出现

多发性颅神经和周围神经损害。出现感觉障碍及上行性肌麻痹。中枢神经损害严

重者，可发生中毒性脑病。脱发为其特异表现。皮肤出现皮疹，指（趾）甲有白

色横纹，可有肝、肾损害。慢性中毒：主要症状有神经衰弱综合征、脱发、胃纳

差。可有周围神经病、球后视神经炎。可发生肝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和空气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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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碘化钾 60mL 灌胃。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微细粉末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氧剧烈反应。暴露在空气中会被氧

化而变质。 

燃烧性 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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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干燥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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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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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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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保存在水中，且必须浸没在水下，隔绝空气。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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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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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带兰光的银白色金属，质软。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碱，溶于硫酸、硝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光电管、低温计、光学玻璃，也用于制铊的化合物。 

分子式 Tl 分子量 204.37 

熔点（℃） 302.5 相对密度（水＝1） 11.85 

沸点（℃）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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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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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酸、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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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TDL0：5.714 mg/kg（人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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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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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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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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

品；车间空气中铊卫生标准 (GB 16183-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711】钛酸四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钛酸四乙酯 中文别名 钛酸乙酯；四乙氧基钛；

乙醇钛；四乙醇钛 

英文名称 Tetraethyl orthotitanate 英文别名 Titanium ethoxide； 

Ethyl titanate； 

Tetraethyl titanate 

CAS 号 3087-36-3 危险货物编号 3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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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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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遇水或水蒸气反

应放出有毒和易燃的气体。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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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钛。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需戴防护用品，站在上风处。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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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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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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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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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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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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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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淡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醇、苯，遇水极易分解。 

主要用途 用于酯的交换反应，并能增强橡胶和塑料在金属表面的粘附性。 

分子式 C8H20O4Ti； 

（CH3CH2O）4Ti 

分子量 228.11 

熔点（℃） 54 相对密度（水＝1） 1.11（25℃） 

沸点（℃） 150(1.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8.8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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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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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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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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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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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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2】钛酸四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钛酸四异丙酯 中文别名 钛酸异丙酯 

英文名称 Titanium 

tetraisopropanolate 

英文别名 Titanium isopropoxide；

isopropyl titanate 

CAS 号 546-68-9 危险货物编号 32158 

UN 编号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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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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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遇水或水蒸气反

应放出有毒和易燃的气体。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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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钛。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需戴防护用品，站在上风处。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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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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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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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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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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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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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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在潮湿空气中发烟。 

溶解性 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酯交换反应，涂料、橡胶的粘合剂，金属涂塑，缩合催化剂等。 

分子式 C12H28O4Ti 分子量 284.22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0.96 

沸点（℃） 2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8 

闪点（℃） 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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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2.11(25℃)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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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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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746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24h），轻度刺激。家兔经眼：20mg（2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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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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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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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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3】钛酸四正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钛酸四正丙酯 中文别名 钛酸正丙酯；钛酸丙酯；

四正丙醇钛；丙醇钛 

英文名称 Tetrapropylorthotitanate 英文别名 Titanium n-propoxide 

CAS 号 3087-37-4 危险货物编号 32158 

UN 编号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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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皮肤有刺激性。其蒸气或雾对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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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出有毒和易燃的气体。在火场中，受热

的容器有爆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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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钛。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需戴防护用品，站在上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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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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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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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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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油状液体, 在空气中迅速吸潮而分解。 

溶解性 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2H28O4Ti 分子量 284.2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3 

沸点（℃） 170(0.4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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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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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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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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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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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4】碳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化钙 中文别名 电石 

英文名称 Calcium carbide 英文别名 Acetylenogen； 

Calcium acetylide 

CAS 号 75-20-7 危险货物编号 43025 

UN 编号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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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皮肤，引起皮肤瘙痒、炎症、“鸟眼”样溃疡、黑皮病。皮肤灼伤表现为创

面长期不愈及慢性溃疡型。接触工人出现汗少、牙釉质损害、龋齿发病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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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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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时不燃，遇水或湿气能迅速产生高度易燃的乙炔气体，在空气中达到一定的

浓度时, 可发生爆炸性灾害。与酸类物质能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遇湿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乙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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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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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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二氧化碳也无效。须用干燥石墨粉或其它干粉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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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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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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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戴橡胶

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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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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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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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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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晶体，工业品为灰黑色块状物，断面为紫色或灰色。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是重要的基本化工原料，主要用于产生乙炔气。也用于有机合成、氧炔焊接等。 

分子式 CaC2 分子量 64.10 

熔点（℃） 447 相对密度（水＝1） 2.22（25 °C） 

沸点（℃）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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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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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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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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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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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入坚固的铁桶内，每桶净重为 100 公斤，桶口封闭严密，桶内充氮气。桶内

未充氮气时，应装置低压安全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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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时铁桶不许倒置。桶内充有氮气时，应在包装上标明，并在货物运单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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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法规：电石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34-83)。 

【4-1715】碳化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化铝 中文别名 三碳化四铝 

英文名称 Aluminum carbid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1299-86-1 危险货物编号 43026 

UN 编号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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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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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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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水接触，会很快放出易燃气体甲烷，遇热源或火种能引起燃烧和爆炸。与酸类

物质能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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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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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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干燥砂土。禁止用水或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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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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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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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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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戴橡胶

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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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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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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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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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和饮水。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绿灰色结晶块或粉末，有吸湿性。 

溶解性 不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甲烷发生剂。还原金属氧化剂。制造氮化铝。催化剂。干燥剂。 

分子式 Al4C3 分子量 143.96 

熔点（℃） 2100 相对密度（水＝1） 2.36（25 °C） 

沸点（℃）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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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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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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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时铁桶不许倒置。桶内充有氮气时，应在包装上标明，并在货物运单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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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碳酸二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酸二丙酯 中文别名 碳酸丙酯 

英文名称 Carbonic acid dipropyl 

ester 

英文别名 Dipropyl carbonate；

Propyl carbonate 

CAS 号 623-96-1 危险货物编号 3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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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

道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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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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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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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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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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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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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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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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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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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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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乙醚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 

分子式 C7H14O3 分子量 146.1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4 

沸点（℃）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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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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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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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强碱、强酸、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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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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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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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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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7】碳酸二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酸二甲酯 中文别名 碳酸甲酯；碳酸乙烷 

英文名称 Dimethyl carbonate； 

DMC 

英文别名 Methyl carbonate；

Methoxyformic acid； 

Methoxymethanoic acid 

CAS 号 616-38-6 危险货物编号 32157 

UN 编号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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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本品对皮肤有刺激性。其蒸气或雾对眼睛、

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大鼠在 29.7g/m3 浓度下很快发生喘息，共济失调，

口、鼻出现泡沫，肺水肿，在 2 小时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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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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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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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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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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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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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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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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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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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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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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1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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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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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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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溶剂。 

分子式 C3H6O3；(H3CO)2OC 分子量 90.08 

熔点（℃） 0.5 相对密度（水＝1） 1.069（25 °C） 

沸点（℃） 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 

闪点（℃） 21.7（开口）/16.7（闭口） 临界压力（MPa） 4.5 

临界温度（℃） 274.85 饱和蒸汽压（KPa） 6.27(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58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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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368 爆炸下限（％） 3.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0.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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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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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13000 mg／kg(大鼠经口)，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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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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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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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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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8】碳酸二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酸二乙酯 中文别名 碳酸乙酯 

英文名称 Diethyl carbonate； 

CED；DEC 

英文别名 Carbonic ether； 

Ethyl carbonate；Eufin 

CAS 号 105-58-8 危险货物编号 33608 

UN 编号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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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轻度刺激剂和麻醉剂。吸入后引起头痛、头昏、虚弱、恶心、呼吸困难等。

液体或高浓度蒸气对眼有刺激性。口服刺激胃肠道。皮肤长期反复接触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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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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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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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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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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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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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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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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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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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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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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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略有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酮、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10O3 分子量 118.13 

熔点（℃） -43 相对密度（水＝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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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2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7 

闪点（℃） 32.8（闭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23.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708.2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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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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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57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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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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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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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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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9】碳酸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酸铍 中文别名 碱式碳酸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carbonat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13106-47-3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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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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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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急性化学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肺炎（急性铍病）。长期小量

接触，可引起慢性铍病，对皮肤的损害有：接触性皮炎、铍溃疡和皮肤肉芽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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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不能燃烧。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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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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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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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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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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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有多种可变组成。 

溶解性 溶于酸和碱，不溶于冷水。在热水中分解。 

主要用途 制造氧化铍及铍盐。 

分子式 （BeO)5·CO2·5H2O 分子量 259.20 

熔点（℃） 192-202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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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E-0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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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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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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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50mg/kg（豚鼠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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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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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0】碳酸亚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酸亚铊 中文别名 碳酸铊 

英文名称 Thallous carbonate 英文别名 Dithalliumcarbonate；

Thallium carbonate 

CAS 号 6533-73-9 危险货物编号 61023 

UN 编号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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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铊的口服致死量约在 0.2～1.0g。急性中毒最初出现胃肠道刺激症状：恶心、呕

吐、腹绞痛等。以后出现神经系统损害，呈多发性颅神经和周围神经损害的表现，

严重时有谵妄、精神失常、晕厥和呼吸肌麻痹。同时，尚有心、肝、肾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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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发是其中毒的特征表现，可累及全身毛发，但眉毛内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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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胃。就医。特效解毒药普鲁士蓝。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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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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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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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

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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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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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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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包装密封。管理应按“五双”管理制度执行。应与酸

类，潮湿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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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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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

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单斜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醇、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杀菌剂、人造金刚石的原料及用于分析。 

分子式 Tl2CO3 分子量 468.78 

熔点（℃） 260-270 相对密度（水＝1） 7.11（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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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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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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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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1mg／kg(小鼠经口)；117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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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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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1】碳酸乙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碳酸乙丁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Ethyl butyl carbonate 英文别名 Ethyl-(n-butyl)-carbonat； 

Kohlensaeure-aethylester-

butylester；

Aethyl-butyl-carbonat； 

Carbonic acid,butyl ethyl 

ester 

CAS 号 30714-78-4 危险货物编号 33608 

UN 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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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本品对皮肤有刺激性。其蒸气或雾对眼睛、

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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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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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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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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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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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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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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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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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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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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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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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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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4O3 分子量 146.1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49 

沸点（℃） 16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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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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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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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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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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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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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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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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22】羰基氟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羰基氟 中文别名 碳酰氟；氟化碳酰； 

氟光气；氟氧化碳； 

氟化羰基；氧氟化碳 

英文名称 Carbon difluoride oxide 英文别名 Carbonyl fluoride；

Fluorophosgene； 

Formyl fluoride 

CAS 号 353-50-4 危险货物编号 23035 

UN 编号 241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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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呼吸道粘膜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急性中毒可致化学性肺炎和肺水肿。因

本品常和氟烃的其他热裂解气共存，故很少见到单纯氟光气中毒的报道。在热裂

解气中毒所致呼吸道损害中，氟光气是一种重要的致毒因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大气和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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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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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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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防治肺水肿。 

食入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水中分解放出剧毒的腐蚀性气体。具有强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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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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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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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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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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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在确保安

全情况下堵漏。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抽排(室内)或强

力通风(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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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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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

毒服，戴橡胶手套。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尤其

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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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受潮和雨淋。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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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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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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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监测毒物。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带有刺激性的非易燃无色气体，遇水分解。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生产氟塑料等。 

分子式 OCF2 分子量 66.01 

熔点（℃） -114 相对密度（水＝1） 1.14(-114℃) 

沸点（℃） -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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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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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光照、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50：270mg／m3/4 小时(大鼠吸入)；972mg／m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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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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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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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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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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类有毒气体。 

【4-1723】羰基硫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羰基硫 中文别名 硫化碳酰；硫化羰； 

氧硫化碳；硫甲酰素； 

硫酰羟胺 

英文名称 Carbon Oxysulphide；COS 英文别名 Carbonyl sulphide；

Carbon oxide sulfide；

Carbon oxide sulphide；

Thiocarbonicanhydride；

Oxomethanethione 

CAS 号 463-58-1 危险货物编号 23033 

UN 编号 220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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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肺有轻微刺激性，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严重中毒时可引起抽搐，乃

至发生呼吸麻痹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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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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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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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时生成有

毒的二氧化硫气体。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出有毒和易燃

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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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处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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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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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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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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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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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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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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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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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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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恶臭气体, 易潮解。 

溶解性 可溶于水、乙醇、甲醇，易溶于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中间体，农药工业用于合成除草剂、杀草丹、燕麦敌、杀虫剂巴丹

等。 

分子式 COS 分子量 60.08 

熔点（℃） -138.8 相对密度（水＝1） 1.24(-87℃，液体) 

沸点（℃） -50.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946 

临界温度（℃） 105 饱和蒸汽压（KPa） 1204.23(21℃) 

引燃温度（℃） 25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5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4 爆炸下限（％） 11.9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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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光照、高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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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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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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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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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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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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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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3 类有毒气体。 

【4-1724】2-特丁基-4,6-二硝基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特丁基-4,6-二硝基酚 中文别名 2-(1,1-二甲基乙基)-4,6-

二硝酚； 

特乐酚；芸香酸二壬酯 

英文名称  英文别名 Dntbp；Herbogil 

CAS 号 1420-07-1 危险货物编号 61137 

UN 编号 2588/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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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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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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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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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粉体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浓度后，

遇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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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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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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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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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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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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固体。 

溶解性 溶于部分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除草剂。 

分子式 C10H12N2O5 分子量 240.21 

熔点（℃） 125.5-126.5 相对密度（水＝1） 1.347 

沸点（℃） 304.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049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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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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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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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6mg/kg（大鼠经口），19500ug/kg（小鼠经口），28300ug/kg（小兔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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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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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5】2-特戊酰-2,3-二氢-1,3-茚二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特戊酰-2,3-二氢-1,3-茚

二酮 

中文别名 鼠完；杀鼠酮；品酮； 

2-特戊酰-1,3-茚满二酮 

英文名称 2-(Trimethylacetyl)-1,3-ind

andione；

2-Pivaloyl-1,3-indandione； 

2-Pivaloylindane-1,3-dione

；2-Pivalyl-1,3-indandione 

英文别名 Pindone；Pival；

Pivaldione；Pivalyl； 

Pivalyl Valone；

Pivalylindan-1,3-dione； 

Pivalylindandione 

CAS 号 83-26-1 危险货物编号 61135 

UN 编号 2472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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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高毒杀虫剂。误食后，可引起：一类为急性型，感心慌、头昏、恶心、低热，食

欲不振，全身皮疹；重者腹痛、不省人事；另一为亚急性型，表现为各脏器及皮

下广泛出血，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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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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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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维生素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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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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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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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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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避免扬尘，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

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无法利用的应将其倒至空旷

地方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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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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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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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戴

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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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苯、甲苯、丙酮等，能溶于乙醇，难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杀鼠剂。 

分子式 C14H14O3 分子量 230.26 

熔点（℃） 108～110 相对密度（水＝1） 1.191 

沸点（℃） 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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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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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8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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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6】锑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锑粉 中文别名 锑 

英文名称 Antimony powder 英文别名 Antimony 

CAS 号 7440-36-0 危险货物编号 61505 

UN 编号 2871/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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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锑对粘膜有刺激作用，可引起内脏损害。急性中毒：接触较高浓度引起化学性结

膜炎、鼻炎、咽炎、喉炎、支气管炎、肺炎。口服引起急性胃肠炎。全身症状有

疲乏无力、头晕、头痛、四肢肌肉酸痛。可引起心、肝、肾损害。慢性影响：常

出现头痛、头晕、易兴奋、失眠、乏力、胃肠功能紊乱、粘膜刺激症状。可引起

鼻中隔穿孔；在锑冶炼过程中可引起锑尘肺；对皮肤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和致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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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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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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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硝酸铵、二氟化溴、三氮化溴、氯酸、氧化氯、三氟化氯、硝

酸、硝酸钾、高锰酸钾、过氧化钾接触能引起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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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粉、干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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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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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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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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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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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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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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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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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白色或深灰色金属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盐酸、碱液，溶于王水及浓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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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合金，也用于印刷和颜料行业。 

分子式 Sb 分子量 121.76 

熔点（℃） 630.5 相对密度（水＝1） 6.68（25 °C） 

沸点（℃） 16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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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7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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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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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锑及其化合物卫生标准(GB 8774-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

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727】锑化氢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锑化氢 中文别名 三氢化锑；锑化三氢；睇 

英文名称 Antimony trihydride 英文别名 Antimony hydride；Stibine 

CAS 号 7803-52-3 危险货物编号 23008 

UN 编号 26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包装分类 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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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吸入较高浓度的锑化氢，可发生溶血。表现头痛，恶心，呕吐，无力，呼吸减慢、

微弱，脉不规则，腹绞痛以及血红蛋白尿。最后可造成急性溶血性贫血和急性肾

功能衰竭。吸入高浓度可迅速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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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 

眼睛接触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15 分钟，请医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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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特性 易燃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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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热分解出易燃的氢气和金属锑。与氧化剂、氯气、硝酸、臭氧、氨剧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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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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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45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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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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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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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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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接

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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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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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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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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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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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剧毒气体，有恶臭，在空气中缓慢分解。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制有机锑化合物, 分析上常用于区别砷和锑, 还用作熏蒸剂。 

分子式 SbH3 分子量 124.78 

熔点（℃） -88 相对密度（水＝1） 4.36 

沸点（℃）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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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强碱、氨、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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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毒。LCL0：100 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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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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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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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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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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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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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28】天然气[富含甲烷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天然气 中文别名 沼气 

英文名称 Natural gas 英文别名 Biogas；marsh gas；NG 

CAS 号 8006-14-2 危险货物编号 21008 

UN 编号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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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健康危害 天然气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对人基本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使空气中氧含量明

显降低，使人窒息。当空气中甲烷达 25%-30% 时，可引起头痛、头晕、乏力、

注意力不集中、呼吸和心跳加速、共济失调。若不及时脱离，可致窒息死亡。皮

肤接触液化本品，可致冻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无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水冲洗 15 分钟，衣物与鞋清洗干净，出现不适就医。若有冻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15 分钟，请医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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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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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

氧化溴、氯气、次氯酸、三氟化氮、液氧、二氟化氧及其它强氧化剂接触发生剧

烈化学反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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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化物等有毒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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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雾状水、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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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泄漏物进入限制性空间（如下水道），以避免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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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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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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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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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接

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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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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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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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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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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高浓度吸入，进入罐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时，需有人监

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燃料、化工原料等。 

分子式 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

水分等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182.5℃ （119KPa） 相对密度（水＝1） 0.415 

沸点（℃） -16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55 

闪点（℃） -188 临界压力（MPa） 6.14 

临界温度（℃） 35.2 饱和蒸汽压（KPa） 53.32KPa/-168.8℃ 

引燃温度（℃） 482～632 燃烧热（KJ/mol） 1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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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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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微毒。LCL0：400000 毫克/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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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液化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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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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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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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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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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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29】萜品油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萜品油烯 中文别名 异松油烯；松油烯醇； 

1-2,4-8 萜二烯；红樟油； 

1-甲基-4-(1-甲基亚乙基)

环己烯；1,4-对孟二烯； 

1,8-对孟二烯；萜品二烯 

英文名称 Terpinolene； 

alpha- Terpinolen 

英文别名 1，4(8)-p-Menthadiene；

1,4(8)-terpadiene； 

1-Methyl-4-(1-methylethy

lidene)-1-cyclohexene；

1-methyl-4-isopropyliden

e-1-cyclohexene；

3-methyl-6-(1-methylethy

lidene)-cyclohexen 

CAS 号 586-62-9 危险货物编号 33641 

UN 编号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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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入有中等毒性。热解能放出腐蚀性烟和刺激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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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注意患者保暖并且保持安静。确保

医务人员了解该物质相关的个体防护知识，注意自身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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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暖，静卧休息。就医。如果患者呼吸停止，给予

人工呼吸。如果呼吸困难，给予吸氧。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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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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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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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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

安全情况下堵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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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雾可减少蒸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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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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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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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带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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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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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草黄色油状液体，呈芳香的松木香气，微带甜的柑橘风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易自聚。 

主要用途 用于香料原料。 

分子式 C10H16 分子量 136.23 

熔点（℃） <25 相对密度（水＝1） 0.861（25 °C） 

沸点（℃） 17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 

闪点（℃） 3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4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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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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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高温、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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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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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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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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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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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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0】烷基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烷基锂 中文别名 丁基锂 

英文名称 alkyl lithium  英文别名 Butyllithium；

n-utyllithium 

CAS 号 109-72-8 危险货物编号 42021 

UN 编号 2445/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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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

激作用。可引起化学灼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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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

恶心和呕吐，可引起神经系统的紊乱。 

环境危害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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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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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与空气接触会着火。与水、酸类、卤素类、醇类和胺类接触，

会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锂。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使用水、泡沫或卤化物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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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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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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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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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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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毒物时,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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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棕色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催化剂、烃化剂。 

分子式 C4H9Li；CH3(CH2)3Li 分子量 64.06 

熔点（℃） -95 相对密度（水＝1） 0.68 

沸点（℃） 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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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酸类、醇类、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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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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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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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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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类自燃物品。 

【4-1731】无水肼[含肼＞64%]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无水肼 中文别名 无水联胺 

英文名称 Hydrazine anhydrous 英文别名 Hydrazine；Levoxine； 

Nitrogen hydride；

Diamine 

CAS 号 302-01-2 危险货物编号 33631 

UN 编号 2029/32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41（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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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肼蒸气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吸入

高浓度蒸气迅速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先兴奋，如躁动不安、强直性抽搐，很

快进入抑制状态。口服中毒引起频繁恶心、呕吐、腹泻，以后出现暂时性中枢性

呼吸抑制、心律紊乱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可有肝功能异常。液体可致眼及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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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伤。长期接触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肝损害、皮肤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鱼类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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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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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其蒸气能与空气形成范围广阔的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

极易燃烧爆炸。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燃烧时发出高热，可能发生爆

炸。在空气中遇尘土、石棉、木材等疏松性物质能自燃。遇过氧化氢或硝酸等氧

化剂，也能自燃。与各种金属氧化物接触能自行分解燃烧。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具强腐蚀性、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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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防

护掩蔽处操作。 

灭火剂 水、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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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风处进入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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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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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自给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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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接触。在氮

气中操作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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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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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自给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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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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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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发烟液体，有氨的臭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溶于醇、液氨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制发泡剂、农作物杀虫剂和水处理剂。 

分子式 H4N2 分子量 32.05 

熔点（℃） 1.4 相对密度（水＝1） 1.01 

沸点（℃） 11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11 

闪点（℃） 38 临界压力（MPa） 14.69 

临界温度（℃） 380 饱和蒸汽压（KPa） 1.92(25℃) 

引燃温度（℃） 270 燃烧热（KJ/mol） 621.1 

自燃温度（℃） 27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44(35℃) 爆炸下限（％） 2.9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8.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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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氧、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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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60 mg/kg(大鼠经口)，91 mg/kg(兔经皮)； LC50：746mg/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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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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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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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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32】五氟化铋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氟化铋 中文别名 氟化铋 

英文名称 Bismuth pentafluoride  英文别名 Bismuth fluoride 

CAS 号 7787-62-4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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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对眼睛、粘膜和呼吸系统有强烈刺激作用。遇水剧烈反应产生剧毒的氟化

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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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发生剧烈反应，产生剧毒的腐蚀性的氟化氢气体。与酸反应，放出大量热和

臭氧。50℃以上能和液体石蜡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氟化物烟

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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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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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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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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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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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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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保持干燥。应与酸类、潮湿物品、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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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工人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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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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温下为无色澄清的油状液体。气态的 BiF5 不稳定，易分解为 BiF3和 F2。 

溶解性 遇水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氟化剂。 

分子式 BiF5 分子量 303.97 

熔点（℃） 151 相对密度（水＝1） 5.55(25℃) 

沸点（℃）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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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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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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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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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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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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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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733】五氟化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氟化碘 中文别名 五氟碘 

英文名称 Iodine Pentafluoride 英文别名 Pentafluoroiodine；

Fluorine iodide 

CAS 号 7783-66-6 危险货物编号 51014 

UN 编号 24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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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与水或潮湿空气剧烈反应，放出

剧毒和腐蚀性烟雾，吸入会中毒。遇热分解释出高毒的氟、碘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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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清水冲洗，涂敷氧化镁甘油软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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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易燃物、有机物接触易着火燃烧。与水能发生强烈反应。放出剧毒

的腐蚀性烟雾。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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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干粉。不宜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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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

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送至空旷地方，然后慢慢倒入

大量水中，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

通风。如果大量泄漏，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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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远离易燃、可燃

物。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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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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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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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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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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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烟的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与水剧烈反应。 

主要用途 用作氟化剂和燃烧剂。 

分子式 IF5 分子量 221.90 

熔点（℃） 9.43 相对密度（水＝1） 3.19(25℃) 

沸点（℃） 10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16 

临界温度（℃） 300.7 饱和蒸汽压（KPa） 1.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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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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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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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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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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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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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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4】五氟化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氟化磷 中文别名 氟化磷 

英文名称 Phosphorus pentafluoride 英文别名 Phosphorus fluoride 

CAS 号 7647-19-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19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无机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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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在潮湿空气中产生有毒和腐蚀性的氟化氢烟雾。对皮肤、眼睛、黏膜呈剧烈刺激

作用，吸入可引起呼吸道炎症，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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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特性 在潮湿空气中产生白色有腐蚀性和刺激性的氟化氢烟雾。在水中分解放出剧毒的

腐蚀性气体。遇碱分解。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烷、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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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300 米，大

泄漏时隔离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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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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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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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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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接

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配备相应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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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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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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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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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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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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有刺激性难闻恶臭的气体。在潮湿空气中剧烈发烟。 

溶解性 遇水则水解。遇碱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反应催化剂。电子工业。 

分子式 PF5 分子量 126.0 

熔点（℃） -83 相对密度（水＝1） 5.805（气体） 

沸点（℃） -7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6 

闪点（℃） -84.6 临界压力（MPa） 3.35 

临界温度（℃） 144.5 饱和蒸汽压（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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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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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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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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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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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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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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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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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4-1735】五氟化锑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氟化锑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Antimony pentafluoride  英文别名 Antimony fluoride；

Antimonypentafluoride；

Pentafluoroantimony 

CAS 号 7783-70-2 危险货物编号 81061 

UN 编号 173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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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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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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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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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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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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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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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氢、氧化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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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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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干粉。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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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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

雾状水，减少蒸发。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转移到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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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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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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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

（可）燃物、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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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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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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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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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吸湿性强的黏稠液体，在空气中发烟，刺激性强。 

溶解性 溶于无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取锑化合物。 

分子式 SbF5 分子量 216.75 

熔点（℃） 7 相对密度（水＝1） 2.993（25 °C） 

沸点（℃） 14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2 

闪点（℃）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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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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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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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270mg／m3(小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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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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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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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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36】五氟化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氟化溴 中文别名 氟化溴 

英文名称 Bromine Pentafluoride 英文别名 Bromine fluoride 

CAS 号 7789-30-2 危险货物编号 51013 

UN 编号 17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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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分解或遇酸及酸雾都能生成剧毒的溴与氟烟雾。对眼睛、皮肤和粘膜

有强烈刺激作用并可引起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大气和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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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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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许多有机物、某些无机物发生强烈反应。与含氢物（如乙酸、乙醇、

氢、甲烷、石蜡、氯甲烷等）接触发生爆炸或燃烧。与酸、卤素、非金属、金属

卤化物、金属、氧、水发生强烈反应并引起燃烧。遇水、潮气分解剧毒氟化氢气；

遇有机物可燃；遇热、酸放出溴、氟气体。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和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

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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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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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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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300 米，大

泄漏时隔离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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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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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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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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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接

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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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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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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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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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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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在空气中强烈发烟。 

溶解性 遇水发生强烈反应并引起燃烧。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BrF5 分子量 174.90 

熔点（℃） -61.3 相对密度（水＝1） 2.466（25℃） 

沸点（℃） 4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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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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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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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水、酸类、潮湿空气、易燃或可燃物、卤素、卤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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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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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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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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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7】五甲基庚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甲基庚烷 中文别名 异十二烷 

英文名称 2,2,4,4,6-Pentamethyl 

heptane 

英文别名 Pentamethyl heptane 

CAS 号 30586-18-6/62199-62-6 危险货物编号 33507 

UN 编号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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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具刺激作用，吸入有麻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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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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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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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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

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减少蒸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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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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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远离易燃、可燃

物。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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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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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带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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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可用作医药化工合成中间体，也可用于化妆品。 

分子式 C12H26；

(CH3)3CCH2C(CH3)2CH2C

H(CH3)2 

分子量 170.33 

熔点（℃） -67 相对密度（水＝1） 0.751 

沸点（℃） 17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40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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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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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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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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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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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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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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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8】五硫化二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硫化二磷 中文别名 五硫化磷 

英文名称 Phosphorus pentasulfide 英文别名 Diphosphorus 

pentasulphide 

CAS 号 1314-80-3 危险货物编号 43041 

UN 编号 134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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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呼吸道及皮肤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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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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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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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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磷、硫的氧化物

等毒性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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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或潮湿空气分解成有腐蚀和刺激作用的磷酸及硫化氢气体。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烷、硫化氢、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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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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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石灰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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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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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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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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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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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到黄绿色结晶，有似硫化氢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二硫化碳，溶于氢氧化钠水溶液。 

主要用途 制造润滑油添加剂的中间体，也用于制造杀虫剂和浮选剂。 

分子式 P2S5 分子量 222.27 

熔点（℃） 276 相对密度（水＝1） 2.03 

沸点（℃）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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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引燃温度（℃） 141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41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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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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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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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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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389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20mg/24 小时，中度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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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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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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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法规：五硫化二磷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14-83)。 

【4-1739】五氯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enta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1,2,3,4,5-Pentachlorobenz

ene；

2,3,4,5,6-Pentachlorobenz

ene；PCB；QCB 

CAS 号 60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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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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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接触本品主要引起肝脏损害和痤疮性皮炎。本品蒸气压低，吸入中毒可能性

小。工人中有痤疮皮炎发生。误服可引起恶心、昏睡、皮肤和指甲色素沉着、脸

面浮肿、皮肤痤疮、胃肠功能紊乱等。本品可经胎盘进入胎儿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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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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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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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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易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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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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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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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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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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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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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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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保持干燥。应与酸类、潮湿物品、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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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加强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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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针状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苯、氯仿、乙醚，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备五氯硝基苯。 

分子式 C6HCl5 分子量 250.34 

熔点（℃） 85 相对密度（水＝1） 1.609（25 °C） 

沸点（℃） 2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1.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78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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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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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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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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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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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740】五氯酚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酚钠 中文别名 五氯苯酚钠； 

1,2,3,4,5-五氯酚钠 

英文名称 Sodium pentachlorophenol 英文别名 Pentachlorophenate 

sodium；Sodium PCP；

Sodiumpentachlorophenol

ate；Witophen N； 

Sodium 

pentachlorophenoxide 

CAS 号 131-52-2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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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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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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性。急性中毒主要因皮肤接触或误饮污染的水引起。症

状有乏力、头昏、恶心、呕吐、腹泻等；严重者体温高达 40℃以上，大汗淋漓、

口渴、呼吸增快、心动过速、烦躁不安、肌肉强直性痉挛、血压下降，昏迷，可

致死。皮肤接触可致接触性皮炎。国外资料报道长期接触者可有周围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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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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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清水或 2％碳酸氢钠溶液反复洗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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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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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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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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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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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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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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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工作后，淋浴更衣。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工业品呈淡黄色鳞片状晶体，有臭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易溶于醇、丙酮，不溶于苯。 

主要用途 可用作落叶树休眠期喷射剂，以防治褐腐病，也用作除草或杀虫剂，并用于有机

合成。 

分子式 C6Cl5NaO 分子量 288.32 

熔点（℃） 190～191 相对密度（水＝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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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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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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10mg／kg(大鼠经口)，100mg／kg(兔经皮)；LC50：152mg／m3 (大

鼠吸入)，229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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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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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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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741】五氯化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化磷 中文别名 氯化磷；过氯化磷 

英文名称 Phosphorous Pentachloride 英文别名 Phosphorus chloride；

PhosphorusVchloridewhit

extl；Fosforpentachloride 

CAS 号 10026-13-8 危险货物编号 81042 

UN 编号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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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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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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烟尘可引起眼结膜刺激症状。刺激咽喉引起灼痛、失音或吞咽困难，并

可引起支气管炎、肺炎与肺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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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用软纸或棉花等擦去毒物，继之用 3%碳酸氢钠液浸泡。然后用水彻底冲洗。

就医。 

眼睛接触 尽快用软纸或棉花等擦去毒物，然后用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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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发热、冒烟甚至燃烧爆炸。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和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磷、磷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砂、干石粉。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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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

避免扬尘，小心扫起，逐次以小量加入大量水中，静置，稀释液放入废水系统。

如果大量泄漏，最好不用水处理，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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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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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醇类、活性金属粉

末、碱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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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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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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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结晶，有刺激性气味，易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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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溶于二硫化碳、四氯化碳。在水中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氯化剂，催化剂，脱水剂。 

分子式 PCl5 分子量 208.24 

熔点（℃） 148℃(加压) 相对密度（水＝1） 3.60 

沸点（℃） 162（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6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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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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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类、水、活性金属粉末、铝、碱金属、酸类、易燃物和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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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mg／kg(大鼠经口)；LC50：20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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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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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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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42】五氯化钼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化钼 中文别名 氯化钼 

英文名称 Molybdenum pentachloride 英文别名 Molybdenum chloride 

CAS 号 10241-05-1 危险货物编号 81514 

UN 编号 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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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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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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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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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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水发生剧烈反应，放出近似白色烟雾状有毒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潮湿时会

腐蚀金属。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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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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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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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碱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

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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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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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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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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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暗绿色或灰黑色针状结晶，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酸。 

主要用途 用作氯化触媒、耐火树脂的组分，用于制备六羰基钼、金属有机化合物。 

分子式 MoCl5 分子量 273.21 

熔点（℃） 194 相对密度（水＝1） 2.9 

沸点（℃）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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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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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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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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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塑料袋、

多层牛皮纸袋外钙塑箱；双层塑料袋、多层牛皮纸外瓦楞纸箱；玻璃瓶、塑料瓶、

复合塑料瓶、铅瓶外瓦楞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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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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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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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43】五氯化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化铌 中文别名 氯化铌 

英文名称 Columbium pentachloride 英文别名 Niobium chloride； 

Niobium pentachloride 

CAS 号 10026-12-7 危险货物编号 81515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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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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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目前，尚未见引起人中毒的报告，粉尘和蒸气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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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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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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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的腐蚀性烟雾。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有强腐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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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禁止用水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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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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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完整密封，

防止吸潮。应与碱类、H 发泡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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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酸碱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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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结晶固体，潮解性极强。 

溶解性 溶于醇、浓盐酸。 

主要用途 用作试剂、制造纯铌的原料、中间体。 

分子式 NbCl5 分子量 270.17 

熔点（℃） 194 相对密度（水＝1） 2.75 

沸点（℃） 24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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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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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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酸、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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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1400 mg／kg(大鼠经口)，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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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板箱；双层塑料袋、

多层牛皮纸袋外钙塑箱；双层塑料袋、多层牛皮纸外瓦楞纸箱；玻璃瓶、塑料瓶、

复合塑料瓶、铅瓶外瓦楞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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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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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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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44】五氯化钽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化钽 中文别名 氯化钽 

英文名称 Tantalum pentachloride 英文别名 Tantalum chloride 

CAS 号 7721-01-9 危险货物编号 81516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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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遇水能产生氯化氢，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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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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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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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不燃烧，但遇高热能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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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禁止用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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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用洁净

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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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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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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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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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酸碱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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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结晶形粉末，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醇、王水及浓硫酸、氯仿、四氯化碳，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用作纯金属钽的原料、中间体、有机物氯化剂。 

分子式 TaCl5 分子量 358.21 

熔点（℃） 221 相对密度（水＝1） 3.68 

沸点（℃） 239.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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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碱、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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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9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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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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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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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45】五氯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硝基苯 中文别名 硝基五氯苯； 

土粒散；掘地生 

英文名称 1,2,3,4,5-Pentachloro-6-nit

robenzene 

英文别名 Pentachloronitrobenzene；

Avicol；PCNB；Quintozine 

CAS 号 82-68-8 危险货物编号 61680 

UN 编号 2588/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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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损害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肝和肾。小白鼠急性中毒时，出现呼吸加

快、发绀、颤抖、痉挛性抽搐、共济失调，甚至死亡。慢性作用下，初期红细胞

数和血红蛋白含量增加，随后抑制造血功能，衰竭、抽搐，部分动物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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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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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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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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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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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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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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

处理，将废料同聚乙烯一起燃烧时，五氯硝基苯分解很迅速，本品一般在土地中

高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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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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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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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统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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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微黄色结晶，有发霉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醇、苯、氯仿、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中间体，及用于土壤杀菌，除草剂等。 

分子式 C6NO2Cl5 分子量 295.34 

熔点（℃） 140-143 相对密度（水＝1） 1.718 

沸点（℃）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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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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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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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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动物致癌剂和致畸剂。LD50：1100mg/kg(大鼠经口)；LC50：1400mg/m3(大

鼠吸入)； 500mg/kg（人经口最小致死剂量）。 

致癌性：小鼠经口最小中毒剂量 135g/kg(77 周，间断)致癌阳性；小鼠经皮最小

中毒剂量 576mg/kg(12 周，间断)致肿瘤阳性。   

致畸性：小鼠经口最小中毒剂量 2500mg/kg(妊娠，7～11 日)致畸胎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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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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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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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746】五氯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氯乙烷 中文别名 五氧化乙烷 

英文名称 Pentachloroethane 英文别名 1,1,1,2,2-Pentachloroetha

ne；Ethane pentachloride；

Pentaline；Pentacloroetano 

CAS 号 76-01-7 危险货物编号 61557 

UN 编号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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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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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麻醉作用，对眼睛和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并可引起肺、肝、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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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子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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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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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极易挥发，在空气中

发烟，遇水或水蒸气能产生热和有毒的腐蚀性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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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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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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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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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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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化学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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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碱类、钾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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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

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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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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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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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埸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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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重质液体，有氯仿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混溶于乙醇、乙醚和普通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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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是良好的极性溶剂、清洁剂、矿石浮选剂、木材干燥剂,还用于制造四氯乙烯(驱

肠虫药)、六氯乙烷(兽用驱虫药)等。 

分子式 C2HCl5；Cl3CCHCl2 分子量 202.29 

熔点（℃） -29～-22 相对密度（水＝1） 1.67 

沸点（℃） 15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0 

闪点（℃） 162 临界压力（MPa） 3.68 

临界温度（℃） 373.0 饱和蒸汽压（KPa） 0.47（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860.6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5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2.5（25℃）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0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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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钾、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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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920 mg/kg(大鼠经口)；LCL0：35000 毫克/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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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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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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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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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7】五溴化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溴化磷 中文别名 溴化磷 

英文名称 Pentabromo phosphorus 英文别名 Phosphorus bromide；

entabromo phosp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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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7789-69-7 危险货物编号 81057 

UN 编号 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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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或水蒸气后释放出有毒和腐蚀性烟雾。加热分解释出高毒的溴化物烟雾。对

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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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腐蚀症状者洗胃。忌服油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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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

下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刺激性和腐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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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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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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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过 75%。

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与易（可）燃物、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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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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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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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场所。车间应配备急救

设备及药品。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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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粉末或块状固体，遇潮湿分解为氢溴酸及磷酸。 

溶解性 溶于苯、二硫化碳及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溴化剂。 

分子式 Br5P 分子量 430.49 

熔点（℃） 106(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610 

沸点（℃） 105-10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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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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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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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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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48】五氧化二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氧化二碘 中文别名 碘酐；五氧化碘； 

碘酸酐；氧化碘 

英文名称 Iodine pentoxide 英文别名 Diiodinepent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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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ic anhydride； 

Iodine oxide； 

Diiodine pentaoxide 

CAS 号 12029-98-0 危险货物编号 51516 

UN 编号 30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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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蒸气会中毒，严重灼伤皮肤、眼睛和粘膜。遇热分解释出有毒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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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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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机物摩擦或撞击能引起燃烧或爆炸。有刺激性。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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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

炸，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切勿将水直接射至熔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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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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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穿一般

作业工作服。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露：

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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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胶防腐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

严禁吸烟。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

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金属氧化物、金属及其卤化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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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还原剂、易（可）燃物、金属氧化物、金属及其卤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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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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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橡胶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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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光分解。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可溶于甲醇，不溶于无水乙醇，醚，氯仿和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和用于则定气体中的一氧化碳。 

分子式 I2O5 分子量 333.81 

熔点（℃） 300-350 相对密度（水＝1） 5.08（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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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0g/l, H2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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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氧化物、金属及其卤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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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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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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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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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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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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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9】五氧化二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氧化二钒 中文别名 钒酸酐；氧化矾；五氧钒 

英文名称 Divanadium pentaoxide 英文别名 Vanadium pentoxide 

CAS 号 1314-62-1 危险货物编号 61028 

UN 编号 2862/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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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呼吸系统和皮肤有损害作用。急性中毒：可引起鼻、咽、肺部刺激症状，多数

工人有咽痒、干咳、胸闷、全身不适、倦怠等表现，部分患者可引起肾炎、肺炎。

慢性中毒：长期接触可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肾损害、视力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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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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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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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与三氟化氯、锂接触剧烈反应。 

燃烧性 不燃，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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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自给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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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安全场所。也可以用水泥、沥青或适当的热塑性材料固化处

理再废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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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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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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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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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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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相应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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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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橙黄色或红棕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乙醇，溶于浓酸、碱。 

主要用途 广泛用于有机合成工业及硫酸工业中，也用作玻璃搪瓷着色剂，磁性材料。 

分子式 V2O5 分子量 181.88 

熔点（℃） 690 相对密度（水＝1） 3.35 

沸点（℃） 33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5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1750（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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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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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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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酸、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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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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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衬聚乙烯塑料袋外套编织袋包装。每袋净重 25kg。出口包装用二层聚乙烯塑

料袋，套一层纸袋，外套纤维编织袋并封口，每袋净重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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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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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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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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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50】五氧化二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氧化二磷 中文别名 磷酸酐；磷酐 

英文名称 Phosphorus pentoxide 英文别名 Phosphoric anhydride 

CAS 号 1314-56-3 危险货物编号 81063 

UN 编号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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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遇水生成磷酸；有时含游离磷而引起磷中毒。急性中毒：短期大量吸入引起

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出现咽喉炎、支气管炎。严重者发生喉头水肿致窒息，

引起肺炎或肺水肿。口服发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数日内出现黄疸及肝肿

大，或出现急性肝坏死；严重病例，数小时内患者由兴奋转入抑制，发生昏迷、

循环衰竭，以致死亡。可使组织脱水，对皮肤有刺激腐蚀作用。慢性中毒：有呼

吸道刺激症状及磷毒性牙齿、牙龈和下颌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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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腐蚀症状者洗胃。忌服油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但遇水及有机物如木、棉或草发生剧烈反应放出热，可引起燃烧。遇水能

发生大量烟雾和热量，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轻微的腐蚀性。局部刺激很强，

蒸气与粉尘能严重刺激眼、粘膜、皮肤和呼吸系统。并腐蚀皮肤、粘膜。即使

1mg/m3 的浓度的粉尘，也是难以忍受。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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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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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

碱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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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布、帆布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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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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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活性金属粉末、碱类、

过氧化物、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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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25℃，相

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活性金属粉末、碱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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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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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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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或长管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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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不纯品为黄色粉末，易吸潮。 

溶解性 不溶于丙酮、氨水，溶于硫酸。 

主要用途 用作干燥剂、脱水剂，用于制造高纯度磷酸 、磷酸盐及农药等。 

分子式 P2O5 分子量 141.94 

熔点（℃） 340 相对密度（水＝1） 2.39 

沸点（℃） 1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9 

闪点（℃） 340-36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60（升华） 饱和蒸汽压（KPa） 0.1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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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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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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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钠、水、醇类、碱类、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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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1217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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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马口铁容器内，再装入全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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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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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活性金属粉末、碱类、过氧化物、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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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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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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1】五氧化二锑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五氧化二锑 中文别名 锑酸酐；氧化锑 

英文名称 Diantimony pentoxide 英文别名 Antimony pentoxide 

CAS 号 1314-60-9 危险货物编号 61506 

UN 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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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锑对粘膜有刺激作用，可引起内脏损害。急性中毒：接触较高浓度引起化学性结

膜炎、鼻炎、咽炎、喉炎、支气管炎、肺炎。口服引起急性胃肠炎。全身症状有

疲乏无力、头晕、头痛、四肢肌肉酸痛。可引起心、肝、肾损害。慢性影响：常

出现头痛、头晕、易兴奋、失眠、乏力、胃肠功能紊乱、粘膜刺激症状。可引起

鼻中隔穿孔；在锑冶炼过程中可引起锑尘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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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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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氧化剂。与还原剂能发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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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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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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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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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

学品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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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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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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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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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黄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热盐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锑酸盐、锑化合物及制药工业。 

分子式 Sb2O5 分子量 323.52 

熔点（℃） 380 相对密度（水＝1）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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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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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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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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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000mg／kg(大鼠腔膜内)；978mg／kg(小鼠腔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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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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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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锑及其化合物卫生标准(GB 8774-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

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752】1-戊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戊醇 中文别名 正戊醇；丁原醇； 

第一戊醇 

英文名称 1-Pentanol 英文别名 Pentan-1-ol； 

n-Amyl alcohol； 

Pentyl alcohol； 

1-Amyl alcohol 

CAS 号 71-41-0 危险货物编号 33553 

UN 编号 1105/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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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还可引起头痛、眩晕、呼吸困难、咳嗽、恶心、呕吐、腹泻等；

严重者有复视、耳聋、谵妄等，有时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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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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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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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

放出辛辣的腐蚀性烟雾。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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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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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灭火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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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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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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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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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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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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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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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药物制造。 

分子式 C5H12O 分子量 88.15 

熔点（℃） -78.2 相对密度（水＝1） 0.81 

沸点（℃） 13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4 

闪点（℃） 33 临界压力（MPa） 3.86 

临界温度（℃） 313 饱和蒸汽压（KPa） 0.13（20℃） 

引燃温度（℃） 300 燃烧热（KJ/mol） 3317.7 

自燃温度（℃） 30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9 爆炸下限（％） 1.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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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剂、酰基氯、酸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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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200mg／kg(大鼠经口)，3600mg／kg(兔经皮)；LC50：14000mg/m3

（大鼠吸入，6h）。 

刺激性 家兔经皮：20mg（24h），中度刺激。家兔经眼：81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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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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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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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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3】2-戊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戊醇 中文别名 仲戊醇；2-羟基戊烷 

英文名称 2-Pentanol 英文别名 1-Methylbutanol； 

2-hydroxypentane； 

2-Pentyl alcohol 

CAS 号 6032-29-7 危险货物编号 33553 

UN 编号 1105/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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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还可引起头痛、眩晕、呼吸困难、咳嗽、恶心、呕吐、腹泻等；

严重者有复视、耳聋、谵妄等，有时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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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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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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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

放出辛辣的腐蚀性烟雾。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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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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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1211 灭火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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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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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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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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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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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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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溶剂。药物中间体。 

分子式 C5H12O 分子量 88.15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0.812（25 °C） 

沸点（℃） 119.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4 

闪点（℃） 3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53(20℃) 

引燃温度（℃） 34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6 爆炸下限（％） 1.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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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酸、强氧化剂、酰基氯、酸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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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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870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皮肤- 兔子：20 毫克/ 24 小时、中度；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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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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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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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4】1,5-戊二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5-戊二胺 中文别名 1,5-二氨基戊烷；尸胺； 

五亚甲基二胺；尸毒素 

英文名称 1,5-Pentanediamine 英文别名 1,5-Diaminopentane；

1,5-Amylene diamine；

1,5-Diamino-n-pentane；

Cadavarine；

1,4-Pentanediamine； 

Animal coniine；

pentamethylenediamine 

CAS 号 462-94-2 危险货物编号 61730 

UN 编号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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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入、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和皮肤有强烈的刺

激作用，引起烧灼伤。吸入后可能因喉、支气管的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

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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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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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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硼酸溶液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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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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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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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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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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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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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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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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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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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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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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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存入被毒物污染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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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粘稠的发烟液体，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环氧树脂固化剂,用于高聚物制备,也用于生物研究。 

分子式 C5H14N2；

H2NCH2(CH2)3CH2NH2 

分子量 102.18 

熔点（℃） 9 相对密度（水＝1） 0.873（25 °C） 

沸点（℃） 178-1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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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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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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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酰基氯、酸酐、强氧化剂、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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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70mg/kg(大鼠经口）；LDL0：1250 mg／kg（大鼠皮下），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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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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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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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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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5】戊二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戊二腈 中文别名 1,3-二氰基丙烷； 

1,3-二氰丙烷 

英文名称 Glutaronitrile 英文别名 1,3-Dicyanopopane；

Glutarodinitrile； 

Pentanedinitrlie； 

pyrotartaricacidnitrile； 

Trimethylenedicyamide 

CAS 号 544-13-8 危险货物编号 6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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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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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腈类物质可抑制细胞呼吸，

造成组织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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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流动清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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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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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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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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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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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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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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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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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毒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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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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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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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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氯仿、乙酸乙酯，不溶于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试剂和化学中间体。 

分子式 C5H6N2；(NCCH2)2CH2 分子量 94.11 

熔点（℃） -29 相对密度（水＝1） 0.995（25 °C） 

沸点（℃） 28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4 临界压力（MPa） 3.1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93（160.4℃） 

引燃温度（℃）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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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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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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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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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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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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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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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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56】戊二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戊二醛 中文别名 1,5-戊二醛；胶醛； 

甘草次酸；五碳双缩醛 

英文名称 Glutaraldehyde 英文别名 Pentanedial； 

Glutaric dialdehyde； 

1,5-Pentanedial；

1,3-Diformylpropane；

Aldesan；Alhydex； 

Aqucar Cidex 

CAS 号 111-30-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10/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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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气肿等。本品可引起过

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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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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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高热能发生聚合反应，出现大量

放热现象，引起容器破裂或爆炸事故。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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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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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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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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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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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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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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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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为水溶液，加有稳定剂。储存于通风、低温的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

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存。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不宜久存，以免聚合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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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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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透明油状液体。 

溶解性 溶于热水、乙醇、氯仿、冰醋酸、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杀菌剂，也用于皮革鞣制。 

分子式 C5H8O2 分子量 100.12 

熔点（℃） -14 相对密度（水＝1） 1.058 

沸点（℃） 71～72(1.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4 

闪点（℃） 56（气体）； 

83（37%水溶液，闭杯） 

临界压力（MPa） 6.784~6.637 

临界温度（℃） 137.2~141.2 饱和蒸汽压（KPa） 2.27／20℃ 

引燃温度（℃） 43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3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38（25ºC） 爆炸下限（％） 7.0 

黏度（mPa·s） 0.242（20ºC） 爆炸上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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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820mg／kg(大鼠经口)；64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眼睛-兔子：0.25 毫克 /24 小时、重度；皮肤-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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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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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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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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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7】2,4-戊二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4-戊二酮 中文别名 乙酰丙酮；间戊二酮； 

二乙酰基甲烷； 

戊烷磺酸钠；乙基丙酮；

甲基乙基乙二酮 

英文名称 2,4-Pentanedione 英文别名 Acetylacetone；ACAC；

2,4-Diketopentane； 

2,4-Dioxopentane 

CAS 号 123-54-6 危险货物编号 33587 

UN 编号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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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睛有刺激作用，对皮肤可能有刺激作

用。中毒表现有头痛、恶心和呕吐。慢性影响：实验表明有诱变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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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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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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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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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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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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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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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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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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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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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高浓度环境中，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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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有酯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氯仿、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醋酸纤维素的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金属络合剂，涂料干燥剂，润滑剂、

杀虫剂。 

分子式 C5H8O2 分子量 68.12 

熔点（℃） -23.2 相对密度（水＝1） 0.98 

沸点（℃） 14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45 

闪点（℃） 3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93／20℃ 

引燃温度（℃） 340 燃烧热（KJ/mol） 2574.5 

自燃温度（℃） 3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94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1.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6 (20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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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素、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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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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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中毒。LD50：590mg/kg(大鼠经口)；81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 兔子：488 毫克、轻度；眼睛- 兔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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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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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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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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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8】1,3-戊二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3-戊二烯 中文别名 间戊二烯；戊间二烯； 

1-甲基丁二烯；哌烯 

英文名称 1,3-Pentadiene 英文别名 1-Methylbutadiene；

1,3-Piperlene；Piperylene；

1-Methyl-1,3-butadiene 

CAS 号 504-60-9 危险货物编号 21023 

UN 编号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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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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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鱼类和水体要给予特别注意。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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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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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接触热、火星、火焰或氧化剂易燃烧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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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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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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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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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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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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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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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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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状水或泡沫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

场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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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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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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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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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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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或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 

主要用途 主要的工业用途是生产石油树脂。 

分子式 C5H8；CH3CH(CH)2CH2 分子量 68.12 

熔点（℃） -92.7(工业纯) 相对密度（水＝1） 0.68 

沸点（℃） 4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35 

闪点（℃） -2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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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 爆炸下限（％） 1.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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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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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素、氧、铜合金、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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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C50：140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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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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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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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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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1759】1,4-戊二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4-戊二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1,4-Pentadiene 英文别名 Penta-1,4-diene 

CAS 号 591-93-5 危险货物编号 21023 

UN 编号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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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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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后对身体有害，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

呕吐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鱼类和水体要给予特别注意。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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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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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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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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可能发

生剧烈的聚合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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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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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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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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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是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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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

验后再用。若是液体，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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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雾状水

或泡沫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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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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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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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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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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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或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8；CH3CH(CH)2CH2 分子量 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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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148 相对密度（水＝1） 0.66 

沸点（℃） 2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5 临界压力（MPa） 3.79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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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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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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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 

聚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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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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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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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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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1760】戊基三氯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戊基三氯硅烷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Amyltrichlorosilane 英文别名 n-Amyltrichlorosilane；

n-Pentyltrichlorosilane 

CAS 号 107-72-2 危险货物编号 81133 

UN 编号 1728/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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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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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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硅烷类单体对眼、上呼吸道粘膜有强烈刺激性。局部可出现充血、水肿，甚至

坏死。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可引起鼻粘膜萎缩、支气管炎、肺充血和肺水肿。粘

膜和皮肤接触其液体，可致灼伤。可引起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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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燃烧时，放出有毒气体。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遇水或水

蒸气发生剧烈反应释出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烟雾。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

强腐蚀性。 

燃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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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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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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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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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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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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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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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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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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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刺激性臭味，遇水分解。 

溶解性 能与有机溶剂混溶。 

主要用途 制备高分子有机硅化合物。 

分子式 C5H11Cl3Si 分子量 205.59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1.142（25 °C） 

沸点（℃） 169.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 

闪点（℃） 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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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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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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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340mg/kg（大鼠经口），889 mg/kg(兔经皮)；LCLo：2000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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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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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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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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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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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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61】戊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戊腈 中文别名 丁基氰；氰化丁烷； 

正戊腈；丁基甲腈； 

氰化正丁烷；1-氰丁烷 

英文名称 Valeronitrile 英文别名 1-Butyl cyanide；

1-Cyanbutan；

1-Cyanobutane；

n-Pentanenitrile；

Valeriansαurenitril 

CAS 号 110-59-8 危险货物编号 61629 

UN 编号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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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有类似氢氰酸

的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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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流动清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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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可燃；燃烧释放有毒氮氧化物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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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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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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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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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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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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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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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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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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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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毒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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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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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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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农药中间体、萃取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5H9N；CH3(CH2)3CN 分子量 83.13 

熔点（℃） -96 相对密度（水＝1） 0.795（25 °C） 

沸点（℃） 139-14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0 临界压力（MPa） 3.26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3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229.1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73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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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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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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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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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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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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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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2】1-戊硫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戊硫醇 中文别名 正戊硫醇；1-戊烷硫醇；

1-戊硫；1-十五硫醇 

英文名称 1-Pentanethiol 英文别名 1-Mercaptopentane； 

n-Amyl mercaptan；

Mercaptan amylique；

n-thioamylalcohol ；

n-Pentyl mercaptan 

CAS 号 110-66-7 危险货物编号 32117 

UN 编号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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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因本品有恶臭味，吸入后可引起恶心。对眼和皮肤有轻度刺激性。口服引起恶心、

呕吐。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体有轻微的危害，不要让该产品接触地下水、水道或者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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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时分解，遇

酸产生有毒的硫氧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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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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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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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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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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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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碱类、碱金属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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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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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苯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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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到淡黄色液体，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硫化合物的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12S；

CH3CH2CH2CH2CH2SH 

分子量 104.21 

熔点（℃） -75.7 相对密度（水＝1） 0.84（25 °C） 

沸点（℃） 126.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9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3.5 

临界温度（℃） 321 饱和蒸汽压（KPa） 1.84（25℃） 

引燃温度（℃） 259 燃烧热（KJ/mol） -4137.9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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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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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类、强氧化剂、碱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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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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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LC50：2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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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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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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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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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3】1-戊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戊醛 中文别名 正戊醛 

英文名称 Valeraldehyde 英文别名 Pentanal；Valeral； 

Valeric aldehyde 

CAS 号 110-62-3 危险货物编号 32069 

UN 编号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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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对眼及上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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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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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

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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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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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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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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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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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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灌装时应

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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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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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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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香料、橡胶促进剂。 

分子式 C5H10O 分子量 86.13 

熔点（℃） -91.1 相对密度（水＝1） 0.81 

沸点（℃） 10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96 

闪点（℃） 12.2 临界压力（MPa） 3.97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4（20℃） 

引燃温度（℃） 222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2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41 爆炸下限（％） 1.4 

黏度（mPa·s） 0.54（20℃） 爆炸上限（％） 7.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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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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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氧。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200mg／kg(大鼠经口)；4857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眼睛- 兔子：100 毫克/ 24 小时、重度；皮肤-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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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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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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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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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4】1-戊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戊炔 中文别名 丙基乙炔；正丙基乙炔 

英文名称 1-Pentyne 英文别名 pent-1-yne；1-Pentin；

n-Propyl acetylene 

CAS 号 627-19-0 危险货物编号 31018 

UN 编号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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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如吸入或口服，对机体有害。蒸气或雾对眼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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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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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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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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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燃烧或爆炸。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

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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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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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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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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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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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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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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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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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溶于乙醇、醇。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5H8 分子量 68.12 

熔点（℃） -95 相对密度（水＝1） 0.69 

沸点（℃） 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35 

闪点（℃） -34 临界压力（MPa） 4.17 

临界温度（℃） 220.3 饱和蒸汽压（KPa） 4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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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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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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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土金属、重金属及重金属盐、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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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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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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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1765】2-戊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戊酮 中文别名 甲基丙基甲酮； 

甲基丙基酮；甲丙酮； 

甲-丙基丙酮 

英文名称 2-Pentanone 英文别名 Methyl propyl ketone；

2-Oxopentane；MPK； 

4-Methyl-2-butanone； 

CAS 号 107-87-9 危险货物编号 32074 

UN 编号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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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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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具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可致麻醉。吸入后引起上呼吸道刺激、头痛、

头晕、恶心、呕吐、嗜睡、昏迷。对眼及皮肤有刺激性。未见慢性中毒病例。长

期接触可致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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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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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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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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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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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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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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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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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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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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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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丙酮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乙醚。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溶剂。 

分子式 C5H10O；

CH3COCH2CH2CH3 

分子量 86.13 

熔点（℃） -77.5 相对密度（水＝1） 0.81 

沸点（℃） 10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7.2（闭杯） 临界压力（MPa） 3.89 

临界温度（℃） 290.8 饱和蒸汽压（KPa） 3.59(20℃) 

引燃温度（℃） 452 燃烧热（KJ/mol） 3069.8 

自燃温度（℃） 45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02 爆炸下限（％） 1.5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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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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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3700mg/kg(大鼠经口)；65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40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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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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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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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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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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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66】3-戊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戊酮 中文别名 二乙基酮；二乙基甲酮；

1,3-二甲基丙酮；二乙酮 

英文名称 3-Pentanone 英文别名 Diethyl ketone；DEK；

3-Oxopentane；

1,3-Dimethylacetone；

Ethyl propionyl；

Metacetone；

Methacetone； 

Pentan-3-on 

CAS 号 96-22-0 危险货物编号 32074 

UN 编号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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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中等浓度引起头晕、恶心、倦睡；吸入高浓度蒸气引起昏迷，甚至死亡。对

眼及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口服引起恶心、呕吐、腹泻及昏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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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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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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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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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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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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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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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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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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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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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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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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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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丙酮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水。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10O；

CH3COCH2CH2CH3 

分子量 86.13 

熔点（℃） -42 相对密度（水＝1） 0.82 

沸点（℃） 10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96 

闪点（℃） 13(O.C) 临界压力（MPa） 3.74 

临界温度（℃） 287.8 饱和蒸汽压（KPa） 1.67(20℃) 

引燃温度（℃） 450 燃烧热（KJ/mol） 3074.0 

自燃温度（℃） 45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27 爆炸下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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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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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140mg／kg(大鼠经口)；200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眼睛- 兔子：1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皮肤- 兔子：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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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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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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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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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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7】1-戊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戊烯 中文别名 正戊烯；Α-戊烯； 

Α-正戊烯；丙基乙烯 

英文名称 1- Pentene 英文别名 Propylethylene； 

α-n-Amylene 

CAS 号 109-67-1 危险货物编号 31006 

UN 编号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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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有麻醉作用，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头痛、头晕、恶心

虚弱、四肢无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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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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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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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强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

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由于流动、搅拌等，可能产生静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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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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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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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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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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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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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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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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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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恶臭。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溶于苯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制取异戊二烯，也用作高辛烷汽油的添加剂。 

分子式 C5H10 分子量 70.14 

熔点（℃） -165.2 相对密度（水＝1） 0.64 

沸点（℃） 29.9~30.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42 

闪点（℃） -28 临界压力（MPa） 3.56 

临界温度（℃） 201 饱和蒸汽压（KPa） 70.7（20℃） 

引燃温度（℃） 275 燃烧热（KJ/mol） -3347.2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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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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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代烃、卤素等。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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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175000mg/m3（大鼠吸入，4h）；180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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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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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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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8】2-戊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戊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Pentene 英文别名 beta-n-Amylene 

CAS 号 109-68-2 危险货物编号 31006 

UN 编号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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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有麻醉作用，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头痛、头晕、恶

心、虚弱、四肢无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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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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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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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强烈反应, 甚至引起燃烧。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60 

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由于流动、搅拌等，可能产生静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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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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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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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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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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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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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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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高挥发性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用作聚合抑制剂。 

分子式 C5H10；CH3CH2CHCHCH3 分子量 70.13 

熔点（℃） -139 相对密度（水＝1） 0.65 

沸点（℃） 3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41 

闪点（℃） -45.6 临界压力（MPa） 4.09 

临界温度（℃） 202.4 饱和蒸汽压（KPa） 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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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爆炸下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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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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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代烃、卤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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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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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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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1769】1-戊烯-3-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戊烯-3-酮 中文别名 乙烯乙基甲酮； 

乙基乙烯酮； 

丙烯基乙烯； 

乙基乙烯基酮 

英文名称 1-Penten-3-one 英文别名 1-pentene-3-one； 

Ethyl vinyl ketone；

ketone，ethyl vinyl；

pent-1-en-3-one；

4-Penten-3-one；EVK 

CAS 号 1629-58-9 危险货物编号 32079 

U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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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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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催泪性。蒸气和液体能严重刺激眼睛、皮肤和呼吸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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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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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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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能发生聚合反应，出现大量放热现象，引起容器破裂或爆炸事故。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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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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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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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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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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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接触。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

地，防止产生静电。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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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

过 30℃。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存。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不宜

久存，以免聚合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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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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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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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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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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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皮肤直接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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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香辣、醚香、胡椒、大蒜、芥菜、洋葱等强烈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和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和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5H8O 分子量 84.1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845 

沸点（℃） 38／7.998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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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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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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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强酸、强碱、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可分解。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6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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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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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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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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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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0】戊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戊酰氯 中文别名 正戊酰氯 

英文名称 Pentan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n-Butanecarbonyl 

chloride； 

n-Pentanoyl chloride；

valeryl；VACL； 

Valeroyl chloride；

Pentanoic acid chloride 

CAS 号 638-29-9 危险货物编号 81115 

UN 编号 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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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强腐蚀性。蒸气与液体能刺激和腐蚀眼睛、皮肤和呼吸系统。与水反应，

放出具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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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清水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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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水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遇高

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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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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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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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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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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碱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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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

器密封。应与碱类、氧化剂、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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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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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部分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的酰化剂，用作液晶及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5H9ClO 分子量 120.58 

熔点（℃） -110 相对密度（水＝1） 1.016（25 °C） 

沸点（℃） 12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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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6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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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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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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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66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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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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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771】烯丙基三氯硅烷[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烯丙基三氯硅烷 中文别名 三氯烯丙基硅烷； 

烯丙基三氯硅 

英文名称 Allyltrichlorosilane 英文别名 Propen-3-yltrichlorosilane

；Trichloroallylsilane 

CAS 号 107-37-9 危险货物编号 81133 

UN 编号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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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

吸入可引起喉炎、肺炎和肺水肿。接触可发生头痛、呕吐、咳嗽、气短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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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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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反应，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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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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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自聚，聚合反应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急骤加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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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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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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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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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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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氰化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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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

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封，严禁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碱类、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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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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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带有辛辣刺激臭味。 

溶解性 能于多种有机溶剂相混溶。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有机硅中间体及高分子聚合物。 

分子式 C3H5Cl3Si 分子量 175.5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11（25 °C） 

沸点（℃） 117.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 

闪点（℃） 3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 mm Hg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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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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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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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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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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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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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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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2】烯丙基缩水甘油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烯丙基缩水甘油醚 中文别名 1-烯丙氧基-2,3-环氧丙

烷；烯丙基-2,3-环氧丙醚 

英文名称 Allyl glycidyl ether 英文别名 Allyl 2,3-epoxypropyl 

ether；AGE； 

1-Allyloxy-2,3-epoxyprop

ane；Ageflex AGE 

CAS 号 106-92-3 危险货物编号 33572 

UN 编号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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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剧烈

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

等。大量接触可引起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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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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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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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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储存，可生成具有潜在

爆炸危险性的过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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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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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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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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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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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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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接触。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

地，防止产生静电。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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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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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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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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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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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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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丙酮、苯、四氯化碳、醇。 

主要用途 用作纤维改性剂、氯化有机物的稳定剂、合成树脂反应性稀释剂和改性剂。 

分子式 C6H10O2 分子量 114.14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0.96 

沸点（℃） 15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 

闪点（℃） 5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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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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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920mg／kg(大鼠经口)，2550mg／kg(兔经皮)；LC50：860ppm/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兔子：485 毫克/3 天、中度；眼睛-兔子：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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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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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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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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73】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 中文别名 硒粉 

英文名称 Selenium 英文别名 Selenium powder 

CAS 号 7782-49-2 危险货物编号 61502 

UN 编号 2658/3077/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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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硒对皮肤粘膜有较强的刺激性。大量吸入可引起急性中毒，出现鼻塞、流涕、咽

痛、咳嗽、眼刺痛，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慢性中毒：长期接触一定

浓度的硒，可有头痛、头晕、无力、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腹泻等症状。还可

有肝大、肝功能异常、低血压、心动过缓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 

环境危害 对水生环境有长期的有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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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

至少 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或用 10％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至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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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高温下可燃烧。 

燃烧性 可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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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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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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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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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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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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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带防毒口罩。必要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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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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色或暗红色粉末或黑色玻璃状物质，硬而脆。 

溶解性 不溶于水、醇，溶于硫酸、硝酸、碱、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制半导体材料、光度计、光电池、整流器、红玻璃等。 

分子式 Se 分子量 78.96 

熔点（℃） 220.2 相对密度（水＝1） 4.81 

沸点（℃） 6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8（无定形）；4.46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50～60（软化） 饱和蒸汽压（KPa） 0.1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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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微毒。LD50：67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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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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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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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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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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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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74】硒化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化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dmium selenide 英文别名 Cadmiumselenide 

CAS 号 1306-24-7 危险货物编号 61018 

UN 编号 25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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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吸入或口服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接触可引起恶心、头痛和呕吐。慢性影响：

肾和肺脏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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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或遇酸能产生剧毒的硒化氢气体。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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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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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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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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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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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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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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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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棕色或红色结晶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电子发射器和光谱分析、光导体、半导体、光敏元件等。 

分子式 CdSe 分子量 191.37 

熔点（℃） 1350 相对密度（水＝1） 5.81(2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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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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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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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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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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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75】硒化氢[无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化氢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Hydrogen selenide 英文别名 Dihydrogenmonoselenide

；Dihydrogen selenide； 

Selenium dihydride；

Selenium hydride；

Selane； 

CAS 号 7783-07-5 危险货物编号 23007 

UN 编号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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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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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呼吸道粘膜和眼结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急性中毒：接触数分钟至 3 小时内，

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流泪、咽痛、咳嗽，伴有胸闷、胸痛。重者进一步发展为化

学性肺炎或中毒性肺水肿，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加快，面色苍白，皮肤粘膜

紫绀。接触本晶可引起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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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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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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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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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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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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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收集并处理废水。然后抽排(室内)或强力通风

(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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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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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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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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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接

触。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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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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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远离火

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化剂、氧气、压缩空气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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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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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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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有恶臭的气体。 

溶解性 溶于水、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半导体用料，及制金属硒化物和含硒的有机化合物等。 

分子式 H2Se 分子量 80.98 

熔点（℃） -66.1 相对密度（水＝1） 2.12／-42℃ 

沸点（℃）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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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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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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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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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300ppb /8 小时(豚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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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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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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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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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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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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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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6】硒化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化锌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Zinc selenide 英文别名 Zincselenide ；Irtran 4； 

Zinc monoselenide 

CAS 号 1315-09-9 危险货物编号 61018 

UN 编号 328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无机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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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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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经常接触可引起皮炎。如遇稀硝酸，易分解散发出剧毒的硒化氢气体。对眼

睛、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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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稀硝酸分解放出剧毒的硒化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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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氧化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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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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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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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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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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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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避光保

存。管理应按“五双”管理制度执行。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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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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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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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所，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立方晶系结晶，见光迅速变成红色。有毒。无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盐酸等无机酸。 

主要用途 用作荧光粉，电子工业掺杂材料和高纯试剂。 

分子式 ZnSe 分子量 144.33 

熔点（℃） 1100 相对密度（水＝1） 5.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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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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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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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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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7】硒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elenic acid 英文别名  

CAS 号 7783-08-6 危险货物编号 81030 

UN 编号 1905/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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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吸湿性腐蚀性强。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口服或

经皮肤吸收中毒重者可致死。可引起化学性支气管炎、肺炎或肺水肿。慢性影响：

可有头痛、眩晕、疲倦、食欲减退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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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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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强氧化性。其水溶液有腐蚀性和强烈的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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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的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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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

然后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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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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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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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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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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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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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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六方柱晶体，极易吸潮。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氨水，溶于硫酸。 

主要用途 用作鉴别甲醇和乙醇的试剂，及硒盐制备。 

分子式 H2SeO4 分子量 144.98 

熔点（℃） 58 相对密度（水＝1） 2.95 

沸点（℃） 26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0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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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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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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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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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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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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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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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8】硒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酸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selenate 英文别名 Deposel；Selcote Ultra 

CAS 号 7787-41-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6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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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会中毒。吸入会中毒。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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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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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火场分解排出有毒硒化物和含钡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硒化物、钡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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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

然后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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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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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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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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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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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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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斜方结晶。加热分解。 

溶解性 溶于盐酸，不溶于硝酸。难溶于水。 

主要用途 为特种玻璃添加剂，用于提高玻璃性能。 

分子式 BaSeO4 分子量 280.28 

熔点（℃） >350 相对密度（水＝1）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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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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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77.48 mg／kg（豚鼠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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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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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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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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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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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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9】硒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硒酸钾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otassium selen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selenate 

CAS 号 7790-59-2 危险货物编号 61017 

UN 编号 26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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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会中毒。吸入会中毒。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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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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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不能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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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氧化钾、氧化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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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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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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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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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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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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

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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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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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无臭的斜方晶系结晶或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 

分子式 K2SeO4 分子量 221.15 

熔点（℃） 58 相对密度（水＝1） 3.07（25 °C） 

沸点（℃）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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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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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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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8 mg/kg(兔经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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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外塑料桶（固体）；塑料桶（液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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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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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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0】氙[压缩的或液化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氙 中文别名 氙气；液氙 

英文名称 Xenon 英文别名 Xenon atom；Xenomatic 

CAS 号 7440-63-3 危险货物编号 22015 

UN 编号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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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对人的危害与氩相似。人吸入混有 70％氙气的氧，引起轻度麻醉，约经 3 分钟

即意识丧失。 

环境危害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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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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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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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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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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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远离易燃、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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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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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但当作业场所空气中氧气浓度低于 18％时，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氧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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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无臭的惰性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闪光管、闪光灯充气，以及作深度麻醉剂。 

分子式 Xe 分子量 131.29 

熔点（℃） -112 相对密度（水＝1） 3.52(-109℃) 

沸点（℃） -107.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56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88 

临界温度（℃） 16.6 饱和蒸汽压（KPa） 724.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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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TCL0  67000 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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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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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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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81】硝化甘油[按质量含有不低于 40%不挥发、不溶于水的减敏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化甘油 中文别名 硝化丙三醇；硝酸甘油； 

甘油三硝酸酯； 

丙三醇三硝酸酯； 

三硝酸丙三醇 

英文名称 Nitroglycerin 英文别名 1,2,3-Propanetriol 

trinitrate； 

Glyceryl trinitrate；

1,2,3-Propanetriyl 

Nitrate；Angibid；

Anginine；Angiolingual ；

Angised；Angorin； 

Aquo-trinitrosan； 

Blasting gelatin； 

Blasting oil 

CAS 号 55-63-0 危险货物编号 11033 

UN 编号 0143/0144/1204/30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爆炸品）；40（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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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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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不要让该物质进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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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冻结的硝化甘油机械感度比液体的要高，处于半冻结状态时，机械感度更高。故

受暴冷暴热、撞击、摩擦，遇明火、高热时，均有引起爆炸的危险。与强酸接触

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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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用砂土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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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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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小量泄漏：用锯末或类似材料混合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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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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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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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

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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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专用爆炸品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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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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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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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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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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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稠厚液体，低温易冻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混溶于丙酮、乙醚、乙醇、硝基苯、吡啶、乙酸乙酯等。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军事和商业用炸药，作为防治心绞痛的药物。 

分子式 C3H5N3O9 分子量 227.09 

熔点（℃） 13 相对密度（水＝1） 1.59 

沸点（℃） 1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8 

闪点（℃） 12 临界压力（MPa） 3 

临界温度（℃） 260（爆燃点） 饱和蒸汽压（KPa） 0.01(6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540.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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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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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暴冷暴热、撞击、摩擦、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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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5mg／kg(大鼠经口)，115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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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部门指定地点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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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暂不办理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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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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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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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爆炸品；车间空气中硝化甘油卫生标准 (GB 16212-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782】硝化酸混合物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化酸混合物 中文别名 硝化混合酸 

英文名称 Nitrating acid mixture 英文别名 Mixed nitrating acid 

CAS 号 51602-38-1 危险货物编号 81003 

UN 编号 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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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造成严重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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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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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氧化物、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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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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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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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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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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H3NO7S 分子量 1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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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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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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3】硝化纤维塑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化纤维塑料 中文别名 赛璐珞 

英文名称 Pyralin 英文别名 CelluloidR；xylonite 

CAS 号 8050-88-2 危险货物编号 41547 

UN 编号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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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本身无毒，但燃烧时会生成有害气体，应予注意。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用流动清水冲洗。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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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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极易燃烧。燃速很快。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强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

久储会逐渐发热，若积热不散会引起自燃。其粉体化学活性很高，在空气中能自

燃。 

燃烧性 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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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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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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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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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性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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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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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有色及无色透明或不透明的片状物，性软，富有弹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苯、甲苯，溶于乙醚、丙酮、乙酸乙酯、丁酮。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乒乓球、眼镜架、玩具、钢笔杆、建筑装饰等。 

分子式 无资料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110 相对密度（水＝1） 1.3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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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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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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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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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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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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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4】3-硝基-1,2-二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1,2-二甲苯 中文别名 1,2-二甲基-3-硝基苯； 

3-硝基邻二甲苯； 

2,3-二甲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3-Nitro-1,2-dimethylbenze

ne 

英文别名 3-Nitro-o-xylene；

1,2-Dimethyl-3-nitrobenz

ene；

2,3-Dimethylnitrobenzene

；ortho-Nitroxylene 

CAS 号 83-41-0 危险货物编号 61675 

UN 编号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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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中毒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吸收进入人体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

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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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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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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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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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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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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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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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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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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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注意检测毒物。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增塑剂、化学中间体，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9NO2 分子量 151.16 

熔点（℃） 15 相对密度（水＝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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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2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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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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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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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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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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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5】4-硝基-1,2-二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1,2-二甲苯 中文别名 1,2-二甲基-4-硝基苯； 

4-硝基邻二甲苯； 

4,5-二甲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1,2-dimethylbenze

ne 

英文别名 4-Nitro-o-xylene；

1,2-Dimethyl-4-nitrobenz

ene；

3,4-Dimethyl-1-nitrobenz

ene 

CAS 号 99-51-4 危险货物编号 6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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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1665/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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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中毒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吸收进入人体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

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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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

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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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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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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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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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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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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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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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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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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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黄色片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热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9NO2 分子量 151.16 

熔点（℃） 30～31 相对密度（水＝1） 1.139 

沸点（℃） 23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6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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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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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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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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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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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6】2-硝基-1,3-二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1,3-二甲苯 中文别名 1,3-二甲基-2-硝基苯； 

2-硝基间二甲苯； 

2,6-二甲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1,3-dimethylbenze 英文别名 2,6-Dimethyl-1-nitrob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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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ene； 

2-Nitro-m-xylene； 

1,3-Dimethyl-2-nitrobenz

ene 

CAS 号 81-20-9 危险货物编号 61675 

UN 编号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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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中毒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吸收进入人体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

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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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

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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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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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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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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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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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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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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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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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9NO2 分子量 151.16 

熔点（℃） 13 相对密度（水＝1） 1.11 

沸点（℃）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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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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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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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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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45mg／kg(小鼠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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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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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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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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87】4-硝基-1,3-二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1,3-二甲苯 中文别名 1,3-二甲基-4-硝基苯； 

4-硝基间二甲苯； 

2,4-二甲基硝基苯； 

对硝基间二甲苯 

英文名称 4-Nitro-1,3-dimethylbenze

ne 

英文别名 2,4-Dimethyl-1-nitrobenz

ene； 

4-Nitro-m-xylene；

1,3-Dimethyl-4-nitrobenz

ene 

CAS 号 89-87-2 危险货物编号 61675 

UN 编号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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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中毒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吸收进入人体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

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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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

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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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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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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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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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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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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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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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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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用作火棉胶凝结促进剂。 

分子式 C8H9NO2；(CH3)2C6H3NO2 分子量 151.16 

熔点（℃） 2 相对密度（水＝1） 1.14 

沸点（℃） 2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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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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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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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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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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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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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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8】5-硝基-1,3-二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5-硝基-1,3-二甲苯 中文别名 1,3-二甲基-5-硝基苯； 

5-硝基间二甲苯； 

3,5-二甲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5-Nitro-1,3-dimethylbenze

ne 

英文别名 5-Nitro-m-xylene；

3,5-Dimethyl-1-nitrobenz

ene；Nitroxylol 

CAS 号 99-12-7 危险货物编号 61675 

UN 编号 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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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中毒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吸收进入人体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

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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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

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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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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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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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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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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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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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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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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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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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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针状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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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H9NO2；(CH3)2C6H3NO2 分子量 151.16 

熔点（℃） 75 相对密度（水＝1） 1.14 

沸点（℃）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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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8.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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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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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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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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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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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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9】4-硝基-2-氨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2-氨基苯酚 中文别名 2-氨基-4-硝基苯酚； 

邻氨基对硝基苯酚； 

对硝基邻氨基苯酚 

英文名称 4-Nitro-2-aminofenol；

4-NAP 

英文别名 2-Amino-4-nitrophenol；

p-Nitroaminofenol；

1-amino-2-hydroxy-5-nitr

obenzene； 

1-hydroxy-2-amino-4-nitr

obenzene 

CAS 号 99-57-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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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能刺激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与皮肤接触可能致敏；可能有不可逆后果的

危险；少数报道有致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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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可燃；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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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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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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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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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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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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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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酐、酰基氯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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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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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换洗工作服。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棕黄色或橙色片状结晶，工业品为黄棕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醚、甲醇、热甲苯，易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及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6H6N2O3 分子量 154.12 

熔点（℃） 143 相对密度（水＝1） 1.511 

沸点（℃） 368.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6.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17E-06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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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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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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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400 mg／kg(大鼠经口)，8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兔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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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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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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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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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0】5-硝基-2-氨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5-硝基-2-氨基苯酚 中文别名 2-氨基-5-硝基苯酚； 

2-羟基-4-硝基苯胺酚； 

2-羟基-4-硝基苯胺； 

2-氨-5-硝基苯酚 

英文名称 5-Nitro-2-aminophenol 英文别名 2-Amino-5-nitrophenol；

2-Hydroxy-4-nitroaniline；

4-Amino-3-hydroxynitrob

enzene；5NAP 

CAS 号 121-88-0 危险货物编号 61724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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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资料报道有致突变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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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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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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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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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硝酸能发生爆炸性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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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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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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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也

可以用砂土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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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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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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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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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红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苯。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的合成。 

分子式 C6H6N2O3 分子量 154.12 

熔点（℃） 207～208 相对密度（水＝1） 1.36 

沸点（℃） 3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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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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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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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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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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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1】4-硝基-2-甲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2-甲苯胺 中文别名 对硝基邻甲苯胺 

英文名称 2-Methyl-4-nitroaniline 英文别名 2-Amino-5-nitrotoluene； 

4-Nitro-o-toluidine；

p-Nitro-o-toluidine；

MNPT；PNOT 

CAS 号 99-52-5 危险货物编号 61779 

UN 编号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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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上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

吸收进入体内致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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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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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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分解时，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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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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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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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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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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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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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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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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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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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检测毒物。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晶体。 

溶解性 难溶于水，极易溶于乙醇，能溶于苯、冰醋酸和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棉麻纤维织物的染色和印花显色, 也可用于涂料的生产。 

分子式 C7H8N2O2；

O2NC6H3(CH3)NH2 

分子量 152.15 

熔点（℃） 104 相对密度（水＝1） 1.1586（140/4℃） 

沸点（℃） 34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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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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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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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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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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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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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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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2】4-硝基-2-甲氧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2-甲氧基苯胺 中文别名 5-硝基-2-氨基苯甲醚； 

对硝基邻甲氧基苯胺； 

2-甲氧基-4-硝基苯胺； 

红贝司 B；红色基 B 

英文名称 4-Nitro-2-methoxyaniline 英文别名 2-Methoxy-4-nitroaniline

；4-Nitro-o-anisidine；

2-Amino-5-nitroanis01；

Red B Base；Fast Red B 

CAS 号 97-52-9 危险货物编号 61787 

UN 编号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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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进入体内，可形成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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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而致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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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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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注射美蓝。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静脉注射美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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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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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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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喷洒稀盐酸，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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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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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酸酐、酰

基氯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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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

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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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佩戴防毒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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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红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酸乙酯、乙酸、苯，易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制造。 

分子式 C7H8N2O3 分子量 168.15 

熔点（℃） 139～140 相对密度（水＝1） 1.211 

沸点（℃） 337.0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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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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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0.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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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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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997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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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3】2-硝基-4-甲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4-甲苯胺 中文别名 邻硝基对甲苯胺； 

4-甲基-2-硝基苯胺； 

红贝司 GL；红色基 GL；

4-氨基-3-硝基酚； 

4-氨基-3-硝基甲苯 

英文名称 2-Nitro-4-toluidine 英文别名 4-Methyl-2-nitroaniline；

4-Amino-3-nitrotoluene；

2-Nitro-p-toluidine；

4-Methyl-6-nitroaniline；

Amarthol Fast Red GL 

Base；Azoamine R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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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89-62-3 危险货物编号 61779 

UN 编号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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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体有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收进入体内后可形

成高铁血红蛋白而致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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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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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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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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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避免扬尘，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

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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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

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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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防止阳光曝晒。应与酸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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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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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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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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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二硫化碳，溶于热水、热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8N2O2 分子量 152.15 

熔点（℃） 115～116 相对密度（水＝1） 1.164 

沸点（℃） 140／1.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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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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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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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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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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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4】3-硝基-4-甲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4-甲苯胺 中文别名 间硝基对甲苯胺； 

4-甲基-3-硝基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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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硝基对甲苯胺； 

显色基红 RL 

英文名称 3-Nitro-4-methylphenylami

ne 

英文别名 4-Methyl-3-nitroaniline；

2-Nitro-4-toluidine；

5-Nitro-4-toluidine；

p-Toluidine,3-nitro；

4-Amino-1-methyl-2-nitro

benzene；

m-Nitro-p-toluidine 

CAS 号 119-32-4 危险货物编号 61779 

UN 编号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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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吸收进体内可形成

高铁血红蛋白，致引起紫绀。长期接触可引起眼睛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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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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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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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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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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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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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稀盐酸洗刷污染处，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小心

扫起，装入备用袋中。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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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酐、酰基氯、

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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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防止阳光曝晒。应与酸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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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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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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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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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红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乙醇、浓硫酸、苯。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合成。 

分子式 C7H8N2O2 分子量 152.15 

熔点（℃） 74-77 相对密度（水＝1） 1.312 

沸点（℃） 306.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 

闪点（℃）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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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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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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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0 mg／kg(大鼠经口)，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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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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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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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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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5】2-硝基-4-甲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4-甲苯酚 中文别名 4-甲基-2-硝基苯酚； 

邻硝基对甲基苯酚； 

邻硝基对甲酚 

英文名称 2-Nitro-4-methylphenol 英文别名 4-Methyl-2-nitrophenol；

2-Nitro-p-cresol；

2-Nitro-4-cresol；

o-Nitro-p-methylphenol；

4-Metyl-2-mitrophenol 

CAS 号 119-33-5 危险货物编号 61717 

UN 编号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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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刺激作用。

过长时间的接触，可引起眼睛的损伤或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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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清醒时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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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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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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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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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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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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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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统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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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固体。 

溶解性 易溶于乙醇和乙醚，微溶于冷水、苯、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7NO3 分子量 153.14 

熔点（℃） 32～35 相对密度（水＝1） 1.24 

沸点（℃） 23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 

闪点（℃） 10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9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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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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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36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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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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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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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6】3-硝基-4-氯三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4-氯三氟甲苯 中文别名 2-氯-5-三氟甲基硝基苯；

4-氯-3-硝基三氟甲苯； 

2-硝基-4-三氟甲基氯苯 

英文名称 3-Nitro-4-chlorotrifluorom

ethylbenzene； 

CMNT；MNT-Cl 

英文别名 2-Chlore-5-trifluoromethy

l nitrobenzene；

4-Chloro-3-nitrobenzotrifl

uoride；

4-Chloro-3-nitrobenzylidy

ne fluoride 

CAS 号 121-17-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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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剧毒。吸入、吞咽或通过皮肤吸收都是致命的。应穿戴好防护用具。它燃烧

可产生有刺激性、腐蚀性及（或）有毒性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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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受热分解有毒氯化物及氧化氮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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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物、氮氧化物、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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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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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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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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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系统和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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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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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检测毒物。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油状液体，有刺激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3ClF3NO2 分子量 225.55 

熔点（℃） -2 相对密度（水＝1） 1.511（25 °C） 

沸点（℃） 2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27E-0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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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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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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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1075 mg／kg(大鼠经口)，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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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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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7】3-硝基-N,N-二甲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N,N-二甲基苯胺 中文别名 N,N-二甲基间硝基苯胺；

间硝基二甲苯胺 

英文名称 3-Nitro-N,N-dimethylbenz

enamine 

英文别名 m-Nitrodimethylaniline； 

N,N-Dimethyl-m-nitroanil

ine；m-Nitroxylidine 

CAS 号 619-31-8 危险货物编号 61780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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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体有毒，有刺激性。进入人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引起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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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流动清水彻底冲洗污染的皮肤、头发、指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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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在空气或二氧化碳中会自燃。遇水、强氧化剂、酸类、醇类、卤素、胺类发

生分解，放出易燃气体。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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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 泡沫、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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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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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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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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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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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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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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乙醇。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8H10N2O2 分子量 166.18 

熔点（℃） 57-61 相对密度（水＝1） 1.313(17/4ºC) 

沸点（℃） 28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33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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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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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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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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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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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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8】3-硝基-4-羟基苯胂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4-羟基苯胂酸 中文别名 4-羟基-3-硝基苯胂酸； 

对羟基间硝基苯胂酸； 

间硝基对羟基苯胂酸； 

洛克沙砷 

英文名称 3-Nitro-4-hydroxybenzene

arsonicacid 

英文别名 4-Hydroxy-3-nitrophenyla

rsonic Acid；3-Nitro；

aklomix-3；Roxarsone；

2-nitro-1-hydroxybenzene

-4-arsonicacid；3N4hpa 

CAS 号 121-19-7 危险货物编号 61856 

UN 编号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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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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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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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砷和氧化氮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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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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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状水、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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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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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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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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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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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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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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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复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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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淡黄色柱状结晶，浅黄色或浅黄褐色粉末，无臭、无味。 

溶解性 易溶于甲醇、丙酮、乙醇、乙酸；不溶于醚、乙酸乙酯。 

主要用途 用作饲料添加剂。 

分子式 C6H6AsNO6 分子量 263.04 

熔点（℃） ≥300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537.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0.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24E-12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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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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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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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82 mg／kg(大鼠经口)；LD50：244 mg／kg(小鼠经口)。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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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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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9】4-硝基-N,N-二甲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N,N-二甲基苯胺 中文别名 N,N-二甲基对硝基苯胺；

对硝基二甲苯胺； 

N,N-二甲基-4-硝基苯胺；

N,N-二甲基-P-铌三阿呋

喃 

英文名称 4-Nitro-N,N-dimethylbenz

enamine 

英文别名 N,N-Dimethyl-4-nitroanili

ne；

p-(Dimethylamino)nitrobe

nzene； 

p-Nitrodimethylaniline； 

p-Nitro-N,N-dimethylanili

ne 

CAS 号 100-23-2 危险货物编号 61780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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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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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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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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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明火可燃；遇热分解放出有毒苯胺和氮氧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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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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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泡沫、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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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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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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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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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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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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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复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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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热甲醇。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0N2O2 分子量 166.18 

熔点（℃） 163-165 相对密度（水＝1） 1.193 

沸点（℃） 28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7.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247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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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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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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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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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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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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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