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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1】甲酸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异丙酯 中文别名 甲酸-1-甲基乙基酯； 
蚁酸异丙酯 

英文名称 Isopropyl formate 英文别名 propan-2-yl formate；
1-Methylethylmethanoate
；Isopropyl methanoate 

CAS 号 625-55-8 危险货物编号 32122 
UN 编号 1281/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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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或液体能严重刺激眼睛、鼻和呼吸系统。高浓度蒸气能侵害神经系统。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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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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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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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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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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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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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不宜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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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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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燃性

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

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

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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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地，防止产生静电。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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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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和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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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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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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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挥发性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溶剂。食品用香料。亦可用作防霉剂、消毒杀菌剂。可作硝酸纤

维素、醋酸纤维素的溶剂。 
分子式 C4H8O2 分子量 88.11 

熔点（℃） -93 相对密度（水＝1） 0.884 
沸点（℃） 68.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1.3/17.8℃ 
引燃温度（℃） 48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68 爆炸下限（％） 2.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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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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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mg/kg( 豚鼠经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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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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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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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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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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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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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002】甲酸异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异丁酯 中文别名 蚁酸异丁酯； 
甲酸-2-甲基丙基酯 

英文名称 Isobutyl formate 英文别名 2-methylpropyl formate； 
iso-butyl formate； 
isobutyl methanoate 

CAS 号 542-55-2 危险货物编号 32123 
UN 编号 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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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可引起灼伤。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

和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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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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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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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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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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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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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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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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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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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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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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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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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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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果香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乙醚、苯、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纤维素、树脂和漆的溶剂, 还用于制造香料、杀虫剂和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10O2 分子量 102.13 

熔点（℃） -95.8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9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2 
闪点（℃） 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35(20℃) 
引燃温度（℃） 322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2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85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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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碱、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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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3100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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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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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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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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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3】甲酸异戊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异戊酯 中文别名 蚁酸异戊酯； 
3-甲基-1-丁醇甲酸酯 

英文名称 Isoamyl Formate 英文别名 3-methyl-1-butylformate；
Isoamyl methanoate；
3-methylbutyl formate 

CAS 号 110-45-2 危险货物编号 33595 
UN 编号 11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上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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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蒸气比空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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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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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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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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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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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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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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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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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有特殊香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溶剂, 用于制造香料、熏蒸杀虫剂和杀菌剂。 
分子式 C6H12O2 分子量 116.16 

熔点（℃） -93.5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124.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 
闪点（℃） 22.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76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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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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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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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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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4】甲酸正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正丙酯 中文别名 蚁酸正丙酯；甲酸丙酯； 
丙基甲酸(酯) 

英文名称 Propylformate 英文别名 Propyl methanoate；
n-Propyl formate 

CAS 号 110-74-7 危险货物编号 32122 
UN 编号 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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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服吸收后对身体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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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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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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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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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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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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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

卤素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卤素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

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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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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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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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特殊香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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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溶剂, 并用于制造香料、熏蒸杀虫剂和杀菌剂。 
分子式 C4H8O2 分子量 88.11 

熔点（℃） -92.9 相对密度（水＝1） 0.91 
沸点（℃） 8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4 
闪点（℃） -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1.3(25℃) 
引燃温度（℃） 45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5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5 爆炸下限（％） 2.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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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强碱、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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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400mg／kg(小鼠经口)；398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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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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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5】甲酸正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正丁酯 中文别名 蚁酸丁酯；正丁基甲酸酯 
英文名称 Butyl formate 英文别名 Butyl methanoate； 

Formic acid butyl 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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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592-84-7 危险货物编号 32123 
UN 编号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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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麻醉和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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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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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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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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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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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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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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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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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果子香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苯、丙酮、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用于香料制造、有机合成、化学试剂等。 
分子式 C5H10O2 分子量 102.12 

熔点（℃） -90.0 相对密度（水＝1） 0.91 
沸点（℃） 10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2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3(31.6℃) 
引燃温度（℃） 32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2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857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3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656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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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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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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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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006】甲酸正己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正己酯 中文别名 蚁酸己酯；甲酸己酯 
英文名称 Hexyl Formate 英文别名 n-Hexyl formate；

Hexylmethanoate 
CAS 号 629-33-4 危险货物编号 3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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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黏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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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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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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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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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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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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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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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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果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维生素 B1 中间体。 
分子式 C7H14O2 分子量 130.18 

熔点（℃） -62.7 相对密度（水＝1） 0.879 
沸点（℃） 15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4 临界压力（MPa）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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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28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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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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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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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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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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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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7】甲酸正戊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酸正戊酯 中文别名 甲酸戊酯；蚁酸戊酯 
英文名称 Pentylmethanoate 英文别名 Amyl Formate； 

n-Pentyl methanoate；
formicacidpentylester 

CAS 号 638-49-3 危险货物编号 33595 
UN 编号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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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具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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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蒸气比空气重，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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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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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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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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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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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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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水果香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油脂、树脂及涂料的溶剂，杀虫剂及杀菌剂的中间体。 
分子式 C6H12O2 分子量 116.16 

熔点（℃） -73.5 相对密度（水＝1） 0.884 
沸点（℃） 13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 
闪点（℃） 2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02.6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379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9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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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 > 5000 mg／kg(大鼠经口)，LD50: >5000 mg／kg(兔子经皮)。 
刺激性 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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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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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008】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烷 中文别名 沼气；甲基氢化物 
英文名称 Methane 英文别名 methane gas；biogas； 

methyl hydride；marsh gas 
fire damp 

CAS 号 74-82-8 危险货物编号 21007 
UN 编号 197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有害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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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若有冻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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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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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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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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反

应。 
燃烧性 易燃，具窒息性，可致人

体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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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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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气源，喷雾状水稀释、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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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不能再

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

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易燃压缩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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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气、压缩空气、卤素(氟、氯、溴)等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混运。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露天贮罐夏季要有降

温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验收时要注意品名，注意验瓶

日期，先进仓的先发用。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供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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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燃料和用于炭黑、氢、乙炔、甲醛等的制造。 
分子式 CH4 分子量 16.04 

熔点（℃） -182.5 相对密度（水＝1） 0.42／-164℃ 
沸点（℃） -16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55 
闪点（℃） -188 临界压力（MPa） 4.59 

临界温度（℃） -82.6 饱和蒸汽压（KPa） 53.32／-168.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889.5 
自燃温度（℃） 538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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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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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氟、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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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50000 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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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等

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

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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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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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1009】4-甲氧基-4-甲基-2-戊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甲氧基-4-甲基-2-戊酮 中文别名 4-甲氧基-4-甲基戊-2-酮； 
单甲基双丙酮醚； 
4-甲氧-4-甲-2-戊酮 

英文名称 4-Methoxy-4-methyl-2-pen
tanone 

英文别名 4-Methyl-4-methoxy-2-pe
ntanone；

4-methoxy-4-methylpenta
none-2；Pentoxone； 
Pent-Oxone Solvent； 

pent-oxonesolvent 
CAS 号 107-70-0 危险货物编号 33591 
UN 编号 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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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具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大气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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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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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蒸气比空气重，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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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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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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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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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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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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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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4O2 分子量 130.1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1 
沸点（℃） 15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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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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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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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 3000 mg／kg(大鼠经口)，20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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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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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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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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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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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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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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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0】2-甲氧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甲氧基苯胺 中文别名 邻甲氧基苯胺； 
邻氨基苯甲醚；邻茴香

胺；2-氨基苯甲醚 
英文名称 Ortho-Anisidine 英文别名 2-Methoxyaniline；

o-Aminoanisole；
2-Aminoanisole 

CAS 号 90-04-0 危险货物编号 61784 
UN 编号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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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刺激作用。唇及皮肤可能因缺氧而青紫。吸入、

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均对身体有害。慢性影响：可引起呼吸系统和皮肤的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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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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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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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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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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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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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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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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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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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毒物。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稀酸。 

主要用途 作为医药和染料的中间体，也用于食品工业制取香兰素等。 
分子式 C7H9NO 分子量 123.15 

熔点（℃） 6.2 相对密度（水＝1） 1.10 
沸点（℃） 2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53／9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3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酰基氯、酸酐、氯仿、强酸、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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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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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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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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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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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011】3-甲氧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甲氧基苯胺 中文别名 间甲氧基苯胺；间氨基苯

甲醚；间茴香胺 
英文名称 3-Aminoanisole；

3-Methoxyaniline 
英文别名 m-Methoxyaniline；

m-Anisidine 
CAS 号 536-90-3 危险货物编号 61784 
UN 编号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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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气溶胶对眼

睛、粘膜、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进体内导致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引起发绀。慢

性影响：可引起呼吸系统、皮肤的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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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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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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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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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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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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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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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毒物。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作为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7H9NO 分子量 123.15 

熔点（℃） -1～1 相对密度（水＝1） 1.096 
沸点（℃） 2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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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酰基氯、酸酐、氯仿、强酸、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562 mg／kg（鹌鹑口服），562 mg／kg（野鸟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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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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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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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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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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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2】4-甲氧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甲氧基苯胺 中文别名 对氨基苯甲醚；对甲氧基

苯胺；对茴香胺 
英文名称 4-Methoxyaniline；

4-Aminoanisole 
英文别名 p-Anisidine；

4-Methoxybenzeneamine 
CAS 号 104-94-9 危险货物编号 61784 
UN 编号 281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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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气溶胶对眼

睛、粘膜、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进体内导致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引起发绀。慢

性影响：可引起呼吸系统、皮肤的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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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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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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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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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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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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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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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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毒物。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熔融状的固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和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9NO 分子量 123.15 

熔点（℃） 56-59 相对密度（水＝1） 1.06 
沸点（℃） 240-24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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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5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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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酰基氯、酸酐、氯仿、强酸、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320 mg／kg(大鼠经口)，141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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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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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3】甲氧基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氧基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茴香酰氯；4-甲氧基苯甲

酰氯；对氨基苯磺酰氯；

氯化-4-甲氧基苯甲酰 
英文名称 p-Anis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4-Methoxybenzoyl 

Chloride；
p-methoxybenzoicacidchl
oride；4-methoxybenzoyl 

CAS 号 100-07-2 危险货物编号 81123 
UN 编号 172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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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可能由于喉、支气管的痉挛、

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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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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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水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

体。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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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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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干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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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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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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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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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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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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熔点结晶或液体，熔化后为无色透明至棕色液体。 
溶解性 遇水或醇分解，溶于丙酮和苯。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中间体及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7ClO2；

CH3OC6H4COCl 
分子量 170.59 

熔点（℃） 22 相对密度（水＝1） 1.260 
沸点（℃）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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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4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0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氧化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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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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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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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014】3-甲氧基乙酸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甲氧基乙酸丁酯 中文别名 3-甲氧基丁基乙酸酯 
英文名称 3-Methoxybutyl acetate 英文别名 Butoxyl；

3-Methoxy-1-butyl 
acetate；

3-Methoxy-n-butylacetate 
CAS 号 4435-53-4 危险货物编号 33571 
UN 编号 1993/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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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睛、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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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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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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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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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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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

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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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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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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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供气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味苦，略有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树脂及涂料的溶剂。 
分子式 C7H14O3；

CH3COO(CH2)4OCH3 
分子量 146.1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47 
沸点（℃） 175.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05 
闪点（℃） 55.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40(3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6 爆炸下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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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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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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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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210mg/kg(大鼠经口)；LC50：大鼠吸入饱和蒸气 8 小时，不致死。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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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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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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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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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5】甲氧基乙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氧基乙酸甲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Methyl Methoxyacetate；

Methoxyacetic acid m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Methyl2-methoxyacetate； 
Methyl a-methoxyacetate 

CAS 号 6290-49-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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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呼吸道均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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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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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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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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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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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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

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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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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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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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供气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易溶于乙醇和乙醚，溶于丙酮，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4H8O3 分子量 104.1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5 
沸点（℃） 13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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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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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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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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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6】2-甲氧基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甲氧基乙酸乙酯 中文别名 乙酸甲基溶纤剂；乙二醇

甲醚乙酸酯；乙酸乙二醇

甲醚 
英文名称 2-methoxyethyl acetate；

2-Methoxy acetate 
英文别名 eth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acetate；
2-methoxy-ethano 

acetate；
2-methoxyaethylacetat 

CAS 号 110-49-6 危险货物编号 33570 
UN 编号 118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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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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

性。中毒表现有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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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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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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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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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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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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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环境中，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或自吸式长管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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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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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略有醚样的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纤维素脂、以及各种树脂、蜡、油的溶剂。 
分子式 C5H10O3 分子量 118.13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01 
沸点（℃） 14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7 
闪点（℃） 4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7(20℃) 
引燃温度（℃） 28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8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2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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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390mg／kg(大鼠经口)；525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眼睛- 兔子：218 毫克、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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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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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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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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7】甲乙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甲乙醚 中文别名 乙甲醚；甲氧基乙烷 
英文名称 Methoxyethane； 

methyl ethyl ether 
英文别名 Methoxy ethane； 

ethyl methyl ether； 
ethoxy-methan 

CAS 号 540-67-0 危险货物编号 21041 
UN 编号 10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有害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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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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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长期储存, 

可生成具有潜在爆炸危险性的过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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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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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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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

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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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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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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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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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装于受压容器

中例外）。应与氧化剂、酸类、卤素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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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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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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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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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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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 
分子式 C3H8O 分子量 60.10 

熔点（℃） -139.2 相对密度（水＝1） 0.73 
沸点（℃） 1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07 
闪点（℃） -37 临界压力（MPa） 4.40 

临界温度（℃） 164.7 饱和蒸汽压（KPa） 53.32(-7.8℃) 
引燃温度（℃） 190 燃烧热（KJ/mol） 2105.4 
自燃温度（℃） 19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441 爆炸下限（％） 2.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5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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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素、硫、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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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1082mg/m3（小鼠吸入，15min）。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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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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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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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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8】间苯二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间苯二甲酰氯 中文别名 二氯化间苯二甲酰； 
间苯二酰二氯 

英文名称 Isophthaloyl dichloride 英文别名 Isophthaloyl Chloride；
ICI；m-phthaloyl chloride 

CAS 号 99-63-8 危险货物编号 81125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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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引起喉、支气管痉挛、炎症，

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有头痛、恶心、咳嗽、气短、呼吸困难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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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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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受热分解释出高毒烟雾。

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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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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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石灰、沙或苏打灰覆盖，用洁净的铲

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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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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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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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氧化剂、醇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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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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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碱类、氧化剂、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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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浅黄色结晶固体。 
溶解性 溶于苯、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农药、医药、高分子中间体。 
分子式 C8H4Cl2O2 分子量 203.02 

熔点（℃） 41 相对密度（水＝1） 1.387(46.9℃ ) 
沸点（℃） 2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9 
闪点（℃） 1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9×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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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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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碱、氧化剂、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2200 mg／kg(大鼠经口)，2221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200 毫克、中度；眼睛-兔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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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和中和。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用石灰浆清洗倒空的容器。把倒空的容器归还厂商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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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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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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9】间苯三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间苯三酚 中文别名 1,3,5-三羟基苯； 
均苯三酚 

英文名称 Phloroglucinol 英文别名 1,3,5-Benzenetriol；
1,3,5-THB； 

1,3,5-Trihydroxybenzene 
CAS 号 108-73-6 危险货物编号 61727 
UN 编号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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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能引起呕吐、体温低、无力、共济失调、紫绀、昏迷、窒息，甚至死

亡。长期接触可出现贫血、黄疸等；对皮肤有致敏性，引起湿疹。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甘油、聚乙烯乙二醇或聚乙烯乙二醇和酒精混合液(7:3)

抹擦。然后用水彻底冲洗。或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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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立即给饮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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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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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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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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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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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

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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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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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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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淡黄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味甜。 
溶解性 微溶于水、苯、丙酮；溶于醚、乙醇、吡啶。 

主要用途 检定锑、砷、铈、铬酸盐、铬、金、铁、汞、亚硝酸盐、锇、钯、锡、钒、香草

素和木质素等，测定糠醛、戊糖、多缩戊糖、甲醇、水合氯醛、松节油、木质化

细胞组织和胃液中的盐酸，骨标本的脱钙。 
分子式 C6H6O3 分子量 126.11 

熔点（℃） 117 相对密度（水＝1） 1.46 
沸点（℃） 331.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1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27E-0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657.2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7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1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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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mg／kg(大鼠经口)，45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100mg，重度刺激。家兔经皮：20mg(24 小时)，中度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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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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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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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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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0】间硝基苯磺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间硝基苯磺酸 中文别名 防染盐 S；3-硝基苯磺酸 
英文名称 m-Nitrophenylsulfonicacid 英文别名 3-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1-Nitro-3-benzenesulfonic 

acid 
CAS 号 98-47-5 危险货物编号 81108 
UN 编号 23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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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引起喉、支气管痉挛、炎症，

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有头痛、恶心、咳嗽、气短、呼吸困难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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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加热至 200℃以上发生急剧分解，放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4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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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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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

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

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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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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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湿性的黄色小叶状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醇、碱，不溶于醚。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5NO5S 分子量 203.17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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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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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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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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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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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1】间异丙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间异丙基苯酚 中文别名 3-异丙基苯酚；间羟基枯

烯；3-(1-甲乙基)苯酚 
英文名称 m-Hydroxycumene；

m-isopropyl-pheno 
英文别名 3-Isopropylphenol；

3-(1-Methylethyl)phenol 
CAS 号 618-45-1 危险货物编号 83507 
UN 编号 24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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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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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受热分解刺激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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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沙土、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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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

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

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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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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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该品为氨基甲酸酯类杀草木剂异丙威的中间体。 
分子式 C9H12O 分子量 136.19 

熔点（℃） 25 相对密度（水＝1） 0.994 
沸点（℃） 2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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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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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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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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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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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类其它腐蚀品。 

【4-1022】金属铪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铪粉 中文别名 铪粉 
英文名称 Hafnium 英文别名 Haf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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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7440-58-6 危险货物编号 42006 
UN 编号 2545/317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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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固体，其粉末或海绵状粉末遇火即燃烧；干燥时易自燃，与氧化剂混合能成

为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明火与氧化剂混合能引起燃烧爆炸。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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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土，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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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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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卤素等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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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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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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光泽的六角形灰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氢氟酸、王水及浓硫酸。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作原子反应堆的控制棒，也用作消气剂及硬质合金的添加剂。 
分子式 Hf 分子量 178.49 

熔点（℃） 2227 相对密度（水＝1） 13.31 
沸点（℃） 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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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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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酸类、卤素、硫、磷、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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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LD50：76 mg/kg（小鼠注射）。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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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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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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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3】金属镧[浸在煤油中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镧 中文别名 钇；钇粉；金属钇 
英文名称 Lanthanum 英文别名  
CAS 号 7439-91-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稀土金属化合物能引起凝血延迟，导致出血。吸入稀土可能会引起对热敏感、痒、

嗅觉和味觉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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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 
眼睛接触 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 

吸入 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果停止了呼吸,给于人工呼吸。 
食入 切勿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用水漱口。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明火、氧化剂等物质接触有引起燃烧危险。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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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土、二氧化碳、干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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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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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密封的储藏器内，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确保工作间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远离火源、水源，避免与湿气接触。切勿与氧化物，酸性物质保存在一起。必须

保存于石蜡或矿物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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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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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金属锭子或粉末，新鲜截面呈银灰色，在空气中易被氧化。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钢铁和有色金属添加剂，用于储氢材料，加工其他稀土金属的还原剂。 
分子式 La 分子量 138.91 

熔点（℃） 920 相对密度（水＝1） 6.19 
沸点（℃） 34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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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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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氧化物、卤素、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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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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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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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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4-1024】金属锰粉[含水≥25%]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锰粉 中文别名 锰粉 
英文名称 Manganese powder 英文别名 Colloidalmanganese；

Teprosyn Mn 
CAS 号 7439-96-5 危险货物编号 41506 
UN 编号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锰可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严重病变，严重者可出现帕金森氏症。对大脑纹状体苍白

球部位能造成严重破坏，对肝、肾及心肌出现变性改变。慢性中毒分为 3 个阶段：

开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有时出现胃部变化和多发性神经炎；之后出现初期

中毒性脑病；后期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特点是：面部呆板、无力、情绪冷淡、言

语障碍等。对皮肤有损伤，可造成皮炎、慢性湿疹，使皮肤上抓伤不易愈合，淋

巴腺也普遍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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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粉体在受热、遇明火或接触氧化剂时会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有爆

炸性的混合物。遇水或酸能发生化学反应，放出易燃气体。与氟、氯等能发生剧

烈的化学反应。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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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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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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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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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氮气中操作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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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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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带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带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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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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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灰色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酸。 

主要用途 用作锰的标准液制备，合金、锰盐的制备，在引燃剂中作可燃物。 
分子式 Mn 分子量 54.94 

熔点（℃） 1260 相对密度（水＝1） 7.2 
沸点（℃） 19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5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29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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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5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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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碱、卤素、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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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90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眼-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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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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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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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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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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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025】金属钕[浸在煤油中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钕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Neodymium 英文别名 Neodymiumpowder 
CAS 号 7440-00-8 危险货物编号 33502 
UN 编号 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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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钕对眼睛和黏膜有很强的刺激性，对皮肤有中度刺激性，吸入还可导致肺栓塞和

肝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头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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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空气中可发生氧化反应。与氟、氯等能发生剧烈的化

学反应。也可与氮气发生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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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钕。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1211 灭火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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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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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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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存于固体石蜡或浸于煤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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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蜡

封包装，要注意密封是否完全，暴露在空气中会氧化发热。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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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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有银色光泽的金属。 
溶解性 溶于稀酸。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钕铁硼永磁体，也用于科研试验。 
分子式 Nd 分子量 144.24 

熔点（℃） 1010 相对密度（水＝1） 6.80 
沸点（℃） 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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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0.017 mg／kg（人脑）。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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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026】金属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铷 中文别名 铷 
英文名称 Rubidium 英文别名  
CAS 号 7440-17-7 危险货物编号 43006 
UN 编号 1423/203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至今尚未证明铷对人体有任何毒性，未见中毒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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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暴露在空气或氧气中能自行燃烧并爆炸使熔融物飞溅。与空

气中的氧气反应则生成超氧化物，如混有有机物等，产生爆炸性反应。遇水或潮

气猛烈反应放出氢气，大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炸。与卤素、磷、硫等发生剧烈

的化学反应，引起燃烧。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和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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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氯化钠粉末、碳酸钠干粉、碳酸钙干粉灭火。不可用水、卤代烃(如 1211 灭

火剂)、碳酸氢钠、碳酸氢钾作为灭火剂。即使用石墨干粉及干砂亦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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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金属容器并保存在煤油或液

体石蜡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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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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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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风低温干燥；没于烃中保存; 与氧化剂、卤素、强酸分开存放。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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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白色蜡状柔软金属。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光电池、真空管和作催化剂等。用于 ICP-AES、AAS、AFS、ICP-MS、
离子色谱等。滴定分析用标准溶液。 

分子式 Rb 分子量 85.47 
熔点（℃） 38.89 相对密度（水＝1） 1.53 
沸点（℃）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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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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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卤素、酸、硫、水、氯代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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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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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没在装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坚固金属容器内，严密封口，再装入坚固木箱中；

装入盛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玻璃瓶内，再装入金属容器，严密封口，再装入坚

固木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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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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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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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

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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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027】金属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铯 中文别名 铯 
英文名称 Cesium 英文别名 Caesium 
CAS 号 7440-46-2 危险货物编号 43007 
UN 编号 1407/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主要对眼睛、皮肤和黏膜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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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铯的性质与钾相似，但比钾的反应性更强(碱金属中最活泼者)。与空气接触就着

火，当混有有机物时就产生爆炸性反应。与水或酸类剧烈反应放出 H2 发生燃烧。

有剧烈的反应性，有时有爆炸性。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和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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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氯化钠粉末、碳酸钠干粉、碳酸钙干粉灭火。不可用水、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碳酸氢钠、碳酸氢钾作为灭火剂。即使用石墨干粉及干砂亦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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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金属容器并保存在煤油或液

体石蜡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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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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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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于煤油中。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库

温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

氧化剂、卤素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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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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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白色柔软金属或银白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酸、乙醇。 

主要用途 广泛用于电子工业、玻璃陶瓷工业、医药和冶金工业。 
分子式 Cs 分子量 132.91 

熔点（℃） 28.5 相对密度（水＝1） 1.873 
沸点（℃）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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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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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氧、卤素、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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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170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家兔经眼：100mg, 轻度刺激。家兔以皮开放性刺激试验：49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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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没在装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坚固金属容器内，严密封口，再装入坚固木箱中；

装入盛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玻璃瓶内，再装入金属容器，严密封口，再装入坚

固木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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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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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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028】金属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锶 中文别名 锶 
英文名称 Strontium 英文别名 strontium monohydride 
CAS 号 7440-24-6 危险货物编号 43008 
UN 编号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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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尚无职业中毒的报道。在动物实验中，急性锶中毒的症状是共济失调，肌肉

异常软弱无力，甚至转为肌肉抽搐以致死亡。死因主要是呼吸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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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较高，当加热到熔点以上能自燃。微细粉末遇明火极易燃烧爆炸。

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及热量, 能引起燃烧。与卤素、硫、磷等发生剧烈的

化学反应, 引起燃烧。燃烧时发出深红色火焰。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和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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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碳、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等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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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大量泄漏：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转移回收。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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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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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与氧化剂、

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在氩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

过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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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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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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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议特殊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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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白色至淡黄色软金属。 
溶解性 溶于液氨、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合金，及用作电子管的吸气剂，也用于化学分析、制烟火等。 
分子式 Sr 分子量 87.62 

熔点（℃） 769 相对密度（水＝1） 2.54 
沸点（℃）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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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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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水、酸类、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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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浸没在装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坚固金属容器内，严密封口，再装入坚固木箱中；

装入盛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玻璃瓶内，再装入金属容器，严密封口，再装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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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木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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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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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9】金属钛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金属钛粉 中文别名 钛 
英文名称 Titanium 英文别名 EBT；Tiunite 
CAS 号 7440-32-6 危险货物编号 41504 
UN 编号 1352 /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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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后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引起咳嗽、胸部紧束感或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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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金属钛粉尘具有爆炸性，遇热、明火或发生化学反应会燃烧爆炸。其粉体化学活

性很高, 在空气中能自燃。金属钛不仅能在空气中燃烧, 也能在二氧化碳或氮气

中燃烧。高温时易与卤素、氧、硫、氮化合。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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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干粉、干砂灭火。严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扑救。高热或剧烈燃烧时，用

水扑救可能会引起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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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

火花工具转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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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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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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防毒物

渗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卤素接触。在氩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为安全起见，储存时常以不少于 25％的水润湿、钝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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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卤素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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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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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灰色或黑色发亮的无定形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氢氟酸、硝酸、浓硫酸。 

主要用途 用于合金制造等。 
分子式 Ti 分子量 47.87 

熔点（℃） 1720 相对密度（水＝1） 4.5 
沸点（℃）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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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6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40mg/m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卤素、铝、强酸、强氧化剂、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在空气中可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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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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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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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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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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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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0】精蒽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精蒽 中文别名 绿油脑 
英文名称 Anthracene 英文别名 Paranaphtalene； 

Anthraxcene；Green oil 
CAS 号 120-12-7 危险货物编号 83018 
UN 编号 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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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品基本无毒。工业品因含有菲、咔唑等杂质，毒性明显增大。由于本品蒸气压

很低，故经吸入中毒可能性很小。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易引起光感性皮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特别是在水生生物中发生生物蓄积。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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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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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可引起沸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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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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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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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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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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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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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针状结晶，有蓝色萤光。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醇、醚，能溶于苯，氯仿和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蒽醌生产，也用作杀虫剂、杀菌剂、汽油阻凝剂等。 
分子式 C14H10；C6H4(CH)2C6H4 分子量 178.23 

熔点（℃） 217 相对密度（水＝1） 1.24 
沸点（℃） 3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15 
闪点（℃） 121.11（闭口） 临界压力（MPa） 3.03 

临界温度（℃） 596.1 饱和蒸汽压（KPa） 0.13(145℃) 
引燃温度（℃） 540 燃烧热（KJ/mol） 7156.2 
自燃温度（℃） 5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48 爆炸下限（％） 0.6 
黏度（mPa·s） 50.1（222.3℃） 爆炸上限（％） 5.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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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微毒。LD50：430mg／kg(小鼠静注)。 
刺激性 家兔经眼：250μg，重度刺激。家兔经皮：10mg（24 小时），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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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用内衬塑料袋外层麻袋包装。每袋 25kg 或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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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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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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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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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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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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1031】酒石酸化烟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酒石酸化烟碱 中文别名 (-)-尼古丁二酒石酸盐；

3-[(2S)-1-甲基吡咯烷-2-
基]吡啶二酒石酸盐 

英文名称 Nicotine ditartrate 英文别名 3-[(2S)-1-Methylpyrrolidi
n-2-yl]pyridine ditartrate 

CAS 号 65-31-6 危险货物编号 61868 
UN 编号 1654/16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毒害品； 
第二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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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属神经毒，作用于植物神经、中枢神经及运动神经末梢，先兴奋，后抑制。

能经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很快吸收，引起中毒。急性中毒表现为头痛、头晕、

无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心律紊乱、心前区痛、呼吸困难、大汗、流涎、瞳

孔缩小等。口服胃肠道有烧灼感。重者尚有肌束震颤、进行性肌无力、血压降低、

神志不清、谵妄、惊厥、高度呼吸困难。死于呼吸和心脏麻痹。对眼睛、皮肤有

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害，对蜜蜂类应给予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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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受高热分解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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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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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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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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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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工作

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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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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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能与水任意混溶，溶于乙醇、氯仿、乙醚、油类。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和农用杀虫剂。 
分子式 C18H26N2O12 分子量 462.41 

熔点（℃） 89 相对密度（水＝1） 1.01 
沸点（℃） 24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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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61.8°C） 
引燃温度（℃） 243 燃烧热（KJ/mol） 5967.8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0.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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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g／kg(大鼠经口)，65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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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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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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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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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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C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二类 A 级有机剧

毒品。 

【4-1032】酒石酸锑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酒石酸锑钾 中文别名 吐酒石；酒石酸钾锑； 
酒石酸氧锑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antimonyl 
tartrate sesquihydrate；
Potassium antimony(Ⅲ) 

oxide tartrate hemihydrate 

英文别名 Antimony potassium 
tartrate trihydrate； 

Tartar Emetic 

CAS 号 28300-74-5 危险货物编号 61855 
UN 编号 155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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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抗血吸虫病药。主要静脉给药。有剧烈的局部刺激性。副作用有恶心、呕吐等，

个别病人可发生心律不齐等毒性反应乙酒石酸锑钠有同样作用。本品有腐蚀性,
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重者可发生心脏和肝脏的毒性反应，甚至引起死亡，宜

注意。  1，可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痛、头昏等。2，漏于血管之外，

可引起组织坏死。3，肝、肾疾病、活动性结核、急性传染病、发热性疾病、血

吸虫病伴有黄疸等忌用。4，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用。5，急性血吸虫病应在退热

后应用。6，反应较重时应减量或停药。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鱼类和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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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受热产生有毒氧化钾和锑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具腐蚀性和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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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和锑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带全身式化学防护衣及自携式空气呼吸器（必要时外加抗闪火铝

质被覆外套）。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水、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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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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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

酸碱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金属

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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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碱类、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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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或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酸碱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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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味甜。 
溶解性 易溶于沸水。能溶于甘油，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大量用于锌冶炼去除钴元素，以及棉、皮、毛等的碱性染料固色剂和锦纶的酸性

染料固色剂，农用杀虫剂及电镀工业添加剂，治疗血吸虫的药剂等。 
分子式 C8H4K2O12Sb2.3(H2O) 分子量 667.86 

熔点（℃） 332-335 相对密度（水＝1）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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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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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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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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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 115 mg／kg(大鼠经口)，600 mg／kg(小鼠经口)；LDL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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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

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

（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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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3】聚乙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聚乙醛 中文别名 2,4,6,8-四甲基-1,3,5,7-四
氧杂环辛烷；蜗牛敌； 

四聚乙醛； 
多聚乙醛；寡聚乙醛 

英文名称 Metaldehyde；
Acetaldehyde 
homopolymer 

英文别名 2,4,6,8-tetramethyl-1,3,5,
7-tetraoxocane ；META；

HARDY 
CAS 号 9002-91-9 危险货物编号 61904 
UN 编号 1332/25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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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低毒杀蜗牛剂。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口服引起剧烈腹痛、恶心、

呕吐、腹泻、体温显著增高、惊厥、昏迷。长期接触有可能引起肝、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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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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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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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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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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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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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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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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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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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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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难溶于水，能溶于苯和氯仿， 

主要用途 是杀灭软体动物,诸如蜗牛、蛞蝓的特效农药,也用作固体燃料。 
分子式 C8H16O4 分子量 176.21 

熔点（℃） 246 相对密度（水＝1） 1.120~1.127 
沸点（℃） 267.8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06 
闪点（℃） 3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6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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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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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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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27 mg/kg（大鼠经口），200 mg/kg（小鼠经口），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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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

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

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包装所用的麻袋、塑料编织袋、复合塑料编织袋的强度应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

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

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

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

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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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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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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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034】聚乙烯聚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聚乙烯聚胺 中文别名 多乙烯多胺； 
多乙撑多胺； 

1,2-二氯乙烷与氨的聚合

物 
英文名称 Polyethylenepolyamine 英文别名 Polyethylenimine；

1,2-dichloro-ethanpolyme
rwithammonia 

CAS 号 29320-38-5 危险货物编号 82032 
UN 编号 273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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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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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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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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受热分解刺激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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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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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沙土、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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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卤素等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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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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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橙红色透明黏稠液体。有氨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和乙醇，不溶于苯和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固化剂和电缆接头等。 
分子式 (C2H4Cl2H3N)x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3 
沸点（℃）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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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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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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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 2540 mg/kg（大鼠经口），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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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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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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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类碱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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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5】2-莰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莰醇 中文别名 冰片；龙脑 
英文名称 2-Camphanol 英文别名 Borneol ；

Endo-1,7,7-trimethyl-bicy
clo[2.2.1]heptan-2-ol 

CAS 号 507-70-0 危险货物编号 41535 
UN 编号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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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后有微毒，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有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头痛、恶心、呕

吐及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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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月巴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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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当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干粉、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戴好口罩和手套。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运到空旷处

焚烧。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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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包装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

化剂分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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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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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用安全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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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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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透明结晶，有似樟脑气味，能升华。 
溶解性 溶于醇、醚，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龙脑酯类、香料等。 
分子式 C10H18O 分子量 154.25 

熔点（℃） 208 相对密度（水＝1） 1.011 
沸点（℃） 2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31 
闪点（℃） 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3.5 mm 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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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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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毒。LD50：58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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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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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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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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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6】莰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莰烯 中文别名 樟脑萜；莰芬； 
2,2-二甲基-3-亚甲基二

环[2,2,1]庚烷 
英文名称 Camphene 英文别名 2,2-Dimethyl-3-methylene

-bicyclo[2.2.1]heptane；
2,2-Dimethyl-3-methylene 

norbornane；
3,3-Dimethyl-2-methylene

-norcamphane 
CAS 号 79-92-5 危险货物编号 41537 
UN 编号 1325/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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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鼻、咽喉有刺激性。高浓度接触引起头痛、恶心、兴奋、出汗。极高浓度

接触出现精神错乱、昏睡，甚至昏迷。高浓度对肾脏有损害。对皮肤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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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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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燃烧时产生大量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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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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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器，穿

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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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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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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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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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5℃。包装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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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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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微黄结晶，具有樟脑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樟脑，香料（如乙酸异龙脑脂），杀虫剂（如毒杀芬，硫氰乙酸异莰酯），

龙脑，乙酸异莰酯等。 
分子式 C10H16 分子量 136.23 

熔点（℃） 48-52 相对密度（水＝1） 0.85 
沸点（℃） 15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9 临界压力（MPa） 2.7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2（75.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6139.6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5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02 pH 5.5 (H2O, 22℃)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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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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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 mg／kg(大鼠经口)；LC50: 17100 mg/m3/4h（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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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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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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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

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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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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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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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037】糠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糠胺 中文别名 2-呋喃甲胺；麸胺 
英文名称 2-Furfurylamine；

Furfurylamine；FAM；FFA 
英文别名 2-Furylmethylamine；

1-(2-Furyl)methylamine；
2-Aminomethylfuran 

CAS 号 617-89-0 危险货物编号 33633 
UN 编号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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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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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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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和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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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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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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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罐储时要有防

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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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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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微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能与水混溶，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腐蚀抑制剂、助焊剂。 
分子式 C5H7NO；

O(CH)3CCH2NH2 
分子量 97.12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0570 
沸点（℃） 1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5 
闪点（℃） 37（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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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0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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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基氯、二氧化碳、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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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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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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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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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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8】糠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糠醛 中文别名 呋喃甲醛 
英文名称 Furfural；Furfuraldehyde；

Furfurol 
英文别名 2-Furaldehyde； 

2-Furancarboxaldehyde；
Furan-2-carboxaldehyde 

CAS 号 98-01-1 危险货物编号 33581 
UN 编号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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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有强烈的刺激性，并有麻醉作用。动物吸入、经口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起急

性中毒，表现有呼吸道刺激、肺水肿、肝损害、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呼吸中枢麻

痹，以致死亡。高浓度本品接触兔眼时可引起角膜、结膜和眼睑损害，但能迅速

痊愈。工人接触 7.4 ~52.7mg/m3 糠醛 3 个月，出现粘膜刺激症状、头痛、舌麻

木、呼吸困难。长期接触还可出现手、足皮肤色素沉着、皮炎、湿疹及慢性鼻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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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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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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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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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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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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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

静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光保存。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

或久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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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液体，有杏仁样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溶于热水、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及作为合成香料、糠醇、四氢呋喃的中间体。 
分子式 C5H4O2 分子量 96.08 

熔点（℃） -36.5 相对密度（水＝1） 1.16 
沸点（℃） 161.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1 
闪点（℃） 6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33(25℃) 
引燃温度（℃） 315 燃烧热（KJ/mol） 2338.7 
自燃温度（℃） 31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61 爆炸下限（％） 2.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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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65 mg/kg(大鼠经口) ；LC50：601mg/m3，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20mg/24 小时，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0mg/24 小时，中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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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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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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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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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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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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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039】氪[压缩的或液化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氪 中文别名 氪气；液氪 
英文名称 Krypton 英文别名 Cripton；Liquid krypton 
CAS 号 7439-90-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056/195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不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吸入氪气浓度不太高时，最初感胸闷、气短、疲软无力；继而有烦躁不安、极度

兴奋、乱跑、叫喊、神情恍惚、步态不稳，可进入昏睡或昏迷状态。吸入高浓度

氪，可导致迅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的危险。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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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无资料 
眼睛接触 无资料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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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不燃，具窒息性。容器受热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具窒息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灭火方法 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 
灭火剂 使用与着火环境相适应的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工作服，携带手持式氧分析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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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气体在低凹处积聚。用排风机将漏出气体送至空旷处。漏气容器

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

中。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充装前必须确认待充气瓶已经检验

合格；向气瓶内充气，速度不得大于 8 m3/h（标准状态气体），充装时间不应少

于 30min。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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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气瓶应有防倒措施，瓶圈、瓶

帽齐全，实瓶、空瓶分类存放，阀门不得泄漏。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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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全面

罩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工作手套。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携带便携式氧分析仪。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惰性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荧光灯、灯泡充入气、显踪剂、原子灯、气体激光器、X 射线工作时的遮光

材料。也用于电子及充填电离室以测量宇宙辐射。 
分子式 Kr 分子量 83.80 

熔点（℃） -156.6 相对密度（水＝1） 2.155（液态） 
沸点（℃） -153.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736(-152.9℃)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49 

临界温度（℃） -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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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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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态用无缝钢质瓶装运。 
运输注意事项 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有关规定。铁路暂不办理运输。按规

定速度行驶，避免紧急制动。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瓶帽、瓶圈。确保阀门关

紧，没有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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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

曝晒。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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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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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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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4-1040】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锂 中文别名 金属锂 
英文名称 Litium 英文别名 Lithium metal 
CAS 号 7439-93-2 危险货物编号 43001 
UN 编号 1415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腐蚀性，眼和皮肤接触引起刺激或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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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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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加热至熔融状态时能在空气中自燃，但粉尘能在常温下燃烧。

8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及热量, 能引起燃烧。燃烧后即成熔融物流散，并放

出白色浓烟，使火场全部荫蔽。金属锂能在空气、氧气、氮气或二氧化碳中燃烧，

特别是有氧化锂或氮化锂存在下极易燃烧。锂在高温下能与混凝土或其它含湿的

材料猛烈反应，反应放出的氢气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卤素、硫、磷等

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引起燃烧。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锂。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禁止使用水、泡沫或卤化物灭火剂。用二氧化碳与干粉也无效。最好的灭火方法

是用干燥石墨粉和干砂闷熄火苗，隔绝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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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金属容器并保存在煤油或

液体石蜡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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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酸类、

卤素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在氩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存于液体石蜡中，注意包装完整密封。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

源。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应与酸类、卤素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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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议特殊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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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白色软金属。 
溶解性 不溶于烃类，溶于硝酸、液氨。 

主要用途 用作还原剂与氢化剂、合金硬化剂、铜和铜合金中脱氧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Li 分子量 6.94 

熔点（℃） 179 相对密度（水＝1） 0.53 
沸点（℃）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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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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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卤素、酸类、氧、氯代烃、硫、磷、二氧化碳、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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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1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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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水正丁醇破坏。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浸没在装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坚固金属容器内，严密封口，再装入坚固木箱中；

装入盛有矿物油或液体石蜡的玻璃瓶内，再装入金属容器，严封后装入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

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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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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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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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041】连二亚硫酸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连二亚硫酸钙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lcium dithionite 英文别名 ctk4c8528； 

Calcium hydrosulfite 
CAS 号 15512-36-4 危险货物编号 42014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自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 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头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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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还原剂。能自燃。加热或接触明火能燃烧。暴露在空气中会被氧化而变质。遇

水、酸类或与有机物、氧化剂接触，都可放出大量热而引起剧烈燃烧，并放出有

毒和易燃的二氧化硫。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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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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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干石灰、沙或苏打灰覆盖，使用

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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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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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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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易（可）燃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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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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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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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aO4S2 分子量 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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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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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分解、在空气中可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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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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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 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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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物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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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类自燃物品。 

【4-1042】连二亚硫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连二亚硫酸钾 中文别名 低亚硫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dithioni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hydrosulfite 
CAS 号 14293-73-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92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自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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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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还原剂。能自燃。加热或接触明火能燃烧。暴露在空气中会被氧化而变质。遇

水、酸类或与有机物、氧化剂接触，都可放出大量热而引起剧烈燃烧，并放出有

毒和易燃的二氧化硫。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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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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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干石灰、沙或苏打灰覆盖，使用

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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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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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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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易（可）燃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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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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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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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K2O4S2 分子量 2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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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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分解、在空气中可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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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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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 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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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物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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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类自燃物品。 

【4-1043】连二亚硫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连二亚硫酸钠 中文别名 保险粉；低亚硫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hyposulfite 英文别名 sodium dithionite 
CAS 号 7775-14-6 危险货物编号 42012 
UN 编号 138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自燃物品 

90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 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头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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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250℃ 时能自燃。加热或接触明火能燃烧。暴露在空气中会被氧化而

变质。遇水、酸类或与有机物、氧化剂接触，都可放出大量热而引起剧烈燃烧，

并放出有毒和易燃的二氧化硫。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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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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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干石灰、沙或苏打灰覆盖，使用

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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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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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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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易（可）燃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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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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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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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白色砂状结晶或淡黄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印染工业中作还原剂，丝、毛的漂白，还用于医药、选矿、硫脲及其硫化物的合

成等。 
分子式 Na2S2O4 分子量 174.11 

熔点（℃） 300 相对密度（水＝1） 2.13 
沸点（℃） 13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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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分解、在空气中可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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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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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 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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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物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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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类自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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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4】连二亚硫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连二亚硫酸锌 中文别名 亚硫酸氢锌；低亚硫酸

锌；次硫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dithionite 英文别名 Zinc hydrosulfite； 

Zincdithionite 
CAS 号 7779-86-4 危险货物编号 43508 
UN 编号 193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9（遇湿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腐蚀性，眼和皮肤接触引起刺激或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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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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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自燃; 遇热、明火易燃; 遇水、酸、氧化剂放出有毒二氧化硫气体。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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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用砂土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但不可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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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干石灰、沙或苏打灰覆盖，使用

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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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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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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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易（可）燃物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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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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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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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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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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细针状斜方晶系结晶粉末。有二氧化硫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和氨。热水中分解。具有强还原性。露置空气中易分解。 

主要用途 用于木材、纸浆、织物、植物油、麻、动物胶、黏土和高岭土的漂白。还用于甜

菜和蔗糖溶液的处理。采矿工业用作浮选剂等。 
分子式 O4S2Zn 分子量 1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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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水、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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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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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内衬聚乙烯塑料袋，外用铁桶包装，每桶净重 50kg。包装应保持完整、密封。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卤素、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

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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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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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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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1045】联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联苯 中文别名 苯基苯；联二苯； 
1,1’-联苯 

英文名称 Biphenyl 英文别名 1,1'-Diphenyl；PHPH 
Lemonene；Bibenzene；
Carolid al；Phenador-X；

Tetrosin ly；Xenene； 
Diphenyl Mixture  

CAS 号 92-52-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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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中毒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症状，如头晕、头痛、眩晕、嗜睡、恶心、

呕吐等，有时可出现肝功能障碍。高浓度接触，对呼吸道和眼睛有明显刺激作用。

长期接触可引起头痛、乏力、失眠以及呼吸道刺激症状。可致过敏性或接触性皮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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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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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未知的黑色烟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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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

化学防护服。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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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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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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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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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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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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略带黄色鳞片状结晶，具有独特的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能溶于乙醚、乙醇、四氯化碳、二烷、芳香烃等。 

主要用途 是工程塑料聚砜的原料，用于制三氯联苯、五氯联苯，用作热载体、防腐剂等。 
分子式 C12H10；C6H5C6H5 分子量 154.21 

熔点（℃） 69 相对密度（水＝1） 1.04 
沸点（℃） 25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31 
闪点（℃） 113 临界压力（MPa） 3.38 

临界温度（℃） 515.7 饱和蒸汽压（KPa） 0.66(101.8℃) 
引燃温度（℃） 540 燃烧热（KJ/mol） 6252.4 
自燃温度（℃） 5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5 爆炸下限（％） 0.6(1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5.8(15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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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 mg／kg（大鼠口服）。 
刺激性 眼- 兔子：100 毫克、轻度；皮肤-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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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 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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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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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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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6】3-[(3-联苯-4-基)-1,2,3,4-四氢-1-萘基]-4-羟基香豆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3-联苯-4-基)-1,2,3,4-
四氢-1-萘基]-4-羟基香豆

素 

中文别名 鼠得克；敌拿鼠； 
联苯杀鼠萘 

英文名称 3-(3-Biphenyl-4-yl-1,2,3,4-
tetrahydro-1-naphthyl)-4-h

ydroxycoumarin； 
RATAK；RIDAK 

英文别名 Difenacoum；

3-(3-Biphenyl-4-yl-1,2,3,4
-tetrahydro-1-naphthyl)-4-
hydroxy-2H-1-benzopyra

n-2-one 
CAS 号 56073-07-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2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毒害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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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高毒杀鼠剂，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能影响凝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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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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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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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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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至空旷

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

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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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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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

制度。包装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防止阳光曝晒。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

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

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分装和搬

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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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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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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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和石油醚，稍溶于丙酮和乙醇，能溶于苯和氯仿中。 

主要用途 用作杀鼠剂。 
分子式 C31H24O3 分子量 444.52 

熔点（℃） 216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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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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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1.8 mg／kg（大鼠口服），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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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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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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 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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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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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7】邻氨基苯硫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氨基苯硫醇 中文别名 2-氨基硫代苯酚；2-巯基

胺；邻氨基苯硫酚苯 
英文名称 o-amino-benzenethio ；

o-Mercaptoaniline 
英文别名 2-Aminothiophenol；

2-Aminobenzenethiol；
2-Mercaptoaniline 

CAS 号 137-07-5 危险货物编号 61591 
UN 编号 1760 /307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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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并有腐蚀性。对角质有溶解作用，能使蛋白质变性。吸收进入体内，可形

成高铁血红蛋白而致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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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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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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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腐蚀性。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明火可燃; 遇热放出有毒氧化

硫、氧化氮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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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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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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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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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腐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若是液体，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用砂土吸收。

若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

中。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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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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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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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酸酐、酰基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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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黄色至琥珀色液体，有恶臭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醚。 

主要用途 医药和有机合成用原料。 
分子式 C6H7NS 分子量 125.19 

熔点（℃） 23 相对密度（水＝1） 1.168 
沸点（℃） 22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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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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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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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L0: 500 mg／kg（大鼠口服）；LD50：25 mg／kg（小鼠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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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熟石灰中和。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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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8】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中文别名 增塑剂 DIBP； 
酞酸二异丁酯 

英文名称 Diisobutyl phthalate 英文别名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bis(2-methylpropyl) 

ester；Phthalic acid 
diisobutyl ester；DIBP 

CAS 号 84-69-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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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人体眼睛、皮肤有轻微的刺激作用。可通过吸入、误食进入人体，造成毒害，

有致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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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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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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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强氧化剂可燃；燃烧排放刺激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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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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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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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

打灰混合。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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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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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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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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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纤维素树脂、乙烯基树脂、丁腈橡胶和氯化橡胶等的增塑剂。 
分子式 C16H22O4 分子量 278.34 

熔点（℃） -64 相对密度（水＝1） 1.038 
沸点（℃） 3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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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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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18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8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9-1.49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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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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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g/kg （人口服），15000 mg／kg（大鼠口服），10000 mg／kg（小

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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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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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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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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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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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9】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酸酐大于 0.05%]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苯二甲酸酐 中文别名 苯酐；酞酐；1,3-异苯并

呋喃二酮；苯二甲酸酐 
英文名称 Phthalic Anhydride；

o-Phthalic anhydride；PA 
英文别名 1,3-Phthalandione；

2-Benzofuran-1,3-dione；
Anhydride phtalique 

CAS 号 85-44-9 危险货物编号 8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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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2214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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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鼻、喉和皮肤有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可因其在湿润的组织表面

水解为邻苯二甲酸酐而加重。可造成皮肤灼伤。吸入本品粉尘或蒸气，引起咳嗽、

喷嚏和鼻衄。对有哮喘史者，可诱发哮喘。慢性影响：长期反复接触可引起皮疹

和慢性眼刺激。反复接触对皮肤有致敏作用。可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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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脱离现场至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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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和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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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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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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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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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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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

化剂、酸类、碱类分并存放。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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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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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针状晶体，具有轻微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微溶于热水、乙醚，溶于乙醇、吡啶、苯、二硫化碳等多数有机溶

剂。 
主要用途 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之一，用于生产增塑剂、醇酸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染

料及颜料、医药及农药等。 
分子式 C8H4O3 分子量 148.12 

熔点（℃） 131.2 相对密度（水＝1） 1.527 
沸点（℃） 2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1 
闪点（℃） 152 临界压力（MPa） 4.72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96.5℃） 
引燃温度（℃） 570 燃烧热（KJ/mol） -3259 
自燃温度（℃） 57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00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6 pH 2 (6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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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020 mg／kg（大鼠口服），1500 mg／kg（小鼠口服）。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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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 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

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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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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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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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50】邻苯二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苯二甲酰氯 中文别名 二氯化邻苯二甲酰；酞酰

氯；苯二甲酰氯 
英文名称 o-Phthaloyl dichloride 英文别名 1,2-Benzenedicarbonyl 

dichloride； 
Phthaloyl chloride 

CAS 号 88-95-9 危险货物编号 81125 
UN 编号 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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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可因喉和支气管的痉挛、

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出现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能引起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头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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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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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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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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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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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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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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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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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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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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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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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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遇水、醇分解，溶于醚、氯仿、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4Cl2O2；(ClCO)2C6H4 分子量 203.02 

熔点（℃） 12 相对密度（水＝1） 1.41 
沸点（℃） 2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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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mHg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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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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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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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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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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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051】邻苯二甲酰亚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苯二甲酰亚胺 中文别名 酞酰亚胺 
英文名称 Phthalimide 英文别名 Phthalic dicarboximide； 

Phenylimide；
Isoindole-1,3-dione 

CAS 号 85-41-6 危险货物编号 6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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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皮肤有轻微刺激作用，对眼睛、粘膜

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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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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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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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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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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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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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护目镜，穿工

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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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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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

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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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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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浅褐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醇、碱、热醚，不溶于苯、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制造靛、杀虫剂。 
分子式 C8H5NO2 分子量 147.13 

熔点（℃） 238 相对密度（水＝1） 1.367 
沸点（℃） 36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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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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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00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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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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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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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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2】邻甲苯磺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甲苯磺酰氯 中文别名 2-甲苯磺酰氯； 
邻氯化四苯砜 

英文名称 toluene-2-sulphonyl 
chloride；

2-methyl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o-Toluenesulfonyl 
chloride；

2-Toluenesulfonyl 
chloride；

o-Toluenesulphonyl 
chloride 

CAS 号 133-59-5 危险货物编号 61687 
UN 编号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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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并引起迟发性深层疱疹和变态反应。长期接触引起

头痛、酩酊 感、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胃部压迫感和胃肠炎等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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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害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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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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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禁止用水、泡沫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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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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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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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封闭，切勿受

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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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吸烟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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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状液体。 
溶解性 溶于热醇、醚、苯，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糖精生产。 
分子式 C7H7ClO2S 分子量 190.65 

熔点（℃） 10.2 相对密度（水＝1） 1.320 
沸点（℃） 15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8.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02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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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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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空气、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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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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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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平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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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3】邻硝基苯磺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硝基苯磺酸 中文别名 2-硝基苯磺酸 
英文名称 2-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Hydrate 
英文别名 2-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CAS 号 80-82-0 危险货物编号 81108 
UN 编号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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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头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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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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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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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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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作业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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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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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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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封闭，切勿受

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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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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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湿性黄色小叶状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醇、碱，不溶于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5NO5S 分子量 203.17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637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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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61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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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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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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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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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4】邻硝基乙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硝基乙苯 中文别名 2-乙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1-Ethyl-2-nitrobenzene；

2-Nitroethylbenzene 
英文别名 2-Ethylnitrobenzene 

CAS 号 612-22-6 危险货物编号 61676 
UN 编号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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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起中毒。接触者可在一周后出现血尿，无紫绀，但

有轻度贫血。停止接触容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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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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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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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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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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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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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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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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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淡黄色到绿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农药的中间体，亦用于制矿山炸药等。 
分子式 C8H9NO2；

CH3CH2C6H4NO2 
分子量 151.16 

熔点（℃） -23 相对密度（水＝1） 1.127 
沸点（℃） 2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2 
闪点（℃） 228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93（11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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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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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吸入：87～132mg/m3，1～2 周后出现血尿。未见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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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平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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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5】邻异丙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邻异丙基苯酚 中文别名 邻异丙基酚； 
2-异丙基苯酚 

英文名称 o-Cumenol； 
o-Hydroxycumene；OIPP 

英文别名 2-Isopropylphenol；
o-Isopropylphenol；

2-(1-Methylethyl)phenol 
CAS 号 88-69-7 危险货物编号 83507 
UN 编号 31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粘膜、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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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后可引起咳嗽、烧灼感、喘

息、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等。长时间接触引起眼睛的损伤，激烈的刺激和灼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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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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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11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能燃烧，并散发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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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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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

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

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

刷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

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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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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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手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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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琥珀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甲苯等。 

主要用途 用作增塑剂、表面活性剂、香料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9H12O 分子量 136.19 

熔点（℃） 15.5 相对密度（水＝1） 1.012 
沸点（℃） 2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56.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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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52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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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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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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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塑料袋外榫槽接缝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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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

小开口钢桶。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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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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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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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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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1056】磷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钙 中文别名 二磷化三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phosphide 英文别名 Tricalcium diphosphide；

Photophor 
CAS 号 1305-99-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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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 A 级有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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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可致中毒。误服或大量吸入磷化氢气体时，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甚至

窒息和严重的呼吸、循环障碍。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是极其危害的，对水中有机物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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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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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潮湿空气、酸类能分解, 放出剧毒而有自燃危险的磷化氢气体。在潮湿空

气中能自燃。与氯气、氧、硫黄、盐酸反应剧烈，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钙、氧化磷、磷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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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砂、干粉、石粉；禁用水和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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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

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

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

刷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

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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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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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相对湿

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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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人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红棕色结晶性粉末或灰色颗粒。遇潮湿空气分解。 
溶解性 遇水分解生成可燃的磷化氢，不溶于醇和乙醚及苯。 

主要用途 铜和铜合金的提纯。灭鼠剂。用于鱼雷及信号火中。 
分子式 Ca3P2 分子量 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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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1600 相对密度（水＝1） 2.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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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物、水分/潮湿、酸、氯、氧、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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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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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

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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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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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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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C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

有机剧毒品。 

【4-1057】磷化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钾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otassium phosphide 英文别名 tripotassium phosphide； 

Phosphinidynetripotassiu
m 

CAS 号 20770-41-6 危险货物编号 43033 
UN 编号 201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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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或误服在胃及肺中可与胃酸和水反应成剧毒的磷化氢。中毒表现为口渴、恶

心、腹泻、呼吸困难、昏迷等。出现窒息障碍之后 7~60h 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是极其危害的，对水中有机物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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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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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和

自燃的磷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气体。 
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氧化钾、磷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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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砂、干粉、石粉；禁用水和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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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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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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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戴防尘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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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和设备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相对湿

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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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结晶。  
溶解性 遇水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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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灭鼠剂。 
分子式 K3P 分子量 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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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物、水分/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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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580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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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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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

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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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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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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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C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一类 A 级

有机剧毒品。 

【4-1058】磷化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铝 中文别名 磷毒；好达胜 
英文名称 Aluminum phosphide 英文别名 Aluminum 

monophosphide；Celphos；
Delicia；Delicia Gasto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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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fume；Gastion；
Phosfume；Phostoxin 

CAS 号 20859-73-8 危险货物编号 43036 
UN 编号 139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遇水或酸产生磷化氢而中毒。吸入磷化氢气体引起头晕、头痛、恶心、乏力、

食欲减退、胸闷及上腹部疼痛等。严重者有中毒性精神症状，脑水肿，肺水肿，

肝、肾及心肌损害，心律紊乱等。口服产生磷化氢中毒，有胃肠道症状，以及发

热、畏寒、头晕、兴奋及心律紊乱，严重者有气急、少尿、抽搐、休克及昏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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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可用温水或 1：5000 高锰酸钾液彻底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酸或水和潮气时，能发生剧烈反应，放出剧毒的自燃的磷化氢气体，当温度超

过 60℃时会立即在空气中自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磷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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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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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小心

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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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

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防止受潮和雨淋。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应与氧化剂、酸类分

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雨天不宜运输。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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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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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或灰绿色粉末，无味，易潮解。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粮仓熏蒸杀虫剂，与氨基甲酸铵的混合物可作为一种农药，也用于焊接。 
分子式 AlP 分子量 57.96 

熔点（℃） 2000 相对密度（水＝1） 2.85(1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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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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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TDL0: 21 mg/ kg（人经口），10 mg/ kg（大鼠口服）；LC50：15.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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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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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入塑料袋内密封，每袋 1 公斤，外用马口铁盒密封。每 20 盒装一木箱，箱板

厚 12 毫米，箱外 16 条档，每箱净重不超过 2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

玻璃瓶、塑料瓶 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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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

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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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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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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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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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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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剧毒品。 

【4-1059】磷化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镁 中文别名 二磷化三镁 
英文名称 Magnesium phosphide 英文别名 Trimagnesium 

diphosphide；Magtoxin；
Fumi-Cel 

CAS 号 12057-74-8 危险货物编号 43035 
UN 编号 20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36；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误服磷化镁，在胃及肺中可与胃酸和水反应生成剧毒的磷化氢，引起磷化

氢中毒。毒性出现较缓。通常在出现窒息和严重的呼吸、循环障碍之后 7～60h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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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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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2％高锰酸钾洗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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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和自燃的磷

化氢气体。与卤素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化氢、氧化镁。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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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干燥砂土混合，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

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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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

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包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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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防止受潮。应与酸类、氧化剂、潮湿物品、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

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雨天

不宜运输。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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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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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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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硬而脆的浅黄色至黄绿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酸。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Mg3P2 分子量 134.8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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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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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580×10-6(大鼠吸入、1 小时) 。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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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的防雨设施。

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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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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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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0】磷化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odium phosphide 英文别名 Trisodium phosphide；

Trisodiophosphine 
CAS 号 12058-85-4 危险货物编号 43032 
UN 编号 143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36；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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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或误服在胃及肺中可与胃酸和水反应成剧毒的磷化氢。中毒表现为口渴、恶

心、腹泻、呼吸困难、昏迷等。出现窒息和呼吸循环障碍之后 7~6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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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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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和

自燃的磷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磷化氢、氧化磷、氧化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

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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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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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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相对湿

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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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结晶。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磷化剂，制备磷化氢和农药。 
分子式 Na3P 分子量 99.94 

熔点（℃） 650 相对密度（水＝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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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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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580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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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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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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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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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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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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1】磷化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trontium phosphide 英文别名 Strontiummonophosphide 
CAS 号 12504-13-1 危险货物编号 43039 
UN 编号 20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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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或误服在胃及肺中可与胃酸和水反应成剧毒的磷化氢。中毒表现为口渴、恶

心、腹泻、呼吸困难、昏迷等。出现窒息和呼吸循环障碍之后 7~6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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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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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和

自燃的磷化氢气体。与氟、氯、溴等卤素会剧烈反应。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化氢、氧化锶。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

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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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

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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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色结晶。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Sr3P2 分子量 324.9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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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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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580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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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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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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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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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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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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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2】磷化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锡 中文别名 二磷化三锡 
英文名称 Tin phosphide；

Tinphosphide 
英文别名 Tin monophosphide； 

Stannic phosphide 
CAS 号 25324-56-5 危险货物编号 43040 
UN 编号 14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误服磷化锡，在胃及肺中可与胃酸和水反应生成剧毒的磷化氢，引起磷化

氢中毒。毒性出现较缓。通常在出现窒息和严重的呼吸、循环障碍之后 7～60h
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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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2％高锰酸钾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与

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化氢、氧化锡。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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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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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砂土混合，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倒至空旷地方深

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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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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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面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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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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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硬质固体，有金属光泽。 
溶解性 溶于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磷青铜。 
分子式 Sn3P2 分子量 418.1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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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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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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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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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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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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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3】磷化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化锌 中文别名 亞磷酸鋅；耗鼠尽 
英文名称 Zinc phosphide 英文别名 Kilrat；zinc phosphide 
CAS 号 1314-84-7 危险货物编号 43038 
UN 编号 171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第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误服磷化锌可致磷化氢中毒，表现有不同程度的胃肠症状，以及发热、畏

寒、头晕、兴奋及心律紊乱等。严重者有气急、少尿、抽搐、休克及昏迷等。人

体中毒后会有头疼、恶心、腹痛、腹泻、咽干、低热、气短、四肢无力、全身麻

木症状，严重者抽搐、休克。常伴有严重的心、肝、肾损害，病人多死于肝、肾

功能衰竭或脑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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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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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2％高锰酸钾洗胃。就医。禁忌服用蛋白水、

牛奶、脂肪和油类物质。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与

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遇浓硝酸和王水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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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遇湿易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硒、磷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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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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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干

燥砂土混合，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倒至空旷地方深

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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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管理应按“五双”

管理制度执行。包装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

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

防止洒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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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面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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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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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黑色立方结晶或粉末，有蒜臭。 
溶解性 不溶于水、醇，溶于苯、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杀鼠剂和粮食仓库的熏蒸剂。 
分子式 Zn3P2 分子量 258.05 

熔点（℃） 420 相对密度（水＝1） 4.55(13℃) 
沸点（℃）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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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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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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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12mg／kg(大鼠经口)，40mg／kg(小鼠经口)；LC50：23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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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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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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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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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4】磷酸二乙基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酸二乙基汞 中文别名 谷乐生；谷仁乐生；乌斯

普龙汞制剂；磷酸乙基汞 
英文名称 Ethylmercuryphosphate 英文别名 Ethylmercuric phosphate；

Fusariol universal； 
Granosan M；Lignasan； 
Ruberon granule；EMP 

CAS 号 2235-25-8 危险货物编号 61129 
UN 编号 20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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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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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无论任何途径侵入，均可发生口腔炎；口服引起急性胃肠炎；神经精神症

状有神经衰弱综合征、精神障碍、谵妄、昏迷、瘫痪、震颤、共济失调、向心性

视野缩小等；可发生肾脏损害，重者可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此外尚可致心脏、肝

脏损害。可致皮肤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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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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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能燃烧。燃烧时放出极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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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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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防毒服。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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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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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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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空气呼吸器、氧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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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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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晶体。易挥发, 渗透性强。 
溶解性 易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农业上用于处理种子, 防治害虫。 
分子式 C2H5HgO4P 分子量 326.64 

熔点（℃）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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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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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9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0.8mg／kg(小鼠经口)，44mg/kg（小鼠经口）；LC50：258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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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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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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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5】磷酸三甲苯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磷酸三甲苯酯 中文别名 磷酸三甲酚酯； 
增塑剂 TCP 

英文名称 Tritolyl phosphate 英文别名 Tricresyl phosphate；
durad；kronitex；lindol 

CAS 号 1330-78-5 危险货物编号 61112 
UN 编号 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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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引起中毒性神经病，对体内假性胆碱酯酶有抑制作用，但不抑制真性胆碱酯

酶。急性中毒：大量口服先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后出现肌肉疼痛，继之迅即

出现肢体发麻和肌无力，可引起足、腕下垂。损害以运动神经为主。重者可有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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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肌肉、眼肌和呼吸麻痹，可因呼吸麻痹而致死。亦可经皮肤、呼吸道吸收。慢

性中毒：长期小量接触邻位磷酸三甲苯酯，可出现与纪行中毒相同的神经系统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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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烟气。与氧化剂能产生强烈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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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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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

石灰或苏打水混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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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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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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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佩戴循环式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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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的透明油状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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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苯等多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塑料增塑剂、喷漆增塑剂。 
分子式 C21H21O4P；

(CH3C6H4O)3PO 
分子量 368.37 

熔点（℃） -33 相对密度（水＝1） 1.16 
沸点（℃） 4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2.7 
闪点（℃） 22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265℃） 
引燃温度（℃） 38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5 爆炸下限（％） 0.4（计算值）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估算值）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5.1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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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5190mg/kg(大鼠经口)，39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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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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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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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6】亚磷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磷酸 中文别名 氢磷酸酯 
英文名称 Phosphorous acid 英文别名 Phosphonic acid 
CAS 号 13598-36-2 危险货物编号 81502 
UN 编号 28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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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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呼吸道有刺激性。眼接触或致灼伤，造成永久性损害。皮肤接触可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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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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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室温下会有白色烟雾冒出，可致人体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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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烷、氧化磷。 
灭火方法 消防员要求穿戴酸碱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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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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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泄露源进入城市下水道及河流，用沙土进

行阻挡隔离，并用液碱进行中和处理，处理后进污水处理系统。小量泄漏：用洁

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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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

酸碱塑料工作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接触。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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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必须佩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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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淡黄色结晶，易潮解，有蒜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醇。 

主要用途 作为制造塑料稳定剂的原料，也用于合成纤维和亚磷酸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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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H3O3P 分子量 82.00 
熔点（℃） 73.6 相对密度（水＝1） 1.651 
沸点（℃）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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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受热分解。 
禁忌物 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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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1530mg/kg（大鼠经口）；274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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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

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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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7】膦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膦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hosphoric acid 英文别名 orthophosphoric acid 
CAS 号 10294-56-1/ 7664-38-2 危险货物编号 81501 
UN 编号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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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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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蒸气或雾对眼、鼻、喉有刺激性。口服液体可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血便或体

克。皮肤或眼接触可致灼伤。慢性影响：鼻粘膜萎缩、鼻中隔穿孔。长期反复皮

肤接触，可引起皮肤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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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金属反应放出氢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

烟气。具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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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磷。 
灭火方法 用雾状水保持火场中容器冷却。 
灭火剂 用大量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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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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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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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或制

备溶液时，应小心把酸慢慢加入水中，防止发生过热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

类、活性金 属粉末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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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接触其粉尘

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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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无臭，具有酸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药、颜料、电镀、防锈等。 
分子式 H3PO4 分子量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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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42.4 相对密度（水＝1） 1.87 
沸点（℃） 2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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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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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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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碱、活性金属粉末、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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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1530 mg/kg(大鼠经口)；2740 mg/kg(兔经皮)。 
刺激性 家兔经眼：119mg，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9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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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加入碱液－石灰水中，并不断搅拌，反应停

止后，用大量水冲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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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

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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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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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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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8】2-硫代呋喃甲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硫代呋喃甲醇 中文别名 糠硫醇；2-呋喃甲硫醇；

咖啡醛 
英文名称 2-Furylmethanethiol; 

2-Furanmethanethiol 
英文别名 Furfuryl mercaptan；

furan-2-ylmethanethiol 
CAS 号 98-02-2 危险货物编号 61591 
UN 编号 3071/333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14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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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恶心、头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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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能燃烧，并散发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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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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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避免光照。不宜久

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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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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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有恶臭。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咖啡、巧克力、烟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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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5H6OS 分子量 114.1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32 
沸点（℃）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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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碱类、碱金属。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2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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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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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9】硫代氯甲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代氯甲酸乙酯 中文别名 氯硫代甲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chlorothioformate 英文别名 S-ethyl 

chlorothiocarbonate；
(Ethylthio)carbonyl 

chloride 
CAS 号 2941-64-2 危险货物编号 83008 
UN 编号 282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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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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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会中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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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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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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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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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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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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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呼吸器，穿全棉防腐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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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

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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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带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5ClOS 分子量 124.59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1.195 
沸点（℃） 1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 p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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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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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运输时所用的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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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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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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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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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0】4-硫代戊醛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硫代戊醛 中文别名 甲基巯基丙醛；3-甲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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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醛；2-硫代丁醛；菠萝

醛；Β-甲硫基丙醛 
英文名称 4-Thiapentanal ；MMP 英文别名 3-Methylthiopropoanalde

hyde；
beta-(Methylthio)propiona

ldehyde； 
Methylmercaptopropionic 

aldehyde 
CAS 号 3268-49-3 危险货物编号 61600 
UN 编号 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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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特征为软弱、易倦、头痛、眩晕、易愤、失眠、多汗、呼吸困难、咳嗽。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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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火可燃; 遇热分解有毒硫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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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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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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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避免光照。不宜久

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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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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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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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液体，具有强烈的洋葱、肉类样香气。低浓度时，有肉汤、海鲜类水果样

香气。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丙二醇和油类。 

主要用途 用作食用香精，医药蛋氨酸的中间体。 
分子式 C4H8OS 分子量 104.17 

熔点（℃） -58 相对密度（水＝1） 1.041 
沸点（℃） 16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 
闪点（℃）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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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0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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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4400 mg／kg(大鼠经口)，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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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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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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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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1】硫代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代乙酸 中文别名 硫代醋酸 
英文名称 Thioacetic acid；TAA 英文别名 Thiolacetic acid; 

Ethanethioic acid 
CAS 号 507-09-5 危险货物编号 32113 
UN 编号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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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是一种催泪毒气。蒸气对鼻、咽喉和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并可经皮肤吸收

而中毒。接触后主要出现皮肤、粘膜尤其是眼和上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和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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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产生

有毒的硫化物烟气。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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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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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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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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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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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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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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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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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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通

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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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乳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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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催泪剂等。 
分子式 C2H4OS 分子量 76.11 

熔点（℃） -17 相对密度（水＝1） 1.07 
沸点（℃） 9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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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00～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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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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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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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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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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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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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072】硫代异氰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代异氰酸甲酯 中文别名 异硫氰酸甲酯； 
甲基芥子油 

英文名称 Isothiocyanatomethane 英文别名 Methyl Isothiocyanate；
Methyl mustard-oil； 
MIT；MITC；MTC 

CAS 号 556-61-6 危险货物编号 32165 
UN 编号 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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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摄入可能致死。吸入后可能引

起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重复接触可引起哮喘、引起

过敏反应等等。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勿
用口对口)。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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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氰

化物和硫化物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氰化氢、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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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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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用废

弃场所深层掩埋。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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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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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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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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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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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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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淡橙色固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丙酮、苯、环己酮、乙醇、甲醇、二氯甲烷、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农药杀虫剂（即敌线酯，或称氰土灵）、军用毒剂。 
分子式 C2H3NS 分子量 73.12 

熔点（℃） 36 相对密度（水＝1） 1.069 
沸点（℃） 11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2.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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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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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醇类、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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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 72 mg／kg(大鼠经口)，9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中度；眼睛-兔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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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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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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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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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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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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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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3】硫化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铵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Ammonium sulf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12135-76-1 危险货物编号 82010 
UN 编号 268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腐蚀性，接触可刺激眼睛和皮肤；暴露会刺激鼻、咽喉和肺，导致咳嗽、 

呼吸困难；高浓度暴露，可引起肺水肿并导致死亡；严重者会出现头晕、失去知

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冲洗至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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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漱口，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常温分解有毒的氨和硫化氢等; 遇酸放出有毒硫化氢气体。 
燃烧性 具强腐蚀性、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氧化氮、硫化氢、亚硫酸铵和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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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或使用干粉、二氧化碳、泡沫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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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一切火情隐患；现场通风；泄漏物中加入氯化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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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搅拌并加入纯碱，收集于密闭容器处理；不得将泄漏物排入下水道，以免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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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蒸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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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弄到皮肤，眼镜或衣服上。

操作后全面清洗干净。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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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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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太阳直射。库温不

超过 25°C，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还原剂、活

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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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态建议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操作时必须佩戴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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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污染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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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晶体，常见于液态溶剂中，具有臭鸡蛋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和碱溶液。 

主要用途 硬酸纤维脱硬剂，点滴分析铊。分析试剂、照相用。 
分子式 H8N2S；(NH4)2S 分子量 68.14 

熔点（℃） -18 相对密度（水＝1） 1.38 
沸点（℃） 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97 
闪点（℃） 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3（2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0.33 

折射率 1.46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潮湿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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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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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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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塑料装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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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放高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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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密集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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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4】硫化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钡 中文别名 一硫化钡；亚硫酸钡 
英文名称 Barium sulfide 英文别名 Bariummonosulfide；

barium monosulf 
CAS 号 21109-95-5 危险货物编号 82013 
UN 编号 28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主要由误服引起。中毒表现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

性肌麻痹、心律紊乱、血钾明显降低等。可因心律紊乱和呼吸麻痹而死亡。肾脏

可受损害。吸入粉尘可引起中毒，但消化道症状不明显。慢性影响：长期接触钡

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炎、结膜炎、腹

泻、心动过速、血压增高、脱发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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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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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潮湿空气中或酸雾中能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可能引起燃烧。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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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化氢、硫化物、氧化钡。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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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禁止用水、泡沫和酸碱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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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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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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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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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灰白色结晶粉末, 工业品是淡棕色黑色粉末, 也有块状, 易吸潮水解。 
溶解性 不溶于醇。溶于水而分解成氢氧化钡和硫氢化钡。 

主要用途 用于制钡盐和立德粉, 也作橡胶硫化剂及皮革脱毛剂, 在农业上用作杀螨剂及灭

菌剂。 
分子式 BaS 分子量 169.39 

熔点（℃） 1200 相对密度（水＝1） 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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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空气、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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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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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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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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

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钢板桶（罐）、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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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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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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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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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5】硫化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镉 中文别名 镉黄 
英文名称 cadmium sulfide 英文别名 Cadmiumsulfide；

Cadmium yellow 
CAS 号 1306-23-6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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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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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急剧的胃肠刺激症状，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里急后重、全身乏力、

肌肉疼痛和虚脱等。慢性中毒：慢性中毒以肺气肿、肾功能损害(蛋白尿)为主要

表现；其次还有缺铁性贫血、嗅觉减退或丧失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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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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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暖，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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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燃烧性 不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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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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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洁有盖的容器

中，在专用废弃场所深层掩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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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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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光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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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桔红色晶体或无定形物。 
溶解性 微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酸，易溶于氨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焰火、玻璃釉、瓷釉、发光材料，并用作油漆、纸、橡胶和玻璃等的颜料

(镉黄和镉红)。 
分子式 CdS 分子量 144.48 

熔点（℃） 980 相对密度（水＝1）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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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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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剂、潮湿空气、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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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116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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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

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

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

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

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钢板桶（罐）、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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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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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6】硫化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汞 中文别名 朱砂；银朱 
英文名称 Mercury sulfide 英文别名 Mercuric sulphide； 

almaden； 
beta-mercuric sulfide 

CAS 号 1344-48-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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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吸入后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可发生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误服后可

引起急剧的胃肠刺激症状，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里急后重、全身乏力、

肌肉疼痛和虚脱等。慢性中毒：慢性中毒以肺气肿、肾功能损害(蛋白尿)为主要

表现；其次还有缺铁性贫血、嗅觉减退或丧失等。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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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可燃烧; 火场产生有毒含汞, 硫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汞、氧化硫、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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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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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洁有盖的容器

中，在专用废弃场所深层掩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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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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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光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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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红色六方晶系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溶于煮沸浓盐酸和王水，以及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硫化物和浓溶液。不溶于水、硝

酸、烧碱和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药工业、颜料的制造。用于颜料、火漆、防腐剂及中药配制等。 
分子式 HgS 分子量 232.65 

熔点（℃） 583.5 相对密度（水＝1） 8.10 
沸点（℃） 5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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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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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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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潮湿空气、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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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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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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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

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钢板桶（罐）、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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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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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7】硫化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钾 中文别名 硫化二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sulfide 英文别名 Dipotassiummonosulfide；

Hepar sulfur 
CAS 号 1312-73-8 危险货物编号 82012 
UN 编号 1384/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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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粉尘对眼、鼻、喉有刺激性，接触后引起喷嚏、咳嗽和喉炎等。高浓度吸入

引起肺水肿。眼和皮肤接触可致灼伤。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可发生鼻黏膜溃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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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或用 3%硼酸溶液冲洗，

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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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水物为自燃物品，其粉尘易在空气中自燃。遇酸分解, 放出剧毒的易燃气体。

其水溶 液有腐蚀性和强烈的刺激性。100℃ 时开始蒸发，蒸气可侵蚀玻璃。 
燃烧性 易燃，具强腐蚀性和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氢、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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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

碱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

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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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吸过 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

必须密封， 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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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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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红色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甘油，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脱毛剂和杀虫剂，也用于制药工业。 
分子式 K2S 分子量 110.26 

熔点（℃） 840 相对密度（水＝1） 1.805 
沸点（℃）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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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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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气中不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撞击、振动、受热、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参考值 LD50: 208 mg/ kg（大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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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固体可装入 0.5mm 厚的钢桶中严封，每桶净重不超过 100kg；螺纹口玻璃瓶、铁

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

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钢板桶（罐）、

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箱。或钙塑瓦楞纸箱（无水或含结晶

水＜30%）。  塑料瓶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钢板厚 0.5mm，

每桶净重不得超过 50kg）；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

物运输 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

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

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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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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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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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8】硫化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钠 中文别名 臭碱；硫化碱 
英文名称 Sodium sulfide 英文别名 Disodiummonosulfide；

Disodium sulfide；
Sodiummonosulfide 

CAS 号 1313-82-2 危险货物编号 82011 
UN 编号 1385/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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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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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该品在胃肠道中能分解出硫化氢，口服后能引起硫化氢中毒。对皮肤和眼睛有腐

蚀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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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或用 3%硼酸溶液冲洗，

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食入 用水漱口、大量饮水。禁止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水物为自燃物品，其粉尘易在空气中自燃。遇酸分解, 放出剧毒的易燃气体。

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其水溶液有腐蚀性和强烈的刺激性。100℃ 时
开始蒸发，蒸气可侵蚀玻璃。 

燃烧性 易燃，具强腐蚀性和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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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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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露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耐酸碱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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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配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

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

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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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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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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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多变色的晶体，带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气味。 
溶解性 能溶于冷水，易溶于热水；微溶于乙醇，不溶于乙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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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硫化染料，皮革脱毛剂，金属冶炼，照相，人造丝脱硝等。 
分子式 Na2S 分子量 78.04 

熔点（℃） 1180 相对密度（水＝1） 1.86 
沸点（℃）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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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pH ＞7（1%溶液）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撞击、振动、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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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g/ kg（大鼠口服），205 mg/ kg（小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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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固体可装入 0.5mm 厚的钢桶中严封，每桶净重不超过 100kg；螺纹口玻璃瓶、铁

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

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镀锡薄钢板桶（罐）、

金属桶（罐）、塑料瓶或金属软管外瓦楞纸箱。或钙塑瓦楞纸箱（无水或含结晶

水＜30%）。  塑料瓶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钢板厚 0.5mm，

每桶净重不得超过 50kg）；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

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钢桶包装的可用敞车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

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

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

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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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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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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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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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9】硫化氢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化氢 中文别名 氢硫酸 
英文名称 Hydrogen sulfide 英文别名 Dihydrogenmonosulfide；

Dihydrogen sulfide；
Sulfur hydride；Stinkdamp 

CAS 号 7783-06-4 危险货物编号 21006 
UN 编号 105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品）；40（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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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是强烈的神经毒物，对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急性中毒：短期内吸入高浓度

硫化氢后出现流泪、眼痛、眼内异物感、畏光、视物模糊、流涕、咽喉部灼热感、

咳嗽、胸闷、头痛、头晕、乏力、意识模糊等。部分患者可有心肌损害。重者可

出现脑水肿、肺水肿。极高浓度(1000mg/m3 以上)时可在数秒钟内突然昏迷，呼

吸和心跳骤停，发生闪电型死亡。高浓度接触眼结膜发生水肿和角膜溃疡。长期

低浓度接触，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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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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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浓硝

酸、发烟硝酸或其它强氧化剂剧烈反应，发生爆炸。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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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溶性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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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

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

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

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或使其通过

三氯化铁水溶液，管路装止回装置以防溶液吸回。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

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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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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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

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工作服。作业

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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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强烈的臭鸡蛋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二硫化碳、甘油、汽油、煤油等。 

主要用途 用于化学分析如鉴定金属离子。 
分子式 H2S 分子量 34.08 

熔点（℃） -85.5 相对密度（水＝1） 1.54 
沸点（℃） -6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19 
闪点（℃） -82.4 临界压力（MPa） 9.01 

临界温度（℃） 100.4 饱和蒸汽压（KPa） 2026.5(25.5℃) 
引燃温度（℃） 26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6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4.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5.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3 pH 4.5（1%水溶液）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Lo：600ppm（人吸入 30min）；LC50：444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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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硫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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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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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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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0】硫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脲 中文别名 硫代尿素；硫代碳酰二胺 
英文名称 Thiourea 英文别名 TOU；2-Thiopseudourea；

Isothiourea； 
Pseudothiourea；

Sulfoharnstoff；Sulourea；
Thiocarbamid；THIO 

CAS 号 62-56-6 危险货物编号 61821 
UN 编号 2811/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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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反复作用时，可抑制甲状腺和造血器官。有可能引起变态反应。吸入本品粉

尘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出现胸部不适、咳嗽等。对眼有刺激性。口服刺激胃肠

道。 慢性影响：长期接触出现头痛、嗜睡、无力、面色苍白、面部虚肿、基础

代谢降低、白细胞减少等。对皮肤有损害，出现皮肤瘙痒、手掌出汗、皮炎及皲

裂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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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氮、硫的氧化物等毒性气体。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其粉末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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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硫、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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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灭火时，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产

品从火场移到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

人员。撤离非相关人员。 
灭火剂 水、二氧化碳、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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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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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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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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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光亮苦味晶体。 
溶解性 溶于冷水、乙醇，微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药品、橡胶促进剂、镀金材料等。 
分子式 CH4N2S；SC(NH2)2 分子量 76.12 

熔点（℃） 171 相对密度（水＝1） 1.405 
沸点（℃） 263（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6.8 临界压力（MPa）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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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5 pH 6-8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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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12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2mg,重度刺激。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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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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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或 1.25 毫米，每桶

净重不超过 200 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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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1】硫氰酸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氰酸苄 中文别名 硫氰化苄；硫氰酸苄酯 
英文名称 2-Thiocyanatotoluene；

Benzylthiocyanide 
英文别名 Benzyl Thiocyanate；

a-Thiocyanatotoluene 
CAS 号 3012-37-1 危险货物编号 61655 
UN 编号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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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经皮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与粘膜有强刺激性。受热分解释

放出氮氧化物、氧化硫和氰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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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氰化物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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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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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灭火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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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二氧化碳、雾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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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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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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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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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红色结晶固体，有特殊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杀虫剂的制备。 
分子式 C8H7NS 分子量 149.21 

熔点（℃） 41.5～43.5 相对密度（水＝1） 1.32 
沸点（℃）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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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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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水、胺类、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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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LDL0: 40 mg/kg（大鼠腹腔），17 mg/kg（小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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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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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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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氨、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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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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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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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082】硫氢化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氢化钠 中文别名 氢硫化钠；酸性硫化钠 
英文名称 Sodium hydrosulfide 英文别名 Sodium bisulfide 
CAS 号 16721-80-5 危险货物编号 42011 
UN 编号 2318/1385/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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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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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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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中毒的症状可有烧灼感、喘息、喉炎、

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与眼睛直接接触可引起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失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并有急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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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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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滴橄榄油或 3 滴肾上腺素，要反复滴

可控制结膜炎症状。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或硫酸镁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暴露在空气中会发生氧化反应，甚至自燃。 
燃烧性 自燃物品，高毒，具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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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氢、一氧化硫、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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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干燥的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覆盖泄漏

物，然后用塑料布覆盖，减少飞散。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泄漏物，喷水保持

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扩散的影响区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向、上风

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穿内置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的全封闭防化服。

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干燥的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覆盖

泄漏物，然后用塑料布覆盖，减少飞散、避免雨淋。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泄

漏物，置于一盖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待处置。本品为水污染物，防止液体通过下

水道、密闭性空间扩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液体泄漏物，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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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防爆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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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烟雾或粉尘泄漏到工作

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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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应安装避雷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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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佩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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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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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至无色、有硫化氢气味、立方晶体。工业品一般为溶液，呈橙色或黄色。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供分析化学及制造无机物用。 
分子式 NaHS 分子量 56.06 

熔点（℃） 52.54（28%溶液） 相对密度（水＝1） 1.79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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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H 11（28%）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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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铝、铜及其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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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mg/kg(大鼠经口)，30 mg/kg(大鼠腹腔)，18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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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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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类自燃物品。 

【4-1083】硫氰酸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氰酸钙 中文别名 硫氰化钙；硫代硫酸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thiocyanate 英文别名 Calcium sulfocyanide；

Calcium dithiocyanate 
CAS 号 2092-16-2 危险货物编号 61501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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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其毒作用与氰化物不同。无剧毒。急性中毒：动物出现呼吸困难、痉挛、腹泻、

血压降低，然后血压升高，心脏活动障碍，可在一昼夜内死亡。慢性中毒：出现

甲状腺的损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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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还原剂；燃烧产生有毒氧化硫和氧化氮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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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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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穿防碱服。穿防毒服。用洁净的

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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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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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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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吸湿性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醇、丙酮。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农药、医药、电镀、纺织、建筑等行业。 
分子式 C2CaN2S2；Ca(SCN)2 分子量 156.24 

熔点（℃） 42.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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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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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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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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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 12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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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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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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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084】硫氰酸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氰酸汞 中文别名 硫氰化汞 
英文名称 Mercuric thiocyanate 英文别名 mercuric sulfocyanate; 

mercuric sulfocyanide; 
mercury dithiocyanate; 

mercury thiocyanate 
CAS 号 592-85-8 危险货物编号 61501 
UN 编号 164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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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刺激性，可致灼伤，可经呼吸道、皮肤吸收引起中毒。长

期接触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对肾和皮肤有损害，出现口腔炎及牙齿松动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可能在水生环境中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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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驱汞药物如二巯基丙磺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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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误服者，用催吐剂催吐。就医。使用驱汞药物如二巯基丙磺酸钠。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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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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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

的容器中，转移到安全场所。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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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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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存。

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

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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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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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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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无臭味的粉末或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难溶于盐酸、乙醇、丙酮。能溶于氨水、乙醚、硫氰化钾及铵盐，易

溶于浓的碱属硫氰酸盐溶液中。 
主要用途 用于烟火和照相显影剂。 
分子式 Hg(SCN)2 分子量 316.79 

熔点（℃） 16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71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0.9 
闪点（℃）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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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强酸、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6mg／kg(大鼠经口)；68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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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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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085】硫氰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氰酸甲酯 中文别名 硫氰酸甲基酯 
英文名称 Methyl Thiocyanate 英文别名 Methylrhodanid；

Methylsalfocyanate；
Thiocyanomethane；

Thiocyanic acid methyl 
CAS 号 556-64-9 危险货物编号 61108 
UN 编号 199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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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毒作用与氰化物类似。动物吸入气溶胶(雾)时，在相当短暂的兴奋后发生抑

制状态，呼吸抑制，常发生窒息、痉挛和死亡。本品对皮肤本身无明显作用，但

大鼠涂皮后可出现抑制和呼吸障碍，有时发生痉挛，死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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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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释出

剧毒的氮氧化物和氧化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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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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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雾状水、干粉、砂土。禁用酸碱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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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

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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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

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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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

过 7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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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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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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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蒜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农药、医药及其他精细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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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2H3NS 分子量 73.12 
熔点（℃） -51 相对密度（水＝1） 1.07 
沸点（℃） 1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21.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894.0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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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醇类、强碱、胺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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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 60 mg／kg(大鼠经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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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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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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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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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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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086】硫氰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氰酸乙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Ethylthiocyanate 英文别名 Ethyl thiocyanate；

Thiocyanic acid ethyl 
ester 

CAS 号 542-90-5 危险货物编号 61655 
UN 编号 292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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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毒作用与氰化物类似。动物吸入气溶胶(雾)时，在相当短暂的兴奋后进入抑

制状态，呼吸抑制，常发生窒息、痉挛和死亡。大鼠涂皮后可出现抑制和呼吸障

碍，有时发生痉挛、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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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易燃。受高热燃烧并分解产生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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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氰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带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容器突然发出异常声音或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撤离。 
灭火剂 采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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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

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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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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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通风。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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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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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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带葱气味的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和杀霉菌剂。 
分子式 C3H5NS 分子量 87.14 

熔点（℃） -85.5 相对密度（水＝1） 1.01 
沸点（℃）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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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2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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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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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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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级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露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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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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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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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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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87】硫氰酸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氰酸异丙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Thiocyanatopropane；

Isopropyl Thiocyanate 
英文别名 propan-2-yl thiocyanate 

CAS 号 625-59-2 危险货物编号 61655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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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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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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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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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氧化氮、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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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砂土、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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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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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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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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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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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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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7NS 分子量 101.1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9 
沸点（℃） 19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0.51（15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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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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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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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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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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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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8】硫酸-2,5-二氨基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2,5-二氨基甲苯 中文别名 2,5-二氨基甲苯硫酸 
英文名称 2,5-Toluenediamine sulfate 英文别名 2,5-Diaminotoluene 

sulfate；
2-Methyl-1,4-benzenedia

mine sulfate 
CAS 号 615-50-9 危险货物编号 61801 
UN 编号 2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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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人体有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受热分解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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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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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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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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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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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

用品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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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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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淡红紫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2N2O4S 分子量 220.25 

熔点（℃） 300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273.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0.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饱和蒸汽压（KPa） 0.0056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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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9.6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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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98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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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9】硫酸-2,4-二氨基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2,4-二氨基甲苯 中文别名 2,4-二氨基甲苯硫酸 
英文名称 4-methyl-m-phenylenedia

mine sulfate  
英文别名 Toluene-2,4-diammonium 

sulphate；
(3-azaniumyl-4-methylph

enyl)azanium sulfate 
CAS 号 65321-67-7 危险货物编号 6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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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体有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受热分解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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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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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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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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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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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

用品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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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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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2N2O4S 分子量 220.2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29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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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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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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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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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0】硫酸二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二甲酯 中文别名 硫酸甲酯 
英文名称 Dimethyl sulfate 英文别名 Methyl sulfate；DMS 
CAS 号 77-78-1 危险货物编号 61116 
UN 编号 15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二类 A 级有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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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粘膜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急性中毒：短期内大量吸入，初始仅有眼

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经数小时至 24 小时，刺激症状加重，可有畏光，流泪，

结膜充血，眼睑水肿或痉挛，咳嗽，胸闷，气急，紫绀；可发生喉头水肿或支气

管粘膜脱落致窒息，肺水肿，成人呼吸窘迫征；并可并发皮下气肿、气胸、纵隔

气肿。误服灼伤消化道；可致眼、皮肤灼伤。慢性影响：长期接触低浓度，可有

眼和上呼吸道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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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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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热源、明火、氧化剂有燃烧爆炸的危险。若遇高热可发生剧烈分解，引起容器

破裂或爆炸事故。与氢氧化铵反应强烈。 
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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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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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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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

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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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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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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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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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湿度不超过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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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微带洋葱臭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染料及作为胺类和醇类的甲基化剂。 
分子式 C2H6O4S 分子量 126.13 

熔点（℃） -31.8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188(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5 
闪点（℃） 83（开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0(76℃) 
引燃温度（℃） 191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91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87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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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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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05 mg/kg(大鼠经口) ；LC50：45mg/m3，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100mg/4 秒，用水冲洗，重度刺激。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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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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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中和后，再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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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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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属第二类 A 级有机剧毒

品；车间空气中硫酸二甲酯卫生标准 (GB 16246-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

方法。 

【4-1091】硫酸二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二乙酯 中文别名 硫酸乙酯 
英文名称 Diethyl sulfate 英文别名 Sulfuric acid diethyl 

ester； DES 
CAS 号 64-67-5 危险货物编号 61625 
UN 编号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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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可出现呼吸道刺激症状及恶心、呕吐。液体或雾对眼有强烈刺激性，可

引起眼灼伤。皮肤短时接触引起刺激，较长时间接触可发生水疱。大量口服引起

恶心、呕吐、腹痛和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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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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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特性 遇明火、氧化剂能燃烧，并散发出有毒气体。若遇高热可发生剧烈分解，引起容

器破裂或爆炸事故。遇叔丁氧基钾剧烈反应。遇潮气易分解，生成腐蚀性液体硫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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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可燃，高毒，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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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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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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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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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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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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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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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略有醚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中作乙基化剂。 
分子式 C4H10O4S；

CH3CH2OSO2OCH2CH3 
分子量 154.18 

熔点（℃） -25.0 相对密度（水＝1） 1.17 
沸点（℃） 209(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31 
闪点（℃） 78 临界压力（MPa） 6.48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7.0℃) 
引燃温度（℃） 436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36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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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4010（18℃） 爆炸下限（％） 4.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1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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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880mg／kg(大鼠经口)；6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家兔经眼： 2mg，重度刺激。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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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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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2】硫酸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dmium sulfate 英文别名 Cadmiummonosulfate；

Cadmium sulforicum 
CAS 号 10124-36-4 危险货物编号 61504 
UN 编号 25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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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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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急剧的胃肠道刺激症状，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里急后重、全身乏力、

肌肉痛疼和虚脱等。慢性中毒：慢性中毒以肺气肿、肾功能损害(蛋白尿)为主要

表现，其次还有缺铁性贫血、嗅觉减退或丧失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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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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暖，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燃烧性 不燃。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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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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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在专用废弃

场所深层掩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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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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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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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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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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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单斜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供制镉电池和镉肥，并用作消毒剂和收敛剂。 
分子式 CdSO4 分子量 208.47 

熔点（℃） 41 相对密度（水＝1） 3.09 
沸点（℃）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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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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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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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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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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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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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3】硫酸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汞 中文别名 硫酸高汞 
英文名称 Mercuric sulfate 英文别名 Mercurysulfate； 

Mercury bisulfate 
CAS 号 7783-35-9 危险货物编号 61509 
UN 编号 16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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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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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有全身性皮疹、呼吸道刺激症状；重症者发生化学性肺炎，对肾也有损害。

汞中毒主要是慢性中毒，表现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易兴奋症；震颤；口腔炎，

齿龈有汞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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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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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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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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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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小心扫起，

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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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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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问内。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存。防止受潮和雨

淋。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

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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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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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粉末，无气味。 
溶解性 溶于盐酸、热硫酸、浓氯化钠溶液，不溶于丙酮、氨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甘汞、升汞和蓄电池组，并用作乙烯水合制乙醛的催化剂。 
分子式 HgSO4 分子量 296.65 

熔点（℃） 850 相对密度（水＝1） 6.47 
沸点（℃）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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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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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g/l, H2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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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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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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57mg／kg(大鼠经口)；4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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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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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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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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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4】硫酸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钴 中文别名 硫酸亚钴；赤矾 
英文名称 Cobalt sulfate 英文别名 Cobaltmonosulfate；

Cobaltous sulfate 
CAS 号 10124-43-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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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对眼、鼻、呼吸道及胃肠道粘膜有刺激作用。引起咳嗽、呕吐、腹绞痛、

体温上升、小腿无力等。.皮肤接触可引起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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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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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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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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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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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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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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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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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

潮和雨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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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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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红色单斜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甲醇，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陶瓷釉料、油漆催干剂和镀钴等。 
分子式 CoSO4 分子量 155.00 

熔点（℃） 96～98 相对密度（水＝1） 1.948(25℃) 
沸点（℃）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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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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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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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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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89mg／kg(大鼠经口)(雌)；87lmg／kg(大鼠经口)(雄)。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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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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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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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5】硫酸马钱子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马钱子碱 中文别名 二甲氧基士的宁硫酸盐 
英文名称 Dimethoxystrychnine 

sulfate 
英文别名 Strychnidin-10-one sulfate 

CAS 号 4845-99-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544/169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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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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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有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可能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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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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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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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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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至微浅灰色结晶或结晶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和乙醇及氯仿。 

主要用途 医药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6H54N4O12S 分子量 887.01 

熔点（℃） 180℃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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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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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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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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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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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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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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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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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 6.1 类毒害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57-93)中，该物质属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品。 

【4-1096】硫酸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镍 中文别名 镍矾 
英文名称 Nickel sulfate 英文别名 Nickelous sulfate 
CAS 号 7786-81-4 危险货物编号 81007 
UN 编号 9141/3082/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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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后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可引起哮喘和肺嗜酸细胞增多症，可致支气管炎。对

眼有刺激性。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和湿疹烈瘙痒，称之为“镍痒症”。大量口服

引起恶心、呕吐和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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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燃烧性 不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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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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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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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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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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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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蓝色或绿色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微溶于酸、氨水。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电镀工业及制镍镉电池和其他镍盐, 也用于有机合成和生产硬化油作

为油漆的催化剂。 
分子式 NiSO4 分子量 154.76 

熔点（℃） 840 相对密度（水＝1） 2.07 
沸点（℃） 3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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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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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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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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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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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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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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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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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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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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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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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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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7】硫酸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铍 中文别名 四水合硫酸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sulfate 英文别名 Beryllium sulfate 

tetrahydrate 
CAS 号 13510-49-1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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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可引起化学性支气管炎、化学性肺炎。皮肤接触可引起接触性皮炎、铍溃疡

和皮肤肉芽肿。铍及其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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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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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自身不能燃烧。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刺激性，

为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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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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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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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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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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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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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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或正方晶系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氧化铍，并用作化学试剂。 
分子式 BeSO4·4H2O 分子量 177.15 

熔点（℃） 270 相对密度（水＝1） 1.713(10.5℃) 
沸点（℃） 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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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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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经口)，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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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或磨砂口玻璃瓶木箱；陶瓷罐外木箱或半花格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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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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8】硫酸铅[含游离酸＞3%]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铅 中文别名 铅矾；红矾 
英文名称 Lead sulfate 英文别名 Anglislite；Bleisulfat 
CAS 号 7446-14-2 危险货物编号 81062 
UN 编号 1974/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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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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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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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燃物质; 受热产生有毒硫氧化物和含铅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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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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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酸

碱工作服。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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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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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粉尘。避免与碱类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配备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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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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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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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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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单斜方晶体, 味甜。 
溶解性 微溶于热水、浓硫酸，溶于浓盐酸、浓碱，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以制取金属铅及其化合物。也用于制造蓄电池、白色颜料、铅丹、快干漆。在

草酸生产中用作催化剂。还用于石印述、纤维的增重剂等方面。 
分子式 PbSO4 分子量 303.26 

熔点（℃） 1087 相对密度（水＝1）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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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75: 290 mg/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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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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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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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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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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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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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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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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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9】硫酸羟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羟胺 中文别名 硫酸胲 
英文名称 Hydroxylamine Sulfate 英文别名 Oxammonium sulfate；

HAS 
CAS 号 10039-54-0 危险货物编号 81508 
UN 编号 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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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系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吸入或口服后，可出现紫绀、惊厥和昏迷。对眼和

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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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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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还原剂。遇热能分解形成有腐蚀性并易爆炸的烟雾。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

8%的硫酸羟胺水溶液加热至 90℃时即发生爆炸性分解。具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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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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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砂土、干粉、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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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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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耐酸碱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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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还原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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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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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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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白色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还原剂，影片、照相洗印药，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H8N2O6S；

(H2NOH)2.H2SO4 
分子量 164.15 

熔点（℃） 172 相对密度（水＝1） 1.86 
沸点（℃） 5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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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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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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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 102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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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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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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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不损坏。严禁与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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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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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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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100】硫酸氢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氢铵 中文别名 酸式硫酸铵；重硫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sulfate 英文别名 Acidammonium sulfate；

Ammonium 
hydrogensulfate；

Monoammonium sulfate 
CAS 号 7803-63-6 危险货物编号 81509 
UN 编号 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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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道具强烈刺激作用和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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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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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和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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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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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酸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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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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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氧化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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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水，几乎不溶于乙醇、丙酮和吡啶，其水溶液呈强酸性。不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有机反应催化剂。用于医药，电子工业。 
分子式 H5NSO4 分子量 115.11 

熔点（℃） 146.9 相对密度（水＝1） 1.787 
沸点（℃）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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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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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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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物，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参考值：LD50: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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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开口铝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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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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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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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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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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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101】硫酸氢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氢钠 中文别名 酸式硫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bisulfate 英文别名 Sodium hydrogen sulfate 
CAS 号 7681-38-1 危险货物编号 81509 
UN 编号 1821/2837/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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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具强烈刺激作用和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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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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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具强烈刺激作用和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和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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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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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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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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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次氯酸钠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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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

潮和雨淋。应与潮湿物品、次氯酸盐、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

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

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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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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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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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或颗粒，无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液氨。 

主要用途 用作助熔剂、印染助剂、分析试剂、土地改良剂和消毒剂，并用于制硫酸盐和钠

矾等。 
分子式 NaHSO4 分子量 120.06 

熔点（℃） 58 相对密度（水＝1） 2.103 
沸点（℃）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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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盐。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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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用内衬两层聚乙烯塑料袋的塑料编织袋包装，每袋净重 50kg。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

落、不损坏。严禁与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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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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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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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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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2】硫酸氢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酸氢钾 中文别名 酸式硫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hydrogen sulfate 英文别名 Sulfuricacidmonopotassiu

msalt 
CAS 号 7646-93-7 危险货物编号 81509 
UN 编号 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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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吸收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吸入可

引起喉、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引起头痛、恶心、呕吐、咳嗽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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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腐蚀性、强酸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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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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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酸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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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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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次氯酸钠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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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

潮和雨淋。应与潮湿物品、次氯酸盐、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

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

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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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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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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单斜晶体，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防腐剂、分析硅时用作熔剂。 
分子式 KHSO4 分子量 136.17 

熔点（℃） 218.6 相对密度（水＝1）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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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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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和中和。用石灰浆清洗倒空的

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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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内衬两层聚乙烯塑料袋的塑料编织袋包装，每袋净重 50kg。 
运输注意事项 国内铁路运输时，可按普通货物条件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

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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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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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3】硫酰氟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硫酰氟 中文别名 氟化磺酰；氟氧化硫； 
熏灭净 

英文名称 Sulfuryl fluoride 英文别名 Sulfonyl difluoride；
Sulfuric oxyfluoride；

Vikane 
CAS 号 2699-79-8 危险货物编号 23034 
UN 编号 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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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的急性毒作用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惊厥；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强烈

的刺激作用，可引起恶心，呕吐，腹痛，皮肤搔痒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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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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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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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

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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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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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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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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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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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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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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密闭型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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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无臭气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醇、苯、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广泛用于棉、丝绸、化纤织物、皮革、中药材、烟草、竹木器、工艺品、文物档

案等仓库的杀虫。 
分子式 F2O2S 分子量 102.06 

熔点（℃） -121.4 相对密度（水＝1） 1.687 
沸点（℃） -5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96 饱和蒸汽压（KPa） 1.77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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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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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C50: 991 PPM/4 小时（大鼠吸入）；LD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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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动。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

止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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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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类有毒气体；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的液化或压缩品被划

为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品。 

【4-1104】六氟丙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丙酮 中文别名 全氟丙酮；过氟丙酮 
英文名称 Hexafluoroacetone 英文别名 1,1,1,3,3,3-Hexafluoro-2-

propanone；
Hexafluoro-2-propanone；

perfluoroacetone 
CAS 号 684-16-2 危险货物编号 23032 
UN 编号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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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能因咽喉、支气管的

痉挛、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症状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

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意义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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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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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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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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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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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

雾稀释溶解，但不要对泄漏点直接喷水。然后抽排(室内)或强力通风(室外)。如

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

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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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气体泄漏到工

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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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不燃有毒压缩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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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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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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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带自给式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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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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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 
溶解性 溶于氯代烃。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用于医药、农药和一些化学品的合成。 
分子式 C3F6O；CF3CF2CFO 分子量 166.02 

熔点（℃） -125.5 相对密度（水＝1） 1.32 
沸点（℃） -27.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65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2.8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525 mm Hg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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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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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91 mg／kg(大鼠经口)；LC50：275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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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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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

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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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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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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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3 类有毒气体。 

【4-1105】六氟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丙烯 中文别名 全氟丙烯 
英文名称 Hexafluoropropylene； 

HFP 
英文别名 Perfluoropropene； 

1,1,2,3,3,3-Hexafluoro-1-
propene 

CAS 号 116-15-4 危险货物编号 22037 
UN 编号 185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5（不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生产工人短时间吸入较多的六氟丙烯，有头昏、无力、睡眠欠佳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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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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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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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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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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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气体泄漏到工

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

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易（可）

燃物、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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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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视污染气体浓度的高低和作业环境中是否缺氧来选择过滤

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自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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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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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无臭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作为制备氟磺酸离子交换膜、氟碳油和全氟环氧丙烷等的原料。 
分子式 C3F6 分子量 150.02 

熔点（℃） -152.6 相对密度（水＝1） 1.58 
沸点（℃） -29.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18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25 

临界温度（℃） 85 饱和蒸汽压（KPa） 788.16(2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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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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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C50：112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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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氧化剂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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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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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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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4-1106】六氟硅酸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硅酸镁 中文别名 氟硅酸镁 
英文名称 Magnesium fluosilicate 英文别名 Magnesiumhexafluorsilik

at 
CAS 号 16949-65-8 危险货物编号 61514 
UN 编号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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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或误服会中毒。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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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酸反应，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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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氢、四氟化硅、氧化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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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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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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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强酸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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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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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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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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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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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易风化无臭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稀酸，难溶于氢氟酸，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混凝土增强剂、混凝土缓硬剂、橡胶胶乳凝固剂、防腐剂和纺织品防蛀剂。 
分子式 F6MgSi 分子量 166.38 

熔点（℃） 120 相对密度（水＝1） 1.788 
沸点（℃） >1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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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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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00 mg/kg（豚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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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加入水中，然后先加入过量苏打灰再加入过量熟石灰，并不断搅

拌。静置 24 小时，按照地方法规处置氟化钙淤泥和液体。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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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国内铁路运输时，可按普通货物条件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

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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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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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07】六氟合硅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合硅酸钡 中文别名 氟硅酸钡 
英文名称 Barium hexafluorosilicate 英文别名 Barium fiuosilicate 
CAS 号 17125-80-3 危险货物编号 61514 
UN 编号 1564/285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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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分解产物氟化氢及四氟化硅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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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漱口，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与酸类反应，散发出腐蚀性和刺 激性的氟化氢和四氟化硅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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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二氧化碳、干粉、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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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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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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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受潮。应与碱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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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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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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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白色斜方晶系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稀酸，溶于氰化钾，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 
分子式 BaSiF6 分子量 279.40 

熔点（℃） 3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4.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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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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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 聚丙烯二合一

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

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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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 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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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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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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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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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8】六氟合硅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合硅酸锌 中文别名 氟硅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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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zinc hexafluorosilicate 英文别名 Zinc fiuorosilieate 
CAS 号 16871-71-9 危险货物编号 61514 
UN 编号 285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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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分解产物氟化氢及四氟化硅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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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漱口，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可燃烧; 火场放出锌与氟化物烟雾; 与酸反应放出有毒氟化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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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二氧化碳、干粉、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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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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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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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受潮。应与碱类、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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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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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无机酸，不溶于甲醇。 

主要用途 用作混凝土快速硬化剂、木材防腐剂、熟石膏增强剂、洗涤后处理剂、防蛀剂、

聚酯纤维生产的催化剂等，也用于配置锌的电解浴。 
分子式 F6SiZn 分子量 207.47 

226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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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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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 聚丙烯二合一

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

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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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 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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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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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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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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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9】六氟合磷氢酸[无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合磷氢酸 中文别名 六氟代磷酸 
英文名称 Hydrogen 

hexafluorophosphate 
英文别名 Hexafluorophosphoric 

acid 
CAS 号 16940-81-1 危险货物编号 81029 
UN 编号 17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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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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误服会中毒。对皮肤、眼睛和粘膜会起严重烧伤。遇热分解释出高毒的氟

化物和氧化磷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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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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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及镁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强腐蚀性。遇潮时对玻璃、硅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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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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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灭火剂 干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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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

器内。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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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将污染地面撒上苏打灰，用水冲洗，经稀释的

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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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氧

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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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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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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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腐蚀性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金属去污剂、化学上光剂、催化剂等，也用于金属表面防腐。 
分子式 HPF6 分子量 145.97 

熔点（℃） 10 相对密度（水＝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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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类、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潮。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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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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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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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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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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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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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0】六氟化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化碲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Tellur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Telluriumfluoride ；

Hexafluorotellu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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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urium hexafluoride 
CAS 号 7783-80-4 危险货物编号 23024 
UN 编号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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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有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刺激作用。吸入蒸气可刺激肺和咽喉。短时过度暴露可

引起嗜睡、不适、倦惫、虚弱、头昏、呼吸有大蒜味、出汗、损伤肝和肾、肺水

肿、支气管炎、痉挛，甚至窒息致死。皮肤接触会造成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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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腐蚀性。在水中分解放出剧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和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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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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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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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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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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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要

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碱类、易燃可燃物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必要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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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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具有蒜臭的气体，化学性质类似六氟化硫和六氟化硒，在水中慢慢水解为碲

酸。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药品。氟化剂、碲载体。 
分子式 F6Te 分子量 241.61 

熔点（℃） -37.6 相对密度（水＝1） 4.01(固)；2.50(液) 
沸点（℃） -38.9（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2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83.25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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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空气、强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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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动。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

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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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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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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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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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有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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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1】六氟化硫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化硫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ulfur hexafluoride 英文别名 Sulfur fluoride；

Hexafluorosulfur；
Hexafluorure de soufre；

SonoVue；Sulphur 
hexafluoride 

CAS 号 2551-62-4 危险货物编号 22021 
UN 编号 108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5（不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纯品毒性低。人吸入 80％六氟化硫及 20％氧的混合气体 5 分钟，出现四肢麻木

感，轻度兴奋等作用。生产中，要注意副产物四氟化硫和十氟化硫的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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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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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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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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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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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

加速扩散。如有可能，即时使用。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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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气体泄漏到工

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

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易（可）

燃物、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或自给

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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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

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电子设备和雷达波导的气体绝缘体。 
分子式 SF6 分子量 146.05 

熔点（℃） -51 相对密度（水＝1） 1.67(-100℃) 
沸点（℃） -64（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1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37 

临界温度（℃） 45.6 饱和蒸汽压（KPa） 2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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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783（气体）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0.01576（气体）； 

0.277（液体）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68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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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790mg／kg(兔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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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需经生物试验证明合格，根据合格证托运。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

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

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

氧化剂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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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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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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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车间空气中六氟化硫卫生标准(GB 8777-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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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2】六氟化钨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化钨 中文别名 氟化钨 
英文名称 Tungsten hexafluoride 英文别名 Tungsten fluoride 
CAS 号 7783-82-6 危险货物编号 23025 
UN 编号 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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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遇潮湿、空气或水会分解，放出剧毒和有腐蚀性的氟化氢烟雾。对皮肤、眼睛、

粘膜能引起极严重的灼伤。高浓度暴露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抽搐、肾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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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在灼伤处涂敷氧化镁甘油软膏或稀氨水。就

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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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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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许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遇潮气、空气或水解，放出剧毒的腐蚀性氟化氢气

体。腐蚀性很强，能侵蚀几乎所有的金属，能迅速腐蚀湿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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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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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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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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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

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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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防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活性金属粉末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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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受潮。与其它物品分开存放。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戴

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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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或浅黄色液体，固体为易潮解的白色结晶，在潮湿空气中冒烟。 
溶解性 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钨的化学蒸镀，用作氟化剂。 
分子式 F6W 分子量 297.83 

熔点（℃） 2.3 相对密度（水＝1） 3.44(15℃) 
沸点（℃） 17.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0.45 

临界温度（℃）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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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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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剧烈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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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动。严禁与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

曝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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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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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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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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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卫生标准 (GB 16228-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容

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113】六氟化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化硒 中文别名 氟化硒 
英文名称 Selenium hexafluoride 英文别名 Selenium fluoride 
CAS 号 7783-79-1 危险货物编号 23023 
UN 编号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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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对粘膜有刺激作用。动物吸入引起呼吸困难，可因肺水肿而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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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的剧毒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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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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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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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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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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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防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活性金属粉末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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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受潮。与其它物品分开存放。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戴

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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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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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高浓度接触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带有气味的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氟化剂. 
分子式 F6Se 分子量 192.96 

熔点（℃） -39（升华） 相对密度（水＝1） 3.25（-25℃） 
沸点（℃） -3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6.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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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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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

动。严禁与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

曝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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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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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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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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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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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A 级无机剧毒品；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卫生标准 (GB 16228-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容

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114】六氟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氟乙烷 中文别名 R116；全氟乙烷 
英文名称 Hexafluoroethane 英文别名 Perfluoroethane； 

Ethyl hexafluoride 
CAS 号 76-16-4 危险货物编号 22034 
UN 编号 21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5（不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可引起快速窒息。接触后引起头痛、恶心和眩晕。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对水头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并隔离被污染的衣服和鞋。接触液化气体，接触部位用温水浸泡复温。注意

患者保暖并且保持安静。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给输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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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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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工作服。切断气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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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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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防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活性金属粉末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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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潮、防晒。应与易燃、可燃物分

开存放。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

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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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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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气味、非易燃的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绝缘气、等离子蚀刻剂, 高介电强度泠却剂。 
分子式 C2F6；CF3CF3 分子量 138.01 

熔点（℃） -101 相对密度（水＝1） 1.607 
沸点（℃） 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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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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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吸入 80%(20%为 O2)×4 小时，近似致死浓度。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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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需经生物试验证明合格，根据合格证托运。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

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

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

氧化剂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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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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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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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车间空气中六氟乙烷卫生标准(GB 8777-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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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5】六甲基二硅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甲基二硅醚 中文别名 六甲基氧二硅烷 
英文名称 Hexamethyldisiloxane 英文别名 hexamethyloxy disilane；

HMDSO 
CAS 号 107-46-0 危险货物编号 3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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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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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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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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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干砂。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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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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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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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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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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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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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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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易潮解。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硅油、硅橡胶、药品、气相色谱固定液、分析试剂、憎水剂等。 
分子式 C6H18OSi2；

(CH3)3SiOSi(CH3)3 
分子量 162.38 

熔点（℃） -59 相对密度（水＝1） 0.76(25℃) 
沸点（℃） 9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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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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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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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刺激作用。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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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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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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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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116】六甲基二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甲基二硅烷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Hexamethyldisilane 英文别名 Permethyldisilane 
CAS 号 1450-14-2 危险货物编号 3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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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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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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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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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极易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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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热分解放出易燃气体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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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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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用砂土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

具铲入提桶，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

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

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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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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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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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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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

不宜久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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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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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液体，有愉快的水果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丙酮、苯、乙醚、庚烷。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化学中间体。 
分子式 C6H18Si2 分子量 146.38 

熔点（℃） 13 相对密度（水＝1） 0.726 
沸点（℃） 112～1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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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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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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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117】六甲基二硅烷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甲基二硅烷胺 中文别名 六甲基二硅亚胺； 
六甲基二硅氮烷 

英文名称 1，1，1，3，3，3-Hexamethyl 
disilazane 

英文别名 Hexamethyldisilazane；
HMDS 

CAS 号 999-97-3 危险货物编号 32185 
UN 编号 2920/2924/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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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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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及蒸气对眼、皮肤和呼吸系统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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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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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低级醇和水起化学反应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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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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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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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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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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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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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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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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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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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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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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易流动液体，与空气接触会迅速分解为三甲基硅醇和六甲基二硅醚。 
溶解性 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和作为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19NSi2；[(CH3)2Si]2NH 分子量 161.39 

熔点（℃） -78 相对密度（水＝1） 0.77 
沸点（℃）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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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潮湿空气、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触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850 mg/kg（大鼠经口），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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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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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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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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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

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

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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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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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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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118】六氢-3a,7a-二甲基-4,7-环氧异苯并呋喃-1,3-二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氢-3a,7a-二甲基-4,7-环
氧异苯并呋喃-1,3-二酮 

中文别名 斑蝥素；六氢-3a 

英文名称 Dimethyl-3,6-epoxyperhyd
rophthalic anhydride 

英文别名 Cantharidin 

CAS 号 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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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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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有害，引起呼吸道刺激。服入了可能会致死。对皮肤、眼睛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立即将患者送往医院。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如果停止了呼吸,给于人工呼吸。请教医生。 
食入 切勿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用水漱口。请教医生。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明火可燃; 热分解辛辣刺激烟雾。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 
灭火方法 戴自给式呼吸器去救火。 
灭火剂 砂土、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呼吸罩。防止粉尘的生成。防止吸入蒸汽、气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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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避免吸入粉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措施防止进一

步的泄漏或溢出。不要让产物进入下水道。收集、处理泄漏物，不要产生灰尘。 
扫掉和铲掉。存放进适当的闭口容器中待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防止粉尘和气溶胶生成。在有粉尘生成的地方,提供合适

的排风设备。一般性的防火保护措施。 
储存注意事项 贮存在阴凉处。容器保持紧闭，储存在干燥通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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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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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片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可溶于热水、丙酮、氯仿、乙酸乙酯和油类，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抗肿瘤药，主要用于原发性肝癌，常于其他抗肿瘤药配合使用。羟基斑蝥胺的中

间体。 
分子式 C10H12O4 分子量 196.20 

熔点（℃） 215.0 to 219.0 相对密度（水＝1） 1.362 
沸点（℃） 326.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6.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021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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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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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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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8 mg/kg（人经口），100 mg/kg(兔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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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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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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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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9】六氯-1,3-丁二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氯-1,3-丁二烯 中文别名 六氯丁二烯； 
全氯-1,3-丁二烯 

英文名称 3-Butadiene, 
1,1,2,3,4,4-hexachloro-1 

英文别名 hexachloro-3-butadiene；
Hexachloro-1，

3-butadiene；HCBD；

Hexachlorobutadiene 
CAS 号 87-68-3 危险货物编号 61580 
UN 编号 22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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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

作用。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可

出现烧灼感、咳嗽、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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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剧毒的光气和

有腐蚀性的氯化氢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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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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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撤离。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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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也

可以撒湿冰或冰水冷却，用砂土吸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

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

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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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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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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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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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严

禁皮肤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稍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热载体、热交换剂、水力系统用流体、洗液，也用于合成橡胶工业。 
分子式 C4Cl6 分子量 260.74 

熔点（℃） -19 相对密度（水＝1） 1.6820 
沸点（℃） 210～2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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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10-2(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61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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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90mg／kg(大鼠经口)；110mg／kg(小鼠经口)；121l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兔子：810 毫克/24 小时、中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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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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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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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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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0】(1,4,5,6,7,7-六氯-8,9,10-三降冰片-5-烯-2,3-亚基双亚甲基)亚硫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4,5,6,7,7-六氯-8,9,10-三
降冰片-5-烯-2,3-亚基双亚

甲基)亚硫酸酯 

中文别名 1,2,3,4,7,7-六氯双环

[2,2,1]庚烯-(2)-双羟甲基

-5,6-亚硫酸酯；硫丹 
英文名称 1,4,5,6,7,7-HEXACHLOR

O-5-NORBORENE-2,3-DI
METHANOL 

英文别名 1,2,3,4,7,7-Hexachloro-1,
5,5a,6,9,9a-hexahydro-6,9
-methano-2,4,3-benzodiox

athiepin-3-oxide；
Thiosulfan；Endosulfan ；

Benzoepin；Thiodan 
CAS 号 115-29-7 危险货物编号 61127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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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为高毒的有机氯杀虫剂。对人有致突变作用。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损害。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中枢、小脑、脑干和肝、

肾、生殖系统，为致肿瘤物。可引起惊厥。一般表现为头痛、痉挛、口吐泡沫，

嗜睡，震颤。本品客观存在热分解放出氯和氧化硫烟雾。硫丹对人体的主要危害

250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是过度接触导致急性中毒。这是在有意或无意的过度接触，职业性接触及其粗心

大意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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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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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放出有毒氯化物、氧化硫气体;遇酸、碱、潮气分解有毒氧化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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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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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砂土、干粉、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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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

转移到安全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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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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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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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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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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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棕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氯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果树、大豆、蔬菜、茶及烟草等各种作物害虫。 
分子式 C9H6Cl6O3S 分子量 4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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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70～100 相对密度（水＝1） 1.1745 
沸点（℃） 10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2（25º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7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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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50: 50mg/kg（人经口），18 mg／kg(大鼠经口)，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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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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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1】六氯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氯苯 中文别名 六氯代苯；过氯苯； 
全氯代苯 

英文名称 Hexachlorobenzene；
1,2,3,4,5,6-hexachlorobenz

ene 

英文别名 hexachloro-Benzene；
Perchlorobenzene；

hexachloro-ben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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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t-no-more 
CAS 号 118-74-1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272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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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接触后引起眼刺激、烧灼感、口鼻发干、疲乏、头痛、恶心等。中毒时可影响肝

脏、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可致皮肤溃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特别是在水生生物中发生

生物蓄积。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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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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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为可疑致癌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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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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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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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戴氯丁橡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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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

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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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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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及时换洗工作服。注意

25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纯品为无色细针状或小片状晶体, 工业品为淡黄色或淡棕色晶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防治麦类黑穗病, 种子和土壤消毒。 
分子式 C6Cl6 分子量 284.78 

熔点（℃） 226 相对密度（水＝1） 2.44 
沸点（℃） 323～32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8 
闪点（℃） 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14.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372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0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6.4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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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500mg／kg(大鼠经口)；4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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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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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要求。铁路运输时，可以使用钙塑瓦楞箱作外包装。但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

铁路局批准。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

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

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

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

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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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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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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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25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1122】六氯丙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氯丙酮 中文别名 全氯丙酮 
英文名称 Hexachloroacetone 英文别名 Hexachloro-2-propanone； 

Hexachloropropan-2-one 
CAS 号 116-16-5 危险货物编号 61081 
UN 编号 26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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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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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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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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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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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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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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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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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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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戴氯丁橡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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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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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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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防毒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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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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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酮。 

主要用途 用作除草剂、干燥剂。 
分子式 C3Cl6O 分子量 264.75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7430 
沸点（℃） 20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2 
闪点（℃）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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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290mg／kg(大鼠经口)；2980mg／kg(大鼠经皮)；298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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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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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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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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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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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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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3】α-六氯环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α-六氯环己烷 中文别名 Α-1,2,3,4,5,6-六氯环己

烷；甲体六六六； 
α-六氯化苯 

英文名称 1,2,3,4,5,6-hexachlorocycl
ohexane；

Hexachlorocyclohexane 

英文别名 A-BHC；alpha-666； 
alphaisomer；HCH 

CAS 号 319-84-6 危险货物编号 61127 
UN 编号 2729/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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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中毒时，对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多汗、无力、震颤、上下肢呈

癫痫状抽搐、站立不稳、运动失调、意识迟钝甚至昏迷，并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

呼吸衰竭。对消化系统造成流涎、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疼痛而腹泻等症状。呼

吸及循环系统可以造成咽、喉、鼻粘膜充血，喉部有异物感，吐出泡沫痰、带血

丝、呼吸困难，肺部有水，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对皮

肤刺激使皮肤潮红、产生丘疹、水疱、皮炎。甚至糜烂。对眼部产生流泪，剧烈

疼痛。大剂量的六六六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和某些实质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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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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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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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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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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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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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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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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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单斜棱晶。具有持久的辛辣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氯仿、苯等。 

主要用途 气相色谱分析标准。有机合成。杀虫剂。 
分子式 C6H6Cl6 分子量 290.83 

熔点（℃） 158 相对密度（水＝1） 1.89 
沸点（℃） 2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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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53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遇温热稳定，遇碱性物质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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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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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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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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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要求。铁路运输时，可以使用钙塑瓦楞箱作外包装。但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

铁路局批准。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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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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4】β-六氯环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β-六氯环己烷 中文别名 β-六六六；乙体六六六；

六氯化苯 
英文名称 1,2,3,4,5,6-hexachlorocycl

ohexane 
英文别名 β

-hexachlorocyclohexane；
B-BHC；betaisomer； 

beta-Lindane 
CAS 号 319-85-7 危险货物编号 61127 
UN 编号 2729/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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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中毒时，对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多汗、无力、震颤、上下肢呈

癫痫状抽搐、站立不稳、运动失调、意识迟钝甚至昏迷，并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

呼吸衰竭。对消化系统造成流涎、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疼痛而腹泻等症状。呼

吸及循环系统可以造成咽、喉、鼻粘膜充血，喉部有异物感，吐出泡沫痰、带血

丝、呼吸困难，肺部有水，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对皮

肤刺激使皮肤潮红、产生丘疹、水疱、皮炎。甚至糜烂。对眼部产生流泪，剧烈

疼痛。大剂量的六六六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和某些实质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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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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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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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25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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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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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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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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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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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灰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乙醇、苯和氯仿，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气相色谱分析标准。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6Cl6 分子量 290.83 

熔点（℃） 312 相对密度（水＝1） 1.59 
沸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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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遇温热稳定，遇碱性物质分解。 
禁忌物 碱, 氧化剂, 还原剂, 丙酮，可与氧氯化磷剧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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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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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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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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要求。铁路运输时，可以使用钙塑瓦楞箱作外包装。但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

铁路局批准。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

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

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

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

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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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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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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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25】γ-(1,2,4,5/3,6)-六氯环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γ-(1,2,4,5/3,6)-六氯环己烷 中文别名 林丹  
英文名称 1,2,3,4,5,6-hexachlorocycl

ohexane 
英文别名 Lindane；gamma-HCH 

CAS 号 58-89-9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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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中毒时，对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多汗、无力、震颤、上下肢呈

癫痫状抽搐、站立不稳、运动失调、意识迟钝甚至昏迷，并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

呼吸衰竭。对消化系统造成流涎、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疼痛而腹泻等症状。呼

吸及循环系统可以造成咽、喉、鼻粘膜充血，喉部有异物感，吐出泡沫痰、带血

丝、呼吸困难，肺部有水，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对皮

肤刺激使皮肤潮红、产生丘疹、水疱、皮炎。甚至糜烂。对眼部产生流泪，剧烈

疼痛。大剂量的六六六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和某些实质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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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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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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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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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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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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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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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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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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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灰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苯、甲苯和丙酮。 

主要用途 气相色谱分析标准。有机合成。杀虫剂。 
分子式 C6H6Cl6 分子量 290.83 

熔点（℃） 111.8-112.8 相对密度（水＝1） 1.891（19℃） 
沸点（℃）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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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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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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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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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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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要求。铁路运输时，可以使用钙塑瓦楞箱作外包装。但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

铁路局批准。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

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

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

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

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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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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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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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26】1,2,3,4,5,6-六氯环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2,3,4,5,6-六氯环己烷 中文别名 六氯化苯；六六六； 
氯代环烷烃 

英文名称 1,2,3,4,5,6-hexachlorocycl
ohexane；

hexachlorocyclohexane 

英文别名 HCH；BHC；
hexachloro-2,3,4,5,6,6 

cyclohexadiene-2,4 
one-1；benzene 

hexachloride 
CAS 号 608-73-1 危险货物编号 61127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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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人体中毒时，对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多汗、无力、震颤、上下肢呈

癫痫状抽搐、站立不稳、运动失调、意识迟钝甚至昏迷，并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

呼吸衰竭。对消化系统造成流涎、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疼痛而腹泻等症状。呼

吸及循环系统可以造成咽、喉、鼻粘膜充血，喉部有异物感，吐出泡沫痰、带血

丝、呼吸困难，肺部有水，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对皮

肤刺激使皮肤潮红、产生丘疹、水疱、皮炎。甚至糜烂。对眼部产生流泪，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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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大剂量的六六六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和某些实质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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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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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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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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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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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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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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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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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灰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苯、甲苯和丙酮。 

主要用途 气相色谱分析标准。有机合成。杀虫剂。 
分子式 C6H6Cl6 分子量 290.83 

熔点（℃） 141.5 相对密度（水＝1） 1.59 
沸点（℃） 2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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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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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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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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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要求。铁路运输时，可以使用钙塑瓦楞箱作外包装。但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

铁路局批准。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

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

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

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

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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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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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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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27】六氯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氯乙烷 中文别名 全氯乙烷；六氯化碳 
英文名称 Hexachloroethane 英文别名 Perchloroethane； 

carbon hexachloride 
CAS 号 67-72-1 危险货物编号 61558 
UN 编号 2811/3077/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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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健康危害 本品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麻醉作用，对肝、肾有损害；对皮肤粘膜有轻度刺激作

用。误服出现眩晕、呕吐、肝区痛、血中胆红素增高、心率减慢、肾炎及无尿。

动物实验见软弱无力、嗜睡、步态不稳、后肢轻瘫；亦可见痉挛、心率加快、昏

睡、腹泻、食欲减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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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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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热时能分解出剧毒的光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

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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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

品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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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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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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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有樟脑样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氯仿、油类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医药等。也用作溶剂。 
分子式 C2Cl6；CCl3CCl3 分子量 236.74 

熔点（℃） 184 相对密度（水＝1）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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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86(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8.16 
闪点（℃） 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2.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59.8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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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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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4460mg/kg(大鼠经口)；大鼠吸入 57mg/L×8 小时，致死。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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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内衬塑料袋的铁桶包装，每桶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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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8】六硝基二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硝基二苯胺 中文别名 六硝炸药；二苦基胺； 
氯苯那敏；黑喜尔 

英文名称 2,2',4,4',6,6'-Hexanitrodife
nylamin 

英文别名 HNDP；HNDPH；Hexyl ；
2,4,6,2′,4′,6′

-Hexanitrodiphenylamine 
CAS 号 131-73-7 危险货物编号 11073 
UN 编号 00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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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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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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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明火、或受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

物烟雾。 
燃烧性 爆炸品。可燃，有毒，具

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用大量水灭火。遇大火须远离以防炸伤。在物

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禁止用砂土压盖。 
灭火剂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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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用干石灰、

苏打灰覆盖，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

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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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紧袖工作

服，长筒胶鞋，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专用爆炸品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

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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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针状或菱形结晶，对光敏感。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醇，微溶于丙酮，溶于碱、热乙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弹药及用于钾盐的分析。 
分子式 C12H5N7O12 分子量 4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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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240～241 相对密度（水＝1） 1.6613 
沸点（℃） 爆炸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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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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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胺类。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受热、明火、摩擦、震动、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5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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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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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时含水量＞75% 的六硝基二苯胺，

可按 T41001，一级易燃固体运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

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编组隔离表》

进行。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

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

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

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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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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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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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1.1 类爆炸品。 

【4-1129】六硝基二苯胺铵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硝基二苯胺铵盐 中文别名 曙黄；二苦基胺铵盐 
英文名称 Dipicrylamine ammonium 

salt 
英文别名 N,2,3,4,5,6-hexanitro-N-p

henylaniline；Aurantia；
Hexanitrodip 

26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CAS 号 2844-92-0 危险货物编号 11074 
U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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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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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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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接触明火、或受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爆炸品。可燃，有毒，具

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氨、钾、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用大量水灭火。遇大火须远离以防炸伤。在物

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禁止用砂土压盖。 
灭火剂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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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用干石灰、

苏打灰覆盖，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

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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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紧袖工作

服，长筒胶鞋，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爆炸品专用库房。库温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震动、

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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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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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橙黄色粉末或红棕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弹药及用于钾盐的分析。 
分子式 C12H8N8O12 分子量 456.24(铵盐）； 

461.26（钠盐）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913 
沸点（℃） 7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95.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6E-21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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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胺类等。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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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类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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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0】六硝基二苯硫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硝基二苯硫 中文别名 二苦基硫；三硝苯硫醚；

二苦硫；硫化六硝二苯；

2,4,6,2',4',6'-六硝二苯基

硫 
英文名称 Hexanitrodiphenyl sulfide 英文别名 Dipicryl sulfide；

2,4,6,2',4',6'-hexanitro-dip
henyl sulfide 

CAS 号 28930-30-5 危险货物编号 11075 
UN 编号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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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吸入或误服会中毒。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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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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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干燥状态下，受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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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用大量水灭火。遇大火须远离以防炸伤。在物

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禁止用砂土压盖。 
灭火剂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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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用干石灰、

苏打灰覆盖，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

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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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紧袖工作

服，长筒胶鞋，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爆炸品专用库房。库温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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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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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金黄色片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炸药。 
分子式 C12H4N6O12S 分子量 456.26 

熔点（℃） 226 相对密度（水＝1） 1.96 
沸点（℃） 60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20.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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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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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2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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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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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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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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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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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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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1.1 类爆炸品。 

【4-1131】六溴联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溴联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Hexabromobiphenyl 英文别名 Polybrominated biphenyl 
CAS 号 36355-01-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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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遇热分解释出有毒的溴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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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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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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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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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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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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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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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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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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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运注意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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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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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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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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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鳞片状物。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塑料和合成纤维的阻燃剂。 
分子式 C12H4Br6 分子量 627.58 

熔点（℃） 72 相对密度（水＝1） 2.75 
沸点（℃） 484.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67～68 (软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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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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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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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1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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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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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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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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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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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2】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中文别名 六甲撑二异氰酸酯；1,6-
二异氰酸己烷；己撑二异

氰酸酯；1,6-己二异氰酸

酯 
英文名称 Hexamethylene 

diisocyanate 
英文别名 1,6-Diisocyanatohexane；

1,6-Hexamethylene 
diisocyanate；

Hexamethylene-1,6-diisoc
yanate；HMDI；HDI 

CAS 号 822-06-0 危险货物编号 61111 
UN 编号 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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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人的呼吸道、眼睛和粘膜及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有催泪作用。重者可

引起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有致敏作用。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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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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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

却，直至灭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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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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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

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生产过程密闭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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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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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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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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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密封完整。注意防潮和雨淋。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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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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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采用隔离式操作。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正压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

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稍有刺激性臭味。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溶于苯、甲苯、氯苯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生产脂肪族聚氨酯原料，也用作干性醇酸树脂交联剂等。 
分子式 C8H12N2O2 分子量 168.19 

熔点（℃） -67 相对密度（水＝1） 1.047(25℃) 
沸点（℃） 130(99.7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 
闪点（℃） 14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11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3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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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胺类、酸类、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890mg／kg(小鼠经口)，710～910mg／kg(大鼠经口)；LC50：0.28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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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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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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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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严禁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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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3】六亚甲基四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亚甲基四胺 中文别名 六甲撑四胺；乌洛托品；

1,3,5,7-四氮杂三环

[3.3.1.1.(3,7)]癸烷 
英文名称 Hexamethylenetetramine 英文别名 Urotropine；HMTA；

1,3,5,7-Tetraazatricyclo[3.
3.1.1(3,7)]decane；

Methenamine；Hexamine 
CAS 号 100-97-0 危险货物编号 41528 
UN 编号 1325/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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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条件下，主要引起皮炎和湿疹。皮疹多为多形性，奇痒，初起局限于接触部

位，以后可蔓延，甚至遍及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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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与氧化剂混合能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具腐蚀性，可致人

体灼伤，接触可引起皮炎，

奇痒。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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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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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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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布、帆布覆盖。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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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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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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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尘浓度较高的环境中，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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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细粒状结晶，味初甜后苦。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氯仿、四氯化碳，不溶于乙醚、石油醚、芳烃。 

主要用途 用作纺织品的防缩整理剂、亚氯酸钠漂白活化剂、防水剂 CR 的缓冲剂等。 
分子式 C6H12N4 分子量 140.19 

熔点（℃） 263(升华) 相对密度（水＝1） 1.27 
沸点（℃） 246.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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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10 (1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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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12mg/kg（小鼠腹腔），1200mg/kg（大鼠腹腔）。 

27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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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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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4】六亚甲基亚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六亚甲基亚胺 中文别名 高哌啶；环己亚胺 
英文名称 Hexamethylenimine 英文别名 Hexamethyleneimine；

Perhydroazepine；
Hexahydro-1H-azepine； 

Hexahydroazepine；
Homopiperidine；Azepan 

CAS 号 111-49-9 危险货物编号 32182 
UN 编号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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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粘膜和眼睛有强烈刺激性。可致皮肤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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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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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

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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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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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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穿带面罩式胶布防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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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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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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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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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带面罩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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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具有氨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农药、医药品和橡胶制品的原料。 
分子式 C6H13N 分子量 99.17 

熔点（℃） -37 相对密度（水＝1） 0.88(20℃) 
沸点（℃） 13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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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46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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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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33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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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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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5】铝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铝酸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Aluminum sodium dioxide 英文别名 Sodium aluminate；

Sodium aluminum oxide；
Sodium metaaluminate 

CAS 号 1302-42-7 危险货物编号 82008（液体）； 
82502(固体) 

UN 编号 1819（液体）/ 2812(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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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及眼睛接触。 
健康危害 有腐蚀性；皮肤、眼睛接触会受严重刺激、灼伤；吸入粉尘后会刺激呼吸道，引

起咳嗽(有痰)，甚至呼吸短促。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可造成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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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腐蚀性；皮肤、眼睛接触会受严重刺激、灼伤。 
燃烧性 不燃，具腐蚀性和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铝、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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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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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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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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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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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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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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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有吸湿性的白色无定形结晶粉末或无臭稻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媒染剂。软水剂。制造沸石、乳白玻璃和肥皂，分析试剂。 
分子式 AlNaO2 分子量 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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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1800 相对密度（水＝1） 1.5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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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56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2.3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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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类碱性腐蚀品。 

【4-1136】1-氯-1,1-二氟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1,1-二氟乙烷 中文别名 R142；二氟氯乙烷； 
一氯二氟乙烷 

英文名称 1-Chloro-1,1-difluoroethan
e 

英文别名 1,1-Difluoro-1-chloroetha
ne；Freon 142b；

chlorodifluoroet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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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75-68-3 危险货物编号 21033 
UN 编号 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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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吸入高浓度本品，有可能引起心律不齐、昏迷甚至死亡。接触本品液体可致冻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大气的污染。氟代烃在低层大气中比较稳定，

而在上层大气中可被能量更大的紫外线分解。该物质对大气臭氧层破坏力极强。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若有冻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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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分解放

出有毒的氟化物气体。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

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氯化氢。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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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

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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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穿防静

电工作服。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金属粉末接触。在传送过程中，

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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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金属

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

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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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苯。 

主要用途 用作致冷剂。 
分子式 C2H3ClF2 分子量 100.50 

熔点（℃） -131 相对密度（水＝1） 1.1 
沸点（℃） -9.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49 
闪点（℃）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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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63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16 爆炸下限（％） 8.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镁铜及其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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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C50： 2.0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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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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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粉末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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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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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7】3-氯-1,2-丙二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1,2-丙二醇 中文别名 α-氯代丙二醇；3-氯-1,2-
二羟基丙烷；α-氯甘油；

3-氯代丙二醇 
英文名称 3-Chloro-1,2-propanediol 英文别名 1-chloro-2,3-dihydroxypr

opane； 
1-chloro-2,3-propanediol； 

alpha-Chlorohydrine；
Glycerol-alpha-chlorohyd

rine；Chlorhydrin 
CAS 号 96-24-2 危险货物编号 61586 
UN 编号 268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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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肺、肝、肾和脑都有影响。吸入蒸气能产

生恶心、头痛、呕吐、眩晕、昏迷等症状。吸入蒸气可致肺水肿，严重者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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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为可疑

致癌物。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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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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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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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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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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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

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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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和雨淋。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

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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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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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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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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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粘稠液体，有吸湿性。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和丙酮。微溶于甲苯，不溶于苯、石油醚和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醋酸纤维素的溶剂，并用于制增塑剂、表面活性剂、染料、药物、甘油衍生

物等。 
分子式 C3H7ClO2 分子量 110.54 

熔点（℃） -34.4 相对密度（水＝1） 1.322 
沸点（℃） 2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3.3（开口）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8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52.26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0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159（20ºC）：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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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6mg／kg(大鼠经口)，16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 兔子：100 毫克、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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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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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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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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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8】2-氯-1,3-丁二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1,3-丁二烯 中文别名 氯丁二烯；氯代丁二烯 
英文名称 2-chloro-3-butadiene 英文别名 2-chloor-1,3-butadieen；

2-chlor-1,3-butadien 
CAS 号 126-99-8 危险货物编号 31013 
UN 编号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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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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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和呼吸道刺激作用为主。急性中毒：短期吸入高浓度蒸气出

现流泪、咽干痛、胸闷、呼吸困难；结膜及咽部充血；肺部散在罗音；并有头昏、

头痛、乏力、四肢麻木、步态不稳、恶心、呕吐、昏迷、抽搐等。个别发生急性

肺水肿而死亡。急性期后可出现肝、肾损害及脱发。慢性中毒：长期密切接触可

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中毒性肝病。重者出现肝硬变。多数患者有脱发，可伴有

眉毛、腋毛、睫毛脱落，指甲变灰褐色。血清β- 球蛋白自身比较降低 2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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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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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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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 可引起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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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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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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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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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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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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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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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辛辣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重要有机化工原料，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氯丁橡胶的单体等。 
分子式 C4H5Cl；CH2CHCClCH2 分子量 88.54 

熔点（℃） -130 相对密度（水＝1） 0.958 
沸点（℃）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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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折射率 1.4585 爆炸下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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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70mg／kg(小鼠经口)；LC50：2300mg／kg(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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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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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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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氯丁二烯卫生标准 (GB 16202-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

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139】2-氯-1-丙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1-丙醇 中文别名 2-氯-1-羟基丙烷 
英文名称 2-Chloro-1-propanol 英文别名 1-Hydroxy-2-chloropropa

ne；2-chloropropan-1-ol；
2-Chloropropanol；
beta-Chloropropyl 

alcohol；
1,2-Propylenechlorohydri

ne 
CAS 号 78-89-7 危险货物编号 61584 
UN 编号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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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有刺激性。可引起皮肤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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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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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泡沫、干粉、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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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雾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

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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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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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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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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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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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稍带醚臭的无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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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7ClO 分子量 94.5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03 
沸点（℃） 1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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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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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酸酐、酰基氯。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18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轻度；眼睛- 兔子：2 毫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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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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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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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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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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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0】3-氯-1-丙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1-丙醇 中文别名 三亚甲基氯醇；1-氯-3-
羟基丙烷；3-氯丙醇 

英文名称 3-Chloro-1-propanol 英文别名 1-Chloro-3-propanol ；

293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Chloro-1-hydroxypropa
ne；3-Chloropropanol；

Chloropropanol 
CAS 号 627-30-5 危险货物编号 61584 
UN 编号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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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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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

的腐蚀性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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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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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干粉、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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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雾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

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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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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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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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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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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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可溶于水、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溶剂。是药物合成的重要中间体，可用于多种药物的合成。 
分子式 C3H7ClO 分子量 94.54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131 
沸点（℃） 16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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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3-4 (1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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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2300 mg／kg(大鼠经口)，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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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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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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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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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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3-氯-1-丁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1-丁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3-Chloro-1-butene 英文别名 1-methylallyl chloride；

2-Chloro-3-butene； 
gamma-Chloro-alpha-buty

lene；
1-Methyl-1-chloro-2-prop
ene；a-Methallyl chloride；

g-Chloro-a-butylene 
CAS 号 563-52-0 危险货物编号 3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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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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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和雾对眼睛、

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中毒表现可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

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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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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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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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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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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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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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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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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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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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溶于氯仿，易溶于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物合成。 
分子式 C4H7Cl 分子量 90.55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0.9 
沸点（℃） 6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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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折射率 1.41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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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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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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2】2-氯-1-溴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1-溴丙烷 中文别名 1-溴-2-氯丙烷 
英文名称 2-Chloro-1-bromo-propane 英文别名 1-Bromo-2-chloropropane 
CAS 号 3017-96-7 危险货物编号 61576 
UN 编号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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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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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受高

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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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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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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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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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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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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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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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丙酮、苯，易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6BrCl 分子量 157.4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537 
沸点（℃） 118／100.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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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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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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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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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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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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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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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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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43】1-氯-2,2,2-三氟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2,2-三氟乙烷 中文别名 R133a；一氯三氟乙烷 
英文名称 1,1,1-trifluoro-2-chloroetha

ne 
英文别名 1,1,1-trifluoroethyl 

chloride；freon 133a；
chlorotrifluoroethane 

CAS 号 75-88-7 危险货物编号 22041 
UN 编号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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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属多氟烷烃。多氟烷烃的主要毒作用为麻醉作用；高浓度使空气中氧分压降

低，可致缺氧性窒息。 
环境危害 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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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气中不发生燃烧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氟化物和氯化物气体。若遇

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具窒息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氟化物。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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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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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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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

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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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金属粉末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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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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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制冷剂、发泡剂和实验室试剂等。 
分子式 C2H2ClF3；CH2ClCF3 分子量 118.49 

熔点（℃） -105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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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镁铜及其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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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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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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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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氧化剂、金属粉末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铁路运

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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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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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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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4-1144】1-氯-2,3-环氧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3-环氧丙烷 中文别名 环氧氯丙烷； 
3-氯-1,2-环氧丙烷 

英文名称 1-Chloro-2,3-epoxy 
propane 

英文别名 Epichlorohydrin；
2-(Chloromethyl)oxirane； 
3-Chloro-1,2-epoxypropa

ne 
CAS 号 106-89-8 危险货物编号 61052 
UN 编号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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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反复和长时间吸入能引起肺、肝和肾损害。高浓度

吸入致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可致死。蒸气对眼有强烈刺激性，液体可致眼灼伤。皮

肤直接接触液体可致灼伤。口服引起肝、肾损害，可致死。慢性中毒：长期少量

吸入可出现神经衰弱综合征和周围神经病变。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可造成水体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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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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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温能引起分解爆炸和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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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 具(全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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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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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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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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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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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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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皮肤和粘膜的损害。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有氯仿样刺激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四氯化碳、苯。 

主要用途 用于制环氧树脂，也是一种含氧物质的稳定剂和化学中间体。 
分子式 C3H5ClO 分子量 92.52 

熔点（℃） -25.6 相对密度（水＝1） 1.18(20℃) 
沸点（℃） 11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9 
闪点（℃） 34 临界压力（MPa） 4.9 

临界温度（℃） 351.3 饱和蒸汽压（KPa） 1.8(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1750 
自燃温度（℃） 415.6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82 爆炸下限（％） 3.8 
黏度（mPa·s） 1.03（28℃） 爆炸上限（％） 2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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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胺类、铜、镁、铝和它们的合金。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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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中毒。LD50： 50mg/kg（人经口最小致死剂量），90mg／kg(大鼠经口)，
238mg/kg(小鼠经口)，1500mg／kg(兔经皮)；LC50：500ppm，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 兔子：10 毫克/ 24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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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要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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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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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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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其它物品。船运时，配

装位置应远离卧室、厨房，并与机舱、电源、火源等部位隔离。公路运输时要按

规定路线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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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5】1-氯-2,4-二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4-二硝基苯 中文别名 2,4-二硝基氯苯 
英文名称 1-Chloro-2,4-dinitrobenzen

e 
英文别名 2,4-Dinitrochlorobenzene

；Dinitrochlorobenzene； 
Chlorodinitrobenzene 

CAS 号 97-00-7 危险货物编号 61681 
UN 编号 1577/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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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皮肤致敏物，60％～80％的接触者发生皮炎，微量接触也能致病。表现为

发痒、灼痛的丘疹、水疱，重者发生剥脱性皮炎。可引起其他过敏反应，如支气

管哮喘等。本品全身性毒性微弱，偶见引起紫绀和全身中毒症状。有可能引起肝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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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酒精擦试局部。用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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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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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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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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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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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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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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是液体，

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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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

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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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远离

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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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皮肤和粘膜的损害。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或黄棕色针状结晶，有苦杏仁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染料、农药、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6H3ClN2O4 分子量 202.55 

熔点（℃） 53.4 相对密度（水＝1） 1.69 
沸点（℃） 3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98 
闪点（℃）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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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 爆炸下限（％） 2.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2.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震动、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070 mg/kg(大鼠经口)；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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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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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车船

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其它物品。船运时，配装位置应远离卧室、

厨房，并与机舱、电源、火源等部位隔离。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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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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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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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4-氯-2-氨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2-氨基苯酚 中文别名 2-氨基-4-氯苯酚； 
对氯邻氨基苯酚；5-氯-2-

羟基苯胺 
英文名称 2-Amino-4-chlorophenol；

4-chloro-2-Aminophenol；
4CAP 

英文别名 2-Hydroxy-5-chloroanilin
e；

o-Amino-p-chlorophenol；
p-Chloro-o-Aminophenol 

CAS 号 95-85-2 危险货物编号 61723 
UN 编号 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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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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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进入体内，能形成高铁血红蛋白，

引起紫绀。 
环境危害 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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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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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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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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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

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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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远离

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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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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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棕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稀无机酸、稀碱液。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6ClNO 分子量 143.57 

熔点（℃） 136-141 相对密度（水＝1）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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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27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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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1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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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690 mg/kg(大鼠经口)，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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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

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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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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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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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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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7】1-氯-2-丙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丙醇 中文别名 氯异丙醇；丙氯仲醇； 
α-氯丙醇 

英文名称 1-Chloro-2-propanol 英文别名 1-Chloro-2-hydroxypropa
ne；alpha-Propylene 

chlorohydrin 
CAS 号 127-00-4 危险货物编号 61584 
UN 编号 26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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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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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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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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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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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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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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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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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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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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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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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略有气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也溶于醇。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生产环氧丙烷，医药上用于合成氯丙嗪。 
分子式 C3H7ClO 分子量 94.5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128 
沸点（℃） 12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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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4.67（20℃）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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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mg/kg(大鼠经口)，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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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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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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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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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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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48】1-氯-2-丁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丁烯 中文别名 巴豆基氯；1-氯丁烯 
英文名称 1-Chloro-2-butene 英文别名 Crotyl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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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591-97-9 危险货物编号 32038 
UN 编号 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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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蒸气具有催泪性。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对

人有致突变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氯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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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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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

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

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高度易燃，具刺激性和催

泪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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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冷却火场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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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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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

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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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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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

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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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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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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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静电积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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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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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构体的混合物，有催泪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7Cl 分子量 90.55 

熔点（℃） -65 相对密度（水＝1） 0.92 
沸点（℃） 62～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3 
闪点（℃） -1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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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430 爆炸下限（％） 4.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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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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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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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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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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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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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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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149】5-氯-2-甲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5-氯-2-甲基苯胺 中文别名 5-氯邻甲苯胺；耐晒红 kb
盐；2-氨基-4-氯甲苯 

英文名称 5-Chloro-2-methylaniline 英文别名 1-Amino-3-chloro-6-meth
ylbenzene；

2-amino-4-chlorotoluene；
2-Methyl-5-chloroaniline 

CAS 号 95-79-4 危险货物编号 61770 
UN 编号 2239/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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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可致死。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进入体内可导致形

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高浓度时可引起发绀，这种症状可持续 2-4 小时或更长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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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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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时进行人工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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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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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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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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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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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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或运到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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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

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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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

带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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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褐色片状结晶，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难溶于水，溶于热乙醇。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农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8ClN；

Cl(CH3)C6H3NH2 
分子量 141.6 

熔点（℃） 22 相对密度（水＝1） 1.177 
沸点（℃） 237（96.2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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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23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氯仿、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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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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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LD50: 464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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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0】N-(4-氯-2-甲基苯基)-N´,N´-二甲基甲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4-氯-2-甲基苯

基)-N´,N´-二甲基甲脒 
中文别名 杀虫脒；克死螨；氯苯脒 

英文名称 N′

-(4-Chloro-2-methylphenyl
)-N,N-dimethylmethanimid

amide 

英文别名 Acron emulsion；Fundex 
emulsion；Nutox 

emulsion；Acaron；Bermat 

CAS 号 6164-98-3 危险货物编号 61876 
UN 编号 27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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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杀虫脒中毒后，首先出现兴奋，来回奔跑；继而乏力、口干、心慌、头昏、头痛

等不适；后转入抑制，极度疲劳、肢体麻木、嗜睡、血压下降、精神萎靡、神志

恍惚，少数人有面唇青紫及尿频、尿急、血尿等血性膀胱炎，重症者呈深度昏迷，

四肢或全身癔病样抽搐，面色苍白、瞳孔散大、呼吸浅表，反射消失，可由呼吸、

循环衰竭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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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衣服，用肥皂水充分清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 有呼吸困难者给予吸氧。 
食入 对经口中毒患者，静脉注射美蓝或硫代硫酸钠。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氮氧化物和氯化物等有毒气体。 

315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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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氧化氮。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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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

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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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

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

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建议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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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有氨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苯、氯仿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氮杀虫剂。 
分子式 C10H13ClN2 分子量 196.68 

熔点（℃） 35 相对密度（水＝1） 1.05 
沸点（℃） 156~157（0.0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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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0-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85（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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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60mg/kg（大鼠经口），263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眼睛-兔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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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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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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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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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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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1】3-氯-2-甲基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2-甲基丙烯 中文别名 2-甲基-3-氯丙烯；甲基烯

丙基氯；氯化异丁烯； 
1-氯-2-甲基-2-丙烯 

英文名称 3-Chloro-2-methylpropene 英文别名 Methallyl chloride； 
Isobutenyl chloride 

CAS 号 563-47-3 危险货物编号 32039 
UN 编号 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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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受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的氯化物气体。误服、吸入或与皮肤接触会中毒。蒸气

的刺激性很强，能对眼睛、皮肤、粘膜造成危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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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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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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

回燃。若遇高热，可能发生聚合反应，出现大量放热现象，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

事故。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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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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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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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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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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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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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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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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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易挥发的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塑料、药品等的中间体。 
分子式 C4H7Cl；ClCH2C(CH3)CH2 分子量 90.55 

熔点（℃） -80 相对密度（水＝1）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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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71-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2 
闪点（℃） -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6(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7 爆炸下限（％） 3.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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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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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848 mg/kg（大鼠经口）；LDL0：3160 mg/kg（小鼠经口）；LC50：

181000mg／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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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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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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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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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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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2】2-氯-2-甲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2-甲基丁烷 中文别名 叔戊基氯；氯代叔戊烷 
英文名称 2-Chloro-2-methylbutane 英文别名 tert-Amylchloride；

2-chloro-2-methyl-butane
； tert-pentyl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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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594-36-5 危险货物编号 61560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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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受热放出

有毒的氯气。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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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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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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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

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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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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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禁止泄漏物进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

水道等)，以避免发生爆炸。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使用不产生火花

的工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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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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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

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专人保管。

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操作现

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

在仓外。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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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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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和用于合成其它戊烷化合物。 
分子式 C5H11Cl 分子量 106.59 

熔点（℃） -73.7 相对密度（水＝1） 0.865 
沸点（℃） 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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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5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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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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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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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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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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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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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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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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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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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53】5-氯-2-甲氧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5-氯-2-甲氧基苯胺 中文别名 4-氯-2-氨基苯甲醚 
英文名称 5-Chloro-2-methoxyaniline 英文别名 2-Amino-4-chioroanisole；

5-Chloro-2-methoxybenze
namine 

CAS 号 95-03-4 危险货物编号 61788 
UN 编号 22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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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进入

体内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受热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和氯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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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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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到一定难度，遇火

星会爆炸。受热分解，放出氮氧化物和氯化物等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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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禁止泄漏物进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

水道等)，以避免发生爆炸。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使用不产生火花

的工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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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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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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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

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专人保管。

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操作现

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

在仓外。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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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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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针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7H8ClNO 分子量 157.6 

熔点（℃） 81-83 相对密度（水＝1） 1.234 
沸点（℃） 1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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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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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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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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4】4-氯-2-硝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2-硝基苯胺 中文别名 对氯邻硝基苯胺 
英文名称 4-Chloro-2-nitroaniline 英文别名 4-Chloro-2-nitrobenzena

mine；
p-Chloro-o-nitroaniline；

PCONA 
CAS 号 89-63-4 危险货物编号 61772 
UN 编号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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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可引起皮炎。进入体内形成高铁血

红蛋白，致发生紫绀。对肝、肾有损害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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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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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难度，遇火

星会爆炸。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与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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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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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

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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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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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

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防止阳

光曝晒。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

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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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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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橙黄色或橙红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油类，溶于乙醇、乙醚、乙酸。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5ClN2O2 分子量 172.57 

熔点（℃） 116～117 相对密度（水＝1） 1.5 
沸点（℃） 30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0.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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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64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400 mg/kg（大鼠经口），8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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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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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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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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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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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5】4-氯-2-硝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2-硝基苯酚 中文别名 2-硝基-4-氯苯酚；邻硝基

对氯苯酚；4-氯-2-硝基酚 
英文名称 4-Chloro-2-nitrophenol 英文别名 2-Nitro-4-chlorophenol；

4-Chloro-6-nitrophenol； 
5-Chloro-2-hydroxynitrob

enzene；
p-Chloro-o-nitrophenol 

CAS 号 89-64-5 危险货物编号 6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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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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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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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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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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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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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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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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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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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醚、乙醇、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4ClNO3；

O2NClC6H3OH 
分子量 173.55 

熔点（℃） 87 相对密度（水＝1） 1.4914 
沸点（℃） 24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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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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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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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6】4-氯-2-硝基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2-硝基甲苯 中文别名 对氯邻硝基甲苯 
英文名称 4-Chloro-2-nitrotoluene 英文别名 p-Chloro-o-nitrotoluene；

o-Nitro-p-chlorotoluene；
1-Chloro-4-methyl-3-nitro

benzene 
CAS 号 89-59-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433/345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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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具刺激作用。进入人体内，可形成高铁

血红蛋白致发生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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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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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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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

系统。也可以小心扫起，避免扬尘，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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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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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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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佩戴防尘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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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至浅褐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7H6ClNO2 分子量 171.58 

熔点（℃） 35 相对密度（水＝1） 1.2559 
沸点（℃） 23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8.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651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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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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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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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7】1-氯-2-溴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溴丙烷 中文别名 2-溴-1-氯丙烷 
英文名称 1-Chloro-2-bromopropane 英文别名 2-bromo-1-chloropropane

；2BCP；
2-bromo-1-chloro-propan

e 
CAS 号 3017-95-6 危险货物编号 61576 
UN 编号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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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与皮肤接触或吸入蒸气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性，

可引起化脓性结膜炎。长期接触后，可引起头痛、头晕、恶心及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和水体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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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受高

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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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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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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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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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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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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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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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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丙酮、苯，易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6BrCl 分子量 157.44 

熔点（℃） 58.9 相对密度（水＝1） 1.537 
沸点（℃） 14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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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478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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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350mg／kg(大鼠经口)，5070mg/kg(大鼠经皮) ；LC50：50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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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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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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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158】1-氯-2-溴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2-溴乙烷 中文别名 1-溴-2-氯乙烷；氯乙基溴 
英文名称 1-Chloro-2-bromoethane；

1,2-Chlorobromoethane 
英文别名 1-Bromo-2-chloroethane；

1,2-Bromochloroethane；
beta-Chloroethyl 

bromide；Ethylene 
chlorobromide 

CAS 号 107-04-0 危险货物编号 61575 
UN 编号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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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肝、肾有损害作用。对眼睛、皮肤和粘膜

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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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

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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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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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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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

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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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

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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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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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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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挥发性液体，有类似氯仿的甜味。 
溶解性 难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四氯化碳等。 

主要用途 用作熏蒸剂和有机合成原料。 
分子式 C2H4BrCl 分子量 143.41 

熔点（℃） -16.6 相对密度（水＝1）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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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06.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94 
闪点（℃） 9.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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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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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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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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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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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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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1159】4-氯间甲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间甲酚 中文别名 2-氯-5-羟基甲苯； 
4-氯-3-甲酚 

英文名称 4-Chloro-m-cresol；
p-Chloro-m-cresol 

英文别名 4-Chloro-3-methylphenol
；

6-Chloro-3-hydroxytol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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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Chloro-5-hydroxytoluen

e；
3-Methyl-4-chlorophenol 

CAS 号 59-50-7 危险货物编号 61707 
UN 编号 2669/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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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长期接触可引起灼伤。有致敏作用。受热

分解放出氯气和光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浸了甘油的棉花擦去，再用水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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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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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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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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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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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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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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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

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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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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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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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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带有苯酚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防腐剂、消毒剂。 
分子式 C7H7ClO 分子量 142.58 

熔点（℃） 66～68 相对密度（水＝1） 1.233 
沸点（℃） 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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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9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6.5 (1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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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830mg／kg(大鼠经口)，6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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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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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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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60】1-氯-3-甲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3-甲基丁烷 中文别名 异戊基氯；氯代异戊烷 
英文名称 1-chloro-3-methyl-Butane；

1-chloro-3-methyl-butan 
英文别名 Chloroisopentane；

Isoamyl chloride 
CAS 号 107-84-6 危险货物编号 32034-2 
UN 编号 11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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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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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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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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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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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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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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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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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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可撤离时，

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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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到黄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有机化合物，以及用作硝基纤维素和漆等的溶剂。 
分子式 C5H11Cl；

ClCH2CH2CH(CH3)2 
分子量 106.59 

熔点（℃） -104 相对密度（水＝1） 0.867 
沸点（℃） 9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7 
闪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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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0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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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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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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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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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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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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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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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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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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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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1】1-氯-3-溴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3-溴丙烷 中文别名 3-溴-1-氯丙烷； 
1-溴-3-氯丙烷 

英文名称 1-Bromo-3-chloropropane 英文别名 3-Chloro-1-bromopropane
；I-BCP；1,3-Chbp 

CAS 号 109-70-6 危险货物编号 61576 
UN 编号 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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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与皮肤接触或吸入蒸气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可引起化脓性结膜炎。长时间接触后，可引起头痛、头晕、恶心以及麻醉作

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和水体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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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受高

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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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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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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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倒至空旷地

方深埋。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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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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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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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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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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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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甘油、乙醚、乙醇、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制药工业。 
分子式 C3H6BrCl 分子量 157.44 

熔点（℃） -59 相对密度（水＝1） 1.592 
沸点（℃） 144-1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5 
闪点（℃） 8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4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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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 爆炸下限（％） 3.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镁。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930 mg／kg(大鼠经口)，1290 mg／kg(小鼠经口)；LC50：5668mg

／m3(大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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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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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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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2】2-氯-4,5-二甲基苯基-N-甲基氨基甲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4,5-二甲基苯基-N-
甲基氨基甲酸酯 

中文别名 氯灭杀威；涕灭威 

英文名称 Phenol,2-chloro-4,5-dimeth
yl-, 1-(N-methylcarbamate) 

英文别名 3,4-Dimethyl-6-chlorophe
nyl N-methylcarbamate；
3,4-Xylyl-6-chloro-N-met

hylcarbamate；
6-Chloro-3,4-dimethylphe
nylN-methylcarbamate； 

6-Chloro-3,4-xylyl 
methylcarbamate；Banol； 

Carbanolate 
CAS 号 671-04-5 危险货物编号 61133 
UN 编号 275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二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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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高毒杀虫剂。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1985 年，美国曾有 150

多人因吃受污染的西瓜而中毒。本品有致突变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氮氧化物、氧

化硫烟雾。 
环境危害 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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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 ％ 的碳酸氢钠溶液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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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呼吸困难 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饮大量清水、催吐、可用温水或 1:5000 高锰酸钾液彻底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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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氧化氮、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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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

漏物，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

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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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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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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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应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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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无味晶体，有轻微硫味。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一种广谱触杀性杀虫剂，主要抑制动物体内的胆碱酯酶。 
分子式 C10H12ClNO2 分子量 213.66 

熔点（℃） 130-133 相对密度（水＝1） 1.184 
沸点（℃） 30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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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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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mg/kg(大鼠经口)，0.3mg/kg(小鼠经口)，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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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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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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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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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属第二类 A 级有机剧毒

品。 

【4-1163】2-氯-4-二甲氨基-6-甲基嘧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4-二甲氨基-6-甲基

嘧啶 
中文别名 鼠立死；甲基鼠灭定；杀

鼠嘧啶；6-甲基-4-(二甲

氨基)-2-氯嘧啶 
英文名称 2-Chloro-4-(dimethylamin

o)-6-methylpyrimidine； 
2-Chloro-4-methyl-6-(dime

thylamino)pyrimidine 

英文别名 (2-Chloro-6-methylpyrimi
din-4-yl)dimethylamine；

Castrix；Crimidine；
Crimitox 

CAS 号 535-89-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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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2811/25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剧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二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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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损伤中枢神经，导致痉挛，可致死，症状有坐立不安、恐惧、肌肉僵硬、怕

光、怕噪音、出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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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用水洗，就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吸入 避免剧烈搬动和噪音，如呼吸、心脏停止，立即抢救，转移病人前一定要先医疗

检查。 
食入 误服者，禁止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氯化物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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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现场，处理工作应于高处和上风处进行，穿戴全罩自携式加压呼吸器和

全遮式防护服，少量液体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吸附剂吸收，收集于容器内；少

量干粉泄泄漏用干净铲铲入清洁；干燥容器中密封；大量液体泄漏围堤处理，如

水已污染，通知当地环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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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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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时应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操作；远离强酸(如盐酸、硫酸、硝酸)和酸雾，

存于密闭容器内，置于凉爽、通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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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操作或农业使用时，应佩带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相应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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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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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棕色蜡状物。 

溶解性 能溶于乙醚、乙醇、丙酮、氯仿、苯类等大多数有机溶剂，不溶于水，可溶于稀

酸。 
主要用途 高效、剧毒、急性杀鼠剂。 
分子式 C7H10ClN3 分子量 171.63 

熔点（℃） 87 相对密度（水＝1） 1.207 
沸点（℃） 29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9.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1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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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25mg/kg(大鼠经口)， 5mg/kg(兔经口)，1.2mg/kg(小鼠经口)；PLD：

<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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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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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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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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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属第二类 A 级有机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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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4-1164】3-氯-4-甲氧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4-甲氧基苯胺 中文别名 2-氯-4-氨基苯甲醚； 
邻氯对氨基苯甲醚 

英文名称 3-Chloro-p-anisidine 英文别名 2-Chloro-4-aminoanisole；
o-Chloro-ρ-aminoanisole；

3-chloro-p-anisidin； 
orthochloroparanisidine 

CAS 号 5345-54-0 危险货物编号 61788 
UN 编号 22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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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氮

氧化物和氯烟雾。本品进入体内能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可致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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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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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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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会发生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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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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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穿一般

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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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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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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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7H8ClNO 分子量 157.60 

熔点（℃）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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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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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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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550 mg/kg(大鼠经口)， 6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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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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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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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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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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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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5】2-氯-4-硝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4-硝基苯胺 中文别名 邻氯对硝基苯胺； 
对硝基邻氯苯胺 

英文名称 2-Chloro-4-nitroaniline 英文别名 o-chloro-nitroaniline；
p-Nitro-o-chloroaniline 

CAS 号 121-87-9 危险货物编号 61772 
UN 编号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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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上呼吸道有刺激性。进入体内可导致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高浓度时可引起紫绀，这种症状可持续 2~4 小时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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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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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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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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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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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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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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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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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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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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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苯及二硫化碳，微溶于水和强酸，不溶于粗汽油。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5ClN2O2 分子量 172.57 

熔点（℃） 107 相对密度（水＝1） 1.494 
沸点（℃） 225～2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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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4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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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6430 mg/kg(大鼠经口)，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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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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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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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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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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6】氯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苯 中文别名 一氯化苯；一氯代苯 
英文名称 Chlorobenzene 英文别名 Benzene chloride； 

Phenyl Chloride；
monochlorobenzene 

CAS 号 108-90-7 危险货物编号 33546 
UN 编号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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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和麻醉作用；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急性中毒：接触高

浓度可引起麻醉症状，甚至昏迷。脱离现场，积极救治后，可较快恢复，但数日

内仍有头痛、头晕、无力、食欲减退等症状。液体对皮肤有轻度刺激性，但反复

接触，则起红斑或有轻度表浅性坏死。慢性中毒：常有眼痛、流泪、结膜充血；

早期有头痛、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症状；重者引起中毒性肝炎，个别可

发生肾脏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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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过氯酸银、二

甲亚砜反应剧烈。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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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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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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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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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

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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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具有不愉快的苦杏仁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二硫化碳、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作为有机合成的重要原料。 
分子式 C6H5Cl 分子量 112.56 

熔点（℃） -45.2 相对密度（水＝1） 1.10 
沸点（℃） 13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 
闪点（℃） 28 临界压力（MPa） 4.52 

临界温度（℃） 359.2 饱和蒸汽压（KPa） 1.33(20℃) 
引燃温度（℃） 59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9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48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8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29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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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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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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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法规：氯化苯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08-83)。 

【4-1167】2-氯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苯胺 中文别名 邻氯苯胺；邻氨基氯苯 
英文名称 2-Chloroaniline 英文别名 o-Aminochlorobenzene；

o-Chloroaminobenzene；
OCA 

CAS 号 95-51-2 危险货物编号 61766 
UN 编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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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中等毒类。能经无损皮肤吸收，具有溶血作用。能损害肝脏和肾脏，引起膀胱

癌。中毒症状和苯胺相似。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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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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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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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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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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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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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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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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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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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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珀色液体，有氨臭。暴露在空气中颜色变黑。 
溶解性 几乎不溶于水，溶于酸和大多数常用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溶剂、防霉剂及试剂。 
分子式 C6H6ClN；ClC6H4NH2 分子量 127.57 

熔点（℃） -2.3 相对密度（水＝1） 1.213 
沸点（℃） 2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 
闪点（℃） 98 临界压力（MPa） 4.59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6.3℃） 
引燃温度（℃） 50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0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9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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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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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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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

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

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

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

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

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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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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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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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168】3-氯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苯胺 中文别名 间氨基氯苯；间氯苯胺 
英文名称 3-Chlorobenzeneamin；

3-Chloroaniline 
英文别名 1-Amino-3-chlorobenzene

；m-Aminochlorobenzene 
CAS 号 108-42-9 危险货物编号 61766 
UN 编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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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对肝、肾有损害。能经无损皮肤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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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20-30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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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冲洗 10-15min。如有不适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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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漱口、饮水。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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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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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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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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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局部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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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

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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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到淡琥珀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制偶氮燃料、颜料、药物、杀虫剂等。 
分子式 C6H6ClN；ClC6H4NH2 分子量 127.57 

熔点（℃） -10.3 相对密度（水＝1） 1.22 
沸点（℃） 23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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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23 临界压力（MPa） 4.59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63.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4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31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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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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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256 mg/kg(大鼠经口)，250 mg/kg(大鼠经皮)；LC50：550mg/m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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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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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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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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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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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9】4-氯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苯胺 中文别名 对氯苯胺；对氨基氯苯 
英文名称 4-Chloroaniline 英文别名 p-Chloroaniline；

4-aminochlorobenzene 
CAS 号 106-47-8 危险货物编号 61766 
UN 编号 201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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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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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能经无损的皮肤吸收。能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并对眼有刺激作用。刺激眼睛、

皮肤、呼吸道，长期影响包括肝、肾、血液损害，如果吸入、摄入或通过皮肤吸

收可致死。确认的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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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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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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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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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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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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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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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局部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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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

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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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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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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或淡黄色固体。有淡淡的甜味。 
溶解性 溶于热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药品、农业化学品。 
分子式 C6H6ClN；ClC6H4NH2 分子量 127.57 

熔点（℃） 72.5 相对密度（水＝1） 1.43 
沸点（℃） 2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 
闪点（℃） 120 临界压力（MPa） 4.4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59.3℃ 
引燃温度（℃） 68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68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46 爆炸下限（％） 2.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8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10mg／kg(大鼠经口)；36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兔：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0.25 毫克/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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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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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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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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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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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0】2-氯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苯酚 中文别名 2-羟基氯苯；2-氯-1-羟基

苯；邻氯苯酚；邻羟基氯

苯 
英文名称 2-Chlorophenol 英文别名 1-Chloro-2-hydroxybenze

ne；o-chlorophenol； 
2-Hydroxychlorobenzene 

CAS 号 95-57-8 危险货物编号 61703 
UN 编号 202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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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人中毒报道。给动物染毒后几分钟后即出现不安和呼吸加速，继之无力、震

颤、阵挛性抽搐、气急、昏迷直至死亡。易经皮肤吸收。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特别对软体动物、鱼和哺乳动

物会造成严重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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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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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规火险等级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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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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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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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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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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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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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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到黄棕色液体，有不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氢氧化钠水溶液。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5ClO；ClC6H4OH 分子量 128.56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1.24 
沸点（℃） 17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 
闪点（℃） 63.9 临界压力（MPa） 5.3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2.1℃)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24 爆炸下限（％） 1.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15~2.1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酰基氯、强氧化剂、酸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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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670mg／kg(大鼠经口)，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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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碳酸氢钠、固体易燃物充分接触后，再焚烧。

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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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1】3-氯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苯酚 中文别名 3-羟基氯苯；3-氯-1-羟基

苯；间氯苯酚；间羟基氯

苯 
英文名称 3-Chlorophenol 英文别名 3-Hydroxychlorobenzene

；m-Chlorophenic acid； 
m-Chlorophenol 

CAS 号 108-43-0 危险货物编号 61703 
UN 编号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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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人中毒的报道。给动物染毒后几分钟即出现不安和呼吸加速，继之无力、震

颤、阵挛性抽搐、气急、昏迷直至死亡。易经皮肤吸收。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特别对软体动物、鱼和哺乳动

物会造成严重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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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

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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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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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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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

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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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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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苯酚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醚、碱液。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5ClO；ClC6H4OH 分子量 128.56 

熔点（℃） 32.5 相对密度（水＝1） 1.24 
沸点（℃） 2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4.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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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70mg／kg(大鼠经口)，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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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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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2】4-氯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苯酚 中文别名 4-羟基氯苯； 
4-氯-1-羟基苯； 

对氯苯酚；对羟基氯苯 
英文名称 4-Chlorophenol 英文别名 4-Hydroxychlorobenzene

；p-chlorophenol 
CAS 号 106-48-9 危险货物编号 61703 
UN 编号 2904/29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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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能因喉、支气管的炎症、

水肿、痉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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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和恶心。给动物本品后几分钟后即出现不安、呼吸加速，并迅速发展为

无力、震颤、阵挛性抽搐、气急、昏迷甚至死亡。 
环境危害 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特别对软体动物、鱼和哺乳动物会造成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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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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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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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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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有毒，为可疑致癌 建规火险等级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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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腐蚀性、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灭火时，应佩戴呼吸面具(符合 MSHA/NIOSH 要求的或相当的)并穿上全身防护

服。在安全距离处、有充足防护的情况下灭火。防止消防水污染地表和地下水系

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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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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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聚乙烯防毒服，戴

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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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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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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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愉快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及药品合成的中间体。 
分子式 C6H5ClO；ClC6H4OH 分子量 128.56 

熔点（℃） 42.8 相对密度（水＝1） 1.360 
沸点（℃） 21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3 
闪点（℃）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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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1（4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2.39 p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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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酰基氯、酸酐。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670 mg/kg(大鼠经口)，1500 mg/kg(兔经皮)；LC50：11mg/m3(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250μ g/24 小时，重度刺激。家兔经皮：2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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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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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按

照生产商推荐的方法进行包装。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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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3】N(3-氯苯基)氨基甲酸(4-氯丁炔-2-基)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3-氯苯基)氨基甲酸(4-
氯丁炔-2-基)脂 

中文别名 燕麦灵 

英文名称 (3-Chlorophenyl)carbamic 
acid 4-chloro-2-butynyl 

ester 

英文别名 (4-Cloro-but-2-in-il)-N-(3
-cloro-fenil)-carbammato； 

CAS 号 101-27-9 危险货物编号 61888 
UN 编号 2757/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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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会中毒。可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风疹块，皮肤红肿、发

痒，分布于上下肢对称部位，重者累及面部，愈合皮肤色素较深。再接触可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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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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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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浓度后，遇

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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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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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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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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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聚乙烯防毒服，戴

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性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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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品为白色结晶，原药为棕色固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己烷，溶于苯、二氯乙烷。 

主要用途 用作除草剂，主要用于芽后防除野燕麦。 
分子式 C11H9Cl2NO2 分子量 258.1 

熔点（℃） 75-76 相对密度（水＝1） 1.394 
沸点（℃） 34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9.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499×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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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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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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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600 mg/kg(大鼠经口)，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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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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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4】氯苯基三氯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苯基三氯硅烷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hlorophenyl 

trichlorosilane 
英文别名 Trichloro(chlorophenyl)sil

ane；
dichloro-chlorochloranuid

yl-phenylsilane 
CAS 号 26571-79-9 危险货物编号 81133 
UN 编号 1753/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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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强刺激性的毒物。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腐蚀性。受热分解放出氯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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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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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遇明火、高热可燃；遇水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遇

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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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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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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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聚乙烯防毒服，戴

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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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他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黄色液体，易水解。 
溶解性 溶于部分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制有机硅聚合物等。 
分子式 C6H4Cl4Si 分子量 245.99 

熔点（℃） <0 相对密度（水＝1） 1.4390 
沸点（℃） 23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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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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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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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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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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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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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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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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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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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5】2-氯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邻氯苯甲酰氯； 
氯化邻氯苯甲酰 

英文名称 2-Chlor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OCOC； 
2-Chlorobenzoic acid 

chloride；
o-p-chlorobenzoyl 

chloride 
CAS 号 609-65-4 危险货物编号 81636 
UN 编号 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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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腐蚀性。其蒸气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腐蚀性。遇水会释出有毒和腐蚀性

的氯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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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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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有腐蚀性。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

的腐蚀性烟雾。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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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

包装容器内。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转移至水槽中，加碱灰混和，再用大量

水稀释、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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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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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

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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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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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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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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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醇、醚、丙酮，不溶于水。遇水分解。 
主要用途 医药及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7H4Cl2O 分子量 175.01 

熔点（℃） -4 相对密度（水＝1） 1.382 
沸点（℃） 2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434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60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26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08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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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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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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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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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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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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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安全管理条例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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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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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6】4-氯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对氯苯甲酰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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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对氯苯甲酰 
英文名称 4-Chlor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p-Chlorobenzoly 

chloride；4-Chlorobenzoic 
acid chloride；PCOC 

CAS 号 122-01-0 危险货物编号 8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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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腐蚀性。其蒸气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腐蚀性。遇水会释出有毒和腐蚀性

的氯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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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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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有腐蚀性。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

的腐蚀性烟雾。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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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

包装容器内。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转移至水槽中，加碱灰混和，再用大量

水稀释、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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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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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

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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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

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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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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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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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微黄色透明液体或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农药和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4Cl2O 分子量 175.01 

熔点（℃） 12～14 相对密度（水＝1） 1.3770 
沸点（℃） 220～2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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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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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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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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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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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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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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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177】2-氯苯乙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苯乙酮 中文别名 氯乙酰苯；氯苯乙酮； 
苯基氯甲基甲酮； 

苯酰甲基氯；α-氯苯乙酮 
英文名称 2-Chloroacetophenone 英文别名 a-phenacyl chloride；

alpha-Chloroacetophenon
e；Chloromethyl 

phenylketone 
CAS 号 532-27-4 危险货物编号 61664 
UN 编号 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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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腐蚀性，造成灼伤，浅层或深层角膜炎。吸入可引起咽喉炎、气管及支气管炎，

严重者发生肺水肿。皮肤接触，引起丘疹和水疱性皮炎，重者致皮肤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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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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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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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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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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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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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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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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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

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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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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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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须密封，切

勿受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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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不宜运输。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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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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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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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晶体。 
溶解性 溶于醚、醇等。 

主要用途 用作药物制造的中间体及军用毒气。 
分子式 C8H7ClO 分子量 154.59 

熔点（℃） 54～56 相对密度（水＝1） 1.32 
沸点（℃） 2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2 
闪点（℃） 1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1.6／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3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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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类、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0mg／kg(大鼠经口)，139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 ：5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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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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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普通木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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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按

照生产商推荐的方法进行包装。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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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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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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8】2-氯吡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吡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Chloropyridine 英文别名 2CLPY；

o-Chloropyridine； 
α-chloropyridine；
2-Pyridinyl chloride 

CAS 号 109-09-1 危险货物编号 61118 
UN 编号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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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工人可发生湿疹。其蒸气和气溶胶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有致死危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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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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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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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和

氯化物气体。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

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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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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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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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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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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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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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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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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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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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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于芳烃、卤代烃。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杀虫剂、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4ClN 分子量 113.54 

熔点（℃） -46 相对密度（水＝1） 1.209 
沸点（℃） 1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60(5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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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L0: 100 PPM/4 小时（大鼠吸入）；LD50: 110 mg／kg(小鼠经口)，64 mg/kg

（兔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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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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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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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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四类 B 级有机

剧毒品。 

【4-1179】4-氯苄基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氯苄基氯 中文别名 对氯苄基氯；对氯氯苄 
对氯苯甲基氯；4-氯氯苄  

英文名称 4-Chlorobenz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1-Chloro-4-(chloromethyl
)-benzene；PCBC 

alpha,4-Dichlorotoluene；  
CAS 号 104-83-6 危险货物编号 61662 
UN 编号 2235/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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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毒，对眼、粘膜有刺激性、能催泪。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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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遇水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和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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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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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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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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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注

意防潮和雨水浸入。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雨天不宜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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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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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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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于乙醚、醋酸、二硫化碳和苯，尚易溶于冷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6Cl2 分子量 161.03 

熔点（℃） 28～30 相对密度（水＝1） 1.26 
沸点（℃） 22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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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胺类、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075 mg／kg(大鼠经口)，1156 mg／kg(小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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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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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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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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0】3-氯丙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丙腈 中文别名 β-氯丙腈；氰化-β-氯乙烷 
英文名称 3-Chloropropiononitrile 英文别名 1-Chloro-2-cyanoethane； 

2-Cyanoethyl chloride；
b-Chloropropionitrile 

CAS 号 542-76-7 危险货物编号 61105 
UN 编号 32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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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致死。对眼、呼吸道和粘膜有刺激性。动物中毒时

出现深度麻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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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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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和氯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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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氢、氯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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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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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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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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

过 7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

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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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氧

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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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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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有特殊臭味的液体。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醇、丙酮、乙醚、苯、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3H4ClN 分子量 89.52 

熔点（℃） -51 相对密度（水＝1） 1.14 
沸点（℃） 176(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9 
闪点（℃） 7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80(5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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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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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强碱、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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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0mg／kg(大鼠经口)；9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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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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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

品。 
 

【4-1181】2-氯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丙酸 中文别名 2-氯代丙酸；α-氯丙酸 
英文名称 2-Chloropropionic Acid 英文别名 2-chloropropionic；

alpha-chloro-propionicaci
； 

alpha-Monochloropropion
ic acid 

CAS 号 598-78-7 危险货物编号 81615 
UN 编号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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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灼伤。吸入后，

可因喉和支气管的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和肺水肿而死亡。接触后引起

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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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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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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和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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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

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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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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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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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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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特殊臭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醚、丙酮、苯、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农药、医药、染料中间体及其他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5ClO2；

ClCH2CH2COOH 
分子量 108.52 

熔点（℃） -12 相对密度（水＝1） 1.182 
沸点（℃） 18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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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25℃） 
引燃温度（℃）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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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76 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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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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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000mg/kg(大鼠经口)；5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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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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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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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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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2】3-氯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丙酸 中文别名 3-氯代丙酸；β-氯丙酸；

β-氯代丙酸；  
英文名称 3-Chloropropionic acid 英文别名 β-Chloropropioni cacid；

3-chloropropionic；
beta-monochloropropionic

acid 
CAS 号 107-94-8 危险货物编号 81615 
UN 编号 2511/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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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眼睛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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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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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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能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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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溶性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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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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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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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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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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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灰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用于抗癫痛药的生产。 
分子式 C3H5ClO2；

ClCH2CH2COOH 
分子量 108.52 

熔点（℃） 37 相对密度（水＝1） 1.27 
沸点（℃） 203-2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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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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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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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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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2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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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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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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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3】2-氯丙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丙酸甲酯 中文别名 氯丙酸甲酯； 
Α-氯代丙酸甲酯 

英文名称 Methyl 2-Chloropropionate 英文别名 alpha-Chloropropionic 
acid methyl ester；Methyl 
alpha-chloropropionate；

Methyl 
DL-a-chloropropionate 

CAS 号 17639-93-9/ 危险货物编号 3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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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87-29-7 
UN 编号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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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吸收后会中毒。对肺、肝、肾和脑都有影响。吸入蒸气能产生

恶心、头痛、眩晕、昏迷等症状。吸入蒸气可致肺水肿，严重者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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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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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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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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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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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禁止泄漏物进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

水道等)，以避免发爆炸。用砂土、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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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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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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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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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碱类、酸类、还原剂、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

放。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

开关设在仓外。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

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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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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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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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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醚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能与醇、醚、酮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农药、医药、香料的中间体。 
分子式 C4H7ClO2 分子量 122.55 

熔点（℃） -10 相对密度（水＝1） 1.075 
沸点（℃） 132～1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2 
闪点（℃） 3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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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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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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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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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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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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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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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4】2-氯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丙酸乙酯 中文别名 α-氯丙酸乙酯； 
乙基-2-氯丙酸酯； 
Α-氯丙酸乙酯； 
Α-氯代丙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2-Chloropropionate 英文别名 Ethyl a-chloropropionate；
3-Nitrosalicyclic Acid 

CAS 号 535-13-7 危险货物编号 33604 
UN 编号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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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能因咽喉、支气管的痉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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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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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热分解放出有毒气体。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

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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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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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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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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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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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

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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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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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ClO2 分子量 136.5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72 
沸点（℃） 14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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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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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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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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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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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5】3-氯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丙酸乙酯 中文别名 β-氯丙酸乙酯； 
乙基-3-氯丙酸酯； 
Α-氯丙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3-chloropropionate 英文别名 3-Chloropropionic acid 
ethyl ester；Ethyl 

3-chloropropanoate；Ethyl 
3-chloropropionate；Ethyl 

b-chloropropionate；β

-Chloropropionic acid，
ethyl ester 

CAS 号 623-71-2 危险货物编号 3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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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有腐蚀性和催泪性。受热分解出有毒气体。对皮肤、粘膜、眼睛和上呼吸道

有强烈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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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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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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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燃烧分解时，放出有毒的刺

激性氯化物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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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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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喷水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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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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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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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运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供气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工作后，彻底清

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ClO2 分子量 1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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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03 
沸点（℃） 162-1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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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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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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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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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6】1-氯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丙烷 中文别名 氯正丙烷；丙基氯 
英文名称 1-Chloropropane 英文别名 n-Propyl chloride；

Chloropropane 
CAS 号 540-54-5 危险货物编号 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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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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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高浓度下抑制中枢神经系统。长期过量接触对肝、肾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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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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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

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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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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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充

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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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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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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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氯仿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及溶剂。 
分子式 C3H7Cl 分子量 78.54 

熔点（℃） -122.8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4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71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0.00(25.5℃) 
引燃温度（℃） 520 燃烧热（KJ/mol） 1999.3 
自燃温度（℃） 52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884 爆炸下限（％） 2.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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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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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20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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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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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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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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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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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87】2-氯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丙烷 中文别名 氯异丙烷；异丙基氯 
英文名称 2-Chloropropane 英文别名 Isopropyl chloride；

Chlorodimethylmethane 
CAS 号 75-29-6 危险货物编号 31020 
UN 编号 2356/245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很强的麻醉作用；对肝和肾脏有损害；对皮肤和粘膜有轻度刺激作用；

溅入眼内引起疼痛和刺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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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

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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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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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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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充

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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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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和用于异丙胺制造。 
分子式 C3H7Cl 分子量 78.54 

熔点（℃） -117.6 相对密度（水＝1） 0.86 
沸点（℃） 35.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71 
闪点（℃） -3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0.00(25.5℃) 
引燃温度（℃） 590 燃烧热（KJ/mol） 2014.8 
自燃温度（℃） 59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7 爆炸下限（％） 2.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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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 5000 mg/kg（大鼠经口），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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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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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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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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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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8】2-氯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丙烯 中文别名 异丙烯基氯 
英文名称 2-Chloro-1-propene 英文别名 1-Methylvinylchloride； 

β-Chloropropylene 
CAS 号 557-98-2 危险货物编号 31021 
UN 编号 245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高浓度严重损害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接触后引

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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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

爆炸的危险。本品遇火焰或热会分解产生剧毒的光气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在

火场高温下，能发生聚合放热，使容器破裂。遇酸性催化剂如路易斯催化剂、齐

格勒催化剂、硫酸、氯化铁、氯化铝等都能产生猛烈聚合，放出大量热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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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金属

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下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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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冷却火场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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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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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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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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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

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

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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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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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5Cl；CH2CClCH3 分子量 76.52 

熔点（℃） -138 相对密度（水＝1） 0.907 
沸点（℃） 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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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5 爆炸下限（％） 4.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6.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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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267000 mg/m3(小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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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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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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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氯丙烯卫生标准(GB 8775-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189】3-氯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丙烯 中文别名 α-氯丙烯；烯丙基氯 
英文名称 3-Chloro-1-propylene 英文别名 Allyl Chloride；

3-Chloroprene；
1-Chloro-2-propene 

CAS 号 107-05-1 危险货物编号 31021 
UN 编号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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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对皮肤粘膜具有刺激性，并有轻度麻醉作用。接触者觉咽干、鼻子发呛、

胸闷，可出现头晕、头沉、嗜睡、全身无力等。溅入眼内，出现流泪、疼痛等严

重眼刺激症状。慢性中毒：引起中毒性多发性神经炎。出现手足麻木，小腿酸痛

力弱，四肢对称性手套袜套样分布痛觉、触觉、音叉振动觉障碍。跟腱反射减弱

或消失。神经-肌电图示神经原性损害。可致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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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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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的危险。与硝酸、发烟硫酸、氯磺酸、乙烯亚胺、乙烯二胺、氢氧化钠剧烈

反应。在火场高温下，能发生聚合放热，使容器破裂。遇酸性催化剂如路易斯催

化剂、齐格勒催化剂、硫酸、氯化铁、氯化铝等都能产生猛烈聚合，放出大量热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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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冷却火场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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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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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接

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29℃。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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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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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不愉快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石油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农药、涂料、合成树脂，也用作粘合剂、润滑剂等。 
分子式 C3H5Cl；CH2CClCH3 分子量 76.52 

熔点（℃） -136 相对密度（水＝1） 0.939 
沸点（℃） 44-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64 
闪点（℃） -31.7 临界压力（MPa） 4.76 

临界温度（℃） 241 饱和蒸汽压（KPa） 45.2（20℃） 
引燃温度（℃） 485 燃烧热（KJ/mol） 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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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48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60 爆炸下限（％） 2.9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1.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45~1.93 pH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接触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700 mg/kg(大鼠经口)，2066 mg/kg(兔经皮) ；LC50：11000mg/m3，2 小

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469mg，引起刺激。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10mg/24 小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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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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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氯丙烯卫生标准(GB 8775-88)，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1190】氯铂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铂酸 中文别名 六氯铬铂酸；氢氯铂酸 
英文名称 Chloroplatinic acid 英文别名 Chloroplatinic acid 

hexahydrate；
Hexachloroplatinic acid 

hexahydrate；Acidplatinic 
chloride；CPA 

CAS 号 16941-12-1 危险货物编号 8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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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1789/2507/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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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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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可引起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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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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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腐蚀性。与三氟化硼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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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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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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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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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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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

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保持容器密封。避免光照。防止受潮和雨

淋。不可与碱类物品共储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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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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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棕色或橙黄色结晶，具有强吸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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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醇、醚和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催化剂，用于沉淀生物碱、电镀及制造铂石棉等。 
分子式 H2PtCl6.6(H2O) 分子量 517.94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2.431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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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3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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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mg/kg(大鼠静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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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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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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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1】氯代叔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代叔丁烷 中文别名 叔丁基氯；特丁基氯； 
2-氯-2-甲基丙烷 

英文名称 2-Chloro-2-methylpropane 英文别名 2-Chloro-2-meth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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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ne；tert-Butyl 
chloride； 

Trimethylchloromethane 
CAS 号 507-20-0 危险货物编号 32033 
UN 编号 112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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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对眼睛、皮肤可能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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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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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强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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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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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

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然后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

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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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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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

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

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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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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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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用作溶剂。 
分子式 C4H9Cl 分子量 92.57 

熔点（℃） -25.4 相对密度（水＝1） 0.87 
沸点（℃） 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32／32.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677.7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85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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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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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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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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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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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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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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2】氯代异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代异丁烷 中文别名 异丁基氯； 
1-氯-2-甲基丙烷 

英文名称 2-Chloromethylpropane 英文别名 1-Chloro-2-methylpropan
e；

2-Methyl-1-chloropropane
；Chloroisobutane ；

Isobutylchlorid 
CAS 号 513-36-0 危险货物编号 32033 
UN 编号 112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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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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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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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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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

猛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高

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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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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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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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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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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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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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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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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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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原料，增塑剂、溶剂、杀虫剂原料，脱蜡剂、分析化学试剂，还可用于

橡胶工业。 
分子式 C4H9Cl 分子量 92.57 

熔点（℃） -131.2 相对密度（水＝1） 0.883 
沸点（℃） 68.8（101.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 
闪点（℃） -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3／1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660.7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8 爆炸下限（％） 2.05 
黏度（mPa·s） 0.457（20ºC） 爆炸上限（％） 8.7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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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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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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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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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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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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3】氯代正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代正己烷 中文别名 氯代己烷；己基氯； 
1-氯己烷 

英文名称 Hexylchlorid 英文别名 n-Hexylchlorid；
1-Chlorohexane； 
1-Hexyl chloride；

N-Chlorohexane 
CAS 号 544-10-5 危险货物编号 3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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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中毒表现可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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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热分解能放出剧毒的光气。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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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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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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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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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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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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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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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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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甲醇、乙醇、苯、油类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13Cl；Cl(CH2)5CH3 分子量 120.62 

熔点（℃） -83 相对密度（水＝1） 0.879 
沸点（℃） 1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 
闪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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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9 爆炸下限（％） 1.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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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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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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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

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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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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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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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194】1-氯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氯丁烷 中文别名 正丁基氯；氯代正丁烷 
英文名称 1-Chlorobutane 英文别名 n-Butyl chloride； 

Butyl chloride 
CAS 号 109-69-3 危险货物编号 32033 
UN 编号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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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较高浓度本品可引起头晕、倦睡甚至昏迷。对眼和皮肤有轻度刺激性。摄入

引起恶心、呕吐、腹部不适和腹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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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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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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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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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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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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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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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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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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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面罩），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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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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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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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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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监测毒物。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溶剂及制备丁基纤维素的丁基化试剂。 
分子式 C4H9Cl；

CH3CH2CH2CH2Cl 
分子量 92.57 

熔点（℃） -123.1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7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0 
闪点（℃） -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57(20℃) 
引燃温度（℃） 460 燃烧热（KJ/mol） 2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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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46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21 爆炸下限（％） 1.8 

黏度（mPa·s） 0.45（20℃） 爆炸上限（％）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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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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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67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10 毫克/ 24 小时、轻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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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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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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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5】2-氯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丁烷 中文别名 仲丁基氯；氯代仲丁烷 
英文名称 2-Chlorobutane 英文别名 1-Methylpropyl chloride；

2-Butylchloride；
2-Chloro-3-methylpropan

e；sec-butylchloride 
CAS 号 78-86-4 危险货物编号 32033 
UN 编号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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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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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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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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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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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

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

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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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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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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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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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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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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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可撤离时，

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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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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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醚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溶剂。用于药物、增塑剂、杀虫剂、橡胶、树脂、表面活性剂

等方面。 
分子式 C4H9Cl；

CH3CH2CH2CH2Cl 
分子量 92.57 

熔点（℃） -140 相对密度（水＝1） 0.873 
沸点（℃） 68-7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 
闪点（℃） -1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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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 爆炸下限（％） 1.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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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17460 mg/kg( 大鼠经口)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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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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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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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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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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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6】氯锇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锇酸铵 中文别名 氯化锇铵；六氯锇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chloroosma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osmium 

chloride；Diammonium 
hexachloroosmate 

CAS 号 12125-08-5 危险货物编号 61027 
UN 编号 32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剧毒。与皮肤接触后可使皮肤呈黑色。受热放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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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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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蒸气在灼烧时与氢气接触会引起爆炸。与有机物接触剧烈反应。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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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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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

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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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

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尽可能采取隔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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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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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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红色粉末或深红色八面形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Cl6H8N2Os；(NH4)2.OsCl6 分子量 439.02 

熔点（℃） 170 相对密度（水＝1）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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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0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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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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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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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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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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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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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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7】氯二氟溴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二氟溴甲烷 中文别名 R12B1；二氟氯溴甲烷；

溴氯二氟甲烷； 
哈龙-1211；氟里昂 

英文名称 Monobromomonochlorodif
luoromethane 

英文别名 Chlorodifluorobromometh
ane 

CAS 号 353-59-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97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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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解能放出非常有毒的氟、氯、溴离子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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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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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气中不发生燃烧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氟、氯、溴化物的烟气。若

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氯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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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切断气源，用水

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气源，通风对流，稀释扩散。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

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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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乳胶手套。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

与碱金属、碱土金属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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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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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潮、防晒。不得露天

存放。平时用肥皂水检查钢瓶是否漏气。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

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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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致冷剂、金属表面润滑剂、火箭燃料和高效灭火剂、航空发电机保护剂。 
分子式 CBrClF2 分子量 165.36 

熔点（℃） -161 相对密度（水＝1） 1.88(21℃) 
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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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金属、碱土金属、活性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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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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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严禁与碱金属、碱土金属、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

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

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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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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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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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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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8】氯二氟甲烷和氯五氟乙烷共沸物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氯二氟甲烷和氯五氟乙烷

共沸物 
中文别名 R502 

英文名称 Chlorodifluoromethane 
and  

chloropenatfluoroe-thane 
mixture with fixed  

boiling point 

英文别名  

CAS 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编号 22050 
UN 编号 197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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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高浓度的本品有轻度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强破坏力。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如果发生冻伤：将患部浸泡并保持在 38-42℃的温水中复温。不要涂擦。不要使

用热水或辐射热。使用清洁、干燥的敷料包扎。不适，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不适，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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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复苏术。就医。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钢瓶内压增加有爆裂危险。 
燃烧性 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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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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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根据气体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液化气体泄漏时穿

防寒服，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喷雾状水抑制蒸汽或改变

蒸汽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限制性空

间扩散，漏出气允许排入大气中。泄漏场所保持通风。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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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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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与氧化剂、易燃或可燃物、碱金属、碱土金属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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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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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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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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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 
溶解性 氯二氟甲烷：微溶于水。氯五氟乙烷：不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作为致冷剂用于食品工业、食品冷藏、制冰、家电。 
分子式 CHClF2＋C2ClF5 分子量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45.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4074.8 

临界温度（℃）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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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或可燃物、铝、铜、碱金属、碱土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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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二氟甲烷：LD50：1000000mg/m3，2 小时(大鼠吸入)。 氯五氟乙烷：LC50：

＞5040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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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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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与氧化剂，易燃物或可燃物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

铁路运输时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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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9】2-氯氟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氯氟苯 中文别名 邻氯氟苯；2-氟氯苯；邻

氟氯苯；1-氯-2-氟苯 
英文名称 2-Chlorofluorobenzene 英文别名 o-Chorofluorobenzene； 

o-Fluorochlorobenzene；
o-Monofluoromonochloro
benzene；2-Fluorophenyl 

chloride；
1-chloro-2-fluorobenzene 

CAS 号 348-51-6 危险货物编号 61667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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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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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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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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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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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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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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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吸收，铲

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

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

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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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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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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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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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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点（℃） -42 相对密度（水＝1） 1.244 
沸点（℃） 137-13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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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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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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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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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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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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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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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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200】3-氯氟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氯氟苯 中文别名 间氯氟苯；3-氟氯苯；间

氟氯苯；1-氯-3-氟苯 
英文名称 3-Chlorofluorobenzen 英文别名 1-Chloro-3-fluorobenzene

；

m-Monofluoromonochlor
obenzen；

3-Fluoro-1-chlorobenzene 
CAS 号 625-98-9 危险货物编号 61667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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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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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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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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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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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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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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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吸收，铲

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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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

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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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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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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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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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19 
沸点（℃） 126-1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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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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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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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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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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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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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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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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26 


	【4-1001】甲酸异丙酯
	【4-1002】甲酸异丁酯
	【4-1003】甲酸异戊酯
	【4-1004】甲酸正丙酯
	【4-1005】甲酸正丁酯
	【4-1006】甲酸正己酯
	【4-1007】甲酸正戊酯
	【4-1008】甲烷
	【4-1009】4-甲氧基-4-甲基-2-戊酮
	【4-1010】2-甲氧基苯胺
	【4-1011】3-甲氧基苯胺
	【4-1012】4-甲氧基苯胺
	【4-1013】甲氧基苯甲酰氯
	【4-1014】3-甲氧基乙酸丁酯
	【4-1015】甲氧基乙酸甲酯
	【4-1016】2-甲氧基乙酸乙酯
	【4-1017】甲乙醚
	【4-1018】间苯二甲酰氯
	【4-1019】间苯三酚
	【4-1020】间硝基苯磺酸
	【4-1021】间异丙基苯酚
	【4-1022】金属铪粉
	【4-1023】金属镧[浸在煤油中的]
	【4-1024】金属锰粉[含水≥25%]
	【4-1025】金属钕[浸在煤油中的]
	【4-1026】金属铷
	【4-1027】金属铯
	【4-1028】金属锶
	【4-1029】金属钛粉
	【4-1030】精蒽
	【4-1031】酒石酸化烟碱
	【4-1032】酒石酸锑钾
	【4-1033】聚乙醛
	【4-1034】聚乙烯聚胺
	【4-1035】2-莰醇
	【4-1036】莰烯
	【4-1037】糠胺
	【4-1038】糠醛
	【4-1039】氪[压缩的或液化的]
	【4-1040】锂
	【4-1041】连二亚硫酸钙
	【4-1042】连二亚硫酸钾
	【4-1043】连二亚硫酸钠
	【4-1044】连二亚硫酸锌
	【4-1045】联苯
	【4-1046】3-[(3-联苯-4-基)-1,2,3,4-四氢-1-萘基]-4-羟基香豆素
	【4-1047】邻氨基苯硫醇
	【4-1048】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4-1049】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酸酐大于0.05%]
	【4-1050】邻苯二甲酰氯
	【4-1051】邻苯二甲酰亚胺
	【4-1052】邻甲苯磺酰氯
	【4-1053】邻硝基苯磺酸
	【4-1054】邻硝基乙苯
	【4-1055】邻异丙基苯酚
	【4-1056】磷化钙
	【4-1057】磷化钾
	【4-1058】磷化铝
	【4-1059】磷化镁
	【4-1060】磷化钠
	【4-1061】磷化锶
	【4-1062】磷化锡
	【4-1063】磷化锌
	【4-1064】磷酸二乙基汞
	【4-1065】磷酸三甲苯酯
	【4-1066】亚磷酸
	【4-1067】膦酸
	【4-1068】2-硫代呋喃甲醇
	【4-1069】硫代氯甲酸乙酯
	【4-1070】4-硫代戊醛
	【4-1071】硫代乙酸
	【4-1072】硫代异氰酸甲酯
	【4-1073】硫化铵
	【4-1074】硫化钡
	【4-1075】硫化镉
	【4-1076】硫化汞
	【4-1077】硫化钾
	【4-1078】硫化钠
	【4-1079】硫化氢
	【4-1080】硫脲
	【4-1081】硫氰酸苄
	【4-1082】硫氢化钠
	【4-1083】硫氰酸钙
	【4-1084】硫氰酸汞
	【4-1085】硫氰酸甲酯
	【4-1086】硫氰酸乙酯
	【4-1087】硫氰酸异丙酯
	【4-1088】硫酸-2,5-二氨基甲苯
	【4-1089】硫酸-2,4-二氨基甲苯
	【4-1090】硫酸二甲酯
	【4-1091】硫酸二乙酯
	【4-1092】硫酸镉
	【4-1093】硫酸汞
	【4-1094】硫酸钴
	【4-1095】硫酸马钱子碱
	【4-1096】硫酸镍
	【4-1097】硫酸铍
	【4-1098】硫酸铅[含游离酸＞3%]
	【4-1099】硫酸羟胺
	【4-1100】硫酸氢铵
	【4-1101】硫酸氢钠
	【4-1102】硫酸氢钾
	【4-1103】硫酰氟
	【4-1104】六氟丙酮
	【4-1105】六氟丙烯
	【4-1106】六氟硅酸镁
	【4-1107】六氟合硅酸钡
	【4-1108】六氟合硅酸锌
	【4-1109】六氟合磷氢酸[无水]
	【4-1110】六氟化碲
	【4-1111】六氟化硫
	【4-1112】六氟化钨
	【4-1113】六氟化硒
	【4-1114】六氟乙烷
	【4-1115】六甲基二硅醚
	【4-1116】六甲基二硅烷
	【4-1117】六甲基二硅烷胺
	【4-1118】六氢-3a,7a-二甲基-4,7-环氧异苯并呋喃-1,3-二酮
	【4-1119】六氯-1,3-丁二烯
	【4-1120】(1,4,5,6,7,7-六氯-8,9,10-三降冰片-5-烯-2,3-亚基双亚甲基)亚硫酸酯
	【4-1121】六氯苯
	【4-1122】六氯丙酮
	【4-1123】α-六氯环己烷
	【4-1124】β-六氯环己烷
	【4-1125】γ-(1,2,4,5/3,6)-六氯环己烷
	【4-1126】1,2,3,4,5,6-六氯环己烷
	【4-1127】六氯乙烷
	【4-1128】六硝基二苯胺
	【4-1129】六硝基二苯胺铵盐
	【4-1130】六硝基二苯硫
	【4-1131】六溴联苯
	【4-1132】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4-1133】六亚甲基四胺
	【4-1134】六亚甲基亚胺
	【4-1135】铝酸钠
	【4-1136】1-氯-1,1-二氟乙烷
	【4-1137】3-氯-1,2-丙二醇
	【4-1138】2-氯-1,3-丁二烯[稳定的]
	【4-1139】2-氯-1-丙醇
	【4-1140】3-氯-1-丙醇
	【4-1141】3-氯-1-丁烯
	【4-1142】2-氯-1-溴丙烷
	【4-1143】1-氯-2,2,2-三氟乙烷
	【4-1144】1-氯-2,3-环氧丙烷
	【4-1145】1-氯-2,4-二硝基苯
	【4-1146】4-氯-2-氨基苯酚
	【4-1147】1-氯-2-丙醇
	【4-1148】1-氯-2-丁烯
	【4-1149】5-氯-2-甲基苯胺
	【4-1150】N-(4-氯-2-甲基苯基)-N´,N´-二甲基甲脒
	【4-1151】3-氯-2-甲基丙烯
	【4-1152】2-氯-2-甲基丁烷
	【4-1153】5-氯-2-甲氧基苯胺
	【4-1154】4-氯-2-硝基苯胺
	【4-1155】4-氯-2-硝基苯酚
	【4-1156】4-氯-2-硝基甲苯
	【4-1157】1-氯-2-溴丙烷
	【4-1158】1-氯-2-溴乙烷
	【4-1159】4-氯间甲酚
	【4-1160】1-氯-3-甲基丁烷
	【4-1161】1-氯-3-溴丙烷
	【4-1162】2-氯-4,5-二甲基苯基-N-甲基氨基甲酸酯
	【4-1163】2-氯-4-二甲氨基-6-甲基嘧啶
	【4-1164】3-氯-4-甲氧基苯胺
	【4-1165】2-氯-4-硝基苯胺
	【4-1166】氯苯
	【4-1167】2-氯苯胺
	【4-1168】3-氯苯胺
	【4-1169】4-氯苯胺
	【4-1170】2-氯苯酚
	【4-1171】3-氯苯酚
	【4-1172】4-氯苯酚
	【4-1173】N(3-氯苯基)氨基甲酸(4-氯丁炔-2-基)脂
	【4-1174】氯苯基三氯硅烷
	【4-1175】2-氯苯甲酰氯
	【4-1176】4-氯苯甲酰氯
	【4-1177】2-氯苯乙酮
	【4-1178】2-氯吡啶
	【4-1179】4-氯苄基氯
	【4-1180】3-氯丙腈
	【4-1181】2-氯丙酸
	【4-1182】3-氯丙酸
	【4-1183】2-氯丙酸甲酯
	【4-1184】2-氯丙酸乙酯
	【4-1185】3-氯丙酸乙酯
	【4-1186】1-氯丙烷
	【4-1187】2-氯丙烷
	【4-1188】2-氯丙烯
	【4-1189】3-氯丙烯
	【4-1190】氯铂酸
	【4-1191】氯代叔丁烷
	【4-1192】氯代异丁烷
	【4-1193】氯代正己烷
	【4-1194】1-氯丁烷
	【4-1195】2-氯丁烷
	【4-1196】氯锇酸铵
	【4-1197】氯二氟溴甲烷
	【4-1198】氯二氟甲烷和氯五氟乙烷共沸物
	【4-1199】2-氯氟苯
	【4-1200】3-氯氟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