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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00】4-硝基-N,N-二乙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N,N-二乙基苯胺 中文别名 N,N-二乙基对硝基苯胺；

对硝基二乙基苯胺 

英文名称 4-Nitro-N,N-diethylbenzen

amine 

英文别名 Diethyl-(4-nitrophenyl)am

ine；

N,N-Diethyl-p-nitroanilin

e； 

p-Nitro-N,N-diethylanilin

e 

CAS 号 2216-15-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会中毒。

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可能对水体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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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明火可燃；遇热分解放出有毒苯胺和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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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

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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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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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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自吸过滤复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14N2O2 分子量 194.23 

熔点（℃） 76 相对密度（水＝1） 1.127 

沸点（℃） 315.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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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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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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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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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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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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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01】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基苯 中文别名 密斑油；一硝基苯；硝苯； 

硝化苯 

英文名称 Nitrobenzene 英文别名 Oil of mirbane 

CAS 号 98-95-3 危险货物编号 61056 

UN 编号 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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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可引起溶血及肝损害。急性中毒：有头痛、头晕、

乏力、皮肤粘膜紫绀、手指麻木等症状；严重时可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心悸，

甚至心律紊乱、昏迷、抽搐、呼吸麻痹。有时中毒后出现溶血性贫血、黄疸、中

毒性肝炎。慢性中毒：可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慢性溶血时，可出现贫血、黄疸；

还可引起中毒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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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硝酸反应强烈。 

燃烧性 可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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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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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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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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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

防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

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

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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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7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

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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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注意检测毒物。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透明油状液体，有苦杏仁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制造苯胺、染料等。 

分子式 C6H5NO2 分子量 123.11 

熔点（℃） 5.7 相对密度（水＝1） 1.20 

沸点（℃） 21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5 

闪点（℃） 87.8 临界压力（MPa） 4.82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4.4℃) 

引燃温度（℃） 482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82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296 爆炸下限（％） 1.8(9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8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氨、胺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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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489mg／kg(大鼠经口)；2100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家兔经眼：500mg/24 小时，轻度刺激。家兔经皮： 500mg/24 小时，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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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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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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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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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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法规：硝基苯生产安全技术规定 (HGA036-83)。 

【4-1802】2-硝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胺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胺； 

1-氨基-2-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aniline；

2-Nitrophenylamine；

2-Nitrobenzenamine； 

ONA 

英文别名 1-Amino-2-nitrobenzene； 

1-Nitro-2-aminobenzene； 

2-Aminonitrobenzene； 

o-Aminonitrobenzene；

o-Nitrobenzenamine； 

o-Nitrophenylamine 

CAS 号 88-74-4 危险货物编号 61777 

UN 编号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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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毒性比苯胺大。可通过皮肤和呼吸道吸收，是一种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形成

剂。吸收后数小时内可出现紫绀，可发生溶血性贫血。长期大量接触可引起肝损

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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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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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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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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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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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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橙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溶于热水、乙醇，易溶于乙醚、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及合成照相防翳剂，也用于微量碘化物的测定、农药多菌灵的生

产等。 

分子式 C6H6N2O2；O2NC6H4NH2 分子量 138.12 

熔点（℃） 69.7 相对密度（水＝1） 1.44 

沸点（℃） 28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7 

闪点（℃） 168 临界压力（MPa） 4.42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04℃) 

引燃温度（℃） 521 燃烧热（KJ/mol） 3201.1 

自燃温度（℃）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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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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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600mg／kg(大鼠经口)；200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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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3】3-硝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苯胺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胺； 

间氨基硝基苯； 

1-氨基-3-硝基苯； 

4,4'-亚甲基联苯胺； 

間硝苯胺 

英文名称 3-Nitroaniline； 

3-Nitrobenzenamine； 

3-Nitrophenylamine；MNA 

英文别名 m-Nitroaniline；

1-Amino-3-nitrobenzene；

3-Aminonitrobenzene；

m-Aminonitrobenzene； 

m-Nitroaminobenzene； 

m-Nitrophenylamine； 

meta-Nitroaniline；

Nitranilin 

CAS 号 99-09-2 危险货物编号 61777 

UN 编号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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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毒性比苯胺大。可通过皮肤和呼吸道吸收，是一种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形成

剂。吸收后数小时内可出现紫绀。并有溶血作用，可发生溶血性贫血。长期大量

接触可引起肝损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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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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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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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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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亮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苯，溶于热水、热苯、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及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于松木颜色的检验。 

分子式 C6H6N2O2；O2NC6H4NH2 分子量 138.12 

熔点（℃） 114 相对密度（水＝1） 1.42 

沸点（℃） 30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9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19.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198.5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5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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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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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536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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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4】4-硝基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胺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胺； 

1-氨基-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aniline；

4-Nitrobenzenamine； 

PNA 

英文别名 p-Nitroaniline； 

p-Nitrophenylamine； 

1-Amino-4-nitrobenzene  

CAS 号 100-01-6 危险货物编号 61777 

UN 编号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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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毒性比苯胺大。可通过皮肤和呼吸道吸收，是一种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形成

剂。吸收后数小时内可出现紫绀。并有溶血作用，可发生溶血性贫血。长期大量

接触可引起肝损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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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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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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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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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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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苯，溶于乙醇、乙醚、丙酮、甲醇。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及抗氧剂的中间体，腐蚀抑制剂，分析试剂。 

分子式 C6H6N2O2；O2NC6H4NH2 分子量 138.12 

熔点（℃） 147-151 相对密度（水＝1） 1.437 

沸点（℃） 3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7 

闪点（℃） 199 临界压力（MPa） 4.42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42.4℃） 



 

11 

引燃温度（℃） 180 燃烧热（KJ/mol） -3191.0 

自燃温度（℃） 18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01 (160 ℃)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3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酰基氯、酸酐、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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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mg／kg(大鼠经口)，81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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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5】5-硝基苯并三唑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5-硝基苯并三唑 中文别名 硝基连三氮杂茚 

英文名称 5-Nitro-1H-Benzotriazole；

5-Nitro-1h-benzotriazol；

5-Nitrobenzotriazole 

英文别名 6-Nitro-1h-benzotriazol；

6-Nitro-1h-benzotriazole 

CAS 号 2338-12-7 危险货物编号 11082 

UN 编号 03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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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具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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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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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震动、撞击，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爆炸品，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遇大火切勿轻易接近。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水。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口罩、护

目镜，穿工作服。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

放入废水系统。或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小心扫起，运至空旷地方引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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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酸类接

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管理应按“五双”管理制度执行。远离火

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止阳光直射。按爆炸品配装表分类划区储运。应与

还原剂、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轻装轻卸。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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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针状结晶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4N4O2 分子量 164.12 

熔点（℃） 216～218 相对密度（水＝1） 1.638 

沸点（℃） 39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91.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25E-06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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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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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178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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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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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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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编组隔离表》进行。起

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化剂、易

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格选择停

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人看管，

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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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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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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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1 类爆炸品。 

【4-1806】2-硝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酚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酚； 

2-羟基硝基苯； 

邻羟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phenol 英文别名 2-Hydroxynitrobenzene；

o-Nitrophenol；

o-Nitrofenol 

CAS 号 88-75-5 危险货物编号 61712 

UN 编号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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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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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能经皮肤和呼吸道吸收。动物实验可引起高铁血红

蛋白血症，体温升高，肝、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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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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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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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

化氮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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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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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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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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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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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结晶，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溶于热水、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指示剂、分析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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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5NO3 分子量 139.11 

熔点（℃） 45 相对密度（水＝1） 1.495 

沸点（℃） 21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9.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880.4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23 (50 ℃)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34 mg／kg(大鼠经口)，1297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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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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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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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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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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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807】3-硝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苯酚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酚 

英文名称 3-Nitrophenol 英文别名 3-Hydroxy-1-nitroben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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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Nitrophenol 

CAS 号 554-84-7 危险货物编号 61712 

UN 编号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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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能经皮肤和呼吸道吸收。动物实验可引起高铁血红

蛋白血症，体温升高，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鱼类和水体要给予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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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足量温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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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

化氮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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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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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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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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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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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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稀酸、碱等。 

主要用途 用作指示剂。 

分子式 C6H5NO3 分子量 139.11 

熔点（℃） 97 相对密度（水＝1） 1.49 

沸点（℃） 194(9.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1.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33(19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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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28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 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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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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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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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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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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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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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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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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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08】4-硝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酚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酚； 

4-硝基-1-羟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phenol 英文别名 p-Nitrophenol；

1-Hydroxy-4-nitrobenzen

e； 4-Nitrofenol；

4-hydroxy-1-nitrobenzene

；Niphen 

CAS 号 100-02-7 危险货物编号 61712 

UN 编号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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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能经皮肤和呼吸道吸收。动物实验可引起高铁血红

蛋白血症，体温升高，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鱼类和水体要给予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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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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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

化氮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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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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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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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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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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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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结晶粉末，有似苦杏仁的气味。 

溶解性 溶于热水、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制造，药物制造及用作试剂。 

分子式 C6H5NO3 分子量 139.11 

熔点（℃） 113～114 相对密度（水＝1） 1.49 

沸点（℃） 2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92(16℃) 

引燃温度（℃） 283 燃烧热（KJ/mol） 2879.2 

自燃温度（℃）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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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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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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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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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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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9】2-硝基苯磺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磺酰氯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磺酰氯 

英文名称 2-Nitr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2-Nitrobenzene 

sulfon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o-nitr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CAS 号 1694-92-4 危险货物编号 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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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和皮肤有强烈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 、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

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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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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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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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受高热分解产

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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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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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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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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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足量的小苏打，将其混匀在地面摊开，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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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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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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潮湿物品、氰化物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搬运要妥善遮盖。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

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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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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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色或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医药、香料及增塑剂合成中间体原料。 

分子式 C6H4ClNO4S 分子量 221.62 

熔点（℃） 65～67 相对密度（水＝1） 1.606 

沸点（℃） 350.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5.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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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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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

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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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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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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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810】3-硝基苯磺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苯磺酰氯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磺酰氯；丙酰氯 

英文名称 3-Nitr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3-(Chlorosulfonyl)nitrobe

nzene；

3-Nitrobenzene-1-sulfonyl 

chloride； 

M- Nitr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CAS 号 121-51-7 危险货物编号 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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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

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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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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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受高热分

解放出有毒的气体。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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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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氯化氢、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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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足量的小苏打，将其混匀在地面摊开，然后

再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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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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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氰化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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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潮湿物品、碱类、氰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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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搬运要妥善遮盖。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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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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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热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C6H4ClNO4S 分子量 221.62 

熔点（℃） 61～65 相对密度（水＝1） 1.606 

沸点（℃）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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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6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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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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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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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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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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

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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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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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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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811】4-硝基苯磺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磺酰氯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磺酰氯 

英文名称 4-Nitr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p-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chloride；

1-(Chlorosulfonyl)-4-nitro

benzene；Nosylchloride 

CAS 号 98-74-8 危险货物编号 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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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

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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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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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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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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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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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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将污染地面撒上苏打灰，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

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小心扫起，装入备用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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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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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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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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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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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至棕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4ClNO4S 分子量 221.62 

熔点（℃） 75-80 相对密度（水＝1） 1.606 

沸点（℃） 181/17mmHg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3-144(1.5 mmHg)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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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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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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

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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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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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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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812】2-硝基苯甲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甲醚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甲醚； 

邻硝基茴香醚； 

邻甲氧基硝基苯； 

1-甲氧基-2-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anisole 英文别名 1-Methoxy-2-nitrobenzen

e；o-Nitroanisole ；

2-Methoxy-1-nitrobenzen

e；

o-Nitro(methoxy)benzene

；o-Nitrophenyl methyl 

ether 

CAS 号 91-23-6 危险货物编号 61697 

UN 编号 27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血液系统改变，发生紫绀、贫

血。可致中枢神经麻痹、肝损害，皮肤接触发生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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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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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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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若是液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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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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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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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

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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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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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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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或微红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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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及药物制造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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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7H7NO3；NO2C6H4OCH3 分子量 153.14 

熔点（℃） 9.6 相对密度（水＝1） 1.254 

沸点（℃） 27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2 临界压力（MPa） 3.76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53(14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7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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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740mg/kg(大鼠经口)；13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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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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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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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13】3-硝基苯甲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苯甲醚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甲醚； 

间硝基茴香醚； 

间甲氧基硝基苯； 

1-甲氧基-3-硝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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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苯甲醚 

英文名称 3-Nitroanisole 英文别名 1-Methoxy-3-nitrobenzen

e；3-Nitroanisole；

3-Methoxynitrobenzene； 

3-Nitrophenylmethylether

；m-Methoxynitrobenzene 

CAS 号 555-03-3 危险货物编号 61697 

UN 编号 2730/345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及皮肤有刺激作用。可能引起贫血、紫绀、肝损害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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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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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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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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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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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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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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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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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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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浅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7NO3；NO2C6H4OCH3 分子量 153.14 

熔点（℃） 36-38 相对密度（水＝1） 1.37 

沸点（℃） 2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1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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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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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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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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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4】4-硝基苯甲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甲醚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甲醚； 

对硝基茴香醚； 

对甲氧基硝基苯； 

1-甲氧基-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anisole 英文别名 p-Nitroanisol；

Nitroanisole；

p-Methoxynitrobenzene；

p-Nitromethoxybenzene； 

p-Nitrophenylmethylether

；

1-methoxy-4-nitro-benzen

； 

4-Methoxy-1-nitrobenzen

e 

CAS 号 100-17-4 危险货物编号 61697 

UN 编号 2730/345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及皮肤有刺激作用。可能引起贫血、紫绀、肝损害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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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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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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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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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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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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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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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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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和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7NO3；NO2C6H4OCH3 分子量 153.14 

熔点（℃） 54 相对密度（水＝1） 1.233（25 °C） 

沸点（℃） 2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29 

闪点（℃） 1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70 (60ºC)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0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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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300 mg/kg(大鼠经口)；LDL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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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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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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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箱或胶合板箱。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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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15】4-硝基苯甲酰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甲酰胺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甲酰胺 

英文名称 4-Nitrobenzamide 英文别名 p-Nitrobenzamide 

CAS 号 619-80-7 危险货物编号 61743 

UN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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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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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

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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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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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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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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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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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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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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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7H6N2O3；

O2NC6H4CONH2 

分子量 166.13 

熔点（℃） 201.4 相对密度（水＝1） 1.384 

沸点（℃） 3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6.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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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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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76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豚鼠经皮：2500mg（10 天，间断），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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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

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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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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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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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816】2-硝基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甲酰氯 

英文名称 2-Nitr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o-Nitrobenzoic 

acidchloride； 

o-Nitrobenzoyl chloride 

CAS 号 610-14-0 危险货物编号 8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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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腐蚀性。蒸气和粉尘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遇水反应释出氯化氢气体，

受热分解释出氯气和氮氧化物。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痉挛、炎症，化学性肺

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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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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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

腐蚀性。遇水反应，放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蒸馏残留物可能发

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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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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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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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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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足量的小苏打，将其混匀在地面摊开，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

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回收。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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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橡胶耐酸碱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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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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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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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面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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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结晶或液体，有刺鼻的恶臭。 

溶解性 溶于热乙醇、苯、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染料的中间体。 

分子式 C7H4ClNO3 分子量 185.57 

熔点（℃） 25 相对密度（水＝1） 1.453 

沸点（℃） 2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9.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212mmHg at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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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

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

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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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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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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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817】3-硝基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甲酰氯 

英文名称 3-Nitr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m-Nitrobenzoyl chloride 

CAS 号 121-90-4 危险货物编号 81638 

UN 编号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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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蒸气和粉尘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

毒。受热分解释出氯和氮氧化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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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散发

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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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

有腐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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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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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撒上足量的小苏打，将其混

匀在地面摊开，然后再用大量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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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化剂、碱类、醇类

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专人保管。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

器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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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搬运要妥善遮盖。操作现

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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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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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或液体，具有刺鼻恶臭。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醇，易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制染料和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4ClNO3 分子量 185.57 

熔点（℃） 34～35 相对密度（水＝1） 1.4280 

沸点（℃） 275～2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43 

闪点（℃） 1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457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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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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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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2460mg／kg(大鼠经口)；79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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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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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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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

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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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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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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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818】4-硝基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甲酰氯；硝酰；

氯化对硝基苯甲酰 

英文名称 4-Nitr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p-Nitrobenzoyl chloride； 

4-Nitrobenzoylchloride； 

4-Nitrobenzoic acid 

chloride；PNBC 

CAS 号 122-04-3 危险货物编号 61686 

UN 编号 1759/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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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及皮肤有强烈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炎症或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

中毒表现有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慢性影响：实验显示

有诱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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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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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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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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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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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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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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

护服。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使用

无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或用大量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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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须密封，切

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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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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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结晶固体，有刺激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醚，遇水、乙醇分解。易吸潮。 

主要用途 制造药物及用作染料的中间体。 

分子式 C7H4ClNO3 分子量 185.57 

熔点（℃） 71.5 相对密度（水＝1） 1.53 

沸点（℃） 27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0／15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41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强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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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6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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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

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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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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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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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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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819】2-硝基苯肼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肼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肼 

英文名称 2-Nitrophenylhydrazine 英文别名 o-Nitrophenythydrazine；

(o-nitrophenyl)-hydrazin 

CAS 号 3034-19-3 危险货物编号 61815 

UN 编号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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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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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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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震动或撞击可

引起燃烧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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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泡沫、砂土、雾状水、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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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泄

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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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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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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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桔红色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7N3O2；

O2NC6H4NHNH2 

分子量 153.14 

熔点（℃） 121-123 相对密度（水＝1）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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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4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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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78 mg／kg（小鼠静注）。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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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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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0】4-硝基苯肼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肼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肼 

英文名称 4-Nitrophenylhydrazine 英文别名 p-Hydrazinonitrobenzene

；Nitrophenylhydrazine； 

p-Nitrophenylhydrazide； 

CAS 号 100-16-3 危险货物编号 61815 

UN 编号 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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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造成严重眼

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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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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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有爆炸性的混合物。经摩擦、震动或撞

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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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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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泡沫、砂土、雾状水、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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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用沙土混合，逐渐倒入稀盐酸中（1 体积浓盐酸加 2 体积水稀释），放置

24 小时，然后废弃。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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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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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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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黄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热乙醇、乙醚、苯、氯仿、乙酸乙酯。 

主要用途 用作检验醛、酮糖类的试剂。 

分子式 C6H7N3O2；

O2NC6H4NHNH2 

分子量 153.14 

熔点（℃） 156（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419 

沸点（℃） 3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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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69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4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震动或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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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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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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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1】2-硝基苯胂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胂酸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胂酸 

英文名称 2-Nitrophenyl arsonic acid 英文别名 o-nitro-benzenearsonic 

acid； 

(o-nitrophenyl)arsonic 

acid； 

2-nitrobenzenearsonic 

acid；

(2-nitrophenyl)-Arsonic 

acid 

CAS 号 5410-29-7 危险货物编号 61856 

UN 编号 34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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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或吞咽会中毒。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极毒性。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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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砷和氧化氮烟雾。受高热或接触酸或酸

雾放剧毒的烟雾。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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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粉、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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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

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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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

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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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复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极淡的黄色或红黄色晶体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丙酮、氯仿、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测定镉的试剂，也用于邻氨基苯胂酸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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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6AsNO5 分子量 247.04 

熔点（℃） 225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54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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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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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o：1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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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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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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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2】3-硝基苯胂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苯胂酸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胂酸 

英文名称 3-Nitrophenylarsonic acid 英文别名 m-Nitrophenylarsonic 

acid 

CAS 号 618-07-5 危险货物编号 61856 

UN 编号 34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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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或吞咽会中毒。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极毒性。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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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砷和氧化氮烟雾。受高热或接触酸或酸

雾放剧毒的烟雾。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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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粉、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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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

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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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

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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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复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红黄色晶体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丙酮、氯仿、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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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6H6AsNO5 分子量 247.0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52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8.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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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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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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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3】4-硝基苯胂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胂酸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胂酸； 

对氨基苯胂酸；对阿散酸 

英文名称 4-Nitrobenzenearsonicacid 英文别名 (p-Nitrophenyl)arsonic 

acid；Hep-a-Stat； 

(4-Nitrophenyl)ar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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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Histostat ； 

Nitarson；Nitarsone；

p-Nitrobenzenearsonic 

acid；p-Arsanilic acid 

CAS 号 98-72-6 危险货物编号 61856 

UN 编号 34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具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有稍微的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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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砷和氧化氮烟雾。受高热或接触酸或酸

雾放剧毒的烟雾。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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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粉、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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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

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

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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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毒物渗透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

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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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自吸过滤复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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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粉末，无气味。 

溶解性 溶于热水，微溶于冷水、乙醇、乙酸，不溶于丙酮、醚、苯、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制造及用作测定铵、铈、锆的试剂。 

分子式 C6H8NO3As；

H2NC6H4AsO(OH)2 

分子量 217.06 

熔点（℃） 232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52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73.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00mg/kg(大鼠经口)，18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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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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4】4-硝基苯乙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乙腈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乙腈； 

对硝基苄基氰； 

对硝基氰化苄； 

4-硝基苄基氰 

英文名称 4-Nitrophenylacetonitrile 英文别名 4-Nitrobenzyl Cyanide；

p-Nitophenylacetonitrile； 

p-Nitro-alpha-tolunitrile； 

p-nitrobenzeneacetonitrile

；p-Nitro-tolunitrile 

CAS 号 555-21-5 危险货物编号 61642 

UN 编号 34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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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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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洗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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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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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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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如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

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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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碱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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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正压自

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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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施。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片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及药品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8H6N2O2 分子量 162.15 

熔点（℃） 116～117 相对密度（水＝1） 1.272 

沸点（℃） 33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7.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60／19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7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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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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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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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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5】2-硝基苯乙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苯乙醚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苯乙醚； 

邻乙氧基硝基苯； 

1-乙氧基-2-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phenyl ethyl ether；

2-Nitrophenetole 

英文别名 1-Ethoxy-2-nitro-Benzene

；2-Ethoxynitrobenzene；

o-nitro-phenetol； 

Ethyl o-nitrophenyl ether 

CAS 号 610-67-3 危险货物编号 61698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吸入或与眼睛、皮肤接触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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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能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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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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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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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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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

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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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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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有机合成的染料的中间体。 

分子式 C8H9NO3；

NO2C6H4OCH2CH3 

分子量 167.16 

熔点（℃） 2.1 相对密度（水＝1） 1.19 

沸点（℃） 2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205.1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8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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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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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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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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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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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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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6】4-硝基苯乙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苯乙醚 中文别名 对硝基苯乙醚； 

对乙氧基硝基苯； 

1-乙氧基-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phenetole 英文别名 1-Ethoxy-4-nitro-benzen； 

4-Ethoxynitrobenzene；

p-Nitroethoxybenzene； 

p-Nitrophenetol； 

p-nitro-phenetol； 

p-Nitrophenylethylether 

CAS 号 100-29-8 危险货物编号 61698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吸入或与眼睛、皮肤接触有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有稍微的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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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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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

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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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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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

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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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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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柱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溶于热石油醚，易溶于热乙醇、乙醚，混溶于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作药物和染料的中间体。在医药上用于合成非那西丁等。 

分子式 C8H9NO3；

NO2C6H4OCH2CH3 

分子量 167.16 

熔点（℃） 56-60 相对密度（水＝1） 1.18 

沸点（℃）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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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5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205.1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5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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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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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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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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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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7】3-硝基吡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吡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3-Nitropyridine 英文别名 5-Nitropyridine 

CAS 号 2530-26-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3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损伤。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有稍微的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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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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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

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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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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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

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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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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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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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奶油色晶体状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4N2O2 分子量 124.10 

熔点（℃） 38 相对密度（水＝1） 1.33（20℃） 

沸点（℃） 21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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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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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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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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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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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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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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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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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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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828】1-硝基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硝基丙烷 中文别名 丙基硝 

英文名称 1-Nitropropane 英文别名 1-NP；N-Nitropropane 

CAS 号 108-03-2 危险货物编号 33522 

UN 编号 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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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及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高浓度引起麻醉作用。轻度中毒者引起

化学性支气管炎；中度中毒者为化学性肺炎；重度中毒者可发生化学性肺水肿。

对肝脏损害明显。可致轻度铁血红蛋白血症。本品对皮肤无刺激性。动物实验认

为有轻度麻醉作用，出现软弱和流涎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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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震动及受热或遇无机碱类、氧化

剂、烃类、胺类及二氯化铝、六甲基苯等均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分解时，放出

有毒的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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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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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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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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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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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7℃。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

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

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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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类似氯仿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氯仿，混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溶剂和中间体，喷气发动机燃料，喷雾剂等。 

分子式 C3H7NO2；

CH3CH2CH2NO2 

分子量 89.09 

熔点（℃） -108 相对密度（水＝1） 0.998（25 °C） 

沸点（℃） 1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 

闪点（℃） 36（闭杯）；34（开杯） 临界压力（MPa） 4.35 

临界温度（℃） 402.0 饱和蒸汽压（KPa） 1.00（20℃） 

引燃温度（℃） 419 燃烧热（KJ/mol） 2016 

自燃温度（℃） 419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1 爆炸下限（％） 2.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1.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87 pH 6.0 (0.9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无机碱、碱金属、卤代烷烃、金属氢化物、金属烷氧化物、氨、胺等。 

避免接触条件 强烈震动、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55 mg／kg（大鼠经口）；LC50：3100ppm（大鼠吸入，8h）。 

刺激性 眼睛-人：150 ppm/15 分。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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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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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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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

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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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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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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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829】2-硝基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丙烷 中文别名 硝酸丙烷；仲硝基丙烷 

英文名称 2-Nitropropane；

sec-nitropropane 

英文别名 1-Methylnitroethane；

Dimethylnitromethane；

Isonitropropane；2-NP 

CAS 号 79-46-9 危险货物编号 33522 

UN 编号 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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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轻度中毒出现化学性支气管炎；中度中毒者为化

学性肺炎；重度中毒者可发生化学性肺水肿。同时都伴有不同程度的眼结膜充血、

水肿等。本品有麻醉作用。可引起轻度高铁血红蛋白血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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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震动及受热或遇无机碱类、氧化

剂、烃类、胺类及三氯化铝、六甲基苯等均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分解时, 放出

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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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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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

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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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有水果香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混溶于芳烃、酮类、酯类、醚类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乙烯及环氧树脂涂料的特殊溶剂、火箭燃料、汽油的添加剂等，也用于有机

合成。 

分子式 C3H7NO2；

CH3CH2CH2NO2 

分子量 89.09 

熔点（℃） -91.3 相对密度（水＝1） 0.99 

沸点（℃） 120.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6 

闪点（℃） 2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44.7 饱和蒸汽压（KPa） 1.33(15.8℃) 

引燃温度（℃） 425 燃烧热（KJ/mol） 1788.6 

自燃温度（℃） 42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4 爆炸下限（％） 2.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1.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64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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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类、铜。 

避免接触条件 强烈震动、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720 mg/kg(大鼠经口)； LC50：1456mg/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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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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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

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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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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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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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830】2-硝基碘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碘苯 中文别名 2-碘硝基苯； 

邻硝基碘苯； 

邻碘硝基苯； 

1-碘代-2-硝基苯； 

1-碘-2-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iodobenzene； 

2-Nitrophenyl iodide 

英文别名 1-Iodo-2-nitrobenzene；

1-Nitro-2-iodobenzene；

2-Iodonitrobenzene；

2-Nitro-1-iodobenzene；

o-Iodonitrobenzene； 

o-Nitroiodobenzene； 

o-Nitrophenyl iodide 

CAS 号 609-73-4 危险货物编号 61691 

UN 编号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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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可引起高铁

血红蛋白血症而出现紫绀。易经皮肤吸收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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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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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碘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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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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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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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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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4INO2；IC6H4NO2 分子量 249.01 

熔点（℃） 49~51 相对密度（水＝1） 1.92 

沸点（℃）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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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8(28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98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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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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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1】3-硝基碘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碘苯 中文别名 3-碘硝基苯； 

间硝基碘苯； 

间碘硝基苯； 

1-碘-3-硝基苯 

英文名称 3-Nitroiodobenzene 英文别名 m-Nitrophenyliodide；

1-Iodo-3-nitrobenzene；

3-Iodo-1-nitroben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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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itro-1-iodobenzene；

3-Nitrophenyl iodide 

CAS 号 645-00-1 危险货物编号 61691 

UN 编号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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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进入体内能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导致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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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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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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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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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橙黄色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4INO2；IC6H4NO2 分子量 249.01 

熔点（℃） 36-38 相对密度（水＝1） 1.948 

沸点（℃） 2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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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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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2】4-硝基碘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碘苯 中文别名 4-碘硝基苯； 

对硝基碘苯； 

对碘硝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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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碘代-4-硝基苯； 

1-碘-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iodobenzene 英文别名 1-Iodo-4-nitrobenzene；

4-Iodo-1-nitrobenzene；

p-Nitrophenyl iodide；

4-Iodonitrobenzene 

CAS 号 636-98-6 危险货物编号 61691 

UN 编号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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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并有刺激性。进入体内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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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流动清水彻底冲洗污染的皮肤、头发、指甲等。

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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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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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到一定浓度时，遇

火星会发生爆炸。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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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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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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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至淡碱水中(烧碱加水冲淡 50 倍)，

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回收。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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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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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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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针状结晶，有刺激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4INO2；IC6H4NO2 分子量 249.01 

熔点（℃） 171-173 相对密度（水＝1） 2.273(固体) 

沸点（℃） 289（102.9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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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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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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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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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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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3】1-硝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硝基丁烷 中文别名 1-硝丁烷 

英文名称 1-Nitrobutane 英文别名 1-Nitrobutan；

Nitro-butane 

CAS 号 627-05-4 危险货物编号 3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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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基烷烃类物质除刺激粘膜外，对中枢神经系统亦有损害。动物实验表明，还有

损害肝脏的可能。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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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强烈震动及受热或遇无机碱类、氧化

剂、烃类、胺类及三氯化铝、六甲基苯等均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分解时, 放出

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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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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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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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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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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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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环境中，建议

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碱液。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4H9NO2；CH3(CH2)3NO2 分子量 103.12 

熔点（℃） -81.3 相对密度（水＝1） 0.97 

沸点（℃） 15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4 临界压力（MPa） 3.6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25℃ 

引燃温度（℃） 344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4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无机碱、碱金属、卤代烷烃、金属氢化物、金属烷氧化物、氨、胺等。 

避免接触条件 强烈震动、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o：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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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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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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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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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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4】2-硝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丁烷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Nitrobutane 英文别名  

CAS 号 600-24-8 危险货物编号 3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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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基烷烃类物质除刺激粘膜外，对中枢神经系统亦有损害。动物实验表明，还有

损害肝脏的可能。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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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强烈震动及受热或遇无机碱类、氧化

剂、烃类、胺类及三氯化铝、六甲基苯等均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分解时, 放出

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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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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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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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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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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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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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环境中，建议

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4H9NO2；CH3(CH2)3NO2 分子量 103.12 

熔点（℃） -131.99 相对密度（水＝1） 0.957 

沸点（℃） 139.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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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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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无机碱、碱金属、卤代烷烃、金属氢化物、金属烷氧化物、氨、胺等。 

避免接触条件 强烈震动、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500 mg/kg (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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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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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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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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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5】硝基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基苊 中文别名 1,2-二氢-5-硝基苊； 

5-硝基二氢苊；5-硝基苊 

英文名称 Nitroacenaphthene 英文别名 1,2-dihydro-5-nitro-Acena

phthylene；5-Nan；

5-Nitroacenaphthene；

5-Nitronaphthalene 

ethylene 

CAS 号 602-87-9 危险货物编号 41516 

UN 编号 2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人有毒，具刺激作用，受热分解会释出有毒的氮氧化物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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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静卧休息。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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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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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用清洁的铲子收集

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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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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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撞击和震荡。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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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蒸气时，应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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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针状结晶。遇浓硫酸呈蓝紫色。 

溶解性 溶于醇、醚、油类、热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用作染料中间体及电子工业增感剂。 

分子式 C12H9NO2 分子量 199.21 

熔点（℃） 101-102 相对密度（水＝1） 1.408 

沸点（℃） 381.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9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1E-0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7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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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震动、撞击、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大鼠实验有致癌的危险。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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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

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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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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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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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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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836】2-硝基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甲苯 中文别名 邻硝基甲苯； 

1-甲基-2-硝基苯； 

甲基邻硝基苯； 

邻胡基甲苯 

英文名称 2-Nitrotoluene； 

2NT；ONT 

英文别名 2-methyl-1-nitrobenzene；

o-nitrophenylmethane；

1-methyl-2-nitro-benzen；

o-Methylnitrobenzene；

O-Nitrotoluene 

CAS 号 88-72-2 危险货物编号 61058 

UN 编号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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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吸收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

现紫绀。严重中毒者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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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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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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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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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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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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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

气型防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

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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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油状透明液体。有硝基苯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氯仿、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农药的中间体，也用于生产涂料、塑料和医药等。 

分子式 C7H7NO2；CH3C6H4NO2 分子量 137.14 

熔点（℃） -9.5 相对密度（水＝1） 1.163（25 °C） 

沸点（℃） 22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2 

闪点（℃） 106.1(闭杯)；95（开杯） 临界压力（MPa） 3.8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3（25℃ 

引燃温度（℃） 305 燃烧热（KJ/mol） -3593.1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50 爆炸下限（％） 2.2 

黏度（mPa·s） 0.0262 (15℃) 爆炸上限（％） 8.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 pH 6-8 (H2O)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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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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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891 mg/kg (大鼠经口)，970 mg/kg (小鼠经口)。 

刺激性 人吸入 200ppm×60 分钟，明显毒性；人吸入 40ppm，出现症状；人吸入>1ppm，

不悦感。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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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7】3-硝基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甲苯 中文别名 间硝基甲苯；间硝基； 

1-甲基-3-硝基苯； 

间甲基硝基苯  

英文名称 3-Nitrotoluene 英文别名 m-Nitrophenylmethane；

m-Nitrotoluol； 

1-Methyl-3-mitrobenzene

；MNT ；

3-Methyl-1-nitrobenzene；

m-mononitrotoluene 

CAS 号 99-08-1 危险货物编号 61058 

UN 编号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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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吸收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

现紫绀。严重中毒者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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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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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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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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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二氧化碳、泡沫、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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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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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透

气型防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

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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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油状液体，有似硝基苯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可混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作农药、医药、染料、彩色显影剂、塑料及合成纤维助剂的中间

体。 

分子式 C7H7NO2；CH3C6H4NO2 分子量 137.14 

熔点（℃） 15 相对密度（水＝1） 1.157（25 °C） 

沸点（℃） 230-23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3 

闪点（℃）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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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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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 爆炸下限（％） 2.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072 mg/kg (大鼠经口)，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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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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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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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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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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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8】4-硝基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甲苯 中文别名 对硝基甲苯 

英文名称 4-Nitrotoluene 英文别名 p-nitrotoluene 

CAS 号 99-99-0 危险货物编号 61058 

UN 编号 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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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吸收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

现紫绀。严重中毒者可致死。经吸入、摄入及皮肤吸收进入人体，主要损害血液、

皮肤、胃肠道、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本品刺激皮肤及眼睛粘膜，中毒的



 

82 

典型症状为头痛、气短、腹痛、恶心、眩晕、呼吸困难、皮肤发蓝等，大量进入

人体可严重损害肝脏并引起溶血，甚至死亡。 

环境危害 对水生物有毒，可能在水生环境中造成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大量肥皂水和水清洗；如感不适呼叫控毒中心或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休息保持利于呼吸的体位，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就医。 

食入 用流动清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泻，立即呼叫中毒控制中心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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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受到冲击就能引起燃烧和爆炸，绝对不

能和还原剂（糖，硫磺，金属粉末，纸张等）一起混合储存，也不能和高灵敏度

的起爆剂混合储存，例如（叠氮化物，雷酸盐，氯酸盐等）否则爆炸起来不可扑

救。遇硫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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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须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

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

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当对硝基甲苯洒漏在地面时，应配戴好

面具、手套，仔细收集清扫干净漏物，盛放在适当的容器内，放置在远离可燃性、

还原性物质和硫酸的地方。当对硝基甲苯洒入水体时，应立即将被污染水体隔断，

以避免污染扩散。当对硝基甲苯倾倒在土壤中时，应将被污染土壤收集起来，转

移到安全地带。中毒人员应立即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用大量水洗眼睛，用水

淋少全身，漱口。大量饮水，催吐，立即送往医院。沿地面加强通风，驱赶残留

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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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

气型防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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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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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检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晶体，有苦杏仁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氯仿和苯。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合成。 

分子式 C7H7NO2；CH3C6H4NO2 分子量 137.14 

熔点（℃） 51.9 相对密度（水＝1） 1.29 

沸点（℃） 23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2 

闪点（℃） 106（开杯） 临界压力（MPa） 3.8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3(50.2℃) 

引燃温度（℃） 390 燃烧热（KJ/mol） 3714.3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82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6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960 mg/kg(大鼠经口)；16mg/kg(大鼠经皮)；790mg/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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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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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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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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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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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9】2-硝基联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联苯 中文别名 邻硝基联苯； 

2-硝基-1,1’-联苯 

英文名称 2-Nitrobiphenyl 英文别名 o-Nitrobiphenyl；

2-phenylnitrobenzene；

1-Nitro-2-phenylbenzene；

Nitrodiphenyl；ONB 

CAS 号 86-00-0 危险货物编号 41518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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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呼吸系统有刺激作用。对肝、肾有损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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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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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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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

器，穿化学防护服。用砂土吸收，收集送至空旷地方，倒至淡碱水中(烧碱加水

冲淡 50 倍)，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果大量泄漏，回收。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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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

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

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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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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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黄色至淡红色液体或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丙酮、二甲基甲酰胺、四氢糖醇。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医药、染料中间体和防霉剂。 

分子式 C12H9NO2 分子量 199.21 

熔点（℃） 36-38 相对密度（水＝1） 1.44 

沸点（℃） 3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9 

闪点（℃） 1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7( 140 °C) 

引燃温度（℃） 18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1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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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源、热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230mg/kg(大鼠经口)；1580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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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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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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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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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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40】4-硝基联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联苯 中文别名 对硝基联苯；对硝联苯 

英文名称 4-Nitrobiphenyl 英文别名 1-Nitro-4-phenylbenzene； 

4-Nitro-1,1'-biphenyl；

p-Nitrodiphenyl；

4-Phenylnitrobenzene；

p-Phenylnitrobenzene 

CAS 号 92-93-3 危险货物编号 41518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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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体有毒。中毒时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发绀、心肌缺氧，贫血、高铁血红

蛋白血症。美国将其列为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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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混合，经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分解，

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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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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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

器，穿化学防护服。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小心扫起，送至空旷地方，

倒至淡碱水中(烧碱加水冲淡 50 倍)，静置 24 小时，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

如果大量泄漏，小心扫起，装入备用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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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

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蒸气或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防止阳光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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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

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分装和搬

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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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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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醇，易溶于醚、苯、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增塑剂。 

分子式 C12H9NO2 分子量 199.21 

熔点（℃） 114 相对密度（水＝1） 1.328 

沸点（℃） 3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0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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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源、热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230mg／kg(大鼠经口)；197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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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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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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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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类易燃固体。 

【4-1841】2-硝基氯化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氯化苄 中文别名 邻硝基苄基氯； 

邻硝基氯化苄； 

邻硝基苯氯甲烷； 

α-氯-2-硝基甲苯 

英文名称 2-Nitrobenz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α-Chloro-2-nitrotoluene； 

Nitrobenzylchloride；

1-chloro-2-methyl-3-nitro

benzene； 

1-(chloromethyl)-2-nitrob

enzene； 

o-nitrobenzyl chloride 

CAS 号 612-23-7 危险货物编号 61685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

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吸入后可能由于喉、支

气管的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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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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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释出有毒的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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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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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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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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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 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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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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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

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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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黄色、有催泪性和恶臭的晶状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乙酸，易溶于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6ClNO2 分子量 171.58 

熔点（℃） 46-50 相对密度（水＝1） 1.556 

沸点（℃） 127-1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2.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2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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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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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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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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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2】3-硝基氯化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氯化苄 中文别名 间硝基苯氯甲烷； 

间硝基苄基氯； 

间硝基氯化苄； 

α-氯-3-硝基甲苯 

英文名称 3-Nitrobenz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1-(Chloromethyl)-3-nitrob

enzene；

alpha-chloro-m-nitro-tolu

en；

alpha-chloro-3-nitro-tolue

n；a-Chloro-3-nitrotoluene 

CAS 号 619-23-8 危险货物编号 61685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

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吸入后可能由于喉、支

气管的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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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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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释出有毒的氮氧化物

和氯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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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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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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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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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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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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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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针状结晶，有催泪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7H6ClNO2 分子量 171.58 

熔点（℃） 43-47 相对密度（水＝1） 1.503 

沸点（℃） 85-87（5 mm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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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8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77 (62ºC)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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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类、强氧化剂、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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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809 mg／kg(大鼠经口)； LCL0：280 毫克/立方米/4 小时（大鼠

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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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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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3】4-硝基氯化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氯化苄 中文别名 对硝基氯化苄； 

对硝基苄基氯； 

对硝基苯氯甲烷； 

1-(氯甲基)-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benz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a-Chloro-4-nitrotoluene；

1-(Chloromethyl)-4-nitrob

enzene；

4-(Chloromethyl)nitroben

zene；

alpha-chloro-p-nitrotoluen

e；p-Nitrobenzyl chloride 

CAS 号 100-14-1 危险货物编号 61685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

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吸入后可能由于喉、支

气管的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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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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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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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和氯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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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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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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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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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密封，切

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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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针状结晶，有催泪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易溶于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6ClNO2 分子量 171.58 

熔点（℃） 71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112(0.6 mmHg)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8.7（闭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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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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胺类、强氧化剂、水、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809 mg／kg(大鼠经口)； LCLo：280mg/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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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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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4】硝基马钱子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基马钱子碱 中文别名 卡可西灵 

英文名称 Nitrobruciquinone 英文别名 Cacotheline ； 

Cacotheline Monohydrate 

CAS 号 5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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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皮肤接触会中毒。吸入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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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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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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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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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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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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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

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使用后洗手，禁止在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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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易溶于热水，微溶于水，难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试验铈、铌、铕、汞、钼、铼、铑、锡、钛、钨和钒。滴定亚锡、高铁和钙

离子的氧化还原指示剂。 

分子式 C21H21N3O7 分子量 427.41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62 

沸点（℃） 69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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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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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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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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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5】2-硝基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萘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Nitro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beta-Nitronaphthalene 

CAS 号 581-89-5 危险货物编号 41513 

UN 编号 253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性。眼接触可引起结膜炎、严重时可致角膜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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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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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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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蒸气。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

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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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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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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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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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5℃。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

应与氧化剂、还原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

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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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染料，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7NO2 分子量 173.17 

熔点（℃） 79 相对密度（水＝1） 1.279 

沸点（℃） 3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9 

闪点（℃） 158.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7.8（31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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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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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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4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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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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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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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 、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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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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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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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846】1-硝基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硝基萘 中文别名 硝基萘； 

α-硝基萘；A-硝基萘 

英文名称 1-Nitronaphthalene 英文别名 1-Nitronaftalen；Nitrol； 

α-Nitronaphthalene；

1-Nitronaphthalin 

CAS 号 86-57-7 危险货物编号 41513 

UN 编号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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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有刺激作用，可引起结膜炎，严重者可致角膜损伤。对粘膜、上呼吸道、皮

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因缺氧而致皮肤粘膜紫绀。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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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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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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与氧化剂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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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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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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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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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

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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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染料，石油工业中用以去除荧光。 

分子式 C10H7NO2 分子量 173.17 

熔点（℃） 58.8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3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96 

闪点（℃） 16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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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2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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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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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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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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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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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847】硝基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基脲 中文别名 硝脲；1-硝基脲 

英文名称 N-Nitrocarbamide  英文别名 Nitrourea；1-nitrourea 

CAS 号 556-89-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014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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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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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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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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热、震动、撞击、摩擦可爆；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气体。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具强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用大量水灭火。遇大火须远离以防炸伤。在物

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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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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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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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装轻放；库房通风、远离明火、高温、阳光；与氧化剂、易燃物分开存放。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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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溶于醇、醚、丙酮和乙酸，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生化研究。 

分子式 CH3N3O3 分子量 105.05 

熔点（℃） 159（分解）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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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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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震动、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公安部门指定地点引爆。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凭到达地公安机关的运输证托运。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编组隔离表》进

行。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

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

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

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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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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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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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1 类爆炸品。 

【4-1848】硝基三唑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基三唑酮 中文别名 1,2-二氢-5-硝基

-3H-1,2,4-三唑-3-酮 

英文名称 3-Nitro-1,2,4-triazol-5-one 英文别名 5-Nitro-2,4-dihydro-1,2,4-

triazol-3-one； 

5-Oxo-3-nitro-1,2,4-triazo

le；NTO 

CAS 号 932-64-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04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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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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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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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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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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高热、震动、撞击、摩擦可爆；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气体。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具强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用大量水灭火。遇大火须远离以防炸伤。在物

料附近失火，须用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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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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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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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装轻放；库房通风、远离明火、高温、阳光；与氧化剂、易燃物分开存放。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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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2H2N4O3 分子量 130.0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46 

沸点（℃） 2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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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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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震动、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公安部门指定地点引爆。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凭到达地公安机关的运输证托运。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编组隔离表》进

行。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

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

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

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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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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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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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1 类爆炸品。 

【4-1849】2-硝基溴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硝基溴苯 中文别名 邻硝基溴苯； 

邻溴硝基苯； 

1-溴-2-硝基苯 

英文名称 2-Nitrobromobenzene；

2-Bromonitrobenzene；

2-Nitrophenyl bromide 

英文别名 1-Bromo-2-nitrobenzene；

2-Bromo-1-nitrobenzene；

2-Nitro-1-bromobenzene；

o-Bromonitrobenzene；

o-Nitrobromobenzene； 

o-Nitrophenyl bromide 

CAS 号 577-19-5 危险货物编号 61688 

UN 编号 2732/34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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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经皮肤吸收

迅速，吸收后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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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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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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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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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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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不溶于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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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式 C6H4BrNO2 分子量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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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43 相对密度（水＝1） 1.62 

沸点（℃） 26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0.77(25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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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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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0】3-硝基溴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硝基溴苯 中文别名 间硝基溴苯； 

间溴硝基苯； 

1-溴-3-硝基苯 

英文名称 3-Bromonitrobenzene 英文别名 1-Bromo-3-nitrobenzene； 

m-Bromonitrobenzene；

3-Bromo；

3-Nitro-1-bromobenzene 

CAS 号 585-79-5 危险货物编号 61688 

UN 编号 2732/34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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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经皮肤吸收

迅速，吸收后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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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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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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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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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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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隔离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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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黄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4BrNO2 分子量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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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56 相对密度（水＝1） 1.704 

沸点（℃） 25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7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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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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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1】4-硝基溴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溴苯 中文别名 对硝基溴苯； 

对溴硝基苯； 

1-溴-4-硝基苯 

英文名称 4-Nitrobromobenzene；

4-Nitrophenylbromide 

英文别名 1-Bromo-4-nitrobenzene；

p-Nitrobromobenzene；

Nitrobromobenzene； 

p-Nitrophenylbromide 

CAS 号 586-78-7 危险货物编号 61688 

UN 编号 2732/34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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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经皮肤吸收

迅速，吸收后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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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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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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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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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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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隔离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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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4BrNO2 分子量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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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124-126 相对密度（水＝1） 1.95 

沸点（℃） 255-25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54-2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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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气体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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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2】4-硝基溴化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硝基溴化苄 中文别名 对硝基溴化苄； 

对硝基苯溴甲烷； 

对硝基苄基溴； 

5-硝基溴(化)苄 

英文名称 4-Nitrobenzyl bromide 英文别名 a-Brom-4-nitrotoluol； 

alpha-Bromoparanitrotolu

ene；4NBB； 

Nitrobenzyl bromide； 

p-(Bromomethyl)nitroben



 

111 

zene；

p-Nitobenzylbromide 

CAS 号 100-11-8 危险货物编号 61690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或口服对身体有害。本品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吸入

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

有烧灼感、咳嗽、喘息、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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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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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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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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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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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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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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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胺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应该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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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针状晶体，有催泪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分析试剂及有机合成中间体，在医药工业中用于合成甲酰溶肉瘤素等药

物。 

分子式 C7H6BrNO2 分子量 216.03 

熔点（℃） 98 相对密度（水＝1） 1.652 

沸点（℃） 304.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1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胺类、强氧化剂、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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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6 mg/kg（小鼠静注）。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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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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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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53】硝基盐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基盐酸 中文别名 王水；王酸 

英文名称 Aqua Regia 英文别名 Nitrohydrochloric acid 

CAS 号 8007-56-5 危险货物编号 81014 

UN 编号 179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粘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和腐蚀作用，蒸气或雾能引起角膜炎、

结膜炎，并可引起失明，引起呼吸道刺激和支气管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

严重者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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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并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严重的立即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严重的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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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勿口对口），并立即就医。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极强的腐蚀性，且挥发出的氯气有毒，蒸气接触危险性非常大；遇金属放出可

燃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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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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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沙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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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堵漏。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接触。在地上撒上苏打灰。然后收集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臵。少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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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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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实验室

将王水保存于棕色的玻璃瓶中，玻璃瓶插在沙坑里。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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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黄色雾的液体，有氯的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 

主要用途 蚀刻工艺和一些检测分析过程。 

分子式 HNO3·3HCl 分子量 82.47 

熔点（℃） -42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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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物、还原物、易燃物、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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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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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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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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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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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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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854】硝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铵 中文别名 硝铵；镍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VarioformI；ZhVK；

Emulite； 

German saltpeter； 

Norge saltpeter；  

Norway saltpeter； 

Norwegiansaltpeter 

CAS 号 6484-52-2 危险货物编号 51069 

UN 编号 1942/242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眼及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痛、虚弱、无力和

虚脱等。大量接触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影响血液的携氧能力，出现紫绀、

头痛、头晕、虚脱，甚至死亡。口服引起剧烈腹痛、呕吐、血便、休克、全身抽

搐、昏迷，甚至死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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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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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可燃物粉末混合能发生激烈反应而

爆炸。受强烈震动也会起爆。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

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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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

防护掩蔽处操作。 

灭火剂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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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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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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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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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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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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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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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的透明结晶或呈白色的小颗粒，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丙酮、氨水，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致冷剂、烟火和炸药原料。 

分子式 NH4NO3 分子量 80.04 

熔点（℃） 169.6 相对密度（水＝1） 1.725 

沸点（℃） 21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5.43（0.1mol/L 水溶液）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温、阳光、震动、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820mg／kg(大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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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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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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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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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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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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55】硝酸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苯胺 中文别名 苯胺硝酸盐 

英文名称 Aniline nitrtate 英文别名 Benzenamine； 

Nitro aniline alcohol 

CAS 号 542-15-4 危险货物编号 61747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主要因形成的高铁血红蛋白所致，造成组织缺氧，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和其它脏器损害。急性中毒：中毒者的口唇、指端、耳廓发绀，病人有恶心、

呕吐、手指发麻、精神恍惚等；重度中毒进，皮肤、粘膜严重青紫，出现心悸、

呼吸困难、抽搐甚至昏迷、休克；重笃者可出现溶血性黄疸、中毒性肝炎、中毒

性肾损伤。慢性中毒：患者有神经衰弱综合征表现，伴有轻度发绀、贫血和肝、

脾肿大。皮肤接触可发生湿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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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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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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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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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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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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沙土混合，逐渐倒入稀盐酸中(1 体积浓盐酸加 2 体积水稀释)，放

置 24 小时，然后废弃。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

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避光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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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正压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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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晶。见光或在空气中色变深。 

溶解性 溶于水和乙醇。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8N2O3 分子量 156.14 

熔点（℃） -6 相对密度（水＝1） 1.356 

沸点（℃） 18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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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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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

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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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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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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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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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856】硝酸苯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苯汞 中文别名 碱式硝酸苯汞 

英文名称 Phenyl mercuric nitrate；

Nitratophenylmercury 

英文别名 Mercuriphenyl nitrate；

Phenalco；Phenitol；

Phenylmercurinitrate 

CAS 号 55-68-5 危险货物编号 61093 

UN 编号 18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属高毒农药。误服或吸入会中毒。受热分解释出汞和氮氧化物。有机汞主要

侵犯神经系统，表现为进行性神经麻痹、共济失调、神经衰弱综合征，重者可出

现神志障碍、谵妄、昏迷，以及接触性皮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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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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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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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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泡沫、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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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

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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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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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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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换洗工作服。注意个

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珠光鳞片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热乙醇、苯。 

主要用途 用作除草剂、杀菌剂、消毒剂。 

分子式 C6H5HgNO3 分子量 339.71 

熔点（℃） 17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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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pH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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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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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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63mg／kg(大鼠皮下)。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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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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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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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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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857】硝酸铋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铋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ismuth nitrate 英文别名 Bismuthnitrate； 

Bismuth trinitrate 

CAS 号 10361-44-1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至今未发现有职业中毒报导。非职业

性中毒可发生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药疹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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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磷混合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和含铋烟雾。

与还原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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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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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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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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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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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有光泽的结晶，有硝酸的气味，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硝酸、甘油、乙二醇、丙酮、稀酸，不溶于乙醇、四氯化碳、醋酸乙酯，

遇水则分解变成碱式硝酸铋。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Bi(NO3)3 分子量 394.98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2.83 

沸点（℃） 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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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明火、高温、阳光、震动、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2500 mg／kg（小鼠经腹），21 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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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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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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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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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58】硝酸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镝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Dyspros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0143-38-1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至今未发现有职业中毒报导。非职业

性中毒可发生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药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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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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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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磷混合可燃；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气体。与还原

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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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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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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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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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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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晶体。 

溶解性 溶于冷水、乙醇、汽油、乙醚中。强热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Dy(NO3)3 分子量 348.52 

熔点（℃） 88.6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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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at 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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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明火、高温、阳光、震动、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386 mg／kg（大鼠经口），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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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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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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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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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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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59】硝酸铒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铒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Erb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Erbium trisnitrate 

CAS 号 10168-80-6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至今未发现有职业中毒报导。非职业

性中毒可发生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药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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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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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磷混合可燃；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气体。与还原

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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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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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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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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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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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粉红色粒状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和醇，遇热脱水。 

主要用途 用于是间化合物、玻璃、化学试剂等行业。 

分子式 Er(NO3)3 分子量 353.27 

熔点（℃）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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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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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明火、高温、阳光、震动、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77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采用双层复合塑料袋真空包装，每袋净重为 1、2、5kg，置于纸桶（铁桶、塑料

桶）中，每桶净重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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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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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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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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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60】硝酸锆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锆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Zircon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Zirconium tetranitrate；

Tetranitratozirconium 

CAS 号 13746-89-9 危险货物编号 51064 

UN 编号 272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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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工业上接触尚未见有中毒病例。在高温下可分

解，释放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吸入后可引起中毒。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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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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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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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或用大量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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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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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远离火种、

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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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鳞片状结晶。通常有强酸气味。极易吸湿。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防腐剂、试剂、催化剂及用于锆盐制造。 

分子式 Zr(NO3)4 分子量 339.24 

熔点（℃） 1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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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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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17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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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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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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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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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5.1 类氧化剂。环境标准：中国（TJ36-79）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为 5mg/m3[锆]。 

【4-1861】硝酸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dm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Cadmiumnitrat 

CAS 号 10325-94-7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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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吸入致命。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可能致癌。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

儿造成伤害。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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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高温时分解，释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含镉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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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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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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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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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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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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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实

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针状或棱形晶体, 有吸潮性, 在空气中会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液氨、丙酮、醋酸乙酯，不溶于浓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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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催化剂、电池、含镉药剂及其他镉盐和氧化镉、分析试剂等。 

分子式 Cd(NO3)2 分子量 236.42 

熔点（℃） 35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6 

沸点（℃） 132（四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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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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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磷、还原剂、金属粉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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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0 mg/kg(小鼠经口) ；LC50：3850 mg/m3(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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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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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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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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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62】硝酸铬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铬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hromic nitrate 英文别名 Chromium nitrate；

Chromium trini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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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3548-38-4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272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有害，刺激和灼伤呼吸道。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可致灼伤。对皮肤有致敏

性。口服灼伤消化道。受热分解放出氮氧化物和铬烟雾。为可疑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有毒，为可疑致癌

物。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含铬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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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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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用砂土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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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

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硫、磷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

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

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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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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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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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绿色易潮解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不溶于苯、氯仿、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制铬的催化剂、媒染剂、陶瓷釉彩和腐蚀抑制剂等。 

分子式 Cr(NO3)3 分子量 238.03 

熔点（℃） 60(九水物) 相对密度（水＝1） 1.00 

沸点（℃） 212 °F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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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2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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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

用，要在规定场所掩埋。量小时，溶解在水或适当的酸溶液中，或用适当氧化剂将其转变成水溶液。用硫

化物沉淀，调节 PH 至 7 完成沉淀。滤出固体硫化物回收或做掩埋处置。用次氯酸钠中和过量的硫化物，

然后冲入下水道。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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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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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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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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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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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3】硝酸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汞 中文别名 硝酸高汞 

英文名称 Mercury nitrate 英文别名 Mercuric nitrate； 

Citrine ointment； 

Mercury dinitrate；

Mercury pernitrate 

CAS 号 10045-94-0 危险货物编号 61030 

UN 编号 16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汞离子可使含巯基的酶丧失活性，失去功能；还能与酶中的氨基、二巯基、羧基、

羟基以及细胞膜内的磷酰基结合，引起相应的损害。急性中毒：有头痛、头晕、

乏力、失眠、多梦、口腔炎、发热等全身症状。可有食欲不振、恶心、腹痛、腹

泻等。部分患者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严重者可发生间质性肺炎及肾损害。口服

可发生急性腐蚀性胃肠炎，严重者昏迷、休克，甚至发生坏死性肾病致急性肾功

能衰竭。对眼有刺激性；可致皮炎。慢性中毒：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易兴奋症，

精神情绪障碍，如胆怯、害羞、易怒、爱哭等；汞毒性震颤；口腔炎。少数病例

有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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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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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温和的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硫、磷等混合，易着火燃烧。受热分

解产生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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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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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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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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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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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

“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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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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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透明结晶，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溶于硝酸。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及用于有机合成，药品和雷汞的制造。 

分子式 Hg(NO3)2 分子量 324.63 

熔点（℃） 79 相对密度（水＝1） 4.39 

沸点（℃） 18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无机物、磷、活性金属粉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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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6mg／kg(大鼠经口)；75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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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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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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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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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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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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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4-1864】硝酸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钴 中文别名 硝酸亚钴 

英文名称 Cobalt nitrate 英文别名 Cobalt dinitrate； 

Chromic anhydride 

CAS 号 10141-05-6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后，引起气短、咳嗽等，可造成永久性损害。口服引起腹痛、呕吐。眼和皮

肤接触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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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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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氧化剂。在火场中能助长任何燃烧物的火势。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

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在 74℃开始分解，放出有毒的

氮氧化物。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处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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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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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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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

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如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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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储存于高燥清洁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易燃、可燃物，还原剂、硫、磷、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

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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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棱形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酸。 

主要用途 用作颜料、催化剂及用于陶瓷工业。 

分子式 Co(NO3)2 分子量 182.94 

熔点（℃） 100–10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49 

沸点（℃） 29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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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34 mg／kg(大鼠经口)，400mg/kg(兔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

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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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

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

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

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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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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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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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65】硝酸镓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镓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Gall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Gallium trinitrate 

CAS 号 13494-90-1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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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磷混合可燃；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气体。与还原

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处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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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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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

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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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于高燥清洁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易燃、可燃物，还原剂、硫、磷、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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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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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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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治疗癌症。 

分子式 Ga(NO3)3 分子量 255.74 

熔点（℃） 110 相对密度（水＝1） 1.623 

沸点（℃） 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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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436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哺乳动物 ：500 毫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

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

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

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

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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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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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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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66】硝酸镧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镧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anthanum Nitrate 英文别名 Lanthanum trinitrate 

CAS 号 10099-59-9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人吸入镧及其化合物烟尘可出现头痛和恶心等症状。大鼠急性镧中毒的症状有立

即排便、运动失调、呼吸困难，常因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而死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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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易于着火，并会

猛烈燃烧。高温时分解，释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处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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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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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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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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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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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无色结晶体，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和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三元催化剂、钨钼电极、制光学玻璃、萤光粉、陶瓷电容器添加剂、磁

性材料、化学试剂等工业。 

分子式 La(NO3)3 分子量 324.92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2.05 

沸点（℃） 12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5°C/135mmHg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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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45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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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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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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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67】硝酸铑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铑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Rhod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0139-58-9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30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毒性很小，迄今未见有中毒病例报告。但其热解可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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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氧化剂。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易于着火，并会猛烈燃烧。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助燃，具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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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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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

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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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防化

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分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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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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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棕黄色结晶或红色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可用于制备热电偶。 

分子式 Rh(NO3)3 分子量 288.9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41（25 °C） 

沸点（℃） 1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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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参考值：LD50：4417 mg/kg(小鼠经口)，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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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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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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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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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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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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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8】硝酸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锂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ith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Nitric acid lithium salt 

CAS 号 7790-69-4 危险货物编号 51054 

UN 编号 27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胃痛、恶心、呕

吐、头痛、眩晕等，大剂量可引起肾损害。在高温下分解产生剧毒的氮氧化物。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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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易氧化物、硫磺、亚硫酸氢钠、还

原剂、强酸接触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燃烧分解时, 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受

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氧化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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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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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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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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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氯

丁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

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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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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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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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三角晶体或白色粉末, 吸湿性强。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冷藏设备中液氨稳定剂，火箭推进剂，烟火制造的氧化剂，玻璃蚀刻剂，抗

静电剂，冶金工业中的熔盐组分等。 

分子式 LiNO3 分子量 68.95 

熔点（℃） 264 相对密度（水＝1） 2.38 

沸点（℃） 6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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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具有刺激作用，摄入可引起胃肠道症状。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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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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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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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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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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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9】硝酸镥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镥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utec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Lutetium trinitrate； 

Nitric acid lutetium 

CAS 号 10099-67-9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毒性很小，迄今未见有中毒病例报告。但其热解可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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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磷混合可燃；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气体。与还原

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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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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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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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

丁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

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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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戴防护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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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护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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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无色结晶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镥化合物中间体、化学试剂等工业。 

分子式 Lu(NO3)3 分子量 360.9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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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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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碱，水，有机材料，碱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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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258 mg/kg(大鼠经腹)，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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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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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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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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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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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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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70】硝酸铝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铝 中文别名 九水合硝酸铝 

英文名称 Aluminum nitrate 英文别名 Aluminum trinitrate；

Aluminum trinitrate 

nonahydrate 

CAS 号 7784-27-2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3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咳嗽和胸部不适。对眼有刺激性。口

服引起恶心、呕吐。长期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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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氧化剂。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易于着火，并会猛烈燃烧。高温时分解，释出剧

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氧化铝。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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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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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

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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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还原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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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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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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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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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易潮解的单斜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冷水、乙醇、二硫化碳，不溶于乙酸乙酯，微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石油加工的催化剂、纺织工业的媒染剂。 

分子式 Al(NO3)3.9(H2O) 分子量 375.13 

熔点（℃） 73.5 相对密度（水＝1） 1.25 

沸点（℃） 1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活性金属粉末、易燃或可燃物、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64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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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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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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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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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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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1】硝酸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锰 中文别名 硝酸亚锰 

英文名称 Manganous nitrate 英文别名 Manganese nitrate 

CAS 号 20694-39-7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272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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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可引起呼吸道炎症和肺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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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高温时分解，释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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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或用大量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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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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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

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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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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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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粉红色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中间体、催化剂及制造二氧化锰，并用作陶瓷着色剂、金属磷化剂、分析试

剂等。 

分子式 Mn(NO3)2.4H2O 分子量 251.01 

熔点（℃） 25.8 相对密度（水＝1） 1.82 

沸点（℃） 129.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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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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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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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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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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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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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2】硝酸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脲 中文别名 硝酸尿素 

英文名称 Urea nitrate 英文别名 Urea mononitrate 

CAS 号 124-47-0 危险货物编号 11029 

UN 编号 0220/14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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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热解能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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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或猛撞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有机物、还原剂、硫、磷等混合，能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必须在安全距离以外施救。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一般

作业工作服。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运至空旷处引爆。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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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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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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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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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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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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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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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无色结晶固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和乙醇，不溶于硝酸、乙醚、苯、氯仿。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炸药、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H5N3O4 分子量 123.07 

熔点（℃） 14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69 

沸点（℃） 196.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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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5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震动、撞击和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028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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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凭准运证方可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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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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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停留时应严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

隔离并留有专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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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1 类爆炸品。 

【4-1873】硝酸镍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镍铵 中文别名 四氨硝酸镍 

英文名称 Nickel ammon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nickel nitrate 

CAS 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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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接触其粉尘或烟雾可患呼吸道炎症和肺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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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经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受热分解释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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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或用大量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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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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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

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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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吸潮。应

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

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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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绿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不容易醇。 

主要用途 用于镀镍，分析磷、硫、猛等。 

分子式 Ni(NO3)2·4NH3·2H2O 分子量 2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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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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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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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156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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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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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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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4】硝酸钕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钕 中文别名 六水硝酸钕 

英文名称 Neodymium nitrate 

hexahydrate 

英文别名 Neodymiumnitrate 

monohydrate； 

Neodymium trinitrate 

hexahydrate 

CAS 号 16454-60-7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哺乳动物的毒性，主要影响肝、肾功能，显著延长凝血酶元及凝血时间。

误服会中毒。受热分解放出氮氧化物。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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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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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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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在专用废弃场所深层掩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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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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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硫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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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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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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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红色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玻璃着色剂及用于制氧化钕。 

分子式 Nd(NO3)3.6H2O 分子量 438.39 

熔点（℃） 69-71 相对密度（水＝1） 2.26 

沸点（℃） 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氧化材料、碱、有机材料、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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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75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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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时，小心加入水或稀酸制成 5%的溶液，通

过控制加入和冷却速度控制放热或烟雾。逐渐加入稀氢氧化铵至 PH=10 。如果不出现沉淀调节至 PH=6

沉淀出现。滤出固体做掩埋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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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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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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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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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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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5】硝酸钕镨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钕镨 中文别名 硝酸镨钕 

英文名称 Didym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Nitric acid, didymium salt 

CAS 号 134191-62-1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哺乳动物的毒性，主要影响肝、肾功能，显著延长凝血酶元及凝血时间。

误服会中毒。受热分解放出氮氧化物。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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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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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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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在专用废弃场所深层掩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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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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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硫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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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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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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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红色结晶。为硝酸钕和硝酸镨的混合物。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和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白热煤气灯罩。有色玻璃。试剂。 

分子式 Di(NO3)3•6H2O 分子量 4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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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氧化材料、碱、有机材料、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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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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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时，小心加入水或稀酸制成 5%的溶液，通

过控制加入和冷却速度控制放热或烟雾。逐渐加入稀氢氧化铵至 PH=10 。如果不出现沉淀调节至 PH=6

沉淀出现。滤出固体做掩埋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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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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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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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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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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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6】硝酸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铍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Beryllium dinitrate；

Berylliumnitrat 

CAS 号 13597-99-4 危险货物编号 51061 

UN 编号 2464/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短期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铍痛。主要表现为急性化学性肺炎。肝脏往往肿大，

有压痛，甚至出现黄疸。口服可溶性铍盐可引起胃粘膜出血坏死。进入眼内可致

结膜炎，重者可致灼伤。长期接触小量铍可发生慢性铍病。除有无力、消瘦、食

欲不振外，常有胸闷、胸痛、气短和咳嗽。X 线检查分为三型：颗粒型、网织

型和结节型。晚期可发生右心衰竭。皮肤病变有皮炎、溃疡及皮肤肉芽肿。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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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易氧化物、硫磺、亚硫酸氢钠、

还原剂、强酸接触能引起燃烧或爆炸。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燃烧性 助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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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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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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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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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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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微黄色结晶, 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易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化学试剂及用于气灯和乙炔灯罩的硬化。 

分子式 Be(NO3)2.3H2O 分子量 187.08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1.56 

沸点（℃） 1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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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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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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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0mg／kg(豚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162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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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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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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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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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7】硝酸镨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镨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raseodym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Praseodymium trinitrate 

CAS 号 10361-80-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4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严重眼损伤。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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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还原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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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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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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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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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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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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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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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绿色晶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无水胺、乙醇、乙醚及乙腈等极性溶剂中。 

主要用途 用于轻工 ，催化领域。 

分子式 H12N3O15Pr 分子量 435.01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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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物、还原剂、硫、磷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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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859 mg／kg（大鼠经口），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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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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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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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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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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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78】硝酸羟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羟胺 中文别名 羟胺硝酸 

英文名称 Hydroxyazan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HAN；

Hydroxylammoniumnitrat 

CAS 号 13465-08-2 危险货物编号 81005 

UN 编号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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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

敏反应。怀疑会致癌。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有强腐蚀性。能强烈腐蚀皮肤、眼睛和粘膜，甚至造成灼伤。急剧加热可能

导致爆炸。 

燃烧性 爆炸物，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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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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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用直流水灭火，直流水可能导致可燃性液体的飞溅，使火势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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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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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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工

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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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和其它溶剂，在热水中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试剂。 

分子式 NH2OH · HNO3 分子量 96.04 

熔点（℃） 48 相对密度（水＝1） 1.09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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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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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pH 3.2（0.2mol/L 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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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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或可燃物、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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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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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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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79】硝酸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钐 中文别名 六水硝酸钐 

英文名称 Samar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Samarium nitrate 

hexahydrate 

CAS 号 13759-83-6 危险货物编号 51524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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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还原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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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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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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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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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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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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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工作服不准带至非作业

场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粒状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及无水的 胺、乙醇、丙酮和乙醚等极性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三元催化剂，化学试剂等其它行业。 

分子式 Sm(NO3)3· 6H2O 分子量 444.47 

熔点（℃） 78 相对密度（水＝1） 2.375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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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氧化材料、有机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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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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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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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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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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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0】硝酸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铈 中文别名 硝酸亚铈 

英文名称 Cer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Ceriumnitrate； 

Cerium trinitrate；

Cerousnitrate； 

Cerous nitrate 

CAS 号 10108-73-3 危险货物编号 51524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至今尚未见铈及其化合物职业性中毒的报告。但高浓度时对肝脏有毒性作用。生

产中应防止溅入眼内，以免引起眼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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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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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高温时分解，释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气

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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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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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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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砂土、

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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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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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白色固体，工业品呈微红色，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汽灯纱罩添加剂、石油化工催化剂，是制取铈盐的原料。分析化学中用作分

析试剂，也用于制药工业。 

分子式 Ce(NO3)3·6H2O 分子量 434.12 

熔点（℃） 96 相对密度（水＝1） 4.37 

沸点（℃） 2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5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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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3.7 (100g/l, H2O, 25℃)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154 mg／kg（大鼠经口），37 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皮肤-兔：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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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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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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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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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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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1】硝酸铈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铈铵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Ammonium ceric nitrate；

Ammoniumhexanitratocera

te；CAN 

英文别名 Ammonium 

hexanitratocerate； 

Cerium 

diammoniumhexanitrate； 

Diammonium cerium 

hexanitrate； 

Diammonium 

hexanitratocerate；

Diammonium 

hexanitratoc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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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6774-21-3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哺乳动物的毒性，主要影响肝、肾功能，显著影响凝血酶元及凝血时间的

延长。目前，尚未见职业性中毒的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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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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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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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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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硫、磷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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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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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佩戴防毒口罩。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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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桔红色单斜晶系细小结晶，在空气中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和乙醇，几乎不溶于浓硝酸。也溶于醇类、硝酸等质子性溶剂，在乙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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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定溶解性，不溶于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烯烃聚合催化剂和分析试剂。 

分子式 Ce.(NH4)2.(NO3)6 分子量 548.22 

熔点（℃） 107-108 相对密度（水＝1） 1.10（20 °C）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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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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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 (111.11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

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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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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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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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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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2】硝酸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铊 中文别名 硝酸亚铊 

英文名称 Thall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Thallous ni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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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llium mononitrate 

CAS 号 10102-45-1 危险货物编号 61023 

UN 编号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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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后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分布至全身各器官，大量蓄积在肾、肝、脑、肌肉、

皮肤与毛发中，主要经肾脏和肠道排泄，排泄较慢，可持续数月。急性中毒时表

现为胃肠炎、上行性神经麻痹、肢体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中毒性脑病。因

病史隐匿，常误诊为胃肠炎和吉兰巴雷综合征而延误治疗，导致部分重症患者死

亡。慢性中毒主要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炎和脱发。可有视神经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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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

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助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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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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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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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

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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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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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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丙酮，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烟花和分析试剂, 与高氯酸和氯化亚汞及树脂混和产生绿火, 作海上标记

物。 

分子式 TlNO3 分子量 266.40 

熔点（℃） 206(α型) 相对密度（水＝1） 5.55 

沸点（℃） 433；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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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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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5 mg/kg(犬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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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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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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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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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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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83】硝酸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铁 中文别名 硝酸高铁 

英文名称 Ferric nitrate 英文别名 Gazhazot；Iron nitrate； 

Iron trinitrate；Iron nitrate 

CAS 号 10421-48-4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66/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粉尘对眼有强烈刺激和腐蚀作用。皮肤接触其

浓水溶液或粉尘可造成灼伤。对消化道有腐蚀性，大量口服引起呕吐、头痛、头

晕、紫绀、休克和惊劂，重者可致死。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大量铁在体内

蓄积可引起胃痛、恶心、便秘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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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易于着火，并会猛烈燃烧。与有机物、还原剂、

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高温时分解，释出剧毒

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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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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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

触。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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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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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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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紫色单斜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和丙酮，微溶于硝酸。 

主要用途 用作染色的媒染剂、丝的增重剂、缓蚀剂等。 

分子式 Fe(NO3)3·9H2O 分子量 404.02 

熔点（℃） 47.2 相对密度（水＝1） 1.684 

沸点（℃） 125（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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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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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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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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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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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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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4】硝酸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铜 中文别名 三水硝酸铜 

英文名称 Copper nitrate 英文别名 Copper dinitrate 

trihydrate；Gerhardite 

CAS 号 10031-43-3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30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出现咳嗽、气短等。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长期接触引

起皮炎、血液损害、肝损害、鼻粘膜溃疡，鼻中隔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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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服者用 0.1%亚铁氰化钾或硫代硫酸钠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

浓氨水形成二硝酸的氨铜络合物，加热即发生爆炸。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助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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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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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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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碱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覆盖。用

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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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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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还

原剂、易（可）燃物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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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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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深蓝色易吸潮的粒状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镀镍浴添加剂、搪瓷着色剂，铝的光泽剂、有机反应催化剂，也用

于制感光纸、杀虫剂及医药。 

分子式 Cu(NO3)2·3H2O 分子量 241.62 

熔点（℃） 114.5 相对密度（水＝1） 2.047 

沸点（℃） 17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94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

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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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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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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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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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5】硝酸亚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亚汞 中文别名 硝酸低汞； 

硝酸亚汞二水合物 

英文名称 Mercurous Nitrate 英文别名 Mercury 

nitratemonohydrate；

Mercurousnitrate 

monohydrate；

Mercuryprotonitrate 

CAS 号 7782-86-7 危险货物编号 61509 

UN 编号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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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后可能引起中

毒死亡。对肝、肾有损害，可引起神经系统功能紊乱。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汞元素在生物体内有很强的蓄

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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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受

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助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汞、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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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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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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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氯丁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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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

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

时，佩戴空气呼吸器、氧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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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棱形结晶或单斜板状结晶，有潮解性。 

溶解性 溶于水、稀硝酸，不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也用于制药。 

分子式 Hg2(NO3)2.2H2O 分子量 561.22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4.79 

沸点（℃） 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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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70 mg/kg(大鼠经口)；2330 mg/kg(大鼠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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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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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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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86】硝酸氧锆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氧锆 中文别名 硝酸锆酰；二硝酸氧化锆 

英文名称 Zirconyl nitrate 英文别名 Zirconium dinitrate 

oxide； 

Zirconium oxynitrate；

Zirconiumoxynitrate；

Zirconyl dinitrate；

Zircosol ZN 

CAS 号 13826-66-9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309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严重眼损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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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磷混合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和含锆化物

烟雾。与还原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 

燃烧性 助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182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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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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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还

原剂、易（可）燃物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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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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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潮解性，具有强酸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水溶液呈酸性。 

主要用途 用作测定钾和氟化物的试剂，也用于发光剂和耐火材料的制备。 

分子式 H2N2O7Zr 分子量 233.2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45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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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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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500 mg/kg(大鼠经口)，1250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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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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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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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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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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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7】硝酸乙酯醇溶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乙酯醇溶液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Ethyl nit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625-58-1 危险货物编号 3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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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后可引起头痛、呕吐和麻醉。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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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脱去被污染的衣着，并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严重的立即

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眼睑，并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严重的立

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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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并立即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温度稍高时能引起燃烧爆炸，具有强氧化性，遇明火极易燃烧。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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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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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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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好标记，

等待处理。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撒湿冰或冰水冷却，然后收集、转移、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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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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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最高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还原剂分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有条件

的单位应冷藏。运输时配齐必要的堵漏和个人防护设施。商品通常为 60%的乙

醇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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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甜味和芳香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醚、乙醇，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药物、香料、燃料的合成，也可用作液体火箭推进剂。 

分子式 C2H5NO3；C2H5ONO2 分子量 91.07 

熔点（℃） -112 相对密度（水＝1） 1.11 

沸点（℃） 8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14 

闪点（℃） 10（闭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85（爆炸） 燃烧热（KJ/mol） 1350（蒸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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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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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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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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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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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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

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

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

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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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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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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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888】硝酸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钇 中文别名 六水合硝酸钇 

英文名称 Yttr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Yttrium nitrate 

hexahydrate；yttriumnitrat 

CAS 号 13494-98-9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有毒。在高温下能放出氮氧化物。目前，工业上未见有钇中毒的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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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

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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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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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石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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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

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还

原剂、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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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粉红色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醇、硝酸。 

主要用途 广泛用于各种荧光材料、高质量耐火材料，人造宝石激光晶体，超导材材料以及

电子工业方面的许多尖端应用。 

分子式 H12N3O15Y；

Y(NO3)3·6H2O 

分子量 383.01 

熔点（℃） 83 相对密度（水＝1） 2.682（25 °C）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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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 易氧化材料 有机材料铝和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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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

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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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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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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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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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889】硝酸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异丙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Isopropyl nitrate 英文别名 2-Propanol nitrate；

1-methylethyl nitrate； 

2-Nitrooxypropane； 

Nitric acid isopropyl； 

Propan-2-ol nitrate 

CAS 号 1712-64-7 危险货物编号 32155 

UN 编号 12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该品对皮肤有刺激性。蒸气或雾对眼睛、

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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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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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具有强氧化性。遇明火、高热会引起燃烧爆炸。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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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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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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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活

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避免碰撞、翻倒，防止包装破损洒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通风、低温的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还原剂、酸

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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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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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令人愉快的味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汽车燃料添加剂，喷气式飞机辅助推进剂。也用于医药中间体、溶剂。 

分子式 C3H7NO3 分子量 105.09 

熔点（℃） -99.99 相对密度（水＝1） 1.04（20 °C） 

沸点（℃） 101-10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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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391 爆炸下限（％） 2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6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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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C50：65000 毫克/ 立方米/ 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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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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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

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

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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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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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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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890】硝酸异戊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异戊酯 中文别名 3-甲基-1-丁醇硝酸酯； 

硝基异戊酯； 

硝酸-1-甲基丁酯 

英文名称 Isoamyl Nitrate 英文别名 3-methyl-1-butanolnitrate

； 

3-methyl-1-butanonitrate；

Nitric acid isoamyl ester 

CAS 号 543-87-3 危险货物编号 33606 

UN 编号 111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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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受热分解出氮氧化物。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

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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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不宜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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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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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苏打灰中

和。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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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

切割等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接触。

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地，防止产生静电。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

止静电积聚。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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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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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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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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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制药合成或化学试剂。 

分子式 C5H11NO3 分子量 133.15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0.996 

沸点（℃） 14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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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强酸、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花、明火、静电、冲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8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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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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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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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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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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91】硝酸镱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镱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Ytterb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35725-34-9；13768-67-7 危险货物编号 51523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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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还原剂、硫、磷等混合受热、撞击、摩擦可爆。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硫、

磷混合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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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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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石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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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

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还

原剂、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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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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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有吸湿性。 

溶解性 溶于水，也溶于乙醇和硝酸。 

主要用途 用于工程陶瓷、硬质合金、钨钼产品、催化剂、汽车尾气净化等。 

分子式 Yb(NO3)3·5H2O 分子量 449.1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68 

沸点（℃）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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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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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有机物、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50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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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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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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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92】硝酸铟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铟 中文别名 五水合硝酸铟 

英文名称 Ind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Indiumtrinitrate 

CAS 号 13770-61-1 危险货物编号 51522 

UN 编号 14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目前尚未见铟及其化合物的职

业中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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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

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和腐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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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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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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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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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片状结晶, 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 

分子式 InN3O9 分子量 300.84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1.504 

沸点（℃） 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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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或可燃物、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3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哺乳动物 ：500 毫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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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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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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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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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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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93】硝酸正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正丙酯 中文别名 硝酸丙酯 

英文名称 n-Propyl nitrate 英文别名 Monopropyl nitrate；npn；

Nitrate de propyle 

normal；m-Propyl nitrate； 

Nitric acid propyl 

CAS 号 627-13-4 危险货物编号 32155 

UN 编号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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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刺激性；能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吸入后出现头痛、恶心、低血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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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具有强氧化性。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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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 

灭火方法 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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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风处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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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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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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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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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还原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

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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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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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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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到淡黄色液体，有类似醚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火箭燃料，化学试剂等。 

分子式 C3H7NO3；

CH3CH2CH2ONO2 

分子量 105.09 

熔点（℃） -99.99 相对密度（水＝1） 1.05 

沸点（℃） 11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2 

闪点（℃） 2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43（20℃） 

引燃温度（℃） 17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79 爆炸下限（％） 2.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74（计算）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强酸、磷、铝、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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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200mg/kg（兔静脉）；LC50：38610mg/m3（大鼠吸入，4h）.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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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其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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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保持容器密封。应与

还原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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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还原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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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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4】硝酸正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正丁酯 中文别名 硝酸丁酯 

英文名称 n-Butyl nitrate 英文别名 1-butylnitrate；

Butylnitrate 

CAS 号 928-45-0 危险货物编号 33606 

UN 编号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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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受热分解出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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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易氏酸（如三氟化硼、

氯化铝等）发生爆炸性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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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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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苏打灰中和。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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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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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地，

防止产生静电。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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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类似醚样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有机溶剂及油品添加剂。 

分子式 C4H9NO3 分子量 119.12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1.048(0/4℃ ) 

沸点（℃） 1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 

闪点（℃） 3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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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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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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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5】硝酸正戊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正戊酯 中文别名 硝酸戊酯；乙基硝酸(盐) 

英文名称 Amyl Nitrate 英文别名 Pentylnitrate；Aspirols； 

1-Pentyl nitrate ；

1-Nitrooxypentane； 

Nitric acid amyl ester 

CAS 号 1002-16-0 危险货物编号 33606 

UN 编号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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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报道在接触本品后，仅见恶心和呕吐。未见本品引起职业中毒的报道。中毒死

亡动物可见肝、肾、脑的弥漫性病变，肺充血和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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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有

毒的氧化氮烟气。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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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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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地，

防止产生静电。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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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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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亮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具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柴油燃料的改进剂、溶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11NO3； 

CH3(CH2)3CH2ONO2 

分子量 133.15 

熔点（℃） -123.2 相对密度（水＝1） 0.996(20℃） 

沸点（℃）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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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kPa/28.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0-1.41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7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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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L0：3593 PPM（大鼠吸入），1374 PPM（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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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6】硝酸重氮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硝酸重氮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enzenediazonium nitrate 英文别名 Phenyldiazonium nitrate；

Diazobenzene Nitrate 

CAS 号 619-97-6 危险货物编号 11030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1 类 爆炸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热解能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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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温、受撞击，有引起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爆炸品，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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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必须在安全距离以外施救。 

灭火剂 雾状水。禁止用砂土掩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一般

作业工作服。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小量泄漏：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运至空旷处引爆。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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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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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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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应与

氧化剂、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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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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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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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极易溶于水, 微溶于乙醇, 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炸药。 

分子式 C6H7N3O3 分子量 169.1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7(2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90（爆燃）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277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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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震动或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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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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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凭准运证方可起运。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

《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货车编组，应按照《车辆

编组隔离表》进行。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

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

碱、盐类、氧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

具混装。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

途停留时应严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

隔离并留有专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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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劳发 [1992] 677 号 )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 劳部发 423 号 ) 等法规，针对化学

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1 类爆炸品。 

【4-1897】辛二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辛二腈 中文别名 1,6-二氰基戊烷； 

1,8-辛二腈； 

1,6-二氰已烷； 

六亚甲基二氰；二氰己烷 

英文名称 Suberonitrile 英文别名 1,6-Dicyanohexane；

Hexamethylenedinitrile；

Hexane-1,6-dicyanide；

Octandinitril；

Korksaeuredinitril； 

1,8-Octanedinitrile 

CAS 号 629-40-3 危险货物编号 61630 

UN 编号 32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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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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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分解释出剧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二氧化碳、泡沫、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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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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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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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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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2N2 分子量 136.19 

熔点（℃） -3.5 相对密度（水＝1） 0.954（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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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85(2.0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185℃ )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4 爆炸下限（％） 8.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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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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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50 mg/kg（大鼠经口），307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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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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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螺纹口玻璃瓶、铁盖

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

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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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8】辛二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辛二烯 中文别名 1,7-辛二烯 

英文名称 Octadiene 英文别名 1,7-Octadiene；

α,ω-octadiene 

CAS 号 3710-30-3 危险货物编号 32018 

UN 编号 23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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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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属低毒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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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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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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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自聚，聚合反应随着温度的上升而急骤加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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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

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

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

坑收容。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

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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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

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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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7℃，

保持容器密封，严禁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

存或久存。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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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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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色油状液体。一般商品为其异构体的混合物［反式称牛儿醛(Geranial)，顺式

称橙花醛(Neral)］。有强烈柠檬气味。 

溶解性 能与乙醇、乙醚、苯甲酸苄酯、苯二甲酸乙酯、甘油、丙二醇、矿油和精油混溶，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4 分子量 110.20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0.746 

沸点（℃） 114~12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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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21 爆炸下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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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受热。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16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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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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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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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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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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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899】辛基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辛基苯酚 中文别名 辛基酚；对叔辛基苯酚 

英文名称 Octylphenol 英文别名 (1,1,3,3-Tetramethylbutyl)

phenol；PTOP；

4-(2,4,4-trimethylpentan-2

-yl)phenol；

2-octylphenol；

p-(tert-octyl)phenol；

p-(1,1,3,3-tetramethylbuty

l)phenol 

CAS 号 27193-28-8 危险货物编号 8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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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性。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腐蚀性，可引起充血、疼痛、烧灼感、视力模糊。

大量吸入其蒸气，会引起咳嗽、气短呼吸困难，严重者会引起肺水肿。误服会中

毒。常与皮肤接触能使皮肤脱色。遇热分解放出高毒的酚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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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甘油、聚乙烯乙二醇或聚乙烯乙二醇和酒精混合液 (7:3)抹

洗，然后用水彻底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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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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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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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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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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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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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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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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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片状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与醇类等有机溶剂混溶，微溶于碱。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油溶性苯酚树脂和表面活性剂等。 

分子式 C14H22O 分子量 206.32 

熔点（℃） 79-82 相对密度（水＝1） 0.935 

沸点（℃） 282.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8.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2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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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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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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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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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

配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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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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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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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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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0】辛基三氯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辛基三氯硅烷 中文别名 正辛基三氯硅烷； 

三氯辛基硅烷 

英文名称 Trichlorooctyl-Silane 英文别名 n-Octyltrichlorosilane；

Octyl trichlorosilane；

Trichlorooctylsilane 

CAS 号 5283-66-9 危险货物编号 81133 

UN 编号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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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腐蚀性、刺激性。蒸气强烈刺激皮肤、眼睛和粘膜。受热分解释出氯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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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遇潮时对大

多数金属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硅、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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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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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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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

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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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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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不宜运输。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应戴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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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发烟液体，带有刺鼻气味。 

溶解性 溶于部分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硅酮类中间体。 

分子式 C8H17Cl3Si 分子量 247.6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7 

沸点（℃） 233／97.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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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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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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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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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1】1-辛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辛炔 中文别名 正己基乙炔 

英文名称 1-Octyne 英文别名 Hexylacetylene；

n-hexylacetylene；

caprylidene；1-octin；

oct-1-yne 

CAS 号 629-05-0 危险货物编号 32031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呼吸道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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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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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和爆炸事故。高速冲击、流动、激荡后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引起燃烧爆炸。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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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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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佩戴空气呼吸器、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4 分子量 110.20 

熔点（℃） -79.3 相对密度（水＝1） 0.747（25 °C） 

沸点（℃） 12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 临界压力（MPa）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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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燃温度（℃）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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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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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金属、碱土金属、重金属及重金属盐、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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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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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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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2】2-辛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辛炔 中文别名 甲基戊基乙炔 

英文名称 2-Octyne 英文别名 Methyl pentyl acetylene；

oct-2-yne；Octyne；

n-pentyl methyl 

acetylene； 

amyl methylacetylene；

methylamylacetylene； 

1-Amyl-2-methylacetylen

e 

CAS 号 2809-67-8 危险货物编号 32031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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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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有轻度麻醉作用。高浓度时有窒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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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

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具窒息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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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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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接触。

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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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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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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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4 分子量 110.20 

熔点（℃） -60.2 相对密度（水＝1） 0.759（25 °C） 

沸点（℃） 13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4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铜、银或其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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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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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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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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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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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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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03】3-辛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辛炔 中文别名 乙基丁基乙炔 

英文名称 3-Octyne 英文别名 Butylethyl acetylene；

1-Ethyl-2-butylacetylene；

Ethylbutylacetylene；

1-Butyl-2-ethylacetylene 

CAS 号 15232-76-5 危险货物编号 32031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有轻度麻醉作用。高浓度时有窒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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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

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具窒息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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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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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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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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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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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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4 分子量 110.20 

熔点（℃） -105 相对密度（水＝1） 0.75(20℃) 

沸点（℃） 1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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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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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银或其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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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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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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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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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4】4-辛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辛炔 中文别名 二丙基乙炔 

英文名称 4-Octyne 英文别名 Di-n-propylacetylene；

1,2-Dipropylacetylene；

4-Octin；Oct-4-yne 

CAS 号 1942-45-6 危险货物编号 32031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有轻度麻醉作用。高浓度时有窒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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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

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

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具窒息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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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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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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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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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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4 分子量 110.20 

熔点（℃） -103 相对密度（水＝1） 0.751（25 °C） 

沸点（℃）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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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5 ( 37.7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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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银或其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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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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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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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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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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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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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905】辛酸亚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辛酸亚锡 中文别名 含锡稳定剂； 

2-乙基己酸亚锡； 

异辛酸亚锡；辛酸锡 

英文名称 Stannous octoate； 

Stannous caprylate 

英文别名 Tin 2-ethylhexanoate； 

Bis(2-ethylhexanoate)tin； 

Stannous-2-ethyl 

hexanoate 

CAS 号 301-10-0 危险货物编号 61857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有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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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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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氧化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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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

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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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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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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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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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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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黄色膏状物。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石油醚、多元醇。 

主要用途 用作聚氨酯工业助剂，并作为高效催化剂、防老剂等。 

分子式 C16H30O4Sn 分子量 405.12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251 

沸点（℃） 2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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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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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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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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和中和。若可能，重复使用容

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量小时，溶解在水或适当的酸溶液中，或用适当氧化剂将其转变成水溶液。用硫化

物沉淀，调节 PH 至 7 完成沉淀。滤出固体硫化物回收或做掩埋处置。用次氯酸钠中和过量的硫化物，然

后冲入下水道。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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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

箱。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或同液态包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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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6】3-辛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辛酮 中文别名 乙基戊基酮；乙戊酮 

英文名称 3-Octanone 英文别名 n-Amyl ethyl ketone； 

Ethyl amyl ketone；EAK；

Octan-3-One 

CAS 号 106-68-3 危险货物编号 33584 

UN 编号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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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眼睛和粘膜，引起头痛、麻醉、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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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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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遇高温、明火、氧化剂有燃烧危险。遇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硫酸、硝酸、

脂肪胺不能配伍。蒸气比空气重，易在低处聚集。封闭区域内的蒸气遇火能爆炸。

蒸气能扩散到远处，遇点火源着火，并引起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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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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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粉末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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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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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果实香味。 

溶解性 几乎不溶于水，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醛类合成香料。主要用作薰衣草型香精的调合香料。 

分子式 C8H16O 分子量 128.21 

熔点（℃） -23 相对密度（水＝1） 0.822（25℃） 

沸点（℃） 167-1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54.55 饱和蒸汽压（KPa） 1.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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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41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06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皮肤-兔子 ：500 毫克/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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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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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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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7】1-辛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辛烯 中文别名 正辛烯；辛烯 

英文名称 1-Octene 英文别名 n-1-octene；octylene；

oct-1-ene；Octen 

CAS 号 111-66-0 危险货物编号 32016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或口服对身体有害。对呼吸道粘膜和眼结膜有轻度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烧

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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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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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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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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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冲击、流动、激荡后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引起燃烧爆炸。其

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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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

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

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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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灌

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

久存。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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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增塑剂、表面活性剂的制备。 

分子式 C8H16；CH3(CH2)5CHCH2 分子量 112.21 

熔点（℃） -101.9 相对密度（水＝1） 0.72 

沸点（℃） 12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87 

闪点（℃） 21(开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83(38℃) 

引燃温度（℃） 230 燃烧热（KJ/mol） 5306.2 

自燃温度（℃） 23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87 爆炸下限（％） 0.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3.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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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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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8】2-辛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辛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Octene 英文别名 2-octylene；Oct-2-ene；

2-Capry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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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11-67-1 危险货物编号 32016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有刺激性，高浓度时有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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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

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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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收集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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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

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

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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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用作润滑剂。 

分子式 C8H16；CH3(CH2)5CHCH2 分子量 112.21 

熔点（℃） -94.04 相对密度（水＝1） 0.72 

沸点（℃） 12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87 

闪点（℃） 21(开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1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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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0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卤代烃、卤素等。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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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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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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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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09】辛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辛酰氯 中文别名 辛基酰氯；正辛酰氯 

英文名称 Octan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Capryloyl chloride；

n-Octanoyl chloride；

n-Capryly chloride；

OTCL；Xin chloride 

CAS 号 111-64-8 危险货物编号 81633 

UN 编号 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痉挛、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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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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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水及镁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发热放出

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受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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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也可以撒上足量的小苏打，将其混匀在地面摊开，然后用水冲洗，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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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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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碱类、氧化剂、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防

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氧化剂、潮湿物品、醇类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不宜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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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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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草黄色透明液体，具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5ClO 分子量 162.66 

熔点（℃） -6 相对密度（水＝1） 0.953 

沸点（℃） 195～19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63 

闪点（℃） 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5 mmHg ( 20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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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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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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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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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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0】锌尘、锌粉、锌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锌尘、锌粉、锌灰 中文别名 亚铅粉 

英文名称 Zinc；Zinc powder 英文别名 Activated zink； 

Zinc granular；Zinc dust 

CAS 号 7440-66-6 危险货物编号 43014 

UN 编号 1436 /3077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36(自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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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锌在高温下形成的氧化锌烟雾可致金属烟雾热，症状有口串金属味、口渴、

胸部紧束感、干咳、头痛、头晕、高热、寒战等。粉尘对眼有刺激性。口服刺激

胃肠道。长期反复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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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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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强还原性。与水、酸类或碱金属氢氧化物接触能放出易燃的氢气。与氧化剂、

硫黄反应会引起燃烧或爆炸。粉末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易被明火点燃引

起爆炸，潮湿粉尘在空气中易自行发热燃烧。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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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干砂。禁止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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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过滤式防尘口

罩，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

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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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减少飞散。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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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

剂、酸类、碱类、胺类、氯代烃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

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胺类、氯代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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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灰色的细小粉末。 

溶解性 溶于无机酸、碱、醋酸，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催化剂、还原剂和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于制备有色金属合金。 

分子式 Zn 分子量 65.39 

熔点（℃） 419.6 相对密度（水＝1） 7.13（25 °C） 

沸点（℃） 90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 °F 临界压力（MPa） 290.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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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212~28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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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胺类、硫、氯代烃、强酸、强碱、氧化物、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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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0：124 毫克/立方米/50 分（人吸入），25mg/kg（大鼠气管内）。 

刺激性 皮试-人：0.3 毫克/3 天、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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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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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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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胺类、氯代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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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1】锌汞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锌汞齐 中文别名 锌汞合金 

英文名称 Zinc 英文别名 Zinc dust 

CAS 号 52374-36-4 危险货物编号 43014 

UN 编号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0(遇湿易燃物品)； 

36(自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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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锌在高温下形成的氧化锌烟雾可致金属烟雾热，症状有口串金属味、口渴、

胸部紧束感、干咳、头痛、头晕、高热、寒战等。粉尘对眼有刺激性。口服刺激

胃肠道。长期反复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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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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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强还原性。与水、酸类或碱金属氢氧化物接触能放出易燃的氢气。与氧化剂、

硫黄反应会引起燃烧或爆炸。粉末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易被明火点燃引

起爆炸，潮湿粉尘在空气中易自行发热燃烧。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锌。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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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干砂。禁止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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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过滤式防尘口

罩，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

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

盖，减少飞散。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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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

剂、酸类、碱类、胺类、氯代烃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

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胺类、氯代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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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银白色块状或灰白色粉末。 

溶解性 几乎不受空气的影响，能与酸反应放出氢气。粉状者能溶解于水，不溶于有机溶

剂。 

主要用途 还原剂。还原分裂烯丙醇、烯丙醚、乙酸烯丙酯。 

分子式 Zn 分子量 65.39 

熔点（℃） 419.6 相对密度（水＝1） 7.13（25 °C） 

沸点（℃） 90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 °F 临界压力（MPa） 290.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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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212~28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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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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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极高活性，极易被空气氧化，应现用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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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胺类、硫、氯代烃、强酸、强碱、氧化物、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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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

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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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胺类、氯代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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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2】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 中文别名 溴素 

英文名称 Bromine 英文别名  

CAS 号 7726-95-6 危险货物编号 81021 

UN 编号 174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和腐蚀作用。吸入较低浓度，很快发生眼和呼吸道

粘膜的刺激症状，并有头痛、眩晕、全身无力、胸部发紧、干咳、恶心和呕吐等

症状；吸入高浓度时有剧咳、呼吸困难、哮喘。严重时可发生窒息、肺炎、肺水

肿。可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皮肤接触高浓度溴蒸气或液态溴可造成严重灼伤。

长期吸入，除粘膜刺激症状外，还伴有神经衰弱综合征。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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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易燃物（如苯）和可燃物（如糖、纤维素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

甚至引起燃烧。和氢、甲烷、硫磺、锑、砷、磷、钠、钾及其它金属粉末剧烈反

应，甚至引起燃烧爆炸。与还原剂能发生强烈反应。能腐蚀大多数金属及有机组

织。 

燃烧性 助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用雾状水赶走泄漏的液体。用氨水从远

处喷射，驱散蒸气，并使之中和。但对泄漏出来的溴液不可用氨水喷射，以免引

起强烈反应，放热而产生大量剧毒的溴蒸气。 

灭火剂 干砂、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

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苏打灰中和。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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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还原剂、碱金属、金属粉末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应保持在-5～25℃。保持容器

密封。应与还原剂、碱金属、易（可）燃物、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

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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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暗红褐色发烟液体，有刺鼻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苯、氯仿、二硫化碳、盐酸。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烯烃吸收剂、溴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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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Br2 分子量 159.81 

熔点（℃） -7.2 相对密度（水＝1） 3.10 

沸点（℃） 5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14 

闪点（℃） 11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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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还原剂、碱金属、铝、铜、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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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750ppm /9 分钟(小鼠吸入)；LD50：1700 mg/kg（大鼠经口），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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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

瓿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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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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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金属、易燃物或可燃物、金属粉末、食用化

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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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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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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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 57-93)中，该物质属第三类 B 级无机

剧毒品。 

【4-1913】3-溴-1,2-二甲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1,2-二甲基苯 中文别名 间溴邻二甲苯； 

2,3-二甲基溴化苯 

英文名称 3-Bromo-1,2-dimethylbenz

ene 

英文别名 2,3-Dimethylbromobenze

ne；3-Bromo-o-xy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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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omo-1，2-xylene；

1,2-Dimethyl-3-bromoben

zene；3-Bromoxylene 

CAS 号 576-23-8 危险货物编号 61670 

UN 编号 281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受高热释出有毒气体。对眼睛、粘膜有强烈而持久刺激作用，浓度高

时可引起肺水肿。空气中本品在 0.5ppm 时即不能忍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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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能燃烧，并散发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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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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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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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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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

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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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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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碱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

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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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结晶形固体或无色液体，具刺激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8H9Br 分子量 185.06 

熔点（℃） 21 相对密度（水＝1） 1.365（25 °C） 

沸点（℃） 2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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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

箱。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或同液态包装法。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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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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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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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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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4】4-溴-1,2-二甲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1,2-二甲基苯 中文别名 对溴邻二甲苯； 

4-溴邻二甲苯； 

3,4-二甲基溴； 

2-甲基苄基溴 

英文名称 4-Bromo-1,2-xylene 英文别名 4-Bromo-o-xylene； 

ρ-Bromo-o-xylene；

3,4-dimethylphenylbromi

de；3,4-Xylyl bromide 

CAS 号 583-71-1 危险货物编号 61670 

UN 编号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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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释放出有毒气体。对眼睛、粘膜有强烈而持久的刺激作用，浓

度高时可引起肺水肿。空气中本品在 0.5ppm 时即不能忍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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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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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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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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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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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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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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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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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丙酮。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原料，作为可溶性聚酰亚胺树脂的中间体。 

分子式 C8H9Br 分子量 185.06 

熔点（℃） -12～-10 相对密度（水＝1） 1.37（25 °C） 

沸点（℃） 2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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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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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

箱。固态：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或同液态包装法。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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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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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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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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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915】3-溴-1,2-环氧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1,2-环氧丙烷 中文别名 环氧溴丙烷；  

溴甲基环氧乙烷； 

表溴醇；氧化溴丙烯； 

1-溴-2,3-环氧丙烷 

英文名称 3-Bromo-1,2-epoxypropan

e 

英文别名 Epibromohydrin；

1,2-Epoxy-3-bromopropa

ne；

(Bromomethyl)ethylene 

oxide；

2-Bromomethyloxiran；

alpha-epibromohydrin； 

CAS 号 3132-64-7 危险货物编号 61053 

UN 编号 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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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

症、水肿、痉挛及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

恶心和呕吐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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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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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的溴化物气体。在酸、碱、水分等催化剂存在下，能发生聚合放热反应。 

燃烧性 易燃，剧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消

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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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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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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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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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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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淡黄色透明液体, 易挥发。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热乙醇、乙醚、苯、氯仿。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溶剂。 

分子式 C3H5BrO；

BrCH2CHCH2(O) 

分子量 136.98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1.67 

沸点（℃） 134-1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7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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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8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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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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300 mg/kg（大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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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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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6】3-溴-1-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1-丙烯 中文别名 3-溴丙烯；烯丙基溴； 

溴丙烯；3-溴丙； 

N-乙基双氧哌嗪甲酰氯 

英文名称 3-Bromopropene 英文别名 Allyl bromide；

1-Bromo-2-propene；

Bromoallylene；

2-propenyl bromide 

CAS 号 106-95-6 危险货物编号 32045 

UN 编号 109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可引起严重眼刺激。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

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随接触的浓度和时间的不同，其影响可

由较轻刺激到严重的组织损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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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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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能燃烧, 并散发出有毒气体。受高热分解

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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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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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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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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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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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蒸发。喷

雾状水或泡沫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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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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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

变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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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到淡黄色液体，有令人不愉快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四氯化碳、二硫化碳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树脂和香料中间体。 

分子式 C3H5Br；CH2CHCH2Br 分子量 120.98 



 

248 

熔点（℃） -119.4 相对密度（水＝1） 1.398（25 °C） 

沸点（℃） 7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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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燃烧热（KJ/mol） -1814.8 

自燃温度（℃） 29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9 爆炸下限（％） 4.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3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79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0 mg/kg(豚鼠经口) ；LC50：1000mg/m3，1/2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50mg(20 秒)，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0mg(24 小时)，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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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7】1-溴-2,4-二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溴-2,4-二硝基苯 中文别名 3,4-二硝基溴化苯； 

1,3-二硝基-4-溴化苯；

2,4-二硝基溴化苯 

英文名称 1-Bromo-2,4-dinitrobenzen

e 

英文别名 2,4-Dinitrobromobenze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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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initro-4-bromobenzen

e；2，

4-DinRrobromobenzene；

o,p-dinitrophenylbromide 

CAS 号 584-48-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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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明火可燃；受热分解释出有毒溴化物和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物和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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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雾状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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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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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250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皮肤和粘膜的损害。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热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3BrN2O4 分子量 247 

熔点（℃） 71-73 相对密度（水＝1） 1.91 

沸点（℃） 28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8.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406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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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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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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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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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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8】2-溴-2-甲基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2-甲基丙酸乙酯 中文别名 2-溴异丁酸乙酯； 

α-溴异丁酸乙酯； 

α-溴代异丁酸乙酯 

英文名称 2-Bromo-2-methyl-propan

oicaciethylester 

英文别名 Ethyl 

2-bromoisobutyrate；

Ethyl-bromo-iso-butyrate

；

Ethyl-2-bromoesobutanoa

te；Ethyl dimethylacetate 

CAS 号 600-00-0 危险货物编号 6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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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毒。有腐蚀性。受高热放出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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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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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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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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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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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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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

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一种重要的医药中间体，主要用于制备降血脂药物及治疗动脉粥状硬化、血栓的

药物。 

分子式 C6H11BrO2；

(CH3)2CBrCOOCH2CH3 

分子量 195.0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29（25 °C） 

沸点（℃） 65-67(1.47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47(65-6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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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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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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9】1-溴-2-甲基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溴-2-甲基丙烷 中文别名 异丁基溴；溴代异丁烷 

英文名称 1-Bromo-2-methylpropane 英文别名 Isobutyl bromide 

CAS 号 78-77-3 危险货物编号 32043 

UN 编号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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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吸收 后对身体有害。蒸气和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作用。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等。被认为是致

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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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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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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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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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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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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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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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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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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溶剂。 

分子式 C4H9Br 分子量 137.02 

熔点（℃） -118.5 相对密度（水＝1） 1.253（20℃） 

沸点（℃）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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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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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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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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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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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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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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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0】2-溴-2-甲基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2-甲基丙烷 中文别名 叔丁基溴；特丁基溴； 

溴代叔丁烷；溴叔丁烷； 

三甲基溴甲烷 

英文名称 2-Bromo-2-methylpropan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bromide； 

Trimethylbromomethane；

1,1-Dimethylethylbromide

；2-Bromoisobutane；

1-Bromo-1,1-dimethyleth

ane；Tertiarybutyl bromide 

CAS 号 507-19-7 危险货物编号 32043 

UN 编号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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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吸收 后对身体有害。蒸气和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作用。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等。被认为是致

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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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足量温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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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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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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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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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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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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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有机溶剂混和，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中间体，溶剂。 

分子式 C4H9Br；(CH3)3CBr 分子量 137.02 

熔点（℃） -16.3 相对密度（水＝1） 1.202（15℃） 

沸点（℃） 7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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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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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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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400 mg/kg（大鼠经腹），125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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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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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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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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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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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921】4-溴-2-氯氟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2-氯氟苯 中文别名 4-溴-2-氯-1-氟苯； 

3-氯-4-氟溴苯 

英文名称  英文别名 4-Bromo-2-chloro-1-fluor

obenzene；

3-Chloro-4-fluorobenzobr

omide；

1-Bromo-3-chloro-4-fluor

oben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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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608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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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 后对身体有害。蒸气和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作用。接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等。被认为是致

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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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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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氯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 ( 全面罩 ) 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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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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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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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

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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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3BrClF 分子量 209.4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727（25 °C） 

沸点（℃） 19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92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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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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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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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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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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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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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2】1-溴-3-甲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溴-3-甲基丁烷 中文别名 异戊基溴；溴代异戊烷；

1-溴代异戊烷 

英文名称 3-Methylbutyl bromide 英文别名 1-bromo-3-methylbutane；

Isoamyl Bromide；

iso-Bromopentane；

4-Bromo-2-methylbutane 

CAS 号 107-82-4 危险货物编号 32044 

UN 编号 234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皮肤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浓度高时会损害肝脏，有麻醉作

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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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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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和麻醉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不宜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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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

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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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

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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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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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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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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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乙醚和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可合成药物、染料等。 

分子式 C5H11Br 分子量 151.05 

熔点（℃） -112 相对密度（水＝1） 1.261（25 °C） 

沸点（℃） 12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闭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0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04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6150 mg/kg（大鼠经腹），42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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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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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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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3】溴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苯 中文别名 溴代苯；一溴代苯； 

苯基溴；溴化苯； 

二乙醇胺；一溴苯 

英文名称 Bromobenzene 英文别名 1-Bromobenzene；

benzyl-phenylsulphide；

Benzylthiobenzene；

Phenyl benzyl sulfide；

phenyl benzyl thioether；

2-Bromobenzene；

3-Bromobenzene；

4-Bromobenzene；

Monobromobenzene；

p-bromobenzene 

CAS 号 108-86-1 危险货物编号 33547 

UN 编号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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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刺激上呼吸道，引起咳嗽、胸部不适。高浓度吸入有麻醉作用。

液体或雾对眼睛有刺激性。较长时间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口服引起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头痛、迟钝、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甚至发生死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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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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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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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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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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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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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具有苯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醚、丙酮、苯、四氯化碳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分析试剂，用于有机合成等。 

分子式 C6H5Br 分子量 157.02 

熔点（℃） -30.7 相对密度（水＝1） 1.50 

沸点（℃） 156.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41 

闪点（℃） 51 临界压力（MPa） 4.52 

临界温度（℃） 397 饱和蒸汽压（KPa） 1.33(40℃) 

引燃温度（℃） 565 燃烧热（KJ/mol） 3124.6 

自燃温度（℃） 56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9 爆炸下限（％） 0.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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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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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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699 mg/kg( 大鼠经口 )； LC50：20411 mg/m3( 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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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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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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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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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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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924】2-溴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苯胺 中文别名 邻溴苯胺； 

邻氨基溴化苯； 

1-氨基-2-溴苯； 

英文名称 2-Bromoaniline 英文别名 1-Amino-2-bromobenzene

； 

o-Aminobromobenzene；

2-Bromoanilines；

2-Bromobenzeneamine；

2-Bromo-phenylamine；

2-Amino-1-bromobenzene 

CAS 号 615-36-1 危险货物编号 6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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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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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或皮肤吸收都能引起中毒。进入体内能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可引起紫

绀。对肝、肾有损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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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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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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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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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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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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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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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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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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工业及有机合成中间体,也是通用试剂。 

分子式 C6H6BrN 分子量 172.02 

熔点（℃） 32 相对密度（水＝1） 1.578 

沸点（℃）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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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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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11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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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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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5】3-溴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苯胺 中文别名 间溴苯胺； 

间氨基溴化苯； 

1-氨基-3-溴苯 

英文名称 3-Bromoaniline 英文别名 l-Amino-3-bromobenzene

；m-Bromoaniline；

m-Aminobromobenzene；

MetaBromoAniline  

CAS 号 591-19-5 危险货物编号 6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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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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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吸入或皮肤吸收都能引起中毒。进入体内能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可引起紫

绀。对肝、肾有损害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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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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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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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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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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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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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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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液体，低温凝固为微黄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原料、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6H6BrN 分子量 172.02 

熔点（℃） 16.8 相对密度（水＝1） 1.594 

沸点（℃） 25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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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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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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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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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140 mg/kg( 大鼠经腹 )。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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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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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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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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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6】4-溴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苯胺 中文别名 对溴苯胺； 

对氨基溴化苯； 

1-氨基-4-溴苯； 

4-氨基-2-溴苯 

英文名称 4-Bromoaniline 英文别名 4-Bromobenzenamine；

p-bromophenylamine 

CAS 号 106-40-1 危险货物编号 6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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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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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肝、肾有损害作用。进入体内可形成

高铁血红蛋白，导致发生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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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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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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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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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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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稀盐酸洗刷污染处，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也可以小心扫起，避免扬尘，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

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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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酸酐、酰

基氯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避光保存。专人保

管。应与酸类、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

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

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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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斜方或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冷水，易溶于乙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制备二氢喹唑啉。 

分子式 C6H6BrN 分子量 172.02 

熔点（℃） 66～66.5 相对密度（水＝1） 1.497(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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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230-25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2-22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84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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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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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456mg／kg(大鼠经口)；289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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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

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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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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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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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7】2-溴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苯酚 中文别名 邻溴苯酚 

英文名称 2-Bromophenol 英文别名 o-Bromophenol 

CAS 号 95-56-7 危险货物编号 6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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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上呼吸道有刺激性。长期接触可引起眼睛的强烈刺激或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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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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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

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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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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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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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

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

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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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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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

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

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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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到红色油状液体，具有不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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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5BrO 分子量 173.01 

熔点（℃） 5.6 相对密度（水＝1） 1.49 

沸点（℃） 1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2.2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73(87.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9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酰基氯、酸酐、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500mg／kg(大鼠皮下)；652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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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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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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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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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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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928】3-溴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苯酚 中文别名 间溴苯酚 

英文名称 3-Bromophenol 英文别名 m-Bromophenol 

CAS 号 591-20-8 危险货物编号 61710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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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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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

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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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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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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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或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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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酐、酰基氯接触。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酸类、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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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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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至黄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碱液。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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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5BrO 分子量 173.01 

熔点（℃） 33 相对密度（水＝1） 1.63 

沸点（℃）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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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6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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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1.59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酐、酰基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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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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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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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9】4-溴苯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苯酚 中文别名 对溴苯酚；溴酚 

英文名称 4-Bromophenol 英文别名 p-Bromophenol；

1,4-bromophenol 

CAS 号 106-41-2 危险货物编号 6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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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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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上呼吸道、粘膜和皮肤有刺激性。长时间接触可引起眼睛的强烈刺激或

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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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给饮植物油 15～30mL。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燃烧并分解产生有毒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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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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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置于袋中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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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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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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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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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灰白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冰醋酸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制药工业，也用作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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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5BrO 分子量 173.01 

熔点（℃） 66.4 相对密度（水＝1） 1.84 

沸点（℃） 23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0.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47(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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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59~2.6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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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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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23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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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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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0】4-溴苯磺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苯磺酰氯 中文别名 对溴苯磺酰氯 

英文名称 4-Brom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p-Bromobenzenesulfonyl 

chloride 

CAS 号 98-58-8 危险货物编号 61687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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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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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和皮肤有强烈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

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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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放出有毒的

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溴化氢、氧化硫、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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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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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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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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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可燃物，碱类、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

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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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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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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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4BrClO2S 分子量 255.52 

熔点（℃） 75～76 相对密度（水＝1） 1.52 

沸点（℃） 153／2.0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2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15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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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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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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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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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931】4-溴苯甲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苯甲醚 中文别名 对溴苯甲醚； 

对溴茴香醚； 

1-溴-4-甲氧基苯； 

对甲氧基溴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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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4-Bromoanisole 英文别名 1-Bromo-4-methoxybenze

ne；p-Bromoanisole；

p-Anisyl bromide；

4-Methoxybromobenzene

； 

4-Methoxyphenyl 

bromide 

CAS 号 104-92-7 危险货物编号 61699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其蒸气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可出现 兴奋、共济失调等症状。受高热分解产

生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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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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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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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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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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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

毒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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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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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 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高浓度接触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香料和染料的原料；有机合成及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7H7BrO 分子量 187.03 

熔点（℃） 13-14 相对密度（水＝1） 1.46 

沸点（℃） 2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49 

闪点（℃） 9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13（10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4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0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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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200 mg／kg(小鼠经口)，1186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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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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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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2】2-溴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邻溴苯甲酰氯； 

邻溴苯酰氯； 

氯化邻溴苯甲酰 

英文名称 2-Brom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o-Bromobenzoyl 

Chloride；

2-Bromobenzoic acid 

chloride 

CAS 号 7154-66-7 危险货物编号 8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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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腐蚀性。蒸气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

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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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

腐蚀性气体。有腐蚀性。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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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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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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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苏打

灰混合，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

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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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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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碱类、氧化剂、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

器密封。应与碱类、氧化剂、醇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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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液体。 

溶解性 在水或热乙醇中分解。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4BrClO 分子量 219.46 

熔点（℃） 11 相对密度（水＝1） 1.679（25 °C） 

沸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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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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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碱、氧化剂、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6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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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

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

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氧化剂、

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

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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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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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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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933】4-溴苯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苯甲酰氯 中文别名 对溴苯甲酰氯； 

氯化对溴代苯甲酰 

英文名称 4-Bromobenz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p-Bromobenzoyl 

chloride；

4-bromophenylcarbonyl 

chloride 

CAS 号 586-75-4 危险货物编号 8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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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腐蚀性。蒸气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可引起喉炎、支气

管炎、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可引起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咳嗽、

气短等症状。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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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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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具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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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溴化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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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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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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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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污染地面撒上苏打灰，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

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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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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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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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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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结晶。 

溶解性 遇水分解。易溶于苯、乙醚和乙醇，溶于石油英。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4BrClO 分子量 219.46 

熔点（℃） 36-41 相对密度（水＝1） 1.6111 

沸点（℃） 174／13.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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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7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9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强碱、水、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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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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禁止使用金属制容器包装。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

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

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氧化剂、

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

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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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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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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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934】溴苯乙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苯乙腈 中文别名 溴苄基腈；2-溴苯乙腈 ；

2-溴苄基氰 

英文名称 Bromobenzyl cyanide 英文别名 a-Bromobenzyl Cyanide；

Camite；

2-Bromophenylacetonitril

e；2-Bromobenzylnitrile 

CAS 号 5798-79-8 危险货物编号 61106 

UN 编号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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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及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由于喉和支气管的痉挛、

炎症及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可能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头痛、恶心、

呕吐、咳嗽、喘息、喉炎、气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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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或 5%硫代硫酸钠冲洗污染的皮肤，至少 20 分钟。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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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勿用口对口)。给吸入亚硝酸异戊酯，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洗胃。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热分解，释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溴

化物和氰化物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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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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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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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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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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或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如大量泄漏，

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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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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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施。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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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毒物时，建议佩带供气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带

正压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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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苯、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8H6BrN；BrC6H4CH2CN 分子量 196.05 

熔点（℃） 1.0 相对密度（水＝1） 1.513 

沸点（℃） 140/1.73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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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4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28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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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L0：100 mg/kg（大鼠经口）；LC：1.16 g/m3/10 分（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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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5】4-溴苯乙酰基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苯乙酰基溴 中文别名 对溴苯乙酰基溴； 

2,4'-二溴苯乙酮； 

对-α-二溴苯乙酮 

英文名称 4-Bromophenacyl 

bromide；

4-Bromo(bromoacetyl)ben

zene；PBPB 

英文别名 p-Bromophenacyl 

bromide；

2,4'-Dibromoacetophenon

e；

4,a-Dibromoacetophenone

；

2-(4-Bromophenyl)-2-oxo

ethyl bromide；

2-Bromo-1-(4-bromophen

yl)ethanone；

Bromomethyl 

4-bromophenylketone； 

Bromometh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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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romophenyl ketone 

CAS 号 99-73-0 危险货物编号 61673 

UN 编号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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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腐蚀性。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

喉、支气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

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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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

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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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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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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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局部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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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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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灰白色针状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热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6Br2O 分子量 277.94 

熔点（℃） 110～112 相对密度（水＝1） 1.848 

沸点（℃） 14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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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9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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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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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6】3-溴丙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丙腈 中文别名 β-溴丙腈；溴乙基氰 

英文名称 3-Bromopropionitrile；

3-Bromoethyl cyanide 

英文别名 β-Bromopropionitrile；

2-Cyanoethyl bro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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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2417-90-5 危险货物编号 61635 

UN 编号 32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毒作用比氯丙腈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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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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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食入 误服者立即漱口，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多或 5%硫代硫酸钠洗胃，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高热分解释出剧毒的气体。与水或水蒸气、酸或酸雾能发

生反应产生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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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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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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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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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

状水，减少蒸发。用干燥的砂土或类似物质吸收，然后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

记，等待处理。如果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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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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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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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工作毕，彻底清



 

291 

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易溶于乙醇和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4BrN；BrCH2CH2CN 分子量 133.9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615 

沸点（℃） 92（3.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7.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33/9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50 mg/kg（小鼠腹腔）； LDLo：80 mg/kg（小鼠肠外）。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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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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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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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37】3-溴丙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丙炔 中文别名 溴化丙炔；溴丙炔； 

炔丙基溴；3-溴-1-丙炔 

英文名称 3-Bromopropyne 英文别名 Propargyl bromide；

1-Brom-2-propin； 

1-Bromo-2-propyne； 

2-Propynyl bromide；

3-Bromo-1-propyn 

CAS 号 106-96-7 危险货物编号 32046 

UN 编号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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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可致死。本品有强烈刺激性。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

呼吸道有刺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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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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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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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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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

理。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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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

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容器与传送设备要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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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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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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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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亮黄色液体, 有特殊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土壤杀虫剂、化学中间体。 

分子式 C3H3Br；CHCCH2Br 分子量 118.96 

熔点（℃） -61.1 相对密度（水＝1） 1.52 

沸点（℃） 9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87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220（爆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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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 爆炸下限（％） 3.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明火。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53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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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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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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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8】2-溴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丙酸 中文别名 α-溴丙酸 

英文名称 2-Bromopropionic acid 英文别名 α－bromopropionic acid 

CAS 号 598-72-1 危险货物编号 61618 

UN 编号 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 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

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能引起皮肤灼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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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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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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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若是液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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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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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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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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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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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氧

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 、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可能接触其粉尘

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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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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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或固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与醇、醚、氯仿和苯混溶。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用于生产除草剂、草萘胺，合成医药中间体丙氨酸。 

分子式 C3H5BrO2 分子量 152.97 

熔点（℃） 24.5 相对密度（水＝1） 1.7（25 °C） 

沸点（℃） 203(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9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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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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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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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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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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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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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9】3-溴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丙酸 中文别名 β-溴丙酸 

英文名称 3-Bromopropionic acid 英文别名 β-bromopropionic acid；

2-Carboxyethyl bromide 

CAS 号 590-92-1 危险货物编号 61618 

UN 编号 326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及支气管的

痉挛、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

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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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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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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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

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

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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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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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片状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丙酮、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5BrO2 分子量 152.97 

熔点（℃） 62.5 相对密度（水＝1） 1.48 

沸点（℃） 140/6.0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0/14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5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强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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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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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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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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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0】溴丙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丙酮 中文别名 1-溴丙酮；1-溴-2-丙酮；

溴-2-丙酮 

英文名称 Bromopropanone；

Acetonyl bromide 

英文别名 1-Bromoacetone ；

1-Bromo-2-propanone；

1-bromopropan-2-one 

CAS 号 598-31-2 危险货物编号 61604 

UN 编号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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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的催泪性特别强，其毒性比一氯丙酮强，对眼睛有刺激作用，对上呼吸道的

作用更为强烈。液体落到皮肤上时，可引起水泡，皮炎及荨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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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冼 15 分钟。如有灼伤，按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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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

物气体。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具强烈催泪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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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300m ，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

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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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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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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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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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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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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建议佩戴防毒面具。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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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刺激性臭味，接触空气转变成紫色。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苯、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化学武器。 

分子式 C3H5BrO；BrCH2COCH3 分子量 136.98 

熔点（℃） -36.5 相对密度（水＝1） 1.634（23℃） 

沸点（℃） 1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5 

闪点（℃） 4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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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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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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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CL0：572 PPM/ 10 分（人吸入）。 

刺激性 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均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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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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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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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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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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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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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1941】1-溴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溴丙烷 中文别名 正丙基溴；溴代正丙烷 

英文名称 1-Bromopropane 英文别名 n-Propyl bromide； 

Propyl bromide 

CAS 号 106-94-5 危险货物编号 33530 

UN 编号 234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对皮肤和眼有刺激性。动物接触麻醉浓度可引

起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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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产生

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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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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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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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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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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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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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 

分子式 C3H7Br；CH3CHBrCH3 分子量 122.99 

熔点（℃） -110 相对密度（水＝1） 1.36 

沸点（℃） 7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26 临界压力（MPa） 5.39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8℃）/16.39(25℃) 

引燃温度（℃） 490 燃烧热（KJ/mol） 2078.7 

自燃温度（℃） 49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43 爆炸下限（％） 4.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1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钾、钠、镁。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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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600mg/kg（大鼠经口）；4700mg/kg（小鼠经口）；2900mg/kg（大

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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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

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

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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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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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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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942】2-溴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丙烷 中文别名 异丙基溴；溴代异丙烷；

溴异丙烷；异溴丙烷 

英文名称 2-Bromopropane 英文别名 Isopropyl Bromide；

2-Brompropan； 

sec-Propyl bromide 

CAS 号 75-26-3 危险货物编号 32042 

UN 编号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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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接触后有可能引起神经系统功

能紊乱。慢性影响：对肝、肾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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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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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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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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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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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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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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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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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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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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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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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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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溶于乙醇、乙醚、苯、四氯化碳，微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药物、染料及其他有机化合物合成。 

分子式 C3H7Br；CH3CHBrCH3 分子量 122.99 

熔点（℃） -90 相对密度（水＝1） 1.30 

沸点（℃） 58.5～6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27 

闪点（℃） 1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1.50(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2049.9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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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 1.4251 爆炸下限（％） 4.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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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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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

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

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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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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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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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943】2-溴丙酰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丙酰溴 中文别名 溴化-2-溴丙酰 

英文名称 2-Bromopropionyl 

Bromide 

英文别名 1,2-Dibromo-2-propanone

；2-Bromopropionic acid 

bromide 

CAS 号 563-76-8 危险货物编号 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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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可引起灼伤。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皮

肤等组织有极强的破坏作用。吸入后可能因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炎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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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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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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干粉、砂土、二氧化碳。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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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沙土、干燥

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不燃

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

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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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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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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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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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酸、苯等。遇水和乙醇则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中间体。 

分子式 C3H4Br2O；CH3CHBrCBrO 分子量 215.87 

熔点（℃） 152～154 相对密度（水＝1） 2.061（25 °C） 

沸点（℃） 15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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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6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4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水、醇类、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光照，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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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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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4】3-溴丙酰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丙酰溴 中文别名 溴化-3-溴丙酰 

英文名称 3-Bromopropionyl bromide 英文别名 Bromopropionylbromide；

beta-Bromopropionyl 

bromide 

CAS 号 7623-16-7 危险货物编号 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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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第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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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起灼伤。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皮

肤等组织有极强的破坏作用。吸入后可能因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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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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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 干粉、砂土、二氧化碳。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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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化学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沙土、干燥

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不燃

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

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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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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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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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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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酸、苯等。遇水和乙醇则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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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中间体。 

分子式 C3H4Br2O；CH3CHBrCBrO 分子量 215.8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125 

沸点（℃） 50-5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6.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2 (27 ºC)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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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光照，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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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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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5】溴代环戊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代环戊烷 中文别名 环戊基溴；一溴环戊烷；

环戊溴 

英文名称 Bromocyclopentane 英文别名 Cyclopentane Bro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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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omocyclopentane；

4-Chloroquinoline 

CAS 号 137-43-9 危险货物编号 3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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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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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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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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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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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

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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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

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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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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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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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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类似樟脑的香气。久置变为棕色。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用于医药环戊甲噻嗪的生产。 

分子式 C5H9Br 分子量 149.0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86（25 °C） 

沸点（℃） 137-13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0 

闪点（℃） 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7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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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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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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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

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

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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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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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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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6】溴代正戊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代正戊烷 中文别名 正戊基溴；戊基溴 

英文名称 Bropyl bromide 英文别名 1-Bromopentan； 

Amyl Bromide ；

1-Pentylbromid ；

Pentyl Bromide ；

n-Amyl Bromide 

CAS 号 110-53-2 危险货物编号 3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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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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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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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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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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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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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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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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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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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作医药、染料、香料等的中间体。 

分子式 C5H11Br；Br(CH2)4CH3 分子量 151.05 

熔点（℃） -95 相对密度（水＝1） 1.22 

沸点（℃） 1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8.65（13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37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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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850mg/kg（大鼠经口），1250 mg/kg（小鼠腹腔）；LC50：47600mg/m3

（大鼠吸入，2h）。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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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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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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

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

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

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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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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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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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947】1-溴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溴丁烷 中文别名 正丁基溴；溴代正丁烷 

英文名称 1-Bromobutane 英文别名 n-Butylbromid；

n-bromobutane；

n-Butylbiuret 

CAS 号 109-65-9 危险货物编号 32043 

UN 编号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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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蒸气可引起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高浓度时有麻醉作用，引起神志障

碍。眼和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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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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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

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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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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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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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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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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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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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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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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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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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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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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溶于四氯化碳，溶于氯仿，混溶于乙醇、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烷化剂、溶剂、稀有元素萃取剂和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9Br 分子量 137.02 

熔点（℃） -112.4 相对密度（水＝1） 1.276（25 °C） 

沸点（℃） 100-1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2 

闪点（℃） 23 临界压力（MPa） 4.5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58（25℃） 

引燃温度（℃） 26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6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9 爆炸下限（％） 2.6（10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6（10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75 pH 6.0～8.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钾、钠、镁。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450 mg/kg（大鼠腹腔），1424 mg/kg（小鼠腹腔）；LC50：237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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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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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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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8】2-溴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丁烷 中文别名 仲丁基溴；溴代仲丁烷 

英文名称 2-Bromobutane 英文别名 Methylethylbromoometha

ne；sec-Butyl bromide 

CAS 号 78-76-2 危险货物编号 32043 

UN 编号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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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蒸气可引起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高浓度时有麻醉作用，引起神志障

碍。眼和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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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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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

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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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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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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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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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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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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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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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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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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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能与丙酮和苯相混溶，溶于氯仿，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溶剂。 

分子式 C4H9Br 分子量 137.02 

熔点（℃） -111.9 相对密度（水＝1） 1.2585（20/4℃） 

沸点（℃） 9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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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67 爆炸下限（％） 2.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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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钠、镁。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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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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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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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9】溴化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苄 中文别名 α-溴甲苯；苄基溴 

英文名称 Benzyl bromide 英文别名 Bromomethylbenzene；

a-Bromotoluene；

alpha-Bromophenylmetha

ne 

CAS 号 100-39-0 危险货物编号 61065 

UN 编号 173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性，可引起明显的呼吸道刺激，胸部紧束感。吸入高浓度蒸气可出

现呼吸道炎症，甚至肺水肿。有催泪作用。皮服接触可引起皮炎和荨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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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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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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

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具催泪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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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类、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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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

胺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

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毒物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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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芳香气味，具有催泪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制造发泡剂。 

分子式 C7H7Br；C6H5CH2Br 分子量 171.03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1.44 

沸点（℃） 19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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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8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3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278.2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75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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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类、胺类、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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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毒性 高毒。猫吸入：浓度 29PPM (15 分钟)，三日后死亡；LCLo：2000mg/m3（兔吸

入，30min）。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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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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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0】溴化丙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丙酰 中文别名 丙酰溴 

英文名称  英文别名 Propionyl Bromide；

Propionic acid bromide； 

1-Bromo-1-propanone； 

Propanoic acid bromide 

CAS 号 598-22-1 危险货物编号 81111 

UN 编号 292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 

7（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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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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粘膜、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可引起灼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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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受热分解放出溴化氢和剧毒的碳酰溴。与水和乙醇发生激烈分解生成溴氢

酸和乙酸。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具强腐蚀性、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

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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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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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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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注意避免

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

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

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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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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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

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有刺激味的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醇并分解，溶于醚。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中间体，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3H5BrO；CH3CH2COBr 分子量 136.98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1.521（25 °C） 

沸点（℃） 103-10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2.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2.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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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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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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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1】溴化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汞 中文别名 二溴化汞；溴化高汞 

英文名称 Mercury bromide 英文别名 Mercurydibromide；

Mercuricdibromide；

Mercuric bromide 

CAS 号 7789-47-1 危险货物编号 61509 

UN 编号 16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病人有头痛、头晕、乏力、发热等全身症状，并有明显口腔炎表现。

可有食欲不振、恶心、腹痛、腹泻等。部分患者出现全身性皮疹，少数严重者可

发生间质性肺炎及肾脏损害。长期接触低浓度二溴化汞后，可发生头痛、头晕、

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综合征；汞毒性震颤；另外可有口腔炎，少数病人

有肝肾损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在对人类重要食物链中，特别

是在鱼类体内、蔬菜、谷物、植物、发生生物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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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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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汞、溴化氢、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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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灭火剂 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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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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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钾、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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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保存。包装密封。应与钾、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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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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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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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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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或结晶状粉末，遇光分解。 

溶解性 溶于热醇、甲醇、盐酸，微溶于水、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测定砷的特殊试剂及用于化肥分析。 

分子式 HgBr2 分子量 360.41 

熔点（℃） 237 相对密度（水＝1） 6.1090(25℃) 

沸点（℃） 322(升华)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22-32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136.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钾、钠、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40mg／kg(大鼠经口)；100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

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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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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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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2】溴化氢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氢 中文别名 氢溴酸 

英文名称 Hydrogen bromide 英文别名 Hydrobromic acid；HBR；

Acide bromhydrique；

Acido bromidrico；

Anhydrous hydrobromic 

acid；Bromowodor 

CAS 号 10035-10-6 危险货物编号 81017/23004 

UN 编号 1048/17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6(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第 2.3 类 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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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引起皮肤、粘膜的刺激或灼伤。长期低浓度接触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和消化

功能障碍。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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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能与普通金属发生反应, 放出氢气而与空气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Ｈ发泡剂立即燃烧。遇氰化物能产生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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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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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砂土。用碱性物质如碳酸氢钠、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小

火可用干燥砂土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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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

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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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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

气中。避免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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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或气体，具有刺激性酸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醇、乙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无机溴化物和有机溴化物，用作分析试剂、触媒及还原剂。 

分子式 HBr 分子量 80.91 

熔点（℃） -66.5(纯品) 相对密度（水＝1） 1.49(47%) 

沸点（℃） 126(4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71 

闪点（℃） 40 临界压力（MPa） 8.51 

临界温度（℃） 90.0 饱和蒸汽压（KPa） 53.3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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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类、氨、活性金属粉末、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76 mg/kg(大鼠静脉)；LC50：9460mg/m3 (大鼠吸入 1 小时)，

2694mg/m3 (小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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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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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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碱液－石灰水中，生成中性的溴化物溶液，

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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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钢质气瓶。 

液体：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

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

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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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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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

进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

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

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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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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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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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和第 2.3 类有害气体。 

【4-1953】溴化氢乙酸溶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氢乙酸溶液 中文别名 溴化氢醋酸溶液； 

氢溴酸乙酸； 

溴化氢冰醋酸溶液 

英文名称 Hydrobromic acid，acetic 

acid solution 

英文别名 Hydrobromic acid 

solution in Acetic acid 

CAS 号 37348-16-6 危险货物编号 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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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可引起皮肤、粘膜的刺激或灼伤。长期低浓度接触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和消化

功能障碍。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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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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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能与普通金属发生反应, 放出氢气而与空气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Ｈ发泡剂立即燃烧。遇氰化物能产生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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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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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砂土。用碱性物质如碳酸氢钠、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小

火可用干燥砂土闷熄。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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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

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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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

气中。避免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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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橙红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医药、农药等中间体行业。可用于石油工业及合成染料、香料。 

分子式 HBr+CH3COOH；

C2H5BrO2 

分子量 140.9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40（20ºC）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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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类、氨、活性金属粉末、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

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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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

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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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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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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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1954】溴化亚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亚汞 中文别名 一溴化汞 

英文名称 Mercury bromide 英文别名 Mercurousbromide；

Mercury monobromide 

CAS 号 10031-18-2 危险货物编号 61509 

UN 编号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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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离子可使含巯基的酶丧失活性，失去功能；还能与酶中的氨基、二巯基、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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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以及细胞膜内的磷酰基结合，引起相应的损害。急性中毒：有头痛、头晕、

乏力、失眠、多梦、口腔炎、发热等全身症状。可有食欲不振、恶心、腹痛、腹

泻等。部分患者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严重者可发生间质性肺炎及肾损害。口服

可发生急性腐蚀性胃肠炎，严重者昏迷、休克，甚至发生坏死性肾病致急性肾功

能衰竭。对眼有刺激性。可致皮炎。慢性中毒：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易兴奋症；

精神情绪障碍，如胆怯、害羞、发怒、爱哭等；汞毒性震颤；口腔炎。少数病例

有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汞元素在生物体内有很强的蓄

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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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升华产生有毒气体。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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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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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丁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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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必要时，佩戴空气呼吸器、氧气呼吸器或长

管面具。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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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细小四角结晶体或粉末，受热变黄，冷后恢复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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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乙醚，溶于发烟硝酸，热浓硫酸和热碳酸铵溶液。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也用于制药工业。 

分子式 HgBr 分子量 280.49 

熔点（℃） 345(升华) 相对密度（水＝1） 7.31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9.3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20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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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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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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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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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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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5】溴化亚铊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亚铊 中文别名 一溴化铊；溴化铊 

英文名称 Thallium bromide 英文别名 Thalliummonobromide；

Thalliumbromide 

CAS 号 7789-40-4 危险货物编号 61023 

UN 编号 170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3（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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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铊及其化合物为强烈的神经毒，对肝肾有损害。急性中毒：表现有恶心、呕吐、

腹部绞痛、厌食等症状，肢体及躯干有感觉、痛觉过敏；重者可发生中毒性脑病、

中毒性神经病。脱发为其特异表现。皮肤出现皮疹，指甲有白色横纹。可有肝、

肾损害。慢性中毒：主要症状有脱发、乏力、胃纳差、肢体运动和感觉障碍，可

发生球后视神经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和空气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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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碘化钾 60mL 灌胃。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燃烧性 不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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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隔离式呼吸器，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

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隔离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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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黄白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不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药物。 

分子式 TlBr 分子量 284.29 

熔点（℃） 460(约) 相对密度（水＝1） 7.56 

沸点（℃）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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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LDL0：35（大鼠经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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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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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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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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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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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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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4-1956】溴化乙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化乙酰 中文别名 乙酰溴；溴乙酰； 

溴化丙酯 

英文名称 Bromideacetyl 英文别名 Acetyl bromide；

1-Bromoacet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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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omoethanal； 

1-Bromoethanone；

Ethanoylbromide 

CAS 号 506-96-7 危险货物编号 82196 

UN 编号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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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粘膜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吸入可引起呼吸道的明显危害。中毒表

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可致皮肤灼伤。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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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受热分解有毒溴化氢气体和剧毒碳酰溴；遇水、乙醇放出氢溴酸。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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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切断气源，用水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

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

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干粉、砂土、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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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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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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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泄漏：

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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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

气中。避免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5％。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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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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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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皮手套或者特殊材料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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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带有一种辛辣气味的无色发烟液体，露置空气中变黄。 

溶解性 溶于乙醚、氯仿、苯。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医药、农药中间体和其他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2H3BrO 分子量 122.95 

熔点（℃） -96 相对密度（水＝1） 1.663（25 °C） 

沸点（℃） 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1.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3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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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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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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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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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

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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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

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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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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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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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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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7】溴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己烷 中文别名 己基溴；1-溴己烷； 

1-溴代正己烷；正溴己烷 

英文名称 Bromohexane 英文别名 1-Bromohexane ；

n-Hexyl bromide； 

1-Hexyl bromide ；

Hexylbromid 

CAS 号 111-25-1 危险货物编号 33527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粘膜、上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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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高热、明火、氧化剂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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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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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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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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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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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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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6H13Br；Br(CH2)5CH3 分子量 165.07 

熔点（℃） -85 相对密度（水＝1） 1.16 

沸点（℃） 154～1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7 

闪点（℃） 4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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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高温、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226 mg/ kg（小鼠经腹）；LC50：550000mg／m3 (大鼠吸入：0.5

小时)。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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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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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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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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8】2-溴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甲苯 中文别名 邻溴甲苯；邻甲基溴苯；

2-甲基溴苯； 

1-溴-2-甲基苯  

英文名称 2-Bromotoluene 英文别名 1-Bromo-2-methylbenzen

e；o-Tolylbromide ；

o-Bromomethylbenzene； 

2-Methylbromobenzene； 

o-Methylphenyl bromide  

CAS 号 95-46-5 危险货物编号 61669 

UN 编号 176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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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

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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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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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用水灭火可引起沸溅。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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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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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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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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食用

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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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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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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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可混溶于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用作溶剂。 

分子式 C7H7Br；BrC6H4CH3 分子量 171.04 

熔点（℃） -26 相对密度（水＝1） 1.422（25 °C） 

沸点（℃） 181.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9 

闪点（℃） 78.8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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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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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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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864 mg/ kg（大鼠经口），1358 mg/ 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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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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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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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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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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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9】3-溴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溴甲苯 中文别名 间溴甲苯；间甲基溴苯；

3-甲基溴苯； 

1-溴-3-甲基苯； 

3-溴-1-甲基苯 

英文名称 3-Bromotoluene 英文别名 1-Brom-3-methylbenzol；

3-Methyl-1-bromobenzen

e；m-Bromotoluene；

3-Methylbromobenzene；

3-Methylphenylbromide 

CAS 号 591-17-3 危险货物编号 61669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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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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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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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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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砂土。用水灭火可引起沸溅。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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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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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食用

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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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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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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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和苯，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7H7Br；BrC6H4CH3 分子量 171.04 

熔点（℃） -39.8 相对密度（水＝1） 1.4101（20/4℃） 

沸点（℃） 183.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52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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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436 mg/kg(小鼠经口)，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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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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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0】4-溴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溴甲苯 中文别名 对溴甲苯；对甲基溴苯；

4-甲基溴苯； 

1-溴-4-甲基苯； 

4-溴-1-甲基苯 

英文名称 4-Bromotoluene 英文别名 4-Methyl-1-bromobenzen

e；4-Bromtoluol；

p-Methylbromobenzene； 

p-Methylphenyl bromide；

1-Brom-4-methylbenzol；

1-Methyl-4-bromobenzen

e；4-Tolylbromide；

4-Bromo-1-methybezene；

4-Methylbromobenzene；

4-Methylphenyl bromide 

CAS 号 106-38-7 危险货物编号 61669 

UN 编号 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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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有毒，并有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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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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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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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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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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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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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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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原料及中间体，用于医药工业。 

分子式 C7H7Br；BrC6H4CH3 分子量 171.04 

熔点（℃） 26-29 相对密度（水＝1） 1.39（25 °C） 

沸点（℃） 1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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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8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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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741 mg/ 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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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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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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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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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1】溴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甲烷 中文别名 甲基溴；一溴甲烷 

英文名称 Bromomethane 英文别名 Methyl bromide 

CAS 号 74-83-9 危险货物编号 23041 

UN 编号 1062/1581/1647/195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6（有毒气体）；32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主要损害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对皮肤、粘膜、肺、肾、肝、心血管等也有损害。

以中枢神经系统和肺最早受到损害，也最为严重。急性中毒：轻度有头痛、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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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全身无力、嗜睡、震颤、咳嗽、咯痰等；较重者出现兴奋、谵妄、共济失

调、肌痉挛，并可伴有多发性神经炎和肝、肾损害；严重中毒时，因脑水肿出现

抽搐、躁狂、昏迷；或因肺水肿或循环衰竭而出现紫绀。可因肺水肿，神经系统

严重损害或循环衰竭而死亡。接触极高浓度可迅速死亡。皮肤接触其液体可致灼

伤。慢性中毒：常有头痛、全身乏力、嗜睡、记忆力减退等，亦可伴有周围神经

炎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可出现视神经萎缩。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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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温以及铝粉、二甲亚砜有燃烧爆炸

的危险。与活性金属粉末（如镁、铝等）能发生反应, 引起分解。与碱金属接触

受冲击时会着火燃烧。 

燃烧性 易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

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如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

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

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必须佩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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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

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有甜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熏剂、冷冻剂和溶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H3Br 分子量 94.94 

熔点（℃） -93 相对密度（水＝1） 1.72 

沸点（℃） 3.5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27 

闪点（℃） -40 临界压力（MPa） 8.45 

临界温度（℃） 194 饱和蒸汽压（KPa） 243.18(25℃) 

引燃温度（℃） 536 燃烧热（KJ/mol） 769.1 

自燃温度（℃） 536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32 爆炸下限（％） 10.0 

黏度（mPa·s） 0.397（0℃） 爆炸上限（％） 16.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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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金属或活性金属粉末（如镁、铝等）、二甲亚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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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14 mg/kg(大鼠经口)； LC50：1540mg/m3/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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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

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

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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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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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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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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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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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62】溴三氟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三氟甲烷 中文别名 R13B1；三氟溴甲烷； 

三氟-溴甲烷；一溴三氯；

1301 灭火剂 

英文名称 Bromotrifluorormethane 英文别名 Bromotrifluromethane； 

Bromtrifluormethan； 

Carbon monobromide 

trifluoride 

CAS 号 75-63-8 危险货物编号 22049 

UN 编号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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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有迅速的窒

息作用。吸入高浓度的三氟溴甲烷可引起眩晕、定向障碍、共济失调、麻醉作用、

恶心或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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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及心跳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和心脏按压术。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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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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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切断气源，用水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

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

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相应的工作服。切断气源，通风对流，稀释扩散。如有可能，

即时使用。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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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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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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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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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带供气式呼吸器或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进入罐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油类、电器设备、有机溶剂、天然气及多种有机物的灭火。 

分子式 CBrF3 分子量 148.91 

熔点（℃） -168 相对密度（水＝1） 1.567（21℃） 

沸点（℃） -5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3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3.97 

临界温度（℃） 66.66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2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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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84000 PPM/15 分（大鼠吸入），381 克/立方米（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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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

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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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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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2 类不燃气体。 

【4-1963】溴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romic acid 英文别名  

CAS 号 7789-31-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皮肤接触对人体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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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强酸，具有酸的通性，可使石蕊、甲基橙变红，可跟比氢活泼的金属发生置

换反应，可跟金属氧化物（碱性氧化物）碱发生中和反应，可跟某些盐发生复分

解反应，也具有强氧化性。溴酸浓度在超过 50.6%时迅速分解并爆炸，产生呛人

的气体。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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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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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

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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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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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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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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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存在于水溶液中，为无色或浅黄色液体。在室温中甚至在暗处贮存也会变成黄

色。 

溶解性 除极稀溶液外，很不稳定。可用冷水稀释，溶于水。 

主要用途 氧化剂。有机合成。 

分子式 HBrO3 分子量 128.91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3.28 

沸点（℃） 100（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铝、砷、铜、碳、金属硫化物、

硒、硫酸。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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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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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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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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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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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64】溴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brom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3967-90-3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271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40（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后刺激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接触有刺激性。口服引起腹痛、恶心、呕吐、腹

泻、脉缓、面色苍白、紫绀、呼吸困难、流涎、惊厥、昏迷、胃肠出血、进行性

肌麻痹、心律紊乱等。可致死。慢性影响：长期接触钡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

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炎、结膜炎、腹泻、心动过速、血压增高、

脱发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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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剧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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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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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

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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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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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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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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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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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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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带光泽结晶或晶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乙醇、多数有机溶剂，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制备稀土溴酸盐、低碳钢腐蚀抑制剂。 

分子式 Ba(BrO3)2 分子量 393.13 

熔点（℃） 26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99(1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铝、砷、铜、碳、金属硫化物、

硒、硫酸。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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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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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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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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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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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65】溴酸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dmium bromate hydr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4518-94-6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5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误服能产生流涎、呕吐、腹痛、腹泻、窒息等症状。经常接触低浓度粉尘能损害

肺部和肾脏，并使牙齿变黄。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镉元素在生物体内有很强的蓄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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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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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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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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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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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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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Cd(BrO3)2·H2O 分子量 368.22 

熔点（℃）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76 

沸点（℃） 144-14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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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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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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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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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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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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66】溴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钾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otassium brom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7758-01-2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8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5(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口服后，可引起恶心、呕吐、胃痛、呕血、

腹泻等。严重者发生肾小管坏死和肝脏损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听力损害。大

量接触可致血压下降。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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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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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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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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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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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料布、

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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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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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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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三角晶体或白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丙酮，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食品添加剂、羊毛漂白处理剂。 

分子式 KBrO3 分子量 167.01 

熔点（℃） 350 相对密度（水＝1） 3.27(17.5℃) 

沸点（℃） 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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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pH 5.0-9.0 (25℃, 50mg/mL 

in H2O)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撞击、摩擦。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321 mg/kg(大鼠经口)；LDL0：289 mg/kg(小鼠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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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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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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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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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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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67】溴酸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镁 中文别名 溴酸镁六水合物 

英文名称 Magnesium bromate 英文别名 Magnesium bromate 

hexahydrate 

CAS 号 7789-36-8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7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5(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粉尘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过量口服可引起上腹痛、呕吐、腹泻、烦渴、

呼吸困难、紫绀以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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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镁。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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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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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服。勿使泄漏物与要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能用大量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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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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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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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三棱柱状结晶。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 

分子式 Mg(BrO3)2·6H2O 分子量 388.24 

熔点（℃） 200（失去 6H2O） 相对密度（水＝1） 2.29 

沸点（℃） 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525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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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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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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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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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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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68】溴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odium bromate 英文别名 Dyetone 

CAS 号 7789-38-0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9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40(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毒性不大，但其毒性较氯酸盐强。粉尘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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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

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铜、碳、金

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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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勿使泄漏物与要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能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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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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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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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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或晶状粉末, 无味。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和氧化剂、烫发药剂，与溴化钠混合用作金的溶解剂。 

分子式 NaBrO3 分子量 150.89 

熔点（℃） 755 相对密度（水＝1） 3.339（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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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m Hg (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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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硫酸。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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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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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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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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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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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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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69】溴酸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铅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ead bromate 英文别名 Lead dibromate 

CAS 号 34018-28-5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50/308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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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现

铅中毒性脑病。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秘;

腹绞痛见于中度及重度中毒病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

时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或亚急性中毒，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对肾脏损害多

见于急性、亚急性中毒或较重慢性病例。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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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能与可燃物、有机物或易氧化物质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和与少

量水接触可导致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助燃，剧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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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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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

中。大量泄漏：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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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

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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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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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热水，不溶于冷水。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试剂。 

分子式 Pb(BrO3)2 分子量 463.01 

熔点（℃） 18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5.5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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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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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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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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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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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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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0】溴酸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锶 中文别名 一水溴酸锶 

英文名称 Strontium bromate 英文别名 Strontium bromate 

monohydrate 

CAS 号 14519-18-7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5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粉尘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性。目前尚未见锶化合物职业中毒报道。溴酸盐可引

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和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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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质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锶。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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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勿使泄

漏物与可燃物质（如木材、纸、油等）接触。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

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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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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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人员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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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微黄色结晶，有吸湿性。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 

分子式 Sr(BrO3)2·H2O 分子量 343.42 

熔点（℃） 120（失水） 相对密度（水＝1） 3.77 

沸点（℃） 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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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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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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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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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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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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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71】溴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锌 中文别名 六水溴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bromate 英文别名 Zinc bromate 

hexahydrate ； 

Zinc dibromate 

CAS 号 14519-07-4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246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粉尘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性。误服引起呕吐、腹泻、肾脏损害及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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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质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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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锌。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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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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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

漏物与可燃物质（如木材、纸、油等）接触。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接触破裂

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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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泄漏：泄漏物回收后，用水冲洗泄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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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

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人员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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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或粉末，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医药工业，用作有机合成缩合剂、催化剂。 

分子式 Zn(BrO3)2·6H2O 分子量 321.18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2.57 

沸点（℃） 200（失去 6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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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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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硫酸、活性金属粉末、硫、磷等。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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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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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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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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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72】溴酸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酸银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ilver brom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7783-89-3 危险货物编号 51510 

UN 编号 145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粉尘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性。口服刺激胃肠道，引起腹痛，甚至有呕吐、剧烈

胃痛、出血性胃炎的表现。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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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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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

铜、碳、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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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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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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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

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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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

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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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人员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密闭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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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粉末，对光敏感。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热水，溶于氨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 

分子式 AgBrO3 分子量 235.78 

熔点（℃）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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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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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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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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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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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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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1973】2-溴戊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戊烷 中文别名 仲戊基溴；溴代仲戊烷；

另戊基溴；2-溴戊酮 

英文名称 2-Bromopentane 英文别名 2-Pentylbromid；

sec-Pentylbromide；

Bromopentane；

1-Methylbutyl bromide；

sec-Amyl bromide 

CAS 号 107-81-3 危险货物编号 32044 

UN 编号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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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和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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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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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

猛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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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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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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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 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

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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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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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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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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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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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液体，有强烈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丙酮、苯、乙醚、四氯化碳。 

主要用途 作有机合成中间体，用于药物合成。 

分子式 C5H11Br；

CH3CH2CH2CHBrCH3 

分子量 151.04 

熔点（℃） -95.5 相对密度（水＝1） 1.223（25 °C）； 

1.2075（20/4 °C） 

沸点（℃） 117.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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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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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3；1.4394（25 °C）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温、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50 mg/kg（小鼠经腹）；LC50：33000 mg/m3(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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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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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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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4】2-溴乙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乙醇 中文别名 亚乙基溴醇； 

2-溴代乙醇； 

Β-溴乙醇溴乙醇 

英文名称 2-Bromoethanol 英文别名 Ethylene bromohydrin； 

2-Bromo-1-ethanol； 

beta-Bromoethyl alcohol；

2-Bromoethyl alcohol 

CAS 号 540-51-2 危险货物编号 6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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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后可由于喉和支气关的

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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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易燃。受高热燃烧并分解产生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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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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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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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

泄漏：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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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

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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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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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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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其水溶液具有甜的焦灼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用作溶剂。 

分子式 C2H5BrO；CH2BrCH2OH 分子量 124.96 

熔点（℃） -80 相对密度（水＝1） 1.76 

沸点（℃） 14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4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67(5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9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3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强还原剂、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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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L0：8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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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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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

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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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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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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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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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75】2-溴乙基乙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溴乙基乙醚 中文别名 1-溴-2-乙氧基乙烷； 

2-乙氧基乙基溴； 

2-溴二乙基醚 

英文名称 2-Bromoethyl Ethyl Ether 英文别名 1-Bromo-2-ethoxyethane；

2-Bromoethoxyethane；

1-Ethoxy-2-bromoethane；

5-Bromo-3-oxapentane；

2-Bromodiethyl Ether 

CAS 号 592-55-2 危险货物编号 32092 

UN 编号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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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吸收，对机体可能产生危害。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和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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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空气或在光照条件下可生成具有潜在爆炸危险性的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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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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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不燃性分

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

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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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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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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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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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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4H9BrO；

BrCH2CH2OC2H5 

分子量 153.0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57 

沸点（℃） 127.5；40（3.19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2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9.98／14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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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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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1976】溴乙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酸 中文别名 溴醋酸；溴代乙酸； 

一溴醋酸；一溴乙酸 

英文名称 Bromoacetic acid； 

MBA；MBAA 

英文别名 2-Bromo acetic acid； 

alpha-Bromoacetic acid； 

Monobromoacetic acid 

CAS 号 79-08-3 危险货物编号 81607 

UN 编号 1938/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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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和皮肤可产生严重的局部反应；可引起眼和皮肤灼伤。动物中

毒表现为胃肠炎、黄疸和肌无力。病理检查见心、肝、肾和肌肉均有明显退行性

变。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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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

化学反应。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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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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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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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酸碱工作服，戴橡

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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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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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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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乙醚，溶于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2H3BrO2；BrCH2COOH 分子量 138.95 

熔点（℃） 46-49 相对密度（水＝1） 1.93 

沸点（℃） 2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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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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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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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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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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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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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

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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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7】溴乙酸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酸甲酯 中文别名 溴醋酸甲酯 

英文名称 Methyl bromoacetate 英文别名 Bromoacetic acid methyl 

ester；BAM 

Methyl 2-bromoacetate 

CAS 号 96-32-2 危险货物编号 61103 

UN 编号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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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呼吸道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重者可引起肺水肿。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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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热或遇水、酸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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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放出有毒烟气。 

燃烧性 易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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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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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碱性物质处理。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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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现场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工作完毕，彻

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液体，有吸湿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乙醚、丙酮和苯。 

主要用途 用于合成除草剂，也作染料、药品制造的中间体。 

分子式 C3H5BrO2 分子量 152.97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1.635（20℃） 

沸点（℃） 144（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2.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00(51℃)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8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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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7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强氧化剂、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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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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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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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属第四类 B 级有机剧毒

品。 

【4-1978】溴乙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酸叔丁酯 中文别名 溴醋酸叔丁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bromoacetate 英文别名 t-Butyl 2-bromo acetate； 

Bromoacetic acid 

tert-butyl ester 

CAS 号 5292-43-3 危险货物编号 6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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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腐蚀性。受高热放出有毒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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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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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易燃。受高热燃烧并分解产生有毒气体。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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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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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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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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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

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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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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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工作完毕，彻底

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草绿色透明液体，具有强烈的催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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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H11BrO2； 分子量 1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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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H2COOC(CH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21 

沸点（℃） 73～74(3.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73 

闪点（℃） 4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33(73～7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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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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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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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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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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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9】溴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酸乙酯 中文别名 溴醋酸乙酯； 

2-溴乙酸乙酯； 

Α-溴乙酸乙酯； 

溴乙酸乙；溴代乙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bromoacetate 英文别名 Ethoxycarbonylmethyl 

bromide；An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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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yl 2-bromoacetate； 

α-bromoacetic acid ethyl 

ester； 

4-Methoxybenzyl alcohol 

CAS 号 105-36-2 危险货物编号 61103 

UN 编号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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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呼吸道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重者可引起肺水肿。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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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产生

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燃烧性 易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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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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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碱性物质处理。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

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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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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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

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现场备有冲洗眼及皮肤的设备。工作完毕，彻

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中间体，还可以用来制造军用毒气。 

分子式 C4H7BrO2 分子量 167.00 

熔点（℃） -38 相对密度（水＝1） 1.506 

沸点（℃） 158.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8 

闪点（℃） 4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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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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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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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L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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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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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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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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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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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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0】溴乙酸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酸异丙酯 中文别名 溴醋酸异丙酯 

英文名称 Isopropyl bromoacetate 英文别名 Propan-2-yl 

2-bromoacetate； 

Isopropyl 

2-bromoacetate； 

i-Propyl bromoacetate；

2-Propyl 2-bromoacetate 

CAS 号 29921-57-1 危险货物编号 61617 

UN 编号 1760/326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

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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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具有腐

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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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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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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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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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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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BrO2；

BrCH2CO2CH(CH3)2 

分子量 181.0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99(15/4℃ ) 

沸点（℃） 59~61(1.33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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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mmHg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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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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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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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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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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

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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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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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1】溴乙酸正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酸正丙酯 中文别名 溴醋酸正丙酯； 

溴乙酸丙酯； 

a-溴乙酸丙酯 

英文名称 n-Propyl bromoacetate 英文别名 Propyl 2-bromoacetate 

CAS 号 35223-80-4 危险货物编号 61617 

UN 编号 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

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皮肤。若有灼伤，按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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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具有腐

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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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砂土、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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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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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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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收

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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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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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微黄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9BrO2；

BrCH2CO2CH(CH3)2 

分子量 181.03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9 

沸点（℃） 175-1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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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

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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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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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2】溴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烷 中文别名 乙基溴；溴代乙烷； 

一溴乙烷 

英文名称 Bromoethane 英文别名 Ethyl bromide；

Bromoethan；Bromethan；

1-Bromethan 

CAS 号 74-96-4 危险货物编号 61564 

UN 编号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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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麻醉作用。对眼和呼吸道刺激较轻，对肝、肾、心肌有损害。本品可由

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急性中毒：表现有头痛、眩晕、面部潮红、瞳孔散大、

脉搏加速、四肢震颤、呼吸困难、紫绀、虚脱，甚至呼吸麻痹。慢性中毒：表现

有头痛、头晕、四肢乏力和麻木、身体沉重感。随病情发展，可有四肢无力加剧、

肌力减退、行走困难、腱反射亢进。可发生语言障碍，眼球、手指震颤，流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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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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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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受光照或火焰下易分解生成溴化氢和碳酰溴。与强氧化

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 

燃烧性 极度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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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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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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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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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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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易燃、易挥发性液体。具有醚臭和辛辣味。在空气中和遇光明时变成淡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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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医药、致冷剂等，也作溶剂。 

分子式 C2H5Br；CH3CH2Br 分子量 108.98 

熔点（℃） -119.3 相对密度（水＝1） 1.45 



 

390 

沸点（℃） 3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76 

闪点（℃） -23 临界压力（MPa） 6.23 

临界温度（℃） 230.7 饱和蒸汽压（KPa） 53.32(21℃) 

引燃温度（℃） 511 燃烧热（KJ/mol） 1423.3 

自燃温度（℃） 511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44 爆炸下限（％） 6.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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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碱、强氧化剂、镁。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350 mg/kg(大鼠经口) ；LC50：72386mg/m3/1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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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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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3】溴乙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烯 中文别名 乙烯基溴 

英文名称 Bromoethylene 英文别名 Vinyl bromide；

1-Bromoethylene；

Bromethylen；

Monobromoethylene 

CAS 号 593-60-2 危险货物编号 21038 

UN 编号 1085/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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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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高浓度吸入可造成麻醉，甚至致死。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不要让该物质进入环境。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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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氧化剂接

触猛烈反应。燃烧或无抑制剂时可发生剧烈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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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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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切断气源，

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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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如有可能，将漏出气

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

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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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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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金属粉末接触。

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

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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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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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或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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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作为合成树脂的中间体。 

分子式 C2H3Br 分子量 106.95 

熔点（℃） -137.7 相对密度（水＝1） 1.51 

沸点（℃） 15.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7 

闪点（℃） 5 临界压力（MPa） 7.09 

临界温度（℃） 200 饱和蒸汽压（KPa） 53.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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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爆炸下限（％） 6.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5.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铜及其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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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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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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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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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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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4】溴乙酰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酰苯 中文别名 苯甲酰甲基溴； 

2-溴苯乙酮； 

邻溴苯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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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溴-1-苯基乙酮； 

α-溴代苯乙酮； 

ω-溴苯乙酮； 

ω-溴代苯乙酮 

英文名称 Benzoylmethyl bromide 英文别名 2-Bromoacetophenone；

Bromomethyl phenyl 

ketone； 

ω-Bromoacetophenone；

Phenacyl bromide 

CAS 号 70-11-1 危险货物编号 61672 

UN 编号 26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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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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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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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高热放出大量催泪性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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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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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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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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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一个密

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

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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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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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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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斜方柱状结晶，受光作用变成微绿色，有催泪作用。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苯、氯仿、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和医药工业的原料。 

分子式 C8H7BrO；C6H5COCH2Br 分子量 199.05 

熔点（℃） 48-51 相对密度（水＝1） 1.647 

沸点（℃） 135（2.4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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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9（1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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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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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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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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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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5】溴乙酰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溴乙酰溴 中文别名 溴化溴乙酰；乙酰溴； 

Α-溴乙酰溴；溴乙酰磷；

对氨基苯腈(4-氨基苯腈) 

英文名称 Bromoacetyl bromide 英文别名 Bromoacetyl；

Bromo-acetylbromid；

Monobromoacetyl 

bromide；

1,2-Dibromoethanone 

CAS 号 598-21-0 危险货物编号 81112 

UN 编号 25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和腐蚀性。吸入，可引起

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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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水及镁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碱类发生剧烈反应。

遇水和乙醇发生剧烈反应，释出具有刺激性、腐蚀性的溴化氢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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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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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将污染地面撒上苏打灰，

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送至空旷地方，并用大量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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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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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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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

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

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碱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

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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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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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氯仿、苯、乙醚、二氯甲烷、二氯乙烷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医药中间体。 

分子式 C2H2Br2O 分子量 201.84 

熔点（℃） 148.5 相对密度（水＝1） 2.317（25 °C） 

沸点（℃）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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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mm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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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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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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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全开口钢桶；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半花

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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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6】β,β'-亚氨基二丙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β,β'-亚氨基二丙腈 中文别名 双(β-氰基乙基)胺； 

双(2-氰基乙基)胺； 

3,3'-亚胺二丙腈； 

亚氨基二丙酸二腈； 

亞胺二丙腈 

英文名称 β,β'-Iminodipropionitrile 英文别名 Bis(β-cyanoethyl)amine；

Bis(2-cyanoethyl)amine；

2-cyano-n-(2-cyanoethyl)-

ethanamin；

3,3’-iminobis-Propanenitri

le；

3,3’-azanediyl-bis-propion

itrile；BBCE 

CAS 号 111-94-4 危险货物编号 61632 

UN 编号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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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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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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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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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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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一个密

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

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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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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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

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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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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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作气相色谱固定液。 

分子式 C6H9N3 分子量 123.16 

熔点（℃） -5.5 相对密度（水＝1） 1.02（25 °C） 

沸点（℃） 173（1.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 

闪点（℃） >1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140º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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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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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700 mg/ kg（大鼠经口），200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睛-兔子：500 毫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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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7】亚氨基二亚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氨基二亚苯 中文别名 咔唑；9-氮杂芴；氮芴； 

二苯并吡咯； 

卡洛芬杂质 A 

英文名称 Dibenzopyrrole 英文别名 Carbazole；

9-Azafluorene； 

Diphenylenimine；

Carbazoletechn；

2-(2-Bromoanilino)pyridi

ne 

CAS 号 86-74-8 危险货物编号 41538 

UN 编号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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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有强烈刺激性，使皮肤对光敏感。本品本身并未列入具有致癌作用的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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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其某些衍生物在动物实验中表现出致癌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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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

烟气。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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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

器，穿化学防护服。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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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

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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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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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防毒口罩。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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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单斜片状结晶，有特殊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丙酮，微溶于苯、乙醚、乙醇，难溶于氯仿、醋酸、四氯化碳及二硫化碳，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染料、化学试剂、炸药、杀虫剂、润滑剂、橡胶抗氧剂等的制造。 

分子式 C12H9N 分子量 167.21 

熔点（℃） 244.8 相对密度（水＝1） 1.10 

沸点（℃） 354.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3.3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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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明火。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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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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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

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

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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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

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

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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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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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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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988】亚胺乙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胺乙汞 中文别名 埃米； 

N-乙基汞基-1,2,3,6-四氢

化-3,6-内甲撑

-3,4,5,6,7,7-六氯邻苯二

甲酰亚胺 

英文名称 Ethylmercurichlorendimide 英文别名 EMMI；

N-Ethylmercuri-1,2,3,6-te

trahydro-3,6-endomethane

-3,4,5,6,7,7-hexachloro-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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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limide； 

CAS 号 2597-93-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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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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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有毒氧化氮、氯化物、含汞气体。 

燃烧性 不燃，高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氯化物、含汞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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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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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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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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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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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稍溶于油类和乙醇类；易溶于酮类。 

主要用途 杀菌剂。作为种子处理用。 

分子式 C11H7Cl6HgNO2 分子量 598.4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489.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9.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E-09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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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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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50 mg/ kg（大鼠经口）；人口服致死最低量：50mg/kg。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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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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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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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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9】亚碲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碲酸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odium tellurite 英文别名 Disodium tellurite 

CAS 号 10102-20-2 危险货物编号 61510 

UN 编号 32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第三类 B 级无机剧毒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高毒。有报道本品用作造影剂注入输尿管引起中毒，中毒症状有：呼气蒜臭味、

恶心、呕吐、昏迷、呼吸困难、明显紫绀等。6 小时后死亡。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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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

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啼、氧化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灭火时尽量切断泄漏源，

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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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

果大量泄漏，回收。无法利用的应将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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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酸

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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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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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斜方晶系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药物制造，有机合成，细菌学研究；金属加工，电镀试剂。 

分子式 Na2TeO3 分子量 221.5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52～2.6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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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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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83 mg/kg( 大鼠经口 ) ，53.6 mg/kg( 兔经口 )。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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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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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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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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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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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剧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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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0】4,4'-亚甲基双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4'-亚甲基双苯胺 中文别名 亚甲基二苯胺； 

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

防老剂 MDA 

英文名称 4,4'-Metylene dianiline 英文别名 4,4'-Diaminodiphenylmet

hane；DADPM；MDA；

4-(4-Aminobenzyl)phenyl

amine 

CAS 号 101-77-9 危险货物编号 61809 

UN 编号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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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误服后引起急性黄疸的报道，也有经

皮引起中毒性肝炎的报道。本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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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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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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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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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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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

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

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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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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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结晶，遇光变成黑色。 

溶解性 难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环氧树脂的固化剂、橡胶的抗氧剂和防老剂，也用于测定钨和硫酸盐。 

分子式 C13H14N2 分子量 198.26 

熔点（℃） 89-91 相对密度（水＝1） 1.15 

沸点（℃） 398~399(102.39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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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47 mg/kg（大鼠经口），745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兔子：100 毫克/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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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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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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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1】亚磷酸二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磷酸二丁酯 中文别名 二正丁基亚磷酸酯 

英文名称 Dibutyl Phosphite 英文别名 Dibutoxyphosphine 

oxide；Dibutylfosfit；  

Dibutyl hydrogen 

phosphonate；  

Di-n-butyl hydrogen 

phosphite；Mobil dbhp 

CAS 号 1809-19-4 危险货物编号 33610 

UN 编号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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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水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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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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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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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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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磷。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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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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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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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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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氧化剂、

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阻燃剂、汽油添加剂、抗氧剂、溶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8H19O3P；

（CH3CH2CH2CH2）2POH 

分子量 194.21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7(35℃) 

沸点（℃） 115（1.33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58 

闪点（℃） 4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20℃ 

引燃温度（℃） 123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12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200 mg/kg（大鼠经口），2000mg/kg（大鼠经皮）。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250 微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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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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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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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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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2】亚磷酸二氢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磷酸二氢铅 中文别名 二盐基亚磷酸铅； 

二元偏亚磷酸铅； 

亚磷酸氧化铅；二盐 

英文名称 Dibasic Lead Phosphite；

Two lead hydrogen 

phosphate 

英文别名 Dibasicleadmetaphosphat

e； 

Leaddibasicphosphite；

Lead hydroxide oxide 

phosphite； 

Plumbous phosphite；

Trilead dioxide 

phosphonate 

CAS 号 1344-40-7；12141-20-7 危险货物编号 41005 

UN 编号 298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固体）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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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

现铅中毒性脑病。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

秘；腹绞痛见于中等及较重病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

时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或亚急性铅中毒，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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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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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静卧休息。严重者立即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到火星或遇热，易于燃烧，甚至在缺氧时燃烧仍能持续。 

燃烧性 易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烷、氧化铅。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水、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应急人员戴好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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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如果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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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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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微黄色粉末，味甜。 

溶解性 溶于盐酸、硝酸、乙酸铵溶液；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聚氯乙烯不透明制品的稳定剂。 

分子式 PbHPO3.2(PbO) 分子量 733.5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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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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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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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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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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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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金属桶（罐）或塑料桶外花格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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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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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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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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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1993】亚磷酸三苯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磷酸三苯酯 中文别名 三苯基氧化膦；三苯基

膦；亚磷酸三苯基酯 

英文名称 Triphenyl phosphite 英文别名 Phosphorous acid 

triphenyl ester；TPO；

Advance TPP；TPP 

CAS 号 101-02-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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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人体有害，对眼睛、粘膜、皮肤和上呼吸道有刺

激作用。目前，未见生产性中毒报道。可使动物抽搐、腹泻、血管扩张，对胆碱

酯酶有弱抑制作用，易为豚鼠皮肤吸收。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有稍微的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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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彻底清洗污染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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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遇潮气逐渐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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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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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可引起沸溅。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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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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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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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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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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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有芳香气味、固体或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和丙酮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可用作许多聚合物的抗氧剂和稳定剂，与许多酚类抗氧剂有较好的协同作用。 

分子式 C18H15O3P；(C6H5O)3P 分子量 310.28 

熔点（℃） 22-25 相对密度（水＝1） 1.184（25 °C） 

沸点（℃） 36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0.7 

闪点（℃） 218.3（开杯）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74E-0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243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4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8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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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mPa·s） 12（38℃）；4.5 (99℃)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接触潮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600-3200mg/kg（大鼠经口），50-100mg/kg（小鼠腹腔）。 

刺激性 人经皮：125mg/48 小时、重度刺激；家兔经皮：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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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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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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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4】亚磷酸三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磷酸三甲酯 中文别名 三甲氧基磷 

英文名称 Phosphorous acid trim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Trimethyl phosphite 

CAS 号 121-45-9 危险货物编号 33610 

UN 编号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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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刺激作用。高浓度亚磷酸三甲酯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

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化学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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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有稍微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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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

烟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磷、磷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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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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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

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

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

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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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在氮气中操作处置。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

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在氮气中

操作处置。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必要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性臭味。 

溶解性 不溶于热水，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四氯化碳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制造杀虫剂的原料。 

分子式 C3H9O3P 分子量 1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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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78 相对密度（水＝1） 1.05 

沸点（℃） 1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3 

闪点（℃） 2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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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 爆炸下限（％） 5.2 

黏度（mPa·s） 0.58（25℃） 爆炸上限（％）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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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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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6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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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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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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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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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5】亚磷酸三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磷酸三乙酯 中文别名 三乙基亚磷酸酯； 

三乙氧基膦；亚磷酸乙酯 

英文名称 Triethyl phosphite 英文别名 Ethyl phosphite；

Phosphorus 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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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ethoxyphosphine；

Triethylphosphit；

Phosphorous acid 

triethyl；Diethyl phosphite 

CAS 号 122-52-1 危险货物编号 33610 

UN 编号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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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或雾对眼、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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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烟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

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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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磷、磷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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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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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

附剂混合吸收，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

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

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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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

潮。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

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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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必要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具有特殊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作为农药中间体及塑料的增塑剂和稳定剂。 

分子式 C6H15O3P 分子量 166.16 

熔点（℃） -112 相对密度（水＝1） 0.97 

沸点（℃）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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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1-1.414 爆炸下限（％） 3.7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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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水、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接触潮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840mg／kg(大鼠经口)，250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轻度；眼睛-兔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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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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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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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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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1996】亚硫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硫酸 中文别名 磺酸；亚硫酐； 

二氧化硫溶液 

英文名称 Sulfurous Acid  英文别名 Schweflige saure； 

Sulfur dioxide solution；

Sulfurous 

CAS 号 7782-99-2 危险货物编号 81011 

UN 编号 18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的痉挛、

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2%碳酸氢

钠溶液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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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暴露在空气中可发生氧化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氧气呼吸器、穿全身防护服。 

灭火剂 砂土、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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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

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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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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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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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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带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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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具有二氧化硫的窒息气味，易分解。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还原剂及防腐剂，用于纺织、造纸、冶金工业和有机合成。 

分子式 H2SO3 分子量 82.0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3（25 °C）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8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78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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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TDLo：500μg/kg（人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玻璃瓶或塑料桶（罐）外普通木箱或

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

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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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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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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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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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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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7】亚硫酸氢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硫酸氢铵 中文别名 酸式亚硫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hydrogensulphi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bisulfite 

CAS 号 10192-30-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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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硫酸氢铵属低毒化合物。浓溶液对皮肤有轻度的刺激作用，但短时接触不会造

成伤害。 

环境危害 通常对水是不危害的，若无政府许可，勿将材料排入周围环境。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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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有毒二氧化硫和氨气体。 

燃烧性 不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硫和氨。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砂土、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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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

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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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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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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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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带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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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褐色液体，略有二氧化硫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和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防腐剂、还原剂，也用于制造二氧化硫、保险粉等。 

分子式 NH4.HSO3 分子量 99.11 

熔点（℃） 150（升华，氮气中） 相对密度（水＝1） 2.0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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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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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

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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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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8】亚硫酸氢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硫酸氢钙 中文别名 酸式亚硫酸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hydrogensulfite 英文别名 Calcium bisulfite 

CAS 号 13780-03-5 危险货物编号 81510 

UN 编号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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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误服会中毒。蒸气刺激眼睛和粘膜。液体能腐蚀眼睛、皮肤和粘膜。受热

分解放出氧化硫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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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还原性。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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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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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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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时尽量切断泄漏源，

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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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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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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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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蒸

气或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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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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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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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微黄色固体或液体，有强烈的二氧化硫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酸。 

主要用途 用作二氧化硫发生剂、还原剂、漂白剂、防腐剂等。 

分子式 Ca(HSO3)2 分子量 202.2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6(1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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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兔经眼：250mg/5 天，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铝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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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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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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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

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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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9】亚硫酸氢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亚硫酸氢钾 中文别名 酸式亚硫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hydrogen sulfi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bisulfide； 

Potassium acid sulfite； 

Monopotassium sulfite 

CAS 号 777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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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摄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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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脸，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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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呼吸及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术，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硫、硫化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灭火时尽量切断泄漏源，

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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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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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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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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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或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耐酸碱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抽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前避免饮用酒精性饮料。工作后，淋浴更

衣，进行就业前和定期检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固体无色单斜晶体;液体为微黄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食物防腐剂、分析试剂等。 

分子式 KHSO3 分子量 120.17 

熔点（℃） 179 相对密度（水＝1） 2.4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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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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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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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桶（罐）外普通木箱；液体专用槽车、立方桶或化工塑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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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