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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1】二乙氧基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乙氧基甲烷 中文别名 甲醛缩二乙醇； 

二乙醇缩甲醛 

英文名称 Diethoxymethane 英文别名 1,1-Diethoxymethane；

3,5-Dioxaheptane；

Diethylformal；

Ethoxymethyl ethyl ether；

Ethylal；Formaldehyde 

diethyl acetal； NSC 6754 

CAS 号 462-95-3 危险货物编号 31031 

UN 编号 237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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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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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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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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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

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

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

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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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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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

过 30℃。防止阳光直射，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

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

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意流速(木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

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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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澄清易挥发液体，有类似醚的气味。 

溶解性 溶于丙酮、水和苯，极易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树脂和香料合成。 

分子式 C5H12O2 分子量 104.15 

熔点（℃） -66.5 相对密度（水＝1） 0.8319（20/4℃） 

沸点（℃） 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6 

闪点（℃） -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0 mm Hg ( 25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48（18℃） 爆炸下限（％） 1.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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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火焰和火花。极端的温度和直接日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60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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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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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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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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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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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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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602】1,1-二乙氧基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1-二乙氧基乙烷 中文别名 乙叉二乙基醚；二乙醇缩

乙醛；乙缩醛；缩醛 

英文名称 1,1-diethoxyethane 英文别名 Acetal 

CAS 号 105-57-7 危险货物编号 31031 

UN 编号 10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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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与氧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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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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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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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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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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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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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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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发性无色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以及用于有机合成和化妆品、香料的制造。 

分子式 C6H14O2 分子量 118.17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0.831 

沸点（℃） 10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08 

闪点（℃） -2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268.85 饱和蒸汽压（KPa） 1.33(8.0℃) 

引燃温度（℃） 230 燃烧热（KJ/mol） 459.4 

自燃温度（℃） 446°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79-1.383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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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中毒。LD50: 4600 mg／kg(大鼠经口)，350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睛- 兔子 ：500 毫克/ 24 小时 ，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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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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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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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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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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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603】二异丙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丙胺 中文别名 N-(1-甲基乙基)-2-丙胺 

英文名称 Diisopropylamine 英文别名 N-(1-Methylethyl)-2-prop

amine；DIPA 

CAS 号 108-18-9 危险货物编号 32170 

UN 编号 115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蒸气可引起肺水肿。蒸气对眼有刺激性；液体可引起眼

灼伤。皮肤接触可致灼伤。口服引起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虚弱和虚脱。反

复皮肤接触可引起变应性皮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空气、水环境和水源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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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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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温、氧化剂易燃; 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雾。与空气混合可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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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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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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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防爆

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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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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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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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氧气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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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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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带氨臭的挥发性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橡胶促进剂、医药中间体和农药除草剂、表面活性剂等。 

分子式 C6H15N；

(CH3)2CHNHCH(CH3)2 

分子量 101.19 

熔点（℃） -61 相对密度（水＝1） 0.722 

沸点（℃） 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 

闪点（℃） -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67（20℃） 

引燃温度（℃） 315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24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1.8 (6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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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770 mg/kg(大鼠经口)；LC50：4800 mg/m
3，2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眼睛- 兔子 ：750 微克、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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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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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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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

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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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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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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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二异丙醇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丙醇胺 中文别名 2,2'-二羟基二丙胺 

英文名称 Diisopropanolamine 英文别名 DIPA；NSC 4963 

CAS 号 110-97-4 危险货物编号 82508 

UN 编号 32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蒸气对鼻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对眼有强烈刺激性，接触后出现眼红肿、流

泪、视力模糊及角膜损伤，可引起永久性眼损害。皮肤接触可引起红肿，长时间

接触引起强烈刺激，甚至造成灼伤。口服出现恶心、呕吐和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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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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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强氧化剂接触可发生化学反应。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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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水、干粉、二氧化碳、抗溶性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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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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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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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防化学品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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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

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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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固体，有类似氨的气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溶于一般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乳化剂，以及用于织物处理等。 

分子式 C6H15NO2 分子量 133.19 

熔点（℃） 42 相对密度（水＝1） 0.99 

沸点（℃） 24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59 

闪点（℃） 12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3(4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15-1.4635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无资料 pH 11.4 (100g/l, H2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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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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672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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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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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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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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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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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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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605】O,O-二异丙基-S-(2-苯磺酰胺基)乙基二硫代磷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O,O-二异丙基-S-(2-苯磺

酰胺基)乙基二硫代磷酸

酯 

中文别名 S-2-苯磺酰基氨基乙基

-O,O-二异丙基二硫代磷

酸酯；地散磷 

英文名称 Phosphorodithioic 

acid,O,O-bis(1-methylethyl

) 

S-[2-[(phenylsulfonyl)amin

o]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Disan；Bensulide；R 4461 

CAS 号 741-58-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11/30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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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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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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分解有毒氧化磷、氧化硫、氧化氮气体。 

燃烧性 无资料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磷、氧化硫、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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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砂土、干粉、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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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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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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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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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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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品为无色固体。 

溶解性 易溶于丙酮和甲醇。 

主要用途 除草剂。 

分子式 C14H24NO4PS3 分子量 3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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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34.4 相对密度（水＝1） 1.2240 

沸点（℃） 48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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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71 mg／kg(大鼠经口)，154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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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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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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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化学品安全管理法规：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

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

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

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06】二异丙基二硫代磷酸锑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丙基二硫代磷酸锑 中文别名 钝化剂 

英文名称 antimony 

tris[O,O-dipropyl] 

tris(dithiophosphate) 

英文别名 Antimony 

O,O'-di-n-propyl 

phosphorodithioate 

CAS 号 15874-48-3 危险货物编号 6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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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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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液体对眼睛和皮肤有中等至强烈刺激，使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可死于循环衰

竭。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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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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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热分解放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物、氧化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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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大量泄漏，收集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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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 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

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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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高浓度吸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鹅黄色结晶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钝化剂。 

分子式 C48H42O6P3S6Sb 分子量 7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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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79-80 相对密度（水＝1） 1.145 

沸点（℃） 257.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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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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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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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 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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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7】N,N-二异丙基乙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N-二异丙基乙胺 中文别名 N-乙基二异丙胺 

英文名称 N,N-Diisopropylethylamin

e 

英文别名 N-Ethyldiisopropylamine

；Ethyldiisopropylamine；

DIEA；EDIA 

CAS 号 7087-68-5 危险货物编号 32177 

UN 编号 1993/27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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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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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气

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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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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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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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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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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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

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

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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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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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透明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醇、醚等有机溶剂，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主要应用于医药、农药中间体合成，也可用作溶剂、缩

合剂、催化剂等。 

分子式 C8H19N 分子量 129.24 

熔点（℃） -46 相对密度（水＝1） 0.74 

沸点（℃） 1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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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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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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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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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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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品 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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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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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8】N,N-二异丙基乙醇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N-二异丙基乙醇胺 中文别名 N,N-二异丙氨基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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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2-Diisopropylaminoethanol 英文别名 Diisopropylethanolamine； 

N,N-diisopropyl 

ethanolamine 

CAS 号 96-80-0 危险货物编号 83509 

UN 编号 2825/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误服或吸入有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若有灼伤，按碱灼伤处理。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和腐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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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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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大量水冲洗，

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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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

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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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

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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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一般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是医药的中间体，也可用于纤维助剂、乳化剂和催化剂等。 

分子式 C8H19NO 分子量 145.24 

熔点（℃） -39.3 相对密度（水＝1） 0.874(20℃) 

沸点（℃） 187～19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0 

闪点（℃） 5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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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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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070mg／kg(大鼠经口)；45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轻度；眼睛-兔子：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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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

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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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损坏。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

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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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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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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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609】二异丁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丁胺 中文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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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Diisobutylamine 英文别名 DIBA 

CAS 号 110-96-3 危险货物编号 33619 

UN 编号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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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有拟交感神经作用；对心脏有抑制作用；

可引起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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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皮肤，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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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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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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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具腐蚀性、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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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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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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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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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

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

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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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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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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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有氨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于生产除草剂。 

分子式 C8H19N；

(CH3)2CHCH2NHCH2CH(

CH3)2 

分子量 129.24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0.745 

沸点（℃） 13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6 

闪点（℃） 29 临界压力（MPa） 2.57 

临界温度（℃） 306.7 饱和蒸汽压（KPa） 1.33(30.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5644.9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84~3.0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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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毒。LD50: 258 mg／kg(大鼠经口)，629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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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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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 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

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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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0】二异丁基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丁基酮 中文别名 2,6-二甲基-4-庚酮 

英文名称 Diisobutyl ketone 英文别名 2，

6-Dimethyl-4-heptanone 

CAS 号 108-83-8 危险货物编号 33585 

UN 编号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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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气对眼、鼻有轻度刺激性；高浓度时造成麻醉、呼吸中枢抑制。反复接触发生

恶心、眩晕。对肝、肾可有轻度影响。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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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可引起燃烧。若遇高热，

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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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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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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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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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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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

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高浓度接触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略有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硝化纤维素、橡胶、树脂等的溶剂和涂料，以及有机合成等。 

分子式 C9H18O 分子量 142.24 

熔点（℃） -41.5 相对密度（水＝1） 0.81 

沸点（℃） 16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9 

闪点（℃） 4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3／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96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2 爆炸下限（％） 0.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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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微毒。LD50：5750mg／kg(大鼠经口)；16000mg／kg(兔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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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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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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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1】二异戊醚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戊醚 中文别名 异戊醚；异戊基氧化物 

英文名称 Isopentyl ether 英文别名 Isoamyl ether；Diisopentyl 

ether 

CAS 号 544-01-4 危险货物编号 33566 

UN 编号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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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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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接触空气或在光照条件下可生成具有潜

在爆炸危险性的过氧化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二氧化碳、泡沫、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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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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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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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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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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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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有果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及用于制漆和再生橡胶工业。 

分子式 C10H22O；

(CH3)2CHCH2CH2OCH2C

H2CH(CH3)2 

分子量 158.28 

熔点（℃） -69.3 相对密度（水＝1） 0.778 

沸点（℃） 17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46 

闪点（℃） 45.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6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8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1.401（11℃）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2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卤素、硫、硫化物。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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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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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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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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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二异辛基磷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异辛基磷酸 中文别名 酸式磷酸二异辛酯 

英文名称 Diisooctyl acid phosphate 英文别名 Diisooctyl phosphate 

CAS 号 27215-10-7 危险货物编号 81646 

UN 编号 190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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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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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有腐蚀性。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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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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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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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氨水或其它稀碱液中和，

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

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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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

行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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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

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

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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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苯、醇、己烷。 

主要用途 用作萃取剂、表面活性剂、清洗剂的中间体、有机溶剂、气相色谱固定液，也用

于金属分离、提取。 

分子式 C16H35PO4 分子量 322.48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0.973(25℃) 

沸点（℃）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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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070 mg/kg(大鼠经口)；450 mg/kg(兔经皮)。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轻度刺激。家兔经眼：750mg，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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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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类酸性腐蚀品。 

【4-613】二正丙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正丙胺 中文别名 二丙胺 

英文名称 Di-n-propylamine 英文别名 Dipropylamine ； 

DNPA；DPA 

CAS 号 142-84-7 危险货物编号 32170 

UN 编号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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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引起剧咳、胸痛，可引起肺水肿，此外尚可出现

头痛、恶心、虚弱、焦虑等症状。口服刺激口腔和胃。眼接触有强烈的刺激性，

角膜发生水肿。对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坏死。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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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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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具有腐

蚀性。 

燃烧性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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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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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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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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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

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

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氧

气呼吸器、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氨的气味。 

溶解性 可混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中间体，及作溶剂。 

分子式 C6H15N 分子量 101.19 

熔点（℃） -39.8 相对密度（水＝1） 0.738 

沸点（℃） 109.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 

闪点（℃） 17 临界压力（MPa） 3.14 

临界温度（℃） 277 饱和蒸汽压（KPa） 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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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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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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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高毒。LD50：930 mg/kg（大鼠经口），1250 mg/kg（兔经皮）；LC50：4400mg/m
3，

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 100μg/24 小时，引起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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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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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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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

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

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

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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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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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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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614】二正丙基过氧重碳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正丙基过氧重碳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二碳酸二丙基酯 

英文名称 propoxycarbonyloxy 

propyl carbonate 

英文别名 Di-n-propyl 

peroxydicarbonate 

CAS 号 16066-38-9 危险货物编号 52085 

UN 编号 31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可引起中毒。本品属低毒类，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 作

用。受热分解释出有腐蚀性和刺激性的烟雾。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 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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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常温下能急剧分解，引起燃烧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 可

燃物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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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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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 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 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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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作业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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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

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

切割等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通风、低温的库房内。工业纯品控制在 -20℃以下。远离火种、热源。防

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与还 原剂、酸类、易（可）燃物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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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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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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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令人不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8H14O6 分子量 206.1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43 

沸点（℃） 21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5.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917mmHg at 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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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率 1.4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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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3400 mg/kg(大鼠经口)；3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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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氢氧化钠水溶液或苏打灰中和，接着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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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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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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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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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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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615】二正丁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正丁胺 中文别名 二丁胺；二丁基胺 

英文名称 Di-n-butylamine 英文别名 Dibutilamina； 

Dibutylamin ； 

DBA；DNBA 

CAS 号 111-92-2 危险货物编号 82027 

UN 编号 224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34（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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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后出现鼻、喉和肺刺激，恶心，头痛。液体对皮肤有强烈刺激性，短期接触

即可引起灼伤。眼直接接触可引起严重损害。口服刺激口腔和消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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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灭火剂 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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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

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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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

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

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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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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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氨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腐蚀抑制剂，乳化剂，橡胶促进剂，杀虫剂，阻聚剂等。 

分子式 C8H19N 分子量 129.25 

熔点（℃） -62 相对密度（水＝1） 0.762 

沸点（℃） 15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46 

闪点（℃） 4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7(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6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77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酰基氯、酸酐、强氧化剂、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89 mg/kg(大鼠经口)，29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10 毫克/ 24 小时、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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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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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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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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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公路运输时要按

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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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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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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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616】N,N-二正丁基氨基乙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N-二正丁基氨基乙醇 中文别名 N,N-二正丁基乙醇胺； 

2-二丁氨基乙醇 

英文名称 Dibutylaminoethanol 英文别名 2-Dibutyaminoetha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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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E 

CAS 号 102-81-8 危险货物编号 61588 

UN 编号 287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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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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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 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 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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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

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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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充

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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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供气式头

盔。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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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微有氨的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甲醇、乙醇、乙醚、芳烃、乙酸乙酯，微溶于烃类。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萃取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23NO 分子量 173.29 

熔点（℃） -75 相对密度（水＝1） 0.89(20℃) 

沸点（℃） 224-23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0 

闪点（℃） 9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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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0℃)，6.50(25℃)，

1.94(60℃)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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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070mg／kg(大鼠经口)；1.68ml／kg(兔经皮)。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重度；眼睛- 兔子：20 毫克/ 24 小时、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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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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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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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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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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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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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7】二-正丁基过氧重碳酸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正丁基过氧重碳酸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碳酸二正丁酯 

英文名称 Di-n-butyl 

peroxydicarbonate 

英文别名 Butylperoxydicarbonate；

Dibutyl 

peroxydicarbonate; 

Trigonox NBP-C 50 

CAS 号 16215-49-9 危险货物编号 52087 

UN 编号 3115/3117/311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可引起中毒。本品属低毒类，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

用。受热分解释出有腐蚀性和刺激性的烟雾。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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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 热分解辛辣刺激烟雾。为非常不

稳定之过氧化物; 遇热分解易爆。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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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 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 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砂土、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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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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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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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等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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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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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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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0H18O6 分子量 234.2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98 

沸点（℃） 25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5.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3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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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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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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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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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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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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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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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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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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618】二正戊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正戊胺 中文别名 二戊胺 

英文名称 Di-n-amylamine 英文别名 Diamylamine 

CAS 号 2050-92-2 危险货物编号 61733 

UN 编号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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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蒸气或雾对鼻、喉和肺部有刺激性，出现咽喉肿痛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等。

高浓度吸入可致肺水肿。中毒者可出现头痛、恶心、虚弱、焦虑等症状。对眼有

刺激性，重者可致永久性眼损害。液体对皮肤有刺激性，可致灼伤。口服灼伤消

化道，并出现头痛、恶心、虚弱各焦虑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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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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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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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燃烧分解时，放出有毒

的氮氧化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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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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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洪沟等限制性窨。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

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加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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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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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或撤离时，

建议佩带氧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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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用作橡胶促进剂、浮选剂。 

分子式 C10H23N；

CH3(CH2)4NH(CH2)4CH3 

分子量 157.29 

熔点（℃） -44 相对密度（水＝1） 0.767 

沸点（℃） 202-20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42 

闪点（℃） 5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5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5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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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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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70mg/kg(大鼠经口)；LC500.35mL/kg(兔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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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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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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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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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4-619】二仲丁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二仲丁胺 中文别名 二(2-甲基丙基)胺 

英文名称 Di-sec-butylamine 英文别名 N-(1-Methylpropyl)-2-but

anamine 

CAS 号 626-23-3 危险货物编号 37008 

UN 编号 27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吸入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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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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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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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温、氧化剂易燃; 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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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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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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干砂、二氧化碳、泡沫、1211 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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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窨。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

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加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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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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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或撤离时，

建议佩带氧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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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透明、易挥发液体，有刺激性氨味。 

溶解性 能溶于水，乙醇、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是生产农药除草剂、医药和硅氧烷、橡胶添加剂等中间体。 

分子式 C8H19N； 

〔C2H5 (CH3) CH〕2NH 

分子量 129.24 

熔点（℃） -70 相对密度（水＝1） 0.753 

沸点（℃） 1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7.1 (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32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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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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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58 mg/kg(大鼠经口)，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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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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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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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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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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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620】发烟硫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发烟硫酸 中文别名 硫酸和三氧化硫的混合

物；焦硫酸 

英文名称 Sulfuric acid 英文别名 sulphuric acid fuming 

CAS 号 8014-95-7 危险货物编号 81006 

UN 编号 183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40(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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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蒸气或雾可引起结膜炎、结膜水

肿、角膜混浊，以致失明；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重者发生呼吸困难和肺水肿；

高浓度引起喉痉挛或声门水肿而死亡。口服后引起消化道的灼伤以致溃疡形成；

严重者可能有胃穿孔、腹膜炎、肾损害、休克等。皮肤灼伤轻者出现红斑，重者

形成溃疡，愈后瘢痕收缩影响功能。溅入眼内可造成灼伤，甚至角膜穿孔、全眼

炎以至失明。慢性影响：牙齿酸蚀症、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硬化。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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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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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 碳酸氢钠溶液雾化

吸入。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禁止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大量放热, 可发生沸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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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电石、高氯酸盐、雷酸盐、硝酸盐、苦味

酸盐、金属粉末等猛烈反应，发生爆炸或燃烧。能与普通金属发生反应, 放出氢

气而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有强烈的腐蚀性和吸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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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避免水流冲击物品， 以

免遇水会放出大量热量发生喷溅而灼伤皮肤。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避免水流冲击物品，以免遇水会放出大量热量发生喷溅

而灼伤皮肤。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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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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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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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还原剂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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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棕色油状稠厚的发烟液体，有强刺激臭。 

溶解性 与水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磺化剂，还广泛用于制造染料、炸药、硝化纤维以及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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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H2SO4.XSO3 分子量 178.14 

熔点（℃） 4.0 相对密度（水＝1） 1.99 

沸点（℃） 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7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 mm Hg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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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类、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电石、高氯酸盐、雷酸盐、硝酸盐、苦味酸盐、

金属粉末等。 

避免接触条件 水。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80mg／kg(大鼠经口)；LC50: 347 PPM/1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眼：1380ug,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缓慢加入纯碱－硝石灰溶液中，并不断搅拌，反

应停止后，用大量水冲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铁路

非罐装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 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

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卸应稳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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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碱金属、食用化

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露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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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属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托运时，须持有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发给的备案证

明。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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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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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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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1】发烟硝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发烟硝酸 中文别名 氢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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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Fuming Nitric Acid 英文别名 Nitrosonitric acid 

CAS 号 52583-42-3 危险货物编号 81002 

UN 编号 326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其蒸气有刺激作用，引起粘膜和上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如流泪、咽喉刺激感、呛

咳、并伴有头痛、头晕、胸闷等。长期接触可引起牙齿酸蚀症，皮肤接触引起灼

伤。口服硝酸，引起上消化道剧痛、烧灼伤以至形成溃疡；严重者可能有胃穿孔、

腹膜炎、喉痉挛、肾损害、休克以至窒息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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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碳酸氢钠溶液雾

化吸入。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牛奶、蛋清、植物油等口服，不可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强氧化性。与易燃物(如苯)和有机物(如糖、纤维素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

甚至引起燃 烧。与碱金属能发生剧烈反应。具有强腐蚀性。腐蚀某些塑料、橡

胶和涂料。腐蚀绝大多数金 属，并释放出高度可燃的氢气。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避免水流冲击物品， 以

免遇水会放出大量热量发生喷溅而灼伤皮肤。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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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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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泄露：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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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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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应与易（可）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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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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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褐色有毒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测胆红质，作为强氧化剂以及制造染料等。还可用于有机化合物的硝化和火

箭燃料。 

分子式 HNO3 分子量 63.01 

熔点（℃） -42 相对密度（水＝1） 1.41 

沸点（℃） 120.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8mm Hg ( 20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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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醇类、碱金属、铜、胺类、有机材料、醋酸酐、丙烯睛、乙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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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酸坛或陶瓷瓶外普通木箱或半花格木箱；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

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本品铁路运输时限使用钢制企业自备罐车装运，装运前需报有关部门批准。铁路

非罐装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 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

行配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卸应稳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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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碱类、碱金属、食用化

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露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暴晒、

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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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属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托运时，须持有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发给的备案证

明。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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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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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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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2】钒酸铵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钒酸铵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odium ammonium 

vanad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2055-09-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6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皮肤刺激。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困难。对器官

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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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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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为氧化剂；可助燃；火场生成钒氧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钒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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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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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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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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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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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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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棕黄色粉状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H12N3Na3O8V2 分子量 352.96 

熔点（℃） 50 相对密度（水＝1） 2.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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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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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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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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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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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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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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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23】钒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钒酸钾 中文别名 钒酸三钾；高钒酸钾； 

原钒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orthovanadate 英文别名 tripotassium vanadium 

tetraoxide；Potassium 

vanadium oxide 

CAS 号 14293-78-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8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有害。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资料 

燃烧性 无资料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灭火方法 无资料 

灭火剂 无资料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无资料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无资料 

储存注意事项 无资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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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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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绿色金属光泽的黑色柱状结晶。其薄片透光时为红色。有潮解性。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和氢氧化钾溶液。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K3VO4 分子量 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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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禁忌物 无资料 

避免接触条件 无资料 

聚合危害 无资料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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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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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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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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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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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24】呋喃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呋喃 中文别名 氧杂茂 

英文名称 Furan 英文别名 1,4-Epoxy-1,3-butadiene；

divinylene oxide 

CAS 号 110-00-9 危险货物编号 31040 

UN 编号 238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麻醉和弱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血压下降、

呼吸衰竭。慢性影响：肝、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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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

发生强烈反应。在空气中能形成不稳定的过氧化物，蒸馏时易引起爆炸。本品与

酸液接触，能发生强烈的放热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其蒸气

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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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

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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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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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

过 28℃。避光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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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

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温和的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丙酮、苯，易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或用作溶剂。 

分子式 C4H4O 分子量 68.07 

熔点（℃） -85.6 相对密度（水＝1） 0.936 

沸点（℃） 3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35 

闪点（℃） -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672 mm Hg ( 55 °C) 

引燃温度（℃） 390 燃烧热（KJ/mol） 2090.4 

自燃温度（℃） 39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14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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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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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C50:3398 PPM/1 小时（大鼠吸入），120 毫克/立方米/1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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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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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625】2-呋喃甲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呋喃甲醇 中文别名 糠醇 

英文名称 2-Furan methanol; 

2-Furylmethanol 

英文别名 Furfuryl Alcohol；FA；

HPFA 

CAS 号 98-00-0 危险货物编号 61590 

UN 编号 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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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系刺激剂。高浓度持续吸入引起咳嗽、气短和胸部紧束感。极高浓度可引起

死亡。蒸气对眼有刺激性，液体可引起眼部炎症和角膜混浊。皮肤接触其液体，

引起皮肤干燥和刺激。口服出现头痛、恶心，口腔和胃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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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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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遇无机酸和某些有机酸可能引起爆炸。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

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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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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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

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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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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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

过 28℃。避光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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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

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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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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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易流动液体，具有特殊的苦辣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苯和氯仿，不溶于石油烃。 

主要用途 溶剂。有机合成(制造蒽、树脂等)。防腐剂。香料。 

分子式 C5H6O2 分子量 98.1 

熔点（℃） -29 相对密度（水＝1） 1.1285（20/4℃） 

沸点（℃） 17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7 

闪点（℃） 6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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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8 爆炸下限（％） 1.8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6.3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6 (3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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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275mg/kg(大鼠经口)，600mg/kg(兔经皮)；LC50：233ppm 4 小时(大

鼠吸入)。 

刺激性 眼- 兔子：1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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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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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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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

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

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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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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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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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26】呋喃甲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呋喃甲酰氯 中文别名 氯化呋喃甲酰；糠酰氯 

英文名称 2-Fur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α-Furoyl chloride；

Pyromucyl chloride 

CAS 号 527-69-5 危险货物编号 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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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可能由于喉、支气管的痉

挛、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

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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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在空气中受热分解释

出剧毒的光气和氯化氢气体。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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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二氧化碳、泡沫、砂土、干粉。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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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

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

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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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

产生烟雾。防止烟雾和蒸气释放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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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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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溶于水，溶于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5H3ClO2 分子量 130.53 

熔点（℃） -2 相对密度（水＝1） 1.325 

沸点（℃）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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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6℃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3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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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水、醇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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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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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

运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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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1-氟-2,4-二硝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氟-2,4-二硝基苯 中文别名 2,4-二硝基-1-氟苯 

英文名称 1-Fluoro-2,4-dinitrobenzen

e 

英文别名 2,4-Dinitrofluorobenzene；

2,4-Dinitro-1-fluorobenze

ne; DNFB 

CAS 号 70-34-8 危险货物编号 6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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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口服可致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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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 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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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 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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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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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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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

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接触其粉尘

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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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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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后为澄黄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苯、乙醚、乙醇、丙二醇，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蛋白质分析的试剂以及测定酚、吗啡及氨基酸、醛、肟的还原剂。 

分子式 C6H3FN2O4 分子量 186.10 

熔点（℃） 23-26 相对密度（水＝1） 1.48 

沸点（℃） 29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7.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67(13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9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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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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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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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8】2-氟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氟苯胺 中文别名 邻氟苯胺；邻氨基氟化苯 

英文名称 2-Fluoroaniline 英文别名 2-Fluorobenzenamine；

o-fluoroaniline 

CAS 号 348-54-9 危险货物编号 61762 

UN 编号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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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上呼吸道和皮肤

有刺激性。吸入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高浓度接触引起紫绀。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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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可

发生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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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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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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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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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酸酐、酰基氯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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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氧化剂、酸类、酸酐、酰基氯、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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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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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医药、农药、兽药原料和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6FN；FC6H4NH2 分子量 111.12 

熔点（℃） -29 相对密度（水＝1） 1.151 

沸点（℃） 182-1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8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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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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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酸酐、酰基氯。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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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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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9】3-氟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氟苯胺 中文别名 间氟苯胺；间氨基氟化苯 

英文名称 3-Fluoroaniline 英文别名 m-fluoroaniline ；

3-Fluorobenzenamine； 

1-Amino-3-fluorobenzene 

CAS 号 372-19-0 危险货物编号 61762 

UN 编号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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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上呼吸道和皮肤

有刺激性。吸入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高浓度接触引起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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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61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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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若遇高热，

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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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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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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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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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

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

焊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酸酐、酰基氯接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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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氧化剂、酸类、酸酐、酰基氯、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

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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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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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药物、杀虫剂、农用化学品，也是偶氮染料和颜料的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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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6FN；FC6H4NH2 分子量 111.12 

熔点（℃） -34.6 相对密度（水＝1） 1.156 

沸点（℃） 18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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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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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56 mg／kg（鹌鹑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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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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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

少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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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0】4-氟苯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氟苯胺 中文别名 对氟苯胺；对氨基氟化苯 

英文名称 4-Fluoroaniline 英文别名 1-Amino-4-fluorobenzene

；4-Fluorobenzenamine；

p-fluoroan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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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371-40-4 危险货物编号 61762 

UN 编号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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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死亡。蒸气或雾对眼、粘膜、上呼吸道和皮肤

有刺激性。吸入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高浓度接触引起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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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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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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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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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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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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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

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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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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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的油状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6H6FN；FC6H4NH2 分子量 111.12 

熔点（℃） -0.8 相对密度（水＝1） 1.17 

沸点（℃） 180.5～18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3.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95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15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类、酰基氯、酸酐、氯仿、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17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2 毫克/ 24 小时 、重度；眼- 兔子：250 微克/ 24 小时 、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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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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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

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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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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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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1】氟代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代苯 中文别名 氟苯 

英文名称 Fluorobenzene 英文别名 Phenylfluoride；

Monofluorobenzene 

CAS 号 462-06-6 危险货物编号 32054 

UN 编号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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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毒性作用可能近似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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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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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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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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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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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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苯样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杀卵剂，及用于塑料和树脂聚合物的鉴定。 

分子式 C6H5F 分子量 96.10 

熔点（℃） -41.9 相对密度（水＝1） 1.03 

沸点（℃） 8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1 

闪点（℃） -12.78 临界压力（MPa） 4.52 

临界温度（℃） 286.6 饱和蒸汽压（KPa） 19.92(39.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3123.3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8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399 mg/kg(大鼠经口) ；LC50：26908 m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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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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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

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

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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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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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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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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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632】氟代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代甲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Fluorotoluene 英文别名 Benzene, fluoromethyl- 

CAS 号 25496-08-6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99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其毒性作用可能近似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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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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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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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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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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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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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21H21F3 分子量 330.3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01 

沸点（℃） 11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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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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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氧化剂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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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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3】氟锆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锆酸钾 中文别名 氟化锆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hexafluorozirconate 

英文别名 Dipotassium 

hexafluorozirconate 

CAS 号 16923-95-8 危险货物编号 61517 

UN 编号 3288 /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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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或吸入粉尘会中毒。氟化物对皮肤及粘膜有刺激及腐蚀作用。在人体内能干

扰多种酶的活性，影响糖代谢、引起钙、磷代谢的紊乱及氟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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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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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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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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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腐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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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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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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碱

类、氨、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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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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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单斜晶系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溶于热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金属锆、锆化合物、高级电器材料、耐火材料、烟火、陶瓷、搪瓷、玻璃

等。 

分子式 K2(ZrF6) 分子量 283.41 

熔点（℃） 840 相对密度（水＝1） 3.4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类、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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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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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安全掩埋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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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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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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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桶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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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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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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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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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34】氟硅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硅酸 中文别名 硅氟酸 

英文名称 Hexafluorosilicic acid 英文别名 Fluorosilicic acid；ACTH 

CAS 号 16961-83-4 危险货物编号 81025 

UN 编号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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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皮肤直接接触，引起发红，局部有烧灼感，重者有溃疡形成。对机体的作用似氢

氟酸，但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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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氟化物气体。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可致

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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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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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

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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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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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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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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水溶液为无色透明的发烟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制取氟硅酸盐及四氟化硅的原料，也应用于金属电镀、木材防腐、啤酒消毒等。 

分子式 H2SiF6 分子量 144.0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32(约) 

沸点（℃） 10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5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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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 140 mg/kg（青蛙皮下）。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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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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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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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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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5】氟硅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硅酸铵 中文别名 六氟硅酸铵 

英文名称 Cryptohali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silicofluoride  

CAS 号 1309-32-6 危险货物编号 61514 

UN 编号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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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或吸入会中毒。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可致

喉、支气管痉挛、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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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与酸反应,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受高热分解放出

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氧化硅、氟化氢、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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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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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

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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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

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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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运注意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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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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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粉末，无臭。 

溶解性 溶于醇和水，不溶于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酿造工业的消毒剂、玻璃蚀刻剂、纺织品的防蛀剂、木材防腐剂，也用于轻

金属浇铸、电镀，还用于由绿砂中提钾及制取人造冰晶石和氯酸铵等。在化学分

析中还用于测定钡盐。 

分子式 (NH4)2SiF6 分子量 178.1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011（α）；2.152（β）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用塑料编织袋内衬聚乙烯塑料袋。每袋净重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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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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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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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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6】氟硅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硅酸钾 中文别名 六氟硅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fluorosilic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hexafluorosilicate 

CAS 号 16871-90-2 危险货物编号 61514 

UN 编号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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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或吸入粉尘会中毒。粉尘能强烈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统。与酸类反应，散发出

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氟化氢和四氟化硅气体。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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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酸反应，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钾、四氟化硅、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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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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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

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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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布防

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运注意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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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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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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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细粉末或结晶，无臭、无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醇，溶于盐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乳白玻璃、瓷器瓷釉、农药、木材防腐剂及冶炼铅。 

分子式 K2SiF6 分子量 220.2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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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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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00mg／kg(豚鼠经口)，156 mg／kg（大鼠经口），70 mg／kg（小

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用内衬两层聚乙烯塑料袋的编织袋包装，每袋净重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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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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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37】氟硅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硅酸钠 中文别名 六氟硅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fluorosilicate 英文别名 Sodium 

hexafluorosilicate；SSF 

CAS 号 16893-85-9 危险货物编号 61514 

UN 编号 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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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样的急性中毒症状，吐泻物中常

含血，严重者可发生抽搐、休克、急性心力衰竭等。可致死。皮肤接触可致皮炎

或干裂。误服引起急性胃肠炎样的急性中毒症状。可致死。皮肤接触可致皮炎或

干裂。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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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或接触酸或酸雾放出剧毒的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硅、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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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灭火剂 水、砂土、干粉、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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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

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在专用废弃场所深层掩埋。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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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

整，防止洒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应与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泄

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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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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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颗粒粉末，无臭无味，有吸湿性。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乙醇，溶于乙醚等。 

主要用途 用作搪瓷乳白剂、农业杀虫剂、木材防腐剂等。 

分子式 Na2SiF6 分子量 188.0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6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300（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1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25mg/kg(大鼠经口)，7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轻度；眼睛-兔子：100 毫克/4 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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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袋的麻袋、编织袋或铁桶包装，每袋（桶）净重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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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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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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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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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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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8】氟化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铵 中文别名 中性氟化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Neutral ammonium 

fluoride； 

CAS 号 12125-01-8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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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可引起喉、支气

管的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接触后，引起头痛、恶心、呕吐、咳

嗽、眩晕、气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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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酸分解，放出腐蚀性的氟化氢气体。遇碱放出有刺激性的氨。受高热分解产生

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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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二氧化碳、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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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

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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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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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

类、酸类、食用化工原料、潮湿物品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

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雨天不宜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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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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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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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六角晶体或粉末，易潮解。 

溶解性 难溶于乙醇，易溶于水、甲醇，不溶于氨水。 

主要用途 用于提取稀有元素、雕刻玻璃，并用作分析试剂、消毒剂等。 

分子式 NH4F 分子量 37.0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090 

沸点（℃） 6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碱、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32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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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处理厂处理和中和。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

埋。量小时，小心溶解于水中，用碳酸钠中和，如果不能完全溶解，先加入小量盐酸，接着加入碳酸钠，

然后加入过量氯化钙沉淀氟化物 / 碳酸盐。滤出固体当作有害废物在规定场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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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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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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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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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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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39】氟化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钡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ar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Barium difluoride 

CAS 号 7787-32-8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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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过量接触，可引起唾液分泌增

加、恶心、呕吐、腹痛、发烧、呼吸困难、血清中钙含量减少。其粉尘、蒸气或

烟雾可引起鼻中膈穿孔。慢性影响可致骨、韧带、肌腱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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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钡、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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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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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扫起，避免扬尘，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

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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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碱类、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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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

用品混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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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必要时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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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或无色透明四方晶系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盐酸、硝酸、氢氟酸、氯化铵。 

主要用途 用作防腐剂，用于金属热处理及陶瓷、搪瓷、玻璃制造。 

分子式 BaF2 分子量 175.34 

熔点（℃） 1280 相对密度（水＝1） 4.8900 

沸点（℃）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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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25℃ )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5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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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若可能，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量小

时，小心溶解于水中，用碳酸钠中和，如果不能完全溶解，先加入小量盐酸，接着加入碳酸钠，然后加入

过量氯化钙沉淀氟化物 / 碳酸盐。滤出固体当作有害废物在规定场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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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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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

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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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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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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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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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40】氟化锆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锆 中文别名 四氟化锆 

英文名称 Zircon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Zirconium tetrafluoride 

CAS 号 7783-64-4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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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误服或吸入会中毒。目前，工业 上未见有锆中毒的报道。本品受热分解 放

出氟，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及腐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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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酸分解，放出腐蚀性的氟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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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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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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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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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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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

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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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

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必要时佩戴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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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有强折光率的透明单斜系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氢氟酸。 

主要用途 原子反应堆用助熔性盐。 

分子式 ZrF4 分子量 167.22 

熔点（℃） 640 相对密度（水＝1） 4.43 

沸点（℃）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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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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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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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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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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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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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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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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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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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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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41】氟化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镉 中文别名 二氟化镉 

英文名称 Cadm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Cadmium difluoride 

CAS 号 7790-79-6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25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有毒。误服或吸入会中毒。吸入，可出现呼吸道刺激症状和肺水肿；误服，出现

急性胃肠炎。慢性影响可损害肾和肺。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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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钾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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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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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小心扫起，避免扬尘，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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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钾、强氧化剂

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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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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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立方体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氢氟酸、无机酸，不溶于醇、液氨。 

主要用途 用于阴极射线管、磷光体、玻璃、控制核反应器及激光结晶的起始材料。 

分子式 CdF2 分子量 150.41 

熔点（℃） 1049 相对密度（水＝1） 6.64 

沸点（℃） 174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5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1112℃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钾、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45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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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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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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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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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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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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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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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42】氟化铬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铬 中文别名 三氟化铬 

英文名称 Chrom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Chromic trifluoride 

CAS 号 7788-97-8 危险货物编号 83002 

UN 编号 175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皮肤接触及吞食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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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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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 遇酸产生有毒腐蚀氟化氢气体; 受热产生有毒氟化物和含铬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可致人体灼

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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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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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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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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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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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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密封。应与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

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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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醇，微溶于酸，溶于氢氟酸。 

主要用途 羊毛的染色，毛织品的防蛀。卤化催化剂。大理石硬化及着色剂。通用试剂。 

分子式 CrF3 分子量 108.99 

熔点（℃） 1400 相对密度（水＝1） 3.78 

沸点（℃） 1100~1200（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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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 150 mg／kg（豚鼠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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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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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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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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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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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643】氟化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汞 中文别名 二氟化汞 

英文名称 Mercury fluoride 英文别名 Mercury difluoride 

CAS 号 7783-39-3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202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致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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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火场放出有毒汞化物和氟化物烟雾；在湿空气中放出有毒氟化氢气体。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HgO 和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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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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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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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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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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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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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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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吸湿性立方晶系结晶。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氟化剂。 

分子式 F2Hg 分子量 238.59 

熔点（℃） 645 相对密度（水＝1） 8.95 

沸点（℃）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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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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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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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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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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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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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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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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44】氟化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钴 中文别名 三氟化钴 

英文名称 Cobalt fluoride 英文别名 Cobalt trifluoride 

CAS 号 10026-18-3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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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误服会中毒。遇水或潮气反应产生氢氟酸。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强烈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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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强氟化剂。与易燃物、有机物接触易着火燃烧。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产生剧毒的腐蚀性的氟化氢气体。与磷、钾能发生猛烈的化学反应。有腐蚀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腐蚀性和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钻、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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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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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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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活性炭或其它

惰性材料吸收，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

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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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专人保管。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

触。防止受潮。专仓专储。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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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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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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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褐色粉末，在潮湿空气中变为暗褐色。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氟化剂。 

分子式 CoF3 分子量 115.93 

熔点（℃） 926±200 相对密度（水＝1） 3.8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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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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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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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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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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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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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45】氟化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钾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Potass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fluorure 

CAS 号 7789-23-3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181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皮肤组织有极强的破坏作用。吸入后可因喉、支

气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

嗽、喘息、喉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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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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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与酸类反应放出有腐蚀性、刺激性更强的氢氟酸，能腐蚀玻璃。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严重损害粘膜、上呼吸道、

眼睛和皮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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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量水灭火。用雾状水驱散烟雾与刺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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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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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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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乳胶手套。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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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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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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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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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立方结晶，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 溶于氢氟酸及液氨。不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络合物形成剂，及用于玻璃雕刻和食物防腐，还用作杀虫剂、氟

化剂等。 

分子式 FK 分子量 58.1 

熔点（℃） 858 相对密度（水＝1） 2.48 

沸点（℃）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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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Pa(88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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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5 (25℃, 1min H2O)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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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245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兔经眼 ：20mg（24 小时），中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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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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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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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卫生标准 (GB 16228-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646】氟化镧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镧 中文别名 三氟化镧 

英文名称 Lanthan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Lanthanum trifluoride 

CAS 号 13709-38-1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32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流涎症, 恶心, 腹痛, 呕吐, 发烧, 呼吸急促, 氟离子可降低血清钙离子浓度可能

导致致命的低血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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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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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燃烧；火场产生有毒含氧化镧，氯化物烟雾；易水解产生氢氟酸。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氧化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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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抗乙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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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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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乳胶手套。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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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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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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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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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面心立方晶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难溶于盐酸、硝酸和硫酸，但能溶于高氯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备现代医学图像显示技术和核子科学要求的闪烁体，稀土晶体激光材料，

氟化物玻璃光导纤维和稀土红外玻璃。在照明光源中用于制造弧光灯炭电极。在

化学分析中用于制造氟离子选择电极。在冶金工业中用于制造特种合金和电解生

产金属镧。 

分子式 LaF3 分子量 195.90 

熔点（℃） 1493 相对密度（水＝1） 5.936 

沸点（℃）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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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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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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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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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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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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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7】氟化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锂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ith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Fluorolithium 

CAS 号 7789-24-4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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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会中毒。具刺激性。大剂量可引起眩晕、虚脱。对肾脏有

损害。过量接触引起唾液分泌增加、恶心、呕吐、腹痛、发烧、呼吸困难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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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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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酸分解，放出腐蚀性的氟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出高毒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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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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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化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露污

染区，经稀释的污染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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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

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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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高浓度环境中，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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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或立方晶体。 

溶解性 难溶于水，不溶于醇，溶于酸，但不溶于盐酸。 

主要用途 用于搪瓷、玻璃、釉和焊接中作助溶剂。 

分子式 FLi 分子量 25.94 

熔点（℃） 845 相对密度（水＝1） 2.6350 

沸点（℃） 168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104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1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6.0-8.5 (25℃, 0.01m in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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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43 mg／kg(大鼠经口)，200mg/kg（豚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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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

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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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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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8】氟化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钠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od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7681-49-4 危险货物编号 83015 

UN 编号 16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多为误服所致。服后立即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者休

克、呼吸困难、紫绀。如不及时抢救可致死亡。部分患者出现荨麻疹，吞咽肌麻

痹，手足抽搐或四肢肌肉痉挛。短期内吸入大量本品粉尘，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

并伴有头昏、头痛、无力及消化道症状。慢性影响：长期较高浓度吸入可引起氟

骨症。可致皮炎，重者出现溃疡或大疱。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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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酸类反应放出有腐蚀性、刺激性更强的氢氟酸，能腐蚀玻璃。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刺激性，

严重损害粘膜、上呼吸道、

眼睛和皮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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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用大量水灭火。用雾状水驱散烟雾与刺激性气体。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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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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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乳

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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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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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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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或结晶，无臭。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杀虫剂、木材防腐剂。 

分子式 NaF 分子量 41.99 

熔点（℃） 993 相对密度（水＝1） 2.56 

沸点（℃） 17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0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07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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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pH 7.4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2mg／kg(大鼠经口)；57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20mg/24 小时，中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袋的编织袋或麻袋包装，每袋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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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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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卫生标准 (GB 16228-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

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649】氟化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铅 中文别名 二氟化铅 

英文名称 Lead fluoride 英文别名 Lead difluoride 

CAS 号 7783-46-2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229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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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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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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碳化钙、氟剧烈反应。与硫酸反应可产生氟化氢。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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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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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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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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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气型防毒服，戴乳

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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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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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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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乙酸、氢氟酸，溶于硝酸。 

主要用途 用作红外线分光材料及同步加速器材料、熔接剂及除硫剂。 

分子式 PbF2 分子量 245.20 

熔点（℃） 855 相对密度（水＝1） 8.24 

沸点（℃）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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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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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钾。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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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

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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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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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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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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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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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氟化氢[无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氢 中文别名 氢氟酸 

英文名称 hydrogen fluoride 英文别名 Hydrofluoric acid 

CAS 号 7664-39-3 危险货物编号 81015 

UN 编号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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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能穿透皮肤向深层渗透，形成坏死和溃疡，且不易治

愈。眼接触高浓度氢氟酸可引起角膜穿孔。接触其蒸气，可发生支气管炎、肺炎

等。长期接触可发生呼吸道慢性炎症，引起牙周炎、氟骨病。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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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

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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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2-4%

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腐蚀性极强。遇 H 发泡剂立即燃烧。能与普通金属发生反应，放出氢气而与空

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特殊防护服，在掩蔽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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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

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若是气体，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氨水或其

它稀碱液中和。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也可以将残余气或漏出气

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

后再用。若是液体，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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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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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烟雾。防止气体或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

空气中。远离易燃、可燃物。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易（可）

燃物、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应严格

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

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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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气体带有一种辛辣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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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微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刻蚀玻璃，酸洗金属，制无机类氟盐产品及化学试剂。 

分子式 HF 分子量 20.01 

熔点（℃） -83.3 相对密度（水＝1） 0.988 

沸点（℃） 19.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7 

闪点（℃） 112 临界压力（MPa） 6.48 

临界温度（℃） 188 饱和蒸汽压（KPa） 53.33（2.5℃）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230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C50: 1276 PPM/1 小时（大鼠吸入），342 PPM/1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眼-人 ：50 毫克 、重度；大鼠经皮：50%（3min），重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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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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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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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1】氟化氢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氢铵 中文别名 酸性氟化铵；二氟化氢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bifluoride 英文别名 Ammonium difluoride；

Ammonium hydrogen 

diflu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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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341-49-7 危险货物编号 83003 

UN 编号 1727 (固体)/2817（液体）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其他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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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极度腐蚀性，反复接触氟化物可引起肌肉和肌腱强直甚

至跛行。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清水彻底冲洗，并用聚乙烯乙二醇 400 擦拭，脱去被污染的衣着。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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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让受害者饮足量水，避免其呕吐（有呼吸道穿孔危险），就医。不要试图中和。

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氟化氢、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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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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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

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

等)接触，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

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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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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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要求密封，不

可与空气接触。防止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透明晶体, 略带酸味, 易潮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微溶于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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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炼铍、制电焊条、铸钢、木材防腐剂等。 

分子式 (NH4)HF2；F２H５N 分子量 57.04 

熔点（℃） 125.6 相对密度（水＝1） 1.52 

沸点（℃） 2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9.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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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7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碱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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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g／kg（大鼠经腹）；LDL0: 280 mg／kg（狐狸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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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

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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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

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他腐蚀品。 

【4-652】氟化氢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氢钾 中文别名 酸性氟化钾；二氟化氢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bifluorid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hydrogen 

fluoride 

CAS 号 7789-29-9 危险货物编号 8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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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1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对眼睛、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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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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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的腐蚀性烟雾。其水溶液有腐蚀性和强烈的刺激性。受高

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燃烧性 不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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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氢、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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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水、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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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

器内。用砂土吸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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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

避免与水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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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防潮、防晒。应与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

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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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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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注意个人清洁卫生。严禁皮肤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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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白色结晶，略带酸臭味。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可溶于醋酸钾，不溶于乙醇。水溶液呈酸性。 

主要用途 用于制氟、雕刻玻璃，用作防腐剂、烷基苯催化剂、焊接银制品的助熔剂及掩蔽

剂。 

分子式 KHF2 分子量 78.10 

熔点（℃） 238.7 相对密度（水＝1） 2.37 

沸点（℃） 47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水。 

避免接触条件 接触潮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用安全掩埋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量小时，小心溶解于水中，用碳酸钠中和，如果不能完全溶解，先加入小量盐酸，接着加入碳酸钠，然后

加入过量氯化钙沉淀氟化物/ 碳酸盐。滤出固体当作有害废物在规定场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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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包装

限用塑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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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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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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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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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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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3】氟化氢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氢钠 中文别名 酸性氟化钠；二氟化氢钠 

英文名称 Sodium Bifluoride 英文别名 Sodium hydrogen 

difluoride 

CAS 号 1333-83-1 危险货物编号 83004 

UN 编号 24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粉尘对皮肤、眼、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呼吸道粘膜组织破坏和严重

肺炎，重者可致死。口服灼伤消化道，大量口服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分解，放出剧毒的氟化氢气体。其水溶液有腐蚀性和强烈的刺激性。受热易

分解，燃烧时产生有毒的氯化物气体。受热分解，放出高毒的氟化物烟气。 

燃烧性 不燃，高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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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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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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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

避免与水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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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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白色流沙状结晶粉末。有强烈的酸味。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食物及解剖标本保存剂、去铁锈剂、防腐剂，也用于蚀刻玻璃、锡版制造、

纺织品处理、皮革防虫等。 

分子式 NaHF2 分子量 61.99 

熔点（℃） 16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0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水。 

避免接触条件 接触潮气可分解。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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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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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包装

限用塑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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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与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

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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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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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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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物质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654】氟化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铷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Rubidium fluor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13446-74-7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1690/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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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吸入有害。怀疑会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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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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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 遇酸放出有毒的氟化氢气体; 受热产生有毒氟化物和氧化铷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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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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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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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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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酸类接触。尤其要注意

避免与水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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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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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薄膜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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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极易溶于水，溶于稀的氢氟酸溶液，不溶于乙醇、乙醚和氨。 

主要用途 用作试剂、制牙膏等。 

分子式 FRb 分子量 104.47 

熔点（℃） 775 相对密度（水＝1） 3.557 

沸点（℃） 141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92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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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4440 mg／kg（大鼠口服），3800 mg／kg（小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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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

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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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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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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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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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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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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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5】氟化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esiumfluoride 英文别名 Cesium monofluoride; 

NSC 84270 

CAS 号 13400-13-0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1690/292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粘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有严重损害。

吸入后可因喉、支气管痉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

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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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 遇酸放出有毒的氟化氢气体; 受热产生有毒氟化物和氧化铯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氟化物和氧化铯。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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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量水灭火。用雾状水驱散烟雾与刺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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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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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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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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戴乳胶手套。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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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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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撤离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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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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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立方结晶或粉末, 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甲醇。 

主要用途 用于制含氟异氰酸酯。 

分子式 CsF 分子量 151.90 

熔点（℃） 682 相对密度（水＝1） 4.12 

沸点（℃）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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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5 (25℃, 3min H2O)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2600 mg／kg（大鼠口服），2306 mg／kg（小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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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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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

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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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

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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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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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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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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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6】氟化铜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铜 中文别名 二氟化铜 

英文名称 Cupric fluoride 英文别名 Copper difluoride 

CAS 号 7789-19-7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326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误服或吸入会中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过量接触，可

引起唾液分泌增加、恶心、呕吐、腹痛、发烧、呼吸困难。其粉尘、蒸气或烟雾

可引起鼻中膈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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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酸分解，放出腐蚀性的氟化氢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

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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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17 

防护服。用水润湿，小心扫起，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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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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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

器密封。防止受潮和雨淋。应与碱类、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操作现

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搬

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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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灰白色粉末，在潮湿空气中形成二水物，为兰色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酸、丙酮、氨水。 

主要用途 用作高温氟化剂。 

分子式 CuF2 分子量 101.54 

熔点（℃） 770 相对密度（水＝1） 4.23 

沸点（℃）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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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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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用安全掩埋法处置。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量小时，小心溶解于水中，用碳酸钠中和，如果不能完全溶解，先加入小量盐酸，接着加入碳酸钠，然后

加入过量氯化钙沉淀氟化物/ 碳酸盐。滤出固体当作有害废物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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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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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

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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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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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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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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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7】氟化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锌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Zinc fluoride 英文别名 Zinc difluoride 

CAS 号 7783-49-5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915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可能致死。中毒表现

有流涎、恶心、呕吐、腹痛、发热等。可引起血钙偏低、氟骨症等。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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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钾猛烈反应。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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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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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用大量水灭火。用雾状水驱散烟雾与刺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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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戴乳胶手套。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

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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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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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溶于热水、热酸，不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ZnF2 分子量 103.39 

熔点（℃） 872 相对密度（水＝1） 4.84 

沸点（℃） 15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闪点（℃） 1500 临界压力（MPa）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97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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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 280 mg／kg（蛙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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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纤维板桶、胶合板桶、硬纸板桶；塑料袋外塑料桶(固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

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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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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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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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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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卫生标准 (GB 16228-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

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658】氟化亚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化亚钴 中文别名 二氟化钴 

英文名称 Cobalt fluoride 英文别名 Cobalt difluoride 

CAS 号 10026-17-2 危险货物编号 61513 

UN 编号 292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5（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有毒。对皮肤及粘膜有刺激和腐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自身不能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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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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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钴、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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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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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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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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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应与碱类、酸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必要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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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红色单斜或四方形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浓盐酸、硫酸、硝酸。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反应的催化剂。 

分子式 CoF2 分子量 96.93 

熔点（℃） 1100～1200 相对密度（水＝1） 4.43 

沸点（℃） 14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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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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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5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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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塑料桶(液体)；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

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

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

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

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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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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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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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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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卫生标准 (GB 16228-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

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4-659】氟磺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磺酸 中文别名 氟硫酸 

英文名称 Fluorosulforic Acid  英文别名 sulfurofluoridic acid 

CAS 号 7789-21-1 危险货物编号 81024 

UN 编号 177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重

者可能致死。吸入可能因咽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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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

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露置空气中冒烟, 加热更甚, 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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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白色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氟化 氢烟雾。遇潮时对玻璃、其它硅质材料及

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强腐蚀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硫氧化物、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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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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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合理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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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减慢挥发(或扩

散)，但不要对泄漏物或泄漏点直接喷水。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如果大量泄漏，最好不用水处理，在技术人员

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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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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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碱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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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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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的发烟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药品及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FHO3S 分子量 100.07 

熔点（℃） -87.3 相对密度（水＝1） 1.726 

沸点（℃） 165.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5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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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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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水、活性金属粉末。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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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罐外加木箱，内用松软材料衬垫，箱外用铁腰加固；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

璃瓶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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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醇类、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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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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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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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660】2-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氟甲苯 中文别名 邻氟甲苯；邻甲基氟苯；

2-甲基氟苯 

英文名称 2-Fluorotoluene 英文别名 o-Fluorotoluene 

CAS 号 95-52-3 危险货物编号 32056 

UN 编号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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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的刺激

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水体有轻微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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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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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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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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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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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环境。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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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

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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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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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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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

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

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

注意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7F；CH3CCF(CH)4 分子量 110.13 

熔点（℃） -62 相对密度（水＝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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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113～11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8 

闪点（℃） 1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8.9℃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100 mg／kg（野鸟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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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1】3-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氟甲苯 中文别名 间氟甲苯；间甲基氟苯；

3-甲基氟苯 

英文名称 3-Fluorotoluene 英文别名 1-Fluoro-3-methylbenzen

e; m-Fluorotoluene 

CAS 号 352-70-5 危险货物编号 32056 

UN 编号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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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其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对水体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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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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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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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环境。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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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石灰或

苏打灰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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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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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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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

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

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时应注

意流速(不超过 3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可采用安全面罩。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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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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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丙酮、苯、四氯化碳、乙醚和正庚烷。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7F；CH3CCF(CH)4 分子量 110.13 

熔点（℃） -87 相对密度（水＝1） 0.99 

沸点（℃） 11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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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150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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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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2】4-氟甲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氟甲苯 中文别名 对氟甲苯；对甲基氟苯；

4-甲基氟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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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 号 352-32-9 危险货物编号 32056 

UN 编号 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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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粘膜和呼吸

道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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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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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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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

合。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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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

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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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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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浅棕色液体，有芳香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等。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农药及染料中间体。 

分子式 C7H7F 分子量 110.13 

熔点（℃） -56 相对密度（水＝1） 1.00 

沸点（℃） 115.5（100.8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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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500 mg/kg（小鼠非肠道）。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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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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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

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要按规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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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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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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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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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663】氟甲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甲烷 中文别名 R41；甲基氟 

英文名称 Fluoromethane 英文别名 Methyl fluoride；

Monofluoromethane 

CAS 号 593-53-3 危险货物编号 21026 

UN 编号 245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皮肤接触。 

健康危害 高浓度有麻醉作用。遇热分解，释放出剧毒的氟化氢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大气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掉衣服， 用大量的温水冲洗几分钟，并立即进行药物处理。 

眼睛接触 用大量的温水冲洗几分钟，并立即进行药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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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接触热、火星、火焰或氧化剂易燃烧爆炸。受

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氟化物气体。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

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喷水冷却容器，

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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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合理通风，加速扩散。也

可以用管路导至炉中、凹地焚之。如无危险，就地燃烧，同时喷雾状水使周围冷

却，以防其它可燃物着火。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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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

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

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

瓶碰撞、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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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易燃气体专用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0℃。远离火种、热源。

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易燃气体，带有一种像醚的气味。 

溶解性 易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制冷剂、麻醉剂。 

分子式 CH3F 分子量 34.03 

熔点（℃） -142 相对密度（水＝1） 0.843（-78℃） 

沸点（℃） -78.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20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21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2.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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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强碱、金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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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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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 气管

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

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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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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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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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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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664】氟磷酸[无水]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磷酸[无水] 中文别名 一氟磷酸；单氟磷酸 

英文名称 Fluorophosphoric 

acid,anhydrous 

英文别名 luorophosphonic acid；

mono-fluorophosphonic 

acid 

CAS 号 13537-32-1 危险货物编号 81027 

UN 编号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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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会中毒。皮肤接触会中毒。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吸入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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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氟化物气体。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

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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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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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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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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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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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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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酸。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金属去污剂、化学上光剂、催化剂、金属表面防腐剂等。 

分子式 FH2O3P 分子量 99.9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8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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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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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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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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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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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665】氟硼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硼酸 中文别名 硼氟酸；四氟硼酸 

英文名称 Fluoroboric acid 英文别名 Borofiuoric acid 

CAS 号 16872-11-0 危险货物编号 81026 

UN 编号 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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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因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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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发泡剂立即燃烧。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氟化物气体。能腐蚀大多数金属及有

机组织。 

燃烧性 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氧化硼。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

处。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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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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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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类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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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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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醇。 

主要用途 铅锡电镀时作导电液，也用作触媒、金属表面活性剂。 

分子式 HBF4 分子量 87.81 

熔点（℃） -90 相对密度（水＝1） 1.84(48%) 

沸点（℃） 130(4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0 

闪点（℃） -40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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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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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稀释后，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塑料瓶，特种电木、特种橡胶或铅容器内，严封后再装入坚固木箱中。箱内

用不燃材料衬垫妥实；磨砂口玻璃瓶或螺纹口玻璃瓶外普通木箱；安瓿瓶外普通

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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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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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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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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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6】氟硼酸镉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硼酸镉 中文别名 四氟硼酸镉 

英文名称 Cadmium fluoroborate 英文别名 Cadmium 

tetrafluoroborate 

CAS 号 14486-19-2 危险货物编号 61515 

UN 编号 25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误服或吸入粉尘会中毒。刺激皮肤。吸入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和肺水肿；误服，

出现急性胃肠炎。慢性影响可损害肾、肺，影响钙、磷代谢，发生氟骨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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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高热分解，放出高毒的烟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为致癌物，

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镉、氟化氢、氧化硼、氧化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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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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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用湿砂土混合，然后小心扫起，倒至空旷地方深埋。也可以用大量水冲

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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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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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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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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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途 用于电镀工业，有色金属焊接。 

分子式 Cd(BF4)2 分子量 286.02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2.292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0 °F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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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0: 250 mg/kg（大鼠经口）； LCL0: 650 毫克/立方米/10 分（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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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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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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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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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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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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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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67】氟硼酸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硼酸铅 中文别名 四氟硼酸铅 

英文名称 Lead fluoborate 英文别名 Lead tetrafluoroborate 

CAS 号 13814-96-5 危险货物编号 61515 

UN 编号 2922/229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刺激及腐蚀性，可致眼和皮肤灼伤。在体内影响多种酶的

活性及糖代谢，引起钙磷代谢紊乱及氟骨症。长期接触可致铅中毒。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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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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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高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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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氟化氢、氧化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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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灭火时尽量切断泄漏源，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水、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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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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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

倒至空旷地方深埋。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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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烟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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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酸

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

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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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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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与水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电解质及用于容器耐酸表面、轴承等耐腐蚀表面处理。 

分子式 Pb(BF4)2 分子量 380.81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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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5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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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在规定场所掩埋空容器。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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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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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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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8】氟硼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硼酸锌 中文别名 硼氟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tetrafluoroborate 英文别名 zinc ditetrafluoroborate 

CAS 号 13826-88-5 危险货物编号 61515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Ⅲ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有害。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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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遇酸放出有毒的氟化氢气体；受热产生有毒氟化物和硼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腐蚀性、

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氟化物和硼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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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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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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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

倒至空旷地方深埋。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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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烟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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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专人保管。保持容器密封。应与酸

类、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

装、混运。操作现场不得吸烟、饮水、进食。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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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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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及醇。 

主要用途 用作电镀添加剂,钴、铝的接合剂,耐洗、耐磨纺织品树脂整理固化剂等 

分子式 Zn（BF4）2 分子量 238.9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43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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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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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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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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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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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9】氟硼酸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硼酸银 中文别名 四氟硼酸银 

英文名称 Silver fluoborate 英文别名 Silver Tetrafluoroborate 

CAS 号 14104-20-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6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破坏巨大。咳嗽, 呼吸短促, 头痛, 恶心。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请教医生。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喂食任何东西。用水漱口。请教医生。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遇酸放出有毒的氟化氢气体；受热产生有毒氟化物和硼化物烟雾。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硼烷、氧化硼、银、氧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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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耐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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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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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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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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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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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米色粉末。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合成用。 

分子式 AgBF4 分子量 194.67 

熔点（℃） 70-73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4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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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56 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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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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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

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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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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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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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70】氟铍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铍酸铵 中文别名 氟化铍铵 

英文名称 beryllium diammonium 

tetrafluorid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14874-86-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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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破坏巨大。咳嗽, 呼吸短促, 头痛, 恶心。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请教医生。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喂食任何东西。用水漱口。请教医生。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 易水解；产生腐蚀性氢氟酸。 

燃烧性 不燃，有毒，具刺激性和

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46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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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砂土, 干粉, 雾状水,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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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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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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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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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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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的发烟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无机氟化物，以及治金分析，硅化合物分析。也用于玻璃蚀刻，电镀，

试剂，发酵，陶瓷处理，磨沙灯泡的制造，金属铸件除砂，石墨硅份的去除，金

属的净洗（酸洗铜、黄铜、不锈钢等）和半导体（锗、硅）的制造等。 

分子式 BeF4H8N2 分子量 121.0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28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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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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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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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

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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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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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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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71】氟铍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铍酸钠 中文别名 氟化铍钠；铍氟化钠； 

四氟铍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fluoroberyllate 英文别名 disodium 

tetrafluoroberyllate；

SodiumTetrafluoroberyllat

e；beryllium sodium 

fluoride 

CAS 号 13871-27-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56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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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致

命。可引起呼吸道刺激。可能致癌。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请教医生。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喂食任何东西。用水漱口。请教医生。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遇水水解产生腐蚀性氟化氢；火场产生有毒氟化物，铍氧化物和氧化钠烟

雾。 

燃烧性 不然，有的。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氟化氢、氟化物，铍氧化物和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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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干粉, 二氧化碳,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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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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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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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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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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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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在熔化镁合金时，可以起到降低镁合金氧化的作用。 

分子式 Na2BeF4 分子量 130.99 

熔点（℃） 约 350 相对密度（水＝1） 2.47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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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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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

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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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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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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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2】氟钽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钽酸钾 中文别名 钽氟酸钾；七氟化钽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fluoromntalate 英文别名 Dikaliumheptafluorotantal

at；Potassium 

heptafluorotantalate 

CAS 号 16924-00-8 危险货物编号 61516 

UN 编号 32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其粉末对呼吸道黏膜有刺激作用，长期接触粉尘易患尘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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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请教医生。 

食入 用水漱口，催吐。请教医生。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可燃烧; 受热分解有毒气体。 

燃烧性 不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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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粉, 二氧化碳,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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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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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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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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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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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有光泽的针状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氢氟酸，能溶于热水。 

主要用途 用于制金属钽和其他钽化合物。也用作催化剂、试剂。 

分子式 F7K2Ta 分子量 392.13 

熔点（℃） 730-775 相对密度（水＝1） 4.56 

沸点（℃） 79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375 mg/ kg（大鼠经腹），110 mg/ 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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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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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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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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类毒害品。 

【4-673】氟乙酸-2-苯酰肼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乙酸-2-苯酰肼 中文别名 法尼林 

英文名称 2-fluoro-N'-phenylacetohy

drazid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2343-36-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81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致

命。可引起呼吸道刺激。可能致癌。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资料 

燃烧性 无资料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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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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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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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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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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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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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 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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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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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8H9FN2O 分子量 168.1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29 

沸点（℃） 22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9.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908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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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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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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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严禁用木船、水泥船

散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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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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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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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674】氟乙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乙酸钾 中文别名 氟醋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fluoroacetat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23745-86-0 危险货物编号 61100 

UN 编号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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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毒。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后会严重中毒。引起流涎、恶心、呕吐、目视不清、

眼球震颤、低血压、肌痉挛、抽搐、昏迷、呼吸衰竭等。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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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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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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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氧化钾。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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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水润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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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胶

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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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按“五双”

管理制度执行。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类、酸类、氧化剂、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

存放。不能与粮食、食物、种子、饲料、各种日用品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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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应该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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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固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2H3FO2K 分子量 117.15 

熔点（℃） 35.2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6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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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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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0.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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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1.0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150 公斤；钢板厚 0.7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过 100 公斤）；塑料袋外塑料桶

（固体）；塑料桶（液体）；塑料袋外榫槽接缝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

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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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运

输车辆应配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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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氟乙酸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乙酸乙酯 中文别名 氟醋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Fluoroacetate 英文别名 Fluoroacetic acidethyl 

ester 

CAS 号 459-72-3 危险货物编号 61608 

UN 编号 292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高毒。蒸气和液体对眼睛和呼吸系统有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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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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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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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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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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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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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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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

面罩），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

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作业。

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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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乙酸乙酯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微溶于石油醚，能与乙醇等大多有机溶剂混溶。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在医药工业用于 5-氟尿嘧啶、5-氟嘧啶醇的合成。 

分子式 C4H7FO2；FCH2COOC2H5 分子量 106.1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98 

沸点（℃） 119.2(100.2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7 

闪点（℃） 3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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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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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19 mg／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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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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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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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6】氟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乙烷 中文别名 R161；乙基氟 

英文名称 Ethylfluoride 英文别名 Fluoroethane；

Monofluoroethane 

CAS 号 353-36-6 危险货物编号 21027 

UN 编号 245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本品有麻醉性。遇热分解，释放出剧毒的氟化氢烟雾。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大气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 无资料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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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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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

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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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氢。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喷水冷却容器，

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切断火源。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抽排

(室内域强力通风(室外)。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

的气体。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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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

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戴好钢

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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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佩戴供气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易燃液化气体。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制冷剂,发泡剂。 

分子式 C2H5F 分子量 48.06 

熔点（℃） -143.2 相对密度（水＝1） 0.82(-37.7℃) 

沸点（℃） -37.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66 

闪点（℃） -91 临界压力（MPa） 5.03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272 爆炸下限（％） 5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1.26 pH 无资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60 

数值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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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可超过车辆的防护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严

禁与氧化剂、易燃物或可燃物、活泼金属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

光曝晒，远离热源。铁路公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危险货物品名

表》（GB12268-2012）将该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677】氟乙烯[稳定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氟乙烯 中文别名 乙烯基氟 

英文名称 Vinyl fluoride，inhibied 英文别名 Monofiuoroethylene；

1-Fluoroethylene 

CAS 号 75-02-5 危险货物编号 21030 

UN 编号 186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未见中毒报道。大鼠吸入浓度为 80％本品 4 小时，未见死亡。遇热分解释放出

剧毒的氟化氢气体。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大气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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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无资料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氧化剂接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61 

触猛烈反应。燃烧或无抑制剂时可发生剧烈聚合。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

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普通泡沫、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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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用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理通风，加速扩散。

或用管路导至炉中、凹地焚之。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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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

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戴好钢瓶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防止钢瓶碰撞、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

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

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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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高浓度吸入。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嗅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等。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聚合制聚氟乙烯。 

分子式 C2H3F 分子量 46.04 

熔点（℃） -160.5 相对密度（水＝1） 0.78(30℃) 

沸点（℃） -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6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62 

临界温度（℃） 54.7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46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4 爆炸下限（％） 2.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21.7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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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C ：80000 PPM/12.5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

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

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严禁与氧化剂、

酸类等混装混运。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

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

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 劳部发 423 号）

等法规，针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危险货物品名

表》（GB12268-2012）将该物质划为第 2.1 类易燃气体。 

【4-678】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钙 中文别名 金属钙；钙锭 

英文名称 Calcium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7440-70-2 危险货物编号 42002 

UN 编号 185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9（自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2 类 自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刺激呼吸道和肺，引起咳嗽、呼吸困难。对眼有刺激性，甚至引起

灼伤，造成永久性损害。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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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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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微细粉末在室温下遇潮湿空气能自燃。受高热或接触强氧化剂，有发生燃烧爆炸

的危险。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及热量,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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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燃烧。粉尘与湿气接触能灼伤眼睛和皮肤。 

燃烧性 自燃物品，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钙。 

灭火方法 严禁用水、卤代烃灭火剂施救，也不宜用二氧化碳灭火。在灭火时，如灭火剂选

用不当，也可发生猛烈反应，引起爆炸，必须特别注意消防施救安全。 

灭火剂 干燥石墨粉、苏打灰、氯化钠粉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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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大量泄漏：

用水润湿，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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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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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包装

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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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银白色柔软金属。 

溶解性 不溶于苯，微溶于醇，溶于酸、液氨。 

主要用途 用于与铝、铜、铅制合金，也用作制铍的还原剂、合金的脱氧剂、油脂脱氢等。 

分子式 Ca 分子量 40.08 

熔点（℃） 850 相对密度（水＝1） 1.54 

沸点（℃） 148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33(98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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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酸类、强氧化剂、醇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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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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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

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

有良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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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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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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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2 类自燃物品。 

【4-679】甘露糖醇六硝酸酯[湿的，按质量含水或乙醇和水的混合物不低于 40％]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甘露糖醇六硝酸酯 中文别名 六硝基甘露醇 

英文名称 D-Mannitol,1,2,3,4,5,6-hex

anitrate 

英文别名 Hexanitromannite；

MannitylNitrate 

CAS 号 15825-70-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013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爆炸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1.1D 爆炸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无资料 

健康危害 无资料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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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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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摩擦, 震动, 火花,冲击灵敏爆炸；可燃, 燃烧时分解有毒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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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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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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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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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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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无资料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6H8N6O18 分子量 452.16 

熔点（℃） 106-108 相对密度（水＝1） 1.853 

沸点（℃） 537.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32.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57E-11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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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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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无资料。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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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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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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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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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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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1.1D 爆炸物品。 

【4-680】高碘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碘酸 中文别名 过碘酸；仲高碘酸 

英文名称 Periodic acid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10450-60-9 危险货物编号 5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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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具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皮肤和眼接触有强烈刺激性或造成灼伤。口服引起口腔

及消化道灼伤。 

环境危害 无资料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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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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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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氧化剂。遇易燃物、有机物会引起爆炸。受热分解，放出氧气。 

燃烧性 助燃，具强烈刺激和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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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

炸。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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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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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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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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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还原剂等禁配物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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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

碱类、易燃或可燃物、硫、磷、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

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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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或白色结晶，无臭。有潮解性。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微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作色层分析试剂。 

分子式 H5IO6 分子量 227.94 

熔点（℃） 122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14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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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14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2 (1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碱类、易燃或可燃物、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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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稀释后排入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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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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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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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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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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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81】高碘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碘酸铵 中文别名 过碘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ioda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periodate 

CAS 号 13446-11-2 危险货物编号 51513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有刺激性。受热易分解释出有毒气体：氨、氮氧化物和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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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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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与易燃物、可燃物混合能引起燃烧爆炸。受

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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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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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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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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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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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

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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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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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正方形结晶。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氧化剂。 

分子式 NH4IO4 分子量 208.9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3.056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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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镁硫、磷、强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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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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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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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2】高碘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碘酸钡 中文别名 过碘酸钡 

英文名称 Barium periodate 英文别名 Barium diperiodate 

CAS 号 13718-58-6 危险货物编号 51513 

UN 编号 14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高浓度接触严重损害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接触

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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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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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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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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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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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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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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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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包装密封。应与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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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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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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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难溶于水。 

主要用途 氧化剂。 

分子式 BaI2O8 分子量 5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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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镁硫、磷、强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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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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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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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3】高碘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碘酸钾 中文别名 过碘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period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metaperiodate 

CAS 号 7790-21-8 危险货物编号 51513 

UN 编号 14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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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高浓度接触严重损害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接触

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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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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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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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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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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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

炸。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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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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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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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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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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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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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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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或白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热水，微溶于冷水和氢氧化钾溶液，不溶于乙醇，在水溶液中有强氧化性。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主要用于氧化锰酸盐成高锰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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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KIO4 分子量 230.00 

熔点（℃） 582(爆炸) 相对密度（水＝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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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5g/l, 25℃)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镁硫、磷、强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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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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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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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4】高碘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碘酸钠 中文别名 过碘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periodate 英文别名 Sodium metaperiodate 

CAS 号 7790-28-5 危险货物编号 51513 

UN 编号 147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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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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粘膜和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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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碘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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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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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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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于干燥、洁净、

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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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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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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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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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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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酸、盐酸、硫酸、硝酸，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分析试剂和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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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NaIO4 分子量 213.89 

熔点（℃） 3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87 

沸点（℃） 3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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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5 (25℃, 0.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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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镁硫、磷、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58mg/kg(小鼠腑腔内)。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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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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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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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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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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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85】高氯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钡 中文别名 过氯酸钡 

英文名称 Barium perchlorate 英文别名 Bariumdiperchlorate 

CAS 号 13465-95-7 危险货物编号 51022 

UN 编号 144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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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呼吸道、眼及皮肤有刺激性。口服引起流涎、呕吐、腹部痉挛性疼痛、脉

缓、血压升高、血钾降低，胃肠道可能发生出血，随之发生进行性肌麻痹和心肌

损害。重者可死于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痹。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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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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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物。受热分解，放出氧气。 

燃烧性 助燃，高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钡。 

灭火方法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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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

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禁止用砂土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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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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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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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

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防止受潮。应与还

原剂、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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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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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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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白色粒状粉末，有吸湿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干燥剂及脱水剂。 

分子式 BaCl2O8 分子量 336.24 

熔点（℃） 505 相对密度（水＝1） 3.2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醇类、水、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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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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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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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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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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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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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86】高氯酸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钙 中文别名 过氯酸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perchlorate 英文别名 Calciumperchlo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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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hydrate 

CAS 号 13477-36-6 危险货物编号 51016 

UN 编号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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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有害，食入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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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还剂、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氧气。 

灭火方法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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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

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禁止用砂土压盖。 

灭火剂 雾状水、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

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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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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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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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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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 

分子式 CaCl2O8 分子量 238.98 

熔点（℃） 270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65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硫、磷、活性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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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掩埋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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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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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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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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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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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87】高氯酸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镁 中文别名 过氯酸镁 

英文名称 Magnesium perchlorate 英文别名 Anhydrous magne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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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hlorate 

CAS 号 10034-81-8 危险货物编号 51021 

UN 编号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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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口服镁盐，可引起上腹痛、

呕吐、烦渴、呼吸困难、紫绀以及肾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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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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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放出氧气。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镁。 

灭火方法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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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

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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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石灰、苏打灰覆盖，收集于密闭容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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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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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

（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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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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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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结晶或粉末，易潮解，有强烈的吸湿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气体干燥剂及催化剂。 

分子式 Mg(ClO4)2 分子量 223.21 

熔点（℃） 251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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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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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mg/ kg(小鼠经腹)。 

刺激性 刺激皮肤和粘膜，没有已知的敏化影响。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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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高氯酸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铅 中文别名 过氯酸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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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lead perchlorat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13637-76-8 危险货物编号 51024 

UN 编号 147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的毒性与其它铅化合物相似，可造成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及肾脏损害。对皮

肤和粘膜有强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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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或金属粉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甲

醇接触会剧烈反应引直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铅。 

灭火方法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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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

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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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

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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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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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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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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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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斜方结晶，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冷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涂料中的耐腐蚀颜料，制造蓄电池、化学药品。 

分子式 Pb(ClO4)2 分子量 406.10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2.6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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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9】高氯酸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锶 中文别名 过氯酸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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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Strontium perchlorate 英文别名 Strontium diperchlorate 

CAS 号 13450-97-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50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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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锶和氧气。 

灭火方法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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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

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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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

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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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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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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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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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结晶。有吸湿性。 

溶解性 易溶于热水。溶于冷水、酒精、甲醇。不溶于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焰火，炸药，推进剂制造。 

分子式 Sr(ClO4)2 分子量 286.52 

熔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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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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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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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高氯酸亚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亚铁 中文别名 六水合高氯酸亚铁 

英文名称 Irondiperchlorate 

hexahydrate 

英文别名 Ironperchlorate 

hexahy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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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13520-69-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48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食入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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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灭火方法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

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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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

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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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

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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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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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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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气味的绿色湿水晶团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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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溶解于水。 

主要用途 氧化剂。 

分子式 Cl2FeH12O14 分子量 362.84 

熔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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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材料、酸、金属粉末、硫磺、镁、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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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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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高氯酸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氯酸银 中文别名 过氯酸银 

英文名称 Silver perchlorat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7783-93-9 危险货物编号 51026 

UN 编号 148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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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后，可因喉丢气管的痉

挛、炎症和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触后引烧灼感、咳嗽、喘息、

气短、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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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受摩擦、撞击易发生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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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性 助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银、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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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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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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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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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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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

（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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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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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甘油、苯、氯苯、苯胺、吡啶、硝基甲烷、硝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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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炸药。 

分子式 AgClO4 分子量 207.32 

熔点（℃） 486（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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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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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撞击或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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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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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

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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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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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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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92】高锰酸钡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锰酸钡 中文别名 过锰酸钡 

英文名称 Barium permanganate 英文别名 Barium peimanganate 

CAS 号 7787-36-2 危险货物编号 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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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144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14(有毒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刺激性。急性中毒多为误服所致。出现流涎、恶心、腹痛、

腹泻、脉缓，脉律不齐，血压下降，可因呼吸肌麻痹、严重心律紊乱而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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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硫酸、过氧化氢发生剧烈反应。与有机物、铵盐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受热或经摩擦、震动、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燃烧性 助燃，剧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钡、氧化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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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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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

闭型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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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硫酸、铵盐、乙醇、过氧化氢、还原剂、甘油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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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硫

酸、铵盐、乙醇、易（可）燃物、过氧化氢、还原剂、甘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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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密闭型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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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紫褐色至黑色有光泽的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微溶于水。在乙醇中分解。 

主要用途 用作干电池的原料、强消毒剂及用于高锰酸盐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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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BaMn2O8 分子量 375.22 

熔点（℃） 20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3.77(20℃)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硫酸、铵盐、乙醇、易燃或可燃物、过氧化氢、强还原剂、甘油。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或经摩擦、震动、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在规定的处理厂处理和中和。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规定场所

掩埋。量小时，用含有 50% 以上漂白剂的稀碱液（PH=10~11）处理。通过漂白剂的加入速度控制反应温

度。若必须，调节 PH 值。静置一晚，小心将 PH 调至 7 ，反应可能放出气体。滤出固体做掩埋处置。 通

过加入硫化物沉淀重金属。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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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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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醇类、易燃物或可燃物、氧化剂、还原剂、醇类、食

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

彻底清扫。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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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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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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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93】高锰酸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锰酸钙 中文别名 过锰酸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manganate 英文别名 Calcium permanganate 

CAS 号 10118-76-0 危险货物编号 51049 

UN 编号 145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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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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中毒资料。可能具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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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有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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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硫酸、铵盐或过氧化氢能发生爆炸。遇甘油、乙醇能引起自燃。 

燃烧性 助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钙、氧化锰。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消防人员需戴好防毒面具，在安

全距离以外，以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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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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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

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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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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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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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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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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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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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结晶。 

溶解性 溶于液氨。 

主要用途 用于纺织工业及水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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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aMn2O8 分子量 277.95 

熔点（℃） 130～140(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4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磷、硫、活性金属粉末。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或经摩擦、震动、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50mg/kg（兔子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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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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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4】高锰酸锌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锰酸锌 中文别名 过锰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permanganate 

hexahydrate 

英文别名 zinc,dipermanganate 

CAS 号 23414-72-4 危险货物编号 51051 

UN 编号 15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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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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粉尘能刺激眼睛和皮肤。误服会中毒，中毒的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严重时可引起脱水和休克。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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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硫酸、过氧化氢发生剧烈反应。与有机物、铵盐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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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锌、氧化锰。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需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以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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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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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

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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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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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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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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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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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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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褐色至黑色易潮解的结晶。 

溶解性 溶于水、酸。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收敛剂和防腐剂。 

分子式 Mn2O8Zn 分子量 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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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90 - 105 相对密度（水＝1） 2.47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硫酸、铵盐、乙醇、甘油、过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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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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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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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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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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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95】高锰酸银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高锰酸银 中文别名 过锰酸银 

英文名称 Silver permanganate 英文别名 Silverpermanganate 

CAS 号 7783-98-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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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造成严重眼刺激。吸入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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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混合，有成为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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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银、氧化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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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砂土，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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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

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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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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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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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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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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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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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紫色单斜晶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燃烧法测定有机物中碳和氢的催化氧化剂。 

分子式 AgMnO4 分子量 226.8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4.27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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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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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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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

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

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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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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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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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96】镉[非发火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dmium 英文别名 Colloidal cadmium 

CAS 号 7440-43-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08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还原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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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镉燃烧形成的氧化镉烟雾，可引起急性肺水肿和化学性肺炎。个别病例可伴

有肝、肾损害。对眼有刺激性。用镀镉器调制或贮存酸性食物或饮料，食入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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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急性中毒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大汗、虚脱、甚至抽搐、休克。

长期吸入较高浓度镉引起职业性慢性镉中毒。临床表现有肺气肿、嗅觉丧失、牙

釉黄色环、肾损害、骨软化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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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粉体遇高热、明火能燃烧甚至爆炸。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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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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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消除所有点

火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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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 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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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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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与性状 呈银白色，略带淡蓝光泽，质软，富有延展性。 

溶解性 溶于热硫酸、稀硝酸、硝酸铵溶液，在热盐酸中溶解缓慢，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电镀工业，也用于制造合金、电池、焊料及半导体材料等。 

分子式 Cd 分子量 113.41 

熔点（℃） 320.9 相对密度（水＝1） 8.64 

沸点（℃） 76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39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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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锌、钾等。 

避免接触条件 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25 mg/kg（大鼠经口），89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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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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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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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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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7】铬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铬酸钾 中文别名 铬酸二钾 

英文名称 Dipotassium chrom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chromate 

CAS 号 7789-00-6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479/3288/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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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粘膜具腐蚀性，可造成严重灼伤。吸入引起咽痛、咳嗽、气短，可

致过敏性哮喘和肺炎。长期接触能引起鼻粘膜溃疡和鼻中隔穿孔。可引起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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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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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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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有毒，为致癌物，

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钾、氧化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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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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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

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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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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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

（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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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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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严禁皮肤直接接触。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斜方晶体。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于鞣革、医药，并用作媒染剂和分析试剂等。 

分子式 K2CrO4 分子量 194.19 

熔点（℃） 975 相对密度（水＝1） 2.732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7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9.0-9.8 (5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1mg／kg(兔，肌肉注射)。 

刺激性 家兔经皮：20mg/48 小时，轻度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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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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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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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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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

其它物品。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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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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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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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698】铬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铬酸钠 中文别名 四水合铬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chromate 英文别名 Disodium chromate 

tetrahydrate 

CAS 号 7775-11-3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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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粘膜具腐蚀性，可造成严重灼伤。吸入引起咽痛、咳嗽、气短，可

致过敏性哮喘和肺炎。长期接触能引起鼻粘膜溃疡和鼻中隔穿孔。可引起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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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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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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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有毒，为致癌物，

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钠、氧化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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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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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

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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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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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

（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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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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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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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严禁皮肤直接接触。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单斜晶体，易潮解。 

溶解性 溶于水、甲醇，微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普通分析试剂、氧化剂、防锈剂、鞣革剂和媒染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rH8Na2O8 分子量 234.03 

熔点（℃） 792 相对密度（水＝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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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0.0 (10g/l, 25℃)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7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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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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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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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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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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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

其它物品。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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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铬酸铍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铬酸铍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Beryllium Chromate 英文别名  

CAS 号 14216-88-7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56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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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粘膜具腐蚀性，可造成严重灼伤。吸入引起咽痛、咳嗽、气短，可

致过敏性哮喘和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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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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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有毒，为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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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铍、氧化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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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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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

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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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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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

（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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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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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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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严禁皮肤直接接触。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BeCrO4 分子量 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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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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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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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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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

其它物品。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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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铬酸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铬酸铅 中文别名 铬黄 

英文名称 Lead chromate 英文别名 Chrome yellow； 

Plumbous chromate 

CAS 号 7758-97-6 危险货物编号 61025 

UN 编号 1759/2291/3077/328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吸入后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摄入后可引起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胃肠道刺激，可致死。慢性影响：可引起贫血、肾损害、铅蓄积、铅中毒，可引

起皮肤发炎和湿疹。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将“铬和某些铬化合物”列入对人

类致癌的化学物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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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时，该物质分解生成氧化铅有毒烟雾。与强氧化剂，如过氧化氢发生反应。

与二硝基萘铝、六氰基高铁酸铁发生反应。在高温下，与有机物发生反应，有着

火的危险。 

燃烧性 不燃，为致癌物，具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铅、氧化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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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灭火剂 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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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

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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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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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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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燃、可燃物

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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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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戴口罩。必要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橙黄色粉末。 

溶解性 溶于碱液，不溶于水，不溶于油类。 

主要用途 用于制油漆、油墨、水彩、颜料，还用于色纸、橡胶、塑料制品的着色。 

分子式 PbCrO4 分子量 323.19 

熔点（℃） 844 相对密度（水＝1）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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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 mg/kg（小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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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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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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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消毒，否则不得装运

其它物品。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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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1】铬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铬酸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hromic acid 英文别名 Chromium hydroxide 

oxide 

CAS 号 7738-94-5 危险货物编号 81031 

UN 编号 1463/175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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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粘膜具腐蚀性，可造成严重灼伤。误服，可引起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腹痛、呼吸急促、紫绀、肾功能衰竭、休克、昏迷等。对皮肤可引起

接触性皮炎和湿疹。六价铬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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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腐蚀性。强氧化剂。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 

燃烧性 助燃，具腐蚀性和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铬。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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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干粉, 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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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

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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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 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

在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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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保持容器密封。专人保管。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

燃物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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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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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皮肤直接接触。车间

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桔红色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镀铬、制颜料、媒染剂、蚀媒，也用于医药。 

分子式 H2CrO4 分子量 118.01 

熔点（℃） 196 相对密度（水＝1） 2.290 

沸点（℃） 3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5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易燃或可燃物、还原剂。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TCL0: 20 mg/m
3
(人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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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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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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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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2】铬酸叔丁酯四氯化碳溶液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铬酸叔丁酯四氯化碳溶液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tert-Butyl chromate 

solution in carbon 

tetrachlor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118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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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皮肤和粘膜具腐蚀性，可造成严重灼伤。吸入引起咽痛、咳嗽、气短，可

致过敏性哮喘和肺炎。长期接触能引起鼻粘膜溃疡和鼻中隔穿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有毒，为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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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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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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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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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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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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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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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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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4H10CrO4 分子量 174.12 

熔点（℃） -2.8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9 

闪点（℃） 6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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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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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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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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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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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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5.1 类氧化剂。 

【4-703】庚二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庚二腈 中文别名 1,5-二氰基戊烷 

英文名称 Pimelonitrile 英文别名 1,5-Dicyanopentane 

CAS 号 646-20-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2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b)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会中毒。皮肤接触有害。吸入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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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分解有毒氮氧化物和氰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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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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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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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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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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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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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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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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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医药化工领域，如作为合成中间体，或者用于电池领域等。 

分子式 C7H10N2 分子量 122.17 

熔点（℃） -31.4 相对密度（水＝1） 0.951 

沸点（℃） 175-176 （14 mm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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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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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L0: 500 mg/ kg（大鼠口服 ）；LD50: 126 mg/ kg（小鼠口服 ）。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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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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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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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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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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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704】庚腈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庚腈 中文别名 氰化正己烷；1-庚腈； 

正庚腈 

英文名称 Heptanenitrile 英文别名 1- Cyanohexane；

n-Heptanenitrile； 

2- NSC 2172 

CAS 号 629-08-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993/327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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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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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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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高热分解有毒氮氧化物和氰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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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2、HCN、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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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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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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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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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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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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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黄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苯和醋酸。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3N ；CH3(CH2)5CN 分子量 111.18 

熔点（℃） -64 相对密度（水＝1） 0.81 

沸点（℃） 186-1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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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5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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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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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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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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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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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705】1-庚炔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庚炔 中文别名 正庚炔 

英文名称 1-Heptyne 英文别名 1-n-Heptyne; 

Amylacetylene; NSC 

9710; Pentylacetylene 

CAS 号 628-71-7 危险货物编号 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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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18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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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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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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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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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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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溶于水，溶于苯、氯仿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2；CH3（CH2）

3CH2CCH 

分子量 96.17 

熔点（℃） -81 相对密度（水＝1） 0.73 

沸点（℃） 99.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93.1mm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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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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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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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706】庚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庚酸 中文别名 正庚酸 

英文名称 Heptanoic acid 英文别名 Enanthic acid 

CAS 号 111-14-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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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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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或经皮吸收会中毒。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

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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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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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刺激

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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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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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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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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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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油状液体。有脂肪样气味，不纯时有恶臭。 

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二甲基甲酰胺、二甲亚砜，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用于生产庚酸酯类产品，作香料的原料。抗霉菌药。 

分子式 C7H14O2 分子量 130.18 

熔点（℃） -10.5 相对密度（水＝1） 0.918 

沸点（℃） 223-223.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5 

闪点（℃） 120 临界压力（MPa） 3.16 

临界温度（℃） 404.85 饱和蒸汽压（KPa） 0.13（78º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21 爆炸下限（％） 1.09 

黏度（mPa·s） 4.33（20ºC） 爆炸上限（％） 10.1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还原剂、碱类、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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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50：7000 mg/kg(大鼠经口)，640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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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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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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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22 

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

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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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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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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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707】2-庚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庚酮 中文别名 甲基戊基甲酮 

英文名称 2-Heptanone 英文别名 Methyl amyl ketone；

MAK 

CAS 号 110-43-0 危险货物编号 33583 

UN 编号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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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为麻醉和刺激作用。吸入高浓度蒸气可致深度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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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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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 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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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

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

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

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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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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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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有类似梨的水果香味。 

溶解性 溶于水，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硝化纤维素的溶剂和涂料、惰性反应介质。也用作香料原料。 

分子式 C7H14O；

(CH3CH2CH2)2CO 

分子量 114.19 

熔点（℃） -35 相对密度（水＝1） 0.815 

沸点（℃） 150.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4 

闪点（℃） 39 临界压力（MPa） 2.9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2（25℃） 

引燃温度（℃） 393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2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88（20℃）； 

1.4066（25℃）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0.766（25℃） 爆炸上限（％） 7.9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98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1670mg／kg(大鼠经口)，12600mg／kg(兔经皮)；LC50：4000ppm

（大鼠吸入，4h）。 

刺激性 家兔经皮：14mg（24h），轻度刺激（开放性刺激试验）。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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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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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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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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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8】3-庚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庚酮 中文别名 乙基正丁基甲酮 

英文名称 3-Heptanon；3-Oxoheptane 英文别名 Aethylbutylketon；

Ethylbutylketon 

CAS 号 106-35-4 危险货物编号 33583 

UN 编号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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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脱脂作用，长期接触

可致皮炎。未见人的中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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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高热，容器

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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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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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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士或

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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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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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具有丙酮样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硝化纤维素的溶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4O；

(CH3CH2CH2)2CO 

分子量 114.19 

熔点（℃） -36.7 相对密度（水＝1） 0.818 

沸点（℃） 147.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3 

闪点（℃） 4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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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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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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 、中度；眼睛-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 、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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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9】4-庚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4-庚酮 中文别名 乳酮；二丙基甲酮 

英文名称 4-Heptanon；4-Oxoheptane 英文别名 Dipropylketon；

Di-n-propylketon 

CAS 号 123-19-3 危险货物编号 33583 

UN 编号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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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蒸气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脱脂作用，长期接触

可致皮炎。未见人的中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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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高热，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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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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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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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士或

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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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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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充装要控制流速，注意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呈强烈醚香和果香，有乳酪、菠萝蜜等的香气。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硝化纤维的溶剂，也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4O；

(CH3CH2CH2)2CO 

分子量 114.19 

熔点（℃） -33 相对密度（水＝1） 0.817 

沸点（℃） 149-15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94 

闪点（℃） 4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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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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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3000 mg／kg(大鼠经口)，271 mg／kg(小鼠静脉)。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眼-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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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0】1-庚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庚烯 中文别名 正庚烯；正戊基乙烯 

英文名称 1-Heptene 英文别名 Heptylene；n-heptene；

alpha-heptylene 

CAS 号 592-76-7 危险货物编号 32015 

UN 编号 227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或口服对身体有害，可引起麻醉，伴眼和呼吸道粘膜刺激、眩晕、呕吐及紫

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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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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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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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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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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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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等溶剂。 

主要用途 有机合成。气相色谱分析标准。 

分子式 C7H14； 分子量 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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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CH2)3CHCHCH3 

熔点（℃） -119 相对密度（水＝1） 0.697 

沸点（℃） 9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9 

闪点（℃） -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7.52/25℃ 

引燃温度（℃） 260 燃烧热（KJ/mol） 4653.1 

自燃温度（℃） 37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9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卤代烃、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C50: 4000 PPM/2 小时（小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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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1】2-庚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庚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2-Heptene 英文别名 Heptene-2；hept-2-ene 

CAS 号 592-77-8 危险货物编号 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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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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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具有麻醉性，对小鼠最小麻醉浓度为

60000m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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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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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

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

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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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然后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撒湿冰或冰水冷却，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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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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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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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乙醚、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14；

CH3(CH2)3CHCHCH3 

分子量 98.19 

熔点（℃） -109.5 相对密度（水＝1） 0.701 

沸点（℃） 9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4 

闪点（℃） -2 临界压力（MPa） 2.84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1.6（37.7℃） 

引燃温度（℃） 246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4 爆炸下限（％） 1.0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5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卤代烃、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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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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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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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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2】3-庚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3-庚烯 中文别名 1-乙基-2-丙基乙烯 

英文名称 3-Heptene 英文别名 1-ethyl-2-propylethylene 

CAS 号 592-78-9 危险货物编号 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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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或口服對身體有害。對皮膚有刺激作用。其蒸氣或霧對眼睛、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高濃度有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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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

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

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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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然后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撒湿冰或冰水冷却，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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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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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等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機合成，用作植物生長抑制劑。 

分子式 C7H14；

CH3(CH2)3CHCHCH3 

分子量 98.19 

熔点（℃） -119.2 相对密度（水＝1） 0.71（15.5℃） 

沸点（℃） 95.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8 

闪点（℃）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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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卤代烃、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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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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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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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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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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3】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汞 中文别名 水银 

英文名称 Mercury 英文别名 Mercuryelement; 

Quicksilver 

CAS 号 7439-97-6 危险货物编号 83505 

UN 编号 28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3 类 其它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急性中毒：病人有头痛、头晕、乏力、多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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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患者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少

数严重者可发生间质性肺炎及肾脏损伤。慢性中毒：最早出现头痛、头晕、乏力、

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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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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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温下有蒸气挥发，高温下能迅速挥发。与氯酸盐、硝酸盐、热硫酸等混合可发

生爆炸。 

燃烧性 不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汞。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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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干粉,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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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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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转移回收。无法收集的可用多硫化钙或过量的硫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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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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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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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易燃、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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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降温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必要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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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银白色液态金属，在常温下可挥发。洒落可形成小水珠。 

溶解性 不溶于水、盐酸、稀硫酸，溶于浓硝酸，易溶于王水及浓硫酸。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汞盐，也用于仪表工业。 

分子式 Hg 分子量 200.59 

熔点（℃） -38.9 相对密度（水＝1） 13.55 

沸点（℃） 356.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0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20.26 

临界温度（℃） >1550 饱和蒸汽压（KPa） 0.13／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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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氯酸盐、硝酸盐、硫酸。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TDL0：43 mg／kg（人经口）； LCL0：29 mg/ m
3
/ 30h（兔子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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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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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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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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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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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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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为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4-714】挂-3-氯桥-6-氰基-2-降冰片酮-O-(甲基氨基甲酰基)肟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挂-3-氯桥-6-氰基-2-降冰

片酮-O-(甲基氨基甲酰基)

肟 

中文别名 肟杀威；棉果威 

英文名称 3-chloro-6-cyano-bicyclo(2

,2,1)heptan-2-one-O-(N-me

thylcarbamoyl)oxime 

3-chloro-6-cyano-bicyclo(2

,2,1)heptan-2-one-O(N-met

hylcarbamoyl)oxime 

triamid 

英文别名 Tranid 

CAS 号 15271-41-7 危险货物编号 52083 

UN 编号 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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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致命。皮肤接触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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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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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放出氮、硫的氧化物等毒性气体。 

燃烧性 可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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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氧化钠。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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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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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氯

丁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避免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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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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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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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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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科学实验和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12ClN3O2 分子量 241.67 

熔点（℃） 159 相对密度（水＝1）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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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 19 mg／kg(大鼠经口)， 303 mg／kg(兔子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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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塑料袋或一层塑料袋外麻

袋、塑料编织袋、乳胶布袋；塑料袋外复合塑料编织袋（聚丙烯三合一袋、聚乙

烯三合一袋、聚丙烯二合一袋、聚乙烯二合一袋）；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

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复合塑料瓶或铝瓶外普通木箱；塑料瓶、两层

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内或外套以塑料袋）外瓦楞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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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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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

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

害品。 

【4-715】硅粉[非晶形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粉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Silicon 英文别名  

CAS 号 7440-21-3 危险货物编号 41510 

UN 编号 1346/292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人体无毒。高浓度吸入引起呼吸道轻度刺激，进入眼内作为异物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钙、碳化铯、氯、氟化钴、氟、三氟化碘、三氟化锰、碳化铷、氟化银、钾钠

合金剧烈反应。粉尘遇火焰或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反应，有中等程度的危险性。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硅。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禁止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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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

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水润湿，然后转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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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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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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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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服、帽等要定期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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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褐色无定形非金属粉末或硬而有光泽的晶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盐酸、硝酸，溶于氢氟酸、碱液。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合金、有机硅化合物和四氯化碳等，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材料。 

分子式 Si 分子量 28.09 

熔点（℃） 1410 相对密度（水＝1） 2.30(20℃) 

沸点（℃） 2355（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724℃)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316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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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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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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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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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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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716】硅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钙 中文别名 二硅化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silicide 英文别名 silicon-calcium alloy 

CAS 号 12013-56-8 危险货物编号 43031 

UN 编号 14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水释出易燃的氢气,遇酸剧烈反应。释出易自燃的氢化硅,有燃烧和爆炸危险。

遇水时,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燃烧性 遇湿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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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钙, 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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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干粉 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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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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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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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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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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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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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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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白的灰色黑色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酸、碱。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炼钢脱氧、特种钢添加剂。 

分子式 CaSi2 分子量 96.25 

熔点（℃） 1020 相对密度（水＝1） 2.5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水、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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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装运本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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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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717】硅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化钙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alcium silicide 英文别名  

CAS 号 12013-55-7 危险货物编号 43031 

UN 编号 14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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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水强烈反应, 放出易爆炸着火的氢气。与氟

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遇湿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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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硅、氧化钙。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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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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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胶防腐工作服，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氟接触。尤其要注

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

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氟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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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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橡胶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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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粉末或玻璃质固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酸、碱。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aSi 分子量 68.16 

熔点（℃） 1324 相对密度（水＝1） 2.39 

沸点（℃）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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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粉尘云)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60(g/m
3
)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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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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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利用的地方重复使用容器或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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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活泼非金属、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

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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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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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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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718】硅化镁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化镁 中文别名 一硅化二镁 

英文名称 Magnesium silicide 英文别名 Dimagnesium silicide 

CAS 号 22831-39-6/ 

39404-03-0 

危险货物编号 43031 

UN 编号 262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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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水强烈反应, 放出易爆炸着火的氢气。与氟

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性 遇湿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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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硅、氧化锰。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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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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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橡胶防腐工作服，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氟接触。尤其要注

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

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酸类、氟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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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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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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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防腐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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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晶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生产铝合金。 

分子式 Mg2Si 分子量 76.70 

熔点（℃） 1102 相对密度（水＝1）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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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氟。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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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酸类、活泼非金属、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

好的防雨设施。车辆运输完毕应进行彻底清扫。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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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硅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锂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ithium silicon 英文别名  

CAS 号 68848-64-6 危险货物编号 43027 

UN 编号 141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遇湿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属低毒类。具刺激作用。目前，未见工业上的中毒报道。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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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粉体遇高热、明火能燃烧甚至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与水强烈反应, 

放出易爆炸着火的氢气。 

燃烧性 遇湿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锂、氧化硅。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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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棉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器中。

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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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尤其

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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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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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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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黑色发光的块团、晶体或粉末，带有令人不愉快的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锂硅合金粉主要用于发射导弹、火箭、炮弹的配套动力电源热电池的负极材料，

用锂硅合金作负极材料的热电池，较钙系、镁系热电池体系有着大功率放电、高

比能量、激活迅速、贮存期长及结构紧凑等优点。 

分子式 LiSi 分子量 39.0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水、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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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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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车辆排气管须有阻火装置。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

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

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运输用车、船必须干燥，并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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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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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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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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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720】硅酸铅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酸铅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ead silicate 英文别名 lead metasilicate 

CAS 号 10099-76-0/ 

11120-22-2 

危险货物编号 61507 

UN 编号 229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4（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 类 毒害品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铅及其化合物损害造血、神经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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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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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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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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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蒸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铅、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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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空旷处。 

灭火剂 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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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避免扬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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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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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

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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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应与食用化工原料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轻

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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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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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重质颗粒。淡黄色至金黄色重质玻璃晶粒。 

溶解性 不溶于水和醇。微溶于强酸。溶于氢氟酸。 

主要用途 用于陶瓷及耐火性纺织品，用于油漆及热稳定剂。 

分子式 PbSiO3 分子量 283.29 

熔点（℃） 766 相对密度（水＝1）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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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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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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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外榫槽接缝木箱；螺纹口

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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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酸类、 氧化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混运。运输时

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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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1】硅酸四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酸四乙酯 中文别名 四乙氧基硅烷； 

正硅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silicate 英文别名 TEOS； 

Tetraethyl orthosilicate 

CAS 号 78-10-4 危险货物编号 33609 

UN 编号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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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其蒸气或雾对眼睛、

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接触后能引起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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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明火、氧化剂能引起燃烧；当加热分解时放出有毒的气体，遇氧化剂能发

生反应。遇水能逐渐水解放出刺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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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硅。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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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防毒面具，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

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

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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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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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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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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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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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棕色液体，略有香味。易水解。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电子工业用绝缘材料，涂料，光学玻璃处理剂，凝结剂，有机合成，制备有机硅

的溶剂。 

分子式 C8H20O4Si；CH3CH2OSi

（OCH2CH3）3 

分子量 208.33 

熔点（℃） -77 相对密度（水＝1） 0.933 

沸点（℃） 1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2 

闪点（℃）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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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28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17.9(20℃) 爆炸上限（％） 23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04 pH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6270 mg/kg(大鼠经口)；5878 mg/kg(兔经皮)。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24h），重度刺激。家兔经眼：1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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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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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

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

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

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

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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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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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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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722】硅铁锂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硅铁锂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Lithium ferrosilicon 英文别名 Iron lithium silicide 

CAS 号 64082-35-5 危险货物编号 43028 

UN 编号 283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易燃物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3 类 遇湿易燃物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食入可引起恶心、腹痛和呕吐。对眼睛、皮肤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作用。吸入遇湿放出的蒸气有高毒。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害，应特别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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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或明火可爆; 遇水产生氢气易爆。遇水易燃; 遇水产生易燃氢气和四氢化硅

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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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铁锂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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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干粉、干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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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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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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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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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FeLiSi 分子量 90.8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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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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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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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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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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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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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4.3 类遇湿易燃物品。 

【4-723】癸二酰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癸二酰氯 中文别名 氯化癸二酰 

英文名称 Sebacoyl Chloride 英文别名 Sebacoyl dichloride 

CAS 号 111-19-3 危险货物编号 81116 

UN 编号 3129/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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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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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

气短、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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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氧化剂能燃烧，并散发出有毒气体。 

燃烧性 可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丙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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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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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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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砂土或其

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

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

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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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

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

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

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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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

H 发泡剂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加强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

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溶于醚、烃类。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16Cl2O2 分子量 239.14 

熔点（℃） -2.5 相对密度（水＝1） 1.12 

沸点（℃） 22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1.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40(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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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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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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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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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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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碱类、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

运输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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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1-癸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癸烯 中文别名 正癸烯 

英文名称 1-Decene 英文别名 Dec-1-ene; Decylene 

CAS 号 872-05-9 危险货物编号 33515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高浓度蒸气对眼、呼吸道有轻度刺激性，有弱麻醉作用。本品的固体或液体对皮

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对鱼类应给予特别注意。还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

大气和饮用水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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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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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若遇高

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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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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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充装要控

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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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醇。 

主要用途 用于香精、香料、药品、染料、油脂、树脂等的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20 分子量 140.27 

熔点（℃） -66.3 相对密度（水＝1） 0.74 

沸点（℃） 17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83 

闪点（℃） 4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95.7℃) 

引燃温度（℃） 235 燃烧热（KJ/mol） 6612.7 

自燃温度（℃） 23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1 爆炸下限（％） 0.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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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 10000 mg/ kg（大鼠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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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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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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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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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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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过二硫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二硫酸铵 中文别名 高硫酸铵；过硫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persulfate 英文别名 Ammonium 

peroxydisulfate 

CAS 号 7727-54-0 危险货物编号 51504 

UN 编号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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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后引起鼻炎、喉炎、气短和咳嗽等。眼、皮

肤接触可引起强烈刺激、疼痛甚至灼伤。口服引起腹痛、恶心和呕吐。长期皮肤

接触可引起变应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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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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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或撞击时即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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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腐蚀性、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氧化硫。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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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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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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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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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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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应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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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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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环境中，

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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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单斜晶体，有时略带浅绿色，有潮解性。 

溶解性 易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漂白剂、照相材料、分析试剂等。 

分子式 (NH4)2S2O8 分子量 228.20 

熔点（℃） 120 相对密度（水＝1） 1.98 

沸点（℃） 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9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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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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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25℃, 1min H2O)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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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82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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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袋或两层牛皮纸袋的钢桶或木箱包装。每桶（箱）净重 25kg

或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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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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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过二硫酸钾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二硫酸钾 中文别名 高硫酸钾；过硫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peroxydisulfate 英文别名 Potassium persulfate 

CAS 号 7727-21-1 危险货物编号 51504 

UN 编号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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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本品粉尘对鼻、喉和呼吸道有刺激性，引起咳嗽及胸部不适。对眼有刺激性。

吞咽刺激口腔及胃肠道，引起腹痛、恶心和呕吐。慢性影响：过敏性体质者接触

可发生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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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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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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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氧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空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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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与可燃物

混合会爆炸，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禁止用砂土压盖。 

灭火剂 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的灭火剂灭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戴橡胶

手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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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干燥、洁净、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

器移离泄露区。大量泄漏：泄漏物回收后，用水冲洗泄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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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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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防止受潮。应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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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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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隔绝式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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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气味，有潮解性。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主要用途 用作漂白剂、还原剂、照相药品、分析试剂、聚合促进剂等。 

分子式 K2S2O8 分子量 2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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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 1067 相对密度（水＝1） 2.47 

沸点（℃） 16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9.3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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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醇类。易燃物如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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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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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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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7】过二碳酸二-(2-乙基己)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二碳酸二-(2-乙基己)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碳酸双(2-乙基

己)酯；引发剂 EHP 

英文名称 Di-(2-ethylhexyl)peroxydic

arbonate 

英文别名 2-Ethylhexyl 

percarbonate；Initiating 

agent EHP 

CAS 号 16111-62-9 危险货物编号 5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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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编号 3113/3115/311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属低毒物质。受热分解放出有腐蚀性和刺激性的

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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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在室温下迅速分解，其蒸气接触空气能自燃。受热或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与

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和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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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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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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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充装要控

制流速，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工业纯品控制在-20℃以下。远离火种、热源。防止

阳光直射。应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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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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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有令人不愉快气味的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乙烯、氯乙烯、苯乙烯、醋酸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等的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8H34O6 分子量 346.46 

熔点（℃） <-57 相对密度（水＝1） 1.072 

沸点（℃） 401.1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0.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酸类、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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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102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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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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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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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8】过二碳酸二-(3-甲氧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二碳酸二-(3-甲氧丁)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碳酸二-3-甲氧

丁酯 

英文名称 Di-3-methoxybutyl peroxy 

dicarbonate 

英文别名 bis(3-methoxybutyl) 

peroxydicarbonate 

CAS 号 52238-68-3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昏睡或眩

晕。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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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加热可能起火。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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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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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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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2H22O8 分子量 294.3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32 

沸点（℃） 3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39.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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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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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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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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29】过二碳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二碳酸钠 中文别名 过氧碳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peroxycarbonate 英文别名 Sodium carbonate 

peroxide 

CAS 号 3313-92-6 危险货物编号 51503 

UN 编号 1479/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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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误吞咽会中毒。粉尘刺激眼睛和黏膜。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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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可燃材料如木、草、棉花、糖或植物油的混合物易着火并猛烈燃烧。遇水、酸

生成过氧化氢继而遇热放氧；遇有机物易燃。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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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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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用水冲洗，再用湿布擦净。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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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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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仓间内。防止容器破损、受潮。严禁与可燃物、有机物、酸

类物品或易氧化物共储混运。避免存放在木质地板上。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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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自由流动白色粒状的粉末。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作漂白剂和氧化剂，以及化工、造纸、纺织、染整、食品、医药、卫生等

部门的去污剂、清洗剂、杀菌剂。 

分子式 C2Na2O6 分子量 166.00 

熔点（℃） 851 相对密度（水＝1） 0.90 (20ºC) 

沸点（℃） 30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5.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可燃物、有机物、酸类。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205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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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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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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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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类氧化剂。 

【4-730】过硫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硫酸钠 中文别名 过二硫酸钠；高硫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persulfate 英文别名 Sodium peroxydisulfate 

CAS 号 7775-27-1 危险货物编号 51504 

UN 编号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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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对眼、上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某些敏感个体接触本品后，可能发生皮疹

和（或）哮喘。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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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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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乙 

有害燃烧产物 H2SO4、O3、SO2、Na2SO4、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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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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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

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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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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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

粉末、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

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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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碱类、醇类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高浓度环境中，

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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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晶状粉末，无臭。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漂白剂、氧化剂、乳液聚合促进剂。 

分子式 Na2O8S2 分子量 238.13 

熔点（℃） 100 相对密度（水＝1） 2.4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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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粉末、强碱、醇类、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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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226mg／kg(小鼠腔膜内)。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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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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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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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1】过氯酰氟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氯酰氟 中文别名 氟化过氯氧；氟化过氯酰 

英文名称 Perchloryl fluoride 英文别名 Chloryl fluoroxide；

Chlorine oxyfluoride 

CAS 号 7616-94-6 危险货物编号 23036 

UN 编号 308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有毒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3 类 有毒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加压液体会造成皮肤灼伤。吸入会造成呼吸困难、意识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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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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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燃气体或蒸气、氰化钾、硫氰化钾、氧化氮等发生爆炸性反应。

与含氮碱类（如异丙胺、苯胺、苯肼等）反应生成爆炸性产物。受热分解产生有

毒的烟气。 

燃烧性 助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氟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迅速切断气源，用水

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 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

泄漏时隔离 450m，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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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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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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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密闭型防毒服，戴乳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

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与还原剂、胺类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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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还原剂、易（可）燃物、胺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密闭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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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一种带甜味的无色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制药及国防工业中作为氟化剂、氧化剂。 

分子式 ClFO3 分子量 102.45 

熔点（℃） -146 相对密度（水＝1） 1.434(液体，-20℃) 

沸点（℃） -4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637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5.37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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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 385 PPM/4 小时（大鼠吸入），630 PPM/4 小时（小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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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空容器归还厂商。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

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并

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还原剂、易燃物或可燃物、胺类等混装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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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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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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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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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2.3 类有毒气体。 

【4-732】过硼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硼酸钠 中文别名 高硼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perborate 英文别名 Sodium peroxometaborate 

CAS 号 15120-21-5/ 

7632-04-4/ 

11138-47-9 

危险货物编号 51505 

UN 编号 1479/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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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呼吸道粘膜有强烈刺激性。口服腐蚀消化道，可致胃肠出血。该品对眼和皮

肤有刺激和腐蚀性。长期接触能引起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呕吐和贫血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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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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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加热时可能发生爆炸。遇潮气逐渐分解。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气、氧化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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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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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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

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

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

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

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

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

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

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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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0℃。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还原剂、易（可）燃物、酸类、食用化学品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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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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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颗粒或结晶性粉末，味咸。 

溶解性 可溶于酸、碱及甘油中，微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漂白剂、杀菌剂、脱臭剂、洗涤剂中的添加等。 

分子式 NaBO3·4H2O 分子量 153.88 

熔点（℃） 63 相对密度（水＝1） 1.73 

沸点（℃） 130～15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0～11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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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潮湿空气、易燃或可燃物、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受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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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 mg／kg（小鼠口服），12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眼：5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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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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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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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3】过新庚酸-1,1-二甲基-3-羟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新庚酸-1,1-二甲基-3-羟

丁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1,1-Dimethyl-3-hydroxybu

tylperoxy neoheptanoate 

英文别名 (4-hydroxy-2-methylpenta

n-2-yl)oxy 

4,4-dimethylpentaneperox

oate 

CAS 号 110972-57-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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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CO、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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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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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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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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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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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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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3H26O4 分子量 246.3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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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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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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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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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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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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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34】过新癸酸叔己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新癸酸叔己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peroxyneodecanoat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2-ethyl-2,5-dimethylhexan

eperoxoate 

CAS 号 26748-41-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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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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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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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加热可能起火。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CO、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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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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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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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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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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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乙烯、氯乙烯、醋酸乙烯等烯烃类聚合的引发剂，与热稳定性较高的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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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配合，在高压聚合乙烯时作引发剂，也可用于橡胶、油漆行业。 

分子式 C14H28O3 分子量 244.3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06 

沸点（℃） 281.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7.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0467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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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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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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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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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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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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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35】过氧-3,5,5-三甲基己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3,5,5-三甲基己酸叔

丁酯 

中文别名 叔丁基过氧化-3,5,5-三甲

基己酸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英文别名 Trigonox 4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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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oxy-3,5,5-trimethylhexa

noate 

CAS 号 13122-18-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10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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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CO、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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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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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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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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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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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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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易溶于醇、酯、醚、烃类有机溶剂，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反应（如乙烯、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烯丙基化合物）的引发剂。 

分子式 C13H26O3 分子量 230.34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0.897 

沸点（℃） 312.3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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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5-1.431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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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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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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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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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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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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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6】过氧苯甲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苯甲酸叔丁酯 中文别名 叔丁基过苯甲酸酯； 

过苯甲酸特丁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peroxybenzoat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perbenzoate； 

TBPB 

CAS 号 614-45-9 危险货物编号 52076 

UN 编号 2890/310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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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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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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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三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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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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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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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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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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略有芳香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化学中间体、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1H14O3 分子量 194.23 

熔点（℃） 8 相对密度（水＝1） 1.02 

沸点（℃） 112(分解)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6.7 

闪点（℃） 9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44(5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9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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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1012mg/kg(大鼠经口)，914 mg/kg(小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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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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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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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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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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37】过氧丁烯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丁烯酸叔丁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叔丁基丁烯酸酯；

过氧化巴豆酸叔丁酯 

英文名称 tert-Butyl peroxy butenoate 英文别名 tert-Butyl peroxy 

crotonate ； tert-butyl 

2-buteneperoxoate 

CAS 号 23474-91-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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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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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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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三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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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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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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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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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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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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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化学中间体、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8H14O3 分子量 158.1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64 

沸点（℃） 169.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5.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5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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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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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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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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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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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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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38】过氧化苯甲酸叔戊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苯甲酸叔戊酯 中文别名 叔戊基过氧苯甲酸酯 

英文名称 2-methylbutan-2-yl 

benzenecarboperoxoate 

英文别名 t-amyl peroxybenzoate；

ESP 5100 

CAS 号 4511-39-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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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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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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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三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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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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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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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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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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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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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化学中间体、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2H16O3 分子量 208.2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42 

沸点（℃） 29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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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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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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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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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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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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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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39】过氧化丙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丙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丙酰 

英文名称 propanoyl 

propaneperoxoate 

英文别名 Propionyl peroxide 

CAS 号 3248-28-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蒸气或烟雾对眼睛、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

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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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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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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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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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三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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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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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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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磷、

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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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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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化学中间体、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6H10O4 分子量 146.1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86 

沸点（℃） 16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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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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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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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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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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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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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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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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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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0】过氧化二-(2,4-二氯苯甲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2,4-二氯苯甲

酰) 

中文别名 双(2,4-二氯苯甲酰)过氧

化物； 

2,4-二氯过氧化苯甲酰 

英文名称 2,4-Dichlorobenzoyl 

peroxide；DCBP 

英文别名 Di-2,4-dichlorobenzoyl 

peroxide；

Bis(2,4-dichlorobenzoyl) 

peroxide 

CAS 号 133-14-2 危险货物编号 52048 

UN 编号 2137/3102/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强烈刺激及致敏作用。进入眼内可造成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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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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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干燥状态下，受摩擦、震动、撞击可引起爆炸。受热剧烈分解发生爆

炸。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刺激

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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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场中容器若以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雾状水或 10%碱性液、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用砂土混合然后逐渐倒至 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放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畅所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明火

管理，防火防爆，戴好防护用具，不得穿化纤衣服，使用防爆型的通风设备。产

品干品极不稳定，湿品操作时避免与还原剂、硫酸接触。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专人保管。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

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必须密封完整。防止受潮。低温储存。促进剂等分开

存放。不宜久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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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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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至浅黄色结晶粉末或片状带滑感的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丙酮，易溶于苯、氯仿。 

主要用途 树脂锚杆固化剂，硅橡胶常用硫化剂。 

分子式 C14H6Cl4O4 分子量 380.01 

熔点（℃） 4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26 

沸点（℃） 4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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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28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6.0~8.0(1%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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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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硫酸、磷、木炭、锯末、有机易燃物 。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明火、高温、磨擦、撞击、失去水分后危险。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225mg／kg(小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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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厚 0.5 毫米，每桶净重不超

过 5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零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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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外加花格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

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

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1】过氧化二-(4-氯苯甲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4-氯苯甲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对氯苯甲酰 

英文名称 4-Chlorobenzoylperoxide 英文别名 Bis(4-chlorophenyl)perox

yanhydride 

CAS 号 94-17-7 危险货物编号 52047 

UN 编号 3102/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对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性。热解内释放出有毒氯化氢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https://www.chemsrc.com/en/cas/94-17-7_687865.html
https://www.chemsrc.com/en/cas/94-17-7_6878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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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干燥状态下，受摩擦、震动、撞击可引起爆炸。受热剧烈分解发生爆

炸。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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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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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料附近失火，须用

水保持容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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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用砂土混合然后逐渐倒至 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放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畅所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明火

管理，防火防爆，戴好防护用具，不得穿化纤衣服，使用防爆型的通风设备。产

品干品极不稳定，湿品操作时避免与还原剂、硫酸接触。 

储存注意事项 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专人保管。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

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必须密封完整。防止受潮。低温储存。促进剂等分开

存放。不宜久存，以免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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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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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佩戴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粒状物。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4H8Cl2O4 分子量 311.12 

熔点（℃） 137-138 相对密度（水＝1） 1.17 

沸点（℃） 427.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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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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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LD50：500mg/kg（小鼠腹腔）。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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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零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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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外加花格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

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

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2】过氧化二苯甲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苯甲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苯甲酰 

英文名称 Benzo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Dibenzoyl peroxide；

BPO；Perkadox L 

CAS 号 94-36-0 危险货物编号 52045 

UN 编号 2085/3104/310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强烈刺激及致敏作用。进入眼内可造成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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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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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状态下非常易燃，遇热、摩擦、震动或杂质污染均能引起爆炸性分解。急剧

加热时可发生爆炸。与强酸、强碱、硫化物、还原剂、聚和用助催化剂和促进剂

如二甲基苯胺、胺类或金属环烷酸盐接触会剧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碳、苯甲酸、苯、苯甲酸苯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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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料附近失火，须用

水保持容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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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惰性、潮湿的不燃材料混合吸收。

大量泄漏：用水润湿，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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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时以水作稳定剂，一般含水 30％。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还原剂、酸类、

碱类、醇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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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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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或淡黄色细粒，微有苦杏仁气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甲醇，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二硫化碳等。 

主要用途 用作塑料催化剂，油脂的精制，腊的脱色，医药的制造等。 

分子式 C14H10O4 分子量 242.23 

熔点（℃） 103(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33 

沸点（℃） 分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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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80 燃烧热（KJ/mol） 6855.2 

自燃温度（℃） 8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3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46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酸类、碱、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摩擦、震动。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7710mg／kg(大鼠经口)，570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 兔子 ：500 毫克/ 24 小时 、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用控制焚烧法处置。与不燃性物料混合后，再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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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零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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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外加花格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3】过氧化二癸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癸酰 中文别名 引发剂 LDEP； 

双(1-氧代癸基)过氧化物 

英文名称 Didecano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caproyl peroxide；

Peroxide,bis(1-oxodecyl) 

CAS 号 762-12-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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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强烈刺激及致敏作用。进入眼内可造成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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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状态下非常易燃，遇热、摩擦、震动或杂质污染均能引起爆炸性分解。急剧

加热时可发生爆炸。与强酸、强碱、硫化物、还原剂、聚和用助催化剂和促进剂

如二甲基苯胺、胺类或金属环烷酸盐接触会剧烈反应。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碳，壬烷， 十八碳烷，癸酸壬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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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料附近失火，须用

水保持容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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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惰性、潮湿的不燃材料混合吸收。

大量泄漏：用水润湿，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

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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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时以水作稳定剂，一般含水 30％。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还原剂、酸类、

碱类、醇类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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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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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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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20H38O4 分子量 342.51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36 

沸点（℃） 4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酸类、碱、醇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摩擦、震动。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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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零担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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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外加花格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4】过氧化二琥珀酸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琥珀酸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双丁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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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丁二酰 

英文名称 4-(3-carboxypropanoylpero

xy)-4-oxobutanoic acid 

英文别名 succinic acid peroxide；

alfozono；alphozone 

CAS 号 123-23-9 危险货物编号 52052 

UN 编号 2135 /310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黏膜和皮肤有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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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min。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10～15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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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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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光或受热易分解。经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

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在物料附近失火，需

用水保持容器冷却。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灭火剂 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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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戴橡胶手套。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如木材、纸、油等)接

触。用雾状水保持泄漏物湿润。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惰性、湿润的

不燃材料吸收泄漏物，用洁净的非火花工具收集于一盖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待

处理。大量泄漏：用水润湿，并筑堤收容。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

室或限制性空间。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远离易燃、

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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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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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库温不宜超过 10℃。

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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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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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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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为白色细粉末，无臭，有酸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微溶于乙醇、丙酮，不溶于乙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催化剂、除臭剂、防腐剂、不饱和聚酯固化剂。 

分子式 C8H10O8 分子量 234.16 

熔点（℃） 125(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5040 

沸点（℃） 296.4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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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570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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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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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5】过氧化二碳酸二(十八烷基)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碳酸二(十八烷

基)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十八烷基)二碳

酸酯；过氧化二碳酸二硬

脂酰酯 

英文名称 Distearyl 

Peroxydicarbonate 

英文别名 Peroxyoxalic Acid 

Dioctadecyl Ester; 

Peroxyoxalic Acid 

Distearyl Ester; 

Dioctadecyl 

Peroxydicarbonate 

CAS 号 52326-66-6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黏膜和皮肤有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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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min。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10～15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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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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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光或受热易分解。经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

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在物料附近失火，需

用水保持容器冷却。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灭火剂 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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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戴橡胶手套。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如木材、纸、油等)接

触。用雾状水保持泄漏物湿润。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惰性、湿润的

不燃材料吸收泄漏物，用洁净的非火花工具收集于一盖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待

处理。大量泄漏：用水润湿，并筑堤收容。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

室或限制性空间。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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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远离易燃、

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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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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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库温不宜超过 10℃。

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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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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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38H74O6 分子量 627.0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28 

沸点（℃） 635.1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50.9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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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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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6】过氧化二碳酸二苯甲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碳酸二苯甲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苄基二碳酸酯 

英文名称 Diphenylmethyl 

peroxydicarbonate 

英文别名 Bis-benzyloxycarbonyl-pe

roxyd；  

Dibenzyl-peroxydicarbon

at 

CAS 号 2144-45-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黏膜和皮肤有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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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min。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10～15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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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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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光或受热易分解。经摩擦、震动或撞击可引起燃烧或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

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灭火。在物料附近失火，需

用水保持容器冷却。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 

灭火剂 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禁止用砂土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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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戴橡胶手套。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如木材、纸、油等)接

触。用雾状水保持泄漏物湿润。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惰性、湿润的

不燃材料吸收泄漏物，用洁净的非火花工具收集于一盖子较松的塑料容器中，待

处理。大量泄漏：用水润湿，并筑堤收容。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

室或限制性空间。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远离易燃、

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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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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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库温不宜超过 10℃。

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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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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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6H14O6 分子量 302.28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82 

沸点（℃） 403.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7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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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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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7】过氧化二碳酸二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碳酸二乙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乙基二碳酸酯 

英文名称 Diethylperoxydicarbonate 英文别名 Diethyl peroxydiformate； 

Ethyl peroxycarbonate 

CAS 号 14666-78-5 危险货物编号 52084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31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有腐蚀性的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常温下能分解，引起燃烧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

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具爆炸性，本品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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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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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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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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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冷却，防止

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

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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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

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工业纯品控制在-20℃以下。远离火种、热源。应与

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等分开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

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轻装轻卸。禁止震动、撞击和

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聚合用引发剂。 

分子式 C6H10O6 分子量 178.1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09 

沸点（℃） 177.1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3.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6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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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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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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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用 5%氢氧化钠水溶液或苏打灰中和，接着加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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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8】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 中文别名 过氧重碳酸二异丙酯； 

引发剂 IPP 

英文名称 Diisopropyl 

peroxydicarbonate 

英文别名 Propan-2-yl 

propan-2-yloxycarbonylo

xy carbonate；Perkadox 

IPP；Peroyl IPP 

CAS 号 105-64-6 危险货物编号 52086 

UN 编号 2133/213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动物实验表明，本品对眼有强烈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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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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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温度、震动、撞击及接触酸、碱等化学品特别敏感，极易分解而引起爆炸。 

燃烧性 具爆炸性，本品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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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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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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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

情况下堵漏。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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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

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必须用二甲苯等稀释后于-10℃冰箱中储存或运输。或用透气容器在-10℃处储

存。工业纯的品种最高运输温度为-15℃。应与碱类、酸类、还原剂、硫、磷等

分开存放。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禁止撞击和震荡。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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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低温时为无色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烃类，醚、酯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8H14O6 分子量 206.19 

熔点（℃） 12 相对密度（水＝1） 1.08 

沸点（℃） 2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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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79.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45（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3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140mg／kg(大鼠经口)；2025mg／mg(大鼠经皮)。 

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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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49】过氧化二乙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乙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乙酰 

英文名称 Acetylperoxide； 英文别名 Diacetylperoxide 

CAS 号 110-22-5 危险货物编号 52037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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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有腐蚀性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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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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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常温下能分解，引起燃烧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

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具爆炸性，本品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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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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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

情况下堵漏。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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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

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必须用二甲苯等稀释后于-10℃冰箱中储存或运输。或用透气容器在-10℃处储

存。工业纯的品种最高运输温度为-15℃。应与碱类、酸类、还原剂、硫、磷等

分开存放。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禁止撞击和震荡。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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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结晶。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乙醇和乙醚，微溶于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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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树脂的引聚。催化剂。 

分子式 C4H6O4 分子量 118.09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1.18 

沸点（℃） 6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39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眼- 兔子 ：60 毫克/ 1 分 、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0】过氧化二异丁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异丁酰 中文别名 二异丁酰基过氧化物； 

引发剂 LQ-DIPB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13 

英文名称 Diisobutyr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Peroxide, 

bis(2-methyl-1-oxopropyl

) 

CAS 号 3437-84-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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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还原剂、硫、磷等混合可爆; 干燥时摩擦、光照、受热、撞击可爆。遇有机物、

还原剂、硫、磷等易燃物及明火、光照、撞击可燃; 燃烧产生刺激烟雾。 

燃烧性 具爆炸性，本品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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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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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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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

情况下堵漏。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转移到安全场所。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远离易燃、

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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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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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光照。库温不宜超过 10℃。

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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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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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高浓度环境中，佩带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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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于聚氯乙烯、乙烯、有机玻璃等行业中作高分子聚合物引发剂。 

分子式 C8H14O4 分子量 174.19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817 

沸点（℃） 2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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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酸、强碱、强氧化物、还原剂和污染物。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光照、受热、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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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1】过氧化二月桂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月桂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双月桂酰； 

过氧化十二酰 

英文名称 Dodecano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Dilauroyl peroxide；

Lauroyl peroxide 

CAS 号 105-74-8 危险货物编号 52044 

UN 编号 2124/3106/31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粉尘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可引起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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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时可能发生爆炸。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

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具爆炸性，本品易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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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

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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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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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于通风、低温的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必须

密封完整。防止吸水结块。防止受潮。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

胺类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

摩擦。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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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车间应配备急救设

备及药品。严禁皮肤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粉末，稍有异臭。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醇，溶于油类、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不饱和聚酯交联剂，聚合用引发剂和食品工业中的漂白剂。 

分子式 C24H46O4 分子量 398.62 

熔点（℃） 53～55 相对密度（水＝1） 0.91 

沸点（℃） 441.7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3.7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最大爆炸压力(100kPa)：

6.2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活化能(kcal／mol)：30.7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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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摩擦、光照、受热、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84mg／kg(小鼠皮下)。 

刺激性 家兔经眼：500mg/24 小时，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

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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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2】过氧化二正辛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正辛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正辛酰 

英文名称 Octaneperoxoic Acid 

1-Oxooctyl Ester 

英文别名 Peroxycaprylic Acid 

Caprylyl Ester；Capryl 

Peroxide 

CAS 号 762-16-3 危险货物编号 52039 

UN 编号 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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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有机物, 还原材料助燃; 热分解辛辣刺激烟雾。与还原有机材料混合可燃烧, 

后可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泡沫, 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

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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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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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于通风、低温的库房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必须

密封完整。防止吸水结块。防止受潮。应与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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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类等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

摩擦。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6H30O4 分子量 286.41 

熔点（℃） 29 相对密度（水＝1） 0.955 

沸点（℃） 353.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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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

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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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3】过氧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钙 中文别名 二氧化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peroxide 英文别名 无资料 

CAS 号 1305-79-9 危险货物编号 51006 

UN 编号 145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粉尘对眼、鼻、喉及呼吸道有刺激性。口服刺激胃肠道，发生恶心、呕吐等。

长期反复接触引起皮肤及眼部损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无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衣着，先用植物油和矿物油清洗，再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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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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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潮气逐渐分解。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燃烧性 助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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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灭火。严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扑救。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

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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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

止吸潮。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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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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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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臭无味，有潮解性。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酸。 

主要用途 用作增氧剂、杀菌剂、防腐剂、抗发酵剂、种子消毒剂、油类漂白剂等。 

分子式 CaO2 分子量 72.08 

熔点（℃） 366（分解） 相对密度（水＝1） 2.92 

沸点（℃） 150.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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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酸类、易燃或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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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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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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4】过氧化环己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环己酮 中文别名 1-过氧化氢环己基 

英文名称 Cyclohexanone peroxide 英文别名 1-Hydroperoxycyclohexyl

-1-hydroxycyclohexyl 

peroxide；

Peroxycyclohexanone 

CAS 号 78-18-2 危险货物编号 52034 

UN 编号 2117/2118/2119/289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1(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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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头痛、恶心与呕吐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干燥状态下极易分解和燃烧爆炸，加热后能产生爆炸着火。与过渡金属化合物接

触时，常温下即可着火。对撞击、摩擦敏感，易发生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遇大火切勿轻易接近。在物料附近失火，须用

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剂 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惰性、潮湿的不燃材料混合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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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远离易燃、

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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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易（可）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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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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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长期反复接触。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及淡黄色针状结晶或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丙酮、醇、石油醚、酸。 

主要用途 用作橡胶、塑料合成中的交联剂和引发剂。 

分子式 C12H22O5 分子量 246.31 

熔点（℃） 76～80 相对密度（水＝1） 1.1521 

沸点（℃） 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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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2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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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毒。LD50 88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 兔子：80  毫克/ 1 小时 、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

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装入塑料桶，密封后再装入全木箱，每箱净

重不超过 20 公斤。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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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5】过氧化甲基乙基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甲基乙基酮 中文别名 过氧化丁酮 

英文名称 Ethyl methyl ketone 

peroxide 

英文别名 2-Butanone peroxide；

Methyl ethyl ketone 

peroxide 

CAS 号 1338-23-4 危险货物编号 52032 

UN 编号 2127/2550/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34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Ⅰ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刺激粘膜，使高铁血红蛋白形成。本品蒸气或雾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后

可引起头痛、嗜睡、恶心、呕吐等。蒸气对眼有刺激性；液体或雾可造成严重眼

损害，甚至可导致失明。皮肤接触可引起灼伤。口服强烈刺激消化道，引起腹痛、

恶心、呕吐、头晕、呼吸困难、流涎和抑郁。大剂量口服引起紫绀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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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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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剂。遇明火、高热、摩擦、震动、撞击，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还原

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炸危险。 

燃烧性 具爆炸性，本品易燃，有

毒，为可疑致癌物，具强

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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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用砂土压盖。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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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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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

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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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通常稀释后储装。储存于阴凉、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

源。防止阳光直射。应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胺类等分开

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分装和搬运

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严禁皮肤直接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有愉快的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 

主要用途 用作不饱和聚酯的交联剂和引发剂，硅橡胶硫化剂。 

分子式 C8H18O4 分子量 174.24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1.042(15℃) 

沸点（℃） 1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1.5~9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105（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177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酸类、碱类、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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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484mg／kg(大鼠经口)；LC50：200×(10
-6

) 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引起刺激。家兔经眼：3mg，引起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控制焚烧法或安全掩埋法处置。慢慢加入约 10 倍重量的 20%

氢氧化钠溶液破坏。反应放热，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破损容器禁止重新使用，要在规定场所掩埋。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装入马口铁听，再装入坚固木箱，箱内用不燃材料填妥实，每箱净重不超过 20

公斤；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所用的包装方法应保证不引起该物质发生爆炸危险。铁路运输时应严

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

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

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

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

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

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

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6】过氧化甲基异丁基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甲基异丁基酮 中文别名 4-氢过氧基-4-甲基-2-戊

酮 

英文名称 Methyl isobutyl ketone 

peroxide 

英文别名 4-hydroperoxy-4-methyl-

2-Pentanone；

4-hydroperoxy-4-methylp

entan-2-one 

CAS 号 28056-59-9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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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头痛、恶心与呕吐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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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状态下极易分解和燃烧爆炸，加热后能产生爆炸着火。与过渡金属化合物接

触时，常温下即可着火。对撞击、摩擦敏感，易发生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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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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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

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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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通常稀释后储装。储存于阴凉、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

源。防止阳光直射。应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胺类等分开

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分装和搬运

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避免长期反复接触。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6H12O3 分子量 132.1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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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231.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011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7】过氧化氢苯甲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苯甲酰 中文别名 过苯甲酸；过氧苯甲酸 

英文名称 Benzenecarboperoxoicacid 英文别名 Benzoyl hydrogen 

peroxide；PBA 

CAS 号 93-59-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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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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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头痛、恶心与呕吐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机过氧化物，与还原剂、酸、碱类及硫、磷混合，有成为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

加热极易分解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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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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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

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到空旷处焚烧。被污染地面用肥皂或洗涤剂刷洗，经稀

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

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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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接、切割等

作业。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还原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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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通风良好的不燃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

与酸类、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胺类等分开存放。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分装和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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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避免长期反复接触。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白色棱柱形结晶体。 

溶解性 微溶于水，不溶于甲醇，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6O3 分子量 138.12 

熔点（℃） 42 相对密度（水＝1） 1.275 

沸点（℃） 80~10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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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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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8】过氧化氢二叔丁基异丙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二叔丁基异丙基

苯 

中文别名 二-(叔丁基过氧)异丙基

苯；交联剂 BIPB 

英文名称 Bis(tert-butyldioxyisoprop

yl)benzene 

英文别名 1,2-bis(2-(tert-butylperox

y)propan-2-yl)benzene 

CAS 号 25155-25-3 危险货物编号 52022 

UN 编号 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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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头痛、恶心与呕吐等。 

环境危害 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有机过氧化物，与还原剂、酸、碱类及硫、磷混合，有成为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

加热极易分解爆炸。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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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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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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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长期反复接触。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固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应用于四丙氟橡胶(TP-2)、饱和氢化丁腈(HNBR)等橡胶和塑料等的交联剂。 

分子式 C20H34O4 分子量 338.48 

熔点（℃） 44-48 相对密度（水＝1） 1.63 

沸点（℃）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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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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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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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

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59】过氧化氢[含量＞8%]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 中文别名 双氧水 

英文名称 Hydrogen peroxide 英文别名 Hydrogen dioxide 

CAS 号 7722-84-1 危险货物编号 51001 

UN 编号 2015/2014/298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1 类 氧化剂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眼直接接触液体可致不可逆损伤甚至

失明。口服中毒出现腹痛、胸口痛、呼吸困难、呕吐、一时性运动和感觉障碍、

体温升高等。个别病例出现视力障碍、癫痫样痉挛、轻瘫。长期接触本品可致接

触性皮炎。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是有毒。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爆炸性强氧化剂。过氧化氢自身不燃，但能与可燃物反应放出大量热量和氧气而

引起着火爆炸。过氧化氢在 pH 值为 3.5～4.5 时最稳定，在碱性溶液中极易分解，

在遇强光，特别是短波射线照射时也能发生分解。当加热到 100℃以上时，开始

急剧分解。它与许多有机物如糖、淀粉、醇类、石油产品等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在撞击、受热或电火花作用下能发生爆炸。过氧化氢与许多无机化合物或杂质接

触后会迅速分解而导致爆炸，放出大量的热量、氧和水蒸气。大多数重金属（如

铜、银、铅、汞、锌、钴、镍、铬、锰等）及其氧化物和盐类都是活性催化剂，

尘土、香烟灰、碳粉、铁锈等也能加速分解。浓度超过 69%的过氧化氢，在具

有适当的点火源或温度的密闭容器中，会产生气相爆炸。 

燃烧性 助燃，具强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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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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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雾状水、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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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大

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

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泵转移至槽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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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

场所空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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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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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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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微弱的特殊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醇、醚，不溶于苯、石油醚。 

主要用途 用于漂白，用于医药，也用作分析试剂。 

分子式 H2O2 分子量 34.01 

熔点（℃） -11 相对密度（水＝1） 1.4067 

沸点（℃） 15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1 

闪点（℃） 10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1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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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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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铁、铁盐、锌、活性金属粉末。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34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2000 mg／kg(小鼠经口)；LC50:2000 mg /m
3
/4h（大鼠吸入）。 

刺激性 眼睛-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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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水稀释后，发生分解放出氧气，待充分分解后，

把废液排入废水系统。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大包装：塑料桶（罐），容器上部应有减压阀或通气口，容器内至少有 10％余量，

每桶（罐）净重不超过 50 公斤。试剂包装：塑料瓶，再单个装入塑料袋内，合

装在钙塑箱内。 

运输注意事项 双氧水应添加足够的稳定剂。含量≥40% 的双氧水，运输时须经铁路局批准。

双氧水限用全钢棚车按规定办理运输。试剂包装（含量＜40% ），可以按零担办

理。设计的桶、罐、箱，须包装试验合格，并经铁路局批准；含量≤3%的双氧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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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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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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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0】过氧化氢叔丁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叔丁基 中文别名 过氧化叔丁醇；过氧化氢

第三丁基；叔丁基过氧化

氢 

英文名称 tert-Butyl hydroperoxide 英文别名 Butylhydroperoxid；TBHP 

CAS 号 75-91-2 危险货物编号 52017 

UN 编号 2093/3105/31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7(易

燃液体)，1(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及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

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气短、头痛、恶心及呕吐等。可引起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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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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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阳光曝晒、撞击或与还原剂以及易燃物硫、磷接

触时, 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刺激

性，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遇大火切勿轻易接近。在物料附近失火，须用

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剂 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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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惰性、潮湿

的不燃材料混合吸收。收入塑料桶内。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

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

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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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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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震动、撞击

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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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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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水白色液体。一般商品为非挥发性溶剂的溶液。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和氢氧化钠水溶液。 

主要用途 用作催化剂、漂白粉和除臭剂、不饱和聚酯的交联剂、聚合用引发剂、橡胶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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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分子式 C4H10O2；(CH3)3COOH 分子量 90.12 

熔点（℃） -2.8 相对密度（水＝1） 0.937 

沸点（℃） 37 (15 mmHg)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07 

闪点（℃） 26.7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250（爆炸） 饱和蒸汽压（KPa） 2.27(35～37℃)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0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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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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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410 mg/kg(大鼠经口)，790 mg/kg(大鼠经皮) ；LC50：1840mg/m
3，

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 兔子：500 毫克/ 24 小时；眼睛- 兔子：100 毫克/ 24 小时、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高密度聚乙烯桶。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

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

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

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

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1】过氧化氢四氢化萘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四氢化萘 中文别名 1,2,3,4-四氢-1-萘基氢过

氧化物 

英文名称 Tetrahydronaphthyl 英文别名 1,2,3,4-Tetrahydro-1-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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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peroxide hthyl Hydroperoxide；

1-Hydroperoxytetralin 

CAS 号 771-29-9 危险货物编号 52025 

UN 编号 2136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7(易

燃液体)，1(爆炸品)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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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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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热、阳光曝晒、撞击或与还原剂以及易燃物硫、磷接

触时, 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刺激

性，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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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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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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0H12O2 分子量 164.2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64 

沸点（℃） 310.8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1.8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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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酸、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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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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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2】过氧化氢异丙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异丙苯 中文别名 过氧化羟基异丙苯； 

异丙苯基过氧化氢； 

过氧化羟基茴香素 

英文名称 Cumyl hydroperoxide 英文别名 1-Mmethyl-1-phenylethyl

hydroperoxide； 

alpha,alpha-Dimethylbenz

ylhydroperoxide；Cumene 

hydroperoxide 

CAS 号 80-15-9 危险货物编号 52021 

UN 编号 2116/31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有害。高浓度时，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强烈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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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刺激

性，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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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40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硫、

磷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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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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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通常商品为 80％异丙苯溶液。 

溶解性 微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丙酮。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催化剂、交联剂。 

分子式 C9H12O2 分子量 152.19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1.05 

沸点（℃） 15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5.4 

闪点（℃） 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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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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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铜、铅和它们的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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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50：380mg／kg(大鼠经口)，500mg／kg(大鼠经皮)；LC50：220ppm 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轻度；眼睛-兔子：1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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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3】过氧化叔丁基异丙基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基苯 中文别名 1,1-二甲基乙基-1-甲基

-1-苯基乙基过氧化物；硫

化剂 TBCP；交联剂

TBCP 

英文名称 tert-Butyl cum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2-tert-butylperoxypropan-

2-ylbenzene；Luperco 

801-XL；Trigonox T 

CAS 号 3457-61-2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有害。高浓度时，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强烈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有污染，禁止进入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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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刺激

性，具致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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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硫、

磷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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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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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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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微弱气味的透明液体。 

溶解性 与水混溶。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橡胶做硫化剂，具有很好的焦烧安全性。 

分子式 C13H20O2 分子量 208.30 

熔点（℃） 6 相对密度（水＝1） 0.93 

沸点（℃） 249.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40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40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19-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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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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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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酸，碱，铁锈，重金属。 

避免接触条件 火源、热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4】过氧化双丙酮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双丙酮醇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丙酮醇 

英文名称 Diacetone alcohol peroxide 英文别名 2-Pentanone,4-hydroxy-4-

methyl-, peroxide 

CAS 号 54693-46-8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后对身体有害。高浓度时，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

道有强烈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有污染，禁止进入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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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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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过氧化物，受热、光照、猛烈撞击或遇明火、硫酸，均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爆炸性，具刺激

性，具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用惰性的、潮湿的、不燃烧的物料吸收。然后收集转移至安全地带。

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

避免光照。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易燃、可燃物，硫、

磷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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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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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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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溶解性 溶于水。 

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12H22O4 分子量 230.3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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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有机物、还原物、易燃物、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火源、热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5】过碳酸钠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碳酸钠 中文别名 过氧化碳酸钠水合物； 

固体双氧水 

英文名称 Sodium percarbonate； 

SPC 

英文别名 Sodium carbonate 

hydrogen peroxide；

Hydrogen 

peroxide-Sodium 

carbonate adduct 

CAS 号 15630-89-4 危险货物编号 51503 

UN 编号 1479/3378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1（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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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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有害。对眼睛和呼吸道有严重的刺激性或造成灼伤。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水体是稍微有害的，不要将未稀释或大量产品接触地下水，水道或污水系统，

未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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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若呼吸困难，给输氧。若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就医，切勿催吐。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热释放氧气助燃；火场释放有毒氧化钠辛辣刺激烟雾。遇潮气逐渐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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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性 助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立即撤离所有无关人员。穿戴防护用具和自给式呼吸器。保持空气流畅以排泄有

毒气体和分解物。 

灭火剂 水, 二氧化碳, 干粉,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露污染区，撤离所有无关人员。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消

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露物。勿使泄露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

泄露：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露：收集回收或

运到废物处理场进行处理。用大量水冲洗泄露污染区。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产品与眼睛、皮肤和衣服接触。操作时保持周围环境空气流畅。切勿吞食，

切勿吸入粉尘、薄雾、气体。勿在工作环境内饮食、吸烟。避免与易燃物和有机

物接触。容器上应有标签，不使用时保持容器密封。操作后清洗手和其它身体接

触部位。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干燥洁净、通风条件良好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和直接的阳光照射。

室温 40°C 以下，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注意防潮和雨淋。保持容器的密

封，注意标签完好无遗漏。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注意保持

容器压力排泄的正常。雨天不宜运输。应与易燃或可燃物、还原剂、硫、磷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避免与其它易引起产品分解的物质接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保持室内空气通畅，配备空气流通装置。避免粉尘和气雾，勿在密闭的空间内操

作，应经常观测以确定接触危害值，保持接触危害值处于防护标准值之下。 

呼吸系统防护 当作业环境不确定或粉尘多、或者环境危害程度超过上限时，应使用空气呼吸器、

自给式呼吸器、氧气呼吸器、过滤式防毒面具（半、全面罩）防尘口罩等防护器

具。 

眼睛防护 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和防护面具。 

身体防护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穿戴各类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洗眼器，安全淋浴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橡胶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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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溶解性 易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低磷和无磷洗衣粉的原料，在纺织工业中作漂洗剂、还原显色剂，也可单独

作为消毒杀菌剂、除味剂等。牛奶保鲜剂。 

分子式 2Na2CO3·3H2O2或 

Na2CO3·1.5 H2O2 

分子量 156.98 或 313.96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0 

沸点（℃） 333.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69.8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58E-0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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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物、还原剂、硫磷易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水分、潮湿。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400 mg／kg(大鼠经口)，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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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第 52 次常务会议通过），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化劳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

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将该物质化为第 5.1 类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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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6】过氧化乙酰苯甲酰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乙酰苯甲酰 中文别名 乙酰过氧化苯甲酰 

英文名称 Acetyl benzo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Acetyl 

benzenecarboperoxoic；

acetyl 

benzenecarboperoxoate 

CAS 号 644-31-5 危险货物编号 52049 

UN 编号 310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误服和吸入本品有毒。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受热分解放出有腐

蚀性的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与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等接触发生剧烈反应，有燃烧爆

炸危险。遇水或水蒸气反应并放热。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冷却，

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混合然后逐渐倒至 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放

置 24 小时，经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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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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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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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

防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0℃。包装密封。应与还原剂、酸类、碱类、醇

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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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结晶，带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溶于油类、醇、醚、氯仿。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催化剂。 

分子式 C9H8O4 分子量 180.17 

熔点（℃） 36～37 相对密度（水＝1） 1.222 

沸点（℃） 130(2.5kPa)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15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还原剂、酸类、碱类、醇类、水。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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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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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7】过氧化乙酰丙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乙酰丙酮 中文别名 2,4-戊二酮过氧化物 

英文名称 3-(2,4-dioxopentan-3-ylper

oxy)pentane-2,4-dione 

英文别名 2,4-Pentanedione 

peroxide solution；

Luperox 224 

CAS 号 37187-22-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该物质对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破坏巨大。接触、吸入和食入会导致

头晕、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痉挛、腹痛，引起皮肤灼伤。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立即将患者送往医院。求

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求医。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通过口喂任何东西。用水漱口。求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遇热分解易爆。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雾、抗乙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呼吸罩。避免吸入蒸气、烟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人员疏散到安全区域。

如能确保安全，可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泄漏或溢出。不要让产品进入下水道。

围堵溢出，用防电真空清洁器或湿刷子将溢出物收集起来，并放置到容器中去,

根据当地规定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曝露：使用前需要获得专门的指导。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避免吸入蒸气和

烟雾。切勿靠近火源。严禁烟火。远离热源和火源。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原装容器中。使容器保持密闭，储存在干燥通风处。打开了的容器必须仔

细重新封口并保持竖放位置以防止泄漏。贮存在阴凉处。建议的贮存温度：2 - 

8 ℃。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51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10H14O6 分子量 230.22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1.068 

沸点（℃） 6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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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锌、强碱、氧化剂、金属粉末、强氧化剂、金属、铁、铜、胺、强酸、还原剂、

重金属、有机材料、醇类、过氧化物、高锰酸、比如高锰酸钾，镍、黄铜、铁合

铁盐、强还原剂、可溶性碳酸盐和磷酸盐、氢氧化物。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焰和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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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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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8】过氧化异丁基甲基甲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异丁基甲基甲酮 中文别名 4-甲基-2-戊酮过氧化物 

英文名称 Methyl isobutyl ketone 

peroxide 

英文别名 2-Pentanone,4-methyl-,pe

roxide 

CAS 号 37206-20-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造成严重眼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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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立即将患者送往医院。求

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求医。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通过口喂任何东西。用水漱口。求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遇热分解易爆。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雾、抗乙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呼吸罩。避免吸入蒸气、烟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人员疏散到安全区域。

如能确保安全，可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泄漏或溢出。不要让产品进入下水道。

围堵溢出，用防电真空清洁器或湿刷子将溢出物收集起来，并放置到容器中去,

根据当地规定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曝露：使用前需要获得专门的指导。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避免吸入蒸气和

烟雾。切勿靠近火源。严禁烟火。远离热源和火源。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原装容器中。使容器保持密闭，储存在干燥通风处。打开了的容器必须仔

细重新封口并保持竖放位置以防止泄漏。贮存在阴凉处。建议的贮存温度：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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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6H14O3 分子量 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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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物、还原物、易燃物、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焰和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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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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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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69】过氧化二异壬酰[含量≤100%]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化二异壬酰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3,5,5-三甲基)

己酰；催化剂 K 

英文名称 di-n-octanoyl peroxide 英文别名 Di-(3,5,5-trimethyl 

hexanoyl)peroxide 

CAS 号 3851-87-4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6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立即将患者送往医院。求

医。 

眼睛接触 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 

吸入 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求医。 

食入 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通过口喂任何东西。用水漱口。求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是过氧化物，具有强氧化性；对温度、震动、撞击及接触酸、碱等化学品特

别敏感，极易分解而引起爆炸。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 水雾、抗乙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戴呼吸罩。避免吸入蒸气、烟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人员疏散到安全区域。

如能确保安全，可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泄漏或溢出。不要让产品进入下水道。

围堵溢出，用防电真空清洁器或湿刷子将溢出物收集起来，并放置到容器中去,

根据当地规定处理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曝露：使用前需要获得专门的指导。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避免吸入蒸气和

烟雾。切勿靠近火源。严禁烟火。远离热源和火源。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原装容器中。使容器保持密闭，储存在干燥通风处。打开了的容器必须仔

细重新封口并保持竖放位置以防止泄漏。贮存在阴凉处。建议的贮存温度：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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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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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具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丙酮、氯仿等。 

主要用途 用作乙烯基单体自由基聚合反应的引发剂。 

分子式 C18H34O4 分子量 314.46 

熔点（℃） 79 相对密度（水＝1） 0.942 

沸点（℃） 359.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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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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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物、还原物、易燃物、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焰和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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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须报铁路局进行试运，试运期为两年。试运结束后，写出试运报告，

报铁道部正式公布运输条件。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

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公路运输

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

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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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0】过氧新癸酸枯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新癸酸枯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新癸酸异丙基苯

酯；过氧化异丙苯基新癸

酸酯 

英文名称 Cumyl 

peroxyneodecanoate 

英文别名 Neodecaneperoxoic 

acid,1-methyl-1-phenyleth

yl ester 

CAS 号 26748-47-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963/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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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是过氧化物，具有强氧化性；对温度、震动、撞击及接触酸、碱等化学品特

别敏感，极易分解而引起爆炸。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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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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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

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

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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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易流动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 PVC 聚合用引发剂。 

分子式 C19H30O3 分子量 306.44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74 

沸点（℃） 37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08.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0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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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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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1】过氧新戊酸枯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新戊酸枯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新戊酸异丙基苯

酯；过氧化异丙苯基新戊

酸酯 

英文名称 Cumyl peroxypivalate；

Propaneperoxoic 

acid,2,2-dimethyl-, 

1-methyl-1-phenylethyl 

ester 

英文别名 Cumyl perpivalate；

Isopropyl 

phenylperpivalate 

CAS 号 23383-59-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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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是过氧化物，具有强氧化性；对温度、震动、撞击及接触酸、碱等化学品特

别敏感，极易分解而引起爆炸。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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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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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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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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

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

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易流动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用作 PVC 聚合用引发剂。 

分子式 C14H20O3 分子量 236.31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018 

沸点（℃） 294.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95.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6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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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2】1,1,3,3-过氧新戊酸四甲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1,3,3-过氧新戊酸四甲叔

丁酯 

中文别名 2,2-二甲基丙烷过氧酸

-1,1,3,3,-四甲基丁酯 

英文名称 1,1,3,3-tetramethyl 

butyl-1-peroxy pivalate 

英文别名 2,4,4-trimethylpentan-2-yl 

2,2-dimethylpropaneperox

oate 

CAS 号 22288-41-1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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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是过氧化物，具有强氧化性；对温度、震动、撞击及接触酸、碱等化学品特

别敏感，极易分解而引起爆炸。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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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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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

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

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PVC、LDPE、ABS、PS、PMMA 等高分子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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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13H26O3 分子量 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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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3】过氧异丙基碳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异丙基碳酸叔丁酯 中文别名 叔丁基过氧异丙基甲酸

酯 

英文名称 (2-methylpropan-2-yl)oxy 

propan-2-yl carbonate 

英文别名 Carbonoperoxoic 

acid,OO-(1,1-dimethyl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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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O-(1-methylethyl) 

ester 

CAS 号 2372-21-6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0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造成皮肤刺激。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造成严重

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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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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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是过氧化物，具有强氧化性；对温度、震动、撞击及接触酸、碱等化学品特

别敏感，极易分解而引起爆炸。 

燃烧性 具爆炸性，易燃，具强刺

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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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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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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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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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透明溶液。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聚合引发剂。 

分子式 C8H16O4 分子量 176.21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0.994 

沸点（℃） 17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7.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44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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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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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如胺类）、酸、碱和重金属化合物（如促进剂、金属皂等）。 

避免接触条件 火种、明火和热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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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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4】过氧重碳酸二环己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氧重碳酸二环己酯 中文别名 过氧化二碳酸二环己酯；

引发剂 DCPD 

英文名称 cyclohexyl 

cyclohexyloxycarbonyloxy 

carbonate 

英文别名 Dicyclohexyl 

peroxydicarbonate 

CAS 号 1561-49-5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3112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睛、皮肤有刺激和灼伤。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还原剂、铵、有机物、酸、易燃物混合易燃。遇热分解易爆。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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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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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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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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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白色固体粉末。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和脂肪烃，溶于酮、酯，易溶于芳烃、氯烃。 

主要用途 用作聚合的引发剂。还用作不饱和聚酯和硅橡胶的交联剂。还可用作柴油的添加

剂，变压器油的防凝剂。 

分子式 C8H12O6 分子量 204.18 

熔点（℃） 44～46 相对密度（水＝1） 1.18 

沸点（℃） 349.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150.9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42（分解） 饱和蒸汽压（KPa） 4.56E-0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8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还原剂、促进剂、有机物、可燃物及强酸。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67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5】过乙酸叔丁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过乙酸叔丁酯 中文别名 过乙酸特丁酯； 

过氧乙酸叔丁酯 

英文名称 Ethaneperoxoicacid,1,1-di

methylethylester 

英文别名 t-Butylethaneperoxoicacid

；tert-butyl；

Butylperacetate 

CAS 号 107-71-1 危险货物编号 52059 

UN 编号 3101/310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12（有机过氧化物） 

危险性类别 第 5.2 类 有机过氧化物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食入  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有毒。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可引起皮炎。受热分解释出有

腐蚀性的烟雾。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建议不要让其进入环境。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接触明火、高热或受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

生爆炸。接触还原剂、促进剂、强酸、有机物、易燃物发生强烈反应，有燃烧爆

炸危险。 

燃烧性 易燃易爆；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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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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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冷却，防止震动、撞击和摩擦，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塑料桶内，运至废物处理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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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仓温不宜超过 30℃。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

还原剂、易燃物、可燃物、促进剂等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

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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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止撞击和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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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苯或矿油溶液。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氟呋尿嘧啶的中间体，也可作氧化剂，聚合反应引发剂。 

分子式 C6H12O3；CH3CO3C(CH3)3 分子量 132.16 

熔点（℃） -20 相对密度（水＝1） 0.961 

沸点（℃） 122.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26～64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6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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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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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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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剂、强酸、易燃或可燃物。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摩擦、震动、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675mg／kg(大鼠经口)；632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眼睛-兔子：100 毫克/1 分、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5.2 类有机过氧化物。 

【4-776】氦[压缩的或液化的]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氦 中文别名 高纯氦；氦气；液氦 

英文名称 Helium 英文别名 Atomic helium；

Helium-4； o-Helium；

p-Helium 

CAS 号 7440-59-7 危险货物编号 22007 

UN 编号 1046/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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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惰性气体，高浓度时可使氧分压降低而有窒息危险。当空气中氦浓度增高

时，患者先出现呼吸加快、注意力不集中、共济失调；继之出现疲倦无力、烦躁

不安、恶心、呕吐、昏迷、抽搐，以致死亡。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无危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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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若有皮肤冻伤，用温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撤离现场到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食入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压缩不燃气体，钢瓶容器受热易超压，有爆炸危险。高浓度吸入易窒息。接触液

氦易导致冻伤。 

燃烧性 不燃，具窒息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无意义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大量泄漏时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工作服。低温液体泄漏时应做好自

身防护。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切断气源，

通风对流，稀释扩散。液氦泄漏时，须穿戴防护用具进入现场，保证现场通风。

让泄漏氦自行挥发。泄漏容器不能再用，及时返回厂家。切断气源，抽排（室内）

或强力通风（室外）。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液体泄露设

法关闭泄漏源，自行挥发，做好现场通风。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通风不足的情况下，应带适当的呼吸装置。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穿工作服，液体时要戴防护手套。避免高浓度吸入。进入罐

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前应做氧含量分析，须有人监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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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后，气瓶余压不低于 0.3MPa。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库内。仓温不宜超过 30℃。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

射。储区应备有相应的消防器材和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当作业场所空气中氧气浓度低于 18％时，必须佩戴空气呼

吸器、氧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 

眼睛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液氦时做好个人防护。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液氦时戴长臂手套。 

其他防护 避免高浓度吸入，进入高浓度或通风不良的作业区须有人监护。工作现场禁止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前避免饮用酒精性饮料，进行作业前和定期体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味、无臭，常温下为气态的惰性气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醇。 

主要用途 在半导体工业中，用于生成锗和硅晶体的保护气，某些混合气的底气，电子工业

中用作运载气、激光气。还用于填充气球、温度计、电子管、潜水服、原子反应

堆和加速器、冶炼、焊接等。 

分子式 He 分子量 4.00 

熔点（℃） -272.2 相对密度（水＝1） 0.15(-271℃) 

沸点（℃） -268.934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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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0.229 

临界温度（℃） -268 饱和蒸汽压（KPa） 202.64(-268℃)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000035 (气体，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0.01864(0℃)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高热、明火、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意义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允许气体安全地扩散到大气中。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将瓶口朝同一方向，

不可交叉，货车运输气瓶不得超过车厢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运

输时应配备相应品种数量的消防器材。槽车运输注意槽内压力不能超压。夏季应

早晚运输，防止阳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

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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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7】核酸汞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核酸汞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Mercurol 英文别名 MercuryNucleate；

1-mercuracyclopenta-2,4-

diene 

CAS 号 12002-19-6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63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毒害品 

危险性类别 第 6.1(a) 毒害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食入、吸入。 

健康危害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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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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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热分解剧毒含汞蒸气。 

燃烧性 不燃，有毒。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汞蒸气。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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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 泡沫。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

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资料 

溶解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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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无资料 

分子式 C4H4Hg 分子量 252.6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11 

沸点（℃） 无资料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剧毒。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 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778】红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红磷 中文别名 赤磷；黄磷；白磷 

英文名称 Red Phosphorus 英文别名 Phosphorus ；Phosphorus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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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号 7723-14-0 危险货物编号 41001 

UN 编号 1381/133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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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吸入此种粉尘，可引起慢性磷中毒。可致皮炎。 

环境危害 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 分钟。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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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水，禁止催吐。如有不适感，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溴混合能发生燃烧。与大多数

氧化剂如氯酸盐、硝酸盐、高氯酸盐或高锰酸盐等组成爆炸性能十分敏感的化合

物。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化学反应活性较高，与氟、氯等能发生剧烈

的化学反应。 

燃烧性 易燃，与氧化剂混合能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烷。 

灭火方法 小火可用干燥砂土闷熄。大火用水灭火。待火熄灭后，须用湿沙土覆盖，以防复

燃。清理时须注意防范，以免灼伤。 

灭火剂 干粉、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消除所有点火源。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

穿防毒、防静电服。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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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

润湿，并筑堤收容。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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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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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素、卤化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

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相对湿度不超

过 80%。应与氧化剂、卤素、卤化物等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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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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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工作服。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紫红色立方结晶或无定形粉末，具有金属光泽。 

溶解性 微溶于水，略溶于乙醇、碱液， 不溶于二硫化碳。 

主要用途 用于制火柴、烟火、磷酸、磷化合物、医药、农药、燃烧弹及有机合成等 在半

导体工业中作扩散源，在有机分析中碘氢酸进行还原反应时使用，并用于有机合

成。 

分子式 P 分子量 30.97 

熔点（℃） 590 相对密度（水＝1） 2.20 

沸点（℃） 2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77 

闪点（℃） 30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357(590℃) 

引燃温度（℃） 24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无资料 爆炸下限（％） 48 mg/m³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64mg/m³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卤素、卤化物、硫、强氧化剂、铜、氧、氯酸盐、硝酸盐、高氯酸盐或高锰酸盐。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摩擦、撞击。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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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容器外坚固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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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素、卤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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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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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9】芐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芐胺 中文别名 苯甲胺；Α-氨基甲苯；

环已胺溴氢酸盐；辣木碱 

英文名称 Benzylamine 英文别名 alpha-Aminotoluene；

Benzenemethanamine； 

Phenylmethylamine 

CAS 号 100-46-9 危险货物编号 61759 

UN 编号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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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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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后可能因喉、支气管的炎症、痉挛、水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

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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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熱或與氧化劑接觸，有引起燃燒的危險。受熱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

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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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

人员。 

灭火剂 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

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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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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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觸其蒸氣時，佩帶防毒面具。緊急事態搶救或逃生時，佩帶正壓自給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護眼鏡。 

身体防护 穿緊袖工作服，長統膠鞋。 

手防护 戴橡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現場禁止吸煙、進食和飲水。及時換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飲酒，用溫水洗

澡。監測毒物。進行就業前和定期的體檢。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琥珀色液体，有浓烈的氨味。 

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乙醚。 

主要用途 用于微结晶分析中测定钼酸盐，钒酸盐、钨酸盐、钛、钴、铈、镧、镨和钕的沉

淀剂。用作染料、医药及聚合物的中间体。 

分子式 C7H9N 分子量 107.15 

熔点（℃） 10 相对密度（水＝1） 0.981 

沸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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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0℃）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052.1（液體 80℃） 

自燃温度（℃） 405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543 爆炸下限（％） 0.7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2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1.4 (10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酸、酰基氯、酸酐、强氧化剂、二氧化碳。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600 mg／kg（小鼠经腹），700 mg／kg（野鸟口服）。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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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 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780】花青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花青甙 中文别名 矢车菊甙；氯化劳氏紫；

硫堇；3,7-二氨基吩噻嗪

-5-翁氯化物 

英文名称 katalysin 英文别名 Thionine；

3,7-Diaminophenothiazon

iumchloride 

CAS 号 581-64-6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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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吸入有害。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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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氯化氢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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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氯化氢。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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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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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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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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

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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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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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堇与 DNA 分子间存在着嵌插、静电等作用。 

分子式 C12H10ClN3S 分子量 263.75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983 

沸点（℃） 271.60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85.96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 215 mg／kg（大鼠经腹），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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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 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6.1 类毒害品。 

【4-781】环丙基甲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丙基甲醇 中文别名 3-(1-萘氧基)-1,2-环氧丙

烷；羟甲基环丙烷 

英文名称 Cyclopropyl carbinol 英文别名 Cyclopropanemethanol； 

CPMO 

CAS 号 2516-33-8 危险货物编号 33555 

UN 编号 198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

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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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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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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也可以

用砂土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倒至空旷地方深埋。被污染地面用肥皂

或洗涤剂刷洗，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

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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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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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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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是有机合成中间体和医药中间体，可用于实验室研发和化工医药合成过程中。 

分子式 C4H8O 分子量 72.11 

熔点（℃） -60 相对密度（水＝1） 0.89 

沸点（℃） 123-124 （738 mmHg）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3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6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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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酐、酰基氯。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镀锡薄钢板桶（罐）外满底板

花格箱、纤维板箱或胶合板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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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环丙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丙烷 中文别名 环丁烷；三甲撑； 

三亚甲基 

英文名称 Cyclopropnane 英文别名 Trimethylene 

CAS 号 75-19-4 危险货物编号 21014 

UN 编号 102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 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具有麻醉作用。动物吸入超过一定浓度时引起血压下降，导致呼吸麻痹而死亡。

在工业生产和使用中，该品一般对人体无明显危害。国外首例报道过一青年因吸

入环丙烷而死于一间仓库内。尸解见肺充血和出血性水肿，气管充血，并较早发

生细胞自溶现象。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大气和饮用水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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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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气体比空

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

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如无危险，就地燃烧，同时喷雾状水使周围冷却，以防其它

可燃物着火。或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

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卤素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

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易燃气体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卤素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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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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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气体, 有石油醚样气味。 

溶解性 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工业上用于有机合成，医药上可作麻醉剂 

分子式 C3H6；（CH2）2 分子量 42.08 

熔点（℃） -128 相对密度（水＝1） 0.72（-79℃） 

沸点（℃） -3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88 

闪点（℃） -94 临界压力（MPa） 5.49 

临界温度（℃） 124.7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500 燃烧热（KJ/mol）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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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928 °F 最小点火能（mJ） 0.17 

折射率 1.3799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1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72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撞击。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CL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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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将瓶口朝同一方向，

不可交叉，货车运输气瓶不得超过车厢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运

输时应配备相应品种数量的消防器材。槽车运输注意槽内压力不能超压。夏季应

早晚运输，防止阳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

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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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3】环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丁烷 中文别名 四亚甲基 

英文名称 cyclobutane 英文别名 Tetramethylene；

cyclotetramethylene 

CAS 号 287-23-0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2601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4（易燃气体） 

危险性类别 第 2.1 类易燃气体 包装分类 无资料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环丁烷是无毒性气体。但是在高浓度下有轻微麻醉作用，对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大气和饮用水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意义 

眼睛接触 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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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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极端易燃气体。内装高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

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如无危险，就地燃烧，同时喷雾状水使周围冷却，以防其它

可燃物着火。或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

复、检验后再用。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

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卤素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

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易燃气体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应与氧化剂、卤素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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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浓度环境中，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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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气体。 

溶解性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用于四节环的生理化学研究，溶剂，合成中间体，环丁烷的衍生物被应

用于生物学和生化技术。 

分子式 C4H8 分子量 56.11 

熔点（℃） -90.70 相对密度（水＝1） 0.79 

沸点（℃） 12.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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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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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0.00830(气体，12.5℃)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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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质气瓶。 

运输注意事项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将瓶口朝同一方向，

不可交叉，货车运输气瓶不得超过车厢栏板，并用三角木垫卡牢，防止滚动。运

输时应配备相应品种数量的消防器材。槽车运输注意槽内压力不能超压。夏季应

早晚运输，防止阳光曝晒。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

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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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1,3,5-环庚三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3,5-环庚三烯 中文别名 环庚三烯；1,3,5-氯酚；

芳庚 

英文名称 CHT 英文别名 Cyclohepta-1,3,5-triene；

Tropilidene；

Cycloheptatrienetech 

CAS 号 544-25-2 危险货物编号 32026 

UN 编号 260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 中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Ⅱ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引起头痛、咳嗽、咽痛、恶心、腹痛，使皮

肤脱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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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 误服者，饮适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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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热能发生聚合反应，出现大量放热现象，引起容器破裂或爆炸事故。 

燃烧性 易燃，有毒，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用水灭火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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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禁止泄漏物进入受限制的空间(如下水道

等)，以避免发生爆炸。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收集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倒至空旷地方任其蒸发。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对污

染地带进行通风。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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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保持容器密封，严禁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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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式呼

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暗黄色液体，在空气中久置能成树脂样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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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溶于乙醇、乙醚，易溶于苯、氯仿。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7H8 分子量 92.14 

熔点（℃） -75.3 相对密度（水＝1） 0.8875 

沸点（℃） 117（99.8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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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不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撞击。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7mg／kg(大鼠经口)；422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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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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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5】环庚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庚酮 中文别名 软木酮；环庚醇；酮基环

庚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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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Cycloheptanone 英文别名 Cycloheptanon；

Ketocycloheptane 

CAS 号 502-42-1 危险货物编号 33590 

UN 编号 1224 /198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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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强氧化剂可燃；燃烧产生刺激烟雾。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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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

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

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

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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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有薄荷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也用于化学研究。 

分子式 C7H12O；(CH2)6CO 分子量 112.17 

熔点（℃） -21 相对密度（水＝1） 0.951 

沸点（℃） 1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55.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91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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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1.620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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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源、火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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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

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

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

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

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

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

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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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6】环庚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庚烷 中文别名 木烷；七甲；七亞甲；软

木烷 

英文名称 Cycloheptane 英文别名 Cycloheptan； 

Suberane ；

Heptamethylene； 

HSDB 59 

CAS 号 291-64-5 危险货物编号 32013 

UN 编号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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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入、吸入。 

健康危害 环庚烷蒸汽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性。大量吸入本品时有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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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足量温水，催吐，并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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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

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

收。然后运至空旷的地方掩埋、蒸发、或焚烧。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

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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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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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油状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溶剂、实验室试剂。 

分子式 C7H14；(CH2)7 分子量 98.19 

熔点（℃） -12 相对密度（水＝1） 0.811 

沸点（℃） 118.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 

闪点（℃） 6.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44 mm Hg ( 37.7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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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4.0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光照。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86.7g/kg（兔经皮）。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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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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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7】环庚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庚烯 中文别名  

英文名称 Cycloheptene 英文别名 (1Z)-Cycloheptene；

trans-Cycloheptene；

Suberene 

CAS 号 628-92-2 危险货物编号 32025 

UN 编号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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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性。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及四

肢发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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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高热，可发

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

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

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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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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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乳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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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油状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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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H12；(CH2)5CHCH 分子量 96.17 

熔点（℃） -56 相对密度（水＝1） 0.824 

沸点（℃） 114.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2.5mmHg at 25°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4460.3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5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11.9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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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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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8】环己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胺 中文别名 六氢苯胺；氨基环己烷 

英文名称 Cyclohexylamine 英文别名 hexahydroaniline ；

Aminocyclohexane；

Aminohexahydrobenzene 

CAS 号 108-91-8 危险货物编号 82021 

UN 编号 235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该品蒸气可发生急性中毒。中毒表现有剧烈呕吐及腹泻；瞳孔散大和对光反

应迟钝、视力模糊、萎靡、语言障碍。人体斑贴试验见 25%该品溶液引起严重

的皮肤刺激，并可能致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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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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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易燃。受热分解释出剧毒的烟雾。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具

致敏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 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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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剂 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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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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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腐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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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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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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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鱼腥味和氨气味。 

溶解性 溶于水，能与乙醇、乙醚、丙酮、乙酸乙酯、氯仿、庚烷、苯等一般有机溶剂混

溶。 

主要用途 用作锅炉水处理剂及腐蚀抑制剂，橡胶促进剂，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13N 分子量 99.17 

熔点（℃） -17 相对密度（水＝1） 0.867 

沸点（℃） 134.5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42 

闪点（℃） 3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1.17(25℃) 

引燃温度（℃） 293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293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585 爆炸下限（％） 1.6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9.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11.5 (10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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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类、酰基氯、酸酐、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高毒。LD50：156mg/kg（大鼠经口），224mg/kg（小鼠经口）；LC50：7500 mg/m
3
(大

鼠吸入) 

刺激性 人经皮：125mg/48 小时，严重刺激；皮肤- 兔：2 毫克/ 24 小时 、轻度；眼睛- 兔：

0.05 毫克/ 24 小时 、重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焚烧炉排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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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 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789】环己二胺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二胺 中文别名 1,2-二氨基环己烷； 

1,2-环己二胺 

英文名称 Cyclohexylenediamine 英文别名 1,2-Diaminocyclohexane；

DACH 

CAS 号 694-83-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1760/325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2 类 碱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人体有毒性和腐蚀性。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吸入后可引起

喉和支气管的炎症、水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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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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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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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

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

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并用

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 

灭火剂 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防腐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

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在清除液体和蒸气前不能进行焊

接、切割等作业。避免产生烟雾。避免与氧化剂、酸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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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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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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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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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

检。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至黄色透明液体。 

溶解性 与水混溶。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环氧树脂固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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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6H14N2 分子量 114.19 

熔点（℃） 41-45 相对密度（水＝1） 0.931 

沸点（℃） 188-192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75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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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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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pH 11.3 (5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酸酐、酰基氯。 

避免接触条件 热源、火源。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L0: 1000 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 、中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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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

装。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 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

震荡产生静电。严禁与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

发 [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

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

该物质划为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4-790】1,3-环己二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3-环己二烯 中文别名 1,2-二氢苯；邻二氢苯  

英文名称 1,3-Cyclohexadiene 英文别名 1,2-Dihydrobenzene 

CAS 号 592-57-4 危险货物编号 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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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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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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有

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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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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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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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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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橡胶耐油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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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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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H8；(CH)4CH2CH2 分子量 80.13 

熔点（℃） -98 相对密度（水＝1） 0.841 

沸点（℃） 8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8 

闪点（℃） 26.7 临界压力（MPa） 4.45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74 爆炸下限（％） 1.4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7.8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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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0：45000mg/m
3（小鼠吸入，2h）。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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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1】1,4-环己二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4-环己二烯 中文别名 1,4-二氢苯；对二氢苯 

英文名称 1,4-Cyclohexadiene 英文别名 1,4-Dihydrobenzene；

Cyclohexa-1,4-diene 

CAS 号 628-41-1 危险货物编号 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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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动物实验有

麻醉作用。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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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高速冲击、流动、激荡后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引起燃烧

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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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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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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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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间体。 

分子式 C6H8；(CH)4CH2CH2 分子量 80.13 

熔点（℃） -49.2 相对密度（水＝1） 0.847 

沸点（℃） 88-8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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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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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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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4-792】2-环己基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2-环己基丁烷 中文别名 仲丁基环己烷 

英文名称 sec-Butylcyclohexane 英文别名 (1-methylpropyl)cyclohex

ane；2-Cyclohexylbutane 

CAS 号 7058-01-7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UN 编号 无资料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人体有毒性和腐蚀性。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吸入后可引起

喉和支气管的炎症、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 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性 可燃，具腐蚀性，可致人

体灼伤。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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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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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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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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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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于丙酮，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20 分子量 140.27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0.801 

沸点（℃） 179.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8.2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73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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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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793】N-环己基环己胺亚硝酸盐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N-环己基环己胺亚硝酸盐 中文别名 二环己胺亚硝酸； 

亚硝酸二环己胺 

英文名称 Cyclohexanamine, 

N-cyclohexyl-, nitrite 

英文别名 Dicyclohexylamine 

Nitrite；Dechan；diana 

CAS 号 3129-91-7 危险货物编号 61734 

UN 编号 2687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8（易燃品） 

危险性类别 第 4.1 类 易燃固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持续暴露于二环己基胺亚硝酸盐类蒸气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红血球、高铁血红

蛋白，使肝、肾功能和血压降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请教医生。 

眼睛接触 立即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20～30 分钟；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若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其他症状，立即就医。 

食入 若患者昏迷或惊厥，勿催吐或进食，应立即就医；若患者清醒且不惊厥，可给饮

1 杯水稀释；是否催吐应遵医嘱。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受热放出有毒亚硝酸和氧化氮气体。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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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二氧化碳、砂土、泡沫、干粉、水。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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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

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7°C。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结晶粉末。 

溶解性 溶于水、甲醇和乙醇，不溶于醚。 

主要用途 用作气相缓蚀剂。主要用于金属缓蚀保护和阻止金属锈蚀的继续进行。如用于汽

车及汽车零件；减速机箱；内燃机；机床工具；刃具量具等，也可用于武器；雷

达等设备的金属保护。 

分子式 C12H24N2O2 分子量 228.33 

熔点（℃） 188-194 相对密度（水＝1） 1.0136 

沸点（℃） 3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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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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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0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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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光照 。 

避免接触条件 热,火焰和火花。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330 mg/kg（大鼠经口）；LDL0: 80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

桶（罐）外普通木箱等。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严禁与氧化

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使用

槽(罐)车运输时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途中应防暴晒、雨淋，

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禁用木船、水泥船散

装运输。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4.1 类易燃固体。 

 

 

【4-794】环己基硫醇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基硫醇 中文别名 环己硫醇 

英文名称 Cyclohexyl mercaptan 英文别名 cyclohexanethiol 

CAS 号 1569-69-3 危险货物编号 33563 

UN 编号 3054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剧烈

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眩晕、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对水体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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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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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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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处置人员应佩戴安全防护用具。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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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被污染场所、应急处理用具、冲洗用废水、被污染产品等

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二次污染、次生灾害发生。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碱金属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液体, 有强烈的大蒜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制造医药、杀虫剂的中间体,调味剂。 

分子式 C6H12S；(CH2)5CHSH 分子量 116.22 

熔点（℃） -30 相对密度（水＝1） 0.95 

沸点（℃） 157.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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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43.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3.49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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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 爆炸下限（％） 1.1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碱类、氧化剂、还原剂、碱金属。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LD50：560mg/kg（大鼠经口）。 

刺激性 皮肤-兔子：2 毫克/24 小时、重度；眼睛-兔子：500 毫克/24 小时、轻度。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795】环己基三氯硅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基三氯硅烷 中文别名 环己三氯硅烷； 

三氯环己基硅烷 

英文名称 Cyclohexyltrichlorosilane 英文别名 trichloro(cyclohexyl)silan

e 

CAS 号 98-12-4 危险货物编号 81133 

UN 编号 176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腐蚀品） 

危险性类别 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包装分类 II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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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眼睛和粘膜有强烈刺激性。遇水或水蒸气释放出的氯化氢气体具刺

激性和腐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害。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可燃，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遇火源、热源或氧化剂有中等程度的爆炸危险。遇

水剧烈反应，产生有毒氯化氢气体。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 

燃烧性 可燃，遇水剧烈反应，产

生有毒氯化氢气体。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氯化氢、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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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携气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戴橡胶耐油手套。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消除所有点火

源。根据液体流动、蒸汽或粉尘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

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收容泄漏物，避免污染环境。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

表水和地下水。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小量泄漏：

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封闭排

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保

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安装避雷设备。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

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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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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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做保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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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至微黄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遇水生成氯化氢。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硅化合物制造。 

分子式 C6H11Cl3Si 分子量 217.6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1） 1.232 

沸点（℃） 20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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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碱类。 

避免接触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2830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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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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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4-796】环己基异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基异丁烷 中文别名 异丁基环己烷 

英文名称 (2-Methylpropyl)cyclohexa

ne 

英文别名 Isobutylcyclohexane 

CAS 号 1678-98-4 危险货物编号 33510 

UN 编号 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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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剧烈

刺激作用。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眩晕、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环境危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对水体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食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灭火剂。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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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处置人员应佩戴安全防护用具。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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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被污染场所、应急处理用具、冲洗用废水、被污染产品等

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二次污染、次生灾害发生。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通风或全

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汽。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如需罐装，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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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碱金属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加强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携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液体。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20 分子量 140.27 

熔点（℃） -95 相对密度（水＝1） 0.79 

沸点（℃） 171.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8.3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34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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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797】1-环己基正丁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1-环己基正丁烷 中文别名 正丁基环己烷； 

丁基环己烷 

英文名称 1-Cyclohexylbutane 英文别名 butyl-cyclohexan；

n-Butylcyclohexane 

CAS 号 1678-93-9 危险货物编号 33510 

UN 编号 1262/329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高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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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环烃类具有麻醉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抑制作用。大量摄入可引起腹泻，

直接吸入可引起吸入性肺炎、肺水肿。液体对皮肤有刺激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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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场中，受热

的容器有爆炸危险。 

燃烧性 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携气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发出声音，必

须马上撤离。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收容和处理消防水，防止污染

环境。 

灭火剂 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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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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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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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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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醇、醚。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 

分子式 C10H20；

(CH2)5CHCH2CH2CH2CH3 

分子量 140.27 

熔点（℃） -74.7 相对密度（水＝1） 0.818 

沸点（℃） 180.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闪点（℃） 41.1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临界温度（℃） 无资料 饱和蒸汽压（KPa） 2.9 mm Hg ( 37.7 °C)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1 爆炸下限（％） 无资料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无资料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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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

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798】环己酮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酮 中文别名 安酮 

英文名称 Cyclohexanone；

Ketohexamethylene 

英文别名 Oxocyclohexane；

Hexanon；hytrolo；

Nadone；Anon 

CAS 号 108-94-1 危险货物编号 33590 

UN 编号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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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急性中毒：

短期内吸入较高浓度本品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明显的刺激症状、眼结膜及咽充

血、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胸闷、四肢无力、意识模糊。重者可出现休克、

昏迷、四肢抽搐、肺水肿，最后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脱离接触后能较快恢复正常。

液体对皮肤有刺激性；眼接触有可能造成角膜损害。慢性影响：长期接触有神经

衰弱综合征，女工有月经异常，长期反复接触可致皮炎。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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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易燃，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氧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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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规火险等级 无资料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

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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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

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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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第八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臭味。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主要用途 用作合成树脂和合成纤维的原料及溶剂。用作有机溶剂。 

分子式 C6H10O；(CH2)5CO 分子量 98.14 

熔点（℃） -47 相对密度（水＝1） 0.947 

沸点（℃） 115.6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3.38 

闪点（℃） 43 临界压力（MPa） 4.06 

临界温度（℃） 385.9 饱和蒸汽压（KPa） 1.33（38.7℃） 

引燃温度（℃） 420 燃烧热（KJ/mol） 无资料 

自燃温度（℃） 520～580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19 

折射率 1.4507 爆炸下限（％） 1.1（100°F） 

黏度（mPa·s） 2.2 (25℃） 爆炸上限（％） 9.4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0.81 pH 7 (70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塑料。 

避免接触条件 明火、高热。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低毒。LD50: 1535 mg/kg（大鼠经口），1400 mg/kg（小鼠经口）；LC50：32080mg/m
3，

4 小时(大鼠吸入)。 

刺激性 人经眼：75ppm，引起刺激。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500mg，轻度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木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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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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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环己烷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烷 中文别名 六氢化苯；六氢代苯； 

环巳胺 

英文名称 Cyclohexane 英文别名 Benzenehexahydride；

Cyclohesan；

Hexahydrobenzol 

CAS 号 110-82-7 危险货物编号 31004 

UN 编号 1145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7（易燃液体）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II 类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眼和上呼吸道有轻度刺激作用。持续吸入可引起头晕、恶心、倦睡和其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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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症状。液体污染皮肤可引起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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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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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

化剂接触发生强烈反应, 甚至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其

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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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六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

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

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七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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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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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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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环己醇、环己酮，在涂料工业中广泛用作溶剂。 

分子式 C6H12 分子量 84.16 

熔点（℃） 6.5 相对密度（水＝1） 0.779 

沸点（℃） 80.7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9 

闪点（℃） -18 临界压力（MPa） 4.05 

临界温度（℃） 280.4 饱和蒸汽压（KPa） 12.7（20℃） 

引燃温度（℃） 245 燃烧热（KJ/mol） -3919.6 

自燃温度（℃） 500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26 爆炸下限（％） 1.3 

黏度（mPa·s） 无资料 爆炸上限（％） 8.3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3.44 pH 无资料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物，强酸，强碱、卤素。 

避免接触条件 静电放电、热、潮湿等。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 12705 mg/kg（大鼠经口），813 mg/kg（小鼠经口）。 

刺激性 家兔经皮：1548mg（2d，间歇），皮肤刺激。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4-800】环己烯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中文名称 环己烯 中文别名 1,2,3,4-四氢化苯； 

甲氢化苯 

英文名称 Cyclohexene 英文别名 1-Cyclohex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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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tetrahydrobenzene

 ；tetrahydrobenzene 

CAS 号 110-83-8 危险货物编号 32022 

UN 编号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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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有麻醉作用，吸入后引起恶心、呕吐、头痛和神志丧失。对眼和皮肤有刺激

性。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第三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第四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

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长期储存，可生成具有潜在爆炸危险性的

过氧化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

燃。 

燃烧性 极度易燃，具刺激性。 建规火险等级 甲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第五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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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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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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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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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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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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刺激性气味。 

溶解性 不溶于水，混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四氯化碳、石油醚等。 

主要用途 用于有机合成、油类萃取及用作溶剂。另外还可用作催化剂溶剂和石油萃取剂，

高辛烷值汽油稳定剂。用于有机合成、油类萃取及用作溶剂。 

分子式 C6H10；CHCH(CH2)4 分子量 82.15 

熔点（℃） -104 相对密度（水＝1） 0.811 

沸点（℃） 83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2.8 

闪点（℃） -11.7 临界压力（MPa） 4.347 

临界温度（℃） 287.4 饱和蒸汽压（KPa） 21.33(38℃) 

引燃温度（℃） 244 燃烧热（KJ/mol） 3728.1 

自燃温度（℃） 590 °F 最小点火能（mJ） 无资料 

折射率 1.4465 爆炸下限（％） 1.0 

黏度（mPa·s） 0.650 爆炸上限（％） 5.0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

数值 

2.86 pH 7-8 (0.2g/l, H2O, 20℃) 

其他理化性质 无资料 

第九部分：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忌物 强氧化剂、酸类、卤代烃、卤素等。 

避免接触条件 受热，接触空气。 

聚合危害 聚合。 

第十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中毒。LD50：1300mg/kg（大鼠经口）；LC50：50000mg/m
3（大鼠吸入）。 

刺激性 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十二部分：废弃处置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第十三部分：包装与运输信息 

包装方法 小开口钢桶；安瓿瓶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

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

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

产生静电。严禁与氧化剂、还原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

雨淋，防高温。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

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公路运输时

要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严

禁用木船、水泥船散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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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

劳发[1992] 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

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

将该物质划为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