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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一、 为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1 号），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

学品事故，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制度。 

二、 本制度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

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

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三、按《危险货物分类与品名编号》规定将危险化学品分

为爆炸品、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和易于自燃的物质及遇

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毒性物

质和感染性物质、放射性物质、腐蚀性物质、杂项危险物质和

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等九大类，危险化学品的界定，参

照《危险化学品目录》。 

四、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废弃处置危险化学

品的单位，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遵守本制

度，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危化品台账，危险化学品应有危化品安

全周知卡，危化品安全周知卡上应注明该物品的名称、化学特

性、禁忌物、危害性和灭火方法等内容。 

五、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保管人员属特种作业人员，应

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 

六、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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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负责。 

七、易燃易爆、有毒、腐蚀危险化学品由集团安全办监督

管理；涉及危险化学品环保问题及废弃化学品处置由集团环保

部门监督管理。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的购买、装卸及入库 

一、供应采购时，必须从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或者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公司采购危险化学品，并向其索要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没有安全技术说明书、

安全标签的危化品不能采购，采购危险化学品必须根据本单位

生产的实际需要及贮存条件进行采购。 

二、购买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品种等由使用部门按实际需

要量提出申购计划，并报单位保卫部门签字审核，第一负责人

审批同意；对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要在

购买后 5 日内，将所购买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并输入计算机系统。 

三、仓储人员必须对所购进的危险化学品严格检查，对包

装破损、安全标签不规范、危险化学品标志缺失等危险化学品

货物不予接受，应立即通知采购部门、安全部门。 

四、危险化学品禁火忌热，在装卸、搬运、加工等操作过

程中，要轻拿轻放，防止摩擦、撞击、翻滚、拖拉，以免引起

火灾。使用装卸机械、工具应装有防止产生火花的防护装置。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一、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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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由建设单位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

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二、精馏回收乙醇、石油醚等生产工艺属于危化品生产，

单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

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

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并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

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备案。 

四、每年由厂领导牵头对危化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包括

原辅料调整更换、涉及危化品工艺流程改变等都要评估，第一

负责人审核确认。 

五、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

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专用仓

库应当符合有关安全、防火规定，并根据物品的种类、性质，

设置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

压、防毒、中和、防潮、防爆电气、防雷、防静电、防腐、防

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对安全

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使用。 

六、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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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的储存限量，由当地主管部门与公安部门规定。 

七、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铺设的危

险化学品管道、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并在其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并保证处于

适用状态。 

八、储存剧毒化学品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可用于制

造爆炸物品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如实记录其生产、储存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的数量、流向，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剧毒化

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 

九、一旦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

盗的，应及时报保卫部，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十、危险化学品应当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十一、对剧毒化学品储存单位，应由单位保卫部将其储存

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十二、危险化学品仓库不得设有办公室、休息室。凡进入

该仓库的人员必须进行登记，并不得携带有打火机、火柴、手

机等物品，不得穿戴易产生静电的工作服、帽和带铁钉的鞋子，

不得使用易产生火花的工具。对易产生静电和火花的装卸设备

等要采取措施消除静电或防止火花溅出。 

十三、储存时应按照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性质、灭火方法

的不同，分类、分项隔离存放，应有安全距离。 

十四、爆炸物品、易燃液体、气体、固体、助燃气体、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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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或空气自燃的物品、氧化剂、毒害品、放射性物品均不准与

其它种类的物品共同贮存，应分库或隔离贮存。 

十五、易燃可燃易挥发性物质要与酸类、氧化剂等隔离存

放；作业时不要使用产生火花的铁制工具。 

十六、易燃可燃固体不得与酸类、氧化剂、爆炸品直接接

触。 

十七、存放硝酸、硫酸、盐酸、氢氟酸等无机酸（氧化剂）

的库内严禁放置易燃物品、有机物氧化剂、剧毒物、油类等物

质。 

十八、可燃气体应严格配装，与易燃物、自燃物、氧化剂、

爆炸品及腐蚀性物品隔离存放。 

十九、氧化剂应单独装运，不得与酸类、有机物、还原剂、

自燃易燃遇水燃烧物品混装。亚硝酸盐类、亚氯酸盐类、次亚

氯酸盐类不得与无机氧化剂配装。 

二十、遇火、遇潮容易燃烧、爆炸或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

化学品，不得在露天、潮湿、漏雨和低洼容易积水的地点存放。 

二十一、受阳光照射容易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化学品（如

氧气瓶、乙炔瓶），不得存放在露天或者高温的地方，必要时

还应该采取降温和隔热措施。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根据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种

类、危险特性以及使用量和使用方式，建立、健全使用危险化

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及台账，保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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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其生产、使用的危

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

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中

和、防潮、防爆电气、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

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三、领取、使用危险化学品时，需第一负责人签字确认，

并由专人操作，另有专人检查，并有安全防护措施和用品，严

禁穿戴化纤衣物。 

四、对剧毒、有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第一次领取、使用

时，应由使用部门分管领导牵头，汇同使用部门、保卫部、安

全部门等组织进行书面安全风险评估，由第一负责人审核后方

可领取、使用。 

五、车间当天未用完的危险化学品，原则上应退回仓库，

若确因生产需要不便退回仓库时可暂存 1 天的用量，但必须严

格按照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规定妥善保管、监管。 

六、购进的危险化学品需要转移或分装到其它容器时，应

标明其内容。盛装危险化学品的容器在未置换处理前，不得更

换原安全标签。 

七、易燃物品的加热禁止使用明火：禁止在杯皿中煮沸和

蒸发可燃物质；严禁将易燃物质放置在灼热物上。在有易燃、

易爆液体、气体、粉末（如硫磺粉）的场所，所使用的电气设

备和照明都应采用防爆型的设备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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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危险化学品禁火忌热，在装卸、搬运、加工等操作过

程中，要轻拿轻放，防止磨擦、撞击、翻滚、拖拉，以免引起

火灾。使用装卸机械、工具应装有防止产生火花的防护装置。 

九、各种易燃、可燃气体、液体的管道，不得有跑、冒、

滴、漏现象。 

十、易燃物品的残渣不准倒入垃圾箱内和污水池、下水道

内，应放置在密闭的容器内或妥善处理。沾有油脂的抹布、棉

丝、纸张，应放在有盖的金属容器内，不得乱扔乱放，防止自

燃。 

十一、作业完毕后工作场所要收拾干净，关闭可燃气体、

液体的阀门，清查危险物品并封存好，清洗用过的容器，关闭

电源；关好门窗，经详细检查确保安全时，方可离去。 

第五章  化学危险物质危险性 

一、爆炸品类：如火药、高氯酸、二亚硝基苯、过氧化氢

含量≥40%具有爆炸特性等。 

二、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类：如乙炔瓶、液化罐，石油液

化气、乙炔为易燃易爆气体，危险性乙炔＞氢＞丙烷＞氨。 

如氧气瓶，氧气具有助燃性、强氧化性, 在明火或高热条

件下能与碳、氢、磷、铁、有机物等猛烈反应而发生燃烧爆炸。 

三、易燃液体类：如酒精、石油醚、甲醇、乙醚、汽油、

乙酸乙酯、三氯甲烷等都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要特别注意减

少静电荷的产生。 

四、易燃固体类：如硫黄粉与氯酸钾或过氧化钠接触易发

生燃烧爆炸；如冰片、火柴、镁粉；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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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遇湿易燃物品类：如磷化铝，遇水、酸迅速分解出有

毒气体磷化氢、且易自燃，如电石、金属钠、氢化钠等。 

六、自燃物品类：遇空气中的氧气释放大量的氧化热、引

起自燃、火灾，如磷、磷化氢一遇空气立即自燃，桐油、油脂

类浸附在布匹纤维类物质上易引起自燃。 

七、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类：如高氯酸钠、过氧化钠等

一级无机氧化剂为强氧化剂，与易燃物（木炭粉、硫磺粉）作

用，能引起着火和爆炸；高氯酸、过氧化氢、硝酸铵等氧化剂

在外力作用能爆炸；如氧化剂与可燃液体（乙醇、乙酸）作用

能燃烧；如过氧化钠、高锰酸钾与酸（硫酸）反应剧烈甚至着

火爆燃；如强氧化剂（硝酸盐、氯酸盐）与弱氧化剂（亚硝酸

盐）接触发生剧烈反应引起着火或爆炸。如有机过氧化物（过

氧乙酸、过氧化二乙酰）受热、撞击极为敏感，易燃易爆。如

高锰酸锌吸水后形成的液体，接触纸张、棉布等有机物能立即

引起燃烧。 

八、反应热引燃可燃物。如氢氧化钠、石灰等，当与水混

合时，释放的热量足以引燃纸、木材等可燃物。 

九、分解反应热蓄积引起自燃。如硝化棉分解产生 NO，

硝化棉分解热蓄积，导致自燃。 

十、混合接触反应引发自燃或爆炸。如强氧化性物质与还

原性物质混合接触、强酸或强碱和其他物质混合接触引发自燃，

如氧化性物质氯酸盐、硝酸盐等，还原性物质如有机化合物、

硫磺等。如氯酸盐+铵盐→氯酸铵（易爆炸）；高锰酸盐+甘油

→氢气（易燃烧爆炸）；过氧化氢+甘油（乙醇、有机酸、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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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常温下发生爆炸）。 

十一、毒害品类： 

1、许多危害化学品可通过一种或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和动

物体内，当其在人体累积到一定量时，便会扰乱或破坏肌体的

正常生理功能，引进暂时性或持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

命。如醚类、醛类、酮类、腈类、胺类、肼类、氰化钠、氢氰

酸、砷酸钠、氧氯化硒、磷化铝、三氯甲烷、卤代醇、硝基苯

等（见附表 2：常见的剧毒、有毒危险化学品示例）。 

2、工业毒性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危害。 

（1）、刺激。刺激说明身体已有与有毒化学品有了相当的

接触，一般受刺激的部位为皮肤、眼睛和呼吸系统。 

（2）、过敏。某些化学品可引起皮肤或呼吸系统过敏，如

出现皮疹或水疱等症状，这种症状不一定在接触的部位出现，

而可能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引起这种反应的化学品有甲苯、

聚氨酯、福尔马林等。 

（3）、窒息。窒息涉及对身体组织氧化作用的干扰。 

（4）、麻醉和昏迷。接触高浓度的某些化学品，如乙醇、

乙炔、烃类、乙醚、异丙醚会导致中枢神经抑制。这些化学品

一次大量接触可导致昏迷甚至死亡。 

（5）、中毒。人体由许多系统组成，所谓全身中毒是指化

学物质引起的对一个或多个系统产生有害影响并扩展到全身

的现象。 

（6）、致癌。长期接触一定的化学物质可能引起细胞的无

节制生长，形成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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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致畸。接触化学物质可能对未出生胎儿造成危害，

干扰胎儿的正常发育。 

（8）、致突变。某些化学品对人的遗传基因的影响可能导

致后代发生异常。 

3、急性中毒的现场抢救。 

（1）、救护者现场准备。急性中毒发生时，毒性危险化学

品大多是由呼吸系统或皮肤进入体内。因此，救护人员在救护

之前应做好自身呼吸系统皮肤的防护。如穿好防护衣，佩戴氧

式防毒面具或氧气呼吸器。 

（2）、切断毒性危险化学品来源。救护人员应迅速将中毒

者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 

（3）、迅速脱去被毒性危险化学品污染的衣服、鞋袜、手

套等，并用大量清水或解毒液彻底清洗被毒性危险化学品污染

的皮肤。 

（4）、若毒性危险化学品经口引起急性中毒，对于非腐蚀

性毒性危险化学品，应迅速用 1/5000 的高锰酸钾溶液或 1%-2%

的碳酸氢钠溶液洗胃，然后用硫酸镁溶液导泻。对于腐蚀性毒

性危险化学品，一般不宜洗胃，可用蛋清、牛奶或氢氧化铝凝

胶灌服，以保护胃黏膜。 

（5）、令中毒患者呼吸氧气。若患者呼吸停止或心跳骤停，

应立即施行复苏术。在采取现场抢救措施的同时，迅速将中毒

者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十二、腐蚀品类： 

强酸、强碱等物质能对人体组织、金属等物品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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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人的皮肤、眼睛或肺部、食道等时，会引起表皮组织坏死

而造成灼伤。如硝酸、硫酸、氢氧化钠、次氯酸钠、甲醛、甲

酚溶液等。 

如硫酸、三氧化硫、硝酸、溴素等腐蚀品，有很强氧化性，

与甘油、乙醇、木屑、稻草、纱布接触都能着火。 

十三、放射性物品： 

放射性危险化学品通过放出的射线可阻碍和伤害人体细

胞活动机能并导致细胞死亡。如
60
Co、硝酸铀等，进入人体后

会引起较大伤害，是高毒以上的放射性物品。 

第六章 危险化学品的事故应急救援 

一、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

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

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将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二、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

按照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当地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报告；道路运

输、水路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驾驶人员、船员

或者押运人员还应当向事故发生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章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 

一、对使用后的危险化学品容器、包装物等严禁随处丢弃，

应统一放置，并设置危险废弃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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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储存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时，必须按照危险化学品废

弃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兼容而

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化学品废弃物。 

三、过期报废的废弃危险化学品应清理、登记，报环保部

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进

行处理。 

附表 1：火灾危险性分类表 

附表 2：常见的剧毒、有毒危险化学品示例 

 
 
 
 
 
 
 
 
 
 
 
 
 
 
 
 
 
 
 
 
 
 
 
 
 
 
 
 
 
 



 14

附表 1：火灾危险性分类表 
 

类别 火灾危险性的特征 储存物品示例 

甲类 

1、闪点<28
。

C 的液体 

2、爆炸下限<10%的气体、以及受到水或空

气中水蒸汽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10%气

体的固体物质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

致迅速自然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汽的作用能产

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

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热门货剂、有机物接触

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1、已烷、戊烷、石脑油、环戊烷、二硫化碳、

苯、甲苯、甲醇、乙醇、乙醚、石油醚、蚁酸

甲脂、酣酸甲脂、硝酸乙脂、汽油、乙腈、丙

酮、丙烯、甲醛、乙醛、60 度以上的白酒 

2、乙炔、氢、甲烷、乙烯、丙烯、丁二烯、

环氧乙烷、水煤气、硫化氢、氯乙烯、液化石

油气、电石、碳化铝 

3、硝化棉、硝化纤维胶片、喷漆棉、火胶棉、

赛璐珞棉、黄硝 

4、金属钾、钠、锂、钙、锶、氧化锂、四氢

化锂铝、氢化钠 

5、氯酸钾、氯酸钠、过氧化钾、过热门货钠、

硝酸钾 

6、赤磷、五硫化磷、三硫化磷 

乙类 

1、闪点≥28
。

C 至<60
。

C 的液体 

2、爆炸下限≥10%的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热门货剂 

4、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5、助燃气体 

6、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

引起自燃的物品 

1、煤油、松节油、丁烯醇、异戊醇、丁醚、

醋酸丁脂、硝酸戍脂、乙酰丙酮、环已胺、溶

剂油、冰醋酸、樟脑油、蚁酸 

2、氨气、液氯 

3、硝酸铜、铬酸、亚硝酸钾、重烙酸内、铬

酸钾、硝酸、硝酸汞、硝酸钴、发烟硫酸、漂

手粉 

4、硫磺、镁粉、铝粉、赛璐珞、板（片）樟

脑、萘、生松香、硝公纤维漆布、硝化纤维色

片 

5、氯气、氟气 

6、漆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

制品、油绸及其制品 

丙类 
1、闪点≥60

。
C 

2、可燃固体 

1、动物油、植物油、沥青、蜡、润滑油、机

油、重油、闪点≥60
。

C 的柴油、糠醛>50 度至

<60 度的白酒 

2、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纸张、棉、毛、

丝、麻及其织物、谷物、面粉、天然橡胶及其

制品、竹、木及其制品、中药材、电视机、收

录机等电子产品、计算机房已录数据的磁盘、

冷库中的鱼、肉 

丁类 难燃烧物品 
自熄性塑料及其制品、酚醛泡沫塑料及其制

品、水泥刨花板 

戊类 非燃烧物品 

钢材、铝材、玻璃及其制品、陶瓷制品、搪瓷

制品、不燃气体、玻璃棉、硅酸铝纤维矿棉、

岩棉、陶磁棉、石膏及其纸制品、水泥、石、

膨胀珍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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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常见的剧毒、有毒危险化学品示例 
序号 品名 别名 危害性类别 备注 

1 丙腈 乙基氰 

易燃液体,类别 2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2 

急性毒性-经皮,类别 1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A 

剧毒 

2 磷化氢 磷化三氢；膦 

易燃气体,类别 1 

加压气体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2*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剧毒 

3 氯 液氯；氯气 

加压气体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2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剧毒 

4 氯化汞 
氯化高汞；二

氯化汞；升汞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2*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2 

生殖毒性,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剧毒 

5 氰化钾 山奈钾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2 

急性毒性-经皮,类别 1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剧毒 

6 三氧化二砷 
白砒；砒霜；

亚砷酸酐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2*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致癌性,类别 1A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剧毒 

7 四硝基甲烷  

氧化性液体,类别 1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3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1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A 

致癌性,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 1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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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醇 木醇；木精 

易燃液体,类别 2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3* 

急性毒性-经皮,类别 3*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1 

有毒 

9 乙醚 二乙基醚 
易燃液体,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麻醉效应） 
有毒 

10 
氨溶液[含

氨＞10%] 
氨水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有毒 

11 2-丙醇 异丙醇 

易燃液体,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麻醉效应） 

有毒 

12 四氢呋喃 氧杂环戊烷 

易燃液体,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 

致癌性,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有毒 

13 三氯甲烷 氯仿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 

致癌性,类别 2 

生殖毒性,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 1 

有毒 

14 甲醛溶液 
福尔马林溶

液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3* 

急性毒性-经皮,类别 3*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皮肤致敏物,类别 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2 

致癌性,类别 1A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2 

有毒 

15 硫脲 硫代尿素 

生殖毒性,类别 2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2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2 

有毒 

16 氯化钡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3* 有毒 

17 磷化铝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2 

急性毒性-经皮,类别 3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有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