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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使用与管理

定义和特征

u 危险化学品定义：

具有易燃、易爆、腐蚀、毒害、放射性等危险性质，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引起燃

烧、爆炸和导致人体灼伤、死亡等事故的化学物品及放射性物品。

u 危险化学品特征：
u 具有爆炸性、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

u 在生产、运输、使用、储存和回收过程中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

u 需要特别防护的。

u一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了以上三个特征，即为危险品;如果此类危险品为化学品，

那它就是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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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根据《危险货物分类及品名编号》（GB6944-2012）

即主要危险特性分为9类：  

   第一类、爆炸物品

   第二类、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第三类、易燃液体

   第四类、易燃固体及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第五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第六类、有毒品

   第七类、放射性物质 

   第八类、腐蚀品

   第九类、杂类危险品及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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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约6000余种。目前，最常见的、用途较广的约2000种左右,里面包含

了剧毒品、易制毒品、易制爆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等。

u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共计2828种)

u 《剧毒化学品目录》(2015版)(共计148种)

u 《易制毒化学品目录》(2018版)(共计32种，其中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19种，第

二类易制毒化学品7种，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6种)

u 《易制爆化学品目录》(2017版)(共计7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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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2.组成成分信息

3.危险性概述

4.急救措施

5.消防措施

6.泄漏应急处理

7.操作处置与存储

8.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9.理化特性

10.稳定性与反应性

11.毒理学资料

12.生态学资料

13.废弃处置

14.运输信息

15.管理信息

16.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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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常见剧毒物：氯化汞、二乙基汞、乙酸汞、氧化汞、叠氮化钠、硫酸铊、氰化氢、氰化钾、氰化

钠、丙腈、乌头碱、二氟化氧、氟乙酸、四乙基铅、癸硼烷、乙硼烷、戊硼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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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毒化学品：指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可

分为前体和配剂。

所谓前体是指该类化学原料在制毒过程中其成分成为毒品的主要成分如麻黄素、

1-苯基-2-丙酮、胡椒基甲基酮等。

所谓配剂是指在制毒过程中参与反应或不参与反应，其成分不构成毒品最终产

品成分，该类化学品包括试剂、溶剂和催化剂等，如高锰酸钾、乙醚、三氯甲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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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化学品：是指化学品本身不属于爆炸品，但可以作为原料或辅料而制成爆炸品的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品通常包括：强氧化剂、可/易燃物、强还原剂、部分有机物。
u 酸类（3种）︰硝酸、发烟硝酸、高氯酸。

u 硝酸盐类（11种）︰硝酸钠、硝酸钾、硝酸铯、硝酸镁、硝酸钙、硝酸锶、硝酸钡、硝酸锌、硝酸银、

硝酸铅。

u 氯酸盐类（3种）：氯酸钠、氯酸钾、氯酸铵。

u 高氯酸盐类(4种)︰高氯酸锂、高氯酸钠、高氯酸钾、高氯酸铵。

u 重铬酸盐类（4种）：重铬酸锂、重铬酸钠、重铬酸钾、重铬酸铵。

u 过氧化物和超氧化物类（15种）︰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过氧化锂、过氧化钠、过氧化钾、超氧

化钠、超氧化钾等。易燃物还原剂类(16种)︰锂、钠、钾、镁、镁铝粉、铝粉、硅铝、硅铝粉、锌粉、锌尘、

锌灰、硼氢化锂、硼氢化钠、硼氢化钾等。

u 硝基化合物类（11种）：硝基甲烷、硝基乙烷、二硝基苯酚溶液等。

u 其它（7种）︰高锰酸钾、高锰酸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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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的购置要求: 8.1.1、8.1.2、8.1.3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存放要求: 8.2.1、8.2.2、8.2.3、8.2.4

管制类化学品的要求: 8.4.1、8.4.2、8.4.3、8.4.4

危险化学品库房的要求: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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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存储—产品分类
安全存储，分类管理，按各类试剂的化学属性，选择相应存储体：

易燃
品&
毒害
品柜

气
瓶
柜

强酸
强碱
柜

恒温
药品
柜

废弃
物暂
存柜

无管
净气
型储
存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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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分类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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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系统

洗眼与喷淋装置

防爆降温系统110联动系统

呼吸器 急救箱 防爆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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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灭火系统

自动排风系统

静电消除装置

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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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系统 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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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要求—一般原则

所有化学品和配制试剂都应贴有明显标签，杜绝标签丢失、标签信息不全或不清等

混乱现象。配制的试剂、反应产物等应有名称、浓度或纯度、责任人、日期等信息。

存放化学品的场所必须整洁、通风、隔热、安全、远离热源和火源。

实验室不得存放大桶试剂(单个超过10kg），严禁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品及强氧化

剂；化学品应密封、分类、合理存放，切勿将不相容的、相互作用会发生剧烈反应

的化学品混放。

实验室需建立并及时更新化学品台帐，及时清理废旧化学品。

管制类化学品需上双锁保管并做好使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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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要求一具体要求

易燃液体：远离热源、火源，于避光阴凉处保存，通风良好，不能装满；最好保存在防爆冰
箱内。

腐蚀性液体：放于药品柜下端，选用抗腐蚀材料架。

易发生有毒气体或烟雾的化学品：单独存放于带通风的药品柜中。

剧毒品：与酸隔离，专柜上锁（专门保险柜；高挥发、低闪点的剧毒品应存放在防爆冰箱）。

易燃类固体：与易燃物、氧化剂隔离，宜存于20℃以下，选用防爆材料架。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使用与管理

易燃、易爆及强氧化剂：只能少量存放，且置于阴凉避光处保存。

致癌物：有致癌的明显标志，上锁。

互相作用化学品：隔离存放。

特别保存物品：金属钠、钾等碱金属（贮于煤油中）、黄磷（贮于水中）﹔两种药物易

混淆，要隔离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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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分类

管制类别：

1.易制毒品：盐酸、硫酸、苯乙酸、

醋酸酐、溴素

2.易制爆品：硝酸、发烟硝酸、高

氯酸、过（氧）乙酸

存放要求：有防泄露托盘，

有通风。

第一类 酸、腐蚀品

管制类别：

1.易制毒品：高锰酸钾

2.易制爆品：

o硝酸盐类：硝酸钠、硝酸钾、硝酸艳、硝酸镁、硝酸钙、硝酸锶、硝酸钡、硝酸镍、

硝酸银、硝酸锌、硝酸铅

o氯酸盐类：氯酸钠（含溶液）、氯酸钾（含溶液）

o高（过）氯酸盐类：高（过）氯酸锂、高（过）氯酸钠、高（过）氯酸钾

o重铬酸盐类：重铬酸锂、重铬酸钠、重铬酸钾、重铬酸铵

o高锰酸盐类：高锰酸钾、高锰酸钠

o无机过氧化物类：过氧化氢溶液、过氧化锂、过氧化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镁、过

氧化钙、过氧化锶、过氧化钡、过氧化锌、超氧化钠、超氧化钾

o有机物类：过氧化二异丙苯、过氧化氢苯甲酰、过氧化脲、硝酸胍

存放要求：液体试剂有托盘，挥发试剂有通风

第二类 氧化剂、无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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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类别：

1.易制毒品：
o第二类：三氯甲烷、乙醚、哌啶、乙基苯基阐及前述所
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
o第三类：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

2.易制爆品：
o有机液体类：硝基甲烷、硝基乙烷、1，2-乙二胺、一甲
胺溶液
o有机固体类：六亚甲基四胺、一甲胺、2，4-二硝基甲苯、
2，6-二硝基甲苯、1，5-二硝基茶、1，8 -二硝基蔡、2，
4-二硝基苯酚（含水≥15%）、2，5-二硝基苯酚（含水
≥15%） 、 2，6-二硝基苯酚（含水≥15%）、季戍四醇
（四羟甲基甲烷）

存放要求：有通风

第三类 有机试剂、还原剂

管制类别：

o锂、钠、钾、镁、镁铝粉、铝
粉、硅铝、硅铝粉、锌灰、锌
粉、锌尘、锆

o硫磺

o硼氢化锂、硼氢化钠、硼氢化
钾

存放要求：隔水隔热隔
氧

第四类 活泼金属等

管制类别：

1.爆炸品：硝酸铵、2，4，6-三
硝基甲苯（TNT）、2，4，6-
三硝基苯酚（苦味酸）、季戊四
醇四硝酸酯

2.易制爆品名录中的爆炸品：氯
酸铵、高（过）氯酸铵、二硝基
苯酚（溶液）、2，4-二硝基苯
酚钠、硝化纤维素（硝化棉）、
4，6-二硝基-2-氨基苯酚钠（苦
氨酸钠）

存放要求：双人双锁

第五类 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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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危险化学品储存：
1.丙酮：库温不宜超过26°C。

2.二氯甲烷：库温不宜超过30°C，相对湿度不超过80%。

3.甲苯：库温不宜超过30°C。

4.硫酸：库温不超过35℃，相对湿度不超过85%。

5.过氧化氢：库温不宜超过30°C。

6.乙酸：冻季应保持库温高于16℃，

7.氢氧化钠：库内湿度不大于85%。

8：乙酸乙酯：库温不宜超过30°C。低温存放的化学品：

9：其他：如苯乙烯、丙烯腈、乙烯基乙炔、甲基丙烯酯甲酯、

氢氧化铵等。

MSDS查询网站：http://www.somsds.com/

关于三类药品的存储要求：
石油醚、正已烷、乙醚都是低闪点的易燃液体，都属
于危化品，其中乙醚是易制爆化学品。通过MSDS信
息卡的查询需要满足：
1. 阴凉、通风；
2.远离火种、热源。
3.石油醚存储库温不超过37℃，正己烷不超过29℃，
乙醚不超过28℃。
4.存储量要符合规定。（50平方米的房间普通化学试
剂总和不超过100kg，易制毒和易制爆的不超过
50kg）。
一定要满足储存的房间温度小于每一种易燃试剂的储
存温度，可多项选择（1）选择带有空调房间，且放
在专属试剂柜中，温度在储存温度以下，（2）低温
防爆冰箱；（3）易制爆储存柜有通风装置，且整个
房间温度小于试剂的储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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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共存的化学品

●氧化剂与还原剂及有机物等不能混放（双氧水、丙酮）。

●强酸（尤其是硫酸）切忌与强氧化剂的盐类（如高锰酸钾、氯酸钾等）混放;遇酸产生有害

气体的盐类（如氰化钾、硫化钠、亚硝酸钠、氯化钠、亚硫酸钠等）不能与酸混放。

●易水解的药品（如醋酸酐、乙酰氯、二氯化砜等）忌水、酸和碱。

●卤素（氟、氯、溴、碘）忌与氨、酸和有机物混放。

●许多有机物忌与氧化剂、硫酸、硝酸和卤素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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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不能与铬酸、硝酸、羟基化合物、乙二醇、高氯酸、过氧化物以及高锰酸盐共存。

丙酮：不能与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物共存。

乙炔：不能与铜、卤素、银、汞及其化合物共存。

碱金属：不能与水、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和其他氯化烃共存。

无水氨：不能与汞、卤素、次氯酸钙和氟化氢共存。

硝酸铵：不能与酸、金属粉末、易燃液体、氯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以及易燃性化合物共存。
苯胺：不能与硝酸和过氧化氢共存。

叠氮化钠：不能与铅、铜和其他金属共存。这种化合物通常用做防腐剂，但能够写金属形成不稳定的易爆
炸性化合物。如果沉积在洗涤槽下面，那么在水管工人作业时，遇到金属圈和金属管就可能引起爆炸。

过氧化钠：不能与任何可氧化的物质共存，例如甲醇、冰醋酸、醋酐、苯甲醛、二硫化碳、甘油、乙酸乙
酯和α-肤喃甲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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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不能与氨、乙炔、丁二烯、丁烷、氢、碳化钠、松节油以及金属细粉末共存。

活性碳：不能与次氯酸钙和所有氧化剂共存。

氯酸盐：不能与铵盐、酸、金属粉末、硫以及细碎的有机物或易燃性化合物共存。

氯：不能与氨、乙炔、丁二烯、苯和其他石油馏分、氢、碳化钠、松节油以及金属细粉末共存。

二氧化氯：不能与氨、甲烷、磷化氢和硫化氢共存。

铬酸：不能与醋酸、萘、樟脑、甘油、松节油和其他易燃液体共存。

铜：不能与乙炔、叠氮化物和过氧化氢共存。
氰化物：不能与酸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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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不能与硝酸铵、铬酸、硝酸、过氧化氢、过氧化钠和卤素共存.

烃：不能与氟、氯、溴、铬酸和过氧化钠共存。

过氧化氢：不能与铬、铜、铁和其他多数金属及其盐、易燃液体和其他易燃物、苯胺以及
硝基甲烷共存。

硫化氢：不能与发烟硝酸和氧化性气体共存。

碘：不能与乙炔和氨共存。

汞：不能与乙炔、雷酸（HONC）和氨共存。

氧：不能与油、脂肪、氢和易燃性液体、固体和气体共存。

乙二酸：不能与银和汞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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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不能与醋酐、铋及其合金、酒精、纸、木材和其他有机材料共存。

五氧化二磷：不能与水共存。

高锰酸钾：不能与甘油、乙二醇、苯甲醛和硫酸共存。

银：不能与乙炔、乙二酸、酒石酸和铵类化合物共存。

钠：不能与四氯化碳、二氧化碳和水共存。



第一部分：危险化学品使用与管理

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

◆教学实验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的监管由实验教师、实验室负责人共同负
责；

◆科研实验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中的监管由指导教师、实验室负责人共同
负责。

普通化学品使用管理

◆教学实验使用的普通化学品：使用过程的监管由实验教师负责;

◆科研实验使用的普通化学品：使用过程中的监管由指导教师、学生共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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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的使用与管理
PART TWO



第二部分：气瓶的使用与管理

钢制无缝气瓶

气
瓶

钢制焊接气瓶

缠绕玻璃纤维气瓶

使
用
年
限

30年

20年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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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验收注意事项
气瓶所装介质与气瓶颈部钢印、外观涂色相一致。
气瓶瓶体外观完整、无腐蚀、瓶色、字样、字色、色环清晰、颜色统一。
气嘴有无变形、开关有无缺少、外观是否正常、其他附件齐全，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序号 气体名称 化学式 瓶色 字样 字色

1 乙炔 C2H4 白 乙炔不可近火 大红

2 氧气 O2 淡（酞）
兰

氧气 黑

3 氮气 N2 黑 氮气 淡黄

4 氩气 Ar 银灰 氩气 深绿

5 二氧化碳 CO2 铝白 液化二氧化碳 黑

6 氢气 H2 淡绿 氢气 大红

7 氦气 He 银灰 氦气 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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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的年检要求

1.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如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每二年检验一次。

2.盛装一般气体的气瓶（如空气、氧气、氮气、氢气、乙炔等），每三年检验

一次。

3.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氩、氖、氦等），每五年检验一次。

4.低温绝热气瓶，每三年检验一次。

5.溶解乙炔气瓶，每三年检验一次。



0：制造厂检验标记   1：钢瓶制造厂代码或商标

2：钢瓶编号       3：水压实验压力（MPa）

4：公称工作压力（MPa）5：气瓶实际重量（Kg）

6：实际容积（L） 7：瓶体设计壁厚（mm）

8：气瓶制造年月   9：最新检验年月

10：安全监察部门的检验标记

11：盛装气体名称或化学分子式

12：寒冷地区用钢瓶代号（铬钼钢材料）

气体钢瓶钢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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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目视标签 规范的目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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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倒放

气瓶应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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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固定胶圈

至少两个胶圈 气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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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无安全帽 气瓶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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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无手轮 气瓶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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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完好

无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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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卡箍固定

管路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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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

固定支架

固定橡胶圈

移动小推车

气瓶柜



u 气体瓶应贮存于通风阴凉处，不能过冷、过热或忽冷忽热，使瓶材变质。也

不能暴于日光及一切热源照射下，因为暴于热力中，瓶壁强度可能减弱，瓶

内气体膨胀，压力迅速增长，可能引起爆炸。

u 气瓶附近，不能有还原性有机物，如有油污的棉纱、棉布等，不要用塑料布、

油毡之类盖，以免爆炸。

u  勿放于通道，以免碰跌。

气体钢瓶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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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的气瓶不要放在实验室，应有专库保存。

 不同气瓶不能混放。空瓶与装有气体的瓶应分别存放。

在实验室中，不要将气瓶倒放、卧倒，以防止开阀门时喷出压

缩液体。要牢固地直立，固定于墙边或实验桌边，用固定架固

定。

气体钢瓶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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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瓶的使用注意事项

    为了避免各种钢瓶在使用时发生混淆，储存各种常用气体的气瓶应该用不同规定的

颜色来标志。

   操作时严禁敲打撞击气体钢瓶，并经常检查有无漏气现象，注意压力表读数。

  氧气瓶或氢气瓶等，应配备专用工具，并严禁与油类接触。

操作人员不能穿戴沾有各种油脂或易感应产生静电的服装、手套进行操作，以免

引起燃烧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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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的使用注意事项

氢气对空气混合气的爆炸极限范围为1%～74.1%（体积分数），极易引起自燃自

爆，可燃性气体和助燃气体气瓶，与明火的距离应大于10米

用后的气瓶，氢气应保留2 MPa，以防止重新充气时发生危险，不可将气体用尽。

氢气瓶需单独存放，最好放置在室外专用的小屋内，以确保安全，严禁烟火，远

离热源，避免太阳爆晒，严禁与易燃易爆物品混放，暂不用时也应旋紧气瓶开关

阀。应配备专用工具（铜制扳手），并严禁与油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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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极易燃烧，容易爆炸的气体。含有7%～13%乙炔的乙炔-空气混合气，

或含有30%乙炔的乙炔-氧气混合气最易发生爆炸。乙炔和氢、氯、次

氯酸盐等化合物也会发生燃烧和爆炸。用后的气瓶，应剩余0.2-0.3 

MPa。由于乙炔和铜反应发生爆炸，切记用铜制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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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瓶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氧气是强烈的助燃气体，高温下，十分活泼，温度不变而压力增加时，可以

和油类发生急剧的化学反应，并引起发热自燃，进而产生强烈爆炸。绝对避

免让其他可燃性气体混入氧气瓶；禁止用（或误用）盛其他可燃性气体的气

瓶来充装氧气。严禁氢与氧、乙炔与氧等混放一处使用。用后的气瓶，应按

规定留0.05 MPa以上的残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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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验室展示
PAR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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