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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概念： 

具有易燃、易爆、毒害、腐蚀及放射等
危险特性，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
和废弃物处臵等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
亡、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的均属于危险
化学品。 

第一章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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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GB12268-90《危险货物品名表》、GB13690-

92《常用危险化学品分类及标志》、将危险化学
品分为八大类： 

第一章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1）爆炸品  

（2）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3）易燃液体 

（4）易燃固体、自然物品
和遇湿易燃物品 

（5）氧化剂和有机过氧物
（6）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7）放射性物品 

（8）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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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别 

1 爆炸物 
①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②具有燃烧
危险和较小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③无重大危
险的爆炸物质和物品 

2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

体 
①易燃气体，如氨气、一氧化碳；②不燃气体，
如氮气、氧气等；③有毒气体 

3 易燃液体 ①低闪点液体；②中闪点液体③高闪点液体 

4 
易燃固体、自燃物
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①易燃固体；②自燃物品；②遇湿易燃物品 

5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

化物 
①氧化剂；②有机过氧化物， 
 

6 有毒品 ①有毒品 

7 放射性物品 

8 腐蚀品 ①酸性腐蚀品；②碱性腐蚀品；③其他腐蚀品 

9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

品 
危害环境、高温物质等 

第一章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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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常见的危险化学药品 

硫酸（强放热、强吸水性、比重大） 

硝酸（易分解、易挥发刺激棕色烟） 

盐酸（易挥发刺激性烟雾） 

氢氧化钠（强放热、强吸水性） 

双氧水（易分解，密闭受热会爆炸） 

酒精、丙酮、助焊剂（易挥发、易燃烧） 

 



苏 州 大 学 沙 钢 钢 铁 学 院 实 验 中 心 

第二章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与爆炸 
 火灾与爆炸危险是化学品的重要特征之一。近年来，
高校实验室所发生的各类事故中，由于火灾和爆炸
导致的人员伤亡为各类事故之首。 

2016年9月21日，东华大学化学化工

与生物工程学院一实验室发生爆炸，
两名学生受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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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8日，苏州大学本部物理科
技楼2楼突发火灾。 

2015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化学系一实

验室发生火灾事故，一博士后实验人员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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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0日，北京化工大学科技楼实验室发生火灾。 

2015年9月22日，北京大学化学楼一实验室起火，系学生
做实验时，火焰枪与氢气管连接处脱落，氢气喷出后被
引燃。 

2015年4月5日，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化工学院一实验
室储气钢瓶爆炸，致1死5伤。 

2014年12月4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实验室发生爆
炸，系老师实验操作不当所致。 

2014年3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一实验室起火，系
学生实验操作不慎引燃实验室。 

2013年4月30日，南京理工大学废弃实验室发生爆炸，4

名施工人员被埋，1人身亡，原因为工人私拆金属。 

2011年，四川大学生化实验室突发火灾，液体爆炸形成
流淌火。 

历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事故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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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事故具有突发性、延时性、长期性
和积累性。 
突发性：危险化学品事故往往是在没有先兆的情况
下突然发生，而不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 
延时性：危险化学品中毒的后果，有的当时并没有
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是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以后严
重起来。 
长期性：危险化学品对环境的污染有时极难消除，
因为对环境和人的危害是长期的。 
积累性：有的低毒或小剂量毒性物品，除此接触无
任何不适反应，但多次获反复接触当量的积累达到
一定的程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显现出化学品
慢性中毒。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毒害 
 



苏 州 大 学 沙 钢 钢 铁 学 院 实 验 中 心 

        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危害主要为引起中毒。中毒
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毒物一次短时间内大量进
入人体后可引起急性中毒；小量毒物长期进入人体所
引起的中毒称为慢性中毒；介于两者之间者，称之为
亚急性中毒。 
接触毒物不同，中毒后出现的病状亦不一样，对人体
各系统或器官的主要中毒病状如下： 
（1）呼吸系统 

      在工业生产中，呼吸道最易接触毒物，特别是刺激性毒物，
一旦吸入，轻者引起呼吸道炎症，重者发生化学性肺炎或肺
水肿。 
     常见引起呼吸系统损害的毒物有氯气、氨、二氧化硫、光
气、氮氧化物，以及某些酸类、酯类、磷化物等。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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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包括脑和脊髓）和周围神经（由脑
和脊髓发出，分布于全身皮肤、肌肉、内脏等处）组成。有
毒物质可损害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 
       主要侵犯神经系统的毒物称为“亲神经性毒物”。可引起
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中毒性脑病等。 
（3）血液系统 

        在工业生产中，有许多毒物能引起血液系统损害。 
        如：苯、砷、铅等，能引起贫血；苯、巯基乙酸等能引起
粒细胞减少症；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如苯胺、硝基苯）
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患者突出的表现为皮肤、粘膜青
紫；氧化砷可破坏红细胞，引起溶血；苯、三硝基甲苯、砷
化合物、四氯化碳等可抑制造血机能，引起血液中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苯可致白血症，
其发病率为14/10万。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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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化系统 

        有毒物质对消化系统的损害很大。 

        如：汞可致汞毒性口腔炎，氟可导致“氟斑牙”；汞、
砷等毒物，经口侵入可引起出血性胃肠炎；铅中毒，可有腹
绞痛；黄磷、砷化合物、四氯化碳、苯胺等物质可致中毒性
肝病。 

（5）循环系统 

        常见的有：有机溶剂中的苯、有机磷农药以及某些刺激
性气体和窒息性气体对心肌的损害，其表现为心慌、胸闷、
心前区不适、心率快等；急性中毒可出现的休克；长期接触
一氧化碳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等等。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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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化学品不同的特性，以其危险程度为标准，可把化
学品按照类别分为5类，其中第三类、第四类危化品需
要重点监控。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毒害 
 

级别 健康危害 

4 剧毒 短期接触后可能引起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化学品 

3 高毒 短期接触后能引起严重的暂时性或永久性伤害和
有致癌性化学品 

2 中毒 短期接触或高浓度接触，可引起暂时性的伤害和
长期接触可导致较为严重伤害的化学品 

1 低毒 短期接触，可引起刺激，但不造成永久伤害和长
期接触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化学品 

0 无毒 长期接触基本上不造成危害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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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或减少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环境的影响，
可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实验室中化学品的危害
或尽可能降低其危害程度，以免危害实验人员，污
染环境。 

  预防与控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危险化学品中毒、污染事故的预防控制措施 

（2）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的预防 

（3）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安全 

（4）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安全 

 

 

第四章危险化学品的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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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化学品中毒、污染事故的预防控制措施 
①替代。选用无毒或低毒的化学品代替有毒有害化学品，选用
可燃化学品代替易燃化学品。 
②变更。工艺采用新技术、改变原料配方，消除或降低化学品
危害。 
③隔离。将生产设备封闭起来，或设臵屏障，避免作业人员直
接暴露于有害环境中。 
④通风。借助于有效的通风，使作业场所空气中有害气体、蒸
气或粉尘的浓度降低，通风分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两种。局部
排风适用于点式扩散源，将污染源臵于通风罩控制范围内。 
⑤个体防护。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措施，是一道阻止有害物质
进入人体的屏障。防护用品主要有呼吸防护器具、头部防护器
具、眼防护器具、身体防护器具、手足防护用品等。 
⑥卫生。卫生包括保持作业场所清洁和作业人员个人卫生两个
方面。经常清洗作业场所，对废物、溢出物及时处臵；作业人
员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有害物质附着在皮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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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的预防 
①防止可燃可爆混合物的形成、防止可燃物质外溢泄漏；采
取惰性气体保护；加强通风臵换。 

②控制工艺参数将温度、压力、流量、物料配比等工艺参数
严格控制在安全限度范围内，防止超压、超温、物质泄漏。 

③消除点火源，远离明火、高温表面、化学反应热、电气设
备，避免撞击摩擦、静电火花、光线照射，防止自燃发热。 

④限制火灾爆炸蔓延扩散采用阻火装臵、阻火设施、防爆泄
压装臵及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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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安全 
①托运危险物品必须出示有关证明。 
②危险物品的装卸和运输人员，应按装运危险品的性质，佩
带相应的防护用品，装卸时必须轻装，轻卸。 
③危险物品装卸前，应对车搬运工具进行必要的通风和清扫，
对装有剧毒物品的车，卸车后必须洗刷干净。 
④装运爆炸、剧毒、放射性、易燃液体、可燃气体等物品，
必须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 
⑤运输爆炸、剧毒和放射性物品，应指派专人押运，押运人
不得少于2人。 
⑥运输危险物品的车辆，必须保持安全车速，保持车距。按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运输，不可在繁华街道
行使和停留。 
⑦运输易燃、易爆物品的机动车，其排气管应装阻火器，并
悬挂“危险品”标志。 
⑧运输散装固体危险物品，应根据性采取防火、防爆、防水、
防粉尘飞扬和遮阳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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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安全 
①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门地点，不得于其他物品混合储存。 
②危险化学品应该分类、分堆储存，堆垛之间，应该留出一定
间距、通道及通风口。 
③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及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应该隔离储
存。 
④遇水容易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化学品，不得存放在潮湿或
容易积水的地点。受阳光照射容易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化学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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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容器、包装要完整无损，如破损、渗漏应立即进行安全处理。 
⑥性质不稳定、容易分解和变质，以及混有杂质而容易引起燃
烧、爆炸危险的危险化学品，应该进行检查、测温、化验、防
治自燃、爆炸。 
⑦库房内不得住人，工作结束时，应进行防火检查，切断电源。 



苏 州 大 学 沙 钢 钢 铁 学 院 实 验 中 心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理的主要任务： 
（1）控制事故源。及时控制事故源，是应急处理的首要任务。
只有及时控制事故源，才能防止事故的继续扩展，有效地进
行后续处理。 

（2）抢救受害人员。这是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重要任务。及时、
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安全转送伤员是降低伤亡率、
减少事故损失的关键。 

（3）指导人员防护，组织人员撤离。由于危险化学品事故发
生突然、扩散迅速、涉及范围广、危害大，应及时指导和组
织人员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身防护，并向上风向迅速撤离出
危险区或可能受到危害的区域，在撤离过程中应积极组织人
员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 

第五章危险化学品泄露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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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理的主要任务： 
（4）做好现场清消、消除危害后果。对事故外逸的有毒有害
物质和可能对人和环境继续造成的危害物质，应及时组织人
员予以清除，消除危害后果，防止对人的继续危害和环境的
污染。 

（5）查清事故原因，估算危害程度。事故发生以后应及时调
查事故的发生原因和事故的性质，估算出事故的危害波及范
围和危险程度，查明人员的伤亡情况，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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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人员要求具有： 
严肃认真、大胆心细的做事方法 

必备的危化品安全知识 

危化品管理常识 

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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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