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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参考采用ＢＳ７１８４：２００１《化学防护服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

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技术委员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１１２）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广州职安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防化研究院、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州市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石佩贤、罗蕾霖、梁醒虾、刘钜源、范永名、韩伟嘉、李永明、胡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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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防护服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防护服的选择、使用和维护的原则、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为预防从业人员因接触危险化学品而受到职业伤害所使用的化学防护服。

本标准涉及的化学防护服仅适用于避免皮肤接触液态、气态化学品和化学粉尘及矿物纤维。

本标准不适用微生物和放射性物质的防护服。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化学防护服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犮犾狅狋犺犻狀犵（犆犘犆）

防御有毒、有害化学品直接损害皮肤或经皮肤吸收伤害人体的防护服。

２．２

　　化学危害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犺犪狕犪狉犱

由化学品引起的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２．３

　　穿透　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

化学品通过材料的空隙、缝隙、针孔或者非分子水平的其他结构缺陷而透过防护材料的过程。

注：穿透也包括从防护服颈部、衣袖等部位进入防护服内部的过程。

２．４

　　渗透　狆犲狉犿犲犪狋犻狅狀

化学品以分子扩散的方式透过防护材料的过程。

注：渗透的过程：

ａ）　气态或液体化学品分子吸附或附着在防护材料外表面；

ｂ）　吸附或附着的化学品分子向防护材料内表面扩散；

ｃ）　化学品分子从防护材料内表面的解析渗出和扩散。

２．５

　　透过时间　犫狉犲犪犽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犻犿犲

化学品从最初接触防护材料的外表面到从防护材料内表面渗出所经历的时间。

２．６

　　伤害　犺犪狉犿

对人体的损伤或对健康的损害。

２．７

　　危害　犺犪狕犪狉犱

伤害的潜在根源。

２．８

　　急性中毒　犪犮狌狋犲狆狅犻狊狅狀犻狀犵

职工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有毒物质，发病急，病情变化快，致使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

事件。

１

犃犙／犜６１０７—２００８



２．９

　　职业性慢性中毒　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犺狉狅狀犻犮狆狅犻狊狅狀犻狀犵

长期吸收较小剂量毒物所引起的职业性中毒。

在慢性中毒病程中，有时可出现临床表现的急性发作。例如，慢性铅中毒时可有铅绞痛急性发作。

２．１０

　　防护性能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

护品防御各种危险和有害因素，保护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性能。

２．１１

　　性能等级　犾犲狏犲犾狅犳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表示某特殊类别或性能范围的数值，用这些数值可以对测试结果分级。

２．１２

　　风险　狉犻狊犽

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的严重度的结合。

２．１３

　　风险评价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评估风险大小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的全过程。

２．１４

　　暴露评估　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可能通过一种或多种途径暴露到人体或环境的风险源的定量或定性评估。

２．１５

　　劳动强度　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狑狅狉犽

劳动的繁重和紧张程度的总和。

２．１６

　　老化　犪犵犲犻狀犵

防护服材料的一种或多种原始性能随时间的退化。

２．１７

　　剧毒品　犺犻犵犺犾狔狋狅狓犻犮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急性毒性为：经口ＬＤ５０≤５ｍｇ／ｋｇ；经皮接触２４ｈＬＤ５０≤４ｍｇ／ｋｇ；吸入１ｈＬＣ５０≤０．５ｍｇ／Ｌ的化学品。

２．１８

　　有毒品　狋狅狓犻犮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急性毒性为：经口５ｍｇ／ｋｇ＜ＬＤ５０≤５０ｍｇ／ｋｇ；经皮接触２４ｈ，４０ｍｇ／ｋｇ＜ＬＤ５０≤２００ｍｇ／ｋｇ；吸入

１ｈ，０．５ｍｇ／Ｌ＜ＬＣ５０≤２ｍｇ／Ｌ的化学品。

２．１９

　　有害品　犺犪狉犿犳狌犾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急性毒性为：固体经口５０ｍｇ／ｋｇ＜ＬＤ５０≤５００ｍｇ／ｋｇ；液体经口５０ｍｇ／ｋｇ＜ＬＤ５０≤２０００ｍｇ／ｋｇ；

经皮接触２４ｈ，２００ｍｇ／ｋｇ＜ＬＤ５０≤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吸入１ｈ，２ｍｇ／Ｌ＜ＬＣ５０≤１０ｍｇ／Ｌ的化学品。

２．２０

　　腐蚀品　犮狅狉狉狅狊犻狏犲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能灼伤人体组织或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坏的化学品。与皮肤接触在４ｈ内出现可见坏死现象，或

温度在５５℃时，对２０号钢的表面均匀腐蚀率超过６．２５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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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刺激品　犻狉狉犻狋犪狀狋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浓度≤２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ｍ
３、对呼吸系统、皮肤和眼结膜产生刺激作用的化学品。

２．２２

　　遗留风险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狉犻狊犽

采取安全措施之后所剩余的风险。

２．２３

　　接缝　狊犲犪犿

面料的两个边缘的连接，通过缝纫或其他方式牢固地附在防护服上。

３　风险评价

３．１　识别风险

３．１．１　获取化学品危害数据

任何化学品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危害。供应商应向使用方提供其所生产的化学品危害性的信息，并

有责任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要求对危险化学品的理化参数、燃爆性能、对健康的危害、安全使用贮存、泄漏

处置、急救措施等进行详细标志。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ＭＳＤ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是化学

品生产供应企业为用户提供的关于化学品及其制品基本危害信息的工具，内容包括安全、健康和环境保

护方面的各种信息，还包括化学品的基本知识、防护措施和应急行动等方面的资料。对于工作场所出现

的某些化学品，若无法获得相关的安全技术资料，需进一步寻找物质危害数据。常见危险化学品皮肤接

触危害示例，参见附录Ａ。

注：ＭＳＤＳ也称作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ＩＳＯ１１０１４中采用ＳＤＳ术语。

３．１．２　化学品危害性的评估

对化学品危害性的评估应考虑下列因素：

ａ）　化学品对皮肤的危害性，了解化学品的毒理学信息，如不同接触方式的急性毒性（ＬＤ５０、ＬＣ５０）、

刺激性、慢性毒性、致癌性等；毒害性化学品可以被皮肤吸收，并通过血液的循环而导致身体的

其他部分受伤害，这种伤害作用可能是急性中毒，也可能是职业性慢性中毒；

ｂ）　化学品危害性一般取决于接触或吸收物质的量，皮肤接触的面积、化学品浓度、接触的频率、

持续接触时间等相关；

ｃ）　需要重视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皮肤直接接触高浓度或高剂量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经皮肤迅

速吸收（如：苯酚及酚类化合物能被皮肤迅速吸收并引起中毒）；

ｄ）　化学品侵入人体的三种途径：吸入、食入和经皮肤吸收；

ｅ）　人体对外部物质的接受程度和反应速度因人而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或不同的情况下也

不同；

ｆ）　化学品对皮肤的危害性随接触频率、持续时间和物质浓度的改变而改变，某些物质开始接触时

不引起人体出现症状，但微剂量有害物质的长时间接触可引发职业性慢性中毒；

ｇ）　混合物加大伤害的风险。

３．１．３　风险评价的范围

对工人接触危险化学品的作业范围都进行风险评价，评价范围至少包括：

ａ）　化学品的生产；

ｂ）　化学品的搬运；

ｃ）　化学品的储存；

ｄ）　化学品的运输；

ｅ）　化学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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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化学废料的处置或处理；

ｇ）　因作业活动导致化学品的排放；

ｈ）　化学处理相关设备的保养、维修和清洁。

３．２　风险评价

３．２．１　一般原则

为消除或减少危险化学品潜在风险必须进行风险评价，评价结果是正确选择控制措施的依据。人

体接触危险化学品的途径很多，包括正常操作、意外泄露、不慎接触等，应对人体在各种途径和各种状态

下暴露于危险化学品的后果加以评价。如果个体防护装备用于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应急预案，应在

可预见的最坏假设的基础上选取防护级别最高的装备。

３．２．２　化学品物理状态的相关风险

化学品的风险因其理化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ａ）　完好密封包装的危险化学品，在正常情况下无风险；

ｂ）　对于化学液体和化学粉尘，偶然的喷溅或接触是导致皮肤接触的原因；

ｃ）　对于经过皮肤吸收而危害人体的有毒有害气体或蒸汽需更严密的防护，某些强毒性气体或蒸

汽不易为人体感知，但通过皮肤接触对人体的危害性很高。

３．２．３　存储、分装和使用的相关风险

危险化学品的暴露风险取决于化学品危害性、数量、包装方式（玻璃容器、钢制容器、管道等）和发生

泄漏的机械装置（溢出，容器、设备或管道的破裂、密封件的损坏、系统内串漏等）。危害后果可能不仅影

响到泄漏区域内的人员，还会影响到泄漏区域外的人员。

注：化学品泄露事件包括突发的事故（如有毒化学管道的破裂）、可预见的常见事故（处理过程中液体的溢出，喷洒

过程中的污染）。表２列举了一些假设情景。

３．２．４　暴露频率和持续时间的相关风险

人体暴露于危险化学品中，健康的危害取决于化学品毒性水平，一般会随时间和接触频率的增加而

增加。在危害评估时应考虑以下情况：

ａ）　化学品的毒性水平；

ｂ）　作业的模式；

ｃ）　污染的可能性；

ｄ）　清除污染的必要性；

ｅ）　皮肤和衣物对污染物的耐受性；

ｆ）　除污设施的有效性。

３．３　防护需求的评估

３．３．１　经过３．１和３．２条款涉及内容的评估，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用户应了解以下内容：

ａ）　化学品对人体的危害性；

ｂ）　化学品的使用方式；

ｃ）　化学品接触皮肤的方式；

ｄ）　用来减少潜在风险的工程控制措施；

ｅ）　进一步采取其他措施减少风险的可能性；

ｆ）　遗留风险的严重性；

ｇ）　关于这种化学品是否有法律规定禁用。

注：若所使用的化学品是法律规定的禁用产品，则应用其他化学品代替。

３．３．２　如果个体防护装置被用于控制遗留风险，则应了解以下内容：

ａ）　人体在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中的暴露概况（温度、范围、位置、可能性、持续时间和频率、化学品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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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相关人员对风险的认知。

３．３．３　在不清楚危害环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暴露于可能危害健康的环境中。进入存在危险化学

品的作业环境前，应进行风险评价；若无法通过工程控制措施完全消除环境危害时，应根据本标准的规

定选择适合的化学防护服。化学防护服防护需求的评估按照图１的程序进行。

图１　防护需求评估

３．３．４　风险评价需定期检讨，尤其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发生重大改变时，或者查明所提供的防护不足

以满足防护要求时，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价。

４　化学防护服类型的选择

４．１　一般原则

４．１．１　当确定需要使用化学防护服保护个体安全与健康时，所选择的化学防护服在预期风险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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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内和作业人员工作条件下应能抵御化学品危害。

４．１．２　正确选择化学防护服，首先应根据化学品危害性选择防护性能适宜的化学防护服。根据化学防

护服抵御危险化学品的能力将它的防护性能分成高或低等级：最低等级的防护，化学防护服为避免穿着

者身体某一部位偶尔接触低毒性的化学品提供保护；高等级的防护，化学防护服避免穿着者受工作场所

存在的剧毒品、有毒品或有害品的危害。

４．１．３　选用化学防护服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防护危害最大的化学品。若作业场所同时存在一种以上

的化学污染物，应分别评估每种化学污染物的危害程度，重点防护危害性最大的化学品。

４．１．４　本标准针对化学品的性质以及防护服的防护功能建立化学防护服的分类系统，用来区分它们的

保护类型和大致的防护性能等级。对于每一种类型化学防护服的防护性能都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

并能抵御某类化学品的危害（化学防护服的分类见表１）。

４．１．５　对于某一特定危险化学品作业环境，在确定所使用的化学防护服类别之后，应进一步参考服装

和材料的其他性能指标（如织物弯曲强度或化学防护性）。关于这些性能指标，供应商有责任提供充分

的实验数据供用户参考（见第５章）。

表１　化学防护服分类

类　　型 服装种类 服装描述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可重复使用和有限次使用

内置空气呼吸器（如ＳＣＢＡ）的气体致密型化学

防护服

外置空气呼吸器的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带正压供气式呼吸防护装备的气体致密型化

学防护服

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可重复使用和有限次使用
防化学液体的化学防护服

防化学液体的局部化学防护服

粉尘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可重复使用和有限次使用 防化学粉尘穿透的化学防护服

　　注：ＳＣＢＡ是指携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４．２　化学防护服类型和防护性能

化学防护服的分类及各类型化学防护服种类的描述（表１）。

４．２．１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气体致密形化学防护服有如下特征：

ａ）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为抵御气态危险化学品与皮肤接触进而伤害人体的防护服，该类型化

学防护服也用于液态化学品和固态粉尘的防护；

ｂ）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是全身包裹密封式的连身服，有可重复使用和有限次使用两个种类；

ｃ）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的制作材料、接缝、拉链等接合部分都有严格的气体密封性要求；

ｄ）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为最高等级的防护时，对人体暴露在可经皮肤吸收、致癌或剧毒性的

气体化学物和高蒸气压的化学雾滴有很好的隔绝作用；

ｅ）　如果所接触的化学品（单质或混合物）毒性（品种、浓度等）未知，应选择防护范围最广、防护等

级最高的化学防护服；

ｆ）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将人体与外界完全隔绝，需提供可呼吸的独立气源，有多种款式的服装

可供选择：空气呼吸装置内置的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空气呼吸装置外置的气体致密型化学

防护服、与正压式供气系统连接使用的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４．２．２　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为防液态化学品伤害人体的防护服。服装可以是全身式的防护，或者是局

部的防护，从防护功能看，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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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防液态化学品渗透的防护服，用于因接触高浓度的剧毒液体（非挥发性）泼溅、接触、浸入而进

行的防护；该类防护服有连身服和非连身服（由上衣和裤子组成）；

ｂ）　防化学液体穿透的防护服，用于防御无压状态下非挥发性的雾状危险化学品伤害人体；对于

高压状态下的雾状危险化学品应做气体致密防护；该类防护服有连身服和非连身服（由上衣和

裤子组成）；

ｃ）　局部防化学液体渗透的防护服，仅适用于局部接触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如实验用外套、防

化围裙、夹克等。

４．２．３　粉尘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粉尘致密型化学防护服用来防止化学粉尘和矿物纤维的穿透。这类化学防护服是全身式的防护

服装。

注：粉尘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仅适用于对空气中漂浮的粉尘的防护，不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固态化学品的防护。

各类型化学防护服的使用示例，见表２。

表２　各类型化学防护服的使用示例

防护性

能等级

类型

（表１）
危害物性质

危害物的

物理形态
适用示例 备　　注

高

气体致密

型化学防

护服

液体致密

型化学防

护服

粉尘致密

型化学防

护服

剧毒品 气体状态

化学气体泄露事故处理；

熏蒸工艺的工作场所；

存在强挥发性液体（如二氯甲烷）的密闭空间

剧毒品

非挥发性的

气雾／液态

气溶胶

酸雾处理作业场所；

特殊的喷涂作业；

制药生产线

剧毒品
非挥发性液体

不间断地喷射

化学液体泄露事故处理；

化工设备（如硫酸输送压力管道）维护时的化学

液体的意外泄露

有毒品／

有害品

非挥发性的

雾状液体的

喷射

工业喷射应用（如喷漆）；

会产生雾状化学品的农业操作

有毒品／

有害品
固体粉尘

爆破和废料回收工作；

会产生危险化学粉尘的农业操作；

石棉操作

谨防化学品状

态的变化，如固

体的升华、液体

的挥发，以及两

种物质的化学

反应等

防液体渗透的

化学防护服

防化学液体穿

透 的 化 学 防

护服

防化学粉尘和

矿物纤维的穿

透的化学防护服

低

液体致密

型化学防

护服

刺激品／

皮肤吸收

只有暴露时

才会直接接

触的低风险

一般的农作物药物喷射作业；

实验室化学处理作业

防局部渗透的

化学防护服

５　化学防护服材料的选择

５．１　一般原则

防护服的防护性能与制作材料、制作结构密切相关。用于制作化学防护服的材料种类繁多，有机

织品、非织造织物、非织造织物层压制品、涂层面料、薄膜和橡胶等；材料可以通过复合、调整或变化衍

生出更多的品种；新技术出现与现有技术的发展和重新运用，原材料将进一步发展。供应商有责任提供

足够的性能数据供用户参考，并且相关的性能数据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

在选择材料之前，应考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和５．７涉及的信息和要求。

５．２　化学防护性能

５．２．１　一般原则

化学防护服的化学防护性能主要考察两个指标：穿透性能和渗透性能。选择材料时，应根据实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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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材料的防护能力作出评定。

５．２．２　化学穿透性能

化学穿透性能和材料的结构有关，是化学品通过材料的微孔或空隙穿透到该材料的另一面的物理

过程。

５．２．３　化学渗透性能

用户考察化学防护服的化学渗透性能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ａ）　任何一种化学防护材料都不可能对所有化学品是惰性的，防护材料对不同化学品的防护效果

不同；

ｂ）　化学渗透过程为分子水平上的吸附扩散过程，需要通过分析确定，不能被人的肉眼观测到，化

学渗透将导致防护材料性能的退化；

ｃ）　透过时间是材料抗化学品渗透性能的衡量指标，其根据纯化学品从接触材料外表面到在该材

料另一表面出现所经过的时间，用仪器检测得出；

ｄ）　透过时间是针对某一特定化学品而言，用户参考化学防护服的透过时间时应针对某一特定或

某一类化学品而言；

ｅ）　混合物的渗透特性和单质化学品的渗透不同；

ｆ）　透过时间为实验室测试的标准透过时间，实际上在这透过时间之前已经发生化学品的渗透，只

是渗透量还未达到对人体产生伤害的程度，所以一般化学品接触化学防护服后继续使用的期

望时间应少于其标准透过时间。

注１：从目前看，化学防护服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是用户考察材料防护性能的最佳依据，但关于材料的建议应依据可

靠的标准检测方法测试得出。

注２：和单一化学品相比，化学防护服材料对混合物更难防护，一种化学品渗透会引起另一种化学品渗透。

注３：选择化学防护服时，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应非常慎重：化学防护服用于对混合物的防护；接触未经辨识的物质。

５．２．４　粉尘的穿透性能

粉尘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主要考察材料的化学粉尘穿透性能。材料的抗粉尘性能和整套服装的泄露

性是衡量其防护能力的指标。

５．３　机械性能

化学防护性能相同的材料，机械性能未必相同。用户在选择化学防护服时，还应考虑实际使用环境

对材料的耐用性和坚韧性要求。机械性能主要考察材料的断裂强度、断裂伸长率等指标。

５．４　有限次使用的化学防护服的再利用

化学防护服含有限次使用和可重复使用两个种类。有限次使用的化学防护服在未被危险化学品污

染前可以多次使用，受污染后不推荐再利用。可重复使用的化学防护服应按制造商提供的清洗说明进

行清洗（见８．２）。

注１：有限次使用的化学防护服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可一次性使用或再次使用。

注２：可重复使用的材料进行去污清洗和污染物净化后可安全的再次使用。然而使用者需按照生产商的指示判断

其污染的程度与清洁的必要性、可行性。

５．５　舒适性和灵活性

当防护服材料的化学防护性能和物理性能符合预期要求时，还应该考虑材料对服装舒适性和使用

灵活性的影响。一般褶皱、硬度和弹性都会影响使用者的舒适性和灵活性。

５．６　透气性

材料的透气性和抗化学渗透性难以两者兼得，故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不考虑其透气性。透气材

料有气孔或缝隙允许气体透过，帮助躯体散热让使用者更加舒适凉爽（见７．４．２）。使用者应注意透气

材料仅适用在无蒸汽压或非挥发性的作业场所。

５．７　透湿性

允许水蒸气排出的材料使化学防护服的使用者更加舒适，排汗的材料和透气的材料一样，都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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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上。

６　化学防护服的选择程序

选择合适的化学防护服，应按以下程序：

ａ）　化学防护服的类型应满足预期的防护要求（见第４章）；

ｂ）　服装材料的化学防护性能和机械性能应达到预期的防护要求，同时应考虑工作环境、作业过程

和使用后污染最小原则（见第５章）；

ｃ）　选择合身的化学防护服；

ｄ）　适当选择配套使用的其他个体防护装备；

ｅ）　用于存在爆炸危险的化学抢险事故现场的化学防护服必须附加阻燃功能和耐高温功能；

ｆ）　在易燃易爆或有静电危害的作业环境中，所使用的化学防护服必须具有防静电功能；

ｇ）　选择符合标准的化学防护服，并在服装上有明确的标准标志。

７　化学防护服的使用

７．１　一般原则

７．１．１　任何化学防护服的防护功能都是有限的，应让使用者了解其所使用的化学防护服的局限性。

７．１．２　使用任何一种化学防护服都应仔细阅读产品的使用说明，并严格按要求使用。

７．１．３　用人单位有责任向员工提供合适的化学防护服，并指导其使用。

７．１．４　穿着化学防护服前，应进行外观缺陷检查，如服装上有裂痕、严重的磨损、烧焦、老化、穿孔等明

显的损坏，不允许使用。

７．１．５　在使用化学防护服前，使用者和其他相关人员应接受适当的培训，并确保其他必要的支持系统

（如净化设备、使用与维护记录体系和配置）准备就位。

７．１．６　进入有害环境前，应先穿好化学防护服；在有害环境作业的人员，应始终穿着化学防护服。

７．１．７　化学防护服被危险化学品污染后，应在指定区域脱下服装。若危险化学品接触到皮肤，应进行

简单的急救处理：

ａ）　剧毒品　立即脱去衣服，用大量水冲洗，至少１５ｍｉｎ，就医；

ｂ）　有毒品　脱去衣服，用大量水冲洗，至少１５ｍｉｎ，就医；

ｃ）　有害品　脱去污染的衣服，用肥皂水和清水冲洗皮肤；

ｄ）　腐蚀品　立即用大量水冲洗，至少１５ｍｉｎ，若有灼伤，就医。

７．１．８　若化学防护服在某种作业场所中迅速失效，应重新评价所选化学防护服的适用性。

７．１．９　应对所有使用化学防护服的人员进行定期体检。

７．２　使用说明书

每款化学防护服上都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者应熟知使用说明书上的基本信息：

ａ）　化学防护服的名称、商标；

ｂ）　生产日期；

ｃ）　产品的类型和型号；

ｄ）　产品的尺寸；

ｅ）　该服装通过测试的化学剂或化学品的名称，及其穿透试验或渗透试验的结果（包括化学品的品

名、较精确的成分浓度、透过时间、穿透指数）；

ｆ）　产品性能信息表，内容包括该产品的化学防护性能和物理性能；

ｇ）　如果该产品会老化，应标明该产品的使用（储存）期限；

ｈ）　一些其他的必要信息：

１）　适用性，适用的注意事项（温度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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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使用前的一些必要检查指导；

３）　配套物品注意事项；

４）　使用注意事项；

５）　维护和清洗指导；

６）　储存注意事项。

７．３　安全培训

７．３．１　化学防护服功效的发挥取决于穿着者对产品信息的掌握和正确的使用，所以用人单位有责任对

化学防护服的使用者进行正规的安全培训。

７．３．２　化学防护服的使用者应被告知使用原因，并被要求严格执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使用和维护的相

关规定。

７．３．３　除穿着者外，受训人员还包括其他相关人员，如协助穿着化学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负责化学防护

服清洁和保养的工作人员等。

７．３．４　培训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其所从事工作的危害性和穿着化学防护服的必要性；

ｂ）　正确认知化学容器上的危险标志；

ｃ）　化学防护服的功能和局限性；

ｄ）　安全穿着和使用的程序；

ｅ）　对化学防护服缺陷的识别与污染的报告；

ｆ）　日常检查方法；

ｇ）　避免已污染的服装和干净的服装的交叉混用的注意事项；

ｈ）　化学防护服使用说明书上的内容。

７．３．５　培训应由专业人员来执行。

７．３．６　所有培训都应要有书面记录；培训制度要通过常规监督不断完善巩固，同时要能经受起应急的

考验。培训的内容要不断地更新以保持其先进性。

７．４　化学防护服的使用

７．４．１　化学防护服使用注意事项

化学防护服使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　应该实施程序化的制度确保准确地发放化学防护服；

ｂ）　污垢以及残留的化学品会影响可重复使用的化学防护服的防护性能，正确消洗污染物能延长

其使用的寿命或次数；

ｃ）　污染后的化学防护服应按一定的顺序脱下，必要时可寻求帮助者，以最大程度减小二次污染的

可能性。以下的内容可有效地阻止污染的扩散：

１）　对其外层消毒时，事先除去手套和鞋类；

２）　除去化学防护服时使内面外翻；

３）　脱去受污染的服装，若污染物可能危害呼吸系统，应考虑使用呼吸防护装备。

ｄ）　脱下受污染的化学防护服时，同样应考虑帮助者的安全防护措施；

ｅ）　污染衣脱下后应置于指定的地方，最好放在密闭容器内；

ｆ）　不应在食品和饮料的消费区域、吸烟区和化妆区等地方穿着化学防护服；

ｇ）　穿上化学防护服后要注意个人卫生，不应吸烟、吃东西、喝饮料、使用化妆品或者去厕所。

７．４．２　热应激

从事重或过重劳动强度工作时，应规定最长的工作时间和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如果达不到这些要

求，应该选择使用供气系统。在低等级防护要求的作业场所，透湿透气的化学防护服是允许使用的。

（见５．６、５．７）

注：劳动强度指数≥２０的为重或过重的劳动强度作业，参见ＧＢＺ１—２００２《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附录Ｂ。

０１

犃犙／犜６１０７—２００８



８　维护

８．１　被污染的服装处理

８．１．１　可重复使用的化学防护服被危险化学品污染后应及时处理，参考生产商的指导有效地进行消

洗，但应注意许多化学品会渗进化学防护服并影响它的防护效力。

８．１．２　有限次使用的化学防护服被化学品污染后应废弃。

８．１．３　任何被废弃或污染过的化学防护服都应被安全处理。可由使用方按照污染物的处理要求自行

处理，或由使用方委托专业废弃物处理机构进行处理。

８．２　清洗

８．２．１　清洗是清洗外层的污垢，服装内层的清洗只是出于卫生的考虑；

８．２．２　有限次使用的化学防护服如果没被危险化学品污染，并有明确标识可清洗的，清洗后才能再次

使用。

８．２．３　任何清洗剂要按照生产商的建议使用，清洗人员应熟知制造商的产品清洗建议（见７．２．ｈ））和

污染物的性质。

８．３　修复

化学防护服清洗完毕应进行详细的检查，如果发现损坏，应根据说明书修复指导进行修复，或者寄

回厂里进行修复，重新检测合格后，修复过的化学防护服方可安全使用。

８．４　使用记录

按照化学防护服的类型记录使用情况，使用记录的内容包括：

ａ）　该服装的标志（类型和规格）；

ｂ）　生产／出厂时间；

ｃ）　检查和测试的记录；

ｄ）　可重复使用的化学防护服的使用记录，包括使用日期、使用情况、使用者的名字；

ｅ）　清洗／除污相关记录；

ｆ）　修复记录；

ｇ）　弃用日期和原因。

１１

犃犙／犜６１０７—２００８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常见危险化学品皮肤接触危害示例

表犃．１　常见危险化学品皮肤接触危害示例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

２，４，６三硝基甲苯（干的

或含水＜３０％）

２，４，６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

梯恩梯（ＴＮＴ）茶

色炸药
ＣＨ３Ｃ６Ｈ２（ＮＯ２）３

爆炸性

（有毒）

属高度危害毒物。可经皮肤吸

收，对血液系统损害形成高铁血

红蛋白、赫氏小体；可引起中毒

性肝损伤；对眼睛可引起中毒性

白内障

２

２，４，６三硝基苯甲硝胺

２，４，６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ｙｌｍｅｔｈｙｌ

ｎｉｔｒａｍｉｎｅ

特屈儿

硝基胺
（ＮＯ２）３Ｃ６Ｈ２Ｎ（ＮＯ２）ＣＨ２

爆炸性

（有毒）

其主要危害由粉尘引起，接触后

皮肤被黄染，出现眼结膜刺激症

状。开始接触２～３周内颈、胸、

背和前臂内侧可发生皮炎，最先

为红斑，后脱屑。严重者皮炎可

加剧，散布全身，呈丘疹、疱疹和

湿疹表现

３
溴甲烷

ｍｅｔｈｙｌｂｒｏｍｉｄｅ
甲基溴 ＣＨ３Ｂｒ 有毒气体

主要损害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

对皮肤、黏膜、肺、肾、肝、心血管

等也有损害

４
２，４，６三硝基苯胺

２，４，６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苦基胺 ＮＨ２Ｃ６Ｈ２（ＮＯ２）３ 爆炸性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有害。对眼睛、皮肤、黏膜和

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性

５

１，３，５三硝基苯（干的或

含水＜３０％）

１，３，５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均三硝基苯 Ｃ６Ｈ３（ＮＯ２）３ 爆炸性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动物，有形成高铁血红

蛋白作用，可致肝脏及中枢神经

系统损害，引起呼吸困难

６
三硝基苯甲醚

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三硝基茴香醚

苦味酸甲酯
Ｃ６Ｈ２（ＯＣＨ３）（ＮＯ２）３ 爆炸性

本品具刺激作用。可引起结膜

炎，鼻、咽刺激症状，皮肤湿疹和

丘疹性皮炎，头痛，发热，疲劳，

厌食等

７

２，４，６三硝基苯酚铵（干

的或含水＜１０％）

２，４，６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ｔｒｉｎｉ

ｔ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苦味酸铵 Ｃ６Ｈ２（ＮＯ２）３ＯＮＨ４
爆炸性

（有毒）

皮肤接触可引起结膜炎、鼻炎、

丘疹、红斑性皮炎

８

六硝 基 二 苯 胺 （含 水

＜７５％）

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ａｍｉｎｅ

二苦 基 胺、六 硝

炸药

（ＮＯ２）３Ｃ６Ｈ２ＮＨ

Ｃ６Ｈ２（ＮＯ２）３

爆炸性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可能有害。对眼睛、皮肤、黏

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９
高氯酸（浓度＞７２％）

ｐｅｒｃｈｌ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ＨＣｌＯ４

爆炸性

（有毒）

本品有强烈腐蚀性。皮肤黏膜

接触、误服或吸入后，引起强烈

刺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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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０
乙胺

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氨基乙烷 Ｃ２Ｈ５ＮＨ２ 易燃气体

接触乙胺蒸气可产生眼部刺激、

角膜损伤和上呼吸道刺激。液

体溅入眼内，可致严重灼伤；皮

肤接触可致灼伤

１１
二甲胺（无水）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７Ｎ

易燃气体

（有毒）

本品对眼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

激作用。皮肤接触液态二甲胺

可引起坏死，眼睛接触可引起角

膜损伤、混浊

１２
环氧乙烷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ｏｘｉｄｅ
氧化乙烯 ＣＨ２ＣＨ２Ｏ 有毒

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刺激剂

和原浆毒物。皮肤接触迅速发

生红肿，数小时后起泡，反复接

触可致敏。长期少量接触，有神

经衰弱综合征和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

１３
三氟化硼

ｂｏｒｏｎ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氟化硼 ＢＦ３ 有毒气体 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１４
三氯化硼

ｂｏｒｏｎ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ＢＣｌ３

１５
四氟化硅

ｓｉｌｉｃｏｎ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氟化硅 ＳｉＦ４

有毒气体

（腐蚀性）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可引起化学灼伤。慢性

影响：具有神经毒性

本品对眼、皮肤、黏膜和呼吸道

有严重损害。局部腐蚀作用强。

严重中毒者可致肺炎、肺水

１６
磷化氢

ｐｈｏｓｐｈｉｎｅ
磷化三氢膦 ＰＨ３

有毒气体

（易燃）

可吸入、经皮肤吸收，主要损害

是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脏、肾

脏及肝脏

１７
二乙胺

ｄ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５）２ＮＨ 易燃

本品对皮肤具有强烈刺激性和

腐蚀性

１８
二硫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Ｓ２

易燃

（有毒）

二硫化碳是损害神经和血管的

毒物，可经皮服吸收

１９
正己烷

ｎｈｅｘａｎｅ
己烷 ＣＨ３（ＣＨ２）４ＣＨ３

２０
环己烷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六氢化苯

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

ＣＨ２ＣＨ２

易燃

本品有麻醉和刺激作用。皮肤

长期接触可致周围神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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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睡和其他一些麻醉症状。

液体污染皮肤可引起痒感

２１
３氯丙烯

３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ｅｎｅ

烯丙基氯

α氯丙烯
ＣＨ２ＣＨＣＨ２Ｃｌ

易燃

（有毒）

高浓度对皮肤黏膜具有刺激性，

并有轻度麻醉作用。慢性中毒：

引起中毒性多发性神经炎

２２
２氯丙烷

２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氯异丙烷

异丙基氯
ＣＨ３ＣＨＣｌＣＨ３ 易燃

本品具有很强的麻醉作用；对肝

和肾脏有损害；对皮肤和黏膜有

轻度刺激作用；溅入眼内引起疼

痛和刺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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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３
乙基二氯硅烷

ｅｔｈｙｌ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Ｃ２Ｈ５ＳｉＨＣｌ２

易燃

（腐蚀品）

对眼、上呼吸道黏膜有强烈刺激

作用。皮肤接触其液体，可发生

皮炎和灼伤

２４
乙基三氯硅烷

ｅｔｈｙｌ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三氯乙基硅烷 Ｃ２Ｈ５ＳｉＣｌ３

易燃

（腐蚀品）

本品对呼吸道、皮肤、黏膜有强

烈刺激作用。接触本品工人往

往有眼痛、流泪、咳嗽、头痛、易

激动、皮肤发痒

２５
乙基苯

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乙苯 Ｃ６Ｈ５ＣＨ２ＣＨ３ 易燃

蒸气或雾对眼、黏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动物实验观察到急性中毒有麻

醉作用和神经肌肉兴奋性增强

２６
氢氧化锂

ｌｉｔｈ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ＬｉＯＨ 腐蚀性

本品腐蚀性极强，能灼伤眼睛、

皮肤和上呼吸道，口服腐蚀消化

道，可引起死亡。吸入，可引起

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

炎、肺水肿等

２７
氢氧化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苛性钾 ＫＯＨ 腐蚀性

本品具有强腐蚀性。粉尘刺激

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

和眼直接接触可引起灼伤；误服

可造成消化道灼伤，黏膜糜烂、

出血，休克

２８
Ｎ乙基哌啶

Ｎｅｔｈｙｌｐｉｐｅｒｉｄｉｎｅ
Ｎ乙基六氢吡啶

Ｈ５Ｃ２ＮＣＨ２ＣＨ２

ＣＨ２ＣＨ２
易燃

蒸气或雾对眼、上呼吸道有刺激

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２９
乙腈

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甲基氰 ＣＨ３ＣＮ

易燃

（有毒）

本品可经皮肤吸收，急性中毒发

病较氢氰酸慢，可有数小时潜

伏期

３０
乙酸乙烯酯（抑制了的）

ｖｉ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醋酸乙烯酯

乙烯基乙酸酯
ＣＨ３ＣＯＯＣＨＣＨ２

３１
乙酸叔丁酯

ｔｅｒｔｂｕｔ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醋酸叔丁酯 ＣＨ３ＣＯＯＣ（ＣＨ３）３

易燃

皮肤长期反复接触可发生皮疹

皮肤长期反复接触可发生皮疹

３２
二甲基二乙氧基硅烷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ｏｘｙｄｉｓｉｌａｎｅ

二乙氧基二甲基

硅烷
（ＣＨ３）２ＳｉＣＯ（Ｃ２Ｈ５）２ 易燃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蒸气或雾对眼、黏膜和上

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

激性。长时间接触引起恶心、头

晕、头痛和胃肠功能紊乱

３３
二甲基二氯硅烷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二氯二甲基硅烷 （ＣＨ３）２ＳｉＣｌ２

易燃

（腐蚀品）

对呼吸道和眼睛、皮肤黏膜有强

烈的刺激作用

３４
１，１二甲基肼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二甲基肼

（不对称）
（ＣＨ３）２ＮＮＨ２ 易燃

皮肤接触其液体可致灼伤；亦可

引起过敏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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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３５
２丁烯醛（抑制了的）

ｃｒｏｔ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巴豆醛

β甲基丙烯醛
ＣＨ３ＣＨＣＨＣＨＯ

３６
三乙胺

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２Ｈ５）３Ｎ

３７
三甲基氯硅烷

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三甲基氯化硅

氯化三甲基硅烷
（ＣＨ３）３ＳｉＣｌ

易燃

（腐蚀品）

对眼结膜及上呼吸道黏膜有强

烈刺激作用。皮肤长期接触可

引起慢性鼻皮炎、神经系统机能

障碍

对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

后可引起肺水肿甚至死亡。口

服腐蚀口腔、食道及胃。眼及皮

肤接触可引起化学性灼伤

对呼吸道、眼睛、皮肤黏膜有强

烈刺激性

３８
甲醛溶液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福尔马林溶液 ＨＣＨＯ

腐蚀性

（有毒）

本品对黏膜、上呼吸道、眼睛和

皮肤有强烈刺激性。接触其蒸

气，引起结膜炎、角膜炎、鼻炎、

支气管炎；重者发生喉痉挛、声

门水肿和肺炎等。肺水肿较少

见。对皮肤有原发性刺激和致

敏作用，可致皮炎；浓溶液可引

起皮肤凝固性坏死。口服灼伤

口腔和消化道，可发生胃肠道穿

孔，休克，肾和肝脏损害。慢性

影响：长期接触低浓度甲醛可有

轻度眼、鼻、咽喉刺激症状，皮肤

干燥、皲裂、甲软化等

３９
氢氧化钠

ｓｏｄｉｕｎ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烧碱

苛性钠
ＮａＯＨ 腐蚀性

本品对皮肤有强烈刺激和腐

蚀性

４０
丙腈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乙基氰 ＣＨ３ＣＨ２ＣＮ

４１
甲苯

ｔｏｌｕｅｎｅ
Ｃ７Ｈ８

易燃

（有毒）

本品在体内析出氰离子，抑制呼

吸酶，造成缺氧。眼和皮肤接触

可致灼伤，吸收后可引起中毒

对皮肤、黏膜有刺激性，对中枢

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可引起

皮肤干燥、皲裂、皮炎

４２
甲基肼

ｍｅｔｈ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
甲基联胺 ＣＨ３ＮＨＮＨ２

易燃

（腐蚀性）

皮肤接触引起灼伤。慢性吸入

甲基肼可致轻度高铁血红蛋白

形成，可引起溶血

４３
甲醇

ｍｅｔｈ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木酒精 ＣＨ３ＯＨ

易燃

（有毒）
皮肤接触可出现脱脂、皮炎等

４４
亚硝酸异戊酯

ｉｓｏａｍｙｌｎｉｔｒｉｔｅ

（ＣＨ３）２ＣＨＣＨ２

ＣＨ２ＯＮＯ

４５
异丁胺

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
１氨基２甲基丙烷 （ＣＨ３）２ＣＨＣＨ２ＮＨ２

易燃

本品可经皮肤吸收，使血管扩

张，引起血压降低及心动过速。

大剂量可产生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大剂量吸入后，出现颜面潮

红、搏动性头痛、心动过速、紫

绀、软弱、躁动、昏厥、虚脱等

对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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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４６
异丁腈

ｉｓｏｂｕｔｙｒ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异丙基氰 （ＣＨ３）２ＣＨＣＮ

易燃

（有毒）

急性中毒出现眩晕、恶心、步态

不稳、呕吐、血压升高、脉速意识

丧失、呼吸困难、强直性痉挛、紫

绀，以致呼吸抑制。对黏膜和皮

肤刺激较弱

４７
异丁硫醇

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ｍｅｒｃａｐｔａｎ

２甲基１

丙硫醇
（ＣＨ３）２ＣＨＣＨ２ＳＨ 易燃

蒸气或雾对眼、黏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接触后可引起恶心和呕吐

４８
异氰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ＣＨ３ＮＣＯ

易燃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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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环己烯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ｅ
四氢化苯

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

ＣＨ２ＣＨＣＨ
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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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苯

ｂｅｎｚｅｎｅ
纯苯 Ｃ６Ｈ６

易燃

（有毒）

高浓度苯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

醉作用，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

触苯对造血系统有损害，引起慢

性中毒。皮肤损害有脱脂、干

燥、皲裂、皮炎。可致月经量增

多与经期延长

５１
叔丁胺

ｔｅｒｔ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

２氨基２甲基丙烷

特丁胺
（ＣＨ３）３ＣＮＨ２ 易燃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

致死

５２
正丁腈

ｂｕｔｙｒ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氰化丙烷 ＣＨ３（ＣＨ２）２ＣＮ

５３
正硅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ｎｓｉｌｌｉｃａｔｅ

四甲氧基硅烷

硅酸四甲酯

原硅酸甲酯

Ｓｉ（ＯＣＨ３）４

易燃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

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

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

５４
氟苯

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６Ｈ５Ｆ

５５
硝酸正丙酯

ｐｒｏｐｙｌｎｉｔｒａｔｅ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ＯＮＯ２

易燃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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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有害

５６
硫代乙酸

ｔｈｉ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硫代醋酸 ＣＨ３ＣＯＳＨ

易燃

（腐蚀性）

本品是一种催泪毒气。蒸气对

鼻、咽喉和皮肤有强烈刺激作

用，并可经皮肤吸收而中毒。接

触后主要出现皮肤、黏膜尤其是

眼和上呼吸道的刺激症状

５７

氯甲基甲醚

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甲基氯甲醚 ＣｌＣＨ２ＯＣＨ３ 易燃

眼及皮肤接触可致灼伤。慢性

影响：长期接触本品可引起支气

管炎。本品可致肺癌

５８
一氯化碘

ｉｏｄｉｎｅｍｏｎ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碘 ＩＣｌ 腐蚀性

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吸

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和腐蚀性。

受热分解放出氯和碘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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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５９
乙酸（含量大于８０％）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醋酸

冰醋酸
ＣＨ３ＣＯＯＨ

腐蚀性

（易燃）

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

灼伤

６０
氯甲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ａｔｅ

氯蚁酸乙酯

氯碳酸乙酯
ＣｌＣＯＯＣ２Ｈ５

６１
氯甲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ａｔｅ

氯蚁酸甲酯

氯碳酸甲酯
ＣｌＣＯＯＣＨ３

易燃

（有毒）

（腐蚀性）

人接触后主要中毒表现为眼及

上呼吸道刺激；高浓度时可发生

肺水肿。涂于豚鼠皮肤引起深

度坏死及形成焦痂。与兔眼接

触造成永久性角膜损害

本品刺激强度为氯气的５倍。

涂于豚鼠皮肤引起深度坏死及

形成焦痂。与兔眼接触造成永

久性角膜损害

６２
３溴１丙烯

３ｂｒｏｍｏ１ｐｒｏｐａｎｅ
烯丙基溴 ＣＨ２ＣＨＣＨ２Ｂｒ

易燃

（有毒）

本品对皮肤、黏膜有刺激作用。

可引起严重眼刺激。接触后可

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

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随接

触的浓度和时间的不同，其影响

可由较轻刺激到严重的组织

损伤

６３
噻吩

ｔｈｉｏｐｈｅｎｅ

硫杂茂

硫代呋喃
ＳＣＨＣＨＣＨＣＨ 易燃

麻醉剂，也具有引起兴奋和痉挛

的作用。其蒸气刺激呼吸道黏

膜。对造血系统亦有毒性作用

（刺激骨髓中白细胞的生成），可

经皮肤吸收

６４
１，２二甲苯

１，２ｘｙｌｅｎｅ
邻二甲苯 Ｃ６Ｈ４（ＣＨ３）２

易燃

（有毒）

二甲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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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可经皮肤

吸收

６５
１，３二甲苯

１，３ｘｙｌｅｎｅ
间二甲苯 Ｃ６Ｈ４（ＣＨ３）２

６６
１，４二甲苯

１，４ｘｙｌｅｎｅ
对二甲苯 Ｃ６Ｈ４（ＣＨ３）２

６７

３二甲氨基１丙胺

３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ｏ１ｐｒｏｐ

ｙｌａｍｉｎｅ

Ｎ，Ｎ二甲基１，３

丙二胺

（ＣＨ３）２ＮＣＨ２

ＣＨ２ＣＨ２ＮＨ２

易燃

（有毒）

二甲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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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可经皮肤

吸收

二甲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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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可经皮肤

吸收

二甲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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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可经皮肤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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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６８
Ｎ，Ｎ二甲基乙醇胺

Ｎ，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ｍｉｎｅ

２二 甲 基 氨 基

乙醇

Ｎ，Ｎ二甲基２羟

基乙胺

（ＣＨ３）２ＮＣＨ２ＣＨ２ＯＨ

６９
２，５二甲基吡啶

２，５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２，５二 甲 基 氮

杂苯
Ｃ７Ｈ９Ｎ

７０
２，６二甲基吡啶

２，６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２，６二 甲 基 氮

杂苯
Ｃ７Ｈ９Ｎ

易燃

（有毒）

本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

吸道有剧烈刺激作用。可致皮

肤灼伤。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

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

炎、肺水肿等。对皮肤有致敏

作用

对眼睛有强烈刺激性。对皮肤

有刺激性；易经皮肤吸收。本品

对黏膜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接触后引起咳嗽、胸痛、呼吸困

难和胃肠道功能紊乱。人的嗅

阈浓度为１０００ｍｇ／ｍ
３

本品具有刺激性，对神经系统、

肝、肾有损害。接触后出现眼

睛、皮肤和黏膜刺激症状，并引

起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精神

迟钝、腹痛、腹泻等

７１
三正丙胺

ｔｒｉｎ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ｉｎｅ
Ｎ（Ｃ３Ｈ７）３

易燃

（有毒）

蒸气或雾对眼、黏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刺激性

７２
正硅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ｎ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硅酸四乙酯

四乙氧基硅烷
（Ｃ２Ｈ５）４Ｓｉ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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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和呼吸道

有刺激作用。接触后能引起头

痛、恶心和呕吐

７３
２，４戊二酮

ｐｅｎｔａｎｅｄｉｏｎｅ

乙酰丙酮

戊间二酮
ＣＨ３ＣＯＣＨ２ＣＯＣＨ３ 易燃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

用。中毒表现有头痛、恶心和

呕吐

７４
２甲基吡啶

２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α甲基吡啶

α皮考啉
ＮＣＨＣＨＣＨＣＨＣＣＨ３

７５
３甲基吡啶

３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β甲基吡啶

β皮考啉

ＮＣＨＣＨＣＨＣ

（ＣＨ３）ＣＨ

易燃

（有毒）

通过皮肤接触本品可出现疲乏、

全身无力、嗜睡等，重者出现神

经系统症状，如步态不稳、短暂

意识丧失等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

７６
吡咯

ｐｙｒｒｏｌｅ

一氮二烯五环

氮（杂）茂
ＣＨＣＨＮＨＣＨＣＨ

７７
苯乙烯（抑制了的）

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乙烯苯 （抑 制 了

的）
Ｃ６Ｈ５ＣＨＣＨ２

７８
苯甲醚

ａｎｉｓｏｌｅ

茴香醚

甲氧基苯
Ｃ６Ｈ５ＯＣＨ３

７９
３庚酮

３ｈｅｐｔａｎｏｎｅ
乙基正丁基甲酮

ＣＨ３（ＣＨ２）３

ＣＯＣＨ２ＣＨ３

易燃

经皮肤吸入蒸气可致麻醉，并可

引起体温持续增高

经皮肤吸入蒸气可致麻醉

本品对皮肤具有刺激性。未见

急性中毒报道

其蒸气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

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皮肤有脱脂

作用，长期接触可致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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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８０
２硝基丙烷

２ｎｉｔ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ＣＨ３ＣＨＮＯ２ＣＨ３

易燃

（有毒）

本品可经皮肤吸收，有麻醉作

用。可引起轻度高铁血红蛋白

血症。对肝、肾有损害

８１
硝基甲烷

ｎｉｔｒ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Ｈ３ＮＯ２

８２
糠醛

ｆｕ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呋喃甲醛 Ｃ４Ｈ３ＯＣＨＯ

易燃

（有毒）

本品可经皮肤吸收，主要引起中

枢神经系统损害，对肝、肾有损

害，亦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蒸气有强烈的刺激性，并有麻醉

作用。动物吸入、经口或经皮肤

吸收均可引起急性中毒，表现有

呼吸道刺激、肺水肿、肝损害、中

枢神经系统损害、呼吸中枢麻

痹，以致死亡

８３

２，４二硝基苯酚（含水

≥１５％）

２，４ｄｉ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ＮＯ２）２Ｃ６Ｈ３ＯＨ
易燃固体

（有毒）

本品直接作用于能量代谢过程，

可使细胞氧化过程增强，磷酰化

过程抑制。可使皮肤黄染，引起

湿疹样皮炎，偶见剥脱性皮炎

８４
二硝基萘

ｄｉｎｉｔｒｏ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Ｃ１０Ｈ６（ＮＯ２）２

８５
苯甲醚

ａｎｉｓｏｌｅ

茴香醚

甲氧基苯
Ｃ６Ｈ５ＯＣＨ３

８６
苊

ａｃｅｎａｐｈｔｈｅｎｅ
萘乙环 Ｃ１０Ｈ６（ＣＨ２）２

燃固体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上呼吸道和皮肤有

刺激性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性。未见急

性中毒报道

本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

吸道有刺激性

８７
重氮氨基苯

１，３ｄｉａｚｏａｍｉｎ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三氮二苯

苯氨基重氮苯
Ｃ６Ｈ５ＮＮＮＨＣ６Ｈ５

８８
１硝基萘

１ｎｉｔｒｏ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Ｃ１０Ｈ７ＮＯ２

８９
２硝基萘

１ｎｉｔｒｏ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Ｃ１０Ｈ７ＮＯ２

９０
三异丁基铝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ｔｒｉｉｓｏｂｕｔｙｌ
［（ＣＨ３）２ＣＨＣＨ２］３Ａｌ

易燃固体

（有毒）

本品热解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

烟雾，可致皮炎。进入眼内可致

角膜炎

对眼有刺激作用，可引起结膜

炎，严重者可致角膜损伤。对黏

膜、上呼吸道、皮肤有刺激性。

接触后可因缺氧而致皮肤黏膜

紫绀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性。眼接触

可引起结膜炎，严重时可致角膜

损害

本品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

性，主要损害呼吸道和眼结膜。

高浓度吸入时可引起中毒性肺

水肿。吸入其烟雾可发生金属

烟雾热。皮肤接触可致灼伤，产

生充血、水肿和水疱，疼痛剧烈

９１
丙烯酸甲酯（抑制了的）

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ｒｙｌａｔｅ
败脂酸甲酯 ＣＨ２ＣＨＣＯＯＣＨ３ 易燃

长期接触可致皮肤损害，亦可致

肺、肝、肾病变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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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９２

４亚硝 基Ｎ，Ｎ二 乙 基

苯胺

４ｎｉｔｒｏｓｏＮ，Ｎｄｉｅｔｈｙｌａｎｉｌｉｎｅ

对亚硝基二乙基

苯胺

Ｎ，Ｎ二乙基４亚

硝基苯胺

ＮＯＣ６Ｈ４Ｎ（Ｃ２Ｈ５）２
自燃

（有毒）

本品具刺激作用，误服会中毒。

吸收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内后形

成高铁血红蛋白，可致发生紫绀

９３
三氯硅烷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硅仿

硅氯仿
ＳｉＨＣｌ３ 遇湿易燃

对眼和呼吸道黏膜有强烈刺激

作用。高浓度下，引起角膜混

浊、呼吸道炎症，甚至肺水肿。

溅在皮肤上，可引起坏死，溃疡

长期不愈

９４
羰基镍

ｎｉｃｋｅｌ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四羰基镍

四碳酰镍
Ｎｉ（ＣＯ）４

剧毒

（易燃）

本品可吸入、食入和经皮肤吸

收。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并有

全身毒作用，可导致肺、肝、脑损

害。如肺水肿抢救不及时，可引

起死亡。镍及其化合物已被国

际癌症研究中心（ＩＡＲＣ）确认为

致癌物

９５
磷酸三甲苯酯

ｔｒｉｃｒｅｓ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磷酸三甲酚酯

增塑剂ＴＣＰ
ＰＯ（ＯＣ６Ｈ４ＣＨ３）３ 有毒

本品引起中毒性神经病，对体内

假性胆碱酯酶有抑制作用，但不

抑制真性胆碱酯酶，亦可经皮

肤、呼吸道吸收。慢性中毒：长

期小量接触邻位磷酸三甲苯酯，

可出现与急性中毒相同的神经

系统损害

９６
金属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
钙 Ｃａ

９７
金属锂

ｌｉｔｈｉｕｍ
锂 Ｌｉ

遇湿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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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强烈腐蚀性，眼和皮肤

接触引起刺激或灼伤

９８
磷化锌

ｚｉｎｃｐｈｏｓｐｈｉｄｅ
Ｚｎ３Ｐ２

遇湿易燃

（有毒）

吸入、误服磷化锌可致磷化氢中

毒，表现有不同程度的胃肠症

状，以及发热、畏寒、头晕、兴奋

及心律紊乱等。严重者有气急、

少尿、抽搐、休克及昏迷等。可

经皮肤吸收

９９
过氧化钠

ｓｏｄｉｕｍ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双氧化钠

二氧化钠
Ｎａ２Ｏ２

氧化性

（腐蚀性）

本品粉尘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

鼻中隔；皮肤直接接触可引起灼

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

１００
过氧化钡

ｂａｒｉｕｍ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二氧化钡 ＢａＯ２ 或ＢａＯ２·８Ｈ２Ｏ

氧化性

（有毒）

口服后急性中毒表现为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性肌

麻痹、心律紊乱、血钾明显降低

等。可致死。本品粉尘对呼吸

道有刺激性。眼及皮肤接触有

强烈刺激性，甚至造成灼伤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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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０１
稻脚青

ｚｉｎｃ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ｒｓｏｎａｔｅ
甲基胂酸锌 ＣＨ３ＡｓＯ３Ｚｎ·Ｈ２Ｏ

１０２
滴滴涕

ＤＤＴ

１，１，１三氯２，２

双 （对 氯 苯 基）

乙烷

Ｃ１４Ｈ９ＣＩ５

有毒

本品毒作用机理及中毒表现与

砷的无机化合物基本类似。可

经皮肤吸收。在水稻区接触本

品者患神经衰弱综合征者较多，

尿砷及发砷量明显增加

急性中毒症状有头痛、眩晕、恶

心、呕吐、四肢感觉异常，共济失

调；重者体温升高、心动过速、呼

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对皮

肤有刺激作用

１０３
氢氧化钠

ｓｏｄｉｕｎ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烧碱

苛性钠
ＮａＯＨ 腐蚀性

本品对皮肤有强烈刺激和腐

蚀性

１０４
过氧化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二氧化钙 ＣａＯ２ 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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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过氧化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Ｋ２Ｏ２

氧化性

（腐蚀性）

对局部有刺激和腐蚀性。刺激

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

直接接触可引起灼伤；误服可造

成消化道灼伤

１０６
过硫酸钠

ｓｏｄｉｕｍ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高硫酸钠

过二硫酸钠
Ｎａ２Ｓ２Ｏ８

１０７
过硫酸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高硫酸钾

过二硫酸钾
Ｋ２Ｓ２Ｏ８

１０８
过硫酸铵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硫酸铵

过二硫酸铵
（ＮＨ４）２Ｓ２Ｏ８

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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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会刺激皮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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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皮肤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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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
高氯酸（含量５０％～７２％）

ｐｅｒｃｈｌ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过氯酸 ＨＣｌＯ４·２Ｈ２Ｏ

１１０
高氯酸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ｅｒｃｈｌｏｒａｔｅ
过氯酸钾 ＫＣｌＯ４

１１１
高氯酸锂

ｌｉｔｈｉｕｍｐｅｒｃｈｌｏｒａｔｅ
过氯酸锂 ＬｉＣｌＯ４

氧化性

（腐蚀性）

本品有强烈腐蚀性。皮肤黏膜

接触、误服或吸入后，引起强烈

刺激症状

本品有强烈刺激性。高浓度接

触，严重损害黏膜、上呼吸道、眼

睛及皮肤。中毒表现有烧灼感、

咳嗽、喘息、气短、喉炎、头痛、恶

心和呕吐等

本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

吸道有刺激性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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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１２
高碘酸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ｃｉｄ

过碘酸

仲高碘酸
ＨＩＯ４·２Ｈ２Ｏ 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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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
高碘酸钠

ｓｏｄｉｕｍｐｅｒｉｏｄａｔｅ
（偏）高碘酸钠

ＮａＩＯ４；

ＮａＩＯ４·３Ｈ２Ｏ
氧化性

本品对眼、上呼吸道、黏膜和皮

肤有刺激性

１１４
高碘酸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ｅｒｉｏｄａｔｅ
（偏）高碘酸钾 ＫＩＯ４ 氧化性

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高浓度接

触严重损害黏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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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５
硝酸汞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ｎｉｔｒａｔｅ
硝酸高汞 Ｈｇ（ＮＯ３）２

氧化性

（有毒）

本品可被吸入和皮肤吸收，汞离

子可使含巯基的酶丧失活性，失

去功能；还能与酶中的氨基、二

巯基、羧基、羟基以及细胞膜内

的磷酰基结合，引起相应的损害

１１６
硝酸铊

ｔｈａｌｌ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
硝酸亚铊 ＴｉＮＯ３ 氧化性

可经皮肤吸收损害人体。急性

中毒时，表现为胃肠炎、上行性

神经麻痹、颅神经损害、中毒性

脑病等还可有肝脏损害。慢性

中毒主要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炎

和脱发。可有视神经损害

１１７
硝酸铋

ｂｉｓｍｕｔｈｎｉｔｒａｔｅ
Ｂｉ（ＮＯ３）３·５Ｈ２Ｏ

１１８
碘酸

ｉｏｄｉｃａｃｉｄ
ＨＩＯ３

１１９
过氧化环己酮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Ｃ１２Ｈ２２Ｏ５

氧化性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性。至今未发现有职业

中毒报导。非职业性中毒可发

生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

药疹等

对眼、黏膜、皮肤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性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有害

１２０
一氧化铅

ｌｅａｄｏｘｉｄｅ

黄丹

密陀僧
ＰｂＯ

１２１
乙二酸

ｅｔｈａｎｅｄｉｏｉｃａｃｉｄ

草酸

蓚酸
（ＣＯＯＨ）２·２Ｈ２Ｏ

１２２
４乙氧基苯胺

４ｐｈｅｎｅｔｉｄｉｎｅ

对氨基苯乙醚

对乙氧基苯胺
Ｃ６Ｈ４ＯＣ２Ｈ５ＮＨ２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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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

其粉尘或浓溶液可导致皮肤、眼

或黏膜的严重损害

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作用。蒸

气能经皮肤吸收。本品中毒有

类似苯胺的中毒症状，如头痛、

眩晕、发绀等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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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２３
Ｎ，Ｎ二乙基苯胺

Ｎ，Ｎｄｉｅｔｈｙｌａｎｉｌｉｎｅ
二乙氨基苯 （Ｃ２Ｈ５）２ＮＣ６Ｈ５

１２４
２，３二甲基苯胺

２，３ｘｙｌｉｄｉｎｅ

１氨基２，３二甲

基苯
（ＣＨ３）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２５
２，４二甲基苯胺

２，４ｘｙｌｉｄｉｎｅ

１氨基２，４二甲

基苯
（ＣＨ３）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２６
２，５二甲基苯胺

２，５ｘｙｌｉｄｉｎｅ

１氨基２，５二甲

基苯
（ＣＨ３）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２７
２，６二甲基苯胺

２，６ｘｙｌｉｄｉｎｅ

１氨基２，６二甲

基苯
（ＣＨ３）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２８
３，４二甲基苯胺

３，４ｘｙｌｉｄｉｎｅ

１氨基３，４二甲

基苯
（ＣＨ３）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致

死。蒸气或雾对眼、黏膜和上呼

吸道有刺激性。吸收进入体内

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现

紫绀

本品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造成组织缺氧；对中枢神经系统

及肝脏损害较强，对血液作用较

弱。极易经皮肤吸收。可引起

皮炎

本品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造成组织缺氧；对中枢神经系统

及肝脏损害较强，对血液作用较

弱。极易经皮肤吸收。可引起

皮炎

本品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造成组织缺氧；对中枢神经系统

及肝脏损害较强，对血液作用较

弱。极易经皮肤吸收。可引起

皮炎

本品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造成组织缺氧；对中枢神经系统

及肝脏损害较强，对血液作用较

弱。极易经皮肤吸收。可引起

皮炎

本品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造成组织缺氧；对中枢神经系统

及肝脏损害较强，对血液作用较

弱。极易经皮肤吸收。可引起

皮炎

１２９
溴化亚铊

ｔｈａｌｌ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
一溴化铊 ＴｌＢｒ

１３０
Ｎ，Ｎ二甲基苯胺Ｎ，

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ｎｉｌｉｎｅ
（ＣＨ３）２ＮＣ６Ｈ５

剧毒

铊及其化合物为强烈的神经毒，

对肝肾有损害。急性中毒：表现

有恶心、呕吐、腹部绞痛、厌食等

症状，肢体及躯干有感觉、痛觉

过敏；经皮肤吸收，皮肤出现皮

疹，指甲有白色横纹。可有肝、

肾损害。慢性中毒：主要症状有

脱发、乏力、胃纳差、肢体运动和

感觉障碍，可发生球后视神经炎

毒性表现与苯胺相似，但较弱。

吸收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接触后出现恶心、眩晕、头

痛、紫绀等。皮肤接触可发生

溃疡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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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３１
二氧化硒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ｄｉｏｘｉｄｅ
亚硒酐 ＳｅＯ２ 剧毒

对皮肤、黏膜有较强的刺激性。

大量吸入本品蒸气可引起化学

性支气管炎、化学性肺炎或肺水

肿。进入眼内可引起结膜炎。

可引起接触性皮炎和皮肤灼伤

１３２
４，６二硝基邻甲苯酚

４，６ｄｉｎｉｔｒｏｏｃｒｅｓｏｌ

４，６二 硝 基 邻

甲酚

（ＮＯ２）２Ｃ６Ｈ２

（ＣＨ３）ＯＨ
有毒

本品中毒可引起皮肤潮红、大

汗、口渴、烦躁不安、全身乏力、

高热、抽搐、肌肉强直、昏迷、最

后血压下降而死亡。长期接触

可引起皮炎、周围神经炎

１３３
二乙基二氯硅烷

ｄｉｅｔｈｙｌ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二氯二乙基硅烷 （Ｃ２Ｈ５）２ＳｉＣｌ２

腐蚀性

（易燃）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吸道

有强烈刺激作用。接触可引起

头痛、恶心、呕吐、烧灼感、喉炎、

气短等，甚至发生化学性肺炎、

肺水肿

１３４
２，４二氯苯胺

２，４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Ｃｌ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３５
２，５二氯苯胺

２，５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对二氯苯胺 Ｃｌ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３６
２，６二氯苯胺

２，６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Ｃｌ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３７
３，４二氯苯胺

３，４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Ｃｌ２Ｃ６Ｈ３ＮＨ２

１３８
２，５二氯硝基苯

２，５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ｌ２Ｃ６Ｈ３ＮＯ２

１３９
３，４二氯硝基苯

３，４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ｌ２Ｃ６Ｈ３ＮＯ２

有毒

本品为强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

对中枢神经系统、肝、肾有损害。

皮肤吸收后引起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指端、口唇、耳廓紫绀，

呼吸困难等

本品为强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

对中枢神经系统、肝、肾有损害。

皮肤吸收后引起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指端、口唇、耳廓紫绀，

呼吸困难等

本品为强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

对中枢神经系统、肝、肾有损害。

皮肤吸收后引起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指端、口唇、耳廓紫绀，

呼吸困难等

本品为强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

对中枢神经系统、肝、肾有损害。

皮肤吸收后引起头痛，头晕，恶

心，呕吐，指端、口唇、耳廓紫绀，

呼吸困难等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有害。对眼睛、皮肤、黏膜和

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收后

体内可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致

紫绀

对皮肤、黏膜及呼吸道有刺激作

用。吸收后导致体内形成高铁

血红蛋白，引起紫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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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４０
二溴磷（含量＞５０％）

ｄｉｂｒｏｍ

Ｏ，Ｏ二甲基Ｏ

（１，２二溴２，２二

氯乙基）磷酸酯

（ＣＨ３Ｏ）２Ｐ（Ｏ）

ＯＣ（Ｂｒ）ＨＣ（Ｂｒ）Ｃｌ２
有毒

本品吸入和皮肤接触有害，抑制

胆碱酯酶，引起神经生理功能紊

乱。中毒症状有头晕、无力、视

物模糊、恶心、呕吐、瞳孔缩小、

肌纤颤等。严重者出现肺水肿、

大小便失禁、昏迷等

１４１
三氧化二砷

ａｒｓｅｎｉｃｔｒｉｏｘｉｄｅ

砒霜

亚砷酸酐

白砒

Ａｓ２Ｏ３

１４２
１，１，１三氯乙烷

１，１，１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甲基氯仿

α三氯乙烷
ＣＨ３ＣＣｌ３

剧毒

主要影响神经系统和毛细血管

通透性，对皮肤和黏膜有刺激作

用。慢性中毒：消化系统症状，

肝肾损害，皮肤色素沉着、角化

过度或疣状增生，以及多发性周

围神经炎。可致肺癌、皮肤癌

急性中毒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

统。对皮肤有轻度脱脂和刺激

作用

１４３
三氯乙烯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ＨＣｌＣＣｌ２ 有毒

本品主要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

醉作用。亦可引起肝、肾、心脏、

三叉神经损害。急性中毒：短时

内接触（吸入、经皮肤或口服）大

量本品可引起急性中毒

１４４
六氯苯

ｈｅｘａ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六氯代苯 Ｃ６Ｃｌ６

１４５

甲拌磷

ｐｈｏｒａｔｅ

赛美特

西梅脱

３９１１Ｏ，Ｏ二乙

基Ｓ（乙 硫 基 甲

基）二硫代磷酸酯

（Ｃ２Ｈ５Ｏ）２ＰＳＳ

ＣＨ２·ＳＣ２Ｈ５

１４６
甲胺磷

Ｍｅｔｈａｍｉｄｏｐｈｏｓ

多灭灵

脱麦隆

Ｏ，Ｓ二甲基硫代

磷酰胺

Ｃ２Ｈ８ＮＯ２ＰＳ

１４７
甲基对硫磷

ｍｅｔｈｙｌｐａｒａｔｈｉｏｎ

Ｏ，Ｏ二甲基Ｏ

（对硝基苯基）硫

代磷酸酯

（ＣＨ３Ｏ）２Ｐ（Ｓ）

ＯＣ６Ｈ４ＮＯ２

剧毒

皮肤接触后引起眼刺激、烧灼

感、口鼻发干、疲乏、头痛、恶心

等。中毒时可影响肝脏、中枢神

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可致皮

肤溃疡

抑制胆碱酯酶活性，造成神经生

理功能紊乱。急性中毒：短期内

接触（口服、吸入、经皮肤吸收、

黏膜）大量引起急性中毒

抑制胆碱酯酶活性，造成神经生

理功能紊乱。急性中毒：短期内

接触（口服、吸入、经皮肤吸收、

黏膜）大量引起急性中毒

抑制胆碱酯酶，造成神经生理功

能紊乱。急性中毒：短期接触

（口服、吸入、经皮肤吸收、黏膜）

大量引起急性中毒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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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４８
２甲基苯胺

２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邻甲苯胺

邻氨基甲苯２氨

基甲苯

Ｃ６Ｈ４（ＣＨ３）ＮＨ２

１４９
３甲基苯胺

３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间甲苯胺

间氨基甲苯

３氨基甲苯

ＣＨ３Ｃ６Ｈ４ＮＨ２

１５０
４甲基苯胺

４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对甲苯胺

对氨基甲苯

４氨基甲苯

ＣＨ３Ｃ６Ｈ４ＮＨ２

有毒

本品是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形

成剂，并能刺激膀胱尿道，能致

血尿。急性中毒：多由皮肤污染

而吸收引起

本品是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形

成剂，并能刺激膀胱尿道，能致

血尿。急性中毒：多由皮肤污染

而吸收引起

本品由皮肤污染而吸收引起损

害，是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症

剂，并能刺激膀胱尿道，能致

血尿

１５１
四乙基铅

ｌｅａｄｔｅｔｒａｅｔｈｙｌ
Ｐｂ（Ｃ２Ｈ５）４ 剧毒

本品有刺激和麻醉作用。皮肤

反复接触，可致皮炎和湿疹

１５２
四氯乙烯

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全氯乙烯 Ｃ２Ｃｌ４

１５３
四氯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四氯甲烷 ＣＣｌ４

１５４
代森锌

ｄｉｔｈａｎｅＺ１８

乙烯双二硫代氨

基甲酸锌
Ｃ４Ｈ６Ｎ２Ｓ４Ｚｎ

有毒

本品有刺激和麻醉作用。皮肤

反复接触，可致皮炎和湿疹

高浓度本品蒸气对黏膜有轻度

刺激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

醉作用，对肝、肾有严重损害。

皮肤直接接触可致损害

中毒主要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对

肝、肾有一定损害。对皮肤和黏

膜有刺激作用。对皮肤有过敏

作用。长期接触可能有引起甲

状腺肿的作用

１５５
乐果

ｒｏｇｏｒ

Ｏ，Ｏ二甲基Ｓ

（Ｎ甲 氨 基 甲 酰

甲基）二 硫 代 磷

酸酯

（ＣＨ３Ｏ）２Ｐ（Ｓ）

ＳＯＨ２Ｃ（Ｏ）ＮＨＣＨ３
有毒

制体内胆碱酯酶活性，造成神经

生理功能紊乱。本品毒性较低，

经皮肤吸收缓慢，职业中毒不

多见

１５６
对苯醌

ｑｕｉｎｏｎｅ

１，４环 己 二 烯

二酮
Ｃ６Ｈ４Ｏ２ 有毒

本品有强烈的刺激性。高浓度

接触刺激黏膜、上呼吸道、眼睛

和皮肤。眼接触其蒸气可引起

结膜和角膜损害，表现为结膜色

素沉着，角膜溃疡。皮肤接触局

部有色素减退、红斑、肿胀、丘疹

和水疱。长时间接触可引起坏

死。口服可致死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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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５７
杀虫脒

ｃｈｌｏｒｄｉｍｅｆｏｒｍ

氯苯脒

杀螨脒

５７０１Ｎ′（２甲 基

４氯苯基）Ｎ，Ｎ

二甲基甲脒

Ｃｌ（ＣＨ３）Ｃ６Ｈ３

ＮＣＨＮ（ＣＨ３）２

１５８
杀螟松

ｓｕｍｉｔｈｉｏｎ

杀螟硫磷

速灭虫

Ｏ，Ｏ二甲基Ｏ

（３甲基４硝基苯

基）硫代磷酸酯

（ＣＨ３Ｏ）２Ｐ（Ｓ）

ＯＣ６Ｈ３（ＣＨ３）ＮＯ２

有毒

本品主要毒作用表现为意识障

碍、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及出血性

膀胱炎。短期内大量经皮肤、呼

吸道吸收及口服致中毒出现头

昏、头痛、乏力、胸闷、恶心、嗜

睡、紫绀、尿急、尿频、尿痛、血

尿，甚至昏迷。部分中毒者可有

心肌损害。血高铁血红蛋白含

量升高，大于１０％

有机磷抑制体内胆碱酯酶活性，

造成神经生理功能紊乱。本品

可吸入、经皮肤和误吞对人体产

生伤害

１５９
狄氏剂

ｄｉｅｌｄｒｉｎ

氧桥氯甲桥萘

化合物４９７
Ｃ１２Ｈ８Ｃｌ６Ｏ 剧毒

本品可经呼吸道、胃肠道及完整

皮肤吸收入体。过量接触可引

起头痛、眩晕、恶心、呕吐、乏力、

以后出现肌肉抽搐、肌阵挛和搐

搦，可出现昏迷，可有肾损害。

吸入中毒者除上述症状外，还有

咳嗽、呼吸困难、紫绀，甚至肺水

肿。可致接触性皮炎

１６０
间苯三酚

ｐｈｌｏｒｏｇｌｕｃｉｎｏｌ

１，３，５三羟基苯

均苯三酚
Ｃ６Ｈ３（ＯＨ）３·２Ｈ２Ｏ

１６１
苯乙腈

ｂｅｎｚｙｌｃｙａｎｉｄｅ

氰化苄

苄基氰
Ｃ６Ｈ５ＣＨ２ＣＮ

有毒

急性中毒：能引起呕吐、体温低、

无力、共济失调、紫绀、昏迷、窒

息，甚至死亡。长期接触可出现

贫血、黄疸等；对皮肤有致敏性，

引起湿疹

毒作用与氢氰酸相似，并有局部

刺激作用。吸入后出现头痛、头

晕、恶心、呕吐、倦睡、上呼吸道

刺激、神志丧失等，可引起死亡。

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可经皮

肤迅速吸收。口服可有消化道

刺激症状

１６２
苯酚

ｐｈｅｎｏｌ
酚 Ｃ６Ｈ５ＯＨ

有毒

（腐蚀性）

苯酚对皮肤、黏膜有强烈的腐蚀

作用，可抑制中枢神经或损害

肝、肾功能

１６３
苯硫酚

ｔｈｉｏｐｈｅｎｏｌ

苯硫醇

巯基苯

硫代苯酚

Ｃ６Ｈ５ＳＨ

（有毒）

（易燃）

（腐蚀性）

对眼睛、黏膜、呼吸道及皮肤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

喉、支气管痉挛、水肿，化学性肺

炎、肺水肿而致死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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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６４
４叔丁基苯酚

４ｔｅｒｔｂｕｔｙｌｐｈｅｎｏｌ
对叔丁基苯酚 （ＣＨ３）３ＣＣ６Ｈ４ＯＨ

１６５
氟化钠

ｓｏｄｉｕ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ＮａＦ

１６６
氟化铯

ｃｅｓｉｕ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ＣｓＦ

１６７
倍硫磷

ｆｅｎｔｈｉｏｎ

百治屠

蕃硫磷

（ＣＨ３Ｏ）２Ｐ（Ｓ）

ＯＣ６Ｈ３（ＣＨ３）

（ＳＣＨ３）

１６８
烟碱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尼古丁 Ｃ１０Ｈ１４Ｎ２

有毒

本品对眼、皮肤、黏膜有刺激作

用；对皮肤有致敏性。皮肤接触

可引起皮炎。反复接触本品可

引起白斑病

可致皮炎，重者出现溃疡或大疱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黏膜、上呼吸道、眼和

皮肤有严重损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本品急性中毒后可诱发

中间型综合征，主要表现为突触

后的神经肌肉接头损伤，罹及呼

吸肌，重者可导致呼吸肌麻痹

本品属神经毒，作用于植物神

经、中枢神经及运动神经末梢，

先兴奋，后抑制。能经消化道、

呼吸道和皮肤很快吸收，引起中

毒。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性

１６９
联大茴香胺

ｄｉａｎｉｓｉｄｉｎｅ
邻甲氧基联苯胺 ［ＮＨ２（ＯＣＨ３）Ｃ６Ｈ３］２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睛、黏膜、呼吸道及

皮肤有刺激作用

１７０
硝基三氯甲烷

ｎｉｔｒｏ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氯化苦

三氯硝基甲烷
ＣＣｌ３ＮＯ２ 剧毒 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１７１
３硝基甲苯

３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间硝基甲苯 ＣＨ３Ｃ６Ｈ４ＮＯ２

１７２
４硝基甲苯

４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对硝基甲苯 ＣＨ３Ｃ６Ｈ４ＮＯ２

１７３
２硝基苯甲醚

２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邻硝基苯甲醚

邻硝基茴香醚

邻甲氧基硝基苯

ＣＨ３ＯＣ６Ｈ４ＮＯ２

有毒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

用。吸收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

血红蛋白血症，出现紫绀。严重

中毒者可致死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

用。吸收进入体内可引起高铁

血红蛋白血症，出现紫绀。严重

中毒者可致死

本品对皮肤、眼睛和黏膜有刺激

性。接触后可引起血液系统改

变，发生紫绀、贫血。可致中枢

神经麻痹、肝损害，皮肤接触发

生皮炎

１７４
硫酸二甲酯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
硫酸甲酯 （ＣＨ３）２ＳＯ４

剧毒

（腐蚀性）

本品对黏膜和皮肤有强烈的刺

激作用

１７５
硫酸亚铊

ｔｈａｌｌｏ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Ｔｌ２ＳＯ４ 剧毒

粉尘对眼睛、黏膜有刺激作用。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

起中毒。同时尚可有心、肝、肾

损害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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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７６

四乙基氢氧化铵

ｔｅｔｒａ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ｈｙ

ｄｒｏｘｉｄｅ

氢氧化四乙基铵 （Ｃ２Ｈ５）４ＮＯＨ 腐蚀性

本品呈强碱性。腐蚀性强。对

皮肤、眼睛和黏膜有刺激性和腐

蚀性。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

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及肺水

肿等

１７７
硝基苯

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密斑油 Ｃ６Ｈ５ＮＯ２

１７８
２硝基苯胺

２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邻硝基苯胺

１氨基２硝基苯
Ｃ６Ｈ４（ＮＯ２）ＮＨ２

１７９
３硝基苯胺

３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间硝基苯胺

１氨基３硝基苯
Ｃ６Ｈ４（ＮＯ２）ＮＨ２

１８０
４硝基苯胺

４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对硝基苯胺

１氨基４硝基苯
Ｃ６Ｈ４（ＮＯ２）ＮＨ２

１８１
硫钡合剂

ｂａｒｉｕｍｐｏｌｙｓｕｌｆｉｄｅ

硫钡粉

多硫化钡
ＢａＳ·Ｓ狓

１８２
硫氰酸汞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Ｈｇ（ＳＣＮ）２

１８３
硫酸二乙酯

ｄｉ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
硫酸乙酯 （Ｃ２Ｈ５）２ＳＯ４

１８４
锑粉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ｐｏｗｄｅｒ
Ｓｂ

有毒

经皮肤吸收，主要引起高铁血红

蛋白血症。可引起溶血及肝

损害

本品毒性比苯胺大。可通过皮

肤和呼吸道吸收，是一种强烈的

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吸收后

数小时内可出现紫绀，可发生溶

血性贫血。长期大量接触可引

起肝损害

本品毒性比苯胺大。可通过皮

肤和呼吸道吸收，是一种强烈的

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吸收后

数小时内可出现紫绀。并有溶

血作用，可发生溶血性贫血。长

期大量接触可引起肝损害

本品毒性比苯胺大。可通过皮

肤和呼吸道吸收，是一种强烈的

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吸收后

数小时内可出现紫绀。并有溶

血作用，可发生溶血性贫血。长

期大量接触可引起肝损害

其溶液对皮肤有强烈腐蚀性

对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刺激性，

可致灼伤，可经呼吸道、皮肤吸

收引起中毒。长期接触引起中

枢神经系统损害。对肾和皮肤

有损害，出现口腔炎及牙齿松

动等

健康危害；吸入本品可出现呼吸

道刺激症状及恶心、呕吐。液体

或雾对眼有强烈刺激性，可引起

眼灼伤。皮肤短时接触引起刺

激，较长时间接触可发生水疱。

大量口服引起恶心、呕吐、腹痛

和虚脱

锑对黏膜有刺激作用，可引起内

脏损害。对皮肤有明显的刺激

作用和致敏作用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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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８５
２氯乙醇

２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ｏｌ
乙撑氯醇 ＣＨ２ＣｌＣＨ２ＯＨ

有毒

（易燃）

皮肤接触，可出现皮肤红斑；可

经皮肤吸收引起中毒。口服可

致死。慢性影响有头痛、乏力、

胃纳减退、血压降低和消瘦等

１８６
氯乙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ｔｅ
氯醋酸乙酯 ＣＨ２ＣｌＣＯＯＣ２Ｈ５ 有毒

对眼睛、呼吸道黏膜有强烈的刺

激作用，重者可引起肺水肿。对

豚鼠皮肤有中度刺激性。可经

皮肤吸收

１８７
氯化汞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高汞

二氯化汞
ＨｇＣｌ２

剧毒

（腐蚀性）

汞离子可使含巯基的酶丧失活

性，失去功能，还能与酶中的氨

基、二巯基、羧基、羟基以及细胞

内的磷酰基结合，引起相应的损

害。可致皮炎。慢性中毒：表现

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易兴奋症和

精神情绪障碍，如胆怯、害羞、易

怒、爱哭等，汞毒性震颤，口腔

炎。少数病例有肝、肾损伤

１８８
氯化亚铊

ｔｈａｌｌ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一氯化铊 ＴｌＣｌ 剧毒

粉尘对眼睛、黏膜有刺激性。吸

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起中

毒。同时尚可有心、肝、肾的损害

１８９
氰化汞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ｃｙａｎｉｄｅ

二氰化汞

氰化高汞
Ｈｇ（ＣＮ）２

１９０

氰化钠

ｓｏｄｉｕｍｃｙａｎｉｄｅ
山奈钠

山奈
ＮａＣＮ

１９１
氰化钡

ｂａｒｉｕｍｃｙａｎｉｄｅ
Ｂａ（ＣＮ）２

１９２
氰化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ｙａｎｉｄｅ
Ｃａ（ＣＮ）２

１９３
氰化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ｙａｎｉｄｅ

山奈钾

山埃钾
ＫＣＮ

剧毒

接触后氰化物和汞中毒的症状

均可出现。对皮肤有刺激性，可

引起皮炎；经皮肤吸收可引起

中毒

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窒息。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

起急性中毒。口服 ５０ ｍｇ～

１００ｍｇ即可引起猝死

氰化物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

窒息。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

均可引起中毒

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窒息。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

起急性中毒。大剂量接触引起

骤死。慢性影响：神经衰弱综合

征、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皮肤

损害

抑制呼吸酶，造成细胞内窒息。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均可引

起急性中毒。口服 ５０ ｍｇ～

１００ｍｇ即可引起猝死。长期接

触小量氰化物出现神经衰弱综

合征、眼及上呼吸道刺激。可引

起皮疹、皮肤溃疡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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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１９４
氰化锌

ｚｉｎｃｃｙａｎｉｄｅ
Ｚｎ（ＣＮ）２ 剧毒

蒸气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

后可引起氰化物中毒，出现头

痛、乏力、呼吸困难、皮肤黏膜呈

鲜红色、抽搐、昏迷等。高浓度

吸入可立即引起呼吸心跳停止

而死亡。可引起皮肤和眼灼伤。

口服可致死

１９５
氯化苄

ｂｅｎｚ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甲苯

苄基氯
Ｃ６Ｈ５ＣＨ２Ｃｌ

１９６
氯化钡

ｂａｒ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盐化钡 ＢａＣｌ２·２Ｈ２Ｏ

有毒

持续吸入高浓度蒸气可出现呼

吸道炎症，甚至发生肺水肿。蒸

气对眼有刺激性，液体溅入眼内

引起结膜和角膜蛋白变性。皮

肤接触可引起红斑、大疱，或发

生湿疹。口服引起胃肠道刺激

反应、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及

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慢性影响：

肝肾损害

口服后急性中毒表现为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性肌

麻痹、心律紊乱、血钾明显降低

等。可因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

痹而死亡。吸入烟尘可引起中

毒，但消化道症状不明显。接触

高温本品溶液造成皮肤灼伤可

同时吸收中毒

１９７
３氯１，２环氧丙烷

ｃｈｌｏｒｏ１，２ｅｐｏｘｙｐｒｏｐａｎｅ
环氧氯丙烷 ＣＨ２ＣｌＣＨＣＨ２Ｏ

有毒

（易燃）

蒸气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

反复和长时间吸入能引起肺、肝

和肾损害。高浓度吸入致中枢

神经系统抑制，可致死。蒸气对

眼有强烈刺激性，液体可致眼灼

伤。皮肤直接接触液体可致灼

伤。口服引起肝、肾损害，可致

死。慢性中毒：长期少量吸入可

出现神经衰弱综合征和周围神

经病变

１９８
碘化汞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ｉｏｄｉｄｅ

碘化高汞

二碘化汞
ＨｇＩ２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致

死。对眼睛、呼吸道黏膜和皮肤

有强烈刺激性。汞及其化合物

主要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

口腔炎，高浓度引起肾损害

１９９
碘化亚铊

ｔｈａｌｌｉｕｍｉｏｄｉｄｅ
一碘化铊 ＴｌＩ 剧毒

可吸入、经皮肤伤害人体。铊及

其化合物为强烈的神经毒，引起

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周围神经

病，对肝、肾有损害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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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００
碘甲烷

ｍｅｔｈｙｌｉｏｄｉｄｅ
甲基碘 ＣＨ３Ｉ 有毒

本品对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有

损害作用，对皮肤黏膜有刺激

作用

２０１
溴化亚铊

ｔｈａｌｌ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
一溴化铊 ＴｌＢｒ 剧毒

铊及其化合物为强烈的神经毒，

对肝肾有损害。急性中毒：表现

有恶心、呕吐、腹部绞痛、厌食等

症状，肢体及躯干有感觉、痛觉

过敏，重者可发生中毒性脑病、

中毒性神经病，脱发为其特异表

现。经皮肤吸收，出现皮疹，指

甲有白色横纹。可有肝、肾损

害。慢性中毒：主要症状有脱

发、乏力、胃纳差、肢体运动和感

觉障碍，可发生球后视神经炎

２０２
溴化苄

ｂｅｎｚｙｌｂｒｏｍｉｄｅ

溴甲基苯

苄基溴
Ｃ６Ｈ５ＣＨ２Ｂｒ 有毒

本品具有刺激性，可引起明显的

呼吸道刺激，胸部紧束感。吸入

高浓度蒸气可出现呼吸道炎症，

甚至肺水肿。有催泪作用。皮

肤接触可引起皮炎和荨麻疹

２０３
磷胺

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ｏｎ

大灭虫

Ｏ，Ｏ二 甲 基Ｏ

（２′氯２二 乙 胺

甲酰基１甲基乙

烯基）磷酸酯

Ｃ１０Ｈ１９ＣｌＮＯ５Ｐ

２０４
磷酸乙基汞

ｅｔｈｙｌ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谷乐生

乌斯普龙

汞制剂２号

（Ｃ２Ｈ５Ｈｇ）３ＰＯ４

（Ｃ２Ｈ５Ｈｇ）２

ＨＰＯ４Ｃ２Ｈ５ＨｇＨ２ＰＯ

剧毒

本品可吸入、食入和经皮肤吸

收。抑制胆碱酯酶活性，引起神

经功能紊乱，发生与胆碱能神经

过度兴奋相似的症状

本品属有机汞。有机汞系亲脂

性毒物，主要侵犯神经系统。有

机汞中毒的主要表现有：无论任

何途径侵入，均可发生口腔炎；

口服引起急性胃肠炎；神经精神

症状有神经衰弱综合征、精神障

碍、谵妄、昏迷、瘫痪、震颤、共济

失调、向心性视野缩小等；可发

生肾脏损害，重者可致急性肾功

能衰竭。此外尚可致心脏、肝脏

损害。可致皮肤损害

２０５
二氯乙酸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二氯醋酸 ＣＨＣｌ２ＣＯＯＨ 腐蚀性

大鼠吸入本品饱和蒸气８小时，

未见引起死亡，但可产生严重的

皮肤和眼损害

２０６
二苯二氯硅烷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Ｃ６Ｈ５）２ＳｉＣｌ２

腐蚀性

（有毒）

吸入本品蒸气对呼吸道有强烈

刺激性。皮肤或眼接触可致灼

伤。口服灼伤口腔和消化道

２３

犃犙／犜６１０７—２００８



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０７
二氯化硫

ｓｕｌｆｕｒｄ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ＳＣｌ２

２０８
二氯代丁烯醛酸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ｍａｌｅ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ｃｉｄ

粘氯酸

糠氢酸
ＨＯＯＣＣＣｌＣＣｌＣＨＯ

腐蚀性

对眼和上呼吸道黏膜有强烈的

刺激性，少数严重者可引起肺水

肿。可致皮肤严重灼伤

有腐蚀性，对皮肤有严重的刺激

性，对眼睛、黏膜有刺激性

２０９
丁二酰氯

ｍｕｃｏｃｕｌ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琥珀酰氯

氯化丁二酰
ＣｌＯＣＣＨ２ＣＨ２ＣＯＣｌ 腐蚀性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

２１０
三氟乙酸

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三氟醋酸 ＣＦ３ＣＯＯＨ

２１１
三氟乙酸酐

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
三氟醋酸酐 （ＣＦ３ＣＯ）２Ｏ

腐蚀性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睛、黏膜、呼吸道和

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

可能因喉、支气管的痉挛、炎症、

水肿，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死

亡。症状有烧灼感、咳嗽、喘息、

气短、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

可致皮肤灼伤

本品对皮肤和黏膜具有强烈刺

激作用，并能引起灼伤

２１２
三氯乙酸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三氯醋酸 ＣＣｌ３ＣＯＯＨ

２１３
三氯化钛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ＴｉＣｌ３

２１４

三氯化铝（无水）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

ＡｌＣｌ３

２１５
三氯化锑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亚锑 ＳｂＣｌ３

２１６
三氯化碘

ｉｏｄｉｎｅ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ＩＣｌ３

腐蚀性

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可引起咳嗽、胸痛和中枢

神经系统抑制。眼直接接触可

造成严重损害，重者可导致失

明。皮肤接触可致严重的化学

性灼伤。口服灼伤口腔和消化

道，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和虚脱

本品对黏膜、上呼吸道、眼和皮肤

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因

喉及支气管的痉挛、炎症、水肿，

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死。接

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呕吐

本品对皮肤、黏膜有刺激作用。

吸入高浓度可引起支气管炎，个

别人可引起支气管哮喘。误服

量大时，可引起口腔糜烂、胃炎、

胃出血和黏膜坏死。慢性影响：

长期接触可引起头痛、头晕、食

欲减退、咳嗽、鼻塞、胸痛等症状

高浓度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

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

起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本

品溅落在皮肤上，遇水产生盐酸

和热可灼伤皮肤，并可因锑吸收

而引起锑中毒全身性症状，如肝

肿大，肝功能异常

本品具有刺激作用。对皮肤有

强腐蚀性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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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１７
三氯化磷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磷 ＰＣｌ３

腐蚀性

（有毒）

三氯化磷在空气中可生成盐酸

雾。对皮肤、黏膜有刺激腐蚀作

用。短期内吸入大量蒸汽可引

起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出现咽喉

炎、支气管炎，严重者可发生喉

头水肿致窒息、肺炎或肺水肿。

皮肤及眼接触，可引起刺激症状

或灼伤。严重眼灼伤可致失明。

慢性影响：长期低浓度接触可引

起眼及呼吸道刺激症状。可引

起磷毒性口腔病

２１８
三碘化锑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ｔｒｉｉｏｄｉｄｅ
ＳｂＩ３

腐蚀性

（有毒）

本品有腐蚀性和毒性。对眼睛、

黏膜、皮肤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

激作用

２１９
三溴化锑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ｔｒｉｂｒｏｍｉｄｅ
溴化锑 ＳｂＢｒ３

２２０
三溴化硼

ｂｏｒｏｎｔｒｉｂｒｏｍｉｄｅ
溴化硼 ＢＢｒ３

腐蚀性

本品对呼吸道有刺激性，接触后

可引起咳嗽、恶心和口中金属

味。高浓度接触发生肺水肿、心

律不齐，甚至心跳停止，造成死

亡。皮肤或眼接触可致灼伤。

慢性影响：反复接触引起头痛、

食欲不振、咽干、失眠。可能发

生肝肾损害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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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
三溴化磷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ｔｒｉｂｒｏｍｉｄｅ
ＰＢｒ３

腐蚀性

（有毒）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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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

五氯化钼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

ｒｉｄｅ

氯化钼 ＭｏＣｌ５

２２３
五氯化锑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ｐｅｎ

ｔ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ＳｂＣｌ５

腐蚀性

本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

吸道有刺激性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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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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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２４

五溴化磷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ｐｅｎｔａｂｒｏ

ｍｉｄｅ

ＰＢｒ５
腐蚀性

（有毒）

遇水或水蒸气后释放出有毒和

腐蚀性烟雾。加热分解释出高

毒的溴化物烟雾。对眼睛、皮肤

和黏膜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

２２５

甲基苯基二氯硅烷

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ｅｎｙｌ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ｓｉ

ｌａｎｅ

ＣＨ３（Ｃ６Ｈ５）ＳｉＣｌ２
腐蚀性

（易燃）

本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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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接

触后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气

短、头痛、恶心和呕吐等

２２６
甲酸

ｆｏｒｍｉｃａｃｉｄ
蚁酸 ＨＣＯＯＨ

腐蚀性

（有毒）
主要引起皮肤、黏膜的刺激症状

２２７
丙酸（含丙酸８０％以上）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ａｃｉｄ
ＣＨ３ＣＨ２ＣＯＯＨ

腐蚀性

（易燃）

吸入本品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

性，可发生肺水肿。蒸气对眼有

强烈刺激性，液体可致严重眼损

害。皮肤接触可致灼伤。大量

口服出现恶心、呕吐和腹痛

２２８
丙酸酐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
（ＣＨ３ＣＨ２ＣＯ）２Ｏ

腐蚀性

（有毒）

大鼠吸入本品饱和蒸气，１ｈ后

死亡。其蒸气对眼睛、皮肤有明

显的刺激作用

２２９
四氯化钛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钛 ＴｉＣｌ４ 腐蚀性

吸入本品烟雾，引起上呼吸道黏

膜强烈刺激症状。轻度中毒有

喘息性支气管炎症状；严重者出

现呼吸困难，呼吸脉搏加快，体

温升高，咳嗽，咯痰等，可发展成

肺水肿。皮肤直接接触其液体，

可引起严重灼伤

２３０
四氯化硅

ｓｉｌｉｃｏｎ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四氯化矽 ＳｉＣｌ４

２３１
四氯化锡（无水）

ｔｉｎ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锡 ＳｎＣｌ４

腐蚀性

对眼睛及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

作用。高浓度可引起角膜混浊，

呼吸道炎症，甚至肺水肿。眼直

接接触可致角膜及眼睑严重灼

伤。皮肤接触后可引起组织坏

死。本品可引起溶血反应而导

致贫血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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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２
四氯化碲

ｔｅｌｌｕｒｉｕｍ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碲 ＴｅＣｌ４

腐蚀性

（有毒）

本品遇水即产生氯化氢气体，有

腐蚀性及毒性。在０．１ｍｇ／ｍ
３

浓度以上时，皮肤接触吸收即

可发生中毒。接触者及中毒者，

其呼气中出现严重的蒜臭味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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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３３
四氯化锗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锗 ＧｅＣｌ４

２３４
四碘化锡

ｓｔａｎｎｉｃｉｏｄｉｄｅ
碘化高锡 ＳｎＩ４

２３５
发烟硫酸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ｆｕｍｉｎｇ
Ｈ２ＳＯ４·ＳＯ３

２３６
亚硫酸

ｓｕｌｆｕｒｏｕｓａｃｉｄ
Ｈ２ＳＯ３

２３７
亚磷酸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ａｃｉｄ
Ｈ３ＰＯ３

２３８
次磷酸

ｈｙｐ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ａｃｉｄ
卑磷酸 Ｈ３ＰＯ２

腐蚀性

（易燃）

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可引起支

气管炎和肺炎。对皮肤有刺

激性

本品对皮肤有腐蚀性。遇高热

能产生有毒烟气

对皮肤、黏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

激和腐蚀作用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因

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炎症，

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

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对呼吸道黏

膜有腐蚀作用，可引起支气管

炎、肺炎或肺水肿。蒸气对眼和

皮肤有刺激性，液体或雾可致灼

伤。口服腐蚀消化道，出现剧烈

腹痛、恶心、呕吐和虚脱

２３９
苯乙酰氯

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苯乙酰 Ｃ６Ｈ５ＣＨ２ＣＯＣｌ 腐蚀性

本品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和腐

蚀作用，可引起呼吸道灼伤、肺

炎和肺水肿。对眼和皮肤有强

烈的刺激性，甚至造成灼伤。口

服严重灼伤口腔和消化道，可致

死。慢性影响：肺损害

２４０
苯磺酰氯

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苯磺酰 Ｃ６Ｈ５ＳＯ２Ｃｌ

２４１
氟硅酸

ｆｌｕｏｒｏｓｉｌｉｃｉｃａｃｉｄ
硅氟酸 Ｈ２ＳｉＦ６

腐蚀性

（有毒）

本品对眼及呼吸道黏膜有刺激

性。急性中毒表现有呕吐、血压

下降、心脏传导性障碍、支气管

痉挛、肝损害。皮肤接触，引起

水肿、炎症、全身性荨麻疹。具

有致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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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２
氟硼酸

ｆｌｕｏｒｏｂ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ＨＢＦ４

腐蚀性

（有毒）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

有害。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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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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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４３
氢氟酸

ｈｙｄｒｏｆｌｕ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ＨＦ

２４４
氢溴酸

ｈｙｄｒｏｂｒｏｍｉｃａｃｉｄ
ＨＢｒ

２４５
氢碘酸

ｈｙｄｒｏｉｏｄｉｃａｃｉｄ
ＨＩ

腐蚀性

（有毒）

对皮肤有强烈的腐蚀作用。本

品灼伤疼痛剧烈。眼接触高浓

度本品可引起角膜穿孔。接触

其蒸气，可发生支气管炎、肺炎

等。慢性影响：眼和上呼吸道刺

激症状，或有鼻衄，嗅觉减退。

可有牙齿酸蚀症。骨骼Ｘ线异

常与工业性氟病少见

可引起皮肤、黏膜的刺激或灼

伤。长期低浓度接触可引起呼

吸道刺激症状和消化功能障碍

有强腐蚀作用。其蒸气或烟雾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

２４６
盐酸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氢氯酸 ＨＣｌ

２４７
邻苯二甲酸酐

ｐｈｔｈａｌ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
苯二甲酸酐 Ｃ６Ｈ４（ＣＯ）２Ｏ

腐蚀性

接触其蒸气或烟雾，可引起急性

中毒，出现眼结膜炎，鼻及口腔

黏膜有烧灼感，鼻衄、齿龈出血，

气管炎等。误服可引起消化道

灼伤、溃疡形成，有可能引起胃

穿孔、腹膜炎等。眼和皮肤接触

可致灼伤。慢性影响：长期接

触，引起慢性鼻炎、慢性支气管

炎、牙齿酸蚀症及皮肤损害

本品对眼、鼻、喉和皮肤有刺激

作用。吸入本品粉尘或蒸气，引

起咳嗽、喷嚏和鼻衄。对有哮喘

史者，可诱发哮喘。可致皮肤灼

伤。慢性影响：长期反复接触可

引起皮疹和慢性眼刺激。反复

接触对皮肤有致敏作用。可引

起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

２４８
氧氯化磷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ｏｘｙ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磷酰

磷酰氯

三氯氧化磷

ＰＯＣｌ３

２４９
氧氯化硒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ｏｘｙ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二氯氧化硒

氯化亚硒酰
ＳｅＯＣｌ２

腐蚀性

（有毒）

急性中毒：短期内吸入大量蒸

气，可引起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咽喉炎、支气管炎；严重者可发

生喉头水肿窒息、肺炎、肺水肿、

紫绀、心力衰竭。亦可发生贫

血、肝脏损害、蛋白尿。口服引

起消化道灼伤。眼和皮肤接触

引起灼伤。长期低浓度接触可

引起口、眼及呼吸道刺激症状

本品为强烈的起泡剂及糜烂性

液体，易使皮肤受损发生灼伤；

对黏膜有刺激作用；对人经皮肤

吸收的致死量约为０．２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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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５０
硒酸

ｓｅｌｅｎｉｃａｃｉｄ
Ｈ２ＳｅＯ４

腐蚀性

（有毒）

本品吸湿性腐蚀性强，对眼睛、

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

用。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中

毒重者可致死。可引起化学性

支气管炎、肺炎或肺水肿。慢性

影响：可有头痛、眩晕、疲倦、食

欲减退等表现

２５１
偏磷酸

ｍｅｔａ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冰磷酸

二缩原磷酸
ＨＰＯ３ 腐蚀性

本品对黏膜、上呼吸道、眼和皮

肤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后，可

因喉及支气管的痉挛、炎症、水

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

死。接触后出现烧灼感、咳嗽、

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

呕吐

２５２
硝酸

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硝镪水 ＨＮＯ３

腐蚀性

（氧化性）

其蒸气有刺激作用，引起眼和上

呼吸道刺激症状，如流泪、咽喉

刺激感、呛咳，并伴有头痛、头

晕、胸闷等。口服引起腹部剧

痛，严重者可有胃穿孔、腹膜炎、

喉痉挛、肾损害、休克以及窒息。

皮肤接触引起灼伤。慢性影响：

长期接触可引起牙齿酸蚀症

２５３
硫代磷酰氯

ｔｈｉ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硫代氯化磷酰

三氯化硫磷
ＰＳＣｌ３

腐蚀性

（有毒）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口服或

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吸入

后可能由于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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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４
硫酸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
Ｈ２ＳＯ４

２５５
氯乙酰氯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氯化氯乙酰 ＣＨ２ＣｌＣＯＣｌ

２５６
氯乙酸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氯醋酸 ＣＨ２ＣｌＣＯＯＨ

腐蚀性

对皮肤、黏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

激和腐蚀作用

对眼睛、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能

由于喉、支气管的痉挛、水肿、炎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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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高浓度本品蒸气或皮肤接

触其溶液后，可迅速大量吸收，

造成急性中毒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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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５７
氯化亚砜

ｔｈｉｏｎ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亚硫酰氯

二氯氧硫

二氯亚砜

ＳＯＣｌ２ 腐蚀性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

体有害。对眼睛、黏膜、皮肤和

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

引起灼伤。吸入后，可能因喉、

支气管痉挛、炎症和水肿而致

死。中毒表现可有烧灼感、咳

嗽、头晕、喉炎、气短、头痛、恶心

和呕吐

２５８
氯磺酸

ｃｈｌｏｒｏｓｕｌｆｏｎｉｃａｃｉｄ
ＣｌＳＯ３Ｈ

２５９
碘乙酰

ａｃｅｔｙ１ｉｏｄｉｄｅ
乙酰碘 ＣＨ３ＣＯＩ

２６０
碘乙酸

ｉｏｄ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碘醋酸 ＣＨ２ＩＣＯＯＨ

腐蚀性

其蒸气对黏膜和呼吸道有明显

刺激作用。临床表现有气短、咳

嗽、胸痛、咽干痛以及流泪、流

涕、痰中带血、恶心、无力等。吸

入高浓度可引起化学性肺炎、甚

至可发展为肺水肿。皮肤接触

液体可致重度灼伤

本品对眼睛、皮肤和黏膜有刺激

作用。吸入或误服可引起中毒。

毒性比乙酰氯、乙酰溴强。蒸气

对呼吸道黏膜有强烈刺激和腐

蚀性。遇水或水蒸气产生有毒

或腐蚀性的烟雾

本品对黏膜、上呼吸道、眼睛、皮

肤有强烈刺激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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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吐

２６１
溴

ｂｒｏｍｉｎｅ
溴素 Ｂｒ２

腐蚀性

（有毒）

对皮肤、黏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和

腐蚀作用

２６２
溴乙酰溴

ｂｒｏｍｏａｃｅｔｙｌｂｒｏｍｉｄｅ
溴化溴乙酰 ＢｒＣＨ２ＣＯＢｒ

２６３
溴乙酸

ｂｒｏｍ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溴醋酸 ＣＨ２ＢｒＣＯＯＨ

腐蚀性

本品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

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和腐蚀

性。吸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

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

用。皮肤直接接触可引起灼伤

２６４
磺酰氯

ｓｕｌｆｕｒ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硫酰氯

氯化硫酰

氧氯化硫

ＳＯ２Ｃｌ２
腐蚀性

（有毒）

对眼和上呼吸道黏膜有强烈的

刺激性，重者可引起肺水肿。可

致皮肤严重灼伤

２６５
磷酸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ｃａｃｉｄ

正磷酸

一缩原磷酸
Ｈ３ＰＯ４ 腐蚀性

蒸气或雾对眼、鼻、喉有刺激性。

口服液体可引起恶心、呕吐、腹

痛、血便或休克。皮肤或眼接触

可致灼伤。慢性影响：鼻黏膜萎

缩、鼻中隔穿孔。长期反复皮肤

接触，可引起皮肤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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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品　　名 别　名 分　子　式
主（次）危

险性类别
健　康　危　害

２６６
２乙基己胺

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Ｈ３（ＣＨ２）３

ＣＨ（Ｃ２Ｈ５）ＣＨ２ＮＨ２

腐蚀性

（易燃）

本品具有强烈的刺激性。高浓

度接触严重损害黏膜、上呼吸

道、眼睛和皮肤。皮肤接触后出

现烧灼感，吸入发生咳嗽、喘息、

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２６７
二环己胺

ｄｉ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ｙｌａｍｉｎｅ
（Ｃ６Ｈ１１）２ＮＨ

２６８
三乙四胺

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ｍｉｎｅ
三乙撑四胺

Ｈ２ＮＣＨ２

（ＣＨ２ＮＨＣＨ２）２

ＣＨ２ＮＨ２

２６９
１，６己二胺

１，６ｄｉａｍｉｎｏｈｅｘａｎ

１，６二氨基己烷

六次甲基二胺
Ｈ２Ｎ（ＣＨ２）６ＮＨ２

腐蚀性

接触本品对眼、皮肤和呼吸道有

强烈刺激性。眼直接接触，可造

成永久性视觉损害。皮肤长期

低浓度接触本品，可引起皮炎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对鼻、喉和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皮肤接触可

发生灼伤；对皮肤有强致敏作

用；可经皮肤吸收引起中毒。口

服液体灼伤消化道。慢性影响：

本品有显著的致敏作用

本品对黏膜有明显刺激作用，可

引起结膜炎、上呼吸道炎症等。

皮肤接触可引起变态反应，发生

皮炎和湿疹，多好发于手及面

部。吸入高浓度时，可引起剧烈

头痛、头昏及失眠。溅入眼内可

致灼伤，引起失明

２７０
１，２丙二胺

１，２ｄｉａｍｉｎ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ＣＨ３ＣＨ（ＮＨ２）

ＣＨ２ＮＨ２

腐蚀性

（易燃）

本品对黏膜、上呼吸道、眼睛和

皮肤有强烈刺激性。吸入后，可

因喉及支气管的痉挛、炎症、水

肿，化学性肺炎或肺水肿而致

死。较长时间接触对皮肤有强

烈刺激性或引起灼伤

２７１
硫化钡

ｂａｒｉｕｍｓｕｌｆｉｄｅ
ＢａＳ

２７２

硫化钾（含结晶水≥２５％）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ｂｒｏ

ｍｉｎｅ

Ｋ２Ｓ

腐蚀性

（有毒）

吸入粉尘可引起中毒，但消化道

症状不明显。眼和皮肤接触可

致灼伤

本品粉尘对眼、鼻、喉有刺激性，

接触后引起喷嚏、咳嗽和喉炎

等。高浓度吸入引起肺水肿。

眼和皮肤接触可致灼伤。慢性

影响：长期接触可发生鼻黏膜

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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