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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化学物质的分类



 1.1 着火性物质

 1.2 易燃性物质

危险物质： 1.3 爆炸性物质

 1.4 有毒物质



1.1 着火性物质
分类 特点 示例物质

强氧化
性物质

因加热、撞击而分解，放出的氧
气与可燃性物质发生剧烈燃烧

氯酸盐类，
过氧化物

强酸性
物质

若与有机物或还原之类物质混合
即会发生反应而产热有时会着火

无机酸类，
氯磺酸等

低温着
火物质

在较低温度下着火而燃烧迅猛的
可燃物质

黄磷，金
属粉末等

自然物
质

在室温下，一接触空气就着火燃
烧

有机金属
化合物等

禁水性
物质

与水反应而着火，有时由于产生
的气体而发生爆炸

金属钾、
钠、电石



1.1 着火性物质
强氧化性物质与还原剂，强酸与有机物
无反应发热而着火如：

浓硝酸、浓硫酸与乙醇；

浓硝酸与纤维织物；

过氧化钠与乙酸、甲醇、丙酮、乙二醇；

溴与磷、锌粉、镁粉混合；

高锰酸锌与有机物；

氧化汞与硫磺

臭氧与有机物



1.2 爆炸性性物质
分类 特点 示例的物质

可燃性气体 其爆炸界限的浓度：
一般爆炸极限下限在

10%以下，或者上下限
差在20%以上*

氢气、乙炔、甲
烷、一氧化碳

分解爆炸性
物质

由于加热、撞击而引
起着火、爆炸的可燃

性物质

如硝基化合物、
硝酸酯、高氯酸

酯

爆炸品质类
物质

以产生爆炸作用为目
的的物质

如火药、炸药等



1.2.1 可燃性气体的爆炸极限

化合物 爆炸极限下限（%）爆炸极限上限（%）

甲烷 5.00 15.00

正丁烷 1.86 8.41

正己烷 1.18 7.40

乙炔 2.50 80.00

苯 1.40 7.10



1.2.1 可燃性气体的爆炸极限

化合物 爆炸极限下限（%）爆炸极限上限（%）

环己烷 1.26 7.750

乙酸乙酯 2.18 11.40

氢气 4.00 74.20

氨 15.50 27.00

环氧乙烷 3.00 80.00



1.2.1 可燃性气体的爆炸极限

化合物 爆炸极限下限（%） 爆炸极限上限（%）

一氧化碳 12.50 74.20

二硫化碳 1.25 74.20

硫化氢 4.30 45.50

甲醇 6.72 36.50

乙醇

正丁醇

3.28

1.45

18.95

11.25



1.2.1 可燃性气体的爆炸极限

化合物 爆炸极限下限（%） 爆炸极限上限（%）

乙醚 1.85 36.5

丙酮 2.55 12.80

乙胺 3.55 13.95

乙醛 3.97 57.00

三乙胺 1.25 7.90



1.2.2 形成爆炸混合物的物质

（1）高氯酸与乙醇及其它有机物

（2）高氯酸盐、氯酸盐与硫酸

（3）氯酸盐与磷化物

（4）铬酐（三氧化铬）与硫酸、甘油或
有机物

（5）高锰酸钾与硫酸、甘油或有机物

（6）过硫酸铵与铝粉遇水

（7）硝酸钾与醋酸钠



1.2.2 形成爆炸混合物的物质

（8）硝酸盐与酯类

（9）硝酸盐与氯化亚锡

（10）硝酸与镁、锌或其他活波金属

（11）发烟硝酸与乙醚



1.4 有毒物质

分类 特点 示例物质

毒气 容许浓度在200 毫克/
立方米（空气）以下

的气体

如光气（碳酰
氯）、氰化氢

等

剧毒物 口服致命剂量为每公
斤体重30毫克以下的

物质

氰化钠、氟乙
酰胺、毒鼠强

等

毒物 口服致命剂量为每公
斤体重30-300毫克以

下的物质

如硝酸、苯胺
等



二、“四防”措施

 2.1   防火措施

 2.2   防爆措施

 2.3   防止中毒措施

 2.4   防盗措施



2.1  防火措施
 （1）防患于未然。根据不同实验地点，准备
相应的灭火器材。包括消火砂，石棉布，毯子，
各类灭火器材。消火砂要保持干净，不得有水
浸入。灭火器材要定期检查、更换，保证处在
良好状态。灭火器要保证每个人会正确使用。

 （2）加热试样或实验过程中起火时，应先立
即用湿抹布或石棉布熄灭灯火并拔去电炉插头，
关闭总电源开关。特别是易燃液体和固体（有
机物）着火时，不能用水去浇。因除乙醇、甲
醇等少数化合物外，大多数有机物比重小且不
溶于水。除小范围可用湿抹布覆盖外，要立即
用小火砂、泡沫灭火器或干粉灭火器扑灭。精
密仪器最好用1211灭火器灭火。



2.1  防火措施
（3）电线着火时要立即关闭总电门，切断电
流，再用1211灭火器熄灭已燃烧的电线，并

及时通知电器装配人员。不许用水或泡沫灭
火器熄灭燃烧的电线。

（4）衣服着火时应立即以湿毯子改再找活着

身上衣熄灭燃烧桌的衣服，不应慌张跑动。
否则会加强气流流向燃烧着的衣服，是火焰
加大。

 (5) 常用灭火器及适用范围见下表。



2.1  防火措施
灭火器类

别
药液成分 适用范围

泡沫式 硫酸铝，碳酸氢
钠

适用于扑灭油类及苯，等易燃液体着火，而不适用
于丙酮、甲醇、乙醇等易溶于水的液体失火

高倍泡沫 脂肪醇，硫酸钠，
稳定剂、抗烧剂

主要适用于仓库中油类木材的失火

二氧化碳 液体二氧化碳 适用于电器失火（精密仪器、电子设备）

干粉灭火 碳酸氢钠，硬脂
酸铝，云母粉，
滑石粉，石英粉

是用于扑救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精密仪器、
文件记录和遇水燃烧等物品的初起火灾

1211 CF2ClBr 灭火效果好，主要应用于油类有机溶剂、高压电器
设备、精密仪器等失火



2.2  防爆措施

（1）挥发性有机药品营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处

所、冰箱或铁柜内。远离火源。室温过高，
启用易挥发物时应设法冷却试剂瓶。

（2）严禁氧化剂与可燃物一起研磨，不能在
之上称量过氧化钠。

（3）爆炸类物品，如苦味酸，高氯酸和高氯

酸盐，过氧化氢，叠氮化钠等，应放在低温
处保管，不得与其它易燃物放在一起。



2.2  防爆措施
（4）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设备。如安全
罩，防护面罩，防护板，预警预报装置，通风
橱安装特种玻璃。

（5）进行岗前安全培训，明确所用化学物质的
性质和工作中的危险控制点。

（6）取用危险物质坚持最小量原则。并且绝对
不能直接加热。

（7）不得用带有磨口塞的玻璃瓶盛装爆炸性物
质。

（8）干燥爆炸性物质，应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
行。



2.3 防止中毒措施
 （1）一切试剂瓶要有标签。剧毒药品必须实行双人
双锁，领用审批制度。

 （2）剧毒药品撒落应立即全部收起，并把落过读物
的地方洗净。

 （3）严禁试剂入口，严禁在实验室吸烟，进食。严
禁食具与实验用器具代用。

 （4）如需以嗅觉鉴别试剂时，应将试剂远离，用手

轻轻煽动，稍闻其味即可，严禁一鼻子接近瓶口鉴
别。

 （5）对于某些有毒的气体和蒸气，如氮的氧化物、
氯、硫化氢、汞、氢氰酸、吡啶、二硫化碳等，



2.3 防止中毒措施
 必须在抽毒罩和通风橱中进行处理，头部在通风橱
外面。凡有必要使用防毒面具的工作地点应悬挂一
个防毒面具，以备急用。

 （6）用无毒或毒性小的试剂代替有毒试剂。

 （7）防护口罩与防毒面具中所用的过滤性防毒物质

 酸性气体（氯气、硫化氢、三氧化硫、光气）—氢
氧化钠、弱酸盐，加活性炭。

 氨气—硼酸、柠檬酸或酸性盐类，与氨络合的重金
属氧化物和盐类（氧化铜，硫酸铜等）

 有机芳香烃类蒸气—活性炭

 醛、酮、卤代烃类蒸气—氢氧化钠、碳酸钠加活性
炭



2.3 防止中毒措施
氰化物蒸气—氢氧化铝、硫酸铜

一氧化碳—二氧化锰加氧化铜

砷、锑化合物蒸气—二氧化锰、次氯酸盐

重金属蒸气—氧化剂（次氯酸盐）加用活性炭

（8）防止汞中毒

不要在敞开的容器中使用；

汞旁不要放置发热体；

滴汞必须用水封；洒落的汞用20%三氯化铁喷
潵并让其自行干燥（硫磺粉）；房间用硫化氢
熏蒸；

极谱室必须先排风半小时再工作



2.3 防止中毒措施
 （9）中毒时必须急救中
毒者

 如果中毒是由于吸入煤
气或其它有毒气体、蒸
气，应立即把中毒者转
移到新鲜空气中；如果
中毒是由于吞入毒物，
最好的办法是借助呕吐
以排除胃中的毒物，立
即送医院。并尽可能告
知吞食的毒物，以利于
针对性治疗，使中毒者
早日康复。



2.4  防盗措施
（1）安装必要的防盗门窗

（2）加强外来人员的管理，严格外来人
员登记制度；

（3）原则上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

如进入实验室（实验区）必须经过允许
并由相关人员陪同；

（4）加强剧毒、易燃、易爆药品的管理；

（5）明确岗位责任。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一）高氯酸的性质

 高氯酸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分析试剂，在卫生检验中常用在湿
法消化中，用于消化含有矿物质比较多的样品。如果使用不当，
常会引起爆炸。

 市售高氯酸相对密度1.67-1.70,含量70%-72%，沸点203 度。
在一大气压下蒸馏稀高氯酸时，最初蒸出的是水，然后是稀酸，
最后可得一恒沸物72.4%的高氯酸。

 热的高氯酸（60%-72%）是强氧化剂和脱水剂，，热的浓
高氯酸的氧化能力强于硫酸，与硫酸-三氧化铬混合物相似，遇
易氧化物质如有机物，则常易发生猛烈的爆炸。冷的高氯酸没
有氧化性，只是强酸。

 所有的有关高氯酸爆炸的纪录都和无水高氯酸、它的有机
衍生物或有机物被高氯酸迅速氧化有关。如浓高氯酸与浓硫酸
混合，由于浓硫酸使浓高氯酸脱水，产生无水高氯酸而引起爆
炸。曾有高氯酸和醋酸酐混合发生及其猛烈爆炸的报道。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把测定的溶液加热（含乙醇和高氯酸）也会引起爆炸，
是因为形成了高氯酸酯。

 用高氯酸消化样品时，若反应物颜色变浅黄，
并随之变黄、浅棕、暗棕，随之就会爆炸。*

 通常消化样品时，应先用硝酸消化，再加高氯酸

完成氧化作用，并保持高氯酸过量，过量的高氯酸起
稀释作用，从而避免爆炸的可能性。

 对于样品中含有大量有机物（脂肪酸），最好
用硝酸-硫酸-高氯酸消化。此时先用硝酸处理试样，
再加入硫酸并加热至160-180度，最后分批加入高氯
酸或高氯酸-硝酸混合液。与高氯酸不混合的有机试
样会发生猛烈爆炸，因为氧化作用集中与接触的表面。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温度对高氯酸氧化是十分重要的。迅速冷却或用冷水稀释，

可停止氧化作用。氧化反应过快时将发生爆炸，而爆炸的程
度取决于有机物的量，用尽可能少的试样作分析也是安全措
施之一。

 （二）、通风橱和通风管道的要求

 消化样品用通风橱和通风管道一般应采用聚氯乙烯材质。
若采用木框玻璃通风橱时，应注意：

 （1）采用质地致密的木料；

 （2）充分通风；

 （3）常用水冲洗通风橱内部；

 （4）平时注意观察木料是否变质，发现腐朽应及时更换；

 消化外排通风管道与有机蒸馏外排通风管道不能共用，否则
极有可能引起爆炸。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三）高氯酸的安全处理规则

 高氯酸属于强氧化性、强酸性的着火性危险物质，使
用高氯酸消化样品时应注意：

 （1）使用高氯酸应带一次性橡胶手套和面罩，以防
不测；

 （2）高氯酸应盛放于带有玻璃塞的玻璃瓶中，并把
玻璃瓶放在玻璃或陶瓷器皿之上，以防溢漏。

 （3）高氯酸附近不可放有机药品或还原性物质，如
乙醇、甘油，次磷酸盐等。

 （4）高氯酸万一泻落在桌面上，应迅速用水冲去，
不能用棉布擦拭。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5）对基质不明的试样用高氯酸消化时，最好先取
微量试样作预试验，观察有无爆炸的危险。

 （6）对高蛋白、高油脂的物质，尽量避免用高氯酸
消化，最好采用干法消化。

 （7）如果对高蛋白、高油脂的物质必须采用高氯酸
消化，应减少取样量，一次消化样品数量以能从容处
理为宜。

 （8）高氯酸接触脱水剂浓硫酸、五氧化二磷或醋酸
酐会引起火灾和爆炸。

 （9）乙醇、甘油或其他能与酸形成酯的物质，绝对
不能与高氯酸共热，否则会猛烈爆炸。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10）某些无机物如次磷酸盐、三氧化二锑或铋的化
合物，遇热的高氯酸会引起爆炸。

 （11）不论高氯酸用于消化无机物还是有机物，高氯
酸一定要过量，多余的高氯酸除起稀释作用外，还防
止溶液蒸干引起爆炸（高氯酸盐直接加热和撞击会引
起爆炸）。

 （12）高氯酸具有强烈腐蚀性，应避免与皮肤、眼睛
接触或吸入。

 （13）加热高氯酸应用电热器、水浴或砂浴，禁止使
用油浴或直接加热。

 （14）废弃的高氯酸应在玻璃器皿内加入10倍水稀释
排入酸沟，然后用水冲走。



三、高氯酸与高氯酸盐
（四）高氯酸盐

 高氯酸盐可粗略分为两类：一类对热和震

动敏感度较大，其中包括重金属高氯酸盐、有
机高氯酸、高氯酸酯以及任何高氯酸盐和有机
物质、金属粉末或硫的混合物；另一类对热和
震动敏感度较小，其中包括纯粹的高氯酸铵，
碱金属个碱土金属的高氯酸盐。

 许多重金属和有机碱高氯酸盐对热和震动

十分敏感，应看作起爆药一样加以处理，必须
避免摩擦、加热、火花、震动和重金属沾污。



四、高压易燃气体钢瓶
 （一）乙炔：乙炔是将颗粒活性炭、木炭、石棉或硅藻土等

多孔物质充填在气瓶内，再将丙酮掺入，通入乙炔使之溶于
丙酮中，直至15度压力达到15.5 kg/cm2。乙炔的爆炸极限范
围很宽（2.50%-80.00),含有7%-13%乙炔的乙炔空气混合气和
含有大约30%的乙炔-氧气混合气最易爆炸。乙炔和铜、银长
期接触易生成易爆的乙炔铜和乙炔银。因此，凡供乙炔用的
管路、零件都不能用银和含量在70%以上的铜合金。乙炔和
氯、次氯酸盐等化和会发生燃烧和爆炸，乙炔燃烧是绝对禁
止用四氯化碳来灭火。

 存放乙炔气瓶处要通风良好，温度要保持在35度以下。
充灌后的乙炔气瓶要静置24小时后在使用以免使用时受丙酮
的影响（火焰不稳，噪音增大）。为防止气体回缩，在管路
中应该加装回闪阻止器。

 应当注意，当气瓶内还有一个表压时，就要更换新的乙炔气
瓶，以免空气进入气瓶，影响下次使用。使用乙炔气时，要
注意乙炔气瓶身的温度。



四、高压易燃气体钢瓶

（二）氢气：氢气无毒、无腐蚀性，极
易燃烧，单独存在比较稳定。因其密度
小，易从微孔漏出，且扩散速度极快，
易和其他气体混合。因此在安装好氢气
管路后，一定要检查表头等连接处是否
漏气。氢气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仅次于
乙炔气，为4.00%-74.20%。存放氢气的

气瓶处，一定要严禁烟火，远离火种盒
热源，处于阴凉通风的仓间。应与氧气、
氧化剂分间存放，严禁混储混运。



四、高压易燃气体与高压钢瓶
 （三）高压气瓶使用规则

 （1）禁止敲击、碰撞；气瓶应可靠地固定在支架
上，以防滑到。

 （2）开启高压气瓶时，操作者应站在出气口的侧

面，气瓶应直立，然后缓慢旋开。气体必须经减压
阀减压后使用，不得直接放气。

 （3）高压气瓶上选用的减压阀要专用，安装时螺
口要上紧并试漏。

 （4）开启高压气瓶阀时，应用手或专门扳手。

 （5）氧气瓶及其专用工具严禁与油类接触，氧气
瓶附近也不得有油类存在，操作者必须将手洗净。



四、高压易燃气体与高压钢瓶
（6）可燃气瓶于明火距离不小于10米，有困
难，应有可靠的隔热防护措施，但不得小于5
米。

（7）高压气瓶应避免暴晒及强烈振动。

（8）使用装有易燃易爆气体的气瓶工作地点，
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

（9）气瓶内气体不得全部用尽，剩余压力一
般应为2 kg/cm2,至少不得低于0.5 kg/cm2。*



五、“三废”处理

 (1) 充分了解废液的性质，避免可能产生的有

毒、有害、爆炸性气体造成伤害；

 (2) 用次氯酸钠处理含有氰化物的废液，首先

在pH＞10下加入次氯酸钠，放置一段时间后，
再调解pH为8左右，并在通风橱中进行；

 (3) 对于废酸和废碱可混合后排放；

 (4) 对于大量有机溶剂，最好回收利用。

（5）详细处理细则请参照手册有关章节。



六、中毒与急救

 (一）化学致癌物

丙烯腈

黄曲霉毒素类

邻氨基偶氮甲苯

 4-氨基联苯

石棉

联苯胺

苯并蓖



六、中毒与急救

 镉及其化合物

 四氯化碳

 氯仿

 六价铬

 己烯雌酚

 硫酸二甲酯

 醋酸铅

 六氯化苯

 磷酸铅

 镍



六、中毒与急救

 2-萘胺

碱式硫化镍

氮芥及其盐酸盐

雌酮

多氯联苯

睾丸酮

硫脲

氯乙烯



六、中毒与急救

（二）化学剧毒物质

氯化钡

氯化镉

氟

氢氰酸

氰化氢

三氧化二氮

氰化钠

氰化钾



六、中毒与急救

叠氮化钠

磷化氢

光气

异氰酸甲酯

丙醇腈

氟乙酸乙酯

氟乙酰胺

毒鼠强

 4，6-二硝基邻甲酚



六、中毒与急救

二甲基磷酸酯

氨基硫脲

四乙基焦磷酸盐

四乙基铅

四甲基铅

左旋-尼古丁

一六零五

一氟代乙酸

一氟代乙酰胺



六、中毒与急救

三氧化二砷

汞

硒

羰基镍

砷酸及其盐

硫化磷

硒化氢

五氟化碘

四氟化硫



六、中毒与急救

（三）实验室常见中毒与救治

 参见《实验室化学安全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