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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的建议，是《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及其附件《规章范

本》的补充。这些建议还可与《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结合使用。 
这些建议是根据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第十三届(1984 年)、第十四届(1986 年)、第十

五届(1988 年)、第十六届(1990 年)、第十七届(1992 年)、第十八届(1994 年)、第十九届(1996
年)、第二十届(1998 年)和第二十一届(2000 年)会议，以及危险货物运输问题和全球化学品统

一分类标签制度问题专家委员会第一届会议(2002 年)作出的决定编写的。 
 第四修订版收入了委员会 2000 年通过的对锂电池组分类 (38.3 节 ) 规定的修改

(ST/SG/AC.10/27/Add.2)( 已同对第三修订版的更正一道，在文件 ST/SG/AC.10/11/Rev.3/ 
Amend.1 中发表)；和委员会在 2002 年通过的对硝酸铵乳胶(第 18 节)、易燃气雾剂(第 31 节)
和对金属腐蚀性物质(第 37 节)的新规定(ST/SG/AC.10/29/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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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概 述 

1.1  引  言 

 1.1.1  本书的目的是介绍联合国对某些类别危险货物的分类方法，并阐述被认为 有助于主

管当局获得所需资料以便对待运输的物质和物品作出适当分类的试验方法和程序。《试验和标准手

册》应与 新版《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和《建议书》附件所载的《危险

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下称《规章范本》)一起使用。 

 1.1.2  应当指出，《试验和标准手册》不是试验程序的简要阐述，能准确无误地导致对产品

的正确分类。因此它假设试验当局具有权限，将分类责任留给它们。主管当局有权决定免除某些试

验、改变试验细节和要求增加试验项目，如果为可靠和现实地评价一种产品的危险性而有理由这么

做。在有些情况下，小规模甄别程序可用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分类试验。适当的甄别程序

例子载于有些试验系列的引言和附录 6。 

1.2  布  局 

 1.2.1  分类程序、试验方法和标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第 1 类爆炸品的划定； 
第二部分：关于 4.1 项自反应物质和 5.1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划定； 
第三部分：关于第 3 类、第 4 类、5.1 项或第 9 类物质或物品的划定。 

 第三部分所载的一些分类程序、试验方法和标准也载于《规章范本》中。还有一些附录提供了

若干不同试验类型共有的资料、提供试验详情的国家联系点、一个确定运输有机过氧化物的便携式

罐体紧急降压孔径的方法例子和甄别程序。 
 1.2.2  试验识别方法列于表 1.1。 

表 1.1：试验识别码 

《手册》部分 试验系列 试验类型 试验号码 试验识别码例子 

第一部分 1 - 8 (a)、(b)、等 (一)、(二)、等 a 2(a)(一) 
第二部分 A - H —   1、2、等   A.1 
第三部分 L - T —   1、2、等   L.1 

 a 如果一个试验类型只给了一项试验，那么就不用汉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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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每项试验均给定一个识别码，并按以下格式编写： 

x.1 引言 

x.2 设备和材料 

x.3 程序(包括需要进行的观察和收集的数据) 

x.4 试验标准和评估结果的方法 

x.5 结果实例 

注：通常不列举物品试验的结果实例，因为这些结果是所试验物品特有的，不能用于确认试验程

序。物质试验的结果可能不同于“结果实例”中所给的结果，如果所试验物质的物理形状、组成、纯度

等与实例的不同。实例结果不应被当作是标准值。 

图 x.1、x.2、x.3 等(即设备示意图等) 

注：除非另有说明，图中所给的尺寸都是毫米。 

1.3  危险性先后顺序 

 1.3.1  当一种物质、混合物或溶液具有一种以上危险性，而其名称又未列入《规章范本》第

3.2 章危险货物一览表内时，《规章范本》第 2.0 章表 2.0.3.3 可用来作为确定其类别的指南。对于

具有多种危险性而在《规章范本》第 3.2 章中没有具体列出名称的货物，应以表示该货物有关危险

性的 严格包装类别优先于其他包装类别，不管《规章范本》第 2.0 章表中的危险性先后顺序如

何。 
 1.3.2  下列危险性的先后顺序没有在《规章范本》第 2.0 章中的危险性先后顺序表中论及，因

为这些主要危险性始终占优先地位： 
第 1 类物质和物品； 
第 2 类气体； 
第 3 类液态退敏爆炸品； 
4.1 项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4.2 项发火物质； 
5.2 项物质； 
具有 I 类包装吸入毒性的 6.1 项物质； 
6.2 项物质； 
第 7 类材料。 

 1.3.3  自反应物质(G 型除外)如在 4.2 项的自热试验中得到肯定结果，即不应划入 4.2 项而应

划入 4.1 项(见《规章范本》2.4.2.3.1.1 段)。G 型有机过氧化物如具有另一类或项的性质(例如 UN 
3149)，应按照该类或项的要求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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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  全 

 1.4.1  为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安全，新产品生产者或申请该产品分类的其他人应提供一切可

得的有关该产品的安全数据，例如毒性数据。 
 1.4.2  特别是当怀疑有爆炸性时，为了工作人员的安全，必须先进行小规模的初步试验才能

尝试处理较大量的物质。初步试验包括确定物质对机械刺激(撞击和摩擦)以及对热和火焰的敏感

性。 
 1.4.3  在涉及引发潜在的爆炸性物质或物品的试验中，引发后应保持一段安全等候时间，该

时间由试验当局规定。 
 1.4.4  在处理试验过的样品时应当格外小心，因为物质可能发生了变化使它更为敏感或不稳

定。试验过的样品应当在试验后尽快销毁。 

1.5  进行试验的一般条件 

 1.5.1  试验说明中给出的条件应尽可能紧跟。如果一个参数没有在试验说明中给定，那么应

适用这里所给的条件。如试验说明中没有给定容差，这意味着准确度由任何尺寸给出的小数位数决

定，例如 1.1 意思是 1.05 至 1.15。如试验期间的条件偏离了给定的条件，试验报告中应当阐述偏

离的原因。 
 1.5.2  试验样品的组成应尽可能接近拟用于运输的物质浓度。试验报告中应列明(各种)活性物

质和(各种)稀释剂的含量，准确度至少是按重量 ± 2%。对试验结果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成分，如

湿气，应尽可能准确地在试验报告中列明。 
 1.5.3  与试验物质接触的所有试验材料应当尽可能不会影响试验结果，例如促使分解。如果

这种效应不能够排除，应当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防结果受到影响，例如钝化。试验报告中应列明所

采取的预防措施。 
 1.5.4  试验应在代表预定的运输情况的条件(温度、密度等)下进行。如果列明的试验条件未包

括运输条件，可能需要进行专为预定的运输条件、例如高温设计的补充试验。例如当试验结果与粒

子大小有关时，试验报告中应酌情列明物理状况。 

1.6  建议的试验 

 1.6.1  《手册》阐述了用于提供为作出适当分类所需的资料的试验和标准。在有些情况下，

用于确定某一特定性质的试验有一个以上。对某些这类试验进行比较的结果，得以从一组等效的试

验中确定一种试验作为建议的试验。用于分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建议试验(《手册》第一部分)列
在表 1.2 中，用于分类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的的建议试验(《手册》第二部分)列在表 1.3
中。《手册》第三部分所载的所有试验方法都是建议的试验，因为每种性质只给出一种试验。一组

等效试验中的其他试验被当作是备选试验，可以继续用于分类目的。 
 1.6.2  由于进行比较的结果，有些试验被删除了。不过，由于有些国家保有试验号码提及的

数据库，《试验手册》目前给出的试验并没有重新编号，除非现有试验已被划入不同的试验类型。 
 1.6.3  目的是只要有一种联合国试验或数种试验的组合用于确定每一种性质。不过，在建议

的试验被广泛采用之前，无法对所有情况都这么做。 
 1.6.4  如果提出新试验供列入《手册》，提出人应提供证据说明新试验比现有的建议试验改进很

多。在这种情况下，新试验可以列入作为备选试验，直到其他国家的实验室试用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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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建议试验 

试验系列 试验类型 试验识别码 试 验 名 称 
1 (a) 1(a) 联合国隔板试验 
1 (b) 1(b) 克南试验 
1 (c) 1(c)(一) 时间/压力试验 
2 (a) 2(a) 联合国隔板试验 
2 (b) 2(b) 克南试验 
2 (c) 2(c)(一) 时间/压力试验 
3 (a) 3(a)(二) 联邦材料检验局落锤仪 
3 (b) 3(b)(一) 联邦材料检验局摩擦仪 
3 (c) 3(c) 75°C 热稳定性试验 
3 (d) 3(d) 小型燃烧试验 
4 (a) 4(a) 无包装物品和包装物品的热稳定性试验 
4 (b) 4(b)(一) 液体的钢管跌落试验 
4 (b) 4(b)(二) 无包装物品、包装物品和包装物质的 12 米跌落试验

5 (a) 5(a) 雷管敏感度试验 
5 (b) 5(b)(二) 美国爆燃转爆轰试验 
5 (c) 5(c) 1.5 项的外部火烧试验 
6 (a) 6(a) 单个包件试验 
6 (b) 6(b) 堆垛试验 
6 (c) 6(c) 外部火烧(篝火)试验 
7 (a) 7(a) 极不敏感引爆物质的雷管试验 
7 (b) 7(b) 极不敏感引爆物质的隔板试验 
7 (c) 7(c)(二) 脆性试验 
7 (d) 7(d)(一) 极不敏感引爆物质的子弹撞击试验 
7 (e) 7(e) 极不敏感引爆物质的外部火烧试验 
7 (f) 7(f) 极不敏感引爆物质的缓慢升温试验 
7 (g) 7(g) 1.6 项物品的外部火烧试验 
7 (h) 7(h) 1.6 项物品的缓慢升温试验 
7 (j) 7(j) 1.6 项物品的子弹撞击试验 
7 (k) 7(k) 1.6 项物品的堆垛试验 
8 (a) 8(a) ANE 的热稳定性试验 
8 (b) 8(b) ANE 的隔板试验 
8 (c) 8(c) 克南试验 
8 (d) 8(d) 通风管试验 a 

a 这项试验的目的，是评估是否适合于罐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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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的建议试验 

试验系列 试验识别码 试 验 名 称 

A A.6 联合国引爆试验 

B B.1 包件中的引爆试验 

C C.1 时间/压力试验 
C C.2 爆燃试验 

D D.1 包件中的爆燃试验 

E E.1 克南试验 
E E.2 荷兰压力容器试验 

F F.4 改进的特劳泽试验 

G G.1 包件中的热爆炸试验 

H H.1 美国自加速分解温度试验(包件) 
H H.2 绝热储存试验(包件、中型散货箱和罐体) 
H H.4 热积累储存试验(包件、中型散货箱和小型罐体) 

1.7  报  告 

 1.7.1  《规章范本》第 3.2 章一览表中的分类是根据委员会审议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

国际组织以《建议书》图 1 中建议的格式提交的数据的结果作出的。下列物质的分类需要补充数

据： 
第 1 类物质和物品(见 10.5)； 
4.1 项自反应物质(见 20.5)；和 
5.2 项有机过氧化物(见 20.5)。 

 1.7.2  如果试验是对包装物质或物品进行的，试验报告应载有每个包件的物质数量或物品数

目以及容器的类型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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