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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是向各国政府和关心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各国际组织提出

的。 

 《建议书》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编写的，1956 年首次出

版(ST/ECA/43-E/CN.2/170)。 

 为适应技术发展和使用者不断变化的需要，专家委员会在随后的历届会议上，按照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 1957 年 4 月 26 日第 645 G (XXIII)号决议和之后的有关决议，对《建议书》进行

了定期修订和增补。 

 在第十九届会议(1996 年 12 月 2 日至 10 日)上，委员会通过了《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

第一版，并列入《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第十修订版作为附件。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将

《规章范本》直接纳入所有运输方式的国家和国际规章，以便有助于协调统一，便利所有有关

法律文书的定期修订，从而使各成员国政府、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都能够节省

大量资源。 

 在第二十届(1998 年 12 月 7 日至 16 日)和第二十一届会议(2000 年 12 月 4 日至 13 日)上，

委员会通过了对《规章范本》的各项修改和一些新的规定，其中特别包括对具体物质、气体和

物品的包装规范和罐体规范，以及有关放射性物质运输的附加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 10 月 26 日第 1999/65 号决议扩大了专家委员会的任务范围，包

括进对不同管理制度下采用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制度作全球统一的问题，如运输；工作场所的安

全；对消费者的保护；环境保护等。 

 委员会经过重组，改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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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一个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和一个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

专家小组委员会。 

 经过重组的专家委员会在第一届会议上(2002 年 12 月 11 至 12 日)通过了对《关于危险货物

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的一系列修改，特别是收入了一些新的规定（如危险货物运输的安

全问题；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和吸入毒性物质的分类；冷冻液化气的包装规范；固体物质的散装货

箱运输；压力贮器的定期检查和试验批准制度）和对原有规定的修改(如危险货物一览表、感染性

物质、医疗废弃物和经过基因修改的微生物的运输等)。 

 继续保持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并对有关放射性物质运输规定作了

修改，使之与原子能机构 2003 年修改和订正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保持一致。 

 《建议书》第十三修订版收入了 2002 年 12 月通过并统一编入 ST/SA/AC.10/29/Add.1 中

的所有修改。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还通过了对《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的修改

（ ST/SA/AC.10/29/Add.2 ） ， 有 关 内 容 将 收 入 《 手 册 》 的 第 四 修 订 版

（ST/SA/AC.10/11/Rev.4），以及《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将以文件 ST/SA/AC.10/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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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版物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欧经会)秘书处编写的，该秘书处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的专家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服务。 

 进一步资料，包括对本出版物任何可能的更正，可在联合国/欧经会运输司网址上查找： 

 
 
 
 

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dang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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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建议书的性质、目的和意义 

 1.  本建议书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根据技术发展情况，新

物质和新材料的出现，现代运输系统的要求，特别是确保人民、财产和环境安全的需要编写

的。《建议书》的对象，是各国政府和负责管理危险货物运输的国际组织。这些建议不适用于须

遵守专门的国际或国家规定的远洋或内陆散装货船或油轮的散装危险货物运输。 

 2.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是以《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的形式作为本文件的附件

提出的。《规章范本》的目的是提出一套基本规定，使有关各种运输方式的国家和国际规章能

够统一地发展；然而规定仍然足够灵活，使之能够兼容可能需要满足的任何特殊要求。希望各

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修改和制订它们负责的规章时，遵守本《规章范本》规

定的原则，从而对这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作出贡献。此外，应当尽可能采纳新的结构、格

式和内容，以便形成使用比较简易的方法，便利执行机构的工作和减少行政负担。虽然仅是建

议，但《规章范本》所用的措词是强制性的 (即在英文本全文中均使用“Shall”而不用

“Should”)，以便于将《规章范本》直接用作国家和国际运输规章的基础。 

 3.  《规章范本》的范围应确保其中规定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危险货物运输的人是有用

的。除其他方面外，《规章范本》包括分类原则和各类别的定义、主要危险货物的列表、一般

包装要求、试验程序、标记、标签或揭示牌、运输单据。此外，还有与特定类别货物有关的特

殊要求。这一分类、列表、包装、标记、标签、揭示牌和单据制度一旦得到普遍采用，承运

人、发货人和检查当局将受益于简化的运输、装卸和检查手续以及费时手续的减少。总的来

说，他们的工作将得到方便，危险货物国际运输的障碍将相应减少。同时，随着被归类为“危

险”的货物贸易稳步地增长，好处将日益明显。 

制定危险货物运输规章的原理 

 4.  管制危险货物运输是为了尽可能防止对人或财产发生事故，防止环境、所使用的运输

工具或其他货物受到损害。同时，制定的规章应不妨碍这类货物的流动，那些太危险不应受理

运输的货物除外。除了这一例外情况，制定规章的目的是消除危险或使危险减到最小，从而使

运输成为可能。因此，这既是一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便利运输问题。 

 5.  本文件附件所载的《规章范本》是针对所有运输方式的。如果仅可以对一种运输方式

适用比较不严格的要求，则不单独说明，除非《规章范本》另有规定。对于空运有时可能适用

更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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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的分类和各类危险货物的定义 

 6.  货物的分类是根据其具有的危险类型确定的，既要符合技术条件，又要同各个现行规

章尽可能不发生抵触。应注意分类号码的次序并不表示危险程度的次序。 

 7.  所建议的定义是为了指出哪些货物是危险的，按其特性应归于何类。制定这些定义是

为了提供一个应该能够为各种国家和国际规章遵循的共同模式。与危险货物一览表一起使用，

这些定义应能为那些必须使用这些规章的人员提供指导。这些定义有相当程度的标准化，同时

保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人们能够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规章范本》中的物质分类是根据各国

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按照图 1 建议的格式向委员会提出的数据加以考虑后作出

的。然而委员会没有正式认可所提出的实际数据。 

 8.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ST/SG/AC.10/11/Rev.4)介绍了联

合国关于某些类型危险货物的分类办法，并描述了据认为对于主管当局获得为了运输对物质和

物品作适当分类所需的资料最为有用的试验方法和程序。应当指出，《手册》并不是能正确无

误地导致产品适当分类的试验程序的简要阐述，因此，它假定进行试验的当局具有权能，并将

分类责任留给它们。主管当局可酌情决定免除某些试验、改变试验细节和要求进行额外试验，

如果它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对一种产品的危险性作出可靠和现实的评估。 

 9.  对于废物，应考虑到其危险性和《规章范本》所载的标准，按适当类别的要求加以运

输。不受《规章范本》约束但属于《巴塞尔公约》1  范围内的废物，可按第 9 类的要求运

输。 

 10.  列入第 1 类至第 9 类的许多物质被认为对环境有害，除在海运的情况下，不一定都

具体规定另加标签。对水生环境有害的物质和混合物，有关标准见《规章范本》第 2.9 章。 

 11. 许多托运货物用熏蒸剂处理过，这些熏蒸剂在运输过程中构成一定的危险，特别是工

人在打开运输装置时可能不知不觉地暴露。《规章范本》把熏蒸消毒过的运输装置当作须遵守

第 5部分托运程序中的特别票据和警告标志要求的托运货物。 

 

托运程序 

 12.  危险货物提交运输时，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证将托运危险货物的潜在危险性，

充分地通报给运输过程中可能与该货物接触的所有人员。通常采用以下措施：使用特别的包件

标记和标签表明货物的危险性；把有关的资料写在运输票据上；在运输装置上挂揭示牌。本文

件所附的《规章范本》中规定了这方面的要求。 

 13.  《规章范本》5.2.2.2 段中建议的标签应贴在货物或包件上。标签办法是以危险货物

的分类为基础，为达到如下目的而制订的： 

                                                      
1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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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危险货物可在一定距离内从其所贴标签的一般外观(符号、颜色和形状)容易地辨

认出； 

(b) 利用标签上的颜色，作为如何装卸、堆放和隔离的初步指示。 

 14.  在某些情况下，如认为一件危险货物的危险性较小，或者货物是按有限数量包装

时，可不贴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包件可能需要标明类号或项号和包装类别号码。 

 15.  危险货物运输票据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传达与提交运输的货物的危险性有关的基本

资料。为达此目的，除非《规章范本》另有豁免，需要在托运的危险货物运输票据中列入某些

基本资料。认识到个别国家当局或国际组织可能认为需要要求提供其他的资料。但是，《规章

范本》中列出了提交任何一种运输方式运输的每一危险物质、材料或物品需要提供的基本资

料。 

应急反应 

 16.  有关的国家机构和/或国际组织，应制定在运输危险货物期间发生事故或意外时须采

取的应急规定，以保护人员、财产和环境。对于放射性物质，这类规定的相应准则见原子能机

构安全系列丛书 No.87；《涉及放射性物质的运输事故应急反应计划和准备》，维也纳(1988

年)。 

遵章保证 

 17.  主管当局应确保本规章得到遵守。履行这种职责的方法包括建立并执行一个用以监

督容器的设计、制造、试验、检查和维护，危险货物的分类，以及由发货人和承运人进行的包

件制备、文件编制、装卸和堆放的计划，以提供《规章范本》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得到遵守的

证据。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18.  主管当局应确保放射性物质的托运、认可运输和运输遵守《规章范本》所载的辐射

防护方案。主管当局应安排定期评估人员所受的由放射性物质运输引起的辐射剂量，以保证防

护与安全系统符合 “国际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安全丛书 No.115, 

原子能机构，维也纳(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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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新的分类或修改分类应向联合国提出的物质数据表 

提出国(机构)…………………………………………...日   期……………………......……………….. 

 提供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基本分类数据的来源。数据应是与待运输形式的产品有关的数据。

说明试验方法。回答一切问题，必要时可说明“不知道”或“不适用”，如无所要求形式的数据，

则提供所能得到的详细资料。删去不相宜词句。 

第 1 节  物质识别资料 

 1.1 化学名称 

 1.2 化学分子式 

 1.3 其它名称/同义词 

 1.4.1 联合国编号…………………....1.4.2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 

 1.5 建议在本建议书中的分类 

1.5.1 正式运输名称(3.1.2 1 ) 

1.5.2 类/项……………........次要危险性………….................................................. 

包装类别.......………. 

1.5.3 建议的特殊规定(如有的话)….…………………............................................. 

1.5.4 建议的包装规范 ……………………………………………………….... 

第 2 节  物理性质 

 2.1 熔点或熔点幅度.......…………℃ 

 2.2 沸点或沸点幅度.......…………℃ 

 2.3 在下列温度时的相对密度： 

2.3.1 15℃…………..…… 

2.3.2 20℃………..……… 

2.3.3 50℃………….….… 

 2.4 在下列温度时的蒸气压力： 

2.4.1 50℃ …………….…千帕 

2.4.2 65℃ ……………….千帕 

 2.5 在 20℃时的粘度 2 ……………… 米 2/秒 

 2.6 在 20℃水中的溶解度………………克/100毫升 

 2.7 在 20℃时的物理状态(2.2.1.1 1 )        固体/液体/气体 2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2  见《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1.2.1段中的“液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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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在正常运输温度下的外观，包括颜色和气味 …………………………………….............. 

.................................................................................................................................................

.........…………………………………………………………………………………….............. 

 2.9 其它相关物理性质……………………………………………………………......................... 

.................................................................................................................................................

.........…………………………………………………………………………………….............. 

第 3 节  易燃性 

 3.1 易燃蒸气 

3.1.1 闪点(2.3.3  1 )  …………..℃开杯/闭杯 

3.1.2 燃烧持续吗？(2.3.1.3 1 )  是/否 

 3.2 自燃温度...………….℃ 

 3.3 易燃性幅度(爆炸上限和下限).....…….…..% 

 3.4 物质是易燃固体吗？(2.4.2 1 )   是/否 

3.4.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第 4 节  化学性质 

 4.1 物质是否需要抑制/稳定或其它处理，例如充以氮层以防发生危险反应？ 

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 

4.1.1 使用的抑制剂/稳定剂…………………………………………………………….. 

4.1.2 其它替代方法……………………………………………………………………... 

4.1.3 在 55℃时的有效时间…………………………………………………………….. 

4.1.4 使之失效的条件…………………………………………………………………... 

 4.2 根据 2.1.1.1段物质是爆炸品吗？(2.1 1 )   是/否 

4.2.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4.3 物质是退敏爆炸品吗？(2.4.2.4 1 )    是/否 

4.3.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4.4 物质是自反应物质吗？(2.4.1 1 )    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 

4.4.1 流程图出口框……………………………………………………………………… 

50千克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需要温度控制？(2.4.2.3.4 1 )   是/否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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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建议用于 50千克包件的控制温度........………..℃ 

4.4.3 建议用于 50千克包件的危急温度........………..℃ 

 4.5 物质发火吗？(2.4.3 1 )     是/否 

4.5.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4.6 物质易于自热吗？(2.4.3 1 )    是/否 

4.6.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4.7 物质是有机过氧化物吗？(2.5.1 1 )   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 

4.7.1 流程图出口框……………………........................................................................ 

50千克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需要温度控制？(2.5.3.4.1 1 )    是/否 

4.7.2 建议用于 50千克包件的控制温度…………...............℃ 

4.7.3 建议用于 50千克包件的危急温度…………...............℃ 

 4.8 物质是否遇水放出易燃气体？(2.4.4 1 )     是/否 

4.8.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4.9 物质是否有氧化性(2.5.1 1 )       是/否 

4.9.1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 
………………………………………………………………………………………. 
………………………………………………………………………………………. 

 4.10 对下列物质的腐蚀性(2.8 1 )： 

4.10.1 低碳钢   在…………℃时每年………….毫米 

4.10.2 铝    在…………℃时每年………….毫米 

4.10.3 其它容器材料(具体说明) 

     在………….℃时每年…………毫米 

     在………….℃时每年…………毫米 

 4.11 其它有关化学性质……………………………………………………………...................... 

………………………………………………………………………………………. 
………………………………………………………………………………………. 
……………………………………………………………………………………….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 7 - 

 

第 5 节  对生物的有害影响 

5.1 半致死剂量，口服(2.6.2.1.1 1 ).………….毫克/千克  动物种类……………….. 

5.2 半致死剂量，皮肤(2.6.2.1.2 1 )....……….…毫克/千克  动物种类……………….. 

5.3 半致死浓度，吸入(2.6.2.1.3 1 ).……………毫克/升   接触时间…………..小时 

或.....…………..…毫升/立方米  动物种类……………….. 

5.4 在 20℃时饱和蒸气浓度(2.6.2.2.4.3 1 )..............……………... 毫升/立方米 

5.5 皮肤接触(2.8 1 )结果    接触时间……………..小时/分钟 

 动物种类…………………………....................... 

5.6 其它数据……………………………………………………………………………….............. 

…………………………………………………………………………………………………
……..................................................................................................................................... 

5.7 人类经验……………………………………………………………………………….............. 

……………………………………………………………………………………………………
…............................................................................................................................................. 

第 6 节  补充资料 

6.1 建议的应急措施 

6.1.1 火烧(包括合适的和不合适的灭火剂)……………………………………………… 

………………………………………………………………………………………….............. 

6.1.2 溅  溢………………………………………………………………………………… 

6.2 是否建议用以下装置运输物质： 

6.2.1 散货集装箱(6.8 1 )？      是/否 

6.2.2 中型散货集装箱(6.5 1 )？     是/否 

6.2.3 便携式罐体(6.7 1 )？      是/否 

如果是，请在第 7、第 8 和/或第 9 节中详细说明。 

第 7 节  散货集装箱(中型散货箱)(只在 6.2.1 中回答“是”时才需填写) 

7.1 建议的型号........................................................................................................................... 

第 8 节  中型散货集装箱(中型散货箱)(只在 6.2.2 中回答“是”时才需填写) 

8.1 建议的型号…………………………………………………………………………………… 

                                                      
1  这个和类似的参考符号是指《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中的章次和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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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  多式联运罐体运输(只在 6.2.3 中回答“是”时才需填写) 

9.1 对所建议的罐体的描述(包括已知的国际海事组织罐体型号).......................................... 

………………………………………………………………………………………………………..... 

9.2 最低试验压力………………………………………………………………………………… 

9.3 最小罐壳厚度………………………………………………………………………………… 

9.4 如有底开装置，说明它的详情……………….…………………………………………….. 

9.5 降压装置…………………………………………………………………………………........ 

9.6 装载度………………………………………………………………………………………… 

9.7 不适宜的建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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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章范本》结构的说明 

 本《规章范本》包括七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分成几章。各章在每个部分内按顺序编号，第一个

数字表示该章所在的部分。例如，第 7 部分的第二章用“第 7.2 章”表示。每一章再分成几个节，

每一节通常又分成若干段。各节和各段按顺序编号，第一个数字始终是该节或该段所在的章次号码

(例如，“7.2.1”表示第 7.2 章中的第一节，“7.2.1.1”表示该节的第一段)。 

 一个例外情况是，在第 2 部分中，为了使类别号码与章次号码保持一致，第 2 部分第一章

(“导言”)的编号是第 2.0 章。 

 当正文中出现参考本规章其他规定的符号时，该参考符号通常包括参考整节或整段。不过，在

某些情况下，参考可能包括整个部分或整章，因此只标明有关的部分(例如“第 5 部分”)或有关的

章次(例如“第 5.4 章”)。 

 关于试验和标准的建议，结合了本规章中的有关规定，另行以单独的手册出版(《关于危险货

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ST/SG/AC.10/11/Re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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