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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全球统一制度)》(ST/SG/AC.10/30)的修改 

第 1 部分 

第 1.2 章 

删去“气溶胶”定义。 

按英文字母顺序加入以下定义： 

“吸入指液态或固态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因呕吐间接进入气管和

下呼吸系统； 

粉尘指物质或混合物的固态粒子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烟雾指物质或混合物的液滴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蒸气指物质或混合物从其液体或固体状态释放出来的气体形态；”。 

第 1.4 章 

1.4.6.2 最后两句用下文取代： 

“虽然防范说明在本全球统一制度中尚未完全统一，但本文件附件 3 对协助选

择适当的说明提供了指导。为使这方面实现更大程度标准化的进一步工作可望

在将来各国取得执行这一制度的经验之后进行。”。 

第 1.5 章 

1.5.3.3.4 加入以下新段： 

“1.5.3.3.4 关于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要求编制安全数据单的指导可参看附件

4。”。 

表 1.5.2  在第“3.”排第三栏第三黑点中，将“欧洲联盟委员会编号”改为“和其他特

有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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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第 2.1 章 

2.1.2.1 在第一句中，在开头加上“未被划为不稳定爆炸物的”； 

 在(a)中，将“载荷”改为“存在的数量” 

2.1.2.2  在“爆炸物”之前加上“未被划为不稳定爆炸物的”； 

在表 2.1.1下的注“a”中，将“搬运和使用”改为“装卸、运输和使用”； 

2.1.3 在表 2.1.2中 

– 在现有的“1.1项”栏之前加入新的一栏如下： 

标题：“不稳定爆炸物” 

符号：“爆炸弹” 

信号词：“危险”和 

危险说明：“不稳定爆炸物”； 

− 在“1.4 项”栏中，将“符号”的案文改为“爆炸弹；或 1.4 使用橙色背

景”； 

– 在“1.5 项”栏中，将“信号词”中的“警告”改为“危险”，在“危险说

明”中将“可能……爆炸”改为“可能……整体爆炸”。  

2.1.4.1 在倒数第二句中，将“划入 5.1 项”改为“划为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或氧化

性固体(第 2.1.4章)，在最后一句中，将“2.1.3”改为“2.1.4”； 

在图 2.1.1 中，标题中在“第 1 类”之后加上“供运输”；将框“排除，不稳

定爆炸物”改为“划为不稳定爆炸物”；将框“认可划入第 1 类”改为“划为

爆炸物”； 

在图 2.1.3标题中，在开头加上“为运输”； 

将图 2.1.2和图 2.1.4分别改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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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暂时认可物质、混合物或物品划入爆炸物类 (第 1类供运输)的程序 

    

*     为了分类目的，应从试验系列 2开始。 

否 

是 

是 

是 

是 

划为不稳定爆炸物 

将该物质/混合物密封 
和/或包装 

 

不是爆炸物 

试验系列 1 

否 

否 

否 否 

试验系列 2 

试验系列 4 

试验系列 3 

它是爆炸性物质/
混合物吗？ 

 

是 

划为不稳定爆炸物 
 

暂时认可划入此类 
(下接图 2.1.3) 

否 

是

否 

是 

待分类物质/混合物 待分类物品 

 

考虑将该 
物质/混合物划为炸药 
中间体硝酸铵乳剂悬浮 
液或凝胶(ANE)吗? 

考虑将物质/混合物 
待考虑划入此类 

该物质/ 
混合物在它试验时的 
形态下非常 
危险吗? 

该物质/ 
混合物是否 
热稳定性? 

试验系列 8转 
到图 2.1.4 

该物质/ 
混合物是否太敏感, 
不应认可划入 
此类吗? 

该物品、包装物品或

包装物质/混合物非常
危险吗? 

物质/混合物 
是为产生实际爆炸 
或烟火效果制造 

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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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暂时认可物质、混合物或物品作为 ANE划入氧化性液体或固体的程序 

 

 

 

 

 

 

 

 

 

 

 

 

 

 

 

 

 

 

 

 

 

第 2.8 章 

将标题“自反应化学品”改为“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2.8.2.1 (b) 改为如下： 

 “(b) 根据第 2.13 章或第 2.14 章的标准，它们是氧化性液体或固体，但氧化

性物质的混合物如含有 5%或更多的可燃有机物质必须按照注 1 中界定

的程序划为自反应物质；” 

试验系列 8 

该物质/混合物被认可作为炸药中间体硝酸
铵乳剂、悬浮液或凝胶(ANE)划入氧化性液
体或固体 

否 

是 

否 

非常不稳定不应划为氧化性液体 
或固体。下接图 2.1.2, 试验系列 1 

考虑将该物质/混合物划为不稳定 
爆炸物以外的爆炸物 

考虑将该物质/混合物划入 1.5项, 
继续进行试验系列 5,下接图 2.1.3 

否 

是 

是 

试验 8 (a) 
热稳定性试验 
该物质热稳定吗? 

试验 8 (b) 
ANE 大规模隔板试验 

该物质对震动非常敏感不应 
 认可划入氧化性液体或固体吗? 

试验 8 (c) 
克南试验 

该物质对密封条件 
 下的强烈热效应 
非常敏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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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2 将注 1改为如下： 

“注 1：符合划为氧化性物质标准的氧化性物质混合物如含有 5%或更多的可燃

有机物质并且不符合上文(a)、(c)、(d)或(e)所述的标准，必须进行自反应物质

分类程序；”。 

显示 B型至 F型自反应物质特性的混合物必须划为自反应物质。”。 

2.8.2.3 加入一新段如下： 

“2.8.2.3    温度控制标准 

自反应物质需要进行温度控制，如果其自加速分解温度 (SADT)小于或等于

55°C。确定自加速分解温度的试验方法以及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的推算载于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8 节。

所选择的试验的进行方式必须在包件的尺寸和材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第 2.11 章和第 2.12 章 

将标题“自热化学品”和“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化学品”分别改为“自热物质和混合物”和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5 章 

2.15.2.3 加入以下新段： 

“2.15.2.3 温度控制标准 

下列有机过氧化物需要进行温度控制： 

(a) SADT(自加速分解温度) ≤ 50 °C的Ｂ型和Ｃ型有机过氧化物； 

(b) 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显示中等效应  1 并且 SADT ≤ 50 °C 或者在封闭

条件下加热显示微弱或无效应并且 SADT ≤ 45 °C 的Ｄ型有机过氧

化物；和 

(c) SADT ≤ 45 °C的 E型和 F型有机过氧化物。 

确定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的试验方法以及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的推算载于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8节。所

选择的试验的进行方式必须在包件的尺寸和材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2.15.3 在表 2.15.1 中，将“B 型”、“C 型和 D型”和“E 型和 F 型”等栏下的“火

焰在圆环上”改为“火焰”。 

                                                      
1    按照《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规定的试验系列 E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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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部分 

将标题改为“健康危险”。 

第 3.1 章 

3.1.2.1 将第一段改为： 

“化学品可按照下表所列的数值极限标准，根据口服、皮肤或吸入途径的急性毒

性划入五种毒性类别之一。急性毒性值用(近似)LD50值(口服、皮肤)或 LC50值(吸

入)表示或用急性毒性估计值(ATE)表示。说明性注释列在表 3.1.1之后。”。 

在表 3.1.1中： 

在标题中，将“(近似)LD50/LC50值”改为“急性毒性估计值”(ATE)”。 

在“接触途径”栏下： 

− 在“口服”和“皮肤”格中现有案文之后加上“注释(a)”； 

− 在“气体”格中现有案文之后加上“注释(b)”； 

− 在“蒸气”格中现有案文之后加上“注释(d)”； 

− 在“粉尘和烟雾”格中加入“注释(b)”并将“注释(d)”改为“注释(e)”； 

在最后一栏“第 5类”栏下，将“注释(e)”改为“注释(f)”。 

表 3.1.1注释： 

加入新的注释(a)如下： 

“(a) 用于对一种物质或一种混合物的成分进行分类的急性毒性估计值(ATE) 根据

下列数值推算： 

− 可得到的 LD50/LC50 值； 

− 表 3.1.2中与一个范围试验结果有关的适当换算数值，或 

− 表 3.1.2中与一个分类类别有关的适当换算数值。” 

 将现有的注释(a)至(e)重新编号为(b)至(f)。 

 在新的注释(d) (原为(c))中，将最后一句改为： 

“粉尘”、“烟雾”和“蒸气”等术语的定义如下： 

− 粉尘指物质或混合物的固态粒子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 烟雾指物质或混合物的液滴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 蒸气指物质或混合物从其液体或固体状态释放出来的气体形态。 

粉尘通常是通过机械工序形成的。烟雾通常是由过饱和蒸气凝结形成的或通过液体

的物理剪切作用形成的。粉尘和烟雾的大小通常从小于 1微米到约 100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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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 将“注(e)”改为“注(f)”。. 

3.1.2.6.5 加入一新段如下： 

“3.1.2.6.5  除了吸入毒性的分类外，如果可得的数据表明毒性的作用原理是

物质或混合物的腐蚀性，有些当局也可能选择把它归类为“呼吸道腐蚀”。呼

吸道腐蚀性的确定方法与皮肤腐蚀性一样：在单次有限期间的接触后测量呼吸

道组织的损坏情况；这包括粘膜的损坏情况。腐蚀性的评估可以根据专家利用

下述证据所作的判断：人类和动物经验、现有(体外)数据、PH 值、从类似物质

得到的资料或任何其他有关数据。”。 

3.1.3.3 (b) 删去，现有的分段(c)变成新的(b)。 

表 3.1.2 在标题中，“急性毒性点估计值”之前加上“用于分类的”。 

 在表下注 2 中，将第一句前面部分改为“这些值旨在用于计算根据其组分对混

合物进行分类的急性毒性估计值，”。 

3.1.4 表 3.1.3第一栏中，在“吸入”格中现有案文之后加入“注 1”。 

 在表下加入以下一注： 

 “注 1：如果物质/混合物也经确定具有腐蚀性(根据例如皮肤或眼睛数据)，腐

蚀性危险也可以由某些当局以符号和/或危险说明予以公示。亦即除了适当的急

性毒性符号外，可以加上腐蚀性符号(用于皮肤和眼睛腐蚀性)连同腐蚀性危险

说明，例如“腐蚀物”或“呼吸道腐蚀物。”。 

3.1.5 中文本不须修改。 

第 3.2 章 

3.2.2.2 加入以下新的第二句： 

“固态物质 (粉末 )变湿时或与湿皮肤或粘膜接触时可能变成腐蚀物或刺激

物。”。 

第 3.3 章 

3.3.3.2.4 中文本不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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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章 

3.7.1.1 将第二句改为： 

 “下面的定义是根据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环境卫生标准第 225 号文件“评估接

触化学品引起的生殖健康风险所用的原则”中的工作定义改写的。”，并删去

脚注 1。 

 在第一个黑点中，将“生殖能力”改为“性功能和生育能力”。 

 在两个黑点后加入以下新段： 

 “有些生殖毒性效应不能明确地归因于性功能和生育能力受损害或者发育毒

性。尽管如此，具有这些效应的化学品将划为生殖有毒物并附加一般危险说

明。”。 

3.7.1.2 在标题和第一句中，将“生殖能力”改为“性功能和生育能力”。. 

 在第二句中，在“分娩”之后加上“怀孕结果”。 

3.7.2.1 将第二句改为“考虑了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影响和对发育的影响”。 

 在图 3.7.1(a)中： 

− “第 1 类”：在标题中删去“或发育”，在本段第一句中将“生殖能力”

改为“性功能和生育能力”。 

− “第 1A类”：将标题改为“已知的人类生殖有毒物”。 

− “第 1B类”：将标题改为“假定的人类生殖有毒物”。 

在本段第二句中将“特定生殖毒性”改为“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对发育

产生有害影响”。 

− “第 2类”：在标题中删去“或发育”。 

在本段第一句中将“生殖能力”改为“性功能和生育能力”。 

3.7.2.2.1 在第二句中，删去“或发育”(两处)。 

3.7.2.5.3 将“能力”改为“功能”。 

3.7.3.3 加入以下新的第二段： 

“混合物如至少有一种组分已经划入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的类

别，并且其浓度等于或高于表 3.7.1 所示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附

加类别的临界值 /浓度限值，将划入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的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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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改为如下： 

“表 3.7.1：划为生殖有毒物或划入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类别的混合物组分会引

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限值”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限值： 
组分划为： 第 1 类 

生殖有毒物 
第 2 类 

生殖有毒物 
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 
产生影响的附加类别 

≥  0.1% (注1)   第 1类 

生殖有毒物 ≥  0.3% (注2)   

 ≥  0.1 % (注3)  第 2类 

生殖有毒物  ≥  3.0% (注4)  

  ≥  0.1 % (注1) 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

响的附加类别   ≥  0.3% (注2) 

 

 在表3.7.1下的注1和注2中，将开头的“如果第1类的一种生殖有毒物”改为

“如果一种第1类生殖有毒物或划入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附加类

别的物质”。 

3.7.3.4 删去本段及相关的脚注。 

3.7.4 在表3.7.2中，“第1A类”、“第1B类”和“第2类”的“危险说明”中删去两

个括号之间的“或者”。 

3.7.5 将标题改为“分类制定逻辑”； 

3.7.5.1 在3.7.5下的现有段落之前加入一新标题如下： 

 “3.7.5.1 生殖毒性判定逻辑”； 

 现有的3.7.5.1变成新的3.7.5.1.1。 

 在左边的第二个方框中，将两个黑点的案文改为： 

• “是已知的人类生殖有毒物，或者” 

• “是假定的人类生殖有毒物？”。 

 在左边的第三个方框中，将“被怀疑对人类生殖能力或发育产生有害影响

吗？”改为“是被怀疑的人类生殖有毒物？”。 

3.7.5.2 重新编号为3.7.5.1.2。 

3.7.6 重新编号为3.7.5.2并将标题中的“分类”删去。 

 现有的标题“判定逻辑3.7.3”变成新的3.7.5.2.1如下： 

 “3.7.5.2.1物质判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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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以下新的混合物判定逻辑： 

“3.7.5.2.2 混合物判定逻辑 3.7.4 

 
 
 
 
 
 

基于混合物各个组分的分类 

 
 
 
 
 
 
 
 
 
 
 
以个案为基础的改进分类 
 
 
 
 
 
 
 
 
 
 
 
 
 
 
 
 
 
 
 
 
 
       

3. 关于具体浓度极限值，见第 1.3章第 1.3.3.2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7.1。 
4.  如果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第 3.7.3.2段，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
结论性的。 

混合物：  混合物分类应基于该混合物各个组分的有效试验数据，使用这些组分的临界值/浓度极
限值进行。可以根据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者架桥原则，以个案为基础对分类进行修正。

见下面以个案为基础的修正分类。关于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见标准(3.7.3.1、 3.7.3.2 和 3.7.3.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含量的被划为影响哺乳

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类别的组分吗? 
• ≥  0.1%3 
• ≥  0.3 %3 

  

是 

不分类 

拥有混合物整体的试验数

据吗? 
是 

考虑到剂量和诸如生殖试验

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

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

度)之类的其它因素,混合物的

试验结果是结论性的吗? 
 

是 

否 

见上面：基于混合物各个组分的分类。 

架桥原则适用吗?4 
(见 3.7.3.2.1 - 3.7.3.2.4中的标准) 

 

影响哺乳期或通过

哺乳期产生影响的

附加类别 

影响哺乳期或通

过哺乳期产生影

响的附加类别 
 

或者 
 
 
 

不分类 

是 

否 

否 

否 



ST/SG/AC.10/32/Add.3 
Page 12 

第 3.8 章 

3.8.1.1 将本段末尾改为：“和/或延迟的并且在第 3.1章至第 3.7章中未具体论述的显著健
康影响都包括在内(也见 3.8.1.6)。”。 

3.8.1.6 在第一句中将“目标器官”改为“特定目标器官”并将最后一句改为如下： 

 “下列其他特定毒性效应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单独评估，因此不包括在本章中： 
(a) 急性致命性/毒性(第 3.1章)； 
(b) 皮肤腐蚀/刺激(第 3.2章)； 
(c)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第 3.3章)； 
(d) 皮肤和呼吸敏化作用(第 3.4章)； 
(e) 致突变性(第 3.5章)； 
(f) 致癌性(第 3.6章)； 
(g) 生殖毒性(第 3.7章)。”。 

3.8.1.7 加入一新段如下： 

 “3.8.1.7 本章的分类标准包括第 1类和第 2类物质标准(见 3.8.2.1)、第 3类
物质标准(见 3.8.2.2)和混合物标准(见 3.8.3)。见图 3.8.1。”。 

3.8.2.1 加入一新标题如下： 

 “3.8.2.1 第 1类和第 2类物质” 

 将现有的3.8.2.1至3.8.2.10重新编号为3.8.2.1.1至3.8.2.1.10。将随后各分段和其中提

到的段次相应地重新编号。 

3.8.2.1.1 (原3.8.2.1)将最后一句末尾改为：“将物质划为第1类或第2类(图3.8.1)”。 

 图3.8.1在方框末尾现有的注之前加入新的第3类如下： 

 “第 3类：暂时性目标器官效应 

 有些目标器官效应可能不符合把物质/混合物划入上述第1类或第2类的标准。这

些效应在接触后的短暂时间内有害地改变人类功能，但人类可在一段合理的时

间内恢复而不留下显著的组织或功能改变。这一类别仅包括麻醉效应和呼吸道

刺激。物质/混合物可按照3.8.2.2中的论述具体地划入具有这些效应的类别。” 

 在注中，将开头改为“对这些类别来说”。 

3.8.2.1.7 (原3.8.2.7)在标题中“分类”之前加入“第1类和第2类”。 

3.8.2.1.7.3 (原3.8.2.7.3)在第二个黑点中，在“中枢”之前加入“呼吸系统、”，在“显著”

之前加上“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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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1.8 (原3.8.2.8)在标题中“分类”之前加上“第1类和第2类”； 

 删去最后一个黑点。 

3.8.2.1.9 (原 3.8.2.9)在标题中“分类”之前加上“第 1类和第 2类”。 

 表 3.8.1： 

在标题末尾加上脚注
“a”并作以下修改： 

 在“指导值范：”下加入新的一栏“第 3类”，栏下方格内写上以下适用于所有接
触途径的案文：“指导值不适用 b”。 

 现有的“接触途径”、“单位”、“第 1类”和“第 2类”等栏不变。 

 表 3.8.1下现有的一段变成“a”。 

 加入新注
“b”如下： 

 “b  不提供指导值是因为这一分类主要是基于人类数据。动物数据可以包括在证据

评估加权中。”。 

3.8.2.2 加入以下新的分节： 

 “3.8.2.2 第3类物质 

 3.8.2.2.1 呼吸道刺激标准 

 呼吸道刺激划为第 3类的标准： 

(a) 损害功能并有咳嗽、疼痛、窒息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呼吸道刺激效应(征象是
局部红斑、水肿、瘙痒症和/或疼痛)包括在内。公认这一评估的主要根据是
人类数据； 

(b) 主观的人类观察可辅以对明显的呼吸道刺激(RTI)的客观测量(例如，电生理
反应图、鼻子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发炎生物标志)； 

(c) 观察的人类症状也应当是接触的人群通常会产生的症状，而不是只有呼吸道
特别敏感的个人会产生的孤立特异反应。只说“刺激”的含糊报告应当排

除，因为这个术语通常用于描述各种各样的感觉，包括气味、令人讨厌的味

道、瘙痒感和口渴等，这些都不属于这一分类终端的范围； 

(d) 目前没有具体涉及呼吸道刺激的有效动物试验，不过，可以从单次和重复吸
入毒性试验得到有用的资料。例如，动物研究可以在毒性的临床症状(呼吸困
难、鼻炎等)和组织病理学(例如充血、水肿、轻微炎症、粘膜层变厚)方面提
供有用的资料，因为这些症状是可逆的而且可能反映上述临床症状的特性。

这种动物研究可以用作证据评估加权的一部分； 

(e) 这一特别分类只有在没有观察到更严重的器官/系统效应包括呼吸系统效应时
才使用。 

 3.8.2.2.2     麻醉效应标准 

 麻醉效应划为第 3类的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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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枢神经系统机能衰退包括人类麻醉效应，例如昏昏欲睡、昏睡状态、警觉
性降低、反射作用丧失、肌肉协调缺乏、头晕等包括在内。这些效应的表现

形式也可能是严重头痛或恶心，并可导致判断力降低、眩晕、易发怒、疲

劳、记忆功能减弱、感觉和肌肉协调迟钝、反应迟钝或困倦； 

(b) 动物研究观察到的麻醉效应可能包括无力气、缺乏协调纠正反射作用、昏睡
状态和运动机能失调。如果这些效应不是暂时性的，那么应当考虑把它们划

为第 1类或第 2类。”。 

3.8.3.4.1 将表 3.8.2标题改为：“划为目标器官/系统毒物的混合物组分会引起混合物被划为
第 1类或第 2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3.8.3.4.5 加入以下新段： 

 “3.8.3.4.5 在推断含有第 3类组分的混合物的毒性时应当慎重。建议使用临界
值/浓度极限值 20%；不过，应当认识到这一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可能因第 3类组分
不同而更高或更低，而且某些效应例如呼吸道刺激可能在低于某一浓度时发生，而

其他效应例如麻醉效应可能在低于 20%这一数值时发生。应当根据专家的判
断。”。 

3.8.4 将表 3.8.3改为： 

表 3.8.3： 单次接触后目标器官系统毒性的标签要素 

 第 1类 第 2类 第 3类 

符号 健康危险 健康危险 叹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如果(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它
接触途径会产生这一危险，那

么说明会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

途径)，会损害(如果已知，说
明所有受影响器官) 

如果(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它
接触途径会产生这一危险，那

么说明会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

途径)，会损害(如果已知，说
明所有受影响器官)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或者 

可能引起昏昏欲睡或

眩晕 

 
3.8.5 在判定逻辑 3.8.1 中，将开头为“单次接触之后……”的第二个方框之后的末尾改

为： 
 
 

不分类 否 

单次接触之后, 

• 物质或混合物能产生麻醉效应或呼吸道刺激吗?  

关于标准,见 3.8.2和 3.8.3。标准的适用需要专家使用证据加权

方法作出判断。 

是 

第 3类 

 
警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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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定逻辑 3.8.2 中，将开头改为“混合物含有……”的最后一个方框之后的末尾

改为： 

 

第 3.10 章 

加入新的第 3.10章如下： 

“第 3.10 章 

吸入危险 

3.10.1 定义以及一般和特殊考虑事项 

3.10.1.1 本章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方法，用于对可能对人类造成吸入毒性危险的物质或混

合物进行分类。 

3.10.1.2 “吸入”指液态或固态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者因呕吐间接进入气

管和下呼吸系统。 

3.10.1.3 吸入毒性包括化学性肺炎、不同程度的肺损伤或吸入后死亡等严重急性效应。 

3.10.1.4 吸入开始是在吸气的瞬间，在吸一口气所需的时间内，引起效应的物质停留在

咽喉部位的上呼吸道和上消化道交界处时。 

3.10.1.5 物质或混合物的吸入可能在消化后呕吐出来时发生。这可能影响到标签，特别

是如果由于急性毒性，可能考虑消化后引起呕吐的建议时。不过，如果物质/混
合物也呈现吸入毒性危险，引起呕吐的建议可能需要修改。 

3.10.1.6 特殊考虑事项 

3.10.1.6.1 审阅有关化学品吸入的医学文献后发现有些烃类(石油蒸馏物)和某些烃类氯化
物已证明对人类具有吸入危险。伯醇和甲酮只有在动物研究中显示吸入危险。 

否 

不分类 

否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浓度≥ 20% 的被划为第 3
类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物的组分吗? 

见 3.8.3.4.5。对这种混合物进行分类时应当慎重。 

第 3类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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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6.2 虽然有一种确定动物吸入危险的方法已在使用，但还没有标准化。动物试验得

到的正结果只能用作可能有人类吸入危险的指导。在评估动物吸入危险数据时

必须慎重。 

3.10.1.6.3 分类标准以运动粘度作基准。以下公式用于动力粘度和运动粘度之间的换算： 

   动力粘度(毫帕·秒) 
  =  运动粘度(毫米 2/秒) 
   密度(克/厘米 3)  

3.10.1.6.4 气溶胶/烟雾产品的分类：气溶胶/烟雾产品通常分布在密封容器，例如扳机式
和按钮式喷雾器内。这些产品分类的关键是，是否有一团液体，在喷嘴内形

成，因此可能被吸出。如果从密封容器喷出的烟雾产品是细粒的，那么可能不

会有一团液体形成。另一方面，如果密封容器是以气流形式喷出产品，那么可

能有一团液体形成然后可能被吸出。一般来说，扳机式和按钮式喷雾器喷出的

烟雾是粗粒的，因此可能有一团液体形成然后可能被吸出。如果按钮装置可能

被拆除因而内装物可能被吞咽，那么就应当考虑产品的分类。 

3.10.2 物质分类标准 

表 3.10.1：吸入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  别 标  准 

第 1类： 已知引起人类吸
入毒性危险的化学品或者

被看作会引起人类吸入毒

性危险的化学品 

物质被划入第 1类： 
(a) 根据可靠的优质人类证据(见注 1)；或 
(b) 如果它是烃类并且在 40° 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毫米 2/
秒。 

第 2类： 因假定它们会引
起人类吸入毒性危险而令

人担心的化学品 

根据现有的动物研究以及专家考虑到表面张力、水溶性、沸点和挥发性

作出的判断，在 40º 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毫米 2/秒的物质，被
划入第 1类的物质除外(见注 2)。 

注 1： 划入第 1类的物质例子是某些烃类、松脂油和松木油。 

注 2： 在这些条件下，有些主管当局可能会考虑将下列物质划入这一类别：至少有 3个但不超
过 13个碳原子的正伯醇；异丁醇和有不超过 13个碳原子的甲酮。 

3.10.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10.3.1 拥有混合物整体数据时的混合物分类 

  混合物根据可靠优质的人类证据划入第 1类。 

3.10.3.2 不拥有混合物整体数据时的混合物分类：架桥原则 

3.10.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进行过确定其吸入毒性的试验，但它的各个组分和类似

的做过试验的混合物却有充分数据，足以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可以

根据以下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

来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对动物进行附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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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2.2  稀  释 

 如果混合物用一种不具有吸入毒性危险、而且预计不会影响其他组分或混合物的吸

入毒性的物质稀释，那么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原始混合物相同的类别。不过，吸入毒

性物质的浓度不应当降到低于 10%。 

3.10.3.2.3 产品批次 
 

 可以认为，一种复杂混合物一个生产批次的吸入毒性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或控

制下的同一商品的另一个生产批次的吸入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存在显著变

化，致使该批次反映在粘度和浓度上的吸入的毒性发生改变。如果后一种情况发

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10.3.2.4 第 1类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一种混合物被划为第 1类，而且该混合物被划为第 1类的组分浓度增加了，新
混合物应当划为第 1类，而无须另外进行试验。 

 
3.10.3.2.5 一种毒性类别范围内的内推法 
 

 三种有同样组分的混合物，A和 B属于相同的毒性类别，而混合物 C有同样的毒理
学活性组分，其浓度在混合物 A和 B的活性组分浓度之间，那么可认为混合物 C
与 A和 B属于相同的毒性类别。 

 
3.10.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设以下情况： 
(a) 两种混合物：(一) A + B 

   (二) C + B； 

(b) 组分 B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组分 A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组分 C的浓度； 

(d) A 和 C 的吸入毒性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且预计

不会影响 B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已经根据表 3.10.1中的标准分类，那么混合物(二)可以划为相同的
危险类别。 

 
3.10.3.3 拥有混合物的所有组分数据或只有一些组分数据时的混合物分类 
 
3.10.3.3.1 第 1类 

3.10.3.3.1.1 混合物如总共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1类的一种或数种物质，并且在 40°C测量
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毫米 2/秒，将划为第 1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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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3.1.2 如果混合物隔成两层或更多层，其中一层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1类的一种或数
种物质，并且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毫米 2/秒，那么整个混合物
将被划为第 1类。 

 
3.10.3.3.2 第 2类 
 
3.10.3.3.2.1 混合物如总共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2类的一种或数种物质，并且在 40°C测量

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毫米 2/秒，将划为第 2类。 
 
3.10.3.3.2.2 在将混合物划为这一类别时，使用专家考虑到表面张力、水溶性、沸点和挥发性作

出的判断极为重要，特别是在第 2类物质与水混合的情况。 

3.10.3.3.2.3 如果混合物隔成两层或更多层，其中一层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2类的一种或数
种物质，并且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毫米 2/秒，那么整个混合物将
被划为第 2类。 

 
3.10.4 危险公示 
 
3.10.4.1 在《危险公示：标签》(第 1.4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特殊考虑事项。

附件 2载有有关分类和标签的汇总表。附件 3载有在主管当局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
用的防范说明和象形图。下表列出的具体标签要素适用于根据本章规定的标准被划

为第 1类和第 2类具有吸入毒性危险的物质和混合物。 

表 3.10.2： 吸入毒性的标签要素 

 第 1类 第 2类 

符号 健康危险 健康危险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如果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

能致命 
如果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

能有害 

 
3.10.5 吸入毒性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

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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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毒性判定逻辑 3.10.1 
 
 
 
 
 
 
 
 
 
 
 
 
 
 
 
 
 
 
 
 
 
 
 
 
 
 
 
 
 
 
 
 
 
 
 
 
 
 
 
 
 
 

• 有从人类实际经验得到的例如有关某些烃类、松脂油

和松木油的可靠优质证据吗 
• 物质是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毫
米 2/秒的烃类吗? 

物质:  物质有吸入毒性数据吗? 

是 

是 

否 
不可能分类 

否 

混合物:  混合物整体或其组分有吸入毒性数据吗? 

是 

否 
 

不可能分类 
 

混合物:  根据人类实际经验得到的可靠优质证据,
混合物整体显示吸入毒性吗? 

否 

见使用组分的判定逻辑

3.10.2 

根据动物研究和专家判断有令人担心的证据吗?并且物质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毫米 2/秒吗? 是 

第 1类 
 

 
 

危险 

第 2类 
 

 
警告 

否 

不分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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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毒性判定逻辑 3.10.2 
 
 
 
 
 
 
 
 
 
 
 
 
 
 
 
 
 
 
 
 
 
 
 
 
 
 
 
 
 
 
 
 
 
 

第 4 部分 

加入新的第 4 部分，标题为“环境危险”。 

第 4.1 章 

关于水生毒性的原第 3.10 章变成新的第 4.1 章。将本章所有段次重新编号并对全球统一制度全文

中提到这些段次的地方作相应的修改。 

4.1.5 (原 3.10.5)将“3.10.5判定逻辑”改为：“4.1.5 水生环境危害判定逻辑”。 

 将“3.10.5 水生环境危害判定逻辑 3.10.1”标题改为“判定逻辑 4.1.1”。在开头为

“慢性”的左边第四个方框中第二个黑点末尾，将“和/或”改为“和”。 

混合物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1类的一种或数种物质,
并且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毫米 2/秒
吗? (见 3.10.3.3.1)。 

是 

否 

否 

是 

架桥原则可适用吗? (见
3.10.3.2.1至 3.10.3.2.5) 

否 

是 

 
划入适当类别 

第 1类 
 

 
危险  

第 2类 
 

 
警告  

不分类 

混合物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2类的一种或数种物质,
并且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毫米 2/秒吗? 

(见 3.1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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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在爆炸品的表中： 

− “1.4 项”栏中：将“1.4*”改为： 

 
 

– “1.5 项”栏中：将“1.5*”改为“1.5”，“警告”改为“危险”，“遇火可能爆炸”

改为“火烧时可能整体爆炸”。 

– “1.6 项”栏中：将“1.6*”改为“1.6”。 

– 删去“1.4 项”、“1.5 项”和“1.6 项”三栏下的解释性案文。 

– 在“关于……颜色的说明”下加入一新的注(3)如下： 

“(3) **  项号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将留白。 
*  配装组号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将留白。”。 

在“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表中和“有机过氧化物”表中，在“B 型”栏下： 

将： 

 

改为：  

 
 

在“有机过氧化物”表中： 

将： 
(将三处) 

5.2

 

改为： 

 
 
和将 

 

 
改为： 

 
 

将注(2)改为： 

 “(2) 《联合国规章范本》象形图的颜色： 
有机过氧化物象形图：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背景：上半部：红色，下半

部：黄色；数字“5.2”写在底角：黑色； 
爆炸品象形图：符号(爆炸的炸弹)：黑色；背景：橙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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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新的注(3)： 

 “(3) 符合有机过氧化物表中的配色法的标签可一直使用到 2011 年 1 月 1 日。”。 
在“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表中： 

将危险说明案文改为： 

– 第 1 类： 

“危险 
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触途径，如果已明确地证明

没有其他接触途径引起这一危险)”。 

– 第 2 类： 

“警告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触途径，如果已明确地

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引起这一危险)”。 

加入新的“第 3 类”一栏如下： 

第 3 类 

 
警告 

(呼吸道刺激)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或 
(麻醉效应) 

可能引起昏昏欲睡和眩晕 
 

在“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表中： 

将危险说明案文改为： 

− 第 1 类： 

“危险 
长时间或重复接触(说明接触途径，如果已明确地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引起这一危

险)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第 2 类： 

“警告 
长时间或重复接触(说明接触途径，如果已明确地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引起这一危

险)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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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表后加入以下新的“吸入危险”表： 

 

吸入危险 

第 1类 第 2类 - - - 
 

 
危险 

 
吞咽和进入呼吸道可

能致死 

 

 
警告 

 
吞咽和进入呼吸道可

能有害 

   

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中未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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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A2.1 在现有的“1.1 项”爆炸物条目之前加入以下新的“不稳定爆炸物”条目：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不稳定爆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一部分的试验结果 

危险说明 不稳定爆炸物 
 

− 在“1.4 项”条目中；将“1.4”改为： 

 
 

− 在“1.5 项”条目中：将“警告”改为“危险”，将“遇火可能爆炸”改

为“火烧时可能整体爆炸”。 

A2.7 在“标准”栏下“物质”(两处)之后加上“和混合物”。 

A2.15 将(三处) 

 

改为  

 

 
A2.22  中文本不须修改。 

A2.24(b) 在“危险类别”栏下，将“特殊类别”改为“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

的附加类别”，并在“标准”栏下现有案文之后加上以下一句：“或者，含有≥ 
0.1% 或 ≥ 0.3 %这种物质的混合物(见第 3.7 章表 3.7.1 的注 1 和注 2)。”。 

A2.25 在标题中“目标”之前加上“特定”。 
将危险说明案文改为： 

− 第 1 类： 

“危险 
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触途径，如果已明确

地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引起这一危险)”。 

− 第 2 类： 

“警告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触途径，如果已

明确地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引起这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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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新的“第 3 类”条目如下： 

危险类别 标  准 危险公示要素 

符号 
 

信号词 警告 

3 

(a) (呼吸道刺激) 

有证据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对人类呼吸

道有暂时性刺激效应；或 

 

(b) (麻醉效应) 

动物研究和人类观察得到的证据表明

物质或混合物具有暂时性麻醉效应。 

危险说明 

(呼吸道刺激)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或者 

(麻醉效应) 

可能引起昏昏欲睡或眩晕 

A2.26 在标题中“目标”之前加上“特定”。 

A2.27 加入新的“吸入危险”分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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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7 吸入危险(详见第3.10章) 

危险类别 标  准 危险公示要素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1 

1. 物质或试验过的混合物： 

• 实际经验得到的可靠优质证据人类吸入毒性，其中包
括化学性肺炎、不同程度的肺损伤或吸入后死亡； 

• 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 毫米 2/秒的

烃类；  

2. 如果没有混合物的数据可得，使用 3.10.3.2 中的架桥原

则。 

3. 如果架桥原则不适用，以下混合物划入第 1类吸入危险： 

• 含有 10% 或更多被划为第 1 类的一种或数种物质并

且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20.5毫米 2/秒

的混合物； 

隔成两层或更多层，其中一层含有 10 %或更多被划入第 1
类吸入毒性的一种或数种物质并且在 40°C 测量的运动粘

度等于或小于 20.5 毫米 2/秒的混合物。 
 

危险说明 

吞咽和进

入呼吸道

可能致命 

符号 

 

信号词 警告 

2 

1. 根据动物研究和专家判断被认为会引起人类吸入毒性并且

在 40°C 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 毫米 2/秒的物

质，被划为第 1类的物质除外。 

2. 如果没有混合物的数据可得，使用 3.10.3.2.中的架桥原

则。 

3. 如果架桥原则不适用，以下混合物划入第 2类吸入危险： 

• 含有 10%或更多被划为第 2类的一种或数种物质并且

在 40°C测量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毫米 2/秒的混

合物； 

• 隔成两层或更多层，其中一层含有 10%或更多被划入

第 2类吸入毒性的一种或数种物质并且在 40 °C测量

的运动粘度等于或小于 14 毫米 2/秒的混合物。 

危险说明 

吞咽和进

入呼吸道

可能有害 

现有的 A2.27 变成新的 A2.28 (a)。 
现有的 A2.28 变成新的 A2.28 (b)。危险类别 4：第 1 段第二个黑点中将“和/或”改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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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将标题改为：“防范说明和防范象形图” 

以下文取代现有案文： 

“附 件 3 

防范说明和防范象形图 

A3.1  导  言 

A3.1.1 本附件提供如何使用符合全球统一制度(GHS)的防范说明的指导，包括如何选择适

合每种 GHS 危险分类和类别的说明的指导。防范说明应该连同 GHS 统一的危险公

示要素(象形图、信号词和危险说明)一起写在符合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上。附加补

充信息，例如使用说明，也可由制造商/供应商和/或主管当局斟酌决定予以提供(见
第 1.2 章和第 1.4 章 1.4.6.3 分节)。 

A3.1.2 防范说明是一个词语(和/或象形图)，用于描述为尽可能减少或防止由于接触危

险产品或者不适当的贮存或搬运危险产品产生的不良效应建议采取的措施(见
1.4.10.5.2 (c))。 

A3.1.3 本附件的编写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现有制度中的防范说明。这些现有制度包括国际

化学品安全方案的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编者指南、美国国家标准(ANSI Z129.1)、欧
盟分类和标签指导、紧急反应手册(ERG 2004)和美国环境保护署农药标签审查手

册。 

A3.1.4 本附件包括以下四类防范说明：预防、意外溢漏或接触时的反应、贮存和处置。拟

订的每套防范说明都尽可能与每种 GHS 危险说明和危险类别联系起来。 

A3.1.5 本附件的目的是促进所附的矩阵中列出的防范说明得到更一致的使用。把这些说明

与 GHS 的危险说明联系起来，也可使人们对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有更好的了解。

使用附件所列的矩阵将使关键概念和方法能够在培训和教育活动中得到强调。 

A3.1.6 附件所列词语的使用指导是为了提供把防范说明与相关的 GHS 危险分类标准和危

险类别联系起来所必需的最短词语。在现有词语的措词中已尽最大可能地除去赘言

以便尽可能简化它们。 

A3.17 本附件应被看作是活文件，因此应当随着时间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矩阵的基本概念

和下文所述的基本原理将保持不变。 

A3.2   适用范围 

A3.2.1 危险公示是使用户/消费者在搬运危险物质和混合物时能够采取适当防范措施的重

要手段。危险性的识别和定义是确保化学品安全使用、存放和处置的第一步。安全

措施必定与存在的危险类别联系起来，例如，易燃液体应当远离点火源存放。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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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确地突出这一联系，把防范说明纳入全球统一制度将可加强操作程序的安全

性。需要使用简单明了的词语以便使人们易于了解指令并且能够正确地翻译成其他

语文。 

A3.2.2 分配防范说明的起点是化学品的危险性分类。全球统一制度中的危险性分类制度是

基于所涉化学品的内在特性(1.3.2.2.1 段)。不过，在有些制度中，可能不要求在消

费品标签上标明慢性危险，如果有资料表明有关的风险在正常操作、正常使用或可

预见的不当使用条件下是可以排除的(见附件 5)。如果某些危险说明是不需要的，

那么相应的防范说明也就没有必要(A5.1.1 段)。 

A3.2.3 以下矩阵所列的防范说明包括一般紧急措施和急救。某些特定化学品可能需要补充

的急救、治疗措施或特殊解毒剂或清洗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征求解毒中心和/
或医务人员或专家的意见并且将这些意见写在标签上。 

A3.3 防范说明的分配 

A3.3.1 本附件列出的矩阵可作为选择适当防范说明的指南。它包括各种各类防范措施的要

素。与特定危险类别有关的所有具体要素都应该使用。不特别与某一危险类别有关

的一般要素也应该使用。 

A3.3.2 为了提供灵活性，鼓励结合使用防范说明词语以节省标签空间和提高说明词语的可

读性。结合使用说明词语也可用于防范措施相似的各种不同危险类别，例如“远离

热源、火花和明火并存放在凉爽通风处”。 

A3.4 一般防范措施 

A3.4.1 对被划为危害人类健康或环境的所有物质和混合物应该采取一般防范措施。为此，

应该考虑到三组用户或应用者的需要和可得的资料来源：一般公众、商业用户和产

业工人。 

A3.4.2 假定在使用前注意每一产品标签上的防范说明、具体的安全准则和安全数据单是标

签要求以及职业卫生和安全程序的一部分。 

A3.4.3 为了正确地执行有关预防、应急、存放和处置的防范措施，也需要有关于产品成分

的资料垂手可得，以便在征求进一步的专家意见时能够考虑到容器、标签和安全数

据单上所载的资料。 

A3.4.4 GHS 标签上的以下一般防范说明在特定条件下适用： 

一般公众 GHS 标签，补充标签信息 放在小孩伸手拿不到的地方。 

使用前请读标签。 

如果需要医生意见：请将产品容

器或标签放在手边。 

产业工人 GHS 标签、补充标签信息、安

全数据单、工作场所指令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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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防范说明矩阵的结构 

A3.5.1 简单明了的词语对于传达防范措施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不过，没有必要坚持对所有

情况都使用相同的词句。 

A3.5.2 矩阵表中用黑体字表示的是防范说明的核心部分。标签说明中建议的要求可由主管

当局斟酌决定予以降低。如果灵活性和变化是适宜的，这由使用斜线[/]、加入“例

如”或使用斜体字来表示。“如果”开头用斜体字写出的部分是打算用于解释如何

适用防范说明而不打算写在标签上。 

A3.5.3 写入斜线表示需要在斜线隔开的词语之间作出选择，例如“……按照地方/区域/国
家/国际规章”可读“……按照<须遵守的规章>”。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或供应

商可选择或主管当局可规定最合适的词语。 

A3.5.4 用斜体字写出并加入“例如”的条件是应该具体提及的情况，例如“远离点火源，

例如热源/火花/明火”可读作“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其他点火源也可提及。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并考虑到物质或混合物的形态和类型。所提供的指导应该

适合于所强调的条件，例如物理化学性质、配制品类型或具体用途，以及可能引起

的特定危险，例如易燃性。 

A3.5.5 在拟订矩阵时，为了合理地解释如何适用有关的防范说明，作了一些假设。 

A3.5.6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的防范说明是各自独立的，例如用于爆炸危险的词语不会改

变与某些健康危险有关的词语，被划入这两种危险类别的产品应该标有适用于两者

的适当防范说明。 

A3.5.7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被划入若干健康危险类别，一般来说应该选用最严格的防范说

明。这主要适用于预防措施。关于“反应”的词语，迅速采取行动可能极为重要。

例如，如果化学品是致癌的并且具有急性毒性，那么急性毒性的急救措施将比长期

效应的措施优先。此外，如果意外接触，即使没有立即出现中毒症状，也可能需要

医生注意长期的健康影响。 

A3.5.8 为了保护阅读能力有问题的人们，可能有必要同时使用防范象形图和防范说明，以

便以不同的方式传达信息(1.4.4.1 (a)段)。不过，应该指出，象形图的保护作用是有

限的，附件 3 中的例子并不包括须加以防范的所有方面。虽然象形图是有用的，但

可能被作错误的解释，因此不能取代培训。 

A3.6 按危险类别列示的防范说明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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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炸 物 
(第 2.1章) 

   符 号 

爆炸的炸弹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不稳定爆炸物 危险 不稳定爆炸物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在使用前获取特别指示。

在读懂所有安全防范措施

之前切勿搬动。 

使用所需的个人防护装

备。 

火烧到爆炸物时切勿救

火。 

火灾时可能爆炸。 

火灾时，撤离灾区。 

贮存……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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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炸 物 

(第 2.1章) 

   符 号 

爆炸的炸弹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 项 危险 爆炸物；整体爆炸危险 

1.2 项 危险 爆炸物；严重迸射危险 

1.3 项 危险 爆炸物；着火、爆炸或迸射危险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例如热源/火花

/明火。－禁止吸烟。 

不可粗鲁搬动，例如研磨/冲

击/磨擦。 

佩戴面部防护罩。 

按照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

局的规定。 

用……保持湿润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

定的适当材料 

- 如果干燥会增加爆炸危险，

制造或操作程序要求干燥的

情况除外。 

 例子：硝化纤维 

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等势联

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火烧到爆炸物

时切勿救火。 

火灾时，撤离

灾区。 

火灾时，可能

爆炸。 

 

贮存……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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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炸 物 

(第 2.1章) 

   符 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4项 警告 着火或迸射危险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例如热源/火

花/明火。－禁止吸烟。 

不可粗鲁搬动，例如研磨/

冲击/磨擦。 

佩戴面部防护罩 

按照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的规定。 

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等势

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爆炸物 (下面提到

者除外) 

火烧到爆炸物时

切勿救火。 

火灾时，可能爆

炸。 

火灾时，撤离灾

区。 

1.4S 弹药及其组件

火烧到爆炸物时切

勿救火。 

火灾时，撤离灾

区。 

采取正常防范措施

从适当的距离救火

-如果爆炸物是

1.4S弹药及其组

件。 

贮存……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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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炸 物 

(第 2.1章) 

   符 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5 项 警告 在火中可能爆炸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例如热源/火

花/明火。－禁止吸烟。 

不可粗鲁搬动，例如研磨/

冲击/磨擦。 

佩戴面部防护罩。 

按照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的规定。 

用……保持湿润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规定的适当材料 

- 如果干燥会增加爆炸危险，

制造或操作程序要求干燥

的情况除外。 

 例子：硝化纤维 

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等势

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火烧到爆炸物

时切勿救火。 

火灾时，撤离

灾区。 

火灾时，可能

爆炸。 

 

贮存……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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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燃 气 体 

(第 2.2章) 

   符 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极易燃烧气体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例如热源/火花/

明火－禁止吸烟。 
漏气着火： 

切勿灭火，除非漏气

能够安全地制止。 

除去一切点火源，如

果这么做没有危险。 

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

方。 
 

 

易 燃 气 体 

(第 2.2章) 

   符 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警告 易燃气体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例如热源/火花/

明火－禁止吸烟。 
漏气着火： 

切勿灭火，除非漏气能

够安全地制止。 

除去一切点火源，如果

这么做没有危险。 

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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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溶胶 

(第 2.3章) 

   符 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极易燃烧的气溶胶 

2 警告 易燃气溶胶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压力容器：切勿穿孔或焚烧，

即使不再使用。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任何白热材

料上。 

远离点火源，例如热源/火花/

明火－禁止吸烟。 

 防阳光照射并且不可暴

露在超过 50 ºC/122 ºF  的

温度下。  

 

 
 



 
S
T
/
S
G
/
A
C
.
1
0
/
3
2
/
A
d
d
.
3

P
a
g
e
 
3
6 

 氧化气体 

(第 2.4 章) 

   符号 

圆环上加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可能导致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易燃材料。 

减压阀不得带有油脂或油剂。 

火灾时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

泄漏。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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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体 

(第 2.5 章) 

   符号 

气瓶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高压气体 警告 内装高压气体，遇热可爆炸 

液化气体 警告 内装高压气体，遇热可爆炸 

溶解气体 警告 内装高压气体，遇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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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体 

(第 2.5 章) 

   符号 

气瓶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冷冻液化气体 警告 冷冻液化气体，可能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寒手套/面具/护眼。 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分。 

不得撮擦患处。 

立即求医治疗/咨询。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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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 

(第 2.6 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极易燃烧的液体和蒸气 

2 危险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3 警告 易燃液体和蒸气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保持容器密闭。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将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连接 

- 如果再填装使用的是静电敏感材料 

- 如果产品极易挥发，可造成周围空气危险 

使用防爆的电器/通风/照明/设备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另有规定的。 

采取防止静电放电的措施。 

只能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 立即脱掉

所有沾染的衣服。用水冲洗/淋浴皮

肤。 

存放于凉爽通风处。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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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液体 

(第 2.6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警告 可燃液体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火焰和热表面。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存放于凉爽通风处。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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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固体 

(第 2.7 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易燃固体 

2 危险 易燃固体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使用防爆的电器/通风/照明/…设备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另有规定的。 

- 如可能出现尘雾 

将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连接 

- 如果再填装使用的是静电敏感材料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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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章) 

   符号 

爆炸的炸弹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A 型 危险 遇热可能爆炸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远离...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不相容

材料。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火灾时： 

因有爆炸危险，须撤离现场，远距

离灭火。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存放于凉爽通风处。 

贮存温度不超过…°C/…°F.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

局的规定。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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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章) 

   符号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B 型 危险 遇热可能起火或爆炸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远离...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不相

容材料。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火灾时： 

因有爆炸危险，须撤离现场，远距

离灭火。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存放于凉爽通风处。 

贮存温度不超过…°C/…°F.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

局的规定。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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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C 型 危险 遇热可能起火 

D 型 危险 遇热可能起火 

E 型 警告 遇热可能起火 

F 型 警告 遇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远离...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不相容

材料。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置于凉爽通风处。 

贮存温度不超过�°C/�°F.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的规定。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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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火液体 

(第 2.9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发燃烧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不得与空气接触。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如沾到皮肤上，应将有关部位浸入

冷水中/用湿绷带包扎。 

内装物存放于...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规定的适当液体或惰性气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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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火固体 

(第 2.10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发燃烧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不得与空气接触。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严禁烟火。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将有关部

位浸入冷水中/用湿绷带包扎。 

内装物存放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

定的适当液体或惰性气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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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1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自热；可能燃烧 

2 警告 数量大时自热；可能燃烧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保持低温，避免日晒。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贮存散货质量大于…千克，温

度不得超过…°C/…°F.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

规定。 

垛/托盘之间应留有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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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遇水放出可自燃易燃气体 

2 危险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因会发生剧烈反应和可能闪燃发火，须避

免任何与水接触的可能。 

在惰性气体中操作，防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将有关部

位浸入冷水中/用湿绷带包扎。 

存放于干燥处和/或密闭的容

器中。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S
T
/
S
G
/
A
C
.
1
0
/
3
2
/
A
d
d
.
3

P
a
g
e
 
4
9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警告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在惰性气体中操作，防潮。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存放于干燥处和/或密闭的容

器中。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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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 

(第 2.13章) 

   符号 

火焰下加圈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热源。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穿着防火/阻燃服装。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采取一切防范措施，避免与可燃/�混合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其他

不相容的材料。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露的情况下，

因有爆炸危险，须撤离现场，远距

离灭火。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如溅到衣服上：立即将沾染的衣服

和皮肤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脱掉

衣服。 

远离可燃/...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规定的其他不相容的材料。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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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 

(第 2.13章) 

   符号 

火焰下圆环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危险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3 警告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热源。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采取一切防范措施，避免与可燃/�混合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其他

不相容材料。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远离可燃/...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规定的其他不相容材料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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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固体 

(第 2.14章) 

   符号 

火焰下圆环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热源。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穿着防火/阻燃服装。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采取一切防范措施，避免与可燃/�混合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其他不

相容材料。 

在发生大火和数量较大的情况下： 

因有爆炸危险，须撤离现场，远距

离灭火。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如溅到衣服上：立即将沾染的衣服

和皮肤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脱掉

衣服。 

远离可燃/...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规定的其他不相容的材料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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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固体 

(第 2.14章) 

   符号 

火焰下圆环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危险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3 警告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热源。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采取一切防范措施，避免与可燃/�混合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其他不

相容材料。 

火灾时，使用 ...  灭火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

适当媒介。 

- 如水可增加危险。 

远离可燃/...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规定的其他不相容的材料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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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章) 

   符号 

爆炸的炸弹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A 型 危险 遇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远离...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不相容

材料。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置于阴凉处， 

温度不得超过�°C/�°F.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的规定。 

避免日晒。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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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章) 

   符号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B 型 危险 遇热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远离...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不相容

的材料。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置于阴凉处， 

温度不得超过�°C/�°F.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的规定。 

避免日晒。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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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章) 

   符号 

火焰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C 型 危险 遇热可引起燃烧 

D 型 危险 遇热可引起燃烧 

E 型 警告 遇热可引起燃烧 

F 型 警告 遇热可引起燃烧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远离点火源，如 

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远离...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定的不相容

材料。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远离其他材料存放。 

置于阴凉处， 

温度不得超过�°C/�°F.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的规定。 

避免日晒。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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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腐蚀性 

(第 2.16章) 

   符号 

腐蚀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警告 可能腐蚀金属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吸收溢出物，防止材料损坏。 贮存于抗腐蚀/�带抗腐蚀衬里

的容器中。 

...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当局规定的其他相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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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口服 

(第 3.1章)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吞咽致命 

2 危险 吞咽致命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作业后彻底清洗双手。 

如误吞咽：立即呼救解毒中心或医

生。 

漱口。 

具体治疗（见…本标签）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需立即服用解毒药。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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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口服 

(第 3.1章)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危险 吞咽会中毒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作业后彻底清洗双手。 

如误吞咽：立即呼救解毒中心或医

生。 

漱口。 

具体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需立即服用解毒药。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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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口服 

(第 3.1章) 

   符号 

感叹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警告 吞咽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作业后彻底清洗双手。 

如误吞咽：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

中心或医生。 

漱口。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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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口服 

(第 3.1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警告 吞咽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看医生。 

 
 

  

 



 
S
T
/
S
G
/
A
C
.
1
0
/
3
2
/
A
d
d
.
3

P
a
g
e
 
6
2 

急性毒性—— 皮肤 

(第 3.1章)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皮肤接触致命 

2 危险 皮肤接触致命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作业后彻底清洗双手。 

严防进入眼中、接触皮肤或衣服。 

带防护手套，穿防护衣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 

如皮肤沾染：轻轻地用大量肥皂和

水清洗。 

立即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具体措施（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指定的清

洁剂。 

脱掉的衣服须经洗涤/消毒后，方可

重新使用。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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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皮肤 

(第 3.1章)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危险 皮肤接触可至毒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穿防护衣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

洗。 

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看医

生。 

具体措施（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建议采取措施，如指定的清洁

剂。 

脱掉的衣服须经洗涤/净化后方可重

新使用。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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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皮肤 

(第 3.1章)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警告 皮肤接触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穿防护衣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

洗。 

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医

生。 

具体措施（见本标签上的…）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指定的清

洁剂。 

衣服须经洗涤后方可重新使用。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

际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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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皮肤 

(第 3.1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警告 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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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章)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吸入致命 

2 危险 吸入致命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的环境操作。 

带呼吸防护装置。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如误吸入： 
将受害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

呼吸舒适的体位休息。 

立即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紧急具体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需立即服用解毒药。 

存放处须加锁。 

将容器密封后置于通风良好处

- 如产品易于挥发，造成周围

环境危险。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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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吸入 

(第章 3.1)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危险 吸入会中毒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的环境操作。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误吸入： 
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

的体位休息。 

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具体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 

存放处须加锁。 

将容器密封后置于通风良好处

- 如产品极易挥发，造成周围

环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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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章) 

   符号 

感叹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警告 吸入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的环境操作。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误吸入： 
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

体位休息。 

如感觉不适，呼救解毒中心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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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吸入 

(第章 3.1)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警告 吸入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如误吸入： 

如感觉不适，呼救解毒中心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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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章) 

   符号 

腐蚀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 to 1C 危险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穿防护服，并带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操作后彻底清洗。 

不要吸入粉尘或烟雾 

- 如使用中会出现可吸入性颗粒。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脱掉

所有沾染的衣服。用水清洗/冲洗皮

肤。 

沾染的衣服须清洗后方可重新使

用。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几分

钟。如带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

出，取出隐形眼镜。 

如误吞咽：淑口。但不要试图呕

吐。 

如误吸入：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

持呼吸舒适的体位休息。 

立即呼救解毒中心或求医。 

具体措施（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可包括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

定的清洁剂。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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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章) 

   符号 

感叹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警告 造成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操作后彻底清洗。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

洗。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

使用。 

如发生皮肤刺激，立即求医。 

具体措施（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可包括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

定的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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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警告 造成轻微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如发生皮肤刺激，立即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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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章) 

   符号 

腐蚀符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造成严重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数分

钟。如带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

出，取出眼镜。 

 

立即呼救解毒中心或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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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章) 

   符号 

感叹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A 警告 造成严重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护眼/面具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数分

钟。如带隐形眼镜且可方便地取

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清洗。 

如仍觉眼刺激，立即求医。 

操作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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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B 警告 造成眼刺激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数分

钟。如带隐形眼镜且可方便地取

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清洗。 

如仍觉眼刺激，立即求医。 

操作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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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化——呼吸 

(第 3.4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困难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通风不足，须带呼吸防护面罩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如误吸入：如呼吸困难，转移到空

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体位休

息。 

如有呼吸系统病症，呼救解毒中心

或求医。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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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化——皮肤 

(第 3.4章) 

   符号 

感叹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警告 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反应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带防护手套 
根据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的规定。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

洗。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立即求

医。 

指定措施（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可包括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当局规

定的清洁剂。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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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第 3.5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 <...> 

2 警告 怀疑导致遗传性缺陷<   > 

  <...>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前拿到专用说明书。 

操作前必须阅读并了解所有安全注意事

项。 

按要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如接触到或有怀疑，求医治疗/咨
询。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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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性 

(第 3.6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可能致癌 <...> 

2 警告 怀疑致癌<   > 

  <...>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前拿到专用说明书。 

操作前必须阅读并了解所有安全注意事

项。 

按要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如接触到或有怀疑，求医治疗/咨
询。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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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性 

(第 3.7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未出生婴儿造成伤害<...> <<...>> 

2 警告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未出生婴儿造成伤害 <...> <<...>> 

  <...>     （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 

  <<...>>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前拿到专用说明书。 

操作前必须阅读并了解所有安全注意事

项。 

按要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如接触到或有怀疑，求医治疗/咨
询。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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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性 

(第 3.7章)  

（对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的）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附加） 无 信号词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婴儿造成伤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前拿到专用说明书。 

怀孕/哺乳期间避免接触。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操作后彻底清洗双手。 

不得吸入粉尘或烟雾 

-如使用中可能产生可吸入性颗粒。  

如接触到或有怀疑，求医治疗/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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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 

(第 3.8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如果<...>会造成损害 <<...>> 

  <...>     （说明所有受到影响的器官，或在没有明确证据证

明其他器官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使用一般性说明） 

  <<...>>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操作后彻底清洗双手。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果接触：立即呼救解毒中心或求

医。 

专项处置（见本标签上的…） 
... 参见补充急救说明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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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 

(第 3.8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警告 如果<...>可能会造成损害 <<...>> 

  <...>     （说明所有受到影响的器官，或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

其他器官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使用一般性说明） 

  <<...>>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操作后彻底清洗双手。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果接触或感觉不适，呼救解毒中

心或求医。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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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 

(第 3.8章) 

   符号 

感叹号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警告 可能造成呼吸系统刺激或 

  可能造成昏睡或晕眩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只能在户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感觉不适，呼救解毒中心或求

医。 

如误吸入： 

如呼吸困难，转移到空气新鲜处，

保持呼吸舒适的体位休息。 

存放处须加锁。 

储存于密闭容器中，置于通风

良好处 
- 如产品易于挥发，造成周围

环境危险。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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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多次接触） 

(第 3.9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长期或多次接触<...>会对 <<...>>造成损害。 

  <...>     （说明所有受到影响的器官，或在没有明确证据

证明其他器官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使用一般性说明）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使用本品时，不得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操作后彻底清洗双手。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感觉不适，立即求医。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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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多次接触） 

(第 3.9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警告 长期或多次接触<...>会对 <<...>>造成损害。 

  <...>     （说明所有受到影响的器官，或在没有明确证据证

明其他器官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使用一般性说明） 

  <<...>>（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产生这一危险， 

那么说明产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如感觉不适，立即求医。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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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毒性 

(第 3.10章) 

   符号 

健康危险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危险 吞咽或进入通风管道可致命 

2 警告 吞咽或进入通风管道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如误吞咽：立即呼救解毒中心或求

医。 

不得诱导呕吐。 

存放处须加锁.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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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 急性危险 

(第 4.1章) 

   符号 

环境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进入环境 

- 如非其预定用途 
收集泄漏。  处置内装物/容器……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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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  急性危险 

(第 4.1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No 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毒 

3 No 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害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进入环境 

- 如非其预定用途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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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 慢性危险 

(第 4.1章) 

   符号 

环境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且具长期持续影响 

2 No 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毒且具长期持续影响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进入环境 

- 如非其预定用途。 
收集泄漏。  处置内装物/容

器——   
(按照地方/区

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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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 慢性危险 

(第 4.1章) 

   符号 

无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No 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害且具长期持续影响 

4 No 信号词 可能对水生生物产生长期持续的有害影响 

 

防范说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避免进入环境 

- 如非其预定用途。 
  处置内装物/容器 ——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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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防范象形图  
 

来自欧洲联盟（理事会第 92/58/EEC 号指令，1992年6月24日） 
 
 

 
 
来自南非标准局（SABS 026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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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插入新的附件 4如下： 

“附 件 4 

  编制安全数据单(SDS)指导 

A4.1 导  言 

A4.1.1 本附件为编制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要求的安全数据单提供了指导。在全

球统一制度中，安全数据单是危险通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第 1.5章中已有说明。
使用本指导文件，有助于遵守主管当局的要求，并使安全数据单的编制符合全球统

一制度。 

A4.1.2 使用本指导文件，取决于进口国对安全数据单的要求。希望在世界范围内采用全球

统一制度，最终将实现全面的统一。 

A4.1.3 除非另行说明，本附件中所指的所有各章、节和表，均可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正文中

找到。 

A4.2 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一般指导 

A.4.2.1 范围和应用 

 凡在全球统一制度下符合物理、健康或环境危险统一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所

含物质符合致癌性、生殖毒性或目标器官系统毒性标准且浓度超过安全数据单混合

物标准规定的临界极限的所有混合物，均应为之填写安全数据单(见第 1.5章表
1.5.1)。主管当局还可对虽未达到危险类别标准，但所含危险物质已达到某种浓度
的混合物，要求填写安全数据单(见第 3.2章)。主管当局还可对非全球统一制度类
别/终端但已达到危险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要求填写安全数据单。安全数据
单是得到广泛接受的提供信息的有效方法，也可用于未达到或未列入全球统一制度

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传达相关信息。 

A4.2.2 一般指导 

A4.2.2.1 数据单的填写人应当始终注意，安全数据单必须使其读者了解某一物质或混合物的

危险，提供有关安全储存、搬运和处置物质或混合物的信息。安全数据单载有接触

的潜在健康影响，和如何安全使用物质或混合物的信息。安全数据单还载有源自其

物理化学性质的危险信息，在使用、储存、搬运该物质或混合物时，以及在应急反

应措施方面的环境影响等。本指导的目的，是确保在全球统一制度下要求的每项必

须填写的栏目，内容统一和准确，使填写的安全数据单能够帮助用户在工作场所采

取保护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以及保护环境的措施。安全数据单上填写的信息，

必须简单明了。安全数据单应由合格人员填写，尽可能考虑进用户读者的具体需

要。在市场上出售有关物质和混合物的人，应确保主管人员定期参加编制安全数据

单的进修课或培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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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2.2 在填写安全数据单时，应始终想到工作场所的读者，提供的信息必须统一、完整。

但也应考虑，安全数据单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用来向工人、雇员、卫生和安全专

业人员、急救人员、有关政府机构，及社区人员传达信息。 

A4.2.2.3 安全数据单使用的语言应简单、明了和准确，避免行话、简写和缩略语。不得使用

含糊不清和误导的语言。建议也不要使用“可能有危险”、“不影响健康”、“在

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安全”或“无害”等词语。某些性质的信息可能并不重要，或技

术上不可能提供；如果是这种情况，必须在每个栏目下清楚地说明原因。如果注明

不存在某种危险，安全数据单应将两种情况作清楚地区分――分类的人不掌握有关

资料，和已知的试验结果为否定的情况。 

A4.2.2.4 应注明安全数据单的签发日期，并放在显著位置。签发日期为安全数据单版本的公

布日期。这通常在完成安全数据单的批准和发表程序后不久。修订的安全数据单，

应注明发表日期，以及版本的编号、修订编号、取代日期，或取代哪一版本等其他

说明。 

A4.2.3 安全数据单的格式 

A4.2.3.1 安全数据单中的信息应按下列 16个标题提供，顺序如下： 

1.  标识 
2.  危险标识 
3.  成分构成/成分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事故解除措施 
7.  搬运和存储 
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1.  毒理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处置考虑 
14  运输信息 
15  管理信息 
16.  其他信息 

A4.2.3.2 安全数据单不是长度固定的文件。安全数据单的长短，应与材料的危险和掌握的资

料相应。 

A4.2.3.3 安全数据单的每一页均应编号，结尾应有某种标记，例如：“3页之 1”。也可每
页编号。并注明是否还有下一页(如“接下页”，或“安全数据单完”)。 

A4.2.4 安全数据单的内容 

A4.2.4.1 有关安全数据单内容的一般信息，可查阅 1.5.3.3。下文是较为具体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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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4.2 本附件 A4.3节列出的最低限度信息，在适用和掌握的情况下，1 均应收入安全数据
单的相关标题下。在不掌握或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应明确说明。安全数据单不能留

有任何空白。 

A4.2.4.3 此外，安全数据单应包括所提供数据的简单摘要/结论，使非本行专家的人也能容
易的确认危险物质/混合物的所有危险。 

A4.2.4.4 建议不使用缩略语，因为缩略语可能造成混乱或不易理解。 

A4.2.5 其他信息要求 

A4.2.5.1 编写安全数据单，需要有一定的信息要求。最低限度的信息要求，见 A4.3。 

A4.2.5.2 除最低限度信息要求外(见 A4.2.4.2)，安全数据单还可包括“补充信息”。如对某
种材料还掌握有关其性质和/或使用的其他相关和可获得的信息，这方面的资料也
应收入安全数据单。补充信息要求的进一步意见，见 A4.3.16。 

A4.2.6 单  位 

 数字和数量，应以产品将发往的地区适用的单位表达。一般而言，应采用国际单位

制计量单位。 

A4.3 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信息要求 

 本节为全球统一制度对安全数据单的信息要求。主管当局还可要求其他信息。  

A4.3.1 第 1节——   标识 

 在本节中标明物质或混合物，及供应商的名称，使用建议和供应商的详细联系资

料，包括紧急联系办法。 

A4.3.1.1 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 

 在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之外，或作为一种选择，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全球统
一制度产品标识符)，应与标签上的内容完全相同。如果使用了一种属类的安全数
据单，涵盖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若干轻微的变种，则安全数据单上应列出所有名称

和变种，或在安全数据单上清楚地说明所包含的全部物质。 

A4.3.1.2 其他标识办法 

 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也可使用其他名称、编号、公司产品代码，或其他特殊的标

识。如果适用，还可提供物质或混合物标签或俗知的其他名称或异名。 

                                                      
1   “适用”是指信息适用于安全数据单中的具体产品。“掌握的”是指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供应商或其他实
体掌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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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3 化学品使用建议和使用限制 

 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使用建议或指定用途，包括其实际作用的简要说明，如阻燃

剂，抗氧化剂等等。应尽可能说明有关使用的限制，包括供应商未作硬性规定的建

议。 

A4.3.1.4 供应商的详细情况 

 安全数据单应包括供应商的名称、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等。 

A4.3.1.5 紧急电话号码 

 所有安全数据单均应包括紧急信息服务的资料。如有任何限制，如营业时间(如星
期一至星期五，早 8时至晚 6时，或 24小时)，或对具体信息类型的限制(如医疗紧
急情况或运输紧急情况)，均应清楚地说明。 

A4.3.2 第 2节——危险标识 

 本节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及与那些危险相联系的适当警告信息(信号词、危
险说明和防范说明)。本节应包括 A4.2.4.3中讲到的对所给数据的简单摘要/结论。 

A4.3.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 

A4.3.2.1.1 本小节表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分类。 

A4.3.2.1.2 如物质或混合物是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第 3和/或第 4部分进行分类的，说明相
应的危险类和类别，以表明危险。例如，易燃液体 1类。 

A4.3.2.2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包括防范说明 

A4.3.2.2.1 根据分类提供相应的标签要素：信号词、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 

A4.3.2.2.2 象形图(或危险符号)可为黑白两色的符号图形或符号名称，如火焰、骷髅和交叉
骨。 

A4.3.2.3 不影响分类的其他危险 

 提供有关其他危险的信息，这些危险不影响分类，但却有可能增加材料的总体危

险，例如，在硬化或加工过程中形成空气污染物、尘爆危险、窒息、结冰或环境影

响，如对土壤生物的危险。 

A4.3.3 第 3节—―成分构成/成分信息 

 在本节中标出产品的成分。这里面包括标出本身已作分类，和影响到该物质分类的

杂质和稳定添加剂。还可利用本节提供有关复合物质的信息。 

注：有关成分的信息，主管当局对机密商业情报的规定优先于对产品标识的规定。适用时应注

明，省略了有关成分的机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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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3.1 物  质 

A4.3.3.1.1 物质的化学名称 

 物质的名称，应提供该物质的普通化学名称。化学名称可能与全球统一制度的产品

标识完全相同。 

注： 举例而言，“普通化学名称”可视情况而定，是化学文摘社的名称，或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
联合会的名称。 

A4.3.3.1.2 物质的普通名称、同物异名 

 应根据情况，提供普通名称或同物异名。 

A4.3.3.1.3 物质的化学文摘社编号和其他的唯一标识符 

 化学文摘社的登记编号，提供了唯一的化学标识，在已知的情况下应当提供。也可

加上具体国家或区域使用的其他唯一标识，如欧洲共同体(EC)的编号。 

A4.3.3.1.4 本身已经分类和影响到该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剂 

 标出本身已经分类和影响到该物质分类的所有杂质和/或稳定添加剂。 

A4.3.3.2 混合物 

A4.3.3.2.1 对于混合物，应提供其化学名称、(A4.3.3.1.3意义范围内的)识别编号，和在全球
统一制度意义下对健康或环境有危险的、存在量超过其临界水平的所有危险成分的

浓度或浓度范围。制造商或供应商可选择列出所有成分，包括无危险成分。 

A4.3.3.2.2 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应如下表示： 

(a) 准确的百分比，按质量或容量以递减序列排列；或 

(b) 百分比范围，按质量或容量以递减序列排列，如该范围可为有关国家的主管
当局接受。 

A4.3.3.2.3 在使用比例范围时，如无法得到混合物的总体影响，则对健康和环境危险的影响应

说明每种成分的最高浓度的影响。 

注：“比例范围”系指混合物成分的浓度或百分比范围。 

A4.3.4 第 4节—―急救措施 

 这一部分说明未经训练的人在作出反应时，在不使用尖端设备，且无各种药品可作

选择的条件下可能提供的初步护理。如果需要治疗，应作清楚地说明，包括治疗的

紧迫程度最好应按接触途径，提供有关即时影响的信息，并说明应立即作何种治

疗，可能产生哪些延迟效应，需要何种具体的医疗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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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4.1 说明必要的急救措施 

A4.3.4.1.1 按不同的接触途径，列出急救说明。使用小标题注明每一种接触途径采用的程序

(如吸入、皮肤、眼睛和摄入等)。注明可能出现的直接和延迟症状。 

A4.3.4.1.2 提供意见，是否： 

(a) 需要立即就医，接触后是否可能出现延迟影响； 

(b) 建议接触者从现场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 

(c) 建议接触者脱去衣服和鞋并作处理；和 

(d) 建议急救人员应戴个人防护设备(PPE)。 

A4.3.4.2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提供接触引起的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A4.3.4.3 必要时注明应立即就医及所需的特殊治疗 

 酌情提供有关延迟影响的临床试验和医疗监护资料、有关解毒药的具体详细资料

(在已知的情况下)，和禁忌征候。 

A4.3.5 第 5节—―消防措施 

 这一部分包括由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或在其周围发生大火的情况下，对灭火的要

求。 

A4.3.5.1 适当的灭火介质 

 提供适用的灭火器类型或灭火剂的信息。此外还应说明，是否任何灭火器不适用于

涉及某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具体情况。 

A4.3.5.2 化学品产生的具体危险 
 提供化学品可能产生的具体危险的意见，如当物质或混合物燃烧时形成危险燃烧

品。例如： 
(a) “燃烧可产生一氧化碳毒烟”；或 
(b) “燃烧产生硫磺和氮的氧化物”。 

A4.3.5.3 消防人员的特殊防护设备和防范措施 

A4.3.5.3.1 提供灭火时应采取的任何防范措施的意见。例如，“洒水保持容器冷却”。 

A4.3.5.3.2 提供消防人员适当防护设备的意见。例如，靴子、全身防护服、手套、眼睛和脸的

防护和呼吸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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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6 第 6节—―事故排除措施 

 这一部分建议对溢漏、泄漏或排放作出适当反应，以防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小对人

员、财产和环境的有害影响。在溢漏的数量对危险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应区分对

大量溢漏和少量溢漏之间的反应。控制程序和回收程序，可注明需采取不同办法。 

A4.3.6.1 人身防范、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提供物质或混合物意外溢漏或释放有关的意见，如： 

(a) 穿着适当的防护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见安全数据单第 8节)，防止皮
肤、眼睛和个人衣服的任何粘染； 

(b) 除去点火源和充分通风；和 

(c) 应急程序，如必要时撤离危险区或咨询专家意见。 

A4.3.6.2 环境防范措施 

 提供物质或混合物意外溢漏或释放有关的任何环境防范措施的建议，如远离下水管

道、表面和地下水。 

A4.3.6.3 抑制和清洁的方法和材料 

A4.3.6.3.1 提供如何抑制和清洁溢漏的适当意见。适当的抑制办法可包括： 

(a) 修筑堤岸 2 、覆盖排泄管道；和 

(b) 覆盖措施 3 。 

A4.3.6.3.2 适当的清洁程序可包括： 

(a) 中合技术； 

(b) 净化技术； 

(c) 吸收材料； 

(d) 清洁技术； 

(e) 真空技术；和 

(f) 抑制/清洁设备(包括在适当情况下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和设备)。 

A4.3.6.3.3 与溢漏和释放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例如，包括不宜采用的抑制或清洁技术的意

见。 

                                                      
2  修筑堤岸，是液体的收集设施，在储存罐或管道工程发生任何泄漏或溢漏的情况下，可完全容纳装载的
液体容量，如堤防。修筑堤防的区域应连通一个回收罐，回收罐应装有水和油的分离装置。 

3  即加以覆盖或保护(即防止损坏或溢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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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7 第 7节—―搬运和储存 

 这一节为安全搬运规范指南，最大限度地减小物质或混合物对人、财产和环境的潜

在危险。应特别强调与物质或混合物的指定用途或独特性质相适应的防范措施。 

A4.3.7.1 安全搬运的防范措施 

A4.3.7.1.1 提出建议： 

(a) 保证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搬运； 

(b) 不得与不相容的物质或混合物一起搬运；和 

(c) 尽量减少物质或混合物释放到环境中。 

A4.3.7.1.2 最好提供有关一般卫生要求的意见。例如： 

(a) “工作场所禁止饮食和吸烟”； 

(b) “使用后洗手”；和 

(c) “进入餐饮区前应脱掉沾染的服装和防护设备”。 

A4.3.7.2 安全储存的条件，包括任何不相容性 

 提供的意见必须与第 9节――安全数据单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中的物理和化学特
性相一致。如有必要，提供具体的储存要求建议，包括： 

(a) 如何避免： 

(一) 爆燃性空气； 

(二) 腐蚀性条件； 

(三) 易燃危险； 

(四) 不相容的物质或混合物； 

(五) 蒸发性条件；和 

(六) 可能的点火源(包括电气设备)。 

(b) 如何控制以下条件的影响： 

(一) 天气条件； 

(二) 环境压力； 

(三) 温度； 

(四) 日照； 

(五) 湿度；和 

(六) 震动。 

(c) 如何利用以下手段保持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 

(一) 稳定剂；和 

(二) 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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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建议，包括： 

(一) 通风要求； 

(二) 储存舱室/船只的具体设计要求； 

(三) 在储存条件下的数量限制(如果相关)；和 

(四) 包装的相容性。 

A4.3.8 第 8节—―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在本指导中，“职业接触限值”指工作场地空气中的限值，或生物限值。此外，在

本文件中，“接触控制”，指在使用过程中，为最大限度的减少工人和环境的接

触，而采取的一系列完整的具体保护和防范措施。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危险物质和

混合物的接触及相关的危险而必须采取的技术控制措施，也应列入本节。 

A4.3.8.1 控制参数 

A4.3.8.1.1 在已知的情况下，列出物质或混合物中每种成分的职业接触限值(工作场地空气限
值或生物限值)，包括注释。如按规定使用物质或混合物时将形成空气污染物，也
应列出已知的职业接触限值。如安全数据单使用国和地区已有职业接触限值的规

定，也应列出。安全数据单上应注明职业接触限值的出处。在列出职业接触限值

时，应使用第三部分――安全数据单的成分构成/成分信息――规定的化学名称。 

A4.3.8.1.2 在已知的情况下，列出物质或混合物中每种成分的生物限值，包括注释。在可能的

情况下，生物限值应适合于安全数据单使用的国家或地区。安全数据单上应注明生

物限值的来源。在列出生物限值时，应使用安全数据单第 3节中规定的化学名称。 

A4.3.8.1.3 在建议采用带式控制法，为具体使用操作规定保护时，应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有

效管理风险。具体带式控制建议的内容和限制，应做清楚说明。 

A4.3.8.2 适当的工程控制 

 适当的接触控制措施，有关说明应针对物质或混合物的指定使用方式。应提供充分

信息，以便能够作出正确的风险评估。在需要特殊工程控制时，应予注明，并具体

说明哪一类。例如可有以下情况： 

(a) “保持空气浓度低于职业接触标准”，必要时采用工程控制办法； 

(b) “……时，采用局部排风”； 

(c) “仅在封闭系统中使用”； 

(d) “只能在喷漆橱或封闭室中使用”； 

(e) “使用机械操作，减少人与材料的接触”；或 

(f) “使用爆炸粉尘操作控制”。 

 此处提供的信息，应补充安全数据单第 7节――搬运和储存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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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8.3 个人保护措施，如人身保护设备(PPE) 

A4.3.8.3.1 根据正确的职业卫生规范，个人保护设备应配合其他控制措施，如工程控制、通风

和隔离等一并使用。具体的防火/化学个人保护设备建议，也见安全数据单的第 5
节――消防措施。 

A4.3.8.3.2 标明必须的个人保护设备，最大限度的减小因接触物质或混合物而患病或受伤的可

能，包括： 

(a) 眼睛/面部保护――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程度和可能的接触，具体规定眼
睛保护和/或面罩的类型； 

(b) 皮肤保护――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情况及可能的接触，具体规定必须穿
着的保护设备(如何种类型的手套、靴子和服装等)； 

(c) 呼吸系统保护――根据接触的危险和可能情况，具体规定适当类型的呼吸系
统保护，如净化空气的防毒面具和适当的净化原件(过滤器或过滤筒)，或呼
吸器材；和 

(d) 高温危险――在具体规定对高温危险材料必须穿着的防护设备时，应特别考
虑到个人防护设备的构造。 

A4.3.8.3.3 对预防皮肤、眼或肺部接触使用的手套或其他防护服，可能有特殊要求。相关时，

应清楚地说明这类个人防护设备。例如，“聚氯乙稀手套”或“丁腈橡胶手套”，

以及手套材料的厚度和破损时间。对呼吸面罩也可能有特殊要求。 

A4.3.9 第 9节——物理和化学特性 

A4.3.9.1 本节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实验数据(如果可能)。 

A4.3.9.2 在混合物的情况下，条目应清楚地注明数据适用于哪种成分，除非对整个混合物有

效。收入本小节的数据，应适用于物质或混合物。 

A4.3.9.3 清楚地说明以下特性，相关时还应具体说明相应的度量单位和/或参考条件。如解
释数值需要，也应提供测定方法(例如闪点，开口杯/闭口杯)： 

(a) 外观(物理状态、颜色等)； 

(b) 气味； 

(c) 气味阀值； 

(d) pH值； 

(e) 溶点/凝固点； 

(f) 初始沸点和沸腾范围； 

(g) 闪点； 

(h) 蒸发速度； 

(i) 易燃性(固态、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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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上下易燃极限或爆炸极限； 

(k) 蒸气压力； 

(l) 蒸气密度； 

(m) 相对密度； 

(n) 可溶性； 

(o) 分配系数：n- 辛醇/水； 

(p) 自动点火温度； 

(q) 分解温度； 

(r) 粘度。 

 如果具体特性不适用或无法得到，仍应将之列入安全数据单，并注明不适用或无法

得到。 

 以上列出的物理或化学参数之外的其他参数，也可列入安全数据单的这一节。 

A4.3.10 第 10节——稳定性和反应性 

A4.3.10.1 反应性 

A4.3.10.1.1 在本节中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反应性危险。如果已知的情况下，应提供物质或整个

混合物的具体实验数据。但提供的信息也可根据化学品的类或族的一般数据，如果

这类数据能够充分反映物质或混合物的预期危险。 

A4.3.10.1.2 如果无法得到混合物的有关数据，应提供其成分的数据。在确定相融性时，应考虑

物质或混合物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物质、容器和污染物。 

A4.3.10.2 化学稳定性 

 说明在正常周围环境下和在预计的储存和搬运所处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物质或混

合物是否稳定。说明为保持产品使用或可能需要使用的任何稳定剂。说明产品外观

的任何变化有何安全意义。 

A4.3.10.3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如果相关，应说明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会发生反应或聚合，释放过度压力或热量，或

产生其他危险条件。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A4.3.10.4 应避免的条件 

 列出可能导致危险情况的条件，如热、压力、冲击、静电放电、震荡或其他物理应

力。 

A4.3.10.5 不相融材料 

 列出可能与物质或混合物发生反应造成危险情况的化学品种类或具体物质(如爆
炸、释放有毒或易燃材料、放出高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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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0.6 危险分解产品 

 列出已知和有理由预料因使用、储存和加热而产生的危险分解产品。危险燃烧产品

应列入安全数据单的第 5节――消防措施。 

A4.3.11 第 11节—―毒理学信息 

A4.3.11.1 本节主要供医务专业人员、职业卫生和安全专业人员和毒理学家使用。应为各种毒

理学(健康)影响，和已知的用于确定这些影响的数据，提供简单扼要但完整和全面
的说明。在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中，应提供资料的有关危险包括： 

(a) 急毒性； 

(b) 皮肤腐蚀/刺激； 

(c) 严重眼损伤/刺激； 

(d) 呼吸或皮肤敏化作用； 

(e)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f) 致癌性； 

(g) 生殖毒性； 

(h)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 

(i)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多次接触；和 

(j) 危害水生环境。 

 如果无法得到任何上述危险的数据，仍应将之列在安全数据单上，并注明无法得到

有关数据。 

A4.3.11.2 列入本节的数据，应适用于使用的物质或混合物。毒理学数据应说明混合物。如无

法得到有关资料，应提供危险成分在全球统一制度下的分类和毒理学特性。 

A4.3.11.3 收入安全数据单的健康影响，应与用于物质或混合物分类的研究中所讲的一致。 

A4.3.11.4 不能接受使用一般性用语，如“毒性”，而不附带证据资料，或“如使用得当无危

险”，因为这类用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且没有说明健康影响。在健康影响一节使用

“不适用”、“不相关”等用语，或留下空白，可能造成混乱或误解，不宜采用。

在无法得到健康影响资料的情况下，应作明确说明。应准确说明健康影响并作出相

关的区分。例如，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应彼此作出区分。 

A4.3.11.5 在物质或混合物的试验数据数量较大的情况下，不妨对结果作摘要说明，如按接触

途径(见 A4.3.11.1)。 

A4.3.11.6 还应提供相关的否定数据的信息(见 A4.2.2.3)。应提供支持否定试验结果的资料
(如：“对大鼠的致癌性研究表明，癌症的发生率没有明显增加”)。 

A4.3.11.7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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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及物质和混合物通过每种可能的接触途径所产生的影

响，如通过消化(吞咽)、吸入或皮肤/眼接触。如果还不知道是否有健康影响，应予
说明。 

A4.3.11.8 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性有关的症状 

 说明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其成分或已知的副产品，可能引起的有害健康影响和症

状。提供在与指定用途有关的接触后，与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点

有关的症状资料。从最低限度的接触最先出现的症状起，直到严重接触的后果，作

完整的说明：例如，“可出现头疼和晕旋，发展到昏厥或失去知觉；大剂量可造成

昏迷不醒和死亡”。 

A4.3.11.9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提供有关在短时间或长期接触后，预料是否可出现延迟或即时影响的信息。还应提

供有关在人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后，产生急性和慢性健康影响的信息。在没有人类影

响资料的情况下，应摘要提供动物资料，并应明确说明物种。安全数据单应注明，

毒理学资料是基于人类还是动物的资料。 

A4.3.11.10 毒性的度量值(如急性毒性估计值) 

 提供可造成有害健康影响的接触剂量、浓度或条件的信息。在相关的情况下，剂量

应联系症状和影响，包括可能造成伤害的接触时间。 

A4.3.11.11 有关相互作用的信息 

 如果相关且方便得到，应当收入有关相互作用的信息。 

A4.3.11.12 无法得到具体化学品数据的情况 

 有时可能无法得到有关物质或混合物危险的资料。在无法得到具体物质或混合物数

据的情况下，如果适当，可使用该类化学品的数据。在使用种属数据或无法得到数

据的情况下，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清楚地注明。 

A4.3.11.13 混合物 

 如果对混合物整体的健康影响尚未作过试验，则应提供 A4.3.3.2.1下列出的每种成
分的资料，并应采用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程序对混合物进行分类(第 1.3.2.3节及以
后各章)。 

A4.3.11.14 混合物的信息对成分信息 

A4.3.11.14.1 各种成分可在身体中彼此之间相互发生作用，造成不同的吸收、新陈代谢和排泄速
度。因此，毒性作用有可能改变，混合物的总毒性可能不同于其成分的毒性。 

A4.3.11.14.2 必须考虑每种成分的浓度是否足以改变混合物的总体健康影响。应列出每种成分毒
性作用的信息，但以下情况除外： 



ST/SG/AC.10/32/Add.3 
Page 106 

(a) 如果信息重复，则没有必要将其再次列出。例如，如果两种成分均引起呕吐
和腹泄，便没有必要列出两次。对混合物的综合说明，为引起呕吐和腹泄。 

(b) 如果在当前浓度的条件下不太可能发生有关作用。例如，当轻度刺激物稀释
于无刺激性溶液时，在达到某一程度时，混合物总体不太可能造成刺激； 

(c) 很难推测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无法得到有关相互作用的资料
时，不应作假设，而应分别列出每种成分的健康影响。 

A4.3.11.15 其他信息 

 其他有害健康影响的重要信息，即使全球统一制度分类标准未作出要求，也应包括

在内。 

A4.3.12 第 12节——生态信息 

A4.3.12.1 提供在物质或混合物被释放到环境中的情况下，评估环境影响的信息。这方面的信

息可帮助处理溢漏和评估废物处理措施，应清楚地说明物种、媒介、单位、试验时

间的长短和试验条件等。在无法得到有关资料的情况下，应予说明。还应对

A4.3.12.3至 A4.3.12.7中提供的资料作简短摘要。 

A4.3.12.2 一些生态毒理学特性是物质所特有的，如生物积累、持久性和降解性。因此，在可

以获得或相关的情况下，应提供混合物每种物质的资料。 

A4.3.12.3 毒  性 

 可利用对水生和/或陆生生物的试验数据，提供有关毒性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应
包括对鱼类、甲壳类动物、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所有可获

得的有关资料。此外，对其他生物的毒性资料(包括土壤微生物和大生物体)，如鸟
类、蜂类和植物等，如可得到，也应包括在内。在物质或配制品对微生物的活动有

抑制作用的情况下，还应述及对污水处理厂可能的影响。 

A4.3.12.4 持久性和降解性 

 持久性和降解性，是物质或混合物的相应成分在环境中通过生物降解或其他程序，

如氧化或水解，降解的可能性。在已知的情况下，应提供评估持久性和降解性有关

的试验结果。如提供降解半衰期，必须注明这些半衰期是指矿化，还是原始降解。

还应注明物质或混合物的某些成分在污水处理厂中的降解的可能性(也见
A4.3.12.6)。 

A4.3.12.5 生物积累潜力 

 生物积累是物质或混合物部分成分在生物区内积累和可能进入食物链的潜力。应提

供评估生物积累潜力有关的试验结果。这应包括已知的有关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和生物富集因子(BCF)。 

A4.3.12.6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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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是物质或混合物的成分如果排放到环境中，在自然力的作用下

流动到地下水或排放地点一定距离以外的潜力。应提供已知的在土壤中的流动性潜

力。流动性的情况可从相关的流动性资料确定，如吸附研究或沥滤研究，Koc值可

从辛醇/水分配系数(Kow)推算，沥滤和流动性可从模型中推算。 

注：在掌握物质或混合物的实际数值的情况下，该数据优先于模型和预测。 

A4.3.12.7 其他不利效应 

 对环境的一切其他有害影响，凡掌握的有关资料均应包括在内，如环境灾难(接
触)、臭氧耗竭的可能、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力、内分泌失调潜力，和/或全球升温潜
力等。 

A4.3.13 第 13节——处置考虑 

A4.3.13.1 处置方法 

A4.3.13.1.1 提供对物质或混合物和/或其容器适当处置、再循环或回收的信息，以根据国家主
管当局的要求，帮助确定安全和在环境上可取的废物管理办法。有关从事处置、再

循环或回收活动人员的安全，请参阅安全数据单第 8节――接触控制/人身保护中的
信息。 

A4.3.13.1.2 指定处置容器和方法。 

A4.3.13.1.3 说明可影响处置选择方案的物理/化学特性。 

A4.3.13.1.4 不鼓励通过下水道处置。 

A4.3.13.1.5 酌情确定焚烧或垃圾掩埋的任何特殊防范措施。 

A4.3.14 第 14节——运输信息 

 本节提供道路、铁路、海运或空运危险物质或混合物，有关运输的基本分类信息。

如不掌握资料或资料不相关，应予说明。 

A4.3.14.1 联合国编号 

 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4 中的联合国编号(即物质或物品的四位数字识别编码)。 

A4.3.14.2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4 中的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如物质或混合物没有以全球
统一制度的产品标识或国家或区域产品标识出现，应在本小节中提供联合国的正式

运输名称。 

                                                      
4  联合国《规章范本》，即联合国出版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最新修订版附件的《规章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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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4.3 运输危险分类 

 按联合国《规章范本》4 ，根据物质或混合物造成的最主要的危险，提供物质或混
合物的运输分类(和次级危险)。 

A4.3.14.4 包装类别(如果适用) 

 在适用的情况下，应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4 的包装类别编号。包括类别编号是
根据一些物质的危险程度划定的。 

A4.3.14.5 环境危险 

 注明根据 IMDG Code 5 ，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为已知的海洋污染物，如果是，应注
明是“海洋污染物”，或“海洋严重污染物”。还应注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
4 、ADR 6 、RID 7 和 ADN 8 ，物质或混合物是否具有环境危险。 

A4.3.14.6 用户的特殊防范措施 

 提供用户在运输上应注意或需遵守的任何特殊防范措施的信息。 

A4.3.15 第 15节——管理信息 

 说明安全数据单其他各节没有提供的有关物质或混合物的任何其他管理信息，(如
物质或混合物是否受《蒙特利尔议定书》9 、《斯德哥尔摩公约》10 ，或《鹿特丹
公约》11 的约束)。 

A4.3.15.1 专门针对有关产品的安全、健康和环境规定 

 提供在相关的安全、健康和环境条例中，有关国家和/或区域对该物质或混合物(包
括其成分)管理情况的信息。其中应包括在供应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该物质是否
受到任何禁止或限制。 

A4.3.16 第 16节——其他信息 

 在本节中提供编制安全数据单有关的信息。这方面的资料应收入不属于安全数据单

第 1-15节的其他信息，包括编制和修订安全数据单的信息，如： 

                                                      
5  IMDG Code，即修订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6  ADR，即经修订的《欧洲危险货物国际公路运输协定》。 
7 RID，即经修订的《国际危险货物铁路运输规则》。 
8 ADN，即修订的《欧洲国际内河运输危险货物协定》。 
9  《蒙特利尔议定书》，指经过修改和/或修订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10  《斯德哥尔摩公约》，指《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11  《鹿特丹公约》，指一些危险化学品和杀虫剂在国际贸易中应取得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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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后一次修改安全数据单的编写日期。如安全数据单经过修改，除非已另外
说明，否则应清楚地说明在哪些地方对上一个版本的安全数据单作了修改。

供应商应保留一份修改说明，并随时根据要求提供该说明； 
(b) 安全数据单中使用的缩略语和首字母缩写的索引/图解；和 
(c) 编写安全数据单使用的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注：虽然安全数据单中无须罗列参考材料，但如果愿意，可将参考材料列入本节。 

----------------------- 

原附件 4、5和 6 

原附件 4、5和 6分别改为新的附件 5、6和 7。对本附件中的所有段落和参考，作相应的重新编
号。 

在重新编号的附件 7结尾加入以下样例。 

“样例 7：当运输和其他全球统一制度的信息出现在单一包装上时的补充指导 

● 在运输和其他全球统一制度的信息出现在单一包装上时(如一个 200升的圆
筒)，必须注意确保标签内容的摆放方式可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 运输象形图必须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直接传达信息。象形图必须从较远的距

离，以及在烟雾条件下，或包装部分模糊不清的条件下也能看到。 

● 与运输有关的象形图，在外观上应不同于完全非运输目的使用的象形图，以

将二者分开。 

● 运输象形图可放在全球统一制度标签的单独一面，将之与其他信息分开，也

可放在包装上靠近其他全球统一制度信息的位置。 

● 可调整象形图的大小，将之加以区分。一般而言，非运输象形图的大小，应

与其他标签内容文字说明的大小相当。那类象形图一般应小于运输方面的象

形图，但这种尺寸的调整，不应影响非运输象形图的清晰和易懂。 

以下是这种标签外观可能的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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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3个相邻图案表达多种危险的单个包装。 

产品分类为 (1) 2类易燃液体，(2) 4类急性吸入毒性，和 (3) 2类特定目标组织/系统毒性，多次接
触。 

 
 

编  码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危  险 

避免儿童接触 

使用前阅读标签 

街名及号码 
国家、州、城市、邮编 
电话号码  
紧急呼叫电话 

 

 

 

使用说明：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极易燃液体和蒸气。 
吸入有害。 
长期或多次接触可造成肝肾损害。 

联合国编号 
正式运输名称 

 
保持容器密闭。   

远离热/火花/明火。 — 严禁烟火。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不得吸入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按规定]带防护手套和护眼/面具。 

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连接。 

火灾时，使用[规定材料]灭火。 

急  救 

如误吸入：将受害人转移到空气新鲜

处，保持呼吸舒适体位休息。  

如感觉不适，呼救解毒中心或医生。 

 

 

 

[通用产品编码 (UPC)] 

装载重量：XXXX  

批号：XX 
毛重：XXXX  
装载日期：XXXX 
有效期： XXXXXX 

存放于凉爽通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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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附件 7、8和 9 

原附件 7、8和 9分别改为新的附件 8、9和 10。这几个附件的各段和参考文献请作相应重新编
号。 

附件 8 (原附件 7) 

A8.4.9 标题中删去“－ 发育毒性”。在第 1段和表中“观察结果和说明”一栏下，将“发育”改
为“生殖”(4次)。 

附件 9 (原附件 8) 

A.9.2.1 第四句修改如下： 
 “为解决所有不同部门(运输、供应和使用)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两个不同的分类，

一个急性分类，由三个类别组成，一个慢性分类，由四个类别组成”。 

 在第五句中，将“分类类别”改为“分类”，将“危险类”改为“危险类别”，将

括弧中的“急性 II和 III”改为“急性 2和 3”。 

 在倒数第二句中，将“分类种类”改为“危险类别”(两次)。 

 最后一句中，将“危险种类”改为“危险类别”。 

A9.2.2 将“种类”改为“类别”。 

A9.2.3.1 在第三句中，将“慢性毒性 I”改为“慢性毒性类别 I”(两次)，将“慢性 II”改为
“慢性类别 2”，在最后一句中，将“危险种类”改为“危险分类”。 

A9.2.3.2 在第一句中，将“危险段”改为“危险类”，在倒数第二句中，将“危险段”改为

“危险类别”。 

A9.2.3.5 在第二句中，将“第 IV类”改为“类别 4”。 

A9.2.3.6 在第一句中，将“危险段”改为“危险类别”。 

A9.2.4.3 在第一句中，将“分类”改为“的分类”；在第三句中，将“慢性危险分类”改为

“慢性危险类别”，将“急性分类”改为“急性危险类别”，并在最后一句中，将

“危险段”改为“危险类别”。 

A9.2.4.4 将“第 IV类”改为“慢性类别 4”(两次)。 

A9.2.5 在最后一句中，将“危险段”改为“危险类别”。 

A9.3.2.5.1 在倒数第二句中，将“会影响更危险的分类范围时”改为“会影响更危险类别的分

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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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3.1.2 在第二句中，将“慢性和/或急性群 I”，改为“慢性和/或急性类别 1”；在第三句
中，将“这一群”改为“这一类别”，并在这一句中，将“II类”和“III类”，分
别改为“2类”和“3类”。 

A9.3.3.2.2 在最后一句中，将“第 IV类”改为“类别 4”。 

A9.3.5.4 在第二句中，将“类”改为“类别”，将“慢性第 I类”改为“慢性第 1类”。 

A9.3.5.7.2 在缩进部分的第二句中，将“慢性 I和/或急性 I种类”改为“慢性类别 1和/或急
性类别 1”。在缩进部分第 2段的第二句中，将“慢性 IV种类”，改为“慢性类
别 4”。 

A9.4.2.4.8 在这一段脚注的第一行，将“慢性第 IV类”改为“慢性类别 4”。 

A9.7.1.4 在第二句中，将“危险段”改为“危险类别”。 

A9.7.5.1.1 最后一段中，将“群”改为“类别”。 

A9.7.5.2.3 将“慢性 IV”改为“慢性类别 4”。 

A9.7.5.2.4.1 在(一)中，将“第 I类”改为“类别 1”(两次)； 
 在(二)中，将“第 II类”改为“类别 2” (两次)；和 
 在(三)中，将“第 III类”改为“类别 3” (两次)； 

A9.7.5.2.4.2 将“慢性”改为“慢性类别”(两次)。 

A9.7.5.3.2.2 在(二)中，将“类”改为“类别”，将“慢性第 I类”改为“慢性类别 1”；  
 在(二)中，将“类”改为“类别”，将“慢性第 II类”改为“慢性类别 2”； 
 在(三)中，将“类”改为“类别”(两次)。 

A9.7.5.3.3  和 
A9.7.5.3.3.1 将“慢性 IV”改为“慢性类别 4”。 

A9.7.5.3.3.2 在(一)、(二)和(三)中，将“类”改为“类别”(6次)。 

A9.7.5.3.3.3 将“慢性”改为“慢性类别”(两次)。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