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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院内部使用化学品的部门

• 瑞迪材料公司：外加剂（萘系、聚羧酸、氨基等），灌浆材料（聚氨

酯、环氧等），防护防水材料，修补材料等。

硫酸磺化、引发剂、双氧水、反应加速等

• 水文水资源-水处理药剂、水质分析，铁心桥水文大楼化学试验室配

置很全。

• 材料结构研究所--防腐蚀材料：各种溶剂（甲苯、二甲苯、醋酸乙酯、

正丁醇等）、树脂（环氧树脂、聚醚等）、固化剂（聚酰胺、异氰酸

酯等）等，修补材料（水玻璃、聚氨酯等）等



南科院内部使用化学品的部门

• 土工：土工膜（必须易降解）、 土工织物、土壤固结剂等

• 水工：同位素，有机玻璃粘接剂（氯仿）（有机玻璃水槽）

• 化学分析试剂—氯离子（硝酸银）、异氰酸酯含量（盐酸）、羟值

（醋酸酐）等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与安全管理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

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 毒害：麻黄素类、氰化钾(以前特工用)、所有毒品、水银、麻醉药、农药等

• 腐蚀：盐酸、硫酸、硝酸、碱、氧化剂等, (王水：盐酸:硝酸=3:1，可溶解金)

• 爆炸：TNT、硝酸铵、火药等。

• 燃烧：塑料（白色污染）、纤维、液化气、天然气、酒精、汽油、有机溶

剂如二甲苯（xylene，XY项目）等。

• 助燃：如氧气、氯酸钾、硝酸钾等



• 加拿大和欧盟禁塑：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6月10日表示，加拿大最早将于2021年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政府受到了欧盟的鼓舞，“许多国家已决定将禁止使

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加拿大也将这样做。这是一项大工程，但我们认为可以

在2021年完成。”

特鲁多表示，具体禁止哪些用品需要根据科学的评估来决定，但政府正

在考虑禁止塑料水瓶、塑料袋、塑料吸管等物品。

• 国内限塑令

— 成了超市赚钱的一个手段了。



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

适用本条例。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最近南京浦口处理了一

起案件：）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强化和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以下统称危险化学品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的安 全条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教育和培训，
考核合格后上岗 作业；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
人员。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
的危险化学品。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使用有限制性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限制
性规定使用危险化学品。



第六条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
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
列规定履行职责：

（一）安监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
调 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
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

（三）质检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
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
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



（四）环保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
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
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
化学 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
测。

（五）交通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
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
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
箱现 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运输工
具的安全管理。民航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
具的安全管 理。

（六）卫生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
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七）工商行政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
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八）邮政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生产、储存、使用：

•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

可用于制造爆 炸物品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其生产、储存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数量、流向，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 施，防止剧毒化

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 其他许多相关条款 — 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去网上查阅。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安全管理

易制爆化学品名录—2017年的（7页），主要包括：

1 酸类：硝酸、发烟硝酸、高氯酸；

2 硝酸盐类：硝酸的多种盐类；硝酸银—氯离子滴定用。

3 氯酸盐类：氯酸钠、钾、铵盐；

4 高氯酸盐类：高氯酸钠、钾、铵盐；

5 重铬酸盐类：锂、钠、钾、铵；

6 过氧化物和超氧化物类：双氧水、过氧化钠等；

7 易燃物还原剂类：金属锂、钠、钾等；

8 硝基化合物：硝基甲烷、硝基乙烷等；

9 其他：硝化纤维素、高锰酸钾、高锰酸钠、硝酸胍等。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条例

第十条 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凭相应的许可证件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一条 第十条以外的其他单位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销售单位出具

以下材料：

(一)本单位《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合法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用途说明，说明应当包含具体用途、品种、数量等内容。

严禁个人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 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

当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银行账户或者电子账户和经办人

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

途。销售记录以及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者证明文件、经办人的身份

证明复印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1年。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5日内，通

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将所销售、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在邮件、

快递内夹带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不得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谎

报为普通物品交寄，不得将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交给不具有相应危险货

物运输资质的企业托运。



第二十二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依法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

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在本单位网站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在本单位网站主页显著位置标明

可供查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编号。

第二十三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不得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

网应用服务中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储存、使用信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利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制造

爆炸物品方法的信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互联网走私、贩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安全管理

易制毒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

1. 1-苯基-2-丙酮；2.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3.胡椒醛；4.黄樟

素；5.黄樟油；6.异黄樟素；7. N-乙酰邻氨基苯酸；8. 邻氨基苯甲酸；

9.麦角酸；10.麦角胺；11.麦角新碱；12.麻黄素、伪麻黄素、消旋麻黄

素、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素、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等麻黄素类物质；

13.羟亚胺 ；14. 1-苯基-2-溴-1-丙酮；15. 3-氧-2-苯基丁腈 ；16.邻氯

苯基环戊酮 ；17.N-苯乙基-4-哌啶酮 ；18. 4-苯胺基-N-苯乙基哌啶；

19.N-甲基-1-苯基-1-氯-2-丙胺



第二类、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

第二类

1．苯乙酸; 2．醋酸酐; 3．三氯甲烷; 4．乙醚; 5．哌啶; 6．溴素; 

7．1-苯基-1-丙酮

第三类

1．甲苯; 2．丙酮; 3．甲基乙基酮; 4．高锰酸钾; 5．硫酸; 6．盐酸.



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条例

第五条：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除应当遵

守本条例的规定外，属于药品和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遵守法律、其他行政

法规对药品和危险化学品的有关规定。

禁止走私或者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转让、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禁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但是，个人合法购买第

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除外。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

单位内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申请购买

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件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购买许

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

以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六条：持有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买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购买第一

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无须申请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个人不得购买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第十七条：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购买前将所需购买

的品种、数量，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个人自用购买少量

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无须备案。

进出海关，出国的要注意：携带如感冒药等含有麻黄素等包含第一类药物类

易制毒化学品的药物，不要超量，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不要帮别人代拿行李

和代放不明内容的物品。



实验室内危化品的使用和管理

• 出入库登记和分类存放

• 化学试剂柜双锁双人负责

• 实验室内通风和控温

• 不得在实验室内抽烟和饮食

• 饮水器具不得与化学试剂容器相同和类似，必须摆放在独立区域，不得混放

• 灭火器材齐全，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防火毯等

• 使用者试验时注意劳动保护；试验废料不得随意处置。

• 购买、存储、使用易制爆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按相关规定进行。



简要分析日用化学品的使用和安全

• 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汽油--引起火灾(易燃、有毒)--烟感器、灭火毯

• 驱蚊剂--除虫菊酯(无烟无味电热蚊香—不等于低毒或无毒)--尽量不用

• 洗涤剂、洗衣液—表面活性剂等，少量多次。很多人喜欢加很多。

• 油烟净(碱)、洁厕灵(酸)--腐蚀性很强，需要防止小孩拿到。使用时戴手套。

• 酒精—对人体的作用—伤肝（戒烟限酒）

• 瘦肉精(哮喘药的一种)、地沟油(硫酸氧化、膨润土脱色处理)-做肥皂、燃料

• 蔬菜瓜果残留农药—肯定有，所以要浸泡在水中一段时间，最好温水





洗发水、焗油膏、染发剂、啫喱水、沐浴露— 理发师傅

海飞丝洗发香波



沐
浴
露



•鸡精：

•>35%味精,盐<40%,鸡肉鸡骨>3.2%



味精

毒性：食用味精在正常范围内不会对健康有任何损害，但
食用过多会使部分人出现头痛，面红，多汗，面部压迫或
肿胀，口部或口周麻木、胃部烧灼感及胸痛等中毒症状，
中毒以后可每天口服50毫克维生素B6缓解症状。谷氨酸钠
在120℃的温度下会形成焦谷氨酸钠，民众一般认为，焦
谷氨酸钠不仅鲜味很低，而且具有一定的毒性，是致癌物
质。但是科学家经过实验研究，发现焦谷氨酸钠能提高人
的记忆力，并且不是致癌物质。

医药上用于预防肝昏迷，防止癫痫也可用作脑营养剂。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
造成污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4%A6%E8%B0%B7%E6%B0%A8%E9%85%B8%E9%92%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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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