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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８２１８—２００９《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与ＧＢ１８２１８—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适用范围中明确厂外运输不包括在辨识范围内［见第１章ｄ），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１章ｄ）］；

———修改了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定义（见３．１、３．４，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１、３．４）；

———增加了混合物的定义（见３．７）；

———修改了重大危险源分类，分为生产单元重大危险源和储存单元重大危险源（见４．１．１，２００９年

版的４．１．１）；

———修改了危险化学品名称（见表１，２００９年版的表１）；

———修改了危险化学品分类方法（见４．１．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１．２）；

———增加了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的确定方式（见４．２．２）；

———增加了对混合物的辨识要求（见４．２．３）；

———增加了重大危险源的分级方法（见４．３）。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利军、王如君、多英全、师立晨、张圣柱、于立见、罗艾民、杨春生、宋占兵、

杨国梁、李运才、赵文芳、王家见。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２１８—２０００、ＧＢ１８２１８—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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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辨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依据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单位。

本标准不适用于：

ａ）　核设施和加工放射性物质的工厂，但这些设施和工厂中处理非放射性物质的部门除外；

ｂ）　军事设施；

ｃ）　采矿业，但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加工工艺及储存活动除外；

ｄ）　危险化学品的厂外运输（包括铁路、道路、水路、航空、管道等运输方式）；

ｅ）　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活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３００００．２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２部分：爆炸物

ＧＢ３００００．３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３部分：易燃气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４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４部分：气溶胶

ＧＢ３００００．５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５部分：氧化性气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７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７部分：易燃液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８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８部分：易燃固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９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９部分：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０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０部分：自燃液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１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１部分：自燃固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２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２部分：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３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３部分：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４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４部分：氧化性液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５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５部分：氧化性固体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６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６部分：有机过氧化物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８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８部分：急性毒性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危险化学品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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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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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单元　狌狀犻狋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装置、设施或场所，分为生产单元和储存单元。

３．３

临界量　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某种或某类危险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所规定的最小数量。

３．４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犿犪犼狅狉犺犪狕犪狉犱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

单元。

３．５

生产单元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等的装置及设施，当装置及设施之间有切断阀时，以切断阀作为分

隔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３．６

储存单元　狊狋狅狉犪犵犲狌狀犻狋

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储罐区以罐区防火堤为界限划分为独

立的单元，仓库以独立库房（独立建筑物）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３．７

混合物　犿犻狓狋狌狉犲

由两种或者多种物质组成的混合体或者溶液。

４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４．１　辨识依据

４．１．１　危险化学品应依据其危险特性及其数量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具体见表１和表２。危险化学品

的纯物质及其混合物应按ＧＢ３００００．２、ＧＢ３００００．３、ＧＢ３００００．４、ＧＢ３００００．５、ＧＢ３００００．７、ＧＢ３００００．８、

ＧＢ３００００．９、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０、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１、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２、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３、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４、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５、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６、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８的规定进行分类。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可分为生产单元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和储存单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４．１．２　危险化学品临界量的确定方法如下：

ａ）　在表１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其临界量应按表１确定；

ｂ）　未在表１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应依据其危险性，按表２确定其临界量；若一种危险化学品具

有多种危险性，应按其中最低的临界量确定。

表１　危险化学品名称及其临界量

序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和说明 别名 ＣＡＳ号 临界量／ｔ

１ 氨 液氨；氨气 ７６６４４１７ １０

２ 二氟化氧 一氧化二氟 ７７８３４１７ １

３ 二氧化氮 １０１０２４４０ １

４ 二氧化硫 亚硫酸酐 ７４４６０９５ ２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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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和说明 别名 ＣＡＳ号 临界量／ｔ

５ 氟 ７７８２４１４ １

６ 碳酰氯 光气 ７５４４５ ０．３

７ 环氧乙烷 氧化乙烯 ７５２１８ １０

８ 甲醛（含量＞９０％） 蚁醛 ５００００ ５

９ 磷化氢 磷化三氢；膦 ７８０３５１２ １

１０ 硫化氢 ７７８３０６４ ５

１１ 氯化氢（无水） ７６４７０１０ ２０

１２ 氯 液氯；氯气 ７７８２５０５ ５

１３ 煤气（ＣＯ，ＣＯ和 Ｈ２、ＣＨ４ 的混合物等） ２０

１４ 砷化氢 砷化三氢、胂 ７７８４４２１ １

１５ 锑化氢 三氢化锑；锑化三氢； ７８０３５２３ １

１６ 硒化氢 ７７８３０７５ １

１７ 溴甲烷 甲基溴 ７４８３９ １０

１８ 丙酮氰醇
丙酮合氰化氢；

２羟基异丁腈；氰丙醇
７５８６５ ２０

１９ 丙烯醛 烯丙醛；败脂醛 １０７０２８ ２０

２０ 氟化氢 ７６６４３９３ １

２１ １氯２，３环氧丙烷
环氧氯丙烷

（３氯１，２环氧丙烷）
１０６８９８ ２０

２２ ３溴１，２环氧丙烷
环氧溴丙烷；

溴甲基环氧乙烷；表溴醇
３１３２６４７ ２０

２３ 甲苯二异氰酸酯 二异氰酸甲苯酯；ＴＤＩ ２６４７１６２５ １００

２４ 一氯化硫 氯化硫 １００２５６７９ １

２５ 氰化氢 无水氢氰酸 ７４９０８ １

２６ 三氧化硫 硫酸酐 ７４４６１１９ ７５

２７ ３氨基丙烯 烯丙胺 １０７１１９ ２０

２８ 溴 溴素 ７７２６９５６ ２０

２９ 乙撑亚胺 吖丙啶；１氮杂环丙烷；氮丙啶 １５１５６４ ２０

３０ 异氰酸甲酯 甲基异氰酸酯 ６２４８３９ ０．７５

３１ 叠氮化钡 叠氮钡 １８８１０５８７ ０．５

３２ 叠氮化铅 １３４２４４６９ ０．５

３３ 雷汞 二雷酸汞；雷酸汞 ６２８８６４ ０．５

３４ 三硝基苯甲醚 三硝基茴香醚 ２８６５３１６９ ５

３５ ２，４，６三硝基甲苯 梯恩梯；ＴＮＴ １１８９６７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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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和说明 别名 ＣＡＳ号 临界量／ｔ

３６ 硝化甘油
硝化丙三醇；

甘油三硝酸酯
５５６３０ １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硝化纤维素［干的或含水（或乙醇）＜２５％］

硝化纤维素（未改型的，

或增塑的，含增塑剂＜１８％）

硝化纤维素（含乙醇≥２５％）

硝化纤维素（含氮≤１２．６％）

硝化纤维素（含水≥２５％）

硝化棉 ９００４７００

１

１

１０

５０

５０

４２
硝化纤维素溶液

（含氮量≤１２．６％，含硝化纤维素≤５５％）
硝化棉溶液 ９００４７００ ５０

４３

硝酸铵（含可燃物＞０．２％，

包括以碳计算的任何有机物，

但不包括任何其他添加剂）

６４８４５２２ ５

４４ 硝酸铵（含可燃物≤０．２％） ６４８４５２２ ５０

４５ 硝酸铵肥料（含可燃物≤０．４％） ２００

４６ 硝酸钾 ７７５７７９１ １０００

４７ １，３丁二烯 联乙烯 １０６９９０ ５

４８ 二甲醚 甲醚 １１５１０６ ５０

４９ 甲烷，天然气
７４８２８（甲烷）

８００６１４２（天然气）
５０

５０ 氯乙烯 乙烯基氯 ７５０１４ ５０

５１ 氢 氢气 １３３３７４０ ５

５２ 液化石油气（含丙烷、丁烷及其混合物） 石油气（液化的）

６８４７６８５７

７４９８６（丙烷）

１０６９７８（丁烷）

５０

５３ 一甲胺 氨基甲烷；甲胺 ７４８９５ ５

５４ 乙炔 电石气 ７４８６２ １

５５ 乙烯 ７４８５１ ５０

５６ 氧（压缩的或液化的） 液氧；氧气 ７７８２４４７ ２００

５７ 苯 纯苯 ７１４３２ ５０

５８ 苯乙烯 乙烯苯 １００４２５ ５００

５９ 丙酮 二甲基酮 ６７６４１ ５００

６０ ２丙烯腈 丙烯腈；乙烯基氰；氰基乙烯 １０７１３１ ５０

６１ 二硫化碳 ７５１５０ ５０

６２ 环己烷 六氢化苯 １１０８２７ ５００

６３ １，２环氧丙烷 氧化丙烯；甲基环氧乙烷 ７５５６９ １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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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和说明 别名 ＣＡＳ号 临界量／ｔ

６４ 甲苯 甲基苯；苯基甲烷 １０８８８３ ５００

６５ 甲醇 木醇；木精 ６７５６１ ５００

６６ 汽油（乙醇汽油、甲醇汽油） ８６２９０８１５（汽油） ２００

６７ 乙醇 酒精 ６４１７５ ５００

６８ 乙醚 二乙基醚 ６０２９７ １０

６９ 乙酸乙酯 醋酸乙酯 １４１７８６ ５００

７０ 正己烷 己烷 １１０５４３ ５００

７１ 过乙酸 过醋酸；过氧乙酸；乙酰过氧化氢 ７９２１０ １０

７２

过氧化甲基乙基酮

（１０％＜有效氧含量≤１０．７％，

含Ａ型稀释剂≥４８％）

１３３８２３４ １０

７３ 白磷 黄磷 １２１８５１０３ ５０

７４ 烷基铝 三烷基铝 １

７５ 戊硼烷 五硼烷 １９６２４２２７ １

７６ 过氧化钾 １７０１４７１０ ２０

７７ 过氧化钠 双氧化钠；二氧化钠 １３１３６０６ ２０

７８ 氯酸钾 ３８１１０４９ １００

７９ 氯酸钠 ７７７５０９９ １００

８０ 发烟硝酸 ５２５８３４２３ ２０

８１ 硝酸（发红烟的除外，含硝酸＞７０％） ７６９７３７２ １００

８２ 硝酸胍 硝酸亚氨脲 ５０６９３４ ５０

８３ 碳化钙 电石 ７５２０７ １００

８４ 钾 金属钾 ７４４００９７ １

８５ 钠 金属钠 ７４４０２３５ １０

表２　未在表１中列举的危险化学品类别及其临界量

类别 符号 危险性分类及说明 临界量／ｔ

健康危害
Ｊ

（健康危害性符号）
— —

急性毒性

Ｊ１ 类别１，所有暴露途径，气体 ５

Ｊ２ 类别１，所有暴露途径，固体、液体 ５０

Ｊ３ 类别２、类别３，所有暴露途径，气体 ５０

Ｊ４ 类别２、类别３，吸入途径，液体（沸点≤３５℃） ５０

Ｊ５ 类别２，所有暴露途径，液体（除Ｊ４外）、固体 ５０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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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类别 符号 危险性分类及说明 临界量／ｔ

物理危险
Ｗ

（物理危险性符号）
— —

爆炸物

Ｗ１．１
—不稳定爆炸物

—１．１项爆炸物
１

Ｗ１．２ １．２、１．３、１．５、１．６项爆炸物 １０

Ｗ１．３ １．４项爆炸物 ５０

易燃气体 Ｗ２ 类别１和类别２ １０

气溶胶 Ｗ３ 类别１和类别２ １５０（净重）

氧化性气体 Ｗ４ 类别１ ５０

易燃液体

Ｗ５．１
—类别１

—类别２和３，工作温度高于沸点
１０

Ｗ５．２

—类别２和３，具有引发重大事故的特殊工艺条件

包括危险化工工艺、爆炸极限范围或附近操作、操作

压力大于１．６ＭＰａ等

５０

Ｗ５．３ —不属于 Ｗ５．１或 Ｗ５．２的其他类别２ １０００

Ｗ５．４ —不属于 Ｗ５．１或 Ｗ５．２的其他类别３ ５０００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Ｗ６．１ Ａ型和Ｂ型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１０

Ｗ６．２ Ｃ型、Ｄ型、Ｅ型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５０

有机过氧化物
Ｗ７．１ Ａ型和Ｂ型有机过氧化物 １０

Ｗ７．２ Ｃ型、Ｄ型、Ｅ型、Ｆ型有机过氧化物 ５０

自燃液体和自燃固体 Ｗ８
类别１自燃液体

类别１自燃固体
５０

氧化性固体和液体
Ｗ９．１ 类别１ ５０

Ｗ９．２ 类别２、类别３ ２００

易燃固体 Ｗ１０ 类别１易燃固体 ２００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
Ｗ１１ 类别１和类别２ ２００

４．２　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指标

４．２．１　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表１、表２规定的临界量，即被定为重

大危险源。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根据危险化学品种类的多少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ａ）　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单一品种时，该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即为单元内危险

化学品的总量，若等于或超过相应的临界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ｂ）　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多品种时，按式（１）计算，若满足式（１），则定为重大

危险源：

犛＝狇１／犙１＋狇２／犙２＋ … ＋狇狀／犙狀 ≥１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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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犛　　　　　　———辨识指标；

狇１，狇２，…，狇狀 ———每种危险化学品的实际存在量，单位为吨（ｔ）；

犙１，犙２，…，犙狀 ———与每种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临界量，单位为吨（ｔ）。

４．２．２　危险化学品储罐以及其他容器、设备或仓储区的危险化学品的实际存在量按设计最大量确定。

４．２．３　对于危险化学品混合物，如果混合物与其纯物质属于相同危险类别，则视混合物为纯物质，按混

合物整体进行计算。如果混合物与其纯物质不属于相同危险类别，则应按新危险类别考虑其临界量。

４．２．４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流程参见附录Ａ。

４．３　重大危险源的分级

４．３．１　重大危险源的分级指标

采用单元内各种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与其相对应的临界量比值，经校正系数校正后的比值之和

犚 作为分级指标。

４．３．２　重大危险源分级指标的计算方法

重大危险源的分级指标按式（２）计算。

犚＝αβ１
狇１

犙１
＋β２

狇２

犙２
＋···＋β狀

狇狀

犙狀
（ ） ……………………（２）

　　式中：

犚　 　 　　　———重大危险源分级指标；

α ———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厂区外暴露人员的校正系数；

β１，β２，…，β狀 ———与每种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校正系数；

狇１，狇２，…，狇狀 ———每种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单位为吨（ｔ）；

犙１，犙２，…，犙狀 ———与每种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临界量，单位为吨（ｔ）。

根据单元内危险化学品的类别不同，设定校正系数β值。在表３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其β值按

表３确定；未在表３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其β值按表４确定。

表３　毒性气体校正系数β取值表

名称 校正系数β

一氧化碳 ２

二氧化硫 ２

氨 ２

环氧乙烷 ２

氯化氢 ３

溴甲烷 ３

氯 ４

硫化氢 ５

氟化氢 ５

二氧化氮 １０

氰化氢 １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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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名称 校正系数β

碳酰氯 ２０

磷化氢 ２０

异氰酸甲酯 ２０

表４　未在表３中列举的危险化学品校正系数β取值表

类别 符号 β校正系数

急性毒性

Ｊ１ ４

Ｊ２ １

Ｊ３ ２

Ｊ４ ２

Ｊ５ １

爆炸物

Ｗ１．１ ２

Ｗ１．２ ２

Ｗ１．３ ２

易燃气体 Ｗ２ １．５

气溶胶 Ｗ３ １

氧化性气体 Ｗ４ １

易燃液体

Ｗ５．１ １．５

Ｗ５．２ １

Ｗ５．３ １

Ｗ５．４ １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Ｗ６．１ １．５

Ｗ６．２ １

有机过氧化物
Ｗ７．１ １．５

Ｗ７．２ １

自燃液体和自燃固体 Ｗ８ １

氧化性固体和液体
Ｗ９．１ １

Ｗ９．２ １

易燃固体 Ｗ１０ １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Ｗ１１ １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厂区边界向外扩展５００ｍ范围内常住人口数量，按照表５设定暴露

人员校正系数α值。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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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暴露人员校正系数α取值表

厂外可能暴露人员数量 校正系数α

１００人以上 ２．０

５０～９９人 １．５

３０～４９人 １．２

１～２９人 １．０

０人 ０．５

４．３．３　重大危险源分级标准

根据计算出来的犚 值，按表６确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级别。

表６　重大危险源级别和犚值的对应关系

重大危险源级别 犚 值

一级 犚≥１００

二级 １００＞犚≥５０

三级 ５０＞犚≥１０

四级 犚＜１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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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流程

图Ａ．１给出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流程。

图犃．１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流程图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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