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机构
危险化学品管理特点与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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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国家要求：危险化学品单位从事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
活动的人员，必须接受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
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培
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工作。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5年8月12
日晚，天津东疆
保税港区瑞海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
危险品仓库
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事故

通过分析事发时瑞海公司储存的111种危险货物的化学组分，

确定至少有129种化学物质发生爆炸燃烧或泄漏扩散，其中，

氢氧化钠、硝酸钾、硝酸铵、氰化钠、金属镁和硫化钠这6种

物质的重量占到总重量的50%。同时，爆炸还引燃了周边建

筑物以及大量汽车、焦炭等普通货物。本次事故残留的化学

品与产生的二次污染物逾百种，对局部区域的大气环境、水

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概述~相关事故案例



概述~

     2019年3月21日，
江苏响水天嘉宜化
工有限公司化工厂
化学储罐发生爆炸
事故，并波及周边
16家企业。

谁对“整改”置若
罔闻



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已造成70余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 现场升

起蘑菇云和红色烟雾。

有一批重达2750吨的硝

酸铵堆放在港口仓库中

6年，并未采取有效预

防措施。遇难人数达

158人，逾6000人受伤、

21人失踪。剧烈爆炸已

使30万人无家可归，造

成损失预计超过30亿美

元。震惊世界！

概述~





概述~定义及分类

l 危险化学品

l 易制毒化学品

l 易制爆化学品

l 剧毒化学品~收发记录应当  保存3年。

l 优先控制化学品

l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l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重大危险源所涉危险化学品的分类标准



全国易制毒化学品网上报备管理系统将从2022年启用

●实现了当前各地不同版本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的统一，供全国各地易

制毒化学品企事业单位用户免费使用。

●上线后，各地原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将于2021年12月31日停用，所有

从业单位必须尽快重新注册入网，并从升级后系统提交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购

买、运输许可证（备案证明）申请。

什么是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原料和化学助

剂等物质。

易制毒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第二类、第

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



易制毒化学品 第一类

● 麦角新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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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羟亚胺

● 1-苯基-2-溴-1-丙酮

● 3-氧-2-苯基丁腈

● 邻氯苯基环戊酮

● N-苯乙基-4-哌啶酮

● 4-苯胺基-N-苯乙基哌啶

● N-甲基-1-苯基-1-氯-2-丙胺

● 1-苯基-2-丙酮

●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 胡椒醛

● 黄樟素

● 黄樟油

● 异黄樟素

● N-乙酰邻氨基苯酸

● 邻氨基苯甲酸

● 麦角酸

● 麦角胺

个人不得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 第二类

●苯乙酸

●醋酸酐

●三氯甲烷

●乙醚

●哌啶

●溴素

●1-苯基-1-丙酮

●α-苯乙酰乙酸甲酯

●α-乙酰乙酰苯胺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缩水甘油酸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缩水甘油酯

个人不得购买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 第三类

● 甲苯

● 丙酮

● 甲基乙基酮

● 高锰酸钾

● 硫酸

● 盐酸

● 苯乙腈

● γ-丁内酯

个人自用购买少量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无须备案。



经 口 经 皮 接 触 吸 入

剧毒品 急性毒性 LD50≤5mg/kg 24 h
 LD50≤40mg/kg

1 h
 LD50≤0.5mg/L

有毒品 急性毒性 5mg/kg<LD50≤50mg/kg 24 h
 40mg/kg<LD50≤200mg/kg

1 h 
0.5mg/L<LD50≤2mg/L

有害品

固体经口
50mg/kg<LD50≤500mg/kg

液体经口
50mg/kg<LD50≤2000mg/kg

24 h
 200mg/kg<LD50≤1000mg/kg

1 h
 2mg/L<LD50≤10mg/L

        剧毒品 / 有毒品 / 有害品  区别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第二批 )》

苯、甲苯等18类化学品，被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2017年底，原环保部等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包括

1,3-丁二烯、短链氯化石蜡、二氯甲烷、甲醛等22类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品普遍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我国有大量生产使用或者在环境介质中被广泛检出，潜在环境暴露高。

二是固有危害较大。



危险物品标识--9大类16种



危险物品标识--9大类16种



危险物品标识--9大类16种



危险物品标识--9大类1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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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
理的有关部门规定履行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二）公安机关

　　（三）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

　　（四）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六）卫生主管部门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八）邮政管理部门



1 、 《 安 全 事 故 应 急 条 例 》 （ 国 务 院 ： 2019 .4 .1 执 行 ）

2 、 《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 国 务 院 : 2011 .12 .1 执 行 ）

3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监 控 化 学 品 管 理 条 例 》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2019 .1 .1 执 行 ）

4 、 《 剧 毒 化 学 品 管 理 条 例 》 （ 公 安 部 ： 2005 .8 .1 执 行 ）

5 、 《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管 理 条 例 》 （ 六 部 委 联 合 公 告 ： 2018 .2 修 订 ）

6 、 《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购 销 和 运 输 管 理 办 法 》 （ 公 安 部 ： 2006 .10 .1 执 行 ）

7 、 《 放 射 性 物 品 运 输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环 境 保 护 部 : 2016 .5 .1 执 行 ）

8 、 《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使 用 许 可 证 实 施 办 法 》 （ 环 保 部 、 发 改 委 2016 .8 .1 执 行 ）

9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 交 通 运 输 部 ： 2013 .7 .1 施 行 ）

10 、 《 危 险 化 学 品 重 大 危 险 源 监 督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国 家 安 监 局 ： 2011 .12 .1 执 行 ）

11 、 《 特 种 设 备 安 全 监 察 条 例 》

12 、 《 危 险 化 学 品 企 业 安 全 风 险 研 判 与 承 诺 公 告 制 度 》 （ 应 急 管 理 部 ： 2018 .9 .21 ）



二、与危险化学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5、《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16、《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17、《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国家标准2019.3.1实施）

18、《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试行）

19、《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公安部：2017.5.11公布）

20、《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安全生产司：2019.2.15）

2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保部、发改委2016.8.1施行）

           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二、与危险化学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22、《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23、GB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24、GB13690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识

25、GB15603  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26、《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27、《广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

2020年5月30日四部委联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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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管理：

Ø 安全管理体系（委员会？）
 ——成立危险品管理委员会

Ø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书？）
——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要包括危险品管理内容

Ø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管理制度？）
——采购、储存、管理、检查、处理等管理制度

Ø 事故分类、报告、调查处理等（报告程序及要
求？）

——由危险品管理委员会调查、督办



危险品管理制度及流程：

申请部门—医院使用科室

采购部门—医院药学部

签收部门—申请科室

报备部—公安部门（易制毒、核放射物质）    
               保卫部（种类、数量）

废液回收—签约环保公司回收处理



01

02

03

04

05

06

组织机构与人员---培训要求

储存场所及要求

氧气站

    制度

    使用场所

  使用管理

      废弃与处置

 应急

医疗机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三、医疗机构危险化学品管理

     1、范围 适用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

非公立医疗机构及其他医疗机构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可参照标准执行。 



一、组织机构与人员、岗位职责

医疗机构应明确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部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的配置

有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且 具备相应资格。
  



医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一岗双责

●综合安全监管责任

●相关业务领域安全监管责任

●直接安全管理责任



组织机构与人员、岗位职责

● 下设管理办公室

● 办公室设在保卫部门，负责医院危化品日常管理。

● 其中：

● 医院法人为委员会的主任

● 分管安全工作的院领导为常务副主任

● 分管医疗、医技、科教、药事、后勤管理等相关院领导为副主任

● 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科室的负责人为委员会成员



医院法人为本单位危化品

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分管安全、医疗、科研、采购等

工作的院级领导为其分管领域危

化品安全管理的主要责任人

工作职责

明确“一岗双责”

使用部门（科室）负责人为其本

部门（科室）危化品安全管理的

直接责任人



集中采购部门：承担危化品
采购过程安全管理责任

物资库房管理部门：承担
医院危化品库、危化品废
弃库和酒精库的安全管理
责任

医疗医技管理部门：承担医
院临床科室、医技科室（含
核医学科）等医疗医技相关
部门（科室）危化品安全管
理的业务监管责任

药事管理委员会：承担医院药
房、制剂室等部门（科室）的
危化品安全管理的业务监管责
任

后勤管理部门：承担医院
锅炉房、氧气站、污水处
理站、等后勤班组危化品
安全管理的业务主管责任。

业务职能部门

科教管理部门：承担医院科
研、教学实验室危化品安全
管理的业务监管责任



危化品使用部门（科室）
主要是指：

Ø 医院临床科室

Ø 医技科室：包括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介入科、放疗科、核医学科等

Ø 研究中心

Ø 实验室

Ø 危化品库、酒精库、废品库

Ø 污水处理站

Ø 制氧供氧站

Ø 水质化验室等科室、部门和班组

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卫计委和医院有关危化品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承担本单位危化品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

       在使用危险化学品前，使

用单位应当进行相应的 安全风

险评估，确认本单位存在的安

全风险，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采取相应的安全管控措施。



有效落实管理流程

Ø 医院危险化学品管理流程包括审批、采购、储存、使用和销

毁等，严格遵守五双管理制度。

Ø 五双制度管理：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放、两本账、两把锁

Ø 爆炸性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和剧毒化学品应分别单独存放在专用储

存柜中



管理流程

试剂采购中
心负责全院
危化品的集
中统一采购

采购

验收入库
建立台账
提供安全标签
提供MSDS

入库

根据危化品特
性采取隔离储
存、隔开储存、
分离储存等方
式，分区、分
类、分库储存

储存

对领用危化
品进行核对，
填写出入库
单，并共同
签字确认

出库

建立危化品
的安全周知
卡，落实领
用、保管、
清退程序

使用

医院后勤管
理部门负责
全院危化品
废弃库的管
理工作

销毁

由使用部门提
出购买申请，
业务管理职能
部门审核后报
分管院领导审
批同意后列入
采购计划。

审批



1

2



主要标明化学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地
址、邮编、电话、应急电话、传真和电子
邮件地址等信息。

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标明该化学品是纯化学品还是混合物。纯
化学品，应给出其化学品名称或商品名和
通用名。混合物，应给出危害性组分的浓
度或浓度范围。如果其中包含有害性组分，
则应给出化学文摘索引登记号(CAS号)。

2 成分/组成信息

指作业人员意外的受到伤害时，所需采取
的现场自救或互救的简要处理方法，包括:
眼睛接触、皮肤接触、吸入、食入的急救
措施。

4 急救措施

主要表示化学品的物理和化学特殊危险性，
适合灭火介质，不合适的灭火介质以及消
防人员个体防护等方面的信息，包括危险
特性、灭火介质和方法，灭火注意事项等。

5 消防措施

指化学品泄露后现场可采用的简单有效的
应急措施、注意事项和消除方法，包括:应
急行动、应急人员防护、环保措施、消除
方法等内容.

6 泄漏应急处理
简要概述本化学品最重要的危害和效应，
主要包括:危害类别、侵入途径、健康危
害、环境危害、燃爆危险等信息。

3 危险性概述



主要是指化学品操作处置和安全储存方面
的信息资料，包括:操作处置作业中的安
全注意事项、安全储存条件和注意事项。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在生产、操作处置、搬运和使用化学品的作
业过程中，为保护作业人员免受化学品危害
而采取的防护方法和手段。包括:最高容许浓
度、工程控制、呼吸系统防护、眼睛防护、
身体防护、手防护、其他防护要求。

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包括:外观与性状、ph值、沸点、熔点、相对密度
(水=1)、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饱和蒸气压、燃
烧热、临界温度、临界压力、辛醇/水分配系数、
闪点、引燃温度、爆炸极限、溶解性、主要用途和
其他一些特殊理化性质。

9 理化特性

主要叙述化学品的稳定性和反应活性方面
的信息，包括:稳定性、禁配物、应避免接
触的条件、聚合危害、分解产物。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提供化学品的毒理学信息，包括:不同接触
方式的急性毒性(LD50、LD50)、刺激性、
致敏性、亚急性和慢性毒性，致突变性、
致畸性、致癌性等。

11 毒理学资料

主要陈述化学品的环境生态效应、行为和
转归，包括:生物效应(如LD50)、生物降解
性、生物富集、环境迁移及其他有害的环
境影响等。

12 生态学资料



是指对被化学品污染的包装和无使用价值的
化学品的安全处理方法，包括废弃处置方法
和注意事项。

13 废弃处置

主要是指国内、国际化学品包装、运输的要
求及运输规定的分类和编号，包括:危险货物
编号、包装类别、包装标志、包装方法、UN
编号及运输注意事项等。

14 运输信息

主要是化学品管理方面的法律条款和标准。

15 法规信息

主要提供其他对安全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包括:参考文献、填表时间、填表部门、数
据审核单位等.

16 其他信息



化学品安全标签



俗称、分子式

危险警示词

泄漏处置危险性

储运要求 急救处置

消防处置

防护措施

废弃处理

生效日期、编号

化学品名

化学特性

遇甘油强
烈燃烧



三、医疗机构危险化学品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 13495.1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5603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15630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6163瓶装气体分类

GB/T 1648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 17914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三、医疗机构危险化学品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7915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17916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182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辦识
GB/T 2951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GB/T 29639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1190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0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58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493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 50751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TSG R0006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组织机构与人员

医疗机构应明确本单位危险
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部门。

二级及以上医院、区级及以上疾控中心、各类医学科研机构应至少
配备1名专职或兼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

下属涉及危险化学品作业科室或单位应至少配备1名兼职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人员；

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应至少配备1名兼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
的配置，应与医疗机构的
规模、等级相适应。



医疗机构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接受危险化学品安全专业培训

上岗前应接受，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培训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培训时间：
b) 培训内容：
c) 专项培训：

外来实习和短期工作人员



4、制度

医疗机构应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建立危险化学品目录与台账

安全操作规程



4、制度

4.1医疗机构应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 危险化学品登记与重点管理种类筛选制度；

    2) 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3) 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运输、发放、使用和废弃的管理制度

   4) 爆炸性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的特殊管理制度

   5) 瓶装气体采购、储存、运输、发放、使用和报废的管理制度



6) 医用液氧贮罐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7)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与使用的教育和培训制度
8) 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管理制度
9 个体防护用品与装备、消防器材的配备和使用制度

10) 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的操作与管理制度
11) 其他必要的安全管理制度

4、制度





5、储存场所与要求--分区、分类、分库储存

包括专用仓库、专用储存室、气瓶间和专柜。

新设立或新建、改建危险化学品仓库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和 《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 15603的要求进行

设计、建设与验收。



七、危险化学品仓库安全管理

1. 专用仓库
2. 专人专管
3. 消防器材
4. 分类分垛
5. 设立明显的防火等级标志
6. 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紧急喷淋装置
7. 安全技术防范：监控设施
8. 防爆电器
9. 安装阻火器
10. 报警系统设置

通风、隔热、降温、防潮、防汛、防雷、围栏、防火门外
开、窗台低处距地不低于1.8米、库内不得有插座、粘贴
MSDS、有标识、远离热源。



储存可能散发易燃、毒性气体或蒸气的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专用储存室和

气瓶间内应设置符合GB 50493要求的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气体浓度检测

报警装置应与防爆通风机联动。

储存场所与要求





双人双锁

标识清晰不得混放

瓶签清晰一律向外

物品保持最大间距
不得超量存放

MSDS随手可及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储存场所内应张贴安全
责任人、应急电话、急救室电话等信息。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设置明显的标志，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器
材。在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6、使用场所

Ø 设置明显的安全标识
Ø 与办公休息区应隔开设置
Ø 设置氧气浓度报警仪
Ø 配置气瓶柜或防倒链、防倒栏栅等设备
Ø 设置淋洗器、洗眼器等卫生防护设施
Ø 设置符合GB 50140规定的以下消防器材



7、气站、压力容器、高压氧

Ø 医用分子筛制氧站、医用气体储存库应布置为独立单层建筑物；

Ø 建筑围护结构上的门窗应向外开启；

Ø 与医疗机构外建筑防火间距，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

Ø 例如：高压氧









8、使用管理

Ø危险化学品采购

Ø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Ø安全标签与标识

Ø危险化学品的领用:

购入日期\ 发放日期\ 退回日期\ 单位\ 经手人\ 数量\ 结存数
量\ 存放地点\ 详细记载用途



9、废弃与处置：

Ø 分类收集、储存于专门的储存场所，(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并指
定专人负责管理。

Ø 设置危险废弃物识别标识，并设置安全监护措施。

Ø 委托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资质的单位处置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管理

●禁止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 填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废弃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例如：水银泄漏及废弃处置





10、应急

编制符合GB/T 29639要求的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每年至少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一次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
急演练，并做好演练记录:





应急处置：

• 安全防护装备洗眼器、淋浴设施等--实验室、检验科、病理科等

• 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箱-监控中心及使用量大的科室。

        

• 配置化疗药品泄漏应急处置箱-使用化疗药品科室

         

          



发
现
泄
漏
的
员
工

警告该区域
内其他人员

取出科室备用
的应急处理箱
按流程处理

（打开抽风系统）

无储备箱的科室

启动
预警

报告监控中心



发
现
泄
漏
的
员
工

警告该区域
内其他人员
尽快疏散

转移并救治
受伤的人员

启动
预警

关闭点火
装置或热源

（打开抽风系统）

打
电
话

到
安
全
区
域

如果泄露物质
为易燃可燃物



接
报
后

马上通知院区
相关负责人

派保安封锁
危险品泄漏区域

启动预警
或报警

报行政
值班人员

张贴明显
警示标志

限制人员入内

救援人员进入现场必须配
备必要的个人防护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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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粘贴
标识



安尔碘Ⅱ型皮肤消毒液—乙醇60%-70%

按易燃易爆化学品管理---防爆柜



穿
戴
防
化
服 手套、水鞋

穿在衣服里面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危险品管理制度

流程：
申请部门—
采购部门—
签收部门—
报备部—公安部门（易制毒、核放射物质）    
               保卫部（种类、数量）

废液回收—签约环保公司回收处理

应急物资
开展培训及应急演练



做好安全，再无应急!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