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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ＪＴ ／ Ｔ ６１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分为 ７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通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本部分为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第 ２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第 ４ 章，与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增加了分类的一般要求（见第 ４ 章）；
———增加了分类的具体规定（见第 ５ 章）；
———增加了分类试验方法（见附录 Ａ）。
本部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２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长安大学、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联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东红、吴金中、彭建华、范文姬、战榆林、董学胜、贾祥臣、田诗慧、黄诗音、

沈小燕、张理、冯玉海。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ＪＴ ３１３０—１９８８；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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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本部分规定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分类，包括分类的一般要求和具体规定。
本部分适用于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类别、对应的危险性类型和包装类别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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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 ６９４４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ＧＢ １１８０６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 ／ Ｔ ２７８６２ 化学品危险性分类试验方法　 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燃烧潜力和氧化能力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１ 部分：通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３． １　 术语和定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１

正式运输名称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ｎａｍｅ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一览表中能够准确地描述货物名称的条目。

３． １． ２
类别和项别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按危险货物具有的危险性或最主要的危险性分为 ９ 个类别，有些类别再分成项别，类别和项别的序

号并不是危险程度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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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３
物品　 ａｒｔｉｃｌｅ
通过制造过程获得特定形状、外观或设计的物体，这些形状、外观和设计比其化学成分更能体现其

功能。
３． １． ４

减敏　 ｐｈｌｅ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将一种物质（减敏剂）加入爆炸性物质内以提高其固有安全性。

３． １． ５
物质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或通过生产过程获得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为保持其稳定性的添加剂和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杂质，不包括分离后对其稳定性、成分没有影响的溶剂。
３． １． ６

一级爆炸性物质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为产生爆炸的实际效果而制造的物质，它对热、撞击或者摩擦非常灵敏，即使很少的量，爆炸或燃烧

都很快。 它可以传送引爆（在爆炸初始阶段）或引起临近的二级起爆物质爆燃。
３． １． ７

二级起爆物质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用于起爆其他炸药的爆炸性物质，多具有爆炸度高和爆炸猛烈的特性。

３． １． ８
液态退敏爆炸物　 ｌｉｑｕｉｄ 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爆炸物溶于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体物质中形成的液态混合物，从而抑制了其爆炸特性的爆炸性

物质。
３． １． ９

半数致死浓度　 ５０％ ｌｅｔｈ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Ｃ５０）
经统计方法得出的，在动物急性毒性试验中，经吸入后在特定时间内使青年白鼠 ５０％ 死亡的有毒

物质浓度。
３． １． １０

半数致死量　 ｍｅｄｉａｎ ｌｅｔｈａｌ ｄｏｓｅ（ＬＤ５０）
经过统计方法得出的，在动物毒性试验中，经口服或皮肤接触后在特定时间内使青年白鼠 ５０％ 死

亡的有毒物质剂量。

３． 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ＢＣＦ：生物富集系数；
ＢＯＤ：生化需氧量；
ＣＯＤ：化学需氧量；
ＥＣｘ：产生 ｘ％反应的浓度；
ＥＣ５０：引起 ５０％最大反应的物质有效浓度（ＥｒＣ５０：在减缓增长方面的 ＥＣ５０）；
ＧＬＰ：良好实验室规范；
Ｋｏｗ：正辛醇 ／水分配系数；
Ｌ（Ｅ）Ｃ５０：５０％可致死浓度，即 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
ＮＯＥＣ：无显见效果浓度，即试验浓度低于统计上有效的有害影响，测得的最低浓度。 ＮＯＥＣ 不会在

统计上对控制产生不利影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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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般要求

４． １　 危险货物类别和项别、条目类别和包装类别

４． １． １　 危险货物应根据其所具有的危险性或其中最主要的危险性，将其划入 ＧＢ ６９４４ 规定的 ９ 个类

别，其中第 １ 类、第 ２ 类、第 ４ 类、第 ５ 类和第 ６ 类再分为项别，具体类别和项别如下：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１． １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整体爆炸是指瞬间能影响到几乎全部载荷的爆炸）。
　 　 １． ２ 项：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１． ３ 项：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之一，或兼有这两种危险、但无整体爆

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包括可产生大量热辐射的物质和物品，以及相继燃烧产生局部

爆炸或迸射效应，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物质和物品。
　 　 １． ４ 项：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本项包括运输中万一点燃或引发仅造成较小危险的

物质和物品；其影响主要限于包装本身，并且预计射出的碎片不大，射程不远。 外部火

烧不会引起包装内几乎全部内装物的瞬间爆炸。
　 　 １． ５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在正常运输情况下引发或由燃烧转为爆炸的可能

性很小。 作为最低要求，它们在外部火焰试验中应不会爆炸。
　 　 １． ６ 项：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端不敏感物品。 该物品仅含有极不敏感爆炸物质，并且其意外引

发爆炸或传播的概率可忽略不计。 １． ６ 项物品的危险仅限于单个物品的爆炸。
第 ２ 类：气体

　 　 ２． １ 项：易燃气体；
　 　 ２． ２ 项：非易燃无毒气体；
　 　 ２． ３ 项：毒性气体。
第 ３ 类：易燃液体

第 ４ 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４． ３ 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第 ５ 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
第 ６ 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６． １ 项：毒性物质；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

第 ９ 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４． １． ２　 每类危险货物有多个条目，每个条目都对应一个联合国编号（以下简称 ＵＮ 编号），用以识别这

些危险货物。 按照条目属性可将条目分为 Ａ、Ｂ、Ｃ、Ｄ 四类，Ａ 类为单一条目，Ｂ、Ｃ、Ｄ 类为集合条目。 条

目属性说明如下：
ａ）　 Ａ 类：单一条目，适用于意义明确的物质或物品，包括含有若干个异构体的物质条目。

示例 １：ＵＮ １０９０ 丙酮

示例 ２：ＵＮ １１０４ 乙酸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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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３：ＵＮ １１９４ 亚硝酸乙酯溶液

ｂ）　 Ｂ 类：类属条目，适用于意义明确的一组物质或物品，不含“未另作规定的”条目。
示例 ４：ＵＮ １１３３ 胶黏剂

示例 ５：ＵＮ １２６６ 香料制品

示例 ６：ＵＮ ２７５７ 氨基甲酸酯农药，固体的，有毒的

示例 ７：ＵＮ ３１０１ 有机过氧化物，Ｂ 型，液体的

ｃ） 　 Ｃ 类：“未另作规定的”特定条目，适用于一组具有某一特定化学性质或技术性质的物质或

物品。
示例 ８：ＵＮ １４７７ 硝酸盐，无机的，未另作规定的

示例 ９：ＵＮ １９８７ 醇类，未另作规定的

ｄ）　 Ｄ 类：“未另作规定的”一般条目，适用于一组符合一个或多个类别或项别标准的物质或物品。
示例 １０：ＵＮ １３２５ 易燃固体，有机的，未另作规定的

示例 １１：ＵＮ １９９３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４． １． ３　 除第 １ 类、第 ２ 类、５． ２ 项、６． ２ 项和第 ７ 类，以及 ４． １ 项中的自反应物质以外的物质，根据物质

本身的危险程度，将其分为 ３ 个包装类别：
ａ）　 包装类别Ⅰ：适用内装高度危险性的物质；
ｂ）　 包装类别Ⅱ：适用内装中等危险性的物质；
ｃ）　 包装类别Ⅲ：适用内装低度危险性的物质。

４． １． ４　 每种物质划分的包装类别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对于物品则无须划分包装类别。

４． ２　 分类原则

４． ２． １　 危险货物应根据第 ５ 章中各个类别的分类准则，确定其主要危险性、次要危险性、包装类别及

ＵＮ 编号。
４． ２． ２　 危险货物按其 ＵＮ 编号的数字顺序列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中包含 ＵＮ 编号、中文名称、类别、包装类别、标志等信息。
４． ２． ３　 对于含有技术性杂质（例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杂质）或添加剂的物质，如果技术性杂质或添加

剂不影响其分类，应视为原物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单一条目，如果含有的技术

性杂质或添加剂影响其分类，应视为混合物或溶液。
４． ２． ４　 未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单一条目列出的货物，以及未在第 ５ 章中确定为不应受理运

输的货物，应按 ４． ３ 的程序进行分类，还应确定其次要危险性（如有）、包装类别（如有）以及 ＵＮ 编号。
选择条目类型时应按条目的详细程度，选择涵盖物质或物品特性的最恰当的集合条目，根据 ４． １． ２，分
类的优先顺序为 Ｂ 类条目、Ｃ 类条目及 Ｄ 类条目。
４． ２． ５　 某一类别的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即使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已列出了名称，也可参照附

录 Ａ 的试验程序和第 ５ 章相应类别的分类规定，认定该物质不满足其所列出的分类条件，则该物质、溶
液或混合物可判定为不属于该类别。
４． ２． ６　 在 １０１． ３ ｋＰａ 压力下，熔点或起始熔点低于或等于 ２０℃的物质应视为液体。 不能确定熔点的黏

性物质，应按照 Ａ． ５ 中的流动性测定试验确定其状态。

４． ３　 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含溶液及混合物）的分类

４． ３． １　 未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物质、溶液和混合物，应按第 ５ 章的具体规定进行

分类，也可根据经验在充分考虑其特性和特征后选择更严格的分类。
４． ３． ２　 未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物质，如果仅具有一种危险性，应按第 ５ 章的分类

规定确定相应类别，并划入附录 Ｂ 中的某一集合条目。
４． ３． ３　 溶液或混合物，其单一主要成分是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物质，另外一种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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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物质未列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或含有微量的一种或多种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

名称的物质，则该混合物或溶液应按照其主要成分的 ＵＮ 编号和正式运输名称进行标示，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除外，对于 ｂ）、ｃ）和 ｄ）的情况，应结合溶液或混合物的次要危险性（如有）划入附录 Ｂ 集合

条目：
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已列出该溶液或混合物的名称；
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所列物质的名称和说明专门指出该条目仅适用于纯物质；
ｃ）　 该溶液或混合物的分类、分类代码、包装类别或物理状态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

名称的物质不同；
ｄ）　 该溶液或混合物的危险特性与属性要求采取的应急措施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

名称的物质要求不同。
４． ３． ４　 如果溶液或混合物包含下列物质，且该溶液和混合物不具有 ４． ３． ５ｃ）所描述的危险类型，则应

将该溶液或混合物归入与其所含物质分类相同的条目：
ａ）　 第 ３ 类：

１）　 ＵＮ １９２１ 丙烯亚胺，稳定的；
２）　 ＵＮ ３０６４ 硝化甘油酒精溶液，含硝化甘油 １％ ～５％ 。

ｂ）　 ６． １ 项：
１）　 ＵＮ １０５１ 氰化氢，稳定的，含水率小于 ３％ ；
２）　 ＵＮ １１８５ 乙撑亚胺，稳定的；
３）　 ＵＮ １２５９ 羰基镍；
４）　 ＵＮ １６１３ 氢氰酸，水溶液（氰化氢，水溶液），氰化氢含量不大于 ２０％ ；
５）　 ＵＮ １６１４ 氰化氢，稳定的，含水率小于 ３％ ，被多孔惰性材料吸收；
６）　 ＵＮ １９９４ 五羰基铁；
７）　 ＵＮ ２４８０ 异氰酸甲酯；
８）　 ＵＮ ２４８１ 异氰酸乙酯；
９）　 ＵＮ ３２９４ 氰化氢酒精溶液，氰化氢含量不超过 ４５％ 。

ｃ）　 第 ８ 类：
１）　 ＵＮ 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
２）　 ＵＮ １７４４ 溴或溴溶液；
３）　 ＵＮ １７９０ 氢氟酸，氟化氢含量大于 ８５％ ；
４）　 ＵＮ ２５７６ 三溴氧化磷，熔融的。

４． ３． 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且具有多种危险性的物质，以及达到本分类准则且含

有多种危险物质的溶液或混合物，应根据其危险性划入相应集合条目，并确定合适的包装类别。 具体流

程如下：
ａ）　 测定或计算该物质、溶液或混合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理特性，并依据第 ５ 章的分类规定进行

分类。
ｂ）　 如果测定该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如某种废物）所需财力和人力过多，则应按其主要危险物质

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ｃ）　 如果物质、溶液或混合物的危险性符合下列多个类别或组别的要求，则应将顺序靠前的危险

特性作为其主要危险性来进行分类：
１）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２）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３）　 第 ２ 类气体；
４）　 第 ３ 类易燃液体中的液态退敏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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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１ 项中的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物；
６）　 ４． ２ 项中的发火性物质；
７）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
８）　 ６． １ 项毒性物质中的包装类别Ⅰ吸入毒性物质［如果符合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标准，同时粉

尘和烟雾吸入毒性（ＬＣ５０）在包装类别Ⅰ范围内，口服或皮肤接触毒性在包装类别Ⅲ范围

内或更小，则应划入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
９）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

ｄ）　 如果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具有多种危险性，且每种危险性均未列入 ｃ） 中，则应根据附录 Ｃ 中

的危险性先后顺序表选择类别。
ｅ）　 如果待运废物的成分不明确，则可基于托运人对该废物的认识以及现行安全与环境法规要求

的技术与安全数据，按 ｂ） 确定其 ＵＮ 编号及包装类别。 若仍不能确定，则应选择最高危险等

级。 若基于对废物成分的认识，以及已知成分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够说明废物性质未达到包

装类别Ⅰ，则该废物可归入包装类别Ⅱ中最恰当的未另作规定的条目下。 如果废物仅包含对

环境有害的物质，则可将其归为 ＵＮ ３０７７ 或 ＵＮ ３０８２。 该条款不适用于含有符合 ｃ） 规定的物

质、４． ３ 项物质、符合 ４． ３． ７ 规定的物质或本部分中规定为不应受理运输的废物。
４． ３． ６　 在确定溶液的集合条目时，应始终优先选用最为详尽的集合条目，优先顺序为类属条目（Ｂ
类）、未另作规定的特定条目（Ｃ 类）、未另作规定的一般条目（Ｄ 类）。
４． ３． ７　 属于氧化性物质或者次要危险性为氧化性的溶液和混合物，若具有爆炸危险性但又不能划入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的，则不应受理运输。
４． ３． ８　 只符合 ５． ９． ７ 的要求，但不符合其他类别的分类规定的物质，应划入 ＵＮ ３０７７ 或 ＵＮ ３０８２。
４． ３． ９　 若废物未达到第 １ ～ ９ 类危险货物的分类规定，但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则应归为 ＵＮ
３０７７ 或 ＵＮ ３０８２。
４． ３． １０　 应依据表 Ｃ． １ 危险性先后顺序表确定危险货物的分类。

４． ４　 样品的分类

４． ４． １　 当物质的危险货物类别尚未确定，需要进一步通过试验确定而进行运输时，应根据托运人对物

质的认识并按照第 ５ 章的分类具体规定以及 ４． ４． ２ 的要求暂时划定其危险货物类别、正式运输名称和

ＵＮ 编号，且应使用所确定的正式运输名称所对应的最严格包装类别，并在正式运输名称后附加“样品”
（例如：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样品）。 样品的正式运输名称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如认为样品符合某些分类规定，并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明了正式运输名称，则应

使用该正式运输名称；
ｂ）　 当使用“未另作规定的”条目运输样品时，不需要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附录 Ｂ 的特殊规定 ２７４

的要求在正式运输名称之后附加技术名称。
４． ４． ２　 样品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可根据暂定正式运输名称对应的相关要求来进行运输：

ａ）　 该物质不是本部分中被规定为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或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所规定的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ｂ）　 该物质不符合第 １ 类标准，且不是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或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ｃ）　 如果该物质是自反应物质，则应遵守 ５． ４． １． ３． ６ 的规定；若该物质是有机过氧化物，则应遵守

５． ５． ２． ２． ４ 的规定；
ｄ）　 如果该样品装在组合容器中运输，每个包件净质量不得超过 ２． ５ｋｇ；
ｅ）　 该样品不得与其他的货物混合包装。

４． ５　 废弃的、空的、未清洗的包装的分类

对于未清洗的空包装、大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或部件，当运输的目的是为了处置、回收、复原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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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不是翻新、修理、日常维护、改造或再利用时，如果满足 ＵＮ ３５０９ 的要求，则可归入该条目下。

５　 具体规定

５． １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５． １． １　 准则

５． １． １． １　 第 １ 类包括下列物质和物品：
ａ）　 爆炸性物质和烟火物质：

１）　 爆炸性物质：自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其温度、压力和速度足够高以致对周围环

境造成破坏的固体、液体物质，或者混合物；
２）　 烟火物质：用以产生热、光、声音、气或烟的效果或混合效果的物质或混合物，这些效果是

由不起爆的自持放热化学反应产生的。
ｂ）　 爆炸性物品：含有一种或多种爆炸性物质或烟火物质的物品。
ｃ）　 以上未提到的，以产生爆炸或烟火效果为目的而制造的物质和物品。

５． １． １． ２　 为保障爆炸品的运输安全，某些爆炸品可以通过加入减敏剂降低其敏感性，减敏剂可使爆炸

物在加热、震动、碰撞、打击或摩擦时不敏感或低敏感。 典型的减敏剂包括但不限于：蜡、纸、水、聚合物

（如氯氟烃聚合物）、酒精和油（如凡士林和石蜡）。
５． １． １． ３　 可能具有爆炸特性的物质或物品，应按《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以
下简称《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１ 部分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标准确认是否划入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

品。 运输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时，应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选取列出名称或划入未另作规

定的条目，且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的分类要求。
５． １． １． ４　 除了起爆炸药，新的或现有的爆炸品的样品因测试、分类、研究和提高质量控制，或作为商业

样品等需要而进行运输时，宜划入 ＵＮ ０１９０。
５． １． １． ５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可参照 Ａ． １ 及 Ａ． ２ 中的试验结果和 ５． １． １． ６ 划分项别，按照

５． １． １． ７ 划分配装组。 分类代码由项别数字（５． １． １． ６）和配装组代码（表 １）两部分组成，分类代码见表

Ｂ． １ 的第 １ 列。
５． １． １． ６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项别定义见 ４． １． １。
５． １． １． ７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配装组的代码定义见表 １。

表 １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配装组的代码定义

配装组代码 定　 　 义 分类代码

Ａ 　 一级爆炸性物质 １． １Ａ

Ｂ
　 含有一级爆炸性物质，但不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保护装置的物品。 某些物品，例如

爆破用雷管、爆破用雷管组件和帽型起爆器，即使不含一级爆炸性物质，也属于该类物质

１． １Ｂ
１． ２Ｂ
１． ４Ｂ

Ｃ 　 推进爆炸性物质或其他爆炸性物质或含有这类爆炸性物质的物品

１． １Ｃ
１． ２Ｃ
１． ３Ｃ
１． 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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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配装组代码 定　 　 义 分类代码

Ｄ
　 二级起爆物质或黑火药或含有二级起爆物质的物品，无引发装置和发射药；或含有一级

爆炸性物质和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保护装置的物品

１． １Ｄ
１． ２Ｄ
１． ４Ｄ
１． ５Ｄ

Ｅ
　 含有二级起爆物质的物品，无引发装置，带有发射药（不包括含有易燃液体或胶体或自燃

液体）

１． １Ｅ
１． ２Ｅ
１． ４Ｅ

Ｆ
　 含有二级起爆物质的物品，有引发装置，带有发射药（不包括含有易燃液体或胶体或自燃

液体）或不带有发射药

１． １Ｆ
１． ２Ｆ
１． ３Ｆ
１． ４Ｆ

Ｇ
　 烟火物质或含有烟火物质的物品或既含有爆炸性物质又含有照明、燃烧、催泪或发烟物

质的物品（不包括遇水激活产生照明、发烟等效果的物品，以及含有白磷、磷化物、发火物

质、易燃液体或胶体、自燃液体）

１． １Ｇ
１． ２Ｇ
１． ３Ｇ
１． ４Ｇ

Ｈ 　 含有爆炸性物质和白磷的物品
１． ２Ｈ
１． ３Ｈ

Ｊ 　 含有爆炸性物质和易燃液体或胶体的物品

１． １Ｊ
１． ２Ｊ
１． ３Ｊ

Ｋ 　 含有爆炸性物质和毒性化学试剂的物品
１． ２Ｋ
１． ３Ｋ

Ｌ
　 爆炸性物质或含有特殊危险性的爆炸性物质（例如由于遇水激活产生照明、发烟等效果

的物品或含有自燃液体、磷化物或发火物质），需要彼此隔离的物品

１． １Ｌ
１． ２Ｌ
１． ３Ｌ

Ｎ 　 只含有极端不敏感起爆物质的物品 １． ６Ｎ

Ｓ
　 包装或产品设计符合以下要求的物质或物品：除了包件被火烧损的情况外，意外起爆引

起的任何危险效应仅限于包件之内。 在包件被火烧损的情况下，所有爆炸和迸射效应不会

对在包件紧邻处救火或其他应急处理产生不利影响

１． ４Ｓ

　 注 １：每一种特定包装的物质或物品，都只划分在一组配装组中。 由于配装组 Ｓ 的标准是以试验为依据的，因此这

一组的划分应与分类试验相联系。
　 注 ２：配装组 Ｄ 和 Ｅ 的物品，如安装各自的引发装置并与其包装在一起，那么这些引发装置至少具有两种有效保护

性装置，以防止引发装置意外启动时引起爆炸。 这种物品和包件仍被划分在配装组 Ｄ 或 Ｅ 中。
　 注 ３：配装组 Ｄ 和 Ｅ 的物品，如与各自的引发装置包装在一起，即使该引发装置不具有两种有效保护性装置（即划分

在配装组 Ｂ 中的引发装置），但仍能确保这种货物不会在运输途中发生爆炸。 这样物品（包件）仍被划分在配

装组 Ｄ 或 Ｅ 中。
　 注 ４：各自具有引发装置的物品，只要在运输过程中引发装置不被启动，它们则可以被安装或包装在一起。
　 注 ５：配装组 Ｃ、Ｄ 和 Ｅ 的物品可以包装在一起，这样的包件划分为配装组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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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１． ８　 烟花的危险项别划定遵循如下原则：
ａ）　 一般情况下，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６ 得出的试验数据，将烟花划入 １． １ 项、１． ２

项、１． ３ 项或 １． ４ 项；
ｂ）　 常见的烟花危险性分类见表 Ｄ． １，表 Ｄ． １ 中没有列明的条目，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系列 ６ 的测试数据来划分项别；
ｃ）　 对于具有一种以上危险项别的烟花，如果装在同一包件内，则应根据最高的危险项别进行分

类，基于《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６ 的数据表明其不需要按照最高的危险项别进行分类

除外。
５． １． １． ９　 以下物质不列入第 １ 类：

ａ）　 物质本身不是爆炸品，但能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蒸汽或粉尘的；
ｂ）　 含有超过特定百分比的水或酒精的爆炸品以及含有增塑剂的爆炸品，应划分为第 ３ 类或

４． １项；
ｃ）　 根据其主要危险性已分类为 ５． ２ 项的具有爆炸性物质。

５． １．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和物品

５． １． ２． １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１ 部分判定的高敏感或易于自发反应的爆炸性物质，以及按本部

分的要求不能划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的爆炸性物质或物品，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

运输。
５． １． ２． ２　 配装组 Ｋ 的物品不应受理运输（１． ２Ｋ，ＵＮ ００２０ 和 １． ３Ｋ，ＵＮ ００２１）。

５． １． ３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集合条目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见表 Ｂ． １。

５． ２　 第 ２ 类：气体

５． ２． １　 准则

５． ２． １． １　 第 ２ 类气体包括纯气体、气体混合物、一种或多种气体与一种或多种其他物质和物品的混

合物。
５． ２． １． ２　 若某种纯气体含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或者为保持其稳定性而添加的稳定剂，只要这

些成分的浓度不会改变其分类或者充装系数、充装压力、试验压力等运输条件，则该物质仍视为纯气体。
５． ２． １． ３　 第 ２ 类气体物质或物品包括以下类型：

ａ）　 压缩气体：在 － ５０℃下加压包装运输时完全是气态的气体，包括临界温度低于或等于 － ５０℃
的所有气体。

ｂ）　 液化气体：在温度高于 － ５０℃下加压包装运输时部分是液态的气体，可分为：
１）　 高压液化气体：临界温度在 － ５０℃ ～６５℃之间的气体；
２）　 低压液化气体：临界温度高于 ６５℃的气体。

ｃ）　 冷冻液化气体：运输时由于其温度低而部分呈液态的气体。
ｄ）　 溶解气体：加压包装运输时溶解于液相溶剂中的气体。
ｅ）　 气雾剂或气雾剂喷罐、盛装气体的小容器。
ｆ ）　 其他含有带压气体的物品。
ｇ）　 符合特定要求的常压气体（气体样品）。
ｈ）　 加压化学品：液体、糊状或粉末状物质与推进剂一起使用，符合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及其混合

物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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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吸附气体：在运输时，通过吸附于多孔固态物质上，使其内容器压力在 ２０℃时小于１０１． ３ｋＰａ、
５０℃时小于 ３００ｋＰａ 的气体。

５． ２． １． ４　 除气雾剂及加压化学品外，第 ２ 类气体根据其危险特性分为不同组别，气体组别代码和含义

见表 ２。

表 ２　 气体组别代码和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Ａａ 窒息性

Ｏａ 氧化性

Ｆｂ 易燃

Ｔｃ 毒性

ＴＦｃ 毒性，易燃

ＴＣｃ 毒性，腐蚀性

ＴＯｃ 毒性，氧化性

ＴＦＣｃ 毒性，易燃，腐蚀性

ＴＯＣｃ 毒性，氧化性，腐蚀性

　 注 １：按照《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和《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

则》，气体根据其主要危险性划分为 ２． １ 项、２． ２ 项、２． ３ 项 ３ 个项别。
　 注 ２：盛装气体的小容器 （ＵＮ ２０３７）根据其所含成分的危险性划入 Ａ ～ ＴＯＣ 组中。
　 注 ３：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划入 ＴＣ、ＴＦＣ 或 ＴＯＣ 组。
　 注 ４：当气体和气体混合物具有多个危险性组别时，标示字母 Ｔ 的组别优先置于其他组别字母之前，标示字母 Ｆ 的

组别优先于标示字母 Ａ 或 Ｏ 的组别。

　 ａ２． ２ 项非易燃无毒气体。
　 ｂ２． １ 项易燃气体。
　 ｃ２． ３ 项毒性气体。

５． ２． １． 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第 ２ 类气体混合物，如果符合 ５． ２． １． ３ 和 ５． ２． １． ６ 的

要求，则应根据这些要求划入适当的未另作规定条目。
５． ２． １． ６　 除气雾剂和加压化学品外，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的第 ２ 类气体，当满足以

下规则时，应根据 ５． ２． １． ３ 和 ５． ２． １． ４ 的要求划入 Ｂ． ２ 的集合条目中：
ａ）　 窒息性气体：非氧化性、非易燃性和无毒性气体，会稀释或取代空气中氧气的气体。
ｂ）　 易燃气体：包括在 ２０℃和 １０１． ３ｋＰａ 压力下，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气体，其易燃性应根据试验

或计算来确定（见 ＧＢ ／ Ｔ ２７８６２）：
１）　 爆炸下限小于或等于 １３％的气体；
２）　 不论其爆炸下限如何，其爆炸极限范围（燃烧范围）大于或等于 １２％的气体。

ｃ）　 氧化性气体：一般是含有氧气的气体，可能比空气更能引起或导致其他材料的燃烧。 这些气

体包括纯气体或按 ＧＢ ／ Ｔ ２７８６２ 规定的方法测定出氧化性大于 ２３． ５％的气体混合物。
ｄ）　 毒性气体，包括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气体：

１）　 已知有毒性或腐蚀性，能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气体；
２）　 按照 ５． ６． １． １ 的试验所得的半数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小于或等于质量浓度 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或体积

浓度 ５ ０００ × １０ － ６的毒性或腐蚀性气体。 毒性气体混合物（包括其他类别的物质的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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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式（１）确定其半数致死浓度值 ＨＴＬＣ５０
：

ＨＴＬＣ５０
＝ １
∑
ｎ

ｉ ＝ １
ｆｉ ／ Ｔｉ

（１）

式中：ＨＴＬＣ５０
———毒性气体混合物半数致死浓度值；

ｆ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成分物质的克分子分数（摩尔分数）；
Ｔ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成分物质的毒性指数。 Ｔｉ首先应考虑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３５ 包

装指南 Ｐ２００ 中的 ＬＣ５０ 数据一致；在 Ｐ２００ 中未列出时，应该使用科学文献所提供的

ＬＣ５０；当 ＬＣ５ ０未知时，毒性指数应由具有相似生理和化学效应物质的最低 ＬＣ５ ０来确定，
如果其他方法均不可行，则应通过试验来确定。

ｅ）　 具有腐蚀性的毒性气体：
１）　 符合毒性条件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若具有腐蚀性则应归类为主要危险性为毒性，次要

危险性为腐蚀性的气体；
２）　 如果气体混合物由于腐蚀性和毒性的混合效应而被划入毒性，则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腐蚀

性次要危险性：根据人类经验已知该混合物对皮肤、眼睛或黏膜具有破坏作用，或其腐蚀

成分的半数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小于或等于质量浓度 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或体积浓度 ５ ０００ × １０ － ６，则
其具有腐蚀性次要危险性。 腐蚀性混合气体的半数致死浓度值 ＨＣＬＣ５０

根据式（２）计算：

ＨＣＬＣ５０
＝ １
∑
ｎ

ｉ ＝ １
ｆｃｉ ／ Ｔｃｉ

（２）

式中：ＨＣＬＣ５０
———腐蚀性气体混合物半数致死浓度值；

ｆｃ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腐蚀性成分物质的克分子分数（摩尔分数）；
Ｔｃｉ———混合物的第 ｉ 种腐蚀性成分物质的毒性指数。 Ｔｃｉ首先应考虑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３５ 包装指南 Ｐ２００ 中的 ＬＣ５０数据一致；在 Ｐ２００ 中未列出时，应该使用科学文献所提

供的 ＬＣ５０；当 ＬＣ５０未知时，毒性指数应由具有相似生理和化学效应物质的最低 ＬＣ５０来确

定，如果其他方法均不可行，则应通过试验来确定。
５． ２． １． ７　 气雾剂（ＵＮ １９５０）应根据其危险性分为不同组别，各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３。

表 ３　 气雾剂（ＵＮ １９５０）组别代码和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Ａ 窒息性 ＦＣ 易燃， 腐蚀性

Ｏ 氧化性 ＴＦ 毒性， 易燃

Ｆ 易燃 ＴＣ 毒性，腐蚀性

Ｔ 毒性 ＴＯ 毒性，氧化性

Ｃ 腐蚀性 ＴＦＣ 毒性，易燃，腐蚀性

ＣＯ 腐蚀性， 氧化性 ＴＯＣ 毒性，氧化性，腐蚀性

５． ２． １． ８　 气雾剂的组别划分遵循以下原则：
ａ）　 当气雾剂成分不符合下列 ｂ） ～ ｆ）中任一条件时，应归入 Ａ 组；
ｂ）　 当气雾剂含有符合 ５． ２． １． ６ 定义的氧化性气体时，应归入 Ｏ 组；
ｃ）　 当气雾剂含有占质量大于或等于 ８５％的易燃成分，且化学燃烧热大于或等于 ３０ｋＪ ／ ｇ 时，应归

入 Ｆ 组；当气雾剂含有占质量 １％或更少的易燃成分，且化学燃烧热小于 ２０ｋＪ ／ ｇ 时，不应归入

Ｆ 组；其他情况下，气雾剂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第 ３１ 章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可燃

性检测，高度易燃和易燃的气雾剂应归入 Ｆ 组；
１１

ＪＴ／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ｄ）　 当气雾剂的组成成分（非推进剂）是包装类别Ⅱ或Ⅲ的 ６． １ 项毒性物质时，应归入 Ｔ 组；
ｅ）　 当气雾剂的组成成分（非推进剂）是包装类别Ⅱ或Ⅲ的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时，应归入 Ｃ 组；
ｆ ）　 当符合 Ｏ、Ｆ、Ｔ 和 Ｃ 组的多个条件时，应按照 ＣＯ、ＦＣ、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或 ＴＯＣ 进行分组。

５． ２． １． ９　 对于气雾剂，符合 ５． ２． １． ６ｄ）中毒性气体定义，或者根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３５ 包装指

南 Ｐ２００ 中“名称和说明”列中有上标 ａ 的发火性气体，不应作为气雾剂的推进剂使用。
５． ２． １． １０　 加压化学品（ＵＮ ３５００ ～ ＵＮ ３５０５）应根据其危险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在进行组别划分时应

考虑其不同组分在不同条件下（是否具有推进剂，液态或固态）的危险特性，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４。

表 ４　 加压化学品（ＵＮ ３５００ ～ ＵＮ ３５０５）组别代码和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Ａ 窒息性 Ｃ 腐蚀性

Ｆ 易燃 ＦＣ 易燃，腐蚀性

Ｔ 有毒 ＴＦ 毒性，易燃

５． ２． １． １１　 在对加压化学品进行分类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符合 ５． ２． １． ６ｄ）定义的毒性气体或氧化性气体，或者根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３５ 包装指

南 Ｐ２００ 中“名称和说明”列中有上标 ａ 的发火性气体，不应作为加压化学品的推进剂；
ｂ）　 若加压化学品中含有包装类别Ⅰ的毒性物质或腐蚀性物质，或者同时含有包装类别Ⅱ或Ⅲ的

毒性物质和包装类别Ⅱ或Ⅲ的腐蚀性物质，不应以 ＵＮ ３５００ ～ ＵＮ ３５０５ 的 ＵＮ 编号受理运输；
ｃ）　 若加压化学品中含有的成分符合第 １ 类、第 ３ 类液态退敏爆炸物、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以及固态

退敏爆炸物、４． ２ 项、４． ３ 项、５． １ 项、５． ２ 项、６． ２ 项以及第 ７ 类危险货物特性时，不应以

ＵＮ ３５００ ～ ＵＮ ３５０５ 的 ＵＮ 编号受理运输；
ｄ）　 气雾剂喷罐中的加压化学品应按 ＵＮ １９５０ 受理运输。

５． ２． １． １２　 加压化学品的组别划分符合下列要求：
ａ）　 成分不符合下列 ｂ）、ｃ）、ｄ）中任一要求时，应归入 Ａ 组。
ｂ）　 当加压化学品的某一易燃性成分（纯物质或者混合物）符合以下条件时，应归入 Ｆ 组。 易燃性

成分可以是液体及液体混合物，易燃固体及固体混合物，易燃气体及气体混合物：
１）　 液体的闭杯闪点（以下简称闪点）不超过 ９３℃；
２）　 易燃固体应符合 ５． ４． １． ２ 的要求；
３）　 易燃气体应符合 ５． ２． １． ６ 的要求。

ｃ）　 当加压化学品的某一成分（非推进剂）属于包装类别Ⅱ或Ⅲ的 ６． １ 项毒性物质时，应划入

Ｔ 组。
ｄ）　 当加压化学品的某一成分（非推进剂）属于包装类别Ⅱ或Ⅲ的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时，应划入

Ｃ 组。
ｅ）　 若同时符合 Ｆ 组、Ｔ 组以及 Ｃ 组中的任两个组别条件时，相应地划入 ＦＣ 组或者 ＴＦ 组。

５． ２． １． １３　 ＵＮ １０５２ 无水氟化氢属于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

５． ２．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气体

５． ２． ２． １　 对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第 ２ 类气体，除非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应，并
确保容器和罐体中不含有促进其反应的物质，否则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２． ２． ２　 下列物质和混合物不应受理运输：

ａ）　 ＵＮ ２１８６ 氯化氢，冷冻液体；
ｂ）　 ＵＮ ２４２１ 三氧化二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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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ＵＮ ２４５５ 亚硝酸甲酯；
ｄ）　 不能划入分类代码 ３Ａ、３Ｏ 或 ３Ｆ 的冷冻液化气体；
ｅ）　 不能划入 ＵＮ １００１、ＵＮ ２０７３ 或 ＵＮ ３３１８ 的溶解气体；
ｆ ）　 使用符合 ５． ２． １． ６ ｄ）定义的毒性气体或者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３５ 包装指南 Ｐ２００ 中被界

定为发火性气体作为推进剂的气雾剂；
ｇ）　 组成成分满足包装类别Ⅰ标准的毒性或腐蚀性气雾剂；
ｈ）　 内装半数致死浓度（ＬＣ５０）小于 ２００ｍＬ ／ ｍ３ 的毒性气体或者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３５ 包装指

南 Ｐ２００ 中被界定为发火性气体的小型容器。

５． ２． ３　 第 ２ 类气体集合条目

第 ２ 类气体的集合条目见表 Ｂ． ２。

５． ３　 第 ３ 类：易燃液体

５． ３． １　 准则

５． ３． １． １　 同时满足 ａ） ～ ｃ）的要求的物质和包含这些物质的物品应判定为第 ３ 类易燃液体；判定时，还
应遵守 ｄ） ～ ｉ）的规定：

ａ）　 １０１． ３ｋＰａ（绝对压力）下熔点或起始熔点等于或低于 ２０℃。
ｂ）　 ５０℃时蒸气压不超过 ３００ｋＰａ，并且在 ２０℃及 １０１． ３ｋＰａ 压力下不会完全气化。
ｃ）　 闪点不超过 ６０℃。
ｄ）　 闪点超过 ６０℃的液态物质和固态熔融物质，这些物质在运输及被交付运输过程中加热的温度

高于或等于它们的闪点，应划入 ＵＮ ３２５６。
ｅ）　 闪点高于 ６０℃且不超过 １００℃的柴油、瓦斯油、轻质燃料油（包括人工合成的产品）应被定义

为第 ３ 类物质，划入 ＵＮ １２０２。
ｆ ）　 易燃液体包括液态退敏爆炸物。 液态退敏爆炸物是指爆炸物溶 ／悬浮于水或其他液体物质中，

形成均相的液态混合物，从而抑制了其爆炸特性的爆炸性物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

的此类条目有 ＵＮ １２０４，ＵＮ ２０５９，ＵＮ ３０６４，ＵＮ ３３４３，ＵＮ ３３５７ 以及 ＵＮ ３３７９。
ｇ）　 闪点高于 ３５℃，且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的 ３２． ２． ５，不能持续燃烧的物质不属于第

３ 类物质；但如果这些物质在运输过程中和交付运输时加热的温度高于或等于它们的闪点，则
归类于第 ３ 类物质。

ｈ） 　 吸入毒性为高毒（包装类别Ⅰ）的易燃液体和闪点高于或等于 ２３℃的有毒物质（包装类别

Ⅱ），归类于 ６． １ 项物质。
ｉ ）　 用作农药的易燃性液体物质或制剂，如果其毒性是包装类别Ⅰ、Ⅱ和Ⅲ，且闪点高于或等于

２３℃，归类于 ６． １ 项物质。
５． ３． １． ２　 第 ３ 类物质和物品可根据其性质划入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５。

表 ５　 第 ３ 类易燃液体的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Ｆ
　 易燃液体，无次要危险

性，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

物品

Ｆ１ 　 易燃液体，闪点等于或低于 ６０℃

Ｆ２
　 易燃液体，闪点高于 ６０℃，以高于或等于其闪点

的温度运输或交付运输（高温物质）

Ｆ３ 　 含有易燃液体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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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续）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ＦＴ 易燃液体，毒性
ＦＴ１ 　 易燃液体，毒性

ＦＴ２ 　 农药

ＦＣ 易燃液体，腐蚀性

ＦＴＣ 易燃液体，毒性，腐蚀性

Ｄ 液态退敏爆炸物

５． ３． １． ３　 部分第 ３ 类的物质和物品的名称列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未列出名称的第 ３ 类易燃液体应划入 Ｂ． ３ 中的集合条目，并根据易燃液体运输的危险程度，按表 ６ 划入

相应包装类别。 对于具有多个危险性的液体，应根据表 Ｃ． １ 中的危险性先后顺序、危险性的程度及表 ６
确定分类和包装类别。

表 ６　 第 ３ 类物质包装类别划分标准 单位为摄氏度（℃）

包 装 类 别 闪点（Ｔ闪） 初 始 沸 点

Ⅰ — ≤３５

Ⅱ Ｔ闪 ＜ ２３ ＞ ３５

Ⅲ ２３≤Ｔ闪≤６０ ＞ ３５

５． ３． １． ４　 闪点低于 ２３℃的黏性易燃液体若满足以下 ａ） ～ ｄ）的要求，则可依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２． ３ 中的程序划入包装类别Ⅲ；判定时，还应遵守 ｅ） ～ ｆ）的规定：

ａ）　 黏度和闪点满足表 ７ 要求；
ｂ）　 在溶剂分离试验（《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２． ５． １）中，清澈的溶剂层的高度低于样品总

高的 ３％ ；
ｃ）　 混合物或者任何分离的溶剂不满足 ６． １ 项或者第 ８ 类的分类准则；
ｄ）　 包装在容积不超过 ４５０Ｌ 的容器中；
ｅ）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硝化纤维的含量不超过 ２０％ ，且按干质量算，氮含量不超过 １２． ６％的混合

物；所含硝化纤维超过 ２０％但不超过 ５５％的（按干质量算，氮含量不超过 １２． ６％ ）的混合物划

入 ＵＮ ２０５９；
ｆ ）　 对于闪点低于 ２３℃的混合物，如果硝化纤维含量超过 ５５％ （无论含氮量是多少）或硝化纤维

含量不超过 ５５％且含氮量按干质量算超过 １２． ６％ ，则该物质属于第 １ 类物质（ＵＮ ０３４０ 或ＵＮ
０３４２）或 ４． １ 项物质（ＵＮ ２５５５、ＵＮ ２５５６ 或 ＵＮ ２５５７）。

表 ７　 包装类别Ⅲ黏度和闪点要求

２３℃时的运动黏度（外推法）ｖ
（ｍｍ２ ／ ｓ）

流出时间 ｔ
（ｓ）

流出孔径

（ｍｍ）
闪点

（°Ｃ）

２０ ＜ ｖ≤８０ ２０ ＜ ｔ≤６０ ４ ＞ １７

８０ ＜ ｖ≤１３５ ６０ ＜ ｔ≤１００ ４ ＞ １０

１３５ ＜ ｖ≤２２０ ２０ ＜ ｔ≤３２ ６ ＞ ５

２２０ ＜ ｖ≤３００ ３２ ＜ ｔ≤４４ ６ ＞ － １

３００ ＜ ｖ≤７００ ４４ ＜ ｔ≤１００ ６ ＞ － ５

７００ ＜ ｖ １００ ＜ ｔ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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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１． ５　 当黏性液体同时符合以下特定性质、包装和试验要求时，不受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限制：

ａ）　 特定性质、包装要求如下：
１）　 闪点高于或等于 ２３℃且低于或等于 ６０℃；
２）　 不具有毒性、腐蚀性以及环境危险性；
３）　 在按干质量算，氮含量不超过 １２． ６％ ，硝化纤维含量不超过 ２０％ ；
４）　 包装在容积不超过 ４５０Ｌ 的容器中。

ｂ）　 试验要求如下：
１）　 在溶剂分离试验中，溶剂分离层的高度低于总高度的 ３％ ；
２）　 在黏度试验中（《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２． ４． ３），流出孔径为 ６ｍｍ 时物质流出时间

大于或等于 ６０ｓ；或者当黏性液体含有第 ３ 类易燃液体（不超过 ６０％ ）时，流出孔径为

６ｍｍ 时物质流出时间大于或等于 ４０ｓ。
５． ３． １． ６　 如果含有第 ３ 类易燃液体的溶液或混合物，其危险性不同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

出名称的纯物质，则溶液或混合物应根据其真实的危险程度进行分类。
５． ３． １． ７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列明的溶液（混合物），或者含有列明物质的溶液（混合物），按照

Ａ． ４． １ 和 Ａ． ５ 的试验程序以及 ５． ３． １． １ 的要求，危险性可能会发生变化。

５． ３．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５． ３． ２． １　 对于与醚或杂环氧化物接触时，容易形成过氧化物的第 ３ 类易燃液体，如果其过氧化物含量

（按过氧化氢计）超过了 ０． ３％ ，则不应受理运输。 过氧化物含量参照 Ａ． ４． ３ 的方法测定。
５． ３． ２． ２　 对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第 ３ 类易燃液体，除非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反

应，并确保容器和罐体中不含有促进其反应的物质，否则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３． ２． 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以外的液态退敏爆炸物不应作为第 ３ 类易燃液体受理运输。

５． ３． ３　 第 ３ 类易燃液体集合条目

易燃液体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１。

５． ４　 第 ４ 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５． ４． １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５． ４． １． １　 定义和细分

５． ４． １． １． １　 ４． １ 项包括易燃固体物质和物品、自反应固体或液体、固态退敏爆炸品、与自反应物质相关

的物质。
５． ４． １． １． ２　 ４． １ 项物质及物品可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８。

表 ８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的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Ｆ 易燃固体，无次要危险性

Ｆ１ 有机

Ｆ２ 有机，熔融状态

Ｆ３ 无机

ＦＯ 易燃固体，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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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续）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ＦＴ 易燃固体，毒性
ＦＴ１ 有机，毒性

ＦＴ２ 无机，毒性

ＦＣ 易燃固体，腐蚀性
ＦＣ１ 有机，腐蚀性

ＦＣ２ 无机，腐蚀性

Ｄ 固态退敏爆炸品，无次要危险性

ＤＴ 固态退敏爆炸品，毒性

ＳＲ 自反应物质
ＳＲ１ 无需控温

ＳＲ２ 需要控温

５． ４． １． ２　 易燃固体

５． ４． １． ２． １　 易燃固体包括易于燃烧的固体以及摩擦会起火的固体。
注：易于燃烧的固体可能是粉状、粒状或糊状物质，当与火源进行短暂接触时很容易被点燃，并且火焰会迅速蔓延。

这种危险性不仅来自于燃烧，也来自于燃烧产生的有毒物质。 由于不能使用普通的灭火剂如二氧化碳或水进行

灭火，金属粉末尤其危险。

５． ４． １． ２． ２　 属于 ４． １ 项易燃性固体的物质和物品列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 未在表中列出的

有机物质和物品的划分应根据第 ４ 章的规定，可依据经验或按《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

验结果，划分到 Ｂ． ４ 的集合条目。 未列出名称的无机物可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

验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划分。 为使划分更严格，经验也应被考虑在内。
５． ４． １． ２． ３　 可摩擦起火的固体应根据类似条目（如火柴）或合适的特殊规定进行类推划分为 ４． １ 项中

的易燃固体。 当未列出名称的物质符合以下要求时，应按《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

结果划入相关条目：
ａ）　 除金属粉末或金属合金粉末外，粉状、粒状及糊状物质与火源（如燃烧的火柴）接触易被点燃

或在点火后火焰蔓延很快，在 １００ｍｍ 的测试距离内的燃烧时间小于 ４５ｓ，或燃烧速度大于

２． ２ｍｍ ／ ｓ，应属于 ４． １ 项中的易燃固体；
ｂ）　 金属粉末或金属合金粉末，如果能被火焰点燃，在 １０ｍｉｎ 之内燃烧蔓延长度超过整个样

品的长度（１００ｍｍ），则属于 ４ ． １ 项中的易燃固体。
５． ４． １． ２． ４　 对于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 ４． １ 项物质，由于其形状变化或其他因素

的影响，不符合 ４． １ 项相关分类要求，则不分类为 ４． １ 项物质。
５． ４． １． ２． ５　 对于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 ４． １ 项物质，若该物质的混合物的危险性

分类与原物质不同，则应根据其实际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５． ４． １． ２． ６　 应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２． １ 的试验结果，按照以下要求，确定易燃固体的包

装类别：
ａ）　 易燃固体试验中，测试距离（１００ｍｍ）内的燃烧时间小于 ４５ｓ 的，应被划分为：

１）　 包装类别Ⅱ：火焰通过湿润段；
２）　 包装类别Ⅲ：湿润段阻止了火焰至少 ４ｍｉｎ。

ｂ）　 金属粉末或金属合金粉末试验中，根据测试距离（１００ｍｍ）内的扩散时间，应被划分为：
１）　 包装类别Ⅱ：不超过 ５ｍｉｎ；
２）　 包装类别Ⅲ：超过 ５ｍｉｎ 且不超过 １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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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对于摩擦会起火的固体，应根据已存在的类似条目或特殊规定确定其包装类别。

５． ４． １． ３　 自反应物质

５． ４． １． ３． １　 在没有氧（空气）的环境下也能发生强烈的放热分解反应的热不稳定性物质属于自反应物

质。 符合以下 ａ） ～ ｅ） 条件的物质不属于 ４． １ 项的自反应物质，具有自反应特性但同时具有氧化特性

的混合物的判定应符合 ｆ）的规定：
ａ）　 符合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分类要求；
ｂ）　 符合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的分类要求（不包括含有 ５％或者以上有机可燃物的氧化性物质的混

合物）；
ｃ）　 符合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性物质的分类要求；
ｄ）　 分解热小于 ３００Ｊ ／ ｇ；
ｅ）　 ５０ｋｇ 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ＳＡＤＴ）高于 ７５℃，测定 ＳＡＤＴ 的要求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第 ２０ 章和 ２８． ４；
ｆ ） 　 符合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定义的混合物，如果含有 ５％或以上有机可燃物的，且不满足 ａ）、ｃ）、

ｄ）或 ｅ）的要求，按自反应物质的划分程序进行分类；如果该混合物符合 Ｂ 到 Ｆ 型自反应物质

特性的，则划为 ４． １ 项中的自反应物质；如果符合 Ｇ 型自反应物质特性，根据《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 ２ 部分 ２０． ４． ３（ｇ）小项的原则划分为 ５． １ 项。
注：分解热的测定可以采用国际认可的方法，如差示扫描量热法或绝热量热法。

５． ４． １． ３． ２　 自反应物质可因热、与催化性杂质（如酸、重金属化合物、碱）接触、摩擦或碰撞而发生分

解，分解速率随温度升高而加快。 自反应物质分解可能会释放有毒气体或蒸气（特别在未着火情况

下）、爆炸性分解（特别是在封闭的情况下），以及剧烈燃烧。 某些自反应物质，应采取措施控制其温度，
避免自反应发生。 自反应物质可通过添加稀释剂或使用适合的包装降低其危险性。

注：以下一些类型的化合物是自反应物质的例子，此外还有其他反应基团的物质或某些物质的混合物也会有类似的

特性：
———脂肪族偶氮化合物（ － Ｃ － Ｎ ＝ Ｎ － Ｃ － ）；
———有机叠氮化合物（ － Ｃ － Ｎ３）；
———重氮盐（ － ＣＮ ＋ ２Ｚ － ）；
———Ｎ －亚硝基化合物（ － Ｎ － Ｎ ＝ Ｏ）；
———芳族硫代酰肼（ － ＳＯ２ － ＮＨ － ＮＨ２）。

５． ４． １． ３． ３　 根据危险程度，自反应物质划分为 Ａ 型至 Ｇ 型 ７ 种类型。 Ａ 型（装在所试验的包件中）不
应受理运输，Ｇ 型不受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的运输条件限制。 Ｂ 型至 Ｆ 型的分类与单个包装的最大容量

有关。 分类的原则、程序、试验方法、要求和试验报告的样式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
５． ４． １． ３． ４　 附录 Ｅ 列出的自反应物质的分类是基于工业纯物质作出的（标明浓度小于 １００％ 的除

外）。 附录 Ｅ 列出了允许用包件运输的自反应物质。 集合条目的正式运输名称应包含以下信息：
ａ）　 类型（Ｂ ～ Ｆ）；
ｂ）　 物理状态（液态 ／固态）；
ｃ）　 控温信息（如有）。

５． ４． １． ３． ５　 某些自反应物质可通过添加激活剂（如锌化合物）来改变其反应活性。 通过调整激活剂的类

型和浓度可降低热稳定性，改变爆炸特性。 如果混合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则应根据分类程序重新确定。
５． ４． １． ３． ６　 未在附录 Ｅ 中列出的自反应物质或自反应物质配制品的样品，如果没有整套的试验结果，
在做进一步的试验或评估的运输过程中，应该被划分于 Ｃ 型自反应物质中的一个恰当的条目中，但应

符合下列条件：
ａ）　 现有数据表明样品的危险性高于 Ｂ 型自反应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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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样品根据包装方法 ＯＰ２ 进行包装，并且每个运输单元所载的量不超过 １０ｋｇ；
ｃ）　 现有数据显示其温度控制范围合理，可以避免温度过高导致分解反应，或者温度过低发生危

险的相态分离。
５． ４． １． ３． ７　 为提升运输安全性，可以在某些自反应物质中添加稀释剂以降低其敏感性。 在确定稀释

剂的质量百分比时，应取其最近的整数。 如果使用稀释剂，则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自反应物质在运输中应使用与试验过程中相同浓度和形式的稀释剂；
ｂ）　 不能使用在包件发生泄漏时会使自反应物质浓度达到危险程度的稀释剂；
ｃ）　 稀释剂（固体或液体）应该与自反应物质相容，对自反应物质的热稳定性和危险类型不会产生

不利影响；
ｄ）　 需要控温的液体稀释剂沸点至少应为 ６０℃，闪点不低于 ５℃，液体稀释剂的沸点应该比自反应

物质的控制温度至少高 ５０℃。
５． ４． １． ３． ８　 自加速分解温度不超过 ５５℃的自反应物质在运输中应进行温度控制，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当自反应物质的温度达到应急温度时，应启动应急程序。 某些自反应物质的控制温度和应急

温度列于表 Ｅ． １ 中，不同容器的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列于表 ９ 中。
ｂ）　 运输过程中的实际温度应比控制温度低，从而避免状态（相态）改变的危险。
ｃ）　 应测定 ＳＡＤＴ 以决定物质是否在运输中需要进行温度控制。

表 ９　 不同容器的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容 器 类 型 ＳＡＤＴ 控制温度（Ｔｃ） 应急温度（Ｔｅ）

单个包件和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

ＳＡＤＴ≤２０ Ｔｃ≤ＳＡＤＴ － ２０ Ｔｅ≤ＳＡＤＴ － １０

２０ ＜ ＳＡＤＴ≤３５ Ｔｃ≤ＳＡＤＴ － １５ Ｔｅ≤ＳＡＤＴ － １０

ＳＡＤＴ ＞ ３５ Ｔｃ≤ＳＡＤＴ － １０ Ｔｅ≤ＳＡＤＴ － ５

罐体 ＳＡＤＴ≤５０ Ｔｃ≤ＳＡＤＴ － １０ Ｔｅ≤ＳＡＤＴ － ５

５． ４． １． ４　 固态退敏爆炸品

固态退敏爆炸品包括用水或酒精润湿，或者用其他物质稀释抑制爆炸性的物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列出了常见的固态退敏爆炸品，其 ＵＮ 编号为：ＵＮ １３１０、ＵＮ １３２０、ＵＮ １３２１、ＵＮ １３２２、ＵＮ １３３６、
ＵＮ １３３７、ＵＮ １３４４、ＵＮ １３４７、ＵＮ １３４８、ＵＮ １３４９、ＵＮ １３５４、ＵＮ １３５５、ＵＮ １３５６、ＵＮ １３５７、ＵＮ １５１７、
ＵＮ １５７１、ＵＮ ２５５５、ＵＮ ２５５６、 ＵＮ ２５５７、 ＵＮ ２８５２、 ＵＮ ２９０７、 ＵＮ ３３１７、 ＵＮ ３３１９、 ＵＮ ３３４４、 ＵＮ ３３６４、
ＵＮ ３３６５、ＵＮ ３３６６、ＵＮ ３３６７、ＵＮ ３３６８、ＵＮ ３３６９、ＵＮ ３３７０、ＵＮ ３３７６、ＵＮ ３３８０ 和 ＵＮ ３４７４。

５． ４． １． ５　 与自反应物质相关的物质

某些物质，如 ＵＮ ２９５６、ＵＮ ３２４１、ＵＮ ３２４２ 和 ＵＮ ３２５１，当同时满足以下要求时，应被分为 ４． １ 项与

自反应物质相关的物质：
ａ）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第 １ 部分试验系列 １ 和试验系列 ２ 被暂时列入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

但根据试验系列 ６ 却被排除在第 １ 类之外的物质；
ｂ）　 非 ４． １ 项的自反应物质；
ｃ）　 非 ５． １ 项或 ５． ２ 项的物质。

５． ４． １． ６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５． ４． １． ６． １　 对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除非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应，并确保容器和罐体中不含有促进其反应的物质，否则不应采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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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４． １． ６． ２　 以下物质不应受理运输：

ａ）　 Ａ 型自反应物质［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 ２０． ４． ２（ａ）］；
ｂ）　 含黄磷和白磷的硫化磷；
ｃ）　 未列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的固态退敏爆炸品；
ｄ）　 除 ＵＮ ２４４８ 之外的熔融状态无机易燃物质；
ｅ）　 ＵＮ ３０９７ 易燃固体，氧化性。

５． ４． １． ７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的集合条目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２。

５． ４． １． ８　 自反应物质列表

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列表见表 Ｅ． １。

５． ４． ２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５． ４． ２． １　 准则

５． ４． ２． １． １　 ４． ２ 项包括：
ａ）　 发火物质，包括混合物和溶液（液体或固体），这些物质即使只有少量与空气接触不到 ５ｍｉｎ 便

燃烧，是最易于自燃的 ４． ２ 项物质；
ｂ）　 自热物质和物品，包括混合物和溶液，这些物质和物品与空气接触时，无能量供给也会产生自

热，通常只有在量大（数千克）而且时间较长（数小时或数天）的情况下才会燃烧。
５． ４． ２． １． ２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可根据其危险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Ｓ
易于自燃的物质，无次要

危险性

Ｓ１ 有机，液体

Ｓ２ 有机，固体

Ｓ３ 无机，液体

Ｓ４ 无机，固体

Ｓ５ 有机金属物质

ＳＷ 易自燃物质，遇水产生可燃气体

ＳＯ 易自燃物质，氧化物

ＳＴ 易自燃物质，毒性 ＳＴ１ 有机，毒性，液体

ＳＴ 易自燃物质，毒性

ＳＴ２ 有机，毒性，固体

ＳＴ３ 无机，毒性，液体

ＳＴ４ 无机，毒性，固体

ＳＣ 易自燃物质，腐蚀性

ＳＣ１ 有机，腐蚀性，液体

ＳＣ２ 有机，腐蚀性，固体

ＳＣ３ 无机，腐蚀性，液体

ＳＣ４ 无机，腐蚀性，固体

５． ４． ２． １． ３　 物质的自热过程是物质与氧气（空气中）缓慢反应产生热量。 当热量产生的速度超过热量

损失的速度时，物质就会升温。 当达到了自燃温度时，就会导致自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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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２． １． ４　 属于 ４． ２ 项的物质和物品列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 未在表中列出名称的物质和

物品，应根据第 ４ 章的规定，依据经验或按《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３ 的试验结果，划分到 Ｂ． ５
的某一集合条目下。 ４． ２ 项中“未另作规定的”一般条目，应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３ 试验结

果的基础上进行划分，为使划分更严格，经验也应被考虑在内。
５． ４． ２． １． ５　 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和物品，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３ 的试验结果及 ａ）～ ｃ）
要求，划分到 Ｂ． ５ 的某一集合条目下；判定时还应符合 ｄ）～ ｆ）的要求：

ａ）　 固态发火物质，如果从 １ｍ 的高度落下时或在落下后 ５ｍｉｎ 内能够燃烧，应被划分在 ４． ２ 项易

于自燃的物质。
ｂ）　 液态发火物质，当满足下列要求之一时，应被划分在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１）　 注入惰性载体中，５ｍｉｎ 内会燃烧；
２）　 根据 １）的试验结果呈阴性的，当被倒在干的、锯齿状的滤纸（Ｗｈａｔｍａｎ Ｎｏ． ３ 滤纸）上时，

它们会燃烧或在 ５ｍｉｎ 之内使滤纸碳化。
ｃ）　 将样品放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的立方体网笼中，在 １４０℃的条件下，２４ｈ 内能够自燃或者温度升高到

超过 ２００℃的物质应被划分在 ４． ２ 项中。 这项要求是以碳在 ５０℃，２７ｍ３立方体样品中的自燃

温度为基础的。 ２７ｍ３的立方体样品中，自燃温度超过 ５０℃的不能被列在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

质中。
ｄ）　 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的立方体网笼中的物质，１２０℃下，２４ｈ 内不发生自燃现象或温度升高到不超过

１８０℃，若包装体积不超过 ３ｍ３，则该物质不属于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ｅ）　 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的立方体网笼中的物质，１００℃下，２４ｈ 内不发生自燃现象或温度升高到不超过

１６０℃，若包装体积不超过 ４５０Ｌ，则该物质不属于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ｆ）　 有机金属物质可被划分为 ４． ２ 项或 ４． ３ 项，如果该物质还有次要危险性，则可参照 Ａ． ６ 的要求

进行分类。
５． ４． ２． １． ６　 对于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若该物质的混合

物的危险性分类与原物质不同，则应根据其实际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５． ４． ２． １． ７　 某些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列明的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可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 ３ 部分 ３３． ３ 的试验结果，以及 ５． ４． ２． １． ５ 的规定，确定是否符合本分类。
５． ４． ２． １． ８　 列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的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和物品应按照《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３ 的试验测试结果及以下原则将其划入不同的包装类别：
ａ）　 发火物质应被划分在包装类别Ⅰ中。
ｂ）　 自热物质，在边长 ２５ｍｍ 立方体网笼中，１４０℃下，２４ｈ 内会自燃或温度升高到 ２００℃以上的应

被划分在包装类别Ⅱ中；在 ４５０Ｌ 包装体积下，自燃温度高于 ５０℃的物质可划入包装类别Ⅲ。
ｃ）　 自热物质如符合下列条件应划入包装类别Ⅲ：

１）　 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４０℃下试验时得到肯定结果，用边长 ２５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４０℃下做试验时得到否定结果，并且将该物质装在体积大于 ３ｍ３的包件内运输；
２）　 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４０℃下试验时得到肯定结果，用边长 ２５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４０℃下做试验时得到否定结果，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２０℃下试验时得到肯定

结果，并且将该物质装在体积大于 ４５０Ｌ 的包件内运输；
３）　 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４０℃下试验时得到肯定结果，用边长 ２５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４０℃下做试验时得到否定结果，并且用边长 １００ｍｍ 立方体网笼在 １００℃下试验时得到

肯定结果。
注：肯定结果是指试样发生自燃现象或试样温度超过试验环境温度 ６０℃，否定结果是指试样未发生自燃现象或试

样温度未超过试验环境温度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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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２．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以下物质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ａ）　 ＵＮ ３２５５ 次氯酸叔丁酯；
ｂ）　 ＵＮ ３１２７ 自热固体，氧化性。

５． ４． ２． ３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集合条目

４． ２ 项易于自燃物质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３。

５． ４． ３　 ４． ３ 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５． ４． ３． １　 准则

５． ４． ３． １． １　 ４． ３ 项包括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物品，所释放的气体与空气易

形成爆炸混合物。
５． ４． ３． １． ２　 ４． ３ 项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和物品可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４． ３ 项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的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Ｗ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无次要危险性

Ｗ１ 液体

Ｗ２ 固体

Ｗ３ 物品

ＷＦ１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液体，易燃

ＷＦ２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固体，易燃

Ｗ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固体，自热

ＷＯ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性，固体

ＷＴ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毒性
ＷＴ１ 液体

ＷＴ２ 固体

ＷＣ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腐蚀性
ＷＣ１ 液体

ＷＣ２ 固体

ＷＦＣ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易燃，腐蚀性

５． ４． ３． １． ３　 某些物质遇水能够放出易燃气体，这些气体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该混合物能被

常规火源（例如明火、产生火花的手动工具或没有保护的灯具）点燃，产生爆炸波和火焰危害人和环境。
５． ４． ３． １． ４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和物品，应依据经验或《试验和标准手册》
第 ３ 部分 ３３． ４ 的试验结果，按第 ４ 章的规定，划分在 Ｂ． ６ 中集合条目下。

注：试验用于测定一个物质是否会与水反应产生一定数量的易燃气体，该试验不适用于发火性物质。

５． ４． ３． １． 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明的物质和物品，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４
的试验结果，在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划为 ４． ３ 项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

ａ）　 试验中放出的气体在试验程序的任何一步发生自燃；
ｂ）　 释放易燃气体的速度大于 １Ｌ ／ （ｋｇ·ｈ）。
注：因为有机金属物质可能被划分为 ４． ２ 或者 ４． ３ 项，同时又有次要危险性，在 Ａ． ６ 中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流程用于

给这类物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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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３． １． ６　 对于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 ４． ３ 项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若该

物质的混合物的危险性分类与原物质不同，则应根据其实际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５． ４． ３． １． ７　 某些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明的 ４． ３ 项物质，可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

分 ３３． ４ 的试验结果 ，以及 ５． ４． ３． １． ５ 的规定，确定是否符合本分类。
５． ４． ３． １． ８　 基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４ 的试验结果，４． ３ 项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的

包装类别具体要求如下：
ａ）　 包装类别Ⅰ：适用于在常温下能与水起剧烈反应，并且所释放的气体通常显示自燃倾向的物质，或

常温下与水容易起反应，产生易燃气体的速度大于或等于 １０Ｌ ／ （ｋｇ·ｍｉｎ）的物质；
ｂ）　 包装类别Ⅱ：适用于在常温下易于与水起反应，其产生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或等于 ２０Ｌ ／

（ｋｇ·ｈ）物质，不包括适用于包装类别Ⅰ的物质；
ｃ）　 包装类别Ⅲ：适用于在常温下与水起缓慢反应，其产生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或等于 １Ｌ ／

（ｋｇ·ｈ），不包括适用于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物质。

５． ４． ３．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ＵＮ ３１３３ 遇水反应固体，氧化性，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４． ３． ３　 ４． ３ 项遇水易放出易燃气体物质的集合条目

４． ３ 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物质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４。

５． ５　 第 ５ 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５． ５． １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

５． ５． １． １　 准则

５． ５． １． １． １　 某些物质虽然不可燃，但能通过放出氧气而引发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属于 ５． １ 项氧化性

物质。 包含此类物质的物品也属于 ５． １ 项。
５． ５． １． １． ２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和含此类物质的物品可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

表 １２。

表 １２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的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Ｏ 氧化性物质，无次要危险性

Ｏ１ 液体

Ｏ２ 固体

Ｏ３ 物品

ＯＦ 氧化性物质，固体，易燃

ＯＳ 氧化性物质，固体，自热

ＯＷ 氧化性物质，固体，遇水产生易燃气体

ＯＴ 氧化性物质，毒性
ＯＴ１ 液体

ＯＴ２ 固体

ＯＣ 氧化性物质，腐蚀性
ＯＣ１ 液体

ＯＣ２ 固体

ＯＴＣ 氧化性物质，毒性，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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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１． １． 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和物品，应根据第 ４ 章和 ５． ５． １． １． ６ ～５． ５． １． １． ９
的规定以及《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４． ４ 的试验结果判定其分类。 当试验结果与已知经验相冲突

时，已知经验应优先于试验结果。
５． ５． １． １． ４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若该物质的混合物的危险性

分类与原物质不同，则应根据其实际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５． ５． １． １． ５　 某些虽已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明的 ５． １ 项物质，仍可根据《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 ３ 部分 ３４． ４ 的试验结果，以及 ５． ５． １． １． ６ 至 ５． ５． １． １． ９ 的规定，判定其不属于 ５． １ 项氧化性

物质。
５． ５． １． １． ６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的氧化性固体，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

分 ３３． ４． １（试验 Ｏ． １）或者 ３４． ４． ３（试验 Ｏ． ３）的试验结果及以下要求，将其划分为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
并划分到 Ｂ． ７ 的集合条目中：

ａ）　 在试验 Ｏ． １ 中，将待测固体物质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混合后的试样可以被

点燃、燃烧，且其平均燃烧时间小于或等于按质量 ３ ∶７ 混合的溴酸钾和纤维素的混合物的平均

燃烧时间；
ｂ）　 在试验 Ｏ． ３ 中，将待测固体物质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 １ 或 １ ∶ １ 的比例混合，混合后试样的平均

燃烧速度大于或等于按质量 １ ∶２ 混合的过氧化钙和纤维素的混合物的平均燃烧速度。
５． ５． １． １． ７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的氧化性固体，应按《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第 ３ 部分 ３４． ４． １
（试验 Ｏ． １）或者 ３４． ４． ３（试验 Ｏ． ３）所述的试验结果及以下要求划分包装类别：

ａ）　 试验 Ｏ． １：
１）　 包装类别Ⅰ：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燃烧时

间小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 ３ ∶２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的物质；
２）　 包装类别Ⅱ：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燃烧时

间小于或等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 ２ ∶３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的物质，不包括

适用于包装类别Ⅰ的氧化性固体；
３）　 包装类别Ⅲ：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燃烧时

间小于或等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 ３ ∶７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的物质，不包括

适用于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氧化性固体。
ｂ）　 试验 Ｏ． ３：

１）　 包装类别Ⅰ：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燃烧速

度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 ３ ∶１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的物质；
２）　 包装类别Ⅱ：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燃烧速

度等于或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的物质，不包

括适用于包装类别Ⅰ的氧化性固体；
３）　 包装类别Ⅲ：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 ４ ∶１ 或 １ ∶１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燃烧速

度等于或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 １ ∶２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的物质，不包

括适用于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氧化性固体。
５． ５． １． １． 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的氧化性液体，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

分 ３３． ４． ２ 的试验，将待测液体物质与纤维素按质量 １ ∶ １ 的比例混合，如果该混合物压力升高至

２ ０７０ｋＰａ或更高所需的平均时间小于或等于 ６５％液态硝酸与纤维素按质量 １ ∶１ 的混合物的平均压力上

升时间，此物质应被划分在 ５． １ 项，并划分到 Ｂ． ７ 的集合条目中。
５． ５． １． １． 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的氧化性液体，应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 ３４． ４． ２ 的试

验结果及以下要求划分包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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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包装类别Ⅰ：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以 １ ∶ １ 的比例混合时，会自燃或其平均压力升高时间小于

５０％的高氯酸与纤维素按质量以 １ ∶１ 混合物的平均压力升高时间；
ｂ）　 包装类别Ⅱ：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以 １ ∶１ 的比例混合时，平均压力升高时间小于或等于 ４０％的

氯酸钠溶液与纤维素按质量以 １ ∶１ 混合物的平均压力升高时间，不包括适用于包装类别Ⅰ的

氧化性液体；
ｃ）　 包装类别Ⅲ：样品与纤维素按质量以 １ ∶ １ 的比例混合时，平均压力升高时间小于或等于 ６５％

的硝酸溶液与纤维素按质量以 １ ∶１ 混合物的平均压力升高时间，不包括适用于包装类别Ⅰ和

包装类别Ⅱ的氧化性液体。

５． ５． １．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５． ５． １． ２． １　 对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除非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

险反应，并确保容器和罐体中不含有促进其反应的物质，否则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５． １． ２． ２　 以下物质和混合物不应受理运输：

ａ）　 ＵＮ ３１００ 氧化性固体，自热；
ｂ）　 ＵＮ ３１２１ 氧化性固体，遇水反应；
ｃ）　 ＵＮ ３１３７ 氧化性固体，易燃；
ｄ）　 过氧化氢，不稳定，或含超过 ６０％过氧化氢的水溶液，不稳定；
ｅ）　 四硝基甲烷，含可燃性杂质；
ｆ ）　 含超过 ７２％ （质量）的高氯酸溶液，或高氯酸和水以外的液体的混合物；
ｇ）　 含超过 １０％ （质量）的氯酸溶液，或氯酸和任何水以外的液体的混合物；
ｈ）　 卤代氟化合物（不包括 ５． １ 项的 ＵＮ １７４５ 五氟化溴、ＵＮ １７４６ 三氟化溴、ＵＮ ２４９５ 五氟化碘以

及第 ２ 类气体的 ＵＮ １７４９ 三氟化氯和 ＵＮ ２５４８ 五氟化氯）；
ｉ ）　 氯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氯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ｇ）　 亚氯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亚氯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ｋ）　 次氯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ｌ ）　 溴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溴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ｍ）　 高锰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高锰酸和铵盐的混合物；
ｎ）　 含超过 ０． ２％可燃物质的硝酸铵（包含所有有机物，按碳计）；
ｏ）　 化肥中所含硝酸铵的量（测定硝酸铵含量时，混合物中与铵离子等当量的所有的硝酸根离子

的量都应作为硝酸铵含量计算）或所含某可燃物质的量超过了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附录 Ｂ 特殊

规定 ３０７ 中指定值；
ｐ）　 亚硝酸铵及其水溶液，以及无机亚硝酸盐和铵盐的混合物；
ｑ）　 硝酸钾、亚硝酸钠和铵盐的混合物。

５． ５． １． ３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集合条目

５． １ 项氧化性物质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５。

５． ５． ２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

５． ５． ２． １　 准则

５． ５． ２． １． １　 ５． ２ 项包括有机过氧化物和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
５． ５． ２． １． ２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如下：

ａ）　 Ｐ１ 有机过氧化物，不需要控温；
４２

ＪＴ／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ｂ）　 Ｐ２ 有机过氧化物，需要控温。
５． ５． ２． １． ３　 有机过氧化物可看作是过氧化氢的衍生物，是包含有二价氧结构（ － Ｏ － Ｏ － ）的有机物

质，即其中 １ 个或 ２ 个氢原子被有机基团所取代。
５． ５． ２． １． ４　 有机过氧化物具有以下主要特性：

ａ）　 在正常温度或高温下易放热分解，分解可由受热，与杂质（如酸、重金属化合物、胺）接触、摩擦

或碰撞而引起，分解时可产生有害、易燃的气体或蒸气，分解速度会因有机过氧化物配方不同

或温度不同而变化；
ｂ）　 某些有机过氧化物需在运输时控制温度；
ｃ）　 封闭条件下，某些有机过氧化物可通过添加稀释剂或使用适当容器降低其发生爆炸性分解的

风险；
ｄ）　 许多有机过氧化物燃烧时会非常剧烈；
ｅ）　 某些有机过氧化物在短暂接触时会对眼角膜和皮肤造成伤害。
注：测定有机过氧化物的可燃性的试验方法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２． ４。 由于过氧化物遇热后反应剧烈，

建议在闪点测试试验中使用小剂量的样品，具体参见 ＩＳＯ ３６７９。

５． ５． ２． ２　 分类

５． ５． ２． ２． １　 除以下情况外，含有有机过氧化物的物质或配制品应被划入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
ａ）　 当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过氧化氢含量不超过 １． ０％时，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１． ０％ 。
ｂ）　 当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过氧化氢含量超过 １． ０％ ，但不超过 ７． ０％ 时，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０． ５％ 。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有效氧含量按式（３）计算：
Ｏｏｐ ＝ １６ ×∑（ｎｉ × ｃｉ ／ ｍｉ） （３）

式中：Ｏｏｐ———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有效氧含量（％ ）；
ｎｉ———有机过氧化物 ｉ 每个分子的过氧基数目；
ｃｉ———有机过氧化物 ｉ 的浓度（％ ，质量百分数）；
ｍｉ———有机过氧化物 ｉ 的分子量。

５． ５． ２． ２． ２　 根据危险程度，有机过氧化物划分为 Ａ 型至 Ｇ 型 ７ 种类型。 Ａ 型（装在所试验的包件中）
不应受理运输，Ｇ 型不受 ５． ２ 项自反应物质的运输条件限制。 Ｂ 型至 Ｆ 型的分类与单个包装的最大容

量有关。 未列入表 Ｆ． １ 的物质的分类要求，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
５． ５． ２． ２． ３　 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混合物可划入其最危险的成分对应的有机过氧化物类型。 如果两

种稳定的组成成分混合后可使得热稳定性变差，混合物的 ＳＡＤＴ 应按 ５． ５． ２． ４ 的要求重新测定，并以此

确定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 表 Ｆ． １ 列出了允许用包件运输的有机过氧化物。 集合条目的正式运输名称

包含：
ａ）　 类型（Ｂ 型至 Ｆ 型）；
ｂ）　 物理状态（液态 ／固态）；
ｃ）　 控温信息（如有）。

５． ５． ２． ２． ４　 未在表 Ｆ． １ 中列出的有机过氧化物或者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样品，如果没有完整的试

验数据，通过运输送样去做进一步的试验或评估，在下列条件下应被划分于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中的一

个恰当的条目中：
ａ）　 现有数据显示样品的危险性不高于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
ｂ）　 样品根据包装方法 ＯＰ２ 进行包装，并且每个运输装置所载的量不超过 １０ｋｇ；
ｃ）　 现有数据显示其温度控制范围合理，可以避免温度过高导致分解反应，或者温度过低发生危

险的相态分离。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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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２． ３　 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

５． ５． ２． ３． １　 有机液体或固体、无机固体或水可以作为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稀释剂。 退敏稀释剂应能

确保在发生泄漏时，有机过氧化物的浓度不会升高到危险程度。
５． ５． ２． ３． ２　 除非另有说明，配制品中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稀释剂有两种：

ａ）　 Ａ 型稀释剂，是与有机过氧化物相容、沸点不低于 １５０℃的有机液体。 Ａ 型稀释剂可对所有有

机过氧化物退敏。
ｂ）　 Ｂ 型稀释剂，是与有机过氧化物相容、沸点低于 １５０℃但不低于 ６０℃，闪点不低于 ５℃的有机

液体。 Ｂ 型稀释剂可对所有有机过氧化物进行退敏，但其沸点应至少比 ５０ｋｇ 包件的 ＳＡＤＴ
高 ６０℃。

５． ５． ２． ３． ３　 在相容的情况下，Ａ 型或 Ｂ 型以外的稀释剂按照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认可程序重新评

估后，可被用于表 Ｆ． １ 所列的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
５． ５． ２． ３． ４　 只有在表 Ｆ． １ 中列明为“可使用水”或“在水中稳定扩散”的有机过氧化物，才可以用水进

行退敏。 符合 ５． ５． ２． ２． ４ 要求的未列于附录 Ｆ 的有机过氧化物样品或配制品，也可用水为其退敏。
５． ５． ２． ３． ５　 仅在相容的情况下，有机固体和无机固体可以用于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 相容是指对有

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热稳定性和危险性类别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５． ５． ２． ４　 有机过氧化物的温度控制

５． ５． ２． ４． １　 某些有机过氧化物仅在满足控制温度的条件下方可运输。 当达到应急温度时，应启动应

急程序。
５． ５． ２． ４． ２　 表 １３ 中的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源自于 ＳＡＤＴ。 ＳＡＤＴ 测定规定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 ２０ 和 ２８． ４。 根据测定的 ＳＡＤＴ，决定运输的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

表 １３　 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容 器 类 型 ＳＡＤＴ 控制温度（Ｔｃ） 应急温度（Ｔｅ）

单个包件和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

ＳＡＤＴ≤２０ Ｔｃ≤ＳＡＤＴ － ２０ Ｔｅ≤ＳＡＤＴ － １０

２０ ＜ ＳＡＤＴ≤３５ Ｔｃ≤ＳＡＤＴ － １５ Ｔｅ≤ＳＡＤＴ － １０

ＳＡＤＴ ＞ ３５ Ｔｃ≤ＳＡＤＴ － １０ Ｔｅ≤ＳＡＤＴ － ５

罐体 ＳＡＤＴ≤５０ Ｔｃ≤ＳＡＤＴ － １０ Ｔｅ≤ＳＡＤＴ － ５

５． ５． ２． ４． ３　 下列有机过氧化物在运输中应进行温度控制：
ａ）　 ＳＡＤＴ≤５０℃的 Ｂ 型和 Ｃ 型有机过氧化物；
ｂ）　 ＳＡＤＴ≤５０℃密闭条件下加热时表现出中等效应，或 ＳＡＤＴ≤４５℃密闭条件下加热时表现出微

弱效应或无效应的 Ｄ 型有机过氧化物；
ｃ）　 ＳＡＤＴ≤４５℃的 Ｅ 型和 Ｆ 型有机过氧化物。
注：密闭条件下加热效应的试验规定参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的第 ２０ 章和 ２８． ４。

５． ５． ２． ４． ４　 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说明见表 Ｆ． １。 运输过程中的实际温度范围应合理控制，避免温度过

高导致分解反应，或者温度过低发生危险的相态分离。

５． ５． ２． ５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５． ２ 项 Ａ 型有机过氧化物不应进行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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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２． ６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集合条目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６。

５． ５． ２． ７　 有机过氧化物列表

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见表 Ｆ． １。

５． ６　 第 ６ 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５． ６． １　 ６． １ 项：毒性物质

５． ６． １． １　 准则

５． ６． １． １． １　 由经验或从动物试验推定，在一次性或短时期的吸入、皮肤吸收或吞食相对少量的毒性物

质情况下会损害人体健康或引起死亡的物质，可列入 ６． １ 项。 转基因微生物和生物若满足本项的条件，
应归入本项。
５． ６． １． １． ２　 ６． １ 项毒性物质和含此类物质的物品可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

表 １４。

表 １４　 ６． １ 项毒性物质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Ｔ 毒性物质，无次要危险性

Ｔ１ 有机液体

Ｔ２ 有机固体

Ｔ３ 有机金属物质

Ｔ４ 无机液体

Ｔ５ 无机固体

Ｔ６ 液体，用作杀虫剂

Ｔ７ 固体，用作杀虫剂

Ｔ８ 样品

Ｔ９ 其他毒性物质

ＴＦ 毒性物质，易燃
ＴＦ１ 液体

ＴＦ２ 液体，用作杀虫剂

ＴＦ 毒性物质，易燃 ＴＦ３ 固体

ＴＳ 毒性物质，固体，自热

ＴＷ
毒性物质，遇水放出

易燃气体

ＴＷ１ 液体

ＴＷ２ 固体

ＴＯ 毒性物质，氧化性
ＴＯ１ 液体

ＴＯ２ 固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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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续）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ＴＣ 毒性物质，腐蚀性

ＴＣ１ 有机液体

ＴＣ２ 有机固体

ＴＣ３ 无机液体

ＴＣ４ 无机固体

ＴＦＣ 毒性物质，易燃，腐蚀性

ＴＦＷ 毒性物质，易燃，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５． ６． １． １． ３　 毒性物质在不同暴露方式下的半数致死量的定义如下：
ａ）　 急性口服毒性的半数致死量（ＬＤ５０），是经过统计方法得出的一种物质的单次剂量，该剂量可

使青年白鼠口服后，在 １４ｄ 内造成 ５０％ 的死亡。 ＬＤ５０ 用每千克体质量的毫克数 （ｍｇ ／ ｋｇ）
表示。

ｂ）　 急性皮肤接触毒性的半数致死量（ＬＤ５０），是使家兔的裸露皮肤持续接触 ２４ｈ，最可能引起这些

试验动物在 １４ｄ 内死亡一半的物质剂量。 试验动物的数量应足够大以使结果具有统计意义，
且与良好的药理实践相一致。 ＬＤ５０用每千克体质量的毫克数（ｍｇ ／ ｋｇ）表示。

ｃ）　 急性吸入毒性的半数致死浓度（ＬＣ５０），是使雄性和雌性青年白鼠持续吸入 １ｈ 的蒸气、烟雾或

粉尘，最可能引起这些试验动物在 １４ｄ 内死亡一半的浓度。 若固态物质中可吸入性范围的粉

尘（例如该部分颗粒的动力直径是 １０μｍ 或更小）占总质量至少 １０％ （按质量计），或者液体物

质在运输密封装置泄漏时可产生烟雾，则应进行以上试验。 无论是固态还是液态物质，均应

有 ９０％以上（按质量计）测试样品在上面规定的可吸入范围内。 对于粉尘和烟雾，结果以每升

空气中的毫克数 （ｍｇ ／ Ｌ）表示；对于蒸气，结果以每立方米空气中毫升数（ｍＬ ／ ｍ３）表示。
５． ６． １． １． ４　 ６． １ 项物质应按表 １５ 的毒性程度评估数据，划入 ３ 个包装类别。

表 １５　 毒性程度评估表

包 装 类 别
口服毒性 ＬＤ５０

（ｍｇ ／ ｋｇ）

皮肤接触毒性 ＬＤ５０

（ｍｇ ／ ｋｇ）

吸入粉尘和烟雾毒性 ＬＣ５０

（ｍｇ ／ Ｌ）

Ⅰ ＬＤ５０≤５ ＬＤ５０≤５０ ＬＣ５０≤０． ２

Ⅱ ５ <ＬＤ５０≤５０ ５０ <ＬＤ５０≤２００ ０． ２ <ＬＣ５０≤２

Ⅲａ ５０ <ＬＤ５０≤３００ ２００ <ＬＤ５０≤１ ０００ ２ <ＬＣ５０≤４

　 ａ 催泪性气体物质，即使其毒性数据相当于包装类别Ⅲ的数值，也应划在包装类别Ⅱ中。

５． ６． １． １． ５　 为评估毒性程度，应根据经验考虑人类意外中毒实例，以及个别物质拥有的特殊性质。
５． ６． １． １． ６　 如果缺乏人类的经验数据，应以动物试验所得的数据及表 １５ 的方法确定毒性程度。 评估

毒性应按照以下要求：
ａ）　 当一种物质通过两种或以上暴露方式显示出不同的毒性程度时，应以最高毒性程度为准。
ｂ）　 若物质满足第 ８ 类的分类准则，并且吸入粉尘和烟雾毒性（ＬＣ５０）属于包装类别Ⅰ，仅当口服

或皮肤接触毒性至少属于包装类别Ⅰ或Ⅱ时，才应划入 ６． １ 项，否则酌情划入第 ８ 类。
ｃ）　 吸入粉尘和烟雾毒性以吸入 １ｈ 的 ＬＣ５０数据作为判断依据。 若只有吸入 ４ｈ 的 ＬＣ５０数据，将该

数字乘以 ４ 视为吸入 １ｈ 的 ＬＣ５０数据，即 ＬＣ５０（４ｈ） × ４ 视为 ＬＣ５０（１ｈ）。
５． ６． １． １． ７　 释放出毒性蒸气的液体，应根据表 １６ 划分包装类别。 图 １ 可作为表 １６ 的辅助工具，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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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蒸气浓度和 ＬＣ５０的交叉点位于包装类别界线上或附近时，应根据表 １６ 的划分条件予以核对。

图 １　 吸入毒性：包装类别界限

表 １６　 释放毒性蒸气液体包装类别划分条件

包装类别 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包装类别Ⅰ 当 Ｖ≥１０ＬＣ５０，且 ＬＣ５０≤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包装类别Ⅱ 当 Ｖ≥ＬＣ５０，且 ＬＣ５０≤３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不满足包装类别Ⅰ的要求

包装类别Ⅲａ 当 Ｖ≥１ ／ ５ＬＣ５０，且 ＬＣ５０≤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不满足包装类别Ⅰ和Ⅱ的要求

　 注 １：Ｖ 为在 ２０°Ｃ 和一个标准大气压力下的饱和蒸气浓度（挥发度）。
　 注 ２：蒸气吸入毒性以吸入 １ｈ 的 ＬＣ５０数据作为判断依据。 若只有吸入 ４ｈ 的 ＬＣ５０数，该数字乘以 ２ 视为吸入 １ｈ 的

ＬＣ５０数据，即 ＬＣ５０（４ｈ） × ２ 视为 ＬＣ５０（１ｈ）。

　 ａ 对于满足包装类别Ⅲ的催泪性气体物质仍应被划入包装类别Ⅱ。

５． ６． １． １． ８　 具有吸入毒性的液体混合物，如果混合物中每种毒性物质的 ＬＣ５０数据已知，可按以下方式

划定包装类别：
ａ）　 按照式（４）计算混合物的半数致死浓度 ＨＬＣ５０

：

ＨＬＣ５０
＝ １
∑
１

ｉ ＝ １
ｆｉ ／ ＬＣ５０ｉ

（４）

式中：ＨＬＣ５０
———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半数致死浓度，单位为毫升每立方米（ｍＬ ／ ｍ３）；

ｆｉ———混合物的组分 ｉ 的摩尔分数；
ＬＣ５０ｉ———组分 ｉ 的平均半数致死浓度，单位为毫升每立方米（ｍＬ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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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按照式（５）计算混合物中每种成分物质的挥发度：

Ｖｉ ＝ Ｐ ｉ ×
１０６

１０１． ３ （５）

式中：Ｖｉ———混合物中每种成分物质的挥发度，单位为毫升每立方米（ｍＬ ／ ｍ３）；
Ｐ ｉ———在 ２０℃和一个标准大气压力下，第 ｉ 种成分物质的分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ｃ）　 按照式（６）计算挥发度与 ＬＣ５０的比率 Ｒ：

Ｒ ＝ ∑
ｎ

ｉ ＝ １

Ｖｉ

ＬＣ５０ｉ
（６）

ｄ）　 用 ＬＣ５０（混合物）和 Ｒ 的计算值，根据表 １７ 确定混合物的包装类别。

表 １７　 液体混合物包装类别划分条件

包装类别 所应满足的条件

包装类别Ⅰ Ｒ≥１０，且 ＨＬＣ５０≤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包装类别Ⅱ Ｒ≥１，且 ＨＬＣ５０≤３ ０００ｍＬ ／ ｍ３，并且混合物不满足包装类别Ⅰ的要求

包装类别Ⅲ Ｒ≥１ ／ ５，且 ＨＬＣ５０≤ 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并且混合物不满足包装类别Ⅰ或Ⅱ的要求

５． ６． １． １． ９　 具有吸入毒性的液体混合物，如果缺乏组成混合物的每种毒性物质的 ＬＣ５０数据，可基于简

化的毒性阈值试验划定包装类别，并采取最严格的包装等级进行运输，试验方法如下：
ａ）　 混合物同时满足下列两项要求，方可划入包装类别Ⅰ：

１）　 让液体混合物样品气化并用空气稀释，形成混合物蒸气浓度为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的试验气体

环境。 把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性和 ５ 只雌性）置于试验气体环境中暴露 １ｈ，观察 １４ｄ。 若在

１４ｄ 观察期内 ５ 只或更多白鼠死亡，推定混合物的 ＬＣ５０小于或等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２）　 把与液体混合物平衡的蒸气样品，用 ９ 倍等体积的空气稀释，以形成试验气体环境。 把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性和 ５ 只雌性）置于试验气体环境中暴露 １ｈ，观察 １４ｄ。 若在 １４ｄ 观察

期内 ５ 只或更多白鼠死亡，推定混合物挥发度大于或等于混合物 ＬＣ５０的 １０ 倍。
ｂ）　 混合物同时满足下列两项要求，并且不符合包装类别Ⅰ的标准时，方可划入包装类别Ⅱ：

１）　 让液体混合物样品气化并用空气稀释，形成混合物蒸气浓度为 ３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的试验气体

环境。 把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性和 ５ 只雌性）置于试验气体环境中暴露 １ｈ，观察 １４ｄ。 若在

１４ｄ 观察期内 ５ 只或更多白鼠死亡，推定混合物的 ＬＣ５０小于或等于 ３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２）　 把与液体混合物平衡的蒸气样品，用作试验气体。 把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性和 ５ 只雌性）置

于试验气体环境中暴露 １ｈ，观察 １４ｄ。 若在 １４ｄ 观察期内 ５ 只或更多白鼠死亡，推定混合

物挥发度大于或等于混合物的 ＬＣ５０。
ｃ）　 混合物同时满足下列两项要求，并且不符合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标准时，方可划入包

装类别Ⅲ：
１）　 让液体混合物样品气化，并用空气稀释，形成混合物蒸气浓度为 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的试验气体

环境。 把 １０ 只白鼠（５ 只雄性和 ５ 只雌性）置于试验气体环境中暴露 １ｈ，观察 １４ｄ。 若在

１４ｄ 观察期内 ５ 只或更多白鼠死亡，推定混合物的 ＬＣ５０小于或等于 ５ ０００ｍＬ ／ ｍ３。
２）　 测量液体混合物的蒸气浓度（挥发度），若蒸气浓度大于或等于 １ ０００ｍＬ ／ ｍ３，则可推定混

合物挥发度等于或大于混合物 ＬＣ５０的 １ ／ ５。
５． ６． １． １． １０　 当根据 ５． ６． １． １． ３ 对 ６． １ 项的混合物划分包装类别时，需要确定该混合物的口服或皮肤

接触毒性的半数致死量 ＴＭ，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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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若混合物只含有 １ 种毒性物质且该物质的 ＬＤ５０已知，但混合物无可靠的急性口服毒性和皮肤

接触毒性数据，该混合物的口服或皮肤接触半数致死量可按照式（７）计算：

ＴＭ ＝
ＴＡ × １００

ＣＡ
（７）

式中：ＴＭ———混合物的口服或皮肤接触 ＬＤ５０，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 ／ ｋｇ）；
ＣＡ———混合物中组分 Ａ 的百分浓度；
ＴＡ———物质 Ａ 的口服或皮肤接触 ＬＤ５０，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 ／ ｋｇ）。

ｂ）　 若混合物含有 １ 种以上的毒性组分，有 ３ 种可选方法确定混合物的口服毒性或皮肤接触 ＬＤ５０。
首选方法是获得可靠的混合物的急性口服和皮肤接触毒性数据。 如无可靠、准确的数据，则
下列两种方法均可：
１）　 将最危险的混合物组分视作浓度等同于全部有毒组分的总浓度，据此对混合物配方进行

归类；
２）　 按式（８）计算：

ＴＭ ＝ １００
ＣＡ

ＴＡ
＋
ＣＢ

ＴＢ
＋… ＋

ＣＺ

ＴＺ

（８）

式中：　 　 　 　 ＴＭ———混合物的口服或皮肤接触 ＬＤ５０，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 ／ ｋｇ）；
ＣＡ、ＣＢ、…、ＣＺ———混合物组分 Ａ，Ｂ，…，Ｚ 的百分浓度；
ＴＡ、ＴＢ、…、ＴＺ———成分 Ａ，Ｂ，…，Ｚ 的口服或皮肤接触 ＬＤ５０，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 ／ ｋｇ）。

５． ６． １． １． １１　 农药的分类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ＬＣ５０和（或）ＬＤ５０已知并且归入 ６． １ 项的农药物质及其制剂，应依照 ５． ６． １． １． ５ ～ ５． ６． １． １． ９ 的

要求，确定相应的包装类别。 具有次要危险性的农药及其制剂，应根据附录 Ｃ 进行分类，并划

定适当的包装类别。
ｂ）　 若农药制剂的口服或皮肤接触 ＬＤ５０未知，但农药原药的 ＬＤ５０已知，则可采用 ５． ６． １． １． １０ 中的

方法确定农药制剂的 ＬＤ５０。
注：一些普通杀虫剂的 ＬＤ５０毒性数据，可参考最新版本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农药按危险性的分类和分类准则》。

ｃ）　 应基于其有毒成分、物理状态及可能的次要危险性，确定其正式运输名称。
５． ６． １． １． １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 ６． １ 项物质，若其混合物的危险性分类与原物质

不同，则该混合物应根据其实际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５． ６． １．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５． ６． １． ２． １　 对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 ６． １ 项毒性物质，除非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

反应，并确保容器和罐体中不含有促进其反应的物质，否则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６． １． ２． ２　 不应受理运输下列物质和混合物：

ａ）　 氰化氢（无水或溶液），不符合 ＵＮ １０５１、ＵＮ １６１３、ＵＮ １６１４ 和 ＵＮ ３２９４ 的说明；
ｂ）　 闪点低于 ２３°Ｃ 的羰基金属，但 ＵＮ １２５９（羰基镍）和 ＵＮ １９９４（五羰基铁）除外；
ｃ）　 ２，３，７，８⁃四氯二苯并⁃ｐ⁃二 英（ＴＣＤＤ）；
ｄ）　 ＵＮ ２２４９ 对称二氯二甲醚；
ｅ）　 无添加剂以抑制其放出毒性易燃气体的磷化物制剂。

５． ６． １． ３　 ６． １ 项毒性物质集合条目

６． １ 项毒性物质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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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２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

５． ６． ２． １　 准则

５． ６． ２． １． １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包括已知或可能含有病原体的物质。 病原体是会造成人类或动物感染

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寄生虫、真菌）和其他媒介，如病毒蛋白。 符合此项条件的

转基因微生物及生物、生物制品、诊断标本和受感染的活体动物，都应该划入 ６． ２ 项。
取自植物、动物或细菌源的毒素，如果不含有任何感染性物质，应划入 ６． １ 项，ＵＮ ３１７２ 或 ＵＮ ３４６２。

５． ６． ２． １． ２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可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１８。

表 １８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组别代码和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Ｉ１ 影响人类的感染性物质 Ｉ３ 医疗废物

Ｉ２ 只影响动物的感染性物质 Ｉ４ 生物物质

５． ６． ２． １． ３　 感染性物质中包含生物制品、培养物、医学或医疗废物和病患者试样，它们在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中具有特定含义和范围。
ａ）　 生物制品：包括但不限于疫苗等最终或非最终产品，是从活体生物取得的，用于预防、治疗或

诊断人或动物的疾病，或用于与此类活动有关的以开发、试验或调查为目的的产品。 其生产

和销售应遵守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
ｂ）　 培养物：是有意使病原体繁殖的结果，不包括本部分中所定义的人或动物病患者试样。
ｃ）　 医疗废物：是来自对动物或人进行医学治疗或来自生物研究所产生的废物。
ｄ）　 病患者试样：直接从人或动物采集的，包括但不限于排泄物、分泌物、血液及血液成分、组织及

组织液、身体部位等，用于研究、诊断、调查、治疗和预防疾病等的物质。
５． ６． ２． １． ４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分为 Ａ 类感染性物质和 Ｂ 类感染性物质，并按照下列要求划入

ＵＮ ２８１４、ＵＮ ２９００、ＵＮ ３２９１ 或 ＵＮ ３３７３：
ａ）　 Ａ 类感染性物质：在运输过程中与之发生接触可造成健康的人或动物的死亡、永久性失能或生

病的物质。 Ａ 类感染性物质示例参见附录 Ｇ。 附录 Ｇ 中未列出的感染性物质（包括新的或刚

刚出现的病原体），如果符合或怀疑符合 Ａ 类感染性物质的判定方法应被划入 Ａ 类感染性物

质。 ＵＮ 编号划分方法如下：
１）　 符合 Ａ 类感染性物质标准，可对人或同时对人或动物造成疾病的感染性物质，应划入

ＵＮ ２８１４，正式运输名称为“影响人类的感染性物质”。 只对动物造成疾病的感染性物质，
应划入 ＵＮ ２９００，正式运输名称为“只影响动物的感染性物质”；

２）　 在确定 ＵＮ 编号时，应根据已知的原始病人或动物的病历和症状、当地地方流行病的情况

以及对原始病人或动物具体情况的专业诊断。
注：发生接触，是指感染性物质泄漏到保护性包装之外，造成与人或动物的实际接触。

ｂ）　 Ｂ 类感染性物质：不符合 Ａ 类感染性物质标准的感染性物质，ＵＮ 编号为 ＵＮ ３３７３。
５． ６． ２． １． ５　 若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不符合其他危险货物类别或项别的分类判定标准，以下情况可豁免

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的运输要求。
ａ）　 所含有的感染性物质不可能引起人或动物致病；
ｂ）　 只含有不会使人或动物致病的微生物的物质；
ｃ）　 物质中存在的任何病原体都经过了抑制或灭活，不会再对健康造成危害，例如已排空液体的

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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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含有浓度水平正常、感染风险不高的病原体的物质（包括食物和水样本）；
ｅ）　 在吸收性材料上采集的干血迹；
ｆ ）　 粪便潜血检查采集的样品；
ｇ）　 用于输血、制备输血用、移植用血液制品的血液（或成分血），以及所有用于移植的组织（或器

官）及其样本。
５． ６． ２． １． ６　 由医疗专业人士或个人医疗使用的生物制品，如果其制造和包装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可豁

免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的运输要求。
５． ６． ２． １． ７　 不符合感染性物质定义的转基因微生物应按 ５． ９ 进行分类。
５． ６． ２． １． ８　 含有 Ａ 类感染性物质的医疗废物，应根据情况列入 ＵＮ ２８１４ 或 ＵＮ ２９００。 含有 Ｂ 类感染

性物质的医疗废物，应列入 ＵＮ ３２９１。 含有感染性物质可能性较低的医疗废物应列入 ＵＮ ３２９１。 确定

ＵＮ 编号时，应参考国家废弃物目录。 ＵＮ ３２９１ 医疗废物包装类型应划入包装类别Ⅱ。
５． ６． ２． １． ９　 除非感染性物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托运，否则不应使用活体动物运输感染性物质。
５． ６． ２． １． １０　 受到 Ａ 类病原体或 Ａ 类病原体培养物影响的动物应被列入 ＵＮ ２８１４ 或 ＵＮ ２９００，受 Ｂ 类

病原体影响的动物应被划入 ＵＮ ２２７３。

５． ６． ２．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不应使用活体脊椎或无脊椎动物道路运输感染性介质。

５． ６． ２． ３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集合条目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的集合条目见表 Ｂ． ８。

５． ７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包括任何含有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浓度和托运货物中的总放射性活度均超过

ＧＢ １１８０６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中规定的限值的物质。 其中，单个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数值参见附

录 Ｈ。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应符合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要求。 放射性物质分类条目见表 １９。

表 １９　 放射性物质分类条目列表

ＵＮ 编号　 　 　 　 　 正式运输名称和说明

例外包装件

ＵＮ ２９０８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空包装

ＵＮ ２９０９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用天然铀或贫化铀或天然钍制造的物品

ＵＮ ２９１０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有限数量的物质

ＵＮ ２９１１ 放射性物质，例外包装件———器械或物品

ＵＮ ３５０７ 六氟化铀，放射性材料，例外包装件，每个包件小于 ０． １ｋｇ，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低放射性比度放射性材料

ＵＮ ２９１２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Ⅰ），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１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Ⅱ），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２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Ⅲ），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４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Ⅱ），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５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ＬＳＡ⁃Ⅲ），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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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９（续）

ＵＮ 编号　 　 　 　 　 正式运输名称和说明

表面放射性污染物体

ＵＮ ２９１３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Ⅰ或 ＳＣＯ⁃Ⅱ），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６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ＳＣＯ⁃Ⅰ或 ＳＣＯ⁃Ⅱ），裂变

Ａ 型货包

ＵＮ ２９１５　 　 　 放射性物质，Ａ 型包装件，非特殊形式，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７ 放射性物质，Ａ 型包装件，非特殊形式，裂变

ＵＮ ３３３２ 放射性物质，Ａ 型包装件，特殊形式，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３３ 放射性物质，Ａ 型包装件，非特殊形式，裂变

Ｂ（Ｕ）型货包

ＵＮ ２９１６　 　 　 放射性物质，Ｂ（Ｕ）型包装件，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８ 放射性物质，Ｂ（Ｕ）型包装件，裂变

Ｂ（Ｍ）型货包

ＵＮ ２９１７　 　 　 放射性物质，Ｂ（Ｍ）型包装件，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２９ 放射性物质，Ｂ（Ｍ）型包装件，裂变

Ｃ 型货包

ＵＮ ３３２３　 　 　 放射性物质，Ｃ 型包装件，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３０ 放射性物质，Ｃ 型包装件，裂变

特殊安排

ＵＮ ２９１９　 　 　 放射性物质，特殊安排运输，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ＵＮ ３３３１ 放射性物质，特殊安排运输，裂变

六氟化铀

ＵＮ ２９７７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裂变

ＵＮ ２９７８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注： 本表格中“包装件”与其他放射性物质相关标准中“货包”概念一致。

５． ８　 第 ８ 类： 腐蚀性物质

５． ８． １　 准则

５． ８． １． １　 第 ８ 类包括腐蚀性物质以及包含腐蚀性物质的物品。 腐蚀性物质指接触上皮组织（皮肤或

黏膜）时会通过化学作用造成伤害，或发生渗漏时会严重损伤甚至毁坏其他货物或运输工具的物质。
此类物质也包含遇水形成腐蚀性液体的物质，或在自然条件下与潮湿空气形成腐蚀性蒸气或薄雾的

物质。
５． ８． １． ２　 第 ８ 类物质和物品可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２０，其中 Ｃ１ ～ Ｃ１１ 是

无次要危险性的腐蚀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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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０　 腐蚀性物质和物品组别代码和含义

一级组别代码 一级组别代码含义 二级组别代码 二级组别代码含义

Ｃ１ 酸性腐蚀性物质，无机，液体

Ｃ２ 酸性腐蚀性物质，无机，固体

Ｃ３ 酸性腐蚀性物质，有机，液体

Ｃ４ 酸性腐蚀性物质，有机，固体

Ｃ５ 碱性腐蚀性物质，无机，液体

Ｃ６ 碱性腐蚀性物质，无机，固体

Ｃ７ 碱性腐蚀性物质，有机，液体

Ｃ８ 碱性腐蚀性物质，有机，固体

Ｃ９ 其他腐蚀性物质，液体

Ｃ１０ 其他腐蚀性物质，固体

Ｃ１１ 腐蚀性物品

ＣＦ 腐蚀性物质，易燃
ＣＦ１ 液体

ＣＦ２ 固体

ＣＳ 腐蚀性物质，自热
ＣＳ１ 液体

ＣＳ２ 固体

ＣＷ 腐蚀性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ＣＷ１ 液体

ＣＷ２ 固体

ＣＯ 腐蚀性物质，氧化性
ＣＯ１ 液体

ＣＯ２ 固体

ＣＴ 腐蚀性物质，毒性

ＣＴ１ 液体

ＣＴ２ 固体

ＣＴ３ 物品

ＣＦＴ 腐蚀性物质，易燃，液体，毒性

ＣＯＴ 腐蚀性物质，氧化性，毒性

５． ８． １． ３　 根据第 ８ 类物质在运输中的危险程度，划入如下 ３ 个包装类别：
ａ）　 包装类别Ⅰ：高度腐蚀性物质；
ｂ）　 包装类别Ⅱ：腐蚀性物质；
ｃ）　 包装类别Ⅲ：轻度腐蚀性物质。

５． ８． １． ４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列出了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和物品，腐蚀性物质的包装类别应根据

经验以及其他需考虑的危险因素（例如吸入危险、与水反应生成危险的分解产物等）划分。
５． ８． １． ５　 符合第 ８ 类标准的物质或制剂，若其粉尘和烟雾吸入毒性（ＬＣ５０）在包装类别Ⅰ范围内，但是

口服或皮肤接触毒性在包装类别Ⅲ范围内或更低时，应将其划入第 ８ 类。
５． ８． １． ６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包括混合物），可以根据引起人类皮肤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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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毁伤所需的接触时间，按照 ａ） ～ ｃ）及表 ２１ 的要求，划入 Ｂ． １１ 的相关条目：
ａ）　 在完好皮肤组织上暴露 ３ｍｉｎ 或更少时间之后开始观察，在 ６０ｍｉｎ 的观察期内造成皮肤全厚度

损伤的物质划入包装类别Ⅰ。
ｂ）　 在完好皮肤组织上暴露 ３ｍｉｎ 到 ６０ｍｉｎ 之后开始观察，在 １４ｄ 的观察期内造成皮肤全厚度损伤

的物质划入包装类别Ⅱ。
ｃ）　 以下物质划入包装类别Ⅲ：

１）　 在完好皮肤组织上暴露 ６０ｍｉｎ 到 ４ｈ 之后开始观察，在 １４ｄ 的观察期内造成皮肤全厚度损

伤的物质。
２）　 被判定为不引起完好皮肤组织全厚度损伤，但在 ５５℃的试验温度下对铝和钢进行试验，

在钢或铝表面的年腐蚀率超过 ６． ２５ｍｍ 的物质。 在试验中，应使用型号为 Ｓ２３５ＪＲ ＋ ＣＲ
（１． ００３７ ｒｅｓｐ． Ｓｔ ３７⁃２）、 Ｓ２７５Ｊ２Ｇ３ ＋ ＣＲ（１． ０１４４ ｒｅｓｐ． Ｓｔ ４４⁃３）、ＩＳ０ ３５７４、统一编号系统

（ＵＮＳ） Ｇ１０２００ 或 ＳＡＥ １０２０ 的钢，以及非镀层的、型号为 ７０７５⁃Ｔ６ 或 Ａ２５ＧＵ⁃Ｔ６ 的铝。 可

接受的试验方法见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第 ３７ 章中的描述。
注 １：用钢或铝任何一种做的初步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物质具有腐蚀性时，则无需再对另一种金属进行试验。
注 ２：液体和在运输途中可变为液态的固体，若被判定为不会引起人类皮肤全厚度损伤，仍需考虑其是否会对某些

金属表面造成腐蚀。 在划分物质的包装类别时，需考虑人体接触经验。 没有这类经验时，需根据《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化学试验法准则》（以下简称 ＯＥＣＤ 准则）第 ４０４ 号《急性皮肤过敏 ／腐蚀》或 ４３５ 号《体外皮肤腐蚀：
膜屏障试验方法》的试验数据确定包装类别。 如果已根据 ＯＥＣＤ 准则 ４３０ 号《体外皮肤腐蚀：经皮电阻测试

（ＴＥＲ）》或 ４３１ 号《体外皮肤腐蚀：人类皮肤模型试验》确定物质不具有腐蚀性，可无须进一步试验即可视为对

皮肤无腐蚀性。

表 ２１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包装类别划分标准

包装类别 暴露时间 ｔ 观察期 影　 　 响

Ⅰ ｔ≤３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完好皮肤全厚度损伤

Ⅱ ３ｍｉｎ ＜ ｔ≤１ｈ ≤１４ｄ 　 完好皮肤全厚度损伤

Ⅲ １ｈ ＜ ｔ≤４ｈ ≤１４ｄ 　 完好皮肤全厚度损伤

Ⅲ — —
　 在 ５５℃的试验温度下对铝和钢进行试验，在钢或铝表面的

年腐蚀率超过 ６． ２５ｍｍ

５． ８． １． ７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出名称的第 ８ 类物质，若其混合物的危险性分类与原物质不

同，则该混合物应根据其实际的危险性进行分类。
５． ８． １． ８　 某些虽已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列明的第 ８ 类物质，可根据第 ８ 类相关分类方法，确
定其是否符合本分类。
５． ８． １． ９　 ＵＮ １９１０ 氧化钙和 ＵＮ ２８１２ 固态铝酸钠，豁免其在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的运输要求。

５． ８． 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

５． ８． ２． １　 对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除非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

反应，并确保容器和罐体中不含有促进其反应的物质，否则不应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进行运输。
５． ８． ２． ２　 以下物质不应进行道路运输：

ａ）　 ＵＮ １７９８ 王水；
ｂ）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废硫酸混合物；
ｃ）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硝化酸混合物，或未脱硝的残留硫酸和硝酸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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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质量浓度高于 ７２％的高氯酸水溶液，或高氯酸与除水以外的任何液体的混合物。

５． ８． ３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集合条目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９。

５． ９　 第 ９ 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５． ９． １　 定义和准则

５． ９． １． １　 第 ９ 类是指在运输过程中具有未列入其他类别的危险性的物质和物品。
５． ９． １． ２　 第 ９ 类物质和物品根据其特性划分为不同组别，组别代码和含义见表 ２２。

表 ２２　 杂项物质和物品组别代码和含义

组 别 代 码 组别代码含义

Ｍ１ 以微细粉尘的形式吸入，可以危害健康的物质

Ｍ２ 一旦发生火灾可形成二 英的物质和设备

Ｍ３ 会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Ｍ４ 锂电池组

Ｍ５ 救生设备

Ｍ６ 污染水生环境的液体

Ｍ７ 污染水生环境的固体

Ｍ８ 转基因微生物和生物体

Ｍ９ 高温液体

Ｍ１０ 高温固体

Ｍ１１ 在运输过程中具有危险的，但又不满足其他类别条件的物质和物品

５． ９． １． ３　 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未列明名称的第 ９ 类物质和物品，应根据 ５． ９． ２ ～ ５． ９． １０ 划

分在 Ｂ． １２ 中的相关条目中。

５． ９． ２　 以微细粉尘形式吸入可危害健康的物质

该类物质包括石棉和含有石棉的混合物。

５． ９． ３　 一旦发生火灾可形成二 英的物质和物品

该类物质包括多氯联苯（ＰＣＢｓ）、三联苯（ＰＣＴｓ）和多卤联苯，以及含有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还包括

含有这些物质或混合物的设备，如变压器、冷凝器等。

５． ９． ４　 可释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该类物质为含有闪点不超过 ５５℃的易燃液体的聚合物。

５． ９． ５　 锂电池

５． ９． ５． １　 电池和电池组、安装在设备中的电池和电池组以及与设备一起包装的电池和电池组，如果含

有任何形式的锂，应划入 ＵＮ ３０９０、ＵＮ ３０９１、ＵＮ ３４８０ 或 ＵＮ ３４８１。 进行运输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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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经过证明，每个电池或电池组的型号均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８． ３ 各项试验的

要求；
ｂ）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都装有安全排气装置，或设计上能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发生破裂；
ｃ）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都装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装置；
ｄ）　 每个由多个电池或电池系列并联而成的电池组，都装有防止反向电流造成危险所需的有效装

置（例如二极管、熔断丝等）。
５． ９． ５． ２　 当锂电池组满足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附录 Ｂ 的特殊规定 １８８ 时，不受本规则限制。
５． ９． ５． ３　 车辆中使用的锂电池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ＵＮ ３１７１ 电池供电车辆，仅适用于使用湿电池组、钠电池组、锂金属电池组或锂离子电池组供

电的车辆，且运输时这些电池组已被安装在车辆。 ＵＮ ３１７１ 中的车辆指自动推进的、设计用来

乘坐 １ 个或以上人员或装载货物的设备，例如电力驱动的车辆、摩托车、小型摩托车、三轮或四

轮车、电动自行车、轮椅、草坪拖拉机、船或飞行器。
ｂ）　 由锂金属电池组或锂离子电池组供电的设备，如割草机、清洗机、船模和飞机模型，应划入条

目 ＵＮ ３０９１ 装在设备中的锂金属电池组，或 ＵＮ ３０９１ 同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电池组，或
ＵＮ ３４８１装在设备中的锂离子电池组或 ＵＮ ３４８１ 同设备包装在一起的锂离子电池组。

ｃ）　 同时使用内燃机和湿电池、钠电池、锂金属电池或锂离子电池驱动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运

输时若已安装电池组，应划入条目 ＵＮ ３１６６ 易燃气体推动车辆，或 ＵＮ ３１６６ 易燃液体推动车

辆进行运输。 已装有燃料电池的车辆应划入条目 ＵＮ 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气体动力车辆，或
ＵＮ ３１６６ 燃料电池、易燃液体动力车辆。

５． ９． ６　 救生设备

救生设备包括满足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附录 Ｂ 特殊规定 ２３５ 或 ２９６ 描述的救生设备和机动车

组件。

５． ９． ７　 危害环境的物质（水生环境）

５． ９． ７． １　 一般要求

５． ９． ７． １． １　 危害环境的物质包括污染水生环境的液体、固体，以及这类物质的溶液和混合物（如制剂

和废物）。
５． ９． ７． １． ２　 水生环境包括生活在水中的水生生物及其水生生态系统。 危害环境物质或混合物的判断

依据是其水生毒性，必要时可根据有关降解和在生物体内积累的资料对其加以修正。
５． ９． ７． １． ３　 以下 ５． ９． ７． ２，５． ９． ７． ３，５． ９． ７． ４ 分类程序适用于所有物质和混合物，某些情况下，例如金

属或难溶性的无机化合物，应适用《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简称 ＧＨＳ）的附件 １０ 中的特殊

规定。

５． ９． ７． ２　 危害环境物质分类的基本要素

５． ９． ７． ２． １　 危害环境物质（水生环境）分类的基本要素如下：
ａ）　 急性水生毒性；
ｂ）　 慢性水生毒性；
ｃ）　 有潜在可能形成实际生物体内积累；
ｄ）　 有机化学物质（生物或非生物）降解。

５． ９． ７． ２． ２　 淡水和海洋物种毒性数据是等效的。 数据获取应首选 ＧＬＰ 的实验室，获取方法应依据

ＯＥＣＤ 准则或其等效方法。 没有这些数据时，应基于所能获得的最好数据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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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９． ７． ２． ３　 急性水生毒性是物质固有的、对在水中短时间暴露于该物质的生物体能造成伤害的物质：
ａ）　 急性（短期）危害，对于危险货物分类是根据生物体短时间在水中暴露于该物质时，由于该物

质对生物体的急性毒性所产生的危害。
ｂ）　 急性水生毒性，通常使用鱼类 ９６ｈＬＣ５０ （ＯＥＣＤ 准则 ２０３ 或等效方法），甲壳纲类 ４８ｈＥＣ５０

（ＯＥＣＤ 准则 ２０２ 或等效方法）和 ／或藻类 ７２ｈ 或 ９６ｈＥＣ５０（ＯＥＣＤ 准则 ２０１ 或等效方法）确定。
当采用其他合理的试验方法时也可考虑使用另外的物种（如浮萍）的数据。

５． ９． ７． ２． ４　 慢性水生毒性是指物质固有的、对在水中暴露于该物质的生物体造成有害影响的物质，暴
露的时间应根据生物体的生命周期决定：

ａ）　 长期危害，对于危险货物分类是根据生物体长期在水中暴露于该物质时，由于该物质的慢性

毒性对生物体造成的危害。
ｂ）　 如果可用的慢性毒性数据比急性毒性数据少，可采用 ＯＥＣＤ 准则 ２１０（鱼类早期生命阶段）或

ＯＥＣＤ 准则 ２１１（水蚤繁殖）和 ＯＥＣＤ 准则 ２０１（藻类生长抑制）及其他经过验证的、国际上接

受的试验方法获得的数据。 应使用无显见效果浓度 ＮＯＥＣｓ 或其他等效的 ＥＣｘ值。
５． ９． ７． ２． ５　 生物积累指通过各种暴露途径（如空气、水、沉积物 ／土壤和食物），生物体内对一种物质摄

入、转化和消除的最终结果。 生物积累潜力通常用正辛醇 ／水分配系数来确定，通常根据 ＯＥＣＤ 准则

１０７ 或 １１７ 确定的 Ｋｏｗ值作为判定，以反映生物积累的可能性。 通过试验确定的生物富集系数（ＢＣＦ）方
法更好。 ＢＣＦ 根据 ＯＥＣＤ 准则 ３０５ 确定。
５． ９． ７． ２． ６　 降解是有机分子分解为更小的分子，甚至最后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环境降解可以是

生物的或非生物的（例如水解）作用。 物质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认为是可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的：
ａ）　 在 ２８ｄ 的快速生物降解试验中，达到以下降解水平：

　 　 　 　 １） 　 基于溶解性有机碳的试验：７０％ ；
　 　 　 　 ２）　 基于氧气消耗量或二氧化碳生成量的试验：理论最大量的 ６０％ 。

注：除由多个结构类似的组分组成的复杂物质外，１０％的物质被降解时作为降解开始时间，在降解开始后 １０ｄ 内达

到上述降解水平；否则应采用上述 ２８ｄ 的测试方法（见 ＧＨＳ ４． １ 章和附件 ９，Ａ９． ４． ２． ２． ３）。

ｂ）　 当只有 ＢＯＤ 和 ＣＯＤ 数据时，ＢＯＤ ／ ＣＯＤ≥０． ５。
ｃ）　 有科学证据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在水生环境中能在 ２８ｄ 内达到 ７０％以上的降解水平［生物的和

（或）非生物的］。

５． ９． ７． ３　 物质分类的类别和方法

５． ９． ７． ３． １　 根据表 ２３，有关物质满足急毒 １、慢毒 １ 或慢毒 ２ 类的要求，即应列为“危害环境物质（水
生环境）”，附录 Ｉ 直观描述了基于表 ２３ 的分类程序。

表 ２３　 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ａ

急性（短期）水生危害

类别：急毒 １ｂ

　 　 　 　 　 　 ９６ｈＬＣ５０（鱼类）≤１ｍｇ ／ Ｌ；

４８ｈＥＣ５０（甲壳纲动物）≤１ｍｇ ／ Ｌ；

７２ｈ 或 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ｍｇ ／ Ｌｃ

长期水生危害（有关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类别的分类程序见附录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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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３（续）

（ｉ）有充足慢性水生毒性数据可用的非快速降解物质ｂ

类别：慢毒 １ｂ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鱼类）≤０． 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甲壳纲动物）≤０． 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０． １ｍｇ ／ Ｌ

类别：慢毒 ２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鱼类）≤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甲壳纲动物）≤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ｍｇ ／ Ｌ

（ｉｉ）有充足慢性水生毒性数据可用的快速降解物质

类别：慢毒 １ｂ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鱼类）≤０． ０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甲壳纲动物）≤０． ０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０． ０１ｍｇ ／ Ｌ

类别：慢毒 ２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鱼类）≤０． 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甲壳纲动物）≤０． １ｍｇ ／ Ｌ；

慢性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０． １ｍｇ ／ Ｌ

（ｉｉｉ）无充足慢性水生毒性数据可用的物质

类别：慢毒 １ｂ

　 　 　 　 　 　 ９６ｈＬＣ５０（鱼类）≤１ｍｇ ／ Ｌ；

４８ｈＥＣ５０（甲壳纲动物）≤１ｍｇ ／ Ｌ；

７２ｈ 或 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ｍｇ ／ Ｌｃ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 ＢＣＦ≥５００（或，若无数据则 Ｌｏｇ Ｋｏｗ≥４） ｄ，ｅ

类别：慢毒 ２
９６ｈＬＣ５０（鱼类） ＞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

４８ｈＥＣ５０（甲壳纲动物） ＞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

７２ｈ 或 ９６ｈ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 １ 但≤１０ｍｇ ／ Ｌｃ，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

定 ＢＣＦ≥５００（或，若无数据则 Ｌｏｇ Ｋｏｗ≥４） ｄ ， ｅ

　 ａ 鱼类、甲壳纲和藻类等生物体作为涵盖一系列营养层级和门类的替代物种进行试验，而且试验方法标准化；假如

其他生物体是等效的物种并具有相同的试验指标，也可采用。
　 ｂ 在对物质作急毒 １ 和（或）慢毒 １ 分类时，应同时注明求和法使用的 Ｍ 因数（Ｍ 因数见表 ２７）。
　 ｃ 如果藻类毒性 ＥｒＣ５０［等于 ＥＣ５０（生长率）］下降到下一种最敏感物种的 １００ 倍水平之下，而且取得与之相同的分类

结果，那么应该考虑是否属于水生植物毒性。 分类应以 ＥｒＣ５０为基础。 在未规定 ＥＣ５０，也没有 ＥｒＣ５０记录的情况下，

应以可获得的最低 ＥＣ５０为基准。

　 ｄ 如果本身不具备生物降解能力，或有其他证据证明不能快速降解，则可认为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 在不掌握可信

的降解性数据的情况下，不论是否具有试验分析结果或估计数据，物质均应视为不能快速降解。
　 ｅ 生物积累潜力以试验得到的 ＢＣＦ≥５００ 为基础，如果没有该数值，且 ｌｏｇ Ｋｏｗ作为物质生物积累潜力的描述指标，则

以 ｌｏｇ Ｋｏｗ≥４ 为基础。 ｌｏｇ Ｋｏｗ测定值优先于估计值，ＢＣＦ 测定值优先于 ｌｏｇ Ｋｏｗ值。

５． ９． ７． ３． ２　 表 ２４ 列出了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方法。
０４

ＪＴ／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２４　 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分类方法

分 类 类 别

急性危害ａ

长期危害ｂ

掌握充分的慢毒资料

非快速降解物质ｃ 快速降解物质ｃ
没有掌握充分的慢毒资料ａ

类别：急毒 １ 类别：慢毒 １ 类别：慢毒 １ 类别：慢毒 １

Ｌ（Ｅ）Ｃ５０≤１． ００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０． １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０． ０１
　 Ｌ（Ｅ） Ｃ５０ ≤１． ００ 且缺少快速降解能力，和

（或）ＢＣＦ≥５００，或如没有该数值，ｌｏｇ Ｋｏｗ≥４

类别：慢毒 ２ 类别：慢毒 ２ 　 类别：慢毒 ２

０． １ ＜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１
０． ０１ ＜ ＮＯＥＣ 或

ＥＣｘ≤０． １

　 １． ００ ＜ Ｌ（Ｅ）Ｃ５０ ≤１０． ００ 且缺少快速降解能

力，和 （ 或） ＢＣＦ ≥ ５００， 或 如 没 有 该 数 值，
ｌｏｇ Ｋｏｗ≥４

　 ａ 以鱼类、甲壳纲动物和（或）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的 Ｌ（Ｅ）Ｃ５０数值（单位 ｍｇ ／ Ｌ）为基础的急毒范围［或者如果没有

试验数据，以定量结构活性关系（ＱＳＡＲ）估计值为基础］。
　 ｂ 当水溶性大于或等于 １ｍｇ ／ Ｌ 时，除非掌握 ３ 个物种的充分慢毒数据，否则物质不能进行慢毒分类。 “充分”是指数

据详细并包含相应的试验指标。 通常应为测定的试验数据，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试验，可在具体情况下使用估计

数据，（如 ＱＳＲＡ），或依靠专家的判断。
　 ｃ 慢毒范围以鱼类或甲壳纲动物的 ＮＯＥＣ 或等效的 ＥＣｘ 数值（单位 ｍｇ ／ Ｌ），或其他公认的慢毒标准为基础。

５． ９． ７． ４　 混合物分类的类别和方法

５． ９． ７． ４． １　 混合物的分类程序包含了对急毒 １、慢毒 １ 和慢毒 ２ 物质分类采用的方法。 为了利用所掌

握的数据对混合物的水生环境危害进行分类，对混合物的“相关成分”作以下适用性假设：
ａ）　 存在急毒 １ 或慢毒 １ 分类的成分，其质量浓度大于等于 ０． １％ ；
ｂ）　 质量浓度大于或等于 １％的其他成分；
ｃ）　 质量浓度小于 ０． １％ ，但对水生环境危害的分类产生重要影响的成分（如存在高毒性成分的情

况下）。
５． ９． ７． ４． ２　 应采用分层法，并依据所能获得的关于混合物本身及其成分的信息类型，对水生环境危害

进行分类，图 Ｊ． １ 给出了可参考的分类程序。 可选的分层方法包括：
ａ）　 根据对已测试的混合物进行分类；
ｂ）　 根据架桥原则分类；
ｃ）　 采用“已分类成分求和”或“相加公式”。

５． ９． ７． ４． ３　 可获得混合物整体数据时，应按如下要求进行分类：
ａ）　 混合物作为整体经过试验确定了其水生毒性时，应按 ｃ）和 ｄ）的方法对该混合物分类。 分类

的依据通常是基于鱼类、甲壳纲动物和水蚤或植物的数据（５． ９． ７． ２． ３ 和 ５． ９． ７． ２． ４）；没有充

分的混合物整体急性或慢性数据时，应使用“架桥原则”或“求和法”。
ｂ）　 对混合物的长期危害进行分类，需要更多的有关降解性的资料，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在生物

体内积累的数据。 若无混合物整体降解性和生物积累数据，则不使用。
ｃ）　 急毒 １ 的分类方法如下：

１）　 当掌握混合物整体的急毒充分试验数据（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并且 Ｌ（Ｅ）Ｃ５０≤１ｍｇ ／ Ｌ 时，根据表

１４

ＪＴ／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２３ 中急性（短期）水生危害，该混合物分类为急毒 １；
２）　 当掌握混合物整体的急毒试验数据［ＬＣ５０（ｓ）或 ＥＣ５０（ｓ）］，并且 Ｌ（Ｅ）Ｃ５０（ｓ） ＞ １ｍｇ ／ Ｌ 或

高于水溶性时，该混合物无需作急性危害分类。
ｄ）　 慢毒 １ 和慢毒 ２ 的分类方法如下：

１）　 当掌握混合物整体的慢毒试验充分数据（ＥＣｘ 或 ＮＯＥＣ），表明 ＥＣｘ 或 ＮＯＥＣ≤１ｍｇ ／ Ｌ 时，
如果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混合物的所有主要成分均可快速降解的结论，则根据表 ２３（ ｉｉ）
（可快速降解），该混合物分类为慢毒 １ 或慢毒 ２；在其他情况下，根据表 ２３（ｉ）（不能快速

降解），该混合物分类为慢毒 １ 或慢毒 ２；
２）　 当掌握混合物整体的慢毒充分数据（ＥＣｘ 或 ＮＯＥＣ），表明混合物的 ＥＣｘ 或 ＮＯＥＣ ＞ １ｍｇ ／ Ｌ

或高于水溶性时，该混合物无需作长期危害分类。
５． ９． ７． ４． ４　 当无混合物整体毒性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应采用“架桥原则”，要求如下：

ａ）　 当混合物本身没有水生环境危害测试数据，但其单项成分和类似混合物有充分的测试数据能

够证明该混合物的危险性，可根据以下过渡性规则，结合已有数据，确定其危险性，而无需做

新的动物试验。
ｂ）　 对于稀释的情况，如果一种新的混合物是通过稀释另一种已测试的混合物或物质形成的，稀

释剂水生危害分类等于或低于毒性最低的原始成分，且预料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水生危害，
则所形成混合物的分类应与测试过的原混合物或物质相同，或可采用 ５． ９． ７． ４． ５ 中说明的方

法分类。
ｃ）　 对于分批产品的情况，应假定已经测试的混合物水生环境危害分类，在本质上与同一制造商

生产的或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产品未经测试的批次相当。 若存在重要差异，以致未经测试的

产品批次水生环境危害分类已经改变，则混合物应作新的分类。
ｄ）　 关于最严重类别（慢毒 １ 或急毒 １）混合物浓缩的情况，如果该混合物中的慢毒 １ 或急毒 １ 的

成分被进一步浓缩且未经过测试，则浓缩后的混合物可视为与原先经过测试的混合物分类相

同，无需另做试验。
ｅ）　 假设有 ３ 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Ａ，Ｂ 和 Ｃ），混合物 Ａ 和混合物 Ｂ 经过测试，属同一毒性

分类，而混合物 Ｃ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Ａ 和混合物 Ｂ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

性成分的浓度介于混合物 Ａ 和混合物 Ｂ 的浓度之间，则混合物 Ｃ 与 Ａ 和 Ｂ 属同一分类。
ｆ）　 如果以下条件同时成立，则两种混合物属于同一危险性分类：

１）　 两种混合物：Ａ ＋ Ｂ 和 Ｃ ＋ Ｂ；
２）　 成分 Ｂ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３）　 成分 Ａ 在混合物 Ａ ＋ Ｂ 中的浓度与成分 Ｃ 在混合物 Ｃ ＋ Ｂ 的浓度相同；
４）　 Ａ 和 Ｃ 的水生环境危害数据相近，即它们属于同一危险分类，并且不会影响 Ｂ 的水生

毒性；
５）　 已根据测试数据对混合物 Ａ ＋ Ｂ 或 Ｃ ＋ Ｂ 进行了分类。

５． ９． ７． ４． ５　 当混合物所有成分或部分成分的毒性数据可获得时，应按如下要求进行分类：
ａ）　 混合物的分类应根据“急毒”或“慢毒”成分的百分比按 ５． ９． ７． ４． ６ 的“求和法”进行分类。
ｂ）　 混合物可能由已经分类的成分（如急毒 １ 和慢毒 １、慢毒 ２；急毒 １ 或者慢毒 １，慢毒 ２），和具有

足够毒性试验数据的其他成分组成。 当混合物中具有足够毒性试验数据的毒性成分超过 １
种时，这些成分的综合毒性使用以下式（９）和（或）（１０）计算：
１）　 按式（９）计算这些成分的水生急毒性数据：

∑Ｃ ｉ

Ｌ（Ｅ）Ｃ５０ｍ
＝ ∑

ｎ

Ｃ ｉ

Ｌ（Ｅ）Ｃ５０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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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 ｉ———成分 ｉ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
Ｌ（Ｅ）Ｃ５０ｉ———成分中 ｉ 的 ＬＣ５０或 ＥＣ５０，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 ／ Ｌ）；
Ｌ（Ｅ）Ｃ５０ｍ———混合物中有测试数据部分的 Ｌ（Ｅ）Ｃ５０，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 ／ Ｌ）。
　 　 ２）　 按式（１０）计算这些成分的水生慢毒性数据，根据可快速降解物质的标准［表 ２３（ ｉｉ）］，划

定这些成分的长期危害类别：
∑Ｃ ｉ ＋∑Ｃ ｊ

ＥｑＮＯＥＣｍ
＝ ∑

ｎ

Ｃ ｉ

ＮＯＥＣ ｉ
＋ ∑

ｎ

Ｃ ｊ

０． １ＮＯＥＣ ｊ
（１０）

式中：　 　 Ｃ ｊ———成分 ｊ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包括不能快速降解的成分；
ＮＯＥＣ ｉ———成分 ｉ，包括可快速降解的成分的 ＮＯＥＣ（或其他承认的慢毒性测量标准），单位为毫克

每升（ｍｇ ／ Ｌ）；
ＮＯＥＣ ｊ———成分 ｊ，包括不能快速降解的成分的 ＮＯＥＣ（或其他承认的慢毒性测量标准），单位为毫

克每升（ｍｇ ／ Ｌ）；
ＥｑＮＯＥＣｍ———混合物有测试数据部分的等效 ＮＯＥＣ，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 ／ Ｌ）。
ｃ）　 在 ｂ）中使用相加公式计算毒性数据时，应尽可能使用每种成分对同一分类群（如鱼类、甲壳纲

动物或藻类）的毒性值，然后使用得到的最高毒性（最低值）。 但在无法得到每种成分对相同

分类群的毒性数据时，需对每种成分使用相同的方法，计算该物质的分类毒性值。
ｄ）　 如果某种物质以 １ 种以上的方式做出分类，应选用最严格的数据。

５． ９． ７． ４． ６　 “求和法”的要求如下：
ａ）　 如果分类的结果是急毒 １ 或慢毒 １，分类程序则完成，可不再经过其他分类程序。
ｂ）　 急毒 １ 的分类：

１）　 所有列为急毒 １ 的成分均应考虑。 如果这些成分的浓度总和大于或等于 ２５％ ，则整个混

合物应列为急毒 １。 如果根据计算结果，该混合物列为急毒 １，分类程序则完成。
２）　 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采用求和法对混合物作急性危害分类，如表 ２５ 所示。

表 ２５　 混合物急性危害分类（求和法）

已分类成分所占浓度（％ ）之和 混合物分类

急毒 １ × Ｍａ≥２５％ 急毒 １

　 ａＭ 因数的解释，见 ５． ９． ７． ４． ６ ｄ）。

ｃ）　 慢毒 １ 和慢毒 ２ 的分类：
１）　 所有列为慢毒 １ 的成分均应考虑。 如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大于或等于 ２５％ ，混合物应划

为慢毒 １。 如果根据计算的结果，该混合物划为慢毒 １，分类程序则完成。
２）　 在混合物没有列入慢毒 １ 的情况下，如果混合物中所有列为慢毒 １ 的成分浓度之和乘以

１０，加上所有列为慢毒 ２ 的成分浓度之和大于或等于 ２５％ ，则该混合物应列入慢毒 ２。 如

果根据计算结果，该混合物列为慢毒 ２，分类程序则完成。
３）　 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采用求和法对混合物作长期危害分类，如表 ２６ 所示。

表 ２６　 混合物长期危害分类（求和法）

已分类成分所占浓度（％ ）之和 混合物分类

慢毒 １ × Ｍａ≥２５％ 慢毒 １

（Ｍ × １０ ×慢毒 １） ＋慢毒 ２≥２５％ 慢毒 ２

　 ａＭ 因数的解释，见 ５． ９． ７． ４． ６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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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对于含有高毒性成分的混合物的分类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采用求和法计算混合物毒性时，对于急毒性明显低于 １ｍｇ ／ Ｌ 和慢毒性明显低于

０． １ｍｇ ／ Ｌ（如果不可快速降解）和 ０． ０１ｍｇ ／ Ｌ（如果可快速降解）的急毒 １ 或慢毒 １ 的成

分，应当给予更大的权重；
２）　 当一种混合物含有急毒 １ 或慢毒 １ 的成分时，应采用 ５． ９． ７． ４． ６ ｂ）和 ５． ９． ７． ４． ６ ｃ）中的

方法，将急性 １ 和慢性 １ 成分的浓度乘以一个因数后的加权和，即表 ２５ 左列中的急毒 １
的浓度和表 ２６ 左列中慢毒 １ 的浓度，乘以一个相应的因数 Ｍ（表 ２７）；

３）　 如果掌握了混合物中所有高毒性成分的毒性数据，且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他所有成分不会

对混合物的环境危害产生重大影响，也可使用相加公式，见 ５． ９． ７． ４． ５ ｂ）。
ｅ）　 含有无任何可用信息成分的混合物分类：在无法得到一种或多种重要成分急性或慢性水生毒

性信息的情况下，该混合物的分类只能根据已知成分作出，并附带说明：“本混合物 Ｘ％ 的成

分，对水生环境危险性不明。”

表 ２７　 混合物中高毒性成分的相乘 Ｍ 因数

急 性 毒 性

Ｌ（Ｅ）Ｃ５０值
Ｍ 因数

慢 性 毒 性 Ｍ　 因　 数

ＮＯＥＣ 值 不可快速降解成分 可快速降解成分

０． １ ＜ Ｌ（Ｅ）Ｃ５０≤１ １ ０． ０１ ＜ ＮＯＥＣ≤０． １ １ —

０． ０１ ＜ Ｌ（Ｅ）Ｃ５０≤０． １ １０ ０． ００１ ＜ ＮＯＥＣ≤０． ０１ １０ １

０． ００１ ＜ Ｌ（Ｅ）Ｃ５０≤０． ０１ 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１ ＜ ＮＯＥＣ≤０． ００１ １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１ ＜ Ｌ（Ｅ）Ｃ５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１ ＜ ＮＯＥＣ≤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１ ＜ Ｌ（Ｅ）Ｃ５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１ ＜ ＮＯＥＣ≤０．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以 １０ 的倍数继续） （以 １０ 的倍数继续）

５． ９． ７． ５　 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类属条目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被分类为环境危害物质（水生环境），并且根据本部分规定不能归入其他类别，
应将其划入以下两个条目中的一个，并划入包装类别Ⅲ：

ａ）　 ＵＮ ３０７７ 对环境有害的固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ｂ）　 ＵＮ ３０８２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５． ９． ８　 转基因微生物或生物体

转基因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体是其基因物质被有意地通过遗传工程，以非自然发生的方式加以改

变的微生物和生物体。 对于非自然变化而产生的变异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若其不符合 ６． １ 项毒性物质

或 ６． ２ 项的要求，应将其归为第 ９ 类（ＵＮ ３２４５）。
感染性的转基因微生物和生物体归类为 ６． ２ 项，ＵＮ ２８１４、ＵＮ ２９００ 或 ＵＮ ３３７３。
除非另有规定，不应使用活体动物运输第 ９ 类转基因微生物。

５． ９． ９　 高温物质

高温物质包括运输或托运温度高于或等于 １００℃的液态物质（若该物质有闪点，则该物质温度应低

于其闪点），以及高于或等于 ２４０℃的固态物质。
注：高温物质只有在不符合其他类别时，才能划入第 ９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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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９． １０　 运输过程中表现出危险性但不符合其他类定义的物质

下列物质如不符合其他类别定义，但在运输过程中表现出危险性，应划分为第 ９ 类物质：
ａ）　 闪点低于 ６０℃的固态氨化合物；
ｂ）　 低危险性的连二亚硫酸盐；
ｃ）　 高度挥发液体；
ｄ）　 释放有害烟雾的物质；
ｅ）　 包含过敏原的物质；
ｆ ）　 化学工具箱和急救药箱；
ｇ）　 电子双层电容器（蓄能容量大于 ０． ３Ｗｈ）。

５． ９． １１　 第 ９ 类物质和物品包装类别的划分

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第（４）列标明为第 ９ 类物质和物品，应根据其危险程度划为以下包装

类别中的 １ 种：
ａ）　 包装类别Ⅱ：适用内装中度危险的物质；
ｂ）　 包装类别Ⅲ：适用内装轻度危险的物质。

５． ９． １２　 不应受理运输的物质和物品

不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附录 Ｂ 特殊规定 ２３０、３１０ 或 ６３６ 的锂电池不应受理运输。

５． ９． １３　 第 ９ 类杂项物质和物品集合条目

第 ９ 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见图 Ｂ．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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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分类试验方法

Ａ． １　 概述

可参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的要求进行试验及分类，本标准第 ５ 章或本附录规定了其他方法的

除外。

Ａ． ２　 Ａ 型爆破炸药的渗透试验

Ａ． ２． １　 Ａ 型爆破炸药（ＵＮ ００８１），若含有高于 ４０％的液态硝酸酯时，不仅需要通过《试验和标准手册》
中列出的试验，还需满足以下渗透试验。
Ａ． ２． ２　 爆破炸药的渗透试验所用仪器由 １ 个中空的铜质汽缸及 １ 个铜质活塞组成。 铜质汽缸一端用

铜质板封闭，内径为 １５． ７ｍｍ，深度为 ４０ｍｍ。 周边有 ２０ 个孔，每个直径 ０． ５ｍｍ（５ 孔 × 四组）。 铜质活

塞的总长度 ５２ｍｍ，柱形部分长 ４８ｍｍ，能滑进垂直放置的汽缸中。 活塞直径需为 １５． ６ｍｍ，质量 ２２２０ｇ，
从而对汽缸施压达到 １２０ｋＰａ。 相关仪器的具体要求参见图 Ａ． １。

图 Ａ． １　 渗透试验仪器（尺寸单位：ｍｍ）
说明：
１———铁片在凹陷面有圆锥形中心；　 　 　 　 ３———青铜；
２———４ 孔，４６ × ５６，在圆柱体上均匀分布； ４———钟形负载的质量为 ２ ２２０ｇ，能悬吊在青铜活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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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３　 将一个质量 ５ｇ ～ ８ｇ，长 ３０ｍｍ，直径 １５ｍｍ 小爆破炸药，用优质纱布包裹后放入汽缸，在活塞及

其质量的作用下，爆破炸药受到 １２０ｋＰａ 的压强。 记录在汽缸外部小孔中首次出现油滴（硝化甘油）现
象时所需的时间。
Ａ． ２． ４　 试验温度应在 １５℃ ～２５℃之间，如果液体渗出时间大于 ５ｍｉｎ，则认为该爆破炸药安全。

Ａ． ３　 关于 ４． １ 项硝化纤维混合物的试验

Ａ． ３． １　 硝化纤维在 １３２℃ 下加热 ０． ５ｈ，不应释放可见的黄棕色亚硝烟（亚硝气）。 着火点应高于

１８０℃，见 Ａ． ３． ３ ～ Ａ． ３． ８，Ａ． ３． ９ａ） 以及 Ａ． ３． １０。
Ａ． ３． ２　 ３ｇ 增塑硝化纤维，在 １３２℃下加热 １ｈ，不应释放可见的黄棕色亚硝烟（亚硝气）。 着火点应高

于 １７０℃。 见 Ａ． ３． ３ ～ Ａ． ３． ８，Ａ． ３． ９ｂ） 以及 Ａ． ３． １０。
Ａ． ３． ３　 当对于允许道路运输的物品分类有不同观点时，参照本试验程序。
Ａ． ３． ４　 若使用其他方法或试验程序来验证以上本节所述的稳定条件，则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该

与用以下指定方法所得到的一致。
Ａ． ３． ５　 在下面所叙述的加热稳定性试验中，试验时装有样品的烘箱温度不应偏离规定温度 ２℃以上，
３０ｍｉｎ 和 ６０ｍｉｎ 试验时间偏离不应超过 ２ｍｉｎ。 在加入样品后恢复烘箱所要求温度的时间不应超

过 ５ｍｉｎ。
Ａ． ３． ６　 在进行 Ａ． ３． ９ 和 Ａ． ３． １０ 的试验前，非粉末状或纤维状的样品应该被研磨、过筛或切成小片，在
室温下，将样品铺成薄薄的一层置于含有熔融颗粒状氯化钙的真空干燥器中干燥 １５ｈ 以上，干燥器中压

力应在 ６． ５ｋＰａ 以下。
Ａ． ３． ７　 符合 Ａ． ３． ２ 条件的物质在进行 Ａ． ３． ６ 干燥之前，应在通风烘箱中预干燥，设定温度为 ７０℃，直
到每刻钟物质失去的质量小于原质量的 ０． ３％为止。
Ａ． ３． ８　 符合 Ａ． ３． １ 条件的弱硝化纤维，应按 Ａ． ３． ７ 中规定的，先进行预干燥；硝化纤维的干燥应在含

有浓硫酸的干燥器中完成，时间至少应保持 １５ｈ。
Ａ． ３． ９　 加热化学稳定性试验：

ａ）　 硝化纤维的试验：
１）　 玻璃试管的尺寸如下：
　 　 ———长度 ３５０ｍｍ；
　 　 ———内径 １６ｍｍ；
　 　 ———壁厚 １． ５ｍｍ。
２）　 两个玻璃试管中，放入经氯化钙干燥的待测物质（如果需要，干燥前应将待测物质切碎，

每个碎片质量不超过 ０． ０５ｇ）。
３）　 将两个试管用松密合适的堵头密闭，放置在烘箱中，保证至少 ４ ／ ５ 的长度可见，并保持

１３２℃恒温 ３０ｍｉｎ，在白色背景下观察是否有黄棕色烟状的亚硝气放出。
４）　 无此烟出现，则认为该物质是稳定的。

ｂ）　 增塑硝化纤维的试验：
１）　 将 ３ｇ 增塑硝化纤维放入玻璃试管中，同 ａ） 一样，放置于烘箱中保持 １３２℃恒温。
２）　 持续加热 １ｈ，在这段时间，无黄棕色亚硝烟（亚硝气）出现，观测结果和评价同 ａ） 。

Ａ． ３． １０　 着火点测试方法如下：
ａ）　 测定着火点，需要将 ０． ２ｇ 物质封闭于浸没在伍德合金浴液中的玻璃试管中加热。 当浴液达到

１００℃时，才能将试管放入其中，浴液的温度每分钟增加 ５℃。
ｂ）　 试管尺寸如下：

１）　 长度为 １２５ｍｍ；
２）　 内径为 １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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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壁厚为 ０． ５ｍｍ；
４）　 浸入的深度应为 ２０ｍｍ。

ｃ）　 试验应重复 ３ 次，记录每次物质着火时的温度，即缓慢或快速燃烧，爆燃或爆炸发生时的温度，
３ 次试验中的最低温度记录就是着火点。

Ａ． ４　 涉及第 ３ 类、６． １ 项和第 ８ 类易燃液体的试验

Ａ． ４． １　 闪点的测定

Ａ． ４． １． １　 测定易燃液体的闪点可选用以下标准之一：ＩＳＯ １５１６、ＩＳＯ １５２３、ＩＳＯ ２７１９、ＩＳＯ １３７３６、ＩＳＯ
３６７９、ＩＳＯ ３６８０、ＧＢ ／ Ｔ ２６１、ＧＢ ／ Ｔ ２１７８９、ＧＢ ／ Ｔ ２１７９２、ＧＢ ／ Ｔ ２１７７５、ＧＢ ／ Ｔ ５２０８、ＧＢ ／ Ｔ ２１７９０。
Ａ． ４． １． ２　 测定油漆、树胶和相似溶液的黏性产品的闪点时，只能使用测定黏性液体闪点的仪器和试验

方法，并按以下标准进行：ＩＳＯ ３６７９、ＩＳＯ ３６８０、ＩＳＯ １５２３、ＩＳＯ １３７３６、ＩＳＯ ２７１９、ＧＢ ／ Ｔ ５２０８、ＧＢ ／ Ｔ ２１７７５、
ＧＢ ／ Ｔ ２１７８９。
Ａ． ４． １． ３　 Ａ． ４． １． １ 中的要求只适用于测试其指定的闪点范围。 选择使用要求时，应该考虑到物质与

装样品的器皿之间可发生的化学反应。 仪器使用应保证安全，放置于不通风的位置。 为了安全起见，
对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已知的能释放能量物质）或毒性物质，应该使用少量样品，大约 ２ｍＬ
左右。
Ａ． ４． １． ４　 用非平衡方法测定的闪点结果为 ２３℃ ±２℃或 ６０℃ ± ２℃时，应用平衡方法对每个温度范围

进行验证。
Ａ． ４． １． ５　 如果托运人对易燃液体的分类问题提出质疑，而在闪点检测试验中，得到的结果与 ５． ３． １ 中

规定的限值（分别为 ２３℃和 ６０℃）相差不超过 ２℃，那么托运人所提出的分类应得到认可。 若相差超过

２℃，则应进行第 ２ 次试验，采用每次测试试验中得到的闪点的最低值。

Ａ． ４． ２　 初沸点的测定

可根据以下标准确定易燃液体的初沸点：ＩＳＯ ３９２４、ＩＳＯ ４６２６、ＩＳＯ ３４０５、ＡＳＴＭ Ｄ ８６—０７ａ、ＡＳＴＭ Ｄ
１０７８—０５ 以及欧盟理事会（ＥＣ）ＮＯ． ４４０ ／ ２００８ 附件 Ａ 部分所述方法。

Ａ． ４． ３　 过氧化物含量测定试验

测定液体的过氧化物含量，其程序如下：
ａ）　 质量为 Ｐ（大约 ５ｇ，质量精确到 ０． ０１ｇ）的液体放入艾伦美氏三角瓶中，待滴定。
ｂ）　 加入 ２０ｍＬ 乙（酸）酐和 １ｇ 粉末状固体碘化钾：摇动三角瓶，１０ｍｉｎ 后，加热 ３ｍｉｎ 至 ６０℃，放置

冷却 ５ｍｉｎ 后，加入 ２５ｍＬ 水。 再放置 ０． ５ｈ，不加任何指示剂，用 ０． １ｍｏｌ ／ Ｌ 浓度的硫代硫酸钠

溶液滴定游离碘， 当颜色完全消失时表明反应结束。
ｃ）　 用 ｎ 表示所需硫代硫酸盐的 ｍＬ 数值，则按以下公式计算过氧化物样品的浓度 Ｃ（计算Ｈ２Ｏ２）：

Ｃ ＝ １７０ ×ｍ
１００ × Ｐ （Ａ． １）

式中：Ｃ———过氧化物样品的浓度，单位为毫升每立方米（ｍＬ ／ ｍ３）；
ｍ———表示所需硫代硫酸盐的量，单位为毫升每立方米（ｍＬ ／ ｍ３）；
Ｐ———质量，单位为克（ｇ）。

Ａ． ５　 流动性测定试验

Ａ． ５． １　 试验仪器

符合 ＩＳＯ ２１３７ 标准的商用针入度仪，一根 ４７． ５ｇ ± ０． ０５ｇ 的导杆，一个 １０２． ５ｇ ± ０． ０５ｇ 的带锥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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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铝筛盘，以及一根内径 ７２ｍｍ ～ ８０ｍｍ 的渗透容器，用于接受样品，针入度仪针入的图例参见图

Ａ． ２。

　 　 注：单位为毫米（ｍｍ）；未标注范围的公差按 ± ０． １ｍｍ。
图 Ａ． ２　 针入度仪

Ａ． ５． ２　 试验程序

样品倒入渗透容器后，将其密封，测量前直立放置半小时以上。 对封闭在浸透容器中的样品进行加

热，温度达到 ３５℃ ±０． ５℃时，立即将其放在针入度仪的台面上测量（这一过程不超过 ２ｍｉｎ）。 当筛盘

的 Ｓ 点开始与液面接触时，测量渗透率。

Ａ． ５． ３　 评价试验结果

中间 Ｓ 点与样品表面接触后，刻度盘显示的渗透为以下值时，物质为糊状：
ａ）　 装载 ５ｓ ± ０． １ｓ 时间后，小于 １５． ０ｍｍ ±０． ３ｍｍ；
ｂ）　 装载 ５ｓ ± ０． １ｓ 时间后，大于 １５． ０ｍｍ ± ０． ３ｍｍ，但是在另一装载 ５５ｓ ± ０． １ｓ 时间后，附加渗透

小于５． ０ｍｍ ±０． ５ｍｍ。
注：在样品具有流点的情况下，通常不可能在渗透容器中产生一个稳定的水平表面，这时，要为 Ｓ 点的接触建立满意

的起始测量条件。 并且，在最初的几秒钟，某些样品与筛盘的碰撞会引起表面弹性形变，导致深度渗透的假象。
在以上情况下，适合于用 ｂ）数值进行评价。

Ａ． ６　 ４． ２ 项和 ４． ３ 项中金属有机物质的分类

依据通过《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３ 部分 ３３ 章中所规定的试验方法 Ｎ． １ 到 Ｎ． ５ 所测定的金属有机物

质的特性，以及图 Ａ． ３，可视情况将其归类为 ４． ２ 项或 ４． ３ 项。
根据金属有机物质的其他特性以及附录 Ｃ，可视情况将其分为其他类别。
易燃性溶液若含有金属有机化合物，其含量不至于发生自燃，或者与水接触时产生的可燃气体达不

到危害的程度，可归类为 ３ 类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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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条件相符且试验相关，应结合反应特性，根据附录 Ｃ 危险性先后顺序表考虑 ６． １ 项和第 ８ 类特性。
图 Ａ． ３　 ４． ２ 项及 ４． ３ 项金属有机物质的分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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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集合条目列表和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Ｂ． １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见表 Ｂ． １。

表 Ｂ． １　 第 １ 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

分类代码 ＵＮ 编号 正式运输名称

１． １Ａ ０４７３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Ｂ ０４６１ 　 火药系部件，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Ｃ

０４７４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９７ 　 液态推进剂

０４９８ 　 固态推进剂

０４６２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Ｄ
０４７５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６３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Ｅ ０４６４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Ｆ ０４６５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Ｇ ０４７６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１Ｌ
０３５７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５４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Ｂ ０３８２ 　 火药系部件，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Ｃ ０４６６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Ｄ ０４６７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Ｅ ０４６８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Ｆ ０４６９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２Ｌ

０３５８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２４８ 　 水激活装置，带有起爆装置、发射剂或推进剂

０３５５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３Ｃ

０１３２ 　 芳香族硝基衍生物的爆燃性金属盐，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７７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４９５ 　 液态推进剂

０４９９ 　 固态推进剂

０４７０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３Ｇ ０４７８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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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１（续）

分类代码 ＵＮ 编号 正式运输名称

１． ３Ｌ

０３５９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２４９ 　 水激活装置，带有起爆装置、发射剂或推进剂

０３５６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Ｂ
０３５０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８３ 　 火药系部件，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Ｃ

０４７９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５０１ 　 固态推进剂

０３５１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Ｄ
０４８０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５２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Ｅ ０４７１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Ｆ ０４７２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Ｇ
０４８５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５３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４Ｓ

０４８１ 　 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４９ 　 爆炸性物品，未另作规定的

０３８４ 　 火药系部件，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５Ｄ ０４８２ 　 非常不敏感爆炸性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１． ６Ｎ
０４８６ 　 爆炸性物品，极不敏感的

０１９０ 　 爆炸性物质样品，起爆药除外ａ

　 注ａ：根据 ５． １． １． ４ 的原则，类别和配装组应遵照相关的规定。

Ｂ． ２　 第 ２ 类气体的集合条目列表

第 ２ 类气体的集合条目列表见表 Ｂ． ２。

表 Ｂ． ２　 第 ２ 类气体的集合条目列表

组别代码 ＵＮ 编号 物质或物品的名称

压缩气体

１ Ａ １９５６ 　 压缩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Ｏ ３１５６ 　 压缩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Ｆ
１９６４ 　 压缩烃类气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

１９５４ 　 压缩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Ｔ １９５５ 　 压缩气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ＴＦ １９５３ 　 压缩气体，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ＴＣ ３３０４ 　 压缩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ＴＯ ３３０３ 　 压缩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ＴＦＣ ３３０５ 　 压缩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１ ＴＯＣ ３３０６ 　 压缩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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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２（续）

分类号 ＵＮ 编号 物质或物品的名称

液化气体

２ Ａ

１０５８

１０７８

１９６８

３１６３

　 液化气体，非易燃，充有氮、二氧化碳或空气

　 制冷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例如气体混合物，由字母 Ｒ…表示，即：
　 混合物 Ｆ１ａ，蒸气压在 ７０℃时不超过 １． ３ＭＰａ（１３ｂａｒ）且 ５０℃时密度不低于二氯氟甲烷

（１． ３０ｋｇ ／ Ｌ）的密度；
　 混合物 Ｆ２ａ，蒸气压在 ７０℃时不超过 １． ９ＭＰａ（１９ｂａｒ）且 ５０℃时密度不低于二氯氟甲烷

（１． ２１ｋｇ ／ Ｌ）的密度；
　 混合物 Ｆ３ａ，蒸气压在 ７０℃时不超过 ３ＭＰａ（３０ｂａｒ）且 ５０℃ 时密度不低于二氯氟甲烷

（１． ０９ｋｇ ／ Ｌ）的密度

　 注ａ：三氯氟甲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１，１，２⁃三氯⁃１，２，２⁃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３）、１，１，
１⁃三氯⁃２，２，２⁃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１３ａ）、１⁃氯⁃１，２，２⁃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３３）和１⁃氯⁃
１，１，２⁃三氟乙烷（制冷气体 Ｒ１３３ｂ）可以成为 Ｆ１、Ｆ２、Ｆ３ 混合物的组分

　 气体杀虫剂，未另作规定的

　 液化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Ｏ ３１５７ 　 液化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Ｆ

１０１０
　 丁二烯和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稳定的，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１． １ＭＰａ（１１ｂａｒ）以及密

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５２５ｋｇ ／ Ｌ
　 注：稳定的丁二烯也应在 ＵＮ １０１０ 下分类，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１０６０

　 丙炔、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

　 例如：丙炔和丙二烯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即：
　 混合物 Ｐ１，含有体积不超过 ６３％的丙炔和丙二烯，体积不超过 ２４％ 的丙烷和丙烯，Ｃ４
饱和烃体积不低于 １４％ ；以及混合物 Ｐ２，含有体积不超过 ４８％ 丙炔和丙二烯，体积不超

过 ５０％的丙烷和丙烯，Ｃ４ 饱和烃体积不低于 ５％ ；以及含有 １％ ～ ４％ 丙炔的丙二烯混

合物

２ Ｆ １９６５

　 碳氢气体混合物，液化的，未另作规定的

　 例如：
　 混合物 Ａ，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１． １ＭＰａ（１１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５２５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０１，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１． ６ＭＰａ（１６ｂａｒ）且密度 ５０℃不低于 ０． ５１６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０２，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１． ６ＭＰａ（１６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５０５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０，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１． ６ＭＰａ（１６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４９５ｋｇ ／ Ｌ；
　 混合物 Ａ１，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２． １ＭＰａ（２１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４８５ｋｇ ／ Ｌ；
　 混合物 Ｂ１，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２． ６ＭＰａ（２６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４７４ｋｇ ／ Ｌ；
　 混合物 Ｂ２，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２． ６ＭＰａ（２６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４６３ｋｇ ／ Ｌ；
　 混合物 Ｂ，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２． ６ＭＰａ（２６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４５０ｋｇ ／ Ｌ；
　 混合物 Ｃ，蒸气压在 ７０℃不超过 ３． １ＭＰａ（３１ｂａｒ）且密度在 ５０℃不低于 ０． ４４０ｋｇ ／ Ｌ。
　 注 １：上述提及的混合物，通常允许在贸易中使用以下名称描述这些物质，丁烷：混合物

Ａ、Ａ０１、Ａ０２ 和 Ａ０；丙烷：混合物 Ｃ。
　 注 ２：ＵＮ１９６５ 液化烃类气体混合物，未另作规定的条目在海运或空运之前运输时可以用

ＵＮ１０７５ 液化石油气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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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２（续）

分类号 ＵＮ 编号 物质或物品的名称

液化气体

２ Ｆ
３３５４ 　 气体杀虫剂，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６１ 　 液化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Ｔ
１９６７ 　 气体杀虫剂，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６２ 　 液化气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ＴＦ
３３５５ 　 气体杀虫剂，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３１６０ 　 液化气体，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ＴＣ ３３０８ 　 液化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ＴＯ ３３０７ 　 液化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ＴＦＣ ３３０９ 　 液化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２ ＴＯＣ ３３１０ 　 液化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制冷液化气

３ Ａ ３１５８ 　 冷冻液态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Ｏ ３３１１ 　 冷冻液态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３ Ｆ ３３１２ 　 冷冻液态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加压溶解气体

４ 　 只有列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的物质允许运输

烟雾剂和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

５
１９５０ 　 烟雾剂

２０３７ 　 装有气体的小型容器（蓄气筒），没有释放装置，不能再充气的

包含加压气体的其他物品

６ Ａ

２８５７ 　 制冷机，装有非易燃、无毒气体或氨类溶液（ＵＮ ２６７２）

３１６４ 　 气压物品（含有非易燃气体）

３１６４ 　 液压物品（含有非易燃气体）

６ Ｆ

３１５０ 　 以烃类气体作能源的小型装置

３１５０ 　 小型装置的烃类气体充气罐，带有释放装置

３４７８ 　 燃料电池筒，含有液化易燃气体

３４７８ 　 设备中含有的燃料电池筒，含有液化易燃气体

３４７８ 　 与设备合装在一起的燃料电池筒，含有液化易燃气体

３４７９ 　 燃料电池筒，在金属氢化物中含有氢气

３４７９ 　 设备中含有的燃料电池筒，在金属氢化物中含有氢气

３４７９ 　 与设备合装在一起的燃料电池筒，在金属氢化物中含有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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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２（续）

分类号 ＵＮ 编号 物质或物品的名称

气体样品

７ Ｆ ３１６７ 　 未压缩气体样品，易燃，未另作规定的，非冷冻液体

７ Ｔ ３１６９ 　 未压缩气体样品，毒性，未另作规定的，非冷冻液体

７ ＴＦ ３１６８ 　 未压缩气体样品，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非冷冻液体

加压化学品

８ Ａ ３５００ 　 加压化学品，未另作规定的

８ Ｆ ３５０１ 　 加压化学品，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８ Ｔ ３５０２ 　 加压化学品，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８ Ｃ ３５０３ 　 加压化学品，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８ ＴＦ ３５０４ 　 加压化学品，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８ ＦＣ ３５０５ 　 加压化学品，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吸附气体

９ Ａ ３５１１ 　 吸附气体，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Ｏ ３５１３ 　 吸附气体，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Ｆ ３５１０ 　 吸附气体，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Ｔ ３５１２ 　 吸附气体，毒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ＴＦ ３５１４ 　 吸附气体，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ＴＣ ３５１６ 　 吸附气体，毒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ＴＯ ３５１５ 　 吸附气体，毒性，氧化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ＴＦＣ ３５１７ 　 吸附气体，毒性，易燃，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９ ＴＯＣ ３５１８ 　 吸附气体，毒性，氧化性，腐蚀性，未另作规定的

　 注：表中未另作规定的条目包括纯气体和气体混合物。

Ｂ． ３　 第 ３ 类易燃液体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第 ３ 类易燃液体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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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 １

６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图 Ｂ． １　 第 ３ 类易燃液体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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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４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２。

　 　 ａ 　 粉状或其他易燃状金属和金属合金，易于自燃，属于 ４． ２ 项物质。
ｂ 　 粉状或其他易燃状金属和金属合金，遇水产生易燃气体，属于 ４． ３ 项物质。
ｃ 　 金属氢化物，遇水产生易燃气体，属于 ４． ３ 项物质；硼氢化铝或硼氢化铝衍生物属于 ４． ２ 项中的 ＵＮ ２８７０。

图 Ｂ． ２　 ４． １ 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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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５　 ４．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４．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３。

　 ａ 　 非自燃形式的灰状或粉状金属，无毒，然而遇水会产生易燃气体，属于 ４． ３ 项物质。
图 Ｂ． ３　 ４．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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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６　 ４． ３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４． ３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４。

　 　 ａ 　 遇水不放出易燃气体，并且不发火或自热，但是易燃的金属和金属合金，属于 ４． １ 项物质。 发火的碱土金属
和碱土金属合金是 ４． ２ 项物质，发火形式的灰状或粉状金属是 ４． ２ 项物质。 发火形式的金属和金属合金是
４． ２ 项物质。 含重金属如铁、铜等的磷化合物不受本规则限制。

ｂ 　 发火的金属和金属合金，是 ４． ２ 项物质。
ｃ 　 氯硅烷，闪点低于 ２３℃，遇水不放出易燃气体，是 ３ 类物质。 氯硅烷，闪点等于或高于 ２３℃，遇水不放出易燃

气体，是 ８ 类物质。
图 Ｂ． ４　 ４． ３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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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７　 ５． １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５． １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５。

图 Ｂ． ５　 ５． １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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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８　 ５．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５．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６。

Ｂ． ６　 ５．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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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９　 ６． １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６． １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７。

图　 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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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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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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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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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含有生物碱或尼古丁的物质和制剂用作农药时，应归入 ＵＮ ２５８８，固体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的；ＵＮ ２９０２，
液体农药，毒性，未另作规定的；或 ＵＮ ２９０３，液体农药，毒性，易燃，未另作规定的。

ｂ 　 活性物质和物质研碎粉末或混合物（预定用于实验室和试验，以及与其他物质一起生产医药品），应按毒性

进行分类。
ｃ 　 自热物质，微毒、自燃的有机金属化合物，为 ４． ２ 项物质。
ｄ 　 与水反应的物质，微毒、与水反应的有机金属化合物，为 ４． ３ 项物质。
ｅ 　 雷酸汞，用不少于 ２０％ （按质量计）的水或酒精⁃水混合物润湿，属于第 １ 类物质，ＵＮ ０１３５。
ｆ 　 铁氰化物、亚铁氰化物、碱性硫氰酸盐和硫氰酸铵，不需遵从本规则的规定。
ｇ 　 铅盐和铅颜料，若与 ０． ０７Ｍ 盐酸按 １ ∶ １ ０００ 比例混合，在温度 ２３℃ ±２℃下搅拌 １ 小时后，显示溶解度为 ５％

或以下，则不需遵从本规则的规定。
ｈ 　 被这类农药浸渍的物品（例如纤维板、纸带、棉花⁃羊毛球、塑料薄膜），若被密封包装，则不需遵从本规则的

规定。
ｉ 　 不需遵从本规则规定的固体与毒性液体的混合物，若在装载物质时，或在包装、容器或运输单元封闭时，未

见自由液体存在，则可划入 ＵＮ ３２４３ 进行运输，而不首先应用 ６． １ 项的分类准则。 每个包装对应的设计类

型，均应已通过包装类别Ⅱ水平的密封性试验。 若固体含有包装类别Ⅰ的液体，不应适用本条目。
ｊ 　 闪点低于 ２３℃的高毒和毒性易燃液体为第 ３ 类物质，但吸入高毒性液体除外。 液体若具有吸入高毒性，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的第（２）列的名称和描述中标明“吸入毒性”，或由列（６）中的特别规定 ３５４ 标明。
ｋ 　 闪点为 ２３℃ ～６０℃（含）的易燃、微毒液体（用作农药的物质和制剂除外），属于第 ３ 类物质。
ｌ 　 氧化性物质，微毒，为 ５． １ 项物质。
ｍ 　 微毒、微腐蚀性物质，为第 ８ 类物质。
ｎ 　 被指定 ＵＮ 号 １３６０、１３９７、１４３２、１７１４、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３ 的金属磷化物，为 ４． ３ 项物质。

图 Ｂ． ７　 ６． １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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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１０　 ６．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６．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８。

图 Ｂ． ８　 ６． ２ 项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Ｂ． １１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９。

图　 Ｂ．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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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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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非危险货物固体和腐蚀性液体的混合物可在不满足第 ８ 类分类标准的情况下，归入 ＵＮ ３２４４ 条目下进行运

输，前提是在装载和包装、容器或运输单元封闭时未见游离液体存在，且每个包装的设计符合包装类别Ⅱ等

级的密封性试验要求。
ｂ 　 氯硅烷遇水或潮湿空气，产生易燃气体，应归类为 ４． ３ 项。
ｃ 　 氯甲酸酯的主要危险性是毒性，应归类为 ６． １ 项。
ｄ 　 腐蚀性物质具有高度吸入毒性，应划入 ６． １ 项。
ｅ 　 ＵＮ ２５０５ 氟化铵；ＵＮ １８１２ 氟化钾，固体的；ＵＮ １６９０ 氟化钠，固体的；ＵＮ ２６７４ 氟硅酸钠；ＵＮ ２８５６ 氟硅酸盐

（酯）类，未另作规定的；ＵＮ ３４１５ 氟化钠溶液和 ＵＮ ３４２２ 氟化钾溶液应归类为 ６． １ 项。

图 Ｂ． ９　 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Ｂ． １２　 第 ９ 类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第 ９ 类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见图 Ｂ． １０。

图　 Ｂ． １０

０７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图 Ｂ． １０　 第 ９ 类的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１７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危险性先后顺序表

危险性先后顺序表见表 Ｃ． １。

表 Ｃ． １　 危险性先后顺序表

类或项和

包装类别
４． １，Ⅱ ４． １，Ⅲ ４． ２，Ⅱ ４． ２，Ⅲ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Ⅲ ５． １，Ⅰ ５． １，Ⅱ ５． １，Ⅲ

６． １，Ⅰ
皮肤

６． １，Ⅰ
口服

６． １，Ⅱ ６． １，Ⅲ ８，Ⅰ ８，Ⅱ ８，Ⅲ ９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２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２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Ⅰ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Ⅰ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Ⅰ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２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２ ３，Ⅱ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Ⅰ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Ⅱ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Ⅱ ３，Ⅱ

３，Ⅰ ３，Ⅰ ３，Ⅱ ３，Ⅱ ８，Ⅰ ３，Ⅱ ３，Ⅱ ３，Ⅱ

３，Ⅲ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 ３，Ⅲ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２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２ ３，Ⅲ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Ⅲ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Ⅰ ３，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Ⅱ ３，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５． １，Ⅲ ３，Ⅲ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Ⅱ ３，Ⅲａ ８，Ⅰ ８，Ⅱ ３，Ⅲ ３，Ⅲ

４． １，Ⅱ ４． ２，Ⅱ ４． ２，Ⅱ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Ⅱ ５． １，Ⅰ ４． １，Ⅱ ４． １，Ⅱ ６． １，Ⅰ ６． １，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Ⅱ ６． １，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Ⅱ ６． １，Ⅱ

８，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Ⅱ ８． １，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Ⅱ ８． １，Ⅱ

４． １，Ⅱ

４． １，Ⅲ ４． ２，Ⅱ ４． ２，Ⅲ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Ⅲ ５． １，Ⅰ ４． １，Ⅱ ４． １，Ⅲ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Ⅲ ６． １，Ⅲ
８，Ⅰ ８，Ⅱ

ＳＯＬ ＬＩＱ
４． １，Ⅲ ８． １，Ⅲ

４． １，Ⅲ

４． ２，Ⅱ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Ⅱ ５． １，Ⅰ ４． ２，Ⅱ ４． ２，Ⅱ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４． ２，Ⅱ ４． ２，Ⅱ ８，Ⅰ ４． ２，Ⅱ ４． ２，Ⅱ ４． ２，Ⅱ

４． ２，Ⅲ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Ⅲ ５． １，Ⅰ ５． １，Ⅱ ４． ２，Ⅲ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Ⅱ ４． ２，Ⅲ ８，Ⅰ ８，Ⅱ ４． ２，Ⅲ ４． ２，Ⅲ

４． ３，Ⅰ ５． １，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６． １，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５． １，Ⅰ ４． ３，Ⅱ ４． ３，Ⅱ ６． １，Ⅰ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Ⅱ ８，Ⅰ ４． ３，Ⅱ ４． ３，Ⅱ ４． ３，Ⅱ

４． ３，Ⅲ ５． １，Ⅰ ５． １，Ⅱ ４． ３，Ⅲ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Ⅱ ４． ３，Ⅲ ８，Ⅰ ８，Ⅱ ４． ３，Ⅲ ４． ３，Ⅲ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Ⅰ



表 Ｃ． １（续）

类或项和

包装类别
４． １，Ⅱ ４． １，Ⅲ ４． ２，Ⅱ ４． ２，Ⅲ ４． ３，Ⅰ ４． ３，Ⅱ ４． ３，Ⅲ ５． １，Ⅰ ５． １，Ⅱ ５． １，Ⅲ

６． １，Ⅰ
皮肤

６． １，Ⅰ
口服

６． １，Ⅱ ６． １，Ⅲ ８，Ⅰ ８，Ⅱ ８，Ⅲ ９

５． １，Ⅱ ６． １，Ⅰ ５． １，Ⅰ ５． １，Ⅱ ５． １，Ⅱ ８，Ⅰ ５． １，Ⅱ ５． １，Ⅱ ５． １，Ⅱ

５． １，Ⅲ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Ⅱ ５． １，Ⅲ ８，Ⅰ ８，Ⅱ ５． １，Ⅲ ５． １，Ⅲ

６． １，Ⅰ
皮肤

ＳＯＬ ＬＩＱ
６． １，Ⅰ ８．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Ⅰ
口服

ＳＯＬ ＬＩＱ
６． １，Ⅰ ８．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Ⅰ

６． １，Ⅱ
吸入

ＳＯＬ ＬＩＱ
６． １，Ⅰ ８． １，Ⅰ

６． １，Ⅱ ６． １，Ⅱ ６． １，Ⅱ

６． １，Ⅱ
皮肤

ＳＯＬ ＬＩＱ
６． １，Ⅰ ８． １，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６． １，Ⅱ ８． １，Ⅱ

６． １，Ⅱ ６． １，Ⅱ

６． １，Ⅱ
口服

６． １，Ⅲ

８，Ⅰ

８，Ⅱ

８，Ⅲ

８，Ⅰ
ＳＯＬ ＬＩＱ
６． １，Ⅱ ８． １，Ⅱ

６． １，Ⅱ ６． １，Ⅱ

８，Ⅰ ８，Ⅱ ８，Ⅲ ６． １，Ⅲ

８，Ⅰ

８，Ⅱ

８，Ⅲ

　 注：“ＳＯＬ”表示固态物质与混合物；“ＬＩＱ”表示液态物质，混合物及溶液。

　 ａ 　 农药为 ６． １ 项



附　 录　 Ｄ

（资料性附录）
烟花默认分类设定表

烟花默认分类设定表见表 Ｄ． １。

表 Ｄ． １　 烟花默认分类设定表

类　 　 型 包括物品及同义词 定　 　 义 详　 　 述 分类

球形或圆柱形的

礼花弹

　 球形专业礼花弹：空中礼花弹、彩
弹、染料弹、多发礼花弹、多效礼花

弹、水弹、降落伞礼花弹、烟雾弹、响
子弹、响弹、迎宾礼花炮、声弹、霹雳

炮、高空礼花组合

　 这种装置有或没有发射药，有延迟引火线和爆

炸药、烟花元件或松散火药物质，用臼炮发射

　 花生弹

　 这种装置有两个或更多装在同一外壳中的升空

礼花弹，用同一发射药发射，但有分开的外部引

火线

　 预装弹，臼炮礼花炮
　 这种组合件包括一个球弹或柱形弹，用臼炮

发射

　 所有炸弹 １． １Ｇ

　 彩弹：≥１８０ｍｍ １． １Ｇ

　 彩弹： ＜ １８０ｍｍ 有 ＞ ２５％ 闪光成分，松散粉末与 ／
或响声效果

１． １Ｇ

　 彩弹： ＜ １８０ｍｍ 带有≤２５％ 闪光成分，松散粉末

与 ／或响声效果
１． ３Ｇ

　 彩弹：≤５０ｍｍ，或≤６０ｇ 火药物质，带有≤２％ 闪光

成分，松散粉末与 ／或响声效果
１． ４Ｇ

　 产品分类由组合中危险性最大的升空礼花类型决定

　 所有响子炸弹 １． １Ｇ

　 彩弹：≥１８０ｍｍ １． １Ｇ

　 彩弹： ＞ ２５％闪光成分，松散粉末与 ／或响声效果 １． １Ｇ

　 彩弹： ＞ ５０ｍｍ 且 ＜ １８０ｍｍ １． ２Ｇ

　 彩弹：≤５０ｍｍ，或≤６０ｇ 火药物质，带有≤２５％ 闪

光成分，松散粉末与 ／或响声效果
１． ３Ｇ



表 Ｄ． １（续）

类　 　 型 包括物品及同义词 定　 　 义 详　 　 述 分类

球形或圆柱形的

礼花弹

　 弹中弹（球形） （弹中弹含量是指

其占焰火物品总质量的比例）

　 这种装置无发射药，有延迟引火线和爆炸药，内
装炸弹和惰性材料，用臼炮发射

　 ＞ １２０ｍｍ １． １Ｇ

　 这种装置无发射药，有延迟引火线和爆炸药，内
装炸弹，每个炸弹的闪光成分≤２５ｇ，有≤３３％ 闪

光成分和≥６０％惰性材料，用臼炮发射

　 ≤１２０ｍｍ １． ３Ｇ

　 这种装置无发射药，有延迟引火线和爆炸药，内
装彩弹和（或）烟花元件，用臼炮发射

　 ＞ ３００ｍｍ １． １Ｇ

　 这种装置无发射药，有延迟引火线和爆炸药，内
装彩弹≤７０ｍｍ 和（或）烟花元件，有≤２５％闪光成

分和≤６０％火药物质，用臼炮发射

　 ＞ ２００ｍｍ 且≤３００ｍｍ １． ３Ｇ

　 这种装置有发射药，有延迟引火线和爆炸药，内
装彩弹≤７０ｍｍ 和（或）烟花元件，有≤２５％闪光成

分和≤６０％火药物质，用臼炮发射

　 ≤２００ｍｍ １． ３Ｇ

排炮 ／组合类

　 连珠炮、微型礼花弹、盆花、尾炮

盆、花床、水炮、多发管、球形盆花、
排炮、闪光排炮

　 这种组合件包含若干内装相同类型或若干类型

烟花元件，这些类型都是本表所列的烟花类型，有
１ 或 ２ 个点火点

　 产品分类由组合中危险性最大的升空礼花类型决定

罗马蜡烛 　 专业燃放蜡烛、蜡烛、组合吐珠筒
　 烟花筒内装一系列烟花元件，其中包括交替火

药物质、发射药和传爆管

　 内径≥５０ｍｍ，内装闪光成分，或 ＜ ５０ｍｍ 但含

有 ＞ ２５％闪光成分
１． １Ｇ

　 内径≥５０ｍｍ，无闪光成分 １． ２Ｇ

　 内径 ＜ ５０ｍｍ 且含有≤２５％闪光成分 １． ３Ｇ

　 内径 ＜ ３０ｍｍ，每个烟火元件≤２５ｇ 且含有≤５％ 闪

光成分
１． ４Ｇ

彩珠筒 　 单发罗马蜡烛，小预置炮
　 烟花筒内装 １ 个烟花元件，其中装有火药物质、
发射药，有或无传爆管

　 内径≤３０ｍｍ 和烟火元件 ＞ ２５ｇ，或 ＞ ５％ 且含

有≤２５％闪光成分
１． ３Ｇ

　 内径 ＜ ３０ｍｍ，每个烟火元件≤２５ｇ 且含有≤５％ 闪

光成分
１． ４Ｇ



表 Ｄ． １（续）

类　 　 型 包括物品及同义词 定　 　 义 详　 　 述 分类

火箭

　 火箭、信号火箭、哨叫火箭、筒装

火箭、高空火箭、导弹式火箭、室内

火箭

　 烟花筒内装火药物质和（或）烟花元件，配备小

棒或其他飞行稳定装置，用于射入空中

　 仅有闪光成分效果 １． １Ｇ

　 闪光成分占火药物质的百分比 ＞ ２５％ １． １Ｇ

　 火药物质 ＞ ２０ｇ，闪光成分≤２５％ １． ３Ｇ

　 火药物质≤２０ｇ，装载有黑火药爆炸药且每个炸弹

有闪光成分≤０． １３ｇ，合计≤１ｇ
１． ４Ｇ

弹类 　 盆花，地面弹，袋弹，柱形弹

　 烟花筒内装发射药和烟花元件，用于放在地面

或固定在地上。 主要效果是所有烟花元件一下全

部射入空中产生漫天五光十色、震耳欲聋的视觉

和（或）响声效果，或者：布或纸袋或者布或纸筒内

装发射药和烟花元件，放在臼炮内并用作地雷

　 ＞ ２５％闪光成分，松散粉末与 ／或响声效果 １． １Ｇ

　 ≥１８０ｍｍ 和≤２５％ 闪光成分，松散粉末与 ／或响声

效果
１． １Ｇ

　 ＜ １８０ｍｍ 和≤２５％ 闪光成分，松散粉末与 ／或响声

效果
１． ３Ｇ

　 ≤１５０ｇ 火药物质，含有≤５％ 闪光成分，松散粉末

与 ／或响声效果。 每个烟花元件≤２５ｇ，每个响声效

果 ＜ ２ｇ；每个哨声（如果有）≤３ｇ
１． ４Ｇ

喷花
　 喷花，蕙花类，喷射类，点火棒，雷鸣，
闪火花，球形喷花，锥形盆花，发光火柱

　 非金属壳体内压缩或压实的火药物质，产生火

花和火焰

　 ≥１ｋｇ 火药物质 １． ３Ｇ

　 ＜ １ｋｇ 火药物质 １． ４Ｇ

闪光灯
　 手持电光花和非手持电光花，吊
线电光花

　 硬线材部分涂上（一端）缓慢燃烧的火药物质，
有或无点火梢

　 以高氯酸盐为基料的电光花：每个电光花 ＞ ５ｇ 或

每包 ＞ １０ 个电光花
１． ３Ｇ

　 以高氯酸盐为基料的电光花：每个电光花≤５ｇ 或

每包≤１０ 个电光花；
　 以硝酸盐为基料的电光花：每个电光花≤３０ｇ

１． ４Ｇ

火棒类 　 蘸棒
　 非金属部分涂上（一端）缓慢燃烧的火药物质，
用于手持

　 以高氯酸盐为基料的信号棒：每个信号棒 ＞ ５ｇ 或

每包 ＞ １０ 个信号棒
１． ３Ｇ

　 以高氯酸盐为基料的信号棒：每个信号棒≤５ｇ 或

每包≤１０ 个信号棒；
　 以硝酸盐为基料的信号棒：每个信号棒≤３０ｇ

１． ４Ｇ



表 Ｄ． １（续）

类　 　 型 包括物品及同义词 定　 　 义 详　 　 述 分类

低爆烟花与

玩具类

　 桌炮、摔炮，裂珠，烟弹，雾弹，蛇
形烟花，发光虫，小蛇，拉炮，晚会棒

　 这种装置用于产生有限的视觉和（或）响声效

果，内装少量的烟花和（或）爆炸成分

　 甩炮和响鞭可含有多达 １． ６ｍｇ 的雷酸银；响鞭和

晚会响炮可含有多达 １６ｍｇ 的氯酸钾 ／红磷混合物；
其他物品和含有多达 ５ｇ 的火药物质，但无闪光成分

１． ４Ｇ

旋转类
　 空中旋转类，直升机，追弹，地面

旋转类

　 一个或多个非金属筒内装产生气体或火花的火

药物质，有或无产生噪声的成分，带或不带尾翼

　 每个物件的火药物质 ＞ ２０ｇ，含有≤３％ 响声效果

的闪光成分，或者哨声成分≤５ｇ
１． ３Ｇ

　 每个物件的火药物质≤２０ｇ，含有≤３％ 响声效果

的闪光成分，或者哨声成分≤５ｇ
１． ４Ｇ

转轮 　 凯瑟琳转轮，萨克逊
　 这种组合件包含内装火药物质的驱动装置，并
配备把它附在一个转动轴上的装置

　 火药成分总量≥１ｋｇ，无响声效果，每个哨声（如果

有）≤２５ｇ，每车轮的哨声成分≤５０ｇ
１． ３Ｇ

　 火药成分总量 ＜ １ｋｇ，无响声效果，每个哨声（如果

有）≤５ｇ，每车轮的哨声成分≤１０ｇ
１． ４Ｇ

空中转轮 　 飞行萨克逊，ＵＦＯＳ，带尾皇冠
　 筒内装发射药和产生火花、火焰和（或）噪声的

火药成分，筒附在一个支承环上

　 火药成分总量 ＞ ２００ｇ 或每个驱动装置的火药成

分 ＞ ６０ｇ，≤３％响声效果的闪光成分，每个哨声（如
果有）≤２５ｇ，每个车轮的哨声成分≤５０ｇ

１． ３Ｇ

　 火药成分总量≤２００ｇ 或每个驱动装置的火药成

分≤６０ｇ，≤３％响声效果的闪光成分，每个哨声（如
果有）≤５ｇ，每个车轮的哨声成分≤１０ｇ

１． ４Ｇ

精选盒
　 精选燃放盒，精选盒，花园级精选

组，室内级精选组，组合类

　 一类以上的烟花组合，其中每一类都与本表所

列的烟花类型之一相对应
　 产品分类由组合中危险性最大的烟花类型决定

鞭炮 　 庆典鞭炮，大卷盘，线结鞭
　 用烟花引线连起来的纸筒或纸板筒组合，每个

纸筒用于产生一个响声效果
　 每个纸筒≤１４０ｍｇ 闪光成分或≤１ｇ 黑火药 １． ４Ｇ



表 Ｄ． １（续）

类型 包括物品及同义词 定　 　 义 详　 　 述 分类

雷鸣 　 礼炮，闪光炮，女士鞭 　 非金属筒内装拟产生响声效果的响声成分

　 每个物件的闪光成分 ＞ ２ｇ １． １Ｇ

　 每个物件的闪光成分≤２ｇ 和每个内容器≤１０ｇ １． ３Ｇ

　 每个物件的闪光成分≤１ｇ 和每个内容器≤１０ｇ 或

者每个物件的黑火药≤１０ｇ
１． ４Ｇ

　 注 １：表中提到的百分比，除非另外说明，指所有烟花物质的质量百分比（如火箭炮，发射、爆炸药、效果药）。
　 注 ２：此表中的“闪光成分”指的是粉末状的烟火物质，或烟花中用于产生响声效果、用作爆炸药或弹射药的烟火装置，除非在《试验和标准手册》中附录 ７ 的 ＨＳＬ 闪光成

分试验中，显示升压所需的时间大于每 ０． ５ｇ 烟火物质 ６ｍｓ。
　 注 ３：对于以“ｍｍ”为单位的解释：

———对于球形和多球形，以球壳直径为准；此表包含烟火分类列表，可在缺乏试验系列 ６ 试验数据的情况下使用；
———对于圆柱形，以壳长为准；
———对于发射筒，罗马蜡烛形，射管形烟花或礼花，以组成或包含烟花的筒径为准；
———对于联装或圆柱形礼花，要以装填烟花的凹面直径为准。



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列表

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列表见表 Ｅ． １。 另外，表中的分类是根据工业纯物质（除非特别标明浓度

小于 １００％ ）。 对于其他浓度，需要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２ 部分或者 ５． ４． １． ３． ８ 来分类。
自反应物质运输需满足下列要求：
ａ）　 “包装方法”一列中，代码“ＯＰ１”到“ＯＰ８”的具体含义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６６ 包装指

南 Ｐ５２０；
ｂ）　 自反应物质的运输，应满足表 Ｅ． １ 中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的要求；
ｃ）　 对于允许用 ＩＢＣ 运输的物质，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１０２ 中型散装容器指南 ＩＢＣ５２０；
ｄ）　 对于允许用罐体运输的物质，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Ｄ． ２ 可移动罐柜导则（Ｔ２３）。

表 Ｅ． １　 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列表

自反应物质
浓度 Ｃ
（％ ）

包装方法
控制温度

（℃）
应急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丙酮⁃连苯三酚共聚物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酸盐
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２２８

　 Ｂ 型偶氮二甲酰胺配置品，控温 ＜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２３２ （１）（２）

　 Ｃ 型偶氮二甲酰胺配置品 ＜ １００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３）

　 Ｃ 型偶氮二甲酰胺配置品，控温 ＜ １００ ＯＰ６ ３２３４ （４）

　 Ｄ 型偶氮二甲酰胺配置品 ＜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５）

　 Ｄ 型偶氮二甲酰胺配置品，控温 ＜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３６ （６）

　 ２，２’⁃偶氮二（２，４⁃二甲基⁃４⁃甲氧基戊腈） １００ ＯＰ７ － ５ ＋ ５ ３２３６

　 ２，２’⁃偶氮二（２，４⁃二甲基戊腈） １００ ＯＰ７ ＋ １０ ＋ １５ ３２３６

　 ２，２’⁃偶氮二（２⁃甲基丙酸乙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２０ ＋ ２５ ３２３５

　 １，１⁃偶氮二（六氢化苄腈）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２，２’⁃偶氮二（异丁腈） １００ ＯＰ６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４

　 ２，２’⁃偶氮二（异丁腈），水基糊状 ≤５０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２，２’⁃偶氮二（２⁃甲基丁腈） １００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２３６

　 苯⁃１． ３⁃二磺酰肼，糊状 ５２ ＯＰ７ ３２２６

　 苯磺酰肼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４⁃苄（乙）氨基⁃３⁃乙氧基重氨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４⁃苄（甲）氨基⁃３⁃乙氧基重氨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氯化锌⁃３⁃氯⁃４⁃二乙氨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９７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Ｅ． １（续）

自反应物质
浓度 Ｃ
（％ ）

包装方法
控制温度

（℃）
应急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酰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２２２ （２）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酰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２２２ （２）

　 Ｄ 型 ２⁃重氮⁃１⁃萘酚磺酸酯混合物 ＜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７）

　 （２∶１）四氯锌酸⁃２，５⁃二丁氯基⁃４⁃（４⁃吗啉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２２８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吗啉代重氮苯 ６７ ＜Ｃ≤１００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２３６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吗啉代重氮苯 ６６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氟硼酸⁃２，５⁃二乙氧基⁃４⁃吗啉代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３０ ＋ ３５ ３２３６

　 硫酸⁃２，５⁃二乙氧基⁃４⁃（４⁃吗啉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苯磺酰）⁃重氮苯 ６７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二甘醇双（碳酸烯丙酯） ＋过二碳酸二异丙酯 ≥８８ ＋≥１２ ＯＰ８ － １０ ０ ３２３７

　 氯化锌⁃２，５⁃二乙氧基⁃４⁃（４⁃甲苯磺酰）重氮苯 ７９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１⁃三氯锌酸⁃４⁃二甲氨基重氮苯 １００ ０Ｐ８ ３２２８

　 氯化锌⁃４⁃二甲氧基⁃６（２⁃二甲氨乙氧基）⁃２⁃重氮甲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Ｎ，Ｎ′⁃二亚硝基⁃Ｎ，Ｎ′⁃二甲基对苯二甲酰胺，糊状 ７２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Ｎ，Ｎ′⁃二亚硝基五甲撑四胺 ８２ ＯＰ６ ３２２４ （８）

　 二苯醚⁃４，４′⁃二磺酰肼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４⁃二丙氨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氯化锌⁃２⁃（Ｎ⁃氧羰基苯氨基）⁃３⁃甲氧基⁃４⁃（Ｎ⁃甲基环

已氨基）重氮苯
６３ ＜ Ｃ≤９２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氯化锌⁃２⁃（Ｎ⁃氧羰基苯氨基）⁃３⁃甲氧基⁃４⁃（Ｎ⁃甲基环

已氨基）重氮苯
６２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２３６

　 Ｎ⁃甲酰⁃２⁃硝甲基⁃１，３⁃全氢化噻嗪 １００ ＯＰ７ ＋ ４５ ＋ ５０ ３２３６

　 氯化锌⁃２⁃（２⁃羟乙氧基）⁃１（吡咯烷⁃１⁃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４５ ＋ ５０ ３２３６

　 氯化锌⁃３⁃（２⁃羟乙氧基）⁃４（吡咯烷⁃１⁃基）重氮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２３６

　 硫酸氢⁃２⁃（Ｎ⁃乙羰基甲按基）⁃ ４⁃（３，４⁃二甲基苯磺

酰）重氮苯
９６ ＯＰ７ ＋ ４５ ＋ ５０ ３２３６

　 ４⁃甲苯磺酰肼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氟硼酸⁃３⁃甲基⁃４⁃（吡咯烷⁃１⁃基）重氮苯 ９５ ＯＰ６ ＋ ４５ ＋ ５０ ３２３４

　 ４⁃亚硝基苯酚 １００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２３６

　 自反应液体试样 ＯＰ２ ３２２３ （９）

　 自反应液体试样，控温 ＯＰ２ ３２３３ （９）

　 自反应固体试样 ＯＰ２ ３２２４ （９）

　 自反应固体试样，控温 ＯＰ２ ３２３４ （９）

０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Ｅ． １（续）

自反应物质
浓度 Ｃ
（％ ）

包装方法
控制温度

（℃）
应急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酸钠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酸钠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２２６

　 硝酸（二份）钯四氨合物 １００ ＯＰ６ ＋ ３０ ＋ ３５ ３２３４

　 注：备注列的数字代码意义如下：
（１）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ｂ）标准的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按 ５． ４． １． ３． ８ 要求确定。
（２）要求贴“爆炸品”次要危险性标签。
（３）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ｃ）标准的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ｃ）标准的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按 ５． ４． １． ３． ８ 要求确定。
（５）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ｄ）标准的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６）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ｄ）标准的偶氮甲酰胺配制品。 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按 ５． ４． １． ３． ８ 要求确定。
（７）本条目适用于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２（ｄ）标准的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酸酯和 ２⁃重氮⁃１⁃萘酚⁃５⁃磺酸酯

的混合物。
（８）加沸点不低于 １５０℃的相容稀释剂。
（９）见 ５． ４． １． ３． ６。

１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附　 录　 Ｆ

（规范性附录）
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

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见表 Ｆ． １。
有机过氧化物运输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在“包装方法”一列，代码“ＯＰ１”到“ＯＰ８”的具体含义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６６ 包装指

南 Ｐ５２０；
ｂ）　 被运输的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以及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源自 ＳＡＤＴ）应满足列表中的要求；
ｃ）　 对于允许用中型散装容器桶包装的有机过氧化物，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１０２ 中型散装容

器指南 ＩＢＣ５２０；
ｄ）　 对于允许采用储罐运输的有机过氧化物，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Ｄ． ２ 可移动罐柜导则（Ｔ２３）。

表 Ｆ． １　 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过氧化乙酰丙酮 ≤４２ ≥４８ ≥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

　 过氧化乙酰丙酮 ≤３２，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过氧化乙酰磺酰环己烷 ≤８２ ≥１２ ＯＰ４ － １０ ０ ３１１２ （３）

　 过氧化乙酰磺酰环己烷 ≤３２ ≥６８ ＯＰ７ － １０ ０ ３１１５

　 叔戊基过氧化氢 ≤８８ ≥６ ≥６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乙酸叔戊酯 ≤６２ ≥３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苯甲酸叔戊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 ２⁃乙基已酸叔戊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５

　 过氧化（２⁃乙基己基）碳酸叔戊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异丙基碳酸叔戊酯 ≤７７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新癸酸叔戊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新癸酸叔戊酯 ≤４７ ≥５３ ＯＰ８ ０ ＋ １０ ３１１９

　 过氧化新戊酸叔戊基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３

　 过氧化⁃３，５，５⁃三甲基已酸叔戊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苯 ４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４，４⁃二（叔丁基过氧化）戊酸正丁酯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４，４⁃二（叔丁基过氧化）戊酸正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７９ ＜ Ｃ≤９０ ≥１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３）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８０ ≥２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４），（１３）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７９ ＞ １４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３），（２３）

２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叔丁基过氧化氢 ≤７２ ≥２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

　 叔丁基过氧化氢 ＋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 ８２ ＋ ＞ ９ ≥７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３）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单过氧马来酸叔丁酯 ≤５２，糊状 ＯＰ８ ３１０８

　 过氧化乙酸叔丁酯 ５２ ＜ Ｃ≤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过氧化乙酸叔丁酯 ３２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过氧化乙酸叔丁酯 ≤３２ ≥６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７７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５２ ＜ Ｃ≤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丁基延胡素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丁烯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二乙基乙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５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３

　 过氧化（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６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３

　 过氧化（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３２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８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７

　 过氧化（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８

　 过氧化（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３２ ≥６８ ＯＰ８ ＋ ４０ ＋ ４５ ３１１９

　 过氧化（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 ２，２⁃
双⁃（叔丁基过氧）丁烷

≤１２ ＋≤１４ ≥１４ ≥６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 ２，２⁃
双⁃（叔丁基过氧）丁烷

≤３１ ＋≤３６ ≥３３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１１５

　 过氧⁃２⁃乙基己基碳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化异丁酸叔丁酯 ５２ ＜ Ｃ≤７７ ≥２３ ＯＰ５ ＋ １５ ＋ ２０ ３１１１ （３）

　 过氧化异丁酸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１５ ＋ ２０ ３１１５

　 过氧异丙基碳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２⁃叔丁基过氧异丙基）⁃３⁃异丙烯

基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２⁃叔丁基过氧异丙基）⁃３⁃异丙烯

基苯
≤４２ ≥５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８

　 过氧⁃２⁃甲基苯甲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７７ ＜ Ｃ≤１００ ＯＰ７ － ５ ＋ ５ ３１１５

３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５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０ ＋ １０ ３１１９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冷冻）

ＯＰ８ ０ ＋ １０ ３１１８

　 过氧化新癸酸叔丁酯 ≤３２ ≥６８ ＯＰ８ ０ ＋ １０ ３１１９

　 过氧新庚酸叔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版过氧新庚酸叔丁酯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０ ＋ １０ ３１１７

　 过氧化新戊酸叔丁酯 ６７ ＜ Ｃ≤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０ ＋ １０ ３１１３

　 过氧化新戊酸叔丁酯 ２７ ＜ Ｃ≤６７ ≥３３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新戊酸叔丁酯 ≤２７ ≥７３ ＯＰ８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９

　 过氧硬脂酰碳酸叔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３，５，５⁃三甲基已酸叔丁酯 ３７ ＜ Ｃ≤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３，５，５⁃三甲基已酸叔丁酯 ≤４２ ≥５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３，５，５⁃三甲基已酸叔丁酯 ≤３７ ≥６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３⁃氯过氧苯甲酸 ５７ ＜ Ｃ≤８６ ≥１４ ＯＰ１ ３１０２ （３）

　 ３⁃氯过氧苯甲酸 ≤５７ ≥３ ≥４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３⁃氯过氧苯甲酸 ≤７７ ≥６ ≥１７ ＯＰ７ ３１０６

　 枯基过氧化氢 ９０ ＜ Ｃ≤９８ ≤１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３）

　 枯基过氧化氢 ≤９０ ≥１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１８）

　 过氧新癸酸枯酯 ≤８７ ≥１３ ＯＰ７ － １０ ０ ３１１５

　 过氧新癸酸枯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 １０ ０ ３１１５

　 过氧新癸酸枯酯
≤５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１０ ０ ３１１９

　 过氧新庚酸枯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 １０ ０ ３１１５

　 过氧新戊酸枯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 ５ ＋ ５ ３１１５

　 过氧化环己酮 ≤９１ ≥９ ＯＰ６ ３１０４ （１３）

　 过氧化环己酮 ≤７２ ≥２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５）

　 过氧化环己酮 ≤７２，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５），（２０）

　 过氧化环己酮 ≤３２ ≥６８ 豁免 （２９）

　 （ ３Ｒ， ５ａＳ， ６Ｒ， ８ａＳ， ９Ｒ， １０Ｓ， １２Ｒ，
１２ａＲ）⁃十氢⁃１０⁃甲氧基⁃３，６，９⁃三甲基⁃
３，１２⁃桥氧⁃１２Ｈ⁃吡喃并［４，３⁃ｊ］⁃１，２⁃苯
并二塞平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４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过氧化二丙酮醇 ≤５７ ≥２６ ≥８ ＯＰ７ ＋ ４０ ＋ ４５ ３１１５ （６）

　 过氧化二乙酰 ≤２７ ≥７３ ＯＰ７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５ （７），（１３）

　 过氧化二叔戊基（二叔戊基过氧化

物）
≤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２，２⁃双（过氧化叔戊基）丁烷 ≤５７ ≥４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１⁃双⁃（叔戊基过氧）环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１ ＜ Ｃ≤１００ ≤４８ ＯＰ２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７７ ＜ Ｃ≤９４ ≥６ ＯＰ４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７７ ≥２３ ＯＰ６ ３１０４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６２ ≥２８ ≥１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２≤Ｃ≤６２，

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３５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３６ ＜ Ｃ≤４２ ≥１８ ≤４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６． ５，糊状 ≥１５ ＯＰ８ ３１０８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５２，糊状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２０）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３５ ≥６５ 豁免 （２９）

　 过氧重碳酸二⁃（４⁃叔丁基环己基）酯 ≤１００ ＯＰ６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４

　 过氧重碳酸二⁃（４⁃叔丁基环己基）酯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９

　 过氧化二叔丁基（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二叔丁基（二叔丁基过氧化

物）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２５）

　 过氧壬二酸二叔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２⁃双⁃（叔丁基过氧）丁烷 ≤５２ ≥４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３

　 １，６⁃二（过氧化叔丁基⁃羰基氧）己烷 ≤７２ ≥２８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８０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７２ ≥２８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３０）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５２ ＜ Ｃ≤８０ ≥２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４２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４２ ≥１３ ≥４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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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４２ ≥５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２７ ≥２５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２１）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１３ ≥１３ ≥７４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环己烷 ＋ 过

氧⁃２⁃乙基已酸叔丁酯
≤４３ ＋≤１６ ≥４１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重碳酸二正丁酯 ２７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５

　 过氧重碳酸二正丁酯 ≤２７ ≥７３ ＯＰ８ － １０ ０ ３１１７

　 过氧重碳酸二正丁酯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冷冻）
ＯＰ８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８

　 过氧重碳酸二仲丁酯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４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３

　 过氧重碳酸二仲丁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５

　 二⁃（叔丁基过氧异丙基）苯 ４２ ＜ Ｃ≤１００ ≤５７ ＯＰ７ ３１０６

　 二⁃（叔丁基过氧异丙基）苯 ≤４２ ≥５８ 豁免 （２９）

　 二⁃（叔丁基过氧）邻苯二甲酸酯 ４２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二⁃（叔丁基过氧）邻苯二甲酸酯 ≤５２，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二⁃（叔丁基过氧）邻苯二甲酸酯 ≤４２ ≥５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２，２⁃双⁃（叔丁基过氧）丙烷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２⁃双⁃（叔丁基过氧）丙烷 ≤４２ ≥１３ ≥４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９０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９０ ≥１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３０）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５７ ＜ Ｃ≤９０ ≥１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５７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１０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５７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１⁃双⁃（叔丁基过氧）⁃３，３，５⁃三甲

基环己烷
≤３２ ≥２６ ≥４２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重碳酸二（十六烷基）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６

６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过氧重碳酸二（十六烷基）酯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９

　 过氧化二⁃４⁃氯苯甲酰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４⁃氯苯甲酰 ≤５２，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０）

　 过氧化二⁃４⁃氯苯甲酰 ≤３２ ≥６８ 豁免 （２９）

　 过氧化二枯基（过氧化二异丙苯）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１０ （１２）

　 过氧化二枯基（过氧化二异丙苯） ≤５２ ≥４８ 豁免 （２９）

　 过氧重碳酸二环己酯 ９１ ＜ Ｃ≤１００ ＯＰ３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２ （３）

　 过氧重碳酸二环己酯 ≤９１ ≥９ ＯＰ５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４

　 过氧重碳酸二环己酯
≤４２，水中

扩散稳定
ＯＰ８ ＋ １５ ＋ ２０ ３１１９

　 过氧化二癸酸 ≤１００ ＯＰ６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４

　 ２，２⁃双⁃［４，４⁃二⁃（叔丁基过氧）环已

基］丙烷
≤４２ ≥５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２⁃双⁃［４，４⁃二⁃（叔丁基过氧）环已

基］丙烷
≤２２ ≥７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化二⁃２，４⁃二氯苯甲酰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化二⁃２，４⁃二氯苯甲酰 ≤５２，糊状 ＯＰ８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８

　 过氧化二⁃２，４⁃二氯苯甲酰
≤５２，含硅

油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氧基乙基）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１０ ０ ３１１５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酯 ７７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３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５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酯
≤６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９

　 过氧重碳酸二⁃（２⁃乙基己基）酯
≤５２，水中

稳定扩散

（冷冻）
ＯＰ８ － １５ － ５ ３１２０

　 ２，２⁃二氢过氧丙烷 ≤２７ ≥７３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二⁃（１⁃羟基环已基）过氧化物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异丁酰 ３２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５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１ （３）

　 过氧化二异丁酰 ≤３２ ≥６８ ＯＰ７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二氢过氧化二异丙苯（二异丙苯过

氧化二氢）
≤８２ ≥５ ≥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４）

７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过氧重碳酸二异丙酯 ５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２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２ （３）

　 过氧重碳酸二异丙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重碳酸二异丙酯 ≤３２ ≥６８ ＯＰ７ － １５ － ５ ３１１５

　 过氧化二月桂酰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月桂酰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过氧重碳酸二⁃（３⁃甲氧基丁基）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５ ＋ ５ ３１１５

　 过氧化二⁃（２⁃甲基苯甲酰） ≤８７ ≥１３ ＯＰ５ ＋ ３０ ＋ ３５ ３１１２ （３）

　 过氧化二⁃（３⁃甲基苯甲酰） ＋过氧化

苯甲酰（３⁃甲基苯甲酰） ＋ 过氧化二苯

甲酰

≤２０ ＋≤
１８ ＋≤４

≥５８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二⁃（４⁃甲基苯甲酰）
≤５２，含硅

油糊状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苯甲酰过氧）
己烷

８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苯甲酰过氧）
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苯甲酰过氧）
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５ ３１０４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氧）
已烷

９０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氧）
已烷

５２ ＜ Ｃ≤９０ ≥１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氧）
已烷

≤７７ ≥２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氧）
已烷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氧）
已烷

≤４７，糊状 ＯＰ８ ３１０８

　 ２，５⁃双⁃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

氧）⁃３⁃己炔
８６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

　 ２，５⁃双⁃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

氧）⁃３⁃己炔
５２ ＜ Ｃ≤８６ ≥１４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２６）

　 ２，５⁃双⁃二甲基⁃２，５⁃双⁃（叔丁基过

氧）⁃３⁃己炔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过氧化⁃２⁃乙基

己酰）已烷
≤１００ ＯＰ５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３

８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２，５⁃二甲基⁃２，５⁃二氢过氧己烷 ≤８２ ≥１８ ＯＰ６ ３１０４

　 ２，５⁃二甲基⁃２，５⁃双⁃（３，３，５⁃三甲基

已酰过氧）已烷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过氧新庚酸⁃１，１⁃二甲基⁃３⁃羟基丁

基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０ ＋ １０ ３１１７

　 过氧重碳酸二肉豆蔻酯［过氧重碳

酸二（十四烷基）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６

　 过氧重碳酸二肉豆蔻酯［过氧重碳

酸二（十四烷基）酯］
≤４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９

　 二⁃（２⁃新癸酰过氧异丙基）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 １０ 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二正壬酰 ≤１００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６

　 过氧化二正辛酰 ≤１００ ＯＰ５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４

　 过氧重碳酸二⁃（２⁃苯氧基乙基）酯 ８５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２ （３）

　 过氧重碳酸二⁃（２⁃苯氧基乙基）酯 ≤８５ ≥１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６

　 过氧化二丙酰 ≤２７ ≥７３ ＯＰ８ ＋ １５ ＋ ２０ ３１１７

　 过氧重碳酸二正丙酯 ≤１００ ＯＰ３ － ２５ － １５ ３１１３

　 过氧重碳酸二正丙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５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３

　 过氧化二琥珀酸 ７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４ ３１０２ （３），（１７）

　 过氧化二琥珀酸 ≤７２ ≥２８ ＯＰ７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６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５２ ＜ Ｃ≤８２ ≥１８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５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９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３８ ＜ Ｃ≤５２ ≥４８ ＯＰ８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９

　 过氧化二⁃（３，５，５⁃三甲基己酰） ≤３８ ≥６２ ＯＰ８ ＋ ２０ ＋ ２５ ３１１９

　 ３，３⁃双⁃（叔戊基过氧）丁酸乙酯 ≤６７ ≥３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３，３⁃双⁃（叔丁基过氧）丁酸乙酯 ７７ ＜ Ｃ≤１００ ＯＰ５ ３１０３

　 ３，３⁃双⁃（叔丁基过氧）丁酸乙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３，３⁃双⁃（叔丁基过氧）丁酸乙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６

　 １⁃（２⁃乙基己过氧） － １，３ －二甲基丁

基过氧化新戊酸
≤５２ ≥４５ ≥１０ ＯＰ７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新癸酸叔己酯 ≤７１ ≥２９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新戊酸叔己酯 ≤７２ ≥２８ ＯＰ７ ＋ １０ ＋ １５ ３１１５

　 ３⁃羟基⁃１，１⁃二甲基丁基过氧新癸酸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 ５ ＋ ５ ３１１５

　 ３⁃羟基⁃１，１⁃二甲基丁基过氧新癸酸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 ５ ＋ ５ ３１１７

９８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３⁃羟基⁃１，１⁃二甲基丁基过氧新癸酸
≤５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５ ＋ ５ ３１１９

　 过氧重碳酸异丙基仲丁酯 ＋ 过氧重

碳酸二仲丁酯 ＋过氧重碳酸二异丙酯

≤３２ ＋≤１５ ＋
≤１２

≥３８ ＯＰ７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过氧重碳酸异丙基仲丁酯 ＋ 过氧重

碳酸二仲丁酯 ＋过氧重碳酸二异丙酯

≤５２ ＋≤２８ ＋
≤２２

ＯＰ５ － ２０ － １０ ３１１１ （３）

　 异丙基枯基过氧化氢（异丙基异丙

苯基过氧化氢）
≤７２ ≥２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

　 对⁃孟基过氧化氢 ７２ ＜ Ｃ≤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３）

　 对⁃孟基过氧化氢 ≤７２ ≥２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２７）

　 过氧化甲基环己酮 ≤６７ ≥３３ ＯＰ７ ＋ ３５ ＋ ４０ ３１１５

　 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 见备注（８） ≥４８ ＯＰ５ ３１０１
（３），（８），

（１３）

　 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 见备注（９） ≥５５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９）

　 过氧化甲基乙基（甲）酮 见备注（１０） ≥６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０）

　 过氧化甲基异丁基（甲）酮 ≤６２ ≥１９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２）

　 过氧化甲基异丙基（甲）酮 见备注（３１） ≥７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３１）

　 有机过氧化物，液体，样品 ＯＰ２ ３１０３ （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液体，样品，控温的 ＯＰ２ ３１１３ （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固体，样品 ＯＰ２ ３１０４ （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固体，样品，控温的 ＯＰ２ ３１１４ （１１）

　 ３，３，５，７，７⁃五甲基⁃１，２，４⁃三氧杂环

庚烷
≤１００ ＯＰ８ ３１０７

　 过氧乙酸（过乙酸），Ｄ 型，稳定的 ≤４３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３），（１４），

（１９）

　 过氧乙酸（过乙酸），Ｅ 型，稳定的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３），（１５），

（１９）

　 过氧乙酸（过乙酸），Ｆ 型，稳定的 ≤４３ ＯＰ８ ３１０９
（１３），（１６），

（１９）

　 过氧化月桂酸 ≤１００ ＯＰ８ ＋ ３５ ＋ ４０ ３１１８

　 过氧化氢蒎烷 ５６ ＜ Ｃ≤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３）

　 过氧化氢蒎烷 ≤５６ ≥４４ ＯＰ８ ３１０９

　 聚醚聚叔丁基过氧碳酸酯 ≤５２ ≥４８ ＯＰ８ ３１０７

　 １，１，３，３⁃四甲基丁基过氧化氢 ≤１００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２⁃乙基已酸丁酯 ≤１００ ＯＰ７ ＋ １５ ＋ ２０ ３１１５

０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Ｆ． １（续）

有机过氧化物
浓度 Ｃ
（％ ）

Ａ 型稀

释剂

（％ ）

Ｂ 型稀

释剂

（％ ）

惰性

固体

（％ ）
水

包装

方法

控制

温度

（℃）

应急

温度

（℃）

ＵＮ
编号

备注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癸酸丁酯 ≤７２ ≥２８ ＯＰ７ － ５ ＋ ５ ３１１５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癸酸丁酯
≤５２，水中

稳定扩散
ＯＰ８ － ５ ＋ ５ ３１１９

　 １，１，３，３⁃四甲基过氧新戊酸丁酯 ≤７７ ≥２３ ＯＰ７ ０ ＋ １０ ３１１５

　 ３，６，９⁃三乙基⁃３，６，９⁃三甲基⁃１，４，
７⁃三过氧代烷

≤１７ ≥１８ ≥６５ ＯＰ８ ３１１０

　 ３，６，９⁃三乙基⁃３，６，９⁃三甲基⁃１，４，
７⁃三过氧代烷

≤４２ ≥５８ ＯＰ７ ３１０５ （２８）

　 注：备注列的数字代码意义如下：
（１）Ａ 型稀释剂总可替代 Ｂ 型稀释剂。 Ｂ 型稀释剂的沸点应高于有机过氧化物的自加速分解温度（ＳＡＤＴ）至少

６０°Ｃ。
（２）有效氧含量≤４． ７％ 。
（３）需要贴“爆炸品”次要危险标签。
（４）二⁃叔丁基过氧化物可替代稀释剂。
（５）有效氧含量≤９％。
（６）过氧化氢含量≤９％；有效氧含量≤１０％ 。
（７）只允许使用非金属容器。
（８）有效氧含量 ＞ １０％并且≤１０． ７％ ，含水或不含水。
（９）有效氧含量≤１０％ ，含水或不含水。
（１０）有效氧含量≤８． ２％ ，含水或不含水。
（１１）见 ５． ５． ２． ２． ４。
（１２）根据大规模测试划分到 Ｆ 型的有机过氧化物，每个容器至多装载 ２ ０００ｋｇ。
（１３）需要贴“腐蚀性”次要危险标签。
（１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ｄ）的过氧乙酸配制品。
（１５）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ｅ）的过氧乙酸配制品。
（１６）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２０． ４． ３（ｆ ）的过氧乙酸配制品。
（１７）给这种过氧化物加水会降低其热稳定性。
（１８）浓度低于 ８０％时不需要贴“腐蚀性”次要危险标签。
（１９）与过氧化氢、水和酸的混合物。
（２０）含有 Ａ 型稀释剂，含水或不含水。
（２１）除了含有≥２５％ （质量比）的 Ａ 型稀释剂外，还含有乙苯。
（２２）除了含有≥１９％ （质量比）的 Ａ 型稀释剂外，还含有甲基异丁基酮。
（２３）含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 ６％ 。
（２４）含 １⁃异丙基过氧化氢⁃４⁃异丙基羟基苯≤８％。
（２５）沸点 ＞ １１０℃的 Ｂ 型稀释剂。
（２６）过氧化氢含量 ＜ ０． ５％ 。
（２７）浓度大于 ５６％时，需要贴“腐蚀性”次要危险标签。
（２８）９５％的气化点在 ２００℃ ～２６０℃范围内的 Ａ 型稀释剂，有效活性含氧量≤７． ６％ 。
（２９）不受本标准对 ５． ２ 项的要求的限制。
（３０）沸点 ＞ １３０℃的 Ｂ 型稀释剂。
（３１）有效氧含量≤６．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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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

（资料性附录）
Ａ 类感染性物质示例

Ａ 类感染性物质示例见表 Ｇ． １。

表 Ｇ． １　 Ａ 类感染性物质示例

列入 Ａ 类感染性物质示例，以任何形式存在，除非另有说明

ＵＮ 编号和中文名称 微生物

ＵＮ ２８１４
感染性物质

对人类感染

炭疽杆菌（仅培养物）
流产布鲁氏杆菌（仅培养物）
马尔他布鲁氏杆菌（仅培养物）
猪布鲁氏杆菌（仅培养物）
鼻疽假单胞菌—锤骨假单胞菌—鼻疽病（仅培养物）
类鼻疽杆菌—类鼻疽假单胞菌（仅培养物）
鹦鹉热衣原体—禽菌株（仅培养物）
肉毒梭状芽胞杆菌（仅培养物）
粗球孢子菌（仅培养物）
伯氏考克斯体（仅培养物）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

登革热病毒（仅培养物）
东方马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大肠杆菌，ｖｅｒｏ 毒素（仅培养物） ａ

埃博拉病毒

Ｆｌｅｘａｌ 病毒

土拉热弗朗西斯杆菌（仅培养物）
瓜瑞纳托病毒

汉坦病毒

导致出血热合并肾脏综合征的汉坦病毒

亨德拉病毒

乙型肝炎病毒（仅培养物）
乙型疱疹病毒（仅培养物）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仅培养物）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仅培养物）
日本乙型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胡宁病毒

科萨努尔森林病病毒

拉沙病毒

马丘坡病毒

马尔堡病毒

猴痘病毒

结核丝杆菌（仅培养物） ａ

尼帕病毒

鄂木斯克出血热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仅培养物）
狂犬病病毒（仅培养物）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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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Ｇ． １（续）

列入 Ａ 类感染性物质示例，以任何形式存在，除非另有说明

ＵＮ 编号和中文名称 微生物

ＵＮ ２８１４
感染性物质

对人类感染（续）

普氏立克次体（仅培养物）
立氏立克次体（仅培养物）
裂谷热病毒（仅培养物）
俄罗斯春夏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沙比亚病毒

１ 型痢疾志贺氏菌（仅培养物） ａ

森林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天花病毒

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仅培养物）
西尼罗河病毒（仅培养物）
黄热病病毒（仅培养物）
鼠疫耶氏菌（仅培养物）

ＵＮ ２９００
感染性物质

仅对动物感染

非洲猪瘟病毒（仅培养物）
１ 型禽副黏病毒—纽卡斯尔病病毒强毒株（仅培养物）
猪瘟病毒（仅培养物）
口蹄疫病毒（仅培养物）
牛结性疹病毒（仅培养物）
丝状支原体山羊—牛感染性胸膜肺炎（仅培养物）
小反刍动物病病毒（仅培养物）
牛瘟病毒（仅培养物）
羊痘病毒（仅培养物）
羊痘病毒（仅培养物）
猪水疱病病毒（仅培养物）
水疱性口炎病毒（仅培养物）

　 注 １：ＵＮ ２８１４ 的正式运输名称是“感染性物质，对人类感染”。 ＵＮ ２９００ 的正式运输名称是“感染性物质，只对动物

感染”。
　 注 ２：表中并不是详尽的。 表中未出现但符合同样标准的感染性物质，包括新的或刚刚出现的病原体也应划入 Ａ

类。 此外，如果对某种物质是否符合标准持有疑虑，也应归入 Ａ 类。
　 注 ３：表中斜体书写的微生物为细菌、支原体、立克次氏体或真菌。

　 ａ 　 用于诊断或临床目的的培养物可被划分为 Ｂ 类感染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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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Ｈ

（资料性附录）
单个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放射性核素数值

单个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放射性核素数值见表 Ｈ． １。

表 Ｈ． １　 单个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放射性核素数值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锕（８９）

Ａｃ⁃２２５ａ ８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Ａｃ⁃２２７ａ ９ × １０ － １ ９ × １０ － ５ １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Ａｃ⁃２２８ ６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银（４７）

Ａｇ⁃１０５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Ａｇ⁃１０８ｍａ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６ ｂ

Ａｇ⁃１１０ｍａ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Ａｇ⁃１１１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铝（１３）

Ａｌ⁃２６ １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镅（９５）

Ａｍ⁃２４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Ａｍ⁃２４２ｍａ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Ａｍ⁃２４３ａ ５ × １００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３ ｂ

氩（１８）

Ａｒ⁃３７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１ × １０８

Ａｒ⁃３９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７ １ × １０４

Ａｒ⁃４１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９

砷（３３）

Ａｓ⁃７２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Ａｓ⁃７３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Ａｓ⁃７４ １ × １００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Ａｓ⁃７６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Ａｓ⁃７７ ２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砹（８５）

Ａｔ⁃２１１ａ ２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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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Ａｕ⁃１９３ ７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Ａｕ⁃１９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Ａｕ⁃１９５ １ × １０１ ６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Ａｕ⁃１９８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Ａｕ⁃１９９ １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钡（５６）

Ｂａ⁃１３１ａ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Ｂａ⁃１３３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Ｂａ⁃１３３ｍ ２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Ｂａ⁃１４０ａ ５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铍（４）

Ｂｅ⁃７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Ｂｅ⁃１０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６

铋（８３）

Ｂｉ⁃２０５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Ｂｉ⁃２０６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Ｂｉ⁃２０７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Ｂｉ⁃２１０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Ｂｉ⁃２１０ｍａ ６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Ｂｉ⁃２１２ａ ７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锫（９７）

Ｂｋ⁃２４７ ８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Ｂｋ⁃２４９ａ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溴（３５）

Ｂｒ⁃７６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Ｂｒ⁃７７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Ｂｒ⁃８２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碳（６）

Ｃ⁃１１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Ｃ⁃１４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钙（２０）

Ｃａ⁃４１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５ １ × １０７

Ｃａ⁃４５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Ｃａ⁃４７ａ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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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镉（４８）

Ｃｄ⁃１０９ ３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６

Ｃｄ⁃１１３ｍ ４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Ｃｄ⁃１１５ａ ３ × １００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Ｃｄ⁃１１５ｍ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铈（５８）

Ｃｅ⁃１３９ ７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Ｃｅ⁃１４１ ２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Ｃｅ⁃１４３ ９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Ｃｅ⁃１４４ａ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ｂ １ × １０５ ｂ

锎（９８）

Ｃｆ⁃２４８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Ｃｆ⁃２４９ ３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Ｃｆ⁃２５０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Ｃｆ⁃２５１ ７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Ｃｆ⁃２５２ １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Ｃｆ⁃２５３ａ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Ｃｆ⁃２５４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氯（１７）

Ｃｌ⁃３６ １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６

Ｃｌ⁃３８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锔（９６）

Ｃｍ⁃２４０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Ｃｍ⁃２４１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Ｃｍ⁃２４２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Ｃｍ⁃２４３ ９ × １００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Ｃｍ⁃２４４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Ｃｍ⁃２４５ ９ × １００ ９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Ｃｍ⁃２４６ ９ × １００ ９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Ｃｍ⁃２４７ａ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Ｃｍ⁃２４８ ２ × １０ － ２ ３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钴（２７）

Ｃｏ⁃５５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Ｃｏ⁃５６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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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Ｃｏ⁃５７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Ｃｏ⁃５８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Ｃｏ⁃５８ｍ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Ｃｏ⁃６０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铬（２４）

Ｃｒ⁃５１ ３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铯（５５）

Ｃｓ⁃１２９ ４ × １００ ４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Ｃｓ⁃１３１ ３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Ｃｓ⁃１３２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Ｃｓ⁃１３４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Ｃｓ⁃１３４ｍ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５

Ｃｓ⁃１３５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Ｃｓ⁃１３６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Ｃｓ⁃１３７ａ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４ ｂ

铜（２９）

Ｃｕ⁃６４ ６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Ｃｕ⁃６７ １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镝（６６）

ＤＹ⁃１５９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ＤＹ⁃１６５ ９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ＤＹ⁃１６６ａ ９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铒（６８）

Ｅｒ⁃１６９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Ｅｒ⁃１７１ ８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铕（６３）

Ｅｕ⁃１４７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Ｅｕ⁃１４８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Ｅｕ⁃１４９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Ｅｕ⁃１５０（短期） ２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Ｅｕ⁃１５０（长期）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Ｅｕ⁃１５２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Ｅｕ⁃１５２ｍ ８ × １０ － １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Ｅｕ⁃１５４ ９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７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Ｅｕ⁃１５５ ２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Ｅｕ⁃１５６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氟（９）

Ｆ⁃１８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铁（２６）

Ｆｅ⁃５２ａ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Ｆｅ⁃５５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６

Ｆｅ⁃５９ ９ × １０ － 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Ｆｅ⁃６０ａ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镓（３１）

Ｇａ⁃６７ ７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Ｇａ⁃６８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Ｇａ⁃７２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钆（６４）

Ｇｄ⁃１４６ａ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Ｇｄ⁃１４８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Ｇｄ⁃１５３ １ × １０１ ９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Ｇｄ⁃１５９ ３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锗（３２）

Ｇｅ⁃６８ａ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Ｇｅ⁃７１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８

Ｇｅ⁃７７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铪（７２）

Ｈｆ⁃１７２ａ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Ｈｆ⁃１７５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Ｈｆ⁃１８１ ２ × １００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Ｈｆ⁃１８２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汞（８０）

Ｈｇ⁃１９４ａ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Ｈｇ⁃１９５ｍａ ３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Ｈｇ⁃１９７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Ｈｇ⁃１９７ｍ １ × １０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Ｈｇ⁃２０３ ５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钬（６７）

８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Ｈｏ⁃１６６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５

Ｈｏ⁃１６６ｍ ６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碘（５３）

Ｉ⁃１２３ ６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Ｉ⁃１２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Ｉ⁃１２５ ２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Ｉ⁃１２６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Ｉ⁃１２９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Ｉ⁃１３１ ３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Ｉ⁃１３２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Ｉ⁃１３３ ７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Ｉ⁃１３４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Ｉ⁃１３５ａ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铟（４９）

Ｉｎ⁃１１１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Ｉｎ⁃１１３ｍ ４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Ｉｎ⁃１１４ｍａ １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Ｉｎ⁃１１５ｍ ７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铱（７７）

Ｉｒ⁃１８９ａ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Ｉｒ⁃１９０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Ｉｒ⁃１９２ １ × １００ ｃ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Ｉｒ⁃１９４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钾（１９）

Ｋ⁃４０ ９ × １０ － 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Ｋ⁃４２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Ｋ⁃４３ ７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氪（３６）

Ｋｒ⁃７９ ４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５

Ｋｒ⁃８１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Ｋｒ⁃８５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１ × １０４

Ｋｒ⁃８５ｍ ８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１０

Ｋｒ⁃８７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９

镧（５７）

９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Ｌａ⁃１３７ ３ × １０１ ６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Ｌａ⁃１４０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镥（７１）

Ｌｕ⁃１７２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Ｌｕ⁃１７３ ８ × １００ ８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Ｌｕ⁃１７４ ９ × １００ ９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Ｌｕ⁃１７４ｍ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Ｌｕ⁃１７７ ３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镁（１２）

Ｍｇ⁃２８ａ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锰（２５）

Ｍｎ⁃５２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Ｍｎ⁃５３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９

Ｍｎ⁃５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Ｍｎ⁃５６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钼（４２）

Ｍｏ⁃９３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８

Ｍｏ⁃９９ａ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氮（７）

Ｎ⁃１３ ９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９

钠（１１）

Ｎａ⁃２２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Ｎａ⁃２４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铌（４１）

Ｎｂ⁃９３ｍ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Ｎｂ⁃９４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Ｎｂ⁃９５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Ｎｂ⁃９７ ９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钕（６０）

Ｎｄ⁃１４７ ６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Ｎｄ⁃１４９ ６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镍（２８）

Ｎｉ⁃５９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８

Ｎｉ⁃６３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１ × １０８

０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Ｎｉ⁃６５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镎（９３）

Ｎｐ⁃２３５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Ｎｐ⁃２３６（短期）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Ｎｐ⁃２３６（长期） ９ × １００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Ｎｐ⁃２３７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３ ｂ

Ｎｐ⁃２３９ ７ × １００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锇（７６）

Ｏｓ⁃１８５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Ｏｓ⁃１９１ １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Ｏｓ⁃１９１ｍ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Ｏｓ⁃１９３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Ｏｓ⁃１９４ａ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磷（１５）

Ｐ⁃３２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５

Ｐ⁃３３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５ １ × １０８

镤（９１）

Ｐａ⁃２３０ａ ２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Ｐａ⁃２３１ ４ × １００ ４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Ｐａ⁃２３３ ５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铅（８２）

Ｐｂ⁃２０１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Ｐｂ⁃２０２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Ｐｂ⁃２０３ ４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Ｐｂ⁃２０５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Ｐｂ⁃２１０ａ １ × １００ ５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Ｐｂ⁃２１２ａ ７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钯（４６）

Ｐｄ⁃１０３ａ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８

Ｐｄ⁃１０７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５ １ × １０８

Ｐｄ⁃１０９ ２ × １００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钜（６１）

Ｐｍ⁃１４３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Ｐｍ⁃１４４ ７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１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Ｐｍ⁃１４５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Ｐｍ⁃１４７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Ｐｍ⁃１４８ｍａ ８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Ｐｍ⁃１４９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Ｐｍ⁃１５１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钋（８４）

Ｐｏ⁃２１０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镨（５９）

Ｐｒ⁃１４２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Ｐｒ⁃１４３ ３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６

铂（７８）

Ｐｔ⁃１８８ａ １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Ｐｔ⁃１９１ ４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Ｐｔ⁃１９３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Ｐｔ⁃１９３ｍ ４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Ｐｔ⁃１９５ｍ １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Ｐｔ⁃１９７ ２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Ｐｔ⁃１９７ｍ １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钚（９４）

Ｒｕ⁃２３６ ３ × １０１ ３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Ｒｕ⁃２３７ ２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Ｒｕ⁃２３８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Ｒｕ⁃２３９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Ｒｕ⁃２４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Ｒｕ⁃２４１ａ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Ｒｕ⁃２４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Ｒｕ⁃２４４ａ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镭（８８）

Ｒａ⁃２２３ａ ４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２ ｂ １ × １０５ ｂ

Ｒａ⁃２２４ａ ４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Ｒａ⁃２２５ａ ２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Ｒａ⁃２２６ａ ２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Ｒａ⁃２２８ａ ６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铷（３７）

２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Ｒｂ⁃８１ ２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Ｒｂ⁃８３ａ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Ｒｂ⁃８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Ｒｂ⁃８６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Ｒｂ⁃８７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Ｒｂ（ｎａｔ）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铼（７５）

Ｒｅ⁃１８４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Ｒｅ⁃１８４ｍ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Ｒｅ⁃１８６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Ｒｅ⁃１８７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６ １ × １０９

Ｒｅ⁃１８８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Ｒｅ⁃１８９ａ ３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Ｒｅ（ｎａｔ）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６ １ × １０９

铑（４５）

Ｒｈ⁃９９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Ｒｈ⁃１０１ ４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Ｒｈ⁃１０２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Ｒｈ⁃１０２ｍ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Ｒｈ⁃１０３ｍ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８

Ｒｈ⁃１０５ １ × １０１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氡（８６）

Ｒｎ⁃２２２ａ ３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８ ｂ

钌（４４）

Ｒｕ⁃９７ ５ × １００ ５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Ｒｕ⁃１０３ａ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Ｒｕ⁃１０５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Ｒｕ⁃１０６ａ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ｂ １ × １０５ ｂ

硫（１６）

Ｓ⁃３５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５ １ × １０８

锑（５１）

Ｓｂ⁃１２２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４

Ｓｂ⁃１２４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Ｓｂ⁃１２５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３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Ｓｂ⁃１２６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钪（２１）

Ｓｃ⁃４４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Ｓｃ⁃４６ ５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Ｓｃ⁃４７ １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Ｓｃ⁃４８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硒（３４）

Ｓｅ⁃７５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Ｓｅ⁃７９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硅（１４）

Ｓｉ⁃３１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Ｓｉ⁃３２ ４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钐（６２）

Ｓｍ⁃１４５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Ｓｍ⁃１４７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Ｓｍ⁃１５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８

Ｓｍ⁃１５３ ９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锡（５０）

Ｓｎ⁃１１３ａ ４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Ｓｎ⁃１１７ｍ ７ × １００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Ｓｎ⁃１１９ｍ ４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Ｓｎ⁃１２１ｍａ ４ × １０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Ｓｎ⁃１２３ ８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Ｓｎ⁃１２５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Ｓｎ⁃１２６ａ ６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锶（３８）

Ｓｒ⁃８２ａ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Ｓｒ⁃８５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Ｓｒ⁃８５ｍ ５ × １００ ５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Ｓｒ⁃８７ｍ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Ｓｒ⁃８９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Ｓｒ⁃９０ａ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Ｓｒ⁃９１ａ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Ｓｒ⁃９２ａ １ × １００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４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氚（１）

Ｔ（Ｈ⁃３）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１ × １０９

钽（７３）

Ｔａ⁃１７８（长期） １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ａ⁃１７９ ３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Ｔａ⁃１８２ ９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铽（６５）

Ｔｂ⁃１５７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Ｔｂ⁃１５８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ｂ⁃１６０ １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锝（４３）

Ｔｃ⁃９５ｍａ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ｃ⁃９６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ｃ⁃９６ｍａ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Ｔｃ⁃９７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８

Ｔｃ⁃９７ｍ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Ｔｃ⁃９８ ８ × １０ － 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ｃ⁃９９ ４ × １０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Ｔｃ⁃９９ｍ １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碲（５２）

Ｔｅ⁃１２１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ｅ⁃１２１ｍ ５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Ｔｅ⁃１２３ｍ ８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Ｔｅ⁃１２５ｍ ２ × １０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Ｔｅ⁃１２７ ２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Ｔｅ⁃１２７ｍａ ２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Ｔｅ⁃１２９ ７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Ｔｅ⁃１２９ｍａ ８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Ｔｅ⁃１３１ｍａ ７ × １０ － １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ｅ⁃１３２ａ ５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钍（９０）

Ｔｈ⁃２２７ １ × １０１ ５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Ｔｈ⁃２２８ａ ５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Ｔｈ⁃２２９ ５ × １００ ５ × １０ － ４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３ ｂ

５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Ｔｈ⁃２３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４

Ｔｈ⁃２３１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Ｔｈ⁃２３２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Ｔｈ⁃２３４ａ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ｂ １ × １０５ ｂ

Ｔｈ（ｎａｔ）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３ ｂ

钛（２２）

Ｔｉ⁃４４ａ ５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铊（８１）

Ｔｌ⁃２００ ９ × １０ － 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Ｔｌ⁃２０１ １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Ｔｌ⁃２０２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Ｔｌ⁃２０４ １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４

铥（６９）

Ｔｍ⁃１６７ ７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Ｔｍ⁃１７０ ３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Ｔｍ⁃１７１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８

铀（９２）

Ｕ⁃２３０（快速肺吸收） ａ，ｄ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Ｕ⁃２３０（中速肺吸收） ａ，ｅ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０（缓慢肺吸收） ａ，ｆ ３ × １０１ ３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２（快速肺吸收） ｄ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３ ｂ

Ｕ⁃２３２（中速肺吸收） ｅ ４ × １０１ ７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２（缓慢肺吸收） ｆ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３（快速肺吸收） ｄ ４ × １０１ ９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３（中速肺吸收） ｅ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Ｕ⁃２３３（缓慢肺吸收） ｆ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Ｕ⁃２３４（快速肺吸收） ｄ ４ × １０１ ９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４（中速肺吸收） ｅ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Ｕ⁃２３４（缓慢肺吸收） ｆ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Ｕ⁃２３５（所有肺吸收类型）
ａ，ｄ，ｅ，ｆ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Ｕ⁃２３６（快速肺吸收） ｄ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Ｕ⁃２３６（中速肺吸收） ｅ ４ × １０１ ２ × １０ － ２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Ｕ⁃２３６（缓慢肺吸收） ｆ ４ × １０１ ６ × １０ － ３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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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Ｕ⁃２３８（所有肺吸收类型）
ｄ，ｅ，ｆ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４ ｂ

Ｕ（ｎａｔ）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０ ｂ １ × １０３ ｂ

Ｕ（浓缩到 ２０％或以下） ｇ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Ｕ（ｄｅｐ）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钒（２３）

Ｖ⁃４８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５

Ｖ⁃４９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钨（７４）

Ｗ⁃１７８ａ ９ × １００ ５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Ｗ⁃１８１ ３ × １０１ ３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Ｗ⁃１８５ ４ × １０１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７

Ｗ⁃１８７ ２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Ｗ⁃１８８ａ ４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氙（５４）

Ｘｅ⁃１２２ａ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９

Ｘｅ⁃１２３ ２ × １００ ７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９

Ｘｅ⁃１２７ ４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５

Ｘｅ⁃１３１ｍ ４ × １０１ ４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４

Ｘｅ⁃１３３ ２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４

Ｘｅ⁃１３５ ３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１０

钇（３９）

Ｙ⁃８７ａ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Ｙ⁃８８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Ｙ⁃９０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５

Ｙ⁃９１ ６ × １０ － １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６

Ｙ⁃９１ｍ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Ｙ⁃９２ ２ × １０ － １ ２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Ｙ⁃９３ ３ × １０ － １ ３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５

镱（７０）

Ｙｂ⁃１６９ ４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７

Ｙｂ⁃１７５ ３ × １０１ ９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３ １ × １０７

锌（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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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Ｈ． １（续）

放射性核素

（原子序数）
Ａ１

（ＴＢｑ）
Ａ２

（ＴＢｑ）
豁免物质的放射性

浓度限值（Ｂｑ ／ ｇ）
豁免托运货物的

放射性限值（Ｂｑ）

Ｚｎ⁃６５ ２ ×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Ｚｎ⁃６９ ３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６

Ｚｎ⁃６９ｍａ ３ × １００ ６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锆（４０）

Ｚｒ⁃８８ ３ × １００ 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２ １ × １０６

Ｚｒ⁃９３ 无限 无限 １ × １０３ ｂ １ × １０７ ｂ

Ｚｒ⁃９５ａ ２ × １００ ８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１ × １０６

Ｚｒ⁃９７ａ ４ × １０ － １ ４ × １０ － １ １ × １０１ ｂ １ × １０５ ｂ

　 ａ 　 放射性核素的 Ａ１ 和（或）Ａ２ 数值，已包括其半衰期小于 １０ 天的子核素的贡献，如下所示：
　 　 Ｍｇ⁃２８　 　 　 　 Ａｌ⁃２８
　 　 Ａｒ⁃４２ Ｋ⁃４２
　 　 Ｃａ⁃４７ Ｓｃ⁃４７
　 　 Ｔｉ⁃４４ Ｓｃ⁃４４
　 　 Ｆｅ⁃５２ Ｍｎ⁃５２ｍ
　 　 Ｆｅ⁃６０ Ｃｏ⁃６０ｍ
　 　 Ｚｎ⁃６９ｍ Ｚｎ⁃６９
　 　 Ｇｅ⁃６８ Ｇａ⁃６８
　 　 Ｒｂ⁃８３ Ｋｒ⁃８３ｍ
　 　 Ｓｒ⁃８２ Ｒｂ⁃８２
　 　 Ｓｒ⁃９０ Ｙ⁃９０
　 　 Ｓｒ⁃９１ Ｙ⁃９１ｍ
　 　 Ｓｒ⁃９２ Ｙ⁃９２
　 　 Ｙ⁃８７ Ｓｒ⁃８７ｍ
　 　 Ｚｒ⁃９５ Ｎｂ⁃９５ｍ
　 　 Ｚｒ⁃９７ Ｎｂ⁃９７ｍ，Ｎｂ⁃９７
　 　 Ｍｏ⁃９９ Ｔｃ⁃９９ｍ
　 　 Ｔｃ⁃９５ｍ Ｔｃ⁃９５
　 　 Ｔｃ⁃９６ｍ Ｔｃ⁃９６
　 　 Ｒｕ⁃１０３ Ｒｈ⁃１０３ｍ
　 　 Ｒｕ⁃１０６ Ｒｈ⁃１０６
　 　 Ｐｄ⁃１０３ Ｒｈ⁃１０３ｍ
　 　 Ａｇ⁃１０８ｍ Ａｇ⁃１０８
　 　 Ａｇ⁃１１０ｍ Ａｇ⁃１１０
　 　 Ｃｄ⁃１１５ Ｉｎ⁃１１５ｍ
　 　 Ｉｎ⁃１１４ｍ Ｉｎ⁃１１４
　 　 Ｓｎ⁃１１３ Ｉｎ⁃１１３ｍ
　 　 Ｓｎ⁃１２１ｍ Ｓｎ⁃１２１
　 　 Ｓｎ⁃１２６ Ｓｂ⁃１２６ｍ
　 　 Ｔｅ⁃１１８ Ｓｂ⁃１１８
　 　 Ｔｅ⁃１２７ｍ Ｔｅ⁃１２７
　 　 Ｔｅ⁃１２９ｍ Ｔｅ⁃１２９
　 　 Ｔｅ⁃１３１ｍ Ｔｅ⁃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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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Ｈ． １（续）

　 　 　 　 Ｔｅ⁃１３２　 　 　 Ｉ⁃１３２
　 　 Ｉ⁃１３５ Ｘｅ⁃１３５ｍ
　 　 Ｘｅ⁃１２２ Ｉ⁃１２２
　 　 Ｃｓ⁃１３７ Ｂａ⁃１３７ｍ
　 　 Ｂａ⁃１３１ Ｃｓ⁃１３１
　 　 Ｂａ⁃１４０ Ｌａ⁃１４０
　 　 Ｃｅ⁃１４４ Ｐｒ⁃１４４ｍ，Ｐｒ⁃１４４
　 　 Ｐｍ⁃１４８ｍ Ｐｍ⁃１４８
　 　 Ｇｄ⁃１４６ Ｅｕ⁃１４６
　 　 Ｄｙ⁃１６６ Ｈｏ⁃１６６
　 　 Ｈｆ⁃１７２ Ｌｕ⁃１７２
　 　 Ｗ⁃１７８ Ｔａ⁃１７８
　 　 Ｗ⁃１８８ Ｒｅ⁃１８８
　 　 Ｒｅ⁃１８９ Ｏｓ⁃１８９ｍ
　 　 Ｏｓ⁃１９４ Ｉｒ⁃１９４
　 　 Ｉｒ⁃１８９ Ｏｓ⁃１８９ｍ
　 　 Ｐｔ⁃１８８ Ｉｒ⁃１８８
　 　 Ｈｇ⁃１９４ Ａｕ⁃１９４
　 　 Ｈｇ⁃１９５ｍ Ｈｇ⁃１９５
　 　 Ｐｂ⁃２１０ Ｂｉ⁃２１０
　 　 Ｐｂ⁃２１２ 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Ｐｏ⁃２１２
　 　 Ｂｉ⁃２１０ｍ Ｔｌ⁃２０６
　 　 Ｂｉ⁃２１２ Ｔｌ⁃２０８，Ｐｏ⁃２１２
　 　 Ａｔ⁃２１１ Ｐｏ⁃２１１
　 　 Ｒｎ⁃２２２ Ｐｏ⁃２１８，Ｐｂ⁃２１４，Ａｔ⁃２１８，Ｂｉ⁃２１４，Ｐｏ⁃２１４
　 　 Ｒａ⁃２２３ Ｒｎ⁃２１９，Ｐｏ⁃２１５，Ｐｂ⁃２１１，Ｂｉ⁃２１１，Ｐｏ⁃２１１，Ｔｌ⁃２０７
　 　 Ｒａ⁃２２４ Ｒｎ⁃２２０，Ｐｏ⁃２１６，Ｐｂ⁃２１２，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Ｐｏ⁃２１２
　 　 Ｒａ⁃２２５ Ａｃ⁃２２５，Ｆｒ⁃２２１，Ａｔ⁃２１７，Ｂｉ⁃２１３，Ｔｌ⁃２０９，Ｐｏ⁃２１３，Ｐｂ⁃２０９
　 　 Ｒａ⁃２２６ Ｒｎ⁃２２２，Ｐｏ⁃２１８，Ｐｂ⁃２１４，Ａｔ⁃２１８，Ｂｉ⁃２１４，Ｐｏ⁃２１４
　 　 Ｒａ⁃２２８ Ａｃ⁃２２８
　 　 Ａｃ⁃２２５ Ｆｒ⁃２２１，Ａｔ⁃２１７，Ｂｉ⁃２１３，Ｔｌ⁃２０９，Ｐｏ⁃２１３，Ｐｂ⁃２０９
　 　 Ａｃ⁃２２７ Ｆｒ⁃２２３
　 　 Ｔｈ⁃２２８ Ｒａ⁃２２４，Ｒｎ⁃２２０，Ｐｏ⁃２１６，Ｐｂ⁃２１２，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Ｐｏ⁃２１２
　 　 Ｔｈ⁃２３４ Ｐａ⁃２３４ｍ，Ｐａ⁃２３４
　 　 Ｐａ⁃２３０ Ａｃ⁃２２６，Ｔｈ⁃２２６，Ｆｒ⁃２２２，Ｒａ⁃２２２，Ｒｎ⁃２１８，Ｐｏ⁃２１４
　 　 Ｕ⁃２３０ Ｔｈ⁃２２６，Ｒａ⁃２２２，Ｒｎ⁃２１８，Ｐｏ⁃２１４
　 　 Ｕ⁃２３５ Ｔｈ⁃２３１
　 　 Ｐｕ⁃２４１ Ｕ⁃２３７
　 　 Ｐｕ⁃２４４ Ｕ⁃２４０，Ｎｐ⁃２４０ｍ
　 　 Ａｍ⁃２４２ｍ Ａｍ⁃２４２，Ｎｐ⁃２３８
　 　 Ａｍ⁃２４３ Ｎｐ⁃２３９
　 　 Ｃｍ⁃２４７ Ｐｕ⁃２４３
　 　 Ｂｋ⁃２４９ Ａｍ⁃２４５
　 　 Ｃｆ⁃２５３ Ｃｍ⁃２４９

　 ｂ 　 处于长期平衡状态的母核素及其子核素如下所示：
　 　 Ｓｒ⁃９０　 　 　 Ｙ⁃９０
　 　 Ｚｒ⁃９３ Ｎｂ⁃９３ｍ

９０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表 Ｈ． １（续）

　 　 　 　 Ｚｒ⁃９７　 　 　 Ｎｂ⁃９７
　 　 Ｒｕ⁃１０６ Ｒｈ⁃１０６
　 　 Ａｇ⁃１０８ｍ Ａｇ⁃１０８
　 　 Ｃｓ⁃１３７ Ｂａ⁃１３７ｍ
　 　 Ｃｅ⁃１４４ Ｐｒ⁃１４４
　 　 Ｂａ⁃１４０ Ｌａ⁃１４０
　 　 Ｂｉ⁃２１２ Ｔｌ⁃２０８ （０． ３６），Ｐｏ⁃２１２ （０． ６４）
　 　 Ｐｂ⁃２１０ Ｂｉ⁃２１０，Ｐｏ⁃２１０
　 　 Ｐｂ⁃２１２ 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 （０． ３６），Ｐｏ⁃２１２ （０． ６４）
　 　 Ｒｎ⁃２２２ Ｐｏ⁃２１８，Ｐｂ⁃２１４，Ｂｉ⁃２１４，Ｐｏ⁃２１４
　 　 Ｒａ⁃２２３ Ｒｎ⁃２１９，Ｐｏ⁃２１５，Ｐｂ⁃２１１，Ｂｉ⁃２１１，Ｔｌ⁃２０７
　 　 Ｒａ⁃２２４ Ｒｎ⁃２２０，Ｐｏ⁃２１６，Ｐｂ⁃２１２，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 （０． ３６），Ｐｏ⁃２１２ （０． ６４）
　 　 Ｒａ⁃２２６ Ｒｎ⁃２２２，Ｐｏ⁃２１８，Ｐｂ⁃２１４，Ｂｉ⁃２１４，Ｐｏ⁃２１４，Ｐｂ⁃２１０，Ｂｉ⁃２１０，Ｐｏ⁃２１０
　 　 Ｒａ⁃２２８ Ａｃ⁃２２８
　 　 Ｔｈ⁃２２８ Ｒａ⁃２２４，Ｒｎ⁃２２０，Ｐｏ⁃２１６，Ｐｂ２１２，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 （０． ３６），Ｐｏ⁃２１２ （０． ６４）
　 　 Ｔｈ⁃２２９ Ｒａ⁃２２５，Ａｃ⁃２２５，Ｆｒ⁃２２１，Ａｔ⁃２１７，Ｂｉ⁃２１３，Ｐｏ⁃２１３，Ｐｂ⁃２０９
　 　 Ｔｈ⁃ｎａｔ Ｒａ⁃２２８，Ａｃ⁃２２８，Ｔｈ⁃２２８，Ｒａ⁃２２４，Ｒｎ⁃２２０，Ｐｏ⁃２１６，Ｐｂ⁃２１２，Ｂｉ⁃２１２，ｌ２０８ （０． ３６），Ｐｏ⁃２１２ （０． ６４）
　 　 Ｔｈ⁃２３４ Ｐａ⁃２３４ｍ
　 　 Ｕ⁃２３０ Ｔｈ⁃２２６，Ｒａ⁃２２２，Ｒｎ⁃２１８，Ｐｏ⁃２１４
　 　 Ｕ⁃２３２ Ｔｈ⁃２２８，Ｒａ⁃２２４，Ｒｎ⁃２２０，Ｐｏ⁃２１６，Ｐｂ⁃２１２，Ｂｉ⁃２１２，Ｔｌ⁃２０８ （０． ３６），Ｐｏ⁃２１２ （０． ６４）
　 　 Ｕ⁃２３５ Ｔｈ⁃２３１
　 　 Ｕ⁃２３８ Ｔｈ⁃２３４，Ｐａ⁃２３４ｍ
　 　 Ｕ⁃ｎａｔ Ｔｈ⁃２３４，Ｐａ⁃２３４ｍ，Ｕ⁃２３４，Ｔｈ⁃２３０，Ｒａ⁃２２６，Ｒｎ⁃２２２，Ｐｏ⁃２１８，Ｐｂ⁃２１４，Ｂｉ⁃２１４，Ｐｏ⁃２１４，Ｐｂ⁃２１０，Ｂｉ⁃２１０，

Ｐｏ⁃２１０
　 　 Ｎｐ⁃２３７ Ｐａ⁃２３３
　 　 Ａｍ⁃２４２ｍ Ａｍ⁃２４２
　 　 Ａｍ⁃２４３ Ｎｐ⁃２３９

　 ｃ 　 其放射量可以根据在离放射源既定距离的范围内所测得的辐射水平或半衰率来确定。
　 ｄ 　 这些数值仅适用于正常运输条件或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以 ＵＦ６、ＵＯ２ Ｆ２ 和 ＵＯ２ （ＮＯ３ ） ２ 的化学形式存在的铀化

合物。
　 ｅ 　 这些数值仅适用于正常运输条件和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均以 ＵＯ３、ＵＦ４、ＵＣｌ４和六价化合物的化学形式存在的铀

化合物。
　 ｆ 　 这些数值适用于除上述（ｄ）和（ｅ）提到的铀化合物以外的所有铀化合物。
　 ｇ 　 这些数值仅适用于未受辐照的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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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Ｉ

（资料性附录）
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类别

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分类示意图见图 Ｉ． １。

图 Ｉ． １　 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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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Ｊ

（资料性附录）
采用分层法对造成急性和长期水生环境危害的混合物进行分类

采用分层法对造成急性和长期水生环境危害的混合物进行分类，分类过程见图 Ｊ． １。

图 Ｊ． １　 采用分层法对造成急性和长期水生环境危害的混合物进行分类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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