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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４章、第５章、第６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十四修订版）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

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第四修订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有关技术内容与上述规章一致，

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危险品中心实验室。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智颉、庞震、张江萍、向雪洁、曹丽静、周磊。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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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分类程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要求和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对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进行分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４７２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测定通则

ＧＢ１９４５５　民用爆炸品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　有机过氧化物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ＩＳＯ３６７９　闪点的测定　快速平衡法闭杯法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十四修订版）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第四修订版）

３　术语和定义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十四修订版）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标准。

３．１

过氧化物　狆犲狉狅狓犻犱犲

含有过氧基ＯＯ结构的氧化物。

３．２

有机过氧化物　狅狉犵犪狀犻犮狆犲狉狅狓犻犱犲

一种有机物质，它含有两价的ＯＯ结构，可看作是过氧化氢的衍生物，即其中一个或两个氢原子被

有机原子团所取代。

３．３

自加速分解温度　狊犲犾犳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狀犵犱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犛犃犇犜）

是物质装在运输所用的容器里可能发生自加速分解的最低环境温度。

３．４

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　狅狉犵犪狀犻犮狆犲狉狅狓犻犱犲狆狉狅犱狌犮狋

其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质量分数不超过１．０％，而且过氧化氢质量分数不超过１．０％；或其有机

过氧化物的有效氧质量分数不超过０．５％，而且过氧化氢质量分数超过１．０％，但不超过７．０％。

３．５

自燃固体　狆狔狉狅狆犺狅狉犻犮狊狅犾犻犱

本类化学品系指自燃点低、接触空气易于发生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而自行燃烧的固体，其中包括发火

固体与自热固体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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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类

４．１　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原则

４．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按其危险性程度分为七种类型，从Α型到Ｇ型；有些类型再分成项别，类别和项

别的号码顺序并不代表危险程度的顺序。

４．１．２　Ａ型有机过氧化物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如装在供运输的容器中时能起爆或迅速爆燃。（附录Ａ出口框Ａ）

４．１．３　Ｂ型有机过氧化物

任何具有爆炸性质的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如装在供运输的容器中既不起爆也不迅速爆燃，但在该

容器中可能发生热爆炸。这种有机过氧化物装在容器中的数量最高可达２５ｋｇ，但为了排除在包件中

起爆或爆燃而需要把最高数量限制在较低数量者除外。（附录Ａ出口框Ｂ）

４．１．４　Ｃ型有机过氧化物

任何具有爆炸性质的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如装在供运输的容器（最多５０ｋｇ）内不可能起爆或迅

速爆燃或发生热爆炸。（附录Ａ出口框Ｃ）

４．１．５　Ｄ型有机过氧化物

４．１．５．１　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部分起爆，不迅速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显示任何激烈效应。

４．１．５．２　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根本不起爆，缓慢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显示激烈效应。

４．１．５．３　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根本不起爆，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中等效应可以接受装在净含量

不超过５０ｋｇ的包装中运输。（附录Ａ出口框Ｄ）

４．１．６　Ｅ型有机过氧化物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如在实验室试验中，既不起爆也不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只显示微

弱效应或无效应。（附录Ａ出口框Ｅ）

４．１．７　Ｆ型有机过氧化物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如在实验室试验中，既不在空化状态下起爆也不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

热时只显示微弱效应或无效应，以及爆炸力弱或无爆炸力。（附录Ａ出口框Ｆ）

包装的附加要求应符合《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十四修订版）４．１．７和

４．２．１．１２的规定。

４．１．８　Ｇ型有机过氧化物

４．１．８．１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在实验室试验中既不在空化状态下起爆也不爆燃，在封闭条件下

加热时不显示任何效应，以及没有任何爆炸力，应免予被划入５．２项，但配制品必须是热稳定的（５０ｋｇ

包装的自加速分解温度为６０℃或更高），液体配制品须用Ａ型稀释剂退敏。（附录Ａ出口框Ｄ）

４．１．８．２　如果配制品不是热稳定的，或者 Ａ稀释剂以外的稀释剂退敏，配制品应定Ｆ型有机过氧

化物。

４．１．９　非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

其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质量分数不超过１．０％，而且过氧化氢质量分数不超过１．０％；或其有机

过氧化物的有效氧质量分数不超过０．５％，而且过氧化氢质量分数超过１．０％，但不超过７．０％。

５　要求

５．１　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试验应按附录Ａ的判别流程进行。

５．２　温度控制要求

５．２．１　下列有机过氧化物在运输过程中必须控制温度：

ａ）　自加速分解温度（ＳＡＤＴ）狋≤５０℃的Ｂ型和Ｃ型有机过氧化物。

ｂ）　自加速分解温度狋≤５０℃，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中等效应或自加速分解温度狋≤４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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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微弱或无效应的Ｄ型有机过氧化物。

ｃ）　自加速分解温度狋≤４５℃的Ｅ型和Ｆ型有机过氧化物。

５．２．２　确定自加速分解温度需进行试验系列 Ｈ，选择的试验应以能代表待运包件的大小和材料的方

式进行。

６　试验

６．１　一般性能检测

６．１．１　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的有效氧含量（质量分数）按式（１）计算：

犡＝１６×∑ 狀犻×犆犻
犿（ ）犻

×１００％ （１）!!!!!!!!!!!!

式中：

犡———有效含氧量；

狀犻———有机过氧化物犻每个分子的过氧基数目；

犆犻———有机过氧化物犻的质量分数；

犿犻———有机过氧化物犻的相对分子质量。

６．１．２　密度的测定

按ＧＢ／Ｔ４４７２的规定进行测定。

６．１．３　闪点的测定

按ＩＳＯ３６７９的规定进行测定。

６．２　预备试验

６．２．１　试验项目

用较少的样品进行小规模试验来确定物质的稳定性和敏感性；包括确定物质对机械刺激（撞击和摩

擦）以及对热和火焰的敏感性。

６．２．２　试验类型

用四类小规模试验做初步安全评估：

ａ）　落锤试验，用于确定对撞击的敏感性；

ｂ）　摩擦或撞击摩擦试验，用于确定对摩擦的敏感性；

ｃ）　确定热稳定性和放热能的试验；

ｄ）　确定点火效应的试验。

６．２．３　试验方法按照ＧＢ１９４５５的规定。

６．３　分类试验

６．３．１　试验系列犃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１进行试验。

６．３．２　试验系列犅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２进行试验。

６．３．３　试验系列犆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３进行试验。

６．３．４　试验系列犇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４进行试验。

６．３．５　试验系列犈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５进行试验。

６．３．６　试验系列犉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６进行试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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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７　试验系列犌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７进行试验。

６．３．８　试验系列犎

按ＧＢ１９５２１．１２—２００４中６．３．８进行试验。

６．４　判定准则

按附录Ａ要求的试验顺序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判定见表１。

表１　危险特性试验标准

试验系列 危险特性试验的项目 危险特性的试验标准

试验系列Ａ
是否传播爆炸（附录 Ａ中

图框１）

“是”：钢管全长破裂。

“部分”：钢管并未全长破裂，但平均钢管破裂长度（两次试验的平均）大

于用相同物理状态的惰性物质做试验时的平均破裂长度的

１．５倍。

“否”：钢管并未全长破裂，而且平均钢管破裂长度（两次试验的平均）不

大于用相同物理状态的惰性物质做试验时的平均破裂长度的

１．５倍。

试验系列Ｂ
在运输包件中能否传播爆

炸（附录Ａ中图框２）

“是”：试验现场出现一个坑或产品下面的验证板穿孔；加上大部分封闭

材料分裂和四散；或包件下半部中的传播速度是等速，而且高于声

音在物质中的速度。

“否”：试验现场没有出现一个坑，产品下面的验证板没有穿孔，速度测量

（如果有）显示传播速度低于声音在物质中的速度，对于固体，在试

验后可收回未反应物质。

试验系列Ｃ
在运输包件中是否传播爆

燃（附录Ａ中图框３、４、５）

１．时间／压力试验（试验１）

“是，很快”：压力从６９０ｋＰａ上升至２０７０ｋＰａ的时间小于３０ｍｓ。

“是，很慢”：压力从６９０ｋＰａ上升至２０７０ｋＰａ的时间大于或等于３０ｍｓ。

“否”：压力没有上升至比大气压高２０７０ｋＰａ。

注：必要时，应当进行爆燃试验来区分“是”、“很慢”和“否”。

２．爆燃试验（试验２）

“是，很快”：爆燃速度大于５．０ｍｍ／ｓ。

“是，很慢”：爆燃速度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ｍ／ｓ，大于或等于０．３５ｍｍ／ｓ。

“否”：爆燃速度小于０．３５ｍｍ／ｓ，或反应在达到下刻度之前停止。

注：如果没有得到“是，很快”的结果，应进行时间／压力试验。

Ａ．试验１、２的结果都是“是，很快”。　　 　即为“是，很快”。

Ｂ．试验１的结果不是“是，很快”；

试验２的结果是“是，很慢”。　　　　　即为“是，很慢”。

Ｃ．试验１的结果不是“是，很快”；

试验２的结果是“否”。　　　　　　 　即为“否”。

试验系列Ｄ
在运输包件中是否迅速爆

燃（附录Ａ中图框６）

“是”：内容器或外容器裂成三块以上（容器底部和顶部除外）表明试验物

质在该包件中迅速爆燃。

“否”：内容器或外容器没有破裂或裂成三块以下（容器底部和顶部除外）

表明试验物质在该包件中不迅速爆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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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试验系列 危险特性试验的项目 危险特性的试验标准

试验系列Ｅ

在规定的封闭条件下加热

的效应（附录Ａ中图框７、

８、９、１３）

１．克南试验

“激烈”：极限直径大于或等于２．０ｍｍ。

“中等”：极限直径等于１．５ｍｍ。

“微弱”：极限直径等于或小于１．０ｍｍ，在任何试验中得到的效应都不是

“０”型效应。

“无”：极限直径小于１．０ｍｍ，在所有试验中得到的效应都是“０”型效应。

２．荷兰压力容器试验

“激烈”：用９．０ｍｍ或更大的孔板和１０．０ｇ的试样进行试验时防爆盘

破裂。

“中等”：用９．０ｍｍ的孔板进行试验时防爆盘没有破裂，但用３．５ｍｍ或

６．０ｍｍ的孔板和１０．０ｇ的试样进行试验时防爆盘破裂。

“微弱”：用３．５ｍｍ的孔板和１０．０ｇ的试样进行试验时防爆盘没有破

裂，但用１．０ｍｍ或２．０ｍｍ的孔板和１０．０ｇ的试样进行试验

时防爆盘破裂，或者用１．０ｍｍ的孔板和５０．０ｇ的试样进行试

验时防爆盘破裂。

“无”：用１．０ｍｍ的孔板和５０．０ｇ的试样进行试验时防爆盘没有破裂。

两试验中最高的危险级别应用于分类。

试验系列Ｆ

考虑用中型散装货集装箱

或罐体运输或考虑予以豁

免的物质的爆炸力（附录

Ａ中图框１２）

“不低”：平均净铅块膨胀等于或大于１２ｃｍ３。

“低”：平均净铅块膨胀小于１２ｃｍ３，但大于３ｃｍ３。

“无”：平均净铅块膨胀等于或小于３ｃｍ３。

试验系列Ｇ
在运输包件中热爆炸效应

（附录Ａ中图框１０）

“是”：内容器和／或外容器裂成三片以上（不包括容器底部和顶部），表明

试验物质能造成该包件爆炸。

“否”：没有破裂或破裂碎片在三片以下，表明试验物质在包件中不爆炸。

试验系列 Ｈ

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

质或潜在的自反应物质的

自加速分解温度

自加速分解温度是试样稳定超过烤炉温度６℃或更多的最低烤炉温度。

如果在任何一次试验中试样温度都没有超过烤炉温度６℃或更多，自加

速分解温度记为大于所使用的最高烤炉温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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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分类流程

图犃．１　自反应物质分类流程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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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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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有机过氧化物分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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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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