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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ＳＮ／Ｔ２４１４《危险化学品的分类》系列标准共分为２部分：

———第１部分：健康和环境危害；

———第２部分：物理危害；

本部分为ＳＮ／Ｔ２４１４系列标准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与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第二英文版，２００７年，ＳＴ／ＳＧ／ＡＣ．１０／

３０／Ｒｅｖ．２）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有关技术内容与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的第

３部分、第４部分和附件１中的内容保持一致。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做了编辑性

修改。

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红花、车礼东、万敏、于晓、冯真真。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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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第１部分：健康和环境危害

１　范围

ＳＮ／Ｔ２４１４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试验中关于对可能对人类造成健康、环境危害的物质进行

分类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可能造成健康、环境危害化学品的分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ＳＮ／Ｔ２４１４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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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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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第二版

３　术语和定义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提到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急性毒性　犪犮狌狋犲狋狅狓犻犮犻狋狔

在单剂量或在２４ｈ内多剂量口服或皮肤接触一种物质，或吸入接触４ｈ之后出现的有害效应。

３．２

皮肤腐蚀　狊犽犻狀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是对皮肤造成不可逆损伤：即施用试验物质达到４ｈ后，可观察到表皮和真皮坏死。腐蚀反应的特

征是溃疡、出血、有血的结痂，而且在观察期１４ｄ结束时，皮肤、完全脱发区域和结痂处由于漂白而褪

色。应考虑通过组织病理学来评估可疑的病变。

３．３　

皮肤刺激　狊犽犻狀犻狉狉犻狋犪狋犻狅狀

施用试验物质达到４ｈ后对皮肤造成可逆损伤。

３．４

严重眼损伤　狊犲狉犻狅狌狊犲狔犲狊犱犪犿犪犵犲

在眼前部表面施加试验物质之后，造成在施用２１ｄ内并不完全可逆的眼部组织损伤，或严重的实

际视觉衰退。

３．５

眼刺激　犲狔犲犻狉狉犻狋犪狋犻狅狀

在眼前部表面施加试验物质之后，产生在施用２１ｄ内完全可逆的眼部变化。

３．６

呼吸致敏物　狉犲狊狆犻狉犪狋狅狉狔狊犲狀狊犻狋犻狕犲狉

吸入后会导致气管超敏反应的物质。

３．７

皮肤致敏物　狊犽犻狀狊犲狀狊犻狋犻狕犲狉

皮肤接触后会导致过敏反应的物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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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突变　犿狌狋犪狋犻狅狀

突变为细胞中遗传物质的数量或结构发生永久性改变。

３．９

致癌物　犮犪狉犮犻狀狅犵犲狀

可导致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生率的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混合物。在实施良好的动物实验性研究中诱

发良性和恶性肿瘤的物质也被认为是假定的或可疑的人类致癌物，除非有确凿证据显示该肿瘤形成机

制与人类无关。

３．１０

生殖毒性　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狋狅狓犻犮犻狋狔

包括对成年雄性和雌性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以及对后代的发育毒性。

３．１１

吸入　犪狊狆犻狉犪狋犻狅狀

液态或固态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者因呕吐间接进入气管和下呼吸系统。

３．１２

急性水生毒性　犪犮狌狋犲犪狇狌犪狋犻犮狋狅狓犻犮犻狋狔

物质对短期接触它的生物体造成伤害的固有性质。

３．１３

慢性水生毒性　犮犺狉狅狀犻犮犪狇狌犪狋犻犮狋狅狓犻犮犻狋狔

物质在按生物体声明周期确定的接触期间可能或实际对水生生物体产生有害影响的物质。

４　物质分类标准

４．１　急性毒性

化学品按照表１所列的数值极限标准，根据口服、皮肤或吸入途径的急性毒性划入五种毒性类别之

一。急性毒性值用（近似）ＬＤ５０值（口服、皮肤）或ＬＣ５０值（吸入）表示或用急性毒性估计值（ＡＴＥ）表示。

表１　急性毒性危险类别和定义各个类别的急性毒性估计值（犃犜犈）

接触途径 第１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第４类 第５类

口服／［ｍｇ／ｋｇ］ ５ ５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０

皮肤／［ｍｇ／ｋｇ］ 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气体／ｐｐｍＶ
ａ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

蒸气（ｍｇ／Ｌ） ０．５ ２．０ １０ ２０

粉尘和烟雾／（ｍｇ／Ｌ） ０．０５ ０．５ １．０ ５

５０００

　　ａ 气体浓度以体积分数表示（μＬ／Ｌ）。

４．２　皮肤腐蚀／刺激

４．２．１　腐蚀

表２给出了使用动物试验结果的单一统一腐蚀类别。

表２　皮肤腐蚀物类别和子类别

第１类：腐蚀物

（适用于不使用子类别的管

理当局）

腐蚀物子类别

（只适用于一些管理当局）

三只动物中有一只或一只以上显示出腐蚀性

接触时间／狋１ 观察时间／狋２

腐蚀性

１Ａ 狋１≤３ｍｉｎ 狋２≤１ｈ

１Ｂ ３ｍｉｎ＜狋１≤１ｈ 狋２≤１４ｄ

１Ｃ １ｈ＜狋１≤４ｈ 狋２≤１４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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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刺激

表３给出了使用动物试验结果的单一刺激物类别（第２类）。

表３　皮肤刺激物类别

类别 标　　准

刺激物

（第２类）（适用于所

有管理当局）

１）　三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两只试验动物在斑片除掉之后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或者如果反应

延迟在皮肤反应开始后的连续３ｄ的红斑或水肿分级平均值≥２．３和≤４．０；或者

２）　炎症在至少两只动物中持续到正常１４ｄ观察期结束，特别考虑到脱发（有限区域）、过度

角化、过度增生和脱皮；或者

３）　在一些情况下，不同动物之间的反应会有明显的不同，只有一只动物有非常明确的与化

学品接触有关的阳性效应，但低于上述标准

轻微刺激物

（第３类）（只适用于

一些管理当局）

三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两只试验动物在２４、４８和７２ｈ，或者如果反应延迟在皮肤反应开始后

连续３ｄ的红斑／焦痂或水肿分级平均值≥１．５和＜２．３（当不包括在上述刺激物类别中时）

４．３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４．３．１　对眼部的不可逆效应／严重眼损伤（第１类）

第１类眼刺激物（不可逆眼部效应）是出现如下情况的试验物质：

ａ）　至少在一只动物的角膜、虹膜或结膜上产生效应，这样的效应在正常２１ｄ观察期内不会逆转

或不完全可逆；和（或）

ｂ）　至少在三只试验动物中的两只身上出现下列阳性反应：

１）　角膜混浊≥３；和（或）

２）　虹膜炎＞１．５。

注：它们是作为试验物质施加之后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分级试验的平均值计算的。

４．３．２　对眼部的可逆效应（第２类）

４．３．２．１　眼刺激物第２犃类（眼刺激）

此类别是出现下列情况的试验物质，至少在三只试验动物中的两只身上产生阳性反应：

ａ）　角膜混浊≥１；和（或）

ｂ）　虹膜炎≥１；和（或）

ｃ）　结膜充血≥２；和（或）

ｄ）　结膜水肿≥２。

注：它们是按在试验物质施加之后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的分级的平均值计算的，并且在正常２１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

４．３．２．２　第２犅类（轻微眼刺激物）

在本类别范围内，如４．３．２．１所列效应在７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则该眼刺激物可被认为是轻微眼

刺激物（第２Ｂ类）。

４．４　呼吸或皮肤敏化作用

４．４．１　呼吸致敏物

符合下面给定标准的物质应划为呼吸致敏物（第１类）：

ａ）　如果有人类证据表明该物质可能导致特定呼吸超敏反应；和（或）

ｂ）　如果适当的动物试验取得阳性结果。

４．４．２　皮肤致敏物

符合下面给定标准的物质应划为接触致敏物（第１类）；

ａ）　如果有人类证据表明，物质可通过皮肤接触在许多人中引起敏化作用，或者

ｂ）　如果适当的动物试验出现阳性结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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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４．５．１　第１类　已知可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或被认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

化学品

ａ）　第１Ａ类：已知可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化学品

标准：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得到阳性证据。

ｂ）　第１Ｂ类：应认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化学品

１）　哺乳动物体内可遗传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或者

２）　哺乳动物体内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加上一些证据表明物质有引起生殖细胞

突变的可能；

３）　试验的阳性结果显示在人类生殖细胞中产生了致突变效应，而无需证明是否遗传给

后代。

４．５．２　第２类　由于可能导致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而引起人们关注的化学品

哺乳动物试验获得阳性证据，和（或）有时从一些体外试验中得到阳性证据，这些证据来自：

ａ）　哺乳动物体内细胞致突变性试验；或者

ｂ）　得到体内细胞生殖毒性试验的阳性结果支持的其他体外致突变性试验。

４．６　致癌性

４．６．１　第１类

已知或假定的人类致癌物，可根据流行病学和（或）动物数据将化学品划为第１类。个别化学品可

进行进一步的区分。

ａ）　第１Ａ类：已知对人类有致癌可能；对化学品的分类主要根据人类证据。

ｂ）　第１Ｂ类：假定对人类有致癌可能；对化学品的分类主要根据动物证据。

４．６．２　第２类

可疑的人类致癌物。

４．７　生殖毒性

４．７．１　第１类　已知或假定的人类生殖有毒物

ａ）　第１Ａ类：已知的人类生殖有毒物，将物质划为本类别主要以人类证据为基础。

ｂ）　第１Ｂ类：假定的人类生殖有毒物，将物质划为本类别主要是以试验动物证据为基础。动物研

究数据应在没有其他毒性效应的情况下提供明确的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对发育产生有害

影响的证据，或者如果与其他毒性效应一起发生，那么对生殖的有害影响不能是其他毒性效

应的非特异继发性结果。但是，如果机制信息使该效应与人类的相关性值得怀疑时，将其划

为第２类可能更适合。

４．７．２　第２类　可疑的人类生殖毒物

本类别包括的物质是，一些人类或试验动物证据，可能有其他信息作补充，表明在没有其他毒性效

应的情况下，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发育有有害影响，或者如果与其他毒性效应一起发生，对生殖的有

害影响被认为不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结果，而且证据的说服力不够，不能将物质划为第

１类。

４．７．３　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乳期产生影响的分类

ａ）　吸收、新陈代谢、分布和排泄研究表明，物质有可能以具有潜在毒性的水平存在于母乳之中；和

（或）

ｂ）　一代或两代动物研究的结果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由于物质进入母乳中或对母乳质量产生有

害影响而对后代有着有害影响；和（或）

ｃ）　人类证据表明物质在哺乳期内对婴儿有危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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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

４．８．１　第１类

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或者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在单次接触之后有可能对

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

４．８．２　第２类

４．８．２．１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的证据，可假定在单次接触之后有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的物质。

４．８．２．２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人类证据将物质划入第２类。

４．８．３　第３类

暂时性目标器官效应。

４．９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

４．９．１　第１类

对人类产生显著性毒性的物质，或者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在重复接触只有有可能

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

４．９．２　第２类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的证据，可假定在重复接触之后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

４．１０　吸入危险

４．１０．１　第１类　已知引起人类吸入毒性危险的化学品或者被看作会引起人类吸入毒性危险的化学品

ａ）　根据可靠的优质人类证据；或

ｂ）　如果它是烃类并且在４０℃测量的运动黏度≤２０．５ｍｍ
２／ｓ。

４．１０．２　第２类　因假定它们会引起人类吸入毒性危险而令人担心的化学品

根据现有的动物研究以及专家考虑到表面张力、水溶性、沸点和挥发性作出的判断，在４０℃测量的

运动黏度≤４ｍｍ
２／ｓ的物质，被划入第１类的物质除外。

４．１１　水生环境危害

４．１１．１　急性毒性

ａ）　急性１

１）　９６ｈ　ＬＣ５０（鱼类）≤１ｍｇ／Ｌ；和（或）

２）　４８ｈ　ＥＣ５０（甲壳纲）≤１ｍｇ／Ｌ；和（或）

３）　７２ｈ或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ｍｇ／Ｌ。

ｂ）　急性２

１）　１ｍｇ／Ｌ＜９６ｈ　ＬＣ５０（鱼类）≤１０ｍｇ／Ｌ；和（或）

２）　１ｍｇ／Ｌ＜４８ｈ　ＥＣ５０（甲壳纲）≤１０ｍｇ／Ｌ；和（或）

３）　１ｍｇ／Ｌ＜７２ｈ或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０ｍｇ／Ｌ。

ｃ）　急性３

１）　１０ｍｇ／Ｌ＜９６ｈ　ＬＣ５０（鱼类）≤１００ｍｇ／Ｌ；和（或）

２）　１０ｍｇ／Ｌ＜４８ｈ　ＥＣ５０（甲壳纲）≤１００ｍｇ／Ｌ；和（或）

３）　１０ｍｇ／Ｌ＜７２ｈ或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００ｍｇ／Ｌ。

４．１１．２　慢性毒性

ａ）　慢性１

１）　９６ｈ　ＬＣ５０（鱼类）≤１ｍｇ／Ｌ；和（或）

２）　４８ｈ　ＥＣ５０（甲壳纲）≤１ｍｇ／Ｌ；和（或）

３）　７２ｈ或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ｍｇ／Ｌ；

并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ｌｏｇ犓ｏｗ≥４（除非试验确定ＢＣＦ＜５００）。

ｂ）　慢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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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ｍｇ／Ｌ＜９６ｈ　ＬＣ５０（鱼类）≤１０ｍｇ／Ｌ；和（或）

２）　１ｍｇ／Ｌ＜４８ｈ　ＥＣ５０（甲壳纲）≤１０ｍｇ／Ｌ；和（或）

３）　１ｍｇ／Ｌ＜７２ｈ或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０ｍｇ／Ｌ，

并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ｌｏｇ犓ｏｗ≥４（除非试验确定ＢＣＦ＜５００），除非慢性毒性ＮＯＥＣｓ

＞１ｍｇ／Ｌ。

ｃ）　慢性３

１）　１０ｍｇ／Ｌ＜９６ｈ　ＬＣ５０（鱼类）≤１００ｍｇ／Ｌ；和（或）

２）　１０ｍｇ／Ｌ＜４８ｈ　ＥＣ５０（甲壳纲）≤１００ｍｇ／Ｌ；和（或）

３）　１０ｍｇ／Ｌ＜７２ｈ或９６ｈ　ＥｒＣ５０（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１００ｍｇ／Ｌ，

并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ｌｏｇ犓ｏｗ≥４（除非试验确定ＢＣＦ＜５００），除非慢性毒性ＮＯＥＣｓ

＞１ｍｇ／Ｌ。

ｄ）　慢性４

在水溶性水平之下没有显示急性毒性，而且不能快速降解，ｌｏｇ犓ｏｗ≥４，表现出生物积累潜力的不易

溶解物质可划为本类别，除非有其他科学证据表明不需要分类。这样的证据包括经试验确定的

ＢＣＦ＜５００，或者慢性毒性ＮＯＥＣｓ＞１ｍｇ／Ｌ，或者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的证据。

５　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５．１　急性毒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５．１．１　口服（见表４）

表４　口服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第４类 第５类

符号 无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吞咽致命 吞咽致命 吞咽会中毒 吞咽有害 吞咽可能有害

５．１．２　皮肤（见表５）

表５　皮肤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第４类 第５类

符号 无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与皮肤接触

会致命

与皮肤接触

会致命

与皮肤接触

会中毒

与皮肤接触

有害

与皮肤接触

可能有害

５．１．３　吸入（见表６）

表６　吸入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第４类 第５类

符号 无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吸入致命 吸入致命 吸入中毒 吸入有害 吸入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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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皮肤腐蚀／刺激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７）

表７　皮肤腐蚀／刺激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Ａ类 第１Ｂ类 第１Ｃ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符号 无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皮肤刺激

造成轻微皮肤

刺激

５．３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８）

表８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Ａ类 第２Ｂ类

符号 无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造成严重眼损伤 造成严重眼刺激 造成眼刺激

５．４　呼吸或皮肤敏化作用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５．４．１　呼吸敏化作用（见表９）

表９　呼吸敏化作用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吸入可导致过敏或哮喘症状或呼吸困难

５．４．２　皮肤敏化作用（见表１０）

表１０　皮肤敏化作用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符号

信号词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５．５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１１）

表１１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Ａ类 第１Ｂ类 第２类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 怀疑导致遗传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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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致癌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１２）

表１２　致癌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Ａ类 第１Ｂ类 第２类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导致癌症 可能导致癌症 怀疑导致癌症

５．７　生殖毒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１３）

表１３　生殖毒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Ａ类 第１Ｂ类 第２类

影响哺乳期或通过哺

乳期产生影响的附加

类别

符号 无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未

出生儿童造成伤害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未

出生儿童造成伤害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未

出生儿童造成伤害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

童造成伤害

５．８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１４）

表１４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对器官造成损害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

（呼吸道刺激）可能引起呼

吸道刺激或（麻醉效应）可

能引起昏昏欲睡和眩晕

５．９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１５）

表１５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类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长时间或重复接触 长时间或重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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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　吸入毒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见表１６）

表１６　吸入毒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第１类 第２类

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吞咽和进入呼吸道可能致死 吞咽和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５．１１　水生环境危害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５．１１．１　水生毒性（急性）（见表１７）

表１７　水生毒性（急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急性１ 急性２ 急性３

符号 无象形图 无象形图

信号词 警号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对水生生物有毒 对水生生物有害

５．１１．２　水生毒性（慢性）（见表１８）

表１８　水生毒性（慢性）危险公示及标签要素的分配

危险类别 慢性１ 慢性２ 慢性３ 慢性４

符号 无象形图 无象形图

信号词 警告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且有长期持续影响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

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对水生生物有害，且

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可对水生生物造成

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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