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13位ISBN编号：9787122041647

10位ISBN编号：7122041646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张少岩，车礼东，万敏　等编著

页数：238

字数：30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前言

　　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GHS）是根据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1世纪议程》中规定
的任务，由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合作制定的。
　　GHS按危险类型对化学品进行了分类，并就统一危险公示要素（包括标签和安全数据表）提出了
建议。
GHS旨在确保提供信息，说明化学品的物理危险和急性毒性，以便加强化学品的处理、运输和使用过
程中的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
GHS还为国家、区域和世界各地的化学品规则及条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GHS主要为国家、区域或政府编写，但其中也含有针对业内人士的充分的背景知识和相关指导，因为
他们将最终是GHS的执行者。
　　2002年12月，GHS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专家
委员会通过，并将随着执行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定期更正、修订，以提高应用效率。
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通过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鼓励各国尽快执行GHS，以
便到2008年使GHS获得全面实施。
随后，世界各国纷纷研究GHS，一些发达国家从2006年起已经开始实施GHS。
　　中国一直在跟踪、研究GHS，并就实施GHS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本书即是为指导实施GHS而编写，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组织编写，主要由张少岩、车礼东、
万敏、陶强、黄红花等执笔，共分为四部分，内容包括GHS基本知识、化学品分类和危险公示的指导
，以及世界各国实施GHS的情况等，可作为从事化学品生产、使用、包装、经营、仓储运输、科研和
管理人员的参考书目。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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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的有关知识。
概述了 GHS的产生背景、推行GHS的重要意义，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原则，以及危险信息的表述
手段——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介绍了GHS对于化学品危险性分类类别和分类标准；并为安全数据表、
防范说明和防范象形图等危险公示的编制和使用给出了指导；评估了我国现行化学品危险性分类
与GHS分类的差异点，对我国全面实施GHS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同时还介绍了目前GHS在全球各国
推进的情况。
为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本书在附件中以表格和图例等多种形式，对正文中的部分技术内容进行了进
一步的汇总和说明。
     本书可作为从事化学品生产、包装、经营、仓储运输、管理、使用的科技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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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化学品划分为具有致癌危险的分类基于该物质的固有性质，并不提供关于该化学品的使用可能
产生的人类致癌风险水平的信息。
　　2.2.6.2　物质分类标准　　① 为对致癌性进行分类，化学物质根据证据的充分程度和附加考虑事
项（证据权重）划为两个类别之一（表2-23）。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针对具体途径的分类。
　　② 致癌物分类是根据以可靠和公认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做出的，旨在用于具有产生这种毒性效应的
内在性质的化学品。
评估必须以所有现有数据、已发表的经同侪审查过的研究以及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数据为基础。
　　③ 致癌物分类是一个基于标准的单步骤过程，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判定：对证据充分地评估和
考虑所有其他相关信息，以便将具有人类致癌可能的化学品划人危险类别。
　　④ 证据的充分程度包括列举人类和动物研究中的肿瘤并确定它们的统计意义。
充分的人类证据可证明人类接触和癌症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充分的动物证据则可表明在试剂和增
加的肿瘤发生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接触和癌症之间的正联系可以作为有限的人类证据，但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数据显示了致癌效应，则可作为有限的动物证据，但这种证据并不充分。
本节使用的“充分”和“有限”两词的意义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界定的意义。
　　⑤ 附加考虑事项（证据权重）：除了要确定致癌性证据的充分程度之外，还应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这些因素影响着一种试剂对人类造成致癌危险的整体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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