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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化学化工的新材料、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随之而来的重大事故特别是危险化
学品事故也不断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环境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近年来，随着我国危险化学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安全技术、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
危险化学品事故呈明显下降趋势。
2006年，全国发生危险化学品各类伤亡事故154起，死亡266人；2007年1至10月，全国共发生危险化学
品事故84起、死亡133人，同比减少44起、75人，分别下降34.4％和36.1％；2008年比2007年事故数和伤
亡人数又分别下降5.2％和2.5％。
但是我国危险化学品事故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很高，尤其是重特大事故屡见不鲜。
2007年5月11日，河北沧州某化工厂TDI车间硝化装置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80人受伤，其中14
人重伤，厂区内供电系统严重损坏，附近村庄几千名群众疏散转移；2007年11月27日，江苏某化工公
司重氮盐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
；2008年6月12日19时40分，云南省昆明某化肥有限公司在脱砷精制磷酸试生产过程中发生硫化氢中毒
事故，造成6人死亡，29人中毒；2008年8月26日广西某维尼纶厂有机车间发生的爆炸事故共造成20人
死亡，事故还造成周围3公里范围内18个村庄的11500名群众紧急疏散。
本书是《危险化学品安全培训丛书》中的一本，作者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多年
从事化工产品研究开发和教学实践，针对我国危险化学品事故频繁发生的特点而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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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理与应急预案（第2版）》介绍了危险化学品事故管理的理论、法律法规和
应急救援方法，内容包括：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概念、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成因及其特点、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方法、各类典型危险化学品事故扑救和救治技术、事故后的调查分析等，同时
提供了一些典型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案例以及全国各地中毒控制中心和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抢救中心网络
的联系方法。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理与应急预案（第2版）》可供从事危险化学品管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的使用，也可作为高等学校安全工程专业师生和相关培训人员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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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5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1.1.5.1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此类物品具有强氧化性，易引
起燃烧、爆炸，按其组成分为以下两种：（1）氧化剂指处于高氧化态，具有强氧化性，易分解并放
出氧和热量的物质，包括含有过氧基的无机物，其本身不一定可燃，但能导致可燃物的燃烧；与粉末
状可燃物能组成爆炸性混合物，对热、震动或摩擦较为敏感。
按其危险性大小，分为一级氧化剂和二级氧化剂。
（2）有机过氧化物指分子组成中含有过氧键的有机物，其本身易燃易爆，极易分解，对热、震动和
摩擦极为敏感。
1.1.5.2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危险特性（1）氧化剂遇高温易分解放出氧和热量，极易引起燃烧爆炸。
特别是有机过氧化物分子组成中的过氧基很不稳定。
易分解放出原子氧，而且有机过氧化物本身就是可燃物，易着火燃烧，受热分解的生成物又均为气体
，更易引起爆炸。
所以，有机过氧化物比无机氧化剂有更大的火灾爆炸危险。
（2）许多氧化剂如氯酸盐类、硝酸盐类、有机过氧化物等对摩擦、撞击、振动极为敏感。
储运中要轻装轻卸，以免增加其爆炸性。
（3）有些氧化剂具有不同程度的毒性和腐蚀性。
例如铬酸酐、重铬酸盐等既有毒性，又会烧伤皮肤；活性金属的过氧化物有较强的腐蚀性。
操作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4）有些氧化剂与其他氧化剂接触后能发生复分解反应，放出大量热而引起燃烧爆炸。
如亚硝酸盐、次亚氯酸盐等遇到比它强的氧化剂时显示还原性，发生剧烈反应，所以各种氧化剂亦不
可任意混储混运。
1.1.6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是指进入肌体后，累积达一定的量，能与体液和组织发
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物理学作用，扰乱或破坏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性或持久性的病理改
变，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
该类物品具有火灾危险性，从列入有毒与有害物品管理的物品分析可以看到，约90％的都具有火灾危
险性。
其特性表现如下：（1）遇湿易燃性。
无机毒害品中金属的氰化物和硒化物大都本身不燃，但都有遇湿易燃性。
如钾、钠、钙、锌、银等金属的氰化物（如氰化钠、氰化钾），遇水或受潮都能放出极毒且易燃的氰
化氢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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