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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章 

删除定义“皮肤腐蚀”(Skin corrosion)、“皮肤刺激”(Skin irritation)、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皮肤腐蚀”(Dermal corrosion)和“皮肤刺

激”。 

定义“呼吸致过敏原”改为以下为文字： 

“呼吸致敏物，指吸入后发生的引起呼吸道过敏的物质或混合物；”。 

将定义“皮肤致敏物”中的“物质”改为“物质或混合物”。 

  第 1.5 章 

表 1.5.1 危险种类“吸入危险”第 1 类和第 2 类“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栏内文

字改为“ 1.0%”。 

1.5.3.3.1 段末增加下句： 

“关于编制《全球统一制度》要求之下安全数据单的指导意见，见

附件 4。”。 

1.5.3.3.3 删除。原第 1.5.3.3.4 段成为新的第 1.5.3.3.3 段。 

1.5.3.3.3 (新编段次，即原第 1.5.3.3.4 段) 第二句的 “当这类货物根据……，

以散装液体运输时”改为“当这类货物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文书散装

运输时”。 

表 1.5.2 第 14 节“运输信息”之下(f)项修改如下： 

“(f)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文书散装运输”。 

  第 2.1 章 

2.1.1.2 (c)和表 2.1.1 之下的注(b) (中文无需改动――中译注)。 

  第 2.2 章 

2.2.2 修改如下： 

“2.2.2  分类标准 

2.2.2.1  易燃气体可根据下表划入第 1A、1B 或 2 类。发火和/或化

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体一律划入第 1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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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1 

易燃气体分类标准 

类别 标准 

1A 

易燃气体 

在 20°C 和 101.3 千帕标准压力下，气体： 

(a) 的混合物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按体积小于等于 13%时可点

燃；或 

(b) 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可燃范围至少为 12 个

百分点 

除非数据表明气体符合第 1B 类标准  

发火气体 温度低于等于 54 °C 时会在空气中自燃的易燃气体 

化学性质不

稳定的气体 

A 在 20°C 和 101.3 千帕标准压力下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体 

B 在温度高于 20°C 和/或压力大于 101.3 千帕时化学性质不稳定的

易燃气体 

1B 易燃气体 

符合第 1A 类易燃性标准，但既非发火亦非化学性质不稳定且

至少具下列情形之一的气体： 

(a) 在空气中按体积易燃性下限大于 6%；或 

(b) 基本燃烧速率小于 10 厘米/秒； 

2 易燃气体 
第 1A 类或第 1B 类以外，在 20°C 和 101.3 千帕标准压力下与

空气混合时有某个易燃范围的气体 

注 1： 有些管理制度将氨气和甲基溴视为特例。 

注 2： 气溶胶不应划为易燃气体。见第 2.3 章。 

注 3： 在没有数据可确定应划入第 1B 类时，符合第 1A 类标准的易燃气体默认

划入第 1A 类。 

注 4： 发火气体自燃不一定立即发生，可延时发生。 

注 5： 缺少发火性数据时，如易燃气体混合物含有超过 1% (按体积)的具有发

火性的成份，则应将其划为发火气体。” 

2.2.3 修改如下： 

“2.2.3  危险公示 

2.2.3.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

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护说

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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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2 

易燃气体的标签要素 

 第 1A 类 因符合发火或不稳定气体 A/B 标准而划为 

第 1A 类的气体 

第 1B 类 第 2 类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类 B 类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极端易燃

气体 

极端易燃气体。 

曝露在空气中

可自燃 

极端易燃气体。 

即使在没有空

气的条件下仍

可能发生爆炸

反应 

极端易燃气体。 

在高压和/或高温

条件下，即使没

有空气仍可能发

生爆炸反应 

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 

2.2.3.2  如某易燃气体或气体混合物被划为发火和/或化学性质不稳

定气体，则应按照附件 4 规定将所有相关分类情况示于安全数据单，

并将相关危险公示要素加入标签。”。 

2.2.4.1 修改如下： 

“2.2.4.1  易燃气体的判定逻辑 

要划定某易燃气体的类别，需要关于该气体在空气中的自燃性

和化学不稳定性的数据。如划为第 1B 类，需要关于其易燃性下限或

基本燃烧速率的数据。分类根据判定逻辑 2.2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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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逻辑 2.2 
1
 

  

 
1
 缺少发火性数据时，如易燃气体混合物含有超过 1% (按体积)的具有发火性的成份，则应将其

划为发火气体。 

否 

是 

是 

 

物质/混合物是气体 

不划为易燃气体 

是 

否 

 

否 

第 1A 类 

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 

不稳定气体 A 

 

危险 

在 20°C 和 101.3 千帕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具有某个易燃范围？ 

低于等于 54°C 时是否自燃？1 

是 

在 20°C 和 101.3 千帕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否 

第 1A 类 

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 

不稳定气体 B 

 
危险 

第 1A 类 

发火气体 

 
危险 

在 20°C 和 101.3 千帕标准压力下，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

定？ 

第 1A 类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危险 否 

是 

在温度高于 20°C 和/或压力大于 101.3 千帕时，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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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至 2.2.4.4.4 改排为第 2.2.4.2 段至第 2.2.4.2.4 段。 

2.2.4.2.1 (新段次，即原第 2.2.4.4.1 段) 首句句末修改如下： 

“……选择汽缸阀排气口……能力”，并且，如果第 1B 类使

用基本燃烧速率，见 ISO 817:2014“制冷剂命名和安全分级”，附

件 C：易燃气体燃烧速率试验方法)。”。 

2.2.5 修改“计算”之下的第 1 至 5 段如下： 

“1. 确定惰性气体对氮气的当量因子(Ki)： 

Ki (Ar) = 0.55 

Ki (He) = 0.9 

在温度高于 20°C 和/或压力大于 101.3 千帕时，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是 

第 1A 类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B 

 

危险 

否 

 

是 

否 

在20°C和101.3千帕标准压力下，该气体： 

(a) 的混合物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按体积小于等于13%时是否可点
燃；或 

(b) 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可燃范围是否至少为12个
百分点？ 

否 

第 2 类 

无符号 

警告 

第 1A 类 

 

危险 

是 

该气体是在空气中按体积易燃性下限大于6%和/或基本 
燃烧速率小于10厘米/秒? 

否或不明 

第 1B 类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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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惰性气体的 Ki 值计算以氮气为平衡气体的当量混合气体： 

2% (H2) + 6% (CH4) + [27% × 0.55 + 65% × 0.9](N2) = 2% (H2) + 

6% (CH4) + 73.35% (N2) = 91.35% 

3. 将总合量调整到 100%： 

 × [2%(H2) + 6% (CH4) + 73.35% (N2)] = 2.46% (H2) +  

7.37%(CH4) + 90.17%(N2) 

4. 确定易燃气体的 Tci系数： 

Tci H2 = 5.5% 

Tci CH4 = 8.7% 

5. 用下式计算当量混合气体的易燃性： 


n

i ciT

V %i
 = 29.1

7.8

37.7

5.5

46.2
  1.29 > 1 

因此，该混合气体在空气中易燃。”。 

  第 2.6 章 

2.6.4.2.2 段末(a)至(d)项之前，删除“(分别为 23°C 和 60°C)” 

  第 2.7 章 

2.7.2.2 后半段修改如下：“……并且反应在 10 分钟以内蔓延到试样的全长

(100 毫米)，应……。”。 

  第 2.17 章 

2.17.2.1 (a)至(c)项之前的文字修改如下：“任何退敏状态的爆炸物都应被视

为属这一种类，除非在这种状态下：”。 

2.17.2.1 (a) 修改如下：“是为了产生实际爆炸或烟火效果；”。 

2.17.2.1 (b) (中文无需改动――中译注)。 

2.17.2.1 (c) (中文无需改动――中译注)。 

在注 1 中，首句句首修改如下：“符合标准(a)或(b)的退敏状态

物质或混合物……”。 

81.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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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 章 

3.1.1 定义“急毒性”修改如下： 

“急毒性指一次或短时间口服、皮肤施用或吸入接触一种物质

或混合物后，出现严重损害健康效应(即：致死)。”。 

3.1.2.1 末句(“解释性说明见表 3.1.1 下的注。”)之前插入如下一句： 

“一些体内方法直接确定 LD50/LC50 值，而另一些较新的体内方

法(例如，使用较少动物)则考量急毒性的其他指标，诸如明显临床毒

性表征，以此作为参考划定危险类别。”。 

表 3.1.1 修改如下： 

  “表 3.1.1： 

急毒性估计值(ATE)和急毒性危险类别标准 

接触途径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第 5 类 

口服(mg/kg 体重) 

见注(a)和(b) 

ATE ≤ 5 5 < ATE ≤ 50 50 <ATE ≤ 300 300 < ATE ≤ 2000 

2000 < ATE ≤ 5000 

具体标准见注(g) 皮肤(mg/kg 体重) 

见注(a)和(b) 

ATE ≤ 50 50 < ATE ≤ 200 200 < ATE ≤ 1000 1000 < ATE ≤ 2000 

气体(ppmV) 

见注(a)、(b)和(c) 

ATE ≤ 100 100 < ATE ≤ 500 500 < ATE ≤ 2500 2500 < ATE ≤ 20000 

具体标准见注(g) 蒸汽(mg/l) 

见注(a)、(b)、(c)、(d)和(e) 

ATE ≤ 0.5 0.5 <ATE ≤ 2.0 2.0 < ATE ≤ 10.0 10.0 < ATE ≤ 20.0 

粉尘和烟雾(mg/l) 

见注(a)、(b)、(c)和(f) 

ATE ≤ 0.05 0.05 < ATE ≤ 0.5 0.5 < ATE ≤ 1.0 1.0 < ATE ≤ 5.0 

注：气体浓度以体积百万分率(ppmV)表示。”。 

3.1.2.3 段末新增下句： 

“如果还具备源自人类经验的数据(即，职业数据、来自事故数

据库、的数据、流行病学研究、临床报告等的数据)，也应按符合第

1.3.2.4.9 段所述原则的证据权重方法加以考虑。”。 

  第 3.2 章 

3.2.1.1 修改如下： 

“皮肤腐蚀指对皮肤造成不可逆损伤；即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

物后发生的可观察到的表皮和真皮坏死。 

皮肤刺激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皮肤造成可逆损

伤的情况。”。 

相应修改：删除相关的脚注 1，并相应重新编排其后的脚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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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章 

3.3.1.1 修改如下： 

“严重眼损伤指眼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眼造成非完

全可逆的组织损伤或严重生理视觉衰退的情况。 

眼刺激指眼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眼造成完全可逆

变化的情况。”。 

相应修改：删除相关的脚注 1，并相应重新编排其后的脚注编号。 

  第 3.4 章 

3.4.1.1 修改如下： 

“呼吸致敏指吸入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呼吸道过敏。 

皮肤致敏指皮肤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过敏反应。”。 

相应修改：删除相关的脚注 1，并相应重新编排其后的脚注编号。 

  第 3.5 章 

3.5.1.1 新增一段如下： 

 “3.5.1.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

遗传基因突变，包括生殖细胞的可遗传结构和数量上的染色体畸

变。”。 

原第 3.5.1.1 至 3.5.1.4 段成为新的第 3.5.1.2 至 3.5.1.5 段。 

  第 3.6 章 

3.6.1 首句修改如下： 

“致癌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导致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病

率的情况。”。 

  第 3.7 章 

3.7.1.1 第一段的首句修改如下： 

“生殖毒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成年男性和女

性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以及对后代的发育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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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后一段末句中的“尽管如此，具有这些效应的化学品……”

改为“尽管如此，具有这些效应的物质或混合物……”。 

  第 3.8 章 

3.8.1.1 首句修改如下： 

“特定目标器官毒性—单次接触指单次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

会对目标器官产生的特定、非致死毒性效应。” 

  第 3.9 章 

3.9.1.1 首句修改如下： 

“特定目标器官毒性—重复接触指重复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

会对目标器官产生的特定、毒性效应。”。 

  第 3.10 章 

3.10.1 标题改为：“定义和一般考虑” 

3.10.1.1 删除。原第 3.10.1.2 段成为新的第 3.10.1.1 段。 

3.10.1.3 重新编排为第 3.10.1.2 段，内容修改如下： 

“吸入危险指吸入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严重急性效应，

诸如化学性肺炎、非损伤或死亡。” 

3.10.1.4 和 3.10.1.5 重新编排为第 3.10.1.3 和 3.10.1.4 段。 

  附件 1 

A1.2 修改如下： 

“A1.2 易燃气体(分类标准见第 2.2 章) 

分类 标签 危险说

明代码 
危险种类 危险类别 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全球 

统一制度 

联合国 

规章范本 a 

易燃气体 
1A 

 

易燃气体 

  

危险 极端易燃气体 H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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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标签 危险说

明代码 
危险种类 危险类别 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发火气体 

  

危险 

极端易燃气体 H220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H232 

化学性质不

稳定气体  

A 

  

危险 

极端易燃气体 H220 

即使在没有空气的条件下仍可能

发生爆炸反应 

H230 

B 

  

危险 

极端易燃气体 H220 

在高压和/或高温条件下，即使

没有空气仍可能发生爆炸反应 

H231 

1B 

  

危险 易燃气体 H221 

2 无象形图 不要求 警告 易燃气体 H221 

a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符号、数字和边线可使用白色而不

一定是黑色。两种情况下底色均为绿色。” 

  附件 3 

  第 1 节，表 A3.1.1： 

H220 

第 4 栏，“危险类别”之下，将“1”改为“1A”。 

H221 

第 4 栏，“危险类别”之下，将“2” 改为“1B、2” 

H230 

第 4 栏，“危险类别”之下，将“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改为

“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H231 

第 4 栏，“危险类别”之下，将“B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改为

“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B”。 

H232 

第 4 栏，“危险类别”之下，将“发火气体”改为“1A，发火气体”。 

  第 2 节，A3.2.3.3 段 

修改末句句首如下： 

“例如 P280“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戴

听力防护装置/……”，可改为……”(本句余下部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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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节，表 A3.2.1 

P103 

修改第(2)栏如下：“仔细阅读并遵循所有说明”。 

第(5)栏“消费品”之下新增使用条件如下： 

“――使用 P202 时省略。”。 

  第 2 节，表 A3.2.2 

P201 

第(5)栏除“爆炸物”外所有危险均新增使用条件如下： 

“――消费品使用 P202 时省略。” 

P202 

在危险种类“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影响(第 3.7 章)”内

插入新的一行危险类别“额外类别”。 

 

P210 

在危险种类“易燃气体”内，将第(4)栏的“1、2”改为“1A、1B、2”。 

P280 

第 2 栏预防措施说明的案文修改如下：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戴听力防护装

置/……” 

危险种类“爆炸物”、“易燃气体”、“易燃液体”、“易燃

固体”、“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发火液体”、“发火固

体”、“自热物质和混合物”、“与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

物”、“氧化性液体”、“氧化性固体”、“有机过氧化物”、

“退敏爆炸物”、“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和“生殖

毒性”，修改第(5)栏之下的使用条件如下： 

“生产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防护设(装)

备。”。 

P231+P232 

删除发火液体和发火固体条目。 

  第 2 节，表 A3.2.3 

P301 

危险种类“急毒性，口服”，在第(4)栏内增加“、5”。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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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种类“急毒性，皮肤”，在第(4)栏内增加“、5”。 

P312 

合并“原类别 4 和 5 急毒性――口服和急毒性――吸入”两行。 

P332 

第(5)栏新增使用条件如下：“――如在标签上已显示 P333，可以省

略。”。 

P375 

危险种类“脱敏爆炸物”，在第(4)栏内增加“、4”。 

P377 

危险种类“易燃气体”，将第(4)栏内的“1、2”改为“1A、1B、2”。 

P381 

危险种类“易燃气体”，将第(4)栏内的“1、2”改为“1A、1B、

2”。 

P301+P312 

危险种类“急毒性，口服”，在第(4)栏内增加“、5”。 

P302+P352 

危险种类“急毒性，皮肤”，在第(4)栏内增加“、5”。 

  第 2 节，表 A3.2.4 

P403 

危险种类“易燃气体”，将第(4)栏内的“1、2”改为“1A、1B、

2”。 

  第 2 节，表 A3.2.5 

P501 

删除“爆炸物”条目。 

危险种类“急毒性，吸入”，在第(4)栏内增加“、3”。 

P503 

新增预防措施说明 P503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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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处置注意事项说明 危险种类 危险类别 使用条件 

(1) (2) (3) (4) (5)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再循环，请咨询

生产商/供应商…… 

爆炸物 

(第 2.1 章) 

不稳定爆炸物和 1.1、

1.2、1.3、1.4、1.5 项 

……根据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

国际规定，生产商/供应商或主

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信息来源 

  第 3 节 

A3.3.1.1 在原 A3.3.1.1 案文末尾增加经修改如下的现 A3.3.1.6 案文： 

“将与时俱进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以下所列总体方法将

保持不变”。 

A3.3.1.2 原 A3.3.2.3 成为新的 A3.3.1.2。首句的“防护说明应该连同……写在

《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上”改为“防护说明作为危险公示的一个

重要部分，一般应该连同……写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上”。 

原 A3.3.1.2 至 A3.3.1.5 成为新的 A3.3.1.3 至 A3.3.1.6 段。 

A3.3.1.3 (原 A3.3.1.2)将首句中的“化学品”改为“物质或混合物”，并将第

二句中的“化学品”改为“物质或混合物”。 

将第三句中的“在消费品标签上”改为“在消费品上”。 

A3.3.1.6 (原 A3.3.1.5)在起首处插入目前 A3.3.3.2 段的案文并修改如下： 

“A3.3.1.6  在使用前，理解并遵循每一产品标签上的防护说明、

具体安全准则和安全数据单，是职业卫生和安全程序的一部分。连

贯一致地使用防护说明将加强安全操作程序，并在工作场所培训和

教学活动中更加重视关键的概念和方法。” 

原 A3.3.3.3 和 A3.3.4.7 段成为新的 A3.3.1.7 和 A3.3.1.8 段。 

A3.3.2 修改如下： 

“A3.3.2  防护说明使用的灵活性 

A3.3.2.1  防护说明内容无关时的省略 

在遵循主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负责标签者在说明不合适或标

签上的其他信息足以表达时，可决定省略某个危险种类和类别的防

护说明，同时顾及使用者的性质(如：消费者、雇主、工人)、供应数

量，以及意向的和可预见的使用情形。如决定省略某个防护说明，

所涉物质或混合物的供应商应能表明该防护说明不适合意向的和可

预见的使用，包括潜在的紧急情况。 

A3.3.2.2   防护说明的结合或合并 

A3.3.2.2.1  为了灵活运用，鼓励结合或合并防护说明，以节省标签

空间，提高可辨读性。附件 3 第 2 节中的矩阵和表格包含若干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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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护说明。然而，这些只是示例，负责标签者在有助于标签信息

清晰和全面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集合和合并所涉词语。 

A3.3.2.2.2  在不同危险类型所需采取的防护做法相似时，也适宜结

合使用防护说明。举例如 P370+P372+P380“火灾时：有爆炸危险。

撤离现场。”以及 210+P403“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存放在凉爽

通风处”。 

A3.3.2.3  不影响安全信息的文字变通 

A3.3.2.3.1  在遵循主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如有助于传达安全信息

并且不会淡化或减损安全建议的含义，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的防护

说明也可采用与《全球统一制度》的规定略有不同的文字。这些文

字上的变化可包括拼法变通、同义词或其他适合于产品供应去向和

使用地区的等义词语。 

A3.3.2.3.2  在所有情况下，简洁的用语对于传达防护做法信息至关

重要。此外，为确保安全信息的明晰，在标签上和安全数据单中使

用文字变通时应当注意一致。 

A3.3.2.4  关于医疗应对措施的防护说明的运用 

A3.3.2.4.1  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涉及若干种健康危险时，可能

需使用与医疗救治有关的多种防护说明，即，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

生…… (P310-P312 系列)以及求医/就诊(P313-315 系列)。通常情况

下，标签仅需包含一种反映最高级别、最紧急应对措施的防护说明，

并一律至少应结合一种接触途径或症状(“如果”说明)。 

注：此处不适用于 P314“如感觉不适，需求医/就诊”，也不适用于

P315“立即求医/就诊”，既不与单独的“如果”说明结合，也不附带急缓

表述。 

A3.3.2.4.2  一般而言，应适用下列原则： 

(a) 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涉及多种不同的防护说明时，应运用

一种急缓表述办法。P310“立即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

应优先于 P311-P313；P311“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应

优先于 P312 和 P313；如同时涉及 P312 “如感觉不适，呼叫

中毒急救中心/医生……”和 P313“求医/就诊”，则应当使用

P311“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 

(b) 接触途径，包括 P308“如接触到或有疑虑”，在涉及医疗应对

措施说明时可以结合使用。如果医疗应对措施说明涉及三个或

更多接触途径，则可改用 P308。然而，表述症状的相关“如果”

说明(例如：P332、P333、P337、P342)应当完整使用。如果一

个接触途径涉及多次，则仅使用一次。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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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定 P301 和 P305，即“如吞咽：”和“如进入眼睛：”涉及

P313“求医/就诊”和 P312“如感觉不适，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

生……”，则应当使用 P301+P305+P311“如吞咽或进入眼睛：

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 

• 假定 P304、P302、P301 和 P333，即“如误吸入：”、“如皮肤

沾染：”、“如吞咽：”和“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涉及

P310“立即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和 P311“呼叫中毒急

救中心/医生……”，则应使用 P308+P332+P310，即“如接触到

或有疑虑或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立即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

生……”。 

• 假定 P305 和 P302，即“如进入眼睛：”和“如皮肤沾染：”涉

及 P310“立即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P313“求医/就诊”

和 P314“如感觉不适，求医/就诊”，则应使用 P305+P302+P310，

即“如进入眼睛或皮肤沾染：立即呼叫中毒急救中心/医生……”，

再加 P314“如感觉不适，求医/就诊”。”。 

A3.3.3.1 第二句修改如下： 

“为此，应该考虑到两类用户的需要和掌握的信息来源：消费

者和雇主/工人。” 

  



ST/SG/AC.10/44/Add.3 

GE.17-01808 17 

A3.3.3.2 原 A3.3.3.4 成为新的 A3.3.3.2 段。删除表格，并修改本段如下： 

“A3.3.3.2 除了矩阵中的适当防护说明外，考虑到本节中的指

导意见，A3.2.1 内列出的一般防护说明适合于消费者，也应显示在

《全体统一制度》的标签上。” 

A3.3.4 修改如下：“按危险种类/类别表示的矩阵” 

原 A3.3.4.1 的头两句成为新的 A3.3.4.2 段。删除余下两句(“主

管部门……可加以减化。……防护措施的信息。”)。 

删除原 A3.3.4.6 段(“如果物质或混合物……中毒症状……的健

康影响”。) 

A3.3.4.1 插入新段如下： 

“A3.3.4.1  本节按防护措施类型(见 A3.2.2.1)以矩阵列出《全球统

一制度》每一危险种类和危险类别的建议防护说明。矩阵指导选择

适当的防护说明，包含所有各类防护说明的要素。所有与特定危险

种类相关的具体要素都应使用。此外，相关情况下也应使用不与某

个危险种类或类别相连的一般防护说明(见 A3.3.3)。” 

原 A3.3.4.2、A3.3.4.3、A3.3.4.4 和 A3.3.4.5 段分别成为新的

A3.3.4.3、A3.3.4.4、A3.3.4.5 和 A3.3.4.6 段。 

  第 3 节，A3.3.5.1 段中的矩阵表 

• A3.3.5.1 段的所有矩阵表：修改矩阵前半部分的布局如下(关于

防护说明的矩阵部分的布局不变)： 

将： 

[危险种类] 

[《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符号 

[符号名称根据 1.4.10.3] 

危险类别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图形符号] 

[危险类别编号或名称] [信号词的文字] [H 代码] [危险说明的文字] 

改为： 

[危险种类] 

[《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危险类别编号或名称] [符号名称根据 1.4.10.3] [图形符号] [信号词的文字] [H 代码] [危险说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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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下列危险种类和类别的表格： 

- “爆炸物”，类别：不稳定爆炸物和 1.1 至 1.5 项 

- “易燃气体”，类别：发火气体 

- “易燃液体”，类别 1 至 4 

- “易燃固体”，类别 1 至和 2 

-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A 至 F 型 

- “发火液体”和“发火固体”：类别 1 

-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和 2 

- “与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氧化性液体”和“氧

化性固体”，类别 1 至 3 

- “有机过氧化物”，A 至 F 型 

- “脱敏爆炸物”，类别 1 至 4 

-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和“生殖毒性”：类别 1

和 2 

“预防措施”栏下，防护说明 P280 修改如下：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戴听力防护装置/…… 

生产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防护设(装)备。” 

• 爆炸物表格(不稳定爆炸物和 1.1、1.2、1.3、1.4、1.5 项)，将预防说

明 P501 改为：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再循环，请咨询生产商/供应商……。 

……根据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生产商/供应商或主

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信息来源。”。 

• 将关于易燃气体的矩阵表(包括适用于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不稳定气

体的矩阵表) 改为以下矩阵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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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 火焰 

 

危险 H220 极端易燃气体 

1B 火焰 危险 H221 易燃气体 

2 无符号 无符号 警告 H221 易燃气体 

防护说明 

预防措施 应对措施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

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 

P377 

漏气着火： 

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发火气体)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 发火气体 火焰 

 

危险 H220 极端易燃气体 

H232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护说明 

预防措施 应对措施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

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

罩/戴防护面具/戴听力防护装置

/…… 

生产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宜的个人防护设(装)备。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

堵住泄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注：本表仅列因气体易燃性和发火性而设定的防护说明。根据化学性质不稳定性设定

的其他防护说明，分别见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和 B 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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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火焰 

 

危险 

H220 极端易燃气体 

H230 
即使在没有空气的条件下仍可能发

生爆炸反应 

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B 火焰 危险 

H220 极端易燃气体 

H231 在高压和/或高温条件下，即使没有

空气仍可能发生爆炸反应 

防护说明 

预防措施 应对措施 存放 处置 

P202 

在阅读并明了所有安全措施前切勿

搬动。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

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 

P377 

漏气着火： 

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注：本表仅列因气体易燃性和化学性质不稳定性而设定的防护说明。根据发火性设定

的其他防护说明，分别见发火气体的各表格。”。 

  第 5 节 

A3.5.1 删除“南非标准局(SABS 0265:1999)”和相应的象形图。 

  附件 4 

A4.3.9 表 A4.3.9.2, 修改第 3 栏适用于第 2.2 章的文字如下： 

“ 

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2 易燃气体 对纯易燃气体： 

- 不需要爆炸/易燃极限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载于表 A4.3.9.1 

- 根据 ISO 10156 的规定，说明 TCi (易燃气体与氮气混合，在空

气中不易燃的最大浓度，以百分数表示) 

- 如果根据一般按照 ISO 817:2014 附件 C 确定的基本燃烧速率

将气体划为第 1B 类，说明基本燃烧速率 

对易燃气体混合物： 

- 如果测试了爆炸/易燃极限，作出说明，或说明种类和类别是

否根据 ISO 10156 的规定计算划定 

- 如果根据一般按照 ISO 817:2014 附件 C 确定的基本燃烧速率

将气体混合物划为第 1B 类，说明基本燃烧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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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4.7 修改如下： 

“A4.3.14.7  按照海运组织文书运输散货 

本小节仅适用于拟按照海事组织文书散装运输的货物：例如，

SOLAS
9 第六或第七章、MARPOL

10 附件二或附件五、IBC Code
11、

IMSBC Code
12 和 IGC Code

13
 (或早前版本 eGC Code

14 或 GC 

Code
15

)。 

对于散装液体货，提供装运单证所有要求产品名称(如不同于

A4.3.1.1 内给定的名称)，名称应符合 IBC Code 第 17 章或第 18 章或

海事组织 MEPC.2/Circular 最新版本所载产品名称一览表中的名称。

说明所需的船舶类型和污染类别。 

对于固体散货，标明散货运输名称、散货按照 MARPOL 附件

五是否被视为有害海洋环境(HME)、是否按照 IMSBC Code 仅属散

装时有较大危险(MHB)，以及应按照 IMSBC 归为哪一类运输。 

对于液化气体散货，按照 IGC Code (或早前版本，如：EGC 

Code 或 GC Code)提供产品名称和船舶类型。”。 

插入下列相关的脚注 9 至 15 并相应重排附件 4 中嗣后脚注的序号： 

“9
 SOLAS 指经修正的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10
 MARPOL 指经(本身已修正的)1978 年有关议定书修正的 1973 年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11
 IBC Code 指《建造和装备载运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的国际法规》(散

装化学品国际法规)。 

12 
IMSBC Code 指经修正的《固体散装货物国际海运准则》。 

13
 IGC Code 指《建造和装备载运散装液化气船舶的国际法规》，包括

船舶认证的适用修正案。 

14 
EGC Code 指《现有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法规》。 

15
 GC Code 指《建造和装备载运散装液化气船舶的国际法规》(液化气

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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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样例 7 

将“[按规定……]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

改为“[按规定……]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戴听力

防护装置/……” 

(说明：防护说明 P280 文字修改后的相应修改) 

  样例 9 

插入以下新样例 9： 

“样例 9：褶展式标签 

本样例所示为一种在容器上加标签的方式，用这种标签，是因为生产

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确定，容器表面没有足够面积，无法如 1.4.10.5.4.1

的规定将《全球统一制度》(各)象形图、信号词和(各)危险说明全部标示

在一起。例如，容器很小、所涉化学品有大量需标注的危险说明，或信息

需用多种语文标明，因此无法以易于辨读的大小将信息印在标签上，都可

能出现这种情况。 

 金属容器 

 

褶展式标签牢靠地附着在直接接触容器表面(即，褶展式标签附着之后

在可预见的条件中及在使用期内保持始终附着)。褶展式标签要制作成前端

不会与标签其余部分脱离，标签本身可反复展开再贴回，不致松脱呈悬挂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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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所示为信息的编排方式，适用情况下以标签所用的所有语文提供

信息： 

面页 

  多层/褶展式标签面页上的信息应至少包括： 

《全球统一制度》信息： 

• 产品标识符* 

• (各)危险象形图 

• 信号词 

• 供应商识别信息 (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附加信息： 

• 用一种符号向使用者标明可以揭开标签显示内页的补充信息 

• 褶展式标签上使用一种以上语文时：国别代码或语言代码 

文字页/内页 

《全球统一制度》信息： 

• 产品标识符，适用时包括分类时参照的危险成分 

• 信号词 

• 危险说明 

• 防护说明 

• 其他信息(如：使用说明、其他规定所要求的信息等) 

附加信息： 

• 褶展式标签上使用一种以上语文时：国别代码或语言代码 

背页(附着在直接接触容器表面)： 

• 产品标识符* 

• (各)危险象形图 

  

 * 面页和背页上的产品标识符不包括危险成分。如果要求标签上注明危险成分，应以适当语文

在文字页上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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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词 

• 供应商识别信息(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面页和背页的产品标识符(适用时)和信号词以标签所用的所有语文标明。 

如果面页或背页有足够面积，也可用于标示文字。 

内页(文字页)上的文字在面积不够时可分成多页。一般最好用多页显示

文字，不宜缩小字体以致难于辨读。无论如何，都应确保标签内容的清晰度

和易读性，除视力矫正镜之外无需借助其他装置即可辨认，并且这种内容的

显示应明显不同于危险产品和容器上的任何其他信息。 

某些管理制度(例如：杀虫剂)对于使用多层或多页格式的标签可能会有

具体的应用要求。如遇这种情况，应当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设置标签。 

褶展式标签的尺寸和褶页的数目应与容器的尺寸保持合理的对应关

系。这个要求可能会限定褶展式标签上可显示的语种。 

  示例： 

以下是一种折叠式多语种标签，显示本样例中讨论的标签设置原则的实际应用： 

此外，本样例中讨论的标签设置原则也可应用于任何其他标签式样，诸

如书籍式样、订单本式样和窗扉式样。 

书籍式样 



ST/SG/AC.10/44/Add.3 

GE.17-018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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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本式样 

 

窗扉式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