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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 
 

一、目的 

为确保园区安全，保障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依据国家相关管

理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二、定义与范围 

（一）本规定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

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 

（二）危险化学品包括《危险化学品名录》《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条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附表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

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三、购入管理 

（一）研究单元购买危险化学品应选择具有资质的危险化学品

经营单位。 

（二）危险化学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及使用等人员需熟悉危

险化学品的特性，科学、规范使用危险化学品。 

（三）非剧毒、非易制毒和非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各研

究单元根据实际需求提交采购申请，研究单元负责人审批后自行进

行采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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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制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采购，研究单元需填

写《易制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备案表》

并提交采购合同和供应商资质，由综合管理部负责在公安网上申报

和备案，公安局批准后方可购买。到货后及时联系综合管理部办理

入库、出库手续，并提交发票复印件或扫描件。 

（五）研究单元应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标签等内外标志、容器、

包装、质量（固体无潮解、液体无挥发渗漏、气瓶无漏气）等进行

验收，并在危险化学品台账中进行记录。 

四、存放和使用 

（一）危险化学品运到园区后，相关人员应立即核对，及时办

理交接、做好记录、入库贮存。研究单元应指定专人负责危险化学

品管理，实行建档管理，并全面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库存危险

化学品每月至少核对一次，做好核对记录，确保帐物相符。 

（二）危险化学品临时周转库应符合防火、防爆、防潮、防冻

等安全要求，研究单元应根据存放危险化学品的性质，配备和完善

安全器材。 

（三）根据存放危险化学品的性质，临时周转库内应安装可燃、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四）危险化学品存放过程中，相互混合可能引起燃烧、爆炸

的，必须分类、分区隔离存放。楼内临时周转库房只能存放少量临

时性的危险化学品。 

（五）实验室内危险化学品的存放处与赤热表面、明火地点、

散发火花地点应至少保持5米间距。明火指外露火焰，散发火花地



 

- 4 - 

点指进行砂轮等作业的地点。 

（六）小试实验室内易燃易爆或腐蚀性液体存放量，同一品种

数量不超过10升，遇湿易燃物品或易燃固体存放量，同一品种数量

不超过10千克； 

（七）对于同一种危险化学品各研究单元储存量总和不得超过

附件5的规定，如因科研工作需要，必须超过时，需采取安全防护

措施，并提交安委会批准。 

（八）新采购用于储存易燃、易爆、易挥发性物品的冰箱应为

经过防爆认证的产品。易燃、易爆、易挥发性物品严禁存放在非防

爆电冰箱内。实验室冰箱安全使用标识应清晰。 

（九）各研究单元须确定专人负责本研究单元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管理。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做到责任到人，严禁私自把危

险化学品带出实验室。化学品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放归中转库、试剂

柜、试剂架或专门用于储存化学品的通风柜，不得在装置、水槽、

窗台、地面和通风橱等处放置。 

（十）盛装危险化学品的容器应有标签，标名与物品要相符。

对需要采取特殊方法保存的危险化学品（如金属钠、黄磷等）以及

盛装酸、碱、腐蚀性危险化学品的容器，要经常检查包装和密封是

否完好，严防洒落。 

（十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人员须认真查阅危险化学品的安全

技术说明书，了解所用化学品的特性和安全防护知识，保证使用安

全。 

（十二）使用、存储和处置自燃、遇湿易燃、强还原性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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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如黄磷、金属钠、硅烷、超氧化钾、三甲基硅甲基锂、Pt/C

催化剂等）时，必须采取妥善的安全措施。 

（十三）在使用、清洗、处置盛装试剂、药品的容器和设备前，

应充分分析确认试剂和药品的危险特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十四）实验室原则上禁止使用在《危险化学品目录》被列为

剧毒化学品、急性毒性类别1的化学品、1.1项爆炸物、不稳定爆炸

物、A型、B型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如科研工作必须使用时，需采

取安全防护措施，并提交安委会批准。 

（十五）使用易制毒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要建立《研究单元

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台帐》，按照“双人保管原则”共

同保管。 

（十六）使用易制毒、易制爆、剧毒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

学品应建立有危险化学品管理台帐，由研究单元安全员保管。 

（十七）易制爆、易制毒化学品要存放在符合双人双锁管理要

求的专用储存柜内，存放数量满足本制度中相关要求；易制爆化学

品超过50kg的存放场所防范要求则应符合《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

场所治安防范要求》相关要求。 

（十八）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放归专

柜、上锁保管。 

（十九）如发现易制毒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或被抢

的，应当立即向综合管理部报告，由综合管理部向当地公安机关报

案。 

（二十）定期检查危险化学品贮存设备和安全设施，保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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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行要求，并做好检查记录。 

（二十一）各研究单元须定期对使用和保管危险化学品的实验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科研人员使用危险化学品实验时，应填写危险

化学品使用记录，做好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二十二）使用后剩余的危险化学品，不得私自保存、不准随

意丢弃及倾倒，更不准私自转送其他部门和个人，须分类收集最终

交回危废转运站，并做好入库记录。 

五、运输与装卸 

（一）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按照公安和交通部门的规定必须交

由有资质的公司运输。不得携带危险化学品乘坐公共交通车辆，禁

止无关人员搭乘装运危险化学品的车辆。 

（二）装运时应轻装轻卸，堆置稳妥，防止撞击、重压、倾倒

和磨擦，发现包装容器不牢固、破损或渗漏时，必须重装或采取其

它措施后，方可启运。 

（三）碰撞、互相接触容易引起燃烧、爆炸或造成其它危险的

危险化学品，以及化学性质或防护、灭火方法互相抵触的危险化学

品，不得同时混合装运。 

（四）遇热、遇潮容易引起燃烧、爆炸或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

化学品，在装运时应当采取隔热、防潮措施。 

（五）夏季气温在30℃以上时，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

原则上停止装运易燃易爆物品及氢气、乙炔等气瓶，如科研工作必

须使用时，需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提交安委会批准。 

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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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制毒化学品采购申请表 

1.1易制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1（综合管理部备案） 

1.2易制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2（公安备案）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备案表 

3.研究单元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台帐 

4.其他危险化学品管理台账 

5.危险化学品最大储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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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2024年1月11日印发



 

      

附件1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1 

申请部门  申请日期  

申请人  移动电话  

易制毒化学品信息 

品种 数量（升） 用途 存放地点 

    

    

    

    

    

销售单位信息 

销售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我部门保证将购用的易制毒化学品用于合法用途，在任何情况下不用于制造毒品，不挪

作它用，不私自转让，并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落实专人管理、专用库房和如实登记制度，

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如有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或造成其它不良

影响或事故，我部门将承担相关责任和接受相应处罚。 

特此承诺 

                          研究单元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注：1.本表格由研究单元填写，报综合管理部备案； 

2．递交此备案表时，请附盖章后的购销合同。 



 

      

附件1.1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2 

申请单位/人 

名称/姓名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手机  

经办人  
电话  

手机  

销售单位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手机  

购买物品 
品种  数量  

用途  年需求量  

购用单位声明

及签章 

我单位（本人）保证将购用的易制毒化学品（***）用于合法用途，在任何

情况下不用于制造毒品，不挪作他用，不私自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并加强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落实专人管理、专用库房、双人双锁和如实登记制度，自

觉接受监督检查，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只是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我单

位（本人）自愿接受相应处罚。 

（购用单位印章）       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县（市）区级

公安机关审查

意见 

经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大队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领导意见：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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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申请表 

申请部门  申请日期      

申请人  移动电话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品  种 数量（kg） 用途 存放地点 

    

    

    

    

销售单位信息 

销售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我部门保证将购用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用于合法用途，在任何情况下不用于制造爆炸品，不

挪作它用，不私自转让，并加强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落实专人管理、专用库房和如实登记制

度，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如有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或造成其它

不良影响或事故，我部门将承担相关责任和接受相应处罚。 

特此承诺。 

研究单元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1.本表格由研究单元填写，报综合管理部备案； 

2．递交此备案表时，请附盖章后的购销合同。 

 
 



 

      

附件3 

研究单元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台帐 

序号 名称 入实验室日期 
入实验室量 

（单位） 
保管人 使用人 领取量 使用日期 用途 库存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安全员：  

注：此为样表，请按照以上格式进行认真填写。 

 



 

      

附件4 

其他危险化学品管理台帐 

序号 名称 
入实验室 

日期 

入实验室量 

（单位） 
保管人 使用人 领取量 使用日期 库存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安全员： 

 

 

                                                                     注：此为样表，请按照以上格式进行认真填写。 

 



 

      

附件5   

园区同一种危险化学品最大存储量一览表 

类别 危险性分类及说明 单体最大量（kg） 最大存储量（kg） 

急性毒性 

类别2 50 200 

类别3 200 1000 

类别4 500 2000 

类别5 1000 5000 

爆炸物 
1.2、1.3、1.4、1.5、1.6项爆

炸物 
5 50 

易燃气体 类别1、类别2 40L 8000L 

氧化性气体 类别1 40L 8000L 

易燃液体 

类别1 25 400 

类别2 200 2000 

类别3 200 5000 

类别4 200 10000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C型、D型、E型自反应物质和混

合物 
5 50 

有机过氧化物 A型、B型、C型 5 50 

自燃液体和自燃固体 类别1 0.5 5 

易燃固体 类别1易燃固体 10 600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 
类别1和类别2 5 20 

注：①表格中如涉及单体最大存储量的物质同时具备两种以上类别时，从严执行。 

②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分类及说明可查询《危险化学品目录》 
③以上危险化学品最大存储量的确定，参考了火灾、爆炸、毒性气体扩散等事故影响软件模拟

计算结果，充分考虑危险化学品的固有危险性并参考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临界量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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