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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 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 ＩＳＯ３１６５：１９７６《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１９７６年 ６月 １５日第一

版）对 ＧＢ燉Ｔ３７２３—１９８３进行第一次修订的，在技术内容和编写规则上都与之等同。
依据国际标准 ＩＳＯ３１６５：１９７６第一版对 ＧＢ燉Ｔ３７２３—１９８３进行修订时，采用程度由原来的等效采

用，做了部分编辑性修改变成现在的等同采用；内容上增加了前言、ＩＳＯ前言及第一章引言。在编写格式

上，为与 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中的规定一致，现将国际标准中的每一章编号都加“１”，即国际标准的第 ０章

改成本标准的第 １章、第 １章改成本标准的第 ２章、第 ２章改成本标准的第 ３章、第 ３章改成本标准的

第 ４章。各章中的条号没有改变。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３７２３—１９８３。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化工部综合基础标准化归口单位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化工部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仰蕙、王晓兵。
本标准首次发布日期：１９８３年 ６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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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世界性的国家标准协会（ＩＳＯ的成员）的联合机构。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

是通过 ＩＳＯ技术委员会进行的。每个成员对所感兴趣的科目，有权派代表出席为该科目设置的技术委

员会。政府的及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在与 ＩＳＯ有联系后，也可参加此项工作。
凡技术委员会所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 ＩＳＯ理事会批准为国际标准之前，先散发给各成员征

求意见。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３１６５是由 ＩＳＯ燉ＴＣ４７技术委员会化学分会制定的，并在 １９７３年 ７月散发给各成员

征求意见。
本国际标准已经下列成员国同意：
澳大利亚 匈牙利 南非共和国

奥地利 印度 西班牙

比利时 爱尔兰 瑞士

保加利亚 以色列 泰国

智利 意大利 土耳其

捷克斯洛伐克 荷兰 英国

埃及 新西兰 苏联

法国 葡萄牙

德国 罗马尼亚

没有成员表示不赞成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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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用 化 学 产 品 采 样 安 全 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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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

代替 ＧＢ燉Ｔ３７２３—１９８３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引言

在有些情况下进行采样时，采样者有受到人身伤害的危险，也可能造成危及他人安全的危险条件。
本标准旨在帮助从事采样的操作人员，或指导采样者业务的人员及采样场所的负责人，以确保采样操作

的安全。
同时应注意危险品运输的现行法规。本标准的使用者应切实遵守这些规定及承运者提出的要求。

 范围

本标准对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的安全作出了规定。

 一般规定

． 无论所采样品的性质如何，都要遵守下面采样操作的规定：
采样地点要有出入安全的通道，符合要求的照明、通风条件。
设置在固定装置上的采样点必须满足上述这些要求，还要满足所取物料性质的特殊要求。在储罐或

槽车顶部采样时要预防掉下去，还要防止堆垛容器或散装货物的倒塌。
． 如果所采物料本身是危险品，应遵守下面的一般规定：
．． 采样时，不应使该批物料受到损害。

特别在通过阀门取流体样品时，为了避免阀门开位卡住时可能导致流体的大量流出，采样设备应具

有随时限制流出总量和流速的装置。
对液体采样时，为了预防溢出，应当准备排溢槽和漏斗，以便安全地收集溢出物，并为采样者设置常

备防溅防护板。
对液体和气体的采样，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能用阀门来切断采样点与物料或管线的联系。该阀门应安

装在采样点附近，但不要太靠近，以便万一发生意外时可以安全地控制流体。
在任何情况下，采样者都必须确保所有被打开了的部件和采样口按照要求重新关闭好。

．． 当需要用待采物料去清洗样品容器，而该物料又存在危险时，应准备适当的设施以处理那些清

洗用过的物料。气体应排放到远离采样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地方。
．． 采样量和采样次数应根据检验的需要来确定。
．． 装有样品的容器，应使用适当的运载工具来运输。此运载工具的设计和制造应便于操作并尽量

减少样品容器的破损及由此引起的危险性。
．． 采样设备（包括所有的工具和容器）要与待采物料的性质相适应并符合使用要求。例如：样品容

器要能密闭并附有减压装置。样品应同容易与它相互作用的化学产品隔离。
．． 应在采样前或尽早地在容器上作出标记。标明物料的性质及其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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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者要完全了解样品的危险性及预防措施，并受过使用安全设施的训练，包括灭火器、防护眼

镜和防护服等。采样前及采样后应向有关主管人汇报，尤其要汇报发生的异常事件和情况。
若对毒物进行采样，采样者一旦感到不适时，应立即向主管人报告。

．． 采样者应有第二者陪伴，此人的任务是确保采样者的安全。采样操作时，陪伴者应处于能清楚地

看到采样点的地方并观察整个采样操作过程。陪伴者应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在紧急情况时该采取什么行

动，这些训练要求他首先报警，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单独一人去进行营救。
．． 这些一般规定和后面的具体规定应作为制备所有样品必要的安全指南。
．． 无论在何处接触化学品时，都要坚持使用保护眼睛的设施。
．． 应该强调，采样工作的指导者应详细考虑可能发生细小事故的后果，如：溢出、阀门失灵等。对

采样者要进行专门训练，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和一旦发生事故时应该怎样做。同样重要的是对陪伴者也要

进行专门训练，使他们知道在对有毒物质和危险的腐蚀性物质采样时该怎样做（见 ４．４和 ４．５）。

 对危险物质的具体规定

待采物质的物理或化学性质可能会对人体直接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也可能是易燃易爆的。由于危险

程度差异极大，所以只能作一般的指导。下面列出对危险物质的一般分类及相应的预防措施，作为对３．２
的补充。当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它是无害时，所有新的待采物质都应认为是有危险的。

许多物质具有不止一种危险性，例如：苯有毒又易燃，它的蒸气能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个别物质的详细情况，见下列参考资料：
欧 洲委员会（工业安全及卫生分委会）化学部编，“危险化学品及有关标签的建议”，斯特拉 斯 堡，

１９７１年第三版。
恩·欧文·塞克斯著，“工业物料的危险性”，莱因霍尔德出版社出版。
埃塞尔·布朗宁著，“工业溶剂的毒性和代谢作用”，埃尔西文出版社出版。
吉·德·米尔著，“化学实验室中的危险”，皇家化学学会出版。
帕·杰·加斯顿著，“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运输和贮存”，科学技术协会出版。
另外，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化学制造家联合有限公司”发表了特殊化学物质的化学安全数据表。同时

大部分化学品制造商也会向用户及其他人讲明产品的使用方法。
通常可能遇到的化学危险物质有以下几类：
ａ）爆炸性物质，包括不用作炸药的不稳定物质（见 ４．１）；
ｂ）氧化性物质（见 ４．２）；
ｃ）易燃性物质（见 ４．３）；
ｄ）毒物（见 ４．４）；
ｅ）腐蚀性和刺激性物质（见 ４．５）；
ｆ）由于物理状态（特别是温度和压力）而引起危险的物质（见 ４．６）；
ｇ）放射性物质（见 ４．７）。

． 爆炸物和不稳定物质

．． 举例

保存在水和其他液体中不稳定物质，如：浓的过氧化氢、酮的过氧化物、有机酸的过氧化物、乙炔等。
．． 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样品容器应密闭，以防止物料损失或挥发，但封盖上应有一个安全减压阀。
．．． 样品应防止受热和震荡。样品容器必须装在专门设计的运载工具中方可运输，该运载工具能

保证在样品容器发生破裂和泄漏时不使样品外漏。
．．． 任何泄漏都应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 禁止吸烟，禁止使用无防护的灯及可能发生火花的设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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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戴上防护眼镜和穿上防护服。
．．． 必须知道报警系统和灭火设备的位置。
． 氧化性物质

．． 举例

液态空气和液态氧、氧化性酸及其盐类、过氧化氢等。
危险性随物质的性质和它可能接触的可燃物性质而变化，同时也与它们的细度有关。应该牢记采样

者的衣服大多是可燃的。
．． 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在采样地点附近应尽可能没有可燃物。
．．． 应准备足够的、适用的灭火器。
．．． 样品的运载工具内不应有可燃的填充物。
．．． 禁止吸烟、禁止使用无防护的灯。
．．． 任何泄漏都应报告并尽快排除。
．．． 应戴上防护眼镜、穿上防护服。
． 易燃性物质

．． 举例

除易燃的气体、液体和固体（以氢、燃料油和煤为代表）外，还包括这样一些物质，虽然它们本身一般

不看作是易燃物，但如果暴露在潮气中，会产生易燃性物质（例如：碱金属氢化物和碳化钙），还有一些物

质接触空气会发生自燃，如：白磷、自燃的金属等。
危险性随着物质、物质的温度及其细分状态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液体的危险性大于固体。如果物质

是挥发性的并产生易燃气体或者易于分散在空气中时，其危险性就更大。应该特别注意含有残留痕量溶

剂的物质的挥发分在密闭空间积累而引起的爆炸危险，还应注意可燃物质的尘埃，如：面粉、淀粉、煤粉

存在的地方，如果飞扬起来也会形成爆炸性的混合物。负责采样的人应该熟悉这些物质的闪点、自燃点

和它们的蒸气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浓度。
．． 根据危险的严重程度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在采样地点附近，不应有潜在的着火因素和设施。禁止吸烟，禁止使用无防护的灯和产生火花

的装置。
．．． 应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不存在静电荷。装有橡胶轮胎的车辆在开动前要接地。固定装置上的

采样点应单独接地。还应注意，虽然这些预防措施可以确保所采物料上不带电荷，但采样者和他的衣服

上都可能带有电荷。在干燥的天气，尼龙工作服总是带有大量电荷，因此，最好选用棉织品衣服。采样者

应穿导电鞋。液体流动和液体混合时常会产生静电，因此，在液体运动停止之后应等候足够的时间以确

保由运动而产生的电荷全部泄入地下后再进行采样。
．．． 应准备足够的、适用的灭火器。
．．． 任何泄漏都应报告并尽快排除。漏出的易燃液体不应排入下水道，除非它可以与水混溶并可

被不断的水流冲走。
．．． 必须戴防护镜、穿防护服。这些服装本身应是不易燃的。不应穿合成纤维衣服或塑料衣服。
．．． 自燃性物质应放在惰性液体或惰性气体中处理。
． 毒物

．． 引言

可能中毒的途径：
ａ）摄入中毒（见 ４．４．２）；
ｂ）呼吸中毒（见 ４．４．３）；
ｃ）接触中毒（见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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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中毒是来自一次大剂量的毒性反应，使人立即感到不舒服或出现其他症状；有时由于滞后效

应，要过几小时后才出现中毒症状。所有情况都应及时治疗。
反复接触某些小剂量的毒物，会因为毒物本身在人体中积累或轻微的生理变化的积累而危害健康。

经常接触这类毒物的人，应定期由医生做体格检查。
当处理毒物或对毒物采样时，应该使采样者了解毒物的危害性、中毒的症状以及各种迟后的中毒效

应的特征。还应告诉他们，当感到任何不舒服时，应立即找医院大夫治疗。当采样物质有延迟中毒效应

时，应给采样者建立一张有日期的卡片，写明他所处理的毒物名称，并填上可对该情况做处理的医务人

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当中毒人员被送去治疗时，应详细填写他的中毒情况并随中毒人员一道送去。

．． 摄入中毒的毒物

．．． 概述

本条包括固体和低蒸气压的液体。这是因为毒物的蒸气压足够大时，就应认为主要危险是呼吸中

毒。如果固体粉末很细能飞扬到空气中形成粉尘，则应按照引起呼吸中毒的毒物处理（见 ４．４．３）。
．．． 根据危害严重程度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禁止在毒物附近吸烟、吸鼻烟或饮食。
．．．． 应有合适的冲洗设施供采样者在安置好样品容器之后和离开现场以前使用。还要提供适当

的设施供采样后清洗全部采样设备之用。
．．．． 安装液体采样阀，应做到使液体不发生泄漏，万一漏出物料可以收入容器。还应装有将采样

点和系统切断的阀门，该阀门应装在采样点附近，但不要太靠近。
．．．． 全部采样容器和工具都应清洁到不用样品冲洗就可以使用的程度。如必须冲洗或要求样品

管线做初次清洗时，要准备适宜的有标记的容器，以盛残余的液体，并提供处理这些残液的操作规程。
．．．． 任何泄漏必须立即报告。必要时采样者应穿着合适的罩衣，以便沾污时好更换。沾污的衣

服不要直接送洗衣房或清洁工人，要先由了解其危险性的内行人采取适当步骤消除沾污后再行洗涤。
．． 呼吸中毒的毒物

．．． 概述

本条包括气体、挥发性液体及在处理时可能形成飞扬的雾滴或粉尘的其他有毒液体和固体。
在一定意义上，除氧气以外的所有气体都可以看作是有害于健康的。因为，当其浓度很高时，将使呼

吸的空气中氧含量降低。甚至氮气，尽管它是正常呼吸的空气的主要成分，但它在上述意义下仍有潜在

的致命性。所以在压力下对任何一种气体进行采样时，采样的场所一般应通风良好。
当存在引起呼吸中毒的毒物时，要提供劳动保护，可使用通入新鲜空气的面罩或用装有适当吸附剂

的防毒面具。对于某些气体，特别是一氧化碳，在浓度很高时，宜使用补充新鲜空气的面罩。吸附罐防毒

面具只用于低浓度或相对挥发性不大的物质，而吸附剂主要是对灰尘和液滴质点起过滤作用。
另一方面，当某些气体的性质使采样者不能发觉防毒面具失效时，则禁止使用吸附剂滤毒罐。实际

上有些人不能辨别氰化氢气味，而且对硫化氢的嗅觉，在连续接触中也会变得迟钝。
．．． 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所有工作人员在操作中，都要配备并使用适当的呼吸防护器。
．．．． 采样者应该有第二者陪伴，此人的任务是确保采样者的安全。采样操作时，陪伴者应处于能

很清楚的看到采样点的地方并观察采样的全过程。他应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在紧急情况时该采取什么行

动，这些训练要求他首先报警，除极特殊的情况外，不要单独一人去进行营救。
．．．． 安装的液体采样阀不应有泄漏，万一漏出物料应可以收入容器。还应装有将采样点和系统

切断的阀门，此阀门须装在采样点附近，但不要太靠近。
．．．． 在离开现场之前，盛样容器应密封好。
．．．． 任何泄漏必须立即报告。必要时，采样者应穿着合适的罩衣，以备万一沾污可以更换。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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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不要直接送洗衣房或清洁工，应先由了解其危险性的内行人采取适当步骤清除沾污后，再行洗

涤。
．． 接触中毒的毒物

．．． 概述

引起接触中毒的毒物有别于 ４．５将要说明的腐蚀性物质，它是通过皮肤进入人体的。一般说来，腐
蚀性物质会使与它直接接触的组织立即受到损伤，它的危害只限于这种。而接触性毒物通常是通过皮肤

吸收进入皮下组织，不一定会立刻引起皮肤表面的损伤和感觉。有些物质，如：氢氟酸，既是腐蚀性物质，
也是接触性毒物。一般说来，接触性毒物比腐蚀性物质更危险。因为它进入人体后，受害者不能立即发

现这种伤害。
属于这类物质的蒸气能象他们的液体或固体那样迅速地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同时也可以认为是呼

吸中毒的毒物。这些物质也会摄入中毒。
应避免皮肤与任何有机液体接触。无论所处理的化学品性质如何，采样者必须洗掉手上的沾污物。

．．． 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必须配备和穿戴适当的防护用品。这些防护用品按照危害的严重性，可以分以下几种：
ａ）附有手套、靴子、套鞋和防毒面具的不渗透的防护外衣；
ｂ）不渗透的围裙、手套、靴子以及防毒面具或面罩；
ｃ）面罩和手套。
要注意不合适的靴子会成为喷溅物质的收集器；而不合适的手套会吸收或存留化学药品。

．．．． 要提供适当的清洗设施，最好是热水淋浴器或冷水淋浴器。在采样之前，采样者应检查淋浴

器是否正常并确保可以使用。
．．．． 沾污的衣服要立刻脱去。
．．．． 采样者应该有第二者陪伴，此人的任务是确保采样者的安全。采样操作时，陪伴者应处于能

很清楚的看到采样点的地方并观察采样的全过程。他应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在紧急情况时该采取什么行

动，这些训练要求他首先报警，除极特殊的情况外，不要单独一人去进行营救。
．．．． 安装的液体采样阀不应有泄漏，万一漏出物料应可以收入容器。还应装有将采样点和系统

切断的阀门，此阀门须装在采样点附近，但不要太靠近。
．．．． 全部采样容器和工具都应清洁到不用样品冲洗就可以使用的程度。如必须冲洗或要求样品

管线做初次清洗时，要准备适宜的有标记的容器，盛残余的液体，并提供处理这些残液的操作规程。
． 腐蚀性和刺激性物质

．． 概述

本条涉及的危险性包括众所周知的强酸和强碱的快速作用。但应注意，除有必要，一般勿使皮肤暴

露于任何化学品中。就是相对无害的物质，如：碳酸钠也可能引起皮炎；有些物质可能引起过敏。其预防

措施与接触中毒类似，特别强调要用防护眼镜保护眼睛。强酸和强碱的腐蚀作用很快，因此，溅到身上后

应立即冲洗。在采样点附近必须有喷淋器或浴池。这些设施应加防冻保护，并在采样前确知可以使用。
还应遵守 ４．４．３．２所述的合适的其他预防措施。

． 由于本身的物理状态而造成危险的物质

．． 概述

本条包括在极高、极低温度下和高压下的物质。一般极冷与极热的物质会产生类似于腐蚀性物质的

损害，只是这种损害实际上是瞬时发生的，而且淋洗无效。
．． 由于物质温度而造成的危险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 主要是防止溅伤眼睛。
．．． 对于很热的物质，必须遮挡对面部和颈部的热辐射，也要避免对眼睛的热辐射。
．．． 应戴上不易吸收被处理物质的手套或长手套以防止溅到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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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围裙。靴子必须结实，并有适当的保护措施，防止溅出的物质进入靴内。
．． 由于物质的压力而造成的危险应增加的预防措施

流体的采样可以在大气压下或在系统压力下完成。
．．． 采样设备应包括适当的装置，使高压系统出口有安全的流速，而出口的孔径应保证流体流出

的速度不至造成伤害。
．．． 当在系统压力下采样时，所用的样品容器应由胜任的工作人员经常定期检查，验证容器的使

用压力是否和标记在容器上的压力相符合，容器必须专用。容器与采样点的接头应适合于该系统，采样

者应使用合适的工具把容器连接到采样点上，并且在采样之前应检查连接的可靠性。
．．． 样品容器装入液体时，必须留下适当的空间，在任何情况下，这空间必须不小于在可能遇到的

最高温度时的总体积的 ５％。
． 放射性物质

．． 概述

在正常情况下，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一定数量的放射性物质，只许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在特殊场所处

理。该场所应有必要的防护设施，并有合格的保健物理学家作指导。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未得到专门

和确切的指导之前，不许接近或处理放射性物质。
．． 规定

必须在采样前，要充分考虑到对全体工作人员在安全措施方面给以如下的指导和培训：
．．． 在任何可能预料的事故发生时，应遵守的预防措施和采取的行动。
．．． 穿适当的防护服。
．．． 携带放射性监测仪器。
．．． 在处理未加密封的放射性物质的场所，禁止吃东西、喝水和吸烟。
．．． 为了消除污染，应准备好用于手、鞋、衣服的监测仪器，以及用于消除放射性污染的舆洗盆和

淋浴设备。
．．． 在适当的地方装置通风橱、手套箱和其他密闭和（或）屏蔽的设施以减少放射性污染，并使放

射性影响减少至允许的水平。
．．． 根据所需的呼吸防护和（或）安全工作时间来考虑对放射性物质屏蔽的程度和（或）距离放射

性物质的远近。
．．． 任何泄漏必须立刻报告当地的管理人员，并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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