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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37/T 997—2008《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标志标识规范》，与DB37/T 997—200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危险化学品、警示标志、风险点、重大风险等定义（见 3.1、3.11、3.15、3.16）； 

b) 更改了描述危险化学品特性标志的术语与定义内容（见 3.6，2008年版的 3.5）； 

c) 删除了告知卡（见 2008年版的 3.10）； 

d) 在 6.3 警示标志中增加了重大危险源作业场所、重大风险与较大风险作业场所警示标志的设

置要求（见 6.3.3、6.3.4）； 

e) 更改了附录 A中危险象形图标志（见附录 A，2008年版的附录 B）； 

f) 更改了附录 D中二类警示语句（见附录 D，2008 年版的附录 F）； 

g) 更改了附录 G（见附录 G）。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工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8年首次发布为 DB37/T 997—2008；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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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 

警示标志标识规范 

重要提示：需要提醒从业人员注意安全警示标志标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标志标识的术语与定义、类型、设置原则、设置位置、设置

要求、设置方式、制作安装以及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等作业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Z 158—2003 工作场所职业危害警示标识 

GBZ/T 203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 

GBZ/T 204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信息指南 

GB/T 2893.1—201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 30000.2～GB 30000.29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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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作业场所 

从业人员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等作业活动的场所。 

3.3  

    图形标志 

用于表达特定信息的由标志用图形符号、颜色、几何形状（或边框）等视觉元素的固定组合所形成

的标志。 

3.4  

    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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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形状（边框）或文字构成。 

注： 安全色包括红、黄、蓝、绿四种颜色。 

3.5  

    危险象形图标志 

用来描述危险化学品特性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及其他图形要素，如边界、背景图案和颜色组成，表

述特定信息的图形组合。 

3.6  

    文字辅助标志 

在具有适当衬底色的几何形状中将图形标志的名称或其蕴含的信息用黑色字、白色字写出所构成的

标志。 

注： 它是图形标志的文字说明，与图形标志同时使用。 

3.7  

    方向辅助标志 

由箭头构成的标志，它一般和图形标志结合使用，以指示图形标志所要说明的事物的方向。 

3.8  

    环境信息标志 

所提供的信息涉及较大区域的图形标志。 

3.9  

    局部信息标志 

所提供的信息只涉及某地点，甚至某个设备或部件的图形标志。 

3.10  

    警示标志 

利用图形标志、警示语句等组成，针对某一化学品危害，告知从业人员危害后果及其防护措施和处

置方法。 

3.11  

    警示语句 

一组表示禁止、警告、指令、提示或描述作业场所危险化学品危害的词语，是提醒从业人员对作业

场所的危险性引起注意的安全用语。 

3.12  

警戒线 

界定和分隔危险区域的标识线或隔离带。 

3.13  

    观察距离 

观察者眼睛至标志中心点的连线在水平面的投影之长。 

3.14  

风险点 

风险伴随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活动，

或以上两者的组合。 

3.15  

重大风险 

发生事故可能性与事故后果二者结合后风险值被认定为重大的风险类型。 

3.16  

    较大风险 



DB37/T 997—2022 

3 

发生事故可能性与事故后果二者结合后风险值被认定为较大的风险类型。 

4 标志标识类型 

标志标识分图形标志、警示标志、警戒线、警示语句。 

4.1 图形标志 

图形标志包括安全标志、危险象形图标志、文字辅助标志、方向辅助标志。 

4.1.1 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分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详见GB 2894。 

4.1.2 危险象形图标志 

采用GB 30000.2～GB 30000.29规定的危险象形图，共9种。危险象形图应按照附录A。 

4.1.3 文字辅助标志 

附设在安全标志和危险象形图标志之下，起辅助说明的作用。 

4.1.4 方向辅助标志 

附设在提示标志左向或右向，详见GB 13495.1。 

4.2 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分为危险化学品警示标志、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重大危险源警示标志、风险点警示标志。 

4.3 警戒线 

警戒线分为红色和黄色两种，应按照附录B。 

4.4 警示语句 

警示语句分为三类，一类警示语句是表示禁止、警告、指令、提示的词语，共34种，应按照附录C；

二类警示语句是根据化学品危险性类别对应的危险信息说明，共81种，应按照附录D；三类警示语句是

提醒作业人员应遵守的指令，共36种，应按照附录E。 

5 设置原则 

5.1 适量设置 

不应漏设、滥设，如目标较远可以适当间隔重复设置，在分岔处都应重复设置标志标识。 

所设标志标识应覆盖全部作业区域。其观察距离或作业区域范围不能全部覆盖时，应重复设置，并

不应出现标志标识内容相互矛盾现象，尽可能用最少的标志标识把必需的信息表达清楚。 

5.2 确保安全 

标志标识设置后，不应有造成人体任何伤害的潜在危险。 

5.3 位置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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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标识应设在需要提醒从业人员注意安全的作业场所的醒目位置，并使从事作业活动者，有足够

的时间来注意并获取其所标识的内容。环境信息标志宜设在有关场所的入口处和醒目处；局部信息标志

应设在所涉及的相应危险地点或设备(部件)附近的醒目处。固定作业场所标志标识牌不应设在门、窗、

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标志标识牌前不应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5.4 协调一致 

标志标识应清晰、醒目、耐久、完整、正确，应具有良好的照明条件。标志标识应设置在明亮的环

境中。两个或更多的标志标识一起设置时，应按照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

上后下地排列，如需设置危险象形图标志，可参照附录F。危险象形图、各标志标识之间应留有一定的

间隙。 

6 设置位置 

6.1 图形标志 

6.1.1 安全标志 

6.1.1.1 易燃易爆作业场所 

应根据需要在易燃易爆作业场所设置“当心火灾”“当心爆炸”“禁止烟火”“禁止吸烟”“禁止

带火种”“禁止穿化纤服装”“禁止穿带钉鞋”等标志；存放遇湿易燃物品或用水灭火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危险的地方应设置“禁止用水灭火”标志。 

6.1.1.2 易发生中毒作业场所 

应根据需要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及其入口设置“当心中毒”“必须戴防毒面具”“必须穿防护

服”等标志。 

6.1.1.3 易产生腐蚀的作业场所 

应根据需要在易产生腐蚀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腐蚀”“必须戴防护手套”“必须戴防护眼镜”“必

须穿防护服”“必须穿防护鞋”等标志。 

6.1.1.4 检维修、施工、装卸、吊装作业现场 

应根据作业现场的实际需要设置“当心吊物”“当心坠落”“禁止合闸”“禁止转动”“禁止启动”

“禁止入内”“必须戴安全帽”等标志。 

6.1.1.5 配电室及接触裸露导电元件，而未采用安全电压等可能发生触电危险的电器设备或作业场所 

应设置“当心触电”“禁止入内”“禁止触摸”等标志。 

6.1.1.6 粉碎、包装等易产生粉尘的作业场所 

应根据作业现场的实际需要设置“必须戴防尘口罩”“必须戴防护帽”等标志，若涉及易燃易爆粉

尘还应设置“当心爆炸”“禁止烟火”等标志。 

6.1.1.7 产生噪声超过职业危害接触限值的作业场所 

应根据作业现场的实际需要设置“噪声有害”“必须戴护耳器”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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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8 厂内道路 

应根据需要设置“限制速度”“限制高度”“限制宽度”“禁止驶入”标志。 

6.1.1.9 其他需要设置的作业场所 

在设计的紧急疏散出口处，应设置“紧急出口”标志；在高温的场所，应设置“当心烫伤”等标志。 

6.1.2 危险象形图标志 

在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下列部位或区域，应按照其主要危险性设置“易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标志

标识。 

a) 生产区。 

b) 罐区。 

c) 仓库。 

d) 装卸区。 

e) 其他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部位或区域。 

6.1.3 方向辅助标志 

方向辅助标志与“紧急出口”标志组合使用，根据所指示方向的需要，设置在图形标志的左方或右

方。 

6.2 警示语句 

6.2.1 一类警示语句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作为文字辅助标志与安全标志组合使用，其设置应按6.1.1的规定执行。 

6.2.2 二类警示语句 

作为文字辅助标志与危险象形图标志组合使用，其设置应按6.1.2的规定执行。 

6.2.3 三类警示语句 

6.2.3.1 装卸作业场所 

应根据需要设置“严禁超装、混装、错装”“严禁装卸人员擅离岗位”等警示语句。 

6.2.3.2 动火、检维修、施工、吊装等作业场所 

应根据作业场所实际需要设置“严禁监护人员脱岗”“必须进行安全隔绝”“未办理《动火安全作

业证》，不准动火”“安全措施不落实，不准作业”等警示语句。 

6.2.3.3 其他需要设置的作业场所 

在低温的场所，应设置“当心冻伤”警示语句；在应急救援器材的存放地点，应设置“应急救援器

材”警示语句；在静电导除球旁应设置“请触摸”警示语句；易燃易爆作业场所还应设置“禁止使用非

防爆工具及通讯设施”警示语句；在可能造成机械伤害的作业场所设置“当心机械伤害”警示语句。 

6.3 警示标志 

6.3.1 涉及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的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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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标志内容及格式参见AQ 3047—2013中附录A。 

6.3.2 可能接触有毒物品、高毒物品等作业场所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 

有毒物品应设置《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内容和格式按GBZ 158－2003中附录D

的规定进行；高毒物品应参照GBZ/T 203、GBZ/T 204设置。 

6.3.3 重大危险源场所醒目位置 

根据对重大危险源的有关规定设置，内容包括重大危险源名称、等级、介质及其主要理化特性、最

大储存量、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应急措施及安全防护措施等信息。 

6.3.4 重大风险与较大风险场所 

应在构成重大风险与较大风险的作业场所设置，内容包括风险点名称、管控层级、事故后果、管控

措施、责任人等。 

6.3.5 涉及有毒、高毒的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的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 

同一区域、位置根据相关要求，针对同一种危险化学品，需要同时设置6.3.1及6.3.2要求的警示标

志，可将其内容进行整合，内容及格式参见附录G。 

6.4 警戒线 

应在下列区域设置警戒线。 

a) 检维修、施工、装卸、吊装等作业现场：设置警戒线。 

b) 高毒、剧毒物质作业场所：设置红色警戒线。 

c) 其他作业场所：根据需要设置黄色或红色警戒线或根据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7 设置要求 

7.1 尺寸 

7.1.1 图形标志的尺寸 

安全标志的尺寸，应按照GB 2894规定确定标志的大小；危险象形图标志为菱形图案，其尺寸按照

GB 13690的规定确定；方向辅助标志的尺寸按GB 13495.1的规定确定；文字辅助标志的基本型式是矩形

边框，有横写和竖写两种形式，其尺寸按照GB 2894的规定确定。 

7.1.2 警示语句的尺寸 

警示语句单独使用时，应以能清楚地传递其基本信息为原则。 

7.1.3 警示标志的尺寸 

应以能清楚地传递其基本信息为原则。 

7.1.4 警戒线的尺寸 

固定场所的警戒线以喷涂在地面的方式设置时，警戒线的宽度不宜少于10 cm；动火、检维修等临

时作业场所的警戒线以制成色带的方式设置时，警戒线的宽度不宜少于6 cm。 

7.2 图形标志的几何形状、颜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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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的几何形状、颜色、设计执行GB/T 2893.1—2013中第6章的规定；危险象形图标志的几何

形状、颜色执行GB 13690的规定；方向辅助标志的几何形状、颜色、设计按GB 13495.1的规定确定；文

字辅助标志的几何形状、颜色、设计按照GB 2894的规定确定。 

7.3 设置高度 

除警戒线外，标志标识牌设置的高度，以附着式设置的标志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或略高

于人体身高。以悬挂式和柱式设置的环境信息标志标识牌的下缘距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2 m，以喷涂式

设置的标志标识应根据设备/储罐的高度确定；局部信息标志的设置高度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8 设置方式 

设置方式分附着式（钉挂、粘贴、镶嵌等方式）、悬挂式、柱式和喷涂四种方式。除警戒线外，以

悬挂式和附着式设置的警示标志标识应稳固不倾斜；以柱式设置的警示标志标识应与支架牢固地连接在

一起；对于不易采用上述方式进行设置的设备/储罐，可采用喷涂的方式；固定场所的警戒线可以喷涂

在地面的方式设置，动火、检维修等临时作业场所的警戒线可以制成色带的方式设置。 

9 制作 

9.1 材质 

标志标识牌（不包括警戒线）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一般不宜使用易变形、变质或易燃的材料。

有触电危险的作业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警戒线可用涂料、纤维或其他材料制作。 

9.2 表面质量 

标志标识牌应图形清楚，无毛刺、孔洞和影响使用的任何疵病。 

10 管理 

应建立警示标志台账，至少每半年对警示标志进行一次检查与维护，如发现有破损、变形、褪色等

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修整、重涂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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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危险象形图标志 

危险象形图标志应符合表A.1。 

表A.1  

危险象形图 

   

该象形图对应

的化学品危险

性类别 

不稳定爆炸物及爆炸物 1.1～

1.4；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A、B 型； 

有机过氧化物，A、B 型。 

压力下气体 

氧化性气体；类别 1； 

氧化性液体，类别 1～3； 

氧化性固体，类别 1～3。 

危险象形图 

   

该象形图对应

的化学品危险

性类别 

易燃气体，类别 1； 

易燃气溶胶，类别 1～2； 

易燃液体，类别 1～3； 

易燃固体，类别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B～F 型；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2； 

自燃液体，类别 1； 

自燃固体；类别 1； 

有机过氧化物，B～F 型；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

合物，类别 1～3。 

金属腐蚀物，类别 1；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 

严重眼损伤/眼睛刺激，类别 1。 

急性毒性，类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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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危险象形

图 

   

该象形图

对应的化

学品危险

性类别 

急性毒性，类别 4；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睛刺激，类别 2A； 

皮肤致敏物，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 

对臭氧层的危害，类别 1。 

呼吸道致敏物，类别 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1～2； 

致癌性，类别 1～2； 

生殖毒性，类别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

别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

别 1～2； 

吸入危害，类别 1～2。 

对水环境的危害，急性危害，类别

1； 

对水环境的危害，长期危害，类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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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警戒线 

警戒线应按照表B.1。 

表B.1  

编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1 

红色警戒线 

 

 

2 

黄色警戒线 

 

 

 

 

 

 



DB37/T 997—2022 

11 

C  
C  

附 录 C  

（规范性） 

一类警示语句 

C01  禁止烟火                               C19  当心爆炸 

C02  禁止吸烟                               C20  当心腐蚀 

C03  禁止穿化纤服装                         C21  当心烫伤 

C04  禁止放易燃物                           C22  必须戴防护眼镜 

C05  禁止启动                               C23  必须戴防护手套 

C06  禁止合闸                               C24  必须戴防护帽 

C07  禁止入内                               C25  必须戴防尘口罩 

C08  禁止用水灭火                           C26  必须戴防毒面具 

C09  禁止转动                               C27  必须戴安全帽 

C10  禁止穿带钉鞋                           C28  必须穿防护鞋 

C11  禁止触摸                               C29  必须穿防护服 

C12  禁止带火种                             C30  必须戴护耳器 

C13  禁止驶入                               C31  紧急出口 

C14  当心触电                               C32  限制高度 

C15  当心坠落                               C33  限制宽度 

C16  当心中毒                               C34  限制速度 

C17  当心火灾                               C35  当心冻伤 

C18  当心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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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二类警示语句（危险信息说明） 

D01  爆炸物 不稳定爆炸物，不稳定爆炸物 

D02  爆炸物1.1项，爆炸物；整体爆炸危险 

D03  爆炸物1.2项，爆炸物；严重迸射危险 

D04  爆炸物1.3项，爆炸物；燃烧、爆轰或迸射危险 

D05  爆炸物1.4项，燃烧或迸射危险 

D06  爆炸物1.5项，遇火可能整体爆炸 

D07  易燃气体类别1，极易燃气体 

D08  易燃气体类别2，易燃气体 

D09  化学不稳定气体类别A，无空气也可能迅速反应 

D10  化学不稳定气体类别B，在升高的大气压和/或温度无空气也可能迅速反应 

D11  气溶胶类别1，极易燃气溶胶带压力容器：如受热可能爆裂 

D12  气溶胶类别2，易燃气溶胶带压力容器：如受热可能爆裂 

D13  气溶胶类别3，带压力容器：如受热可能爆裂 

D14  氧化性气体类别1，可引起燃烧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D15  压缩气体，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D16  液化气体，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D17  冷冻液化气体，内装冷冻液化气体；可能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D18  溶解气体，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D19  易燃液体类别1，极易燃液体和蒸气 

D20  易燃液体类别2，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D21  易燃液体类别3，易燃液体和蒸气 

D22  易燃液体类别4，可燃液体 

D23  易燃固体类别1，易燃固体 

D24  易燃固体类别2，易燃固体 

D25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A型，加热可能爆炸 

D26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B型，加热可能爆炸或起火 

D27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C型和D型，加热可能起火 

D28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E型和F型，加热可能起火 

D29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G型，无危险说明 

D30  自燃液体类别1，暴露在空气中自燃 

D31  自燃固体类别1，暴露在空气中自燃 

D32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自热：可能燃烧 

D33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2，数量大时自热；可能燃烧 

D34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D35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2，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D36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3，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D37  氧化性液体类别1，可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D38  氧化性液体类别2，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D39  氧化性液体类别3，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D40  氧化性固体类别1，可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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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1  氧化性固体类别2，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D42  氧化性固体类别3，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D43  有机过氧化物A型，加热可引起爆炸 

D44  有机过氧化物B型，加热可引起燃烧或爆炸 

D45  有机过氧化物C型和D型，加热可引起燃烧 

D46  有机过氧化物E型和F型，加热可引起燃烧 

D47  金属腐蚀物类别1，可能腐蚀金属 

D48  急性毒性类别1，吞咽致命；皮肤接触致命；吸入致命 

D49  急性毒性类别2，吞咽致命；皮肤接触致命；吸入致命 

D50  急性毒性类别3，吞咽会中毒；皮肤接触会中毒；吸入会中毒 

D51  急性毒性类别4，吞咽有害；皮肤接触有害；吸入有害 

D52  急性毒性类别5，吞咽可能有害；皮肤接触可能有害；吸入可能有害 

D5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1，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D54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2，造成皮肤刺激 

D55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3，造成轻微皮肤刺激 

D56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1，造成严重眼损伤 

D57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2A，造成严重眼刺激 

D58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2B，造成眼刺激 

D59  呼吸道致敏物类别1，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困难 

D60  皮肤致敏物类别1，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D6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1，可能造成遗传性缺陷 

D62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2，怀疑可造成遗传性缺陷 

D63  致癌性类别1，可能致癌 

D64  致癌性类别2，可能致癌 

D65  生殖毒性类别1，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D66  生殖毒性类别2，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D67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类别1，对器官造成损害 

D68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类别2，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  

D69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类别3，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或者麻醉效应，可能引起 

昏昏欲睡或眩晕 

D70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类别1，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D7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类别2，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D72  吸入危害类别1，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D73  吸入危害类别2，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D74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急性危害类别1，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D75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急性危害类别2，对水生生物有毒 

D76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急性危害类别3，对水生生物有害 

D77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长期危害类别1，对水生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D78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长期危害类别2，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D79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长期危害类别3，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D80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长期危害类别4，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D81  对臭氧层的危害类别1，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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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三类警示语句 

E01  严禁超装、混装、错装               

E02  严禁装卸人员擅离岗位               

E03  严禁涂改、转借《安全作业证》       

E04  严禁无操作证从事起重作业           

E05  严禁无操作证从事电气焊作业         

E06  严禁监护人员脱岗                   

E07  严禁违反操作规程进行用火作业       

E08  严禁违反操作规程进行临时用电作业   

E09  严禁高处作业不系安全带             

E10  严禁无操作证从事电气作业           

E11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有抢救后备措施              

E12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按时间要求进行安全分析      

E13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进行安全隔绝                

E14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切断动力电，并使用安全灯具  

E15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佩戴规定的防护器具          

E16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进行清洗                    

E17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进行通风                   

E18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进行置换                    

E19  未办理《动火安全作业证》，不准动火 

E20  未办理《设备检修安全作业证》，不准检维修 

E21  未办理《动土安全作业证》，不准动土 

E22  未办理《断路安全作业证》，不准进行断路作业 

E23  未办理《高处安全作业证》，不准登高作业 

E24  未办理《盲板抽堵安全作业证》，不准进行盲板抽堵 

E25  未办理《设备内安全作业证》，不准进入设备 

E26  未办理《吊装安全作业证》，不准进行吊装 

E27  未接受作业前培训，不准作业 

E28  未安装触电保安器的移动式电动工具，不准使用 

E29  周围易燃物未清除，不准动火 

E30  与生产系统未可靠隔绝，不准动火 

E31  安全措施未落实，不准作业 

E32  设备检修后，未经彻底检查，不准启用 

E33  当心冻伤 

E34  禁止使用非防爆工具及通讯设施 

E35  请触摸 

E36  应急救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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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图形标志的基本形式示例 
 

图形标志的基本形式示例见图F.1。 

 

图F.1 图形标志的基本形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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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H  
H  

附 录 G  

（资料性） 

危险化学品及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示例 

危险化学品及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示例见表G.1。 

表 G.1 危险化学品及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示例 

工作场所存在苯，对人体有损害，请注意防护 

苯 
CAS:71-43-1 

 

 

 

 

（危险信息说明）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引起皮肤刺激 

引起严重眼睛刺激 

怀疑可致遗传性缺陷 

可致癌 

怀疑损害生育力或胎儿 

一次接触致器官损害 

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致器官损

害 

对水生生物有毒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且有长期

持续影响 

吞咽有害 

理化特性 健康危害 

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芳香味。微溶于水。 

分子量 78.11，熔点 5.51 ℃，沸点 80.1 ℃， 

相对密度（水=1）0.88，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2.77， 

闪点-11 ℃，爆炸极限 1.2 %～8.0 %，自燃温度 560 ℃。 

吸入高浓度苯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引起急性中毒。 

长期接触苯对造血系统有损害，引起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重者导致再生障

碍性贫血。可引起白血病。具有生殖毒性。具有致癌性。 

皮肤损害有脱脂、干燥、皲裂、皮炎。 

预防措施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生产、使用苯的车间及贮苯场所应设置泄漏检测报警仪，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橡胶手套，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储罐等容器和设备应设置液位计、温度计，并应装有带液位、温度远传记录和报警功能的安全装置，重点储罐等应设置紧急切断装置； 

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 

应急处置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或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泄漏应急处置】 

消除所有点火源，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时使

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安全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或储罐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氧化剂、酸类、碱金属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存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注意事项及防护措施 

 

标准限值：PC-TWA:6mg/m
3
;PC-STEL:12 mg/m

3
   检测数据：xxx     检测日期：xx 年 x 月 x日             检测单位：xxxx 

急救电话：120       消防电话：119       应急电话 xxxxxxxx 职业卫生咨询电话 :xxxxxxxx 

说明：资料性附录属于参照执行内容，企业可以在满足本文件正文要求的基础上自行设计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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