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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产品名称：氧（压缩的） 按照 GB/T 17519、GB/T 16483 编制

修订日期： 年 月 日 SDS编号：01

最初编制日期：2020年 12 月 16日 版本：1.0

第 1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氧（压缩的）

化学品英文名：Oxygen

企业名称：西昌安顺空分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盐边分公司

企业地址：盐边县桐子林镇安宁工业园区

邮编：617100

传真号码：028-5111111

联系电话：028-5111111

电子邮件地址：asqtyb859@163.com

企业应急电话：0834-8888108（24h)

产品推荐及限制用途：化工和冶炼中的强氧化剂、制造水、煤气和天然气，低温

氧化石油气，焊接及切割金属，火箭发动机，空气净化，液态氧炸药，制冷剂，

染料，半导体制造，微电子业，化学气相淀积，还用作标准气、平衡气、零点气。

严禁用作医疗。

第 2部分 危险性概述

紧急情况概述：气体，跟可燃物质接触可能引起火灾，高压、遇热爆炸危险。

GHS 危险性类别：氧化性气体 类别 1； 加压气体-压缩气体

标签要素：

象形图：

mailto:anshunqit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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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词：危险

危险性说明：可引起或加剧燃烧；氧化剂；含压力下气体，如受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措施：

一远离热源和火源，避免阳光直射，工作场所禁止吸烟。

一连接的阀门、管道、仪表等严禁油脂。

一采取防静电措施，容器和接收设备必须接地和跨接。

一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一按要求使用个体防护装备。使用合格的通风系统和设备，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一在运输中钢瓶上要加装安全帽和防震橡皮圈。

●事故响应：

一火灾时，可用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灭火。

一泄漏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一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一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油脂接触。

一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一合理通风，加速扩散。

●安全储存：

一远离火种、热源。避免日照，在阴凉、通风良好处储存。

●废弃处置：

一本品或其容器依当地法规处置。

物理和化学危险：常温下无色无味气体，气体具有助燃性，氧化性。气体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积聚；空气中的氧浓度增加，能降低周围可燃物质的燃点；与可

燃物质和还原性物质发生反应，有着火和爆炸危险；若遇高温，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常压下，当氧的浓度超过 40%时，有可能发生氧中毒。吸入 40%～60%

的氧时，出现胸骨后不适感、轻咳，进而胸闷、胸骨后烧灼感和呼吸困难，咳嗽

加剧；严重时可发生肺水肿，甚至出现呼吸窘迫综合证。吸入氧浓度在 80%以上

时，出现面部肌肉抽动、面色苍白、眩晕、心动过速、虚脱、继而全身强直性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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搐、昏迷、呼吸衰竭而死亡。长期处于氧分压为 60～100KPA（相当于吸入氧浓

度 40%左右）的条件下可发生眼损害，严重者可失明。皮肤接触液氧时，可引起

严重冻伤。

环境危害：无危害。

第 3部分 成分/组成信息

组分 纯品/混合物 浓度 CAS No

氧 纯品 ≥99.2 7782-44-7

第 4部分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移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停止时施行呼吸复苏术，心跳

停止时，施行心肺复苏术，氧中毒后要就医观察 24-28 小时，以免延误肺水肿的

治疗。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的肥皂水和清水冲洗皮肤。如有不

适，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如有不适，就医。

食入：禁止催吐，切忌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立即呼叫医生或

中毒控制中心。

对保护施救者的忠告：避免接触任何有机物，包括燃料、溶剂、锯屑、纸张、

衣料或其它禁忌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引起点燃。清除所有火源，增强通风。避免

接触皮肤和眼睛。避免吸入蒸气。使用防护装备，包括呼吸面具。

对医生的特别提示：根据出现的症状进行针对性处理。注意症状可能会出现

延迟。

第 5部分 消防措施

灭火剂与灭火方法：

可选水、干粉、砂土等适合周围火源的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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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切断气源，用水冷却容器，以防受热爆炸。用水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

员，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特别危险性：本品助燃，是强氧化剂，与可燃气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还原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氧比空气重，在空气中不易扩散。流速过快容易产生静电积累，

放电可引发燃烧爆炸。液体遇热后变成气体体积急剧膨胀，导致容器内压增大引

起开裂或爆炸。

灭火注意事项及防护措施：

隔离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消防人员应在上风向灭火。

喷水冷却容器。

消防人员佩戴全身防护服，有防寒、防静电防护，必要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第 6部分 泄露应急处理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棉质工作服。

尽可能把气体来源阀门关闭，立即切断有关电源，并按事故报警程序报告。

迅速撤离泄露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安全处，对道路进行警戒，严格限制出入。

迅速切断泄露源，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如木材、纸、油等）接触，特别小

心防止任何可燃物或衣物被氧气饱和而起火。

防止气体积聚，对现场抽排或强力通风。

禁止任何火源，清除所有点火源。

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漏出气允许排入大气中，隔离泄漏区

直至气体散尽。

环境保护措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泄漏或溢出。

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小量泄露时，合理通风，加

速扩散。大量泄露时，设置警戒，加大通风，泄漏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

后再用，清除所有点火源，并采用防火花工具和防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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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操作人员必须通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个体

防护等措施参见“SDS 第 8 部分”。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禁止吸烟。使用

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外空气中。避免与活性金属

粉末、易燃物（乙炔、甲烷等）、自燃物质、遇水燃烧物品、腐蚀性物品混储。

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臵，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放，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露应急处理设备。操作者在

刚离开富氧环境后，不许立即使用明火区。充装氧气的气瓶、液压罐禁止充装其

他气体或液体。应随时保持气瓶、液压罐内外的清洁，不得沾染油脂任何其他污

物，检修和工艺处理盛气容器之前，必须将氧气进行臵换，当氧气体积含量降到

23%以下方可开始工作。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30℃。远离火种、热

源，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易（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损坏。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第 8部分 接触控制/个人防护

职业接触限值：未制定标准。

生物限值：无资料。

监测方法：无。

工程控制：保持良好的通风，特别是在密闭区内。确保在工作场所有洗眼和淋浴

设施。使用防爆电气、通风、照明等设备。设置必要的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

险区。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浓度超过 40%应配备自给式呼吸器。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穿一般棉质作业工作服。

其他防护：避免高浓度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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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部分 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无色、无味、无臭的气体

PH 值：无资料 熔点(℃)：-218.8℃

沸点(℃)：-183.1℃ 相对密度(水=1)：1.14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1.43 饱和蒸气压(kPa)：506.62(-164℃)

燃烧热(KJ/mol)：无资料 临界温度(℃)：-118.4℃

临界压力(MPa)：5.08MPa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无资料

闪点(℃)：无资料 爆炸上限%(v/v)：无资料

引燃温度(℃)：无资料 爆炸下限%(v/v)：无资料

易燃性：不燃 溶解性：溶于水和乙醇。

第 10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在正常环境温度下存储和使用，稳定。

危险反应：能氧化大多数活性物质。与易燃物（如乙炔、甲烷等）形成有爆炸性

的混合物。

避免接触条件：明火、高热、易燃物。

禁配物：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乙炔。

危险的分解产物：在正常的储存和使用条件下，不会产生危险的分解产物。

第 11部分 毒理学资料

急性毒性：人如果在大于 0.05MPa（半个大气压）的纯氧环境中，对所有的细胞

都有毒害作用，吸入时间过长，就可能发生“氧中毒”。肺部毛细管屏障被破坏，

导致肺水肿、肺淤血和出血，严重影响呼吸功能，进而使各脏器缺氧而发生损害。

在 0.1MPa（1 个大气压）的纯氧环境中，人只能存活 24 小时，就会发生肺炎，

最终导致呼吸衰竭、窒息而死。人在 0.2MPa（2 个大气压）高压纯氧环境中，最

多可停留 1.5 小时至 2小时，超过了会引起脑中毒，生命节奏紊乱，精神错乱，

记忆丧失。如加入 0.3MPa（3 个大气压）甚至更高的氧，人会在数分钟内发生脑

细胞变性坏死，抽搐昏迷，导致死亡。



产品名称：氧（压缩的） SDS编号：01 编制日期：2020年 12 月 26日

第 7 页 共 9 页

皮肤刺激或腐蚀：无资料

眼睛刺激或腐蚀：无资料

呼吸或皮肤过敏：无资料

生殖细胞突变性：无资料

致癌性: 无资料

生殖毒性：无资料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复接触：无资料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一次性接触：无资料

吸入危害：常压下，当氧的浓度超过 40%时，有可能发生氧中毒。吸入 40%~60%

的氧时，出现胸骨后不适感、轻咳，进而胸闷，胸骨后烧灼感和呼吸困难，咳嗽

加剧；严重时可发生肺水肿、窒息。吸入的氧浓度在 80%以上时，出现面部肌肉

抽动、面色苍白、眩晕、心动过速、虚脱，继而全身强直性抽搐、昏迷、呼吸衰

竭而死亡。

第 12部分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性: 无资料

持久性和降解性：无资料

潜在的生物累积性：无资料

生物富集或生物积累性: 无资料

土壤中的迁移性：无资料

第 13部分 废弃处置

废弃化学品：非危险废物，废气可直接排入大气。

污染包装物：对容器进行脱脂、干燥、置换处理。

废弃注意事项：处置时，远离火种、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油脂、乙炔。

钢质气瓶报废处置时，应散尽瓶内气体。瓶内气体放散时，在放散口附近严禁烟

火，且放散管应引出室外。容器清空后仍可能存在残留物危害，应远离热和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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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部分 运输信息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 号）：1072

联合国运输名称：压缩氧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2.2，5.1

包装类别：不适用

包装标志：非易燃无毒气体、氧化剂

包装方法：钢质气瓶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

运输注意事项：

氧气钢瓶不得沾污油脂。

采用钢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钢瓶一般平放，并应将瓶口朝同

一方向，不可交叉。

高度不得超过车辆防护栏板，并用三角木卡牢，防止滚动。

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曝晒。

铁路运输时要禁止溜放。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应急处理设备。

气瓶戴好瓶帽防震圈，防止日光暴晒，运输时不能接触油脂。

严禁与易燃物（乙炔、甲烷等）、自燃物质、遇水燃烧物品、腐蚀性物品混

装混运。

运输时要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停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生活区。

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

备和工具装卸。

运输工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第 15部分 法规信息

下列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对该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作了相应的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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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12）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GB13690-200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GB/T17519-2013）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GB190-2009）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规范系列标准》（GB20576-2006～

GB20602-2006）

第 16部份 其它信息

编写和修订信息：

与第二版相比，本修订版 SDS对下述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第 2部分 危险性概述，增加了防范说明。

第 4部分 急救措施 ，增加了对保护施救者忠告和对医生的特别忠告。

第 6部分 泄漏应急处置，对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

第 11部分 毒理学资料，增加了吸入危害。

第 14部分 运输信息，补充了运输注意事项。

参考文献：

工业气体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黄建彬 2002.3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国际化学品安全卡

OECD全球化学品信息平台

免责声明：

本 SDS的信息仅适用于所指定的产品，除非特别指明，对于本产品与其他物

质的混合物等情况不适用。本 SDS 只为那些受过适当专业训练的该产品的使用人

员提供产品使用安全方面的资料。本 SDS的使用者，在特殊的使用条件下必须对

该 SDS的实用性作出独立判断。在特殊的使用场合下，由于使用本 SDS所导致的

的伤害，本 SDS编写者将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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