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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标签——GHS标签
的规范编制



学习目的

• 了解GHS标签的设计目的；

• 了解GHS标签的设计规则；

• 熟悉GHS标签的主要元素；

• 独立完成GHS标签的制作；



目标、范围和适用

• 在统一分类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危险公示制度
（标签、安全数据单和易懂符号）是GHS工作的目标之一。

• 使用GHS之外符号、信号词和危险说明将是违反GHS的
做法。

• ILO确认，在有些情况下，各制度的要求和理论依据需要
一定的灵活性，例如TDG里的急性口服毒性。



危险公示方法

• GHS中现有的公示方法有：
– 标签/标语牌

– 安全数据单（SDS）/运输文件

• 除了这些方法外，GHS鼓励开展培训，用于帮助
使用者去理解其它方法所提供的信息。

• GHS中对培训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只有推荐性
建议。



各行业可使用的公示方法

• GHS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使用环境，并且公示方法根据使用
部门的不同而不同：

• 工作场所/工业部门：标签，安全数据单，特别培训

• 农业/杀虫剂: 标签，特别培训，某些情况下需要安全数据单

• 消费者: 标签

• 急救人员: 标签，标语牌，特别培训，运输文件

• 运输: 标签，标语牌，运输文件，特别培训。



公示的作用和挑战

• 按GHS统一标准进行危险性分类后，对于同一种
物质或混合物，有同样的危险性和危险程度。

• 公示的作用和限制：
– 作用：化学品使用者只需要注意危险性分类程序的结

果——危险信息公示要素。

– 挑战：如果使用者理解不了这些信息，那么GHS的推
行所带来的收益就降到最低。



可理解性

• 为了达到效果，GHS的信息必须用一种不
同部门和文化背景的大部分阅读者都可理
解（易于读懂的）的方式来表达。

•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GHS的开发者建立了
可理解性原则用于指导GHS的开发工作。



可理解性原则

– GHS可理解性应基于现有的研究和试验数据。

– 信息应该用多种途径来传达。

– 用来表明危险程度的用语在不用的危险类型之间应当
一致。

– 各种单词和语句在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应保留其可理
解性。

– 标签要素的格式和颜色以及安全数据单（SDS）的格
式应该标准化（统一性）。



更新信息

• 应该适当和及时的对信息作出反应并相应更新标
签和安全数据单的信息。
– （被动）收到化学品危险的“新的重大”信息之后；

– （被动）收到要求修订的信息后；

– （主动）定期审查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签或安全数据单
所依据的信息；



标签要素

• 1、产品识别
• 2、供应商识别
• 3、信号词
• 4、危险说明
• 5、象形图
• 6、防范说明



机密商业信息
• 应限于化学品的名称和混合物中的浓度；

• 如有，应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中说明；

• 如接到请求应向主管当局披露；

• 如需要（如医疗等）应向相关人员披露；

• 需证明不提供相关信息是出于机密商业信息的需要；

• 各国主管当局可根据情况制定保护机密商业信息的具体规定。

• 此类规定不能损害工人或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以及环境保护。



1、产品识别

• 应在GHS标签上使用产品标识符，且应与
安全数据单（SDS）中的产品标识符相一
致，因为这些文件是相互关联的。

• 当产品是危险物质时，则应标明物质的化
学名称。



1、产品识别

• 对于混合物或合金，采用以下任一方式：
– 混合物/合金中所有成分所涉及的危险；或

– 存在与产品中的所有成分所涉及的健康危险，除了刺
激性和吸入危险。

• 工作场所可以选择允许供应商在SDS中提供化学
特性，而不是在标签上。



1、产品识别

• 当化学特性被认为是机密商业信息（CBI）时，
主管当局可制定关于公开该化学特性的规则。

• GHS包括用于平衡CBI主张和特性信息的合理需
求这二者间关系的建议性方法。



1、产品识别



2、供应商识别

• 供应商识别是指产品生产商或销售商的名称、地
址、电话号码。

• 上述信息应确保使用者能够联系到可以提供附加
信息或与这些信息相关的解释说明的人员。

• 公司网站也可能是有用的信息。



2、供应商识别



3、信号词

• 是指标签上用来表明危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
读者注意潜在危险的单词。GHS使用“危险”和
“警告”作为信号词；

• “危险” 表示较为严重的危险性，一般用于1类
和2类， “警告”表示较轻的危险性；

• 要求醒目、清晰。



3、信号词



4、危险说明

• 危险说明是指对某个危险种类或类别的说明，它

们说明危险产品的危险性质，酌情包括危险程度。



危险说明的编码

• 危险说明代码不是危险说明正文的一部分，并
不应替代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的正文。



附件3中的实例
代码

(1)
健康危险的危险说明

(2)
危险种类 (GHS章节)

(3)
危险类别

(4)

H351 怀疑会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果最终证明
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会造成这一危险）

致癌性（3.6章） 2

H360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说明已知
的特定效应）（说明接触途径，如果最终证
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会造成这一危险）

生殖毒性（3.7章） 1A, 1B

H361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说明已知
的特定效应）（说明接触途径，如果最终证
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会造成这一危险）

生殖毒性（3.7章） 2

H362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 生殖毒性——影响哺乳期或通过
哺乳期产生影响（3.7章）

附加类别



附件2中的实例
• 氧化性气体/统一的危险信息公示要素



4、危险说明



5、象形图

• 象形图是指一种图形结构，它可能包括一个符号加上其它
图形要素，例如边界、背景图案或颜色，意在传达具体的
信息。

– 在GHS中，象形图有一个红色的边框，白色背景以及
黑色的符号。主管当局在国内水运中可以允许黑色外
框。

• 符号 是指旨在简明地传达信息的图形要素。



印刷符号

• 除健康危险（胸
靶）、感叹号及环
境（鱼和树）符号
外，其它与TDG印
刷符号密切相关。





5、象形图

• TDG运输系统中所使用的符号已经被GHS
所采纳，并且象形图的菱形外形也被保留。

• 运输部门不会采纳GHS标签所要求的其它
要素（信号词，危险和防范说明），因此
象形图是这两种标签唯一的对应部分。





5、象形图

• 注意与TDG的区别
– TDG所需要的信息（如危险类别号、UN号）

不应出现在GHS象形图上。

– 散装箱、公路和铁路货车/罐车上也不应出现
GHS象形图。



5、象形图



6、防范说明

• 防范说明是指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
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或防止因接触危险物质或因对其存储或搬
运不当而产生的不利效应。



6、防范说明

• 当GHS标签上要求标注防范说明时，该防范说
明不是经协调一致的标签要素。

• 包含防范说明的GHS可能被主管当局使用。

• 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GHS可
能包含强制性防范说明。



6、防范说明

• 与危险说明相似，为便于参考和组织的目的，
GHS为防范说明分配了号码。

• 防范说明编码不是防范内容的组成部分，不应作
为文本的一部分在标签或SDS中使用。
– 例子：P244，保持阀门和配件无油和油脂

• 适用于氧化气体



6、防范说明

• 防范说明也编组为五种类型：
– 通用（第一位数字为1）

– 防护（第一位数字为2）

– 反应（第一位数字为3）

– 储存（第一位数字为4）

– 处置（第一位数字为5）



附件3中的示例

代码

(1)
储存防范说

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01 贮藏…… 爆炸物（2.1
章）

不稳定爆炸物，
划分为1.1、
1.2、1.3、
1.4、1.5

……按照地方
/区域/国家/
国际规章（应
指明）

P402 贮藏在干燥
场所

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1、2、3



借助危险种类/类别的附件3
  

  
    

  
 

      

 

          
 

  
    

 
   

 
 

   
    

   
 
     
    

   
      

     

 
  

  

 

 

氧化气体
（2.4章）

危险类别

1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H270  可导致加剧燃烧；
氧化剂

符号
火焰在
圆环上

防范说明

防护 反应 储存 处置

P220
保存/贮藏远离服装
/……/易燃材料。

……制造商/供应商或
主管当局规定的其它
无法共存的材料

保持阀门和配件无油
和油脂

P370+P376
一旦着火：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阻止泄漏

P403
储存在通风良好的场
所



防护象形图

• GHS允许使用防护象形图，但不包括经协调一致
的象形图。GHS附件3第4节给出了下列示例：



6、防范说明



其它标签规定

• 在 1.4.10.5.3中，GHS指明如何处理多种危险以及危险
信息的优先顺序。

– 绝大多数产品是以混合物的形式售卖和使用的，因此
很可能存在多种危险。

– 复杂的混合物可能含有多种危险和防范说明，以及多
种象形图。

– 通常，信息的优先顺序是由影响的严重程度决定的。



警示语优先顺序规定的示例

• 如果一种成分中的危险可用信号词“危险”表述，
则信号词“警告”不应出现在标签上。

• 所有分配的危险说明都应出现在标签上，除非
GHS应用了优先规则以避免重复，例如：如分配
的说明是H314“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则说明H318“造成严重眼损伤”可被省略。



象形图分配的先后顺序

• 1、如果适用骷髅和交叉骨，则不应出现感叹号。

• 2、如果适用腐蚀符号，则不应出现用以表示皮肤
和眼刺激的感叹号。

• 3、如果出现有关呼吸道敏感的健康危险符号，则
不应出现用以表示皮肤敏感和表示皮肤和颜刺激
的感叹号。



合并危险说明

• 在附件3中，GHS指出某些可以被合并的危险说
明，以将标签上说明的数量减至最少。

• 主管当局拥有允许说明合并与否的决定权。



展示GHS标签信息

• 尽管GHS包含统一的核心信息，它没有指定这些

信息或其它标签信息的位置或格式。

• 核心信息在标签上应被放置在一起。



标签位置示例

• 存在GHS标签和运输标签出现在同一包装
上的情况。如果运输象形图和GHS象形图
传达了相同的危险，则仅显示运输象形图。

• 附件7提供了GHS标签和运输标签位置的特
殊示例，以避免混淆。



示例1



示例2



示例3



示例4



示例5



示例6



示例7



补充信息

• 主管当局可能要求或允许标签上包含附加
信息。

• 补充信息不能妨碍对GHS信息的识别。



小型包装的标签
• GHS允许主管当局为小型包装的标签制定特殊

规定。

• 虽然GHS包含了某些与小型包装相关的一般概
念，但主管当局对其执行拥有自由裁量权。

• 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要确保需要被保护的使用者
能够获取全部信息。



工作场所的标签

• 工作场所的容器上应加贴标签。

– 保留原标签或转移标签；

– 重新制作标签；

– 标签样式和方式可以改变，但要素应符合GHS

制度要求。



标签的编制

信号词
查询 危险类别产品 GHS附件3

象形图

危险说明

防范说明

编制 GHS标签



标签编制：示例

示例一：连二亚硫酸钠

连二亚硫酸钠 查询 急性口服毒性
第4类 GHS附件3

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说明

防范说明

感叹号

警告

H304

P264，P270,
P301+P3,12，

P330，P501





标签示例一：连二亚硫酸钠



标签编制示例
示例二：偏硅酸钠

危险类别 类别 信号词 象形图 危险说明

皮肤腐蚀 1B 危险 造成严重皮
肤灼伤和眼

损伤

特定目标器
官毒性——
单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

3 警告 可能引起呼
吸道刺激







标签编制示例二：偏硅酸钠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

预防 反应 贮存 处置

皮肤腐蚀 1B P260
P264
P280

P301+P330+P331
P303+P361+P353
P363，
P304+P340
P310
P321
P305+P351+P308

P405 P501

特定目标器官
毒性——单次

接触：呼吸道
刺激

3 P261
P271

P304+P340
P312

P403+P223
P405

P501



标签编制示例二：偏硅酸钠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预防

皮肤腐蚀 1B

P260 不要吸入粉尘或烟雾。 √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 √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
眼罩/戴防护面具

√

特定目标器官
毒性——单次

接触：呼吸道
刺激

3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
蒸气/喷雾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之处
使用。

√



标签编制示例二：偏硅酸钠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反应

皮肤腐蚀 1B

P301+P330+P331    如误吞咽：漱口。 √

P303+P361+P35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 √

P363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

P304+P340 如误吸入：将受害人转移至….. √

P310 立即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

P321 具体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P305+P351+P30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 √

特定目标器官
毒性——单次

接触：呼吸道
刺激

3

P304+P340 如误吸入：将受害人转移至…..

P312 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医
生



标签编制示例二：偏硅酸钠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贮存

皮肤腐蚀 1B P405    存放处需加锁 √

特定目标器
官毒性——
单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

3

P403+P223 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保持容器密闭

√

P405 存放处需加锁



标签编制示例二：偏硅酸钠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处置

皮肤腐蚀 1B P501 处置内装物/容器 √

特定目标器
官毒性——
单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

3 P501 处置内装物/容器



标签示例二：偏硅酸钠



标签编制示例三：二氯异氰尿酸钠

• GHS分类：欧盟CLP法规（《欧盟物质和混
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将二氯
异氰尿酸钠（2893-78-9）分类为：

• (a) 第2类氧化性固体，
• (b) 第4类急性毒性，
• (c) 第2A类眼刺激，
• (d) 第3类特定目标器官毒性——单次接触，
• (e) 第1类急性水生毒性，
• (f) 第1类慢性水生毒性。















危险性 
类

别 
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说明 

氧化性固体 2 
 

√ 危险 √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 

急性口服毒性 4 
 

√ 警告  吞咽有害 √ 

眼刺激 2A 
 

 警告  造成严重眼刺激 √ 

特定目标器官

毒性——单次

接触 
3 

 
 警告  

可能引起呼吸道

刺激 
√ 

急性水生毒性 1 
 

√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

非常大 
 

慢性水生毒性 1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

非常大并具有长

期持续影响 
√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

预防 反应 贮存 处置

氧化性固体 2

P210
P220
P221
P280

P370+P378 P501

急性口服毒性 4 P264
P270

P301+P312,
P330 P501

眼刺激 2A P264
P280

P305+P351+P338
P337+P313

特定目标器官毒
性——单次接触

3 P261
P271

P304+P340,
P312

P403+P223
P405 P501

急性水生毒性 1 P273 P391 P501

慢性水生毒性 1 P273 P501



危险类别 类别 预防

氧化性固体 2

P210 远离热源/火花/明火/热表面。—禁止吸烟。 √

P220 保持远离/贮存处远离服装/……/可燃材料。 √

P221 采取一切防范措施，避免与可燃物/……混合。 √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 √

急性口服毒性 4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 √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

眼刺激 2A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

特定目标器官
毒性——单次

接触
3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之处使用。 √

急性水生毒性 1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慢性水生毒性 1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危险类别 类别 反应

氧化性固体 2 P370+P378 火灾时：使用…..灭火 √

急性口服毒性 4
P301+P312 如误吞：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

中心或医生

P330 漱口 √

眼刺激 2A
P305+P351+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

钟……. √

P337+P313 如仍觉眼刺激，求医/就诊 √

特定目标器官
毒性——单次

接触
3

P304+P340,
如误吸入：将受害人转移到空气
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休息姿

势
√

P312 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医
生

√

急性水生毒性 1 P391 收集溢出物 √

慢性水生毒性 1 /



危险类别 类别 贮存 处置

氧化性固体 2 P501 √

急性口服毒性 4 P501

眼刺激 2A

特定目标器官毒
性——单次接触

3 P403+P223
P405 √ P501

急性水生毒性 1 P501

慢性水生毒性 1 P501



二氯异氰尿酸钠标签



标签编制示例四：磷化锌

危险性 
类

别 
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说明 

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2 

 
√ 危险 √ 

遇水放出易燃气

体 
√ 

急性口服毒性 2 
 

√ 危险  吞咽致命 √ 

急性水生毒性 1 
 

√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

非常大 
 

慢性水生毒性 1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

非常大并具有长

期持续影响 
√ 

 











危险类别 类别 防范说明

预防 反应 贮存 处置

遇水放出
易燃气体
的物质和
混合物

2
P223

P231+P232
P280

P335+P334
P370+P378 P402+P404 P501

急性口服
毒性

2 P264
P270

P301+P312
P321
P330

P405 P501

急性水生
毒性

1 P273 P391 P501

慢性水生
毒性

1 P273 P501



危险类别 类别 预防

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2

P223 因会发生剧烈反应和可能发生闪燃，需… √

P231+P232 在惰性气体中操作 √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 √

急性口服毒性 2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 √

P270 使用本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

急性水生毒性 1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慢性水生毒性 1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危险类别 类别 反应

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2

P335+P334 弹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
入冷水…..

√

√
P370+P378 火灾时：使用….灭火

急性口服毒性 2

P301+P312 如误吞：如感觉不适，呼叫
解毒中心或医生

√

P330 漱口 √

P321 具体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急性水生毒性 1 P391 收集溢出物 √

慢性水生毒性 1 /



危险类别 类别 贮存 处置

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2 P402+P404

存放于干燥处，
存放于密闭容器

中
√ P501 处置内容物/容器 √

急性口服毒性 2 P405 存放处需加锁 √ P501 处置内容物/容器

急性水生毒性 1 / P501 处置内容物/容器

慢性水生毒性 1 / P501 处置内容物/容器



磷化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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