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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６７６—２００８《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与ＧＢ／Ｔ３６７６—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技术要求中将产品分为顺丁烯二酸酐（固态）和顺丁烯二酸酐（液态），取消了优等品和合格品

（见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

———顺丁烯二酸酐（固态）主含量修改为９９．５％，顺丁烯二酸酐（液态）主含量修改为９９．６％（见３．２，

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

———顺丁烯二酸酐（固态）Ⅰ型加热后的熔融色度修改为７０，顺丁烯二酸酐（液态）Ⅰ型加热后的熔

融色度修改为６０，Ⅱ型保留“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见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

———铁的质量分数（以Ｆｅ计）修改为２μｇ／ｇ（见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

———熔融色度、结晶点和灼烧残渣由原来的优等品指标值修改为Ⅰ型和Ⅱ型的指标值（见３．２，２００８

年版的３．２）；

———增加了气相色谱法测定顺丁烯二酸酐主含量的分析方法（见４．３．２）；

———修改了熔融色度和加热后的熔融色度测定及结果判定方法（见４．４和４．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和

４．７）；

———熔融色度加热熔化方法由水浴加热修改为不规定加热方式（见４．４和４．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３和

４．４）；

———增加了顺丁烯二酸酐（液态）的采样、包装、运输和贮存规定（见５．３、６．２．２、６．３．２和６．４．２）；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安全”（见附录Ｂ）。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浙铁江宁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淄博齐翔腾达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华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盛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金陵力联思树脂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陶丹瑜、陈志明、朱淑军、侯亚会、鲁红勇、高静、毛薛刚、朱晓晖、张春峰、

刘革芹、白璐、何天余、杨效军、童雷雷、祖向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代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６７６—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６７６—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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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

警示———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

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苯或正丁烷为原料经催化氧化制得的顺丁烯二顺酐。

分子式：Ｃ４Ｈ２Ｏ３

结构式：

相对分子质量：９８．０５６（按２０１６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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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Ｔ３０４９　工业用化工产品　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１，１０菲啉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４４５６　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

ＧＢ／Ｔ６３２４．７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７部分：熔融色度的测定

ＧＢ／Ｔ６６７８—２００３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７９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７５３１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ＧＢ／Ｔ７５３３　有机化工产品结晶点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８９４６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９７２２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３　要求

３．１　外观：固态顺丁烯二酸酐为白色、微黄色块状或片状结晶体，液态顺丁烯二酸酐为无色、微黄色透

明液体，无可见杂质。

３．２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应符合表１所示的技术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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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标

顺丁烯二酸酐（固态） 顺丁烯二酸酐（液态）

Ⅰ型
ａ

Ⅱ型 Ⅰ型
ａ

Ⅱ型

顺丁烯二酸酐的质量分数（以Ｃ４Ｈ２Ｏ３ 计）／％ ≥ ９９．５ ９９．６

熔融色度／Ｈａｚｅｎ单位（铂钴色号） ≤ ２５ ２５

结晶点／℃ ≥ ５２．５ ５２．５

灼烧残渣质量分数／％ ≤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铁的质量分数（以Ｆｅ计）／（μｇ／ｇ） ≤ ２ ２

加热后的熔融色度／Ｈａｚｅｎ单位（铂钴色号） ≤ ７０
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６０

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ａ
Ⅰ型为经过热稳定化处理的顺丁烯二酸酐。

４　试验方法

警示———试验方法规定的一些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操作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和防护措施。

４．１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中规定的三级水。除非另

有说明，在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和制品，均按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３的规定制备。

４．２　外观

在自然光或荧光灯光照之下，目视观察所取样品。

４．３　顺丁烯二酸酐含量的测定

４．３．１　化学滴定法（仲裁法）

４．３．１．１　方法提要

利用酸碱中和反应的原理，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水解并滴定试样，以酚酞为指示剂，计算得到

以顺丁烯二酸酐计的含量。

４．３．１．２　试剂

４．３．１．２．１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犮（ＮａＯＨ）＝０．５ｍｏｌ／Ｌ。

４．３．１．２．２　酚酞指示剂：１０ｇ／Ｌ。

４．３．１．３　分析步骤

称取１ｇ实验室样品，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置于２５０ｍＬ具塞锥形瓶中，用滴定管加入３５ｍＬ氢氧化

钠标准滴定溶液（４．３．１．２．１）及３５ｍＬ新煮沸并已冷却的水，微热至试样全部溶解，冷却到２０℃～

３０℃，加两滴酚酞指示剂（４．３．１．２．２），再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微红色，３０ｓ不褪色即为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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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４　结果计算

顺丁烯二酸酐（以Ｃ４Ｈ２Ｏ３ 计）的质量分数狑１，数值以％表示，按式（１）计算：

狑１＝
犞犮犕

犿×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 ……………………（１）

　　式中：

犞 ———试料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４．３．１．２．１）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犿———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犕———顺丁烯二酸酐（Ｃ４Ｈ２Ｏ３）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９８．０６］。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２％。

４．３．２　气相色谱法

４．３．２．１　方法提要

取适量顺丁烯二酸酐样品与双（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酰胺（ＢＳＴＦＡ）于６５ ℃的温度下反应

１０ｍｉｎ，使样品中的杂质化合物与ＢＳＴＦＡ生成稳定衍生物。在选定的色谱操作条件下，使样品汽化后

经色谱柱分离，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内标法定量，计算杂质总含量，用１００％减去杂质总含量（质

量分数）得到顺丁烯二酸酐的含量。

４．３．２．２　试剂

４．３．２．２．１　氮气：体积分数不小于９９．９９％。

４．３．２．２．２　氢气：体积分数不小于９９．９９％。

４．３．２．２．３　空气：经活性炭、硅胶和分子筛净化、干燥。

４．３．２．２．４　双（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酰胺（ＢＳＴＦＡ）。本试剂易与水反应失活，应贮存在干燥器内。

４．３．２．２．５　乙腈，色谱纯，含水量低于０．０２％。

４．３．２．２．６　十二烷。

４．３．２．２．７　乙酸。

４．３．２．２．８　丙烯酸。

４．３．２．２．９　马来酸。

４．３．２．２．１０　富马酸。

４．３．２．２．１１　邻苯二甲酸。

４．３．２．３　仪器

４．３．２．３．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ＦＩＤ），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２２中有

关规定。

４．３．２．３．２　色谱工作站：色谱数据处理机或带色谱工作软件的计算机。

４．３．２．３．３　可调移液器：０ｍＬ～１ｍＬ、０ｍＬ～５ｍＬ。

４．３．２．３．４　进样注射器：１０μＬ。

４．３．２．３．５　实验室烘箱或其他加热装置：温度可设定为（６５±１）℃、（８５±１）℃。

４．３．２．３．６　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２００ｍＬ。

４．３．２．３．７　试剂瓶：２０ｍＬ。

４．３．２．３．８　进样试瓶：２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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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３．９　分析天平：精度万分之一。

４．３．２．４　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见表２。典型色谱图及各组分相对保留值和相对校正因子见附录

Ａ。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及操作条件均可使用。

表２　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

色谱柱 ５％苯基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

规格 ３０ｍ×０．３２ｍｍ×０．２５μｍ

柱温

初始５０℃，保持２ｍｉｎ；升温速度６０ ℃／ｍｉｎ，升温至１１０ ℃，保持

０．５ｍｉｎ；升温速度２０℃／ｍｉｎ，升温至２１０℃，升温速度３０℃／ｍｉｎ，升

温至２４０℃

汽化室温度／℃ ２８０

检测器温度／℃ ３００

柱载气（Ｈ２）流量／（ｍＬ／ｍｉｎ） ４

氢气流量／（ｍＬ／ｍｉｎ） ３０

空气流量／（ｍＬ／ｍｉｎ） ３００

尾吹气（Ｎ２）流量／（ｍＬ／ｍｉｎ） ２８

进样量／μＬ ０．５

分流比 １００∶１

４．３．２．５　分析步骤

４．３．２．５．１　稀释溶剂

加入４ｍＬ双（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酰胺（ＢＳＴＦＡ）（４．３．２．２．４）于２００ｍＬ容量瓶内，用乙腈稀释至

刻度。

４．３．２．５．２　内标溶液

称取０．１ｇ十二烷（４．３．２．２．６）（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１０ｍＬ双（三甲基硅烷

基）三氟乙酰胺（ＢＳＴＦＡ）（４．３．２．２．４），用稀释溶剂（４．３．２．５．１）定容至刻度线，并准确称量溶液质量（精确

到０．０００１ｇ）。计算十二烷的质量分数。摇匀，转移至试剂瓶中，于８５℃下密封加热３０ｍｉｎ。在避光

干燥的环境下可储存一个月。

４．３．２．５．３　标准储备溶液

称取０．１ｇ乙酸、丙烯酸、马来酸、富马酸、邻苯二甲酸标准物（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于２０ｍＬ试剂瓶

中，加入３ｍＬ双（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酰胺（ＢＳＴＦＡ）（４．３．２．２．４），于８５℃下密封加热４ｈ。冷却后用

稀释溶剂（４．３．２．５．１）加至约２０ｍＬ，并准确称量（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计算标准储备溶液中各标准组分

的质量分数。

４．３．２．５．４　混合标准溶液

移取约３ｍＬ标准储备溶液（４．３．２．５．３）于２０ｍＬ试剂瓶中，并准确称量（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用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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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４．３．２．５．１）加至约２０ｍＬ，并准确称量（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计算各标准组分的质量分数。

４．３．２．５．５　标样分析

取混合标准溶液（４．３．２．５．４）和内标溶液（４．３．２．５．２）各０．７５ｍＬ于进样试瓶，分别准确称重（精确至

０．０００１ｇ）。在６５℃下加热１０ｍｉｎ。摇匀，冷却，在选定的色谱分析条件下进样分析。

４．３．２．５．６　样品分析

在６５℃下熔融适量样品。取样品和内标溶液（４．３．２．５．２）各０．７５ｍＬ于进样试瓶中，分别准确称重

（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在６５℃下加热１０ｍｉｎ。摇匀，冷却，在选定的色谱分析条件下进样分析。根据内

标含量和色谱峰面积得到各杂质组分的含量。试样中未知组分或得不到标准物质的组分的相对校正因

子，可使用保留时间最为接近的组分的相对校正因子进行计算。

４．３．２．６　结果计算

４．３．２．６．１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各组分相对内标物的相对校正因子犳犻，按式（２）计算：

犳犻＝
犃ＩＳＴＤ×狑ＳＴＤ×犿ＳＴＤ

犃ＳＴＤ×狑ＩＳＴＤ×犿ＩＳＴＤ
……………………（２）

　　式中：

犃ＩＳＴＤ———内标物峰面积；

狑ＳＴＤ———混合标准溶液中各组分的质量分数，％；

犿ＳＴＤ———移取混合标准溶液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ＳＴＤ———标样中各组分的峰面积；

狑ＩＳＴＤ———内标物的质量分数，％；

犿ＩＳＴＤ———移取的内标溶液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４．３．２．６．２　杂质含量的测定

样品中杂质的质量分数狑犻，数值以％表示，按式（３）计算：

狑犻＝
犳犻×犃犻×狑ＩＳＴＤ×犿ＩＳＴＤ

犃ＩＳＴＤ×犿
……………………（３）

　　式中：

犳犻　　———各组分相对内标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犃犻 ———各杂质组分的峰面积；

狑ＩＳＴＤ ———内标物的质量分数，％；

犿ＩＳＴＤ ———移取的内标溶液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ＳＴＤ ———内标物峰面积；

犿 ———移取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４．３．２．６．３　试样主含量的测定

顺丁烯二酸酐（以Ｃ４Ｈ２Ｏ３ 计）的质量分数狑Ｔ，数值以％表示，按式（４）计算：

狑Ｔ＝１００％－∑狑犻 ……………………（４）

　　式中：

狑犻———样品中各杂质组分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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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０．２％。

４．４　熔融色度的测定

样品加热至（６５±２）℃完全熔融后，按ＧＢ／Ｔ６３２４．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４．５　结晶点的测定

样品加热至（６５±２）℃完全熔融后，称取约３５ｇ样品，精确至０．０１ｇ。按ＧＢ／Ｔ７５３３规定的方法

进行。

４．６　灼烧残渣的测定

称取约５０ｇ样品，精确至０．０１ｇ，灼烧温度（６５０±２５）℃，按ＧＢ／Ｔ７５３１中规定的方法进行。两次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２０％。

保留坩埚内的残渣用于铁含量的测定。

４．７　铁含量的测定

４．７．１　分析步骤

向４．６得到的残渣中加入盐酸３ｍＬ，加热，使残渣全部溶解，并将溶液蒸发至近干，冷却后用水全

部溶解并转移到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以下操作按ＧＢ／Ｔ３０４９规定进行。

４．７．２　结果计算

铁（以Ｆｅ计）的质量分数狑２，数值以μｇ／ｇ表示，按式（５）计算：

狑２＝
犿１

犿２

……………………（５）

　　式中：

犿１———与试样吸光度相对应的由标准曲线上查得的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微克（μｇ）；

犿２———试样的质量数值，单位为克（ｇ）。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这两个测定

值的算术平均值的２０％。

４．８　加热后的熔融色度的测定

４．８．１　方法提要

将熔融的顺丁烯二酸酐样品在预设温度下继续加热２ｈ，与铂钴色标进行目视比较或根据三刺激

值法使用仪器测定色度。

４．８．２　分析步骤

当加热块温度在１４０℃时，将装有试样的测定熔融色度时使用的比色管放到电加热块中，用保温玻

璃纤维围绕孔穴的顶部，以支撑比色管呈垂直状态并封闭比色管与加热块之间的空间，比色管加盖加热

２ｈ。取出比色管，按ＧＢ／Ｔ６３２４．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注１：在每个孔穴底部放少量玻璃纤维，以防止比色管和温度计被打碎。

注２：如果熔融样品含有可见混浊物，不能用本实验方法。

４．８．３　结果判定

按ＧＢ／Ｔ６３２４．７的规定进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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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检验分类

５．１．１　型式检验

外观和表１中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正常情况下每三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产品异地生产时；

ｂ）　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料有较大改变时；

ｃ）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ｅ）　合同规定。

５．１．２　出厂检验

除铁含量、灼烧残渣外其他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进行检验。Ⅱ型产品可根

据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加热后的熔融色度的分析频次。

５．２　组批规则

在原材料、生产工艺不变的条件下，产品连续生产的实际批次为一批，但若干个生产批次构成一个

检验批次的时间通常不超过２４ｈ。

５．３　采样规则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采样单元数按 ＧＢ／Ｔ６６７８—２００３中７．６．１的规定确定。采样方法按

ＧＢ／Ｔ６６７９和 ＧＢ／Ｔ６６８０规定确定。

５．４　判定规则与复验

检验结果的判定采用ＧＢ／Ｔ８１７０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

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复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

求时，则整批产品应做不合格处理。

６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６．１　标志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的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明显、牢固的标识，其内容包括：

ａ）　产品名称；

ｂ）　生产厂厂名、厂址；

ｃ）　批号或生产日期；

ｄ）　净含量；

ｅ）　本标准编号；

ｆ）　ＧＢ１９０规定的 “腐蚀性物质”标志
１）。

１）　本产品有关安全信息的提示参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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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包装

６．２．１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固态）包装用符合 ＧＢ／Ｔ８９４６的塑料编织袋或牛皮纸袋，内衬符合

ＧＢ／Ｔ４４５６的聚乙烯塑料袋，塑料袋口热合或用绳扎紧。每件包装净含量２５ｋｇ、５００ｋｇ，或按用户要求

包装。

６．２．２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液态）应使用充高纯氮气密闭的、保温的专用槽车包装。

６．２．３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每批出厂的产品包装内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说明书，其内容包括：

ａ）　生产厂厂名；

ｂ）　产品名称、型号；

ｃ）　产品生产日期或批号；

ｄ）　产品质量检验结果或检验结论；

ｅ）　本标准编号等。

６．３　运输

６．３．１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固态）运输时应装在清洁、干燥的运输工具中，勿与酸、碱混放或与氧化腐

蚀性物质接触，避免产品变质。运输时注意小心轻放，防止包装袋破损。

６．３．２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液态）应装在清洁、干燥的贮罐车中运输（并有加热装置，运输过程贮存温

度不宜超过７０℃），勿与酸、碱混放或与氧化腐蚀性物质接触，避免产品变质。

６．４　贮存

６．４．１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固态）应贮存于干燥、清洁、通风的库房内，防火、防潮、防雨淋、防日晒，勿

与酸、碱混放或与氧化腐蚀性物质接触，避免产品变质。

６．４．２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液态）应贮存于干燥、清洁、不锈钢的贮罐内（有加热装置，使其温度保持

在６０℃～７０℃），氮气封存，勿与酸、碱混放或与氧化腐蚀性物质接触，避免产品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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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顺丁烯二酸酐杂质测定的典型色谱图、相对保留值、相对校正因子

犃．１　顺丁烯二酸酐标准杂质的典型色谱图

顺丁烯二酸酐标准杂质的典型色谱图见图Ａ．１。

说明：

１———醋酸；

２———丙烯酸；

３———十二烷；

４———马来酸；

５———富马酸；

６———邻苯二甲酸。

图犃．１　顺丁烯二酸酐标准杂质的典型色谱图

犃．２　各组分的相对保留值、相对校正因子

各组分相对保留值和相对校正因子见表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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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各组分相对保留值及相对校正因子

峰序号 组分名称 相对保留值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备注

１ 醋酸 ０．５００ ０．８１４

２ 丙烯酸 ０．５８３ ０．８１３

３ 十二烷（内标物） １ １．０００

４ 马来酸 １．１３８ １．０１５

５ 富马酸 １．１８９ ０．７８３

６ 邻苯二甲酸 １．５６５ ０．７７０

犃．３　实测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的典型色谱图

实测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的典型色谱图见图Ａ．２。

说明：

１———丙烯酸；

２———正十二烷（内标物）；

３———马来酸；

４———富马酸。

图犃．２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典型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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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安全

犅．１　安全警告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沸点（℃）：２０２，闪点（℃）：１１０，固体粉末及液体挥发出来的气体与空气可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当达到一定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工业用顺丁烯二酸酐可燃，有毒，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具致敏性。本品粉尘和蒸气具

有刺激性。吸入后可引起咽炎、喉炎和支气管炎。可伴有腹痛。眼和皮肤直接接触有明显刺激作用，并

引起灼伤。慢性影响：慢性结膜炎，鼻黏膜溃疡和炎症。有致敏性，可引起皮疹和哮喘。

犅．２　安全措施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接触人员应佩戴防护眼镜胶皮手套，穿着橡胶耐酸碱服。若不慎发生接触，应立即按如下措施

急救：

ａ）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１５ｍｉｎ。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ｂ）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１５ｍｉｎ。就医。

ｃ）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ｄ）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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