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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tegory．pernicious effects and safety precaution of poisonous gases in cylinder a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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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乙胺 (C2H7N或 C2H5NH2) 

乙胺又称单乙基胺、乙基胺、胺乙烷、胺基乙 

烷。乙胺与二乙胺、三乙胺在一起时称为一乙胺。乙 

胺在常温常压下为液体或气体。其液体象水一样无色 

透明，具有强烈的氨味，易燃并兼带毒性和碱性腐 

蚀。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其爆炸极限范 

围为3．5％ ～14％，燃点为384 oC。在水中的溶解度 

为 108 kg／100 kg(水)，形成碱液。与酸反应生成盐。 

乙胺对氧化剂很敏感，也能与二氧化碳反应，致使乙 

胺变色、变质，还能与环氧乙烷、光气等反应。乙胺 

对铜、铝、锌及其合金有腐蚀作用。 

乙胺的临界温度为 183．2 oC，临界压力为 

5．45 MPa，易液化充瓶。它的相对 密度为 1．61 

(空气 =1，25℃)。 

2．3．11．1 毒害 

乙胺是有毒的化合物，有较强的刺激和腐蚀作 

用，微量蒸气可以闻出气味，但是，连续吸人会引 

起嗅觉疲劳而闻不出气味。人体暴露在含有乙胺的 

空气中时，眼睛、皮肤、呼吸道黏膜会受到刺激和 

腐蚀，轻则刺痒、红肿，严重时会造成损伤，大量 

并长期接触会穿透组织引起深度坏死。偶尔吸人含 

大量乙胺的空气会引起头痛、恶心，甚至短时痉 

挛。液态乙胺溅人眼内，可致严重灼伤；皮肤接触 

也会引起灼伤。 

2．3．11．2 安全防护 

用于盛装乙胺的气瓶，必须选用持有气瓶制造许 

可证单位制造的专用钢质气瓶。按 《气瓶安全监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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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规定，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应不低于1 MPa。 

瓶装乙胺属于低压液化气体，其充装系数为 

0．62 kg／L，严禁超量充装。 

乙胺有腐蚀性，尤其在有湿气时，因此，乙胺 

气瓶在投人使用前、维修更换瓶阀后或定期检验合 

格后，都应事先在 120℃温度下加温至少半小时， 

并抽 真 空 至 P ≤ 10 mmHg (注：1mmHg= 

133．32Pa)。 

在气瓶定期检验或维修更换瓶阀前，必须把瓶 

内剩余气体通过汇流排进行回收，或用控制焚烧法 

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卸阀后，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瓶内残气和沉积物。 

从事乙胺生产、充气、用气工作过程中，必须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 

持证上岗，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必须佩戴过滤式防 

毒面具 (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 

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避免与氧 

化剂、酸类接触。在充气和用气时，充装排和汇流 

排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发生静电。搬运气瓶时轻 

装轻卸，防止气瓶及附件受损。 

工作场所应设置监测报警装置，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采用防爆 

型照明、通风设施。 

根据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 2—2oo2规定，工 

作场所空气中乙胺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C— 

TWA)为 9 mg／nl。(皮)；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C—STEL)为 18 mg／m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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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胺气瓶在充装、运输、储存、销售、使用过 

程中，保持气瓶密封，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 

切忌混运、混储、混用。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与工器具。 

车辆排气管必须装设阻火装置。运输时要按规定路 

线行驶，防止日光曝晒，严禁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 

区停留。途中临时停车时，车上必须留人看守。行 

驶途中发生气体泄漏事故，立即发出警报，把车辆 

驶到空旷空气流通处进行应急处置。必要时报警求 

援。根据风向划出警戒区，熄灭周围火源，无关人 

员要撤离到警戒区外。 

工作场所发生乙胺泄漏事故时，要消除所有点 

火源。根据气体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 

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应急处理人员 

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防腐蚀、防毒 

服，戴橡胶手套。如果泄漏的是液态乙胺，还应注 

意防冻，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若可能转动气瓶，使之逸出气体而非液体。喷 

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禁止用水直接 

冲击泄漏物和泄漏源，防止水源喷口静电点燃泄漏 

物。若是液体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液体泄漏 

物。用砂土、惰性物质或蛭石等吸收。隔离泄漏 

区，通风至气体散尽。 

切记：乙胺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 

火和热源有燃烧爆炸危险；与氧化剂接触会发生激 

烈反应；蒸气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低 

洼处，遇火源会着火回燃；燃烧有害产物是一氧化 

碳、氮氧化物。灭火可用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 

粉、二氧化碳。 

发生泄漏燃烧事故，要尽力切断气源。若不能 

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消防人员 

必须配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 

向灭火。尽可能将气瓶转移至安全处。喷水保持火 

场气瓶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事故现场救护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积极 

抢救中毒人员。发现吸人乙胺的患者，应立即将其 

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休息并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 

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微弱或停止，立即进行 

心肺复苏术，并速请医生前来诊治。 

皮肤接触乙胺时，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 

清水冲洗20～30 min。在受伤24 h内不要把油膏涂在 

皮肤上，也不要用干布盖住，而要用潮湿的浸了 

0．9％生理盐水的布盖住。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乙胺时，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 

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min，然后滴 2—3滴普托 

卡因以减轻疼痛，待疼痛消失后用0．9％生理盐水 

洗眼，再滴一滴荧光素 (眼色素)，并用水洗眼 2 

min，如果是眼受伤，会出现绿色，若绿色不消失， 

则重复上述步骤，直到绿色消失。如果仍不好，应 

求眼科大夫诊治。千万不能用手捂眼或压迫眼球。 

食人乙胺时立即给饮水漱口，喝柠檬水、牛奶 

或蛋清。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其它安全防护事项，请参阅氟化氢一节。 

2．3．12 一甲胺 (CH5N或 CH3NH2) 
一 甲胺又称单甲基胺、甲基胺、甲胺、氨基甲 

烷、氨甲烷。它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易燃、碱性 

腐蚀的有毒气体。在低浓度时有鱼腥味，但在高浓 

度(100～500)x 10 时有氨味。易溶于水(25℃， 

108 kg／100 kg水)、醇和醚。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其爆炸极限范围为4．9％ ～20．9％。 

燃点为430 oC。与酸类、氧化剂等物质接触易着火。 
一 甲胺比空气重，其相对密度为 1．08(空气 =1，20 

℃)，能向低洼处扩散和集聚，遇明火会引燃，易回 

燃。潮湿的一甲胺有腐蚀性，对铝、锡、锌及其合金 

有腐蚀作用。 
一 甲胺的临界温度为 156．9℃，临界压力为 

7．46 MPa，易液化充瓶。它的相对密度为 1．O8(气 

体，空气 =1，20℃)。 

2．3．12．1 毒害 

吸人中毒：咳嗽、胸闷、气急、紫绀。重症者 

可出现喉水肿、肺水肿、肺不张、肺感染、窒息 

等。少数人因合并皮下水肿、纵膈气肿，出现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症，呼吸功能严重障碍，并发生心、 

肝、肾等多脏器损害。 

食人中毒：口腔、咽喉、食道和胃灼伤。恶 

心、呕吐、口干、喉痛、吞咽困难、上腹疼痛、消 

化道出血。 

皮肤灼伤：大多数急性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化 

学性皮肤灼伤，类似强碱性灼伤。大面积灼伤应注 

意一甲胺经皮肤吸收加重全身中毒。 

眼灼伤：畏光、流泪、眼痛、眼睑痉挛、视物 

模糊、眼睑肿胀、结膜充血水肿，重者角膜混浊、 

角膜溃疡，个别患者可能失明。 
一 甲胺无致癌作用，进人体内后能被甲基化形 

成二甲胺从尿中排出。排出率高达91．5％。 

2．3．12．2 安全防护 

用于盛装无水一甲胺的气瓶，必须选用持有气 

瓶制造许可证单位制造的专用钢质气瓶。按 《气 

瓶安全监察规程》规定，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应 

不低于 1 MPa。 

瓶装一甲胺属于低压液化气体，其充装系数为 

0．60 kg／L，严禁超量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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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胺有腐蚀性，尤其在有湿气时，因此，一 

甲胺气瓶在投入使用前、维修更换瓶阀后或定期检 

验合格后，都应事先在120℃温度下加温至少半小 

时，并抽真空至P≤10 mmHg。 

在气瓶定期检验或维修更换瓶阀前，必须把瓶 

内剩余气体通过汇流排进行回收，或用控制焚烧法 

处置。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卸阀后，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瓶内残气和沉积物。 

工作场所必须密闭化，加强全面通风。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 GBZ 2—2oo2规定，空气中一甲胺的时 

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C-TWA)为 5 mg／m ；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C—STEL)为 10 mg／131 。空 

气中浓度超标时，要佩戴防毒面具。在紧急事态中 

处理泄漏、救护中毒患者、灭火或逃生时，应佩戴 

空气呼吸器。工作场所禁止吸烟、使用手机、进食 

和饮水。下班后要淋浴、更衣。 

在运输、储存、使用一甲胺气瓶时，要防止日 

光直射，要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卤素、氧 

化剂隔离，切忌混运、混储、混用。搬运时轻装轻 

卸，防止气瓶及附件破损。汽车运输要按规定路线 

行驶，切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行驶途中 

临时停车时，车上必须留人看守。 

在工作过程中或运输途中，由于意外事故发生 

泄漏时，会引起接触者中毒。按紧急处理预案，迅 

速组织无关人员撤离到污染区的上风向。紧急处理 

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切断火源。查找泄漏点，切断 

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泄 

漏的一甲胺，构筑围堤或挖坑，收集废水，严防泄 

漏的气、液流人地沟或下水管道。液体泄漏时，应 

转动气瓶改泄液为泄气。不要接触液体、跨越液 

体。向液面撒上硫酸氢钠后用水喷淋。严禁用高压 

水冲刷泄漏到地面上的液态一甲胺，以防喷口静电 

引燃。 

发生泄漏燃烧事故，要尽力切断气源。若不能 

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火焰。尽可能 

将气瓶转移至安全处。喷水冷却火场气瓶，直至火 

焰熄灭。 

事故现场救护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积极 

抢救中毒人员。发现吸人一甲胺患者，应立即将其 

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休息并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 

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 

心肺复苏术。就医。 

皮肤接触一甲胺时，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 

流动清水冲洗20～30 min。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一甲胺时，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 

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rain。如有不适感，就医。 

食人一甲胺时立即给饮水漱口，不要催吐，就医。 

职业性一甲胺中毒诊断按 GB 17056---1997执行。 

2．3．13 二甲胺 [C2H7N或 (CH：)2NH] 

二甲胺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可燃性气体，并兼 

带毒性和碱性腐蚀。在低浓度时有鱼腥味，高浓度 

时有氨味。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其爆 

炸极限范围为 2．8％ ～14．4％，燃点为402 oC。在 

水中的溶解度为 23．7％ (重量，6O℃)，形成碱 

溶液。和一甲胺一样能与酸、羧酸、羧酸酯、卤代 

烷、卤素、腈、环氧化物、羧基化合物反应，也能 

发生氧化反应。二甲胺对铜、锡、锌及其合金有腐 

蚀作用。 

二甲胺的临界温度为 164．6℃，临界压力为 

5．31 MPa，易液化充瓶。它的相对密度为 1．557 

(空气 =1，21．1℃)。 

2．3．13．1 毒害 

二甲胺对人体的毒害作用类似一甲胺，且作用 

更强。二甲胺对眼和呼吸道黏膜有强烈刺激作用。 

吸人后引起咳嗽、呼吸困难。重者发生肺水肿。皮 

肤接触液态二甲胺可引起冷灼伤，重者发生坏死。 

眼睛接触可引起角膜损伤、混浊。 

2．3．12．2 安全防护 

用于盛装无水二甲胺的气瓶，必须选用持有气 

瓶制造许可证单位制造的专用钢质气瓶。按 《气 

瓶安全监察规程》规定，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应 

不低于 1 MPa。 

瓶装二甲胺属于低压液化气体，其充装系数为 

0．58 kg／L，严禁超量充装。 

二甲胺有腐蚀性，尤其在有湿气时，因此，二 

甲胺气瓶在投入使用前、维修更换瓶阀后或定期检 

验合格后，都应事先在 120℃温度下加温至少半小 

时，并抽真空至 P≤10 mmHg。 

工作场所必须密闭化，加强全面通风。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 GBZ 2—2oo2规定，空气中二甲胺的时 

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C—TⅣA)为 5 mg／m ；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C—STEL)为10 mg／m。。空 

气中浓度超标时，要佩戴防毒面具。在紧急事态中 

处理泄漏、救护中毒患者、灭火或逃生时，应佩戴 

空气呼吸器。工作场所禁止吸烟、使用手机、进食 

和饮水。下班后要淋浴、更衣。 

其它安全防护与中毒急救措施参见一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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