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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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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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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００）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鉴知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泰诺安探

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北京中盾安民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奥谱天成（厦门）光电

有限公司、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彩霞、谢芳艺、周群、沈翔、成诚、王红球、粟勇、徐圆飞、贾二惠、李纬、丁磊、

刘鸿飞、刘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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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

安全检查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的分类、技术要求、标志、包装、随机技

术文件、运输和贮存等要求，描述了试验方法，确立了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炸药安全检查设备、易制爆化学

品安全检查设备、毒品安全检查设备、易制毒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固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农药

安全检查设备及多种类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本文件不适用于基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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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１９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受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９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４１２２．４—２０１０　包装术语　第４部分：材料与容器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７２４７．１—２０１２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１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ＧＢ８８９７．４—２００８　原电池　第４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ＧＢ／Ｔ１２０８５．１３—２０１０　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１３部分：冲击、碰撞或自由跌落与

高温、低温综合试验

ＧＢ１２４６３—２００９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５３１３—２００８　激光术语

ＧＢ１５３４６—２０１２　化学试剂　包装及标志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２０１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２０１７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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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２０１７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ＧＢ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１２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１２２．４—２０１０、ＧＢ７２４７．１—２０１２、ＧＢ１２４６３—２００９、ＧＢ／Ｔ１５３１３—２００８、ＧＢ１５３４６—２０１２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危险化学品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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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狊

犫犪狊犲犱狅狀犚犪犿犪狀狊狆犲犮狋狉狅犿犲狋狉狔

发射激光束入射液态或固态物品，收集散射光进行拉曼光谱分析，确定液态或固态物品是否属于危

险化学品并判定所属危险化学品类别的安全检查设备。

３．３

非接触检查　狀狅狀犮狅狀狋犪犮狋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

在不接触被测物品的情况下，分析被测物品的拉曼光谱并判定其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

３．４

分析时间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狋犻犿犲

放置好待检查样品后，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从触发分析开始到输出检查

结果所需的时间。

３．５

包装材质　狆犪犮犽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盛装物品所用的包装容器或包装袋的材质。

３．６

包装厚度　狆犪犮犽犻狀犵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与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激光激发检查端接触的物品包装容器或包装袋的

厚度。

３．７

最大厚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安全检查设备可检查的物品包装容器或包装袋的厚度上限。

３．８

报警率　犪犾犪狉犿狉犪狋犲

安全检查设备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安全检查，产生报警的概率。按式（１）计算：

ＡＲ＝（犖ａ／犖ｈ）×１００％ …………………………（１）

　　式中：

ＡＲ———设备的报警率；

犖ａ ———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的报警次数；

犖ｈ ———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的总次数。

３．９

漏报警率　犪犾犪狉犿犳犪犻犾狌狉犲狉犪狋犲

安全检查设备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安全检查，未产生报警的概率。按式（２）计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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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犖ｆ／犖ｈ）×１００％ …………………………（２）

　　式中：

ＡＦＲ———设备的漏报警率；

犖ｆ ———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的未报警次数；

犖ｈ ———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的总次数。

　　注：ＡＲ＋ＡＦＲ＝１００％。

３．１０

误报警率　犳犪犾狊犲犪犾犪狉犿狉犪狋犲

安全检查设备对非危险品进行安全检查，产生错误报警的概率。按式（３）计算：

ＦＡＲ＝（犕ａ／犕ｎ）×１００％ …………………………（３）

　　式中：

ＦＡＲ———设备的误报警率；

犕ａ ———对非危险品进行检查的报警次数；

犕ｎ ———对非危险品进行检查的总次数。

３．１１

识别率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

安全检查设备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产生报警且识别出正确的危险化学品名称的概率。按式（４）

计算：

ＩＲ＝（犖ｉ／犖ｈ）×１００％ …………………………（４）

　　式中：

ＩＲ———设备的识别率；

犖ｉ———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的报警且正确识别次数；

犖ｈ———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的总次数。

４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ＡＣ：农药（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ＢＨＴ：二丁基羟基甲苯（Ｂｕｔｙｌａ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ｏｌｕｅｎｅ）

ＣＡＳ：化学文摘社（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Ｍ：炸药（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ＨＣ：液态危险化学品（Ｌｉｑｕｉｄ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ＭＨＣ：多种类危险化学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ＮＤ：毒品（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ｓ）

ＰＣ：聚碳酸树酯（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ＰＥ：聚乙烯（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ＰＥＣ：易制爆化学品（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ＰＥＴ：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ＰＭＭＡ：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

ＰＰ：聚丙烯（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ＰＲＣ：易制毒化学品（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ＳＨＣ：固态危险化学品（Ｓｏｌｉｄ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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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分类

５．１　按功能用途分类

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以下简称“安全检查设备”）按功能用途不同分为八

类，类型划分对应关系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安全检查设备类型划分

安全检查设备类型 功能用途 功能用途符号

Ⅰ类 液态危险化学品检查 ＬＨＣ

Ⅱ类 炸药检查 ＥＭ

Ⅲ类 易制爆化学品检查 ＰＥＣ

Ⅳ类 毒品检查 ＮＤ

Ⅴ类 易制毒化学品检查 ＰＲＣ

Ⅵ类 固态危险化学品检查 ＳＨＣ

Ⅶ类 农药检查 ＡＣ

Ⅷ类 多种类化学品检查 ＭＨＣ

５．２　按设备结构形式分类

安全检查设备按结构形式不同分为手持式、台式和分体式安全检查设备。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外观

安全检查设备外观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外观应完好，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无裂纹、褪色及永久性污渍，无明显变形和划痕；

ｂ）　金属件无锈蚀；

ｃ）　各类标识齐全，字符清晰可辨；

ｄ）　显示屏幕或显示面板上的字符、图形清晰无缺损。

６．１．２　质量

安全检查设备的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的质量小于或等于１．０ｋｇ；

ｂ）　分体式安全检查设备的手持终端质量小于或等于０．５ｋｇ。

６．１．３　机械结构

安全检查设备的机械结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能承受正常使用和运输中的振动和冲击，而不致引起机械结构和性能受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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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按钮、按键等活动部件操作灵活；

ｃ）　台式安全检查设备自身设计有被检物品放置区域的，其检查区域具有防渗漏措施；

ｄ）　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及分体式安全检查设备的手持终端的结构设计便于握持；

ｅ）　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及分体式安全检查设备的手持终端具备防跌落设计。

６．１．４　外壳防护等级

安全检查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及分体式安全检查设备的手持终端的外壳防护等级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８—

２０１７中ＩＰ５２的要求；

ｂ）　台式安全检查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２０的要求。

６．２　功能要求

６．２．１　检查方式

对透明材质包装内的液态或固态样品，安全检查设备应采用非接触检查方式。

６．２．２　自检、校准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备自检、校准功能，并应在自检或校准结束后显示设备状态为正常或异常。

６．２．３　物品检查

安全检查设备的物品检查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对符合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要求的物品进行检查；

ｂ）　Ⅰ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牛奶等非危险液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提示；

ｃ）　Ⅰ类安全检查设备对汽油等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提示；

ｄ）　Ⅱ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白糖等非危险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提示；

ｅ）　Ⅱ类安全检查设备对梯恩梯（ＴＮＴ）等炸药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提示；

ｆ）　Ⅲ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牛奶等非危险液态物品和白糖等非危险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

提示；

ｇ）　Ⅲ类安全检查设备对过氧化氢溶液等液态及硫磺等固态易制爆化学品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

提示；

ｈ）　Ⅳ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白糖等非危险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提示；

ｉ）　Ⅳ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冰毒等毒品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提示；

ｊ）　Ⅴ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牛奶等非危险液态物品和白糖等非危险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

提示；

ｋ）　Ⅴ类安全检查设备对丙酮等液态及邻氨基苯甲酸等固态易制毒化学品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

提示；

ｌ） Ⅵ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白糖等非危险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提示；

ｍ）Ⅵ类安全检查设备对苯乙酸等固态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提示；

ｎ） Ⅶ类安全检查设备对牛奶等非危险液态物品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提示；

ｏ） Ⅶ类安全检查设备对氧乐果等农药进行检查时，给出报警提示；

ｐ） Ⅷ类安全检查设备依据检查种类不同对牛奶等非危险液态物品和／或白糖等非危险固态物品

进行检查时，给出安全提示；

ｑ） Ⅷ类安全检查设备依据检查种类不同对液态危险化学品和／或炸药和／或易制爆化学品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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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和／或易制毒化学品和／或固态危险化学品和／或农药等液态和／或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

给出报警提示。

６．２．４　报警提示

安全检查设备的报警提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检出危险化学品时，给出报警提示；

ｂ）　报警提示方式为声、光或字符显示；

ｃ）　具备声音报警提示方式的，报警声音能选择开启或关闭。

６．２．５　危险化学品识别

安全检查设备应能对危险化学品进行识别，并在显示屏上明确显示识别出的危险化学品具体名称

及所属类别。

６．２．６　数据库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有危险化学品数据库。

６．２．７　数据库扩展

安全检查设备应能以新样品数据添加方式或数据库升级方式对数据库进行扩展。

６．２．８　权限管理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有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６．２．９　记录存储

安全检查设备应能在检查过程中自动记录并存储检查时间及检查结果。

６．２．１０　数据存储容量

安全检查设备应支持大于或等于２０万条检查记录存储。存储容量宜可扩展。

６．２．１１　检索

安全检查设备应支持对检查结果进行检索。

６．２．１２　通信接口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有ＵＳＢ等数据接口，并宜同时支持 ＷｉＦｉ或蓝牙等无线通信方式。

６．２．１３　数据导出

安全检查设备应支持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导出存储数据。

６．２．１４　无线传输

安全检查设备宜具有无线传输功能，能够通过网络实时发送检查结果、仪器状态等信息。

６．２．１５　操作界面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备中文操作界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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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６　定位功能

安全检查设备宜具备北斗或ＧＰＳ等定位功能。

６．２．１７　计数统计

安全检查设备宜具备计数统计功能，并宜能对受检物品和报警物品分别计数。

６．３　性能要求

６．３．１　启动时间

安全检查设备的启动时间应小于或等于６０ｓ。

６．３．２　分析时间

安全检查设备的单次样品检查分析时间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Ⅳ类安全检查设备的单次样品检查分析时间小于或等于６０ｓ；

ｂ）　其他类别安全检查设备的单次样品检查分析时间应小于或等于３０ｓ。

６．３．３　可检查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

安全检查设备应能对符合表２中材质类型和厚度要求的无色透明或浅色透明包装中的液态或固态

物品进行检查。

表２　可检查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

材质类型 主要成分 最大厚度

塑料

聚乙烯塑料 ＰＥ ≥０．２ｍｍ

聚丙烯塑料 ＰＰ ≥０．２ｍｍ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塑料 ＰＥＴ ≥０．２ｍｍ

聚碳酸树酯塑料 ＰＣ ≥０．８ｍｍ

有机玻璃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亚克力）
ＰＭＭＡ ≥０．８ｍｍ

玻璃

普通玻璃
Ｎａ２ＳｉＯ３、ＣａＳｉＯ３、ＳｉＯ２

或Ｎａ２Ｏ·ＣａＯ·６ＳｉＯ２
≥３．５ｍｍ

石英玻璃 ＳｉＯ２ ≥３．５ｍｍ

钾玻璃 Ｋ２Ｏ、ＣａＯ、ＳｉＯ２ ≥３．５ｍｍ

硼酸盐玻璃 ＳｉＯ２、Ｂ２Ｏ３ ≥３．５ｍｍ

有色玻璃（浅黄色）
Ｎａ２ＳｉＯ３、ＣａＳｉＯ３、ＳｉＯ２、ＣｄＯ或

Ｎａ２Ｏ·ＣａＯ·６ＳｉＯ２、ＣｄＯ
≥３．５ｍｍ

６．３．４　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

在报警率大于或等于９９％的前提下，安全检查设备依据类型不同，应能至少分别检出符合包装材

质和包装厚度要求的以下危险化学品样品并发出报警提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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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Ⅰ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出附录Ａ中２０种液态危险化学品；

ｂ）　Ⅱ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出附录Ｂ中６种炸药；

ｃ）　Ⅲ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出附录Ｃ中２０种易制爆化学品；

ｄ）　Ⅳ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出附录Ｄ中２０种易制毒化学品；

ｅ）　Ⅴ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查出附录Ｅ中６种毒品；

ｆ）　Ⅵ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查出附录Ｆ中２０种固态危险化学品；

ｇ）　Ⅶ类安全检查设备能检查出附录Ｇ中６种农药；

ｈ）　Ⅷ类安全检查设备依据检查种类不同对液态危险化学品和／或炸药和／或易制爆化学品和／或

毒品和／或易制毒化学品和／或固态危险化学品和／或农药等液态和／或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

分别检出符合６．３．４中ａ）～ｇ）要求的相应数量的液态或固态危险化学品。

６．３．５　漏报警率

对符合６．３．４要求的液态或固态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漏报警率应小于或等

于１％。

６．３．６　误报警率

对符合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要求的液态或固态非危险物品进行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误报警率应

小于或等于２％。

６．３．７　识别率

对符合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要求的液态或固态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识别率应大

于或等于９５％。

６．４　电源适应性要求

安全检查设备的电源适应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８５％～１１０％范围变化时，安全检查设备不需要调整而能正常工作；

ｂ）　手持式及分体式安全检查设备自备电源；

ｃ）　自备电源的安全检查设备，其自备电源的持续工作时间大于或等于４ｈ；

ｄ）　自备电源的安全检查设备，人机界面具有电量指示；

ｅ）　自备电源的安全检查设备，当电量不足时，给出字符、图案或声光的欠压告警提示。

６．５　激光安全性要求

６．５．１　激光标识

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警示标识应符合ＧＢ７２４７．１—２０１２中第５章的相关要求。

６．５．２　激光功率

安全检查设备的用户可接触激光功率应小于或等于５００ｍＷ。

６．５．３　激光辐射发射警告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备激光辐射发射警告装置，并应在激光辐射发射时发出声或光信号警告。

６．５．４　激光辐射安全防护

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辐射安全防护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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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具有激光束发射控制装置，使安全检查设备在非检查状态时无激光束发射；

ｂ）　随机配备激光防护镜；

ｃ）　在安全检查设备醒目位置有避免激光辐射人眼等安全提示；

ｄ）　在产品说明书中有激光使用安全提示。

６．６　防爆安全性要求

６．６．１　激光控制

Ⅱ类、Ⅲ类、Ⅵ类及包含Ⅱ类、Ⅲ类、Ⅵ类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应具有激光光束整形、分散激光

光斑、旋转移动激光光斑或激光功率调节等激光控制方式。

６．６．２　防爆监测

Ⅱ类、Ⅲ类、Ⅵ类及包含Ⅱ类、Ⅲ类、Ⅵ类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束发射区域应具有必要的

防爆监测组件。防爆监测组件应能监测被检物品的异常变化，并依据防爆监测情况控制安全检查设备

随时提前终止检查。

６．６．３　爆炸防范

Ⅱ类、Ⅲ类、Ⅵ类及包含Ⅱ类、Ⅲ类、Ⅵ类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宜集成有助于防止被检物品被引

燃或引爆的相关技术，并应具备保障被检物品在被引燃或引爆的情况下不对检查人员造成伤害的相关

设计。

６．７　防中毒安全性要求

６．７．１　取样判定

Ⅶ类安全检查设备应在设备醒目位置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确指出在评估被检样品可能为附录Ｇ列

出的高浓度农药时严禁取样。其他类安全检查设备应在产品说明书中给出取样检查的判定原则，并在

判定原则中给出常见易挥发且具有较强毒性的危险化学品名称。

６．７．２　个人防护装备

安全检查设备应配备防酸碱橡胶手套、防毒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并在产品说明书中给出取样检查

的个人防护要求。

６．８　电磁兼容性要求

６．８．１　抗扰度

使用交流电源供电的安全检查设备，其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浪涌（冲

击）、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以及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

２０１７中表１、表２和表４中规定限值的要求。使用直流电源供电的安全检查设备，其静电放电、射频电

磁场辐射的抗扰度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２０１７中表１、表２和表３中规定限值的要求。

６．８．２　骚扰度

安全检查设备的辐射和传导发射值应符合ＧＢ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１２中表１所规定限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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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电气安全性要求（仅适用于可使用交流电源供电的安全检查设备）

６．９．１　保护接地

安全检查设备应具有可供连接保护接地导线的保护接地端子，并有明显的标识；其金属表面与接地

端子之间的电阻应小于或等于０．１Ω。

６．９．２　绝缘电阻

安全检查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应

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ＭΩ，湿热条件下应大于或等于２ＭΩ。

６．９．３　抗电强度

安全检查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应能承受１．５ｋＶ、４５Ｈｚ～６５Ｈｚ

交流电压历时１ｍｉｎ的抗电强度试验，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６．９．４　泄漏电流

安全检查设备外壳泄漏电流极限值应小于或等于５ｍＡ。

６．１０　环境适应性要求

６．１０．１　工作环境

安全检查设备应在下述环境下正常工作且不致引起外观和机械结构以及基本性能受损：

ａ）　环境温度范围：０℃～４０℃；

ｂ）　相对湿度范围：≤９３％（不结露）。

６．１０．２　贮存环境

安全检查设备应在－２０℃～７０℃环境下贮存后正常工作且不致引起外观和机械结构以及基本性

能受损。

６．１０．３　振动、冲击、跌落

安全检查设备在下述试验后应不致引起外观、机械结构及基本性能受损：

ａ）　机械振动：正弦波１０Ｈｚ～５５Ｈｚ，速率１ｏｃｔ／ｍｉｎ，振幅０．１５ｍｍ，扫频耐久循环数５次，定频

耐久时间１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犡、犢、犣三个轴向；

ｂ）　冲击：峰值加速度１５０ｍ／ｓ
２，持续时间１１ｍｓ，半正弦波，６个轴向，每轴向３次；

ｃ）　自由跌落（仅适用于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非包装状态，水泥或瓷砖地面，自由跌落高度

０．２ｍ，垂直跌落２次。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一般要求

安全检查设备检验试验应遵循以下要求：

ａ）　在检验试验前确认安全检查设备的功能用途和产品标志，在产品标志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按照

功能用途开展检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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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在检验试验前设定好安全检查设备各项参数，除数据库扩展试验外，试验过程中不应更改任何

参数。

ｃ）　进行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项目试验前，先按照７．５．６的要求进行误报警率试验并判断误报警

率是否符合６．３．６的要求。确认误报警率符合６．３．６的要求前提下，才能开展危险化学品种类

项目试验。

ｄ）　在进行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试验过程中，每测试一个危险化学品种类前后，分别对牛奶或白

糖连续进行５次测试，５次均无误报警时，方可确认该种类危险化学品测试结果有效。

７．２　试验条件

７．２．１　环境试验条件

除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外，所有试验均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１５℃～３５℃；

———相对湿度：４５％～８５％；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７．２．２　被检样品

７．２．２．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Ａ．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盛装容器符合Ａ．２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Ａ．１中２０个必检项。

７．２．２．２　炸药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炸药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Ｂ．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包装符合Ｂ．３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Ｂ．１中的６个必检项。

７．２．２．３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易制爆化学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Ｃ．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包装符合Ｃ．２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Ｃ．１中的２０个必检项。

７．２．２．４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易制毒化学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Ｄ．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包装符合Ｄ．２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Ｄ．１中的２０个必检项。

７．２．２．５　毒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毒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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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Ｅ．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包装符合Ｅ．２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Ｅ．１中的６个必检项。

７．２．２．６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Ｆ．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包装符合Ｆ．２及Ｂ．３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Ｆ．１中的２０个必检项。

７．２．２．７　农药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农药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样品浓度与纯度符合Ｇ．１的相关技术要求；

ｂ）　样品包装符合Ｇ．２的相关技术要求；

ｃ）　样品种类至少包括表Ｇ．１中的６个必检项。

７．２．２．８　非危险液态物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非危险液态物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至少包含水、牛奶、非酒精饮料、洗衣液等四类非危险液态物品样品。

ｂ）　水为市售纯净水、矿泉水或普通自来水。容器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

机玻璃或玻璃容器。

ｃ）　牛奶为市售纯牛奶。容器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或玻璃容器。

ｄ）　非酒精饮料为市售橙汁、苹果汁、葡萄汁、酸梅汁、绿茶等不含酒精的饮料。容器为材质、壁厚

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或玻璃容器。

ｅ）　洗衣液为市售洗衣液。容器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或玻璃

容器。

ｆ）　可扩展奶饮品、洗发水、漱口水、护发水、口服药液、外用药液等非危险液态物品样品。

７．２．２．９　非危险固态物品样品

用于检验试验的非危险固态物品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至少包含白糖、食盐、面粉、洗衣粉等四类非危险固态物品样品。

ｂ）　白糖为市售白砂糖或冰糖。包装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或玻璃

材质包装袋或容器。

ｃ）　食盐为市售加碘盐或无碘盐。包装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或玻

璃材质包装袋或容器。

ｄ）　面粉为市售小麦面粉或玉米面粉。包装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

或玻璃材质包装袋或容器。

ｅ）　洗衣粉为市售普通洗衣粉或加酶洗衣粉。包装为材质、壁厚符合６．３．３的技术要求的塑料、有

机玻璃或玻璃材质包装袋或容器。

ｆ）　可扩展药粉、粉状食品、洗牙粉、矿物质粉、滑石粉、石膏粉等非危险固态物品样品。

７．２．３　试验仪器设备

试验使用的仪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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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激光功率计；

ｂ）　电子天平；

ｃ）　电子秒表；

ｄ）　游标卡尺；

ｅ）　移液管；

ｆ）　容量瓶；

ｇ）　硼硅酸样品瓶。

７．３　外观、质量及机械机构检查

７．３．１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安全检查设备外观，对于标记、字迹，用棉花球沾水擦拭１５ｓ，再用浸过汽油的布擦拭

１５ｓ。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１的要求。

７．３．２　质量试验

使用量程小于或等于５０ｋｇ、精度大于或等于０．０１ｋｇ的电子天平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称重，判定

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２的要求。

７．３．３　机械结构检查

安全检查设备的机械结构检查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上下、左右各晃动安全检查设备３次，观察安全检查设备有无异响，观察安全检查设备表面结

构有无异常裂缝，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３中ａ）的要求。

ｂ）　按产品说明书操作安全检查设备各按钮、按键，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３中ｂ）的要求。

ｃ）　目测检查台式安全检查设备有无被检物品放置区域。设计有被检物品放置区域的台式安全检

查设备，检查其有无防渗漏结构设计，倾倒２０ｍＬ自来水至台式安全检查设备的检测区域，观

察防渗漏措施有效性，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３中ｃ）的要求。

ｄ）　单手握持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进行物品安全检查，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３中ｄ）的要求。

ｅ）　检查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有无防跌落设计，确认跌落防护材料材质类型，检查其弹性，判定结

果是否符合６．１．３中ｅ）的要求。

７．３．４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与符合６．１．４要求的外壳防护等级对应的防尘、防水试验规定进行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４的要求。

７．４　功能试验

７．４．１　检查方式试验

在７．４．３试验中，观察安全检查设备与包装中样品接触情况及报警提示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６．２．１的要求。

７．４．２　自检、校准试验

开启安全检查设备电源，观察安全检查设备开机过程中是否具备自检功能，或按照产品说明书给出

的自检或校准方式操作安全检查设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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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物品检查试验

安全检查设备的物品检查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按照产品说明书操作，选择水、牛奶、非酒精饮料非危险液态物品或白糖、食盐、面粉中任意一

种非危险固态物品，放置于台式安全检查设备检查区域或靠近／紧贴台式或手持式安全检查设

备激光束发射端口，观察检查结果提示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３中ａ）的要求。

ｂ）　确认产品说明书给出的安全检查设备类别，按６．２．３中ｂ）～ｑ）中的要求分别选择相应的液态

物品、固态物品进行检查，观察检查结果提示及报警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３中ｂ）～ｑ）

的要求。

７．４．４　报警提示试验

在７．４．３试验过程中，观察安全检查设备的报警提示情况。具备声音报警提示方式的，按产品说明

书操作，选择开启或关闭报警声音，分别在开启或关闭报警声音状态下重复７．４．３试验，观察安全检查

设备在两种状态下的报警提示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４的要求。

７．４．５　危险化学品识别试验

在７．４．３试验过程中，观察安全检查设备的检查结果显示及报警提示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５

的要求。

７．４．６　数据库试验

依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介绍检查安全检查设备数据库，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６的要求。

７．４．７　数据库扩展试验

安全检查设备的数据库扩展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查阅产品说明书，确认安全检查设备的数据库扩展方式；

ｂ）　按照安全检查设备的数据库扩展方式向数据库中添加新样品数据或升级数据库；

ｃ）　再次检查数据库中的样品数据，确认新样品数据是否已在数据库中，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７

的要求。

７．４．８　权限管理试验

按检查安全检查设备产品说明书给出的用户权限管理方式进行验证，观察用户权限管理情况，判定

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８的要求。

７．４．９　记录存储试验

７．４．３试验结束后，查看安全检查设备存储的检查结果数据，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９的要求。

７．４．１０　数据存储容量试验

安全检查设备的数据存储容量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在本机查询或导出安全检查设备存储的检查结果数据，查看检查结果总项数及其文件大小，计

算平均单项检查结果数据大小，计算２０万次检查数据所需存储容量；

ｂ）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存储介质的可用存储空间容量，按扣除２０％冗余计算，判断剩余可用存储

空间容量是否大于或等于２０万次检查数据所需存储容量；

ｃ）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是否具有存储容量扩展设计，确认具体的扩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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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综合ｂ）和ｃ）的试验结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０的要求。

７．４．１１　检索试验

按产品说明书操作，对检查结果进行数据检索，判定检索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１的要求。

７．４．１２　通信接口试验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通信接口设计，分别连接各通信接口，观察通信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２

的要求。

７．４．１３　数据导出试验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数据导出功能设计。按产品说明书操作，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导出安全检查

设备存储的结果数据。在其他计算机上读取导出的数据信息，确认与安全检查设备本机存储数据信息

的一致性，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３的要求。

７．４．１４　无线传输试验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无线传输功能设计。按产品说明书操作，采用无线方式向特定管理平台或指

定软件传输检查结果、仪器状态等信息。在接收端平台或软件读取传输的数据信息，确认安全检查设备

检查的实时发送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４的要求。

７．４．１５　操作界面检查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人机界面，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５的要求。

７．４．１６　定位功能检查

按照产品说明书操作，在安全检查设备上或安全检查设备关联的外部系统上查询安全检查设备定

位信息。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６的要求。

７．４．１７　计数统计试验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是否有自动计数功能设计。按７．４．３的试验方法分别进行大于或等于５次非危

险物品和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观察安全检查设备显示界面的计数统计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２．１７

的要求。

７．５　性能试验

７．５．１　启动时间试验

使用精度优于０．０１ｓ的电子秒表，从开启安全检查设备电源开始计时，到操作界面显示仪器进入产

品说明书所标示的待机状态结束计时，记录电子秒表显示的启动时间。重复试验１０次，计算１０次启动

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１要求。

７．５．２　分析时间试验

安全检查设备的分析时间试验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确认产品说明书给出的安全检查设备类别。

ｂ）　分别对符合６．３．３包装要求的水、牛奶、非酒精饮料等非危险液态物品或白糖、食盐、面粉等非

危险固态物品进行安全检查。使用精度优于０．０１ｓ的电子秒表，从安全检查设备触发分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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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时，到检查仪给出检查结果结束计时，记录电子秒表显示的每一次检查分析时间。

ｃ）　重复７．５．２ｂ）试验大于或等于１０次，计算检查分析时间的算数平均值，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２

中ａ）的要求。

ｄ）　按６．２．３中对应的要求分别选择相应的液态危险化学品或固态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使

用精度优于０．０１ｓ的电子秒表，从安全检查设备触发分析开始计时，到检查仪给出检查结果结

束计时，记录电子秒表显示的每一次检查分析时间。

ｅ）　重复７．５．２ｄ）试验大于或等于１０次，计算检查分析时间的算数平均值，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２

的要求。

ｆ）　综合分析ｃ）和ｅ）的结果，对Ⅳ类安全检查设备、含Ⅳ类组合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判定结果是

否符合６．３．２中ａ）的要求；对其他类别的安全检查设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２中ｂ）的要求。

　　注：当非危险物品和危险化学品平均分析时间均符合６．３．２的要求时，判定安全检查设备的分析时间符合６．３．２的

要求。

７．５．３　可检查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试验

安全检查设备的可检查包装材质和包装厚度试验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分别对符合表２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玻璃材质最大壁厚包装的水、牛奶、非酒精饮料等非危

险液态物品或白糖、食盐、面粉等非危险固态物品进行安全检查。观察安全检查设备的检查结

果显示情况。

ｂ）　确认产品说明书给出的安全检查设备类别，按６．２．３ｂ）～ｑ）中的要求分别选择相应的符合表２

要求的塑料、有机玻璃、玻璃材质最大壁厚包装的液态危险化学品或固态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

检查。观察安全检查设备的报警情况。

ｃ）　综合分析ａ）和ｂ）的结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３的要求。

７．５．４　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试验

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确认安全检查设备的误报警率试验是否合格，合格后再进行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试验；

ｂ）　确认产品说明书给出的安全检查设备类别，按６．３．４中ａ）～ｇ）给出的危险化学品样品检出要

求选择相应的液态危险化学品、炸药、易制爆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毒品、固态危险化学品或

农药样品进行安全检查试验；

ｃ）　对Ⅰ类、Ⅲ类、Ⅳ类、Ⅵ类安全检查设备进行ｂ）项试验时，每一种危险化学品的重复连续试验

次数大于或等于１０次；

ｄ）　对Ⅱ类、Ⅴ类、Ⅶ类安全检查设备进行ｂ）项试验时，每一种危险化学品的重复连续试验次数大

于或等于２０次；

ｅ）　Ⅷ类安全检查设备依据检测种类不同对液态危险化学品和／或炸药和／或易制爆化学品和／或

毒品和／或易制毒化学品和／或固态危险化学品和／或农药等液态和／或固态物品进行检查时，

每一项危险化学品的重复连续试验次数分别按照ｃ）和ｄ）的要求；

ｆ）　观察安全检查设备报警情况，按式（１）计算报警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４的要求。

７．５．５　漏报警率试验

在７．５．４试验过程中记录全部危险化学品样品试验结果，统计所有未报警次数和危险化学品总测

试次数，按式（２）计算漏报警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５的要求。

７．５．６　误报警率试验

误报警率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６１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ａ）　选择符合７．２．２．８要求的非危险液态物品样品，具体样品种类大于或等于１０种；

ｂ）　选择符合７．２．２．９要求的非危险固态物品样品，具体样品种类大于或等于１０种；

ｃ）　确认产品说明书给出的安全检查设备类别；

ｄ）　具备液态物品检查功能的安全检查设备，对７．５．６ａ）中的样品进行安全检查，每一非危险液态

物品样品连续测试次数大于或等于１０次，记录安全检查设备检查结果，统计误报警次数和非

危险液态物品总测试次数，按式（３）计算误报警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６的要求；

ｅ）　具备固态物品检查功能的安全检查设备，对７．５．６ｂ）中给出的样品进行安全检查，每一非危险

固态物品样品连续测试次数大于或等于１０次，记录安全检查设备检查结果，统计误报警次数

和非危险液态物品总测试次数，按式（３）计算误报警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６的要求；

ｆ）　同时具备液态物品和固态物品检查功能的安全检查设备，对７．５．６ａ）和ｂ）中给出的样品进行

安全检查，每一非危险液态物品和固态物品样品连续测试次数大于或等于１０次，记录安全检

查设备检查结果，统计误报警次数和非危险液态物品总测试次数，按式（３）计算误报警率，判定

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６的要求。

７．５．７　识别率试验

在７．５．４试验过程中记录每次危险化学品报警时的识别结果正确与否，统计正确识别次数和危险

化学品总测试次数，按式（４）计算识别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３．７的要求。

７．６　电源适应性试验

安全检查设备的电源适应性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使用变频调压电源分别在安全检查设备电源电压额定值的１１０％上限值和８５％下限值对仪器

供电，按７．４．３进行物品检查功能试验，观察安全检查设备工作情况，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４中

ａ）的要求。

ｂ）　检查手持式安全检查设备供电情况，拆卸自备电源模块，确认自备电源类型，判定结果是否符

合６．４中ｂ）的要求。

ｃ）　使用安全检查设备标配的充满电的自备电源供电，开启安全检查设备，从安全检查设备进入工

作状态计时，计时过程中应至少按７．４．３进行６０次物品检查功能试验，４ｈ后停止计时，观察

仪器状态，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４中ｃ）的要求。

ｄ）　开启安全检查设备后目测安全检查设备的人机界面，检查是否有电量指示，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６．４中ｄ）的要求。

ｅ）　在７．６ｃ）试验过程中，观察安全检查设备是否出现欠压告警提示。如停止计时后安全检查设备

依然正常工作且无欠压提示，则继续开启安全检查设备至自备电源电量耗尽，观察过程中仪器

是否出现欠压提示，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４中ｅ）的要求。

７．７　激光安全性试验

７．７．１　激光标识试验

按ＧＢ７２４７．１—２０１２的相关规定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警示标识，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５．１的

要求。

７．７．２　激光功率试验

使用激光功率计测试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功率，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５．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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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３　激光辐射发射警告试验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是否具备激光辐射发射警告装置，按７．４．３进行物品检查试验，观察激光辐射发

射时是否发出声或光信号警告，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５．３的要求。

７．７．４　激光辐射安全防护试验

激光辐射安全防护试验应按以下方法进行：

ａ）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是否具有激光束发射控制装置，确认安全检查设备在非检查状态时有无激

光束出射，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５．４ａ）的要求；

ｂ）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随机附件，确认有无激光防护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５．４ｂ）的要求；

ｃ）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醒目位置是否有避免激光辐射人眼等安全提示，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５．４ｃ）

的要求；

ｄ）　查阅检查安全检查设备产品说明书，确认其中是否有激光使用安全提示，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６．５．４ｄ）的要求。

７．８　防爆安全性试验

７．８．１　激光控制试验

激光控制试验应按以下方法进行：

ａ）　核查安全检查设备类别，对Ⅱ类、Ⅲ类、Ⅵ类及包含Ⅱ类、Ⅲ类、Ⅵ类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

查阅产品说明书，检查并判断其是否具有激光控制功能设计及激光控制方式；

ｂ）　调整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参数设置使得激光功率达到最大状态，使用激光功率计测试安全检

查设备的激光功率最大值；

ｃ）　按产品说明书操作，对激光进行激光光束整形、分散激光光斑、旋转移动激光光斑或激光功率

调节等操作，使用激光功率计测试经过激光控制处理后的激光功率值；

ｄ）　比较７．８．１ｂ）和ｃ）的测试结果，检查经过激光控制处理后的激光功率变化情况，判定结果是否

符合６．６．１的要求。

７．８．２　防爆监测试验

检验人员应进行眼部、头面部及全身防护，并按以下方法进行防爆监测试验：

ａ）　核查安全检查设备类别，对Ⅱ类、Ⅲ类、Ⅵ类及包含Ⅱ类、Ⅲ类、Ⅵ类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

查阅产品说明书并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结构，检查判断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束发射区域是否具

有必要的防爆监测组件；

ｂ）　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７．４．３试验，判断安全检查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ｃ）　确认安全检查设备工作正常后，对１ｇ黑火药和黑色塑料袋直接进行检查，观察黑火药是否被

引燃引爆，黑色塑料袋是否被引燃和损坏，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６．２的要求。

７．８．３　爆炸防范试验

检验人员应进行眼部、头面部及全身防护，并按以下方法进行爆炸防范试验：

ａ）　核查安全检查设备类别，对Ⅱ类、Ⅲ类、Ⅵ类及包含Ⅱ类、Ⅲ类、Ⅵ类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

查阅产品说明书并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结构，判断安全检查设备是否集成有助于防止被检物品

被引燃或引爆的相关技术并核查安全检查设备的爆炸防范设计情况；

ｂ）　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７．４．３项试验，判断安全检查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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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确保安全检查设备工作正常后，将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功率调到最大值，按７．４．３规定的试验

防范分别对透明塑料袋中的１ｇ黑火药和黑色塑料袋直接进行检查，观察黑火药是否被引燃

引爆，黑色塑料袋是否被引燃和损坏；

ｄ）　取１ｇ黑火药放到安全检查设备检查区域，人为引燃黑火药，观察在黑火药被引燃的情况下，

安全检查设备的爆炸防范设计是否发挥保护作用，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６．３的要求。

７．９　防中毒安全性试验

７．９．１　取样判定试验

查阅安全检查设备的产品说明书，确认设备醒目位置或产品说明书是否给出取样检查的判定原则，

以及是否在判定原则中给出常见易挥发且具有较强毒性的危险化学品名称，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７．１

的要求。

７．９．２　个人防护装备试验

个人防护装备试验应按以下方法进行：

ａ）　检查安全检查设备的随机附件，确认是否配备防酸碱橡胶手套、防毒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

ｂ）　查阅安全检查设备产品说明书，确认产品说明书中是否给出取样检查的个人防护要求；

ｃ）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７．２的要求。

７．１０　电磁兼容性试验

７．１０．１　抗扰度试验

７．１０．１．１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判定结果

是否符合６．８．１的要求。

７．１０．１．２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判

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８．１的要求。

７．１０．１．３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２０１７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

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８．１的要求。

７．１０．１．４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２０１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８．１的要求。

７．１０．１．５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判定结

果是否符合６．８．１的要求。

７．１０．１．６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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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扰度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８．１的要求。

７．１０．２　骚扰度试验

７．１０．２．１　辐射骚扰试验

按照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２０１７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辐射骚扰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

合６．８．２的要求。

７．１０．２．２　传导骚扰试验

按照ＧＢ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１２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安全检查设备进行传导骚扰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６．８．２的要求。

７．１１　电气安全性试验（仅适用于可使用交流电源供电的安全检查设备）

７．１１．１　保护接地试验

保护接地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目测检查安全检查设备保护接地端子设计及标识；

ｂ）　将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切断并对地短路放电后放置于绝缘台面上；

ｃ）　将接地电阻测试仪Ａ、Ｂ连线末端的夹具或试针分别连接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子

和安全检查设备外壳或外壳裸露金属部件；

ｄ）　开启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开关；

ｅ）　开启接地电阻测试仪开关并启动测试按钮，调整测试电流为１０Ａ，通电持续时间为１ｍｉｎ；

ｆ）　观察接地电阻测试仪的接地电阻示值，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９．１的要求。

７．１１．２　绝缘电阻试验

绝缘电阻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将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切断并对地短路放电后放置于绝缘台面上；

ｂ）　在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插头不插入电源、电源开关接通的情况下，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或兆

欧表在被测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施加５００Ｖ直流电压，稳定

５ｓ后，测量绝缘电阻；

ｃ）　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绝缘电阻测试的，观察绝缘电阻测试仪显示的绝缘电阻示值和测试

结果指示；使用兆欧表进行绝缘电阻测试的，观察兆欧表显示的绝缘电阻示值；

ｄ）　判定ｃ）中的结果是否符合６．９．２的正常环境条件下的绝缘电阻要求；

ｅ）　将被测安全检查设备接通电源放入环境温度试验箱中进行相对湿度为９１％～９５％、温度为

４０℃、１２ｈ的受潮预处理后，重复７．１１．２中ａ）、ｂ）、ｃ）的试验步骤，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９．２中

湿热条件下的绝缘电阻要求。

７．１１．３　抗电强度试验

抗电强度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将被测安全检查设备放置于绝缘台面上，其电源插头接入耐压测试仪电源输出插孔。

ｂ）　将从耐压测试仪测试接地柱引出的夹具或试针固定连通被测安全检查设备外壳或外壳裸露金

属部件。

ｃ）　打开耐压测试仪电源开关，设置耐压测试仪测试模式为电压１．５ｋＶ、频率４５Ｈｚ～６５Ｈｚ；设置

耐压测试仪升压速率参数为２００Ｖ／ｍｉｎ。

０２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ｄ）　开启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开关。

ｅ）　启动耐压测试仪测试按钮，在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外壳或外壳裸露金

属部件之间以２００Ｖ／ｍｉｎ的速率逐渐施加试验电压，在规定值上保持１ｍｉｎ，然后平稳地下降

到零。观察试验过程中的安全检查设备情况及耐压测试仪的测试结果指示，判定结果是否符

合６．９．３的要求。

７．１１．４　泄漏电流试验

泄漏电流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将被测安全检查设备放置于绝缘台面上，其电源插头接入泄漏电流测试仪电源输出插孔。

ｂ）　将从泄漏电流测试仪测试接线柱引出的夹具或试针固定连通被测安全检查设备外壳或外壳裸

露金属部件。

ｃ）　打开泄漏电流测试仪电源开关，设置耐压测试仪测试电压为２４２Ｖ。

ｄ）　开启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开关。

ｅ）　启动泄漏电流测试仪测试按钮，在被测安全检查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外壳或外壳裸

露金属部件之间施加试验电压，在规定值上保持１ｍｉｎ。观察试验过程中的泄漏电流测试仪

的泄漏电流示值测试结果指示，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６．９．４的要求。

　　注：如安全检查设备外壳无导电性，将试夹或试针连通安全检查设备外壳固定螺钉或在安全检查设备外壳包一层

金属导体后，再按７．１１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电气安全试验。

７．１２　环境适应性试验

７．１２．１　工作环境试验

工作环境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３的规定。试验后１０ｍｉｎ内在试验箱中依次进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判

定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０．１的要求。

表３　工作温度和湿度试验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

低温 ０℃，持续时间：２ｈ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试验Ａｂ

试验过程通电。试验结束前１０ｍｉｎ内在试验箱中依次进

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

高温 ４０℃，持续时间：２ｈ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试验Ｂｂ

试验过程通电。试验结束前１０ｍｉｎ内在试验箱中依次进

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

恒定湿热

工作温度：４０℃±２℃

相对湿度：９３
＋２
－３％

持续时间：１２ｈ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

试验过程通电。试验结束前１０ｍｉｎ内在试验箱中依次进

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

７．１２．２　贮存环境试验

贮存环境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４的规定。试验后从试验箱中取出安全检查设备，在常温环境下恢复

６０ｍｉｎ后依次进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判定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６．１０．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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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贮存温度试验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

低温 －２０℃，持续时间：２４ｈ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试验Ａｂ

试验过程不通电。试验后从试验箱中取出安全检查设备，

在常温环境下恢复６０ｍｉｎ，依次进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

高温 ７０℃，持续时间：２４ｈ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试验Ｂｂ

试验过程不通电。试验后从试验箱中取出安全检查设备，

在常温环境下恢复６０ｍｉｎ，依次进行７．４．３、７．３．１试验

７．１２．３　振动、冲击、跌落试验

振动、冲击、跌落试验应符合表５的规定。试验后依次进行７．３．１、７．３．３、７．４．３试验，判定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６．１０．３的要求。

表５　振动、冲击、跌落试验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

扫频耐久

机械振动

频率范围（Ｈｚ）：１０Ｈｚ～５５Ｈｚ～１０Ｈｚ（正弦

波）

速率：１ｏｃｔ／ｍｉｎ

振幅：０．１５ｍｍ

扫频耐久循环数：５

定频耐久时间：１０ｍｉｎ±０．５ｍｉｎ

振动方向：犡、犢、犣三个轴向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１９

试验过程不通电。试验后依次进行７．３．１、７．３．３、７．４．３

试验

冲击

峰值加速度：１５０ｍ／ｓ２

持续时间：１１ｍｓ

冲击方向：６个轴向

冲击次数：每轴向３次

按ＧＢ／Ｔ１２０８５．１３—２０１０

试验过程不通电。试验后依次进行７．３．１、７．３．３、７．４．３

试验

跌落
非包装状态，水泥或瓷砖地面，自由跌落高

度０．２ｍ，垂直跌落２次

按ＧＢ／Ｔ１２０８５．１３—２０１０

试验过程不通电。试验后依次进行７．３．１、７．３．３、７．４．３

试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８．１．１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ｃ）　产品长期（一年以上）停产后恢复生产；

ｄ）　交收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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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要求或合同规定等。

８．１．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分为四组：

ａ）　Ａ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全数检验；

ｂ）　Ｂ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抽样检验；

ｃ）　Ｃ组检验（周期）：每半年进行一次；

ｄ）　Ｄ组检验（周期）：每年进行一次。

８．２　检验要求

型式检验、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检验项目（第１页／共２页）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Ａ Ｂ Ｃ Ｄ

１ 外观 ６．１．１ ７．３．１ ● ● — ● ●

２ 质量 ６．１．２ ７．３．２ ● ○ — — —

３ 机械结构 ６．１．３ ７．３．３ ● ● — — —

４ 外壳防护等级 ６．１．４ ７．３．４ ● ○ ● ○ ○

５ 检查方式 ６．２．１ ７．４．１ ● ○ — — —

６ 自检、校准 ６．２．２ ７．４．２ ● ○ — — —

７ 物品检查 ６．２．３ ７．４．３ ● ● ● ● ●

８ 报警提示 ６．２．４ ７．４．４ ● ● ● ● ●

９ 危险化学品识别 ６．２．５ ７．４．５ ● ● ● ● ●

１０ 数据库 ６．２．６ ７．４．６ ● — ○ ○ ○

１１ 数据库扩展 ６．２．７ ７．４．７ ● — ○ ○ ○

１２ 权限管理 ６．２．８ ７．４．８ ● — ○ ○ ○

１３ 记录存储 ６．２．９ ７．４．９ ● — ○ ○ ○

１４ 数据存储容量 ６．２．１０ ７．４．１０ ● — ○ ○ ○

１５ 检索 ６．２．１１ ７．４．１１ ● — ○ ○ ○

１６ 通信接口 ６．２．１２ ７．４．１２ ● — ○ ○ ○

１７ 数据导出 ６．２．１３ ７．４．１３ ● — ○ ○ ○

１８ 无线传输 ６．２．１４ ７．４．１４ ○ — ○ ○ ○

１９ 操作界面 ６．２．１５ ７．４．１５ ● — ○ ● —

２０ 定位功能 ６．２．１６ ７．４．１６ ○ — ○ ○ ○

２１ 计数统计 ６．２．１７ ７．４．１７ ● — ○ ○ ○

２２ 启动时间 ６．３．１ ７．５．１ ● — ○ ○ ○

２３ 分析时间 ６．３．２ ７．５．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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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检验项目（第２页／共２页）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Ａ Ｂ Ｃ Ｄ

２４
可检查包装材质和

包装厚度
６．３．３ ７．５．３ ● — ○ — ○

２５ 可检出危险化学品种类 ６．３．４ ７．５．４ ● — ○ — ○

２６ 漏报警率 ６．３．５ ７．５．５ ● — ○ — ○

２７ 误报警率 ６．３．６ ７．５．６ ● — ○ — ○

２８ 识别率 ６．３．７ ７．５．７ ● — ○ — ○

２９ 电源适应性要求 ６．４ ７．６ ● — ○ — ○

３０ 激光标识 ６．５．１ ７．７．１ ● ● ● — —

３１ 激光功率 ６．５．２ ７．７．２ ● ● ● — —

３２ 激光辐射发射警告 ６．５．３ ７．７．３ ● ● ● — —

３３ 激光辐射安全防护 ６．５．４ ７．７．４ ● ● ● — —

３４ 激光控制 ６．６．１ ７．８．１ ● ● ● — —

３５ 防爆监测 ６．６．２ ７．８．２ ● ● ● — —

３６ 爆炸防范 ６．６．３ ７．８．３ ● ● ● — —

３７ 取样判定 ６．７．１ ７．９．１ ● ● ● — —

３８ 个人防护装备 ６．７．２ ７．９．２ ● ● ● ● ●

３９ 抗扰度 ６．８．１ ７．１０．１ ● — — ● —

４０ 骚扰度 ６．８．２ ７．１０．２ ● — — ● —

４１ 保护接地 ６．９．１ ７．１１．１ ● — ● ● ●

４２ 绝缘电阻 ６．９．２ ７．１１．２ ● — ● ● ●

４３ 抗电强度 ６．９．３ ７．１１．３ ● — ● ● ●

４４ 泄漏电流 ６．９．４ ７．１１．４ ● — ● ● ●

４５ 工作环境 ６．１０．１ ７．１２．１ ● — — — ●

４６ 贮存环境 ６．１０．２ ７．１２．２ ● — — — ●

４７ 振动、冲击、跌落 ６．１０．３ ７．１２．３ ● — — — ●

４８ 标志 ９．１ ● ● ● ● ●

４９ 包装与配套 ９．２ ● ● ● ○ ○

５０ 检验合格证 ９．３ ● ● ● ○ ○

５１ 使用说明书 １０．２ ● ● ● ○ ●

５２ 技术说明书 １０．３ ● ● ● ○ ●

　　注：“●”表示必须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需要时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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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检验数量与抽样规则

检验数量与抽样规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型式检验在大于或等于１０台安全检查设备中随机抽取样品，受试样品大于或等于２台；

ｂ）　出厂检验的批次由同一生产线、同批外购件、同一生产批的产品构成；

ｃ）　Ａ组出厂检验为全数检验；

ｄ）　Ｂ组出厂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规定抽取样品，受试样品大于或等于３台；

ｅ）　Ｃ组和Ｄ组出厂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９的规定抽取样品，受试样品大于或等于３台。

８．４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中如发现不合格项，允许对产品的相关部件进行一次调整或更换，并重新检验。仍不合格

的，则应判为不合格。

出厂检验中如发现不合格项，允许对产品的相关部件进行小于或等于两次调整或更换，并重新检

验。仍不合格的，则应判为不合格品。

９　标志、包装

９．１　标志

９．１．１　产品标志

安全检查设备的外壳上应有以下标志：

ａ）　产品名称、型号；

ｂ）　安全检查设备类型；

ｃ）　功能用途符号；

ｄ）　执行的产品标准号；

ｅ）　激光警示标识；

ｆ）　产品编号；

ｇ）　产品生产日期；

ｈ）　制造商名称与商标。

９．１．２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的规定。

９．２　包装与配套

包装与配套应符合下述要求：

ａ）　安全检查设备内包装应有内层保护膜（如塑料薄膜袋）、减震泡沫塑料以及专用便携安全检查

设备箱；

ｂ）　包装内应有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以及产品装箱单等技术文件。

９．３　检验合格证

每台出厂的安全检查设备应有检验合格证，检验合格证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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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厂商名称；

ｃ）　执行的产品标准号；

ｄ）　出厂检验结论、检验日期。

１０　随机技术文件

１０．１　概述

安全检查设备应附有至少包括使用说明书、技术说明书和供用户可查询的地址在内的文件。使用

说明书、技术说明书以及操作界面应是中文编写的。随机技术文件被视为安全检查设备的组成部分。

警告性说明和警告性的符号（标在安全检查设备上的）的解释应在随机技术文件中给出。

１０．２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能使安全检查设备按其技术条件运行的全部资料。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基本工作原理和操作说明；

ｂ）　工作环境和贮存环境的温度范围；

ｃ）　安全检查设备的外形尺寸、质量；

ｄ）　安全检查设备的激光功率；

ｅ）　激光防护要求；

ｆ）　供电电压范围、供电频率范围、整机功耗；

ｇ）　操作控制装置的识别和使用；

ｈ）　安全检查设备软件的使用说明；

ｉ）　显示和报警信息的说明；

ｊ）　取样检查的判定原则；

ｋ）　日常维护、检查、保养和清洁。

１０．３　技术说明书

技术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安全检查设备组成的部件框图；

ｂ）　主要功能及其技术指标；

ｃ）　各部件的功能描述；

ｄ）　主要部件更换和调试方法；

ｅ）　系统的机械和电气连接框图；

ｆ）　保障安全使用应注意的事项；

ｇ）　常见故障的处理；

ｈ）　制造厂详细名称和地址；

ｉ）　技术服务和维修部门的联络信息。

１１　运输及贮存

１１．１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潮、防尘、防晒、防冻、防震、防腐。

６２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１１．２　贮存

贮存的仓库应清洁、干燥、通风，环境温度－２０℃～５５℃，相对湿度小于或等于８０％，空气中不应

有腐蚀性气体。对于含有锂电池的安全检查设备的贮存，应按照ＧＢ８８９７．４—２００８相关规定考虑直流

电源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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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

犃．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浓度与纯度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的浓度与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危险化学品，浓度大于或等于９５％，纯度为化学纯；

ｂ）　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危险化学品，溶剂为纯净水。

犃．２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盛装容器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内。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

对应样品包装规定。条件不具备时，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盛装于原装试剂瓶内。

犃．３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

Ⅰ类及包含液态危险化学品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

应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１页／共５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 汽油（９５＃、９２＃） ８００６６１９ ●

２ 柴油 ６８３３４３０５ ●

３ 煤油 ８００８２０６ ●

４ 乙醇（７０％） ６４１７５ ●

５ 甲醇 ６７５６１ ●

６ 硝酸 ７６９７３７２ ●

７ 硫酸 ７６６４９３９ ●

８ 二硫化碳 １２１４４８ ●

９ 环氧乙烷 ７５２１８ ●

１０ 丙酮 ６７６４１ ●

１１ 四氯化碳 ５６２３５ ●

１２ 正丙醇 ７１２３８ ○

１３ 正己烷 １１０５４３ ○

１４ 乙醚（二乙醚） ６０２９７ ●

１５ 环戊烷 ２８７９２３ ○

１６ 环己烷 １１０８２７ ○

１７ 三氯甲烷 ６７６６３ ●

１８ 苯 ７１４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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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２页／共５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９ 甲苯 １０８８８３ ●

２０ 石油醚 ８０３２３２４ ○

２１ 丙醛 １２３３８６ ○

２２ 二甲苯 １３３０２０７ ●

２３ 环氧丙烷 ７５５６９ ○

２４ 正辛烷 １１１６５９ ○

２５ 正戊烷 ８００６６１９ ○

２６ 异丙醚 １０８２０３ ○

２７ 正庚烷 １４２８２５ ○

２８ 松节油 ８００６６４２ ○

２９ 硝基苯 ９８９５３ ●

３０ 环己酮 １０８９４１ ○

３１ 甲胺醇溶液 ７４８９５ ○

３２ 异丙醇（７０％） ６７６３０ ○

３３ ３０％双氧水 ７７２２８４１ ●

３４ ４０％乙醛水溶液 ７５０７０ ○

３５ 乙腈 ７５０５８ ○

３６ 乙酸 ６４１９７ ○

３７ 二氯甲烷 ７５０９２ ○

３８ 正戊烯 １０９６７１ ○

３９ 异辛烷 ５４０８４１ ○

４０ 硝基甲烷 ７５５２５ ●

４１ 丙烯基氯 １０７０５１ ○

４２ 乙酸酐 １０８２４７ ○

４３ 甲基环己烷 １０８８７２ ○

４４ 氯苯 １０８９０７ ○

４５ １，２二氯乙烯 ５４０５９０ ○

４６ 乙酸异丁酯 １１０１９０ ○

４７ 辛烯 １１１６６０ ○

４８ 异辛烯 １０７３９１ ○

４９ 硝酸异丙酯 １７１２６４７ ○

５０ 丁酸乙酯 １０５５４４ ○

５１ 环戊烯 １４２２９０ ○

５２ １，３环戊二烯 ５４２９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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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３页／共５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５３ 噻吩 １１００２１ ○

５４ 环己烯 １１０８３８ ○

５５ 乙基甲基酮（甲乙酮；２丁酮） ７８９３３ ●

５６ 吡咯烷 １２３７５１ ○

５７ １，３，５三甲基苯 １０８６７８ ○

５８ ２氯丙烷 ７５２９６ ○

５９ ３溴１丙炔 １０６９６７ ○

６０ 乙基苯（乙苯） １００４１４ ○

６１ 三氟甲苯 １４２８２５ ○

６２ 氯代异丙烷 １１０７１４ ○

６３ 溴代异丙烷 １２３３８６ ○

６４ 碘代异丙烷 ７５３０９ ○

６５ １，２二氯丙烷 ７８８７５ ○

６６ 氯戊烷（１氯戊烷） ５４３５９９ ○

６７ 氯丁烷 １０９６９３ ○

６８ 甲乙醚 ５４０６７０ ○

６９ 溴正丁烷 １０９６５９ ○

７０ 溴正丙烷（溴丙烷） １０６９４５ ○

７１ 硝基乙烷 ７９２４３ ○

７２ 乙酸异丙酯 １０８２１４ ○

７３ 苯胺 ６２５３３ ○

７４ 氯化丙烯 ７８８７５ ○

７５ 异戊醇 １２３５１３ ○

７６ 溴丙烯 １０６９５６ ○

７７ 六甲基二硅醚 １０７４６０ ○

７８ 丁醛（正丁醛） １２３７２８ ○

７９ 乙胺醇溶液 ７５０４７ ○

８０ 乙胺水溶液 ７５０４７ ○

８１ 乙酸乙酯（醋酸乙酯） １４１７８６ ○

８２ 异丙胺 ７５３１０ ○

８３ 乙酸丁酯 １２３８６４ ○

８４ 乙酸甲酯 ７９２０９ ○

８５ 四氢呋喃 １０９９９９ ○

８６ 二乙胺 １０９８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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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４页／共５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８７ 吡啶 １１０８６１ ○

８８ 三乙胺 １２１４４８ ○

８９ 烯丙胺 １０７１１９ ○

９０ １己烯 ５９２４１６ ○

９１ 异戊烯 ５１３３５９ ○

９２ 异丁酸乙酯 ９７６２１ ○

９３ 呋喃 １１０００９ ○

９４ 甲基叔丁基醚 １６３４０４４ ○

９５ ３硝基甲苯 ９９０８１ ○

９６ 油酸 １１２８０１ ○

９７ 乙二醇 １０７２１１ ○

９８ 正戊烷 １０９６６０ ○

９９ 乙酸正丁酯 １２３８６４ ○

１００ 正丁醇 ７１３６３ ○

１０１ 甲基异丁酮 １０８１０１ ○

１０２ 丙三醇（甘油） ５６８１５ ○

１０３ 乙二醇二甲醚 １１０７１４ ○

１０４ 一缩二乙二醇 １１１４６６ ○

１０５ １，２二氯乙烷 １０７０６２ ○

１０６ 甲酸 ６４１８６ ○

１０７ 犖，犖二甲基甲酰胺 ６８１２２ ○

１０８ 溴苯 １０８８６１ ○

１０９ 硝基丙烷 ２５３２２０１４ ○

１１０ 甲基环己醇 ５９０６７０ ○

１１１ 硝酸戊酯 １００２１６０ ○

１１２ 樟脑油 ８００８５１３ ○

１１３ 哌啶 １１０８９４ ○

１１４ 四氢噻吩 １１００１０ ○

１１５ 噻吩 １１００２１ ○

１１６ ２氯丙烯 ５５７９８２ ○

１１７ 无水肼 ３０２０１２ ○

１１８ ４甲基２戊酮 １０８１０１ ○

１１９ 乙二胺 １０７１５３ ○

１２０ １，４二氧六环 １２３９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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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液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５页／共５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２１ 异戊烷 ７８７８４ ○

１２２ 苯乙烯 １００４２５ ○

１２３ 异丁醇 ７８８３１ ○

１２４ 烯丙基溴 １０６９５６ ○

１２５ 仲丁醇 ７８９２２ ○

１２６ 叔丁醇 ７５６５０ ○

１２７ 间二甲苯 １０８３８３ ○

１２８ 叔丁胺 ７５６４９ ○

１２９ 正丙胺 １０７１０８ ○

１３０ 乙缩醛 １０５５７７ ○

１３１ 亚硝酸异戊酯 １１０４６３ ○

１３２ 乙酸正丙酯 １０９６０４ ○

１３３ 丙烯酸乙酯 １４０８８５ ○

１３４ 丙酸乙酯 １０５３７３ ○

１３５ 乙酸正戊酯 ６２８６３７ ○

１３６ 碳酸二甲酯 ６１６３８６ ○

１３７ 乙酸乙烯酯 １０８０５４ ○

１３８ 碳酸二乙酯 １０５５８８ ○

１３９ 丁酸丁酯 １０９２１７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本表参照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
［１］、《危险化学品标准汇编》（化学试剂卷）［３］、参考联合国公约管制的２２种易制

毒化学品［４］及我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２０１８修订）》
［５］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考虑民众日常获取难易

程度等因素综合选取以上常见危险化学品种类。

　　注３：９５＃汽油和９２＃汽油组分参照ＧＢ１７９３０—２０１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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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炸 药 样 品

犅．１　单质炸药样品纯度

单质炸药样品的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纯度的炸药，含量大于或等于９５％，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状或膏状；

ｂ）　明确标示纯度的炸药，注明混合物种类及各种类所占的比例，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状

或膏状。

犅．２　混合炸药样品配比

混合炸药样品的配比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配比方案的混合炸药，选用可以使炸药威力、猛度、感度接近上限值的配比方案，常

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状或膏状；

ｂ）　明确标示配比方案的炸药，注明混合物种类及各种类所占的比例，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

块状或膏状；

ｃ）　黑火药选用“硫磺＋木炭＋硝石”的配比方案；

ｄ）　塞姆汀选用“太安＋黑索金”的配比方案；

ｅ）　爆雷用高性能炸药选用“黑索今＋梯恩梯＋铝粉”的配比方案。

犅．３　炸药样品包装容器或包装袋

炸药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容器或包装袋。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

对应样品包装规定。

犅．４　炸药样品种类

Ⅱ类及包含炸药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炸药样品种类应符合表Ｂ．１的规定。

表犅．１　炸药样品种类（第１页／共２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 梯恩梯（ＴＮＴ） 三硝基甲苯 １１８９６７ ●

２ 硝化甘油（ＮＧ） 硝化丙三醇 ５５６３０ ●

３ 黑索今（ＲＤＸ） １，３，５三硝基六氢１，３，５三嗪 １２１８２４ ●

４ 奥克托今（ＨＭＸ） 环四次甲基四硝胺 ２６９１４１０ ●

５ 特屈儿（ＴＥＴＲＹＬ） ２，４，６三硝基苯甲硝胺 ４７９４５８ ●

６ 太安（ＰＥＴＮ） 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７８１１５ ●

７ 塞姆汀（Ｓｅｍｔｅｘ） ＲＤＸ／ＰＥＴＮ混合物 — ○

８ Ｃ４塑胶炸药（Ｃ４） 黑索今 — ○

９ 苦味酸（ＴＮＰ） ２，４，６三硝基苯酚 ８８８９１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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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炸药样品种类（第２页／共２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０ 六硝基芪（ＨＮＳ） 六硝基二苯基乙烯 ２００６２２２０ ○

１１ 吉纳（ＤＩＮＡ） 犖硝基二乙醇胺二硝酸酯 — ○

１２ 二硝基甲苯（ＤＮＴ） ２，４二硝基甲苯 １２１１４２ ○

１３
三丙酮三过氧化物

（ＴＡＴＰ）
三过氧化三丙酮 １７０８８３７８ ○

１４ 六甲氧胺（ＨＭＴＤ） 六亚甲基三过氧化二胺 ２８３６６９ ○

１５ Ｂ炸药 ＲＤＸ／ＴＮＴ混合物 — ○

１６ 铵梯炸药 硝酸铵＋ＴＮＴ — ○

１７ 梯萘炸药 二硝基萘＋ＴＮＴ混合物 — ○

１８ 硝酸异丙酯 硝酸异丙酯 １７１２６４７ ○

１９ 硝基甲烷 硝基甲烷 ７５５２５ ○

２０
六氮杂六硝基

异伍兹烷（ＨＮＩＷ）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六氮杂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六硝基

异伍兹烷

１３５２８５９０４ ○

２１ 高氯酸铵（ＡＰ） 高氯酸铵 ７７９０９８９ ○

２２
２，６二苦氨基３，５

二硝基吡啶（ＰＹＸ）
２，６二苦氨基３，５二硝基吡啶 ３４９８１１１８ ○

２３
１，３，５三氨基２，４，

６三硝基苯（ＴＡＴＢ）
１，３，５三氨基２，４，６三硝基苯 ３０５８３８６ ○

２４
爆雷用高性能炸药

（Ｔｏｒｐｅｘ）
ＲＤＸ＋ＴＮＴ＋铝粉 — ○

２５ 叠氮化铅 叠氮化铅 １３４２４４６９ ○

２６ 硝铵类炸药 硝酸铵 ６４８４５２２ ○

２７ 烟火药 高氯酸钾＋氯酸钾 —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表示未查询到对应炸药的ＣＡＳ编号。

　　注３：本表参考《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
［６］。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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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

犆．１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浓度与纯度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的浓度与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易制爆化学品，浓度大于或等于９５％，纯度为化学纯；

ｂ）　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易制爆化学品，溶剂为纯净水；

ｃ）　未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易制爆化学品，含量大于或等于９５％，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

状、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ｄ）　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易制爆化学品，注明混合物种类及各种类所占的比例，常规为固态粉末

状、晶体状、块状、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犆．２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盛装容器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内。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对

应样品包装规定。条件不具备时，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盛装于原装试剂瓶内。

犆．３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种类

易制爆化学品主要包含氧化性液体、氧化性固体、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易燃液体、易燃固体等。

Ⅲ类及包含易制爆化学品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种类应符合

表Ｃ．１的规定。

表犆．１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１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Ⅰ酸类

１ 硝酸 ７６９７３７２ ●

２ 发烟硝酸 ５２５８３４２３ ○

３ 高氯酸（过氯酸）（浓度＞７２％）

４ 高氯酸（５０％＜浓度≤７２％）

５ 高氯酸（过氯酸）（浓度≤５０％）

７６０１９０３

●

○

○

Ⅱ硝酸盐类

６ 硝酸钠 ７６３１９９４ ●

７ 硝酸铵 ６４８４５２２ ●

８ 硝酸钾 ７７５７７９１ ●

９ 硝酸铯 ７７８９１８６ ○

１０ 硝酸镁 １０３７７６０３ ○

１１ 硝酸钙 １０１２４３７５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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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２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２ 硝酸锶 １００４２７６９ ○

１３ 硝酸钡 １００２２３１８ ○

１４ 硝酸镍（二硝酸镍） １３１３８４５９ ○

１５ 硝酸银 ７７６１８８８ ○

１６ 硝酸锌 ７７７９８８６ ○

１７ 硝酸铅 １００９９７４８ ○

Ⅲ 氯酸盐类

１８ 氯酸钠

１９ 氯酸钠溶液
７７７５０９９

●

○

２０ 氯酸钾

２１ 氯酸钾溶液
３８１１０４９

●

○

２２ 氯酸铵 １０１９２２９７ ○

Ⅳ 高氯酸盐类

２３ 高氯酸锂（过氯酸锂） ７７９１０３９ ●

２４ 高氯酸钠（过氯酸钠） ７６０１８９０ ●

２５ 高氯酸钾（过氯酸钾） ７７７８７４７ ●

２６ 高氯酸铵（过氯酸铵） ７７９０９８９ ○

Ⅴ 重铬酸盐类

２７ 重铬酸锂 １３８４３８１７ ○

２８ 重铬酸钠（红矾钠） １０５８８０１９ ●

２９ 重铬酸钾（红矾钾） ７７７８５０９ ○

３０ 重铬酸铵（红矾铵） ７７８９０９５ ○

Ⅵ 过氧化物和超氧化物类

３１ 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含量≥６０％）

３２ 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２０％≤含量＜６０％）

３３ 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８％＜含量＜２０％）

７７２２８４１

○

●

○

３４ 过氧化锂（二氧化锂） １２０３１８００ ○

３５ 过氧化钠（双氧化钠；二氧化钠） １３１３６０６ ○

３６ 过氧化钾（二氧化钾） １７０１４７１０ ○

３７ 过氧化镁（二氧化镁） １３３５２６８ ○

３８ 过氧化钙（二氧化钙） １３０５７９９ ○

３９ 过氧化锶（二氧化锶） １３１４１８７ ○

４０ 过氧化钡（二氧化钡） １３０４２９６ ○

４１ 过氧化锌（二氧化锌） １３１４２２３ ○

６３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犆．１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３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４２ 过氧化脲（过氧化氢尿素；过氧化氢脲） １２４４３６ ○

４３

过乙酸（过醋酸；过氧乙酸；乙酰过氧化氢）

（含量≤１６％，含水≥３９％，含乙酸≥１５％，含过氧

化氢≤２４％，含有稳定剂）

４４

过乙酸（过醋酸；过氧乙酸；乙酰过氧化氢）

（含量≤４３％，含水≥５％，含乙酸≥３５％，含过氧

化氢≤６％，含有稳定剂）

７９２１０

○

○

４５

过氧化二异丙苯

（二枯基过氧化物；硫化剂ＤＣＰ）

（５２％＜含量≤１００％）

８０４３３ ○

４６ 过氧化氢苯甲酰 ９３５９４ ○

４７ 超氧化钠 １２０３４１２７ ●

４８ 超氧化钾 １２０３０８８５ ○

Ⅶ 易燃物还原剂类

４９ 硫磺（硫） ７７０４３４９ ●

５０ 六亚甲基四胺（乌洛托） １００９７０ ●

５１ １，２乙二胺（１，２二氨基乙烷） １０７１５３ ●

５２ 一甲胺溶液（氨基甲烷溶液；甲胺溶液） ７４８９５ ○

５３ 硼氢化锂 １６９４９１５８ ○

５４ 硼氢化钠 １６９４０６６２ ○

５５ 硼氢化钾 １３７６２５１１ ○

Ⅷ 硝基化合物类

５６ 硝基甲烷 ７５５２５ ●

５７ 硝基乙烷 ７９２４３ ●

５８ ２，４二硝基甲苯 １２１１４２ ○

５９ ２，６二硝基甲苯 ６０６２０２ ○

６０ １，５二硝基萘 ６０５７１０ ○

６１ １，８二硝基萘 ６０２３８０ ○

６２ 二硝基苯酚（干的或含水＜１５％）

６３ 二硝基苯酚溶液（２，４ＤＮＰ、ＤＮＰ）
２５５５０５８７

○

○

６４
２，４二硝基苯酚（１羟基２，４二硝基苯）

（含水≥１５％）
５１２８５ ○

６５ ２，５二硝基苯酚（含水≥１５％） ３２９７１５ ○

６６ ２，６二硝基苯酚（含水≥１５％） ５７３５６８ ○

６７ ２，４二硝基苯酚钠 １０１１７３０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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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　易制爆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４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Ⅸ 其他

６８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

［干的或含水（或乙醇）＜２５％］

６９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

（含氮≤１２．６％，含乙醇≥２５％）

７０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含氮≤１２．６％）

７１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含水≥２５％）

７２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含乙醇≥２５％）

７３
硝化纤维素（硝化棉）

（未改型的或增塑的，含增塑剂＜１８％）

７４
硝化纤维素溶液（硝化棉溶液）

（含氮量≤１２．６％，含硝化纤维素≤５５％）

９００４７００

○

○

○

○

○

○

○

７５ ４，６二硝基２氨基苯酚钠（苦氨酸钠） ８３１５２７ ○

７６ 高锰酸钠（过锰酸钠） １０１０１５０５ ○

７７ 硝酸胍（硝酸亚氨脲） ５０６９３４ ●

７８ 水合肼（水合联氨） １０２１７５２４ ○

７９
２，２二羟甲基１，３丙二醇

（季戊四醇、四羟甲基甲烷）
１１５７７５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名称”包括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名”和“别名”。

注３：本表参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２０１７年版）》
［７］。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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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

犇．１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浓度与纯度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的浓度与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易制毒化学品，浓度大于或等于９５％，纯度为化学纯；

ｂ） 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易制毒化学品，溶剂为纯净水或无水乙醇；

ｃ） 未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易制毒化学品，含量大于或等于９５％，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

状、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ｄ） 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易制毒化学品，注明混合物种类及各种类所占的比例，常规为固态粉末

状、晶体状、块状、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犇．２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盛装容器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内。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对

应样品包装规定。条件不具备时，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盛装于原装试剂瓶内。

犇．３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种类

Ⅳ类及包含易制毒化学品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种类应符

合表Ｄ．１的规定。

表犇．１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１页／共２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 苯丙酮（１苯基２丙酮） ９３５５０ ●

２ ３，４亚甲基二氧苯基２丙酮 ４６７６３９５ ●

３ 胡椒醛 １２０５７０ ●

４ 黄樟素 ９４５９７ ●

５ 黄樟油 ８００６８０２ ●

６ 异黄樟素 １２０５８１ ○

７ 犖乙酰邻氨基苯酸 ８９５２１ ●

８ 邻氨基苯甲酸 １１８９２３ ●

９ 麦角新碱 ６０７９７ ○

１０ 麦角胺 １１３１５５ ○

１１ 麦角酸 ８２５８６ ○

１２ 麻黄素（麻黄碱） ２９９４２３ ●

１３ 伪麻黄素（伪麻黄碱） ９０８２４ ●

１４ 消旋麻黄碱 ９０８１３ ○

１５ 去甲麻黄素 ４９２４１１ ○

９３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犇．１　易制毒化学品样品种类（第２页／共２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６ 甲基麻黄素 ５５２７９４ ○

１７ 麻黄浸膏 — ○

１８ 麻黄浸膏粉 — ○

１９ 羟亚胺 ９０７１７１６１ ●

２０ ３氧２苯基丁腈 ４４６８４８８ ○

２１ 邻氯苯基环戊酮 ６７４０８５８ ○

２２ ４苯胺基犖苯乙基哌啶 ２１４０９２６７ ○

２３ 犖苯乙基４哌啶酮（ＮＰＰ） ３９７４２６０４ ○

２４ 犖甲基１苯基１氯２丙胺 ２５３９４３３６ ○

２５ 苯乙酸 １０３８２２ ●

２６ 乙酸酐 １０８２４７ ●

２７ 三氯甲烷 ６７６６３ ●

２８ 乙醚 ６０２９７ ●

２９ 哌啶（六氢吡啶） １１０８９４ ●

３０ 溴素 ７７２６９５６ ○

３１ １苯基１丙酮 ９３５５０ ●

３２ 甲苯 １０８８８３ ●

３３ 丙酮 ６７６４１ ●

３４ 甲基乙基酮（丁酮） ７８９３３ ●

３５ 硫酸 ７６６４９３９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表示未查询到对应易制毒化学品的ＣＡＳ编号。

注３：“名称”包括易制毒化学品的“品名”和“别名”。

注４：本表参考联合国公约管制的２２种易制毒化学品
［４］及我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２０１８修订）》

［５］管制的

易制毒化学品，其中１～８、２５～２９、３２～３５纳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８］附表《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分类和品种目录》［９］。

注５：根据我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２０１８修订）》
［５］的分类规则，本表第１～１８项为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第

２５～２９项为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第３２～３５项为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

注６：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可能存在盐类，实际纳入监管，本表第１９～２４项为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

品的盐类。

注７：带有标记的品种为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包括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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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

毒 品 样 品

犈．１　毒品样品浓度与纯度

毒品样品的浓度与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毒品，浓度大于或等于９５％，纯度为化学纯；

ｂ） 明确标示浓度的液态毒品，溶剂为纯净水或无水乙醇；

ｃ） 未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毒品，含量大于或等于９５％，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状、片状、

颗粒状或膏状；

ｄ） 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毒品，注明混合物种类及各种类所占的比例，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

块状、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犈．２　毒品样品盛装容器

毒品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内。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对应样品包

装规定。条件不具备时，毒品样品盛装于原装试剂瓶内。

犈．３　毒品样品种类

Ⅴ类及包含毒品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毒品样品种类应符合表Ｅ．１的规定。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１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１
冰毒（甲基安非他明、去氧麻黄

素、去氧麻黄碱）
甲基苯丙胺（ＭＡＴＭ） ４８４６０７５ ●

２ 盐酸氯胺酮（Ｋ粉）
（２犚）２（２氯苯基）２（甲基氨

基）环己酮盐酸盐
３３７９５２４３ ●

３ 盐酸可卡因

８甲基３（苯甲酰氧基）８氮杂

双环［３，２，１］辛烷２甲酸甲酯盐

酸盐

５３２１４ ●

４ 盐酸吗啡

１，２，３，４，１０，１４ｂ六氢２甲基二

苯并［ｃ，ｆ］吡嗪并［１，２ａ］氮杂卓

盐酸盐

２１５３５４７７ ●

５ 海洛因 二乙酰吗啡 ５６１２７３ ●

６ 四氢大麻酚
（ＴＨＣ、Δ９四 氢 大 麻 酚、Δ９

ＴＨＣ、Δ１ＴＨＣ）
１９７２０８３ ○

７ 三唑仑

８氯６（２氯 苯 基）１甲 基４Ｈ

［１，２，４］三氮唑并［４，３ａ］［１，４］

苯并二氮杂卓

２８９１１０１５ ●

１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２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８
摇头丸 ＭＤＭＡ

（替甲基苯丙胺）
３，４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 ７４９１９１１４８ ○

９ 摇头丸 ＭＤＡ（替苯丙胺） ４，５亚甲基二氧基苯丙胺 ２３６９３１７６ ○

１０ 咖啡因 １，３，７三甲基黄嘌呤 ５８０８２ ○

１１ 盐酸杜冷丁 盐酸哌替啶 ５０１３５ ○

１２ 可待因（甲基吗啡）
１７甲基３甲氧基４，５α环氧７，

８二去氢吗啡喃６α醇
７６５７３ ○

１３ 那可汀

［犛（犚，犛）］６，７二甲氧基

３（５，６，７，８四氢６甲基４甲氧

基１，３二氧杂环戊烯［４，５ｇ］５

异喹 啉 基）１（３Ｈ）异 苯 并 呋

喃酮

１２８６２１ ○

１４ 盐酸二氢埃托啡

１７甲基７α［（犛）１羟基１甲基

丁基］６，１４桥亚乙基６，７，８，

１４四氢东罂粟碱盐酸盐

１５５５３６４５１ ○

１５ γ羟基丁酸 ４羟基丁酸 ５９１８１１ ○

１６ 安纳咖（ＣＮＢ） 苯甲酸钠咖啡因 ８０００９５１ ○

１７
氟硝安定（氟硝西泮、蓝精灵、氟

硝基安定）

５（２氟苯基）１甲基７硝基

３Ｈ１，４苯二氮杂艹卓２１Ｈ
１６２２６２４ ○

１８ 麦角乙二胺（ＬＳＤ） 麦角酸二乙胺酒石酸 ５０３７３ ○

１９
安眠酮（甲喹酮、海米那、眠可

欣、佛得）
甲苯喹唑酮 ７２４４６ ○

２０ 丁丙诺啡（布诺啡） 叔丁啡 ５２４８５７９７ ○

２１
地西泮（苯甲二氮革、苯甲二氮

唑）

１甲基５苯基７氯１，３二氢

２Ｈ１，４苯并二氮杂艹卓２酮
４３９１４５ ○

２２ 可卡因碱
８甲基３（苯甲酰氧基）８氮杂

双环［３，２，１］辛烷２甲酸甲酯
５０３６２ ○

２３ 罂粟碱 罂粟碱 ５８７４２ ○

２４ 吗啡
吗啡（１７甲基４，５α环氧７，８二

脱氢吗啡喃３，６α二醇）
５７２７２ ○

Ⅱ管制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２５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基４溴苯基）乙胺（２ＣＢ

ＮＢＯＭｅ）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基４溴苯基）乙胺
１０２６５１１９０９ ○

２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２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２６
２，５二甲氧基４氯苯乙胺（２Ｃ

Ｃ）
２，５二甲氧基４氯苯乙胺 ８８４４１１４９ ○

２７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 基４氯 苯 基）乙 胺 （２ＣＣ

ＮＢＯＭｅ）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基４氯苯基）乙胺
１２２７６０８０２７ ○

２８
２，５二 甲 氧 基４甲 基 苯 乙 胺

（２ＣＤ）
２，５二甲氧基４甲基苯乙胺 ２４３３３１９５ ○

２９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基４甲基苯基）乙胺（２ＣＤ

ＮＢＯＭｅ）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基４甲基苯基）乙胺
１３５４６３２０２２ ○

３０
２，５二 甲 氧 基４乙 基 苯 乙 胺

（２ＣＥ）
２，５二甲氧基４乙基苯乙胺 ７１５３９３４９ ○

３１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 基４碘 苯 基）乙 胺 （２ＣＩ

ＮＢＯＭｅ）

犖（２甲氧基苄基）２（２，５二甲

氧基４碘苯基）乙胺
９１９７９７１９６ ○

３２
２，５二 甲 氧 基４丙 基 苯 乙 胺

（２ＣＰ）
２，５二甲氧基４丙基苯乙胺 ２０７７４０２２５ ○

３３
２，５二甲氧基４乙硫基苯乙胺

（２ＣＴ２）
２，５二甲氧基４乙硫基苯乙胺 ２０７７４０２４７ ○

３４
２，５二甲氧基４异丙基硫基苯

乙胺（２ＣＴ４）

２，５二甲氧基４异丙基硫基苯

乙胺
２０７７４０２５８ ○

３５
２，５二甲氧基４丙硫基苯乙胺

（２ＣＴ７）
２，５二甲氧基４丙硫基苯乙胺 ２０７７４０２６９ ○

３６ ２氟苯丙胺（２ＦＡ） ２氟苯丙胺 １７１６６０５ ○

３７ ２氟甲基苯丙胺（２ＦＭＡ） ２氟甲基苯丙胺 １０１７１７６４８５ ○

３８
１（２苯并呋喃基）犖甲基２丙

胺（２ＭＡＰＢ）

１（２苯 并 呋 喃 基）犖甲 基２

丙胺
８０６５９６１５６ ○

３９ ３氟苯丙胺（３ＦＡ） ３氟苯丙胺 １６２６７１７ ○

４０ ３氟甲基苯丙胺（３ＦＭＡ） ３氟甲基苯丙胺 １１８２８１８１４９ ○

４１ ４氯苯丙胺（４ＣＡ） ４氯苯丙胺 ６４１２０ ○

４２ ４氟苯丙胺（４ＦＡ） ４氟苯丙胺 ４５９０２９ ○

４３ ４氟甲基苯丙胺（４ＦＭＡ） ４氟甲基苯丙胺 ３５１０３１ ○

４４
１［５（２，３二氢苯并呋喃基）］２

丙胺（５ＡＰＤＢ）

１［５（２，３二氢苯并呋喃基）］２

丙胺
１５２６２４０３８ ○

３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４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４５
１（５苯并呋喃基）犖甲基２丙

胺（５ＭＡＰＢ）

１（５苯 并 呋 喃 基）犖甲 基２

丙胺
１３５４６３１７７８ ○

４６
６溴３，４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

胺（６ＢｒＭＤＭＡ）

６溴３，４亚 甲 二 氧 基 甲 基 苯

丙胺
— ○

４７
６氯３，４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

胺（６ＣｌＭＤＭＡ）

６氯３，４亚 甲 二 氧 基 甲 基 苯

丙胺
３１９９２０７１３ ○

４８
１（２，５二甲氧基４氯苯基）２

丙胺（ＤＯＣ）

１（２，５二甲氧基４氯苯基）２

丙胺
１２３４３１３１２ ○

４９
１（２噻 吩 基）犖甲 基２丙 胺

（ＭＰＡ）
１（２噻吩基）犖甲基２丙胺 ８０１１５６４７８ ○

５０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５氟戊基）吲哚３甲酰胺（５Ｆ

ＡＢＩ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５氟戊基）吲哚３甲酰胺
１８０１３３８２６０ ○

５１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５氟戊基）吲唑３甲酰胺（５Ｆ

ＡＢＰＩＮＡ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５氟戊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８００１０１６０３ ○

５２

犖（１氨甲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５氟戊基）吲哚３甲酰胺

（５ＦＡＤＢＩ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５氟戊基）吲哚３甲酰胺
１８０１３３８２７１ ○

５３

犖（１甲氧基羰基２甲基丙基）

１（５氟戊基）吲唑３甲酰胺（５Ｆ

ＡＭＢ）

犖（１甲氧基羰基２甲基丙基）

１（５氟戊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７１５０１６７４２ ○

５４
犖（１金刚烷基）１（５氟戊基）

吲唑３甲酰胺（５ＦＡＰＩＮＡＣＡ）

犖（１金刚烷基）１（５氟戊基）

吲唑３甲酰胺
１４００７４２１３３ ○

５５
１（５氟戊基）吲哚３甲酸８喹

啉酯（５ＦＰＢ２２）

１（５氟戊基）吲哚３甲酸８喹

啉酯
１４００７４２４１７ ○

５６

１（５氟戊基）３（２，２，３，３四甲

基环丙甲酰基）吲哚 （５ＦＵＲ

１４４）

１（５氟戊基）３（２，２，３，３四甲

基环丙甲酰基）吲哚
１３６４９３３５４９ ○

５７

１［２（犖吗啉基）乙基］３（２，２，

３，３四甲基环丙甲酰基）吲哚

（Ａ７９６，２６０）

１［２（犖吗啉基）乙基］３（２，２，

３，３四甲基环丙甲酰基）吲哚
８９５１５５２６７ ○

５８

１（４四氢吡喃基甲基）３（２，２，

３，３四甲基环丙甲酰基）吲哚

（Ａ８３４，７３５）

１（４四氢吡喃基甲基）３（２，２，

３，３四甲基环丙甲酰基）吲哚
８９５１５５５７４ ○

４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５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５９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环己基 甲 基）吲 唑３甲 酰 胺

（ＡＢＣＨＭＩＮＡ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环己基甲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１８５８８７２１１ ○

６０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４氟苄基）吲唑３甲酰胺（ＡＢ

ＦＵＢＩＮＡ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４氟苄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６２９０６２５６１ ○

６１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戊基吲唑３甲酰胺（ＡＢＰＩＮＡ

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甲基丙基）１

戊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４４５５８３２０９ ○

６２

犖（１氨甲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戊基吲哚３甲酰胺（ＡＤ

ＢＩ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戊基吲哚３甲酰胺
１４４５５８３４８１ ○

６３

犖（１氨甲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戊基吲唑３甲酰胺（ＡＤＢ

ＰＩＮＡＣＡ）

犖（１氨甲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戊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６３３７６６７３０ ○

６４
１［（犖甲基２哌啶基）甲基］３

（１萘甲酰基）吲哚（ＡＭ１２２０）

１［（犖甲基２哌啶基）甲基］３

（１萘甲酰基）吲哚
１３７６４２５４７ ○

６５

１［（犖甲基２哌啶基）甲基］３

（１金刚烷基甲酰基）吲哚（ＡＭ

１２４８）

１［（犖甲基２哌啶基）甲基］３

（１金刚烷基甲酰基）吲哚
３３５１６０６６２ ○

６６
１［（犖甲基２哌啶基）甲基］３

（２碘苯甲酰基）吲哚（ＡＭ２２３３）

１［（犖甲基２哌啶基）甲基］３

（２碘苯甲酰基）吲哚
４４４９１２７５８ ○

６７
犖（１金刚烷基）１戊基吲哚３

甲酰胺（ＡＰＩＣＡ）

犖（１金刚烷基）１戊基吲哚３

甲酰胺
１３４５９７３５０３ ○

６８
犖（１金刚烷基）１戊基吲唑３

甲酰胺（ＡＰＩＮＡＣＡ）

犖（１金刚烷基）１戊基吲唑３

甲酰胺
１３４５９７３５３６ ○

６９
１（１萘 甲 酰 基）４戊 氧 基 萘

（ＣＢ１３）
１（１萘甲酰基）４戊氧基萘 ４３２０４７７２８ ○

７０

犖（１甲基１苯基乙基）１（４四

氢吡喃基甲基）吲唑３甲酰胺

（ＣＵＭＹＬＴＨＰＩＮＡＣＡ）

犖（１甲基１苯基乙基）１（４四

氢吡喃基甲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４００７４２５０８ ○

７１
１（５氟戊基）３（４乙基１萘甲

酰基）吲哚（ＥＡＭ２２０１）

１（５氟戊基）３（４乙基１萘甲

酰基）吲哚
１３６４９３３６０７ ○

７２
１（４氟苄基）３（１萘甲酰基）吲

哚（ＦＵＢＪＷＨ０１８）

１（４氟苄基）３（１萘甲酰基）

吲哚
— ○

７３
１（４氟苄基）吲哚３甲酸８喹

啉酯（ＦＵＢＰＢ２２）

１（４氟苄基）吲哚３甲酸８喹

啉酯
１８０００９８３６５ ○

５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６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７４
２甲基１戊基３（１萘甲酰基）

吲哚（ＪＷＨ００７）

２甲基１戊基３（１萘甲酰基）

吲哚
１５５４７１１０６ ○

７５
２甲基１丙基３（１萘甲酰基）

吲哚（ＪＷＨ０１５）

２甲基１丙基３（１萘甲酰基）

吲哚
１５５４７１０８２ ○

７６
１己 基３（１萘 甲 酰 基）吲 哚

（ＪＷＨ０１９）
１己基３（１萘甲酰基）吲哚 ２０９４１４０８４ ○

７７
１戊 基３（４甲 氧 基１萘 甲 酰

基）吲哚（ＪＷＨ０８１）

１戊 基３（４甲 氧 基１萘 甲 酰

基）吲哚
２１０１７９４６７ ○

７８
１戊基３（４甲基１萘甲酰基）

吲哚（ＪＷＨ１２２）

１戊基３（４甲基１萘甲酰基）

吲哚
６１９２９４４７２ ○

７９
１戊基３（２氯苯乙酰基）吲哚

（ＪＷＨ２０３）
１戊基３（２氯苯乙酰基）吲哚 ８６４４４５５４５ ○

８０
１戊基３（４乙基１萘甲酰基）

吲哚（ＪＷＨ２１０）

１戊基３（４乙基１萘甲酰基）

吲哚
８２４９５９８１１ ○

８１
１戊基２（２甲基苯基）４（１萘

甲酰基）吡咯（ＪＷＨ３７０）

１戊基２（２甲基苯基）４（１萘

甲酰基）吡咯
９１４４５８２２３ ○

８２
１（５氟戊基）３（４甲基１萘甲

酰基）吲哚（ＭＡＭ２２０１）

１（５氟戊基）３（４甲基１萘甲

酰基）吲哚
１３５４６３１２４５ ○

８３

犖（１甲氧基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环己基甲基）吲哚３甲酰

胺（ＭＤＭＢＣＨＭＩＣＡ）

犖（１甲氧基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环己基甲基）吲哚３甲

酰胺

１７１５０１６７８６ ○

８４

犖（１甲氧基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４氟苄基）吲唑３甲酰胺

（ＭＤＭＢＦＵＢＩＮＡＣＡ）

犖（１甲氧基羰基２，２二甲基丙

基）１（４氟苄基）吲唑３甲酰胺
１７１５０１６７７５ ○

８５
１戊 基 吲 哚３甲 酸８喹 啉 酯

（ＰＢ２２）
１戊基吲哚３甲酸８喹啉酯 １４００７４２１７７ ○

８６

犖（１氨甲酰基２苯基乙基）１

（５氟戊基）吲唑３甲酰胺（ＰＸ

２）

犖（１氨甲酰基２苯基乙基）１

（５氟戊基）吲唑３甲酰胺
— ○

８７
１戊基３（４甲氧基苯甲酰基）吲

哚（ＲＣＳ４）

１戊基３（４甲氧基苯甲酰基）

吲哚
１３４５９６６７８０ ○

８８
犖（１金刚烷基）１（５氟戊基）

吲哚３甲酰胺（ＳＴＳ１３５）

犖（１金刚烷基）１（５氟戊基）

吲哚３甲酰胺
１３５４６３１２６７ ○

８９
１戊基３（２，２，３，３四甲基环丙

甲酰基）吲哚（ＵＲ１４４）

１戊基３（２，２，３，３四甲基环丙

甲酰基）吲哚
１１９９９４３４４６ ○

９０ ２氟甲卡西酮（２ＦＭＣ） ２氟甲卡西酮 １１８６１３７３５８ ○

６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７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９１ ２甲基甲卡西酮（２ＭＭＣ） ２甲基甲卡西酮 １２４６９１１７１６ ○

９２
３，４二甲基甲卡西酮（３，４ＤＭ

ＭＣ）
３，４二甲基甲卡西酮 １０８２１１０００６ ○

９３ ３氯甲卡西酮（３ＣＭＣ） ３氯甲卡西酮 １０４９６７７５９９ ○

９４ ３甲氧基甲卡西酮（３ＭｅＯＭＣ） ３甲氧基甲卡西酮 ８８２３０２５６９ ○

９５ ３甲基甲卡西酮（３ＭＭＣ） ３甲基甲卡西酮 １２４６９１１８６３ ○

９６ ４溴甲卡西酮（４ＢＭＣ） ４溴甲卡西酮 ４８６４５９０３４ ○

９７ ４氯甲卡西酮（４ＣＭＣ） ４氯甲卡西酮 １２２５８４３８６６ ○

９８ ４氟甲卡西酮（４ＦＭＣ） ４氟甲卡西酮 ４４７４０５ ○

９９
１（４氟苯基）２（犖吡咯烷基）

１戊酮（４ＦαＰＶＰ）

１（４氟苯基）２（犖吡咯烷基）

１戊酮
８５０３５２６２４ ○

１００
１（４甲基苯基）２甲氨基１丁

酮（４ＭｅＢＰ）

１（４甲 基 苯 基）２甲 氨 基１

丁酮
１３３７０１６５１９ ○

１０１
１（４甲氧基苯基）２（犖吡咯烷

基）１戊酮（４ＭｅＯαＰＶＰ）

１（４甲氧基苯基）２（犖吡咯烷

基）１戊酮
１４９７９９７６ ○

１０２
１苯基２甲氨基１丁酮（Ｂｕｐｈｅ

ｄｒｏｎｅ）
１苯基２甲氨基１丁酮 ４０８３３２７９６ ○

１０３
２甲氨基１［３，４（亚甲二氧基）

苯基］１丁酮（Ｂｕｔｙｌｏｎｅ）

２甲氨基１［３，４（亚甲二氧基）

苯基］１丁酮
８０２５７５１１７ ○

１０４
２二甲氨基１［３，４（亚甲二氧

基）苯基］１丙酮（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ｏｎｅ）

２二甲氨基１［３，４（亚甲二氧

基）苯基］１丙酮
７６５２３１５８１ ○

１０５ 乙卡西酮（Ｅｔｈｃａｔｈｉｎｏｎｅ） 乙卡西酮 １８２５９３７５ ○

１０６
３，４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Ｅｔｈｙ

ｌｏｎｅ）
３，４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 １１１２９３７６４０ ○

１０７
１［３，４（亚甲二氧基）苯基］２

（犖吡咯烷基）１丁酮（ＭＤＰＢＰ）

１［３，４（亚甲二氧基）苯基］２

（犖吡咯烷基）１丁酮
７８４９８５３３７ ○

１０８
１［３，４（亚甲二氧基）苯基］２

（犖吡咯烷基）１丙酮（ＭＤＰＰＰ）

１［３，４（亚甲二氧基）苯基］２

（犖吡咯烷基）１丙酮
７８３２４１６６７ ○

１０９ ４甲氧基甲卡西酮（Ｍｅｔｈｅｄｒｏｎｅ） ４甲氧基甲卡西酮 ５３０５４１ ○

１１０ １苯基２乙氨基１丁酮（ＮＥＢ） １苯基２乙氨基１丁酮 １３５４６３１２８９ ○

１１１
１苯基２甲氨基１戊酮（Ｐｅｎｔｅ

ｄｒｏｎｅ）
１苯基２甲氨基１戊酮 ８７９７２２５７３ ○

１１２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丁酮

（αＰＢＰ）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丁酮 １３４１５８２２ ○

７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８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１３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己酮

（αＰＨＰ）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己酮 １３４１５８６６ ○

１１４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庚酮

（αＰＨＰＰ）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庚酮 １３４１５８３３ ○

１１５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戊酮

（αＰＶＰ）
１苯基２（犖吡咯烷基）１戊酮 １４５３０３３７ ○

１１６
１（２噻吩基）２（犖吡咯烷基）

１戊酮（αＰＶＴ）

１（２噻吩基）２（犖吡咯烷基）

１戊酮
１４００７４２６６６ ○

１１７
２（３甲氧基苯基）２乙氨基环己

酮（ＭＸＥ）

２（３甲氧基苯基）２乙氨基环

己酮
１２３９９４３７６０ ○

１１８ 乙基去甲氯胺酮（ＮＥＮＫ） 乙基去甲氯胺酮 １３５４６３４１０８ ○

１１９
犖，犖二烯丙基５甲氧基色胺

（５ＭｅＯＤＡＬＴ）
犖，犖二烯丙基５甲氧基色胺 ９２８８２２９８４ ○

１２０
犖，犖二异丙基５甲氧基色胺

（５ＭｅＯＤｉＰＴ）
犖，犖二异丙基５甲氧基色胺 ４０２１３４５ ○

１２１
犖，犖二甲基５甲氧基色胺（５

ＭｅＯＤＭＴ）
犖，犖二甲基５甲氧基色胺 １０１９４５０ ○

１２２
犖甲基犖异丙基５甲氧基色

胺（５ＭｅＯＭｉＰＴ）

犖甲 基犖异 丙 基５甲 氧 基

色胺
９６０９６５５８ ○

１２３ α甲基色胺（ＡＭＴ） α甲基色胺 ２９９２６３ ○

１２４ １，４二苄基哌嗪（ＤＢＺＰ） １，４二苄基哌嗪 １０３４１１３ ○

１２５ １（３氯苯基）哌嗪（ｍＣＰＰ） １（３氯苯基）哌嗪 ６６４０２４０ ○

１２６
１（３三 氟 甲 基 苯 基 ）哌 嗪

（ＴＦＭＰＰ）
１（３三氟甲基苯基）哌嗪 １５５３２７５９ ○

１２７ ２氨基茚满（２ＡＩ） ２氨基茚满 ２９７５４１９ ○

１２８
５，６亚 甲 二 氧 基２氨 基 茚 满

（ＭＤＡＩ）
５，６亚甲二氧基２氨基茚满 １３２７４１８１２ ○

１２９ ２二苯甲基哌啶（２ＤＰＭＰ） ２二苯甲基哌啶 ５１９７４４ ○

１３０ ３，４二氯哌甲酯（３，４ＣＴＭＰ） ３，４二氯哌甲酯 １４００７４２６８８ ○

１３１ 乙酰芬太尼（Ａｃｅｔｙｌ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乙酰芬太尼 ３２５８８４２ ○

１３２
３，４二氯犖［（１二甲氨基环己

基）甲基］苯甲酰胺（ＡＨ７９２１）

３，４二氯犖［（１二甲氨基环己

基）甲基］苯甲酰胺
５５１５４３０８ ○

１３３ 丁酰芬太尼（Ｂｕｔｙｒｙｌ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丁酰芬太尼 １１６９７０６ ○

１３４ 哌乙酯（Ｅｔｈｙｌｐｈｅｎｉｄａｔｅ） 哌乙酯 ５７４１３４３１ ○

８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犈．１　毒品样品种类（第９页／共９页）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３５
１［１（２甲氧基苯基）２苯基乙

基］哌啶（Ｍｅｔｈｏｘｐｈｅｎｉｄｉｎｅ）

１［１（２甲氧基苯基）２苯基乙

基］哌啶
１２７５２９４６８ ○

１３６ 芬纳西泮（Ｐｈｅｎａｚｅｐａｍ） 芬纳西泮 ５１７５３５７２ ○

１３７
β羟基硫代芬太尼（βＨｙｄｒｏｘｙ

ｔｈｉｏ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β羟基硫代芬太尼 １４７４３４６ ○

１３８
４氟丁酰芬太尼（４Ｆｌｕｏｒｏｂｕｔｙｒ

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４氟丁酰芬太尼 ２４４１９５３１１ ○

１３９ 异丁酰芬太尼（Ｉｓｏｂｕｔｙｒ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异丁酰芬太尼 １１９６１８７０１ ○

１４０ 奥芬太尼（Ｏｃ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奥芬太尼 １０１３４３６９５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表示未查询到对应毒品的ＣＡＳ编号。

注３：“名称”包括毒品及管制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品名”“别名”或备注名称。

注４：本表参考《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
［１０］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１１］。

９４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附　录　犉

（规范性）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

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纯度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的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危险化学品，含量大于或等于９５％，常规为固态粉末状、晶体状、块状、

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ｂ）　明确标示纯度的固态危险化学品，注明混合物种类及各种类所占的比例，常规为固态粉末状、

晶体状、块状、片状、颗粒状或膏状。

犉．２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盛装容器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内。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

对应样品包装规定。条件不具备时，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盛装于原装试剂瓶内。

犉．３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

Ⅵ类及包含固态危险化学品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种类

应符合表Ｆ．１的规定。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１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 红矾钾（重铬酸钾） ７７７８５０９ ●

２ 苯乙酸 １０３８２２ ●

３ 过氧化二苯甲酰 ９４３６０ ●

４ 乙酸铵 ６３１６１８ ●

５ 橄苦盐（硝基胍） ５５６８８７ ●

６ 硝基脲 ５５６８９８ ●

７ 迭氮化钡（叠氮化钡） １８８１０５８７ ○

８ 二硝基重氮酚 ８７３１０ ○

９ 硝酸重氮苯 ６１９９７６ ○

１０ 硝化淀粉 ９０５６３８６ ○

１１ 硝化棉（硝化纤维素） ９００４７００ ○

１２ 梯恩梯（三硝基甲苯） １１８９６７ ○

１３ 特屈儿（２，４，６三硝基苯甲硝胺） ４７９４５８ ○

１４ 黑索金（环三亚甲基三硝胺） １２１８２４ ○

１５ 奥克托今（环四亚甲基四硝胺） ２６９１４１０ ○

１６ 太安（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７８１１５ ○

１７ ２硝基苯酚 ８８７５５ ○

０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２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８ 二硝基间苯二酚 ５１９４４８ ○

１９ 均三硝基苯（１，３，５三硝基苯） ９９３５４ ○

２０ ２，４，６三硝基二甲苯 ６３２９２８ ○

２１ 苦基氯［２，４，６三硝基氯（化）苯］ ８８８８０ ○

２２ 苦味酸（２，４，６三硝基苯酚） ８８８９１ ○

２３ 苦味酸钠（２，４，６三硝基苯酚钠） ３３２４５８１ ○

２４ 苦味酸铵（２，４，６三硝基苯酚铵） １３１７４８ ○

２５ 三硝基间甲酚 ６０２９９３ ○

２６ 收敛酸（２，４，６三硝基间苯二酚） ８２７１３ ○

２７ 收敛酸铅（２，４，６三硝基间苯二酚铅） ６３９１８９７８ ○

２８ 三硝基安息香酸（２，４，６三硝基苯甲酸） １２９６６８ ○

２９ 三硝基苯磺酸（３硝基苯磺酸） ９８４７５ ○

３０ ２，４，６三硝基苯磺酸钠 ５４００７０４ ○

３１ 苦基胺（２，４，６三硝基苯胺） ４８９９８５ ○

３２ ２，３，４，６四硝基苯胺 ３６９８５４２ ○

３３ 三硝基芴酮 １２９７９３ ○

３４ 三硝基萘 ５５８１０１７８ ○

３５ 四硝基萘 ２８９９５８９３ ○

３６ 四硝基萘胺 ７７６３４１ ○

３７ 六硝炸药（六硝基二苯胺） １３１７３７ ○

３８ 曙黄（六硝基二苯胺铵盐） ２８４４９２０ ○

３９ 二苦基硫（六硝基二苯硫） ２８９３０３０５ ○

４０ 六硝基芪（六硝基１，２二苯乙烯） ２００６２２２０ ○

４１ 六硝基甘露醇（甘露糖醇六硝酸酯） １５８２５７０４ ○

４２ 硝基连三氮杂茚（５硝基苯并三唑） ２３３８１２７ ○

４３ 高氯酸铵 ７７９０９８９ ○

４４ 硝酸铵 ６４８４５２２ ●

４５ 硝铵炸药 — ○

４６ 二亚硝基苯 １０５１２４ ○

４７ 二硝基邻甲（苯）酚钠（４，６二硝基邻甲基苯酚钠） ２３１２７６７ ○

４８ 苦氨酸钠（４，６二硝基２氨基苯酚钠） ８３１５２７ ○

４９ 硝化二乙醇胺火药 ４１８５４７１ ○

５０ 赤磷（红磷） ７７２３１４０ ●

５１ 三硫化二磷 ８１１２９００２ ○

１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３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５２ 三硫化四磷 ８１１２９００２ ○

５３ 七硫化四磷 １２０３７８２０ ○

５４ 二盐基亚磷酸铅（亚磷酸二氢铅） １６０３８７６９ ○

５５ 氢化钛 ７７０４９８５ ○

５６ 氢化锆 ７７０４９９６ ○

５７ 铁铈齐 ６９５２３０６４ ○

５８ ４亚硝基苯酚 １０４９１６ ○

５９ ２，４二硝基苯酚 ５１２８５ ○

６０ ２，５二硝基苯酚 ３２９７１５ ○

６１ ２，６二硝基苯酚 ５７３５６８ ○

６２ ２，４二硝基间苯二酚 ５１９４４８ ○

６３ 二硝基邻甲酚钠 ２３１２７６７ ○

６４ ２，４二硝基茴香醚 １１９２７７ ○

６５ ２，４二硝基苯肼 １１９２６６ ○

６６ ２，４二硝基氯化苄 ６１０５７１ ○

６７ １，５二硝基萘 ６０５７１０ ○

６８ １，８二硝基萘 ６０２３８０ ○

６９ 三硝基甲苯（２，４，６三硝基甲苯） １１８９６７ ●

７０ 三硝基苯甲酸（２，４，６三硝基苯甲酸） １２９６６８ ○

７１ 二苦基硫（六硝基二苯硫） ２８９３０３０５ ○

７２ 发泡剂 Ｈ（犖，犖′二亚硝基五亚甲基四胺） １０１２５７ ●

７３ 犖，犖′二亚硝基犖，犖′二甲基对苯二酰胺 １３３５５１ ○

７４ 固体硝酸（硝酸脲） １２４４７０ ●

７５ 发泡剂ＢＳＨ（苯磺酰肼） ８０１７１ ●

７６ 发泡剂ＡＣ（偶氮二甲酰胺） １２３７７３ ●

７７ 发泡剂Ｎ（２，２′偶氮二异丁腈） ７８６７１ ●

７８ 偶氮二异庚腈［２，２′偶氮双（２，４二甲基戊腈）］ ４４１９１１８ ○

７９ ２，２′偶氮二（２，４二甲基４甲氧基戊腈） １５５４５９７８ ○

８０ ２重氮１萘酚４磺酸钠 ６４１７３９６２ ○

８１ 十硼烷（癸硼烷） １７７０２４１９ ○

８２ 萘（骈苯；并苯；环烷；萘丸；煤焦油脑） ９１２０３ ○

８３ １硝基萘 ８６５７７ ○

８４ 萘酐（１，８萘二羧酸酐；萘１，８二甲酸酐；１．８萘二甲酸酐） ８１８４５ ○

８５ 萘己环 ８３３２９ ○

２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４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８６ 硝基苊（５硝基苊） ６０２８７９ ○

８７ 均四甲苯（１，２，４，５四甲苯） ９５９３２ ○

８８ ２硝基联苯 ８６０００ ○

８９ ５叔丁基２，４，６三硝基间二甲苯 ８１１５２ ○

９０ 马汀氏黄（２，４二硝基萘酚钠） ８８７７９６ ○

９１ ３，５二硝基苯甲酰氯 ９９３３２ ○

９２ ２，７二硝基芴 ５４０５５３８ ○

９３ １，５二羟基４，８二硝基蒽醌 １２８９１６ ○

９４ ２，４二亚硝基间苯二酚 １１８０２５ ○

９５ 乌洛托品（六亚甲基四胺） １００９７０ ○

９６ 氨基胍重碳酸盐 ２５８２３０１ ○

９７ 三聚甲醛 １１０８８３ ●

９８ 聚乙醛 １０８６２３ ○

９９ 龙脑，冰片（２莰醇） ５０７７００ ○

１００ 樟脑（２莰酮） ７６２２２ ●

１０１ 樟脑萜（莰烯） ７９９２５ ○

１０２ 咔唑［９氮（杂）芴］ ８６７４８ ○

１０３ 环烷酸钴（萘酸钴） ６１７８９５１３ ○

１０４ 树脂酸钙 ９００７１３０ ○

１０５ 树脂酸钴 ６８９５６８２１ ○

１０６ 硫磺 ７７０４３４９ ●

１０７ 白磷 １２１８５１０３ ○

１０８ 三氯化钛 ７７０５０７９ ○

１０９ 硫化钠 １３１３８２２ ●

１１０ 硫化钾 １３１２７３８ ○

１１１ 硫氢化钠 １６７２１８０５ ○

１１２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７７７５１４６ ○

１１３ 氮化锂 ２６１３４６２３ ○

１１４ 叠氮化钠 ２６６２８２２８ ○

１１５ 电石 ７５２０７ ●

１１６ 碳化铝 １２９９８６１ ○

１１７ 硅化镁 ２２８３１３９６ ○

１１８ 硅化钙 １２０１３５６８ ○

１１９ 磷化钠 １２０５８８５４ ○

３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５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２０ 磷化钾 ２０７７０４１６ ○

１２１ 磷化钙 １３０５９９３ ○

１２２ 磷化镁 １２０５７７４８ ○

１２３ 磷化铝 ２０８５９７３８ ○

１２４ 磷化锌 １３１４８４７ ○

１２５ 五硫化二磷 １３１４８０３ ○

１２６ 硼氢化锂 １６９４９１５８ ○

１２７ 硼氢化钠 １６９４０６６２ ○

１２８ 硼氢化钾 １３７６２５１１ ○

１２９ 过氧化钠 １３１３６０６ ○

１３０ 过氧化钾 １７０１４７１０ ○

１３１ 过氧化锂 １２０３１８００ ○

１３２ 过氧化镁 １３３５２６８ ○

１３３ 过氧化锶 １３１４１８７ ○

１３４ 过氧化钡 １３０４２９６ ○

１３５ 过氧化锌 ２１５２２６７ ○

１３６ 超氧化钠 １２０３４１２７ ○

１３７ 超氧化钾 １２０３０８８５ ○

１３８ 高氯酸钙 １０３２６２８０ ○

１３９ 高氯酸铵 ７７９０９８９ ○

１４０ 高氯酸钠 ７６０１８９０ ○

１４１ 高氯酸钾 ７７７８７４７ ●

１４２ 高氯酸锂 ７７９１０３９ ○

１４３ 高氯酸镁 １００３４８１８ ○

１４４ 高氯酸钡 １３４６５９５７ ○

１４５ 高氯酸锶 １３４５０９７０ ○

１４６ 氯酸铵 １０１９２２９７ ○

１４７ 氯酸钠 ７７７５０９９ ○

１４８ 氯酸钾 ３８１１０４９ ○

１４９ 氯酸镁 １０３２６２１３ ○

１５０ 硝酸银 ７７６１８８８ ○

１５１ 过硫酸铵 ７７２７５４０ ○

１５２ 高硼酸钠（一水高硼酸钠） １０３３２３３９ ○

１５３ 次氯酸钙 ７７７８５４３ ○

４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６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５４ 溴酸钾 ７７５８０１２ ○

１５５ 五氧化二碘 １２０２９９８０ ○

１５６ 红矾铵（重铬酸铵） ７７８９０９５ ○

１５７ 硝酸铁 １０４２１４８４ ○

１５８ 硝酸铜 ３２５１２３８ ○

１５９ 山奈（氰化钠） １４３３３９ ○

１６０ 氰化钾 １５１５０８ ○

１６１ 氰化钙 ５９２０１８ ○

１６２ 氰化银 ５０６６４９ ○

１６３ 氰化铅 ５９２０５２ ○

１６４ 氰化亚铜 ５４４９２３ ○

１６５ 砷 ７４４０３８２ ○

１６６ 砒霜（三氧化二砷） １３２７５３３ ○

１６７ 亚砷酸钾 １３４６４３５２ ○

１６８ 砷酐（五氧化二砷） １３０３２８２ ○

１６９ 砷酸氢二钠 １０１０３６０３ ○

１７０ 砷酸二氢钠 １０１０３６０３ ○

１７１ 砷酸铅 ３６８７３１８ ○

１７２ 砷酸银 １３５１０４４６ ○

１７３ 亚砷酸铜 １０２９０１２７ ○

１７４ 亚硒酸钠 １０１０２１８８ ○

１７５ 硒酸钾 ７７９０５９２ ○

１７６ 硒化锌 １３１５０９９ ○

１７７ 三氧化二钒 １３１４３４７ ○

１７８ 五氧化二钒 １３１４６２１ ○

１７９ 偏钒酸钾 １３７６９４３２ ○

１８０ 五氧化二锑 １３１４６０９ ○

１８１ 硫化锑（三硫化二锑） １３４５０４６ ○

１８２ 黄丹（一氧化铅） １３１７３６８ ○

１８３ 红丹（四氧化三铅） １３１４４１６ ○

１８４ 溴化亚汞 １００３１１８２ ○

１８５ 碘化亚汞 １５３８５５７６ ○

１８６ 硝酸亚汞 １０４１５７５５ ○

１８７ 氟硅酸钠 １６８９３８５９ ○

５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犉．１　固态危险化学品样品（第７页／共７页）

序号 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８８ 硫酸氢钠 ７６８１３８１ ○

１８９ 亚硫酸氢铵 １０１９２３００ ○

１９０ 固化剂（对羟基苯甲酸） ９８６７９ ○

１９１ 四甲基氢氧化铵 ７５５９２ ○

１９２ 乙醇钠 １４１５２６ ○

１９３ 铝酸钠 １３０２４２７ ○

１９４ 氟化氢钾 ７７８９２９９ ○

１９５ 硝酸汞 １００４５９４０ ○

１９６ 乙酸汞 １６００２７７ ○

１９７ 碘化汞 ７７７４２９０ ○

１９８ 红矾钠（重铬酸钠） ７７８９１２０ ○

１９９ 二丁基氧化锡 ８１８０８６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表示未查询到对应固态危险化学品的ＣＡＳ编号。

注３：本表参考我国《危险化学品名录（２００２版）》
［１２］、《危险化学品名录（２０１５版）》

［１３］、《剧毒化学品目录（２００２

版）》［１４］、《剧毒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
［１５］和《剧毒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８版）》

［１６］。

６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附　录　犌

（规范性）

农 药 样 品

犌．１　农药样品浓度与纯度

农药样品的浓度与纯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未明确标示浓度的农药，浓度大于或等于９５％，纯度为化学纯；

ｂ） 明确标示浓度的农药，溶剂为纯净水、乳剂或油剂；

ｃ） 选用市售农药的，浓度应大于或等于３０％。

犌．２　农药样品盛装容器

农药样品分别盛装于不同材质、不同壁厚的包装内。包装材质及壁厚规格按６．３．３的对应样品包

装规定。条件不具备时，农药样品盛装于原装试剂瓶内。

犌．３　农药样品种类

Ⅶ类及包含农药检查功能的Ⅷ类安全检查设备对应的可检出农药样品种类应符合表Ｇ．１的规定。

表犌．１　农药样品（第１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Ⅰ常见农药

１ 敌百虫 犗，犗二甲基（２，２，２三氯１羟基乙基）磷酸酯 ５２６８６ ●

２ 茂果 犗，犗二甲基犛（犖吗啉基甲酰甲基）一硫代磷酸酯 １４４４１２ ○

３ 马拉松
犗，犗二甲基犛［１，２二（乙氧基羰基）乙基］二硫代磷

酸酯
１２１７５５ ○

４ 多杀威 ４乙硫基苯基犖甲基氨基甲酸酯 １８８０９５７９ ○

５ 氯氰菊酯 （犛犚）３（２，２二氯乙烯基）２，２二甲基环丙烷羧酸酯 ５２３１５０７８ ○

６ 代森联 乙烯二硫代氨基甲酸盐 ９００６４２２ ○

７ 残杀威 ２（１甲基乙氧基）苯基甲基氨基甲酸酯 １１４２６１ ○

８ 毒鼠磷 犗，犗双（对氧苯基）犖１亚氨基乙基硫代磷酰胺 ４１０４１４７ ○

９ 敌敌畏 ２，２二氯乙烯基二甲基磷酸酯 ６２７３７ ●

１０ 乙酰甲胺磷 犗甲基犛甲基犖乙酰基硫代磷酰胺 ３０５６０１９１ ○

１１ 辛硫磷 犗，犗二乙基犗（苯乙腈酮肟）硫代磷酸酯 １４８１６１８３ ●

１２ 乙草胺 ２′乙基６′甲基犖（乙氧甲基）２氯代乙酰替苯胺 ３４２５６８２１ ○

１３ 甲草胺 犖（２，６二乙基苯基）犖甲氧基甲基氯乙酰胺 １５９７２６０８ ○

１４ 丁草胺 犖丁氧甲基ａｌｐｈａ氯代乙酰替２，６二乙基苯胺 ２３１８４６６９ ○

１５ 莠去津 ２氯４乙胺基６异丙胺基１，３，５三嗪 １９１２２４９ ○

７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犌．１　农药样品（第２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１６ 异丙甲草胺
２氯犖（１甲基２甲氧乙基）犖（２乙基６甲基苯基）

乙酰胺
５１２１８４５２ ○

Ⅱ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

１７ 六六六 六氯环己烷 ３１９８４６ ○

１８ 滴滴涕 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５０２９３ ○

１９ 毒杀芬 八氯莰烯 ８００１３５２ ○

２０ 二溴氯丙烷 １，２二溴３氯丙烷 ９６１２８ ○

２１ 杀虫脒 犖′（２甲基４氯苯基）犖，犖二甲基甲脒 ６１６４９８３ ○

２２ 二溴乙烷 １，２二溴乙烷 １０６９３４ ○

２３ 除草醚 ２，４二氯４′硝基二苯醚 １８３６７５５ ○

２４ 艾氏剂 六氯六氢二甲撑萘 ３０９００２ ○

２５ 狄氏剂 六氯环氧八氢二甲撑萘 ６０５７１ ○

２６ 敌枯双 犖，犖′亚甲基双（２氨基１，３，４噻二唑） ２６９０７３７９ ○

２７ 氟乙酰胺 氟乙酰胺 ６４０１９７ ○

２８ 甘氟 １，３二氟２丙醇 ４５３１３４ ○

２９ 毒鼠强 四亚甲基二砜四胺 ８０１２６ ○

３０ 氟乙酸钠 氟乙酸钠 ６２７４８ ○

３１ 甲胺磷 犗，犛二甲基硫代磷酰胺 １０２６５９２６ ○

３２ 甲基对硫磷 犗，犗二甲基犗（４硝基苯基）硫代磷酸酯 ２９８０００ ○

３３ 对硫磷 犗，犗二乙基犗（４硝基苯基）硫代磷酸酯 ５６３８２ ○

３４ 久效磷 犗，犗二甲基２甲基氨基甲酰基１甲基乙烯基磷酸酯 ６９２３２２４ ○

３５ 磷胺
犗，犗二甲基犗［２氯２（二乙基氨基甲酰）１甲基］乙

烯基磷酸酯
１３１７１２１６ ○

３６ 苯线磷 犗乙基犗（３甲基４甲硫基）苯基犖异丙氨基磷酸酯 ２２２２４９２６ ○

３７ 地虫硫磷 犗乙基犛苯基二硫代膦酸乙酯 ９４４２２９ ○

３８ 甲基棉安磷 甲基硫环磷 ５１２０２３０ ○

３９ 磷化钙 磷化钙 １３０５９９３ ○

４０ 磷化镁 二磷化三镁 １２０５７７４８ ○

４１ 磷化锌 二磷化三锌 １３１４８４７ ○

４２ 硫线磷 犗乙基犛，犛二仲丁基二硫代磷酸酯 ９５４６５９９９ ○

４３ 蝇毒磷
犗，犗二乙基犗（３氯４甲基２氧代２Ｈ１苯并吡喃７

基）硫代磷酸酯
５６７２４ ○

８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犌．１　农药样品（第３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４４ 治螟磷 二硫代焦磷酸四乙酯 ３６８９２４５ ○

４５ 特丁硫磷 特丁硫甲基二硫代硫酸酯 １３０７１７９９ ○

４６ 氯磺隆
３（４甲氧基６甲基１，３，５三嗪２基）１（２氯苯基）磺

酰脲
６４９０２７２３ ○

４７ 福美胂 犖，犖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胂 ３５８６６０５ ○

４８ 福美甲胂 双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甲胂 ２４４５０７０ ○

４９ 甲磺隆
２［（４甲氧基６甲基１，３，５三嗪基２基）脲基磺酰基］

苯甲酸甲酯
７４２２３６４６ ○

５０

胺苯磺隆（油磺

隆、甲基胺苯磺

隆）

２［（４乙氧基６甲胺基１，３，５三嗪２基）氨基甲酰基氨

基磺酰基］苯甲酸甲酯
９７７８００６８ ○

５１ 百草枯 １，１二甲基４，４′联吡啶!盐二氯化物 １９１０４２５ ○

５２ 三氯杀螨醇 ２，２，２三氯１，１双（４氯苯基）乙醇 １１５３２２ ○

５３ 硫丹
１，２，３，４，７，７六氯双环［２，２，１］庚烯（２）双羟甲基５，６

亚硫酸酯
１１５２９７ ○

５４ 溴甲烷 一溴甲烷 ７４８３９ ○

Ⅲ限制使用的农药

５５ 甲拌磷（３９１１） 犗，犗二乙基犛乙硫基甲基二硫代磷酸酯 ２９８０２２ ○

５６ 甲基异柳磷
犖异丙基狅甲基狅［（２异丙氧基羰基）苯基］硫代磷酰

胺酯
９９６７５０３３ ○

５７ 内吸磷（１０５９） 犗，犗二乙基犗［２（乙硫基）乙基］硫代磷酸酯 ８０６５４８３ ○

５８
克 百 威 （呋 喃

丹）
２，３二氢２，２二甲基７苯并呋喃基甲氨基甲酸酯 １５６３６６２ ○

５９
涕 灭 威 （神 农

丹、铁灭克）
２甲基２（甲硫基）丙醛犗［（甲基氨基）羰基］肟 １１６０６３ ○

６０ 灭线磷 犗乙基犛，犛二丙基二硫代磷酸酯 １３１９４４８４ ○

６１ 氯唑磷
犗５氯１异丙基１Ｈ１，２，４三唑３基犗，犗二乙基硫

代磷酸酯
４２５０９８０８ ○

６２
三氯杀螨醇（开

乐散、螨净）
２，２，２三氯１，１双（４氯苯基）乙醇 １１５３２２ ○

６３ 水胺硫磷 犗甲基犗（邻异丙氧基羰基苯基）硫代磷酰胺 ２４３５３６１５ ○

６４ 丁硫克百威
２，３二氢２，２二甲基７苯并呋喃犖（２正丁氨基硫

基）犖甲基氨基甲酸酯
５５２８５１４８ ○

６５ 氟苯虫酰胺
犖（２甲磺酰胺２，２二甲基）丙基犖′｛２甲基４七氟异

丙基｝苯基３碘代邻苯二甲酸酰胺
２７２４５１６５７ ○

９５

犌犅／犜４１０８６—２０２１



表犌．１　农药样品（第４页／共４页）

序号 名称 化学名称 ＣＡＳ编号 检出要求

６６ 灭多威 犛甲基犖［（甲基氨基甲酰）氧］硫代乙酰胺 １６７５２７７５ ○

６７ 氧乐果 犗，犗二甲基犛（甲基氨基甲酰甲基）硫代磷酸酯 １１１３０２６ ●

６８ 氰戊菊酯
（犚犛）ａｌｐｈａ氰基３苯氧基苄基（犚犛）２（４氯苯基）３

甲基丁酸酯
５１６３０５８１ ○

６９ 杀扑磷
犛２，３二氢５甲氧基２氧代１，３，４硫二氮茂３基甲基

犗，犗二甲基二硫代磷酸酯
９５０３７８ ○

７０ 丁酰肼（比久） 丁二酸犖，犖二甲基酰肼 １５９６８４５ ○

７１ 氟虫腈
５氨基１（２，６二氯４三氟甲苯基）４三氟甲基亚磺酰

基吡唑３腈
１２００６８３７３ ○

７２ 氯化苦 三氯硝基甲烷；硝基三氯甲烷 ７６０６２ ○

７３ 毒死蜱 犗，犗二乙基犗（３，５，６三氯２吡啶基）硫代磷酸 ２９２１８８２ ●

７４ 三唑磷 犗，犗二乙基犗（１苯基１，２，４三唑３基）硫代磷酸酯 ２４０１７４７８ ●

７５ ２，４Ｄ丁酯 ２，４Ｄ丁酯；２，４二氯苯氧乙酸丁酯；２４滴丁酯 ９４８０４ ○

７６ 磷化铝 磷化铝 ２０８５９７３８ ○

　　注１：“●”表示必须能够检出的种类，“○”表示不要求必须检出的种类。

注２：本表参考《农业部关于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含有八氯二丙醚农药产品的管理的公告》
［１７］、《加强氟虫腈管理的

有关事项公告》［１８］、《关于打击违法制售禁限用高毒农药规范农药使用行为的通知》［１９］、《五部门发布进一

步禁限用高毒农药管理措施的公告》［２０］、《关于草甘膦混配水剂草甘膦含量的公告》［２１］、《关于对百草枯采

取限制性管理措施的公告》［２２］、《农业部对７种农药采取进一步禁限用管理措施》
［２３］、《杀扑磷等３种高毒

农药采取禁用限用措施》［２４］、《关于对２，４滴丁酯、百草枯、三氯杀螨醇、氟苯虫酰胺、克百威、甲拌磷、甲基

异柳磷、磷化铝等８种农药采取管理措施的公告》
［２５］、《关于对硫丹、溴甲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

等５种农药采取管理措施的公告》
［２６］、《限制使用农药名录（２０１７版）》

［２７］、《禁限用农药名录》［２８］等文件。

注３：列入本表的农药依据具有拉曼光谱物质峰、具备易获取性、违法违规性等要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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