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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O3：无色透明味酸的发烟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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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案例 
  1983年7月1日，江苏吴县某化工厂，早8时，备料工发现硝酸贮槽硝酸流速很慢，检查发现是铝质液下泵法兰垫圈腐蚀而造成漏真空。车
间安排检修，但没有采取断电、挂牌等措施。当下午2时15分日班与中班交班时，没有交接，中班操作工不知有检修工作，启动了输送泵，使
在场4名检修工全部灼伤，其中2人死亡。 
  1993年6月2日，江苏某公司氮肥厂硝酸车间大修，对管道加盲板并进行置换，其中已加好的一块盲板被一不知情员工拆掉，置换时设备
管道内的氧化氮气体逸出，漂向下风向的女工浴室，造成3名女工中毒死亡。 
  2005年12月13日，一辆载有48吨浓硝酸的罐车在途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北环西路庄桥段时，突然发生泄漏，一阵阵黄绿色的烟雾夹杂着
呛人的气味不断从车里涌出，事发地距村庄不远处，情况危急。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及时处置，没有造成大的环境污染。肇事车没有任
何明显的标识，该车司机无法拿出危险化学品的准运证，连车上固定槽罐的铁架子都是自制的。 
   
  硝酸的危害性 
  燃烧爆炸危险 
  硝酸是HNO3的汉语名称，其纯品为有酸味的无色透明发烟液体，用途极广，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主要用于化肥、染料、国防、炸药、冶
金、医药等工业。硝酸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助燃性能很好，与易燃物（如苯）和有机物（如糖、纤维素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甚至引起
燃烧，燃烧后发生分解，其产物为氧化氮；硝酸与碱金属接触能发生剧烈反应，并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此，硝酸的禁忌物有如下几种：强
还原剂、碱类、醇类、碱金属、铜、胺类。如果着火，用砂土、二氧化碳、雾状水灭火。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硝酸对人体的危害主要通过皮肤、眼睛、呼吸道、食道侵入。硝酸蒸气有刺激作用，引起粘膜和上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如流泪、咽喉刺
激感、呛咳、并伴有头痛、头晕、胸闷等。长期接触可引起牙齿酸蚀症，皮肤接触引起灼伤。口服硝酸，引起上消化道剧痛、烧灼伤以至形
成溃疡；严重者可能有胃穿孔、腹膜炎、喉痉挛、肾损坏、休克以至窒息等。 
   
  包装储运要求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应与易燃物、碱类、金属粉沫等分开存放。不可混储混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分装和
搬运作业要注意个人防护。运输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防护与急救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是从设备和工艺上，也就是从本质上解决硝酸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危害。主要通过对工艺管理和容器的密闭，以及为作业
现场提供充分的局部通风来实现；同时尽可能以机械化、自动化代替人工操作，避免人体的职业性暴露。 
  呼吸系统防护、眼睛防护、身体的防护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个体防护。呼吸系统的防护主要是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带防毒
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眼睛防护主要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护材料制作的工作服，戴橡皮
手套等，主要是整体或局部的身体防护。另有一些防护措施就是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用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或用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2%-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牛奶、蛋清、植物油等口服，不可催吐，立即就医。 
   
  泄漏处置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
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堵漏。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将地面洒上苏打灰，
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
或无害化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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