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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三甲胺 [C3H9N或 (CH3)3N] 

三甲胺在常温常压下为具有鱼腥味的无色、有 

毒、有刺激性和碱性腐蚀的气体。空气中极易燃 

烧。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其爆炸极限 

范围为 2．O％ ～11．6％，闪点为 一6．67℃，自燃点 

为 190 oC。遇火星、高热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汞 

接触，有可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受热分解产生有 

毒烟气。 

三甲胺可与酸、烷基或芳基、卤化物、氧化剂 

等发生反应。三甲胺与一些物质接触的危险特性见 

表4。 

表4 三甲胺与一些物质接触的危险特性 

Table 4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trimethylamine in contact with some substances 

① 收稿日期：20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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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水分，三甲胺对铜、锡、锌及大多数它 

们的合金有腐蚀作用。三甲胺易溶于水和醇类。在 

30℃、101．325 kPa时在水中的溶解度为47．5％ 

(质量分数)。 

三甲胺的临界温度为 160．1 oC，临界压力为 

4．073 MPa，易液化充瓶。它的相对密度为 2．087 

(气体，空气 =1，20℃)。 

2．3．14．I 毒害 

三甲胺有毒，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其中毒表 

现如下。 

1．吸人中毒。鼻、咽喉、肺灼伤。咳嗽、胸 

闷，重者出现喉水肿、肺水肿、呼吸困难、窒息等 

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死亡。吸入后除损伤呼吸系统 

外，还能损伤神经系统。 

2．皮肤灼伤。三甲胺液体接触皮肤会造成不 

同程度的化学灼伤。皮肤有剧烈的烧灼感、潮红。 

洗去溶液后仍残留点状出血。严重者可造成大面积 

永久性皮肤烧伤。 

3．眼睛烧伤。眼睛接触三甲胺液体，可造成 

永久性烧伤。有眼痛、流泪、结膜炎、角膜水肿、 

视力减退等症状。严重者可造成失明。 

4．口服中毒。口腔、咽喉、食道、胃肠灼伤。 

出现恶心、呕吐、吞咽困难、消化道出血等症状，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2．3．14．2 安全防护 

用于盛装无水三甲胺的气瓶，必须使用持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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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Pa。 

瓶装无水三甲胺属于低压液化气体，其充装系 

数为0．56 kg／L，严禁超量充装。 

三甲胺有腐蚀性，尤其在有湿度时，因此，三 

甲胺气瓶在投人使尉前、维修更换瓶阀后或定期检 

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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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Hg=133．32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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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炉排出的有毒烟气要通过洗涤器除去。 

卸阀后 ，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瓶内残气和沉积物。 

工作场所一切设施必须密闭化，加强全面通 

风。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 2—2002中，对三甲胺 

在工作场所空气中容许浓度未作出规定。前苏联 

MAC规定为5 mg／m 。 

三甲胺有毒、易燃，对环境有害，应特别注意 

对水体的污染。三甲胺不可直接排人大气，可用水 

吸收，用水稀释后排放。蒸气与空气混合可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蒸气可在低洼处滞留，引燃后易回 

燃。 

三甲胺着火时，首先切断气源减小火势，尽量 

把火场中的气瓶转移到安全地带。灭火可用水、干 

粉、抗醇泡沫和二氧化碳。 

其他安全防护事项见一甲胺。 

2．3．15 甲硫醇 (CH SH或 CH S) 

甲硫醇又称甲基硫醇、硫氢甲烷、巯基甲烷、 

硫醇甲烷。在常温常压下为具有难闻臭味的无色、 

有毒、有刺激性和酸性腐蚀的气体。受热分解生成 

有毒的硫的氧化物。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其爆炸极限为3．9％ 一21．8％ (25℃，体 

积分数)。遇明火易燃烧，闪点为 一53．3℃。与水 

或水蒸气作用产生有毒易燃气体，遇酸反应产生有 

毒气体，遇氧化剂反应强烈。 

甲硫醇微溶于水，其溶解度为 2．4％ (15℃ 

质量分数)、23．30 g／L(15℃)。溶于乙醇、乙醚 

及烃中。与异丁烷可形成沸点为 一13℃的恒沸混 

合物，甲硫醇含量为 14．9％。 ， 

甲硫醇具有腐蚀性，能够腐蚀铜及其合金，因 

而铜及其合金不适用。不锈钢及非铜金属最适用， 

也可使用钝化过的铁或钢。铝可以用，但加压下要 

小心。 

甲硫醇的临界温度为 196．8℃，临界压力为 

7．03 MPa，易液化充瓶。它的相对密度为 1．66 

(空气=1，20℃)。 

2．3．15．1 毒害 

甲硫醇为有毒和刺激性恶臭物质。即使浓度很 

低，对眼睛和呼吸道也有刺激作用。液体和气体可 

以刺激皮肤、眼睛和上呼吸道黏膜。高浓度对全身 

的作用类似硫化氢，可抑制中枢神经，导致昏迷甚 

至死亡。吸人后出现肌肉萎缩、震颤、痉挛、肺 

炎、失去知觉、呼吸停顿等症状。 

进入机体内甲硫醇很快甲基化，转变成二甲基 

硫化物。约 40％以一氧化碳的形式排出，30％变 

成硫酸盐随尿排出。 

2。3．15．2 安全防护 

用于盛装甲硫醇的气瓶，必须使用持有气瓶制 

造许可证单位制造的专用气瓶。按 《气瓶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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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规程》规定，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应不低于 1．0 

MPa。 

瓶装甲硫醇属于低压液化气体，其充装系数为 

0．78 kg／L，严禁超量充装。 

材质为铁或钢设备盛装甲硫醇时，必须事先在 

120 oC温度下烘烤半小时，以防生成在空气中易燃 

的氧硫化铁，然后通人甲硫醇或硫化氢蒸气钝化形 

成硫化亚铁保护膜。 

用于甲硫醇的所有设备、管道、充气分流排和 

用气汇流排，都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并定 

期维护和检测。工作场所必须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电气设备。 

工作过程要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持证上岗，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佩 

戴过滤式防毒面具 (全面罩)或 自给式呼吸器， 

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穿防化学品鞋 

(靴)。工作场所应设置监测警报装置，配备相应 

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根据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 2—20o2规定，工 

作场所空气 中甲硫醇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C．TWA)为 1 mg／m ；短时间接触 容许浓度 

(PC．STEL)为2．5 mg／m (根据 “超限系数”推 

算的)。 

甲硫醇气瓶严禁与氧化剂、卤素、酸类、食用 

化学品、可燃物质等同库储存、同车运输、同处使 

用。气瓶应储存于阴凉且通风良好的专用库房内， 

库温不宜超过 5℃，有条件时最好冷储，把温度控 

制在0 oC以下。气瓶库房实行 “先入库，先出库” 

和 “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气瓶出入库做 

好记录。气瓶入库按 “实瓶”、“空瓶”分别存放， 

保持通道畅通。 

运输甲硫醇气瓶时，确认气瓶无泄漏、瓶体无 

缺陷、防震胶圈齐全后戴上瓶帽。如长途运输 ，则 

应用供需双方确认的铅印钳铅封瓶帽。根据气瓶长 

短和直径大小确定在车上放置方式。在车厢板高度 

占气瓶长度 2／3的情况下，气瓶在车上可直立放 

置。气瓶装入车厢后，应用可移动的横梁把最后一 

排气瓶挡住以防倾倒跌落。 

气瓶在车厢内卧放时，应顺车厢横向放置，瓶 

帽均应朝向一方，但不得朝向汽车油箱一侧。气瓶 

堆放的高度不得超过车厢板高度，且不得超过 5 

层；400 L和 1000 L的焊接气瓶只能单层横向放 

置。底层气瓶装车后，应用三角垫木卡牢以防滚动 

跌落。 

汽车驾驶员和押运人员必须熟悉运行作业计划 

规定的任务、要求、注意事项，搞清运距、行驶路 

线、道路及天气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车上应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和应急处理工器具。 

夏季应早晚运输，防止日光暴晒。行车或停留应避 

开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中途停留时必须留人看守 

车辆。公路行车要按规定路线行驶。铁路运输时要 

禁止溜放。 

甲硫醇易燃，与空气混合会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遇明火、高温能引起燃烧爆炸。气体比空气 

重，泄漏会沿地面扩散并易积聚于低洼处，遇火源 

会着火回燃。因此，在发生甲硫醇泄漏事故时，要 

消除周围一切点火源。根据气体扩散的影响区域划 

定警戒区，无关人员应迅速从侧风、上风向撤离到 

安全区。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内 

置正压 自给式的全封闭防化服，戴防化手套，穿防 

化靴。如果泄漏的是液体，还应注意防冻伤。不要 

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关闭泄漏源阀门。若可 

能翻转气瓶，使之逸出气体而非液体。喷雾状水抑 

制蒸气或改变蒸气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 

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若不能关闭泄漏 

源阀门或无法堵漏时，可考虑引燃泄漏气体降低危 

险性。防止气体通过水沟、管沟、电缆沟、通风口 

和限制空间扩散。 

甲硫醇泄漏已形成稳定燃烧时，其发生爆炸或 

回燃爆炸性与气体泄漏未燃时相比要小得多。扑救 

气体火灾切忌盲目扑灭稳定燃烧的火焰，即使在扑 

救周围火焰以及冷却过程中失手把泄漏处的火焰扑 

灭了，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情况下，也必须立即 

用长点火杆将火点燃，使其恢复稳定燃烧。否则， 

大量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遇着火源就会发生 

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按紧急处理预案，首先扑灭 

周围被火引燃物质的火焰，切断火势蔓延途径，控 

制燃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毒害和被困人员。如果 

火场中有气瓶，能转移的应尽量在水枪的掩护下疏 

散到安全处，不能疏散的应部署足够的水枪进行冷 

却，以防受热或受火焰烘烤发生爆裂。进行冷却的 

人员应尽量采用低姿喷水或利用现场的掩蔽体防 

护。对卧式储罐应把其四侧角方向作为喷水处。输 

气管道泄漏着火，只要关闭气体的进出阀门，火焰 

就会自动熄灭。储罐或管道泄漏无法关阀时，应根 

据火势判断气体压力和泄漏口大小及形状，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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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堵漏器具和材料后，即可用干粉、二氧化碳 

灭火剂灭火 (切忌用酸碱、水和泡沫灭火剂)。但 

仍需用水冷却烧烫的罐或管壁。火被扑灭后，应立 

即实施堵漏，同时用雾状水稀释和驱散泄漏出来的 

气体。 

在一般情况下完成了堵漏也就完成了灭火工 

作，但有时一次堵漏不一定能成功，如果一次堵漏 

失败，再次堵漏需一定时间，应立即用长点火杆将 

泄漏处点燃，使其恢复燃烧。如果确认泄漏 口很 

大，根本无法实施堵漏，只需喷水冷却着火储罐和 

管道及其周围的承压设备和可燃物品，控制着火范 

围，直至气体燃尽自动熄灭。 

气体储罐、管道或气瓶阀门处着火时，在特殊 

情况下，只要判断阀门尚可关闭，也可不按常规， 

先扑灭火焰，再关阀门。一旦阀门失效无法关闭， 
一 时又无法堵漏时，应迅即点燃恢复稳定燃烧。 

负责救护的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进入事 

故现场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发 

现中毒人员迅速撤离污染区，安置休息并保暖。对 

吸人中毒者应解开衣扣和裤带，使呼吸道通畅。如 

果呼吸困难，给输氧。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术。对吸入高浓度甲硫醇中毒者，须送医院观察 

72 h，防止严重的迟发性肺水肿。 

对皮肤接触甲硫醇的患者，应脱去污染的衣 

服、鞋袜等。用流动水冲洗 15～30 rain。如果冻结 

严禁脱衣服、鞋袜等，用大量水冲洗解冻。头面部 

接触的患者，首先注意眼睛的冲洗。 

对眼睛接触的患者，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 

水冲洗 15 min以上。千万不要未经冲洗处理而急 

于送医院。如无冲洗设备，可把面部埋人盆水中， 

把眼睑提起，眼球来回转动洗涤。 

经现场急救后的患者，应及时送医院诊治。护 

送人员要向院方提供中毒原因、毒物名称和现场抢 

救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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