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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1、 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化學品名稱：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碳酸欽ˆ��•„�ŽJŒ¢‹•Š¢�•‹D|éŒl (碳酸鹽；合成纖維；對二甲苯等)
低溫測試；滅火器；惰性大氣；市區水的處‰:�•†ª�•‡»†/�•ˆÃŠk‡B~ý•�„j•��•Œ� 礦；各種
‡�Š�•¦ˆ‚�•‚G‰•‹,Šà•�†4Ž§‚G‰•‹,ŠàŠ�ƒM}¨Š¢�• C™64"l^�>²mc�÷i•.óI�7<L½�÷:_!*&.
核反應•½Š�Š\ŠÝ•,�•…h€†‚“…øŠ�•ØŒÞŠ¢�••t…•Š�•Û„3�•‚è•ÉŠ¢�•„q•!ˆÃ•C…~…øŠ�}Bˆª
劑。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亞東工業氣體(股)公司

地址： 電話 傳真電話

台北市•§ŽÐ~€„¹~D•I399Žã7•v (02) 7734-2988 (02) 7734-2989
桃園市觀音區玉林路二段22號 (03) 483-1916 (03) 483-8327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168號12樓 (03) 622-3888 (03) 577-9286
台中市梧棲區經一路2號 (04) 3706-8988 (04) 2657-1139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東路19號 (04) 2560-0829 (04) 3705-7930
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30號 (06) 384-2584 (06) 384-1935
高雄市路竹區後c˜9àj•.�`~ 331Xî (07) 975-5988 (07) 696-1870

緊急聯絡電話：0800-233318

2、 危害辨識資料

化學品危害分類： 加壓氣體－液化氣體

標示•§ˆ&�” 象徵符號：氣體鋼瓶
警示語：警告
危害警告訊息：

- •§Ž*|®†w•CŒl�•ˆR‡A|¯•ï•Ü‰«��
危害防範措施：

- 緊蓋容器
- 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 穿戴個人防護具

圖式：

其他危害： - 高濃度暴露下可能造成窒息，症狀包括喪失行
動力及意識不清，有時患者不容易察覺窒息。

- 高濃度暴露下會G±G®qJd�!ëG·�èHVEO%”5{j¼
痛、頭昏、噁心以及失去行動協調性。

3、 成分辨識資料

純
物
質

中英文名稱：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同 義 名稱： 碳酸氣、Dry Ice、Carbonic Acid Gas、Carbonic Anhydride、Carbon

Anhydride、 Carbon Dioxide USP
化  學  式： CO2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NO)： 124-38-9

上述各項數據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判斷其可用性，並負責其自身安全，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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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成分(％)： > 99％

4、 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 吸    入： - ‰„š�‰Å•�‰•‰>‹q†�„õ~�•CŒ��†ƒf‹^•�‰•‡»•‡•�••†
��†§ŽÃ•¨Šm‹f�†ˆÍŽ5}p
人員施以人工呼吸，若脈搏停止時，由合格人員施以心肺復甦術(CPR)，
之後立即送醫。

- 皮膚接觸： - •<€S>ð:bI�Zòj��è!t+¶d^@”>Ã4¥A:>Ã@”?¦32Xä15$•f§!t ™�è8� ™C°V[8�
料，立即送醫。

- 眼睛接觸： - ‰„š�‰)€5†É清水沖洗15分鐘以上，並立即就醫。
- 食    入： －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大†É•¨‰‚}÷•Ñ•%|¯•ï„&…¹• …l|ï‰@Žî‚¤Œù„>��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應穿著C級防護裝備於安全區域實施急救。
對醫師之提示： 患者吸入時，考慮給予氧氣。

5、 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已知之滅火材均可適用。不可使用海龍，利用水霧進行容器冷卻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 鋼瓶或容器曝露於高熱或火場時，可能因受熱而爆裂。
特殊滅火程序： - 在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K•�‰Á��

- 以水霧•«‘Å•È•Ä•�‰ÁŠ�ˆ&•,��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 消防人員必須配戴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 需由受訓合格之人員進行洩漏之處理。
- 人員疏散。
- 確保環境通風。
-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環境注意事項： - 設法將洩漏處封住或關閉閥門。
- 避免流入下水道、地下室或工作坑•§��

清理方法： - 確保環境通風。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 使用於通風良好之區域。
- 人員須接受相關訓練後才能處理此G±'P�í
- 儲存及使用區域須設置適當之消防設施。
- 緊急應變器材應放在處置端附近，並且維護其使用狀況良好。
- 除非已與使用點連接固定否則瓶閥帽應不可拆除。
- 移動容器應使用設計良好之搬運設備，切忌直接推拖或滾動容器。
- 於管線上加裝逆止裝置以防止逆流。
- 必須防止水份被吸入容器•§��
- 不可擅自竄改安全閥壓力與鋼瓶。

上述各項數據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判斷其可用性，並負責其自身安全，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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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引火源(包含靜電)。
- 使用及儲存現場全面禁止煙火及飲食。

儲存： - 防止容器物理受損，應儲存於陰涼、乾燥、非交通繁忙、良好通風之處並遠離緊急
出口、生G±%Ï�ìiŠ;>�ì Ê\�b©bâ Ú$‰&r�í

- 儲存容器之場所溫度應小於 40℃。
- 儲存與使用的容器必須直立固定以防止傾倒。
- 儲存區域•§‰�Šƒ~�|¯‡(‚“��
- 儲存及處置區域應裝設洩漏警報。
- 與其他危險性物質分開儲存，遠離不相容物質。
- 實瓶及空瓶應分開儲存。
- 遵守先進先出之庫存管理原則。

8、 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提供整體通風與局部排氣系統

控制參數

容許濃度 生物指標
(BEIs)

立即致生命或
健康危害濃度

(IDLH)

其他
(Others)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TWA)

短時間時量平
均容許濃度

(STEL)

最高容許濃度
(CEILING)

5,000 ppm
10,000 ppm (煤礦

坑•§)

30,000 ppm
(ACGIH) － －

40,000 ppm
(NIOSH) －

個人防護設備：

- 呼吸防護： - 維持氧氣濃度大於19.5%
- 40000ppm 以上、未知濃•%��•CŒl„ú•xŽë‰„š�ˆ”ŽS„¥‚/}T}�Š�•Ñ•%‰Ñ•4
下：使用任何壓‡�…¦~“†	Žë•)•�Š€†wŠ0‚)Ž§~•C†	ŽÃ•¨ƒ�Žå~~ƒu‰)€f„¥
型設備。或是任何全面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 手部防護： - 搬運鋼瓶時應配帶皮手套，其他與此氣體相關之作業則需配戴安全防護
手套。

- 眼睛防護： - 安全眼鏡、防護面罩、避免戴隱形眼鏡。
- 皮膚及身體防護： - 安全鞋、圍裙、沖身洗眼器
衛生措施：

- 工作後應徹底洗手並儘速•<€S>ð:b ÚZòDø�è?¦@w2�4Ü&~$�M�4Ã4¥ ®;S�è £j—&ÙJt?¦Zò
人員>ð:b Ú&�.B2¶�í

- 工作場所嚴禁抽煙或飲食。
- 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物質狀態)：液化氣體 分子量：44
顏色：無色 蒸氣壓：57.3 bar @20℃
氣味：少許刺激味 pH "Ë�ö�é

上述各項數據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判斷其可用性，並負責其自身安全，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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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閾"Ë�ö�é 溶解度：1.7 vol/vol (0℃@ 1 atm�ã水)
沸點／沸點範圍：-78.5℃@ 1atm (昇華點) 辛醇／水分配係數 (log Kow)：0.83
熔點：-56.6℃ (三相點) 閃火點：／

測試方法（開杯或閉杯）:／
易燃性(固體、氣體)： ／ 分解溫度：－
比重：1.52 (air=1) 、0.82(water=1) 自燃溫度：／
密度：1.87 kg/m3(15�W@ 1atmp»氣體密度) 爆炸界限：／
蒸氣密度：1.53 揮發速率：／
臨界溫度 (CT)：30.98℃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正常‰Ñ•4Ž�†aŠq�†‰å‰œ‡ï~DŽëŠžŠRŠê‰åŽ��†‰(氧化碳可能分解成一氧化碳及氧。

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 當和鋁粉、鈹、鈰合金、鉻、鎂鋁合金、錳、釷、鈦、e~64\‡CO29’DRDaT–D•CG
- 當與水分接觸時，二氧化碳會與氧化銫燃燒；
- 當二氧化碳與乙醯基群的金屬接觸時會燃燒與爆炸；
- 二氧化碳會與鹼性金屬反應，而G±G®KBd�q�T–d\KBd�q��í

應避免之狀況：
- 避免與ƒØ„’ˆ&‚“ŠgŒ•��
- 避免容器物‰:…�…Z~V•�…o‡A��

應避免之物質： 鋁粉、鈹、鈰合金、鉻、鎂鋁合金、錳、釷、鈦、e~�ì>Ã$•�ì èd>*‰R3I�d`.û�ìq�
性金

危害分解物：當溫度高於1648℃，會分解成一氧化碳與氧氣

11、 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吸入、皮膚接觸、眼睛接觸

症狀：呼吸加速、心跳加速、頭痛、發汗、噁心、喘氣、血壓上升、頭昏眼花、視力模糊。

急毒性： 吸入：1.低濃•%(3~5 •Ý‰Aƒ$ƒÅ•š)‰_•^€ž•c��  2.•Ñ€O2~10%•J‰_•^—ú†4•�~„•]��
血壓上升、心跳加速、呼吸加速等，†¡‚š•�…øƒrŒÉ†�„õ~�•C|¯Œù‰�‹v„‚†.��
3.因此物為極強之腦血管擴張劑，大†É•¨‰‚}÷•Ñ•%|¯•ï„&…¹• …l|ï‰@Žî‚¤Œù
死。4. 濃度10%以上有立即窒息死亡的可能。

皮膚：氣體快速大量釋放會造成皮膚炎、此氣體快速釋放時會G±G®$\H°�í
眼睛：氣體快速大量釋放會造成疼痛、發紅、凍傷甚至失明。二氧化碳在含水空

氣下會G±G®KBd��è µ$ÉBOIËIê\%PAT+�í
食入：－
LC50（測試動物,暴露途徑）：－
LD50（測試動物,暴露途徑）：－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 反覆吸入低濃•%�†尚無有害的報導。
- 6pph/24H(懷孕10 天雌鼠，吸入)造成胚胎發育ƒØŠ€„‡��

12、 生態資料

上述各項數據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判斷其可用性，並負責其自身安全，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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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毒性：LC50(魚類)：－
EC50(水生無脊椎動物)：－
生物濃縮係數(BCF)：－

持久性及降解性：
在血液中會以溶解性二氧化碳存在，大部份會經由呼吸排出。

半衰期(空氣)：－
半衰期(水表面)：－
半衰期(地下水)：－
半衰期(土壤)：－

生物蓄積性：－
土壤中之流動性：－
其他不良效應：溫室效應係數(CO2=1)：1

13、 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 應避免排放至會滯留之區域而造成危險。

- 於通風良好處可排放至大氣，但應避免大量排放
- 遵守相關環保法規。

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 (UN No.)：1013
聯合國運輸名稱：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運輸危害分類： 2.2 (非易燃、非毒性氣體)
包裝類別：－
海洋>ð:bDø�ö&µ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在通風良好的卡車上以直立固定的方式運送。不可使用後行李箱

運送。確認鋼瓶閥已關閉，閥帽及鋼瓶保護蓋已重新裝回並鎖緊。
處理原則(2016年版緊急應變指南)：120

15、 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16、 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 AIR LIQUIDE： ALEM-018A、10040、Gas Encyclopedia

- 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庫：No.193
製表單位： 名稱：亞東工業氣體(股)公司 安全、工業97'P_yXä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168號12樓 電話： (03)622-3810
製 表 人： 職稱：安全、工業97'P_yXä/

資深協理
姓名：曾顯仁 製表日期：2022/01/04

備註：上述資料中符號 ” 	ì ”代表目前:t C°I‡ hk_V8( �è R›MµXî” �ë  ”!r Z÷=ó=“!Ü.œ]� Dø_y µ  œbøG·�í
Revision notes: Expired update

上述各項數據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者請依應用需求自行判斷其可用性，並負責其自身安全，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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