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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危险化学品公示标签要素权重顺序，为危险公示标签内容的评估指明方向。方法方法 依

据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统计分析进口危险化学品危险公示标签存在的主要问题，应

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危险公示标签要素进行了权重评估。结果结果 准则层评价指标依次为技术性内

容（0.6333）、规范性标示（0.2605）、资料性标注（0.1062）。危险化学品公示标签要素权重的排序为象形

图>危险性说明>信号词>应急咨询电话>防范说明>化学品标识=供应商标识>资料参阅提示语。结论结论

确定了危险化学品公示标签要素的权重排序，可用于指导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和检验监管部门

逐项核查危险公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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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work aimed to study the weight values for constituents of communication label of hazard chemicals,
and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content assessment of communication label.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GB 15258, this
paper counted and analyzed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with the communication labels of imported hazard chemicals, and
used AHP to assess the weight values for constituents of communication label of hazard chemicals. The criteria evaluation
indexes were Technical content(0.6333), standard label(0.2605), material label(0.1062). The weight val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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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公示标签是公示危险化学品信息的最直接

方式，是危险化学品包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危险公示标签既可给消费者、生产经营企业、运输人

员提供危险化学品的危害信息和预防措施，亦可在危

险化学品发生事故时，为应急人员提供有效应对紧急

情况的处理方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2]

。联合国制定

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TDG）

[3]

及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4]

已成为国

际组织及主权国家制订化学品管理，危险货物运输规

章、法规的重要依据。我国已根据GHS体系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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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258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用于指导编制化

学品安全标签，防止化学品的危害和保护人类及环境

安全

[5—6]

。已有研究表明，进口危险化学品公示标签的

主要问题

[7]

集中在标签要素不全、标签要素与实际货

物不符等，因此，客观量化地分析危险公示标签要素

权重对标签的制作、审核、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层次

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种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此方法能将问题根据层次进

行系统分析，主要解决由多因素构成且各因素相互关

联、制约，能够进行简单定性判断，但缺少定量数据的

问题

[8—15]

。国内外针对危险公示标签要素的AHP研究

均未见报道。文中基于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危险公

示标签要素的权重，旨在指导相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及检验监管部门有的放矢、快速有效完成危险化学

品公示标签的核查工作。

1 危险公示标签要素

依据GB 15258编写规定，选定危险公示标签权重

分析的要素如下：化学品标识、象形图、信号词、危险

性说明、防范说明、应急咨询电话、供应商标识和资料

参阅提示语。

1）化学品标识。化学品的化学名称或通用名称应

使用中文和英文分别标明。在标签的上方要具有醒目

清晰的名称，且与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的名称一

致。对于是混合物的化学品，应标出其主要组分的化

学名称或通用名及其浓度或浓度范围。若组分较多，

显示在标签上的组分个数不宜超过5个。对于属于商

业机密的成分可以不标明，但应列出其危险性。

2）象形图。应采用GB 30000化学品分类和标签

规范系列标准确定化学品的危险公示标签的象形

图。根据GB 12268危险货物品名表中的主次危险性

确定物理危险象形图的先后顺序，以及健康危害各象

形图图形符号的使用。

3）信号词。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类别和程度，用

“危险”、“警告”2个信号词警示危害程度。它应置于

化学品名称的下方，要求醒目清晰。根据GB 30000系

列标准，选择不同类别危险化学品的信号词。存在多

种危险性时，若标签信号词选用“危险”，则不应出现

“警告”。

4）危险性说明。用于简要概述化学品的危险特

性。根据GB 30000系列标准，选择不同类别的危险性

说明。所有危险性说明都应当出现在标签上，居于信

号词下方，按物理危险、健康危害、环境危害顺序排列。

5）防范说明。用于表述化学品在使用、处置、搬

运和储存作业中所须注意的事项，以及在有突发状况

时能采取的简单有效的救护措施等，内容包括安全预

防措施、意外情况（如泄漏、人员接触或火灾等）处理、

安全储存措施及废弃处置等。

6）供应商标识。至少应包含产品供应商的名称、

地址和电话等信息。

7）应急咨询电话。应为化学品生产商或生产商

委托的24 h化学事故应急咨询电话。进口化学品标

签上应至少有一家中国境内的24 h化学事故应急咨

询电话。

8）资料参阅提示语。用于提示化学品用户参阅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提示语。

2 危险公示标签问题统计与权重计算

2.1 危险公示标签问题调查分析

研究选取1800份进口危险化学品的危险公示标

签样本，对其标签要素合格与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不合格的危险公示标签共计 844 份，不合格率达

46.9%。具体统计数据如下：化学品标识不合格计36

份，象形图不合格48份，信号词不合格26份，危险性

说明不合格216份，防范说明不合格252份，应急咨询

电话不合格84份，供应商标识不合格14份，资料参阅

提示语不合格168份。可见化学品危险公示标签问题

多出在危险性说明和防范说明要素方面，此外资料参

阅提示语也容易被企业忽视。

2.2 危险公示标签要素权重计算

2.2.1 研究方法

在运用AHP法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基本步骤包括：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问题相关因素分为不同层次；

构造判断矩阵，根据各因素相对的重要性，采用1-9及

其倒数的标度方法构造矩阵；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

检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2.2.2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针对危险公示标签要素中的化学品标识、象形

图、信号词、危险性说明、防范说明、应急咨询电话、供

应商标识、资料参阅提示语这8项指标构建危险公示

标签风险评价的AHP分析模型（见图1）。危险公示标

签要素权重AHP分析模型主要分3个层次：目标层G，

为决策最终目标，即危险公示标签要素权重；准则层

C，是该模型指标要素层的分类要素，包括技术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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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规范性标示、资料性标注；指标层P，决定权重的具

体指标，即8项指标。

2.2.3 构造判断矩阵

在危险公示标签要素权重AHP分析模型中，要使

判断定量化，关键是须定量描述任意2个要素间关于

某一准则的优势程度。使用单一准则，2个要素进行

评比判断优劣，即可用一个比较标度aij来表述相对某

个准则第 i个与第 j个元素的重要程度。AHP重要性

判断采用1—9标度方法，对不同情况的要素比较赋予

的数量标度见表1。

根据专家评估及分析，运用1—9标度法，将3个

准则对目标层G及8项指标对准则C
1
（技术性内容），

C
2
（规范性标示），C

3
（资料性标注）的权重排序，判断矩

阵见表2—5。

2.2.4 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计算几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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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如下：

W
1
=（ω

1
，ω

2
，…，ωn）

T

（3）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CR=CI/RI （4）

式（4）中：

书书书

!"!

!#$%
"#

# "&
，CR为判断矩阵的随

机一致性比率，当CR<0.1时，可认为判断矩阵结果

的一致性为满意，若CR>0.1，应适当修正判断矩阵

以获得满意的一致性；CI为度量判断矩阵偏离的一

致性指标；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n为判断矩阵

阶数；λ
max
为该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计算结果见

表6。

图1 危险公示标签要素权重AHP分析模型

Fig.1 AHP analysis model for weight value for communication label

constituents of hazard chemicals

表1 重要性判断标度赋值表

Tab.1 Values of importance estimation degree

比较标度

1

3

5

7

9

倒数

定义

同等重要

稍显重要

明显重要

非常重要

极端重要

反比较

说明

元素之间对某一准则优势程度相等

元素之间相比，一个元素比另一个元素

优势程度高

元素之间相比，一个比另一个元素具有

明显优势

元素之间相比，一个元素的优势主导地

位已显示出来

元素之间相比，一个元素的优势主导地

位绝对重要

若元素 i与元素 j相比的判断为 aij，则元

素 j与元素 i相比的判断则为aji=1/aij

表2 G-C判断矩阵

Tab.2 G-C judgment matrix

G

C
1

C
2

C
3

C
1

1

1/3

1/5

C
2

3

1

1/3

C
3

5

3

1

表3 C
1
-P判断矩阵

Tab.3 C1-P judgment matrix

C
1

P
1

P
2

P
3

P
1

1

1/3

1/5

P
2

3

1

1/3

P
3

5

3

1

表4 C
2
-P判断矩阵

Tab.4 C2-P judgment matrix

C
2

P
1

P
2

P
3

P
1

1

3

1

P
2

1/3

1

1/3

P
3

1

3

1

表5 C
3
-P判断矩阵

Tab.5 C3-P judgment matrix

C
3

P
1

P
2

P
1

1

1/3

P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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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表6中4个判断矩阵的CR均小于0.1，

满足一致性要求。由判断矩阵G-C中的层次单排序

权重向量可以看出，准则层评价指标权重排序依次为

技术性内容（0.6333）>规范性标示（0.2605）>资料性标

注（0.1062）。

2.2.5 危险公示标签要素权重分布

基于AHP运算推导危险公示标签各指标的权重

如下：化学品标识为0.0521，象形图为0.4011，信号词

为0.1563，危险性说明为0.1650，防范说明为0.0672，

应急咨询电话为0.0796，供应商标识为0.0521，资料参

阅提示语为0.0265。根据权重将指标排序：象形图>

危险性说明>信号词>应急咨询电话>防范说明>化学

品标识=供应商标识>资料参阅提示语。

3 结语

1）危险公示标签的构成是一个多要素的组合，使

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的权重模型对8个要素进行了对比

和评估。在此评估过程中，使用数学方法量化处理定

性的问题，这样结果更加真实可信。该评估模型将复

杂的标签数字化、层次化、直观化，运算科学可靠。

2）基于AHP层次分析法来进行危险公示标签要

素权重的比较，通过计算，根据权重将指标排序为：象

形图>危险性说明>信号词>应急咨询电话>防范说明>

化学品标识=供应商标识>资料参阅提示语。

3）从3项准则层权重指标看，技术性内容权重远

高于规范性标识和资料性标注，因此，在危险公示标

签审核和制定中需重点注意技术性内容，包括象形

图、危险性说明和防范说明的正确性与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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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

Tab.6 Single level weight and consistency

矩阵

G-C

C
1
-P

C
2
-P

C
3
-P

层次单排序值权重向量

（0.6333,0.2605,0.1062）

T

（0.6333,0.2605,0.1062）

T

（0.2000,0.6000,0.2000）

T

（0.7500,0.2500）

T

λ
max

3.0387

3.0387

3.0000

2.0000

CI

0.0435

0.0435

0

0

CR

0.0372

0.037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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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根据托架的实际受力情况更换了螺栓型号以提

高螺栓强度，防止因螺栓损坏而使托架结构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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