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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表填表说明 

 

本表包括七部分。表中所出现的选择框可打“”、“X”或 “■”

表示选定，“□”表示不是或不选。受理号和受理时间由环境保护部

化学品登记中心填写。 

第一部分 申报人信息 

1.1 申报人信息：附件提供境内申报人的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

复印件。勾选邮寄选项后，登记证将按申报人境内工商注册地址邮

寄。 

名称：境内申报人工商注册全称或者境外申报人的全称。 

地址：境内申报人地址应当包括境内工商注册地址和实际活动

发生地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以及所属省（区、市）、市（地区、州、

盟）、区、街道、门牌号码的详细信息。若境内工商注册地址和实际

活动发生地相同，则只填写境内工商注册地址。境外申报人地址可

用英文详细填写。 

联系人：境内或境外申报人负责该项新化学物质申报联系人的

姓名。境内申报人的联系人为此份申报的指定联系人。 

电话：上述联系人的固定电话，固定电话应写清区号。 

手机：上述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E-mail：上述联系人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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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址：境内或境外申报人的互联网主页地址。 

行业分类及行业代码：填写境内申报人的行业分类及行业代码，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 GB/T 4754。境外申报人可不

填此项。 

性质：申报人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单位性质，如选其他类型应注

明，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法定代表人：单位法人的姓名。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法人机构代码：填写境内申报人的法人机构代码。境外申报人

可不填此项。法人机构代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

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

给每个企业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职工人数：填写境内申报人单位注册职工人数。境外申报人可

不填此项。 

安全环保管理人数：填写境内申报人技术安全环保管理人数。

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占地面积（平方米）：填写境内申报人单位占地面积（平方米）。

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所属集团(或主管单位)：如有，填写申报人所属集团(或主管单

位)名称。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1.2 代理人基本信息：境外申报人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必须委

托境内代理人代为申报，并须提供代理委托合同或协议正本以及代

理人的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勾选邮寄选项后，登记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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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代理人地址邮寄。 

名称：境内代理人单位的工商注册名称。 

法定代表人：境内代理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人机构代码：填写境内代理人单位的法人机构代码。 

联系人：填写境内代理人单位负责申报的联系人姓名。此联系

人为此份申报的指定联系人。 

E-mail：上述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地址。 

固定电话：上述联系人的固定电话，固定电话应写清区号。 

手机：上述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地址：境内代理人单位地址应当包括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以

及所属省（区、市）、市（地区、州、盟）、区、街道、门牌号码的

详细信息。 

1.3 是否同意拟申报该新化学物质的后申报人得到你单位的联

系信息：为了节约测试成本和受试动物资源，选择同意可以帮助后

申报人得到你单位的联系信息，便于拟申报同种新化学物质的后申

报人和你单位联系。（注：后申报人仅得到申报表 1.1中的联系人信

息，不涉及测试数据的任何信息。） 

1.4 申报声明：本栏声明内容被视为以下签字人本人的声明。 

申报人签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必须打印法定代表人姓名，境

内申报人必须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境外申报人须签字。法

定代表人委托授权签证人签署时，必须提供授权书。 

代理人签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打印法定代表人姓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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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代理人单位必须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委托授

权签证人签署时，但必须提供授权书。 

签署日期：此处日期可手写，也可打印。（注意：此时间不是申

报计时开始时间。） 

第二部分 常规申报基本情况 

2.1 申报形式：申报人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申报形式。联合申报

应注明几个联合申报人；系列申报应注明几个系列申报物质并填写

系列申报证明文件的附件号；联合申报或联合系列申报时，第一部

分和第二部分根据申报人的不同应分别签署和提交；重复申报应注

明前登记证号（若已知），并填写授权使用数据证明文件附件号（若

有）；变更用途申报应注明前登记证号并勾选所申报新化学物质是否

已进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2.2 申报级别、申报活动及申报量： 

申报级别根据申报总量进行勾选（联合申报时，各个申报人应

将各申报人的申报量进行累加，各申报人在此处的勾选应一致）。 

申报生产应填写预计生产量及预计生产地所属省市名。申报进

口应填写预计进口量及预计进口口岸所属省市名及口岸名。即生产

又进口的情形同时填写预计生产量及预计生产地所属省市名和预计

进口量及预计进口口岸所属省市名及口岸名。（联合申报时，各个申

报人在此处填写的信息应符合各申报人自己的实际情况）。 

2.3 第三方提供信息：本项可保密。没有第三方提供申报信息

的勾选“否”，不得填写本项其它栏目；如有第三方提供申报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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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是”，填写第三方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件、

手机等信息，并以附件方式提交第三方提供信息的清单。 

2.4 国内加工使用方信息：本项可保密。若已知国内加工使用

方信息，以下信息必须填写；如有多个已知的国内加工使用方信息，

可附件列出。 

申报活动类型为进口时，应填写申报物质进口后的国内加工使

用方信息。申报活动类型为生产时，根据目前所知情况填写新化学

物质的国内加工使用方信息。 

名称：填写国内加工使用方的工商注册全称。 

联系人：填写国内加工使用方的联系人姓名。 

电话：填写国内加工使用方的联系人电话。 

E-mail：填写国内加工使用方的联系人电子邮件。 

地址：填写国内加工使用方的地址应当包括所在地区的邮政编

码，以及所属省（区、市）、市（地区、州、盟）、区、街道、门牌

号码的详细信息。 

互联网址：填写国内加工使用方的互联网主页地址。 

2.5 其他说明：填写与申报人相关的其它信息，如单位简介、

委托单位信息等。对于委托生产（包括境内或者境外委托），申报人

是受委托单位，应在此按本表 1.1项内容，填写委托方的详细信息。 

第三部分 申报物质标识 

3.1 申报物质的名称：首先确定该申报物质是否经过查新，若

已查新，应提供查新回执号。化学名称（中、英文）可根据国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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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 名称）或美国化学文摘社(CAS 名

称)来填写。本项可保密。 

物质类别： 

（1）有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能确定分子结构的化学物

质。 

（2）无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不能确定分子结构的化学

物质。 

（3）聚合物：满足聚合物定义的化学物质。勾选此项，并以附

件方式提供聚合物的信息，填写附件号。 

类名：若选择申报物质名称保密，则此处必须用中文和英文填

写申报物质类名，该类名将作为申报物质名称出现在登记证上。且

在公示以及公告环节均以此类名作为该申报物质的名称。 

其他名称：填写申报物质的其它名称、包括通用名、缩写名或

者商品名等名称，通用名是指该化学物质通常使用的名称；缩写名

是指申报物质在使用过程中的简化名称。 

3.2 结构信息 

分子式：填写分子式的填写应按化学分子式表达的要求，规范

表示，注意上下角标。本项可保密。 

分子量：填写申报物质的分子量，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CAS 号：填写美国化学文摘社对化学物质登录的检索服务号。若

已知，必须填写。本项可保密。 

结构式：结构式应当用制图软件绘制，对于有唯一、确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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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物质，要求画出完整、正确的分子结构图；对于无唯一、确

定分子结构的物质：①列出生产该物质所用各个物质或组成成份的

CAS号；②描述反应过程；③说明该物质的组成范围和组成类型；④

若能够合理确定，应提供有代表性部分的化学结构图；对于系列申

报的物质，给出共有的结构信息，并表示出所有系列申报物质的结

构，可作为附件提供。本项可保密。 

3.3 杂质情况：填写与申报物质共存的杂质，申报人可根据实

际情况添加该栏目行数，每行为一个杂质的信息，但必须尽可能保

证本部分内容在同一页，如杂质种类较多，可附件提供。 

CAS 号：填写杂质的 CAS号（若有）。 

杂质的中文名称：填写杂质的中文化学名称。 

最大百分比含量(%)：填写杂质的最大重量百分比含量。 

3.4 谱图数据：附件提供全部谱图数据，可多选。如选其他，

应提供其他谱图的名称。提供的谱图数据应包括测试条件。本项可

保密。 

3.5 其他国家（地区）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收录情况：勾选有无

其它国家（地区）收录，若勾选有，应填写共有几个国家（地区）

名录收录该申报物质。 

国家或地区：填写名录的国家或地区名称。 

名录名称：填写名录的全称，英文或原文表示。 

在该名录中的编号：填写名录中收录此申报物质的登记号或编号。 

管理要求：填写名录中记载的对此申报物质的相关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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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3.6 环境介质中的监测方法：勾选提供监测方法的环境介质，如

有其他介质，应在横线中提供，本项可多选。附件中提供环境介质中

的采样方法、样品预处理方法和分析方法并提供所需的化学分析的仪

器设备名称、主要试剂、试验条件及简要操作步骤、定量方法、数据

统计方法和参考文献等检测方法的详细说明，并填写附件号。 

第四部分 申报物质暴露信息 

4.1 申报物质的商品信息： 

存在形式：勾选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如果选择配制品，提供

配制介质的名称以及申报物质在制品中的浓度并标明单位，此外可

附件提供制品中的其他添加物信息（含名称、CAS号、作用及含量等

信息）；如果选择物品，应提供申报物质在物品中的重量百分含量。

此项信息对于进口时必须填写清楚，对于评估新化学物质的风险有

重要参考。本项可保密。 

（含）申报物质的商品名称： 填写申报物质上市时的商品名称，

包括含申报物质的配制品或者物品的上市商品名称。特别是进口时

的商品名称。 

预期应用领域：在工业、农业、手工业、日用、科学研究及其

他中选择，如有其他，要求给出具体领域。 

申报物质可能的最终去向：在水体、大气、土壤、回收利用、

处置及其他中选择，可多选，如有其他，应给出具体去向。 

4.2 包装说明：详细说明申报物质或者含申报物质配制品或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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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包装类别、材质以及规格。可以附件提供申报物质的包装相片。 

4.3 生产的释放和暴露信息概要：本栏各项可根据申报人掌握

的实际信息填写。 

工作环境中暴露浓度估计: 填写申报物质可能释放到工作环境

中的浓度预测值，并标明浓度单位。 

作业暴露人数的估计：填写单位时间内接触申报物质作业的人

数，如 XX人/天。 

作业人员接触时间（小时/天）：填写作业人员每天接触申报物

质的时间。 

对人员的可能暴露途径：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吸入、经皮或者其

他，如有其他暴露途径，应具体说明。 

环境中的暴露浓度估计：填写申报物质可能释放到生产场所中

的浓度预测值，并标明浓度单位。 

公众暴露人数的估计：填写单位时间内接触申报物质的公众人

数，如 XX人/天。 

环境暴露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勾选连续的/频繁的、偶然的/意

外的，如有其他暴露方式，应具体说明。 

环境排放介质：根据实际情况勾选水、空气、土壤、沉积物等

排放介质。可多选。 

4.4 申报物质使用信息（可保密） 

申报用途：填写申报物质的用途。 

潜在用途：若已知，填写申报物质所有可能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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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用途下的功效：填写申报物质期望用途下的功效。 

申报用途使用后的期望效果：填写申报物质或者含申报物质的

上市商品使用时的功能，以及使用后的期望效果。 

申报用途使用方法以及技术步骤：本项可根据申报人掌握的实

际信息填写。填写申报物质或者含申报物质的上市商品使用时的方

法、形式以及详细的步骤和程序，并提供带有工艺流程描述及使用

时需要的主要工具等信息。若该申报物质有多种期望用途，应针对

每种用途分别提供相应的技术步骤。可作为附件提供。 

申报用途使用后的废物生成量和组成：填写申报物质按申报用

途使用时最终可能产生的废物状态（包括固态、液态或者气态）、废

物生成总量和组成成分情况。可作为附件提供。 

使用申报物质的行业分类：填写使用申报物质单位的行业分类，

及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参考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国家标准 GB/T 4754。申报物质有多种用途时，应分别填写每种

用途下的行业分类。 

实现申报用途的使用方式：根据实际使用方式勾选封闭系统中

使用、半封闭系统中使用、开放系统中使用或者其他，若选择其他，

应具体说明申报物质使用方式。 

第五部分 申报物质的固有特性 

5.1 申报物质性状 

5.1.1 常温常压下状态：勾选申报物质在常温常压下的存在形

式，如选其他，应具体给出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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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性状描述：填写包括申报物质颜色、状态、气味的说明。

可附件提供申报物质的照片。 

注：以下部分涉及申报物质的 5.2 物理化学性质、5.3 毒理学、

5.4生态毒理学的基本信息。 

项目：每行为一个项目的信息。若没有数据，用“无”表示。

若有数据，必须以附件形式提供数据的测试报告或参考文献。申报

人可根据实际进行的试验项目按照表格中的试验类别自行列项。 

结果：结果要求填写实验数据，若没有数值，则要求用简明扼

要的文字表述。若有数据，标明单位。 

附件号：填写含有该项数据测试报告或参考文献的附件号。 

测试：选定表示该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的实际测试。 

测试样品：填写测试物是纯品或制品，理化特性的测试数据应

来自纯物质，即测试样品为纯物质（杂质总量<20%）。确实无法达到

规定纯度时，测试数据可来自制品，但同时应提供不能提纯的证明；

生态毒理学以及毒理学性质可使用纯品或制品开展测试。 

估算：选定表示该数据来源于估算值。QSAR 或其他估算数据仅

供评审专家参考。 

文献：选定表示该项数据来源于文献资料、权威网站或其他。 

保密：选定表示对该项数据保密。 

第六部分 申报物质环境安全信息 

6.1 操作注意事项：填写操作时的注意事项与建议。内容多时，

可在表格中简述，详细内容以附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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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储存注意事项：填写储存时的注意事项与建议。可作为附

件提供。包括储存条件应写明储存时的必备设施、储存环境、应急

设备、存放方式等。 

6.3 运输注意事项：填写陆路运输、水运和/或空运时的注意事

项与建议。内容多时，可在表格中简述，详细内容以附件提供。 

6.4 人员防护信息：包括 

（1）呼吸防护及设备名称：填写人员防护具体的呼吸防护方法

和装备名称、使用方法及相关的使用建议。可作为附件提供。 

（2）手部防护及设备名称：填写人员防护具体的手部防护方法

和装备名称、使用方法及相关的使用建议。可作为附件提供。 

（3）眼部防护及设备名称：填写人员防护具体的眼部防护方法

和装备名称、使用方法及相关的使用建议。可作为附件提供。 

（4）身体防护及设备名称：填写人员防护具体的身体其它部位

防护方法和装备名称、使用方法及相关的使用建议。可作为附件提

供。 

（5）其他防护技术措施：填写人员防护其他相关装备名称、使

用方法及相关的使用建议。可作为附件提供。 

6.5 事故应急措施:包括人员接触伤害时措施：填写因吸入、食

入、眼接触、皮肤接触申报物质导致人员伤害时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并写明申报物质意外泄漏时个人应采取的防护方法和步骤以及所需

的防护装备及其使用方法。可作为附件提供。 

6.6 废物处置措施：填写申报物质使用后及其包装的无害化处



 - 13 - 

置的可能途径和无害化处置的具体措施（当处理措施为焚烧或填埋

时，应说明焚烧或填埋的执行标准）。可作为附件提供。 

6.7 泄漏物收集和处置措施：填写申报物质意外泄漏后在无法

完全清除的情况下，对泄漏物应采取的应急处置方法和步骤，以及

所需的处理设备及其使用方法。可作为附件提供。 

6.8 事故后的环境恢复措施建议：填写申报物质意外泄漏后可

采取的清除方法和步骤以及所需的清除设备及其使用方法。内容多

时，可在表格中简述，详细内容以附件提供。 

6.9 污染预防的方法 

（1）减少污染源的措施：填写申报物质污染环境时切实可行的

消除方法和预防污染的措施。内容多时，可在表格中简述，详细内

容以附件提供。 

（2）回收再利用的措施：填写申报物质污染环境时切实可行的

回收并加以利用的措施。内容多时，可在表格中简述，详细内容以

附件提供。 

（3）安全和低暴露的加工使用方法：填写通过安全和低暴露的

加工措施来预防或减少申报物质可能对环境带来污染的措施。内容

多时，可在表格中简述，详细内容以附件提供。 

第七部分 申报物质其他信息 

7.1 环境风险控制措施：填写申报物质的环境风险控制措施以

及风险控制措施的适当性说明。可参照风险评估报告相关内容总结

概括该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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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健康风险控制措施：填写申报物质的健康风险控制措施以

及风险控制措施的适当性说明。可参照风险评估报告相关内容总结

概括该部分内容。 

7.3 环境友好性说明：填写申报物质与现用物质对比的改进之

处。 

7.4 危害分类的结果描述：描述根据我国“化学品分类、警示

标签和警示性说明”系列国家标准对申报新化学物质的理化危险、

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进行分类的主要结果。 

以附件方式提供危害分类的详细结果和依据（含数据、说明性

文字以及文献出处）。 

7.5 标签：附件提供申报物质的实际标签。 

7.6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如有，附件提供申报物质

或者含有申报物质制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7.7 申报附件：填写本申报涉及附件数量。以附件方式提供附

件清单，列出所有附件的序号、名称、附件编号和其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