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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环保组织，致力于以

实际行动推进积极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

界和平。

绿色和平成立于1971年，目前在世界40多个

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300万名支持

者。为了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绿色和平不

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

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

保护地球的使命无法单靠绿色和平来完成，

唯有结合公众的力量，才能够让地球变得更

绿色、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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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日益沉重的化学物质负担

有毒有害物质与人体健康

1 2
每年，全世界约有100000种化学物质被广泛用于

各种用途（EEA，1999），而许多化学物质最终

进入了人体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已经被禁止生产和

使用的化学物质仍可能从老旧产品泄露出去，并因其持

久性而长期存在于环境中；同时，新的化学物质正源源

不断地被合成出来，并应用到市场当中。我们正被数以

万记的化学物质包围，而这些化学物质在过去的亿万年

来并不曾出现于我们的星球之上；仅仅在最近几十年，

它们才被人工合成生产出来。

随着这些物质进入环境，我们的身体也开始变成一个含

有化学物质的巨大容器。如今每个活在地球上的人体内

可能都含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位于美国的环境工作

组（EWG）、以及位于欧洲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

和平等机构都报告发现成年人与儿童的血液中含有一

系列人造化学物质的存在（WWF-UK2003,2004, WWF 

2004a,b,Greenpeace Netherlands 2004, Greenpeace/

WWF 2005）。这些案例中的成年人所从事的工作并不

需要他们频繁暴露于化学物质之下，但在他们的血液中

仍然发现了多种化学物质——这恰恰说明化学物质存在

的广泛性，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暴露于多种化学物质

的影响之下。

在能够在人体内找到的几百种的化学物质中，很多都在

动物实验中显现出潜在的危害性。而对于人类来说，某

些生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提高，不但成为人类生殖

健康的发展趋势，而且恰恰与化学物质的大力生产和广

泛使用同步发生。以欧洲为例，过去50年以来，男性精

子数量减少、患睾丸癌人数增加，以及新生儿男女性别

比例发生变化。这些伴随着化学物质广泛使用而出现的

健康问题逐渐攀升，或许只是一种巧合。目前，诊断疾

病病因的方式因为技术条件限制，还不能将一些疾病

（例如癌症）的病因归结为化学物质干扰内分泌的结

果；但是，实验显示，在环境和人体中都能找到的许

多化学物质都有可能是人类生殖健康发展趋势背后的

原因1。

关乎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健康

精子数下降
在许多工业化发达国家，男性的生殖能力在过去的几

十年内显著下降。一个西方男子平均只能产生他父亲

或祖父大约一半数量的精子3,4,5。在法国、苏格兰和丹

麦的研究都表明，年轻男性的精子质量甚至更为糟糕

6,7,8,9,10,11。在中国，一项调查了11726个男性精子的数

据显示从1982年到1996年，精子数量由103.0×106下降

到83.8×106，同时具有正常形态的精子比例也从85.0%	

下降到77.9%12。

哥本哈根大学医院（Copenhagen University Hospital）的

Niels Skakkebaek教授称，环境因素是最有可能导致男性

生殖能力下降的原因13。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于内分泌干扰

物质，可能导致精子质量的下降。内分泌干扰物质，包

括一些杀虫剂，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或译作“塑化

剂”），某些重金属和多环芳烃（PAHs）等。它们可能

是导致不孕症的风险因素14。精子数量下降（包括精子

浓度和精子的活力和形态）可能和暴露于环境中的双酚

A15、杀菌剂的副产品16，以及杀虫剂17有关。

2003年一项针对环境浓度水平的邻苯二甲酸酯是否与男

性精液质量的下降有关联的研究发现，数种邻苯二甲酸

酯类物质与精子浓度及运动性之间都存在着剂量-效应关

系18。同年另一项研究发现，环境浓度水平的邻苯二甲酸

酯类物质就可导致精子DNA的损伤19。

尿道下裂
尿道下裂是一种尿道开口异常的先天缺陷，多见于男性

儿童。这样的病例在美国从1970年到1993年间增加了

一倍20。一项针对雄性仔鼠的研究显示，DBP（Dibutyl 

phthalate，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化

学物质）对母体有着明显的毒性，母鼠对DBP的暴露可

导致新生仔鼠与正常组相比数量明显减少，雄性仔鼠体

一些化学物质由于其生殖毒性而得到科学研究者和政策

制定者的关注。154种化学物质（群）已被欧盟法规列

为具有生殖毒性2，但毫无疑问这些只是市场上已被使用

的，所有可能干扰动物（包括人类）生殖健康的化学物

质中的一小部分。有更多已知或潜在的内分泌干扰物质

（也称“环境激素”，缩写EDCs）——这些影响生物

体生长、发育和健康机能的化学信号转导机制的化学物

质，还未得到充分研究。

一些包括多氯联苯（PCBs）在内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因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威胁得到国际公认，而

成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所

禁止和限制的化学物质。然而，有更多有毒有害物

质，虽然具有持久性（不易在环境中降解）、生物蓄

积性（能在生物体内蓄积，并可能随食物链层级的

升高而增加浓度）、或毒性（包括致癌性、基因诱变

性、生殖毒性（CMR）、内分泌干扰性（EDC）、以

及对人和生物体的其它毒性），但仍然被广泛生产和

使用；其中一些，还被作为添加剂，被广泛应用于日

用消费品中，例如邻苯二甲酸酯（“塑化剂”）类、

有机锡类、溴化阻燃剂类、壬基酚类物质等。而这些

物质，已经被现有的科学研究发现其可能影响人体健

康，特别是在生殖和发育方面造成严重后果。

重明显下降、肛门至生殖器距离明显缩短，雄性仔鼠尿

道下裂的发生率为48.83％21。

隐睾症
隐睾症是指一侧或两侧的睾丸没有能够从下腹部下降到

阴囊中的一种畸形状态。未能下降的睾丸可能会增加患睾

丸癌的风险（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专业名词词库）。动物

研究已表明，妊娠母鼠若暴露于DEHP（di(2-ethylhex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属邻苯二甲酸酯

类化学物质）会影响胎鼠睾丸引带的发育可能产生隐

睾症22。

上述这些病症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科学家们正在猜测这

些症状可能实际上是源于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23。这种疾

病叫做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TDS, Testicular Dygenesis 

Syndrome）,很可能是由于在受孕初期受到内分泌干扰物

质的影响而导致的24。

乳腺癌
200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壬基酚（NP），双酚A（Bis-

phenol A）和DBP（Dibutyl phthalate，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物质）均可促进乳腺癌细

胞株MCF-7的增殖作用，并存在良好的剂量-效应关系和

时间-效应关系25。

子宫内膜异位
子宫内膜异位是指子宫内膜组织没有覆盖于子宫体腔面

而由于某种原因在身体其他部位生长。

子宫内膜异位会造成长期强烈的疼痛，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发达国家的女性正越来越多地遭受这种痛苦。据估

计，在美国，每十个女性中就有一个有此病症，每年有

多达10万名女性因此去做了子宫切除手术26。多氯联苯

类物质（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缩写PCB）和二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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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物质（Dioxin）被认为是造成此病大范围流行的原因。

在用猴子进行的动物实验中，已证实这两类物质能导致

相关疾病27。

有研究表明，DEHP能够造成受试大鼠自然排卵周期改

变，并出现不排卵的现象28,29。此外，在《我们被偷走

的未来》一书中也描述了年轻女性患有阴道癌或子宫发

育异常与母亲在妊娠期间服用DES 有关的案例。

关乎孩子的健康成长
从精子和卵子相遇直至十个月后婴儿呱呱坠地，胚胎在

母腹中经过了一系列快速而复杂的发育过程，这个过程

极易受到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后，进入生长发育

阶段的儿童也是很脆弱的，极易受到环境中各种有毒有

害物质的侵害。近年来，许多非传染性疾病（包括新生

儿病死、婴幼儿癌症、免疫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

生殖系统疾病等）在儿童身上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

中的很多疾病都很可能是由于孩童时期受到恶劣环境的

影响而致病的，环境因素被认为与此有很大关系。

出生缺陷 
母腹中的胎儿并不安全，很多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都能透

过胎盘屏障影响正在发育中的胎儿，多项研究都在胎盘

血中检测到了像双酚A，PBDEs（多溴联苯醚，属溴化阻

燃剂类物质BFRs）等有毒有害物质30,31。2003年Latini

等人检测了84名新生婴儿的脐带血，发现88.1%的样本

中可检测出DEHP（di(2-ethylhexyl)phthalate,邻苯二甲

酸二(2-乙基己)酯，属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物质）和/或

MEHP（mono-2-ethylhexylphthalate,邻苯二甲酸单乙基

己基酯，属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物质），说明邻苯二甲

酸酯类物质也能透过胎盘屏障而影响胎儿此研究还发现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可能会使得怀孕周期变短32。中国卫

生部2011年的数据显示，相比于西部地区，工业污染更

严重的中国沿海地区有着更高的新生婴儿先天缺陷率。

从1996年到2009年，城市的新生婴儿先天缺陷率上升了

105.5%，而农村地区的这一数据仅为21.7%。这些数据

都在揭示环境污染和先天缺陷之间的关联33。

2011年一项中国某地区的80名先天性神经管缺陷 的新

生儿的研究发现，环境中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能透过胎

盘影响胎儿，这些物质包括多环芳烃和o,p′-DDT等，胎

盘中这些物质浓度的增大与新生儿患先天性神经管缺陷

的风险增加是相关的34。

被干扰的发育
2008和2009年分别有研究表明，一些邻苯二甲酸酯类物

质对母腹中的胎儿具有抗雄激素作用35,36。2005年，一

项科研调查了134名2到36个月大的男孩发现，胎儿在母

腹中若暴露于哪怕只是环境中浓度大小的邻苯二甲酸酯

类物质，也会影响男孩的生殖发育37,38。

行为异常与智力下降
男孩的行为正变得女性化，而反过来，一些女孩子开始

表现出男性倾向。荷兰科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鹿

特丹小学生的行为进行追踪调查，发现在母腹中时对于

多氯联苯类物质（PCB）和二噁英类物质（dioxin）的暴

露能极大地影响孩子出生后的行为倾向。在母腹中时曾

暴露于多氯联苯污染的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女性化倾向，

而女孩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倾向。若是暴露于二噁

英类物质，则不论男孩女孩都会表现出更多的女性化倾

向39	。

另一些科学家相信，暴露于多氯联苯类物质可能会造成

孩子的智力下降。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一些孩子在读

写能力上比同龄孩子要推迟，原因是他们在母腹中时曾

暴露于多氯联苯类物质的污染40。事实上，不仅仅是多氯

联苯类物质和二噁英类物质能对大脑产生危害，双酚A也

可以对大脑造成永久的伤害，且损伤部位与帕金森症有

关联41。

青春期提前与性早熟
青春期的生长发育阶段，特别是性发育的过程，伴随着

神经中枢和各种荷尔蒙分泌器官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而

这个过程也会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世界上的部

分地区，女孩青春期发育的时间比以前要大大提前了，

有的甚至提前了数年。2001年一项针对从亚洲和拉丁美

洲移民至欧洲的女孩的研究发现，一些女孩在八岁之前

即开始乳房发育，并在十岁之前就经历了月经初潮42。

在中国，有文献显示，于2003-2005年间在全国不同地

域的9个城市调查了20654名健康女孩，结果显示其中

19.6%的女孩在8岁就呈现乳房发育的迹象，中国女孩的

平均乳房发育年龄在国际上也属于最早的之列；此外，

这项调查显示平均的初潮年龄为12.27岁，相比于1979年

的13.5岁，提前了1.23年；特别是从1995年的13.08岁以

来，月经初潮年龄呈明显提前趋势43。

2010年的一篇综述总结了之前所进行的动物和人体的相

关实验，其结果都显示出内分泌干扰物质可能和青春期

提前有关44。最近一项针对美国1151名6-8岁女孩的多种

族纵向研究 发现，对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物质的暴露与

乳房或阴毛的提早发育呈正相关45。哈佛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的科学家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调查了466名曾

不同程度暴露于DDT污染的中国年轻女纺织工人，发现

DDT及其代谢产物DDE能够影响女性的生殖，可能导致

月经初潮的提前，并增加月经周期缩短的风险46。

肥胖
2009年的一篇科学综述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内

分泌干扰物质可能通过改变细胞间信息传递的方式导致

肥胖47。在中国，儿童和成年人的超重和肥胖问题也很

严峻。《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数据显示，从1991

年至2004年，6-11岁的儿童肥胖比例从6.5%增加到	

16.1%，12-18岁青春期少年的肥胖比例从3.3%增加到

6.2%48。

DES是1938年合成出来的一种叫做己

烯雌酚的化学物质，具有类似人体内

雌激素的作用，在其被合成出来后的

几十年内，被医生们当做预防流产的

妊娠必备之药品。

神经管缺陷(neural tube defects)，是

一种严重的出生缺陷，是由于胎儿神

经管在发育过程中未能闭合所造成的

(AiguoRen2011)。

纵向研究就是指对同一个或同一组个

体进行观察或实验的长期跟踪研究，

在这篇文献里就是指对这些女孩做长

期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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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研力度 
工厂的机器仍在不停转动，每天都有新的、地球上从未

存在过的化学物质被合成出来，制成或被添加在各种各

样的物品中供人们使用。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

是，科学家们根本来不及对所有的化学物质做全面的风

险评估——要全面评估一个新的化学物质是否会对人体

造成危害，会造成多大的危害，需要长期的研究过程，

这意味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何况，很低浓度的环

境污染物也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49。因此可以说，当前，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各种未知危害的化学物质所包围的

世界里，而下列两个方面的科学研究对于保护人体健康

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生物体内分泌系统复杂的特性，而整个内分泌系统

本身是由体内极低剂量的荷尔蒙进行控制的，使得化学

物质干扰内分泌的危害性在研究中非常难以量化、描述

和预测。不仅如此，由于生物体的发育和代谢过程均由

荷尔蒙控制，因此充分探讨不同化学物质的暴露量，特

别是很低浓度的环境污染物对于影响内分泌系统、并可

能由此造成的生物体在发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有至

关重要的实践意义。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重要现状是，我们对于暴露于

多种化学物质之下的健康影响目前还是所知甚少。一般

说来，健康影响是基于单一化学物质暴露研究得来；针

对暴露于多种化学物质的研究少之又少。而日常生活

中，人们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暴露于多种化学物质

的影响之下的；但目前还很少有针对这方面的研究。

生产企业需要行动起来
生产企业应该淘汰其供应链及其产品中使用的有毒有害

物质，领导整个行业向一个无毒的方向发展。具体而

言，生产企业需要建立明确的公司及供应商政策，并建

立一个明确时间表的行动计划，在其整个供应链中使用

更安全的化学品替代有毒有害物质。

淘汰有毒有害物质的有效政策应该建立在预防性原则的

基础上，对化学品进行系统管理，并将产品的整个生命

周期和所有排放渠道都考虑在内。

为增加可信度，这些政策的实施还需伴随着一项公开

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应该包括明确的时间表，并明确

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以体现公众的知情权。生产企业应

知晓其供应商所使用和排放出的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情

况，并将这些数据公开；并且开展实质行动，立即优

先处理那些需要立即消除的有毒有害化学品，去努力

赢得无毒的未来。

建立完善的化学品环境管理
体系
除了加强科学研究之外，现有的政策与法规建设也应进

行相应的完善。事实上，我们正处在化学品管理历史的

转折点之上。

有毒有害物质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有着极其严重的

影响，而其治理和清理工作又极为复杂和昂贵，传统

的“末端治理”50方法已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因此，中

国亟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化学品管理体系——即从源

头开始系统管理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排放，寻求危

害较小甚至是完全无害的替代品或替代手段，在生产

过程中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从

而从源头上消除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威胁。使公众

免于遭受有毒有害物质的威胁，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企

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安全使用化学品的责任：企业应在

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承担其维护消费者健康、保护环

境的社会责任，主动推动产品和工艺改进，逐步消除

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政府则应该在政策和法

律方面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引导企业行为，最终达到

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目的。

绿色和平呼吁，各国政府都应该遵循下列主要原则，立

即着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化学品环境管理体系51，并尽快

贯彻执行：

确立有毒有害物质零使用、零排放的长期目标，寻

求基于“源头治理”和“预防原则”的管理方法，

以此取代将重点放在“先污染、后治理”上的传统

治污模式。

设置量化的有毒有害物质减量目标及明确的淘汰

时间表，减少、并最终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和排放。

将一批对健康和环境危害较高、毒性较大的有毒有

害物质列入“优先管理清单”，针对化学品生命

周期进行全过程管理52，这将涵盖对化学物质（产

品）的生产、加工、进出口、贮存、运输、销售、

使用、处置等整个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管理。

建立并完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

即对特定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和转移情况进行报告和

登记，并将相关数据向社会公布，便于公众查询，以

促进企业减少、并最终停止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

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可以依据不同的国情和管理现状，

将上述原则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付诸实践。目前，世界上

许多国家政府已着手，通过调整政策、完善现有法律法

规、或出台新的法律法规等方式加强管理，使化学物质

的使用更加安全。

中国的化学品管理现状及建议
在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生产、进口和在市场销售的化

学品超过45000种53，90%以上化学物质的健康和环境危

害性未经鉴定，大部分还尚未纳入监管体系54。面对中

国化学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现状，以及日益加剧的化

学品健康风险55，中国亟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化学品管

理体系，以减少、限制和最终消除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

广泛排放。

2011年公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中

国首次提出将“健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严格化

学品环境监管”的目标。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制定“有毒

有害化学品淘汰清单”，依法淘汰高毒、难降解、高环

境危害的化学品，并推行排放、转移报告制度，开展强

制清洁生产审核56。

2011年10月，环保部组织编写发布了《危险化学品环境

管理登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这表明，中国迈出了对大量具有环境风险的化学品进行

规管的第一步。《办法》提出，环保部将依据危险化学

品的危害特性及环境风险程度，确定、公布《重点环境

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严格控制《目录》内化学品向

环境的释放，并要求企业逐步减少名录内化学品向环境

的排放。此外，《办法》还要求名录内化学品生产和使

用企业提交“危险化学品释放转移报告表”，以了解重

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排放、转移和向产品转化的情

况。以上这些内容，与目前国际先进经验和发展趋势中

的优先将一批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较高、较大的有毒

有害物质制作成清单，进行全过程管理，建立并完善污

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的思路相一致。

但是，中国化学品管理的制度建设仍存在很多挑战与不

足。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层级较低；化学品优先管理名

单尚不明确；企业提交的化学品释放和转移的情况，能

否形成公开数据库供公众查询，尚不明确；此外，对

于“淘汰具有高毒、难降解、高环境危害的化学品”这

一目标，尚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行动方案。

绿色和平希望《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能够具

有代表性和前瞻性，囊括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具有已

知危害和潜在危害的化学品，并加速其削减、淘汰、消

除进程；同时我们建议能够健全并完善关于“重点环境

管理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信息的公开机制，使得公众

能够更有效的监督企业的化学品生产使用情况，参与到

化学品环境管理中。

中国的化学品环境管理法律体系刚刚起步，对化学品的

全过程实现监控，尽快构建完整的化学品管理体系，需

要全社会的参与、关注与推动。绿色和平将持续呼吁公

众、企业对化学品环境污染问题给予关注、提高认识，

参与到共同推动一个“无毒”未来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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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管理经验及发展趋势

附录

绿色和平报告

欧盟
2006年12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公布的法规《关

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使用）的规定》

（REACH）是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中较为值得学习和借

鉴的一部。

欧盟REACH法规主要是通过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

行为，来管理欧洲市场上的化学品。该法规已于2007年

6月生效。

REACH针对化学品做出了以下要求57：

化学品生产商或进口商需提供其生产或进口的化学

品的信息，填报物质信息档案；

化学品生产商或进口商对其化学品的使用（包括同

一种物质使用在不同产品中，或在不同阶段进行使

用）和危害做出详细说明，并指出这些使用方式可

能使哪些人群暴露于化学品的威胁之下；

确保有毒有害化学品被严格分类，并在欧洲化学品

管理局的网站上提供详细清单；任何含有有毒有害

化学品的产品都会在标签和包装上进行标识，从而

使消费者和工人了解并安全使用；

对于具有较强毒性和风险的化学品，设立“高度关注

物质清单”，一些列入高度关注物质清单的化学品，

最终会被授予一个“淘汰日期”(sunset date)，在此

日期之后，除特别授权，此类化学品将不允许在欧盟

市场出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盟REACH法规在明确长期

淘汰目标，化学品信息的提供、收集和公开，以及建立

有毒有害物质优先管理清单58、全过程管理等方面，都

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为系统地管理有毒有害物质提供了

框架。

美国
1989年颁布、2006年修订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有毒物

质使用减量法案》（TURA）59也是一部经过实践被证明

有许多值得借鉴经验的法案。据统计，从1990年至2005

年的15年间，去除产量增加9%对数据的影响后，TURA

成功地帮助马萨诸塞州的核心企业（1990年至2005年需

要报告化学品使用排放情况的工业类别）减少了40%的

有毒有害物质使用，同时减少了91%的就地排入环境的

有毒有害物质60。

TURA的内容中，下列要素是确保这一法案成功的关键

因素61：

基本原则是污染预防，而不是末端治理。TURA规定的

“减量方法”62中明确，不能使用末端治理的方法来减

少、避免或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因为这种方法通

常会导致污染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例如从污

水转移到污泥中）63。

针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副产品，TURA还明确了在特定时

间内要实现的量化的目标，即到1997年为止，比1987年

的水平减少50%。这清晰地表明其意图为减少并消除污

染，而非仅仅“稀释”污染。

TURA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一份清晰的有毒有害物

质名单。TURA管理委员会每年确定一份“较高危害物

质名单”，鼓励相关机构针对那些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威

胁最大的化学品集中力量采取优先措施。具有持久性、

生物蓄积性和毒性（PBT）的化学品被认定为较高危害

物质。

全生命周期数据收集和公开是TURA之所以成功的另一

个因素。企业不仅需要报告整个厂区的化学品输入和输

出量（包括生产、加工、使用的化学品量，在处理、转

移、处置或排放前生成的副产品的量以及作为产品或产

品的一部分的化学品的量），还需对每个生产单位的数

据文件进行记录存档。这项法律还为公众提供了获取这

些数据的机会，确保了公众的知情权并促进了对使用和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公司的公众监督。

除了现行马萨诸塞州的TURA法案，美国国内正在积极

推动新的联邦法案的建立——安全化学品法案（Safe 

Chemicals Act）64。这一提案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环保署须确认并严格限制持久性和可在食物链

中蓄积的化学物质；

化学品生产商须提交关于化学品的健康和环境信息；

美国环保署须根据收集的化学品信息建立优先控制

名单，对此类化学品立即进行风险管理；

美国环保署需就化学品信息建立信息库供公众查

询，并披露政府就这些化学品展开的行动。

这一提案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甄选标准、化学物质流通

的相关信息收集，以及减少化学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等方面都比目前正在执行的美国联邦法案有毒有害物

质控制法案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

都有较大进步，也从侧面体现了最新的化学品环境管

理的发展方向。

免责声明
1.本报告中引用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

开的资料，绿色和平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2.本报告所援引的法律条文仅限于绿

色和平所能搜集的法律文件，仅代表

绿色和平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

3.由于获得信息的局限性，本报告所

援引的信息和检验数据仅基于报告时

限内绿色和平所能获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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