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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室内灰尘是考察室内污染情况的“晴雨表”。2012年3月至4月，绿色和平采集了中国五个

城市十一个家庭的室内灰尘样本进行检测。检测针对目前国际国内关注度较高的四类有毒有害

物质。结果显示全部样本中都存在上述四类有毒有害物质，且浓度范围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

究相一致。这表明中国公众可能通过室内灰尘暴露于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复合影响之下。基于

此发现，绿色和平建议完善中国化学品管理体系，为公众创造一个“无毒”的未来。



第一章		背景介绍 第二章		室内灰尘
	 	 		——家庭室内污染的“晴雨表”

相对于人们所熟知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

境问题，室内环境的污染问题所受到的关注

往往较小。虽然人们对因装修引起的室内空

气环境问题（如甲醛污染）等有所警觉，但

可能尚未意识到在日常室内环境中潜藏的其

他污染物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家庭室内环境中，灰尘作为有毒有害物

质的“汇集池”，是人们，尤其是儿童，

暴露于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中的潜在途径1。

灰尘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呼吸、食

物摄入，以及皮肤接触等方式进入人体2。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已经显示了在

家庭环境中，尤其是室内灰尘中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有毒有害物质：一些污染物来自

于室外，例如重金属铅可能来自于汽车尾

气3；一些则来自家庭使用的化工制品，例

如杀虫剂4。但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容易被

忽略的来源是家庭日常使用的消费产品。

我们日常使用和接触的消费品产品中被人

为添加了一些化学物质，从而赋予产品一

些我们想要的特性，比如让塑料制品更加

柔软、让家居产品具有防火功能，或者能

够除菌杀虫。不可否认，这些化学物质在

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

另一方面，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带来一

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危害。随着产品的频

繁使用和老化，这些化学物质可以从产品

中“逃逸”出来，最终进入我们的家庭室

内环境，从而增加我们暴露于有毒有害物

质中的风险。

在中国，对有毒有害物质在室内环境，特

别是灰尘中的污染情况的科学研究还很有

限。对暴露于多种化学物质之下的人体可

能受到何种影响的研究也十分匮乏。因

此，为弥补一部分研究空白，帮助人们初

步了解中国家庭室内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情况，绿色和平进行了这次中国城市家庭

室内灰尘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抽样调查。我

们希望本次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公众

暴露于有毒有害物质中的多种途径，并为

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和科研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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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灰尘本身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而

是各种不同的有机、无机颗粒物和化学物

质的混合体。在一栋特定的建筑物甚至是

一间房间内，灰尘的精确构成往往取决于

多种因素，比如：建筑物的位置、结构，

房间的用途及所使用的装饰材料和家具，

空调以及通风系统，清扫的频率和程度，

甚至与季节变换有关5,6。

近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室内灰尘中有

毒有害物质的科学研究也逐渐增多。例

如，为了研究欧洲室内环境的污染情况，

绿色和平进行了一系列不同地区室内灰尘

的检测分析：在2000年对欧洲各国的议会

大楼办公室进行了灰尘采集，在所有样本

中都发现了含量可观的溴化阻燃剂和有机

锡化合物7,8；2003年，调查了来自英国的

100个家庭及其他场所的灰尘样本，在所

有的灰尘样本中都发现了邻苯二甲酸酯、

溴化阻燃剂和有机锡化合物，并在超过四

分之三的样本中发现了壬基酚（nonylphe-

nol）和短链氯化石蜡（SCCPs）。这两项

研究均发现，十溴联苯醚（Deca-BDE，即

本研究中的BDE-209）是所检测溴化阻燃

剂中浓度最高的同系物。发现浓度最高的

邻苯二甲酸酯是可能具有生殖毒性的邻苯

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9,10。

除绿色和平外，还有许多国家的研究学者

针对室内灰尘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这一问题

开展了广泛的调查。例如，2001年，有研

究调查了119个美国的办公室和家庭，发现

灰尘样本中含有邻苯二甲酸酯、农药残留

物以及多环芳烃类物质11。他们也在灰尘中

发现了壬基酚。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一系

列其他的化合物，许多可能具有内分泌干

扰作用。2005年，有研究调查了德国28个

室内灰尘中有机锡化合物的浓度，检出二

丁基锡（DBT），单丁基锡（MBT）以及

二辛基锡（DOT）等12。再如，2003年，

日本首次报道了灰尘中全氟化合物(PFCs)

的存在情况，在16个室内灰尘样品中检出

PFOS和PFOA的平均浓度值分别为200ng/g

和380ng/g13。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室内灰尘中普

遍存在多种有毒有害物质14。越来越多的研

究发现灰尘作为家庭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汇集池”，是人们暴露于许多污染物

中的潜在途径15。人们可能通过呼吸、食物

摄入和皮肤接触等方式而暴露于灰尘及其

所携带的有毒有害物质中16。

有一些研究者更是逐渐开始重视室内灰尘在

儿童的化学物质暴露中所扮演的角色17。对

本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室内灰

尘中有害化学品，旨在初步了

解中国普通城市家庭室内灰尘

中部分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在情

况，提高大家对生活环境中有

毒有害物质的认识和理解,并

予以重视。需要强调的是，本

次研究只是截取了家庭环境中

的一个侧面，很难据此全面评

估家庭室内环境所带来的健康

风险。



于儿童而言，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灰尘

都可能成为他们暴露于有毒有害物质中的

重要途径18。例如，幼儿通常会在地上爬，

这样他们就会暴露于地板、地毯上吸附的

灰尘中的化学物质中等等；他们在玩玩具

的时候还会不时地把手指放进嘴里或者直

接把玩具放进嘴里，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

暴露于有毒有害物质中的几率。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在消费品中的广泛使用可

能是它们存在于室内灰尘中的原因之一19。

已经发表的科学研究显示了室内灰尘分析

作为了解室内环境的一种途径的价值。可

以说，室内灰尘正是人们了解家庭室内污

染的“晴雨表”。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有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研究发现，如邻苯二甲酸酯、有

机锡化合物或溴化阻燃剂等化学品会在产

品使用和废弃的过程中“逃逸”，然而在

中国，关于它们在室内灰尘中存在情况的

研究却较少，综合了解多种有毒有害物质

在同一场所的灰尘中复合存在的研究就更

是寥寥无几，多数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针对

某一类物质（详见表1）。

因此，绿色和平希望通过本次研究揭示同

一场所灰尘中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复合存在

的情况。

表1：中国家庭室内灰尘中检测出的有毒有害物质（文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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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地区 样本数 检出化学物质
平均值

（单位：ng/g）
含量范围

（单位：ng/g）

袁康（音）等人，

2011 20 

珠三角地区，

包括广州，

深圳和香港

23
多溴联苯醚

（PBDEs）
4203 685—18385

齐虹等人 ， 

2011 21 

23 个省市自治区

41 个地区
29

多溴联苯醚

（PBDEs）
12.1 0.55—427

黄玉妹等人，

2009 22 
广州 46

多溴联苯醚

（PBDEs）
3407 564.3—9654

黄玉妹等人，

2010 23
广州，海口和武汉 76

多溴联苯醚

（PBDEs）
2662 186.6—9654

王璟 等人 ， 

2010 24

广州清远，电子废弃

物处理地室内灰尘
24

多溴联苯醚

（PBDEs）
9412.4 229.5—157480.1

郭莹（音）等人，

201125 

北京，上海，广州，

济南，齐齐哈尔，

乌鲁木齐

75
邻苯二甲酸酯

（Phthalates）
295000 24400—8590000

Lan Q等人，

2011 26
广州

包括室

内和室

外的灰

尘样品

邻苯二甲酸酯

（Phthalates）
840000 121000—3223000

张涛（音）等人，

2010 27 

北京，南京，

上海，天津
28 28

全氟化合物

（PFCs）
233 /

Tong和Lam，

2000 29
香港 151 重金属 /

铅 0.1—1415.2   g/g

锰 44.7— 2463.8   g/g

镉 0.2—2340.6   g/g

铜 46.0—32611.0   g/g

µ

µ

µ

µ



北京

上海

长沙

深圳

广州

第三章		调查方法及主要发现

采样过程
2012年3月至4月间，绿色和平采集了位于

北京、上海、长沙、深圳、广州这5个城市

的11个家庭的室内灰尘。其中3个家庭位于

北京，3个家庭位于上海，2个家庭位于长

沙，1个家庭位于深圳，2个家庭位于广州。

为了能采集到足够的灰尘样品进行分析，所

有参与的志愿者家庭都被要求至少1周不打

扫室内卫生。所有的灰尘样品，都由绿色和

平的专业样品采集人员，使用同一个型号的

吸尘器进行采集。为了防止污染，每个家庭

的灰尘样品都使用单独的未使用过的吸尘纸

袋。灰尘采集结束后，立即将吸尘袋从吸尘

器中取出，用清洁的铝箔纸包裹密封，再装

入厚实的纸袋后密封。最后，所有的样品都

被送往位于欧洲的第三方独立实验室，进行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分析研究。

此次检测的化学物质为邻苯二甲酸酯、溴化

阻燃剂(包括多溴联苯醚和六溴环十二烷)、

有机锡化合物和全氟化合物，四大类共54

种化学物质。对于这四类化学物质的介绍，

详见附录2。

检测发现
在所有的家庭室内灰尘样本中，均发现了

全部四类有毒有害物质，即没有干净的样

本。并且大部分检出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浓

度范围（见表2）与已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研究结果（详见下文“分类检测结果”

部分）相当。此结果表明，普通家庭室内

灰尘可能是人们在家庭中暴露于有毒有害物

质中的途径之一，而针对这一途径的深入研

究目前还非常有限，公众也普遍缺乏这方面

的认知。另外，灰尘当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构

成十分复杂，普通人群可能暴露于多种的化

学物质的复合影响之下。

表2：	中国5城市家庭室内灰尘中主要有毒有害物质浓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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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 浓度平均值 浓度最低值 浓度最高值

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 731.4   g/g 330.0   g/g 1261.0   g/g

溴化阻燃剂—多溴联苯醚（PBDEs） 4811.8 ng/g 169.9 ng/g 38124.5 ng/g

溴化阻燃剂—六溴环十二烷（HBCD） 1148.5 ng/g 93.2 ng/g 9200.0 ng/g

有机锡化合物(Organotins) 2801.6 ng/g 287.2 ng/g 7654.8 ng/g

全氟化合物(PFCs) 94.4 ng/g 1.1 ng/g 600.8 ng/g

µ µ µ

本次研究的具体检测结果请见附录1

南海诸岛



有毒有害物质分类检测
结果与常见用途介绍

1	溴化阻燃剂类
检测结果：本类检测覆盖了18种多溴联苯

醚（PBDEs）和六溴环十二烷（HBCD），

结果发现，家庭灰尘中PBDEs的主要成分

是十溴联苯醚（BDE209），其平均浓度为

4811.8ng/g，和袁康（音）等人（2011）30 

在珠三角地区的报道，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

报道相似31,32。另外， HBCD也是灰尘样本

中占主要地位的溴化阻燃剂，其平均浓度约

为1148.5ng/g，和世界其他地区已有的报道

相似33。

常见用途：PBDEs是溴化阻燃剂中最常见

的一类，主要用作纺织品等各种材料的防火

成分。工业上使用最广泛的溴化阻燃剂还包

括HBCD。它们是用来防止燃烧或燃烧的扩

散的物质，通常用作添加剂，被广泛添加在

日常生活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产品中，比如电

器、汽车、灯具、电线、地毯、家具，以及

其他包装材料等等。

2	邻苯二甲酸酯类
检测结果：通常来说，邻苯二甲酸二异辛

酯（DEHP）是家庭灰尘中最常见的邻苯二

甲酸酯34,35，本研究也发现DEHP是所有灰

尘样本中浓度最高的邻苯二甲酸酯，其次分

别是邻苯二甲酸酯二丁酯（DBP）和邻苯二

甲酸二异丁酯（DiBP），平均浓度分别为

576.3µg/g，96.7µg/g和58.0µg/g。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邻苯二甲酸丁酯苯

甲酯（BBP）的浓度和西方国家的报道存在

显著性差异。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室内灰尘

中BBP的浓度较高36,37,38，但在本次研究中

BBP的浓度却很低，同样郭莹（音）等人39

（2011） 在中国的6个城市中检测到的BBP

的浓度也非常低。

常见用途：DEHP作为一种最普遍使用的

增塑剂（或译作“塑化剂”），在大量产

品中被添加，包括各种建材、装饰材料、地

板、家具，以及食品包装、玩具、衣服、汽

车内饰、电缆，还有医疗器材比如血袋。因

此每个人的接触途径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本

研究显示，室内灰尘可能也是主要的暴露途

径之一。

3	有机锡化合物类
检测结果：本研究发现单丁基锡（MBT）

和二丁基锡（DBT）在灰尘样本中的平均

浓度最高，其次分别是单辛基锡（MOT）

和二辛基锡（DOT），平均浓度分别为

1073.8ng/g，893.6ng/g，438.1ng/g和

325.9ng/g。

常见用途：有机锡化合物被广泛用于聚氯

乙烯PVC材料的稳定剂,工农业上的生物杀

灭剂、各种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和船舶防污涂

料等。单取代的有机锡如单丁基锡（MBT）

通常用作稳定剂，二取代的有机锡如二丁基

锡（DBT）作为催化剂用在聚氨酯泡沫和硅

树脂的生产中，三取代的有机锡被广泛用于

农业作为杀菌剂。

4	全氟化合物类
检测结果：本研究发现全氟辛酸（PFOA）

在灰尘样本中的平均浓度最高。从世界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成果来看，通常全氟

辛烷磺酸（PFOS）在室内灰尘中的浓度可

能会显著高于PFOA的浓度，或者至少两者

的浓度水是平相似的40,41,42；但是张涛等人

（2010）43检测了中国17个城市的室内灰

尘，也发现PFOS浓度低于PFOA的浓度。而

在本次研究中，全氟辛烷磺酸（PFOS）甚

至低于检出限。

常见用途：PFOA和PFOS是最常见的两种

全氟化合物。它们是人造化学品，很难被降

解，难溶于水和油，被广泛应用于纺织品和

纸张的防水、防油及防污层，表面活性剂，

并用于制作化妆品、塑料、防火泡沫以及高

温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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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家庭应该是每一个人休憩的避风港，而不

是环境风险的来源地。要有效减少室内污

染，必须逐步减少日常消费品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并通过更安全的

替代方式进行替代，最终完全消除有毒有

害物质的使用。

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重

大环境问题之一，国际社会上已经有了广泛

关注度和相关的行动。为妥善管理有毒有害

物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许多国家和地

区已经确立了有毒有害物质“零排放”的长

期目标，通过设置量化的有毒有害物质减量

目标及明确的淘汰时间表来减少并最终消除

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

在中国，相关的科学研究还亟待加强，同

时，化学品环境管理法律体系也才刚刚起

步。我们正处在化学品管理的转折点之上。

对于正在使用的数以万计的化学物质，现行

研究还远远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健康风险

和环境威胁，现行管理体系还远远不足以防

范这些风险和威胁，保护我们的健康。包括

在本次研究中关注的四类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在内的一批可能具有致癌性、致畸性和生殖

毒性的化学品，或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

的“环境激素”类物质，以及其他具有持久

性、生物蓄积性的化学物质，还尚未纳入政

府的监管名录。

绿色和平建议加强对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与

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可能途径和后果的研

究；同时建议中国政府部门加紧政策制定和

执行的步伐，加快构建完整的化学品管理体

系。另外，绿色和平持续呼吁企业和公众对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问题给予关注，并且提高

认识。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行动，才能

真正推动“无毒”未来。

免责声明
1.本报告所采用的检验数据均来

源于实验室检测结果，绿色和

平对本次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及

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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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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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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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本研究的具体检测结果

化学物质 发现频率 平均值 中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溴化阻燃剂BFRs [ng/g ]

BDE17 11/11 2.5 2.1 0.7 6.4 

BDE28 9/11 0.4 0.2 <0.15 1.4 

BDE47 11/11 4.0 1.7 0.2 18.0 

BDE49 7/11 2.8 0.2 <0.15 27.4 

BDE66 0/11 / / / /

BDE71 3/11 0.5 <0.15 <0.15 4.4 

BDE75 3/11 0.9 <0.15 <0.15 9.5 

BDE77 5/11 1.4 <0.15 <0.15 14.0 

BDE85 10/11 3.4 2.8 <0.15 8.2 

BDE99 11/11 5.6 4.2 1.0 22.4 

BDE100 11/11 1.6 0.5 0.2 10.3 

BDE119 5/11 1.3 <0.15 <0.15 13.3 

BDE138 10/11 3.0 2.1 1.8 9.3 

BDE153 11/11 4.4 2.6 0.9 17.3 

BDE154 10/11 1.6 0.8 0.0 9.8 

BDE183 11/11 6.9 4.9 1.9 24.0 

BDE190 0/11 <0.30 <0.30 <0.30 <0.30

BDE209 11/11 4771.8 500.0 160.0 38100.0 

Total PBDEs 11/11 4811.8 540.8 169.9 38124.5 

total HBCD 11/11 1148.5 370.0 93.2 9200.0 

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 [µg/g ]

DMP 0/11 < 2.5 < 2.5 < 2.5 < 2.5

DEP 0/11 < 2.5 < 2.5 < 2.5 < 2.5

DPP 0/11 < 2.5 < 2.5 < 2.5 < 2.5

DiBP 11/11 58.0 44.0 26.0 230.0 

DBP 11/11 96.7 84.0 24.0 260.0 

BBP 1/11 < 2.5 < 2.5 < 2.5 3.0 

DEHP 11/11 576.4 470.0 220.0 1100.0 

DiNP 0/11 <500 <500 <500 <500

DiDP 0/11 <500 <500 <500 <500

Total 
Phthalates

11/11 731.4 609.0 330.0 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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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化合物PFCs[ng/g]

PFBuS 6/11 0.8 0.3 < 0.25 3.1 

PFHxS 1/11 1.0 < 0.25 < 0.25 11.0 

PFHpS 1/11 < 0.25 < 0.25 < 0.25 0.8 

PFOS 0/11 < 0.25 < 0.25 < 0.25 < 0.25

PFDS 0/11 < 0.25 < 0.25 < 0.25 < 0.25

PFPA 3/11 0.6 < 0.25 < 0.25 2.7 

PFHxA 2/11 0.8 < 0.25 < 0.25 6.9 

PFHpA 4/11 1.0 < 0.25 < 0.25 9.2 

PFOA 11/11 86.5 10.1 1.1 580.0 

PFNA 3/11 0.4 < 0.25 < 0.25 2.0 

PFDA 3/11 1.7 < 0.25 < 0.25 8.3 

PFUnA 1/11 0.7 < 0.25 < 0.25 7.5 

PFDoA 2/11 0.8 < 0.25 < 0.25 6.3 

PFTrDA 0/11 < 0.25 < 0.25 < 0.25 < 0.25

PFTeDA 0/11 < 0.25 < 0.25 < 0.25 < 0.25

FOSA 0/11 < 0.25 < 0.25 < 0.25 < 0.25

Total PFCs 11/11 94.4 15.8 1.1 600.8 

有机锡化合物Organotin compounds [ng/g ]

MBT 11/11 1073.8 680.0 73.8 2590.0

DBT 11/11 893.6 380.2 140.0 4620.0

TrBT 4/11 67.0 <10 <10 620.0

TeBT 0/11 <10 <10 <10 <10

MOT 10/11 438.1 110.0 <10 3580.2

DOT 9/11 325.9 59.1 <20 2860.0

TrChT 0/11 / / / /

MPhT 1/11 <5 <5 <5 6.0

DPhT 1/11 <5 <5 <5 15.2

TrPhT 2/11 <5 <5 <5 7.2

Total 
organotins 11/11 2801.6 2071.7 287.2 7654.8

化学物质 发现频率 平均值 中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附录2：研究针对的有毒有害
													物质简介

邻苯二甲

酸酯

危害

可能对哺乳类动物和人类的生殖系统产生毒性作用。其中DEHP是最

为广泛使用的邻苯二甲酸酯之一，可能对哺乳动物的生殖系统产生毒

性，可能（以单酯形式）干扰早期的睾丸发育44。亦有迹象表明暴露

于邻苯二甲酸酯可影响人类男性生殖发育45。此外，有研究发现大鼠

暴露于几种不同的邻苯二甲酸酯混合物，即使含量很低，可能产生累

积效应46。

限制

-OSPAR47将DEHP和DBP列入需要优先采取行动的化学品名单。

-欧盟REACH法规将DEHP、DBP、BBP和DIBP列入其附录ⅪⅤ。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2008/105/EC48将DEHP列入《水框架指

令优先物质名单》。

-76/769 EEC（及修正案2002/61/EC）49限制DEHP、DBP、BBP、

DNOP、DIDP、DINP的使用。

溴化阻燃剂

危害

有些PBDEs可能影响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生长、发育以及免疫和神

经系统。PBDEs在人体中也被广泛发现，其现有暴露量对人体健康的

潜在影响引发担忧50,51。

HBCD是一种新型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其具有POPs 的

一系列特点52，迁移性、持久性和蓄积性。具有内分泌毒性，有研究

还发现，HBCD可使大鼠发情周期不规律，卵细胞数量减少，前列腺

重量增加，后代甲状腺功能减弱，这说明HBCD 具有致畸潜力53,54 。

限制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将Tetra BDE（四溴

联苯醚），PentaBDE（五溴联苯醚），HexaBDE（六溴联苯醚）

和HeptaBDE（七溴联苯醚）（即本研究中的BDE-47，49，66，71

，75，77，85，99，100，119，138，153和154）列入附录A（即

彻底消除），中国也是该公约的缔约方之一。

-OSPAR55将包括PBDE、PBBP、HBCD在内的溴化阻燃剂列入需要

优先采取行动的化学品名单。

-HELCOM 将PentaBDE（五溴联苯醚）、PctaBDE（八溴苯醚）

、DecaBDE（十溴联苯醚）、HBCD列入《优先管理有毒有害物

质名单》。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2008/105/EC 将五溴联苯醚列入《水框架指

令优先物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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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化合物

危害

三丁基锡（TBT）被认为是所有锡化合物中最有害的。它能持久存在

于环境中，具有高度的生物蓄积性，还能影响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的

许多生物的免疫和生殖系统，故此TBT现被广泛禁止56。有报告显示

包括三苯基锡（TPhT）在内的其他有机锡化合物也能产生类似的

影响57。此外TBT还能影响人体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58,59 。三丁基锡

（TBT）和二丁基锡（DBT）对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具有副作用，体

外实验表明TBP和DBT在微摩尔甚至更低浓度下就会对鼠胸腺细胞和

白细胞产生毒性和抑制作用60。

限制

-OSPAR将有机锡化合物列为需要优先采取行动的化学品名单中的一

类，但不包括月桂酸三丁锡（CAS:3090-36-6）。

-HELCOM 将TBT 和TPhT（三苯基锡）列入《优先管理有毒有害物

质名单》。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2008/105/EC将三丁基锡化合物（三丁基锡

正离子） 列为《水框架指令》下的优先管理有毒有害物质。

全氟化合物

危害

全氟化合物是一种人造化学品，很难降解。例如PFOS极难降解，

性质十分稳定，所以会在环境中长期存留61。PFOS在世界各地的

淡水、地下水和海水的沉淀物及土壤中均被发现62。

科学研究显示PFOS能在身体组织中蓄积，且通过食物链进行生物放

大（随着食物链等级的提升检测出越来越高的浓度）63。PFOS通过

黏着在血液中的蛋白质上积聚在动物体内，因此在肝脏组织中的浓度

特别高64,65,66 。

有动物研究显示PFCs可能影响激素水平——例如改变大鼠的生殖激

素水平（降低睾酮水平和增高雌二醇水平），这能导致睾丸细胞的

改变67。

限制

-OSPAR将全氟辛烷磺酸及其盐类（PFOS）列入需要优先采取行动

的化学品名单。

-HELCOM将PFOS和PFOA（全氟辛酸）列入《优先管理有毒有害物

质名单》。

-76/769 EEC的修正指令2006/122/ECOF限制PFOS的使用。

-《斯德哥尔摩公约》将全氟辛烷磺酸（PFOS）、全氟辛烷磺酸盐和

全氟辛基磺酰氟列入附录B（即限制）。

-加拿大法令SOR/2008-178限制PFOS的生产、使用和销售。

-美国在有毒物质控制法的框架下发布相关“显著新用途规则”限制

含PFOS 在内的全氟烷基物质（PFAS）的生产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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