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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发布 《化学品测试导则》等
三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2004] 66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

态环境，现批准 《化学品测试导则》等三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编号、名称如下:
    HJ/ T 153-20(”化学品测试导则

    HJ/ T 154-20(”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导则
    FU/ T 155-20(”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

    上述三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2004年6月1日起实施。

    标准信息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www. sepa. gov. cn)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www. es. org. cn)查
询。

    特此公告

200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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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A

    为贯彻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规范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工作，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态

环境，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新化学物质危害性评估的数据要求、评估方法、分级标准和评估结论编写等事项

    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的评审应遵照本标准执行。新化学物质的申报人亦可参照本标准对申报物质

进行自评。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首次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医学部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4月 13日批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2004年6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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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导则

        (报批稿)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新化学物质危害性评估的数据要求、评估方法、分级标准、评估结论的编写等事

本标准适用于新化学物质申报中的专家评审和申报人的自评。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听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为使

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69(〕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T 15358 危险化学品标签编写导则

    HJ/ T 153-2004 化学品测试导则
    HI/ T 155- 2004 化学 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 则

3术语和定义

    {化学品测试导则》(FU/ T 153-2004)和《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Hl/ T 155-2004) ;}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新化学物质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中所称的新化学物质。

32 申报

      notifi-lion

    生产前或进口前为获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所进行的申请活动。

3.3 申报人

      noti6PI's

    进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申报的行为主体。

3.4 申报物质

      notified chemical substances

    申报人所申报的新化学物质。

3.5评估水平

      evaluativekvel

    依据申报物质的一次性或全年累积性的生产或进口数量 (Q)确定的危害评估水平。

4评估的一般性规定

4.1评估原则
    评估遵循凭安全性举证和疑者从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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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所提交的数据有缺项，应视具体情况，不予接受、要求申报人补交或将缺项数据视为处于最大

危害级别。

    鼓励申报人提交已掌握的数据和资料，包括结构一效应分析资料。除特别要求之外，结构一效应

分析资料不能作为确定有无某种毒性及毒作用强度和决定是否可免除该项毒性测试的依据，仅可作为

有关毒性评价时的重要参考。

4.2评估水平的划分

    Q<100kg的按基础水平评估;IO0kgg Q<IO'kg的按第一水平评估;Q }- IObkg按第二水平评估。
    随着评估水平的提高，要求提交测试数据相应增多，分别见7.1和9.10

4.3 测试方法

    应使用 《化学品测试导则》(1i]/ T 153-200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在中国境外完成理化特性和健康效应测试数据的，可使用国际通用的方法。

    若所提交的数据和资料引自文献，申报人应同时提交参考文献出处和其他相关证明。

4.4 测试机构

    应符合《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H,1/ T 155-2004)的规定。

    在中国境外完成测试数据的，完成测试数据的境外测试机构应满足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的要求。

4.5 其他

    若提交的数据不符合4.2, 4.3或4.4的要求，应视具体情况，不予接受、要求申报人补交、适

当降低其可信度或经由指定的测试机构复核。

5物质标识信息及暴露资料要求

5.1物质标识信息要求

5.1.1名称
    应说明申报物质的按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定义的名称、其他名称 (如通用名、

商品名、缩写名)和CAS登记号 (若存在)。

5.1.2分子式和结构式
    应说明申报物质的分子式和结构式。

    分子式和结构式不确定的，应详细说明申报物质的生产工艺条件和过程。

5.1.3外观

    应说明申报物质在常温常压下的外观颜色形状、进人市场时 (可能含有杂质)申报物质的外观颜

色形状。

5.1.4组分

    应说明申报物质的纯度、杂质 (包括异构体和副产物)、主要杂质的最大含量。若含有稳定剂、

抑制剂或其他添加剂，应详细说明其名称、性质、含量等。

5.1.5光谱数据和色谱数据
    应详尽说明用于鉴定鉴别申报物质的光谱数据 (紫外、红外、核磁共振或质谱)和色谱数据 (高

压液相色谱、气相色谱)。

5.1.6检测鉴别方法
    应详尽说明申报物质在各种介质 (气、水、沉积物、土壤、生物体、物品)中的检测方法及其降

解或转化产物在各种介质中的检测方法。

5.2暴露资料要求

5.2.1与生产有关的暴露
    应说明生产申报物质要求的工艺条件和过程、要求的职业卫生条件、车间环境中申报物质浓度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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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作业暴露人数估算、生产过程中向周围环境排放或泄放的申报物质浓度和总量估算。

5.2.2与使用有关的暴露
    应说明申报物质年生产和/或进口总量、可能的应用领域和使用类型、各应用领域及使用类型所

使用的量占生产总量和/或进口总量的比例 (%)、申报物质进人市场的可能形式、在制剂或产品中的

浓度、工业或民用性安全使用申报物质要求的卫生条件、车间环境申报物质浓度估算、作业暴露人数

估算、使用过程中向周围环境排放或泄放的申报物质浓度和总量估算。

5.2.3与储运有关的暴露
    应说明对包装、储存和运输申报物质的要求和条件

5.2.4环境保护、职业卫生和安全管理与应急措施
    应说明正常情况下环保安全职业卫生方面的要求和措施、突发事故下的环保安全职业卫生的应急

措施。

5.2.5废弃处置

    应提交申报物质废弃后应采用的正确的处置方式和处置条件

6理化特性评价

6.1数据要求
    应说明反应申报物质理化特性的熔点、沸点、相对密度、蒸气压、表面张力、水溶性、脂溶性、

pH值、正辛醇/水分配系数、闪点、粒径等数据。
6.2 理化特性评价

    按照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和 《危险化学品标签编写导则》 (GB/ T

15358)，评价申报物质是否属于爆炸性、易燃气体、高闪点液体、中闪点液体、低闪点液体、易燃固

体、自燃性、遇湿易燃性、氧化剂或有机过氧化物类物质。

7毒理学评估

7.1数据要求
    毒理学评估数据要求见表to

                              表1 毒理学评估数据要求注

数 据 要 求 基 础 水 平 第 一 水 平 第 二 水 平

急性毒性 7.1.1.1 7.1.3.1

短期反复染毒毒性 7.1.1.2 7.1.3.1

致突变性 7.1.1.3 7.1.2.2

生殖/发育毒性 7.1.2.3 7.1.3.2

反复染毒毒性 7.1.2.4

慢性毒性 7.1.3.3

致癌性 7.1.3.4

毒代动力学 7.1.3.5

神经毒性 7.1.3.6

注:具体要求见表中数字所示章节。

7.1.，基础水平

7.1.1.1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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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毒性数据包括:急性经口毒性、急性吸人毒性、急性经皮毒性、皮肤刺激、眼刺激、皮肤致

敏作用。

    当申报物质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免于提交该项急性毒性数据:

    a)急性经口毒性

    — 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

    一 一不溶解或悬浮于介质之中;

    一 一组分不稳定

    b)急性吸人毒性

    — 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升华;

    — 为不产生可吸人颗粒的固体;

    一 一为不产生气溶胶的非挥发性液体。

    c)急性经皮毒性

    — 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

    — 难以通过皮肤屏障。

    d)皮肤刺激
    — 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

    一一根据结构一效应分析，表明有强烈刺激性或腐蚀性。

    e)眼刺激

    — 腐蚀剂;

    — 强酸 (pH < 2.0)或强碱 (由>11.5);
    — 室温条件下，空气中易燃;

    — 皮肤刺激毒性中等以上 (含中等)。

    f)皮肤致敏作用
    — 在预期的使用浓度下有强烈刺激性、腐蚀性;
    — 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

    — 经化学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与一已知致敏物结构类似

7.1.1.2 短期反复染毒毒性 (14天或28天)

    短期反复染毒毒性数据包括反复经口毒性、反复经皮毒性、反复吸人毒性。

    若经口或经皮的短期反复染毒数据表明毒性低时，应提交剂量为1 000 mg/kg的限度试验数据。
若人体的预期暴露可能高于此剂量时，应提交按人的暴露剂量进行的限度试验数据。若限度试验未观

察到毒性效应，一般不必提交完整的反复染毒毒性数据〕

    当申报物质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免于提交短期反复染毒毒性数据:

    — 急性毒性为低毒 (见7.2.1.1急性毒性的分级标准);

    — 急性毒性试验表明无迟发作用;

    — 生物利用率低;

    — 生物蓄积能力低。

7.1.1.3致突变性
    应提交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和哺乳动物细胞体外染色体畸变试验数据。

    若因申报物质有明显的细菌毒性而不宜进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或已知或怀疑申报物质干扰哺乳

动物细胞DNA复制系统时，可提供哺乳动物细胞体外基因突变试验数据

7.1.2第一水平
    第一水平的评估应在基础水平评估业已完成的基础上评估申报物质对人的潜在生殖/发育毒性，

验证对动物行为及器官、系统的毒效应和致突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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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结构一效应分析

    可提供有关致突变性、生殖/发育毒性和致癌性的结构一效应分析资料

7.1.2.2致突变性

    应提供啮齿类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或微核试验数据。

    若因毒代动力学试验结果表明申报物质不被吸收或不能到达靶组织 (骨髓)等原因而不宜进行体

内试验，则应提供其他试验数据。

7.1.2.3 生殖/发育毒性

    已知申报物质是一种基因致癌物质的，或已知申报物质是一种生殖细胞致突变物质的，可免于提

交生殖/发育毒性数据。

    其他申报物质应根据不同的年生产或进口量提交相应的试验数据。

    a)年生产或进口量100kgg Q < 1OSkg的，应提交:
    — 一个物种的筛选试验数据。

    若筛选试验结果呈阳性，则需提交两个物种的致畸试验数据
    — 一个物种的致畸试验数据。

    若反复染毒毒性试验结果表明申报物质潜在发育毒性或申报物质与某一具有发育毒性的物质结构

相似，则需提交两个物种的致畸试验数据。

    若90天反复染毒毒性试验结果表明申报物质潜在生殖毒性或申报物质与某一具有生殖毒性的物

质结构相似，则需提交两代生殖毒性试验数据。

    b)年生产或进口量105kg}- Q < IObkg的，应提交:
    — 两个物种的致畸试验数据。

    — 若28天或90天反复毒性试验结果表明申报物质对生殖器官或组织具有害效应，则需提交两

代生殖毒性试验数据。

7.1.2.4反复染毒毒性 (90天)

    若基础水平的短期反复染毒试验结果或其他资料表明有诸如以下情况，应提交00天的反复染毒
毒性数据:

    — 出现严重的不可逆的损伤;

    — “无可观察效应水平”很低或未获得;

    — 申报物质与已被证明某种有害物质的结构有明显的相关性

    7.1.3第二水平

    第二水平要求提交的数据，因申报物质而异，将更多地依赖于评审专家的研讨。

7.1.3.，急性和/或短期反复染毒 (第二物种动物)
    当第一水平的研究结果可疑时，应提交用第二物种动物做进一步的急性和/或短期反复染毒试验

的毒性数据。

7.1.3.2生殖/发育毒性

    应提交两代生殖毒性试验数据。申报物质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免于提交:

    — 已知该物质是一种基因致癌物质;

    — 已知该物质是一种生殖细胞致突变物质;

    — 毒性很低 (所有试验未显示毒性效应，毒代动力学结果表明经各种染毒途径均未见系统性的

吸收)，并且不会发生明显的人体暴露。

7.1.3.3慢性毒性

    应提交慢性毒性数据。申报物质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免于提交:

    — 反复染毒毒性的无可观察效应水平很高;

    — 未显示致畸性、生殖/发育毒性、致突变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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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验数据表明该物质生物利用很低，或观察不到生物转化情况;
    — 预计公众的暴露水平低;

    — 若在基础水平和第一水平中，使用试验的最高剂量始终未能获得申报物质的任何有害指证，
特别是当与预计的人的暴露水平有较大的安全范围，且已证明受试生物利用率很低时。

7.1.3.4致癌性
    第二水平的诱变试验结果和其他可获得的各种毒理学资料，如有关生物利用率、代谢、细胞或功

能指标 (如激素的平衡和免疫状态)等方面的数据，及动物物种的差异等，对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致癌
试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缺乏其他有关毒理学数据的情况下，由诱变试验证明的阴性结果是可作为无致癌性的一个有较
高参考价值的指标，但若潜在的暴露人群范围或可能的摄人量不可忽视时，应考虑要求安排整体动物
致癌试验数据。

    在此阶段，当关于致癌潜力的研究均显示阳性时，应考虑要求提交慢性试验数据。

7.1.3.5毒代动力学试验
    在业已证明申报物质有明显的有害作用，但仍需评估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危害时，要求提交毒代动

力学的数据。

7.1.3.6神经毒性
    对于有机磷化合物，应提交神经毒性数据。

7.2毒性分级标准

7.2.1急性毒性的分级标准
    急性毒性的分级标准见表2至表50

                        表2 经口、吸入、经皮急性毒性分级 (大鼠)

毒性级别 经口U)m/(mg/kg) 经皮LD}/(mg/kg) 吸人 】城与】

剧毒(++++) (5 5 50
气体:5100 x 10-6
蒸汽:50.5mg/L

尘、雾:80.05 n州L

高毒(+++) > 5, 550 >50, 5200

气体:>100x 10-6, _500x 10-6

蒸汽:>0.5, 52.0mg/L

尘、雾:>仓仍，,0.5 n卿L

中毒 (++) > 50, 5引1】 > 200, 51000

气体:>500x10-6,  _2500x10-6

蒸汽:>2.0, 510mg/L
尘、雾:>0.5, 51.0 mg/L

低毒 (+) >乡田)，,2 a刃 >1创】)，,2口))

气体:>2500x10-6, ,5000x10-6

蒸汽:>10, ,20x官1
尘、雾:)1.0, _5.Omg/L

实际无毒 (一) > 2 000 > 2 000

气体:> 5 000x 10-6

蒸汽:> 20n州L
尘、雾:> 5.0 mg/L

表3 皮肤刺激急性毒性分级 (兔子)

刺激性级别 皮肤刺激试验分值

高刺激性 (+++) 6.0一8.0

中等刺激性 (++) 2.0- <6.0

低刺激性 (+) 0.5- <2.0

实际无刺激性 (一)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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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眼刺激急性毒性分级 (兔子)

刺激性级别 眼刺激试验结果 (分级)

高刺激性 (+++) 6一8

中等刺激性 (十+) 5

低刺激性 (+) 3一4

实际无刺激性 (一) 1-2

表5皮肤致敏急性毒性分级 (豚鼠声

致敏性级别 皮肤致敏试验结果 (致敏率，%)

高致敏性 (+十) 65- 100

中等致敏性 (+) 9-64

低致敏性 (一) 0-8

注:若结构一效应研究发现申报物质与一已知致敏物结构类似，可不经过试验直接报告阳性结果。

7.2.2 短期反复染毒毒性 的判 足及分级

    若在限度试验中未观察到毒性效应，可认为无可观察效应水平)1 000mgi掩，或大于等于人的预
期暴露剂量。

    短期反复染毒毒性分级见表60

表6短期反复染毒毒性的判定分级标准注

毒性级别 指 标 特 征

剧毒(+++)
  与对照相比非常显著，且主要器官 (神经、肝、肺、心、肾或骨髓等)有明显

的病理组织学变化

高毒 (+十) 与对照相比显著，且主要器官有一定的病理组织学变化

中等毒性 (+) 多种指标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变化，但病理组织学无明显改变

低毒 (一) 某些个别敏感指标有明显变化，但难以据此判断为毒性

注:整体动物的毒效应，按各观察指标中所呈现的最高阳性级别确定。若所有指标均未呈现阳性结果，才能判别

    为低毒 (一)。

7.2.3致突变性的判定及分级

致突变性分级见表70

表7 第一水平致突变性分级注

致突变性级别 指 标 特 征

高 (++) 具诱变性 (只要有一项试验结果为阳性，即可视其具诱变性)

中等 (+) 具诱变性的证据尚不充分

低 (一) 不具诱变性 (三项试验结果均为阴性，通常可视其不具诱变性)

注:若7.1.2.2项因毒代动力学试验结果表明申报物质不被吸收或不能到达靶组织 (骨髓)等原因而不能提供体

    内试验数据，则可基于体外试验进行评价。

7.2.4生殖/发育毒性的判定及分级

根据筛选试验、致畸试验和两代生殖毒性试验结果对申报物质的生殖/发育毒性进行判定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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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个物种的致畸试验呈阳性，则可视致畸试验结果呈阳性。

    生殖/发育毒性的分级见表80

表8 生殖/发育毒性分级

生殖/发育毒性级别 指 标 特 征

极高 (+++) 筛选试验、致畸试验和两代生殖毒性试验结果均呈阳性

高 (++) 筛选试验、致畸试验和两代生殖毒性试验中有二项试验结果呈阳性

中等 (+) 筛选试验、致畸试验和两代生殖毒性试验中有 一项试验结果呈阳性

低 (一) 筛选试验、致畸试验和两代生殖毒性试验结果均呈阴性

7.2.5反复染毒、慢性毒性判定及毒性分级

反复染毒、慢性毒性分级见表90

                        表9 反复染毒和慢性毒性分级注

毒 性 级 别 指 标 特 征

高 (++) 中枢神经和/或其他系统有器质性改变

中等 (+) 重要脏器 (肝、肾、肺、心脏等)、免疫系统或骨髓有器质性或功能性改变

低 (一) 仅有一种次要脏器或组织有功能性改变，或未观察到有意义的效应

注:整体动物的综合毒效种类及强度应按所观察效应中最高阳性级别判定。若所有效应均呈 (一)才能判定为反

    复染毒/慢性毒性为 (一)。

7.2.6致癌性分级

    致癌性分级按国际癌症研究所 (IARC )的分类标准进行，见表10.

表10 致癌性分级标准

致 癌 性 级 别 指 标 特 征

人体确认致癌物 (+++)
  致癌性证据充分，即流行病学调查和病例报告表明致癌物和人癌症发生之间

有因果关系

人体可疑致癌物 (十+)

  对人类致癌性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或对人类致癌性证据

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并不充分;或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对实验动物致

癌性证据充分

人体致癌性不确定 (+) 现有的证据不足以对人类致癌性进行分类

人体可能非致癌物 (一) 证据提示无致癌性

7.2.7押经毒性的判足

    对于能否引起迟发性神经毒性及其反应，应结合所观察到的神经毒性效应和神经病理组织学检查

结果综合考虑。

7.3综合毒性评估
7.3.1 基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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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7.2.1对基础水平的各毒性评估分级标准，综合评估毒性。综合毒性共分为剧毒、高毒、中
毒和低毒四级。急性毒性与非急性毒性分别评价，非急性毒性包括短期反复染毒毒性和致突变性，在

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生殖/发育毒性。对于急性毒性评价，在三种急性毒性中，以等级最高的毒性表

征。对于非急性毒性评价，以短期反复染毒毒性、致突变性，以及在有些情况下的生殖/发育毒性中
的最高等级表征。

7.3.2第一水平
    根据7.2.2一7.2.5对第一水平所涉的各毒性评估分级标准，结合7.3.1基础水平的评估结

果，综合评估毒性。综合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毒和低毒四级。急性毒性与长期效应 (包括致

突变性、生殖/发育毒性、致畸性、反复染毒和/或慢性毒性)分别评价。对于急性毒性评价，在

三种急性毒性中，以等级最高的毒性表征急性毒性。对于长期效应评价，以诸效应中最高等级进

行表征。

7.3.3第二水平
    原则和方法同7.3.20

8人体暴露预评估

8.1评估因子

    根据环境管理的目标，进行人体暴露预评估时主要考虑在正常的生产、运输、使用等过程中，公
众的暴露，并未考虑职业暴露。暴露预评估因子包括暴露和数量两个因子。暴露因子又进一步分为与

物质固有性质有关的因素 (A)组、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因素 (B)组和与非生产过程有关的因素(C)
组。

8.2 评估因子的分级

8.2.1暴露因子的分级

8.2.1.1各组暴露因素的评分基准
    各组暴露的评分基准见表11一13。当申报资料有缺项时，按该项最高分计算。

                                  表 11  A组 评分基 准

影 响 因 素
可能的暴露贡献

V al(P}) 说 明

高 中 低 可忽略

物理化学性质

3

Al气体 3

3(挥发度高)，2(中)，1(低)，。(几乎不挥发)A2液体 (沸点、蒸汽压) 3 2 1 0

3 (-,10V干)，2 (-,I00V干)，1(>1001，干/湿)43 固体 (湿/干、粒度) 3 2 I

3(高)，2(中)，1(低)，0(难溶)A4溶解度 3 2 1 0

3(不易)，2(较易)，I(易)AS溢出或排放时可清除性 3 2 1

有利于减少暴露的毒理学性质

2A6刺激性 3 2 1 0 3(无)，2(弱)，1(较强)，0(强)

3(无)，2(弱)，1(较强)，0(强)A7腐蚀性 3 2 1 0

可检测性

1

        一

」1(无)，。(;:)A8气味 1 0

}3(无方法)，2(欠准确)，1(尚可)，。(有效)A9检测方法的有效性 3 2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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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B组评 分基准

影 响 因 素
可能的暴露贡献

(p;)
说 明

高 中 低 可忽略

生产过程中物质的情况

3

3(危害高/不明)，2(中)，1(低)，0(可忽略)B1原料 3 2 1 0

3(危害高/不 明)，2(中)，1(低)，0(可忽略)B2主要中间产物(分离/未分离) 3 2 1 0

3(危害高/不明)，2(中)，1(低)，0(可忽略)B3预期的产物 3 2 1 0

3(危害高/不明)，2(中)，1(低)，0(可忽略)B4溶剂或其他稀料 3 2 1 0

生产过程的类型
1

3(间歇)，(I)连续BS 间歇/连续 3 1

生产系统

2

3(敞开)，2(部分敞开)，“封闭)B6设备:敞开/封闭 3 2 1

3(敞开)，2(部分敞开)，I(封闭)B7工厂:露天/封闭 3 2 1

生产作业场所的污染源

3(高)，2(中)，1(低)，0(无)B8物质的装载(溢散) 3 2 1 0

3(量大)，2(中)，1(量小)，0(无)B9排放液 3 2 1 0

3(量大)，2(中)，1(低)，0(无)  B10渗漏(特别是气液)或固体溢
散物

3 2 1 0

表13     C组评分基准

影 响 因 素
可能的暴露贡献

Wig(nk) 说 明
高 中 低 可忽略

运 输

2

Cl大容器〔特别是液体和气体) 1

C 有包装 2 1 2(无)，1(有)

储 存

2(带压)，1(减压)C3压力情况 3 2 I

C4 存放条件 3 2 1 3(露天)，2(敞棚)，1(仓库)

CS储存期间的装卸 3 2 1
  3(散装，重新包装)，2(有泄漏)，1(低/
无泄漏)

  3(社会上大量分散使用)，2(社会上分散

使用)，1(特殊用户集中使用)
C6使用方式

处 置

  3(量大，易扩散)，2(中等)，1(量小不易
扩散)C7废料数量与形状 3 2 1

  C8处理方法如焚烧、存储、再
生/再循环/粉碎等

3 2 1 0
  3(无合理处置)，2(处理不善)，1(尚可)，
0(极难)

8.2.1.2暴露因子分级

    暴露因子的积分 (SHE)采用加权求和法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HE=A+B+C=F,A;-p,+EB;"p;+YCk-p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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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暴露因子的积分 (SHE)与积分最大值 (SHE-)的比值 (凡)范围确定暴露因子的分级水
平，即:凡 = SHE/SHE- > 0 <凡}1.

    暴露因子 (RE)共分3级:
        高 凡-0.70

        中等 0.40 _< RE < 0.70
        低 RE < 0.40

8.2.2数量因子 (Q)分级
    数量因子共分3级:

        大 Q >- IObkg
        中 1了吨簇Q<1护掩

      小 Q<100kg
8.3 暴露预评估分级

    暴露预评估共分4级。极高 (++十十)、高 (++十)、中(十十)和低 (+)。分级标准见表
14.

表14 暴露预评估分级

数量因子水平(Q)
暴露因子水平 (Re)

高 中 低

大 十 + + + + 十 十 + 十

中 + + + + + +

小 十 十 + 十

9 生态毒理学评估

9.1数据要求

    生态毒理学评估数据要求见表150

                                表15 生态毒理学评估数据要求

评 估 水 平 备 注

基础水平:
— 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 搔类急性活动抑制试验
—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 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

— 生物降解试验和非生物降解试验b
— 吸附/解析筛选试验

a在化学物质对细菌的抑制作用，可能影响生物降
  解的情况下，提交生物降解测试数据时，应同时

  提交活性污泥呼吸抑制测试数据

b若申报物质不易被生物降解，应提交与pH有关的
  水解试验测试数据

  第一水平，除基础水平的数据外，要求补充下列试验

数据

  — 搔类 21天延长毒性试验c

  — 鱼类 14天的毒性试验
  — 蛆绷急性毒性试验
  — 种子发芽和根伸长试验

  — 生物蓄积试验e

  — 补充的降解试验，

  一 -进一步的吸附/解吸试验f

。应包括确定对繁殖和生长的无影响水平
d至少一个物种 (是鱼类)

e若基础水平测试结果不能证明有显著的降解作用，

  则应提交更低的浓度和不同的接种物进行的降解
  动力学试验测试数据

f若基础水平测试结果表明吸收潜力很低或可以;
  迅速分解，则不必进一步的吸附/解吸试验;否
  则，需进一步的吸附/解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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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 估 水 平 备 注

  第二水平，除第一水平的数据外，要求补充下列试验
数据:
  — 补充的蓄积、降解试验

  — 补充的吸附/解吸试验

  — 鱼类慢性毒性试验吕

  — 鸟类毒性试验(急性和短期反复染毒)”
  — 其他生物的补充毒性试验，

g包括繁殖
h若蓄积系数 (BCF)大于 100
1若证明有必要

9.2生态毒理学危害性分级标准
    根据测试数据，可分别将生态毒理学各种危害性划分为4级，即极高、高、中和低，并顺序赋予

分值3, 2, 1和。。分级及赋分标准见表160

                              表16 生态毒理学危害性分级

数据项目 危害性分级及赋分值 备 注

极高 (3) 高 (2) 中 (1) 低 (0)

急性毒性LC,/EC,/(mg/L) }- I >1一10 >10-100 >100 注 1

鸟类?天Ll),/(mg/L) X15 >15一150 > 150

降 解 不降解或难降解 固有生物降解 易降解 注 2

吸附/解吸

  吸附%

  解吸% X7525 2575二7525 < 25< 75
搔类21天延长毒性

  NOEC/(mg/L)
X0.01 > 0.01 - 0.1 > 0.1~I >1

生物蓄积毒性

      BCF

      PoH

}- 1(义幻

)10000

100-1 000

1团 ~100X

<100

<11X1

鱼类 14天/慢性毒性

  NOEC/(mg/L)
_,0.01 0.01一0.1 > 0.1~1 >1

  注1:藻类ECM,搔类EC,、鱼类D3、!E!Nl 14天D3、活性污泥EC,对于深颜色的申报物质，若能证明光照强

      度是减弱藻类生长抑制的唯一原因，则藻类的72h ECD值不可作为分级依据。

    注 2:若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可判定该申报物质是容易降解的:

          一一在 28天生物降解试验开始后 10天之内，化学耗氧量 (DOC)去除70%、理论需氧量 (OD)去除

            印%或理论C02产生量达到60%;

          — 在只能获得COD和5日生物耗氧量((BOD,)数据的情况下，BODS/COD比值〕0.5;

          — 其他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明该申报物质在水环境中28天内可被降解 (生物的和/或非生物的)

              达到 70%以上。

    固有生物降解试验中，若该申报物质的生物降解率 >20%，可作为固有的初步生物降解的证据;若无机化率 >

70%，可作为最终生物降解的证据。

9.3综合生态危害性评估
    根据各评估水平要求提供的危害性的测试数据和分级赋分标准，以叠加方式计算，分别求得各评

估水平综合生态危害性效应的总分值SEH;

SEr, =刻:Lji=,    j,“二S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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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EH— 综合生态危害性效应的总分值;
        i— 各项生态危害性的分值;

        J— 各项生态危害性的最大分值;
        a— 生态危害性的项数。

综合生态危害性分级标准见表17

                            表 17

蔽SwrLnotGY-m-NA宁 0.31V}
综合 生态危 害性分级标准

0_30-0.70.

30.70A
10环境暴露预评估

10.1评估因子

    环境暴露预评估因子包括数量、释放到环境中的潜在可能性和在环境中的残留期。

10.2分级和赋分标准

    环境暴露预评估诸因子中数量以申报时的年生产量或年进口量 (即口值)为依据，释放到环境
中的潜在可能性以使用方式表示，在环境中的残留期以申报物质的半衰期为指标。环境暴露预评估诸

因子的分级和赋分标准见表 180

                        表18 环境暴露预评估因子的分级和赋分标准

、、赢VA 5}fft 0 1 2 3 4 5

Q/( x 10'kg) <1 1一10 10一1护 1萨 一1护 1护 一1伊 3100

使用方式 化工封闭系统 化工开放系统
特殊用户

大量分散
社会上大量分散

半衰期 (d) < 10 10-100 3100

10.3 环境暴露预评估分级标准

    根据10.2中三项暴露指标的分级和赋分标准，以叠加方式计算，求得环境暴露总分值，SEE:

                                  SEE=a+b+c                                       (3)
式中:See 环境暴露总分值;

        a— 数量的分值;

        b一一1吏用的分值;
        C— 半衰期的分值。

    环境暴露分级标准见表190

表19 环境暴露分级标准

刻
一高

到
一低

  See值

暴露分级 5-7'I'

11综合危害评估

11.1健康危害评估分级
    根据7.3毒性综合评估和8.3暴露预评估分级进行健康危害评估。健康危害共分4级:极高危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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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害 (+++)、中等危害

表 20

(+十)、低危害 (+)。健康危害评估分级见表20.

健康危害评估分级标准

暴 露 分 级

综合毒性分级 极高(++++) 高 (+++) 中 (++) 低 (+)

剧毒 (++++) + + + 十 + 十 十 + + 十 + + +

高毒 (++十) + + + 十 十 十 + + 十 十

中毒 (++) + 十 + + + + 十 +

低毒 (+) + 十 十 + 十 十

11.2生态环境危害分级

    根据9.3生态危害评估分级标准和10.3环境暴露分级标准，进行环境危害等级划分。生态环境

危害共分5级:极高 (++++)、高 (+++)、中(++)、低 (+)、无 (一)。生态环境危害等

级划分标准见表210

表21 生态环境危害等级划分标准

生态危害评估分级
环境暴露分级

高 中 低

高 十 + 十 + + + + + +

中 十 + 十 + + +

低 + + +

11.3评估结论的编写

11.3.1编写原则
    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结论是对申报物质的全部评估工作的总结。编写时应在概括和总结全部评估

工作的基础上，扼要阐明申报物质的危险属性、健康危害特性和生态环境危害特性，为主管当局的审

批提出建议及防护措施。

11.3.2编写要求
    要求文字简洁、准确，分条叙述，以便阅读。

11.3.3编写内容
    评估结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 根据6.理化特性评价的结果，概述申报物质的理化特征及危险属性。

    — 根据7，毒理学评估、8.人体暴露预评估和11.1健康危害评估分级的结果，简要阐明申报物

质的健康危害特性，概括总结健康危害评估的建议:
    凡属极高健康危害的申报物质，应建议不予批准，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

    凡属高健康危害的申报物质，应建议可予批准，但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并提出有关限制要求

内容的具体建议。
    凡属中健康危害的申报物质，应建议予以批准，提出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适当防护的要求。

并提供要求内容的具体建议。
    凡属低健康危害的申报物质，建议予以批准，不做特殊要求。

    — 根据9.生态毒理学评估、10.环境暴露预评估和11.2生态环境危害分级的结果，简要阐明

申报物质的生态环境危害特性，概括总结生态环境危害评估的建议:
    凡属极高牛态环境危害的申报物质.建议不予批准，并应禁止生产、销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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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属高生态环境危害的申报物质，

要求内容的具体建议。

    凡属中生态环境危害的申报物质，

求。并提供要求内容的具体建议。

    凡属低生态环境危害的申报物质，

    凡属无生态环境危害的申报物质，

12实施与监督

                                            HJ/ T 154一 2004

应建议可予批准，但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并提出有关限制

应建议予以批准，提出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适当防护的要

建议予以批准，不做特殊要求。
建议予以批准，不做要求。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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