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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包括药物及个人护理品)的大量使用造成的水体污染已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水质安全问题[1]。

尽管这类污染物在水中的浓度不高，但其健康风险却不容低估，特别是多种化学品共存时，其导

致的复合污染效已引起高度关注 [2]。传统的污水处理和饮用水处理工艺对种类繁多的化学品并不能

实现有效去除 [3]，如何解决水中的化学品污染这一环境问题，成为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一大挑

战。2018年，德国吕纳堡大学的 K. KÜMMERER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 D. D. DIONYSIOU教授等

提出了从源头削减化学品输入的水污染解决途径[4]，其主要观点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上。

该文指出，鉴于当前污水和饮用水处理技术对水中化学品的去除普遍存在局限性，人们应该

将更多的关注转移到化学品污染的源头预防上。只有采取了足够的源头污染削减措施，后续水的

处理过程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水质控制目标。对于如何削减源头化学品输入，文章

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对于来自工业废水中的化学品污染，可以采取的削减措施有：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各种化

学品的使用；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化学品替代不可生物降解的化学品；把具有不同成分的过程用水

相互分隔开来；生产过程的辅助化学品实现完全闭环，做到重复利用 (零排放)。实践已经证明，

在半导体和纺织等工业行业，通过分离、结晶、纯化等技术手段实现污染零排放是可行的。对于

市政污水来说，实现源头分离和重复利用较为困难，但在生活日常用品 (如洗涤用品和化妆品)中
尽量使用可生物降解的成分，并尽可能减少化学品种类和用量是可行的。绿色与可持续化学方面

的研究成果也为削减水体化学品的输入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从化学品的设计开始就充分考虑其环境友好性，并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也是解决水体污

染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产品设计和组成成分的改进，可以实现其在工程过程或自然过程

中被彻底分解和矿化。

除了上述措施，还应该超越对化学品功能和应用的单一认识，深入了解原材料和产品在局

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变化和流动动态，不断提高对产品设计目标和功能的全方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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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从而找到减少化学品种类、降低化学品复杂性的可行途径。

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政府应该大力提倡源头控制，激励企业创新，生产环境友好的化学品，

鼓励消费者使用低毒和易降解的化学品。对于企业排污收费要综合考虑各项指标，不仅包括化学

需氧量、氮、磷等传统指标，也应对持久性有机化合物、重金属等污染物设定限值，增加非绿色

产品的生产成本。

文章最后强调，既然人们对化学品危害性的认识和相应限值的建立总是落后于新化学品的增

加速度，那么，采取化学品污染的预防性措施、从源头降低其输入应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目前的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急需新的思路和战略规划，该文提出

的观点值得业界思考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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