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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污水污泥在海洋环境中释放带来的生态风险,在分析上海 7 处典型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浸出液中重金属与溶

解性有机碳的基础上,使用黑鲷,卤虫,三角褐指藻,纤细角毛藻和小球藻研究污水污泥浸出液对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作用和生

长抑制作用。化学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样点的污水污泥浸出液中重金属总量均低于中国(GB5085.3-2007)与欧盟(EN12457.2-

2002)关于危险废弃物的鉴别标准,但溶解性有机碳(DOC)含量超过欧盟标准 1 个数量级。毒性实验结果表明,黑鲷幼鱼对污水

污泥浸出液的敏感性最强,其次是海洋微藻,卤虫无节幼体的敏感性较低; 毒性综合分析结果表明,S2 和 S3 点的污水污泥浸出

液对海洋生物的综合生物毒性相对最高,而 S4,S5 的综合生物毒性最低,其中接纳污水为工业污水,且有机质与硫化物含量较低

的污水污泥浸出液对海洋生物的综合生物毒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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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ute toxicity and growth inhibition of sewage sludge leachate to Sparus macrocephalus, Artemia saline,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Bohlin, Chaetoceros gracilis and Chlorella sp. were conducted to assess ecological risk ari-
sing from the contaminants releasing from sewage sludge in marine environment. Heavy metal and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were also analyzed in sewage sludge leachate from 7 representative STPs in Shanghai before toxici-
ty test. 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concentrations of all heavy metals were lower than guidelines of
both EU (EN12457.2-2002) and China (GB5085.3-2007). However, concentrations of DOC in all samples were
one order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e EU guidelines. Toxicity 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parus macrocephalus
was the most sensitive organism to leachate followed by microalgae and Artemia saline, respectively. Clustere a-
nalysis on toxicity data showed that S2 and S3 were the most toxic samples to marine organisms, while S4 and S5
were the lowest. Generally, industrial sewage sludge with lower content of sulfide and organic matter shows less t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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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ty than other samples.
Keywords: sewage sludge; leachate; heavy metal; acute toxicity; growth inhibition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不断增加,
干污泥排放量已经达到 1.3 × 106 t,并且正在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1]。由于污水污泥富集了污水中大

量污染物,如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等[2-3] ,尤
其是某些有毒物质,不恰当的处置或排放势必带来

一定的环境生态风险。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污水污

泥及其毒理性质做过一定研究,如 Fuentes 等利用发

光细菌研究污水污泥中重金属的综合生物毒性[4]。
申荣艳等也使用发光细菌,调查了长三角地区 54 处

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的综合生物毒性,并对污水污

泥中重金属总量进行了分析[5] ,崔玉霞等使用大型溞

调查了我国城市污水污泥在不同放置时间下的综合

生物毒性[6]。上述研究都表明,污水污泥具有较强的

综合生物毒性,且不同污水来源,处理工艺获得的污

水污泥在污染物含量及毒性上都具有较大差异。
因此,本文按照生态毒理学研究思路,并结合上

海地区沿海地理环境及处置特点,如污水污泥在船

运,倾倒,及在滩涂填埋场(如老港垃圾填埋场)填埋

和外泄等,有可能对海洋环境及其生物带来一定风

险,且针对我国污水污泥对海洋生物毒性研究尚属

空白。笔者在同一食物链上,选取一种海洋鱼类(黑
鲷 Sparus macrocephalus)和一种海洋浮游动物(卤虫

Artemia saline); 两种海洋硅藻(三角褐指藻 Phaeodac-
tylum tricornutum Bohlin、纤细角毛藻 Chaetoceros gra-
cilis)和一种海洋绿藻(小球藻 Chlorella sp.),研究污水

污泥对它们的综合毒性效应。其中,三角褐指藻与

卤虫已经成为水生生物毒理学检测的模式生物[7-8]。
小球藻在世界范围内咸、淡水均有分布,具有一定生

态意义。而纤细角毛藻[9]与黑鲷则是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重要的新型贝类饵料与经济鱼类,具有一定的

区域代表性。本文在分析浸出液污染物浓度的基础

上,进行系列海洋生物的生态毒理学研究,从而探究

污水污泥浸出液对不同营养级海洋生物的毒理特性

及其作用规律,为污水污泥进一步合理处置与控制

排放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 and methods)
1.1 实验材料

1.1.1 污水污泥

本实验研究污水污泥采自上海市浦东新区、嘉
定区、宝山区、南汇区以及金山区等五个区的七处污

水处理厂,以编号 S1-S7 表示,不同污水处理厂运行

参数与污水污泥的基本化学指标如表 1 所示。其中

污水处理规模既包括 S1 和 S4 两座大型污水处理

厂,也包括日处理规模在 10 × 104 t·d-1以内的区域小

型污水处理厂,工艺涵盖国内主流污水处理技术,进
水中,工业污水比率从 15% 至 70% 不等。各参数总

体上基本代表了上海地区典型污水处理厂的主要情

况。

表 1 污水处理厂基本运行参数与污水污泥性质

Table 1 Parameter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characteristic of sewage sludge

样 品

Samples

污水处理规模/(104 t·d-1 )

Capacity of sewage

treatment/(104 t·d-1 )

污水处理工艺

Treatment process

工业污水比例/%

The content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

有机质/(g·kg-1 )

Organic matter

/(g·kg-1 )

硫化物/(g·kg-1 )

Sulfide/(g·kg-1 )

S1 50
AO

Anaerobic-oxic process
15 206 0.0320

S2 13
倒置 A2O

Reversed anaerobic-anoxic-oxic process
10 218 0.234

S3 10
倒置 A2O

Reversed anaerobic-anoxic-oxic process
50 159 1.07

S4 40
传统活性污泥

Traditional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60 189 0.0420

S5 5
倒置 A2O

Reversed anaerobic-anoxic-oxic process
70 122 0.0579

S6 10
A2O

Anaerobic-anoxic-oxic process
50 182 2.50

S7 10
AO

Anaerobic-oxic process
50 209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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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实验生物

实验用黑鲷鱼苗购自宁波象山港湾水产育苗有

限公司,养殖用水符合渔业用水标准(GB3097-1997),
期间喂食轮虫-卤虫混合饵料,鱼苗在实验室环境驯

养至鱼龄(15 ± 3) d,挑选活泼健壮个体进行实验,卤
虫虫卵与藻种来自上海海洋大学国际认证船舶压载

水实验室(ILAC-MRA/CNAS),卤虫选用出膜 24 h 的

I-II 龄无节幼体进行实验,微藻在实验室进行多代人

工扩培与纯化,并使其达到稳定对数增长期后进行

实验。
1.2 实验方法

1.2.1 浸出液制备及化学指标测定

参照国 内 外 相 关 学 者 对 污 水 污 泥 和 沉 积 物

的研究 [10-11] ,并 结 合 本 研 究 实 际 情 况 采 用 如 下 方

法获得浸出液: 将预先计算含水率的污水污泥与

人工海水(盐度 30 ± 3,pH 7.8 ± 0.3)按泥水比 1:10
(m/v,干重/体积)混合搅拌 ,置于玻璃瓶中振荡 24 h
后(200 r·min-1 ),离心上清液,过 0.8 μm 玻璃纤维膜,
得到 100%浸出原液,取样测定化学指标并进行生物

毒性测试。重金属和溶解性总有机碳 (DOC)根据

GB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进行检测,污水污泥

中的有机质(以总有机碳计)及硫化物委托上海市环

境监测中心测定。
1.2.2 生物毒性测试

黑鲷幼鱼与卤虫无节幼体的 96 h 急性毒性实

验及卤虫无节幼体的 72 h 生长抑制实验参照 GB/T-
18420.2-2009 生物监测规范进行,基本操作如下:

(1)急性毒性实验: 根据预实验结果,用人工海水

将浸出原液稀释为 5 至 6 个浓度梯度,定容于烧杯

中(黑鲷幼鱼实验体积为 400 mL,卤虫无节幼体实验

体积为 50 mL),置入实验生物(为减少组间误差,适当

增加实验生物个数,黑鲷幼鱼为 15 条,卤虫无节幼体

为 12 只)。实验期间定时观察生物个体状况,移去死

亡个体,监测并控制环境参数(溶氧 5.5 mg·L-1 以上,
水温 20 ± 2 ℃ ,自然光照,适当曝气),实验设置 3 组平

行。
(2)卤虫无节幼体 72 h 生长抑制实验: 根据预

实验结果将浸出液稀释为原液 25% 的亚致死剂

量 ,对照组为不加浸出液的人工海水 ,实验体积为

300 mL,其中置入卤虫无节幼体 100 ± 20 只 ,每日

投喂混合 微 藻 (三 角 褐 指 藻 与 小 球 藻 ),密 度 控 制

在 6 × 104 ind·mL-1至 9 × 104 ind·mL-1 ,其余环境参

数同急性毒性实验。定时从实验组及对照组取 3

至 5 只 卤 虫 固 定 在 显 微 镜 目 镜 尺 下 测 量 体 长。
实验设置 3 组平行。

海洋微藻的 72 h 生长抑制实验参照 ISO 10253-
2006 进行,部分修改后如下: 根据预实验结果,将浸

出原液稀释为 6 个浓度梯度,营养盐含量按 f/2 配方

设置,实验于 150 mL 锥形瓶内进行,溶液体积为 50
mL。为使微藻在实验期间保持对数增长,设定如下

环境参数: 光照 3 000 lux,温度 22 ± 2 ℃ ,光暗比 16:8,
初始接种量 2 × 104 ind·mL-1至 5 × 104 ind·mL-1。定

时取样在血球计数板下进行藻细胞密度计数,如密

度过低,则扩大视野在浮游生物计数框下计数。实

验设置 3 组平行。
1.3 数据处理

1.3.1 剂量-反应非线性拟合

黑鲷幼鱼与卤虫无节幼体的 96 h 急性毒性实

验,以及微藻 72 h 生长抑制实验结果与浸出液浓度

具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因此将其数据按照 ISO/
TS 20281-2006 推荐的 S 型对数剂量-反应曲线进行

拟合并获得半数最大效应浓度/半数致死剂量(EC50 /
LD50),具体方程如式(1)所示。

y = bo +
b - bo

1 +10(logLD50/EC50 - X)·k
(1)

其中,y 表示实验生物对毒物的平均反应频率(死亡

率或生长抑制率); x 表示浸出液浓度,用相对于浸出原

液的稀释体积百分比浓度(V·V-1, %)表示; k 为斜率参

数,在本实验条件下,b0 =0%,b =100%。将上述计算结

果按式(2)进行处理[12],统一为综合毒性单位 TU,且 TU
在数值上正比于浸出液毒性。

TU =100%LD50
, TU =100%EC50

(2)

1.3.2 生长潜力参数及其非线性拟合

在卤虫无节幼体的 72 h 生长抑制实验中,为了

研究污水污泥浸出液对卤虫生长潜力的影响,需要

求出其期望体长,由于卤虫无节幼体的早期生长符

合一般的限制生长模型,首先将对照组卤虫体长按

照 Von Bertalanffy 方程进行拟合[13] ,如式(3)所示。
L = L0 + (L∞ - L0)·(1 - e( - r·x)) (3)

其中 L 表示平均体长; L0 表示初始平均体长

(μm); x 表示生长时间 (d),将对照组数据代入上式,
可以获得参数 L∞ 和 r; 其中 L∞ 表示期望体长 (μm); r
表示生长速率 (d-1 )。将实验组数据及 L∞ 和 r 代入

式(4)即可获得毒性系数 T,该值表现了在实验周期

内,污水污泥浸出液对卤虫无节幼体生长潜能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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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照组 T 值为 1,当实验组 T > 1 时,说明生长抑

制,T <1 说明生长刺激,且绝对值越大作用越明显。

L = L0 + (
L∞

T - L0
)·(1 - e( - r·x)) (4)

本文所有实验数据拟合与作图使用 GraphPad
Prism 5 完成,应用 SPSS19.0 进行统计检验及相关性

分析,其中,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各实验组卤虫

体长数据之间的差异。

2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浸出液化学分析

目前,关于污水污泥重金属总量的相关报道较

多[14] ,但由于污水污泥中有较高比例重金属以不易

释放的稳定形态存在[15] ,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能力较

弱,而浸出过程中释放的可溶态重金属,具有较高生

物可利用性及生物毒性,可能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

直接不利影响。表 2 列出了污水污泥浸出液中 7 种

重金属浸出总量,基本可以反映在模拟海水环境下

污水污泥中重金属的释放潜能。不同样点间 Hg,Pb
和 Cd 的浸出量显著相关(p < 0.05),Zn 和 Pb 的浸出

量显著相关(p <0.05),说明上述元素可能来自于相似

污染源排放。此外,所有点位浸出液重金属含量均

远低于欧盟 EN12457.2-2002 与我国 GB5085.3-2007
标准有关危险废弃物浸出的参考限值。但值得一提

的是,所有点位浸出液中 DOC 含量均超过上述欧盟

标准,其中 S1 和 S3 甚至超过 1 个数量级,据此可以

判定为具有环境风险的有毒废弃物。因为有机物输

入水体除了会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而威胁水生生物

生存外,其存在也可能直接改变其他物质的赋存形

态,如使重金属转变为螯合态或者有机结合态从而

极大增强其生物毒性[16]。
2.2 污水污泥浸出液对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

浸出液中污染物的化学分析仅能监测超过仪器

检出限有限种类的物质,某些对综合毒性具有较高

贡献的微量有机有毒物质可能会被忽略,而以实验

生物的致死率作为终点的生态毒理学研究能够直观

准确地表达污水污泥浸出液对生物综合毒性大小及

差异。污水污泥浸出液对黑鲷幼鱼及卤虫无节幼体

96 h 急性毒性的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污水

污泥浸出液对黑鲷幼鱼具有明显的急性毒性作用,
所有点位的 TU 平均值为 78.12,这一数值基本与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污水污泥投海高峰时,外
国学者利用银汉鱼(M. Menidia)和北海鲱鱼(Clupea
harengus)对污水污泥的毒性实验结果接近(TU, 38.46
～ 1 000)[17]。但污水污泥浸出液对卤虫无节幼体的

急性毒性作用不明显, TU 平均值为 1.68,与黑鲷幼

鱼相差 1 个数量级,与李纯厚等使用卤虫无节幼体

对港口疏浚淤泥的毒理性质研究结果基本相符[18]

(TU, 2.47 ～ 4.20),表明以卤虫为代表的海洋浮游动物

对污水污泥浸出液中有毒物质的敏感性较黑鲷幼鱼

低,但也不能排除卤虫对恶劣环境在短期内具有一

定忍耐能力。
不同点位之间,尽管污水污泥对两种海洋生物

的毒性顺序与大小差异不完全一致,但 S2 和 S3 对

卤虫与黑鲷的急性毒性明显高于其他点位,而 S4 和

S5 反应的综合生物毒性则较低。结合表 2 发现,S2
和 S3 浸出液中的重金属含量并未明显低于 S4 和

S5,甚至 S5 中含有较高浓度的 Hg,说明浸出液重金

属化学分析对其综合毒性判断仅能提供部分信息。

表 2 污水污泥浸出液中的重金属和 DOC 的含量

Table 2 The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and DOC in sludge leachates
(μg·L-1 )

样 品

Samples
DOC(mg·L-1 ) Cu Cr Zn Hg As Pb Cd

S1 1 635 184 458 159 0.456 28.5 196 8.94

S2 489 1 468 1 195 6 508 1.32 5.27 N.D. N.D.

S3 1 254 974 1 713 5 714 1.01 29.2 N.D. N.D.

S4 435 369 1 835 3 492 0.990 7.31 68.6 N.D.

S5 313 344 2 340 8 254 1.40 76.4 N.D. N.D.

S6 711 1 036 581 6 984 0.559 4.50 N.D. 18.6

S7 149 1 493 1 781 3 016 N.D. 34.5 206 29.7

GB 5085.3-2007 / 100 000 15 000 100 000 100 5 000 5 000 1 000

EN12457.2-2002 100 10 000 7 000 20 000 200 2 500 5 000 500

注: N.D. 表示未检出 Note: N.D. Denotes non-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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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黑鲷幼鱼及卤虫无节幼体 96 h 毒性实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96 h acute toxicity test on the larva of Sparus macrocephalus and Artemia saline
样 品

Samples

TU及 95%置信区间

Toxic unit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s
R2

黑 鲷

Sparus macrocephalus

卤 虫

Artemia saline

黑 鲷

Sparus macrocephalus

卤 虫

Artemia saline

黑 鲷

Sparus macrocephalus

卤 虫

Artemia saline

S1 108.70(46.51 ~256.41) 1.59(1.00 ~3.06) y = (1 +10( - 0.036 - x)1.48)-1 y = (1 +10(1.80-x)0.84)-1 0.82 0.93

S2 476.19(303.03 ~769.23) 2.65(31.12 ~45.87) y = (1 +10(-0.68-x)1.58)-1 y = (1 +10(1.58-x)2.02)-1 0.94 0.98

S3 256.41(131.58 ~500.00) 3.65(2.18 ~7.86) y = (1 +10(-0.41-x)1.12)-1 y = (1 +10(1.44-x)1.62)-1 0.88 0.80

S4 26.52(18.94 ~37.17) / y = (1 +10(0.58-x)1.30)-1 / 0.93 /

S5 94.34(70.92 ~125.00) 1.63(1.05 ~2.53) y = (1 +10(0.03-x)2.30)-1 y = (1 +10(1.79-x)1.07)-1 0.97 0.96

S6 102.94(80.64 ~129.87) 1.92(1.00 ~7.00) y = (1 +10(-0.001-x)1.81)-1 y = (1 +10(1.72-x)0.48)-1 0.99 0.78

S7 60.97(51.02 ~714.28) 1.36(1.00 ~2.85) y = (1 +10(0.21-x)11.56)-1 y = (1 +10(1.87-x)1.20)-1 0.95 0.86

注: / 该浸出液对卤虫毒性作用较低,无法求得 TU 及拟合方程。

Note: / The toxicity of leachate to Artemia saline is too low to fit equations.

2.3 污水污泥浸出液对海洋生物的生长抑制

有毒物质对实验生物的影响除最终会引发个体

死亡外,对于某些基础生物,如细菌与微藻,将直接影

响其种群健康发育,如种群凋亡或爆发性增长。由

于它们往往处于食物链底层,将显著影响整个食物

链上的能量传递,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一些生物个体在早期发育期间对环境中有毒

物质或某些激素物质较成体更为敏感,且能够通过

诸如个体长度发育,体重变化等直观表现。结合上

述两点,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污水污泥浸出液对 3 种

海洋微藻与卤虫在 72 h 内生长抑制的影响。
由图 1 可见,S3 和 S7 对 3 种微藻的平均 TU 值高

于10,毒性较高,而 S4,S5 和 S6 对3 种微藻的平均TU值

在 1.67 ～2.5 之间,毒性较低,且 3 种微藻对不同点位的

毒性响应程度也较一致。即使考虑到不同藻种的敏感

性与实验环境的差异,这一结果也高于上海地区受污染

沉积物对藻类的生长抑制(TU <2)[19]。此外,这一结果

高于卤虫急性毒性实验结果,说明以藻类生长抑制作为

实验终点能够敏感地反应出污水污泥浸出液毒性大小

及其差异。同时,实验过程中也发现,低稀释浓度组(2 ～
10%)几乎所有点位都出现了对藻类生长不同程度的刺

激。有研究表明,某些重金属在低浓度时对海洋微藻的

生长具有刺激作用[20]; 此外,污水污泥浸出液中包括氮

磷以及有机质在内的大量营养物质,也会刺激藻类生

长。不同藻种之间,三角褐指藻与纤细角毛藻的 TU 值

显著相关(p <0.05),且污水污泥浸出液对这两种硅藻的

生长抑制略高于实验用绿藻(小球藻),这可能与不同藻

种间藻细胞壁对诸如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阻挡能力或

者细胞外分泌物和酶的作用有关[21]。
对于海洋浮游动物卤虫,尽管较低浓度浸出液

不足以引发卤虫死亡,但仍会对其短期内的生长发

育产生影响(表 4)。其中 S1,S3 和 S7 组第 72 h体长

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S2 显著高于对照组。结合比较

生长潜力拟合获得的毒性系数 T 值发现,S1 对卤虫

的生长抑制最高,其次为 S3 和 S7,顺序与微藻生长

抑制结果一致。S2 的刺激现象可能与浸出液中低

浓度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的胁迫有关[22-23]。如果长

期低剂量接触,有毒物质的慢性毒性作用可能会最

终导致卤虫个体的畸形发育乃至个体死亡,从而影

响整个种群健康。此外,一些高生物累积物质也会

在其体内累积并通过食物链进行传递,最终威胁人

类健康。

图 1 污水污泥对微藻的生长抑制

Fig. 1 Growth inhibition of sludge leachates to microal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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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污水污泥对卤虫的生长抑制

Table 4 Growth inhibition of sludge leachates on the larva of Artemia salina
样 品

Samples
0 h 24 h 48 h 72 h T

S1 776.8 ±35.3 840.5 ±33.5 917.1 ±51.2 1.39
S2 814.1 ±25.3 996.8 ±24.3 1 231.375 ±41.5 0.94
S3 843.9 ±7.6 929.3 ±61.0 1 027.3 ±69.3 1.14
S4 855.7 ±25.6 961.7 ±54.2 1 174.9 ±107.0 0.99
S5 5 72.8 ±56.0 819.7 ±38.0 922.1 ±87.5 1 003.8 ±37.0 1.18
S6 855.1 ±124.7 954.7 ±106.1 1 123.0 ±104.3 1.03
S7 786.5 ±7.5 876.7 ±47.6 966.9 ±8.7 1.28

对照组

Control
823.8 ±22.0 963.9 ±32.4 1 168.0 ±22.6 1

2.4 污水污泥浸出液对海洋生物毒性的综合比较

由于污水污泥浸出液对不同实验生物的毒性大小

及差异具有一定共性,上文中可以直观的看到,黑鲷和

卤虫急性毒性以及一部分藻类生长抑制结果表明 S2
和 S3 的急性毒性相对于其余点位都较高,而 S4 和 S5
则普遍较低。

为了综合比较 3 类实验生物(鱼类、微藻和浮游动

物)在两种实验终点(死亡率和生长抑制)下获得的不同

毒性结果,利用系统聚类对其进行分类与简化,将上述

获得的同方向数据 TU值与 T 值标准化后进入系统聚

类分析,聚类结果如图 2 所示。其中 S2 和 S3 处于与其

他样点距离不同的位置。结合上文讨论,可以认为 S2
和 S3 反应的综合生物毒性较高。

以工业废水为主要受纳污水的 S4 和 S5 毒性并

不高于 S2 与 S3,说明尽管其中可能包含许多工业有

毒物质,但由于其有机物和硫化物含量都较低,在一定

条件下其相应的综合生物毒性相比生活污水可能更

低,这与国内外一些学者利用发光细菌研究污水污泥

毒性获得的结论基本一致[5,24]。造成这一结果可能与

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过程中污染物的转化有关,即工

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中污染物转化产物是影响其生物

毒性的重要因素。但本文所有的生物毒性实验周期

均控制在 72 h 以内,污水污泥对生物低剂量长期暴露

生物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统计检验表明,污水

污泥浸出液中测得的数种重金属与其总有机碳含量

在数值上与实验生物的生物毒性指标不具有显著相

关关系(p > 0.05)。由于污水污泥对于海洋生物的综

合毒性来自于复杂的混合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污染物

联合作用的掩盖与干扰以及污染物在不同条件下对

于毒性的贡献大小不同等原因造成的。这也说明对

于环境样品的风险评价,生态毒理学研究结果对化学

分析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图 2 不同类型生物毒性数据的系统聚类结果

Fig. 2 Cluster resul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toxic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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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打算在 2018 年前执行统一毒物中心法规

2014 年 5 月 29 日 来源: 欧盟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预计,将要求对毒物中心进行统一信息通报的立法将在 2017 或 2018 年前执行。
欧盟委员会企业总司的 Roberto Scazzola 在一次关于欧盟毒物中心的化学观察网网络研讨会上发言时

表示,欧盟委员会打算在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主管部门(Caracal)将于 11 月举行的会议上提交草案提议。
它希望,将 CLP 法规的一份新附录的形式提出的这些提议将在 2015 年下半年获得通过。它预计,这些要求将

在 2 - 3 年后执行 - - 使得毒物中心和产业界有时间为这些新规定做准备。这些提议是在意见征询后拟定

的,它们是 CLP 法规第 45 条的成果。
Scazzola 先生表示,依据通报要求,所有进口商和下游用户必须向毒物中心提供关于所有投放市场并被列

为有害混合物的统一物理和健康信息。他指出,在目前的草案中,将为研究和开发混合物和 REACH 法规定

义的产品和过程导向型研究和开发(PPORD)混合物提供豁免,因为它们不可能是紧急要求的对象。不过,此
类混合物不豁免 REACH 安全数据表要求。

这些草案提议为工业混合物设定了有限的通报要求,即,一个基于安全数据表中的信息的数据集。同时,
必须在要求时提供其他关于成分的信息。基于报告收到大量关于这些产品的请求的毒物中心提供的输入,
Scazzola 表示,工业化学品已被包括在内。欧盟委员会将进一步评估这些豁免,并评估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可

能快速获取详细产品信息。它将基于该研究的结果考虑修订这些豁免和有限的通报要求。
Scazzola 先生表示,可以报告浓度范围以为保密商业信息提供一些保护,并避免在对混合物成分做出微小

修改的情况下,需要进行重新通报。他表示,欧洲毒物中心和临床毒理学协会(EAPCCT)在 2013 年发布的指

引将被用作这些范围的依据。此外,将要求关于有害混合物的有害和无害成分的信息,因为毒物中心已经表

示,它们需要了解在这些混合物干扰治疗的案例中存在的所有物质。针对这些混合物的命名法应遵循 CLP
法规第 18 条。不过,可能使用特定描述,比如,香水或着色剂,来识别成分。

欧盟委员会还开发了一个唯一配方识别符(UFI)系统作为一种将产品和混合物与企业提交的数据联系

起来的手段。Scazzola 先生表示,UFI 系统将有助于在不要求披露保密产品信息的情况下识别混合物内的混

合物。他指出,毒物中心报告,在 30% ～ 40%的案例中,在将需进行紧急要求的产品与它们系统中的数据进行

匹配方面存在困难。欧盟委员会仍在评估这一试图解决该问题的 UFI 系统。

引自《化学品安全信息周报》2014 年第 23 期总第 287 期(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化学品安全研究所编

译)
http://www.chinachemicals.org.cn/reported_detail.aspx? contentid =299&ClassID =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