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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提交了一份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1 款提议将氯化萘列入《斯德
哥尔摩公约》附件 A、B和/或 C 的提案。2012 年 10 月举行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了氯化萘风险简介。委员会决定：(1) 73 种多氯化萘，即二氯化萘、三氯化萘、
四氯化萘、五氯化萘、六氯化萘、七氯化萘及八氯化萘（统称多氯化萘）可能由于远距离环
境迁移而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所以需要采取全球行动；(2)编制一份包括可
能的氯化萘控制措施分析在内的风险管理评估文件；以及(3)请缔约方和观察员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F 明确规定的资料，以及与附件 E 有关的额外资料，特别是诸如
氯化萘的生产和/或无意释放等排放源方面的相关数据。 

2.       氯化萘共由 8 组同族体（分别体现为平面芳烃萘分子周围 1 到 8 个氯原子被置换）的
75 种可能同系物组成。由于 1-氯化萘不被认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本文件只针对多氯化
萘。 

3. 多氯化萘历来被用于木材防腐、油漆和机械润滑油添加剂、电缆绝缘和电容器等多种
用途。迄今为止，多氯化萘的有意生产应当已经终止。1

  为限制可能的剩余用途并防止再引入
其他用途，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并不授予任何特定豁免是对有意排放来源最主要的控制措
施。这样的话，多氯化萘将需遵守《公约》第 3 条的规定，以便消除其生产、使用、进口和
出口。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有利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再次引入多氯
化萘用途和引发相关风险。预计终止全球当前未查明的生产和使用也将带来有利影响。预计
将多氯化萘列入《公约》附件并不会对健康、环境和社会造成相关不利影响。 

4. 使用氯的高温工业工艺会无意产生多氯化萘。在已知的氯化萘释放来源中，燃烧（主
要为废物焚烧）被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来源。在其他工业工艺中，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
氯二苯并呋喃的类似机制也会无意产生多氯化萘，如二级有色金属冶金业的冶炼过程、水泥
和氧化镁生产过程及铝的精炼和焦化过程。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C 之后，该物质组必须遵守
《公约》第 5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持续减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最终消除多氯化萘无意
释放的目标。此外，还有义务针对多氯化萘的各个来源促进采用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
法。削减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所致释放的措施也能减少多氯化萘的排放。已
存在并已广泛采用可减少各类焚烧炉无意生产的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最佳
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通过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C 来减少多氯化萘无意释放的措施将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监测多氯化萘将产生额外成本。由于已针对多氯二苯并对二
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等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无意排放采取控制措施，因此实施旨在减少
多氯化萘释放的各项措施以及强制执行和监督工作所产生的额外费用预计不会太高。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发展多氯化萘监测能力。 

5. 由于多氯化萘的主要生产和使用已经停止，预计多氯化萘的主要释放来源包括之前用
途、未处置的产品、废物焚烧等热工艺，以及仍在使用的含多氯联苯的设备。此外，释放来
源还可能包括垃圾填埋场、旧设备以及可能存在的现有用途。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或 C 之
后，该物质必须遵守《公约》第 6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查明由多氯化萘构成或含有该
物质的库存以及以安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管理库存的目标。现有措施已涉及含有多氯
联苯的多氯化萘库存。自 2012 年起，欧盟开始处理旧设备和材料中的多氯化萘库存。在全球
其他区域，库存清单有待制定。《公约》缔约方已采用措施来查明并管理多氯联苯库存。已
针对多氯联苯库存采取的措施也将有效减少库存中多氯化萘的释放。减少释放量有利于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此举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6.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编制了风险管理评估文件并审议了管理备选方案，建议
《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9 款考虑将多氯化萘列入《斯德哥尔
摩公约》附件 A 和 C，并为此规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1
     UNEP/POPS/POPRC.8/1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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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拟议物质的化学特性2
 

7.  2011 年 5 月 10 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提交了提议将氯化萘列入《斯德哥尔

摩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一份提案(UNEP/POPS/POPRC.7/2)，及作为佐证的一份

详细档案(UNEP/POPS/POPRC.7/INF/3)。 

8.   氯化萘共由 8 组同族体（分别体现为平面芳烃萘分子周围 1 到 8 个氯原子被置

换）的 75 种可能同系物组成。本报告中提及的同族体是 73 种多氯化萘，分别为二氯

化萘、三氯化萘、四氯化萘、五氯化萘、六氯化萘、七氯化萘及八氯化萘，这些同族

体的结构类似于多氯联苯。2001 年，《斯德哥尔摩公约》获得通过时，多氯联苯即被

列为受控物质。由于 1-氯化萘不被认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本文件只针对多氯化

萘。 

9.   多氯化萘历来被用作木材防腐剂、油漆和机械润滑油添加剂、热交换液体、

高沸腾特种溶剂、发动机曲轴箱添加剂、电机调试用化合物、抗化学腐蚀的计量器液

体、仪器的密封剂和形成色散制剂，还用于电缆绝缘和电容器。虽然目前已停用多氯

化萘，但多氯化萘仍存在于多氯联苯制剂中，并在燃烧过程和工业设施中被无意生产

出来。 

名称和注册号 

通用名称： 多氯化萘 

73 种同系物的国际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名称及化学文摘社编号： 

参见 UNEP/POPS/POPRC.8/16/Add.1，附件 1。 

别名： PCN；CNs；naphthalene chloro- derivatives
3,4 

 

10.       多氯化萘的命名法系统和多氯联苯相似。大多数工业生产的多氯化萘是若干种同系

物的混合物。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1 附件 2 表 A2-1 根据分析测量值列出了若干

种卤蜡的组成情况（节选自加拿大环境部 2011 年数据及 Falandysz 等人 2008 年数据）。其他

商用混合物和商品名称有 Basileum SP-70、Nibren wax D88、Nibren wax D116N、Nibren wax 

D130、Seekay wax R68、Seekay wax R93、Seekay wax R123、Seekay wax R700、Seekay wax 

RC93、Seekay wax RC123、Chlonacire wax 115、Chlonacire wax 95 和 Chlonacire wax 130

（Jakobsson 和 Asplund，2000 年）及 Cerifal Materials（Falandysz，1998 年）。可能还有其他

指称含多氯化萘的商用混合物的商品名称。其物理状态从稀液到硬蜡不等（国际化学品安全

方案，2001年）。 

11.      虽然在精确测定各种多氯化萘方面存在一些分析困难，但目前采用的办法类似于多

氯联苯的分析办法，即首先（对基体）进行碳清理和分馏，然后通过高分辨毛细管气相色谱

法和高分辨质谱测定法测定低多氯化萘/高选择性。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可能同系物可从市

场上买到，以同位素标记的各种多氯化萘中仅有几种同系物可从市场买到，如标示为 13C 的

三氯化萘（Kucklick 和 Helm，2006 年）。 

结构 
分子式： 

 
C10H8-nCln，其中 n=2-8

 

分子量：  参见                  表 1 

从化学结构可看出碳原子编号系统及发生氯原子置换反应的可能位置（数据来源：UNEP/POPS/POPRC.7/INF/3） 

8

5

7

6

2

3

1

4

Clx Cly

x + y= 2 to 8
 

                                                        
2
    UNEP/POPS/POPRC.8/16/Add.1。 

3
    UNEP/POPS/POPRC.7/INF/3。 

4
    ACToR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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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同族体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 

12. 萘氯化 同族体的物理化学属性因氯置换反应程度不同而差异很大。三氯化萘至

八氯化萘亲脂性很强，辛醇/水分配系数较高，一般大于 5。                  表 1 中列出的辛醇/水

分配系数值是通过实验确定的，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1 附件 1 列出了定量结构

属性关系模型分析值（Puzyn 和 Falandysz，2007 年）。氯化程度较高的同系物的模型分析值

相对较低。 

13.  水溶性和蒸气压随着氯化程度的降低而降低。二氯化萘微溶于水，而高氯化的萘

的水溶性为几微克/升。水溶性较低的化学品，其测量值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加拿大环境

部，2011 年）（比照表 1，括号内的数值是根据 EPISUITE 程序的 WSKOWWIN1.41 版模型

估算的数值）。Puzyn 等人（2009 年）开发了一个定量结构属性关系模型，用于估算所有 75

种同系物的水溶性、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辛醇/空气分配系数对数、空气/水分配系数对数

和亨利定律常数。水溶性的估值低于                  表 1 中的数值。这些建模后的终点

值列于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1 的附件 1。                  表 1 概述了不同

的同族体组的辛醇/空气分配系数对数和空气/水分配系数对数的数值范围。 

14.  由于多氯化萘具有半挥发性，因此在气相中会吸附于颗粒上。根据亨利定律常

数，二氯化萘至六氯化萘会从潮湿的土壤表面和水中挥发（有害物质数据库，2012 年）。多

氯化萘的紫外光谱显示出强吸收峰值为 220-275 纳米，弱吸收峰值为 275-345 纳米。随着氯

化程度的增加，吸收峰值会向更长的波长移动（根据 Brinkman 和 Reymer，1976 年，转引自

Jakobsson 和 Asplund，2000 年）。 

15.  纯氯化萘是无色晶状化合物（印度理学院，2011 年；泰国提交的附件 E 资

料）。 

                  表 1：部分物理和化学属性（根据加拿大环境部 2011 年表格修改） 

同系物 分子重

量（克/

摩尔） 

溶解度

（微克/

升）a 

蒸气压（帕）b

（过冷液体，

25°C） 

亨利定律

常数

（帕·立

方米/摩

尔，

25°C）c 

辛醇/水

分配系数

对数d 

辛醇/空气分

配系数对数e 

空气/水

分配系数

对数e 

熔点

（°C） 

沸点

（°C） 

二氯化萘 197.00  137–862 
(2713)  

0.198–0.352  3.7–29.2  4.2–4.9  6.55 to 7.02 -2.83 to -
1.98 

37–138  287–
298  

三氯化萘 231.50  16.7–65 

(709)  

0.0678–0.114 1.11–51.2  5.1–5.6  7.19 to 7.94 -3.35 to -

2.01 

68–133  274*  

四氯化萘  266.00  3.7–8.3 

(177)  

0.0108–0.0415  0.9–40.7  5.8–6.4  7.88 to 8.79 -3.54 to -

2.02 

111–198  Unkno

wn  

五氯化萘  300.40  7.30  
(44)  

0.00275–
0.00789  

0.5–12.5  6.8 - 7.0 8.79 to 9.40 -3.73 to -
2.3 

147–171  313*  

六氯化萘  335.00  0.11*  

(11)  

0.00157–

0.000734  

0.3–2.3  7.5 - 7.7  9.62 to 10.17 -4.13 to -

3.04 

194  331*  

七氯化萘  369.50  0.04* 
(2.60)  

2.78 x 10-4, 
2.46 x 10-4  

0.1–0.2  8.2  10.68 to 
10.81 

-4.34 to -
4.11 

194  348*  

八氯化萘 404.00  0.08 

(0.63)  

1.5 x 10-6  0.02  6.42–8.50 11.64 -5.21 198  365*  

数据来源：除非另外说明，否则为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2001 年）。 

a)  括号外的数值是对固体同系物用水饱和法通过实验测定的（Opperhuizen 等人，1985 年）；括

号内的数值是使用 WSKOWWIN 2000 预测的。 

b)  来源：Lei 等人（1999年）。 

c)  数值来自 Puzyn 和 Falandysz（2007 年）。 

d)  测量的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来源：Opperhuizen（1987 年）、Opperhuizen 等人（1985 年）

（摇瓶法，Bruggeman 等人（1982 年））、Lei 等人（2000 年）（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e) Puzyn 等人（2009 年）估算得出。 

*  使用 Lyman 等人（1982年）所列的方法估算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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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查委员会就附件 E 资料得出的结论 

16. 委员会于 2012 年 10 月 15 至 1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八次会议上根据附件 E的要

求编制了一份风险简介，并对其作出了评价。委员会在第 POPRC-8/1 号决定中通过了氯化

萘风险简介(UNEP/POPS/POPRC.8/16/Add.1)，并且： 

(a)      依照《公约》第 8 条第 7(a)款决定，二氯化萘、三氯化萘、四氯化萘、

五氯化萘、六氯化萘、七氯化萘和八氯化萘因其远距离环境迁移而可能导致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全球行动； 

(b) 还决定，依照《公约》第 8 条第 7(a)款以及缔约方大会第 SC-1/7 号决定第

29 段，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负责编写一份风险管理评估，纳入根据《公约》附件 F 对氯

化萘可能控制措施所作的分析； 

(c) 依照《公约》第 8 条第 7(a)款，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13 年 1 月 11 日

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F 所规定的资料，以及与附件 E 有关的额外资料，特别是诸如氯化萘

的生产和/或无意释放等排放源方面的相关数据。 

1.3 数据来源 

17. 风险管理评估主要依据的数据来源如下： 

(a) 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的资料。以下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供了对有关《斯德哥

尔摩公约》附件 F 规定信息所做的答复5： 

（一） 缔约方：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

克、 斯里兰卡； 

（二） 观察员：未提交资料； 

(b) 缔约方和观察员在风险管理评估起草过程中提供的评论意见； 

(c) 第 POPRC-8/1 号决定(UNEP/POPS/POPRC.8/16)； 

(d) 氯化萘风险简介(UNEP/POPS/POPRC.8/16/Add.1)； 

(e) 多氯化萘管理方案探索（欧洲经委会，2007年）。 

18.       除上述资料来源外，还从其他公开资料来源和文献中收集了相关信息。此类资料来

源载列于本文件参考文献部分。 

1.4           国际公约下的化学品状况 

19.       氯化萘受若干国际条约和公约的管制： 

(a)  2009 年 12 月，根据第 2009/2 号决定，建议将多氯化萘列入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下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奥

胡斯议定书》附件一（禁止生产和使用）。该修正将在三分之二的缔约方通过后生效。 

                                                        
5
    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的附件 F 规定信息载于斯德哥尔摩公约网站（参见链接：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

sionCN/tabid/3068/Default.aspx）；为编写本文件进行评价的时间：2013 年 2 月 19 日。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CN/tabid/3068/Default.aspx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CN/tabid/3068/Default.aspx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CN/tabid/3068/Default.aspx）；为编写本文件进行评价的时间：2013年2月19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CN/tabid/3068/Default.aspx）；为编写本文件进行评价的时间：2013年2月19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CN/tabid/3068/Default.aspx）；为编写本文件进行评价的时间：2013年2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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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奥斯巴委员会已把多氯化萘列入《优先行动化学品清单》。若需更多资

料，可访问 http://www.ospar.org/。 

(c)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附件八将含有多氯化萘的

废物界定为危险废物。 

20. 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未提供关于国际公约下的化学品状况的

其他信息。 

1.5           各国或各区域采取的任何控制行动 

21.         关于将多氯化萘纳入区域或国家物质清单审议的信息较少。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

的缔约方或观察员未提供关于国家或区域控制行动的其他信息。 

22.        加拿大根据《2012 年禁用部分有毒物质法规》（加拿大，2012 年）禁止生产、使

用、销售、要约出售和进口多氯化萘6。美国在 1980 年代已停止生产多氯化萘，因此目前

未采取任何行动。日本自 1979 年以来已禁止进口和生产多氯化萘。瑞士已颁布法律禁用包

括多氯化萘在内的所有卤代萘。在欧洲联盟范围内，荷兰报告称，已将多氯化萘列为今后

可能予以监管控制的国家优先物质。在欧洲联盟，自 2012 年将多氯化萘纳入欧盟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监管法规（Regulation (EC) No 850/2004 及其修正案  Regulation (EC) No 

519/2012）以来，多氯化萘的生产、投放市场和使用被禁止。 

23.         日本已根据《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将三氯化萘及其氯化程度更高的同系物列为

―第一类特定化学物质‖。有意从事第一类特定化学物质生产、进口或使用业务的个人须获

取相关许可（原则上禁止生产、进口或使用此类化学物质）。 

2.        与风险管理评估有关的资料概述 

2.1        关于来源、释放物和措施的其他相关信息 

生产 

24.        多氯化萘来源于人类活动，包括：(1)有意生产；(2)无意生产；以及(3)库存和废物

（具体参见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1 第 2.1 节―来源‖），下文对此进行了解

释： 

(1)        有意生产： 

25.        全球迄今多氯化萘总产量估计在 200,000–400,000 吨（北极监测评价方案，2004

年）和 150,000 吨之间（相当于多氯联苯迄今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Brinkman 和 De 

Kok，1980 年，转引自 Falandysz，1998 年）。欧洲经委会区域已停止有意生产多氯化萘。

但若干欧洲经委会成员国尚未颁布法律予以明文禁止。因此，即使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可

能也仍然存在多氯化萘的生产活动7。目前未获取关于当前生产情况的具体信息。欧洲经委

会区域以外的生产和使用数据较为少见，大部分数据均无法获知。 

26. UNEP/POPS/POPRC.8/16/Add.1 指出，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实际上已停止了生

产活动，早在 1970 年代全球产量已大幅下降。据 Hayward（1998 年）估计，1910 至 1960

年间美国共生产了 5-15 万吨多氯化萘。1977 年后，美国的多氯化萘产量大幅减少（美国

Koppers Company Inc.公司（卤蜡）），1978 年年产量减至 320 吨（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

                                                        
6
    信息来源：http://www.gazette.gc.ca/rp-pr/p2/2013/2013-01-02/html/sor-dors285-eng.html。 

7
   荷兰关于风险管理评估第一稿的评论意见。 

http://www.ospar.org/
http://www.gazette.gc.ca/rp-pr/p2/2013/2013-01-02/html/sor-dors285-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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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美国在 1980 年停止生产多氯化萘。加拿大对生产和使用多氯化萘的禁令于

2013 年生效。8
 

27.        在欧洲，拜耳公司在 1980 至 1983 年间的多氯化萘年产量介于 100 至 200 吨之

间，该公司于 1983 年停止生产多氯化萘。联合王国于 60 年代中期停止生产多氯化萘，但

据报告 1970 年仍在生产少量多氯化萘。德国 1984 年的产量约为 300 吨，主要用作染料中

间体。斯洛伐克报告称该国未生产多氯化萘（附件 F，斯洛伐克，2013 年）。荷兰在一项

评论意见中指出，多氯化萘于 2012 年列入欧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指令，在此之前欧盟可能

仍存在该物质的生产活动。 

28.        尼日利亚从未生产多氯化萘（附件 F，尼日利亚，2013 年）。斯里兰卡和中国同

样报告称该国未生产多氯化萘（附件 F，中国，斯里兰卡，2013 年）。提交附件 F 规定信

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未提供关于该化学品有意生产状况的其他信息。 

29.        2002 年报告了类似卤蜡的多氯化萘制剂的非法交易案例，最近的出版物仍在报道

与卤蜡有关的实验。2003 年发现市场上还有受污染的产品（Yamashita 等人，2003 年，转

引自 Bidleman 等人，2010 年）。根据 Yamashita 等人 2003 年的报告，2000 年前后日本从

联合王国非法进口了约 18 吨多氯化萘混合物（卤蜡 1001），用于制造一系列工业材料和

商品，包括密封剂、油灰、防震材料、粘合材料、绝缘材料和橡皮带，此外还进口了 54 吨

受多氯化萘污染的生橡胶用于工业用途，其中含有 40 千克多氯化萘。 

(2)       无意生产： 

30.       多氯化萘是热处理过程中的意外产物。在已知的释放中，废物焚烧是目前最重要的

释放源。其他释放源包括二级有色金属冶金工业（如铜）中的冶炼过程，以及铝的精炼过

程。据报告，其他释放源还包括水泥和氧化镁生产。此外，焦化过程也会释放多氯化萘，

并且在氯碱工厂中也发现了多氯化萘制剂存在的迹象（存在于石墨污泥中）。虽然一项更

早的研究指出，二氯化萘是在对饮用水进行氯化处理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形成的，浓度较低

（Shiraishi 等人，1985 年，转引自加拿大环境部，2011 年），但最近的文献没有相关证据

能证明这一结果（加拿大环境部，2011 年）。 

31.        根据欧洲经委会（2007 年）的报告，废物焚烧产生的氯化萘占多氯化萘总排放量

的 74%。此外，10%的排放量来自家庭燃烧，11%来自工业工艺，还有 6%是由溶剂和产品

的使用所导致。Falandysz（1998 年）得出结论，多氯化萘的无意释放量未超过多氯二苯并

对二恶英以及多氯二苯并呋喃的水平，并估计全世界每年该物质的释放量低于 10-100 千

克。 

32. 多氯化萘的无意产生机制可能与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产生机制类似。 

(3)        库存和废物： 

33.        商用多氯联苯也含有痕量多氯化萘（0.01–0.09%；Falandysz，1998 年；Kannan 等

人，2000 年；Yamashita 等人，2000年）。文件 UNEP POPS/POPRC.7/INF/3 指出，根据这

些计算结果可以估算得出，含有多氯联苯的液体中多氯化萘的总含量在 100-169 吨之间。 

用途 

34.        使用多氯化萘主要是因为其化学稳定性，包括低可燃性、（电）绝缘性以及耐生

物降解和杀菌功能等抗性；多氯联苯也有这些属性，并且使用范围相同，因此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多氯化萘逐渐为多氯联苯所取代。 

                                                        
8
    信息来源：http://www.gazette.gc.ca/rp-pr/p2/2013/2013-01-02/html/sor-dors285-eng.html。 

  

http://www.gazette.gc.ca/rp-pr/p2/2013/2013-01-02/html/sor-dors285-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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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低氯化同系物（1-氯化萘及 1-氯化萘和二氯化萘的混合物）曾用作抗化学腐蚀的

计量器液体和仪器的密封剂、热交换液体、高沸腾特种溶剂、形成色散制剂、发动机曲轴

箱添加剂和电机调试用化合物的成分。1-氯化萘还用作染料的原材料，并因其杀菌和杀虫

特性而被用作木材防腐剂（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2001 年）。 

36.        从数量上来说，高氯化同系物最主要的用途是电缆绝缘和阻燃剂、木材防腐剂、

发动机和齿轮油添加剂、电镀遮蔽化合物、生产染料的原料、染色载体、电容器/冷凝器的

介质浸渍液和折射率测试油。 

37.       多氯化萘作为木材防腐剂的用途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十分流行，但美国已不再

将其用于该用途。其他用途有：电子和汽车应用中的浸渍灌封化合物、纸张涂层和浸渍中

的临时粘合剂、陶瓷元件的粘结剂、合金的铸造材料、研磨和切割润滑油、电池分离器、

防潮密封胶（澳大利亚国家工业化学品通报和评估计划，2002 年）。在美国，只有非常少

量的多氯化萘（1981 年约 15 吨/年）仍在使用，主要用作折射率测试油和电容器的电介

质。多氯化萘最有可能的新用途是聚合物中间体和塑料中的阻燃剂（国际化学品安全方

案，2001 年）。 

38.     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多氯化萘最重要的用途包括木材防腐剂、油漆和发动机油添加

剂，以及电缆绝缘和电容器中的电介质（欧洲经委会，2007 年）。 

39.    多氯化萘主要在 1920 年（1920 年代全世界年产量为 9,000 吨（Jakobsson 和

Asplund，2000 年，转引自北极监测评价方案，2004 年））至 1950 年期间被广泛使用，

但直至 1970 年代该物质仍然是高用量化学品（北极监测评价方案，2004 年）。1980 年以

后，多氯化萘的使用量大幅下降。在欧洲，最近获得的使用数据表明，德国和前南斯拉夫

在 1989 年以前一直将少量的多氯化萘用于铸造材料（ESWI，2011 年）。此外，多氯化萘

还被用于烟火剂中。不能排除此类用途至今仍然存在的可能性9。 

40.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分类和标签清单中，针对有限数量的具体氯化萘同系物10（氯

化萘同系物 1、2、5、9、27 和 75）设置了通知栏。具体同系物进一步列于欧洲化学品管

理局的预先登记物质清单（氯化萘同系物 1 至 5、7 至 12 和 75，根据设想，这些物质的

登记工作于 2010 年或 2013 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未收到任何登记通

知。这表明没有欧盟公司大量生产或进口多氯化萘。考虑到分类和标签清单中的条目，以

及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已收到预先登记通知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表明多氯化萘可以为欧盟公

司带来一定利益，虽然提交预先登记通知也可能是出于战略原因而非真正的登记义务。 

41.    在附件 F 的呈文中，尼日利亚报告称有记载的多氯化萘用途11包括电缆绝缘、电容器

流体、合金的铸造材料、染色载体、电镀遮蔽化合物、发动机油添加剂、生产染料的原

料、阻燃剂、润滑油、防潮密封胶、防腐剂、折射率测试油、陶瓷部件制造中的临时粘合

剂以及木材防腐剂（附件 F，尼日利亚，2013 年）。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

者未提供关于用途方面的其他相关信息。 

42.    目前仍可通过网络购买卤蜡，如可向多家全球供应商购买八氯化萘（卤蜡 1051）。

网站上不提供可供销售数量的相关信息。12
 

释放 

                                                        
9
     荷兰的评论意见，2013 年。 

10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 

11
    注：假定尼日利亚在此报告了有记载的历史用途。 

12
    荷兰的评论意见，2013 年。互联网信息来源：

http://www.chemicalbook.com/Search_EN.aspx?keyword=HALOWAX。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
http://www.chemicalbook.com/Search_EN.aspx?keyword=HALOW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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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据粗略评估，多氯化萘生产总量为多氯联苯产量（1920-1980 年间产量为 150,000 公

吨）的 10%（Brinkman 和 De Kok，1980 年），并且工业多氯联苯中多氯化萘的估计数量

为 100 公吨。此外，据估计，全世界每年的燃烧活动中会产生 10-100 千克多氯化萘，已

释放的多氯化萘总量为 1-10 公吨（Falandysz，1998 年）。 

44.    欧洲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簿中并未提及多氯化萘，这表明现在该物质的释放量较

低。13
  美国有毒物质释放清单数据库中提及了六氯化萘和八氯化萘，但目前为止并没有

关于这两种物质释放量的报告。14
 

45.          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认为，废物焚烧以及含有多氯化萘的产品的处置是目前向环

境中释放多氯化萘的主要来源（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2001 年）。Bolscher 等人（2005

年）得出结论，医疗、市政和工业废物的焚烧是向环境中释放多氯化萘的一个关键来源。

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废物焚烧处置所导致的氯化萘无意释放被认为是目前最重要的释放源

（欧洲经委会，2007 年）。据估计，欧洲多氯化萘释放总量中有 74%是因废物焚烧而产

生的。Denier Van der Gon 等人（2007 年）报告称，2000 年，欧洲经委会区域多氯化萘年

排放量为 1吨，但从另一角度开展的审查要求提供关于采样方法的进一步信息。 

46.            在联合王国，30 多年前商业化生产的多氯化萘被认为是大气中多氯化萘的最重

要来源，电容器和发动机油的处理路径被认为是该物质最重要的释放路径。该物质的其他

来源包括热源、其他工业工艺以及工业化生产的多氯联苯混合物中的污染物（Dore 等

人，2008 年）。在市区，有报告称以往使用的工业多氯化萘也可能会向环境中排放

（Harner 等人，2006 年，转引自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1）。 

47.    在没有管制措施的情况下，一般通过焚烧的方式处理医疗废物，因此发展中国

家的医疗废物焚烧很可能造成了多氯化萘的大量释放15。 

48.    Liu 等人（2012 年）指出矿石烧结也会导致氯化萘的排放。根据近似估算，矿

石烧结每年会在中国造成 60 千克的氯化萘排放。经计算，金属工业中热生产工艺的氯化

萘排放因子为 428.4 纳克毒性当量/吨二级铜（铝为 142.8，锌为 125.7，铅为 20.1；Ba 等

人，2010 年）。据报告，焦化过程中的多氯化萘释放系数为 0.77-1.24 纳克毒性当量/吨焦

炭（Liu 等人，2010 年）。对欧洲经委会而言，在所计算出的 1 吨释放量中，工业焚烧及

其他工艺中释放的多氯化萘占 11%（Denier van der Gon 等人，2007 年）。  

49.           垃圾填埋场或旧电器中所含以往使用的多氯化萘或工业多氯联苯中的杂质可能会

导 致 释 放 多 氯 化 萘 ， 但 难 以 评 估 其 在 目 前 多 氯 化 萘 释 放 量 中 所 占 比 例

(UNEP/POPS/POPRC.8/16/Add.1)。由于已研发出安全技术来处置或回收使用过的工业多

氯联苯制剂以及含高浓度多氯联苯的废物，可能释放到环境中的多氯化萘数量预计将远远

低于工业氯联苯混合物的残留浓度中的估计释放量。 

50.         虽然缺乏官方释放数据，但有文献记载多氯化萘在不同工业中的释放情况，尤其

是无意释放的情况。Brack 等人（2003 年）在关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污染历史情况

的报告中指出，氯碱工业是多氯化萘污染的主要来源。还有证据表明，汞电池氯碱工艺也

会形成多氯化萘（同系物特性简介），这一点也可以从以前的氯碱工厂附近收集的鱼中报

告有高浓度多氯化萘看出（Kannan 等人，1998 年）。另一项研究（Järnberg 等人，1997

年）的作者在某氯碱工厂的石墨污泥中发现了较高比例的七氯化萘 (65%)和六氯化萘

(20%)。目前尚无八氯化萘的相关数据。Falandysz（1998 年）指出石墨污泥中之所以存在

高氯代的多氯化萘，可能是因为在氯碱工艺中使用了高度氯化的工业多氯联苯制剂（如氯

化二苯 1268）（Kannan 等人，1997 年），也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工业多氯化萘制剂作为石

墨电极的润滑剂（卤蜡 1051），与释放出的氯反应形成氯化萘关系不大。 

                                                        

13
    欧洲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簿数据库：http://prtr.ec.europa.eu/TimeSeriesPollutantReleases.aspx。 

  
14

    荷兰的评论意见，2013 年。 

  
15

    辐射研究中心的评论意见（全国辐射研究与技术中心，埃及），2013 年。 

http://prtr.ec.europa.eu/TimeSeriesPollutantRelea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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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虽然一项更早的研究指出，二氯化萘是在对饮用水进行氯化处理过程中作为副

产品形成的，其浓度较低（Shiraishi 等人，1985 年，转引自加拿大环境部，2011 年），

但最近的文献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这一结果（加拿大环境部，2011 年）。 

52.    Nie 等人（2012 年）还报告了中国工业废金属站在铁丝热回收过程中的多氯化

萘排放情况。 

53.             另一个无意排放来源是工业多氯联苯生产过程中释放出的痕量多氯化萘，迄今

在全世界生产的所有亚老格尔和克罗芬中的含量估计为 100 吨（Falandysz，1998 年）。

据报告，多氯联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多氯化萘也是一个潜在来源（Denier van der Gon 等

人，2007 年）。 

54.           尼日利亚报告称，虽然该国尚未展开协同调查，但考虑到多氯化萘的使用模式，

多氯化萘的无意生成也许与下列因素有关：金属精炼、废物焚烧、木材燃烧、城市废物露

天倾倒、以往使用的多氯化萘、污染场地、废弃库存、旧生产设施、以往及当前使用的多

氯联苯、露天焚烧作业等（附件 F，尼日利亚，2013 年）。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

或观察员未提供有关排放问题的其他信息。 

55.           空气监测数据提供了一些有关潜在来源的额外信息。一项于 2002 年夏季举行的

覆盖整个欧洲的被动采样活动发现，同系物 1,4,5-二氯化萘、1,4,6-二氯化萘、1,2,4,5,6-五

氯化萘和 1,2,4,5,8-五氯化萘是报告测量值最高的多氯化萘种类（Jaward 等人，2004a）。

同系物 1,4,6-二氯化萘和 1,2,4,5,8-五氯化萘是商用卤蜡混合物的一部分。然而，1,4,6-二氯

化萘也被认为是可供燃烧的标志同系物。 

56.           由于持续排放以往使用的工业多氯化萘，劳伦琴大湖区城市场地的浓度较高（达

52 皮克/立方米）。在农村地区，燃烧产生的多氯化萘数量似乎更多，与木材和煤炭燃烧

相关的 1,4,6-二氯化萘和 1,2,3,4,6-五氯化萘浓度有所提高（Harner 等人，2006 年）。  

57.          加纳于 20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控，

其观察结果是，在北方，低氯化同族体的百分组成有所增加，可能是因为它们向着盛行风

的方向进行飘移。根据同系物情况分析，1,3,6,8-四氯化萘/1,2,5,6-三氯化萘被认为是不受

控废物燃烧活动所导致的排放的可能来源标记（Hogarh 等人，2012 年）。土壤或沉积物

岩芯中的标记物数据可能显示出不同来源的重要程度。例如，Meijer 等人（2001 年）提供

的数据表明，与燃烧来源相关的若干同系物明显呈增多趋势，表明与燃烧相关的来源的重

要程度较之以往有所提高。这表示燃烧来源的相对重要程度可能有所提高。 

58.    Hogarh 等人（2012b）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主要成分分析表明，燃烧是造

成目前东亚次区域多氯联苯和多氯化萘排放的主要原因。再排放/挥发是影响空气中多氯

联苯浓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空气中也能检测出多氯联苯制剂释放的信号物，但一般而

言，这一来源的重要程度实际上不如再排放/挥发趋势。相反，多氯化萘制剂释放的多氯

化萘对空气中的多氯化萘浓度的影响似乎并不大（Hogarh 等人，2012b）。 

59.    Gevao 等人（2000 年）提供的有关沉积物岩芯中的多氯化萘含量的数据表明，

多氯化萘出现产量峰值的时间比多氯联苯提前 20-30 年。Gewurtz 等人（2009 年）对沉积

物岩芯中的浓度模式进行总结后发现，联合王国多氯化萘浓度达到峰值的时间（1950 年

代末至 1960 年代中期）比日本（1980 年代）提前约 20 年。 

60.    对欧洲城市废物焚烧工厂中多氯化萘释放量的测量显示，其毒性当量水平低于

针对欧洲所有焚烧 工厂设定的排放限值（ 0.1 纳克毒性当量 / 标立方米）

(UNEP/POPS/POPRC.7/IN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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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加拿大的测量结果显示，城市固体废物焚烧、水泥窑和铁矿烧结产生的飞尘样

本中的多氯化萘含量较低（多氯化萘总浓度在 1.8 至 2.7 纳克/克之间），但医疗废物燃

烧产生的飞尘中的多氯化萘含量较高（5.4 微克/克，比前者高 1000 倍以上）（参见

Helm等人，2003 年）。 

62.    有关垃圾填埋场中多氯化萘浓度的数据较少。仅有的数据来自荷兰的一处城市

废物处置场，数据表明，受污染土壤中多氯化萘的浓度介于 31-38 毫克/千克干重至

1180-1290 毫克/千克干重之间；在第三份土壤样本中，未检测出多氯化萘成分（Howe

等人，1983年，转引自 De Kok等人，2001年）。 

63.    总之，现有资料表明，绝大部分多氯化萘存在于产品中，其中部分产品可能仍

在使用或作为废物丢弃。多氯化萘最重要的潜在释放来源包括：(1)过去有意生产的多

氯化萘和剩余产品、多氯化萘库存，以及废物（多氯化萘全球产量估计为 15 万至 40

万吨）；(2)非受控废物燃烧和废物焚烧（如城市、医疗及工业废物）过程中无意生产

的多氯化萘；以及(3)其他（国内和工业）热处理工艺（如有色金属工业、焦炭生产及

金属回收，工业溶剂生产及使用，家庭燃烧，公共供热和供电、氯碱工业及水泥工

业），可被视为持续微量释放的来源。假设可通过相关措施充分移除多氯联苯中的多

氯化萘，多氯化萘（过去及目前）的生产和使用以及热处理工艺（非受控的情况下）

中的无意释放仍将是多氯化萘最重要的来源类别。 

拟采取的措施 

64. 可针对多氯化萘的下列相关人为来源采取一定措施：(1) 有意生产，(2)无意生

产，以及(3)库存和废物。图 1 列出了多氯化萘的相关来源及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图 1：   多氯化萘的相关来源及拟采取的控制措施（注：不考虑用于实验室规模的研究

目的或作为参考标准的使用情况；根据第 3 条第 5 款的规定，此类用途不在《公约》

涵盖范围之内) 

2.2       确定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针对有意生产所致释放采取的控制措施 

65.     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已停止生产氯化萘，实际上全球范围内多氯化萘的工业生

产实际上已经停止。已使用其他化学品代替多氯化萘的用途（欧洲经委会，2007

年）。 

人为来源 

有意生产 生产及使用造成的库存 无意生成 

仍可能进行的生产 旧电器或垃圾填埋场可能

产生的释放 

热处理工艺（尤其是废物

焚烧）造成的年度排放 

禁止或限制生产及使用；

立法 

 

减排措施（最佳可得技

术）；立法 

 

编制库存清单；减排措施

（最佳可得技术）；立法 

 

相关控制措施 

 
相关控制措施 相关控制措施 

 

列入附件 A（禁止）或 B

（限制） 

列入附件 A或 C 列入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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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为限制可能的剩余用途并防止重新引入其他用途，可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并不授予任何特定豁免，这是根据《公约》针对有意来源所能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

因此，多氯化萘将需遵守《公约》第 3 条中的各项条款，以及关于停止多氯化萘生

产、使用、进出口、库存登记和废物消除方面的具体规定。 

针对无意生产所致释放采取的控制措施 

67.     随着多氯联苯用量的大幅下降，在未采取减排措施的情况下，废物焚烧、家
庭燃烧及金属工业等热处理工艺导致的无意释放可被视为多氯化萘无意释放最重要的
剩余来源。针对此类释放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针对《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第
二部分中所列多氯联苯采取的措施，以及为减少焚烧所致多氯联苯及多氯二苯并对二
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释放量所采取的措施（参见欧洲经委会，2007 年，以及《斯德
哥尔摩公约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准则》（环境署，2007 年））。 

68.     欧洲经委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议定书》附件五中包含了用于控制主要固定
来源（包括废物焚烧炉）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最佳可得技术。其中涵盖的其他
热处理工艺包括热加工冶金工艺及提供能源的燃烧设施。上述设施需利用附件五中所
列最佳可得技术，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释放量，还将减少废物
焚烧所致的多氯化萘排放量。在充分执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议定书》的情况下，上
述来源所致多氯化萘排放量预计将减少约 70%。但是作为多氯化萘来源之一的水泥窑
并未列入欧洲经委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议定书》附件五（欧洲经委会，2007 年）。 

69.     《斯德哥尔摩公约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准则》（环境署，2007 年）
第五章按附件 C 第二部分所列来源类别分列的指南/准则中介绍了相应的最佳可得技术
和最佳环保做法。在该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准则中详述了针对各种焚烧炉
（包括第五章 A 节的废物焚烧炉和第五章 B 节的燃烧危险废物的水泥窑）以及其他热
源（包括第五章 D 节的有色冶金工业中的热处理工艺）的相关最佳可得技术。此外，
欧盟的相关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也包括此类资料，特别是关于废物焚烧（欧盟委员
会关于废物焚烧的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2006 年）和有色冶金工业（欧盟委员会关
于有色冶金工业的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2009年）的资料。 

70.     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规定应用相应的最佳可得技术是一项可用于减少
多氯化萘释放的控制措施。 

71.     将多氯化萘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C 后该物质需遵守《公约》第 5 条
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持续减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最终消除多氯化萘释放的目标。
这将要求相关方针对多氯化萘来源，促进实施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 

针对库存和废物所致释放采取的控制措施 

72.     垃圾填埋场或旧电器中所含以往使用的多氯化萘或工业多氯联苯中的杂质可
能会导致释放多氯化萘。根据生产数据，从数量上看，以往使用的旧电器和产品中的
多氯化萘是最重要的释放来源。产品和物品在成为废物后应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对其进
行处理、储存和处置。其他含有多氯联苯的设备造成的释放是另一种潜在来源，但从
规模来看没有前者重要，且已采用管理和消除措施加以处理。此外，未进行合理设计
的废物处置场地可能会释放多氯化萘。控制库存和废物所致释放的可能措施应符合
《公约》第 6 条第 1 款。 

73.    对于垃圾填埋场的工程标准（包括沥出物管理），以及关于可持续废物管理的
进一步资料，建议参阅《巴塞尔公约》下的技术准则（技术准则：关于特别设计的填
埋场(D5)；（《巴塞尔公约》，1997 年））。由于旧电器中多氯联苯和多氯化萘的出
现存在直接关联，旧电器中多氯化萘的存量大多出现在多氯联苯库存（废物处置设备
和含多氯联苯的设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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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将多氯化萘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和/或 C 后这类物质需遵守《公
约》第 6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以下目标：查明由附件 A 和/或 C 所列化学品构成
或含有此类化学品的库存，并以安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管理库存。 

2.3   可能的控制措施在实现风险降低目标方面的成效和效率 

有意生产 

75.    假定全球范围内的多氯化萘有意生产应该已经停止，但可能仍存在使用多氯化

萘的情况。另外，一些国家可能还有剩余产品和库存。曾用于获取多氯联苯及其他有

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数据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多氯化萘，并需要采取相同的措

施。 

76.    尼日利亚报告称，消除生产和使用多氯化萘不会产生额外费用，因为业界已有

替代该化学品用途的物质（附件 F，尼日利亚，2013 年）。由于已有可用于相同用途

的替代化学品，且已投入使用，所以消除生产和使用多氯化萘将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但是编制清单以及合理划分和管理含有多氯化萘的产品和废物将产生费用，包括测量

产品中该物质含量所需的费用。禁用多氯化萘将有利于健康和环境，因为防止了再次

使用该化学品，并避免了相关风险。如果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终止目前尚未查明的多氯

化萘生产和使用，将会带来有利影响。禁用多氯化萘不会对健康、环境和社会带来不

利影响。 

无意生产所致的释放 

77.    多氯化萘无意释放来源与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相同。因此，

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释放量的措施也能减少多氯化萘的释放量。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最佳可得技术与最佳环保做法准则（环境署，2007 年）以及相

关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非常完善地记录了有关不同类型焚烧炉和其他热源中无意生

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这些技术和做法已得到

广泛应用。据预计，《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议定书》的充分实施将减少欧洲经委会区域

75%的多氯化萘排放量（欧洲经委会，2007 年）。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内的工业中控制

该化学品的无意释放不会造成额外费用。由于替代品已经投入使用，预计将不会出现

价格上涨，但必须采取针对无意释放的措施来减少其他化学物质的排放（多氯二苯并

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六氯苯等）。但是，虽然已制定了针对多氯二苯并对二恶

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六氯苯和多氯联苯的监测方案，但化学分析方面的监测工作仍将

产生额外费用。 

78.    控制为减少并最终消除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释放而实施的措

施可能也能有效解决多氯化萘的释放问题。监测多氯化萘将产生额外成本。发展中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发展多氯化萘监测能力。此外，应确定无意生产所致多氯化萘

释放的排放因子，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用于识别和量化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

并呋喃释放的工具箱。如尼日利亚所指出的（附件 F，尼日利亚，2013 年），对国家

造成的费用负担可忽略不计；这些费用可能包括测量产品或无意释放中多氯化萘含量

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如监测和编制排放清单所需的费用。墨西哥表示，监测多氯化萘

的排放情况会产生一定费用，此外，为证明采取控制措施可降低氯化萘在环境中的含

量，需对其进行监测，这也可能会产生一定费用。此外，还需要调整相关法律，以促

进多氯化萘的控制工作。16
 

库存和废物 

                                                        

16
  “风险管理评估草案”第二稿中墨西哥提交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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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剩余产品中存在的多氯化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潜在释放来源。考虑到多氯联苯

与多氯化萘的性质和使用模式相似，采取与多氯联苯类似的措施控制对此类化学品将

最为有效。 

80.    因此，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和/或 C 后《公约》缔约方将必须尽可能切实可

行地查明多氯化萘的现有库存（包括相关废物处置装置和旧电器中的多氯化萘），并

以安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管理库存。 

81.    多氯联苯和多氯化萘的出现存在特别关联（如上所述）。根据《公约》第 6

条，各缔约方有义务尽可能切实可行地查明由多氯联苯构成或含有此类化学品的现有

库存，并以安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管理库存。《公约》附件 A 第二部分载有关

于消除设备中多氯联苯的规定，以及减少接触和减少风险的措施，以控制多氯联苯的

使用，此外还载有若干进一步规定，包括要求作出坚决努力，以便对含有多氯联苯的

液体和被多氯联苯污染的设备进行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因此，作为多氯联苯库存一

部分的多氯化萘库存基本上已经查明，并与剩余多氯联苯库存一起进行无害环境管

理。处理多氯联苯库存中的多氯化萘将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2.4  关于替代产品和替代工艺的相关信息 

82.    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关于替代方法和替代品的信息极为有限，因为已不再使

用多氯化萘。唯一可获得的信息是，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停止生产多氯化萘以

来，一直由其他化学品代替多氯化萘。目前尚未查明这些化学品，也未予以相关描述

（欧洲经委会，2007 年）。 

83.    Hayward（1998 年）报告称，随着塑料替代品开始用作绝缘材料以及使用多氯

联苯作为变压器的电介质，多氯化萘的生产量开始下降（Hayward，1998 年）。这表

明多氯化萘的电介质用途已被多氯联苯替代，其绝缘材料用途已被塑料替代。目前大

部分多氯联苯已被其他替代品取代。 

84.    尚未收到任何多氯化萘特定豁免请求，也未确定此方面的任何特殊需求。缔约

方未在附件 F 的问卷中提供关于替代多氯化萘的化学品的额外信息。 

2.5  关于实施可能的控制措施对社会的影响的信息概述 

有意生产 

85.    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内还没有关于禁用或逐步淘汰多氯化萘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的报告（欧洲经委会，2007 年）。全球范围内似乎已停止将氯化萘用于大部分用途。

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将有利于健康和环境，因为防止了再次使用该化学品，并避免

了相关风险。若能在世界范围内终止目前尚未查明的多氯化萘生产和使用，且不开始

新的生产，将为健康、环境和社会带来有利影响。预计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无意生产 

86.    多氯化萘的无意释放来源与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相同。减少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释放的措施也将减少多氯化萘的排放。已存在并

已广泛采用可减少各类焚烧炉无意生产的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最佳

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通过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C 来减少多氯化萘无意释放的措

施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监测多氯化萘将产生额外成本。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发展多氯化萘监测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成本可能

不同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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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和废物 

87.   多氯化萘是从现有库存（废物处置场地和旧电器）中无意释放的。如要将多氯

化萘列入附件 A 和/或附件 C，需要制定相关战略，查明现有库存并以无害环境的方

式管理库存。《公约》缔约方已采取此类措施管理多氯联苯的库存。针对多氯联苯库

存已采取的措施也将有效减少库存中多氯化萘的释放。减少释放量将有利于人类健康

和环境。此举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2.6 其他考虑因素 

88.    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未提供关于信息和公众教育以及控制和

监测能力状况的相关具体信息。 

3.   信息综述 

风险和行动需要 

89.    根据风险简介，多氯化萘满足所有筛选标准，即远距离环境迁移、生物累积
性、持久性和毒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决定，由于多氯化萘具有远距离环
境迁移的特性，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全球行动。 

来源 

90.    使用多氯化萘主要是因为其化学稳定性，包括低可燃性、（电）绝缘性以及耐
生物降解和杀菌功能等抗性。多氯联苯也有这些属性，并且使用范围相同，因此自
1950 年代起，多氯化萘逐渐被多氯联苯所取代。多氯化萘一直用于多项技术应用，
并用作木材防腐剂。迄今为止，多氯化萘的有意生产应当已经终止，但依然可能存在
剩余用途。 

91.    高温工业工艺仍会无意产生多氯化萘。在已知的释放来源中，燃烧（主要为废
物焚烧）被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来源。在工业工艺中，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
苯并呋喃的类似机制也会无意产生多氯化萘；它们是在二级有色金属冶金业（其生产
条件包括加热、含氯再循环和铜等金属的催化功能）的冶炼过程中形成的，报告显示
水泥和氧化镁生产过程、铝的精炼和焦化过程也是多氯化萘的无意产生来源。还有证
据表明，在氯生产工厂的氯碱工艺中，使用汞电池的石墨阳极也会形成多氯化萘。 

92.    商用多氯联苯含有痕量多氯化萘。多氯化萘曾作为多氯联苯中的污染物被无意
释放。垃圾填埋场或旧电器（库存）中以往使用的多氯化萘或工业多氯联苯中的杂质
也可能导致多氯化萘的释放，但难以评估。  

现行控制措施 

93.    2009 年，建议对欧洲经委会《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下的《关于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奥胡斯议定书》附件一（禁止生产和使用）进行修正，在其中列入多氯
化萘。该修正将在三分之二的缔约方通过后生效。奥斯巴委员已将多氯化萘列入《优
先行动化学品清单》（2003 年 6 月），《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附件八将含有多氯化萘的废物界定为危险废物。 

释放情况与控制措施及其成效和效率 

94.    本文件概述了目前活动所致的多氯化萘释放来源，以及可能采取的相关控制措
施。可能的释放来源包括：(a)有意生产（似乎已停止），(b)无意生产（尤其来自废
物焚烧和其他可能产生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活动）以及(c)库存和
废物（尤其是废物处置场地和旧电器）的释放。 

(1)   有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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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迄今为止，多氯化萘的有意生产应当已经终止，但依然可能存在剩余用途。为
限制可能的剩余用途并防止重新引入其他用途，可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并不允许
任何特定豁免情况，这是根据《公约》针对有意来源所能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因
此，多氯化萘将需遵守《公约》第 3 条中的各项条款，以及关于停止多氯化萘生产、
使用和进出口方面的客观要求。 

96.    预计消除多氯化萘的生产和使用不会产生额外成本，因为现在已有且已采用用
于相同用途的替代化学品。禁用多氯化萘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防止
再次引入多氯化萘和引发相关风险。若能在世界范围内终止目前尚未查明的多氯化萘
生产和使用，将为健康、环境和社会带来有利影响。预计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2)    无意生产： 

97.    高温工业工艺会无意产生多氯化萘。在已知的释放来源中，燃烧（主要为废物
焚烧）被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来源。在其他工业工艺中，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
二苯并呋喃的类似机制也会无意产生多氯化萘，例如二级有色金属冶金业的冶炼过
程、水泥和氧化镁生产过程及铝的精炼和焦化过程。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C 后这类
物质需遵守《公约》第 5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持续减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最终
消除多氯化萘释放的目标。另外还有义务针对多氯化萘的来源，促进实施最佳可得技
术和最佳环保做法。 

98.     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释放的措施也将减少多氯化萘的释
放。已存在并已广泛采用可减少各类焚烧炉无意生产的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
苯并呋喃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通过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C 来减少多氯
化萘无意释放的措施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监测多氯化萘将产生额外成
本。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发展多氯化萘监测能力。 

(3)     源自库存和废物的释放： 

99.     垃圾填埋场或旧电器（库存）会无意释放多氯化萘。控制库存释放可能采取的措
施包括：(1)建立清单，列明相关垃圾填埋场，以及对相关废物处置场地或废物处置场地
恢复/净化过程所致的释放物（尤其是沥出物）实施的控制和无害管理，以及(2)建立相关
旧电器库存及其无害管理的清单。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和/或附件 C 后该物质需遵守
《公约》第 6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一项目标，尽可能切实可行地查明由多氯化萘
构成或受其污染的库存，并以安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对库存实行管理。 

100.      商用多氯联苯含有痕量多氯化萘，因此多氯化萘会作为多氯联苯中的污染物
被无意释放。由于旧电器中多氯联苯和多氯化萘的存在具有直接联系，多氯化萘尤其
会与多氯联苯一同存在（即在含有多氯联苯的废物处置场地和设备中含有多氯化
萘）。《公约》缔约方已采取措施查明和管理多氯联苯的库存。针对多氯联苯库存已
采取的措施也将有效减少库存中多氯化萘的释放。减少释放量将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环
境。此举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4.        结论综述 

101.       对多氯化萘的风险简介进行评估之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得出结
论，由于这类化学品具有远距离环境迁移的特性，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全球行动。 

102.  委员会编制了本风险管理评估，并得出结论，尽管目前不存在有意生产或
使用多氯化萘的情况，但必须限制可能存在的剩余用途，并防止多氯化萘的重新引
入。 

103.  多氯化萘是在高温工业工艺（尤其是废物焚烧，以及产生多氯二苯并对二
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其他工艺）中无意产生的。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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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呋喃释放的措施也将减少多氯化萘的释放。监测多氯化萘将产生额外成本。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发展多氯化萘监测能力。 

104.  尚不清楚废物处置场地和旧电器库存中的多氯化萘释放量。库存中的多氯
化萘尤其会与多氯联苯一同存在（即在含有多氯联苯的废物处置场地和设备中含有
多氯化萘）。《斯德哥尔摩公约》各缔约方已采取措施查明和管理多氯联苯的库
存。针对多氯联苯库存已采取的措施也将有效减少库存中多氯化萘的释放。  

105. 《斯德哥尔摩公约》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为依托，旨在保护人
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同时也要谨记《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
约宣言》原则 15 提出的预防办法。其目的在于采取措施消除源自有意生产和使用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释放，在于减少或消除源自无意生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释放，
还在于减少或消除源自库存和废物的释放。该宣言支持在 2002 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达成的目标，确保到 2020 年，化学品生产和使用的方式能
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重大不利影响。 

106. 委员会编制了风险管理评估文件并审议了管理备选方案，建议《斯德哥尔
摩公约》缔约方大会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9 款考虑将多氯化萘列入附件 A 和附件
C，并为此规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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