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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关于六氯丁二烯的风险管理评估 

在其第九次会议的第 POPRC-9/2 号决定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

会根据载于文件 UNEP/POPS/POPRC.9/5 中的相关修正草案，通过了关于六氯

丁二烯的风险管理评估。经过修订的这一风险管理评估的案文现列于本增编的

附件之中。案文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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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欧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提交了一份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1 款将六氯丁二烯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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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氯丁二烯风险简介。委员会决定：(1)六氯丁二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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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六氯丁二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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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和/或无意释放等排放源方面的相关数据。 

2. 六氯丁二烯是一种脂肪族卤代烃化合物，可用于多种技术和农业用途，例如，在化学

工业中，六氯丁二烯被用作中间产物或产品。之前，人们有意生产六氯丁二烯并将其用作橡

胶及其他聚合物的溶剂；回收含氯气体或从气体中清除挥发性有机成分的“清洗剂”；液压

液、热传导液或变压器油；或用在陀螺仪中。六氯丁二烯还在铝和石墨棒的生产中使用，还

可用作植物保护产品。据了解，当前不存在有意生产或使用六氯丁二烯的情况。为限制可能

的剩余用途并防止再引入其他用途，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并不授予任何特定豁免是对有

意排放来源最有效的控制措施。这样的话，六氯丁二烯将需遵守《公约》第 3 条的规定，以

及消除其生产、使用、进口和出口的要求。当前及过去三十年来，有关有意生产和使用的具

体资料非常缺乏，但六氯丁二烯的各种用途似乎都已停止。这表明，已落实了替代措施，而

且已有可用的替代品。预计消除六氯丁二烯有意生产和使用不会产生额外费用。预计消费者

承担的费用不会增加，因为已经在使用各种替代品。禁止使用六氯丁二烯有利于保护人类健

康和环境，因为这样可以防止重新引入六氯丁二烯和造成相关风险，而且全球当前未查明的

有意生产和使用都将终止。 

3. 工业工艺和其他来源会无意地生产并释放六氯丁二烯。相关来源包括氯化碳氢化合物

和镁的生产以及焚烧过程。可通过采用替代生产工艺、改良工艺控制方法、采用排放控制措

施或采用相关氯化化学品的替代品来尽可能减少六氯丁二烯的释放。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C 之后，该物质必须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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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最终消除六氯丁二烯释放的目标。此外，还有义务针对六氯丁二烯的各个来源促进采用最

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目前已有具备成本效益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可减

少无意产生的六氯丁二烯释放量，相关文件对此已有介绍。根据《公约》要求，各国目前有

义务针对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取控制措施，具体包括六氯苯、五氯苯、多氯

联苯、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针对六氯丁二烯也需采取类似措施。在若干

应用中已逐步淘汰了四氯乙烯、三氯乙烯和四氯化碳的放射用途；在其余工业用途中，也对

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良，以便减少工艺中消耗的产品量。在相关公约的若干签署国中，四氯乙

烯和三氯乙烯的生产量也不断降低1。另外，随着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在特定用途方面出现更

安全、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品，因此可通过用替代品取代氯化溶剂，来减少六

氯丁二烯的无意生成。这表明，通过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C 来减少无意释放的措施将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最佳可得技术、最佳环保做法和控制措施及编制排放清单

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会太高。但六氯丁二烯的监测工作会产生额外费用。由于已针对多氯二

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等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用控制措施，因此采用

减少六氯丁二烯释放措施以及开展执行和监督工作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会太高。需培养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开展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的能力。 

                                                        
1
 化学经济手册营销调研报告“氯化溶剂”（2012 年），摘要载于

http://www.ihs.com/products/chemical/planning/ceh/c2-chlorinated.aspx。 

http://www.ihs.com/products/chemical/planning/ceh/c2-chlorinate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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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实表明，以往的废物处置场地可能会释放六氯丁二烯。目前并不了解全球共有多少

废物处置场地，亦不清楚其释放情况。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和/或 C 之后，必须使该物质

遵守《公约》第 6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目标，查明受六氯丁二烯污染的场地并以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方式管理此类场地。已有可用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能够尽可能

减少废物处置所致释放量（巴塞尔公约，1997 年）。各国也已采取了相应措施。拟议措施要

求制定相关战略，以便尽可能地查明现有废物库存，并以无害环境的方式管理此类废物，如

适当地处置相关垃圾填埋场沥出物。此类措施有利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查明相关填埋

场、制定相应清单并对释放进行无害管理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会太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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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公约》第 8 条第 9 款建议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考虑将六氯丁二烯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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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1  拟议物质的化学特性2
 

6. 2011 年 5 月 10 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提交了一份将六氯丁二烯列入《斯德哥尔摩公

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UNEP/POPS/POPRC.7/3)，以及一份支持该提案的详细材料

(UNEP/POPS/POPRC.7/INF/4)。 

7. 六氯丁二烯是一种卤代脂族化合物，主要是在生产氯化碳氢化合物（多为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和四氯化碳）时产生的副产品。该物质还被用作杀虫薰蒸剂。 

名称和注册号 

通用名： 六氯丁二烯 

  国际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名称： 1,1,2,3,4,4-六氯-1,3-丁二烯 

别名： HCBD；perchloro-1, 3-butadine；perchlorobutadiene；

1,3-hexachlorobutadine；1,3-butadiene, 1,1,2,3,4,4-

hexachloro-；1,3-butadiene, hexachloro-；hexachlorobuta-

1,3-diene
3,4,5

 

化学文摘社编号： 87-68-3 

通用商品名： C-46、Dolen-pur、GP40-66:120、UN2279
 6  

 

结构 

分子式 3：C4Cl6, Cl2C=CClClC=CCl2 

分子量：260.76 克/摩尔 

化学结构式 

 

物理和化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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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ckay 等人（2006 年）。 

4
    UNEP/POPS/POPRC.7/INF/4。 

5
    ACToR（2012 年）。 

             
6
   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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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已列入《公约》的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相比，六氯丁二烯的水溶性较低，蒸汽压

则非常高(UNEP/POPS/POPRC.2/14/Add.2)。该物质具有亲脂性，其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值接

近 5（参见表 1）。该物质的亨利定律常数说明它会从潮湿土壤和水中挥发（有害物质数据

库，2012 年）。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1994 年）认为该物质的气味类似于松脂。表 1 选择性

列 举 了 该 物 质 的 一 些 物 理 和 化 学 属 性 （ 大 部 分 数 值 系 实 验 确 定 ， 资 料 摘 自

UNEP/POPS/POPRC.8/3）。 

表 1：六氯丁二烯的物理和化学属性 

属性 数值 资料摘自 UNEP/POPS/POPRC.8/16/Add.2 

熔点(°C) -21  

沸点(°C) 215 Horvath，1982 年；Lide，2003 年；均转引

自 Mackay等人，2006 年 

密度（克 /立方厘米，温度

为 20°C 时） 

1.68 Horvath，1982 年，转引自 Mackay 等人，

2006 年 

水溶性（毫克 /升，温度为

25°C 时） 

3.2  摇瓶法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Banerjee 等人

（1980 年），转引自 SRC 物性数据库

（2012 年） 

蒸汽压（帕，温度分别为

20°C 和 100°C 时） 

20 和 

2926 

Person 和 McConell（1975 年），转引自

Mackay等人（2006 年） 

加拿大环境部（1999 年） 

亨利定律常数（帕立方米 /

摩尔） 

1044（实验

数 值 ） ，

2604（计算

数值） 

Warner 等人（1987 年），转引自 Mackay

等人（2006年） 

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 4.78 

 

 

 

4.9 

摇瓶法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Banerjee 等人

（ 1980 年）， Sangster （ 1993 年） ，

Hansch 等人（1995 年），转引自（推荐数

值来自）Mackay等人（2006 年） 

摇瓶法结合气相色谱法，两阶段，Chiou

（1985 年），转引自 Mackay 等人（2006

年） 

温度为 10°C 时的辛醇-空气

分配系数对数 

6.5 Vulykh 等人（2005 年） 

有机碳-水分配系数 报告数值范

围： 3.7 至
5.4 

有害物质数据库（2012年） 

物理状态 液体  

1.2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就附件 E 资料得出的结论 

9.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在 2012 年 10 月 15至 19 日举行的第八次会议上按照附

件 E 的要求评价了有关六氯丁二烯的风险简介。委员会在第 POPRC-8/2 号决定中通过了该风

险简介(UNEP/POPS/POPRC.8/16/Add.2)，并： 

(a) 决定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7(a)款，六氯丁二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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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需要采取全球行动；  

(b) 还决定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7(a)款和缔约方大会第 SC-1/7 号决定第 29 段的要

求，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以便根据《公约》附件 F 编制包括可能的六氯丁二烯控制措施分

析在内的风险管理评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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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7(a)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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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诸如六氯丁

二烯的有意生产和/或无意释放等排放源方面的相关数据。 

1.3 数据来源 

10. 本风险管理评估文件主要基于： 

(a) 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的资料。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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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所做的答复7： 

（一） 缔约方：加拿大、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罗马

尼亚、斯洛伐克、斯里兰卡； 

（二） 观察员：未提交任何资料； 

(b) 第 POPRC-8/2 号决定(UNEP/POPS/POPRC.8/16)； 

(c) 六氯丁二烯风险简介(UNEP/POPS/POPRC.8/16/Add.2)； 

(d) 六氯丁二烯管理方案探索（欧洲经委会，2007 年）。 

           除上述数据来源外，还从其他公开的资料来源和文献中收集了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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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六氯丁二烯受到多项国际条约和条例的管制： 

(a) 2009 年 12 月，根据第 2009/1 号决定，六氯丁二烯被提议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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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附件一的这一修正将在三分之二的缔约方通过该修

正案后生效。 

(b) 欧洲经委会已将六氯丁二烯列入《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

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下的《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议定书》附件二。 

(c)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六氯丁二烯，以将其纳入《鹿特丹公约》管辖

范围。审查程序自加拿大和日本发布关于禁止或严格限制六氯丁二烯的最终管制行动通知时

开始(http://www.pic.int)（泰国，2011 年）。 

(d) 六氯丁二烯列于奥斯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下第 B 节的可能引起关

切的物质清单。第 B 节列出了引起奥斯巴委员会关切、但正得到欧洲委员会的倡议或其他国

际论坛妥善应对的物质。 

           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尚未提供关于六氯丁二烯受其他国际公约管制

情况的其他信息。 

1.5 各国或各区域采取的任何控制行动 

12. 多项区域和国家控制行动都将六氯丁二烯纳入考虑： 

                                                        

             
7

   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的附件 F 规定的信息载于斯德哥尔摩公约网站（参见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

missiononHCBD/tabid/3069/Default.aspx）；为编写本文件进行评价的时间： 2013 年 2 月 14 日。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onHCBD/tabid/3069/Default.aspx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POPsReviewCommittee/LatestMeeting/POPRC8/POPRC8Followup/SubmissiononHCBD/tabid/3069/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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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欧盟，有关已通过的第 2000/60/EC 号欧盟水务框架指令所列出的第一份优先

物质清单的第 2455/2001/EC 号决定在其附件中列入了六氯丁二烯。此外，六氯丁二烯被认为

是优先有害物质，因此需逐步停止或逐步淘汰排放和损失。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08/105/EC 号指令设立了地表水和海洋水质量标准，可能将通过第 2013/xx/EC 号指令更新

该标准。六氯丁二烯已列入了欧盟理事会第 88/347/EEC 号指令，该指令通过设定排放限值

和质量目标，对特定危险物质的排放进行管制； 

(b) 欧盟自 2012 年在欧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指令（第(EC)No 850/2004 号指令）中列

入六氯丁二烯之后，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该物质； 

(c) 欧盟通过第 2006/61/EC 号决定将六氯丁二烯列入《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

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向水或土地排放量超过 1 千克/年的排放限值的情况必须予以

报告，但不要求报告向空气的排放情况； 

(d) 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加拿大环境保护法》（1999 年）第二批优先物质清单。

2003 年 7 月，六氯丁二烯被列入《加拿大环境保护法》附表 1（“有毒物质清单”），随后于

2006 年增列入“虚拟销毁清单”（欧洲经委会，2007 年）； 

(e) 加拿大根据《2012 年禁用部分有毒物质法规》禁止生产、使用、销售、要约出

售和进口六氯丁二烯，该法规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生效 (http://www.ec.gc.ca/lcpe-

cepa/eng/regulations/detailReg.cfm?intReg=207); 

(f) 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加拿大“国内物质清单”，但未列入“国家污染物释放清单”，

今后也不会考虑列入这一清单； 

(g) 加拿大正在“北方污染物计划”的框架下在努勒维特阿勒特监测空气中的六氯丁二

烯含量（附件 F，加拿大，2013 年）； 

(h) 加拿大还在监测野生动植物以及水/沉积物内的六氯丁二烯含量（附件 F，加拿

大，2013 年）； 

(i) 安大略省《水资源法案》为六氯丁二烯的排放量及其在环境水体中的含量设定

了“省内水质目标”（0.009 微克/升）。此外该省还将六氯丁二烯的“沥出物质量标准”设定为

百万分之 0.5。根据安大略省第 347 号法规修订法规的定义，在对某种废物执行毒性特性溶

出程序时，若产生的沥出物中六氯丁二烯浓度达到或超过百万分之 0.5，则该废物为“沥出物

有毒的废物”（欧洲经委会，2007 年）； 

(j) 美国国家排放标准要求针对六氯丁二烯的各类排放来源应用最佳可得的控制技

术，这些来源包括：橡胶轮胎生产、氯生产和各种有机化学过程（1990 年，清洁空气法

112B）（欧洲经委会，2007 年）； 

(k) 在美国，六氯丁二烯属于必须在美国“毒物释放清单”计划内报告其排放/释放情

况的化学品之一（见上文）。六氯丁二烯还按下列类别分别列入以下法案（欧洲经委会，

2007 年）： 

（一） 《美国清洁空气法》：有害空气污染物； 

（二） 《资源保存和恢复法》：有害成分； 

（三） 《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又称为“超级基金法”）：有害

物质；以及 

（四） 《安全饮用水法》：饮用水污染物清单的备选物质。 

(l) 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加利福尼亚州现行 65 号提案（2013 年 2 月 8 日）“加利福

尼亚州已知具有致癌性或生殖毒性的化学品清单”。六氯丁二烯由于具有致癌性于 2011 年 5

http://www.ec.gc.ca/lcpe-cepa/eng/regulations/detailReg.cfm?intReg=207
http://www.ec.gc.ca/lcpe-cepa/eng/regulations/detailReg.cfm?intReg=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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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被列入这一清单。8《加利福尼亚州毒性物质条例》规定了六氯丁二烯在排水中的浓度

水平；规定的限值为 0.44 微克/升（欧洲经委会，2007 年）。 

(m) 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马萨诸塞州《减少有毒物质使用法》化学品清单9。该法案

规定马萨诸塞州大量使用特定有毒化学品的企业对污染预防机遇作出评价和规划，在可行情

况下实施污染预防计划，并每年报告实施工作的成果。 

(n) 墨西哥并未登记六氯丁二烯的植物保护产品用途，禁止用于这一用途的六氯丁

二烯的生产和进口（附件 F，墨西哥，2013 年）。 

(o) 墨西哥规定，沥出物中六氯丁二烯浓度的最高允许限值为 0.5 毫克/升（若超过

这一限值，则认为残留物对环境有毒）(NOM-052-SEMARNAT-2005)。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

《北美应急指南》。该指南由加拿大交通部、美国交通部以及墨西哥通讯交通部秘书处联合

编制。为保护水生生物，针对六氯丁二烯设定了水质限值，规定该物质在淡水和海水中的浓

度限值分别为 0.0009 毫克/升和 0.03 毫克/升（见附件 F，墨西哥，2013 年）。 

(p) 欧洲联盟发起了多项倡议，呼吁避免沉积物和生物体遭受六氯丁二烯污染，并

将该物质浓度的水质目标设定为 0.1 微克/升（欧洲经委会，2007 年）。 

(q) 德国颁布了有关六氯丁二烯的若干项规定：《有害物质法规》、《工作场所最

高浓度》、《清洁空气技术准则》（若根据 TA-Luft 标准对六氯丁二烯进行“自主分类”，则

质量流量为 0.1 千克/小时的排放气体中六氯丁二烯的最高允许浓度应为 20 毫克/立方米）、

《水污染潜力较高的化学品名录》、《废水处理法规》（废水中的六氯丁二烯允许排放浓度

为 1 克/吨）和《废水运输法规》（欧洲经委会，2007 年）。 

(r) 六氯丁二烯已列入德国联邦环境部的总清单10。该清单是题为“消费者产品中具

有致癌性、诱变性和生殖毒性的物质及其他需注意的物质”的出版物中的内容，该出版物主

要针对消费者相关产品中可能对健康或环境造成影响的化学物质。 

(s) 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一份逐步淘汰物质清单（瑞典化学品管理署：PRIO 数据

库），该清单由瑞典化学品管理署编制，作为一项旨在通过预防性措施减少化学品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风险的网络工具。11
 

(t) 日本已根据《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将六氯丁二烯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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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获取相关许可（原则上禁止生

产、进口或使用此类化学物质）。12
 

(u)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饮用水中六氯丁二烯浓度的指导值应为 0.6 微克/升（世卫组

织，2004 年）。 

13. 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尚未提供关于国家或区域控制行动的其他信

息。 

                                                        

                
8
   参见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局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州已知具有致癌性或生殖毒
性 的 化 学 品 清 单 ” （ 2013 年 2 月 8 日 ） （ 访 问 时 间 ： 2013 年 3 月 13 日 ） 。
http://oehha.ca.gov/prop65/prop65_list/newlist.html。 
9
     参见 http://www.mass.gov/dep/toxics/tura/reportsum.htm#chemicals 。 

10
    可从以下网址下载查阅：http://www.uba.de/uba-info-medien-e/4092.html 。 

11
    参见 http://www2.kemi.se/templates/PRIOEngframes____4144.aspx 。 

12
    日本的评论意见，2013 年。 

http://oehha.ca.gov/prop65/prop65_list/newlist.html
http://www.mass.gov/dep/toxics/tura/reportsum.htm#chemicals
http://www.uba.de/uba-info-medien-e/4092.html
http://www2.kemi.se/templates/PRIOEngframes____414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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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风险管理评估有关的资料概述 

2.1 关于来源、释放和措施的其他相关信息 

生产 

14. 据知目前并未有意生产或使用六氯丁二烯。该物质通常是氯化化学品生产过程的副产

品。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 年）指出六氯丁二烯不属于德国化工业的目

标产品，而是特定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尤其是生产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时的低压氯解过程

以及其他过程。但有一部分六氯丁二烯在作为副产品生成之后被销售用于商业用途，因此可

视为“商业生产”。下文中的“有意生产”即指此类“商业生产”。“无意生成”是指在氯化化学品生

产过程中作为不必要的废物副产品生成，镁的生产过程以及焚烧过程等也是无意生成六氯丁

二烯的可能来源。因此，针对该物质有意生产和无意生成所采取的措施会出现一定的重叠。

针对六氯丁二烯有意生产采取的控制措施，可能与针对氯化化学品生产过程中六氯丁二烯作

为不必要废物副产品的无意生成所采取的控制措施相同。 

15. 根据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年），下列过程可能与六氯丁二烯的

生成有关： 

过程 六氯丁二烯在初

级产品中的浓度 

备注 

生产四氯乙烯和四氯化碳时的低

压氯解过程 

5% 在此过程中，六氯丁二烯与其他高沸

副产品一同被回收。 

生产四氯乙烯和四氯化碳时优化

条件下的低压氯解过程 

0.2 至 0.5% 对含六氯丁二烯的残留物进行蒸馏，

生成的残留物中六氯丁二烯的浓度为

7-10%，随后对生成的残留物进行焚

烧。 

六氯环戊二烯的生产过程 0.2 至 1.11%  

乙炔与氯气反应生成四氯化物和

三氯乙烯，并随后分解为四氯化

碳和三氯乙烯的过程 

0.4%  

 

16. 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 年）还指出，可能有三种过程可直接生成

六氯丁二烯。但当时德国并未应用此类过程，也并不清楚是否曾将此类过程用于六氯丁二烯

的工业化生产。六氯丁二烯的可能人为来源包括：(1)有意生产，(2)无意生成，以及(3)库存。

环境中并无六氯丁二烯的自然来源（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 年，加拿大

环境部，2000 年）；（具体参见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2 第 2.1 节“来源”）。 

(1)  有意生产 

17. 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似乎已不再进行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参

见 UNEP/POPS/POPRC.8/16/Add.2）。目前尚无欧洲经委会区域以外的有意生产数据。但中

国（Li 等人，2008 年；Juang 等人，2010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至少直到近期六氯丁二烯的

有意生产和/或无意生成以及释放仍在继续。 

18. 很难对氯化碳氢化合物制造过程中副产品六氯丁二烯的生成量的相关数据进行量化。

因此对此类信息概述如下： 

19. 根据文件 UNEP/POPS/POPRC.8/16/Add.2，欧洲于 1970 年代末终止了六氯丁二烯的有

意生产（Van Der Honing，2007 年），美国和加拿大从未将其作为商业产品生产（Lecloux，

2004 年），至少不以商业数量生产（美国毒物和疾病登记署，1994 年）。目前尚无欧洲经委

会区域以外的有意生产数据（Lecloux，2004 年）。 



UNEP/POPS/POPRC.9/13/Add.2 

11 

20. 1970 至 1980 年间曾大量生产六氯丁二烯。1982 年，全世界六氯丁二烯的产量估计为

1 万吨。Cesars 数据库（2001 年）13报告引用了美国环保局（1980 年）的数据，据美国环保局

估计，美国六氯丁二烯的年产量约为 730-1450 万磅（相当于 3300-6600 吨/年）。据美国毒理

学数据网报告14，1975 年美国六氯丁二烯总产量为 800 万磅（3600 吨/年）。Cesars 数据库也

报告称，1970 年至 1974 年期间美国从德国进口了 20 至 50 万磅该物质（0.1 至 0.2 吨/年）。 

21. 1982 年，仅美国氯化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作为副产品无意生成的六氯丁二烯废物数量就

比有意生产的数量高 14,000 吨（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1994 年，转引自 Lecloux，2004

年）。这大致符合美国环保局提供的资料（2003 年）：1975 年六氯丁二烯废物的产量为 800

万磅（3,600 吨），1982 年增加至 2,800 万磅（12,000 吨）。 

22. 1979 年，德国产生了约 4,500 吨六氯丁二烯，其中出口了 1,021 吨，焚烧了 3,400 吨，

填埋了 100 吨。1991 年，生产数量下降至 550 至 1,400 吨，其中约 300 吨作为产品出口，250

至 1,100 吨在该过程中被回收（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 年）。 

23. 1980 年，欧共体共产生了约 10,000 吨六氯丁二烯，其中出口了 1,000 吨，焚烧了

5,580 至 6,120 吨，填埋了 1,600 至 2,440 吨。1990 年，西欧国家产生的六氯丁二烯数量估计

为 2,000 至 49,900 吨（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 年）。 

24. 有资料表明奥地利也生产了六氯丁二烯15。奥地利联邦环境署 2001 年的一份报告（奥

地利联邦环境署，2001 年）中提供了六氯丁二烯的排放标准，这表明奥地利生产了该物质，

但却无法获取实际的生产数据。 

25. 加拿大从未生产六氯丁二烯，该物质主要作为四氯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释放。同

时，该物质也是三氯乙烯、四氯化碳、氯乙烯和环氧氯丙烷制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可在废物

燃烧的底灰中找到该物质。加拿大不再进口该物质，两家四氯乙烯制造厂分别于 1985 年和

1992 年停止生产该物质（加拿大环境部长理事会，1999 年）。 

26. 一方面，有资料表明，至少在近来，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和/或使用仍然与释放十分

相关： 

(a) 根据环境署 2001 年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六氯丁二烯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列为高产量化学品，据一个国家报告，该国工厂每年生产的六氯丁二烯超过

10,000吨； 

(b)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88/347/EEC 号指令和第 92/446/EEC 号决定指出，“处于工业

生产目的而使用六氯丁二烯的工厂”可能是该物质的一个释放来源。 

27. 另一方面，也有资料表明目前或近期的有意生产和/或使用并未以大规模方式进行，或

者与释放并不十分相关： 

(a) 新西兰 1998 年的一份报告表明，经合组织将六氯丁二烯列为筛选信息数据集中

的优先考虑的物质，以便开展更广泛的风险评估。没有数据表明 1997 年经合组织有成员国生

产或进口该物质的数量超过 1,000 吨。经合组织数据库16中也没有资料可以确认六氯丁二烯已

被列为高产量化学品； 

(b) 欧盟化工业尚未报告已在欧盟委员会现有物质信息系统17内将六氯丁二烯列为高

产量化学品18或低产量化学品；19
 

                                                        
13

Cesars 数 据 库 ， 加 拿 大 职 业 健 康 与 安 全 中 心 （ 2001 年 ） 。
http://www.ccohs.ca/products/databases/samples/cesars.html 。 
14

   参见 http://toxnet.nlm.nih.gov/cgi-bin/sis/search/a?dbs+hsdb:@term+@DOCNO+2870 。 
15

     参见 e.g. http://monographs.iarc.fr/ENG/Monographs/vol73/mono73-14.pdf。 
16

     荷兰的评论意见，2013 年。 
17

     ESIS 指欧盟委员会现有物质信息系统：http://esis.jrc.ec.europa.eu/index.php?PGM=hpv。 
18

     高产量化学品；生产或进口数量超过 1,000 吨/年的物质。 

19
     低产量化学品；生产或进口数量为 10 至 1000 吨/年的物质。 

javascript:showMsgDetail('ProductSynonyms.aspx?CBNumber=CB8381781&postData3=CN&SYMBOL_Type=D');
http://www.ccohs.ca/products/databases/samples/cesars.html
http://toxnet.nlm.nih.gov/cgi-bin/sis/search/a?dbs+hsdb:@term+@DOCNO+2870
http://monographs.iarc.fr/ENG/Monographs/vol73/mono73-14.pdf
http://esis.jrc.ec.europa.eu/index.php?PGM=h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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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前尚无报告将六氯丁二烯列为美国高产量数据库20中的高产量化学品。21
 

28. 《鹿特丹公约》中没有涉及六氯丁二烯贸易的管制条款。加拿大于 2008 年向鹿特丹公

约秘书处发出了一份最后管制行动通知书，以便其根据 2005 年发布的《部分有毒物质禁用法

规》采取管制行动控制该物质的使用。此前，日本于 2005 年提交了一份六氯丁二烯最后管制

行动通知书。尽管化学品审查委员会（鹿特丹公约的技术专家机构）于 2009 年审议了这些通

知书，但日本的通知书并不完全符合各项标准，因此迄今尚未建议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鹿特

丹公约》。泰国和匈牙利于 2009 年提交了一些补充数据。关于危险化学品进出口的第

689/2009 号欧盟条例中尚未纳入六氯丁二烯。因此，无法从欧洲化学品进出口数据库中获取

关于六氯丁二烯国际贸易的任何信息。22
 

29. 目前无法获取过去三十年间六氯丁二烯有意生产和使用数量的具体数据。总之，没有

关于目前生产和使用状况的具体资料，但无法排除还存在有意生产和使用（尤其是数量低于

高产量化学品/高产量最低限值）的可能性。 

30. 加拿大、墨西哥、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斯里兰卡均报告称本国不生产六氯丁二烯

（附件 F，加拿大、墨西哥、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斯里兰卡，2013 年）。提交附件 F 规定

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尚未提供关于该化学品生产状况的其他信息。 

(2) 无意生成 

31. 在氯化化学品制造过程中会无意生成六氯丁二烯。例如，六氯丁二烯还在氯化碳氢化

合物，特别是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的生产过程以及其他工艺中无意生成（相关数据资料见上

文）。 

32. 六氯丁二烯一般可在工厂中销毁或回收。然而，目前无法消除六氯丁二烯的工业排

放，因为该物质会作为相关氯化碳氢化合物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无意生成。可通过技术减排

措施尽可能将释放量减少至极低水平，但在目前的工业活动中无法完全消除该物质。在德国

一家四氯乙烯/四氯化碳生产厂因焚烧生产残留物产生的废气中未发现六氯丁二烯（陶氏德国

公司，1992b，转引自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2006 年）据陶氏德国公司

称，1998 年该家德国四氯乙烯/四氯化碳生产厂因焚烧生产残留物所致的大气释放量估计为

60 克（陶氏德国公司，2005 年，转引自德国环境相关现有化学品咨询委员会，1991/2006

年）。有必要采用其他技术以尽量减少并最终消除六氯丁二烯的释放，如采用闭环系统，以

及用不会导致六氯丁二烯无意生成、经证明技术和经济上均可行且从生命周期管理的角度考

虑具备优势的替代品代替氯化碳氢化合物。 

33. 六氯丁二烯的其他无意生成来源包括镁的制造过程以及焚烧过程（如机动车排放、乙

炔的焚烧过程、氯残留物的焚烧）。Deutscher 和 Cathro（2001 年）在一个实验室规模的电解

池中发现，通过电解生成镁的过程中会产生六氯丁二烯。Lenoir 等人（2001 年）观察到，乙

炔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六氯丁二烯等有机氯化合物，而在所有焚烧过程的火焰中都可以找到乙

炔。世界自然基金会（2005 年）以及国家工业环境和风险控制研究院（2005 年）报告称焚烧

炉中也会释放该物质。2003 年，据法国塑料制造商协会报告，在用于消除氯残留物的焚烧炉

废水中检测到了六氯丁二烯。还有报告称废物焚烧也可造成六氯丁二烯的释放，并且六氯丁

二烯的燃烧释放来源与二恶英、呋喃和六氯苯的燃烧释放来源相似（加拿大环境部，2000

年）。此外，机动车辆也是六氯丁二烯的一个排放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2005 年）。 

34. 废水处理厂是六氯丁二烯的一个潜在二级释放来源。进入此类工厂的六氯丁二烯可能

通过污水污泥被释放入水和土壤中（ESWI，2011年）。 

(3) 库存 

                                                        
20

     http://www.epa.gov/hpvis/。 

21
     美国每年生产或进口数量至少为 100 万磅的化学品。 

              
22

    荷兰的评论意见，2013 年。 

http://www.epa.gov/hp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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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事实表明，六氯丁二烯有可能从以前的废物处置场地里释放出来，如有害废物处置场

地或工业设施废物处置场地。有关垃圾堆放场中堆积六氯丁二烯的一个案例是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的曼查克沼泽区。在澳大利亚的奥瑞卡垃圾场，大量受六氯丁二烯污染的六氯苯及其他

有机氯被堆放在鼓里（近 20,000 吨）（Rae，2012 年）。这些案例证明，六氯丁二烯有可能

从以前的垃圾堆放场里释放出来。在联合王国的 Weston 采石场，在垃圾场边的石堆上建造起

来的房屋不得不因为室内六氯丁二烯的浓度过高而拆迁（Nicole，2004 年；Barnes 等人，

2002 年；Crump 等人，2004 年）。目前并不了解全球共有多少废物处置场地，亦不清楚其释

放情况（Crump 等人，2004 年）。 

用途 

36. 六氯丁二烯被用作化学工业的中间产物或直接作为产品。它还被用作橡胶及其他聚合

物的溶剂；回收含氯气体或从气体中清除挥发性有机成分的“清洗剂”；热交换液或变压器

油；或用在陀螺仪中；六氯丁二烯还在铝和石墨棒的生产中使用。该物质以前在欧盟被用作

植物保护产品，但现已停止该用途。目前不清楚是否欧盟以外的地区也停止将六氯丁二烯用

作处理葡萄的熏蒸剂（UNEP/POPS/POPRC.8/16/Add2，第 2.1.2 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分类

和标签清单显示，六氯丁二烯有 65 个通知方23。六氯丁二烯还被进一步列于欧洲化学品管理

局预先登记物质清单，设想的登记截止期限为 2010 年。然而，到目前为止，欧洲化学品管理

局未收到任何六氯丁二烯的登记通知。这表明没有欧盟公司大量（即高于 1,000 吨/年）生产

或进口六氯丁二烯。考虑到分类和标签清单24中的条目数量，以及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已收到预

先登记通知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表明六氯丁二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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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墨西哥报告称，六氯丁二烯的杀菌剂用途在该国未经登记。因此，该国禁止使用、生

产和进口六氯丁二烯用于上述用途（附件 F，墨西哥，2013 年）。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

约方或观察员尚未提供关于该化学品用途的其他信息。 

38. 已有若干资料可以表明，六氯丁二烯被用作实验室试剂（Haskoning，2002 年；美国

毒物和疾病登记署，1994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2005 年；国家工业环境和风险控制研究院，

2005 年）。但目前尚不清楚六氯丁二烯的这一用途是否仍然存在（Haskoning，2002 年，转

引自 ESWI，2011 年）。根据第 3 条第 5 款，《斯德哥尔摩公约》中未纳入用于实验室规模

的研究活动或用作参考标准的用途。 

释放 

39. 关 于 六 氯 丁 二 烯 释 放 问 题 的 具 体 资 料 大 都 缺 乏 且 过 时

（UNEP/POPS/POPRC.8/16/Add2，第 2.1.3 节）。 

40. 欧洲和美国具有相对较新的释放估算信息。最近估算出的欧洲 2007 至 2009 年和美国

2007 至 2010 年对空气和表层水的释放量处于同一个数量级（每年多达几百千克）。加拿大

2004 年无意来源所致释放量估算值相对较低（某些来源低于 100 克，包括含有六氯丁二烯污

染物的产品或混合物、化工行业、氯乙烯单体生产）。另外，城市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焚烧

炉中尚未检测出六氯丁二烯。目前尚无其他来源的相关数据，包括垃圾场的危险沥出物以及

                                                        
23

    http://clp-inventory.echa.europa.eu/。 

SummaryOfClassAndLabelling.aspx?SubstanceID=80395&HarmOnly=no?fc=true&lang=en   

24
    欧盟数据库中包含关于制造商和进口国所通知和注册的物质的分类和标签信息。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information-on-chemicals/cl-inventory-database)。 

http://clp-inventory.echa.europa.eu/。%0bSummaryOfClassAndLabelling.aspx?SubstanceID=80395&HarmOnly=no?fc=true&lang=en
http://clp-inventory.echa.europa.eu/。%0bSummaryOfClassAndLabelling.aspx?SubstanceID=80395&HarmOnly=no?fc=true&lang=en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information-on-chemicals/cl-inventory-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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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环境迁移（欧盟委员会，2004 年）。25
   之前向欧洲经委会区域的释放量明显较高

（如，1975 年在美国向环境中释放 454 吨；2000 年在美国释放约 2 吨；2000 年在欧洲经委会

区域释放 2.59 吨）。 

41. 美国环境保护局《毒物释放清单》最近一个报告年（2011 年）的报告显示，来自现场

和非现场处置或其他来源的六氯丁二烯释放总量达 1,187 磅（538 千克），美国共有 9 处设施

进行了报告。上述六氯丁二烯释放量中大部分为散逸性空气排放（794 磅或 360 千克）和点源

空气排放（270 磅或 122 千克）26 。欧洲《污染物释放及转移登记议定书》最近一个报告年

（2010 年）的报告显示，工业活动释放的六氯丁二烯总量达 88.9 千克，有 11 处设施进行了

汇报。上述六氯丁二烯是由以下来源释放至水中：废物及废水管理（9 处设施；69.5 千克）、

金属生产及加工（1 处设施，17.0 千克）及化工行业（1 处设施，2.35 千克）27。欧洲《污染

物释放及转移登记议定书》与美国环境保护局《毒物释放清单》中的释放数据不具备直接可

比性，因为欧洲《污染物释放及转移登记议定书》仅用于报告六氯丁二烯向水中的释放量，

且每年的排放限值需大于 1 千克。向空气的释放情况并非强制报告，因此尚无相应的释放数

据。 

42. 目前，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已知最重要的六氯丁二烯来源是采用氯解法生产氯化化学品

（尤其是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以及四氯乙烷）。在此过程中，六氯丁二烯释放量估计在约 0.7

千克/年至约 500 千克/年之间（欧盟委员会，2012 年）。城市废水处理厂是六氯丁二烯的第二

个主要来源。废水处理厂内的六氯丁二烯累积在污水污泥中。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污水污泥中

累积的六氯丁二烯总量估计约为 6 千克/年。必须指出的是，这一估算值是以中国的污水污泥

污染数据为基础，因为尚未查明欧洲设施的相关数据（欧盟委员会，2012年）。28
 

43. 非欧洲经委会区域缺乏相关资料。全球多数地方的氯化化学品生产仍具有无意释放六

氯丁二烯的可能性。印度南部提交的报告表明，虽然缺乏相应数据（如亚洲），相关工业仍

在持续大量排放六氯丁二烯。Juang 等人（2010 年）提供的数据表明，东南亚仍存在大量来

源。 

44. 六氯丁二烯载于墨西哥针对排放登记及污染物转移报告的化学品清单中（附件 F，墨

西哥，2013 年）。六氯丁二烯的主要排放来源包括：(a)氯化碳氢化合物生产过程中的无意释

放，(b)氯化碳氢化合物处置废物所致排放，(c)其他商业用途所致排放，以及(d)镁生产所致排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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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关于释

放的其他信息。 

45. 总之，过去几十年，虽然欧洲经委会区域内作为无意排放副产品产生的六氯丁二烯释

放量在数量级上有所下降，且仍在继续下降，但非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国家极度缺乏有意生产

或无意形成的相关资料。由于进行了技术投资（最大限度地减少、回收或销毁现场的副产品

以及进行废物管理），欧洲经委会区域内的六氯丁二烯释放量预计将大幅下降。相关文献或

缔约方根据附件 F 提交的关于六氯丁二烯的呈文中未提供对此类技术投资的相关费用的估

计。 

                                                        
25

    http://www.ec.gc.ca/Publications/default.asp?lang=En&xml=81EBD5A7-0C9C-4CB0-86FD-

849869B75715。 

26
     来源：毒物释放清单 http://iaspub.epa.gov/triexplorer/tri_release.chemical。 

27
     查询释放数据可登录 http://prtr.ec.europa.eu/PollutantReleases.aspx 。 

28
    该数值是通过 Cai 等人（2007 年）研究得出的中国平均污染数据估算得出，并通过欧盟 27 个成

员国产生的污水污泥量来计算欧盟 27 个成员国产生的污水污泥所所致六氯丁二烯释放量。 

http://www.ec.gc.ca/Publications/default.asp?lang=En&xml=81EBD5A7-0C9C-4CB0-86FD-849869B75715
http://www.ec.gc.ca/Publications/default.asp?lang=En&xml=81EBD5A7-0C9C-4CB0-86FD-849869B75715
http://iaspub.epa.gov/triexplorer/tri_release.chemical
http://prtr.ec.europa.eu/PollutantRelea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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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采取的措施 

46. 可针对六氯丁二烯的下列相关人为来源采取一定措施：(1)有意生产，(2)无意生成，以

及(3)库存。图 1 列出了六氯丁二烯的相关来源及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图 1： 六氯丁二烯的相关来源及拟采取的控制措施（注：不建议用于实验室研究或参考标

准；此类用途不在第 3 条第(5)款范围之内；自然来源不在《公约》范围之内：根据第

5 条，拟采取的措施针对人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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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过去一直在有意生产六氯丁二烯。尽管缺乏有关目前及过去三十年有意生产和使用情

况的具体资料，但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及使用似乎已经停止。最有效的控制措施是禁止生

产及使用六氯丁二烯和含有六氯丁二烯的物品和产品。虽然有关六氯丁二烯商业用途替代品

的资料尚未提交至委员会，但六氯丁二烯用量的显著下降表明，已经在使用替代品，因此可

获得技术上、经济上可行的替代品。 

48. 目前完全缺乏关于可能生产及使用的数据，并且对相关国际贸易的了解也并不

充分。仅有少数国家对六氯丁二烯的生产及使用进行了管制。为在全球范围内限制可能的剩

余用途并防止重新引入其他用途，可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并不授予任何特定豁免，这是

根据《公约》针对有意生产及使用所能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因此，六氯丁二烯将需遵守

《公约》第 3 条中的各项条款，以及关于停止六氯丁二烯生产、使用、进口及出口方面的具

体规定。 

针对无意生成所致释放采取的控制措施 

49. 工业工艺中会无意产生及释放六氯丁二烯。六氯丁二烯的无意释放可通过减排技术及

立法降到最低限度。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无意形成作为副产品释放的六氯丁二烯，拟采取的措

施包括：按照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改变工艺、控制过程或销毁和/或在生产过程中

回收六氯丁二烯；采用替代工艺，如利用闭循环系统或在若干用途中采用相关氯化碳氢化合

物替代，以避免六氯丁二烯作为副产品形成。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C 后该化学品需遵守

《公约》第 5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持续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最终消除六

人为来源 

有意生产 无意生成 库存 

似乎已停止 可能造成大量（无意生

成） 

存在大量废物处置场地 

相关控制措施 
相关控制措施 

 

相关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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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附件 A（禁止）或

B（限制） 

列入附件 C 列入附件 A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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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丁二烯释放的目标。另外还有义务针对六氯丁二烯的来源，促进实施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

环保做法。 

（1）氯化化学品的制造 

50. 在氯化化学品制造过程中会无意产生六氯丁二烯。例如，六氯丁二烯还在氯化碳氢化

合物的生产过程中无意生成。通过改良工艺控制方法、采用替代生产工艺、采取排放控制措

施或采用替代品，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产品生成而导致的六氯丁二烯排放。在形成大量六氯

丁二烯的情况下，应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释放量，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最

终消除此类释放。应在实施最佳可得技术的基础上采取排放控制措施（欧洲经委会，2007

年）。 

51. 目前，发达国家通常将高温焚烧作为一种排放控制技术来处理氯化化学品生产产生的

残留物。在法国的一个氯化溶剂生产厂，还采用剥离工艺作为控制技术去除六氯丁二烯。在

美国，氯化碳氢化合物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处置废物都通过焚烧进行处理。在欧洲，氯

碱生产设施造成的六氯丁二烯向空气的排放量已被基本降至为零（欧洲经委会，2007 年）。

虽然焚烧技术在发达国家获得利用，但其并不一定是所有国家最具经济效益的选择。例如，

某些国家（如小岛屿国家）可能不具备适当的废物处置设施，储存废物并随后运往国外废物

处置设施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 

52. 同时制造四氯乙烯和四氯甲烷时，需采用高压或低压氯解法工艺。生产四氯乙烯时可

采用其他工艺。基本上四氯乙烯的所有生产工艺都可能产生痕量六氯丁二烯。低压氯解法工

艺过程中产生的六氯丁二烯比高压工艺中产生的要更多。但是，通过采取后续蒸馏步骤，并

随后焚烧含有六氯丁二烯的废气，可显著降低低压氯解法工艺过程中形成的六氯丁二烯（欧

洲经委会，2007 年）。 

53. 《大量有机化学品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中详细介绍了相关最佳可得技术（欧盟委

员会《大量有机化学品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2003 年）。文件中详细说明了该部门内污

染预防与最小化，以及污染物和残留物控制的最佳可得技术（欧盟委员会《大量有机化学品

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2003 年，第 6 节）。环境署《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准

则》第 4 章第三部分第六 F 节中还介绍了旨在减少/尽可能减少化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多氯二

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或氯化碳氢化合物的排放的一级和二级措施（环境署，2007

年）。该节主要关注可能产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尤其是列于《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C 的

此类化学品）的工业化学品制造工艺。其中描述的此类工艺大多拥有相同的步骤，包括对有

机或无机原料进行氯化处理、净化产品、分离产品流（一般采取蒸馏法）、销毁高分子量副

产品，以及回收或出售氯化氢。对可能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氯化有机物副产品进行高效

率的分离和销毁，是有关此类工艺的最佳可得技术的关键，也是关于任何合并焚烧工艺的指

导内容的重点（环境署，2007 年）。就氯化化学品而言，该节概述称，生成三氯乙烯和四氯

乙烯的工艺包括氯化法、氧氯化法和热解法，产生的副产品可能包括列入附件 C 中的化学

品。可通过蒸馏，将这些物质隔离在重质馏分中，使其与最终产品分离。多年前，一般将重

质馏分中的物质进行填埋处理；但从 1970 年代以来，迄今为止，危险废物焚烧，以及进行热

销毁处理并对氯化氢进行回收和再利用的做法成为了更常见的处理方法（环境署，2007

年）。可以总结认为，某些最佳可得技术已成为氯化化学品制造中的常见做法。已针对其他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取的措施将同样适用于六氯丁二烯。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将产生额外费

用。由于已针对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等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

用控制措施，因此采用减少六氯丁二烯释放措施以及开展执行和监督工作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不会太高。需培养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开展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的能力。 

54. 由于某些氯化化学品（如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的制造工艺被认为是六氯丁二烯释放

的潜在来源，因此在存在更安全、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品的情况下，减少并最

终消除此类化学品的生产，是一项防止生成六氯丁二烯及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有效手

段。若该项制造工艺未使用旨在减少副产品六氯丁二烯的生成的技术，则更应采取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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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目前已获得某些相关氯化化学品替代品的相关资料（毒物使用减少研究中心，2006 年；

2008 年；2012年）。 

（2）镁的生产 

55. 生产镁的非化学设备中可能会形成大量副产品（欧洲经委会，2007 年；Denier van der 

Gon 等人，2007 年）。现有资料特别指出镁的生产过程中电解作用可能导致的释放情况

（Deutscher 和 Cathro，2001 年）。目前全球主要通过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硅还原氧化物生产

镁。然而，工业上利用电解作用生产镁仍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工业镁

生产过程中六氯丁二烯测得排放量的出版物。镁的生产过程中可能排放的六氯丁二烯可以通

过一定的措施加以控制，这些措施以最佳可得技术的应用为基础，包括洗涤和废气焚烧。废

气在一系列湿式洗涤器和湿式静电除尘器中加以处理，最后再进行焚烧。废气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水转移到废水处理厂。由于废水处理厂通常不是专门为处理六氯丁二烯及其他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而设计，因此可能导致六氯丁二烯及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直接排入水中。这些措

施旨在尽可能减少碳氢化合物（包括六氯丁二烯）和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

排放，并载于《有色金属工业最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草案（欧盟委员会《有色金属工业最

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2009 年）第 10.4.1.3 章（大气排放）和第 10.4.2 章（水排放）。这

些措施也与《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奥胡斯议定书》附件五（控制主要固定来源中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最佳可得技术）中的方法一致（欧洲经委会，2007 年）。旨在尽可能减少

镁的生产过程中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或氯化碳氢化合物排放的一级和二级

措施也载于环境署《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准则》第 4 章第三部分 B 节（见表 11 和表

12）（环境署，2007 年）。 

（3）无意形成六氯丁二烯的其他可能来源 

56. 无意形成六氯丁二烯的其他来源包括焚烧过程（例如，机动车尾气排放、乙炔的焚烧

过程和氯残留物的焚烧）。Lahaniatis 等人（1977 年）在荷兰废物焚烧产生的底灰的样本中发

现了六氯丁二烯。目前仍缺乏关于这些来源的进一步的具体资料。作为焚烧过程中的副产

品，六氯丁二烯与燃烧导致的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和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无意释放有关。为减少此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释放而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都将会大幅削减

六氯丁二烯的释放。环境署《最佳可得技术与最佳环保做法实践准则》第五章以及欧盟一些

关于最佳可得技术的参考文件中介绍了不同类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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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得技术包括提供合适的焚烧条件。环

境署“最佳可得技术与最佳环保做法实践准则”第六章 H 节介绍了由机动车无意产生的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方面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最佳可得技术包括禁止使用卤化净化剂，

以及在机动车中使用氧化催化剂或微粒过滤器。 

针对库存所致释放采取的控制措施 

57. 事实表明，危险废物处置场地或工业设施废物处置场地等以往的废物处置场所都有可

能会释放六氯丁二烯。目前并不了解全球共有多少废物处置场地，亦不清楚其释放情况。有

必要确定一些具体的方法来更好地收集数据并报告六氯丁二烯废物和释放状况，以便追踪在

减少和消除这些污染源方面取得的进展。沥出物监测和管制在垃圾填埋场管理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可能用来管制源自库存的释放的措施包括：建立相关垃圾填埋场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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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控制和无害管理。 

58. 由于历史和废弃的垃圾填埋场所导致了很多环境和健康问题，而整治受污染场地的成

本又十分高昂，所以许多国家引入了“特别设计的填埋场”这一理念。《巴塞尔公约关于特别

设计的土地填埋作业的技术准则》（巴塞尔公约，1997 年）对填埋场的设计标准（包括对沥

出物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废物管理的进一步资料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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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和/或 C，意味着该物质需遵守《公约》第 6 条中规定的措

施，还需制定目标，查明由附件 A 或 C 中所列化学品构成或含有此种化学品的库存，并用安

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来管理库存。 

2.3 可能的控制措施在实现风险降低目标方面的功效和效率 

有意生产 

60. 尽管关于六氯丁二烯在商业用途上的替代品的可用资料还不够完善，且缺乏关于有意

生产和使用的具体资料，但六氯丁二烯的所有用途似乎都已停止，此外，用量大大减少表明

已采用替代品。目前还未查明六氯丁二烯的关键用途，因此消除有意生产被认为在技术上是

可行的。 

61. 在欧洲经委会区域，因为工业上已开始使用六氯丁二烯的替代品，所以消除六氯丁二

烯的有意生产和使用不会产生额外费用（欧洲经委会，2007 年）。在欧洲经委会区域以外的

地区，无法详细评估具体的费用影响，但因为没有关于六氯丁二烯有意生产的具体资料，所

以预计亦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62. 由于替代品已投入使用，而且必须采取抑制无意释放的措施来减少其他释放，因此预

计消费者的费用不会上涨（欧洲经委会，2007 年）。 

无意生成 

63.最大程度减少六氯丁二烯的无意生成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具体描述见上文所列相关文件。现有关于化学品和镁的工业生产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

做法已经规定了最大程度减少无意生成或通过其他来源（机动车尾气排放和焚烧过程）产生

的六氯丁二烯释放所需的技术措施。相关文件中所描述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也正

在被应用到其他一些无意产生的物质上，如六氯苯、五氯苯、多氯联苯和多氯二苯并对二恶

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对治理六氯丁二烯也将同样有效。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会产生额外费

用。由于已针对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等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

用控制措施，因此采用减少六氯丁二烯释放措施以及开展执行和监督工作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不会太高。需培养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开展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的能力。 

64.六氯丁二烯最有可能在一些氯化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作为副产品被释放出来，可通过改良

工艺控制方法、采用替代生产工艺、采用排放控制措施或采用替代品来尽可能减少六氯丁二

烯的释放（欧洲经委会，2007 年）。在生产氯化碳氢化合物时，事实证明高温焚烧和汽提是

减少六氯丁二烯排放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但是，焚烧并非在所有国家都是最具成本效益

的选择，《公约》附件 C 的第二部分对可能无意形成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提出了关注。由于

减少了无意形成并采取了排放控制措施，美国和欧洲的六氯丁二烯排放量大大减少。在许多

情况下，现有用来解决其他无意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的控制措施以及所采用的最佳

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似乎同样也能减少六氯丁二烯的排放。在已经采用了这些现有最佳

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的工业领域，并不会产生额外费用。若已采用措施来减少多氯二苯

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排放，那么减少生产镁所致的六氯丁二烯排放不会为工业界带

来额外费用（欧洲经委会，2007 年）。根据尼日利亚的情况，控制措施若得到有效运用则会

消除六氯丁二烯的排放；但是，还需进一步研究运用这些措施会带来的风险。已有记录的一

些措施包括替换生产工艺、维护、替换原材料和推行绿色化学工业等。但是，或许有必要向

需要能力建设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附件 F，尼日利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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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此外，在氯化化学品的各项具体用途中使用替代品可以促进减少生产这类物质，从而减

少相应的六氯丁二烯释放。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的某些用途已有技术上可行且颇具成本效益

的替代品，可以将这些替代品用作最佳可得技术的一部分来减少六氯丁二烯排放。 

66.如果为了进行化学分析而监测六氯丁二烯的排放，那么即使已经建立了对其他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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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会产生额外费用。在欧洲经委会区域，控制费用预计将会非常低，而且其中还包括测量产品

或无意释放中六氯丁二烯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以及编制排放清单所需的费用（欧洲经委会，

2007 年）。根据墨西哥的经验，还应考虑监测环境含量的费用，以证明采用控制措施会导致

环境含量下降。 

库存 

67.    如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和/或 C，那么《公约》缔约方需要查明现有的六氯丁二烯

库存和废物，并用安全、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查明相关垃圾填埋场和建立相

应登记册的费用预计较低。用于以无害环境的方式管理现有专门设计的填埋场的费用已经产

生，将来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公约》并不强制要求缔约方对受污染场地采取治理措施。但

若缔约方将采取这类措施，则应以无害环境的方式进行，此举会产生高额费用。 

68.从受之往废物处置作业污染的场地可以看出，治理以及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费用会十分

高昂。以澳大利亚的奥瑞卡垃圾场为例（见第 2.1 节），需要斥巨资才能恢复和销毁近 2 万

吨受六氯丁二烯和其他有机氯污染的六氯苯。在联合王国的 Weston 采石场（见第 2.1 节），

因为要保护人类健康而拆除房屋，这造成了高额的费用。相应费用的产生不是因为将六氯丁

二烯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而是因为要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69.已通过《斯德哥尔摩公约》对其他一些有机氯污染物进行了管制，六氯丁二烯常常与这些

物质共同出现（例如，在奥瑞卡垃圾场事件中与六氯苯一起出现）。针对一种物质所采取的

措施往往对其他物质也行之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2.4  关于替代产品和替代工艺的信息 

70 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似乎已经停止，并且欧洲经委会区域内（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已不

再使用该物质；缺乏目前及过去三十年中六氯丁二烯有意生产和使用情况的具体信息。这表

明，已落实了替代措施，而且已有可用的替代品，但相关具体信息并未提供给委员会。目前

未收到任何六氯丁二烯的特定豁免请求，也未确定此方面的任何特殊需求。 

71.若干签署国已逐步淘汰氯化碳氢化合物的放射用途或对其实施严格监管，这是因为在此方

面已存在一系列的替代品，可切实用于多数此类用途。  

2.5  关于实施可能的控制措施对社会的影响的资料概述 

有意生产 

72.      全球似乎已停止有意生产六氯丁二烯。如能避免重新生产六氯丁二烯及由此产生的相

关风险，将可继续维持通过禁止生产和使用六氯丁二烯所产生的健康、环境和社会效益。如

果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终止目前尚未查明的六氯丁二烯生产和使用，将会带来有利影响。预期

不会产生相关不利影响。 

无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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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目前已有具备成本效益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可减少无意产生的六氯丁二

烯释放量，相关文件对此已有介绍（环境署，2007 年；欧盟委员会关于大量有机化工业的最

佳可得技术参考文件，200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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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约》，各国有义务针对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六氯苯、五

氯苯、多氯联苯、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实施控制措施。可能可以针对六氯

丁二烯采取类似的措施。若干签署国已逐步淘汰氯化碳氢化合物的放射用途或对其实施严格

监管，这是因为在此方面已存在一系列的替代品，可切实用于多数此类用途。通过将六氯丁

二烯列入附件Ｃ，采取措施减少其无意释放，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最佳

可得技术、最佳环保做法和控制措施及编制排放清单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会太高。加拿大报

告称，清单成本是相对而言的，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对于加拿大而言，没有发现有意来源，

但是考虑到本文件中载列的众多无意的副产品来源，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来研究所有潜在来

源，以确定可以消除的来源。应尽快开展这一工作，以确保为研究和清单编制工作提供充分

资源。本文件结论部分的第四点内容针对无意的副产品来源，认为减少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措施也将有利于减少六氯丁二烯的释放量。这一内容很难在排放清单中进行描述，需要

提供不同设施以往释放情况的详细信息。 

库存 

74.现有的废物处置场地会无意释放六氯丁二烯。目前已有相关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

法，可尽量降低废物处置场址的释放量，对此已有相关介绍（巴塞尔公约，1997 年）。各国

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如特别设计的填埋场理念）。如要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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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将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查明相关垃圾填埋场、建立相应清单和完善释放管理的成本因国家

和场地情况而定，因此难以进行估算。整治受污染场地的费用十分高昂。 

2.6 其他考虑因素 

75.  提交附件 F 规定信息的缔约方或观察员尚未提供关于信息和公众教育的相关具体情况。 

76.加拿大报告称，对以下环境中的六氯丁二烯进行监测：（1）空气（在“北方污染物计划”

的框架下监测阿勒特（努勒维特）空气中的六氯丁二烯含量），（2）野生生物（Verreault

等人在 2005 年开展了一项斯瓦尔巴特群岛北极鸥血浆和卵子中有机氯污染物筛选研究，六

氯丁二烯是研究物质之一，但并未在血浆或卵子中检测到这一物质），（3）水/沉积物（“圣

克莱尔河补救行动计划”中包含常规监测工作。六氯丁二烯是在水和悬浮沉积物中监测到的

有机化合物之一。与安大略省环境部共同撰写了一份有关 1987-1999 年间圣克莱尔河中营养

物、主要离子、痕量金属及有机污染物浓度和趋势的报告）（附件 F，加拿大，2013 年）。

目前在斯洛伐克的空气、水和食物中监测到的化学品中未发现六氯丁二烯（附件 F，斯洛伐

克，2013 年）。 

3.         信息综述 

风险和行动需要 

77.根据风险简介，六氯丁二烯满足所有筛选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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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六氯丁二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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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目前未发现有意生产或使用六氯丁二烯的情况。六氯丁二烯曾用于某些技术和农业用途，

曾作为化学工业的中间产物或产品。欧洲经委会区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似乎已停止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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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和使用。目前无法获得在欧洲经委会区域以外的有意生产和使用数据。

没有具体信息表明仍存在有意生产或使用六氯丁二烯的情况。尽管缺乏有关目前及过去三十

年有意生产和使用情况的具体资料，但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及使用似乎已经停止。中国的

监测数据表明，至少直到近期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和/或无意生成仍在继续。 

79.  在氯化碳氢化合物，特别是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的生产过程中仍会无意生成六氯丁二

烯，其他过程中也会生成该物质。由此产生的六氯丁二烯一般会在工厂里销毁或回收。但凭

现有技术还不能完全停止工业生产中的六氯丁二烯排放。可通过改良工艺、采用最佳可得技

术和最佳环保做法来减少和消除在氯化溶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六氯丁二烯，从而减少和消除

工业生产中的六氯丁二烯排放量。在特定用途中使用相关氯化化学品的替代品，能在有限的

程度上为减少此类物质的生产量发挥一定作用，从而略微有助于减少相应的六氯丁二烯释放

量。六氯丁二烯的其他无意生成来源包括镁生产和焚烧过程。 

80.事实表明，以往的废物处置场地可能会释放六氯丁二烯。这表明在现有的废物堆中可能存

在大量的六氯丁二烯。但目前并不了解全世界废物处置场地中的六氯丁二烯总量及其释放情

况。 

现行控制措施 

81.六氯丁二烯受多项国际条约和条例的管制，如欧洲经委会《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奥胡

斯议定书》和《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下的《污

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议定书》。目前正对六氯丁二烯展开审查，以便将其纳入《鹿特丹公

约》的管辖范围，六氯丁二烯已被列入若干相关的关切物质清单（如《欧盟水务框架指

令》、奥斯巴公约，以及欧盟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工作组）。此外，众多区域和

国家控制行动也已将六氯丁二烯纳入考虑范围。 

释放和控制措施及其功效和效率 

82.  本文件概述了目前活动所致的六氯丁二烯释放来源，以及可能采取的相关控制措施。可

能的释放来源包括：(1) 有意生产（似乎已经停止），(2) 无意形成（化工业、镁工业和焚烧

过程产生的副产品），以及(3) 以往废物处置场地的排放。 

（1）有意生产 

83.   尽管缺乏有关目前及过去三十年有意生产和使用情况的具体资料，但六氯丁二烯的有意

生产及使用似乎已经停止。为了限制六氯丁二烯可能的剩余用途，防止重新采用其他用途，

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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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氯丁二烯将需遵守《公约》第 3 条中的各项条款，以及关于减少

六氯丁二烯生产、使用和进出口的要求。 

84.该物质的所有用途似乎都已停止。这表明，已落实了替代措施，而且已有可用的替代品。

预计消除六氯丁二烯的有意生产和使用不会产生额外费用。由于替代品已经投入使用，预计

消费者的费用不会上涨。禁止使用六氯丁二烯有利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因为这样可以防

止重新引入六氯丁二烯和造成相关风险，而且全球当前未查明的有意生产和使用都将终止。 

（2）无意生成 

85.  工业工艺中会无意产生及释放六氯丁二烯。六氯丁二烯的相关来源包括氯化碳氢化合物

和镁的生产过程，以及其他潜在来源（如焚烧过程）。通过改良工艺控制方法，采用替代生

产工艺或采取排放控制措施，可以减少氯化碳氢化合物生产中作为副产品形成的六氯丁二烯

的无意排放。若干签署国已逐步淘汰氯化碳氢化合物的放射用途或对其实施严格监管，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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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氯化化学品的使用方面已存在一系列的替代品，可切实用于多数此类用途。镁生产过

程中的释放可以通过排放控制措施加以控制，包括废气的洗涤和焚烧。焚烧和其他热处理工

艺会造成多氯二苯并对二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的释放，以及其他因燃烧而无意产生的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释放。大多数用于减少此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措施也会显著降低六氯丁二

烯的释放量。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C 之后，该类物质必须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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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氯丁二烯释放的目标。此外，还有义务

针对六氯丁二烯的各个来源促进采用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 

86 目前已有具备成本效益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可减少无意产生的六氯丁二烯释

放量，相关文件对此已有介绍。根据《公约》，各国有义务针对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六氯苯、五氯苯、多氯联苯、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实施控制措

施。可能可以针对六氯丁二烯采取类似的措施。可能可以针对六氯丁二烯采取类似的措施。

此外，针对四氯乙烯、三氯乙烯和四氯化碳的特定用途，现已可以获得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成

本效益的替代品。通过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Ｃ，采取措施减少其无意释放，可对人类健康

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最佳可得技术、最佳环保做法和控制措施及编制排放清单所产生

的额外费用不会太高。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会产生额外费用。由于已针对多氯二苯并对二恶

英/多氯二苯并呋喃等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用控制措施，因此采用减少六氯丁

二烯释放措施以及开展执行和监督工作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会太高。需培养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开展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的能力。 

（3）产生于先前的废物处置作业的排放 

87.    事实表明，以往的废物处置场地可能会释放六氯丁二烯。目前并不了解全球共有多少废

物处置场地，亦不清楚其释放情况。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和/或 C 之后，必须使该物质

遵守《公约》第 6 条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制定目标，查明受六氯丁二烯污染的场地并以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方式管理此类场地。已有可用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能够尽可能

减少废物处置所致释放量。 

88.    已有可用的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能够尽可能减少废物处置所致释放量。各国均

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如特别设计的填埋场理念）。拟议采取的措施将要求各国制定相关战

略，以便查明现有废物库存，并以无害环境的方式进行管理，如适当地处置相关垃圾填埋场

沥出物。此类措施有利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查明相关垃圾填埋场、制定相应清单并对释

放进行有效管理带来的额外费用因国家和场地情况而定，因此难以进行估算。整治受污染场

地的费用十分高昂。 

4.        结论综述 

89.   对六氯丁二烯风险简介进行评估之后，委员会得出结论，由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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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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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氯丁二

烯的情况，但必须要防止重新使用并管理无意释放带来的风险。 

91.   六氯丁二烯是作为工业工艺的副产品无意产生的（特别是氯化碳氢化合物和镁的生产过

程）。现已制定可尽量减少这些来源的释放量的措施，并开发出了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成本效

益的替代品用于氯化碳氢化合物的关键用途，《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国家早已了解这些

措施和替代品并已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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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同《公约》列出的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六氯苯、五氯苯、多氯联苯、多

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一样，六氯丁二烯是在燃烧过程以及其他热处理工艺和

工业工艺中无意产生的。大多数用于减少此类工艺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无意释放的措施也将

显著降低六氯丁二烯的释放量。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会产生额外费用。需培养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开展六氯丁二烯监测工作的能力。 

93.    目前尚不清楚以前的废物处置场地中六氯丁二烯的释放程度。现已制定各项控制措施以

尽量减少此类释放。人们对全球垃圾场总数没有清晰的了解，就有关场地的存在状况编制资

料，并对这些场地进行适当管理，将会有所裨益。 

94  《斯德哥尔摩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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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于以适当而无害环境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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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委员会编制了风险管理评估文件并审议了管理备选方案。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9 款，

委员会建议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考虑将六氯丁二烯列入附件 A 和附件 C，并为此规定

相应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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