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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的编写工作是在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IPEN）的
宝贵支持下，由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区域活动中心（SCP/RAC），亦即《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下文简称“《斯德哥尔摩
公约》”）区域中心协调完成的。同样，海洋垃圾专题组成员（列于本出
版物的附录）也为本文件的编写做出了贡献，但个别成员（及其所代表
的组织）未必对文件中所述的每一个观点均有所承诺。

2020年9月
(2019年3月开始的更新修订版）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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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名为《塑料的有毒添加剂与循环经济 》，借鉴了最近的一些科学出版
物和报告，以及海洋垃圾专题组成员的专业知识。它描述了若干一般性议题，
它们涉及塑料相关问题，以及采用循环经济方式所面临的阻碍，并特别关注与
化学添加剂有关的问题。化学添加剂种类繁多，其中许多已被确定为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POPs），现已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例如许多溴化阻燃剂。然
而，许多得到豁免的化学品仍在使用。其它潜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尚未依照
公约得到处理。由于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或潜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塑料
的生产或循环再利用将继续使生态系统和人类受到有害化学品的影响，因此
仍有一系列议题需要解决。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下文简称“《巴塞尔公约》”）
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承认：塑料废弃物可能含有包括塑化剂和阻燃剂等添加剂
在内的潜在危险物质，或可能被危险物质污染，因此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包
括海洋生态系统）构成风险。鉴于塑料制品中使用的添加剂种类繁多，并且在相
关调查中收集到的大型和微型塑料碎片中也发现了这些添加剂，因此预计它们
将在环境基质，即水、沉积物和生物区系中被发现，并可能构成重大的环境关
切 (1)。此外，有毒添加剂的存在可能会严重制约塑料的循环再利用和人类向循
环经济的发展。

本报告是由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区域活动中心，即《斯德哥尔摩公约》和《保护地
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巴塞罗那公约》（下文简称“《巴塞罗那公约》”）的区
域中心编写的，最初发布时是一份致2019年《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缔约方大会代表的资料文件（UNEP/CHW.14/INF/29/Add.1和UNEP/
POPS/COP.9/INF/28/Add.1）。本报告是在《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的其它区域中心、相关国际组织和海洋垃圾专题组专家的积极参与下编写
的。 （参见附录）

为使科学机构、决策者和公益组织更容易获得本报告，《斯德哥尔摩公约》西班
牙区域中心与IPEN合作开展本报告的格式设计、翻译和分发。

报告内容未作改动，包含与2019年《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会议代
表相关的具体细节文本。原始资料文件可在此在线查阅。 

该区域中心正与联合国环境署化学品和卫生部门合作，编制与本出版物主题有
关的进一步资料，新的报告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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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公约》和三公约秘书处序言
塑料，特别是海洋塑料垃圾造成的污染，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维度的议题。目
前，数量庞大的各级利益攸关方都在着手处理这一议题。世界各地都在开展这
方面的工作，例如联合国环境署在海洋垃圾和微塑料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专
家组的框架内实施的旨在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清点调查。而我们确实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并妥善协调这些工作，以扭转塑料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影
响的严峻形势。

正如人们今天所知的那样，塑料可能会在环境中留存数百年，并可能分解成微塑
料和纳米塑料，然后被生物体吸收并进入食物链。塑料污染的另一个方面几乎是
不可见的，但同样重要：塑料生产所用的有毒化学品成分可能会残留在废弃物流
中。我们欢迎这份新出版物对这方面情况所做的说明，如果我们想实现更安全
的循环经济，就必须立即针对这方面采取行动。

三项全球性化学品和废弃物公约，即《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
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下文简称“《鹿
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三者合称“三公约”），以及区域性海洋
公约《巴塞罗那公约》有着共同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如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
议题、塑料废弃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及塑料的潜在危险成分。2018年12月在日
内瓦签署的三公约秘书处与《巴塞罗那公约》秘书处之间加强合作框架谅解备
忘录，旨在推进这些共同的目标和目的。两个秘书处建立的协调关系是全球和
区域层面衔接的范例。

地中海被认为是世界上受海洋垃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海洋垃圾是地中海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及其濒危物种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人类健康和旅游行
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居民和相关单位产生影响。因此，联合国环境署地中海行
动计划（MAP）一直致力于根据《巴塞罗那公约》的委托，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专门的《海洋垃圾问题区域行动计划》来解决地中海区域的海洋垃圾问题。

在区域层面，诸如《塑料消除者倡议》（Plastic Busters）之类的现行倡议正在
研究塑料释放的有毒物质对地中海生物区系的影响。除了海洋生物区系摄取塑
料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外，海洋垃圾令人担忧的环境后果还可能影响海洋生物
区系本身，这既是由于它们被摄入后的物理性质，也是由于与它们相关的化学
品的转移，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EDCs）。地中海盆地被认
为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对它的保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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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层面，《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提供了一个
框架，以通过生命周期方法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使其免受危险化学品和废
弃物的影响。2019年的《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对公约予以修订，以便在其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下更好地控制塑料废弃物，这将使全球塑料废弃物贸易更
加透明并得到严格监管。修正案还认识到一系列含有危险添加剂的塑料废弃物
所造成的危害。修正案增加的新条目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此外，缔约方还建
立了 "塑料废弃物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全球伙伴关系，旨在
动员企业、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会行动者解决塑料污染。

为呼应这些努力，《斯德哥尔摩公约》列出了几类在塑料中用作化学添加剂且有
待消除的物质，包括许多溴化阻燃剂。这些物质也必须遵守《鹿特丹公约》规
定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最后，《斯德哥尔摩公约》和《巴塞罗那公约》得到了某个组织的支持，它就是设
在巴塞罗那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区域活动中心，
在全球和区域两级之间建立了联系，并为采取行动消除塑料污染提供了令人感
兴趣的机会。

本报告是由该中心牵头的协同努力的结果，旨在进一步说明在塑料的生命周期
中由于有毒化学品的存在而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潜在问题，并就如何前行提出了
建议。本报告有助于相关人士和组织在实施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更好地把握这一
议题，并促进各项减轻塑料毒害作用的行动。

Rolph Payet
三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Enrique de Villamore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区域活动中心主任

Gaetano Leon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中海行动计划协调处协调员
《巴塞罗那公约》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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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N序言
塑料产量的不断增加使全球各国出现了大量的废旧塑料填埋场，并正将原始
海洋变成塑料垃圾场。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种不太明显的塑料危害，即大多数
塑料制品中的有毒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这类制品包括儿童玩具、食品包
装、厨房产品、服装、电子产品和其它多种日常消费品。

塑料制品中添加化学品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它们对人类健康的有害影响或许很
深远。即使是少量的塑料化学添加剂也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受损、癌
症、智力功能受损和/或发育迟缓。

在某些情况下，添加到塑料中的化学品非常危险，以至于被国际和国家法律禁
用。产业游说集团的干预导致相关法规存在漏洞，并使有关公约包含豁免条
款，这使得某些化学品获准继续使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毒化学添加剂
并没有受到监管或控制，导致人类健康和环境得不到保护，直到造成损害。而
此时化学和塑料工业只是将某种新的未经测试的化学品投入市场，监管过程
又重新开始。

家庭和儿童几乎不可能避免接触化学添加剂：

儿童玩具。“再生塑料”，即来自各种来源并被熔化重新成型的塑料，被用
于制造儿童玩具，并已被证明含有许多被禁止的、受限制的或有其它危
险的化学品。由于制造商缺乏透明度，对循环再利用活动的监管不力，加
上标签不严格，因此这种做法得以继续。

食品包装。大多数塑料包装使用一次后就被扔掉。有毒化学添加剂会在使
用前、烹调过程中和食物处于高温状态或被加热时释放出来。当此类制品
被焚烧或填埋时，这些化学品也会被释放到环境中。

电子产品。电子废弃物搬运者和循环再利用业者会在无意中暴露于塑料
电子元件中的一些危险化学品。当这些产品被焚烧、填埋或在循环再利
用过程中被转化为其它产品时，就会造成更广泛的社区暴露。例如有证据
表明，被广泛用于制造儿童玩具和厨房用品的“黑塑料”所含的阻燃化学
品和二噁英的浓度达到了危险程度。  

纺织品、室内装饰品和家具。聚酯、尼龙、腈纶和其它合成纤维是不同形式
的塑料，占我们服装面料的60%以上。地毯和家具通常会以危险阻燃剂和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来处理。消费者通常不知道这些产品的生
产所用的化学品，因为它们不需要贴相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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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5年，全球塑料产量翻了一番，预计在未来20年还会再翻一番。塑料、
包装和化学品制造商认为废弃物管理和循环再利用是解决方案。这些都是相
关的工具，但对减轻“看不见的”塑料添加剂的危害毫无帮助。

必须采取四个步骤来保护儿童和家庭，使其不再暴露于这些化学品：

材料创新。必须投资开发新的、更安全的材料和系统，它们能够避免生产
和使用含有危险化学添加剂的塑料。材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目标：不损害
环境和人类健康；不产生任何废弃物。

与工业界的合作。工业界必须与民间社会合作，根据危害来制定标准和条
例，并且必须对其生产的危险材料负责。

清洁且更安全的循环再利用系统。循环再利用业者者需要了解他们所搬运
材料的化学成分。塑料生产商还应缴纳费用，以资助废弃物收集和循环再
利用系统。

透明度。公众和循环再利用业者应有权就其购买或搬运的产品作出知情
决定。应在塑料材料上贴标签，标明用于生产这些材料的化学添加剂的
信息。

这本名为《塑料的有毒添加剂与循环经济》的新出版物揭示了与塑料有关的隐
形危害。我们希望决策者和制造商转变思维和做法，对塑料从生产到处置的
整个生命周期采取预防措施。

Tadesse Amera博士
IPEN联合主席

Pamela Miller
IPEN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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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和其它聚合物废弃物数量的持续增长及其在海洋环境中造成的问题突出表明：人类迫
切需要控制这一陆海污染源。

塑料废弃物产生量和处置量历史数据及直至2050年的预测数量。原生废弃物是指首次成为废弃物的塑料，不包
括已经循环再利用的塑料废弃物。数据来源：(Geyer, Jambeck et al. 2017, Guglielmi 2017)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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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类迫切需要处理塑料污染源，特别是塑料所用添加剂，以便适当实施循环经
济战略，避免在由再生材料制成的产品中出现被禁用的有毒化学品，并降低人类健康和
环境所受的风险。循环再利用业者和循环经济方式推广者在塑料流的处理方面正面临着
多个环境挑战和技术挑战。

塑料制品所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它有毒或潜在有毒物质，对环境和 人类健康 产生了负
面影响，并影响到塑料制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需要用非化学替代品或无毒物质来取代有毒添加剂，以使循环再利用工作变得更容易，避免
有毒化学品（其中包括那些现有化学品协议已经禁用的化学品）污染再生材料，并减少原生
材料的消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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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所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它有毒或潜在有毒物
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影响到塑料制品生
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大量的塑料和其它聚合物中被用作添加剂，例如在电子产品、车辆
和其它运输工具、建筑以及施工活动中都可以发现这些物质。《斯德哥尔摩公约》可通过
诸如最佳可行技术（BAT）/最佳环境实践（BEP）指南之类的指导方针来处理这些重要
行业中使用的塑料或聚合物的管理问题，以便对受影响和不受影响的塑料/聚合物予以循
环再利用和分离；有关方面已制定了各种指导文件(3.a)(3.b)。由于聚氯乙烯（PVC）和乙
烯-醋酸乙烯酯（EVA）中所用的短链氯化石蜡（SCCPs）已被列入该公约，因此公约范围
内的聚合物比例将大幅提高。同样，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清单的
扩充将使更多的塑料制品被纳入公约范围。这两种物质被添加到合成地毯和纺织品中，
或作为聚合物用于纸张的表面处理，可能造成海洋垃圾或微塑料污染。

此外，已提交给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4）的《全球化学品展望-II》（GCO-II）确
定了一些案例，其中的新证据表明人类健康和环境所面临的某些风险尚未在国际层面得到
处理。在一些公共机构自2010年以来对化学品或化学品类别采取的监管风险管理行动中，
《全球化学品展望-II》被当作出发点，它确定了11种化学品或化学品类别。其中几种化学
品(ii)（例如双酚A（BPA）、镉、铅、塑料微珠、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盐）被用作塑料添加
剂，或以污染物的形式出现于塑料中。

《全球化学品展望-II》确定了11种化学品或化学品类别。其
中几种化学品（例如双酚A、镉、铅、塑料微珠、多环芳烃、邻
苯二甲酸盐）被用作塑料添加剂，或以污染物的形式出现于塑
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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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塑料产量
百万吨，2013年

欧盟

未来趋势
百万吨

独联体

北美

拉美

中国中东和非洲

亚洲
（不含中国和

日本）

日本

2. 塑料污染与循环经济

在过去的15年，全球塑料产量翻了一番

数据来源：Ryan, A Brief History of Marine Litter Research in M.Bergmann, 
L Gutow, M. Klages (Eds.) Marine Anthropogenic Litter, Berline Pringer, 
2015; Plastics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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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5年，全球塑料产量翻了一番，2013年约为2.99亿吨(3)，预计在未来20年还会
再翻一番(4)。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寿命很短的产品。如此
庞大而多样的废弃物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管理问题(5)。 

填埋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塑料废弃物处置途径，非法倾倒现象
并未完全杜绝。

填埋目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塑料废弃物处置途径，非法倾倒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并未完全
杜绝，许多垃圾场要么是非法的，要么管理不善。更令人担忧的是，还有很多家庭尚未被
市政垃圾收集系统覆盖，而这种塑料废弃物不受控制的情况，增大了轻质塑料（及其有毒
负荷）进入水体并流入大海的可能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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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经济模式（提取、制造、使用、处置）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资源损失、废弃物产生、持
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即使我们或许仍需更好地了解塑料污染的全面影响，但许
多报告和科学文章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了情况的严重性和变革的必要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循环经济概念作为传统线性经济的替代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7)(8)(9)。循环经济使资源的使用时间尽可能长。在使用过程中，它提取了资源的最大
价值，然后在产品和材料的使用寿命结束时对其予以循环再利用和再生。循环经济的原
则包括：确定废弃物概念；重建自然资本；并使产品、材料和分子以其最高价值在经济中
保持有效流动(10)。

这就需要生命周期思维，采纳循环设计原则——在设计产品
时适当选材

这就需要生命周期思维，采纳循环设计原则——在设计产品时适当选材，并建立合适的回收
系统。二者均为当今各项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有些材料应避免使用，因为它们含有一些已
被确定的令人关切的物质(iii)。在另一些情况下，材料在产品中的组合方式妨碍了它们在使用
后的分离和采集，从而限制了它们的回收和循环再利用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界的努力只集中于处理废弃物和/或增加循环再利用成分的使用，以
使材料在价值链中停留更长时间(10)。但在实践中，工业界目前正在循环使用那些从未针
对人类和环境健康而优化的材料。例如泡沫塑料、塑料食品包装、纸张、橡胶和纺织品等
高分子材料可能含有阻燃剂、软化剂、塑化剂、涂料、改性剂、催化剂、其它旨在提高性能
的添加剂和残留物。当它们被循环再利用于新产品时，产物往往是高污染、非均质的，也是
不纯的，甚至连玩具和食品接触材料也是如此(11)(12)(13)(14)(15)。问题在于目前无法获得
关于混合废弃物流配方的全部信息，并且试图对受污染的一批材料开展逆向工程以确定所
有化学成分一事也是不切实际的(10)。由于产物过于复杂，无法彻底评估毒理学影响，因此
在无意中，人类和环境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些循环再利用制品和材料暴露于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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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好地管理并预防塑料废弃物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仅认识到了该项工作造成的
挑战，也认识到了由此而来的机遇，例如它有望提高竞争力并创造新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
这促使私营行动者和公共行动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些国家已经商定了塑料循环再利用、此
类塑料在产品中的使用或一次性塑料禁用目标。2018年联合国环境报告《一次性塑料和微塑
料的法律限制：国家法律和法规的全球审查》着重介绍了多个实例(16)。例如欧盟在2018年
发布了欧盟循环经济塑料战略 （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新塑料经济”倡议也是这方面的例子，表明了塑料经济中主要行动者
的承诺。它强调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塑料泛滥的问题，消除塑料的不必要使用，并开展创新和一
切材料的循环。它还强调了生产者延伸责任的重要性(17)。

塑料废弃物的国际转移带来了若干挑战。一个国家可能会收集塑料以便循环再利用，并在
此类塑料被视作资源的领域促进循环经济，但随后又将这些塑料废弃物出口到另一个国家
进行循环再利用。在亚洲，海关官员不得不扣押登记为“可再生塑料”的进口商品，因为它
们含有多种塑料与其它市政和工业废弃物组成的不明混合物。许多国家现已禁止或正提
议禁止进口塑料废弃物。

综上所述，人们日渐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而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下一个最佳可行解决方
案，其发展势头越来越好(18)。但仍有许多议题需要处理。

在2019年4月29日至5月10日举行的《巴塞尔公约》缔约方
大会期间，与会国政府对公约做了修订，将塑料废弃物纳入
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这将使塑料废弃物的全球
贸易更加透明和规范，同时也确保塑料废弃物的管理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更加安全。同时还建立了新的塑料废弃物伙
伴关系，以调动企业、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资源、利
益和专业知识来协助实施新措施，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支
持，包括工具、最佳实践以及技术和财政援助。

《巴塞尔公约》塑料废弃物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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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在试图“闭环”时，遭遇了许多挑战，它们出现在塑料寿命的每个阶段，从初始设
计一直到寿命结束。以下各段列明了其中的一些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2.1.1. 设计和生产阶段：逐步淘汰，并代以无毒替代品
当前，仍有大量有毒化学品被用作塑料或聚合物添加剂，例如尚未受到国际管制的化学品
（如许多内分泌干扰物）或依照豁免获准使用的公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些物质将对
以它们为原料的产品未来的循环再利用产生影响。它们应被逐步淘汰，并代以无毒替代
品，以鼓励循环经济。

为了使“安全”的分子长期处于循环再利用状态，工业界需要创造安全的材料并建立相关
系统、基础设施和技术。这就需要使用化学危害评估工具来评估并优化材料化学，以促进
人类和环境健康，从而在设计阶段做出更好的决定。必须根据一套全面的人类和环境健康
标准对化学品予以评估，以便选择危险性较低的化学成分(10)。

2.1. 循环经济的塑料生命周期管理挑战，以及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它有毒化学添加剂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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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科学报告指出，由于供应链十分复杂，并且制造商对其产品所用化学品的信息披露
加以限制，因此外界很难获得关于化学品毒性及其环境影响的高质量数据。由于相关单位
声称这些信息属于商业机密，因此信息的业内分享经常面临阻碍(19)。

由于相关单位声称这些信息属于商业机密，因此信息的业内分
享经常面临阻碍。

然而有人担心单纯基于受限物质清单的方法的充分性，因为它并未确定什么物质是安全
的或应该优先使用的(10)。循环经济战略需要侧重于主动评估筛选材料化学成分，以避免
出现令人遗憾的替代品，并降低未来商用材料的毒性。那些基于效果的测试方法的更广
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也是值得期盼的，以指导替代品寻找工作，并确保循环经济中塑料
的毒理学安全性(20)。

正如《欧洲绿色新政》中所宣布的那样，在为实现无毒环境而
设定的零污染目标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将提出一项面向可持
续发展的化学品战略。该战略将基于近期与欧盟化学品立法相
关的政策评估和倡议，特别是第二次《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
和限制法规》（下文简称“REACH法规”）审查、最相关的化
学品立法（不包括REACH法规）的适用性检查，以及关于化学
品、产品和废弃物立法之间接口处理备选项的沟通，同时也将
基于环境和健康保护、产品、食品和工人保护领域开展的具体政
策评估。该战略旨在降低与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相关的风险。它
将简化并加强欧盟关于化学品的规则，并审查欧盟各部门和科
学机构如何才能合作实现相关物质只由一个部门审查的进程。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化学品战略（欧盟的无毒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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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使用阶段：塑料添加剂的迁移和释放潜力
塑料中存在的化学品有可能从塑料制品中迁移到与之接触的介质，也可能从塑料内部缓
慢迁移到表面。例如有科学研究评审了塑料包装材料在不同的储存条件下，在微波加热和
常规加热过程中，各种化学品的迁移情况。研究发现，诸如塑化剂（如聚氯乙烯玩具或浴
帘中的短链氯化石蜡）或阻燃剂（如电视机或电脑的塑料外壳中的阻燃剂）等添加剂会
发生不必要的迁移和释放。有些迁移物质可能有毒。其它添加剂可能给食物带来令人不快
的味道，或加剧药物中活性物质的降解。塑料中化学品的初始浓度，以及塑料的厚度、结
晶度和表面结构，都是影响迁移速度的因素 (21)。

为查明各种塑料产品潜在释放情况而接受研究的有毒物质的具体例子包括溴化阻燃剂
（BFRs）(22)、短链氯化石蜡/中链氯化石蜡（MCCPs）(23)(24)、邻苯二甲酸盐(25)、双酚A 
(26)、双酚A二甲基丙烯酸酯、铅/锡/镉、甲醛/乙醛、4-壬基酚、甲基叔丁基醚（MTBE）、苯
和其它多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尽管其中几份研究报告公布的浓度低于既定的法定限值，
但有时也会高出很多。还有人强调：指导值没有考虑到内分泌干扰物在低浓度也可能起作
用，也没有考虑到混合物的毒性(21)。

照
片

来
源

：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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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报废阶段：难以对产品实施基于暴露情况的循环再
利用风险评估
当含有塑料的物品寿命结束时，循环再利用是一种选择，但如果塑料含有有毒添加剂，就
会出现问题——例如目前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塑料制品被发现含有多溴二苯醚（PBDEs）
和其它来自循环再利用活动的溴化阻燃剂(27)。

化学品风险评估是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基础。这反映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内含的预防
办法。为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风险评估应基于实际数据而非估计或假
设。然而，最近的一份审查报告指出：这在科学研究领域会成问题，例如关于具体化学品的
使用方式，或者关于哪些化学品用于何种用途、使用数量及其在塑料包装成品中的含量等方
面的信息非常缺乏，也无法获得。由于开展暴露情况准确评估的能力有限，审查得出的一个
结论是：在处理消费品中可能存在的大量化学品时，基于危害的评估仍然是首选方法(20)。

关于塑料中化学品的使用情况、成品的确切化学成分以及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和其它来自循环再利用活动的有毒添加剂的影
响，迫切需要有关方面公开信息。

关于塑料中化学品的使用情况、成品的确切化学成分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它来自
循环再利用活动的有毒添加剂的影响，迫切需要有关方面公开信息。其次，对于许多与塑
料包装有关的化学品，甚至是学术研究中已经确定了危险性及其特征的物质，目前还没有
统一的毒理学信息，如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下的危险分类。许
多化学品缺乏统一的分类，这影响了危险等级的划分。对于科学研究中确定的一些主要
危险化学品，应开展更详细的分析，包括评估替代系统或产品的可用性，以及整个生命周
期的危害。化学品使用模式的相关信息不足，导致无法开展基于暴露情况的评估，这是因
为产业外的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采用系统的科学方法来填补数据空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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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废弃物

焚烧1,000千克废弃物 产生330千克毒灰

焚烧 毒灰

79%的塑料最终被丢弃在填
埋场或环境中

79%
在被丢弃的塑料中，只有9%

得到循环再利用

9%

全球范围内，79%的塑料最终被丢弃在填埋场或环境中，其中只有9%得到循环再利用
(112)。在工业国家，很大一部分塑料废弃物被用于能源回收。在欧洲，能源回收的比例
（39.5%）高于循环再利用的比例（29.7%(28)。然而，不加控制地焚烧塑料废弃物，特别是
含有卤素的塑料，如聚氯乙烯、聚四氟乙烯（别称“特氟龙”）或溴化阻燃剂，可能会导致
有害物质的排放，例如二噁英等无意中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29)。此外，氟化聚合物或
其分散体的热解或燃烧也可能导致氟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全氟辛酸）、其它全氟/多氟
烷基化合物、其它有毒物质、臭氧消耗物质和温室气体的无意形成和释放(30)(31)(32)(33)。

塑料废弃物燃烧时释放的卤素还可能导致焚烧炉和其它热力设施被腐蚀。氯和溴可能会
在水泥窑系统中积累，限制其对塑料的热回收能力(34)。此外，由于大多数塑料都基于化
石燃料，因此焚烧也可能会加剧全球变暖和石化资源的耗竭。在配备了最先进空气污染控
制（APC）技术的变废为能(iv)工厂和水泥窑实施受控焚烧，或许是限制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扩散的最佳途径(2)。然而，空气污染控制技术的一些改进措施虽然旨在减少空气中的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但却导致其转移到残留物上，如飞灰和底灰（转移到后者的程
度较轻）。这就要求对灰烬予以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以避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进一步
扩散，并避免食物链污染(35)。

空气污染控制技术虽然旨在减少空气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排放量，但却导致其转移到残留物上，如飞灰和底灰（转移到
后者的程度较轻）。这就要求对灰烬予以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以避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并避免食物链污染

2.1.4. 报废阶段：潜在有毒物质的排放和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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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焚烧方法也可被用于销毁或不可逆转地转化那些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影响的塑料。然而，
这些方法均未显示出经过验证的全面性能。CreaSolv工艺已作为一项新兴技术被列入《斯
德哥尔摩公约》关于含多溴二苯醚的塑料处理方式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指南。机械
化学处理（球磨）已被证明可以销毁受影响塑料中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和多溴二苯醚(36)
(37)，而CreaSolv则能将溴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从发泡聚苯乙烯（EPS）中分离出来，从而
使回收的清洁苯乙烯实现循环再利用(38)。该工艺还可被用于处理含溴化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电子废弃物塑料。

在全球废塑料贸易中，大量的塑料废弃物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后者的那些损
害环境的循环再利用和处置做法会加剧有毒化合物的暴露。据估计，2016年，经合组织
（OECD）成员国占全球塑料废弃物出口量的70%，主要是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低收入
国家出口(39)。中国已经决定禁止进口受污染的塑料废弃物。预计到2030年，该决定将导
致1.11亿公吨塑料废弃物的转移。

最近在加纳发现，由于进口塑料管理不善，当地人暴露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程度日渐严重。
在某个“循环再利用场站”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二噁英的含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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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许多国家，非正规循环再利用经济是塑料废弃物管理的一个基
本要素。但对于塑料添加剂在这些非正规“循环再利用”实践中的命运，人们知之甚少。

越来越多的报道表明：多溴代二苯并二噁英和二苯并呋喃
在各种基质中的含量日渐升高，基质包括用含有某些溴化阻
燃剂的塑料制造的消费品。一项研究确定了玩具塑料成分
中的多溴代二苯并二噁英/呋喃含量可能对儿童健康构成威
胁。多溴代二苯并二噁英/呋喃与多氯代二苯并二噁英/呋喃
（PCDD/Fs）的不同之处在于，世卫组织（WHO）尚未正式
为前者分配毒性当量因子（TEF）。有关方面根据儿童的咀
嚼习惯，估算了儿童每天从受多溴代二苯并二噁英/呋喃污染
的塑料玩具中摄取的毒性当量（TEQ）。研

玩具中检测出很高的多溴代二苯并二噁英/呋喃
（PBDD/Fs）含量和二噁英类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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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令人关切的物质 
下一节介绍了塑料生产所用的最令人担忧的化学品类别，这是因为它们存在于消费品中，
而且对人类健康有明确影响。该节涉及的是化学品类别而非个别物质，目的是侧重于减少
整个类别的使用，而非每次只是逐步淘汰某一种有问题的化学品。这种方式有助于制定
协调的战略，以减少有关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并避免出现令人遗憾的替代品。

处理整个化学品类别或许会更有效，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化学品在使用，其中大多数未得
到很好的研究，它们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影响也未得到充分的了解。此外，当一种有害化
学品被逐步淘汰时（经常是在多年的研究和谈判之后才被淘汰），替代品却可能是一种结
构和潜在危害类似的“化学表亲”(41)(42). 绿色和平组织与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和环境组
织(43)以及绿色科学政策研究所(v) 提出了分类战略。虽然下列许多化学品不符合《斯德哥
尔摩公约》规定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标准，但许多化学品可能会长期存在并远距离迁移，
同时因塑料和微塑料的摄入而产生相关的暴露和毒性，因此同样值得关切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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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阻燃剂
阻燃剂是一类用于塑料和其它聚合物产品的添加剂，旨在降低可燃性并防止火势蔓延。它们
被用于电子设备、绝缘泡沫等多种消费品中。塑料中使用的主要阻燃剂包括以锑为增效剂的
溴化阻燃剂（如多溴二苯醚、十溴二苯乙烷（DBDPE）、四溴双酚A（TBBPA））、磷系阻燃
剂（如三（2-氯乙基）磷酸酯（TCEP）和三（2-氯异丙基）磷酸酯（TCPP）、短链氯化石蜡/
中链氯化石蜡/长链氯化石蜡（LCCPs）、硼酸、六溴环十二烷（HBCDD(2)，以及各种形式
的被称为“得克隆”（Dechlorane）的系列化合物，如得克隆602、得克隆603、得克隆604
和得克隆增强版(45)。

多溴二苯醚是一种疏水性物质，有三种商业配方，即商用五溴二苯醚（PentaBDE）、商用
八溴二苯醚（OctaBDE）和商用十溴二苯醚（DecaBDE）。它们无处不在，具有毒性和持
久性，而且会在生物体内累积，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46)。2009年，四至七溴二苯
醚和六溴代二苯（HBB）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录A以便淘汰，并获得循环再利用
豁免。2017年，十溴二苯醚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录A，并获得几项特定的使用豁
免(vi)(47)。2013年，六溴环十二烷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录A以便淘汰，并获得豁免
以便用于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XPS）的生产，而这正是六溴环十二烷的主要用
途 (113)。

最近，其它新出现的溴化阻燃剂，如1,2-双（2,4,6-三溴苯氧基）乙烷（BTBPE）、十溴二
苯乙烷和六溴苯（HBBz）受到关注，这是因为在许多环境区隔、生物体、食物和人体中都
发现了这些物质(118)。由于它们不与聚合物基质化学结合，因此可以渗入周围环境中 (48) 
(49)，唯有四溴双酚A例外，它在正常情况下会与聚合物化学结合(50)。四溴双酚A以双酚
A溴化方式生产，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溴化阻燃剂，占溴化阻燃剂市场的60%(51)。

2.2.2. 全氟化学品
自2009年以来，全氟辛烷磺酸及相关物质已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而全氟辛酸及相
关物质则被建议在本届缔约方大会列入公约。全氟己烷磺酸（PFHxS）已被认定符合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标准。所有全氟和多氟(vii)物质都是《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
所关注的议题。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并不遵循典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模式——二
者不会在脂肪组织中累积，而是与蛋白质结合。因此，它们主要积聚在肝脏、肾脏、大脑和
脾脏等器官中。在动物研究中，全氟辛烷磺酸会导致癌症、幼体死亡、身体发育迟缓和内
分泌紊乱。母体中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水平如果较高，会导致怀孕延迟(52)。较高的
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水平与人类精液质量和阴茎尺寸下降有关(53)(54)。其它多数全
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毒性数据不充分(55)。

全氟辛烷磺酸相关物质（全氟辛烷磺酸前体）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侧链氟化聚合物，如氟化
（甲基）酰基聚合物、氟化聚氨酯聚合物或氟化氧杂环丁烷聚合物(56)(57)。全氟辛酸相
关物质也被列入其中。这些聚合物被用于地毯、纺织品或家具的表面处理，并可能以颗粒
和微塑料形式释放。侧链氟化聚合物降解时可能会释放包括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在
内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具体取决于其以前的合成情况(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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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邻苯二甲酸盐
邻苯二甲酸酯或邻苯二甲酸盐是一系列用作塑化剂的添加剂，主要用于聚氯乙烯生产(59)。
它们为产品增添了香味，并使其更加柔韧。但有些邻苯二甲酸盐已被认定为内分泌干扰物，
即使在低浓度下也是如此(60)。邻苯二甲酸盐会干扰雄性激素（睾丸激素）的产生，而雄性
激素是男性发育的关键激素，对女性也有影响。

聚氯乙烯的邻苯二甲酸盐含量为10%至60%

若按重量计算，聚氯乙烯的邻苯二甲酸盐含量为10%至60%(61)。它们在制造、使用和
处置过程中很容易渗入环境中(61)。由于它们已被发现存在于多种环境中，因此备受关
注。2015年，全世界共使用了840万吨塑化剂。邻苯二甲酸二酯（DEHP）曾是最常用的，
占全球塑化剂市场的37%。欧洲议会把循环再利用聚氯乙烯中的邻苯二甲酸二酯塑化剂
视为目标(117)。不过邻苯二甲酸二酯已逐渐被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
二异癸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2-丙基庚）酯（DPHP）所取代，三者占欧洲2015年塑
化剂消耗量的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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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双酚
双酚是一类具有两种羟基功能的化合物。它们存在于多种聚碳酸酯（PC）塑料制品（包括
水瓶、食品储存容器和包装、运动器材和光盘）和铝罐的环氧树脂内衬中，而且还经常被
用作热敏纸（如收银机收据）的显影剂。

它们存在于多种聚碳酸酯塑料制品（包括水瓶、食品储存容器
和包装、运动器材和光盘）中

双酚A是双酚类别中最具代表性的化学品，也是全世界最常生产的化学品之一，年产量超
过300万吨(62)。在人体内，它与寻求生育治疗的女性患者的卵子质量和其它方面的卵子
活力下降有关。

双酚A主要用作聚碳酸酯塑料（占使用量的65%）和环氧树脂（占使用量的30%）的单体，
而环氧树脂是铝罐内衬层的主要成分(63)。双酚A还可用作抗氧化剂或其它聚合物（聚丙烯
（PP）、聚乙烯（PE）和聚氯乙烯）的塑化剂(64)。双酚A可能会发生渗出(65)，导致其从食
品和饮料包装中释放出来，这是人类接触双酚A的来源之一(66)。在美国开展的人类接触
双酚A和4-叔辛基酚的研究表明，在选定的人口和收入群体中，浓度与人口之间存在着相
关性：从统计学上看，女性的浓度高于男性；儿童的浓度高于青少年，而青少年的浓度又
高于成人。家庭收入最高的参与者的浓度最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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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一致投票决定将全氟辛酸增
列入2004年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协议的应消除物质清
单。氟聚合物中间体与各种癌症，以及甲状腺疾病、溃疡
性结肠炎和出生缺陷有关。

《鹿特丹公约》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在其第十四次会议上通
过了关于全氟己烷磺酸、其盐类以及与全氟己烷磺酸有关
的化合物的风险简介，将该化学品推进到需要风险管理评
估的下一个审查阶段。

全氟辛烷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全氟
己烷磺酸进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POPRC）流程

其它双酚类物质，如双酚B（BPB）、双酚F（BPF）和双酚S（BPS），也被用于塑料中，并可
能对环境构成威胁。（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在动物研究中，双酚S破坏的激素途径以许
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子宫生长变化；雄性和雌性性激素浓度变化；生殖扰乱，包括卵
子生成和精子数量的变化(68)；统计学上显著的体重增加和激素代谢状况的改变(69)。最
近的一项研究(70)表明：在怀孕/哺乳期接触双酚S的小鼠及其雌性后代中，双酚S会改变
母性行为和大脑功能。关于双酚S对激素活动的影响，可参见发表于《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期刊的一篇综合评论文章(71)。

尽管对双酚F的研究不如双酚A或双酚S充分，但它似乎具有类似双酚A的效果。最近的受
体结合研究表明：当双酚F通过至少一种核雌激素受体发挥作用时，其效力与双酚A相近
(72)。这些研究得到了动物试验的补充，后者显示了双酚F对子宫生长和睾丸重量的影响，
从而分别表明了对雌激素和雄激素途径的影响(73)。双酚F与双酚A一样，似乎也会扰乱甲
状腺途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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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壬基酚 

壬基酚（NP）和壬基酚
聚氧乙烯醚（NPE）被
广泛应用于油漆、杀虫
剂、洗涤剂和个人护理
产品等领域

壬基酚是一类广泛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和抗氧化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降解的中间
产物(114)。壬基酚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被广泛应用于油漆、杀虫剂、洗涤剂和个人护理产
品等领域，还可用作塑料中的抗氧化剂和塑化剂(115)。

有关方面已发现壬基酚会从塑料瓶渗入水中(116)。此外，废水处理厂的废水是环境中壬
基酚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的主要来源。壬基酚在环境中的影响包括水生生物的雌性化，
雄性繁殖力以及幼体存活率下降，即使在低浓度下也是如此(75)。壬基酚被认为是内分泌
干扰物。例如欧盟由于壬基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而禁用该类物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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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及其添加剂被广泛用于消费品以及合成纤维、泡沫塑料、涂料、粘合剂和密封剂制造。
全球范围内，塑料包装占塑料总用量的26%(4)。在欧洲，它们主要用于包装行业（38%），其次
是建筑施工（21%）、汽车（7%）、电气电子（6%）以及其它行业（28%），如医疗和休闲(76)。

塑料和其制成的消费品可能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短链氯化石蜡、多溴二苯醚、多氯
联苯（PCBs）、多氯萘（PCNs）、与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有关的化学品，以及其它有毒
物质。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塑料也被广泛用于建筑施工、汽车和电气电子行业，它们
占塑料使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循环再利用过程中，其它塑料也会受到有毒物质的影
响，而这些物质最初根本没有被用于食品接触材料中(77)(78)(79)(80)。《斯德哥尔摩公约》
秘书处编写的一份审查报告指出：包括玩具在内的物品中多溴二苯醚的含量很低，这表明
它们的存在不是有意使用的结果——它们很可能出现在由含有多溴二苯醚的再生塑料制成
的新产品中（见上图）(UNEP/POPS/COP.8/INF/12)（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

在循环再利用过程中，其它塑料也会受到有毒物质的影响，而
这些物质最初根本没有被用于食品接触材料中

鉴于内分泌干扰物的存在及其对人类健康的不良影响，下节讨论的行业被认为是最令人担
忧的行业（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

38%
包装

28%
其它行业

6% 
电气电子

7% 
汽车

21% 
建筑施工

26%：全球范围内，塑料包装
占塑料总用量的26%

26%

2.3. 优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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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儿童产品
儿童玩具经常含有内分泌干扰物。一些司法管辖区域正对儿童玩具、游戏和诸如婴儿奶瓶之
类物品中的某些内分泌干扰物予以管制或禁止，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已使用较长时间的产
品、在非管制国家制造的产品或使用电池的产品可能会引起特别关切（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

在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溴化阻燃剂的再生塑料制成的玩具中检测出了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81)，其源头是短链氯化石蜡在软质聚氯乙烯玩具中的大量使用(82) (83)。再生塑料中的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溴化二苯醚和其它塑料添加剂的暴露表明了玩具所致的儿童相关暴露
情况(84)(85)。IPEN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球26个国家的不同商店购买的由再生
材料制成的玩具中，多溴二苯醚（如八溴二苯醚和十溴二苯醚）以及短链氯化石蜡的浓度
升高（欲知详情，请点击如下链接：1、 2 和 3)。一些化学品的含量是国际推荐上限的五倍
以上。这些化学品已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然而，尽管这些物质被禁用或限用，但它
们在新产品中的出现促使有关各方探讨循环经济中的循环再利用法规不充分这一问题。

人们在发达国家可以看到邻苯二甲酸盐标签，但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则看不到。最近在
尼泊尔、菲律宾、亚美尼亚、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开展的项目清楚地表明：当地的玩具没有贴
邻苯二甲酸盐标签，因此产品标签上的信息无法帮助消费者选择无毒玩具，使他们意识不到
产品对健康的毒性影响（欲知详情，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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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发达国家可以看
到邻苯二甲酸盐标签，
但在发展中国家或转
型国家则看不到 。
其它内分泌干扰物（如金属
及 其 盐 类 ）也早已得 到 认
定。IPEN的研究（欲知详情，
请点击此处）报告表明：俄罗
斯及周边国家儿童产品中铅
含量为18%，菲律宾为15%，
中国五个城市为10%。镉是一
种用于电池、颜料、塑料稳定
剂、合金和涂料的天然元素。
近年来，它作为致癌物和污染
物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制。
镉也可能是一种内分泌干扰
物，研究表明它与生殖系统
所受的各种有害影响相关。

2.3.2. 包装：食品和饮料接触材料
塑料在包装中主要是作为一种低成本的一次性产品来使用，通常不能重复使用或未被预
定重复使用。如今，95%的塑料包装价值在短暂的一次性使用后就会流失到经济中去(4)。
塑料包装种类繁多，制造材料包括多种聚合物和添加剂以及其它成分，如粘合剂或涂料。
最令人担忧的是，它可能含有制造过程所用物质（如溶剂）的残留物，以及无意添加的物
质，如杂质、低聚物或降解产物(20)。氟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全氟辛酸和以前的全氟
辛烷磺酸，被用于食品包装的氟化聚合物涂料中(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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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盐被用于种类数以百计的产品中，包括许多食品饮料容器和保鲜膜。由于邻苯
二甲酸盐会渗入食品中或在容器被微波加热时释放出来，使人们与之接触，因此有关方面
对包装的关注度上升。一些企业已自愿将其从产品中去除，并在广告中声明自己的产品“不
含邻苯二甲酸盐”。在被认为是内分泌干扰物的酚类化合物中，双酚A是最著名最常用的化
合物之一。虽然在一些国家，双酚A已被禁止用于婴儿奶瓶等儿童产品，但它仍被用于许多
水瓶和塑料容器以及保护罐装食品不受污染的环氧树脂中(viii)。

33



2.3.3. 电子电气设备及相关废弃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溴化阻燃剂（四至七溴二苯醚、十溴二苯醚、六溴代二苯、六溴环十二

“电子产品中的危险化学品是一个全球关切的议题”

烷）正在或曾被用作电子产品所用塑料中的阻燃剂。十溴二苯醚的使用曾经非常广泛，并
且在电子电气设备（EEE）外壳中的使用方面仍享受豁免。

2009年，《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认定电子产品中的危险化学品是一个全球关切的
议题。2011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和《斯德哥尔摩
公约》秘书处主办了一次专家组会议，以提出电子产品所含危险化学品处理建议，这些建
议随后在2012年和2015年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会议上得到了100多个国家政
府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消费品制造商采购的材料可能来自含有相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报废
电子电气设备（WEEE）的塑料外壳，从而在部分程度上满足其对黑色塑料的需求(78)(79) 
(84)(85)(14)。分拣效率低下的报废电子电气设备塑料有可能将受限物质和危险物质引入再生
材料中。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溴化阻燃剂外，作为阻燃增效剂的锑以及重金属镉、铬、汞和
铅也会通过循环再利用被重新引入(88) 。

必须指出的是，电子电气设备和相关电子废弃物上没有贴这些化学品的标签。由于缺乏关
于这些化学品在产品和废弃物中存在情况的信息，循环再利用过程因此变得复杂起来，
破坏了循环经济方式，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并危及废弃物搬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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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上没有贴这些化
学品的标签，这使得消费
者无法做出知情决定，也
使得循环再利用业者无
法安全工作。结果，消费
者无法了解他们所购买的
产品中相关物质的含量，
而政府也不知道它们是否
符合《斯德哥尔摩公约》
的要求——该公约不允许
含有十溴二苯醚的产品被
循环再利用。”

2.3.4. 纺织品、室内
装饰品和家具

聚酯、尼龙、腈纶和其它合成纤维都是不同形式的塑料，目前占全世界服装材料的60%以
上(89)。合成塑料纤维价格便宜，用途极广，具有弹性、透气性、保暖性和坚固性。这些纤
维以一种微妙而又普遍的方式加剧了海洋塑料污染，这是因为它们所制造的织物，以及
合成-天然混合材料，只要经过洗涤就会渗入环境中。尽管估算结果有所不同，但每洗一次
衣服就有可能将衣服上的数十万条纤维和微纤维释放到废水收集系统中。纺织品也会从
填埋场进入河流和海洋。

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商用五溴二苯醚、十溴二苯醚、六溴环十二烷、短链氯化石蜡、
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被用于服装面料，特别是被用于交通工具和家具饰品，以及其
它阻燃或经过表面处理的纺织品或地毯。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在纺织品中的使用
已获得豁免（了解详情）。纺织品上没有贴这些化学品的标签，这使得消费者无法做出知情
决定，也使得循环再利用业者无法安全工作。结果，消费者无法了解他们所购买的产品中
相关物质的含量，而政府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符合《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要求——该公约不
允许含有十溴二苯醚的产品被循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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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建筑行业
塑料和聚合物的一个主要用途是在建筑领域。大量的聚合物泡沫塑料被用作建筑物和其
它建筑领域的隔热材料。大多数聚合物泡沫是聚苯乙烯，包括发泡聚苯乙烯/挤塑聚苯乙
烯、聚氨酯（PUR）和聚异氰脲酸酯（PIR）。这些泡沫塑料经常使用溴化阻燃剂或其它阻
燃剂来实现阻燃，以符合可燃性标准。商用六溴环十二烷虽于2013年被列为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却仍被用于发泡聚苯乙烯/挤塑聚苯乙烯，原因是它在建筑隔热方面的使用得到了特
定豁免。十溴二苯醚虽于2017年被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但目前仍凭借特定豁免而被用
于建筑领域的聚氨酯泡沫塑料。这些泡沫塑料的使用寿命长达数十年，甚至可能长达一个
世纪，使发展中国家在报废隔热泡沫塑料管理领域面临挑战(90)。 

在建筑领域使用十溴二苯醚或其它阻燃剂处理的其它聚合物包括聚乙烯隔热泡沫塑料、
聚乙烯塑料板和聚丙烯塑料板。此外，短链氯化石蜡仍在使用，多氯萘和多氯联苯也曾被
用于建筑领域的聚合物，特别是在密封剂和油漆中(91)(92)。短链氯化石蜡还被用于建筑
业、聚氯乙烯、密封剂/粘合剂和橡胶中，因此也被用于各种聚合物中(93)。十溴二苯醚和
六溴环十二烷还被用于建筑业的膨胀油漆/涂料。这些塑料的使用寿命长达数十年。关于
通常含有多氯联苯或短链氯化石蜡等涂料塑化剂且以聚氯乙烯为基础的涂料和密封剂，
事实表明：通过喷砂清除这些涂料和密封剂的作业已经污染了环境，包括数百公里的河流
沉积物或峡湾，其中的多氯联苯来自单个桥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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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是非常小的塑料材料颗粒，通常小于5毫米，可能是由较大的塑料（包括合成纺织
品）磨损而无意形成的，也可能是为特定目的而制造并有意添加到产品中的，例如作为面
部或身体磨砂膏中的去角质微珠。一旦被释放到环境中，它们就会在鱼类和贝类中积累，
从而进入食物链。

2.4. 微塑料：具有迁移能力、阻碍循环经济实
施的持久性污染物

塑料含有添加剂（包括内分泌干扰物），可被吞食塑料的动物
组织吸收。本项研究将有助于根据塑料的成分确定毒性最强
的塑料，以便从我们的消费活动中优先消除这些塑料。

更好地了解微塑料的毒性

海里的塑料：解决方案来自陆地！
我们无法在海上收集大量的微塑料。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
阻止各大洲的废弃物流入海洋。

出于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关心，一些国家已经颁布或提议颁布国家禁令，在某些消费品中
禁止有意使用微塑料（了解详情），主要涉及在冲洗类化妆品中使用塑料微珠，或者正在考
虑进一步限制某些产品中有意添加的微塑料，因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释放出来。这些
限制措施涵盖了微塑料在多个行业的多种消费品和专业产品中的使用，包括化妆品/洗涤
剂/保养产品、油漆/涂料、建筑材料、医药产品，以及农业、园艺和石油天然气行业中使用
的各种产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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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报告称，各种物种因摄入大型塑料、微塑料和纳米塑料或被大型塑料缠绕而产生各种
后果(96)(97)，包括窒息或消化道堵塞而导致死亡(96)。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塑料吸收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能力也会引起额外的问题(2)，检测出的塑料添加剂的浓度最多可比周围水
中的浓度高六个数量级(98)。此外，就海洋环境中的行为和后果而言，微塑料中的内分泌
干扰物可能与清单所列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一样有害，这是因为它们的活动水平、广泛分
布、毒性风险和生物累积性或许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相当。

在封装于聚合物基质中或从受污染环境中吸收的有毒化学污染物的全球迁移过程中，海
洋环境中的塑料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估算，它们在海洋环境条件下的持久性可达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因此可通过洋流或海洋生物的迁徙完成远距离迁移，从而对鱼类种群、海洋
生物多样丰富性构成直接威胁，并可能危及人类健康(99)(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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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一般方法可帮助减少与塑料及其可能含有的有毒添加剂相关的危害，以便安全地
实现“闭环”。有关方面日渐认识到需要在“上游”着手解决污染议题，以减少最终产生的
危险废弃物和其它废弃物。然而，如果不在早期适当处理生态毒性和健康风险，则促进循
环再利用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副作用。

废弃物管理和循环再利用是安全循环经济方式的关键部分，但它不限于这两部分。这一
概念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如生态设计、新商业模式的开发、产品服务系统、产品寿命的
延长、终身保修、再利用、再制造、翻新战略、维修权条例、向伴以高绩效目标的生产者完
全责任的转移，以及由严格执行来支持的成果。

3. 议题的主要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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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物层次体系

再思考/再设计

减量

再利用

循环再利用/堆肥

材料回收

残留物管理
（生物处理和稳定填埋）

不可接受
（废弃物解除管制、焚烧和“变废为能”） 

以下一些要点可能与联合国环境署正在开展的工作或在《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框架下
开展的工作有关，也可能为《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的具体工作提供信息：

(a) 加快更安全材料的创新：
有关方面显然越来越需要开展创新，以开发更安全的材料，并向市场投放更多更安全的无
毒替代品（如短链氯化石蜡和十溴二苯醚的替代品，《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2019a,b）
(102)(103)。由于有害物质经常会被结构和潜在危害类似的化学品所取代(42)，因此需要建
立制度来避免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化学替代品。

最近的一些举措，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开展的信息提供工作（了解详情），可作为
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和产业代表通过这一联合项目制定了塑料中使
用的400多种功能性添加剂或颜料的清单，其中包含最常见的聚合物及其典型浓度范围的
信息。信息提供工作考虑了根据REACH法规登记的年产量超过100吨的物质，重点是塑
化剂、阻燃剂、颜料、抗氧化剂、抗静电剂、成核剂和各种类型的稳定剂。

(b) 促进产业协作：
共同的工具和方法提供重点并加快变革。人们已经认识到，当各产业相互协作并商定与
安全化学这一共同愿景相一致的标准、认证和规章时，就可以加快实现优化型产品。生产
者延伸责任方案如果设计良好，也可以支持闭环。应通过各项公约和其它促进化学品和废
弃物妥善管理的全球文书，以及向辛迪加和企业财团提供指导，来推广上述方法，从而向
整个产业发出更强烈的需求信号，以实现成本降低，并凭借成熟产品使健康材料具有竞争
力。各协作平台使产业能够测试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模式则使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激励措
施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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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循环再利用系统的创新：
尽管这一领域是循环经济战略的大部分工作的重点，但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含有危险
物质的材料不应与其它材料一起加工。不含危险物质的材料和产品的循环再利用目标应
显著高于在循环再利用过程中需要分离的含有危险物质的材料类别。强烈建议在源头推
广经过改进的分离和收集措施，以避免危险废弃物流与那些可被安全循环再利用的材料
混合。

此外，还需要研究对材料化学成分的不加区分的解聚、解构和解离，以便将由此产生的副
产品和成分升级再造为新工艺和现有工艺的价值更高的原料。受控的高效循环再利用和
回收作业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并使目前被丢弃的材料有机会重新融入经济循环。

此外，有必要推动循环再利用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创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溴化二苯醚最
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指南汇编了塑料和泡沫塑料的分离和循环再利用技术（《斯德
哥尔摩公约》秘书处2017a）。其它可能出现的技术包括利用催化剂、细菌（酶）、离子液
体和其它技术，将聚酯对苯二甲酸酯（PET）、聚乙烯和聚碳酸酯等塑料的分子成分转化
为有用的原料(10)。

(d) 获取塑料化学成分信息：
迫切需要公开关于塑料中化学品使用情况以及塑料制品确切化学成分的信息。通过更多
地跨行业获取高质量的化学品危害评估数据，以及提高化学品成分及其影响数据的透明
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了解塑料制品中的添加剂种类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跨越利益攸关
方的界限，并贯穿产品生命周期开展协作。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需
要共享塑料化学成分信息，这对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至关重要。在降低危险化学品风
险方面，相关产品化学成分信息的缺乏是一大障碍。获取塑料制品化学成分信息，是对日
常用品中的化学品予以妥善管理的必要条件和前提，这项管理工作不仅涵盖制造过程，
也涵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强制要求生产企业就塑料制品所含危险物质提交报告并贴标
签，这将为消费者、搬运者、加工者和监管者提供关键信息。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产品化学成分计划是一个独特的全球倡议，它推广多种不同
的备选方式，以披露产品中可能用于塑料有毒添加剂的化学品的信息。

或许有必要对不合理的商业保密要求提出质疑。《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产品化学成
分计划遵循《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的总体政策战略，而根据该计划的概述，与人类
和环境的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化学品信息不应视为机密（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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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塑料产量和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添加剂的数量正呈指数增长。2014年全球塑料产量约为
3.11亿吨（欧洲塑料协会，2015年）：如果目前的生产和使用趋势延续下去，那么2050年
的产量估计将接近20亿吨。

有关方面对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问题的认识日益提高，因此呼吁立即采取全球行动，以
减轻并预防塑料污染。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结束时发表了一项部长宣言，承诺到2030
年大幅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并通过了26项决议和决定。《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显然具有重要的潜在作用，事实上，《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审议若干具体行动。

虽然塑料污染作为一般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添加剂的关注较
少。它们的使用非常广泛，任何塑料的生产都离不开添加剂。虽然它们存在于多种产品中，
包括许多家用产品，但在供应链之外，很少能获得相关信息。许多添加剂可能具有毒性，一
些添加剂符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定义。当它们从塑料碎片中渗出时，会对环境和人类健
康构成风险。添加剂在循环再利用方面也存在问题，它们的使用是人类向循环经济迈进的
一个潜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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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已通过列入清单或发布技术指导，对若干种物质采
取了行动。但仍有许多化学品尚未在国际层面得到充分控制，对此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可
为减轻与塑料的使用相关的风险以及促进生命周期方法和循环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审议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建议时，有若干机会来确保添
加剂议题得到处理，例如在审查附录一和附录三时，以及在委托修订塑料废弃物管理技
术指南时。拟议的新《巴塞尔公约》塑料废弃物伙伴关系也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机会。同
样，《斯德哥尔摩公约》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各区域中心和协调中心的海洋垃圾专题组
将继续就这一议题开展工作，并希望有机会充分促进有关这些议题的相关工作。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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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为本出版物做出贡献的人士和机构
文件编写工作协调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区域活动中心团队负责人Magali Outters及该
中心相关专家Kimberley De Mig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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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Alexandra Caterbow

Anton Purnomo

Arturo Gavilán García

Bjorn Beeler 

Carolina Pérez Valverde

Dana Lapešová

Dania Abdul Malak 

David Santillo

Denise Delvalle-Borrero

Dolores Romano

Esther Kentin 

Francesca Cenni

Gabriela Nair Medina Amarante

Giulia Carlini

Hildaura Acosta de Patiño

Imogen P Ingram

Jewel Batchasingh 

Joao Sousa

John Roberts

Kei Ohno Woodall

Lady Virginia Traldi Meneses

Lee Bell 

Leila Devia

Mariann Lloyd-Smitth 

Maurissa Charles

Melissa Wang

Mostafa Hussein Kamel

Olga Speranskaya

Patricia Eisenberg

Pedro Ferné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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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健康和环境正义支持组织（HEJSupport）

《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印度尼西亚区域中心

《斯德哥尔摩公约》墨西哥区域中心/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国家生态和气候变化研究所

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

地中海城市网络（MedCities）

《巴塞尔公约》斯洛伐克区域中心

马拉加大学欧洲专题中心（ETC-UMA）

绿色和平研究实验室

巴拿马技术大学

“生态学家在行动”组织

莱顿大学莱顿塑料宣传项目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

《巴塞尔公约》乌拉圭协调中心暨《斯德哥尔摩公约》乌拉圭区域中心

国际环境法中心（CIEL）

《巴塞尔公约》巴拿马区域中心

岛屿可持续发展联盟CIS公司（ISACI）

《巴塞尔公约》加勒比海区域中心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温布尔登化学品管理有限公司

《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

《斯德哥尔摩公约》巴西区域中心

IPEN澳大利亚办事处

《巴塞尔公约》阿根廷区域中心

澳大利亚全国有毒有害物质网络（NTN）

《巴塞尔公约》加勒比海区域中心

绿色和平国际

《巴塞尔公约》埃及区域中心

健康和环境正义支持组织（HEJSupport）

阿根廷国家工业技术研究所塑料研发中心（INTI-Plásticos）

《斯德哥尔摩公约》西班牙区域中心/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区域活动中心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咨询组织

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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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研究表明：在各种塑料制品的制造过程中添加的化学
品，如阻燃剂、稳定剂、双酚A和多溴二苯醚，可能会从
生物日后摄入的塑料中渗出，并在其体内生物累积。微
塑料也存在类似的摄入、化学吸收和渗出问题。

(ii) UNEP/EA.4/21，《全球化学品展望-II：政策制定者
摘要》，第20段。

(iii) 例如在欧盟，高度关切物质是指某种应依照
REACH法规来授权的化学物质（或某类化学物质的一
部分）。

(iv) 变废为能是指通过对废弃物的初级处理或将其加
工成燃料来源，产生电能和/或热能的过程。

(v) 绿色科学政策研究所制定了”六个类别“计划 
(http://www. sixclasses.org/).

(vi) 含有十溴二苯醚产品的循环再利用没有获得特定豁
免。然而，很难识别并分析含有这种阻燃剂的产品，也不
清楚谁将负责分析这些化学品。因此，尽管有《斯德哥尔
摩公约》的相关限制，但最初用于塑料的所有多溴二苯
醚和短链氯化石蜡全都出现在由再生塑料制成的新产品
中，玩具也未能幸免。

(vii) 多氟烷基化合物会部分降解为《国际化学品管理战
略方针》所审议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

(viii) 1994年12月20日颁布的《欧盟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指令（94/62/EC）》。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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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prac.org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unepmap/

http://www.brsmeas.org

https://ipe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