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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Ằҍ µ ỉש ᶝ ẵὃō2011-2020 Ŏ¶ő ₭

ỉש ᶝ Ṱ őẵᶓἀ שׅ  ◓᷄ ẌṰ ő

ṧ┼µ Ἷ Ṿἀỉὐ⅞κἹᶅ¶¡µ Ἷ Ṿἀỉ ᶝ

ᶅ¶¡µש Ђ ¶ōGB/T 14848Ŏᾭ ầᶅ ¡ᶅẵ¡Ђ ¡

 ő ᴧµש  ◓᷄ ẌṰ ō Ŏ¶ō ῷ

Қ“ ”Ŏ¢ 

1.2 适用范围 

1.2.1 ϖ ε+▲ ש  ◓᷄ ẌṰ ו

Ṱ Ҡ ¡Ṱ ¡Ṱ ᶚᶅ¡Ὰ  ¢י

1.2.2 ϖ ש  ◓᷄ ἀש  ◓᷄ ⱦ

ו ᴧőб ᶢ ¡ З ᷄◓ ו Ẍő

б◦ ש ầו ѻӘ ᵓ  ◓᷄ ו ¢ 

1.3 编制依据 

µ Ἷ Ṿἀỉὐ⅞κἹᶅ¶ 

µ Ἷ Ṿἀỉ ᶝ ᶅ¶ 

HJ 610 ὐ⅞ ῝Ὰ ׅ ש  ὐ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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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848 ש Ђ  

GB5749 ᾍ Ђ  

GB/T 141753 ש  

HJ/T 166 ש ὐ⅞ῢјᾺ ẵᶓ 

HJ 25.3 ѵ᷄ש ῝Ὰ ׅ  

ỉ π ф ї(ҝ ╟) 2013 Ξ 

ֺ Ђ ἀ  ϓ ᴨ ő Ξϖ¢ 

1.4 术语与定义 

ἀᴧ ϖ ¢ 

ש ş ᾑ ׅ ש ὄ ¡ ¡

Ḳϼ ש ᵰὄו ¢ 

ầ şṧ┼ש ἀ ầᶚ  ő ᴧ ₭

᷄ Ẍו ¢ 

 ◓᷄ Ẍş ש ὐ⅞ᴘџוᾘӓ őᶳ ש

ᵓ ו π ↑ő Ẍ ᵓ ו◓  ồḳ őῄ

ᾘ  ◓᷄ שו ᷄ ⱦ  ¢ỌҠו

π ↑şש ⅎ ᴧוᶚ ₭И֚׆ ו

ᶚ ¢ϖ πו ↑ε+ ש ¡ Ᵽ וּ ש

ו ¡ Ᵽ וּ ש ו ἀ Ḅ

ӗש ¢ 

ồ ş ᾿ ф◦᾿ Ϡו ő Ѕוּ

ⅎ֮ ↑π ᶤ ͒ ᵷ ׆ ồו ¢ 

͒᷄ ş π ֮ ᾿ ו ͒ ő 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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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ᾯЗᾑ ồוḳ ¢ 

♠ ᷄ ş ᾀṷ И ṷ  бו  ◓ ו

ᵇḳ ᾑҠᵇőε+♠ ͒᷄ ἀᶤ ͒ ♠

ồ ¢ϖ ᵓ ͒ ő֮ ♠ו ֞ ͒᷄

10-6Šᵓ ᶤ ͒ ő֮ ♠ו ֞ ồ 1¢ 

ש ᷄ ⱦ şṧ┼ϖ ẵᴧו ᶚש ¡π ⅛ἀ♠

 ᷄ őп ϖ ẵᴧ᷄ו Ẍᶚᶅἀש ὐ⅞ᴘџ

῝ᾐה ầ ┼őῄ ᾐשוה ו ᵇ ¢ 

1.5 指导原则 

ō1Ŏ♅ şש  ◓᷄ Ẍ ṧ┼ש ἀ

ő ᴧầ ἀ Ẍ ᶓו őκ  ◓᷄ Ẍ₅וỊ♅

♠☼Š 

ō2Ŏ ᵓ şṧ┼ Ẍᵓ ו ő Έπ ⅛

ᾭф őẅ ᵓ ᷄◓ ו π Ẍ Š 

ō3Ŏ  ₭ şש ἀπ ф י ᾐ ⁶ᵍ

ő ש ¡π ф ᾐ ϐҠᵇו ṍőбᵎ

ἀṪ ש  ◓᷄ Ẍ₅Ịő ϻṪ ש שׅ ᶝ

Ṱ ¢ 

1.6 组织编制单位 

ϖ ὐ⅞κἹе ᶝ őὐ⅞κἹеὐ⅞ẵὃ ¡ ỉ

♅ ֞ ֮י ѓ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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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内容和流程 

2.1 工作内容 

ō1Ŏ᷄ Ẍ ϐ 

ᴮ  ¢ṧ┼װ ¡ᵽ⁶ᵍשו ὐ⅞ᴘџ ῝₅

Ịő ש ¡ Ᵽῦᶳвἀ ᾘӓ ő

ᵎ ḁ ᴽ ồ ő Ἢ ᵎש ᴽ ồ

ḁ ầו Ђ ő ᴮ שו  ◓᷄ ẌṰ ¢ 

ᾘӓ Ỹ¢ Ỹῢјᴄἀπ ᴄ Ꞌ¡ ᾭ

Ꞌ¢ 

ầ Ј¢ṧ┼ש ὐ⅞ᴘџἀῢј₅Ịőᵓ

י Ḿ ║ ᷄ ₭ ᷄ Ẍו ő ᴧ

ầ ¢ 

ᶳ ¢ṧ┼ש ᾭ ј₅וỊő 

◓᷄ Ẍᶓ ε+ש ᾭ

ו ¢ 

Ẍ ¢Ẍ őε+ ⱨ ¡ ⱨᶳв¡

ⱨ ẅҝי¢ 

ō2Ŏ ồ Ј 

Јầ ו ồ őε+ ὄ ¡ᴽ ¡

З ¡ầ  ᶳ  ¢י

ō3Ŏπ Ẍ 

π Ẍ ᶳ ᴘџầ ἀ ồ Ḿ ♠ו

¢ṧ┼ ש  ¡ ש ᶚ ᾭש Ṳ י ő

ᴧ Ẍ ō ᾭ Ŏầ πו ⅛¡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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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 őῄ ṥ ↑π ᵇἀṥπ ↑ ו π

᾿ ¢ 

♅ п ש ⅝ ἀᴮ ┼ ᴧπ ᵇ¢ṧ┼ש

ὐ⅞ᴘџ ₅Ịőו῝ п ֥Ѕ שו

ῢј ┼ῄ  ◓᷄ Š ┼µש јṰ ¶ő

ᶳ ש ј₅וỊőЯҸש ј ┼

π ᵇ▲ ᴮ  ◓ Ẍ¢ 

ō4Ŏᴽ Ẍ 

ồ ЈוṰ ᾘӓ ő ᴧ ầ ầוᴽ ф

őε+ᶤ ͒ф◦᾿ ¡ф◦ ᵇ¡ ͒ ἀ֮ ͒

 ¢י

ō5Ŏ᷄ Ѕ  

᷄ Ѕ ᷄ ὄἀ ἂ ẌוỌҠ¢ ו Ӊг ᴧ᷄

ⱦ ו Ђ ¡ầ π ↑ᾭ᷄ ¢ᶚᶅ п ᷄

Ẍ ῄ б ầ б π ↑ ᷄ו őИ

ᵓ Ẍ₅Ị₭ ⱦ ᶳ ἀб ᴧ ᶳ ¢ 

ō6Ŏש  ◓᷄ ⱦ ῄ  

᷄ Ѕ ᾘӓו ő ᵎῄ ᷄ו׆ה ḁҀỌ♠

᷄ ¢ ᷄ Ẍ₅Ị ҀỌ♠ ᷄ ő ₅ ᷄

ẌṰ Šḁ őᶳЈῄ ầ ᾘ ͒᷄ ἀᶤ ͒

᷄ שו ᷄ ⱦ ¢₭ ầ ф ו Ḿ ᶳ ¢ 

ᾘ ͒᷄ ἀᶤ ͒᷄ שו ᷄ ⱦ ő ӊầ

שו ᷄ 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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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流程 

 ◓᷄ ẌṰ Ҡε+᷄ Ẍ ϐ¡ ồ Ј¡π

Ẍ¡ᴽ Ẍ¡᷄ Ѕ ἀ᷄ ⱦ ῄ гי ¢Ṱ Ҡ

ş 

 

ש  1  ◓᷄ ẌṰ 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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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风险评估准备 

 

3.1 明确启动条件 

3.1.1 ᵎ΅ӊ Ђ ḁ ᴽ ồ 

ṧ┼µש ὐ⅞ Ꞌᴘџ ῝Ṱ ¶őᶳ װ ¡ᵽ

⁶ᵍשו ὐ⅞ᴘџ ῝₅Ịő Јש ¡

Ᵽῦᶳвἀ ő ᵎש ΅ӊ Ђ ḁ ᴽ ồ

ōф ḫ HŎőֺש ᴽ ồ ΅ӊ ő₭ г

ᵎ ḁ ầЂ ¢ 

3.1.2 ᵎ Ђ ḁ ầЂ  

ō1Ŏ΅ӊ ᴽ ồ Ђ ầЂ  

ōaŎש ᾭש ō ¡ϐ ¡ ᾮ¡

ẵὃ ŎЯṦ↑ ἀκἹ őש ᴽ ồ ЂҀỌµש

Ђ ¶ōGB/T 14848Ŏ ו III Ђ ¡µ ᾍ

Ђ ¶ōGB 5749Ŏי ầו Ђ ōф ḫ HŎő

 ᴮש ḢōᶝⱦŎṰ ő♠б▲ ש  ◓

᷄ ẌṰ őᾘ Ђ ▲ ש ὐ⅞ẫ Ṱ ש¢

ᴽ ồ Ђ΅ӊִ ҀЂ őṰ ¢ 

ōbŎש б ᾭש ō ¡ϐ ¡

ᾮ¡ẵὃ ŎЯṦ↑ ἀκἹ őש ᴽ ồ ЂҀỌ

µש Ђ ¶ōGB/T 14848Ŏ ו III Ђ ¡µ ᾍ

Ђ ¶ōGB 5749Ŏי ầוЂ ő ᴮש  ◓

᷄ Ẍ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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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2Ŏ΅ӊ ᴽ ồ Ђб ầЂ  

Ђ ӊו ᴽ ồ Ђ ΅ӊőᾱ ᴮש  ◓

᷄ ẌṰ ¢ 

3.2 基础资料审核 

Ỹװ ¡ᵽ⁶ᵍשו ὐ⅞ᴘџ ᾘϖו῝ őε+

ῢјᴄἀπ ᴄ Ꞌ¡ ᾭ Ꞌ¢ 

ō1Ŏῢјᴄἀπ ᴄ Ꞌ 

Ẍ ῢјᴄṤ ἀᶳвŠ 

Ẍ π ᴄṤ ἀᶳвŠ 

Ẍ ש ῢј Š 

Ẍ ש  ¢ 

ō2Ŏ ᾭ Ꞌ 

Ј ᾭ Š 

ᶳ Š 

ᵎ ᶢ ō ῒ/ ᴧ/Ὼ ŎŠ 

ᶳ ש ἀ ¢ 

3.3 关注污染物识别 

ṧ┼ש ὐ⅞ᴘџἀῢј₅Ịőᵓ י Ḿ ║

᷄ ₭ ᷄ Ẍו ő ᴧ ầ ¢ầ

ᴽ ồ ő║ ᴧ ᾶᴄş 

ō1Ŏ Ђ ộ őҀЂ ϖᾶἁ╫ ҀỌЂ

ו 1.5ύ őῢјᴄ 5Ṥ ΅ӊ >5%őϻ ầ Š 

ō2Ŏ Ђ ӊ ᶳő ΅ӊőϻ ầ

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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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3Ŏṧ┼ש ἀ ầᶚ  ő ᴧ ₭

᷄ Ẍו ¢ 

3.4 污染区域分析 

ᴮש  ◓ ẌἪő Ј ◓ Ẍ ő

Ẍᶓ ἀᵓ ¢ ◓᷄ Ẍ ε+ ἀ ᾑ ¢

ṧ┼ש ᾭ ј₅וỊő ◓᷄ Ẍ Ẍ

εộש ᾭ ו ¢ 

3.5 暴露人群 

ᾬ Ẍ Ḿ őε+ ⱨ ¡ ⱨᶳв¡ ⱨ

ẅҝŠ 

ᾬ Ẍ ⱨ ᴮ ꞋŠ 

ᾬ Ẍ ש¡ ᾭ ϠŠ 

ᾬ Ẍ ẵὃו ⱨ őֺ ầẵὃ ⱨк ő

п ḱש ש ╫Ҥ ⱨ Ꞌ ᴧ 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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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危害识别技术要求 

4.1 收集相关资料 

͝ ᴘџ ₭ Јőᾐה ş 

ō1Ŏ ו₴ ầ Š 

ō2Ŏש י ו ᵇ ┼Š 

ō3Ŏ ו ὄ ᶳ ┼Š 

ō4Ŏ ש Ἡ¡ ש¡ ἀ ┼Š 

ō5Ŏᴘџ ᾭ Ϸש ש ᶚ ¡ Ḿ ᾭ י

ầ ¢ 

4.2 确定关注污染物 

ṧ┼ὐ⅞ᴘџἀῢј₅Ịőᵓ י Ḿ ║ ᷄

₭ ᷄ Ẍו ő ᴧ 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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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暴露评估技术要求 

5.1 分析暴露情景 

π ⅛ ᴧו ש ᶚ ő ⅎ б π

↑ ἀ֚׆ ו Ꞌ¢ṧ┼б ש ᶚ

ᾍᴮו őϖ ẵᴧ 2 ᴅ πו ⅛őᾱ ש

֥Ѕו Ḿ “ōῷҚש Ḿ Ŏἀ”ש Ṱ ש ֥Ѕוᶤ

Ḿ ōῷҚ“ᶤש Ḿ πוŎ”ש ⅛¢ 

ō1Ŏ Ḿ ᶚש őн ἀҝ ╫♠ ᾀѸ ῦπ

ᵷѰ  ◓ ồ¢ᵓ ͒ ő◦ ו π ồő

Λṧ┼ᵸ ἀҝ πו וּ Ẍ ו ͒᷄ Š

ᵓ ᶤו ͒ őᵸ  ¡π ṍő Λṧ

┼ᵸ π וּ Ẍ ᶤו ͒ ồ ¢ 

Ḿ ᶚש ε+ GB 50137 ẵᴧוқ  ש ─ו

¡ōRŎש ὄ ¡ōA2Ŏש ¡ōA33Ŏש ᾀḑ

ōA6Ŏש Ẏᵸו  ¢י

ō2Ŏᶤ Ḿ ᶚש őҝ πו Ѹ¡π ṍő

Λṧ┼ҝ πו וּ Ẍ ו ͒᷄ ἀᶤ ͒ ¢ 

ᶤ Ḿ +εש GB 50137 ẵᴧוқ  ש Ṱו

¡ōMŎש ьӔ ¡ōWŎש Ḏ ōBŎ¡Ṿש

 ¢יōUŎש

ӑϖ ו GB 50137ẵᴧוқ  ¡ש ᶳ ᴧ

ѵש π ♠ו ¡π ἀπ י Ꞌőф Ḿ

ᾑᶤש Ḿ ש ⅛₭ Ẍᾑẅ ἂ ᴧוπ 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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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Ẍ¢ 

5.2 确定暴露途径 

ō1Ŏɔ Ḿ ἀᶤש Ḿ őϖש ẵᴧ ⅎⱨ ש

¡ Ḅӗש ¡ Ᵽ וּ ש ו

¡ Ᵽ וּ ש ו πו ↑¢ 

ō2Ŏ ᴧ ᶚש ו π ↑ ṧ┼ Έ Ꞌᶳ

ᴧő᷄ Ẍ ф ₴♠ ṧ┼ ѵᴘџᾐה¢ 

5.3 计算敏感用地暴露量 

5.3.1ⅎⱨ ש  

Ḿ ᶚש ő ♠ⅎⱨ ש ¢ᵓ ֮

ו ͒ἀᶤ ͒ őῄ ⅎⱨ ש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ṷ ōA.1Ŏἀṷ ōA.2Ŏ¢ӽеᶳ

ф◦µ ѵ᷄ש ẌᾺ ׅ ¶¢ 

5.3.2 Ḅӗש ↑ 

Ḿ ᶚש ő ♠ⅎ Ḅ ӗש ¢ᵓ ֮

ו ͒ἀᶤ ͒ őῄ Ḅӗש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ṷ ōA.3Ŏἀṷ ōA.8Ŏ¢ 

5.3.3 Ᵽ ↑ 

Ḿ ᶚש ő ♠ Ᵽ וּ ש ו

ᵷπ ש ¢ᵓ ֮ ו ͒ἀᶤ

͒ őῄ Ᵽ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ṷ ōA.9Ŏἀṷ ōA.10Ŏ¢ 

5.3.4 Ᵽ ↑ 

Ḿ ᶚש ő Ᵽ וּ ש 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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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ᵓ ו ͒ἀᶤ ͒ őῄ Ᵽ

ᵓ ש π ו Ώ  ḫ ṷ ōA.11Ŏἀ

ṷ ōA.12Ŏ¢ 

5.4 计算非敏感用地暴露量 

5.4.1 ש ↑ 

ᶤ Ḿ ᶚש ő ♠ ש ᵷπ ש

¢ᵓ ֮ ͒ἀᶤ ͒ őῄ ḱ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ṷ ōA.13Ŏἀṷ ōA.14Ŏ¢ 

5.4.2 Ḅӗש ↑ 

ᶤ Ḿ ᶚש ő ♠ⅎ Ḅ ש ¢ᵓ

ו ͒ἀᶤ ͒ őῄ Ḅӗש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ṷ ōA.15Ŏἀṷ ōA.16Ŏ¢ 

5.4.3 Ᵽ ↑ 

ᶤ Ḿ ᶚש ő ♠ⅎ Ᵽ וּ ש

ו ↑ᵷπ ש ¢ᵓ ו ͒ἀᶤ

͒ őῄ Ᵽ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ōA.17ŎἀōA.18Ŏ¢ 

5.4.4 Ᵽ ↑ 

ᶤ Ḿ ᶚש ő ♠ⅎ Ᵽ וּ ש

ו ↑ᵷπ ש ¢ᵓ ו ͒ἀᶤ

͒ őῄ Ᵽ ↑ᵓ שו π

ו Ώ  ḫ AōA.19ŎἀōA.20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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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毒性评估技术要求 

6.1 分析污染物毒性效应 

ᶳ ⅎб ↑ᵓ ו◓  ồ őε+ ͒

¡ᶤ ͒ ő ᵓ ו◓  ồᾙ ᾭ᾿ - ầ

¢ 

6.2 确定污染物相关参数 

6.2.1 ͒ ᴽ ф  

͒ ᴽ ф ε+Ἣ ֮ ͒ ōIURŎ¡Ἣ

͒ ōSFiŎ¡ⅎⱨ ͒ ōSFoŎἀ

Ḅӗ ͒ ōSFdŎ¢еᶳ ו ͒ ᴽ ф

ו Ώ  ḫ BōЅ B.1Ŏ¢ 

Ἣ ͒ ōSFiŎő ṧ┼ḫ BЅ B.1 ו

Ἣ ֮ ͒ ōIURŎ ῄ ᾐהŠ Ḅӗ ͒

ōSFdŎő ṧ┼ḫ B Ѕ B.1 ⅎⱨו ͒

ōSFoŎ ῄ ᾐה¢ ᾐה SFiἀ SFdו Ώ

ᶳЈ ḫ Bṷ ōB.1Ŏἀṷ ōB.3Ŏ¢ 

6.2.2ᶤ ͒ ᴽ ф  

ᶤ ͒ ᴽ ф ε+Ἣ ф◦ ᵇōRfCŎ¡Ἣ

ф◦᾿ ōRfDiŎ¡ⅎⱨ ф◦᾿ ōRfDoŎἀ Ḅӗ

ф◦᾿ ōRfDdŎ¢еᶳ ᶤו ͒ ᴽ ф Ώ  

ḫ BōЅ B.1Ŏ¢ 

Ἣ ф◦᾿ ōRfDiŎő ṧ┼Ѕ B.1 Ἣו

ф◦ ᵇōRfCŎ ῄ ¢׆ה Ḅӗф◦᾿ ōRfDdŎ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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ṧ┼Ѕ B.1 ⅎⱨו ф◦᾿ ōRfDoŎ ῄ ᾐה¢

ᾐה RfDiἀ RfDdו Ώ ᶳЈ ḫ Bṷ ōB.2Ŏ

ἀṷ ōB.4Ŏ¢ 

6.2.3 ו ὄ ф  

᷄ Ẍ ו ὄ ф ε+ ṇἓ ѷ

ōH Ŏ́¡Ᵽ שׁ ōDaŎ¡ שׁ ōDwŎ¡ -

ᾙ ᶳ ōKocŎ¡ ₆ᵇōSŎ¢еᶳ ו ὄ

ф ו Ώ  ḫ BōЅ B.2Ŏ¢ 

6.2.4 ầф  

ầф ε+ ὄב ōABSGIŎ¡ Ḅ

ōABSdŎ¢еᶳ ו Ώф  ḫ BōЅ B.1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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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风险表征技术要求 

7.1 风险表征技术要求 

ṧ┼ Ṥп ᴄ ầ ΅ј ┼őῄ ͒᷄

ἀ ồ ¢ ầ ј΅ו ┼Ҟ ᶳвő♠

п ᴄ ᵇ ┼ 95% ῦו ῄ ͒᷄ ἀ

ồ ¢ 

᷄ Ẍו׆ה ו ͒᷄ ἀ ồ ő♠ ᴧ

ᶓ ו ┼¢ῄ שו׆ה ֮ ו ͒᷄

ҀỌ 10-6ᾑ ồ ҀỌ 1 пו ᴄő ֥Ѕו ὃᴧ ᷄

б♠ ו ¢ 

7.2 计算地下水污染风险 

ש7.2.1 ֮ ͒᷄  

ᵓ ֮ őῄ ⅎⱨ ש ¡ Ḅӗש ¡

Ᵽ ש ¡ Ᵽ ש

ἀ ש ↑ ͒᷄ ו Ώ őᶳЈ ḫ Cṷ

ōC.1Ŏ¡ōC.2Ŏ¡ōC.3ŎἀōC.4Ŏ¢ῄ ֮ ש

ⅎ π ↑ ͒᷄ ו Ώ ő ḫ Cṷ ōC.5Ŏ¢ 

ש7.2.2 ֮ ồ  

ᵓ ֮ őῄ ⅎⱨ ש ¡ Ḅӗש ¡

Ᵽ ש ¡ Ᵽ ש

↑ ồ ו Ώ őʂ Ј ḫ Cṷ ōC.6Ŏ¡ōC.7Ŏ¡

ōC.8ŎἀōC.9Ŏ¢ῄ ֮ ש ⅎ ↑ᶤ ͒

ồ ו Ώ ő ḫ Cṷ ōC.10Ŏ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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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风险不确定性分析 

ӽеᶳ ф◦µ ѵ᷄ש ẌᾺ ׅ ¶(HJ 25.3),8.4

ו ¢ 

7.4 风险结果表达 

7.4.1 ♠ ᷄  

֮ ᾘ ͒ ו ֞♠ ͒᷄ 10-6Š֮

ᾘ ᶤ ͒ ֞♠ ồ 1¢ṧ┼᷄ ♠

őὃᶳ ᷄ ♠ ἀ᷄ б♠ ¢ 

7.4.2 Ẍ ᴧ ҀỌ♠ ᷄ ו  

ṧ┼ Ẍו♠ ͒᷄ ő͝ ṷ ῄ Ẍ ᴧ

ҀỌ♠ ᷄ ו őϻ ₭ ש ᷄ ᶝⱦẫ ¢ 

ᴧ ҀỌ♠ ᷄ ו ECЅ ő͝ṷ ῄ ş 

EC=CR *P 

ş 

CR ş ͒᷄ Š 

Pş Ẍ ו ᴧ ¢ 

7.5 暴露风险贡献率分析 

֮ ⅎб π ו↑ ͒᷄ ἀ ồ ṽ ᶳ

Ώ őᶳЈ ḫ Dṷ ōD.1Ŏἀṷ ōD.2ŎŠб

ⅎ π ↑ ͒᷄ ἀᶤ ͒ ồ ṽ ᶳ őᶳ

Ј ḫ Dṷ ōD.3Ŏἀṷ ōD.4Ŏῄ ¢ 

ṧ┼ ṷ ῄ ᾐוהΑᶳ ֞őЅ ᴧπ ↑ᾑ

ᴧ ᵓ ᷄ ᾑ ồ ו ֞ő♠ 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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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 ᷄ ẫ ᾑ Ḣᶚ͡ ṵ 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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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计算风险控制值的技术要求 

8.1可接受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ϖ ῄ ᾘ ͒ שו ᷄ ⱦ őп ֮

♠ו ͒᷄ 10-6Šῄ ᾘ ᶤ ͒ שו

᷄ ⱦ őп ֮ ♠ו ồ 1¢ 

8.2计算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8.2.1ᾘ ͒᷄ שו ᷄ ⱦ  

ᵓ ֮ őῄ ᾘ ⅎⱨ ש ¡ Ḅӗש

¡ Ᵽ וּ ש ו ¡ Ᵽ

וּ ש ו ↑ ͒᷄ שו ᷄ ⱦ ו

Ώ őᶳЈ ḫ Eṷ ōE.1Ŏ¡ōE.2Ŏ¡ōE.3ŎἀōE.4Ŏ¢

ῄ ֮ ᾘ ↑ ͒᷄ שו ᷄ ⱦ

ו Ώ ő ḫ Eṷ ōE.5Ŏ¢ 

8.2.2ᾘ ᶤ ͒᷄ שו ᷄ ⱦ  

ᵓ ֮ őῄ ᾘ ⅎⱨ ש ¡ Ḅӗש

¡ Ᵽ וּ ש ו ¡ Ᵽ

וּ ש ו ᶤו↑ ͒᷄ שו ᷄ ⱦ

ו Ώ őʂ Ј ḫ Eṷ ōE.6Ŏ¡ōE.7Ŏ¡ōE.8ŎἀōE.9Ŏ¢

ῄ ֮ ᾘ ↑ᶤ ͒᷄ שו ᷄ ⱦ

ו Ώ ő ḫ Eṷ ōE.10Ŏ¢ 

8.3分析确定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ϠⅎỌ ῄ ᾘו׆ה ͒᷄ שו ᷄ ⱦ

¡ᾘ ᶤ ͒᷄ שו ᷄ ⱦ ő  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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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ו ⱦ ¢ 

ᴧ ש Ḣ Ђ ו ᴧő ἂ◦ ḢᾺ ¡

ⅎ῁¡ ῦיᶚ ♠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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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质控要求 

ש  ◓᷄ Ẍ  ő Ẍ ║ϐ

ו ő ẌοṔ ₭ Ἢл שׅ ᶝ

Ṱ ¢ 

ō1Ŏש  ◓ Ẍ ὐ⅞♅ ש¡ ♅ ¡

¡ ᶝ י ầ ♅ ϊ⅛ő║ϐὐ⅞ ◓᷄ Ј¡

῝ἀẫⱦו ῾ⅎ ¢ 

ō2Ŏש  ◓᷄ ẌοṔ Ọ ῑ ő

ῑ ║ϐ ầ ϊ⅛וҝ ¢ 

ō3Ŏש  ◓᷄ Ẍו ┼ ⱦ ф µש

ὐ⅞ Ꞌᴘџ ῝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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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暴露评估推荐模型 

 

A.1敏感用地暴露评估模型 

A1.1饮用地下水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饮用场地及

周边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计算： 

        （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的暴露危害。饮用场地及周边受影响

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2）计算： 

（A.2） 

公式（A.1）和公式（A.2）中： 

CGWERca －饮用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的暴露量（致癌效应），L地下水·kg-1

体重·d -1； 

CGWERnc －饮用受影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的暴露量（非致癌效应），L地下水·kg-1

体重·d -1； 

GWCRc －儿童每日饮水量，L地下水·d -1；推荐值见表 G.1； 

GWCRa －成人每日饮水量，L地下水·d -1；推荐值见表 G.1； 

EDc －儿童暴露期，a；推荐值见表 G.1； 

EDa －成人暴露期，a；推荐值见表 G.1； 

EFc －儿童暴露频率，d·a-1；推荐值见表 G.1； 

EFa －成人暴露频率，d·a-1；推荐值见表 G.1； 

BWc －儿童体重，kg，推荐值见表 G.1； 

BWa －成人体重，kg，推荐值见表 G.1； 

ABSo －经口摄入吸收效率因子，无量纲；推荐值见附录 G表 G.1； 

ATca －致癌效应平均时间，d；推荐值见表 G.1。 

ATnc －非致癌效应平均时间，d；推荐值见表 G.1 

A1.2皮肤接触地下水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用受污染的

地下水日常洗澡或清洗，皮肤接触地下水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剂量（致癌效应）采用公式

（A.3）： 

6 610 10c c c V ec a a a V ea
ca

c ca a ca

SAE EF ED E DA SAE EF ED E DA
DGWER

BW AT BW AT

- -³ ³ ³ ³ ³ ³ ³ ³
= ³ + ³

³ ³
（A.3） 

公式（A.3）中： 

DGWERca －皮肤接触途径的地下水暴露剂量（致癌效应），（mg 污染物 kg-1体重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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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每日洗澡、游泳、清洗等事件发生频率（次·d -1），推荐值见表 G.1； 

SAEc －儿童暴露皮肤表面积，cm2； 

SAEa －成人暴露皮肤表面积，cm2； 

DAec －儿童皮肤接触吸收剂量，mg·cm-2，无机物根据公式（A.4）计算； 

DAea －成人皮肤接触吸收剂量，mg·cm-2，无机物根据公式（A.5）计算； 

公式（A.3）中 EFc、EDc、BWc、ATca、EFa、EDa和 BW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SAEc

和 SAEa的参数值分别采用公式（A.6）和公式（A.7）计算： 

无机污染物的吸收剂量 DAe( mg·cm-2)采用公式（A.4）和公式（A.5）计算： 

310ec p gw cDA K C t -= ³ ³ ³                  （A.4） 

310ea p gw aDA K C t -= ³ ³ ³
                  （A.5） 

公式（A.4）和（A.5）中： 

Kp －皮肤渗透系数（cm/h），推荐值见表 G.1； 

tc －儿童次经皮肤接触的时间（h），推荐值见表 G.1； 

Cgw －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mg/l）； 

ta －成人次经皮肤接触的时间（h），推荐值见表 G.1。 

SAEc和 SAEa的参数值分别采用公式（A.6）和公式（A.7）计算： 

     （A.6） 

       （A.7） 

公式（A.6）和公式（A.7）中： 

Hc －儿童平均身高，cm, 推荐值见表 G.1； 

Ha －成人平均身高，cm；推荐值见表 G.1； 

SERc －儿童暴露皮肤所占面积比，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SERa －成人暴露皮肤所占面积比，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公式（A.6）和公式（A.7）中 BWc 和 BW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皮肤接触地下水途

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剂量采用公式（A.8）计算： 

610c c c V ec
nc

c nc

SAE EF ED E DA
DGWER

BW AT

-³ ³ ³ ³
= ³

³
             （A.8） 

公式（A.8）中： 

DGWERnc －皮肤接触的地下水暴露剂量（非致癌效应），mg污染物·kg-1体重·d -1； 

公式（A.8）中 SAEc、Ev 和 DAe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3），EFc、EDc 和 BWc的参数含

义见公式（A.1），AT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 

A1.3 吸入室外空气中地下水中气态污染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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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吸入室外空

气中来自场地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分别采用公式（A.9）计算： 

）（
ATcaBWa

EDaEFOaDAIRa

ATcaBWc

EDcEFOcDAIRc
IOVER gwoaca3 VF

³

³³

³

³³
= ³   （A.9） 

公式（A.9）中： 

IOVERca3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致癌效

应），L地下水·kg-1体重·d -1； 

VFgwoa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L·m-3；根据附录 F公式（F.21）计

算。 

DAIRa －成人每日空气呼吸量，m3·d-1；推荐值见表 G.1； 

DAIRc －儿童每日空气呼吸量，m3·d-1；推荐值见表 G.1； 

EFOa －成人的室外暴露频率，d·a-1；推荐值见表 G.1； 

EFOc －儿童的室外暴露频率，d·a-1；推荐值见表 G.1； 

EDc、BWc、EDa、BWa、ATc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室外空气中来

自地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0）计算： 

             （A.10） 

公式（A.8）中： 

IOVERnc3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非致癌

效应），L地下水·kg-1体重·d -1。 

公式（A.8）中，VFgwoa，DAIRc 和 EFO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9），ATnc的含义见公式

（A.2），EDc 和 BW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A1.4 吸入室内空气中气态污染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吸入室内空

气中来自地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分别采用公式公式（A.11）计算： 

      （A.11） 

公式（A.11）中： 

IIVERca2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致癌效

应），L地下水·kg-1体重·d -1； 

VFsubia －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kg·m-3；根据附录 F公式（F.22）计算； 

VFgwia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L·m-3；根据附录 F 公式（F.27）计

算。 

公式（A.11）中 EFOc、EFOa、EFIc、EFIa、DAIRc 和 DAIR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9），

EDc、BWc、EDa、BWa、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室内空气中来



 

25 

自地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2）计算： 

              （A.12） 

公式（A.12）中： 

IIVERnc2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非致癌效

应），L地下水·kg-1体重·d -1。 

公式（A.10）中，VFgwia 参数含义见公式（A.11），DAIRc、EFI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7），

AT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EDc 和 BW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A.2  非敏感用地暴露评估模型 

A2.1  饮用地下水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饮用场地及周边受影

响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3）计算： 

                （A.13）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饮用场地及周边受影响

地下水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38）计算： 

                   （A.14） 

公式（A.13）和公式（A.14）中： 

公式（A.13）和公式（A.14）中，CGWERca、GWCRa、GWCR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CGWERnc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ATnc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EFa、EDa和 BWa和 ATca的

参数含义见公式（A.1）。 

A2.2 皮肤接触地下水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用受污染的地下水日

常洗澡、游泳或清洗，皮肤接触地下水途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剂量（致癌效应）采用公式

（A.15）： 

610a a a V ea
ca

a ca

SAE EF ED E DA
DGWER

BW AT

-³ ³ ³ ³
= ³

³
         （A.15） 

公式（A.13）中，DGWERca、Ev、SAEa、DAe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3），EFc、EDc、BWc、

ATca、EFa、EDa和 BW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DAea（无机物）和 SAEa的参数值分别采用

公式（A.5）和（A.7）计算。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受到的危害。皮肤接触地下水途

径对应的地下水暴露剂量采用公式（A.16）计算： 

610a a a V ea
nc

a nc

SAE EF ED E DA
DGWER

BW AT

-³ ³ ³ ³
= ³

³
            （A.16） 

公式（A.14）中，DGWERnc、SAEa、Ev 和 DAe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3），EFa、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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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W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AT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 

A2.2 吸入室外空气中气态污染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

地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7）计算： 

           （A.17） 

公式（A.15）中， IOVERca3、VFgwoa、DAIRa 和 EFO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9），BWa、

EDa 和 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

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8）计算： 

              （A.18） 

公式（A.18）中，IOVERnc3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0），VFgwoa、DAIRa 和 EFOa 的参数

含义见公式（A.9），AT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BWa 和 ED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A2.3 吸入室内空气中气态污染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

地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19）计算： 

           （A.19） 

公式（A.19）中，IIVERca2、VFgwia、EFIa、DAIR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1），EDa、

BWa 和 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成人期的暴露危害。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

下水中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采用公式（A.20）计算： 

             （A.20） 

公式（A.20）中， IIVERnc2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2），VFgwia、DAIRa和 EFIa的参数含义见

公式（A.9），ATnc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BWa和 ED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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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污染物性质参数推荐值及外推模型 

表 B.1 部分污染物的毒性参数 

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一、金属及无机物                           

1 锑 Antimony 7440-36-0         
4.00E-0

4 
I     0.15 R369     

2 砷（无机） Arsenic, inorganic 7440-38-2 1.50E+00 I 4.30E+00 I 
3.00E-0

4 
I 

1.50E-0

5 
R369 1 R369 0.03 R369 

3 铍 Beryllium 7440-41-7     2.40E+00 I 
2.00E-0

3 
I 

2.00E-0

5 
  0.007 R369     

4 镉 Cadmium 7440-43-9     1.80E+00 I 
1.00E-0

3 
I 

1.00E-0

5 
R369 0.025 R369 0.001 R369 

5 铬（三价） Chromium, III 
16065-83-

1 
        

1.50E+0

0 
I     0.013 R369     

6 铬（六价） Chromium, VI 
18540-29-

9 
5.00E-01 R369 8.40E+01 R369 

3.00E-0

3 
I 

1.00E-0

4 
I 0.025 R369     

7 钴  Cobalt 7440-48-4     9.00E+00 P 
3.00E-0

4 
P 

6.00E-0

6 
P 1 R369     

8 铜 Copper 7440-50-8         
4.00E-0

2 
R369     1 R369     

9 汞（无机） Mercury, inorganic 7487-94-7         
3.00E-0

4 
I 

3.00E-0

4 
R369 0.07 R369     

10 甲基汞 Methyl Mercury 
22967-92-

6 
        

1.00E-0

4 
I     

1.00E+0

0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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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11 镍 Nickel 7440-02-0     2.60E-01 R369 
2.00E-0

2 
I 

9.00E-0

5 
R369 0.04 R369     

12 锡 Tin 7440-31-5         
6.00E-0

1 
R369     1 R369     

13 钒  Vanadium 1314-62-1     8.30E+00 P 
9.00E-0

3 
I 

7.00E-0

6 
P 0.026 R369     

14 锌 Zinc 7440-66-6         
3.00E-0

1 
I     1 R369     

15 氰化物 Cyanide 57-12-5         
6.00E-0

4 
I 

8.00E-0

4 
R369 1 R369     

16 氟化物 Fluoride 
16984-48-

8 
        

4.00E-0

2 
R369 

1.30E-0

2 
R369 1 R369     

二、挥发性有机物                            

17 丙酮 Acetone 67-64-1         
9.00E-0

1 
I 

3.10E+0

1 
R369 1 R369     

18 苯  Benzene 71-43-2 5.50E-02 I 7.80E-03 I 
4.00E-0

3 
I 

3.00E-0

2 
I 1 R369     

19 甲苯  Toluene 108-88-3         
8.00E-0

2 
I 

5.00E+0

0 
I 1 R369     

20 乙苯 Ethylbenzene 100-41-4 1.10E-02 R369 2.50E-03 R369 
1.00E-0

1 
I 

1.00E+0

0 
I 1 R369     

21 对二甲苯 Xylene, p- 106-42-3         
2.00E-0

1 
R369 

1.00E-0

1 
R369 1 R369     

22 间二甲苯 Xylene, m- 108-38-3         
2.00E-0

1 
R369 

1.00E-0

1 
R369 1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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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23 邻二甲苯 Xylene, o- 95-47-6         
2.00E-0

1 
R369 

1.00E-0

1 
R369 1 R369     

24 二甲苯 Xylenes 1330-20-7         
2.00E-0

1 
I 

1.00E-0

1 
I 1 R369     

25 一溴二氯甲烷 
Bromodichlorometha

ne 
75-27-4 6.20E-02 I 3.70E-02 R369 

2.00E-0

2 
I     1 R369     

26 1,2-二溴甲烷 
Dibromoethane, 1,2- 106-93-4 2.00E+00 I 

6.00E-01 I 
9.00E-0

3 
I 

9.00E-0

3 
I 1 R369     

27 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56-23-5 
7.00E-02 

I 6.00E-03 I 
4.00E-0

3 
I 

1.00E-0

1 
I 1 R369     

28 氯苯 Chlorobenzene 108-90-7         
2.00E-0

2 
I 

5.00E-0

2 
P 1 R369     

29 
氯仿（三氯甲

烷） 
Chloroform 67-66-3 3.10E-02 R369 2.30E-02 I 

1.00E-0

2 
I 

9.80E-0

2 
R369 1 R369     

30 氯甲烷 Chloromethane 74-87-3             
9.00E-0

2 
I 1 R369     

31 二溴氯甲烷 
Dibromochlorometha

ne 
124-48-1 8.40E-02 

I 
2.70E-02 R369 

2.00E-0

2 
I     1 R369 0.1 R369 

32 1,4-二氯苯 Dichlorobenzen, 1,4- 106-46-7 5.40E-03 R369 1.10E-02 R369 
7.00E-0

2 
R369 

8.00E-0

1 
I 1 R369     

33 1,1-二氯乙烷 Dichloroethane, 1,1- 75-34-3 5.70E-03 R369 1.60E-03 R369 
2.00E-0

1 
P     1 R369     

34 1,2-二氯乙烷 Dichloroethane, 1,2- 107-06-2 9.10E-02 
I 

2.60E-02 I 
6.00E-0

3 
R369 

7.00E-0

3 
P 1 R369     

35 1,1-二氯乙烯 Dichloroethylene, 1,1- 75-35-4         
5.00E-0

2 
I 

2.00E-0

1 
I 1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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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36 
1,2-顺式-二氯

乙烯 

Dichloroethylene, 

1,2-cis- 
156-59-2         

2.00E-0

3 
I     1 R369     

37 
1,2 -反式-二氯

乙烯 

Dichloroethylene, 

1,2-trans- 
156-60-5         

2.00E-0

2 
I 

6.00E-0

2 
P 1 R369     

38 二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 75-09-2 
2.00E-03 I 

1.00E-05 I 
6.00E-0

3 
I 

6.00E-0

1 
I 1 R369     

39 1,2-二氯丙烷 Dichloropropane, 1,2- 78-87-5 3.60E-02 R369 1.00E-02 R369 
9.00E-0

2 
R369 

4.00E-0

3 
I 1 R369     

40 硝基苯 Nitrobenzene 98-95-3     4.00E-02 I 
2.00E-0

3 
I 

9.00E-0

3 
I 1 R369     

41 苯乙烯 Styrene 100-42-5         
2.00E-0

1 
I 

1.00E+0

0 
I 1 R369     

42 
1,1,1,2-四氯乙

烷 

Tetrachloroethane, 

1,1,1,2- 
630-20-6 2.60E-02 

I 
7.40E-03 I 

3.00E-0

2 
I     1 R369     

43 
1,1,2,2-四氯乙

烷 

Tetrachloroethane, 

1,1,2,2- 
79-34-5 2.00E-01 

I 
5.80E-02 R369 

2.00E-0

2 
I     1 R369     

44 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 127-18-4 
2.10E-03 I 

2.60E-04 I 
6.00E-0

3 
I 

4.00E-0

2 
I 1 R369     

45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79-01-6 
4.60E-02 I 

4.10E-03 I 
5.00E-0

4 
I 

2.00E-0

3 
I 1 R369     

46 氯乙烯 Vinyl chloride 75-01-4 7.20E-01 
I 

4.40E-03 I 
3.00E-0

3 
I 

1.00E-0

1 
I 1 R369     

47 1,1,2-三氯丙烷 
Trichloropropane, 

1,1,2- 
598-77-6         

5.00E-0

3 
I     1 R369     

48 1,2,3-三氯丙烷 
Trichloropropane, 

1,2,3- 
96-18-4 3.00E+01 

I 
    

4.00E-0

3 
I 

3.00E-0

4 
I 1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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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49 1,1,1-三氯乙烷 Trichlorothane, 1,1,1- 71-55-6         
2.00E+0

0 
I 

5.00E+0

0 
I 1 R369     

50 1,1,2-三氯乙烷 Trichlorothane, 1,1,2- 79-00-5 5.70E-02 
I 

1.60E-02 I 
4.00E-0

3 
I 

2.00E-0

4 
R369 1 R369     

三、半挥发性有机物                            

51 苊 Acenaphthene 83-32-9         
6.00E-0

2 
I     1 R369 0.13 R369 

52 蒽 Anthracene 120-12-7         
3.00E-0

1 
I     1 R369 0.13 R369 

53 苯并(a)蒽 Benzo(a)anthracene 56-55-3 7.30E-01 R369 1.10E-01 R369         1 R369 0.13 R369 

54 苯并(a)芘 Benzo(a)pyrene 50-32-8 7.30E+00 I 1.10E+00 R369         1 R369 0.13 R369 

55 苯并(b)荧蒽 Benzo(b)fluoranthene 205-99-2 7.30E-01 R369 1.10E-01 R369         1 R369 0.13 R369 

56 苯并(k)荧蒽 Benzo(k)fluoranthene 207-08-9 7.30E-02 R369 1.10E-01 R369         1 R369 0.13 R369 

57 屈 Chrysene 218-01-9 7.30E-03 R369 1.10E-02 R369         1 R369 0.13 R369 

58 二苯并(a, h)蒽 
Dibenzo(a, 

h)anthracene 
53-70-3 7.30E+00 R369 1.20E+00 R369         1 R369 0.13 R369 

59 荧蒽 Fluoranthene 206-44-0         
4.00E-0

2 
I     1 R369 0.13 R369 

60 芴 Fluorene 86-73-7         
4.00E-0

2 
I     1 R369 0.13 R369 

61 
茚并(1,2,3-cd)

芘 

Indeno(1,2,3-cd)pyre

ne 
193-39-5 7.30E-01 R369 1.10E-01 R369         1 R369 0.13 R369 

62 萘 Naphthalene 91-20-3     3.40E-02 R369 
2.00E-0

2 
I 

3.00E-0

3 
I 1 R369 0.13 R369 

63 芘 Pyrene 129-00-0         
3.00E-0

2 
I     1 R369 0.13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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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64 艾氏剂 Aldrin 309-00-2 1.70E+01 
I 

4.90E+00 I 
3.00E-0

5 
I     1 R369 0.1 R369 

65 狄氏剂 Dieldrin 60-57-1 1.60E+01 
I 

4.60E+00 I 
5.00E-0

5 
I     1 R369 0.1 R369 

66 异狄氏剂 Endrin 72-20-8         
3.00E-0

4 
I     1 R369 0.1 R369 

67 氯丹 Chlordane 
12789-03-

6 
3.50E-01 

I 
1.00E-01 I 

5.00E-0

4 
I 

7.00E-0

4 
I 1 R369 0.04 R369 

68 滴滴滴 DDD 72-54-8 2.40E-01 I 6.90E-02 R369         1 R369 0.1 R369 

69 滴滴伊 DDE 72-55-9 3.40E-01 I 9.70E-02 R369         1 R369 0.1 R369 

70 滴滴涕 DDT 50-29-3 3.40E-01 
I 

9.70E-02 I 
5.00E-0

4 
I     1 R369 0.03 R369 

71 七氯 Heptachlor 76-44-8 4.50E+00 
I 

1.30E+00 I 
5.00E-0

4 
I     1 R369 0.1 R369 

72 α-六六六 

Hexachloro 

cyclohexane, α- 

(α-HCH) 

319-84-6 6.30E+00 

I 

1.80E+00 I 
8.00E-0

3 
R369     1 R369 0.1 R369 

73 β-六六六 

Hexachloro 

cyclohexane, β- 

(β-HCH) 

319-85-7 1.80E+00 

I 

5.30E-01 I         1 R369 0.1 R369 

74 γ-六六六 

Hexachloro 

cyclohexane, γ- 

(γ-HCH, Lindane) 

58-89-9 1.10E+00 

R369 

3.10E-01 R369 
3.00E-0

4 
I     1 R369 0.04 R369 

75 六氯苯 Hexachlorobenzene 118-74-1 1.60E+00 
I 

4.60E-01 I 
8.00E-0

4 
I     1 R369 0.1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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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76 灭蚁灵 Mirex 2385-85-5 1.80E+01 
R369 

5.10E+00 R369 
2.00E-0

4 
I     1 R369 0.1 R369 

77 毒杀芬 Toxaphene 8001-35-2 1.10E+00 I 3.20E-01 I         1 R369 0.1 R369 

78 多氯联苯 189 

Heptachlorobiphenyl, 

2,3,3',4,4',5,5'- (PCB 

189) 

39635-31-

9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79 多氯联苯 167 

Hexachlorobiphenyl, 

2,3',4,4',5,5'- (PCB 

167) 

52663-72-

6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80 多氯联苯 157 

Hexachlorobiphenyl, 

2,3,3',4,4',5'- (PCB 

157) 

69782-90-

7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81 多氯联苯 156 

Hexachlorobiphenyl, 

2,3,3',4,4',5- (PCB 

156) 

38380-08-

4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82 多氯联苯 169 

Hexachlorobiphenyl, 

3,3',4,4',5,5'- (PCB 

169) 

32774-16-

6 3.90E+03 R369 

1.10E+03 R369 
2.30E-0

8 
R369 

1.30E-0

6 
R369 1 R369 0.14 R369 

83 多氯联苯 123 
Pentachlorobiphenyl, 

2',3,4,4',5- (PCB 123) 

65510-44-

3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84 多氯联苯 118 
Pentachlorobiphenyl, 

2,3',4,4',5- (PCB 118) 

31508-00-

6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85 多氯联苯 105 
Pentachlorobiphenyl, 

2,3,3',4,4'- (PCB 105) 

32598-14-

4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86 多氯联苯 114 
Pentachlorobiphenyl, 

2,3,4,4',5- (PCB 114) 

74472-37-

0 3.90E+00 R369 
1.10E+00 R369 

2.30E-0

5 
R369 

1.30E-0

3 
R369 1 R369 0.14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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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87 多氯联苯 126 
Pentachlorobiphenyl, 

3,3',4,4',5- (PCB 126) 

57465-28-

8 1.30E+04 R369 
3.80E+03 R369 

7.00E-0

9 
R369 

4.00E-0

7 
R369 1 R369 0.14 R369 

88 
多氯联苯（高风

险）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high risk) 1336-36-3 2.00E+00 I 
5.70E-01 I         1 R369 0.14 R369 

89 
多氯联苯（低风

险）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low risk) 1336-36-3 4.00E-01 I 
1.00E-01 I         1 R369 0.14 R369 

90 
多氯联苯（最低

风险）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lowest 

risk) 1336-36-3 7.00E-02 I 

2.00E-02 I         1 R369 0.14 R369 

91 多氯联苯 77 
Tetrachlorobiphenyl, 

3,3',4,4'- (PCB 77) 

32598-13-

3 1.30E+01 R369 
3.80E+00 R369 

7.00E-0

6 
R369 

4.00E-0

4 
R369 1 R369 0.14 R369 

92 多氯联苯 81 
Tetrachlorobiphenyl, 

3,4,4',5- (PCB 81) 

70362-50-

4 3.90E+01 R369 
1.10E+01 R369 

2.30E-0

6 
R369 

1.30E-0

4 
R369 1 R369 0.14 R369 

93 二恶英（总量） 
Hexachlorodibenzo-p-

dioxin, Mixture 
  

6.20E+03 I 
1.30E+03 I         1 R369 0.03 R369 

94 
二恶英

（TCDD2378） 

Tetrachlorodibenzo-p

-dioxin, 2,3,7,8- 1746-01-6 1.30E+05 R369 
3.80E+04 R369 

7.00E-1

0 
I 

4.00E-0

8 
R369 1 R369 0.03 R369 

95 多溴联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59536-65-

1 3.00E+01 R369 
8.60E+00 R369 

7.00E-0

6 
R369     1 R369 0.1 R369 

96 苯胺 Aniline 62-53-3 5.70E-03 
I 

1.60E-03 R369 
7.00E-0

3 
P 

1.00E-0

3 
I 1 R369 0.1 R369 

97 溴仿 Bromoform 75-25-2 7.90E-03 
I 

1.10E-03 I 
2.00E-0

2 
I     1 R369 0.1 R369 

98 2-氯酚 Chlorophenol, 2- 95-57-8         
5.00E-0

3 
I     1 R369   R369 



 

35 

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99 4-甲酚（对-） Cresol, 4-, p- 106-44-5         
1.00E-0

1 
R369 

6.00E-0

1 
R369 1 R369 0.1 R369 

100 3,3-二氯联苯胺 
Dichlorobenzidine, 

3,3- 
91-94-1 4.50E-01 

I 
3.40E-01 R369         1 R369 0.1 R369 

101 2,4-二氯酚 Dichlorophenol, 2,4- 120-83-2         
3.00E-0

3 
I     1 R369 0.1 R369 

102 2,4-二硝基酚 Dinitrophenol, 2,4- 51-28-5         
2.00E-0

3 
I     1 R369 0.1 R369 

103 2,4-二硝基甲苯 Dinitrotoluene, 2,4- 121-14-2 3.10E-01 
R369 

8.90E-02 R369 
2.00E-0

3 
I     1 R369 0.102 R369 

104 六氯环戊二烯 
Hexachlorocyclopenta

diene 
77-47-4         

6.00E-0

3 
I 

2.00E-0

4 
I 1 R369 0.1 R369 

105 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87-86-5 
4.00E-01 I 

5.10E-03 R369 
5.00E-0

3 
I     1 R369 0.25 R369 

106 苯酚 Phenol 108-95-2         
3.00E-0

1 
I 

2.00E-0

1 
R369 1 R369 0.1 R369 

107 2,4,5-三氯酚 
Trichlorophenol, 

2,4,5- 
95-95-4         

1.00E-0

1 
I     1 R369 0.1 R369 

108 2,4,6-三氯酚 
Trichlorophenol, 

2,4,6- 
88-06-2 1.10E-02 

I 
3.10E-03 I 

1.00E-0

3 
P     1 R369 0.1 R369 

109 阿特拉津 Atrazine 1912-24-9 2.30E-01 
R369 

    
3.50E-0

2 
I     1 R369 0.1 R369 

110 敌敌畏 Dichlorvos 62-73-7 2.90E-01 
I 

8.30E-02 R369 
5.00E-0

4 
I 

5.00E-0

4 
I 1 R369 0.1 R369 

111 乐果 Dimethoate 60-51-5         
2.00E-0

4 
I     1 R369 0.1 R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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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编号 

SFo 
(mg/kg-d)

-1 

数据

来源 

IUR 
(mg/m3)-1 

数据

来源 

RfDo 
mg/kg-d 

数据

来源 

RfC 
mg/m3 

数据

来源 

ABSgi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ABSd 

无量纲 

数据

来源 

112 硫丹 Endosulfan 115-29-7         
6.00E-0

3 
I     1 R369 0.1 R369 

113 草甘膦 Glyphosate 1071-83-6         
1.00E-0

1 
I     1 R369 0.1 R369 

114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已基)酯 

Bis(2-ethylhexyl)phth

alate, DEHP 
117-81-7 1.40E-02 

I 
2.40E-03 R369 

2.00E-0

2 
I     1 R369 0.1 R369 

115 
邻苯二甲酸苄

丁酯 

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 
85-68-7 1.90E-03 

P 
    

2.00E-0

1 
I     1 R369 0.1 R369 

116 
邻苯二甲酸二

乙酯 

Diethyl phthalate, 

DEP 
84-66-2         

8.00E-0

1 
I     1 R369 0.1 R369 

117 
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 

Dibutyl phthalate, 

DBP 
84-74-2         

1.00E-0

1 
I     1 R369 0.1 R369 

118 
邻苯二甲酸二

正辛酯 

Di-n-octyl phthalate, 

DNOP 
117-84-0         

1.00E-0

2 
P     1 R369 0.1 R369 

备注： 

（1）SFo：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IUR：呼吸吸入单位致癌风险；RfDo：经口摄入参考剂量； RfC：呼吸吸入参考浓度；ABSgi：消化道吸收因子； ABSd：皮肤吸收效率因子。 

（2）“I”代表数据来自“美国环保局综合风险信息系统（USEPA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P”代表数据来自美国环保局“临时性同行审定毒性数据（The Provisional Peer 

Reviewed Toxicity Values）”；“R369”代表数据来自美国环保局第 3、6、9 区分局“区域筛选值（Regional Screening Levles）总表”污染物毒性数据（2013年 5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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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和参考剂量外推模型公式 

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和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分别采用公式（B.1）和公式（B.2）

计算： 

 

 

公式（B.1）和公式（B.2）中： 

SFi －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污染物·kg-1体重·d -1)-1； 

RfDi －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污染物·kg-1体重·d -1； 

IUR －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m3·mg-1； 

RfC －呼吸吸入参考浓度，mg·m-3。 

公式（B.1）和公式（B.2）中，DAIR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7），BW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B.2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和参考剂量外推模型公式 

皮肤接触致癌斜率系数和参考剂量分别采用公式（B.3）和公式（B.4）计算： 

 

 

公式（B.3）和公式（B.4）中： 

SFd －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mg污染物·kg-1体重·d -1)-1； 

SFo －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mg污染物·kg-1体重·d -1)-1； 

RfDo －经口摄入参考剂量，mg污染物·kg-1体重·d -1； 

RfDd －皮肤接触参考剂量，mg污染物·kg-1体重·d -1； 

ABSgi －消化道吸收效率因子，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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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计算致癌风险和危害商的推荐模型 

 

C.1 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致癌风险 

C1.1  经口摄入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1）计算： 

0cgw ca gwCR CGWER C SF= ³ ³                          (C.1) 

公式（C.1）中： 

CRcgw －经口摄入地下水暴露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Cgw －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mg·L-1； 

公式（C.1）中，CGWERc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SFo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4）。 

C1.2  皮肤接触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2）计算： 

dgw ca dCR DGWER SF= ³                     (C.2) 

公式（C.2）中： 

CRdgw －皮肤接触地下水暴露单一污染地下水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公式（C.2）中，DGWER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3），SFd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3）。 

C1.3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地下水的单一气态污染物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3）计算： 

3 3iov ca gw iCR IOVER C SF= ³ ³                 
(C.3)

 
公式（C.3）中： 

CRiov3 －吸入室外空气来自地下水暴露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公式（C.3）中，IOVERca3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9），Cgw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SF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1）。 

 

C1.4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单一气态污染物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4）计算： 

2 2iiv ca gw iCR IIVER C SF= ³ ³                
(C.4) 

公式（C.4）中： 

CRiiv2 －吸入室内空气来自地下水暴露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公式（C.4）中，IIVERca2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A.11），Cgw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SFi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1）。 

C1.5  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5）计算： 

3 2n cgw dgw iov iivCR CR CR CR CR= + + +             
(C.5) 

公式（C.5）中： 

CRn －经所有暴露途径暴露于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公式（C.5）中，CRogw、CRdgw、CRiov3、和 CRiiv2 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C.1）、公式

（C.2）、公式（C.3）、公式（C.4）。 

C.2 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非致癌危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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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经口摄入污染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采用公式（C.6）计算： 

0

nc gw

cgw

CGWER C
HQ

RfD WAF

³
=

³                  
(C.6) 

公式（C.6）中： 

HQcgw －经口摄入地下水暴露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WAF －暴露于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公式（C.6）中，CGWER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Cgw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RfDo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4）。 

C2.2 皮肤接触污染的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采用公式（C.7）计算： 

nc
dgw

d

DGWER
HQ

RfD
=                    

(C.7) 

公式（C.7）中： 

HQdgw －皮肤接触地下水暴露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公式（C.7）中，DGWER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8），RfDd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4）。 

C2.3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地下水的单一气态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采用公式（C.8）计算： 

3

3

nc gw

iov

i

IOVER C
HQ

RfD WAF

³
=

³                 
(C.8) 

公式（C.8）中： 

HQiov3 －吸入室外空气暴露于单一污染物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WAF －暴露于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比例，无量纲。 

公式（C.8）中， IOVERnc3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0），Cgw 的参数含义见（C.1），RfD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2）。 

C2.4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单一气态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采用公式（C.9）计算： 

2

2

nc gw

iiv

i

IIVER C
HQ

RfD WAF

³
=

³                  
(C.9) 

公式（C.9）中： 

HQiiv2 －吸入室内空气暴露于单一污染物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公式（C.9）中，IIVERnc2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2），Cgw 的参数含义见（C.1），RfD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2），WAF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8）。 

C2.5  单一地下水污染物经所有途径的非致癌危害商，采用公式（C.10）计算： 

3 2n cgw dgw iov iivHQ HQ HQ HQ HQ= + + +            
(C.10) 

公式（C.10）中： 

HQn －经所有途径暴露于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的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公式（C.10）中，HQcgw、HQdgw、HQiov3 和 HQiiv2 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C.6）、公式

（C.7）、公式（C.8）、公式（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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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不确定性分析推荐模型 

D.1暴露风险贡献率分析 

单一污染物经不同暴露途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贡献率，分别采用公式（D.1）和公式

（D.2）计算： 

 

 

公式（D.1）和公式（D.2）中： 

PCRj  －单一污染物经某一（第 j 种）暴露途径致癌风险贡献率，无量纲； 

CRj  －单一污染物经第 j 种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PHQj  －单一污染物经单一（第 j 种）暴露途径非致癌风险贡献率，无量纲； 

HQj  －单一污染物经单一（第 j 种）暴露途径非致癌危害商，无量纲。 

公式（D.1）中，CRn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7），公式（D.2）中，HQn的参数含义见公

式（C.14）或（C.22）。 

D.2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 

D2.1敏感参数确定原则 

选定需要进行敏感性分析的参数（P）应是对风险计算结果影响较大的参数，包括人

群相关参数（体重、暴露期、暴露频率等）、与暴露途径相关的参数（每日摄入地下水量、

暴露皮肤表面积、每日吸入空气体积、室内地基厚度、室内空间体积与蒸气入渗面积比等）。

单一暴露途径风险贡献率超过 20%时，应进行人群相关参数和与该途径相关的参数的敏感

性分析。 

D2.2敏感性分析方法 

采用敏感性比例表征模型参数敏感性，即参数取值变动对模型计算风险值的影响程度。

参数的敏感性比例越大，表示风险变化程度越大，该参数对风险计算的影响也越大。制定

污染地下水风险管理对策时，应该关注对风险影响较大的敏感性参数。 

模型参数值变化（从 P1变化到 P2）对致癌风险、危害商、基于致癌和非致癌风险的地

下水风险控制值（X1到 X2）的敏感性比例，采用公式（D.3）计算： 

 

公式（D.3）中： 

SR －参数敏感性比例，无量纲； 

P1 －参数 P变化前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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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参数 P变化后的数值； 

X1 －按 P1计算的致癌风险或危害商，无量纲； 

X2 －按 P2计算的致癌风险或危害商，无量纲。 

选定进行敏感性分析的参数与风险值间不一定为线性相关，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时，

应兼顾考虑参数的实际取值范围，进行小范围或大范围参数值变化分析。参数值小范围变

化是指将参数值变动±5%；参数值大范围变化是指将参数值变动±50%，也可取该参数的最

大与最小可能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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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计算地下水风险控制值的推荐模型 

 

E.1基于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E1.1  基于经口摄入地下水途径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1）计算： 

0

cgw

ca

ACR
RCVG

CGWER SF
=

³                    
(E.1) 

公式（E.1）中： 

RCVGcgw －基于经口摄入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1； 

ACR －可接受致癌风险，无量纲；取值为 10-6。 

公式（E.1）中 CGWERc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SFo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3）。 

E1.2  基于皮肤接触地下水途径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2）计算： 

dgw

ca d

ACR
RCVG

DGWER SF
=

³                    
(E.2) 

公式（E.2）中： 

RCVGdgw －基于皮肤接触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 -1。 

公式（E.2）中，AC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DGWERc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3），SFd的参数

含义见公式（B.3）。 

E1.3  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

（E.3）计算： 

3

iov

ca i

ACR
RCVG

IOVER SF
=

³                      
(E.3) 

公式（E.3）中： 

RCVGiov －基于吸入室外气态污染物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1。 

公式（E.3）中，AC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IOVERca3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9），SFi 的参数含

义见公式（B.1）。 

E1.4  基于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根据公式

（E.4）计算： 

2

iiv

ca i

ACR
RCVG

IIVER SF
=

³                     
(E.4) 

公式（E.4）中： 

RCVGiiv －基于吸入室内气态污染物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 -1。 

公式（E.4）中，AC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IIVERca2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1），SFi 的参数含

义见公式（B.1）。 

E1.5  基于所有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5）计算：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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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E.5）中： 

RGCVn －基于所有地下水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kg-1。 

公式（E.5）中，AC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IOVERca3和 IIVERca2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A.9）

和公式（A.11），SFo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3），SF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1），CGWERca的参数含义见

公式（A.2）。 

E.2基于非致癌风险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E2.1  基于经口摄入地下水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6）计算： 

o
cgw

nc

RfD WAF AHQ
HCVG

CGWER

³ ³
=                 

(E.6) 

公式（E.6）中： 

HCVGcgw －基于经口摄入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 -1； 

AHQ －可接受危害商，无量纲；取值为 1。 

公式（E.5）中，RfDo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4），CGWERnc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WAF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C.8）。 

E2.2  基于皮肤接触地下水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7）计算： 

d
dgw

nc

RfD AHQ
HCVG

DGWER

³
=                     

(E.7) 

公式（E.7）中： 

HCVGdgw －基于皮肤接触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 -1。 

公式（E.7）中，AHQ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DGWERnc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8），RfDd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B.4）。 

E2.3  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

（E.8）计算： 

3

i
iov

nc

RfD WAF AHQ
HCVG

IOVER

³ ³
=                  

(E.8) 

公式（E.8）中： 

HCVGiov －基于吸入室外来自地下水气态污染物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1. 

公式（E.8）中，RfDi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2），AHQ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IOVERnc3的参数

含义分别见公式（A.10），WAF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8）。 

E2.4  基于吸入室内空气中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9）计算： 

2

i
iiv

nc

RfD WAF AHQ
HCVG

IIVER

³ ³
=               

    (E.9) 

公式（E.9）中： 

HCVGiiv －基于吸入室内气态污染物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mg·L -1； 

IIVERnc2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地下水暴露量（非致癌效应），L

地下水·kg-1体重·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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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E.9）中，RfD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B.2），AHQ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7）。 

 

E2.5 基于所有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应的地下水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10）计算： 

              （E.10） 

公式（E.10）中： 

HGCVn －基于所有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公式（E.23）中，AHQ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WAF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21），IOVERnc3、IIVERnc2

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A.10）和公式（A.12），RfDo 参数含义见公式（B.4），RfDi 的参数含义见公

式（B.2），CGWERnc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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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污染物扩散迁移推荐模型 

此部分内容参考《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附录 F 的内容。 

进入土壤中的污染物可在土壤水相、气相和固相分配并达到平衡。表层、下层土壤及地下水中

的污染物可挥发扩散进入室外空气，下层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可挥发扩散进入室内空气。土壤中

的污染物可迁移进入地下水，影响地下水环境质量。以下给出了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扩散迁移的

相关模式。 

F.1 气态污染物有效扩散系数计算模式 

F1.1  土壤中气态污染物的有效扩散系数，采用公式（F.1）计算： 

 

公式（F.1）中： 

Deff
s －土壤中气态污染物的有效扩散系数，cm2·s-1； 

Da －空气中扩散系数，cm2·s-1；推荐值见表 B.2； 

Dw －水中扩散系数，cm2·s-1；推荐值见表 B.2； 

Hu －无量纲亨利常数，cm3·cm-3；推荐值见表 B.2； 

θ －非饱和土层土壤中总孔隙体积比，无量纲；根据公式（F.2）计算； 

θws －非饱和土层土壤中孔隙水体积比，无量纲；根据公式（F.3）计算； 

θas －非饱和土层土壤中孔隙空气体积比，无量纲；根据公式（F.4）计算。 

公式（F.1）中θ、θws和θas，分别采用公式（F.2）、公式（F.3）和公式（F.4）计算： 

 

 

 

公式（F.2）、公式（F.3）和公式（F.4）中： 

ρb －土壤容重，kg·dm-3；推荐值见表 G.1； 

ρs －土壤颗粒密度，kg·dm-3，推荐值见表 G.1。 

Pws －土壤含水率，kg水·kg-1土壤；推荐值见表 G.1； 

ρw －水的密度， 1 kg·dm-3。 

公式（F.2）中θ、公式（F.3）中θws和公式（F.4）中θa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 

F1.2  气态污染物在地基与墙体裂隙中的有效扩散系数，采用公式（F.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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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F.5）中： 

Deff
crack  －气态污染物在地基与墙体裂隙中的有效扩散系数，cm2·s-1； 

θacrack －地基裂隙中空气体积比，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θwcarck  －地基裂隙中水体积比，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公式（F.5）中，Da、Dw、θ和 Hu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 

F1.3  毛细管层中气态污染物的有效扩散系数，采用公式（F.6）计算： 

 

公式（F.6）中： 

Deff
cap －毛细管层中气态污染物的有效扩散系数，cm2·s-1； 

θacap  －毛细管层土壤中孔隙空气体积比，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θwcap  －毛细管层土壤中孔隙水体积比，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公式（F.6）中，Da、Dw、θ和 Hu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 

F1.4  气态污染物从地下水到表层土壤的有效扩散系数，采用公式（F.7）计算： 

 

公式（F.7）中： 

Deff
gws  －地下水到表层土壤的有效扩散系数，cm2·s-1； 

hcap  －地下水土壤交界处毛细管层厚度，cm；推荐值见表 G.1； 

hv  －非饱和土层厚度，cm；优先根据场地调查数据确定，推荐值见表 G.1； 

Deff
cap －毛细管层中气态污染物的有效扩散系数，cm2·s-1，根据公式（F.6）计算。 

公式（F.7）中，Deff
cap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6），Deff

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 

F1.5  土壤-水中污染物分配系数，采用公式（F.8）计算： 

 

公式（F.8）中， 

Ksw 土壤-水中污染物分配系数，cm3·g -1； 

Kd 土壤固相-水中污染物分配系数，cm3·g -1； 

公式（F.8）中θws、θas、Hu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ρb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2）。 

公式（F.8）中的 Kd和 foc分别采用公式（F.9）和公式（F.1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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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F.9）和公式（F.10）中： 

Koc －土壤有机碳/土壤孔隙水分配系数，L·kg-1；推荐值见表 B.2。 

foc －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无量纲，根据公式（F.19）计算； 

fom －土壤有机质含量，g·kg-1；根据场地调查获得参数值； 

公式（F.9）中 Kd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8）。 

F1.6  室外空气中气态污染物扩散因子，采用公式（F.11）计算： 

 

公式（F.11）中： 

DFoa 室外空气中气态污染物扩散因子，(g·cm-2·s-1)/(g·cm-3) 

Uair 混合区大气流速风速，cm·s-1 

A 污染源区面积，cm2 

W 污染源区宽度，cm2 

δair 混合区高度，cm 

F1.7  室内空气中气态污染物扩散因子采用公式（F.12）计算： 

 

公式（F.12）中： 

DFia 室内空气中气态污染物扩散因子，(g·cm-2·s-1)/(g·cm-3) 

ER －室内空气交换速率，次·d -1；推荐值见表 G.1； 

LB －室内空间体积与气态污染物入渗面积比，cm；推荐值见表 G.1； 

86400：时间单位转换系数，86400 s·d-1 

F1.8  流经地下室地板裂隙的对流空气流速，采用公式（F.13）和（F.14）计算： 

 

 

公式（F.13）和（F.14）中： 

Qs  流经地下室地板裂隙的对流空气流速，cm3·s-1 

π  圆周率常数，3.14159 

dP  室内和室外大气压力差，g·cm-1·s-2 

kv  土壤透性系数，cm2 

Xcrack  地下室内地板（裂隙）周长，cm 

μair  空气粘滞系数，1.81×10-4 g·cm-1·s-1
 

Zcrack  地下室地面到地板底部厚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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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rack  室内裂隙宽度，cm 

Ab  地下室内地板面积，cm2； 

η －地基和墙体裂隙表面积占室内地表面积比例，无量纲；推荐值见表 G.1。 

F.2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计算模式 

F2.1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F.15）、公式（F.16）和公式（F.17）

计算确定： 

 

 

 

公式（F.15）、公式（F.16）和公式（F.17）中： 

VFsuroa1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kg·m-3； 

VFsuroa2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二），kg·m-3； 

VFsuroa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和算法二中的较小值），kg·m-3； 

τ －气态污染物入侵持续时间，a；推荐值见表 G.1； 

d －表层污染土壤层厚度，cm；必须根据场地调查获得参数值。 

公式（F.15）、（F.16）和公式（F.17）中，Deff
s和 Hu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ρb和 Ksw的参数

含义见公式（F.8），DFo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1）。 

F2.2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F.18）、公式（F.19）和公式（F.20）

计算： 

 

如下层污染土壤厚度已知，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F.19）计算： 

 

 

公式（F.18）、（F.19）和（F.20）中： 

VFsuboa1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kg·m-3； 

VFsuboa2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二），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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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suboa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和算法二中的较小值），kg·m-3； 

LS －下层污染土壤上表面到地表距离，cm；必须根据场地调查获得参数值； 

ds —下层污染土壤厚度，cm 

公式（F.18）、（F.19）和（F.20）中，Deff
s和 Hu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ρb的参数含义见公式

（F.2），Ksw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8），DFoa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9），τ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5）。 

F2.3 地下水中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F.21）计算： 

 

VFgwoa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L·m-3； 

Lgw －地下水埋深，cm；必须根据场地调查获得参数值； 

公式（F.21）中，Hu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Deff
gw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7），DFoa 的参数

含义见公式（F.11）。 

F.3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计算模式 

F3.1  建筑物下方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F.22）、公式（F.23）、公式

（F.24）、公式（F.25）和公式（F.26）计算： 

Qs=0（趋于为 0）时， 

 

Qs>0时， 

 

 

如下层污染土壤厚度已知，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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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F.22）、公式（F.23）、公式（F.24）、公式（F.25）和公式（F.26）中： 

VFsubia1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kg·m-3； 

VFsubia2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二），kg·m-3； 

VFsubia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和算法二中的较小值），kg·m-3； 

Lcrack  －室内地基或墙体厚度，cm；推荐值见表 G.1； 

ξ  －土壤污染物进入室内挥发因子计算过程参数； 

31536000：时间单位转换系数，31536000 s·a-1。 

公式（F.14）中，Hu、Deff
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ρb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2），Deff

crack 的

参数含义见公式（F.5），Ksw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8），DFi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2），Qs 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F.13），Ab 和 η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4），τ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5），LS 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F.18），d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9）。 

F3.2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采用公式（F.27）或公式（F.28）和（F.29）计算： 

Qs=0 或趋于为 0 时， 

 

Qs>0 时， 

 

 

公式（F.27）、公式（F.28）和公式（F.29）中： 

VFgwia1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kg·m-3； 

VFgwia2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二），kg·m-3； 

VFgwia  －地下水中污染物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算法一和算法二中的较小值），kg·m-3。 

公式（F.27）、（F.28）和（F.29）中，Hu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Deff
crack 的参数含义见公

式（F.5），Lgw 和 Deff
gw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7），DFi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2），Qs 的参数含

义见公式（F.13），Ab 和 η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4），Lcrack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22），ξ 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F.24）。 

F.4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计算模式 

土壤中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采用公式（F.30）、公式（F.31）、公式（F.32）和

公式（F.3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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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层污染土壤厚度已知，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采用公式（F.32）计算： 

 

 

公式（F.30）、公式（F.31）、公式（F.32）和公式（F.33）中： 

LFsgw1  －土壤中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算法一），kg·m-3； 

LFspw-gw －土壤孔隙水中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土壤孔隙水与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

之比），无量纲； 

LFsgw2  －土壤中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算法二），kg·m-3； 

LFsgw  －土壤中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水的淋溶因子（算法一和算法二中的较小值），kg·m-3。 

Ugw  －地下水的达西（Darcy）速率，cm·a-1，推荐值见表 G.1； 

δgw  －地下水混合区厚度，cm，推荐值见表 G.1； 

I  －土壤中水的渗透速率，cm·a-1；推荐值见表 G.1； 

公式（F.30）、公式（F.31）、公式（F.32）和公式（F.33）中，ρb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2），Ksw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8），W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1），τ的参数含义见公式（F.15），ds的参数

含义见公式（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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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风险评估模型参数推荐值 

此部分内容参考《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附录 G的内容。 

表 G.1 风险评估模型参数及推荐值 

参数 

符号 
参数名称 单位 

住宅类敏

感用地推

荐值 

工业类非敏

感用地推荐

值 

 Cgw 
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 

concentrations of contaminants in groundwater 
mg·L1 － － 

d 
表层污染土壤层厚度 

thickness of surficial soils 
cm 

－ － 

LS 
下层污染土壤层埋深 

thickness of surfacial soils 
cm 

－ － 

dsub 
下层污染土壤层厚度 

thickness of subsurfacial soils 
cm 

－ － 

A 
污染源区面积 

Source-zone area 
cm2 

－ － 

Lgw 
地下水埋深 

depth of groundwater 
cm － － 

fom 
土壤有机质含量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soils 
g·kg-1 10 10 

ρb 
土壤容重 

soil bulk density 
kg·dm-3 1.5 1.5 

Pws 
土壤含水率 

soil water content 
kg·kg-1 0.10 0.10 

ρs 
土壤颗粒密度 

density of soil particulates 
kg·dm-3 2.65 2.65 

PM10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content of inhalable particulates in ambient air 
mg·m-3 0.15 0.15 

Uair 
混合区大气流速风速 

ambient air velocity in mixing zone 
cm·s-1 200 200 

δair 
混合区高度 

mixing zone height 
cm 200 200 

W 
污染源区宽度 

width of source-zone area 
cm 4500 4500 

hcap 
土壤地下水交界处毛管层厚度 

capillary zone thickness 
cm 5 5 

hv 非饱和土层厚度 cm 29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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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符号 
参数名称 单位 

住宅类敏

感用地推

荐值 

工业类非敏

感用地推荐

值 

vadose zone thickness 

θacap  
毛细管层孔隙空气体积比 

soil air content - capillary fringe region 
无量纲 0.038 0.038 

θwcap 
毛细管层孔隙水体积比 

soil water content - capillary fringe region 
无量纲 0.342 0.342 

Ugw 
地下水达西（Darcy）速率 

ground water Darcy velocity 
cm·a-1 2500 2500 

δgw 
地下水混合区厚度 

ground water mixing zone height 
cm 200 200 

I 
土壤中水的入渗速率 

water infiltration rate 
cm·a-1 30 30 

θacrack 
地基裂隙中空气体积比 

soil air content - soil filled foundation cracks 
无量纲 0.26 0.26 

θwcarck 
地基裂隙中水体积比 

soil water content - soil filled foundation cracks 
无量纲 0.12 0.12 

Lcrack 
室内地基厚度 

enclosed-space foundation or wall thickness 
cm 15 15 

LB 
室内空间体积与气态污染物入渗面积之比 

enclosed space volume/infiltration area ratio 
cm 200 300 

ER 
室内空气交换速率 

enclosed space air exchange rate 
次·d -1 12 20 

η 
地基和墙体裂隙表面积所占比例 

areal fraction of cracks in foundations/walls 
无量纲 0.01 0.01 

τ 
气态污染物入侵持续时间 

averaging time for vapor flux 
a 24 25 

dP 
室内室外气压差 

indoor/outdoor differential pressure 
g·cm-1·s2 0 0 

Kv 
土壤透性系数 

soil permeability 
cm2 1.00×10-8 1.00×10-8 

Zcrack 
室内地面到地板底部厚度 

depth to bottom of slab 
cm 15 15 

Xcrack 
室内地板周长 

slab perimeter 
cm 3400 3400 

Ab 
室内地板面积 

slab area 
cm2 700000 700000 

EDa 成人暴露期 

exposure duration of adults 

a 24 25 

EDc 儿童暴露期 a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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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符号 
参数名称 单位 

住宅类敏

感用地推

荐值 

工业类非敏

感用地推荐

值 

exposure duration of children 

EFa 
成人暴露频率 

exposure frequency of adults 
d·a-1 350 250 

EFc 
儿童暴露频率 

exposure frequency of children 
d·a-1 350 － 

EFIa 
成人室内暴露频率 

indoor exposure frequency of adults 
d·a-1 262.5 187.5 

EFIc 
儿童室内暴露频率 

indoor exposure frequency of children 
d·a-1 262.5 － 

EFOa 
成人室外暴露频率 

outdoor exposure frequency of adults 
d·a-1 87.5 62.5 

EFOc 
儿童室外暴露频率 

outdoor exposure frequency of children 
d·a-1 87.5 － 

DAea  成人皮肤接触吸收剂量 mg·cm-2   

DAec 儿童皮肤接触吸收剂量 mg·cm-2   

BWa 成人平均体重 

average body weight of adults 

kg 56.8 56.8 

BWc 儿童平均体重 

average body weight of children 

kg 15.9 15.9 

Ha 成人平均身高 

average height of adults 

cm 156.3 156.3 

Hc 儿童平均身高 

average height of children 

cm 99.4 99.4 

DAIRa 
成人每日空气呼吸量 

daily air inhalation rate of adults 
m3·d-1 14.5 14.5 

DAIRc 
儿童每日空气呼吸量 

daily air inhalation rate of children 
m3·d-1 7.5 － 

GWCRa 
成人每日饮用水量 

daily groundwater consumption rate of adults 
L·d-1 1.8 1.8 

GWCRc 
儿童每日饮用水量 

daily groundwater consumption rate of children 
L·d-1 0.7 0.7 

Ev 
每日皮肤接触事件频率 

daily exposure frequency of dermal contact event 
次·d -1 1 1 

Kp 皮肤渗透系数 cm/h   

tc  儿童次经皮肤接触的时间 h   

ta 成人次经皮肤接触的时间 h   

WAF 饮用地下水途径参考剂量分配比例 无量纲 0.20 0.20 



 

 55  

参数 

符号 
参数名称 单位 

住宅类敏

感用地推

荐值 

工业类非敏

感用地推荐

值 

groundwater allocation factor 

SERa 
成人暴露皮肤所占体表面积比 

skin exposure ratio of adults 
无量纲 0.32 0.18 

SERc 
儿童暴露皮肤所占体表面积比 

skin exposure ratio of children 
无量纲 0.36 － 

ACR 
单一污染物可接受致癌风险 

acceptable cancer risk for individual contaminant 
无量纲 10-6 10-6 

AHQ 
可接受危害商 

acceptable hazard quotient for individual contaminant 
无量纲 1 1 

ATca 
致癌效应平均时间 

average time for carcinogenic effect 
d 26280 26280 

ATnc 
非致癌效应平均时间 

average time for non-carcinogenic effect 
d 2190 9125 

注： 

1）“－”表明参数值需要结合实际场地确定或该用地方式下参数值不适用； 

2） “应根据场地环境调查实测数据定值的参数”，必须根据场地采样和分析测试数据定值；“优先根据场地环境调查

实测数据和资料定值的参数”，应尽可能根据场地调查获得数据或资料进行定值； 

3）在计算吸入室内和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致癌风险或危害商时，如 Cgw实测浓度超过溶解度，则采

用水溶解度进行计算，此时实际污染（致癌、非致癌）风险可能高于模型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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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部分有毒有害指标的饮用水标准 

序号 指标名称（单位） 标准 

1 锰（mg/L） 0.1 

2 铜（mg/L） 1 

3 锌（mg/L） 1 

4 钼（mg/L） 0.1 

5 钴（mg/L） 0.05 

6 挥发性酚类（mg/L） 0.002 

7 硝酸盐（以 N 计）（mg/L） 20 

8 亚硝酸盐（以 N 计）（mg/L) 0.02 

9 氰化物（mg/L） 0.05 

10 汞（mg/L） 0.001 

11 砷（mg/L） 0.05 

12 硒（mg/L） 0.01 

13 镉（mg/L） 0.01 

14 六价铬（mg/L） 0.05 

15 铅（mg/L） 0.05 

16 铍（mg/L） 0.0002 

17 钡（mg/L） 1 

18 镍（mg/L） 0.05 

19 滴滴涕（μg/L） 0.000001 

20 六六六（μg/L） 0.000005 

21 三氯甲烷（mg/L） 0.06 

22 四氯化碳（mg/L） 0.002 

23 三溴甲烷（mg/L） 0.1 

24 二氯甲烷（mg/L） 0.02 

25 1,2-二氯乙烷（mg/L） 0.03 

26 环氧氯丙烷（mg/L） 0.004 

27 氯乙烯（mg/L） 0.005 

28 1,1-二氯乙烯（mg/L） 0.03 

29 1,2-二氯乙烯（mg/L） 0.05 

30 三氯乙烯（mg/L） 0.07 

31 四氯乙烯（mg/L） 0.04 

32 氯丁二烯（mg/L） 0.002 

33 六氯丁二烯（mg/L） 0.0006 

34 苯乙烯（mg/L） 0.02 

35 甲醛（mg/L） 0.9 

36 乙醛（mg/L） 0.05 

37 丙烯醛（mg/L） 0.1 

38 三氯乙醛（mg/L） 0.01 

39 苯（mg/L）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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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单位） 标准 

40 甲苯（mg/L） 0.7 

41 乙苯（mg/L） 0.3 

42 二甲苯（mg/L） 0.5 

43 异丙苯（mg/L） 0.25 

44 氯苯（mg/L） 0.3 

45 1,2-二氯苯（mg/L） 1 

46 1,4-二氯苯（mg/L） 0.3 

47 三氯苯（mg/L） 0.02 

48 四氯苯（mg/L） 0.02 

49 六氯苯（mg/L） 0.05 

50 二硝基苯（mg/L） 0.017 

51 2,4-二硝基苯（mg/L） 0.5 

52 2,4,6-三硝基苯（mg/L） 0.0003 

53 硝基氯苯（mg/L） 0.5 

54 2,4-二硝基氯苯（mg/L） 0.05 

55 2,4-二氯苯酚（mg/L） 0.5 

56 2,4,6-三氯苯酚（mg/L） 0.093 

57 五氯酚（mg/L） 0.2 

58 苯胺（mg/L） 0.009 

59 联苯胺（mg/L） 0.1 

60 丙烯酰胺（mg/L） 0.0002 

61 丙烯腈（mg/L） 0.0005 

6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mg/L） 0.1 

63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mg/L） 0.003 

64 水合肼（mg/L） 0.008 

65 四乙基铅（mg/L） 0.01 

66 吡啶（mg/L） 0.0001 

67 松节油（mg/L） 0.2 

68 苦味酸（mg/L） 0.2 

69 丁基黄原酸（mg/L） 0.5 

70 活性氯（mg/L） 0.005 

71 林丹（mg/L） 0.002 

72 环氧七氯（mg/L） 0.0002 

73 对硫磷（mg/L） 0.003 

74 甲基对硫磷（mg/L） 0.002 

75 马拉硫磷（mg/L） 0.05 

76 乐果（mg/L） 0.08 

77 敌敌畏（mg/L） 0.05 

78 敌百虫（mg/L） 0.05 

79 内吸磷（mg/L） 0.03 

80 百菌清（mg/L）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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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单位） 标准 

81 甲萘威（mg/L） 0.05 

82 溴氰菊酯（mg/L） 0.02 

83 阿特拉津（mg/L） 0.003 

84 苯并（a）芘（μg/L） 0.00001 

85 甲基汞（μg/L） 0.000001 

86 多氯联苯（μg/L） 0.00002 

87 硼（mg/L） 0.5 

88 锑（mg/L） 0.005 

89 钒（mg/L） 0.05 

90 钛（mg/L） 0.1 

91 铊（mg/L） 0.0001 

92 银（mg/L） 0.05 

93 1,1,1-三氯乙烷（μg/L） 2 

94 1,1,2-三氯乙烷（μg/L） 0.005 

95 1,2-二氯丙烷（μg/L） 0.003 

96 二氯一溴甲烷（μg/L） 0.06 

97 一氯二溴甲烷（μg/L） 0.1 

98 p,p’-DDE（μg/L） 0.0002 

99 p,p’-DDD（μg/L） 0.00028 

100 p, p’-DDT（μg/L） 0.0002 

101 艾氏剂（μg/L） 0.00003 

102 狄氏剂（μg/L） 0.00008 

103 异狄氏剂（μg/L） 0.002 

104 氯丹（μg/L） 0.002 

105 2,4,6-三氯酚（μg/L） 0.2 

106 2,4-二氯酚（μg/L） 0.011 

107 苯酚（μg/L） 2.2 

108 对硝基酚（μg/L） 0.05 

109 萘（μg/L） 0.01 

110 苊（μg/L） 0.037 

111 二氢苊（μg/L） 0.037 

112 芴（μg/L） 0.024 

113 菲（μg/L） 0.018 

114 蒽（μg/L） 0.18 

115 荧蒽（μg/L） 0.15 

116 芘（μg/L） 0.018 

117 苯并(a)蒽（μg/L） 0.01 

118 屈（μg/L） 0.01 

119 苯并(b)荧蒽（μg/L） 0.01 

120 苯并(K) 荧蒽（μg/L） 0.01 

121 茚并(1,2,3)芘（μg/L） 0.01 

122 二苯并(a,h)蒽（μg/L）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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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单位） 标准 

123 苯并(g,h,i)苝（μg/L） 0.018 

124 氯化氰（mg/L） 0.07 

125 三卤甲烷（μg/L） 1 

126 灭草松（μg/L） 0.3 

127 呋喃丹（μg/L） 0.007 

128 毒死蜱（μg/L） 0.03 

129 草甘膦（μg/L） 0.7 

130 2,4-D（μg/L） 0.03 

131 二氯乙酸（μg/L） 0.05 

132 三氯乙酸（μg/L） 0.1 

133 七氯（μg/L） 0.0004 

134 甲基叔丁基醚（MTBE）（μg/L） 20 

135 1,2,3-三氯苯（μg/L） 0.02 

136 1,3,5-三氯苯（μg/L） 0.02 

137 烷基汞（μg/L） 0.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