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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2000年6月正式出版以来，短短的8年中，我国的环境风险评价事
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受到普遍的关注。
2004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颁布《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CHJ／T 169-2004），要求所
有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都应包含“环境风险评价”章节。
尤其是2005年11月我国吉林化工厂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
原国家环保总局接连下发关于加强环境风险检查、管理防范与后评估的通知，更引起各级环保机构、
工程设计院所与环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在此期间，发现了该环境风险评价导则的不足之处，也对执行导则中的一些重大和关键问题，例如最
大可信事故及其源项、半致死与伤害浓度阈值及其防范措施、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的模式与计算量、环
境风险水平的估算与评价等，进行了较广泛与较深人的研讨。
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司、局与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新一版《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导则》。
2005年，中国工程院把环境毒理与风险评价技术定位为二级学科。
为了反映这8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环境风险评价技术与方法的进展，提供广大环评工作者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风险评价章节以可参照的实例，推动我国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学科的成长，我们除
了对《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一书作了修改和补充外，还在各章增加了较多可作参考或类比
的案例并作了点评，编写成本书。
本书的宗旨是系统阐述环境风险评价学科的基本理论，反映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在此领域的最新进展，
又联系实际加入案例及其点评，使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本书的实用性。
根据这一宗旨，本书由两篇组成：第一篇环境风险评价总论，总共包括10章：第1章概述（胡二邦）；
第2章可靠性工程（黄祥瑞）；第3章源项分析（彭理通、胡二邦）；第4章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弥
散（胡二邦、姚仁太）；第5章有毒有害物质在湖泊、河流、海洋的稀释扩散（韩曾萃、刘建）；第6
章污染物在食物链中的动态转移（胡二邦）；第7章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常学奇、高增林）；
第8章环境风险评价标准（彭理通、胡二邦、周引娣）；第9章减少危害的防范措施与应急计划（彭理
通）；第10章环境风险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彭理通）。
第二篇行业与领域的环境风险评价，包括8章：第11章化工、石化行业事故风险评价与管理（彭理通、
周引娣）；第12章水环境污染的风险评价与管理（陆雍森、汪立忠）；第13章区域规划环评中的环境
风险评价（胡二邦）；第14章农药生态风险评价（林玉锁）；第15章危险品储运风险评价（彭理通）
；第16章核电厂事故后果评价（胡二邦）；第17章中国煤电和核电环境影响与健康风险（李红、方栋
）；第18章有关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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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2000年6月正式出版以来，短短的8年中，我国的环境风险评
价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受到普遍的关注。
2004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颁布《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CHJ／T 169-2004），要求所
有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都应包含“环境风险评价”章节。
尤其是2005年11月我国吉林化工厂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
原国家环保总局接连下发关于加强环境风险检查、管理防范与后评估的通知，更引起各级环保机构、
工程设计院所与环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在此期间，发现了该环境风险评价导则的不足之处，也对执行导则中的一些重大和关键问题，例如最
大可信事故及其源项、半致死与伤害浓度阈值及其防范措施、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的模式与计算量、环
境风险水平的估算与评价等，进行了较广泛与较深人的研讨。
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司、局与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新一版《环境风险
评价技术导则》。
2005年，中国工程院把环境毒理与风险评价技术定位为二级学科。
　　为了反映这8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环境风险评价技术与方法的进展，提供广大环评工作者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风险评价章节以可参照的实例，推动我国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学科的成长，我
们除了对《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一书作了修改和补充外，还在各章增加了较多可作参考或
类比的案例并作了点评，编写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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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稀释扩散5.4.1 潮流数值模拟5.4.2 油品等难溶性液体化学品泄漏事故污染的分析计算5.4.3 可溶
性化学品泄漏事故污染的分析计算参考文献第6章 污染物在食物链中的动态转移6.1 引言6.2 干、湿沉积
截获与初始滞留6.2.1 植物表面的干沉积（Ad）6.2.2 湿沉积（Aw）6.2.3 植物对湿沉积核素的截获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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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表层的污染元素浓度6.5.1 入渗6.5.2 土壤表层的污染元素浓度6.6 根部吸收（Ar）6.6.1 土壤根系区
域的污染元素浓度6.6.2 根部吸收6.7 耕作对土壤表层与根系区核素浓度的影响6.7.1 沉积事件发生在当
年耕作之前或上年收割之后6.7.2 沉积事件发生在当年耕作之后6.8 植物可食部分污染元素浓度6.8.1 沉
积事件发生在当年耕作前（即考虑耕作的影响）6.8.2 沉积发生在耕作之后（不考虑耕作影响）6.9 动
物产品污染元素浓度（Cm）6.1 0食品加工过程中污染元素损失6.1 1人体食入途径污染元素摄入率
（AH）参考文献第7章 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7.1 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7.1.1 引言7.1.2 大气污染与健
康危害7.1.3 水体污染与健康危害7.1.4 土壤污染与健康危害7.1.5 微量元素与健康7.2 环境污染的健康风
险评价方法7.2.1 引言7.2.2 危害判定7.2.3 剂量反应评估7.2.4 暴露量评估7.2.5 风险表征7.2.6 风险管理7.3 
实例7.3.1 太原市居民吸入途径风险研究7.3.2 非核设施排放的气载污染物的健康危害风险预测7.3.3 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模式估算国际比对参考文献第8章 环境风险评价标准8.1 环境风险后果表征8.1.1 
大气环境风险后果计算量8.1.2 氯气等有毒有害物的致死概率8.1.3 半致死、伤害及车间短时间允许浓
度8.2 环境风险评价指标8.2.1 个人风险8.2.2 社会风险⋯⋯第二篇 行业与领域的环境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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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突变风险评价，目前仅能进行有关整体哺乳类诱导的胚胎突变资料的剂量反应评价。
形态特定的位点和生化特定位点检测能提供有关急性突变频度的资料，由遗传易位试验可得到有关遗
传性染色体损伤的资料。
正如致癌物风险评价一样，应力求使用最适当的外推模式进行风险分析，同时在选择模式时应根据现
有的资料和机理考虑。
然而，预期在整体哺乳类生殖细胞的试验，在确定剂量反应函数关系时，所能利用的剂量点很有限，
因而需利用线性外推。
可利用分子剂量学导出有用的外推模式。
2．有阈效应评估还有一类受关注的重要剂量反应评估为系统毒物或非致癌健康效应评估。
通常计算参考剂量（RfD）（即低于此剂量时，期望不会发生有害效应的危险）。
RfD与可接受日摄入量（ADI）有关，但应力求去除此过程中的危险管理成分。
目前，并不能确定高于RfD什么点上有发生明显的有害健康效应。
一般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剂量反应评估。
通过文献确定关键毒性效应（即当剂量增加时，在此剂量下，最初出现的有害效应）以及效应不发生
的最高剂量（通常称为最高未观察到的有害效应水平或NOAEL）。
将NOAEL除以不确定因子，不确定因子的范围在10～1。
00，不确定因子是由一系列因子组成的，每一因子代表一种与现有资料有关的内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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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8年1月份有了修改、重版《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一书的想法，至今晚中秋之夜才基本
定稿，历时约七八个月。
在此期间得到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鼎力相助，提供了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环评界的同仁也十分支持此项工作，纷纷提供近年来各自完成的工程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章节作为案
例，也十分企盼有一本能反映近年来我国环境风险评价进展的、实用的、能满足环评人员编写环境风
险章节的新版的风险环评著作早日出版。
经过几个月努力筹划与准备，包括对各位环评界同仁提供的各领域风险评价案例的初审与提炼，在福
建省环科院的全力操办与福建省环保局丛澜副局长的关心、支持下，于2008年6月9-10日在福州召开新
书编委会全会，对新书的内容、名称、案例编写要求、时间进度安排进行了研讨。
鉴于新书不但是对原书的修改与补充，而且增加了大量的案例，故一致同意新书定名为“环境风险评
价实用技术、方法和案例”。
会后，各位编委又按案例的编写要求进行了修改。
在此基础上，副主编同济大学陆雍森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原书责任编辑杨吉林编审和我三人
于2008年9月4日迄今，历时12天，在鼓浪屿海边的南京军区疗养院集中精力对所有的案例及原书做最
后的修改、润色后定稿。
福建省环科院除了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持外，还派了该院的曾雨同志全程协助，使得此书的统稿、定稿
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再次向福建省环保局丛澜副局长、福建省环科院的领导、所有的编委以及支持过此书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祝愿此书能顺利出版，为推进我国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学科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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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方法和案例》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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