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者:

女性、化学品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

10

USAGE LOGO: VERTICAL SDG LOGO

SDG LOGO FOR NON-UN ENTITIES

6 OFFICIAL LANGUAGES

LOGO

ARABIC

FRENCH RUSSIAN

CHINESE

SPANISH

ENGLISH



ii

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网络，在100多个国家努力减轻乃至消除有毒化学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www.ipen.org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女性和化学品为焦点的社会性别评论综述：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的影响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
性

第一作者

Sara Brosché博士，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IPEN）
科学顾问

 

本报告是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第9771号项目的框架内编写的，该项目就是“《国际化学品
管理战略方针》项下新出现的化学品政策关注议题的全球最佳实践”，由《国际化学品管理战
略方针》（简称“化管战略方针”）秘书处执行。它是由瑞典政府共同出资编制的。虽然本报
告是在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简称“环境署”）和瑞典政府的协助下编写的，但
它们未必同意其所表达的观点和解释，而IPEN对其内容负完全责任。

www.ipen.org • ipen@ipen.org • @ToxicsFree

本文件的英译中译者：周勇.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iii

目录目录

缩略语 .................................................................................................................................iv
主要调研结果：社会性别和化学品 ...........................................................................5
前言 ......................................................................................................................................8
1. 导言：报告的背景和目的 .......................................................................................11
2. 化学品和废弃物领域内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各个维度 .....................................15

定义 ................................................................................................................................15
查明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需获得按社会性别分列的信息 .......................17
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工具 ...................................................19
危险化学品暴露情况各异 .......................................................................................22
女性参与化学品和废弃物妥善管理相关决策 ...................................................26
与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有关的政策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协定简述 ...................28

3. 对当前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做社会性别分析 .......................................................33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关注议题概述 .....................................................................33
含铅涂料 .......................................................................................................................36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 .....................................................................................................41
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物质 ............................................................49
纳米技术和人造纳米材料 .......................................................................................56
内分泌干扰物 ..............................................................................................................62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70
全氟化学品和向更安全替代品的过渡 ................................................................75
高危农药 .......................................................................................................................82

4. 女性和化学品议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复杂联系 ................................91
5. 采取更多行动来处理女性和化学品议题 ............................................................95
6. 参考资料 .......................................................................................................................98



iv

缩略语缩略语

BPA 双酚A

BRS Conventions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ECOSOC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DC 内分泌干扰物

EPI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关注议题

EPPPs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EU 欧盟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HS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HHP 高危农药

HSLEEP 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物质

ICCM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

IHME 卫生计量和评价研究所

ILO 国际劳工组织

MEA 多边环境协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WG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OPS 总体政策战略

PAHs 多环芳烃

PCB 多氯联苯

PFAS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

PO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PE 个人保护设备

ROHS 《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SAICM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WEEE 报废电气和电子设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5

主要调研结果：社主要调研结果：社

会性别和化学品会性别和化学品

为实现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所有人，无论其社会性别
认同如何，均须拥有相同的权利、责任和机会，而两者对于实
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多数都至关重要。

为查明和处理不平等问题，需要一些数据，它们能够帮助确定
基于社会性别（即与身为男性或女性有关的社会属性和机会）
和生物性别的影响。

女性所受的化学品和废弃物暴露影响往往大得多，而参与决策
的机会却更少。女性也是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女性和化学品是
一个未得到充分探索的课题，值得更多关注。

从《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关注议题
的角度来看，可以确定一系列不平等现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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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影响

• 生产阶段：例如在电子产品生产期间，女性极易接触危险
化学品。

• 使用阶段：女性接触对孕妇和发育中的儿童特别有害的化
学品，如油漆中的铅和玩具中的化学品。

• 使用后和产品寿命结束阶段：例如女性在收集作物或清洗
使用过的农药容器时接触到高危农药。

基于社会性别作用的不成比例的暴露

• 在一些国家，男性从事收集电子废弃物等体力劳动，而女
性则在提取设备中的贵重金属时会接触危险化学品。

• 男性和女性受到不同的影响，以全氟化学品和其它内分泌
干扰物为例，女性甚至在接触后很长时间依然可能受到生
殖和怀孕结果方面的影响。

缺乏关于女性所受影响的信息

• 尽管药物和纳米材料被普遍使用，但说起环境中的药物或
纳米材料产生的与社会性别或生物性别有关的影响，能得
到的相关信息少之又少。

可以考虑开展各个层面的各类活动，包括： 

• 在2020年后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进程中，加强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与社会性别之间的联系，包括
女性和化学品议题这一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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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分析与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有关的全球疾病负担以及
该议题在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过程中的整体作用。

• 需要努力确保“妇女有效参与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各级决
策并享有平等的领导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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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化学品是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尽管它们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这样做也会对人类健康
和环境构成威胁。不同社会性别的人可能因接触化学品和废弃
物而受到不同的影响。不仅暴露场景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取决
于社会性别相关因素以及在生活工作中的相关作用，而且暴露
的影响还可能取决于生物性别。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再次提醒我们：无论在何处，我们的社会和
经济是多么依赖每个人的健康。

正因为如此，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改善化学品安全，并保护
人类健康和环境。

根据《全球化学品展望II》，化学品行业的产量预计到2030年
将几乎翻倍。这就使上述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了。

定于2021年7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化管大会第五届会议将就
2020年后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工作做出决定。2020年后化管
战略方针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为符合不同社会
性别者的不同需要、脆弱性和社会作用且雄心勃勃、促进社会
性别平等的化学品管理工作确定方向，同时也有助于将每个人
的贡献用于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

然而，我们需要具备社会性别专门知识，开展更多研究并持续
行动，以帮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和大众更强烈地意识到雄心
勃勃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发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潜力，以使
我们在化学品和废弃物领域的工作更加全面、更具影响力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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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在决策过程中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责
任不仅是人权议题，也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
在。

显然，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化学品和废弃物的
妥善管理以及社会性别公正，我们确实需要更强更协调的思
考。

笔者希望本报告将鼓励有关各方依照2020年后的化管战略方针
采取进一步行动，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Gertrud Sahler

化管大会第五届会议主席 



10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1. 导言：报告的背景和目的1. 导言：报告的背景和目的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是2006年通过的、旨在促进世界
各地化学品安全的多利益攸关方和多部门政策框架。其总体目
标是实现化学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妥善管理，以便到2020年，
在最大限度减轻环境和人类健康所面临的重大不良影响的前
提下生产和使用化学品，从而支持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商定的2020年目标 1。截至2020年3月，在
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已有180个国家确定了本国的化管战略
方针协调人。该战略方针得到其主席团的支持，主席团就化管
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开展情况向《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
针》主席和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的战略方针秘书处提供咨
询意见。

2015年，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
中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些目标可当作为全
民实现更美好、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 2。每个目标都由一个具
体目标清单进一步定义，以确保进展能够得到评估。虽然没有
单独的实现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目标，但它对于大多数
目标的实现均至关重要，例如零饥饿（目标2）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目标6）以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2）。社会
性别平等是一个单独的目标（目标5），但也是实现其它大多
数目标的先决条件。

2018年，全球环境基金核准了“《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项下新出现的化学品政策关注议题的全球最佳实践”项目 。该
项目旨在加快通过国家倡议和价值链倡议，以控制新出现的政
策议题（EPIs），并为2020年化管战略方针目标和《2030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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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议程》做贡献。环境署是该项目的实施机构，化管战
略方针秘书处是执行机构。

该项目有三个组成部分：

• 推动政府和行业分别采取监管行动和自愿行动，逐步淘汰
含铅涂料

•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的生命周期管理
• 知识管理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本报告是关于第3部分“知识管理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的
产出物。该部分将开发一个化管战略方针知识管理平台 
(www.saicmknowledge.org ），该平台是化学品妥善管理信息
库；它还将开发一个知识中心，使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能够
获得最新信息，并加入相关实践社区，以便同行之间学习交
流。

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即IPEN成立于1998年，是一
个由公益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全球网络，他们正努力共建一个
不再以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方式生产或使用有毒化学品的
世界。IPEN代表了化管战略方针主席团中的公益组织，是该
项目消除含铅涂料部分的执行伙伴 *。2017年12月，环境署与
IPEN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通过在以下领域重点关注女性
问题，在社会性别和化学品工作领域展开合作：

• 帮助社会各界更强烈地意识到女性和儿童作为化学品接触
相关健康影响方面的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包括创造培训
和经验分享机会，以及收集按生物性别分列的相关数据；

• 促进女性参与和领导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决策进程；
• 开展并推动与化管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其它关注

议题、相关化学品公约和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活
动。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化学品和废弃物物的妥善管理均相
互关联。因此，为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考虑到

* https://ipen.org/

http://www.saicmknowled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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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由于社会背景、经济地位、生理、职业不平等或其它
原因而可能承受危险化学品的不同影响。在采纳化管战略方针
时，各国政府认识到需要付出特别努力，以保护那些特别容易
遭遇危险化学品风险或大量接触此类化学品的群体，其中包括
女性、儿童、文盲、非正规工人和非法工人，他们均面临与化
学品影响有关的种种不平等。

因此，根据环境署与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的伙伴关
系，本报告的目的是表明化学品对女性的影响，因为女性是一
个大量接触危险化学品的弱势群体，面临与化学品和废弃物管
理决策有关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本报告还提供可以采取的具体
步骤，以保障女性的健康，并使女性在决策和变革推动者的作
用方面增强权能。总体目标是向所有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攸关方提供证据，证明应对这一议题对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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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学品和废弃物领域内社2. 化学品和废弃物领域内社

会性别不平等的各个维度会性别不平等的各个维度

定义

“社会性别”一词在许多情境下使用，含义有所不同。本报告中
所用的“社会性别”一词采纳了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顾
问办公室（现为联合国妇女署）的定义：

“……是与作为男性和女性相关的社会属性和机会，成
年女性和成年男性之间的关系，未成年女性和未成年男
性之间的关系，及女性间的关系和男性间的关系。这些
属性、机会和关系是社会构建的，且通过社会化过程习
得。它们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内产生并能够改变。性别
决定了在特定背景下社会对女性或男性的期望、规范和
评价。在很多社会当中，女性和男性在社会责任、社会
活动、对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以及决策机会方面存在诸多
差异和不平等。性别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3

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则涵盖了社会性别一词的其
它一些方面：

“性别是指成年女性、成年男性、未成年男性和未成年
女性的社会规范、角色和关系。性别也是指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未成年男性、未成年女性和非二元身份者的
表达和身份。性别与影响健康和公平的其它社会和结构
决定因素密不可分，并且可能因时间和地点而变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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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简称“劳工组织”）提供了社会性别的另一个维
度：

“社会性别角色的变化经常源于经济、自然或政治环境
的变化，包括发展努力或结构调整，或者其他国家或国
际力量。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性别角色可能是灵活的
或僵化的，相似的或不同的，互补的或相互冲突的。男
女都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参与生殖、生产和社区管理
活动，并在社会和政治团体中发挥作用。他们在各项活
动中的参与情况反映了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社会性别分
工。社会性别分工必须在社会性别分析中得到体现。社
会性别关系对就业、工作条件、社会保护、工作中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正因为如此，社会
性别被称为劳动世界的跨领域议题”。5

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了两项直接涉及社会性别平等和
劳工议题的公约：

1951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公约，即《同酬公约》，要求
会员努力“……确保对所有工人适用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原则” ；* 

1958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即《消除就业和职业歧
视公约》，要求会员“……发布并推行一项国家政策，旨在通
过适合国情和本国实践的方法，促进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机会和
待遇平等，以消除这方面的任何歧视”。**

鉴于与生理和内分泌系统等生物因素有关的化学品可能产生的
不同影响和作用，还必须考虑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无害化管理方
面的生物性别问题。本报告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对生物性别的
定义：

“生物性别是指将人定义为女性或男性的生物学特征。
这些生物特征集合并非相互排斥，这是因为有些人天生
的生理或生物性别特征不符合对女性或男性的传统定义
（双性）。在染色体、基因表达、激素、免疫系统和解
剖（例如身体大小，以及性解剖和生殖解剖）层面可以
观察到生物性别差异”。4

*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00
**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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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个人的社会性别认同可能与其被指定的生物性
别相对应，也可能不对应，并且应将此理解为该人对社会性别
的个人经历。社会性别认同存在于某个范围内，不一定局限于
完全男性或完全女性的认同。6

查明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需获得按社会性别分列的信息

社会性别平等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所有生活领域都有相同的权
利、责任和机会。这包括可量化的方面，如在各种情境下的社
会性别平等分布，也包括在所有生活领域对女性和男性产生影
响的态度、规范、价值观和理想等基本维度。

正如《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所述，促进妇女权利是联合国的核
心工作：

“联合国之宗旨为……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为此，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于1946年，亦
即它成立的第一年，设立了妇女地位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专
门致力于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首要全球政府间

* https://www.unwomen.org/en/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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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委员会重申社会性别平等与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此
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确保使用中性语言，宣言指出：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人
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
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
何区别。”

正如联合国妇女署所强调的，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更重要的方
面在于，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将变得相同，但平等意味着男女的
权利、责任和机会将不取决于他们出生时是男性还是女性。该
机构还指出：

“社会性别平等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利益、需要和优先
事项得到考虑——承认男性和女性这两个不同群体的多
样性。社会性别平等并非‘女性问题’，而应该同时关系
到男性和女性，并使双方充分参与其中。男女平等既被
视为人权议题，也被视为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先
决条件和指标。”3

因此，必须获得按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即收集的
数据和信息分别记录了女性和男性的答复，并以能够确定这两
个群体之间差异的方式呈现结果。在分析劳动力中与社会性别
平等有关的议题时，按社会性别分列的数据可包括确定为男
性/女性的劳动力的百分比及其工资水平，而按生物性别分列
的数据则侧重于生物性别特异性差异，例如与工作场所化学品
暴露的影响有关的差异。只有获得这两类数据，才能跟踪评估
在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令人遗憾的是，劳动力统计资料经常缺乏按社会性别分列的
危险化学品职业暴露数据。这种数据的缺乏使职业流行病学在
许多情况下具有挑战性。因此，劳工组织制定了《职业安全健
康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准则》，解释如何将社会性别问题融入
政策、方案和预防措施的分析、制定和监测中，以减少男女之
间的不平等。主要方法包括：根据按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制定
社会性别敏感型职业安全健康指标的准则5、确保在风险管理
中考虑社会性别差异的准则3，以及为男性和女性设计工作设
备、工具和个人保护设备的准则9。7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9

在环境影响方面，诸如《生物多样性公约》8、《北京行动纲
要》9 和《全球环境展望》10 之类的文件也承认社会性别不平等
和对按社会性别分列数据的需求。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
称“自然保护联盟”）全球性别办公室2015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
论认为，全球环境部门缺乏按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11

环境署与一些合作伙伴于2016年发布了《全球性别与环境展
望》，以响应女性环境部长和领导者网络2012年的呼吁。该文
件综述了关于社会性别与环境的现有知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社会性别与环境之间的
联系，并提出了一些面向更可持续未来的行动，这些行动将女

性和男性定位为平等的推动者。与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
特别相关的行动包括：将社会性别纳入国家行动计划以及监测
和报告制度；依照《巴塞尔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
鹿特丹公约》（简称“三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促成社会性别
敏感型筹资机制；促进并支持女性的话语权、领导工作和组织
工作。12

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工具

为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概念已被各国
政府和全球环境基金等供资机构广泛纳入联合国各机构的工
作。虽然它本身并非目标，但它是一条途径，能够在研究、立
法、政策制定和实地活动等领域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它还被用
来确保女性和男性能够影响、参与并受益于发展努力。然而，
战略必须辅以有针对性的努力，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并为女性
增强权能，例如在妇女持续受到歧视和男女平等方面存在巨大
空白的情况下。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人人
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
色、性别、语言、宗教……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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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理事会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定义是：

“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
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
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
再有不平等发生。男女的相对地位，社会性别与种族、
阶级及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权利、控制权、所有
权、权力和话语权问题，都会对每一项发展干预活动的
成功和可持续性产生关键影响。”13

这在实践领域意味着一项战略，它通过使用按生物性别分列的
数据来查明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空白。它还意味着有关各方开
展努力以消除这些空白，并为这些战略的实施分配资源和专门
知识。为了取得预期成果，必须密切监测这些战略的实施情
况，评价进展和可能需要的战略调整，并追究某些个人和机构
的责任。14

以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宗旨的努力产生了明显成效。例如，
联合国秘书长2019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
报告强调：成员国报告说，它们正在调整其国家法律和政策
框架，以便通过有利于社会性别平等的方式来实施《2030年议
程》。报告还指出，有18个国家制定了社会性别平等计划，并
努力使国家政策和方案中的社会性别观点被社会主流接受。15

主流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
确保在预算周期的所有阶段都考虑了社会性别维度。这包括从
社会性别角度分析预算的影响，并分配资源以处理社会性别不
平等问题。16

在国际组织和国家层面，在化学品和废弃物领域实施了社会性
别主流化。全球环境基金指出，成年和未成年女性平等是该组
织的一项战略要务和运营要务，社会性别不平等加剧了环境退
化对她们的负面影响。并且为了在其治理和运营领域实现社会
性别主流化，该组织提供了一套指导原则和强制性要求。17

2012年7月，《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
摩公约》执行秘书在三公约秘书处内设立了一个社会性别任务
团队，以便在该秘书处内部制定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具体目标
和途径。由此产生的三公约社会性别行动计划于2013年12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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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其中包括愿景、预期短中长期目标清单以及监测和报告计
划。该行动计划在2019年更新了监测指标 18。该行动计划使人
们更加认识到社会性别与危险化学品和废弃物之间的联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简称“开发计划署”）编制了一份培训手
册，以支持其合作伙伴在国家进程中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手
册包括这样一个单元，它解释了为何要将社会性别在化学品管
理工作中主流化，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手册最近增添了一个
关于社会性别、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新单元*。下文提供了关于
政策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协定的更多细节，以及与女性和化学品
议题有关的内容。

劳工组织的目标是“促进男女获得体面工作的平等机会”。体面
工作被定义为“在拥有自由、公平、安全和人格尊严的条件下
所做的有报酬的生产性工作”。** 其《社会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和减少劳动世界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
键工具，目的是确保将社会性别分析和规划纳入劳工组织在各
个级别的所有活动。相应地，为了确保女性和男性都受到保

* https://www.uncclearn.org/news/new-module-gender-chemicals-and-waste-available-online
** https://www.ilo.org/gender/Aboutus/ILOandGenderEquality/lang--en/index.htm



22

护，免受化学品危害，劳工组织通过了50多项法律文书，包括
若干公约及其附带的建议以及实践守则。19

危险化学品暴露情况各异

化学品和废弃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由社会和生物因素决定。因
此，必须收集按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以评估这些
影响，并制定战略来防止不良健康结果。不仅是暴露情景可能
不同，取决于社会性别相关因素，暴露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取
决于人们的生物性别。14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女性和男性对有毒化学品暴露的易感性有所不同，健康影响因
生物因素而异，如体格大小、体脂、激素水平，以及酶水平和
活性的差异。一般而言，与男子相比，妇女的体脂比例较高，
因此很可能储存更多在脂肪组织中生物累积的环境污染物，如
大多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妇女在其生殖周期和怀
孕、哺乳和更年期等不同生命阶段对危险化学品的易感性也可
能不同，因为她们的身体会出现特定生理变化，可能影响她们
对有毒化学品健康损害的易感性14。还存在影响怀孕、伤害胎
儿和在母乳喂养期间转移的化学品，它们对妇女尤其有影响。

男性和女性的一个显著的生物学差异是他们的内分泌系统。这
类系统包括许多腺体，分布于人类和其它脊椎动物的全身。这
些腺体产生并分泌激素，即信号分子，直接进入血流。一旦激
素到达目标受体，它们就会结合并产生特定的生理反应。激素
通常以非线性方式作用于非常低的浓度，即反应的变化不一定
与浓度的变化成正比。激素在不同时间的作用不同，这意味着
特定激素的时间和浓度都很重要。有一些化学物质会引起激素
系统的紊乱，被称为内分泌干扰物（EDCs），它们会在男性
和女性体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一些化学物质通过降低精子
数量来影响男性生殖，而另一些化学物质则通过影响妊娠成功
率来影响女性生殖。内分泌干扰物在下文第3章中有更详细的
论述。

对危险化学品的敏感性呈现生物性别差异性，这对监管机构的
标准化风险评估有影响，该评估旨在确定化学品在何种暴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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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被视为安全。虽然各国的化学品风险评估方式存在差异，
但该方法通常利用安全因素来解释暴露人群的敏感性差异，并
用暴露因素来解释不同的暴露情景，例如化学物质是通过住宅
灰尘吸入的，在吃受污染的食物时摄入的，还是因饮用受污染
的饮用水而进入人体的。对于敏感性差异因素，通常不仅要考
虑生物性别特异性差异，还要考虑毒物动力学/代谢、年龄、
健康状况和营养状况。另一种常见做法是使用标准化因素从短
期暴露外推至长期暴露，它们也具有与生物性别相关的影响，
因为男性和女性可能以不同的速度排出化学物质，因此具有不
同的长期效果。将这些因素应用于通过标准化试验确定的无影
响水平，就能得出被认为是安全的暴露水平20, 21。然而应当指
出，这类方法假设存在一个明确的阈值，某一化学品在该值不
产生影响，并假设该类方法捕捉到了化学品暴露在发育过程中
的长期影响。由于许多内分泌感染物不存在安全阈值，并造成
一系列在标准化测试中通常未被评估的影响，因此有关方面越
来越多地考虑这些类型的化学品以及如何评估其对男性和女性
的风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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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表观遗传学，它研究环境（包括化学品
暴露）对遗传生理性状的影响，方法是通过个人DNA序列以
外的因素来改变遗传控制。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祖父在青
春期前的关键时期食物充足，那么儿童与糖尿病有关的此类死
亡就会增加，但当父亲有多余的食物时，死亡就会减少23。有
新的证据表明，这些类型的影响可能具有生物性别特异性24，
并且这可能是未来化学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危险化学品暴露的程度、频率和来源可能因社会性别差异而有
所不同。社会性别差异包括男女的职业角色、特定产品的购买
和使用模式等。妇女往往比男子更多地接触化妆品中的危险
化学品14，而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子，如建筑工人，一般会更频
繁地遭受危险化学品职业暴露25。由于在许多国家，妇女一般
负责大部分家务劳动，因此她们暴露于家庭用品所含化学品
的程度高于男子。妇女也比男子更有可能购买食品和家庭用
品。食品和消费品都是各种危险化学品暴露的来源（如第3章
所述）26,27。除了对化学痕量水平加以限制的监管控制外，披
露化学添加剂的产品标签和旨在提高认识的努力将使消费者能
够选择对他们和整个家庭而言比较安全的产品。然而，在这样
做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以免由于过多地将保护家庭的责任放
在妇女身上而加剧不平等程度。

此外，妇女和男子被委派的职业和工作任务经常有所不同，在
较传统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导致与工作有关的暴露和随后的
健康影响不同28。此外，即使妇女拥有与男子相同或类似的职
业，工作条件经常也有差异，这反过来又影响与工作有关的健
康风险29。最近一项关于意大利一系列经济部门的职业相关社
会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不仅每个职业都存在社会性别隔离，
而且即使在与男子相同的职业中，妇女也更有可能暴露于高水
平的致癌物30。正如第3章进一步讨论的那样，无论是在诸如
欧盟国家29之类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暴露
的社会性别差异都得到了证明。在这方面，劳工组织《同工同
酬公约》具有高度相关性 *。这为评估危险化学品职业暴露风

*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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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对男女不同的相关影响，以及提供公平和非歧视性的报
酬，奠定了基础。

因此，社会性别考虑因素对危险化学品职业暴露产生影响，并
应在职业暴露标准中有所反映。然而，许多职业研究没有考虑
到社会性别差异。世卫组织指出，许多研究要么没有妇女参
与，要么根本没有记录参与者的社会性别。它还指出，在研究
的设计和评估过程中，研究往往对社会性别予以纠正，而不是
对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特异性因素加以考虑。31

为了应对女性各种角色中的暴露问题，劳工组织的结论是，必
须考虑工作女性的所有生活领域，包括她们的家庭主妇和母亲
角色，以便能够制定有效的健康促进政策32。劳工组织指出：“
由于过时的劳动力结构、工作场所安排和态度，女工尤其处于
不利地位”，“为全体工人准备的一般措施不一定能为女工带来
预期的益处”。*

劳工组织还建议在制定职业安全和健康政策及预防战略时考虑
社会性别差异。它制定了关于社会性别和职业安全的指导方
针、女工特别考虑事项指导方针，以及处理这一议题的若干劳
工标准。**

*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departments-and-offices/governance/labadmin-
osh/news/WCMS_329109/lang--en/index.htm

** https://www.ilo.org/safework/areasofwork/gender-and-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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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参与化学品和废弃物妥善管理相关决策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社区，女性在各级的决策权更加有限，
例如女性拥有的议会席位和高级政府职位数量少，家庭层面
的决策权力小 *。女性在私营部门担任决策职位的可能性也较
小。这意味着女性参与制造企业和其它企业危险化学品决策的
可能性较小33。女性加入工会的可能性也低于男子34，参加职
业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的可能性也较低35，这也许会导致对妇女
工作条件的考虑较少。

尽管妇女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经常作为
农业部门等领域的家庭供养人做出重大贡献，但各级环境决策
机构和领导职位却经常由男子主导11。结果，妇女的观点往往
得不到承认，她们的需要在环境政策中得不到满足。这不利于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然而，妇女凭借其丰富的专门
知识和经验，也是社会各部门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全球环境基金指出，尽管有关方面最近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付
出了努力，但由于决策不平等，因此女性和男性在参与、促进
并受益于环境项目和方案方面继续受限。然而，最近的一项评
估也承认，在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中，以及依照它所服务

* https://www.oecd.org/gende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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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多边环境协定做出的决定中，在社会性别考虑方面都取
得了进展。此类决定包括呼吁缔约方采取具体行动，以确保
在实现多边环境协定的目标时解决妇女的参与和权能增强问
题。17

在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方面，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关键
要素是平等参与各级决策。然而，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
于社会性别和环境的声明》所承认的那样：“……尽管某些领
域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妇女作为变革的领导
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参与、促进并受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尚
未充分实现……”这其中包括充分平等参与各级决策和管理。36

2015年，有关机构对妇女参与各自国家的代表工作、规划和向
三公约汇报的情况以及该过程中的社会性别考虑情况做了评
估，结论是：虽然《斯德哥尔摩公约》最初的国家实施计划
中有91%包含了妇女和/或社会性别关键词，但在大多数情况
下，是把妇女与弱势群体联系起来。只有35%的国家实施计划
将妇女视为利益攸关方，只有8%的国家实施计划将妇女的参
与和社会性别考虑事项视为目标。37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总体政策战略》（简称“总体政策
战略”）强调了妇女作为利益攸关方的具体重要性。人们还认
识到，妇女仍然没有参与化学品妥善管理相关决策的所有方
面，这种情况需要加以应对1。在对2006至2015年的活动所做
的化管战略方针独立评估中，纳入了社会性别的某些方面38。
根据评估目标，在策略方法的未来安排以及2020年后化学品和
废弃物的妥善管理中，这些方面应得到考虑并指导利益攸关
方：

• 化管战略方针快速启动项目的一个弱点是，这些项目中只
有少数考虑了社会性别。这些考虑了社会性别的项目通常
是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

• 有关方面在降风险活动中发现，由于制造业、农业、服务
业和非正规部门的女工人数较多，因此女工特别容易受到
伤害；



28

• 在评估化管战略方针的进展时，强调了社会性别特异性影
响，并强调了化学品暴露所致的疾病和残疾负担在各个国
家、社会性别或年龄组之间的分配不平等。

与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有关的政策和
国际化学品安全协定简述

除了已经提到的协定和声明外，还有几项国际协定将妇女议题
与环境管理，特别是化学品安全具体联系起来。

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在其原则20中指出：“
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她
们的充分参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分关键。” 39

《斯德哥尔摩公约》在其序言中指出：“意识到特别是在发展
中国家中，人们对因在当地接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产生的健
康问题感到关注，尤其是对因此而使妇女以及通过妇女使子孙
后代受到的不利影响感到关注。”9 公约强烈要求各国政府“为
便于制定、执行和更新其实施计划……征求其国内的利益相关
者、包括妇女团体和儿童保健团体的意见。”10 《斯德哥尔摩
公约》指示各缔约方推动促进“制定和实施特别针对妇女、儿
童和文化程度低的人的教育和公众宣传方案，宣传关于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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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污染物及其对健康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和替代品方面的
知识。”11

虽然《巴塞尔公约》和《鹿特丹公约》的案文都未提及社会性
别或妇女议题，但二者均被列入了三公约秘书处制定的《社会
性别行动计划》的目标和行动中。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序言指出：（有关方面）意识到“……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接触汞而引发的各
种健康问题，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以及通过她们给子孙后代造
成的健康问题。”12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国家行动计划纳入“旨
在防止脆弱群体、尤其是儿童和育龄妇女，特别是孕妇接触到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活动中使用的汞的战略。”13

2017年全球环境基金关于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包括一系列要
求，以“……确保女性和男性有平等机会参与、促进并受益于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活动，以支持全球环境基金为实现全球环
境惠益而付出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在项目的设计、监测和评
估中必须考虑社会性别因素，并确保各机构具备与社会性别有
关的必要政策、程序和能力。

化管战略方针包含与妇女有关的重要方面，它们把化学品安全
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关于国际化学品管理的迪拜宣
言》要求各国政府“通过涉及社会所有部门的透明度、公众参
与和问责制，努力实现对化学品管理的切实高效治理，特别
是争取妇女平等参与化学品管理。”化管战略方针的总体政策
战略指出：“在许多国家，一些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妇女和土
著社区，仍然没有参与化学品妥善管理相关决策的所有方面，
这种情况需要加以应对”，并说明了公众参与决策的重要性，“
尤其是妇女的作用有所增强。”降风险措施需要完善，“以防止
化学品对儿童、孕妇、育龄人群、老年人、穷人、工人和其
他弱势群体和易感环境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最后，化管战
略方针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妇女平等参与化学品政策和管理决
策。”40

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一份路线图，以加强卫生部门对
化管战略方针的参与。该路线图确定了卫生部门在化学品妥善
管理方面的具体行动，旨在协助会员国和其他卫生部门利益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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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确定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参与工作主要重点领域以及
其它与化学品管理有关的行动。在已确定的行动中，社会性别
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填补知识空白的领域，也是全球统一风险评
估方法、新工具和途径制定工作的一个考虑因素。路线图还包
括一项活动，将社会性别和公平作为化学品和废弃物妥善管理
工作所有政策、战略和计划的组成部分。41

除了前几节提到的劳工组织政策外，劳工组织还出台了与女性
和化学品直接相关的政策。《保护产妇公约》（第183号）获
得通过，以保护孕妇或哺乳期妇女，使其不必从事对其或其子
女的健康和安全有重大风险的工作*。所附建议（第191号）包
含如下建议：需要采取措施，以确保评估与孕妇或哺乳妇女及
其子女的安全和健康有关的任何工作场所风险，例如涉及接触
生物、化学或物理制剂而对生殖健康造成危害的工作。它特别
指出，评估结果应提供给有关妇女。**

*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83
**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12100:P12100_INSTRUMENT_

ID:312529: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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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当前新出现的政策3. 对当前新出现的政策

议题做社会性别分析议题做社会性别分析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关注议题概述

确定了《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其它
关注议题（以下简称“化管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把
它们作为一种与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整个生命周期有关的、此前
未被其他任何机构涉及的议题的处理方式。它被定义为“一个
涉及化学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议题，但尚未得到普遍认识，未
得到充分处理，或源于目前的科学信息水平，并可能对人类健
康和/或环境产生重大不良影响。”42

要想确定新的此类议题，则须遵循四个步骤：呼吁提名新的“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倡导者提交初步资料；秘书处审查筛
选提名；通过利益攸关方和专家的协商和咨询来确定优先次
序43。该过程所需信息为：

• 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影响，同时考虑到
脆弱的亚人群以及任何毒理学空白和暴露数据空白；

• 该议题被其他机构特别是国际机构的处理程度，它与此类
工作有何关系，对后者有何补充作用，或为何并非后者的
重复；

• 在了解这该议题方面的现有知识和认识空白；
• 该议题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跨领域性质；
• 该议题应对行动的预期可交付成果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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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否采纳被提名的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则由国际化学品管
理大会（简称“化管大会”）来决定。化管大会是依照化管战略
方针设立的，负责对化管战略方针做定期评审。化管大会于
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举行了届会，每届会议均有120多个
国家的政府代表出席，从而确保通过的议题得到广泛支持。今
天通过的所有8个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均被确定对人类健康有影
响，特别提及了对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影响。

这些新出现的政策议题是：

• 含铅涂料
•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
• 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物质
• 纳米技术和人造纳米材料
• 内分泌干扰物
•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 全氟化学品和向更安全替代品的过渡
• 高危农药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
叠。例如，虽然某个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侧重于全氟化学品，但
这些化学品也具有干扰内分泌的特性，并被用于相关产品中。
这意味着同一种化学品的不同性质和用途可能与不同的新出现
的政策议题有关，也可能在这些不同的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下具
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特异性考虑因素。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的确定标准还提到须考虑任何毒理学空白和
暴露数据空白。应当注意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的暴露数据很少，并且大多数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基本上没有按
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分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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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铅涂料

2009年，含铅涂料被确定为一个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以回应一
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上仍在大量
销售此类涂料。该决定还赞同建立一个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伙伴
关系，以促进含铅涂料的逐步停用。这导致了消除含铅涂料全
球联盟的成立。2012年化管大会第三届会议和2015年化管大会
第四届会议的决议重申了国家和全球消除含铅涂料的必要性和
政府承诺。

暴露和健康影响

含铅涂料是最普遍的铅暴露来源之一。即使是很
低的暴露水平，铅暴露也可能会不可逆转地损害
儿童的大脑发育，并产生终生影响。人们普遍认

为，铅毒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能够取代神经递质系统、蛋白
质和骨结构中的钙，从而改变功能和结构，导致严重的健康影
响。人们还知道铅会影响并破坏细胞结构。一旦铅通过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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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或穿过胎盘进入儿童的身体，它就有可能破坏许多生物系
统和途径。虽然首要目标是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但铅也会影
响血液系统、肾脏和骨骼。铅也被归类为内分泌干扰物。

铅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已在越来越低的暴露水平上得到证实，世
卫组织的结论是，尚不知晓是否存在无害的儿童铅暴露水平 * 
。据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估算，2016年，铅暴露
占全球特发性发育性智力残疾负担的63.2%。**

当幼儿接触铅时，其神经系统所受的伤害使其更有可能在学
校遇到困难，并出现冲动和暴力行为44。幼儿接触铅也与多动
症、注意力分散、高中肄业、行为障碍、青少年犯罪、吸毒和
监禁率上升有关45。铅暴露对儿童的影响终生持续，并对儿童
的工作表现产生长期影响，平均而言，这些与经济成功几率的
下降有关。

铅暴露对成年人同样有害。另据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所估
算，2016年，铅暴露占全球高血压心脏病负担的10.3%，全球
缺血性心脏病负担的5.6%，全球中风负担的6.2%。最近的一项
研究得出结论，成人低水平环境铅暴露（血铅浓度低于5微克/
分升）是美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重要风险因素。46

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所基于2017年数据的估算结果是，铅暴露
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100多万人死亡和2,400
万个健康生命损失年 *** 。负担最重的是中低收入国家。

由于铅的广泛危害，世卫组织已将其确定为重大公共卫生关切
的十种化学品之一。****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铅暴露的某些影响和方面是妇女特有的，特别是
在怀孕结果方面。铅在骨骼中积累，并在怀孕期
间释放到血流中，这会同时影响母亲和发育中的

*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lead-poisoning-and-health
** 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compare/
*** Ibid.
****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lead-poisoning-and-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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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铅也会通过母乳从哺乳期母亲传递给婴儿。因此，如果
女性意识到她们以前曾接触过铅，就可能不得不考虑避免怀
孕，否则可能对胎儿产生不良健康影响。此外，孕妇接触高水
平的铅可能会导致流产、死产、早产和低出生体重。*

虽然有关方面的注意力侧重于儿童神经所受影响，但铅也是一
种已知的内分泌干扰物。它是一种已知的生殖毒物，可能作用
于内分泌系统。铅具有激活雌激素受体和启动雌激素激活基因
转录的能力，在实验动物模型中观察到雌激素变化。铅暴露对
女性生殖功能的不良影响得到了动物模型、体外研究和人类流
行病学研究的支持。在人类当中，铅改变了青春期左右的女孩
和健康绝经前妇女的生殖激素。47

有迹象表明，儿童低水平暴露引起的神经影响可能具有生物性
别特异性。例如一项研究报告说，铅暴露对男孩的停学率的影
响高于女孩48，另一项研究则报告说，男孩的心理发育指数低
于出生时脐带血铅水平相同的女孩。49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社会规范也有可能影响如何看
待因低水平铅中毒而患有认知障碍的儿童，这取
决于男孩和女孩的预期行为方式。它还可能加剧

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潜在挑战。但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国家就这一课题做更多研究。

成人与含铅涂料的接触情况可能和社会性别有关。潜在的职业
暴露包括任何涉及此类涂料的工作，例如油漆厂、建筑施工和
拆除、油漆工以及汽车修理厂。这些职业一般是男性主导的职
业，在传统社会中或许更是如此50。因此，妇女更有可能接触
到因装饰性含铅涂料变质而产生的铅污染粉尘中的铅。这类铅
通常存在于住宅、幼儿园和小学，以及其它通常由女性主导的
职业领域常见的室内环境中。

血铅水平监测数据很少，除非是在含铅涂料数十年来一直受到
管制的地方，例如美国或欧盟。已发表的一些研究侧重于特定
的局部区域，如铅酸电池回收厂的铅接触，但很少有研究涵盖

*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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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按社会性别或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或是侧重于妇女51。
最近的一项评审活动检查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育龄妇女血铅水平
的现有研究，并发现了15项相关研究。其中一些研究确定了铅
矿等热点，而其余的研究则表明，这些妇女的血铅水平普遍较
高。对于铅暴露来源不明的妇女，血铅水平的加权平均值为
32.3微克/分升，该类别在本研究中包括含铅涂料52。有关方面
对现有研究做了评审，以提出一个回归模型，预测那些没有数
据国家的儿童平均血铅水平。该评审排除了所有关于特定热点
的研究，因此更有可能查明含铅涂料暴露所致的血铅水平，但
不提供任何按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51

挑战和建议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几乎不存在关于血铅
水平的全国监测数据，因此问题严重程度的量化
有些困难。此外，按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更少。

因此，需要开展一些能够确定暴露源的妇女血铅水平研究，以
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妇女接触铅。此类研究的结果可被用于制定
最有效的措施，以防止妇女接触铅。

在住宅、幼儿园和小学以及其它室内环境中，女性更容易暴露于含铅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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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美国和欧盟数十年的科学研究，还是很好地证实了
含铅涂料与较高血铅水平之间的联系53。在没有实施强制法规
的国家，关于含铅涂料供应情况的研究表明，如果缺乏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控制措施，含铅涂料就会在市场上广泛供应54。最
近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在一些地方，铅含量高的工业涂料也被
用于操场设备，这对儿童的健康构成了明显的危害 *。这些涂
料可能构成妇女和儿童的铅暴露源，因此应将其视为含铅涂
料。一些国家开展的预防工作包括针对妇女开展宣传活动，宣
传含铅涂料的危害，特别是对孕妇的危害。一个重要的宣传机
会是每年10月由世卫组织与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的其他伙伴
合作举办的国际铅中毒预防行动周。作为一项贡献，世卫组织
和其他组织以联合国所有语言编写了信息材料，可被随意用于
相关宣传**。其它旨在提高认识的工作包括铅暴露预防实践培
训***，以及新油漆罐上的强制性警告标签，以警告使用者提防
打磨和刮除旧油漆时的铅尘。****

然而，防止妇女接触含铅涂料的唯一可靠办法是采取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控制措施，以限制含铅涂料的生产、进口和销售，并
安全地从墙壁上清除现有的含铅涂料。截至2019年9月30日，
只有73个国家（占所有国家的38%）采取了此类措施，但其中
一些国家的某些法规要么过时，要么没起到保护作用，如过高
的油漆铅浓度限值，以及带有多种豁免油漆类型的法规。为支
持各国制定有效的含铅涂料监管措施，环境署与世界卫生组
织、美国环境保护署和其他伙伴合作，制定了《含铅涂料规范
指南及示范法》。55

* https://ipe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ummary_results_lead_in_playground_equipment_
oct24_with_links.pdf

** https://www.who.int/ipcs/lead_campaign/en/
*** http://ecowastecoalition.blogspot.com/2015/07/ecowaste-coalition-launches-first-ever.html
**** https://chemical.emb.gov.ph/wp-content/uploads/2017/03/DAO-2013-24-CCO-Le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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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含的化学品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于2009年被确定为新出现的政策议题，政府
代表在会上同意“……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要改善产品所含的化学
品在供应链和生命周期各阶段相关信息的提供和获取……”56 为
此设立了“产品所含的化学品”项目，其总体目标是促进实施总
体政策战略第15 (b)段：

“对于所有利益攸关方，确保：

• 化学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相关信息，酌情包括产品所含
的化学品的信息，是可获得的、可使用的、对用户友
好的、充分的，并适合所有利益攸关方需要的。信息
的适当类型包括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其内在
特性、其潜在用途、其保护措施和监管；

• 通过充分利用媒体、危害沟通机制，如《全球化学品
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和国际协定的有关规定，以及
其它手段，以适当的语言传播这类信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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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进一步发展成为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方案”，于2015年化
管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通过，作为化管战略方针所有利益攸关
方的自愿框架。其目标是“利益攸关方能更好地获得各自所需
的产品所含的化学品相关信息，以使其能够就化学品危害、接
触、风险和管理做出决定并采取适当行动。”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方案”的具体目标是：

• 了解交流产品所含的化学品、相关危害和供应链内部妥善
管理实践相关信息；

• 向供应链以外的利益攸关方披露相关信息，以便其就产品
所含的化学品做出知情决策并采取行动；

• 确保通过尽职调查，使信息准确、及时并可使用。

由于有关方面认识到价值链透明度的缺乏和消费品所含化学品
信息的缺乏是降低危险化学品风险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这一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上述相关方案应运而生。因此，消费品所
含化学品信息的使用权，对于在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实现化学
品的妥善管理至关重要。57

该方案侧重于制成品，并将产品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被赋予
某种特殊形状、表面或设计的物体，这种特殊形状、表面或设
计对其功能的决定程度大于其化学成分。”58由于消费品如今
很少在当地生产，而是全球生产和贸易链的一部分，因此各方
一致认为这一议题需要全球合作。该方案的结构使其适合于
许多产品行业，并包含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化学品成分信
息。不过它的工作重点是纺织品、玩具、电子产品和建筑材料
行业*。对于本报告，电子产品中的危险物质将主要归于和电
气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物质相关的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之
下。

暴露和健康影响

这些产品类别的生命周期涉及多种危险化学品，
在许多情况下，所有重点产品类别的此类化学品
都是彼此相似的。这其中包括：铅、铬和镉等有

* http://www.saicm.org/EmergingPolicyIssues/Chemicalsnbsp;innbsp;Products/tabid/5473/language/en-
U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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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金属；氯化石蜡和苯系物等工业化学品；以及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BBP）等邻苯二甲酸
酯59, 60 。这些危险物质具有致癌性、致突变性、环境危害、皮
肤和呼吸道致敏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性。与这些化学品
的接触可能发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塑料产品的循环
利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接触情况，这是因为塑料中使用的危险
化学品，如增塑剂、重金属和阻燃剂，将留在材料中，并最终
进入新产品。61,62

许多危险化学品被用于纺织品的生产。它们经常停留在成品
中，而零售商和最终用户均毫不知情。瑞典市场的一份报告表
明，在纺织品中发现的许多物质可能符合有待逐步淘汰的“特
别危险物质”标准。这其中包括过敏原、有毒金属和生物杀虫
剂。这些物质不仅会与使用者的皮肤和口腔接触，还会在洗涤
和处置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63,64。事实已证明玩具含有溴化阻
燃剂、内分泌干扰物，以及铅、镉和砷等有毒金属65。塑料玩
具还可能含有有害添加剂，如干扰内分泌的双酚和邻苯二甲酸
酯。在许多国家，电子产品除含有多种有毒金属和邻苯二甲酸
酯之外，还按本国规定含有阻燃剂*。这会导致使用者通过住
宅的受污染灰尘与这些物质接触。

建筑产品含有许多危险化学品。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46种符
合瑞典“特别危险物质”标准的化学品被用于欧盟的建筑行业，
包括邻苯二甲酸酯、氯化石蜡、甲苯和苯乙烯66。石棉也是一
种众所周知的危险物质，在一些国家仍被用于建筑材料中，而
在其它众多国家，石棉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目前在用的许多化学品，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影响生殖和怀孕成功率的化学品，以及内分
泌干扰物，具有与女性特别相关的危险特性。

很难量化特定产品中的化学品与产品使用所致的
血液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这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来
自各种产品的多种化学品。因此，必须使用关于产品所含的化
学品类型和浓度的数据。对于大多数产品，很难解释按生物性

* https://chemicalsinourlife.echa.europa.eu/know-your-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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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社会性别分列的产品所含的化学品数据，除非有明确的、
导致不同的潜在化学品接触方式的使用模式。例如，个人护理
用品通常针对男性或女性，而女性往往比男性使用更多的个人
护理用品。在这些产品中发现了各种各样引起健康问题的化学
品。美国加州安全化妆品方案*要求：在加州销售的任何化妆
品，如已知或疑似含有对人类造成癌症或生殖伤害的成分，
则必须予以报告。目前共有95种独特成分和107,842种成分被报
告。这其中包括：致癌物质，如甲醛、石棉、全氟/多氟烷基
化合物；神经毒物，如铅和甲苯；以及内分泌干扰物，如三
氯生和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在亚洲**和非洲67的研究表
明，汞仍然被用于皮肤美白霜，大部分由妇女使用。此外，在
月经产品中检测到一系列危险化学品，如农药、邻苯二甲酸酯
和溶剂。***

针对特定化学品的生物监测研究可以提供关于它们来自何种类
型产品的线索。虽然并非所有研究都报告了参与者的生物性
别，但除了血液水平研究外，关于人乳和脐带血中相关化学品
浓度的报告也可供利用。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数据很
少，但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和加拿大卫生部*****开展
的国家监测方案的数据。 

欧盟最近的一个名为HBM4EU的项目已开始收集全联盟范
围的生物监测数据******。这些方案和许多科学论文表明，
许多化学物质通常是在妇女体内检测出的。例如一项研究
表明，99%-100%的孕妇体内检测出了农药、全氟化学品
（PFCs）、酚类、多溴联苯醚（PBDEs）、邻苯二甲酸酯、
多环芳烃和高氯酸盐68。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加拿大监测的
2000名孕妇中，88%的人的尿液含有可检测出的内分泌干扰物
双酚A（BPA）浓度。69

*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CDPHP/DEODC/OHB/CSCP/Pages/SummaryData.aspx
**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8-28/mercury-taints-unknown-number-of-skin-light-

ening-beauty-creams
*** https://www.womensvoices.org/whats-in-period-products-timeline-of-chemical-testing/
**** https://www.cdc.gov/exposurereport/index.html
*****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environmental-workplace-health/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human-biomonitoring-environmental-chemicals.html
******  https://www.hbm4eu.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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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还必须评估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接触不同化学品
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以确定其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57

妇女在纺织品和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特别高。
据估算，2014年妇女平均占纺织业劳动力的45%，服装业劳动
力的68%。然而各国差异很大，在一些国家，妇女可占这些行
业雇员总数的90%70。在电子产品生产领域，妇女也占劳动力
的大多数。

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的生产都是化学密集型的，涉及种类数以千
计的化学品，其中许多具有危险性。例如纺织品生产领域的妇
女会接触到致癌化学品、内分泌干扰物和过敏原71。美国公共
卫生协会在2012年的一份政策声明中得出结论，电子行业使用
的化学品与妇女所受的多种不良健康结果有关，包括癌症、生
殖障碍和后代先天性畸形。所有这些都是在位于中国、韩国、

女性在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生产行业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特别高。这些都是
化学密集型职业，涉及种类数以千计的化学品，其中许多具有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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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和其它地方的制造厂中发现的。他们还强调指出，半
导体和电子产业的女工还可能面临更大的自然流产和低生育率
风险。72

在建筑产品中接触危险化学品方面存在社会性别差异，该领域
的工人主要是男性。然而，女性和男性在住宅、学校和其它
建筑中都可能接触到这些化学品。例如溶剂从材料中蒸发，
含有铅和其它危险物质的油漆变质，并将化学品释放到室内
灰尘中。高温、高湿度、低空气循环速率会增大释放速率。
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典型的室内环境中可能含有6,000多种有
机物质，其中大约500种可归因于建筑产品*。例如，聚氯乙烯
（PVC）地板含有数种化学添加剂，如稳定剂和增塑剂，在清
洗过程中会渗出。由于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家庭清洁工作仍
由妇女完成，因此她们更有可能通过这一途径接触。73

虽然纺织品、玩具和电子产品的使用可能存在社会性别差异，
但任何由此产生的化学暴露模式都是未知的。然而，尽管社会
性别差异可能很难分辨，但这些产品都被证明含有在生产过程
中添加或在循环利用过程中引入的多种危险化学品。例如，欧
盟非食品产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在2019年登记了559个
消费品所含化学品预警。**

* Wargocki P., 2004. Sensory pollution sources in buildings. Indoor Air 14, 82-91
**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consumers_safety/safety_products/rapex/alerts/?event=main.

listNotifications&l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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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建议

在电子产品、玩具、建筑产品和纺织品等产品中
使用的大量危险化学品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开展按社会性别区分的

工作并保护妇女，关键是要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了解并宣
传化学品的含量。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危险化学品在这些
产品的生命周期内的影响。根据已开发的现有知识和新知识，
可采取措施来查明和处理对女性特别有害的化学品，并代之以
更安全的替代品。同时，从事生产和处置工作的女性应获得培
训和个人保护设备，以安全地处理危险化学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等能力较低的国家，产品的化学
品含量监测工作尤其具有挑战性。在某些国家，一些产品组别
已经实行了产品标签，以告知对妇女有危害的化学品含量。在
这些化学品被逐步淘汰之前，这类产品标签可作为基础加以利
用。此外，还可利用其它消费工具来确定化学品含量和对妇女
的特殊危害，使她们能够选择安全的产品。

产品中的化学品及其处置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际公约以及区域
和国家法规的管制。然而，鉴于世界各地的消费品中仍检测出
大量危险物质，并有证据表明这些物质对女性的健康有影响，
因此显然需要实施便捷有效且更雄心勃勃的控制措施。这可能
包括对某些化学品组别的使用加以限制，以此取代目前主要采
用的基于单一化学品的办法。例如欧盟提出了一项新建议，要
求管制纺织品和皮革制品这些商品中目前可能存在的一千多种
皮肤敏感物质*。辅助文件提到了关于该组物质的几项研究，
它们表明女性经常比男性更受影响。74

为了实施这些保护措施，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管制措施规定
了直接检测方法，例如用X射线荧光等筛选工具取代其它更复
杂的实验室方法，如迁移极限。此外，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消
费品中被限制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相关法规应规定禁止出口含有
这些化学品的此类产品。

已经采用的其它软性管制办法包括针对电子产品和纺织品中的
危险化学品制定采购标准和税种，从而鼓励生产者取代消费品

* https://echa.europa.eu/restrictions-under-consideration/-/substance-rev/23405/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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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危险物质。这些办法可包括一些旨在处置对妇女最危险的
化学品的专项措施。

今天已经有许多自愿性工具可供消费者发现产品中的危险化
学品。这其中包括自愿的、第三方的生态标签方案，如欧盟
生态标签*、绿色屏幕认证标签**、无铅油漆认证***和纺织品
OEKO-TEX标签****。还有一系列工具可供生产者识别其产品
中的危险化学品，并代之以更安全的替代品。这类工具包括
化学ChemSec Mar-ketplace平台***** 和健康建筑网络（Healthy 
Building Network）****** 。虽然生态标签方案不包括社会性别的
任何方面，但来自ChemSec MarketPlace和健康建筑网络的工
具均有助于识别内分泌干扰物。

*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ecolabel/eu-ecolabel-for-consumers.html
** https://www.greenscreenchemicals.org/
*** www.leadsafepaint.org/
**** https://www.oeko-tex.com/en/
***** https://marketplace.chemsec.org/
****** https://healthybuilding.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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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物质

该议题于2009年提请化管大会第二届会议注意，会上确认，在
发展中国家倾倒接近报废和已报废的电气和电子产品是一个全
球关切问题。虽然《巴塞尔公约》涵盖了电子废弃物，但有关
各方也认识到：需要采取上游行动；倾倒会导致这些产品的危
险成分非法越境转移；需要采取更广泛的生命周期法42。化管
大会第三届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对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
危险物质采取的行动，并决定继续努力确定、汇编和建立一套
关于这一领域课题的国际最佳实践资源。75

这一化管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涉及电气和电子产品所含
危险化学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和报废方面。报废的一个方面
是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报废电气和电子设备是指依靠电流或电
磁场工作（即有电源或电池）、其拥有者因无意继续使用而丢
弃的电气和电子设备产品。

正如化管大会决议所指出的那样，电子废弃物行业也是一个重
大关切问题。电子废弃物目前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废弃物流，
预计2018年达到了4,850万公吨。诸如电脑、屏幕、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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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和电视机之类的个人设备占所有电子废弃物的一半，
其余则是较大的家用电器和加热冷却设备。

国际社会依照《巴塞尔公约》对包括电子废弃物在内的危险废
弃物和其它废弃物的越境转移予以管制。还有一些区域公约和
协定提供了进一步的管制措施，以《瓦盖尼公约》（Waigaini 
Convention）为例，它禁止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缔约方从
公约区域以外进口任何危险废弃物或放射性废弃物；《巴马
科公约》禁止将任何危险废弃物进口到非洲76。此外，《巴塞
尔公约禁运修正案》于2019年12月生效，禁止从公约附件七所
列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欧
盟、列支敦士登）向非附件七所列国家出口危险废弃物（包括
大多数电子废弃物），前提是出口国或进口国已批准该修正案
77。在此之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包括电子
废弃物在内的废弃物实行了管制。《瓦盖尼公约》禁止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向太平洋岛国论坛（原名“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出
口危险废弃物或放射性废弃物*，欧盟禁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
电子废弃物。

然而仍有大量电子废弃物被非法运输。据估算，全球80%的电
子废弃物最终被填埋或由非正规工人在恶劣条件下处置78。只
有20%的电子废弃物有文件证明是在安全条件下收集和处置/
循环利用的。其余均被非法交易和倾倒79。例如2019年的一份
报告估计，每年有130万公吨的废弃电子产品以无证方式从欧
盟出口。80

暴露和健康影响

众多危险化学品被用于电子产品的生产，其中包
括电子产品本身所含的危险物质，如阻燃剂、
汞/镉/铅这些有毒金属，塑料中的各种危险化学

品，以及用于生产和制备电子产品部件的有机溶剂和其它危险
化学品。这些危险物质具有致癌性、致突变性、环境危害、皮
肤和呼吸道致敏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性。

* https://www.forumsec.org/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51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以美国不同电子产品制造厂的工人为对象的多项
研究表明，危险化学品暴露具有生物性别差异性
影响。一项对1969至2001年间IBM的3.2万名工人

死亡情况所做的调查发现了几种特定的癌症和其它若干显著增
加的死因。结果显示，制造业男工的脑癌、肾癌和胰腺癌以及
黑色素瘤的发生率过高，女工死于肾癌、淋巴瘤和白血病的人
数高于预期81。另一项关于生产电子设备的汽车工人死亡率的
研究表明，女工的死亡率过高，这可能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
能从事非技术或无薪工作，更有可能暴露于生产流程82。来自
美国的第三例研究发现，电子产业的女工怀孕头三个月接触溶
剂与自然流产显著相关。83

在韩国，对流行病学数据的分析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半导体
制造业女工面临的生殖风险，包括自然流产、先天性畸形和
较低的生育率84。随后对20-39岁微电子产业女工生殖风险的一
项检查发现，她们的自然流产和月经失常风险明显更高85。有
关方面曾对京畿道器兴的三星工厂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病例做了研究，他们向半导体产业劳动者健康和权
利保护组织（SHARPs）报告说，发现了17名生病的工人，其
中11名是女性，年龄均不超过30岁86。一项分析韩国芯片业工
人风险的研究于2019年由政府机构韩国职工补偿和福利服务机
构（KCOMWEL）完成。他们查看了2007至2017年间在三星电
子和SK海力士等四家公司的芯片实验室工作的约20万人的数
据。该研究的结论是，血液病与工作暴露有关，女工比普通人
群更容易患白血病。此外，20-24岁的女工比男工更容易出现
血液病，更有可能成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受害者。*

有大量研究证实了电子废弃物处理与有害健康影响之间的密切
联系。其中许多研究显示了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电子废弃物
所含的许多常见类型危险化学品影响了妇女的一般生殖和内分
泌功能。例如一项审查显示，不断有报告表明上述影响，如自
然流产、死产、早产以及偏低的出生体重和身高。这些研究确
定的化学品包括多环芳烃、多溴二苯醚、多氯联苯和全氟烷基
化合物。87此外，女性如果接触了电子废弃物中的化学物质，

* 该机构报告未发布于网上，但此处提供了英文信息：  https://stopsamsung.wordpress.
com/2019/05/23/s-korean-govt-admits-relatedness-of-fatalities-and-illnesses-in-semiconductor-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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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重金属、阻燃剂、多氯联苯和邻苯二甲酸酯，则可能遭受贫
血、胎儿毒性、激素效应、月经周期不规则、子宫内膜异位
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生殖系统癌症。88

电子废弃物工作也可能与生育问题有关。女性若在怀孕头三个
月接触铅和汞，则可能影响胎儿发育，从而导致潜在的神经行
为发育问题、偏低的出生体重，或自然流产和出生缺陷89。环
境空气污染是在露天矿坑焚烧电子废弃物的结果，也与生育率
降低有关。暴露于这种污染数年后，对生殖功能的损害是不可
逆转的。对许多妇女而言，这种损害是在她们达到生育年龄之
前发生的。90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自从20世纪初大规模生产工业开始发展以来，妇
女在电子制造业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上世纪初，
劳动力一般由男性组成。然而，当这些工人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厂从戎后，妇女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在
上世纪60年代，电子业是美国雇佣女工最多的产业。近几十年
来，全球电气和电子设备产量和消费量呈指数增长91。化学品
在生产过程中有许多用途，例如作为电子设备外壳阻燃剂和部
件清洗用有机溶剂，这意味着产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化学
品的使用量增加。

在随后数十年，电子业转移到拉丁美洲和亚洲，并在那里迅速
壮大，需要使用涉及许多小型分包商的复杂供应链，其中许多
分包商的化学品管理能力比大企业还要低。在亚洲，青年妇女
成为主要劳动力，原因是各企业基于身体刻板印象、社会刻板
印象和经济地位而开展的针对性工作92。该产业在马来西亚、
中国台湾、韩国、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有了长足的发
展。92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际企业开始在中国台湾制造电子产
品。年轻妇女加入了该产业，其中许多人随后患上了职业病。
在20世纪90年代，监管机构发现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所用
的三氯乙烯、高氯乙烯和其它有毒化学品污染了地下水。对公
司前员工和周围社区居民的研究发现，肝癌的风险增大，乳腺
癌的发生率上升。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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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和女工的比例很高，电子产品领域的妇
女议题一直是一件令人关切的事情。在越南，电子业规模达
到了近130亿美元，在2006至2016年间的增长率为41%。该产业
在2016年雇用了634,440人，其中约70%的劳动力是女性。超过
85%的工人年龄不足35岁。94

电子废弃物经常含有危险化学品，可能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并在环境中积累。在许多国家，妇女和儿童在潜在接触产品所
含的化学品以及电子废弃物焚烧拆解活动所释放的化学品方面
占主导比例。在一些国家，相关的工作任务按性别分工，男子
收集废弃物，妇女和儿童从事手工加工，因此后二者更容易接
触废弃物中的危险化学品。这类工作包括电缆焚烧、酸浴、设
备破拆和焊接部件拆解。这类工作往往由工人在临时地点、住
所、简陋车间和露天公共场所完成，并导致多种有毒化学品暴
露。这其中包括流体、润滑剂和冷却剂中的多氯联苯和其它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电缆焚烧产生的聚氯乙烯、二噁英、呋
喃、溴化阻燃剂和多环芳烃。95

青年女性是亚洲电子业的主要劳动力。研究表明，与一般人群相
比，她们面临更高的健康影响风险，如自然流产和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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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建议

正如在那项把电气和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危险
物质确定为一个新出现的政策议题的决定中所指
出的，需要在上下游同时采取行动。有关方面日

益呼吁采取一项总体行动，即通过延长电子产品的寿命来减少
新电子产品的产量，方法包括强化设备部件修理更换能力等。
减少电子产品的产量也将减少被处理和被添加到电子产品中的
化学品的数量。这将特别有利于从事电子产品生产和电子废弃
物处理工作的女性。

尽管这一大型产业雇用了大量的女性劳动力，但目前关于其职
业暴露和/或环境影响的信息严重缺乏。为应对该议题，需要
同时采取若干行动。第一步是确定危险化学品暴露等职业危
害，并评估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特异性风险。对于任何没有减
轻的风险，都需要通过为工人提供适当的个人保护设备来处理
和管理，并为确保正确使用而提供培训。此外，重要的是让工
人了解他们处理的化学品及其危害，并就如何安全处理化学品
接受培训。

如若缺乏适用法规，则需颁布保护工人使其免受危险化学品职
业暴露的法规，并优先考虑对妇女特别危险的化学品。新法规
可利用现有的一些清单，它们列明了电子产品中禁用的化学
品，例如欧盟《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
令》所列的化学品。可通过分析潜在的社会性别差异性关切问
题（例如对妇女特别有害的化学品的影响），以及对已设置危
险预警的化学品采取预防措施，来完善产品开发工作。应鼓励
创新并实施新的、更安全的技术。通过对允许的电子废弃物化
学污染的健康保护限值（它们考虑了妇女的脆弱性）加以宣
传，处理此类废弃物的女性将会受益。

与报废电子产品的妥善管理有关的挑战之一是其化学品含量未
知。这加剧了从事电子废弃物处理工作的妇女所面临的健康危
害。一些工具旨在提高报废电子产品的透明度并支持对其的安
全处理，其中的某些系统旨在跟踪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化学品和
为实现安全处理而贴附的适当标签，此类标签包含关于对妇女
特别有害的化学品成分的警告。国际材料数据系统（I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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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一个可借鉴的模式，用于记录汽车成品在整个制造过程
中使用过的所有材料（及其化学品含量）。

如上所述，所有电子废弃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非正规工人非
法运输和处置的，并且经常是由那些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妇女
完成的。因此，更密切地监测和更严格地执行国际、区域和国
家管制措施，将有助于减少进入安全处理能力低下之国家的电
子废弃物数量，以便保护妇女。此外，生产者责任延伸原则的
实施和利用还可使进口商和当地生产者能够增强妇女的废弃物
安全处理能力，并使她们在电子废弃物管理方面发挥有效作
用。这包括提供个人保护设备，帮助人们更强烈地认识到某些
化学品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危害，以及开展安全处理培训。所
有这些步骤都将改善电子废弃物行业许多女工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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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和人造纳米材料

2009年，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被化管大会第二届会议确定为一
个新出现的议题，会上指出，由于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导致环
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因此有理由采取预防办法42。在2012年的
化管大会第三届会议上，《全球行动计划》增加了多项活动，
其中涉及技术准则和统一标准、提高认识，以及保护工人、公
众和环境免受人造纳米材料潜在危害的办法等。75

经合组织于2006年成立了人造纳米材料工作组*，重点关注人
造纳米材料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影响，尤其是在化学品行
业。工作组旨在协助各国评估人造纳米材料的安全状况，并促
进人造纳米材料的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自那
时以来，它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某些纳米颗粒之危害的报告、测
试方法指南，以及纳米颗粒相关诸多方面的专家意见。**

化管大会的决定没有包括纳米材料的定义，而ISO/TS 80004将
其定义为“在纳米尺度上具有任何外部尺寸或在纳米尺度上具
有内部结构或表面结构的材料”，其中的纳米尺度是指1纳米

* https://www.safenano.org/knowledgebase/standards/working-party-on-manufactured-nanomaterials/
** http://www.oecd.org/env/ehs/nanosafety/publications-series-safety-manufactured-nanomaterial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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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0纳米之间的尺寸。相比之下，DNA螺旋的直径约为2纳
米，一个小病毒约为30纳米，红细胞约为9,000纳米。

应该注意的是，该议题既包括纳米级物体，也包括纳米结构材
料，它们在纳米尺度上具有内部结构或表面结构。由于这是一
个尺寸定义，因此纳米颗粒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化学品组别。然
而，它们可以根据组成情况进一步划分，例如固体纳米颗粒（
即金属）、碳基纳米颗粒和聚合物纳米颗粒。二氧化钛纳米颗
粒、银纳米颗粒、碳纳米管和纳米塑料是一些著名的纳米材
料。

暴露和健康影响

可以看到纳米材料在暴露后对不同水平的生物组
织的影响。它们被证明可以催化某些活性氧种类
的形成，其中一些可以与蛋白质和其它大分子上

的官能团结合，并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并引起局部炎
症96。然而，在考虑某种纳米材料的具体健康影响时，必须考
虑到其特殊属性，这是因为纳米材料可能在尺寸、形状、表面
积、化学成分和溶解度方面有所不同。

纳米材料通常通过吸入、摄入和皮肤吸收进入人体。然后，小
（1-10纳米）纳米颗粒能够进入几乎所有类型的细胞。一旦进
入细胞，它们就会对线粒体造成损害，而线粒体对细胞的正常
功能至关重要。它们也可能具有与细胞核相互作用的能力。残
留在血液中的纳米材料可以进入肝脏、肾脏、心脏或脾脏等器
官，可能在那里导致疾病。吸入的纳米颗粒会对肺部造成损害
和疾病，甚至可能通过嗅索从鼻子迁移到大脑97。与接触纳米
颗粒有关的健康影响包括对所有主要器官的影响，如肺纤维
化、肝损伤和肾毒性。98

由于纳米颗粒能进入细胞和器官，因此它的某种新兴应用出现
于医学领域，即所谓的纳米医学。正在评估和发展的领域包括
疾病诊断、监测、控制、预防和治疗。目前的用途包括某些癌
症的治疗、抗真菌治疗和铁缺乏治疗。99

虽然纳米级物质被用于医疗目的，但最广泛的使用和接触源于
消费品生产、使用和处置，以及食品和食品包装领域。带有
注册编号的食品添加剂的例子包括银（E 174）、二氧化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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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和二氧化硅（E 551）。随着纳米技术的迅速扩张，今天
市场上大量的日常用品含有纳米材料，如运动设备、玩具、织
物、纺织品/服装、塑料、电子产品、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
纹身油墨和油漆。*

首先要研究的关注对象之一是碳纳米管（CNTs），即石墨烯
片轧制成的圆筒，它们有着广泛的应用，以减轻纺织品、塑
料和家用产品等的重量，并提高其耐水性和耐磨性。这些管
可以是单壁、双壁和多壁，这取决于组成纳米管的石墨烯层
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结论是，某类多壁碳纳米
管（MWCNT-7型）“可能对人类致癌”。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
对其它类型的碳纳米管及其影响得出结论，但啮齿动物研究的
结果表明，接触单壁、双壁和多壁纳米管会产生遗传毒性、肺
部炎症、肉芽肿形成和纤维化100。此外，二氧化钛最近在欧盟
被列为通过吸入进入人体的可疑致癌物（2类）。纳米颗粒的
其它生物性别特异性影响将在下节描述。

* https://euon.echa.europa.eu/what-kind-of-products-contain-nanomaterials

纳米材料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日常消费品，例如纺织
品、化妆品、个人护理用品和纹身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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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化管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主要侧重于工程纳米材
料，即为特定目的有意制造的材料。然而，虽然在化管战略方
针下没有得到具体处理，但纳米颗粒也会在焚烧过程中无意
产生，导致空气污染和相应疾病，包括氧化应激、炎症和肺
癌。101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大多数毒性研究都是以诸如啮齿动物之类的动物
为对象，并表明了暴露引起的生物性别特异性反
应。碳纳米管已被证明对雌性小鼠生殖有害，会

穿过胎盘并导致胚胎死亡、早期流产和胎儿畸形。102

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可引起卵巢功能障碍，影响调节免疫反应的
基因，破坏性激素的正常平衡，降低生育能力。此外，许多纳
米颗粒能够穿过胎盘，在此可导致内部器官和形态的改变，以
及后代生殖和神经系统的缺陷103。还有研究表明，二氧化钛纳
米颗粒对雌性大鼠的肝脏毒性高于雄性大鼠，表明了生物性别
差异性反应。104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与其它许多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一样，与纳米材料
相关的社会性别关切问题涉及其制造、产品使用
和报废等生命周期各阶段。纳米材料有着广泛的

消费和工业应用，从化妆品、防晒霜、运动设备、聚合物和
橡胶材料、纺织品和电子产品一直到建筑材料等。从事纳米
技术工作的人数尚不确定，但据估算，2013年全世界有40万工
人，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600万工人*。工人和纳米材料的接触
最多，接触方式包括废弃物的搬运、清理、维护和处理105。由
于纳米颗粒和纳米材料被广泛使用，因此女工的人数尚不清
楚。2009年，中国报告了一例涉及妇女的职业暴露——在一家
印刷厂同一部门工作的7名女工被诊断为严重的肺纤维化。在
进一步的调查中，在非通风工作场所使用的浆料和粉尘颗粒中
发现了聚丙烯酸酯纳米颗粒。在这些妇女的下呼吸道、胸液和
肺活检中也发现了聚丙烯酸酯纳米颗粒的痕迹。纳米颗粒也存

* https://blogs.cdc.gov/niosh-science-blog/2013/12/09/nano-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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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胸液中的肺上皮细胞和间皮细胞中。其中两名妇女死亡（
分别为19岁和29岁）。106

二氧化钛等纳米颗粒广泛存在于女性使用的产品中，包括食品
添加剂、化妆品和许多消费品。对于化妆品和食品，有关部门
出台了一些纳米材料相关标签要求，但对于全球大多数产品，
消费者无法知道他们使用的产品是否含有纳米颗粒。

挑战和建议

关于纳米颗粒的不同组别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
响，包括对妇女的影响，仍有许多未知之处。然
而，一些科学研究表明了某些和生物性别相关的

影响，如导致较低的生殖成功率。因此，必须优先研究这一议
题，以了解对女性的危害，并确定适当的接触预防措施。纳米
颗粒被广泛用于为女性设计的产品中，纳米技术领域正在迅速
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发展可能快于可靠健康数据的生成
和管制措施的采用。因此，保护女性健康的第一个预防步骤是
开始要求对含有纳米颗粒且主要由女性使用的产品贴标签。这
将使女性消费者能够选择含有或不含纳米材料的产品。这种标
签目前在欧盟用于化妆品，当地含有纳米材料的产品必须在成
分清单中披露材料名称，并在其后注明“（纳米）”。107

还必须努力调查纳米技术对女工的影响，并安排适当的保护措
施。这些措施可包括：评估高风险工艺和材料；采用适当的保
护设备来捕获纳米颗粒；提供安全处理培训。

废弃物处理也是妇女的一个暴露源。虽然纳米颗粒对废弃物处
理女工的影响信息存在巨大空白，但可以在预防的基础上采取
几种保护办法。一项关键措施是通过标签或其它信息系统来轻
松识别含有纳米材料的废弃物，以使废弃物处理女工能够使用
保护设备和其它措施来保障其健康。还迫切需要调查接触纳米
材料对女工的危害，特别是在怀孕期间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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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有关方面制定了关于自愿为含有人造纳米材料的消费品
贴标签的指南。虽然该指南主要针对制造商、零售商、包装业
和市场营销经理，但企业也可以利用它向用户和废弃物处理人
员提供相关信息。该指南包括在产品标签上添加“纳米”一词，
以使消费者能够做出明智的购买决定。*

* https://www.iso.org/standard/54315.html

作为预防，并为了便于消费者选择，含有纳米材料的产品
应贴上标签。在欧盟，这类标签已被用于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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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干扰物

2012年的化管大会第三届会议把内分泌干扰物确定为新出现的
政策议题，各国政府在会上认识到内分泌干扰物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潜在不良影响，并认识到需要保护人类、生态系统及其
特别脆弱的组成部分。几位政府代表还得出结论：在处理内分
泌干扰物时，必须应用预防原则、知情权原则和无害原则，全
球行动必须以生产者责任和替代原则为核心，以确保此类化学
品被逐步代以更安全的替代品。75

化管大会的决定没有对内分泌干扰物下定义。不过世卫组织在
2002年依照《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发表的对内分泌干扰物的
科学状况的全球评估，提供了经合组织和欧盟也已采用的以下
定义：

“……能改变生物体、后代或（亚）种群内分泌系统的
功能，并因此对其产生不良影响的外源性物质或混合
物；潜在内分泌干扰物则是指其拥有的某些属性可能对
生物体、后代或（亚）种群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效应的
外源性物质或混合物。”108

内分泌紊乱是大量应用的多种化学品引起的。这意味着其它大
多数新出现的政策议题涵盖内分泌干扰物类危险化学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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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巴塞尔公约》和《鹿
特丹公约》项下的化学品。

暴露和健康影响

许多化学物质可能会对内分泌系统产生影响。就
人类而言，该系统包括下丘脑、脑底垂体、颈部
甲状腺、肾旁边的腹部肾上腺、性腺和胰腺的某

些部分。在怀孕期间，母亲和胎儿之间的界面（即胎儿胎盘单
位）是蛋白质和类固醇激素产生和分泌的主要部位。这些激素
对于避免妊娠期间的并发症和不良结局至关重要109。激素也由
心脏、体脂、肌肉、肝脏、肠道和肾脏等其它许多器官分泌，
这是它们的一种次要功能22。一些内分泌腺体也有非内分泌功
能，例如胰腺产生不属于内分泌系统的消化酶，也产生胰岛
素，后者是一种激素。

女性和男性拥有相同的激素，但处于不同的水平，并有着不同
的身体影响方式。睾酮和雌激素等性激素对于性别差异和生殖
功能等至关重要，在男性和女性体内都存在，但处于不同的水

表1：内分泌干扰物示例

类别/用途 内分泌干扰物示例

抗菌药物类 三氯生

生物杀虫剂 三丁基锡（TBT）

儿童产品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

电子产品和建筑材料 溴化阻燃剂、多氯联苯、氯化石蜡

食品接触材料 二苯甲酮、双酚A 

个人护理用品
医用导管

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农药 氟虫胺

纺织品、服装 全氟化学品、4-壬基酚

资料来源：《概述报告一：公认为内分泌干扰物或建议视为潜在内分泌干扰物的化学品清单汇编》
（Overview Report I: A Compilation of Lists of Chemicals Recognised as Endocrine Disrupt-
ing Chemicals (EDCs) or Suggested as Potential EDCs），国际化学品污染问题小组（IPCP）
编写，2016年。
http://wedocs.unep.org/handle/20.500.11822/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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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还存在其它与内分泌系统及其反应有关的性别差异。例
如，甲状腺疾病在女性当中比男性更常见。另一个例子是，虽
然1型糖尿病在男性和女性中同样常见，但这种疾病在女性当
中增加的心血管风险多于男性。110

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作用对于一个人一生的生物过程和生理功能
十分关键。虽然内分泌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如果化学物
质对内分泌信号的干扰超出了适应性反应的限度，就可能产生
严重的后果。例如，胎儿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紊乱会对大脑发育
和功能产生关键影响。在生物体高度敏感的关键发育窗口期
间，即使是轻微的内分泌紊乱也会导致不孕、生长障碍、睡眠
障碍和体重增加。因此，内分泌激素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浓
度释放是至关重要的，而内分泌腺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
调整这一点，以实现健康的生活。

内分泌干扰物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中。例如，根据一项
对213种消费品所含内分泌干扰物的测量，在乙烯基枕套、尿
布、浴缸和瓷砖清洁剂、洗碗液、洗衣漂白剂、去污剂、洗手
液、洗手皂、皂条、润肤液、洗发水、护发素、剃须膏、洗面
奶、纸巾、除臭剂、粉底、口红、唇膏、浴帘、汽车内饰清洁
剂、汽车空气清新剂、干衣纸、上光剂/蜡、发胶、香水、沐
浴露和指甲油中发现了邻苯二甲酸酯。在乙烯基枕套、尿布、
表面清洁剂、管道和瓷砖清洁剂、洗衣漂白剂、润肤液、玻璃
和地板清洁剂、洗衣剂、皂条、洗发水、剃须膏、洗面奶、牙
膏、唇膏、粉底、口红和睫毛膏中发现了烷基酚。在洗手皂、
润肤液、洗发水、护发素、剃须膏、面霜、洗面奶、粉底、口
红、睫毛膏、发胶和防晒霜中均发现了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
剂。111

根据2012年于丹麦开展的一项调查，孕妇可能面临由接触内分
泌干扰物引起的风险。通过分析目标群体的产品使用情况，选
择了孕妇护肤霜、手机盖和运动鞋等8组消费品。首先，根据
产品的材料对产品可能含有的内分泌干扰物做定性评估。在第
二步中，从这8组产品中选择了某些产品做分析，以评估产品
中某些内分泌干扰物的含量，结果发现了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和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对检测到的内分泌干扰物做了
危害评估，并根据孕妇各种暴露情景对风险予以评估，涵盖了
由于这些物质的综合影响而产生的风险。风险评估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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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孕妇每天使用的多类消费品中存在内分泌干扰物，因此
妇女的内分泌干扰影响风险可能增大。112

与其它新出现的政策议题类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数据
比欧盟等地更少。然而世界所有地区都出现了证据，表明内
分泌干扰物被广泛使用并被检测出来。在2017年举行的非洲首
届”内分泌干扰物对健康的影响：非洲的挑战和机遇”会议上，
非洲应对内分泌干扰物的迫切需要得到强调。与会的科学专家
强调了非洲面临的挑战，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活动的增加导致
了更大的化学品使用量。他们指出，非洲国家与其他许多发展
中国家的情况一样，人类和环境所受污染的主要来源是这些产
品的使用和处置，而非制造业。例如，农业是许多国家最大的
经济部门，而许多农药是内分泌干扰物。含有内分泌干扰物的
各种个人护理用品和其它消费品的使用量也日益增大113 。 印
度最近的一份报告回顾了关于该国情况的现有研究，着重指
出：在该国不同地区的消费品和环境中检测出了一系列的内分

许多消费品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烷基酚、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和其它内
分泌干扰物，它们威胁健康，特别是威胁孕妇健康，且无足够的风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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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干扰物，如双酚A、三氯生、邻苯二甲酸酯和对羟基苯甲酸
酯类防腐剂。114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内分泌干扰物对两性都有影响，但接触相同的化
学品可能对男性和女性造成不同的影响。例如，
内分泌干扰物可能对调节女性生殖激素和女性生

殖组织的女性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产生不良影响。这反过来又
可能导致生殖障碍，如青春期提前、不孕、异常周期性、卵巢
早衰/绝经、子宫内膜异位症、纤维瘤和不良妊娠结局115。农
药与妇女乳腺癌发病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已确定近100种
农药可能增大乳腺癌风险。其中63%在实验室研究中被证明具
有雌激素效应。12

一个关键的发育敏感窗口是在怀孕期间，一系列的顺序过程此
时在发育中的胚胎和胎儿体内发生。在此期间暴露于内分泌干
扰物会导致不良的出生结果和发育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
不可逆转的终身影响。例如在胎儿发育的早期阶段，激素干扰
效应包括对中枢神经系统、骨骼和生殖系统的发育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包括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等与内分泌系统
有关的疾病在内的非传染性疾病或乳房发育提前的发生率在全
球范围内的上升，是由化学品暴露所致。116

雌激素类内分泌干扰物对女性的其它影响包括子宫肌瘤的生
长、卵巢功能障碍和生育能力的降低。双酚A作为聚碳酸酯塑
料的组成部分，与寻求生育治疗的女性的卵子质量和生存能力
下降有关47。在欧盟，对内分泌干扰物引起的女性生殖障碍诊
疗费用的保守估计是每年将近15亿欧元，主要病因是纤维瘤和
子宫内膜异位症。117

由于接触内分泌干扰物的情况如此普遍，因此孕妇经常同时接
触多种内分泌干扰物。例如，瑞典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300多
名孕妇的尿液和血清样本，在大多数样本中发现41种名高于检
测水平的疑似内分泌干扰物118 。美国的一项研究分析了56名
妇女怀孕头三个月的尿液样本，发现在分析所涉及的41种可能
的内分泌干扰物中，她们一般暴露于30种物质中。这些多重接
触会对妇女产生混合作用并影响怀孕。后一项研究发现，内分



  女性、化学品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67

泌干扰物混合物对母体炎症的影响与暴露于单一内分泌干扰物
不同。119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与其它新出现的政策议题相似，内分泌干扰物暴
露议题的社会性别方面涉及职业、消费品、废弃
物管理、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由于具有内分泌

干扰性的化学物质如此之多，因此人类和它们的接触也很频
繁。对妇女而言，职业暴露包括农业、制造厂和服务工作等。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如果女性在工作时可能经常接触致癌
物和内分泌干扰物，则其患乳腺癌的风险较高。这些工作包括
农业、汽车塑料制造、食品罐头和金属加工，其中的汽车塑料
和食品罐头工作导致的绝经前乳腺癌风险最高。120

正如下文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占很大比
例，并大量接触农药。广泛使用的农药，如阿特拉津、2,4-二
氯苯氧乙酸 （2,4-D）、毒死蜱和草甘膦，与滴滴涕等病媒控
制剂一起被认为是内分泌干扰物47。另一个例子是使用多种内
分泌干扰物的塑料制造业。在加拿大，塑料业的女工比例最
高，为37%，而在美国，该产业近30%的工人是妇女。研究报
告称，从事塑料加工、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以及涉及接触合成
纺织纤维职业的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大121。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项对消防员的研究表明，女性消防员患脑癌和甲状腺癌的风
险显著提高，而男性消防员患黑色素瘤、前列腺癌、睾丸癌、
甲状腺癌和晚期结肠癌的风险增大122。在世界一些地区，妇女
占护理领域劳动力的90%以上。一项对中国护士的全国性研究
表明，41%的护士经历了月经紊乱，最可能的原因是接触消毒
剂。123

服务工作也使妇女接触到内分泌干扰物。美国对美甲沙龙工作
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的健康影响和职业暴露做了一系列研
究，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他们的工作涉及接触一些有毒化学
品，包括诸如邻苯二甲酸酯、甲醛和甲苯之类的内分泌干扰
物124。一项在加州对该产业开展的研究发现，59%至80%的美
甲沙龙是由越南妇女经营的，这引起了人们对工人安全所面临
的社会文化障碍的担忧。相当大比例的妇女在进入该产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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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报告了健康问题125。美国东海岸的相关人员也报告了类似的
结果。126

内分泌干扰物广泛存在于女性使用的产品中，包括化妆品、清
洁产品、家用农药、个人护理用品和许多消费品47。这些产品
中的已知或潜在内分泌干扰物包括佳乐麝香、环甲基硅氧烷、
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邻苯二甲酸酯和金属22。这些产品
成分通常不被披露为内分泌干扰物或潜在内分泌干扰物。接触
直接源自产品使用和/或化学品释放，沉降到灰尘或地毯上，
以及随后的摄入47。即使只考虑少数几种内分泌干扰物，它们
也存在于无数的产品中。

挑战和建议

大多数行业和产品都存在内分泌干扰物。它们还
被发现污染饮用水和食物127。虽然各国正着手对
最著名的内分泌干扰物（如双酚A）采取行动，

但重要的是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活动和行动，以保护女性的健
康。

可从个人、制造商和政府各级采取行动。各国政府可以优先制
定相关法规，它们可防止妇女接触食品、消费品和工作场所中
的内分泌干扰物，并包括对化学品强制评估其对女性影响特别
大的内分泌干扰物属性。在开展此类评估的同时，还可以设定
食品的可容忍每日摄入水平和含有内分泌干扰物产品的标签要
求。企业可对其产品盘点，以查明疑似内分泌干扰物，并代之
以把女性作为首要服务对象的产品。此外，他们可以评估女工
在生产设施中的任何潜在暴露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可以开展提高认识运动，以教育女性，并使其能够通过选择内
分泌干扰物含量低或不含此类物质的产品，来减少她们和内分
泌干扰物的接触。现有工具实例包括：

• 欧盟资助的FREIA项目，旨在更好地识别那些通过破坏激
素系统来影响女性健康的化学品；

• 卫生与环境联盟（HEAL），它收集了一系列与女性有关
的内分泌干扰物信息资料，包括监管机构的指南链接；*

* http://env-health.org/IMG/pdf/20032015_paw__edcs_pesticides_and_pregnancy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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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出版的某本书，它全面概述了日常接触内分泌干扰物
的情况，例如在我们的住宅、学校、工作场所或通过食物
接触，它们有何影响，如何尽量避免接触；*

• Skin Deep®数据库，它是一个使用成分标签和科学及行业
文献制作的化妆品成分数据库，允许消费者搜索个人护理
用品中的内分泌干扰物和其它化学品。

一个新出现的关切问题是内分泌干扰物的混合物，这是因为在
评估化学品混合物的实际接触情况时，有证据表明女性会受到
综合影响。有迹象表明，目前的监管办法低估了这些健康风
险，需要评估用于修正这些办法的备选办法128。欧盟提出的一
种办法是在监管风险评估期间增加一个安全因子，以考虑这些
类型的影响。

* https://www.leotrasande.com/sicker-fatter-po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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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政府代表于2015年的化管大会第四届会议上通过了环境持久性
制药污染物这一新出现的政策议题，认识到它们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潜在不良影响以及保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必要性。会上
还指出，有必要发展与孕妇和儿童长期低水平接触此类污染物
的潜在影响相关的知识，提高对此类潜在影响的认识，并在国
际层面开展基于这些知识的协调行动129。该议题已在2011年化
管战略方针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上提出并讨论过，但被
推迟。此后出现了许多关于水生和陆地环境被普遍污染的证
据。130

暴露和健康影响

药物在其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即生产、使用和
处置阶段，均可能被释放到环境中。在加拿大、
美国、丹麦、印度、越南和中国等许多国家，有

关方面报告了药物生产活动向环境释放污染物的情况，释放活
动导致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中相关物质的浓度升高。在一
些地方，从制造厂排放的废水中检测到极高浓度131。最广泛的
污染源是人类医疗和兽医行业的药物使用。用药后，虽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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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代谢，但始终有一定数量被排泄出去
（10%至90%不等，取决于药物的化学性质）。因此，一定量
的活性物质将与或多或少的活性代谢物一起排出，进入污水系
统，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进入污水系统的总负荷中，还有一
小部分是未使用且处置不当的药物。医院废水构成一种特殊情
况，一般会检测出更高的药物浓度。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目的不
是去除抗生素或其它药物，而是限制营养物质和有机物向水生
环境的释放。即使如此，由于吸附、光解和细菌降解，一些药
物在处理过程中被去除132。一项最全面的研究测量了71个国家
的药物污染物，发现631种不同的物质（或其代谢物），包括
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镇痛药、降脂药、雌激素等133 。还
存在环境输入直接来源，如牲畜、养鱼和未经处理的废水排
放。

由于药物被设计成生物活性化合物，因此即使在低浓度下，通
常也会起作用。这意味着环境污染所致的暴露会造成不必要的
影响。对这些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在生态毒理学背景下开展的，
新出现的政策议题提名提到了许多例子，如鱼体内合成雌激素
的内分泌干扰作用，鱼类在接触抗抑郁药后的行为改变，以及
抗炎药双氯芬酸引起的秃鹫肾衰竭134。水生环境中研究最充分
的药物之一是17α-炔雌醇（EE2），它是避孕药中用作活性物
质的最常见的合成雌激素之一。其它用途包括激素替代疗法、
对抗更年期相关的缺陷、低雌激素症，以及一些绝经前和绝经
后症状的治疗。摄入后，EE2及其具有雌激素活性的代谢物雌
酮（E1）和雌三醇（E3）被排泄出去，并经常在排放的污水
和接收水域中检测到。雌激素是一种强大的内分泌干扰物，即
使在低水平上，也会对环境产生不良生态影响，例如性腺的生
理改变导致的性交、生殖行为的改变和不良的生殖输出135。经
合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88%的人类药品没有全面的环境
毒性数据。136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然而，这类研究强调了三个总体关切问题：

• 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强和药物污染物在该增强过程中的作用
• 内分泌干扰作用
• 混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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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是人类接触药物污染物的来源之一。当药物污染了用作
饮用水源的湖泊和河流等地表水，并且人类没有实施充分的处
理以去除这些污染物时，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虽然饮用水处
理厂的设计通常不是为了去除药物，但在氯化和活性颗粒碳处
理工艺已经到位的工厂中，这些工艺已被证明可以减轻药物污
染。然而，有效性取决于水中存在何种类型的药物。137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自来水/饮用水数据有限，大多数研
究来自西班牙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它们检测出了30多种不同的
药物。在加拿大、中国、法国、瑞典和美国，自来水/饮用水
中发现了11至30种药物。法国的瓶装水中也检测出了药物的痕
迹138。一项研究在上海的自来水中发现了19种药物139，其中许
多是高浓度的；另一项研究在马来西亚的自来水中检测到了9
种药物。140

人类还可能通过食物和药物污染物接触。水中的污染物可能会
被转移到食物链，污染鱼类和其它海鲜141。当废水和其中的淤
泥被用于农田灌溉和施肥时，这会导致土壤和食物的污染。最
后，如果把兽医药物治疗过的动物的污染粪便用作肥料，药物
就可能会被作物吸收，也构成接触源。142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受到关注的药物污染物包括激素、抗生素、镇痛
药、抗抑郁药和抗癌药物。然而，在生物性别差
异性暴露和影响方面，仍然缺乏许多信息。曾有

许多年，在新药物开发方面存在着强烈的男性偏向，那时的临
床研究主要是由男性参与的，仅仅是把结果转移给了女性，而
忽略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这意味着药物在基因表达、激素
系统、整体健康等各个层次之影响的生物性别差异被忽略了。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对药物不良反应的易感性较高，已知
卵巢产生的激素会影响多发性硬化症、癫痫等人类疾病的症
状。此外，关于怀孕期间，包括胎儿处于高度脆弱发育阶段期
间，有多少药物对妇女产生影响，同样缺乏全面信息143。有关
方面提到的和该议题有关的关切问题包括发育过程中的化学品
接触、化学品混合物接触、育龄妇女的化学品接触，以及向孕
妇或儿童开的处方不得包含某些药物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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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某些类型的药物主要以社会性别特异性方式使
用，如避孕药具和勃起功能障碍治疗。然而，社
会性别差异性环境污染暴露可能与分工方面的社

会性别差异有关。几乎不存在可用信息，并且关于这一课题的
研究很少，但有迹象表明，抗生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加快了抗生
素耐药性，这可能是一个特别令孕妇关注的问题。例如，我们
已知细菌感染在婴儿出生时可能会被转移，并导致和怀孕相关
的问题，如产后疾病和新生儿疾病144。一个特殊情况是药品生
产导致环境被严重污染的地区，例如印度的海得拉巴。该地区
是生产仿制药的中心，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废水带有极高浓度的
药品，已被证明污染了该地区的河流、地下水和井水。关于该
地区情况的报告包括妇女流产、皮肤病、癌症和肠道问题的
报道145。应当注意的是，尚无任何科学研究进一步调查这一问
题。

挑战和建议

环境中的药物在过去十年一直是一个迅速扩大的
研究课题。然而，对相关健康影响的研究，以及

当污水淤泥被用来给粮食作物施肥时，不当丢弃
的药品就可能重新进入粮食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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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接触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
乏，对社会性别差异化接触的研究也是如此。显然，迫切需要
迅速增加现有资料的数量并评估适当的行动，特别是为了保护
女性的健康。

可通过评估在极低浓度下可能对女性特别是对孕妇构成最大风
险的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的危害，来填补某些知识空白。这
其中包括识别那些不降解、因此有可能在环境中积累的药物，
以及具有与母体化合物同等或更强毒性的代谢物。已知《斯德
哥尔摩公约》所列化学品等其它持久性污染物通过大气和洋流
远距离迁移，并影响北极地区的女性。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是否有类似的命运和影响，目前不得而知，需要进一步调查。

药物生产已被证明是一个令人高度关切的议题，在一些国家，
它造成了饮用水被药物严重污染。需要更多地了解对女性特别
是对孕妇的影响，这是因为现有的很少几项研究表明这种污染
有可能值得关注。另一项重要行动是更严密地控制生产过程中
的条件。这可能包括原产地标签，以使顾客能避开来自受关注
生产地的药物。最后，在药品进入任何市场之前，必须评估其
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包括对妇女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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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化学品和向更安全替代品的过渡

2009年的化管大会第二届会议上启动了关于全氟化学品和向更
安全替代品过渡的工作，这是化管战略方针的一个关切问题。
该届会议邀请各利益攸关方“考虑以公开、透明和包容的方式
制定、促进并推广国家和国际管理方案和监管办法，以减少产
品中相关全氟化学品的排放量和含量，并在适当和技术上可行
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全球消除。”42 该指令最初侧重于经合组织
国家，但在2012年的化管大会第三届会议上，指令范围进一步
扩大，也包括非经合组织国家。这项工作旨在收集交流全氟化
学品信息，支持向更安全的替代品过渡，并由全球全氟化学品
小组协调。该小组是依照化管战略方针决议于2012年成立的，
汇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工业界、学术界和非政
府组织，组织了网络研讨会，并出版了关于风险管理方法和技
术信息的文件。*

* https://www.oecd.org/chemicalsafety/portal-perfluorinated-chemicals/

https://www.oecd.org/chemicalsafety/portal-perfluorinated-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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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是一组20世纪40年代以来广泛用于工业
和消费者应用的4,700多种化学品。它们的缩写“PFAS”涵盖所
有含氟烷基有机物质，包括全氟、多氟、氟调聚物和氟聚合
物。根据含氟碳链的长度，可以区分短链和长链全氟/多氟烷
基化合物。未被以下长链定义涵盖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被
归类为短链：

• 碳链长度为C8及以上的全氟羧酸类（PFCAs），包括全氟
辛酸（PFOA）

• 碳链长度为C6及以上的全氟磺酸类（PFSAs），包括全氟
己基磺酸（PFHxS）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

• 可能在产品中产生或存在的这些物质的前体。

除了下文所述的健康影响外，逐步淘汰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
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与替换和预防相比的修复成本。据计
算，仅在欧洲，修复饮用水和地下水的社会成本在20年内至少
为100亿至200亿欧元。据估算，仅德国拉施塔特镇的修复成本
就约为10亿至30亿欧元146。北欧部长理事会发表的一份关于欧
洲经济区（EEA）不作为之代价的报告显示，在社会今后不
得不付出的代价方面，每年与健康影响有关的代价估算额为
500 亿至800亿欧元。欧洲经济区和瑞士的环境修复费用估算
总额在8.21亿至1,700亿欧元之间。147

暴露和健康影响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消费
品，包括防水防污服装、润滑剂、滑雪蜡、地毯
处理用品、油漆、炊具、化妆品、摄影用品、镀

铬层、药品和消防泡沫。此类化合物还被广泛用于食品接触材
料，如不粘烹饪表面以及与食品接触的纸制品，如比萨饼盒、
微波爆米花袋、烘焙纸和其它纸包装，其中使用全氟/多氟烷
基化合物来防止食品油脂转移到其它表面。它们还被用于生产
诸如含氟聚合物之类的聚合物，如聚四氟乙烯（PTFE）。大
多数此类用途都有无氟替代品。

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某些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作为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受到限制，它们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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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别长的时间内（多年）保持完整
• 涉及土壤、水，特别是涉及空气的自然过程，使得它们在

整个环境中广泛分布
• 在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体的脂肪组织中积累，并在食物链

中发现，且浓度较高
• 对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有毒。

其中包括全氟辛烷磺酸及其盐类、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
F）、全氟辛酸及其盐类以及与全氟辛酸有关的化合物。作为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专家委员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
员会还建议将全氟己基磺酸、其盐类以及与全氟己基磺酸有关
的化合物列入清单以便全球消除，并且不给予任何豁免。148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短链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经常被用作
替代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物质也引起了严重关
切。这其中包括全氟丁磺酸（PFBS）、全氟癸酸（PFDA）
、全氟己酸（PFHxA）、全氟庚酸（PFHpA）、全氟十二烷
酸（PFDoA）、全氟十一烷酸（PFUnA）和全氟十三烷酸
（PFTrDA）等。它们不仅表现出与长链全氟/多氟烷基化合
物相似的毒性特征，而且在环境中具有极强的持久性和流动
性，导致污染的迅速扩散。鉴于它们的流动性，欧盟将流动性
作为识别高度关注物质（SVHCs）的标准。149

环境污染发生在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和含有此类物质的产品
的生命周期各阶段，如制造、最终使用、循环利用、废弃物管
理和污水处理，无论是有意的还是作为杂质。因此，全氟/多
氟烷基化合物在地表水、深海水、饮用水、污水处理厂、垃圾
填埋场渗滤液、沉积物、地下水、土壤、大气和灰尘中普遍存
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消防泡沫的使用和处
置，它们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相关培训中心和机场周围的沉积物
和土壤中普遍存在。

饮用水以及在受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污染的水道中捕获的鱼
和其它水生生物的食用，被认为是人类接触此类物质的一个重
要来源。在许多地方的人口中，食物污染是一个特别令人关切
的问题。以北极地区为例，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在生物群中
积累，而海鲜和海洋哺乳动物是当地的传统食品。由于人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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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含有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产品（即使是根据制造商的说
明来使用），因此该类物质也会被渗入食品和饮料中。由于这
些化学品在肉类和乳制品中的生物累积性，因此在无包装食品
中也检测出了它们。住宅灰尘中也时常测出全氟/多氟烷基化
合物，它们是从其它消费品和纺织品中脱落释放出来的。150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在体内的半衰期很长。全氟辛酸和全氟
辛烷磺酸在人体中的半衰期为3至5年，全氟己基磺酸在人血清
中的半衰期是已报告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当中最长的，平
均为8.5年。它们具有生物累积性（即在身体中积聚）和生物
放大性，意思是它们的浓度在食物链顶端生物（包括人类）的
体内最高。有文献记录了人类尿液、血清、血浆、胎盘、脐
带、母乳和胎儿组织接触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情况，包括
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磺酸及其替代品151, 152 。全氟/多氟烷基化
合物目前在全世界动物和人类的血液中均有发现。153

由于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已逐步停用或由公共卫生机构管
制，因此其在一些人群中的浓度报告值已开始下降154。然而，
个案研究不断鉴别出暴露量高于一般人群的个人和社区，包括
消防人员、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制造厂和下游产品制造业的
工人、因这些制造场所或消防培训活动导致的此类化合物污染
而受影响的社区居民，以及通过其它职业来源暴露的个人，包
括医务工作者和渔业雇员。155

大量且与日俱增的健康影响与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接触有
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是背景水平的接触，也会产生
影响。公认的影响有肝脏损伤、对脂质代谢的影响、较高的血
清胆固醇水平（与高血压有关)、较弱的免疫反应（较高的感
染风险）、较高的甲状腺疾病风险、较低的生育能力、妊娠高
血压、子痫前期、低出生体重以及睾丸癌和肾癌。156

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除了由于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产生的生物累积
和清除方面的差异以外，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
暴露也存在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一些研究表明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能够模仿雌激素。就鱼类而言，暴露于
全氟庚酸、全氟辛酸、全氟壬酸（PFNA）、全氟癸酸或全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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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烷酸会增加卵黄蛋白原的表达，而后者是一种参与卵子
发育的蛋白质157。在小鼠中，暴露于全氟辛酸会增大子宫的重
量，这也是雌激素暴露的特征158。在另一项利用人类乳腺癌细
胞开展的研究中，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都增加了细胞增
殖，这与雌激素行为一致。159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包括妊娠期
的影响和婴儿通过母乳介导的影响。怀孕期间暴露于全氟辛酸
的小鼠出现了产奶问题，若其雌性幼崽在其怀孕期间暴露，则
会导致幼崽乳腺发育迟缓160。妊娠期接触全氟辛酸或全氟辛烷
磺酸的小鼠和大鼠通常较小，出生时体重明显下降161。对人类
的这类影响也已被观察到。162

大量文献研究了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暴露对不同人群的激素
敏感型结果的影响。一项系统性评审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全
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或全氟己基磺酸与特定生命阶段（母
亲或其青春期前接受评估的儿子）甲状腺激素功能之间存在
关联163。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暴露也与未成年人青春期时间
的改变有关，这是按女性初潮年龄和男性血清睾酮浓度来衡

与一般人群相比，消防员暴露于含有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消防泡沫和经过
此类物质处理的保护装置，因此其血液中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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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164。全氟辛酸暴露已被证明会加剧月经周期不规则率，并
且有一些证据表明，即使暴露于低水平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
物，也可能降低生育能力165。暴露于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
和全氟壬酸也被证明与自然绝经提前有关166，这可能是心血管
疾病、神经疾病、老年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因素。167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与其它许多广泛存在的污染物一样，很难追踪暴
露于特定来源的情况。然而对母乳的生物监测
研究表明，全球妇女暴露于全氟/多氟烷基化合

物。尽管这类化合物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全球传播，但研究活
动主要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开展，这些地区检测出了广泛分布
的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168。虽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数
据大多缺乏，但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马来西亚和越南
发现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污染母乳。在美国一些州，母乳中
检测到的水平超过了饮用水健康咨询水平和限值。2018年的一
项与涉及日本大量孕妇及其婴儿的多项研究相关的评审发现，
产前接触诸如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之类的全氟/多氟烷基
化合物，可能会影响新生儿体格大小，破坏几种激素的稳态，
并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以及过敏和传染病的发生情况。169

最容易识别的社会性别差异性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暴露途径
是主要由任一社会性别使用的消费品，如化妆品。根据欧盟委
员会的化妆品成分数据库（CosIng），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
主要用作乳化剂、抗静电剂、稳定剂、表面活性剂、成膜剂、
粘度调节剂和溶剂*。对化妆品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含量的研
究很少，分析数据非常缺乏。

丹麦环境保护局最近根据成分声明做的一次筛选发现，许多化
妆品含有多种氟烷基物质和其它含氟化合物。含有全氟/多氟
烷基化合物的最常见产品是粉底、美容膏、修颜霜以及其它
霜/乳液和粉末。报告还得出结论，这些产品通常以妇女为目
标群体。其中18种产品被选中接受分析测试，结果表明17种含
有一种或多种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单一物质的最高浓度为
3,340纳克/克全氟己酸，而总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最高浓

* https://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c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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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0,700纳克/克）是在某种遮瑕霜中发现的。这些数值应
与欧盟25纳克/克的限值相比较170。对瑞典市场上的产品做的
一项研究发现，粉底和粉末中含有25种不同的全氟/多氟烷基
化合物，最常检测出的是全氟羧酸类（全氟庚酸和全氟己酸）
和多氟烷基磷酸酯类（PAPs）。分析还检测出未知的有机和/
或无机氟化物质，其中包括聚合物。171

挑战和建议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目前正在污染大多数人和环
境相，显然需要对现有的环境污染予以修复，并
通过用安全的无氟替代品取代全氟/多氟烷基化合

物来防止进一步的释放。由于在某些产品类别中，除全氟/多
氟烷基化合物外，接触一般不具有社会性别特异性，因此预防
措施将使男女同时受益。保障女性健康所需的总体措施包括自
愿行动和监管行动。欧盟的环境部长们最近制定的一项计划描
述了一条与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前进路径146。主要行动
包括：

• 根据所有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在毒性和持久性方面的相似
之处，将其作为一个组别来管理，以避免出现令人遗憾的
替换品，并考虑了可能的混合作用；

• 尽快分阶段淘汰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所有用途，或许会
为几种基本用途留出更长的时限；

• 在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所有相关法规中设置严格的限
值，例如食品和饮用水中的健康限值；

• 禁用导致直接暴露（如食品接触材料中）的全氟/多氟烷基
化合物，并确保建立有效的监测执行机制；

• 加强对废弃物的监测、旨在提高认识的努力、替代品研
究、补救和无害化管理。

实施这些行动时，可以优先开展那些防止女性接触最重要来源
的行动。需要在考虑到孕妇敏感性的前提下，制定所有类型全
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食品和饮用水健康限值。对女性健康有
重大好处的其它行动包括清理饮用水和逐步从食品接触材料中
淘汰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尤其重要的是，将全氟/多氟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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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从被确定为主要影响女性之接触源的化妆品等产品中逐
步淘汰。在逐步淘汰过程中，产品标签和提高对全氟/多氟烷
基化合物的认识将使女性有能力做出明智决定，选择不受此类
物质影响的产品。

高危农药

高危农药在2015年的化管大会第四届会议被确定为关切问题，
政府代表在会上承认，它们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
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该决定包括鼓励利益攸
关方付出努力，重点是推广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替代品，并加
强国家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农药被广义地解释为任何由化学或生物成分组
成，用于排斥、破坏或控制任何害虫或调节植物生长的物质或
若干物质的混合物。会议没有通过哪些农药应被视为高度危险
的详细说明，但与会者们一致认为，利益攸关方应遵循粮农组
织大会通过并得到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承认的《国际农药管理
行为守则》所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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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农药是指因其固有化学属性而对人体健康或环境
造成极其严重的急性或慢性威胁的产品，它们被列入国
际认可的分类系统或相关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此外，
在一国的现行使用条件下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造成
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影响的农药也可以被视为高危农
药。” 172

高危农药来自合成农药的所有主要类别：有机氯农药、有机磷
农药、氨基甲酸酯类、新烟碱和苯吡唑类。然而并非这些组别
的所有农药均被视为高危农药。

会议还商定，利益攸关方应遵循2008年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农
药管理问题联席会议制定的高度危险农药标准。根据这一点，
高危农药应被定义为具有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征：

•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农药危险分类》Ia类或Ib类标
准的农药制剂

• 符合《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致癌性类别1A和
1B标准的农药活性成分及其制剂

• 符合《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诱变性类别1A和
1B标准的农药活性成分及其制剂

• 符合《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生殖毒性类别1A
和1B标准的农药活性成分及其制剂

• 《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A和B所列农药活性成分，以及符
合公约附件D第1段所有标准的农药活性成分

• 《鹿特丹公约》附件III所列农药活性成分和制剂
• 《蒙特利尔议定书》所列农药，或
• 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不良影响方

面，表现出很高发生率的农药活性成分和制剂。

目前尚无正式商定的符合这些标准的物质清单。农药行动网
（PAN）制定了自己的指导方针，以支持对符合公认定义和
标准的物质采取行动。作为一种工具，《PAN国际高危农药
清单》旨在帮助识别高危农药，并查询以更安全、基于生态农
业和其它适当的非化学替代品取代这些农药的行动。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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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根据《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出版了《
高危农药准则》。这些准则旨在帮助农药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采取行动减少高危农药的危害。该指南以一些国家倡议
为基础，它们成功地识别了高危农药，并代之以危险性较小的
替代品174。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载
有易于获取的高危农药信息。175

全球农药使用量已上升至每年400多万公吨（粮农组织统计数
据库，2019年）。高危农药被认为占全世界所有注册农药的一
小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仅占6%（南部非洲国家），而在其它
一些情况下则占注册产品的30%。

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出售的许多高危农药经常是在高收入
国家的市场上被淘汰的老一代物质（通常是由于其对健康的不
良影响而遭淘汰），因此价格低廉。虽然它们可能被贴上危害
声明标签，并要求使用者穿戴个人保护设备，但此类设备通常
太昂贵，因太不舒服而被弃用，或质量不佳，导致人类和环境
严重暴露172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高收入国家，最大的
农药制造商从高危农药获得的销售收入平均占其总收入的27%
，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该比例升至45%。在他们最重要的中低
收入市场巴西和印度，高危农药分别占总销量的49%和59%*。
对6个非洲国家注册农药的研究表明，高危农药在喀麦隆占所
有注册农药的9.5%，埃塞俄比亚为58%，肯尼亚为34%，莫桑
比克为19%，坦桑尼亚为58%，赞比亚为4%176。除了对健康产
生不良影响外，食品较高的农药痕量也可能成为贸易障碍。

暴露和健康影响

农药旨在对害虫产生不利的生物影响，这意味着
它们是生物活性化合物。这也意味着它们对于非
目标物种也存在不利影响的风险，包括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农药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
最大的化学品暴露源，农药中毒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
题。

高危农药的各种急性和慢性接触影响已得到证明。急性健康影
响可能是局部和/或全身的，如呼吸、神经毒性、心血管、内

* https://unearthed.greenpeace.org/2020/02/20/pesticides-croplife-hazardous-bayer-syngenta-health-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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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胃肠道、肾毒性和过敏反应177。急性影响经常是由于在
制备、混合或使用农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高水平接触所致。其
它处理工作，如农药的储存、施用设备的清洁和储存，以及空
容器和诸如手套之类受污染材料的处置，可能导致急性健康影
响。这些接触不仅涉及农药的主要处理者，也包括旁观者、已
处理田地的进入者、在农药施用后过快食用相关农产品的消费
者等。一些人或许会出于自残目的而使用剧毒农药，许多国家
在这方面也存在重大问题。

慢性人体毒性是指由于反复或长期暴露而可能造成任何不良影
响的产品属性。长期接触高危农药可能对皮肤、眼睛、神经系
统、心血管系统、胃肠道、肝脏、肾脏、生殖系统、内分泌系
统和血液产生影响，也可能影响免疫系统178。例如，有机磷农
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作为神经毒剂开发的化合物。虽然它们
的改良版以及它们自身的较低浓度版本被当作杀虫剂，但它们
对包括人类在内的非目标物种仍然有毒。目前使用的最著名的
有机磷农药是毒死蜱。179

发育中的儿童特别容易暴露于有害农药，其影响可能是终生且
不可逆转的。例如，一项对现有研究的评审表明，产前和/或
产后接触毒死蜱等有机磷农药，对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神经发
育有影响，包括对精神和精神运动发育的不良影响，以及注意
力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的增加。180

暴露也可能通过食物中残留的农药发生。欧盟2018年的一份报
告显示，就筛选所针对的177种农药而言，42%的测试食品中
含有一种或多种浓度超限的农药残留物。与这些农药的监管最
大残留水平相比，4.5%的测试食品超过了这一水平181。最后，
由住宅使用农药而导致的暴露也很常见。

高危农药的环境危害包括水资源和土壤污染，例如通过喷雾漂
移和径流导致对非目标生物的毒性。而这又可能导致诸如授粉
或自然虫害抑制之类的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例如，新烟碱类
杀虫剂已被确定为蜜蜂多样性和丰度急剧下降的重要驱动因
素，这导致欧盟2018年禁止将其用于露天作物。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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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的生物性别差异性影响

来自世界各地区的大量研究表明，从事农业工作
的女性的血液、母乳和脐带血中存在农药残留
物。此外，女性由于食品和住宅使用农药而接触

农药的情况也很普遍。如下文提供的例子所示，高危农药暴露
对健康造成的多种不良影响与女性的关系特别大。

许多高危农药是潜在的内分泌干扰物。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目
前使用的大约800种农药中，约有650种能够影响内分泌系统的
功能183。甲状腺激素对脊椎动物的大脑、内耳、眼睛、心脏、
肾脏、骨骼和骨骼肌等器官的正常发育至关重要。因此，胎儿
如果暴露于内分泌干扰物，就可能面临终生影响。流行病学数
据表明，有机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等较老类型的农
药经常与甲状腺激素紊乱有关。此外，实验数据表明，无论体
内或体外，较新种类的农药也可能破坏甲状腺激素水平。184

在怀孕期间接触农药已被证明会造成几种不良后果。例如，孕
妇接触有机氯农药已被证明会导致生殖功能障碍、出生缺陷和

在女性农民的血液、母乳和脐带血中，通常会检测出多种可
能产生一系列健康影响（包括内分泌紊乱）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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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毒性185 。此外，被农药残留物污染的水果和蔬菜的高消
费量已被证明与不孕症治疗中每个起始周期较低的临床妊娠率
和活产率有关，表明在典型人类接触范围内的饮食相关农药接
触可能与不良生殖后果有关186。在众多例子之中，南非的一项
研究发现，报告流产的妇女更有可能在怀孕期间喷洒过农药。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报告婴儿死亡的妇女更有可能拥有农
场，并且干农活的时间更长。187

包括阿特拉津、七氯、狄氏剂、氯丹和马拉硫磷在内的许多
农药与乳腺癌的发展有关188。雌性动物研究表明，拟除虫菊酯
暴露会损害卵巢功能，引发原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OI）的症
状。189

暴露情况呈现社会性别差异性

与农药有关的女性和化学品议题，以及可持续农
业这一更广泛的课题，都和农药具有高度相关
性，并且社会性别是在农药使用、接触、健康影

响和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估
计，女性平均占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40%。然而各地区之
间的差异很大，并且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影响着亚洲地区乃
至全球的平均比例。亚洲的次区域平均比例从南亚的约35%到
东亚和东南亚的将近50%不等。人口大国的平均比例也掩盖了
孟加拉国等较小国家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
的比例现在超过了50%。在拉丁美洲，女性约占农业劳动力的
20%，而非洲部分地区约50%或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女性。190

由于识字率较低，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暴露于农药。与男性
相比，较低的识字率导致她们阅读警告标签和安全信息的能力
有限，获得培训和个人保护设备的机会有限。许多不同地区的
国家都报告了这一问题，例如玻利维亚191、中国192和马里193，
这些国家较高的女性农药接触率被证明与较高的文盲率、较低
的健康危害意识以及较低的适当个人保护设备使用必要性意识
有关。此外，许多农场工人不阅读标签，而是依赖从农药供应
商、其他工人和邻居那里获得的信息和建议194。这些人或许不
了解或不谈论农药对妇女的风险以及如何有效地确保免于接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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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农药使用的社会性别方面的数据既不完整也不一
致，后者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在文化和社会规范、教育水
平和意识方面存在差异。例如201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南非
女性农民平均而言，承担着与男性同等的农场喷洒农药责任，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油棕榈种植园的大部分农药由女性喷洒，
而在加纳北部的小农户水稻生产中，男性农民使用农药的概率
大得多12。为了更充分地了解这些动态，需要大幅增加数据。

女性即使不直接施用农药，也依然是以独特方式暴露于农药的
人。在由女性采摘棉花的巴基斯坦，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在农
药喷洒3天至15天后采摘棉花，100%出现了急性农药中毒症状
195。在暴露情况评估中一般未予以考虑的其它妇女暴露途径包
括：为喷洒过农药的作物除草和间苗、采摘茶叶、清洗农药容
器或清洗受农药污染的衣物。例如，肯尼亚的一项研究是以园
艺工人为对象，其中女性主要负责种植、除草、收获和/或修
剪，而农药喷洒主要由男性完成。但这些女工的农药中毒频率
依然较高。196

挑战和建议

在一些国家，高危农药被广泛使用，许多女性通
过农业工作和食品中的残留物接触农药。对女性
健康的最佳保护在于加快高危农药分阶段淘汰工
作。

同时，在教育与高危农药接触的女性方面，宣传和提高认识是
优先事项。有待处理的重要议题包括高危农药的危害、如何安
全地处理此类农药和受污染的设备、喷雾漂移到附近水道和社
区的风险，以及在处理喷洒过农药的作物时的暴露风险。需要
提供适合女性的适当个人保护设备，例如通过生产商和零售商
提供。危害标签需要易于理解并提供危害的直观视觉信息，而
不需要工人阅读警告文本。

与其它许多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一样，该议题也严重缺乏有关高
危农药、它们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健康有效保护措施的数
据。这方面的重要工作包括资助并支持关于高危农药及其替代
品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性研究，以及关于农业领域女性
的案例研究。根据粮农组织的指导意见和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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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应特别努力地支持生态农业方法并提高对它们的认
识，这是因为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驱动的。在使用
农药的农业地区，可以采取具体行动，以支持女性发挥社区领
袖和变革推动者的作用。可能有所帮助的能力建设工作包括领
导能力和沟通培训，以及关于适当保护设备的必要性和其它暴
露风险最小化方式的具体培训工作。这一点特别重要，原因在
于农药使用相关信息和建议经常是通过社区口头沟通而非书面
交流来分享的。

还有更多的一般性工作将使女性显著受益。最近的化管战略方
针评估工作得出结论认为，化管战略方针的利益攸关方需要加
强合作，以采取行动对付高危农药并促进生态农业。这将尽量
减轻妇女等易感群体面临的不良健康影响。化管大会第四届会
议为上述协作提出的模式是消除高危农药全球联盟，该联盟以
非常成功的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为基础，为所有利益攸关方
合作逐步淘汰高危农药提供了一个框架。

逐步淘汰高危农药的一个障碍是，尽管粮农组织和化管大会就
如何识别高危农药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但国际社会尚未采纳任
何清单。然而在某些乃至许多国家，许多符合高危农药鉴定标
准的农药已经被禁止并逐步淘汰。因此，只要采纳这样一份清
单并提高对其替代品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的认识，就能支持国
家的高危农药鉴定和应对行动。此外，有用处的支持手段还包
括相关工具和资源，以便各国通过有效的国家法律文书，禁止
高危农药的进出口和使用。

最后，可以加强和利用国际文书，以帮助并保护妇女免于接触
高危农药。这其中包括《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
、《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巴塞尔公约》项下农药废弃
物的无害化管理和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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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性和化学品议题与可持4. 女性和化学品议题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复杂联系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复杂联系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正如在
2006年制定《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时，在高级别《迪拜
宣言》中所确认的那样：

“化学品的健全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
中包括在处于所有各级发展水平的国家内根除贫困和疾
病，改进人类健康和环境以及提高并保持生活水准。” 1

这种联系超出了接触危险化学品可能对个人产生的直接影响
这一范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成为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途径，其中包括实现平等和减贫。因
此，重要的是要考虑危险化学品对国家层面的总体影响，例如
阻碍经济生产力，并给一个国家的卫生和教育系统造成昂贵的
额外负担。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安全地管理化学品，这就可能成
为经济发展和减贫工作面临的阻碍，而二者对于实现2030年目
标都十分重要。例如据估算，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儿童铅
暴露以及由此造成的终生收入损失共计9,770亿国际元，占2011
年全球国内总产值的1.2%。197

如本报告所述，如果不处理社会性别议题，尤其是女性和化学
品这一特殊情形，就无法实现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
因此无法实现2030年目标。在总共232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中，54项可被列为社会性别指标，93项为环境指标。然而，只
有8个具体目标和指标可被定义为试图衡量环境和社会性别之
间的相互作用198。它们均未涉及化学品。因此，重要的是要更



92

广泛地审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因素，以及为在超越上述具
体目标和指标的前提下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需要付出的
努力。

本报告侧重于解决女性和化学品相关议题的必要性，解决这些
议题是实现2030年目标的一个步骤。上文提出了《国际化学品
管理战略方针》每一项新出现的政策议题的相应具体行动，它
们将能够保护女性健康。

我们在下面提供的例子，旨在说明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之间的联
系，包括解决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所需的行动，以及该举措推动
的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虽然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关系
到所有新出现的政策议题，但对于每个议题，下文仅列出了几
个例子。

新出现的政策
议题 行动示例

受到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具体目标示例

含铅涂料 • 确定对妇女影响最大的暴露情
形和有效的预防方法

• 通过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含
铅涂料的法规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

产品所含的化学品 • 确定并控制产品中使用的危险
化学品，优先考虑女性用品

• 通过标签方案等手段，确保产
品中的化学品含量的透明度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
目标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电气和电子产品生
命周期内的危险
物质

• 逐步淘汰电子产品中使用的危
险化学品，优先考虑对女性有
特别影响的化学品，若无法淘
汰，则通过培训和适当的保护
设备防止接触

• 采取政策防止孕妇从事危险化
学品相关工作

目标8：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经济
增长，促进就业和人人获得体
面工作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
的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工业化
和推动创新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

高危农药 • 为女性提供生态农业方法培训
和支持

• 逐步淘汰对女性影响最大的高
危农药

目标2：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15：可持续使用陆地生态系
统、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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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政策
议题 行动示例

受到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具体目标示例

纳米技术和人造纳
米材料

• 支持关于纳米技术和女性健康
的科学研究 

• 在主要由女性使用的产品（如
化妆品）中预防和控制纳米颗
粒的使用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
的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工业化
和推动创新

内分泌干扰物 • 编制对女性有重大影响的内分
泌干扰物优先清单，并提高对
该清单的认识

• 将社会性别考虑因素和内分泌
干扰物纳入健康指导意见评估
和产品评估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4：优质教育
目标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环境持久性制药污
染物

• 支持关于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
物和女性健康的科学研究 

• 在评估环境持久性制药污染物
在环境中的危害时纳入社会性
别考虑因素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
的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工业化
和推动创新

全氟化学品和向更
安全替代品的过渡

• 在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所有
相关法规中设置严格的限值，
例如食品和饮用水的健康限值

• 尽快分阶段淘汰全氟/多氟烷基
化合物的所有用途，或许会为
几种基本用途留出更长的时限

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
的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工业化
和推动创新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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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取更多行动来处理5. 采取更多行动来处理

女性和化学品议题女性和化学品议题

在向前推进时，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需要
予以考虑，即女性平等参与化学品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优先保
护女性这一极易受到化学品接触不良影响之群体的必要性。

首先，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与社会性别之间的联系，其
中包括女性和化学品议题这一重要方面，需要在2020年以后的
化管战略方针进程中得到加强。虽然总体政策战略和《迪拜宣
言》均涉及女性和化学品议题，但旨在实现化学品妥善管理
2020年目标的《总体方向和指导意见》并未提及女性或社会性
别。此外，化管战略方针的独立评价仅以最低限度提到社会性
别或女性，并且提及之处均未涉及女性平等参与或社会性别平
等。199

以下行动将有助于在2020年后的进程中对这方面予以强化：

• 可通过部长级宣言、高级别政策对话以及由环境、卫生、
农业和劳工部长发布的其它类型政策声明，表明高层已认
识到解决与女性和化学品议题需求有关的各种不平等问题
的重要性；

• 设立一个由多个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女性和化学品安全工作
组，就女性和化学品安全方面的行动提出建议，这些建议
被纳入那些对化管战略方针新出现的政策议题和关注议题
给予指导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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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女性和化学品视为一个关注议题。这可包括保护女性这
一极易接触危险化学品且在参与决策过程中极易遭遇各种
不平等问题的群体。为了衡量进展情况，该项工作必须伴
随明确、可量化的总体目标、指标和具体指标；

• 制定一项将依照2020年后的化管战略方针来实施的社会性
别平等行动计划。

化管战略方针秘书处*、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欧
洲女性共创未来（WECF）***、MSP研究所（MSP Institute）**** 
以及健康和环境正义支持组织（HEJ Support）***** 提出了可在
2020年后进程中予以考虑的进一步行动。

危险化学品暴露显著增大了全球疾病负担。据2016年的估算，
人类与特定化学品的接触在当年导致160万人死亡和4,500万个
残疾调整寿命年损失200。需要对这些统计数字和根本原因做进
一步分析，以凸显女性和化学品议题在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
管理方面的整体作用。可考虑采取以下行动：

• 编写一份关于不作为代价和行动益处的国际报告，重点是
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和化学品议题及其对化学品和废弃
物妥善管理的影响；

• 确保全面实施综合筹资方法的所有方面，以确保化学品和
废弃物的妥善管理，并保护女性这一特别弱势群体；

• 将女性和化学品议题作为优先供资议题纳入与化管战略方
针以及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有关的援助合作的发展
之中；

* http://www.saicm.org/Portals/12/Documents/SDGs/SAICM_Gender_Policy_Brief.pdf; www.saicm.org/
Portals/12/documents/meetings/IP2/IP_2_6_gender_document.pdf

** https://ipen.org/toxic-priorities/women-and-chemicals
*** https://www.wecf.org/
**** https://msp-institute.org/projects/gender-chemicals
***** https://hej-support.org/sa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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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大联合国所有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
的按生物性别分列的化学品和废弃物影响相关数据的数量
和公布率；

• 包括对社会性别评估工作、按生物性别分列的数据收集工
作以及为化学品和废弃物项目供资相关工作人员和项目参
与者提供的社会性别培训工作的具体要求。

需要在各级付出努力，以便在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方面取得进
展。可开展的活动包括：

• 支持在制定并通过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相关国家法规的过
程中纳入与社会性别以及女性和化学品议题有关的方面，
其中包括将社会性别观点融入国家职业安全和健康政策；

• 为所有与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妥善管理有关的国家项目制定
新的或扩大现有的社会性别平等准则，以便将女性和化学
品议题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优先事项和进程；

• 开发并提供包括女性和化学品议题在内并适用于国家和地
方各级的社会性别评估工具，并伴之以培训和能力建设。

最后，需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5的要求，努力确保“妇女有
效参与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各级决策并享有平等的领导
机会”。可开展的活动包括：

• 对化管战略方针和2020年后进程参与情况的社会性别各方
面予以评估，并特别关注女性。这其中既包括一些量化方
式，如妇女代表人数和按社会性别分列的数据（例如在会
上的发言时间），也需要包括定性方面，如女性参与者的
作用；

• 为了帮助女性做出知情购买决定并安全使用产品，工业界
必须公开关于化学添加剂和相关健康影响的数据和产品信
息；

• 促进女性平等参与和化学品有关的各级和所有部门的决
策。这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
私营部门的各个层面和决策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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