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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工作报告 

一、 会议开幕 

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28 日

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并提供了在线参加会议的机会。 

2. 临时主席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9

时 35 分宣布会议开幕。他对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表示欢迎，并向其通报说，

委员会副主席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将担任本次会议的报告员。

他随后邀请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

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执行秘书 Rolph Payet 先生致开幕词。 

3. Payet 先生在发言中强调，委员会作为《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的牵头科学

咨询机构，在加强科学与政策衔接以提高《公约》成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掌握科学以增进知识是支持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具体目标，从而确

保所有年龄段人人享有健康生活和福祉的关键。本次会议及其后开展的工作将

再次界定一些为使地球成为今世后代的健康家园而必须采取的一些大胆而紧迫

的步骤，同时也有助于营造积极势头，迎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

境署）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第二部分，以及 2022 年晚些时候的环境署

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强调了委员会的工作在确保逐步实现跨越式发展以

迈向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性，具体包括继续开展讨论，以便对加强国际一

级科学与政策衔接以实现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的各种备选方案进行评估。世

界面临相互关联的三大危机，即化学品和废物污染、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以及气候变化，导致需要向与地球和谐相处的更绿色、更可持续的系统过渡。

他感谢 Dawson 先生和 Sukhorebra 女士在不确定时期全力以赴领导和指引委员

会的工作，感谢各位成员在协助缔约方充分利用《公约》的惠益方面的奉献和

辛勤工作，并祝愿他们的审议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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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4. 委员会在临时议程（UNEP/POPS/POPRC.17/1）的基础上通过了以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工作安排。 

3. 成员轮换。 

4. 技术工作： 

(a) 审议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草案； 

(b) 审议风险简介草案： 

（一）得克隆； 

（二）UV-328； 

(c) 审议拟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化学品： 

（一）毒死蜱； 

（二）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

（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 

（三）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 

(d) 审查关于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的信息； 

(e) 依照《公约》附件B第三部分第 5和第 6段对全氟辛基磺酸、

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的程序； 

(f) 增列的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

质的指示性清单； 

(g) 远距离环境迁移。 

5. 委员会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会议之间闭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6.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7. 其他事项。 

8. 通过报告。 

9. 会议闭幕。 

B. 工作安排 

5. 委员会商定，根据临时主席编制的会议设想说明（ UNEP/POPS/ 

POPRC.17/INF/1）以及载于 UNEP/POPS/POPRC.17/INF/2/Rev.1 号文件的拟议

时间表召开会议，必要时可作调整。委员会还商定以全体会议的形式开展工作，

并视需要设立联络小组、起草小组和主席之友小组。在审议议程事项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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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收到了临时议程的附加说明（UNEP/POPS/POPRC.17/1/Add.1）所列的文

件和按议程项目分列的会前文件清单 （UNEP/POPS/POPRC.17/INF/18/Rev.1）

中所列的文件。 

C. 出席情况 

6. 下列委员会成员出席了会议：Agustín Harte 先生（阿根廷）、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Greg Hammond 先生（加拿大）、胡建信先

生（中国）、Luis Guillermo Romero Esquivel 先生（哥斯达黎加）、Jean-Paul 

Otamonga 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Mario Rodas Talbott 先生（厄瓜多尔）、Elham Refaat Abdelaziz 女士（埃及）、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Sam Adu-Kumi 先生（加纳）、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Amir Nasser Ahmad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Makuena Mantoa Sekota 女士（莱索托）、Amal 

Lemsioui 女士（摩洛哥）、Gotfried Uiseb 先生（纳米比亚）、Peter Dawson 先

生（新西兰）、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Syed Mujitaba Hussain

先生（巴基斯坦）、Vilma Morales Quillama 女士（秘鲁）、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 Victorine Augustine Pinas 女士（苏里南）、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Nadjo N’Ladon 先生（多哥）、

Svitlana Sukhorebra女士（乌克兰）、Anas Ali Saeed Al-Nadhari先生（也门）。 

7. 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大韩民国的委员会成员未能出席会议。 

8. 下列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安哥拉、

澳大利亚、巴林、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捷克、

丹麦、埃塞俄比亚、欧洲联盟、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

匈牙利、印度、爱尔兰、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墨西哥、黑山、纳米比亚、荷兰、尼日利亚、

挪威、阿曼、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南非、

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津巴布韦。 

9. 非政府组织也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这些组织的名称已列入与

会者名单（UNEP/POPS/POPRC.17/INF/20）。 

三、 成员轮换 

10.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提请注意 UNEP/POPS/POPRC.17/INF/3 号文

件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的新任命成员以及即将进行的委员会成员轮

换提供的信息。 

11. 他回顾说，缔约方大会在 2021 年 7 月举行的第十次会议的在线会议上通

过了 SC-10/1 号决定，其中确认了对几位接替的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并指出，

获得任命的成员的简历载于 UNEP/POPS/COP.10/INF/5 号文件。此外，在 

SC-10/1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将任期原本将于 2022 年 5 月 4 日结束的 17 名成

员的任期延长至目前定于 2022年 6月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闭幕，以避

免成员出现空缺。对于即将进行的选举，将邀请缔约方提出候选人的姓名和简

历，供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的面对面部分审议，并提前在区域筹备会议期间

审议。为便于提名，秘书处代表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致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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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其中载有相关信息，并提议 2021 年 4 月 19 日为提

交候选人姓名、简历和利益冲突声明的截止日期（后来延长到 2022 年 3 月 1

日），以便所有区域组在区域筹备会议之前和期间相互协商。 

12.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所提供的信息。 

四、 技术工作 

A. 审议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草案 

13. 在审议该分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闭会期间工作组编写的甲

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草案的说明（UNEP/POPS/POPRC.17/2）以及另外两份

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关于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草案的补充信息

（UNEP/POPS/POPRC.17/INF/7）以及与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草案有关的

评论意见和答复汇编（UNEP/POPS/POPRC.17/INF/8）。 

14.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分项目时回顾说，委员会在 POPRC-16/2 号决定中通

过了甲氧滴滴涕的风险简介，并设立了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编写风险管

理评价，包括根据《公约》附件 F 分析可能对甲氧滴滴涕采取的控制措施。 

15. 闭会期间工作组主席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介绍了工

作组编写风险管理评价草案的工作。 

16. 在随后的讨论中，成员们普遍同意，将甲氧滴滴涕列入《斯德哥尔摩公

约》附件 A 的标准已得到满足，且没有任何例外情况。多位成员表示，甲氧滴

滴涕在其本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禁用化学品，没有发现甲氧滴滴涕的关键用途，

且有一系列替代品可供使用。 

17. 一些成员指出其可能需要援助，以确保其国家没有剩余的甲氧滴滴涕库

存，并对可能存在甲氧滴滴涕的场地进行净化。 

18. 一些成员要求澄清风险管理评价草案的结语所提建议中的“相关控制措

施”意图表达的含义，认为这一措辞可能应予删除。 

19. 一位成员回顾说，以前曾有人建议将甲氧滴滴涕作为滴滴涕的替代品，

强调应在风险管理评价草案中列入甲氧滴滴涕的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替代品，

并敦促应认真考虑所提出的任何化学替代品，特别是新烟碱类替代品，同时留

意对环境的消极影响，例如对授粉蜜蜂的消极影响。 

20. 一位成员指出，他的国家向来不存在甲氧滴滴涕的合法用途，但一项科

学研究从进口咖啡豆中发现了甲氧滴滴涕，并认为，甲氧滴滴涕的远距离输送

和非法使用都应被考虑在内。  

21.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 Tangbanluekal 女士任主席，负责进一步

修订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草案，并结合全体会议的讨论情况，编写一项决

定草案。 

22.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1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通过了甲氧滴滴涕风险管

理评价，并决定建议缔约方大会考虑将甲氧滴滴涕列入《公约》附件 A，且不

设特定豁免。 

23.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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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议风险简介草案 

1. 得克隆 

24. 在审议该分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闭会期间工作组编写的得

克隆风险简介草案的说明（UNEP/POPS/POPRC.17/3）以及另外两份秘书处的

说明，其中载有关于得克隆风险简介草案的补充信息（ UNEP/POPS/ 

POPRC.17/INF/9）以及与得克隆风险简介草案有关的评论意见和答复汇编

（UNEP/POPS/POPRC.17/INF/10）。 

25.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分项目时回顾说，在 POPRC-16/1 号决定中，委员会

决定将关于得克隆风险简介草案的决定推迟到第十七次会议，并注意到，尽管

关于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的信息确凿，但委员会无法商

定有关不利影响的信息是否已经足以就得克隆风险简介得出结论。在同一决定

中，委员会设立了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审查和增订得克隆风险简介草案。 

26. 闭会期间工作组主席Victorine Pinas女士（苏里南）介绍了风险简介草案。 

27. 在随后的讨论中，大多数发言的成员表示相信得克隆的不利影响已经得

到证明。 

28. 不过，一些成员强调某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包括哺乳动物毒性；得

克隆在气相和颗粒相中的半衰期；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对得克隆的依赖，

例如在汽车部门作为阻燃剂使用。一些成员提议修改风险简介草案的案文。 

29. 针对一位观察员指出的得克隆的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一位成员回顾了

《公约》第 1 条和第 8 条规定的审慎做法。此外，她指出，她相信风险简介草

案提供了附件 E 的(b)段规定的“对一个或多个令人关切的端点的危害评估，包

括考虑到涉及多种化学品的毒理学相互作用”。 

30. 在其他评论中，一位成员向委员会通报说，一项关于欧洲几个地区儿童

体内得克隆水平的新研究将很快公布结果，而另一位成员强调，她的国家需要

得到支助，以进一步开展关于得克隆在塑料和新技术中使用情况的研究。 

31.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 Pinas 女士任主席，负责进一步修订得克

隆风险简介草案，并在秘书处将要编写的初步案文基础上，结合全体会议讨论

情况，编写一项决定草案。 

32. 随后，联络小组主席介绍了得克隆风险简介修订草案和关于这一事项的

决定草案。 

33. 一位成员指出，决定草案反映了一个由委员会少数成员组成的起草小组

达成的妥协，并鼓励其他成员就是否应将得克隆推进到风险管理评价阶段发表

意见。 

34. 几位成员支持起草小组达成的妥协，即推迟到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再就

得克隆风险简介草案作出决定。他们认为，鉴于现有数据有限，不利影响的严

重性仍不确定。他们还指出，正在进行的研究将在不久后提供关于不利影响的

新数据，并建议不妨等到这些数据发布之时，以期加强风险简介。 

35. 然而，大多数发言者认为，现有数据虽然有限，但足以得出结论，即附

件 D 中的不利影响标准已经得到满足。其中几位提及证据权重方法，作为其决

定的依据，并表示任何新数据只会增加已经存在的大量证据，特别是关于环境

毒性的证据。 



UNEP/POPS/POPRC.17/13 

6 

36. 一位成员说，可根据与 UV-328 相同的依据，认为得克隆具有不利影响，

而委员会已同意将 UV-328 推进到下一阶段。然而，其他几位表示不同意；其

中一位指出，UV-328 的不利影响已在公认的标准化试验中得到证明；另一位

说，这两个案例在现有数据的数量、不利影响的严重性和对委员会结论的置信

充分度方面有所不同。 

37. 一位成员指出，鉴于委员会和缔约方大会的会议周期，等待新的数据将

大大延长增列进程。 

38. 经过大量讨论，委员会同意核准得克隆风险简介草案，条件是以后可以

对其进行修订，以纳入新的资料。然而，一些成员要求将其关切记录在案，并

重申以下方面的剩余关切：毒性信息的复杂性；对不利性的认定；关于将物质

推进到下一阶段所需的不利影响严重性水平在总体上缺乏明确性；欧洲联盟没

有将得克隆归类为内分泌干扰物。 

39.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2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得克隆风

险简介；认定得克隆可能会因其远距离环境迁移而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因而应当采取全球性行动；又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

编写一份风险管理评价，包括根据《公约》附件 F 分析可能对得克隆采取的控

制措施；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F 中

规定的信息以及与得克隆不利影响有关的补充信息；还邀请闭会期间工作组探

讨关于不利影响的任何进一步信息，并酌情修订风险简介，供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 

40.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2. UV-328 

41. 在审议该分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闭会期间工作组编写的

UV-328 风险简介草案的说明（UNEP/POPS/POPRC.17/4）以及另外两份秘书处

的说明，其中载有关于 UV-328 风险简介草案的补充信息（UNEP/POPS/ 

POPRC.17/INF/17）以及与 UV-328 风险简介草案有关的评论意见和答复汇编

（UNEP/POPS/POPRC.17/INF/11）。 

42.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分项目时回顾说，委员会在 POPRC-16/3 号决定中设

立了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以进一步审查将 UV-328 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

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并依照《公约》附件 E 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 

43. 闭会期间工作组主席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介绍了风险简介草案。 

44. 在随后的讨论中，许多发言的成员说，风险简介草案内容清晰、中肯和

令人信服。几位成员重申，委员会在 POPRC-16/3 号决定中得出结论认为， 

UV-328 满足附件 D 的标准，提案可进入下一阶段。不过，其他成员强调需要

进一步讨论与不利影响和远距离环境迁移等标准相关的证据，包括微塑料和海

洋塑料对这种远距离环境迁移的作用。在赞成进入下一阶段的成员中，一些成

员特别赞赏风险简介草案以多种方式支持 POPRC-16/3 号决定关于附件 D 标准

的结论。 在这方面，一位成员认为，远距离环境迁移已经以其他方式得到充分

证明，因此无需考虑塑料途径。尽管如此，鉴于塑料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

重要性，以及关于其对远距离环境迁移的作用的数据有限，大多数成员表示有

兴趣参加一个联络小组以开展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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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位成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是否有 UV-328 的替代品的问

题，并推测说，如果将该化学品列入附件 A，初期可能需要设有豁免。 

46.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 Adu-Kumi 先生任主席，负责进一步修订

UV-328 风险简介草案，并在秘书处将要编写的初步案文基础上，结合全体会

议讨论情况，编写一项决定草案。 

47. 随后，联络小组主席介绍了 UV-328 风险简介修订草案和一份决定草案。 

48. 许多成员发言支持该决定草案，认为附件 E 所要求的所有资料都已提供，

但一些成员指出，最好就某些内容提供更多的数据。 

49. 另一位成员因参加了另一次同时举行的会议而未能出席联络小组会议；

他说，根据风险简介草案中提供的资料，他关于 UV-328 的结论与联络小组得

出的结论不同。他说，他并不质疑关于 UV-328 远距离环境迁移的结论，但认

为没有证据表明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重大不利影响。他提及风险简介草案第

150 和第 171 段，强调缺乏证据表明淡水生物和鸟类受到不利影响；他在提及

第 128 段时强调，在菲律宾，幼儿和成年人的 UV-328 估计日摄入量均比通过

摄入粉尘而接触 UV-328 的指导值低几个数量级。他首先提议委员会推迟就

UV-328 的风险简介作出最后决定，直至可以获得更多数据；一些新的研究正

在进行，或其结果即将发表。不过，他随后本着妥协的精神，为风险简介草案

结语的最后一段提出了补充案文，其中提及 1992 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

宣言》原则 15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8条第 7 (a)款中规定的审慎做法，其中

指出，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并不妨碍提案进入下一阶段。 

50. 针对这一提议，几位成员强调，审慎做法是委员会所有决定的基础；他

们认为，尽管他们接受了补充案文，但其并无必要。一位成员认为，风险简介

草案中提出的证据特别令人信服；他回顾说，正如在介绍风险简介时提到的，

二次中毒的膳食预测无效应浓度并非在无观测不良效应水平上得到验证，而是

在最低观测不良效应水平上得到验证。无法真正得到无观测不良效应水平这一

事实也表明，潜在不利影响的结论具有科学依据。此外，委员会在没有确凿证

据时根据实地实验数据就一种化学品作出决定，这也不是第一次。另一位成员

认为，简介中特别包含通过海洋塑料废弃物进行远距离环境迁移的证据。 

51.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3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通过了 UV-328 风险简介；

认定 UV-328 可能会因其远距离环境迁移而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因而应当采取全球性行动；又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编写

一份风险管理评价，包括根据《公约》附件 F 分析可能对 UV-328 采取的控制

措施；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F 规定

的信息。 

52.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C. 审议拟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化学品 

1. 毒死蜱 

53. 在审议该分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欧洲联盟提议将毒死蜱列

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的说明（UNEP/POPS/POPRC.17/5）以及另外两

份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关于该提案的补充信息（UNEP/POPS/POPR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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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4）以及秘书处对于将化学品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是否

包含《公约》附件 D 所规定信息的核实情况（UNEP/POPS/POPRC.17/INF/6）。 

54.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代表欧洲联盟介绍了关于毒死蜱的提案。 

55. 许多成员对欧洲联盟编写提案表示赞赏，一些成员建议，其中所载的具

体数据、陈述和引文，尤其是涉及生物积累性和持久性的内容，需要在一个联

络小组中澄清和进一步讨论。 

56. 许多成员提请注意与其国家或区域继续使用大量毒死蜱相关的挑战，包

括在农业、公共卫生和兽医领域，一些成员建议，在进一步审查毒死蜱时有必

要更细致地考虑这些挑战。 

57. 几位成员建议，在进一步审查毒死蜱时应考虑该化学品的可能替代品，

并强调说，作为毒死蜱替代品使用的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的毒性或持久性甚至可

能比该化学品本身更强。一位成员提到了某些国家的现有情况，由于其限制毒

死蜱在食品生产中使用，所以要求使用该化学品的替代品。一些成员表示支持

对甲基毒死蜱（因为其不利影响与该化学品相似）以及毒死蜱的转化产物进行

更详细的审查。 

58. 一位成员表示，毒死蜱已在 100多个国家使用了数十年，但没有广泛的不

利影响报告，并建议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出结论性的、经过同行评审的证据，

证明有必要将该化学品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另一位成员提请注意

UNEP/POPS/POPRC.17/5 号文件第 170 和 171 段，其中指出毒死蜱的生物浓度

适中，预测的半衰期相对较短，并指出，尽管毒死蜱有毒性，但并未符合《公

约》附件 D 中规定的所有标准。另外几位成员建议，应在一个联络小组中对提

案及其中提供的数据进行更详细的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附件 D 的所有标准，

特别是与持久性和生物积累性有关的标准。 

59.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 Agustín Harte 先生（阿根廷）任主席，

负责审查将毒死蜱列入《公约》附件 A 的提案，并在秘书处将要编写的初步案

文基础上，结合全体会议讨论情况，编写一项决定草案。 

60. 随后，联络小组主席介绍了该小组编写的关于将毒死蜱列入《公约》附

件 A的提案的决定草案。他说，该小组一致认为，提案符合《公约》附件 D中

所载的持久性筛选标准，但如果提案进入下一阶段，则应特别考虑毒死蜱在水

中的半衰期以及关于该问题的现有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由于世界各地环境条

件不同，而且毒死蜱的用途和应用多种多样，导致结果有很大差异。相关研究

的质量和计算半衰期时毒死蜱的挥发是今后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关于远距离

环境迁移标准，大多数成员得出结论认为该标准也得到了满足，但就该标准尚

未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有几位成员对提案中就该标准提供的数据表示关切，特

别是将偏远地区存在毒死蜱的监测数据解释为远距离迁移的迹象，以及利用模

型来确定毒死蜱在空气中的迁移。因此，决定草案的全部案文仍置于方括号内，

决定草案附件中所载的关于远距离迁移标准的结论也是如此。 

61.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成员说，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数据来支持毒死蜱符

合远距离环境迁移标准的结论，并强调毒死蜱的半衰期低于《公约》附件 D 第

1 (d) (三)段规定的两天阈值，提案中提出的建模结果并未表明该化学品具有通

过空气进行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潜力，而且偏远地区存在毒死蜱不一定是远距离

迁移的结果。一位成员说，提案中所列的许多研究都是几十年前的，因此所依

据的方法和做法可能不再合适，有必要侧重于较为近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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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许多成员说，远距离迁移标准显然已经得到满足，并表示支持该决定草

案和支持毒死蜱进入下一阶段，在此阶段可以审查数据并研究更多数据。他们

指出，根据《公约》附件 D 第 1 (d)段，只需满足其中列出的一个参数，即可认

为符合远距离环境迁移标准；大量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在偏远地区，特别是在

从未使用过任何农药的南极洲，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区间中毒死蜱的含量很高，

这足以认定毒死蜱是从其他纬度迁移到这些区域的。 

63. 几位成员说，通常会在无法进行监测时才使用模型，因此监测数据通常

优先于建模结果。例如，就甲氧滴滴涕而言，委员会根据监测数据得出结论认

为，该物质符合远距离环境迁移标准，尽管模型未能预测该物质的远距离环境

迁移。 

64. 一位成员表示支持决定草案，并提议在决定草案附件中删除关于毒死蜱

在水中持久性的两句话，他认为这两句话是解释性的。 

65.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4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决定毒死蜱符合《斯德哥

尔摩公约》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又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进

一步审查该提案，并根据《公约》附件 E 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邀请缔约方

和观察员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 

66.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2. 碳链长度在 C14–17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

氯化石蜡 

67. 在审议该分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提议将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

含量）的氯化石蜡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说明（UNEP/POPS/ 

POPRC.17/6），以及另外两份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关于该提案的补充信息

（UNEP/POPS/POPRC.17/INF/5）以及秘书处对于将化学品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是否包含《公约》附件 D 所规定信息的核实情况（UNEP/ 

POPS/POPRC.17/INF/6）。 

68. Ian Doyle 先生代表联合王国介绍了该提案。 

69. 成员们对该提案表示欢迎，普遍同意所涉化学品符合《公约》附件 D 中

的筛选标准这一结论。尽管如此，有的成员呼吁进行进一步讨论，主要是针对

该提案的范围，几位成员建议可以扩大范围，以纳入氯化程度较低的中链氯化

石蜡。  

70. 一位成员表示，应区分化学品本身和含有混合物的商业物质，而另一位

成员建议对其他物质中的中链氯化石蜡设定限值，因为潜在替代品含有较高浓

度的提案所涉化学品。一位成员指出，用于支持不利影响结论的关键数据来源

于一份机密报告；他说，在审查进程的下一阶段，最好纳入可供查阅的报告中

的数据或使用公开数据。 

71.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任

主席，负责审查关于将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

（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列入《公约》附件 A、B和/或 C的提案，并在

秘书处将要编写的初步案文的基础上，结合全体会议的讨论情况，编写一项决

定草案，包括对照附件 D 中的筛选标准对该化学品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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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随后，联络小组主席介绍了对照附件 D 中的筛选标准、对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进行评价的

修订草案以及关于这一事项的决定草案；这两份草案均包含仍置于方括号内的

案文，因为尚未就这两份文件达成一致意见。已达成共识的是，所有碳链长度

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均

符合附件 D 中有关持久性、远距离迁移和不利影响的筛选标准。尽管该决定草

案的提案方提供了一份附有佐证详情的解释，但一位成员并不认同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的氯化石蜡必然符合附件 D 的生物积累性标准，并因此指出，只

能说碳链长度为 C14的氯化石蜡符合生物积累性标准。 

73. 许多成员表示强烈支持在评价和决定中指出，碳链长度在 C14–17范围内且

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符合附件 D 的所有筛

选标准。几位成员指出，对于被审议的整个氯化石蜡类别而言，有充分的生物

积累性证据表明其符合附件 D 筛选标准。若干成员指出，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表明，必须考虑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

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整个类别，因为现有商业产品往往简单地被当作中链氯

化石蜡来销售，因此经常难以控制生产方法和确定存在于任何特定混合物中的

具体化学品。一位成员指出，尽管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

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的生物积累性的数据存在一些不确定

性，但生物积累性特征不能排除，而在监管性风险评估中，使用分类法和外推

法已被广泛接受，因此，在附件 E 标准评估下进行这项工作是适当的。 

74. 一位成员说，需要收集更多关于碳链长度在 C15–17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

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的生物积累性的信息，因为评价中

提及的来源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确凿。虽然最好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前收集进一步

的资料，但也可以对照附件 E 的标准来评估所审议的整个化学品类别，只是要

注意关于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

量）的氯化石蜡的现有资料存在不足。委员会的每项决定都应根据科学证据作

出，不应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以避免将某种化学品错误地归类为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尽管所审议的化学品属于一个类别，但必须指出，根据《公约》，被列

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是具体的化学品，而不是化学品类别，因此化学品是否

属于一个类别无关紧要。 

75. 一位成员指出，欧洲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评估中使用、随后纳入《公

约》下文件草案中的措辞有时可能会被误解，因此她建议应始终考虑更换措辞。 

76. 一些成员指出，在附件 D 下审议的标准属于筛选阶段，并表示生物积累

性数据应根据附件 E 的标准进行审议，这个阶段可对科学研究作深入探讨。另

一位成员回应说，令人关切的是，本次会议可能开创一个先例，即在没有完全

满足附件 D 标准的情况下允许化学品进入下一阶段。 

77. 一些成员表示遗憾的是，评价和决定中的措辞没有表明委员会确信碳链

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

蜡符合筛选标准。他们要求确保建议通过的决定的措辞不会意味着所审议的化

学品是一组互不相关的物质，而不是一种组成往往有所差异的物质，也不会意

味着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

的氯化石蜡不符合附件 D 的筛选标准，而是意味着这方面不太确定，并且下一

阶段仍将对照附件 E 标准来审议整个物质类别。经商定，在下一阶段，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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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标准来审议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

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整个类别。 

78.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5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决定碳链长度为 C14 且氯

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确已符合筛选标准；注

意到与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的氯化石蜡的生物积累性筛选标准有关的信息

不太确定，但与附件 D 规定的其余筛选标准有关的信息是结论性的，并决定应

在风险简介草案中列入关于生物积累性数据的更多详情；又决定设立一个闭会

期间工作组，负责进一步审查该提案，并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还决定在编

制风险简介草案时，应处理与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有关的问题；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 

79.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3. 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 

80. 在审议该分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加拿大提议将长链全氟羧

酸（PFCA）、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说明（UNEP/POPS/POPRC.17/7），以及秘书处对于将化学品列入《公约》

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是否包含《公约》附件 D 所规定信息的核实情况

（UNEP/POPS/POPRC.17/INF/6）。 

81. Greg Hammond 先生代表加拿大介绍了该提案，指出该提案已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举行的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提交，随后针对当时收到的问题和评

论意见提供了补充信息。 

82. 成员们欢迎该提案，并表示总体上支持附件 D 的筛选标准已得到满足这

一结论。他们指出，长链全氟羧酸的数据很少，特别是关于生物积累性和远距

离环境迁移的数据，但允许将该问题留待进程的下一阶段，即依照附件 E 编写

风险简介草案期间予以解决。 一位成员赞同一位观察员的意见，即不应将长链

全氟羧酸排除在下一阶段的评估之外，因为来年可能会有更多数据可用，而另

一位成员建议在没有监测数据的情况下采用交叉参照法。还有一位成员指出，

需确保委员会将数据更新纳入下一阶段工作。 

83. 在评论该提案的范围时，一位成员在另一位成员的支持下指出，一些长

链全氟羧酸符合全氟辛酸相关化合物的定义，并说在下一阶段的评价中，应考

虑避免对此类化合物的重叠监管。  

84. 一位成员还提出了一个供今后讨论的潜在议题，即长链全氟羧酸是否因

为有意使用或作为杂质存在于消费品中。 

85.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 Syed Mujtaba Hussain 先生（巴基斯坦）

任主席，负责审查关于将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列入《公约》附

件 A、B和/或 C的提案，并在秘书处将要编写的初步案文的基础上，结合全体

会议的讨论情况，编写一项决定草案，包括对照附件 D 中的筛选标准对该化学

品进行评价。 

86. 随后，联络小组主席介绍了小组编写的一份决定草案，内容涉及将长链

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列入《公约》附件 A、B和/或 C的提案，包括

对照附件 D 中的筛选标准对这些化学品进行评价。几位成员表示支持该决定草

案（包括评价），并支持进入下一阶段。他们说，虽然他们认识到关于碳链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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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化学品的可用数据较少，但认为仍有足够的证据得出结论，有可能进行科

学上合理的推断，并且交叉参照是合理的做法。 

87. 一位成员赞同碳链长度较短的化学品符合附件 D 的标准，但对碳链长度

为 C19–21 的化学品表示关切。他认为，虽然碳链长度为 C15–18 的化学品数据不

足，但最长碳链的数据完全缺失。他说，如果根据关于碳链长度较短的化学品

的资料得出碳链较长的化学品也符合附件 D 标准的结论，那是极其危险的。他

提议修正决定草案的案文，以明确指出，如果在风险简介阶段结束时仍然没有

关于碳链长度为 C19– 21 的化学品的可用数据，则委员会将不再审议这些化学品。  

88. 然而，另一位成员告诫说，不要将同系列化学品分解成单独的成分。他

说，他认为在整个系列中进行科学论证、外推和内推是合理的。 

89.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6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决定，长链全氟羧酸、其

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符合筛选标准；又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进一

步审查该提案，并根据《公约》附件 E 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邀请缔约方和

观察员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请秘书处在

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时，向其提供一份长链全氟羧酸、

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的化学文摘社编号的非详尽清单，以便于信息收集。 

90.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D. 审查关于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的信息 

91.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审查与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

化石蜡特定豁免相关的信息的说明（UNEP/POPS/POPRC.17/8）以及审查关于

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的信息的工作计划草案（UNEP/POPS/ 

POPRC.17/INF/12）。 

92.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回顾说，根据 POPRC-16/4 号决定，委员会已

经分别按照缔约方大会 SC-8/13 号和 SC-8/14 号决定中的要求，完成了对与十

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相关的信息的审查，并决定向缔约方大会第

十次会议提交关于信息审查情况的报告，供其审议。 

93. 按照 POPRC-16/4 号决定第 2 段的要求，秘书处编写了一项反映上述报告

所载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该决定草案载于

UNEP/POPS/COP.10/4 号文件，将在定于 2022 年 6 月举行的第十次会议的面对

面部分审议。 

94. 委员会在本次会议上收到的工作计划草案概述了一份时间表，内容涉及

在委员会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更新关于审查十溴二苯醚和

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相关信息的报告，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进一步审

议。 

95.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位成员发言表示支持拟议的工作计划。主席回顾说，

第十八次会议的日期目前暂定为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但仍有待确认会议

场地是否可供使用。 

96.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7号决定，其中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年 3

月 15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供关于含有 C10–13链长的同系物的商用氯化石蜡的组成

信息；邀请列入十溴二苯醚特定豁免登记簿的缔约方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之前

向秘书处提供具体的补充信息，证明有必要登记此类豁免；决定设立十溴二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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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闭会期间工作组和短链氯化石蜡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更新关于审查与这些

化学品特定豁免相关的信息的报告；商定按照 UNEP/POPS/POPRC.17/INF/12

号文件附件所载、经口头修正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 

97.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E. 依照《公约》附件 B 第三部分第 5 和第 6 段对全氟辛基磺酸、其盐

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的程序 

98.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依照《公约》附件 B 第三部

分第 5 和第 6 段对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的程序的

说明（UNEP/POPS/POPRC.17/9），以及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

酰氟替代品评估工作的职权范围草案（UNEP/POPS/POPRC.17/INF/13）。 

99.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回顾说，《公约》附件 B 第三部分第 5 和

第 6 段规定，缔约方大会应每四年一次，在现有科学、技术、环境和经济资料

的基础上，评价是否需要继续将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用于

附件 B 所列的各种可接受用途和特定豁免。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进行了评价，

并修正了《公约》附件 B 所列的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可

接受用途和特定豁免。在 SC-9/5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决定依照 SC-6/4 号决

定附件所列程序和 SC-7/5号决定附件所列修订时间表，在第十一次会议上进行

下一次评价。秘书处编写了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替代品评

估工作职权范围草案，载于 UNEP/POPS/POPRC.17/INF/13 号文件。 

100. 一位成员指出，评价是一项重要任务，程序中规定的方法适合完成这项

任务，并说，关于氟虫胺的一节特别有价值，因为可以据此评价其生产和消费

情况。 

101. 一位成员说，必须确保缔约方提议的全氟辛基磺酸替代品本身不是潜在

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102. 一位成员说，在载于 UNEP/POPS/POPRC.17/INF/13 号文件附录三“供用

于评价是否继续需要各种可接受用途和特定豁免的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全

氟辛基磺酰氟及相关化学品信息收集格式草案”的第三节中，应当要求缔约方

提供关于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替代品的更广泛的信息，包

括关于健康风险的信息。 

103. 一些成员说，在格式草案第三节中，必须保留问题 6和 7中对评估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特性，以及问题 7 中对使用附件 D 标准进行此项评估的提法，因为

这有助于避免不理想的替代品。 

104. 一位成员指出，格式草案第三节问题 6和 7目前的措辞不具限制性，允许

缔约方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如健康和环境风险。 

105. 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 POPRC-17/8 号决定，其中邀请缔约方和观察

员使用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替代品评估工作职权范围中所

载的表格，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供关于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

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资料；设立了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开展 SC-6/4号决

定附件所列程序规定的各项活动，从而依照《公约》附件 B 第三部分第 5 和第

6 段对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并商定依照全氟辛

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替代品评估工作职权范围开展工作。 



UNEP/POPS/POPRC.17/13 

14 

106.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F. 增列的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

指示性清单 

107.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增列全氟辛酸（PFOA）、其

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指示性清单的说明（ UNEP/POPS/ 

POPRC.17/10）以及增列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最新

指示性清单（UNEP/POPS/POPRC.17/INF/14）。 

108.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回顾说，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修正附

件 A，以在其中列入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且设有各种特定豁免，

还通过了 SC-9/13 号决定，其中包括一个关于识别增列所涵盖物质的章节。在

该节中，缔约方大会注意到，为了支持缔约方和便于识别物质及理解增列，已

编制了一份这些物质的初步指示性清单，载于 UNEP/POPRC.13/INF/6/Add.1 号

文件。缔约方大会还邀请缔约方和其他各方就识别增列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

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提供进一步信息，并请秘书处与委员会协商，汇编这些

信息，并制定一份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指示性清单，在公约网

站上公布，并定期进行更新。 

109. 委员会在第十六次会议上审查了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指

示性清单草案（UNEP/POPS/POPRC.16/INF/12）。在 POPRC-16/5 号决定中，

委员会邀请各成员、缔约方和观察员就指示性清单草案提交评论意见，并请秘

书处与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协商，更新指示性清单。委员会在本次会议上收到

了最新的清单。 

110.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位成员表示同意一位观察员的意见，他说，委员会

应在本次会议上就指示性清单达成一致，并且应定期更新清单，使其成为一份

动态文件。不过，另一位成员回顾说，缔约方大会已经请秘书处编制指示性清

单；在编制过程中应与委员会协商。该成员还说，他不同意一位观察员提出的

将指示性清单改名为指示性清单“草案”的提议。此外，他不明白如何能够按

照另一位观察员的要求使清单详尽无遗，而不是指示性的。另一位成员支持一

位观察员的提议，即关于指示性清单的进一步工作应包括列入关于转型途径的

具体信息。 

111. 一位成员说，UNEP/POPS/POPRC.17/INF/14 号文件所载最新指示性清单

中的补充信息的超链接非常有用。他还强调了一项关于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的全球倡议，即“PFAS 项目实验室”，该实验室开发了工具包和数

据库，可以成为另一个良好的补充信息来源。 

112. 针对其他观察员表示希望就清单提交补充信息、评论或拟议更正的问题，

主席邀请他们向秘书处提交材料，使秘书处能够修订和更新指示性清单，供委

员会本次会议审议。秘书处还将编写一项订正决定草案供委员会审议，其中载

有向缔约方大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更新和发布该清单的建议。 

113. 随后，秘书处的代表介绍了增列的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相关

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指示性清单的修订本以及一份相关的修订决定草案。 

114. 一位成员询问，该决定是否应包含进一步更新指示性清单的时间框架。

主席回顾说，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是向缔约方大会提出的一项建议，因此，时

间框架将由缔约方大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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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另一位成员指出，指示性清单显然表明，含氟聚合物的豁免范围已经扩

大，而且更加具体。她还指出，在含氟聚合物的生产过程中，较长链全氟羧酸

和全氟辛酸中的意外杂质可能成为一个挑战。她提议，当缔约方在国家一级管

制或处理含氟聚合物时，应留意这一问题，以确保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物

质或被提名列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清单的物质的杂质含量不会过高。 

116. 委员会通过了 POPRC-17/9 号决定，其中请秘书处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网站

上公布增列的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最新

指示性清单；建议缔约方大会考虑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向秘书处提交关于识别

增列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任何进一步信息；又建议

缔约方大会考虑请秘书处与委员会协商，在进一步增订指示性清单时参考这些

信息，并在公约网站上公布最新的指示性清单。 

117.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G. 远距离环境迁移 

118.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远距离环境迁移的说明

（UNEP/POPS/POPRC.17/11）、关于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指导意见草案（UNEP/ 

POPS/POPRC.17/INF/15）、制定关于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指导意见草案的工作

计划草案（UNEP/POPS/POPRC.17/INF/16），以及与关于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指

导意见草案有关的评论意见和答复汇编（UNEP/POPS/POPRC.17/INF/19）。 

119.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回顾说，委员会在其第十六次会议上设立了

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为委员会审议远距离环境迁移的工作编写指导意见

草案，以在今后的评价工作中为各成员提供帮助（UNEP/POPS/POPRC.16/9，

第87段）。会后，闭会期间工作组确定Kazuhide Kimbara先生（日本）和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为工作组共同主席。委员会在审议将 UV-328 列入《公

约》附件 A 的提案时发现需要这样的一份指导意见；当时几位成员强调，委员

会必须继续逐案评价每种化学品，避免在通过塑料废弃物和微塑料进行迁移方

面 开 创 先 例 。 因 此 ， 闭 会 期 间 工 作 组 编 写 了 指 导 意 见 草 案 

（UNEP/POPS/POPRC.17/INF/15）。 

120. 支持起草指导意见的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介绍了工作组在制定指

导意见草案方面的工作（该草案已根据成员和观察员提交的评论意见进行了修

订），还介绍了工作计划草案。他还提请注意一些关于进一步工作可能包括哪

些内容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和起草人制定的，目的是推动

本次会议上的讨论。 

121. 在随后的讨论中，许多成员对闭会期间工作组共同主席就指导意见草案

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认为该草案是非常有用且可读性强的文件，为下一步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几位成员表示支持拟议的决定草案和相关的工作计划草案。 

122. 几位成员说，指导意见草案应是一份动态文件，根据新信息以及委员会

的相关新决定进行更新，包括与将得克隆和 UV-328 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有关的、针对远距离环境迁移问题的决定。不过，一位成员表

示，最终版本需要得到委员会的核准，以供缔约方大会下一次会议审议，并且

应当制定清晰的更新文件或添加新信息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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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几位成员建议，指导意见草案应帮助委员会根据其任务和职权范围，在

今后的潜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评估中应用科学研究，同时提供关于其过去的决

定和审议情况的信息并加以借鉴。 

124. 考虑到起草人就进一步制定草案提出的问题，一位成员认为，在塑料、

微塑料和化学添加剂问题以及使用模型这两个领域提供额外指导，将非常有助

于委员会成员在今后的评估工作中审议远距离环境迁移问题。关于文件的范围

应有多广的问题，一些成员表示，范围不应扩大到包括《公约》附件 E 的内容，

而应仅限于《公约》附件 D 第 1 (d)段规定的筛选标准，然后可以用它来依照附

件 E 编制风险简介。 

125. 一位成员说，委员会必须继续逐案评价每种化学品，同时考虑到所有现

有数据，包括新的科学研究结果，并建议草案应反映这一点。 

126. 一些成员表示关切的是，“指导意见”一词可能被理解为法律案文，而

通过法律案文是缔约方大会的特权。因此，他们提议将文件改名为关于审查远

距离环境迁移相关标准的信息“汇编”或“综合”。另一位成员表示支持保留

目前的文件名，因为这反映了文件的性质及其为委员会提供的有用指导。另一

位成员指出，该文件是根据委员会以前的决定编写的，认为它可以具有追溯性，

着眼于委员会可获得和依赖的数据。 

127. 经讨论后，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 POPRC-17/10 号决定，其中请远

距离环境迁移闭会期间工作组进一步编制关于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文件草案，并

商定依照 UNEP/POPS/POPRC.17/INF/16 号文件附件所载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 

128. 该决定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五、 委员会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会议之间闭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129. 在审议这一项目时，委员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委员会第十七次和第十八

次会议之间闭会期间工作计划草案的说明（UNEP/POPS/POPRC.17/12）。秘

书处代表介绍了该项目，概述了说明中的信息。 

130. 一位成员要求修订工作计划的日期，将分配给缔约方和观察员就风险简

介和风险管理评价第二稿提出评论意见的时间从五周减少到四周，以便让起草

人有四周时间完成第三稿和终稿。 

131. 依照 SC-1/7 号决定附件第 29 段，委员会设立了若干闭会期间工作组，负

责开展执行其各项决定所需的工作。 

132. 各闭会期间工作组的构成情况载于本报告附件二，工作计划载于附件三。 

六、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3. 委员会商定其第十八次会议将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在罗马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与鹿特丹公约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衔接举行。

此外还商定，结合委员会将在会议上审议的化学品数量，可与主席团协商，在

闭会期间调整会议的安排，包括会期。 

七、 其他事项 

134. 没有提出任何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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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通过报告 

135. 委员会在会议期间分发的报告草案基础上通过了本报告，但有一项谅解，

即本报告的定稿工作将委托报告员与秘书处协商完成。 

九、 会议闭幕 

136. 按惯例互致谢意后，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6 时 45 分宣布

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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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 

各项决定 

POPRC-17/1：甲氧滴滴涕 

POPRC-17/2：得克隆 

POPRC-17/3：UV-328 

POPRC-17/4：毒死蜱 

POPRC-17/5：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

氯含量）的氯化石蜡 

POPRC-17/6：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 

POPRC-17/7：审查关于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的信息 

POPRC-17/8：依照《公约》附件 B第三部分第 5和第 6段对全氟辛基磺酸、 其

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的程序 

POPRC-17/9：增列的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

的指示性清单 

POPRC-17/10：远距离环境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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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RC-17/1：甲氧滴滴涕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在 POPRC-15/3 号决定中，认定甲氧滴滴涕符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 

根据《公约》第 8条第 6款，评价了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甲氧滴滴

涕风险简介，1  

在 POPRC-16/2 号决定中认定甲氧滴滴涕由于其远距离环境迁移而可能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而有必要采取全球行动； 

已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7 (a)款完成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的编写， 

1. 通过甲氧滴滴涕风险管理评价；2 

2. 决定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9 款，建议缔约方大会审议将甲氧滴滴

涕列入《公约》附件 A，且不设特定豁免。 

  POPRC-17/2：得克隆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已完成对挪威关于将得克隆及其顺式异构体和反式异构体列入《斯德哥

尔摩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的评价，并已在第十五次会议的 POPRC-

15/2 号决定中认定该提案符合《公约》附件 D 规定的标准， 

又已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6 款完成得克隆风险简介的编写， 

1. 通过得克隆风险简介；3 

2. 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7 (a)款，决定得克隆由于其远距离环境迁移

而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而有必要采取全球行动； 

3. 又根据《公约》第 8条第 7 (a)款以及缔约方大会 SC-1/7号决定附件

第 29 段，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编写风险管理评价，包括根据

《公约》附件 F 分析可能对得克隆采取的控制措施； 

4. 根据《公约》第 8条第 7 (a)款，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年 3月

14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F 规定的信息以及有关得克隆不利影响的补充信息； 

5. 又邀请得克隆闭会期间工作组探讨关于不利影响的任何进一步信息，

并酌情修订风险简介，供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POPRC-17/3：UV-328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已完成对瑞士关于将 UV-328 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附件 A 的提案的评价，并已在第十六次会议的 POPRC-16/3 号决定中认

定该提案符合《公约》附件 D 规定的标准， 

 
1 UNEP/POPS/POPRC.16/9/Add.1。 

2 UNEP/POPS/POPRC.17/13/Add.1。 

3 UNEP/POPS/POPRC.17/13/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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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已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6 款完成 UV-328 风险简介的编写， 

1. 通过 UV-328 风险简介；4 

2. 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7 (a)款，决定 UV-328 由于其远距离环境迁

移而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而有必要采取全球行动； 

3. 又根据《公约》第 8条第 7 (a)款以及缔约方大会 SC-1/7号决定附件

第 29 段，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编写风险管理评价，包括根据

《公约》附件 F 分析可能对 UV-328 采取的控制措施； 

4. 根据《公约》第 8条第 7 (a)款，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年 3月

14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F 规定的信息。 

  POPRC-17/4：毒死蜱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审查了欧洲联盟关于将毒死蜱列入《公约》附件 A、B 和/或 C 的提案，

并适用了《公约》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 

1. 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4 (a)款，决定确信毒死蜱符合筛选标准，详

见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评价； 

2. 又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6 款以及 SC-1/7 号决定第 29 段，决定设

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以进一步审查提案，并根据《公约》附件 E 编写风险

简介草案； 

3. 根据《公约》第 8条第 4 (a)款，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年 3月

14 日前就毒死蜱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 

  POPRC-17/4 号决定的附件5 

  依照附件 D 的标准对毒死蜱所作评价 

A. 背景 

1. 编制本评价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欧洲联盟提交的提案，该提案载于

UNEP/POPS/POPRC.17/5 号文件。 

B. 评价 

2. 根据附件 D关于化学品的鉴别（第 1 (a)段）和筛选标准（第 1 (b)–(e)段）

的要求，对提案评价如下： 

(a) 化学特性： 

（一） 提案中提供了与毒死蜱有关的充分信息。 

（二） 提供了化学结构。 

 
4 UNEP/POPS/POPRC.17/13/Add.3。 

5 本评价中提到的研究和其他信息不一定反映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或联合国

的观点。这些研究和参考文献中所用名称及材料的编制方式并不意味着秘书处、环境署或联合

国对任何国家、领土、地区、城市或其当局的地缘政治局势或法律地位表达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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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充分确定了毒死蜱的化学特性。 

(b) 持久性： 

（一） 在所评价的水降解研究中，降解半衰期值为 22.5℃下 21天至 8℃下

75 天不等。毒死蜱在水中的半衰期超过两个月，特别是在较低温

度下。 

在土壤中，如为农业用途施用量（低于 100 毫克/千克），发现半

衰期跨度很大，从 20℃下 6天到 15℃下 224天不等。在沉积物中，

厌氧条件下进行的一些研究显示其超过了 6 个月的阈值。 

毒死蜱在与沉积物结合时和较低温度下表现出更强的持久性。 

（二） 来自北极的监测数据表明，毒死蜱具有足够的持久性，可迁移至偏

远地区。由于其在较低温度下更为持久，预计其会在这些地区持续

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北极和亚北极湖泊的沉积物柱样中发现

的毒死蜱（Landers，2008）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这为毒死蜱在

沉积物中的持久性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有足够证据表明毒死蜱符合持久性标准。 

(c) 生物积累： 

（一） 毒死蜱的正辛醇/水分配系数介于 4.7 和 5.2 之间，表明在水生生物

中具有生物积累性。在许多物种、发育阶段和接触情况中，现有的

鱼类生物浓缩系数值范围很广，从 440 到 5 100 不等。许多鱼类生

物浓缩系数值表明有中度生物浓缩。 

（二） 毒死蜱对鱼类和其他物种（如无脊椎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

动物）具有高毒性。即便是中度生物浓缩，如果与高毒性相结合，

也会导致体内浓度造成不利影响。 

（三） 已在偏远地区的不同营养级生物群中发现毒死蜱，在顶端掠食动物

和人类母乳中都发现了毒死蜱，其对后代的影响令人关切。 

有足够证据表明毒死蜱符合生物积累性标准。 

(d)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 

（一）和（二） 

在远离点源和（或）农业用途的偏远地区，在北极的非生物环境区

间以及驯鹿、海豹和北极熊等生物群中，以及在南极洲的海冰融水

和空气中，都广泛检测到毒死蜱。在白令和楚科奇海洋生态系统中，

它存在于海雾、海水和海冰中（Hoferkamp 等人，2010）。在所分

析的五种农药中，它是海水中最常发现的农药。在阿拉斯加西北部

四个北极河口的海冰上收集的雪柱样中监测到了毒死蜱（Garbarino

等人，2000）。在一个来自斯瓦尔巴群岛的年代久远的冰柱样中

（Ruggirello 等人，2010），毒死蜱是唯一连续检测到的农药，首

次检出是在 1971 年至 1980 年之间。在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检测

到了最高浓度，这与本研究中采集最近样本的时期相对应，毒死蜱

的累积负荷是所分析的所有化合物中最高的。潜在迁移途径包括气

相或颗粒相大气迁移，以及通过河流和洋流中的水进行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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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气态毒死蜱的半衰期不超过两天。然而，颗粒毒死蜱更难被羟基自

由基反应降解，并且在大气中的半衰期长达 66.4 小时。 

有足够证据表明毒死蜱符合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标准。 

(e) 不利影响： 

（一）和 （二） 

短期或长期重复口服毒死蜱后的主要影响是抑制乙酰胆碱酯酶

（AChE）的活性。可能有证据表明，在低于引起胆碱酯酶抑制的

剂量下，毒死蜱可能产生发育神经毒性的影响。一些流行病学研究

和监管机构的审查表明，产前和产后接触毒死蜱会导致大脑形态变

化、认知和运动功能延迟、注意力问题和震颤。除了对哺乳动物的

高毒性外，这表明对人类健康有潜在的损害。毒死蜱在 0.1微克/升

的浓度下对水生生物具有高毒性。无脊椎动物，尤其是甲壳类和昆

虫，是水生生物中最敏感的类群。毒死蜱对陆生脊椎动物，特别是

鸟类（半数致死剂量值为 13.3 毫克/千克体重）和非靶标节肢动物，

特别是传粉昆虫，具有很高的急性毒性。对多种脊椎动物、无脊椎

动物和昆虫（包括蜜蜂）具有极高的急性和慢性毒性，表明对环境

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 

有足够证据表明毒死蜱符合不利影响标准。 

C. 结论 

3. 委员会认定，毒死蜱符合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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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RC-17/5：碳链长度在 C14–17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

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审查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将碳链长度在 C14–17范围内且氯

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B和/或 C的提案，并适用了《公约》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 

1. 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4 (a)款，决定确信碳链长度为 C14 且氯化程

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确已符合筛选标准，详见本

决定附件所载的评价； 

2. 注意到与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的氯化石蜡的生物积累性筛选标

准有关的信息不太确定，但与附件 D 规定的其余筛选标准有关的信息是结论性

的，并决定应在风险简介草案中列入关于生物积累性数据的更多详情； 

3. 又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6 款以及 SC-1/7 号决定第 29 段，决定设

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以进一步审查提案，并根据《公约》附件 E 编写风险

简介草案； 

4. 还决定在编制风险简介草案时，应处理与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

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有关的问题； 

5. 根据《公约》第 8条第 4 (a)款，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年 3月

14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 

 POPRC-17/5 号决定的附件 

 依照附件 D 的标准对碳链长度在 C14–17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 

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所作评价 

A.  背景 

1. 编制本评价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的提案，

该提案载于 UNEP/POPS/POPRC.17/6 号和 UNEP/POPS/POPRC.17/INF/5 号文件。 

B.  评价 

2. 根据附件 D关于化学品的鉴别（第 1 (a)段）和筛选标准（第 1 (b)–(e)段）

的要求，对提案评价如下： 

(a) 化学特性： 

（一） 提案提供了充分的信息。 

（二） 提供了代表性化学结构。 

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

含量）的氯化石蜡的化学特性已充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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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持久性： 

（一） 在使用 C14 氯化正构烷烃（50%氯重量比）物质进行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TG 308研究中，经过 120天后未观察到降解

（未发表，2019c、2019d）。在研究中，该物质在 120 天内没有发

生降解，这意味着随后在 120 到 180 天之间发生明显降解的可能性

很小。因此，经评估，沉积物中的降解半衰期超过 180 天。 

改良和增强的现成试验数据（英国环境署，2019）的趋势显示，可

降解性随着每个分子中氯原子数量的增加而降低。氯化水平高于

45%重量比的物质集体表现出与筛选试验中的 C14 氯化正构烷烃

（50%氯重量比）相似或更低程度的降解。这包括 C14–17 产品的数

据。如果这些物质的可降解性等于或低于筛选试验中的 C14 氯化正

构烷烃（50%氯重量比）物质，则预计这些物质的可降解性也等于

或低于经合组织 TG 308 研究中的 C14氯化正构烷烃（50%氯重量比）

物质。因此，预计此类物质的半衰期也等于或长于沉积物中受试物

质的半衰期，因此也超过 180 天。 

（二） 通过对沉积物柱样的测量，间接证明了中链氯化石蜡的持久性长达

多年，因为较深（较早）沉积层中的浓度与表层（近期）的浓度处

于同一数量级（Iozza 等人，2008；Chen 等人，2011；Muir 等人，

2002；Yuan 等人，2017；Zeng 等人，2017a；Zhang 等人，2019）。

大多数研究是采用总体的中链氯化石蜡（即 C14–17）进行分析，但

有一项研究中的分析表明具体检测到了 C14、C15、C16 和 C17 链长

（Chen 等人，2011）。 

有足够证据表明，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满足持久性标准。 

(c) 生物积累： 

（一） 在经合组织的 TG 123 研究中，使用 C14氯化正构烷烃（50%氯重量

比）测得平均正辛醇/水分配系数为 6.6（未发表，2019b）。另外

两项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表明，使用 C14–17 氯化正构烷烃（45%氯

重量比）测得的正辛醇/水分配系数范围为 5.52–8.21；使用C14–17氯

化正构烷烃（52%氯重量比）测得的正辛醇/水分配系数范围为

5.47–8.01（Renberg 等人，1980）。 

在经合组织的 TG 305鱼类生物积累性研究中，使用 C14氯化正构烷

烃（45%氯重量比）产品进行水接触试验，测得脂质标准化且经生

长调整的动态生物浓缩系数（BCFKgL）为 14 600 升/千克（未发表，

2010a、2010b）。 

根据使用 C14 氯化正构烷烃（50%氯重量比）产品进行膳食接触的

经合组织 TG 305 研究估算，脂质标准化且经生长调整的动态生物

浓缩系数显著高于 5 000 升/千克（未发表，2019e、2019f）。 

从一系列鱼类生物积累性膳食试验中获得的佐证资料表明，在所有

试验中，估计的生物浓缩系数都将超过 5 000 升/千克（Fisk 等人，

1996、1998b、2000），这些试验分别使用了 42%氯重量比的 C14、

48%氯重量比的 C14（两种不同的异构体）、53%氯重量比的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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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异构体）、55%氯重量比的 C14；35%氯重量比的 C16

（两种不同的异构体）、69%氯重量比的 C16（三种不同的异构

体）、48%氯重量比的 C18。这些数据表明，碳链长于 C14、氯化程

度超过 50%重量比的组分可能在鱼类中具有显著的生物积累潜力。 

此外，所有测试物质的净化半衰期均较长，这与生物浓缩系数超过

5 000 升/千克一致（经合组织，2017b；Castro 等人，2019）。 

（二） 目前尚无资料。 

（三） 佐证监测资料表明，在所有营养级（包括捕食物种）上，野生生物

受到具有 C14–17 链长的氯化石蜡的广泛污染。在人类母乳和血液等

其他组织中检测到中链氯化石蜡，估计该物质在人体内的半衰期较

长。监测检测主要是采用总体的中链氯化石蜡（即 C14–17）进行分

析。 

有足够证据表明，碳链长度为 C14 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

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满足生物积累性标准。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内的氯化石蜡的生物积累性筛选标准不太确定。 

(d)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 

（一）和（二） 

现有的空气监测数据表明，在远离来源的地方检测到了中链氯化石

蜡（Bohlin-Nizzetto 等人，2014、2015、2017、2018、2019、2020；

Bohlin-Nizzetto 和 Aas.，2016；Jiang 等人，2021；Ma 等人，2014；

Wu 等人，2019）。大多数研究是采用总体的中链氯化石蜡（即 C14–17）

进行分析，但有两项研究中的分析表明具体检测到了 C14、C15、

C16和 C17链长（Wu等人，2011；Jiang等人，2021）。可能令人关

切的是，在两个不同的偏远监测站检测到空气中的中链氯化石蜡含

量呈上升趋势，其浓度高于斯瓦尔巴群岛的已列入的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其中包括短链氯化石蜡，这是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

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的低级同系

物。 

现有的生物群监测数据表明，在远离来源的地方，包括在某些区域

的顶级捕食者体内，检测到了中链氯化石蜡，这表明其有可能转移

到接收环境中（Iozza 等人，2009a、2009b；Glüge 等人，2018；

Vorkamp 等人， 2019 ； Reth 等人， 2006 ；挪威空气研究所

（NILU），2013）。 

（三） 使用大气氧化程序（AOPWIN v1.92）预测出两种模拟组分的大气

半衰期约为 2 天，具体数值高于和低于该值，但由于定量结构-活

性关系（QSAR）训练集内的相关结构有限，应谨慎对待这些预测。 

使用经合组织 POV（总体环境持久性）和 LRTP（远距离迁移潜力）

筛选工具对两种代表性组分进行建模，结果表明，这些成分的特征

迁移距离和迁移效率的预测值近似但略低于短链氯化石蜡的代表性

组分的预测值，后者是一种已列入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链长为

C14–17 的氯化石蜡挥发性低，预计会强烈吸附于颗粒物。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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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合组织工具的预测相比，可在空气中降解的链长为 C14–17 氯化

石蜡的比例可能较低，因此，空气中的远距离迁移潜力可能被低估。 

有足够证据表明，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满足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标准。 

(e) 不利影响： 

（一） 在经合组织的 TG 202 研究中，使用 C14–17氯化正构烷烃（52%氯重

量比）对大型蚤进行了 48 小时半数有效浓度测量，结果为 0.0059 

毫克/升（Thompson 等人，1996）。在经合组织的 TG 202（现为

211）试验中，相同物种和物质的 21 天无观测效应浓度（NOEC）

为 0.0087 毫克/升（Thompson 等人，1997a）。 

这些数据用于欧洲联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条例》

（REACH）注册，以处理在欧洲联盟供应的所有中链氯化石蜡产

品，并用于对该物质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在欧洲联盟的注册中

缺乏大型蚤的其他毒性数据的情况下，即认为这些不利影响数据可

代表拟议列入的全部物质。  

（二） 在哺乳动物生殖研究中观察到啮齿动物后代发生内出血和死亡，佐

证了对不利影响的关切（该研究也使用了 C14–17 氯化正构烷烃（52%

氯重量比）），因此欧洲联盟将中链氯化石蜡统一归类为 H362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IRDC，1985；CXR 生物科

学有限公司，2003、2004、2006）。 

这些数据用于欧盟 REACH 注册，以涵盖所有中链氯化石蜡产品，

并用于对该物质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在欧洲联盟的注册中缺乏

其他毒性终点数据的情况下，即认为这些不利影响可代表拟议列入

的全部物质。 

有足够证据表明，碳链长度在 C14–17 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满足不利影响标准。 

C. 结论 

3.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碳链长度为 C14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

量计氯含量）的氯化石蜡符合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碳链长度在 C15–17 范围

内的氯化石蜡的生物积累性筛选标准不太确定；然而，附件 D 规定的其余筛选

标准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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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RC-17/6：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审查了加拿大关于将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列入《关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附件A、B和/或C的提案，并适用了《公

约》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 

1. 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4 (a)款，决定确信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

相关化合物符合筛选标准，详见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评价； 

2. 又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6 款以及 SC-1/7 号决定第 29 段，决定设

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以进一步审查提案，并根据《公约》附件 E 编写风险

简介草案； 

3. 根据《公约》第 8条第 4 (a)款，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年 3月

14 日前就下列物质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 

(a) 分子式为 CnF2n+1CO2H（其中 8 ≤ n ≤ 20）的全氟羧酸及其盐类，例

如，全氟壬酸（化学文摘社编号：375-95-1）、全氟癸酸（化学文摘社编号：

335-76-2）、全氟十一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2058-94-8）、全氟十二烷酸

（化学文摘社编号：307-55-1）、全氟十三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72629-94-

8）、全氟十四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376-06-7）、全氟十五烷酸（化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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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编号：141074-63-7）、全氟十六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67905-19-5）、全

氟十七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57475-95-3）、全氟十八烷酸（化学文摘社编

号：16517-11-6）、全氟十九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133921-38-7）、全氟二

十烷酸（化学文摘社编号：68310-12-3）和全氟二十一烷酸及其盐类； 

(b) 由分子式为 CnF2n+1（其中 8 ≤ n ≤ 20）的全氟烷基组成的任何物质，

且其中的全氟烷基直接键合到除氟、氯或溴原子以外的任何化学部分； 

4. 请秘书处在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附件 E 规定的信息时，向其提

供一份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的化学文摘社编号的非详尽清单，

以便于信息收集。 

  POPRC-17/6 号决定的附件6 

  依照附件 D 的标准对长链全氟羧酸（PFCA）、其盐类及相关 

化合物所作评价 

A. 背景 

1. 编制本评价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加拿大提交的提案，该提案载于

UNEP/POPS/POPRC.17/7 号文件。 

B. 评价 

2. 根据附件 D关于化学品的鉴别（第 1 (a)段）和筛选标准（第 1 (b)–(e)段）

的要求，对提案评价如下： 

(a) 化学特性： 

（一） 提案中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涉及长链全氟羧酸（即总碳链长

度为 9 至 21（含 9 和 21）的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

物。 

（二） 提供了化学结构。 

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的化学特性已充分确定。提案

包括可降解或转化为长链全氟羧酸的相关化合物，其中全氟烷基部

分的分子式是 CnF2n+1（其中 8≤n≤20）并直接键合到除氟、氯或溴

原子以外的任何化学部分。 

(b) 持久性： 

（一） 提案中未说明环境半衰期。 

（二） 长链全氟羧酸是键合到一个全氟化碳链上的羧酸。这种碳氟

键是现存最强的共价键之一（约 108–120 千卡/摩尔）

（Dixon，2001；Parsons 等人，2008），因此该键极为稳定，

一般能抵御由酸、碱、氧化剂、还原剂、光解过程、微生物

和代谢过程引起的降解。强碳氟键和高密度的富电子排斥性

 
6 本评价中提到的研究和其他信息不一定反映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或联合国

的观点。这些研究和参考文献中所用名称及材料的编制方式并不意味着秘书处、环境署或联合

国对任何国家、领土、地区、城市或其当局的地缘政治局势或法律地位表达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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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原子保护了碳主链，并导致对热和化学试剂均呈惰性

（Hakli 等人，2008；Colomban 等人，2014；Parsons 等人，

2008）。 

在按经合组织 301F方法进行的测试中，C9全氟羧酸没有生物

降解（Stasinakis 等人，2008）。其他研究表明长链全氟羧酸

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降解，但并非在与环境相关的条件下（如

Hori 等人，2005a、2005b、2008；Qu 等人，2016；Liu 等人，

2017）。 

有足够证据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符合持久性

标准。 

(c) 生物积累： 

（一） 据报告，在淡水和海洋水生生物中，测到 C9–C14 全氟羧酸的

一些生物浓缩系数和生物积累系数大于 5 000（如 Chen等人，

2016；Inoue 等人，2012；Martin 等人，2003b；Furdui 等人，

2007；Labadie 和 Chevreuil，2011；Murakami 等人，2011；

Liu 等人，2019a；Munoz 等人，2019；Fang 等人，2014）。 

（二） 有证据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在呼吸空气的生物体内会产生生

物放大作用，因为在侧重顶级捕食物种（如鸟类和陆地/海

洋哺乳动物）的研究中，已报告 C9–C16 全氟羧酸的营养放大

系数或生物放大系数大于 1（如 Zhang 等人，2015；Xu 等人，

2014；Tomy等人，2009b；Boisvert等人，2019；Butt等人，

2008）。 

在人体各种组织和体液中检测到了 C9-C14 全氟羧酸（如

Guruge 等人，2005；Tao 等人，2008；Olsen 等人，2011；

Fujii 等人，2012；Motas Guzman 等人，2016；Wu 等人，

2017；Cao 等人，2018；Lee 等人，2018；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HA），2018a；Wang 等人，2018；Caron-Beaudoin 等人，

2020；Li 等人，2020a、2020b；Liu 等人，2020）。清除 C9–

C11 全氟羧酸的速度非常缓慢，导致其在人体中的估计半衰期

很长（Zhang 等人，2013）。 

（三） 在北极熊、银鸥和游隼等顶级捕食物种中测量到了碳链最长

达 C18 的全氟羧酸（如 Gebbink 等人，2009；Greaves 等人，

2012、2013；Boisvert等人，2019；Gebbink和Letcher，2012；

Sun 等人，2020）。 

有足够证据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符合生物积

累性标准。 

(d)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 

（一） 已在北极和南极等偏远地点的环境基质、生物群和人群中测

得 C9–C18 全氟羧酸，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具有远距离环境迁移

的潜力（如 Smithwick等人，2005a、2005b；Tao等人，2006；

Butt 等人， 2007a 、 2007b 、 2008 ； Katz 等人，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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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avone等人，2009；Bengtson Nash 等人，2010；Müller 等

人，2011；Greaves等人，2012；Llorca等人，2012；Bossi等

人，2015；Routti等人，2015；Boisvert等人，2019；Casal等

人，2017；MacInnis 等人，2019；Stock 等人，2007）。据报

告，来自偏远地区的北极熊体内浓度有随时间上升的趋势

（Smithwick 等人，2006；Dietz 等人，2008）。 

（二） 现有研究表明，偏远地区长链全氟羧酸之所以存在，是由于

挥发性前体和（或）这些酸本身发生了大气或海洋迁移（如

Ellis等人，2004；Pickard等人，2018；Webster和Ellis，2010；

Reth 等人，2011；Johansson 等人，2019；Ahrens 等人，2010；

Benskin 等人，2012；Cai 等人，2012a、2012b；Zhao 等人，

2012；Gonzalez-Gaya 等人，2014）。已在包括偏远地区的世

界各地环境空气中测得相关化合物（如 Shoeib 等人，2006；

Jahnke 等人，2007；Stock 等人，2007；Young 等人，2007；

Cai 等人，2012a；Kwok 等人，2013；Wang 等人，2015b）。

挥发性氟调聚醇（FTOH）的大气寿命约为 20 天，这将使这

些前体可以被大气游离基物种缓慢氧化，产生氟化酸，然后

氟化酸通过降水沉积在偏远地区（Ellis 等人，2004）。 

（三） 全球建模情况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或）相关化

合物具有远距离迁移潜力（Wallington 等人，2006；Wania，

2007；Yarwood 等人，2007；Thackray 等人，2020）。 

有足够证据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符合远距离

环境迁移潜力标准。 

(e) 不利影响： 

（一） 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证据表明，长链全氟羧酸与对人类的不利

影响有关，包括肝脏毒性、发育/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甲状

腺毒性（如 Cheng 和 Klaassen，2008a、2008b；Fang 等人，

2008、2009、2010；Singh和 Singh，2019a、2019b、2019c；

Das等人，2015；Hirata-Koizumi等人，2015；Grandjean等人，

2017；国家毒物学方案（NTP），2019；毒物与疾病登记署

（ATSDR），2021）。 

生态终点的实验室研究证明了发育影响、行为影响、肝脏毒

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基因表达变化、遗传毒性和甲状

腺激素改变（Jantzen 等人，2016a、2016b；Liu 和 Gin，2018；

Liu 等人，2008b、2014a；Stevenson 等人，2006；O’Brien 等

人，2009；Wei 等人，2009；Nobels 等人，2010；Bourgeon

等人，2017；Vongphachan 等人，2011）。此外，幼年虹鳟

鱼在膳食接触 C9–C11 全氟羧酸后诱导产生了卵黄蛋白原

（Benninghoff 等人，2011）。 

（二） 已有实验、实地和（或）流行病学数据可用于评估某些长链

全氟羧酸的毒性，但对于其他长链全氟羧酸则缺乏这些数据

（即没有 C15–C21 全氟羧酸的生态毒理学数据，也没有 C15、

C17、C19、C20 和 C21 全氟羧酸的人类健康毒理学数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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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虑到长链全氟羧酸具有相似的结构，其他长链全氟羧

酸可能具有相似的不利影响，尽管毒性效力可能因链长而异。

研究了长链全氟羧酸的结构-活性关系；来自体内研究的数据

表明，全氟羧酸的活性/毒性趋于随着链长上升（Kudo 等人，

2006；Das 等人，2015；NTP，2019）。哺乳动物细胞的体

外数据表明，毒性也有随着链长增加而上升的趋势，直至C18

（如 Buhrke等人，2013；Gorrochategui等人，2014；Rand等

人，2014；Yang等人，2017；Lee和Kim，2018；Ojo等人，

2020）。 

顶级捕食野生生物物种（包括偏远地区的北极熊）中浓度随

时间上升的趋势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导致野生生物种群未来

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Smithwick 等人，2006；Dietz

等人，2008；Holmström 等人，2010）。 

有足够证据表明，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符合不利影

响标准。 

C. 结论 

3.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符合附件 D

规定的筛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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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RC-17/7：审查关于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 

豁免的信息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回顾 POPRC-16/4 号决定，其中决定向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交十溴二苯醚7和短链氯化石蜡8特定豁免相关信息的审查

报告， 

注意到需要继续开展委员会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工

作，以便提供最新信息，使缔约方大会能够作出决策， 

 
7 UNEP/POPS/POPRC.16/INF/17。 

8 UNEP/POPS/POPRC.16/IN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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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供关于含

有 C10–13链长的同系物的商用氯化石蜡的组成信息； 

2. 邀请列入十溴二苯醚特定豁免登记簿的缔约方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

之前向秘书处提供补充信息，证明有必要登记此类豁免，包括以下方面的信息： 

(a) 生产； 

(b) 使用； 

(c) 可能的控制措施的成效和效率； 

(d) 替代品的可得性、适用性和采用情况的信息； 

(e) 控制和监测能力的现状； 

(f) 在国家或区域一级采取的任何控制行动； 

3. 决定设立十溴二苯醚闭会期间工作组和短链氯化石蜡闭会期间工作

组，结合根据本决定第 1 和第 2 段提供的信息、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的成果

以及随后根据该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可能收到的任何相关信息，增订这些化学品

特定豁免相关信息的审查报告9，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按照关

于审查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特定豁免相关信息的工作计划草案的秘书处

说明10附件所载工作计划开展工作。 

POPRC-17/8：依照《公约》附件 B 第三部分第 5 和第 6 段

对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的程序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1. 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使用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替代品评估工作职权范围11中所载的表格，在 2022年 3月 15日之前向秘书处提

供关于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信息； 

2. 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开展 SC-6/4号决定附件所列程序规

定的活动，从而依照《公约》附件 B 第三部分第 5 和第 6 段对全氟辛基磺酸、

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进行评价； 

3. 同意根据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替代品评估工作

职权范围12开展工作。 

POPRC-17/9：增列的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 

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指示性清单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审查了秘书处根据 SC-9/13 号决定第三节编制的增列全氟辛酸（PFOA）、

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最新指示性清单， 

 
9 UNEP/POPS/POPRC.16/INF/17 和 UNEP/POPS/POPRC.16/INF/18。 

10 UNEP/POPS/POPRC.17/INF/12/Rev.1。 

11 UNEP/POPS/POPRC.17/INF/13/Rev.1。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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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秘书处以易于查阅的方式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网站上公布增列全氟辛酸（PFOA）、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

的最新指示性清单13； 

2. 建议缔约方大会考虑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向秘书处提交关于识别增

列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所涵盖物质的任何进一步信息； 

3. 又建议缔约方大会考虑请秘书处与委员会协商，在进一步增订指示

性清单时参考本决定第 2 段所述信息，并在公约网站上公布最新的指示性清单。 

POPRC-17/10：远距离环境迁移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1. 请远距离环境迁移闭会期间工作组进一步制定委员会审议远距离环

境迁移的文件草案； 

2. 商定按照秘书处关于制定远距离迁移指导意见草案的工作计划的说

明14附件所载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 

 
13 UNEP/POPS/POPRC.17/INF/14/Rev.1。 

14 UNEP/POPS/POPRC.17/INF/16/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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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闭会期间工作组的构成情况 

  得克隆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Elham Refaat Abdelaziz 女士（埃及）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 

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起草人） 

Victorine Augustine Pinas 女士（苏里南）（主席）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Adam Barlow 先生（澳大利亚）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Chelsea Willis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Samia Galal 先生（埃及） 

Heidi Ekholm 女士（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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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Joanne Felix 女士（牙买加） 

Hiroyuki Machida 先生（日本） 

Asuka Wakahara 女士（日本） 

Akihiko Ikegawa 先生（日本）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Shunsuke Kud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日本）  

Sakiko Yamanaka 女士（日本） 

Hiroko Arataki 女士（日本） 

Fredrick Njiru Muchiri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Christel Moræus Olsen 女士（挪威） 

Mitsuko Komada 女士（挪威）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Sonja Roglic 女士（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Anastasia Swearingen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Sharyle Patton 女士（Commonweal 组织）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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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Joseph Denougbeto 先生（La Grande Puissance de Dieu 非政府组织） 

Sophia Danenberg 女士（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 

  UV-328 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Jean-Paul Otamonga 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Mario Rodas 先生（厄瓜多尔） 

Elham Refaat Abdelaziz 女士（埃及）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起草人）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主席） 

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 

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 

Makuena Mantoa Sekota 女士（莱索托） 

Gotfried Uiseb 先生（纳米比亚）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 

Victorine Augustine Pinas 女士（苏里南）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Chelsea Willis 女士（加拿大） 

Andrew Beyak 先生（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Weihua Li 女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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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Samia Galal 先生（埃及） 

Heidi Ekholm 女士（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Bethune Morgan 女士（牙买加） 

Hiroyuki Machida 先生（日本） 

Asuka Wakahara 女士（日本） 

Akihiko Ikegawa 先生（日本）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Shunsuke Kud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日本） 

Sakiko Yamanaka 女士（日本） 

Hiroko Arataki 女士（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Alaa Alrashed 女士（科威特）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Christel Moræus Olsen 女士（挪威） 

Mitsuko Komada 女士（挪威） 

Dorte Herzke 女士（挪威）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Sonja Roglic 女士（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Daniel Borg 先生（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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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Anastasia Swearingen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Weiyu Lin女士（巴塞尔公约亚洲及太平洋培训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中国巴塞

尔公约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

（中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 

Yuan Chen 女士（巴塞尔公约亚洲及太平洋培训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中国巴

塞尔公约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区域中

心（中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 

Sifan Liu 女士（巴塞尔公约亚洲及太平洋培训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中国巴塞

尔公约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

（中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 

Rakesh Roshan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Jens Otte 先生（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 

Christian Schmitt 先生（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欧洲光稳定剂和抗氧化剂协会） 

Sascha Pawlowski 女士（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欧洲光稳定剂和抗氧化剂协会） 

Oscar Vandevelde 先生（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欧洲光稳定剂和抗氧化剂协会）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Joseph Denougbeto 先生（La Grande Puissance de Dieu 非政府组织）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毒死蜱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Agustín Harte 先生（阿根廷）（主席）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共同起草人） 

Elham Refaat Abdelaziz 女士（埃及）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共同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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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 

Makuena Mantoa Sekota 女士（莱索托）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Anass Ali Saeed Al-Nedhary 先生（也门）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Ana Maria Vekic 女士（巴西） 

Marina Pires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Andrew Beyak 先生（加拿大） 

Meredith Curren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Weihua Li 女士（中国） 

Chao Bi 女士（中国）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Samia Galal 先生（埃及） 

Heidi Ekholm 女士（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Archana Sinha 女士（印度）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Tamara Morrison 女士（牙买加） 

Hiroyuki Machida 先生（日本） 

Asuka Wakahara 女士（日本） 

Akihiko Ikegawa 先生（日本）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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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suya Kawata 先生（日本） 

Hiroko Arataki 女士（日本） 

Fredrick Njiru Muchiri 先生（肯尼亚） 

June Aluoch 女士（肯尼亚） 

Benedict Makali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Victor Nwaoba Itumo 先生（尼日利亚） 

Mitsuko Komada 女士（挪威）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Sonja Roglic 女士（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Monique Perron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Mohsen Alshatri 先生（也门） 

Claid Mujaju 先生（津巴布韦）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Ron van Peer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Rakesh Roshan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Natacha Cingotti 女士（健康与环境联盟） 

Angeliki Lyssimachou 女士（健康与环境联盟）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Megan Hort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UNEP/POPS/POPRC.17/13 

53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Joseph Denougbeto 先生（La Grande Puissance de Dieu 非政府组织） 

Meriel Anne Watts 女士（亚洲及太平洋农药行动网） 

Susan Haffmans 女士（欧洲农药行动网） 

Emily Marquez 女士（北美洲农药行动网）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Dileep Kumar Ambalathinkal Divakaran 先生（Thanal） 

  碳链长度在 C14–17范围内且氯化程度等于或高于 45%（按重量计氯

含量）的氯化石蜡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主席）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Greg Hammond 先生（加拿大）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 

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起草人）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Peichao Zhang 先生（中国） 

Li Wang 女士（中国） 

Jianguo Liu 先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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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Lucie Ribeiro 女士（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Hiroyuki Machida 先生（日本） 

Asuka Wakahara 女士（日本） 

Akihiko Ikegawa 先生（日本）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Shunsuke Kud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 （日本）  

Sakiko Yamanaka 女士（日本） 

Hiroko Arataki 女士（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Christel Moræus Olsen 女士（挪威） 

Mitsuko Komada 女士（挪威）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Sonja Roglic 女士（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Jörgen Henriksson 先生（瑞典） 

Linda Linderholm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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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Ake Bergman 先生（内分泌学会）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Joseph Denougbeto 先生（La Grande Puissance de Dieu 非政府组织）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ophia Danenberg 女士（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 

Andrew Jaques 先生（世界氯理事会） 

Richard Mariner 先生（世界氯理事会） 

  长链全氟羧酸、其盐类及相关化合物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Greg Hammond 先生（加拿大）（起草人）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 

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Syed Hussain 先生（巴基斯坦）（主席）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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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ca Maertens 女士（加拿大） 

Amila De Silva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Jun Huang 先生（中国） 

Jianjun Zhang 先生（中国）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Heidi Ekholm 女士（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Hiroyuki Machida 先生（日本） 

Asuka Wakahara 女士（日本） 

Akihiko Ikegawa 先生（日本）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Shunsuke Kud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 （日本） 

Sakiko Yamanaka 女士（日本） 

Hiroko Arataki 女士（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Christel Moræus Olsen 女士（挪威） 

Mitsuko Komada 女士（挪威）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Sonja Roglic 女士（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Daniel Borg 先生（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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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Satoko Nakan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Anastasia Swearingen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Sharyle Patton 女士（Commonweal 组织）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Mélanie Lemire 女士（卫生和环境司法支助） 

Eddy Michiels 先生（欧洲成像和印刷协会）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Roger Anthony Klein 先生（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Amira Aker 女士（努纳维克狩猎、捕鱼和诱捕协会） 

Ronald Bock 先生（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十溴二苯醚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主席）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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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Chelsea Willis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Edwin Camelo Martinez 先生（哥伦比亚）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Ignacio Gonzalez Rodriguez 先生（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Anastasia Swearingen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Timo Unger 先生（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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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ophia Danenberg 女士（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 

  短链氯化石蜡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主席）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Chelsea Willis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Peichao Zhang 先生（中国） 

Li Wang 女士（中国）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Ignacio Gonzalez Rodriguez 先生（欧洲联盟）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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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ra Iin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 （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全氟辛基磺酸、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 

Gotfried Uiseb 先生（纳米比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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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Marina Pires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Chelsea Willis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Jun Huang 先生（中国） 

Jianjun Zhang 先生（中国） 

Andres Ramirez Restrepo 先生（哥伦比亚）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Ignacio Gonzalez Rodriguez 先生（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Shahad Alazmi 女士（科威特）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Christel Moræus Olsen 女士（挪威） 

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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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Satoko Nakan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Anastasia Swearingen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Juliana Berti 女士（切叶蚁饵工业协会） 

Edson Dias 先生（切叶蚁饵工业协会） 

Luiz Eugenio Pedro de Freitas 先生（切叶蚁饵工业协会） 

Julio Britto 先生（切叶蚁饵工业协会） 

Meriel Anne Watts 女士（亚洲及太平洋农药行动网）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ophia Danenberg 女士（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 

  远距离环境迁移工作组 

  委员会成员 

Ingrid Hauzenberger 女士（奥地利） 

Tamara Kukharchyk 女士（白俄罗斯） 

Valentina Bertato 女士（比利时） 

Greg Hammond 先生（加拿大） 

Rikke Donchil Holmberg 女士（丹麦） 

Caren Rauert 女士（德国） 

Sam Adu-Kumi 先生（加纳） 

Ved Prakash Mishra 先生（印度） 

Kazuhide Kimbara 先生（日本）（共同主席） 

Peter Dawson 先生（新西兰）（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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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Charlotte Tolfsen 女士（挪威） 

Magdalena Frydrych 女士（波兰） 

Chalongkwan Tangbanluekal 女士（泰国） 

Svitlana Sukhorebra 女士（乌克兰） 

  观察员 

Natiela Beatriz de Oliveira 女士（巴西） 

Sandi Moser 女士（加拿大） 

Anie Lauzon 女士（加拿大） 

Andrew Beyak 先生（加拿大） 

Meredith Curren 女士（加拿大） 

Cecilia Aburto Schweitzer 女士（智利） 

Pavel Čupr 先生（捷克） 

Katarína Řiháčková 女士（捷克） 

Anteneh Teshome Tadesse 先生（埃塞俄比亚） 

Heidi Ekholm 女士（欧洲联盟） 

Lucie Ribeiro 女士（欧洲联盟） 

Timo Seppälä 先生（芬兰） 

Sandrine Andres 女士（法国） 

Darren Byrne 先生（爱尔兰） 

Hiroyuki Machida 先生（日本） 

Asuka Wakahara 女士（日本） 

Akihiko Ikegawa 先生（日本） 

Akira Iino 先生（日本） 

Shunsuke Kudo 先生（日本） 

Tetsuya Kawata 先生 （日本） 

Sakiko Yamanaka 女士（日本） 

Hiroko Arataki 女士（日本） 

John Mumbo 先生（肯尼亚） 

Martien Janssen 先生（荷兰） 

Nicolette Bouman 女士（荷兰） 

Leonarda Christina Van Leeuwen 女士（荷兰） 

Christel Moræus Olsen 女士（挪威） 

Mitsuko Komada 女士（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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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Djurickovic 先生（塞尔维亚） 

Sonja Roglic 女士（塞尔维亚） 

Mfanwenkosi Mathebula 先生（南非） 

Maria Delvin 女士（瑞典） 

Andreas Buser 先生（瑞士） 

Ian Doyle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tie Hobs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izabeth Lawton 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Karissa Taylor Kovner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Laura Nazef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Monique Perron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Pamela Miller 女士（阿拉斯加应对有毒物质社区行动方案） 

Anastasia Swearingen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Mark Trewhitt 先生（美国化学理事会） 

Kathleen Plotzke 女士（美国化学理事会） 

Weiyu Lin女士（巴塞尔公约亚洲及太平洋培训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中国巴塞

尔公约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

（中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 

Yuan Chen 女士（巴塞尔公约亚洲及太平洋培训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中国巴

塞尔公约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区域中

心（中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 

Sifan Liu 女士（巴塞尔公约亚洲及太平洋培训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中国巴塞

尔公约区域中心）/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

（中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区域中心）） 

Jens Otte 先生（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 

Maria Ruiz-Cuevas 女士（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 

Todd Gouin 先生（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欧洲光稳定剂和抗氧化剂协会） 

Sharyle Patton 女士（Commonweal 组织） 

Ron van Peer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Rakesh Roshan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Pasquale Falcigno 先生（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Zhanyun Wang 先生（化学污染国际专家组） 

Sara Brosche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Therese Karlsson 女士（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Roger Anthony Klein 先生（消除污染物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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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Kruemmel 女士（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Joseph Denougbeto 先生（La Grande Puissance de Dieu 非政府组织） 

Meriel Anne Watts 女士（亚洲及太平洋农药行动网） 

Susan Haffmans 女士（欧洲农药行动网） 

Emily Marquez 女士（北美洲农药行动网） 

Juliane Glüge 女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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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员会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会议之间闭会期间风险简介和

风险管理评价编制工作计划 

计划日期 
活动间隔 

（周） 活动（针对审查的每一种化学品） 

2022 年 1 月 28 日 – 委员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 

2022 年 1 月 31 日 <1 秘书处请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供附件 E 规定的风险

简介相关信息和附件 F 规定的风险管理评价相关

信息。 

2022 年 3 月 14 日 6 缔约方和观察员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规定的风险

简介相关信息和附件 F 规定的风险管理评价相关

信息。 

2022 年 4 月 18 日 5 工作组主席和起草人完成草案第一稿。 

2022 年 5 月 2 日 2 工作组成员向主席和起草人提交对第一稿的评论

意见。 

2022 年 5 月 16 日 2 工作组主席和起草人完成对工作组评论意见的审

查，并完成草案第二稿和评论意见答复汇编。 

2022 年 5 月 20 日 <1 秘书处将草案第二稿分发给缔约方和观察员，供

其提出评论意见。 

2022 年 6 月 17 日 4 缔约方和观察员向秘书处提交评论意见。 

2022 年 7 月 15 日 4 工作组主席和起草人审查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的

评论意见，并完成草案第三稿（终稿）和评论意

见答复汇编。 

2022 年 7 月 18 日 <1 秘书处将终稿发送给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事

务司进行编辑和翻译。 

2022 年 8 月 12 日 4 会议事务司完成终稿的编辑和翻译工作。 

2022 年 8 月 15 日 1 秘书处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分发终稿。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a 

6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a 暂定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