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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摘要 
 

 

《斯德哥爾摩公約》（下稱《公約》）是保護人類健康和環境，免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危害的

國際公約。在落實《公約》時，締約方需要採取措施管制∕限制有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的貿易、本地生產和使用，並致力減少及盡可能最終消除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

產生和排放。 
 
《公約》於 2004 年 11 月 11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稱「中國」），包括香港特別行政區（下

稱「香港特區」）正式生效。根據《公約》的規定，中國於 2007 年把包括「香港特區實施計

劃」在內的「國家實施計劃」送交《公約》締約方大會。 
 
其後，在 2009 及 2011 年的第四及第五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了《公約》附件 A、B 及 C 的

修正案，在相應的附件中列出 10 種新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上述修正案自 2014 年 3 月 26
日對中國生效，並適用於香港特區，按照《公約》要求，中國須於上述修正案對中國生效的

兩年內（即 2016 年 3 月 26 日前）提交更新的國家實施計劃，當中包括更新的「香港特別行

政區實施計劃」。 
 
我們在更新「香港特區實施計劃」時，首先檢討了目前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架構。現時，

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除害劑受《除害劑條例》（第 133 章）和《進出口條例》（第 60 章）規

管。此外，本港亦制訂了多項環保條例以管制「下游」空氣和水污染及廢物的處置。自編訂

「香港特區實施計劃」後，香港特區政府已制定及落實《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以基於活動

的許可證制度專門規管非除害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進出口、製造和使用。 
 
完成上述管制架構的檢討後，我們更新了有關本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現況的清單。該清單為

評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環境和人類健康的影響提供了科學依據，亦是我們制訂「香港特區

實施計劃」中各項減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行動計劃優先次序的基礎。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清單，是根據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有關指導文件來制訂及更新。我們從現

有的資料來源（有關政府數據庫、本地學者和公開發表的文獻）蒐集和核對了《公約》下 23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排放源、環境污染水平、通過飲食攝入量和人體載荷方面現有的數據。

數據在資料提取的最初階段，已通過了篩選和質素保證審核，並在編訂清單時再加以覆核。 
 
《公約》下 15 種屬除害劑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艾氏劑、氯丹、滴滴涕、狄氏劑、異狄氏劑、

七氯、六氯代苯、滅蟻靈、毒殺芬、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十氯酮、林丹、五氯苯

及硫丹），均不曾在香港註冊，或已禁用多年。2011 至 2013 年的清單顯示，與世界其他工業

化地區比較，本港正在入口∕使用∕庫存的多氯聯苯（源自電力變壓器）和全氟辛烷磺酸及

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可能含於水成膜泡沫滅火劑中）數量極微。 
 
二噁英（多氯二苯並對二噁英）及呋喃（多氯二苯並呋喃）是工業及燃燒過程中無意產生的

副產物。2012 年，通過各種媒介（空氣、水、土地、產品和殘餘物）排入本港環境的二噁英

∕呋喃，全年排放量為 46.5 克毒性當量。主要排放途徑是「殘餘物」，佔總排放量的 84.3%，

其次為「空氣」(10.7%) 及「土地」(4.0%)。按人口平均計算，本港 2012 年錄得的二噁英∕

呋喃全年排放量，與瑞士及美國的報告值大致相若，亦相當於歐盟國家的排放。 
 



 

本地環境（大氣及表層土壤）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與亞洲、歐洲和非洲大部分

市區錄得的情況大致相若。基於現有數據進行的評估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本港海洋環境中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並不大可能會對本港海洋生物構成任何不可接受的、具顯著

毒理學意義的生態風險。 
 
根據香港人口按每公斤體重每日攝入量估算的 0.73 皮克毒性當量計算，並假設一個月有 30
天，本港市民每月攝入二噁英∕呋喃的總量，按每公斤體重計，估計為 21.9 皮克毒性當量，

這水平遠低於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委員會關於食品添加劑所訂

的「每月可容忍攝入量」（70 皮克毒性當量）。飲食是本港居民攝入二噁英∕呋喃的主要途徑，

佔總攝入量的 98.6%。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的結果顯示，就目前本地環境和食物中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的污染水平而言，香港居民經呼吸和飲食的終生攝入量，並不會對人體構成不可接受

的、具顯著毒理學意義的慢性毒性∕致癌風險。本地海洋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

平，遠低於中國內地、美國和歐洲共同體所制訂的國家及海外食物安全標準∕行動水平。 
 
我們檢討了香港特區現行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架構和清單，確定需要繼續推行或優化的

地方，確保《公約》得以適當地落實，並根據本地工作的優先次序，制訂了策略和行動計劃。

須處理的主要項目包括： 
 
 按需要更新有關法例 – 適時更新《除害劑條例》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以確保

《公約》附件的修訂得以適當地納入有關的本地法例之內； 
 

 辨識二噁英∕呋喃本地排放源的特性 – 核實全年的生產活動和估算排放量； 
 
 繼續對環境媒介、本地消費的食物和母乳中所含的所有當前和可能被列為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實施有系統的監測； 
 
 繼續落實措施，以減少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入本港環境中； 

 
 繼續提升公眾意識； 

 
 繼續加強與內地的區域協作 – 協調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監測和分析方法，促進資訊

交流和知識分享；以及 
 
 能力建設 – 推行「最佳可行技術」∕「最佳環境實踐」，提升本港對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的分析能力。 
 
預期第二份「香港特區實施計劃」將可提供有用的數據，藉以更新和完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清單，從而提供科學依據，重新評估本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情況和量度「香港特區實施

計劃」對減少二噁英∕呋喃排放的成效。



1 

 

1. 引言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是指在環境中難降解的有機氯化合物，可通過食物鏈在生物體內累積及放大。

由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會在環境中遷移，而且能擴散到很遠的地方，因此，不論在最初釋放地

點附近或遠離釋放點的環境和居民，都往往會受到嚴重威脅。聯合國環境規劃署已根據《斯德

哥爾摩公約》（下稱《公約》）定出首批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致力推動全球禁止生產∕使

用，最終的目標是盡可能消除這些污染物。 

 

《公約》於 2001 年 5 月 22 日在斯德哥爾摩通過，並於 2004 年 5 月 17 日生效。《公約》於 2004
年 11 月 11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稱「中國」），包括香港特別行政區（下稱「香港特區」）

正式生效。根據《公約》的規定，香港特區制定了「香港特區實施計劃」，此計劃作為中國「國

家實施計劃」的一部分，於 2007 年 4 月已送交《公約》締約方大會。 
 

2009 及 2011 年的第四及第五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附件 A，B 及 C 的修訂，列出 10 種新增

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上述修正案自 2014 年 3 月 26 日對中國生效，並適用於香港特區。按照

《公約》要求，中國須於上述修正案對中國生效的兩年內（即 2016 年 3 月 26 日前）向締約方

大會提交更新的「國家實施計劃」，當中包括更新的「香港特別行政區實施計劃」。 
 

在 2013 年及 2015 年舉行的第六次及第七次《公約》締約方大會內，同意將六溴環十二烷列入

《公約》附件 A、氯化萘列入《公約》附件 A 和 C、六氯丁二烯列入《公約》附件 A、五氯苯

酚及其鹽類和酯類列入《公约》附件 A。是次「香港特別行政區實施計劃」的更新會包括這些

新增列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表 1 總結了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根據《公約》所識別的首批 12 種及新增的 14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的使用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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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於《斯德哥爾摩公約》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納入年份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種類 

除害劑 工業化學物質 副產物 

艾氏劑 2001  
  

氯丹  
  

滴滴涕  
  

狄氏劑  
  

異狄氏劑  
  

七氯  
  

六氯代苯  
 

 

滅蟻靈  
  

毒殺芬  
  

多氯聯苯 
 

  

多氯二苯並對二噁英 
  

 

多氯二苯並呋喃 
  

 

α-六氯環己烷 2009  
 

 

β-六氯環己烷  
 

 

十氯酮  
  

六溴聯苯 
 

 
 

林丹  
  

五氯苯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 2011  
  

六溴環十二烷 2013 
 

 
 

氯化萘 2015    

六氯丁二烯    

五氯苯酚及其鹽類和酯類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理課負責制訂及更新「香港特區實施計劃」，

並制定及修改法例以規管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以及協調《公約》在香港特區的有關實施工作。

除害劑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則受香港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理署所規管。諮詢相關人士是制訂

「香港特區實施計劃」的重要一環，環境保護署為此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舉辦了一個相關人士

諮詢工作坊，就香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有關事宜，諮詢相關人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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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特區基本現狀  

2.1 香港特區概況 

 

香港特區位於中國大陸東南端的珠江三角洲，總面積為1,104平方公里，由香港島、九龍半島、

新界及262個離島組成，氣候屬亞熱帶。 
 
香港擁有全球最優良的深水港之一，是一個基礎鞏固的國際金融及商業貿易中心。香港特區獲

公認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根據傳統基金會在 2015 年公佈的「經濟自由度指數」報告），

而且是全球最具競爭力的經濟體系之一（在 2014 年國際管理發展研究所出版的世界競爭力年

報中名列第四）。過去數十年來，本港的經濟組合已逐漸由製造業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本地

工業生產的種類和規模，亦已隨著工廠逐步遷移內地而大幅萎縮。另一方面，貿易、物流業、

金融、銀行、旅遊及其他各類商業服務的重要性則不斷提高。 
 
香港人口720萬，是世界人口密度最高的地區之一（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14年中的統計

數字，本港每平方公里的平均人口是 6,520 人）。多年來，隨著香港社會日漸富裕，為應付

巿民不斷增加的消費需求，我們亦發展出一個極具效率的批發及零售網絡。 

 

人煙稠密，加上經濟活動發達，對本港環境構成巨大壓力，而邊界以北的珠三角是全球經濟發

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亦間接導致環境問題百上加斤。自上世紀 80 年代開始，香港政府一直

推行多項計劃，以應付本港環境問題的挑戰。有毒物質（包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已成為

本港近年備受關注的事項。本港已實施監測空氣、水中、土壤及沉積物有毒污染物的計劃及研

究，以評估背景污染，並加強保護環境及保障市民的健康。 

 

2.2 管制及管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環保政策和法律架構 

2.2.1 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法律架構 

 
為落實《公約》，締約方會採取措施管制∕限制有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和工業

化學品）的進口、出口、本地生產和使用，減少及盡可能最終消除源自人類活動的無意產生的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二噁英∕呋喃）在環境中的產生及排放，並適當處理和處置含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的廢物。 
 
2.2.1.1 除害劑 
 

在香港，各類除害劑受《除害劑條例》（第133章）規管，該條例由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漁農

自然護理署（下稱「漁護署」）執行。在香港，除害劑的進口、製造、供應及零售是通過簽發

牌照∕許可證規管。此外，所有進出香港的除害劑，必須根據《進出口條例》（第60章）獲發

進口∕出口許可證，但此條例不適用於屬航空轉運貨物及在過境中的除害劑。 
 
於2013年修訂的《除害劑條例》（第133章）加入新條款以確保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的

管制完全符合《斯德哥爾摩公約》規管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及《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

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的要求。修正之法例已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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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區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通知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中國已批准締約方會議於 2009 年及 2011 年通過的修正案。上述修正案新增 6 種除

害劑：（一）α-六氯環己烷、（二）β-六氯環己烷、（三）十氯酮、（四）林丹、（五）五氯

苯和（六）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於 2014 年 3 月 26 日對中國生效，並適用於香港特區。漁護

署已完成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將 6 種新増除害劑加入到《除害劑條例》（第 133 章），有關

修訂已於 2014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 
 
2.2.1.2 有毒化學品 
 
有毒化學品是由環境局轄下的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根據環保政策規管，立法和發牌是主要的

規管工具。目前，香港制定了多項環保條例，以管制空氣和水污染及廢物的處理和處置。這些

條例涵蓋多類化學品，有毒化學品只是其中一類。有關的環保條例主要包括： 

 

•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第595章） 
• 《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311章） 
• 《水污染管制條例》（第358章） 
• 《廢物處置條例》（第354章） 
•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499章） 

 
2.2.1.2.1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第595章）於2008年4月1日開始實施，主要的目的，是通過「相關

活動」許可證的制度，規管對人類健康或環境有潛在危害或不良影響的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的

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現時受《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規管的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包括受

《斯德哥爾摩公約》或《鹿特丹公約》規管的該等化學品。 

 

根據2009年5月通過的修正案，新增5種非除害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一）六溴聯苯、（二）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三）五氯苯、（四）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及（五）全氟

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環保署修訂了《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的附表，增

加了5種受管制化學品，有關修訂已在2015年1月1日開始生效。 

 
2.2.1.2.2 《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311章）已於 1983 年制定，是香港特區據以管理空氣質素的主要

法例。該條例提供法律框架以規管固定和流動污染源引起的空氣污染，並容許制定附屬規例，

以處理特定的空氣污染問題。 

 

香港特區已實施多項針對主要工業污染源、燃燒過程和車輛廢氣的附屬規例，以管制源於燃燒

過程產生的污染，這些規例有助減少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入大氣之中。有關規例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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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污染管制（指明工序）規例》（第311F章） 
• 《空氣污染管制（火爐、烘爐及煙囪）（安裝及更改）規例》（第311A章） 

• 《空氣污染管制（煙霧）規例》（第311C章） 
• 《空氣污染管制（露天焚燒）規例》（第311O章） 
• 《空氣污染管制（汽車燃料）規例》（第311L章） 
• 《空氣污染管制（車輛設計標準）（排放）規例》（第311J章） 
• 《空氣污染管制（車輛減少排放物器件）規例》（第311U章） 

 
2.2.1.2.3 《水污染管制條例》 
 
《水污染管制條例》（第358章）於1980年制定，是香港特區據以管理水質的主要法例。該條

例根據水體的有益用途訂立水質指標，並把全港水域劃定為不同的水質管制區，在管制區內排

放污水受牌照制度管制。 

 

所有水質管制區訂立的水質指標，訂明水域內所含的有毒物質不得超標，以免對人體、魚類或

其他海洋生物產生嚴重毒性、誘變、致癌或致畸影響，並考慮到食物鏈的生物累積影響及有毒

物質的相互作用。 

 

排入各個水質管制區的污水標準在《技術備忘錄：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陸及海岸水域的

流出物的標準》訂明。該備忘錄禁止把有毒物質（包括薰蒸劑、除害劑、多氯聯苯、聚芳烴、

氯化烴、可燃或有毒溶劑、石油或焦油及碳化鈣）排入污水渠、內陸及海岸水域。此外，該備

忘錄也就懸浮固體總量、生化需氧量、油類及油脂、有毒金屬和化合物，例如氰化物、酚、硫

化物、總殘餘氯及表面活化劑，訂明排放上限。 

 
2.2.1.2.4 《廢物處置條例》 
 
《廢物處置條例》（第354章）於1980 年制定，是香港特區以環保方式管理廢物收集和處置的

主要法例。該條例規管禽畜廢物和化學廢物的處理及處置、廢物的進出口（包括實施《控制危

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塞爾公約》），以及廢物收集服務和廢物處置設施的發牌事宜。《廢

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第354C章）為該條例的附屬法例，藉發牌規定管制化

學廢物的包裝、標識、存放、收集和處置（包括處理、加工和循環再造），以及化學廢物產生

者的登記事宜。規例內有一附表列出特定的物質及化學品，按各自對人體健康的潛在損害及／

或對環境的污染界定為化學廢物。含多氯聯苯及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化學廢物，處

置時受《廢物處置條例》規管。 

 
2.2.1.2.5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499章）於1997年制定，該條例提供一套法規，據以在指定工程項

目的規劃階段評估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以保護環境。該條例訂定條文，通過簽發環境許可證

及實施環境監察及審核系統，避免、減少及管制指定工程項目對周圍環境造成不良的影響。《環

境影響評估條例》發出的《技術備忘錄》內，詳載了環評程序的技術規定和決定指定工程項目

在環境方面是否可接受的準則。《技術備忘錄》亦訂明，應盡可能避免對環境造成不良的影響，

並把影響減至可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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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政府有關政策局∕部門的角色和職責 
 
表 2 撮述本港有關政府政策局∕部門為保護環境和保障人體健康免受有毒化學品（包括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影響所擔當的角色和職責。 
 
表 2 香港特區政府有關政策局∕部門在保護環境和人體健康方面的角色和職責 

政策局∕部門 有關角色和職責 法例 

發展局 
渠務署  以對環境負責任的方式使用有效的系統收集、處理和

處置污水，以確保公眾安全和健康 

 備存污水處理廠所生產的污水∕污泥資料庫 

 《污水處理服務條例》（第463章） 

水務署  通過經常監察飲用水所含的有毒化學品，提供優質的

供水服務和保障公眾健康 

 

環境局 
環境保護署  透過「相關活動」許可證制度規管非除害劑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的進口、出口、製造及使用 

 就有毒的環境污染物實施「下游」空氣污染物排放、

污水排放和廢物處置（包括化學廢物）管制 

 進行環境監測以量度法規實施情況，並為污染管制規

劃提供依據 

 在規劃階段訂立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程序的技

術要求，以避免、盡量減少和管制指定發展項目對當

地環境可能造成的不良影響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第595
章） 
 《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311章） 
 《水污染管制條例》（第358章） 
 《廢物處置條例》（第354章）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第499章）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政府統計處  備存重要統計數據的資料庫，以方便政府內部和社會

各界進行研究、規劃和決策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理

署 

 管制本港除害劑的製造、進口、供應、貯存和零售 

 負責執行本港除害劑進出口許可證的監控制度 

 《除害劑條例》（第133章） 
 《進出口條例》（第60章） 

衞生署  執行醫護政策和法定職能，並通過宣傳、預防、治療

和康復服務，保障社區公眾健康 

 

食物環境衞生

署 

 通過食物監察和認證確保食物安全，進行飲食風險評

估和風險信息傳遞，以及就食物安全標準提供意見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132
章） 

政府化驗所  為政府部門提供各類樣本的化驗分析服務，以協助各

客戶部門執行其環保、公共衞生和安全方面的職責 

 

勞工及福利局 
勞工處  管制涉及某些指明有毒化學品（例如致癌物質）的製

造、工序或工作，以保障工人安全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第59
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第509
章） 

保安局 
香港海關  管制從空運、陸路和海上途徑輸入及輸出的貨物和某

些禁運物品 

 《進出口條例》（第60章） 

消防處  管制製造、標籤、包裝、貯存、運輸（陸路及海上途

徑）和使用危險品（包括腐蝕性、易燃及有毒物質等） 

 《危險品條例》（第295章） 

運輸及房屋局 

海事處  防止、緩解和修復因船隻漏油或排放危險物質而對香

港水域造成的污染和損害 

 《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例》

（第413章） 
 《商船（安全）條例》（第369章） 

http://www.fhb.gov.hk/
http://www.lw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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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其他適用於香港特區的相關環保公約下的責任 
 
2.2.3.1 《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塞爾公約》 
 
《巴塞爾公約》的目的，是保護環境和保障人體健康免受危險廢物的影響。《巴塞爾公約》界

定全球通過各項途徑，（a）盡量在源頭減少危險廢物；（b）嚴格控制危險廢物的越境轉移；

以及（c）確保以對環境負責任的方式處置危險廢物。《公約》規定，各締約方應設立一項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以控制和監察危險廢物的越境轉移。 
 
《巴塞爾公約》於 1989 年在巴塞爾舉行的外交會議上獲得通過，於 1992 年 5 月正式生效。

中國政府於 1991 年 12 月 17 日向聯合國秘書長交存了批准書。該《巴塞爾公約》現亦適用

於香港特區。 
 
國家環境保護部是中國的《巴塞爾公約》國家聯絡點，而環保署則是香港特區的指定有資格當

局，負責在本港實施《巴塞爾公約》。《廢物處置條例》附表7 所列危險廢物的越境轉移受該

條例的進出口許可證規管。環保署已與本地和海外的管制當局設立了一個資訊交換網絡，監察

廢物付運活動，並對可疑的廢物付運蒐集情報，以便採取聯合執法行動，有效打擊區內非法付

運危險廢物的活動。 

 
2.2.3.2 《關於在國際貿易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鹿特丹公約》 
 
《鹿特丹公約》的目的，是推動締約方就國際貿易中的某些有毒化學品和除害劑分擔責任和通

力合作，以保障人類健康和保護環境免受這些化學品可能造成的危害。《鹿特丹公約》實施一

項強制性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用以監察和控制某些有毒化學品的進出口，並向締約方傳遞有

關國家對入口該等化學品所作的決定。該項事先知情同意程序適用於33種除害劑、（包括3種
高度危險的除害劑配方）和14種工業化學品。 

 
《鹿特丹公約》於 1998年9月10日在鹿特丹舉行的外交會議上獲得通過，於2004年2月24日正

式生效，2008年8月26日起適用於香港特區。漁農自然護理署透過制定《除害劑條例》規管《公

約》中的除害劑，環保署以執行《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規管《公約》中的工業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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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特區目前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問題概況 
 
2.3.1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排放源清單 
 
2.3.1.1 有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貿易、生產和使用 
 
2.3.1.1.1 除害劑  
 

根據《公約》和中國已批准的修正案，九種除害劑（艾氏劑、氯丹、滴滴涕、狄氏劑、異狄氏

劑、七氯、六氯代苯、滅蟻靈及毒殺芬）、五種除害劑（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十氯

酮、林丹及五氯苯）及一種除害劑（硫丹）定為有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應予以消除，

或限制生產和使用。在香港，這些除害劑從未註冊，或基於其具毒理學意義或對環境的潛在危

害已撤銷註冊多年。 
 

首批除害劑 

艾氏劑 氯丹 滴滴涕 狄氏劑 異狄氏劑 七氯 六氯代苯 滅蟻靈 毒殺芬 

1988* 1991* 1988* 1988* 無註冊 無註冊 無註冊 1997* 1984* 

 
新增除害劑 

α-六氯環己烷 β-六氯環己烷 十氯酮 林丹 五氯苯 硫丹 

無註冊 1991* 無註冊 1991* 無註冊 2013* 
*： 禁止作任何用途及貿易活動的年份，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獲發許可証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2014） 
 

在過去 3 年（2011-2013 年）， 除了在 2011 年曾有進口及使用 1,000 千克硫丹的記錄之外，

本港並無進口、出口、轉運、使用、製造或庫存其餘 14 種除害劑。這 14 種本地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除害劑包括艾氏劑、氯丹、滴滴涕、狄氏劑、異狄氏劑、七氯、六氯代苯、 滅蟻靈、毒

殺芬、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十氯酮、林丹及五氯苯。 
 
2.3.1.1.2 工業化學品 
 
為了查明《公約》列表中的 10 種工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香港的貿易、使用及製造情況，本

港於 2014 年對有關行業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調查。根據《公約》第 3 條第 5 款，在實驗室使

用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不屬《公約》的管控範圍。然而，調查仍包括這特定用途，以顯示有關化

學品在香港特區使用的情況。 
 

多氯聯苯 
 

共有 25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多氯聯苯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1.9 x 10-2 千克，且

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此外，2011-2013 年期間，其中一個《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許可證持有人管有總重量為 1.6 x 103 千克的電力變壓器為其電焊供電，而這些變壓器的其中一

種成分是多氯聯苯。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1.7 x 10-3千克的多氯聯苯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

準。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3.0 x 10-2 千克及出口了 1.5 x 10-2 千克的多氯聯苯化學品，以轉售

到本地及海外的實驗室。 



9 

六溴聯苯 
 
共有 18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六溴聯苯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3.3 x 10-3 千克，且
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1.8 x 10-3千克的六溴聯苯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
準。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6.0 x 10-2 千克及出口了 1.5 x 10-2 千克的六溴聯苯化學品，以轉售
到本地及海外的實驗室。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共有 16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2.4 
x 10-3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1.4 x 10-1千克的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化學品作為實驗
室測試的參考標準。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1.1 x 10-1 千克及出口了 1.5 x 10-2 千克的四溴二苯
醚和五溴二苯醚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及海外的實驗室。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共有 14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2.4 
x 10-3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2.9 x 10-2千克的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化學品作為實驗
室測試的參考標準。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1.1 x 10-1 千克及出口了 1.5 x 10-2 千克的六溴二苯
醚和七溴二苯醚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及海外的實驗室。 
 
五氯苯 
 
共有 12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五氯苯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2.4 x 10-2 千克，且全
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4.2 x 10-3千克的五氯苯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9.3 x 10-2 千克及出口了 3.0 x 10-3 千克的五氯苯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
及海外的實驗室。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共有 15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庫存，總
量約有 1.5 x 10-1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此外，2011-2013 年期間，其中一
個政府部門為了消防用途，曾經進口（1.2 x104 公升）、使用（5.9 x103 公升）及儲存（7.8 x104 

公升）可能含有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成分的水成膜泡沫滅火劑 1。 
                                                      
 
1 中國已按照《公約》附件 B 申請保留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用於滅火泡沫的可接受用途，但

需按《公約》第 6 條有關要求對含有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庫存及廢物進行環境無害化管理和處置。

香港特區已根據《公約》第 6 條採取措施妥善管理含有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成分的水成膜泡

沫滅火劑（見第 49 頁編號 8 的行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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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5.3 x 10-3千克的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同期，本地進口了 1.5 x 10-1 千克的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

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的實驗室，但沒有出口的紀錄。 
 

六溴環十二烷 
 

共有 9 份來自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六溴環十二烷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1.0 x 10-1 千克，

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沒有進口及出口含有六溴環十二烷的化學品紀錄。 
 

氯化萘 
 

共有 5 份來自 3 組不同類別（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室、政府部門及《有毒化學品管

制條例》許可證持有人）的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氯化萘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2.4 x 10-4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2.0 x 10-5千克的氯化萘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同期，本地進口了 9.0 x 10-5 千克的氯化萘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的實驗室，但沒有出口的紀錄。 
 

六氯丁二烯 
 

共有 8 份來自 4 組不同類別（學術機構、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室、政府部門及《有

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許可證持有人）的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六氯丁二烯化學品的庫存，總

量約有 1.3 x 10-1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9.5 x 10-3千克的六氯丁二烯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

標準。同期，本地進口了 9.0 x 10-2 千克的六氯丁二烯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的實驗室，但沒有

出口的紀錄。 
 

五氯苯酚及其鹽類和酯類 
 

共有 17 份來自 4 組不同類別（學術機構、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室、政府部門及《有

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許可證持有人）的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五氯苯酚及其盐類和酯類化學

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5.7 x 10-1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6.5 x 10-3千克的五氯苯酚及其盐類和酯類化學品作為實驗

室測試的參考標準。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1.5 x 10-1 千克及出口了 3.0 x 10-3 的五氯苯酚及其

盐類和酯類化學品，以轉售到本地及海外的實驗室。 
 

短鏈氯化石蠟（擬增列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共有 10 份來自 2 組不同類別（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室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許可證持有人）的相關持分者的回覆表示有短鏈氯化石蠟化學品的庫存，總量約有 1.3 x 10-3

千克，且全部用作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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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 年期間，本地共使用了約 1.4 千克的短鏈氯化石蠟化學品作為實驗室測試的參考標

準。同期，本地分別進口了 1.5 x 10-1 千克及出口了 2.0 x 10-3 千克的短鏈氯化石蠟化學品，以

轉售到本地及海外的實驗室。 

 
 
2.3.1.2 以副產物形式排放的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3.1.2.1 二噁英和呋喃 
 
二噁英及呋喃，是工業及燃燒過程中無意產生的副產物。2006 年「香港特區實施計劃」中的

本港二噁英／呋喃全年排放清單，是按照 2005 年聯合國環境規劃署出版的《鑒別與量化二噁

英和呋喃排放的標準工具包，修訂版 2.1》所載的方法編製。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已於 2013 年 1
月發佈了最新的《鑒別與量化二噁英、呋喃和其他無意排放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源的工具

包》。本地 2012 年的全年排放清單則根據新發佈的工具包中排放源類別及分組進行更新。最新

編制的 2012 年排放清單的項目數量及排序遵循《斯德哥爾摩公約實施計劃編制導則（2012 年

更新已包括 2009 年及 2011 年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二噁英∕呋喃的全年排放量是根據 9 類排放源通過空氣、水、土地、產品及殘渣等媒介的所排

放的二噁英∕呋喃總量所估算。環保署已根據這 9 類排放源的最新監測數據，估算本港 2012

年通過空氣、水、土地、產品及殘渣所排放的二噁英／呋喃全年總量。分別從這 9 類排放源通

過 5 種媒介無意排放二噁英∕呋喃的毒性當量列於表 3。 
 
表 3： 2012 年本港二噁英∕呋喃的全年排放清單 

類別 排放源分類 
年排放量（克毒性當量∕每年） 所有途徑 

（克毒性當量∕每年） 空氣 水 土壤 產品 殘渣 

1 廢物焚化 0.0010 0.0000 0.0000 0.0000 0.2549 0.2559 
2 鐵類金屬及非鐵金屬生產 0.0003 0.0000 0.0000 0.0000 13.2052 13.2055 
3 發電及供熱 1.9092 0.0000 0.0000 0.0000 0.2465 2.1557 
4 礦物製成品生產 0.0895 0.0000 0.0000 0.0000 0.0495 0.1390 
5 運輸 0.989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9898 
6 不受控的燃燒過程 1.8746 0.0000 1.8510 0.0000 0.0000 3.7256 
7 化學品和消費品生產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8 廢物處理 0.0000 0.4686 0.0000 0.0040 25.3386 25.8112 
9 雜項 0.1121 0.0000 0.0000 0.0000 0.0987 0.2108 
總計（克毒性當量∕每年） 4.9765 0.4686 1.8510 0.0040 39.1934 46.4935 

資料來源： 環保署 2014 
 
2012 年，通過各種媒介排放到本港環境的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為 46.5 克毒性當量。各

類來源所佔的比例於圖 1 顯示。二噁英∕呋喃排放量最高的首 3 類來源為「廢物處置」（55.5%）

「鐵類金屬及非鐵類金屬生產」（28.4%）、和「不受控的燃燒過程」（8.0%），共佔排放總

量的 91.9%。因缺乏本地消費品的二噁英／呋喃污染水平的數據，類別 7 「化學品和消費品

生產」的二噁英∕呋喃排放量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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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各類污染源在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中所佔的比重 

 
 

按媒介劃分（圖 2），主要排放途徑是「殘渣」，佔總數的 84.3%，其次為「空氣」（10.7%）

和「土地」（4.0%）。「水」及「產品」則合共僅佔全年排放總量的 1.01%。據觀察所得，

在 「土地」、「水」及「產品」媒介內，多類潛在排放源由於缺乏排放因子數據而無法得出

排放值。 

 

圖 2 – 按媒介劃分二噁英∕呋喃的排放百分比 

 
 
排入空氣的二噁英∕呋喃 

 

2012 年二噁英∕呋喃排入大氣中的全年總量為5.0克毒性當量。各類污染源排入空氣所佔的比

重在圖 3 顯示。把 9 類排放源再細分為各個排放級別，排放量最高的首 3 類本地的工序級

別為：「發電及供熱」（38.4%），「不受控制的燃燒過程」（37.7%）， 「運輸」（19.9%）。

這 3 類工序級別合共佔空氣全年排放總量的96%，餘下的排放量則來自其他工序級別。 

廢物處理 
55.5% 

鐵類金屬及非鐵金

屬生產 
28.4% 

不受控的燃燒過程 
8.0% 

發電及供熱 
4.6% 

運輸 
2.1% 

廢物焚化 
0.6% 

雜項 
0.5% 

礦物製成品生產 
0.3% 

殘渣 
84.3% 

空氣 
10.7% 

土壤 
4.0% 

水 
1.01% 

產品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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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類排放源在空氣中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中所佔的比重 

 
 

排入水體的二噁英∕呋喃 

 

2012 年全年排入本港海洋環境的二噁英∕呋喃量為0.47克毒性當量，純粹來自屬「廢物處置」

類別的活動。。這個類別有兩個主要的排放源，分別為「污水處理」及「堆填區滲濾污水」。 

 

排進土地的二噁英∕呋喃 

 

至於對「土地」的排放量，唯一有排放因子的類別為「露天焚燒過程」（1.85克毒性當量）。

全部源自的生物質燃燒和火災。本港暫無資料顯示有其他潛在二噁英∕呋喃的土地污染源。 

 

源自「產品」的二噁英∕呋喃排放量 

 

2012 年源自「產品」的二噁英∕呋喃全年排放量為0.004克毒性當量，來自「處置∕堆填」類

別。在這個類別中，唯一確知的本地排放源為「禽畜廢物堆肥活動」。我們利用聯合國環境規

劃署就從源頭中分離的有機廢物堆肥設定的通用排放因子。堆肥的產品可用於美化和園藝工程。

至於其他源自「產品」的二噁英∕呋喃潛在排放源，本地資料大致缺乏。 

 

源自「殘渣」的二噁英∕呋喃排放量 

 

2012 年源自「殘渣」的二噁英∕呋喃全年排放量為39.19克毒性當量。各類污染源在殘渣排放

量所佔的相對比重見圖 4。把9類排放源再細分為各個排放級別後，則顯示佔最高比重的首3 類
本地的工序級別為：「處置∕堆填」類別（64.7%）；「鐵類金屬及非鐵類金屬生產」類別（33.7%）

和「垃圾焚燒」類別（0.7%）。這3類工序級別共佔源自「殘渣」的二噁英∕呋喃全年總排放

量的99.1%。 
 

發電及供熱 
38.36% 

不受控的燃燒過程 
37.67% 

運輸 
19.9% 

雜項 
2.3% 

礦物製成品生產 
1.8% 

廢物焚化 
0.02% 

鐵類金屬及非鐵金

屬生產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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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各類排放源在殘渣中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中所佔的比重 

 
 

2.3.1.2.2 六氯代苯 
 
7 種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二噁英∕呋喃不是被有意地製造作任何用途，而是無意

地產生出來的；多氯聯苯、六氯代苯和五氯苯皆由源自產生二噁英∕呋喃的同一來源無意地產

生出來。然而，多氯聯苯、六氯代苯和五氯苯跟二噁英∕呋喃不同，他們被製造作特別用途，

其有意生產或使用量比無意形成或排放量為多。六氯代苯被廣泛用作除害劑，以避免真菌破壞

洋蔥、高粱、小麥和其他穀物的種子。此外，它也被用來製作煙火、彈藥、合成橡膠，和生產

除害劑的溶劑。 

 

六氯代苯是在生產某幾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時無意產生的副產品或廢料，例如四氯乙烯、三氯

乙烯、四氯化碳、氯、二甲四氯、氯乙烯、莠去津、撲滅津、西瑪津、五氯硝基苯、和滅蟻靈。

六氯代苯也是幾種除害劑中的污染物，包括四氯對酞酸二甲酯和五氯硝基苯。 

 
在 2013 年 1 月更新的《鑒別與量化二噁英、呋喃和其他無意排放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源

的工具包》中，列出了所有六氯代苯的副產物釋放源頭。在 10 個用於識別和估計二噁英／呋

喃釋放量的組別中，有 5 個組別包含了 12 個排放源類別和 45 個次類別，可以用作估算無意釋

放的六氯代苯的排放係數。 

 

然而，在香港缺乏在工業過程中因燃燒而無意產生的六氯代苯排放的。六氯代苯是一種用於生

產多種農業化學品的原材料，例如：五氯酚、五氯硝基苯、二甲基敵草索、百菌清和毒莠定，

而剩餘的是其產品的雜質。除了五氯酚，其他四種農業化學品已在香港註冊。在 2011-2013 年

其貿易記錄中顯示香港有進口五氯硝基苯和百菌清供本地使用。現時無任何數據得知六氯代苯

在殺蟲藥中雜質的準確百分比，因此未能估計六氯代苯作為無意產生的副產品在本地環境的年

度排放量。相對而言，其排放量該不顯著。 

 

廢物處理 
64.7% 

鐵類金屬及非鐵金

屬生產 
33.7% 

廢物焚化 
0.7% 

發電及加熱／煮食 
0.6% 

雜項 
0.3% 

礦物製成品生產 
0.1% 



15 

2.3.1.2.3 多氯聯苯 
 

多氯聯苯是一類合成有機化學品。早在 1930 年代，多氯聯苯是富有化學穩定性而被用於多方

面的工業用途（主要是在電容器和變壓器的絕緣液、阻燃劑，油墨溶劑，增塑劑等。多氯聯苯

是良好絕緣體而不易被燃燒，所以它亦用作變壓器，電容器等電器設備的冷卻劑和潤滑劑。可

能含有多氯聯苯的產品包括電容器、熒光燈照明燈具和電氣設備。除此之外，多氯聯苯亦具有

防火、低導電性、高抗熱分解和高化合物抗氧性。 

 

在 2013 年 1 月更新的《鑒別與量化二噁英、呋喃和其他無意排放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源

的工具包》中，對作為副產品的多氯聯苯的所有排放源的估算仍未十分全面。其中 10 源組別

用於識別和估計二噁英∕呋喃的釋放量，有 5 個源組包括 15 個源類別和 59 個源類是可以估算

無意釋放的多氯聯苯的排放因子。 

 

與六氯代苯一樣，香港也缺乏多氯聯苯作為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全面排放資料。多

氯聯苯是一種透過燃燒和焚化過程中無意產生的副產品。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鑒別與量化

二噁英、呋喃和其他無意排放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源的工具包》附件中的排放因子和多氯

聯苯源，本港缺乏在釋出多氯聯苯的排放源的資料。在法國就多氯聯苯在空氣中的排放因子進

行測量監察（Delepine et al. 2011）。在高科技垃圾焚燒爐中，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排放因子介

乎於每噸 0.004-0.017 微克毒性當量；而指示性多氯聯苯的排放因子介乎於每噸 2-64 微克。在

高科技的危險廢物焚燒爐中，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排放因子介乎於每噸 0.0004-0.237 微克毒性

當量；而指示性多氯聯苯的排放因子介乎於每噸 6-154 微克。最後，在高科技污泥焚燒爐中，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排放因子介乎於每噸 0.001-0.004 微克毒性當量；而指示性多氯聯苯的排

放因子介乎於每噸 12-28 微克。 

 
2.3.1.2.4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 
 
α-六氯環己烷和 β-六氯環己烷是在生產殺蟲劑林丹時無意產生的副產品，但已經在香港停止生

產。除此之外，在 1991 年《除害劑管理條例》已經禁止六氯環己烷在香港使用，所佔的相對

份額是微的。目前為止，並沒有標準指引監察和估計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的釋放源。 
 
2.3.1.2.5 五氯苯 
 
五氯苯是在燃燒，加熱與工業過程中無意地產生的。在本地較少在燃燒、加熱和工業過程中無

意產生的五氯苯的資料。此外，目前沒有標準化的指引可用於識別和估計五氯苯的排放源。 

 
2.3.1.3 受污染場地 
 
2000 至 2004 年期間，環保署確定並記錄本港有 3 個場地因過往的焚燒活動而受二噁英污 
染。位於大嶼山竹篙灣的財利船廠因過往不適當的露天廢物焚燒活動，成為主要的受污染場地，

其二噁英估計庫存佔總量的 98.6%。財利船廠的除污工作已經完成，從污泥回收的二噁英殘餘

物已在化學廢物處理中心焚化。所有焚化工作已在 2005 年 3 月完成。其餘兩個污染程度較

輕的場地，是分別位於新界葵涌和港島堅尼地城已關閉的焚化爐，合共僅佔二噁英估計庫存總

量的 1.4%，這兩個場地的受二噁英污染土壤或含有二噁英的物料的修復工作已經完成。現時，

並無資料顯示本港有土地受多氯聯苯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污染。此外，堆填區和東沙洲

的密閉卸泥坑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潛在的「匯」， 但卻不會對環境或人類健康構成即時威脅。 



16 

 

2.3.2 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水平  
 
2.3.2.1 環境媒介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本章節旨在闡述污染環境媒介（大氣、水、土壤、沉積物及植物）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數量。

環保署於 2004 年開展了一項有毒物質監測計劃，目的是了解本港的海洋環境（海水、沉積物

和海洋生物）及陸上潛在污染源（如河溪、生活污水、地面雨水徑流）中有毒物質的水平。近

期對首批及新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監測於 2010-2012 年期間從 7 個海岸（清水灣、西北海

域、南區、維多利亞港、將軍澳、大鵬灣及吐露港）的 10 個點進行採樣。 
 
對於除六溴環十二烷外的 10 種新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大氣、河水、土壤及海洋沉積物中

的含量，環保署於 2013 年進行了一項名為關於「全氟辛烷磺酸消防泡沫液使用情況及新列入

《斯德哥爾摩公約》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含量」的調查項目，以檢測消防泡沫液中全氟辛

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含量及 10 種新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大氣、水體、土

壤及沉積物中的環境濃度。 

 

表 4 列出了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環境媒介包括大氣、表面水、表層沉積物、表土及植物中

的含量。 

 
2.3.2.1.1 大氣 
 
2002-2004 年期間的大氣污染水平主要來自政府的監測數據。自 1997 年年中起，環保署一直在

市區兩個位置（荃灣和中西區）進行日常監測工作，以量度本港空氣中多氯聯苯和二噁英∕呋

喃的總量水平。此外，環保署曾針對位於青衣（化學廢物處理中心所在地）的懷疑排放源進行

了全年的二噁英監測計劃（2000-2004 年），該計劃所得的數據，以及在大帽山進行的專題研究

（2000-2001 年）所得的二噁英數據，均納入計算空氣中二噁英∕呋喃的平均濃度。除此之外，

環保署於 2004 年在塔門、元朗及荃灣以項目形式，量度本港空氣中艾氏劑、氯丹、滴滴涕、

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滅蟻靈、多氯聯苯及毒殺芬的含量水平。｢首次區域監

測報告－亞太區｣（2008 年 12 月）已摘錄其量度的結果。 

 

2011-2013年期間，環保署對空氣中污染物的監測已涵蓋 23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其中 19種，

包括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 7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監測並未涵蓋 3 種新增

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六溴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以

及建議新增的六溴環十二烷。  
 
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項目亦涵蓋除六溴環十二烷外的 10 種新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其中包

括環保署的監測計劃中未有監測的六溴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

苯醚。 
. 
由香港浸會大學 Wang, W. et al. 撰寫的一份學術報告亦涵蓋多溴二苯醚的數據，可以代表六溴

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的總量水平。 
 
此外，學術報告及公布數據並未涵蓋 2006-2014 年間空氣中六溴環十二烷的環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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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監測大氣的污染水平只涵蓋了 9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而並未涵蓋氯丹、滅蟻靈及毒殺芬。環保署於 2013 年公佈的監測數據則涵蓋了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可以用於更新空氣中 9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其中，滴滴涕（12.19 皮克∕立方米）、七氯（2.39 皮克∕立方米）、六氯代苯（44.88 皮克∕立

方米）、多氯聯苯（類二噁英多氯聯苯：0.003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立方米及標記多氯

聯苯：19.1 皮克∕立方米）及二噁英∕呋喃（0.044 皮克國際毒性當量∕立方米）這 6 種首批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最新污染水平，較之前所監測到的水平為低（滴滴涕 0.05 納克∕立方米、

七氯 0.03 納克∕立方米、六氯代苯 0.16 納克∕立方米、多氯聯苯 0.48 納克∕立方米 及二噁

英∕呋喃 0.06 皮克國際毒性當量∕立方米）。其中，從 2010 年 1 月開始，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單位為毒性當量及檢測 12 種同類物：77、81、105、114、118、123、126、156、157、167、
169、及 189）及從 2010 年 5 月開始，標記多氯聯苯（檢測 7 種同類物：28、52、101、118、
138、153、及 180）已取代原有的多氯聯苯總量檢測方法。 

 

另外 3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艾氏劑、狄氏劑及異狄氏劑）亦檢測到較 2006 年的檢測下

限（0.02 納克∕立方米）更為低的污染水平。基於科技的進步，這 3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最

新檢測限遠較之前的下限為低。因此，由於採用不同的檢測限，2006 原有數據與最新的大氣

檢測數據難以直接比較。  
 
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項目新檢測了其他 3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即氯丹、滅蟻靈及毒殺

芬，其水平分別為 4.61 皮克∕立方米、5.3 皮克∕立方米及低於檢測限（0.3 皮克∕立方米）。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環保署2013年的調查項目亦測量了空氣中除六溴環十二烷外的10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

污染水平，但全部低於檢測限。此外，環保署 2013 年最新的監測計劃使用了較調查項目更低

檢測限的測試方法，並涵蓋了 11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的 7 種，包括 α-六氯環己烷（2.22
皮克∕立方米）、β-六氯環己烷（2.33 皮克∕立方米）、十氯酮（未檢出）、林丹（3.32 皮克∕立

方米）、五氯苯（4.88 皮克∕立方米）、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4.12 皮克∕立方米）

及硫丹（143.53 皮克∕立方米）。只有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項目測量了空氣中六溴二苯醚和七

溴二苯醚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的污染水平。香港浸會大學的 Wang, W. et al.於 2014 年則

檢測了住宅區空氣顆粒中多溴二苯醚的含量（總多溴二苯醚：43.8 皮克∕立方米；溴二苯醚

-99∕五溴二苯醚：17.3 皮克∕立方米）。 

 

暫時未有學術研究或者官方公布的數據涵蓋空氣中六溴環十二烷的污染水平。  

 
2.3.2.1.2 海水 
 
有關地面水污染物的資料主要來自於政府研究，學術研究的資料相對有限。2006 年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只涵蓋了海水中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含量。其中，只有二噁

英∕呋喃的濃度高於檢測限，而其他 10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含量均低於檢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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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當中，一份由香港城市大學的 Wurl, O., et al.於 2006 年進行的學術

研究檢測了海水中的氯丹、滴滴涕及多氯聯苯的濃度，可用於更新「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

中這 3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根據本地學術研究的結果，海水中氯丹、滴滴涕及多氯聯苯的濃度分別為 0.0418、1.908 及 
0.356 納克∕公升。由於最新檢測到的濃度水平較之前的檢測限為低（滴滴涕： 15 納克∕公

升、多氯聯苯： 100 納克∕公升及氯丹： 10 納克∕公升），所以本地學術研究與原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的污染水平難以直接比較。 

 

根據自 2004 年開始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中最新的海水監測結果，其中除了二噁英∕呋喃（平

均 0.003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公升）及類二噁英多氯聯苯（平均 0.00003 皮克世界衛生

組織毒性當量∕公升），其餘的 9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均低於檢測限。 

 

根據上述學術研究及｢有毒物質監測計劃｣，全部 12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海水污染水平可

以得到更新，本地海水可以檢測出氯丹、滴滴涕、多氯聯苯及二噁英∕呋喃，而其餘 10 種首

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艾氏劑、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滅蟻靈、毒殺芬、

十氯酮、六溴聯苯及五氯苯均低於檢測限。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10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Wurl, O., et al. 亦對海水中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林

丹及硫丹的含量做出了測量。另外一份由香港城市大學的 So, M.K., et al.於 2004 年進行的學術

研究則測量了香港沿岸海水中的全氟辛烷磺酸的濃度。 

 

根據這兩份學術研究的結果，本地海水中 5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含量得到檢測，包括 α-
六氯環己烷（0.119 納克∕公升）、β-六氯環己烷（0.246 納克∕公升）、林丹（0.215 納克∕公升）、

硫丹（0.0485 納克∕公升）及全氟辛烷磺酸（0.02-12 納克∕公升）。 

 

除了硫丹、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及六溴環十二烷，最新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採樣

結果則涵蓋海水中其他 8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當中除了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

苯醚（0.041 納克∕公升）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0.232 納克∕公升），其餘 6 種新增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均低於檢測限。此外，｢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暫未涵蓋海水中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

基磺酰氟的污染水平。 

 

此外，本地學術研究及官方公佈數據均暫未涵蓋海水中六溴環十二烷的污染水平。 

 
2.3.2.1.3 淡水 
 
由於淡水並未涵蓋於原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而是在第二份實施計劃新增的環境

媒介，因此本地地面淡水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沒有記錄數據可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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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有毒物質監測計劃｣的河水監測涵蓋了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及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最新的採樣於 2012 年在本地 2 條河流（城門河及梧桐

河）進行。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項目亦涵蓋了 3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本地河流中的污

染水平，包括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五氯苯及硫丹。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根據最新 2012 年進行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河水採樣檢測結果，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當中除了二噁英∕呋喃（0.025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公升）及類二噁英多氯聯苯（0.0003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公升），其餘 9 種均低於檢測限。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最新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河水採樣檢測結果亦涵蓋除了硫丹及六溴環十二以外的 9 種新增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這 9 種被檢測的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中，除了全氟辛烷磺酸（1.75 
納克∕公升）、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0.055 納克∕公升）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0.15
納克∕公升）之外，其餘 6 種污染物均低於檢測限。 

 
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研究項目亦涵蓋其中 3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河水中的污染水平，

即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五氯苯及硫丹。其調查結果顯示，五氯苯及硫丹在本地河

水中的濃度低於檢測限，而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濃度則為 5.81 納克∕

公升。 

 

除了｢有毒物質監測計劃｣與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研究項目，暫未有本地學術研究涵蓋淡水中

首批及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2.3.2.1.4 海洋沉積物 
 
關於化學毒物對本港海泥構成的污染，有比較完整的記錄。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泥的清單，

基本上是根據下列資料所編製的：2003 年就本港有毒物質污染進行大型顧問研究所撰寫的報

告、2003-2004 年度環保署的常規或專題海洋監測工作，及本港學者所發表的專題研究報告。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已量度及總結了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本

地海泥中的污染水平。在 2005-2012 年更新資料的期間，多個學術研究及一個政府資助顧問研

究則涵蓋了除六溴環十二烷外的 10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2011-2012 年），而另外一個顧

問監測報告則重點研究海泥卸置坑沉積物的受污染情況。這些資料可用於更新 4 種污染物在海

洋沉積物中的污染水平，包括滴滴涕、多氯聯苯、二噁英及呋喃。對比 2002-2004 收集的數據，

多氯聯苯的最新檢測數據有所下降（從 24.1 降到 18.36 微克∕千克 乾重），而滴滴涕則有所上

升（從 6.81 升到 17.4 微克∕千克乾重）。 

 

根據環保署｢有毒物質監測計劃｣，2010/11 年最新海泥的採樣結果涵蓋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當中除了毒殺芬低於檢測限以外，其他 11 種污染物均在本地海泥中檢

測出。在 2010/11 年檢測到的 11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當中，除了滅蟻靈（2006 年：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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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010/11 年：0.471 微克∕千克 乾重），其餘 10 種（艾氏劑、氯丹、滴滴涕、狄氏劑、異狄

氏劑、七氯、六氯代苯、多氯聯苯、二噁英及呋喃）的濃度都較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施計劃」中報告的水平為低。即使如此，由於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檢

測滅蟻靈採用的檢測限為 10微克∕千克乾重且遠高於近期檢測到的含量（0.471微克∕千克 乾重），

因此其 2006 年海泥中的污染水平難以與 2010/11 年的數據比較。 

 

基於最新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檢測數據與本地學術研究，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海泥中的污染水平得以更新。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環保署 2013 年的調查項目測量了 11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其中 3 種，包括五氯苯、全氟

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及硫丹，其結果分別為 0.122 微克∕千克乾重、未檢出及 7.08 微克

∕千克 乾重。 

 

環保署最新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亦涵蓋了 8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洋沉積物中的水

平，但不包括五氯苯、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環保署於 2010/11 年期間，從 7 個海岸地點（清

水灣、西北海域、南區、維多利亞港、將軍澳、大鵬灣及吐露港）的 10 個採樣點進行採樣工

作。 

 

其中 2 種污染物（十氯酮及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低於檢測限，而另外 6
種污染物則在海泥中檢測出其濃度（α-六氯環己烷： 0.035 微克∕千克 乾重、β-六氯環己烷： 
0.021 微克∕千克 乾重、六溴聯苯： 0.002 微克∕千克 乾重、林丹： 0.064 微克∕千克 乾重、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0.089 微克∕千克 乾重 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0.077 微克

∕千克 乾重）。 

 

即使如此，暫時未有公佈的數據涵蓋海泥中六溴環十二烷的含量。 

 
2.3.2.1.5 河流沉積物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只涵蓋了 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河流沉積物中

的含量，即滴滴涕與多氯聯苯。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根據環保署｢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最新河流沉積物於 2012 年在城門河、林村河及梧桐河進行

採樣，其結果涵蓋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當中 4 種污染物（艾氏劑、異狄氏劑、

七氯及毒殺芬）的濃度低於檢測限，而另外 8 種則在河流沉積物樣本中檢出（氯丹： 0.86 微

克∕千克 乾重、滴滴涕： 1.2 微克∕千克 乾重、狄氏劑： 0.79 微克∕千克 乾重、六氯代苯： 
0.59 微克∕千克 乾重、滅蟻靈： 1.89 微克∕千克 乾重、多氯聯苯總量： 3.17 微克∕千克 乾
重、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0.54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千克及二噁英∕呋喃： 3.12 皮克世

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千克）。將其與 2006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的記錄數據比較，

滴滴涕 及 多氯聯苯的濃度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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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香港浸會大學的 Zhao, Y.G., et al.於 2012 年進行的學術研究檢測了亞洲國家的全氟辛烷磺酸的

環境污染水平，並發現了不同國家的河流沉積物受全氟辛烷磺酸類的污染水平與海洋沉積物相

似。 

 

根據環保署 2012 年｢有毒物質監測計劃｣對河流沉積物進行的採樣工作，其檢測結果涵蓋了除

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以外的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這 9 種已檢測的污染物之中，有三

種的水平低於檢測限，包括十氯酮、五氯苯及全氟辛烷磺酸。其餘 6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六溴聯苯、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林丹、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及 四溴二苯醚和

五溴二苯醚在 3 個採樣點檢測到的平均濃度分別為 0.006 微克∕千克 乾重、0.07 微克∕千克乾

重、0.02 微克∕千克乾重、0.19 微克∕千克乾重、0.66 微克∕千克 乾重 及 1.29 微克∕千克乾重。 

 

即使如此，暫時未有公佈的數據涵蓋海泥中六溴環十二烷的含量。 

 
2.3.2.1.6 表土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彙報的 6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滴滴涕、異狄

氏劑、六氯代苯、多氯二苯、二噁英 及 呋喃）在土壤的含量，來自於 2002-2004 年期間進行

的一項包括全港 46 個採樣點的表土背景監察專題研究的測量數據。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一個由香港浸會大學的 Zhang, H.B., et al.於 2007 年進行的學術研究報告了香港鄉郊多氯聯苯

的最新水平（2.45微克∕千克 乾重），並顯示其水平比 2002-2004年的表土背景水平有所上升。 

 

暫未有官方公布數據或學者研究關於其餘 11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自然表土中的含量更

新資料。因此，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彙報的 5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滴滴涕、異狄氏劑、六氯代苯、多氯二苯並對二噁英 及 多氯二苯並呋喃）在土壤中的濃度

將繼續保留使用，而只有多氯聯苯的水平可以根據 2007 年研究進行更新。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環保署 2013年的調查研究項目亦涵蓋了除六溴環十二烷外的 10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鄉

郊表土中的濃度。結果顯示這 10 種污染物在本地土壤中的濃度非常低，其中 7 種污染物的濃

度低於檢測限，包括 α-六氯環己烷、十氯酮、六溴聯苯、五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及 硫丹。 而檢測到的其他 3 種污染物，包括 β-六氯環己烷、林丹

及 全氟辛烷磺酸、其濃度分別為 0.876 微克∕千克乾重、1.15 微克∕千克乾重 及 0.197 微克∕

千克 乾重。 

 
2.3.2.1.7 植物 
 
環保署在 2001-2002 年為鑑定本港二噁英的潛在源頭委託顧問公司進行了一項專題監察研究，

量度地被植物及樹皮含二噁英∕呋喃的水平。研究人員從堆填區、化學廢物處理中心及禽畜廢

物堆肥廠附近等 5 個地點，收集了 40 個地被植物及 10 個樹皮樣本進行分析。現時暫未有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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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含量的數據。此外， 2005-2014 年期間暫未有關於多氯二苯並

對二噁英及多氯二苯並呋喃在本地地被植物及樹皮中含量的更新數據。因此，2006 年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原有的地被植物及樹皮含二噁英∕呋喃的水平繼續保留使用。 

 

表 4：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於 2002-2013 年度於香港環境的污染平均數水平
a
 

化學物質 
大氣 b  

（皮克∕立方
米） 

地面水 
（納克∕公升） 

表層沉積物 
（微克∕千克乾重） 表土 e 

（微克∕千克
乾重） 

植物 
（微克∕千克

乾重） 

海水 c 淡水 d 海洋沉積物 c 河流沉積物 d 地被
植物 樹皮 

艾氏劑 1 
(0.65-4.8) 未檢出 未檢出 0.164 

(未檢出-2.49) 未檢出    

氯丹 4.61 
(3.2-9.9) 

0.0418 
(0.039- 0.048) 未檢出 0.135 

(未檢出-1.44) 
0.86 

(未檢出-1.58)    

滴滴涕 12.19 
(4.95-25.85) 

1.908 
(0.78 - 5.58) 未檢出 1.671 

(0.15-4.51) 
1.20 

(0.417-2.82) 
0.52 # 

(<0.004-6.00)   

狄氏劑 5.21 
(0.60-23) 未檢出 未檢出 0.254 

(未檢出-2.52) 
0.79 

(未檢出-2.2)    

異狄氏劑 0.6 
(0.55-0.60) 未檢出 未檢出 0.014 

(未檢出-0.54) 未檢出 0.01 # 
(<0.004-0.10)   

七氯 2.38 
(1.95-6.7) 未檢出 未檢出 0.148 

(未檢出-0.41) 未檢出    

六氯代苯 44.88 
(1.05-138) 未檢出 未檢出 0.041 

(未檢出-0.28) 
0.59 

(0.25-1.21) 
0.01 # 

(<0.001-0.30)   

滅蟻靈 5.3 
(0.50-48) 未檢出 未檢出 0.471 

(未檢出-12.9) 
1.89 

(未檢出-4.88)    
毒殺芬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多氯聯苯 

類二噁英多氯
聯苯： 
0.003 

(0.002-0.008) 
標記多氯聯

苯： 
19.1 

(7.2-42.8) 

類二噁英多氯聯
苯†： 

0.00003 
(未檢出-0.0002) 
多氯聯苯總量‡： 

0.356 
(0.27-0.43) 

類二噁英多氯聯
苯：0.0003 

(未檢出-0.001) 
多氯聯苯總量：未

檢出 

類二噁英多氯
聯苯†：0.071 
(0.0003-0.763) 
多氯聯苯†：0.15 

(未檢出-4) 
多氯聯苯總量

‡：18.36 
(18-45) 

類二噁英多氯
聯苯：0.54 
(0.01-1.05) 
多氯聯苯總
量：3.17 

(未檢出-7) 

2.45 
(0.04-9.87)   

二噁英 0.044 
(0.008-0.182) 

0.003 
(未檢出-0.021) 

0.025 
(0.007-0.039) 

二噁英及呋喃
†： 2.931 

(0.65-10.24) 

3.12 
(0.49-8.45) 

5.33 # 
(0.35-32.8) 

2.13 # 
(0.29-1

4.1) 

1.47 # 
(0.49-3.

57) 呋喃 

α-六氯環
己烷 

2.22 
(0.85-6.6) 

0.119 
(0.071-0.23) 未檢出 0.035 

(未檢出-0.24) 

0.07 
(未檢出
-0.135) 

未檢出   

β-六氯環
己烷 

2.33 
(0.60-21) 

0.246 
(0.11-0.34) 未檢出 0.021 

(未檢出-0.18) 

0.02 
(未檢出
-0.059) 

0.876 
(<1-3.69)   

十氯酮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六溴聯苯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0.002 
(未檢出-0.071) 

0.006 
(未檢出
-0.012) 

未檢出   

林丹 3.32 
(0.65-13) 

0.215 
(0.149-0.282) 未檢出 0.064 

(未檢出-0.4) 
0.19 

(0.114-0.225) 
1.15 

(<1-5.54)   

五氯苯 4.88 
(1-20.3) 未檢出 未檢出 0.122 

(0.1-0.381) 未檢出 未檢出   

全氟辛烷
磺酸和全
氟辛基磺
酰氟 

4.12 
(1.2-8.6) 

全氟辛烷磺酸： 
0.02-12 

全氟辛烷磺酸†： 
1.75 

(未檢出–7) 
全氟辛烷磺酸‡： 

5.81 
(5-11.9) 

全氟辛基磺酰氟
‡： 未檢出 

全氟辛烷磺
酸：未檢出 
全氟辛基磺酰
氟： 未檢出 

未檢出 

全氟辛烷磺酸： 
0.197  

(<0.3-0.624) 
全氟辛基磺酰
氟： 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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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 
大氣 b  

（皮克∕立方
米） 

地面水 
（納克∕公升） 

表層沉積物 
（微克∕千克乾重） 表土 e 

（微克∕千克
乾重） 

植物 
（微克∕千克

乾重） 

海水 c 淡水 d 海洋沉積物 c 河流沉積物 d 地被
植物 樹皮 

六溴二苯
醚和七溴
二苯醚 

多溴二苯醚：
43.8 

(0.25-160) 
五溴二苯醚-99  

17.3 
(0.25-139) 

0.041 
(未檢出-236) 

0.055 
(0.016-0.096) 

0.089 
(未檢出-1.431) 

1.29 
(0.336-3.013) 未檢出   

四溴二苯
醚和五溴
二苯醚 

0.232 
(0.066-638) 

0.15 
(0.033-0.318) 

0.077 
(0.012-0.333) 

0.66 
(0.331-1.037) 未檢出   

硫丹 143.53 
(16.6-426) 

0.0485 
(0.046- 0.055) 未檢出 7.08 

(7.2-14.7)  未檢出   
六溴環十
二烷         

a：   污染水平以平均值（最低值，最高值）表示。 
 
b：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平均值是根據環境保護署於 2013 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監察計劃所獲得的數據，計算香港空氣環境

中的污染物（除了六溴聯苯 及 多溴二苯醚）； “未檢出” 是指 濃度 低於檢測限； 毒殺芬、十氯酮 及 六溴聯苯 在大氣

中的檢測限分別為 0.3 皮克∕立方米、0.6 皮克∕立方米 及 0.016 納克∕立方米；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在大氣中的濃度是通過

檢測多氯聯苯及其毒性當量因子（12 種同類物： 77、81、105、114、118、123、126、156、157、167、169、及 189）； 標
記多氯聯苯在大氣環境的濃度是通過檢測 7 種同類物： 28、52、101、118、138、153、及 180； 多溴二苯醚在大氣環境的

水平是根據由香港浸會大學的 Wang, W., et. al. 於 2014 編寫的 “多溴二苯醚在顆粒相”的數據而計算； 六溴聯苯水平是根據

環境保護署於 2013 年的調查研究的數據。 
 
c：  “未檢出” 是指 濃度 低於檢測限；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滴滴涕、六溴聯苯、二噁英

∕呋喃、毒殺芬 及 氯丹在海水中的檢測限分別為 0.005、0.01、2、0.1、0.00025、200、及 200 納克∕公升；除了 二噁英∕

呋喃、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滴滴涕、六溴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多氯二苯並對二噁

英及多氯二苯並呋喃 毒殺芬 及 氯丹 其他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水的檢測限為 10 納克∕公升；艾氏劑、氯丹、狄氏劑、

異狄氏劑、七氯、滅蟻靈、毒殺芬、六氯代苯、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林丹、六溴聯苯、十氯酮 及 六溴二苯醚和

七溴二苯醚 在海洋沉積物中檢測限分別為 0.2、0.2、0.2、0.5、0.2、0.2、2、0.05、0.05、0.05、0.01、1、及 0.01 微克∕千克

乾重；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海洋沉積物中的檢測限為 0.3 及 10 微克∕千克-乾重。 
 
d：   “未檢出” 是指濃度低於檢測限；滴滴涕、毒殺芬、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及 六溴聯苯 於水中的檢測限分別為 2、
150、30 及 0.1 納克∕公升；除了二噁英及呋喃、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滴滴涕、毒殺芬、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及 六
溴聯苯 之外的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於水中的檢測限為 10 納克∕公升；艾氏劑、氯丹、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滅蟻靈、

毒殺芬、六氯代苯、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林丹、六溴聯苯、十氯酮 及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於河流沉積物中

的檢測限分別為 0.2、0.2、0.2、0.5、0.2、0.2、2、0.05、0.05、0.05、0.01、1、及 0.01 微克∕千克-乾重；全氟辛烷磺酸及

其鹽類 及 全氟辛基磺酰氟 於河流沉積物中的檢測限為 0.3 及 10 微克∕千克-乾重。 
 
e：   “未檢出” 是指 濃度 低於檢測限；α-六氯環己烷、十氯酮、六溴聯苯、五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

醚和五溴二苯醚 及 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在表土中的檢測限分別為 1、0.1、1、0.1、0.5、1 及 7 微克∕千克-乾重。 
 
*：   二噁英∕呋喃 及 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在大氣中的濃度單位 為 皮克毒性當量∕立方米；多氯二苯並對二噁英∕多氯二苯並

呋喃 及 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在海洋及多氯二苯並呋喃在水中的濃度單位為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公升。 
 
#：  數據取自《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香港特別行政區實施計劃」- 2006年版本； 
 
†：  數據 取自 有毒物質監測計劃； 及 
 
‡：  數據取自環境保護署於 2013 年的調查研究 
 
2.3.2.2 水生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水生生物（包括淡水魚、海洋魚類和貝類、水鳥蛋及海洋哺乳類動物）含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

分析數據是根據本港個別專題研究報告及政府資助的顧問研究所得。本港個別專題研究主要集

中分析於水生生物內 3 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當中包括滴滴涕，六氯環己烷及多溴

二苯醚。原因是這些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水生生物的生存或繁殖機會影響較深遠。其他水生生

物含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研究較缺乏，主要由環保署進行監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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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外，香港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於 2010/11 年期間在本港 3 個海洋採

樣點（深灣、西北海域 及 南區海域）收集的 3 種海洋魚類（皮氏叫姑魚）及 貝類（蝦蛄及

基圍蝦）量度了全部首批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新増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各類研究報告中，海洋魚類、貝類、水鳥蛋及海洋哺乳類動物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水平

會以各種重量單位表達，包括微克∕千克濕重、乾重及脂重。重量單位之間沒有正規的轉換模

式，因樣本之間的水份及脂肪成份會因應樣本的處理及儲存方法而改變，這並沒有於監察報告

中提及。因此，這部份採用研究報告的原單位。 

 

水生生物包括淡水魚、海洋魚類和貝類、水鳥蛋及海洋哺乳類動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

水平概列於表 5。 

 
 
2.3.2.2.1 淡水魚 
 
本港淡水生物含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資料一般較缺乏。本節輯錄的數據全部取自本港學者的專

題研究報告。於 2002-2004 年期間，研究對在數個採樣點（1 至 3 個）收集的 4 種淡水魚樣

本進行對艾氏劑、氯丹、滴滴涕、異狄氏劑 及 七氯的分析。至於多氯聯苯，則只從兩個地點

收集的一種魚類組織量得。研究結果顯示，只有滴滴涕及多氯聯苯檢出超過 2006 年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檢測限。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香港浸會大學的 Cheung, K.C. et al 於 2007 年進行的研究顯示，於香港市場售賣的淡水魚含有

滴滴涕的殘留，其結果檢測結果可用於更新淡水魚的滴滴涕污染水平。 研究對在本港 30 個鮮

魚市場收集的 10 種淡水魚樣本進行對化學檢測。與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

輯錄的數據相比，滴滴涕的污染水平含量由含 6.78 上升至 29.3 微克∕千克濕重。 

 

暫時未有較近期的官方公布數據或者學術研究涵蓋淡水魚中其他 11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污染水平。因此，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原有關於 5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艾氏劑、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及多氯聯苯）的濃度數據會繼續保留使用。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香港浸會大學的 Zhao, Y.G., et al.於 2011 年對 8 種本地市場供應的海魚進行研究，其檢測結果

顯示全氟辛烷磺酸的平均濃度為 1.03 微克∕千克 濕重。 

 

香港浸會大學的 Cheung, K.C., et al.及 Wang, H.S., et al.分別於 2008 年及 2011 年對 10 種本地市

場供應的淡水魚進行研究，以檢測其多溴二苯醚的污染水平，並得出平均 9.25 微克∕千克濕

重的濃度。即使如此，暫時未有數據關於其他 8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淡水魚中的污染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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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2 海魚 
 
與淡水魚相比，本港海魚的研究資料較豐富。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清單

的數據主要取自 4 個研究﹕2003 年進行的兩項有關有毒物質的顧問研究﹔2003 年環保署對海

洋生物含微量毒物所進行的專題基線調查﹔及土木工程署在 2004 年就東沙洲四號卸置坑傾倒

污泥進行環境監察及審核的資料。 

 

2010/11 年期間，環保署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亦有監測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除

了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以外的其他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 2 個水質管制區（深灣及西北

海域）的 1 種海魚（皮氏叫姑魚）中的濃度。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了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魚中的

污染水平。對淡水魚中滴滴涕含量的同一份學術研究（Cheung, K.C., et al., 2007）亦有涵蓋滴

滴涕在海魚中的污染水平。與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原有的水平比較，更

新後的滴滴涕在海魚中的污染水平從 27.6 上升到 112.3 微克∕千克濕重。 

 
除了本地的學術研究之外，2010-2011 年期間，環保署的｢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亦有監測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魚中的污染水平。其中，有 3 種污染物（七氯、六氯代苯及毒殺

芬）低於檢測限，而其餘 9 種污染物均可以在本地海魚樣本中檢測得到（艾氏劑： 0.06 微克

∕千克 濕重；氯丹： 0.26 微克∕千克 濕重；滴滴涕：4.12 微克∕千克 濕重；狄氏劑： 0.04
微克∕千克 濕重；異狄氏劑： 0.06 微克∕千克濕重；滅蟻靈：0.72 微克∕千克濕重；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0.08 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千克濕重 及 二噁英∕呋喃：0.03 皮克世界衛

生組織毒性當量∕千克濕重）。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香港浸會大學的 Zhao, Y.G., et al.於 2011 年對全氟辛烷磺酸在本地淡水魚中的濃度進行的研究

中，亦有調查全氟辛烷磺酸在海魚中的濃度，而錄得在 7 種本地市場供應的海魚樣本中，平均

濃度為 0.71 微克∕千克 濕重。 

 

環保署｢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亦有涵蓋除了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以外的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在海洋生物中的污染水平。在 9 種已檢測的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當中，有 3 種（六溴聯

苯、五氯苯及全氟辛烷磺酸）低於檢測限，而其餘 6 種則可在海魚樣本中檢測到含量，包括 α-
六氯環己烷（0.08 微克∕千克濕重）、β-六氯環己烷（0.04 微克∕千克濕重）、林丹（0.08 微克

∕千克濕重）、十氯酮（2.1 微克∕千克濕重）、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0.13 微克∕千克濕重）

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0.38 微克∕千克濕重）。 

 

即使如此，暫時未有公佈的數據涵蓋海魚中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的含量。 

 
2.3.2.2.3 海洋貝類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了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洋貝類

中的污染水平。環保署｢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中最新的檢測數據亦涵蓋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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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污染物及除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外的其他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數據取自在西北及南

區的水質管制區的 2 種海洋貝類（蝦蛄及基圍蝦）。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環保署｢有毒物質監測計劃｣於海洋貝類檢測的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有 4 種（異

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及毒殺芬）低於檢測限，但在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

輯錄的數據中，異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的濃度則可被檢出，而毒殺芬的濃度則亦低於檢測

限。其餘 8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艾氏劑、氯丹、滴滴涕、狄氏劑、滅蟻靈 多氯聯

苯、二噁英∕呋喃，其濃度分別為 0.11 微克∕千克 濕重、0.21 微克∕千克 濕重、3.27 微克

∕千克 濕重、0.09 微克∕千克 濕重、0.86 微克∕千克 濕重、0.13 納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

千克濕重（類二噁英多氯聯苯）及 0.17 納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千克濕重（二噁英∕呋

喃）。 

 

對比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的數據，8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近期

的污染水平有所下降，包括氯丹、滴滴涕、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二噁英∕呋

喃。另外 3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艾氏劑、滅蟻靈及毒殺芬，則在 2006 年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到低於檢測限，但由於與近期的數據採用不同的檢測限，因此難

以直接進行比較。其中，分別從 2010 年 1 月及 5 月開始，類二噁英多氯聯苯（單位為毒性當

量及檢測 12 種同類物：77、81、105、114、118、123、126、156、157、167、169、及 189）
及標記多氯聯苯（檢測 7 種同類物：28、52、101、118、138、153、及 180）已取代原有的多

氯聯苯總量檢測方法，因此此更新的檢測數據難以直接與原有數據比較。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當中，環保署對本地青口持續了 6 年（1998-2003 年）的毒性追蹤調

查（Liu, J.H. 及 Kueh, C.S., 2005），結果顯示本地青口含有 2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其濃度分別為 16.85 及 14.43 微克∕千

克乾重。 

 

環保署｢有毒物質監測計劃｣亦有監測除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外的其餘 9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9 種受監測的污染之中，有 4 種污染物（β-六氯環己烷、六溴聯苯、五氯苯及全氟辛烷

磺酸）監測到的濃度低於檢測限，而其他 5 種在海魚樣本中檢測到的污染物分別為 α-六氯環己

烷（0.11 微克∕千克濕重）、林丹（0.05 微克∕千克濕重）、十氯酮（0.8 微克∕千克濕重）。六溴

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0.07 微克∕千克 濕重）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0.57 微克∕千克

濕重）。 

 

即使如此，依然缺少有關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對海魚物種污染的數據及資料。 

 
 
2.3.2.2.4 水禽蛋類 
 
此部分的數據均來自本地的學術研究。在 2002-2004 年的背景清單中，數據來自一份測量來自

新界 2 個地方的 2 種水鳥蛋中氯丹、滴滴涕及多氯聯苯含量的本地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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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了其中 4 種污

染物在水鳥蛋中的污染水平，包括氯丹、滴滴涕、二噁英∕呋喃。由香港城市大學的 Wang, Y., 
et al.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2 年期間進行的學術研究涵蓋了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

水鳥蛋的污染水平，原有氯丹、滴滴涕、二噁英∕呋喃的數據可分別更新為 158-975、 
2,490-16,100、484-520 及 80.1-167 微克∕千克 脂重。即便如此，近期學術研究中更新的數據

採用脂重作為量度單位，與原有數據的檢測單位（濕重）不同，因此這 4 種污染物在 2006 年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的原有數據難以直接與近期學術報告中更新的數據進行比

較。 

 

此外，香港城市大學的Wang, Y., et al.的學術研究亦涵蓋 2006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

中未有輯錄的其餘 8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水鳥蛋中的數據（艾氏劑： 0.492-8.41 微克∕

千克 脂重、狄氏劑： 8.36-114 微克∕千克 脂重、異狄氏劑： 9.32-31.3 微克∕千克 脂重、

七氯： 7.81-99.8 微克∕千克 脂重、六氯代苯： 40.2-241 微克∕千克脂重、滅蟻靈： 84.2-255
微克∕千克脂重、毒殺芬： 36.1-395微克∕千克 脂重及多氯聯苯： 881-4,310微克∕千克脂重）。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Wang, Y., et al.另一份於 2008 年進行的學術研究亦涵蓋水鳥蛋中全氟辛烷磺酸的污染水平。這

份研究表明在 19 個水鳥蛋樣本中，錄得平均 65.2 微克∕千克濕重濃度的全氟辛烷磺酸。 
 
另一份由 Connell, D.W., et al.於 2003 年進行的研究檢測了水鳥蛋中六氯環己烷 的濃度（19 微

克∕千克脂重），可用於代表 3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即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

環己烷 及林丹。依然缺少有關其他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水鳥蛋污染的數據及資料。 

 
 
2.3.2.2.5 海洋哺乳類 
 
此部分的數據均來自本地的學術研究，但缺少監測趨勢的數據。背景數據來自三份出版文獻

（1995-2000 年、2000-2001 年及 2003-2011 年）中的擱淺鯨類，印度洋灰背豚（中華白海豚）

及 江豚的研究。這些初步數據提供了滴滴涕、滅蟻靈、毒殺芬、多溴二苯醚 及多氯聯苯在海

洋哺乳類的污染水平。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了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的 4 種。根據

Ramu, K., et al 於 2005 年對 2 種近親物種進行的學術研究，即中華白海豚及江豚，滴滴涕在海

洋哺乳類錄得的平均污染水平為 134.5 微克∕千克 濕重。 
除了滴滴涕在海洋哺乳類的研究數據外，2006 年以後並沒有關於其餘 11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在海洋哺乳類中含量的公布數據或學術研究。因此，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

劃」中輯錄的其餘 3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數據繼續保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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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Ramu, K., et al. 於 2005 年對 2 種鯨類物種中六氯環己烷含量進行的學術研究，顯示六氯環己

烷的平均濃度為0.455微克∕千克 脂重），可用於代表3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即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 及林丹。 

 

香港城市大學的 Lam, J.C.W., et al.於 2009 年對 2 種相同鯨類物種進行多溴二苯醚 及六溴環十

二烷含量研究。多溴二苯醚 的結果（1,955.2 微克∕千克脂重）可用於代表 六溴二苯醚和七

溴二苯醚 及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在海洋哺乳類的污染水平。此研究中六溴環十二烷的結

果（93.4 微克∕千克脂重）是所有環境及物種中唯一有關六溴環十二烷的數據。香港城市大

學的 Zhu, B.Q., et. al. 於 2014 年對海洋哺乳類進行的最新研究結果亦與 2009 年的結論相符。 
 
表 5： 2002-2014 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香港水生生物的污染水平

a
 

化學物質 淡水魚 b 
（微克∕千克濕重） 

海魚 c 

（微克∕千克濕重） 
海洋貝類 c 

（微克∕千克） 
水禽蛋類 d 

（微克∕千克） 
海洋哺乳類 e 

（微克∕千克） 

艾氏劑 未檢出 # 0.06 
（未檢出-0.24） 

0.11 
（未檢出-0.15） 0.492-8.41  

氯丹  
0.26 

（未檢出-0.54） 
0.21 

（未檢出-0.48） 158-975  

滴滴涕 29.3 
（1.1-127） 

4.12† 

（0.92-6.73） 
112.3‡ 

（2.3-1,018） 

3.27 
（未檢出-8.66） 2,490-16,100 134.5 

（9.9-470） 

狄氏劑 未檢出 # 0.04 
（未檢出-0.08） 

0.09 
（未檢出-0.2） 8.36-114  

異狄氏劑 未檢出 # 0.06 
（未檢出-0.12） 未檢出 9.32-31.3  

七氯 未檢出 # 未檢出 未檢出 7.81-99.8  
六氯代苯  未檢出 未檢出 40.2-241  
滅蟻靈  

0.72 
（0.56-0.88） 

0.86 
（未檢出-1.94） 84.2-255 178 # 

（70.5-286） 

毒殺芬  未檢出 未檢出 36.1-395 32.0 # 
（19.7-44.2） 

多氯聯苯* 57.8 # 
類二噁英多氯聯

苯：0.08 
（0.004-0.15）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0.13 

（0.04-0.21） 
881-4,310 8,190 # 

二噁英*  二噁英∕呋喃：0.03 
（0.019-0.041） 

二噁英∕呋喃：0.17 
（0.02-0.47） 

484-520  
呋喃*  80.1-167  

α-六氯環己烷  
0.08 

（未檢出-0.16） 
0.11 

（未檢出-0.23） 
六氯環己烷：19  

（8.4-30） 
六氯環己烷：0.455  

（0.032-2.2） β-六氯環己烷  
0.04 

（未檢出-0.085） 未檢出 

林丹  0.08 
（未檢出-0.16） 

0.05 
（未檢出-0.1） 

十氯酮  
2.1 

（未檢出-4.16） 
0.8 

（未檢出-1.6）   
六溴聯苯  未檢出 未檢出   
五氯苯  未檢出 未檢出   

全氟辛烷磺酸和 
全氟辛基磺酰氟 

1.03 
（0.27-4.5） 

0.71 
（0.27-1.5） 未檢出 65.2 

（14.1-34.3）  

六溴二苯醚和 
七溴二苯醚 

多溴二苯醚： 9.25 
（0.53-130） 

0.13 
（0.08-0.17） 

0.07† 
（未檢出-0.15） 

16.85‡  
多溴二苯醚： 

1,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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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 淡水魚 b 
（微克∕千克濕重） 

海魚 c 

（微克∕千克濕重） 
海洋貝類 c 

（微克∕千克） 
水禽蛋類 d 

（微克∕千克） 
海洋哺乳類 e 

（微克∕千克） 

（2.31-31.46） （103-51,100） 

四溴二苯醚和 
五溴二苯醚 

0.38 
（0.22-0.53） 

0.57† 
（0.03-1.3） 

14.43‡ 
（5.69-33.1） 

 

硫丹      
六溴環十二烷     

93.4 
（4.1-519） 

a：  污染水平以平均值（最低值，最高值）表示。 
 
b： “未檢出” 是指 濃度低於可檢測的範圍； 除害劑於淡水魚的檢測限為 0.10 微克∕千克濕重。 
 
c： “未檢出” 是指 濃度低於可檢測的範圍；艾氏劑、滅蟻靈、滴滴涕、氯丹、狄氏劑、七氯、五氯苯、全氟辛烷磺酸及其

鹽類 及 六氯代苯 在海洋魚類∕貝類的檢測限= 0.1 微克∕千克濕重；六溴聯苯、異狄氏劑 及 毒殺芬 在海洋魚類∕貝類的檢

測限 = 0.01、0.2 及 2 微克∕千克濕重；檢測限於 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 及林丹 在海洋魚類∕貝類的檢測限 = 0.05 微
克∕千克濕重；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及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在海魚中的濃度單位為 納克∕千克-乾重；其他單位於

除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及 二噁英∕呋喃外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於海魚的檢測限為 微克∕千
克濕重。 
 
d：  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基磺酰氟於水禽蛋類的濃度單位為 微克∕千克濕重； 除 二噁英∕呋喃外的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水禽蛋類中的單位為 納克∕千克 脂重。 
 
e：  滅蟻靈、毒殺芬、多氯聯苯 於海洋哺乳類中的單位為 微克∕千克脂重；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洋哺乳類中的單位

為微克∕千克脂重。 
 
*：  二噁英∕呋喃 及 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單位為 納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量∕千克濕重 
 
#：  數據取自《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香港特別行政區實施計劃」- 2006 年版本 
 
†：  單位為 微克∕千克 濕重 
 
‡：  單位為 微克∕千克-乾重 
 
 
 
2.3.3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經飲食攝入量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的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1 年完成了｢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二噁英和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收集了 142 個混合樣本中香港市民常見的 71 種食物。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4 年發表

「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有機氯類除害劑殘餘」，對 600 個混合樣本中香港市民常見的 150 種

食物樣本中的 14 種有機氯類除害劑殘餘進行研究。表 6 及表 7 總結了檢測到含有 14 種有機

氯類除害劑殘餘、二噁英及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 15 個食物組別中的混合樣本數量。此外，食

物安全中心於 2012 年發佈的｢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多溴二苯醚」涵蓋了於 71 個食物中的 142
個混合樣本檢測到的多溴二苯醚飲食攝入量。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經飲食攝入量是根據不同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濃度及本地人口每日

攝入的食物來估算的。總體上，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艾氏劑、氯丹、滴滴涕、

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滅蟻靈、毒殺芬、多氯聯苯、二噁英及呋喃）及 7 種新

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飲食攝入清單都有完整的紀錄（α-六氯環己烷、β-六氯環己烷、林丹、

五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及硫丹）。表 8 總結了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對食物的污染及估算的飲食攝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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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少 2005 年以前的本地數據，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採用了世界衛生組

織（2003 年）估算的遠東國家（包括中國）的膳食習慣以估算香港的每日飲食攝入量。基於

這個數據缺失，食物安全中心於 2005-2007 年期間進行了「香港市民食物消費量調查」以收集

香港市民的飲食習慣。因此，此研究採用本地數據可以更準確地估算飲食攝入量。由於食物安

全中心對飲食攝入量估算新採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於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

採用的方法，因此兩者在估算香港市民經飲食攝入的相對應數據難以直接比較或估計趨勢。食

物安全中心的｢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相關報告中已對在每一類食品中的主要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進行研究並估算其經飲食的攝入量。 

 

表 6： 總膳食研究所涵蓋食物組別的混合樣本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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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 - 二噁英 及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含量 

食物組別 混合樣本數目 佔試驗結果% 
< 檢測限 

平均數 
（皮克毒性當量∕克） [範圍]# 

穀物及穀物製品 24 45 0.021 [0.007- 0.058] 
肉類，家禽及野味及其製品 24 23 0.091 [0.012 – 0.257] 

蛋類及其製品： 6 16 0.137 [0.020 – 0.302] 
魚類及海產及其製品 38 20 0.44 [0.009 – 1.270] 

乳製品 10 57 0.021 [0.007- 0.072] 
脂肪及油類 4 33 0.094 [0.011 – 0.282] 

飲料，非酒精 6 58 0.011 [0.007 – 0.015] 
混合產品 22 40 0.018 [0.007 – 0.039] 

其他 8 53 0.013 [0.008 – 0.030] 
總數 142 34  

注：# 當檢測值低於檢測限 60%，所有檢測結果均於限值檢測限的一半計算。 

 

 

表 8： 2011-2014 年度期間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市民從膳食攝入有機氯類除害劑的估計分

量(下限和上限) 

有機氯類除害劑 
估計膳食攝入量（微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 

攝入量一般的市民 攝入量高的市民 
艾氏劑+狄氏劑 0.0003-0.0059 0.0012-0.0096 

氯丹 0.0002-0.0142 0.0010-0.0230 
滴滴涕 0.0238-0.0399 0.0912-0.1099 
硫丹 0.0085-0.0166 0.0258-0.0359 

異狄氏劑 0.0010-0.0091 0.0021-0.0145 
七氯 0-0.0084 0-0.0136 

六氯代苯 0.0024-0.0048 0.0052-0.0084 
六氯環己烷（α，β，γ 及 δ） 0.0008-0.0120 0.0023-0.0195 

林丹 0.0001-0.0029 0.0002-0.0046 
滅蟻靈 0-0.0028 0.0001-0.0045 
五氯苯 0.0003-0.0030 0.0008-0.0049 
毒殺芬 0.0002-0.0171 0.0011-0.0276 

二噁英 及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皮克-毒性當量∕千克 每日每公斤體重） 

0.7307 1.9983 

多溴二苯醚 0.00134 0.0029 
* 估計膳食攝入量及佔健康參考值的百分比，分別調整至小數點後 4 個位及小數點後 1 個位；二噁英 及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的每日膳食攝入量是從每月攝入量並假設每月有 30 日計算得出 
 
# 數值為“0”， 表示估計每日膳食攝入量少於每公斤體重 0.00005 微克， 而估計的健康參考值的百分比則低於 0.05%。 
 
注：所有樣本均檢測不到十氯酮，因此並無進行該除害劑的膳食攝入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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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人體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載荷 

 
2.3.4.1 人類母乳 
 
環境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可進入食物鏈，並在多個食物層次轉移的過程中產生生物累積和生

物放大作用，最終積存在人體內。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會在人體脂肪內不斷積聚，平均濃度隨年

齡不斷上升。人類血液∕血清和母乳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含量，是反映人體載荷的一項良好

指標。由於母乳可經由非侵入式的途徑下取得，與另外兩種指標相比之下，母乳在測試人體內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含量方面，是較常見和可接受的。表 9 列出香港母親母乳受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污染的概要。 

 

首批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香港浸會大學的 Tsang, H. L., et al 於 2011 年，香港大學的 Hedley, A.J., et al.於 2010 年，香港

中文大學的 Wong, T.W., et al.於 2010 年及 2013 年曾經就人類母乳中十二種原有的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的濃度發表過四份學術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子惠教授所提供的數據是來自政府資助

的研究。政府資助的研究是參照於二零零七年的第四次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合作

有關人類母乳內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調查內的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發展國家

協議指引，以母乳餵哺的母親會依照數項條件被選中，如下(a)年齡，(b)初產婦，(c)健康狀況，

(d)專門母乳餵哺單一小孩（不包括雙胞胎）和(e)在香港居留期的長短。從香港中文大學及香

港浸會大學的兩份研究成果所得，人類母乳的滴滴涕及多氯聯苯濃度範圍分別是 129.9 - 4,507
微克及低於可檢測的限量至 93 微克（以每公斤脂質重量計）。香港中文大學於二零一三年測量

出最新的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為每克脂重含 3.79 皮克相等毒性，與早前所得的數據相比之下已

經下降，於二零零六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每克脂重含 4.67 皮克相等毒性。在近期

的數據中，亦可以找出二噁英∕呋喃有相似的下降，二零一三年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從人類母

乳中檢驗出每克脂重含 7.48 皮克毒性當量∕克脂重，而早前的報告的水平為每克脂重含 8.25 皮

克毒性當量∕克脂重。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有另外八種原有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未被包括在內，

但已在近期四次的學術研究中研究，除了艾氏劑，七氯及異狄氏劑是低於可檢測的限量外，氯

丹、狄氏劑、六氯代苯、滅蟻靈及毒殺芬都可以從人類母乳中檢驗出一定範圍的污染水平，分

別地檢驗出 2.4–9.4、0.5–3.04、9.53–136.77、0.52-6.85 和 0–2.5 微克（以每公斤脂質重量計）。 

 

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在這些學術研究中，從人類母乳中檢測出十一種新列入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的其中七種（除

了十氯酮，六溴聯苯，全氟辛烷磺酸及六溴環十二烷）。黃子惠教授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三

年期間研究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的污染水平，而其水平皆是低於可檢測的限量，α-六氯環己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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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六氯環己烷，林丹，五氯苯及多溴二苯醚分別是 0.2–8.38、45–1380、低於可檢測的限量-2、
0.49–1.3 和 1.7–4.2 微克（以每公斤脂質重量計）。 
 
2.3.4.2 人類血漿  
 
2006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並未研究受關注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人類血漿中的

濃度。最近研究發現，由香港浸會大學的 Qin, Y.Y., et al. 及 Wong H. S., et al.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3 年期間進行的 2 個本地學術研究涵蓋了 5 種受關注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滴滴涕

（1,120 微克∕千克脂重）、六氯代苯（1.5-49.5 微克∕千克脂重）、多氯聯苯（110 微克∕千

克脂重）、α-六氯環己烷（206 微克∕千克脂重）及多溴二苯醚（5.56 微克∕千克脂重），並表

明其污染水平與人類母乳相若。表 10 總結了香港市民血漿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表 9： 2009-2013 年度期間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佔香港市民母乳的濃度水平
 

化學物質 母乳中的濃度 a（微克∕千克 脂重） 參考 

艾氏劑 
未檢出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氯丹 
4.9（2.4-9.4）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滴滴涕 

53.6（129.9-1，847.7）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3,099（2,098-4,507） 
（年齡：平均數 33.8；年齡範圍 25–44） 

Tsang, H.L., et 
al., 2011 

狄氏劑 

1.27（0.5-3.04）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1.36（0.7-2）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異狄氏劑 

未檢出（未檢出-0.14）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未檢出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七氯 

未檢出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0.9（0.8-1）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六氯代苯 

22.34（9.53-136.77）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20.84（17-27）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滅蟻靈 

1.71（0.52-6.85）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1.3（沒有數據提供）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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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 母乳中的濃度 a（微克∕千克 脂重） 參考 

毒殺芬 

1.6（沒有數據提供）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0.74（0-2.5）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多氯聯苯* 

多氯聯苯： 24.1（沒有數據提供）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3.28 （沒有數據提供）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多氯聯苯： 49（未檢出-93） 
（年齡：平均數 33.8；年齡範圍 25–44） 

Tsang, H.L., et 
al., 2011 

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 3.79（2.93-5.07） 
（年齡：平均數 29.6；年齡範圍 25–37） 

Wong, T.W., et 
al., 2013 

二噁英* 
呋喃* 

 6.56（沒有數據提供）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7.48（6.56-8.32） 
（年齡：平均數 29.6；年齡範圍 25–37） 

Wong, T.W., et 
al., 2013 

α-六氯環己烷 

1.17（0.2-8.38）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0.7（0.5-1）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β-六氯環己烷 

 221.82（45-792.9）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1133（606-1380）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十氯酮 - - 
六溴聯苯 - - 

γ-六氯環己烷 

未檢出（未檢出-0.64）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0.94（未檢出-2）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五氯苯 
0.8（0.49-1.3）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 -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多溴二苯醚： 4（1.7-4.2）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硫丹 

未檢出（未檢出-未檢出） 
（年齡：平均數 27.2；年齡範圍 20–29） 

Wong, T.W., et 
al., 2010 

未檢出（未檢出-未檢出） 
（年齡：平均數 沒有提供；年齡範圍 17–42） 

Hedley, A. J., et 
al., 2010 

六溴環十二烷 - - 
*：  多二噁英∕呋喃∕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單位為皮克毒性當量∕克脂重  
a：  艾氏劑、異狄氏劑、七氯、及 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於人類母乳的檢測限為 1 納克∕千克脂重；多氯聯苯及林丹的檢測

限為 0.5 納克∕千克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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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011-2013 年度期間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香港市民血液中的濃度水平 
化學物質 人體血液中的濃度（微克∕千克 脂重） 
艾氏劑 - 
氯丹 - 

滴滴涕 
1,120 

（308.25-2,749） 
狄氏劑 - 

異狄氏劑 - 
七氯 - 

六氯代苯 1.5-49.5 
滅蟻靈 - 
毒殺芬 - 

多氯聯苯 
110 

（245.4-254） 

多氯二苯並對二噁英 - 

多氯二苯並呋喃 - 

α-六氯環己烷 206 
β-六氯環己烷 - 

十氯酮 - 
六溴聯苯 - 

γ-六氯環己烷 - 
五氯苯 - 

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多溴二苯醚：5.56 

（4.52-16.54）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硫丹 - 

六溴環十二烷 - 
*：二噁英∕呋喃∕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單位為皮克毒性當量∕克脂重  

 
2.4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數據缺失分析 
 
2.4.1 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2.4.1.1 環境媒介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在 5 個環境媒介類別中，大氣及表土中表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數據相對完整，但有幾種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如硫丹及六溴環十二烷）的濃度在過去十年從未被監測。此外，大氣、地面水

及表層沉積物的日常監測數據並非涵蓋全部 23 種受關注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本地淡水及河

流沉積物中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數據尤其有限。除此以外，只有很少量關於植物（地被植

物及樹皮）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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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水生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在水生生物中，最常被研究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是滴滴涕。關於全部 12 種首批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特別是滴滴涕 及 多氯聯苯）在海魚及海洋貝類中的數據非常齊全。然而 11 種新增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中只有六氯環己烷、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及多溴二苯醚曾

被研究。只有少量數據關於淡水魚、水鳥蛋及海洋哺乳類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2.4.2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經飲食攝入量 
 
為了更好地了解本港市民的飲食習慣及評估總體經飲食攝入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食物安全中

心分別於 2005-2007 年及 2010-2014 年期間進行了「香港市民食物消費量調查」及「香港首個

總膳食研究」以收集香港市民的飲食習慣。即使如此，由於調查涵蓋了多種常見的混合食品（如

叉燒包、漢堡包、方包及蘿蔔糕等），在單獨食品種類（肉類、家禽、穀物及蔬菜等）中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研究數據難以清晰分辨。除此之外，對食品的研究並非涵蓋《公約》內全部

23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 11 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中，只有關於六氯環己烷、十氯酮、

五氯苯及硫丹的數據，而缺少關於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數據資料。 

 
 
2.4.3 人體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載荷 
  
2 份來自本地的學術研究關於 19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本地人類母乳中的污染水平數據相較

齊全。只有十氯酮、六溴聯苯、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及六溴環十二烷並沒有相關的

數據。本地關於滴滴涕、多氯聯苯、二噁英∕呋喃的研究資料相當豐富。關於人體血漿中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水平的數據十分有限。 
 
 
2.5 評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環境及人體健康造成的風險 
 
2.5.1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2.5.1.1 人體非致癌風險評估 
 
表 11 總結了對本地居民人體非致癌風險評估的結果。計算得出的「風險商數」遠小於一，顯

示目前本地大氣及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水平，並不會對居民構成不可接受的、具顯著毒

理學意義的非致癌風險。通過假設從飲用水中意外攝取到二噁英∕呋喃，其估算攝入量（0.73 
皮克毒性當量∕千克每日每千克 體重 或 21.9 皮克毒性當量∕千克每月每千克 體重）低於根

據「糧農組織與世界衞生組織的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會議 2001」所訂的臨時每月可容忍攝入

量，即 70皮克毒性當量∕千克每月每千克 體重）。飲食攝入為主要渠道，佔總涉入量的 98.6%，

而呼吸攝入則只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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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02-2013 年度香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人體非致癌風險評估 

化學物質 
每日攝入量 

（毫克∕千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參考劑量∕每日可容忍攝入量

（毫克∕千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風險商數（總每日攝入量∕參

考劑量或每日可容忍攝入量） 
膳食 b 吸入 c，d 總數 

艾氏劑 5.90 x 10-6 2.88 x 10-10 5.90 x 10-6 3.00 x 10-5 <1 
氯丹 1.42 x 10-5 1.33 x 10-9 1.42 x 10-5 5.00 x 10-4 <1 

滴滴涕 3.99 x 10-5 3.51 x 10-9 3.99 x 10-5 5.00 x 10-4 <1 
狄氏劑 5.90 x 10-6 1.50 x 10-9 1.50 x 10-9 5.00 x 10-5 <1 
異狄氏劑 9.10 x 10-6 1.73 x 10-10 9.10 x 10-6 3.00 x 10-4 <1 
七氯 8.40 x 10-6 6.88 x 10-10 8.40 x 10-6 5.00 x 10-4 <1 

六氯代苯 4.80 x 10-6 1.29 x 10-8 4.81 x 10-6 8.00 x 10-4 <1 
滅蟻靈 2.80 x 10-6 1.53 x 10-9 2.80 x 10-6 2.00 x 10-4 <1 
毒殺芬 1.71 x 10-5 未檢出 1.71 x 10-5 - - 
多氯聯苯 - 5.5 x 10-9 5.5 x 10-9 2.00 x 10-5 <1 

多氯二苯並對

二噁英 
0.72 0.01 0.73 2.3 <1 

多氯二苯並呋

喃 
α-六氯環己烷 

1.20 x 10-5 
6.39 x 10-10 

1.20 x 10-5 
- - 

β-六氯環己烷 6.71 x 10-10 - - 
十氯酮 - 未檢出 - 3.00 x 10-4 - 
六溴聯苯 - 未檢出 - - - 
林丹 2.90 x 10-6 9.56 x 10-10 2.90 x 10-6 3.00 x 10-4 <1 

五氯苯 3.00 x 10-6 1.41 x 10-9 3.00 x 10-6 8.00 x 10-4 <1 
全氟辛烷磺酸

全氟辛基磺酰

氟 
- 1.19 x 10-9 1.19 x 10-9 - - 

六溴二苯醚和

七溴二苯醚 

1.34 x 10-6

（多溴二

苯醚總量） 
7 x 10-8（溴

二苯醚

-99， 五
溴） 

1.26 x 10-8（多

溴二苯醚總

量） 
5 x 10-9（溴二

苯醚-99， 五
溴 

1.35 x 10-6

（多溴二

苯醚總量） 
7.5 x 10-8

（溴二苯

醚-99， 五
溴只） 

1.00 x 10-4（溴二苯醚-99， 五溴） <1 
（溴二苯醚-99， 五溴） 

四溴二苯醚和

五溴二苯醚 

硫丹 1.66 x 10-5 4.13 x 10-8 1.66 x 10-5 6.00 x 10-3 <1 
六溴環十二烷 - - - - - 

a 二噁英的每日攝入量∕參考劑量∕每日可容忍攝入量及多氯二苯並呋喃= 皮克毒性當量千克-1 每日每公斤體重-1 根據由聯合

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委員會關於食品添加劑於 2001 年度的設定規定每月允許攝入量為 70 皮克毒性當量∕千
克 每月每公斤。 
 
b基於香港食物安全中心香港各類的食物進行食品標記檢測，對污染水平的測量結果從而估計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從膳食攝入量；

多氯聯苯在大氣環境通過 7 同類物檢測– 28、52、101、118、138、153 及 180。多溴二苯醚水平在大氣環境是基於 Wang, W., 
et. al.於 2014 年度的檢測結果；十氯酮及六溴聯苯 的水平是基於環境保護署於 2013 年度進行的研究調查。 
 
c 假設體重 60 千克的成年人的呼吸頻率為每分鐘 20 下及吸氣量為 600 毫公升。 
 
d“未檢出”是指其檢測數值低於檢測限下限；檢測範圍分別為毒殺芬、十氯酮及六溴聯苯在大氣環境 = 0.3、0.002 及 0.016 皮
克∕立方米。 
 
e 取自美國環境保護局綜合風險信息系統數據庫中的數據， 二噁英∕呋喃的數據則取自 1998 年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標準。多

氯聯苯参考每日可容忍攝入量取自多氯聯苯-1254 可觀測不良效應的最低水平。 
 
f 只有五溴二苯醚-99（五溴類之一-溴二苯醚）具有參考劑量值，因此這類是用來檢定風險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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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人體致癌風險評估 
 
表 12 總結了對本地居民經飲食及呼吸攝入對人體致癌風險評估的結果。計算得出的飲食或呼

吸攝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致癌風險值全部屬於可接受區間 1 x 10-4 – 1 x 10-6，表示目前本地

大氣及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水平，並不會對居民構成不可接受的、具顯著毒理學意義的

致癌風險。總終生癌症風險是終生膳食癌症風險（即每日膳食攝入量×致癌斜率因子）與終生

呼吸癌症風險（即大氣平均值×呼吸單位風險）的總和。 

 

表 12：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香港居民的人體致癌風險評估 

化學物質 
美國環

保局癌

症種類 b 

膳食總量 吸入量 

總終生癌

症風險 

終生癌症

風險可接

受範圍

（美國環

境保護

局） 

每日攝入

量（毫克

∕千克每

日每公斤

體重） 

致癌斜率因

子 d（毫克∕

千克∕天） 

終生癌症 
風險 

大氣平均值 
(皮克∕立方米) 
(二噁英：皮克毒

性當量∕立方

米) 

每日攝入量 e

（毫克∕千

克每日每公

斤體重） 

單位風險 d

（每微克∕

立方米） 

終生癌症 
風險 

艾氏劑 B2 5.90 x 10-6 1.70 x 101 1.00 x 10-4 1 2.88 x 
10-10 4.90 x 10-3 4.90 x 10-9 1.00 x 10-4 1 x10-4 – 1 

x 10-6 

氯丹 B2 1.42 x 10-5 3.50 x 10-1 4.97 x 10-6 4.62 1.33 x 10-9 1.00 x 10-4 4.62 x 
10-10 4.97 x 10-6 1 x10-4 – 1 

x 10-6 

滴滴涕 B2 3.99 x 10-5 3.40 x 10-1 1.36 x 10-5 12.2 3.51 x 10-9 9.70 x 10-5 1.18 x 10-9 1.36 x 10-5 1 x10-4 – 1 
x 10-6 

狄氏劑 B2 5.90 x 10-6 1.60 x 101 9.44 x 10-5 5.21 1.50 x 10-9 4.60 x 10-3 2.40 x 10-8 9.44 x 10-5 1 x10-4 – 1 
x 10-6 

異狄氏劑 D 9.10 x 10-6 - - 0.6 1.73 x 
10-10 - - - - 

七氯 B2 8.40 x 10-6 4.50 x 100 3.78 x 10-5 2.39 6.88 x 
10-10 1.30 x 10-3 3.11 x 10-9 3.78 x 10-5 1 x10-4 – 1 

x 10-6 

六氯代苯 B2 4.80 x 10-6 1.60 x 100 7.68 x 10-6 44.88 1.29 x 10-8 4.60 x 10-4 2.06 x 10-8 7.70 x 10-6 1 x10-4 – 1 
x 10-6 

滅蟻靈 2Bc 2.80 x 10-6 - - 5.3 1.53 x 10-9 - - - - 

毒殺芬 B2 1.71 x 10-5 1.10 x 100 1.88 x 10-5 未檢出 未檢出 3.20 x 10-4 - 1.88 x 10-5 1 x10-4 – 1 
x 10-6 

多氯聯苯 B2 - 4.00 x 10-1 - 類二噁英-： 
0.003 5.5 x 10-9 1.00 x 10-4 - - 1 x10-4 – 1 

x 10-6 
二噁英∕ 

呋喃 a B2 0.72 1.00 x 105 7.2 x 10-5 0.044 0.01 3.30 x 101 1.45 x 10-6 7.35 x 10-5 1 x10-4 – 1 
x 10-6 

α-六氯環己

烷 B2 
1.20 x 10-5 

6.30 x 100 7.56 x 10-5 2.22 6.39 x 
10-10 1.80 x 10-3 4.00 x 10-9 7.56 x 10-5 1 x10-4 – 1 

x 10-6 
β-六氯環己

烷 C 1.80 x 100 2.16 x 10-5 2.33 6.71 x 
10-10 5.30 x 10-4 1.23 x 10-9 2.16 x 10-5 1 x10-4 – 1 

x 10-6 

十氯酮  - 10 - 未檢出 未檢出 - - - - 

六溴聯苯  - - - 未檢出 未檢出 - - - - 

林丹  2.90 x 10-6 - - 3.32 9.56 x 
10-10 - - - - 

五氯苯 D 3.00 x 10-6 - - 4.88 1.41 x 10-9 - - - - 

全氟辛烷磺

酸及其鹽類

和全氟辛基

磺酰氟 

 - - - 4.12 1.19 x 10-9 - - - - 

多溴二苯醚 D 1.34 x 10-6 - - 43.8 1.26 x 10-8 - - - - 

硫丹及其相

關異構體  1.66 x 10-5 - - 143.53 4.13 x 10-8 - - - - 

六溴環十二

烷  - - - - - - - - - 



39 

a
每日攝入二噁英∕呋喃的單位為毫克毒性當量∕千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b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證據權重的癌症分類系統（B2=有潛在可能的人類致癌物；C=可能的人類致癌物，D=不可分類）。 
 
c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的癌症分類（2B=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d 美國環境保護局綜合風險信息系統數據庫。 
 
e 假設一般體重 60 千克的成年人呼吸頻率為每分鐘 20 次及吸氣量為 600 毫升。 

 
2.5.1.3 本地海洋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風險評估 
 
表 13 比對了本地水域中的海魚及海洋貝類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與其他地區當局

訂立的食物安全標準∕指引水平。香港海魚及海洋貝類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遠低於

（1-2個數量級）美國、中國及歐洲社區訂立的食物安全標準∕指引水平。結果表示目前本地海

魚及海洋貝類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水平，並不會因為終生攝取而對居民構成不可接受的、具

顯著毒理學意義的顯著風險。 
 
表 13：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海水魚及貝類污染的取樣在香港水域的水平比較 

化學物質 
濃度平均值（微克千克-1濕重） 

食品安全的安全水平∕超標水平 
海魚 海洋貝類 

艾氏劑 0.06 0.11 30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氯丹 0.26 0.21 30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滴滴涕 4.12 3.27 
5000（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500（中國 c） 
狄氏劑 0.04 0.09 30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異狄氏劑 0.06 未檢出 - 
七氯 未檢出 未檢出 30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六氯代苯 未檢出 未檢出 - 
滅蟻靈 0.72 0.86 10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毒殺芬 未檢出 未檢出 - 

多氯聯苯 a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0.08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 

0.13 
500（中國 c） 

二噁英∕呋喃 a 0.03 0.17 4（歐洲共同體 d） 

α-六氯環己烷 0.08 0.11 - 
β-六氯環己烷 0.04 未檢出 - 

十氯酮 0.08 0.05 300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b） 
六溴聯苯 2.1 0.8 - 
林丹 未檢出 未檢出 - 
五氯苯 未檢出 未檢出 -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 
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0.71 未檢出 -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0.13 0.07 -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0.38 0.57 - 

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 - - - 
六溴環十二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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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噁英∕呋喃及類二噁英多氯聯苯的單位為納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千克濕重； 
 
b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化學污染物及除害劑超標水平及指導水平的單位為微克∕千克 濕重； 
 
c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單位為微克∕千克濕重； 
 
d 歐洲共同體海鮮標準魚及魚類製品的單位為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克濕重。 
 
 
 
2.5.2 與其他國家∕地區比較 
 
2.5.2.1 二噁英∕呋喃的全年排放量 
 
2012年，通過各種媒介排放到本地環境的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為 46.5 克毒性當量。我

們按「人均」計算，比較了 2007-2013 年本港與歐盟地區 (EEA, 2015)、美國 (USEPA, 2015)、
瑞士 (Bogdal, C., et al., 2014)、澳洲 (Australia Government, 2014) 及伊朗省分 (Azari., M. R., et 
al., 2007) 的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因為這些國家及地區都是經濟發達的地方或者亞洲國

家。  
 
從表 14 收集到的 6 個國家及地區的人均全年排放量之中，香港的排放量與瑞士、美國、澳

洲及歐盟相若（即同一數量級），但明顯低於伊朗。 
 
 
表 14：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二噁英∕呋喃全年排放量的比較 

國家∕地區 年度 
二噁英∕呋喃全年排放量 

(克毒性當量∕年) 

二噁英∕呋喃人均全年排放量 

(納克毒性當量∕人) 

香港 2012 46.5 6,498 

瑞士 2011 64 8,030 

美國 2013 1,372 4,403 

澳洲 2012 60 2,686 

伊朗 2007 1,282 16,997 

歐盟 2012 1,772 3,581 
 

 
2.5.2.2 二噁英∕呋喃在大氣中排放量 
 
表 15 將香港大氣中二噁英∕呋喃的濃度與全球其他國家∕地區進行比較。總體上，本地 2013
年錄得的大氣中二噁英濃度（0.044 皮克毒性當量∕立方米），與其大部分他地區的水平相若，

如歐洲（Castro-Jimenez, J., et. al., 2011； Bruckmann, P., et. al., 2013； Ragazzi, M., et. al., 2014； 
Mari, M., et. al., 2008）及亞洲（Shin, S. K., et. al. 2011； Chi, K. H., et. al. 2008, 2013），更低於

北非的水平（Moussaoui, Y.,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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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大氣中二噁英∕呋喃水平的比較 

國家∕地區 年度 
二噁英∕呋喃（皮克毒性當量∕立方米） 

的濃度平均數（最小 - 最大） 
參考 

香港 2013 0.044（0.008-0.182） 
環保署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014 年環保署監測計劃 

法國 2007-2008 0.067-1.7 Castro-Jimenez, J., et. al., 2011 

德國 2011 0.017-0.024 Bruckmann, P., et. al., 2013 

意大利 2009-2010 
0.081 在蘇薩 
0.061 在都靈 

Ragazzi, M., et. al., 2014 

北非 2009 0.21-0.78 Moussaoui, Y., et. al., 2012 

韓國  2008 0.028（未檢測到-0.617） Shin, S. K., et. al. 2011 

西班牙 2005-2006 0.018 Mari, M., et. al., 2008 
*低於檢測限的數值（檢測限，0.05 皮克∕立方米）分別標註為未檢測到。 

 
2.5.2.3 多氯聯苯，α-六氯環己烷及林丹在大氣中排放量 
 
表 16 將本港大氣中多氯聯苯、α-六氯環己烷及林丹的濃度與全球其他國家∕地區比較。總體

上，本港2013年錄得的多氯聯苯平均濃度為 0.003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立方米（類二

噁英多氯聯苯）及 19.1皮克∕立方米（標記多氯聯苯），與亞洲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水平相若

（Hogarh, J. N., et. al., 2013； Shin, S. K., et. al. 2011），且低於歐洲的水平（Castro-Jimenez, J., et. 
al., 2011； Mari, M., et. al., 2008；Moussaoui, Y., et. al., 2012）的水平。 2014年香港錄得的α-
六氯環己烷 及 林丹 的平均濃度則遠低於北非（Moussaoui, Y., et. al., 2012）的水平。 
 
表 16： 多氯聯苯、α-六氯環己烷及林丹在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的環境空氣濃度的比較 

國家 
∕地區 

年度 
濃度（皮克∕立方米）- 平均數（最小 - 最大） 

參考 
多氯聯苯 α-六氯環己烷 林丹 

香港 2013 

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 
0.003（0.002-0.008） 
標記多氯聯苯*： 19.1

（7.2-42.8） 

2.22 
(0.85-6.6) 

3.32 
(0.65-13) 

環保署的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2014年環

保署監測計劃 

法國 2007- 2008 
類二噁英 - 多氯聯苯： 1-8 
指標性多氯聯苯： 11-87 

- - 
Castro-Jimenez, J., 

et. al., 2011 

日本 2008 33-1125 - - 
Hogarh, J. N., et. 

al., 2013 

北非 2009 
類二噁英 - 多氯聯苯： 

0.04-0.15 
16-888 106-974 

Moussaoui, Y., et. 
al., 2012 

韓國 2008 
類二噁英 - 多氯聯苯#： 
0.008（不可量度-0.016） 

- - 
Shin, S. K., et. al. 

2011 

西班牙 2005- 2006 
SAB 區： 159（62-127） 

BK 區： 95（62-127） 
- - 

Mari, M.,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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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二噁英多氯聯苯，在大氣環境的單位為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立方米；類二噁英 - 多氯聯苯在大氣環境中由多氯聯

苯與毒性當量因子（12 檢測種同類物：77，81，105，114，118，123，126，156，157，167，169，及 189）；標記多氯聯苯

在大氣環境由 7 種同類物檢測：28，52，101，118，138，153，180。  
 
# 類二噁英- 多氯聯苯在大氣環境的單位為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立方米； 檢測數值低於可檢測限（檢測限， 0.05 皮
克∕立方米）會標示為不可量度。 
 
2.5.2.4 表土 
 
表 17 顯示了於2007- 2013年期間，在本港表土中錄得的全氟辛烷磺酸的污染水平比韓國的較

低（Kim et al., 2014）。由於香港錄得的六溴聯苯、五氯苯、全氟辛基磺酰氟、多溴二苯醚及硫

丹的濃度均低於檢測限。（Zhang. H. B., et. al., 2007；環保署2013年的調查項目），所以不能直

接與韓國的水平比較。 
 

表 17：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在香港及其他國家表層土壤的水平比較 

國家∕地

區 
年度 

六溴聯苯 
（微克∕

千克乾重） 

五氯苯 
（微克∕千

克乾重） 

全氟辛烷磺酸, 全氟

辛基磺酰氟 
（微克∕千克乾重） 

多溴二苯醚 
（微克∕千克

-乾重） 

硫丹 
（微克∕千克

乾重） 
參考 

香港 
2007- 
2013 

未檢出* 未檢出* 

全氟辛烷磺酸： 
0.197（<0.3-0.624） 
全氟辛基磺酰氟： 未

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Zhang, H. B., et. 
al., 2007；環保

署2013年的調

查研究項目 

韓國 
2010- 
2012 

不可量度# 
0.083（不可

量度#-0.531） 
0.29（不可量度

#-0.92） 
0.68（不可量

度#-4.78） 
2.19

（0.058-8.42） 
Kim, E. J., 2014 

* “未檢出“是指濃度低於檢測限；全氟辛烷磺酸及全氟辛基磺酰氟在表土的檢測限為0.3及10微克∕千克 -乾重；六溴聯苯，

五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及硫丹在表土的檢測限為1 ，0.1，1，0.1，0.5，1及7 微克∕千
克 – 乾重。 
 
#  “不可量度” 是指濃度低於檢測限；全氟辛烷磺酸及全氟辛基磺酰氟在表土的檢測限為 0.05 微克∕千克 - 乾重；多溴二苯醚

及硫丹及其相關異構體在表土的檢測限為 0.01 及 0.02 微克∕千克 - 乾重。 
 
 
2.5.3 生態風險評估 
 
2.5.3.1 浮游生物風險評估 
 
除滴滴涕外，計算得出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風險商數遠小於一，表示目前的水平，並不會對本
地浮游生物構成不可接受的、具顯著毒理學意義的顯著風險（表 18）。海水中滴滴涕的濃度略
高於保守慢性毒性篩選值，但明顯較2006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計劃」中輯錄的水平有所
下降 (<15 納克∕公升)。 
 
因此，滴滴涕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第二級風險評估。由 Ma, S.W.Y., et al. 於2006年發表的結論表
明，在採用 1.4 納克∕公升做為篩選值時，就算海水中滴滴涕的濃度接近 15 納克∕公升，
也屬於容許範圍。其風險評估的結果顯示當長期攝入滴滴涕毒性分布的首5個百分點不會超過
水中滴滴涕暴露量分布的最高5個百分點。因此得出的本地水生生物的攝入滴滴涕的潛在生態
風險水平仍可忍受。相同的結論同時適用於當滴滴涕濃度遠較2006之水平為低時 (1.9 納克∕
公升)，本港水中滴滴涕的暴露水平並不會對中層水生生物構成顯著的生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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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香港 2009-2011 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浮游生物的第一級生態風險評估 

化學物質 
香港海水平均濃度 
（納克∕公升） 

保守慢性毒性篩選值 
（納克∕公升） 

風險商數 

艾氏劑 <5 21.3c <1 
氯丹 0.0418 88 c <1 
滴滴涕 1.908 1.4 c >1 
狄氏劑 <5 22 c <1 

異狄氏劑 <5 44 c <1 
七氯 <5 68 c <1 

六氯代苯 <5 600 c <1 
滅蟻靈 <5 400 d <1 
毒殺芬 <5 43.2 c <1 

多氯聯苯 多氯聯苯總量： 0.356 7800 c <1 

二噁英∕呋喃 0.003 10 e <1 

α-六氯環己烷 0.119 - - 
β-六氯環己烷 0.246 7 c <1 

十氯酮 <5 - - 
六溴聯苯 <5 - - 

林丹 0.215 7 d <1 
五氯苯 <5 - - 

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全氟辛烷磺酸： 0.02 -12 - - 
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0.041 - -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0.232 - - 

硫丹 0.0485 10 d <1 
六溴環十二烷 - - - 

a
 二噁英∕呋喃及類二噁英-多氯聯苯在海水的單位為皮克世界衛生組織毒性當量∕公升。 
 
b：低於檢測限的濃度假設0.5檢測限。 
 
c：該值表示LC50除以50；LC50為指定的持續時間內50％生物體致死的濃度。 
 
d  根據｢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積物質量指引｣提供的數據。 
 
e： ｢人類健康及生態風險評估工作計劃｣（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2004）及｢水產品質量標準及指引的開發：二噁英｣（最終報

告，英國環境、食物及鄉郊事務部，2003年）。 
 
 
2.5.3.2 底棲生物風險評估 
 
如表 19 顯示，目前香港海洋沉積物中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平均濃度，全部低於已公佈的沉

積物質量篩選標準∕指引。香港目前的水平與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的沉積物質量篩選

標準∕指引的下限相若。結果表明，目前本地海洋沉積物受污染的水平，並不會對本地底棲生

物構成不可接受的、具顯著毒理學意義的顯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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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香港 2009-2011 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底棲生物的第一級生態風險評估 

化學物質 
香港海洋沉積物中的平均

濃度（微克∕千克乾重）b 
沉積物質量篩

選標準 
參考 

艾氏劑 0.164 9.5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明顯影響閾值c 

氯丹 0.135 

4.50-8.87 
 

0.5-6 
 

0.5-6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至

可能的影響程度d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低影響範圍至中影響範圍c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

積物質量指引，低至高e 

滴滴涕 1.671 

6.15-20.03 
 

1.58-46.1 
 

1.6-46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至

可能的影響程度d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低影響範圍至中影響範圍c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

積物質量指引，低至高e 

狄氏劑 0.254 

2.85-6.67 
 

0.02-8 
 

0.02-8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至

可能的影響程度d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低影響範圍至中影響範圍c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

積物質量指引，低至高e 

異狄氏劑 0.014 

2.67-62.4 
 

0.02-8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至

可能的影響程度d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

積物質量指引，低至高e 

七氯 0.148 
0.3 

 
298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明顯影響閾值c 

沉積物質量準則f 

六氯代苯 0.041 
6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外觀影響閾值c 
滅蟻靈 0.471 96 沉積物質量準則f 

毒殺芬 未檢出 
0.1 

43.2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 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d 

沉積物質量準則f 

多氯聯苯 
多氯聯苯總量†： 0.15 
多氯聯苯總量‡：18.36 

34.1-277 
 

22.7-180 
 

23 
 

237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 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

至可能的影響程度d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機物篩選快速參

考表，低影響範圍至中影響範圍c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

積物質量指引，低e 

沉積物質量準則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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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 
香港海洋沉積物中的平均

濃度（微克∕千克乾重）b 
沉積物質量篩

選標準 
參考 

二噁英∕呋喃 
二噁英∕呋喃†： 2.931 

二噁英‡： 4.33 
呋喃‡： 1.34 

0.85-21.5 
 

16.6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 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

至臨時沉積物質量指引d 

沉積物質量準則f 
α-六氯環己烷 0.035 - - 
β-六氯環己烷 0.021 - - 

十氯酮 未檢出 - - 
六溴聯苯 0.002 - - 

林丹 0.064 

0.94-1.38 
 

0.32-1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 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

至可能的影響程度d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

積物質量指引，低至高e 
五氯苯 0.122 - - 

全氟辛烷磺酸

和全氟辛基磺

酰氟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 
未檢出 

全氟辛基磺酰氟： 未檢出 

- 
- 

六溴二苯醚和 
七溴二苯醚 

0.089 
- 

- 

四溴二苯醚和 
五溴二苯醚 

0.077 
- 

- 

硫丹 7.08 - - 
六溴環十二烷 - - - 

a  
二噁英∕呋喃單位為納克毒性當量∕千克乾重； 

 
b  香港海洋沉積物的年齡及其有機碳含量約為0.8%（2004年數據）；1%的假定為便於在此表中的計算及比較； 
 
c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沉積物的準則，有機物篩選快速參考表（1999）； 
 
d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指引為保護水生生物，2002年； 
 
e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環境保護委員會建議臨時沉積物質量指引（以1%的有機碳為標準），2000；在臨時沉積物質量準則低及

高計算數值對應於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上市使用的低影響範圍及中影響範圍； 
 
f  沉積物質量標準採用了環保署的顧問研究「香港的有毒物質污染水平研究，編號CE922/99（環境）研究」二噁英∕呋喃的

單位為納克毒性當量∕千克； 
 
†：數據來自「有毒物質監測計劃」；及 
 
‡：數據來自「環保署2013年的調查研究」。 
 
 
2.5.3.3 海洋哺乳動物的風險評估 
 

對本地海洋環境中鯨類（中華白海豚及江豚）的生態風險評估結果顯示，其受8種首批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及7種新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氯丹、滴滴涕、狄氏劑、七氯、六氯代苯， 毒殺芬， 

多氯聯苯 及二噁英∕呋喃、十氯酮、六溴聯苯、林丹、五氯苯、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

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及硫丹）的風險商數均小於1，表示海洋環境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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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對本地鯨類產生不可接受的生態風險（表 20）。文獻中未找到陸上哺乳類動物的可接受

毒性值，屬於數據缺失。 

 
 
表 20：香港 2010 – 2011 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鯨類的生態風險評估 

化學品 

總攝入量 

（微克∕千克 每日 每公斤體重） 
可接受毒性性值 

（微克∕千克每日每公斤體重） 

風險商數 

（攝入量∕毒性值） 

中華白海豚 江豚 中華白海豚 江豚 

艾氏劑 4.23 x 10-3 6.38 x 10-3 -   

氯丹 1.66 x 10-2 1.76 x 10-2 1.88 x 101 <1 <1 

滴滴涕 2.62 x 10-1 2.77 x 10-1 1.00 x 102 <1 <1 

狄氏劑 2.93 x 10-3 4.88 x 10-3 6.25 x 10-1 <1 <1 

異狄氏劑 4.16 x 10-3 6.00 x 10-3 -   

七氯 3.25 x 10-3 3.75 x 10-3 1.25 x 100 <1 <1 

六氯代苯 3.25 x 10-3 3.75 x 10-3 1.00 x 101 <1 <1 

滅蟻靈 4.77 x 10-2 5.93 x 10-2 -   

毒殺芬 6.50 x 10-2 7.50 x 10-2 4.38 x 101 <1 <1 

多氯聯苯 5.53 x 10-6 7.88 x 10-6 6.25 x 100 <1 <1 

噁英∕呋喃 2.86 x 10-6 7.50 x 10-6 1.25 x 10-4 <1 <1 

α-六氯環己烷 5.40 x 10-3 7.13 x 10-3 - - - 

β-六氯環己烷 2.50 x 10-3 2.44 x 10-3 - - - 

十氯酮 5.01 x 10-3 4.88 x 10-3 8 x 102 <1 <1 

六溴聯苯 1.28 x 10-1 1.09 x 10-1 2 x 103 <1 <1 

林丹 1.63 x 10-3 1.88 x 10-3 3.3 x 102 <1 <1 

五氯苯 3.25 x 10-3 3.75 x 10-3 8.3 x 103 <1 <1 

全氟辛烷磺酸和

全氟辛基磺酰氟 
4.19 x 10-2 2.85 x 10-2 - - - 

六溴二苯醚和 

七溴二苯醚 
8.06 x 10-3 7.50 x 10-3 4.5 x 102 <1 <1 

四溴二苯醚和 

五溴二苯醚 
2.59 x 10-2 3.56 x 10-2 3.5 x 102 <1 <1 

硫丹 - - 6 x 102   

六溴環十二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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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特區實施計劃」的策略、優先次序、行動計劃和執行進度 

 
3.1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管理架構和實施策略 

 
• 適時更新《除害劑條例》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以確保《公約》附件的修訂得以適

當地納入有關的本地法例之內，以有效控制、減少並預防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人類健康和

環境可能造成的不良影響。 
 

• 在社會發展方面緊守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採用「最佳可行技術」和「最佳環境實踐」，

致力減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對環境造成的污染。 
 

• 繼續進行有系統的監察計劃，以便更準確掌握本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的特性和數量。

此舉對於策劃及制訂切實有效的行動計劃，以減少或最終消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至為重

要。 
 
3.2 目前本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狀況的整體評估 

 
• 按人口平均計算，本港近年（2012年）錄得的二噁英∕呋喃全年排放量與瑞士及美國的報

告值大致相若，且遠低於伊朗。2012年本港人均排放的二噁英∕呋喃明顯高於歐盟地區的

平均人均水平，但仍然明顯低於若干歐盟國家，如保加利亞、克羅迪亞、拉脫維亞、立陶

宛、波蘭、羅馬尼亞及斯洛文尼亞。 
 

• 2013年錄得的本地大氣中二噁英濃度與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水平相若如歐洲（法國、德國、

義大利及西班牙）及亞洲（韓國）。 

 
• 基於現有數據而進行的評估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目前本港海洋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污染水平，並不大可能會對海洋生物構成任何不可接受的、具顯著毒理學意義的生態風

險。 
 

• 本港市民每月攝入二噁英∕呋喃的總量，按每公斤體重計，估計為 21.9 皮克毒性當量，

與「糧農組織與世界衞生組織的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會議2001」所訂的「每月可容忍攝入

量」（70皮克毒性當量）相比，明顯偏低。飲食是本港居民攝入二噁英∕呋喃的主要途徑，

佔總攝入量的98.6%。 
 

•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的結果顯示，就目前本地環境和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而

言，香港居民經呼吸和飲食的終生攝入量，並不會對人體構成不可接受的、具顯著毒理學

意義的慢性毒性∕致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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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海洋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遠低於內地、美國和歐洲共同體所制訂的

國家及海外食物安全標準∕行動水平。 

 
3.3  行動計劃及執行進度 
 
3.3.1. 加強體制和規管制度  
 
為符合《公約》對制度及條例系統要求的行動項目及其執行進度摘要，載於行動計劃 1。 
 
行動計劃 1  管理及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法律架構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 

1. 檢討本港對除害劑的整

個管制系統。 
漁護署  於2013年修正的《除害劑條例》（第133章）加入新條款

以確保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害劑的控制完全符合《斯德

哥爾摩公約》要求及《鹿特丹公約》於國際貿易中對某些

危險化學品及除害劑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 
 已修正之法例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生效。 

 非除害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 檢討本港對非除害劑有

毒化學品的進出口、製造

和使用的整個管制系統。 

環保署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第133章）於2008年4月1日生

效。 
 鑑於《斯德哥爾摩公約》於2009年5月列出5種新的非除害

劑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中國於2013年12月接受，環保署

修訂《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而修訂令從2015年1月開

始生效。 
 

3.3.2. 核實及完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  
 
編製詳盡而可靠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對於策劃及制訂切實有效的行動計劃，以減少並最

終消除本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至為重要。行動計劃 2撮述行動項目及其執行進度，以彌補目

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中關鍵數據的缺失，包括二噁英∕呋喃排放源清單、環境中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經飲食攝入量和人體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載荷。 
 
行動計劃 2 核實及完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排放源清單 – 以副產物形式排放的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3. 制訂更具代表性的本地

「鋁加工」過程全年產量

和排放水平。 

環保署  於2006年10月完成本地一間工廠的研究及取得本地的排

放因數。環保署已用本地的鋁板生產工藝排放因子以更新

二噁英排放清單。 

4. 在源頭進一步分析污水

和淤泥。 
環保署   於2011年10月已委託研究，進一步地現場取樣和進行實驗

室分析垃圾堆填區及污水處理廠的污水，污泥和垃圾滲濾

液的有毒物質。該研究已於2012年6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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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5. 搜集雨水排放量並加以

分析，以評估二噁英∕呋

喃的污染水平。 

環保署  從2004-2012年期間，環保署進行了3年週期有毒物質監測

方案的基準信息收集調查，及由香港的8個地點搜集全年

雨水排放量並加以分析。由第4週期開始（即2013-2015
年），環保署將繼續每3年，由以上8個位置中的3個地點

收集雨水樣本分析，以對比基準數據。 

6. 分析本地禽畜廢物堆

肥，並為有關行業制訂本

地二噁英∕呋喃排放因

子。 

環保署  研究於2007年2月完成。以2008年為基準年，本地的排放

因數已可用於更新本地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清單中。 

7. 進一步分析源自燃煤鍋

爐廠的鍋爐煤灰殘餘物

的成分和歸趨。 

環保署  研究於2008年2月完成。以2008年為基準年，本地的排放

因數已可用於更新本地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清單中。 

8. 管理含有全氟辛烷磺酸

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成分

的水成膜泡沫滅火劑 

環保署  環保署要求妥善儲存滅火劑，並定期監測環境中全氟辛烷

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水平。 
 含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基磺酰氟的滅火劑，處置時受

《廢物處置條例》規管。 

 
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水平 – 本地環境媒介和水生生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9. 將《公約》下12種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納入本地大

氣的常規監察計劃中。 

環保署  由1997年中期開始，環保署已定期監察香港的二噁英、呋

喃及多氯聯苯於環境空氣的水平。《公約》於2009年5月
及2011年5月針對新列出的10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於

2011年1月跟政府化驗所開展定期監測有機氯除害劑，以

包括其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於我們的階段報告中。 

10 將《公約》下12種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尤其是二噁

英∕呋喃）納入本地海

水、海泥和海洋生物的常

規監察計劃中。 

環保署  由有毒物質監測方案的第2週期開始（2007-2009），《公

約》中的12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已被納入本地海水、海泥

和海洋生物的常規監察計劃中。 
 從2011年起，9種新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已被加入監察列

表，因此環保署已定期增加監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本地

海水、海泥和海洋生物的數目至21個。 

11. 按項目對本港水鳥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情

況作進一步的研究。 

漁護署  研究於2007年10月落實。最終報告已於2008年11月轉交給

環保署。 

12. 按項目對本港海洋哺乳

動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污染情況作進一步的

研究。 

漁護署  香港海洋生物的組織分析和生態風險評估研究，已於2009
年10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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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13. 按項目監察本港內陸水

域和河流沉積物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環保署  從2004-2012年，環保署進行了3年週期有毒物質監測方案

的基準信息收集調查，及由香港的7個地點搜集內陸水域

和河流沉積物樣本。由第4週期開始（即2013-2015年），

環保署將繼續每3年，由以上7個位置中的3個地點收集內

陸水域和河流沉積物樣本分析，以對比基準數據。 

14. 按項目監察本地表土和

植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污染水平。 

環保署  於2009年11月已委託研究，現場取樣和進行實驗室分析本

地土壤樣本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該研究已於2010年3月
完成。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經飲食攝入量 – 本地消費的食物和食水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飲食模式

和「食物安全標準∕行動水平」 

15. 將《公約》中的12種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分析，納

入本港主要食物組別的

常規食物監察計劃內。 

食環署  《公約》中的12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除毒殺芬外，其他

11種已被納本港主要食物組別的常規食物監察計劃內。 

16. 考慮將《公約》中的12種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納入

常規食水監察計劃內。 

水務署  《公約》中的12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食水監察計劃於

2006年11月展開。 

17. 食環處已開展一項全港

居 民 食 物 消 費 量 的 調

查。如有額外資源，會於

未 來 進 行 「 總 膳 食 研

究」。 

食環署  2010年4月，食物消費調查結果於食物安全中心網站上發

布。 
 食物消費量的資料被用於風險評估項目（例如香港成年人

從膳食攝入碘的風險評估）及總膳食研究去估算接觸各種

營養及污染物的風險並增進市民對污染物及食品添加劑

的風險認知。這些資料對政府於制訂香港公共政策及推廣

食物安全教育尤其重要。 
 二噁英及類二噁英多氯聯苯以及多溴二苯醚的研究報告

分別於2011年12月及2012年4月公布。 
 其他於食物含有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即艾氏劑、狄氏

劑、異狄氏劑、氯丹、滴滴涕、七氯、六氯代苯、滅蟻靈 
及 毒殺芬、十氯酮、五氯苯、硫丹、α-六氯環己烷、β-
六氯環己烷、及林丹的實驗室測試結果已完成。整個總膳

食研究於2014年完成。 

18. 考慮制訂本港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的「食物安全行

動水平」。 

食環署  考慮食物安全行動水平時，已參照國家和國際食品安全標

準。如有需要，行動水平會參考總膳食研究的結果而設定。 

 人體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載荷–母乳和血液∕血清 

19. 參與第4次及隨後由世衛

組織協調就母乳中《公

約》下12種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所展開的污染水平

調查。 

衞生署  於2001年1月已完成香港人口中，人乳的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水平的研究。 



51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20. 參照國際最佳守則，考慮

按項目量度本港居民血

液 ∕血清中各種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 

衞生署  當有資源時會考慮開展研究。 

 
 
3.3.3. 減少排放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措施 
 
《斯德哥爾摩公約》第5條要求締約方採取措施減少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產生和排

放，即二噁英∕呋喃，並對附件C第二部分所確定來源類別中的新排放源採用「最佳可行技術」

和「最佳環境實踐」。在香港特區，根據現行《空氣污染管制（指明工序）規例》，所有附件

C第二部分涉及的來源類別，包括焚化爐（火葬場及化學廢物焚燒設備）、次級鋁加工廠及發

電廠均屬「指明工序」，須受發牌管制。營運者須實施「最佳可行方法」，控制有關操作工序

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並將其減至最低。「最佳可行方法」列明了有關工廠∕工序設計、作業方法

和排放標準的最低技術要求。當局會考慮包括《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下

的有關國際「最佳可行技術」∕「最佳環境實踐」指引，不時對「最佳可行方法」進行檢討，

並在必要時作出修改，以確保有關排放規定與最新國際最佳守則一致。此外，任何屬以上排放

源的新發展項目，亦須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通過嚴格的環評程序。 
 
減少排放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即二噁英∕呋喃的措施及執行進度概述於行動計劃 
3。這些措施屬於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事務範疇下的現行工作，按既定時間表付諸實施。 
 
 
行動計劃 3  減少排放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措施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減少二噁英∕呋喃經空氣的排放 

21. 優化使用現有燃氣發電

廠的發電能力，以及逐步

淘汰舊有的燃煤發電機

組，更換為燃氣發電設

備。 

環保署  分別於2010年12月、2012年11月及2014年12月頒佈第二份、

第三份及第四份技術備忘錄亦收緊發電排放的上限標準，並

分別於2015年、2017年及2019年對電廠生效，使其儘量使用

天然氣發電機組，及優先改造優化燃煤發電機組以符合收緊

後排放上限標準的要求。 
 作為長期策略而言，已建議2020年前完成優化燃料組合以增

加使用清潔能源並減少對燃煤發電的倚賴。 

22. 通過「最佳可行方法」收

緊火葬場的二噁英排放

標準，並逐步淘汰或更換

舊有的焚屍爐。 

環保署∕

食環署 
 於2008年9月修訂及發行的火葬場「最佳可行方法」指引收

緊新裝置的二噁英∕呋喃的排放標準至 0.1 ng I-TEQ/m3。

計劃正在制定，在不對服務導致的重大的干擾下，逐步取代

公眾火葬場的舊火化爐。 
 和合石火葬場更換火化爐的工作已於2012後期完成。此外，

歌連臣角火葬場更換火化爐第一期的工作已於2012年後期

完成，而第二期將會於2015年年底完成。 

23. 實施更嚴格的車輛廢氣

排放標準。 
環保署  從2012年6月1日起，我們分階段實施歐盟V期車輛廢氣排放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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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由2012年12月31日起，所有新登記車輛須符合歐盟V期車輛

廢氣排放標準。 
 基於符合車輛型號的供應，我們會考慮盡快實施歐VI排放標

準的時間表。 

 減少二噁英∕呋喃在海洋環境的排放 

24. 落實全港污水改善計

劃，包括淨化海港計劃第

二期甲工程和提升各個

污水處理廠的處理級別。 

環保署  於2014年完成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主要工程，第二期甲工

程預計在測試和調試程序後，在2015年的第三季度投產。 
 在榕樹灣及南丫島索罟灣的新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已在2010

年開始，於2014年完成。 
 現在有計劃逐步擴大和在未來五年之內升級位於石湖墟，元

朗新圍，沙頭角，屯門，梅窩，大澳及長洲地區污水處理廠。 

 綜合環境廢物管理 

25. 以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模

式，實施綜合廢物管

理。其中包括以避免廢

物產生及廢物回收再造

為首要工作，和採用「最

佳可行技術」和「最佳

環境實踐」，處理醫療

廢物、淤泥及不可避免

的都市固體廢物。 

環保署  2005年12月公佈了｢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 
2014）」以達致廢物管理的可續發展。 

 2013年5月發佈了｢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該｢香港

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勾勒了未來十年香港廢物管理的

整體策略、目標政策及行動綱領，並以2022年整體都市固體

廢物棄置量廢少40%為目標。 
 根據｢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的一部分策略，當局

計劃建造具有日處理量 3,000 公噸的第一期綜合廢物處理

設施。使用先進的廢物焚化爐作為核心技術，經處理的都市

固體廢物將減少90%的體積。在設計及建設綜合廢物處理設

施期間，會採用「最佳可行技術」和「最佳環境實踐」。

2022-2023年設施項目及設計已進入招標程序。 
 處理醫療廢物及污泥亦會採用「最佳可行技術」和「最佳環

境實踐」。日處理量 2,000 公噸的污泥處理設施已在屯門

興建及運作，以使用高溫焚化技術處理來自本地污水處理廠

的污泥。從2011年8月開始，由廢物產生者產生的醫療廢物

已受法例規管，管制計劃下，所有醫療廢物必須收集並指定

由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設施進行高溫焚化處理。 

 
3.3.4. 提升公眾意識運動 
 
為提升本地公眾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問題的認識而採取的行動項目及其執行進度概述於行動

計劃4。 
 
行動計劃 4 - 提升公眾意識運動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26. 在環保署網站設立有關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專

題網站。 

環保署  環保署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專題網站於2006年5月啟動，並

在2014年9月進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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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編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資料單張，派發給巿

民參閱；設計和制作展

板，於環保署環境資源

中心和其他合適場地展

出。 

環保署  已於公眾（包括學生，成年訪客）參觀環境資源中心時派發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資料單張。 

28. 為社區各目標組別（學

生、專業人士、非政府

組織和公眾）籌辦以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為主題

的宣傳活動、教育∕培訓

和參觀活動。 

環保署  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為主題的已包括在環境資源中心舉辦

的導遊內。分別約640和680個給中小學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相關的導賞團在2013年和2014年的分別涉及的主題。 
 為了慶祝簽署《公約》十周年及向公眾推廣，於2011年11

月至2012年3月期間在香港9個地方舉辦題為｢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巡迴展｣的活動。 
 
3.3.5. 與內地進行區域協作  
 
香港地理上位處珠江口，我們有必要將珠三角視為一個整體，對區域環境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進行完善和有效的環境管理。行動計劃 5 載述行動項目及其執行進度，以加強與內地，特別

是珠三角的區域協作。 
 
行動計劃 5 與內地進行區域協作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29. 籌辦區域技術工作坊和

培訓研討會，討論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監察和

分析步驟及風險評估方

法。 

環保署∕ 

政府化驗所 
 在環保署統籌下，政府化驗所參加了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化學部舉辦的「全球首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就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作國際比對研究期終工作坊」的亞洲聯會。政府化

驗所的代表出席了2009年4月於北京舉行的項目啟動工作

坊。項目總結工作坊於2010年2月在香港舉行。 
 來自泛珠三角省份及城市的多個政府部門及數間本地的

學術機構參與了2012年4月10-11日於香港舉行了一場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工作坊。 

30. 按項目進行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區域聯合監測計

劃。 

環保署∕ 

政府化驗所 
 香港環保署及政府化驗所與深圳市環境監測中心站及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於2009年成功完成了一個研究深灣水體∕
沉積物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先導合作項目。 

 香港環保署與深圳市環境監測中心站合作開發及優化兩

地二噁英排放清單，並於2012年9月開展跨區域二噁英監

測項目。香港環保署與深圳市環境監測中心站於2013年4
月交換審視了二噁英的監測數據。 

 
3.3.6. 能力建設  
 
為實現「香港特區實施計劃」的各項目標，必須在香港特區內進行及∕或加強下述工作，行動項

目及其執行進度於行動計劃 6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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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劃 6  能力建設 
編號 行動項目 負責部門 執行進度 

31. 改善法律和管理制度，全

面有效管制本港的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 

環保署∕ 

漁護署 
 《除害劑條例》和《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已制定來建立

法律和管理制度，來全面管制本港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32. 推廣在本地社區活動、工

業工序和公用事業使用

「最佳可行技術」和「最

佳環境實踐」。 

環保署  這是一個持續檢討的程序，以找到燃燒相關工序及管制二

噁英的「切實可行方法指引」。為符合《公約》的第5號
文件附件C中的「最佳可行技術」指引和「最佳環境實踐」

指引，指引的要求在需要的情況下將會修改。 
 「切實可行方法指引」中對管制火葬場、不同廢物焚化

爐、次級鋼鐵生產及水泥生產工序中排放二噁英的要求已

做出相應地更新。有關瀝青水泥廠的「切實可行方法指引」

正在檢討中。 

33. 與本地學術界和商營化

驗所緊密合作，以加強本

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

監測和分析能力。 

環保署∕ 

政府化驗所 
 政府化驗所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數據庫的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試析實驗室，並參加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實驗室之間的

校準研究－2009年亞洲地區。 

34. 更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數據庫和完善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清單。 

環保署  環保署已委託研究審查《公約》新增的五個非除害劑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污染水平。該研究評估了新增的非除害劑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於環境的水平。該研究已於2013年5月
完成。 

 
 
3.3.7. 實施計劃檢討和成效評估  
 
《公約》第15及16條要求定期檢討「國家實施計劃」的進度∕成效，並向締約方大會作出匯報。

「香港特區實施計劃」涵蓋管制∕限制有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進出口、製造和使用，

減少二噁英∕呋喃排放，以及改善本地和區域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制與管理的行動計劃，其實

施成效，將會根據每年本港進口∕出口∕製造∕使用活動的紀錄、定期的監測報告和對本港環

境∕食物中及人體攝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專題研究報告進行評估。所得數據已用於更新和完

善香港特區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促成我們在檢討年度時能以科學的方法重新評估本港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最新狀況。香港特區在2008年及2014年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介紹香港最新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清單及「香港特區實施計劃」的成效檢討。 

 

「香港特區實施計劃」的檢討和清單的更新將會按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斯德哥爾摩公約》的有

關規定而進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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