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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发布 《化学品测试导则》等

三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４］６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

态环境，现批准 《化学品测试导则》等三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编号、名称如下：

ＨＪ／Ｔ１５３—２００４化学品测试导则
ＨＪ／Ｔ１５４—２００４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导则
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
上述三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标准信息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ｗｗｗ．ｅｓ．ｏｒｇ．ｃｎ）

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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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规范化学品测试工作，

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对化学品的理化特性、生物系统效应、降解与蓄积、健康效应四个方面固有性质的

测试要求。

本标准主要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的化学品测试准则的框架和内容制定。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申报，应按照本标准的方法进行测试，提交测试数据。现有化学物质风险与

安全评价，按照本标准的方法进行测试。环境监测可参考本标准的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医学中

心、北京市化工研究院、第二军医大学。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批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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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品 测 试 导 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的理化特性、生物系统效应、降解与蓄积、健康效应四个方面的测试要

求。　　　　
本标准的理化特性测试仅适用于纯化学物质；生物系统效应、降解与蓄积、健康效应的测试适用

于纯化学物质和以产品出现的混合物、制剂。

本标准适用于新化学物质的申报、现有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价和环境监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
化学品测试方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化学品测试方法》编委会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４日
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技术监督局，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１日
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试行）　科学技术部、卫生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

３ 术语和定义

《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 （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
准。　　　　
３１ 化学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新化学物质申报、现有化学物质风险评价所涉及的纯化学物质及其产品。

３２ 测试
ｔｅｓｔ
获得受试物理化特性、生物系统效应、降解与蓄积、健康效应的一个或一组实验。

３３ 测试系统
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测试中使用的任何物理的或化学的、动物的、植物的、微生物的、多种细胞或亚细胞的系统及其

组合。

３４ 受试生物
试验生物

ｔｅｓ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测试系统中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３５ 受试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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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物

待测样

ｔｅｓ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被测试的单一化学品或混合物。

３６ 参比物
参考物质

对照物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在测试中为证实或否定受试物的某种特性或判断测试系统有效性而使用的化学物质或混合

物。　　　　　　
３７ 理化特性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定量化表征的受试物物理的和化学的特性。

３８ 生物系统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ｂｉ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受试物对生物个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影响。

３９ 生物降解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与微生物接触后，受试物逐步分解。

３１０ 快速生物降解性
ｒｅａｄｙ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限定的时间内，受试物与接种的微生物接触，表现出的生物降解能力。

３１１ 固有生物降解性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最佳试验条件下，受试物长时间与接种的微生物接触，表现出的生物降解潜力。

３１２ 生物蓄积
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化学物质在生物体各器官组织内的聚积。

３１３ 健康效应
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
受试物对动物有机体影响，包括急性毒性、短期重复染毒毒性和亚慢性毒性、皮肤和眼局部毒

性、致敏性、生殖／发育毒性、致癌性、慢性毒性、联合毒性、遗传毒性、免疫毒性，以及毒物动力
学等。

３１４ 标准操作规程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ＳＯＰｓ
记述完成例行的、已程序化的活动或试验的实验室内部书面文件。

４ 测试要求

４１ 一般说明
从事化学品测试的机构应符合 《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的规定。
测试中应注意加强安全与卫生防护。

使用试验生物进行测试的，应保障动物福利，在确保测试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使用动物的数

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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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测试方法
对化学品的理化特性、生物系统效应、降解与蓄积、健康效应的测试应采用 《化学品测试

方法》中的方法 （见附录 Ａ）。在测试报告中应标明采用的测试方法名称及测试方法发布日
期。　　　

当几种等效方法同时存在时，测试机构应根据自身条件、受试物等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方法

进行测试。

４３ 必备资料
必备资料是进行测试之前须知晓的受试物相关特征及数据，对于提高测试的正确性、准确性、可

比性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开展测试前，应根据 《化学品测试方法》的具体要求，获取并认真研究

必备资料的信息。应对必备资料的来源及可靠性进行分析，必要时需首先测试必备资料中要求的数

据。　　　
４４ 参比物

测试中所需的参比物，应符合 《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的具体规定。
其规格与质量应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或符合国际惯例。有专门的接收、存放以及加入测试体系的设

施，保存其名称、来源、批号、纯度、购进或制备日期、使用情况、保存条件、处理处置等记录。

４５ 仪器设备
测试中所需仪器设备的数量和性能应满足测试方法的要求，并符合 《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

则》（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的具体规定。应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并有必要的文件和记录证明其运行状
态。　　　　
４６ 受试生物

生物系统效应和蓄积测试应采用来自稳定可靠来源的受试生物，并能提供相应的培养繁育等历史

记录、质量证书、生物供应机构的资质证明等文件；

降解测试，应尽量采用来源同一且性能稳定的活性污泥，并有必要且详细的文件和记录用以证明

其来源和性能；

健康效应测试应采用符合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实验动物许可证

管理办法》（试行）以及相关标准规定的合格实验动物，并有必要且详细的文件和记录用以证明其来

源及品质。

４７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测试机构应按照 《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ＨＪ／Ｔ１５５—２００４）的规定，建立质量保证与控

制部门，负责监督测试质量。

应按照测试方法编制详尽明确有效的标准操作规程，确定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绘制质

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图表，并在测试中进行有效监督。

４８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括：

（１）试验基本信息：包括试验名称、试验计划号、研究号、报告号等；
（２）测试机构名称及一般信息；
（３）试验的准确起止日期；
（４）受试物：化学名称、其他名称 （商品名等）、化学结构式、成分、制造厂商、批号、纯度、

等级和必备资料数据等；

（５）测试系统基本情况：如受试生物的学名、品系、大小、来源、驯化情况、试验开始时动物的
年龄、规格等；

（６）受试物预处理；
（７）测试方法：包括试验条件、剂量或浓度设计、分组和重复情况，步骤、数据处理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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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测试结果，必要时增加讨论内容；
（９）签章：试验人员、试验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测试机构负责人的签名及日期，测试机构加盖

印章。

５ 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与监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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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化学品测试方法名录

理化特性

１０１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光光度法
１０２　熔点／熔点范围
１０３　沸点
１０４　蒸气压
１０５　水溶解度
１０６　吸附／解吸
１０７　分配系数 （正辛醇／水）摇瓶法
１０８　在水中形成配位化合物的能力———极谱法
１０９　液体和固体的密度
１１０　颗粒物粒度分布／纤维长度和直径分布
１１１　与ｐＨ有关的水解作用
１１２　在水中的离解常数滴定法、分光光度法、电解法
１１３　热稳定性和空气稳定性的筛选试验

国际杀虫剂分析协作委员会加速贮存试验、热分析法 （差热分析和热重分析）

１１４　液体的粘度毛细管法、旋转度计法、受力球粘度计法
１１５　水溶液的表面张力
１１６　固态和液态物质的脂溶性
１１７　分配系数 （正辛醇／水）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ＰＬＣ）
１１８　凝胶渗透色谱法 （ＧＰＣ）测定聚合物的数均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
１１９　凝胶渗透色谱法 （ＧＰＣ）测定聚合物低分子量部分的含量
１２０　聚合物在水中的溶液萃取行为

生物系统效应

２０１　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２０２　蟤类２４ｈＥＣ５０急性活动抑制试验
２０３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２０４　鱼类１４天延长毒性试验
２０５　鸟类限定日食量毒性试验
２０６　鸟类繁殖试验
２０７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２０８　陆生植物生长试验
２０９　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
２１０　鱼类早期生活阶段毒性试验
２１１　大型蟤繁殖试验
２１２　鱼类胚胎－卵黄囊吸收阶段短期毒性试验
２１３　蜜蜂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２１４　蜜蜂急性接触毒性试验
２１５　鱼类幼体生长试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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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土壤微生物：氮转化测试
２１７　土壤微生物：碳转化测试
２９９　种子发芽和根伸长毒性试验

降解与蓄积

３０１　快速生物降解性
３０１Ａ　ＤＯＣ消减试验
３０１Ｂ　ＣＯ２产生试验
３０１Ｃ　改进的ＭＩＴＩ试验 （Ｉ）
３０１Ｄ　密闭瓶试验
３０１Ｅ　改进的ＯＥＣＤ筛选试验
３０１Ｆ　呼吸计量法试验
３０２Ａ　改进的半连续活性污泥 （ＳＣＡＳ）试验
３０２Ｂ　赞恩－惠伦斯试验
３０２Ｃ　改进的ＭＩＴＩ试验 （Ⅱ）
３０３Ａ　模拟试验———好氧污水处理：偶联单元试验
３０４Ａ　土壤固有生物降解能力
３０５　流水式鱼类试验
３０５Ａ　连续静态鱼类试验
３０５Ｂ　半静态鱼类试验
３０５Ｃ　鱼类生物富集试验
３０５Ｄ　静态鱼类试验
３９９　吸收和富集试验

健康效应

４０１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４０２　急性经皮毒性试验
４０３　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４０４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４０５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４０６　皮肤致敏试验
４０７　啮齿类动物２８天经口毒性试验
４０８　亚慢性 （９０天）啮齿类动物经口毒性试验
４０９　亚慢性 （９０天）非啮齿类动物经口毒性试验
４１０　反复经皮毒性：２１／２８天试验
４１１　亚慢性经皮毒性：９０天试验
４１２　反复吸入毒性：２８天或１４天试验
４１３　亚慢性吸入毒性：９０天试验
４１４　致畸试验
４１５　一代繁殖毒性试验
４１６　两代繁殖毒性试验
４１７　毒物动力学试验
４１８　有机磷化合物急性染毒的迟发性神经毒性试验
４１９　有机磷化合物亚慢性 （２８天）染毒的迟发性神经毒性试验
４２０　急性经口毒性：固定剂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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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生殖和发育毒性筛选试验
４２２　结合反复染毒毒性研究的生殖发育毒性筛选试验
４２３　急性经口毒性：急性毒性的阶层法
４２４　啮齿类动物的神经毒性试验
４２５　急性经口毒性：上下增减剂量法
４５１　致癌试验
４５２　慢性毒性试验
４５３　慢性毒性与致癌性联合试验
４７１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４７３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４７４　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
４７５　哺乳动物骨髓染色体畸变试验
４７６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４７７　黑腹果蝇伴性隐性致死试验
４７８　啮齿类动物显性致死试验
４７９　哺乳类动物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体外试验
４８０　酿酒酵母基因突变试验
４８１　酿酒酵母有丝分列重组试验
４８２　哺乳类动物细胞ＤＮＡ损害与修复／程序外ＤＮＡ合成体外试验
４８３　哺乳动物精原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４８４　小鼠斑点试验
４８５　小鼠可遗传易位试验
４８６　体内哺乳动物肝细胞程序外ＤＮＡ合成 （ＵＤＳ）试验
４９０　空斑形成细胞试验 （ＰＦＣ）
４９１　迟发型超敏反应试验
４９２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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