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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价中可接受风险水平探讨

欧阳黄鹂!曲常胜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环境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2南京21$%%')$

摘2要!简述了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介绍了国外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价中可接受风险水平的选取$ 提出

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价和修复治理应合理选取风险可接受水平数值"梳理现有修复治理工程修复目标值的制定过程"建立

差异化的可接受风险水平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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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内涵
风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和某一特定时间

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是自然 V经济 V社会
系统的一种属性"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伴随着一定的
风险"包括财产和商业利益损失风险#安全风险#健
康风险#环境风险等$ 经济社会活动决策与人们对
相应风险的可接受水平密切相关$ 社会公众根据
主观愿望对风险水平的接受程度"即为可接受风险
水平

-$. $ 例如"极限运动比正常体育运动具有更
高的意外伤害风险"而极限运动爱好者由于兴趣驱
使"比普通公众具有更高的风险可接受水平$

可接受风险水平应该包括 1 方面涵义!一方
面"风险不是无条件接受的"仅仅在所获利益可以
补偿所带来的风险时才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
鉴于风险的客观存在属性"人们不可能通过预防措
施彻底清除风险"因此风险也不是无条件不可接受
的$ 例如"公众进行商业投资旨在获取资本收益的
同时"也存在本金亏损的风险"此风险不会因个体

主观愿望而完全规避"决策取舍因投资人的价值偏
好而异$ 正由于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风险
的可接受性进行研究成为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1. $

@?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发展历程
国际上对可接受风险水平的研究源于 1% 世纪

/% 年代$ $(/0 年"英国在其颁布的法律 + =>9
79@LE> @.D b@H9EF@ESGAR QJE$(/0,中提出了风险
决 策 领 域 中 的 Q̂ Q̀ [& @-LGI @-A9@-G.@MLF
?A@JE,J@ML9'准则"对于可接受风险的选择以及制定
合理的风险控制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今仍广为
应用

-' V0. $ Q̂ Q̀ [准则将风险划分 ' 个区域!不
可接受区#合理可接受区和广泛可接受区&可忽略
区'"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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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B2准则

&$' 若风险处于不可接受区"无论收益多大"
均必须采取措施减少风险%

&1' 若风险处于广泛可接受区"风险处于很低
水平"可以忽略%

&'' 两者之间的区域为合理可接受区"在经济
可行的情况下需尽量减少风险"即通过成本 V风险
分析&ZG-EV̀ ,-R Q.@LF-,-'确定是否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

根据边际产出变化规律可以描述) Q̂ Q̀ [准
则*的经济本质"见图 1 -W. $ 当系统不采取任何安

全保障措施时"系统将处于不可接受的高风险水
平$ 随着风险控制投资的投入"风险水平显著下
降"然而并不呈线性降低"而是类似于生产要素的
边际产出"先递增后递减"即风险控制投入存在最
佳经济效益点$ 当系统的风险水平越低时"要进一
步降低风险就越困难"相应的风险管理成本往往呈
指数曲线上升

-). "即风险水平降低到一定水平后

将不再随着投入的增加而明显降低$ 这也说明风
险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控制在一个合理可靠的范
围内$

图 @?风险与风险控制成本关系曲线

Q̂ Q̀ [准则所包含的可接受线和可忽略线"

各国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 一般认为个人风险
可接受水平多是在历史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各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情况制定的"各国通常
设定在 $% V' ]$% V)"其中 $% V)

与人类社会面临的

自然灾害水平相当$ 研究表明人们根据个人知识
和经验来接受已明确的风险"而对未知的风险有更
多的恐惧"从而易将其后果判断得比较严重%长期
暴露于某种风险中"人们会低估风险水平"如生活
在地震地区的人群或从事井下开采的工人$ 因此"
在确定可接受风险水平标准时"需要了解公众在日
常生活中接触的风险水平"如自然灾害风险#疾病
风险等$ 此外"个体差异#文化因素等也会导致风
险的感知和接受表现不同

-/. $ 如在评价毒物及放
射性垃圾处理的危害时"英国人关注运输风险"匈
牙利人关注操作风险"美国人关注环境风险"这些
差异可能与英国人对其人口密度的担忧#匈牙利人
对操作可靠性的关心及美国人对环境质量的关注

等国家文化上的差异有关
-4. $ 在美国核能管理委

员会 的 资 助 下" 橡 树 岭 国 家 实 验 室 曾 出 版
+Q??AG@J>9-EG@JJ9?E@ML9A,-R! QJA,E,J@L<B,D9,一
书"就可接受风险进行了专门探讨"也明确指出风
险决策过程中一定有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存在全社
会通用的可接受风险数值

-1. $ 因此"可接受风险
水平的确定与其说是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政治
问题$

A?国外污染场地风险评价中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土壤污染关系农产品环境质量#公众人居安

全
-(. $ 在场地污染防治领域"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荷兰等国采用了健康风险评估模式"即在场
地污染调查和人群暴露情景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
析场地特定利用方式的人群健康风险水平"制定风
险控制措施"并筛选确定相应的修复治理目标$ 在
此过程中"$% V) &百万分之一的额外致癌风险"即
每百万人中会有 $ 人因该场地污染而致癌'被广
泛用于人群致癌风险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事实上"
人类因暴露于各种环境污染物的自然背景而产生

的致癌风险约为 $% V1 ]$% V' -$%. "也就是高于所谓
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 V)

约 $ %%% ]$% %%% 倍$ 因
此"$% V)

对很多地区的环境风险控制和污染治理产

生了重要经济影响"尤其是污染场地修复治理行业
起步较早并投入大量资金以求达到这一风险控制

目标的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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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被广泛用于确定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目

标"然而这一数值并没有严格的科学#社会#经济或
其他合理依据

-$$. $ $% V)
作为可忽略的风险水平

&9--9.E,@LLFC9AGL9K9L'"最早于 $(/' 年被美国食品
药品监管局&8bX!Q'用于致癌性动物药品的测试
分析方法评价"以监管可加工为食物的动物制品的
安全性

-$1. $ 此后"$% V)
被美国环保署&8bT[Q'引

用作为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的最大可接受风险值"风
险低于 $% V)

则代表安全$ 学者 a9LLF等 -$$.
认为在

这一引用的过程中"$% V)
的含义被曲解"美国食品

药品监管局确定的 $% V)
是一个筛选值"低于该数

值意味着不需要采取监管措施"而非动物制品中致
癌性残留物可接受水平的制定则需要建立在成本

V效益分析的基础上$
至 1% 世纪 (% 年代"尽管 $% V)

在场地修复治理

领域应用广泛"但这一严格的标准却未应用于汽车
尾气#氡污染等其他对公众健康风险更高的污染治
理工作中$ 由于废弃场地的修复治理执行 $% V)

标

准"美国环保署为此花费巨大并受到质疑"学术界
开始有声音要求重新审视将 $% V)

作为污染场地的

可接受风险水平标准
-$$. $ 污染场地的可接受风险

水平逐渐由 $% V)
发展为 $% V0 ]$% V)

的风险区间$
如美国密苏里州#新墨西哥州等在制定基于风险评
估的土壤筛选值时"采用致癌风险 $% VW

作为可接

受风险水平
-$'. %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

&Ỳ "O'在制定基于健康风险评估的土壤标准时"
以 $% V0

作为可接受致癌风险%加拿大在进行土地
利用规划时"明确处于 $% VW ]$% V)

风险等值线之

间的区域可用作商业用地#办公楼或低密度住宅开
发

-4. $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环保署 $(() 年在
+土壤筛选值指南,中推荐 $% V)

用于计算基于风险

评估的土壤筛选值
-$0. "当场地污染浓度超过筛选

值时会启动更详细的现场调查和风险评估"$% V)
属

于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治理计划制定过程中的阶

段参考值%列入美国优先治理清单的污染场地"累积
风险超过 $% V0

时才会启动修复治理计划
-$$"$W. $

L?我国污染场地可接受风险水平值的选取
我国环保部于 1%$0 年发布+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 &7e1W&'(1%$0'"在制定过程中参
考美国环保署 $(() 年发布的+土壤筛选值指南,"
推荐 $% V)

为可接受风险水平"在风险表征的工作
基础上"用于判断计算的污染场地致癌风险是否超

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并反推计算污染场地修复目标
值$ 由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在我国开展时间并不
长"$% V)

的合理使用对于正确看待场地污染的客观

风险水平#科学制定修复治理目标有重要影响$
0&$2合理选取风险可接受水平数值

国际上目前已普遍认为可接受风险水平很难

为一个通用的固定数值"其因社会#经济#文化差异
而不同"通常将可接受风险水平设置在 $% V0 ]
$% V)

的风险区间$ 我国的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工作
处于起步阶段"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将 $% V)

这一导

则推荐值作为标准值来使用$ 而使用 $% V)
作为可

接受风险水平标准反推得到的修复目标值很可能

过于严格"造成所需要投入的治理成本过高"超出
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将抑制基层部门或社会机构参
与土壤修复治理活动的积极性"最终制约土壤污染
防治事业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就可接受风险水平
的选取和应用开展深入研究和示范"以引导监管部
门和相关从业人员全面#客观地认识可接受风险水
平的内涵和使用原则"鼓励根据具体条件在 $% V0

]$% V)
的风险区间内合理选取风险可接受水平数

值"而非简单套用 $% V)$ 例如"国家)土十条*提出
对土壤环境进行差异化管理

-$). "因此针对居住等
敏感用途或公众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情形"可选
取 $% V)

等较为严格的风险可接受水平数值"而对
于工业用地等非敏感用途或公众对环境质量要求

不高的情形"则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合理放宽
风险可接受水平数值"有利用于提高土壤污染治理
的社会#经济可行性$
0&12梳理现有修复治理工程修复目标值的制定
过程

我国现有风险评价技术导则明确指出 )确定
切实可行的土壤修复建议目标值"须兼顾综合考虑
其他因素"如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修复成本的可
接受性和修复时限等*"这也意味着基于风险可接
受水平计算得到的修复目标值并不是确定实际修

复治理目标的唯一因素"还需要根据客观条件进行
科学调整$ 近年我国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南
京#苏州#杭州等东部城市"因产业升级和城市开发
需要"已率先开展起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工程$ 由于
风险可接受水平简单套用 $% V)

往往导致修复目标

过严"工程实践中常需要人为调整修复目标值"造
成基于风险可接受水平的修复目标值确定过程出

现程序化倾向"主观性和随意性过大"也为部分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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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责任人有意回避或降低污染治理责任提供了模

糊空间$ 为此"有必要梳理分析各地已开展的修复
治理工程修复目标值的制定依据"分析可接受风险
水平在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全面地掌
握污染场地风险可接受水平的应用现状"有助于我
国尽早形成科学的污染场地可接受风险水平标准

体系$
0&'2建立差异化的可接受风险水平标准体系

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
异较大"公众的风险可接受程度也存在明显差
异

-$/. $ 通常经济发达地区公众由于对生活质量的
关注"其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相对较低"而经济欠
发达地区公众的风险可接受水平相对偏高$ 以江
苏省为例"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之间"以及城市与
农村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距大"公众对
不同类型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水平可能存在较大的

差异$ 因此"有必要系统开展区域公众风险感知和
风险比较研究"分析影响不同地区公众风险可接受
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而在风险评价过程中选取合理
的参数以体现区域特性"并建立差异化的可接受风
险水平标准体系"因地制宜地科学指导不同地区的
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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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江苏启动新一轮物种调查

江苏省近期将启动覆盖全省的新一轮物种调查工作"以系统掌握全省生物多样性现状"为针对性治理与保护提供坚实

的工作基础$ 具体内容主要是调查全省生物物种资源&包括动物#植物#水生生物#微生物'的种类#数量"查明重要生物物

种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特点"提出保护对策和措施$

江苏省环保厅自然处处长戢启宏表示"江苏人多#地少"城镇化#产业化进程相对较快"全省土地开发强度高"生态空间

萎缩#破碎化压力越来越大$ 尤其是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总体偏重的产业结构"对环境承载力形成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近年来"江苏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不断提升"就地或迁地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

个"占国土面积 W&Wj%建立国际重要湿地两处#国家重要湿地 W 处#各类湿地自然保护区 1/ 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W( 处"

全省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0)&1j%建立国家级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 4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W 个$
摘自 III&+->M&<GK&J. 1%$/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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