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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与术语1
水生急毒性，是指物质本身的性质，可对在水中短时间接触该物质的生物体造成伤害。

“物质”，是指天然状态的或通过任何生产过程得到的化学元素及其混合物，包括所有为保持产品的稳定

性而必须的添加剂，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杂质，但不包括任何可以不影响物质的稳定性或改变其混

合物而分离出来的溶剂。

LC50(50%致命浓度)：物质在水中造成一组试验动物50%死亡(一半)的浓度；

EC50：造成50%最大反应的物质有效浓度； ErC50：在减缓增长上的EC50；

ECX ：产生x%反应的浓度； KOW：辛醇溶液分配系数；

BCF：生物富集系数； BOD：生化需氧量； COD：化学需氧量；

NOEC(无显见效果浓度)：试验浓度刚好低于产生在统计上有效的有害影响的最低测得浓度。NOEC不产生

在统计上有效的应受管制的有害影响；

OECD试验准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试验准则； GLP：实验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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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与术语

急性水生毒性数据表征：

鱼类96小时L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203或等效试验准则)；

甲壳纲物种48小时E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202或等效试验准则)；

和/或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诸如浮萍之类）72小时或96小时Er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201或等效试验准

则)确定。

另外两点说明：

1）这些数据最好根据优良实验室做法(GLP)的各项原则，使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OECD）获取。但是

如果国家方法得到的数据被认为是等效的，也可以使用；

2）淡水和海洋物种毒性数据可被认为是等效数据。

1



5

定义与术语

急性水生毒性数据测试方法

危害 OECD US EPA ISO GB

水生急性
毒性

201

藻类，生长抑制(Alga, 
Growth Inhibition)；

202

水蚤、急性丧失活动力测
(Daphnia sp. Acute 
immobilisation Test)；

203

鱼类，急毒性(Fish, Acute 
Toxicity)；

209

活性污泥，呼吸抑制
(Activated Sludge, 
Respiration Inhibition)；

221

浮萍生长抑制测试(Lemna
sp. Growth Inhibition Test)

850.1010无脊椎动物急性测试
(Invetebrate Acute Toxicity)

850.1020端足目动物急毒性测试
(Gammarid Acute)

850.1025牡蛎急毒性测试(Oyster 
Acute)

850.1035小虾急毒性测试(Mysid
Acute Toxicity)

850.1045班节虾类急毒性测试
(Penaeid Acute)

850.1055双壳贝类急毒性测试
(Bivalve Acute)

850.1075鱼类急毒性测试(Fish 
Acute)

850.1085鱼类急毒性测试(Fish 
Acute)

8692

淡水藻类成长抑制(Fresh 
water algal growth 
inhibition)

6341

急毒性测试(Acute 
toxicity test)

7346 -1,-2,-3

急毒性淡水鱼类

(Acute lethal toxicity 
freshwater fish)

20079

浮萍成长抑制测试
(Duckweed growth 
inhibition test)

GB/T31270.12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GB/T31270.13

溞类急性活动抑制试
验; 

GB/T31270.14

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GB/T31270.15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GB/T31270.21

大型甲壳类生物毒性
试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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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系中水生急性分类差异

2.1 水生急性毒性分类标签要素

2

危险类别 危险说明 信号词 象形图

类别1
H40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警告

类别2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无信号词 无符号

类别3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无信号词 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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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系中水生急性分类差异2

防污公约中对于急性毒性的分类更为细致，除了保护水生生态环境外，还有管理船舶卸货作业以及划分船舶类型的目的。

2.2  水生急性毒性分类采纳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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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系中水生急性分类差异2

GHS

TDG
危化品目录

欧盟CLP

MARPOL

2.2  水生急性毒性分类采纳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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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急性1类：
96小时LC50 (对鱼类) ≤1毫克/升和/或
48小时EC50 (对甲壳纲动物) ≤ 1毫克/升和/或
72 或96小时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 1毫克/升

急性2类：
96小时LC50 (对鱼类) >1但≤ 10毫克/升和/或
48小时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但≤ 10毫克/升和/或
72 或96小时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但≤ 10毫克/升
急性3类：
96小时LC50 (对鱼类) >10但≤ 100毫克/升和/或
48小时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0但≤ 100毫克/升和/或
72或96小时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但≤ 100毫克/升

分类标准

3.1  纯物质有数据情况



12

分类要点概述3

烯丙胺（CAS：107-11-9）

查相关资料

权衡数据准确性

分类结论：水生急性毒性2类（H401）

举例说明

3.1  纯物质有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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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举例说明

3.2  纯物质有分类数据情况

苯胺（CAS：62-53-3）

查相关分类

根据分类资料分类划入：水生急性毒性1类（H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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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3  混合物整体有数据情况

急性1类：
96小时LC50 (对鱼类) ≤1毫克/升和/或
48小时EC50 (对甲壳纲动物) ≤ 1毫克/升和/或
72 或96小时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 1毫克/升

急性2类：
96小时LC50 (对鱼类) >1但≤ 10毫克/升和/或
48小时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但≤ 10毫克/升和/或
72 或96小时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但≤ 10毫克/升
急性3类：
96小时LC50 (对鱼类) >10但≤ 100毫克/升和/或
48小时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0但≤ 100毫克/升和/或
72或96小时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但≤ 100毫克/升

分类标准做实验获得

需根据优良实验室做法

(GLP)的各项原则，使

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OECD）获取，或等效

方法所测数据；

测试对象需是鱼类或甲

壳纲类或藻类或浮萍类

的LC50值或EC50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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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4  混合物整体无数据但适用架桥原则的情况

适用范围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
做过确定水生环境危害
的试验，但单个成分和
类似的做过试验的混合
物却有充分数据，足以
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
性，那么可以根据议定
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
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
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
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
性，而无需再做动物试
验。

稀释

产品批次

从严

同危害内推

类似产品

如果一种新的混合物是通过稀释另一种已做过试验的混合物或物质构成的，使用的稀释剂水
生危害分类相当于或低于毒性最低的原始成分，且预料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水生危害，则所
形成的混合物可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或物质划为相同的类别。

做过试验的同一生产批次的混合物，可以假定其水生危害的分类在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
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未做过试验的产品批次相当。

如经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列为慢毒性1类和/或急毒1类，而该混合物中被列为慢毒性1类和/或
急毒性1类的成分被进一步浓缩，则未经过试验、浓度更高的混合物应划为与原先经过试验
的混合物相同的类别，无需另作试验。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A、B和C，混合物A和混合物B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而混
合物C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A和混合物B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
度介于混合物A和混合物B中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C应与A和B属同一危险类别。

两个产品，组分分别为A+B，以及C+B，其中B组分在两个产品中浓度相当，而A组分与C组
分的都属于同一危害类别，那么其中一个产品危害确定下来后，另一个产品可直接化为同一
危害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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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5  混合物中所有（部分）组分有数据的情况

当已经掌握混合物中有水生急毒性成分的足够毒性数据时，这些成分的综合毒性可根据

毒性数据的性质，使用以下相加公式计算出来。

式中：

Ci = 成分i的浓度(质量百分比)；

L(E)C50i = 成分i的LC50或EC50 (mg/l)；

n = 所含成分数，i从1到n；

L(E)C50m = 混合物中有测试数据部分的L(E)C50；

计算出来的毒性结果，应用来划定该部分混合物的短期（急性）危险类别，然后再将其

用于求和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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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5  混合物中所有（部分）组分有数据的情况

两种情况：

1）所有组分都有数据，则L(E)C50m即为混合物整体推算值，可直接根据数据进行最终分类；

2）部分组分有数据，则L(E)C50m即为这部分组分的整体数值，首先将这部分组分划定相应危险类别并确

认这部分组分的M值，代入求和法分类程序（见下文介绍 ）。

在对混合物的一部分使用相加公式时，计算这部分混合物的毒性，最好使用每种成分对同一分类群(如鱼、

甲壳纲动物或藻类)的毒性值，然后取用得到的最高毒性(最低值)(如取用三个类群中最敏感的一群)。但在

无法得到每种成分对相同分类群的毒性数据时，选定每种成分的毒性值应使用与选定物质分类毒性值相同

的方法，即取用(最敏感的测试生物体)较高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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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6  混合物中组分有分类信息的情况

求和法分类（M值计算法）

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急性危险分类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和为 混合物划为

急性1×M值 ≥25% 急性1

急性1×M值×10+急性2            ≥25% 急性2

急性1×M值×100+急性2×10+急性3    ≥25% 急性3

混合物高毒性成分M值取用规则

急性毒性
L(E)C50值

M值

0.1＜L(E)C50≤1 1

0.01＜L(E)C50≤0.1 10

0.001＜L(E)C50≤0.01 100

0.0001＜L(E)C50≤0.001 1000

0.00001＜L(E)C50≤0.0001 10000

两个原则：1）对于混合物，做更严格的分类优先于次严重的类别
（即先看混合物是否划入1类，没有的话，再看是否划入2类…）；
2)只有高毒成分（急毒性或慢毒性1类）才有对应M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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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6  混合物中组分有分类信息的情况

求和法分类（M值计算法）

举例说明：

混合物甲
组分A，水生急毒性1类 含量30%，EC50值为0.9mg/L；
组分B，无水生急毒性 含量40%
组分C，水生急毒性2类 含量30%，LC50值为8mg/L

结论：混合物甲直接划入水生急毒性1类！

因为：水生急毒性1类对应的M值最小为1，所以只要有急毒性1类的组分，且含量高于25%，则求和

分类时，代入M值计算的浓度和肯定高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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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6  混合物中组分有分类信息的情况

求和法分类（M值计算法）

举例说明：

混合物乙
组分A，水生急毒性1类 含量5%，EC50
值为0.9mg/L；
组分B，无水生急毒性 含量90%
组分C，水生急毒性2类 含量5%，LC50
值为8mg/L

分类流程：

急性1×M=5%×1=5%，不满足≥25%条件

是否划入
急毒1类

否
是否划入
急毒2类

是

急性1×M×10+急性2＝
5%×1×10+5%=55%，满足≥25%条件

停止分类
划入

急性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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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7  混合物中成分无任何可用信息的情况

如果一种或多种相关成分没有可用的急性和/或慢性水生毒性信息，那么可断定混合物不能划为明

确的危险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应只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并另外注明：“混合物的x%是

未知的水生环境危害成分”。

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

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导致出现：很多农药或者医药产品，在部分组分无资料情况下，会被要求定为环境危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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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8 小结

 水生急性毒性的分类较之慢性毒性要简单很多；

 涉及实验时，两个关键词：OECD准则与GLP；退而求其次时，测试方法应等效；

 分类的几个关键参数：鱼类96小时LC50 ；甲壳纲物种48小时；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诸如浮萍之类）

72小时或96小时ErC50 ；

 产品或组分有数据时，参照数据（敏感数值：1/1~10/10~100）；无数据时，参照成分的分类情况结

合含量也可以进行分类，部分成分无任何有用信息时，对产品模糊分类；

 水生环境危害混合物的分类方法是分层的，并且取决于混合物本身及其成分的现有信息类型。分层法的

要素包括：以经过试验的混合物为基础的分类，以架桥原则为基础的分类，使用“已归类成分加和”和

/或使用“加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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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点概述3
3.9  难点分析

问：数据与分类不一致时，如何抉择？

答：分类与数据产生冲突时，需多点考虑，比如两者来源的权威性、参考源的数量比、以往经验等。

问：不同来源数据不一致时，如何选取？数据质量，如何把控？

答：一般原则是优先管理机构认可的官方数据（如欧盟ECHA、美国EPA等） ；其次是公认准则（如

OECD准则）测试所得数据；再其次是不一定完全符合上述，但也是遵循公认科学原理和程序获得的数据

（比如大多数企业委托测试提供的数据）。

问：成分的M值如何获得？

答：查看是否有相应急毒性数据，有数据直接参照表格对应出M值，或者查看相关官方公开的M值，比如

ECHA官网（统一分类清单中，对于有水生1类物质，均有列出相应M值）。

问：无可用信息，或成分有分类信息，却无法获得对应急毒性数据时，如何确定M值？

答：在未实验测试前提下，根据产品用途、以往分类情况、下游需求用户的尺度等结合技术人员经验，适

当从严或从松处理。



电 话：0519-85150306

手 机：15061970809（同微）

E-mail：hanpx@hgmsds.com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