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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6700《化学品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分为以下8个部分:
———第1部分:导言;
———第2部分:统一分类方法;
———第3部分:水生毒性;
———第4部分:降解;
———第5部分:生物富集;
———第6部分: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
———第7部分: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
———第8部分: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转化/溶解指导。
本部分为GB/T36700的第7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

中心、合肥工业大学、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国石安康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温劲松、卢玲、韩芳、柯韵徽、张蕾、卞学东、王馨晨、马燕、孙昊、刘晓建、曹梦然、

商照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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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
第7部分: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

1 范围

GB/T36700的本部分规定了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时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的水生毒性数据

和溶解度数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标准的应用。
本部分适用于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涉及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的指导。
本部分不适用于有机金属化合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6700.3 化学品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 第3部分:水生毒性

GB/T36700.8 化学品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 第8部分: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转

化/溶解指导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CF:生物富集系数(Bioconcentrationfactor)

BLM:生物配位体模型(Bioticligandmodel)

CHESS:土壤化学模型(Chemicalequilibriasolutions)

EC50:半数效应浓度(Concentrationfor50%ofmaximaleffect)

LC50:半数致死浓度(Lethalconcentration50)

MINTEQ:环境水化学平衡模型

NOEC:无显见效果浓度(Noobservedeffectconcentration)

WHAM:Windermere腐殖酸模型(Windermere-humicaqueousmodel)

4 基本原理

4.1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的特殊性

4.1.1 金属处于元素状态时,不溶于水,但可以转化成可利用状态。金属处于元素状态时可与水或一

种稀的电解质水溶液发生反应,形成可溶离子,并且金属从中性或零价被氧化转化到较高价态。

4.1.2 在简单的金属化合物(如氧化物或硫化物)中,金属已经处于氧化态,当其溶于水后,金属进一步

被氧化的可能性较低,但与介质之间发生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溶解态。难溶的金属化合物可视为

一种溶解产物,并可以通过溶解产生少量可利用形态的化合物。最终溶解浓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在

转化/溶解试验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某些金属化合物的溶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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