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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汞因其毒性较大而被列入重点控制的污染物之一，在我国已就汞的污染防控从法规政策、产业规划、标

准体系及资金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实施了污染防控工作，汞的污染防控体系基本形成，但也存

在一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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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cury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key pollutants to be controlled due to its relatively high toxicity. In 
China,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ercury pollution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deployed and 
implemented in terms of laws and policies, industrial planning, standard systems, and financial 
guarantees.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mercury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s basically formed, but there are also certain shortco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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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汞因其毒性较强，在环境中易通过生物等作用过程反应生成毒性极强的有机汞[1]，因此，为保护人

体健康和环境免受汞和汞化合物人为排放和释放的危害，《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
2017 年在我国生效并得到了全面实施[2]。目前国内学者针对公约的背景、公约特点及公约内容开展了相

关的研究工作[3]。 
鉴于汞的来源复杂，用汞行业较多，为有效实现汞的控制和减排，马忠法等提出了开展了涉汞企业

及用汞量的普查工作，并从生产、供应、废气等全流程建立监控体系，构建防控体系[4] [5]，但目前研究

体系中未能从法律支撑、技术保障等方面进行过全方位的研判及分析，因此，本文结合汞污染防控技术、

政策需求，从我国法律法规制定、产业规划布局、标准技术实施及治理资金保障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2. 法律法规政策 

公约对汞的防控体现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原则，制定了从来源、使用、处置等全过程的约定事项。

就中国的防控情况看，汞被列入第一批的废水、废气污染物名录，在公约生效公告中已将新建原生汞矿

开采列入禁止项，实现了源头的管控，《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了添汞产品的淘汰要求及用汞工

艺的技术整治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对涉汞行业污染防控、总量控制及固定源排污许可

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脱汞协同控制技术和装置及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提出了要求，《水污染防治法》对涉汞行业的取缔淘汰进行了规定。在汞污染物预防及污染场地无

害化管理方面，《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历史遗留的及存续的涉汞行业提出了污染情况摸排监测工作，对

污染场地提出了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在含汞废物的规范化处置方面，《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法》从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提出了要求。 
针对煤炭燃烧排放的汞及其化合物为我国汞污染物主要贡献源之一的特点，《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从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和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要求。从源头上减少煤炭的使用，减少煤炭燃烧带入的汞污染物。 
此外，在具体防控方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等

文件中提出了基础数据摸排、环境准入制度、总量控制制度、污染防治、严格执法等具体要求，为汞及

其他重金属污染物的防控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强调了工作重点和赋予了监管职权。 

3. 产业规划 

国家结合相关要求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更新《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并将汞电池(氧化汞原电

池及电池组、锌汞电池)，含汞糊式锌锰电池，含汞纸板锌锰电池，含汞圆柱型碱锰电池，含汞扣式碱锰

电池，含汞浆层纸，含汞锌粉，含汞开关和继电器，高毒农药产品，混汞提金工艺，高汞催化剂(氯化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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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6.5%以上)和使用高汞催化剂的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装置，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甲醇钠、甲醇钾、乙

醇钠、乙醇钾、聚氨酯、乙醛、烧碱、生物杀虫剂和局部抗菌剂生产装置等列入淘汰类产品和工艺。 
国家制定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并将汞纳入重点控制的 5 个重金属之一，《规

划》列出了云南等全国 14 个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重点省区和 138 个重点防治区域，并明确了重点区域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需在 2007 年基础上削减 15%，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得超过 2007
年排放量水平，需确保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各重点区域分别制定了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并得到了

有效落实，实现了“十二五”期间重金属的减排目标。 
“十三五”期间国家未单独编制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但在《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目前了重

金属排放量的减排目标，即 2020 年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量要比 2013 年下降 10% (各省减排任务又

略有不同)。减排任务的制定也为汞及其他重金属污染物的减排确定了目标，同时在《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中对涉汞的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4. 标准技术 

(一) 汞污染物纳入环境质量及排放标准。汞污染物纳入环境空气、水环境、土壤环境及大气、废水

等标准体系中，为涉汞行业汞的达标排放奠定了基础。此外，对于涉汞重点行业，如火电、燃煤锅炉、

铅锌冶炼、铜冶炼、电石法聚氯乙烯等，其行业标准中均对外排废气、废水中汞的排放浓度做了规定，

且加严了电石法聚氯乙烯、铅锌冶炼等行业外排废气和废水中汞的排放浓度(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总汞

0.05 mg/L，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总汞 0.003 mg/L，铅锌冶炼行业总汞 0.03 mg/L，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中汞及其化合物 0.012 mg/m3，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总汞 0.01 mg/m3)。标准的制定兼顾了行业特点和控

制技术，做到了涉汞行业汞污染防控的科学合理。 
(二) 含汞废物纳入《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危险废物名录》明确了含汞废物类别 HW29，并将天

然气开采、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贵金属冶炼、印刷、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合成材料制造、常用有色金

属冶炼、电池制造、照明器具制造、通用仪器仪表制造、非特定行业等 10 个行业产生的含汞废物列为危

险废物。名录的确定，可有效指导危险废物的规范化管理，实现含汞废物规范化管理“有据可依、有法

可循”。 
(三) 分行业制定《汞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鉴于不同行业汞污染产生及控制技术的差异，国家分行

业制定了《汞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涵盖了涉汞行业的一般要求、过程控制、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

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二次污染防治、鼓励研发的新技术等内容，为涉汞行业相关规划、

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和企业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5. 资金保障 

2010 年中央财政设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计投入 750 亿元开展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

“十三五”将重金属污染防治资金纳入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据报道，“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下达

生态环境资金 2248 亿元，其中，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285 亿元，重点支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受污染

土壤管控修复、重金属污染防治等。规划及行动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为汞和其他重金属的污染防控指明

了方向，确定了工作内容，细化了任务分工，国家和各级财政资金的保障，为汞和其他重金属污染防控

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扫除了实施的资金投入障碍。此外，《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办法的颁布实施，也有效指导了专项资金的规范使用，污染防治项目的科学落地。 

6. 小结 

(一)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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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保障仍显薄弱。我国已将汞列入第一批污染物名录和 5 个重点管控重金属污染物之一，在相

关法律中也对重金属污染防控提出了要求，但目前来看，国内针对汞污染物防控要求分布在不同的法律

法规政策及标准技术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目前也无专门针对汞污染物的行业标准，分布在不同行业中

汞污染物管控要求不完全一致。未形成系统的防控体系，也增加了地方在汞污染防控中的监管难度。 
2) 防控技术有待加强。汞易挥发，当前针对涉汞行业废气中汞及其化合物的治理方法基本为与其他

常规污染物的协同去除，目前缺乏成本低廉易于控制的治理技术，且涉汞行业废气中汞及其化合物目前

尚未开展自行监测，尚无稳定的排放数据作为技术研究数据；已开展多年针对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汞触

媒替代研究，但目前仍无可工业化的替代催化剂；对于部分可替代技术，又因替代产品价格偏高，导致

产品无法充分占领市场[6] [7]；含汞废物资源化利用低，目前以无害化填埋为主。 
3) 资金缺口较大。替代技术的研发、汞污染场地的修复、含汞废物无害化填埋成本均较大，采用活

性炭吸附技术去除外排废气中汞及其化合物费用昂贵。目前绝大部分企业不具备研发汞替代产品和污染

防治技术的能力，无相关经费预算，目前汞污染防治主要以财政资金补助为主，未形成良性的汞污染防

控模式。 
(二) 工作建议 
1) 构建系统的治理体系。梳理涵盖汞的来源、使用、处置等全过程管控要求，系统构建从法规政策、

产业结构、标准技术、宣传教育、部门协作、资金保障等全方位汞污染防控体系，实现“一个目标、一

个指导思想、一套标准技术、一套管控办法”。 
2) 加大技术研发和资金支持。针对替代产品、汞污染防治技术等领域，鼓励具有能力的技术单位加

大技术研发力度，并通过财政资金补助、技术效益共享、减免相关税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方式予以资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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