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 more information: 

　编制目的在于，在理解水银管理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在实际发生水俣病等公害问题时

会产生多大的灾害，同时，日本对于水俣病问题或降低水银引起的风险而采取的对策与措施，

将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与更多的人与国家进行分享。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ja_full.pdf (日语 )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en_full.pdf (英语 )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fr_full.pdf (法语 )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ar_full.pdf (阿拉伯语 )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ch_full.pdf (中文 )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ru_full.pdf (俄罗斯语 )
　　　　　http://www.env.go.jp/chemi/tmms/pr-m/mat01/es_full.pdf (西班牙语 )

环境省 环境保健部 环境安全课
〒100-8975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 1-2-2
TEL：03-5521-8260 FAX：03-3580-3596 E-mail：ehs@env.go.jp

　自 2007 年度起，环境省为了掌握生产活动中水银的使用以及向大气、水、土壤等环境中的排
放等日本国内水银流向，因此制定了水银相关物质流，并作为此前条约研究讨论时的基础信息

进行了使用。今后，通过制定物质流而获取的知识，可帮助支援其他国家，并提供日本物质流

的精度。

专栏 水银的物质流（日本国内）

日本水银相关物质流（以 2010 年度数据为基础，2015 年度更新，仅摘录主要项目）

水俣病的教训与日本的水银治理

水 银 相 关

水 俣 条 约 与 日 本 的 贡 献
～水俣、日本传递给世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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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银循环

关于水银的使用与排放情况
　水银可用于微小规模黄金开采、氯乙烯及氯碱等工业领域、牙科

用汞齐、电池机照明灯等产品中，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用途十分广泛。

　此外，水银通过原燃料燃烧等各种方式排放至自然环境中，在世界范围

内循环，因此对于水银的治理十分复杂及困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指出，因人为水银排放的影响，自

19 世纪中期起，海洋生物中的水银浓度便急剧上升，因而，居住

于北极圈，较多食用鱼贝类海鲜的人们存在较大的健康隐患。

　U N E P 于 2 0 0 2 年发表的 “世界水银评估 ” 敲响了全球水银

污染情况的警钟。此后，国际社会对于削减向环境中排放水银

量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并且开始朝着制定水银相关国际

条约的方向进行谈判。

全球水银循环图

动物摄入水银浓度
随时间的变化

世界水银需求量（20 0 5 年）

出处：摘自Technical Background Report to the Global Atmospheric 
Mercury Assessment (UNEP, 2008)

出处：摘自 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2013 (UNEP, 2013)

出处：摘自 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2013 (UNEP,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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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病的经验与日本国内水银管理的相关举措

制度完善示例
制定公共用水区域、地下水、土壤相关的环境标准，限
制向环境中的排放

设置大气相关指导值，限制向大气中排放

针对水银浓度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废弃物制定特别处理
标准

产业领域举措示例
1990 年代初期实现干电池无水银化，纽扣电池也朝无水
银化方向推进

降低荧光灯水银使用量，推进 LED 化

日本国内水银矿山于 1974 年全部封闭

将曾经使用水银的制造流程转变为不使用水银的方法

　日本在经过了 1956 年正式确认的水俣病等水银导致的巨大灾害后不断加强环保措施，同时，政府、地方自治体、

产业界及市民团体团结一致，致力于开展水银治理工作。

　通过这些举措，国内水银需求已从最高时的 2,500 吨降低

至约 9 吨（约占全世界的 1/400）。同时，排放至大气中的

量也变为约 20 吨（约占全世界的 1/100）（截止 2010 年）。

　导致水银排放的乙醛在 1968（昭和 43）年停止生产后，

水俣地区海底仍然残留有水银，因此地方对污泥进行了疏浚，

并将其掩埋在了水俣湾内陆部的填埋地中。如今，鱼贝类的

安全性均得到了确认。

现在，水俣地区为实践经济发展的全新地区构建，开展了

多样举措。例如，将水俣病经验与地区活化举措作为地区

资源，为帮助振兴水俣地区，促进高等教育、研究活动及

产学官民联合，同时，建立水俣环境学会（计划于 2016（平

成 28）年起启用）作为智慧积累的基地，此外，还有推进

使用公共交通机构等的低碳型旅游等举措。

日本国内水银需求的变化

出处：摘自资源统计年报、有色金属等供需动态统计，由环境省编制

日本的水银需求

日本水银相关物质流
（以 2010 年度数据为基础，2015 年度更新）

栖息于水俣湾的尾斑光鳃鱼群 水俣环境学会

日本国内各主要排放源
的对大气排放量

水银大气排放目录（201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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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水俣地区环境为中心的地区构建举措

世界对于水银治理
的情绪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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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 0 0 9 年 U N E P 管理理事会决议，以制定全新水银条约为目标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I N C）自

2 0 1 0 年组建。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协调人，于 2 0 1 1 年 1 月以主办国身份在千叶市召开了 I N C 2，为

谈判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 2 0 1 3 年 1 月于日内瓦召开的 I N C 5 中，日本提出在水俣市及熊本市举办

外交会议的建议，对此， I N C 议长提议将条约名称制定为 “水银相关水俣条约 ”，并获得了会议全体一

致通过。

出处：由环境省参考 Time to act (UNEP, 2013)编制

水银相关主要事件（日本国内、国外）

3 4

水俣条约制定前，日本的贡献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I N C）中的讨论

　2013 年 10 月，熊本市及水俣市召开了水银相关水俣条约的

外交会议及相关会晤，会上通过了条约并举行了签名。来自 139

个国家及地区，包括政府相关人员在内，超过 1,000 人出席了

会议，92 个国家（包括 EU）在水俣条约中签字。

　会议中日本表示，今后将会根据 “MOYAI* 倡议 ”，帮助发展

中国家推动条约的应用。熊本县知事进行了 “无水银宣言 ”，并

作为自治体率先着手开展工作。

　此外，在召开会议时，水俣市举行了纪念仪式。除了组织有水

俣病资料馆参观、水俣病慰灵碑献花、植树等活动外，还开设有

市民与水俣病患者交流的场所。

水银相关水俣条约外交会
议的概要及成果

世界性事件

日本国内的
时间

日 本 担 保 措 施 重 点

　鉴于水俣病的重要教训，日本有责任起到带头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因水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健康问题。

　为确保水俣条约准确并顺利实施，日本于 2015 年 6 月成立了“防止水银环境污染相关法律”（水银污染防止法）、“修

订部分大气污染防止法法律”。今后，包括其他相关法令在内，日本将采取比条约规定更为严格的措施，并引领世

界开展水银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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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确认新泻水俣病

制定水质污浊防止法（排水限制）

制定地下水相关环境标准

U N E P（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发表 “世界水银
评估 ”

U N E P 管理理事会决议
关于国际水银管理相关条约制定的政府
间谈判起步

制定防止水银环境污染
的相关法律，修订大气
污染防止法

以制定水银相关条约为目的的政府
间谈判委员会（ I N C  1 - 5）

通过并签署水银相关水俣条约的
外交会议（水俣、熊本）

第 6届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曼谷）（ （

正式确认
水俣病

制定土壤
污染对策法

P O I N T
1

限制产品及制造流程中水银的使用

原则上禁止使用水银的特定产品的制造及进出口。（包括玩具等组装产品）

为实现水银的替代及削减，对电池、电灯等使用水银的特定产品的制造、进出口等限制水平
进行强化，使其比条约更为严格。（严格化水银含量标准，提前废除期限）

在氯碱制造、氯乙烯单体制造等特定制造流程，以及黄金开采中禁止使用水银等。
（日本国内已不再使用水银）

P O I N T
2

水银等的供应及进出口

全面禁止条约上未予以许可的用途、微 / 小规模黄金开采、出于临时保管目的的出口。

从日本出口的水银并非来自一次开采，而是通过废弃产品及泥渣等进行合理再生的水银。
（日本国内，水银的一次开采是明令禁止的）

为防止规避限制，不仅是水银，易还原为水银的特定水银化合物也被列入出口限制
对象。

只有事先能够确认最终使用者及用途的产品才能获准出口。通过实施出口后报告防止
被不法挪用。

P O I N T
3

促进产品标识及合理回收（各主体努力义务）

市町村：采取必要措施，合理回收废弃的含水银产品。

国家：开展必要的技术建议支持，合理回收市町村中废弃的含水银产品。（掌握并宣传促进
优良的回收事例）

制造及进口企业：通过在制造及进口的产品上标识水银使用情况等信息提供方式，帮助
消费者进行分类排放。

P O I N T
4

大气排放限制

对于类似钢铁制造设施等不在条约对象范围内，但水银的排放量不低的设施，则制定责任
义务相关规定，要求其自行采取限制排放措施。

对于作为条约对象的 5 类设施（新设立及现有），制定报备制度，要求必须遵守、测量
水银排放标准。

根据条约制定日本国内实施计划，并提交给条约事务局
跟进制定囊括水银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面对策

于熊本县举办的外交会议场景

＊ “ M O Y A I ” 是指连接船与船之间的系船索或指农村中的协同作业。
　 “ M O Y A I 重整 ” 是指通过对话或合作重建水俣地区的举措。

设置指导值以降低大气
环境中水银导致的健康
风险



M O Y A I 倡议由日本在水银相关水俣条约外交会议中提出。其由①由日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援、②由水俣提供信息并开展交流的
两大核心内容组成。下述 M I N A S 项目进一步强化发展了 M O Y A I 倡议的第①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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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S：“水银减负” 项目

5 6

水银治理的国际合作 日本的水银相关技术及设施

　在水银相关水俣条约外交会议中，日本表示将以 “MOYAI 倡议” 为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并通过水俣提供相关信息

及开展交流活动。而 MINAS (MOYAI Initiative for Networking, Assessment and Strengthening)：水银 “减负” 项目作为其

中的一环已开始启动。MINAS为发展中国家的水银治理提供帮助，并在

等方面，与美国环境保护局、UNEP、 JICA 等机构形成紧密合作。今后，

日本将积极推进相关措施，以引领世界的水银治理工作的开展。

M I N A S： “水银减负 ” 项目
　国立水俣病综合研究中心是世界唯一一家专门针对水银的综合机构，积累了众多的信息、分析技术

及研究成果。

　该中心同时也是 W H O 关于水银的合作研究机

构，因优先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所导致的甲基汞

污染，进而引发水俣病的相关信息作为世界的教

训，通过水俣病信息中心（水俣病档案）及培训

等方式进行提供。

　此外，该中心在水银污染较为严重的国家中积极开展

调查研究，以进行水银的接触评估并防止灾害发生。

国立水俣病综合研究中心

　在日本，通过企业自行回收及自治体分类回收收集

而来的废弃含水银产品将会以环保的方式进行处理，

其中所含大部分水银最终由北海道的矿业所进行回收

利用。

　日本国内不可进行水银的一次开采，因此回收的水银将会

被重新利用在各种用途中。

包括废弃含水银产品在内的水银回收利用

　在使用水银的制造流程包括氯碱制造、氯乙烯单体及乙醛制造等，日本已将其全部转换为不使用水银的制

造方法。

烧碱制造方法有离子交换膜法、隔膜法、水银法，二战后处于经济发展期的日本主要使用水银法进行烧碱

制造，其水银使用量在 1960 ～ 1970 年中期达到了日本水银使用总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在 1986 年，水银
法被全部废除。同时，通过日本苏打行业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开发，离子交换膜法技术发展成为了代表日本

的技术，1999 年，日本的烧碱制造法均改为了离子交换膜法。该技术拥有高品质、节能等诸多优点，现在
已向世界各国进行技术出口。

减少制造流程中水银的使用

构建亚太地区水银监测网

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水银使用、排放、实际情况调查及评估工作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调查及能力建设

　环境省及国立水俣病研究中心（国水研）在日本国内的 6个观

测点对大气、粒子状物质以及降水中所含水银及水银化合物的浓

度进行了监测＊。

监测地点自 2007 年起不断完善，并收集经过大气降至日本国

内的水银量的长期趋势，以及来自亚太地区的水银的长距离移

动相关有益信息。

　监测数据将计划用于水俣条约的有效性评估中。
＊根据地点不同，观测项目也有所差异

专栏 环境省大气水银监测网 水 银 北 京 监 测 实 施 地 点

* 括号内为实施主体，开始年份

秋田县，船川（环境省 , 2014）

静冈县，御前崎（国水研 , 2013）

福冈县（国水研 , 2012）

长崎县，平户（国水研 , 2011）

熊本县，水俣（国水研 , 2008）

冲绳县，边户岬
（环境省＋国立环境研究所 , 2007）

日本国内矿业所的废弃荧光灯管回收利用示例

废弃荧光灯将通过荧光灯破碎机进行破损。回收的荧
光粉中所含的水银在焙烧炉中气化后，将作为稀土的
原料进行使用。

日本国内不同生产方式中烧碱生产量的变化 离子交换膜法电解概念图

支援发展中国家合理履行条约

MOYAI倡议

MINAS：“水银减负” 项目

Networking Assessment S trengthening
通过包括监测方法在内，
构建日本与相关各国的措
施及信息网络

运用日本的经验，为各
国的现状调查及评估提
供帮助，加快推进水银

治理工作

通过将日本优异的水银
治理技术以及专用技术
带向世界，强化发展中
国家的水银治理

亚马逊河流域神经内科学诊断技术指导
（JICA 项目）

国立水俣病综合研究中心

水俣市中开展的研讨会

出处：日本苏打工业会提供资料 出处：日本苏打工业会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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