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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由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发布，其目的是满足美国清洁空气
法案（CAA）第108款和第109款提出的要求。
该条款要求美国环境保护局管理人员：①将普遍存在的、可能危害公共卫生或福利的空气污染物逐一
列出：②向公众颂上述污染物的空气质量基准，对有关这些污染物自然属性以及环境暴露后果的可用
的最新科学情报进行评估；③制定&ldquo;国家环境空气质量Ⅰ级标准&rdquo;，其设定的限值具有足
够安全的余量以充分保护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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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USEPA基准》是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在其网站上发布的《Air Quality
Criteria for Particulate Matter》译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九章。
　　上卷（第1～5章）系统地描述了颗粒物的属性、监测方法、污染来源、室外环境浓度以及颗粒物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适合从事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工程等事业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下卷（第6～9章）系统描述了颗粒物的剂量学、毒理学、流行病学等内容，并对前面各章节的关
键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
适合从事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事业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教
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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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这份文件是美国环境保护局（EPA）《颗粒物空气质量基准文件（1996）》的更新版
本，并将作为经国会授权，对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 NAAQS）进行定期审查的依据。
该文件对研究环境空气颗粒物质量浓度与健康福利影响之问关系的最新文献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该文件的基础是美国环境保护局前一次发表的《1996年颗粒物空气质量基准文件》的评估结果，它集
中对与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 NAAQS）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和综合，这些资料包
括2002年12月之前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同期审议文献，还包括近期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
前言章节介绍了3个部分内容：背景信息，概述了立法要求，基准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
）的审查过程，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 NAAQS）审查的历史，其中包括标准中一些重要
内容变更的编年表以及颗粒物研究合作计划，该计划已经指导了该领域许多新的研究工作；全面评述
现行颗粒物基准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包括其中重要的里程碑）的审查情况以及编写这份文件所
使用的评估方法和程序；这份文件总体组织结构的定位。
　　1.1　背景　　1.1.1　立法要求　　正如美国联邦法典（u．S．C）（1991）中所指出的，联邦清
洁空气法案（CAA）第l08节和第109节（总第7408节和第7409节）对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制订、审
查和修改做了规定。
第108节（a）规定美国环境保护局行政官员根据自己合理的评价，列出会引起空气污染和危害公共卫
生或福利的污染物，并制订这些污染物的空气质量基准。
空气质量基准将反映最新的科学资料，这些信息中描述了环境空气污染物对公共卫生和福利造成影响
的种类和程度。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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