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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感觉作用阈值和对健康作用阈值两个方面。 1.主观感觉

作用阈值 在确定受试人员安全的条件下，在实验室内直接对

人进行测试，求得水或大气中有害物质的刺激作用阈、嗅觉

阈、味觉阈或颜色阈值，选择其中最低的阈值作为该物质主

观感觉的限制浓度。 2.对健康作用阈值 通过动物试验，取得

毒性的基本资料，包括慢性毒作用阈值，以及致癌、致畸和

诱变试验的定性和定量的结果。然后选择适当的安全系数，

提出初步的健康危害作用阈值。再通过现场调查和人群流行

病学研究，对动物实验结果加以验证。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资

料，提出健康危害作用阈值。如果是沿用已久的化学物，可

参照已有的资料，并主要依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即可提出。

不同物质的作用阈值以不同指标表示。 （1）最高容许浓度 

例如为求得有机磷杀虫剂“乐果”在环境中的最高容许浓度

，首先需考虑此杀虫剂可经食物、饮水和大气（车间空气和

室内空气均同）进入人体。调查表明，乐果经食物的摄入量

占总摄入量的74%，经水占14%，经居住生活环境的大气

占10%.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乐果的人每日容许摄入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为0.02mg/kg.如标准体重

按70kg计算，则每人每日容许摄入总量为1.4mg.此标准依据每

人每日自饮水、大气及食物中可能摄入的量作出估计。 （2

）至适浓度（强度） 饮用水中氟浓度与龋齿的发生率呈负相

关，与氟斑釉齿数呈正相关，只有当饮用水中氟浓度在0.5



～1.5mg/L时，两者的发生率较低，因而可以0.5～1.5mg/L称

为饮用水中氟的至适浓度。上述情况仅限于经食物摄入的氟

量占总摄入量的比例小（例如低于35%），经空气吸入的氟

量可以略之不计，而经饮用水摄入的氟量占绝大部分（例如

大于65%）。 （3）最低需要量 钙是人体必需营养素。钙的最

低需要量依据保证人体钙平衡的需要制定。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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