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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的污染识别、监测方案、样品监测、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要求，描述了监测结果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工作。其他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土壤监

测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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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2722 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964-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气污染影响型单位 exhaust pollution enterprise

被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纳入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单位，以及排放的大

气污染物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单位。

3.2

水污染影响型单位 waste water pollution enterprise

被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纳入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单位，以及排放的水污

染物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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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固体废物污染影响型单位 solid waste pollution enterprise

运营中和已封场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及处置的企业事业

单位。

3.4

关注污染物 contaminants of concern

企业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运行过程中涉及且可能导致土壤污染的物质。

[来源：HJ 1209-2021,3.4，有修改]

3.5

农用地 agricultural land

指GB/T 21010中的01耕地（0101水田、0102水浇地、0103旱地）、02园地（0201果园、0202茶园）

和04草地（0401天然牧草地、0403人工牧草地）。

[来源：GB 15618-2018,3.2]

3.6

建设用地 development land

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

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

[来源：GB 36600-2018,3.1]

3.7

林地 forestland

指GB/T 21010中的03林地（0301乔木林地、0302竹林地、0303红树林地、0304森林沼泽、0305灌木

林地、0306灌丛沼泽、0307其他林地）。

3.8

未利用地 unutilized land

指GB/T 21010中的12其他土地（1201空闲地、1204盐碱地、1205沙地、1206裸土地）。

3.9

敏感目标 potential sensitive targets

指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

[来源：HJ 25.1-2019,3.2]

4 污染识别

4.1 资料收集

应收集但不限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基本信息、生产信息、周边环境信息、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等。

资料清单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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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场踏勘

现场核实企业生产工艺、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和周边环境情况，初步确定监测范围和监测点位。

4.3 人员访谈

访谈对象应包括当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和员工、附近居民等，

补充和核实各项信息。

4.4 污染类型确定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初步判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关注污染物和迁移途径，

明确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类型。

5 监测方案

5.1 监测范围

原则上以企业边界外1 km范围内的农用地、建设用地、林地、未利用地，以及敏感目标周边土壤为

监测范围。具体根据企业实际污染影响范围和涉及污染物迁移距离确定。

5.2 点位布设

5.2.1 总体原则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结合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地形、地貌、水文和气候特征，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监测点位优先考虑布设在农用地上，且应布设在潜在污染风险最高的位置；

b) 应考虑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 1000 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

c) 应尽量选择布点区域内符合要求的历史监测点位，特别是历史监测结果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筛选

值和历史监测结果呈上升趋势的点位。

5.2.2 监测点位置和数量

5.2.2.1 大气污染影响型单位监测点位布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距离企业边界 50 m范围内，四个方位各布设一个监测点；

b) 在主导风向下风向，根据污染物扩散情况，在距离厂界 50 m~100 m和 100 m~500 m范围内至

少各布设 1个监测点，大气污染物沉降影响范围超过 500 m 时，每 500 m 范围布设 1个监测

点位；

c) 在主导风向下风向距离企业 1000 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每个敏感目标至少布设 1个监测点，

有必要时，可在其他敏感目标增设监测点位。

5.2.2.2 水污染影响型单位监测点位布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污染物随雨水和积水等形成的临时地表径流迁移出企业边界时，在地表

径流水流下游距离企业边界 0 m ~50 m、50 m~100 m和 100 m~500 m范围内至少各布设 1个监

测点位；

b) 在地表水流向下游距离企业 1000 m范围内有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每个饮用水源保护区至少布

设 1个监测点，监测点位应设置在保护区范围内受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影响最大的位置；有

必要时，可在其他敏感目标增设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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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业废水外排口附近应布设监测点位，且在工业废水外排口附近布设的监测点位和其他存在污

染痕迹的监测点位应采集深层土壤。

5.2.2.3 固体废物污染影响型单位监测点位布设在距离企业边界 50 m范围内，四个方位各布设一个监

测点。

5.2.3 采样深度

5.2.3.1 表层土壤

农用地、林地和将作为农用地或林地的未利用地采集0 m ~0.2 m，用于检测理化性质和重金属项目

的样品，按照HJ/T 166要求采集混合样，其他项目采集单独土样。建设用地或规划为建设用地的未利用

地采集0 m ~0.5 m，均采集单独土样。

5.2.3.2 深层土壤

根据排污口位置、土壤结构质地和污染物迁移等进行判断：

a) 0 m ~0.2 m、0.2 m~0.5 m深度各采一个单独土样；

b) 0.5 m以下下层土壤样品根据判断布点法采集，建议 0.5 m～6 m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 2 m，不

同性质土层至少采集一个土壤样品，同一性质土层厚度较大或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在该层位增

加采样点；

c) 若监测点位周边 2 m范围内存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管线、沟渠等的，该点位土壤采样深度

原则上应至少达到地下管线、沟渠底部深度以下。

5.2.4 其他要求

5.2.4.1 依靠山体的采矿单位，在山体一侧方向可不布设监测点位。

5.2.4.2 监测范围内均建造建筑物或构筑物，或地面已全部采取硬化措施的，可不布设监测点位，但

应在监测报告中提供带有坐标定位及拍摄时间的照片予以说明。

5.2.4.3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 1000 m范围内多个敏感目标连续分布时，可选择有代表性的位置

布设敏感目标监控点。

5.2.4.4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比较集中分布的区域，在符合布点原则的条件下可共用监测点位。

5.2.4.5 涉及多种污染影响型的企业，应兼顾 5.2.2中的各污染类型要求分别布设监测点位。

5.2.4.6 采样点离铁路、二级公路至少 100 m 以上。

5.2.5 监测点位变更

5.2.5.1 点位调整遵循以下原则：

a) 就近原则：与原点位在同一污染迁移方向上，就近调整；

b) 一致性原则：在同一点位布设范围进行调整，保证点位代表性一致；

c) 稳定性原则：点位可满足长期监测要求。

5.2.5.2 有以下情形之一，可进行点位调整：

a) 现场环境不具备采样条件；

b) 点位所在区域土地利用方式正在变化或将要变化，不满足长期监测要求；

c) 点位位于洼地、坡脚，水土流失严重、表土被破坏或土壤为客土（公园和绿地除外）等，点位

不具备代表性。

5.3 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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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全指标监测项目

5.3.1.1 周边土壤为农用地、林地和将作为农用地或林地的未利用地，监测项目应包括：GB 15618-2018
中表 1基本项目、土壤 pH、有机质、涉及的所有关注污染物。

5.3.1.2 周边土壤为建设用地或将作为建设用地的未利用地时，监测项目应包括：GB 36600-2018中
表 1基本项目、土壤 pH、涉及的所有关注污染物。

5.3.2 持续监测项目

持续监测项目包括以下两类：

a)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任意监测点位在前期监测中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污染物；

b) 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涉及的所有关注污染物。

5.3.3 关注污染物

关注污染物包括：

a) 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中确定的土壤特征因子；

b) 排污许可证等相关管理规定或企业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涉及的可能对土壤产生影

响的污染物；

c) 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可能对土壤产生影响的，已纳入有毒有害污染物或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的污染物及其他有毒污染物；

d) 上述污染物在土壤中转化或降解产生的污染物。

5.4 监测频次

5.4.1 监测最低频次依据表 1执行。

表 1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的最低频次

监测对象 表层土壤点位 深层土壤点位

全指标监测项目 1次/5年 1次/5年

持续监测项目 1次/年 2次/5年，间隔不小于两年

5.4.2 深层土壤监测结果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点位，各层土壤应每年监测 1次，直至连续三次

监测结果小于或等于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后恢复正常监测频次。

5.4.3 首次监测应监测表层土壤及深层土壤的全指标项目。

5.5 监测方案

5.5.1 监测方案内容

监测方案内容至少应包括：监测点位及布置图，采样深度，监测指标与频次，样品采集、保存、流

转、制备与分析方法，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监测方案编制大纲参见附录B。

5.5.2 监测方案调整

有以下情况发生时，应调整监测方案：

a)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标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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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业的生产工艺、规模、产品等发生变动或者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的位置、功能发生变化；

c) 企业周边用地性质发生变化，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6 样品监测

6.1 采集

样品采集应满足分析方法要求，相应分析方法未规定的按照HJ/T 166、HJ 25.2和HJ 1019的要求进

行。

6.2 保存

样品保存应满足分析方法要求，相应分析方法未规定的按照GB/T 32722、HJ/T 166和HJ 25.2 的要

求进行。

6.3 流转

样品流转按照HJ/T 166的要求进行。

6.4 制备

样品制备按照HJ/T 166和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

6.5 分析测试

监测分析方法应按照GB 15618或GB 36600的规定执行。

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7.1 质量体系

任务承担单位应按照HJ 630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应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7.2 样品监测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制备和分析环节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应满足 HJ/T 166、GB/T 32722和
HJ 1019的要求。

8 监测结果评价及报告

8.1 监测结果评价

8.1.1 评价依据

8.1.1.1 农用地按照 GB 15618评价。

8.1.1.2 建设用地按照 GB 36600评价。

8.1.1.3 林地按照 GB 15618中的其他用地类型评价。

8.1.1.4 未利用地按照未来拟利用方式及保护目标选择相应评价标准。

8.1.1.5 土壤 pH监测结果按照 HJ 964-2018的附录 D表 D.2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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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按照HJ/T 166的要求进行。

8.2 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编制格式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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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建议收集的资料清单

信息种类 具体内容

单位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地理位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排污许可证编号（仅限于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2、企业行业分类、经营范围、企业规模、成立年份；

3、企业中心点经纬度、场地边界、总平面布置图及面积。

单位生产信息

1、企业各场所、设施、设备分布图、生产工艺及其流程图；

2、生产过程中使用、贮存、转运或产出的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信息；

3、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线分布图；

4、生产各环节产生的污染物和产生量，以及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收集、排放及处理情况。

周边环境信息

1、企业周边水文地质情况：地面覆盖、地层结构、土壤质地、岩土层渗透性等特性，地下水埋

深/分布/径流方向；

2、企业周边1000 m范围内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

3、企业所在地的主导风向、地表径流方向和物料运输路线等；

4、企业周边1000 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及其分布情况。

生态环境管理信息

1、企业用地历史；

2、企业所在地地下水功能区划；

3、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书（表）、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企

业土壤自行监测报告；

4、企业周边历史环境监测数据；

5、曾发生的污染事故、环境问题举报、投诉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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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方案编制大纲

B.1 项目背景

B.1.1项目由来

B.1.2工作依据

B.1.3工作内容及技术路线

B.2 编制依据

B.3 重点监管单位概况

B.3.1 单位基本信息

B.3.2 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B.3.3 生产工艺、产污环节及排污情况

B.3.4 污染防治措施

B.3.5 历史环境监测、监管状况

B.3.6 各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情况及企业隐患排查情况

B.4 周边环境概况

B.4.1 自然地理

B.4.2 气候气象

B.4.3 土壤类型

B.4.4 地形地貌条件

B.4.5 水文地质条件

B.4.6 周边其他污染情况

B.5 监测点位布设方案

B.5.1 重点监管单位污染类型确定

B.5.2 监测点位布设位置、数量和深度确定分析（附点位布设图）

B.5.3 各点位监测指标及选取原因

B.5.4 监测频次

B.6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制备与分析测试

B.6.1 样品采集方法及程序

B.6.2 样品保存、流转与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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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 分析测试

B.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B.7.1 质量体系

B.7.2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制备的质量保证与控制

B.7.3 样品分析的质量保证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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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报告编制格式

C.1 项目背景

C.1.1 项目由来

C.1.2 工作依据

C.1.3 工作内容及技术路线

C.2 编制依据

C.3 重点监管单位概况

C.3.1 单位基本信息

C.3.2 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C.3.3 生产工艺、产污环节及排污情况

C.3.4 污染防治措施

C.3.5 历史环境监测、监管状况

C.3.6 各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情况及企业隐患排查情况

C.4 周边环境概况

C.4.1 自然地理

C.4.2 气候气象

C.4.3 土壤类型

C.4.4 地形地貌条件

C.4.5 水文地质条件

C.4.6 周边其他污染情况

C.5 监测点位布设方案

C.5.1 重点监管单位污染类型确定

C.5.2 监测点位布设位置、数量和深度确定分析（附点位布设图）

C.5.3 各点位监测指标及选取原因

C.5.4 监测频次

C.6 样品监测

C.6.1 样品采集

C.6.2 样品保存、流转与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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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3 分析测试方法与结果

C.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C.7.1 质量体系

C.7.2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制备的质量保证与控制

C.7.3 样品分析的质量保证与控制

C.8 监测结果评价

C.8.1 评价标准

C.8.2 评价结果

C.9 结论与建议

C.9.1 结论

C.9.2 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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