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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常见问题解答

2020 年第 5 期（总第 10 期）

第一部分 基础信息核实、样品采集保存与流转相关问题

1. 根据国家要求，各地要持续开展调查对象核实增补工作，确保应查尽查。

新增调查对象开展基础信息调查后，是否需要反馈相关企业进一步核实确认？

答：需要。

2. 办公厅每季度调度各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任务进展，地方需上报参与成

果集成的地块调查数据上报比例，计算方法为：上报采样调查数据的地块数量/

纳入成果集成的采样调查地块总数，其中上报采样调查数据的地块数量和纳入

成果集成的地块总数具体如何统计？

答：“纳入成果集成的采样调查地块总数”包括开展初步采样调查的地块、

借力日常管理场地调查数据的地块、借力日常管理自行监测数据的地块，“上报

采样调查数据的地块数量”指已完成调查数据上报的各类地块数量。如某省份计

划开展初步采样调查的地块数量 700 个，借力日常管理场地调查数据的地块和借

力日常管理自行监测数据的地块共计 300 个，目前分别已完成开展初步采样调查

地块数据上报 70 个、借力日常管理场地调查数据的地块数据上报 10 个和借力日

常管理自行监测数据的地块数据上报 20 个，则参与成果集成的地块调查数据上

报比例为（70+10+20）/（700+300）=10%。

3. 在前期阶段成果集成的基础上，需要增补更新空间信息的地块有哪些？

要增补更新的内容包括什么？

答：需增补更新空间信息的地块有以下两类：

（一）阶段成果集成时未完成空间信息上报的地块、阶段成果集成后增补的

调查地块。

这类地块需增补更新的内容包括：（1）增补更新地块的地块边界、重点区域、

周边敏感受体 3类空间信息；（2）增补更新地块的基本信息表（在产企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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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填埋场、尾矿库分类型从“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管理系统”导出）。

（二）阶段成果集成后增补和更新的借力场地调查的地块（地块信息包含在

“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中）、地方掌握的不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

系统”中的借力场地调查的地块。

这类地块需增补更新的内容包括：（1）增补更新地块的地块边界、周边敏感

受体 2类空间信息；（2）增补更新地块的基本信息表，包含地块编码、地块名称、

省、市、县、行业类型、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中地块编码等字段，“地块

编码”的第 7位数字需设为“6”，以标记此类地块，对于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

管理系统”中的借力场地调查的地块，“地块编码”字段通过将“全国污染地块

信息管理系统中地块编码”的第 7 位数字替换为“6”生成；对于地方掌握的不

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借力场地调查的地块，“地块编码”按照

已有编码规则生成，其中第 7位数字需为“6”。

4. 地块需要增补更新空间信息时，其增补更新程序和要求是什么？

答：增补更新空间信息与阶段成果集成时的程序相同，分为地方上报和国家

审查入库两步：

（一）地方上报

各省（区、市）按照《空间数据审查入库方案》的要求，对需要增补更新空

间信息的地块进行空间信息的整合、自查及上报。上报内容除《空间数据审查入

库方案》中成果材料提交清单中要求的内容外，需增加这些增补更新地块的基本

信息表，以及这些地块的基本信息合并表。

各省（区、市）安排 1-2 名成果上报人员，在 6月底前将完成自查的、增补

更新的地块空间信息上报至卫星中心，空间信息成果应用审查专用涉密存储硬盘

或专用刻录光盘存储。

（二）国家审查入库

部卫星中心协同部土壤中心，按照《空间数据审查入库方案》的要求，组织

开展增补更新地块空间信息审查，对于不符合入库要求的地块，要求地方限期整

改。

5. 土壤钻孔采完样后应如何封孔？

答：可参考《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

规定（试行）》中地下水采样井封井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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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地块确定存在 DNAPL，地下水采样除采集底部样品外，其他位置是否

要采集样品？

答：若地块确定存在 DNAPL，通过采集底部地下水样品能够最大可能捕获污

染，即可满足本次调查目的。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自行决定其他位置是

否增加样品采集。

第二部 终端系统使用相关问题

1. 某些偏远地区或山区网络信号不好，可能需要离线使用采样终端，这种

情况下要注意哪些方面？

答：企业用地调查手持终端按照全程可以联网设计的，一般情况下应在线联

网使用终端软件。确实无法在线使用的，要注意以下相关问题：1）由于全流程

空白样需要在线生成样品编码，采样单位应在采样前有网络状态下在手持终端上

添加空白样，生成样品编码，并打印样品标签；2）在无网络离线状态下使用采

样终端时，通过信息系统对地块布点结构化数据或样点状态进行的修改并不会实

时同步到采样终端上，会造成数据混乱。故若需离线使用终端采样，系统上的相

关修改一定要在有网络时完成与终端的同步；3）其余操作可在离线条件下进行

操作，通过页面暂存按钮将采样数据和照片保存在终端本地，在有网络条件的地

方提交上传数据，并完成后续样品流转等工作。

2. 能否多个设备共用一个采样小组账号对同一样点进行操作？

答：由于采样数据提交之前，采样信息暂存在设备中，若用不同设备录入同

一样点信息，最后由某个设备提交采样信息时，只有该设备录入的样点信息会上

传至信息系统。故务必注意同一采样小组账号在不同设备登录后，不可对同一点

位进行采样数据录入操作。

3. 在实验室测试终端上录入了内部编码，但是数据库与管理平台信息系统

【检测样品信息导出】页面操作栏导出“子样信息”表里没有内部编码，仍需

要手动再录入一次，能否完善该功能，将测试终端上录入的内部编码关联到“子

样信息”表里？

答：拟计划优化上述功能，导出“子样信息”表里增加已录入的“内部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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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析测试相关问题

1. 近期国家下发了《污染物检测字典》，是否只能使用字典内推荐的检测

方法？不在该字典内的污染物是否可以不用检测？

答：《污染物检测字典》仅包含前期信息采集阶段出现的高频特征污染物以

及推荐使用的检测方法，满足详查相关技术要求的检测方法均可使用，并不仅限

于该字典推荐的检测方法。此外，如有确实证据或依据专家经验表明对土壤环境

有明显影响的特征污染物，且有检测方法的，原则上均应检测，无论是否在该字

典内。

2. 地下水测试有机污染物的子样如果浑浊，需要现场过滤吗？

答：地下水测试有机污染物的子样采样时是否需要现场过滤，应根据选择的

分析测试方法的要求确定。分析测试方法无现场过滤要求时，采样后送实验室处

理。

3. 检测分析样品中 VOCs 时是不是必须用内标法？

答：按选择的分析测试方法标准要求执行，一般使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

VOCs 时，应使用内标法。

4.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 质谱法》（HJ 834-2017）中规定目

标物标准检出限仪器测定方式为全扫描分析测定，定容体积为 1.0 ml 时，目标

物检出限范围为 0.06-0.3 mg/kg。经过方法验证，采取稀释方法，即定容体积

为 10 ml，使用选择离子扫描进行分析时，方法检出限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目标物一类用地

筛选值十分之一，目标物回收率等同或优于 HJ 834-2017 要求。请问此次企业

用地调查采用 HJ 834-2017 方法测试半挥发性有机物时，是否可以采用稀释方

法将定容体积调整为 10 ml，选择离子扫描方式进行分析？

答：可以，但应对稀释法进行方法验证。实验室若采取稀释法，应考虑稀释

过程对替代物响应值变化的影响，避免替代物响应过低导致无法评估替代物回收

率。

5. 实验室采用《水质 65 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检测重金属，该方法中分别规定了可溶性重金属和重金属总量的前

处理方式，但附录 A 中方法检出限并未明确是可溶性重金属的检出限还是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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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总量的检出限，在采样布点方案中如何填写检出限？

答：实验室如选用 HJ 700-2014 方法检测重金属时，采样布点方案可填写标

准附录 A检出限。实验室对 HJ 700-2014 进行方法验证时，可溶性重金属和重金

属总量检出限均应满足附录 A要求。

6.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样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中的方法

CMA 不能直接认证，请问实验室可以将该技术规定中的方法做成作业指导书，进

行 CMA 认证，并用于本次企业用地调查分析工作吗？

答：可以。

7.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2019）规定工作曲线的建立要按照试样的制备过程进行前处理，前

处理过程包括消解、过滤、调节 pH、定容，能否全部直接使用空白试剂进行前

处理，后续加入标准系列建立曲线？在建立工作曲线中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答：不能全部直接使用空白试剂进行前处理过程、后续加入标准系列建立曲

线。HJ 1082-2019 要求先配制标准系列溶液置入 250 mL 烧杯中，按照试样的制

备过程，制备工作曲线溶液后建立工作曲线。前处理过程要严格控制试样 pH 值、

试剂空白等技术参数。严格按照标准方法中的规定步骤进行样品测试。

8. 若测试半挥发性有机物时根据《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 质谱法》

（HJ 834-2017）方法进行样品前处理，净化后浓缩，有晶体析出。此情况是否

可以通过稀释将晶体完全溶解，然后按照稀释倍数，取 1 mL 上机？还是必须选

择其他净化方式重复净化过程，直至浓缩过程无晶体析出？

答：两种方式均可，当采取稀释方法净化时，应考虑稀释过程对替代物响应

值变化的影响，避免替代物响应过低导致无法评估替代物回收率，此外还应对稀

释法进行方法验证。

9. 地下水样品中重金属的测定，如果检测结果是未检出，质量控制过程中

加标量如何选择？

答：按分析测试方法要求选择加标量，无要求时，建议加标量为方法检出限

的 3-10 倍。

10. 若某地块确定地下水需测试 pH，《地下水质量标准》（GB 14848-2017）

中要求 pH 需同时进行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实际采样过程中是否均需进行现

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若都需要检测，数据上报时应报哪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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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若某地块确定地下水需测试 pH，地下水 pH 只需在采样现场进行 pH 检

测，并上报现场检测 pH。

11. 在有机测试项目分析时，如果测试项目较多，可否只选取部分有代表

性的物质做加标回收验证？

答：实验室应对所有报出的测试项目使用的分析测试方法进行方法验证。

12. 能否用《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0 部分：44 个元素量的测定》

（GB/T 14506.30）检测土壤中的铜、铅、锌？

答：《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0 部分：44 个元素量的测定》（GB/T

14506.30）方法通过实验室方法验证，并取得资质认定或得到省级质控实验室审

核确认后，可以用于土壤中的铜、铅、锌的检测。

13. 根据企业用地调查相关技术文件要求，所用检测方法应取得 CMA 认定，

可以是国内的标准方法，也可以是业内应用比较普遍的国际、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标准方法。但部分检测实验室受新冠疫情等原因影响，未能按时完成实验室

CMA 能力扩项，如何处理？

答：对于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扩项工作，部分检测指标可适当放宽，具体要求

如下：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中检测项目除甲基汞、苯胺、3,3'-二氯联苯胺、多溴联苯（总量）、PCB126、

PCB169 外，其他项目均应取得 CMA 资质认定；

（2）对 GB 36600-2018 中尚没有标准方法的甲基汞、苯胺、3,3'-二氯联苯

胺、多溴联苯（总量）、PCB126、PCB169，以及各地检测实验室在 GB 36600-2018

之外难以及时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检测项目，可以在完成方法验证（确认）且经

省级质控实验室审核确认满足《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

规定》要求的前提下豁免 CMA 资质认定要求，可由省级质控实验室给予暂时能力

认可，其检测报告加盖实验室检验检测专用章、不盖 CMA 专用章；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多氯联苯（总量）、水质

分析方法标准的适用范围不含地下水的检测项目如六价铬、氰化物等，由各省级

质控实验室自行统一有关分析方法标准是否用于详查项目分析测试。若使用，在

检测实验室具备该方法标准 CMA 能力的情况下，由各省级质控实验室给予详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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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暂时能力认可，其检测报告加盖实验室检验检测专用章、不盖 CMA 专用章；

（4）实施 CMA 资质认定豁免的检测实验室、检测项目和分析测试方法由省

级质控实验室汇总后，在向详查数据上报系统提交数据之前报国家详查办备案，

对上述详查项目暂时能力认可检测项目的数据质量，各省（区、市）应加强质量

监督检查。

14. 根据企业用地调查相关技术文件要求，土壤检测项目原则上应包括《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规定的基

本项目（45 项），此外，属于 GB 36600-2018 中规定的其他项目（40 项）及 GB

36600-2018 外具有检测方法的特征污染物，原则上也需要测定。GB 36600-2018

规定的 85 项以外的特征污染物进行检测的具体工作要求是什么？

答：对基础信息调查发现的、属于附表中的 25 项指标（见附表），应进行

检测；除 GB 36600-2018 中列出的 85 项及附表中 25 项指标以外的其他特征污

染物，如有确实证据或依据专家经验表明对土壤环境有明显影响的，且有相应分

析方法标准的，也应进行检测。



8

附表

其他需关注污染物清单

污染物指标

序号 CAS 名称 别名

1 7440-28-0 铊

2 10061-01-5 顺式-1,3-二氯丙烯 二氯丙烯

3 95-94-3 1,2,4,5-四氯代苯

4 60-57-1 狄氏剂

(1R,4S,4aS,5R,6R,7S,8S,8aR)-1,2,3,4,10,10-
六氯-1,4,4a,5,6,7,8,8a-八氢-6,7-环氧

-1,4,5,8-二亚甲基萘

5 606-20-2 2,6-二硝基甲苯

6 309-00-2 艾氏剂
六氯-六氢-二甲撑萘；1,2,3,4,10,10-六氯

-1,4,4a,5,8,8a-六氢-1,4：5,8-桥,挂-二甲撑萘

7 91-57-6 2-甲基萘 β-甲基萘

8 67-72-1 六氯乙烷 全氯乙烷；六氯化碳

9 87-68-3 六氯-1,3-丁二烯 六氯丁二烯；全氯-1,3-丁二烯

10 1321-94-4 甲基萘

11 87-61-6 1,2,3-三氯代苯 1,2,3-三氯苯；三氯代苯；三氯苯

12 608-93-5 五氯苯

13 110-86-1 吡啶 氮杂苯

14 107-13-1 2-丙烯腈[稳定的] 丙烯腈；乙烯基氰；氰基乙烯

15 74-83-9 溴甲烷 甲基溴

16 541-73-1 1,3-二氯苯 间二氯苯；二氯苯

17 120-82-1 1,2,4-三氯代苯 1,2,4-三氯苯

18 95-63-6 1,2,4-三甲基苯 假枯烯

19 108-67-8 1,3,5-三甲基苯 均三甲苯；三甲基苯

20 542-75-6 1,3-二氯丙烯

21 108-95-2 苯酚 酚；石炭酸；苯酚溶液

22 75-15-0 二硫化碳

23 75-00-3 氯乙烷 乙基氯

24 78-59-1 异佛尔酮 异弗尔酮

理化指标

25 --- 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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