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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切实推进北

京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和指导重点企业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作，特制订《北京市重点

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提出了重点企业进行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适用于指导北京市各重点企业自

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土壤环境监测工作。重点企业名单以市环保局发布的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

名单为准。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依照《在产企业地块风险筛查与风险分级技术规定》的要求，划分企业

风险等级，对不同风险等级的重点企业提出监测项目或监测频率的不同要求，实现重点企业的分

级管理。

1.3 编制依据

本指南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HJ/ 68. 污染场地术语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DB11/T 656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

DB11/T 1278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11/T 811 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3号）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1.4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1.4.1

地块 site

某一范围内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以及地块内所有构筑物、设施和生物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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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重点区域 suspected areas of contamination

具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如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原材料或固体废物的堆存区、

储放区和转运区等。

1.4.3

重点设施 key facilities

具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设施，如涉及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罐槽、管线等。

1.4.4

特征污染物 contaminants of concern

各重点区域及设施排放的污染物中除常规污染物以外的特有污染物。主要指区域及设施运行

过程中可能导致潜在污染或对周边目标产生影响的特有污染物。

1.4.5

土壤 soil

土壤是指由矿物质、有机质、水、空气及生物有机体组成的地球陆地表面上能生长植物的疏

松层。

1.4.6

地下水 groundwater

地下水是指埋藏于地表以下的各种形式的重力水。

1.4.7

土壤气 soil gas

土壤气是指地块包气带土壤孔隙中的气相组分。

1.4.8

上游 upstream

水补给的一侧为上游。

1.4.9

下游 downstream

水排泄的一侧为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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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潜水 phreatic water

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1.4.11

含水层 aquifer

饱含地下水的透水地层。

1.4.12

隔水层 aquifuge

结构致密、透水性极弱的，水流速率不足以对井和泉提供充足水量的岩土层。

1.4.13

潜水面 water table

又称地下水位或地下水面，是指地表以下饱水带和非饱水带的分界线，是地下水的水位，通

常是水在井中上升到达的水位。

1.4.14

毛细带 capillary zone

由于岩层毛细管力的作用在潜水面以上形成的一个与饱水带有直接水力联系的接近饱和的地

带。

1.5 一般要求

重点企业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土壤环境监测工作，识别本企业存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或设施并确定其对应的特征污染物，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建设并维

护监测设施、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2 自行监测方案

2.1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2.1.1资料搜集

搜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内各区域及设施信息、迁移途径信息、敏感受体信

息、地块已有的环境调查与监测信息等（具体见表 2-1）。

2.1.2 现场踏勘

在了解企业生产工艺、各区域功能及设施布局的前提下开展踏勘工作，踏勘范围以自行监测

企业内部为主。对照企业平面布置图，勘察地块上所有区域及设施的分布情况，了解其内部构造、

工艺流程及主要功能。观察各区域或设施周边是否存在发生污染的可能性。

具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或设施包括但不仅限于：

1）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域或生产设施；

2）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贮存或堆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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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转运、传送或装卸区域；

4）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罐槽或管线；

5）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或排放区域。

2.1.3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的目的是补充和确认待监测区域及设施的信息，以及核查所搜集资料的有效性。访

谈人员可包括企业负责人、熟悉企业生产活动的管理人员和职工、熟悉所在地情况的第三方等。

表 2-1 应搜集的资料清单

分类 信息项目 目的 获取来源

企业基本信

息

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地理位置、

企业类型、企业规模、营业期限、行业类

别、行业代码、所属工业园区或集聚区；

地块面积、现使用权属、地块利用历史等。

确定企业位置、企业负责

人、基本规模、所属行业、

经营时间、地块权属、地

块历史等信息。

企业、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国土

资源、发展改革、

规划等部门。

企业内各区

域及设施信

息

企业总平面布置图及面积；

生产区、储存区、废水治理区、固体废物

贮存或处置区等重点区域平面布置图及

面积；

地上和地下罐槽清单；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线平面图；

工艺流程图；

各厂房或设施的功能；使用、贮存、转运

或产出的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清单；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收集、排放及处理

情况。

确定企业和各车间平面布

置及面积；各区域或设施

涉及工艺流程；原辅材料、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使

用、贮存、转运或产出情

况；三废处理及排放情况。

便于识别存在污染隐患的

区域或设施及相应特征污

染物。

企业、环保部门、

安监部门。

迁移途径信

息

地层结构、土壤质地、地面覆盖、土壤分

层情况；

地下水埋深/分布/流向/渗透性等特性。

确定企业水文地质情况，

便于识别污染源迁移途

径。

企业。

敏感受体信

息
人口数量、敏感目标分布、地下水用途等。

便于确定所在地土壤及地

下水相关标准或风险评估

筛选值。

企业、环保部门。

已有的环境

调查与监测

信息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数据；

其它调查评估数据。

尽可能搜集相关辅助资

料。

企业、环保部门、

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等。

2.1.4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对本章 2.1.1-2.1.3节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根据各区域及设施信息、特征

污染物类型、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途径等，识别企业内部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

域及设施，作为重点区域及设施在企业平面布置图中标记。按照附录 1所示格式填写信息记录表，

记录重点区域及设施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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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背景监测点

在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工作完成后，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远离各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

设至少 1 个土壤/地下水背景监测点/监测井。背景监测点/监测井应设置在所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

上游，以提供不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响且可以代表土壤/地下水质量的样品。

在地下水及土壤气采样建井过程中钻探出的土壤样品，应作为地块初次采样时的背景值进行

分析测试并予以记录。

地下水背景监测井应与污染物监测井设置在同一含水层。

2.3 土壤监测

2.3.1 一般监测

一般来说，除去特征污染物只包含挥发性有机物的重点区域或设施外，其他区域或设施周边

均应定期开展土壤一般监测工作。

2.3.1.1 点位数量

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至少布设 1-3 个土壤采样点。采样点具体数量可根据待监测区域

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3.1.2 点位位置

采样点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源。

2.3.1.3 采样深度

土壤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2m处）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工作。

2.3.2 土壤气监测

特征污染物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的重点区域或设施，应建设土壤气监测井并定期开展土壤气

监测工作。

2.3.2.1 点位数量

每个以挥发性有机物为特征污染物的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布设至少 1个土壤气监测点，具

体数量应根据污染源所在区域大小进行适当调整。

2.3.2.2 点位位置

采样点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源。

2.3.2.3 采样深度

土壤气探头的埋设深度应结合地层特性及污染物埋深（仅限于已受到污染的区域）确定。应

设置在但不仅限于：

1）地面以下 1.5 m处。

2）钻探过程发现该区域已存在污染，且现场挥发性有机物便携检测设备读数或土壤和地下水

样品检测结果较高的位置。

3）埋藏于地下的罐槽、管线等设施周边。

4）地下水最高水位面上，高于毛细带不小于 1m。

2.4 地下水监测



－ 8 －

2.4.1点位数量

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布设至少 1个地下水监测点，具体数量应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及

污染物扩散途径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4.2点位位置

地下水监测井应布设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图 2-1）。
地下水的流向可能会随着季节、潮汐、河流和湖泊的水位波动等状况改变。此时应将监测井

布设在污染物所有潜在迁移途径的下游。

图 2-1重点区域周边地下水监测点的布设示例

在同一个企业内部，监测井可以根据厂房及设施分布的情况统筹规划（图 2-2）。处于同一污

染物迁移途径上的相邻区域或设施可合并监测（如图 2-2中储罐区）。

以下情况不适宜合并监测：

1）处于同一污染物迁移途径上但相隔较远的区域或设施。

2）相邻但污染物迁移途径不同的区域或设施（如图 2-2中两个相邻的生产车间）。

图 2-2某企业园区中地下水监测井的布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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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采样深度

监测井在垂直方向的深度应根据污染物性质、含水层厚度以及地层情况确定。

（1）污染物性质

当重点区域或设施的特征污染物为低密度污染物时，监测井进水口应穿过潜水面以保证能够

采集到含水层顶部水样，如图 2-3(A)。
当重点区域或设施的特征污染物为高密度污染物时，监测井进水口应设在隔水层之上，含水

层的底部或者附近，如图 2-3(B)。
如果低密度和高密度污染物同时存在，则设置监测井时应考虑在不同深度采样的需求。

图 2-3基于污染物性质的监测井布设方法示例

（2）含水层厚度

对于厚度小于 3 m的含水层，可不分层采样；对于厚度大于 3 m的含水层，原则上应分上中

下三层进行采样。

（3）地层情况

地下水监测以调查第一含水层（潜水）为主。但在重点区域或设施识别过程中认为有可能对

多个含水层产生污染的情况下，应对所有可能受到污染的含水层进行监测。有可能对多个含水层

产生污染的情况常见于但不仅限于：

1）第一含水层的水量不足以开展地下水监测。

2）第一含水层与下部含水层之间的隔水层厚度较薄或已被穿透。（如图 2-4 A所示）

3）有埋藏深度达到了下部含水层的地下罐槽、管线等设施。

4）第一含水层与下部含水层之间的隔水层不连续。（如图 2-4 B所示）

图 2-4 浅层地下水与下部含水层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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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井的深度还应充分考虑季节性的水位波动设置。

企业或邻近区域内现有的地下水监测井，如果符合本指南要求，可以作为地下水监测点。

2.5 监测频率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土壤一般监测、土壤气监测和地下水监测。

2.6 监测项目

北京市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应根据本指南 2.1“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结果，参照附录 2中企

业所属行业类型及特征污染物，选择确定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需监测的特征污染物类别及项目。

未在附表 2-2 “各行业可能存在的特征污染物”中提及所属行业的企业，应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在

附表 2-1“常见特征污染物类别及项目”中自行选择分析测试项目。原则上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应监

测的污染物项目不少于 2项。

已设置土壤气监测井进行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的重点区域或设施，无需在土壤一般监测中再对

挥发性有机物项目进行测试。

对于以下项目，企业应在自行监测方案中说明原因：

1）在附表 2-2中有列举，但企业认为不需监测的行业特征污染物项目；

2）在附表 2-2中未提及企业所属行业，由企业自行选择的特征污染物项目。

不能说明原因或理由不充分的，应对所列全部类别污染物进行分析测试。

3 监测设施的建设及维护

3.1 监测设施的建设

3.1.1地下水监测设施的建设

在产企业地下水采样井应建成长期监测井。监测井的建设方法可参照《北京市场地环境评价

导则》（DB11/T 656）的要求进行。

3.1.2 土壤气监测设施的建设

在产企业土壤气采样井应建成长期监测井。监测井的建设方法可参照《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

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的要求进行。

3.2 监测设施的维护

3.2.1监测井保护措施

为防止监测井物理破坏，防止地表水、污染物质进入，监测井应建有井台、井口保护管、锁

盖等。井台构筑通常分为明显式和隐藏式井台，隐藏式井台与地面齐平，适用于路面等特殊位置。

1）采用明显式井台的，井管地上部分约 30cm～50cm，超出地面的部分采用管套保护，保护

管顶端安装可开合的盖子，并有上锁的位置。安装时监测井井管位于保护管中央。

井口保护管建议选择强度较大且不宜损坏材质，管长 1m, 直径比井管大 100mm 左右，高出

平台 0.5m，外部刷防锈漆。监测井井口用与井管同材质的丝堵或管帽封堵。

2）采用隐蔽式井台的，其高度原则上不超过自然地面 10cm。为方便监测时能够打开井盖，

建议在地面以下的部分设置直径比井管略大的井套套在井管外，井套外再用水泥固定并筑成土坡

状。井套内与井管之间的环形空隙不填充任何物质，以便于井口开启和不妨碍道路通行。

建成的采样井应设置相应的采样井标识牌，标识牌上应注明企业名称、点位编号、监测对象、

建井时间等基本信息，标识牌设置位于采样井周边 1m区域内或井口保护套上。

在产企业部分采样井示例如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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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在产企业长期监测井示例

3.2.2监测井资料归档

监测井存档资料包括设计、原始记录、成果资料、竣工报告、建井验收书的纸介质和电子文

档。

3.2.3监测井维护和管理要求

应指派专人对监测井的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设施一经损坏，必须及时修复。

地下水监测井每年测量井深一次，当监测井内淤积物没过滤水管或井内水深小于 1m 时，应

及时清淤。

监测井标识牌、井口固定点标志和孔口保护帽等配套设施发生移位或损坏时，必须及时修复。

4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及分析测试

4.1 样品采集

4.1.1 土壤采样

土壤样品采集方法参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的要求进行。

4.1.2 地下水采样

地下水样品采集方法参照《北京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 656）的要求进行。

4.1.3 土壤气采样

土壤气样品采集方法参照《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
的要求进行。

4.2 样品保存

样品保存涉及采样现场样品保存、样品暂存保存和样品流转保存要求，应遵循以下原则进行：

1）土壤样品保存参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的要求进行。地下水样品保存

参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的要求进行。土壤气样品保存参照《污染场地挥发

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1278）要求进行。

监测单位应与检测实验室沟通最终确定样品保存方法及保存时限要求。特别注意各检测项目

对于保护剂的要求，应在实验室内完成保护剂添加并记录加入量。

2）现场样品保存。采样现场需配备样品保温箱，保温箱内放置冷冻的蓝冰，样品采集后应立

即存放至保温箱内，保证样品在 4℃低温保存。

3）样品暂存保存。如果样品采集当天不能将样品寄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样品需用冷藏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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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保存，冷藏柜温度应调至 4℃。

4）样品流转保存。样品寄送到实验室的流转过程要求保存在存有冷冻蓝冰的保温箱内，4℃
低温保存流转。

4.3 样品流转

4.3.1装运前核对

在采样小组分工中应明确现场核对负责人，装运前应进行样品清点核对，逐件与采样记录单

进行核对，保存核对记录，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如果样品清点结果与采样记录有任何不同，应

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说明。

样品装运同时需填写样品运送单（附录 3样品运送单），明确样品名称、采样时间、样品介质、

保存方法、检测指标、检测方法、样品寄送人等信息。

4.3.2样品流转

样品流转运输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样品安全和及时送达。样品应在保存时限内应尽快运送至检

测实验室。运输过程中要有样品箱并做好适当的减震隔离，严防破损、混淆或沾污。

4.3.3样品交接

实验室样品接收人员应确认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收样实验室应清点核

实样品数量，并在样品运送单上签字确认。

4.4 样品分析测试

监测样品的分析和测试工作应委托具有中国计量认证（CMA）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样品的分析测试方法应优先选用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

监测项目，可选用行业统一分析方法或行业规范。

4.5 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重点企业自行监测过程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除应严格按照本指南的技术要求开展工作外，

还应严格遵守所使用检测方法及所在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要求，相应的质控报告应作为样品检测报

告的技术附件。

5 监测结果分析

企业应依照本指南要求，设立土壤及地下水的监测点位，开展长期监测工作，如实记录监测

数据并开展统计分析工作，对于以下情况：

1）监测点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标准中与其用地性质或所属区域相对应的浓度限值的；

其中各监测对象应执行的相应标准如表 5-1所示；

2）监测点检出相应标准中未列出的特征污染物指标的；

3）监测点中特征污染物的监测值与背景监测值相比有显著升高的；

4）某一期间（1年以上）监测点中同一污染物监测值变化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的。

除能够证明是由于采样、分析或统计分析误差、土壤或地下水自然波动的正常范围，土壤环

境本底值或企业外部污染源产生的污染造成的情况外，均可说明该污染源已存在污染迹象，此时

应立即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染；同时依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

评估技术指南》所述方法，启动土壤或地下水风险评估工作，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采取相应的风

险管控或修复措施，防止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

表 5-1 各监测对象相应监测标准



－ 13 －

监测对象 执行标准

土壤
一般监测 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

土壤气监测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
地下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6 监测报告编制

企业应当结合重点监管企业年度自行监测报告，增加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相关内容，并按要求

信息公开。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1）监测点位的布设情况；

2）各点位选取的特征污染物测试项目及选取原因；

3）监测结果及分析；

4）企业针对监测结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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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重点区域及设施信息记录表

附表 1-1重点区域及设施信息记录表

企业名称

调查日期 参与人员

重点区域或设施名称 点位编号 区域或设施功能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特征污染物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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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重点行业特征污染物

附表 2-1常见特征污染物类别及项目

类别 项目

A1类-重金属8种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A3类-无机物2种 氰化物、氟化物

B1类-挥发性有机物16种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氯仿、三氯乙烷、四氯化碳、二氯丙烷、三氯乙烯、三氯乙烷、四氯乙烯、四

氯乙烷、二溴氯甲烷、溴仿、三氯丙烷、六氯丁二烯、六氯乙烷

B2类-挥发性有机物9种 苯、甲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三甲苯、二氯苯、三氯苯

B3类-半挥发性有机物1种 硝基苯

B4类-半挥发性有机物4种 苯酚、硝基酚、二甲基酚、二氯酚

C1类-多环芳烃类15种 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

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
C2类-农药和持久性有机物 滴滴涕、六六六、氯丹、灭蚁灵、六氯苯、七氯、三氯杀螨醇

C3类-石油烃 C10-C40总量

C4类-多氯联苯12种

2,3,3',4,4',5,5'-七氯联苯（PCB189）、2,3',4,4',5,5'-六氯联苯（PCB167）、2,3,3',4,4',5'-六氯联苯（PCB157）、2,3,3',4,4',5-
六氯联苯（PCB156）、3,3',4,4',5,5'-六氯联苯（PCB169）、2',3,4,4',5-五氯联苯（PCB123）、2,3',4,4',5-五氯联苯（PCB118）、
2,3,3',4,4'-五氯联苯（PCB105）、2,3,4,4',5-五氯联苯（PCB114）、3,3',4,4',5-五氯联苯（PCB126）、3,3',4,4'-四氯联苯

（PCB77）、3,4,4',5-四氯联苯（PCB81）
D1类-土壤pH 土壤pH

注：*不含共平面多氯联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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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各行业可能存在的特征污染物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特征污染物类别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1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A3类-无机物2种、B2类-挥发性有机

物9种、B4类-半挥发性有机物4种、C1类-多环芳烃类15种、C3类-石油烃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无机、有

机）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A3类-无机物2种、C3类-石油烃（无

机化学原料制造）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A3类-无机物2种、B1类-挥发性有机

物16种、B2类-挥发性有机物9种、B3类-半挥发性有机物1种、B4类-半挥发性有

机物4种、C1类-多环芳烃类15种、C3类-石油烃（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5合成材料制造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A3类-无机物2种、B1类-挥发性有机

物16种、B2类-挥发性有机物9种、B3类-半挥发性有机物1种、B4类-半挥发性有

机物4种、C1类-多环芳烃类15种、C3类-石油烃

266专用化学品制造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A3类-无机物2种、B1类-挥发性有机

物16种、B2类-挥发性有机物9种、B3类-半挥发性有机物1种、B4类-半挥发性有

机物4种、C1类-多环芳烃类15种、C3类-石油烃、C4类-多氯联苯12种

33金属制品业 336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D1类-土壤pH

59仓储业 599其他仓储业
A1类-重金属8种、B2类-挥发性有机物9种、B3类-半挥发性有机物1种、B4类-半

挥发性有机物4种、C3类-石油烃

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72环境治理业（危废、医废处置）

A1类-重金属8种、A2类-重金属与元素8种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2环境卫生管理（生活垃圾处

置）

注：*各重点企业可以根据地块环境识别的有关结果结合上表选择确定特征污染物进行分析测试，对于未在本表中提及所属行业的企业，应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在附表2-1中自行选

择分析测试项目并在每年上报的监测计划中说明选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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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样品运送单

附表 3-1 样品运送单

样品提供单位： 项目名称：

联系人： 项目所在地：

地址/邮编： 电话： 电子版报告发送至：

传真： 文本报告寄送至：

质控要求：□标准□其它 (详细说明：). 要求分析参数 (可加附件)

测试方法：□美国国家环境保局(USEPA) □国标(GB) □其他方法 (请说明)
特别说明

保温箱是否完整：接收

时保温箱内温度：样品瓶是

否有破损：

其他：

加盖 CMA章: □是□否加盖 CNAS章：□ 是□ 否

样品描述
介质 容器与保护剂

样品编

号

实验

室样品号

日

期

时

间
□冷藏 □常温 □其他

测试周期要求：□ 10 个工作日□ 7 个工作日□ 5 个工作日□其它 (请注明)

一个月后的样品处理：□归还样品提供单位□由实验室处理□样品保留时间月

样品送出 样品接收 运送方法

姓名：日期/时间： . 姓名：日期/时间：.



－ 18 －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2  适用范围
	1.3  编制依据
	1.4  术语和定义
	1.4.1
	地块 site
	1.4.2
	重点区域 suspected areas of contamination
	1.4.3
	重点设施 key facilities
	1.4.4
	特征污染物 contaminants of concern
	1.4.5
	土壤 soil
	1.4.6
	地下水 groundwater
	1.4.7
	土壤气 soil gas
	1.4.8
	上游 upstream
	1.4.9
	下游downstream
	1.4.10
	潜水 phreatic water
	1.4.11
	含水层 aquifer
	1.4.12
	隔水层 aquifuge
	1.4.13
	潜水面 water table
	1.4.14
	毛细带 capillary zone

	1.5  一般要求

	2  自行监测方案
	2.1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2.1.1资料搜集
	2.1.2 现场踏勘
	2.1.3人员访谈
	2.1.4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2.2  背景监测点
	2.3  土壤监测
	2.3.1 一般监测
	2.3.1.1 点位数量
	2.3.1.2 点位位置
	2.3.1.3 采样深度

	2.3.2 土壤气监测
	2.3.2.1 点位数量
	2.3.2.2 点位位置
	2.3.2.3 采样深度


	2.4  地下水监测
	2.4.1点位数量

	2.4.2点位位置
	2.4.3采样深度

	2.5  监测频率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土壤一般监测、土壤气监测和地下水监测。
	2.6  监测项目


	3  监测设施的建设及维护
	3.1  监测设施的建设
	3.1.1地下水监测设施的建设
	3.1.2 土壤气监测设施的建设

	3.2  监测设施的维护
	3.2.1监测井保护措施
	3.2.2监测井资料归档
	3.2.3监测井维护和管理要求


	4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及分析测试
	4.1  样品采集
	4.1.1 土壤采样
	4.1.2 地下水采样
	4.1.3 土壤气采样

	4.2  样品保存
	4.3  样品流转
	4.3.1装运前核对
	4.3.2样品流转
	4.3.3样品交接

	4.4  样品分析测试
	4.5  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  监测结果分析

	6  监测报告编制
	附录1重点区域及设施信息记录表
	附录2 重点行业特征污染物
	附录3 样品运送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