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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1.前言

开展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是落实国务

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和《福

建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一项基本工作。“土十

条”第六条第十八点明确要求：有关环境保护部门要定期对重

点监管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开展监测，数据及时上传全国土壤

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结果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警的重要依

据;《福建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第二条第一点在

国家“土十条”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要求：有关市、县每 3 年对

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区域至少开展 1 次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及时

上传省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结果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

警的重要依据。

为规范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特制定本技术指南。

2.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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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保存、流转与分析测试，以及监测报

告编制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本指南适用于指导我省省级和市级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其他

在产企业、工业园区周边土壤需进行环境质量监测的，可参照

本指南执行。

3.规范性引用文件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环办土壤

函〔2017〕1021 号）

《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规定（试行）》（环办土壤

函〔2018〕1479 号）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试行）》（环办

土壤函〔2017〕79 号）

4.一般要求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组织开展监

测，由所属的环境监测机构或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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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制定具体监测方案，开展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流转、

制备和分析测试，并分析评价监测结果，确定重点监管企业周

边土壤环境风险，编制形成监测报告上传省土壤环境信息化管

理平台。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以省生态环境厅和各地市生态

环境局公布的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为准。

5.监测工作方案

5.1 监测范围

根据大气、水等污染扩散途径，对土壤重点监管企业周边

土壤环境造成影响区域范围内的土壤和地下水开展调查监测，

有关区域包括：大气沉降影响区范围、水污染影响区范围、固

废堆放（含尾矿库）影响区范围，以及其他可能受到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影响的区域。

5.2 点位布设与核实

（1）根据重点企业污染扩散方式，确定其基本影响区范围

（各类重点企业基本影响区的划分详见附件），基本影响区划定

后应综合考虑土地利用方式、地形地貌等因素进行调整，从而

确定重点企业可能影响区范围并划定调查单元。

（2）相邻重点企业划定的单元有重合的，可以合并作为一

个调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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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划定的调查单元内如无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可以不

进行土壤布点，地下水是否监测根据需要自行决定。

（4）土壤点位布设：以重点监管企业为中心根据污染迁移

特征按放射状布设点位。影响范围小于 1 公里时，点位数量为

4-9个，同时设置对照点位；影响范围大于 1公里时，点位数量

为7-14个，同时设置对照点位。点位布设过程中可根据农用地、

未利用地具体分布酌情减少点位。

（5）点位选择应优先考虑具有代表性的农用地，并在地块

中心位置进行布点。水田和旱地优先选择水田布设，不同高差

的优先选择地势低的地块布设。

（6）地下水监测点布设数量 1-2个，布设点位应与重点监

管企业位于同一水文单元，布设在企业污染物迁移途径的下游

方向，同时应避开其他污染源的影响。

（7）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本辖区重点监管企

业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点位布设，并核实点位设置是否符

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有关点位布设方案经专家评审论证后，

报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备案。

5.3 监测项目

5.3.1 土壤监测项目

监测的无机项目及有机项目均采集 0-20cm 的表层土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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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具体监测指标如下：

（1）土壤理化指标

土壤 pH

（2）无机污染物

砷、镉、铬、铜、汞、镍、铅和锌 8 种元素的全量。

（3）有机污染物（选测）

六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苯并[a]芘

（4）特征污染物

重点监管企业的特征污染物，可参照企业自行监测中污染

识别确定的特征污染物。

5.3.2 地下水监测项目

地下水监测项目应涵盖 GB/T 14848 表 1 中感官性状及一般

化学指标（共计 20 项），同时应根据企业污染排放特征选取特

征污染因子开展监测。

5.4 监测频次

根据《福建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有

关市、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每 3 年对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区域至

少开展 1 次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5.5 评级标准与方法

（1）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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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15618-2018）执行，GB 15618 中未涉及的污染物，可

参照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土壤背景值等进行评价。

（2）评价方法

农用地风险评价参照《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规定

（试行）》（环办土壤函〔2018〕1479 号）执行；农用地环境质

量类别划分参照《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试

行）》（环办土壤函〔2017〕79 号）。

6.工作要求

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主要分为样品

采集、样品流转和保存、样品制备、分析测试、质量保证、数

据分析与报告编写六个部分。各部分工作的具体内容及要求如

下：

6.1 样品采集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工作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要求开

展。采样过程中要避免样品二次污染，有机样品的采集要避免

采样扰动的干扰，实际采样点与计划采样点偏差不超过 50米。

土壤无机样品采集表层混合样品，混合样品采样范围至少

为 20m×20m，按照对角线法或双对角线法等方法采集 5 个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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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分点土样时须使用称量器具，以保证 5 个分点土壤

样品的重量基本一致。土壤有机监测项目采集表层土壤新鲜样

品（单点采样），标签上的监测项目分别标注监测项目；理化性

质和无机监测项目每个监测点位采集1kg以上的土壤无机样品，

样品较潮湿时，应适当增加采样量。无机样品装于聚乙烯自封

袋中；有机样装于棕色磨口玻璃瓶中，采样完成后在低于4℃的

暗处保存，尽快送至分析实验室。

6.2 样品保存流转和测试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保存和流转工作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16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

要求开展。

有机样品采集完成后应4℃低温保存，采样现场应配备保温

箱，内置冷冻蓝冰，保证有机样品在低温下保存流转；

样品在流转前应核对信息，运输过程中要保证样品安全并

及时送达，且安排专人进行样品交接。

负责样品接收的单位在样品交接过程中，应对接收样品的

质量状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样品标识、样品重量、

样品数量、包装容器、保存温度和样品应送达时限等。

样品经验收合格后，接样单位样品管理员应在样品交接记

录表上签字，注明收样日期，并返回一份给送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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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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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所提供的方法。

GB15618 标准中未涉及到的测试项目在方法选择上应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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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方法在使

用前须按照《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GB/T

27417-2017）、《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等要求对分析测试方法各项特征指标进行实验室验

证或确认。

6.3 质量控制

任务承担单位应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制定并实施质量保证

与控制方案，在开展土壤重点企业周边土壤监测过程中应严格

执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和《地下水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HJ/T164）相关质控要求，检测报告应包含相应

的质控数据，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可靠。有关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委托社会化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开展监测的，在委托合同中应

明确质量控制要求，并对其监测数据质量开展监督检查。

6.4 报告编制

组织编制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土壤环境质量报告，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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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但不仅限于：

（1）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方案（调查范围

的确定、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项目的选择等）；

（2）监测结果及分析；

（3）质量控制措施及质控结果；

（4）调查范围内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结果以及农

用地质量类别；

（5）明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以及

相应的对策措施。

7.结果上报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及时将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上传

省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警的重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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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土壤重点污染源周边影响区范围

1 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确定

需考虑大气沉降影响的行业包括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26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7医药制造业、31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8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电池制造）、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危废、医废

处置）、78 公共设施管理业（生活垃圾处置）。

1.1 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

表 1-1 金属矿采选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响因素

调 整 参 数

尾矿库

露天采

场、地采污

风井、选

矿厂

运输道路

基本范围 1.0 0.5 0.1

年限

（年）

<15 0 / /

≥15 +0.5 / /

多

年平均

风（m/s）

<3 0
主导风

向明显地区，

主导风向下

风向调查范

围+0.5

/ /

[3-5) +0.5 / /

[5-7) +1.0 / /

≥7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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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平均降

雨量

（mm）

<400 +1.0 / /

400-800 0 / /

>800 -0.5 / /

注：1．尾矿库大气沉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5-5.0km；

2．尾矿库起尘量（产生强度）与降雨量和风速有密切关系。

降雨量越少，尾矿越干燥，起尘量越大，扬尘进入周围土壤的

量也增加。风速越大，尾矿库起尘量越大，扬尘扩散范围变远，

尾矿库对周围土壤中污染影响也变大，根据实验确定的尾矿库

扬尘的启动风速一般大于 3m/s。

1.2 石油加工业

表 1-2 石油加工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1.0

年限

（年）

<20 0

≥20 +0.5

规模
中小型 0

大型 +0.5

多年平

均风速（m/s）

<2 +0.2
主导风向明显

地区，主导风向下风

向调查范围+0.5

2-4 0

>4 -0.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3.0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

位置

年平均

降雨量（mm）

<400 +0.2

40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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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800 -0.2

注：1．石油加工业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7-3.0km；

2．企业规模依据国统字〔2011〕75 号划分；

3．生产企业烟囱/排气筒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受风速和降雨

量影响。风速越大，烟尘扩散越远，但近距离单位面积的干沉

降量越小，企业周边土壤因重力沉降输入的污染物量变少，同

样的时间累积条件下，可能超标的面积也越小；降雨量越小，

湿沉降量减少，企业周边土壤因降雨而输入的污染物量减少，

同样条件下可能超标的面积也越小（后续行业的规律相同）。

1.3 炼焦业

表 1-3 炼焦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1.5

年限

（年）

<5 0

5-20 +0.5

>20 +1.0

规模

（kt/a）

<1000 -0.5

1000-3000 0

>3000 +0.5

多年平

均风速（m/s）

<2 +0.2
主导风向明显

地区，主导风向下风

向调查范围+0.5

2-4 0

>4 -0.2



- 13 -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2.0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

位置

年平均

降雨量（mm）

<400 +0.2

400-800 0

>800 -0.2

注：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7-3.5km。

1.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表 1-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1.0

年限

（年）

<10 0

10-20 +0.2

>20 +0.4

占地（hm2）

<10 -0.2

10-100 0

>100 +0.2

行业
有机化工 -0.2

无机化工 0

多年平均

风速

（m/s）

<2 +0.2
主导风向明显

地区，主导风向下风

向调查范围+0.5

2-4 0

>4 -0.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1.4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

置

年平均降

雨量（mm）

<400 +0.2

400-800 0

>800 -0.2

注：1．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5-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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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 1-4确定的范围小于所属行业卫生防护距离时，应

按照所属行业卫生防护距离确定调查范围。

1.5 医药制造业

表 1-5 医药制造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1.0

年限

(年)

<5 0

5-10 +0.3

>10 +0.5

占地(hm2)

<10 -0.2

10-100 0

>100 +0.2

多年平均风

速（m/s）

<2 +0.2
主导风向明显

地区，主导风向下

风向调查范围+0.5

2-4 0

>4 -0.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1.4 倍排气筒高度

等高线位置

注：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6-2.0km。

1.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表1-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1.5

年限

（年）

<5 0

5-15 +0.5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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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规模

（万 t/a）

<50 -0.5

50-100 0

>100 +0.5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3.0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

线位置

多年平均风

速（m/s）

<2 +0.2
主导风向明显

地区，主导风向下

风向调查范围+0.5

2-4 0

>4 -0.2

年平均降雨

量（mm）

<400 +0.2

400-800 0

>800 -0.2

注：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1.0-4.0km。

1.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表1-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铜镍钴、铅锌、锡锑

汞
铝

其

他

1.5 1.0
0.

5

年限

（年）

<5 0 0 /

5-15 +1.0 +0.2 /

>15 +2.0 +0.5 /

规模 3

小型 -0.5 -0.2
含铝用碳

素生产调查范

围+0.3

/

中型 0 0 /

大型 +0.5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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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地形

平原/

简单地形
0 /

抬升

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2.5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 /

多年平

均风速（mm）

<2 +0.5 主导风

向明显地区，

主导风向下

风向调查范

围+1.0

+0.2 主导风向

明显地区，主

导风向下风向

调查范围+0.5

/

2-4 0 0 /

>4 -0.5 -0.2 /

年平均

降雨量（mm）

<400 +0.5 +0.2 /

400-800 0 0 /

>800 -0.5 -0.2 /

注：1.重有色金属冶炼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1.0-5.0km；

2.电解铝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6-2.5km；

3.企业规模依据《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建市〔2007〕86

号）“冶金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划分。

1.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池制造业）

表 1-8 电池制造业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铅 蓄 电 池 其 他 电 池

基本范围 1.0 0.5

年限

（年）

<5 0 0

5-15 +0.2 +0.2

>1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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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

均风速

（m/s）

<2 +0.2 主导风向明

显地区，主导风向

下风向调查范围

+0.5

/

2-4 0 /

>4 -0.2 /

地形

平原/简单地

形
0 /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1.4倍排气筒

高度等高线位置
/

注：1．铅蓄电池大气沉降调查范围上下限为 0.8-2.0km，

其他电池大气沉降调查范围为 0.5-1.0km；

2.铅酸蓄电池企业若含有再生铅生产，则大气沉降调查范

围确定参照有色冶炼业。

1.9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危废、医废处置）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生活垃圾处置）

表1-9 危废、医废和生活垃圾处置大气沉降调查范围（km）

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基本范围
生活垃圾焚烧/危废、医废焚烧

生活垃圾填埋

/危废、医废填埋

3.0/2.0 0.5/0.8

年限

（年）

<10 0 /

≥10 +0.5 /

规模

(t/d)

<1000

（危废医废<20）
-0.5 /

1000-2000

（危废医废 20-50）
0 /

>2000

（危废医废>5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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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 因 素 调 整 参 数

多年平均

风速（m/s）

<2 +0.5 主 导 风 向

明显地区，主导

风向下风向调

查范围+0.5

/

2-4 0 /

>4 -0.5 /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

抬升地形

生活垃圾焚烧抬升侧延伸至

3.0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危

废、医废焚烧抬升侧延伸至 2.0倍

排气筒高度

等高线位置

/

年平均降

雨量（mm）

<400 +0.2 /

400-800 0 /

>800 -0.2 /

注：1．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下限值为

2.0-5.0km；

2．危废医废焚烧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 1.0-4.0km。

2 地表产流影响调查范围确定

需考虑地表产流影响的行业包括 0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7 纺织业、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22 造纸和纸制品业、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27医药制造业、28化学纤维制造业、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3金属制品业、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池制造）、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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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治理）、78 公共设施管理业（环境卫生管理）。

2.1 金属矿山

金属矿采选业地表产流调查范围确定如下：

（1）发生过尾矿库溃坝事故的矿山，其调查范围为事故尾

砂覆盖范围，并可延长至下游河道。

（2）使用纳污河流进行农田灌溉的地区，其调查范围为使

用纳污河流进行灌溉的区域范围。

（3）不使用纳污河流进行农田灌溉的地区，其调查范围按

表 2-1 确定。

表 2-1 金属矿采选业地表产流调查范围（km）

垂直河流

流向的影响范

围

至河流两岸最大洪水淹没线位置

平行河流

流向的影响范

围

影响因素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硫化矿 氧化矿 硫化矿 氧化矿

基本范围
距离河流最近的

工业场地下游 3km

距离河流最近的

工业场地下游 5km

开

采 年 限

(年)

<15 0 -1.0 0 -1.0

≥15 +2.0 0 +3.0 0

矿

山规模

大型 +3.0 0 +4.0 0

中型 0 -0.5 0 -0.5

小型 -1.0 -1.0 -1.0 -1.0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mm)

>800 +3.0 0 +4.0 0

400-800 0 -0.5 0 -0.5

<40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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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表 水 流

量

(m3/s)

≥150 +3.0 0 +4.0 0

15-150 0 -0.5 0 -0.5

<15 -1.0 -1.0 -0.5 -1.0

注：1.若尾矿库和废石场不在同一个分水岭，则应分别划

定调查范围；

2.矿山规模依据国土资发〔2004〕208 号划分；

3.平行河流流向最小调查范围不小于 1km。

2.2 工业企业厂区

考虑工业企业厂区常设有排水沟，并有围墙阻隔，厂内污

染地块降雨等地表产流的土壤调查范围设定在工业企业厂区内

部。

2.3 厂外独立渣场

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行业的厂外

独立渣场调查范围确定方法：

（1）若最近的沟渠、河流、湖、库距离独立渣场下游不足

1.0km，则调查范围确定为至渣场下游最近的沟渠、河流、湖、

库。

（2）若最近的沟渠、河流、湖、库距离独立渣场下游超过

1.0km，则调查范围根据表 2-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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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独立渣场重点污染调查范围（km）

年限（年）
调查范围（沿地表径流方向渣场长度的倍数）

降雨量>800mm 降雨量 400-800mm 降雨量<400mm

<5 3 1 0

5-20 6 5 3

>20 9 7 5

注：0 表示无需调查渣场外的地表产流土壤污染。

3 工业园区调查范围确定

典型工业园区土壤污染调查范围的确定方法如下：

（1）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

根据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上限值，以

工业园区边界为起点圈定包络线。重点污染行业工业园区大气

沉降影响调查范围见表 3-1。

表 3-1 典型工业园区大气沉降影响调查范围(km)

园区主导产业 调查范围（km）

石化、化工 3.5

冶金 5.0

其他 3.0

（2）地表产流影响范围

①工业园区污染场地的土壤调查范围设定于园区用地红线

范围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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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独立的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场的土壤污染调查范

围参照 2.3 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