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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皖环发〔2020〕19 号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采样调查现场安全防护

简明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保障我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初步采样调查工作

安全有序推进，依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流转和保存技术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采样技术规定》）、《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

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质控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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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我厅组织制定了《安徽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初

步采样调查现场安全防护简明技术规程》，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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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初步采样

调查现场安全防护简明技术规程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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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保障我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初步采样调查工作安

全有序推进，依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流转和保存技术规定（试行）》（以下简称

《采样技术规定》）、《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技术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质控技术规定》）等，在总结前期

初步采样调查试点的基础上，制定本技术规程。

本规程根据初步采样调查流程及实施环节，规定了我省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初步采样调查工作中前期准备、进场、采样及撤场

等环节的安全防范要求。在实施过程中，相关单位还应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特种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

本规范等国家和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我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初步采样调查阶段现场

采样施工安全防范。

二、采样施工安全防范要求

采样施工安全防范要求由初步采样调查中标联合体的牵头单

位负责落实。

（一）前期准备

1. 核实进场条件

采样单位进场前，应核实本单位所承担地块布点采样方案是

否通过专家评审，采样点位置是否经过现场确认，并获得土地使

用权人认可。同时，应当与地块土地使用权人核实是否需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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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证、是否需要配置特种安全防护物资和设备等。

2. 设置安全人员

采样单位应组建采样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采

样施工管理，小组成员应具有地质勘查、场地现场调查等专业工

作经验。

3. 识别地块风险源

采样单位进场准备阶段，应当识别采样点位施工地上及地下

风险源，包括但不限于高压线、燃气管道、油品或化学品输送管

线或储罐、输水管线、地下设备设施、危险破旧建筑物、通信电

缆等，并登记风险源识别情况。

4. 准备安全防护物资

采样单位根据地块风险源识别情况，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物

资，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劳动防护服、防砸防穿刺安全鞋、手

套、口罩、防毒面具、耳塞、护目镜、反光背心、医药箱、特种

防护装备等。

5. 制定应急预案

根据对采样地块风险源的识别，分析研判可能出现的一般安

全问题及特殊安全问题，结合每个地块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包括通讯指挥、安全防护、紧急处置等主要内容。

6. 组织采样安全培训

初步采样调查中标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应对采样及相关人员开

展进场前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国家及我省安全生产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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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管理条例、企业安全生产相关要求和设备使用相关技术规范、

现场人员安全防护、采样地块企业特种安全防范、突发事件研判

与应急预案等。

（二）进场安全检查

1. 检查进场人员

检查采样单位是否明确安全负责人、进场人员能否提供符合

卫生防疫要求相关证明。对有明确防火防爆要求和有特殊安全防

范要求的地块，重点检查是否携带安全违禁品。

2. 检查安全防护物资

根据采样地块风险源识别类型，检查安全防护物质携带情况，

确保无重大遗漏，尤其对有特殊安全防护要求的场地，防护物质、

防爆装备等配备情况应接受地块土地使用权人或授权人检查并获

得认可。

3. 核查采样点环境

进场时，要再次核实采样点现状环境是否发生改变。若地块

采样点采样设备施工范围内存其他施工活动，应当视情况按流程

调整采样时间或调整采样点位，确保采样活动不受其他施工活动

影响。

4. 检查采样设备

根据采样点位环境现状，核实采样设备的适用性，避免因设

备选用不当导致采样施工出现安全问题。检查设备运行状况，确

保设备运行状况良好。若需在厂区使用水、电、油、气等，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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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人单位确认相关使用程序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确保

安全使用。

5. 采样点人工探测

对无法确切排除的疑似危险源，要借助现场物探或手工钻等

方式进行核查。在经多方证据核实不存在安全隐患时，方可进行

钻探施工。

可使用管线探测仪等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探测地下管线。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探地雷达排查。还可采用人工管线排

查法，通过手钻或小螺纹钻钻入 0.5-1.5 米，开 5-8 个钻孔。具体

物探方法和人工管线排查技术建议见附件。

6. 天气情况核查

进场前要了解施工期天气情况，禁止在台风、暴雨、雷电、

冰雹等恶劣天气情况下进行钻探采样作业。雨、雪天后作业，应

采取现场防滑、防跌保护措施。

（三）采样中安全防范要求

1. 设置施工区警戒线

根据采样设备运行及操作人员活动范围，设立醒目的标识牌

及安全警示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区。

2. 监控采样设备运行工况

采样设备运行时，时刻监控观察设备运行状况。设备出现故

障时，要确保第一时间停机，避免带病运行导致出现次生安全问

题。设备故障排除后，经试运行确任能够保证正常运转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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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施工。吊装搬动钻具、采样管时，应谨慎施工严防碰撞受伤。

做好物件掉落、设备倾倒等安全事故防范。

钻井时，应科学合理设置钻进速度，及时观察识别已获取土

壤岩芯性状及变化情况，必要时及时调整钻井操作参数；密切关

注钻进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如发生异响、遇异常物、突发异味等

现象，应立刻停止钻进，分析原因，并视情况确定是否继续钻进

或提出调整点位等建议。

3. 施工期人员防护

采样现场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帽。对存在挥发性气体、刺

激性异味气体、腐蚀性酸性/碱性物料等地块，应视情况佩戴防护

器具。接触样品时，佩戴一次性丁晴手套，避免直接接触样品。

现场使用保护剂时，应佩戴手套，并注意保护剂是否存在泄漏。

4. 突发事件应急措施

施工期间出现突发安全事故时，应严格按照应急预案，科学、

专业、冷静、及时执行应急措施，重点防范因起火爆炸、触电、

中毒等安全问题。

（四）撤场安全要求

1. 妥善有序撤场

采样作业完成后，按照钻井操作规程安全有序拆除设备，妥

善收集相关采样配件，并在采样负责人指挥下有序撤场。若企业

对采样后施工区域恢复有特殊要求，应完成相关恢复要求后再撤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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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实二次污染防控

及时清理收集现场钻探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废水及其他废弃

物，妥善处置，不得随意丢弃，防止对地块及其周边环境造成二

次污染。

三、组织实施

（一）各方职责

1. 初步采样调查单位

初步采样调查中标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必须落实联合体中承担

现场采样任务相关单位的安全防范责任，应组织联合体成员单位

成员进行安全防范相关培训，明确采样各个环节安全工作责任单

位，督促成员单位落实本规程。采样工作应服从地块土地使用权

人的安全防范管理要求，切实按照国家、地方及行业安全法律法

规要求规范施工，按照本规程对各环节工作安全防范的要求履行

相关安全防范职责，做好高风险源识别、安全物资配备、安全培

训、施工期安全监管等工作。

2.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协助落实采样全过程的相关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环节：帮助采样单位做好采样点确认、作业环境核查，

掌握地块地下空间和地上空间各类管线、设备设施存在情况；协

助采样单位理清各项安全防范要求、开展安全培训、做好进场前

安全违禁品检查；施工中协助做好异常情况识别、点位调整；出

现突发问题时，应当全力协助采样单位做好各项应急措施；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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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安全防范要求的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应在采样单位作业期间安排

企业安全员全程旁站监督。

3. 市生态环境局

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强政策宣传，让相关企业充分认识开展

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重要意义，督促企业积极支持、配

合开展采样调查等工作。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强化本行政区域内初

步采样调查地块采样过程的安全防范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组织

本级及所属分局有关人员，对采样地块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全过程

跟踪监督。协调应急、消防等部门力量，为采样安全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要组织将辖区内拟采样地块清单与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确

定的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名单等进行比对，并及时将比对结果

提供给初步采样调查中标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对企业认为采样可

能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不能保障采样单位安全开展采样的，要督

促企业在采样单位的指导下，按相关技术规范和时限要求，自行

组织采样。对于土地使用权人不明确的地块，市生态环境局应协

调落实相关工作。

4. 质量控制单位和质控实验室

质控牵头单位在组织方案审核、质控实验室在采样资料审核

和现场质控检查等工作中，应将采样单位各环节安全防范作为重

要内容进行检查，同时，将安全防范的工作纳入工作质量评估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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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方式

1. 采样单位依据通过评审的布点采样方案或通过现场踏勘，

在土地使用权人协助下，填写附表 1 地块风险源排查表。排查情

况需获得企业安全负责人/授权人签字认可。

2. 采样单位进场前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处理好入场事宜。

3. 采样单位进场时提交人员健康码等防疫要求，必要时接受

土地使用权人进场安全检查，确保不携带违禁物品，有特种安全

防护要求的地块确保配备防爆相机等安全装备。由采样单位填写

附表 2 进场安全检查，并获得企业安全负责人/授权人签字认可。

4. 采样单位质控人员检查时应当对采样施工安全防范措施

进行检查，填写附表 3。

经签字确认的上述表格，由采样单位交初步采样调查中标联

合体的牵头单位保存。在所有采样调查完成后，初步采样调查中

标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应将所有采样地块的相关表格汇总，经技术

牵头单位审查后，交省生态环境厅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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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表 1 采样点施工区风险源排查登记表

地块编号 方案编制单位

地块名称 采样单位

一、是否为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 是 否 ，（选择是时填写 1.1、1.2）

1.1 当前安全防范准备工作是否满足企业安全生产要求？ 是 否

1.2 是否对采样单位进行安全防范要求交底？ 是 否

二、常见高风险源排查

序号 风险源类型 是否存在 排查依据 解决措施 备注

2.1 高压线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2 燃气管道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3 输油管道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4 通信电缆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5 输水管线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6 地下构筑物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7 危破建筑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8
特殊安全防护

要求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9 其他

采样单位责
任人（签字/
盖章）

企业安全负责人/
授权人或地块土
地使用权人授权
人（签字）

填表日期

注：此表由采样单位填写，由企业安全负责人/授权人签字（关闭搬迁地块由地块

土地使用权人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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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表 1 采样点施工区风险源排查登记表

地块编号 方案编制单位

地块名称 采样单位

一、是否为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 是 否 ，（选择是时填写 1.1、1.2）

1.1 当前安全防范准备工作是否满足企业安全生产要求？ 是 否

1.2 是否对采样单位进行安全防范要求交底？ 是 否

二、常见高风险源排查

序号 风险源类型 是否存在 排查依据 解决措施 备注

2.1 高压线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2 燃气管道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3 输油管道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4 通信电缆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5 输水管线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6 地下构筑物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7 危破建筑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8
特殊安全防护

要求
是 否

资料分析

物探探测

访谈踏勘

调整点位

调整设备

2.9 其他

采样单位责
任人（签字/
盖章）

企业安全负责人/
授权人或地块土
地使用权人授权
人（签字）

填表日期

注：此表由采样单位填写，由企业安全负责人/授权人签字（关闭搬迁地块由地块

土地使用权人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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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表 3 施工安全检查登记表

地块编号 方案编制单位

地块名称 采样单位

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 备注

1 是否佩戴安全帽 是 否

2 是否设置警戒线 是 否

3 是否佩戴口罩 是 否

4 是否佩戴防护面罩 是 否

5 是否配置医药箱 是 否

6 是否穿反光背心 是 否

7 是否穿劳保鞋 是 否

8 采样点处是否有高

风险源

是 否

9 是否出现施工安全

事故

是 否

10 其他

采样单位采样小组

组长（签字）
检查人员（签字）

填表日期

注：该表由市级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人员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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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采样点人工探测技术建议

图 1 手钻人工排查示意图

人工排查管线：若干个钻孔，手钻或小螺纹钻钻入至

0.5-1.5m，相比于手钻（直径 6cm），小螺纹钻（直径 3cm），易

钻入，也不会对钻孔内拟钻取岩芯造成干扰。

企业用地调查调查中管线资料经常缺失，常规的管线调查方

法如人员访谈等不够可靠，采用地球物理勘探管线可为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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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支持，主要技术参考如下：

1. 金属管道材质与周围岩土介电性质存在明显差异，适应于

探地雷达进行金属管道探测（管道埋深小于 5 米），瞬变电磁法、

多频电磁探测法（管道埋深小于 10 米），同时场地要求相对较平

整。

2. 顶板埋深 5 米以内的非金属管道，管道内未充填低阻填充

物（水、淤泥质土），可采用地质雷达法、高密度电法、人工源面

波法。顶板埋深 5~10 米以内的非金属管道，可采用地质雷达法(管

径相对较大)、高密度电法、人工源面波法、地震映像法。

3. 场地内硬化路面覆盖率较高，对于接地式物探方法不适

宜，适合于非接地式瞬变电磁法、多频电磁探测法、天然源面波

（微动）、地质雷达进行管道探测。

抄送：国家详查办，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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