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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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总第 12 期） 

 

1. 在土壤采样过程中，若需采集砂砾石层中土壤，如何进行取样？ 

答：该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冲击式钻机采集土壤，若冲击式钻机

无法取样，可以采用回旋钻进行钻探，待钻至距采样位置一定距离后，

再更换回冲击式钻机采集土壤样品。也可以采用探坑方法，在侧壁采

集非扰动的土壤样品。 

2. 若地下水监测井回水较慢，是否可以判断属于低渗透层？是否

可以不再采集地下水样？  

答：通常地下水监测井回水慢是因为地下水井选点不合理，建井

不规范、建井深度不合理、季节（处于枯水期）等因素造成的，而非

低渗透地层。仅依据回水慢就判定为低渗透地层是不科学的。 

对建成的监测井回水较慢或无明显地下水时，应从以下角度判断

是否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回水较慢： 

①地块内的其他监测井是否均回水较慢，如其他监测井回水正常

或回水速度明显大于本监测井，则可能是建井过程不规范（滤料堵塞

等）或选点失败（地层异质性）导致的，应考虑调整位置重新建井。  

②如果建井前钻探时有明显地下水赋存迹象，而建成后回水较慢，

则一般是建井不规范造成；如建井时钻孔内便没有地下水赋存迹象，

则说明监测井深度不满足要求或地块地质异质性导致选点失败，一般

这种情况建议建井时便应该终止，换点重建； 

③如建井洗井后井内水位高度（水面至井底）≥建井时最短筛管

长度的一半，而采样时无地下水或回水明显变慢，则可能属于枯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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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雨后水量相对丰富时采集地下水样品，或重新建井，加长筛管，

下缘低于枯水期水位（建井时最短筛管长度的一半），涉及 LNAPL 场

地其上缘应高于丰水期水位。 

对回水慢的监测井，还可通过再次洗井，换点建井，增大井管直

径，加长筛管长度等手段增加回水，潜水层地下水监测对于地块污染

捕获的意义重大，无特殊情况应坚持采集地下水。 

3. 某借力场地调查数据的地块既开展过场地初步调查又开展过

详细调查，上报数据以哪个报告为准？  

答：以详细调查报告为准。 

4. 某借力场地调查数据的地块已开展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以哪

个阶段的调查数据上报？  

答：已完成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活动的效果评估地块，以效果评

估时的数据上报；未完成效果评估的以场地调查时的数据上报。  

5. 借力场地调查数据的地块上报数据时，每个地块填写土层性质，

可能每个点位的土层性质都不一致，应怎么填写呢？ 

答：根据场地调查报告中概化后的土层性质填写。 

6. 地块开展场地调查后现已开发利用，还需要纳入成果集成数据

上报吗？  

答：已开发利用为非工业用地的建设用地，不再纳入本次成果集

成。 

7. 若化工园区周边 1km 范围内存在饮用水井，该区域不属于饮

用水源地，系统上进行数据填报时，该如何填写“化工园区农村地下

水饮用水源水质调查表”中第二项“水源地基本信息”？ 

答：“水源地基本信息”中水源地名称填无，但是水源地类型必选。

水源地类型分为饮用水源井和灌溉井，上述情况选择饮用水源井。 



3 
 

8. 根据第 5 期答疑，地下水 pH 需现场测试，是否需要设置地下

水 pH 的密码平行样？如不需要，应如何在系统和终端操作？ 

答：不需要。前期布点采样方案上传结构化数据时，地下水 pH

应单独建立测试项目分类；采样时在采样终端“是否平行样”下拉菜单

中选择“否”，即可不采集密码平行样。 

9. 近期国家对终端拍照环节进行了精简，部分拍照环节已删除，

如样品运送单、内审记录单、样品保存检查记录单等照片无法上传，

请问上述内容是否仍作为质控要点？ 

答：为了提高现场采样工作效率，近期对采样终端拍照环节进行

了精简，并编写了现场采样照片拍摄示例模板，详见附件 1。 

样品运送单仍需要拍照上传，且作为资料检查时质控要点。样品

运送单目前已实现电子化，现场无需填写，实验室接样后，可由实验

室数据库系统下载打印，并签字拍照上传，上传后质控人员资料检查

时，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中“样品交接单”一栏查看。 

样品保存检查记录单、样品内审记录单不再要求拍照上传，不作

为质控要点，但需要保留备查。样品保存检查记录单同样可以通过系

统下载，样品流转后，采样小组登录信息管理系统可下载样品保存检

查记录单，填写或签字保留。样品内审记录单则需现场填写保留。 

10. 若某个地块测试项目分类遗漏个别指标（如六价铬），在信息

管理系统中补充完善后，数据库管理系统中该测试项目分类是否会自

动添加该指标？若不会，应如何操作？ 

答：数据库管理系统中该测试项目分类不能自动添加该指标，需

要省级质控人员登录数据库管理系统，在数据库管理系统【查看检测

任务】界面勾选包含该测试项目分类的任务组编号，点击重新生成任

务，半小时后系统会生成新的任务组，测试项目分类会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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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内审或外审人员资料检查时，发现某点位地下水样品采集过

程有严重质量问题，需要重新采集，但建井过程无质量问题，不需要

重新建井，应如何在系统和终端操作？ 

答：该情况下，质控人员可在信息管理系统资料审核界面，该点

位右侧操作列选择严重质量问题，在弹出的意见反馈窗口录入审核意

见，如确认建井过程无质量问题，可在“是否要重新建井”选择“否”（系

统默认为否），并在样品列表中勾选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样品，同时

上传审核附件即可。 

12. 企业用地调查实验室质控报告编制格式及内容是否有统一要

求？ 

答：考虑到各检测实验室工作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推动数据上报

进度，质控报告编制内容及格式未要求统一模板，满足相关质控技术

要求即可。建议在质控报告编制和审核过程中，要考虑“能溯源、全

覆盖、可量化、有评价”等要求。其中“能溯源”指应提供内部质控数据

唯一性标识，该标识应与具体地块相关联，同时可溯源至实验室原始

记录，也可以直接提供内部质控数据的数值来核查，两种方式均满足

溯源要求。“全覆盖”指要覆盖质控技术规定中的空白、平行、加标及

有证标准物质等实验室内部质控措施。考虑到各省市工作模式和实验

室运行机制不同，对质控报告中样品采制留存和分析测试方法内部质

控要求的相关内容不做统一要求。“可量化”指要按质控技术规定提供

内部质控措施插入比例和质控数据统计表。“有评价”指要提供不同质

控措施的允差范围、判别依据，并对质控数据是否满足质控要求进行

判断并提出总体结论。 

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基础上，质控报告和检测报告可分开编制，一

份质控报告可以对应一份或多份检测报告。此外，检测报告和质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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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可合并，如在检测报告的正文部分完整提供质控数据且满足上述

要求时，也可以视同提交质控报告。 

13. 若质控报告存在问题（如质控样比例不足）导致相关检测数

据存在风险隐患时，省级质控实验室是否可以直接判断实验室提交数

据不合格？ 

答：若发现质控报告存在问题导致相关检测数据存在风险隐患时，

除非发现有弄虚造假行为，省级质控实验室不宜仅以质控报告有问题

来判断实验室提交数据不合格。但应针对检测数据存在风险隐患的实

验室加强监督力度，通过抽调原始记录、飞行检查等措施对实验室数

据质量进一步予以确认，若在上述活动中发现实验室存在数据不准确、

不完整问题的，应视情况提出问题整改要求，如采取重报、重测、重

采等措施予以纠正。 

14. 省级质控实验室应如何加强和改进实验室质量管理？ 

答：首先，省级质控实验室应对承担本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的所有检测实验室开展一次专项质量检查，重点检查各检测实验室上

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可追溯性以及检测报告和质控报告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准确性，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实验室分析测试数据质量：

①对于检查发现的严重质量问题，省级质控实验室应对检测结果进行

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数据存疑的地块采取包括重采、重测在内的

纠正和整改措施；②对于检查发现的一般质量问题，各检测实验室应

自查并逐一整改，并对出具的检测结果进行核查。 

其次，省级质控实验室应加强现场指导和培训，尤其是关于有

机化合物的分析测试技术培训。各实验室管理人员和测试人员应加

强对质控技术规定和标准分析方法等有关企业用地调查技术文件的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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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一、土壤样点终端照片（*为必须拍照项） 

1. 钻孔基本信息--采样点周边环境（包含钻机工作场景）*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最少 2 张 

拍摄要点：①钻孔过程中拍摄；②照片角度不重复。示例： 

 

2. 采样准备--内审人员站在采样点标记位置正面照* 

照片数量：限制 1 张 

拍摄要点：①以钻机为背景；②钻孔过程中拍摄；③内审人正面

照片。示例： 



7 
 

 

3. 采样准备--采样设备与工具 

照片数量：限制 2 张 

拍摄要点：①钻探设备照片 1 张；②采样工具照片 1 张。示例： 

  

4. 采样准备--采样点调整依据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 

拍摄要点：①原采样点位置；②调整后采样点位置；③相对位置

关系；④点位调整依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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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孔钻探--体现钻探位置和标记采样点位置关系的照片* 

照片数量：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对照布点方案中的“现场确认照片”，选择同一角度同

一参照物拍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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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孔钻探--体现钻机类型及钻探过程套管跟进的照片（GP 钻

机及探坑取样的可不拍摄套管跟进照片）*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体现钻孔过程中的套管跟进操作。示例： 

 

7. 土孔钻探--土壤钻孔岩芯箱（标记深度及变层位置）*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 

拍摄要点：①钻孔获取的完整岩芯（可拍摄多张）；②标记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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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芯的起止深度；③包括岩芯长度的参照物（如尺子）。示例： 

 

8.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现场快速检测（XRF、PID 等）场景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仪器表盘工作状态；②现场快筛的操作方法。示例： 

 

9.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采集 VOCs 土壤检测样品场景，须体现

采集工具、方式及样品瓶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 

拍摄要点：①剔除表层土；②无扰动采样器取样；③采样器 4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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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将样品推入瓶中；④采样瓶中的样品状态。示例： 

  

  

10.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采集的全部土壤样品，照片应可识别是

否进行了二次编码*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不作为质控要点，终端可自动生成所有样品

二次编码） 

11.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样品保存情况，应体现保温箱类型及蓝

冰等蓄冷剂*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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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要点：①保温箱（推荐放置温度计）；②蓝冰等蓄冷剂；③

采集的样品。示例： 

 

12. 土壤采样记录单--土壤钻孔采样记录单*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 

拍摄要点：①记录单中星号项拍摄完整；②地层描述、污染描述、

快筛数据填写清晰可辩（快筛数据可另附表）。示例： 



13 
 

 

 

13. 土壤采样记录单--样品运送单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无需现场填写，系统可生成，由实验室上传，

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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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质控记录单--内审现场检查记录单*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不作为质控要点，需填写保留）。 

15. 土壤采样记录单--样品交接单（系统生成，该项不在采样终端

上，由实验室下载打印拍照上传）* 

拍摄要点：字迹清晰可辩。示例： 

  

16. 土壤采样记录单--样品保存检查记录单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不作为质控要点，可由系统下载打印，需填

写保留）。 

二、地下水样点终端照片 

1. 采样井基本信息--采样点周边环境（包含钻机工作场景）*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最少 2 张 

拍摄要点：①钻孔过程中拍摄；②角度不重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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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样准备--内审人员站在采样点标记位置正面照* 

照片数量：限制 1 张 

拍摄要点：①以钻机为背景；②钻孔过程中拍摄；③内审人正面

照片。示例： 

 

3. 采样准备--井管内径测量场景*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1 张 

拍摄要点：体现井管内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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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样准备--体现井管接口方式*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1 张 

拍摄要点：体现井管连接方式。示例： 

 

5. 采样准备--地下水洗井/取样设备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会在洗井及采样过程体现。 

6. 采样准备--体现滤料、止水材料类型及现场存放位置*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滤料、止水材料；②材料存放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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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下水采样井建设--井管连接，体现筛管长度及位置*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筛管长度及位置可通过建井记录单查看） 

8. 地下水采样井建设--下管、滤料填充及止水*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 

拍摄要点：①下管；②滤料填充；③止水材料添加。示例： 

 

9. 地下水采样井建设--成井洗井过程*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洗井设备；②总出水体积和储存容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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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下水采样井建设--洗井出水现场检测过程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仪器表盘工作状态；②现场检测的操作方法。示例： 

 

11. 地下水采样井建设--成井洗井出水保存场景（体现出水量）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与 9 重复。 

12.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采样前洗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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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4 张 

拍摄要点：①洗井设备；②洗井流速（贝勒管不体现）；③总出

水体积和容器。示例： 

  

  

13.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采样洗井出水保存场景（体现出水量）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与 12 重复。 

14.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洗井出水现场检测过程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仪器表盘工作状态；②现场检测的操作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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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VOCs 样品瓶（如涉及）取样顶空或

无气泡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1 张 

拍摄要点：VOCs 样品瓶倒置体现顶空或无气泡。示例： 

 

16.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采集的全部地下水样品，照片应可识

别是否进行了二次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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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拍照环节已删除（不作为质控要点，终端可自动生成二次编码）。 

17. 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样品保存情况，应体现保温箱类型及

蓝冰等蓄冷剂*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保温箱（推荐放置温度计）；②蓝冰等蓄冷剂；③

采集的样品。示例： 

 

18. 采样记录单--成井记录单*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成井记录单；②成井洗井记录单；③字迹清楚可辩。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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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采样记录单--地下水采样井洗井记录单*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①采样前洗井记录单；②字迹清晰可辩。示例： 

  

20. 采样记录单--地下水采样记录单* 

照片数量：限制最多 2 张 

拍摄要点：字迹清晰可辩。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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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下水采样记录单--样品运送单 

该拍照环节已删除（无需现场填写，系统可生成，通过实验室上

传，见 22） 

22. 地下水采样记录单--样品交接单（系统生成，该项不在采样终

端上，由实验室下载打印拍照上传）* 

拍摄要点：字迹清晰可辩。示例： 

 

23. 采样记录单—其他记录单（限制最多 4 张，视情况拍摄） 

24. 质控记录单—内审记录单 

该拍照环节删除（不作为质控要点，需填写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