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修复效果评估
监测质量监督工作指引（试行）

为强化我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高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修复效果评估监测数据的可靠性，规范实施监测质量监督工

作，特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由市生态环境局（不含各分局，下同）负责评审的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土壤污染修复（含风险管控，下同）效果

评估报告，其监测质量监督工作（以下简称“质量监督”）

按本指引执行。

由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负责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其质量监督主要由各分局视情组织，可参考本指引。

市生态环境局抽取分局评审的部分报告开展质量监督时，

按本指引执行。

二、基本原则

（一）公平公正。制定统一的质量监督办法，明确质量监

督结果评价方法，使监督工作和监督评价有据可依，确保对

不同监督对象的公平管理，确保监督评价结果的公正性。

（二）分级分类。根据报告评审部门，实施分级监督，由

评审部门承担主要监督责任。对污染风险大的地块，实施重

点监督。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turangwuranxiufu/


（三）强化震慑。按照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特点，设定多种

监督方式，从多个角度、多个时段、多个场所开展监督。采

用监督方式不确定、监督时间不确定的模式，对被监督单位

形成震慑。

（四）提速增效。建立事前登记、过程监督的管理机制。

质量监督工作尽量与监测工作同步开展，监督过程发现的问

题即时提出并督促整改，提高监督工作时效性，节省后期评

审时间。

三、职责分工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修复效果评

估的质量监督工作，委托技术机构提供质量监督技术服务。

受委托提供质量监督技术服务的机构（以下简称“技术机

构”）：根据任务要求实施质量监督具体工作，需回避与其

机构有利益相关的地块。

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以下简称“广州监测

站”）：对与技术机构有利益相关的地块监测工作实施质量

监督；对技术机构的质量监督工作进行监督，并对质量监督

中涉及监测技术问题的争议进行裁定。

四、监督对象

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详细采样分析的地块和土壤污

染修复效果评估的地块，100%实施质量监督；对无需开展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详细采样分析的地块，一般在其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完成评审后抽取部分实施质量监督。

符合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形的地块为重点监督对象：

（一）重点行业企业曾用地：从事过有色金属矿采选、金

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造纸、印染、

汽车拆解、造船、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

解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行业生产的用地，从事过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从事过火力发电、燃气生产、垃圾填

埋场、垃圾焚烧场、市政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处置等的

用地。

（二）污染事故地块：曾发生过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地块。

（三）其他地块：需要加强关注或公众关注度较高等的地块。

五、质量监督方式

质量监督主要围绕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比性、代表性、溯源性

和真实性开展。

对土壤监测的质量监督方式主要包括：采样现场监督检查、密码

平行样分析、平行样抽测分析、留样复测、现场采样复测、实验室监

督检查。技术机构根据监督工作需要，可合理增加其它方式，也可视

实际情况需要使用无人机拍摄监控和远程网络视频等辅助手段。

对地下水监测的质量监督，结合土壤监测的质量监督采取合适措

施。

六、质量监督工作内容及程序



（一）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详细采样分析的地块和土壤污染

修复效果评估的地块

1.填报“广州土壤”APP

在每轮实际监测前 5 个工作日以上（含本数，下同），由土地使

用权人或调查、评估单位通过“广州土壤”APP 如实填报地块相关信

息，并在采样期间滚动更新未来 7天的采样计划。填报内容主要包括

地块基本信息、历史上存在过的工业企业类型、用地规划用途、项目

当前进展环节和计划采样时间等。

技术机构直接通过“广州土壤”APP 获取监督对象信息。如因填

报信息不及时或内容不实、错漏等影响质量监督和评审工作，由填报

单位负责。

相关报告在评审过程中提出补充监测要求的，也需按上述要求填

报相应信息。对补测时间紧迫确无法提前 5个工作日以上填报信息的，

应及时填报并向技术机构电话说明。

2.开展监督工作

（1）监督流程

质量监督在监测工作过程中或完成后及时实施。具体流程见图 1。

（2）监督方式选择

技术机构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实施质量监督，

其中重点监督对象地块需采取至少两种方式。各类质量监督方式选择

见表 1。

（3）监督过程技术要求



质量监督实施过程的技术要求和监督结果判定规则按附件 1执行。

（二）无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详细采样分析的地块

1.抽取监督地块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在“广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

提交完成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信息。市生态环境局从完成评

审的地块中，抽取部分地块，交技术机构开展质量监督工作。

2.开展监督工作

（1）监督流程

质量监督一般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完成后实施。具体流

程见图 1。

（2）监督方式选择

由技术机构结合实际情况采取 1～2种方式实施质量监督，一般采

取采样复测、留样复测和实验室监督检查方式进行监督。

（3）监督过程技术要求

质量监督实施过程的技术要求和监督结果判定规则按附件 1执行。

表 1 质量监督方式选择





图 1 质量监督工作流程图



七、质量监督发现问题的处理

技术机构在质量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根据其对监测结果的影响程

度，分类处理：

（一）所发现问题不影响监测数据和结果的

对于当场可完成整改的问题，由技术机构现场提醒被监督单位纠

正并记录；对于当场无法完成整改的问题，由技术机构书面提出整改

要求并跟踪整改情况。

（二）所发现问题可能影响监测数据和结果的

由技术机构书面提出整改要求并跟踪整改情况，必要时报请广州

监测站开展联合监督。

（三）所发现问题涉嫌监测数据和报告弄虚作假的

由技术机构保存证据并及时报告市生态环境局，由管理部门依法

处理。

对技术机构指出的问题（当场整改的除外），被监督单位应在收

到书面问题反馈后 15个工作日内向技术机构提交整改报告,报告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问题阐述和原因分析、整改措施、整改完成情

况和验证、相应的佐证材料等。

未按期完成整改或拒绝整改的，由技术机构在质量监督报告中如

实反映。

八、质量监督结果反馈与应用

（一）技术机构根据质量监督情况编写质量监督报告，一般每个

地块一份质量监督报告，于相应地块质量监督工作全部完成后按要求



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并抄送广州监测站。对修复效果评估项目阶段性

验收等情况，可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出具质量监督报告。质量监督报告

应给出质量监督结论，视实际情况以“通过”、“原则通过”或“不

通过”等表述，表述参考样式见附件 2。

（二）技术机构以检查结果单形式向被监督单位反馈质量监督结

果，可视被监督地块监测工作开展情况一次或分多次出具检查结果单，

以方便被监督单位及时针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三）申请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治理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

时，应在检测报告材料中附技术机构出具的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单。

（四）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治理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

组织单位和评审专家应关注质量监督结果。被监督单位对存在问题拒

不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相关监测数据不能作为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及修复效果评估的依据。

（五）对各分局负责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由市生态环

境局将质量监督结果转相应分局。分局应根据存在问题情况，分析采

取相应措施，不断提高评审质量。对质量监督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的，分局可督促责任人修改或重新编制报告，并重新报送评审。

（六）市生态环境局视情通报质量监督情况，包括未按要求填报

“广州土壤”APP 的情况。对确认存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治理修复

效果评估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由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九、其他



（一）技术机构在质量监督工作中，发现地块存在未停止生产等

不符合调查规定情况的,现场记录并在质量监督报告中反映。

（二）技术机构在质量监督工作中，发现地块开工建设与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的，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线索。

（三）对无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详细采样分析的地块，土地

使用权人或调查单位仍需在每轮实际监测前 5个工作日以上通过“广

州土壤”APP 填报信息并滚动更新。相关信息供市生态环境局掌握全

市调查工作情况，并供各分局评审工作使用。

（四）自实施之日起，向我局申请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其质量监督按本指引执行。此前已提交的报告按原

有关要求执行。

本指引自 2021 年 10 月 1日起实施，试行两年。国家或广东省有

新要求的，按新要求执行。

附件 1：广州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修复效果评估监测质量监督

技术规则.doc

附件 2：质量监督结论表述参考样式.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