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国家、省、市“土十条”，以及《关于印发

常州市 2021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常土治办〔2021〕4 号）等要求，做好地块

布点采样方案编制(必须在专家评审后实施)、现场布点及采样、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并要

求提交监测结果分析报告。 

1、资料收集 

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所在地块水文地质信息、企业周边信息、企

业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若企业与相邻区域（厂界外 50 m 范围内）其他企业存在相

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区域其他企业的相关记录和资料。若企业所在地块上曾发生

过企业变更、行业变更、生产工艺或产品变更，需收集相关历史资料。 

2、污染识别 

（1）企业内部疑似污染区域识别：根据基础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结合企业生产

设施、污染防治设施等功能区布局等情况，综合考虑污染源分布、污染物类型、污染物迁

移途径等，识别疑似污染区域，原则上应将下列区域作为疑似污染区域，并在平面布置图

中标记。 

（2）特征污染物识别：根据基础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结合企业历史及现状生产

产品、原辅材料、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废水废气排放等情况，同时考虑污染物的迁移

转化，分析确定企业特征污染物，并同步对企业所在地块历史上存在过的其他企业以及相

邻区域其他企业的特征污染物进行识别。 

3、监测点位布设原则 

监测点位布设原则：监测点位布设应以尽可能捕获污染为原则，布设在潜在污染可能

性最高的位置。原则上，厂界以外 10m范围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应进行布点，具

体位置应优先布设在距企业疑似污染区域最近的地方。若有方向不具备布点条件的，可优

先在企业内该方向距厂界 3 m范围内（应尽可能接近厂界）进行布点，若在厂界以外 10m

范围内及厂界以内 3m范围内不能保障四个方向均具有点位的，至少应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具

有点位（应优先考虑企业所在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上游和下游），若上述条件均不能满足的，

则在厂界以外就近选择潜在污染可能性最高的区域进行布点（应优先考虑污染物迁移的方

向）；若存在共用厂界且需监测的企业，可作为共用监测井，项目全覆盖。具体根据场调实

际，给出具体监测方案。 



4、土壤和地下水对照点位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设置： 

A、在企业周边一定范围内 1km范围内,尽量选择未受工业企业或其他来源污染的区域

布设对照点，其中地下水对照点应在企业所在地块地下水流向上游进行布点,地下水对照点

数量不少于 1个，对照点与地下水监测点样品采集深度应保持一致； 

B、土壤对照点数量不少于 3个，每个对照点均应采集表层土壤样品，其中至少 1个点

位应采集下层土壤和饱和带土壤，其钻探深度、样品采集数量、采样深度与土壤监测点位

保持一致，采集的样品应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土壤；多个监管企业在一

起，对照点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共用，监测项目应覆盖各重点监管企业监测项目。 

5、监测点数量  

（1）土壤监测点位数量：土壤监测点位数量应不少于 4个，并根据企业面积大小、工

业利用时间等情况按照以下原则进行适当调整：1万 m
2
＜企业占地面积≤5万 m

2
：6个；5

万 m
2
＜企业占地面积≤10万 m

2
：6 个； 10万 m

2
≤企业占地面积＜50万 m

2
：8 个；企业占

地面积≥50万 m
2
：12个。若企业为危废处理，则需要适当增加监测点位（结合场调实

际）；对监管企业周边敏感点（农田）土壤进行布点监测，每侧至少布设 2个监测点。 

（2）地下水监测点位数量：地下水监测点位数量不少于 4个，并根据企业面积大小、

工业利用时间等情况按照以下原则进行适当调整：1万 m2＜企业占地面积≤5 万 m2：工业

利用时间大于等于 30年时 6 个； 5万 m2＜企业占地面积≤10万 m2：6 个； 10万 m2≤

企业占地面积＜50万 m2：6 个； 企业占地面积≥50 万 m2：8 个。若企业为危废处理，则

需要适当增加监测点位（结合场调实际）；对监管企业周边敏感点（农田）进行地下水布点

监测，每侧至少布设 2 个监测点。 

（3）土壤监测点与地下水监测点可以重合，根据企业现场实际，必须单独设点监测，

则分开设点。具体根据场调实际，给出具体监测方案。 

6、监测项目 

（1）土壤监测项目土壤监测项目应包括： 

a）GB 36600 中表 1规定的 45项基本项目+pH；监管企业周边涉及的敏感点（农田）

布设的监测点加测 GB15618—2018中基本项目。 

b）根据企业性质，确定特征污染因子并实施监测。 

（2）地下水监测项目：常规指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地下

水质量常规指标 37项（不包括放射性指标）及企业特征污染指标。 

7、钻探深度结合，井深建议为 8-10m。 



8、样品采集深度  

（1）土壤样品采集深度  

每个土壤监测点位在 0m~0.5m至少采集 1个样品；下层土壤至少采集 1个样品，饱和

带土壤至少采集 1个样品，若饱和带土壤存在明显污染痕迹，应适当增加样品数量。结合

场调实际，尤其是涉及危废的企业，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给出具体监测方案。 

涉及二噁英监测项目的样品，可只在表层 0m~0.2m采集。  

（2）地下水样品采集深度 

地下水采样深度执行 HJ 25.2 的相关规定 

根据收集的材料及上述原则，结合场调实际，编制详细的监测布点方案，监测方案要

求一企业一方案，指导完成现场钻探、成井、采样等监测工作。同时根据企业历史及现状

生产产品、原辅材料、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废水废气排放等情况，同时考虑污染物的

迁移转化，分析确定企业特征污染物进行分析测试，特征污染物若不列入监测项目，应充

分说明不列入的理由和依据。现场样品的采集、流转和实验室检测需委托经 CMA 认证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9.根据场调实际，结合相关法规和技术规范，给出操作简单、方便，符合技术规范要

求且切实可行的监测方案（场调报告）。 

10、严格按照监测技术规范和监测方案实施监测，每个点监测过程要求全程留痕视频

资料，监测井井口设置保护装置，周边设置围栏。 

四、最终提交成果资料： 

1.提交完整的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方案、监测分析报告纸质和电子版（PDF 和 word版

本）、全程留痕视频资料。 

2.其他相关报告材料，具体要求按照省市下发文件为准。 

五、验收标准 

1.需提交环境监测结果分析报告，并在通过专家审核后实施。 

2.专家组成：评审专家原则上不少于 3人，复杂或高风险场地的报告应适当增加专家组

人数，评审专家从江苏省土壤环境专家库名单（江苏省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或《常州

市环境保护咨询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会上推荐其中 1名专家作为专家组组长。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涉及电镀、制革等行业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相关企

业的，至少增加 1名熟悉相关工艺流程的行业专家； 

3.在合同约定时间，成果资料符合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服务商调查



相关要求，通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质量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