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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有关要求，进一步规

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工作，制定本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

护部令第42号）规定的疑似污染地块对人体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初

步调查、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其他情形的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可参照本指南执行。 

指南不适用于含有放射性污染的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二、原则规定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工作应当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

导则》（HJ25.1）、《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和《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

复工作指南（试行）》，并符合本指南相关要求。 

三、调查评估程序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一般程序包括初步调查、详细调

查、风险评估三个阶段。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一次性

调查不能满足本阶段调查要求的，则需要继续补充调查直至满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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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初步调查：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

及分析、初步采样布点方案制定、现场采样、样品检测、数据分

析与评估、调查报告编制等。初步调查表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

未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

的，则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即低于可接受水平），无需开

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即

可能超过可接受水平），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

初步调查无法确定是否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应当补充调查，收集信息，进一步

进行判别。 

详细调查：包括详细调查采样布点方案制定、水文地质调查、

现场采样、样品检测、数据分析与评估、调查报告编制等。详细调

查应当进一步确定土壤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范围，以及对土

壤、地表水、地下水、空气污染的影响情况，分析污染物在该地块

的迁移与归宿等，为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等提供支

撑。详细调查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或需要进一步精细测算治理与

修复范围时，则应当补充调查，收集更多信息。 

风险评估：主要工作程序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

风险表征、风险控制值计算等。通过风险评估判断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造成的人体健康风险是否超过可接受水平，并计算土壤及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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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风险控制值。 

四、调查评估要点 

（一）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原则上为疑似污染地块的边界范围内。 

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到地块边界以外：如地块边界附近土壤可

能受到本地块污染的，需确定地块地下水污染范围的，地块周边存

在环境敏感目标的（如学校、居民区等）等情形。 

（二）布点要求 

布点是土壤环境调查的关键环节。布点不当可能发现不了污染，

造成误判。布点数量应当综合考虑代表性和经济可行性原则。鉴于

具体地块的差异性，布点的位置和数量应当主要基于专业的判断。

原则上： 

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
2
，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个；

地块面积＞5000m
2
，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并可根据实际情况

酌情增加。 

详细调查阶段，对于根据污染识别和初步调查筛选的涉嫌污染

的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每 400m
2
不少于 1 个，其他区域每 1600m

2

不少于 1 个。地下水采样点位数每 6400m
2
不少于 1个。 

有以下情形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密布点，如污染历史复杂或

信息缺失严重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等。 

（三）土壤污染物的检测项目 

漏检污染项目可能发现不了污染，造成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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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污染物的检测项目原则上应当根据保守原则确定。疑似

污染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转化或降解产物均应当

考虑纳入检测范畴。 

（四）水文地质和土壤理化性质调查 

水文地质条件关系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和分

布。需要调查：地块土层结构及分布、地下水位、地下水垂向水力

梯度、地下水水平流速及流向等。 

土壤的具体理化性质是风险评估的重要参数。需要调查：土壤

有机质含量、容重、含水率、土壤孔隙率、渗透系数等。 

（五）实验室检测原始数据管理 

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是调查评估的基础。参与土壤环境

调查评估的实验室，应当保存所有样品检测的原始数据（包括电子

数据）以备检查，原则上至少保存 20 年。 

（六）风险评估要点 

1.建立污染地块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的内容包括污染来源、潜在受体以及暴露途径（即污

染到达受体的途径）。概念模型应当贯穿于土壤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

整个过程，并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断完善。 

即使存在污染来源，如果没有暴露途径，则对潜在受体而言，

就没有风险。《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规定了多种暴露途径。

根据建立的概念模型，某种暴露途径对于该特定地块并不存在的，

则风险评估可以不考虑该暴露途径。污染地块上如果存在《污染场



 — 6 — 

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未规定的暴露途径的，可参考国际上具有较

高认可度的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组织开展相应暴露途径的风险评估工

作，说明方法的合理性并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 

2.风险评估的参数选择 

对于污染物理化和毒性参数，原则上选择《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所规定的参数；《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未规定的，

可引用国际上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认可度的数据库中的参数，

并明确说明数据来源及选择依据。 

对于人体暴露特征参数，原则上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规定的参数推荐值；确需调整的，应参照国家或地方权威部

门发布的数据，并明确说明数据来源及选择依据。 

对于污染地块的特征参数，应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室内土工试

验等方式获取实测数据，对于面积较大且水文地质情况复杂、变异

性较大的地块，可分区域获取地块特征参数。 

3.关于风险控制值 

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土壤风险控制值指根据用

地方式、暴露情景和可接受风险水平，采用规定的风险评估方法和

场地调查数据，计算获得的土壤污染物的含量限值。 

当污染地块规划用途明确时，应根据规划用途计算风险控制值；规

划用途不明确时，可结合可能的多种规划用途，提供相应的风险控制值。 

通过风险评估计算得出的风险控制值，是确定污染地块修复目

标值的重要依据，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如对于土壤背景值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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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如重金属），考虑成本效益，技术可操作性，以及修复后存

在被更高背景的周边区域再次污染的可能性，原则上不要求清理到

背景水平之下。 

污染地块的修复目标可依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导则》确定。 

五、成果及审核 

（一）成果 

调查评估工作完成后，应以电子和书面方式提交相关工作成果，

包括报告书、图件、附件材料等。 

1.报告书应包括调查评估工作方案、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 

2.图件应包括地块地理位置图、地块平面图、土壤污染物浓度

分布平面图及截面图、地块土层分布截面图、地下水位等高线图、

地下水污染物分布图等； 

3.附件材料应包括相关历史记录、现场状况及工作过程照片、

钻孔柱状图、水文地质调查报告、测绘报告、建井记录、洗井记录、

手持设备日常校准记录、原始采样记录、现场工作记录、实验室检

测报告、专家咨询意见等。 

（二）审核要点 

对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工作进行审核的，可参考下表所列要点。 

阶  段 要 点 

调查阶段 

调查范围是否合理 

资料收集是否完备 

采样点位布设是否科学 

采样深度设置是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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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段 要 点 

现场样品采集过程是否规范 

调查阶段 

水文地质资料是否完备 

检测项目选择是否全面 

实验室检测是否规范 

检测数据统计表征是否科学 

风险评估阶段 

概念模型是否合理 

参数选择是否规范 

风险表征是否科学 

不确定性分析是否合理 

风险控制值的确定是否科学 

工作成果提交 

相关报告书是否完整 

图件是否完整 

附件材料是否完整 

总结 

调查评估过程是否规范 

相关材料是否完整 

结论是否科学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