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市川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目 录

1概述..................................................................................................... 1

1.1污染识别.................................................................................. 1

1.2土壤环境监测原则..................................................................1

1.3标准、规范..............................................................................2

1.3.1法律法规.......................................................................2

1.3.2相关导则及规范...........................................................2

1.3.3评价标准.......................................................................3

2重点监测区域的划定.........................................................................4

3土壤环境监测.....................................................................................5

3.1土壤监测.................................................................................. 5

3.1.1采样布点原则...............................................................5

3.2地下水监测..............................................................................8

4土壤环境监测不确定性分析...........................................................11

5土壤环境监测结论及建议...............................................................12

5.1本次土壤环境监测结论........................................................12

5.2建议........................................................................................ 12



绵阳市川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1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第1页

1概述

1.1污染识别

在本项目第一阶段的污染识别工作中，我们参考《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

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附录B各行业常见污染物类别及分析

测试项目，结合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和三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了解到公

司场地的主要特征污染物是A1类（重金属3种：铅、锌、镍）、C3类（石油

烃）。

根据企业生产工艺和原辅料使用情况，结合踏勘现场场地使用现状，在

对关注污染物和可能的污染途径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开展了本次土壤和地下

水的监测，并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编制《绵阳市川金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201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1.2土壤环境监测原则

本次土壤环境监测严格按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暂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HJ/T164-2004)等标准规范要求，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土壤和地下水布

点总体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全面掌握场地总体污染情况，对场地内可能的重污染和轻

污染或无污染区域都要涉及土壤采样监测。

（2）重点性原则。重点对污染可能性较大的区域或设施布点，在污染可能性

较小或无污染的区域相对少布点，提高监测的针对性，合理节约监测成本；土壤

和地下水监测点优先在最有可能污染的位置布设。

（3）有效性原则。监测点位的数量应足以判别区域土壤环境是否被污染。地

下水监测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围布设至少1个地下水监测点；地下水监测井应

布设在污染物所有潜在迁移途径的下游方向；地下水监测主要以调查第一含水层

（潜水层）为主。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围布设1-3个土壤采样点；土壤采样点

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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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标准、规范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防治法》（2018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 2016年）；

（5）《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环办

〔2004〕47号）；

（6）《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

（7）《国务院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09〕61号）；

（8）《“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号）；

（9）《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四川省工作方案》（2016年 12月）；

（10）四川省政府《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四川省工作方案的通

知》（川府发〔2016〕63号）；

（11）《关于做好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作的通知》

（川环办函〔2018〕446号）；

（12）《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征求<四川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和工业园区土壤环境监督性监测方案的通知》（川环办函[2018]547号。

1.3.2相关导则及规范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2）《污染场地术语》（HJ/682-2014）；

（3）《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

（4）《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

（5）《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6）《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7）《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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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10）《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3

号）；

（1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号）；

（12）《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13）《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1.3.3评价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 36600-

201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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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监测区域的划定

通过对企业资料的收集和现场生产情况踏勘，划定本次土壤环境自行监测

重点区域或设施主要为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北侧、污水总排放口、磷化车间东南侧

绿化带、机械车间南侧绿化带，重点区域或设施分布情况见图2-1。

图2-1 土壤环境自行监测重点区域或设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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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环境监测

3.1土壤监测

3.1.1采样布点原则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

则》（HJ 25.2-201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标准规范，按照《北京市重点企业

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的要求“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至少布

设1-3个土壤采样点，采样点具体数量可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

当调整。土壤采样点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

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源。土壤监测采样深度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2m

处）为重点采样层”。本项目企业原辅料和出厂成品不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本次土

壤环境自行监测无需开展土壤气监测。

3.1.2采样点位布设

根据重点监测区域和设施分布情况，按照上述土壤监测的采样布点原则，

本次土壤环境监测采样土壤样品4个，土壤点位分布见图3-1，各土壤采样点的监

测区域如表3-1所示。

表3-1 土壤监测点控制区域统计

序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监测区域

1 T1 东经104度46分25秒
北纬31度30分33秒

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北侧

2 T2 东经104度46分25秒
北纬31度30分33秒 污水总排放口

3 T3 东经104度46分25秒
北纬31度30分29秒 磷化车间东南侧

4 T4 东经104度46分25秒
北纬31度30分29秒 机械车间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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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土壤采样点位分布图

3.1.3土壤采集方法

（1）土壤采样时工作人员使用一次性手套，每个土样采样时均要更换新的

手套。表层土壤样在清理，打扫完表面固体废物或者植物残存根茎后采集，有效

深度为10-20厘米。深层土壤样采样使用人工取土钻，在去除与空气接触的表面

土壤以及沙石外取其新鲜的土壤，对于场地内垂直方向不同特征以及土质的土

壤，可视现场的情况，增减采样数量。

（2）检测重金属类等无机指标类的土样，装入自封袋。检测有机污染物的

土样，装入贴有标签的250mL广口玻璃瓶中，并将瓶填满；所有采集的土样密封

后放入现场的低温保存箱中，并于24h内转移至实验室冷藏冰箱中保存。

（3）采样的同时，由专人对每个采样点拍照，照片要求包含该采样点远景

照一张，近照三张；采样记录人员填写样品标签、采样记录；标签一式两份，一

份放入袋中，一份贴在袋口，标签上标注采样时间、地点、样品编号、监测项

目、采样深度和经纬度。采样结束，需逐项检查采样记录、样袋标签和土壤样

品，如有缺项和错误，及时补齐更正。

3.1.4土壤监测指标及测试方法

根据场地污染识别情况，分析场地中生产可能产生的污染物有：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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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各监测项目实验室检测方法详见表3-2。

表3-2 土壤监测指标及分析测试方法

序号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1 pH HJ962-2018土壤pH的测定 电位法

2 石油烃

（C10-C40）
HJ1021-2019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3 镍
土壤 铍、铊、钴、铬、铜、镍、铅、钒、锌、锡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分析测试方法系列

技术规定2-2（环办土壤函[2017]1625号）

4 锌

5 铅

3.1.5评价标准

本次土壤环境监测选择《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该标准将建设用地分为第一

类用地与第二类用地，还分别设立了两种类型用地的筛选值（指在特定土地利

用方式下，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该值的，对人体健康的风

险可以忽略；超过该值的，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

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具体污染范围和风险水平）与管制值（指在特定土地利

用方式下，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该值的，对人体健康通常存在不可

接受风险，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

本项目用地为建设用地，属于第二类用地，各类污染物评价标准值主要参

考《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3.1.6监测结果及评价

本项目各土壤采样点土壤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见表3-3。将土壤样品检

测数据与评价标准值对比，本次绵阳市川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场地内4个土壤

样品中5类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各类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值，场地土壤环境对

人体健康不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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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土壤检测结果及评价

采样日期：10月24日

点

位名称

检测结果

与评价

检测项

目 pH
（无量纲）

锌

（mg/kg）
镍

（mg/kg）
铅

（mg/kg）
石油烃（C10-

C40）（mg/kg）

污水处理站排

放口北侧
8.45 138 22.8 19.0 38

污水总排放口 7.85 76.6 19.2 16.6 18

磷化车间东南

侧
8.25 147 23.8 20.5 19

机械车间南侧 8.48 146 22.8 32.3 34

评价标准 \ \ 900 800 4500

评价 \ \ 达标 达标 达标

该项目土壤所测指标除pH、锌不纳入评价，其余指标均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表2中筛

选值第二类用地标准限值。

3.2地下水监测

3.2.1监测井布设原则

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和《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

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的相关要求，本次地下水监测点位的布设应遵

循以下原则。

（1）监测井数量。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围布设至少1个地下水监测点，具

体数量应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及污染物扩散途径等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2）监测井位置。地下水监测井应布设在污染物所有潜在迁移途径的下游

方向，处于同一污染物迁移途径上的相邻区域或设施可合并监测；

（3）地下水采样深度。地下水监测主要以调查第一含水层（潜水层）为

主，一般情况下采样深度应在监测井水面下0.5m以下。当特征污染物为低密度污

染物时，地下水采样深度为含水层顶部；当特征污染物为高密度污染物时，地下

水采样深度为含水层底部或不透水层顶部。

3.2.2监测井布设

按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的相关技术要

求，地下水监测井分布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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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地下水监测井统计表

序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位置

1 D1 东经104度46分25秒
北纬31度30分33秒 污水处理站排口北侧

2 D2 东经104度46分25秒
北纬31度30分29秒 机械车间南侧绿化带

图3-2 地下水采样点位分图

3.2.3地下水监测指标及方法

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要求，结合对项目场地关

注污染物的识别，梳理本次地下水监测指标及其测试方法见表3-5。

表3-5 地下水监测指标及分析测试方法

序号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1 锌
HJ776-2015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2 镍

3 铅 HJ700-2014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

3.2.4评价标准

地下水评价标准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表2中IV

类水质标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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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监测结果及评价

本项目现场采集的地下水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见表3-6。

表3-6 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表

采样日期：10月24日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污水处理站排口北侧 机械车间南侧绿化带

镍（mg/L） 未检出 未检出 0.10 达标

铅（mg/L） 未检出 未检出 0.10 达标

锌（mg/L） 未检出 未检出 5.00 达标

该项目地下水所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

及表2中IV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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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环境监测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土壤环境监测主要按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暂行）》和《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的采样点布设原则和布

设依据进行土壤采样点布设，布点侧重点包括：

（1）根据已有资料或前期调查表明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

（2）固体废物堆放的区域；

（3）原辅材料、产品、化学品、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危险废物等生产、贮

存、装卸、使用和处置的区域；

（4）其他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异味的区域。

同时，根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的要

求，对于在产企业，土壤布点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或

二次污染的情况下确定（例如钻探过程可能引起爆炸、坍塌、打穿管线或防渗

层等）。因而，此次土壤污染监测布点受到了一定限制。对于部分会影响企业

生产、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或者二次污染的区域，如车间内、危废间内、水池或

渗坑底部等，本次土壤污染监测未在这些区域内布点。未布点取样区域土壤污

染情况存在不确定性，通过对上述区域周边渗漏风险较小的区域布点采样。但

车间、库房等区域水泥硬化层下土壤质量不明，后期该厂停产或搬迁后，对上

述区域土壤进行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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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监测结论及建议

5.1本次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监测结论

（1）土壤监测点采集的4个土壤样品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绵阳市川金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土壤所测指标除pH、锌不纳入评价，其余指标均符合《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表2中

筛选值第二类用地标准限值，场地土壤环境对人体健康不存在风险。

（2）地下水样品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污水处理站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所

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及表2中IV类标准限

值。

5.2建议

1、制定土壤保护设施检查方案；

2、对厂区容易产生泄漏的地方如磷化车间、污水处理站、原料库及危废间

等重点区域加强日常巡查及维护。

3、对污水处理站和磷化车间地坪采用“聚丙烯酸酯乳液（NBS共聚体）水

泥砂浆层+环氧树脂层”工艺进行防渗防腐处理，避免跑冒滴漏对土壤的影响。

企业定期（如每年一次）对磷化池进行清理、清洗，并对池底和池壁进行渗漏

检查。

4、原料库和危废间是涉及桶装储存和固体废物最集中的区域，目前两个储

存点地面仅是普通水泥硬化及铺贴瓷砖，无特殊防渗处理，按照《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的相关要求，建议企业对原料库和危废间的地

坪、裙脚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如环氧树脂地坪或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

处理。












	川金2019年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报告.pdf
	凯乐检字（2019）第10680W号绵阳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绵阳市川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自行检测）.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