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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我国污染场地的普遍特征以及场地初步调查的基本目标!从布点前期准备"布点原则"布点程序和布点方法等
方面详细探讨了污染场地土壤初步调查的点位布设方法$并从采样准备"采集方法"采集程序以及现场记录等环节探讨了
现场样品采集的注意事项和要求!以期为污染场地环境调查的土壤监测和采样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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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
调整的加快!土壤环境污染已表现出多源"复合"量
大"面广"持久"毒害的污染特征!而其中污染场地
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 .+*

# 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了-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
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号&!环境保护部
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保障工业
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 %环发
)"&!"*!+&号&!污染场地土壤的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和修复成为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中必不可
少的关键环节#

场地环境调查主要途径是通过详细前期调研
基础上开展科学的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工作# 由于
土壤监测的特殊性!以及污染场地的复杂性"多元
性和不均匀性等特点!场地条件各不相同!场地类
型不同!场地调查要求不同!布点的科学性以及现
场采样的规范性等对于土壤监测结果具有极大的
影响)( .W*

# 文献)!& .!!*!对于调查点位布设"程

序和方法等提出了框架性要求!但在初步调查布点
以及现场采样等环节仍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现以
场地初步调查阶段!初步探讨了点位布设以及现场
采样等两个环节中的关键要点!以期达到低成本"

高精度的调查目标#

!%场地初步调查目标
场地调查主要为采用系统的调查方法!确定场

地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程度和范围的过程# 场地
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将场地环境调查分为#个阶段!

分别为第!阶段%污染识别&"第" 阶段%初步调查
和详细调查&以及第#阶段%场地特征参数调查&#

考虑到场地环境调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指场地
初步调查主要包括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等基础污染识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初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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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采样工作# 场地初步调查主要是在前期调研和
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制定初步监测工作计划!开展
初步的土壤环境调查和评估工作# 场地初步调查
应至少能够完成以下目标'%!&通过先期摸排调
查!初步查明区域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

%"&初步了解场地土壤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及其种类!污染程度以及污染可能的分布情况$

%#&初步划分重点污染区"轻度污染区以及清洁区
等!从而为后续的详细调查提供基础#

"%场地土壤初步调查布点方法
场地初步调查采样点的位置及分布密度将影

响详细场地调查的针对性和客观性# 因此采样布
设点位应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代表和反映场地内土
壤污染程度及其分布情况!同时兼顾采样监测工作
量"经费以及监测周期等限制#

"$!%布点前期准备
目前国内污染场地虽然因场地环境"生产方

式"污染类型而异!普遍存在场地背景资料不尽翔
实"污染识别较为困难"场地环境复杂"生态环境风
险较高等特征!因此周密的前期调研和现场踏勘对
于布点方法的选择!提高布点方案的针对性"代表
性和可操作性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场地使用
历史情况"土地利用现状"功能分区"可能的污染源
以及周边敏感区域分布等的详细调研和分析是确
定监测点位点位布设方法的基本前提$分析场地功
能分区"可能污染源"水文地质条件"生产区域变
化"地下管线分布等区域分布情况则是确定具体监
测点位的基本依据#

前期准备工作可以分为资料调研"现场踏勘以
及人员访谈等#个方面# 资料调研分为区域"场地
以及企业#个层次开展!包括相关统计资料"区域
发展规划"环境监测数据"航片̂卫星图片以及场地
相关记录和图件%场地平面布置"地下管线图"化
学品储存情况等&$现场踏勘主要以场地内部以及
企业为主!重点包括场地内化学品使用̂处理̂储存

场所"企业生产车间"污水处理系统"场地周边敏感
点分布等$人员访谈主要通过当面交流̂电话交流̂
书面调查等方式!对企业负责人̂环保管理员̂企业
内部人员以及场地知情人员等开展调研#

"$"%布点原则和程序
"$"$!%布点原则

%!&点面结合!全面覆盖'考虑到调查目标为
初步摸清区域整体土壤环境状况!因此在点位布设
上强除了将重点风险源作为核心进行点位布设外!

为反映场地整体土壤环境质量及场地生产活动可
能产生的影响!建议尽量采用系统布点法全面覆盖
场地各功能区$

%"&功能分区!突出重点'厂区内点位布设强
调体现功能分区!按照用地功能分为生产"仓储和
办公等进行划分!重点针对生产车间"化学品仓储
区"污水处理区等可能的污染区域作经验布点$

%#&资源节约!操作可行'点位布设需要结合
采样现场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周边环境"交通条
件以及采样安全性%地下管线分布"敏感区等&#

同时兼顾经济原则!最大限度节约采样成本"人力
物力资源#

"$"$"%布点程序
布点方案的确定需要基于充分的前期准备

%资料调研和现场踏勘&!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历史
沿革"重点风险源"功能分区等!掌握场地可能存在
的污染区域!提出初步的布点方案$在此基础上!利
用专业经验来判断识别监测地块内存在疑似污染
的区域!进一步调整优化监测点位$最后在现场实
地踏勘的基础上!结合地下管线布设"施工安全性
等条件!对取样点位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偏移!从而
确定最终的布点方案!见图!#

"$#%布点方法及特点
目前常见的土壤监测布点方法主要有随机布

点法"系统布点法"分区布点法以及专业判断法
等)(!*!!&*

!各布点方法及其适用条件见表!#

图!%布点方案确定的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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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常见布点方法及适用条件
布点方法 具体操作 适用条件 特点
随机布点法 场地分为面积相等的若干地块!随机

抽取一定数量布设点位
场地土壤特征接近"土地利用功能相
同"污染分布较为均匀

完全随机!不带主观限制$但代表性
不足

系统布点法
%网格布点法&

场地分为面积相等的若干地块!每个
地块布设!监测点位 适用范围广!特别是场地原始状况严

重破坏!土壤污染分布不明确情况
精度受网格大小影响!网格越小精度
越高

分区布点法 场地分为相对均匀的区域!如生产
区"办公区"生活区!根据场地面积及
污染特征确定布点

场地各地块功能分区明显!土壤原始
状况保持良好!污染分布不均匀

反映场地潜在污染区域!区块划分对
结果有较大影响

专业判断法 根据前期调研掌握的污染分布特征
及专家经验来判断和选择点位

潜在污染明确的场地 需要在资料调研和现场踏勘等基础
上!对场地污染的高度识别和判断

%%在实际场地环境初步调查中!土壤监测布点可
能需要结合各种方法进行布点# 在区域内风险源
企业分布不均和污染类型复杂的情况下!为初步摸
清整个区域土壤环境的总体质量!排查整个区域存
在的污染风险!可优先采用系统布点法%网格布点
法&进行布点$针对企业内部重点风险源监测!则
可以采用分区布点法以及专业判断法相结合的方
式!在摸清企业现状类型及风险源分布状况的基础
上!以生产装置"废水处理装置"废渣和原料堆放场
地"地下储罐装置等可能污染较重的地块作为土壤
污染识别的监测地块进行重点布点#

在实际过程中还需结合经济原则!在成本控制
布点密度有限时!根据场地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选
择代表污染水平高"污染物较为复杂的点位# 此

外!现场采样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感官判断"现场快
速测定和及时反馈的监测数据来及时调整监测点
位!如在原较清洁周边发现污染考虑加密!如基本
排除污染可能!可以减少区域内布点密度等#

#%现场样品采集和要求
#$!%采样准备

现场采样准备工作包括现场采样方案"点位进
一步确认"采样仪器设备和工具准备等# 采样方案
应至少包括采样目的"场地概况"采样布点"采样工
具"采样人员组织与分工"样品保存运送"待检测项
目以及相关主意事项等# 采样点位可以通过现场
踏勘以及>??>;UU0eGF软件等进一步确认# 采
样现场调查和采样应准备的材料和设备见表"#

表"%不同项目的样品采集工具和容器
样品类型 分析类型 采样工具 存放容器
土壤样品 无机类"OF值"阳离子交换量 木铲"剖面刀 布袋"塑料袋

:,]H":0FH"总石油烃 铁铲"木铲 棕色磨口玻璃瓶
Y?,H"`Y?,H 铁铲"木铲 聚四氟乙烯衬垫棕色磨口玻璃瓶

地下水样品 无机类"OF值 贝勒管 塑料瓶
:,]H":0FH"`Y?,H"总石油烃 贝勒管 棕色玻璃瓶

Y?,H 贝勒管 顶空瓶

#$"%采样方法
污染场地土壤采样可以分为表层样和分层样

%柱样&" 类# 对照点或可以排除深层污染的点位
可以采集表层样!表层样采样深度为& g&$" P$分
层样原则上采集#层分层样'表层样"中层样"深层
样!具体采样深度可以结合经验判断及现场:EZ测
定结果等#

参照文献)!"*

!表层样采集主要采用锹"铲及竹
片等工具!采集时需要清除地表大块石块"植被等$

分层样采集以钻孔打井取样%人工或机械钻孔&为

主!对于有硬质覆盖或构筑物的地块!原则上对硬
质覆盖层或构筑物进行清除后进行打井监测!将其
下土壤结合实际采集样品#

#$#%样品保存
根据文献)!"*的相关要求!不同样品应按照要

求进行分装和保存# 土壤样品无机类等采用塑料
袋或布袋采集后进行制样分析$对于易分解或易挥
发等不稳定组分%Y?,H"`Y?,H&的样品采集后应
用可密封的玻璃容器在+i以下避光低温保存!并
尽快送到实验室分析测试!原则上保存时间不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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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周# 地下水样品重金属等采用塑料瓶采集!

:,]H":0FH"`Y?,H等采用棕色玻璃瓶!Y?,H采
用顶空瓶进行保存#

#$+%采样程序
%!&点位确认'依据采样方案和现场情况!确

定监测点位$

%"& 工具准备'参考监测项目!选择合适的采
样工具!准备样品容器"标签等$

%#& 样品采集'表层样或剖面样的采集!可同
时开展:EZ等仪器测定$

%+& 样品保存'选择合适器具进行样品收集和
保存!并观察记录样品物理特性$

%(& 采样器具清洗$

%'& 工作场地复原'采样完毕后!应对现场进
行复原!保持工地清洁和整齐#

#$(%现场记录
%!&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等$

%"&采样点位概况'点位编号"采样位置%东
经"北纬&"采样深度"点位基本描述"点位示意
图等$

%#&采样环境'采样日期和时间"气象条件等$

%+&土壤样品描述'土壤分层情况"土壤质地"

土壤颜色和气味"土壤湿度等$

%(&现场便携式仪器测定结果$

%'&人员'采样人"记录人等#

+%结语
目前我国污染场地分布广泛"污染类型和污染

程度不同!污染场地的调查"识别方法和常规土壤

污染调查存在较大区别!点位布设以及现场采样对
于调查结果的影响更大!因此对于关键环节的规范
和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国家技术导则的出台!

污染场地调查和评估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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