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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 DB4401/T 10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第 8 部分。DB4401/T 102 已发布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污染修复方案编制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第 6 部分：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广州市水与海洋环境监测站）、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静雯、杨巧玲、刘丽丽、沈斌、陈泽雄、谭海剑、吕明超、周卫霞、周志

军、陈敏毅、邓一荣、杨建峰、张镇星、陈培旭、沈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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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保护土壤生态环境，

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加强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督管理，规范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的效果评估工作，制定本文件。

DB4401/T 102系列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分若干部分，第1部分规定了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的技术要求；通过使用第1部分规定的技术方法以查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从而判断被调查

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是否满足相应要求，对于不满足要求需要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的，按第

7部分规定的技术要求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明确地块是否需要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名录；第2部分则对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名录内的地块，提出了编制土壤污染修复

方案的技术要求；第3部分、第4部分和第5部分分别规定了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土壤重金属、挥发性有机

物和半挥发有机物监测工作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第6部分规定了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

工程环境监理的技术要求；第8部分，则对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地块提出了效果评估相关要求，以确

定地块是否可以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其他部分均围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不同

方面提出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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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8 部分：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的基本原则、工作内容与

工作程序、更新地块概念模型、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土壤异地风

险管控、修复和处置效果评估要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

议、编制效果评估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辖区内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的评估。

本文件不适用于含有放射性物质与致病性生物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的

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3—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4330—2017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5—2018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298—2019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1282—2023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固化/稳定化

DB4401/T 102.1—2020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1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DB4401/T 102.2—202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2部分：污染修复方案编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3部分：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4部分：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5部分：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6部分：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规

范

DB4401/T 102.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7部分：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HJ 682、HJ 25.5—2018、DB4401/T 102.2—2021、DB4401/T 102.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http://www.baidu.com/link?url=o3TTwXiO85I9pQbFI36-dc658zmuttBvQ7FeD4OJle_IMY8SPWNJdxdIUg8DnBb3KxT7YihUo27HQWQipA_4v_
http://www.baidu.com/link?url=xC3UI2xX-7Qe38kqVDlZ3IFoHGm-Tk73q29RITcDutBMl8Wh5WbE23vdQbcu5tWId2RxKXpMgIJnAFdfORODMd02Ct4ZaPvooUXDsx56j365BmdTiZREOpAZ7p9UDWXk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hjbhgc/202302/t20230214_10162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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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

4.1 基本原则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对土壤是否达到修复目标、风险管控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地块风险是否达到可接受水平等情况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为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2 工作内容

4.2.1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工作应制定工作方案，并可针对地块修复方案及环境监理

方案提出优化建议。根据风险管控、修复的措施、技术选择的不同，效果评估工作有时需要在风险管控、

修复活动期间同步开展。

4.2.2 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的工作内容包括：更新地块概念模型、布点采样与实

验室检测、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编制效果评估报告。

4.3 工作程序

4.3.1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应根据风险管控和修复模式、进度、现场实际情况以及掌握的信息对地块概念模型进行实时更新，

为制定效果评估布点方案提供依据。

4.3.2 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4.3.2.1 根据更新后的概念模型编制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方案。方案宜与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同

步编制，可根据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的开展具体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

4.3.2.2 根据效果评估方案，制定采样计划，确定检测指标和实验室分析方法，开展现场采样与实验

室检测，明确现场和实验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相关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按照 DB4401/T

102.3、DB4401/T 102.4、DB4401/T 102.5 执行。

4.3.3 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4.3.3.1 根据检测结果，评估土壤修复是否达到修复目标或可接受水平，评估风险管控是否达到规定

要求。

4.3.3.2 对于土壤修复，若检测结果显示达到修复效果，则根据情况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并编制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若未达到修复效果，则应提出开展补充修复的要求。

4.3.3.3 对于土壤风险管控，若工程性能指标和污染物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则判断风险管控达到预

期效果，可继续开展运行与维护；若工程性能指标或污染物指标未达到评估标准，则判断风险管控未达

到预期效果，应提出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优化或调整的要求。

4.3.4 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根据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与效果评估结论，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4.3.5 编制效果评估报告

汇总前述工作内容，编制效果评估报告。

4.3.6 工作流程

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工作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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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5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5.1 总体要求

效果评估机构应收集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资料，开展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工作，了解地块调查

评估结论、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情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等，掌握地

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空间分布、污染土壤去向、风险管控和修复设施设置、风险管控和修复

过程监测数据等关键信息，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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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料回顾

5.2.1 资料回顾清单

5.2.1.1 在效果评估工作开展之前，应收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资料。

5.2.1.2 资料清单主要包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方

案、工程实施方案、工程设计资料、施工组织设计资料、施工与运行过程中监测数据、监理报告及相关

资料、施工总结报告或工程竣工报告、实施方案变更协议、运输与接收的协议和记录、施工管理文件、

环境监管相关记录等。

5.2.2 资料回顾要点

5.2.2.1 资料回顾要点主要包括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概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5.2.2.2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概况回顾主要通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实施方案、

环境监理报告以及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中的其他文件，了解风险管控和修复范围、风险管控和修复目标、

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起始时间、运输记录、运行监测数据等，了解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工程实施的具体情况及变更情况。

5.2.2.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回顾主要通过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中二次污染防治工作落

实情况、环境监理工作情况、相关数据、资料和报告的梳理，按照 DB4401/T 102.6 等分析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工程可能造成的土壤和地下水等二次污染情况等。

5.3 现场踏勘

5.3.1 应开展现场踏勘工作，了解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情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况和环境监理工作执行情况，包括风险管控和修复设施运行情况、工程施工进度、基坑清理情况、污染

土暂存和外运情况、地块内临时道路使用情况、工程施工管理情况等。

5.3.2 调查人员可通过照片、视频、录音、文字等方式，记录现场踏勘情况。

5.4 人员访谈

5.4.1 应开展人员访谈工作，对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情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环

境监理工作执行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5.4.2 访谈对象包括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地块调查评估单位、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

编制单位、监理单位、修复施工单位等单位的参与人员及周边居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5.5 实施更新

5.5.1 在资料回顾、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地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空间分布、

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特点、风险管控和修复设施布局等，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工程实施

方案的合理性，跟进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情况，对地块概念模型进行更新，完善地块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实施后的概念模型。

5.5.2 地块概念模型一般包括下列信息：

a)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概况：风险管控和修复起始时间、风险管控和修复范围、风险管

控和修复目标、工程设施平面布置、工程设施设计参数、关键环节时间节点、风险管控和修复

过程运行监测数据、技术调整和运行优化、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中废水和废气排放数据、药剂

添加量、危险废物产生情况、一般固体废物产生情况等情况；

b) 关注污染物情况：目标污染物原始浓度、运行过程中的浓度变化、潜在二次污染物和中间产物

产生情况、土壤异位修复地块污染源清挖和运输情况、修复技术去除率、污染物空间分布特征

的变化以及潜在二次污染区域等情况；

c) 地质与水文地质情况：关注地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风险管控和修复设施运行前后地质与水

文地质条件的变化、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等，运行过程是否存在优先流路径等；

d) 潜在受体与周边环境情况：结合地块规划用途和建筑结构设计资料，分析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

结束后污染介质与受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受体的关键暴露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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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异地风险管控、修复和处置情况：异地风险管控、修复和处置的土壤，在离场前需要对污染物

进行预处理的，应确定其离场前的污染物预处理目标；

f) 土方量及范围：统计汇总污染土壤量和风险管控及修复范围，明确土壤最终去向；

g) 根据更新后的概念模型，按照 HJ 25.3 和 DB4401/T 102.7 等规范核实人体健康风险情况。

5.5.3 地块概念模型可用文字、图、表等方式表达，作为确定效果评估范围、采样节点、布点位置等

的依据。

5.5.4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及其作用见附录 A。

6 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6.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布点

6.1.1 基坑清理效果评估布点

6.1.1.1 评估对象

基坑清理效果评估对象为地块修复方案中确定的基坑。

6.1.1.2 采样节点

6.1.1.2.1 污染土壤清理后遗留的基坑底部与侧壁，应在基坑清理之后、回填之前进行采样。

6.1.1.2.2 若基坑侧壁采用基础围护，则宜在基坑清理同时进行基坑侧壁采样，或于基础围护实施后

在围护设施外边缘采样。必要时，可根据基础围护工程建设情况选择合理的采样节点。

6.1.1.2.3 可根据工程进度对基坑进行分批次采样。基于工程安全因素需要提前进行基坑回填或施工

使用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可申请阶段性效果评估，经评审确认基坑修复清理达到修复目

标值后，方可进行基坑回填或施工使用。

6.1.1.3 布点数量与位置

6.1.1.3.1 基坑底部和侧壁推荐最少采样点数量应符合表 1。

表 1 基坑底部和侧壁推荐最少采样点数量

基坑面积（m
2
） 坑底采样点（单元）数量（个） 侧壁采样点（单元）数量（个）

x<100 2 4

100≤x<1000 3 5

1000≤x<1500 4 6

1500≤x<2500 5 7

2500≤x<5000 6 8

5000≤x<7500 7 9

7500≤x<12500 8 10

x>12500 网格大小不超过 40 m×40 m 采样点间隔不超过 40 m

6.1.1.3.2 基坑底部采用系统布点法，基坑侧壁采用等距离布点法，布点位置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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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坑底部——系统布点法 b）基坑侧壁——等距离布点法

图 2 基坑底部与侧壁布点示意图

6.1.1.3.3 若基坑坑底有被独立分隔或仅有孤点相连的多个区域，各区域均视作独立的坑底进行采样，

最少采样点数量应满足表 1要求。

6.1.1.3.4 因基坑底部和侧壁效果评估不达标需进行扩挖的，扩挖距离达到 1.5 m 以上时，需视作新

的基坑开展基坑底部和侧壁效果评估。

6.1.1.3.5 若基坑侧壁存在不连续的情形，基坑侧壁采样范围以实际需要采样的区域及实际存在侧壁

的区域确定，以各连续侧壁段为基础划分采样单元，各连续侧壁内采用等距离布点法进行采样，同一基

坑内各连续侧壁段的采样点数量之和应满足表 1 要求；各连续侧壁段采样点分配原则上根据其占该基坑

总长度的比例确定。

6.1.1.3.6 当基坑深度小于或等于 1 m 时，可不进行垂向分层采样。当基坑深度大于 1 m 时，侧壁应

进行垂向分层采样，第一层为表层土 0 m～0.2 m，0.2 m 以下应考虑地块土层性质与污染垂向分布特征，

在污染物易富集位置设置采样点，各层采样点之间垂向距离不大于 3 m，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污染

物易富集的位置包括：

a） 地下水水位线附近；

b） 不同性质土层交界面；

c） 现场观察或采用快速筛查设备判断等方式发现的疑似污染富集位置；

d）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阶段显示有污染的位置。

6.1.1.3.7 对于重金属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基坑底部和侧壁的样品以去除石块、树根等杂质后的土壤

表层样为主 0 m～0.2 m，不排除深层采样；可在每个采样单元中采用系统布点法采集 9 个表层土壤样

品制成混合样，混合样采样方法按照 HJ/T 166—2004 执行。

6.1.1.3.8 挥发性有机物应采集清除杂质后 0.2 m 以下表层土壤样品，不宜采用混合取样，每个采样

单元不少于 2个土壤样品，2个样品应设置在不同位置，且布设在有明显污染痕迹区域，如无明显污染

痕迹区域则采用系统布点法，布设在采样区域中央，以检测结果的浓度最大值进行评价。

6.1.2 土壤异位修复效果评估布点

6.1.2.1 评估对象

6.1.2.1.1 异位修复后土壤效果评估的对象原则上为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堆体。

6.1.2.1.2 如修复过程中涉及对筛上物附着污染土壤进行洗脱处理，确实无法清洗彻底，且残留污染

土壤量较多（每 100 m3附着的土壤量大于或等于 100 kg），应将筛上物附着的土壤纳入效果评估。

6.1.2.2 采样节点

6.1.2.2.1 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再利用前采样。若筛上物需进行检测，则在外运或回

填之前进行采样。

6.1.2.2.2 按照堆体模式进行异位修复的土壤，宜在堆体拆除之前进行采样。

6.1.2.2.3 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堆体，可根据修复进度进行分区域或分批次采样，但应具备修复后土壤

独立堆放、待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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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4 如存在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复合污染土壤，应考虑修复工程各工段对后续处理工艺及二次污

染防治的影响，宜实施分步采样评估。

6.1.2.3 布点数量与位置

6.1.2.3.1 修复后土壤原则上每个采样单元（每个样品代表的土方量）不应超过 500 m
3
；也可根据修

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分布特征参数计算修复差变系数，根据不同差变系数查询计算对应的推荐采样数

量见表 2，差变系数计算方法按照 HJ 25.5—2018 附录 B。

表 2 修复后土壤最少采样点（单元）数量

差变系数 采样点（单元）大小（m
3
）

0.05～0.20 100

0.20～0.40 300

0.40～0.60 500

0.60～0.80 800

0.80～1.00 1000

6.1.2.3.2 对于按批次修复的土壤，在符合前述要求的同时，每批次至少采集 1 个样品。

6.1.2.3.3 对于按照堆体模式处理的修复技术，若在堆体拆除前采样，在符合前述要求的同时，应结

合堆体大小设置采样点，推荐数量见表 3。

表 3 堆体模式修复后土壤最少采样点（单元）数量

堆体体积（m
3
） 采样点（单元）数量（个）

<100 1

100～300 2

300～500 3

500～1000 4

每增加 500 增加 1 个

6.1.2.3.4 修复后土壤的采样点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以保证样品代表性为原则，充分反映堆体各个区域可能的污染物情况，一般采用系统布点法设

置采样点；

b） 同时应考虑修复效果空间差异，在修复效果薄弱区增设采样点，修复后土壤堆体的高度应便于

修复效果评估采样工作的开展；

c） 重金属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可在采样单元内均匀布设采样点，采集不少于 3个样品进行混合后检

测；

d） 挥发性有机物，若采样单元堆体高度为小于 3 m 时，可分两层采样，于堆体上层和下层各采一

个土壤样品分别进行检测；若堆体高度大于或等于 3 m，可在堆体上层、中层、下层各采一个

样品分别进行检测；选取上述样品检测结果的浓度最大值作为该采样单元效果评估的依据；

e） 具体采样位置根据修复工艺特点、污染物特征和现场观察等识别的修复薄弱区确定。

6.1.2.3.5 对污染土层上、下 0 m～0.5 m 或 0 m～1 m 的土壤，如未纳入效果评估监测，在修复开挖

过程中宜作为疑似污染土进行采样检测，布点和采样要求按照异位修复后土壤的要求进行，结合堆体大

小划分采样单元。

6.1.2.3.6 如确需对筛上物附着的土壤进行采样检测，则每个采样单元不大于 100 m
3
，每个单元采集

1 个样品。

6.1.3 土壤原位修复效果评估布点

6.1.3.1 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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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原位修复效果评估的对象为原位修复后的土壤。

6.1.3.2 采样节点

原位修复后的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再利用前进行采样。采用原位热处理修复技术的，效果评估阶

段土体平均温度与修复区域 20 m 以外的周边土壤温度差值应小于 10 ℃。原位修复的土壤可按照修复

进度、修复设施设置等情况分区域采样。

6.1.3.3 布点数量与位置

6.1.3.3.1 原位修复后的土壤水平方向上采用系统布点法，每个监测点位代表的地块面积不得大于

100 m2，每个样品代表的土壤体积应不超过 200 m3，且最少点位数量见表 1。

6.1.3.3.2 对原位修复边界监测，根据地块大小和污染强度，应将修复范围四周等分成段，每段最大

长度不应超过 20 m。原位修复后的土壤垂直方向上采样深度应不小于调查评估确定的污染深度以及修

复可能造成污染物迁移的深度；样品采集位置选取需考虑土层性质，原则上垂向样品采集位置之间距离

不大于 1 m。

6.1.3.3.3 应结合地块污染分布、土壤性质、修复设施设置等，在高浓度污染物聚集区、修复效果薄

弱区、修复范围边界处等位置增设采样点。修复过程中采用的修复工艺可能造成污染物向外扩散的，应

在修复范围边界外增设采样点，如采用原位注入或原位热脱附等处理方式，宜在修复范围边界外 5 m

内采样，采样点位数量不少于 4个，采样间隔不大于 40 m，必要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密。

6.2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布点

6.2.1 评估对象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的对象为采取了风险管控措施的土壤，主要包括固化/稳定化、封顶、阻隔填埋、

地下水阻隔墙、可渗透反应墙等管控措施的土壤。

6.2.2 采样介质

应根据风险管控技术、地块污染特征、污染物迁移特性和工程要求等确定效果评估采样介质，如土

壤、地下水等。

6.2.3 布点数量与位置

固化/稳定化后土壤的布点数量和位置可按照 6.1 要求。风险管控实施后，应结合风险管控措施的

布置、地块地下水波动、地下水流场变化、地层不均匀性等因素，在风险管控范围上游、内部、下游，

以及可能涉及的潜在二次污染区域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井应不破坏层或隔水层。可充分利用地块

调查评估与修复实施等阶段设置的地下水监测井，现有监测井须符合修复效果评估采样条件。

6.2.4 采样周期和频次

6.2.4.1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的目的是评估工程措施是否有效，一般在工程设施完工 1 年内开展。固化/

稳定化后土壤应在固化/稳定化处理后采样分析污染物浸出毒性，并在土壤样品浸出毒性满足要求后对

风险管控区域地下水进行采样监测。封顶、阻隔填埋等切断暴露途径的管控方式应在工程完工后进行。

6.2.4.2 固化/稳定化后土壤可采集 1 个批次土壤样品分析浸出毒性；其他介质污染物指标应采集 4

个批次的数据，建议每个季度采样一次；工程性能指标应按照工程实施评估周期和频次进行评估。

6.2.4.3 如采用固化/稳定化和阻隔填埋（采用钢筋混凝土—土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土工布—回填

土壤的形式）的组合风险管控技术等，也可根据风险管控工程设计标准适当优化采样间隔，但应涵盖地

下水丰、平、枯水期，且监测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7个月，不同批次之间间隔不少于 1 个月。

6.3 土壤修复二次污染区域布点

6.3.1 评估范围

6.3.1.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范围应包括地块修复过程中的潜在二次污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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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包括：污染土壤暂存区、修复设施所在区、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堆存区、

运输车辆临时道路及周边、土壤或地下水待检区、废水暂存处理区、修复过程中污染物迁移涉及的区域、

其他可能的二次污染区域。

6.3.2 采样节点

6.3.2.1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效果评估报告评审前进行采样，不具备条件的，可

在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过程中完成该项工作。

6.3.2.2 可根据工程进度对潜在二次污染区域进行分批次采样。经过分批采样且检测结果合格的二次

污染区域，后续如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应再次进行效果评估采样检测。

6.3.3 布点数量与位置

6.3.3.1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原则上依据修复工程的实际情况，结合修复设施设置、潜在二次污染

来源等资料判断布点，也可采用系统布点法设置采样点，采样点数量按照表 1中基坑底部和侧壁采样点

数量要求。

6.3.3.2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样品以去除杂质后的土壤表层样为主 0 m～0.2 m，不排除深层采样。地面

已做硬底化或防渗处理的区域，应在每个采样单元采集不少于 1 个表层 0 m～0.2 m 土壤样品，采样点

应位于有明显污染痕迹、裂缝或凹陷、硬化区域边界或采样单元中央、无硬底化或防渗地面、运输道路、

车辆临时道路等区域，应在每个采样单元按照系统布点的方式采集 9 个表层 0 m～0.2 m 土壤样品制成

混合样；挥发性有机物土壤样品采集的要求按照 6.1.1。

6.4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6.4.1 检测指标

6.4.1.1 基坑土壤的检测指标一般为对应修复范围内土壤中目标污染物。同一层存在相邻基坑时，应

考虑相邻基坑土壤中的目标污染物。

6.4.1.2 异位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为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若外运到其他

地块，还应根据接收地环境要求增加检测指标。

6.4.1.3 原位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为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

6.4.1.4 化学氧化/还原修复、微生物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应包括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原则上二次污

染物指标应根据修复方案中的可行性分析结果确定。

6.4.1.5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指标包括工程性能指标和污染物指标。工程性能指标包括抗压强度、渗透

性能、阻隔性能、工程设施连续性与完整性等，效果评估报告应提供相关工程性能指标达标论证材料（如

专家意见等）；污染物指标包括关注污染物浓度、浸出浓度等。

6.4.1.6 必要时可增加土壤理化指标、修复设施运行参数等作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的依据；可增加地

下水水位、地下水流速、地球化学参数等作为风险管控效果的辅助判断依据。

6.4.2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按照HJ 25.1—2019和HJ 25.2—2019的规定执行。

对于需要进行浸出毒性检测的样品，应当按照 GB 5085.3—2007、HJ 1282—2023 等相关标准方法的规

定执行。

7 污染土壤转运前后评估要求

7.1 污染土壤转运前评估要求

7.1.1 污染土壤离开原地块开展异地风险管控、修复和处置的，应在污染土壤完成清挖后，按照 6.1.1

的要求对相应基坑侧壁和底部布点，并开展修复效果评估。

7.1.2 按照GB 34330—2017鉴别为固体废物的土壤，应满足固体废物管理要求，在出场前应按照HJ 298

—2019 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如被鉴定为危险废物，则按危险废物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处置。污染土壤

危险特性鉴别应在出场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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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地块存在具有危险废物特征土壤或填埋危险废物，待其清理完成后，效果评估单位应向土地使

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提出组织开展清理完成情况验收的建议，并将专家验收意见等相关支撑材料

作为效果评估报告的附件。

7.1.4 效果评估单位应核实污染土壤转运处置是否按照修复方案及转运计划进行，综合评估接收单位

接收、处置污染土壤的可行性和环境风险。

7.1.5 如需对污染土壤中污染物进行预处理的，应在出场前对污染土壤的预处理效果进行阶段性效果

评估，土壤布点采样要求按照 6.1 要求进行。

7.2 污染土壤转运后评估要求

7.2.1 污染土壤转运后，效果评估单位应检查污染土壤转运过程的联单，并将联单作为该地块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的依据。

7.2.2 风险管控和修复期间，如地块需外来土壤回填或施工使用的，外来土壤应符合项目所在地土壤

环境质量的要求，相关检测纳入效果评估工作中，相关采样按照 DB4401/T 102.1—2020 中 6.2.2.1 的

方法进行。

8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8.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8.1.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

8.1.1.1 基坑土壤评估标准值为地块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修复目标值。

8.1.1.2 异位修复后土壤的评估标准值应根据其最终去向确定：

a) 若修复后土壤回填到原基坑，评估标准值为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的修

复目标值；

b) 若修复后土壤外运到其他地块，应根据接收地土壤暴露情景进行风险评估确定评估标准值，或

采用接收地土壤背景浓度与GB 36600中接收地用地性质对应筛选值的较高者作为评估标准值，

并确保接收地的地下水和环境安全。风险评估可按照 HJ 25.3 和 DB4401/T 102.7 执行。外运

出场前需预处理的，以修复方案中确定的预处理目标作为评估标准。

8.1.1.3 原位修复后土壤的评估标准值为地块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修复目标值。

8.1.1.4 化学氧化/还原修复、微生物修复潜在二次污染物的评估标准值可按照 GB 36600 中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执行，或根据暴露情景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其评估标准值，风险评估可按照 HJ 25.3 和 DB4401/T

102.7 执行。

8.1.2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方法

8.1.2.1 根据确定的修复目标，可采用逐一对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8.1.2.2 异位修复宜采用逐一对比法，将样品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逐个对比，若样品检测值

低于或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达到修复效果；若样品检测值高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

为未达到修复效果。

8.1.2.3 原位修复宜优先采用逐一对比法；当重金属或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原位修复样品数量大于等于

8 个也可采用统计分析法，若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修复效果评估，下述条件全部符合方可认为地块达

到修复效果：

a) 样品均值的 95%置信上限小于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

b) 样品浓度最大值不超过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的 2 倍；

c) 排除的点代表的土方量小于 25 m
3
，整个地块小于 75 m

3
。

8.1.2.4 原则上统计分析方法应在单个基坑或单个修复范围内分别进行，对于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的

数据，按二分之一最低检出限进行统计分析。

8.2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8.2.1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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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风险管控工程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或不影响预期效果。

8.2.1.2 风险管控措施下游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呈现稳定或下降趋势，且至其风险水平可接受，固化/

稳定化后土壤中污染物的浸出浓度应达到接收地地下水用途对应标准值或不会对地下水造成危害。

8.2.2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方法

8.2.2.1 若工程性能指标和污染物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则判断风险管控达到预期效果，可对风险管

控措施继续开展运行与维护。

8.2.2.2 若工程性能指标或污染物指标未达到评估标准，则判断风险管控未达到预期效果，须对风险

管控措施进行优化或调整。

8.3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估

8.3.1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效果评估标准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效果评估标准按照DB4401/T 102.2—2021中 5.4.3的方法确定。

8.3.2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效果评估方法

原则采用逐一对比的方法进行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若各样品的检测值均低于修复效果评估

标准值，则认为该区域的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达到效果，反之则认为未达到效果。

9 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9.1 后期环境监管要求

9.1.1 下列情景下，应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a） 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 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

b）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

c） 采用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地块。

9.1.2 应结合确认的地块条件、概念模型、风险管控和修复的范围与目标以及模式，分析地块后期管

理思路，提出后期管理建议。

9.1.3 后期环境监管的方式一般包括长期环境监测与制度控制，两种方式可结合使用。

9.1.4 原则上后期环境监管直至地块土壤中污染物浓度达到 GB 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中污

染物浓度达到 GB/T 14848 中地下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限值为止。

9.1.5 采用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地块应开展不少于 1 年的后期环境管理。

9.2 长期环境监测

9.2.1 实施风险管控和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地块应开展长期监测。

9.2.2 一般通过设置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周期性采样和检测，也可设置土壤气监测井进行土壤气样品采

集和检测，监测井位置应优先考虑污染物浓度高的区域、敏感点所处位置等。应充分利用地块内符合采

样条件的监测井。

9.2.3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原则上长期监测 1～2年开展一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9.3 制度控制

9.3.1 9.1.1 条款所述的三种情景均需开展制度控制。

9.3.2 制度控制包括限制地块使用方式、限制地下水利用方式、通知和公告地块潜在风险、制定限制

进入或使用条例、限制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 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土壤去向等方式，多种制度控

制方式可同时使用。

9.3.3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应设置永久性标识，标识应载有区域名称及管控面积、深度、顶面和底面

高程、边界拐点坐标及示意图、完工后禁止行为等信息。

10 编制效果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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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报告内容

效果评估报告应当包括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概况、环境监理工作概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情况、效果评估布点与采样、检测结果分析、效果评估结论及后期环境监管建议等内容。效果评估报告

的提纲参见附录D。

10.2 形式要求

10.2.1 报告应附具从业人员责任页，明确项目负责人、各分项工作承担者、审核人、审定人，均需亲

笔签字确认。

10.2.2 报告还应附具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和从业单位对报告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负

责的承诺书。

10.2.3 报告应加盖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和效果评估报告编制单位的公章。

10.3 图表的要求

10.3.1 报告宜包括以下图件：

a) 地块地理位置图；

b) 地块范围图；

c) 地块地层图；

d) 地块地下水流向图；

e) 污染物超修复/管控目标范围图（包括不同深度的修复/管控范围图及总图）；

f) 土壤超筛选值但不超修复目标值范围图（如有土壤超筛选值但不超修复目标值情景）；

g) 土壤超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但不超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范围图（如采用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评价）；

h) 修复工艺流程图；

i) 施工平面布置图；

j) 实际修复施工范围图；

k) 效果评估监测点位分布图；

l) 土方流转图；

m) 污染土壤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图（如存在土壤开挖转运情景）。

10.3.2 报告宜包括以下表格：

a) 地块范围拐点坐标统计表；

b) 理论管控/修复范围拐点统计表；

c) 理论管控/修复土方量估算表；

d) 实际管控/修复范围拐点统计表；

e) 实际管控/修复工程量统计表；

f) 修复实施进度一览表；

g) 施工药剂/材料统计表；

h) 土壤转运统计表（如存在土壤开挖转运情景）；

i) 效果评估监测点位信息表；

j) 效果评估监测结果统计分析表；

k) 实验室质控统计表；

l) 土壤及地下水量统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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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及其作用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及其作用见表A.1。

表 A.1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及其作用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 在修复效果评估中的作用

地理位置 了解背景情况

地块历史 了解背景情况

地块调查评估活动 了解背景情况

地块土层分布 确定采样深度

水位变化情况 采样点设置

地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情况 采样点设置

污染物分布情况 了解地块污染情况

目标污染物、修复目标 明确评估指标和标准

土壤修复范围 确定评估对象和范围

地下水污染羽 确定评估对象和范围

修复方式及工艺 制定效果评估方案

修复方案有无变更及变更情况 制定效果评估方案

施工周期与进度 确定效果评估采样节点

异位修复基坑清理范围与深度 采样点设置

异位修复基坑放坡方式、基坑护壁方式 采样点设置

异位修复后土壤土方量及最终去向 采样点设置、采样节点

修复设施平面布置 采样点设置

修复系统运行监测计划及已有数据 采样点设置、采样节点

目标污染物浓度变化情况 采样点设置、采样节点

地块内监测井位置及建井结构 判断是否可供效果评估采样使用

二次污染排放记录及监测报告 辅助资料

地块修复实施涉及的单位和机构 辅助资料

潜在受体与周边环境 辅助资料、了解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

异地风险管控、修复和处置情况 了解是否满足出场要求

土壤及地下水量统计汇总表 辅助资料,明确土壤、地下水最终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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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人员访谈记录表

人员访谈记录表见表B.1。

表 B.1 人员访谈记录表

受访者姓名 联系方式

与地块关联信

息

□土地使用权人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单位 □地块调查评估单位 □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监理单位 □周边居民 □其他

所在单位及职位 居住或工作时间
自 年 月至

年 月

访

谈

内

容

记

录

1、 地块修复过程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2、 修复期间现场及周边有无污染迹象

3、 修复期间有无废水、废物等污染物外排情况

4、 是否存在土壤外运情况，运输与接收的协议和记录是否完整

5、 工程施工期间有无投诉、有无风险事故、有无工程变更

6、 地块是否存在外来土壤回填

7、 其他

访谈人：

访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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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土壤转运台账

土壤转运台账见表C.1。

表C.1 土壤转运台账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修复施工单位 （公章）

土壤运输单位 （公章）

土壤接收单位 （公章）

环境监理单位 （公章）

序

号

出场 进场
运输工具牌照

号

土壤污染物

类型

经办人

备注
日期 时间

土壤重量

（吨）
日期 时间

土壤重量

（吨）

修复施工

单位
运输单位

接收单

位

环境监

理单位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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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效果评估报告提纲

图D.1给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编制内容提纲。

效果评估报告
1 项目背景

简要描述地块基本信息，调查评估、风险管控或修复的时间节点与概况、相关批复情况等。简明列

出以下信息：项目名称、项目地址、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评估单位、风险管控或修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效果评估单位。

2 工作依据

2.1 法律法规

2.2 标准规范

2.3 项目文件

3 地块概况

3.1 地块基本情况

3.2 地块调查评价结论

3.3 风险管控或修复方案

3.4 风险管控或修复实施情况

3.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6 地块环境监理情况

4 地块概念模型

4.1 资料回顾

4.2 现场踏勘

4.3 人员访谈

4.4 地块概念模型

5 效果评估布点方案

5.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布点

5.1.1 评估范围

5.1.2 采样节点

5.1.3 布点数量与位置

5.1.4 检测指标

5.1.5 评估标准值

5.2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布点

5.2.1 检测指标和标准

5.2.2 采样周期和频次

5.2.3 布点数量与位置

6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6.1 样品采集

6.1.1 现场采样

6.1.2 样品保存与流转

6.1.3 现场质量控制

图 D.1 效果评估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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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验室检测

6.2.1 检测方法

6.2.2 实验室质量控制

7 效果评估

7.1 检测结果分析

7.2 效果评估结论

7.3 后期风险管控（如有）

8 结论与建议

8.1 效果评估结论

8.2 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附件

附件1 地块规划图；

附件2 地块权属信息；

附件3 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4 修复范围图；

附件5 水文地质剖面图；

附件6 钻孔结构图；

附件7 岩心箱照片；

附件8 现场采样照片；

附件9 采样记录单；

附件10 建井结构图；

附件11 洗井记录单；

附件12 地下水采样记录单；

附件13 工程竣工报告或施工总结报告；

附件14 环境监理报告；

附件15 土壤转运联单（如外运）；

附件16 实验室检测及质控报告。

图 D.1 效果评估报告提纲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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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原位修复效果评估的对象为原位修复后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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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采样介质
	应根据风险管控技术、地块污染特征、污染物迁移特性和工程要求等确定效果评估采样介质，如土壤、地下水等。

	6.2.3　布点数量与位置
	固化/稳定化后土壤的布点数量和位置可按照6.1要求。风险管控实施后，应结合风险管控措施的布置、地块地

	6.2.4　采样周期和频次
	6.2.4.1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的目的是评估工程措施是否有效，一般在工程设施完工1年内开展。固化/稳定化后土壤应在固
	6.2.4.2　固化/稳定化后土壤可采集1个批次土壤样品分析浸出毒性；其他介质污染物指标应采集 4个批次的数据，建议
	6.2.4.3　如采用固化/稳定化和阻隔填埋（采用钢筋混凝土—土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土工布—回填土壤的形式）的组合


	6.3　土壤修复二次污染区域布点
	6.3.1　评估范围
	6.3.1.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范围应包括地块修复过程中的潜在二次污染区域。
	6.3.1.2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包括：污染土壤暂存区、修复设施所在区、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堆存区、运输车辆临时道路及周

	6.3.2　采样节点
	6.3.2.1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效果评估报告评审前进行采样，不具备条件的，可在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过
	6.3.2.2　可根据工程进度对潜在二次污染区域进行分批次采样。经过分批采样且检测结果合格的二次污染区域，后续如存在

	6.3.3　布点数量与位置
	6.3.3.1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原则上依据修复工程的实际情况，结合修复设施设置、潜在二次污染来源等资料判断布点，
	6.3.3.2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样品以去除杂质后的土壤表层样为主0 m～0.2 m，不排除深层采样。地面已做硬底化或


	6.4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6.4.1　检测指标
	6.4.1.1　基坑土壤的检测指标一般为对应修复范围内土壤中目标污染物。同一层存在相邻基坑时，应考虑相邻基坑土壤中的
	6.4.1.2　异位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为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若外运到其他地块，还应根据接收地
	6.4.1.3　原位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为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
	6.4.1.4　化学氧化/还原修复、微生物修复后土壤的检测指标应包括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原则上二次污染物指标应根据修复
	6.4.1.5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指标包括工程性能指标和污染物指标。工程性能指标包括抗压强度、渗透性能、阻隔性能、工程
	6.4.1.6　必要时可增加土壤理化指标、修复设施运行参数等作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的依据；可增加地下水水位、地下水流速

	6.4.2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按照HJ 25.1—2019和HJ 25.2—2019的规



	7　污染土壤转运前后评估要求
	7.1　污染土壤转运前评估要求
	7.1.1　污染土壤离开原地块开展异地风险管控、修复和处置的，应在污染土壤完成清挖后，按照6.1.1的要求对相应
	7.1.2　按照GB 34330—2017鉴别为固体废物的土壤，应满足固体废物管理要求，在出场前应按照HJ 29
	7.1.3　地块存在具有危险废物特征土壤或填埋危险废物，待其清理完成后，效果评估单位应向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
	7.1.4　效果评估单位应核实污染土壤转运处置是否按照修复方案及转运计划进行，综合评估接收单位接收、处置污染土壤
	7.1.5　如需对污染土壤中污染物进行预处理的，应在出场前对污染土壤的预处理效果进行阶段性效果评估，土壤布点采样

	7.2　污染土壤转运后评估要求
	7.2.1　污染土壤转运后，效果评估单位应检查污染土壤转运过程的联单，并将联单作为该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
	7.2.2　风险管控和修复期间，如地块需外来土壤回填或施工使用的，外来土壤应符合项目所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相


	8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8.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8.1.1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
	8.1.1.1　基坑土壤评估标准值为地块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修复目标值。
	8.1.1.2　异位修复后土壤的评估标准值应根据其最终去向确定：

	a)  若修复后土壤回填到原基坑，评估标准值为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b)  若修复后土壤外运到其他地块，应根据接收地土壤暴露情景进行风险评估确定评估标准值，或采用接收地
	8.1.1.3　原位修复后土壤的评估标准值为地块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中确定的修复目标值。
	8.1.1.4　化学氧化/还原修复、微生物修复潜在二次污染物的评估标准值可按照GB 3660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执行

	8.1.2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方法
	8.1.2.1　根据确定的修复目标，可采用逐一对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8.1.2.2　异位修复宜采用逐一对比法，将样品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逐个对比，若样品检测值低于或等于修复效果评
	8.1.2.3　原位修复宜优先采用逐一对比法；当重金属或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原位修复样品数量大于等于8 个也可采用统计分

	a)样品均值的95%置信上限小于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
	b)样品浓度最大值不超过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的2倍；
	c)排除的点代表的土方量小于25 m3，整个地块小于75 m3。
	8.1.2.4　原则上统计分析方法应在单个基坑或单个修复范围内分别进行，对于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的数据，按二分之一最低


	8.2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8.2.1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标准
	8.2.1.1　风险管控工程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或不影响预期效果。
	8.2.1.2　风险管控措施下游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呈现稳定或下降趋势，且至其风险水平可接受，固化/稳定化后土壤中污染

	8.2.2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方法
	8.2.2.1　若工程性能指标和污染物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则判断风险管控达到预期效果，可对风险管控措施继续开展运行与
	8.2.2.2　若工程性能指标或污染物指标未达到评估标准，则判断风险管控未达到预期效果，须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优化或调


	8.3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估
	8.3.1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效果评估标准
	8.3.2　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效果评估方法
	原则采用逐一对比的方法进行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若各样品的检测值均低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



	9　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9.1　后期环境监管要求
	9.1.1　下列情景下，应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a） 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 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
	b）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

	9.1.2　应结合确认的地块条件、概念模型、风险管控和修复的范围与目标以及模式，分析地块后期管理思路，提出后期管
	9.1.3　后期环境监管的方式一般包括长期环境监测与制度控制，两种方式可结合使用。
	9.1.4　原则上后期环境监管直至地块土壤中污染物浓度达到GB 36600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达
	9.1.5　采用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地块应开展不少于1年的后期环境管理。

	9.2　长期环境监测
	9.2.1　实施风险管控和污染土壤与地下水协同修复治理模式的地块应开展长期监测。
	9.2.2　一般通过设置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周期性采样和检测，也可设置土壤气监测井进行土壤气样品采集和检测，监测井位
	9.2.3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原则上长期监测1～2年开展一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9.3　制度控制
	9.3.1　9.1.1条款所述的三种情景均需开展制度控制。
	9.3.2　制度控制包括限制地块使用方式、限制地下水利用方式、通知和公告地块潜在风险、制定限制进入或使用条例、限
	9.3.3　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应设置永久性标识，标识应载有区域名称及管控面积、深度、顶面和底面高程、边界拐点坐标


	10　编制效果评估报告
	10.1　报告内容
	10.2　形式要求
	10.2.1　报告应附具从业人员责任页，明确项目负责人、各分项工作承担者、审核人、审定人，均需亲笔签字确认。
	10.2.2　报告还应附具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和从业单位对报告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负责的承诺书。
	10.2.3　报告应加盖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和效果评估报告编制单位的公章。

	10.3　图表的要求
	10.3.1　报告宜包括以下图件：
	a)地块地理位置图；
	b)地块范围图；
	c)地块地层图；
	d)地块地下水流向图；
	e)污染物超修复/管控目标范围图（包括不同深度的修复/管控范围图及总图）；
	f)土壤超筛选值但不超修复目标值范围图（如有土壤超筛选值但不超修复目标值情景）；
	g)土壤超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但不超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范围图（如采用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评价）；
	h)修复工艺流程图；
	i)施工平面布置图；
	j)实际修复施工范围图；
	k)效果评估监测点位分布图；
	l)土方流转图；
	m)污染土壤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图（如存在土壤开挖转运情景）。
	10.3.2　报告宜包括以下表格：
	a)地块范围拐点坐标统计表；
	b)理论管控/修复范围拐点统计表；
	c)理论管控/修复土方量估算表；
	d)实际管控/修复范围拐点统计表；
	e)实际管控/修复工程量统计表；
	f)修复实施进度一览表；
	g)施工药剂/材料统计表；
	h)土壤转运统计表（如存在土壤开挖转运情景）；
	i)效果评估监测点位信息表；
	j)效果评估监测结果统计分析表；
	k)实验室质控统计表；
	l)土壤及地下水量统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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