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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洮北区垃圾填埋场自行监测方案

根据《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暂行)>的通知》（吉环农字[2018]28 号）要求，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白城市洮北区垃

圾填埋场拟按以下方案自行对土壤进行监测。

1、土壤

（1）监测点位

本次布设 16 个土壤监测点位，见表 1及附图 2。

表 1 土壤监测点位布设位置

序

号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描述 采样深度

1# 拟建项目上游 背景值 0-20cm

2#
二区填埋场污水处理站调节水池南角

监测点
了解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50-100cm

3# 二区填埋场东南角监测点 了解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50-100cm

4# 一区填埋场调节水池东南角监测点 了解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50-100cm

5# 厂区外下游附近农田 了解重点区域下游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2）监测项目

①监测因子：

常规因子：

1）45 项（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四氯化碳、氯仿、氯

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

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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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

[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锰、

钴、硒、钒、锑、铊、铍、钼（2#、4#）；

2）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锰、钴、硒、钒、锑、铊、

铍、钼（1#、3#）

3)PH、镉、铅、铬、铜、锌、镍、汞、砷（5#）。

②采样设备：土壤采样器

（3）监测频次：监测 1次。

2．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及分析测试

2.1 土壤样品

2.1.1 土壤样品采集

（1）土壤样品的采集为了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减低监测费用，除有机物外

采取采集混合样的方案。土壤采样的基本要求为尽量减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

品在采样过程不被二次污染。表层土壤的采集一般采用挖掘方式进行。深层土壤

的采集以钻孔取样为主，也可采用槽探的方式进行采样。

（2）有机物土壤样品必须单独采样，禁止对样品均质化处理，禁止采集混

合样。采样后立即将样品装入密封的容器，以减少暴露时间。

（3）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易分解有机物污染土壤的采样，应采用无扰动式

的采样方法和工具。钻孔取样可采用快速击入法、快速压入法及回转法采集。

2.1.2 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

2.1.2.1 保存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样品应采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样品应充满容器

整个空间；含易分解有机物的待测定样品，可采取适当的封闭措施（如甲醇或水

液封等方式保存于采样瓶中）。样品应置于 4℃以下的低温环境（如冰箱）中运

输、保存，避免运输、保存过程中的挥发损失，送至实验室后应尽快分析测试。

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较高的样品装瓶后应密封在塑料袋中，避免交叉污染，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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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空白样来控制运输和保存过程中交叉污染情况。

2.1.2.2 流转

样品需流转的，应在样品装运前必须逐件登记，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

对，保存核对记录。

实验室样品接收人员应确认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收样

实验室应清点核实样品数量，并在样品运送单上签字确认。

2.3 分析测试

监测样品应由取得计量认证（CMA）资质，具备土壤和地下水分析测试能力

的实验室分析测试。检测实验室应在实验室环境、人员、仪器设备和检测能力方

面进行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以保证检测数据结果的准确可靠。

样品的监测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尚无国家或行业

标准分析方法的监测项目，可选用行业统一分析方法或行业规范；采用经过验证

的 ISO、美国 EPA 和日本 JIS 方法体系等其他等效分析方法，其检出限、准确度

和精密度应能达到质控要求。

2.4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2.4.1 监测人员

为实现质量目标，根据开展的检测项目和管理要求配备具有与其从事检验检

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检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事化学检测的人员应至少具有

化学或相关专业专科以上的学历，或者具有 10 年以上化学检测工作经历。关键

检测技术人员，如进行检测结果复核、检测方法验证或确认的人员，除满足上述

学历要求外，还应有 3年以上本专业领域的检测经历。应掌握化学分析测量不确

定度评定的方法，并能就所负责的检测项目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2.4.2 监测设施和环境

制定《设施和环境条件的控制程序》明确职责，规范检测环境测量和监控过

程。

1、检测环境和设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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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应有符合检测标准要求和满足仪器设备使用条件的检测环境条件，其中

温度、湿度、通风、采光、供电、振动、噪声、粉尘等应予以重视。对检测构成

影响的上述参量应予以有效的控制。

⑵ 制定《安全作业和人员健康管理程序》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及设施，

如个人防护装备、洗眼装置、灭火器等，并能够定期检查其功能的有效性。

2、环境和设施的维护

⑴ 对进入影响检测质量的区域进行严格控制，在入口处建立明显的控制标

志。

⑵ 外来人员进入该区域，需经批准，并在确保其他客户机密信息的前提下

由管理人员陪同进入。

2.4.3 监测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

⑴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和使用要求配置仪器设备及软件、辅助设备和标准物

质，其误差、准确度、分辨力、稳定性等技术指标均严格进行控制确保符合使用

要求，且保证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影响的实验室关键检测设备为自有设备。

⑵ 如果在检测过程必须使用其他单位的仪器设备时，应仅限于使用频率低、

价格昂贵或特定的检测仪器设备，同时要对其进行符合性检查确认。

⑶ 如果要使用未经定型的专用仪器设备时，提供相关技术单位的验证证明。

⑷ 配制的所有试剂（包括纯水）将加贴标签，并根据适用情况标识成分、

浓度、溶剂（除水外）、制备日期和有效期等必要信息。

2.4.4 监测质量控制

1、检测结果质量控制要求

⑴根据每个项目的工作类型和工作量分别选用监控和验证方法，形成质控文

件和计划，计划应包括空白分析、重复检测、比对、加标、控制样品的分析、内

部质量控制频率、规定限值和超出规定限值时采取的措施，以确保并证明检测过

程受控以及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⑵ 尽可能采用统计技术制定质量控制计划和方案。质量控制计划应覆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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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认定范围内的所有检测项目。

⑶ 根据《CNAS 能力验证领域和频次表》的要求建立计划，尽可能参加能力

验证或实验室间比对。

⑷ 在开展新的检测项目或使用新方法时，应规定相应的质量控制方案。

⑸ 质量控制计划包含内部质量监控和外部质量监控两个部分。

⑹ 制定内部质量监控计划时应考虑以下因素：检测业务量；检测结果的用

途；检测方法本身的稳定性与复杂性；对技术人员经验的依赖程度；参加外部比

对（包含能力验证）的频次与结果；人员的能力和经验、人员数量及变动情况；

新采用的方法或变更的方法。

⑺ 制定外部质量监控计划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内部质量控制结果；实验室

间比对（包含能力验证）的可获得性，对没有能力验证的领域，应有其他措施来

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CNAS、客户和管理机构对实验室间比对（包含能力

验证）的要求。

⑻ 一些特殊的检测活动，检测结果无法复现，难以按照《准则 5.9.1》进

行质量控制，应关注人员的能力、培训、监督以及与同行的技术交流。

2、定期质控方法

如果检测方法中规定了内部质量控制计划和程序，包括规定限值，应严格执

行。如果检测方法中无此类计划，应采用以下质控方法：

⑴ 参加实验室间的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⑵ 使用有证标准物质和内部质控样品进行内部质量控制；

⑶ 利用相同或不同方法进行重复检测；

⑷ 由同一操作人员或两个以上人员对存留样品进行再检测；

⑸ 同一型号的不同仪器对同一样品进行检测；

⑹ 分析一个样品不同特性结果的相关性；

⑺ 空白试验、控制样品的分析、加标等。

3、日常质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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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在日常分析检测过程中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或次级标准物质进行结果核

查；

⑵ 同一操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平行检测等。

4、质控结果的确认

⑴ 所有质量控制的数据和结果均应详细记录，记录方式应利于能够发现检

测质量的发展趋势。适用时，应使用控制图监控检测能力。质量控制图和警戒限

应基于统计原理，同时应观察和分析控制图显示的异常趋势，必要时采取处理措

施。

⑵ 适用时，应尽可能采用统计技术并和测量不确定度结合起来，对监控和

验证结果进行分析，并对所采用监控措施的可行性、实施效果的有效性进行评审。

⑶ 对于非常规检测项目，应加强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必要时进行全面的分

析系统验证，包括使用标准物质或已知被分析物浓度的控制样品，然后进行样品

或加标样品重复分析，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⑷ 对不能保证检测质量的措施应当及时予以调整，使其不断完善、改进。

2.5 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的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注明监测方法及

检限。

2.6.监测频次：每年监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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