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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景回顾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江

西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方案》、《南昌市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南昌市环境保护局南昌市国土资源局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关于转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洪环发[2017]249 号）

的通知、南昌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组织开展全市在生产的土壤重点行业企业使

用地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的通知》（洪环发[2018]136 号）等文件要求，拟对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开展调查工作，判断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以保证土地后

续正常使用。 

2018 年，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西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进行土壤环境用地自行监测。我公司依据《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

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的要求，通过实地踏勘、资料收集、信息整理，

对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用地环境进行了重点区域的识别、划分，并对重点区

域土壤、地下水进行了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因子的确定，编制了南吉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用地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南吉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用地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并交予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报备。同时根

据方案，对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方案监测的各

土壤、地下水指标均符合方案提出的执行标准要求。 

2019 年，受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继续承担企业 2019 年的

土壤环境用地自行监测。我公司积极响应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提出要求，依照《北

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及《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自行监测方案》开展 2019 年的土壤环境用地自行监测工

作。监测结果表明，方案监测的各土壤、地下水指标均符合方案提出的执行标

准要求。 

2020 年，受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继续承担企业 2019 年的

土壤环境用地自行监测。我公司积极响应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提出要求，依照《北

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及《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自行监测方案》开展 2019 年的土壤环境用地自行监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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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点位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点位见图 1。 

 
 

 

 

图 1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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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检测分析结果 

3.1 土壤采样 

我公司严格按照 2018 年于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报备的《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自行监测方案》开展采样，并结合《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

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的要求取表层 0~20cm的土壤，并保存现场

采样照片。 

3.2 点位信息及样品状态 

土壤点位信息及样品状态见表 1。 

表 1  监测点位信息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样品状态 

S1 煤气洗涤区 E：115˚57′59″ 
N：28˚38′10″ 

暗棕色、砂土 

S2 堆煤棚 E：115˚58′0″ 
N：28˚38′8″ 

黄棕色、砂土 

S3 水玻璃生产车间 
E：115˚58′18.03″ 
N：28˚37′54.98″ 

暗栗色、砂土 

S4 水玻璃循环水池 E：115˚57′59″ 
N：28˚38′5″ 

黑色、砂壤土 

S5 白炭黑湿段反应区 E：115˚57′55″ 
N：28˚38′5″ 

暗栗色、砂壤土 

S6 白炭黑污水处理区 E：115˚57′54″ 
N：28˚38′6″ 

暗栗色、砂壤土 

S7 储罐区 E：115˚57′54″ 
N：28˚38′5″ 

暗栗色、砂壤土 

S8 空置仓库 
E：115˚58′14.06″ 
N：28˚37′48.14″ 

棕黄色、砂壤土 

S9 背景值 E：115˚58′13.69″ 
N：28˚38′0.34″ 

暗棕色、砂壤土 

3.3 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附表 

经我公司技术核查，土壤检测因子共 14 项，除土壤中“铝”以外，我公司

均具备检测资质，由我公司自行检测分析。土壤中“铝”属于本公司无资质项目，

分包于苏州汉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分析，该公司资质（证书编号）：

171012050549。土壤分析方法及仪器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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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一览表 

监测 
类别 

序号 
监测 
项目 

分析方法及来源 
主要监测/检
测仪器 

方法检出限/ 
检测范围 

土壤 

1-1 pH 值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62-2018） 
pH 计 / 

1-2 铜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样

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环办

土壤函〔2017〕1625 号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0.4mg/kg 

1-3 铅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

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

法(HJ 680-2013) 

 
原子荧光光

度计 

1.4mg/kg 

1-4 镍 0.4mg/kg 

1-5 汞 0.002 mg/kg 

1-6 砷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

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原子吸收光

谱仪 

0.01 mg/kg 

1-7 镉 0.01 mg/kg 

1-8 锌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HJ 491-2019） 

原子吸收光

谱仪 
1 mg/kg 

1-9 铁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土

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1992
年）第六章 6.5.1 

原子吸收光

谱仪 0.03 mg/L 

1-10 苯酚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703-2014） 

气相色谱仪 0.04mg/kg 

1-11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

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度法 （HJ 
687-2014） 

原子吸收光

谱仪 
2 mg/kg 

1-12 氰化物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

定 分光光度法 （HJ 745-2015）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4 mg/kg 

1-13 铝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土壤环境监测分析方法》生

态环境部（ 2019 年） 4.3.2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 
Avio 200 型 

0.0012 mg/kg 

1-14 总石油烃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样

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环办

土壤函〔2017〕（1625 号 第二

部分 3（3-1）） 

气相色谱仪 6.0 mg/kg 

备注 1、“方法检出限”指本报告所采用的监测方法可检测项目的最低含量； 
2、“/” 表示分析标准或分包单位未提供该检测方法检出限或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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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检测结果 

土壤检测分析结果见表 3-1。 
表 3-1  土壤检测分析结果 

采样时间 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cm） 
检测分析结果（单位：mg/kg，pH 值单位为无量纲） 

pH
值 

铜 铅 镍 汞 砷 镉 锌 铁 
苯

酚 
六价

铬 
氰化

物 
铝 

总石油烃 
（C10 -C40） 

2019.11.06 

S1 

0～20 

7.65 162 25.5 399 0.144 15.2 0.25 244 3.67×104 ND ND ND 5.36×104 ND 

S2 7.37 149 27.1 300 0.081 14.7 0.28 238 3.06×104 ND ND ND 4.72×104 ND 

S3 7.16 45.2 15.6 48.4 0.138 12.7 0.21 113 3.51×104 ND ND ND 4.95×104 ND 

S4 6.79 67.8 11.6 19.1 0.031 13.4 0.26 209 2.72×104 ND ND ND 2.37×104 ND 

S5 6.27 58.8 40.9 45 0.016 40.9 0.15 92 2.47×104 ND ND ND 5.65×104 ND 

S6 6.52 57.6 44.9 40 0.041 24 0.17 108 2.87×104 ND ND ND 5.23×104 ND 

S7 6.13 56.3 40.5 37.2 0.204 24.7 0.17 107 3.37×104 ND ND ND 5.11×104 ND 

S8 6.18 35.1 16.7 24.3 0.313 12.3 0.14 89 2.69×104 ND ND ND 4.04×104 ND 

S9 6.41 46.4 16.7 46.9 0.109 14.5 0.22 118 2.90×104 ND ND ND 4.80×104 N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 1 筛选值第二类用地 / 18000 800 900 38 60 65 / / / 5.7 135 / 4500 

参考《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工业/商业服务用地 

/ / / / / / / 10000 / 90 / / / / 

参考 EPA 评价   / / / / / / /  720000 / / / 990000 / 

备  注 ND 表示检验数值低于方法检出限。 

 

由上表可知，企业内背景点及 8 个污染源周边监控点土壤中的镉、铅、六价铬、铜、镍、汞、砷、氰化物、总石油烃(C 10 -C 40 ）均符合《建
第 5 页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筛选值第二类用地限值；锌、苯酚均《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DB11/T811）工业/商业服务用地限值；铁、铝符合 EPA 评价限值。 

与 2019 年土壤自行监测结果对照情况见表 3-2。 

表 3-2  土壤年度检测结果范围对照表 

监测指标 单位 2019 年的检测值范围 2020 年的检测值范围 备注 

pH 值 无量纲 7.18~7.97 6.13~7.65 差异不大 

铅 mg/kg 62.2~164 35.1~162 差异不大 

镍 mg/kg 34.6~93.2 11.6~44.9 差异不大 

铜 mg/kg 33.9~366 24.3~399 差异不大 

汞 mg/kg 0.016~2.58 0.016~0.313 差异不大 

砷 mg/kg 7.03~27.4 12.3~40.9 差异不大 

镉 mg/kg 0.22~1.27 0.15~0.28 差异不大 

锌 mg/kg 153~369 89~244 差异不大 

铁 mg/kg 2.28×104~3.81×104 2.47×104~3.67×104 差异不大 

苯酚 mg/kg ND ND 无差异 

六价铬 mg/kg ND ND 无差异 

氰化物 mg/kg ND~0.43 ND 无差异 

铝 mg/kg 7.61%~1.20% 2.37×104~5.65×104 / 

总石油烃 mg/kg ND ND 无差异 

由上表可知，2020 年企业土壤监测结果与 2019 年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原因可能是监测方法变化所致。总体上看，铜、砷的最大值较 2019 年有

所增加，但均未超标，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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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水检测分析结果 

4.1 地下水采样 

我司严格按照 2018 年于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报备的《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自行监测方案》开展地下水采样，地下水采样点位与去年设

置的点位一致。 

4.2 点位信息及样品状态 

地下水监测点位信息及样品状态见表 4。 
表 4  监测点位信息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样品状态 

GW1 水玻璃车间地下水下游方向 无色、澄清、无臭 

GW2 白炭黑车间干段区地下水下游方向 无色、澄清、无臭 

GW3 污水站地下水下游方向 无色、澄清、无臭 

GW4 背景值 微黄、澄清、无臭 

 

4.3 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附表 

地下水分析方法及仪器详见表 5。 

表 5  地下水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一览表 

监测 
类别 

序号 
监测 
项目 

分析方法及来源 主要监测/
检测仪器 

方法检出限/ 
检测范围 

地下

水 

2-1 钾（K+）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0.07 mg/L 

2-2 钠（Na+） 0.03 mg/L 

2-3 钙（Ca2+） 0.02 mg/L 

2-4 镁（Mg2+） 0.02 mg/L 

2-5 
碱度

（CO3
2-） 

酸碱指示剂滴定法 《水和废水

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第三

篇第一章十二（一） 
酸式滴定管 

/ 

2-6 
碱度

（HCO3 
-） 

/ 

2-7 
氯化物

（Cl-）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

定法(GB 11896-89) 
酸式滴定管 2.5 mg/L 

2-8 
硫酸盐

（SO4
2-）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

光光度法（试行）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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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42-2007) 

地下

水 

2-9 pH 值 
pH 便携式 pH 计法水和废水监

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2002 年） 

便携式 pH
计 / 

2-10 
溶解性总

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

性状和物理指标（8.1 溶解性总

固体 称重法） 
(GB/T 5750.4-2006) 

电子天平 / 

2-11 
总硬度（以

碳酸钙计）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 滴定法（GB 7477-87） 
酸式滴定管 5 mg/L 

2-12 
高锰酸盐

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 11892-89) 
酸式滴定管 0.1 mg/L 

2-13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HJ 535-2009)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25 mg/L 

2-14 
总大肠菌

群 

滤膜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第五篇第二章五

（二） 

电热恒温培

养箱 / 

2-15 细菌总数 
细菌总数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电热恒温培

养箱 / 

2-16 镉 铜、铅、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 年） 

原子吸收光

谱仪 

0.025 µg/L 

2-17 铅 0.25 µg/L 

2-18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

二肼分光光度法(GB 7467-8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01 mg/L 

2-19 锌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0.009 mg/L 

2-20 镍 0.007 mg/L 

2-21 铁 0.01 mg/L 

2-22 铝 0.009 mg/L 

2-23 铜 0.04 mg/L 

2-24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

定 原子荧光法(HJ 694-2014) 
原子荧光光

谱仪 

0.04 µg/L 

2-25 砷 0.3 µg/L 

2-26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方法 1 萃取

分光光度法）（HJ 503-2009)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003 mg/L 

2-27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

分光光度法（异烟酸-吡唑啉酮

分光光度法）（HJ 484-2009）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0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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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

分光光度法(GB/T 16489-1996)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05 mg/L 

2-29 硝酸盐
（氮）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酚二磺

酸分光光度法(GB 7480-8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2 mg/L 

2-30 亚硝酸盐
（氮）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

光度法(GB 7493-8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0.003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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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检测结果 

根据《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自行监测方案》，本项目地下水监测结果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Ⅳ类水评价，地下水检测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6  地下水检测分析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采样点位及监测结果 

参考限值 地下水 GW1 地下水 GW2 地下水 GW3 地下水 GW4 

检测值 评价 检测值 评价 检测值 评价 检测值 评价 

钾（K+） mg/L 8.82 / 5.08 / 4.33 / 8.54 / / 

钠（Na+） mg/L 175 达标 21.7 达标 37.0 达标 83.8 达标 400 

钙（Ca2+） mg/L 47.1 / 125 / 28.0 / 18.4 / / 

镁（Mg2+） mg/L 13.2 / 14.8 / 5.98 / 6.46 / / 

碱度（CO3
2-） mmol/L ND / ND / ND / ND / / 

碱度（HCO3 
-） mmol/L 4.42 / 5.18 / 1.85 / 3.33 / / 

氯化物（Cl-） mg/L 32.0 达标 24.0 达标 16.0 达标 27.0 达标 350 

硫酸盐（SO4
2-） mg/L 64 达标 29 达标 25 达标 39 达标 350 

pH 值 无量纲 6.85 达标 6.97 达标 6.73 达标 6.48 达标 5.5~9.0 

总硬度（以碳酸钙计） mg/L 174 达标 375 达标 98 达标 74 达标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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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总固体 mg/L 826 达标 410 达标 208 达标 323 达标 2000 

高锰酸盐指数 mg/L 2.9 达标 2.6 达标 2.0 达标 4.0 达标 10.0 

氨氮 mg/L 0.975 达标 0.252 达标 0.528 达标 0.319 达标 1.50 

总大肠菌群 个/L <10 达标 <10 达标 30 达标 20 达标 1000 

细菌总数 个/mL 5.6×102 达标 8.8×102 达标 2.2×102 达标 5.0×102 达标 1000 

镉 mg/L 1.84×10-4 达标 1.77×10-4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01 

铅 mg/L 3.30×10-3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10 

六价铬 mg/L 0.016 达标 0.004 达标 0.006 达标 0.010 达标 0.10 

锌 mg/L 0.046 达标 0.034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5.00 

镍 mg/L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10 

铁 mg/L 0.08 达标 ND 达标 0.11 达标 0.47 达标 2.0 

铜 mg/L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0 

铝 mg/L 0.122 达标 0.034 达标 0.020 达标 0.020 达标 0.50 

汞 mg/L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002 

砷 mg/L 8.1×10-3 达标 2.2×10-3 达标 1.4×10-3 达标 9×10-4 达标 0.05 

挥发酚 mg/L ND 达标 0.0004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01 

氰化物 mg/L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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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 mg/L 0.010 达标 0.011 达标 ND 达标 0.006 达标 0.10 

硝酸盐（氮） mg/L 2.68 达标 0.52 达标 0.06 达标 0.12 达标 30.0 

亚硝酸盐（氮） mg/L 0.120 达标 0.003 达标 0.047 达标 0.032 达标 4.80 

备  注 “ND” 表示该项目未检出，“/” 表示未对该项目做限值规定。 

经本次监测结果表明，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地下水背景井及 3 个监控井中钠（Na+）、氯化物（Cl-）、硫酸盐（SO4
2-）、pH

值、总硬度（以碳酸钙计）、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镉、铅、铬（六价）、铜、

镍、汞、砷、锌、铁、铝、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Ⅳ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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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5.1 质量控制 

参照环保部《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

规定（试行）〉》环办土壤函[2017]1896 号文件精神，我公司建立健全质量审

核制度，制定和实施内部质量控制计划，从严落实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 

（1）布点和采样质量执行三级审核。每个布点、采样工作组指定 1 名质量

监督员，负责对本组布点、采样工作质量进行自查；设置专门的质量监督组，

负责对承担的工作质量进行审核，现场采样应尽可能携带全程序空白样以保证，

本批次样品未受到污染。 

（2）设立专门样品管理员，严格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样品分

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地下水样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

规定》等技术规定要求保存样品，建立样品库，以备复测； 

（3）使用的分析方法为资质认定范围内的国家标准、区域标准、行业标准

及国际标准方法，未使用其他非标方法或实验室自制方法，出具的检测报告加

盖实验室资质认定标识。确保目标污染物的方法检出限满足对应的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要求。 

（4）空白试验每批次样品分析时，进行空白试验。空白样品分析测试结果

一般低于方法检出限。分析仪器校准应选用有证标准物质。采用校准曲线法进

行定量分析时，至少使用 5 个浓度梯度的标准溶液（除空白外），覆盖被测样

品的浓度范围，且最低点浓度应接近方法测定下限的水平。 

（5）每批次样品分析时，每个检测项目（除挥发性有机物外）均须做平行

双样分析。在每批次分析样品中，应随机抽取 5%的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当

批次样品数＜20 时，应至少随机抽取 1 个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 

（6）当具备与被测土壤或地下水样品基体相同或类似的有证标准物质时，

在每批次样品分析时同步均匀插入与被测样品含量水平相当的有证标准物质样

品进行分析测试。每批次同类型分析样品要求按样品数 5%的比例插入标准物质

样品；当批次分析样品数≤20时，应至少插入 1 个标准物质样品。 

（7）实验室保证分析测试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

结果，未选择性地舍弃数据，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检测人员对原始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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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分析测试原始记录有检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名。检测人

员负责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检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

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考虑以下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条件、数据的

有效位数、数据计算和处理过程、法定计量单位和内部质量控制数据等。审核

人员对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5.2 质量空置数据统计 

（1）全程序空白样结果评价一览表见表 7。 

表 7  全程序空白样结果评价一览表 
样品 
类型 

因子 
检测 
结果 

标准方法编号 方法检出限 
评价 
标准 

结果 
评价 

土壤 氰化物 ND HJ 745-2015 0.04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总石油烃

（C10 ~C40） ND 
环办土壤函〔2017〕 

1625 号 6.0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苯酚 ND HJ703-2014 0.04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汞 ND HJ 680-2013 0.002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砷 ND HJ 680-2013 0.01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镉 ND GB/T 17141-1997 0.01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锌 ND HJ 491-2019 1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铁 ND 
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

法（1992 年） 
0.03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六价铬 ND HJ 687-2014 2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铅 ND 
环办土壤函〔2017〕（1625

号） 

1.4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镍 ND 0.4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土壤 铜 ND 0.4 mg/kg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钾 ND 

HJ 776-2015 

0.07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钠 ND 0.03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钙 ND 0.02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镁 ND 0.02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氯化物 ND GB11896-89 2.5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高锰酸盐指 ND GB 11892-89 0.1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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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地下水 氨氮 ND HJ 535-2009 0.025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硫酸盐 ND HJ/T 342-2007 2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镉 ND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 

0.025μ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铅 ND 0.25μ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六价铬 ND GB 7467-87 0.001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锌 ND 

HJ 776-2015 

0.009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镍 ND 0.007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铁 ND 0.01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铝 ND 0.009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铜 ND 0.04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汞 ND 
HJ 694-2014 

0.04 µ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砷 ND 0.3 µ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挥发酚 ND HJ 503-2009 0.0003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氰化物 ND HJ 484-2009 0.004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硫化物 ND GB/T 16489-1996 0.005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硝酸盐（氮） ND (GB 7480-87 0.02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地下水 亚硝酸盐
（氮） ND GB 7493-87 0.003 mg/L 低于方法检出限 合格 

（2）采样、实验室平行样结果评价一览表见表 8、表 9。 

表 8  采样平行样结果评价一览表 

样品 

类型 

点位 

编号 

监测 

因子 

平行样品 

1 

平行样品

2 

相对 

偏差 

评价 

标准 
评价 

土壤 S3 pH 值 7.16 7.31 0.15 
小于 0.3 个 pH单

位 
合格 

土壤 S3 氰化物 ND ND 0.00% 25% 合格 

土壤 S3 总石油烃

(C10 ~C40 ) 
ND ND 0.00% 20% 合格 

土壤 S3 苯酚 ND ND 0.00% 30% 合格 

土壤 S3 汞 0.138 0.145 2.47% 30% 合格 

土壤 S3 砷 12.7 13.5 3.05% 1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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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S3 镉 0.21 0.21 0.00% 35% 合格 

土壤 S3 锌 113 114 0.44% 20% 合格 

土壤 S3 铁 3.51×104 3.58×104 0.99% 20% 合格 

土壤 S3 六价铬 ND ND 0.00% 20% 合格 

土壤 S3 铅 45.2 42.0 3.67% 35% 合格 

土壤 S3 镍 15.6 15.4 0.65% 35% 合格 

土壤 S3 铜 48.4 45.6 2.98% 35% 合格 

地下水 WG1 钾 8.43 8.82 2.26%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钠 175 174 0.29%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钙 47.1 45.1 2.17%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镁 13.2 13.2 0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氯化物 32.8 32.0 1.23%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总硬度 174 169 1.46%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溶解性总固体 826 822 0.24%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高锰酸盐指数 2.9 2.9 0 15% 合格 

地下水 WG1 氨氮 0.975 0.972 0.15%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硫酸盐 64 62 1.59%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镉 1.84×10-4 1.61×10-4 6.67% 15% 合格 

地下水 WG1 铅 3.30×10-3 3.16×10-3 2.17% 15% 合格 

地下水 WG1 六价铬 0.016 0.014 6.67%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锌 0.046 0.048 2.13%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镍 ND ND 0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铁 0.08 0.08 0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铝 0.122 0.124 0.81%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铜 ND ND 0 25% 合格 

地下水 WG1 汞 ND ND 0 20% 合格 

地下水 WG1 砷 8.1×10-3 8.1×10-3 0 20% 合格 

地下水 WG1 挥发酚 ND ND 0 10% 合格 

地下水 WG1 氰化物 ND ND 0 20% 合格 

地下水 WG1 硫化物 0.010 0.009 5.26% 20% 合格 

地下水 WG1 硝酸盐（氮） 2.68 2.65 0.56% 15% 合格 

地下水 WG1 亚硝酸盐（氮） 0.120 0.120 0 15% 合格 

备注 1、土壤检测结果单位为 mg/kg，pH 值单位为无量纲；2、“ND”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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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实验室平行样结果评价一览表 

样品 

类型 
样品编号 

监测 

因子 

平行样品

1 
平行样品 2 

相对 

偏差 

评价 

标准 
评价 

土壤 S200706M-4#-01 pH 值 6.75 6.83 0.08 

<0.3

个 pH

单位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3 氰化物 ND ND 0.00% <25%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2 
总石油烃

（C10 ~C40） ND ND 0.00% <20%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2 苯酚 ND ND 0.00% <30% 合格 

土壤 S200706M-1#-01 汞 0.144 0.144 0.00% <30% 合格 

土壤 S200706M-1#-01 砷 15.1 15.4 0.98% <15%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1 镉 0.23 0.22 2.22% <35%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1 锌 115 120 2.13% <20%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1 铁 2.88×104 2.93×104 0.86% <20% 合格 

土壤 S200711K-57#-2-01 六价铬 ND ND 0.00% <20%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1 铅 43.6 49.2 6.03% <35%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1 镍 16.2 17.2 2.99% <35% 合格 

土壤 S200706M-9#-01 铜 43.7 50.1 6.82% <3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1 钾 8.55 8.5 0.12%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1 钠 85.2 82.4 1.67%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1 钙 18.2 18.5 0.82%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1 镁 6.48 6.44 0.31%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1#-02 氯化物 32.5 33.0 0.08%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3#-03 
总硬度（以

碳酸钙计） 
96 99 1.54%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11 
溶解性总固

体 
324 322 0.31%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4 
高锰酸盐指

数 
4.0 3.9 1.27% 1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2#-04 氨氮 0.247 0.256 1.79%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1#-02 硫酸盐 61 64 2.40%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2#-03 镉 1.89×10-4 1.65×10-4 6.78% 1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2#-03 铅 ND ND 0 1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6 六价铬 0.011 0.010 4.76%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3 锌 ND ND 0 2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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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WG200807M-4#-03 镍 ND ND 0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3 铁 0.48 0.46 2.13%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3 铝 0.022 0.019 7.32%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3 铜 ND ND 0 2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7 汞 ND ND 0 2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7 砷 1.0×10-3 9×10-4 11.1% 2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8 挥发酚 ND ND 0 1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09 氰化物 ND ND 0 2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10 硫化物 0.006 0.006 0 20%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11 硝酸盐（氮） 0.13 0.12 4.00% 15% 合格 

地下水 WG200807M-4#-11 
亚硝酸盐

（氮） 
0.032 0.031 1.59% 15% 合格 

备注 1、土壤检测结果单位为 mg/kg，pH 值单位为无量纲；2、“ND”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检出限。 

（3）质控样及加标结果评价一览表见表 10 和表 11。 

表 10  质控样结果评价一览表 

样品类型 质控样品编号 监测因子 检测结果 标准值 评价 

土壤 SAG-QCM-014 汞 0.117 mg/kg 0.116±0.012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4 砷 12.8 mg/kg 13.3±1.1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镉 0.48 mg/kg 0.45±0.06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锌 478 mg/kg 494±25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867 铁 4.86×104 mg/kg (4.73±0.21)×104 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铅 541 mg/kg 552±29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铅 563 mg/kg 552±29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镍 39.1 mg/kg 40±4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镍 40.6 mg/kg 40±4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铜 142 mg/kg 144±6mg/kg 合格 

土壤 SAG-QCM-015 铜 145 mg/kg 144±6mg/kg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368 碱度 58.6 mg/L 56.3±3.9 mg/kg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94 氯化物 61.9mg/L 60.2±2.1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57 总硬度 1.99mmol/L 2.00±0.07 mmol/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32 
高锰酸盐指

数 2.41 mg/L 2.31±0.24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276 氨氮 2.94 mg/L 2.89±0.11 mg/L 合格 

第 18 页 



地下水 SAG-QCM-1199 硫酸盐 53.4 mg/L 53.0±2.6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82 镉 13.2 μg/L 12.8±0.8μ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72 铅 39.6μg/L 42.0±3.1μ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218 六价铬 0.300 mg/L 0.298±0.011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071 镁 0.266 mg/L 0.289±0.024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298 锌 0.734 mg/L 0.704±0.034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86 镍 0.642 mg/L 0.627±0.031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211 铁 1.21 mg/L 1.19±0.05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373 铝 0.472 mg/L 0.486±0.032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68 铜 0.369 mg/L 0.361±0.015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200 汞 9.8μg/L 10.3±0.9μ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44 砷 70.7μg/L 70.2±3.5μ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937 挥发酚 15.1μg/L 14.9±1.2μ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044 氰化物 36.2μg/L 40.6±5.6μ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378 硫化物 2.32 mg/L 2.35±0.17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285 硝酸盐（氮） 0.895 mg/L 0.900±0.036 mg/L 合格 

地下水 SAG-QCM-1153 
亚硝酸盐

（氮） 0.183 mg/L 0.178±0.009 mg/L 合格 

 

表 11 加标回收结果评价一览表 

样品 
类型 

样品 
编号 

监测 
因子 

加标前

μg 
加标量

μg 
加标后 
μg 

回收

率% 
评价 
标准 

评价 

土壤 空白加标 
总石油烃

（C10 ~C40） 0.5102 310 340.1476 110 70%~120% 合格 

土壤 S200706M-2
#-03 

氰化物 ND 0.5 0.5096 93.5 70%~120% 合格 

土壤 空白加标 苯酚 0 10.0 7.7116 77.1 50%~140% 合格 

土壤 
S200706M-1

#-01 
六价铬 ND 100 90.1 90.1% 70%~13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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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本次南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020 土壤自行监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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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及 2018 年制定的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自行监测方案执行。根据检测分析结果显示： 

1、土壤：企业内背景点及 8 个污染源周边监控点土壤中的镉、铅、六价

铬、铜、镍、汞、砷、氰化物、总石油烃(C 10 -C 40 ）均符合《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筛选值第二类用地限值；

锌、苯酚均《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工业/商业

服务用地限值；铁、铝符合 EPA 评价限值。 

2、地下水：企业内地下水背景井及 3 个监控井中钠（Na+）、氯化物

（Cl-）、硫酸盐（SO4
2-）、pH 值、总硬度（以碳酸钙计）、溶解性总固体、

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镉、铅、铬（六价）、

铜、镍、汞、砷、锌、铁、铝、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硝酸盐（氮）、亚

硝酸盐（氮）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标准。 

综上，企业内土壤及地下水均符合相应标准，望继续保持对土壤及地下水

的环保工作。 

6.2 建议 

1、企业应做好日常各个产污环节的排查工作，落实自行监测方案中废

水、废气的监测工作，出现超标现象应立即启动应急措施，以防止对土壤及地

下水造成污染。 

2、加强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运输过程的监管，以防在运输、

装卸过程中发生倾覆及泄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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