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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项目选项址于新津县邓双镇文山村五、六组，地理坐标

为东经 103.833391°，北纬 30.347468°，项目建成投产于 2020 年 8 月。项目总

用地面积约 72.3 亩（48202m2），总建筑面积 52344.79m2，主要建设内容为：生

产区（包括焚烧厂房、汽机房、主控楼）、综合水泵房、循环水泵房、冷却塔、

渗滤液处理车间、升压站、地磅房、蓄水池、油罐区、办公楼、宿舍楼及其它公

用辅助设施等。 

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项目包括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

营管理；垃圾灰渣资源化利用；灰渣销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等。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

都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为了准确掌握场地所在区域

的土壤污染状况，为政府下一步开发或利用提供安全可靠的科学依据，需对成都

邓双环保发电厂项目开展疑似污染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

大力开展此项工作，积极响应政府政策，主动开展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工

作。 

 

1.2 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项目选项址于新津县邓双镇文山村五、六组。新津县位

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南部边缘，在成都市南端，地跨东经 103°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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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5′59"、北纬 30°19′49"～30°31′32"。县城五津镇距成都 28km，距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 18km，幅员面积 331.2km2 。周边东连双流县，西接邛崃市、大邑县，

南邻彭山县，北毗崇州市。 

项目位于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文山村。 

本项目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文山村，占地约 48202m2。距离邓双

镇集镇 6 公里，距离县城 10 公里，南距彭山县县境边界约 300 米，交通便利，

处于县城和邓双镇的下风向，该山地大约有 300 亩，土地利用现状为山坡地，有

经济、树林，经济林（以柑橘树为主）有 60 亩左右。 

根据新津区人民政府出具《新津区人民政府关于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卫生防

护距离内搬迁情况的函》（新津府函[2016]163 号）文件说明，本项目划定的 300

米环境防护距离内已完成住户搬迁，现无居民居住。根据四川中恩岩土工程有限

公司出具的相关测绘文件，距项目厂界最近的农户位于项目南面约 307m，距本

项目较远，且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均位于新津区内，不涉及彭山。 

场地地理位置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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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企业地理位置图 

 

1.3 场地区域水文地质概况 

1.3.1 水文地质条件 

1.河流  

新津境内诸河属岷江水系，可分岷江正流及支流。支流中有的是常年性自然

河，如西河、南河，有的是岷江的分支河，如羊马河、杨柳河，以及季节性自然

河——龙溪河。除季节性自然河外，在新津均属过境河道，都在新津武阳镇东南

汇合。由于新津地势低，河道比降小，流速缓，故常出现洪灾。特别是南河与金

马河洪 水对新津的威胁最大。岷江古名汶江，因其发源于岷山而得名，是长江

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正流两 源，分别发源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岷山南麓的弓杠

岭和郎架山。汇流于松潘县的红 桥关后向南流经灌县、新津，在乐山接纳大渡

河后，水量大增，至宜宾注入长江。 灌县以上称上游，灌县至乐山段为中游，

乐山至宜宾段为下游。全长 735 公里， 流域面积 13.3 万平方公里，落差 3560

米，平均坡降为 4.83‰。岷江干流及其分支流经新津的有金马河、羊马河、杨

柳河。 项目区域地表水体为通济渠，属人工开拓的河道，水源来自南河，建于

东汉末年（公元 220 年），从 1955 年至今对该渠进行了五期扩改建，至 1980

年已灌溉 新津、彭山、眉山、青神等 4 组农业面积 52 万亩，在乐山境内入岷

江，主要水体功能为泄洪、农灌。工业用水、水产养殖和人畜用水等通济渠有总

干渠、东干渠 和西干渠共 3 条干渠，共长 88.17km，支渠 65 条，长 367km，灌

区共有各类水利工程 1.2 万余处，年均引水量 10 亿 m3，形成了能灌能排的灌溉

工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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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地下水补给、径流及排泄特征 

新津县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水，河道带沿河道呈带状分布，地下水埋藏深

度 2~3m，含水层厚度 10~20m，富水性优越，单井出水量＞2500m3/d；河间带

分布于平原腹地地区，地下水埋藏深度 3~5m，含水层厚度 5~25m，富水性良

好，单井出水量 1000~2500m3 /d。地下水水质较单一，一般为重碳酸型或重碳酸

钙镁型，PH6.5~8.2，硬度一般在 25 度以下，是饮用、灌溉和工业用水的优质水

源。本项目场地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赋存于第四系卵石层孔隙水和下伏基岩裂隙

水，部分区域存在第四系填土与第四系粘性土接触带中的上层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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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测目的及任务 

 

2.1 检测目的 

本次监测对象为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项目

厂区，目前该公司正在运营，企业主要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为确定企业场地

土壤是否存在污染，公司对本企业进行土壤及地下水检测工作，为企业土壤调查

提供依据。 

 

2.2 检测任务 

在通过收集和分析厂区及周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厂区布局、生产工艺及所

用原辅材料等资料的基础上，对疑似污染区域设置采样点并进行采样分析。 

本次检测方案的任务：根据公司自行监测方案确定检测点位及检测项目。 

本次检测的具体任务如下： 

通过对该厂区生产工艺的分析，初步分析场地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种类； 

通过对厂区区块功能的识别，如垃圾贮坑、焚烧车间、渗滤液处理站、垃圾运输

通道和飞灰固化间等车间，以识别潜在污染区域； 

本场地重点关注的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石油烃、二噁英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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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依据 

 

3.1 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主席令四十八号）（2016）；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6）；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3]344 号）； 

10、《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国家环保总局令[2005]第 27

号）； 

1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四川省工作方案》（川环办发[2017]119 号）；； 

12、《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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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环办土壤

[2017]67 号）； 

14、《关于印发 2018 年四川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的通知》（川环

办函〔2018〕518 号） 

15、《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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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16、《关于印发<四川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川环

办发[2018]73 号）。 

3.2 相关导则与技术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5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9、《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1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11、《地下水环境标准》（GB14848-2017）； 

12、《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3.3 相关技术资料 

1、《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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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样现场工作照片 

 

土壤监测点位 土壤监测现场照片 

项目东北面背景点（厂

区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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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贮坑旁 2# 

 

焚烧车间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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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滤液处理站旁 4# 

 

垃圾运输通道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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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固化间旁 6# 

 

厂区下风向 1000m 处

（大气最大浓度落地

点）7# 

 

图 4-1  土壤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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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地下水监测井 

 

W2 地下水监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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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 地下水监测井 

 

图 4-2  地下水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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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点情况 

 

本次自行监测范围主要为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所在地块，场地

占地面积约为 72.3 亩（48202m2）。 

 

5.1 土壤取样点布设情况 

5.1.1 点位数量 

土壤点位设置：本次将在垃圾贮坑、焚烧车间、渗滤液处理站、垃圾运输通

道和飞灰固化间等场所布设监控点，厂区外侧布设 1 个对照点。共计 7 个土壤点。 

地下水点位设置：利用企业现有地下水上游背景点和地下水下游水井，并在

厂区设置一个地下水水井。共设置 3 个地下水监测井。 

本次检测点位数量设置与企业自行监测方案要求一致，若在后期检测过程

中， 如遇企业生产工艺变化以及重点区域增加或减少等状况，应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增加或减少检测点位，并重新修订自行监测方案。 

5.1.2 点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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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区地下水流向以西北向东南为主，对照点选在企业

外部东北部空地，厂区内监控点采样位置为垃圾贮坑、焚烧车间、渗滤液处理站、

垃圾运输通道和飞灰固化间等场所，采样位置与监测方案要求一致。  

若在后期检测过程中，企业生产工艺变化以及重点区域位移等状况，应根据

企业实际情况调整点位位置。并重新修订自行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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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土壤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表 

类别 检测点位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土壤 

1#项目东北面背景点（厂区外） 

（103.83471378°E，30.34907815°N） 

pH、镉、汞、砷、铜、铅、铬、

锌、镍、二噁英、六价铬 

每天 1 次 
检测 1 天 

2#垃圾贮坑旁 

（103.83339806°E，30.34825073°N） 

pH、镉、汞、砷、铜、铅、铬、

锌、镍、六价铬 

3#焚烧车间旁 

（103.83306481°E，30.34888218°N） 

4#渗滤液处理站旁 

（103.83306348°E，30.34900834°N） 

5#垃圾运输通道旁 

（103.83237821°E，30.34927006°N） 

6#飞灰固化间旁 

（103.83258027°E，30.34826732°N） 

7#厂区下风向 1000m 处（大气最大浓度落地点） 二噁英、六价铬 

5.1.3 采样深度 

本次检测以检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20cm 处）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工

作。不进行深层土壤采样，若表层土壤检测数据超过相关土壤环境质量筛选值值， 

根据土壤污染环境风险需求另行开展深层土壤检测工作。 

土壤采样深度为 0-20cm。 

5.1.4 检测频率 

检测频率为一年开展一次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检测，每次采样一天，一天

采样一次。 

5.1.5 监测项目 

土壤监测指标：pH、镉、汞、砷、铜、铅、铬、锌、镍、二噁英、六价铬 

 

5.2 地下水布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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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对照点检测 

根据前期水文地质及地下水流向调查，企业区域整体地下水流向呈西北向东

南流向，地下水污染扩散途径主要为渗入扩散方式，因此区域地下水上游位于厂

区西北侧，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上游现有企业西北侧水井作为地下水对照点。 

5.2.2 监控点检测 

根据公司所在地区水流方向及重点区域。 本次检测对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

发电有限公司下游进行检测布点，设置 2 个监测点。采样点数量与监测方案要求

一致。若在后期检测过程中，企业生产工艺发生变化以及重点区域增加或减少等

状况，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检测点位，并重新修订自行监测方案。 

地下水监测井应布设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在同一个企业内部，监测井

可以根据厂房及设施分布的情况统筹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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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企业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发生明显改变或企业重点区域发生变更时，应根

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点位位置，并重新修订自行监测方案。 

表 5-2  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表 

类别 检测点位及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地下水 

D1 厂区现有地下水下游水井 
pH、CODMn、NH3-N、氯化物、总大肠菌群、

Cr6+、Ni、Cu、Pb、Cd、石油类 

每天 1 次 

检测 1 天 
D2 厂区地下水中间水井 

D3 厂区现有地下水上游背景点 

5.2.3 采样深度 

检测井在垂直方向的深度应根据污染物性质、含水层厚度以及地层情况确

定。本次检测地下水采样深度为第一含水层（潜水）上部水样。 

本次采样深度与监测方案要求基本一致。采样深度应根据企业污染物变化情

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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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检测频率 

每年进行一次地下水检测，选择枯水期最有代表性的月份采样，每次采样一

天，一天采样一次。 

5.2.5 检测项目 

地下水检测项目：pH、CODMn、NH3-N、氯化物、总大肠菌群、Cr6+、Ni、

Cu、Pb、Cd、石油类 

 

图 5-1  企业监测点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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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测因子选取原因 

 

6.1 土壤监测因子选取原因 

选取原因：严格按照技术指南的规定，其所属环境治理业常见污染物类别未

在附表 2-2 中列举，需自行选择分析测试项目。结合企业的生产工艺，原料和生

产中涉及的特征污染物，识别出该项目主要污染物有 pH、镉、汞、砷、铜、铅、

铬、锌、镍、二噁英。 

土壤监测因子： 

pH、镉、汞、砷、铜、铅、铬、锌、镍、二噁英、六价铬。 

 

6.2 地下水监测因子选取原因 

选取原因：严格按照技术指南的规定，其所属环境治理业常见污染物类别未

在附表 2-2 中列举，需自行选择分析测试项目。结合企业的生产工艺，原料和生

产中涉及的特征污染物，识别出该项目主要污染物有 pH、镉、汞、砷、铜、铅、

铬、锌、镍、二噁英。 

根据重点功能区污染源分布情况和污染物可能垂直渗入等情况，确定检测项

目如下 pH、CODMn、NH3-N、氯化物、总大肠菌群、Cr6+、Ni、Cu、Pb、Cd、

石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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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价标准 

 

7.1 土壤筛选值 

本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可能涉及到的污染物为镉、汞、砷、铜、铅、铬、

锌、镍、二噁英等，土壤污染物评价标准主要选取《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标准进行评价。当

GB36600-2018 标准中没有的相关指标的筛选值时，参考北京地表《场地土壤环

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具体筛选值见表 7-1。 

表 7-1  检测物质土壤筛选值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1 砷 60 mg/kg 

2 镉 65 mg/kg 

3 铬（六价） 5.7 mg/kg 

4 铜 18000 mg/kg 

5 铅 800 mg/kg 

6 汞 38 mg/kg 

7 镍 900 mg/kg 

8 二噁英类（总毒性当量） 4╳10-5 mg/kg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

“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1 锌 10000 mg/kg 

7.2 地下水标准值 

据调查，因本企业场地及周边地下水目前及未来均不作为直接饮用水，因此

本次初步调查地下水评价标准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Ⅲ类地下水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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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检测物质地下水标准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 

1 耗氧量 3.0 mg/L 

2 镉 0.005 mg/L 

3 铬（六价） 0.05 mg/L 

4 铜 1.00 mg/L 

5 铅 0.01 mg/L 

6 石油类 / 

7 镍 0.02 mg/L 

8 pH 6.5~8.5 

9 氨氮 0.5mg/L 

10 氯化物 250 mg/L 

11 总大肠菌群 3MPNb/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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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检测结果及分析 

 

8.1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 

表 8-1 土壤检测方法、方法来源、检出限及使用仪器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测
量范围 

使用仪器 

pH 值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962-2018 
0~14 

（无量纲） 
FE-28StandardpH 计 

LYQ-JL001 

铜 

土壤和沉积物 12 种金属元

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803-2016 

0.6mg/kg 

7800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
YYQ-JL001 

镍 1mg/kg 

镉 0.09mg/kg 

砷 0.4mg/kg 

铅 2mg/kg 

锌 1mg/kg 

铬 2mg/kg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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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mg/kg 

AFS-8500 
原子荧光光度计 

YYQ-JL004 

8.2 土壤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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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土壤检测结果 

检测

项目 

检测点位、采样日期和结果 
2021 年 7 月 27 日 

单位 
1# 2# 3# 4# 5# 6# 7# 

pH 6.77 7.60 7.34 7.34 7.43 7.67 / 无量纲 

镉 0.36 0.45 5.58 0.41 1.04 0.70 / mg/kg 

汞 0.203 0.015 0.184 0.192 0.183 0.025 / mg/kg 

砷 15.8 5.1 16.5 10.5 16.8 9.0 / mg/kg 

铜 34.1 18.4 61.9 27.9 38.2 22.8 / mg/kg 

铅 57 56 125 57 56 67 / mg/kg 

铬 42 24 59 58 53 40 / mg/kg 

锌 130 109 221 138 539 176 / mg/kg 

镍 23 18 49 31 36 34 / mg/kg 

二噁

英类 
1.1×10-6 / / / / / 0.76×10-6 mg/kg 

监测

项目 

检测点位、采样日期和结果 
单位 2021 年 10 月 9 日 

1# 2# 3# 4# 5# 6# 7# 

六价

铬 
ND ND ND ND ND ND ND mg/kg 

本次检测：铜、铅、镉、镍、汞、砷、二噁英、六价铬等检测结果均未超过

第二类用地污染风险筛选值，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污染风险筛选值要求。其中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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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无筛选值要求，本次参照《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中“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标准进行评价，本次锌监测值未超过《场地土壤环境

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标准。 

本次检测：铜、铅、镉、镍、汞、砷、二噁英、锌、六价铬等污染物各检测

点浓度分布较均匀，与对照点检测结果接近，据此判本项目识别的污染物对所在

区域无明显污染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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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土壤检测质量控制 

采样过程：重金属样品的采集用木铲剥离外部土壤，取未接触铁锹土壤进行

采样分析；有机物样品的采集，选择未被搅动的原状土，剥离周边浮土，用一次

性非扰动性取样器采集 100g 非扰动土样，迅速转移至棕色瓶内；采样样品封装

好后，贴上样品标签，包含样品编码、采样日期和分析项目等信息。 

采集后的样品放入密封保温箱内储存，24 小时内送实验室分析。 

 

8.4 地下水分析方法 

表 8-3   地下水检测方法、方法来源、检出限及使用仪器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测
量范围 

使用仪器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0~14 
（无量纲） 

PHBJ-260 
便携式 pH 计
CYQ-JL054 

耗氧量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生活

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

综合指标 

GB/T 5750.7-2006 

（1.1） 
0.05mg/L 50.00mL 滴定管 

氯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

NO2
-、Br-、NO3

-、PO4
3-、SO3

2-、

SO4
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7mg/L 
ICS-600 

离子色谱仪 
YYQ-JL002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T6 新世纪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LYQ-JL028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10.1） 
0.004g/L 

T6 新世纪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LYQ-JL027 

铅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2014 

0.09 μg/L 
7800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 

YYQ-JL001 

镉 0.05 μg/L 
铜 0.08 μg/L 
镍 0.06 μg/L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生活饮用水标

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2-2006 

（ ）2.1  
/ 

DHP-9082B 
电热恒温培养箱 

LYQ-JL009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 970-2018 0.01μg/L 

UV-6100 型 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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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测
量范围 

使用仪器 

计 
MJJC-2017-030 

8.5 地下水检测结果 

表 8-4 地下水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采样日期和结果 

2021 年 7 月 27 日 
单位 

监测井 D1 监测井 D2 监测井 D3 

pH（无量纲） 7.4 7.6 7.6 无量纲 

氯化物 8.62 8.75 9.44 mg/L 

铜 2.07×10-2 4.80×10-3 2.44×10-3 mg/L 

耗氧量 1.42 1.32 1.38 mg/L 

氨氮 0.028 0.059 0.036 mg/L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2 ＜2 ＜2 mg/L 

镉 未检出 9×10-5 7×10-5 mg/L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mg/L 

镍 5.2×10-4 6.9×10-4 6.2×10-4 mg/L 

铅 2.45×10-3 3.16×10-3 4.54×10-3 mg/L 

石油类 0.01 未检出 未检出 mg/L 

本次检测：pH、氯化物、铜、耗氧量、氨氮、 菌群、镉、六价铬、镍、铅、

石油类检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4848-2017）中Ⅲ类地下水限

值要求。企业在后续运营过程中要加强环保意识，有效进行风险防范措施。 

 

8.6 地下水质量控制 

采样过程质控措施如下。 

1.地下水采集前已对水井进行清洗。 

2.地下水采样前用待采集水样润洗 2~3 次。 

3.使用贝勒管进行地下水样品采集，缓慢沉降或提升贝勒管。取出后，通过

调节贝勒管下端出水阀或低流量控制器，使水样沿瓶壁缓缓流入瓶中，直至在瓶

口形成一向上弯月面，旋紧瓶盖，避免采样瓶中存在顶空和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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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样品封装好后，贴样品标签，包含样品编码、采样日期和分析项目等信息；

地下水采集完成后，样品瓶用泡沫塑料袋包裹，并立即放入现场装有冷冻蓝冰的

样品箱内保存。24 小时内送实验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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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风险管控建议 

1、垃圾贮坑、焚烧车间、渗滤液处理站、垃圾运输通道和飞灰固化间等重

点区域，安排专人每两天目视检查一次； 

    2、各类设备定期检查、检修，对于易泄漏位置应放置接油盘等收集装置； 

    3、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4、进一步明确环境管理机构职责， 定期对厂区日常设备设施以及生产活动

进行巡查、管、维护； 

    5、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安全环保意识和操作水平，降低环境事

故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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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样品流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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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