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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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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院、深圳市南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浙江久核

地质生态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沃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光质检测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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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建设技术指南

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工作内容和流程、工作

要求等。

本指南适用于化工园区和园区内在产企业的地下水环境监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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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导则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 1209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DZ/T 0270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

《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试行）》（环办〔2020〕72号）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在产企业地块风险筛查与风险分级技术规定（试行）》（环办〔2017〕67号）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环办便函〔2022〕331号）

《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方案》（环办土壤函〔2021〕10号）

《典型行业企业及周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方案》（环办土壤函〔2021〕2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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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环办便函〔2022〕97号）

3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地下水污染迹象

指通过现场检查和隐患排查发现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或者疑似泄漏，或者通过地下水环

境监测发现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升高的现象。

3.2

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控

采取地下水环境监测、隐患排查和防渗改造等措施，掌握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识别

地下水污染隐患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降低隐患，降低污染风险，防止地下水污染。

3.3

地下水污染隐患

在产企业某一特定场所或者设施设备存在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风险，

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3.4

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

采取修复技术、工程控制和制度控制措施等，阻断地下水污染物暴露途径，阻止地下

水污染扩散，防止对周边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产生影响的过程。

4指导原则

（1）针对性原则：综合考虑园区地下水水质、水文地质条件、企业分布和生产状况，

突出关键区域、关键对象，针对性提出地下水源头防控、调查评估、风险管控等技术要求，

实施分区分类的差异化、常态化监管。

（2）规范性原则：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采用程序化、系统化方式规范

园区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完善地下水源头防控、调查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等程序过程。

（3）合理性原则：根据园区和企业特征、污染程度和范围，综合考虑适用条件、效果、

成本、时间和环境风险等因素，合理制定工作内容和流程，建立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使

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可行。

5工作内容和流程

5.1工作内容

5.1.1监管范围和对象确定

综合园区企业分布、企业生产情况、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污染状况，划定园区优先、

重点和一般监管范围和对象，明确监管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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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控

构建包含自行监测和周边监测的地下水监测体系，掌握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定期开

展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及时发现污染隐患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降低隐患；隐患排查或监

测结果显示有渗泄漏情况或地下水特征指标超标且与污染源运行有关的企业，应开展防渗

改造，防范地下水环境风险。

5.1.3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为掌握地下水环境状况，开展周期性调查评估和针对性调查评估。定期组织园区尺度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掌握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评估水质变化趋势，及时发现污染。

根据地下水监测和隐患排查结果，发现企业存在污染迹象时，开展针对性调查评估。当调

查发现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相应标准时，园区或企业应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

和风险评估，及时判定地下水污染程度、范围及健康风险。

5.1.4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当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已经超过园区或企业边界，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未

超过企业或园区边界但风险评估不可接受的，应开展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选

择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模式，筛选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切断污染源头、

阻断暴露途径、阻止地下水污染扩散，逐步削减地下水污染。

5.1.5地下水污染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

及时评估地下水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根据周边敏感受体情况，建立预警机制，制定

应急方案，构建监测预警信息平台，有效应对地下水污染。

5.1.6地下水环境监管机制建立

园区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地下水环境监管制度，定期开展评估地下水水质状况及趋势评

估、地下水污染分区分类动态监管、地下水生态环境执法和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2工作流程

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建设总体工作程序包括监管范围和对象确定、地下水污

染源头防控、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下水污染风险风

险预警与应急管理、环境监管机制建立等环节，工作流程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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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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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管范围和对象确定

6.1园区地下水概念模型建立

在资料回顾、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基础上，掌握园区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流场、

污染物空间分布、企业空间分布、企业生产情况、敏感受体等，建立园区地下水概念模型。

6.2监管范围和对象划定

基于园区地下水概念模型，根据地下水功能价值、脆弱性、重点行业企业分布以及地

下水污染情况将园区区域划分为优先、重点和一般范围；根据企业所处位置、地下水污染

情况以及管理级别将园区内企业划分为优先、重点和一般对象。根据监管范围和对象级别

实施分区分类的差异化监管。

6.2.1优先监管范围和对象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划为优先监管范围：

a）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区域；

b）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 IV类标准，或周边存在水源地且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超过

III类标准，且污染羽已超出化工园区边界范围的区域。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列入优先监管对象：

a）位于优先监管范围内的企业；

b）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 IV类标准，或周边存在水源地且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超过

III类标准，且污染羽已超出用地红线的企业。

6.2.2重点监管范围和对象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划为重点监管范围。

a）位于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内的区域；

b）地下水-地表水交互频繁的区域；

c）地下水优势通道区域；

d）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 IV类标准，或周边存在水源地且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超过

III类标准，但污染羽未超出化工园区边界范围的区域；

e）重点行业企业集中分布区域。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a）位于重点监管范围内的重点行业企业；

b）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

c）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 IV类标准，或周边存在水源地且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超过

III类标准，但污染羽未超出用地红线的企业；

d）隐患排查、自行监测或周边监测发现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迹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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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一般监管范围和对象

园区优先和重点监管范围以外的区域划为一般监管范围，优先和重点监管对象以外的

企业列入一般监管对象。

7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控

7.1地下水监测体系

7.1.1自行监测

7.1.1.1 列入优先和重点监管对象的企业应参照 HJ 1209、HJ 164开展自行监测：

a）企业应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并向园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b）监测指标应包括 35项基本指标及特征指标，特征指标应根据企业生产和地下水污

染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不同设施或区域的分析测试项目可以不同，推荐监测指标见附表 1；

c）内部存在隐蔽性重点设施设备的重点监测单元监测频次宜不少于半年 1次，其他监

测单元采样频次宜不少于每年 1次。优先监管对象和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水质功能目

标的重点监管对象，采样频次宜不少于每季度 1次；

d）监测数据应定期向园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按照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7.1.1.2 园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参照 HJ 164、《重点污染源（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现状

调查技术指南（试行）》对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开展自行监测，并对企业自行监测质量开展

监督:

a）优先监管范围和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水质功能目标的重点监管范围采样频次宜

不少于每季度 1次，其他监管范围采样频次宜不少于每年 1次；

b）定期组织自行监测方案和监测数据质量审核,对质量存在问题的方案和报告，督促

企业重新开展方案编制或监测；

d）每年抽取一定比例的企业自行监测井纳入周边监测，对比周边监测结果和自行监测

上报数据，偏差值不合格时及时开展监督检查，杜绝数据造假情况，保证自行监测数据归

真。

7.1.2周边监测

7.1.2.1 园区应参照《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指南》开展企业周边地

下水监测。监测点位应优先布设于优先和重点监管对象周边；

7.1.2.2 当污染物已经超出园区边界范围或企业用地红线时，应在边界及污染羽下游布设扩

散监测点；

7.1.2.3 监测指标应包括企业涉及的特征污染物以及易迁移污染物，推荐监测指标见附表 1；

7.1.2.3 监测频次不少于一年 2次，有其他管理需求时，可提高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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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

7.2.1 园区应建立健全隐患排查质量控制工作机制，加强对重点区域、装置和工艺环节的监

督排查，及时捕捉并控制跑冒滴漏现象，定期组织隐患排查报告质量审核，督促企业开展

隐患排查“回头看”并及时整改问题，切实提高隐患排查工作质量。

7.2.2 园区应定期对公共区域污水和雨水管网开展排查，识别管道破损和渗漏点位并及时整

改。

7.3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改造

隐患排查或监测结果显示有渗泄漏情况或地下水特征指标超标且与污染源运行有关的

企业，应在园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参考《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试行）》

进行防渗改造技术比选、设计、施工、有效性评估等，并开展长期地下水环境监测。

园区可通过污水零直排建设和管网架空改造防范污水渗漏风险。

8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8.1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评估

8.1.1周期性调查评估

园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每 3-5年组织开展 1轮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相关技术要求参

照《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方案》及 HJ 25.1、《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

工作指南》，评估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分析变化趋势。

8.1.2针对性调查评估

当园区及企业在开展隐患排查、监测等活动中发现园区土壤和地下水存在污染迹象的，

针对污染迹象及其周边，及时开展调查，初步评估污染程度和范围。

8.2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估

对于周边存在地下水型饮用水源的园区，初步调查发现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 GB/T

14848 Ⅲ类标准，或对于周边无地下水型饮用水源的园区，初步调查发现地下水特征污染

指标超过 GB/T 14848 IV类标准时，园区或企业应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及时判

定地下水污染程度和范围。

8.2.1园区详细调查

8.2.1.1 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参照 HJ 25.1、《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

及《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方案》开展详细调查，确定地下水污染程度和

范围。

8.2.1.2 结合地下水流向、污染源的分布和污染物迁移能力，确定详细调查的地下水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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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可采用网格式、随机定点或辐射式等布点方法。监测项目以地下水初步采样分析确

定的特征指标为主，根据地下水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明确调查区水文地质条件，

进一步确定关注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当需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

治理修复且不满足相关要求时，需开展补充调查，并编制补充调查方案。

8.2.2园区内在产企业详细调查

8.2.2.1 基于园区初步调查及详细调查结果，针对通过污染来源分析明确的重点污染企业，

需开展企业详细调查，进一步明确污染企业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为下一步风险管控

或修复治理提供支撑。

8.2.2.2 在产企业详细调查方案编制需充分结合企业生产情况，减少对正常生产过程的影响。

对于因生产影响无法开展建井、采样的调查区域，针对生产区、废水收集处理区等潜在污

染装置开展渗泄漏检测，探明具体污染来源，确定具体泄漏车间或装置位置，根据《污染

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等指南核算污染源量，或适当调整点位位置。对于不受生产影响的

调查区域，依据 HJ 25.1和《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要求开展详细调查，查明

特征污染物空间分布。

8.3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

根据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价的结果，采用有代表性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现状监测数据计

算健康风险。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内容包括风险评估准备、危害识别、暴露评估、

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风险控制值计算等步骤，具体内容参照 HJ 25.3、《地下水污染健康

风险评估工作指南》。

8.4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

当发现污染的园区下游存在敏感目标，应开展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评估对敏感

受体的潜在影响。评估地下水污染分布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趋势，推断污染扩散的

范围，量化污染扩散的速率，分析下游敏感受体受影响程度等，重点关注污染企业及周边

人群健康、地表水水质、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水质等，具体内容参照《地下水污染模拟预

测评估工作指南》。

9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9.1启动条件

根据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结论，当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已经超过企业或园区

边界，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未超过企业或园区边界但风险评估不可接受的，应开展

企业和园区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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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工作原则

园区和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原则上应依据 HJ 25.2、HJ 25.4、HJ

25.5和 HJ 25.6相关要求开展。

9.3工作模式和目标

9.3.1 在产企业应优先采用风险管控模式，分阶段制定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目标，减少对企

业正常生产造成的影响。

9.3.2 风险管控近期目标为切断污染源头、阻断暴露途径和控制污染扩散，远期目标为削减

地下水中的污染物，使污染地下水重新恢复水质利用价值；

9.4技术措施

风险管控或修复可采取制度控制和工程控制措施，适宜的工程控制措施参见附表 2。

10地下水污染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

10.1地下水污染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建立

10.1.1 结合园区常态化监管结果、敏感受体情况，构建园区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机制。当

发现园区或企业周边地下水存在有毒有害指标超标、趋势恶化、污染羽影响超过园区或企

业占地红线范围及对敏感点造成影响等情景，应开展风险预警评估，确定风险预警警度级

别。采用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信号对应警度分为 I级、II级、III级、IV级，详见

表 7-1。

表 10-1风险级别与警度划分

风险级别 I II III IV

警度 绿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a）I级（绿色）：当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无污染迹象时，预警警度为绿

色，开展常态化监管；

b）II级（黄色）：当监测结果发现存在污染趋势，但暂未超过水质功能目标时，启动

黄色预警，加密监测频次，开展隐患排查，追查污染来源，避免污染程度进一步加深；

c）III级（橙色）：当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水质功能目标，但污染羽暂未超过园

区或企业边界时，启动橙色预警，将相关园区范围和企业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和对象，开展

调查评估，查明并移除污染源头，阻断污染途径，必要时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

d）IV级（红色）：当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水质功能目标且污染羽超过园区或企

业边界，或发生地下水污染事故时，启动红色预警，将相关园区范围和企业纳入优先监管

范围和对象，并立即启动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或地下水环境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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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园区及企业应设立应急管理部门和岗位，建立污染物泄漏和地下水污染应急机制，

加强、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应急响应系统和能力建设。

10.2地下水污染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平台建设

建立园区地下水生态环境监管平台，依托平台对地下水环境风险实施分级预警与应急

管理。平台主要包括基础信息模块、监管模块、数据决策系统，基础信息模块用于上报、

存储各类信息；监管模块用于园区管理部门管理地下水监测及污染防治主要工作，监管模

块是对基础信息模块的调用、初步分析与整合；数据决策系统是提供对地下水环境分析及

其结果展示的常用工具，最终实现园区地下水生态环境监管的“一张图”管理，地下水环境

状况大屏展示。

11地下水环境监管机制建立

园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地下水环境监管机制，提升地下水环境管理水平。

11.1 地下水水质状况及趋势评估

定期收集分析园区和企业地下水监测数据，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掌握长序

列地下水水质状况，研判地下水水质趋势，划分预警等级。

11.2地下水污染分区分类动态监管

根据地下水水质状况、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更新情况和企业生产情况，动态更新优先、

重点和一般监管范围和对象，调整地下水环境监管措施，分区分类有序实施地下水污染源

头管控和风险管控。

11.3地下水生态环境监督执法

组织土壤地下水专项执法行动，检查企业是否落实自行监测、隐患排查、源头管控等

法定义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11.4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定期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培训，强化环境监测人员、执法人员技术业务能力，提高地

下水环境监测与监督执法水平；完善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知识

宣传普及，形成合建、共享、互动的监管体系，全方位建设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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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化工园区地下水监测推荐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必测指标

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

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

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六价铬、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特征指标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总磷、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

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乙烯、可吸附有机卤素、二噁英类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无机） 石油类、钡、钴、钼、锑、银、镍、铊、锶、锡、总铬、氯乙烯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有机）

石油类、烷基汞、铍、硼、锑、钡、镍、钴、钼、银、铊、钒、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二氯

甲烷、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溴甲

烷、氯乙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2,4-二硝基甲

苯、2,6-二硝基甲苯、2,4,6-三氯酚、蒽、荧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萘、一氯二溴甲烷、异丙

苯、二氯一溴甲烷、多氯联苯、甲醛、乙醛、丙烯醛、五氯丙烷、戊二醛、三氯乙醛、环氧氯丙

烷、双酚、β-萘酚、二氯酚、苯甲醚、丙烯腈、氯丁二烯、丙烯酸、六氯丁二烯、二氯乙酸、二溴

乙烯、三氯乙酸、环烷酸、黄原酸丁酯、邻二甲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

二甲酸二辛酯、二（2-乙基己基）己二酸酯、苯胺类、硝基苯类、丙烯酰胺、水合肼、吡啶、四乙

基铅、四氯苯、二噁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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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农药制造

石油类、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

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溴甲烷、氯乙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邻二氯苯、

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2,4,6-三氯酚、蒽、荧蒽、苯并[b]荧

蒽、苯并[a]芘、萘、滴滴涕（总量）、六氯苯、七氯、2,4-滴、克百威、涕灭威、敌敌畏、甲基对硫

磷、乐果、毒死蜱、百菌清、莠去津、草甘膦、六六六（总量）、γ-六六六（林丹）、五氯酚、全盐

量、可吸附有机卤素、甲醛、三氯乙醛、氯苯类、硝基苯类、苯胺类、吡啶、N,N-二甲基甲酰胺、

辛硫磷、丙溴磷、马拉硫磷、二嗪磷、草铵膦、乙酰甲胺磷、三唑磷、异稻瘟净、稻丰散、敌百

虫、氧乐果、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烯丙菊酯、氰戊菊酯、甲氰菊酯、乙撑硫脲、硝磺草酮、2,4-

滴酸、2 甲 4 氯酸、磺酰脲类农药（单体）、甲草胺、乙草胺、丁草胺、其他酰胺类农药（单体）、

三氯杀螨醇、灭多威、灭多威肟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

制造

石油类、烷基汞、总铬、镍、钴、锑、铊、铍、钼、乙苯、二甲苯、氯苯、1,1-二氯乙烯、1,2-二氯

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三溴甲烷、氯乙 烯、苯乙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2,4-二硝基甲苯、2,6-二

硝基甲苯、2,4,6-三氯酚、蒽、荧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萘、多氯联苯（总量）、苯胺类、甲

醛、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合成材料制造

石油类、铬、镍、钴、锑、铊、铍、钼、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溴甲烷、氯乙烯、氯苯、乙

苯、二甲苯、苯乙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

2,4,6-三氯酚、蒽、荧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萘

专用化学品制造

石油类、铬、镍、钴、锑、铊、铍、钼、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溴甲烷、氯乙烯、乙苯、二甲

苯、苯乙烯、氯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



T/CSER 0XX—2023

13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2,4,6-三氯酚、蒽、荧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萘、多氯联苯（总量）

医药制造业

烷基汞、镍、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

烷、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溴甲烷、氯乙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邻二

氯苯、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2,4,6-三氯酚、苯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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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适用性

技术

名称

适用污

染介质
优点 缺点

适用的目标污

染物
地块适用性 技术成熟度 效率 成本 时间

环境

风险

抽出

处理

技术

地下水

对于地下水污染物浓度

较高、地下水埋深较大

的污染地块具有优势；

对污染地下水的早期处

理见效快；设备简单，

施工方便

不适用于渗透性较差的含

水层；对修复区域干扰

大；能耗大

适 用 于 六 价

铬、镍、银、

锌等重金属、

烷烃、烯烃等

有机污染物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

隙、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污染范围大、地下水埋深

较大的污染地块。也可用

于采空区积水

国外已广泛

应用，国内

已有工程应

用

初 期

高，

后 期

低

初 期

中

等 ，

中 后

期高

周期较长，

数年到数十

年

低

化学

氧化

技术

土壤、

地下水

反应速度快，修复时间

短

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可能会

限制化学物质的传输；受

腐殖酸含量、还原性金属

含量、土壤渗透性、pH
变化影响较大

适用于氯代烃

等有机污染物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

隙、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泛

应用，国内

已有工程应

用

高 高
周期较短，

数月到数年
高

化学

还原

技术

土壤、

地下水

反应速度快，修复时间

短

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可能会

限制化学物质的传输；一

些含氯有机污染物的降解

产物有一定的毒性；部分

污染物的还原效果不稳定

适用于六价铬

等重金属和氯

代烃等有机污

染物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

隙、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泛

应用，国内

已有工程应

用

高 高
周期较短，

数月到数年
高

阻隔

技术

土壤、

地下水

施工方便，使用的材料

较为普遍，可有效将污

染物阻隔在特定区域

阻 隔 效 果 受 地 下 水 中

pH， 污染 物类 型 、活

性、分布，墙体的深度、

长度、宽度，地块水文地

质条件等影响

适 用 于 六 价

铬、镍、银、

锌等重金属，

氯代烃等有机

污染物

适用于地下水埋深较浅的

孔隙、岩溶和裂隙含水层

国外已广泛

应用，国内

已有工程应

用

高 低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或

更长时间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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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控制

土壤、

地下水
费用低，环境影响小

存在地下水污染扩散风

险；时间较长

适 用 于 六 价

铬、镍、银、

锌等重金属，

烷烃、烯烃等

有机污染物

适用于需减少或阻止人群

对地下水中污染物暴露的

地块，孔隙、裂隙和岩溶

含水层均适用

国外已广泛

应用，国内

已有应用

低 低

处理周期较

长，需要数

年或更长时

间

低

可渗

透反

应墙

技术

地下水

反应介质消耗较慢，具

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处

理能力

可渗透反应墙填料需要适

时更换；需要对地下水的

pH等进行控制；可能存

在二次污染

适 用 于 六 价

铬、镍、银、

锌等重金属，

氯代烃等有机

污染物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

隙、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泛

应用，国内

已有工程应

用

中 中

周期较长，

数年到数十

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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