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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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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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东北农业大学、齐齐哈尔市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莹、张颖、白昕、王伟华、侯瑶、马倩、郝桂媛、曹博、姜昭、颜焱、马骏、

常江、王雅辉、刘春颖、李伯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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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阿特拉津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环境中阿特拉津监测过程的采样技术要求、分析技术要求、质量控制要求、监测

记录和注意事项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背景土壤、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污染事故土壤等类型土壤中阿特拉津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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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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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1052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三嗪类农药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采样技术要求 

4.1 采样器具 

4.1.1 土壤样品采集所需器具按照 HJ/T 166 相关规定准备。 

4.1.2 采样工具：铁铲、镐头、木铲、竹片、冲击式钻机、直压式钻机、原状取土器、管钻或管式采

样器以及适合特殊采样要求的工具等。 

4.1.3 采样瓶：250 ml 具聚四氟乙烯密封垫的棕色螺口玻璃瓶。 

4.2 采样布点 

4.2.1 背景土壤、农用地、污染事故土壤点位布设按照 HJ/T 166 相关规定执行。 

4.2.2 建设用地点位布设按照 HJ 25.2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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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 

4.3.1 至少每三年监测一次，农用地在夏收或秋收后采样。应避免在刚刚施肥和喷施农药的农用地采

集土壤样品。 

4.3.2 根据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或者污染事故对土壤环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程度，自行确定监测频次。 

4.4 样品采集 

4.4.1 根据土壤监测类型，按照 HJ/T 166 相关规定分别对背景土壤、农用地、污染事故土壤进行土壤

样品采集，建设用地土壤样品采集按照 HJ 25.1 和 HJ 25.2 相关规定执行。 

4.4.2 测定阿特拉津时需采集新鲜土壤。采样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土壤的扰动，不应采集混合样品。采

样工具采集不同点位样品时，需进行清理。 

4.4.3 一般监测采集表层土，采样深度 0 cm～20 cm。若确知或疑似土壤污染物渗透到土壤深层，应

当分层采集土壤样品，分层采样深度根据污染源渗透深度决定。 

4.4.4 土壤样品应尽快填满 250 ml 具聚四氟乙烯密封垫的棕色螺口玻璃瓶，快速清除瓶口黏附的土

壤，拧紧瓶盖，清除外表面黏附土壤，贴上样品标签。采样时宜尽量防止样品沾污瓶口。 

4.4.5 表层有冰层或积雪覆盖的土壤，清除表面冰雪后，宜采集表层土。 

4.5 样品流转与保存 

4.5.1 土壤样品的流转按照 HJ/T 166、HJ 25.2 的相关规定执行。样品箱宜采取低温、避光和防振等措

施。避免样品在运输和流转过程中损失、污染、变质（变性）或混淆，应仔细检查并详细记录样品的状

态和数量。 

4.5.2 土壤样品的保存时间按照 HJ 1052 的相关规定执行。 

4.5.3 土壤样品的留存按照 HJ/T 166 的相关规定执行。 

5 分析技术要求 

5.1 土壤阿特拉津测定的分析方法为 HJ 1052。样品中目标化合物保留时间与标准溶液中目标化合物

保留时间的相对偏差应控制在±5%以内。必要时，可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对目标化合物进行定性

确认。 

5.2 土壤干物质含量和含水率的分析方法为 HJ 613。 

6 质量控制要求 

6.1 采样 

按照HJ/T 166及HJ 25.2相关规定，对采样环节进行质量控制。每批次土壤样品宜采集一个全程序空

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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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分析 

参照HJ 1052相关规定，对实验室分析环节进行质量控制。阿特拉津的基体加标回收率控制在60%～

120%之间。 

7 监测记录 

7.1 监测记录包括设施和环境条件控制记录、样品采集记录、样品交接记录、现场监测记录、样品分

析记录和监测报告等。 

7.2 记录宜以书面、电子及其他媒体等形式储存，对电子存储的记录应采取与书面记录同等措施，加

以保护及备份。记录应包含足够的信息，清晰明了，保证监测过程在尽可能接近原始条件下能够重现。

记录应定期归档，应存放和保存在适宜环境的设施中，以防止其损坏、失密和丢失。 

8 注意事项 

8.1 采样过程中，现场采样人员应按要求佩戴防护器具，减少挥发性农药的吸入和摄入，并避免皮肤

与污染土壤的直接接触。 

8.2 分层采样应避开地下设施，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采样过程中产生的剩余土壤应回填原采样处

或处置场所。 

8.3 实验中使用的有机溶剂和标准溶液对人体健康有害，溶液配制及样品前处理过程应在通风橱内进

行；操作时应按要求佩戴防护器具，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衣物。 

8.4 测定干物质含量的样品应与分析测试前处理样品同时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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