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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概况 

1.1 任务来源 

产地环境是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源头保障和重要基础。由于大气

重金属沉降、污水灌溉、化肥等农业投入品施用，导致土壤镉等重金

属污染物的不断累积，威胁农产品安全。 

本标准依托 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

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课题“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和监测共

性技术标准研究”，针对农产品产地标准体系不完善、适用性差、关

键技术和方法缺失等难题，广泛调研国内外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

的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文件，系统梳理、综合分析与对比各项标准，

全面掌握各标准制定的理论基础、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结合近年来国

内外的研究与实践，研究适用于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的采样布点

方法、采样技术、样品保存、分析方法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制定技术指南。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

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2】39 号）

标准项目《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指南》获得立项，计划号为：

20224362-T-326，由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

心等单位负责起草，由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04）

和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207）联合归口。  

1.2 制定背景 

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服务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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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性工作。《土壤污染防治法》指出：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土壤环境调查规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指出：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出：标准不够全面、明确、具体，标准

体系亟待健全完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栗战书委

员长指出：在搞好土壤污染普查、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

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健

全配套法规标准，统筹协调推动工作；加强农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

确保“吃得放心”。 

我国针对农产品产地土壤调查的标准较为缺失。现行农产品产地

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标准适用范围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污染物

项目指标不足、与风险管控标准的衔接性不够，亟需建立国家层面农

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指南。 

1.3 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18 年 7 月，“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

课题《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和监测共性技术标准研究》启动，确

定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任务。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系统调研

国内外农产品产地中调查和监测相关标准现状，开展相关国内外技术

分析、行业调研以及测试比对等，明确了指南的主要技术要点。 

（2）起草阶段 

2020 年 1 月－2022 年 4 月，形成《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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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南》（初稿），对标准的征求意见进行收集汇总，根据意见反馈结

果进行修改完善，通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国家标准委提交立项申请，

完成标准的立项申报。2022 年 4 月－2023 年 9 月，编制单位进一步

对《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指南》进行修改完善并多次咨询专

家，形成《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遵循的原则 

（1）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调查评价程序要规范严谨，方法要科学并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和

可操作性。 

（2）客观性和可比性 

调查结果要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评价对象的环境质量状况，确保

可比性。 

（3）针对性和时效性 

调查项目的确定要针对所在区域自然特征、土地利用状况和污染

物类型。评价数据要基于能反映当时产地环境状况的监测数据，保证

评价结论的时效性。 

2.2 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2.1 适用范围和依据 

本调查技术指南和监测导则适用于农产品产地影响农产品安全

的土壤环境质量及其输入因素的相关的调查工作，不适合于含有放射

性污染的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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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方法及相关关键性技术均在国内外调研总结，结合实地实

验、数据分析、实际管理需求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 

2.2.2 相关概念 

（1）农产品产地 

根据《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农产品产地是指植物、动物、

微生物及其产品生产的相关区域。 

适宜的产地环境是对种植业的最基本要求，一般包括空气、灌溉

水和土壤 3 种要素，产地环境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农产

品产地环境安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保障。我国的农产品主要有

3 种质量管理体系：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除此之外即

为普通农产品。三者同属我国的安全食品系列，其中无公害食品与绿

色食品体系是我国特有体系，由农业部门管理，有机产品体系则是国

际通用，在我国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部门

和农业部门管理。环境标准也是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各食品体

系也以标准的形式对产地环境提出了不同要求。 

本标准主要从农产品安全角度出发，重点针对包括小麦、水稻、

玉米、蔬菜、水果等可食用农产品，且经常耕种的土地。 

（2）农产品产地环境 

根据《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农产品产地安全是指农产品

产地的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等符合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要求。

农产品安全主要取决于土壤环境质量，本标准中农产品产地环境指影

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及灌溉水、大气沉降、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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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等环境质量指标。 

2.2.3 工作程序 

我国国家层面共开展过 4 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同时形成了约 60

余项农产品产地环境类标准。在系统梳理以往工作经验和标准规范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农产品产地环境工作管理需求，提出以下 6 点工作

程序：明确调查目的、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环境质量评价、调查成

果汇编及数据管理。 

2.2.4调查范围确定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中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生产区、污水灌溉区、大中

城市郊区农产品生产区、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和其他需要监测的区域分

别设置国家和省级监测点，监控农产品产地安全变化动态，指导农产

品产地安全管理和保护工作。 

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管理需求，本技术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尺度

和项目尺度等调查范围均可参照本指南。 

2.2.5调查单元划分 

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确定了详查单元划分方法。综合考

虑农用地利用方式、污染类型和特征、地形地貌等因素，在详查范围

内划分详查单元。具体划分为： 

（1）灌溉水污染型详查单元（包括传统污水灌区） 

对使用同一水源灌溉并可以确认水源受到污染的农用地，划为一

个详查单元。可基于现有点位超标区内农用地的自然聚集情况，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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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布、灌区分布、地形地貌等信息划分详查单元。同时受灌溉水污

染影响和大气污染影响的，优先按灌溉水污染影响划分详查单元。 

（2）大气污染型详查单元 

将重点污染源大气影响范围划为一个详查单元。根据不同类型、

规模行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扩散特征，确定重点污染源大气影响范围 

（3）其他类型详查单元 

1. 矿山或固体废物堆存场所，以地表产流影响范围（指无组织排

放污染物并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污染范围）为一个详查单元； 

2. 因尾矿库溃坝污染的农用地区域，以受污染区域为一个详查

单元，具体由市、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划定； 

3. 因洪水泛滥淹没而污染的农用地区域，原则上以淹没区域为

一个详查单元； 

4. 污染成因不明的，根据农用地分布、种植结构、行政区域（如

村或村组）等实际情况划分详查单元。 

本指南在参考以上方法基础上，结合农产品产地特点，按照污染

类型可划分为灌溉水污染型调查单元、大气污染型调查单元、固体废

物堆污染型调查单元、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型调查单元（设施农业用地

等）、其他污染型土壤调查单元（尾矿库溃坝、洪水泛滥淹没等）。 

2.2.6 布点技术要求 

（1）土壤和农产品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综合考虑农用地

利用方式、污染类型和特征、地形地貌等因素，在灌溉水污染型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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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包括传统污水灌区）、大气污染型详查单元和其他类型详查单

元详查范围内布点详查点位。《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5-2012）提出布点原则应坚持“哪里有污染就在哪里布点”，

即将监测点位布设在已经证实受到污染的或怀疑受到了污染的地方，

并结合污染类型特征确定大气污染型土壤监测点、灌溉水污染型土壤

监测点、固体废物堆污染型土壤监测点、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型土壤监

测点的布点方法。 

本技术标准基于以上工作基础，采用多级分层差异化网格布点方

法，并考虑可操作性，提出了布设点位数量要求。可根据单元类型选

择采用放射状、均匀、带状布点法，网格密度一般控制在 50m×50m

至 2km×2km 进行布点，每个调查单元布点数量不少于 3 个，建议不

超过 30 个。 

（2）灌溉水 

在每个调查单元内，根据灌溉水天然源或人工水源分布情况，选

择水系或水渠、地下水等开展点位布设。每个调查单元布点数量不少

于 3 个，可结合实际适当调整，工矿企业密集分布地区可适当加密，

建议不超过 10 个。 

（3）大气沉降 

大气沉降调查点位布设宜以是否受企业、尾气等污染端元大气排

放影响为依据，根据污染端元的距离大小，主要在下风向放射状布点，

如污染端元分布复杂，可在农产品产地内均匀网格化布点。同时选择

污染端元影响较小的位置布设对照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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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调查单元布点数量不少于 3 个，建议不超过 10 个。 

设施农用地受大气沉降影响较小，无需布设点位。 

（4）农业投入品 

以农户分散采集及乡镇农资站集中采集相结合，便于全面了解农

业投入品的污染物输入情况。 

布点数量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确定，每个调查单元内数量不少

于 3 个。 

2.2.7 采样和测试技术要求 

分析测试方法可选择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或选择由权威部门规

定或推荐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自选等效分析方法。本标准主

要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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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样品分析测试方法技术规定》（环办

土壤函〔2017〕1625 号）、《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NY/T 

398-2000）、《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396-2000）《环境

空气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1994）及《区域生态地球化学

评价规范》（DZ/T 0289-2015）等已有标准执行。 

3 主要验证分析和预期效益 

3.1 主要验证分析 

调查技术已在河南、四川等地应用并取得较好效果。河南省安阳

市在农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时，对 12 个调查区域约 15 万亩耕地开展调

查，不仅涉及土壤环境质量，还对影响小麦质量安全的灌溉水、大气

沉降、农业投入品等环境质量指标开展了系统调查，掌握土壤环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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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未来土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调查结果对调查区域内受污染耕地

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及安全利用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利用监测

结果可对未来土壤污染累积趋势进行预测，服务于环境管理。 

3.2 预期效益 

考虑到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监测的真实性、客观性、规范性、

可行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重要影响，规范农产品产地环境调查监测，

为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保障农产品安全提供科学有效的

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在经济效益方面，调查监测标准的制定，对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效益方面，是“土十

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标准具有规划性、

导向性和强制性作用，项目标准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农产品产地

环境的管控水平，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安全。 

（1）落实落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抓手，规范各级部门统一

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三废”通过大气沉降、灌溉水、污

泥农用等途径不断进入农田，农产品产地环境遭受严重威胁，土壤污

染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引发一系列社会关注问题。制定农产品产地

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指南是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调查工作基础，是更广泛

的统一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指标准确清晰可操作的基本保障，

是确保各级各管理单位和基层具体实施主体科学准确真实获取监测

调查数据的重要依存。 

（2）夯实农产品产地分类管理和风险管控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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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污染风险管控工作是一项长期性、

动态性调整的工作。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全国范围内污染

风险防控和农产品产地污染修复治理的工作开展，以及涉重工业企业

超低限量排放等一系列政策规定的出台，区域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

量也在发生变化，这也要求行业监管单位定期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的调

查工作，在此基础上更新区域土壤环境调查数据，开展农产品产地耕

地质量类别划分的更新工作。因此耕地质量调查是风险管控和类别划

分的前序工作，为其顺利开展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3）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底盘和重要保障。 

土壤和农产品作为受体，其污染源多样、输入途径多，各地污染

的源汇关系存在复杂性。通过农产品环境质量调查指南全面掌握该地

区土壤、农产品、输入途径等实际情况，可有效地开展农田污染成因

分析，为污染源精准发现、污染输入过程管控和农田精准治理措施的

制定提供技术支撑，是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底盘和重要保障。  

4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研究情况 

4.1 国外研究情况 

目前国外已开展的相关调查工作中，主要立足特定目标，调查范

围以全域覆盖为主，综合考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点位布设以网格法

为主，网格大小根据调查区域范围、调查目的确定。 

（1）英国乡村土壤调查 

英国乡村调查（Countryside Survey，CS）是覆盖英国全境的一项

针对自然资源的综合监测计划，目前已大规模开展过三次，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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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1998 年和 2007 年启动。监测内容包括：植被、表层土壤

（0~15cm）、水质以及土地利用状况。 

其中，土壤调查最初是为了解释植被分布以及预测其变化趋势。

随后，土壤被认为是一种珍贵的自然资源，土壤调查也成为整个监测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1998 年和 2007 年的调查中，逐步增加了土

壤肥力、污染物、生物多样性、土壤物理特性和生物地球化学元素通

量等监测内容，所收集到的土壤样本数量也随之增加，以满足苏格兰

和威尔士等地区报告编制的要求。该土壤调查一方面有助于英国掌握

当前土壤健康状况及分布，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土壤健康指标的时间

序列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土壤健康随时间变化趋势。 

①布点方法 

英国乡村土壤调查通过网格化布点进行分层随机采样。将英国全

境划分 15 km × 15 km 的网格，在网格中心点随机选取若干个 1 km × 

1 km 的方格（选取的方格能够覆盖英国乡村调查所有涉及的土地类

型），在每个方格中再随机选取 5 个地块进行土壤样品采集。这样可

充分代表英国境内不同环境梯度的土壤质量状况，并确保在环境梯度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提供一系列可靠的统计数据。 

1978 年选取了 256 个 1 km×1 km 的方格，从每个方格随机分布

的 5 个调查地块（200 m2）的中心土坑中采集土壤样品，共采集 1197

个土壤样品。 

1998 年，选取同样的 256 个方格进行重复采样，主要在方格内

调查地块中心 2 m×2 m 格子北侧 15 cm 处的点位采样，最终采集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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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土壤样品。 

2007 年，1 km×1 km 方格的数量增加至 591 个，主要在方格内调

查地块中心 2 m×2 m 格子南侧 15 cm 处的点位采样，共采集 2614 个

土壤样品。 

②采样方法 

主要采集表层 0~15 cm 的土壤样品，其中无脊椎动物 0~8 cm。 

1978 年从土壤表面除去活的植被和新鲜凋落物，暴露出腐殖质

层后，用铲子从土坑侧面收集 0~15 cm 的表层土样。1998 年和 2007

年，在除去松散的植被和新鲜凋落物后，将塑料管（长 15 cm、直径

5 cm）插入到土壤表层，从而获得相应的土壤样品。随后，将土壤样

品保存在冷藏箱中寄送至实验室分析。 

③监测指标 

除土壤无脊椎动物以外，英国乡村调查中大多数监测指标都与英

国土壤指标协会（UK Soil Indicator Consortium）推荐的指标（即：有

机质、有机碳、容重、pH、总氮、速效氮、速效磷、铜、锌、镉、镍）

相一致。 

（2）法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法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主要由法国环境、农业、林业等部门

主导开展，主要包括土壤质量观察（OQS）、森林土壤监测网络及土

壤质量监测网 3 个具体的调查或监测工作，以此作为国家土壤环境管

理的重要支撑。 

其中，OQS 是 1983 年由环境部负责开展的项目，主要目标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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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当前的状况，研究并持续监测土壤质量变化趋势。基于所建立监测

点（每个监测点 1 公顷左右），首先详细监测土壤基础性质、地理环

境和地球化学背景值，随后，大约每五年监测一次常规土壤特征、微

量元素和生物学指标，以分析土壤变化的原因及研判土壤环境质量变

化趋势。尽管 OQS 在方法学上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结果很令人失

望。1998-1999 年，数个团体在分析该项目困难之后，提出了新的监

测项目，即土壤质量监测网。 

土壤质量监测网于 2000 年启动，是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

究院（原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的一个项目，用于长期监测土壤

环境质量，每 10~15 年开展一次监测。监测数据用来揭示法国土壤肥

力、土壤碳库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开展了重金属污染物与人类

活动之间的关系。 

①土壤质量监测点位 

在每个 OQS 监测点，以 13 个地点（location）构成的六边形网来

设置采样方案，并在每个地点随机选取 4 个采样点，因此每个监测点

共采集 52 个土壤样品。对于农用地，采集耕作层土样，每个样品取

2 kg。 

②土壤质量监测网 

以 16 km×16 km 的网格，在非森林区共布设 2150 个监测点。 

（3）德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德国的土壤环境监测起步较早，森林土壤监测和长期土壤环境监

测是德国最重要的两个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其监测指标体系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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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期土壤环境监测项目是由德国联邦环境局开展的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于 1986 年开始实施。其主要目的是描述土壤现状、长

期监测土壤状况和功能变化趋势，提高对土壤未来变化趋势预测的准

确性。 

（4）瑞士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瑞士土壤环境监测网于1984年建立，主要目标是在全国开展长期

的土壤监测，在国家尺度评估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性质，以了解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确保长期的土壤肥力、监控生态的可持续性、开

展长期的变化趋势分析。基于这一目标，瑞士土壤环境监测网构建了

包含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监测指标体系。 

瑞士于1985年在全国设立了120个土壤监测点，监测点的选择原

则是农用地占50%、森林土壤占30%、其他广泛使用的土壤占20%。

从1985年开始监测，其中20个监测点五年后又进行了监测。 

每个监测点的面积为100 m2，样品采集深度为20 cm，每次在2~3 

m的间距采集4个样品组成一个混合样品。早期主要关注土壤基础性

质和土壤肥力，在2003年增加土壤压实和土壤侵蚀等物理指标的测定，

在2012年增加生物指标，重点关注土壤生物活性问题，选取了例如微

生物量等指标。 

（5）欧盟土壤环境评价监测 

2002年欧盟官方确认当前影响欧洲土壤质量的八大威胁为侵蚀、

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污染、土壤压实、土壤盐渍化、生物多样性下

降、土壤封闭和山体滑坡，此外荒漠化也被看作是对土壤的威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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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壤保护政策落后于保护空气和水的政策，以至于对整个欧洲层

面的土壤进行监测的系统并不多见。加之各国采样和分析过程的差异，

致使重要土壤数据缺乏、数据权属纠纷和数据矛盾现象普遍产生，这

些都阻碍了近年来对土壤研究的发展进程。 

为了将欧盟成员国现有的国家级土壤监测数据统一起来，建立评

价土壤现状的参考资料中心，并保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欧盟实

行了土壤环境评价监测项目。该项目集成欧盟成员国现有的土壤数据，

设计并部分实践了一个在欧盟范围内可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标准，并

为建立统一的欧洲土壤和土地信息系统提供基础。 

综合考虑土壤威胁评价的优先顺序、指标的适用性、政策目标以

及欧盟政策背景等方面内容，最终从 60 个候选指标中选出九大威胁

相关的前三位指标，共 27 个主要指标。 

4.2 国内研究情况 

（1）国内相关土壤调查工作 

目前，我国国家层面共开展过 4 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包括： 

①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1999 年以来，原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54

个地球化学元素），截至 2014 年，已完成调查面积 150.7 万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调查面积 13.86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68%。耕地调查

精度为 2km×2km。 

②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05 年 4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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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调查。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

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 630 万平方公

里。按照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调查布点采用多级网格布点的方式进行，

其中耕地网格密度为 8km×8km，林草地网格密度为 16km×16km，未

利用地网格密度为 40km×40km。 

③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 

2012 年，原农业部启动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5 个

重金属镉、汞、铅、砷、铬），调查面积 16.23 亿亩，其中工矿企业周

边、大中城市郊区和污灌区等重点地区调查面积 1.02 亿亩，重点地

区的调查精度为 150 亩布设 1 个采样点位，一般农区的调查精度为

2000-4000 亩布设 1 个采样点位。 

④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2016 年，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启动。根据全国首次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原国土资源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原农业部农

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已有数据，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与评价

方法，确定土壤污染超标点位及所在区域，与国土资源部第二次全国

土地调查结果中的农用地分布区叠加，明确全国轻度、中度、重度农

用地土壤点位超标区域，根据掌握的超标区域及潜在超标区域，划定

土壤详查单元，进行点位布设调查。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

设原则上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定农用地详查范围，包括土壤点位

超标区农用地、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农用地及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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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农用地；其次，在划定布点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详查单元，具

体划分为灌溉水污染型详查单元、大气污染型详查单元及其他类型详

查单元；最后在划定的单元内按照布点精度要求布设农用地详查点位。 

（2）相关标准规范 

我国近年来开展了多项相关工作，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地球化

学调查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涉及农用地土壤调查监测方法，并分

别发布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我国现已发布的调查相关标准规范，主要

包括《土壤质量  自然、近自然及耕作土壤调查程序指南》（GB/T 

36393-201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农田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无公害食品 产地环境

质量调查规范》（NY/T 5335-2006）、《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

与评价规范》（NY/T 1054-2021）及《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

设技术规定》（环办土壤函〔2017〕1021 号）等。 

《土壤质量  自然、近自然及耕作土壤调查程序指南》主要由南

土所等单位参照国际标准《Soil quality - Sampling - Part 4: Guidance on 

the procedure for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near-natural and cultivated sites》 

（ISO10381-4 ）制定，适用于田间进行的土壤调查与评价规定根据

不同单元开展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规定了不同面积对应采集的样

本数量。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由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起草，主要由布点、样品采集、样品处理、

样品测定、环境质量评价、质量保证及附录等部分构成，在每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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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了土壤监测的步骤和技术要求。其中，布点与样品数容量采用“随

机”和“等量”原则，确保样品具有同等代表性，布点方法采用简单随机

（包括用掷骰子、抽签、查随机数表）、分块随机（考虑污染类型划

分监测单元）及系统随机（考虑含量变化划分网格），基础样品数量

可由均方差和绝对偏差计算样品数，或是变异系数和相对偏差计算。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由农业农

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起草，主要规定了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

布点采样、分析方法、质控措施、数理统计、结果评价、成果表达与

资料整编等技术内容，适用于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其中，本规范

主要规定根据不同单元开展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单元类型包括大

气污染型、灌溉水污染型、固体废弃堆污染型、农田固体废物污染型、

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型及综合污染型，并根据不同类型规定了放射状布

点、带状布点及均匀布点方法。 

《无公害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调查规范》（NY/T 5335-2006）及《绿

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NY/T 1054-2021）均由农

业农村部发布，主要对产地环境相关环境介质包括空气、水质及土壤

开展调查监测，保证绿色食品及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安全条件基本要

求，对于土壤监测，根据面积大小规定了布设点数。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环办土壤函

〔2017〕1021 号）重点围绕已经污染和疑似污染的农用地确定范围，

包括土壤点位超标区、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和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

域，进一步划分详查单元，包括灌溉水污染型详查单元、大气污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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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查单元、其他类型详查单元（矿山或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地表产流详

查单元、尾矿库溃坝污染详查单元、洪水泛滥淹没污染详查单元及污

染成因不明详查单元），每个详查单元内布设点位不少于 3 个，一般

不超过 30 个，重度点位超标区按每 500 米×500 米网格布设 1 个点

位；中度和轻度点位超标区按每 1000 米×1000 米网格布设 1 个点位；

在已查明属于地球化学高背景的区域，原则上按每 1000 米×1000 米

网格布设 1 个点位；深层土壤按每 2000 米×2000 米网格布设 1 个点

位，农产品原则上按每 1000 米×1000 米网格布设 1 个农产品协同采

集点位。 

总体上，由于不同项目的调查目的和适用范围不同、服务不同的

管理需求，所采用的点位布设等方法也不尽相同。通过梳理相关调查

技术方法，分析比较国内外现有的相关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

确了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工作程序和调查范围确定方法，优化了

调查单元类型和划分要求，规范了土壤和农产品及灌溉水、大气沉降、

农业投入品等产地环境要素点位布设方法，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相关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相关内容不符合我国国

情及目前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工作实际情况。因此，本标准未以

国际标准为基础进行起草。 



20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规范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方

法，与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相关标准体系较为成熟，覆盖了种植业、畜

禽环境、渔业环境 3 大领域。据统计，现行的农产品产地环境类标准

有 60 余项，其中限量标准 40 余项，技术规范 20 余项。种植业标准

涉及包括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农业用水、农区空气、农业投入

品（农用城镇垃圾、畜禽粪便等）以及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产地环

境标准等。这些标准的制定和颁布对于保障农产品产地安全，促进农

业投入品的安全使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产地环境基本要求 

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标准首先对选址有明确的要求。目前无公害

相关产地环境标准对种植业产地、畜禽场产地和渔业产地提出了统一

要求。如要求渔业产品的养殖产地要选择在水源充足、水质清新、排

灌方便、生态环境良好，通讯、交通便利，自然环境僻静，有利于各

种物质运输的地区。周围应没有对产地环境构成威胁的污染源，且不

受工业“三废”及农业、生活、医疗废弃物等的污染。养殖场周边无污

染源，基地整洁，布局合理等。从产地环境的选址方面对产地环境提

出了宏观的要求。 

（2）产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2006 年原环境保护部依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针对食用农产

品产地环境质量制定了行业标准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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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HJ/T 332-2006，标准在原有水田、旱田、果园等划分的基础上，

增加了蔬菜产地要求，并且增加了稀土总量和全盐量两项指标，同时

将所有指标分成了基本控制项目（必测项目）和选择控制项目两类。 

（3）产地空气环境质量要求 

农产品产地空气质量标准主要涉及种植业产品和畜禽产品两大

类。种植业农产品产地空气质量要求的相关标准主要基于 GB 3095－

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制定的，该标准是环保部 2012 年制定的，

2016 年全面实施。目前农业部、环保部等颁布的行业标准中涉及相关

空气指标也是以此标准为基础建立的。畜禽的生产一般都在确定的范

围内， 具有一定的生产小环境，在具体指标上畜禽场空气质量标准

比种植业（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总悬浮颗粒物和氟化物等 4 种对农

作物影响相对较大的污染物指标）多了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PM10、

TSP 等控制要求，因幼年畜禽和成年畜禽对环境的耐受力不同，标准

值也有所不同。 

（4）灌溉水环境质量要求 

水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种植业的生产中主要

用于灌溉，畜禽生产中主要用于饮用，渔业的产品则主要生活在水体

环境中，所以不同产品对产地水质的标准值要求也不同。以种植业产

地环境为例，我国种植业产地灌溉水环境质量标准主要有《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农田灌

溉用水水质》（GB 20922－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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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有关产地环境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较多，但标准归口部门

多，容易造成重复，甚至冲突标准任务的下达部门、标准的颁布及归

口部门有很多，标准名目太多，很难统一，容易造成重复甚至冲突。

有时同一个部门颁布的标准也会出现矛盾，给使用也带来不便。部分

标准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不强，部分标准过于老旧，不能满足社会发展

的要求。 

本指南是在前期已公开的国内外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基础上，从农

产品产地环境污染调查出发，结合国内外农产品产地管理的现状及最

新研究成果，分析国内外现行农产品产地环境调查技术的优势与不足，

以保护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安全为中心，重点考虑土壤

环境，兼顾大气、地表水、底泥和农产品等，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

农产品产地的特征，研究农产品产地调查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确定

农产品产地调查技术要求。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中将农产品产地调查单元划分为灌溉水污染型调查单元、

大气污染型调查单元、固体废物堆污染型调查单元、农用化学物质污

染型调查单元（设施农用地等）、其他污染型土壤调查单元（尾矿库

溃坝、洪水泛滥淹没等）。有专家认为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采用

网格化布点即可，不需要划分调查单元，另有专家认为农产品产地环

境质量调查应因地制宜划分调查单元，确定侧重点，分区分类开展调

查工作。 

编制组详细查阅了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农产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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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等相关工作内容，参考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以及《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技术规范》（NY/T 395-2012）相关调查方法，涵盖土壤源—径—汇全

链条，高效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工作。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9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1）前期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成果是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

质量调查监测的重要依据之一，建议应系统梳理挖掘前期数据资料，

对监测点位进行合理调整。 

（2）技术标准的制定发布应与有效可行的政策法规相匹配，建

议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的政策和法规制度，加强技术

标准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3）建议该技术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修改后可先试用，

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修订和补充。 

10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