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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本申报书由主要起草单位填写，一式二份，标准主要起

草单位、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各留存一份。

2. 强制性地方标准项目应填写第四项。

3. 本表用 A4纸填报，可按内容自行调整表格大小。如需

另附材料的，可单附在申报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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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标准名称 璧山区典型种植业（蔬菜）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2.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3.标准类别
☐环保产品类 ☐工艺技术类 ☐工程规范

☑环境管理类 ☐监测与检测类 ☐其他

4.标准性质 ☐强制性 ☑推荐性

5.拟采用的国际

标准或国外先进

标准编号及名称

采用何种标准 ☐ISO ☐IEC ☐ITU ☐其他

采标程度 ☐等同 ☐修改

采用国际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

6.是否涉及专利
☐是

☑否

专利号及名

称

7.是否有科研项

目支撑

☑是

☐否

科研项目编

号及名称

编号：FYCK20220001名称：璧山区

农村面源污染试点监测项目（蔬菜）

二、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

目前，我国消耗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化肥，过量施肥、不合理

施肥导致化肥利用率偏低，进而影响作物产量、品质和土壤质量，

且农业面源污染也日益突出，成为水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践行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改善水环境质量

的重要举措。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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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把握我国面源

污染的底数和排放规律，对于国家减排策略的制定、减排技术的

遴选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明确指

出“制定农业面源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加强农业污染源、入

水体污染物浓度与流量监测、受纳水体水质和流量监测，构建全

国农业面源污染环境监测”。随着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研究的

开展，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技术

规范未进行明确，有必要编制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的技术规

范。保证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动态监测和预警的常态化和规范化，

为管理部门后期管理提供基础。

2.可行性

1、理论依据充分、可行。规范是在现有有关农田面源污染

防治的技术规范、工作文件等基础上进行分析、完善。

2、实践技术可行。重庆市及市外有众多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案例。规范编制可充分考虑国内监测技术和实践经验，对农业面

源污染源头分析等过程与方法进行了明确，增加可操作性。

三、指南的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1.适用范

围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璧山区小流域的典型种植业（蔬菜）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其他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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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技

术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技术路线

2.监测范围

基于农田氮磷流失的发生特征，在系统分析地貌、降水等制

约农田面源污染发生的两大自然要素空间分异的基础上，将重庆

市划分为南方湿润平原区和南方山地丘陵区两大区域。综合考虑

土地利用类型、蔬菜种类、地形、坡度和种植制度等差异，按“全

面覆盖、抓大放小、相似合并”的原则，以种植模式的主产县的

主导作物为监测对象，在重庆市璧山区布设典型种植业（蔬菜）

农田氮磷流失监测点。监测典型种植业（蔬菜）管理措施下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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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肥料施用量、降水情况、氮磷流失量、蔬菜生长情况、土壤质

量等。

3.监测点布设

典型种植业（蔬菜）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地块优先选择在拥有

土地产权的试验站或农场，确保不受到人为破坏、土地征用或土

地使用纠纷，以便长期监测。监测地块尽可能选择在地形开阔的

地方，远离村庄、建筑、道路、主干沟渠，也要兼顾交通、工程

建设和监测设施维护等。

监测地块的土壤类型、地块坡度、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栽

培模式、灌排方式等在各大分区中要有一定的代表性，监测地块

的土壤肥力和蔬菜产量水平能够代表所在区域的正常水平，使农

业面源污染监测点布设切实可行，增强其可操作性。

4.小区建设

径流小区包括围埂、汇流槽、步道、保护带、排水系统和防

护设施。

①围埂是设置在径流小区边界的隔离设施。围的建筑材料应

不渗水、不吸水。一般采用水泥混凝土预制板或 PCV板，水泥

混凝土预制板厚 5 cm为宜，顶部呈向外侧斜的刀刃状。PVC板

厚 1 mm~2 mm为宜。围埂上缘应露出地表不小于 20 cm，下缘埋

深至少 20 cm，围埂相互连(搭)接紧密，牢靠耐用。

②汇流槽是位于径流小区下边缘，有一定深度的汇集和输送

径流的狭窄通道，汇流槽建设应位于小区下边缘，长度与径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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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宽度一致，宽度 20 cm~30 cm，由混凝土或砂浆抹面制成，中

部有导流孔，并安装导流管。

③步道是建于径流小区之间的人行过道，便于小区管护和观

测。步道宽度宜 0.6 m~1.0 m，可与保护带合并。

④保护带是位于每组径流小区两侧和顶部的区域。保护带内

植被或地表条件应与径流小区一致。两侧径流小区植被状况不

同，保护带按就低原则，与植被高度低的径流小区保持一致。

⑤排水系统分别位于径流小区上部、左右两侧和下部的集流

设备区，分别排泄小区上部、左右两侧和径流小区来水。一般按

50年一遇年最大 24 h点雨量设计。

⑥防护设施是避免径流小区及其监测设施设备遭受坏而安

装的保护围栏、监控设备等。

5.监测时间

监测以一年为一个监测周期，不仅包括作物生长阶段，也包

括农田非种植时段。一般情况下，1个监测周期从第 1季作物播

种前翻耕开始，到下一年度同一时间段为止，以作物收获的时间

顺序来确定第 1季作物。只种植一季作物的地区，必须由当年的

1月 1日监测至当年 12月 31日。

6.样品采集方法

（1）径流水

①径流量（体积）记载：每次降水并产生径流以及水稻晒田

期人为排水后，记载各径流池水面高度（mm），计算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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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节，可在多天下雨径流池水量达到 80%后，计算径流量，

但最大间隔不能长于 7天。

②径流样品采集：在记录径流量后即可采集径流水样。采样

前，先用清洁工具充分搅匀径流池中的径流水，然后利用清洁容

器在径流池不同部位、不同深度多点采样（至少 8点），所采样

品置于清洁的塑料桶或塑料盆中。用清洁量筒从塑料桶（盆）中

准确量取径流水样，分装到 2个样品瓶（应预先做好编号）中，

每瓶水样不少于 500 ml，其中一个供分析测试用，另一个作为备

用。如果当天不能进行分析，应立即将水样冷冻保存。

③径流桶清洗：取完水样后，拧开每个径流桶底的排水阀门，

抽排径流水；抽排过程中，应搅拌径流水，将径流池清洗干净，

以备下一次径流收集和计量。

④径流水样品测试：测试指标包括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

⑤注意事项：采样前一定要将水搅匀，用样品水润洗矿泉水

瓶后进行多点采样；样品编号不可弄混，可以根据采样次数编号；

确保样品低温保存，且保存时间不宜过久。

（2）降水

①监测方法：凡存在降水，则需要在次日上午 9点监测降水

情况，头天 9点至监测当日 9点为 24小时降水量。借助量筒（量

雨器配套的雨量筒，测量的水量单位即为 mm）等工具测量降水

量，单位转换为 mm，并做好记录。

②降水样品采集：24小时的降水量超过 5 mm时，必须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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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降水水样。测量降水量后，摇匀量雨器内降水，将降水分装

到 2个样品瓶（样品瓶提前写好编号和采样日期时间）中，水量

充足时，保证每瓶水样不少于 500 ml，其中一个供分析测试，另

一个备用。样品采集后，立即送检或冰冻保存。24小时降水量小

于 5 mm时，测量水量后，收集保存水样，将全年所有小于 5 mm

的降水量水样，混合成一个水样，进行测试分析。

③注意事项；每次采完样后用蒸馏水将量雨器冲洗干净。采

集样品时，注意量雨器内是否有异物（动物尸体、植株残渣、叶

片等），若有则在记录本上注明备查。

④降水水样测试；测试指标包括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

pH。

（3）土壤

秋季作物收获后（一般在 9 月-11月），用土钻采集各小区

0-20 cm土壤样品。土壤样品分为两份，一份为风干样品；另一

份为新鲜土壤样品，风干土样的测试指标包括有机质、全氮、全

磷、全钾、Olsen-P、有效钾和 pH；鲜土样的测试指标为土壤含

水量、土壤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

7.分析方法

（1）水样

总氮：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总磷：钼酸铵分

光光度法或连续流动法；化学需氧量：重铬酸钾法；pH：电位法。

（2）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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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重量法；有机质：重铬酸钾容量法；全氮：凯氏法；

全磷：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比色法；全钾：氢氧化钠熔融-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Olsen-P：0.5mol/L NaCO3浸提，钼锑抗比色法；

有效钾：乙酸铵-火焰光度计法；pH：电位法；硝态氮：紫外分

光光度计法或流动分析仪法；铵态氮：靛酚蓝比色法或流动分析

仪法。

四、强制性标准涉及内容

1.主要强

制的内容
无

2.制定强

制性标准

的依据

无

3.标准所

涉及的行

业、领域

及产品清

单

重庆市璧山区蔬菜种植基地

4.强制性

标准实施

风险评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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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法规及标准有关情况

1.直接依

据的强制

性标准及

涉及的强

制性标准

情况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
(3)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 3020-93）
(4)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坡耕地治理技术》（GB/T
16543.1-1996）
(7)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8)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 18877）
(9) 《有机肥料》（NY 525-2012）
(10)《化肥施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HJ 555-2010）
(11)《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NY/T 1168-2006）
(12)《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84）
(13)《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HJ 556-2010）

2.相关标

准的查询

情况

☑无有关国际标准

☐有有关国际标准（勾选此项需要详细说明与有关标准的异同）

☑无有关国内标准（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

☐有有关国内标准（勾选此项需要详细说明与有关标准的异同）

六、基本思路、计划和保障措施

1.基本思

路

（1）结合文献调研、专家调研、理论分析，摸清重庆市农

业面源污染监测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研究意义，为后续研究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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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存在的问题和现行标准规范存

在的不足，依据目前农田污染水排放现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

术水平和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新要求，提出系统的农业面源污染监

测技术要求。

（3）充分考虑农业面源污染的普遍关注问题和潜在因素，

从全过程环境管理角度出发，规范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各项技术要

求，增强具体工作过程开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4）结合国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现状，借鉴典型先进

经验，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细化各项技术要求，确保本指南的

可操作性，便于实施与推广。

2.计划及

起止时间

2023年 12月—2024年 2月，调研、起草阶段；

2024年 2月—2023年 7月，完成指南初稿；

2024年 7月—2024年 8月，送专家审查，至报批。

3.保障措

施

1、经费保障。编制单位为资料收集、指南编制及专家咨询

等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2、人员及技术保障。指南编制人员由具有标准编制经验及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实践经验的成员组成。

3、场地保障。编制单位具有独立的办公室或实验室，能提

供指南编制所需的办公条件。

4.经费预

算及落实

情况

依托研发计划：璧山区农村面源污染试点监测项目（蔬菜）

七、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

参与起草单位：西南大学、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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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职称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标准化工作经历

何丙辉

土壤侵蚀

与水土保

持

教授 西南大学 项目总负责

张所容
生态环境

保护

正高级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

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项目负责

赵秀兰
环境科学

与工程
教授 西南大学 技术总负责

武可明 农药学 农艺师

重庆市璧山区

现代农业发展

促进中心

资料收集与整理

李海娟
生态环境

保护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

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资料收集

曾 强 环境工程 工程师

重庆市璧山区

生态环境监测

站

资料收集

李天阳

水土保持

与面源污

染

副教授 西南大学 方法收集与整理

叶 勇

水生态环

境保护与

修复

讲师 西南大学 资料收集

朱 康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经济师

重庆市璧山区

农业农村委员

会

资料收集

参与制定《璧山区“十四

五”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

案》《璧山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

方案（2021—2025年）》

《璧山豇豆绿色防控示范

用药方案》《璧山区整建

制全要素全链条推进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实施方

案（2023—2027）》等标

准化工作。

何明全 水 利
高级工

程师

重庆市璧山区

水利局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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