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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指导和规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以

下简称重点单位）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及时发现土壤污

染隐患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降低隐患，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重点单位在正常生产经营中，为保证持续有效

防止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

扬散造成土壤污染，而依法自行组织开展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

作。

其他工矿企业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可参照本指南。

本指南未作规定事宜，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或规定。

二、总体要求

重点单位原则上应在本指南发布后一年内，以厂区为单位开

展一次全面、系统土壤污染隐患排查。之后可针对生产经营活动

中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场所、设施设备，定期开展重点排查，原

则上每 2-5 年排查一次。企业可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优化

调整排查频次和排查范围。对于生产工艺、设施设备等发生变化

的场所，或者新改扩建区域，应一年内开展补充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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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单位是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的实施主体，可根据自身

技术能力情况，自行组织开展排查，或者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协助

完成排查。

三、工作程序和要点

一般包括：确定排查范围、开展现场排查、落实隐患整改、

档案建立与应用等。

（一）确定排查范围：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确定重点

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即可能或易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

扬散的场所和设施设备。

（二）开展现场排查：土壤污染隐患取决于土壤污染预防设

施设备（硬件）和管理措施（软件）的组合。针对重点场所和重

点设施设备，排查土壤污染预防设施设备的配备和运行情况，有

关预防土壤污染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分析判断是否能有效

防止和及时发现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并形成隐患排

查台账。

（三）落实隐患整改：根据隐患排查台账，制定整改方案，

针对每个隐患提出具体整改措施，以及计划完成时间。整改方案

应包括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整改方案。企业应按照整改方案进行隐

患整改，形成隐患整改台账。

（四）档案建立与应用：隐患排查活动结束后，应建立隐患

排查档案存档备查，并按照排污许可相关管理办法要求，纳入排

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上报。隐患排查成果可用于指导重点单位

优化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点位布设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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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定排查范围

（一）资料收集

重点收集企业基本信息、生产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包括但不

限于表 1列举的资料清单），并梳理企业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清单。

有毒有害物质指：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

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3.《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4.国家

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5.列入优先

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应当

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表 1 应收集的资料清单

信息 信息项目

基本

信息

企业总平面布置图及面积。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

信息

化学品，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生产、使用、转运、

储存等情况。

涉及化学品的相关设施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设

计和建设信息；相关管理制度和运行台账。

环境

管理

信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清洁生产报告、排

污许可证、环境审计报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竣工环保验收报告、应急预案等。

废气、废水收集、处理及排放，固体废物产生、贮

存、利用和处理处置等情况，包括相关处理、贮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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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息项目

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设计和建设信息，相关管理制

度和运行台账。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数据、历史污染记录。

已有的隐患排查及整改台账。

重点场所、

设施设备管

理情况

重点设施、设备的定期维护情况。

重点设施、设备的操作手册、人员培训情况。

重点场所的警示牌、操作规程的设定情况。

（二）人员访谈

必要时，可与企业各生产车间主要负责人员、环保管理人员

等访谈，补充了解企业生产、环境管理等相关信息，包括设施设

备运行管理，固体废物管理、化学品泄漏等情况。

（三）确定排查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可参考表 2，识别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

设备，编制企业土壤污染隐患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清单。若

邻近的多个重点设施设备防渗漏、流失、扬散的要求相同，可合

并为一个重点场所。

表 2 有潜在土壤污染隐患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

序号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

1 液体储存
地下储罐、接地储罐、地上储罐、废水暂

存池、污水处理池、应急收集池

2
散装液体转运与厂

内运输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管道运输、导淋、传

输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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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货物的储存和运输

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散装货物运输体

系、包装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开放式装卸、

开放式包装运输

4 生产区 生产装置区

5 其他活动区
危险废物贮存库、废水排水系统、应急收

集设施、分析化验室

五、开展现场排查

（一）排查技术要求

企业应当结合生产实际开展排查（排查技术要点参考附录

A），重点排查：

1.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是否具有基本的防渗漏、流失、扬散的

土壤污染预防功能（如加装阴极保护系统的单层钢制储罐，带泄

漏检测装置的双层储罐等；设施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能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以及有关预防土壤污染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2.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

入土壤的设施，包括二次保护设施（如储罐区设置围堰及渗漏液

收集沟）、防滴漏设施（如小型储罐、原料桶采用托盘盛放），以

及地面防渗阻隔系统（指地面做防渗处理，各连接处进行密封处

理，周边设置收集沟渠或者围堰等）等。

3.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及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

设施或者措施。如二次保护设施需要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地面防

渗阻隔系统需要定期检测密封、防渗、阻隔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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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隐患排查报告

排查完成后，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编制《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报告》（可参考附录 B）。

六、隐患整改

（一）制定隐患整改方案

企业应依据隐患排查台账，因地制宜制定隐患整改方案，采

取设施设备提标改造或者完善管理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

染隐患，如在防止渗漏等污染土壤方面，可以加强设施设备的防

渗漏性能；也可以加强有二次保护效果的阻隔设施等。在有效、

及时发现泄漏、渗漏方面，可以设置泄漏检测设施；如果无法配

备泄漏检测设施，可以定期开展专项检查来代替。整改技术要点

可参考附录 A。

如果在排查过程中发现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应制定相应处置

方案，避免污染扩散。

（二）建立隐患整改台账

企业应按照整改措施及时进行隐患整改，形成隐患整改台账。

七、档案建立与应用

隐患排查档案是开展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和管理部门监管的重

要资料。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档案包括但不限于：收集的资料、日

常检查表、隐患排查表、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排查报告、隐患整

改方案、隐患整改台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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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与整改技术要点

本附录列举了部分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技术要点。

针对相关设施设备，列举了可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的土

壤污染预防设施和措施的组合。企业可根据所列举的组合措施，查

缺补漏进行整改，并可根据企业生产实际进行优化和调整。

A.1 液体储存

A.1.1 储罐类储存设施

储罐类储存设施包括地下储罐（含埋地或者半埋地式储罐）、接

地储罐和离地储罐等。

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罐体的内、外腐蚀造成液体物料泄漏、渗

漏，可采用具备防腐蚀功能钢制储罐，或者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一般而言，地下储罐或者接地储罐等具有隐蔽性，土壤污染隐患更

高。可参考表 A1.1开展排查和整改。

表 A1.1 储罐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地下储罐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地下水监测井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效性检查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的监测

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地下水监测井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的监测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装置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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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4

 位于二次保护设施（如水泥池

等）内的单层储罐

 二次保护设施内加装泄漏检

测装置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

行

二、接地储罐

4

 单层储罐

 泄漏检测装置

 有二次保护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

行

 日常维护（如及时解决泄漏问题，及

时清理泄漏的污染物，下同）

5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装置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

行

 日常维护

6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检查防渗效果

 定期检查罐体

 日常维护

三、离地储罐

7
 单层储罐

 有二次保护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包括完善工作程

序，定期开展巡查、检修以预防泄漏

事件发生；明确责任人员，开展人员

培训；保持充足事故应急物质，以及

时处理泄漏或者泄漏隐患；处理受污

染的土壤等，下同）

8  单层储罐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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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9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装置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

行

 定期检查罐体

 日常目视检查（如按操作规程或者交

班时，对是否存在泄漏、渗漏等情况

进行快速检查，下同）

 日常维护

10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A.1.2 池体类储存设施

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池体老化、破损、裂缝造

成的泄漏、渗漏等；（2）满溢导致土壤污染。可参考表 A1.2进行排

查和整改。

表 A1.2 池体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防渗池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行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渗池体  定期检查防渗、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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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2 散装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

A.2.1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液体物

料的满溢；（2）装卸完成后，出料口及相关配件中残余液体物料的

滴漏。可参考表 A2.1进行排查和整改。

表 A2.1 液体物料装卸平台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顶部装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出料口放置处底下设置防滴

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二次保护设施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灌装设施和出料口放置处，地

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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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二、底部装卸

3

 有二次保护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二次保护设施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自动化控制或者由熟练工操作

 设置清晰的灌装和接卸说明标识牌，

特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4

 有二次保护设施

 正压密闭装卸系统；或者在每

个连接点（处）均设置防滴漏

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二次保护设施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特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5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特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接处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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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管道的内、外腐蚀造成泄漏、

渗漏。可参考表 A2.2排查和整改。

表 A2.2 管道运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地下管道

1  单层管道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气密性检查、

压力传感器以及内窥镜等）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

护方案

2
 单层管道

 泄漏检测装置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系统，确保正常运行

二、地上管道

3  单层管道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

护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A.2.3 导淋

导淋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的滴漏。可参考表 A2.3排查和整

改。

表 A2.3 导淋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注意排液完成后，导淋阀残余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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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液体物料的滴漏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施满

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及时有效排出雨水，实

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2.4 传输泵

传输泵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驱动轴或者配件的

密封处发生泄漏；（2）润滑油的泄漏或者满溢。可参考表 A2.4排查

和整改。

表 A2.4 传输泵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密封效果较好的泵（例如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等）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

置防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实施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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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3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密封效果一般的泵（例如单端面机械密封等）

4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

置防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5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三、无泄漏离心泵（例如磁力泵、屏蔽泵等）

6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3 货物的储存和运输

A.3.1 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散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散装

干货物因雨水或者防尘喷淋水冲刷而流失进入土壤；（2）散装湿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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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雨水冲刷而流失，以及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进入土壤。可参

考表 A3.1排查和整改。

表 A3.1 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储存

1
 注意避免雨水冲刷，如有苫盖

或者顶棚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暂存

2  有二次保护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三、湿货物（可以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储存和暂存

3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防止屋顶或者覆盖物上流下

来的雨水冲刷货物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4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3.2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运输

散装货物密闭式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系统的过载。散

装货物开放式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1）系统过载；（2）

粉状物料扬散等造成土壤污染。可参考表 A3.2进行排查和整改。

表 A3.2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运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密闭运输方式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的连接处

 制定检修计划

 日常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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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日常维护

二、开放式运输方式

2  有二次保护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A.3.3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包装材质不合适造成

货物泄漏、渗漏。可参考表 A3.3排查和整改。

表 A3.3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包装货物为固态物质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适用于

相关货物的储存，下同）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包装货物为液态或者黏性物质

3
 有二次保护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4
 防滴漏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5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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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A.3.4 开放式装卸（倾倒、填充）

开放式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在倾倒或者填充过程中的

流失、遗撒。可参考表 A3.4排查和整改。

表 A3.4 开放式装卸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施满

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3.5 包装货物开放式运输

包装货物开放式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货物从包装中渗漏、

流失和扬散，造成道路及周边土壤污染。可参考表 A3.5排查和整改。

表 A3.5 包装货物开放式运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道路两侧有二次保护设施

 防止雨水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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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2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4 生产区

生产加工装置一般包括密闭和开放、半开放类型。密闭设备指

在正常运行管理期间无需打开，物料主要通过管道填充和排空，例

如密闭反应釜、反应塔，土壤污染隐患较低；半开放式设备指在运

行管理期间需要打开设备，开展计量、加注、填充等活动，需要配

套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规范的操作规程，避免土壤受到污染；开放

式设备无法阻止物料从设备中的泄漏、渗漏，例如喷洒、清洗设备

等。可参考表 A4排查和整改。

表 A4 生产区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密闭设备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

障的零部件、检测样品采集点

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比如定期检查系

统的密闭性，下同）

 日常维护

2

 有二次保护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

障的零部件、检测样品采集点

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

 日常维护

3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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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二、半开放式设备

4
 有二次保护设施

 能防止雨水进入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5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

漏的地方设置防滴漏设施

 能及时排空防滴漏设施中雨

水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6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三、开放式设备（液体物质）

7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四、开放式设备（粘性物质或者固体物质）

8
 有二次保护设施

 二次保护设施能防止雨水进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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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9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防渗阻隔系统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实现雨污分流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5 其他活动区

A.5.1 危险废物贮存库

GB 18597规定了对危险废物贮存的一般要求，对危险废物包装、

贮存设施的选址、设计、运行、安全防护、监测和关闭等要求。可

按照 GB 18597的要求开展排查和整改。

A.5.2 废水排水系统

废水排水系统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管道、设备连接处、涵洞、

排水口、污水井、分离系统（如清污分离系统、油水分离系统）等

地方的泄漏、渗漏。可参考表 A5.1排查和整改。

表 A5.1 废水排水系统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已建成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1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

水分离设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

涵洞、排水口等，防止渗漏

 定期开展密封、防渗效果检查；或

者制定检修计划

 日常维护

新建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2  防渗设计和建设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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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

水分离设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

涵洞、排水口等，防止渗漏

 日常维护

地上废水排水系统

3

 防渗阻隔设施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

水分离设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

涵洞、排水口等，防止渗漏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A.5.3 应急收集设施

应急收集设施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设施的老化造成渗漏、流失。

可参考表 A5.2排查和整改。

表 A5.2 应急收集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若为地下储罐型事故应急收

集设施，参照 A.1.1
 参考 A.1.1

2  防渗事故池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A.5.4 车间操作活动

车间操作活动包括在升降桥、工作台或者材料加工机器（如车

床、锯床）上的操作活动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的飞溅、渗

漏和泄漏。可参考表 A5.3排查和整改。

表 A5.3 车间操作活动土壤污染预防系统设计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系统设计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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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系统设计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应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日常维护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有二次保护设施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

漏的地方设置防滴漏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的经常活动的

部件与易发生飞溅的部件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

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A.5.5 分析化验室

分析化验室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质的泄漏、渗漏、遗洒。可

参考表 A5.4排查和整改。

表 A5.4 分析化验室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推荐性组合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有二次保护设施

 关键点位设置防滴漏设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得到有效收

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2

 地面为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得到有效收

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检测密封和防渗效果

 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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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编制大纲

1 总论

1.1 编制背景

1.2 排查目的和原则

1.3 排查范围

1.4 编制依据

2 企业概况

2.1 企业基础信息

2.2 建设项目概况

2.3 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2.4 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2.5 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2.6 污染防治措施

3 排查方法

3.1 资料收集

3.2 人员访谈

3.3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3.4 现场排查方法

4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4.1 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隐患排查

4.1.1 液体储存区

4.1.2 散状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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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区

4.1.4 生产区

4.1.5 其他活动区

4.2 隐患排查台账（见附表 1）

5 整改措施

5.1 隐患整改方案

5.2 隐患整改台账（见附表 1）

6 结论和建议

6.1 隐患排查结论

6.2 对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建议

7 附件（包括但不限于：平面布置图、企业有毒有害物质信息

清单、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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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与整改台账（企业可结合实际情况，对台账内容予以修改或者精简）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时间

序

号

涉及工

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

者重点设施

设备

现场图片 隐患内容 发现日期 整改措施 整改后图片 完成日期 备注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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