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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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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上海康恒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科兴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固危废及土壤污染治理专业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德义、周屏帆、王刘炜、王加华、张振国、朱红祥、高原、邓佳玉、宗汶

静、刘继东、钱中山、熊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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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块土壤重金属稳定化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染地块土壤重金属稳定化效果评估的前期准备、布点、采样与检测、评估标准与

达标判断、后期环境监管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土壤重金属稳定化效果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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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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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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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9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T 300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液法

HJ 55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稳定化 stabilization

将污染土壤与稳定化药剂相混合，通过形成晶格结构、化学键或静电相互作用等形式，降低重金

属的移动性或浸出性的过程。

3.2

长期监测 long-term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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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或间断测定地块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及其空间分布，观察、分析长期变化的过程。

4 基本规定

4.1 基本原则

4.1.1 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方式规范污染地块土壤重金属稳定化效果评估过程，保证评估过程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4.1.2 针对性原则

针对重金属稳定化修复方式及稳定化后土壤处置利用情景的差异性，对稳定化后的土壤开展分类、

系统性评估，为重金属稳定化效果评估工作提供依据。

4.1.3 可操作性原则

考虑稳定化后土壤处置利用情景、评估时间、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污染地

块土壤重金属稳定化效果评估的效率和质量，使评估过程切实可行。

4.2 工作内容与程序

4.2.1 启动效果评估

重金属稳定化启动效果评估应在土壤与稳定化药剂拌合养护后（一般不少于 7天）实施。

4.2.2 工作程序

稳定化效果评估工作程序见图 1。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ACEF 141—2024

3

图 1 稳定化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5 前期准备

5.1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分析污染地块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位置关系、治理工程实施进度及实施效果；

b）应在资料回顾、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基础上，掌握地块稳定化治理情况，结合地块土壤性质

与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空间分布等，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5.2 稳定化后土壤处置利用情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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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情景划分

稳定化治理后土壤处置利用情景可根据地块用地规划与稳定化治理技术方案，分为用于景观和绿

化、路基利用、填埋场处置、用于其他用途等。

5.2.2 用于景观和绿化

污染土壤经原位稳定化治理后用作植物生长的有效土层，或经异位稳定化治理后回填并作为植物

生长的基质利用。

5.2.3 路基利用

污染土壤经原位或异位稳定化治理后，作为市政道路建设的路基用土利用。

5.2.4 填埋场处置

污染土壤经异位稳定化治理后，进入生活垃圾或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填埋处置。

5.2.5 用于其他用途

污染土壤经原位稳定化治理后以除 5.2.2~5.2.3外的其他用途利用；或经异位稳定化治理后以除

5.2.2~5.2.4外的其他用途利用。

6 布点、采样与检测

6.1 原位修复

6.1.1 评估对象及范围

稳定化效果评估对象为原位稳定化修复后的土壤，效果评估范围应为修复方案确定的污染范围。

6.1.2 效果评估布点、采样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对原位修复后的土壤应在水平方向上采用系统布点法开展土壤采样，推荐采样数量见表 1；

b）对原位修复后的土壤应同时在垂直方向上开展土壤采样，采样深度不应小于调查评估确定的污

染深度以及修复可能造成污染物迁移的深度，采样点应根据土层性质设置，垂向采样点之间距离不宜

大于 3 m；

c）应结合地块污染分布、土壤性质、稳定化药剂性质等，在高浓度污染物聚集区、修复范围边界

处等位置增设采样点；

d）稳定化效果评估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应按 HJ 25.1和 HJ 25.2执行。

表 1 水平方向上推荐最少采样点数量

土壤面积（m2） 采样点数量（个）

x＜100 2

100≤x＜1000 3

1000≤x＜1500 4

1500≤x＜25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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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x＜5000 6

5000≤x＜7500 7

7500≤x＜12500 8

x＞12500 网格大小不超过 40 m×40 m

6.1.3 原位修复效果评估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效果评估应以土壤中重金属的浸出浓度作为表征方式；

b）若原位稳定化场地位于除酸雨沉降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浸出方法应按 HJ 557执行；

c）若原位稳定化场地位于酸雨沉降区，浸出方法应按 HJ/T 299执行；

d）针对景观和绿化情景，应补充土壤中重金属总含量测定，方法应按 CJ/T 340执行。

6.2 异位修复

6.2.1 评估对象及范围

稳定化效果评估对象为异位稳定化修复后的土壤，效果评估范围应为修复方案确定的污染范围。

6.2.2 效果评估布点、采样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对养护后、回填前的土壤开展效果评估，一般采用系统布点法设置采样点；

b）宜以 500 m3为一个采样单元。当修复量不超过 500 m3时，应同时采集一个平行样品；

c）稳定化效果评估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应按 HJ 25.1和 HJ 25.2执行。

6.2.3 异位修复效果评估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效果评估应以土壤中重金属的浸出浓度作为表征方式；

b）针对景观和绿化、路基利用与用于其他用途的情景，若稳定化土壤利用区域位于除酸雨沉降区

以外的其他区域，浸出方法应按 HJ 557执行；若稳定化土壤利用区域位于酸雨沉降区，浸出方法应按

HJ/T 299执行；

c）针对填埋场处置情景，稳定化后土壤去向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时，浸出方法应按 HJ
557执行；稳定化后土壤去向为生活垃圾填埋场时，浸出方法应按 HJ/T 300执行；

d）针对景观和绿化情景，应补充土壤中重金属总含量测定，方法应按 CJ/T 340执行。

7 评估标准与达标判断

7.1 评估标准

7.1.1 重金属浸出浓度评估标准应按照表 2的规定执行。

表 2 不同处置利用情景下的评估标准限值

处置利用情景 稳定化土壤利用条件 浸出测试方法 效果评估标准限值

用于景观和绿

化、用于其他用

位于除酸雨沉降区

以外的其他区域

稳定化后土壤位于地

下水水位以上
HJ 557 GB/T 14848地下水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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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利用情景 稳定化土壤利用条件 浸出测试方法 效果评估标准限值

途 稳定化后土壤位于地

下水水位以下
GB/T 14848地下水 III类

位于酸雨沉降区

稳定化后土壤位于地

下水水位以上
HJ/T 299

GB/T 14848地下水Ⅳ类

稳定化后土壤位于地

下水水位以下
GB/T 14848地下水 III类

路基利用
位于除酸雨沉降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HJ 557

GB/T 14848地下水Ⅳ类
位于酸雨沉降区 HJ/T 299

填埋场处置
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 HJ 557 参照 GB 18599执行

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HJ/T 300 参照 GB 16889执行

7.1.2 对于景观和绿化情景，土壤中重金属总含量限值应按 CJ/T 340执行。

7.1.3 对于地质高背景区域或地下水含水层自然衰减较强的区域，可结合背景值及地下水稀释倍数适

当放宽效果评估标准限值，标准限值不应超过背景值。

7.2 达标判断

可采用逐一对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达标判断，参照 HJ 25.5的相关规定执行。

8 后期环境监管

8.1 后期环境监管方式

后期环境监管方式宜包括长期环境监测与制度控制，两种方式可结合使用。

8.2 长期环境监测

8.2.1 监测对象和布点

监测对象和布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a）稳定化后土壤污染物可能迁移到场地以外时，应对原位修复、异位修复回填或再利用区域上游

和下游的地下水进行长期环境监测；

b）地下水监测井点位数量不应小于 3个，下游区域不应小于 2个。地下水监测井布设深度和技术

要求可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土壤污染区（原位修复）、回填区（异位修复）深度等，参照 HJ 25.2和
HJ 164确定。

8.2.2 监测指标

长期监测指标应为地下水监测井中的重金属污染物。

8.2.3 监测频次

长期监测应每季度或每半年开展一次，若重金属浓度连续 2年低于表 2中所列对应标准限值，可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 1~2年一次，后期根据监测数据趋势进一步合理降低监测频次或停止监测。

8.3 制度控制

8.3.1 稳定化后的地块应开展制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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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制度控制应包括限制地块使用方式、限制地下水利用方式、通知和公告地块潜在风险、制定限

制进入或使用条例等方式，多种制度控制方式可同时使用。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目    次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稳定化 stabilization
	3.2　
	长期监测 long-term monitoring
	4　基本规定
	4.1　基本原则
	4.2　工作内容与程序
	5　前期准备
	5.1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5.2　稳定化后土壤处置利用情景确定
	6　布点、采样与检测
	6.1　原位修复
	6.2　异位修复
	7　评估标准与达标判断
	7.1　评估标准
	7.2　达标判断
	8　后期环境监管
	8.1　后期环境监管方式
	8.2　长期环境监测
	8.3　制度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