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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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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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改善平原河网区的水环境

质量，指导完成区域入河排污口的整治工作，规范平原河网区入河排污口管理，有效管控长江、太湖等水

系入河污染物排放，改善水环境质量，推动“受纳水体-排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链条管理，指导开展入

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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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区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与溯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平原河网区入河排口监测与溯源的方案及工作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平原河网区入河（湖）排污口管理过程中的监测与溯源。分类整治工作，

可作为平原河网区各类入河（湖）排污口整治方案制订的技术指导支撑文件。本文件同时

适用于指导对纳入监管的排污口开展监测和溯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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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量规范

CH/Z 3001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CH/Z 3002 无人机航摄系统技术要求

CH/Z 3003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CH/Z 3005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CH/T 8021 数字航摄仪检定规程

HJ 15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 地表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313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

HJ 6301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排污口 discharge outlets

直接或通过管道、沟、渠等排污通道向环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口门。

3.2

平原河网 plain river network

平原地区内众多江河、湖泊、运河等地表水体共同构成的纵横交错的河网水系。



T/CSESXXXX—XXXX

5

3.3

水质监测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为了掌握排污口和受纳水环境质量状况以及水系中污染物的动态变化，对水的各种特

性指标取样、测定，并进行记录或发出讯号的程序化过程。

3.4

流域 drainage basin

一个水系的干流和所有支流所构成的地面积水区。

3.5

流域监测 watershed monitoring

全流域水质及向流域中排污的污染源监测。

3.6

入河排口溯源 source tracing of effluent outfalls

通过资料查找、徒步排查、技术设备探查等方式，查找入河排污口污水来源，明确污

水类型，确定责任主体的过程。

3.7

水质指纹法 water fingerprint method

一种通过比较水体中不同污染物的光谱或质谱识别污染源的溯源方法。

4 总体要求

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同步开展入河排口水质水量监测工作，通过开展入河排口及

重要河流断面水质水量监测，分析掌握排口污染排放状况、特点及规律，进一步筛选识

别各类型排口中的特征污染物浓度较高、水质不达标、环境影响较大的排口及排放时段，

为精准整治提供靶向支撑。对监测发现排污问题突出的排口进行溯源，查清污水的来源、

污水性质、超标情况、超标原因等，理清排污主体；并为后续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提供基础依据。

4.1 入河排污口管理过程中的监测与溯源宜遵守以下原则：

a）科学性原则

排口监测按照“有水必测”原则，同时考虑“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原则和溯源、整治

工作的需求，确定入河排口监测对象。科学客观的对资料信息、现场调查、排放源、地表

水典型断面污染物成分进行测试分析，综合考虑溯源对象和范围的调查结果、测试分析结

果等，科学合理的开展监测溯源工作。

b）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本地污染特征、基本条件和污染防治目标，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

的可行性，科学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的监测溯源工作方案。入河排污口溯源工作应控制溯源

时长、减少技术溯源工作量，降低溯源成本。对具备条件的入河排污口，可在排查阶段同

步开展监测溯源工作。



T/CSESXXXX—XXXX

6

4.2 监测要求

4.2.1 监测对象

排口监测按照“有水皆采皆测”原则，同时考虑“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原则和溯

源、整治工作的需求，确定入河排口监测对象。

4.2.2 监测内容

入河排污口监测指标包括流量指标和水质指标，同时应记录色嗅味等感官描述。

4.3 溯源要求

4.3.1 溯源对象

根据入河排污口排查结果，所有排查出的入河排污口均须明确责任主体，不能明确责

任主体的入河排污口均应溯源。

4.3.2 溯源内容

a）溯源内容包括排污口信息、所在行政区域、废污水排放量、排入水体名称、控制单

元名称、溯源方法以及废污水来源信息。其中废污水来源信息包括废污水来源个数、各来

源名称、各来源位置和各来源废污水排放量。各来源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还应包括相应

排污许可证编号。

b）一个入河排污口有多个废污水来源的，应根据排水量、污染物排放量明确该入河排

污口主要责任主体，并在登记溯源结果时予以标记。

4.4 技术路线

本文件以众多江河、湖泊、运河等地表水体共同构成的纵横交错的河网水系为工作基

础，对入河排污口的监测与溯源整体性工作进行梳理。入河排污口的的监测工作不仅指日

常常规监测，同时也对溯源工作起到支撑作用。根据监测与溯源工作方案对入河排污口进

行监测，其中监测工作主要涉及样品采集及现场监测、样品保存与运输、样品实验室检测

及水质评等。溯源主要工作涉及开展分步溯源、登记溯源结果、校核溯源结果等，其中技

术溯源将根据实验室监测结果开展工作，具体工作流程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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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入河排污口监测与溯源工作流程

5 工作流程

5.1 制定监测与溯源工作方案

根据监测对象、监测指标、监测与溯源的方法、监测频次、流量估算、排污口信息、

所在行政区域、废污水排放量、排入水体名称、控制单元名称、溯源方法以及废污水来

源信息等制定监测与溯源整体工作方案。

5.1.1 监测对象

排口监测按照“有水皆采皆测”原则，同时考虑“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原则和溯

源、整治工作的需求，确定入河排口监测对象。

a）工业排污口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所有工业企业排口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均应采集，若出现排口无水时，则采集工业企业外排最终口门，可利用水质指纹图谱法进

行溯源。

b）农业排口：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口和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应在排水时进行样品采

集，若排口无水，则采集池塘原水或排水管上游水样，可通过走访和排水户进行溯源。

c）其他排口：

1）大中型灌区排口：灌区排口原则上应采集最终汇入骨干河道口门处水样，但因季节

及灌溉时间限制，灌区排口口门一般均为关闭状态，针对此情况采样点应设置在地貌上具

备明显河流特征处，宜靠近河口，原则上在最后一个排污口的上游，能反映支流汇入骨干

河流之前的水质状况。针对农业面源溯源可通过水质指纹法进行溯源。

2）港口码头排污口：港口码头排污口原则上均应开展监测，若排污口无水时，则应溯

源到户或企业，确认排水性质（排放生活污水、生产废水、雨洪水）或是否有无处理，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采样，港口码头排口溯源可采用排水户排查等常见溯源方法。

3）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排污口/规模以下水产养殖排污口：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排污口/规

模以下水产养殖排污口应在排水时进行样品采集，若排口无水，则采集池塘原水或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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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水样，可通过走访和排水户进行溯源。

4）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农村生活污水散

排口原则上应在排水状态下采样，若出现无水情况，则应明确责任主体，溯源到户。

5）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置监测点位，可根据纳污范围

进行溯源，若出现纳污范围不明确，且超标严重时原则上在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的进

水口需同时采样。可根据资料及排水系统等进行溯源。

6）城镇雨洪排口：包括通过城镇（园区）雨水收集管网、雨水汇流和行洪通道直接向

环境水体排放雨洪水的口门。城镇雨洪排口原则上要求晴天不排水，雨天排水，故监测需

在雨天执行，可进行管道机器人、水质指纹、染色试验等进行溯源。

7）其他排口：选择污水排放量较大、环境影响较大的排口开展监测。对现场发现的新

增排口、临时性排口及降雨形成的径流排口、溢流口等及时进行监测。

d）断面监测：平原河网区众多江河、湖泊、运河等地表水体共同构成的纵横交错，对

各断面应进行监测，如两条河道基本混匀处，以及各河道未受污染处（应设置在水系进入

骨干河道且尚未受到骨干河道污染源影响处，宜靠近水系入境处）。

5.1.2 监测指标

入河排污口监测指标包括流量指标和水质指标，同时应记录色嗅味等感官描述。水质

指标见表 5-1。

表 5-1 推荐监测因子一览表

类别 监测因子 执行标准

各类污水

常规因子

（必测）

现场监测（快检）：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实验室监测：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磷酸

盐（以 P计），行业特征指标等

HJ 91.1、HJ 91.2

异常点位水

质成分分析

1

有机、无机组分分析

HJ 91.1、《新污染物筛查准确度评定

技术指南 气相色谱-质谱法(试行)》

《新污染物筛查准确度评定技术指

南 液相色谱-质谱法(试行)》

注 1：异常点位数值为超过各类排污口相应排放限制。

5.1.3 监测与溯源方法

a）监测方法：常规因子参照 HJ91.1、HJ 91.2执行，异常点位的污水可按 HJ91.1执行，

对水样中的有机物进行非靶向成分识别。

b）溯源方法：入河排污口溯源采取分步溯源的方式，按照资料溯源、人工排查、技术

溯源“三步法”。

1）资料溯源

充分利用入河排污口排查结果与收集的资料，通过资料查阅对入河排污口进行溯源预

判，在本阶段可结束溯源。资料溯源阶段耗时宜为 2-4 周。

2）人工排查

针对通过资料溯源无法完成溯源的入河排污口，借助人工调查（现场确认）、仪器探

查、水质监测、烟雾试验、染色试验、泵站运行配合等方法，探查排放来源。查明调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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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排污口排放来源问题。排查具体方法可参考《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查井治理技术指南（试行）》、HJ1313中的相关技术

要求。

3）技术溯源

针对第一步、第二步均无法完成溯源，污染来源不明确、溯源难度大的排污口，利用

管道检测、无人机补充航测、同位素解析法、同时利用监测结果进行靶向与非靶筛查等科

技手段进行技术溯源。

5.1.4 监测频次

按照“有水必测”原则，对所有存在排水的排污口在《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

指南 监测》（征求意见稿）基础上适当加大监测频次，同时应兼顾排放水质较差时段开展

监测，具体情况如下：

a）对于呈季节性、间歇性排放特征的排污口，应合理选取监测时段。如水产养殖排污

口应选择养殖活动排水期间开展监测。

b）雨洪排口应在晴天和降雨后开展监测，分析有无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等混入的情形。

c）沟渠、河港（涌）、排干等排口，应开展降雨后的加密监测，分析是否存在借雨排

污或雨水冲刷造成污染等情形。

d）受闸（坝）等控制的排口，应开展丰水期泄洪期间的加大监测频次，分析是否存在

蓄水期水质恶化等情形；

e）对于沿河（湖）一些坑塘、库湾存在降雨时溢流外排情况的，应在溢流时开展监测。

5.1.5 流量估算

已安装自动污水流量计，且通过计量部门检定或通过验收的，可采用流量计的流量值。

采用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 CJ/T 3008.1~5 等相关技术要求修建或安装标准化

计量堰（槽）。

排污渠道的截面底部须硬质平滑，截面形状为规则几何形，排污口处须有 3～5 m的

平直过流水段，且水位高度不小于 0.1 m。通过测量排污渠道的过水截面积，以流速仪测

量污水流速，计算污水量。

若现场排口为泵站、闸（坝）、或支流时，则根据现场条件采用《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GB50179》方法进行估算。

5.2 样品采集

根据监测与溯源工作方案对平原河网地区入河排污口进行采集与监测工作。

a）监测点位可根据排放方式、测流条件和污水收集特征等因素具体确定，管道类原则

上在管道出水口处采样，沟渠等排污口尽量选择污水混合均匀、水质较稳定的位置采样。

b）若现场排查时排污口无排水，但接纳的沟渠中存在污水的，应监测沟渠中的污水。

c）样品较为浑浊的（200＜NTU≤500），静置 60,min后取上清液（澄清透明）测试。

d）水质样品的采集须符合 HJT91和 HJ494的相关要求。

e）入河排污口监测要采集排污口所排出的水样，避免受纳水体对样品的影响。设闸（坝）

的排污口应在闸（坝）上来水一侧采样。对排口淹没在水面下、半淹没、悬空等无法采集

有代表性样品的，需在排口上游（应设置在水系进入骨干河道且尚未受到骨干河道污染源

https://www.doc88.com/p-7304867236429.html
https://www.doc88.com/p-7304867236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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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处）近处的开口采样。

f）对排污口为淹没式或不便监测的地下排污管道，监测点位可布设在排污口前最后一

个检查井或阀门井内，或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

g）不具备现场采样条件的，如水下完全淹没的排污口、因地形原因无法采集的排污口

等，可不开展监测，但应备注说明情况。

5.3 监测工作流程

5.3.1 样品保存及运输

a）样品的保存和运输按 HJ 493进行。

b）需要送实验室检测的样品，采样后应在每个样品瓶上贴标签，标明排入口名称、编

号、采样日期和时间、水样类型、测定项目等。

5.3.2 实验室监测

实验室监测按 HJ 91.1、HJ 91.2执行。

5.3.3 水质评价

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有地方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需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行业，

应根据环评批复要求执行相应的特别排放限值。有承诺更严标准的，执行其更严格的标准。

表 5-2 排污口水样采集类别及对照标准情况

序号 采集水样类别 对照标准

一 直排水样

1 工业企业排口
（1）优先采用环评及其批复的有效标准；

（2）地方排放标准、国家行业排放标准、GB8978

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口
（1）优先采用环评及其批复的有效标准；

（2）地方排放标准、国家行业排放标准、GB8978-

3 综合污水排口 GB 18918

4 畜禽养殖排口

（1）优先采用环评及其批复的有效标准；

（2）执行 GB18596；

（3）用于农田灌溉执行 GB5084

5 水产养殖排污口
（1）优先采用环评批复的有效标准；

（2）执行 SC/T9101；

二 乡镇农村生活污水 GB8978 表 4一级标准

三 管内积水/集水井 GB8978 表 4一级标准

四 淹没排口/管渠管内混合排口 GB3838

五 雨洪排口、沟渠、排干等 符合排入河流的水环境功能区标准

5.4 溯源工作流程

5.4.1 资料溯源

a）资料收集范围

资料收集宜包括任何可以直接证明或辅助证明污染源与排水系统及排水系统内各管段

连接关系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内已经形成的入河排污口排查结果台账，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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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排污许可、排水许可审批文件，沿河（湖）水体县区行政区划矢量数据等应收集的数

据。可参照 HJ1313执行。

b）资料的整理

收集到的资料数据宜叠加至同一数据库内。排查区域的地理信息、行政区划信息、土

地利用信息、污染源及入河排污口的位置信息、排水管网信息等可矢量化并统一坐标系后

予以叠加。产出的资料包含但不限于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底图、待溯源排污口清单、排查

区域分工名单及辅助材料等，详细可按照 HJ 1313 执行。

5.4.2 人工排查

本文件根据平原河网区纵横交错的水系特点，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排水户排查、排水

系统排查、管道排查、烟雾试验、染色试验等方法，若以上方法无法满足溯源要求，可参

照 HJ1313相关规定执行。

5.4.2.1 一般原则

a）对资料溯源阶段不能确定污染来源的排污口，污水来源较为复杂的、通过查阅已有

资料无法满足溯源要求的，开展人工排查。人工排查需要根据资料整理成果，明确重点排

查区域、排查路线、排查方法、人员分组、设备配备等。

b）人工排查的重点区域为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及工业聚集区。

c）溯源工作涉及下水管道，可能存在有毒气体、易燃易爆气体等危险时，排查人员应

优先保障人身安全，以此为前提开展溯源。

5.4.2.2 溯源路线

a）对排污沟渠，以沟渠汇入河湖的位置为起点，按照先干流后支流的顺序，逐步向上

游进行人工排查。

b）对排水管网，以管网入河湖的位置为起点，按照先干管再支管的顺序，逐步向上游

进行人工排查。

c）人工排查的主要方式为地面目视排查，必要时可配合仪器探查、水质监测、烟雾试

验、染色试验、泵站运行等方式开展。

5.4.3 技术溯源

对人工排查阶段无法以人力溯源的排污口，可组织技术力量开展技术溯源。常见技术

溯源方法包括管道检测、无人机补充航测、同位素解析法、水质指纹法、线粒体 DNA溯源

法等，本文件主要介绍水质指纹法，其他方法详细可参照 HJ1313执行。

5.4.3.1无人机补充航测

主要针对溯源难点，提供更为精细、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影像。

5.4.3.2 同位素解析法

适用于水体存在特定的无机盐、重金属或有机物污染，且污染物含有稳定同位素，测

试技术成熟的情形，宜在工业聚集区确定排放特殊污染物的入河（湖）排污口污染来源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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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3 水质指纹法

a）适用范围

适用于无法明确污染主要来源的排污口溯源或已知周边疑似污染源排放情况下，通过

识别水体中污染物判定排污口排放废水的主要来源和责任主体，能够有效识别主要工业行

业、企业源、生活源及农业面源特征污染物。使用质谱气质或液质建立质谱指纹进行比对。

b）技术要点

水质指纹法以质谱仪为载体，其步骤包括对样品前处理的解析，建立气质或液质的仪

器分析方法，对其分析检测出的数据进行提取，构建污染源的水质指纹质谱数据库，通过

典型污染源及入河排污口所采集样品进行指纹识别与责任判定利用，利用不同算法分析统

计明确溯源结果，具体工作导图见图 5-1。

图 5-1 水质指纹法溯源工作流程图

c）结果留档

水质检测结果及水质指纹库识别结果应留档并提交。

5.4.3.4 线粒体 DNA溯源法

适用于判断废水中粪便污染的来源。

5.4.4 登记并校核溯源结果

a）溯源结果登记宜提交下述资料：

1）入河排污口溯源结果登记表（可参考 HJ1313附录）；

2）排水关系图件；

3）入河排污口溯源快速检测和同步检测结果；

4）入河排污口管理台账（溯源后）（可参考 HJ1313附录）；

5）其他有助于证明污染来源的文件。

b）校核溯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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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溯源结果应当进行合理性校核，以确定溯源工作完成度。

2）溯源结果校核对象包括一个排污口对应一个污染源（以下称“一对一”）的溯源结

果以及一个排污口对应多个污染源（以下称“一对多”）的溯源结果。

3）针对“一对一”的溯源结果，将排污口水质监测结果与对应污染源出厂界水质监测

结果进行校核。校核内容包括监测项目数量、监测时间、水量，主要污染因子浓度、超标

情况等。

4）针对“一对多”的溯源结果，首先进行水量校核，再进行水质监测结果校核。

5）对建成区排水情况进行宏观溯源结果校核。根据建成区人口、人均排水量宏观测算

建成区排水总量，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排水量加和，并与测算的建成区排水总量进

行校核，判断污水处理厂服务的人口数量，从而判定是否存在未进行污水收集的排水户（住

宅小区）。有条件的街道可以根据街道人口数量、商户排水量、排水去向、污水处理厂服

务范围等开展街道排水量校核。详细可参照 HJ1313执行。

6 质量控制

监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参照 HJ 819、HJ 91.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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