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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的资料收集、调查单元划分、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样品测

试、分析方法、质量控制、环境质量评价、成果汇编和数据管理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潜在影响的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及其输入因素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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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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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7714     指南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3349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GB/T 36393     土壤质量  自然、近自然及耕作土壤调查程序指南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DZ/T 0289     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221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NY/T 369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8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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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as 

用于种植小麦、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产品且经常耕种的土地。 

3.2  

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producing area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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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入品等环境质量指标。 

3.3  

调查单元 survey unit 

在评估区域内，基于历史性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划分的污染特征相对均一的特定

区域。 

3.4  

大气沉降 atmospheric deposition 

大气中的污染物通过一定的途径被沉降至农产品产地土壤的过程。 

4 总体原则 

4.1 规范性原则 

调查过程中采用规范的调查程序和方法，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4.2 真实性原则 

调查数据和所需信息需真实和完整，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4.3 客观性原则 

客观调查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如实反映评估结果。 

4.4 可行性原则 

调查方法、流程具有可操作性，确保技术指南切实可行。 

5 调查内容和方法 

5.1 调查内容 

5.1.1 自然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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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地形地貌、成土母质、土壤类型、气候条件、水文状况、自然灾害、工农业污

染、农业生产方式等。 

5.1.2 环境质量状况 

主要包括土壤环境质量、农产品质量、灌溉水水质、大气沉降和农业投入品（肥料、农药）等。 

5.2 调查方法 

宜采取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和实地采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如调查区

域资料数据充分，经数据分析和现场调查即可初步确定调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的，可适当减少实地采样

数量。 

6 调查程序 

6.1 调查目标 

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前需明确调查目标，了解调查区是否开展过历史调查和摸底调查，明

确调查工作任务为区域详细的环境质量状况加密调查，或环境背景调查、污染事故调查等。 

6.2 资料收集 

收集调查区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资料、数据以及技术报告等。其中，自

然环境包括：行政区划、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成土母质、土壤类型、气候气象（包括主导风向、风速、

降雨）、水文地质；人类活动包括：调查区域周边历史及现有工矿企业情况、历史洪水淹没情况、固体

废物堆存及尾矿库等；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状况包括：近 10 年内土壤环境质量、农产品质量、灌

溉水水质、大气环境质量、农业投入品质量等。 

6.3 现场调查 

分析已收集的调查区基础数据资料，综合考虑调查区内农作物种类、耕作制度、灌溉水来源、农业

投入品、主要工业污染源、污染传输途径等，经过实地踏勘后划分调查单元，布设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

调查样点，制定研究区现场调查技术方案，开展土壤、农产品、灌溉水、大气沉降和农业投入品样品采

集。 

6.4 环境质量评价 

依照《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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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要求》（GB 38400）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农产品质量评价、灌溉水质评价、农业投入品评价。 

表 1 大气沉降等级划分参考标准 

大气重金属沉降分级 Qi值 

一 Qi≤1.5 

二 1.5<Qi≤3 

三 3<Qi≤5 

四 Qi>5 

注：Qi为污染端元影响区与清洁对照区大气重金属沉降通量（克/公顷/年）比值 

6.5 调查成果汇编 

6.5.1 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全面、准确反映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工作，文字要求简洁、准确，采用图表统计。原

始数据、计算过程等不在报告中列出，必要时可编入题录。报告中引用的其他调查数据或成果和文献资

料按出现顺序标注出处，具体格式参考《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6.5.2 调查图件 

环境质量调查成果图件包括：行政区划图、自然资源环境图、工矿企业分布图、洪水淹没区分布图、

固体废物堆存及尾矿库分布图、调查点位分布图，以及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图。形成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

调查图集，存储方式为矢量电子图、纸质版专题图。 

6.6 数据管理 

参与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调查的单位和实验室，严格执行对原始数据及衍生技术成果妥善管理和保

密工作，成果资料以光盘、硬盘、纸质等方式保存 20 年。 

7 调查技术 

7.1 调查单元划分 

分析污染源和传输途径主导性因素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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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点位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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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土壤和农产品 

对于灌溉水污染型的调查单元，按水流方向带状布点，采样点自纳污口起由密渐疏。对于大气污染

型环境质量调查单元和固体废物堆污染调查单元，结合污染企业的规模、废气排放情况、调查区风向风

速和地形条件等，以污染源为中心放射状布点。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型土壤调查单元采用网格布点方式，

一般采用棋盘式或梅花式的布点方法。其他污染型土壤调查单元结合污染源和传输途径特征，采用放射

状、网格、带状布点法。 

样点数量：根据调查区面积、污染源和传输途径特征，进行多级网格化布点，按 50m×50m 至 2km

×2km 的网格密度进行样点布设。每个调查单元布点数量不少于 3 个，建议不超过 30 个。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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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水系入口或渠首、渠中和灌溉

口处布设样点；地表灌溉水网发达地区，可在已有监测资料基础上均匀布点；地下水灌溉地区，灌溉水

样品按照井水点分布情况布设。布点个数可结合实际适当调整，工矿企业密集分布地区可适当加密。 

每个调查单元布点数量不少于 3 个，建议不超过 10 个。 

7.2.3 大气沉降 

通过设置集尘缸等大气沉降收集装置，调查分析在空气环境条件下依靠重力自然沉降在农产品产地

的颗粒物污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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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对照点位。 

每个调查单元布点数量不少于 3 个，建议不超过 10 个，设施农用地无需布设。 

7.2.4 农业投入品 

农业投入品点位布设宜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能代表调查区 90%以上的用肥情况，样品数量需满足

数据统计要求。每个调查单元内，建议选择 2~4 个具体田块，分散到农户家采集，并以乡镇为单元到农

资站等销售点，对各品类肥料、土壤调理剂等农业投入品进行集中采样并了解施用范围和年施用量，重

点关注磷肥、复合肥、有机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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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样品采集 

7.3.1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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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无机物测试样品（以下简称土壤无机样品）和土壤理化性质测试样品宜采集表层混合样品（以

计划样点为中心，采用双对角线法 5 点混合采样）；土壤有机污染物测试样品（以下简称土壤有机样品）

宜在计划样点处采集表层单独样品。 

深层土壤采样使用专门的土钻等采样工具单点采样，当采样中遇有碎石较多时，可在附近另行掘进

采样或采取人工开挖的办法采集样品。采集过程中应防止上层土壤的混入。样品应自规定的起始深度以

下连续采 10～50cm 长的土柱，应避免采集基岩风化层，若符合要求的土层太薄或达不到规定深度时，

应同点位多次采样，土壤样品总量不少于 1000g。 

7.3.2 农产品 

农产品采集混合样品。现场确定计划采样点位后，以确定点位为中心划定采样区域，一般为

20m×20m（丘陵、山地可略小），按双对角线、棋盘式、蛇形、梅花点等方法多点（5-20 个）采集混

合样品。每个点位采样量基本一致。采样方式可参照《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NY/T 398）

执行。 

水稻和小麦采样量一般为 1500g（稻谷、麦粒干重样），蔬菜采样量一般为 1000g（可食用部分鲜

重）。当水稻和小麦等含水量较高时，可视情况增加采样量。 

7.3.3 灌溉水 

水样一般采集瞬时样，采集过程可参照《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69）。如定

期进行大规模灌溉，则在灌溉期间同步取样。南方洪水期增加采样。 

7.3.4 大气沉降 

样品采集方法建议采用重量法，主要参照《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HJ 1221-2021）及《区

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DZ/T 0289-2015）。集尘缸为内径（15±0.5）cm 圆筒，各地可根据气象

条件差异自行确定圆筒高度。集尘缸材质可为有机玻璃、玻璃或陶瓷等，缸底要平整，缸内壁光滑。放

置高度建议 5-10 米为宜，调查单元内各采样点集尘缸的放置高度保持大致相同。一般需放置 1 年，但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7.3.5 农业投入品 

样品采集建议使用样签或样铲分别对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微肥、有机肥等大量施用的肥料

以及土壤调理剂进行人工取样，每个样品量一般为 1~1.5kg。 

7.4 测试项目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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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土壤测试项目及分析测试方法 

土壤测试项目建议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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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农产品测试项目及分析方法 

测试项目包括镉、汞、砷、铅、铬 5 种重金属。 

农产品分析测试方法选定原则同土壤，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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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大气沉降 

大气沉降测试项目包含降尘 pH 及重金属含量，分析测试方法可参照分析测试方法参照《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HJ 1221-2021）和《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DZ/T 0289-2015）的相关要

求执行。 

7.4.4 灌溉水 

灌溉水主要测试 pH 及镉、汞、砷、铅、铬、铜、锌、镍 8 种重金属含量，相关方法可参照《农用

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69）进行。 

7.4.5 农业投入品 

主要测试 pH 及镉、汞、砷、铅、铬、铜、锌、镍 8 种重金属含量等相关指标，肥料分析测试方法

可参照《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GB/T 23349-2020）。 

表 2 监测指标 

监测对象 常规监测指标 选测指标 

土壤 

镉、汞、砷、铅、铬、铜、锌、镍、苯并[a]

芘、pH 

重金属可提取态、六六六、滴滴涕、铊、钒、

锑、锰、钴、锡、硒、氟化物、邻苯二甲酸酯、

抗生素、有机质、全盐量、氮、磷、钾 

农产品 镉、汞、砷、铅、铬 

蛋白质、氨基酸、油脂、脂肪酸、有机酸、维

生素、碳水化合物 

大气沉降 镉、汞、砷、铅、铬、铜、锌、镍、pH 总氮、硝态氮、铵态氮、可溶性总氮、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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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总磷 

灌溉水 镉、汞、砷、铅、铬、铜、锌、镍、pH 

总氮、硝态氮、铵态氮、可溶性总氮、总磷、

化学需氧量 

农业投入品 镉、汞、砷、铅、铬、铜、锌、镍、pH 

农膜残留、总氮、硝态氮、铵态氮、可溶性总

氮、总磷 

7.5 质量保证与控制 

7.5.1 样品采集 

采样前建议进行现场勘察和有关资料的收集，布点位置最大程度提高其代表性；校验采样各环节所

发生的问题，可在现场采样时加采质量控制样品，以判断误差的来源；整个过程建议做好样品采集检测

工作记录，采取相应质控措施，防范样品污染。 

7.5.2 样品制备 

对制样场所进行检查，确认环境条件、防污染措施是否齐备，对制样工具和制样流程进行检查，确

认样品干燥、研磨、筛分、混匀、缩分、装瓶过程是否规范。 

7.5.3 样品保存 

制备好的样品建议密封于容器中保存，每份样品保存量为试验和分析需要量的 3 倍。保存过程中，

样品装入容器后建议立即贴上样品标签，样品制备前建议存放在阴凉、避光、通风、无污染处。 

7.5.4 样品分析测试 

建议使用实验室控制样品、质量控制检查样品、标准物添加样品（增强样品）和质量控制图等对实

验室内部质量进行控制；给各实验室一定量的已知某成分的均分样品或其它控制样品，控制实验室的误

差以及使用统一可靠的标准物质等对实验室质量进行评估。 

8 成果审核与验收 

审核与验收工作包括：自我审查和专家验收。 

自我审查的责任单位包括参与环境质量调查的所有单位，建议采样单位对采样过程和样品的真实性

进行审核，确保采集的样品位置准确、数量足够；建议样品分析测试单位对测试结果进行审核，确保测

试出的指标含量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建议成果集成单位对报告和图件内容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进行审

核，在保证内容完整的前提下，提高集成成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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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成果的最终验收，建议召开验收会，邀请该领域权威的专家参与。专家验收主要对调查过程的

科学性、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成果内容的完整性和调查结论的客观性等方面进行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