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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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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

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2021 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国

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法规函〔2021〕312 号），下达本标准编制计

划，标准编号为：2021-25。本标准的承担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工作组，编制工作计划 

任务下达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根据标准制订需求，成立《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

理技术指南 监测》编制工作组，梳理标准研究具体工作内容及任务分工，开展相关资料的

收集分析，并制定工作计划。 

1.2.2 前期工作基础总结 

2018~2019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单位从入河排污口与污染源

监测融合角度开展研究，支撑了生态环境部印发《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监测工作方案》，明确了长江入河排污口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中的排污口监测工作的技术指标、技术规范等要求。 

2019~2020 年，为了更好地指导地方摸清排污口排污状况，开展精准整治工作，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等单位支撑了生态环境部印发《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要点（试行）》（环办监测函〔2020〕261 号）。 

1.2.3 资料收集及分析 

2021 年 1 月~6 月，为更好地开展本标准的制订工作，标准编制组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

进展等资料，整理 2019 年以来长江入河排污口、黄河入河排污口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

查工作的有关工作成果，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工作相关的调研，为标准编制做好充分的

技术储备。 

1.2.4 开题论证 

2021 年 8 月~2022 年 2 月，以资料收集和分析结果为基础，依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法规函〔2021〕312 号），结合《长江入河

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要点（试行）》（环办监测函〔2020〕

261 号）编制完成了《入河（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草案）》。 

2022 年 3 月 6 日，邀请领域内相关专家，召开专家咨询会，对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 

2022 年 4 月，编制完成开题报告、规范文本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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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召开开题论证会，开题报告通过了专家论证。

专家组建议：（1）名称修改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2）开题论

证报告中，完善本标准与相关标准的定位与协调性分析，进一步明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针

对入河和入海的特点，完善规范性引用文件、监测频次、监测时间、监测对象、监测指标和

质量控制的技术要求；（3）按照 HJ 565 对文本进行规范性修改。 

1.2.5 编制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5 月~9 月，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专家意见，对标准核心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并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形成《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2022年9月16日，通过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的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建议：

（1）加强与管理部门的对接，进一步完善监测分类和监测具体要求，颁布时间与相关管理

制度保持衔接；（2）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稿做进一步完善。 

2023年2月，根据执法局《关于变更两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名称等有关工作的请示》签

报，标准管理部门调整为水生态环境司牵头，生态环境监测司、海洋生态环境司、生态环境

执法局参与，标准编制单位改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 

2023年2月~5月，根据签报意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生态环

境部环境规划院成立新的编制组，并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最

新管理思路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完善。 

2023年5月25日，标准通过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组织召开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

查会。专家组建议：（1）及时跟踪相关管理文件和技术指南进展，加强与管理文件和技术

指南的衔接；（2）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稿做进一步修改完善。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国内现有工作基础概述 

2.1.1 机构改革前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工作概况 

我国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工作有着一定的历史积累，不仅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有相应

的体现，在原国家海洋局、水利部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自2005年起，原国家海洋局将陆源入海排污口监测作为业务化例行监测工作列入年度全

国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中，组织沿海地区开展了全国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的

全面监测。水利部为规范水环境和水生态监测工作，也开展了入河排污口的监测工作。 

原环境保护部自2007年以来正式开展直排海污染源监测工作，监测范围为通过大陆岸线

和岛屿岸线直接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日排水大于或等于100吨的污水排放单位，包括工业源、

畜牧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市政污水排放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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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污染源监测业务框架 

入河入海排污口与污染源监测既有不同，又有相关性。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现在已

经基本形成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政府部门依法监管、社会公众监督的污染源监测管理框架，

见图1。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以排污许可制

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为主线、政府监督监

测为抓手、鼓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污染源监测管理模式。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按要求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同时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

公众的监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向社会公众公布相关信息的同时受理社会公众对有关情况的

举报。 

 

 

 排污单位 

社会公众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监管 

报告 

监督 

公开 

公布 

举报  

图1 污染源监测管理框架 

2.1.3 入河入海排污口相关监测活动 

2018年机构改革后，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职能划转至生态环境部，这是我国环境管

理领域的重大调整。为了理顺入河入海排污口和污染源监测管理的关系，构建与现有污染源

监测管理制度相匹配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管理体系，需要系统梳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管

理现状，明晰各有关主体的监测职责，明确不同情形下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要求。综合考

虑机构改革前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以及机构改革后与入河入海排污口相关联的污染源监

测活动，我国已开展过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活动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例行监测。这是长期以来入河入海排污口最典型的监测工作，主要以反映入河入海

排污口的监督管理成效为主要任务，核心目标是提供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放污水现状及变化趋

势的数据，判断排放污水的状况，评价当前主要的排污风险及环境问题，为长效监管入河入

海排污口服务。一般纳入年度的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对象和监测任务相对稳定。目

前主要有入河排污口每年的例行监测，直排海污染源每年的例行监测。 

2）抽查式监测。现有对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的有关文件要求中提及的抽查式监测主要

是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对地方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审批的排污口开展的不定期

抽查抽测，主要体现在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入河入海排污口年度监督管理工作中。 

3）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与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是指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的均是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体系中的污水，实施主体在多数情况

下是重合的。区别有三点：①入河入海排污口自行监测的污水只是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中的一

项监测内容；②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点位不一定就是本标准中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点位，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监测点位与纳入管理台账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点位存在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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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③实施主体方面，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实施主体是企业，而入河入海排污口自行监

测的实施主体是排污口责任主体或主要责任主体，排污口监测的责任主体中多数与排污企业

是一致的。 

4）执法监测。2015 年 8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

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 号），要求在政府管理方式和规范市场

执法中，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模式。为了支撑环境执法活动，政府部门对排污

单位开展的监测活动称为执法监测。针对有明确责任主体，且有明确排放要求，可以针对排

放监测结果进行执法处罚的监测活动，也可以称为执法监测。 

5）专项调查监测。一是排查整治监测，即近年来正在各重点流域、海域开展的一系列“排

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包括渤海地区入海、长江入河和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等）。二是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市政入河入海排污口普查与监测工作，根据《国务

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16〕59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国办发〔2017〕82 号）要求，印发了《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普查与监测技术规定》（国污普〔2018〕4 号）。 

2.2 相关生态环境管理工作需求分析 

2.2.1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

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阐明了经济与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也体现了可持续、可

循环的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既有侧重又不可分割，构成有机整体。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明确提出，“要从

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开展长江生态环境大普查，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

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做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对母亲河做一次大体检”，这次大体检，

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摸清入河排污口底数，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大行动。2018 年 6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

发〔2018〕17 号），对渤海综合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与入海排污口

相关。可见，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掌握入河入海污水的水质状况，是推进入河入海排

污口分类整治工作的需要，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需要，也是新时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发展的需要。 

2.2.2 改善水环境质量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污水的排放强度不断加大，大量的污水排入河流、湖泊和海

洋中，造成了水体污染，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用水安全、公众健康、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入

河入海排污口是污染物进入河流和海洋的最后关口，是环境水体最重要的污染来源之一，并

且由于其与人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可控性相对较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环境污染治理

的重点控制对象。近年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综合整治工作，但从实际情

况看，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现状情况不明、监管权责不清、设置布局不合理、监测能力和监管

手段不足等问题，“不愿管、不敢管、管不了”的思想较为严重，大量违法违规及超标排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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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入海排污口，对局部水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开

展水环境整治，是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的“当头炮”“牛鼻子”。同时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工

作也是水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核心目标是提供排污状况及变化趋势的数据，

为评价当前主要环境问题、改善水环境质量提供依据。 

2.2.3 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 

为加强和规范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入河入海排

污口的监测工作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包括：（1）对排查溯源监测的要求：按照“有口皆查、

应查尽查”要求，组织开展深入排查，摸清掌握各类排污口的分布及数量、污水排放特征及

去向、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等信息；（2）对政府部门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的要求：有监督管理

权限的部门依法加强日常监督管理；（3）对责任单位自行监测的要求：通过核发排污许可

证等措施，依法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要求；（4）对执法监测的要求：按照“双随机、

一公开”原则，对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开展

监测，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方应适当加大监测频次，要加大排污口环境执法力度，对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不按规定排污的，依法予以处罚。因此，要推动构建“受纳水

体—排污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

作，必须配备全链条规范化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技术标准和方法体系。 

2.2.4 建设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体系的需要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韩正同志提出“要加强系统

治理，加强入河排污口监测体系建设，联动实施断面水质监测预警，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整体

性。”建立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在各个方位上与相关

管理工作的衔接，并进行必要的改革。（1）从责任主体角度考虑，必须考虑与污染源监测

的衔接，如前文所述，入河入海排污口与污染源监测既有相关性，又有差异性，为最大限度

降低重复性监测，特别是降低对责任单位影响，要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与污染源监测关联

衔接，能统一的统一，不能统一的有效结合；（2）从业务延续和改革角度考虑，入河入海

排污口监测有其特有的历史发展背景，水利部、原国家海洋局在原有机构职能下，也长期开

展过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建立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体系既要继承原有经验，又要根据生态

环境部职能进行相应调整；（3）从业务支撑角度考虑，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体系要能够支

撑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需求，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全过程需要监测支撑，既要全链

条支撑，又要遵循监测业务特点，统筹兼顾责任主体异同和业务发展阶段。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3.1 国外相关标准研究进展 

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开展污染源管理的主要措施是排污许可制度下的污染源监测。以

美国为例，废水点源管理实行的是“国家消除污染排放制度”（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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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ion System, NPDES）许可，以企业自行监测为主的排污口监测是美国环境管理体系

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监测方案的制定包括：监测地点、监测频率、样本收集方法、数据

分析方法、报告和记录保存要求等。首先，监测方案的制定需要设置合适的监测点位来确保

达到规定的排放限值，但并不确定固定的监测点位，而是由授权许可证撰写者依据监测地点

是否合适、是否易接近、是否可行、是否代表废水特征等因素来确定。其次，监测频率针对

每一个污染源和每一种污染物均是不同的，监测频率的确定需要考虑污染物排放和污水处理

设施的不同参数，或者实际的测量数据，也或者参考同类型的污染企业监测结果，综合考虑

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设计容量、污染物处理技术使用、达标记录、污染者的监控能力、排放地

点、排放的废水中的污染物属性等方面。最后，必须对不同污染物的排放特性确定特别的采

样收集方法。在美国，普遍使用的采样方法主要是随机抽样和混合抽样，也包括连续顺序监

测，而真正的全年的连续监测设施并未大规模使用。另外，美国建立了多级监测计划来调整

监测的频率，如果在初始监测中发现达标状况良好，则根据达标情况减少监测频率，如初始

监测结果较差，则增加频率，以制定更加节省成本的监测方案，当然仍然需要确定提供的数

据和信息能够证实企业遵守排放限值的规定。1996 年，美国环保署（EPA）出台了《基于污

染源达标表现的 NPDES 监测频率变更临时导则》，该导则规定企业可以通过历史记录的持

续达标情况减少监测的频率。在许可证的制定和审核过程中，涉及污染源执行的排放标准、

监测方案等内容已经通过公告、征询意见和公听会的形式确保公众的认可，所需要公开的内

容和信息也在许可证中明确规定，排污单位需要在运营过程中自行开展监测，并按照既定的

方法、格式进行数据处理、记录和报告。 

欧洲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OSPAR）自 1997 年开始着手开展陆源入海直排

口监测工作，用于协助 OSPAR 完成保护海洋环境的目标。OSPAR 的相关工作主要分为两部

分：第一是对入海河流和直排口的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实施监测与评价，并每年发布监测数据

质量和评价结果的综合报告，所选择的监测评价指标包括污水、悬浮物、营养盐、重金属等

的年排放量；第二是对排污口污水实施综合评价（Whole Effluent Assessment, WEA），选择

不同类型产污主体的排污口作为监测评价对象，对排污口污水的生物毒性、持久性和生物可

富集性等进行监测，为 OSPAR 的有害物质削减战略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此外，波罗

的海环境保护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HELCOM）也开展了大量的陆源入海排污口监测

工作，并应用综合生物效应方法（基于生物标志物）评价了波罗的海的海洋污染情况。 

加拿大环境部专门设置了“环境效应监测”（Environmental Effects Monitoring, EEM）项

目，主要针对市政排污口和两大类典型工业排污口（造纸、选矿），基于污水和污染物的生

物毒性效应和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开展排污口对受纳水体的环境效应监测与评价工作，并

建立了一系列从现场监测到生物毒性效应监测和监测结果评价的标准方法，为加拿大排污口

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陆续颁布实施《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和海上灾害防止

法》《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令》等法律法规，对东京湾和濑户内海等沿岸的排污口实

施总量控制制度，并依据排污口和受纳水体的监测结果不断进行管理对策措施的优化调整，

甚至直接影响了东京湾和濑户内海沿岸的产业布局。日本的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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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十分重视长时间序列监测数据资料的利用，为诊断识别区域内主要污染来源和相关

人类活动提供大量的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 

3.2 国内相关标准研究进展 

国内的有关排污口监测标准化进展主要依托机构改革前水利部的入河排污口监测、原国

家海洋局的入海排污口监测、原环境保护部的直排海污染源监测，以及当前职能划转后的入

河入海排污口例行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执法监测和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的监测来开展。其中，部分监测内容已实现标准化，部分监测内容目前以正式的技术文件印

发尚未标准化，还有一部分内容相对分散，并未形成统一的技术文件，更没有标准化，有待

于进一步梳理和规范。 

3.2.1 水利部入河排污口监测 

（1）《水环境监测规范》 

为规范水环境和水生态监测工作，水利部最先于 1998 年编制了《水环境监测规范》

（SL219—98），并于 2013 年进行了修订形成《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2013），该标

准规定，入河排污口调查性监测频次每年不少于 1 次，监督性监测每年不少于 2 次；监测项

目包括污水流量以及根据污水行业来源选择不同的监测指标，一般分为常规项目和补充项

目。 

（2）《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 

为规范入河排污口管理工作，2011 年水利部颁发了《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

（SL532—2011），其中对入河排污口监测进行了规定，分为人工监测和自动监测。其中对

监测项目的规定为：常规监测项目包括污水流量、水温、pH 值、COD、BOD5、氨氮、总磷、

总氮和挥发酚共 9 项，对于特殊排污单位还应根据废（污）水性质，增加相应的特征污染物

监测项目，其余规定参照 SL219 执行。 

3.2.2 原国家海洋局的入海排污口监测 

2000 年，原国家海洋局开始组织开展陆源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的监督性监测工作。2005

年以来，原国家海洋局加强了对陆源入海排污口的监测力度，为规范陆源入海排污口的监测

和评价工作，原国家海洋局于 2005 年 5 月 18 日颁布了《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测技

术规程》（HY/T 076—2005）和《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评价指南》（HY/T 

086—2005），并于 2005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成为指导陆源入海排污口常规业务化监测与

评价的重要行业标准。在海洋环境监测评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监测评价结果已成为我

国每年发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的重要内容，并引起社会公众对陆源入海排污口的高

度关注。 

2015 年 10 月，原国家海洋局对上述两个标准进行修订，发布《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

海域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规程（试行）》（海环字〔2015〕28 号），在全海域推广使用。

监测对象主要涵盖工业排污口、市政排污口、排污河和其他；污染物类型从化学需氧量、营

养盐、悬浮物等常规要素扩充到有毒有害污染物、持久性污染物和其他新型污染物；监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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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从污染物浓度监测发展到排污量监测、污水综合生物效应监测。该标准虽目前未废止，但

已不适用于现阶段的入海排污口监测。 

3.2.3 生态环境部排污口监测 

（1）直排海污染源监测 

为加强近岸海域环境监督与管理，掌握陆域直排海污染源情况，有效控制陆源污染物入

海总量，防止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 2007 年编制了《陆域直排海

污染源监测技术要求（试行）》（总站海字〔2007〕152 号）。该技术文件规定了陆域直排

海污染源监测的范围、内容、采样和分析方法、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总量计算和数据整理

等一般要求。2020 年，为进一步规范机构改革后的直排海污染源监测工作，生态环境部正

式发布《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对近岸海域水环境影响监测》

（HJ 442.8—2020），系统规定了直排海污染源监测的有关技术要求。 

（2）《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 

为配合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指导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工作，原国

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制订了《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规定了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方案的制订、采样点位的设置、监测采样方法、监测频次、水流量测

量、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质量保证和总量核定等的要求，从总量控制角度出发，监测重点

在于工业企业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3）《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2002 年，原国家环保局制订了《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后期依据

监测对象的不同分成了地表水和污水两个标准进行修订，其中《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于 2019 年完成修订并发布。该标准适用于采用手工方法对排污单位污水进行

监测的活动，主要以工业企业等具体的排污单位为监测对象，该标准所规定的具体技术方法

在各类污水监测工作中均可以参考。 

（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系列标准 

排污单位依法依规开展自行监测，是对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支撑。生态环境部设计了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系，构建了“1+43+1”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系，以《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为统领和兜底，以 43 项重点行业和通用

工序为主体，以《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

为要素补充，共 45 项均公开发布，规定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要求。 

3.2.4 本标准与“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系列标准的关系 

为统筹推进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管理，2019 年起，生态环境部先后组织了渤海地区入海

排污口，长江、黄河流域、赤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和试点

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的工

作经验和技术手段。为了进一步规范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同时考虑为地方开展入

河入海排污口工作提供技术指导，生态环境部按照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工作思路，提出编制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系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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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实施意见》印发，作为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督管理工作的顶层设计文件，对

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

南”系列标准体系由原来重点对标排查整治专项工作扩大至整个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

作，因此本标准也由原来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管工作“查、测、溯、治”中的一个环节扩大至

现有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中所有与排污口监测相关的内容。本标准作为“入河入海

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系列标准中有关监测的唯一标准，是“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

术指南”系列标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1）强化衔接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一是加强与“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系列标准的衔接；二

是加强与我国当前污染源监测、监测质量管理的衔接。 

（2）科学分类原则 

在与当前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以及污染源监测、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相衔接的基础

上，对标不同监测目的，科学划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分类。 

（3）重点关注原则 

在标准内容上，重点关注当前管理亟须规范的监测活动；在监测要求上，重点关注当前

生态环境管理重点污染物指标，对排放规模大、影响大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要求更加严

格。 

（4）区别施策原则 

对于落实法律法规责任的监测活动，尽可能规范化；对于支撑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管，但

不用于落实具体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监测活动，则进行灵活化处理，在标准规定上也以流程

化指导为主，不做具体细化规定，以便地方结合具体需求实施。 

4.2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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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 

5 标准主要的技术内容 

5.1 标准框架 

依据当前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需求，并结合现有工作基础和客观条件，确定了

标准编制的主体构架。标准目前共包含 9 章内容，规范性引用文件 16 个，涉及术语和定义

6 个。 

5.2 适用范围确定 

根据 HJ91.1—2019 等标准，一个完整的监测活动应当包括确定监测对象、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然后在所确定的监测点位进行样品采集或现场分析测试，现场仅采集

样品的，还需要根据标准规范进行样品保存与运输，并在实验室分析测试，在此过程中应当

做好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所有监测过程和结果应进行记录和报告，为保证监测活动的有效

实施，责任单位和监测机构都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按照这样的全过程监测活动管理需

求，本标准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对象确定、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样品采

集和分析测试、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信息记录和报告、监测管理等要求。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

理需求分析 

国内外标准研究进展和

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自行监测 执法监测 监督监测 其他监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样品采集和

分析测试 

质量控制和

质量保证 

信息记录和

报告 

征求各方意见，专家咨询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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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划分为开展排查溯源、实施分类整治、严

格监督管理三个主要环节。排查溯源环节因为需要摸清掌握各类排污口的分布及数量、污水

排放特征及去向、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等信息，因此需要监测支撑。严格监督管理环节对监测

的需求包括：（1）对入河入海排污口自行监测的要求：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依法

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要求；（2）对入河入海排污口执法监测的要求：按照“双随机、

一公开”原则，对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开展

监测，加大监测力度，对不按规定排污的依法予以处罚；（3）对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监测

的要求：有监督管理权限的部门依法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要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有关单位，其中监测是监督检查的支撑手段之一。 

综合考虑已开展过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活动和污染源监测活动，结合《实施意见》对

监测活动的支撑活动的需求，本标准重点关注严格监督管理环节的监测需求，同时兼顾排查

溯源环节的监测需求和入河入海排污口调查的监测需求。为避免造成理解混乱，按照尽可能

与入河入海排污口关系密切的排污单位监测活动分类融合的角度，首先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

测活动划分为责任主体的自行监测与支撑执法活动的执法监测，但执法监测无法针对政府兜

底的入河入海排污口，参考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的概念，将这类监测活动称为监督监测，同时

将国家级、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相关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在对

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检查过程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开

展的监测活动，也称为监督监测。其中，自行监测涉及责任主体履行法定责任，执法监测和

监督监测涉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使法定职权，这三类监测活动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

展监测活动。除此之外的监测活动，尽管是以满足生态环境管理需求为导向的，但不涉及追

究具体法律责任的问题，故实施可相对灵活，本标准将其作为兜底，统称为其他监测。对于

其他监测，根据当前实际需求的旺盛程度，对溯源监测、调查监测进行了特别规定，除此之

外，非常见的监测活动，本标准仅做原则性规定。因此，概括起来说本标准适用于入河入海

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中入河入海排污口的自行监测、执法监测、监督监测、溯源监测、调查

监测等活动。 

5.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共 14 个，包括 2 个国家标准、11 个生态环境标准（含 4 个与本

标准同属于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系列标准中的标准）、1 个管理文件。 

表 1  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列表 

GB 17378 （所有部分）海洋监测规范 

GB/T 12763 （所有部分）海洋调查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442.3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HJ 442.8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对近岸海域水环境影响监

测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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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HJ □□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HJ □□ 固定污染源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指南 

HJ □□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 

HJ □□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 

《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 

本标准引用了上述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5.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共给出 6 个术语和定义，其中入河入海排污口、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单一

排放源入河入海排污口等 3 个来自于《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名词术语》，入

河入海排污口自行监测、入河入海排污口执法监测、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监测等 3 个与生态

环境监测领域相关定义相衔接。 

5.5 监测对象确定 

如何确定监测对象是本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区别于其他技术规范或技术指南以监

测技术为主的重要方面。 

5.5.1 开展自行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实施意见》规定，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

依法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经地方依法明确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

主体自行监测责任的入河入海排污口，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开展入河入

海排污口监测活动。 

因此，本标准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为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过核

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依法明确开展自行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5.5.2 开展执法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实施意见》规定，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

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入海排污口开展监测，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方应适当加

大监测频次；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大入河入海排污口环境执法力度，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设置排污口或不按规定排污的，依法予以处罚。根据执法监测的定义，执法监测主要支撑环

境执法活动，执法监测也必须遵循我国对执法活动的总体要求，即按照“双随机、一公开”

原则确定具体的监测对象。考虑到不同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的特点，从我国生态环境执

法重点和可操作性的角度，执法监测的范围根据《实施意见》，重点关注工矿企业、工业及

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同时兼顾其他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入河入

海排污口。 

关于每年开展执法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数量和具体范围，考虑各年度环境执法重点不

同，各地执法监测力量也有差异，各地可根据具体需求和实际能力具体确定，本标准不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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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定。建议年初结合年度预算和其他工作安排等，在年度工作要点等文件中明确年度监测

范围和监测对象数量等。 

5.5.3 开展监督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督监测与执法监测有相似之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直接支撑环境执法活动。对于政府

兜底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或者市政和灌溉等责任主体并非排污单位的入河入海排污口，也不

适宜使用执法监测的概念，参照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中类似情况，将其称之为监督监测。同时，

根据《实施意见》，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通报

有关单位。也就是说，在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基础上，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局需要根据职权和工作安排，对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履行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

职权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国家级、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也会根据工作安排和具体需求，

开展逐级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也会开展监测活动。对于这类监测活动，也称为监

督监测。对于监测对象的确定，不要求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确定，但考虑“双随机、

一公开”的工作模式对于发现问题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监督监测也可参照“双随机、一公开”

的原则确定监测对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与执法监测类似，每年开展监督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数量和具体范围，与年度监督管

理和监督检查重点有关，与年度工作经费保障和人员力量安排有关，可根据具体需求和实际

能力具体确定，本标准不做具体规定。可在年初结合年度预算和其他工作安排等，在年度工

作要点等文件中明确年度监测范围和监测对象数量等。 

5.5.4 开展其他监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其他监测作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活动的分类兜底，在监测范围和监测对象确定上，本

标准未进行具体规定，开展其他监测的范围和监测对象根据具体管理需求确定。 

以《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要点（试行）》（环

办监测函〔2020〕261 号）为例，为支撑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通过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水质水量监测，分析掌握排污口污染排放状况、特点及规律，进

一步筛选识别出排放量较大、水质较差、环境影响较大的排污口及排污时段，为精准整治提

供靶向支撑，生态环境部印发《长江入河和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监测实施

工作要点（试行）》（环办监测函〔2020〕261 号），要求选择监测对象时，要充分考虑其

代表性，覆盖不同类型、不同空间区域的排污口。具体来说：（1）所有的工业排污口、城

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口、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港口码头排污口和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按照“有水必测”的原则全部开展监测；（2）大中型灌区排口、规

模以下畜禽养殖排污口、规模以下水产养殖排污口、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农村生活污水散

排口等其他排污口，原则上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开展监测，并应同时确保监测的大中型

灌区排口覆盖区域内所有的种植种类，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排污口覆盖区域内所

有的养殖种类；（3）选取工业区、生活聚集区周边的城镇雨洪口开展监测，监测比例原则

上不低于区域内城镇雨洪排口总数的 30%。 

上述专项调查监测对象确定的过程和依据，可以为调查监测等其他监测活动提供参考，

但因为专项调查均服务具体时间节点的具体需求，而本标准作为指导入河入海排污口日常监

督管理的技术文件，不宜做具体范围和数量（或比例）的要求，故仅给出原则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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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各类监测活动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本标准在本部分

内容确定时，着重考虑与污染源监测、地表水水质改善需求的衔接，并本着突出重点、问题

导向原则确定。 

5.6.1 自行监测的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5.6.1.1 “一对多”情形 

（1）监测点位 

一个入河入海排污口对应多个责任主体的，即“一对多”情形，监测点位应设置在入河入

海排污口处。入河入海排污口的规范化建设要求按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

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执行。 

（2）监测指标 

标准通过规定了各类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指标。除明确规定的监测指标外，生态环境管

理有明确要求，或责任主体认为有必要的，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风险预警等需求，结合排

污许可证或相应行业排放标准确定其他监测指标。 

关于监测指标的确定主要考虑如下。 

1）共性指标 

流量。主要从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放量估算角度考虑，本标准对所有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

都要求开展流量监测。 

pH 值。本标准将 pH 值设置为各类排污口自行监测的共性指标，该指标是水质最关键

的指标之一，水体 pH 值直接体现了水质的好坏，比如，在酸性水中，有毒的重金属就很容

易溶解，对生物危害更严重。同时 pH 值监测成本低，且速度快，监测仪器携带方便，能够

快速反映水环境质量。 

化学需氧量、氨氮。本标准将化学需氧量、氨氮设置为各类排污口开展自行监测的共性

指标，这两项指标是国家主要污染物减排考核指标，也是排放标准予以控制的共性指标。化

学需氧量能够指示水中含有还原性物质的含量，其中主要是有机污染物。这些有机物污染的

来源可能是农药、化工厂、有机肥料等，可被底泥吸附而沉积下来，对水生生物造成持久的

毒害作用。同时，该指标测定时间仅需数小时，且不受水质影响，具有极强的环境意义。氨

是造成水生生物中毒的主要因素，同时氨氮又是水体中的营养物质，能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现

象，是水体中的主要耗氧污染物，且主要来源于人类生活，是极强的人类活动指示指标，因

此，国家各大排放标准无论是淡水还是海水，均对水体中的氨含量制订了相应的标准。 

总氮、总磷。本标准将总氮和总磷设置为各类排污口开展自行监测的必测指标。但近年

来，全国水污染防治形势面临新的变化，总磷逐渐成为重点湖库、长江经济带地表水首要污

染物，氮磷成为近岸海域首要污染物，成为水污染防治的主要问题和影响流域水质改善的突

出瓶颈。而氮磷污染来源较多，工矿企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场等固定污染源氮

磷排放仍是重要来源，在一些地方还是主要来源。为加强陆海统筹防控氮磷污染，生态环境

部在《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氮磷污染防治的通知》（环水体〔2018〕16 号）中指出我国当

前涉及 16 个行业应重点开展氮磷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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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异性指标 

工业排污口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全盐量（盐度）。主要考虑当前污水处理工艺会

引起工业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机盐等含量升高，这对地表水和海水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涉生活污水排污口的生化需氧量。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排污口、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生化需氧量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微生物分解存在

于水中的可生化降解有机物所进行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所消耗的溶解氧的数量。虽然生化

需氧量和化学需氧量均是表征水体中有机物质含量的综合指标，但对于生活污水来讲，生化

需氧量能够更好地反映污水的生化活性，更直观地体现污水对环境水体的影响。 

海水养殖排污口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包括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规模以下水产养

殖排污口。一是考虑与现有海水水质标准进行衔接，海水水质标准中氮磷的评价指标主要是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二是部分省市的海水养殖排放标准已经出台，其中的限制指标已经将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纳入进来。 

雨洪排污口仅考虑流量、pH 值和化学需氧量。考虑雨洪排污口主要反映污水混入排放

的情况，通过 pH 值和化学需氧量可以起到指示作用，故不再对其他污染物指标提监测要求。 

（3）监测频次 

1）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工业排污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需要划分规模以上排污口。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系，对

直接排放排污单位未要求实施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指标频次要求，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按月监

测，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按季度监测。 

入海排污口。《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中入海排污口不划分

规模以上排污口，参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海排污口设计技术导则》设

置论证工作等级为 1~2 级的入海排污口按月监测，设置论证工作等级为 3 级的入海排污口按

季度监测。 

2）大中型灌区排口、港口码头排污口 

大中型灌区排口参照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

（2022—2025 年）》按月监测，这也符合北方等部分地区农田退水呈季节性的特点。 

港口码头排污口按月监测，主要考虑这类排污口数量少，但环境影响大，且责任主体的

能力较强。 

3）其他 

除 1）、2）以外的入河入海排污口，均按季度开展监测。主要考虑这些入河入海排污

口能力较弱，水质变化也相对较小。 

5.6.1.2 “一对一”情形 

单一排放源入河入海排污口，若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是排污单位，且已在废水总排

放口设置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指南》要求监测点位的，为了降低排污

单位成本，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监测，可将废水总排放口的监测点位作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

点位，监测指标按照 HJ819 和相应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确定，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按照排

污许可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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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执法监测的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1）监测点位 

从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角度来看，执法监测点位设置在责任主体规范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测采样点处。对于在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废水总排放口开展的执法监测活动，不属于

本标准规定的范围。 

（2）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的确定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来源：1）根据同意设置入河入海排污口决定书中

的主要污染物种类；2）向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放污水排污单位所执行的排放标准、原辅用料、

生产工艺、中间及最终产品、水处理工艺；3）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管理要求。 

每次执法监测的监测指标可不同，在确定各次执法监测任务具体监测指标时，本标准结

合生态环境管理情况，提出了7条重点关注的情形。 

（3）监测频次 

执法监测的频次可根据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各入河入海排污口不同监测指标的执法需

求确定。本标准结合生态环境管理情况，提出了4条应适当加大监测频次的情形。 

5.6.3 监督监测的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考虑监督监测要发挥监督作用，所以监督监测的监测点位应设置在责任主体规范的入河

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处。 

在监测指标上，监督监测与执法监测类似，可参照执法监测确定。 

监测频次与执法监测类似，但考虑到监测所支撑的管理对象存在差异，监测频次的确定

原则与执法监测略有差异，可根据监督管理或监督检查需求确定。本标准结合生态环境管理

情况，提出了 5 条应适当加大监测频次的情形。 

5.6.4 其他监测的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1）一般要求 

其他监测可根据监测目的确定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监测点位不限于规范的入河入海

排污口监测采样点，监测指标不限于相关标准、同意设置入河入海排污口决定书或同意备案

文件中的指标，监测频次可根据需求具体确定。本标准对溯源监测和调查监测进行了原则性

规定，除此之外的监测活动可参照执行。 

（2）溯源监测 

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在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污染溯

源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溯源技术方法路线，不同的路线对监测的需求也不相同，因此本

标准仅给出溯源监测确定的步骤，具体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还需要根据所选定

的溯源技术具体情况来确定。溯源监测可参照以下步骤确定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a）明确所使用的溯源技术方法，溯源技术方法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

南  溯源总则》确定。 

b）分析所使用的溯源技术方法对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的需求。监测点位根据需求设置

在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入河入海排污口周边（含地表水）、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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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水总排放口等位置。监测指标根据所使用的溯源技术方法针对性选择同位素、图谱库中

的污染物指标、线粒体 DNA 等指标。监测频次根据溯源技术方法解析、比对等需求确定。 

c）根据溯源结果校核情况，确定补充溯源监测的需求，特别注意对 b）的补充内容和

重点，确定是否需要采取与 b）不同的点位、指标、频次等。 

（3）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是服务具体调查活动的，调查活动的目的不同，对监测的需求也不相同，与溯

源监测类似，本标准仅给出调查监测确定的步骤，对确定调查监测点位、指标、频次时应注

意的事项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未做具体规定。调查监测可参照以下步骤确定监测点位、指标

及频次： 

a）根据调查监测所支撑服务的入河入海排污口调查工作的目的和具体方案，分析调查

监测的定位和具体技术需求。 

b）根据工作需求，结合调查范围、人员和实验室需求、承担调查监测任务的具体机构

和人员能力，在充分考虑满足工作需求和监测承受能力基础上，确定调查监测点位、指标、

频次等，要充分考虑调查对象、采样位置、监测指标、采样季节的差异对调查结果的影响。 

c）跟踪入河入海排污口调查和监测实施情况，及时进行必要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从调查监测对调查的支撑成效、调查监测进一步实施的可行性等角度对监测点位、指标、频

次等进行必要的调整优化。 

5.7 样品采集和分析测试 

5.7.1 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 

自行监测、执法监测、监督监测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按照 HJ 91.1、HJ 442.8 及相关监

测标准规范执行。其中，自行监测和监督监测每次可采集 1 个或多个瞬时样品，执法监测应

根据 HJ91.1 和相应的排放标准确定样品采集个数和要求。执法监测、监督监测可选择满足

监测要求的监测标准规范以外的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方法初筛，以确定是否进一步按照监测

标准规范开展样品采集和分析测试。其他监测根据目的，可选择满足监测要求的监测标准规

范以外的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方法。 

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还应遵循以下要求： 

a）工业入河入海排污口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入海排污口应结合企业的生产时间和生

产周期，选择生产污水排放时段采集样品或测试； 

b）水产养殖入河入海排污口和畜禽养殖入河入海排污口应综合考虑养殖品种的生长周

期和污染物排放规律，选择代表性的排污时段采集样品或测试； 

c）各类雨洪入河入海排口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于降雨中期采集样品或测试； 

d）受闸（坝）等控制的入河入海排污口，应于开闸放水时采集样品或测试； 

e）入海排污口受潮汐影响的，还应结合当地的潮汐时间，选择低潮时采集样品或测试； 

f）非雨洪入河入海排口但排污通道密闭性差，易受降雨影响的，应于降雨 3 日后采集

样品或测试； 

g）盐度小于等于 2‰的水样采集，容器材质选择、洗涤、添加保存剂、采样量等按照

HJ 91.1 和 HJ 493 相关要求执行，盐度大于 2‰的水样（主要涉及海水养殖排污口、制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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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排放高盐废水的入河入海排污口）采集，容器材质选择、洗涤、添加保存剂、采样量等

按照 HJ 442.3、GB/T 12763 和 GB 17378 相关要求执行。 

5.7.2 样品保存与运输 

考虑现有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标准中有样品保存和运输的具体要求，为避免规定的混

乱，本标准与相关标准规范衔接，不做进一步额外规定，按照 HJ 91.1、HJ 493、HJ 442.3、

GB/T 12763 和 GB 17378 相应要求执行。 

5.7.3 实验室分析测试 

监测分析方法的选用应充分考虑相关排放标准的规定、排放特点、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

所采用监测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和干扰等因素。 

自行监测、执法监测、监督监测的监测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所执行的排放标准中规定的

方法。选用其他国家、行业标准方法的，方法的主要特性参数（包括检出限、测定下限、精

密度、准确度、干扰消除等）需符合标准要求。尚无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可选用其

他方法，但应按照 HJ 168 的要求进行方法确认和验证。 

其他监测可根据监测目的选用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必要时可使用标准规范以外的方

法。 

表 2 入河入海排污口部分水质监测项目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引用标准 备注 

1 盐度 
盐度计法 GB 17378.4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传感器法 GB/T14914.2  

2 pH值 
电极法 HJ 1147  

pH计法 GB 17378.4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3 水温 
温度计法 GB 13195  

表层水温表法 GB 17378.4  

4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HJ 828 适用于氯化物浓度≤1000mg/L的废水 

氯气校正法 HJ/T 70 
适用于1000mg/L<氯化物浓度

≤20000mg/L的废水 

碱性高锰酸钾法 GB 17378.4 适用于氯化物浓度＞20000mg/L的废水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6 氨氮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GB 17378.4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次溴酸盐氧化法 GB 17378.4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流动分析法 HY/T 147.1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5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5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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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引用标准 备注 

7 总氮 

过硫酸钾氧化法 GB 17378.4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流动分析法 HY/T 147.1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 667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 668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

度法 
HJ 636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199  

8 总磷 

过硫酸钾氧化法 GB 17378.4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流动分析法 HY/T 147.1 入海排污口优先选用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0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注：表中每项指标所列方法选择顺序不分先后，结合水样类别和监测单位资质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5.8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与现有标准规范衔接，自行监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参照 HJ 819、HJ 91.1 执行。执

法监测、监督监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按照 HJ 91.1 执行。其他监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

证可参照 HJ 91.1 执行。 

5.9 信息记录和报告 

（1）信息记录 

自行监测信息记录参照HJ 819中7.1.1和7.1.2执行。执法监测、监督监测信息记录按照

HJ 91.1执行。其他监测信息记录参照HJ 91.1执行。 

（2）信息报告 

自行监测，鼓励责任主体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可包括各监测点位、监测指

标实际开展监测的次数、超标情况、浓度水平等，如有未开展监测指标则说明原因，为实现

达标排放或降低环境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已体现入河入海排污口自

行监测结果的，不需要单独编制自行监测年度报告。自行监测结果出现超标或其他异常情况

的，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加密监测，并检查超标或异常原因。短期内无法实现正常排

放的，应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事故分析报告，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采取减轻或防止污

染的措施，以及今后的预防及改进措施等；若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

能危及其他设施或其他单位安全运行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

告。 

执法监测、监督监测，可在执法监管相关报告中体现。其他监测，根据监测目的和需求

确定信息报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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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监测管理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单位应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与此

相类似，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对其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应积极配合并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根据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应

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监测责任追溯制度，环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其监

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测数据、

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6 监测成本测算 

根据全国9省份社会化监测机构监测报价情况对本标准确定的自行监测成本进行估算，

结果见表3。不考虑入河入海排污口特征监测指标的情况下，单个入河入海排污口年度监测

成本在6000元以下。 

表 3 监测成本估算 

7 标准实施的建议 

（1）编制单位应认真梳理、研究分析征求意见阶段的各类意见建议，分析汇总后对标

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2）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系列标准的统筹衔接，提升系统性。 

（3）标准颁布实施后，应及时开展对社会及有关单位的专业培训。各单位应严格按照

排污口类型 
成本/（元/年） 

主要排污口 一般排污口 

工业排污口 

工矿企业排污口 4772  1591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4772  1591  

工矿企业雨洪排口 1524  381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雨洪排口 1524  381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 5902  1476  

农业排口 
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口 1328  

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 2344  

其他排口 

大中型灌区排口 5310  

港口码头排污口 5310  

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排污口 1328  

规模以下水产养殖排污口 2344  

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 1704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 1704  

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 1704  

城镇雨洪排口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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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反馈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

题，以利于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本标准。 

（4）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各相关技术支撑单位在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应严格按照标准

要求，对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等相关工作做好把关，规范审批、加强管理。 

（5）当前入河入海排污口的排放标准尚不健全，缺少某些行业的排放标准。例如，海

水养殖排污口目前仅部分省市出台，多数省市尚未颁布。此外，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

大中型灌区排口、城镇雨洪类等类型的入河入海排污口也缺少相应的排放标准，建议出台行

业类别更齐全的排放标准或者专门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放标准。 

（6）本标准对入河入海排污口的监测技术进行全方位的规定，但未涉及入河入海排污

口评价的具体方法，建议在进一步完善相应排放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入河入海排污

口评价技术指南的立项与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