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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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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共分为 8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价的基本原则、工作程

序、前期调研、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效果评估和评估报告编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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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会（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6 号，邮编 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参编单位：广州市水务局，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陈军，吴琼，闫晓满，李宁，徐志才，董长娟，周静雯，徐琛琛，常赜，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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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湖污染底泥处理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的评估，村镇范围内的河湖污染底泥处理效果评估可参

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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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HJ 25.5 界定的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河湖 urban river and lake 

城市规划范围内的河流和湖泊，主要指发源于城市的河流和湖泊，或者是流经城市区域内的河流或

者河流段。 

3.2  

污染底泥处理 treatment of contaminated sediment 

污染底泥处理是使受污染的底泥恢复正常功能的过程，通常指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生态学原理，

采用原位修复或异位处理处置等人工干预的措施，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底泥中污染物，使其

含量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最终实现污染物无害化和稳定化的过

程。 

4  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 

4.1  基本原则 

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应对污染底泥是否达到修复目标、风险管控是否达到规定要求、底

泥污染可能引起的风险是否达到可接受水平等情况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并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4.2  工作程序 

4.2.1  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的工作内容应包括前期调研、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效果评

估、编制评估报告 4 个部分，具体工作流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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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4.2.2  前期调研宜包括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 

4.2.3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应在采样前制定布点方案，布点方案应包括修复效果评估的对象和范围、采样节点、布点数

量和位置、采样频次和检测指标等内容，并应说明上述内容确定的依据； 

b）  应根据布点方案制定采样计划，并根据采样计划开展现场采样； 

c）  应根据确定的检测指标，对采回的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且应明确现场和实验室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要求。 

4.2.4  效果评估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基于实验室检测结果，宜采用本文件规定的方法进行底泥的修复效果评估；若采用其他符合

效果评估要求的方法，应说明采用该方法的依据； 

b）  若达到修复效果，应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并编制评估报告；若未达到修复效

果，应开展补充修复，并在补充修复后进行二次评估。 

4.2.5  应基于前述工作内容，编制评估报告，且应包括以下内容： 

——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工程概况； 

——污染底泥修复工程落实情况； 

——效果评估布点信息； 

——现场采样过程； 

——实验室检测指标、分析方法与检测结果； 

——效果评估方法与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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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期调研 

5.1  资料收集 

5.1.1  在效果评估工作开展之前，应从责任方、相关管理部门、参与前期工作的相关单位处收集目标

河湖底泥治理过程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效果评估区域的河湖基础资料，包括水质、底泥特征资料（如底泥来源、底泥厚度、底泥主要

组成成分、底泥颜色、底泥气味等）和治理现状（如河/湖健康评估报告、“一河/湖一策”报告）

等； 

——效果评估区域的相关工程规划和建设情况、区域水系分布情况、是否存在环境敏感点等； 

——底泥治理工程施工与运行过程中的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资料、施工管理文件、后期管护相

关记录、监测数据等； 

——可能造成目标河湖底泥污染的污染源资料，包括点源污染（如排污情况）和面源污染（如雨水

径流、区域内污灌和化肥农药施用情况）。 

5.1.2  应明确所收集资料的来源，检验资料的真实性。并应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初步分析。  

5.2  现场勘察 

5.2.1  在效果评估工作开展之前，应进行现场勘察，勘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底泥修复工程开展与实施情况、修复施工管理情况； 

——效果评估范围校核； 

——相关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5.2.2  现场勘察人员可通过照片、视频、录音、文字等方式记录现场勘察情况。 

5.3  人员访谈 

在效果评估工作开展之前，应进行人员访谈工作，访谈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目标河湖的河湖长制责任人； 

——底泥修复工程方案编制单位的相关人员； 

——底泥修复工程施工单位的相关人员； 

——底泥修复工程监理单位的相关人员。 

6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6.1  现场采样 

6.1.1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布点 

6.1.1.1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应在修复完成后进行采样。 

6.1.1.2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时水平方向上应采用系统布点法（见图 1），布点网格

大小不应超过 20 m×20 m，采样点数量应符合表 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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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布点法示意图 

表 1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布点数量 

（河道按 10m宽，网格长度最长 20m进行计算） 

序号 待评估面积/m2 采样点数量/个 

1 x<100 2 

2 100≤x<1000 5 

3 1000≤x<1500 10 

4 1500≤x<2500 15 

5 2500≤x<5000 30 

6 x≥5000 网格大小不超过 20 m×20 m 

6.1.1.3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时垂直方向上的采样深度应不小于调查评估确定的污

染深度以及可能造成污染物迁移的深度，且各层采样点之间的垂向距离应不大于 3 m。 

6.1.1.4  在综合考虑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和排污口、支流汇入口等对底泥性质的影响后，可增加采样

点的数量，且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于已有历史底泥监测数据的城市河湖，采样点位的布设应包含相关监测点位，以反映污染

底泥修复前后变化情况。 

b）  对于河流沿线存在投饵网箱养殖、畜禽养殖的河段，应在疑似污染区域布设不少于 1 个底泥

采样点。 

c）  近 5 年以来发生过污染事故的河段，应选择适当位置布设 3 个底泥采样断面，即污染物汇入

处 1 个，其下游 5 km 内再均匀布设 2 个。 

d）  对于城市湖泊，应在各河流入湖口、出湖口和水质异常处分别设置 1 个底泥采样断面。 

6.1.2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布点 

6.1.2.1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应在处理完成后、再利用之前进行采样。 

6.1.2.2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时宜采用系统布点法设置采样点；同时应基于修

复效果的空间差异性，在修复效果薄弱区增设采样点。 

6.1.2.3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时采样点数量可采用采样单元（每个样品代表的

底泥量）控制法或差变系数法确定： 

a）  采样单元控制法：修复后的底泥原则上每个采样单元不宜超过 500 m3； 

b）  差变系数法：根据修复后的底泥中污染物浓度分布特征参数计算差变系数（计算方法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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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不同差变系数查询计算对应的推荐采样数量（表 2）。 

表 2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最少布点数量（差变系数法） 

序号 差变系数 采样单元大小/m3 

1 0.05~0.20 100 

2 0.20~0.40 300 

3 0.40~0.60 500 

4 0.60~0.80 800 

5 0.80~1.00 1000 

6.2  实验室检测 

6.2.1  检测指标 

6.2.1.1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其检测指标应为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 

6.2.1.2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其检测指标应包括： 

a）  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 

b）  根据资源化利用场景的环境要求所确定的其他污染物。 

6.2.1.3  可根据项目需求增加底泥理化性质、目标河湖水质参数等指标作为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的

辅助参数。 

6.2.2  样品采样 

样品采集方法应符合 HJ/T 166 和 SL 219 的相关要求。 

6.2.3  检测方法 

效果评估指标的检测方法应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规定。 

7  效果评估 

7.1  效果评估标准值 

7.1.1  采用原位治理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标准值应为修复方案中确定修复目标值。 

7.1.2  采用异位处理处置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标准值应满足如下要求： 

a）  若采用焚烧或填埋等异位处理技术进行处理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标准值应为修复方案中

确定修复目标值。 

b）  若采用资源化利用等异位处理技术进行处理的污染底泥，其效果评估标准值应根据资源化利

用场景的环境要求确定： 

——若处理后污染底泥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为农用时，其效果评估标准值应采用 GB 15618 中规

定的污染风险筛选值； 

——若处理后污染底泥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为建设用时，其效果评估标准值应采用 GB 36600 中

规定的污染风险筛选值。 

7.2  效果评估方法 

7.2.1  可采用逐一对比法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 

7.2.2  当样品数量小于 8 个时，应采用逐一对比法进行修复效果评估，即将样品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

估标准值逐个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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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样品检测值均低于或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评估结果应判定为达到修复效果； 

b）  若存在样品检测值高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评估结果应判定为未达到修复效果。 

7.2.3  若采用逐一对比法，当同一污染物平行样品数量大于等于 4 组时，可结合 t检验分析采样和检

测过程中的误差，确定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的差异： 

a）  若各样品的检测值显著低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或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差异不显著，则评

估结果应判定为达到修复效果； 

b）  若某样品的检测结果显著高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评估结果应判定为未达到修复效果。 

7.2.4  当样品数量大于或等于 8 个时，宜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修复效果评估，即采用样品均值的 95%

置信上限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进行比较，当符合以下条件时评估结果应判定为达到修复效果： 

a）  样品均值的 95%置信上限小于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 

b）  样品浓度最大值不超过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的 2 倍。 

7.2.5  对于低于报告限的数据，可采用报告限数值进行统计分析。 

8  编制评估报告 

8.1  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工程概况、修复措施与落实情况、效果评估布点、

样品采集、检测与结果分析及效果评估结论等内容。 

8.2  评估报告的格式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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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差变系数计算方法 

A.1  差变系数一般指离差系数，表示变量概率分布函数离散程度的指标，也称变差系数。在本文件中，

差变系数指“修复后底泥中污染物平均浓度与修复目标之的差异”与“估计标准差”的比值，用 τ 表示。

修复后底泥中污染物平均浓度与修复目标之的差异差异越大、估计标准差越小，则差变系数越大，所需

样本量越小。差变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τ=
（Cs-μ）

σ
 

式中： 

τ  ——变差系数； 

Cs ——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μ  ——估计的总体均值，通常用已有样品的均值进行估算； 

σ  ——估计标准差，根据前期资料和先验知识估计或计算：①从修复中试试验或其他先验数据中

选择简单随机样本，样本数量不少于 20 个，确定 20 个样本的浓度；若不是简单随机样本，

则样本点应覆盖整个区域、能够代表采样区；若样本数量少于 20 个，应补充样本量或采用

其他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计算；②计算 20个样本的标准差，即为估计标准差。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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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城市河湖污染底泥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提纲 

 

1  项目背景 

简述目标河湖污染底泥修复工程概况、修复措施与落实情况、修复效果评估项目概况；简明列出以

下信息：项目名称、项目地址、业主单位、调查评估单位、修复工程单位、监理单位、修复效果评估单

位等。 

2  工作依据 

2.1 法律法规 

2.2 标准规范 

2.3 项目文件 

2.4 相关规划、报告等 

3  目标河湖概况 

3.1 目标河湖基本信息 

3.2 区域自然概况，如地形地貌、水文气象、河流水系等 

3.3 区域社会经济概况，如行政区划、人口信息、工农业信息、经济状况等 

4  效果评估布点方案 

4.1 评估范围 

4.2 采样节点 

4.3 布点数量与位置 

4.4 检测指标 

4.5 评估标准值 

5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5.1 样品采集 

5.1.1 现场采样 

5.1.2 样品保存与流转 

5.1.3 现场质量控制 

5.2 实验室检测 

5.2.1 检测方法 

5.2.2 实验室质量控制 

6  修复效果评估 

6.1 检测结果分析 

6.2 效果评估 

7  结论与建议 

7.1 修复效果评估结论 

7.2 建议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