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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栾川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于 2005年 4月 18 日动工建设，2006年 7月 8日

得到环评批复文件（洛环监表 [2006] 56号），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陶湾镇

张盘村。主要产品为钼精矿，选矿工艺流程是经碎磨流程、浮选流程以及精矿脱

水过程得到产品钼精矿。现生产规模为日处理矿石 5000 吨，年产钼精矿 3060

吨。配套尾矿库为打磨沟尾矿库，位于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南头组打磨沟内。

项目目前配套使用尾矿库为打磨沟尾矿库，打磨沟尾矿库始建于 2007 年 5

月。洛阳市环保局于 2008年 12月 29 号以洛环然表 [2008] 36 号文对打磨沟尾

矿库项目进行了环评批复，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以洛环然验 [2010] 2 号对打磨

沟尾矿库进行了验收。2015年进行技改，并对技改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且环保局进行了批复。

尾矿库位于秦岭山脉东段，建设场地属中山区。沟谷断面呈“V”字形，两岸

陡峻，坡度在 35°～50°之间，沟谷延伸方向为自西向东，总长约 2.26km，汇水

面积约 1.46km2。该尾矿库总库容为 2096万 m3，总坝高为 140m，尾矿库等别为

二等库。现状尾矿库已堆积库容为 896万 m3，现状总坝高 84m，尾矿库现状为

三等库。其中排水井 6 座，均为框架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排水井内径为φ3.5m,

高度 15~25m不等。主排水隧洞净断面尺寸为 2.2m×2.2m，全长 1015m，设于库

区左侧山体中。

近年来，随着环保工作要求的日益严格，土壤环境现状也愈发引起社会各界

的关注。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土壤环境监测制

度与能力建设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豫环文 [2018] 101 号）要求，对重点监

控企业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及重点监管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土壤环境进行监测；以

及文件《关于印发洛阳市 2020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通知》的要求，应对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厂区内土壤按照国家规范和标准开展自行监测。

栾川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为贯彻落实以上文件相关要求，加强土壤隐患监督

管理，防止和减少土壤污染事故的发生，委托洛阳业丰建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对

该企业地块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以及对重点区域及设

施识别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栾川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4384.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98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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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内容

1）污染识别：通过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获取企业所有

区域及设施的分布情况、企业生产工艺等基本信息，识别和判断调查企业可能存

在的特征污染物种类。

2）取样监测：在污染识别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现有相关标准导则要求制定

调查方案，进行调查取样与实验室分析检测。根据文件要求以及企业实际情况设

置取样点位，通过检测结果分析判断调查企业实际污染状况。

3）结果评价：参考国内现有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确定调查企业土壤与地

下水环境质量情况，是否存在污染，并进一步判断污染物种类、污染分布与污染

程度，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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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依据及评价标准

1、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28日）；

（3）《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洛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洛

政〔2017〕31号）；

（4）《关于印发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奖惩考核工作办法等 13个实施

方案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8〕27号）；

（5）《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土壤环境监测制度

与能力建设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豫环文〔2018〕101号）；

（6）《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建立 2019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

录的通知》（豫环办〔2019〕25号）；

（7）《洛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关于洛阳市 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攻

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洛环攻坚〔2020〕4号）；

（8）《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2020年洛阳市部分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

通知》（洛市环〔2020〕11号）；

（9）《洛阳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要求》；

（10）《栾川县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栾川县 2020年土壤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栾环攻坚〔2020〕3号）；

（11）《栾川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 2020年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环

境自行监测的通知》（栾环〔2020〕28号）。

2、标准及规范

（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2）《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

3、技术指南

（1）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 （公告 2017

年第 72号）；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4384.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98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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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水文地质

4.1.1 地理位置

栾川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部，地处伊河上游，在东经 111°11′～112°01′，

北纬 33°39′～34°11′之间，东邻嵩县，南毗西峡县，西连卢氏县，北接洛宁县。

总面积 2477km2，县城距洛阳市 162km。

4.1.2 地形地貌

栾川县南部为伏牛山脉，北部为熊耳山脉。中部横亘伏牛山分支遏遇岭，将

全县分割为南北两个沟川地带，南部沟川为伊河流域，北部沟川为小河流域。县

城东部为伏牛山分支杨山，形成南北走向的明白河过境沟川；西部为熊耳山分支

抱犊山，形成由南向北的淯河沟川。县境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最高点为庙子洛

河沟鸡角尖，海拔 2212.5m。最低点潭头汤营村伊河出境处，海拔 450m，相对

高差 1762.5m。全县基本由上述五大山系和四个沟川构成，境内有中山、低山、

河谷沟川三种地貌类型。其中海拔千米以上的中山占全县总面积的 49.4%、低山

占总面积的 34.1%、河谷沟川占 16.5%。

4.1.3 地质构造

栾川县位于华北地台南缘，秦岭褶皱带北东端，地跨两个一级构造单元。由

栾川向西沿伊河水系为界，以北为华北地台豫西华熊台隆和栾川台缘褶皱带，以

南为秦岭东西向构造带伏牛山隆褶带。区内出露地层有太古界太华群、下元古界

宽坪群、中上元古界、奥陶系二郎坪群二进沟组、新生界仅有下第三系和第四系。

4.14 河流水文

（1）地表水资源

栾川县境内有伊河、小河、明白河、淯河四条河流。总计大小支流 604条，

河网密度 0.59km/km2。地表水年均径流量 6.83亿 m3。小河和明白河为伊河支流，

属黄河水系，淯河属长江水系。

伊河，发源于陶湾镇三合村的闷顿岭，自西向东，流经石庙、栾川、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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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沟、潭头等乡镇，从汤菅出境入嵩县，在偃师与洛河相汇，最后注入黄河。

全长 368km，流域面积 6041km2。支流除小河、明白河外，还有栾川大北沟、洪

洛河、通伊河、平凉河等。

小河，发源于白土乡铁岭村的庙子沟，在遏遇岭与熊耳山之间曲折向东，经

白土、狮子庙、秋扒乡，在潭头镇垢峪村的小河口汇入伊河，干流总长 44km，

流域面积 660km2。

翁峪沟河，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狮子庙镇长庄村，为小河支流，于朱家坪

村翁峪沟门组汇入小河。

小河自西向东从选厂北侧、前沟尾矿库南侧流过；白峪岩沟尾矿库北侧 320m

处有翁峪沟流过，经 750m汇入小河，小河经 15km汇入伊河。

（2）水文地质条件

栾川地区的水文地质是由岩浆岩类、沉积岩类、碎屑岩类组成的中低山地，

深沟大岭部位岩石多裸露地表。浅部裂隙发育较好的地段，地下水沿着裂隙涌出

成溪，汇而成河。在构造断裂附近或岩层接触地带，由于断裂和裂隙发育，地下

水涌出量较大，成为伊河和小河的发源地。其余的高山和深沟地带，凡岩溶和浅

部裂隙发育部位，地下水多出露成泉，汇而成流，成为富水地区。

地质岩层的断裂及岩溶发育，为地下水的渗出或自然降水的渗入，即为地下

水的补给和排泄，提供了方便条件。

地下水的补给明显依附于自然降水的渗入。每年雨季降水量大，渗入地下亦

多，故每年的 8-10月，为地下水的高水位期。冬至春季，降水量少，故每年 3-5

月为地下水的低水位期。地下水的排泄，多为就地补给，就地排泄，沿沙土裂隙

或岩溶至低洼沟谷处，出露成泉。

4.2 布局现状

该公司打磨沟尾矿库位于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南头组打磨沟内，在钼选厂附

近，选矿厂平面布置详见附图 1。

4.3 生产现状

1、产品方案

该公司年产钼精矿 3060t，产品为钼精矿。

2、主要原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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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日耗量 年耗量

1 钼矿 t 5686.3 170.59万

2 硫代乙醇酸钠 t 0.0892 26.78

3 煤油 t 0.3030 90.89

4 2#油 t 0.1715 51.44

5 石灰 m3 1.3945 418.34

3、工艺流程

栾川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生产规模为日处理矿石 5000t。生产工艺流程图见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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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简述：

原矿石经筛分磨矿分级进行粗选，选出的粗精矿经三段精选选出精矿，再经

压缩干燥处理成为成品；中矿经两段精扫选和四段扫选，选出的精矿再次进入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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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循环浮选，尾矿经砂泵房及二级泵站进入尾矿库，尾矿库清水回用于公司生产

用水。

①碎磨流程

采用破碎—磨矿—中矿再磨工艺流程，即原矿石的碎磨采用两段一闭路碎矿

流程，矿石粒度由 300mm碎至-10mm。设备选用破碎机及振动筛，磨矿采用一

段闭路磨矿流程，由球磨机及旋流器组成，矿石粒度由-10mm磨至-0.2mm，粗

精矿再磨采用一段闭路磨矿流程，矿石粒度-0.74mm磨至-0.2mm。中矿再磨为一

段闭路磨矿流程，选用溢流型磨矿机及旋流器。矿石粒度-0.2mm磨至-0.1mm。

在浮选时加入煤油、2#油、硫代乙醇酸钠等选矿药剂。

②浮选流程

采用浮选柱为主的浮选工艺流程，即矿石粒度为-0.1mm的矿浆先经过一次

粗选、四次扫选、三次精选，在经过一次精扫选，然后将精选和精扫选合并进精

二，精二泡沫为最终精矿。精一尾矿进精扫，精扫选尾矿和扫选泡沫合并为中矿，

进行再磨后再经分级器分级，合格粒级（-200 目占 90%）返回粗选，扫选尾矿

经过尾矿浓密机后送打磨沟尾矿库。

③精矿脱水过程

采用浓密+过滤+干燥三段脱水流程，即精选得到的精矿先经浓密机浓缩成

精矿，再用压滤机过滤，最后用闪蒸干燥系统（由热风炉、干燥机、除尘器等组

成）干燥成产品（钼精矿）。

4.4 “三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4.4.1 废气的产生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大气污染源主要包括：原料堆场扬尘、破碎筛分粉尘、热风炉烟气、

干燥机废气。

（1）原料堆场扬尘

本项目现有原料堆场未设置封闭和遮盖等防尘措施，原料堆场设置 5个洒水

喷头，降低二次扬尘，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2）破碎、筛分扬尘

矿石在破碎、筛分和输送过程中极易产生粉尘，是本项目主要的粉尘污染源，

项目原料输送全部采用封闭廊道，本项目破碎、筛分设备均位于车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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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鄂破机破碎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后，进入 1台袋式除尘器净化处理，废气

经 15m高排气筒排出。

原料中碎破碎机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后，进入 1台袋式除尘器净化处理，废气

经 15m高排气筒排除。

原料筛分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后，进入 1台袋式除尘器净化处理，废气经 15m

高排气筒排出。

（3）热风炉烟气

项目采用甲醇醇基作为燃料的热风炉，产生废气主要为甲醇醇基燃料燃烧产

生的烟气。项目产生的废气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4）干燥机废气

含水钼精矿闪蒸机与热风炉来的热空气接触而脱水，再经布袋除尘器回收干

燥的钼精粉，布袋除尘器排出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主要污染物为粉尘。

4.4.2 废水的产生及治理措施

项目用水主要包括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产生的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废

水两部分。

①生产废水

目前，项目生产总用水量主要用于选厂的球磨及浮选工艺，其中新鲜水量来

源于选厂西侧的南沟河，其余用水来源于尾矿库澄清水。

项目生产废水主要为尾矿水、成品车间废水和冲洗地坪水。

成品车间产生的废水为钼精矿通过压滤机产生的压滤水，该废水自流至厂区

东侧设置的集水池内，然后通过渣浆泵送至尾矿库；本项目地坪冲洗水为球磨浮

选车间的地面冲洗水，废水首先进入车间内的沉淀池，沉淀物回用于球磨工序，

液体自流至厂区东侧的集水池，然后泵至尾矿库。

本项目成品车间废水、地面冲洗水、尾矿浆进入尾矿库沉淀、澄清后进入尾

矿库下游设置的 500 m3回水池 2个，该澄清水全部回用于车间的高位水池（直

径 15m，高 5m），不外排。

②生活废水

厂区产生的生活废水主要为职工的办公、洗簌废水。废水与生产区生产废水

进入尾矿库。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绿化、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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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固体废弃物产生及治理措施

运行期间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有：尾矿渣；除尘器收集粉尘；职工办公生活

垃圾。

选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矿，在打磨沟尾矿库长期堆存处置，尾矿渣属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中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除尘器收集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厂区设简易生活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定期交乡镇环卫部门集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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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行监测方案

5.1 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

“三废”处理区的污染需要重点关注，主要包括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

工序，工业废料处理工序以及尾矿库等。尾矿库虽然做了防腐防渗处理，由于尾

矿库内长期存放了大量的尾矿及污染物，也有可能渗入地下污染土壤。

对前期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根据各区域及设施信息、特

征污染物类型、污染物进入土壤的途径等，识别企业内部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的区

域及设施，记录重点区域及设施相关信息。

通过现场勘察，场地内重点区域包括：选矿厂、尾矿库等。



第 12 页

表 5-1 重点区域及设施信息记录表

企业名称 栾川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

重点区域或设施名称 点位编号 区域或设施功能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特征污染物

选矿厂

T2（筛分车间）

筛分车间、料场、破碎车间、

碎矿车间、浮选车间、铁精

矿沉淀、成品车间、尾砂泵

房

硫代乙醇酸钠、煤油、2#油、石灰 pH、重金属

T3（料场）

T4（中细碎车间）

T5（浮选车间）

T6（铁精矿沉淀）

T7（事故池）

尾矿库 T8 存放尾矿的区域 金属 pH、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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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点位布设

1、背景监测点

（1）一般情况下，应在地块外部区域设置土壤对照监测点位。

（2）监测点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重点区域及设施识别工作完成

后，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远离各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设至少 1个土壤背景

监测点。

（3）对照监测点位应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应

采集表层土壤样品，采样深度尽可能与地块表层采样深度相同。如有必要也应采

集下层土壤样品。

2、土壤监测

（1）点位布设及点位数量

采用分区布点法进行点位布设。根据地块的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选择可能

污染较重的若干个工作单元，作为土壤污染物识别的工作单元。每个重点区域或

设施周边应至少布设 1-3个土壤采样点。采样点具体数量可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

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点位位置

对于每个工作单元，表层土壤和下层土壤垂直方向层次的划分应综合考虑污

染物迁移情况、构筑物及管线破损情况、土壤特征等因素确定。采样点应在不影

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源。（例

如钻探过程可能引起爆炸、坍塌、打穿管线或防渗层等）。若上述选定的布点位

置现场不具备采样条件，应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就近选择布点位置。

（3）采样深度

土壤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2m 处）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工

作。

（4）安全措施

检测现场采样时，应注意采样工具对采样人员造成伤害，同时保证采样设备

安全。

现场检测工作必须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禁止穿拖

鞋、高跟鞋和赤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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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监测频率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土壤监测。

5.4 监测点位

通过对企业平面布置图以及设备设施情况的了解，共布设 8 个土壤监测点

位。在厂区内重点区域与设施处及场外布设 6个土壤监测点位（T2~T7），尾矿

库布设 1个土壤监测点位（T8），在企业未受污染处布设 1个土壤背景点（T1）。

由于地下水离埋深超过 15m，因此对于地下水不进行监测。

5.5 监测项目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的相关规定以及《关于印发洛阳市 2020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的通知》的要求，结合企业的污染源信息及其他信息，初步拟定该企业土壤的监

测项目为：

pH、砷、镉、六价铬、铜、锌、铅、汞、镍、钼。

5.6 调查评价方法

样品检测方法：按《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所列方法进行样品相应监测项

目的检测。

对不同类型的样品及污染物均采用相对应的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进行检测。对

检测出现异常的数据进行复测，以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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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及分析

6.1 样品采集

1、土壤样品的采集

（1）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一般采用挖掘方式进行，一般采用锹、铲及竹片等简单

工具，也可进行钻孔取样。

土壤采样的基本要求为尽量减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样过程不被二

次污染。

（2）下层土壤样品的采集

下层土壤的采集以钻孔取样为主，也可采用槽探的方式进行采样。

钻孔取样可采用人工或机械钻孔后取样。手工钻探采样的设备包括螺纹钻、

管钻、管式采样器等。机械钻探包括实心螺旋钻、中空螺旋钻、套管钻等。

槽探一般靠人工或机械挖掘采样槽，然后用采样铲或采样刀进行采样。槽探

的断面呈长条形，根据场地类型和采样数量设置一定的断面宽度。槽探取样可通

过锤击敞口取土器取样和人工切块状土取样。常用采样筒取样、土钻取样和挖坑

取样三种采样方法。

采样的同时，由专人填写样品标签、采样记录，标签上标注采样时间、地点、

样品编号、监测项目、采样深度和经纬度。

6.2 样品保存

1、土壤样品的保存

样品保存涉及采样现场样品保存、样品暂存保存和样品流转保存要求，应遵

循以下原则进行：

（1）土壤样品保存参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的要

求进行。

监测单位应与检测实验室沟通最终确定样品保存方法及保存时限要求。

（2）现场样品保存。采样现场需配置样品保温箱，保温箱内放置冷冻的蓝

冰，样品采集后应立即存放至保温箱内，保证样品在 4℃低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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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品暂存保存。如果样品采集当天不能将样品寄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样品需用冷藏柜 4℃低温保存，冷藏柜温度应调至 4℃。

（4）样品流转保存。样品寄送到实验室的流转过程要求保存在存有冷冻蓝

冰的保温箱内，4℃低温保存流转。

土壤样品往往容易受温度湿度影响，因此要尽量密封保存。保存方面的具体

要求参照表 6-1执行。

表 6-1 土壤保存和容器的选择

序号 项目 容器材质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采样量(kg) 备注

1 pH / / / 1 新鲜样品风干测量

2 砷 G或 P ＜4℃ 180d 1

3 镉 G或 P ＜4℃ 180d 1

4 六价铬 G或 P ＜4℃ 1d 1

5 铜 G或 P ＜4℃ 180d 1

6 铅 G或 P ＜4℃ 180d 1

7 汞 G ＜4℃ 28d 1

8 镍 G或 P ＜4℃ 180d 1

9 锌 G或 P ＜4℃ 180d 1

10 钼 G或 P ＜4℃ 180d 1

注：1）G为玻璃，P为聚乙烯；2）d为天；

6.3 样品流转

1、装运前核对

在采样小组分工中应明确现场核对负责人，装运前应进行样品清点核对，

逐件与采样记录单进行核对，保存核对记录，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如果样

品清单结果与采样记录有任何不同，应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说明。

样品转运同时需填写样品运送单，明确样品名称、采样时间、样品介质、

保存方法、检测指标、检测方法、样品寄送人等信息。

2、样品运输

样品流转运输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样品安全和及时送达。样品应在保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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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内应尽快运送检测实验室。运输过程中要有样品箱并做好适当的减震隔离，

严防破损、混淆或沾污。具体要求如下：

样品流转运输应保证样品完好并低温保存，采用适当的减震隔离措施，严防

样品瓶的破损、混淆或沾污，在保存时限内尽快送到实验室分析测试。

3、样品交接

实验室样品接收人员应确认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收样

实验室应清点核实样品数量，并在样品运送单上签字确认。

6.4 样品分析

土壤样品分析测试应参照 GB 36600-2018中的指定方法（土壤监测项目中钼

将进行外包检测，监测方法暂不列），具体如表 6-2。

表 6-2 土壤样品的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1 pH 土壤 pH 的测定 NY/T 1377-2007

2 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2部分：土壤

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2008

3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4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7-2014

5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 491-2019

6 铅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 491-2019

7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部分：土壤

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1-2008

8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 491-2019

9 锌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 49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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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措施

7.1 采样过程

在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建立完善的管理程序。为避免采样

设备及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对样品产生影响，应注重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

1、应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采样过程中应对重复利用的采样工具进

行清洗。一般情况下可用清水清理，也可用待采土样或清洁土壤进行清洗；必要

时或特殊情况下，可采用无磷去垢剂溶液、去离子水或 10%硝酸进行清洗。

2、在采样过程在，同种采样介质，应采集至少一个样品采集平行样。样品

采集平行样是从相同的点位收集并单独封装和分析的样品。

3、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选择测区、测点，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客

观、科学。

7.2 质量保证

本次监测质量保证按国家标准执行。具体要求如下：

（1）采样、运输、保存、交接等过程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我

公司环境监测人员做好现场采样和样品交接记录。

（2）所有监测项目加采 10%的样品；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做 10%平行样等质

控措施。

（3）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

有合格证书，所有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注：本方案为计划实施方案（采样点位置），实际实施监测及采样布点结合

企业现场情况和专家评审意见及要求开展工作。如实际情况有变动，以实际监测

工作为主，本方案为辅。

采样点位置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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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选矿厂厂区平面图及监测点位图

图 1-1-1 选矿厂厂区平面图

T5

T6

T7

T2

T4

T3

T1 背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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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选矿厂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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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尾矿库土壤监测点位图

图 2-1 尾矿库监测点位

土壤点位图

T8
东经：111°26′28.56″

北纬：33°48′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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