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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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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湖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广州市华测品标

检测有限公司、中山大学、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大学、盐城工学院、中国医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云江、向明灯、易川、苏帆、李辉、丁成、董光辉、金小伟、贺淼、李苇苇、

徐冲、谢祖敏、朱晓辉、周洋、徐春燕、侯松、汪正东、马卫星、郭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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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风险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的一般性原则、工作程序、监测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性污染的预警性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跟踪性环境健康风险监测、风险管控效果评

估监测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环境健康风险监测。 

本文件不适用于核与电磁辐射、噪声、光、微生物等危害因素导致的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风险的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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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5750.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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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7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2013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839  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技术规范  横断面调查 

HJ 875  环境污染物人群暴露评估技术指南 

HJ 966  生态环境信息基本数据集编制规范 

HJ 1111  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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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SES 36  区域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环境与健康横断面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指南》  （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63号） 

《环境与健康数据字典（第一版）》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11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环境健康风险监测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monitoring 

为动态掌握环境健康风险及其变化趋势，针对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开展系统、持续的监

测，经过科学分析和解释后获得重要的环境健康风险信息，并及时反馈至管理部门支撑政策制定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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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过程。 

 

环境健康敏感区  environmental health sensitive area 

存在老人、儿童、孕妇及基础病患者等环境健康敏感人群的，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为主

要功能的区域。 

 

环境健康高风险区  high risk area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环境污染导致人体暴露处于较高水平，存在较严重人群健康影响的区域。 

 

环境健康风险管控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对环境健康高风险区域采取的风险管理或处理措施，包括流程、策略、设施、操作或其它行动。 

4 监测原则 

针对性原则 

以环境健康风险管理为目标，针对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环境健康高风险区跟踪、环境健康风险管控

效果评估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等不同场景的监测目的及需求，开展与人群暴露及健康影响

密切相关环境因素的监测，确保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规范性原则 

以程序化和系统化方式规范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监测方法，保证环境健康风

险监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优先性原则 

选择优控化学品名录、高健康风险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或水污染物名录等清单中

重点的关注污染物，或者排放量大、暴露持续时间长、健康危害高的污染物作为优先监测项目，开展环

境健康风险监测。 

经济可行原则 

在满足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环境健康高风险区、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及其

应急处置等不同场景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要求的条件下，综合考虑监测成本、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

定合理的监测方案，保证监测工作切实可行并符合暴露评估和风险评估的要求。 

5 工作程序 

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的工作程序主要包括监测场景确定、风险源及暴露受体识别、监测计划制定、

实施以及报告编制（见图 1）。 

风险监测的场景根据具体工作任务确定，包括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监测、环境健康高风险区跟踪监

测、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监测、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环境健康风险监测。 

风险源及暴露受体识别是在资料收集与分析，以及现场调研的基础上明确环境健康风险源（包含

主要污染源、重点环境介质和特征污染物）和暴露受体（包含暴露区域、暴露介质和暴露人群）。 

监测计划制定是确定监测范围、监测对象、监测时间与频次、监测项目及监测工作组织等过程。 

监测实施包括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与分析以及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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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作程序 

6 风险监测场景确定 

根据监测目的及具体工作需求确定监测场景，不同监测场景的适用范围及特点如下： 

a) 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监测：在环境健康风险未知且无明显环境健康影响的区域，针对学校、医院、

居民区等环境健康敏感区和敏感人群开展预警性监测，主要工作是通过选择代表性点位监测

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掌握环境健康风险现状水平，以便及时作出预警； 

b) 环境健康高风险区跟踪监测：针对环境健康高风险区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开展系

统、持续的跟踪性监测，掌握环境健康风险现状及动态变化趋势，并及时反馈至管理部门支撑

政策制定和信息发布； 

c) 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监测：对采取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措施后，为考核和评价管控效果是

否已达到管控目的，或评估环境健康风险是否处于可接受风险水平而开展的针对性监测； 

d)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环境健康风险监测：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阶段产生及

排放的影响人体健康的污染物，以及受影响的环境介质，开展系统监测，掌握环境健康风险现

状及发展趋势，及时、准确地为管理部门提供环境健康应急处置的相关依据。 

7 风险源与暴露受体识别 

资料收集与分析 

7.1.1 根据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的目的，考虑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监测、环境健康高风险区跟踪监测、环

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监测、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等不同场景的需求，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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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区域的相关基础资料，主要包括自然条件资料、社会资料、污染源资料、环境及相关管理资料等： 

a) 自然条件资料：监测范围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水文和气象资料等； 

b) 社会资料：监测范围内的人群构成和分布、敏感目标范围分布、土地利用资料、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与标准等； 

c) 污染源资料：包括历史污染源和现状污染源的地理位置、数量、行业类型、工艺流程和污染类

型、主要污染物种类、环保设施及污染物处理处置情况、污染物排放历史、污染物排放总量，

以及竣工验收、监督性监测、企业自行监测数据等； 

d) 环境及相关管理资料：监测周期内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环境健康风险管控、突发环境事件及

其应急处置相关资料等。 

7.1.2 监测方案制定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尽快对收集的资

料进行核查和分析，为监测计划制定提供基础信息。 

现场调研 

在相关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开展现场调研，进一步确定污染源的类型、数量与分布，获得环境

污染物的排放及迁移情况，明确环境健康敏感区的分布及其与污染源的空间分布关系，了解潜在暴露人

群的数量、人口构成、膳食和生活方式等。 

风险源识别 

在相关资料收集与分析和现场调研的基础上识别不同监测场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源，通过追踪历

史污染源和现状污染源的产排污情况，确定主要污染源的数量与空间分布，分析受污染的重点环境介质，

并筛选与人群健康相关的特征污染物。 

暴露受体识别 

根据环境健康风险源的分布和特征污染物迁移扩散规律，识别潜在的暴露受体，包括环境健康敏感

区的范围与分布情况、人群暴露于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暴露介质、以及识别暴露人群的数量、人口构成、

膳食组成和行为活动模式等。 

8 监测计划制定 

确定监测范围、监测对象与监测项目 

8.1.1 监测范围 

8.1.1.1 监测范围分类 

监测范围分类：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 

8.1.1.2 时间范围 

根据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的类型、特征及强度，或在环境健康调查的结果基础上确定监测时间范围。

一般情况下，以 1 个自然年作为 1 个监测周期。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环境健康风险监测与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监测同期开展，并在应急监测终止后对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开展环境健康风险跟踪监测。 

8.1.1.3 空间范围 

根据资料分析和现场调研结果，初步确定监测边界范围。一般情况下，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范围应与

环境风险源可能影响的区域范围保持一致，可参考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确定。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监测范围应与环境健康风险管控的范围一致。 

8.1.2 监测对象 

监测对象为与人体健康相关的环境介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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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空气、环境水体（含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室外环境介质； 

b) 室内空气、室内积尘等室内环境介质； 

c) 饮用水、农畜水产品等膳食暴露介质。 

8.1.3 监测项目 

8.1.3.1 通过分析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环境污染因子的浓度、分布及污染排放状况，或在相关环境健

康调查的基础上，确定特征污染物并纳入必测项目，并需关注有毒有害污染物和优先控制污染物。 

8.1.3.2 对于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监测，除考虑风险管控的各项指标外，还应考虑风险管控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具体项目应根据管理手段及管控工艺分析确定。 

8.1.3.3 对于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监测，除考虑已知污染物及其可能存在的伴生物质外，还需

考虑其在环境中反应生成的衍生污染物或次生污染物等。 

编制监测实施方案 

根据环境健康风险源和暴露特征等基础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环境健康风险监测实施计划，明确监

测范围、监测对象、监测项目和样品分析方法等，编制监测实施方案。 

9 监测点位布设、监测时间与频次 

监测点位布设方法 

9.1.1 环境空气 

采用加密网格法布设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即将监测范围内的人群聚集区（居民区、学校、医院等）

或人口较密集的城市建成区均匀划分成网格点，在网格中心或者网格对角线的交点上设置监测点，单个

网格不大于 2 km×2 km（面积大于 200 km
2
的城市可适当放宽网格密度）。监测布点网格内存在“环境

质量评价城市点”、“污染监控点”、“区域（农村）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时，若

符合布点要求，可在同一监测点开展采样分析或数据共享。 

9.1.2 环境水体 

地表水水体的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方法按照 HJ/T 91 的规定执行，监测区域内无明显地表水或无

明确暴露途径时，可不开展地表水监测。地下水水体的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方法按照 HJ 164 的规定执

行，地下水采样点需考虑流向、水力坡降、含水层渗透性等水文地质条件及污染物迁移转化等因素，监

测区域地下水监测点原则上不少于 5个，监测区域人群无明确暴露途径时，可不开展地下水监测。 

9.1.3 土壤 

9.1.3.1 根据监测目的，将监测区域作为整体或根据土地使用功能等划分为若干区域，采用系统布点

法和分区布点法布设土壤监测点位。 

9.1.3.2 根据监测范围内非职业人群活动分布情况，采集居民接触较频繁的一般农用地、城镇居民公

共活动场所非硬化地表（如公园、绿地等）土壤。在采样网格、单块农用地内可采用对角线法、梅花法、

蛇形法或棋盘法等方法中的任一采样方式采集混合样，土壤样品主要采集表层或耕作层土壤。 

9.1.3.3 一般情况下，土壤样品采集时间尽量选择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和居民户外活动较频繁的时段。 

9.1.4 室内空气 

根据监测区域房屋类型（平房、楼房等）以及通风方式等因素随机抽取被监测家庭，每个家庭选择

在居民活动较频繁的房间设置 1 个监测点。 

9.1.5 室内积尘 

室内积尘监测家庭与室内空气监测保持一致，与室内空气采样同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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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饮用水 

饮用水监测家庭与室内空气监测保持一致，与室内空气采样同期开展。 

9.1.7 农畜水产品 

根据监测范围内居民膳食结构及食用频率确定主要农畜水产品种类，每种不少于 6 个样品。以行政

村（或自然村、社区）作为采样点布设单元，包含室内空气监测家庭所在区域，采集家庭自产类和市场

采购类的农畜水产品。对于以自产类为主的区域，应同步采集对应农用地土壤；对于以市场采购类为主

的区域，在采样单元内主要农产品市场采集样品。农畜水产品采样频次原则上与室内空气监测保持一致。 

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监测 

9.2.1 环境空气 

根据 9.1.1 监测点位布设方法划分监测网格，结合人群暴露情况筛选环境健康敏感区进行布点监

测，监测点位布设应满足 HJ 664—2013表 1中最少监测点数要求。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至少 1次，每

次至少应取得有季节代表性的 7 d有效监测数据，遇特殊气候条件或污染源非正常工况排放，可适当增

加采样频次。 

9.2.2 环境水体 

监测周期内环境水体监测至少 1次，每次分 3 d 采集 3个样品。 

9.2.3 土壤 

在监测范围内选择不同功能区（第一类建设用地、第二类建设用地和农用地），采集居民暴露接触

频繁的表层土壤，要求每种功能区至少布设不少于 5 个采样点，每个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 1次。 

9.2.4 室内空气 

结合房屋类型（平房、楼房等）和通风方式，在监测范围内选择不少于 6户家庭采集室内空气。监

测周期内样品采集至少 1次（通常与环境空气采样同期开展），每次至少应取得有季节代表性的 7 d有

效监测数据，采样在被监测家庭正常生活情况下实施。 

9.2.5 室内积尘 

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至少 1 次。 

9.2.6 饮用水 

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至少 1 次。 

9.2.7 农畜水产品 

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至少 1 次。 

环境健康高风险区跟踪监测 

9.3.1 环境空气 

识别监测区域内的固定污染源、工业园区等风险源，在监测区域风险源常年主导风向和第二主导风

向（一般采用污染最重季节的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布设监测网格，对存在人群聚居的区域均应设置监测

点，并且不少于 HJ 664—2013表 1 中最少监测点数要求。一般情况下，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不少于 2

次，每次至少应取得有季节代表性的 7 d有效监测数据，遇特殊气候条件或污染源非正常工况排放，适

当增加采样频次。 

9.3.2 环境水体 

监测周期内环境水体监测不少于 3次，每次分 3 d采集 3个样品，合理间隔采样时间，原则上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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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个完整水文年（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 

9.3.3 土壤 

以网格布设为主，一般农用地、城镇居民区土壤单个采样网格不大于 2 km×2 km，每个网格布设

一个采样点；同时以功能区布点为辅，要求网格布设涵盖监测范围内所有土壤功能区类型。每个监测周

期内样品采集不少于 2次。 

9.3.4 室内空气 

根据监测区域房屋类型（平房、楼房等）和通风方式等因素随机抽取被监测家庭，室内空气的最小

样本量为 15户。一般情况下，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不少于 2次（通常与环境空气采样同期开展），每次

至少应取得有季节代表性的 7 d有效监测数据，采样在被监测家庭正常生活情况下实施。 

9.3.5 室内积尘 

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不少于 2次。 

9.3.6 饮用水 

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不少于 2次。 

9.3.7 农畜水产品 

监测周期内样品采集不少于 2次。 

环境健康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监测 

9.4.1 根据环境健康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结合考核和评价要求，确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暴露介质，并

按照环境健康高风险区跟踪监测的要求进行点位布设，确定监测时间与频次；对于非重点关注的暴露介

质，参照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监测的要求确定监测点位、时间与频次。 

9.4.2 环境健康风险管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造成人群暴露和健康影响的空间范围，应参照环境

健康风险预警监测的要求布设监测点位。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环境健康风险监测 

9.5.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阶段，环境健康风险监测与应急监测同步开展，监测断面（点）的设置

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及可能受影响的环境区域为主，同时应注重人群和生活环境，重点关注饮用

水水源地、人群活动区域的空气、农田土壤等区域。环境空气、环境水体、土壤监测点位的布设与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保持一致，按照 HJ 589 相关要求执行。室内空气、饮用水、农畜水产品的监测点位

布设、监测时间与频次按照 9.1和 9.3中相关要求开展。 

9.5.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终止后，需对受影响的区域开展环境健康风险跟踪监测，监测周期应充

分考虑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类型、程度、范围、应急处置情况等，由管理部门研判确定；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时间与频次按照 9.1和 9.3中相关要求开展。 

10 样品采集与分析 

样品采集 

10.1.1 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及质量控制按照 HJ 194、HJ 664—2013 的规定执行。 

10.1.2 环境水体 

地表水、地下水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及质量控制分别按照 HJ 194、HJ 164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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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土壤 

土壤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及质量控制按照 HJ/T 166 的规定执行。 

10.1.4 室内空气 

室内空气采样应避免在近 1年内存在装修活动的家庭进行，采样器应避开通风口，离墙壁距离应大

于 0.5 m，离门窗距离应大于 1 m，采样点高度原则上与人的呼吸带高度一致，一般相对高度 0.5 m～

1.5 m之间，采样期间每天采集 24 h 室内空气样本。室内空气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及质量控制具体

要求按照 HJ/T 167相关要求执行。 

10.1.5 室内积尘 

根据被监测家庭房屋结构和类型，采集室内不同功能区（卧室、客厅及厨房等）的地面、窗台或固

体器具表面的尘土混合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擦拭法、刮擦法及便携式吸尘器收集法等方法采集样品，

每次样品量不少于 5 g。室内积尘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具体要求按照 HJ 839的相关要求执行。 

10.1.6 饮用水 

集中式供水采集被监测家庭的水龙头末梢水，农村分散式供水采集被监测家庭储水器水样。样品采

集方法、保存、运输及质量控制按照 GB/T 5750.2的规定执行，对于非常规监测项目和有特殊要求监测

项目的采样体积应根据监测方法的具体要求确定。 

10.1.7 农畜水产品 

农畜水产品包括农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具体样品采集要求如下： 

a) 农产品 

农产品采样包括谷物类采样、蔬菜类采样、水果类采样，具体要求如下： 

1) 谷物类采样：对于家庭自产的谷物类，在农作物收获期内采集。谷物类主要采集食用部位。

根据监测区域内谷物类种植面积采集样品，以 0.1 hm
2
～0.2 hm

2
为采样单元，每个采样单

元选取 5～20 个植株，具体方法按照 NY/T 398 的规定执行。对于市场采购的谷物，应按

照四分法的原则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采集样品量约 1 kg左右； 

2) 蔬菜类采样：对于家庭自产蔬菜类，以 0.1 hm
2
～0.3 hm

2
为采样单元，在采样单元内选取

5～20个植株。对于叶菜类、根茎类及瓜果类蔬菜的采样方法按照 NY/T 398的规定执行。

对于市场采购的蔬菜，按照叶菜类、根茎类及瓜果类蔬菜进行采样，采样方法同家庭自产

蔬菜。采样家庭数量与室内空气采样家庭数量保持一致； 

3) 水果类采样：对于家庭自产水果类，采样以 0.1 hm
2
～0.2 hm

2
为采样单元，在采样单元内

选取 5～10个植株，具体采样数量及位置按照 NY/T 398的规定执行。对于市场采购的水

果，根据调查区内居民消费水果的种类组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水果种类进行采样。 

b) 畜禽产品 

用不锈钢小刀取小型畜禽胸部、背部及腿部的肌肉约 1 kg混合，样品在-20°C 以下冷冻保存

待分析。蛋类样品和奶类样品采集按照 NY/T 398的规定执行。对于市场采购的畜禽产品，在

农贸市场采购畜禽样品，采集种类根据当地居民膳食结构确定；采集数量应满足统计的最小样

本数量。 

c) 水产品 

根据监测区的实际情况，以行政村（或自然村、社区）作为采样单元，采集水产品样品（鱼、

虾、蟹、贝等）。鱼类样品，体重在 500 g 左右的采集个体数量不少于 5尾；250 g以下的个

体数量不少于 10 尾。对于虾、螺、蚌等甲壳类，每类采集不少于 10个混合样品，每个混合样

品由 30个～50个个体组成，去除硬壳，取其可食用部分，切碎混合均匀。市场采购的水产品，

在监测区农贸市场采购水产品样品，采集种类根据当地居民膳食结构确定。样品在-20°C 以

下冷冻保存待分析。具体样品采集要求按照 NY/T 398的规定执行。 

样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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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现场样品分析 

在现场样品分析过程中，可采用便携式分析仪器设备进行定性和半定量分析。采用便携式仪器设备

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定性分析，可将污染土壤置于密闭容器中，稳定一定时间后测试容器中顶部的气体。 

10.2.2 实验室样品分析 

地表水样品、地下水样品、环境空气样品、废弃物样品的分析应分别按照 HJ/T 91、HJ 164、GB 

3095、GB 14554、GB 5085.7 和 HJ 298 中的指定方法进行。土壤样品关注污染物的分析测试应按照 GB 

36600和 HJ/T 166中的指定方法进行。 

11 健康风险评估 

健康风险计算 

按照 HJ 875、HJ 1111以及 T/CSES 36的相关要求，基于监测结果，计算环境污染人群暴露剂量及

健康风险。同时，基于不同监测场景的生态环境管理需求，识别主要风险源、环境介质、暴露途径、暴

露受体，明确环境污染健康风险水平。 

不确定性分析 

11.2.1 识别环境健康风险监测全过程中各类不确定性的来源，并进行定性描述或定量分析。其中，对

于风险源及暴露受体识别、监测计划制定与实施、样品采集与分析阶段的不确定性，可采用定性描述方

法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包括风险监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来源、产生原因及影响等。 

11.2.2 对于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按照 HJ 1111 中关于不确定性分析的要求开展，定性描述或定量分

析危害识别、危害表征、暴露评估和风险估计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其中，定量不确定性分析按照 GB/T 

27921 中规定的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按照 HJ 875 中规定的方法执行。 

12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现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应包括：采样人员、仪器设备、采样方法、现场采集、样品保存和

运输等，按照 HJ 164、HJ/T 166、HJ/T 167、HJ 194 的规定执行；农畜水产品的现场采样、保存和运

输以及实验室分析的质量控制按照 NY/T 395、NY/T 398的规定执行。 

承担风险监测工作的技术机构，应遵照《环境与健康横断面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指南》、《环

境与健康数据字典（第一版）》、HJ 966等相关规定，按照监测计划及时向管理部门报送监测数据，保

证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客观。 

13 监测报告编制 

监测报告内容包括目的意义、监测内容与方法、监测范围、监测结果、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质量控

制与质量评价、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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