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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回填物质量评价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山回填物质量评价的原则、内容、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利用来源区与目标区一致或来源区与目标区不一致的回填物对矿山露天

采坑的回填，并对回填物的质量进行鉴定。涉及利用修复后污染土壤等对露天采坑的回填。

本指南不适用于涉及放射性污染的修复后土壤以及放射性矿床的回填；不适用于地下

坑巷道的回填；不适用于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的危险固体废物及其修复后的已鉴定为危险

固废的土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皆适用于本指南。

GB 18599 一般工业企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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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水质采样 样品保存与管理技术规定

NY/T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HJ55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T 299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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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回填 backfill

利用一般固体废弃物及修复后污染土壤等对露天采坑进行充填的活动。

3.2

回填物 backfill material

用于矿坑回填的固体物。

3.3

修复后土壤 remediated soil

被重金属或者有机污染物等污染的土壤，经过某种或某些技术的处理后，其污染物浓

度以及浸出毒性值满足一定标准的产物。

3.4

回填物来源区 source area of backfill

指回填物的来源地及可能存在影响回填物环境质量的污染源的邻近区域。

3.5

回填目标区 backfill target area

指回填物的充填区域及其因回填物回填可能发生环境质量变化的邻近区域。

3.6

关注污染物 priority pollutants

根据地质背景、矿山类型、采选工艺和自然条件等确定的需要重点调查、分析和评估

的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采选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药剂及其次生衍生物、外来有害物质、

其他水土环境质量关注的污染物等。

3.7

矿山生态环境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mining area

矿区内各个生态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包括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审美、生

产和生活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

主要要素包括地质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和生态环境等。作用方式包括物理

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是意识形态的。



3

4 基本原则

4.1 安全性原则

经过回填，矿山生态环境条件只能得到改善，不能恶化，尤其是不能造成不可逆的破

坏性变化。

4.2 稳定性原则

需全面综合考虑回填对周边环境、生态与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既要考虑潜在污染物

的总量，还要考虑污染物的形态、可溶性、长期积累、生物积累和生物放大等。

4.3 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矿山回填物质量评价过程，保证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和

客观性。

4.4 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评价方法、时间、来源区和目标区空间距离及回填成本等因素，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评价过程具有经济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5 总体工作程序

矿山回填物质量评价的总体工作程序主要有初查和详查两个阶段，见图 1。

图 1矿山回填物质量评价的一般工作程序

(1)在立项确定了回填物来源区和回填目标区后，首先要对来源区和目标区进行资料收

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初步判断预选的回填物是否属于危险固废、回填区是否会涉及

到饱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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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预选的回填物明显属于危险固废，或者目标区属于地下巷道或露天采深坑等涉

及到饱水带的，则无论预选回填物（含修复后土壤）的性质如何，一律不得回填。

(3)如果回填仅涉及包气带，或者通过一定的阻隔手段能够将回填物与饱水带完全隔离，

并且预选回填物经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采样检测未发现有污染历史，检

测值均低于本指南风险筛选值，则可以直接回填。

(4)如果回填仅涉及包气带，且预选回填物经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采

样检测不能确定是否有污染历史，或者个别检测值高于本指南风险筛选值，则需要通过详

查，进行详细采样、污染物检测和风险评估后，在确定风险可接受的情况下，方能进行回

填。

(5)详查应对初查信息进行核实、制定详查计划，待采样前准备完毕后，方可开展样品

采集工作。

(6)经实验室检测，如污染物浓度及其毒性浸出浓度低于本指南限制，并符合回填后土

地利用类型用地、下游水和生态环境要求，方能回填。

6 初步调查评价

6.1 目的

(1)通过快速调查，初步查明回填物的属性。包括回填物的来源、方量、“明显符合”或

“明显不符合”回填要求等。

(2)初步查明回填区属性。包括回填区类型（来源区与目标区一致或来源区与目标区不

一致）、承载回填物的方量、回填活动是否会造成回填区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和生态环境破坏（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崩塌和泥石流）等。

6.2 工作内容

初查阶段的内容按开展工作的时间顺序依次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成果分析与结论。

(1)首先收集与查阅相关资料，形成对回填物来源区、回填目标区以及回填后土地利用

规划等基本认识。

(2)然后进行现场踏勘，发现主要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回填区和回填物来源区

的认识。

(3)在现场踏勘时，可用手持式元素分析仪（XRF）、气体检测仪（PID）等便携式仪

器对预选回填物进行现场检测，获得关于回填物的半定量或定性数据，供进一步判定回填

物的性质。

(4)通过人员访谈，对收集的资料、踏勘中遇到的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形成对回填区、

回填物来源区的较深入了解。

(5)综合分析前期调查成果，判定回填物是否满足直接回填要求、回填区是否满足回填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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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主要包括：

(1)矿山土地利用变迁资料。

(2)矿山生态环境相关资料。

(3)矿山采选相关记录。

(4)有关政府文件。

(5)矿山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6)地块相关规划文件。

(7)当回填区周边存在其他矿区或可能存在其他工矿企业等污染源时，则须收集其他矿

区和可能污染源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8)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及时填写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附件 1），及时发现问题，

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各方面资料。

6.2.1.1 矿山土地利用变迁资料

矿山土地利用变迁包括：

(1)用来辨识包括回填区在内的整个矿区及其相邻潜在污染源的卫片、航片和影音资料。

(2)矿山勘查、勘探、开采和选矿历史。

(3)矿区土地使用变迁。

(4)矿区内基础设施、采选工艺、主要设备、可能产生污染的选矿药剂等。

6.2.1.2 矿山生态环境相关资料

矿山生态环境资料包括：

(1)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地表水水质监测资料、地下水环境质量

调查资料。

(2)大气污染相关数据资料。

(3)采选过程中各类药剂存放、固废堆放、污染水排放相关记录。

(4)矿山生态环境调查记录，特别关注稀有、稀缺和珍稀动植物、特色森林资源等。

(5)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流向与用途。

(6)周边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环境敏感目标等与矿区的空间位置（距离、上下

游等）关系。

6.2.1.3 矿山采选相关记录

矿山采选相关记录包括：

(1)汇水盆地内矿体分布图。

(2)开采的矿石类型、开采量、矿石运输途径。

(3)选矿技术、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

(4)选矿厂与尾矿库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

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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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选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

6.2.1.4 有关政府文件

有关政府文件包括：由政府机关发布或权威机构所记录、保存和公开的环境资料。如

矿山土地性质；矿山开发利用规划；矿山土地复垦与水土保持方案；生态、土地利用、农

业、林业、城乡建设规划资料；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生

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历史上当地群众投诉记录等。

6.2.1.5 矿山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

矿山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

(1)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交通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分布图；区域地质、

矿区地质、矿床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区域化探、矿区化探和环境地质资料；气象资料等。

(2)社会信息。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

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6.2.2 现场踏勘

6.2.2.1 踏勘范围的确定

(1)踏勘以回填目标矿区和回填物来源区内部为主，兼顾周围区域，特别是目标区下游

地区。

(2)矿山回填相关的现场踏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回填目标矿区和回填物来源区之

外，还包括回填目标区上游可能的污染源分布区和污染影响区。

(3)回填目标区可能的污染源分布区包括与回填直接相关的矿体，也包括同一汇水盆地

内其他可能造成影响的矿体、矿化体和高背景地质体。

(4)污染影响区包括与所有污染源相关的，污染物通过人工运输、大气输送、滑坡、坍

塌、地表水和地下水等方式迁移到达并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损害、农产品质量下降和人体

健康损害的地区。

(5)在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污染源分布区和污染影响区的范围可根据回填目标矿区

和回填物来源区所在的汇水盆地范围，并借助于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现场样品检测结

果来确定。

(6)对于有色金属矿等污染物迁移距离较远的矿区，踏勘的范围还应包括下游地表水、

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较高的地区。

6.2.2.2 踏勘前准备

(1)安全防护准备

在现场踏勘前，应根据资料中对于回填目标矿区、回填物来源区的描述和对于当地实

际情况的了解，做好安全卫生防护，准备必要的跌打损伤、感冒痢疾、蚊叮蛇咬等防护用

品。

(2)野外观测工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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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比例尺大于1:50000纸介质或电子地形图、GPS或其他定位设备、摄录设备、野

外记录本、野外记录表格、野外采样工具和样品袋、皮尺、野外标记工具（红色油漆、毛

笔和红布条）等。

6.2.2.3 踏勘的主要内容

(1)目标区和来源区踏勘

包括目标区和来源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与现状；矿区地形地貌；矿区基岩、土壤、地表

水、地下水、夹石堆、尾矿库、渗滤液池、固废和废水处置等状况；矿山基础设施、采选

与设备情况；地表植被发育情况等。

(2)目标区和来源区周边踏勘

包括目标区和来源区上游可能的污染源；下游土地利用类型与现状；地形地貌；基岩、

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质量；农产品质量；地方病等。

(3)计算出目标区承载回填物最大量值。

6.2.2.4 踏勘的重点

踏勘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明显的工矿企业、固废堆积、污染水流经、矿山公路

或其他运输痕迹、酸性/碱性矿井水、植被死亡、农作物生长受限、地方病发育情况等。

6.2.2.5 踏勘的方法

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现场踏勘：对水土和植物异常现象观察、照相或摄影；气味的辨

识。特别是当观察或检测到明显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损害现象时，应详细观察和记录观测点

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它公共场

所等，并描述其与疑似污染点的位置关系。

6.2.2.6 快速检测与样品采集

(1)踏勘时，需使用便携式设备，对不同类别的岩石、土壤、固废、地表水、地下水露

头、废水、渗滤液等样品进行 pH值、重金属含量和总挥发性气体含量等快速检测，以协

助判断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该处，同时采集相应样品。

采样处应使用油漆等在附近固定物（电线杆、树干、固定岩石等）表面做好标记，以

便野外验收与后续必要的情况核实。

(2)每个观测点、快速检测点、采样点的定点描述，即工作地点的经纬度坐标、地理位

置和周边环境等。

(3)需将每个观测点、快速检测点和采样点等标记在地形图上。

(4)对踏勘内容进行整理，填写野外踏勘记录表（附件 2）

6.2.3 人员访谈

(1)在人员访谈之前，应根据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的情况，将需要通过人员访谈进一步

了解的情况和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系统归纳整理，做到有的放矢。主要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信息补充和对已有资料的复核及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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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情民风、未开采前生态状况、矿区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历史、采矿权属、矿山

开采情况、生态环境现状、社会经济状况等。

3)特别注意收集历史上重大的安全与环境事故、居民投诉、恶性肿瘤发病率、地方性

疾病、人均寿命等信息。

(2)访谈对象为矿山的现状和历史知情者，包括规划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工

作人员、矿区及周边居民、矿工和矿山管理者、矿山土地不同阶段使用者、熟悉当地情况

的第三方等。

(3)访谈方法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对访谈内容

进行整理，填写人员访谈调查表（附件 3）。

6.2.4 成果分析与结论

6.2.4.1 工作内容

(1)各类资料的质量分析

对各类基础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地球化学、遥感、生态环境调查等资料进行

分类汇总和综合分析。

(2)回填物的质量判定与回填可行性分析。

6.2.4.2 回填物的质量判定

回填物的质量判定分两种情况，一是来源区与目标区一致，二是来源区与目标区不一

致。

(1)来源区与目标区一致

回填物来源于目标区，且经过现场快速检测证明回填物无明显污染的，或者回填物污

染物浓度低于目标区的其他同类介质，样品经实验室检测确认后，可直接回填。

如通过现场检测发现污染物浓度高于目标区其他同类介质但低于本指南筛选值的，或

因其他原因必须将回填物进行回填的，需开展详查，否则更换回填物或放弃回填。

如通过现场检测，污染物浓度高于本指南筛选值的，则无需进行实验室检测及毒性浸

出实验，可直接更换回填物或放弃回填。

(2)来源区与目标区不一致

回填物来源区与目标区不属于同一个来源，应对回填物与目标区分别进行详查。经实

验室检测，回填物中污染物浓度低于目标区的，可以直接回填；回填物中污染物浓度高于

目标区的，更换回填物或放弃回填。

6.2.4.3 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应明确回填物来源区与目标区可能的污染源，说明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及来

源。提出详查阶段调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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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 不确定分析

应列出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限制条件和欠缺的信息，以及对调查工作和结果的影响。如

对于初查收集到的资料，存在不确定的情况应结合现场踏勘情况作出初步分析；回填物污

染物种类可能判断不够准确，可提出进一步计划。

6.3 编写初查报告

初查工作结束后，需编写《XX市 XX县 XX矿山回填初查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

回填目标区及回填物来源区初步调查的概述、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与分

析、结论与建议、附图附件等。如果初查阶段的结论为无需进行详查，初查报告经专家评

审通过后即可结题；否则需开展详查工作。

7 详细调查评价

7.1 计划制定

7.1.1 核查已有信息

对初查报告中已有信息进行抽检，抽检比例不少于20%，确保各项资料来源的可信性、

数据的真实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7.1.2 制定健康和安全防护计划

根据劳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调查人员安全防护计划。

7.1.3 采样分析工作计划

根据第一阶段初查的结果制定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判断目标区及来源区

可能的污染物、制定采样方案、安全防护计划、样品分析方案和质量监控体系等。

7.1.4 判断污染物的分布

根据地形地貌、现场污染痕迹、选矿技术、原辅材料及中间体、尾矿及固废堆积区域、

地表水及地下水运行途径等，判断目标区和来源区污染物的可能分布，为制定采样方案提

供依据。

7.1.5 制定采样方案

采样方案一般包括：

(1)采样介质、采样密度、采样深度、样品粒径范围、野外标记方法参照 HJ 25.2执行。

(2)样品移交、野外加工、保存、转运参照 HJ 25.2执行。

(3)现场快速检测方法和质量监控要求参照 HJ 25.2执行。

7.1.6 制定样品分析方案

根据矿山性质、选矿技术及初查时确定的污染物种类，结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的

基本项目要求，同时考虑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确定样品的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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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能确定的项目，应选取潜在的污染样品进行筛选分析。

检测项目原则上包括：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其他人工合成有害

物质等。

7.1.7 质量监控体系

为避免采样过程、测试方法和样品批次之间的偶然及系统误差，应按如下程序进行质

量监控。

(1)采样过程

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采样过程中，在进行连续采样时应清洗采样设备，与土

壤接触的其他采样工具重复利用时也应清洗。

采集现场进行质量控制。质量控制一般包括平行样、空白样及运输样，质控样品的分

析可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反应数据质量。采样时，同种采样介

质，应采集至少一个平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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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采样记录需使用表格描述土壤特征、可疑物质或异常现象等，同时应保留现场相

关影像记录，其内容、编号等齐全便于核查，如有改动应注明修改人及时间。

(2)样品分析及其他过程

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样品分析及其他过程的质量监控体系要求按照 HJ/T 166、HJ/T

164、HJ/T 91中相关要求进行，对于特殊检测项目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在限定时间内进行

检测。

7.2 采样前准备

现场采样前应准备的材料和设备包括：通信工具、定位仪器、现场探测设备、调查信

息记录装备、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取样装备、样品的保存装置和安全防护装备等。

7.3 样品类型、采样方法及转运

7.3.1 样品类型

样品类型一般应包括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必要时也可采集少量的地表水样、岩石样、

动植物样等。

7.3.2 土壤样品的采集、保存与运输

7.3.2.1 土壤样品采集

当回填物为土壤时，采样方法参照 HJ25.1执行。

块状回填物样品采用随机拣块法取样，样品经破碎、混合、缩分后制成回填物的代表

性样品供分析测试。

在初查阶段使用便携式设备对土壤的污染物含量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并记录检测结果。

如果快速检测数值低于标准筛选值时，需采样送实验室检测，否则可不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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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土壤样品的制备、保存与运输

(1)土壤样品的制备、保存与流转、分析质量监控方法技术按照 HJ/T25.2、HJ/T166、

NY/T395规定执行；

(2)应建立完整的样品追踪管理程序，内容包括样品的制备、保存、运输和交接等过程

的书面记录和责任归属，避免样品被错误放置、混淆、人为污染及保存过期。

7.3.3 地表水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

(1)目标区主要采集小型河流、排水渠、灌溉渠、池塘等与灌溉、排污、分散式饮用水

水源样品，具体采样方法、记录及注意事项参照 HJ/T91。

(2)地表水运输前应将容器盖盖紧，装箱时应用泡沫塑料等分隔，以防破损。可按照

HJ/T25.2、HJ/T 91、HJ493的要求进行。

7.3.4 地下水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采集矿井水、灌溉水井和饮用水井等水样，无特殊情况时无需钻

井取样。地下水样品保存及运输参照 HJ 164、HJ 493的要求进行。

7.4 各类样品检测的指标体系与方法

7.4.1 土壤样品检测指标体系与检测方法

(1)土壤样品检测指标

来源区土壤样品检测指标：依据前期收集资料分析结合初查结果及附件 5常见矿山类

型与特征污染物及回填后土地利用类型等确定。

目标区土壤样品检测指标：依据土地利用类型选择相应指标，可根据来源区土壤情况

进行删减。

检测方法参照附表 6中表 S1对应的检测方法，表中没有的方法参考现有国家或行业规

定方法执行。

(2)毒性浸出方法参照 HJ577、HJ/T 299规定方法执行。

(3)浸出毒性检测指标和土壤检测指标相同，检测方法参照本指南附表 6中表 S2对应

的方法，表中没有的方法参考现有国家或行业规定方法执行。

7.4.2 地表水样品检测指标体系与检测方法

目标区地表水检测指标与浸出毒性检测指标相同，检测方法按照 GB3838规定方法执

行。

7.4.3 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体系与检测方法

目标区地下水检测指标与浸出毒性指标相同，检测方法按照 GB14848规定方法执行。

7.5 结果分析判定

详查结果按来源区与目标一致或来源区与目标区不一致分析，分析判定思路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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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详查结果分析判定

7.5.1 回填物来源区与目标区一致

(1)采集的样品经实验室检测无明显污染时，允许直接回填。

(2)经实验室检测，污染物浓度高于目标区的其他同类介质，且小于表 1中回填后土地

利用类型的筛选值时，进行毒性浸出实验，浸出毒性低于表 2中相应水源筛选值，并符合

下游水、土和生态环境质量要求时，允许直接回填。

(3)浸出毒性高于表 2中相应水源筛选值，或超过下游水、土和生态环境质量要求时，

更换回填物或放弃回填。

(4)经实验室检测污染物浓度高于表 1中回填后土地利用类型的筛选值时，更换回填物

或放弃回填。

7.5.2 回填物来源区与目标区不一致

(1)经实验室检测，来源区土壤各污染物指标的检测值满足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且毒性浸出实验满足灌溉水标准的，回填后目标区可用于农业用地。

(2)经实验室检测，来源区土壤各污染物指标的检测值满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且毒性浸出实验满足地下水标准的，回填后目标区可用于建设用地。

(3)经实验室检测，来源区土壤各污染物指标检测值满足未利用地风险管控标准的，回

填后目标区可用于未利用地。

(4)经实验室检测，来源区土壤各污染物指标检测值高于地块用途相应的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或浸出毒性超过对应的灌溉用水质量筛选值的，或毒性浸出指标检测值高于地

下水标准的，不得用于对应用途为目标的回填。

7.5.3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主要统计各类介质中检测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均方差、数据分布型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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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特征初步判定目标区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生态和人体健康风险。

7.5.4 制图与成因分析

用采样点位置及各评价指标绘制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植物中污染物含量分布图，

并根据高含量带与目标区的空间关系判断污染物是否与目标区有明显源-流-汇关系。

7.6 编写详查报告

7.6.1 报告内容和格式

详查工作结束后，需编写《XX省（市、自治区）XX县（旗）XX矿山回填详查报

告》。报告经专家评审通过后，方可开展修复方案编制审查、修复工程实施验收工作。编

制大纲见附件 4。

7.6.2 结论和建议

明确回填物来源区与目标区的污染物来源、分布、种类及浓度，明确回填物污染物浓

度，提出是否可以回填的建议。

7.6.3 不确定性分析

说明详查与计划的工作内容的偏差及对结果的影响。

8 矿山回填物筛选值

8.1 检测指标

矿山回填物风险筛选值的检测指标包括：（1）必测指标，主要为重金属、挥发性有机

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2）选测指标，应根据回填物的属性、矿山的属性以及环境管理需

求进行选择。

8.2 筛选值的确定

回填后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种时，主要考虑《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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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2016）土壤环境质量。

回填后主要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质量时，主要根据回填物的毒性浸出值（《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 557-2010）、《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

法》（HJ/T 299-2007））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 3838-2002）标准的对比结果来判定回填物的质量。

由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已经对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土环境质量做出规定，并经长期使用验证，本指南涉及的相应筛

选值与相应的标准保持一致。

(1)回填物的检测指标及相应的筛选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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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填物的检测指标为回填物的毒性浸出值，相应的筛选值见表 2。

若需检测表内不涉及的检测项目，亦可根据土地规划用途和水样采集位置参照相应的

国际、国家和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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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回填物检测指标与筛选值

单位：mg/kg

序

号
污染物指标

目标土地类型及筛选值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农用地

pH<6.5 pH>6.5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1 砷 55 45 60 40 40 30 25
2 镉 1.5 2 65 0.3 0.3 0.3 0.6
3 铬（六价） - - 5.7 - - - -
4 铬（总） 300 400 - 150 150 200 250
5 铜 500 600 18000 50 50 100 100
6 铅 500 530 800 70 90 120 170
7 汞 1.8 2 38 1.3 1.8 2.4 3.4
8 镍 200 220 900 60 70 100 190
9 锌 600 800 - 200 200 250 300
10 铍 - - 29 - - - -
11 锑 - - 180 - - - -
12 钴 - - 70 - - - -
13 钒 - - 752 - - - -
14 甲基汞 - - 45 - - - -
15 氰化物 - - 135 - - - -
16 锰 - - 13655 - - - -
17 钼 - - 2127 - - - -
18 铊 - - 4.5 - - - -
19 六六六总量 - - - 0.1 0.1 0.1 0.1
20 滴滴涕总量 - - - 0.1 0.1 0.1 0.1
21 二氯甲烷 - - 61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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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

号
污染物指标

目标土地类型及筛选值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农用地

pH<6.5 pH>6.5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22 苯 - - 4 - - - -
23 甲苯 - - 1200 - - - -
24 乙苯 - - 28 - - - -
25 氯仿 - - 0.9 - - - -
26 溴仿 - - 103 - - - -
27 氯苯 - - 270 - - - -
28 四氯化碳 - - 2.8 - - - -
29 1,1-二氯乙烷 - - 9 - - - -
30 1,2-二氯乙烷 - - 5 - - - -
31 1,1,1-三氯乙烷 - - 840 - - - -
32 1,1,2-三氯乙烷 - - 2.8 - - - -
33 1,1,2,2-四氯乙烷 - - 6.8 - - - -
34 三氯乙烯 - - 2.8 - - - -
35 四氯乙烯 - - 53 - - - -
36 苯乙烯 - - 1290 - - - -
37 氯乙烯 - - 0.43 - - - -
38 氯甲烷 - - 37 - - - -
39 1,2-二氯乙烯（顺式） - - 596 - - - -
40 1,2-二氯乙烯（反式） - - 54 - - - -
41 1,1-二氯乙烯 - - 66 - - - -
42 1,2-二氯丙烷 - - 5 - - - -
43 1,2,3-三氯丙烷 - - 0.5 - - - -
44 二溴氯甲烷 - - 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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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序

号
污染物指标

目标土地类型及筛选值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农用地

pH<6.5 pH>6.5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45 一溴二氯甲烷 - - 1.2 - - - -
46 1,2-二溴乙烷 - - 0.24 - - - -
47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 - 570 - - - -
48 邻二甲苯 - - 640 - - - -
49 1,1,1,2-四氯乙烷 - - 10 - - - -
50 1,2-二氯苯 - - 560 - - - -
51 1,4-二氯苯 - - 20 - - - -
52 苯胺 - - 260 - - - -
53 硝基苯 - - 76 - - - -
54 2,4-二硝基甲苯 - - 5.2 - - - -
55 萘 - - 70 - - - -
56 䓛 - - 1293 - - - -
57 苯并[b]荧蒽 - - 15 - - - -
58 苯并[k]荧蒽 - - 151 - - - -
59 苯并[a]芘 - - 1.5 0.55 0.55 0.55 0.55
60 茚并[1,2,3-cd]芘 - - 15 - - - -
61 苯并[a]蒽 - - 15 - - - -
62 二苯并[a, h]蒽 - - 1.5 - - - -
63 2-氯酚 - - 2256 - - - -
64 2,4-二氯酚 - - 843 - - - -
65 2,4-二硝基酚 - - 562 - - - -
66 五氯酚 - - 2.7 - - - -
67 2,4,6-三氯酚 - - 16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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