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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项目环境

执法检查工作指引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

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和《深圳市土壤环境保

护和质量提升工作方案》（深府办〔2016〕36号），防控风险管控

和治理修复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指导全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治理修复项目环境执法检查活动，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与定义

（一）本指引适用于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开展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项目的环境执法检查。

（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项目是指土壤污染责任

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

对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污染地块实施的

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项目。

二、编制依据

（一）《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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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 4403/T

67-2020）；

（五）《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

引（2021年版）》（深环〔2021〕15号）。

三、检查主体、对象及范围

（一）检查主体

市、区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治理修复项目开展环境执法检查，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提供

技术支持。

（二）检查对象

包括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项目的施工现场、相关设

施及处置单位。涉及有机污染的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多或公

众关注度高的施工现场应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三）检查范围

检查范围以地块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红线范围、项目施工现

场为主，必要时扩展至周围区域及污染土壤接收处置单位。

四、检查准备工作

（一）收集与地块有关的环境管理信息，包括：

1.风险管控措施定期报告情况；

2.风险管控方案或修复方案、施工方案备案情况；

3.地块的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是否有被投诉的记

录以及处理情况，是否有被处罚的记录以及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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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定期报告的风险管控措施了解项目地块的污染特

征、风险管控部署、定期监测指标及频率等，具体内容包括：

1.污染源的移除或清理情况；

2.防止污染扩散采取的措施；

3.开展的环境监测情况；

4.存在污染扩散的，及时采取的补救措施。

（三）通过已备案的风险管控方案或修复方案、施工方案了

解项目的污染特征、风险管控或修复工艺、目标、施工总体部署、

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后期环境监管要求等，具体内容可包括：

1.目标污染物、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范围和目标值；

2.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工艺、技术路线和工程量；

3.现场平面布置，包括污染土壤运输路线、污染土壤暂存区、

修复设施所在区域、废水（地下水）处理区域、土壤或地下水待

检区、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堆存区等；

4.涉及污染排放的，需了解污染物的处理设施要求及排放标

准；

5.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GB36600和 DB 4403/T 67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或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需在风险管控

方案或修复方案、施工方案中了解后期环境监管要求。

五、检查内容

环境执法检查应包括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项目的不

同阶段。



- 6 -

（一）开工前检查（项目正式开工前一周，至少 1次）

开工前检查的重点包括：地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施

工现场信息标识、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监理方案编制等情况。对

首次检查发现问题需要整改的地块，责令整改。未完成整改的，

项目不得开工。

1.地块建设情况

（1）未经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效果评估确认的地块，禁止开

工建设任何与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无关的项目；

（2）现有设施、设备或建筑物、构筑物应依法实施规范化拆

除，拆除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2.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水污染防治设施

①水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应符合方案设计并在项目开工前建

设完成，具备正常运行能力；

②污水排放口和污水管网的设置应符合方案设计，设有流量

计，便于水样采集和监测。

（2）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①现场应按方案要求准备防扬尘物资和设备，设备应确保可

正常运转；

②涉及有机污染的地块，应配备与相关方案设计相符的有机

废气收集处置系统并可正常运转；

③气体排放口的设置应符合相关方案设计要求，设有符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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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要求的采样口。

（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①修复药剂贮存和污染土壤临时性堆放场地应实施封闭管理，

具备完善的防淋、防渗漏措施，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应符合危险化

学品贮存规范；

②危险废物应设置专用贮存场所并实施规范化管理，具备封

闭措施，设置明显的标志，具备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防治

措施。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所用的产噪设备类型、布局和管理应符合噪声污染防控

要求，无国家禁止生产、销售、进口、使用的淘汰产品。

3.施工现场信息标识

在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工程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作业区出

入口或显眼位置应设置公示牌，公示牌的设置应符合《广东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环境信息公开与标识指南（试行）》（粤

环办〔2020〕66号）的有关要求。公示牌应载明污染地块主要污

染物、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及采取的治理措施等内容。

4.环境应急管理制度

施工单位应编制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预案配置应急

处置设施和物资，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5.环境监理方案编制情况

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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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理方案。

（二）施工期间检查（根据施工进度定期开展，每月至少 1

次）

施工期间检查的重点为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方案、施工方案

变更情况、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土壤外运情况。对于非

首次检查，可结合之前检查情况简化内容，突出检查重点。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多或公众关注度高的地块，可委托环境监

测机构或其他具有环境监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现场采样

监测工作。

1.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方案、施工方案调整情况

涉及到风险管控或修复目标、技术路线、污染物处理方式及

最终处理去向等变更调整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将调整后的修

复方案、施工方案重新备案；对于其他调整，在不影响风险管控

或治理修复工程的前提下，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书面说明，作为

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的补充材料。

2.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检查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情况：各类管道和水池应

无“跑冒滴漏”情况，污水处理设施运转正常，各项运行管理制

度均已落实并有完善的记录；

②处理后的水质应达到方案设计的排放标准；

③废水处理中排出的污泥产生量和污水处理量应匹配，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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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放和贮存应符合生态环境监管要求，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

置，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治土壤清挖、转运、堆放过程中产生

的扬尘，扬尘防治设备的设置符合监管要求并正常运转；

②涉及有机污染的地块，废气收集系统密闭良好，收集有效，

处理后排放气体达到方案设计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③用于施工或转运土壤的非道路移动源和道路移动源尾气应

达标排放。

（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①修复药剂贮存和污染土壤临时性堆放场地防渗漏、防雨淋

设施完好，危险化学品贮存和管理规范化；

②施工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具有处

置合同，转运联单齐备。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噪声污染控制与防治措施全面落实，现场噪声排放达标。

3.土壤外运情况

（1）治理修复期间确需外运的污染土壤，如采用填埋、焚烧、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砖瓦筑路等进行处置或利用的，需进行危

险废物鉴定，具备鉴定结果报告。

（2）属于危险废物的外运污染土壤，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

置，具有处置合同，转运联单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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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外运污染土壤，应检查：

①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

措施等已提前 5个工作日报所在地和接收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②污染土壤转运应建立联单制度并严格落实；

③土壤转运及处置应严格按照报备的方式实施；

④污染土壤的转运台账记录清晰，清挖土方量应与堆存、外

运土方量之和一致。

4.环境监理情况

（1）严格按照监理方案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理。

（2）询问环境监理单位，了解环境监理单位发现的问题及处

理情况、施工单位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检查环境监理签发的

联系单、整改单、监理日志、旁站记录等。

5.历史环保问题处理情况

如项目曾经有环保投诉、处罚等情况，需了解整改措施及效

果。

（三）完工后检查（移出名录前至少 1 次）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程或风险管控工程施工完毕，但地块未

移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开工建设任何与

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移出名录的时间以市生态环境局发

布公告的时间为准。



- 11 -

（四）后期管理措施检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开展，每半年

至少1 次）

地块移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后，在后期开发建设

过程中应检查：

1.再开发利用建设项目应与风险管控方案或修复方案、施工

方案载明的规划用途一致。

2.定期检查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如施工挖掘过程中发现

土壤或地下水（基坑废水）存在颜色、气味异常或固体废物填埋

堆积等情况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责令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重新开展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3.实施风险管控或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达到GB36600

和 DB 4403/T 67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其再开发利用时挖掘

的土壤不得转运至用地规划为DB 4403/T 67第一类用地的地块。

4.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达到 GB36600 和 DB 4403/T 67 第一

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或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需检查土壤污染责

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落实后期环境监管的情况。

5.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应检查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

权人后期环境监测制度的落实情况。环境监测过程中发现土壤与

地下水超标的，应要求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扩散。

6.对于涉及到工程阻隔等风险管控的地块，后续开发建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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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原有工程阻隔造成破坏。

六、违法行为与处罚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一条，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1.实施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对土壤、周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的；

2.转运污染土壤，未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

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报所在地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的；

3.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

的建设用地地块，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的。

（二）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实施后期

管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二条，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拒不配合检查，或者

在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三条，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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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罚款。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四条，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委

托他人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承

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按照规定采取风险管控措施的；

2.未按照规定实施修复的；

3.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未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

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的。

上述的第1、2点情节严重的，可以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的拘留。

（五）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将修复方

案、效果评估报告备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五条，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七、执法检查的规范化要求

现场执法检查应符合行政执法检查的规范化要求，落实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立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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