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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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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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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中山市深中标准质量研究中心、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中山市古镇镇水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虹、李津津、魏静琼、何甜辉、王奎、黄欣昊、李杰鸿、欧慧敏、叶俊文、

苏泽能、岑凤迎、黄硕俊、蔡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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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中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实验室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管理要求、自行监测过程要

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山市承担集中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的检测实验室，其他类型的环境检测实验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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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7476.1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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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356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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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706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120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行监测 self-monitoring

排污单位为掌握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规范，由排污单位自行组织开展的环境监测活动。

3.2

集中排污单位 centralized pollutant discharge unit

通过将一个或多个排污单位聚集，实现集中生产、集中排污、集中监管、集中检测，并依照法律规

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3.3

集中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实验室 centralized self-monitoring laboratory for pollution sources

集中排污单位自建，承担自身自行监测工作的检测实验室。

4 基本要求

4.1 质量体系

4.1.1 应建立覆盖承担自行监测活动所涉及全部场所的质量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 质量手册是质量体系运行的纲领性文件，阐明质量方针和目标，描述全部质量活动的要素，规

定质量活动人员的责任、权限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明确质量手册的使用、修改和控制的规定等；

b) 程序文件是规定质量活动方法和要求的文件，是质量手册的支持性文件，应明确控制目的、适

用范围、职责分配、活动过程规定和相关质量技术要求，具有可操作性；

c) 作业指导书是针对特定岗位工作或活动应达到的要求和遵循的方法；

d) 记录包括质量记录和技术记录。质量记录是质量体系活动所产生的记录，技术记录是各项监测

活动所产生的记录。

4.1.2 应有序开展相关监测活动。监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监测方案制定；

b) 样品采集和流转；

c) 样品分析；

d) 结果报出；

e) 相关记录的保存。

4.1.3 应通过制定监测工作流程、质量管理与监督措施，确保监测质量，使质量管理工作程序化、文

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4.2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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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及从事自行监测活动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环境，并有适当的措施和程

序保证监测结果真实、客观、准确和可追溯，能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

4.3 人员

4.3.1 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水平满足承担工作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及其

职责明确，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技术和质量，规避人员因素对监测数据正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每个监测

项目应配置两名以上（含两名）监测人员。

4.3.2 监测人员应经教育培训，通过考核或能力确认后才能从事相关监测活动。

4.4 实验室设施和环境

4.4.1 设施和环境条件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承担自行监测任务，并按照监测标准或技

术规范的要求对采样和分析的场所环境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实验区域分区管理；

b) 有毒有害废物应妥善处理；

c) 安全防护设施。

4.4.2 实验区域应合理分区，各区域工作相互之间存在不利影响时，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交叉污

染，按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配置独立的样品制备、存贮与分析场所，并根据区域功能和相关控制要求，

配置排风、防尘、避震和温湿度控制设备或设施。应具有有效控制影响工作质量和涉及安全的区域和设

施，并正确标识。

4.4.3 有毒有害废物应妥善处理，或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4.4.4 应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制定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手册和记录文件，

实验室管理要求可参照 GB/T 27476.1。

4.4.5 应制定并实施有关实验室安全和人员健康的程序，并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应建立并保持

安全作业管理程序，确保危险化学品、有毒物品、有害生物、辐射、高温、高压、撞击以及水、气、火、

电等危及安全的因素和环境得到有效控制，并有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危险化学品储存应执行其相关规

定。

4.4.6 现场监测时，应确保监测时段的气象等环境条件，水、电和气供给等工作条件，工况及污染物

变化（稳定性）条件应满足监测工作要求。

4.4.7 开展自行监测任务时，应对环境条件予以记录。

4.5 设备和标准物质

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监测方法要求的各类监测仪器设备（含采样工具、分析仪器和辅助

设备）、标准物质和化学品。

4.6 监测方法

4.6.1 监测分析方法的选用应充分考虑相关排放标准的规定、排污单位的排放特点、污染物排放浓度

的高低、所采用监测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和干扰等因素。优先选用所执行的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方法，选用

其他国家、行业标准方法的，方法的主要特性参数（包括检出限、精密度、准确度、干扰消除等）需符

合标准要求。尚无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或采用国家和行业标准方法不能得到合格测定数据的，

可选用其他方法。

4.6.2 所选用的监测方法应组织监测人员开展实验全过程验证，并形成报告。

4.6.3 采用超出适用范围、自行扩充和修改过的标准方法，或自制的非标准方法时，实验室应进行确

认并形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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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采用偏离的标准方法或非标准方法时，应经负责人批准，应做方法验证和对比实验，证明该方

法主要特性参数的可靠性，并形成有效文件。

5 管理要求

5.1 质量管理

5.1.1 应制订质量控制计划，选择与自行监测类型和工作量相适应的质控方法，对于监测活动的关键

环节、关键项目和新上岗人员等应加强质量监督。

5.1.2 质控方法包括使用标准物质、采用空白试验、平行样测定、加标回收率测定等，定期进行质控

数据分析，验证和评价监测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准确性，有条件的实验室可参加能力验证、实验室间比对

等。

5.1.3 质量监督应覆盖自行监测任务的全过程，包括监测程序、监测方法、监测结果、数据处理及评

价和监测记录等。

5.2 文件控制

应建立并保持文件的控制程序，包括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使文件的编制、审核、批准、授权、发

布、标识、发放、保管、修订、废止、备份和归档等活动受控，确保文件现行有效。与自行监测活动相

关的外来文件，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或控制标准、监测技术规范、监测标准（包括修改单）等，

均应受控。

5.3 记录控制

5.3.1 应建立和保持记录管理程序，对所有质量活动和技术活动，诸如样品采集和保存、现场测试、

样品运输和交接、试样制备、分析测试等监测全过程，都需及时记录，并应保证记录信息的充分性、原

始性和规范性。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宜采用摄像、影像等手段，保存监测全过程的原始记录。

5.3.2 记录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且清晰明了，不应随意涂改。必须修改时应采用杠改方法；电子存储

记录应保留修改痕迹。

5.3.3 记录应包括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标识，并应附上监测原始记录或仪器谱图，原始记录要求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由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数据和谱图，应以纸质或电子介质的形式完整保存；

b) 电子介质存储的记录应采取适当措施备份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

c) 当输出数据打印在热敏纸或光敏纸等保存时间较短的介质上时，应同时保存记录的复印件或扫

描件，对复印件不清晰的部分需有文字备注。

5.3.4 应规定各类记录的保密级别、保存期和保存方式，防止记录损坏、变质和丢失；电子存储记录

应妥善保护和备份，防止未经授权的侵入或修改。必要时，进行电子存储记录的存储介质更新，以保证

存储信息能够读取。监测活动的原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6 年。

5.4 设备设施管理

5.4.1 通用要求

应建立仪器设备的量值溯源、仪器设备的管理、标准品及试剂的管理等管理程序。

5.4.2 仪器设备的量值溯源

5.4.2.1 应制定设备的管理程序，确保其验收、使用的全过程均受控，保证监测结果可量值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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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对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有效性有影响的设备，包括用于测量环境条件等的辅助测量设备，应

按要求按时进行检定或校准，在有效期内使用，以确认其满足监测要求；方式包括检定和校准。

5.4.2.3 对使用频率较高、稳定性较差，易漂移、易产生故障风险较高或经常携带到现场检测以及在

恶劣环境条件下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在两次检定或校准间隔内进行期间核查。

5.4.2.4 对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有效性有影响的仪器设备，在使用前、维修后恢复使用前、脱离实验

室直接控制返回后，均应进行校准或核查。现场监测仪器设备带至现场前或返回，应对关键性能指标进

行核查并记录，以确认设备状态能够满足监测工作要求。

5.4.3 仪器设备的管理

5.4.3.1 应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加强实验室设备的管理，所有仪器设备都应建立档案。

5.4.3.2 所有仪器设备都应使用标签、编码等明显标志表明其状态，需定期进行维护和检查，大型仪

器还应制定操作程序和维护作业指导书。

5.4.3.3 应为必要的仪器配备仪器使用记录，实验员需如实记录使用仪器的时间、使用情况和其他必

要记录信息。

5.4.3.4 当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刻停止使用,采取排除故障的措施,进行维修并

做好记录；故障排除后，仪器需重新检定、校准或核查后方能使用。

5.4.3.5 所有仪器设备都应建立档案，并由专人管理。

注：档案包括购置合同、使用说明书、验收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使用记录、期间核查记录、维护和维修记录、

报废单等以及必要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名称、规格型号、出厂编号、管理编号、购置时间、生产厂商、

使用部门、放置地点和保管人等。

5.4.4 标准品及试剂的管理

5.4.4.1 标准物质、化学品、耗材的购买、验收和使用情况应建立台账，应有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

的管理程序，对其购置、核查、使用、运输、存储和安全处置等进行规定，确保标准物质在有效期内使

用。

5.4.4.2 监测工作中应使用标准样品或有证标准物质或能够溯源到国家基准的物质。

5.4.4.3 标准样品或有证标准物质应与样品同步测定。进行质量控制时，标准样品或有证标准物质不

应与绘制校准曲线的标准溶液来源相同。应尽可能选择与样品基体类似的标准样品或有证标准物质进行

测定，用于评价分析方法的准确度或检查实验室（或操作人员）是否存在系统误差。

5.5 档案管理

5.5.1 档案管理在保证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的前提下，可使用电子介质的报告和记录存档。

5.5.2 档案信息内容包括原始记录及审核记录、监测报告（报表）。与监测任务有关的其他资料，应

在二个月内完成归档。

5.5.3 在保证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的前提下，可使用电子介质的报告和记录存档。

5.6 废物管理

实验室应配备符合通风要求的通风橱，不得将未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入外环境。有条件的实验室宜配

备废气处理装置。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集中保管，并做好相应标识，依法委托有资质

单位进行处置。废物管理可参照GB 18599、HJ 2025等执行。

6 监测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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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监测方案要求

排污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具体实施可参照附录 A。

6.2 样品采集和现场监测管理要求

6.2.1 废气

6.2.1.1 有组织废气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GB/T 16157、HJ/T 397 等执行，

自动监测参照 HJ 75、HJ 76 执行。

6.2.1.2 无组织排放监测应符合 HJ/T 55、GB 37822、GB 16297 或其他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6.2.1.3 废气监测时，应记录采样期间的工况并同步测试相关参数。采样过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应符合 HJ/T 373 的要求。

6.2.2 废水

6.2.2.1 废水手工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和记录应符合 HJ 91.1、HJ/T 92、HJ 493、HJ 494、HJ 495

相关要求。

6.2.2.2 废水自动监测采样方法参照 HJ 353、HJ 354、HJ 355、HJ 356 执行。

6.2.2.3 pH 值、溶解氧等项目应在现场监测，无法现场监测的项目需按要求添加保存剂，并采取避光、

冷藏等保护措施，采样过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符合 HJ/T 373 相关要求。

6.2.3 厂界噪声

6.2.3.1 应符合 GB 12348 相关要求，声级计测量前、后应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6.2.3.2 应在被测声源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夜间生产的要监测夜间噪声。

6.2.3.3 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为 5 m/s 以下进行，监测时需记录气象情况。

6.2.3.4 噪声测量值的修正应符合 HJ 706 相关要求。

6.2.4 周边环境

6.2.4.1 排污单位厂界周边的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大气等环境质量影响监测点位参照排污单位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其他环境管理要求设置。

6.2.4.2 周边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应符合 HJ 194 相关要求。

6.2.4.3 周边地表水布点及样品采集应符合 HJ 91.2 相关要求。

6.2.4.4 周边地下水监测应符合 HJ 164 相关要求。

6.2.4.5 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应符合 HJ/T 166、HJ 1209 相关要求。

6.3 样品管理要求

6.3.1 通用要求

应建立完善的样品保存、运输、流转的样品管理制度。

6.3.2 样品保存和运输

6.3.2.1 应根据环境样品的特性选择合适的保存方式，主要有容器的选择、冷藏冷冻、防震避光、添

加保存剂等，不同样品保存条件应符合相关环境分析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6.3.2.2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送回实验室，根据环境样品的保存时间要求，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以防

延误。

6.3.2.3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证样品性质稳定，避免沾污、损失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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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样品应分区存放，并有明显标识，以免混淆。

6.3.3 样品流转

6.3.3.1 应建立完善的样品管理制度，对样品的接收、流转、贮存和处置等环节实施有效管理。

6.3.3.2 样品在实验室交接时，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管理：

a) 应对样品保存条件、数量、外包装、标识等进行确认；

b) 应对包装受损或者状态异常的样品如实记录，并尽快采取相关处理措施，必要时重新采样；

c) 应对样品交接做好记录。

6.3.3.3 样品交接后，对不能及时检测的样品，应尽快采取保存措施，确保样品处于有效状态。

6.3.3.4 样品进入检测环节时，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管理：

a) 应确保样品的唯一性标识，保证在流转和检测过程中样品之间不发生混淆；

b) 应对样品在出入库做好记录；

c) 检测过程中，样品应有检测状态标识，“在检”和“已检”样品应分区放置；

d) 检测过程中，样品在不同分析人员之间流转时，应做好流转交接记录。

6.3.3.5 检测工作完成后，样品应妥善处置，避免污染环境，特殊样品应按要求做好留样。

6.4 样品分析和质量控制要求

6.4.1 样品分析

根据环境管理的要求，选择适当的监测方法开展分析，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标准样品、

实验用水和气等满足相应监测方法的需要。

6.4.2 质量控制

6.4.2.1 通用要求

分析人员应执行相应监测方法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规定，保证监测结果的有效性，实验室的质

量控制措施可参考HJ 630的相关规定。实验室内应建立超标、超常检验结果处理程序，保证检测结果的

真实可靠，一般包括可采取原样复测、留样复测、人员比对、方法比对或仪器比对、加标回收等手段。

6.4.2.2 空白试验

空白样品（包括全程序空白、采样器具空白、运输空白、现场空白和实验室空白等）测定结果一般

应低于方法检出限。一般情况下，不应从样品测定结果中扣除全程序空白样品的测定结果。

6.4.2.3 校准曲线

校准曲线控制要点参照HJ 630。

6.4.2.4 精密度（平行样）测定

按照标准方法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样品做平行样测定，其结果的相对偏差应满足相应监测方法

要求。

6.4.2.5 正确的测定

正确度控制要点参照HJ 630。

6.4.2.6 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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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的监测项目前，应通过实验确定方法检出限，并满足方法要求。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的计

算方法参照HJ 168。

6.4.2.7 方法比对或仪器比对

对同一样品或一组样品可用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仪器进行比对测定分析，以检查分析结果的一致

性。

6.4.2.8 留样复测

对于稳定的、测定过的样品保存一定时间后，若仍在测定有效期内，可进行重新测定。将两次测定

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价该样品测定结果的可靠性。

6.4.2.9 密码平行样

根据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样品作为密码平行样，交付监测人员进行测定。若平行样测定

偏差超出规定允许偏差范围，应在样品有效保存期内补测；若补测结果仍超出规定的允许偏差，说明该

批次样品测定结果失控，应查找原因，纠正后重新测定，必要时重新采样。

6.4.2.10 人员比对

不同分析人员采用同一分析方法、在同样的条件下对同一样品进行测定，比对结果应达到相应的质

量控制要求。

6.5 数据处理要求

6.5.1 通用要求

应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客观地反映监测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不利数据，人为干

预监测和评价结果。

6.5.2 数值修约

数值修约和计算按照GB/T 8170和相应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要求执行。

6.5.3 监测结果的表示

6.5.3.1 监测结果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6.5.3.2 平行样的测定结果在允许偏差范围内时，用其平均值报告测定结果。

6.5.3.3 监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用“方法检出限 L”或“ND”表示，并注明“ND”表示未检出

并给出方法检出限值。

6.5.3.4 如监测结果出现临界值、内部质量控制要求时，需给出结果的不确定度范围。

6.5.4 数据审核

监测原始记录应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名。监测人员负责填写原始记录，应确保数据记录完整、

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无误。审核人员应对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重点考虑

以下因素：

a) 监测点位；

b) 监测工况；

c) 与历史数据的比较；

d) 总量与分量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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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同一监测因子连续多次监测结果之间的变化趋势；

f) 同一时间（段）的样品有关联的监测因子分析结果的相关性和合理性。

6.6 监测报告（报表）要求

6.6.1 应及时出具每次任务的监测报告（报表），并保证数据和结果准确、客观、真实。

6.6.2 监测报告（报表）应执行两级或以上的审核制度。

6.6.3 监测报告格式参照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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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自行监测方案示例

A.1 基本内容

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及相关信息，具体见A.2～A.4。

A.2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信息表见表A.1。

表 A.1 单位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所在地经纬度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属行业 投运时间

自行监测开展方式

自动监测和手动监测相结合（ ）

仅自动监测（ ）

仅手工监测（ ）

自动监测运维方式
自承担 是（ ） 否（ ）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 否（ ）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污染物产生情况

废水

废气

噪声

固废

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

废水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

噪声处理设施

固废处理设施

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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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明确单位监测点的类型及数量，表述如下：本单位共有废气监测点XX个，废水监测点XX个（其中XX

个为外排口），噪声监测点XX个，环境质量监测点XX个。

监测点位信息表见表A.2。

表 A.2 监测点位信息表

污染源类型 序号 监测点位名称 排放口编号

废水

1

2

…

废气

有组织

1

2

…

无组织

1

2

…

噪声

1

2

…

固废

1

2

…

周边环境质量

地表水
1

…

大气
1

…

地下水
1

…

土壤
1

…

关键工艺参数

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效果监测

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1：以环保部门编号为准，如环保部门未进行编号，以企业自行编号为准；

注2：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密切相关的工艺参数，可开展此项监测，由企业自身确定；

注3：若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管理文件对污染治理设施有特别要求的，应开展此项监测；

注4：建议示意图用厂区平面图， 并应标注监测点位置、名称、编号及经纬度，并附排放口设置的监测点位照片。

A.4 监测指标及相关信息

监测指标信息表见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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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监测指标信息表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指标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监测形式 监测频次 采样方法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废水排放

口1

废水排放

口2

…

有组织废

气排放口1

有组织废

气排放口2

…

无组织废

气1

无组织废

气2

厂界噪声1

厂界噪声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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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监测报告模板

图B.1～图B.6规定了监测报告的封面、编制说明、签名页、报告内容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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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XXXXXXXXXXX 公司

监 测 报 告
（中山）自行监测（水/气/声/土）字（XXXX）第 XXXX 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镇 区：

监测类别：

报告日期：

XXXXXXXXXXX 公司

图 B.1 监测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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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编 制 说 明

1． 本报告只适用于 XXXXXX 监测目的范围。

2． 本报告只对 XXXXXXXX 负责任。

3． 结果为“检出限+L”或“ND”表示未检出，其数值为该项目检出限。

4． 本报告仅供 XXXXXXXXX 使用。

本机构通讯地址：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图 B.2 监测报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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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名 页

编制人：

签发人：

签发日期：

图 B.3 监测报告签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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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测目的

二、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监测时生产工况

主要产品 设计产量 监测时实际产量 负荷（%）

-- -- -- --

污水排放量（t/d） 处理设施名称 处理设施设计能力（t/d） 负荷（%）

执行标准：

三、监测内容

采样日期：

天气状况：

采样方法：

采样频次：

图 B.4 监测报告内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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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本次采样工作的采样方案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工作程序指定，

采样人员按照采样方案实施监测工作。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样品编号 采样时间 排放去向

四、监测分析方法依据
监测

项目
分析人 仪器型号及编号 监测方法 检出限 单位

图 B.5 监测报告内容（二）



DB4420/T 53—2024

19

五、监测结果或结论

点位 样品编号
排放口

编号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超标

倍数

以下空白。

图 B.6 监测报告内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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