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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自2002年首次发布以来,十余年未经修订,直至

2019年生态环境部对污水监测技术规范部分进行了修订。本文主要对比了《污水监测规范》

(HJ91.1-2019)与《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的主要技术变化,介绍了污水监测的相

关修订内容及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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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污水监测规范》(HJ91.1-2019)(以下简

称HJ91.1),本标准部分替代了《地表水和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新

标准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2002)中污水监测技术规范部分

进行了编辑性与技术性的修改,适应了国

家新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新的监测技

术及要求。  

1 修订的必要性 

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国家日益

重视环境保护,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渐

增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也需要

不断地更新完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和

突发环境事件等规范监测的出台,使得

原有标准中项目分析方法的选择不够清

晰,污水现场核查、现场参数、现场监测

质量保证、污水监测点位规范化设置及

现场采样监测安全保证内容的缺少,企

业自行监测的相关要求不够明确。 

因此2013年3月,原环保部发布了《关

于开展2013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

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3)154号),

下达了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2002)修订的任务,项目统一编

号为2013-34。 

2 主要技术变化 

(1)明确了HJ91.1适用于采用手工

方法对排污单位污水进行监测的活动。

规定了污水手工监测的监测方案制定、

监测准备、监测采样、样品保存、运输

和交接、监测分析、监测数据处理、质

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2)增加

了现场监测调查、监测方案制定、电子

介质记录内容、采样安全、排污口设置、

雨水排放监测点位、采样频次等内容。

(3)增加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程序空

白样品、实验室空白样品等定义；(4)

修改了校准曲线控制、分析方法的选择

与使用原则。(5)修改了流量测量、污水

监测项目保存和容器要求。(6)删除了比

例采样器、油类、排污总量3项术语；保

留瞬时水样、混合水样(包括等比例混合

水样和等时混合水样)、自动采样4采样

方法。(7)删除了地表水监测相关引用文

件、增加污水监测相关的引用文件。(8)

删除了建设项目污水处理设施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和应急监测。(9)删除了分

析方法的适用性检验相关内容。(10)删

除了监测数据上报内容。 

HJ91.1简化了监测人员的素质要

求、仪器设备管理与定期检查内容；另

外由于污水排放单位行业众多,情况各

异,现场采样、样品交接和分析方法、监

测结果等各种原始表格可由监测单位根

据需要自行设计；在文本中相关部分提

出了应包含的主要记录项目,例如排放

量的年度统计表应属于环境统计指标,

不属于污水监测的范围。 

3 主要修订情况 

3.1监测方案的制定 

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

于：监测目的、监测点位、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采样频次、采样器材、现场

测试仪器、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采

样安全以及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

施等。 

3.2排放口设置要求 

排放口应合理设置,应满足现场采

样和流量测定的要求,并确保监测人员

的安全。不可以远离厂区,原则上设在厂

界内,或厂界外不超过10m范围内。 

测流段水流应平直、稳定、有一定

水位高度。用暗管或暗渠排污的,须设

置一段能满足采样条件和流量测量的

明渠。 

3.3监测点位设置 

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对于环境中

难以降解或能在动植物体内蓄积,对人

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长远不良影响,

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根据环境管

理要求确定的应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

口监控的水污染物,在含有此类水污染

物的污水与其他污水混合前的车间或车

间预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置监测点位。 

雨水排放监测点位：排污单位应雨

污分流,雨水经收集后由雨水管道排放,

监测点位设在雨水排放口；如环境管理

要求雨水经处理后排放的,监测点位按

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设置。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8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3.4现场监测调查 

现场监测期间,监测人员应对排污

单位进行现场监测调查,做好相应的记

录,由排污单位人员确认。现场监测调查

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和监测点位的基础

信息、监测期间是否正常生产及生产负

荷、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是否正常

及运行负荷、排放去向及排放规律等。 

3.5采样方式 

瞬时水样：当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

过程连续且稳定,有出水处理设施井正

常运行,其污水能稳定排放的(浓度变化

不超过10%),瞬时水样具有较好的代表

性,可用瞬时水样的浓度代表采样。 

3.6采样频次 

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相关污染

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及其审批意见、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定

等对采样频次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如

无明显生产周期、稳定、连续生产,采样

时间间隔应不小于4h,每个生产日内采

样频次应不少于3次。排污单位间歇排放

或排放污水的流量、浓度、污染物种类

有明显变化的,应在排放周期内増加采

样频次。雨水排放口有明显水流动时,

可采集一个或多瞬时水样。 

3.7自行监测的频次 

为确认自行监测的采样频次,排污

单位也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一个生产

周期内进行加密监测：周期在8h以内的,

每小时采1次样；周期大于8h的,每2h采1

次样；但每个生产周期采样次数不少于3

次；采样的同时测定流量。 

3.8流量测定 

已安装自动污水流量计,且通过计

量部门检定或通过验收的,可采用流量

计的流量值。 

3.9现场测试 

水温、pH值等能在现场测定的监测

项目或分析方法中要求须在现场完成测

定的监测项目、应在现场测定,已安装自

动污水流量计,且通过计量部门检定或

通过验收的,可采用流量计的流量值。 

3.10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污染

物排放(控制)标准中规定的标准方法；

若适用性(包括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是

否满足排放限值要求,测定结果与现行

方法是否具有明显差异等)满足要求,其

他国家、行业标准方法也可选用；尚无

国家、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可选用国际

标准、区域标准、知名技术组织或由有

关科技书籍或期刊中公布的、设备制造

商规定的等其他方法,但须按照HJ168的

要求进行方法确认和验证。 

3.11现场记录 

现场记录要包括：监测目的、排污

单位名称、气象条件、采样日期、采样

时间、现场测试仪器型号及编号、采样

点位、生产工况、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

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污水排放

量/流量、现场测试项目和监测方法、水

样感官指标的描述、采样项目、采样方

式、样品编号、保存方式、采样人、复

核人、排污单位人员及其他需要说明相

关事项等。 

3.12计算 

(a)日均浓度值统计时以1/2方法检

出限参与计算；(b)总量统计时按HJ/T92

执行 

3.13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监测人员的素质要求、监测仪器与

设备检定、校准等日常管理与定期检查

在HJ630、HJ/T373均有详细规定,按照其

相关内容执行,因此简化了该部分内容。 

4 个人观点 

4.1采样位置 

采样位置应在污水混合均匀的位

置,如计量堰趺水处、巴歇尔量水槽喉

管处等。 

4.2采样方式 

执法监测瞬时水样的解释《环境行

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8号)第三

十七条中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排

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

样,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

是否超标的证据。 

4.3现场监测 

根据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

求及采样安全预防措施,现场测试和采

样应至少有2名监测人员在场。可使用地

理信息定位、照相或录音录像等辅助手

段,保证现场测试或采样过程客观、真实

和可追溯。 

4.4样品保存 

样品应当防破损、分隔放置避免交

叉污染,尽快运输和交接样品保存应根

据监测项目所采用分析方法的要求,不

明确的可以按照附录A执行。建议采样体

积保存剂在采样前应进行空白试验,其

纯度和登记必须达到分析的要求。 

4.5现场记录 

原始记录应当完整、规范、内容齐

全,应及时与报告审核记录、监测报告等

一起归档。原始记录若涂改应单杠划去

原数据、在右上方写上正确数据,并更改

人盖章。原始记录保存的要求符合标准。 

4.6监测数据 

对某种污染物监测结果小于规定监

测方法检出下限时,污染物不参与总量

核定。 

5 结语 

HJ91.1的发布部分替代《地表水和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适应

新形势下污水环境监测的需求,及时、准

确的规范了污水环境监测技术,对污水

环境监测具有规范制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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