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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由来

本《技术规范》为 2016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项目统一编号为 2016-070，

编制任务由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称华南所）承担。

1.2 工作过程

2016 年 6月：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向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下达编制任务。

2016年 7月-11月：华南所成立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在广泛收集、查阅国内外有关

标准及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拟订了《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技术规范 横断面调查（试行）》

（以下简称《技术规范》）草案，主要包括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横断面调查）的一般性原

则、工作程序、调查内容、预调查、正式调查、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内容，同时编写了开

题报告。

2016年 11月：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召开开题论证会，明确了编制《技术规范》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2016年 12月-2017年 1月：根据开题论证会上专家提出的意见，标准编制组经多次研

讨修改、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形成了《技术规范》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2017年 1 月：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召开了《技术规范》技术审查会，对标准文

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技术审查。

2017年 1月-2月：根据技术审查会意见，标准编制组经多次研讨，形成了《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必要性分析

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首次设立专门条款，明确了环境与健康

工作是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并将“保障公众健康”写入总则第 1条，同时新增第 39条

“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但这些还属于原则性规定，具体落

实需要相应的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技术标准体系作为支撑。本《技术规范》的编制是“国

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的客观需求，也是统一现有环境与健康

调查技术规范以及操作流程的度量衡。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针对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目前国内外均未发布国家标准。由于调查程序和调查技术不

统一，不同调查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本《技术规范》的编制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对于规范

环境与健康调查程序、提高对环境污染致健康损害问题的科学和客观认识、完善我国环境标

准体系、提升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4 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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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规范》基于环境流行病学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研究成果、实践经验和技术可行

性为依据，参考既有的环境监测技术标准等进行编制。

（2）系统性原则

本《技术规范》围绕构建我国环境与健康调查技术体系，充分考虑环境与健康调查体系

的构成和内容以及与各有关标准间的相互关系，对调查体系框架和内容做出明确界定。

（3）实用性原则

本《技术规范》编制以科学性为原则，同时考虑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5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5.1 确定依据

本《技术规范》在环境流行病学的理论基础上，借鉴了我国现行的环境污染物监测技术

规范的相关要求和已有项目的研究成果，充分吸纳了“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技术

研究”、“污染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特征识别技术与评估方法研究”、“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调

查”、“环境与健康风险哨点监测”等一系列重点项目的现场调查工作成果和经验，使调查方

法更符合目前工作的需要和管理要求，更具可操作性。

5.2 层次框架

本技术规范正文由 9部分内容组成，具体包括：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调查原则

（5）工作内容与程序

（6）预调查

（7）正式调查

（8）质量控制

（9）报告编制

5.3 技术要点

5.3.1 关于适用范围

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是确定环境污染和健康损害之间相关关系的基本手段。环境与健康

调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因到果，在环境污染已经明确的条件下确认是否发生了人群

健康损害；另一种是由果到因，在健康损害已经明确的条件下，探索导致健康损害的原因，

环境污染因素为可能的危险因素之一。

本标准对于环境污染已经明确存在，且通过开展调查确认是造成公众健康损害的情形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当前或历史上的污染源造成了环境污染”为前提，避免调查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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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问题范围比较广泛，从先易后难角度及部门职责角度出发，本技术规范不涉

及地球物理化学因素引起的地方病等原生环境与健康问题、以及工作场所职业接触危害因素

导致的职业与健康问题、光污染、噪声、电磁辐射、核辐射以及生物污染导致的人群健康影

响调查。

5.3.2 关于术语和定义

横断面调查：引自《现代环境卫生学》，陈学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p197。

暴露：引自《现代环境卫生学》，陈学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p212。

内负荷：引自《流行病学》，李立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五版。

环境背景值：引自《环境信息术语》（HJ/T 416-2007）中“4.8 环境背景值”。

暴露途径：引自《现代环境卫生学》，陈学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p212。

膳食结构：引自《现代环境卫生学》，陈学敏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p212。

敏感目标：引自《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中“3.4 敏感目标”。

抽样调查：引自《流行病学》，李立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五版），P127。

5.3.3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技术规范》基于环境与健康专业理论，借鉴污染源、污染物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相关

要求及有关科研成果，特别是环境样品采集点位的布设、采集方法以及保存和运输等技术要

求，充分吸纳了我国现有技术标准的相关要求。

为不受标准修订、修编的影响，本技术规范列出的引用文件不注日期，其修订、修编的

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引用文件按照 GB、GB/T、HJ、HJ/T、NY/T 和WS/T、管理文件

及部令等顺序列出。

5.3.3.4 关于调查基本原则

根据环境与健康问题特点，提出了六项调查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空间匹配性、时

间关联性、人群一致性、指标匹配性、样本代表性和对照区可比性。

空间匹配性指环境暴露调查范围要完全覆盖人群活动区域。

时间关联性指在调查的时间的安排上，环境暴露调查的时间要和健康调查的时间紧密衔

接。

人群一致性指内负荷调查的人群、问卷调查的人群以及体格检查的人群尽量选择同一人

群。

指标匹配性指在环境暴露调查的特征污染物选择上，人体暴露调查指标以及人体内负荷

指标要有特异性且与污染有关。

样本代表性指现场调查设计时，调查点位布设须充分考虑点位的代表性，环境现场主要

是考虑调查点位须与人群活动区结合，健康调查需满足调查需要的足够人群样本量，结合经

济可承受能力，达到抽样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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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区的可比性主要考虑环境与健康调查存在调查指标尚无评价标准或缺乏特异性健

康效应指标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选择对照区进行比较，因此要求对照区和污染区之间

应具有可比性。

5.3.5 关于调查程序和调查内容

为确保调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本技术规范规定了调查需分预调查和正式调查

两阶段进行。

（1）预调查

预调查一般在 3-6个月内完成。预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对环境污染以及人群健康影响的情

况进行初步判断。通过预调查，明确环境与健康正式调查的范围、主要污染物、污染类型、

污染特征、影响范围、暴露途径和影响人群。开展预调查有助于提高调查的针对性，减少不

必要的调查项目，提高调查效率。

调查初期通常对于环境污染情况、影响区域历史和现状缺乏充分认识，需要对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敏感目标、敏感区域情况、影响范围和人群等基础信息进行初步的梳理分析，主

要开展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开展少量的现场监测，核实有关情况，筛查污染

物种类，对环境污染监测数据或其他已有调查监测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原则上该阶段主要

开展快速采样分析。

（2）正式调查

通过预调查对环境污染类型、范围、主要暴露途径、影响人群等有了初步的判断，进一

步明确了调查目标和内容。正式调查需要从多渠道获取数据，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和采样方

法，配合环境监测、健康调查、实验室样品检测等手段协同开展。

5.3.6 关于污染源调查

现状污染源调查主要在预调查阶段开展。预调查阶段重点关注现状污染源的原辅料、主

要产品和副产品、主要产排污环节、产排污排放量等资料信息，筛查环境污染物种类，考察

正常工况下的环境污染物排放情况，建立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污染物之间的关联性。在

摸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类型的情况下，在正式调查中可不将污染源列入调查。

根据国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要求，须每季度对重点污染源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预调

查一般在 3-6个月内完成。因此，在正常工况条件下，预调查对废气、废水、工业固体废弃

物开展 1～2次监测，取得有代表性数据即可。

5.3.7 关于环境暴露调查

为全面掌握污染源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本技术规范规定预调查范围应在污染源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基础上扩大一倍（半径）。

（1）环境空气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预调查中环境空气的调查点位不少于 10

个，点位布设重点考虑敏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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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中“污染监控点”的相关要求，正式调查中

以网格法划分环境空气的采样点，单个网格不大于 500m×500m，在每个网格中心或者网格

对角线的交点上设置监测点。

（2）土壤样品

依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预调查中 1个点

/km2。

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门 2017年-2018年土壤详查的工作要求，

正式调查中土壤按照网格化进行布点，单个网格不大于 400m2（20m×20m）。大气污染排放

为主造成的土壤污染仅对 0～5cm的表层土壤造成影响，故土壤样品采集时不仅要采集 0～

20cm的耕作层土壤，还要兼顾 0～5cm的表层土壤。

（3）室内空气

室内空气是人体经呼吸暴露污染物的主要介质，根据一些城市的环境监测数据显示：随

着楼层高度增加，空气污染呈现下降趋势，在楼房 3层以下呈现均匀分布的状态。

随机抽样的最小样本数量（家庭数）根据公式（1）：

（1）

式中：n样本数；

Z标准误差的置信水平，表示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置信度越高，要求的样本

越大。一般置信度为 95%，对应的 Z=1.96；

σ方差，表示样本间的离散程度。当未知方差的情况下，取其样本变异程度

最大时的值 0.5，即方差取得最大值；

E为可接受的抽样误差。允许误差越小，所需样本量越大。通常情况下，抽

样误差为 10～20%，属于可以接受水平。

在置信水平确定之下，式中的 E 为主要变量，根据抽样精度的不同，所需样本量的数

量见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抽样误差下的最小样本量

序号 抽样误差（%） 样本量

1 1 9604
2 2 2401
3 3 1067
4 4 600
5 5 384
6 6 267
7 7 196
8 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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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抽样误差（%） 样本量

9 9 119
10 10 96
11 11 79
12 12 67
13 13 57
14 14 49
15 15 43
16 16 38
17 17 33
18 18 30
19 19 27
20 20 24
21 21 22
22 22 20
23 23 18
24 24 17
25 25 15

当抽样误差在 10%时，室内空气的最小样本量为 96；抽样误差在 20%时，最小样本量

为 24；当抽样误差在 25%时，室内空气的最小样本量为 15。室内空气污染具有多样性，包

括污染物多样性及污染来源多样性，且室内空气属于流动的环境介质，环境污染物在空气浓

度水平离散程度较大，误差范围幅度较大，误差范围为 10～20%均属于可接受范围。

（4）关于室内积尘采样的相关要求

室内积尘是沉积在居民家庭活动区内的细小颗粒物，反映人体通过接触或者呼吸暴露污

染物的主要途径。结合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对室内积尘采样的程序，提出了室内积尘采样的技术要求。

按照空间一致性的原则，室内积尘采样与室内空气采样家庭保持一致。主要收集被调查

家庭卧室、客厅、厨房等功能区墙角、家具、器皿等的非人为干扰区域内的积尘。关于室内

积尘采样量的确定，则根据监测污染物种类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分析方法需要，室内积尘中

的样品量应不少于 5g。

5.3.8 健康调查

（一）医学伦理审查

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被调查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个人隐

私，根据《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卫生计生委 2016年第 11号令）相关要

求，实施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前必须开展医学伦理审查。

（二）设计与实施

考虑到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具有多因多果、长期低水平暴露、累积性和滞后性等

特点，健康调查需从多角度开展以排除混杂因素，主要包括：健康问卷、膳食结构和摄入量

调查、内负荷调查、体格检查、死因回顾等。对于生物标志物不明确或非特异性健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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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问卷调查掌握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对于具有生物标志物或存在特异性健康效应，可

通过调查人体污染物内负荷或体格检查掌握人群健康状况。

6 质量控制

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的数据来源多样，包括调查问卷的反馈、信息的直报、基础资料的

收集、监测数据、采样分析数据等。由于涉及信息提供方较多，如果各上报机构间沟通机制

不完善，可能存在信息重复报送、漏报等情况；其次，由于部分上报数据作为因果分析的依

据，甚至有可能将作为司法诉讼或者赔偿磋商中的证据使用，数据的真实性也是需要重点审

核；而实验室检测样品的质量控制情况也需要重点审核。因此本标准从完整性、规范性、逻

辑性三个方面考虑，提出了数据审核的内容。对于实验样品质量保障等已有技术文件的内容，

本标准参照已有技术文件执行。

7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技术规范为现阶段指导性技术规范。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根据标准实施情况适时对

本标准进行修订，同步加强相关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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