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现场检查指南

一、水污染防治现场检查重点内容

（一）设施设备建设情况。

1.水污染防治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2.水污染防治设施是否符合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要求；

3.排污口设置是否符合规定；

4.排污口是否设置明显标志牌，标明监督管理单位和投

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5.是否按要求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6.自动监测设备是否按要求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

（二）水污染防治管理情况。

1.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是否正常；

2.是否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污染防治设施的运

行、维护和污染物排放等情况；

3.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否符合国家或者

本市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是否

符合排污许可证的规定；

5.报告水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

量情况是否属实；



6.是否按排污许可证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7.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

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8.水污染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数据传输是

否正常；

9.自行监测数据是否真实、准确；

10.是否存在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情况。

11.是否存在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

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的

情况。

二、水污染防治现场检查难点解析

（一）水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使用”判断。

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生态环境部门可以认定为

“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

1.将部分或全部污水或者其他污染物不经过处理设施，

直接排入环境；

2.通过埋设暗管或者其他隐蔽排放的方式，将污水或者

其他污染物不经处理而排入环境；

3.非紧急情况下开启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应急排放阀门，

将部分或全部污水或者其他污染物直接排入环境；

4.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或者其他污染物从污染物处理设施

的中间工序引出直接排入环境；

5.将部分污染物处理设施短期或者长期停止运行；

6.违反操作规程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致使处理设施不



能正常发挥处理作用；

7.污染物处理设施发生故障后，排污单位不及时或者不

按规程进行检查和维修，致使处理设施不能正常发挥处理作

用；

8.违反污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所需的条件，致使处理

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其他情形。

（二）利用渗井、渗坑，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排放水污

染物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情形判断。

通常区分、判断是否为渗井、渗坑或私设暗管排放水污

染物情形可依据以下四项条件：一是废水未经处理或经处理

不达标直接排放；二是排放的方式很隐蔽，意在规避生态环

境部门的监管；三是将超标废水直接排入地下水体；四是没

有防渗措施，超标废水间接进入地下水体。

1.渗井排放水污染物是指利用自流或高压注入方式将未

经处理的超标废水直接排入地下水体的废弃方式或利用专

门的水井或裂隙、溶洞废弃污水。符合上述条件一、三项即

可视为渗井排放水污染物。

2.渗坑排放水污染物是利用天然或人工的无防渗措施的

沟渠、坑塘等排放、输送、贮存超标废水。符合上述条件一、

四项即可视为渗坑排放水污染物。

3.暗管排放水污染物是指通过隐蔽的方式达到规避监管

目的而设置的非法排污管道（包括埋入地下的水泥管、瓷管、

塑料管和地上临时的排污软管等）排放水污染物。符合上述

条件一、二项条件即可视为暗管排放水污染物。

三、废水样品采集要点

现场检查时按照技术规范采集废水样品，样品经具备资



质的单位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可作为执法参考和依据。废水

采样涉及时间、地点、频次三方面，应该严格按照技术规范

操作。为采到有代表性的废水样品，采样前应了解污染源的

排放规律和废水中污染物浓度的时空变化。同时水样采集时

还应选择合适的容器。

（一）采集时间。

废水排放量、浓度等因原料、工艺、工况/开工率等不同

而有很大差异。采样的时间和采样周期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排

污情况和分析要求。对于排污情况复杂、浓度变化很大的废

水，采集的时间间隔要短，最好采用连续自动采样的方式。

如排放的水质和水量变化不大，采样时间间隔可以长一些。

（二）采样点位。

根据规定，凡监测第一类污染物，采样点应设置在车间

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凡监测第二类污染物，采样点应设

在废水总排口。

为了解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可在处理设施的进水、

出水处同时布设采样点。

实际的采样位置应在采样断面的中心。当水深大于 1 米

时，应在表层下 1/4 深度处采样；水深小于或等于 1 米时，

在水深 1/2 处采样。

（三）采集频次。

执法人员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不执行标准

中规定的频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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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储水容器。

要求容器材料化学稳定性好，不能溶入水样，不能吸收



或吸附水中某些待测组分，不能与水中某些待测组分发生反

应，确保水样的各成分在储存期间不发生变化。通常用聚乙

烯塑料容器储存测定金属和其他无机物的水样，硬质玻璃

（即硼硅玻璃）容器用作测定有机物项目的容器。



水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记录（样表）

一、设施设备建设情况

1
水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使用；
□是 □否 备注：

2
水污染防治设施符合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要求；
□是 □否 备注：

3 排污口设置符合规定； □是 □否 备注：

4
排污口设置明显标志牌，标明监督管理单位和投诉举报

电话等信息
□是 □否 备注：

5 按要求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是 □否 备注：

6
自动监测设备按要求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

网；
□是 □否 备注：

二、水污染防治管理情况

1 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 是 □否 备注：

2
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维

护和污染物排放等情况；
□是 □否 备注：

3

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符合国家或者本市规

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

□是 □否 备注：

4
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符合排

污许可证的规定；
□是 □否 备注：

5
报告水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情况属实；
是 □否 备注：

6 按排污许可证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是 □否 备注：

7
按照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

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是 □否 备注：

8 水污染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是 □否 备注：

9 自行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是 □否 备注：

10

存在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情况；

□是 □否 备注：

11 存在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 □是 □否 备注：



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的情

况。

三、特定行业水污染防治管理情况

1

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矿山开采区、尾矿库、

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管理单位，采

取防有效渗漏、防垮塌等措施，并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

井进行监测，防止地下水污染；

□是 □否 备注：

2
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采用双层罐或者建造防渗池等其他

有效措施，并进行防渗漏监测，防止地下水污染；
□是 □否 备注：

3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制定了有关水污

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是 □否 备注：

4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事业单位，采取了有效措

施，防止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过程中产生的可能严重污

染水体的消防废水、废液直接排入水体。

□是 □否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