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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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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汤宇烽、王洋、刘志国、郭超颖、李云飞、赵修显、童帮会、廖徐翀、刘星、

邵晓静、马长宏。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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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热点区域入河排污口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平原河网地区热点区域入河排口调查流程、前期准备、工作内容以及质量控制、成果

提交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平原河网热点区域地区第三级排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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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HJ 91.1-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8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对近岸海域 水环境影

响监测 

HJ 1232-2021 入河（海）排污口三级排查技术指南 

HJ 1233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航测技术规范 

HJ 1234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解译技术规范 

HJ 1235 入河（海）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 

HJ 1313-2023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平原河网 plain river network 

指河湖众多的平原地区。河网密集，水流贯通，河道密闭，水文条件复杂。其入河排污口分布广泛、

隐蔽性强，排查溯源难度大。 

 

热点区域 hot spots 

工业企业汇聚的区域，一般包括工业园区、工矿企业和各类园区聚集区等。 

 

潜没 submerged pipe 

完全潜没在水下，但仍然肉眼可见的管道。  

 

感潮河段 Tidal river section 

流量及水位受潮汐影响较大的河段。 

4 技术路线 

平原河网热点区域调查技术路线包括前期工作准备、现场调查和成果提交等过程。具体技术路线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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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热点区域排口调查技术路线 

5 前期工作准备 

基本要求 

在热点区域调查工作启动前，应该完成资料收集、工具/设备仪器、人员安排相关准备工作，要求

资料收集的完整性，能整合分析识别热点区域；设备准备保证工作人员安全和设备选取科学，明确人员

编组。 

资料收集 

5.2.1 资料来源 

非现场溯源资料收集宜包括所有可直接证明或辅助证明污染源与入河入海排污口关系的资料，来

源参考HJ 1232-2021中表1，其中潮汐资料来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潮汐表》。 

5.2.2 排查成果资料 

收集与排查成果、排口排污监测相关资料。 

a) 一/二级排口排查成果资料； 

b) 历史排污口数据； 

c) 水质监测数据。 

5.2.3 基本资料 

涉及内容包括： 

a) 工业聚集区排查区排查资料； 

b) 行政区划边界资料； 

c) 水系水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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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气象、地下管网、潮汐等其他相关资料。 

5.2.4 基本图件资料 

基本图件质量和类型参考 HJ 1232。 

工具及设备仪器准备 

工具和设备仪器涉及到专业排查仪器和设备、安全保障类、现场排查作业类，详情如下： 

a) 专业排查仪器设备：包括水域 AI 移动监测机、无人机、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管道机器人、

侧扫声呐等（详见附录 A 技术手段）； 

b) 保障安全的相关设备：包括救生衣、反光马甲、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和防毒呼吸面罩等； 

c) 排查有关的工器具：包括采样瓶、快检试剂包、手电筒、卷尺、锤子、钩子、镐、包、笔和笔

记本等。 

人员准备 

平原河网水系发达，热点区域排口分布错综复杂。区别于第二级排查，人员配置上应考虑以下要求： 

a) 以组为单位进行现场排查工作，每组至少配置 2名作业人员、一名安全监督员、一名质量控制

人员； 

b) 重点考虑技术人员的参与，进行排查工作技术攻坚； 

c) 为保障工作进度，指定项目经理统筹安排。 

热点区域认定 

5.5.1 基本要求 

对前期资料进行数据归集，分析一/二级人工排查容易出现漏排错排区域。将排查区域内所有工业

园区、工矿企业和各类园区聚集区认定为热点区域，整合分析热点区域排口分布特征、企业类型分布、

污染状况等，明确热点区域范围、制定热点区域调查方案。 

5.5.2 数据归集 

主要是基于前期数据资料收集，整理各类资料的过程，要求通过统一平台将资料叠加到统一数据库，

便于热点区域调查资料的分析和下载。包括： 

a)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底图：包含行政区划、水系走向、流域边界、地形高程、排水管网、现场

影像图层； 

b) 一级/二级排查成果数据：可疑排口和可疑区域遥感解译数据、现场排查影像图层、监测数据、

纸质记录表等； 

c) 辅助资料：已知排污口的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相关审批文件，必要时应提供纸质版文件。 

5.5.3 整合分析 

整合分析内容包括： 

a) 基于工业聚集区管网铺设、工程建设等资料，收集调查线索，全面查清可能存在的排污口； 

b) 基于一/二级排查资料成果、历史排污数据，分析人工容易漏排错排盲区； 

c) 梳理各类监测数据、排污许可等数据，建立热点区域排查方法和技术路线，制定热点区域调查

方案。 

6 调查工作内容 

现场调查 

6.1.1 基本要求 

6.1.1.1 对热点区域进行技术攻关调查，主要是通过智能设备识别漏排错排盲区，掌握排口沿岸线分

布情况，确保热点区域有口必查。调查内容包括排口附属设施及上游一定范围内与之连接的管井的位置

（坐标）、属性、管径、水流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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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对于平原河网热点区域调查，应针对不同时间（平水期、丰水期、枯水期、潮汐期）在常规

热点区域调查基础上，进行针对性侧重调查，以提高现场排查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6.1.2 排查对象 

结合实际排查情况，此次调查对象主要为工业排污口，包括工矿企业排污口、工矿企业雨洪排口、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雨洪排口。 

6.1.3 调查方式 

主要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对热点区域河段排污口进行多维度、多时段调查作业，逐一

发现、探明隐匿排污口，具体方式如下： 

a) 网格化调查：针对工业聚集区密度较大（工业用地>50%）、排污口分布集中的热点区域，采

用网格化调查为主，基于调查范围，划分网格大小。安排 3~4 人为一组进行网格逐一调查； 

b) 河道调查：针对散落的工业区、排口分布零散的热点区域，采用河道化调查为主，安排进行 3~4

人为一组沿河道逐一调查； 

c) 网格化/河道交叉调查：复杂热点区域，可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以上两种调查方法，交叉进行

热点区域排口调查。 

6.1.4 作业内容 

6.1.4.1 平水期调查 

平水期是河道水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平水期侧重对入河排口的全面排查，排口调查应水上、水

下排口并重。除了常规热点区域精细核查方法外，还应该使用： 

a) AI 移动监测机：通过 AI 移动监测机，对河道两岸水上水下排口快速扫描，AI 自动识别未上

报的排口，同时对排口进行定位、拍照等； 

b) 无人船水质走航：通过无人船走航获得河道沿程水质数据，根据河道水质情况划定重点河段，

指导后期排口调查； 

c) 管道实验验证：对于特殊区域疑似排口，可通过烟雾试验、染色试验、闭水试验、泵站运行等

实验方法，明确入河排污口，常用方法参照 HJ 1313。 

6.1.4.2 丰水期调查 

丰水期河道水位较高，降雨增多，排口主要淹没在水下和雨天排水。丰水期侧重水下排口排查和有

水排出排口调查，除常规技术方法外，重点考虑以下方法进行排口排查： 

a) 声呐侧扫：在无人船底部搭载侧扫声呐，以人工遥控的方式沿河岸进行侧扫作业。对于一定宽

度的河道，沿两岸各侧扫一遍，实际排查长度为河道长度的 2 倍；对于较窄河道，沿河中心侧

扫一遍。若河道两岸不具备行走条件，借助船舶在水面进行遥控作业或拟定自定走航方式。侧

扫过程中通过专业的声呐成像软件使回传的声波数据模拟影像化，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水下疑

似排口，结合岸线、周边环境及管线资料，判断确定水下排污口； 

b) 热红外拍摄：利用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仪进行航拍，通过热成仪探测物体本身发出的红外线，实

现对温度分布进行成像，通常用于隐蔽工业排口的排查和取证。这是因为工业污水比河水温度

高，利用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仪对排污口高风险区域进行拍摄监测，可直观发现污水排放现象。 

c) 水下机器人：对于水下疑似排口，声呐管径≥600mm 时，采用水下机器人进入形式确认排口情

况，并初步调查排口排污路径。 

6.1.4.3 枯水期调查 

枯水期河道水位一般较低，该时期侧重于排口重点排查，要求对有水排出的排口进行重点监督，主

要排查方法： 

a) 无人机航测：通过广角+变焦同步拍摄功能，同步获取周边环境及问题点细节影像，开展无人

机精细化巡检核查； 

b) 管道机器人：对于水上排口，管径≥600mm 时，可采用管道机器人对排口排污路径进行初步确

认。 

https://enterprise.dji.com/cn/
https://enterprise.dj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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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 潮汐期调查 

对于感潮河段，潮汐期会影响河道水位和水质，排口排查应根据当地站点潮汐预报信息合理规划排

查时间，尽量避开涨潮时段。 

排污状况监督 

6.2.1 基本要求 

对热点区域内排污状况进行摸底，同时对于重要河段节点、问题排口排污状态进行有效监测，评估

热点区域排污状况。另外，将存在晴天排水的排口作为重点监测对象。 

6.2.2 监督对象 

监督对象包括： 

a) 工业排污口的排水行为； 

b) 工业排污口周边较为明显的排放水渍； 

c) 与工业排污口管道直接相连的节点； 

d) 工业排污口排污源头； 

e) 重要河段节点。 

6.2.3 作业方案 

6.2.3.1 水质监测 

在现场排查过程中，针对存在有水排放且具有采样条件的排污口开展监测，分析水质污染情况，具

体如下： 

a) 监测点位：对于水上排口，监测点位原则上应布设在排污管道、渠道或天然沟渠的末端位置。

对排污口为淹没式或不便监测的地下排污管道，监测点位可布设在排污口前最后一个检查井

或阀门井内； 

b) 监测指标和频次：监测指标为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优先推荐使用快检包对排污

口进行现场快速监测。监测频次为至少进行一次快检； 

c) 对于现场快速检测结果，结合 GB 8978，各项指标超过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排口，需要

外业人员采集排口的水样，送往专业检测室进行水质检测。实验室检测结果超标的，应加大该

排口检测频次，评价标准可根据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各入河入海排污口不同监测指标的执法

需求确定； 

d) 样品采集：现场采样时按照 HJ 91.1、HJ 442.8 及相关监测标准规范执行；样品采集还应结合

企业的生产时间和生产周期，选择生产污水排放时段采集样品； 

e) 应选择前 1 日无降水的时期进行监测。 

6.2.3.2 无人机+热红外 

6.2.3.2.1 利用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仪对排污口高风险区域进行拍摄核查，可直观呈现污水排放现象。

该方法白天夜晚均适用，尤其针对企业夜间偷排的排查有较好效果。 

6.2.3.2.2 有条件的应该昼夜间各监测一次。 

6.2.3.2.3 其他操作规范参照 HJ 1233。 

6.2.3.3 视频 AI监测站 

6.2.3.3.1 对排查范围重要断面、节点或者污染严重的区域，通过视频 AI 监控站安装，对环境要素进

行监测，包括排口状态、水面垃圾、水葫芦、蓝绿藻、行人、船只等。 

6.2.3.3.2 监测频率为实时监测，实现实时性、可视化、全天候监控。 

数据录入 

6.3.1 利用排口排查 APP 进行数据上报、信息采集。建立排查记录和台账，形成三级排查热点区域调

查成果，成果内容参照附录 B 的规定。 

6.3.2 发现较为严重问题的及时上报，对一/二级排查中信息错误的排口进行修改，如非排口定为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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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口数据重复、排口位置信息偏移等问题。 

6.3.3 通过分析汇总，结合一级、二级、三级排查成果，形成入河排污口名录。 

排查成果抽查 

6.4.1 要求抽调技术骨干成立质控小组，负责现场排查信息审核、随机选点抽查等。 

6.4.2 对填报的点位信息进行审查，对比信息、文字描述、影像资料、遥感影像的一致性，筛选出存

在错误、遗漏、模糊和不规范等问题的填报信息。 

6.4.3 平原河网热点区域随机选点抽查质控比例不少于热点区域管网长度的 20%。 

7 质量控制与审核 

方案审核 

方案审核重点审核排查范围是否全覆盖、排查措施是否可行，需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对方案

进行多方审核，重点针对调查的方法、调查目的及内容、成果、安全措施、注意事项等审核，为热点区

域调查具体实施做好准备。 

质量检查体系 

实行三级质量检查体系：一级为小组对自己所排查的成果数据做全面自检；二级检查为不同小组之

间的交叉检查，提出问题，及时反馈更正；三级排查为质量负责人带领质检小组全面检查二级检查后所

提交的数据，抽取部分问题多的河道、小组数据进行外业检查。 

质控要点 

热点区域调查质量控制中点对排污口数据的规范性问题、逻辑性问题及定性错误问题进行审核。其

中： 

a) 规范性问题主要审核内容为各类信息是否填报齐全、排污口命名是否按照 HJ 1235 进行命名，

责任主体名称是否完整正确； 

b) 逻辑性问题主要审核内容为排口命名、排口类型、污水来源是否一致，排口问题与排水类型是

否匹配； 

c) 定性问题主要通过溯源照片及责任主体等确定是否存在排污口类型错误（例如：责任主体的企

业不属于工矿企业，排污口类型填报为工矿企业排污口）；排污口位置与排污口类型是否一致

（例如：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是否位于建成区）；采样监测结果是否与采样照片及监测报告一

致、是否与排污口超标问题一致等。 

8 成果提交 

平原河网热点区域调查成果相关格式要求见附录B，内容包括： 

a) 热点区域排污口调查报告； 

b) 排污口名录； 

c) 一口一档； 

d) 调查工作资料； 

e) 工业排污口分布专题图； 

f) 工业排污口信息化展示。



T/ZAEPI XXX—2024、T/SHAEPI XXX—2024、T/JEPIA XXX—2024 

7 

附 录 A  

（资料性） 

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见表A.1。 

表A.1 技术手段对照表 

序号 技术手段 定义 适用范围 技术要点 限制因素 

1 
水域AI移动监

测机排查 

一种融合水上水下多模态感知认知、

ROS机器人等技术，融入大量排口样本

数据，覆盖全部排口类型的水上水下高

效率排口排查方法。 

适用于开放性水体遮挡

较少、视野开阔河道。 

a）多目标识别，水上水下排口排查、水下暗

管排查、河道巡查； 

b）检测精度和作业效率高。 

场景光线问题，严禁将相机暴晒在阳光

下，否则拍摄的图片可能会曝光导致无

法识别。 

2 
无人船水质走

航 

一种利用无人船搭载水质自动分析仪

进行巡航探测，对地表水进行沿程连续

采样和水质快速监测的方法。 

适用于具备无人船通航

条件的区域。 

a）以无人机为载体，搭载水质自动分析仪采

集水质常规分析指标，并绘制走航线路上的

所监测各项水污染物浓度分布图； 

b）无人船航测数据水质监测数据应留档并

提交。 

闸坝落差大、水流湍急、排污口附近水

草密集、淤泥堆积等不利于无人船行驶

的区域，不宜使用。 

3 侧扫声呐排查 

一种利用无人船/潜艇搭载高分辨率侧

扫声呐进行沿江城市排污口、暗管排查

方法。 

适用于具备无人船通航

条件的区域。 

侧扫声呐图像的明暗和形状是判读水下物

体或地貌的最重要特征信息。 

a）浅水或淤积河道有限制性无法获得

完整的扫测声呐影像； 

b）水下拍门，倾斜的 PVC 管，无法获

得明显的特征声呐影像； 

c）部分弯折、角落区域不便于船载侧扫

声呐扫测作业。 

4 
水下机器人排

查 

一种搭载水下微光相机和高清图像声

呐等专业探测设备。 

适用于对大半或完全潜

没的管道进行探查。 

a）完全潜没管道，可进行视频截图与录制，

在水下环境复杂、视频效果受限时，可通过

声呐影像确认排放路径； 

b）影像数据应留档并提交。 

a）管径小于600mm，水下机器人易发生

磕碰、摩擦等，适用条件受限； 

b）需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操作，以免引

起仪器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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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技术手段 定义 适用范围 技术要点 限制因素 

5 
管道机器人排

查 

一种搭载高清镜头，以实时视频为输出

结果精细管道精细排查方式。 

适用于未大幅潜没、内

部工况良好的管道内进

行作业。 

具备更长的探视距离和更大的探视范围，且

可小幅转向以获取更多管道内部情形，可作

为管道潜望镜因现场环境条件受限不能适

用的补充； 

能够生成符合行业标准规范的检测评估报

告。 

部分管道连接处或者是拐弯处工况不

佳，会影响到机器人继续前进。 

6 无人机航测 

一种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对露天管

道、沟、渠、河流、滩涂、湿地等排污

口开展排查 

适用于排查范围跨度

大、人工徒步难以到达，

或现场存在开  发区等

企业较多、路障较多、路

途较远或其他人力难及

的情形。 

无人机航测工作应满足HJ 1233、HJ 1234要

求； 

无人机航测的相关影像资料应留档并提交。 

桥下、树下、河岸垂直立 面等航测盲区

以及无人机禁飞区，不宜使用。 

7 管道实验验证 

采用方法有烟雾试验、染色试验、闭水

试验、泵站运行等，可以快速方便确认

排污口的污水排放路径，确定责任主

体。 

适用于现场排查溯源。 

染色试验应选用无毒、可降解的染色剂； 

烟雾试验应检查并确保管线内无易燃易爆

气体； 

闭水试验/泵站运行宜采用分组操作、实时联

络观察水流变化。 

对河流水质、存在沼气及不在泵站服务

范围的情况不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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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排查成果清单 

B.1 热点区域排污口排查工作报告大纲 

B.1.1 概述 

包括编制背景、排查目的和原则、排查对象和范围、编制依据、工作思路等。 

B.1.2 流（海）域区域概况 

B.1.2.1 行政区划、水系水文、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禀赋等。 

B.1.2.2 水资源分布、开发利用、水功能区划情况。 

B.1.2.3 水环境与水生态质量现状。 

B.1.2.4 污染源分布情况。 

B.1.2.5 水污染突出问题及成因分析等。产业布局与发展、污水收集处理状况等。 

B.1.3 排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B.1.3.1 排查必要性分析。 

B.1.3.2 排查方法。 

B.1.3.3 质量控制。 

B.1.4 结果与分析  

排污口数量、特征与分布、排放异常或超标排污口分析、排污口与水环境污染现状相关性分析、排

污口与环境风险相关性分析、重点区域排口分析等。 

B.1.5 主要结论及建议 

主要结论、存在问题及建议。 

B.2 报告相关表格 

详见表B.1、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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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热点区域现场排查一口一档 

经度 纬度 省 市 县 
乡镇

街道 
村 

详细

地址 

入河

（海）

排污口

名称 

编码 
快检

异常 

入河

（海）

排污口 

入河

（海）

方式 

口门

形态 

受纳

水体 

水功能

区名称 

水功

能区

水质

目标 

河道

负责

人 

周边

环境 

污水

疑似

来源 

排水

特征 

是否异

常状况 

异常

状况 

排污口类

型（一级

分类） 

排污口类

型（二级

分类） 

近照 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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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排污口检测记录表 

现场快检数据 

采样位置  检测时间  

项目名称 单位 测试结果 备注 

COD 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pH 值 无量纲   

流量 m³/h   

快检结果照片  

实验室检测信息 

采样日期  采样天气  

样本类型  采样位置  

参考标准  

检测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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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工业排污口名录 

序号 排口编号 排口名称 详细地址 经度 纬度 所属区域 河湖名称 是否为排口 是否晴天排水 排口备注 是否为溯源难点 排口大类 排口中类 排口类型备注 
疑似排口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