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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表（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为加强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优化完善生态环境监测

标准体系，我部组织制订《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表》，

用于规范和指导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制修订工作。

一、制订的必要性

（一）落实新污染物治理要求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加强新污染物治

理。制定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污染物，实施调查监测”。《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方案》要求“建立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构建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

测制度”。建立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推动制订新污

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是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及治理的必要

支撑。

（二）建设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任务。以“监测

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为导向，加快新技术标准化进程，

强化重点急需领域监测标准体系建设，是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建设的任务之一。围绕新污染物治理等前沿领域，构建新污染

物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是促进新技术与生态环境监测业务深度融

合，推动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优化完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的迫切需要。我国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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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标准体系已初步建成，但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

框架尚不明确，标准数量不多、覆盖面不全，无法有效满足新污

染物监测需求。构建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是满足新

污染物治理工作需求，完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的迫切需要。

二、制订过程

（一）成立编制组

2021年至 2023年，我部先后在长江流域和河北、广东、广

西等 10个省份组织开展新污染物试点监测，并同步开展了监测

技术方法研究。2023年 2 月，组织参与试点监测的主要技术单

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展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

标准体系构建工作。由从事新污染物监测技术研究和标准制修订

研究的人员组成编制组。

（二）研究起草

2023年 3 月至 9 月，编制组调研了国内外相关标准体系的

构建方法，对新污染物监测技术研究现状进行了汇总分析，结合

我国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现状，梳理了需进一步补充和修

订的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内容。编制组召开 6次内部讨论

会，针对体系构建思路、体系覆盖范畴、各类标准的关联和衔接、

标准体系可操作性等进行充分讨论。并就体系表具体项目与监测

总站、海洋中心、分测中心、标样所等其他试点监测单位进行沟

通交流，积极吸纳意见，对体系表内容进行修改完善。2023 年

10月，编制形成《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表（初稿）》。

（三）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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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邀请熟悉生态环境

监测业务、新污染物分析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的 9位专家，对

标准体系表内容进行了论证。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标准体系表定

位、构架和内容，同时提出：明确新污染物含义、进一步补充已

发布标准、优化调整标准体系表中技术规范和分析方法相关内容

等意见。我司组织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体系表进行了修改完

善，形成《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表（征求意见稿）》。

三、制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4）《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

（5）《“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环监测〔2021〕117

号）

（6）《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7号）

（7）《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国环规法规

〔2020〕4号）

（8）《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试行）》（监

测函〔2021〕25号）

（9）《国家标准样品管理办法》（国市监标技规〔2021〕1

号）

（10）《标准体系表构建原则和要求》（GB/T 13016-2018）

（11）《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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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28号）

（13）《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4

年 5月 17日生效）

（14）《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环境保护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计委公告 2017年第 83号）

（15）《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生态环境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健委公告 2020年第 47号）

（16）《第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环办固体

〔2022〕32号）

四、制订原则

（一）适用性

配套支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和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制订，满足《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

（以下简称管控清单）、《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

约》（以下简称履约）、《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优先

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以下简称优控名录）和《第一批化

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以下简称优评计划）中新污染

物和化学品等生态环境管理及监督执法需求，围绕新污染物治理

与生态环境监测新任务、新形势、新要求，确保标准“建项实用，

应需合理”，稳步有序推进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制修订工

作，弥补现有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的不足，支撑新污染物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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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监管。

（二）科学性

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构建目标及内容应具有科

学性和合理性，确保标准立项及其技术参数设置和方法选用科学

可行，与现阶段具备的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新时期生态环境管理

需求相适应，与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前瞻性、精准性要求相匹配，

以推动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高质量发展。

（三）系统性

涵盖已颁布的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确保新污染物生

态环境监测方法指标较为齐全、监测介质有效覆盖、技术参数统

一、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强。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与技术规范相衔接，标准样品研制与分析方法标准相配套，以全

面优化和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

五、主要内容

（一）标准体系框架

遵循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现有架构与内涵，考虑新污染物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建设的传承性与特色性，结合环境管理需

求，确定《新污染物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表》框架结构。共体

现三方面内容，一是标准类型，主要为技术规范、分析方法标准

和标准样品，因目前新污染物自动监测和便携监测仪器尚未发展

成熟，暂不考虑生态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技术要求类标准。二是

监测介质，主要为水质（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和

沉积物、固体废物等，对于挥发性较弱的新污染物，不考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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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废气监测介质。三是监测指标，以列入管控清单、履约、

优控名录和优评计划中的新污染物为主。

（二）标准体系项目表

标准体系项目表由序号、指标、标准类型及标准项目名称、

建标理由、状态和备注等六项内容组成。其中标准项目名称遵循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等规定，

“状态”为所列标准项目现阶段制订情况，包括已发布、在研和

拟制订。

共列有 219项标准，其中技术规范 6项、分析方法标准 182

项、标准样品 31项。监测指标包括微塑料、抗生素、三氯杀螨

醇、多氯萘、六溴联苯、毒杀芬、有机磷酸酯类、麝香类、N,N'-

二甲苯基-对苯二胺、甲醛和乙醛、邻甲苯胺、多环芳烃、烷基

汞、硝基苯类、邻苯二甲酸酯类、紫外吸收剂、卡拉花醛、有机

锡化合物、得克隆、多氯联苯、有机氯农药、二噁英类、多溴二

苯醚、中链氯化石蜡、短链氯化石蜡、五氯苯酚、挥发性有机物、

酚类化合物、六溴环十二烷和双酚 A、全氟化合物类和氯苯类等，

覆盖了管控清单、履约、优控名录和优评计划中主要新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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