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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22〕17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责任主体负责源头治理以及

排污口整治、规范化建设、维护管理等”要求。2023 年 10 月，《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通

过，提出“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入海排污口设置和管理的具体办法，制定入海

排污口技术规范，组织建设统一的入海排污口信息平台，加强动态更新、信息共享和公开”

的要求。2024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环海洋〔2024〕

72 号）（以下简称《办法》），提出“责任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入海

排污口监测采样点、检查井、标识牌、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档案建设等开展规范化建设”

等具体规定。 

为满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和各地管理部门规范化建设技术需求，在现有实践和管理经

验基础上，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本标准。《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环办法规函〔2023〕340 号）下达了标准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2023-23。 

本标准的承担单位为：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浙江省生

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1.2 工作过程 

2022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牵头组成标准编制组，明确任务分工和

工作计划。期间，先后赴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省份，

就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及监管现状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2023 年 9 月，形成《入河入

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标准初稿。2023 年 12 月，就标准初

稿进行专家咨询，经修改完善，2024 年 8 月，通过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开题论证。2024 年 12

月，通过征求意见稿专家技术审查，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开展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入海排污口量大面广、种类多样、现场情况复杂，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排查出入海

排污口 5.3 万余个。入海排污口作为连通陆地和海洋的关键节点，是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的重要环节。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是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海

湾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实施意见》提出 2025 年底前完成近岸海域范围内所有排污口排查，此后，入海排污

口将逐步转入常态化监管。规范化建设作为构建“受纳水体—排污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

全过程监管的重要一环，明确其具体要求，对落实入海排污口监管主体责任、指导管理部门

有效开展日常监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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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行生态环境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在不断总结排污口排查整治等工作基础上，先后出台涵盖分类、名

词术语、排查、溯源、监测、整治、设置论证等在内的十余份标准规范，基本构建起排污口

监督管理技术体系。然而，规范化建设作为入海排污口规范整治的重要内容，以及衔接“查、

测、溯、治”和日常监管的关键一环，目前尚无相关标准规范。 

现有标准中，《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主要针对固定污染源排放口设置

和采样点设置提出要求，不适用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

南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HJ 1309—2023）主要针对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提出要求，

考虑到入河和入海排污口的设置要求和周边环境特征差异，也不适用于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

设。因此，亟需出台适用于入海排污口的规范化建设标准。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3.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规范指南的研究进展 

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海洋环境管理的对象主要为流域内的污染源，分别采用排污许可证、

最佳管理实践、最大日负荷总量计划对受损水质流域内的点源和面源进行有效管理；针对区

域分散的点源，美国推荐使用就地处理设施对流域内分散的污水进行处理，并出台《污水就

地处理设施建设指南手册》，指导使用者规范化建设污水就地处理设施。 

目前，美国、欧盟等国家在污染源管理法规政策、监督管理等方面相对完善，但未针对

入海排污口这一对象出台相应技术规范。因此我国需自行探索可行的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技术标准。 

3.2 我国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进展 

1999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发

〔1999〕24 号），在吸收部分省市试点经验基础上，向全国推广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包括

设置采样点、安装测流装置、立标和建档等规范化建设内容要求。此后，随着排污许可等制

度的不断推进，排放口规范化建设逐步完善。 

2018 年机构改革以后，随着精准治污要求不断落实，入海排污口监管也逐步深入。一

是底数逐步摸清。2019 年渤海率先启动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渤海排查出入海排污口 1.8

万余个，相比各地及各有关部门此前掌握的数量增长了 25 倍。此后，沿海省区市参照渤海

经验，逐步启动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排查入海排污口 5.3 万余个。

二是监管体系逐步健全。生态环境部相继发布分类、名词术语、排查、溯源、监测、整治、

设置论证等在内的十余份标准，并在《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

（试行）》（环办执法函〔2020〕718 号）等管理文件中逐步提出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

三是系统推进规范化建设等相关工作。2024 年印发的《办法》明确“责任主体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检查井、标识牌、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

档案建设等开展规范化建设，并加强入海排污口、排污通道及其规范化建设设施的维护管理，

发现他人借道排污等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留存证据。”系统明

确责任主体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内容和维护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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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已发布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和编号 主要内容 

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规定了污水手工监测的监测方案制定，采样点位，监测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监测数据处理，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2 《入河（海）排污口三级排查技术指南》（HJ 1232—2021）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三级排查的工作流程、前期准备、第一级排查、第二级排查、第三级排查的技术要求，

以及质量控制、成果提交等相关要求。 

3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无人机遥感航测技术规范》（HJ 

1233—2021）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航测的工作流程、飞行准备、飞行实施、数据处理、 质量控制、成

果提交等相关要求。 

4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无人机遥感解译技术规范》（HJ 

1234—2021）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解译的解译准备、解译对象与标志库、遥感解译、质量控制、成

果提交等相关要求。 

5 《入河（海）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HJ 1235—2021）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命名和编码规则。未涉及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内容。 

6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整治总则》（HJ 1308—2023） 

规定了组织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整治的总体要求、工作流程、整治方案制定，以及依法取缔、 清理合并、

规范整治及销号要求。涉及部分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对于口门建设不规范提出要求，主要包

括“海岸工程设置的排污管道出水管口位置不在低潮线以下的，应将出水管口位置调整至低潮线以下；利用

污水扩散器的污水海洋处置工程入海排污口，扩散器应铺设在理论最低潮面以下 7m 的水底，其起点离低潮

线至少 200m。 

7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HJ 

1309—2023） 

未涉及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内容。规定了入河排污口监测采样点、检查井、标识牌、视频监控系统及水质

流量在线监测系统设置，档案建设要求。 

8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名词术语》（HJ 1310—2023） 规定了与入河入海排污口类型划分和监督管理相关的基础名词术语及其定义。 

9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 1312—2023）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分类。 

10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HJ 1313—2023）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溯源调查方法、责任主体确定及溯源结果记录要求。 

11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信息采集与交换》（HJ 

1314—2023）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信息采集与交换的总体框架、信息采集要求、信息交换要求及信息安全要求。 

12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HJ 1387—2024） 
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方式、样品采集和分析测试、质量保证和质量

控制、信息记录和报告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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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有关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当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根据海水动力条件和有关规定，经科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上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排污口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排污口监测，按照规定开展监控和自动监测。 

2 
《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2018 年修订） 

设置向海域排放废水设施的，应当合理利用海水自净能力，选择好排污口的位置。采用暗沟或者管道方式排放的，出水管口位

置应当在低潮线以下。 

3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2018 年修订） 

污水离岸排放工程排污口的设置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不得损害相邻海域的功能。污水离岸排放不得超

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在实行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的海域，不得超过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 
排污口设置应当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在明显位置树标立牌，便于现场监测和监督检查。 

5 
《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环海洋

〔2024〕72 号） 

责任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检查井、标识牌、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档案建设等开

展规范化建设，并加强入海排污口、排污通道及其规范化建设设施的维护管理，发现他人借道排污等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属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留存证据。 

6 
《渤海入海排污口整治试点工作要点》（环办便

函﹝2020﹞161 号） 
明确试点城市唐山要建立排污口管理台账、树立排污口标识牌等要求。 

7 
《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

置规则（试行）》（环办执法函〔2020〕718 号） 

对入河入海排污口标识牌的样式、牌面信息、材料、颜色、尺寸等做出统一要求，并在牌面上添加二维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

管理。对入海排污口标识牌样式、材料的选择应充分考虑海边复杂的环境特征，选择防风、耐腐蚀的样式和材料。 

8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国家

环保局 环监〔1996〕470 号） 

明确企业厂界排放口相关要求：（1）应设置规范的、便于测量流量、流速的测流段。（2）列入重点整治的污水排放口应安装

流量计。（3）一般污水排放口可安装三角堰、矩形堰、测流槽等测流装置或其他计量装置。 

9 
《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

发〔1999〕24 号）（2006 年修正） 

明确企业厂界排放口相关要求：排放口规范化整治要遵循便于采集样品、便于监测计量、便于日常监督管理的原则，严格按排

放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进行。第六条要求：污染源排放口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污染物强制性排放标准的要求，设置排放

口标志牌，排放口标志牌是对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实施监测采样和监督管理的法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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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标准与国内外相关方法标准规范的关系 

考虑到国内外尚未出台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相关标准，编制组在充分借鉴《关于开展

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发〔1999〕24 号）（2006 年修正）《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 91.1-2019）等排放口规范化建设技术规范，并参考《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

术指南 整治总则》（HJ 1308—2023）入海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以及《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HJ 1309—2023）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

在结合渤海和其他沿海省（区、市）排查整治及日常监管工作基础上，编制形成本标准。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1. 合法合规、相互协调 

本标准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意见》《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要求协调一致。同时，兼顾已有工作基础和实际，指导各地按照入海排污口监管实际开

展规范化建设。 

2.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入海排污口量大面广、种类多样，涵盖工业、农业、生活、港口码头、城镇雨洪等多种

类型，排污规律复杂，规模差异较大。本标准既兼顾所有类型入海排污口日常监管基本要求，

又针对重点管理等不同类型入海排污口提出差异性规范化建设要求。 

3. 科学合理、管用实用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开展了大量调研，充分总结了国内部分地区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

成熟经验，并予以采纳，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确保标准管用实用。 

4.2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以支撑入海排污口长效监管为目标，提出 6 项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内容，包括

口门和排污通道设置、监测采样点设置、标识牌设置、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检查井设置、

档案建设，标准研究技术路线详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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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本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关于框架 

本标准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入海排污口口门和排

污通道设置、监测采样点设置、标识牌设置、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检查井设置以及档案建

设等十个章节，还包括一个资料性附录。 

5.2 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开展规范化建设以及管理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工

作。本标准不仅适用于新、改、扩入海排污口的规范化建设，也适用于现有入海排污口的规

范化建设。 

5.3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术语和定义、监测采样点设置、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检查井设置以及档案建

设部分相关内容的表述中，对其他规范化文件进行了引用。 

5.4 关于术语与定义 

关于口门、入海排污口、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入海排污口分类、检查井等，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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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名词术语》（HJ 1310）、《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

指南 排污口分类》（HJ 1312）、《检查井盖》（GB/T 23858）已有相关定义，因此本部分

引用这三个标准。 

同时，为了避免责任主体对关键术语理解不到位而影响标准实施，本标准对“排污通道”、

“监测采样点”“标识牌”“监控及监测系统”此类在《办法》中明确需开展规范化建设的设施进

行了定义。 

对于“排污通道”，HJ 1310 中“口门”的定义为“污水由管道、沟、渠等排污通道进入环境

水体的天然形成或者人工修造的出水口或者闸门等”，明确了“管道、沟、渠等”为排污通道

的类型，本标准结合“口门”的定义，将“排污通道”定义为“用于接纳入海排污口排放源向海洋

环境水体所排放污水的管道、沟、渠等通道”。 

对于“监测采样点”，《水质 词汇 第二部分》（HJ 596.2）中“采样点”的定义为“进行采

样的准确位置”，考虑到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的设置是为了便于责任主体开展自行监测以

及管理部门开展监督监测，本标准在“采样点”定义的基础上，将“监测采样点”定义为“进行

自行监测和监督监测采样的位置”。 

对于“标识牌”，《图形符号 术语》（GB/T 15565）中“标志”的定义为“由呈现在衬底色

和/或边框构成的几何形状中的符号形成的传递特定信息的视觉构造”，“标志载体”的定义为

“承载和显示标志内容的材料”，“标志板”的定义为“使用刚性材料制成的标志载体”。为便于

责任主体理解“标识牌”，同时满足标识牌便于公众监督和日常监管的需求，本标准结合标识

牌的通用定义和“标志”、“标志载体”、“标志板”的专业定义，将“标识牌”定义为“用于承载和

显示入海排污口文字及图形信息的载体”。 

对于“监控及监测系统”，《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HJ 

477）中“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的定义为“由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放实施监控的数

据收集子系统和信息综合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

准》（HJ 212）中“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的定义为“由对污染物实施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的仪器设备、数采仪、污染物排放过程（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和监控中心组成”。

本标准结合以上已有定义，将“监控及监测系统”定义为“对入海排污口流量、水质等实施监

控（监测）的设施、设备”。 

5.5 关于总体要求 

首先，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及设施维护作业应符合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的规定。 

其次，按照《实施意见》要求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并通过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

批、规范整治一批，最终形成需要保留的排污口清单，纳入常态化监管。考虑到纳入常态化

监管入海排污口的公众监督和日常监管需求，本标准提出所有入海排污口均应开展口门和排

污通道设置、监测采样点设置、标识牌设置及档案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排污口

的责任主体……按照规定开展监控和自动监测”，《办法》规定“实施重点管理的入海排污口，

责任主体应当在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处安装流量计等监控设施”。对实施重点管理的入海

排污口，开展流量监控设置，规范日常排污行为。对于有条件的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可结

合管理需要，开展监控及监测系统建设。HJ 1308 明确“排污口布局不合理、老旧破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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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检修维护不便的：采取调整排污口位置、更新维护设施、按规定设置检查井等措施”，

GB 50014 明确“检查井的位置应设在管道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坡度改变处、跌水处及直

线管段上每隔一定距离处”，因此本标准提出采用管道、暗渠形式排污且存在交汇、转弯、

管径或坡度改变等检修维护难的排污口，还应设置检查井。 

再次，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目的是满足公众监督和日常监管，因此应便于采集样品、

计量监控、设施安装以及维护。 

最后，考虑到安全生产要求和海洋特殊气候和环境情况，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作应

充分考虑安全生产要求，统筹防台等自然灾害防御、堤防安全、航运、渔业生产等方面需要，

避免破坏周围环境或造成二次污染。 

5.6 关于口门和排污通道设置 

《办法》以及相关标准均已明确“入海排污口位于法定海岸线向海一侧”，由于各地对于

入海排污口的管理边界认识还存在不足，为加强管理，在本标准明确口门规范化的位置应位

于法定海岸线向海一侧。同时，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九条“禁止违法占用、损害

自然岸线”，《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第九条“自然形态保持完好、生态功能与资源价

值显著的自然岸线应划为严格保护岸线，主要包括优质沙滩、典型地质地貌景观、重要滨海

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所在海岸线”“除国防安全需要外，禁止在严格保护岸线的保护范围

内构建永久性建筑物、围填海、开采海砂、设置排污口等损害海岸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活

动”，因此，入海排污口口门及排污通道建设应避免破坏和损害自然岸线。 

考虑到安全生产和社会活动影响，口门位置和排污通道应设置安全，牢固不易被挪动，

排污通道为管道或渠道的，排污通道截面及口门应为矩形、圆形、梯形等规则形状，以便于

维护和样品采集。同时，责任主体应加强口门和排污通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加强清障、疏

通等维护工作，保持口门和排污通道畅通。 

5.7 关于监测采样点设置 

口门位于低潮线以上的入海排污口，原则上可将口门处视为监测采样点，直接进行样品

采集，同时应满足《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HJ 1387）“入海排污口受

潮汐影响的，还应结合当地的潮汐时间，选择低潮时采集样品或测试”的要求。 

口门位于低潮线以下的入海排污口，应在在厂区（园区）外尽可能靠近排污通道入海处

的位置设置监测采样点。针对海洋环境与气候情况，为避免监测采样点的水质受海水倒灌或

台风影响，提出了设置区域需地基稳定、地形平坦，并尽可能避免潮汐和台风等影响的要求。 

对于现有部分排污口出厂区（园区）即入海，无规范化建设空间的（HJ 91.1 规定厂界

排放口可设置在厂界外不超过 10 米范围内），或是采用加压管道进行深水离岸排放的入海

排污口（责任主体为单一责任主体），其厂界排放口与入海排污口口门之间仅有一条单独的

排污通道，且不存在改造、接入可能的，原则上可将厂界排放口和入海排污口视为同一个。

此时，如厂界排放口参照 HJ 91.1 规定设置监测采样点的，可不在入海排污口重复开展监测

采样点设置。 

对于入海排污口存在多个排污单位共用一个的情况，需监管其污水最终浓度，因此，提

出了监测采样点应设置在污水汇合后的要求。此外，根据排污口入海方式和污水量大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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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便于采集样品、计量监控等基本要求，选择适宜的监测采样点设置形式，满足实际采样

的可行性和便利性要求。 

5.8 关于标识牌设置 

《实施意见》明确“排污口设置应当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在明显位置树标立牌，便于

现场监测和监督检查”，因此提出标识牌原则应设置在监测采样点处的要求。对于监测采样

点位于厂区（园区）内的，为便于监督检查，提出需设置在厂区（园区）外的基本要求。目

前部分地区为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管，已经探索对所有入海排污口标识牌进树立标识牌，具有

可行性。结合落实《实施意见》要求，以及入海排污口日常监管需要，所有排污口需将建设

方便监督检查的标识牌作为基本要求。 

《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试行）》（环办执法函〔2020〕

718 号）对标识牌的样式、牌面信息、材质、颜色等均有规定，相关地区已经按照要求在渤

海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过程中同步开展标识牌建设，因此本标准衔接相关要求进行了规定。

但对于牌面图文布局设计、尺寸、颜色等，从全国各地实践来看，各地标识牌设置的形式和

要求均有差异。考虑标识牌设置的最终目的是为便于公众和监管部门识别入海排污口信息，

标识牌牌面信息主要包括图形标志、文字信息和二维码，原则上按照“左图右文”的方式排列。

同时依托全国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责任主体在完成入海排污口备案后会生成二

维码，牌面文字信息可适当减少，大部分可能因责任主体变动而改动的信息可用二维码体现，

因此牌面文字信息主要包括入海排污口名称、编码、类型、监管部门、监督电话等这些相对

固定的信息，二维码信息主要展示地理坐标、排放管控要求、自行监测结果等。对于离岸较

远或合并设置的，公众无法及时辨别、监督的，其牌面信息另需包括排污口口门位置示意图。 

考虑到滨海气候和环境情况，标识牌应选用具有抗碱、防潮特性的耐久性材料制作，保

证一定的使用寿命，鼓励优先使用环保材料。对于标识牌的样式应抗风、不易移动，颜色应

注意考虑环境整体性，优先选择蓝色。对于需在旅游景区设置的标识牌，其设置应不影响景

区美观和游客体验感，可设计更加丰富的形式，保持美观大方，并与景区自然环境、景点设

施、建设风格等相适应。 

鉴于目前部分地区已根据《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试行）》

（环办执法函〔2020〕718 号）设置了标识牌，因此本标准提出对于本标准发布前已设置在

监测采样点处的标识牌，可先在牌面信息中补充或更新二维码，待后续更换时按设置要求进

一步完善。 

5.9 关于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 

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排污口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排污口监测，按照规

定开展监控和自动监测”，《办法》第十六条“实施重点管理的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当在

入海排污口监测采样点处进行流量等监控”要求，本标准明确其规范化建设的有关内容。《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明确“可用流速仪法、堰槽法、容器法、浮标法

和压差法等方法使用超声波式、电容式、浮子式或潜水电磁式污水流量计测量污水流量，所

使用的流量计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因此本标准提出责任主体应用环境和流体特性选用

流速仪法、堰槽法、容器法、浮标法和压差法等方法，使用超声波式、电容式、浮子式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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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磁式流量计等设备开展入海排污口流量测量，其安装、使用、计量检定和比对需遵循

HJ/T 92 等相关技术要求。同时，《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针对流量计测定流

量，在 6.6.2 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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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沿用了类似表述。同时，鼓励有条件的责任主体在监测采样点处安装

视频、水质在线等其他设施开展入海排污口监控监测，具体安装可参考相应的标准；开展摄

影、摄像等活动的还应符合国家安全保密有关规定。 

5.10 关于检查井设置 

检查井属于污水排放管道常规的附属设施，其建设要求在 GB50014 中有详细规定。不

同管径管道的问题几率和检修维护难易程度不同，检查井的设置间距也不同，例如随着城镇

范围的扩大、排水设施标准的提高，有些城镇出现口径大于 2000mm 的排水管渠，此类管渠

内的净高度可允许养护工人或机械进入管渠内检查养护；大城市干道上的大直径直线管段，

检查井最大间距可按养护机械的要求确定；对于养护车辆难以进入的道路，检查井的最大间

距应按照人工养护的要求确定。GB50014 对于检查井设置位置与污水进入自然水体处的最

大间距、各部分尺寸要求、安全防护要求等已经进行了明确，本标准参照执行。 

5.11 关于档案建设 

入海排污口档案建设是对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中具有凭证、查考和利用价值的文件

材料及影像资料等进行归档的工作。入海排污口档案应保证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支撑

监督管理需求。《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污染源》（HJ/T 8.4）中对文件材料的形成与积累、

整理、归档及档案的管理与利用等内容提出了详细要求，本标准参照执行。 

入海排污口档案归档范围衔接《办法》要求，原则上依托全国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

化平台开展入海排污口档案建设与管理，管理内容主要包括排污口基本信息资料、排污口

备案相关文件、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材料、排污口自行监测、监控资料等日常管理资料，对于

已开展整治的入海排污口，还需归档其整治验收销号等信息资料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和资料。 

5.12 关于附录 

本标准提供了一个附录，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提供了入海排污口标识牌版面样式参

考，用于指导责任主体建设标识牌。 

6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是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通过明确入海排污口口门和排污通道设

置、监测采样点设置、标识牌设置、监控及监测系统设置、检查井设置、档案建设等建设要

求，为规范全国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提升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水平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沿海各地也有开展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技术指引的迫切需求，建议尽快公开征求意见并发

布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