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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编制工作组（下称编制工作组）面相持续改善

我国生态环境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需求，瞄准土壤-地下水符合污染的科技前沿，聚焦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支撑“十四五”期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全面提升土壤与地下水安全利用

水平提供关键科技支撑。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及地方，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

治理技术”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牵头实施，组织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标准的制定工作。 

在土壤-地下水系统污染风险管控方面，为符合我国土壤环境特征、切合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实际

需求，编制组在大量资料收集、实地调研、实验检测、数据分析和模型模拟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外有关

经验，提出土壤有机污染物包气带垂直淋溶浓度衰减系数估算的研究框架与方法体系，优先制定并发布

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标准。 

1.2  工作过程 

2021 年 9 月，编制工作组承担科学技术部“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重点专项“场地土壤

环境容量与承载力量化方法”项目场地土壤有机污染物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精细化核算方法的研究任务

（2021YFC1809103）。 

自承担该研究任务以来，编制工作组申请并主持《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

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在政策解读、前期项目研究、文献和实地调研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研

讨会，讨论并且界定了开展本标准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并最终编制形成《保护地下水

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阈值》）及其编制说明，经历了如下编

制工作过程。 

2024 年 5-7 月，编制工作组展开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针对《阈值》的总体定位、使用范围、编制

思路、技术需求等问题召开多轮内部讨论会。 

2024 年 8-9 月，编制工作组汇总比较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系统收集数据，构建并确定指南估算计

算技术的概念模型，基于概念模型，开展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研究。 

2024 年 10 月，经编工作制组申请、专家评审论证，中国土壤学会设立《阈值》团体标准编制项目。 

2024 年 11 月，编制工作组汇总先前工作收集的有关资料进行撰写，初步形成《阈值（初稿）》。期

间，编制工作组以视频会议和线下的形式组织召开多次专家咨询会，综合多方专家意见形成《阈值（初

稿）》修改方案；组织召开内部讨论会，依据修改方案制定新一轮文献调研和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

值研究的完善计划。  

2024 年 12 月，根据专家咨询意见和内部讨论结论，对《阈值（初稿）》进行多角度汇总和完善，并

最终形成了《阈值（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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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来源广泛且生态环境行为危害严重 

1,2,3-三氯丙烷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脂肪族氯代烃，是环氧氯丙烷工业生产的中间产物，可作为前体

物质用于生产土壤熏蒸剂、有机溶剂等，在工、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1,2,3-三氯丙烷具有脂溶性，

其化学结构使其在环境中难以分解，能够在土壤和水体中长期存在，亦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易于在生

物体内积累，对高级消费者构成潜在风险。在环境介质中的 1,2,3-三氯丙烷不仅对水生生物、陆地生态

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也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因此，研究 1,2,3-三氯丙烷的土壤中的迁移转化机制，

推导并制定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污染阈值至关重要。 

2.2  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推导可以为土壤风险评价与管控提供关键技术 

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遗留下了大量的污染场地，污染问题突出，1,2,3-三氯

丙烷已成为工业和农业生产中重点关注的典型污染物。影响地下水中 1,2,3-三氯丙烷含量的因素包括地

下水流动、土壤孔隙结构、土壤类型、污染物浓度和降雨特征等环境因素。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重视

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管理模式，积极开展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价工作，但目前针对 1,2,3-三氯丙烷在土

壤与地下水环境中的行为特征及其机理研究仍然较少，我国对其土壤污染的浓度阈值研究较为滞后。开

展保护地下水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阈值推导方法的研究，能够为我国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提供

理论依据与关键技术。 

2.3  土壤 1,2,3-三氯丙烷阈值标准制定可以为土壤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2010 年美国环保局将 1,2,3-三氯丙烷列为地下水中新污染物名录；2012 年欧盟化学管理局将其列

为极高风险关注污染物。欧美国家根据自身需求，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监管与修复标准。我国作为 1,2,3-

三氯丙烷主要生产国，已有研究报道 1,2,3-三氯丙烷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检出。然而，针对土壤 1,2,3-三

氯丙烷监管与修复工作仍然面临挑战，关键在于缺乏科学推导的污染阈值作为量化与判定的依据。我国

现行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GB36600—2018）虽已提出了

基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暴露经验模型，并确定了土壤 1,2,3-三氯丙烷风险筛选值。但是在地下水风险

评价方面，国内外现行标准大多未涵盖保护地下水的土壤污染风险阈值的评估方法。鉴于当前我国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的现实需求和土壤-地下水系统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提出保护地下水的土壤 1,2,3-三氯丙

烷污染阈值，能够为土壤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撑。 

3  基准制定的原则与依据 

3.1  编制原则 

（1）符合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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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我国现行的土

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条例、标准、指南、导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主要编制依据，了解国内土壤-地

下水系统污染过程研究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确保土壤 1,2,3-三氯丙烷在包气带污染过程模拟与阈值推

导符合我国政策法规的相关要求和研究发展趋势，与现有土壤环境标准体系相互补充、相互支持。 

（2）适用性原则 

对国外发达国家土壤有机污染物安全阈值推导的方法、体系、技术文件和研究现状等进行系统调研

和深入梳理，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特点进行集成创新，

确保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推导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导向性原则。 

充分考虑我国土壤环境特征和风险管理需求，以服务土壤环境质量的保护与改善为总体目标，建立

健全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价机制，通过科学的生态风险评价加强土壤环境质量预警管理，制定针对性的土

壤污染防治策略。 

3.2  编制依据 

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推导技术是土壤污染生态环境风险评价的关键技术，

因此本标准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有关土壤污染生态环

境风险的危害及标准体系提出具体要求，其中，第二章第十二条：“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土壤

污染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科学技术水平，并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第三章第二十条：“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

生健康等主管部门，根据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对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筛查评

估，公布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并适时更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提

出了“全面推进污染防治，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以保障人体健康为核心、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目标、以防控环境风险为基线的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工作机制的要求”。 

4  国内外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发展现状  

4.1  国外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标准概况 

发达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主要着眼于保护人体健康和地下水安全，部分国家亦将生态受

体的保护纳入考量范围。制定旨在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标准时，各国通常根据土地的不同用途（例如住

宅用地、工业用地等）设定风险筛选值。若土壤中污染物浓度低于该筛选值，则认为地块的风险处于可

接受水平，无需采取额外措施；若超过，则表明可能存在人体健康风险，需进行深入调查与风险评估。

在推导风险筛选值时，一般采用较为保守的参数，以确保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对于尚未制定具体筛

选值的污染物，可以参照已有筛选值的推导方法进行风险评估，以确保环境健康风险得到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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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根据跨机构协议，整合 US EPA 第三区风险表、第六区人类健康和生态

风险筛选表以及第九区污染响应组表，提出了超级基金场地化学污染物区域筛选水平（RSLs）[1]。目前，

RSLs 为住宅和工业土地利用类型下的土壤、空气和自来水（饮用水）的暴露提供了比较值，已成为 US 

EPA 区域土壤污染筛选的主要工具，该筛选阈值但不作为清理标准或清理水平使用。此外，US EPA 使

用统一的超级基金场地的化学物质，促进了全国环境介质污染筛选值使用的规范性。RSLs 的筛选阈值

基于 US EPA 超级基金风险评估的文件，讨论了阈值与初步修复目标之间的关系[2-4]。化学品特定的筛

选水平主要来自两种来源：（1）基于潜在适用的或相关且适当的要求的浓度，该浓度主要包括其他环境

法规设定的浓度限制，例如土壤的最大污染物水平（MCLs）；（2）基于风险评估的浓度，通过风险的计

算，使用致癌性或系统性毒性值在特定暴露下设定浓度限制。 

对于土壤 1,2,3-三氯丙烷筛选阈值，US EPA 基于风险的筛选水平表格中最新的毒性值、默认暴露

假设、物理和化学性质计算得到的 1,2,3-三氯丙烷居民区用地和工业用地土壤筛选值分别为 5.1×10-3 

mg/kg 和 0.11 mg/kg[1]；对于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移除管控水平，US EPA 基于毒性值和暴露假设，分

别计算出通用风险的土壤管控水平。区域清除管理水平对应致癌物的 10-4 的风险水平或非致癌物的危

害系数（HQ）为 3 的计算，最终得到土壤 1,2,3-三氯丙烷致癌风险的修复目标值为 5.1×10-1 mg/kg[5]。 

4.2  我国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发展现状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GB36600—2018）为加强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监管，管控污染地块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保障人居环境安全，规定了保护人体健康的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以及监测、实施与监督要求。 

根据我国国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GB36600—2018）

的保护目标主要是在建设用地上生活居住和工作的人群健康，该阈值参考 US EPA 方法与系数，基

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外推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

2014），住宅用地代表敏感用地，工业用地代表非敏感用地。对于致癌污染物，以 10-6 致癌风险作为单

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可接受风险。该标准首次将 1,2,3-三氯丙烷作为污染物项目，规定第二

类用地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筛选值和管控制分别为 0.5 和 5 mg/kg。 

然而，在地下水的污染阈值标准中，我国现阶段执行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尚未将土壤 1,2,3-三氯丙烷作为有机污染物的项目。当前我国亦没有基于保护的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阈值标准，且鲜有将地下水安全作为土壤修复目标的土壤三氯丙烷阈值等有机污染物

的阈值推导方法的研究。 

5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说明 

5.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阈值及监测要求。  



8 

本文件适用土壤 1,2,3-三氯丙烷污染地下水风险评价。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2722    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GB/T 36200    土壤质量 城市及工业场地土壤污染调查方法指南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60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2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4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736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则 

5.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5.3.1  地下水污染风险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risks 

土壤污染物通过包气带垂直淋溶过程进入地下水层导致地下水污染的概率，无量纲。 

5.3.2  浓度衰减系数 Concentration reduction Factor 

土壤表层孔隙水与潜水层中污染物的浓度之比，无量纲。 

5.3.3  地下水埋深 Groundwater depth 

从地表到地下水潜水面或承压水面的垂直深度，米。 

5.4  总体要求 

（1）本标准中 1,2,3-三氯丙烷污染源存在于土壤表层，且在源处不发生衰减； 

（2）本标准假设 1,2,3-三氯丙烷在土-水分配过程中瞬间达到平衡且吸附可逆； 

（3）本标准中含水层为非承压含水层； 

（4）本标准不考虑非水相液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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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技术要点 

6.1  土壤-地下水系统污染物 1,2,3-三氯丙烷运移过程 

根据基于地下水安全的土壤有机污染物安全阈值的推导技术框架主要包括： 

（1）土-水分配过程计算； 

（2）包气带衰减过程计算； 

（3）地下水稀释过程计算； 

（4）土壤安全阈值的推导。 

6.2  有机污染物相间分配过程 

土壤系统是由固相、气相和水相构成的非均质的复杂体系，有机污染物进入土壤系统后可以在固相、

水相和气相介质之间发生分配和迁移行为，既可以溶于水相或者挥发到气相中，又可以吸附到固体颗粒

内部或表面。若污染浓度低于饱和溶解度，则可以不考虑非水相液体的存在[6]。 

土壤水相中的有机污染物 1,2,3-三氯丙烷移动性强，在三相中最为活跃。在土-水分配系数 Ksw的计

算公式（1）中，固-液分配系数 Kd受环境变量的影响最大，同一有机物的 Kd值可能有数量级的差距[7]。

Kd值反映了有机污染物在土壤颗粒和土壤水相之间的分配情况，是量化污染物土-水分配以及随后淋溶

过程的关键参数，如公式（2）所示。 

𝐾𝑠𝑤 =
𝜃𝑤𝑠+(𝐾𝑑+𝜌𝑏)+（𝐻’+𝜃𝑎𝑠）

𝜌𝑏
=

𝐶𝑠

𝐶𝑒
                               （1） 

𝐾𝑑 = 𝐾𝑜𝑐 × 𝑓𝑜𝑐                                     （2） 

式中，Ksw为土壤-水中污染物分配系数，L/kg；ρb为包气带土壤容重，kg/L；θws为包气带土壤中孔

隙水体积比，无量纲；θas 为包气带土壤中孔隙空气体积比，无量纲；H’为污染物亨利常数，无量纲； 

Kd 为土壤固相-液相中污染物分配系数，L/kg；Koc 为有机碳归一化的分配系数，L/kg；foc 为有机碳含

量，%。θws、θas和 H’分别使用《建设用地土壤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推荐值 0.342、0.038、

0.014；Kd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其中 Koc使用 EPI 计算获得为 93.27 L/kg（计算结果来自 LogKow），

foc 使用 SoilGrids 土壤数据库生产，SoilGrids 土壤数据库以来自全球约 240000 个地点的土壤观测数据

和 400 多个描述植被、地形形态、气候、地质和水文的全球环境协变量为输入[8]，该数据库使用最先进

的机器学习方法以中等空间分辨率（250 米单元大小）生成整个地球的土壤特性图，以生成必要的模型。

分别确认 foc在 0~2.2 m，2.2~4.2 m，4.2~8.9 m 埋深的值，根据公式（2）计算获得不同土壤深度的 1,2,3-

三氯丙烷 Kd值。 

在局部饱和孔隙介质中，采用 Richards 方程描述土壤一维平衡水流运动，公式如式（3）： 

𝜕𝜃

𝜕𝑡
=

𝜕

𝜕𝑥
[𝐾（

𝜕ℎ

𝜕𝜃
+ 𝑐𝑜𝑠𝛼）] − 𝑆                             （3） 

𝐾(ℎ, 𝑥) = 𝐾𝑠(𝑥) × 𝐾𝑟(ℎ, 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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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为压力水头，m；θ 为体积含水率，无量纲；t 为时间，a；S 为源汇项，m3•（m3•a）-1；α

为水流方向与纵轴夹角，假设土壤水流为一维连续垂向入渗，则 α取值为 0；K(h)为非饱和渗透系数函

数，m•a-1，可由方程（4）计算，Ks 为饱和渗透系数，m•a-1；Kr 为相对渗透系数，无量纲。 

在污染物初始浓度 C0 给定的前提下，由 Hydrus-1D 模型计算污染物到达潜水面时的浓度 C1，从而

推导污染物在包气带的衰减系数[9]，见公式（5）： 

𝐴𝐹 =
𝐶0

𝐶1
                                        （5） 

式中，AF为污染物在包气带的衰减系数，无量纲；C0为污染物在土壤淋溶液中的初始浓度，mg/L；

C1 为污染物到达包气带与地下水接触面时的浓度，mg/L；DF值反映了有机污染物穿越土壤表面层进入

地下水的能力，是评估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关键指标之一。仅考虑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稀释作用，采用地

下水稀释模型进行预测[4]。DF参数使用 US EPA 的推荐值 20。其公式如式（6）： 

𝐷𝐹 = 1 +
𝐾×𝑖×𝛿𝑔𝑤

𝐼×𝑊𝑔𝑤
=

𝐶𝑑

𝐶𝑔𝑤
                                   （6） 

式中，𝛿𝑔𝑤为混合层厚度，m；𝑊𝑔𝑤为污染源宽度，m；d 为含水层厚度，m；K 为含水层水里传导

度，m/s；i为水力梯度，无量纲；I为内渗率，m/s；L为平行于地下水流的源区长度，m；𝐶𝑑为地下水

面与包气带交换深度处土壤淋滤液中 1,2,3-三氯丙烷浓度，mg/L；𝐶𝑔𝑤为经过稀释后地下水中 1,2,3-三氯

丙烷浓度，mg/L。 

耦合土-水分配系数、包气带衰减因子和地下水稀释因子，推导我国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 1,2,3-三

氯丙烷污染阈值。该方法不仅将包气带衰减因子纳入到推导模型中，使推导结果保守性降低。根据

Hydrus-1D 模型耦合地下水稀释模型推导基于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公式如式（6）： 

𝐶𝑠 = 𝑀𝐶𝐿 · 𝐾𝑠𝑤 · 𝐴𝐹 · 𝐷𝐹                                   （7） 

式中，Cs 为基于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阈值，mg/kg；MCL为污染地下水质量标准，mg/L，该标准

采用美国环境保护局发布的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化学污染物筛选值。该模型考虑了土壤孔隙结构、水分

运移和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因素，从而准确估计了有机污染物在土壤层中的衰减程度。 

7 标准与国内相关技术标准的比较 

7.1 与《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的区别与联系 

（1）本标准针对 1,2,3-三氯丙烷这一特定有机污染物，旨在保护地下水安全，其应用范围限定为土

壤中的 1,2,3-三氯丙烷对地下水产生的风险；《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

行）》则涵盖了多种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 1,2,3-三氯丙烷，还包括重金属、其他类型的有机污染物等，

其目的是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进行人体健康风险筛选，该标准适用于各种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评

估和管理。 

（2）本标准中风险评估方法基于地下水安全，侧重于通过模拟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垂直运移和衰

减过程来推导保护地下水安全的土壤污染阈值；后者则基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采用暴露情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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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此外，上述标准均详细规定了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监测要求和分析方法。 

综上所述，两个文件在污染物项目、保护目标、模型原理和应用范围上有所区别，但在环境保护和

风险管理的总体框架下，它们是相互联系和补充的。拟制定的标准提供了针对特定污染物的详细指导，

而后者则提供了更广泛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和管理的基础。本标准的提出是对现行的土壤风险筛选值

标准的有效补充和完善。 

7.2 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区别与联系 

（1）本标准针对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污染阈值进行规定，旨在保护地下水安全，适用于土壤 1,2,3-

三氯丙烷污染的地下水风险评价;《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基于人体健康风险，提供了地

下水质量的分类和标准值，适用于评估和保护所有地下水体的质量，但并未将 1,2,3-三氯丙烷列入标准

中的污染物项目。 

（2）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 US EPA 发布的土壤污染修复目标的化学污染物筛选值，以及国

内的多项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后者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环境保护需求，结合国内外的科学

研究和实践经验制定的。 

（3）本标准详细规定了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监测要求，包括调查监测和分析方法，以及如何根据

地下水埋深进行阈值分级；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则侧重于地下水的采样、分析

和评估方法，以确保地下水质量符合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本标准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在保护地下水安全方面具有密切的联

系，但侧重点和应用范围有所不同。《基于地下水安全的土壤三氯丙烷污染阈值》更侧重于土壤中特定

污染物的污染控制和风险评估，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则提供了相对更加广泛和普

适性的地下水质量保护标准。后者可以成为前者制定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两者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相互配

合，共同服务于我国地下水资源保护。 

8 标准的预期作用与效益 

（1）土壤污染生态环境风险评估 

地下水是土壤污染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受体之一，本标准规定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污染阈值能

够为特定有机污染物提供阈值标准，以判断土壤与地下水系统污染与否。 

（2）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制定 

保护地下水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污染阈值能够为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制定提供依据，本标

准与不同水文地质条件下土壤有机污染物包气带垂直淋溶过程密切联系，有利于相关利益方结合场地

的水文地质条件，综合土壤污染程度及土壤性质制定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修复目标值。 

（3）土壤环境基准值的完善 

本标准提出的土壤 1,2,3-三氯丙烷的污染阈值进一步完善了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直接服务

于污染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与管理，防控污染场地风险，保障土壤-地下水资源的安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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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指南为首次制定，对土壤-地下水风险评价的管理提供前瞻性的认识，拟为开展的针对污染场地

及周边土壤的有机污染物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在实施过程中，继续广泛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与

建议，并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适时对本标准不断地补充、修订与完善，使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与时俱进，

为污染土壤修复行动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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