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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江苏中吴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常州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美春、彭倩、王圣燕、刘翠、赵燕、王超、吴宣东、丁昕峰、万顷、肖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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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污染地块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施工过程环境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工园区污染地块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施工过程环境管理的通用要求、土壤异位修复、

土壤原位修复、地下水修复以及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化工园区污染地块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不适用于放射性

污染地块和致病性生物污染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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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3742 工业园区水回用指南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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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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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

JGJ/T 292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

DB32/T 4175 建设工程智慧安监技术标准

DB3204/T 1064 生活垃圾分类目录和分类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HJ 682、HJ 12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用要求

施工前报备

施工单位应向园区管理部门报备，按附录A编写并提交《化工园区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施工报备表》

及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或修复技术方案；

b）施工组织设计；

c）工程监理实施细则；

d）环境监理方案；

e）效果评估方案；

f）转运计划、处置单位资质、处置协议（如有）；

g）外运污染土壤危险特性鉴别报告（如有）。

施工现场管理

4.2.1 基本要求

4.2.1.1 施工现场应设置封闭连续的围挡，主干道以及影响园区景观的工地围挡高度应不低于 2500
mm，其它区域的工地围挡高度应不低于 1800 mm；出入门内侧设置“八牌一图”：工程概况牌、消防

保卫牌、安全生产牌、文明施工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风险告知牌、农民工权益告知牌、现

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公示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4.2.1.2 施工单位应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修复施工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指南》
[1]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4.2.1.3 参照 GB/T 6441 和 GB/T 13861 确定施工现场的安全风险等级，并绘制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

布图。

4.2.1.4 施工单位应在基坑、水池等临边区域设置安全围挡，并设置警示牌；操作通道、平台、楼梯

等需要使用防滑材料安装制作。

4.2.1.5 施工单位应按照电气设计要求进行电气线路的布置，并设置电气安全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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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 存在粉尘爆炸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岗位，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存在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的构筑物的结构和布局应符合 GB 15577的要求，采取防火防爆、防雷等措施。

4.2.1.7 现场配备专职安全员对施工现场进行日常巡检，每日巡检至少一次，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发现危险情况时要及时制止并要采取有效措施，危险解除后方可继续施工，并形成安全管理台账。

4.2.2 药剂管理

4.2.2.1 施工单位应建设药剂存放仓库，仓库建设应符合 GB 50016的要求。

4.2.2.2 危险化学品应单独修建危化品仓库，危化品仓库建设应符合 GB 50016和 GB 15603的要求；

强氧化剂与强还原剂应存放在防爆柜中。

4.2.2.3 施工单位应建立药剂使用台账，记录药剂的进场和使用情况，在药剂领用当天记录药剂品名、

领用人、领用时间、领用数量等信息。风险管控和修复药剂使用记录按附录 B编写。

4.2.3 监控措施

施工单位设置安全远程视频监控应执行JGJ/T 292、DB32/T 4175标准，确保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

覆盖。相关区域监控要求如下：

a）出入口：记录车辆及人员进出情况；涉及土方转运的，摄像头的分辨率及照度应满足能清晰记

录车牌及反映车辆冲洗情况的要求；

b）施工区：包括污染土壤开挖区域、施工便道、车辆过磅区域、风险管控施工区域等，记录现场

施工作业全过程；

c）土壤/地下水暂存区：记录现场土壤及地下水的暂存情况（如有）；

d）药剂仓库：记录修复药剂的进出库、存放及配制使用情况（如有）；

e）办公区：记录施工期间项目部情况。

定位放线

污染土壤开挖前，施工单位应按照风险管控或修复技术方案及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坐标放线，监理

单位对放线过程旁站见证，由工程监理或效果评估单位委托专业第三方测绘单位进行放线复核。

二次污染防治与应急

4.4.1 水污染防治

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风险管控或修复技术方案中水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施工产生的各类废水集中收

集并分质妥善处理。

4.4.2 大气污染防治

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风险管控或修复技术方案中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过程中做好异味及扬尘管

控。开展施工期间大气环境监测，确保废气达标排放。施工工地应参照《2022年江苏省建筑工地扬尘专

项治理工作方案》[2]采取控制措施。

4.4.3 固废污染防治

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风险管控或修复技术方案中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施工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

合法、合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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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GB
18599标准妥善收集并处理处置。

b）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GB 18597标
准妥善收集，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c）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要求妥善

收集并处理处置。

d）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执行DB3204/T 1064标准。

4.4.4 噪声污染防治

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风险管控或修复技术方案中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开展施工期间噪声环境监测，

确保厂界环境噪声不超过规定的排放限值。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采取合理安排工期及布置施工场地、绿化降噪、在施工现场周围设置隔音屏

障或围挡、铺设减震垫等降噪措施。

4.4.5 环境应急

4.4.5.1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针对施工期间可能突发的生命健康危害事故及扰民安全事故，编制突发

事件环境应急预案，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队伍。施工现场应配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确保应急工作

的顺利进行。

4.4.5.2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施工单位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应急措施，并在 1小时内将

信息报告园区管委会和环境主管部门，详细信息最迟不得晚于发现或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 24小时上报。

施工过程资料管理

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环境监理单位应参照附录C做好施工过程的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留存工

作。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归档按照GB/T 50328执行。

5 土壤异位修复施工过程环境管理

污染土壤开挖环节

5.1.1 开挖范围及深度

5.1.1.1 污染土壤开挖范围及深度严格按照定位放线及复核范围进行，严禁随意变更开挖范围，避免

超挖、少挖。

5.1.1.2 涉及开挖深度大于等于 5米的深基坑开挖时，应编制基坑支护专项方案并进行专家论证。

5.1.2 土壤暂存区

土壤暂存区应做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避免对周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

5.1.3 开挖区域边界检测

污染土壤开挖至修复技术方案范围及深度后，由施工单位及环境监理单位开展基坑检测，基坑检测

满足修复目标值后，申请效果评估单位开展基坑检测。检测期间，施工单位、环境监理及效果评估单位

任一一方检测数据超标，均需进行二次扩挖，直至基坑检测满足修复目标值。监测点位布置应符合HJ
25.2和HJ 25.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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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开挖周边大气环境监测

土壤开挖过程中施工单位和环境监理单位均需定期开展厂界无组织环境空气检测，一旦因施工过程

导致周边大气监测结果异常，应立即停止开挖，并采取整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做好现场覆盖，安排专

人做好个人防护后迅速喷洒气味抑制剂，查找异味或监测结果超标原因，采取相关措施待异味消除或监

测结果达标后再开展开挖工作。

污染土壤转运环节

5.2.1 明确污染土壤危险特性

开展污染土壤危险特性鉴别，明确污染土壤属性，以作为污染土壤转运及处置的依据。

5.2.2 确定污染土壤处置单位

污染土壤外运应选择合规的处置单位，处置单位接收及处置范围应包含污染土壤。施工单位应在污

染土壤转运前与处置单位订立书面协议，明确污染土壤处置期间的相关权利和责任。

5.2.3 制定转运计划

制定污染土壤转运计划，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报

所在地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污染土壤转运前应按照附录D填写并报送《污染土壤转运计划表》。

5.2.4 污染土壤称重

涉及土壤转运的地块，地块出口及接收点或接收单位入口应配备称重计量设备。对于现场不具备建

设称重计量设备的，经甲方及审计认可后，选择符合要求的计量设备进行称重过磅，工程监理或环境监

理单位全程监管。

5.2.5 污染土壤运输要求

5.2.5.1 土壤运输应使用密闭式运输车辆，车辆出场前应冲洗干净，根据实际需要做好防遗洒措施[3]。

5.2.5.2 运输车辆需配备 GPS，应按报备的转运计划中转运路线运输，不得随意更改运输路线，转运

过程执行转运联单制度。

5.2.5.3 施工单位应建立污染土壤转运台账，记录土壤开挖与运输日期、方量等信息。

5.2.5.4 施工单位、运输单位、接收单位以及监理单位（如有）应按照附录 D填写《污染土壤转运联

单》。

污染土壤修复环节

5.3.1 污染土壤异位修复应在大棚或厂房等密闭空间内实施，密闭大棚应配套设置尾气处置系统，尾

气排放及恶臭污染物排放应按照 GB 9078、GB 16297、GB 37822、GB 14554标准执行。

5.3.2 环境监理单位应检查修复流程、修复工艺、工艺参数、设施设备、材料、药剂与施工组织设计

的相符性；

5.3.3 修复药剂应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例如添加的种类、顺序、比例和方式等。

土壤回填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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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回填前，施工单位及效果评估单位开展回填土检测，回填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修复技术方案及

GB36600要求。

5.4.2 开展回填过程中扬尘控制，颗粒物排放执行 GB 16297标准。

6 土壤原位修复施工过程环境管理

场地阻隔环节

6.1.1 原位热脱附、多相抽提等原位修复技术启动前宜采取地表和地下阻隔措施，防止修复过程中污

染物逸散。

6.1.2 可采用膜阻隔或抗渗混凝土硬化措施进行水平防渗，同时建设拦挡及排水沟。

6.1.3 施工组织设计中需要建造止水帷幕时，可采用钢板桩、搅拌桩等工艺，止水帷幕建设深度应超

过污染物影响深度，具体工艺选择及参数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确定。止水帷幕建设完成后，应开展

抗压强度及抗渗系数检测。

6.1.4 阻隔修复区域外围四周边界处可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对阻隔修复区空气快速检测，一旦出现异

味或数据异常，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作业，查找异味或检测结果超标原因，并采取喷洒气味抑制剂等整

改措施，待异味消除或监测结果达标后再开展施工。

修复实施环节

6.2.1 原位热脱附技术应建设尾气收集和尾气处理系统，尾气排放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执行 GB 9078、
GB 16297、GB 37822、GB 14554标准。

6.2.2 多相抽提技术应建设气体收集和汽水分离系统，汽水分离后的废水统一收集后送污水处理设施

内进行处置，废气进入气体处理系统，尾气排放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执行 GB 9078、GB 16297、GB 37822、
GB 14554标准。

6.2.3 原位化学氧化/还原技术应关注以下几点：

a）注入的药剂应环境安全；

b）应关注注入药剂可能产生的副产物及其环境影响，修复过程中应采取相关措施减少有毒有害副

产物的生成，如添加缓冲溶液、监测控制反应过程pH值变化等，确保满足GB 14848标准；

c）涉及到的给水排水系统中，泵的管口与管道连接应严密，无渗漏水现象。

6.2.4 生物修复技术实施过程中应监测有毒副产物的浓度；修复过程中应关注入侵物种的引入，入侵

种名录参照《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4]
。

7 地下水修复施工过程环境管理

地下水抽出环节

地下水抽出环节应符合以下要求：

a）工程监理、环境监理及效果评估单位应监督抽提井的布设情况，重点检查抽提井布设的位置、

深度、抽提速率以及抽提井的材质、口径、筛管位置等参数是否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跟踪检查抽提

井等其他设备和仪器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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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施工单位在洗井过程中须做好二次污染防控，收集洗井废水，统一收集后送污水处理设施内进

行处置；

c）应做好抽出地下水暂存，暂存区域做好防渗漏措施；

d）设置紧急清水冲洗区域，以防抽水过程中污水溅入眼中等敏感部位。

地下水处理环节

地下水处理环节应符合以下要求：

a）修复处置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集水井，防止污染地下水外流；

b）污染地下水抽提至水处理设备中应采用硬连接；

c）对于污染较重的有机污染地下水处理，需配备负压尾气处理装置；

d）应保证管路运行过程中的密封性，防止污染地下水滴、漏；

e）地下水暂存区应场地整平，填平后压实，铺设一层土工布；

f）架设支架水池，防止支架水池破损造成二次污染，有机污染地下水暂存支架水池应覆盖PVC材
质滤膜，防止异味扩散；

g）环境监理单位跟踪检查修复处置区四周的异味情况；

h）修复后地下水应统一暂存至临时水池待检，不得排放及利用。

地下水抽出后排放环节

地下水抽出后排放环节应符合以下要求：

a）施工单位应按照修复技术方案制定的地下水处置方式执行；

b）环境监理单位跟踪检查排放方式、路线及最终去向，开展采样检测，核查排放水质是否达标；

c）处置后地下水纳管排放应符合园区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或《工业污水处理协议书》中双方约定

的水质接收标准，并参照附录E做好接管台账记录，经处理后的废水可执行GB/T 31962的限值；

d）处置后地下水现场回用应满足地下水修复目标值或 GB/T 14848、GB/T 43742相应标准要求后，

方可循环利用。

地下水原位注入修复环节

参照 6.2.3执行。

8 风险管控施工过程环境管理

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风险管控施工过程产生的环境影响：

a）垂直阻隔系统应具有整体连续性，无渗漏、无绕流；

b）采用表层覆盖阻隔技术时，应根据气体迁移及集聚特性，必要时应配套建设气体收集处理系统；

c）抽出井、注入井及观测井的材质应选用无二次污染材料，采用分层井时应确保不发生越层污染；

d）施工过程产生的泥浆，必须使用密封容器收集，并放置于指定区域；

e）施工过程产生的残渣和泥浆，应按照 GB 5085.7的鉴定程序开展鉴别，经鉴别属于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的，参照 4.4.3.1执行，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参照 4.4.3.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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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化工园区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施工报备表见表 A.1。

表 A.1 化工园区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施工报备表

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基本信息

地块名称

工程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修复技术方案备案日期

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技术路线

修复介质
修复技术概况

原位修复 异地异位 原地异位

□土壤

□地下水

□其他

修复措施信息

修复过程是否产生固体废物 □是□否 修复过程是否产生危险废物 □是□否

土壤是否外运处理 □是□否 土壤是否异地再利用 □是□否

土壤修复面积(m2) 土壤修复方量(m3)

土壤修复深度范围(m) 修复后土壤去向

地下水修复面积(m2) 地下水修复方量(m3)

地下水修复深度范围(m) 修复后地下水去向

与修复技术方案备案是否一致 □是□否，上传变更材料

风险管控和修复施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合同金额(万元)

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现场安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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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化工园区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施工报备表（续）

监理单位基本信息（工程/环境）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总监理工程师 联系电话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联系电话

效果评估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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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药剂记录单据

风险管控和修复药剂进场记录单见表 B.1。

表 B.1 风险管控和修复药剂进场记录单

项目名称

序号 药剂进场日期 药剂名称 包装形式
药剂进量

（kg/t）
存放位置

是否属于

危险化学品

经办人

（签字）
备注

1

2

3

4

……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风险管控和修复药剂使用记录单见表 B.2。

表 B.2 风险管控和修复药剂使用记录单

项目名称

序号
药剂使用日

期

药剂使用对

象
药剂名称

是否属于危险化

学品
药剂使用量（kg/t）

药剂领用人

（签字）
备注

1

2

3

4

……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注：药剂使用对象为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其他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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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施工过程文档资料类型表

施工过程施工单位文档资料类型表见表 C.1。

表 C.1 施工过程施工单位文档资料类型表

资料类别 名称

施工资料

1、施工组织设计

2、施工报备表

3、施工进度计划

4、施工过程中的原始视频、照片

5、各类施工记录、施工日志、安全日志、开工报审表、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质量生产管理体系

土壤转运资料（若有）

1、土壤转运计划

2、土壤外运接收协议或合同

3、污染土壤转运方案表

4、污染土壤转运联单

5、污染土壤转运台账、处置消纳证明

修复药剂资料（若有）

1、药剂质检合格证

2、药剂进场、使用记录单

检测资料

（若有）

1、中试报告（含中试检测报告）

2、施工各工段的主要工艺参数数据记录文件

3、施工自检检测报告（包括配套工程质量、修复效果等）

4、二次污染防控自检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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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工程监理单位文档资料类型表见表 C.2。

表 C.2 施工过程工程监理单位文档资料类型表

序号 名称

1 监理规划及实施细则

2 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报验文件资料

3 见证取样和平行检验文件资料

4 工程质量检查报验资料

5 工程变更及工程延期文件资料

6 监理通知单、工作联系单与监理报告

7 会议纪要、监理月报、监理日志、旁站记录

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单位文档资料类型表见表 C.3。

表 C.3 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单位文档资料类型表

序号 名称

1 环境监理方案及实施细则

2 施工过程二次污染防控监测记录（含检测报告）

3 施工过程各类环境监理日志、巡视和旁站记录、工作表单、会议记录等

4 施工过程环境监理相关单位往来函件

5 环境监理定期报告、专题报告和阶段报告（若有）

6 记录施工过程的视频、照片等原始影像资料、环境监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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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污染土壤转运表单

污染土壤转运计划表见表 D.1。

表 D.1 污染土壤转运计划表

项目名称

土壤转运计划 （PDF盖章）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土地使用权人（或污染责任人） （公章）

施工单位 （公章）

土壤出场地地址

施工单位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运输单位 （公章）

运输单位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土壤异位修复地址

污染土壤类型 污染物名称及含量概况 土壤方量

1.重金属及无机类污染

2.有机类污染

3.复合污染

4.其他

污染土壤转运总方量

转运移出目的
□异地修复□修复后再利用□焚烧□填埋

□生产砖、瓦、筑路材料等其他建筑材料□其他

土壤接收单位 （公章）

转出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转入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提供异地处置单位具备接收、处置能力的相应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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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转运联单见表 D.2。

表 D.2 污染土壤转运联单

地块名称： 编号：

第一部分施工单位填写

施工单位 （盖章）

土壤起运地址

转运数量（吨） 毛重： 皮重： 净重：

土壤类型
□重金属及无机类污染□有机类污染□复合污染

□修复合格土壤□其他

转运目的
□异地修复□修复后再利用□焚烧□填埋

□生产砖、瓦、筑路材料等其他建筑材料□其他

发运日期 年 月 日 时

施工单位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工程监理

（如有）
联系电话

环境监理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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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污染土壤转运联单（续）

地块名称： 编号：

第二部分土壤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者须知：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可拒绝接收。

污染土壤运输单位 （盖章）

车（船）型 牌号

道（水）路运输证号 承运数量（吨）

运抵日期 年月日时

运输单位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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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污染土壤转运联单（续）

地块名称： 编号：

第三部分土壤接收单位填写

接收者须知：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可拒绝接收。

接收单位 （盖章）

土壤接收地址

接收数量（吨） 毛重： 皮重： 净重：

处置/利用方式
□异地修复□修复后再利用□焚烧□填埋

□生产砖、瓦、筑路材料等其他建筑材料□其他

运抵日期 年 月 日 时

接收单位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工程监理 联系电话

注：1、转运土壤是指污染土壤，以及经修复效果评估治理达标的土壤；

2、按运输车（船）次填写转运联单；联单跟随转运流程，由施工单位、运输单位、接收单位依序填写并在同一张

表格上盖章、签字确认；

3、联单一式三份，施工单位、运输单位、接收单位各保留 1份；

4、转运目的为异地修复的，联单第三部分可由接收地所属单位填写，也可由异地修复施工单位代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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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转运台账见表 D.3。

表 D.3 污染土壤转运台账

注：1、以运输车（船）次为单位登记土壤转运信息；

2、以每批次运输信息进行填写；

3、土壤污染物类型为重金属及无机污染土壤、有机污染土壤、复合污染土壤、修复合格土壤、其他等类型。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土壤运输单位

土壤接收单位

序号

出场 进场

运输车

（船）牌

号 1

土壤污

染物类

型 2

经办人
备

注

日期 时间
转 运 数

量（吨）
日期 时间

转运数量

（吨）

施工

单位

运输

单位

接收

单位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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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E

（规范性）

化工园区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地下水接管台账见表 E.1。

表 E.1 化工园区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地下水接管台账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污水接收单位

序号 日期 当日排水量（t） 记录人 备注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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