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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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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农业生态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伟、熊明民、姜雪锋、孙希超、周其文、强沥文、米长虹、王璐、艾欣、徐亚平、

赵玉杰、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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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环境损害鉴定的确定原则、确定程序、方案制订、调查指标、基线方法、基线确定、基
线确定报告编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
本文件不适用于核与辐射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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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２７６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２７６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２７６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２７６３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２,４Ｇ滴丁酸钠盐等１１２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３８３８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４２８４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T４８８３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１１６０７　渔业水质标准

GB/T１４８４８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２７４１８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GB３１６５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３１６５０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４１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３９７９２１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１部分:土壤和地下水

HJ２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３３２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HJ６２４　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９６４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１０１９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１１８５　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行)

NY/T３９１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３９５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３９６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３９７　农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３９８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７８９　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NY１６１４　农田灌溉水中４Ｇ硝基氯苯、２,４Ｇ二硝基氯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的最

大限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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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４１５５　农用地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受鉴区　appraisedarea
疑似受到损害需要开展环境损害识别、分析和确认的农业种植养殖区域.

３２
损害鉴定基线　baselineofdamageidentification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受鉴区农用地土壤、农用水源、农区环境空气等环境要素和农作物、

畜禽生物、渔业生物等农业生物,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所处的水平或状态.

３３
基线指标　baselineindicators
用于表征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发生前受鉴区所处水平或状态的指标.

４　确定原则

４１　全面客观原则

基线调查指标应具有真实性、代表性,能够全面客观反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发生前的状态.

４２　方法优选原则

根据受体受损特征选择基线确定方法,必要时采用多种方式确定基线,选用最优基线确定方法或方法

组合.

４３　科学实用原则

基线数据应接受科学性和可行性检验,能科学反映损害前状态,且可获取、易获取.

５　确定程序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按以下程序开展:方案制订、调查指标选取、基线方法选择、基线确定、报
告编制.基线确定工作程序见图１.

图１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工作程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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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方案制订

６１　资料收集

收集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受鉴区及其周边区域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受损对象、受损范

围、受损程度、受损时间、致害方式、致害因子、对照区域等资料.

６２　方案编制

根据致害行为特征,筛选致害因子,结合受损对象特征,确定具体调查指标,选择具体基线方法,编制

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包括基本情况、受鉴对象、致害方式、指标选择、拟采用的基线确定方法及依据、基线

确定等内容.

７　调查指标

７１　破坏生态

破坏生态行为导致农业环境损害的,应了解受损对象、破坏方式等基本情况,查明破坏生态行为的起

止时间、破坏范围及分布、损害类型等,收集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受鉴区相关资料.

a)　压占、硬化、挖损、塌陷、人工障碍层等导致农用地物理破坏的,应按照 NY/T４１５５的相关规定确

定基线指标;

b) 有害生物导致损害的,应根据生物种类、发生传播规律、方式和活动范围等确定基线指标,包括但

不限于农业生物类指标(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水生生物产量和品质、畜禽生物产量和品质、农业生

物生长性状)、环境受体指标(水、土、气等环境质量指标),外来物种导致损害的,还应参照 HJ
６２４的相关规定确定基线指标;

c) 地下水超采导致损害的,应根据开采井的位置和数量、开采时长和强度等确定基线指标,包括但

不限于地下水水位、流量、开采量、地下水点位和塌陷因子相关参数等;

d) 水土流失或沙化导致损害的,应根据水土流失成因、类型、持续时间、范围分布等确定基线指标,
包括但不限于地面坡度、土壤侵蚀指数、耕层厚度、土壤肥力等;

e) 土地盐碱化导致损害的,应根据盐碱化的成因、程度、范围等确定基线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土壤理

化指标、土壤生物、地下水含盐量、地下水水位等.

７２　污染环境

污染环境行为导致农业环境损害的,应了解污染源、污染物、污染途径等基本情况,查明污染环境行为

的起止时间、损害类型等,收集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前受鉴区相关资料.

a)　大气污染导致农业环境损害的,基线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农区环境空气(物理指标、化学指标)、
农业生物(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安全卫生指标)、农用地(理化指标、土壤生物指标)、地表水(物理

指标、化学指标、生物指标);

b) 水污染导致农业环境损害的,基线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物理指标、化学指标、生
物指标)、农业生物(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安全卫生指标)、农用地(理化指标、土壤生物指标);

c) 固体废物污染导致农业环境损害的,基线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物理指标、化学

指标、生物指标)、农业生物(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安全卫生指标)、农用地(理化指标、土壤生物指

标);

d) 农业投入品不当使用导致农业环境损害的,基线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物(感官品质、理化

指标、安全卫生指标)、农用地(理化指标、土壤生物指标).

７３　其他规定

不同类型受体推荐调查指标见附录 A.

８　基线方法

８１　对照数据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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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对照数据

８１１１　定义

从能代表受鉴区受损害前状态的区域获取的反映基线指标的数据.

８１１２　类型

a)　现场获取的生物受体生长性状样本数据;

b) 遥感影像图、航拍图片等图像数据;

c) 反映基线指标的文字数据;

d) 农业生物、环境要素监测、检测数据;

e) 科研数据.

８１２　适用情形

适用于基线调查指标具有可供选择对照区域的情形.

８１３　技术要点

８１３１　数据获取

a)　对照数据获取区域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１)　与受鉴区较近且具有相似生境特征,能代表受鉴区受损害前的状态;

２) 与受鉴区的自然条件、动植物群落组成、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土壤特征、生态系统功能等

类似;

３) 与受鉴区土壤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和耕作制度相同;

４) 与受鉴区农业生物种养殖结构、种养殖设施、管理模式等类似;

b)　对照数据可从以下区域中获取:

１)　大气污染的,应从受鉴区主导风向上风向区域选取;

２) 地表水污染的,应从受鉴区地表水上游周边地势较高区域选取;

３) 地下水污染的,应从受鉴区地下水上游区域选择.

c)　对照数据不宜从以下区域中获取:

１)　人工开挖区、施工区、回填区和填埋区;

２) 临近危险废物、固体废物或废水等有毒有害处置、处理、储存的区域;

３) 临近道路、公路、铁路、房屋等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区域;

４) 地表径流汇水区;

５) 大气污染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周边区域;

６) 历史发生过污染事故或污染排放的区域;

７) 历史上可能存在废渣地下填埋区;

８) 有毒有害物质地下输送管线附近区域;

９) 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

８１３２　对照数据数量

每个基线指标的对照数据数量不应少于５个,受鉴区面积较大、污染物分布情况较复杂、受损农业生

物数量较多的,应适当增加对照数据数量,具体数量依据相关国家标准执行.

８１３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应参照 GB/T２７４１８的规定进行对照数据不确定度分析.
应进行对照数据的变异性统计描述,识别数据中的极值或者异常值并分析其原因,确定是否剔除极值

或异常值,根据专业知识和评价指标的意义确定基线.
对于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应采用９５％置信区间上限或下限确定基线(当污染或者破坏导致评价指

标降低时,采用下限;当污染或破坏导致评价指标升高时,采用上限).
对于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确定基线.

８１４　质量控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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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样获取对照数据的,土壤环境样品的采集、保存、流转、检测过程质量控制按 NY/T３９５规定执

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按 HJ１０１９的规定执行;农业生物样品的采集、保存、流转、检测过程质量

控制按NY/T３９８的规定执行,涉及农药残留的,按NY/T７８９的规定执行;农用水源样品采集、
保存、流转、检测过程质量控制按 NY/T３９６的规定执行,涉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按 HJ１０１９的

规定执行;农区环境空气样品采集、保存、流转、检测过程质量控制按 NY/T３９７的规定执行.

b) 对照数据是检测数据的,当指标浓度检测结果低于检出限,以检出限作为该指标的基线.

c) 数据存在明显异常或者数据的变异系数偏大,启动异常值判别.异常值的判别方法按 GB/T
４８８３的规定执行.判别出的异常值,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１)　检查原始记录,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分析检测、数据输入等过程的过失或错误等导致的异常

数据,应予以更正或剔除;

２) 查阅区域环境背景值相关数据,初步判断异常值是否在背景范围之内;明显高于背景值,按

GB/T３９７９２１的规定进行同源性分析,根据目标元素或污染物的含量特征、组合特征、同
位素特征等与污染源的相似程度,判断是否来自污染;或采用富集系数等方法判断异常原

因,判断方法按 HJ１１８５的规定执行,异常值来源于污染,则剔除,来源于高背景值,应予以

保留;

３) 异常值２个及以上的,按数值从大到小的顺序逐个判断处理,并记录理由;

４) 处理后的样本数量不能满足统计要求的,应补充样本数据.

８２　历史数据法

８２１　历史数据

８２１１　定义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受鉴区能够反映基线指标的数据.

８２１２　类型

a)　环境受体背景值、本底值等数据;

b) 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发布的环境调查监测类数据;

c) 批复后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项目验收报告、专项调查报告数据;

d) 农业农村部门关于农业生物产量抽样调查数据;

e) 现场问询获取的近５年农业生物产量、质量等数据;

f) 鉴定区受损前５年的科研数据.

８２２　适用情形

适用于近５年内农业生产方式未发生变化、能够满足基线指标数据数量要求的情形.

８２３　技术要点

８２３１　数据筛选

a)　历史数据应具有较好的时间代表性,原则上尽可能接近损害发生时间,一般应控制在损害发生前

５年内,且数据获取时间到损害行为发生期间不存在导致环境异变的因素;

b) 历史数据应具有较好的空间代表性,数据采集点应位于受鉴区内部,每个基线指标点位数量不少

于５个,且采集点位置能客观全面代表受鉴区情况;

c) 历史数据调查点原则上应与受鉴区所处状态一致;

d) 历史数据获取方法与受鉴区数据方法相同或具有可比性和等效性;

e) 历史数据统计分析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确认其为有效数据;

f) 不同来源、不同时间段且符合上述要求的历史数据应进行分析、判断和筛选.

８２３２　数据处理和分析

数据处理和分析参照８１３３.

８２３３　选择顺序

a)　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发布的环境调查监测类数据、农业农村部门关于农业生物产量抽样调查

５



NY/T４７５８—２０２５

数据;

b) 环境受体背景值、本底值等数据,现场问询获取的近５年农业生物产量、质量等数据;

c) 批复后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项目验收报告、专项调查报告数据;

d) 鉴定区受损前的科研数据.

８２４　质量控制

a)　当存在多个时间点的历史数据时,应综合致害因子特征,选取历史数据,确保历史数据的准确性;

b) 避免使用代表区域平均水平的数据;

c) 其他质量控制参照８１４.

８３　标准法

８３１　标准数据

８３１１　定义

国家颁布的生态环境标准、食品安全标准中有关基线指标的限量值.

８３１２　类型

a)　国家标准;

b) 行业标准;

c) 地方标准.

８３２　适用情形

适用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有可供参考的基线指标限量值的情形.

８３３　技术要点

８３３１　参照标准

环境受体、生物受体基线确定标准见附录B.

８３３２　选择顺序

存在多个适用标准时,应按照地方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顺序确定基线.

８３３３　其他规定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产品和产地有特殊标准的,依照该标准确定基线.

８４　专项研究法

８４１　定义

利用受鉴区调查数据构建致害因子和受体损害鉴定基线调查指标之间关系的基线确定方法.

８４２　适用情形

适用于受鉴区过大,通过监测采样无法穷尽,或鉴定材料部分灭失、鉴定现场发生变化且无法还原的

情形.

８４３　技术要点

８４３１　试验类方法

根据受鉴区基本情况,通过单因子或多因子改变和控制受鉴对象所处环境,设置对照组,模拟受鉴对

象受害过程,构建致害因子和农业生物产量、污染物含量等指标之间剂量 反应关系,获取受损前农业生物

相应指标水平.
该方法适用于因有毒有害物质、农业投入品等导致农业生物损害鉴定基线确定.
农业生物基线确定优先选择现场模拟试验.在受鉴区选取相应生长期的农业生物,开展疑似致害因

子对农业生物影响试验.
不具备开展现场模拟试验条件的,选择实验室模拟试验.实验室模拟试验应控制温度、湿度、水分等

基础条件,开展疑似致害因子对农业生物影响试验.

８４３２　模型类方法

通过提取受鉴区特征参数,利用计算模型,模拟分析污染物扩散转移,推算受污染前农业环境状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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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确定基线.
该方法适用于因污染环境导致环境空气、水体、土壤、生态系统等损害鉴定基线确定.技术要点如下:

a)　基于受鉴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气象、水文水质、土壤类型、土壤背景值等信息,辨识致害因

子及受损受体,提取受鉴区特征污染物等模型参数.

b) 基于提取参数,建立描述环境系统中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基于实际情景,选取线性模

型、非线性模型及动态模型等.

c) 基于受鉴区实际情况校准模型参数,使模型的输出结果与实际观测数据尽可能吻合.

d) 选取已有环境标准的实测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实现模型参数优化.

e) 基于校准及验证参数,进行数学模型仿真与分析,确定基线.

８４３３　其他方法

环境受体受损的,可以基于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评估反推风险水平下的污染物浓度值,确定基线.
地下水和地表水受损的,根据水质基准推导确定基线.

８４３　质量控制

试验类方法应做好监管工作,实验室模拟试验应当由鉴定人员进行全程监管;现场模拟试验不具备全

程监管条件的,可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和人员代为监管,并做好记录.
模型类方法中应保证提取的参数客观合理,确保模型与受鉴区实际情况相符合;应根据受鉴区调查数

据,反复推算污染变化迁移过程,高度还原受鉴区未污染前环境状态.

８５　专家判断法

８５１　定义

通过邀请相关专家参与,依据致害因子特性、受体受损特征确定基线指标数据的方法.

８５２　适用情形

适用于上述方法均无法确定基线的情形.

８５３　实现路径

根据鉴定类别和内容,选择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家确定基线.专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农业环境损害鉴定案件相关的知识背景;

b) 数量一般不少于５人且应为奇数;

c) 从科研院所、技术单位中选取.
难以形成一致意见的,以多数专家意见确定基线.

９　基线确定

９１　环境受体

受人为因素扰动较大耕地、园地等农用地土壤按照对照数据法、历史数据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专
家判断法顺序确定损害鉴定基线.

受人为因素扰动较小的天然草地等农用地土壤按照历史数据法、对照数据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专
家判断法顺序确定损害鉴定基线.

农用水体和农区环境空气按照历史数据法、对照数据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专家判断法顺序确定损

害鉴定基线.

９２　农业生物

生长状态的农业生物按照对照数据法、历史数据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专家判断法顺序确认损害鉴

定基线.
农产品按照标准法、历史数据法、对照数据法、专项研究法、专家判断法顺序确认损害鉴定基线.

９３　生态系统

受人为因素扰动较大农田生态系统、渔业生态系统按照对照数据法、历史数据法、标准法、专项研究

法、专家判断法顺序确定损害鉴定基线;受人为因素扰动较小的农业生态系统按照历史数据法、对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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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专家判断法顺序确定损害鉴定基线.

１０　基线确定报告编制

基线确定报告编制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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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不同类型受体推荐调查指标

　
不同类型受体推荐调查指标见表 A１.

表A１　不同类型受体推荐调查指标

受体 指标

农用地
理化指标 　质地、有机质、氮、磷、钾、容重、污染物、pH、全盐等

土壤生物指标 　土壤生物种类、密度、生物量、种群及群落特征等

农业用水

物理指标 　色、嗅、味、浑浊度、水温、悬浮物等

化学指标 　特征污染物(重金属、有机物等)、pH、全盐、BOD、COD、氯化物、硫化物等

生物指标 　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数等

农区空气 污染物指标
　可吸入颗粒物、氟化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苯并(a)芘、氨、氯、氯化氢、铅、煤烟粉尘、
镉、铬、镍、砷

农业生物

感官指标/外观指标

　农作物:颜色、形态、色泽、气味、口味等;

　畜禽生物:牙齿、蹄脚、毛皮、眼角膜、体长,重量等

　渔业生物:外观、色泽、气味、组织、鲜活度等

生长类指标

　农作物:地上部生物量、根系生物量、株高、叶面积、根长、根表面积、根体积、产量、质量等;

　畜禽生物:体长、体重、繁殖力、死亡率、异常行为等

　渔业生物:体长、体重、繁殖力、死亡率、渔获量、异常行为等

安全卫生指标 　重金属、药物残留、生物毒素、微生物指标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指标 　生物多样性、固土保肥、水源涵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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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部分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参考标准

　
部分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参考标准见表B１.

表B１　部分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参考标准

受体 标准

环境受体

农用地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４２８４)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１５６１８)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T３３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９６４)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３９１)

农业用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１４８４８)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５０８４)

　«渔业水质标准»(GB１１６０７)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３８３８)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中４Ｇ硝基氯苯、２,４Ｇ二硝基氯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的最大限

量»(NY１６１４)

农区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３０９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２２)

生物受体 农业生物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２７６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２７６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２７６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２,４Ｇ滴丁酸钠盐等１１２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２７６３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３１６５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４１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３１６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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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报告书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确定
报告书

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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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编号:

一、基本情况

二、方案制订

三、基线指标

四、基线方法

五、基线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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