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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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长虹，强沥文，孙希超，赵倩，姜雪锋，赵晋宇，

王璐，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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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损害确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环境损害确认的程序、要求和技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的农业环境要素、农业生物及产品、农业

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害确认；不适用于核与辐射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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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认的程序 文件下 注文通文过农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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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环境损害确认工作程序

5 工作方案制定

5.1 基础资料收集

a）自然环境状况，包括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

b）生态资源状况，包括保障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的耕地土壤、农业用水和环境空气等

农业资源禀赋，农耕文明、农业生态景观等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状况；

c）涉及农作物种植的损害，收集种植品种、种植制度、种植面积、农产品单产等信息；

涉及畜禽养殖的损害，收集畜禽养殖或放牧养殖的品种、结构、存栏（出栏）规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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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水产养殖的损害，收集水产养殖的规模、养殖密度、产量等信息；

d）损害事件概况，包括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的具体类型、发生和持续时间等基本

情况。

5.2 工作方案制定

掌握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事件的基本情况，了解受损对象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及生态资

源状况、农业生产情况和农业经济发展情况；针对不同类型损害受体开展资料的收集与调研

工作；确定损害调查与识别的范围、内容、指标和方法；编制损害确认工作方案。

6 损害调查与识别

6.1 环境污染调查

调查污染行为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类型，同时进行污染源调查、污染物调查和污染途径

调查。其中，污染行为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类型包括农用地土壤、农业用水、农区环境空气、

农作物及农产品、畜禽养殖动物及畜禽产品、水产养殖动物及水产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损害；污染源调查、污染物调查和污染途径调查依照 NY/T 3665 中 8.1.1 规定执行。

6.2 生态破坏调查

调查破坏行为的破坏方式、破坏范围、破坏行为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类型。其中，破坏

行为导致的农业环境损害类型包括农用地土壤、农业用水、农作物和农产品、农业生态系统

功能损害以及农田排水条件受损等。

a）农用地土壤破坏调查：对于压占、硬化、挖损、塌陷、人工障碍层等土壤物理破坏

情况，按照 NY/T 4155 相关规定开展调查。

b）农业用水破坏调查：调查导致农业用水供应障碍的建（构）筑物和破坏过程，重点

调查其位置、具体建设参数、存续时间及其导致农业用水障碍的过程。

c）其他生态破坏调查：包括农作物和农产品、农业生态系统功能损害以及农田排水条

件受损等，重点调查受损对象在破坏行为发生前后的变化情况。

6.3 农用地土壤

6.3.1 基本情况调查

提供农作物供给功能的农用地应调查受损位置、受损时间、受损面积、土壤类型、土壤

肥力状况、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等，种植农作物种类、生长状况及典型受损特征等；设施农用

地增加设施类型、受损特征等调查内容；坑塘水面、沟渠等农用地调查水系连通状况、主要

功能等情况。

6.3.2 损害调查

6.3.2.1 指标筛选

a）土壤污染指标：结合污染源调查、污染物调查和污染途径调查，确定调查指标；具

体指标可参照 GB 15618 和 NY/T 5010 筛选；过量或不合理使用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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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农用化学品导致的土壤损害，根据农用化学品有效成分增加相应调查指标；

b）土壤物理破坏指标：结合生态破坏调查，根据压占、硬化、挖损、塌陷、人工障碍

层等损害行为确定具体调查指标。

c）土壤肥力受损指标：结合肥力损害特点和种植条件要求确定调查指标，具体指标包

括但不限于总氮、总磷、有效磷、全钾、速效钾、有机质、pH 值、全盐量、容重、机械组

成。

6.3.2.2 损害识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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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拦截和地下水水位下降，造成农业用水供应障碍。调查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地表水水位、

水体理化情况、过水能力、水井日产水量等指标。

6.4.2.2 损害识别

a）农业用水污染损害：采用人员访谈、损害症状观察与感官识别等方法筛选可能的污

染来源，定性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物。采用现场勘查、原位检测、采样检测、探测识别等方

法识别农业用水中污染物种类、浓度、存在状态及分布情况等，判断农业用水损害范围；农

业用水采样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检测分析、质量控制等依据 NY/T 396 规定执行，突发环

境污染事件的样品采集按照 HJ 589 执行。

b）农业用水生态破坏损害：采用现场勘查、探测识别、遥感影像分析、水资源供需平

衡分析等方法识别判断农业用水供应障碍情况。

6.5 农区环境空气

6.5.1 基本情况调查

调查环境空气受损发生和持续时间、主要受损特征、受损范围，调查区域环境空气功能

区分类、质量要求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等情况。

6.5.2 损害调查

6.5.2.1 指标筛选

结合污染源调查、污染物调查和污染途径调查，确定污染物指标；具体指标包括但不限

于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颗粒物（PM2.5）、颗粒物（PM10）、总悬浮颗粒物、

氮氧化物、铅、苯并[a]芘。

6.5.2.2 损害识别

采用人员访谈、损害症状观察与感官识别方法等筛选可能的污染来源，定性识别可能存

在的污染物。采用现场勘查、采样监测、模型模拟等方法识别农区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种类和

浓度，判断农区环境空气损害范围；农区环境空气采样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检测分析、质

量控制等依据 NY/T 397 的规定执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样品采集按照 HJ 589 执行。

6.6 农作物和农产品

6.6.1 基本情况调查

a）农作物：调查农作物受损发生前有无病虫害发生、是否存在营养性缺素以及盐碱旱

涝等胁迫情况，如有以上非损害因素，则需首先调查其导致的农作物根、茎、叶、花、果等

器官的长势及生长性状方面的典型特征；如不存在非损害因素，则调查受损农作物种类、受

损症状出现时间、主要受损特征性状等资料，调查农作物种植管理和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

农作物正常生长状况下的长势及生长性状等情况。

b）农产品：主要调查种植业农产品种类、受损类型、主要受损特征性状、产量、品质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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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损害调查

6.6.2.1 指标筛选

a）农作物指标：根据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调查结果，结合农作物种类、生长习性、生

长发育阶段以及敏感受损器官，综合确定调查指标；具体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根、茎、叶、花、

果等器官的大小、重量、颜色、形状、纹理，种子发芽率、株高、生物量指标等；

b）农产品指标：根据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调查结果，结合农作物种类、农产品类型，

确定农产品指标，包括产量指标、质量等级指标和污染指标。

——产量指标：采用单产水平；

——质量等级指标：应根据农产品种类、“三品一标”特殊属性以及其他独特功能定位

等情况进行指标选取；

——污染指标：应结合污染事件特征，从 GB 2762 规定的 13 项中选取损害指标，过量

或不合理使用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用化学品导致农作物污染损害的，应根据农用化学

品有效成分参照 GB 2761、GB 2763 和 GB 2763.1 增加相应的农产品污染损害指标。

6.6.2.2 损害识别

a）农作物损害：采用现场勘查、表症识别、显微识别、遥感影像分析、实验模拟等方

法调查根、茎、叶、花、果实等生长状况，识别农作物组织器官在大小、重量、颜色、形状、

纹理等方面的非正常生长性状，同时调查种子发芽率、株高、生物量等指标是否异常，判断

农作物损害情况；

b）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等级损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均可导致农产品质量等级和产量

下降，采用现场勘查、样地调查、测量称重、产量测定等方法识别农产品规格、重量、品相、

产量，判定农产品等级状况、估算农产品产量，判断农产品质量等级和产量损害情况；

c）农产品污染损害：采用现场勘查、监测检测和实验模拟等方法识别农产品中污染物

种类及含量水平，判断农产品污染损害情况，样品采集、监测分析、质量控制按照 NY/T 398

的规定执行。

6.7 畜禽养殖动物和畜禽产品

6.7.1 基本情况调查

a）畜禽养殖动物：调查受损畜禽种类、受损症状出现时间、主要受损症状、受损畜禽

种的群体结构、繁殖生长周期、正常生理指标、饲草料种类、采食量、生产性能以及饲养（或

放养）管理方式、防疫制度等情况；

b）畜禽产品：调查受损畜禽养殖产品种类、受损类型、主要受损特征以及动物产品的

产量、品质、价格等情况。

6.7.2 损害调查

6.7.2.1 指标筛选

a）畜禽养殖动物指标：结合污染事件特征选取损害调查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牙齿、皮

毛、蹄脚、体长、体重、采食量、排泄物、死亡率等，种畜种禽还应选取繁殖周期、产仔（蛋）

率指标。

b）畜禽产品指标：根据污染源调查、污染物调查和污染途径调查结果，结合畜禽种类、

畜产品类型，确定畜产品产量指标、质量等级指标和污染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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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指标：育肥猪、肉牛、肉羊、肉鸡等以生产畜禽肉类食品为目标的畜（禽）种

类，其产量损害调查指标采用出栏体重或养殖周期；奶牛和蛋鸡的产量指标分别为产奶量和

产蛋率（产蛋量）；

——质量等级指标：应根据畜产品种类进行指标选取，包括但不限于蛋白质含量等营养

元素指标；

——污染指标：参照农产品污染指标进行选取。

6.7.2.2 损害识别

a）畜禽养殖动物损害：采用现场勘查、表症识别等方法调查畜禽养殖动物的牙齿、皮

毛、蹄脚、体长、体重、采食量、排泄物、死亡率、繁殖周期、产仔（蛋）率等，识别其生

长性状和生产能力是否异常，判断受损情况；

b）畜禽产品产量和质量等级损害：采用现场勘查、抽样调查、生产性能调查、测量称

重、采样检测等方法识别畜禽产品出栏体重、养殖周期、产奶量和产蛋率（产蛋量）、营养

物质含量水平等，判定畜禽产品等级状况、估算产量，判断畜禽产品质量等级和产量损害情

况；

c）畜禽产品污染损害：采用现场勘查、原位检测、采样检测等方法进行畜禽产品污染

损害的调查与识别。样品采集、检测分析、质量控制按照 NY/T 398 的规定执行。

6.8 水产养殖动物和水产品

6.8.1 基本情况调查

a）水产养殖动物：调查水产养殖的品种种类、受损症状出现时间、主要受损症状、养

殖方式、放养密度、生长周期、正常生理指标、饲料种类、饵料系数、投饵率、产量、养殖

管理方式、防疫制度等情况；

b）水产品：调查水产养殖产品种类、受损类型、主要受损特征性状、水产养殖产品的

产量、品质等情况。

6.8.2 损害调查

6.8.2.1 指标筛选

a）水产养殖动物指标：结合污染事件特征选取指标，具体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体长、体

重、饵料系数、投饵率、死亡率、成品率等；

b）水产品指标：根据污染源调查、污染物调查和污染途径调查结果，结合养殖品种、

水产品类型，确定水产品产量指标、质量等级指标和污染的指标。

——产量指标：采用单个养殖周期总产量；

——质量等级指标：应根据水产品种类进行指标选取，包括但不限于蛋白质含量等营养

元素指标；

——污染指标：参照农产品污染指标进行选取。

6.8.2.2 损害识别

a）水产养殖动物损害：采用现场勘查、表症识别等方法调查体长、体重、饵料系数、

投饵率、死亡率、成品率等，识别水产养殖动物在生长性状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受损情况；

b）水产品产量和质量等级损害：采用现场勘查、测量称重、抽样测产、采样检测等方

法识别水产品个体重量、尾数、成品率、营养物质含量水平等，判定水产品等级状况、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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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判断水产品质量等级和产量损害情况；

c）水产品污染损害：采用现场勘查、原位检测、采样检测等方法进行水产品污染损害

的调查与识别。样品采集、检测分析、质量控制按照 NY/T 398 的规定执行。

6.9 农业生态系统

6.9.1 基本情况调查

调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前后农业生态系统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功能状况，其

中供给服务功能指农业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农牧渔业产品的功能，相关调查内容按照农产品、

畜禽产品和水产品基本情况调查进行。

a）支持服务功能：主要考虑土壤保育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功能。

——土壤保育功能：重点调查土壤的固土功能和保肥功能，调查受损区域涉及的农用地

土壤面积、受损时间、受损特征或后果，调查区域地形、地貌、农用地土壤类型、土壤质地、

土层厚度、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含量等信息；

——生物多样性保持功能：重点调查受损区域野生及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农业种质资源

赋存情况、有关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

b）调节服务功能：主要考虑固碳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收集受损时间、受损范围、区

域内受损前农业种植品种、受损区域土壤含水量和有机碳含量等信息；

c）文化服务功能：调查受损区域受损前是否具有休闲、旅游、农事体验等服务功能，

收集受损时间、受损范围、调查游客接待规模、频次、相关旅游费用等信息。

6.9.2 损害调查

6.9.2.1 调查指标

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调查指标选取其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四种功能。

6.9.2.2 损害识别

基于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计算需要开展调查。其中，供给服务功能损害调查与识别从

农业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农牧渔业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内容见种农产品、畜

禽产品和水产品的损害调查与识别；支持服务功能损害调查与识别按照计算土壤保育功能和

生物多样性保持功能的需要进行；调节服务功能损害调查与识别按照计算固碳功能和水源涵

养的需要进行；文化服务功能损害调查与识别按照计算农业生态系统休闲旅游价值计算需要

进行。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功能的计算参照相关标准。

7 损害确认

7.1 损害确认原则

针对农用地土壤、农业用水、农区环境空气、农作物和农产品、畜禽养殖动物和畜禽产

品、水产养殖动物和水产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七类损害对象，按照不同类型受损对象

的损害调查指标进行基线水平的确定，对比受体的现状水平和基线水平，当现状水平对比基

线水平发生不利改变时，确认该受体受损。基线水平的确定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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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农用地土壤损害确认

7.2.1 污染损害确认

a）损害确认

当受损农用地范围内有一年之内的历史数据时，优先选择历史数据作为基线；否则，按

照对照数据、历史数据、标准值的顺序确定基线，标准值参照 GB 15618 限值规定。农用

地土壤污染损害调查指标中有一项及以上超过基线即应确认农用地土壤污染损害。

b）污染损害分级

对已确认污染损害的农用地土壤，按照确认损害的基线水平、GB 15618 规定的土壤

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规定，结合农产品监测结果，进行农用地土壤的损害分级确认。

——轻度损害：土壤损害指标基线水平（C0）＜损害调查指标（Ci）＜风险筛选值（Cs1）；

——中度损害：风险筛选值（Cs1）≤损害调查指标（Ci）＜风险管制值（Cs2）且农产

品监测值（Cn）≤农产品基线（Cn0）；

——重度损害：损害调查指标（Ci）≥风险管制值（Cs2），或风险筛选值（Cs1）≤损

害调查指标（Ci）＜风险管制值（Cs2）且农产品监测值（Cn）＞农产品基线（Cn0）。

7.2.2 肥力损害确认

当受损农用地范围内有一年之内的历史数据时，优先选择历史数据作为基线；否则，按

照对照数据、历史数据的顺序确定基线。不能获取以上两类基线数据时，采用专家判断法确

定基线。农用地土壤肥力损害调查指标中有一项及以上低于基线时，采用专家判断法进行损

害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农用地土壤肥力损害确认。

7.2.3 物理破坏损害确认与分级

按照 NY/T 4155 执行。

7.3 农业用水损害确认

7.3.1 农业用水污染损害确认

当受损农业用水有一年之内的历史数据时，优先选择历史数据作为基线；否则，按照对

照数据、历史数据、标准值的顺序确定基线，农田灌溉水、畜禽饮用水和水产养殖用水标准

值分别参照 GB 5084、GB 11607 和 NY 5027 限值规定。农业用水污染损害调查指标中

有一项及以上超过基线即应确认农业用水污染损害。

7.3.2 农业用水破坏损害确认

优先采用历史数据，当历史数据不能获取时，采用专项研究法和专家判断法确定基线。

农业用水破坏损害调查指标中有一项及以上低于基线时，采用专家判断法进行农业用水供应

障碍状况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农业用水破坏损害确认。

7.4 农区环境空气损害确认

通常情况下，农业生产区域环境空气没有历史数据，该类型损害的基线按对照数据、标

准值顺序确定，标准值参照 GB 3095 限值规定。农区环境空气损害调查指标中有一项及以

上超过基线即应确认农业生产区域环境空气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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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农作物和产品损害确认

7.5.1 农作物损害确认

该类损害主要为生长性指标，一般无法获取历史数据和标准值，优先采用对照数据确定

损害基线，必要时可采用专项研究法和专家判断法确定基线。农作物损害调查指标中有一项

及以上与基线对比发生不利改变时，采用专家判断法进行损害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农作

物损害确认。

7.5.2 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等级损害确认

按照历史数据、对照数据的顺序确定基线。农产品产量低于基线产量的 10%及以上即

应确认产量损害；农产品质量等级下降一个等级即应确认质量等级损害。

7.5.3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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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损害确认报告编制

农业生态环境损害确认报告编制要求见附录 A。

附 录 A

（资料性）

农业生态环境损害确认报告的编制要求

A.1 基本情况概述

列明委托方、委托事项、受理日期等基础信息，描述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发生时间、

地点、起因、过程等基本情况。

A.2 工作方案

A.2.1 工作目标

根据委托要求，明确农业环境损害确认的具体目标。

A.2.2 调查依据

写明损害调查确认工作过程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

A.2.3 工作内容

明确需要进行损害确认农业环境受体类型、需要进行损害调查的范围，阐述损害确认的

主要内容及损害调查指标。

A.2.4 调查方式

明确农业环境损害调查确认过程中用到的主要技术方法、工作组织方式等。

A.2.5 质量控制方案

明确监测、实验室分析过程必须依据的技术规范，现场踏勘过程中快速检测的要求和实

验室送检样品比例，明确其它调查信息的审核要求和复审率等。

A.3 损害确认过程

详细介绍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农业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确认指标、损害识别方

法、采样点位布设方案、现场快速检测以及实验室分析检测和数据分析过程、基线调查确定

的过程。

A.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方案

针对农业环境损害确认全过程，详细介绍资料获取、人员访谈、检测监测等各环节的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方法、组织实施与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结论。

A.5 损害确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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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农业环境损害受体受损情况调查识别、基线水平的

调查确认过程，汇总给出明确的农业环境损害确认结果。

A.6 附件

包括农业环境损害调查确认过程中制定的现场勘察路线图、采样点位布置图，现场勘察

记录以及勘察过程中获取的照片、视频资料、观测记录、测量（称量）记录，现场调查和后

期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的遥感影像图、地形地貌图件、水文地质图件、农业环境质量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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