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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某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评估工作

王文卓

陕西华诚实业股份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针对某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进行评估，重点对该县普查工作的完成情况、普查数据质量情况

和产排污核算结果的合理性等方面开展全面质量评估，最终确定该县普查工作评估等级。文章主要阐述了普查评估

的过程。

【关键词】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评估；普查成果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全国污染源普查工

作每 10 年开展一次。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保障，具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陕西省自 2017 年 7 月启动全省污染源普

查工作。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涉及范围较广、参与部

门众多、普查工作任务重、工作难度较大，历时两年多

才得以圆满完成。2019 年 11 月 22 日，陕西省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上报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质量评估报告的通知》，要求各地市对普查

工作的完成情况、普查数据质量情况和产排污核算结果

的合理性等开展全面质量评估，确定各区域普查工作评

估等级。

1 评估依据
参照陕西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评估体系，

对该县普查工作质量进行评估。
表 1  省普查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普查工作
情况

普查组织实施

机构、人员落实情况
“两员”管理
普查培训
宣传动员
名录比对
入河（海）排污口监测
清查定库
工业源全面普查
农业源全面普查
普查档案管理

普查质量管理
责任体系建立
质量核查

普查成果支撑
环境管理工作情况

普查成果支撑环境管理工作情况
业务骨干培养情况
环保专业队伍建设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普查数据
质量

普查对象的
覆盖度

与排污许可证发布名录对比
与重点排污单位名单进对比
S102 表漏填率
区县综合表漏填率
市级综合表漏填率

普查数据
准确性

工业源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农业源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生活源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集中式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移动源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根据普查评估指数得分情况划分普查工作评估等

级，分为优秀、良好、完成和未完成四个等级，详见表 2。
表 2  普查评估指数等级划分标准

评估指数（EI） 普查工作评估等级
EI ≥ 85 优秀
70 ≤ EI ＜ 85 良好
60 ≤ EI ＜ 70 完成
EI ＜ 60 未完成

2 评估内容
根据陕西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评估方法对

评估指标体系中每一项三级指标打分，再通过评估指数

计算，确定普查工作评估指数，根据普查评估指数得分

情况划分普查工作评估等级。

2.1 普查工作完成情况

2.1.1 普查组织实施 

机构、人员落实情况：查阅该县是否按照国家及省

市要求成立普查领导小组、设立普查工作办公室、是否

按要求配备专职普查人员。

“两员”管理：查阅与“两员”管理相关的证明材

料，包括印发的文件与通知、档案材料、照片等，核实

“两员”的选聘是否满足《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

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的通知》要求。

普查培训：查阅与技术培训相关的证明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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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的文件与通知、会议简讯、照片、卷宗等，验证县

普查办是否根据省、市培训文件安排，在清查、入户、

数据核算汇总各阶段按要求参加培训；并汇总各阶段参

加的培训次数，参会人员名单、培训资料都应保存完整

规范。

宣传动员：查阅县普查办提供的与宣传工作相关的

证明材料，包括印发的文件与通知、宣传信息电子版、

视频、音频、照片等，验证普查办是否发放《致普查对

象的一封信》，并利用省、市、县电视台、网络等多种

新闻媒体宣传，是否制作宣传专栏及宣传手册，对普查

工作进行广泛宣传。

名录对比：查阅与名录对比相关的证明材料，根据

《开展污染源基本单位名录比对核实的通知》要求开展

名录对比及不同来源数据对比，形成待核实调查对象名

单。通过核查，符合纳入普查条件的企业纳入普查，不

纳入普查的企业收集完整的佐证材料，要求佐证资料完

整。

入河（海）排污口监测：根据普查文件要求和市水

资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的通

知》会议要求，组织专职人员对全县入河（海）排污口

进行全面清查普查。对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包括工业

废水排污口和混合废水排污口）全面开展监测工作，在

枯水期和丰水期也应开展监测。

清查定库：查阅清查工作资料，验证县普查办是否

开展了生活源锅炉清查、排污口清查及名录库筛查对比，

建立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审核清查数据库。

工业源全面普查：查阅工业源入户调查情况，验

证普查员是否对工业园区进行了入户调查并填报普查报

表，按要求填报 G109 表（工业企业无组织污染源排放

及控制措施信息表）。

农业源全面普查：核查县畜牧兽医局是否填报了

N101-1、N101-2、N202；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是否填

报了 N201-1、N201-2、N201-3；县水利局是否填报了

表 N203。

普查档案管理：通过对县档案室查看，验证是否设

立有专门的普查档案室，并由专职档案管理人员负责。

普查档案按污染五大源分类整理，其中工业源按行业划

分，同时档案管理应做到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同步。     

2.1.2 普查质量管理

依据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对普查工

作各部门职责进行划分，各部门在普查的每个阶段按照

职责划分，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普查工作。

县普查办为保证普查质量，建立了健全的责任体系，

对普查工作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进行明确，

做到了数量质量可溯源、责任可追究，并开展普查数据

核查和质量评估，对普查违法行为进行严惩。

同时设置了完整的普查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每个普

查对象有确定的一名联系人，负责普查表的接收、内部

协调和报送工作；对较为复杂的多产业普查对象，成立

普查机构，并派专人进行了指导，保证普查准确性。

2.1.3 普查成果支撑环境管理工作情况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实施为县环保系统进

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系统培训，大力提升了环保部门的工

作能力水平，培养了一大批环保业务骨干，加强了环保

队伍建设。

普查成果也将为以后县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以下支撑

作用：

①支撑建立健全县级生态环境相关制度；

②支撑企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

③支撑重污染天气的应对措施；

④支撑县级减排目标的落实；

⑤发挥县各类污染源数据库作用；

⑥支撑县级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环境监测工作的

监督管理。

2.2 普查数据质量

2.2.1 普查对象的覆盖度

将工业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等普查对象与

排污许可证发布名录、重点排污单位名单进行对比，验

证普查对象有无遗漏；将填报了 S102 表（行政村生活

污染基本信息）的行政村目录与各市（区）的行政村名

录进行匹配，对比是否存在遗漏的行政村；县综合表露

填率即通过核查县普查办应填报的 N201-1 表、N201-2

表、N201-3 表、N202 表、N203 表、S202 表， 验 证 是

否存在遗漏表格。

通过统计遗漏普查对象个数与各类源普查对象数量

之比，确定普查对象遗漏率，即公式：

%100×=
各类源普查对象数量

数各类源遗漏普查对象个
各类源普查对象漏查率

2.2.2 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普查数据的准确性核查包括入户核查和关键指标审

核。

入户核查普查对象和数量的选取，依据普查质量评

估体系要求对工业源、生活源锅炉、入河（海）排污口、

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单位和危险废

物集中处置单位、移动源进行抽取。

关键指标审核是对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的计算，

是依据评估体系要求对五大源随机按比例进行抽取，抽

取的工业源应包括区域内的主要行业类别和不同企业规

模，对抽取的各类源的关键指标进行核查，找出填报过

程出现差错的关键指标，统计差错指标数和抽取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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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关键指标总数，相比得各大源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即公式：

   
%100×=

标总数抽取的普查对象关键指

量出现差错的关键指标数
普查数据指标差错率

3 总结
通过对该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进行现场抽

样评估、数据资料评估及普查报告评估，最终可确定该

县普查工作总体完成良好，能够按照国家、省市级普查

办相关文件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工作，相关佐证资料

完整；抽样现场复核匹配度较高，无遗漏设备或工艺环

节等情况，生产活动水平与普查报表一致；专网审核、

软件审核、集中审核差错率较低，总体污染物产排情况

与县环统数据对比处于同一水平。

利用本次普查，准确掌握了该县内各类污染源的数

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了主要污染物产排和处

理情况；建立健全了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信息数据库

和数据统计平台，为今后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环境

保护及生态文明政策提供基础性数据支撑。对不断提高

环境综合治理科学化、法冶化、精细化和信息化，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

环境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可通过本次普查的县情调查，正确判断县级

目前环保形势，制定科学有效的环保政策和规划，确定

县级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方向和重点；促进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从源头改善环境质量；提高

环境监管和执法水平，杜绝环保违法行为；加强该县经

济结构调整，推进县级环保事业与经济发展共上新台阶。

通过对县普查工作情况、普查数据质量进行定性及

定量分析，结合县普查评估指数得分情况，确定该县普

查工作评估等级划分为优秀。因此可确定该县普查办普

查工作完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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