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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确定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模型中暴露参数选择使用的基本原则、程序、内容、方法

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中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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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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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839 环境与健康现场调查技术规范 横断面调查

HJ 875 环境污染物人群暴露评估技术指南

HJ 877 暴露参数调查技术规范

HJ 968 暴露参数基本调查数据集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暴露评估模型 exposure assessment model

描述人体对污染物的暴露过程，预测和估算暴露量的概念模型及数学模拟方法。

[来源：HJ 875−2017，3.6] 

  

暴露评估模型参数 exposure assessment model parameter

在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过程，用来描述受体暴露环境污染物的特征和行为的模型参数，包括地块特

征参数、建筑物特征参数和暴露参数。 

地块特征参数 site-specific parameter

能代表或近似反映地块现实环境条件，用来描述地块土壤、水文地质、气象等特征的参数。 

[来源：HJ 682−201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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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特征参数 building parameter

与建筑物内部构造相关的，用于反映地块污染物的暴露途径与建筑物内部建构关联的参数，如室内地

基厚度、室内空气交换速率等。 

暴露参数 exposure parameter; exposure factor

与人群行为相关的，用于反映地块污染物人体暴露特点的参数，如敏感人群结构特征（年龄、体重等）

和人群通过各种环境介质暴露于污染物的时间、频率、周期等。 

[来源：HJ 682−2019，2.4.16] 

1 基本原则

科学性和准确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确定过程应遵循科学性和准确性原则，充分吸纳国内外

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具体地块实际特征确定。 

可操作性和便捷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确定过程中应以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过程中

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综合考虑现有技术水平、管理要求等因素，使得参数确定过程便捷可行。 

衔接性和相符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确定应充分衔接现有土壤环境管理政策法规、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和风险评估等相关技术规范，保证与已有标准规范的相符性。 

2 工作程序和内容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模型参数使用和选择工作程序见图1，主要包括暴露情景确定、模型参

数选择和模型参数确定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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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确定程序 

     暴露情景确定

5.1.1 分析暴露情景

本文件的暴露情景分析基于GB 36600规定的2类典型用地方式下的暴露情景开展，即以居住用地为

代表的第一类用地和以工业用地为代表的第二类用地。第一类用地方式下，儿童和成人均可能长时间暴露

于地块污染而产生健康危害。第二类用地方式下，成人的暴露期长、暴露频率高，一般根据成人期的暴露

来评估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若地块涉及再开发，还需将开发建设期间的工人作为敏感受体。

若地块存在明确建设规划和建筑相关信息，应结合具体情况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情景分析。 

5.1.2 确定暴露途径

本文件基于导则HJ 25.3规定的9种主要暴露途径和暴露评估模型确定暴露途径，包括经口摄入土壤、

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 层土

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共6种土壤污染物暴露途径和吸入室 外空气

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饮用地下水共3种地下 水污染物

暴露途径。特定用地方式下的主要暴露途径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确定。 

    模型参数确定

模型参数可选择5.2.1~ 5.2.4方式之一确定。模型参数取值优先顺序为依据国家相关技术规定自行开展

现场调查获得的实测数据，国内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调查给出的区域特征数据，基于适应性标准、公开发表

文献、国际权威组织或机构公布的援引参数、国家导则推荐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中应明确说

明各参数取值来源及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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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实测数据

暴露评估模型参数应尽可能根据现场调查获得。地块特征参数应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室内土工试验等

方式获取。 

5.2.2 区域特征数据

无法通过现场调查确定取值的参数，可参照区域特征数据进行优化调整。地块特征参数可参考监测数

据等国内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权威数据。建物特征参数可选用区域建筑物特征数据。暴露参数可根据区域

（省、自治区、市、县等行政区域）公开数据进行调整。 

5.2.3 援引参数

无法通过实际场地调查和缺少区域特征信息参考的模型参数，可依据适应性标准，经同行评审发表的

文献数据和国际权威组织或机构推荐值进行调整。地块特征参数应可参考相关适应性标准和文献综合分析

筛选获得的数据。建筑物特征参数可根据建筑设计规范标准进行调整。暴露参数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等

进行计算调整。 

5.2.4 国家导则推荐参数

基于导则HJ 25.3附录G推荐值或其他的国家标准确定参数取值。 

3 参数确定方法和要求

     分析参数类型

68项模型参数可分为地块特征参数（24项）、建筑物特征参数（9项）和暴露参数（35项）（见表

1）。根据参数取值的可调性，模型参数可进一步划分为依据地块环境调查实测定值的参数，优先采用

地块环境调查实测数据和资料定值的参数，依据区域特征数据和报告、文献等资料定值的参数和采用导则

推荐值的参数。 

    明确参数确定方法

6.2.1 实测数据

对于地块特征参数，水文地质调查、室内土工试验等实测过程应满足GB 50021、HJ 25.1、HJ 25.2、
HJ 25.3和HJ/T 166等相关标准导则的技术要求。对于暴露参数，现场调查过程应符合HJ 839、HJ 875和
HJ 877等相关技术规定。 

6.2.2 官方发布数据

官方发布数据包括国家部委和地方权威部门公开发布的环境信息，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

认可度的报告信息，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中给定的模型参数信息等。以官

方发布数据作为模型参数取值依据时，应重点关注时效性和科学性，相关标准以最新版本标准（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为准。 

6.2.3 文献数据

文献数据包括经同行评审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中涉及的暴露评估模型参数的相关信息。参

数取值应在时间和空间上符合地块所在区域环境和人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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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暴露评估模型参数及定值方法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定义 确定方法 

依据地块环境调查实测定值的参数（10 项）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 mg·kg-1 污染物在表层土壤中的浓度 
GB 50021；HJ 25.1； 

HJ/T 166 

Csub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 mg·kg-1 污染物在下层土壤中的浓度 
GB 50021；HJ 25.1； 

HJ/T 166 
d 表层污染土壤层厚度 cm 最上层污染土壤层垂直距离 GB 50021；HJ 25.1 

LS 下层污染土壤层埋深 cm 亚表层污染土壤层至天然地面垂直距离 GB 50021；HJ 25.1 
dsub 下层污染土壤层厚度 cm 亚表层污染土壤层垂直距离 GB 50021；HJ 25.1 
hv 非饱和土层厚度 cm 水和空气填充土壤孔隙的土层垂直高度 GB 50021；HJ 25.1 

Cgw 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 mg·L-1 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浓度
GB 50021；HJ 25.1； 

HJ/T 164 

Lgw 地下水埋深 cm 地下水水面到地表的距离
GB 50021；HJ 25.1； 

HJ/T 164 
A 污染源区面积 cm2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区域面积 HJ 25.1 
W 污染源区宽度 cm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区域宽度 HJ 25.1 

优先采用地块环境调查实测数据和资料定值的参数（13 项） 

fom 土壤有机质含量 g·kg-1 土壤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含碳有机化合物占土壤总质量

比值
GB 50021；见附录 B.3； 

HJ 25.3 

ρb 土壤容重 kg·dm-3 单位容积土壤中（包括孔隙）固体颗粒的重量
GB 50021；见附录 B.3； 

HJ 25.3 
Pws 土壤含水率 kg·kg-1 土壤中所含水分数量占土壤总量的百分数 GB 50021；HJ 25.3 
ρs 土壤颗粒密度 kg·dm-3 土壤中单位体积固体颗粒的质量 GB 50021；HJ 25.3 

hcap 土壤地下水交界处毛管层厚度 cm 土壤与地下水交界毛管层液面上下面间的距离 HJ 25.3 
θacrack 地基裂隙中空气体积比 无量纲 土壤空气浓度与地基裂隙中土壤空气体积比值 见附录 B.3；HJ 25.3
θwcarck 地基裂隙中水体积比 无量纲 土壤空气浓度与地基裂隙中土壤水体积比值 见附录 B.3；HJ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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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acap 毛细管层孔隙空气体积比 无量纲 土壤空气浓度与毛细管层孔隙土壤空气体积比值 见附录 B.3；HJ 25.3 
θwcap 毛细管层孔隙水体积比 无量纲 土壤空气浓度与毛细管层孔隙土壤水体积比值 见附录 B.3；HJ 25.3 
δgw 地下水混合区厚度 cm 地下水与土壤共存地层上下层间距离 GB 50021；HJ 25.3 

Ugw 地下水达西（Darcy）速率 cm·a-1 饱和土中地下水渗流速度与水力坡降之间的线性关系的

规律
GB 50021；HJ 25.3 

Kv 土壤透性系数 cm2 土壤允许流体通过的性能 HJ 25.3 
I 土壤中水的入渗速率 cm·a-1 单位时间内地表单位面积土壤的入渗水量 HJ 25.3 

依据区域特征数据和报告、文献等资料定值的参数（27 项） 

PM10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mg·m-3 粒径在 10μm 以下的颗粒物 见附录 B.4；HJ 25.3 

Uair 混合区大气流速风速 cm·s-1 由于温度层结不连续产生上下层间的湍流不连续伸展的

大气层的空气流动速率
见附录 B.5；HJ 25.3 

δair 混合区高度 cm 由于温度层结不连续产生上下层间的湍流不连续伸展的

大气层到地面距离
HJ 25.3

ER 室内空气交换速率 次·d-1 每天通过特定空间的空气体积与该空间体积之比 见附录 B.1；HJ 25.3 
η 地基和墙体裂隙表面积所占比例 无量纲 地基贯穿裂缝占建筑室内面积比例 HJ 25.3 
τ 气态污染物入侵持续时间 a 蒸汽通量进入室内平均时间 HJ 25.3 

dP 室内室外气压差 g·cm-1·s2 外窗室内外表面所受到的空气压力的差值 HJ 25.3 
Zcrack 室内地面到地板底部厚度 cm 室内地面表层到地板底部垂直距离 HJ 25.3 
Xcrack 室内地板周长 cm 环绕房屋地面或楼面的表面层边缘的总长度 HJ 25.3 

Ab 室内地板面积 cm2 房屋地面或楼面的表面层面积 HJ 25.3 

Lcrack 室内地基厚度 cm 建筑物室内下面支撑基础岩体或土体的厚度，包括天然

地基和人工地基
实际房屋设计图纸；

HJ 25.3 

LB
室内空间体积与气态污染物入渗

面积之比
cm 室内净高楼面或地面至上部楼板底面或吊顶底面之间的

垂直距离
见附录 B.2；HJ 25.3 

BWa 成人平均体重 kg 成人身体总重量（裸重）

HJ 877；HJ 968；见附录

A.2，A.3；HJ 25.3；
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 

BWc 儿童平均体重 kg 儿童身体总重量（裸重）

HJ 877；HJ 968；见附录

A.2，A.3；HJ 25.3；
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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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062221131340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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