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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填写说明 

1、请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一级标题用黑体小四号，二级标题用宋体五号加粗，正文

用宋体五号字，1.5 倍行距填写； 

2、表名用黑体五号字，图名用宋体小五号字加粗； 

3、表格用三线表； 

4、表格双面打印。 



一、开题工作小结 

（开题时间、地点，参与人员，项目实施计划，导师指导意见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人们解决环境纠纷和矛盾主要依靠环境行政部门,但人们法治理念不断

的提升,环境诉讼日益成为解决环境污染纠纷、获得经济赔偿、实现环境正义的手段。 

环境司法鉴定环境司法鉴定是环境案件当事人进行诉讼和法院进行环境案件审理的重要技术

依据。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环境司法鉴定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开题时间：2016 年 08 月 01 日至 2016 年 08 月 26 日 

项目地点：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参与人员：鲁 晶、金玉娟 

项目实施计划： 

      08.01—08.05 熟悉合大检测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熟悉仪器的使用。 

      08.08—08.12 熟悉环境司法鉴定的程序。 

      08.15—08.16 了解该司法鉴定的背景，熟悉鉴定方案。 

      08.16—08.19 独立进行常规指标的平行样实验，与实验人员数据进行对比。 

      08.22—08.24 学习其他指标的实验数据。 

      08.24—08.26 通过检测报告，学会分析实验结果，得出鉴定结论。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二、中期检查与指导 

中期工作小结： 

在合大检测的这半个月，我熟悉了合大检测的业务范围和仪器使用，也熟悉了环境司法鉴定的

相关流程。对 S 企业的司法鉴定项目的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咨询相关客服人员，我了解了鉴

定方案的制定过程，慢慢对环境司法鉴定有了初步的了解。 

S 企业是一家生产农药的企业，该企业已经通过省级环保评定。但是该企业的厂址位于村民组

附近，其生产排污还是会对周围的群众产生影响。附近群众怀疑该企业有偷排的嫌疑，举报该企业

偷排。安徽合大检测有限公司接到 N 市检察院委托，对 S 企业污染源排放检测。 

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是合肥学院在产学研合作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扩展而组建的。

2013 年成为中科院过程研究所张懿院士的合肥院士工作站实验室，2014 年起在省内及省外设有多

家分实验室和分公司。该公司是专业的环境检测单位，持有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计量认

证证书》。 

通过几天的了解，我了解了合大检测的业务范围。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大

气、水质、固体废弃物、噪声、室内空气、清洁新能源、土地生态治理修复检测；环境污染事故检

测；环境治理设施运转检测；环境检测质量报告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水环境污染损害、大气环境

及室内空气污染损害、土壤环境污染损害、声环境污染损害、固体废物及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损害、

生态环境破坏等 7 个范围的鉴定。公司的仪器有 ICP-MS、GC-MS、工业全分析仪、气密性智能检测

仪、非甲烷总烃专项检测仪、粒度分析仪、卤元素成分分析仪、气相色谱、液相分析仪、离子色谱

仪、原子吸收仪等专业实验仪器。 

环境样品（检材）往往是瞬时的、不可再现的，环境司法鉴定必须建立有效的抽样管理程序，

对抽样过程、样品的接收、流转、贮存、处置以及样品识别等环节实施控制。环境司法鉴定遵循司

法鉴定工作的一般程序详见图 1。 

1、委托：应以书面形式，明确委托事项、鉴定要求以及简要案情，并提供真实的鉴定样品。

委托方有权要求有利害关系的鉴定人回避。 

2、初次鉴定：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委派两名以上鉴定人负责鉴定，对涉及多学

科知识和技术手段的，可聘请有关专家协助。 

3、补充鉴定：当掌握新的鉴定材料或原鉴定项目有遗漏时，可进行补充鉴定。 

4、重新鉴定：如委托方要求，环境鉴定机构可委派其他鉴定人对初次鉴定的样品进行再鉴定。 

5、复核鉴定：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时，其他环境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复核鉴定。 

6、出庭作证：鉴定人有义务出庭客观、公正地回答鉴定相关问题。 



 

图 1 环境司法鉴定的一般程序 

 

通过咨询公司相关负责人，我了解了该项目的鉴定方案。S 企业的污染排放主要是废水和废气，

还要考虑到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土壤的影响，所以在制定方案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对废水、废气和

土壤的取样。磷酸三乙酯是 S 企业主要的生产产品，磷酸三乙酯为高沸点溶剂，橡胶和塑料的增塑

剂，也用作制取农药杀虫剂的原料，用作乙基化试剂和乙烯酮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氯化

氢，所以在设计方案时，磷酸三乙酯的生产排放项目要对氯化氢进行取样。草甘膦是广泛使用的许

多除草剂中的有效活性化学成分，它在欧盟的使用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草甘膦也是 S 企业的生产产

品之一，对它的废气就需要检测氨气。然后就是对废水的检测，还有对土壤的检测。 

最终制定了如下检测方案。 

1、废气检测 

（1）有组织废气检测 

磷酸三乙酯项目废气排口，检测指标：氯化氢、颗粒物；检测频次：每天 3 次，连续检测 2

天；草甘磷铵盐项目废气排口，检测指标：氨气、颗粒物，检测频次：每天 3 次，连续检测 2 天。 

（2）无组织废气检测 

检测指标：氨气、TSP、氯化氢；检测频次：每天 3 次，连续检测 2 天；检测点位：上风向 1

个，下风向 3 个。 

 



2、废水检测 

（1）污水总排口：pH、COD、氨氮、总磷、有机磷农药、悬浮物、苯、甲苯、二甲苯、硫化

物；频次：每天 3 次，连续检测 2 天； 

（2）冷却水排口：pH、COD、总磷；频次：每天 3 次，连续检测 2 天。 

3、土壤检测 

（1）检测指标：pH、六六六、滴滴涕；检测点位：厂界南、西、北侧 100 米外各取 1 个点； 

（2）锅炉房下山体取土壤表层样品 3 个，模拟土壤受到地表水或地下水浸沥时，土壤中污染

物的浸出风险。依据《HJ/T 557-2010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震荡法》制备浸出液，利用气相质

谱仪对浸出液进行定性分析，查找特征污染物。 

我把此方案与查阅到的四川省乐山市的一家农药企业的验收方案进行了对比，发现多了对土壤

的检测。我认为是因为乐山市的农药企业属于新厂，对周围土壤的影响较小，而 S 企业是一家生产

了许多年的一家企业，所以要考虑到对周围土壤的影响。 

该方案充分考虑了企业的生产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的类型，也考虑到了企业生产可

能会对周边企业产生的影响。最终这个方案被当地检察院和 S 企业认可。 

1. 通过自己查阅资料和询问，我对方案的制定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方案的测定要根据相关企业的

生产情况制定，同时也要根据相关的标准制定。比如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其中方案中的 pH、COD、总磷、氨氮、氨气等指标的实验是我能够独立操作的，所以我申请

了对这些样品取样，独立做平行样，与实验人员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 

通过学习，我了解了环境司法鉴定的程序，对农药生产企业排放检测的方案的制定原因。我认

识到了司法鉴定在环境诉讼案件中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方案的制定，还是采样的过程，都会对最后

的司法审判产生影响，环境司法鉴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这半个月的查阅资料和学习，让我不仅仅

从书本上学到了知识，还在实践方面有了一定的锻炼，收益费钱，我很感谢合大检测有限公司给了

我这样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同时，我希望在剩下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做好实验，在实验中寻找自己

的不足，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评价与指导：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三、项目学习总结 

（项目学习过程描述、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通过这一个月学习，我对环境司法鉴定有了初步的认识，也通过实验把自己的数据与实验人

员进行了对比。 

在实验方案的检测指标中，我能够独立的对 pH、COD、总磷、氨氮、氨气进行检测。于是我

按照标准，对相对应的数据进行了实验。 

pH 采用的是玻璃电极法，先用 pH 试纸对水样范围进行确认，然后用玻璃电极对水样进行测

定。 

COD 用的是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是一种比较快速的测定 COD 的方法。

该方法的依据是 HJ/T 399-2007，其原理是试样中加入已知量的重铬酸钾溶液，在强硫酸介质中，

以硫酸银作为催化剂，经高温消解后，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ＣＯＤ 值。 

总磷的测定我用的是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依据的标准是 GB 11893-1989 ，在中性条件下用

过硫酸钾（或硝酸－高氯酸）使试样消解，将所含磷全部氧化为正磷酸盐。在酸性介质中，正磷

酸盐与钼酸铵反应，在锑盐存在下生成磷钼杂多酸后，立即被抗坏血酸还原，生成蓝色的络合物。 

氨氮的测定使用的是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检测的依据是 HJ 535-2009，其原理是以游离态

的氨或铵离子等形式存在的氨氮与纳氏试剂反应生成淡红棕色络合物，该络合物的吸光度与氨氮

含量成正比，于波长 420 nm 处测量吸光度。氨氮和氨气的方法基本差不多，但是由于氨气的样品

不多，我并没有对其取平行样进行检测。 

我把自己的实验数据与实验人员的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相差并不多，但还是有一定的不同。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移液管使用产生的误差，由于取样和取试剂时都需要用到移液管。但是在使

用移液管的时候，可能在移液时有部分液体由于没有堵住移液管有液体漏出。 

还有一些实验我以前并不了解，比如苯系物的检测，苯系物的检测是通过气相色谱法，通过

观察实验人员，我对气相色谱仪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最终，公司出具了检测报告，我对检测报告的数据和排放标准进行了对比，废水的检测项目

标准见表一。然后通过和检出限的比对，得出了 S 企业没有超标排放的结论。比如根据

《GB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污污水的 pH 值要 6-9 之间，我们的实验数据也是在

这中间，这就满足了条件。在我把我的结果与公司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结论基本一致。 

 



 

 

检测指标 

《GB8978-19

96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一

级标准 

单位 

pH 6-9 无量纲 

氨氮 15 mg/L 

化学需氧量 100 mg/L 

总磷 0.5 mg/L 

悬浮物 70 mg/L 

苯 0.1 mg/L 

甲苯 0.1 mg/L 

二甲苯 0.4 mg/L 

硫化物 1.0 mg/L 

有机磷农药 不得检出 mg/L 

表 1 

通过实验得出的结果是 S 企业并没有超标排放，但是为什么附近的居民会对该企业进行投诉

和诉讼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S 企业是一家农药生产企业，生产的过程中排除的废气虽然

是达标排放，但是或多或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气味，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群就会比较反感。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企业的厂址虽然和村民居住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靠近了人们的生活或居住

区。这些问题虽然出现了，但是却在国家的认可范围内的。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发现，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出现。企业的污染排放是可以控制的，

也许在一些时候其排放超过了国家的标准，但是当执法部门去处理的时候，企业可以及时的停止

其违法行为，消灭偷排证据，从而逃避处罚。又或者因为污染的地方不同，取样点不一样，数据

的结果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环境司法鉴定还存在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能够达到国家要求的从业机构数量不多，符合

要求的从业人员不多。还有在环境侵权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缺乏对案件物证的保留或及时申请监

测部门采样对于办案的重要性,致证据缺失而无法开展鉴定。有些时候环境司法鉴定的条件也很难

达到。比如噪音污染对周围环境有一定的要求，但是由于道路的车辆运行，很难满足道路无车运



行的条件。 

造成环境污染的因子可以来自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即污染可能是“一果多因”;

同时,诸多的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质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并且这些污染物常常是经过迁移、转化、

互相作用,再经生物体的富集、代谢后才产生危害,危害原因难以“追根溯源”。比如一些地方的

环境污染有可能是由多种企业的污染一起导致的，或者是由其他的自然原因造成的，如果不在事

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调查，就很复杂了。 

关注环境司法鉴定的同时，我还看到了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资料。2014 年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确定了“损害担责”原则，并明确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 客观

上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提供了依据。2015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予以法律

确认。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201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这些法律和政策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进

入快车道，这必将极大地促进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为我国环境司法，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的

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在试运行阶段，法院受理了一批公益诉讼，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些公益诉讼案件有

个突出的特点， 绝大部分没有提起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而只仅仅提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

复原状的诉求。 

在这次项目学习中，我熟悉环境司法鉴定流程，通过独立的平行样实验，对比实验人员的数

据找出自己的不足。学会通过实验数据，参考相应标准，得出鉴定结论。同时我也学了气相色谱

仪的简单使用。 

通过这次项目学习，我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司法鉴定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环境司法

鉴定的法律也需要逐步完善。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自己身边的环境污染事件，

并且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的权益提出诉求，要求停止侵权事件。 

我很荣幸合大检测有限公司能够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这里完成项目一的实践，

通过这次项目，我也感受到环境司法鉴定对环境类案件的重要性。我希望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不

断的提高自我，使自己的能力不断提高，为社会做出贡献。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评价： 
 
 
 
 
 
 
 
 
 
 
 
                                                校内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四、结项鉴定 

（需明确是否同意结项，并就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及成果的应用价值作出明确结论） 

 

 

 

 

 

 

 

 

 

 

 

 

 

 

 

 

 

 

 

 

 

 

 

 

 

                    

  

 

得分：       鉴定等级：        

                       

专家组组长（签名）：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