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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划图进行补充，详见附图七。

修改单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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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岳 402号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占地面积 77042.52m2，

该地块存在耕地、居民区、山地以及池塘 。根据 2021年 8月 10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岳 402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29号″，该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中等专业学校用地（A32）、中等职业教育用地（080402），为一类

建设用地。

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南侧，地块外主要为耕地、山地、

池塘以及在建小区。

受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

技术依据。

经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现场快检数据调查，判断该地块不存在

污染的可能性，现场快检结果表明地块内土壤监测结果均未超过 GB36600-2018表 1中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

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

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为保证调查结果，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

调查增加了现场快检设备监测。

在该地块内设置了 28个点位（岳 402-1#~岳 402-28#），利用 XRF现场快检辅助

设备监测地块土壤重金属，以准确判断地块情况。根据本地块调查的土壤现场快速检

测数据，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土壤监

测结果均未超过 GB36600-2018表 1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经快检辅助验证，该地块环

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作为第一类用地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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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岳 402号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占地面积 77042.52m2。

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主要以农田、民房、山地及池塘为主，种植蔬菜以及树

木。根据 2017年 7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四川省安岳县住房与城乡规

划建设局出具的安岳县城市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用地布局图，该地块

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R2）、教育科研用地（A33）以及社区邻里中心用地（Ax），

根据城市发展，2021年 8月 10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关于本地块的最新

规划（发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29号岳 402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该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变更为为中等专业学校用地（A32）、中等职业教育用地（080402），

为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九条：″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因此，

变更前需要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为减少本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

中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确保后续用地接触人群人身安全，需要对该地块开展环境调

查工作，为此，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岳 402

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

在接受到委托后，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初步踏勘，在

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认为该地块不是疑似污染

地块，为排除不确定因素，进行了现场快检设备监测，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

则》（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文

件、标准和技术规范及对现场实际情况、获取资料、现场快速检测结果等相关资料进

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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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 述

2.1调查目的与原则

2.2.1调查目的

通过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识别潜在重点污染区域，通过对地块历史生

产情况的分析，明确地块中潜在污染物种类；根据地块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

通过调查、取样检测等方法分析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并明确地块是否

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

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2.2.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

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

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范围为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岳

402号地块），地块面积共计 77042.52m2，调查地块规划范围见图 2.2-1，拐点坐标见

表 2.2-1。

表 2.2-1 调查评估地块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坐标

序号 X（米） Y（米） 东经 北纬

1 3329175.2048 35531431.1595 105°19′32.72″ 30° 4′51.15″
2 3329184.1108 35531435.7742 105°19′33.66″ 30° 4′52.77″
3 3329212.7793 35531450.6293 105°19′34.43″ 30° 4′54.04″
4 3329228.7623 35531458.9079 105°19′34.74″ 30° 4′54.56″
5 3329230.8541 35531454.8696 105°19′34.58″ 30° 4′54.63″
6 3329321.4397 35531279.9823 105°19′28.07″ 30° 4′57.57″
7 3329326.3217 35531280.2591 105°19′28.07″ 30° 4′57.73″
8 3329362.1556 35531297.9702 105°19′28.72″ 30° 4′58.89″
9 3329369.4241 35531302.0400 105°19′28.87″ 30° 4′59.13″
10 3329376.2297 35531306.7506 105°19′29.06″ 30° 4′59.36″
11 3329382.5792 35531312.1017 105°19′29.25″ 30° 4′59.57″
12 3329388.3924 35531318.0310 105°19′29.48″ 30° 4′59.74″
13 3329393.6170 35531324.4849 105°19′29.72″ 30° 4′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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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329398.2059 35531331.4054 105°19′29.98″ 30° 5′0.07″
15 3329402.1176 35531338.7299 105°19′30.25″ 30° 5′0.19″
16 3329405.3169 35531346.3924 105°19′30.54″ 30° 5′0.29″
17 3329425.8957 35531406.3666 105°19′32.78″ 30° 5′0.94″
18 3329407.1390 35531443.6407 105°19′34.17″ 30° 5′0.34″
19 3329411.2673 35531483.1721 105°19′35.67″ 30° 5′0.48″
20 3329409.6531 35531504.4136 105°19′36.44″ 30° 5′0.41″
21 3329404.4719 35531515.1634 105°19′36.86″ 30° 5′0.25″
22 3329389.1683 35531525.6577 105°19′37.21″ 30° 4′59.73″
23 3329356.2206 35531522.9827 105°19′37.14″ 30° 4′58.66″
24 3329319.4637 35531554.8937 105°19′38.31″ 30° 4′57.48″
25 3329317.1099 35531567.2616 105°19′39.02″ 30° 4′57.37″
26 3329312.6397 35531590.7486 105°19′39.65″ 30° 4′57.25″
27 3329283.8782 35531621.0371 105°19′40.80″ 30° 4′56.31″
28 3329276.7408 35531651.3546 105°19′41.91″ 30° 4′56.07″
29 3329269.6867 35531659.9095 105°19′42.23″ 30° 4′55.86″
30 3329264.3403 35531664.7040 105°19′42.44″ 30° 4′55.67″
31 3329250.9086 35531655.9051 105°19′42.11″ 30° 4′55.25″
32 3329217.6287 35531636.5775 105°19′41.37″ 30° 4′54.13″
33 3329106.4254 35531571.9949 105°19′38.93″ 30° 4′50.55″
34 3329107.6705 35531541.2006 105°19′38.29″ 30° 4′50.57″
35 3329108.0820 35531531.6775 105°19′37.44″ 30° 4′50.60″
36 3329107.7454 35531531.7120 105°19′37.48″ 30° 4′49.84″
37 3329104.7571 35531531.8995 105°19′37.49″ 30° 4′49.64″
38 3329083.6454 35531533.2228 105°19′37.46″ 30° 4′49.45″
39 3329077.8687 35531532.1711 105°19′37.40″ 30° 4′49.27″
40 3329070.4598 35531531.3514 105°19′37.33″ 30° 4′49.09″
41 3329058.1326 35531526.4112 105°19′37.24″ 30° 4′48.93″
42 3329058.0817 35531526.3807 105°19′37.12″ 30° 4′48.77″
43 3329054.2431 35531523.5509 105°19′36.98″ 30° 4′48.62″
44 3329050.6198 35531520.8968 105°19′36.83″ 30° 4′48.49″
45 3329047.2743 35531518.6805 105°19′36.64″ 30° 4′48.37″
46 3329042.8283 35531513.1965 105°19′36.45″ 30° 4′48.28″
47 3329038.5712 35531508.6113 105°19′36.27″ 30° 4′48.22″
48 3329035.3301 35531502.0499 105°19′36.18″ 30° 4′48.18″
49 3329032.5087 35531496.7615 105°19′36.06″ 30° 4′48.16″
50 3329024.1471 35531462.2120 105°19′35.51″ 30° 4′48.04″
51 3329023.0681 35531454.2823 105°19′34.82″ 30° 4′47.90″
52 3329022.6989 35531451.6878 105°19′34.61″ 30° 4′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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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329022.9986 35531447.5475 105°19′34.38″ 30° 4′47.85″
54 3329023.3568 35531441.0858 105°19′34.15″ 30° 4′47.87″
55 3329026.1290 35531430.8035 105°19′33.93″ 30° 4′47.89″
56 3329028.0432 35531427.2264 105°19′33.72″ 30° 4′47.97″
57 3329030.8618 35531421.3358 105°19′33.32″ 30° 4′48.12″
58 3329034.9067 35531410.3273 105°19′32.88″ 30° 4′48.27″
59 3329040.5380 35531410.4199 105°19′32.88″ 30° 4′48.44″
60 3329044.5967 35531410.4865 105°19′32.91″ 30° 4′48.58″
61 3329059.7662 35531371.3428 105°19′31.46″ 30° 4′49.06″
62 3329072.6334 35531378.0101 105°19′31.52″ 30° 4′49.21″

图 2.2-1 调查地块范围（规划）

2.3调查依据

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规范和政

策文件，以及收集得到的地块相关资料。

2.3.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发布，2019年 1

月 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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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2016]第 42号），

2016年 12月 31日；

（4）《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2016年 5月 28日；

（5）《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四川省工作方案的通知》（正川府发

[2016]63号），2017年 3月 8日；

（6）《国务院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2013]7号），2013年 1月 28日。

2.3.2导则、规范及资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

号）；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6）《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8）《四川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川环发〔2018〕90号）；

（9）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的通知（川

环办函[2021]128号）；

（10）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2.3.3其他相关资料

（1）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402号地块规划条件，2020年 10月 26日。

2.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与工作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

决于地块的污染状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

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包含初步采样分析与详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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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

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

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资料收集与分析：资料收集主要包括以下资料：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

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

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在资料分

析阶段，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

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现场踏勘：现场踏勘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

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

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人员访谈：访谈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己

有资料的考证。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

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

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并对访谈内容

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

告的附件。

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查阅资料，对前期资料的收集及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和不

完善处进行核实与补充，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保证第一阶段工作任务所得结果的详

实可靠。

综上，结合本项目性质，得出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第一阶段为主，具体技

术路线见下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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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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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安岳县隶属四川省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资阳市东部、成渝经济区腹心和

成都、重庆的直线中点，誉″成渝之心″；地跨东经 104°56′51″～105°45′14″，北纬

29°40′32″～30°18′53″之间。东邻重庆市潼南区，东南靠重庆市大足区；南接重庆市

荣昌区和内江市东兴区，西南接内江市东兴区；西倚内江市资中县，西北连乐至县、

遂宁市安居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占

地面积共计 77042.52m2，评价区域地理位置图见附图一。

3.1.2地形地貌

安岳属典型浅丘陵地貌，本区出露基岩地层为侏罗系上统遂宁组上段，总厚约

190m，由鲜紫红色钙质、粉砂质泥岩与块状细粒钙质长石、石英砂岩组成。该区地质

构造部位属四川沉降带之川中褶带，区域构造形迹以褶皱为主，褶皱宽阔平缓，未见

各种断层。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丘坡多数为梯田、梯地，丘间沟谷发达，稻田集中

分布。区内地貌主要受岩性、构造和表生作用的控制，广泛发育构造剥蚀地貌形态，

根据沟谷切割深度，划分为深丘、中丘、浅丘三类。

3.1.3气候气象

安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度。具有春旱、夏长、秋凉、冬暖，

风速小等特点。年均气温 17.6℃，无霜期 314天，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常年主导

风向为东北风及北风。

安岳县域无大江过境，但沱江、涪江水系、小支流较多，计 70 余条。多源于沱

江、涪江分水岭，分别向岭西南和岭东北汇流出县，注入沱江和涪江最大支流--琼江

（关溅河），琼江主要支流有岳阳河，龙台河，书房坝河；沱江主要支流有大濛溪河，

小濛溪河，大清流河和小清流河。

3.1.4地质构造

安岳县位于川中平缓褶皱带中部，介龙女寺半环状构造与威远辐射状构造间。地

质构造以褶曲和单斜构造为主，断裂罕见；地层总体平缓；构造形式简单下至三叠系

地层构造行迹已经消失；新构造运动表现为大面积缓慢间歇性上升，并经外力地质作

用形成的丘陵地貌。区域地表呈现以北东向褶曲为主含东西、南北向、弧形等 18个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9%98%B3%E5%B8%82/138242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7%9B%86%E5%9C%B0/4046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9%98%B3%E5%B8%82/138242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E5%B8%82/4366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BC%E5%8D%97%E5%8C%BA/146905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6%B3%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A3%E6%98%8C%E5%8C%BA/175417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5%B4%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6%B1%9F%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8%AD%E5%8E%BF/1292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8%87%B3%E5%8E%BF/53799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82%E5%AE%81%E5%B8%82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AE%89%E5%B2%B3&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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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背斜、向斜，组成排列有序的水平状褶曲构造格局。

3.1.5地层构成

区内的基岩岩性为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下段(J3p1)、侏罗系中统遂宁组(J2sn)、侏罗

系中统上沙溪庙组(J2s) 的泥岩夹砂岩。

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下段(J3p1)在区内以厚层砂岩出露，分布于区域西部华严、青

龙村。区内岩性为灰紫色泥岩与棕紫色砂岩互层，岩层厚度 50米，裂隙不发育，为河

湖相沉积。

侏罗系中统遂宁组(J2sn) 广泛分布于安岳县境内大部分地区，面积 2525.15平方公

里，占全区面积的 94.5%。按岩性组合分为两段：遂宁组下段（J2sn3）为紫红、棕红

色钙质泥岩、砂质泥岩与紫灰色薄层状钙质粉砂岩不等厚互层，泥岩为主，钙质胶结，

裂隙发育，岩层厚度为 252米。遂宁组上段（J2sn1）：为灰紫红色厚层块状砂岩与紫

色泥岩不等厚互层，岩层厚度为 110米。

侏罗系中统上沙溪庙组(J2s)零星分布在区境沱江、涪江分水岭顶部。为灰紫、灰

白色砂岩与紫色泥岩、钙质泥岩互层，底部砂岩层较厚，岩层厚度为 30米。砂岩、粉

砂岩微细交错层理普遍发育，风化带下含石膏薄层，储水能力强。

3.1.6水文和地质条件

安岳县属四川红层丘陵区，是著名的老旱区，历年来十年九旱，水资源贫乏。安

岳县境内地下水主要在河流沿岸，为松散堆积砂砾层孔隙水，其余区域地下水主要为

红色砂岩、泥岩风化带孔隙裂隙水。

岳阳河沿岸松散堆积砂砾层孔隙水：包括第四系河漫滩和 I级阶地冲击砂砾石层

孔隙水和中上更新统冰川堆积层孔隙水。第四系河漫滩和 I级阶地冲击砂砾石层孔隙

水分布在县内等地，透水性强，含水条件好，但地层厚度不大，蓄水有限，一般情况

下地下水地下水补给河水，洪水期河水补给地下水，水位变幅大，雨季和枯水期水位

差 3-4m。中上更新统冰川堆积层孔隙水分布在县内黄泥坪、壮溪坝、七里坝、水东、

海井等二三级阶地，属黄色粘土夹砾石，透水性差，降水很难入渗，除个别地段外，

绝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不佳。

红色砂岩、泥岩风化带孔隙裂隙水：包括白垩系天马山组及遂宁组含水层、侏罗

系蓬莱镇组含水层、上沙溪庙组含水层。白垩系天马山组及遂宁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

岳阳镇、石桥铺镇、永顺镇、镇子镇的大部分乡镇，为砖棕红色泥岩砂岩不等厚互层，

中统遂宁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来凤、石鼓、云峰等乡，以紫红色泥岩为主夹泥质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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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地下水缺少。侏罗系蓬莱镇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龙台镇、白水乡、李家镇等区，

及和平、周礼的部分乡。上部为砂质泥岩与砂岩互层，砂质泥岩中裂隙不很发育，对

地下水的补给和储存不利，且深受切割地貌影响，地表径流途径短、补给面小，主要

靠降雨补给。上沙溪庙组含水层分布在山轴部，包括清流乡、兴隆乡等乡，以紫红色

泥岩为主，夹泥质粉砂岩，地形陡峻，地下水补给主要要降雨，流失大。

安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度。 具有春旱、夏长、秋凉、冬暖，

风速小等特点。年均气温 17.6℃，无霜期 314天，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常年主导

风向为东北风及北风。

安岳县域无大江过境，但沱江、涪江水系、小支流较多，计 70余条。多源于沱江、

涪江分水岭，分别向岭西南和岭东北汇流出县，注入沱江和涪江最大支流--琼江（关

溅河），琼江主要支流有岳阳河，龙台河，书房坝河；沱江主要支流有大濛溪河，小

濛溪河，大清流河和小清流河。

3.1.7生态环境

安岳县境内森林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森林覆盖率为 35%。境内果树有

柠檬、李子、杏子、桃子、樱桃、柑橘、橙子、柚子、枇杷、石榴等。境内药材主要

有金钱草、夏枯草、枇杷叶、菊花等等。境内树木主要有樟树、柏树、红豆树、白桦、

油桐、桉树、桐树、冬青树、银杏树等。其中，通贤柚、柠檬等优质水果，占据了水

果市场的主导地位。岳阳镇森林覆盖率 45. 7%。主导产业有柠檬、蚕桑、蔬菜、水产

等。

评价范围内及周边无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分布，无古树木、珍稀树木分布，无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及文物古迹。

3.2地块敏感目标

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专家评审指南》的通知（川环办函[2021]128号），敏感目标是指地块边界 500m范围

内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幼儿园、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饮用水井、取水口等。

调查表明，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有居民区、农田、地表水体。评价

区域周边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情况见表 3.2-1，敏感目标分布如图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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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地块周围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名称 方位 距离

空气环境

置信丽都（在建） 西南侧 25m

城南壹号（在建） 西北侧 178m

飞鹏丽府（在建） 西南侧 65m

农户 南侧 18m

农户 东北侧 172m

地表水环境 岳阳河 西侧 498m

图 3.2-1 评估地块周边 500m外环境关系分布图

3.3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使用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柠都大道东段南侧，占地面积共计 77042.522m2。现

场踏勘期间（2021年 8月），地块内存在未搬迁农户（1户）、耕地、山地以及池塘，

地块外西侧为在建居民区，南侧为池塘以及山地，东侧为部分为耕地以及山地，北侧

岳

阳

河

图例

评估区域

居民区

25m

178m

172m

65m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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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地。地块内现状主要为耕地、池塘以及山地，无工矿型工业企业存在，耕地区域

主要种植蔬菜等农作物，地块内整体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势，地块内现状照片

见图 3.3-1，地块内平面布置图见图 3.3-2。

地块内现状照片（树木） 地块内现状照片（耕地）

地块内现状照片（耕地） 地块内现状照片（已搬迁住户）

地块内现状照片（池塘） 地块内现状照片（耕地与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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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现状照片（竹林） 地块内现状照片（树木）

图 3.3-1 地块内现状照片

图 3.3-2 地块平面布置图及各构筑物编码

3.3.2地块使用历史

评估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根据图 3.3-3，地块卫星历

史影像最早为 2013年，参照历史影像及人员访谈，本地块在 2013年为山体、耕地、

居住区以及林地，2013年至今布局变动不大，地块内存在居民区、耕地、山地以及池

塘。地块利用历史详见表 3.3-2。2013年以后的地块空间历史影像见图 3.3-3。

评价区域

图例：

1
（山体）

2
（耕地）

3（居住区）

4（林地）

5（池塘） 1
（山体）

3（居住区）

3（居住区）3（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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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地块利用历史

构筑物编码 时间 使用情况 活动内容 来源

1
2013年以前 山体 未开发山体 人员访谈

2013年~至今 山体 未开发山体
人员访谈和空

间历史影像

2
2013年以前 耕地 种植各类蔬菜 人员访谈

2013年~至今 耕地 种植各类蔬菜
人员访谈和空

间历史影像

3

2013年以前 居住区 望城村住户 人员访谈

2013年~至今 居住区

望城村住户，2019年大部分已搬迁，

但房屋未进行拆除，目前存留 1户
居民未搬迁

人员访谈和空

间历史影像

4
2013年以前 林地 种植树木 人员访谈

2013年~至今 林地 种植观景树
人员访谈和空

间历史影像

5
2013年以前 耕地 种植各类蔬菜 人员访谈

2013年~至今 池塘 / 人员访谈和空

间历史影像

2013年 3月 8日历史影像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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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8日历史影像

2017年 5月 17日历史影像

评价区域

图例：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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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23日历史影像

2021年 3月 27日历史影像

3.4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相邻地块现状为：

图 3.3-3 评价区域历史影像图

评价区域

图例：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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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外西侧为在建居民区，南侧为池塘以及山地，东侧为部分为耕地以及山地，

北侧为山地。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4-1。

地块外南侧 地块外西南侧

地块外西侧（在建小区） 地块外西南侧（池塘）

图 3.4-1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3.4.2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卫星图像查看及周边人员访谈，地块相邻外环境部分为农村环境

（耕地、山体以及池塘），其余为在建居民小区，无其他工业企业活动痕迹。

经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无生产企业，对本地块影响几乎没有。

3.5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402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附件二），

岳 402号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中等专业学校用地（A32）、中等职业教育用地（080402），

对照 GB50137-2011，为一类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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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资料收集

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3）地块区域性地勘报告；

（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通过资

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5）地勘报告等资料信息。

表 4.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有/无 来源 备注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

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

片或卫星照片

√ Google、奥维地图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

料
√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402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

1.3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

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

息资料等

×

1.4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

块内建筑、设施、工艺流

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

况

×
地块不涉及工矿型工业企业活

动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

录
× 地块不涉及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地块无危废堆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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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和中间体

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

流程图

×
地块不涉及工矿型工业企业活

动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

和使用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

下储罐清单

×
地块不涉及地下管线、化学品

储存和使用

3.3 环境监测数据 × 未曾进行过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

境审计报告
×

地块不涉及工矿型

工业企业活动

3.5 地勘报告 √ 附近地块地勘报告

安岳县华轩工程勘察有限责任

公司《景里路市政工程勘察报

告》，2020年 8月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

质量公告
√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

备案和批复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

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

资料等

√ 公开资料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

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

目标分布

√ 公开资料

5.3 土地利用方式 ×

5.4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和

发展规划，相关国家和地

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 公开资料

4.2资料分析

4.2.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分析

通过表 4.1-1中从政府和权威机构收集的资料显示：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

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占地面积 77042.52m2，属于已出让回收地块，目前暂未建设。根据

现场踏勘，资料情况真实可信。

4.2.2地块资料收集分析

该阶段工作主要通过对政府及环保等机构收集岳 402号地块相关的历史及现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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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进行资料的整理及分析，初步判断场地潜在污染物、污染源、污染扩散方式等信

息，为地块风险评价工作提供依据和基础。

通过表 4.1-1中地块收集资料显示：岳 402号地块存在居民区、耕地、山体或荒地

以及池塘，无家禽养殖，无固体废物堆场，地块内整体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势。

其整个利用历史上不存在工矿型工业企业活动，且外环境简单，相邻地块不存在工业企

业，分析确定地块的污染影响较小。

4.2.3历史监测数据收集分析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包含地块现阶段使用者、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安岳生态环境局、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证实地块内无相关的举报、投诉、泄露、污

染事故。

该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监测。

4.2.4其他相关资料收集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到地块东北侧 2.1km的地勘报告″安岳县华轩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

司《景里路市政工程勘察报告》，2020年 8月″，初步确定地块土层性质情况，具体

分析如下：

（1）地形、地层岩性：

根据地块东北侧 2.1km的安岳县华轩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景里路市政工程勘察

报告》，2020年 8月，地块内地层岩性自上而下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积杂填土（Q4

ml
）、

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细粒土层（Q4

dl+pl
）、侏罗系上统遂宁组砂质泥岩（J3sn），其中基

岩层根据风化程度又分为两亚层，现对各工程地质层及亚层的土质特征描述如下：

（1）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积（Q4

ml
）：

杂填土：杂色，稍湿，松散。主要由黏性土和泥岩碎块石及建筑垃圾等组成，系近

期人工堆积，堆积时间 10年左右，结构松散，均匀性差。层厚 0.20～1.20m，平均厚度

0.68m，层底标高介于 311.66～330.97m之间。该层分布于整个线路表层。

（2）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粉质黏土（Q4

dl+pl
）

可塑粉质黏土（Q4

dl+pl
）：褐、黄褐色，湿,可塑，含少量铁锰质斑及 10%左右的泥

岩角砾。切面稍有光泽反应，摇振无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厚 0.30～1.00m，

平均厚度 0.64m，层底标高介于 311.06～328.41m 之间；主要分布于 1 号楼 K0+040～

K0+260 段及 K0+400～K0+435 段地段，多呈不连续的透镜体状延伸。

（3）侏罗系上统遂宁组（J3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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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沿线地面地质调查和钻探揭露，该拟建道路沿线基岩出露区，基岩地层为侏罗系

上统遂宁组的砂质泥岩，按照风化程度将其划分为 2个工程地质亚层，岩石整体风化不

甚强烈，泥质结构，中厚层状，基岩层由上至下风化程度逐渐减弱。

强风化砂质泥岩：紫红色、褐红色，呈碎块状，局部呈土状，原岩结构较清晰，裂

隙较发育，隙间充填褐色氧化铁薄膜等，岩体破碎。钻探取芯样长一般 5～20cm，短柱

状，少量为碎块状，局部岩体含石膏，具溶孔、溶隙等。岩芯采取率一般为 70％左右，

岩石质量指标(RQD)一般为 40～60。岩芯用手难以折断，锤稍用力敲击可碎，冲击钻不

能进尺。层厚 1.20～1.30m，层底标高介于 309.76～329.67 m之间。本层所有钻孔均有

揭露。

中等风化砂质泥岩：紫红色，裂隙较发育，呈长柱状，岩体结构清晰，岩体较完整，

局部夹有碎块状薄层。钻探取芯样长一般 10～20cm，部分达 20～40cm，长柱状，少量

为碎块或短柱状，局部岩体含石膏，具溶孔、溶隙等。岩芯采取率一般为 85％左右，

岩石质量指标(RQD)一般为 40～70。岩芯用手难以折断，锤稍用力敲击可碎，冲击钻不

能进尺。本次勘探均未揭穿该层，下伏于整个场地，最大揭露厚度 19.30m。

本地块属于浅丘地带，本地块外环境整体地势为东北、东南高，西北及西南低，根

据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部分区域以前为耕地，部分区域为居民居住地。

本地块与景里路市政工程二者之间距离 2.1km，无高山，无河流，初步判断两者地

层情况基本一致，可借用。借用地块与本地块位置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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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借用地勘企业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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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关于印发《四川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的通知（川环办函[2021]128号）的

规定，我公司技术人员于 2021年 8月进行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踏勘的范围主要为

本次评价地块范围，并包括地块周围 500m范围内区域，重点留意地块周围 500m范围

的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和工业等潜在污染源的分布。现场踏勘检查结果见表 5-1。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包含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生态环境局、

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证实地块内无相关的举报、投诉、泄露、污染事故。

表 5.1-1 现场踏勘结果表

序号 踏勘结果

1 地块内现状
地块历史上无工矿型工业企业存在，主要以耕地、居民区、山地、池塘为

主，耕地主要种植蔬菜等农作物。

2 相邻地块情

况
地块外西侧为在建居民区，北侧、东侧为山体，南侧为池塘。

3

地块内情况

核查

地块内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场所

4 地块内未闻到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未发现地面存在污染和腐

蚀的痕迹

5 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地下输送管道和储存池，无固废堆放区域

6 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和地下输送管线

7 地块内不存在饮用水井

8 地块所在区

域地势情况
地块内整体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势。地块外地势较为平整。

9 地块周边污

染源分布

该地区的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地块外主要为居民区、耕地、山体。具

体分析见 6.1章节分析

10 地块周边敏

感目标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有居民区、农田、地表水体。

最近居民区为位于地块西侧 70m的居民区；

最近的农田为位于地块紧邻的耕地；

最近的地表水体为位于地块外西侧 470m的岳阳河。

现场踏勘期间采取现场交流和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了人员访谈工作，受访者包含

地块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生态环境局、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以及地块使

用者等，共收集 13份人员访谈记录表。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若无，地块以前利用历史有什么？

（2）本地块内是否曾经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如有，堆放

场的位置及堆放的废弃物种类？

（3）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如有，排放沟渠的材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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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无硬化或防渗的情况？

（4）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如

有，是否发生过泄漏？

（5）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如有，是否发生过泄

漏？

（6）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地块是

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是否有废气产生？是否有废气在线监测装置及治理措施？

（8）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是否有工业废水在线监测装置及治理措施？

（9）本地块内及周边是否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是否有残留的固体废物？

（11）本地块内是否有遗留的危险废物堆存？

（12）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13）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幼儿园、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

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感用地？

（15）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是否有水井？ 否发生过水体浑浊、颜色或气味异

常等现象？是否观察到水体中有油状物质？

（16）本区域地下水用途是什么？周边地表水用途是什么？

（17）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是否曾开展过地下水环境调

查监测工作？是否开展过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工作？

（18）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其规模化养殖产生的废水是否用于地块内

农田灌溉？

人员访谈结果汇总见表 5.1-2。

表 5.1-2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访谈对象类型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人员访谈获取信息

周边住户或周

边区域工作人

员

曾庆亮

当面交流

地块内无工矿型工业企业，主要为耕地、山林、居

民区、池塘；耕地种植蔬菜等农作物；地块内不存

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场所；

地块内和周边土壤未闻到过异常气味，未涉及环境

污染事故，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地块

所在区域使用自来水，不饮用地下水。

杨女士

张涛

蒋欣

吴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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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

吴应贵

林宁 电话访谈

土地使用者

吴双

当面交流吴显学

洪显全

安岳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李岳峰 当面交流

地块内不存在工矿型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有

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

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

水污染等，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地块

所在区域不饮用地下水。

安岳县生态环

境局
彭红 电话访谈

5.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无工矿型工业企业存在，企业未发现有毒有害

物质。

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耕地、山体、居民区、以及池塘，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和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因此地块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记录。

5.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未发现槽罐堆放。

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耕地、山体、居民区、池塘，不涉及槽罐堆放，不存在槽罐

泄漏情况。

5.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为耕地、山体、居民区、池塘，无固体

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

地块历史上用途与现状用途基本一致，均不产生危险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也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5.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内未发现工业管线和沟渠，不存在管线、沟

渠泄漏情况。

5.5区域地下水使用功能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所在区域属于农村环境，周边地块大多未开

发，周边大部分居民使用自来水作为日常生活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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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识别

6.1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及污染识别

该地区的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调查地块外 500m范围内，无其他工业企业存

在。故周边地块对本地块造成的影响小可忽略不计。

6.2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的途径主要有大气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地块内整体呈北高南

低、东高西低的地势。经现场踏勘，确定地块周边无工业企业，故对本地块造成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迁移，可忽略不计。

6.3地块污染物识别

通过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以及相关资料相互印证汇总如下：（1）地块原为耕地、

山体、居民区以及池塘，耕地主要种植蔬菜等农作物；（2）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不

存在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

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3）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4）地

块内和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5）本地块内不饮用地下水；（6）地块 500m范

围内存在居民区、农田和地表水体；（7）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经分析

后确定周边对本地块的污染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

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初步判断地块无污染的可能。为排

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在现场勘查过程采用 XRF快速监测设备对地块内土壤进行了

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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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7.1地块现场快检检测

7.1.1检测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初步判断不是疑似污染地块的结论。

7.1.2采样点布设原则和方法

本次布点主要考虑地块内现状情况，按照分区布点法结合系统布点法（40*40m），

取表层土壤进行快速检测。

7.1.3本次调查现场快速监测点位布设

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单一，目前地块为耕地、池塘、山

体及居民区，选择在地块内布设了 28个土壤快速监测点位，布设具体位置见图 7.1-1。

7.1.4快速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1）评价标准

图 7.1-1 地块内土壤快检点位分布图

图例：

快检点位

评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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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附件二″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402号地块规划条件″，该地块将用作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A32）、中等职业教育用地（080402）建设，对照 GB50137-2011，

为一类建设用地。故选择《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2）结果评价

本次进行快检土壤点位共 28个，土壤样品快检结果见表 7.1-1。
表 7.1-1 土壤快检结果一览表

快检日期 点位编号
监测项目（单位：mg/kg）

砷 镉 铜 铅 汞 镍

标准限值 20 20 2000 400 8 150

2021.8.10

岳 402-1# 12.465 0.434 66.981 25.080 0.195 32.601

岳 402-2# 10.655 0.544 81.263 21.679 0.174 40.599

岳 402-3# 15.784 0.378 45.784 21.028 0.040 32.155

岳 402-4# 7.614 0.495 35.610 19.043 0.033 30.501

岳 402-5# 8.144 0.022 28.622 27.023 0.077 25.875

岳 402-6# 6.229 0.237 72.586 21.952 0.108 29.086

岳 402-7# 14.732 0.180 79.831 14.293 0.087 23.668

岳 402-8# 13.332 0.170 43.518 18.032 0.085 26.349

岳 402-9# 15.936 0.416 50.426 24.225 0.168 33.088

岳 402-10# 15.575 0.366 58.173 27.106 0.096 33.362

岳 402-11# 6.313 0.454 62.656 25.510 0.102 38.324

岳 402-12# 9.465 0.181 74.618 26.964 0.046 25.903

岳 402-13# 9.449 0.305 46.827 17.242 0.178 31.288

岳 402-14# 11.354 0.178 46.009 22.590 0.123 26.345

岳 402-15# 9.620 0.040 82.714 29.573 0.057 29.509

岳 402-16# 9.681 0.055 80.587 15.882 0.086 31.665

岳 402-17# 9.969 0.539 35.244 22.316 0.090 27.744

岳 402-18# 11.247 0.522 30.304 11.758 0.065 21.769

岳 402-19# 14.055 0.168 33.093 18.561 0.198 3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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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402-20# 14.967 0.402 79.956 11.314 0.164 40.163

岳 402-21# 15.486 0.482 40.054 16.122 0.044 25.512

岳 402-22# 13.804 0.401 83.028 14.914 0.144 27.707

岳 402-23# 12.670 0.099 70.782 27.164 0.157 20.361

岳 402-24# 11.041 0.505 76.757 23.068 0.154 40.897

岳 402-25# 6.107 0.064 62.197 15.322 0.092 24.539

岳 402-26# 7.841 0.446 39.600 11.488 0.103 35.995

岳 402-27# 11.918 0.027 27.839 20.973 0.141 38.439

岳 402-28# 15.835 0.159 53.602 28.271 0.132 25.229

备注：″ND″代表未检出。

根据表 7.1-1得出，地块内 28个点位的土壤快检结果中，所有点位的砷、镉、铜、

铅、汞、镍监测结果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 1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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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果和分析

8.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本地块历史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资料总体上相互验证、相互补

充，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本地块及相邻地块污染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历史资料

补充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中带来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人员

访谈情况中多个信息来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从而较好的对地块历史活动情况进行

了说明。整体来看，本地块历史资料、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情况相互验证，结论一致。

具体见表 8.1-1。
表 8.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表

序号 关键信息 历史收集资料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结论一致

性分析

1 历史用途及变迁

无工矿型工业企

业，仅存在居民区

以及农田、池塘等

地块历史上无工

矿型工业企业，

仅存在居民区、

池塘以及耕地、

山体

地块历史上无工

矿型工业企业，

仅存在仅存在居

民区、池塘以及

耕地、山体

一致

2 工业企业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3 工业固体废物堆放

场所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4 工业废水排放沟渠

或渗坑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5

产品、原辅材料、油

品的地下储罐或地

下输送管道存在情

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6
工业废水的地下输

送管道或储存池存

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7
是否曾经发生过化

学品泄漏事故、环境

污染事故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8 是否有废气排放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9 是否有废水排放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0 是否有工业废水产

生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1 是否有残留的固体

废物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2 土壤颜色、气味异常

有无异常，有无油渍
---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3
地下水是否浑浊、颜

色或气味有无异常，

有无油状物质

--- 无水井 无水井 一致

14 土壤污染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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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下水污染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16 区域地下水利用情

况
饮用 饮用 饮用 一致

17

是否开展过土壤地

下水环境调查工作，

是否开展过场地环

境调查评估工作

未曾展过土壤及

地下水环境监测

未曾展过土壤及

地下水环境监测

未曾展过土壤及

地下水环境监测
一致

18 是否有规模化养殖 无 无 无 一致

8.2地块内快检结果和历史监测结果分析

评估地块未开展过土壤监测，故参考评估地块快速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表 8.2-1 地块内历史监测结果和快检结果分析一览表

类别 地块内快检结果

监测日期 2021.8.10
监测点位 28个
样品个数 28个
采样深度 表层土壤

监测指标 重金属 6项（砷、镉、铜、铅、汞、镍）

监测结果
所有点位的砷、镉、铜、铅、汞、镍监测结果未超过 GB36600-2018表 1中第一类

用地筛选值。

根据 XRF快速检测结果，初步可以确定评估地块污染物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

选值。

8.3地块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1）地块历史上无工矿型工业企业存在，主要存在耕地、居民区、山地以及池塘。

地块内整体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势；

（2）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不存在工矿型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有毒有害物

质储存与输送，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

（3）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4）地块内和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5）地块内无水井，生活使用自来水；

（6）地块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农田和地表水体；

（7）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矿型工业企业，对评估地块的污染影响忽略不计。

（8）地块内现场快检结果及地块内曾经的检测结果均表明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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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类比地块监测报告见附件五）。

8.4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由于该地块历史上以耕地、居民区，山地为主，不存在工业企业活动，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存在，对本地块的污染影响可忽略不计，因此对土壤环境影响

较小。参考相似地块 2021年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初步确定评价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表 8.4-1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一览表

序号 类别 调查地块情况

1
历史上曾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

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调查地块利用历史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2
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

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

填埋等

不涉及

3 历史上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调查地块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4 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本地块未曾进行过土壤监测，根据 XRF快速检测监

测数据，初步确定评价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标准。

5
调查发现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

的污染风险

经调查，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矿型工业企业，

对评估地块的污染影响可忽略不计。

6
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情形
无

7
现场调查表明土壤或地下水存在污

染迹象

根据对地块内土壤快检结果表明，地块内土壤不存

在污染痕迹，地块所在区域使用自来水，未发现地

下水污染迹象。

综上所述，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根据地块快检

数据结果，初步确定评价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本报告认为

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

二阶段的调查。

8.5不确定分析

造成地块污染调查结果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包括污染识别、地层结构和水文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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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监测布点及采样、样品保存和运输等。开展调查结果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对污染地块的管理，降低地块污染物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从地块调查的

过程来看，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本次调查地块经现场勘察并辅以卫星遥感影像对项目及周边地块历史情况进

行了解，结合相关人员访谈情况，可基本确定地块无污染的可能。本报告是针对现阶

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

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等。

（2）本次初步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

项目完成后，地块若发生不合规变迁等或者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调查报告结论的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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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9.1结论

岳 402号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占地面积共计

77042.52m2，地块现状为耕地、山体、居民区、池塘，主要以农田耕地、居民区为主，

主要种植蔬菜等农作物。根据 2021年最新规划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402号地块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中等专业学校用地（A32）、中等职业

教育用地（080402），为一类用地。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不存在

工矿型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

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等，造成土壤污染的可能

较小。

地块周边区域地下水饮用，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地块 500m 范围内

存在居民区、农田和地表水体；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矿型工业企业，对本地块

的污染影响可忽略不计。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不存在工业企业、不存在规模化养殖

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

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等，不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地块内现场快检结果及历史监测结果均表明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检测结果均满足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表明地块原有历史活动和地块建设对土壤环境影响极小，

土壤未受到污染。

综上所述，本地块内及周围相邻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无污

染的可能。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作为第一类用地使

用。

9.2建议

（1）鉴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不确定性，后续开发利用期间，如发现地块中土壤、

地下水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采取控制措施。



项目所在地

项目所在地

附图一 地块地理位置图



地块外西侧 地块外南侧

地块外北侧 地块外西侧

地块内北侧（池塘） 地块内北侧（已搬迁居民）



地块内南侧（林地） 地块内东侧（耕地）

地块内东北侧（道路） 地块内中部（荒废池塘）

地块内东侧（耕地） 地块内东侧（荒废池塘）

附图二 地块现状照片及周边外环境照片



现场土壤快检照片 现场土壤快检照片

现场土壤快检照片 现场土壤快检照片

现场土壤快检照片 现场土壤快检照片

附图三 快检照片



吴双 吴显学

洪显全 曾庆亮

李岳峰 杨女士

张涛 蒋欣



吴小平 陈先生

吴应贵

附图四 人员访谈照片



图例：

快检点位

评价区域

附图五 地块内土壤快检点位分布图



附图六 评估地块周边 500m 敏感目标



项目所在地

附图七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附件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申请表

项目名称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402 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报告类型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

联系人 李岳峰 联系电话 18048881506
电子邮

箱

地块类型

□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现场检查等方式，表明有土壤

污染风险

☑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

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

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

（地方人民政府以及

有关部门申请的，填写

土地使用权收回时间）

年 月 日 前土地使用权人

建设用地地点

四川省(区、市) 资阳地区（市、州、盟）安岳县(区、市、旗) 乡(镇)

岳城街道望城社区城南大道东侧(村)

经度：105.193559°纬度：30.045579°

☑项目中心 □其他（简要说明）

四至范围
占地面积

（m
2
）

77042.52m
2

行业类别（现状为工矿

用地的填写该栏）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

□制革□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用地

□其他_____

有关用地审批和规划

许可情况

□已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已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规划用途
☑第一类用地：

包括 GB50137 规定的□居住用地 R ☑中小学用地 A33□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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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Marked”



附件：

调查评估地块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单位：米

拐点坐标

序号 X Y
1 3329175.2048 35531431.1595
2 3329184.1108 35531435.7742
3 3329212.7793 35531450.6293
4 3329228.7623 35531458.9079
5 3329230.8541 35531454.8696
6 3329321.4397 35531279.9823
7 3329326.3217 35531280.2591
8 3329362.1556 35531297.9702
9 3329369.4241 35531302.0400
10 3329376.2297 35531306.7506
11 3329382.5792 35531312.1017
12 3329388.3924 35531318.0310
13 3329393.6170 35531324.4849
14 3329398.2059 35531331.4054
15 3329402.1176 35531338.7299
16 3329405.3169 35531346.3924
17 3329425.8957 35531406.3666
18 3329407.1390 35531443.6407
19 3329411.2673 35531483.1721
20 3329409.6531 35531504.4136
21 3329404.4719 35531515.1634
22 3329389.1683 35531525.6577
23 3329356.2206 35531522.9827
24 3329319.4637 35531554.8937
25 3329317.1099 35531567.2616
26 3329312.6397 35531590.7486
27 3329283.8782 35531621.0371
28 3329276.7408 35531651.3546
29 3329269.6867 35531659.9095
30 3329264.3403 35531664.7040
31 3329250.9086 35531655.9051
32 3329217.6287 35531636.5775
33 3329106.4254 35531571.9949



34 3329107.6705 35531541.2006
35 3329108.0820 35531531.6775
36 3329107.7454 35531531.7120
37 3329104.7571 35531531.8995
38 3329083.6454 35531533.2228
39 3329077.8687 35531532.1711
40 3329070.4598 35531531.3514
41 3329058.1326 35531526.4112
42 3329058.0817 35531526.3807
43 3329054.2431 35531523.5509
44 3329050.6198 35531520.8968
45 3329047.2743 35531518.6805
46 3329042.8283 35531513.1965
47 3329038.5712 35531508.6113
48 3329035.3301 35531502.0499
49 3329032.5087 35531496.7615
50 3329024.1471 35531462.2120
51 3329023.0681 35531454.2823
52 3329022.6989 35531451.6878
53 3329022.9986 35531447.5475
54 3329023.3568 35531441.0858
55 3329026.1290 35531430.8035
56 3329028.0432 35531427.2264
57 3329030.8618 35531421.3358
58 3329034.9067 35531410.3273
59 3329040.5380 35531410.4199
60 3329044.5967 35531410.4865
61 3329059.7662 35531371.3428
62 3329072.6334 3553137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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