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

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委托单位：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单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项 目 名 称：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编 制 单 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法 人：樊怀刚

报 告 编 写：张晓瑜

报 告 审 核：王永茂

报 告 审 定：吴秋蕾

协 作 单 位：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协 作 人 员：李健、李岳峰

四 川 和 鉴 检 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电话：028-26026666

邮编：641300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西三段 139号 2号楼 4层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对照表

根据 2021年 12月 23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

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我单位对该报告进

行了修改完善，现说明如下：

序号 专家评审意见 修改内容

1
完善工艺流程介绍，进一步细化污

染识别；

已采纳。

已对项目工艺流程进行补充，并完善实验

室分析项目过程。详见章节 3.3.2（P17-P21）

2 校核采样深度；

已采纳。

已对项目采样深度进行核对，详见章节 5.2

（P45-P46）章节 5.3.3（P58）。

3 校核文本，完善附图附件。

已采纳。

已对文本进行校核，并补充完善附图附件。

详见附图九，附件五。

修改单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7日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1
第二章 概述....................................................................................................................................................2

2.1调查目的与原则.................................................................................................................................. 2
2.2.1调查目的.........................................................................................................................................2
2.2.2调查原则.........................................................................................................................................2

2.2调查范围...............................................................................................................................................2
2.3调查依据...............................................................................................................................................5
2.3.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5
2.3.2导则、规范及资料.........................................................................................................................6
2.3.3其他相关资料.................................................................................................................................7

2.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与工作程序.................................................................................................. 7
2.4.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识别................................................................................ 7
2.4.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采样................................................................................ 7

第三章 地块及区域地质概况......................................................................................................................10
3.1区域环境概况.................................................................................................................................... 10
3.1.1地理位置.......................................................................................................................................10
3.1.2地形地貌.......................................................................................................................................10
3.1.3气候气象.......................................................................................................................................10
3.1.4地质构造.......................................................................................................................................10
3.1.5地层构成....................................................................................................................................... 11
3.1.6水文和地质条件...........................................................................................................................11
3.1.7生态环境.......................................................................................................................................12

3.2地块敏感目标.................................................................................................................................... 12
3.3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14
3.3.1地块使用现状...............................................................................................................................14
3.3.2地块使用历史...............................................................................................................................18

3.4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24
3.4.1相邻地块现状...............................................................................................................................24
3.4.2相邻地块使用历史.......................................................................................................................28

3.5地块利用规划.................................................................................................................................... 28
第四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调查..................................................................................................................29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29
4.1.1资料收集.......................................................................................................................................29
4.1.2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29

4.2地块内地层地下水情况.................................................................................................................... 32
4.2.1地块地层情况...............................................................................................................................32
4.2.2地下水情况...................................................................................................................................33

4.3污染识别.............................................................................................................................................34
4.3.1 1991年前污染识别...................................................................................................................34
4.3.2 1991年后污染识别...................................................................................................................35

4.4地块潜在污染因子及重点区域分析................................................................................................ 36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4.4.1重点区域.......................................................................................................................................36
4.4.2潜在污染因子分析.......................................................................................................................36

4.5相关情况评价.................................................................................................................................... 37
4.5.1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37
4.5.2沟渠、管网泄漏评价...................................................................................................................38
4.5.3各类槽罐池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38
4.5.4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38
4.5.5区域地下水使用功能评价...........................................................................................................39

4.6周边污染源分析................................................................................................................................ 39
4.7环境污染事故和投诉情况................................................................................................................ 42
4.8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 42

第五章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43
5.1采样点布设方法................................................................................................................................ 43
5.1.1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方法...............................................................................................................43
5.1.2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方法...........................................................................................................43
5.1.3 地块内残留废水..........................................................................................................................43

5.2采样点位布设.................................................................................................................................... 44
5.2.1土壤采样点布设...........................................................................................................................44
5.2.2地下水采样点布设.......................................................................................................................47
5.2.3废水采样布设...............................................................................................................................47

5.3现场采样.............................................................................................................................................48
5.3.1采样准备.......................................................................................................................................48
5.3.2样品采集.......................................................................................................................................48
5.3.3采样点位分布...............................................................................................................................53
5.3.4地块调查采样统计.......................................................................................................................58

5.4 实验室分析....................................................................................................................................... 58
5.4.1土壤分析方法...............................................................................................................................58
5.4.2地下水分析方法...........................................................................................................................61
5.4.3废水分析方法...............................................................................................................................63

5.5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 65
5.5.1样品采集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65
5.5.2采样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65
5.5.3样品保存及流转中质量控制.......................................................................................................65
5.5.4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66
5.5.5实验室环境要求...........................................................................................................................66
5.5.6实验室内环境条件控制...............................................................................................................66
5.5.7实验室测试要求...........................................................................................................................67
5.5.8报告编制及审核签发...................................................................................................................67

5.6评价标准.............................................................................................................................................67
5.6.1土壤评价标准...............................................................................................................................67
5.6.2地下水评价标准...........................................................................................................................69
5.6.3废水评价标准...............................................................................................................................71

5.7实验室分析检测结果........................................................................................................................ 72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5.7.1土壤样品检测结果.......................................................................................................................72
5.7.2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75
5.7.3废水样品检测结果.......................................................................................................................76
5.7.3检测结果分析...............................................................................................................................78

5.8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78
第六章 不确定分析......................................................................................................................................80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81

7.1结论.....................................................................................................................................................81
7.1.1结论...............................................................................................................................................81
7.1.2评价结果.......................................................................................................................................81

7.2建议.....................................................................................................................................................83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附图：

附图一：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二：地块内现状照片

附图三：地块周边外环境照片

附图四：现场采样照片

附图五：土壤及地下水、地表水监测点位图

附图六：外环境关系图（500m范围内）

附图七：安岳县城市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用地布局图

附图八：人员访谈照片

附图九：雨污管线图

附件：

附件一：项目合同

附件二：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三：项目规划

附件四：规划说明

附件五：周边地块评审意见

附件六：监测报告

附件七：土壤采样、地下水建井、洗井、采样及地表水采样流转记录

附件八：实验室质控报告

附件九：检测实验室 CMA资质证书

附件十：信用记录截图

附件十一：报告评审申请表及承诺书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1 页 共 83页

第一章 前言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

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为岳 127号地块中的西侧部分，原 127号地块用地范

围部分已于 2021年 3月 30日取得土壤污染调查备案表，由于规划调整，新增安岳县

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于岳 127号地块范围内，该地块 1992年前为耕地、荒地，1992

年后修建为四川安岳粮食储备有限公司的粮库地块四周均为山体、耕地或已规划空地。

根据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79号

关于岳[127]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本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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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用途变更为二类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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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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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21年 4月 26日发

布的川环办函[2021]128号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

评审指南》的通知以及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认

为该地块由于存在生产痕迹，可能存在疑似污染，故进行了第二阶段调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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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标准和技术规

范制定了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并根据现场取样及实验室分析结果开展了数

据评估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

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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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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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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X坐标（米） Y坐标(米）

1 3330836.7547 35534099.3148

2 3330836.2043 35534098.3282

3 3330835.1189 35534097.2428

4 3330830.8762 35534093.0001

5 3330830.0201 35534092.1440

6 3330824.4455 35534086.5694

7 3330812.2059 35534075.1502

8 3330807.6530 35534072.4565

9 3330800.3844 35534068.1561

10 3330797.3495 35534068.0761

11 3330786.3379 35534070.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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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330772.2571 35534073.0135

13 3330769.8769 35534060.6744

14 3330765.5046 35534057.7079

15 3330751.2348 35534048.2097

16 3330738.9776 35534040.3258

17 3330735.3574 35534039.0811

18 3330718.1137 35534033.5459

19 3330717.7782 35534033.4382

20 3330730.1012 35534007.8255

21 3330732.3907 35534002.6335

22 3330778.7592 35533895.8962

23 3330778.9583 35533895.8141

24 3330798.0708 35533887.9388

25 3330848.9617 35533908.2222

26 3330858.8466 35533912.3212

27 3330955.8870 35533972.4838

28 3330955.3074 35533973.3008

29 3330955.5976 35533983.5937

30 3330947.4276 35533997.2115

31 3330976.3626 35534027.4896

32 3330933.3655 35534055.3253

33 3330933.9221 35534056.1850

34 3330914.9295 35534067.3711

35 3330912.7821 35534069.8145

36 3330909.5870 35534078.0687

37 3330907.2393 35534084.1339

38 3330894.8045 35534080.8606

39 3330892.6694 35534081.1111

40 3330885.5449 35534084.5453

41 3330871.4932 35534080.5829

42 3330867.3636 35534082.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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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评估地块范围

图例：

评估地块范围

原 127 号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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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调查地块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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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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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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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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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实施计划》

的通知，2020年 3月 30日；

2.3.2导则、规范及资料

（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3）《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50027-2001）；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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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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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T164-2020）；

（10）《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11）《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12）《水质采样技术导则》（HJ494-2009）；

（1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14）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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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6）；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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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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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其他相关资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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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岳县城市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用地布局图”（2017年 7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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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2.4.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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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是在已有基础信息的

前提下开展的，地块内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基于本次项目的工作精度，项目组在本阶

段污染识别的主要工作任务及内容为：

收集地块的相关资料，如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生产上面的相

关记录等，对地块的历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记录在册。

现场踏勘：在资料收集的前提下，初步确定地块污染源的潜在污染物，根据污染

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及迁移途径，初步确定调查范围的边界，一边为后续的布点工作提

供重要依据，同时踏勘地块的现状及历史沿革、周边区域的现状及历史沿革。特别是

区域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水文地质等资料。

人员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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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采样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

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

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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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

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

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36600等国家和地方相关

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

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

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

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

染程度和范围。

初步采样分析：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情况制定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

划，内容包括核查已有信息、判断污染物的可能分布、制定采样方案、制定健康和安

全防护计划、制定样品分析方案和确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等任务。

详细采样分析：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详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详细采样

分析工作计划主要包括：评估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和结果，制定采样方案，以及制

定样品分析方案等。详细调查过程中监测的技术要求按照 HJ 25.2 中的规定执行。

综上，由于本项目存在生产痕迹，可能存在疑似污染，得出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以第一阶段调查为基础，第二阶段初步采样分析为主，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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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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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及区域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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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

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评估地块中心经纬度为：

E105°21'9.49"，N30° 5'4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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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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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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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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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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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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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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地块

周边 500m范围内有饮用水井、农户等敏感目标。评价区域周边 500m范围外环境情况

见表 3.2-1，外环境分布如图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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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地块周围外环境分布情况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名称 方位 距离（米） 备注

空气环境

居民区（地中海印象） 东北 420 敏感目标（约 100人）

居民区（荣欣柠都城） 西北 300 敏感目标（约 1000人）

居民区（民族商业城） 北 80 敏感目标（约 1000人）

居民区（南山郡） 东北 290 敏感目标（约 500人）

居民区（和谐缘三小区） 东 180 敏感目标（约 500人）

居民区（中迪广场） 东 350 敏感目标（约 300人）

居民区（新天地邦城） 东南 280 敏感目标（约 200人）

居民区（广惠村 2组） 东南 80 敏感目标（约 20人）

居民区（广惠村 3组） 南 300 敏感目标（约 100人）

居民区 南 10 敏感目标（约 10人）

方林中学 东北 30 敏感目标（约 2000人）

南山公园 西 50 敏感目标

水环境 饮用水井 西 30 敏感目标

图 3.2-1 评估地块周边外环境关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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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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铺广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现场踏勘期

间（2021年 8月、11月），通过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发现，目前整个地块内存在一企

业（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由于修建企业进行过平场，地块内地势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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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南侧现状（照片编号：1#，拍摄方向：南） 地块南侧现状（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东侧现状（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东） 地块西侧现状（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西）

原化验室下消防池（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

西北）

原化验室（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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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现状（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内排水沟（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西）

办公区（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东） 办公区（照片编号 8#，拍摄方向：东南）

机械堆放区（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东） 机械堆放区裂缝（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东）

（照片编号 11#，拍摄方向：南） （照片编号 11#，拍摄方向：南）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16 页 共 83页

机械设备堆放维修区

固废堆放区（照片编号 12#，拍摄方向：东北） 废弃米厂（照片编号 13#，拍摄方向：东北）

磷化铝（照片编号 14#，拍摄方向：西北） 硫酰氟（照片编号 14#，拍摄方向：西）

药品仓库

现化验室

现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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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内现存放粮食（小麦） 粮库内现存放粮食（稻谷）

粮库内地面硬化情况 垃圾桶

图 3.3-1 地块内现状照片

图 3.3-2 地块平面布置图

注：1~14#为照片编

号，对应图 3.3-1，
虚线箭头方向为拍

摄方向。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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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地块使用历史

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结合人员访

谈、资料收集及空间历史图像分析得出：本地块原属于农村环境，其利用历史主要为

农田以及粮库。粮库于 1991年开工建设，主要储备玉米、小麦及稻谷等粮食作物。

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3.3-2，三废处置情况见表 3.3-3，生产工艺及平面布置图见图

3.3-3、3.3-4。

表 3.3-2 原辅材料表

序号 物料名称 来源 备注

1
玉米 外购

人员访谈、

参照相似工艺

2 小麦 外购

3 稻谷 外购

4 硫酰氟（有效成分含量 99%） 外购（气体制剂）

5 磷化铝（有效成分含量 56%） 外购（片制剂）

6 水 井水

7 电 农村电网

表 3.3-3三废处置情况汇总表

序

号
种类 污染物 处置措施 备注

1 生活

废水
COD、NH3-N等 生活废水经旱厕处理后由周边农户用作农肥

人员访谈

2 固废

生活垃圾 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

（麸皮）米糠 原米厂运行时，产生的麸皮外售给饲料加工厂。

硫酰氟空瓶 空瓶存放于药品库房一侧，定期由供应商进行回收

磷化铝空瓶、残

留物

空瓶存放于药品库房一侧，定期由供应商进行回收，残

留物经企业收集后，暂存于药品库，由集团固定人员进

行转运至另一库区指定深埋点进行挖坑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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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装仓

脱皮

筛分

米

外售

粉尘、噪声

原料

废水、固废

稻谷

粉尘、噪声

固废

图 3.3-3 粮库生产工艺流程

图 3.3-4 米厂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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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磷化铝）施药：

1、测量熏蒸体积，确定药剂用量，每立方米熏蒸空间 1-4片；

2、检查库房气密性，对可能泄漏部分进行糊封；

3、多点分散投药，片剂放置于药盘内摊匀，且不可集中重叠，安防在库房四周、

中央、走道中间，投药后封闭仓门。

4、熏蒸完成后根据气温高低和通风情况通风 2-10天，并及时将残留物取出集中

收集存放。

检化验室实验项目：

A水分的测定：

混合样品采用四分法分量后取出部分样品，粉碎称重后置于已称重的干燥皿中，

放入恒温干燥箱中干燥（105°4h，或 130°0.5h）,取出后放置在干燥器中冷却称重。

B容重的测定：

1）样品制备：从原始样品中用分样器分出平均样品二份，取 1份平均样品约 1000g,

把样品倒入套好上层筛孔直径 12.0mm，下层筛孔直径 3.0mm的标准筛层分二次进行

筛选。取下层筛的筛上物混匀，作为测定容重的试样。

2）空称平衡调零：将放有排气锤的容量筒挂在双标尺计量杠杆重点刀的吊环上。

随后将大、小游砣均移至“0”点分度处，捻动平行整砣，使双标尺计量杠杆尾端在视

准器框内上下均匀其摆动，摆动幅度在第 1周期内，距视准器上下边缘的距离不大于

1mm。

3）安装容量筒、中间筒：把放有排气锤的容量筒从双标尺上取下来，将容量筒安

装在铁板底座上，套上中间筒。

4）选谷物筒：按粮种的类别选好谷物筒。

5）测定：将制备的试样倒入谷物筒内，装满刮平。再将谷物简套在中间筒上，打

开漏斗开关，让谷物自由下落，待试样全部经过中间筒落入容量简后，关闭漏斗开关。

用手握住谷物筒与中间筒的接合处，将插片准确地插入豁口槽中，依次取下谷物筒，

拿起中间筒和容量筒，倒净插片上多余的试样，抽出插片，取下容量筒上的铁板底座，

将容量筒放在电子秤上称量。

C粗灰分的测定：称取 2-3g样品于瓷坩埚内，用电炉加热样品碳化至无烟状，将

瓷坩埚转移至高温炉内，600°灼烧至恒重。冷却后称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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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脂肪的测定：称取 2~5g已烘干的样品（或测定水分后的试样）于滤筒内，并封

好滤筒，将试样放入带有虹吸管的提脂管中，倒入乙醚，漫过试样，在恒温水浴锅中

65°抽提 4h，取出滤筒后晾干，并在 105°恒温干燥箱内烘至恒重，冷却后称重计算。

地块利用历史见表 3.3-4，2013年以后的地块空间历史影像见图 3.3-5。

表 3.3-4 地块利用历史

时间 类型 类型 来源

1991年

之前
农村环境 主要为农用地（农田、耕地）、农户

人员访谈、历

史影像

1991年-
至今

工业用地

根据人员访谈，地块于 1991年开始建设安岳县粮食储

备中心，截至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生变动，主要为粮

食作物的储存

人员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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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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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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惠村 2组，相邻地块现状为：

北侧为方林中学、民族商业城；西侧为南山公园及耕地；南侧为待建规划用地（居

住）；东侧为居民区及荒地；东南侧为住家户及石材加工厂。

地块南侧为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石路片区地块，该地块于 2020年 10月完

成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并于 2020年 10月 26日通过评审，结论为符合一类

用地筛选值；地块东侧为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规前岳 127号地块，该地块于 2021

年 3月完成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并于 2021年 3月 10日通过专家评审，结

论为符合一类用地筛选值。专家意见见附件五。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4-1，相邻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4-2。

北侧外环境（方林中学） 北侧外环境（民族商业城）

北侧外环境（待建项目） 东侧外环境（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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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外环境（待建项目） 西南侧外环境（在建项目-南岳府）

西侧外环境（耕地） 东南侧外环境（石材加工厂）

图 3.4-1 相邻地块外环境照片

2013年 3月 8日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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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8日历史影像

2017年 5月 17日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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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23日历史影像

2021年 3月 27日历史影像

图 3.4-2 相邻地块 500米范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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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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相邻外环境存在一个石材加

工厂，经人员访谈，该石材加工厂为 2015年开始生产，主要进行石材切割。地块相邻

地块使用历史见表 3.4-1，其构筑物编码见图 3.4.3。

表 3.4-1 地块相邻外环境使用历史一览表

序号 方位 距离 名称 历史情况

1 东南 20m 石材加工厂 2015年开始生产，主要进行石材切割，间歇性生产

图3.4-3 外环境构筑物编码及分布图

3.5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11月25日发布的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079

号关于岳[127】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本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为一类用地。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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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调查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4.1.1资料收集

2021年 8月及 11月，我方调查人员对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

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本次收集到的相关

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其他有助于评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的历史资料如平面布置图、地形图、环境

影响评价等资料。

（3）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当地地方性基本

统计信息。

（4）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相关发展规划

（5）通过网络及政府环保部门收集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场地历史情

况等。

详细的资料清单见表 4.1-1。

表 4.1-1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来源

1 安岳县区域环境概况 网络

2 地块历史影像图 水经微图、Google Earth

3 地块环境现状及与相邻地块的现状 现场踏勘

4 地块使用现状及与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人员访谈以及现场踏勘
5 地块平面布置图

6 相关企业工艺流程、原辅材料

7 相关企业三废排放情况

8 企业环保手续
企业为 90年代初修建，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

手续，故未收集到相关资料

4.1.2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2021年 8月-11月，我方组织调查人员多次进行了现场踏勘，踏勘的范围以地块

内为主，并包括地块周边 500m区域。通过对业主单位、主管部门和地块内及地块周

边居民的人员访谈获取了大量有用资料。

（1）访谈内容：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内容；

（2）访谈对象：受访者为评估区域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访谈对象包括安岳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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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和规划局、主管部门、地块内及地块周边居民、相关环保政府部门（资阳市生

态环境局临空经济区分局）等。

（3）访谈方法：采用现场当面交流问询并发放调查表以及电话访谈的方式。

（4）内容整理：调查人员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

处和不完善处再次核实和补充。

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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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内居民或工

作人员

罗明
当面交流

地块使用历史为农田及粮库，1991年以前为农田，主

要原辅料为粮食、硫酰氟以及磷化铝，有实验室器皿

清洗废水产生，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地块内无

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无产品、原辅料、油品的地下

输送管道或储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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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地块周边有居

民区、学校以及饮用水井等敏感用地，未开展过土壤

及地下水监测。

邓明

杨光元 电话访谈

地块周边居民或

工作人员

陈玉辉

当面交流

使用历史为农田及粮库，1991年以前为农田，地块内

无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无产品、原辅料、油品的地

下输送管道或储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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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地块周边有

居民区、学校以及饮用水井等敏感用地，未开展过土

壤及地下水监测。

黄晓玲

李祖芳

张应

政府

管理

人员

安岳县

自然资

源和规

划局

李岳峰 当面交流

地块使用历史为农田及粮库，1991年以前为农田，有

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产生，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

地块内无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无产品、原辅料、油

品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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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地块

周边有居民区、学校以及饮用水井等敏感用地，未开

展过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环保

部门

管理

人员

安岳县

生态环

境局

彭红 电话访谈

地块使用历史为农田及粮库，1991年以前为农田，有

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产生，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

地块内无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无产品、原辅料、油

品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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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地块

周边有居民区、学校以及饮用水井等敏感用地，未开

展过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31 页 共 83 页

邓明 陈玉辉

黄晓玲 李岳峰

李祖芳 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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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

图 4.1-1 人员访谈照片

4.2地块内地层地下水情况

4.2.1地块地层情况

地形、地层岩性：地块内无相应的地勘资料可借用，根据现场踏勘及地块内现场

采样钻探资料，地块内部分点位岩芯分布见图 4.2-1。结合现场岩芯照片，得出评估区

域地块地层性质从上至下依次为：回填土、粉质黏土、粉砂质泥岩。

S1 S2

S3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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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S7

S8 S9

S10 S11
图 4.2-1现场部分岩芯柱状图及照片

4.2.2地下水情况

根据地块周边地下水井海拔高度，确认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向东南流

向。

表 4.2-1 判断地下水流向的水井基本情况一览表

水井点位编号
坐标（以°表示） 井口海拔

（m）
水位（m）

水面海拔

（m）E N

W1 105.352225 30.097042 325 0.6 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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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105.353011 30.095559 313 1.4 311.6

WDZ 105.351781 30.096924 328 1.7 326.3

图 4.2-3 评价区域内地下水流向图

4.3污染识别

本地块利用历史存在两个阶段，1991年之前、1991年之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

具体分析其所在时期的污染识别情况。

4.3.1 1991年前污染识别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1991年之前地块为农用地（农田、耕地）以及少量农

户，地块内不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和

环境污染事故，无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存在

污染的可能性极低。

表 4.3-1 1991年前污染识别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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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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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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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历史上曾涉及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

坑、地下输送道或储存池，曾涉及工

业废水污染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

4 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无历史监测数据

5 调查发现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

污染风险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原地块周边 500m范围

内为农村环境，几乎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

风险

6 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情形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证实原地块无相关的

举报、投诉、泄漏、污染事故

7 现场调查表明土壤或地下水存在污染

迹象

根据现场踏助，地块内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痕

迹，无地下管线、池体，未发现地下水污染迹象

4.3.2 1991年后污染识别

4.3.3.1地块区域平面

地块内在 1991年后修建了安岳县粮库，周边区域存在几户散户居民，于 2019年

拆迁，地块北侧有一处空地，2013年以前为耕地，2013年后进行退耕还林，根据历史

影像，确定地块区域平面图 4.3-5。

图 4.3-5 地块区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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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地块潜在污染因子及重点区域分析

4.4.1重点区域

该地块内历史用途存在农用地（农田、耕地）、少量农户以及安岳县国家粮食储

备库，1991年四川安岳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在地块内修建了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2013年地块北侧耕地进行了退耕还林，2019年地块西南侧农户进行了搬迁。根据对本

地块的现状及利用历史分析，确定地块潜在污染情况主要为粮食储备库存续期间。确

定本地块的粮库作为此次重点关注区域。地块内区域污染物识别一览表见表 4.4-1。

表 4.4-1 地块内区域污染物识别一览表

构筑物 基本信息
潜在污

染物

是否为重

点区域
备注

药品库
主要存放硫酰氟以及磷

化铝
/ 是

考虑存放药品。设为重点区

域

原检验室及下方

消防池

主要为粮食的检化验场

所，涉及水分、脂肪、灰

分以及容重等

/ 是

存在化学试剂的使用，且有

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外排至

消防池。设为重点区域

粮仓 主要存放各类粮食作物 / 否 /

废弃米厂
对粮仓内稻谷进行脱皮

加工为大米
/ 否

1991年修建，2000年停止运

行

检验室

主要为粮食的检化验场

所，涉及水分、脂肪、灰

分以及容重等

/ 是

存在化学试剂的使用，且有

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外排。

设为重点区域

固废堆放区 生活垃圾及杂物堆放 / 是

堆放物品杂乱，地面硬化但

无遮挡，稳妥起见，设为重

点区域

办公区 生活办公 / 否 /

原办公区及门面
原粮库办公区域及临街

铺面
石油烃
C10-C40

是

现已弃用，但将机械维修及

部分机械存放于该区域部分

房间内，故设为重点区域

机械堆放区 空地
石油烃
C10-C40

是

地面硬化，设置为机械堆放

处，不排除维修可能，以及

机油使用可能性，且地面存

有裂缝，故设为重点区域

4.4.2潜在污染因子分析

结合企业内原辅材料、工艺和三废的分析，确定本地块的潜在污染物主要为：设

备维修中使用的机油类物质，结合《指南》中对“有毒有害物质”的解释，对比《有

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2018年）》、《国家危

险废物》（2021年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第二批）》，确定地块内可能存在有以下有毒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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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有毒有害物质信息表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用量（t/a） 性状 贮存、包装方式 备注

1 机油 机油 0.01 液体 桶装，现买现用，不储存 T,I
注：T表毒性，I表易燃性

故本次调查地块初步判定的潜在污染物为石油烃类。

石油烃类：石油烃（C10-C40）。

其地下水监测中特征因子根据地块内的特征污染物分析，确定其地下水的特征因

子为：石油类。

4.5相关情况评价

4.5.1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卫星影像，结合企业相关资料可知，评价区域内

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史，在工艺设置上仅存在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的产生，主

要为器皿清洗废水，对评估地块的影响极小。详见表 4.5-1。

表 4.5-1 不同时期对应的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一览表

时期 类型 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

1991年之

前

农用地、

农户
不涉及液体物料，不存在堆场泄漏。

1991 年之

后

农用地、

农户
不涉及液体物料，不存在堆场泄漏。

安岳县

国家粮

食储备

库

生

产

区

域

全

硬

化

药品库
主要存放硫酰氟以及磷化铝，主要为片制剂以及气体制

剂，基本无泄漏的可能性。

原检验室及

下方消防池

主要为粮食的检化验场所，涉及水分、脂肪、灰分以及

容重等，有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产生，故可能存在泄漏

的情况。

粮仓
主要存放各类粮食作物，不涉及液体物料，不存在堆场

泄漏。

废弃米厂
对粮仓内稻谷进行脱皮加工为大米，不涉及液体物料，

不存在堆场泄漏。

检验室
主要为粮食的检化验场所，涉及水分、脂肪、灰分以及

容重等

固废堆放区
生活垃圾及杂物堆放，不涉及液体物料，不存在堆场泄

漏。

办公区 生活办公，不涉及液体物料，不存在堆场泄漏。

原办公区及

门面

原粮库办公区域及临街铺面，现已弃用，但将机械维修

及部分机械存放于该区域部分房间内，故可能存在泄漏

的情况。

机械堆放区

地面硬化，设置为机械堆放处，不排除维修可能，以及

机油使用可能性，且地面存有裂缝，故可能存在泄漏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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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沟渠、管网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评价区域内现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1991年修建安岳县粮

食储备中心，存在排水沟渠。详见表 4.5-2。

表 4.5-2 不同时期对应的沟渠、管网泄漏评价一览表

时期 类型 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

1991 年之前 农用地、农户 不涉及生产企业，不存在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

1991 年之后
安岳县粮食储

备中心

主要进行粮食

储备

排水沟

渠

分布于厂区周围，主要为雨水导

流使用，兼职导流实验室器皿清

洗废水，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产

生量极少，基本不涉及污染情况。

雨水沟渠（连接消防池） 消防池（连接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排口）

厂区内雨水沟渠 厂区内雨水沟渠

4.5.3各类槽罐池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卫星影像，结合企业相关资料可知，评价区域内

不涉及槽罐堆放，不存在槽罐泄漏情况。

4.5.4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卫星影像，结合企业相关资料可知，评价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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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史，但不产生危险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产生固体

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见表 4.5-3。

表 4.5-3不同时期对应的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一览表

时期 类型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1991年以前 农用地、农户 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后倾倒至指定地点

1991 年之后

农用地、农户、

安岳县粮食储备

中心

农户 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后倾倒至指定地点

安岳县粮食

储备中心

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后，倒至固废收集

池，由环卫进行清运；磷化铝及硫酰氟空瓶

存放于药品库房一侧，定期由供应商进行回

收，磷化铝残留物经企业收集后，暂存于药

品库，由集团固定人员进行转运至另一库区

指定深埋点进行挖坑深埋。

4.5.5区域地下水使用功能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卫星影像相关资料可知，评价区域内农户使用地

下水做生活饮用。故本次地下水评价应满足我国现有的《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4.6周边污染源分析

在污染物迁移途径中，主要有大气沉降、地表径流、地下水渗漏三种迁移途径。

结合地块情况，确定地块内污染物迁移途径主要为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渗漏迁移途径。

评估区域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至现场踏勘（2021年 11月）为止，地块东南

侧存在一个石材加工厂，间歇性生产，2015年开始生产，主要进行石材切割，根据区

域常年主导风向以及地下水流向分析，该企业对评估地块的影响极小；

地块周边主要为待建空地、耕地以及荒地，根据风向和地下水流向调查分析，相

邻地块的配套生产，对本地块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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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待建空地（已规划为居住区） 西侧耕地

东侧荒地 北侧待建空地（已规划为居住区）

西南侧在建工地（南岳府） 东南侧居民以及石材加工厂

图 4.6-1 周边照片图

表 4.6-1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方

位

与地

块距

离

与评估

地块风

向位置

产品 原辅料、三废排放情况 来源

1 南岳

府

西

南
30m 上风向 /

2021年开始建设，生活垃圾收集后

倒至右侧垃圾收集池中，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生活废水依托农户已

有生活设施。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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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材

加工

厂

东

南
20m 上风向 石板

2015年开始生产，主要为石材加工

（切割），生活垃圾收集后倾倒至

西侧约 200米处的垃圾收集池中，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生活废水经

旱厕收集后用作农肥；切割采用湿

法切割，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

人员访谈

图 4.6-2 周边污染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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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环境污染事故和投诉情况

根据向周边群众及相关政府部门核实，评估区域至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或生

态破坏事件，未出现过环境投诉和环境纠纷。

4.8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

根据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及历史影像，对地块的利用历史、地块现状以及潜在污

染物等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

评价区域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惠村 2组，该地块历史用途存在过农田、

少量农户以及安岳县粮食储备中心。根据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1月 25日

发布的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79号关于岳[127】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本地块用地性

质为二类居住用地，为一类用地。

目前地块现状为空地以及安岳县粮食储备中心，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本地块潜在污染物主要为石油烃

类：石油烃（C10-C40）。

综上可判断，本地块存在生产情况。根据对工艺分析，确定本地块地潜在污染物

主要为石油烃（C10-C40），判断地块有潜在污染的可能性，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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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1采样点布设方法

5.1.1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方法

（1）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6.1.3制定采

样方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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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表 1 几种常见的布点方法及适用条件”和“图 1 监测点位布设方法示意图”，可以

采用的布点方法有：系统随机布点法、专业判断布点法、分区布点法和系统布点法。

其中，系统随机布点法适用于“污染分布均匀的地块”；专业判断布点法适用于“潜

在污染明确的地块”；分区布点适用于“污染分布不均匀，并获得污染分布情况的地

块”，系统布点法适用于“各类地块情况，特别是污染分布不明确或污染分布范围大

的情况”。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等文件要求，“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2，

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个，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个，并可

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

（2）土壤对照监测点位的布设一般地块外部区域设置土壤对照监测点位，尽量选

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应采集表层土壤样品，采样深度尽可能与

地块表层土壤采样深度相同。

5.1.2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方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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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内如有地下水，应在疑似污染严重的区域布点，同时考虑在地块内地下水径流的下

游布点。如需要通过地下水的监测了解地块的污染特征，则在一定距离内的地下水径

流下游汇水区内布点。”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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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面积> 5000m2，地下水采样点位不少于 2个。”

5.1.3 地块内残留废水

根据现场踏勘，发地块内有三级沉淀池和洗车池两处残留废水未进行处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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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要

求，考虑对地块内废水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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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采样点位布设

5.2.1土壤采样点布设

（1）地块内土壤监测点

点位个数：此次调查根据评估地块的性质，以及地块空间历史图像、人员访谈及

现场踏勘，能确定其平面布置，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采用分区布点法，根据地块污

染识别结果，地块内安岳县粮食储备中心中药品库、检化验室、机械维修及堆放区域

为重点区域，在每个重点区域各自布设 1个或多个土壤监测点。在地块内共布置 11个

土壤监测点。

根据人员访谈和历史卫星影像图，地块历史上存在工业企业活动、不存在规模化

养殖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或运输、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存在实验室器

皿清洗废水的产生及排放，因此在安岳县粮食储备中心运行期间存在污染可能性，潜

在污染物为石油烃类，有存在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地块内的污染来源于粮食储备中心的机械维修，其潜在污染物为石油

烃类，迁移途径主要为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渗漏迁移途径。因此如果地块内存在污染，

应是由上到下分布的。故采集下方表层土壤（0-0.5m）和下层土壤（0.5-2.5m）。

下层土样按照 0.5m间距使用 XRF快检设备对其快速筛查，选择快检综合值高的

样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监测指标：S1、S2、S6、S7、S8、S9、S10点位均进行 45项指标+pH监测，S3、

S4、S5、S11点位均进行 45项指标+pH+石油烃（C10-C40）监测。

（2）地块外土壤监测对照点

本次调查结合地块外土地利用方式、污染物扩散迁移特征等因素，在评估地块外

常年主导上风向及地下水上游方向 1km范围内布设 1个土壤监测点（尽量选择在一定

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作为对照点，对照点仅采集表层 1个土壤样品（采

样深度与地块表层土壤采样深度相同）。

监测指标：进行 45项指标+pH+石油烃（C10-C40）监测。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二阶段土壤监测布点图见图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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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土壤采样点位布设一览表

序号 布点区域
是否为重

点区域

点位

个数

点位

编号

计划采样深

度
监测指标 布点原则

1 药品库房 是 1个 S1

取表层土样

（0~0.5m）和

下层土样

（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

考虑存放硫酰氟气瓶以及磷化铝片剂，故测 45项+pH

2
原化验室实

验室废水排

放沟渠

是 1个 S2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
重点区域，有化学品乙醇、氢氧化钾、硫酸钠等药剂使

用，且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故测 45+pH

3
原办公区，现

机械堆放处
是 2个 S3、S5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石油烃（C10-C40）

考虑存在机油的使用，故测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4
原办公区，现

机械维修处
是 1个 S4

5 固废堆放场 是 1个 S6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

稳妥起见，故测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6 检验室 1 是 1个 S7

有化学品乙醇、氢氧化钾、硫酸钠等药剂使用，且

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故测 45+pH

7 检验室 2 是 1个 S8
8 检验室 3 是 1个 S9

9
新检验室废

水排放处
是 1个 S10

10
废弃机械堆

放处
是 1个 S11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石油烃（C10-C40）

考虑存在机油的使用，故测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11
地块外对照

点
/ 1个 SDZ

表层土样

0-0.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石油烃（C10-C40）

地块特征污染物无挥发性有机物，故选择地块外地下水

流向上游方向且主导风向上风向 1km 范围内区域选择一

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布设土壤对照点

注:
（1）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包含以下指标：

重金属和无机物 7项：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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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

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2）特征污染物：石油烃（C1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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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地下水采样点布设

结合地块所在区域水文地质情况及现场踏勘，本地块区域地下水流向判断主要利

用整体区域内现有地下水井（地块水井基本情况见表 4.1-2），采用“三点法”初步确

定得出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是西北向东南。

（1）地块内地下水监测点

本次调查结合污染物产生、迁移情况、地下水流向等，在评估地块内重点区域设

2个地下水控制监测点（W1、W2），采样深度在水面 0.5m以下。

（2）地块外地下水对照点

根据收集的资料及文本中图 4.2-2对评估地块地下水流向分析，评价区域地块的地

下水流向为西北向东南。在评估地块地下水流向上游方向布设 1个地下水控制监测点

（WDZ），采样深度均在水面下 0.5m以下。

表 5.2-2 地下水采样点位记录表

点位编号 监测指标 备注

W1 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

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

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

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苯、甲苯、镍、石油类

区域地下水饮用，故应满足《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III 类标准

W2

WDZ

5.2.3废水采样布设

点位个数：地块内有消防水池，原检验室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入消防水池中。

故选择在消防水池进行废水采样。

监测指标：包含《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中除总

余氯、粪大肠菌群数外的所有指标，共计 22项。

采样点位分布见附图。

表 5.2-3 废水采样点位记录表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监测指标 备注

W废水 消防水池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中除总余氯、粪大肠

菌群数、彩色显影剂、显影剂及氧化物

总量外的所有指标

消防水池上方为原检验室，

检验室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

直排入消防水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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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 表 2 中第二类污染物 22项含：PH、色度、悬浮物、五日

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动植物油、石油类、挥发酚、总氰化合物、硫化物、氨氮、硫化物、

氟化物、磷酸盐、甲醛、苯胺类、硝基苯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铜、总锌、总锰、磷

5.3现场采样

本次调查土壤、地下水和废水样品采集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验

分析由获得计量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监测，本次为四川

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责。在 2021年 11月 13日、

11月 15日完成了本项目土壤、地下水和废水采样工作。

5.3.1采样准备

采样准备主要包括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

（1）组织准备

组建采样小组，每个小组最少由 2人取得上岗资格的采样人员组成，委派作风严

谨、工作认真的专业在技术人员为组长，组长为现场采样记录审核人；采样小组成员

具有相关基础知识，采样小组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保障有力；采样前经过专项

培训，对采样中关键问题有统一的标准和认识。

（2）技术准备

为了使采样工作能顺利进行，采样前进行了以下技术准备：掌握布点原则，熟读

点位布设分布图；交通图、项目总体规划、土壤类型图；收集采样点的用地类型、土

壤类型、地面硬化情况以及地块污染源等基本情况。

（3）物质准备

①工具类：铁锹、锄头、土钻、洛阳铲、竹片、木勺以及符合特殊采样要求的工

具等。

②器材类：GPS、照相机、卷尺、聚乙烯瓶、自封袋、便携式土壤采样取样仪器、

pH计、布袋、样品箱、保温设备、红外测距仪、样品袋、样品标签、透明胶带、样品

保温箱等。

③文具类：标签纸、采样记录表、资料夹、调查信息记录表、档案袋、记号笔等。

④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工作鞋、安全帽、手套、口罩、简单常用药品等。

⑥运输工具：采样车。

5.3.2样品采集

1.土壤样品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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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采样时工作人员使用一次性 PE手套，每个土样采样时均要更换新的手

套。

（2）本项目土样取样采用钻探采样。用钻机钻出柱状土壤，观察不同深度的土层

结构，并观察哪些深度是否存在污染迹象。根据 XRF快检设备按照 50cm的层深对土

壤进行快检分析，根据快检结果结合土层结构及调查目的判断哪些深度的土层送往实

验室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分析土壤的深度范围后，用取样器剖开相应深度的柱状土壤

取样，取中间部位未受到扰动的土壤装入相应取样瓶中。

（3）检测重金属类等无机指标类的土样，装入自封袋。检测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的土样，装入贴有标签的 250ml聚四氟乙烯-硅胶衬垫棕色广口玻璃瓶中，并将瓶填满。

检测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样，用金属非搅动采样器在土壤剖面处采集 5g土壤样品，

然后装入装有甲醇保存剂的吹扫捕集瓶中。所有采集的土样密封后放入现场的低温保

存箱中，并于 24h内转移至实验室冷藏冰箱中保存。

（4）采样的同时，由专人对每个采样点拍照，照片要求包含该采样点远景照一张，

近照三张；采样记录人员填写样品标签、采样记录；标签一式两份，一份放入袋中，

一份贴在袋口，标签上标注采样时间、地点、样品编号、监测项目、采样深度和经纬

度。采样结束，需逐项检查采样记录、样袋标签和土壤样品，如有缺项和错误，及时

补齐更正。

现场采样图片见附图四

2.地下水样品的采集

（1）监测井成井

本次采用已有水井。

（2）监测井洗井

洗井为采样前的洗井。洗井方法：机械提水洗井。

（a）监测井洗井时，人工提水速率要慢，并记录提水开始、结束时间。洗井的提

水速率以不致造成浊度增加、气提作用等现场为原则，即表示提水速率应小于补注速

率，洗井提水速率控制在 0.1～0.5L/min。

（b）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在现场使用便携式水

质测定仪对出水进行测定，浊度小于或等于 10NTU时或者当浊度连续三次测定的变化

在±10%以内、电导率连续三次测定的变化在±10%以内、pH 连续三次测定的变化在

±0.1 以内；或洗井抽出水量在井内水体积的 3～5倍时，可结束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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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样设备清洗

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常用的现场采样设备和取样

装置清洗方法和程序如下：

a）用刷子刷洗、空气鼓风、湿鼓风、高压水或低压水冲洗等方法去除黏附较多的

污物；

b）用肥皂水等不含磷洗涤剂洗掉可见颗粒物和残余的油类物质；

c）用水流或高压水冲洗去除残余的洗涤剂；

d）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

e）当采集的样品中含有金属类污染物时，应用 10%硝酸冲洗，然后用蒸馏水或去

离子水冲洗；

f）当采集含有有机污染物水样时，应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常用的有机溶剂有丙

酮、己烷等；

g）用空气吹干后，用塑料薄膜或铝箔包好设备。

（3）采样设备清洗

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常用的现场采样设备和取样

装置清洗方法和程序如下：

a）用刷子刷洗、空气鼓风、湿鼓风、高压水或低压水冲洗等方法去除黏附较多的

污物；

b）用肥皂水等不含磷洗涤剂洗掉可见颗粒物和残余的油类物质；

c）用水流或高压水冲洗去除残余的洗涤剂；

d）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

e）当采集的样品中含有金属类污染物时，应用 10%硝酸冲洗，然后用蒸馏水或

去离子水冲洗；

f）当采集含有有机污染物水样时，应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常用的有机溶剂有丙

酮、己烷等；

g）用空气吹干后，用塑料薄膜或铝箔包好设备。

（4）地下水采样

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样品采集一般按照挥发性有

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稳定有机物及微生物样品、重金属和普

通无机物的顺序采集。采集 VOCs 水样时执行 HJ 1019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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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下水样品一般要采集清澈的水样。如水样浑浊时应进一步洗井，保证监测井

出水水清砂净；

b）采样时，除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要先用采集的水样荡洗采样器与水样容器 2、

3次。采集 VOCs 水样时必须注满容器，上部不留空间，具体参照 HJ 1019 相关要

求； 测定硫化物、石油类、细菌类和放射性等项目的水样应分别单独采样。各监测项

目所需水样采集量应参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中采样量已考

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并留有余地；

c）采集水样后，立即将水样容器瓶盖紧、密封，贴好标签，标签可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设计，一般包括采样日期和时间、样品编号、监测项目等；

d）采样结束前，应核对采样计划、采样记录与水样，如有错误或漏采，应立即重

采或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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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废水样品的采集

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等相关标准对废水进行采样。

图 5.3-1 监测井地下水采样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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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采样点位分布

土壤实际采样点位分布见表 5.3-1，其土壤采样布点见图 5.3-2。地下水实际采样点位分布见表 5.3-2，地表水采样点位分布见表 5.3-3
其地下水和地表水采样布点图见图 5.3-3。

表 5.3-1 土壤实际采样点分布一览表

布点区域
是否为重

点区域

点位

个数

点位

编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钻探

深度
实验室送检深度 监测指标 备注

药品库房 是 1个 S1 S1药品库房
E105.352146，
N30.096951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

/

原化验室实验

室废水排放沟

渠

是 1个 S2
S2原化验室实

验室废水排放

沟渠

E105.351925，
N30.096496

1.8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8m）

1.8米以下为

基岩

原办公区，现机

械堆放处
是 1个 S3

S3原办公区，

现机械堆放处

E105.352734，
N30.095528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

原办公区，现机

械维修处
是 1个 S4

S4原办公区，

现机械维修处

E104.352858，
N30.095479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

固废堆放场 是 1个 S5
S5原办公区，

现机械堆放处

E105.352901，
N30.095399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

/

原办公区，现机

械堆放处
是 1个 S6 S6固废堆放场

E105.353171，
N30.095493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

检验室 1 是 1个 S7 S7检验室 1
E105.353176，
N30.095619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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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室 2 是 1个 S8 S8检验室 2
E105.353119，
N30.095738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

检验室 3 是 1个 S9 S9检验室 3
E105.353310，
N30.095805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

新检验室废水

排放处
是 1个 S10

S10新检验室

废水排放处

E105.353373，
N30.095740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

废弃机械堆放

处
是 1个 S11

S11废弃机械

堆放处

E105.353433，
N30.096079

2.5
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

（1.5-2.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

地块外对照点 / 1个 SDZ 地块外对照点
E104.351551
N30.1097126

/ 表层土 0-0.5m /

注:
（1）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包含以下指标：

重金属和无机物 7项：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

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

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

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表 5.3-2 地下水采样点位记录表

水井位置
点位编

号

点位名

称
点位坐标

井口高度

（m）

水位

（m）

井深

（m）

水面海拔高度

（m）
采样深度 监测指标 备注

地块内水

井
W1

地块内

水井

E105.352225
N30.097042

325 0.6 15 324.4
水面以下

0.5m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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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 35项+镍+石油

类
W2

地块内

水井

E105.353011
N30.095559

313 1.4 12 311.6 /

地块外上

游对照点
WDZ 地块外

对照点

E105.351781
N30.096924

328 1.7 3.6 326.3
位于地块外

西侧水井

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中 35项包含以下指标（不含微生物指标和放射性指标）：

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

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表 5.3-3 废水采样点位记录表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监测指标

W废水 消防水池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中除总余氯、粪大肠菌群数、彩色显影剂、显影剂

及氧化物总量外的所有指标

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 22项含：PH、色度、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动植物油、石油类、挥发酚、

总氰化合物、硫化物、氨氮、硫化物、氟化物、磷酸盐、甲醛、苯胺类、硝基苯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铜、总锌、总锰、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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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例

本项目

土壤采样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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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地下水/地表水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例

本项目

地下水采样点位

废水采样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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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地块调查采样统计

地块调查采样点统计见表 5.3-4。
表 5.3-4 地块调查采样点统计表

序号 工作内容
采样点位

数
样品数 总计 采样日期

1 地块内土壤监测点位 11个 31个
土壤样品

32个 2021.11.15
2 地块外土壤对照监测点位 1个 1个

3 地块内地下水监测点位 2个 2个
地下水样

品 3个 2021.11.13
4 地块外地下水上游监测点 1个 1个

5 地块内废水监测点位 1个 1个 地表水样

品 1个 2021.11.13

5.4 实验室分析

5.4.1土壤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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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等标准规范中所列方法进行土壤样品检测分析，

具体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5.4-1。
表 5.4-1 土壤检测方法、使用仪器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样品采集
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
HJ/T166-2004 / /

pH 电位法 HJ962-2018
ZYJ-W073

PHS-3C PH计
/

砷 原子荧光法 GB/T22105.2-2008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1mg/kg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mg/kg

六价铬

碱溶液提取-火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HJ1082-201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5mg/kg

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mg/kg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1mg/kg

汞 原子荧光法 GB/T22105.1-2008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0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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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3mg/kg

四氯化碳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氯仿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1μg/kg

氯甲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0μg/kg

1,1-二氯

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2-二氯

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1,1-二氯

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0μg/kg

顺-1,2-二氯

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反-1,2-二氯

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4μg/kg

二氯甲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5μg/kg

1,2-二氯

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1μg/kg

1,1,1,2-四氯

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1,2,2-四氯

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四氯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4μg/kg

1,1,1-三氯

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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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三氯

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三氯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2,3-三氯

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氯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0μg/kg

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9μg/kg

氯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2-二氯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5μg/kg

1,4-二氯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5μg/kg

乙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苯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1μg/kg

甲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间二甲苯+对
二甲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邻二甲苯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硝基苯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09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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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胺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005mg/kg

2-氯酚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06mg/kg

苯并[a]蒽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1mg/kg

苯并[a]芘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1mg/kg

苯并[b]
荧蒽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2mg/kg

苯并[k]
荧蒽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1mg/kg

䓛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1mg/kg

二苯

并[a,h]蒽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1mg/kg

茚并

[1,2,3-cd]芘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1mg/kg

萘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气相色谱

-质谱仪

0.09mg/kg

石油烃

（C10-C40）
气相色谱法 HJ1021-2019

ZYJ-W307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6mg/kg

5.4.2地下水分析方法

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

指南》、《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T164-2020）等标准规范中所列方法进行

地下水样品检测分析，地下水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5.4-2。
表 5.4-2地下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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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
《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 /

色度 铂钴比色法 GB11903-1989 / /

臭和味 嗅气和尝味法 GB/T5750.4-2006 / /

浊度 浊度计法 HJ1075-2019
ZYJ-W224

WGZ-200B浊度计
/

肉眼可见物 直接观察法 GB/T5750.4-2006 / /

pH 电极法 HJ1147-2020
ZYJ-W235

SX-620笔式 pH计
/

总硬度 EDTA滴定法 GB7477-1987 50mL酸式滴定管 /

溶解性

总固体
称量法 GB/T5750.4-2006

ZYJ-W087
ESJ200-4A全自动分析天平

/

硫酸盐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18mg/L

氯化物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7mg/L

铁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3mg/L

锰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mg/L

铜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7mg/L

锌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08mg/L

铝
无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5750.6-2006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μg/L

挥发酚
氨基安替比林分光

光度法
HJ503-2009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03mg/L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7494-1987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5mg/L

耗氧量
酸性高锰酸钾

滴定法
GB/T5750.7-2006 25mL棕色酸式滴定管 /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535-2009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25mg/L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GB/T16489-1996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5mg/L

钠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04-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08mg/L

亚硝酸盐

（以 N计）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5mg/L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63 页 共 83页

硝酸盐

（以 N计）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4mg/L

氰化物
异烟酸-巴比妥酸分

光光度法
HJ484-2009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1mg/L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6mg/L

碘化物 离子色谱法 HJ778-2015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2mg/L

汞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4μg/L

砷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3μg/L

硒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4μg/L

镉
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

析方法》（第四版增

补版）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92μg/L

铅
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

析方法》（第四版增

补版）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1μg/L

三氯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YJ-W307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2μg/L

四氯化碳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YJ-W307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3μg/L

苯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1067-2019
ZYJ-W307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μg/L

甲苯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1067-2019
ZYJ-W307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μg/L

镍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GB/T5750.6-2006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5μg/L

总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HJ757-2015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3mg/L

石油类
紫外分光光度法

（试行）
HJ970-2018

ZYJ-W105
T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mg/L

5.4.3废水分析方法

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1996

（含修改单）标准规范中所列方法进行废水样品检测分析，废水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5.4-3。
表 5.4-3 废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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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电极法 HJ1147-2020
ZYJ-W235

SX-620笔式 pH计
/

色度 稀释倍数法 HJ1182-2021 / /

悬浮物 重量法 GB11901-1989
ZYJ-W087

ESJ200-4A 全自动分析天平
4mg/L

五日生化

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ZYJ-W317
LRH-150生化培养箱 ZYJ-W100

MP516溶解氧测量仪

0.5mg/L

化学

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HJ828-2017 50ml棕色酸式滴定管 4mg/L

石油类
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637-2018

ZYJ-W093
OIL460型红外分光测油仪

0.06mg/L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637-2018

ZYJ-W093
OIL460型红外分光测油仪

0.06mg/L

挥发酚
4-氨基安替比林分

光光度法
HJ503-2009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mg/L

氰化物
异烟酸-巴比妥酸

分光光度法
HJ484-2009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1mg/L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GB/T16489-1996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5mg/L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535-2009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25mg/L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6mg/L

总磷
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GB11893-1989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mg/L

甲醛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

法
HJ601-2011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5mg/L

苯胺类*
N-（1-奈基）乙二

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GB11889-1989

ZHJC-W42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3mg/L

硝基苯类

化合物*
液液萃取-气相色

谱法
HJ648-2013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见备注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7494-1987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5mg/L

铜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7mg/L

锌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08mg/L

锰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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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硝基苯类化合物检出限分别为：对硝基甲苯 0.22μg/L，间硝基甲苯 0.22μg/L，邻硝基甲

苯 0.20μg/L，2,6-二硝基甲苯 0.017μg/L，2,4-二硝基甲苯 0.018μg/L，3,4-二硝基甲苯 0.018μg/L，2,4-

二硝基氯苯 0.022μg/L，2,4,6-三硝基甲苯 0.021μg/L，硝基苯 0.17μg/L，对二硝基苯 0.024μg/L，间

二硝基苯 0.020μg/L，邻二硝基苯 0.019μg/L，对硝基氯苯 0.019μg/L，间硝基氯苯 0.017μg/L，邻硝

基氯苯 0.017μg/L。

5.5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

本次调查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全过程负责，包括前期现场调查、确定地

块调查方案、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及出具检测报告、编制调查评估报告；在采样及

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自身技术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基础

上，针对本次调查，采取了严格的质控及质保措施。

5.5.1样品采集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与管理分为采样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和样品保存及流转中质量

控制两部分。

5.5.2采样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

（1）现场工作负责人：根据项目负责人要求组织完成现场工作，并保证现场工作

按工作方案实施。

（2）样品管理员：与样品采集员进行沟通，负责采样容器的准备，样品记录。具

体职责：保证样品编号正确，样品保存满足要求，样品包装完整，填写 COC（Chain Of

Custody Record）记录单并确保 COC样品链安全。

（3）人员培训

项目组在内的所有参与现场工作的工作人员，均须经过培训后方可进入现场工作。

培训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②采样设备的使用及维

护；③现场突发情况应急预案；④避免样品交叉污染的措施；⑤各项专业工作操作规

程。

（4）为确保采集、运输、贮存过程中的样品质量，在现场采样过程中设定现场质

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全程序空白样、运输空白样。实验室设置有平行样、空白样、

加标回收。

5.5.3样品保存及流转中质量控制

现场采集的样品装入由采样容器中后，对采样日期、采样地点等进行记录， 并在

容器表面标签上用无二甲苯等挥发性化学品的记号笔进行标识，标识后的样品现场立

即放入低温保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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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的采集样品由样品管理员需逐一清点，由实验室及样品管理员双人核实样品的采

样日期、采样地点、样品编号等。采集后的样品按照监测指标要求，一式两份填写监

测记录单（Chain Of Custody Record），其中一份监测记录单随样品寄至分析实验室。

样品采用低温保温箱运输，根据样品保存时间每天或每两天分批运至实验室。

5.5.4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

按照工作流程，本项目对于污染物测试分为 1个阶段：土壤样品检测，检测目的

是掌握拆迁地块土壤重金属污染元素、污染程度、污染含量；

5.5.5实验室环境要求

（1）实验室保持整洁、安全的操作环境，通风良好、布局合理，相互有干扰的监

测项目不在同一实验室内操作，测试区域与办公场所分离；

（2）监测过程中有废雾、废气产生的实验室和试验装置，配置合适的排风系统；

（3）产生刺激性、腐蚀性、有毒气体的实验操作在通风柜内进行；

（4）分析天平设置专室，安装空调、窗帘，做到避光、防震、防尘、防潮、防腐

蚀性气体和避免空气对流，环境条件满足规定要求；

（5）化学试剂贮藏室防潮、防火、防爆、防毒、避光和通风，固体试剂和酸类、

有机类等液体试剂隔离存放；

（6）监测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妥善处理，确保符合环保、健康、安全的要求。

5.5.6实验室内环境条件控制

（1）监测项目或监测仪器设备对环境条件有具体要求和限制时，配备对环境条件

进行有效监控的设施；

（2）当环境条件可能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时，停止监测。一般分析实

验用水电导率小于 3.0 μs/cm。特殊用水则按有关规定制备，检验合格后使用。定期清

洗盛水容器，防止容器玷污而影响实验用水的质量；

（3）根据监测项目的需要，选用合适材质的器皿，必要时按监测项目固定专用，

避免交叉污染。使用后及时清洗、晾干、防止灰尘玷污；

（4）采用符合分析方法所规定等级的化学试剂。取用试剂时，遵循“量用为出、

只出不进”的原则，取用后及时盖紧试剂瓶盖，分类保存，严格防止试剂被玷污。固

体试剂不宜与液体试剂或试液混合贮存。经常检查试剂质量，一经发现变质、失效，

及时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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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实验室测试要求

（1）空白样：所有的目标化学物在空白样中不可检出；

（2）检测限：每一种化学物的方法检测限满足要求；

（3）替代物的回收率：每种替代物回收率满足要求；

（4）加标样回收率：每种化学物的加标样回收率满足要求；

（5）重复率：重复样间允许的相对百分比误差满足要求；

（6）实验室仪器满足相应值要求；

（7）具备在规定时间内分析本项目大量样品的能力。

为确保样品分析质量，本项目所有土壤、地下水等样品检测分析工作均选择具有

“计量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监测。

5.5.8报告编制及审核签发

通过审核合格的原始记录，交总工室报告组，报告编制人员按要求进行数据录入、

处理、检查审核数据和信息录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审核无误后签字并交报告二审人

员，报告二审人员对报告进行审核，主要审查内容包括：数据的正确性、逻辑性和报

告的完整性是达到要求，方法是否选用恰当，测试流程是否受控，控制标样、重复分

析等数据是否合格，抽查原始记录中的部分数据是否计算正确，判断检测结果是否符

合标准要求等。

通过二级审查合格的检测报告，由授权签字人进行终审，负责审查测试方法的适

应性，各种测试结果的相互关系及合理性，打印报告是否符合规范等。经审查合格后，

由授权签字人签发，否则返回质量审查组二审人员重新处理。

授权签字人签发后由报告组盖章，再交授权签字人检查无误后发出。

5.6评价标准

5.6.1土壤评价标准

根据附件，该地块用作二类居住用地为第一类建设用地，本次评价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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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因子评价标准值一览见表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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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土壤污染因子评价标准值一览表

污染物分类 CAS
评价标准（mg/kg）

标准来源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铜（Cu） 7440-50-8 2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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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值”

铅（Pb） 7439-92-1 400 800

镍（Ni） 7440-02-0 150 900

镉（Cd） 7440-43-9 20 65

砷（As） 7440-38-2 20 60

汞（Hg） 7439-97-6 8 38

六价铬 18540-29-9 3.0 5.7

氯甲烷 74-87-3 12 37

氯乙烯 75-01-4 0.12 0.43

1，1-二氯乙烯 75-35-4 12 66

二氯甲烷 75-09-2 94 616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0 54

1，1-二氯乙烷 75-34-3 3 9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66 596

氯仿（三氯甲烷） 67-66-3 0.3 0.9

1，1，1-三氯乙烷 71-55-6 701 840

四氯化碳 56-23-5 0.9 2.8

1，2-二氯乙烷 107-06-2 0.52 5

苯 71-43-2 1 4

三氯乙烯 79-01-6 0.7 2.8

1，2-二氯丙烷 78-87-5 1 5

甲苯 108-88-3 1200 1200

1，1，2-三氯乙烷 79-00-5 0.6 2.8

四氯乙烯 127-18-4 11 53

氯苯 108-90-7 68 270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2.6 10

乙苯 100-41-4 7.2 28

对（间）二甲苯
108-38-3，
106-42-3 163 570

邻二甲苯 95-47-6 222 640

苯乙烯 100-42-5 1290 1290

1，1，2，2-四氯乙烷 79-34-5 1.6 6.8

1，2，3-三氯丙烷 96-18-4 0.05 0.5

1，4-二氯苯 106-46-7 5.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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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苯 95-50-1 560 560

硝基苯 98-95-3 34 76

苯胺 62-53-3 92 260

2-氯酚 95-57-8 250 2256

苯并[a]蒽 56-55-3 5.5 15

苯并[a]芘 50-32-8 0.55 1.5

苯并[b]荧蒽 205-99-2 5.5 15

苯并[k]荧蒽 207-08-9 55 151

䓛 218-01-9 490 1293

二苯并[a，h]蒽 53-70-3 0.55 1.5

茚并[1，2，3-cd]芘 193-39-5 5.5 15

萘 91-20-3 25 70

石油烃 C10-C40 / 826 4500

pH / / / /

5.6.2地下水评价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将地下水环境质量划分为五类，Ⅰ类：主

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低背景含量；Ⅱ类：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

景含量；Ⅲ类：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

农业水；Ⅳ类：以农业和工业用水为依据，除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外，适当处

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Ⅴ类：不宜饮用，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根据现场踏

勘及周边人员访谈，评价区域未通自来水，企业员工使用地下水为生活用水，故本次

地下水评价标准值参考我国现有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

准进行评价。

表 5.6-2 地下水评价标准一览表

污染物分类

五类评价标准

标准来源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pH（无量纲） 6.5≤pH≤8.5
5.5≤pH<6.5

8.5<pH≤9

pH<5.5或

pH>9
GB/T14848-2017

砷 ≤0.005 ≤0.01 ≤0.05 ≤0.05 >0.05 GB/T14848-2017

汞 ≤0.00005 ≤0.0005 ≤0.001 ≤0.001 >0.001 GB/T14848-2017

镉 ≤0.0001 ≤0.001 ≤0.01 ≤0.01 >0.01 GB/T14848-2017

六价铬 ≤0.005 ≤0.01 ≤0.05 ≤0.1 >0.1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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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盐（以 N计） ≤0.01 ≤0.10 ≤1.00 ≤4.80 >4.80 GB/T14848-2017

挥发性酚类 ≤0.001 ≤0.001 ≤0.002 ≤0.01 >0.01 GB/T14848-2017

总硬度 ≤150 ≤300 ≤450 ≤650 >650 GB/T14848-2017

溶解性总固体 ≤300 ≤500 ≤1000 ≤2000 >2000 GB/T14848-2017

硝酸盐（以 N计） ≤2.0 ≤5.0 ≤20.0 ≤30.0 >30.0 GB/T14848-2017

耗氧量 ≤1.0 ≤2.0 ≤3.0 ≤10.0 >10.0 GB/T14848-2017

氨氮 ≤0.02 ≤0.10 ≤0.50 ≤1.50 >1.50 GB/T14848-2017

铅 ≤0.005 ≤0.005 ≤0.01 ≤0.10 >0.10 GB/T14848-2017

氟化物 ≤1.0 ≤1.0 ≤1.0 ≤2.0 >2.0 GB/T14848-2017

铜 ≤0.01 ≤0.05 ≤1.00 ≤1.50 >1.50 GB/T14848-2017

镍 ≤0.002 ≤0.002 ≤0.02 ≤0.10 >0.10 GB/T14848-2017

氰化物 ≤0.001 ≤0.01 ≤0.05 ≤0.1 >0.1 GB/T14848-2017

色度 ≤5 ≤5 ≤15 ≤25 >25 GB/T14848-2017

嗅和味 无 无 无 无 有 GB/T14848-2017

浊度 ≤3 ≤3 ≤3 ≤10 >10 GB/T14848-2017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有 GB/T14848-2017

硫酸盐 ≤50 ≤150 ≤250 ≤350 >350 GB/T14848-2017

氯化物 ≤50 ≤150 ≤250 ≤350 >350 GB/T14848-2017

锰 ≤0.05 ≤0.05 ≤0.10 ≤1.50 >1.50 GB/T14848-2017

锌 ≤0.05 ≤0.5 ≤1.00 ≤5.00 >5.00 GB/T14848-2017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不得检出 ≤0.1 ≤0.3 ≤0.3 >0.3 GB/T14848-2017

钠 ≤100 ≤150 ≤200 ≤400 >400 GB/T14848-2017

铝 ≤0.01 ≤0.05 ≤0.20 ≤0.50 >0.50 GB/T14848-2017

硒 ≤0.01 ≤0.01 ≤0.01 ≤0.1 >0.1 GB/T14848-2017

碘化物 ≤0.04 ≤0.04 ≤0.08 ≤0.50 >0.50 GB/T14848-2017

三氯甲烷（μg/L） ≤0.5 ≤6 ≤60 ≤300 >300 GB/T14848-2017

四氯化碳（μg/L） ≤0.5 ≤0.5 ≤2.0 ≤50.0 >50.0 GB/T14848-2017

苯（μg/L） ≤0.5 ≤1.0 ≤10.0 ≤120 >120 GB/T14848-2017

甲苯（μg/L） ≤0.5 ≤140 ≤700 ≤1400 >1400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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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μg/L） ≤0.1 ≤0.2 ≤0.3 ≤2.0 >2.0 GB/T14848-2017

硫化物（μg/L） ≤0.005 ≤0.01 ≤0.02 ≤0.10 >0.10 GB/T14848-2017

5.6.3废水评价标准

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粮库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中表 2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进行判定，详见表 5.6-3。
表 5.6-3 废水评价标准一览表

污染物分类

评价标准

标准来源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PH（无量纲） 6~9 6~9 6~9 GB8979-1996（含修改单）

色度（稀释倍数） 50 80 -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悬浮物 70 200 40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 60 30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化学需氧量 100 150 50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石油类 10 10 3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动植物油 20 20 10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挥发酚 0.5 0.5 2.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总氰化物 0.5 0.5 1.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硫化物 1.0 1.0 2.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氨氮 15 25 -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氟化物 10 10 2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磷酸盐（以 P计） 0.5 1.0 - GB8979-1996（含修改单）

甲醛 1.0 2.0 5.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苯胺类 1.0 2.0 5.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硝基苯类 2.0 3.0 5.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5.0 10 2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总镉 0.5 1.0 2.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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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锌 2.0 5.0 5.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总锰 2.0 5.0 5.0 GB8979-1996（含修改单）

元素磷 0.1 0.3 0.3 GB8979-1996（含修改单）

5.7实验室分析检测结果

5.7.1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根据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 ZYJ[环]202008003Y047号监测报告，土

壤样品实验室监测结果见附件，土壤检测数据统计见表 5.7-1。

根据表 5.7-1，地块内和地块外所有土壤检测项目的监测结果均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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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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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 土壤检测数据统计表

监测指标
监测数据 （单位：mg/kg） 筛选值

（评价标准）

超标

个数对照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大值点位 最小值 最小值点位 监测值范围

pH值（无量纲） 8.8 8.41 9.11
S1药品库房

0-50
7.91

S7检验室 1
0-50

7.91-9.11 -- 0

砷 8.47 8.47 11.4
S11废弃机械堆放处

100-150
6.05

S11废弃机械堆放处

150-200
6.05-11.4 20 0

镉 0.16 0.25 0.36 S11废弃机械堆放处 0-50 0.11
S3 原办公区，现机械

堆放处 0-50
0.11-0.36 20 0

六价铬 ND ND ND / ND / / 3.0 0

铜 29 36.94 42
S9 检验室 3

0-50
31

S10新检验室废水排

放处 100-150
31-42 2000 0

铅 27.5 29.62 51.9
S9 检验室 3

0-50
24.1

S10新检验室废水排

放处 100-150
24.1-51.9 400 0

汞 0.0548 0.097 0.285
S10新检验室废水排放处

100-150
0.0452

S7检验室 1
200-250

0.0452-0.285 8 0

镍 48 46.85 62 S6固废堆放场 50~100 33
S5 原办公区，现机械

堆放处 150~200
33-62 150 0

石油烃 C10-C40 35 33.75 69
S4原办公区，现机械维修

处 0~50
15

S3 原办公区，现机械

堆放处 50~100
15-69 826 0

挥发性有机物 27项 ND ND ND / / / / / 0
硝基苯 ND ND ND / / / / 34 0

苯胺 ND 0.019 0.043
S3原办公区，现机械堆放

处 0-50
ND / / 92 0

2-氯酚 ND ND ND / / / / 250 0
苯并[a]蒽 ND ND ND / / / / 5.5 0
苯并[a]芘 ND ND ND / / / / 0.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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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b]荧蒽 ND ND ND / / / / 5.5 0
苯并[k]荧蒽 ND ND ND / / / / 55 0

䓛 ND ND ND / / / / 490 0
二苯并[a，h]蒽 ND ND ND / / / / 0.55 0

茚并[1，2，3-cd]芘 ND ND ND / / / / 5.5 0
萘 ND ND ND / / / / 25 0

备注：

（1）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
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2）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3）“--”代表无评价标准，“ND”代表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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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

根据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 ZYJ[环]202008003Y047号，地

下水样品实验室监测结果见附件，地下水监测结果见表 5.7-2。
表 5.7-2 地下水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L

点位

采样日

期

11月 13日
标准

限值W1重点区域上游 W2重点区域下游 地下水对照点

经纬度（°）
E105.352225
N30.097042

E105.353011
N30.095559

E105.351781
N30.096924

-

色度（度） ＜5 ＜5 ＜5 ≤15

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无

浊度（NTU） 0.52 0.58 0.40 ≤3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pH（无量纲） 7.6 7.9 7.4 6.5~8.5

总硬度（以 CaCO3计） 508 457 388 ≤450

溶解性总固体 775 634 531 ≤1000

硫酸盐 243 128 95.3 ≤250

氯化物 15.1 18.5 25.8 ≤250

铁 0.03L 0.03L 0.03L ≤0.3

锰 0.01L 0.01L 0.01L ≤0.10

铜 0.017L 0.017L 0.017L ≤1.00

锌 0.008L 0.008L 0.008L ≤1.00

铝 0.01L 0.01L 0.01L ≤0.20

挥发酚（以苯酚计） 0.0003 0.0003 0.0003L ≤0.00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5L 0.05L 0.05L ≤0.3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 2.64 2.57 1.20 ≤3.0

氨氮（以 N计） 0.273 0.530 0.05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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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 0.007 0.008 0.006 ≤0.02

钠 16.8 19.7 14.5 ≤200

亚硝酸盐（以 N计） 0.117 0.028 0.026 ≤1.00

硝酸盐（以 N计） 0.337 0.090 12.6 ≤20.0

氰化物 0.001L 0.001L 0.001L ≤0.05

氟化物 0.581 0.378 0.246 ≤1.0

碘化物 0.002L 0.002L 0.002L ≤0.08

汞 4×10-5L 4×10-5L 6×10-5 ≤0.001

砷 1.1×10-3 1.3×10-3 7×10-4 ≤0.01

硒 4×10-4L 4×10-4L 4×10-4L ≤0.01

镉 2.6×10-4 4.5×10-4 1.3×10-4 ≤0.005

铅 1.1×10-3L 1.1×10-3L 1.1×10-3L ≤0.01

三氯甲烷（μg/L） 0.02L 0.02L 0.02L ≤60

四氯化碳（μg/L） 0.03L 0.03L 0.03L ≤2.0

苯（μg/L） 2L 2L 2L ≤10.0

甲苯（μg/L） 2L 2L 2L ≤700

镍 0.005L 0.005L 0.005L ≤0.02

总铬 0.03L 0.03L 0.03L -

石油类 0.01 0.01L 0.01 -

5.7.3废水样品检测结果

根据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 ZYJ[环]202008003Y047号，地

表水样品实验室监测结果见附件，废水监测结果见表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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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3 废水监测结果表 单位：mg/L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11月 13日

标准

限值
消防水池

pH（无量纲） 7.8 6~9

色度（倍） 2 50

悬浮物 4L 70

五日生化需氧量 2.9 30

化学需氧量 14 100

石油类 0.06L 10

动植物油 0.06L 20

挥发酚 0.01 0.5

氰化物 0.001 0.5

硫化物 0.018 1.0

氨氮 0.068 15

氟化物 0.254 10

总磷（以 P计） 0.09 0.5

甲醛 0.05L 1.0

苯胺类* 0.03L 1.0

硝基苯类化合物* 未检出 2.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5L 5.0

铜 0.017L 0.5

锌 0.018 2.0

锰 0.0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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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检测结果分析

（1）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5.7-1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点位所有检测项目的监测结果均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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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5.7-2，检测结果表明，本次地下水W1重点区域上游总硬度监测结果不符

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中Ⅲ类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

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和表 2中Ⅲ类标准限值；W2

重点区域下游总硬度、氨氮监测结果均不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表 1中Ⅲ类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 1和表 2中Ⅲ类标准限值；地下水对照点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

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和表 2中Ⅲ类标准限值。

根据检测结果及地下水监测布点图，地下水井W2属于地块下游扩散点，该点位

地下水中总硬度、氨氮监测结果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中

Ⅲ类标准限值，符合Ⅳ类标准限值，原因可能如下：安岳区域地层岩层中钙、镁等元

素偏高，而钙、镁元素会导致地下水的总硬度偏高。

（3）废水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5.7-3，地块内废水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标准限值。

5.8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为查清评估地块内的污染因子、污染程度和范围，本次在该调查地块内布设 11个

土壤监测点位，采集土壤样品 31个，地块外布设 1个地块外土壤对照点位，采集土壤

样品 1个。

在评估地块内布设 2个地下水监测点（W1、W2），在地块外地下水流向上游布

设 1个地下水监测点（WDZ），采样深度水面 0.5m以下。

地块内存在消防水池，原实验室器皿清洗废水直排入消防水池中，故在本次对地

块消防水池进行采样监测。

1.土壤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点位所有检测项目的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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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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地下水检测结果：

本次地下水W1重点区域上游总硬度监测结果不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 1中Ⅲ类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和表 2中Ⅲ类标准限值；W2重点区域下游总硬度、

氨氮监测结果均不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中Ⅲ类标准限值，

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和表 2中

Ⅲ类标准限值；地下水对照点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 1和表 2中Ⅲ类标准限值。

调查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未全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7-2017）III

类标准，建议不宜饮用。地块内企业根据当地规划将会进行搬迁，且该区域即将开通

自来水管网，故本次评价中地下水超标对本地块以后作为居住用地无显著影响。

3.废水检测结果：

地块内废水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2

中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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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确定分析

本报告调查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和采样调查，以科学理论

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和分析得出。调查结论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1）土壤中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地块上的人为活动也

会改变土壤污染物的分布，现场取样过程也会影响污染物的获取，因此本报告是针对

地块调查和取样时的状况来展开分析、评估和提出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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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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结论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石桥铺广

惠村 2组，占地面积 32766m2，根据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1月 25日发布

的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79号关于岳[127】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本地块用地性质为

二类居住用地，为一类用地。根据地块系列导则，项目组分两个阶段开展了安岳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

7.1.1结论

（1）本地块内共布设 11个土壤监测点位，采集土壤样品 31个；1个土壤对照点

位，采集土壤样品 1个，样品采集深度见表 5.3-1；地下水共布设 3个监测点位，本地

块内布设 2个，地块外上游布设 1个，采样深度在水面下 0.5m以下；废水在地块内布

设 1个点位。

（2）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点位所有检测项目的监测结果均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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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指标中除总硬度、氨氮不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水标准外，其余监测指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水标准。废水所测指标全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标准限值。

7.1.2评价结果

（1）土壤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内的 11个土壤采样点和地

块外对照点，各点位的土壤环境质量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结

果为：无风险，可接受，可不进行下一步的详细调查。

（2）地下水

本次地下水监测结果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中 III 类

标准限值，符合 IV类标准要求。

根据地块现状，地块周边农户已规划搬迁，且已启用自来水，地下水用途已不涉

及饮用，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发布的《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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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的通知，未涉及饮用水功能的可采用 IV类评价，故地下水监测

结果符合标准要求。

（3）废水

调查区域废水所测指标全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2中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标准限值。

综上所述，根据下一步规划及结论，该地块内土壤监测指标均未超过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下一步可作为第一

类用地使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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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建议

（1）现场调查过程中，地块内仍有工业企业活动，本次调查结束后，禁止地块内

企业引进新的污染源，且地块内构筑物未拆除，在后期构筑物拆除过程中，应对施工

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周围搭建封闭围挡，在施工过程中采用对作业场地勤洒水的方法

抑制扬尘，做好遗留物料和建（构）筑物的清查和登记，拆除后将建筑垃圾及时运走，

如不能及时拖运应将建筑物分类堆放在专用场地，用篷布覆盖，专业场地地面硬化，

并做好保管工作，建筑垃圾装车拖运时做好车辆的封闭或覆盖工作，出入现场时应有

专人指挥。清运渣土的作业时间应遵守工程所在地的有关规定。且由于在现场调查过

程中，地块内池体存在废水。根据检测结果，所测指标全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9-1996表 2中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标准限值，可

进行直接排放，但出于严谨考虑建议业主将废水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加强对本地块的监管，在后期构筑物拆除完成后采取定期巡检或设置防护栏，

在转让土地所有权或另行建设前，禁止在地块内进行工业活动、堆放废弃物、种植农

作物等，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新的污染。需要加强拆除过程中的土壤污染预防措

施。

（3）调查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未全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7-2017）

III 类标准，但满足 IV类标准建议不宜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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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附图一 地块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地块南侧现状（照片编号：1#，拍摄方向：南） 地块南侧现状（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东侧现状（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东） 地块西侧现状（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西）

原化验室下消防池（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

西北）

原化验室（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西侧现状（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内排水沟（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西）



办公区（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东） 办公区（照片编号 8#，拍摄方向：东南）

机械堆放区（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东） 机械堆放区裂缝（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东）

（照片编号 11#，拍摄方向：南） （照片编号 11#，拍摄方向：南）

机械设备堆放维修区

固废堆放区（照片编号 12#，拍摄方向：东北） 废弃米厂（照片编号 13#，拍摄方向：东北）



磷化铝（照片编号 14#，拍摄方向：西北） 硫酰氟（照片编号 14#，拍摄方向：西）

药品仓库

现化验室

现化验室

粮库内现存放粮食（小麦） 粮库内现存放粮食（稻谷）



北侧外环境（方林中学） 北侧外环境（民族商业城）

北侧外环境（待建项目） 东侧外环境（荒地）

南侧外环境（待建项目） 西南侧外环境（在建项目-南岳府）

西侧外环境（耕地） 西侧外环境（耕地）

附图二 调查地块现状照片及周边外环境照片



S1 柱状样 S1 采样

S1 快检 S2 柱状样

S2 采样 S2 快检

S3 柱状样 S3 采样



S3 快检 S4 柱状样

S4 采样 S4 快检

S5 柱状样 S5 采样

S5 快检 S6 采样



S7 柱状样 S7 采样

S7 快检 S8 柱状

S8 采样 S8 快检

S9 柱状样 S9 采样



S9 快检 S10 采样

S10 快检 S11 柱状样

S11 采样 S11 快检

对照点采样 对照点采样



地下水对照点采样及现场检测

地下水 W1 采样及现场检测

地下水 W2 现场检测 废水采样

附图三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照片



李岳峰 罗明

邓明 陈玉辉



张应 李祖芳

黄晓玲

附图四 人员访谈照片



附图

本项目

土壤监测点

地下水监测点

废水监测点

附图五 土壤及地下水、地表水监测点位图



在 建 项 目

（南岳府）

规 划 用 地

（居住区）

南山公园

居民区

（广惠村 3 组）

和谐缘三小

区

民族商业城

荣新柠都新城
地中海印象

方林中学

新天地邦城

居民区

（广惠村2组）

中迪广场

南山郡

图例：

评估地块范围

500 米范围包络圈

附图六 敏感目标分布图（500m 范围内）

水井500m



项目所在地

项目所在地

附图七 安岳县城市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用地布局图



陈玉辉 邓明

黄晓玲 李岳峰



李祖芳 张应

罗明

附图八 人员访谈照片



图例

污水管线

雨水管线

附图九 项目雨污管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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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内容

受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按其监测要求，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分别于2021年11 月13 日;11 月15 日对"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

粮食储各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地下水和土壤进行现场采样监测，并于

2021年U月113 日至12月O1 日进行实验室分析。分包项目由四川中衡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7 日进行实验室分析。

2、监测项目
地下水监测项目:色度、臭和味、浊度、肉眼可见物、pa、总硬度、溶解

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c以N计)、硝酸盐c以N计) 、氰化

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锅、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镍、总铬、石油类。、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石油

类、物、硫化物、氨氮、氟化物、总磷、甲醛、苯胺类

，、硝表面活性剂、铜、锌、锰。

酣1仲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该公司资质证书编号为

16231HJC阵]202107026Y020 号。

土壤监测项目，ph、砷、锦、六价铬、铜、铅、汞、镍、四氯化碳、氯仿、

氯甲烷、i,i-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i,2-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i,2·二氯丙烷、i,i，1，2-四氯乙烷、i,i,2,2-四氯乙烷、四氯

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3-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恿、苯并[a]琵、苯并[b]荧束、苯并[k]

荧恿、窟、二苯并匡h]恿、苛并[1，2，3-Cd]琵、蔡、石油烃(C10-C叨)。

3、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
本次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见表3-l-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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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I地下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检出限

样品采集/

色度/

臭和味/

/

/

pH

总硬度

/
 

 

 

 

尸

/

溶解，性

总固体
/

硫酸盐0.018mg/L

氯化物0.007mg/L

铁0.03mg/L

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地下水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
HJ164-2020/

铂钻比色法GB11903-1989/

嗅气和尝味法GB/T5750.4-2006/

HJ1075-2019
ZYJ-W224 

WGZ-200B 浊度计

GB/T5750.4-2006/

按吨甲

电极#去HJ1147-2020

ZYJ-W235

SX-620 m^ pH if

EDTA 滴定法GB7477-198750mL 酸式滴定管

称量法GB/T5750.4-2006
ZYJ-W087 

ESJ200-4A 全自动分析天平

离子色谱法HJ84-2016
ZYJ-W344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离子色谱法HJ84-2016
ZYJ-W344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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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O.Olmg/L

铜0.017mg/L

锌0.008mg/L

铝lO^g/L

"睦捻
"挺娃斜

o.0003mg/L

0.05mg/L

耗氧量/

氨氮0.025mg/L

硫化物0.005mg/L

钠0.008mg/L

亚硝酸盐

(以N计)

0.005mg/L

硝酸盐

(以N计)

0.004mg/L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无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5750.6-2006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HJ503-2009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GB7494-1987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酸性高锰酸钾

滴定法
GB/T5750.7-200625n止棕色酸式滴定管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535-2009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GB/T16489-1996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04-198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离子色谱法HJ84-2016
ZYJ-W344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离子色谱法HJ84-2016
ZYJ-W344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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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镐

铅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O.OOlmgT

0.006mg/L 

0.002mg几

0.04蜂g/L 

O.3    g/L 

0.4ug/L 

0.092pgT

l.lUg/L 

0.02    g几

0.03腥仁

2片g/L 

2p扎

｜

叩

@

异烟酸-巴比妥酸

分光光度法
HJ484-2009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离子色谱法HJ84-2016
ZYJ-W344 

cic-Dioo 离子色谱仪

离子色谱法HJ778-2015
ZYJ-W344 

cic，Dioo 离子色谱仪

原子荧光法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腐畸
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愚歇"in J)
^i HJ694-2014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

宝-""卉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四

版增补版)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四

版增补版)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顶空/气相色谱法HJ620-2011
ZYJ-W307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顶空/气相色谱法HJ620-2011
ZYJ-W307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顶空/气相色谱法HJ1067-2019
ZYJ-W307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顶空/气相色谱法HJ1067-2019
ZYJ-W307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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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5^ig/L

总铬^0.03mg/L

石油类O.Olmg/L

表3·2废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检出限

pH 迁
A

"酪·R·霸·竞出色度唾打餐崩蠢、翅HJ1182-2021

拄尹

/

/

悬浮物4mg/L

五日生化

需氧量

O.5mg/L

化学

需氧量
4mg/L

石油类0.06mg/L

动植物油0.06mg/L

无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T5750.6-2006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757-2015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紫外分光光度法

(试行)
HJ970-2018

ZYJ-W105 

T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网
J  HJ1147-2020

ZYJ-W235

SX-620 ^^ pH it

/

一重量法GB11901-1989
ZYJ-W087 

ESJ200-4A 全自动分析天平

稀释与接种法HJ505-2009

ZYJ-W317 

L田H-150 生化培养箱

ZYJ-W100 

MP516 溶解氧测量仪

重铬酸盐法HJ828-201750ml棕色酸式滴定管

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637-2018

ZYJ-W093 

OIL460 型红外分光测油仪

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637-2018

ZYJ-W093 

OIL460 型红外分光测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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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酚0·01mg/L

氰化物O.OOlmg/L

0.005mg/L

氨氮

"

"哺;获"
N

总磷

0.025mg/L

0.006mg/L

O.Olmg/L

甲醛0.05mg/L

苯胺类"0.03mg/L

硝基苯类

化合物"
见备注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0.05mg/L

铜0.017mg/L

锌0.008mg/L

U

硫化物

4-氨基安替比

林分光光度法
HJ503-2009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异烟酸-巴比妥

酸分光光度法
HJ484-2009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GB/T16489-1996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惹翻目HJ535-2。。9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HJ84-2016
ZYJ-W344 

cic-Dioo 离子色谱仪

绊孩攒舀圣匠

阑磁盼好
。。一过厂
光度法

GB11893-1989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乙酷丙酮分光

光度法
HJ601-2011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N-(1·奈基)乙

二胺偶氮分光

光度法

GB11889-1989
ZHJC-W42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液液革取-气相

色谱法
HJ648-2013

ZHJC-W510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7494-1987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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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O.Olmg/L

备注:硝基苯类化合物检出限分别为:对硝基甲苯0·22p目L，间硝基甲苯0·22网工，邻硝基

甲苯0.20pg/L, 2,6-二硝基甲苯0.017pg/L, 2,4--硝基甲苯0.018ug/L, 3,4-二硝基甲苯

样品采集/

pH/

砷O.Olmg/kg

铺O.Olmg/kg

六价铬0.5mg/kg

铜lmg/kg

铅
O.lmg/kg

汞
0.002mg/kg

0.018g/L，2一氯苯0.022ug/L, 2,4,6-三硝基甲苯0.021印g/L，硝基苯0.17ug/L，对二

万厂"""'。氏
，"缘、

硝基苯钾寒蛾峪腮苯0.020pg/L，邻二硝基苯0.019ug/L，对硝基氯苯0.019却g/L，

豁间硝聂·0I7u/L，铡摹氯苯0.017目L。·

I斟。存花，"·3悬壤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淄够。"""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m 66-2004/

电位法HJ962-2018

ZYJ-W073

PHS-3C PH if

原子荧光法GB/T22105.2-2008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碱溶液提取-火

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1082-201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荧光法GB/T22105.1-2008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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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3mg/kg

四氯化碳1.3ng/kg

氯仿1.lUg/kg

氯甲烷l.Ong/kg

i,i-二氯

乙烷
1.2jig/kg

1,2-二氯

乙烷
1.3腆眺g

1，1-二氯

乙烯
1.0片眺8

顺-i,2-二氯

乙烯
1.3ng/kg

反-1，2-二氯

乙烯
1.4腆眺8

二氯甲烷1.5片叭g

1,2-二氯

丙烷
1.lUg/kg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D lo-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鹅隔。，
HJ605-2011

^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睡^^J5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又绊硼蠢

吹扫猜集4气巍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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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四

氯乙烷
1.2ng/kg

1,1,2,2-四

氯乙烷
1.2ng/kg

四氯乙烯1.4|ag/kg

l,l,l-三氯

乙烷
1.3ng/kg

U,2·三氯

乙烷
1.2ng/kg

1.2j4.g/kg

1,2,3-HfC

丙烷
1.2ng/kg

氯乙烯l.O巨眺g

苯1.9^g/kg

氯苯1.2ng/kg

1 ，2-二氯苯1.5u眺8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损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蔫;簿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4、钾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臻/气相

色谱-质谱法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D lo-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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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氯苯1.5阵gTg

乙苯1.2jj.g/kg

苯乙烯1.l片gTg

甲苯1.3u眺g

间一甲苯+

对一甲苯
1.2巨8虫g

邻二甲苯1.2^ig/kg

硝基苯0.09mg/kg

苯胺0.005mg/kg

2-nm0.06mg/kg

苯并[a]恿O.lmg/kg

苯并[a]琵O.lmg/kg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裕翠^l S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鳞憨
'^M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 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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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b]

荧患
0.2mg/kg

苯并[k]

荧恿
O.lmg/kg

窟O.lmg/kg

二苯

并医h]葱

[l，2芳-乙]鹤簿HJ834-20l7

O.lmg/kg

O.lmg/kg

奈0.09mg/kg

石油烃

(C10-C40)
6mg/kg

4、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地下水:标准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和表2 中田

类标准限值。

废水: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2中第二类污染

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标准限值。

土壤:标准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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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5、监测结果及评价
地下水监测结果见表5-1-5-2，废水监测结果见表5·3，土壤监测结果见表

5-4~5-15。

壤
一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 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 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18 

TRACE 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叩螟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巴绅缸抖
HJ834-2017

ZYJ-W318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法HJ1021-2019
ZYJ-W307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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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L   采样日期

人人点位                   ·、t呵      11"13 "
心
大人入不

项目       人人

么   蠢田105·352225 

经气慑包栅彦仁蕊o.097042 

，浴度@我

"              "*l          厂""入物戚色

"""出肉眼可见物

pH (无量纲) 

总硬度 (以CaCO3计) 

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

氯化物

铁

锰

铜

锌

铝

挥发酚 (以苯酚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CODM"法，以

O2计)

第12页共45 页

单位·mg工

标准

限值

熏15 

无

嚷3 

无

6.5-8.5 

矗450 

熏1000 

嚷250 

嚷250 

嚷0.3 

唾0.10 

熏1.00 

锺1.00 

熏0.20 

唾0.002 

熏0·3

唾3·0

WI重点区域上游W2重点区域下游

监测结果结果评价监测结果结果评价

@

E105.353011 

N30·095559
@

搔R。，达标<5达标

就边臭和味
达标无任何臭和味达标

<T    0.52达标0·58达标

无达标无达标

7·6/7·9/

508不达标457不达标

775达标634达标

243达标128达标

15.1达标18·5达标

0·03L达标0·03L达标

0·01L达标0·01L达标

0·017L达标0·017L达标

0·008L达标0·008L达标

0·01L达标0·01L达标

0·0003达标0·0003达标

0.05L达标0.05L达标

2.64达标2.57达标



氨氮 (以N计)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以N计) 

硝酸盐c以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

镐吊

铅

三氯甲烷 (g/L) 

四氯化碳 (拷几)

苯印gT) 

甲苯(啤甩)

镍

总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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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0.50 

乓0·02

镶200 

镶l.OO 

熏20.0 

镶0.05 

乓1.0 

镶O.08 

熏0.001 

挺0.01 

唾0.01 

熏0.005 

妖0.01 

乓60 

乓2.0 

熏10.0 

嚷700 

熏0·02

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t1^13^ 2 <

In类标准限值。

0.273达标0·530不达标

0·007达标0·008达标

I6·8达标19.7达标

0.117达标0·028达标

0.337达标0·090达标

0·001L达标0·00lL达标

0·581达标0.378达标

0·002L达标0·O02L达标

4Xlo·5L达标4X10"5L达标

1.1X10"3达标1·3Xlo·3达标

4Xlo·4L达标4X10·4L达标

2.6 X104达标4.5 X10马达标

1·1Xlo-3L达标1.1X1O-3L达标

0·02L达标0·02L达标

0·03L达标0·03L达标

2L达标2L达标

2L达标2L达标

0·005L达标0·005L达标

0·03L/0·0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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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 

色度(度)

臭和味

浊度(NTu) 

肉眼可见物

ph c无量纲) 

总硬度(以CaC03计分啤目
·l1

溶解性总固础台武壤树

"目g"大叫
硫酸盐。曰尸

@毋@·氯化物"胖斟此俯

网@
铁屯

锰

铜

锌

铝

挥发酚(以苯酚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CODMh法，以O2计) 

氨氮(以N计)

'硫化物'

钠

表5-2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八
下刊叫11"13 。
L"项目L割地下水对照点

单位·mg/L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51781 N30·096924
@

<5S15

无任何臭和味无

0·40熏3

无无

7·46·5~8·5

r，R·，。"388^450

\ 53,
^1000

纂泞熏
95.3^250

目椽黄毛2Z25·8
^250

0.03L熏0·3

0·01L镶0·lo

0·017L锺1·00

0·008L熏1·00

0·01L熏0·20

0·0003L嚷0·002

0·05L嚷0·3

1·20嚷3·0

0·059^0.50

0·006玉0·02

1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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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
踊
吻/

亚硝酸盐(以N计) 达标

硝酸盐(以N计) 达标

氰化物达标

氟化物达标

碘化物达标

汞达标

砷达标

硒达标

镐达标

铅眯恰斋达标

蕊吱性W@
三氯甲烷唾醛@@达标

'"U四氯化碳"印咳)盯达标

V砰碰挪@义
苯(坞个@b@砰寄□，2L·达标

甲苯(坞g/L) 达标

镍达标

总铬/ 

石油类/ 

结论，本次地下水地下水对照点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1和表2 中m类标准限值。

各注: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第9·3·4要求，当测定结果低于方法检

出限时，报所使用方法的检出限值，并加标志位L;"-"表示所使用的标准对该项目无限

值要求。

0·026嚷1·00

12.6熏20·0

0·001L^0.05

0.246熏1·0

0.002L镶0·08

6X10"5s^O.OOl

7X10"4吨0·01

4XKHL熏0·01

1.3X10-4镶0·005

讣K1·1X10-3L^0.01

绘0·02L
^60

更V0·03L
玉2·0

挺lo·0

2L^700

0·005L嚷0·02

0·03L@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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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废水监测结果表

一
L倒11月13 日

·L项目L文上口消防水池

ph (无量纲)

色度(f倍) 

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

，""

石油类淹片栅
1

，一

动植腻矗，$拓
庄玉

，。齐挥发勒攒监茁:翠
包。椽
A楼哪广阳L为真

氰化物"汀绊多产

硫化物

氨氮

氟化物

总磷(以P计) 

甲醛

苯胺类"

硝基苯类化合物"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铜

锌

锰

第16页共45页

单位·mg工

结果

评价

0.001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7·86-9

250

4L70

2·930

14100

芽歼卜唾0·06Llo

劲0·06L
20

蕊尹0·010.5

0·5

0·0181·0

0·06815

0.254lo

0·090·5

0·05L1·0

0·03L1·0

末检出2·0

0·05L5·0

0·017L0·5

0·0182·O

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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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g底g

结果

评价

·

抑刁
搔
\    *

备注:根据@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l.l-20\9第9.6.2 要求，当测定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

报所使用的纺法检出限"，并加标志位"L"表示。

表5-4 土壤监测结果表
二天更一样日巴□月日
L天点一1115

天L项目L叫si 药品库房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

pH (无量纲) ·-/ 

ft       达标

锅    达标

六价铬   达标

盂
铜    达标

亏"

铅飞U伴毁研钉冻·! 达标

汞    达标

镍    达标

四氯化碳   达标

·氯仿    达标

氯甲烷   达标

i,i·二氯乙烷   达标

1，2-二氯乙烷   ·达标

i,i-二氯乙烯   达标

顺-l,2-二氯乙烯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52146, N30·096951
@

0-5050-100@

9.118.26
@

9.937.8920

谤激、0·2220

，写油
未检出3.0

『蕊332000

24.6400

0·08790·05278

5240150

末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3

未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其2

未检出未检u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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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l,l,l·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入双/"
苯武"伯""

、、，"@翅哩"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未检出其0

未检出未检出94

末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2·6

末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末检出11

未检出末检出701

未检出末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0·05

也拥

漱"末检出0·12

M勉绪未检出1

臼刮
未检出68

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163

未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34

0·0150.01692

未检出未检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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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患达标

苯并[a] 花达标

苯并[b]荧恿达标

苯并[k]荧恿达标

窟达标

-苯并[a,h]恿达标

苟并[l,2,3-cd]蓖达标

奈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1药品库房(0~50cm)、(50~100cm) 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i中筛选

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慎·畴广千篱，

//赖/

歹憋H圳晚真

大
挺卜黑肾型盈缘杰士壤监测结果表

一臆薛日期石芦V
天L栏二U凑卜11月i5 日

五睡八
项目义丑毁到科瞧鹅

一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锅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单位m睡聘

结果

评价

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490

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25

标准

限值触婆，化验室实验室废水排放沟渠

El05.351925, N30·096496@

0^50100-150@

8.448·09@

8.638.2420

0.210·1420

未检出未检出3·0

39382000

31·026.8400

0·05570·05278

535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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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i,i-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P申京

1，1，1，2-四氯T，擎曰述"'
f八门

、，、3口-四竭方
、W"。·铝E蕊@四氯乙烯议挫吗矾扔糖阐检出

吐l,l,l-一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未检出未检出0·9

末检出末检出0·3

未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66

末检出未检出其0

未检出未检出94

忱浇。产检出未检出1

哩攒掣末检出2·6

缸燕、未检出1·6

未检出11

F
"检出末检出701

末检出未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0·7

未检出末检出0·05

未检出未检出0·12

末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68

7M3lu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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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惠

苯并[a]庇

苯并[b]荧患

苯并[k]荧恿

"·窟，炎菠愉，

·@苯并略鲸磁
tP-卜八打苟并[12，@C晦鹅静盅，JL蕊茅检出

结论:本次土壤S2 原化验室实验室废水排放沟渠(0~50cm)、(lo< 

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GB36600-2018)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6 土壤监测结果表

人人一一

口采样日刊l1月15日

项目又汉咬照S3原办公区，现机械堆放处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150cm) 监测项

示准》(试行)

单位:mg瓜g

结果

评价

o 

木

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未检出34

末检出0·0l792

未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55

撬""未检出490

璧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5·5

W曳乙未检出
未检出25

标准

限值

E105.352734, N30.095528@

0-5050^100200-250@

8.458.2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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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7.858.3720

0·310·2120

末检出未检出3·0

45392000

29.827.4400

0·06640.09268

5657150

未检出未检出0·9

末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0·52

未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66

卢
未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2·6

末检出末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11

未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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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患"@-·

/。渍
苯并同昭目

咕」@一"苯并固荧郸撇栅娜蠢露池尹

苯并[k]荧恿"

窟

-苯并[a,h]恿

苟并[1,2,3-cd]茁

奈

石油烃(C10-C40)

醚'峪叹

U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1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4

0.0430·024未检出9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末检出末检出5·5

巍摊翰
未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5·5

姥靳
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50152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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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表5-7 土壤监测结果表
宅臣亡S4原办11吕15 十械维修处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

氯仿且书一

氯甲戌柄缸孟

、媳-4亡

1l-二氯乙烷L

i,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贩1,2-二氯乙烯

反-i,2-二氯乙烯

⋯恿翻澳

单位:mg/kg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3 原办公区，现机械堆放处(0~50cm)、(50-100cm)和(200~250cm) 

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表丑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标准

限值

E104.352858, N30.095479@

0-5050^100150-200@

8.699·058.82
@

9·028·508·0720

0·140·310·1820

未检出未检出7^WUJ3·0

3337362000

27.730·726.6400

0.1310·07940·07678

414034150

末检出未检出0·9

、拼鳃未检出末检出0·3

"，书y未检出未检出12

研婉@未检出未检出3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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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未检出94

末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末检出11

未检出末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0·05

未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未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7·2

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其63

未检出未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34

未检出0·01992

未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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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茁达标

苯并[b]荧恿达标

苯并[k]荧葱达标

窟达标

二苯并[a,h]葱达标

弗并[l,2,3-cd]茁达标

奈达标

石油烃(C10-C40)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4 原办公E，现机械维修处(0~50cm)、(50-100cm)和(150~200cm) 

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A表内及蠢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产坍'硼灯火烬啦硼放堵心X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mgTg

原办公区，现机械堆放处

经纬度() "

结果

评价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5

694524826

11 H 15 0
标准

限值

E105.352901, N30.095399@

0-5050-100150-200@

8.538.628.74@

lo·39.429.8320

0·330·250·282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0

3935362000

30·226.728·0400

0·08090·1140·1688

52423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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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I，1-二氯乙烯

顺-l，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l，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r

、，、3口-四氯。沁""寨默。f吠壬sRa
四氯乙烯M棚

""押"挫坤吐-ii1 @氯乙烷慑严"粟挥和"尸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l,2-二氯苯

l,4-二氯苯

乙苯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其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蕊弧未检出未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1·6

也卢壤检避/
未检出未检出11

未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0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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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苯乙烯达标

甲苯达标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达标

邻二甲苯达标

硝基苯达标

苯胺达标

2-氯酚达标

苯并[a]患达标

苯并[a]茁达标

苯并[b]荧恿达标

苯并[k]荧恿@-达标

窟·达标

-苯并:达标

苟并[1,2,3·"""丁达标

奈达标

石油烃(C,o-C4o)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5 原办公区，现机械堆放处(0~50cm) >(50~100cm)和(150~200cm) 

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9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m睡@g

一

·

又叫11月15 日结果

项目大人哭S6固废堆放场评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

wife, >^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u末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u34

0.017未检出0·0179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儡憋末检出末检出55

"担龟、未检出未检出490

译颂甜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

334116826

标准

限值

E105.353171, N30·O95493@

0-5050-100150-200@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i^]202008003Y047 @@第29页共45页

pH (无量纲)

砷

镐母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反-l，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l,l,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l，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

｜

8.658.778.52@

9.777.898.5020

0·260.210·252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0

3438322000

27·038·032·6400

0·1260.1010·1158

46625215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3

未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
未检出丑2

未检出未检出66

沦锰未检出未检出lo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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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i,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玉苯胺K胰屯斟磁躺氓

2""r豁输射
""""K""澜汀
苯并[a]庇

苯并固荧恿

苯并[k]荧患

窟

二苯并[a,h]恿

茹并[l,2,3-cd]花

奈

未检出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0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4

0·0240·02092

未检出250

/刺金:士廿
末检出5·5

照
末检出末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49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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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本次土壤S6 固废堆放场(0~50cm) > (50~100cm)和(150~200cm)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lo 土壤监测结果表
下采样日期

人、LL叫11"15 。
"汉@项目又、救□S7 检验室1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铺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片

厂q@"
氯甲烷V谷玲锄未检出

1，1·二氯乙烷"卢

1，2-二氯乙烷

l,l-二氯乙烯

顺-i,2-二氯乙烯

反·i,2-二氯乙烯

单位:mg欣g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53176, N30·095619@

0-5050-100200-250@

7·918·008.36@

8.388·038.2520

0·290·270·262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0

4037362000

28·127.526.3400

0·05180·04630·04528

4646421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刨扑末检出末检出0·3

未检出12

触赢翻产V未检出
未检出3

淹彭
末检出末检出0·5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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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氯丙烷肝蠢
括

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钾
萍
吠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7

洲
未检出未检出0·05

";;;给未检出未检出0·12

阅鳃未检出末检出1

捌翻卸Z末检出末检出68

再检出
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4

0·0170·0170·01892

末检u末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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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翻磊
结果

评价

苯并[a]琵达标

苯并[b]荧恿达标

苯并[k]荧恿·达标

窟达标

二苯并[a，h]恿达标

苟并[1,2,3-cd]茁达标

蔡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7，验l(0~50cm) > (50-100cm)和(200~250cm) 监测项目监

测结果均符合然'、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表1户·、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mg/kg 
注""""臣蕊卜甲哭嚣T拷绳D孩Z11月15日

人人点位Q。e兰一
项目人人人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达标

锅达标

六价铬·达标

铜达标

铅达标

汞达标

镍达标

四氯化碳达标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号蜀S-l辽

标准

限值
S8 检验室2

E105.353119, N30·095738@

0-5050-100200-250@

8·058.358.63@

8.628.427.6320

0·230.160·142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0

3638382000

26.625.226·i400

0·05380·06260·06168

39393815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9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F]202008003Y047 -f-第34页共45 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l,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U，1，2-四氯乙烷

、，33-四氯乙煎陡滥大
四氯乙烯广乓寸阅某检盯镁翠

'@由
士U，1·三氯乙妆攒

嫩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u1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卫末检出未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其1

鞠脯膘圃
未检出未检出701

患乙
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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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裕。

甲苯

间二甲苯+X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a]庇

苯并[b]荧恿

苯并[k]荧恿

窟

二苯并[a,h]恿

苟并[1，2，3-Cd]丐燕

奈

结论:本次土嘘S8'检2 (肉m)、(50~100cm)和(200~: 

绿辫。y
(GB36600-2018)译泰*攻筑逸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乾Z

测结果均符合畔辫寨茸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表5·12土壤监测结果表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50cm)监测项目监

标准》'(试行) 

单位:mg底g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达标

日51月1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2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4

0·018末检出0·0229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u未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49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5

"输慷未检出末检出5·5

，玉蕊检徐、
未检出未检出25

标准

限值
S9检验室3

E105.353310, N30.095805@

0^5050-100150-200@

8·618.447.83@

7.839·007.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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镐局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1，2-一氯乙烯

反-1，2-二

二氯甲烷V 

V1，2·二氯丙烷N

1，1，1，2-四氯乙烷

l，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l，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0.390.310·282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0

4238412000

51·941·635.9400

0·1460·1560.07658

5647441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恋
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lo

"'岛蕊出蕊/未检出未检出94

"婴辙皖Z
未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70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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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

苯

氯苯

l，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a]献乓战

'回苯并[b]荧故攒酪
吐

苯并[k]荧恿

窟

-苯并[a,h]恿

苟并[1,2,3-cd]花

奈

结论:本次土壤S9检

测结果均符合《土

(GB36600-2018)表1

於M@赐"

V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l@盛氏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室3 (0~50cm)、(50~100cm)和(150~200cm)监测项目监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验

壤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l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其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7·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4

末检出0·0170·0169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5·5

诗露蔷割
末检出末检出0·55

w.w惠斜7未检出未检出5.5

巴缸
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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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天嚣刽
表5-13 

人人

项目汉又点位「

天入八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

pH (无量纲)

砷

锅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氯仿

氯甲烷

U-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i,i-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l2-二氯丙烷

土壤监测结果表

11月15日

人
省"L』

曰卢盅进

四氯化碳遥"骗

。;翟h

7

第38页共45 页

单位:mg瓜g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s\o 新检验室废水排放处

E105.353373, N30.095740@

0-50100-150150-200@

8.238·168.65@

8·038.297.9720

0.280·250·252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0

3531372000

慌汛脖吓L24.132.2400

0.2850·05758

监铝义4斜
4342150

未检出未检出0·9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其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202008003Y047 @@第393共45 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11

未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末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560

] 未检出
末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未检出1290

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34

未检出0·01692

未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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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k]荧葱达标

窟达标

二苯并[a,h]葱达标

苟并[l,2,3-cd]茁达标

蔡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10 新检验室废水排放处(0~50cm)、(100~150cm)和(150~200cm) 

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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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14 土壤监测结果表
不谜样日期

、L图11"15 "
项目人人吏巴·

人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
潘Z

pH (无量纲)作伞玉04 璧@8·。6 粪
砷KJ，础也"n47淹一十卢蚁亡圣

锦Y""8雄7
一一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单位:m眺8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标准

限值
s11废弃机械堆放处

E105.353433, N30.096079@

舱"
100^150150-200@

8.11@

开il·4
6·0520

0·280·312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0

3935372000

30·325.628.5400

0.1510·07270·1348

58474615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3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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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肤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l，1-二氯乙烯

顺-l,2-二氯乙烯

反·l,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l，1，1·三氯乙烷

112@氯乙烷茹
一一·@@"

三氯乙绊巴

一
、、歹，"杭
"，"烂
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一甲苯+对一甲苯

一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一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u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6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禾检出末检出701

风"W
ww\未检出未检出0·6

睫"h未检出未检出0·7

点诛"匈丁未检出未检出0.05

山@W驯缸未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其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29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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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缸溢

邻二甲苯达标

硝基苯达标

苯胺达标

2-氯酚达标

苯并[a]恿达标

苯并[a]茁达标

苯并[b]荧恿达标

苯并[k]荧惠达标

窟达标

二苯并[a,h]，达标

苟并[l,2磁"斗达标

T
4曰且气彦撰玉杰骂，升达标

石油烃(c娜烽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面械堆放处(0~50cm) > (100-150cm) 和(150~200cm)监

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15 土壤监测结果表

一"
L叫

项目L八国土壤对照点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 

砷达标

锅达标

单位:mg/kg 

结果

评价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4

0.0170·0170·0189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i镑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25

则专用睹
3634826

11  15 0
标准

限值

·E104.351551 N30·1097126@

0^50@

8.80@

8.4720

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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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一氯乙烷

-一-

-'一顺-1，2二氯乙按摘检
反-1,2-二氯乙烯L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3·0

292000

27.5400

0·05488

48150

未检出0·9

未检出0·3

未检出12

未检出3

未检出
0·52

末检出12

侧专用查7末检"66

卜厂未检出
lo

未检出94

末检出1

未检出2·6

未检出1·6

未检出11

未检出701

末检出0.6

未检出0·7

未检出0·05

未检出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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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 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i 恿

苯并[a]花

苯并[b]荧患

苯并[k]荧恿

窟

二苯并[a，h]患

苟并[l,2,3-cd]茁

奈

石油烃(C10-C40)

结论:本次土壤对照点(o~5Ocm)监测项目监测结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

标准限值。

各注:"，"表示所使用的标准对该项目无限值要求。

8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表1及表2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

出
 

出
 

 

 

 

出

检
 

检
 

 

 

 

检

末
 

未
 

 

 

 

末

簿
一

未检出1

未检出68

末检出560

未检出5·6

未检出7·2

未检出1290

未检出1200

未检出163

末检出222

34

92

、点点盅显末检出
250

5·5

末检出0·55

未检出5·5

未检出55

末检出490

未检出0·55

未检出5·5

未检出25

3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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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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粮食储备库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类型
口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口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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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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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类型 污染风险
曰用途变更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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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前土地使用权人有关部门申请的，填写
土地使用权收回时间）

且且l省（区、市）盗阻地区（市、州、盟）圭革县（区、市、旗）一一乡
（镇）石桥铺广暮挝2组｛村）

建设用地地点
经度： 105° 21 ’ 9.49” 纬度： 30° 5’ 46.76” 

曰项目中心 口其他（简要说明）

四至范围 另附图 占地面积 32766m2 

注明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m2) 

行业类别（现状为工矿
口有色金属冶炼口石油加工口化工口焦化口电镀
口制革口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用地用地的填写该栏） 曰其他一

有关用地审批和规划 口己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口己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许可情况 口己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规划用途 曰第一类用地：
包括GB50137规定的口居住用地R曰中小学用地A33口医疗卫

G 5920通用仓储



报告主要结论

2021 1012



附件：
调查评估区域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X坐标〈米） Y坐标（米）

3330836. 7547 35534099. 3148 

2 3330836.2043 35534098. 3282 

3 3330835. 1189 35534097.2428 

4 3330830.8762 35534093. 0001 

5 3330830. 0201 35534092. 1440 

6 3330824.4455 35534086.5694 

7 3330812. 2059 35534075. 1502 

8 3330807.6530 35534072.4565 

9 3330800. 3844 35534068. 1561 

10 3330797. 3495 35534068. 0761 

11 3330786. 3379 35534070. 1759 

12 3330772.2571 35534073. 0135 

13 3330769. 8769 35534060. 6744 

14 3330765.5046 35534057. 7079 

15 3330751. 2348 35534048. 2097 

16 3330738.9776 35534040. 3258 

17 3330735. 3574 35534039. 0811 

18 3330718. 1137 35534033. 5459 

19 3330717. 7782 35534033.4382 

20 3330730. 1012 35534007.8255 

21 3330732.3907 35534002. 6335 

22 3330778. 7592 35533895.8962 

23 3330778.9583 『 35533895.8141 

24 3330798. 0708 35533887.9388 

25 3330848.9617 35533908.2222 

26 3330858. 8466 35533912. 3212 

27 3330955. 8870 35533972.4838 

28 3330955. 3074 35533973. 3008 

29 3330955. 5976 35533983. 5937 

30 3330947.4276 35533997. 2115 

31 3330976.3626 35534027.4896 

32 3330933. 3655 35534055. 3253 

33 3330933. 9221 35534056. 1850 

34 3330914.9295 35534067. 3711 

35 3330912. 7821 35534069. 8145 

36 3330909. 5870 35534078. 0687 

37 3330907.2393 35534084. 1339 

38 3330894. 8045 35534080.8606 

39 3330892.6694 35534081. 1111 

40 3330885.5449 35534084. 5453 

41 3330871. 4932 35534080. 5829 

42 3330867. 3636 35534082.9008 





附件2

申请人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我单位就《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粮食储备库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承诺；为报告出具单位提供的相应资料、

全部数据及内容真实有效， 绝不弄虚作假。

如有违反， 愿意为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

部法律责任。

年 月 日2021     12      10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审查会签到表

2021 年12月23 日

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联系电话

专

家

才棍私轴1M|癸萌弗弦改』贝、毛，巾中冲九

百叫掣弗腔耐"飞乏
啊吨勿'丽辞

、毛歹庄，卸")/

参

会

人

员

佣磁甲攘志上个6句初秋

了，，口壬孩召甘弓乌LiL
河秽、柄晚奶肿勿召?@杉，怅S触广@
彦旺

多为若多名为医孩拓U局

I

，兹杉衫歹

骂俊疡仰杉沥彭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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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2021年12 月23 日，资阳市生态环境局会同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资阳市组织召

开了《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以

下简称 "报告")专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资阳市安岳生态环境局、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业主单位)和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单位)。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名单附

后)，会前专家组进行了现场踏勘，会议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认真质询和讨论，

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报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25.1-2019)等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进行编制，目的明确、技术路线合理、内容较全面、结论总体可信。报告

结论显示地块土壤中相关污染物含量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建设用地筛选值，地下水监测指标超过《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 )表1中III类标准限值，符合IV类标准要求。该地块不属于污

染地块，不需要开展下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审，报告按专家

意见修改完善后，可作为下一步工作开展的依据。

二、修改建议

1、完善工艺流程介绍，进一步细化污染识别;

2、校核采样深度;

3、校核文本，完善附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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