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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对照表

根据 2022年 3月 17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地块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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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完善现场踏勘方法、踏勘记录

及结果，细化完善人员访谈类型，

补充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使用

人员的访谈记录；

已补充完善现场踏勘方法、踏勘记录及结

果，细化了人员访谈类型，补充地块过去

和现在各阶段使用人员的访谈记录（见章

节 5.1、章节 5.2）

2

完善周边污染源介绍，据此细化周

边污染源对本地块的影响分析；补

充完善项目的不确定分析；

已完善周边污染源的介绍，并细化了周边

污染源对本地块的影响分析；完善了项目

的不确定分析；（见章节 6.1、章节 7.4）

3
土壤快检 XRF检测结果未检出指

标进行说明；

已对土壤快检XRF检测结果未检出指标进

行了说明（见章节 6.3.2）

4 进一步校核文本，完善附图附件。 已校核了文本，完善了附图附件。

修改单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日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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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3.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4

2.3.2导则、规范及资料.................................................................................................. 5

2.3.3其他相关资料.......................................................................................................... 5

2.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与工作程序............................................................................ 5

第三章 地块概况..................................................................................................................... 8

3.1地块地理位置................................................................................................................ 8

3.1.1地理位置.................................................................................................................. 8

3.2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8

3.2.1地形地貌.................................................................................................................. 8

3.2.2气候气象.................................................................................................................. 9

3.2.3生态环境.................................................................................................................. 9

3.3区域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9

3.3.1地质.......................................................................................................................... 9

3.3.2水文地质................................................................................................................ 10

3.4敏感目标.......................................................................................................................11

3.5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12

3.5.1地块使用现状........................................................................................................ 12

3.5.2地块使用历史........................................................................................................ 15

3.6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19

3.6.1相邻地块现状........................................................................................................ 19

3.6.2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21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3.7地块利用规划.............................................................................................................. 22

第四章 资料分析................................................................................................................... 24

4.1资料收集...................................................................................................................... 24

4.2资料分析...................................................................................................................... 25

4.2.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分析............................................................................ 25

4.2.2地块资料收集分析................................................................................................ 25

4.2.3历史污染事故收集分析........................................................................................ 26

4.2.4其他相关资料收集分析........................................................................................ 26

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30

5.1现场踏勘...................................................................................................................... 30

5.2人员访谈...................................................................................................................... 32

5.3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39

5.3.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39

5.3.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39

5.3.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39

5.3.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39

5.3.5区域地下水使用功能评价.................................................................................... 39

第六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识别........................................................................................... 40

6.1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及污染识别.............................................................................. 40

6.2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45

6.3地块污染物识别.......................................................................................................... 45

6.3.1地块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论............................................................................ 45

6.3.2地块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45

6.3.3污染识别结论........................................................................................................ 53

第七章 结果和分析............................................................................................................. 54

7.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54

7.2地块调查结果.............................................................................................................. 55

7.3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55

7.4不确定分析.................................................................................................................. 56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八章 结论和建议............................................................................................................... 57

8.1结论.............................................................................................................................. 57

8.2建议.............................................................................................................................. 58

附图：

附图一：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附图二：《安岳县城市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A03-A17等地块控规

维护

附图三：调查地块现状照片及周边外环境照片

附图四：现场快检照片

附图五：人员访谈照片

附图六：调查地块土壤快检布点图

附图七：外环境分布图

附图八：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

附件：

附件一：项目合同

附件二：规划文件

附件三：人员访谈记录表（8份）

附件四：土壤快检记录表

附件五：借用地块（岳 338号）监测报告 ZYJ[环境]202008003Y052号

附件六：报告评审申请表及承诺书

另附：专家评审意见及签到表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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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页

第一章 前言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

（海慧花园西侧 20米），地块面积共计 14687.77m2，历史上主要为安岳顺道停车场、

居民区、耕地、荒地，根据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82

号）文件（见附件二），该地块后期规划为居住用地（R2），属于第一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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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岳 334号地块属于用途变更为居住用地的类型，变更前需要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评估工作。为减少本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确保后续

用地接触人群人身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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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33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评估工作。

接受委托后，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并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经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等调查，判断该地块不存在污染的可能性，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

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周围区域污染源污染地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为保证调查结果，排除不确定

因素，本次调查增加了现场快检设备监测。

在该地块内设置了 13个点位（KJ1#~KJ13#），利用 XRF现场快检辅助设备监测

地块土壤中重金属，以准确判断地块情况。根据本地块调查的土壤现场快速监测数据，

地块表层土壤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监测结果均未超过 GB36600-2018表 1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经快检辅助验证，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

束。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作为第一类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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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调查目的与原则

2.2.1调查目的

通过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识别潜在重点污染区域，通过对地块历史生

产情况的分析，明确地块中潜在污染物种类；根据地块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

通过调查、取样检测等方法分析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并明确地块是否

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

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2.2.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

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

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范围为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

花园西侧 20米）的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地块，地块面积共计 14687.77m2，

地块拐点坐标见表 2.2-1，调查地块规划范围见图 2.2-1，拐点位置见图 2.2-2（范围和

拐点坐标源于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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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356.3099 35531458.0423

2 3330351.8484 35531474.6102

3 3330335.1308 35531558.7921

4 3330343.4890 35531571.8645

5 3330439.6982 35531591.2116

6 3330390.8407 35531581.3867

7 3330396.5372 35531582.5322

8 3330806.5910 35531584.5541

9 3330440.2868 35531591.3395

10 3330456.7252 35531594.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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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330449.0098 35531615.5287

12 3330430.5816 35531665.4047

13 3330426.1695 35531681.4452

14 3330418.1978 35531687.5952

15 3330307.5949 35531675.2565

16 3330299.8544 35531664.3925

17 3330335.7634 35531563.4435

18 3330335.2449 35531561.1454

19 3330345.1472 35531463.3668

图 2.2-1 调查地块规划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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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调查地块拐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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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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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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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图例

评估地块范围

拐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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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导则、规范及资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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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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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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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8）《四川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川环发〔2018〕90号）；

（9）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的通知（川

环办函[2021]128号）；

（10）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1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

源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2.3.3其他相关资料

（1）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岳 334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安自然资规条

（2021）字 0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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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

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

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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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与分析：资料收集主要包括以下资料：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

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

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在资料分

析阶段，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

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现场踏勘：现场踏勘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

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

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人员访谈：访谈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己

有资料的考证。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

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

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并对访谈内容

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

告的附件。

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查阅资料，对前期资料的收集及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和不

完善处进行核实与补充，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保证第一阶段工作任务所得结果的详

实可靠。

结合本项目性质，得出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第一阶段为主，具体技术路线

见下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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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地

块调查

涉及工

作流程

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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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地块地理位置

3.1.1地理位置

安岳县隶属四川省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资阳市东部、成渝经济区腹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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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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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区和内江市东兴区，西南接内江市东兴区；西倚内江市资中县，西北连乐至县、遂

宁市安居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花

园西侧 20米），占地面积共计 14687.77m2，评估地块中心经纬度为：105°19′41.43″E，

30°05′32.02″N，评价区域地理位置图见附图一。

3.2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3.2.1地形地貌

安岳县海拔 247.0～551.2米，沱江、涪江分水岭从北向南贯穿全境，丘顶海拔多

在 450～550米之间，最高海拔 551.2米（大埝与建华两乡界岭），最低海拔 247米（白

水乡龙台河出区境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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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丘陵分布于安岳县东南部一带，主要由侏罗系蓬莱镇组、遂宁组砂、泥岩组

成，根据形态特征进一步分为脊状宽谷深丘、驼脊状窄谷深丘和爪状宽谷深丘。深丘

分布面积约 446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 16.6%。

中切丘陵分布于安岳县北通贤、岳阳、龙台、以及南部李家镇、元坝镇地区。按

形态特征进一步划分为园顶宽谷中丘、园顶窄谷中丘、塔状宽谷中丘、爪状宽谷中丘，

丘间谷地较宽缓呈梯形，其间有小块平坎，坡洪积层发育。涪江流域的窄谷中丘，沟

谷呈“V”型，坡洪积层不发育。中丘分布面积约 821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 30.5%。

分为高台型园缓浅丘和平谷鞍状浅丘，高台型园缓浅丘位于涪分水岭低地段，形

成残蚀低缓孤丘，主、支沟不明显。平谷鞍状浅丘由砂岩形成连座基底，沟谷平缓，

丘脊呈鞍状。浅丘分布面积约 934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 34.7%。

山间洼地在深、中、浅丘地区均有分布，面积约 356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 13.2%，

其表现明显的形态有两种：碟形洼地分布于沟源和分水岭地段，多呈圆形的、周边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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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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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82%E5%AE%81%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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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高的碟形洼地。洼地内宽阔平坦，偶有少量零星残丘。较大的碟形洼地，洼地内

坡洪积物发育，且无地表水流，洼地出口较窄，碟形洼地有利于地下水的补给、汇集

和储存，实际构成一个小型的水文地质盆地。

宽谷洼地由宽谷进一步剥蚀加宽而成，洼地内平坦，坡洪积层发育，一般有地表

水流过，间有孤立残丘。宽谷洼地对地下水的补给、汇集和储存有利，多构成富水块

段。

河谷阶地及平坝：主要分布在溪河干道两岸，分布面积约 133平方公里，占全区

面积 4.94%。

3.2.2气候气象

安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冬暖春早，雨热同季，雨水

充足，但时空、地域分布不均，有冬干、春旱、夏旱连伏旱、秋雨多的特点，光照较

足，无霜期长，风速小。常年平均气温 18.5℃，年平均日照时数 1192.7小时。年平均

降水量 924.9毫米，年平均降雨日数为 147.7天。降雨集中在 5月至 9月，7月最多。

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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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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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区域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3.3.1地质

安岳县城位于川中平缓褶皱带中部，介于龙女寺半环状构造与威远辐射状构造间。

地表以褶曲位住，断裂罕见；地层平缓，倾角 0至 6，一般为 1至 3；构造简单受力甚

微，卷入不深，下至三叠系地层构造形迹已消失；新构造运动不显著，表现为大面积

缓慢间歇性上升运动形成丘陵地貌。县城地表以 NE向褶曲位主，含 EW、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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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的基岩岩性为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7%83%AD%E5%B8%A6%E6%B9%BF%E6%B6%A6%E5%AD%A3%E9%A3%8E%E6%B0%94%E5%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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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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组浅切丘陵分布于安岳县

北东和南西边缘地带，根据形态特征进一步划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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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水文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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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岳县属四川红层丘陵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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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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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镇、石桥街道（原石桥铺镇）、永顺镇、镇子镇的大部分乡镇，为砖棕红色泥岩

砂岩不等厚互层，中统遂宁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来凤、石鼓、云峰等乡，以紫红色泥

岩为主夹泥质粉质砂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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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漫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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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降

雨，流失大。

3.4敏感目标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术语和定义：敏

感目标（potential sensitive targets）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

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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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查

报告专家评审指南》的通知（川环办函[2021]128号），调查地块边界 500m范围内的

敏感目标（如幼儿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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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调查表明，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花园西侧

20米），周边 500m范围内的有居民区、幼儿园、学校、医院、地表水、农田。地块

周边 500m范围外环境情况见表 3.4-1，外环境分布如图 3.4-1所示。

表 3.4-1 地块周围外环境分布情况

敏感目标类型 名称 方位 最近距离 人数

居民区

居民区 南 相邻 约 280人

居民区 东、东南、东北 100m-500m 约 4000人

居民区 西、西北 40m-500m 约 2500人

金域蓝湾 西北 220m 约 1500人

海慧花园 东 20m 约 1500人

学府芳邻 东 130m 约 1000人

幼儿园 岳阳镇第二幼儿园 东 220m 约 200人

学校

安岳实验小学 北 50m 约 3400人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东北 120m 约 4600人

安岳县贾岛小学 东南 330m 约 1200人

医院 安岳县康复医院 东北 190m 约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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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 岳阳河 北 25m /

农田
农田 南 相邻 /

农田 东南 30m /

图 3.4-1 评估地块周边 500m范围外环境分布图

3.5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5.1地块使用现状

评价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花园西侧 20米），地块面

积 14687.77m2。根据现场踏勘期间（2022年 1月）情况，地块内为安岳顺道停车场、

居民区、耕地、荒地。

地块内部分区域为安岳顺道停车场，于 2021年 5月开始使用，区域利用砖块、砂

石进行了平场，上层平铺了一层鹅卵石。

地块内仅剩一栋民房，其余已拆除，居民生活使用自来水，管道为地上管线，PVC

材质，无地下管线和地下池体，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工人清运。

图例： 评估区域 居民区 学校、幼儿园 医院 政府机构

工业企业 停车场 岳阳河 农田 500m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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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地下无雨水排放管道，无废水排放管道，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旱厕流入

地块外的排水沟。

无规模化养殖，种植有蔬菜，种类为莴笋、白菜等。

地块内整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块内平面分布见图 3.5-1，现状照片见图 3.5-2，

地块内拍摄位置图见图 3.5-2。

图 3.5-1 地块内现状平面布置图

地块内现状（门卫室，照片编号 1#，拍摄方向：

西）

地块内现状（停车场，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

东）

图例：

评估区域

安岳顺道停车场

拆迁居民区

居民区

耕地

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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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现状（停产场，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

南）

地块内现状（停车场，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

东）

地块内现状（停车场，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

东北）

地块内现状（居民区，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

东）

地块内现状（拆迁居民区，照片编号 7#，拍摄

方向：南）

地块内现状（拆迁居民区，照片编号 8#，拍摄方

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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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现状（荒地，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

东南）

地块内现状（耕地，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

西）

图 3.5-2 地块内现状照片

图 3.5-3 地块内拍摄位置图

3.5.2地块使用历史

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花园西侧 20米），根据现

场踏勘情况，结合人员访谈及空间历史图像分析得出，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

图例：

评估范围

1#

注：1~8#为照片编号，对应图 3.5-2，
虚线箭头方向为拍摄方向

2#

8#

7#

6#

5

9#10

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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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荒地，无规模性养殖，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无固体废物堆场，无工业企业存

在。由于其卫星历史影像最早为 2013年（2013.3-2021.3），故本地块利用历史主要来

源人员访谈（见附件三 人员访谈记录表）结合历史影像分析得出，地块利用历史见表

3.5-1，2013年以后的地块空间历史影像见图 3.5-4。

表 3.5-1 地块利用历史

分区 时间 活动内容 来源

居民区
80年代前 荒地

人员访谈、空

间历史影像、

现场踏勘

80年代-至今 80年代修建，4层住房，居住

拆迁居民区

80年代前 荒地

80年代-至今

80年代修建民房，作为居民居住，2011年起

政府征收，陆续进行拆迁，2021年居民已全

部搬迁，部分民房未拆迁，拆除的居民区域

闲置未作他用。

安岳顺道停

车场

2021年 3月前 耕地，耕种蔬菜

2021年 3月-至今

2021年 3月区域利用砖块、砂石进行了平场，

上层平铺了一层鹅卵石，修建停车场，2021

年 5月开始投入使用，作为外来车辆临时停

车区域。

耕地
80年代前 耕地，耕种蔬菜

80年代-至今 耕地，耕种蔬菜

荒地
80年代前 荒地

80年代-至今 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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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8影像

2017.2.8影像

图例：

评价范围

图例：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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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17影像

2019.8.23影像

图例：

评价范围

图例：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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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27影像

图 3.5-4 历史影像图

3.6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6.1相邻地块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花园西侧 20米），根据现

场踏勘结果：

地块北侧相邻区域为海慧路，北侧 20m处为岳阳河；

地块东侧相邻区域为商铺、荒地，东侧 20m处为海慧花园；

地块南侧相邻区域为耕地、居民区、废弃党校；

地块西侧相邻区域为停车场。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6-1。

图例：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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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外环境（海慧路，照片编号 S1，拍摄方向：

西北）

北侧外环境（岳阳河，照片编号 S2，拍摄方向：

西北）

东侧外环境（商铺、海慧花园，照片编号 S3，拍

摄方向：东）

南侧外环境（居民区，照片编号 S4，拍摄方向：

东南）

南侧外环境（耕地、废弃党校，照片编号 S5，拍

摄方向：南）

西侧外环境（停车场，照片编号 S6，拍摄方向：

西北）

图 3.6-1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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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 地块外环境拍摄位置图

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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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使用历史见表 3.6-1，其

历史影像见图 3.5-4。

表 3.6-1 地块相邻外环境使用历史一览表

序号 方位 名称 历史情况

1 北 海慧路 2013年-至今为海慧路

2 北 岳阳河 无变化

3 东 海慧花园、商铺 2005年前为耕地、荒地、农户，2005年建成海慧花园

4 南 居民区 2013年-至今为居民区

5 南 废弃党校 2012年-2020年为安岳县委党校，2021年已废弃

6 西 停车场
1997年1月27日成立安岳汽车站，2013年2月6日经营状态

为吊销，2013年-至今为停车场。

注：S1~S6为照片编号，对应图 3.6-1，虚线

箭头方向为拍摄方向。

图例：

评估区域

S5

S1 S2

S4

S3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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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3 地块相邻外环境一览图

3.7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安岳县城市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A03-A17等地块控规维

护（维护后用地布局规划图），结合《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岳[334号]地块规

划设计条件》（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82号，2021.11.25）（见附件二），评估地

块规划为居住用地，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自然资源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该地块为 07010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

GB50137-2011该地块为 R2二类居住用地，对照 GB36600-2018为第一类用地。

1

5

3

4 图例：

评估区域

海慧路

岳阳河

海慧花园

居民区

废弃党校

停车场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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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地块利用规划图

评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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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资料收集

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3）地块内的地勘报告；

（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通过

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5）地勘报告等资料信息。

表 4.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有/无 来源 备注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

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

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 Google、奥维地图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

资料
√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岳〔334〕号地块规划条件”
（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82

号）

1.3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

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

记信息资料等

×

1.4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

地块内建筑、设施、工艺

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

化情况

× 人员访谈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变

迁过程仅存在停车场、居民

区、耕地，地块利用变迁过程

来源于人员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记录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无

危废堆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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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和中间体

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

流程图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

和使用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

下储罐清单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3.3 环境监测数据 ×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

境审计报告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3.5 地勘报告 ×

4 由政府机构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

质量公告
√ 公开资料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

境备案和批复
×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

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

资料等

√ 公开资料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

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

目标分布

√ 公开资料

5.3 土地利用方式 √ 人员访谈

5.4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状况

和发展规划，相关国家和

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 公开资料

5.5 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

息
× 非公开资料

4.2资料分析

4.2.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分析

通过表 4.1-1中从政府和权威机构收集的资料显示：评估地块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

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花园西侧 20米），占地面积 14687.77平方米。根据现场踏

勘，资料情况真实可信。

4.2.2地块资料收集分析

该阶段工作主要通过对政府及环保等机构收集岳 334号相关的历史及现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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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资料的整理及分析，初步判断场地潜在污染物、污染源、污染扩散方式等信息，

为地块风险评价工作提供依据和基础。

通过表 4.1-1中地块收集资料显示：岳 334号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主要以安岳

顺道停车场、民房、耕地、荒地为主，地块内部分区域为安岳顺道停车场，于 2021

年 5月开始使用，该区域利用砖块、砂石进行了平场，上层平铺了一层鹅卵石；地块

内仅剩一栋民房，其余已拆除，居民生活使用自来水，管道为地上管线，PVC材质，

无地下管线和地下池体，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工人清运；地块内地下无雨

水排放管道，无废水排放管道，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旱厕流入地块外的排水沟；无

家禽养殖，种植有蔬菜，种类为莴笋、白菜等；地块内整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其整个利用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活动，且外环境简单，紧邻地块也未曾有重污

染工业企业活动，分析确定地块的污染影响较小。

4.2.3历史污染事故收集分析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包含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生态环境局、

金花社区、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证实地块内无相关的举报、投诉、泄露、污染事

故。

该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监测。

4.2.4其他相关资料收集分析

（1）地形、地层岩性：

根据安岳县区域地质勘查资料，区域内主要地层从上至下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

积杂填土（Q4ml）、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细粒土层（Q4dl+pl）、侏罗系上统遂宁组砂质

泥岩（J3sn）。

（2）地下水情况

根据资阳市水文地质图 1：20万截图（图 4.2-3），岳 334号地块所在的含水岩层

为风化裂隙水。

风裂隙水一般为潜水，潜水流向受地形影响，垂直于等潜水位线，从高处流向低

处。根据地块及周边地形地势，地块为东南高西北低，且地块北侧约 25米处为岳阳河，

因此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为东南向西北，进入最近受纳水体（岳阳河）。地下水

流示意图见图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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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评价区域地下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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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评价区域地下水类型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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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评价地块地下水流向图

图例：

评估范围

岳阳河

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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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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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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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我公司技术人员于 2022年 1月进行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踏勘的范围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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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和工业等潜在污染源的分布。现场踏勘检查结果见表 5.1-1。

现场踏勘的主要流程：

1.安全防护准备

（1）安排相应的车辆，配备急救箱。

（2）现场踏勘人员着长袖（短袖）长裤服装，禁止穿裙子，穿劳保鞋或运动鞋；

污染较重场地，根据作业性质穿戴防护服、防护手套，戴好安全帽，配备口罩或防毒

面罩等。

（3）现场踏勘人员准备：笔记本、手机或相机、手套、铁锹、Truex手持式 X射

线荧光分析仪等。

2.现场踏勘范围确定

根据地块红线范围图确定地块内踏勘范围，并以地块边界外调查 500m范围区域。

3.现场踏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

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以及过去使用

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

染痕迹。

（3）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

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

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

河、池；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4）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情况：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地形应

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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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下水和地块之外。

（5）现场保留影像资料

通过摄影、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记录地块污染的状况。

踏勘期间，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初步判断不是疑

似污染地块的结论。

表 5.1-1 现场踏勘内容一览表

项目 内容

地块的现

状与历史

情况

1.本次调查地块面积 14687.77m2，根据现场踏勘，确定本地块划分 5个区域，为安岳

顺道停车场、拆除民房区、居民区、耕地、荒地。

（1）安岳顺道停车场：2021年 3月前为耕地，根据气候种植适宜季节的蔬菜；2021

年 3月该区域利用砖块、砂石进行了平场，上层平铺了一层鹅卵石，修建安岳顺道停

车场，同年 5月开始投入使用，作为外来车辆临时停车区域。

（2）拆除民房区：80年代前为荒地，未开发使用；80年代修建民房，砖混结构，2011

年起政府征收，陆续进行拆迁，2021年居民已全部搬迁，部分民房未拆迁，拆除的居

民区域闲置未作他用。

（3）居民区：80年代前为荒地，未开发使用；80年代修建民房，砖混结构。

（4）耕地：一直作为耕地使用，无变化。

（5）荒地：一直作为荒地，未开发使用。

2.现场未发现地块现在和过去使用中留下的污染的痕迹及地面腐蚀的情况。

3.地块不存在工业企业，无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场所；无涉及工业

三废处理与排放的情况；无渗坑、地下管线和地下水池；无废物临时堆放区域；无槽

罐堆放。

4.地块内仅居民区涉及使用生活用水，居民用水均使用自来水，通过地上管道输送，

PVC 材质，产生的生活废水经旱厕流入地块外的排水沟；未发现管道有泄漏的情况；

地块内民房居民产生的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工人清运，未发现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堆放。其余区域不涉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5.现场未闻到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无地下水井。

相邻地块

的现状与

历史情况

1.地块北侧相邻区域为海慧路，于 2013年开始修建海慧路，2013年前为泥泞小路；

地块北侧 20m处为岳阳河，无任何变化。

2.地块东侧相邻区域为商铺、荒地、居民区，商铺主要有：东侧 20m处为美式洗车，

2017年 8月运行，规模小，对汽车进行清洗服务，2005年前为荒地、耕地，2005年

修建售楼部，售卖海慧花园住房，售完后一直闲置；东侧 20m处为海慧花园（居民区），

2005年前为耕地、荒地、农户，2005年建成海慧花园；东侧 25m处为安岳县世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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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食品超市，2014年开始运营，2005年前为耕地、荒地，2005年修建门面，待售；

2008年-2014年为李记超市。

3.地块南侧相邻区域为耕地、居民区、废弃党校，南侧相邻处为耕地、居民区，耕地

无变化，居民区为 2005年修建，2005年前为耕地；南侧 35m处为废弃党校，2012

年-2020年为安岳县委党校，2021年已废弃，目前未进行拆除。

4.地块西侧相邻区域为停车场，1997年 1月成立安岳汽车站，至 2013年经营状态为

吊销，2013年-至今为停车场。

周围区域

的现状与

历史情况

调查地块外 500m范围内区域，重点留意地块周围 500m范围的居民区、学校等敏感

目标和工厂等，具体情况如下：

1.地块外 500m范围内有居民区、幼儿园、学校、医院、地表水、农田，具体分布情

况见表 3.4-1。

2.地块外 500m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有：地块东南侧 178m处安岳县劳保制品厂（停产），

地块东南侧 220m处砖厂（停产），地块东北侧 254m处合作社供销社糖厂（停产），

地块东侧 280处为屠宰场（停产），地块东侧 328m处养猪场（停产），各工业企业

的工艺流程、原辅料、三废处置及排放等情况见表 6.1-1。

3.勘察到地块东侧 140m处有水井，现已停用，以前水井用于周边农田浇灌，观察得

出水土无浑浊、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4.地块所在区域已通自来水管网，管线呈地埋式或地上管线；区域产生的废水均收集

后排入市政管网，进入安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污水管线呈地埋式或地上管

线；雨水经地面径流进入道路两侧的雨水沟渠，排入岳阳河；地块周围的地表水体为

岳阳河，位于地块北侧 25m，用途为纳污灌溉。

地质、水

文地质和

地形情况

1.地块内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地块外所在区域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

2.地块所在的含水岩层为风化裂隙水，风裂隙水一般为潜水，潜水流向受地形影响，

垂直于等潜水位线，从高处流向低处。根据地块及周边地形地势，地块为东南高西北

低，且地块北侧约 25米处为岳阳河，因此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为东南向西北，

进入最近受纳水体（岳阳河）。

5.2人员访谈

现场踏勘期间采取现场交流和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了人员访谈工作，受访者包含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生态环境局、金花社区、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等，一

共发放人员访谈记录表 8份，回收 8份。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若无，地块以前利用历史有什么？

（2）本地块内是否曾经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如有，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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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位置及堆放的废弃物种类？

（3）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如有，排放沟渠的材料是什么？

是否有无硬化或防渗的情况？

（4）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如

有，是否发生过泄漏？

（5）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如有，是否发生过泄

漏？

（6）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地块

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是否有废气产生？是否有废气在线监测装置及治理措施？

（8）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是否有工业废水在线监测装置及治理措施？

（9）本地块内及周边是否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是否有残留的固体废物？

（11）本地块内是否有遗留的危险废物堆存？

（12）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13）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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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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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等现象？是否观察到水体中有油状物质？

（16）本区域地下水用途是什么？周边地表水用途是什么？

（17）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是否曾开展过地下水环境调

查监测工作？是否开展过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工作？

（18）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其规模化养殖产生的废水是否用于地块内

农田灌溉？

人员访谈结果汇总见表 5.1-2。人员访谈记录表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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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访谈对

象类型

访谈

对象

访谈

方式
人员访谈获取信息

地块过

去阶段

使用者

周顺

刚

当面

交流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荒

地，80年代前为荒地、耕地，耕地区于 2013年 3月平场修建停车场；居

民区于 2011年起政府征收，陆续拆迁，拆除区域现闲置，剩一处民房未

拆除。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地块

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产生。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农田、地表水；居民区

位于南侧相邻；安岳实验小学位于北侧 50m处；岳阳河位于北侧 25m；

农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蔬菜。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水井，位于东侧 140m处，水井的用途为浇

灌，现已停用；水土无浑浊、 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

质。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不知道，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地块现

状阶段

使用者

王自

忠

当面

交流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 2021年 3月前为耕地，2021
年 3月-至今，为安岳顺道停车场，2021年 3月修建，5月投入使用，其

余区域为民房、耕地、荒地。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不确定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不确

定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产生。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不确定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12.不确定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农田；居民区位于东侧

200m处；贾岛路小学位于东南侧 300m处；农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有

白菜等。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水井，位于东侧 140m处，水井的用途为浇

灌；水土无浑浊、 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为浇灌，周边地表水用途不知道。

16.不确定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不确定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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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

象类型

访谈

对象

访谈

方式
人员访谈获取信息

地块周

边工作

人员

周雪

琴

当面

交流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荒

地。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不确定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不确

定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产生。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居民区（海慧花

园）位于东侧 20m处；居民区（学府芳邻）位于东侧 125m处；农田位

于西侧相邻，种植蔬菜。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不确定有无水井。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不知道，周边地表水用途不知道。

16.不确定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不确定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杨显

银

当面

交流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

2.不确定本地块内曾经有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不确定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不确

定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产生。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不确定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12.不确定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地表水体、居民区、农田；居民区（海

慧花园）位于东侧 20m处；居民区（学府芳邻）位于东侧 125m处；岳

阳河位于北侧 25m处，农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有莴笋、白菜等。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水井，位于东侧 140m处，水井的用途为浇

灌；水土无浑浊、 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为浇灌，周边地表水用途不知道。

16.不确定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不确定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周邦

强

当面

交流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荒

地。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不确定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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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

象类型

访谈

对象

访谈

方式
人员访谈获取信息

定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不确定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12.不确定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农田；居民区位于东侧

200m处；贾岛路小学位于东南侧 300m处；农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有

白菜等。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水井，位于东侧 140m处，水井的用途为浇

灌；水土无浑浊、 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为浇灌，周边地表水用途不知道。

16.不确定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不确定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地

块

管

理

机

构

安

岳

县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李岳

峰

电话

访谈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不确定本地块内是否曾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不确

定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地表水体、居民区；居民区位于南侧相

邻；岳阳河位于北侧 25m处；农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有莴笋、白菜等。

14.不确定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无水井。

15.不确定本区域地下水用途，周边地表水为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政

府

人

员

金

花

社

区

张庆

蓝

当面

交流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地块

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地表水体；居民区位于北侧 20m处；农

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有萝卜、白菜等。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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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页 共 58 页

访谈对

象类型

访谈

对象

访谈

方式
人员访谈获取信息

14.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水井，位于东侧 140m处，水井的用途为农

田浇灌；水土无浑浊、 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为农田浇灌，周边地表水为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

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人

员

安

岳

生

态

环

境

局

邓力

川

电话

访谈

1.本地块历史上无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以前主要为耕地、居民区、荒

地。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地块

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

8.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9.不确定未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是否散发过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的固体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地表水体、居民区、学校；居民区位于

南侧相邻；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位于东北侧 120m处，岳阳河位于北侧

25m处，贾岛路小学位于东侧 300m处，农田位于西侧相邻，种植有莴笋

等。

14.不确定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无水井。

15.不确定本区域地下水用途，周边地表水为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

人员访谈（王自忠） 人员访谈（周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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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周雪琴） 人员访谈（杨显银）

人员访谈（周邦强） 人员访谈（张庆蓝）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包含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生态环境局、

金花社区、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证实地块内无相关的举报、投诉、泄露、污染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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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5.3.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为安岳顺道停车场、民房、耕地、荒地，无工

业企业存在，安岳顺道停车场为车辆停运场所，无生产情况，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居民区、耕地、荒地，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和危险化学品

的使用，因此地块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记录。

5.3.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未发现槽罐堆放。

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居民区、耕地、荒地，不涉及槽罐堆放，不存在槽罐泄漏情

况。

5.3.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内为安岳顺道停车场、民房、耕地、荒地，

地块内民房居民产生的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工人清运，未发现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堆放。

地块历史上为居民区、耕地、荒地，均不产生危险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也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5.3.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内无地下管线和地下水池，地块内居民区居

民用水均使用自来水，通过地上管道输送，PVC材质，产生的生活废水经旱厕流入地

块外的排水沟。地块内未发现工业管线和沟渠，不存在管线、沟渠泄漏情况。

5.3.5区域地下水使用功能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所在区域周边均不饮用地下水，均使用自来

水作为日常生活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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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识别

6.1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及污染识别

该地区的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调查地块外 500m范围内的，东侧 20m处为美

式洗车，东南侧 178m处为安岳县劳保制品厂（停产），东南侧 220m处为砖厂（停产），

东北侧 254m处为合作社供销社糖厂（停产），东侧 280处为屠宰场（停产），东侧

328m处为养猪场（停产）。周边污染源对本地块造成的影响存在三种迁移途径：大气

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本报告主要分析地块周边的工业企业对本项目的潜在污

染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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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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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工艺 原辅料、三废排放情况

1
美式洗车

东 20m 侧风向
清洗车辆

清洗工艺：接车→清除发动

机灰尘→喷洒清洁剂→冲

水→擦拭车身

主要原辅料：清洁剂

三废排放：不涉及维修、保养工艺，无废气产生；洗

车废水经隔油沉淀池沉淀处理后排入区域市政污水

管网；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清

运。

2
砖厂（停产）

东南 178m 下风向
成品砖

页岩采购→原料堆场→初

步混合→破碎→筛分→搅

拌→制坯→烘干→焙烧→

检验→外售

主要原辅料：页岩、煤

三废排放：粉尘采用无组织排放，焙烧废气经烟囱处

理后排放；生活废水经旱厕处理后由周边农户用作农

肥；废泥坯、废砖渣、煤渣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

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废矿物油

用于摇车打油，不储存。

23
安岳县劳保

制品厂（停

产）

东南 220m 下风向

劳保手

套；茶几、

电视柜、

椅子、桌

子等家具

劳保手套工艺：验布→缝纫

→检验包装

主要原辅料：布料、缝纫线

三废排放：废气无组织排放；生活废水经旱厕处理后

由周边农户用作农肥；边角布料收集后供货商回收；

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

家具工艺：开料→钻孔→铣

型→组装→喷漆→打包

主要原辅料：木料、油漆、稀释剂、滑石粉

三废排放：粉尘无组织排放；生活废水经旱厕处理后

由周边农户用作农肥；木材边角料收集后外售；生活

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废油漆

桶、废稀释剂桶由供货商回收。

4
合作社供销

社糖厂（停

产）

东北 254m 侧风向 白砂糖、

红糖

原料→提汁→澄清→蒸发

→煮糖与结晶→分蜜→干

燥→筛分→包装→贮藏

主要原辅料：甘蔗、煤炭。

三废排放：高浓度废水回用，低浓度废水直排，生活

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燃烧废气经

烟囱排放；固体蔗渣出售做肥料使用，生活垃圾经收

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

5 屠宰场（停

产）
东 280m 侧风向 鲜肉

待宰→宰杀→清洗→烫毛

→开膛、劈半→检查→外售

主要原辅料：牛、羊。

三废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

用于周边农灌；粪便日产日清减少恶臭外逸，恶臭无

http://www.so.com/s?q=%E7%BB%93%E6%99%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C%85%E8%A3%8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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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方位 与地块距离
与评估地块

风向位置
产品 生产工艺 原辅料、三废排放情况

组织排放；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粪便

和肠胃内容物经收集后由附近农户运走堆肥后做肥

料；牛毛、羊毛、牛血、羊血、蹄壳外售。

6 养猪场（停

产）
东 328m 侧风向 生猪

仔猪→进入育肥舍→饲养

→外售

主要原辅料：仔猪、饲料。

三废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

用于周边农灌；废气采取种植绿化，粪便日产日清减

少恶臭外逸，恶臭无组织排放；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

环卫部门清运；粪便经收集后由附近农户运走堆肥后

做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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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洗车位于地块的侧风向，且不产生废气，污染通过大气沉降对评估地块造成污染

的可能性较低。砖厂、安岳县劳保制品厂、合作社供销社糖厂、屠宰场、养猪场均已停产，

合作社供销社糖厂、屠宰场、养猪场位于评估地块的侧风向，砖厂、安岳县劳保制品厂位

于地块的下风向，且距离较远，污染通过大气沉降对评估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低。

地块区域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且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南向西北流向，美式洗车、合作

社供销社糖厂、屠宰场、养猪场不位于地块的上游，故污染通过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对评

估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低；砖厂、安岳县劳保制品厂位于地块的上游，企业无生产废

水产生，生活废水用作农肥，故污染通过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对评估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

性较低。

故周边企业对本地块造成的影响小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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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周边 500m范围内工业企业分布图

图例：

评估区域

工业企业

500米范围

岳阳河

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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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的途径主要有大气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经分析（见 6.1章节）

后确定周边工业企业对本地块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

污染物迁移，可忽略不计。

6.3地块污染物识别

6.3.1地块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论

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得出以下信息：

（1）地块主要用途历史为居民区、耕地、荒地、安岳顺道停车场，历史上不涉及

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2）地块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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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工业企业，经分析（见 6.1章节）后确定周边工业

企业对本地块的污染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

（4）地块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幼儿园、医院、地表水体、农田；

（5）区域地下水不饮用；

（6）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6.3.2地块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1）检测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初步判断不是疑似污染地块的结论。

（2）采样点布设原则

由于本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无其他规模化养殖、无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

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活动。本次布点主要考虑地块内现状情况，按照分区布点法结

合系统布点法（40*40m），取表层土壤进行快速检测。

（3）快检设备信息

本次快速检测工作主要使用我公司购买的 Truex手持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生产

厂商为苏州浪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设备配套标准校正块，有“合金”、“矿石”、

“土壤”、“ROHS”四个模式。

表 6.3-1 快检设备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类容 快检设备信息

1 设备名称 手持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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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型号 TrueX700

3 生产厂商 苏州浪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4 检出限 1ppm

5 置信区间 95%

6 误差 ±2δ（仪器显示）

Truex手持式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标准校正块（设备配套）

图 6.3-2快检设备示意图

（4）使用步骤

Truex手持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配套有标准校正块，在仪器工作之前，使用仪器

测试该标准块，用标准数据与测试数据做比对，以判断仪器是否处于最佳状态。在设

备经自带标准块校准后，对被测样品进行快速分析检测，一般情况下一个样品分析时

间 15S-30S之间，根据显示屏数据记录需要的指标数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设备开机--输入密码--模式选择（选择土壤模式）---选择设置选项-----选择自检----

使用标准块检测----自检完成-----回到主界面----选择测试版块--开始测试（扣住扳机直

至测试时间结束松开扳机）---记录数据。

开始测试步骤：选择被测点，将仪器前端顶住被测样品开始测量，测量完成后，

若前端有土，使用软布或者软纸擦拭。

（5）本次调查现场快速监测点位布设

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地块现有停车场区域、居民区区域、拆除居民区区域、

耕地区域、荒地区域。共布设 13个土壤快速监测点位，对地块内每个区域均有点位覆

盖，现场快检照片见图 6.3-3，布设具体位置见图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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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1#快检照片 KJ2#快检照片

KJ3#快检照片 KJ4#快检照片

KJ5#快检照片 KJ6#快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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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7#快检照片 KJ8#快检照片

KJ9#快检照片 KJ10#快检照片

KJ11#快检照片 KJ12#快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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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13#快检照片 自检照片

快检数据照片 快检数据照片

图 6.3-3 现场快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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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4 地块内土壤快检点位分布图

（6）快速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评价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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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评价：本次进行快检土壤点位共 13个，土壤样品快检结果见表 6.3-2。

表 6.3-2 土壤快检结果一览表

快检

日期

点位编

号

检测

深度

检测项目（单位：mg/kg）

砷 镉 铬 铜 铅 汞 镍

标准限值 20 20 / 250 400 8 150

2022.

1.5

KJ1# 表层 9.2 ND 38.6 26.1 28.3 ND 12.2

KJ2# 表层 4.4 ND 34.0 10.4 29.6 ND 11.5

KJ3# 表层 6.8 ND 34.6 13.4 14.5 ND 7.5

KJ4# 表层 4.8 ND 21.6 23.6 26.3 ND 7.3

图例：

评估区域

安岳顺道停车场

拆迁居民区

居民区

耕地

荒地

土壤快检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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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5# 表层 5.8 ND 18.9 14.8 21.6 ND 8.8

KJ6# 表层 8.9 ND 33.2 12.7 23.7 ND 12.4

KJ7# 表层 6.0 ND 27.0 14.4 22.6 ND 9.7

KJ8# 表层 4.9 ND 30.7 17.6 20.5 ND 11.4

KJ9# 表层 8.5 ND 33.1 12.1 19.7 ND 12.2

KJ10# 表层 4.6 ND 24.2 8.5 16.3 ND 7.2

KJ11# 表层 2.6 ND 15.1 6.5 10.4 ND 4.3

KJ12# 表层 3.7 ND 11.8 5.8 11.7 ND 6.3

KJ13# 表层 4.6 ND 17.0 6.1 13.2 ND 5.3

备注： XRF仪器检出限为 1ppm，检测限小于仪器检出限为未检出，“ND”代表未检

出。

未检出数据分析：根据表 6.3-2得出，地块内 13个点位的镉、汞检测结果均未检

出，因 XRF仪器检出限为 1ppm，检测限小于仪器检出限，故监测结果为未检出，且

借用地块外东南侧 56m处“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8号地块”资料，该地块于

2022年 1月 18日开展过土壤监测，根据该地块土壤监测报告ZYJ[环境]202008003Y052

号分析，该地块 6个点位的镉、汞检测结果均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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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监测情况见表

6.3-3。

表 6.3-3 土壤镉、汞检测数据统计表

检测

指标

检测数据 （单位：mg/kg）
标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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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标准

镉 20 0.23 0.31 0.41

S5地块内

劳保厂生

产车间内

（0-0.5m）

0.19
S5地块内劳保

厂生产车间内

（1.5-2.5m）

8-13.6

《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

行）》

（GB36600-
2018）表 1
中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汞 8 0.117 0.10
2

0.21
7

S5地块内

劳保厂生

产车间内

（0-0.5m）

0.03
29

S3地块内砖厂

隧道窑（原始

层 0.5-1.5m）

0.0329-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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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5 岳 338号地块内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 6.3-6 借用土壤资料位置图

本地块与“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8号地块”之间距离 56m，无河流，无

图例：

评估范围

重点区域

原砖厂区域

原劳保厂区域

土壤监测点位

图例：

评估范围

借用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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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可借用其数据。

结论：根据表 6.3-2得出，地块内 13个点位的土壤快检结果中，所有点位的砷、

镉、铜、铅、汞、镍检测结果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表 1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6.3.3污染识别结论

综上所述，本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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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现场踏勘未见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痕迹。判断地块污染的可能性很小，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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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果和分析

7.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本地块历史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资料总体上相互验证、相互补

充，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本地块及相邻地块污染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历史资料

补充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中带来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人员

访谈情况中多个信息来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从而较好的对地块历史活动情况进行

了说明。整体来看，本地块历史资料、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情况相互验证，结论基本

一致。 具体见表 7.1-1。
表 7.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表

序号 关键信息
历史收集资

料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结论一致

性分析

1 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

情况

地块内历史

不存在其他

工业企业，

地块内以前

利用历史为

居民区、耕

地、荒地。

地块内现为安岳顺

道停车场、居民区、

耕地、荒地。

地块内历史不

存在其他工业

企业，地块内

以前利用历史

为居民区、耕

地、荒地。

一致

2 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所存

在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3 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存在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4
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

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存在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5 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存在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6
地块内及周边地块是否曾

经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

故、环境污染事故

否 否 否 一致

7 是否有废气排放 否 否 否 一致

8 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否 否 否 一致

9 地块内及周边是否闻到过

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否 否 否 一致

10 是否有残留的固体废物 否 否 否 一致

11 是否有遗留危险废物堆存 否 否 否 一致

12 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否 否 否 一致

13 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否 否 否 一致

14 周边 500m范围内敏感目 --- 学校、幼儿园、居 学校、幼儿园、 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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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民区、医院、政府

机构、地表水、农

田

居民区、医院、

地表水、农田

15 周边 500m范围内水井情

况
否 有水井用于浇灌

有水井用于浇

灌、不确定
基本一致

16

区域地下水用途情况 --- 浇灌 浇灌、不确定 基本一致

区域地表水用途情况 --- 岳阳河、纳污灌溉
岳阳河、纳污

灌溉
一致

17
是否开展过土壤地下水环

境调查工作，是否开展过

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工作

--- 否 否、不确定 基本一致

18 是否有规模化养殖 否 否 否、不确定 基本一致

7.2地块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地块利用历史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地块内现为安岳顺道停车场、居民区、

耕地、荒地，停车场区域进行了平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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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工业企业，经分析（见 6.1章节）后确定周边工业

企业对本地块的污染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

（4）区域地下水不饮用。

（5）现场踏勘未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痕迹。

7.3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本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见表 7.3-1。

表 7.3-1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一览表

序号 类别 调查地块情况

1
列入疑似污染地块且涉及重金属、有机

污染物和危险废物等行业

本地块未被列入疑似污染地块，地块主要为顺道

停车场、居民区、耕地、荒地，停车场为其他道

路运输辅助活动行业（G5449），主要是对外来车

辆提供停车服务，不涉及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

危险废物等行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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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

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不涉及

4 历史上曾涉及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 调查地块历史上仅有耕地、居民区、荒地，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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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地下输送道或储存池，曾涉及工业

废水污染

及工业废水和废气产生，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5 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地块内无监测数据

6
调查发现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

污染风险

经调查，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本地块

的污染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

7
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情形
无

8
现场调查表明土壤或地下水存在污染

迹象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痕迹，无地下管线、池体，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

未发现污染迹象

综上所述，该地块未被列入疑似污染地块，不涉及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危险废

物等行业，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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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现场踏勘未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痕

迹。地块的利用历史情形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极低。

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无其他疑似污染情形，地块污染的可能

性很小，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

7.4不确定分析

造成地块污染调查结果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包括污染识别、地层结构和水文地质

调查、监测布点及采样、样品保存和运输等。开展调查结果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对污染地块的管理，降低地块污染物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从地块调查的

过程来看，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本次调查地块历史悠久，经现场勘察并辅以卫星遥感影像对项目及周边地块

历史情况进行了解，走访了多位了解地块情况的周边群众及相关政府人员，并对地块

土壤进行快速检测，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无污染地块的可能。但由于人为及自

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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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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和建议

8.1结论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岳 334号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岳城街道海慧路南侧（海慧

花园西侧 20米），占地面积共计 14687.77m2，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主要以

安岳顺道停车场、居民区、耕地、荒地，安岳顺道停车场 2021年 3月前为耕地，2021

年 3月部分区域利用砖块、砂石进行了平场，上层平铺了一层鹅卵石，修建停车场，

2021年 5月开始投入使用，作为外来车辆临时停车区域；居民区仅剩一栋民房，其余

已拆除，其余区域无变化。根据 2021年 11月 25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达的岳

334号规划条件（安自然资规条〔2021〕字 082号），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见附

件二），属于第一类建设用地。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本地块利用历史主要为安岳顺

道停车场、居民区、耕地、荒地，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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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现场踏勘未

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痕迹。地块的利用历史情形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极低。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用途为浇灌，地块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幼儿园、

医院、地表水、农田；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本地块的污染影响较小可忽

略不计。

地块内现场快检结果均表明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检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标准。表明地块原有历史活动和现有活动对土壤环境影响极小，土壤未受到污染。

综上所述，该地块未被列入疑似污染地块，且不涉及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危险

废物等行业，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查询和人员访谈等调查，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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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

的污染风险；现场踏勘未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痕迹。地块的利用历史情形造成土壤污

染的情况极低。无其他疑似污染情形，地块污染的可能性很小，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

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

调查。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作为第一类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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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建议

（1）在另行建设前，不应再做其他用途使用，避免对土壤和地表水造成新的污染。

（2）地块在后期拆除及开发建设中应做好环境管理，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周围搭建封闭围挡，建议在拆除前将建筑物浇水闷透，在施工过程中采用对作业场地

勤洒水的方法抑制扬尘，做好遗留物料好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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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采取吸音、隔音、隔振等措施，并严格制定拆除计划及拆除时间，禁止非工作时间开

展拆除作业等。



项目所在地

附图一：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附图二：《安岳县城市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A03-A17 等地块控规维护

项目所在地



地块内现状（门卫室，照片编号 1#，拍摄方向：西）
地块内现状（停车场，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

东）

地块内现状（停产场，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南）
地块内现状（停车场，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

东）

地块内现状（停车场，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东

北）

地块内现状（居民区，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

东）



地块内现状（拆迁居民区，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

南）

地块内现状（拆迁居民区，照片编号 8#，拍摄方

向：西）

地块内现状（荒地，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内现状（耕地，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西）

北侧外环境（海慧路，照片编号 S1，拍摄方向：西

北）

北侧外环境（岳阳河，照片编号 S2，拍摄方向：

西北）



东侧外环境（商铺、海慧花园，照片编号 ^ϯ，拍摄

方向：东）

南侧外环境（居民区，照片编号 ^ϰ，拍摄方向：

东南）

南侧外环境（耕地、废弃党校，照片编号 ^5，拍摄

方向：南）

西侧外环境（停车场，照片编号 ^ϲ，拍摄方向：

西北）

附图三：调查地块现状照片及周边外环境照片



KJ1#快检照片 KJ2#快检照片

KJ3#快检照片 KJ4#快检照片

KJ5#快检照片 KJ6#快检照片



KJ7#快检照片 KJ8#快检照片

KJ9#快检照片 KJ10#快检照片

KJ11#快检照片 KJ12#快检照片



KJ13#快检照片 自检照片

快检数据照片 快检数据照片

图 6.3-3 现场快检照片

附图四：现场快检照片

Administrator
图章



人员访谈（王自忠） 人员访谈（周顺刚）

人员访谈（周雪琴） 人员访谈（杨显银）

人员访谈（周邦强） 人员访谈（张庆蓝）

附图五：人员访谈照片



附图六：调查地块土壤快检布点图

图例：

评估区域

安岳顺道停车场

拆迁居民区

居民区

耕地

荒地

土壤快检点位



图例

评估区域

居民区

学校、幼儿园

医院

政府机构

工业企业

停车场

岳阳河

500m 范围

附图七：外环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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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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分别于2022年01月18日、01月19日对"岳 (338)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项目地下水和土壤进行现场采样监测，并于2022年01月19日至01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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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

24日进行实验室分析。

2、监测项目信息
本次监测的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见表2-1。

表24      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

类另叮监测频次

地下水
1天1次，

共1天

土壤
I天1次，

共1天

监测项目监测点位

色度、臭和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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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酚、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

物、钠、亚硝酸盐(以N计)、硝酸

盐(以N计)、氰化物、氟化物、碘斟

化物、汞、砷、硒、镐、六价铬、斡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宰、

苯(自量)镍石油类苯并[博舀

W1地块外上游水井

W2 地块内砖厂食堂外

水井

W3地块内劳保厂宿舍

后水井

憎挖"
"游水井

pH、砷、镐、六价铬、铜、铅、媳检

镍、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l,i头。"蛆

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

顺-1，2-一氯乙烯、反-1，2-一氯乙烯、一

氯甲烷、l,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

烷、i,i,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 

三氯乙烷、l,l,2-三氯乙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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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苯十对一甲苯、邻-

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

[a]恿、苯并[a]庇、苯并[b]荧葱、苯并[k] 

荧患、窟、二苯并[a,h]恿、苟并[l,2,3-cd] 

茁蔡石油烃(C10-c40)

仲娜啼料场内

S2地块内砖厂隧道窑内

S3 地块内砖厂破碎间

堆煤区

S4地块内劳保厂库房内

S5地块内劳保厂生产

车司内

S6地块内劳保厂成品

仓库内

DZ-1 地块外东南侧

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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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表示该项目分包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该公司资质证书编号为162312050064，

监测报告编号为ZHJC[环] 202201028Y0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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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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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浊度                                                                    /

肉目良                                                                    /

可见物

pH                                                                                                                  / 

总硬度                                                                   / 

溶解，性                                                                   /

总固体

硫酸盐                                                              0.018m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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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浊度计法

HJ1075-201已T藤翰:度计

直接观察法^GB/T5750.4-2006|埋"
电极法HJ1147-2020

ZYJ-W239

SX-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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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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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0.007mg/L

铁0.03mg/L

锰O.Olmg/L

铜0.017mg/L

锌0.008mg/L

铝lO^ig/L

挥发酚o.0003mg/L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0.05mg/L

耗氧量/

氨氮0.025mg/L

硫化物
0.005mg/L

钠0.008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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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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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575。·。嚣
碗'。"""""4-氨基安替比林

分光光度法

HJ5O3-lo^

未锄冗立度计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7494-1987I

。，皿叭JT用早K
一@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酸性高锰酸钾

滴定法
GB/T5750.7-200625n山棕色酸式滴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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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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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盐

(以N计)
0.005mg/L

硝酸盐

(以N计)
0.004mg/L

氰化物O.OOlmg/L

氟化物0.006mg/L

碘化物0.002mg/L

汞0.04^g/L

石1丰丑O.3ng/L

硒0.4p班

锅0.092^ig/L

六价铬0.004mg/L

铅l.lHg/L

三氯甲烷0.02^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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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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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0 离子色谱仪

离子色谱法HJ778-2015
ZYJ-W344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原子荧光法HJ694-2014

A

ZYJ-W104

N谰迎抨阉
盯@、子荧光光度计

原子荧光法

HJ694-20臼U明斟描I度计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肝熙站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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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苯碳酷二拼分

光光度法
GB/T5750.6-2006

ZYJ-W301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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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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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0.03阵班

苯2^g/L

甲苯2^g/L

二甲苯

(总量

对-二甲苯

间-一甲苯

邻·一甲苯

均为叩8几

镍5^ig/L

石油类
O.Olmg/L

苯并[a]茁"
0.0004^g/L

表3·2土壤监测方法、方法莱源巳使用仪器

项目检出限

样品采集/

pH/

砷O.Olmg/kg

一

一

顶空/气相色谱法HJ620-2011
ZYJ-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顶空/气相色谱法HJ1067-2019
ZYJ-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顶空/气相色谱法HJ1067-2019
ZYJ-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顶空/气相色谱法HJ1067-2019
ZYJ-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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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分光光度法

(试行)
HJ970-2018翻@萎光""

液液革取高效

液相色谱法
HJ478-2009

喷轧田瓦耕仪

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T166-2004/

电位法HJ962-2018

ZYJ-W073

PHS-3C PH it

原子荧光法GB/T22105.2-2008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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镐O.Olmg/kg

六价铬0.5mg/kg

铜lmg/kg

铅O.lmg/kg

汞0.002mg/kg

镍3mg/kg

四氯化碳
1.3^g/kg

氯仿1.1阵眺8

氯甲烷l.Ong/kg

1，1-二氯

乙烷

1.2[xg/kg

1,2-二氯

乙烷

1.3n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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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髓逻敏胁箩口分光光度计
。"计"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HJ6。5-2。11RACE ;;鼓。。"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澄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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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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氯

乙烯
l.Ong/kg

顺-l,2-二氯

乙烯
1.3ng/kg

反-1.2-@;氯

乙烯
1.4阵眺g

二氯甲烷1.5^g/kg

1,Z-二氯

丙烷

1.1腆眺g

1,1,1,2-四

氯乙烷

1.2ng/kg

11 ，2 ，2-四

氯乙烷

1.2ng/kg

四氯乙烯1.4肛眺g

1,1,1-@;氯

乙烷

1.3u眺g

1，1，2-三氯

乙烷

1.2^g/kg

三氯乙烯
1.2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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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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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患Q7000气相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O5-2oii瞄ooo 气相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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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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三氯

丙烷
1.2^g/kg

氯乙烯l.Ong/kg

苯1.9ng/kg

氯苯1.2ng/kg

1,2-二氯苯1.5^g/kg

1.4-二氯苯1.5|xg/kg

乙苯1.2ng/kg

苯乙烯1.1^g/kg

甲苯1.3抖眺g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1.2巨眺8

邻二甲苯1.2ng/kg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189

TRACE1310-ISQ7000 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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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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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醚OOO气相

吹扫捕集/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

羡-撼茹00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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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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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苯0.09mg/kg

苯胺0.005mg/kg

2-mm0.06mg/kg

苯并[a]恿O.lmg/kg

苯并[a]茁O.lmg/kg

苯并[b]

荧恿

0.2mg/kg

苯并[k]

荧恿

O.lmg/kg

窟O.lmg/kg

二苯

并[a,h]恿
O.lmg/kg

[l,2,3-cd]

O.lmg/kg

蔡0.09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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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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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1300-ISQ7000 气相

色谱-质谱仪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艘臻蠢"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l\$"蹋殴。"
丫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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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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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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

(C@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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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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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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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监测结果见表5-3~5-9。

表5-1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单位:mg/L 

标准

限值

监测结果

经纬度(。)

色度(度)

臭和味

浊度(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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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50

^2000

^350

^350

^2.0

5
 

 

 

 

 

 

 

 

 

 

 

 

 

 

 

 

 

0

Q
 

 

无
 

钮
 

无

气相色谱法HJ1021-2019
ZYJ-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01 H 19 0

W1地块外上游水井Y主地壤奴砖厂食堂外水井

结果闭呛'惋酬。塞募斟恢结果评价
E105.332038 

N30·086142
@」，@氮蕊-
良/

5
达标米谍，;土础呵到达标

无任何臭和味达标无任何臭和味达标

1·06达标1.30

无达标无达标

7·2/6·8/

350达标475达标

598达标702达标

21·7达标8i·3达标

7.37达标35.4达标

0·03L达标0·07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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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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氮  (以 N  计)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  (以 N  计) 

硝酸盐  (以 N  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铺局

六价铬

铅

三氯甲烷  (螺n」)

四氯化碳  (朋A，)

镶l.50 

镶1.50 

嚷5.00 

乓0.50 

嚷0.01 

峰0·3

嚷lo·0

嚷l.50 

镶0.10 

嚷400 

镶4.80 

唾30.0 

唾O.l 

镶2.0 

乓0.50 

嚷0.002 

熏0.05 

熏0.1 

挺0.01 

唾0.10 

乓0.10 

嚷300 

毒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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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达标0.0003L达标

0·05L达标0·05L达标

2.89达标2·80达标

0·200达标0·163达标

0·005L达标0·018达标

22·0达标26.5达标

0·091絮梦聪臣

卜
达标

0·137"械'
/<   \\

达标

0.002硅轰"。"蝴/达标

0·818鸥烂。眠册毋磁达标

0·002L达标0·002L达标

4X10"5L达标4X10"5L达标

3X10"4达标4X10-4达标

4X10"4L达标4X10-4L达标

1·1Xlo-3达标1.4X10-4达标

0·004L达标0·004L达标

1.1X1O-3L达标1.1X1O-3L达标

0·02L达标0·02L达标

0·03L达标0·03L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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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巨g/L) 

甲苯 (巨g/L) 

一甲苯

(，总量)

(pL) 

^120

^1400

^1000

镍妖0.lo 

苯并[a]E* (ug/L)妖0.50 

石油类

结论:本次地T*wi地块外上游水井、W2地块内砖厂食堂外水井监测项目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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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2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单位:mg甩
甲样日期

人L火点位@，标准
X项目汉限值

人人人U监测结果

经纬度(。)

色度(度) 

臭和味

浊度(NTU) 

肉眼可见物

PH (无量纲)

总硬度(以CaCO，计)

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

嚷25 

无

唾lo

无

s650

^2000

^350

2L达标2L达标

2L达标2L达标

对-二甲苯2L

未检出达标

2L

未检出达标间-二甲苯2L2L

邻-二甲苯2L2L

0·005L达标0·005L达标

4xlO"4L达标4xlO"4L达标

0·02/0·02/

。i芯蜗嫁入

w3 地块内劳保厂

宿舍后水井

载翠专地慰游水井

结果十
豁，潮啊巍

结果评价

E105.330075

N30.090002
@

P^t6S3!f8677

I  N30.092039@

<5达标<5达标

无任何臭和味达标无任何臭和味达标

0·62达标0·72达标

无达标无达标

7·2/7·1/

437达标444达标

709达标720达标

174达标228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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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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Mn法，以

O2计) 

氨氮 (以N计)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以N计)

硝酸盐(以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镐

六价铬

铅

镶350 

妖2.0 

镶1.50 

嚷1.50 

玉5.00 

嚷0.50 

嚷0.01 

嚷0.3 

妖10.0 

熏1.50 

镶0.10 

嚷400 

唾4.80 

嚷30.0 

乓0.1 

挺2.0 

唾0.50 

镶0.002 

嚷0.05 

熏0.1 

矩0.01 

嚷0.10 

嚷0·lo

18.6达标40·0达标

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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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达标0·0003达标

0·05L达标0·05L达标

0·916达标1·25达标

0·163达标0.296达标

0·005L达标0·005L达标

50·6
吟添捌

朋"达标

0·035
趣"职@0後趴

达标

3.87韵咐
KX2河

达标

0.001达添
雌气嚣扦

达标

0.136达标O·093达标

0·002L达标0·002L达标

4X10-5L达标4X10"5L达标

4X10马达标1.0X10"3达标

4X10"4L达标4X10"4L达标

3.6 X10-4达标2.8 X10-4达标

0·004L达标0·004L达标

1.8 XIO4达标1·1Xlo-3L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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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甲烷 Cg/L) 

四氯化碳 (坞仁)

苯 (g/L) 

甲苯 (网/L)

一甲苯

(总量)

如班)

^300

^^50.0

^120

^1400

^^1000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锅

六价铬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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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二甲苯2L

未检出达标

2L

末检出达标间-二甲苯2L2L

邻-二甲苯2L2L

E105.330307, N30·089567
@

0-50 (回填层)50-100 (回填层)0-50 (原始层)@

8.788.638.48@

9.459·07lo.720

0·320·370·262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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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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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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四氯乙烷

l.l，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1,l,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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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5362000

25.427.431.3400

0·06440·04430·l358

4649491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lo

未检出
鹤"撼」

卜4未检出94

未检出医翻醉。;""臆检"1

未检出士奉捡出翠"想睡"2·6

末检出
关检幽舱测专草@某检出

其·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0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0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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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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回花

苯并[b]荧恿

苯并[k]荧恿

窟

二苯并[a,h]患

苟并[1,2,3-cd]庇

奈

石油烃 (C10-C40)

结论:本次土壤S1地块内砖厂料场内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地标准限值。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午唾末检出            达标

达标

达标
飞

k/l目  ，

"甲宜圣舶出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GB36600-2018) 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4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9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
甲蕊夯";叩榜"垮出

0.55

未检出
丰丽凳。奸蔑擎出5.5

未检出共璧舰勤55

末检出
末检淤末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121516826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表5-4 

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8 

砷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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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l,2-二氯丙烷

ZYJ[环境]202008003Y052 号

土壤监测结果表

01月l8日

S2地块内砖厂破碎间堆煤区

第17页共31页

单叶主 mg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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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05.330464, N30·089502
@

0-50 (回填层)50-100 (回填层)o~3o c原始层)@

8.298·308·31@

8·009.679·0020

0·320·380·382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3938372000

27.826.728·0400

0·1350·1030·1408

50

42  ^^L52
150

未检出
杰籍哺鼠洲援纬觉二;溯时剑0·9

未检出
豁"":;臣镊胯出

0.3

末检出
菜瞪敢检测早用彝姑出

12

未检出末检出3末检出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lo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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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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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患

苯并[a]茁

苯并[b]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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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8

末检出未革捻酗汰创560

末检出
睦械圣呻点孰出5·6

未检出歇出麓
怒棒出

7·2

末检出
尖桶遥洱删Y紧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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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k]荧患

窟

二苯并[a，h]恿

苟并[1,2,3-cd]蓖

蔡

石油烃 (C10-C40)

结论:本次土壤S2地块内砖厂破碎间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煤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区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

表5-5 

叉L 采样日期

大邱 L、L引
人项目   戏人

经纬度 (。)

土壤监测结果泰沃         单位:mg/kg 
蹿W，W扎"入

。督;，'给     ""
评价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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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未检出末检u未检出49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5

292930826

标准

限值S3 "思蔬最
E105.330537,^^^08^919

@

0-30 (回填层)o~5O (原始层)
100-150

(原始层)
@

8.268.648·60@

11·2lo·39·8120

0·320·280·282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3837352000

27.625.421.6400

0.06330·O6590·03298

4551501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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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

氯甲烷

1，I-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l,l-二氯乙烯

顺-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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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二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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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未检出
--

醉"搀  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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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3

未检出末检u未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lo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

末检出末检出、d11

末检出
声蕊渊，怔侩;闷碑出

701

未检出0·6

末检出
矮翻孵服音谬姑出

0·7

末检出
@

未检出末检出0·05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6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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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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a]花

苯并[b]荧恿

苯并[k]荧患

窟

二苯并[a，h]恿

苟并[l,2,3-cd]蓖

奈

石油烃 (C10-C40)3 

结论:本次土壤S3地块内砖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用地标准限值。

表5巧
TL采样日期

、L日人才 L

项目人人妊 □

人

经纬度()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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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窑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试行)(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01月18Burn    结果

评价
S4地块内劳保厂库房内

/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4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2

未检出7检出未检出25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一吗未检出55

末检出禾秸酞曲供彻睡"490

末检出
睡谣。"熏硷出0·55

末检出
果甜茁勒终拍溺出5·5

未检出
品广末检出

25未检出

3714lo826

标准

限值

E105.330169, N30.090486
@

0-5050-100200-250@

8.358·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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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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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一氯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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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氯乙烷

112@氯乙烷

二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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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09.39t3·620

0.290·280.312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3335402000

24.224.927.9400

0·1290·1580.1638

49544415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
未检盯翻

悉创
12

未检出，斟U"拄蛔66

末检出
栗臻扎，广。，副出lo

末检出窥吧"
册弘怎出

9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其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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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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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a]茁

苯并[b]荧恿

苯并[k]荧恿

窟

二苯并[a，h]恿

苟并[1,2,3-cd]琵

奈

石油烃 (C@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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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未检U末检出未检出0·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22

末检出
末检屯撼□犊末检出

34

未检出
酸海屯渊劳刁瀑碑出

92

末检出
^=^  A

7|^WLU y *"隧脚250

末检出
潦襟靴脯

5·5

末检出未检一
二广末检出

0·5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49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未检出lo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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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本次土壤S4地块内劳保厂库房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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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人人

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镐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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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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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81月10

标准

限值
S5地块内劳保厂生产车间内

E105.330250, N30·090394
@

0-50100^150150^200@

8.498·5t8.45@

8.638.578·6120

0.410·290·192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0

3339292000

23.222.925.4400

0·2170·06480·05688

5233   ^

。悔5O
150

末检出
秃膝田奈渊"搂豢啤出0·9

未检出丢露:B'"肆勤0.3

末检出荣馋髓弘检挪
^   ^77/

12

未检出
厂绦检出

3末检出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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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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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

氯苯

1,2-二氯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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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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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05

未检出未竖末检出0·12

末检出
睦，鹤曲渊夕悉检出

1

末检出。醉蘸"
囤检出

68

未检出L荣检曲蜘宰甲曲点检出
560

末检出未检出4立
U广末检出

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其63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4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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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E                                                                                                      达标

苯并[b]荧患                                                             达标

苯并[k]荧患                                                             达标

窟                                                                 达标

二苯并[a,h]恿                                                            达标

茹并[i,2,3-cd]E                                                                                                 达标

奈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5地块内劳保厂生产车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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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广百琉泳

。、书图
、叫

尸心婶执。货N"@、
K。唤户 '。·呀  絮表5-8          土壤监测结果毒   控X         单位:mg/kg 

汉                                 o'汉 点                                                                 结果
汉试 。肛硼硼早Z                            评价

项目                      S6地块内劳臆产成品仓库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寻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

78lo826

磊靛锄标准

限值

E105.330328, N30·090615@

0-50100-150150-200@

8.488.558.63@

8.978.96lo·220

0·270·320·302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3736362000

20·422.126.7400

0·06920·05350·1358

5251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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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l,l-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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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l,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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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缸  嗓械出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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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6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lo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4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6

未检出末检电文冤。克薄检出1·6

未检出
吞铬阐斗。·膨箍出

11

末检出某霹违谤701

末检出
校嗣删抑章菱略出

0·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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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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

苯并[a]茁

苯并[b]荧恿

苯并[k]荧恿

窟

-苯并[a,h]恿

茹并[1,2,3-cd]花

奈

石油烃 (C10-C40) 

结论:本次土壤S6地块内劳保厂成品仓库内监测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丁类用地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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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末检出7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6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2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4

未检出末检出7检出9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u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壤哄-豁叔。""55

未检出
束蹿豁"冉L径彝出

490

未检出
睡出翠呵。嚣换0·55

末检出
嫂，脚专用章束检出

5·5

末检出未检出
劳

未检出25

814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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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锦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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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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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J[环境]202008003Y052 号          第29页共31 页

表5·9          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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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31713 N30·086653@

0-20
@

8.95@

5.4620

0·2320

末检出3·0

292000

20·8400

0·1178

40150

未啤瓦0·9

磁博肿渊女会"0·3

蛰峦翻产纂
12

"嫡挪靳戚芽3
末械卢0·52

末检出12

未检出66

未检出lo

未检出94

未检出1

未检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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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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一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葱

苯并[a]茁

苯并[b]荧恿

苯并[k]荧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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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6

末检出11

未检出701

末检出0·6

末检出0·7

末检出0·05

未检出0.12

末检出1

末检出68

末检出560

末检出5·6

未检出7·2

未检抓，斌"茶1290

苯超。""爷耳
1200

矢删@，@瓦7163

末诗"匪抠刨

坚222?

末检出34

未检出92

末检出250

未检出5·5

末检出0·55

末检出5·5

未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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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                                                             达标

二苯并[a,h]恿                                                       达标

苟并[l,2,3-cd]琵                                                      达标

奈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DZ-1地块外东南侧对照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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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表示所使用的标准对该项目无限值要求。

(以下空白)

)

"d-
寂杏磕制:诏继泛卫年审核:孩胰二佐;签发:砷二

日期:一;日期:27、办8;日期:弗城2，2书·
"厂

未检出490

未检出0.55

末检出5.5

未检出25

8826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附件五：报告评审申请表及承诺书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Marked”







调查地块拐点位置示意图

图例

评估地块范围

拐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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