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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TP）—39号地块位于眉

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宋河坝村），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地块历史到现在

均为农村环境，主要为堰塘、和荒地。根据《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关于 2023（TP）—39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

文件，评估地块规划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海分类指南（试行）》结合 GB50137-2011中对各用地性质描述，故确认该地块

用地性质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对照 GB36600-2018为第二类用地。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展 2023（TP）—39号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在接收到委托后，四川和鉴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初步踏勘，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人

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认为该地块不是疑似污染地块，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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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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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及对现场实际情况、获取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

上编制形成本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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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调查目的与原则

2.2.1调查目的

通过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识别潜在重点污染区域，通过对地块历史生

产情况的分析，明确地块中潜在污染物种类；根据地块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

通过调查、调取历史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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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宋河坝村），地块

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2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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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X坐标（米） Y坐标（米）

1 3356645.970 35392025.995
2 3356639.989 35392035.469
3 3356639.023 35392046.376
4 3356642.694 35392051.503
5 3356639.367 35392061.70 2
6 3356663.393 35392070.944
7 3356666.071 35392089.945
8 3356672.411 35392093.844
9 3356678.266 35392092.876
10 3356686.563 35392085.062
11 3356694.367 35392082.633
12 3356703.337 35392084.474
13 3356711.923 35392106.535
14 3356717.772 3539210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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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356731.923 35392121.164
16 3356738.135 35392118.512
17 3356744.604 35392113.845
18 3356750.943 35392113.848
19 3356757.779 35392117.261
20 3356765.092 35392129.940
21 3356781.677 35392131.892
22 3356789.961 35392129.945
23 3356801.750 35392132.340
24 3356801.570 35392123.834
25 3356814.095 35392102.603
26 3356798.407 35392082.221
27 3356802.695 35392079.418
28 3356814.099 35392095.271
29 3356828.114 35392105.086
30 3356872.437 35392101.780
31 3356905.006 35392102.424
32 3356900.777 35392078.192
33 3356891.735 35392035.254
34 3356881.483 35392005.715
35 3356878.015 35391975.036
36 3356866.666 35391979.234
37 3356863.772 35391984.597
38 3356862.545 35391994.482
39 3356855.941 35391994.078
40 3356853.001 35391989.362
41 3356836.983 35391986.248
42 3356830.815 35391987.722
43 3356827.624 35391985.753
44 3356829.032 35391980.610
45 3356737.191 353920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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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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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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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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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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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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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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10）《四川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川环发〔2018〕90号）；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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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版）》的通知（川环办函[2022] 443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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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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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

2.3.3其他相关资料

（1）《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2023（TP）—39

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2023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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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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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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信息补充和已

有资料的考证。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

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

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并对访谈内容

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

告的附件。

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查阅资料，对前期资料的收集及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和不

完善处进行核实与补充，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保证第一阶段工作任务所得结果的详

实可靠。

综上，结合本项目性质，得出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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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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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山区隶属四川省眉山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地处岷江中游。县境东临仁寿县，

南接东坡区，西与蒲江、邛崃两县交界，北与新津、双流两县相连；位于东经 103.40

度至 103.59度。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地块位于眉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宋河坝村），地块

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评估地块中心经纬度为：103.8775456°E，30.3258278°N。

评价区域地理位置见图 3.1-1。

图 3.1-1 评价区域地理位置图

3.2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3.2.1地形地貌

彭山区境内中部为平原，东西部为浅丘。中部为平坝区，占总面积的 32%。境东

的净皇、江渎、江口、黄丰、永丰属龙泉山西麓，西面的青龙、保胜、岐山、邓庙、

谢家、义和、公义等属总岗山，均属丘陵低山。

3.2.2气候气象

彭山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整体气温变化幅度小，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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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1228.30小时。年平均气温 18.9℃，最冷月为 1月份，平均气温 1℃；

最热月为 8月份，平均气温 25.1℃，极端最高气温 38.3℃，极端最冷气温-5.9℃，≥10℃

积温为 3439.4℃；多年平均降雨量 1023.60mm，日最大降雨量为 195.2mm，年平均降

雨天数为 185天，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5～9月份，10年一遇 24h最大降雨量 195.2mm；

多年平均蒸发量 1020.5mm。

3.2.3生态环境

彭山植物资源丰富，彭祖寿柑、丰水梨、红提葡萄、台湾柚等优质水果，占据了

水果市场的主导地位。树种有 4类 71科 232种，其中，裸子植物类 7科 15种，被子

植物类 59科 188种，单子叶植物类 2科 24种，蕨类植物 3科 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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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山区构造属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坳陷中部东侧，处于北东

走向的龙门山褶断带和龙泉山褶断带之间。由于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造成东

西两侧尤以西部龙门山区域大规模剧烈隆升并伴随强烈断裂活动，而夹持在东西两侧

隆起的地带则相对坳陷、沉降，堆积了大量不等厚的第四系冰水堆积层和冲、洪积层，

并迭覆于下伏白垩统之上，构成现今地壳稳定、呈 N-NE 向平行展布的川西成都平原

景观。依据国家地震单位及四川省相关地质、地震单位多年对构造地震活动监测及研

究证实：现今地震活动强烈的华夏系龙门山褶断带内的松（潘）平（武）、青川、芦

山、茂县、迭溪、北川、汶川一带极强烈的地震均波及至川西成都平原，所波及的地

震烈度一般在 5-6 级以下。同时，成都平原下伏基岩内存在北东走向的蒲江－新津断

裂和新都磨盘山断裂及其他次生断裂，但除蒲江－新津断裂在第四纪以来有间隙性活

动外，其他隐伏断裂近期无明显活动表征。

3.3.2水文地质

彭山区境内河流属岷江水系，府河、南河自北向南汇于下江口，流入岷江，继续

南流。径流量 135亿 m3。此外，全区有天然溪沟 80余条，其中，毛河、金鱼寺河、

龙溪河 3条溪流在县境径流总量为 1.3亿 m3。

地下水：场地地下水主要为赋存于第四系砂卵石层中的孔隙潜水，其次为填土裂

隙中的上层滞水及基岩裂隙水，主要受大气降水及地表水渗透补给，以蒸发、地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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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式排泄。

1）上层滞水

上层滞水主要赋存于地表人工填土层，大气降水，大气降水为其主要补给源。水

量、水位变化大，且不稳定，无统一地下水位 线，水量小，对基坑影响较小。

2）第四系孔隙潜水

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卵石层中，水量丰富，地下水位变化较大。孔隙潜水受岷江

水系及大气降水补给，并通过地下径流、蒸发等方式排泄。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地下水位年变化幅度为 1.5～2.0m，其中 12、1、2 月为枯水期，7、8、9 月为丰水期。

参照成都地区规范及场地最高水位，场地抗浮设防水位按 429.00m考虑。该场地卵石

层渗透系数 K值可按 30m/d取值，降水施工前，需进行抽水试验，以准确确定该场地

卵石层渗透系数。

3）基岩裂隙水

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裂隙中。基岩中含裂隙水，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上层

滞水与基岩裂隙水水量较小，无统一稳定水位。

3.4地块外环境和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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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的通知”（川环办函〔2022〕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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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饮用水井、取水口等）。

调查表明，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有居民区、地表水体、林地。评价

区域周边 500m范围内外环境关系情况见表 3.4-1，外环境分布如图 3.4-1所示。

表 3.4-1 地块外 500m范围内外环境分布情况

环境要素 环境对象名称 方位 最近距离 人数 是否为敏感目标

居民区 农户 东侧 156m 34人 是

林地 林地 东侧 100m / 是

地表水 岷江 西侧 330m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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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评估地块外环境关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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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5.1地块使用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眉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宋河坝村），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

根据现场踏勘期间（2023年 10月）情况，地块现为农村环境，由堰塘、荒地组成，

北侧为堰塘，南侧为荒地。地块内地势总体北低南高，西高东低。地块内无残留构筑

物，现状照片见图 3.5-1。

图 3.5-1 地块内平面布局图

地块内北侧堰塘 地块内南侧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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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堰塘管理用房 地块内堰塘与荒地间的空地

地块内堰塘与荒地间的土路 项目现状

图 3.5-2 地块内现状照片

3.5.2地块使用历史

评估地块位于眉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宋河坝村），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

结合人员访谈、资料收集及空间历史图像分析得出：本地块为河滩地，属于农村环境，

评估地块历史图像均为堰塘及荒地。根据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文件， 四川天府

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 2023年 5月 19日同意将本地块规划为商业

服务业设施用地。

由于其卫星历史影像 2013.3-2021.3，可展现的历史较短，故本地块历史主要来自

人员访谈并结合空间历史影像确定。地块利用历史见表 3.5-2，2013年以后的地块空间

历史影像见图 3.5-3。

表 3.5-2 地块利用历史

时间 类型 活动内容 来源

2012年以前 农村环境 农户、耕地、少量林地
人员访谈和

空间历史影

像

2012年-2021年 3月 3日 农村环境 农户、耕地、荒山、林地

2021年 3月 3日-至今 农村环境 农户、耕地、荒山、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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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03月 18日历史影像

2015年 02月 04日历史影像

评价区域

图例：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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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30日历史影像

2021年 03月 03日历史影像

图 3.5-3 评价区域历史影像图

评价区域

图例：

评价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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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6.1相邻地块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眉山天府新区出让地块规划设计 2023（TP）—39号地块内（青龙

街道），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地块位于青龙街道农村区域，地块四周均为

农村环境，2010年由恒大买下规划建设眉山天府恒大童世界，于 2018年修建地块西

北角椭圆形建筑，2021年修建南侧配套设施污水处理厂，地块北侧修建部分建筑，眉

山天府恒大童世界于 2021年停工，建设期间未扰动评估地块，地块东侧 143m外分布

少量散户。评估地块历史图像均为堰塘及荒地，距地块西侧边界约 320米处为岷江。

根据人员访谈及卫星地图，相邻地块分布见表 3.6-1，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6-1。

表 3.6-1 相邻地块分布情况

方位 现状名称 距离（m）

北侧 恒大童世界 260

西北侧 椭圆形建筑 420

南侧 污水处理厂 280

东侧 散户 143

北侧外环境 南侧外环境

西侧外环境 东侧外环境

图 3.6-1 地块周边外环境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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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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由恒

大买下规划建设眉山天府恒大童世界，于 2018年修建地块西北角椭圆形建筑，2021

年修建南侧配套设施污水处理厂，地块北侧修建部分建筑，眉山天府恒大童世界于

2021年停工，建设期间未扰动评估地块。见表 3.6-2。

表 3.6-2 地块相邻外环境使用历史一览表

方位 名称 距离（m） 历史情况

北侧 恒大童世界 260 2018由恒大开始建设，2021年停

工。

西北侧 椭圆形建筑 420 2018年由恒大修建，未使用。

南侧 污水处理厂 280 由恒大2021年修建，未使用。

东侧 堰塘 紧邻 无变化

3.7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眉山天府新区控规总图再结合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关于 2023（TP）—39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见附

件二），评估地块规划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海分类指南（试行）》结合 GB50137-2011中对各用地性质描述，故确

认该地块用地性质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对照 GB36600-2018为第二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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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眉山天府新区控规总图（20230913新拼合）

地块所在地

地块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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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资料收集

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3）地块内的地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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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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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天府新区眉

山管理委员会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

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2023（TP）—39号地块规划

设计条件（天府眉规设〔2023〕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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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过程仅存在堰塘、荒地，地

块利用变迁过程来源于人员

访谈和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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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处置

记录
×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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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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

质量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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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地块位于眉山市彭山区青

龙街道（宋河坝），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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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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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TP）—39号地块相关的历史及现状资料，并进行资料的整理

及分析，初步判断地块潜在污染物、污染源、污染扩散方式等信息，为地块评价工作

提供依据和基础。

通过表 4.1-1中地块收集资料显示：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2023（TP）—39号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主要为荒地及堰塘，堰塘内鱼采

取放养方式，不投喂饲料。地块内地势总体北低南高，西高东低。地块内无规模化养

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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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眉山生态环境局天府新区分局、四川天府新区

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当地社区、地块目前使用者、地块周边工作人员

和居民等），证实地块内无相关的举报、投诉、泄露、污染事故。

该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监测。

4.2.4其他相关资料收集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到地块所在地的区域地质资料，初步确定地块土层性质和地下水情

况，具体分析如下：

（1）地形、地层岩性：

根据彭山区区域地质勘查资料，区域内主要地层从上至下为上覆第四系人工填土

（Q4ml)、其下由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Q4al+pl）成因的粉土、砂土、卵石、白垩系上统

灌口组泥岩（K2g）组成。

（2）地下水情况

根据地块及周边地形地势，地块外西侧约 330米处为岷江，河水自北向南流淌，

地块内地势整体北低南高，西高东低，地面标高约 433～423米，最大高差达 10米，

根据地形地势，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北向西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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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评价地块地下水流向图

图例：

评估范围

地下水流向

河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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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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版）》的通知（川环办函〔2022〕443号）的规定，我公司技术人员于 2023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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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和耕地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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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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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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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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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踏勘结果

1 地块内现

状

地块现为农村环境，大部分区域为堰塘及荒地，鱼采取放养方式，不投喂饲

料。地块内地势总体北低南高，西高东低，呈河滩地地貌。

2 紧邻地块

情况
地块北侧为堰塘，南侧为荒地、西侧为堰塘及荒地、东侧为堰塘

3

地块内情

况核查

地块内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场所

4 地块内未闻到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未发现地面存在污染和腐蚀

的痕迹

5 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地下输送管道和储存池，无固废堆放区域

6 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和地下输送管线

7 地块内无建构筑物

8
地块所在

区域地势

情况

地块内地势总体北低南高，西高东低，呈河滩地地貌，地面高程在 466.95～
484.151m之间，最大高差达 17米

9
地块周边

污染源分

布

该地区的全年主导风向为东风、北风，地块外主要为居民区、地表水、饮用

水井和耕地、林地，周边无工业企业分布，不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影响。具

体分析见 6.1章节分析

10 地块周边

敏感目标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有居民区、地表水体、饮用水井和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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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天府新区分局、

青龙镇街道办、地块目前使用者、地块周边工作人员和居民等，一共发放人员访谈记

录表 6份，回收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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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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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地块内是否曾经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如有，堆放

场的位置及堆放的废弃物种类？

（3）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如有，排放沟渠的材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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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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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灌溉？

（19）地块内是否进行过工业活动？地块内是否堆放过垃圾或固废？地块内是否

进行过污水农用灌溉？地块内是否发生过有毒有害物质泄露？

人员访谈结果汇总见表 5.2-1。
表 5.2-1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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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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工作

人员

四川天府新区

眉山管理委员

会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

周瑜 当面交流

地块为农村环境，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地块内

主要为荒地、堰塘，无规模化养殖场；地块内和

周边土壤未闻到过异常气味，未涉及化学品泄漏

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无环境投诉事件。

现阶

段使

用者

青龙镇街道办

主任
岳子平 当面交流

地块为农村环境，地块无规模化养殖场、不涉及

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场所；

地块内和周边土壤未闻到过异常气味，未涉及化

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区域已接通自来

水，少部分居民仍饮用地下水，地块内未堆放过

垃圾或固废未进行过污水农用灌溉，未发生过有

毒有害物质泄露事故

地块目前使用

者
夏开福 当面交流

地块为农村环境，堰塘采取放养模式养鱼，不投

喂任何饲料，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

储存、处置场所；地块内和周边土壤未闻到过异

常气味，未涉及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地块内未堆放过垃圾或固废未进行过污水农用灌

溉，未发生过有毒有害物质泄露事故

地块周边工作

人员/居民

毛杰

当面交流

地块为农村环境，区域已饮用自来水，仍有少量

农户使用地下水，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地块内

主要为荒地、堰塘，无规模化养殖场；地块内和

周边土壤未闻到过异常气味，未涉及化学品泄漏

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无环境投诉事件。
刘举学

环保

部门

管理

人员

眉山市生态环

境局天府新区

分局

陈莉 当面交流

地块为农村环境，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地块内

主要为耕地、农户及荒山，无规模化养殖场；地

块内和周边土壤未闻到过异常气味，未涉及化学

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无环境投诉事件。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包含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天府新区分局、当地村委、地块周边工作人员和居民等），证

实地块内无相关的举报、投诉、泄露、污染事故。

人员访谈（刘举学，地块周边居民） 人员访谈（夏开福，堰塘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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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毛杰，地块周边居民） 人员访谈（岳子平，青龙街道办主任）

人员访谈（周瑜，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

规划及自然资源局）

人员访谈（陈莉，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天府新区

分局）

图 5.2-1 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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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堰塘及荒地，堰塘采取放养模式养鱼，不投喂任何饲料，地

块内不存在居民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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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未发现槽罐堆放，不涉及槽罐堆放，不存在槽

罐泄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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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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和历史上均为堰塘及荒地，均不产生危

险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也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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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居住历史。地

块内未发现工业污水管线和沟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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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所在区域属于农村环境，无居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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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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东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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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踏勘得知，根据现场踏勘得知，地块外 500m范围内不存在工业企业，

对本地块不会造成影响。

6.2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的途径主要有大气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地块内地势整体北低

南高，西高东低，周边不存在工业企业或其他污染源，周边污染物对本地块造成土壤

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迁移。

6.3地块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论

通过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以及相关资料相互印证汇总如下：

（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堰塘及荒地，堰塘采取放养模式养鱼，不投喂任何饲料，

水体来自雨水，地块内无房屋构筑物；

（2）地块历史不存在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危险

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

（3）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4）地块内和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5）区域无居住历史；

（6）地块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饮用水井、地表水体及耕地；

（7）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对本地块不会造成污染影响。

6.4地块污染物识别

综上所述，本地块现状和历史上均为农村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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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历史上

无工业企业

存在，地块

为河滩地，

属于农村环

境，其利用

历史有堰

塘、荒地

地块历史上无工

业企业存在，地

块为河滩地，属

于农村环境，其

利 用 历 史 有 堰

塘、荒地

地块历史上无工

业企业存在，地块

为河滩地，属于农

村环境，其利用历

史有堰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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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针对关

闭企业

12 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否 否 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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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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

地表水、居民区、

耕地、饮用水井

地表水、居民区、

耕地、饮用水井
一致

15 周边 500m范围内水井情

况
有 有水井，饮用 有水井，饮用 一致

16
区域地下水用途情况 - - - 一致

区域地表水用途情况 泄洪 泄洪 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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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

18 是否有规模化养殖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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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地块为河滩地，区域属于农村环境，地块历史

上主要为堰塘及荒地，堰塘采取放养模式养鱼，不投喂任何饲料，水体来自雨水，地

块内无房屋构筑物；

（2）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

（3）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4）地块内和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5）区域已接通自来水，部分居民仍饮用地下水；

（6）地块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饮用水井、地表水和耕地；

（7）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不会对评估地块造成污染影响。

7.3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由于该地块历史到现在均为农村环境，主要为堰塘及荒地，堰塘采取放养模式养

鱼，不投喂任何饲料，水体来自雨水，地块内无房屋构筑物，不存在工业企业活动，

地块内无规模化养殖，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不会对评估地块造成污染

影响，因此地块及地块周边的历史活动对评价地块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7.4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符合性分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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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的

通知（川环办函[2022] 443号）文件，对本地块内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详细情况

见表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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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一览表

序

号
类别 调查地块情况

只进行第一阶段调查

的符合性

1
属于农用地或未开发的荒地（林

地）转建设用地
是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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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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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4 历史上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调查地块及周边历史上均无工业

企业，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符合

5 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地块内无监测数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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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无

工业企业，不会对地块产生影响
符合

7
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情形
无 符合

8
现场调查表明土壤或地下水存在

污染迹象

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内土壤不存

在污染痕迹，地块所在区域地下

水部分饮用，未发现地下水污染

迹象

符合

综上所述，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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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不确定分析

造成地块污染调查结果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包括污染识别、地层结构和水文地质

调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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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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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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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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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和建议

8.1结论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TP）—39号地块位于眉

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宋河坝村），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6686.46m2。地块现状和利用

历史均为农村环境，主要为堰塘及荒地，堰塘采取放养模式养鱼，不投喂任何饲料，

水体来自雨水，地块内无房屋构筑物。根据《 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关于 2023（TP）—39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

评估地块规划为二类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

地海分类指南（试行）》结合 GB50137-2011中对各用地性质描述，故确认为该地块

用地性质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对照 GB36600-2018为第二类用地。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内历史不存在工业企业、

规模化养殖场、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

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等，造成土壤污染的可能较小。

地块周边区域地下水部分饮用，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地块 500m范

围内存在居民区、饮用水井、地表水体和耕地；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

对本地块的污染影响可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本地块内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受污染的可能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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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作为第二类用地使用。

8.2建议

（1）建议加强对本地块的监管，采取定期巡检或设置防护栏，严禁在地块内堆放

固废、有毒有害物质、从事生产活动等可能对地块内土壤造成污染影响的活动；

（2）地块内无未拆迁建构筑物。

（3）在后期建设过程中，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避免施工过程造成土壤污染。

（4）在该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

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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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眉山天府新区2023 年 "一住两公"地块U材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编制服务项目合同

甲方: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乙方: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及眉山天府新区2023年"一住两公"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编制服务项目(项目编号:N5114892023000105)

的《招标文件扒 乙方的《响应文件》及《成交通知书执为

保障眉山天府新区2023年"一住两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顺利开展，本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经甲、乙

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川环函@2022@667号)、

《眉山市生态环境局 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眉山市自然

资源局 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眉山市拟征收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准入管         案@的通知》(眉

市环@2020)43号人《眉山市生态环境局 眉山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眉

市环@2022@115号儿所有变更为"一住两公拥途的必须开

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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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及工期要求

根据眉山天府新区年度供应计划、批而未供土地处置计

划及拟报批建设用地情况，需对87* 6402.5 亩"一住两公"

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甲方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对实际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进行调整，调整后总面积不低于

6400 亩。

2023 年U月30 日前，完成现场调查，提交正式成果报

告(须通过专家评审)。最终提交成果为4 套纸质版、2 套电

子版 (刻盘)。

三、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合同固定总价(服务费):87万元(大写:人民

币捌拾柒万元整)，该费用为含税包干经费，本合同执行期

间合同总价不变，甲方无需另向乙方丈付本合同约定之外的

其他任何费用。

(二)费用文付方式:本合同签订且甲方收到发票后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作为预付款，P 43.5 万元(大写:

人民币肆拾叁万伍仟元整);项目完成按要求提交正式成果

报告且收到发票后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剩余的50%，

P43.5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叁万伍仟元整)。甲方每次

付款前，乙方应提交合法有效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

有权延迟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0200 0040 2253



四、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

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等。甲方享有著作权，

项目编制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擅自对外发表、出版。

五、无产权暇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元任

何抵押、查封等产权暇疵。如有产权暇疵的，视为乙方违约。

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

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

备的人员数量。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

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二)甲方应积极协调涉及的相关部门，配合乙方开展

相关工作，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为乙方正常开展工作提

供便利条件。甲方应提供工作所需相关资料协助乙方完成约

定工作，如甲方逾期提供本次工作所需全部资料，乙方提交

成果时间相应顺延。

(三)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定期考评，乙方

根据考评结果对提供服务内容进行优化提升。

(四)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

情况。

(五)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丈付应付服务费用。

(六)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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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

权及履行服务义务。

(二)乙方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所有的文字、图件资

料、数据技术成果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次工作之外

的其他活动，也不得向任何组织、个人提供，否则应承担泄

密产生的一切责任。

(三)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

有权在本项目管理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四)及时向甲方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

大事项，及时配合处理投诉。

(五)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

接受甲方的监督。

(六)本次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87宗6402·46亩"一

住两公"地块中，如需打孔调查的，不再额外文付费用。

(七)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八、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

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若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提交

合格成果，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丈付本合同约定总额万分

之三的违约金，且甲方有权在服务费周中优先扣除。逾期超

过15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按未按时交付正式

成果报告的地块数单价予以扣除服务费用。

(二)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



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

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

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九、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一)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

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
⋯。"'·

影响期相同。                     ，";"·;";T;"·执。

(二)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

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       二:

(三)不可抗力事件延续90天以上万/双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

(一)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

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15天内不能达成协议

时，应提交眉山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合同其他

部分继续执行。

十一、合同生效及其他

(一)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

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二)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

的，须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本合同一式6份，白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

八

露
灵





1

眉山天府新区出让地块

规划设计条件

编 号： 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

地块名称： 2023（TP）—39号

眉山市彭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 5月 19日



2

眉山天府新区出让地块规划条件
编号：天府眉规设〔2023〕323号

地块位置 青龙街道

地块编号 2023（TP）—39号

用地面积 26686.46平方米（40.03亩），准确数据及坐标以用地红线图为准。

一、主要规划指标

（一）用地性质：B（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不得兼容住宅。

（二）容 积 率：＜1.0；
（三）绿 地 率：＞30%；

（四）建筑密度：＜35%；

（五）建筑高度：＜60米（满足航空限高要求）；地下深度不超过 15
米。

二、城市设计要求
（一）平面设计：
1.地块规划设计时应根据该项目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要求，同

时结合场地自然地形条件，形成开敞空间，体现通透性，营造高低错落、层
次丰富、疏密有致的城市空间形态。坚持“随坡就势不挖山、顺其自然不填塘、
依树造景不毁林”的理念，优化竖向设计，严禁大开大挖，毁坏自然山体。

2.地块内应有不同层次的天际线轮廓和纵深空间。

（二）建筑形态：

1.建筑形态应与周边建筑相协调并有一定差异性，建筑立面整洁干净。

2.空调室外机搁板、落水管等设施隐蔽设置。

（三）建筑色彩及材质：建筑色彩、风貌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外墙

材质主要采用真石漆、氟碳漆等中高档装饰材料，不得使用涂料、面砖。

三、配套设施要求

（一）项目配套设施：

1.停车位：商业≥0.8个机动车位/100㎡建筑面积。

2.其他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用房按规定配置。

四、交通规划要求

（一）地下车库出入口坡道起点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 7.5米。

五、市政规划要求

（一）项目排水管网按雨污分流进行设计，与城市雨、污水管道实现有

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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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项目地理位置图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 1#，拍摄方向：北偏东）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东）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东偏南）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东）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俯视）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北）



地块内拍摄位置图

附图二、地块内现状照片

注：1~6#为照片编号，对应上图，箭头方向为拍摄方向。

图例：

评估范围

堰塘

荒地

1#

2#

3#
4#

5#

6#



西侧外环境（照片编号 1#，拍摄方向：北） 西侧外环境（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南）

北侧外环境（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南） 东侧外环境（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东）

地块外环境拍摄位置图

附图三、地块外环境现状照片

注：1~4#为照片编号，对应上图，箭头方向为拍摄方向。

图例：

评估范围

堰塘

荒地

1#

2#

3#

4#



附图四、外环境关系图（500m 范围内）



人员访谈（刘举学，地块周边居民） 人员访谈（夏开福，堰塘管理者）

人员访谈（毛杰，地块周边居民） 人员访谈（岳子平，青龙街道办主任）

人员访谈（周瑜，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

会规划及自然资源局）

人员访谈（陈莉，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天府新

区分局）

附图五：人员访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