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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威远县 1-1-19-264 号地块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城区罗家坝街 73 号，占地面积约

1772.93m2，中心坐标为 E104.65930°，N29.53160°。地块 1978年以前为荒地，1978年后威

远县建材机械厂在该地建厂，建厂期间涉及土石方平整，主要土壤来源于场地内，厂房建设完

成后主要生产活动为组装机加工压砖机。生产期间涉及油漆使用，主要位于精加工车间，精加

工车间内铺设有橡胶垫，企业 2000年停产，并于当年进行设备拆除，2023年 11月开始拆除

厂房，目前地块闲置，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构筑物未完全拆除，有少量残留固废在地块内。

根据《威远县控规整合及局部调整 E-08-2号地块规划红线图》文件，本次调查的 1-1-19-264

地块为该文件中 E-08-2 号地块的宗地号，属同一地块，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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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对照 GB36600-2018 为第一类建设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九条：“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

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

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项目原为工业用地，拟规划为居住用地，

属于用途变更为住宅用地，因此，变更前需要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为此，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委托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该地块上壤环境初步调查工作。

在接受到委托后，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初步踏勘，在对相关资

料进行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认为该地块存在工业企业活动，该行业类别

为机械制造，涉及重金属，根据《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的通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

指南（修订版）》川环办函〔2022〕443号文件要求-涉及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及危险废物等企

业的地块必须开展第二阶段调查工作，故进行二阶段调查采样，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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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2004） 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编制了《威远县建材机械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并于 2023年 12月 24日通过专家评审（由于在进行采样方案编写时，

未明确本次调查地块的编号，因此使用地块企业名称作为采样方案报告名称）。

根据调查方案进行了现场采样工作及实验室分析，根据检测结果开展了数据评估工作，在

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威远县 1-1-19-26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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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为全面实施“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基本策略，充分

发挥土地资源市场配置作用，加强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特开展地块环境调查工作，调查的主

要目的包括以下几点。

（1）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地块及周围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并初步识别地

块及周围区域会导致潜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责任的环境影响及监测的目标物质。通过土壤和地

下水样品采集和分析，初步掌握该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2）根据地块土壤及地下水调查数据，以地块未来用地规划为基础，结合地块条件，判

断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水平以及是否需要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进行进一步详细调查。

（3）评价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参照相关评

价标准，对该地块监测的目标污染物进行评价，为地块后续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4）提出有针对性的结论及建议。在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的基础上，针对该

地块规划用途，对存在环境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的区域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及措施。

2.1.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关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

最大限度地反映地块的环境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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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布点、监测分析及结果评价均遵循我国现行的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规范、技术导则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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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专业技术

水平及可操作性程度，分阶段进行调查，逐步降低调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调查过程切实可

行。

2.2调查范围

威远县 1-1-19-264号地块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罗家坝街道。地块南侧紧邻住宅区，已

拆迁，西侧紧邻住宅区，北侧紧邻水岸生活小区，东侧紧邻罗家坝街道。根据威远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威自然资规管条（2023）56号]文件，本次调查范围与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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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调查地块范围为 1772.93m2。调查边界拐点坐标见表 1-1，调查范围见图 1-1。

表 1-1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

拐点序号
CGCS2000投影坐标系

X（m） Y（m）

1# 466984.947 3268224.343

2# 466982.469 3268221.150

3# 466968.287 3268222.134

4# 466964.826 3268217.158

5# 466947.506 3268228.444

6# 466949.689 3268231.554

7# 466941.183 3268236.964

8# 466965.529 3268260.880

9# 466978.897 3268272.085

10# 466994.973 3268240.908

11# 466997.368 326823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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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地块边界范围图

2.3调查依据

2.3.1国家有关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01月 0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01月 0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09月 0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修订）。

2.3.2相关技术政策、规章制度

（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2016年 5月 28日；

（2）《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2014年 5月 14日；

（3）《四川省“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规划》（2022年 6月）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

（5）《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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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内江市工作方案〉2020年度实施计划》；

（7）《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自 2023年 7月 1日起实行）。

2.3.3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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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2004年 12月 9日发布，2004年 12

月 9日实施；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2020年 12月 1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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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9）《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的通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修订版）》川

环办函〔2022〕443号）；

（10）《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

（1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2年 7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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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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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15）《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

（16）《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495-2009）；

（17）《土壤质量土壤采样技术指南》（GB/T36197-2018）；

（18）《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19）《原状土取样技术标准》（JGJ89-92）；

2.3.4其他相关资料

（1） 《威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威自然资规管条（2023）56

号）

（2） 业主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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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工作方案

2.4.1调查方法

在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过程中，我司将严格遵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

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要求开展调查工作，将以国内外的土壤、地下水、

地表水、固体废弃物等相关标准为评价依据，组织实施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

调查方法：在资料收集、现场探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合理布设调查点位，对地块进行

环境调查取样分析，判断地块是否受到污染、污染类型及程度，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2.4.2工作内容

此次地块调查工作主要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污染源识别和污染分析、调

查采样检测分析、调查评估报告编制六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收集

收集该地块基本信息，核实地块内及周边区域环境与污染信息，优先保证基本资料齐全，

尽量收集辅助资料。对于缺失的资料，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电话咨询、现场及周边区域

走访等方式进行收集。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的目的一是完善信息收集工作，二是通过对地块及其周边环境设施进行现场调

查，观察地块污染痕迹，核实资料收集的准确性，获取与地块污染有关的线索。调查组采用专

业调查表格、GPS定位仪、摄/录像设备等手段，仔细观察、辨别、记录地块及其周边重要环

境状况及其疑似污染痕迹，识别和判断威远县 1-1-19-264号地块污染状况。

（3）人员访谈

对该地块居住人员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形式进行访谈，访谈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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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污染源识别和污染分析

调查组对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取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了

解该地块历史变革、周围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等，重点关注地块污染物分布情况，识别地块污

染源。

（5）现场调查采样检测

调查组制定布点采样方案，根据方案准备采样设备、仪器和材料等，对土壤和地下水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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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测量放线布点，选取合适的钻探设备进行土壤钻孔取样和地下水监测井监测，采集土壤

和地下水样品，做好相关拍摄和文件记录工作。对采集的环境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

（6）调查评估报告编制

了解地块的基本情况，识别出相应的污染源，分析地块在历史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情况，评估实验室检测数据，分析检测数据，编制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为后续地块再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2.4.3工作程序（技术路线）

按照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的环境保护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进行，该导则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

求，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为三个阶段。本次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技术方

案为第一阶段调查和第二阶段调查中的初步采样分析调查。

（1）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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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阶段调查

第二阶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

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

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

时，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订工作

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

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低于 GB36600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以及清

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

第二阶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

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

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调查

第三阶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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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 2-2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次调查涉及工

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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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四川省地处中国大陆西南部，北连陕西、甘肃、青海，南接云南、贵州，东邻重庆，西衔

西藏。全境介于东经 97°21'~108°33'和北纬 26°03'~34°19之间，地处长江上游，全省总

面积 48.6 万平方公里。

内江市位于四川省的东南部，东连重庆，西接成都、资阳，南扼自贡、宜宾、泸州，北通

遂宁、南充，成渝铁路、内昆铁路在这里接轨是川东重镇，地理位置东经 104°151~105°26'，

北纬 29°111~30°2′，全市幅员面积 5386 km2。

威远县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地跨东经 104°16'~104°53'，北纬 29°22'~29°47'之间。

东邻内江市市中心，南连自贡大安区和贡井区，西界自贡荣具，北衔资中县，西北与眉山市仁

寿县、乐山市井研具接壤。

调查地块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罗家坝街，地块占地面积 1772.93平方米，中心坐标为

（E104.65930°，N29.53160°）。地理位置见下图。

图 3-1地理位置图

3.1.2气候气象

威远县年平均气温偏高，降水量偏多，日照偏多。全年无霜期 366天、雨日 237天、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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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轻雾 270天，最长连续降水日数 11天，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 32天，年最多风向频率为

北偏西北风；气温年平均气温 18.8℃，历年平均值 17.9℃，年极端最高气温 37.6℃，历年极端

值 40.8℃,历年极端值-2.4℃；降雨量年平均值 906.8，年内 1日最大降水量为 7月 31日 141.4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值 1096.4。

3.1.3地质构造

威远县境内地质构造有荣威穹窿与新店向斜及断裂等。荣威穹隆（亦称威远背斜）位于川

中台拱中部，呈东西长、南北短的不对称椭圆形背斜，背斜轴西自荣县龚家沟于红星乡卡房店

入境，经崩坳口、山王场至白果场东入资中县，轴线呈北东一北东东走向，略呈“S”形，横

贯县境西北部。构造特征是南陡北缓，西窄紧，东开阔。北翼倾角 1~3°，局部达 5°，南翼倾

角 9~12°。威远穹窿为一大的隆起区，雏形自奥陶纪开始，前震旦系基盘窿起较高。三叠系地

层出露高点在新场镇火井坡一带，下垫层高点逐步向西偏移。震旦系顶面有两个高点，东高点

在红星乡卡房店附近，西高点在威井。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窿起部位相对其它地区沉降幅度

小，沉积物较薄，白垩纪抬升成陆。燕山运动末期，地壳发生旋扭运动，产生短轴背斜、鼻状

构造，呈辐射状向区外布，断裂较发育。

新店子向斜位于新店子、华场和内江市中区凌家场一带，中心在新店子附近，为荣威穹隆

与自流井背斜构造之间，轴线近于东西向，两翼大致对称。轴部中心为侏罗系遂宁组，翼部为

沙溪庙组，自流井组地层大部地域褶皱轻微，断裂少见。其区域构造如图所示。

图 3-2区域地址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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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区域地形地貌

威远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分为低山、丘陵两大地貌区。西北低山区山峦起伏，沟谷纵

横，一般海拔 500～900米，相对高差 200～300米，新场镇鹞子岩海拔 901.9米，为威远县最

高点。东南丘陵区多方山、馒头山和漫岗岭脊，低山向丘陵过渡带有单斜丘陵，间有缓坡台地，

一般海拔 300～400米，相对高差 30～80米，向义镇双河口海拔 277.6米，为威远县最低点。

威远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北高、东南低，低山、丘陵比例相当；东南冲沟曲折，流向多

变；西北山岭连绵，沟壑纵横；东南平均海拔 300m—400m；西北平均海拔 500m—800m；大

堡山海拔最高（海拔 902m）；双河口海拔最低（海拔 277.6m）。

图 3-3 地形地貌图

3.1.4.1水文地质

根据地块周边项目《威远县城西幼儿园（威远县天成幼儿园）、威远县严陵镇一和小学（天

成小学）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资料显示，勘察地块与本次调查地块直线距离约为 2km，

本地块间无高山、河水阻断，可认为该地块与本地块属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

图 3-4 地勘报告与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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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条件

场地岩性岩相及分布按地层分布叙述如下：

（1）侏罗系

上统遂宁组（J3s）展布于县城南 8km 的新店镇及周围一带，呈椭圆形，长轴约 10km，

短轴近 6km，为炎热广湖浅水相沉积，属砖红色泥岩夹石英粉砂岩，厚 150~250m，面积

54.74km2。

中统沙溪庙组出露于严陵、镇西、龙会、东联、靖和、界牌、及高石大部 分丘陵区，出

露面积约占县域面积的 40%，构成浅丘中谷地貌。面积 445.53km2。

上沙溪庙组（J2s）系湖泊河流泛滥沉积，由黄灰、灰白、灰紫色厚层至块状长石石英砂

岩或长石砂岩与泥岩、砂质泥岩不等厚互层；有 9~16 个韵律层，砂岩一般厚 4~10m，泥岩普

遍含钙质或钙质结核、团块，及黄绿色粉砂岩条带，砂岩层极不稳定，常呈透镜状、分叉、尖

灭等现象。面积 408.42km2。

下沙溪庙组（J2xs）分布于镇西、庆卫、铺子湾、高石一线，以及向义镇靠近自贡的一小

部分。为湖泊滨湖相沉积，岩性为厚层块状粗粒石英砂岩与紫灰、紫红色泥岩组成韵律层，其

底部为关口砂岩，厚度约 20 多米，面积 37.11km2。

新田沟组（J2x）境内展布于主要分布于镇西、铺子湾、高石一线，上部为紫红色泥岩夹

细粒石英砂岩，下部为黄灰厚层块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底为凸镜状砾岩。厚约 77m。

下统自流井组（J1-2z）主要出露于威远背斜南翼，西起永兴乡南部，向东经黄石板、蓝

家土扁，止于泥河，呈带状展布；南端联胜及西北部与仁寿、资中县接壤地带有部分出露，为

河湖相沉积。岩性为紫红色泥岩、深灰色页岩、褐色、灰色及绿灰色砂岩，褐灰色灰岩、褐灰

色介壳碎屑灰岩，厚 175~220m，面积 76.00km2。

珍珠冲组（J1z）出露于威远背斜的南翼，为杂色的含煤段，夹暗紫色、紫红色泥岩，是

县境主要含煤、耐火粘土及铁矿地层。

（2）三叠系

上统 须家河组（T3xj）环绕穹窿顶部，出露于新场、山王、越溪区及奉龙、镇西区北部。

岩性为黄褐色石英砂岩、长石石灰砂岩、粉砂岩、砂质页岩、灰色泥岩及黑色炭质页岩不等厚

互层，为河湖沼泽相沉积，厚 427~679m。是县境主要含煤、耐火粘土及铁矿地层，面积

634.56km2。

中统 雷口坡组（T2l）分布于新场附近的雷口坡、山王区西部，越溪、白果乡的沟谷和复

立乡皮家沟、青峰场一带有出露，厚 320~6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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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统 嘉陵江组（T1j）仅部分出露于大胜、水高乡境内，厚度 430~550m，以海相碳酸盐

沉积为主，岩性为灰岩、白云岩、泥质白云岩夹钙质页岩、泥灰岩、盐溶解砾岩。含石膏、岩

盐、盐卤、天然气，面积 78.39km2。

嘉陵江组下伏地层有飞仙关组、二叠系、志留系、奥陶系、寒武系和震旦系，震旦系与基

底元古界花岗岩接触，缺失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阳新统含天然气，震旦系上部天然气富集。

二、水文

按含水岩层（组）的岩性和储水形式可以分为：松散堆积（Q）砂砾石层孔隙水、红层砂

泥岩（J）风化带孔隙裂隙水砂页岩（T3xj）孔隙裂隙层间水等 2个基本类型。

（1）松散岩（Q）类孔隙水：

由于分布零星，厚度小，松散堆积层孔隙水。区域内呈条带状分布在丘坡的下部，分布高

程一般在 400-430m内。沟谷洼地，是红层浅层地下水的主要汇集和埋藏带，汇水面积较大，

具有较好的补给来源，浅层风化带裂隙溶孔发育，富水程度中等，区内单井出水量多在 1.0-5.0

m3/d之间。局部地段由于浅层风化带内的裂隙、溶孔、溶隙发育程度较高，组成良好的浅层

地下水储集网络，加之地形上有利于地下水的汇集，其富水性较好，单井出水量有 5-20.0m3/d。

（2）砂页岩（T3xj）孔隙裂隙层间水

地块的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厚层砂岩孔隙裂隙中，以裂隙含水为主。表层普遍为潜水，向下

循环至一定深度即变为层间承压水；深部为具有区域性的高矿化度盐卤水。

红层地下水受含水层岩性及构造、地貌条件等控水因素的影响，总体上相对贫乏，但是由

于红层含水性和地下水的分布的不均匀性，虽普遍缺水，却贫中有富。结合地形地貌、地质构

造岩性岩相组合、地下水类型对浅层地下水富水性影响的分析，可划分为水量贫乏区（单井出

水量＜0.30m3/d）、适宜人畜饮用水的布井区（单井出水量 0.3-5.0m3/d）。

勘察期间测得钻孔中地下水埋深约 0.10 米~4.80米，水位高程 319.50米~324.20米。场地

上覆土层为素填土、耕土、淤泥质黏土、粉质黏土，素填土、耕土透水性较好，淤泥质黏土、

粉质黏土为相对隔水层，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裂隙内，泥岩为相对隔水层，砂岩为含水

层。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中的上层滞水及孔隙潜水，受大气降水和地表人工排水的

补给，地下水流向主要表现为：地下水流向为由西南—东北。

3.2区域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该地块位于内江市威远县罗家坝街，由图可知，调查地块外 170m处有一地表水，该区域

地表水不涉及饮用，主要用途为农田灌溉，周边 500m主要分布有居民区、地表水、医院、学

校等环境敏感目标，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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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见表 3-1，周边 500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分布见图 3-5。

表 3-1 500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

类别 名称 与厂区位置关系 人员

居民区

半岛华庭小区 北侧约319m 1000人

水岸生活小区 北侧约100m 1800人

凤凰水岸小区 西南侧约150m 1500人

清溪鹭岛小区 东侧约142m 1200人

居委会 外西街居委会 南侧约400m 20人

居民区 城镇居民区 由北至东向西南均为城镇居民区 3000人

医院 威远同心医院 东北侧约341m 500人

医院 威远王氏医院 东北侧约254m 800人

学校 威远县第一初级中学 南侧约284m 800人

学校 严陵镇中心学校 东南侧约381m 800人

地表水 威远河 东侧约170m /

图 3-5 项目 500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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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现状情况

我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7日组织技术人员进入地块对现场进行踏勘，调查人员对地块进

行了详细的踏勘记录，重点记录可疑区域、可疑对象，包括生产车间、库房、地面污染痕迹、

异常气味等。通过调查人员的现场踏勘，对地块的情况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现场踏勘信息具

体汇总如下：

（1）1-1-19-264 号地块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罗家坝街，历史存在企业为威远县建材

机械厂。调查面积总计为 1772.93平方米，厂区四周边界完全封闭，有围墙及围挡与周边区域

隔断。

（2）企业已对地块内所有生产设施进行拆除，部分厂房已推倒，地面堆放有建渣。

（3）企业已对地块内设备进行拆除，建筑物未进行拆除。

（4）生产车间内由于在拆除生产时，地面有破损情况，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生产车

间内拆除装置后地面有少量污附着现象，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隐患。

（5）地块内堆放有固废，向厂区负责人询问后确定，危废及固废堆放在组装车间南部的

房间内，地面有硬化，硬化厚度约为 20cm，主要放置机油、润滑油等油桶及边角料和焊条，

目前车间内部已拆除，地面硬化有较多裂缝。

（6）企业建厂初期就对地块内所有区域采用混凝土进行硬化，无裸露土壤，硬化层厚度

约 15-20cm，地面由于拆迁已出现较多裂缝。

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残留固废分布信息见表 3-2所示，残留固废分布情况见图 3-6所示，

现状照片见图 3-7所示。

表 3-2 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残留固废信息一览表

时间 属性 名称 区域 处置情况

2023.11 一般固废

拆除建渣 加工车间 现场踏勘期间，厂房正在进行拆除，其中组装车间

2、库房已拆除完成，部分建渣（组装车间2产生）

已转运完成，库房产生建渣基本转运完成，现场遗

留少部分，约10cm高尚未及时转运，加工车间正在

拆除，产生建渣尚未转运，平铺于车间地面。

拆除建渣 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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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现场踏勘期间残留固废分布图

精加工车间（切割、焊接、刷漆工序均在此车间进

行，不同工序间的边界已拆除）
组装车间 2（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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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车间 1及危废暂存间（厂房内部设备已拆除，

无危废堆放，仅有建渣）
档案室

库房（部分拆除）

图 3-7 地块现状情况

3.3.2地块历史概况

根据调查及卫星历史影像资料，威远县建材机械厂自1978年建成，主要生产压砖机，于2000

年停产，停产当年进行了设备拆除，后一直闲置，2023年11月开始拆迁。地块原地势为北侧、

南侧高，整体地势最高高差约2-3米，东南侧有一个由于雨水冲刷形成的水塘，最高水深约1米，

建厂前地块为主要为空地，建厂期间进行过土石方平衡，主要利用地块内土壤进行，不涉及外

来土壤。

地块内挖填方区域见图3-8所示，挖填方详细信息见表3-3所示，企业建成后功能区见图3-9

所示；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下表3-4。

表 3-3 本地块挖填方情况一览表

时间 属性 名称 面积 详细情况

1978
年

挖方

挖方区域1 约150m2 与场地内地势低洼处（水塘）最高高差约3米，挖方

区域面积约150m2，高度约2米，挖方量约300m3

挖方区域2 约220m2 与场地内地势低洼处（水塘）最高高差约2米，挖方

区域面积约220m2，高度约1米，挖方量约22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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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 填方区域 约600m2 与场地内最高地势处最高高差约3米，填方区域面积

约600m2，高度0.5-1米，填方量约520m3

图 3-8 地块内挖填方分布图

图 3-9 企业功能区分布



- 11 -

表 3-4 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归属 地块使用历史

-1978年 / 主要为空地，东南角由于雨水冲刷日久形成1个小水

塘，最高水深约1.米，无变化

1978年-2000年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

1978年开始建设，建设期间涉及土石方平衡，原地

势主要为北侧、南侧高东侧稍矮，高差约2-3米，厂

内土石方平衡主要利用本地块内土壤进行，不涉及

外来土壤。79年建设完成后未发生变化

2000年-2023年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
2000年停产，厂内生产装置于停产同年搬迁，后期

厂房闲置，无变化

2023年至今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 闲置，2023年11月底开始拆迁厂房

本地块历史卫星图像见图 3-10。

2013年1月历史影像

图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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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历史影像

2019年2月历史影像

图例

调查地块

图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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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历史影像

2022年7月历史影像

图 3-10 地块历史卫星图像图

图例

调查地块

图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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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根据调查及卫星历史影像资料，该地块周边于 2015年开始陆续进行开发，到 2019年地块

外北侧、西侧、南侧已建成住宅小区；2022年地块外东北侧住房开发为住宅区，目前正在施

工，地块紧邻四周无工业企业存在。

图 3-11 外环境分布图



- 15 -

2013年 1月卫星图像

2015年8月卫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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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卫星图像

2021年9月卫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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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卫星图像

图 3-12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像

3.5周边污染源分布情况

地块周边目前无在产企业，能对本地块造成环境影响的仅有东北侧的建筑工地，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主要污染源分布见图 3-13，主要污染物概况见表 3-4。

表 3-4 相邻地块主要污染源概况

方

位

现有/
历史

企业/
距离 高程 用地情况 污染源分析

污染

途径
特征污染物

对本地块可能造成污

染的可能性分析

地

块

外

东

北

侧

建筑

工地
约

192m 317m 属于半岛华庭住

宅二期建设

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粉尘

及汽车尾

气，冲洗废

水及废弃堆

土

废气

沉降、

地面

漫流

VOCs，颗粒

物

该建筑工地位于调查

地块的上风向，废气沉

降可能会对调查地块

的土壤造成影响；
调查地块位于企业的

地下水上游方向，因

此，不存在企业内污染

物随地下水迁移对调

查地块造成污染的可

能性。综上所述，该建

筑工地对本调查地块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废

气沉降，主要污染物为

VOCs及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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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周边污染源分布示意图

3.6地块未来用地规划

根据威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威自然资规管条（2023）56号]文件，

该地块用地性质已规划为二类住宅用地。

图 3-14 用地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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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资料分析

4.1.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经了解，地块历史企业未曾受到环保处罚，也未有环境问题发生，地块规划为二类住宅用

地。

4.1.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由于原属企业的生产时间较早，且未开展相关环保备案手续，因此相关环评文件等资料缺

失，原属企业平面布置、原辅材料、工艺流程、产排污情况等均无法通过资料准确重现。本次

仅能通过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手段对原属企业生产情况进行了解，并类比同类企业的工艺流

程，对原属企业相关流程进行说明。在调查期间的资料采集情况汇总如下表所示，先收集到部

分资料如下：

表 4-1 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情况 说明

1
地块环境资料

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未获取 无记录

2 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图片 已获取 现场拍照

3

企业资料

环境监测数据、地勘报告 未获取

4 产品、原辅材料和中间体清单 部分获取
通过人员访谈及

网络查询

5 厂区平面布置图 已获取

通过历史卫星影

像、人员访谈、现

场踏勘

6 工艺流程图 已获取
通过人员访谈、网

络查询

7

自然、社会信

息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

质、气象资料
已获取

8 敏感目标分布 已获取

9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 已获取

10 区域土地利用方式或规划 已获取

表 4-2 地块资料分析情况

序号 已收集资料 分析

1 后续用地规划 能获得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

2 地块红线图 能获得地块的位置、面积

3 历史影像图 能辅助判断地块及周边区域的历史变迁情况

4 生产工艺及功能区分布 为后续布点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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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自 1978年建成，主要生产压砖机，于 2000年停产，该厂生产活动为外

购压砖机钢材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切割、焊接、组装、刷漆等，不涉及原料钢材生产，库房堆放

的钢材为已成型的钢材组件。

（1）平面布置图

图 4-1 平面布置图

（2）产品方案

本项目主要生产压砖机。

（3）原辅料使用情况

由于该厂建厂时间久远，无法取得环评等相关资料，在与工厂负责人交流后，工厂主要工

艺为切割、焊接、组装以及刷漆防腐等，据负责人讲述，外购入钢材，按照客户的要求，采用

机械切割的方式切割成需要的尺寸，再将其焊接在一起进行打磨，再对零件进行刷漆防腐，最

后进行组装。该厂的原料为钢材和焊条，设备需要使用机油，打磨和切割机器在切割时会涉及

到切削液的使用。

表 4-3 原辅料一览表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单位 年用量 备注 主要成分

1 钢材 t/a 75 外购新钢材 碳钢

2 焊条 卷/a 50 10kg/卷 铜、锰、锌、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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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单位 年用量 备注 主要成分

3 方管 根/a 500 外购 /

4 输送带 米/a 540 外购 /

5 链条 根/a 2000 外购 /

6 二氧化碳
瓶/a

10 外购钢瓶
CO2、氩气

7 氩气 40 外购钢瓶

8 油漆 t/a 3 外购 苯、甲苯、二甲苯

9 稀释剂 t/a 2 外购 溶剂油、苯、甲苯、二甲苯等

10 切削液 t/a 0.8 外购 油类、乳化剂、烃类等物质

11 机油 t/a 0.1 外购 /

（4）主要设备

类比相似工厂（长沙金紫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制砖机及其配件加工生产项目）的情况，针

对该工厂的实际生产，该工厂主要设备以机械切割为主，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表 4-4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 数量 用途

1 磨床 2
打磨设备

2 角向磨光机 2

3 切割机 1 切割设备

4 钻床 1 钻孔设备

5 电焊机 4

焊接设备6 CO2保护焊 4

7 氩弧焊 4

8 工作台 2
辅助设备

9 发电机 5

（5）生产工艺

图 4-2 生产流程示意图

流程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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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管、铁板、不锈钢板原料需经切割机切割，将钢板切割成符合产品规格的尺寸。

焊接：进行切割成的零件进行焊接或者对加工缺陷进行补焊。

打磨：焊接完成的工件需对焊点进行打磨，保证产品的美观性，便于组装。

钻孔：焊接、打磨完成的方管、铁板、不锈钢板等工件需经过钻床进行钻孔，以提供组装

条件。

刷漆：对于加工完成的零件进行面漆喷涂，精加工车间进行刷漆工作，未单独设置刷漆房，

地面垫有橡胶板，待油漆干后，移入组装车间 1进行组装。

组装：将加工好的零件模具组进行组装并将机加工完成的金属工件部分用作故障压砖机维

修零件进行更换装配。

调试：组装完成的压砖机经调试合格后即得本项目成品。

（6）污染物的产生及治理

废水：项目废水主要来自切割等机器使用进行降温的废水，会沾染少量油污，部分废水集

中收集后存于危废间，与废切削液等一同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由于收集形式为废水桶，存在

少部分废水无组织排放，无法完全收集，沿雨水沟渠直接排放，生活污水排入市政管网。

废气：项目生产废气为切割机电焊产生的粉尘及刷漆过程中的 VOCs，工厂废气均为直排。

固废及危废：固废主要为用过的钢材原料包装、生活垃圾、焊渣及边角料。其中原料包装、

边角料外售废品收购站；生活垃圾、焊渣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危废为废机油、废切削液、空

油漆桶，该厂油类物质自然消耗后定期少量添加，工厂组装车间尾部设有小房间，房间内有油

桶，使用完后再通过外购小桶油进行补充，外购后直接倒入油桶中，空机油桶由机油供应商回

收处理，因此无废机油桶等危废，废切削液、废机油及空油漆桶统一收集放于组装车间尾部的

危废暂存间，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表 4-5 项目固废信息一览表

名称 产生环节 产生量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处理方式

原料包装 原料库房 0.1t/a 一般固废 / 外售废品收购站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垃圾 2.5t/a 一般固废 / 环卫统一处理

焊渣 焊接工序产生 0.05t/a 一般固废 / 环卫统一处理

边角料 焊接、切割工序 0.1t/a 一般固废 / 外售废品收购站

废机油 设备维修、日常维护、暂存 0.01t/a 危险固废
HW08

900-249-08 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废切削液 焊接、切割工序产生 0.1t/a 危险固废
HW08

900-249-08 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空油漆桶 危废间暂存 0.01t/a 危险固废
HW49

900-041-49 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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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

5.1厂区平面布局

经实地踏勘，结合已收集资料及人员访谈情况，绘制出企业现地块内的平面布局图，见下

图。厂区分布平面布局图见下图。

图 5-1 厂区平面布局图

5.1.1建（构）筑物情况

经实地踏勘，地块内建（构）筑物部分已拆除，精加工车间、组装车间 1及档案室未拆除，

库房暂未完全拆迁，无倒塌现象。根据现场调查，项目主要建（构）筑物统计见下表。

表 5-1 厂区残留主要建（构）筑物统计

序

号

建筑物

名称

材质/
结构

现状情况 层数/个数 面积（m2） 地面硬化情况 备注

1 精加工

车间

砖混

结构
半拆除 1（层） 429.31 硬化已破碎

包含切割、焊

接、打磨、刷

漆工序

2 组装车

间 1
砖混

结构
未拆除 1（层） 209.66 硬化已破碎 含危废间

3 档案室
砖混

结构
未拆除 1（层） 156.42 硬化已破碎 /

4 库房
砖混

结构
半拆除 1（层） 84.45 硬化已破碎 /

5.1.2设备情况

经实地踏勘，地块内设备已全部拆除，现场无遗留设备。

功能区分布

图例

地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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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现场踏勘情况

（1）企业已对地块内所有生产设施进行拆除，部分厂房已推倒，地面堆放有建渣及生活

物品，主要分布于已拆除的组装车间，具体为厂房墙砖及桌椅等生活用品，现场具体情况见下

图。

（2）企业已对地块内设备进行拆除，建筑物未进行拆除。

（3）生产车间内由于在拆除生产时，地面有破损情况，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生产车

间内拆除装置后地面有少量油污附着现象，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隐患。

（4）为了避免生产活动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企业建厂初期就对地块内所有区域采

用混凝土进行硬化，无裸露土壤，硬化层厚度约 15-20cm，地面由于拆迁已出现较多裂缝。

（5）组装车间 1内的危废暂存间已拆除，地面堆放有建渣，硬化已破损，地面有少量油

污附着现象，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隐患。

组装车间 1及危废间现状 精加工车间堆放现状

库房外现状（部分拆除） 精加工车间

图 5-2 现场踏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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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地块内构筑物拆除分布情况

5.3人员访谈

本次人员访谈包括地块周边居民 2名、威远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1名、威远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1名、土地使用者 1名、当地社区工作人员 1名。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若无，地块以前利用历史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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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及堆放的废弃物种类？

（3）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如有，排放沟渠的材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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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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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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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人员访谈结果汇总见表 5-2。

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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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工作

人员

威远县

自然资

源和规

划局

祁柳

当面

交流

地块涉及工业企业活动，为威远县建材机械厂；不确定地块内曾经有无

固体废物堆放场、无工业废水的排放沟渠或渗坑、产品、原辅料、油品

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道、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定地块内

及周边临近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内

有废气排放，无治理及在线监测设施，无工业废水产生；无残留固体废

物，不确定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未是否受到污染，地块内及周边土壤无

异味；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存在学校、居民区、地表水等敏感用地，500
米范围内无水井，区域地下水不使用，周边地表水用途为纳污灌溉，地

块内未曾开展过土壤、地下水监测工作，正在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外西街

社区

邓良

琼

历史

土地

使用

者、

现阶

段土

地使

用

者、

企业

管理

人员

威远县

建材机

械厂

魏总
电话

访谈

地块涉及工业企业活动，为威远县建材机械厂建于 1978年，建设前为

空地，场内进行过平场，土石方来源于地块内部，产品主要为压砖机，

原辅料为钢材、焊条、方管、油漆、稀释剂、切削油、机油等，主要设

备为切割机、电焊机、磨床、钻床等，废气无治理设施，一般固废堆放

于库房，定期外售，危险固废暂存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地块内曾经有正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主要堆放一般固废及危险固

废，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排放沟渠或渗坑，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料、油

品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道；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

池；地块内及周边临近地块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其他环境污染

事故；地块内有废气排放，无废气治理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地块内无

工业废水产生，无残留固体废物，土壤及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地块内

及周边土壤无异味；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存在居民区、地表水及医院等

敏感用地，500米范围内无水井，区域地下水不使用，周边地表水用途

为纳污，地块内未曾开展过土壤、地下水及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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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工作人

员或居民

袁一

丛

当面

交流

地块涉及工业企业活动，为威远县建材机械厂；不确定地块内曾经有无

固体废物堆放场、无工业废水的排放沟渠或渗坑、产品、原辅料、油品

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道、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不确定地

块内及周边临近地块有无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不确定地块内有无废气、废水排放；无残留固体废物，不确定地块内土

壤及地下水未是否受到污染，地块内及周边土壤无异味；地块周边 500
米范围存在学校、居民区、地表水及医院等敏感用地，500米范围内无

水井，不清楚区域地下水用途，周边地表水用途为纳污灌溉，不确定地

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地下水及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耿梦

珂

环保

部门

管理

人员

威远县

生态环

境局

余应

嘉

当面

交流

地块涉及工业企业活动，为威远县建材机械厂；不确定地块内曾经有无

固体废物堆放场、无工业废水的排放沟渠或渗坑、产品、原辅料、油品

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道、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定地块内

及周边临近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内

有废气排放，无治理及在线监测设施，无工业废水产生；无残留固体废

物，不确定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未是否受到污染，地块内及周边土壤无

异味；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存在学校、居民区、地表水等敏感用地，500
米范围内无水井，区域地下水不使用，周边地表水用途为纳污灌溉，地

块内未曾开展过土壤、地下水监测工作，正在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5.4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地面有破损，装置内的机油可能滴落至地面，造成土壤污染；精加工车间和组装车间内拆

除装置后地面均有少量油污污附着现象，其中刷漆工序地面油污附着较为明显，存在土壤污染

隐患。

5.4.1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经了解，威远县建材机械厂不涉及储罐的使用。因此，调查认为不存在因槽罐内的物质泄

漏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5.4.2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固废主要为用过的钢材原料包装、生活垃圾、焊渣及边角料。其中原料

包装、边角料外售废品收购站；生活垃圾、焊渣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该厂油类物质自然消耗

后定期少量添加，工厂组装车间 1尾部设有小房间，房间内有油桶，使用完后再通过外购小桶

油进行补充，外购后直接倒入油桶中，空机油桶由机油供应商回收处理，因此该厂无废机油桶

等危废，危废主要为废机油、废切削液以及空油漆桶，统一收集放于组装车间 1尾部的危废暂

存间（地面硬化，未见防渗层），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因此，调查认为在企业生产期间

因固体废物的处理情况对土壤及地下水有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厂房拆除后，地面硬化明显破损，

地面机油污染现象明显，因此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主要为拆除设备时机油及油漆等液体

污染物，主要污染物为机油、油漆等危废在使用中滴落到地面经生产中废水冲刷后浸入土壤，

该风险不可忽略，需进行下一步采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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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生产过程中用水主要为冷却用水，未建工业废水管道，厂区内无水池，

冷却废水采取水桶进行收集，收集后存于危废间，与废切削液等一同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由

于收集形式为废水桶，可能存在废收集不完全或不及时，从而导致废水溢流至地面，沿雨水沟

渠排放，故可能存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风险。

厂内设有雨水沟，为砼结构，宽约 20cm，深约 10cm，未见裂缝，若冲洗废水溢流至地面，

可能会沿着雨水沟外排。因此，调查认为在生产期间，不排除雨水沟由于冲洗废水的冲刷，对

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图 5-3 雨水沟渠示意图

5.4.4残余废弃物分布情况

固废：在现场踏勘过程中，由于厂房已经开始拆除，部分推倒的建渣堆放在厂区内部，已

部分完成清运，厂区地面有少量办公用品和堆放在组装车间的少量砖头还未清运，堆放情况见

下表。

废水：在现场踏勘过程中，无废水残留。

表 5-2 残余废弃物分布一览表

序号
废弃物

类型
名称 属性 方量（m3）

产生

环节
储存方式

分布区

域

特征污染

物

污染迁移

途径

1 固废
破碎办

公用品
木材 80 拆迁

办公区堆

放

办公区

域
/ /

雨水沟渠

雨水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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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废

厂房拆

除后产

生建渣

建渣 500 拆迁 露天放置
厂区各

构筑物
/ /

破碎办公用品 厂房拆除后产生建渣

5.4.5未拆除构筑物及地块扰动分布情况

威远县建材机械厂于 2000年停产并在 2023年进行了拆除，现已完成设备拆除及部分构筑

物的拆除工作，地块内目前堆放拆除建渣，仅存的构筑物为精加工车间、组装车间 1、档案室

及库房，库房暂未完全拆除，地面硬化破碎，存在地面污染物往下迁移的风险。

表 5-3 未拆除构筑物及设施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设备

名称

工序环节 特征污染物
分布区

域
现场情况 备注

1
精加

工车

间

加工、切

割、焊接、

刷漆

汞、砷、镉、

铅、铜、镍、

锰、钒、铬、

甲苯、苯、二

甲苯及石油烃

地块西

北部
/

2
组装

车间
1

组装、危

废及油类

原料暂存

汞、砷、镉、

铅、铜、镍、

锰、钒、铬、

石油烃、甲苯

等有机物

地块东

北部

危废暂存间位

于车间内部，

危废暂存间内

采用硬化加托

盘进行防渗、

防溢流

3 档案

室
办公区域 / 地块西

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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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房

原料钢材

储存、成

品储存

汞、砷、镉、

铅、铜、镍、

锰、钒、铬、

石油烃

地块中

部
/

5.5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5.5.1水文地质情况

水文地质情况见章节 2.1.6，结合以上水文地质资料和建井记录，判断地下水流向大致为

西南向东北流向，见章节 3.2.4.1，如地块产生污染物，受地层的分布及特征向下迁移的风险不

可忽略，地下水埋深较浅，初见出水深度在 1.8m左右。

5.5.2地面防渗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企业建厂初期就对地块内所有区域采用混凝土进行硬化，硬化厚度约为约

15-20cm，无裸露土壤。现场踏勘期间，地面硬化存在明显破损，经与业主核实求证，在企业

生产期间，硬化完好，停产后，进行设备拆除时，由于重型机器进厂导致地面硬化遭到破坏。

5.5.3土壤裸露情况

经现场踏勘，地块内因硬化破损，车间外部有裸露土壤存在，无明显污染痕迹。

5.6地块周边生产活动分析

根据 2.2章节可知，地块东北侧存在施工工地。根据现场踏勘得知，建筑工地主要是居民

小区建设，在其施工期间，可能对本地块产生的污染主要为颗粒物及 VOCs，由于施工工地位

于调查地块的上风向，因此该施工工地由于废气沉降会影响调查地块。

5.7污染识别

5.7.1地块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

月 30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告》（2020年，第 47号）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

批），地块历史上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如下表所示。

表 5-4 地块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信息表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用量 形状 储存及包装方式
涉及的有毒

有害物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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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油
石油烃

（C10-C40）
/ 液态物

质

暂存于加工车间，采用

铁桶包装

石油烃

（C10-C40）
地面附着

2 边角料、

焊渣

锰、钒、铬

等重金属
/ 粉尘

分布在加工车间及组装

车间

锰、钒、铬等

重金属

现场踏勘

期间，未见

该物质储

存

3 废切削液

油类、乳化

剂、烃类等

物质

/
液态物

质

暂存在危废间，使用场

所为加工车间

石油烃

（C10-C40）、

烷烃、多环芳

烃、烯烃类等

有机物及重

金属

现场踏勘

期间，未见

该物质储

存

4 废油漆
挥发性有

机物、苯类
/ 液态物

质

在精加工车间使用，原

料暂存在危废间

苯、甲苯等挥

发性有机物

现场踏勘

期间，未见

该物质储

存

5.7.2重点区域及污染物识别信息表

经整理得到本地块应关注的重点区域及污染物识别信息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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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重点区域及污染物识别信息表

序

号
位置名称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

重点设施设备

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清单
产污环节 隐患内容 污染途径 特征污染物 现场照片

1 精加工车间

进行切割、钻

孔、焊接、打

磨、刷漆等加

工工序

切割机、钻床、

焊机、打磨机

器、刷漆

机油、废切削

液、废油漆、

边角料、焊渣

堆放期间雨

水冲刷、地

表径流、淋

溶等方式进

入土壤或地

下水

地面硬化已破

损，拆除时机

油有渗漏风险

垂直渗漏

汞、砷、镉、铅、铜、

镍、锰、钒、铬、石油

烃（C10-C40）、苯、甲

苯

2 组装车间 1 各类加工后原

件组装
工作台

机油、边角

料、焊渣

组装中的重

金属及机油

跑冒滴漏

地面硬化已破

损，拆除时机

油有渗漏风险

垂直渗漏

汞、砷、镉、铅、铜、

镍、锰、钒、铬等重金

属和石油烃（C10-C40）

3 危废暂存间
油类原料及废

油料暂存
废油桶

机油、废切削

液、废油漆、

边角料、焊渣

暂存中的有

机物及油类

挥发、外购

原料倒入油

桶时滴漏

地面硬化已破

损，拆除时机

油有渗漏风险

垂直渗漏、大

气沉降

汞、砷、镉、铅、铜、

镍、锰、钒、铬、石油

烃（C10-C40）及苯系物

等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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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位置名称 涉及工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

重点设施设备

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清单
产污环节 隐患内容 污染途径 特征污染物 现场照片

4 组装车间 2
（已拆除）

各类加工后原

件组装
工作台

机油、废切削

液、废油漆、

边角料、焊渣

组装中的重

金属及机油

跑冒滴漏

地面硬化已破

损，拆除时机

油有渗漏风险

垂直渗漏

汞、砷、镉、铅、铜、

镍、锰、钒、铬等重金

属和石油烃（C10-C40）

5 库房（部分拆

除）

原料钢材及成

品堆放
\ 边角料、焊渣

原料堆放中

重金属掉

落、成品零

件连接处的

润滑油及机

油的滴漏

地面硬化已破

损，拆除时机

油有渗漏风险

垂直渗漏

汞、砷、镉、铅、铜、

镍、锰、钒、铬等重金

属和石油烃（C1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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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重点区域分布图

图 5-4 重点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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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重点区域和关注污染物识别结果

经整理得到本地块应关注的重点区域和特征污染物，见下表。

表 5-6 重点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序

号
重点区域 特征污染物

1 精加工车间 汞、砷、镉、铅、铜、镍、锰、钒、铬、甲苯、苯及石油烃（C10-C40）

2 组装车间 2 汞、砷、镉、铅、铜、镍、锰、钒、铬和石油烃（C10-C40）

3 组装车间 1（含危废暂存间）
汞、砷、镉、铅、铜、镍、锰、钒、铬、石油烃（C10-C40）、

甲苯、二甲苯等苯系物

4 库房 汞、砷、镉、铅、铜、镍、锰、钒、铬和石油烃（C10-C40）

5.7.4.1污染迁移途径

对地块历史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污染物理化特性、存放及处理方式等进行分析，结合地块

污染防护设施状况及区域地质情况，分析判断地块污染物可能迁移途径。

1、污染物通过遗洒与泄漏造成污染

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知，该工厂设有围墙。大气沉降对区域表层土壤产生不同程度污

染，污染物通过地面冲洗水冲刷，逐渐向下层土壤及地下水中迁移，长期作用可能对下层土壤

及地下水产生不同程度污染。

2、土壤中污染物横向与纵向迁移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方式有土壤吸附、植被吸收、微生物降解、雨水淋溶、挥发等多种

方式。

（1）土壤吸附

土壤胶体种类、土壤胶体性质（矿物类型，化学组成，阳离子交换量，比表面积）、土壤

pH值以及金属离子的性质均会影响土壤胶体对污染物的吸附作用。

（2）植被吸收

土壤-植物系统通过一系列物理化学或生物代谢过程对污染物进行吸附、交换、沉淀或降

解作用，使污染物进入土壤-植物系统，污染物进入土壤-植物系统后，除了物理化学等因素影

响其相互迁移外；植物种类和发育阶段也影响着污染物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不同

的植物种类对不同污染物具有不同的富集作用。

（3）微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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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降解途径包括氧化、还原、水解、脱卤缩合、脱羧、异构化等。微生物降解是有机

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转化的主要方式。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降解反应的电子受体、污染物的性

质、环境条件以及微生物的协同作用等均会影响微生物降解过程。

（4）分配作用

土壤中重金属可与各种无机配体或有机配体发生配位作用。例如，重金属的羟基配位和氯

配位的作用，可提高难溶重金属化合物的溶解度，同时减弱了土壤胶体对重金属的吸附，影响

了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

进入地块土壤中的污染物，可能因地层分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水平与垂直迁移。污

染物均可通过渗透性较好的土层向下迁移，已迁移至下层土壤中的挥发性物质可以通过不断挥

发迁移至表层及地表区域。需根据区域地质条件分析判断具体污染情况及范围，结合地块地层

分布情况及现场钻探情况，对污染物迁移至下层土壤及地下水中的可能性进行判断。

5.7.4.2污染识别阶段地块概念模型

污染识别阶段地块概念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 5-5 地块污染识别阶段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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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通过对调查地块生产历史情况、主要原辅材料使用情况、产品方案、主要生产工艺及相关

污染物排放与处理方式等资料进行分析，结合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结果，初步确认该地块存在

疑似污染。疑似主要污染区域为精加工车间、组装车间等重点区域，可能存在石油烃（C10-C40）、

重金属及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物污染物污染。下一步工作需结合具体污染物可能污染区域，

进行土壤和地下水取样与实验室分析检测，判断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污染物种类

以及可能污染的程度。

6.1工作计划

6.1.1补充资料的分析

通过对内江市威远生态环境局进行访谈，该地块内历史企业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6.1.2采样方案

6.1.2.1布点依据

根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HJ25.1-2019）、《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四川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专家评审指南（修订版）》（川环办函[2022]443号）等相

关标准，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2，重点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个，地块面积

＞5000m2，重点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个，每个地块布设点位必须覆盖所有的重点区域、

设施和现场踏勘有污染痕迹的区域。如存在生产历史复杂或信息缺失严重的，地层岩性及水文

地质条件复杂等情形，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密布点。一般情况下，应在地块外部一定区域内未经

外界扰动或扰动较小的区域布设不少于 1个土壤清洁对照监测点，采集与地块内土层性质相同

的表层土壤样品。

根据《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专家评审指南（修订版）》（川环办函

[2022]443号）等相关标准，土壤每个点位需监测表层和下层，表层 0-0.5米 1个样（采样深度

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0.5米以下下层土壤样品不少于 2个，采样间隔不超过 2米。

若土壤层较薄或地下水埋深较浅（<2m），采样组数可适当减少，但需提供支撑材料。不同性

质土层至少采集 1组土壤样品。同一性质土层厚度较大或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根据实际情况

在该层位增加采样点。采样深度应考虑污染物可能释放和迁移的深度（如：有地下管线和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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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槽等），样品采集深度应大于其埋深。清洁对照点只测表层样。

6.1.2.2布点原则

本项目在地块内主要疑似污染区域进行布点，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调查目的在于确认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关注污染物种

类及污染程度，因此针对现场踏勘情况并结合前期资料调研结果，采用系统布点法和专业判断

布点相结合的方法在整个地块潜在污染区进行布点。

（2）科学性原则：此阶段采样点布设根据前期踏勘与资料分析结果，一方面重点关注各

类生产车间污染物存在可能性较大的区域，另一方面确保取样点覆盖整个地块并能代表整个地

块的情况，以便科学合理的了解整个地块的污染情况，并通过恰当的方式体现出地块的污染状

况。

（3）可操作性原则：现场环境条件不具备采样条件时，需要对点位进行调整，现场勘查

与采样相结合，记录调整原因和调整结果，确定新的采样点位。

6.1.2.3点位调整原则

如遇到以下情况则适当进行采样点位置及采样深度的调整：

（1）采样时遇到厚度过大的混凝土地基，通过地面破碎后机器仍然无法继续钻进；

（2）采样时遇到地下管道，导致无法继续钻进；

（3）其它阻碍采样机械实施采样作业的情况；

（4）设计最大采样深度处有疑似污染的迹象。

现场点位调整后要对电子地图网格所布点进行调整，记录调整原因和调整结果，确定新的

调查点位地理属性，校正原调查点位。最终形成调查区域内实际需要实施调查的点位集。

6.2初步调查采样方案

6.2.1土壤调查采样方案

A土壤采样点布设情况

本项目调查面积总计为 1772.93平方米。本次初步调查根据专业判断布点法，在本地块的

精加工车间、组装车间 1和 2、库房及危废暂存间 5个重点区域布设 6个点，并在档案室布设

1个非重点区域对照点，按照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建

设用地士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修订版）》（川环办函〔2022〕443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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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完成采样方案的编写后，交由专家评审，采样方案于 2023年 12月 24

日通过专家评审。

地块周边存在河流-威远河，流向为西南向东北，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地势较为平坦，

地块内地下水流向呈西南向东北流向。

图 6-1 地下水流向图

B土壤钻探情况

本次调查按照专业判断布点法进行布点，拆除地面表层硬化层以后，开挖深度在 1.8m处

可见地下水，为明确深层土层情况，继续钻探至 11m深，钻探结果表明 1m处地下水稳定，根

据钻探情况，本次采样深度为 0-0.5m，0.5-2m，2-4m，具体水位情况见地下水建井记录。

C土壤采样深度设计

本次采样纵向布点采样深度为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的深度。表层土壤样品采集深度

为 0~0.5 m；清洁对照点设置表层采样点。土壤采样点位位置及依据见表 6-2，实际采样布点

示意图见图 6-2所示。

表 6-2 土壤重点区域采样点位位置及依据一览表

序

号

点位

编号
点位位置

点位坐标

（°）

钻探深

度（m）
采样深度

样品

编号

样品

数量

重点

区域
布点依据

地表水流向

地下水流向

图例

本项目

地表水流向

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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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1
地块外西北

侧空地

104.65755，
29.53552

0.5 0-0.5 B1 1个 / 作为清洁对照点

2 T1
精加工车间

（刷漆位置）

104.65932，
29.53178

4
0-0.5m
0.5-1.0m
2.0-2.5m

T1 3个 是

生产时期设备机油

及生产中的油漆、

废切削液等污染物

跑冒滴漏；停产设

备拆除后地面硬化

破损，机油有渗漏

风险

3 T2
精加工车间

（钻床位置）

104.65910，
29.53162

10
0-0.5m
0.5-1.0m
2.0-2.5m

T2 3个 是

生产时期设备机油

及生产中的油漆、

废切削液、边角料、

焊渣等污染物跑冒

滴漏；停产设备拆

除后地面硬化破

损，机油有渗漏风

险

4 T3 组装车间 1
104.65943，
29.53164

4
0-0.5m
0.5-1.0m
2.0-2.5m

T3 3个 是

生产时期产品堆放

及组装时的边角料

及拆除设备时机油

等污染物的渗漏风

险

5 T4 组装车间 2
104.65925，
29.53149

4
0-0.5m
0.5-1.0m
2.0-2.5m

T4 3个 是

生产时期产品堆放

及组装时的边角料

及拆除设备时机油

等污染物的渗漏风

险

6 T5 档案室
104.65916，
29.53145 4

0-0.5m
0.5-1.0m
2.0-2.5m

T5 3个 否 非重点区域对照点

7 T6 库房

104.65932，
29.53161 4

0-0.5m
0.5-1.0m
2.0-2.5m

T6 3个 否 非重点区域对照点

8 T7 危废间
104.65939，
29.53153

10
0-0.5m
0.5-1.0m
2.0-2.5m

T7 3个 否

暂存中的有机物及

油类挥发、外购原

料倒入油桶时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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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土壤采样示意图

图例

本项目

土壤监测点

图例

本项目

土壤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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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地下水调查采样方案

（1）地下水监测井布点设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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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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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环办函﹝2022﹞443号）

文件要求，地块面积≤5000m2，地下水采样点位不少于1个；地块面积＞5000m2，地下水采样

点位不少于2个。点位布设应在地下水流向上游的一定距离设置1个地下水对照监测点（新建或

利用符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现有水井）。可在地下水流向上游、地下水可能污染较严

重的地块内区域和地下水流向下游分别布设1个监测点位（新建或利用符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的现有水井）。若地下水埋深大于15m，且上层土壤无明显污染痕迹，可不用采集地下

水，但需要提供钻井记录或其它支撑资料。利用现有水井需提供成井资料，并论述其是否符合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根据前文分析，地块内地下水流向主体为西南向东北，地下水污染扩散途径主要为渗入扩

散方式，因此地下水上游位于西北侧，在地块西侧布设 1个地下水清洁对照点，点位编号为

W3。

结合前期现场踏勘和资料分析，在地块东侧布设 1个地下水监测点，点位编号为W2，西

侧布设一个地下水监测点，点位编号W1，根据现场钻探情况，由于水位埋深较浅，土壤点位

均采用冲击钻设备进行钻探提土，因此将在东侧和西侧的两个点位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井技

术规范》（HJ164-2020）进行建井洗井操作，作为水土共用点使用。

建井深度：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井技术规范》（HJ164-2020）要求“监测井滤水管要求，

丰水期间需要有 1m的滤水管位于水面以上；枯水期需有 1m的滤水管位于地下水面以下”，

根据建井记录，该区域地下水埋深约 1.8m，预计建井深度 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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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6.2.2.4一般情况下采样深度应在监测井水面下 0.5m以下”。对于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

污染，监测点位应设置在含水层顶部；对于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污染，监测点位应设置在含

水层底部和不透水层顶部。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在地块上游设地下水清洁对照点 1 个，在地块内布设地

下水监测点 2个。地块内地下水初步设计采样点位示意图见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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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地下水采样示意图

6.3采样方案一览表

地下水流向

图例

本项目

地下水监测点

图例

本项目

地下水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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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采样一览表

类

型

点

位
位置描述 点位坐标° 采样深度 检测因子 备注

土

壤

B1
地块外西北

侧空地

104.65757，
29.53544

0-0.5m

45项+石
油烃、铬、

锰、钼、

钒

土壤背景点

T1
精加工车间

（刷漆位置）

104.65932，
29.53178

0-0.5m、

0.5-1m、

2-2.5m

生产时期设备机油及生产中的油

漆、废切削液等污染物跑冒滴漏；

停产设备拆除后地面硬化破损，机

油有渗漏风险

T2
精加工车间

（钻床位置）

104.65910，
29.53162

0-0.5m、

0.5-1m、

2-2.5m

生产时期设备机油及生产中的油

漆、废切削液、边角料、焊渣等污

染物跑冒滴漏；停产设备拆除后地

面硬化破损，机油有渗漏风险

T3 组装车间 1
104.65943，
29.53164

0-0.5m、

0.5-1m、

2-2.5m

生产时期产品堆放及组装时的边角

料及拆除设备时机油等污染物的渗

漏风险

T4 组装车间 2
104.65925，
29.53149

0-0.5m、

0.5-1m、

2-2.5m

生产时期产品堆放及组装时的边角

料及拆除设备时机油等污染物的渗

漏风险

T5 档案室
104.65916，
29.53145

0-0.5m、

0.5-1m、

2-2.5m
非重点区域对照点

T6 库房
104.65932，
29.53161

0-0.5m、

0.5-1m、

2-2.5m
非重点区域对照点

T7 危废暂存间
104.65939，
29.53153

0-0.5m、

0.5-1m、

2-2.5m

暂存中的有机物及油类挥发、外购

原料倒入油桶时滴漏

地

下

水

W1
精加工车间

（钻床位置）

104.65910，
29.53162

/
35项+镍+
石油类+
钼、钒

T2水土共用点

W2 危废暂存间
104.65939，
29.53153

/ T7水土共用点

W3 地块上游
104.65584,
29.52966 / 地下水背景点

（1）土壤 45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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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项，包括：砷、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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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
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
蒽、茚并[1，2，3-cd]芘、萘等共 4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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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测因子：《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中：铬、锰、钼；《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二中：钒、石油烃（C10-C40）
（3）地下水监测指标为《地下水质量标准》中：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溶解性

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

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苯、甲苯、镍、钼、钒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石油类共 3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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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7.1采样点定位

土壤样品采集作业前，使用 GPS点位系统对土壤采样点进行现场放点定位。根据现场定

位情况，得到各点位坐标和标高信息等。

7.1.1地下水水位测量

现场拟使用水位计对地块内水井测试稳定水位、高程等信息。

7.1.2地下管线探测

首先向地块使用者、周边居民等知情人员了解各类地下管线布设区域。确定无地下管线、

电缆等，再进行钻探取样。

7.1.3地下水建井洗井情况

7.1.3.1建井

监测井的设置包括钻孔、下管、填砾及止水、井台构筑等步骤。监测井所采用的构筑材料

不应改变地下水的化学成分。不采用裸井作为地下水水质监测井。建井的具体技术要求及针对

不同检测物质应选用的构筑材料如下所述，本次建井符合下述要求：

（1）井管

下管前校正孔深，确定井深是否达到设定深度；按先后次序将井管逐根丈量、排列、编号、

试扣；本次地下水建井井管采用管径 100mm的聚氯乙烧管（PVC），滤水管为宽 0.25mm的

细缝割缝管；井管连接采用螺纹口连接。

滤水管长度应等于监测目的层中含水层总厚度。对巨厚（大于 30m）含水层可适当减少滤

水管长度，减少长度宜不超过含水层厚度的 25%。滤水管应安置在含水层部位。

井管材质因检测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各类检测项目的材质选择见下表。

表 7-1 井管材质选择要求

检测项目类别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禁用材质

金属 聚四氟乙（PTFE） 聚氯乙烯（PVC） 304 和 316 不锈钢

有机物 304 和 316 不锈钢 PVC 镀锌钢和 PTFE

金属和有机物 无 PVC和 PTFE 304 和 316 不锈钢

如果井深超过 20m时，需改用受压强度更高的井管。

井管长度保留 50cm，井口用与 PVC材质管帽堵，地上部分采用管套保护，测量记录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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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及管口高程，填写成井记录单、地下水采样井洗井记录单，拍照记录成井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和信息，包括：成井过程中对井管处理（割缝、包网处理、井管连接等）、滤料填充和止水

材料、洗井作业和洗井合格出水等；建井 24h后，进行成井洗井作业。本项目采用带有调节阀

的贝勒管进行洗井，为防止交叉污染，一井一管。使用贝勒管提取采样井内水体积 3倍以上，

现场采用带有刻度的塑料桶进行测量洗井水体积。

（2）地下水监测井钻孔

钻孔的直径应至少大于井管外壁，井管管径为 100mm，以适合砾料和封孔黏土或膨润土

的就位。钻孔的深度依监测井所在场区地下水埋深、水文地质特征及含水层类型和分布而定，

达到含水层底板以下 50cm 或至少地下水含水层水位线下 5m， 但不应穿透弱透水层。监测井

钻孔达到要求深度后，宜进行钻孔掏洗，清除钻孔中的泥浆、泥沙等，然后才能开始下管。

（3）地下水监测井下管

下管前校正孔深，确定下管深度、滤水管长度和安装位置，按下管先后次序将井管逐根丈

量、排列、编号、试扣，确保下管深度和滤水管安装位置准确无误。下管作业统一指挥，互相

配合，操作要稳要准，井管下放速度不宜太快，中途遇阻时不准猛墩硬提，适当地上下提动和

缓慢地转动井管，与钻孔同心。

（4）填砾及止水

填砾：砾料选择质地坚硬、密度大、浑圆度好的白色石英砂砾为。

避免滤料填充时形成架桥或卡锁现象，使用导砂管将滤料缓慢输入管壁与井壁中的环形空

隙内。滤料在回填前冲洗干净（由清水或蒸馏水清洗），清洗后使其沥干。滤料层材料选择球

度与圆度好、无污染的石英砂，使用前经过筛选和清洗，滤料的粒径为约 2毫米；滤料层应从

沉淀管底部一定距离到滤水管顶部以上 50 cm。

止水：止水材料必须具备隔水性好、无毒、无嗅、无污染水质等条件。选用球状膨润土回

填。止水部位根据地块内含水层分布的情况确定，选择在隔水层处。止水厚度至少从滤料往上

50cm和滤料下部 50cm；如果地块内存在多个含水层，每个弱透水层及以上 30cm至弱透水层

以下 30cm范围内必须用膨润土回填。

（5）井台构筑

井口处使用混凝土固定井管，混凝土浇筑一直从地面到膨润土回填上部。

井台构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明显式井台，井管地上部分 30～50cm，超出地面的部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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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白相间的管套保护，管套建议选择强度较大且不宜损坏的材质，如果在管套与井管之间有

孔隙，则注以水泥固定，监测井井口用与井管同材质的丝堵或管帽封存。另一种是隐蔽式井台，

原则上不超过自然地面 10 cm，为方便监测时能够打开井盖，建议在地面以下的部分设置直径

比井管略大的井套套在井管外，井套外再用水泥固定并筑成土坡状，井套内与井管之间的环形

空隙不填充任何物质，以便于井口开启和不妨碍道路通行。

（6）井位高程及坐标测量

建井完成后，必须进行井位坐标测量及井管顶的高程测量。测量精度能满足一般工程测量

的精度即可。测量精度满足一般工程测量的精度。

（7）设置标识牌

监测井需设置标识牌。标识牌上需注明监测井编号、井的管理单位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7.1.3.2洗井

在成井洗井 24h后进行洗井，洗井过程要防止交叉污染，使用贝勒管洗井一井一管。成井

洗井达标直观判断水质基本上达到水清砂净（即基本透明无色、无沉砂），同时监测 pH值、

电导率、浊度、水温、氧化还原点位等参数值达到稳定（连续三次监测数值浮动在±10%以内），

浊度小于 50NTU，清洗废水收集后集中处置。

7.2采样方法和程序

7.2.1采样前准备

现场采样应准备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定位仪器、现场探测设备、调查信息记录装备、取样

设备、样品的保存装置和安全防护设备等。

7.2.2分析方法及检出限

实验室优先选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等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其次选用国际标准方法

和行业标准，所采用方法均通过 CMA 认可。

本项目出具的检测报告《SCHJJCJSYXGS6380-0001》及所包含的检测指标均具有 CMA

资质。

本项目检测方法均采用最新检测标准，未采用过期无效标准。本项目检测项目的检出限均

满足相应检测标准的要求，各检测项目的检出限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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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土壤样品检测方法、使用仪器及检出限

项 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方法检出限

砷

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2部分：土壤中

总砷的测定
GB/T22105.2-2008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1mg/kg

镉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YJ-W31S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mg/kg

六价铬
土壤和沉积物六价铬的测定碱溶 液

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1082-2019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5mg/kg

铜
土壤和沉积物铜、锌、铅、镍、铬 的

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mg/kg

铅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1mg/kg

汞

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 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22105.1-2008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02mg/kg

镍
土壤和沉积物铜、锌、铅、镍、铬

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3mg/kg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C

气相色谱-质谱仪
1.3μg/kg

氯仿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1μg/kg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0μg/kg

1,1-二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1,2-二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1.3μg/kg

1,1-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1.0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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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1,2-二氯

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3ug/kg

反-1.2-二氯

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4μg/kg

二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1.5μg/kg

1,2-二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1μg/kg

1,1,1,2-四氯

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ug/kg

1,1,2.2-四氯

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四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4μg/kg

1,1,1-三氯

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3μg/kg

1,1,2-三氯

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三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1,2.3-三氯 丙

烷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0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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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9μg/kg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ug/kg

1,2-二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5μg/kg

1,4-二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5μg/kg

乙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ug/kg

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1μg/kg

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1.3μg/kg

间二甲苯+对

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邻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2μg/kg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0.09mg/kg

苯胺

土壤和沉积物 13种苯胺类和 2种
联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液相色谱-

三重四极杆质谱法
HJ1210-202

1290infinity I+UItivo 液

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

谱联用仪 CHYC/01-3025
2ug/kg

2-氯酚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06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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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蒽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1mg/kg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1mg/kg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2mg/kg

苯并[k]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

相色谱-质谱仪
0.1mg/kg

䓛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1mg/kg

二苯

并[a,h]蒽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1mg/kg

茚并

[1,2,3-cd]芘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1mg/kg

萘

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09mg/kg

铬
土壤和沉积物铜、锌、铅、镍、铬

的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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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g/kg

锰*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元素的测定碱 熔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974-2018

iCAP 7200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CHYC/01-2004
0.02g/kg

钒*
土壤和沉积物 11种元素的测定碱 熔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974-2018

iCAP 7200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CHYC/01-2004
0.02g/kg

钼*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803-2016

NexION 1000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

CHYC/01-2016
0.1mg/kg

石油烃

（C10-C40）

土壤和沉积物石油烃（C10-C40）的 测

定气相色谱法
HJ1021-2019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6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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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地下水样品检测方法、使用仪器及检出限

项 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方法检出限

色度 水质色度的测定 GB11903-1989 / /

臭和味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23 / /

浊度 水质浊度的测定浊度计法 HJ1075-2019
ZYJ-W293

WGZ-200B浊度计
0.3NTU

肉眼可见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23 / /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电极法 HJ1147-2020

ZYJ-W277
SX-620笔式 pH计

/

总硬度
水质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7477-1987
ZYJ-W715

25ml棕色酸式滴定管
/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23

ZYJ-W087
ESJ200-4A电子分析天平

/

硫酸盐

水质无机阴离子（F-、Cl、

NO₂ 、Br、NO₃ 、PO₄³-、SO₃²-、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18mg/L

氯化物

水质无机阴离子（F-、CI、

NO₂ 、Br、NO₃ 、PO₄³-、SO₃²-、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07mg/I

铁
水质铁、锰的测定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3mg/L

锰
水质铁、锰的测定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11-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mg/L

铜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5750.6-2023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5μg/L

锌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5mg/L

铝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5750.6-2023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μg/L

挥发酚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503-2009

ZYJ-W079
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03mg/L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

定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7494-1987

ZYJ-W301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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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 分

光光度法
HJ535-2009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25mg/L

硫化物
水质硫化物的测定亚甲基蓝

分光光度法
HJ1226-2021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3mg/L

钠
水质钾和钠的测定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1904-198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mg/L

亚硝酸盐（以

N 计）

水质无机阴离子（F、CI、
NO₂ 、Br、NO₃ 、PO₄³-、SO₃²-,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05mg/L

硝酸盐 （以

N 计）

水质无机阴离子（F、Cl、
NO₂ 、Br、NO₃ 、PO₄³、SO₃²-、
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04mg/L

氰化物
水质氰化物的测定异烟酸 巴

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HJ484-2019

ZYJ-W07S
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1mg/L

碘化物
水质碘化物的测定 离子色谱

法
HJ778-2015

ZYJ-W344
CIC-D100离子色谱仪

0.002mg/L

汞
水质汞、砷、硒、铋和锑的 测

定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4μg/L

砷
水质汞、砷、硒、铋和锑的 测

定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3μg/L

硒
水质汞、砷、硒、铋和锑的 测

定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4μg/L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镉、铜

和铅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 （第四版增补版）

（第四版增补版）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2002
年）

第三篇第四章七（四）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1μg/L

铬（六价）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5750.6-2023

ZYJ-W33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4mg/L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镉、铜

和铅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 （第四版增补版）

（第四版增补版）国

家 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 第三篇第

四章十六（五）

ZYJ-W31S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μg/L

三氯甲烷
水质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

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2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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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
水质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

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3μg/L

苯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顶空

气相色谱法 HJ1067-2019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μg/L

甲苯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顶空

气相色谱法
HJ1067-2019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μg/L

镍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

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5750.6-2023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5μg/L

耗氧量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11892-1989
ZYJ-W710

25ml 棕色酸式滴定管
0.5mg/L

石油类
水质石油类的测定紫外分光

光度法（试行）
HJ970-2018

ZYJ-W105
T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mg/L

7.3实验室分析

7.3.1样品制备和预处理

7.3.1.1土壤样品制备

在风干室将土样放置于风干盘中，摊成 2～3 cm的薄层，适时地压碎、翻动，拣出碎石、

砂砾、植物残体。在磨样室将风干的样品倒在有机玻璃板上，用木锤敲打，用木滚、木棒、有

机玻璃棒再次压碎，拣出杂质，混匀，并用四分法取压碎样，过孔径 0.25mm（20目）尼龙筛。

过筛后的样品全部置无色聚乙烯薄膜上，并充分搅拌混匀，再采用四分法取其两份，一份交样

品库存放，另一份作样品的细磨用。粗磨样可直接用于土壤 pH、阳离子交换量、元素有效态

含量等项目的分析。用于细磨的样品再用四分法分成两份，一份研磨到全部过孔径 0.25mm（60

目）筛，用于农药或土壤有机质、土壤全氮量等项目分析；另一份研磨到全部过孔径 0.15mm

（100目）筛，用于土壤元素全量分析。

7.3.1.2实验室检测过程

1.在检测前对检测方法做出确认，实验室检测人员到样品管理员处领取检测样品，并对样

品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本项目对样品有效性的核查结果表明，收到的样品均

为有效样品，即样品标签及包装完整，未受运输的影响而产生污染。

2.实验室检测人员参加样品预处理及仪器检测的全过程，实验中产生的废液和废物分类收

集，属于危险废物的送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3.实验室检测人员检查检测环境条件是否符合检测要求，并做好环境监控记录，本项目检

测期间环境条件均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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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样品保存及流转

7.3.2.1土壤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本项目土壤样品的采集使用取土钻取出柱状土样之后，用木铲剥离柱状土壤外部土壤，取

柱心土壤进行采样分析；挥发性及半挥发性有机物样品的采集，为保证样品的代表性，本次土

壤样品在采集后现场立即进行裁剪，并使用一次性非扰动性取样器采集 5-10g土样，迅速转移

至含 10mL甲醇的棕色 viaL 瓶内，防止因土壤样品被阳光照射而导致的有机物挥发，样品放

于低温保温箱中进行保存，并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

采样过程中与土壤接触的采样工具重复利用时应反复清洗。现场采样记录、现场监测记录

使用表格描述土壤特征、可疑物质或异常现象等，同时保留现场相关影像记录，其内容、页码、

编号齐全便于核查，如有改动应注明修改人及时间，具体采样记录见附件。

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具体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 HJ/T166-2004执行。为严格防止交叉污染，专业人员使

用新的一次性的无污染手术用橡胶手套，采集的样品使用棕色避光采样瓶密封保存，贴上标签

纸，标明样品名称、编号和采样日期等参数。并将土壤样品立即放置到冷藏保温箱中低温保存。

样品采集完成后在 48小时内送至实验室分析，样品装运前核对采样记录表、样品标签等，

如有缺漏项和错误处，应及时补齐和修正后方可装运，样品运输过程中严防损失、混淆或玷污。

7.3.2.2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1）地下水样品采样方法

1.地下水采集前对水井进行清洗，测量并记录水位。

2.水采样前用待采集水样润洗 2~3次。

3.本次使用贝勒管进行地下水样品采集，采样时缓慢沉降或提升贝勒管。取出后，通过调

节贝勒管下端出水阀或低流量控制器，使水样沿瓶壁缓缓流入瓶中，直至在瓶口形成一向上弯

月面，旋紧瓶盖，避免采样瓶中存在顶空和气泡，为防止交叉污染，使用过的贝勒管不得重复

使用。

（2）地下水样品保存

因气体交换、化学反应和生物代谢，水质变化很快，因此送往实验室的样品容器要密封、

防震、避免日光照射、过热的影响。当样品不能很快地进行分析时，样品需要固定、妥善保存。

短期贮存时，可以于 2~5℃冷藏，较长时间的贮存应将样品冷冻至－20℃，样品冷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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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组分可能到最后冰冻的样品的中心部分，所有在使用冷冻样品时，要将样品全部融化。也

可采用加化学药品的方法保存，但选择的保存方法不能干扰以后的样品检验，或影响检测结果。

样品封装好后，贴上样品标签，包含样品编码、采样日期和分析项目等信息；地下水采集完成

后，样品瓶应用泡沫塑料袋包裹，并立即放入现场装有冷冻蓝冰的样品箱内保存。

7.4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全过程负责，包括前期现场调查、确定地块调查方

案、现场采样、编制调查评估报告，其中实验室分析及出具检测报告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和四川省川环源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责；在采样及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四川和鉴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和四川省川环源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在自身技术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基础上，

针对本次调查，采取了严格的质控及质保措施。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单位均按照最新评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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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要求对采样方案、采样过程、实验室检测各环节进行了质控检查，具

体质量控制叙述如下：

7.4.1质量控制工作组织情况

7.4.1.1质量管理组织体系

承接到该项目后，我单位公司内部有质量管理组织体系，严格按照公司《程序文件》和《质

量手册》进行质量控制，同时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相关要求，成立了质量控制工作组，按照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图 7-1）开展本项目的质量控制。

涵盖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制定、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分析、 调查报告编制等环节的内部质量

控制。

7.4.1.2质量控制人员

针对针对该项目成立了质量控制工作组，人员组成由：采样部、质控部、评价部组成，质

控部部长任本次质控工作组组长，其余为组员。

7.4.1.3质量控制工作过程

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 ( 试 行 )》相关技术规定，形

成如下工作流程，质控工作组对该项目的采样方案、现场采样及实验室分析过程均进行了全过

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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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质量控制工作流程

7.4.2采样分析工作计划质量控制

7.4.2.1质量控制工作内容

（一）初步或详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应当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调

查评估指南》等文件制定。其中，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制定单位应当在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以下简称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核查已有信息、判断污染物的可能分布，编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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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案。

（二）内部质量控制人员检查采样方案，判断点位布设的合理性。重点检查第一阶段调查

结论的合理性、支撑采样方案制定的充分性，点位数量的合规性、布点位置的合理性、采样深

度的科学性、检测项目设置的全面性等。可以自行组织专家对采样方案进行审核，必要时可进

行现场检查。

（三）内部质量控制人员应当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方案检查记录表。若检

查项目中有任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为检查不通过。调查人员需根据具体意见补充完善相关

信息、补充布点或重新布点，由内部质量控制人员复审直至检查通过。

（四）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制定单位原则上至少在现场采样前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后的

采样方案（含修改说明）、确定的点位信息，上传至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

7.4.2.2质量控制结果与评价

我单位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 ( 试 行 )》中规定，由内部质量

控制人员（采样部部长）对布点采样方案进行了检查。对其资料收集是否全面、初步采样点位

布设是否符合要求等进行了检查，根据质量控制报告，其质量评价为通过，其采样方案满足相

关导则要求。

7.4.3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首先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中规

定，对现场采样过程进行了检查记录，由采样部部长负责进行检查。对点位位置是否与方案一

致、土孔钻探过程质控、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过程质控、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过程、样

品流转过程质控等进行了检查，根据附件的检查结果，其质量评价为合格，其现场采样质控满

足相关导则要求。

7.4.3.1现场探勘及运输保障控制措施

钻探采样前现场踏勘的措施

钻探采样前的现场踏勘主要目的与内容包括：了解场地环境状况；排查地下管线、集水井、

检查井等分布情况；核准采样区底图、计划采样点位置是否具备钻探条件（如不具备则进行点

位调整）；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确定调查区域范围与边界等工作。

（1）采样点定位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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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采样点坐标，现场采用 GPS进行采样点定位。土孔钻探前探查采样

点下部的地下管线、集水井和检查井等地下情况。

采样点位调整原则与记录：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确定的理论调查点位集外，还要通过必要

的现场勘查与污染情况分析，最终对理论布点进行检验与优化。现场环境条件不具备采样条件

需要调整点位的，现场点位的调整与业主单位进行确认，最终形成调查区域内实际需要实施调

查的点位集。

本次不涉及钻探点位的调整。

（2）调查区域边界确定

确认与记录调查边界的地理属性（与采样行动结合）。

7.4.3.2采样和现场检测所需物品的运输保障措施

采样/现场检测人员将所需的仪器设备按照各自的运输要求装箱、装车，在运输途中切实

最好防震、防尘、防潮工作，确保其在运输期间不致因震动等原因而损坏。需低温冷藏的试剂，

置于冷藏箱（柜）中，并保证在运输过程中始终处于满足其保存要求的低温状态。必须携带的

试剂，分开放置，搬运中避免撞击、高温或阳光直射，并设防火措施。

7.4.4样品制备过程质量控制

样品制备过程的质量控制主要在样品风干和样品制样过程中进行，土壤风干室和土壤制样

室相互独立，并进行了有效隔离，能够避免相互之间的影响。土壤制样室是在通风、整洁、无

扬尘、无易挥发化学物质的房间内进行，且每个制样操作岗位有独立的空间，避免样品之间相

互干扰和影响。

制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保持工作室的整洁，整个过程中必须戴一次性防护手套；

（2）制样前认真核对样品名称与流转单中名称是否一一对应；

（3）人员之间进行互相监督，避免研磨过程中样品散落、飞溅等；

（4）制样工具在每处理一份样品后均进行擦抹（洗）干净，严防交叉污染；

（5）当某个参数所需样品量取完后，及时将样品放回原位，供实验室其它部门使用。

7.4.5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本次现场采样严格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进行采样。

在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应建立完整的管理程序。为避免采样设备及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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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等因素对样品产生影响，公司非常注重现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采样人员均经过培训并经考核后上岗、熟悉监测技术规范、具有野外调查经验，且掌握土

壤采样技术规程，已制定采样及质控计划。

采样工具类包括铁铲、铁镐、土铲、土钻（手钻）、土刀、木片及竹片钻机等；器材类为

RTK、卷尺、皮尺、塑料盒、样品袋、照相机以及其他特殊仪器和化学试剂；文具类为样品标

签、记录表格、文具夹、铅笔等小型用品。安全防护用品为工作服、工作鞋、安全帽、手套、

口罩、常用药品等。

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钻机取样过程中采用一次性采样管进行取样。

采集现场质量控制样是现场采样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本次质量控制样包括平行

样、运输空白样、全程序空白等。同种采样介质，每批次均已采集平行样。采集土壤样品用于

分析挥发性有机物和地下水指标时，每次运输采集一个运输空白样，具体见检测报告质量控制

部分。现场采样记录、现场监测记录使用表格描述土壤特征、可疑物质或异常现象等，同时保

留现场相关影像记录。

土壤样品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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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项目土样取样采用钻探采样。用钻机钻出柱状土壤，观察不同深度的土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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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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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使用手持式 VOCs检测仪对土壤中 VOCs进行快速检测。

表 7-4 土壤检测方法、使用仪器

序号 内容 快检设备信息 序号 内容 快检设备信息

1 设备名称 手持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 7 设备名称 手持式 VOCs 检测仪

2 设备型号 TrueX700 8 环境湿度 0-85%RH

3 生产厂商 苏州浪声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
9 工作温度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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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小检出限 1ppm 10 分辨率 0.001ppm

5 置信区间 95% 11 准确度 优于±5%

6 误差 ±2δ（仪器显示） 12 大气压力 60-110kPa

Truex手持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 标准校正块（设备配套）

手持式 VOCs检测仪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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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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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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快检结果结合土层结构及调查目的判断哪些深度的土层送往实验室进行定量分析。确

定分析土壤的深度范围后，用取样器剖开相应深度的柱状土壤取样，取中间部位未受到扰动的

土壤装入相应取样瓶中。

（3）检测重金属类等无机指标类的土样，装入自封袋。检测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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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污染物的土样，用金属非搅动采样器在土壤剖面处采集 5g土壤样品，然后装入装有甲醇保

存剂的吹扫捕集瓶中。所有采集的土样密封后放入现场的低温保存箱中，并于 24h内转移至实

验室冷藏冰箱中保存。

（4）采样的同时，由专人对每个采样点拍照，照片要求包含该采样点远景照一张，近照

三张；采样记录人员填写样品标签、采样记录；标签一式两份，一份放入袋中，一份贴在袋口，

标签上标注采样时间、地点、样品编号、监测项目、采样深度和经纬度。采样结束，需逐项检

查采样记录、样袋标签和土壤样品，如有缺项和错误，及时补齐更正。

7.4.6空白样品质量控制

7.4.6.1全程序空白样

每批次土壤或地下水样品均已采集 1个全程序空白样。采样前在实验室将 5 mL或 10mL

甲醇（土壤样品）和将二次蒸馏水或通过纯水设备制备的水作为空白试剂水（地下水样品）放

入 40 mL土壤样品瓶或地下水样品瓶中密封，将其带到现场。与采样的样品瓶同时开盖和密

封，随样品运回实验室，按与样品相同的分析步骤进行处理和测定，用于检查样品采集到分析

全过程是否受到污染。

本项目全程序空白测定结果均低于方法检出限，表明现场不存在污染现象，全程序空

白结果详见附件检测报告质控部分。

7.4.6.2运输空白样

每批次土壤或地下水样品均已采集 1个运输空白样。采样前在实验室将 5 mL或 10 mL甲

醇（土壤样品）和将二次蒸馏水或通过纯水设备制备的水作为空白试剂水（地下水样品）放入

40 mL土壤样品瓶或地下水样品瓶中密封，将其带到现场。采样时使其瓶盖一直处于密封状态，

随样品运回实验室，按与样品相同的分析步骤进行处理和测定，用于检查样品运输过程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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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污染。

本项目运输空白样测定结果均低于方法检出限，表明现场不存在污染现象，运输空白

结果详见检测报告质控部分。

7.4.7样品流转质量控制

（1）现场交接

样品采集后，指定专人将样品从现场送往临时整理室，到达临时整理室后，送样者、接样

者方同时清点样品，即将样品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单核对，并在样品交接

单上签字确认，样品交接单由双方各存一份备查。样品统一放入泡沫保温箱，内部放入足够量

冷冻好的蓝冰进行保温，使其内部温度恒定维持在 4℃以下，同时确保样品的密封性和包装的

完整性。

（2）运输流转

核对无误后，将样品分类、整理和包装后放于冷藏柜中，于当天或第二天送往检测单位实

验室。样品运输过程中均采用保温箱保存，内置低温蓝冰， 以保证保温箱温度不高于 4℃。

同时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玷污，直至最后到达检测单位分析实验室，完成样品交接。

（3）实验室流转

待实验室收到样品后，需要对收样单进行核对，同时发送邮件和取样方和委托方确认。

本项目样品流转过程均符合质控要求，未出现样品瓶缺少、破损或样品瓶标签无法辨识

等重大问题。

7.4.8采样中二次污染的控制

为避免采样过程中采样器具的交叉污染，每个采样前需要对采样设备进行清洁；与土壤接

触的其它采样工具，在重复使用时也要进行清洗。具体情况如下：

（1）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无影响采样质量的行为，不在采样时、样品分装时及样品密封

的现场吸烟，未随意丢弃采样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以及可能影响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的物品

等，产生的垃圾如手套、废纸等均已带回实验室，统一处理。

（2）采集柱状样的土孔，均用水泥回填封孔。

（3）每完成一个样品的采集更换采样手套并清洁采样工具，采样人员佩戴的手套、口罩

等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4）取土过程中为避免不同土孔之间以及同一土孔不同深度互相影响，均采用一次性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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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取土。

7.4.9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7.4.9.1定量校准

（1）标准物质

分析仪器校准首先选用有证标准物质。当没有有证标准物质时，也可用纯度较高（一般不

低于 98%）、性质稳定的化学试剂直接配制仪器校准用标准溶液。本项目分析仪器校准均选用

有证标准物质。

（2）校准曲线

采用校准曲线法进行定量分析时，一般至少使用 5个浓度梯度的标准溶液（除空白外），

覆盖被测样品的浓度范围，且最低点浓度应接近方法测定下限的水平。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时，

按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进行；分析测试方法无规定时，校准曲线相关系数要求为 R＞0.999。

本项目校准曲线相关系数均符合质控要求。

本项目连续进样分析时，每 24h分析一次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确认分析仪器校准曲线是

否发生显著变化。分析测试方法有规定的，按分析测试方法的规定进行；分析测试方法无规定

时，无机检测项目分析测试相对偏差应控制在 10%以内，有机检测项目分析测试相对偏差应控

制在 30%以内，超过此范围时需要查明原因，重新绘制校准曲线，并重新分析测试该批次全部

样品。本项目校准曲线均准确有效。

（3）仪器稳定性检查

本项目每次检测前均检查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正常完好，其校准状态标识是否有效，并做好

相关记录。检测人员均正确操作检测仪器设备，并如实记录检测原始观察数据或现象。

本项目检测期间仪器设备均正常完好，校准状态有效，标识清晰，记录完整。

7.4.9.2精密度控制

实验室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中精密度控制进行质量控制。通过平行双样进行精密度控

制。每批次样品分析时，每个检测项目（除挥发性有机物外）均做平行双样分析。在每批次分

析样品中，随机抽取 10%的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当批次样品数<10时，至少随机抽取 1个

样品进行平行双样分析。

平行双样测定值（A，B）的相对偏差（RD）在允许范围内，则该平行双样的精密度控制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平行双样分析测试合格率要求应达到 95%。当合格率小于 9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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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查明产生不合格结果的原因，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除对不合格结果重新分析测试外，

应再增加 5%～15%的平行双样分析比例，直至总合格率达到 95%。

7.4.9.3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案

实验室质量控制包括实验室内的质量控制（内部质量控制）和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外部

质量控制）。前者是实验室内部对分析质量进行控制的过程，后者是指由实验室或技术组织通

过发放考核样品等方式对各实验室报出合格分析结果的综合能力、数据的可比性和系统误差做

出评估的过程。

为确保样品分析质量，本项目土壤样品检测单位均获得计量认证合格（CMA）以及具有

相关检测因子资质。实验室质控样：除现场平行样外，还包括实验室内部质控要求，包括：方

法空白，实验室控制样，实验室平行样，基质加标样品及基质加标平行样品的检测分析对检测

质量进行控制。质控描述、目的和频次见下表。

表 7-4 实验室质量控制方案

类别

项目

描述/目的 频次

检查校准（CC）
标准曲线核查

目的：确认标准曲线是否有偏离
1 个/10 个样品

方法空白（MB）
在样品处理时与样品同时处理的相同基质的空白样

目的：确认实验过程中是否存在污染，包括玻璃器皿，试剂等 1 个/20 个样品

实验室控制样

（LCS）

将目标化合物加入到空白基质中，与每批样品经完全相同的步骤进行

处理和分析；

目的：确认目标化合物是否能够准确检出
1 个/20 个样品

实验室平行样

（DUP）

在每批样品中随机选择其中的一个样品，按分析所需量取两份，与其

他样品同样处理；

目的：确认实验室对于该类基质测试的稳定性
1 个/20 个样品

基质加标样品

（MS） 每批样品中选择其中的一个样品，按分析所需 量取两份，加入目标

化合物，然后与样品一起， 经完全相同的步骤进行处理和分析；

目的：确认样品基质对于目标化合物的影响及其稳定性

2 个/20 个样品
基质加标平行样

（MSD）

7.4.9.4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结果

7.4.9.4.1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结果及评价

本项目空白样品分析测试结果、质控样分析测试结果、平行样分析测试结果、加标平行样

分析测试结果均满足方法要求，符合《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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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质控要求。具体测试结果详见检测报告质量控制部分。

7.4.9.4.2分析测试数据记录与审核

（1）实验室保证分析测试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果，不得选

择性地舍弃数据，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2）检测人员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报告数据，与样品分析测

试原始记录进行校对。

（3）分析测试原始记录有检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名。检测人员负责填写原始记录；审

核人员检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考虑以下

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条件、数据的有效位数、数据计算和处理过程、法定计量单位和内部质

量控制数据等。

（4）审核人员对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本次检测数据均经实验室多级校对和审核后出具，检测数据准确有效。实验室质量控制措

施详见附件质控报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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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初调结果及评价

8.1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8.1.1土壤评价标准

根据规划文件，该地块后期拟作为第一类建设用地。本次评估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和《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DB51/2978-2023）一类用地进行评估筛选（见下表）。

表 8-1 污染地块土壤评价标准（mg/kg）

污染物分类 CAS
评价标准（mg/kg）

标准来源第一类用地筛

选值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铜（Cu） 7440-50-8 2000 180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 标 准 （ 试 行 ） 》

（ GB36600-2018）中

“筛选值”

铅（Pb） 7439-92-1 400 800

镍（Ni） 7440-02-0 150 900

镉（Cd） 7440-43-9 20 65

砷（As） 7440-38-2
40（根据土壤

类型确定为

40）
60

汞（Hg） 7439-97-6 8 38

六价铬 18540-29-9 3.0 5.7

氯甲烷 74-87-3 12 37

氯乙烯 75-01-4 0.12 0.43

1，1-二氯乙烯 75-35-4 12 66

二氯甲烷 75-09-2 94 616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0 54

1，1-二氯乙烷 75-34-3 3 9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66 596

氯仿（三氯甲烷） 67-66-3 0.3 0.9

1，1，1-三氯乙烷 71-55-6 701 840

四氯化碳 56-23-5 0.9 2.8

1，2-二氯乙烷 107-06-2 0.52 5

苯 71-43-2 1 4

三氯乙烯 79-01-6 0.7 2.8

1，2-二氯丙烷 78-87-5 1 5

甲苯 108-88-3 1200 1200

1，1，2-三氯乙烷 79-00-5 0.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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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乙烯 127-18-4 11 53

氯苯 108-90-7 68 270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2.6 10

乙苯 100-41-4 7.2 28

对（间）二甲苯
108-38-3，
106-42-3 163 570

邻二甲苯 95-47-6 222 640

苯乙烯 100-42-5 1290 1290

1，1，2，2-四氯乙烷 79-34-5 1.6 6.8

1，2，3-三氯丙烷 96-18-4 0.05 0.5

1，4-二氯苯 106-46-7 5.6 20

1，2-二氯苯 95-50-1 560 560

硝基苯 98-95-3 34 76

苯胺 62-53-3 92 260

2-氯酚 95-57-8 250 2256

苯并[a]蒽 56-55-3 5.5 15

苯并[a]芘 50-32-8 0.55 1.5

苯并[b]荧蒽 205-99-2 5.5 15

苯并[k]荧蒽 207-08-9 55 151

䓛 218-01-9 490 1293

二苯并[a，h]蒽 53-70-3 0.55 1.5

茚并[1，2，3-cd]芘 193-39-5 5.5 15

萘 91-20-3 25 70

钒 7440-62-2
300（根据土壤

类型确定为

300）
752

石油烃（C10-C40） / 826 4500

pH / / / /

铬 7440-17-3 1202 2882 《四川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DB51/2978-2023）中

“筛选值”

锰 7439-96-5 3593 13655

钼 7439-98-7 243 2127

表 8-2 各主要类型土壤中砷的背景值（GB36600-2018附录 A）
土壤类型 砷背景值（mg/kg）

绵土、篓土、黑垆土、黑土、白浆土、黑钙土、潮土、绿洲土、砖红壤、褐土、

灰褐土、暗棕壤、棕色针叶林土、灰色森林土、棕钙土、灰钙土、灰漠土、灰棕

漠土、棕漠土、草甸土、磷质石灰土、紫色土、风沙土、碱土

20

水稻土、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栗钙土、沼泽土、盐土、黑毡土、草毡土、

巴嘎土、莎嘎土、高山漠土、寒漠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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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红壤、燥红土、石灰（岩）土 60

表 8-3 各主要类型土壤中钒的背景值（GB36600-2018附录 A）
土壤类型 钒背景值（mg/kg）

磷质石灰土 10
风沙土、灰钙土、灰漠土、棕漠土、篓土、黑垆土、灰色森林土、高山漠土、棕

钙土、灰棕漠土、绿洲土、棕色针叶林土、栗钙土、灰褐土、沼泽土
100

莎嘎土、黑土、绵土、黑钙土、草甸土、草毡土、盐土、潮土、暗棕壤、褐土、

巴嘎土、黑毡土、白浆土、水稻土、紫色土、棕壤、寒漠土、黄棕壤、碱土、燥

红土、赤红壤

200

红壤、黄壤、砖红壤、石灰（岩）土 300

根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soilinfo.cn/map/index.aspx）对本项目地块所在区

域的土壤类型进行查询，如图 8-1所示，项目地块所在区域的土壤类型为黄壤，故此土壤中砷

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为 40mg/kg，钒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为 300mg/kg。

图 8-1 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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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检测结果

本项目涉及的环境检测工作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检测结果如下：

表 8-4 土壤监测结果表

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B1背景点位

（E104.65757°,N29.53544°）

T1精加工车间（刷漆位置）

（E104.65932,N29.53178）
T2精加工车间（钻床位置）

（E104.65910,N29.53162）
T3组装车间 1

（E104.65943,N29.53164）

0~50（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12
月

12
日

砷 5.08 11.6 11.5 5.9 12.2 9.18 8.9 12.4 9.91 12 40

镉 0.47 0.21 0.34 0.16 0.42 0.27 0.28 0.43 0.44 0.14 20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铜 26 41 44 34 62 39 26 48 33 38 2000

铅 36.3 48.7 45.6 33.6 49.5 48.9 42.8 44.1 41.3 49.4 400

汞 0.0958 0.548 0.338 0.179 0.335 0.962 0.301 1.21 0.419 1.3 8

镍 32 38 38 39 41 43 29 39 40 41 150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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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B1背景点位

（E104.65757°,N29.53544°）

T1精加工车间（刷漆位置）

（E104.65932,N29.53178）
T2精加工车间（钻床位置）

（E104.65910,N29.53162）
T3组装车间 1

（E104.65943,N29.53164）

0~50（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1,1-二氯乙

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1,2-二氯乙

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1,1-二氯乙

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顺-1,2-二氯

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反-1,2-二氯

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1,2-二氯丙

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1,1,1,2-四氯

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1,1,2,2-四氯

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1,1,1-三氯

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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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B1背景点位

（E104.65757°,N29.53544°）

T1精加工车间（刷漆位置）

（E104.65932,N29.53178）
T2精加工车间（钻床位置）

（E104.65910,N29.53162）
T3组装车间 1

（E104.65943,N29.53164）

0~50（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1,1,2-三氯

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1,2,3-三氯

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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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B1背景点位

（E104.65757°,N29.53544°）

T1精加工车间（刷漆位置）

（E104.65932,N29.53178）
T2精加工车间（钻床位置）

（E104.65910,N29.53162）
T3组装车间 1

（E104.65943,N29.53164）

0~50（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二苯并[a,h]
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茚并

[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 75 -

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B1背景点位

（E104.65757°,N29.53544°）

T1精加工车间（刷漆位置）

（E104.65932,N29.53178）
T2精加工车间（钻床位置）

（E104.65910,N29.53162）
T3组装车间 1

（E104.65943,N29.53164）

0~50（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铬 62 89 85 72 94 88 70 87 69 81 1202

锰* 820 720 690 420 640 670 810 650 510 600 3593

钒* 100 100 90 110 90 110 100 100 110 110 300

钼* 0.5 1.9 2.1 1 4 1.3 0.9 2.1 1.1 1.5 243

石油烃

（C10~C40）
14 94 22 30 84 76 41 105 119 39 826



- 76 -

续表：

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T4组装车间 2

（E104.65925,N29.53149）

T5档案室

（E104.65916,N29.53145）

T6库房

（E104.65932,N29.53161）

T7车间外空地

（E104.65939,N29.53153）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12月

12日

砷 12.2 9.79 9.1 13.4 11.6 9.66 10.7 12.2 12.3 8.53 9.02 9.57 40

镉 0.39 0.33 0.13 0.42 0.14 0.14 0.35 0.44 0.35 0.14 0.35 0.13 20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铜 31 68 36 126 95 59 45 54 46 34 34 37 2000

铅 104 40.1 38.8 44.1 43.8 39.6 48.9 53.1 41.9 40.3 38.5 34.8 400

汞 0.366 1.22 0.555 1.2 0.858 0.694 1.54 1.49 0.639 0.716 0.429 0.453 8

镍 31 38 36 52 48 44 41 37 47 35 42 40 150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1,1-二氯乙

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1,2-二氯乙

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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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T4组装车间 2

（E104.65925,N29.53149）

T5档案室

（E104.65916,N29.53145）

T6库房

（E104.65932,N29.53161）

T7车间外空地

（E104.65939,N29.53153）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1,1-二氯乙

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顺-1,2-二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反-1,2-二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1,2-二氯丙

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1,1,1,2-四
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1,1,2,2-四
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1,1,1-三氯

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1,1,2-三氯

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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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T4组装车间 2

（E104.65925,N29.53149）

T5档案室

（E104.65916,N29.53145）

T6库房

（E104.65932,N29.53161）

T7车间外空地

（E104.65939,N29.53153）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1,2,3-三氯

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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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T4组装车间 2

（E104.65925,N29.53149）

T5档案室

（E104.65916,N29.53145）

T6库房

（E104.65932,N29.53161）

T7车间外空地

（E104.65939,N29.53153）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苯并[b]荧
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苯并[k]荧
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二苯并

[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茚并

[1,2,3-cd]
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铬 66 80 82 93 96 87 88 82 85 77 69 85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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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样

日

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单位：mg/kg）

筛

选

值

T4组装车间 2

（E104.65925,N29.53149）

T5档案室

（E104.65916,N29.53145）

T6库房

（E104.65932,N29.53161）

T7车间外空地

（E104.65939,N29.53153）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0~50
（cm）

50-100
（cm）

200-250
（cm）

锰* 700 640 600 750 510 540 710 650 700 900 1070 980 3593

钒* 90 100 110 100 80 120 110 90 110 100 130 110 300

钼* 1 1 1.2 3.4 2.8 1.9 1.5 2 1.5 1.1 1.4 1.3 243

石油烃

（C10~C40）
42 60 146 110 30 222 17 33 64 37 38 104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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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土壤污染物统计分析

根据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出具的检测报告，选择有检出的污染物与《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

行比较分析污染物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该地块土壤污染物均未超标，且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 80%，企业在生产期间，

车间地面硬化且地面整体铺设有一层 1cm厚的橡胶垫，可以有效防止地面硬化破损以及油漆

下渗，故本次检测点位中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T7点位中下层土样指标

钒的检测值有所浮动，考虑当地土壤类型为黄壤，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附录 A）确定其背景值为 300mg/kg，点位最高监

测值为 130mg/kg，为背景值的 43.3%，仍处于当地土壤类型标准值中下水平，检测值偏高可

能是由于受当地土壤类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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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监测数据统计表

序

号

样

品

编

号

采

样

深

度

汞 砷 镉 铅 铜 镍 铬 锰 钒 钼

石油烃

（C10~C4

0）

第一类

用地筛

选值

8 40 20 400 2000 150 1202 3593 300 243 826

最

大

值

点

位

描

述

T6库
房

T5档
案室

T6库房

T4组
装车

间 2

T5档
案室

T5档
案室

T5档案

室

T7车间

外空地

T7车间

外空地

T2精加

工车间

（钻床

位置）

T5档案

室

深

度

0-0.5
m

0-0.5
m

0.5-1m
0-0.5
m

0-0.5m 0-0.5m 0.5-1m 0.5-1m 2-2.5m 0-0.5m 2-2.5m

数

值
1.54 13.4 0.44 104 126 52 96 1070 130 4 222

最

小

值

点

位

描

述

T1精
加工

车间

（刷

漆位

置）

T1精
加工

车间

（刷

漆位

置）

T4组
装车

间 2

T7
车间

外空

地

T1精
加工

车间

（刷

漆位

置）

T2精
加工车

间（钻

床位

置）

T2精
加工车

间（钻

床位

置）

T4组装

车间 2

T1精加

工车间

（刷漆位

置）

T5档案

室

T2精加

工车间

（钻床

位置）

T6库房

深

度

2-2.5
m

2-2.5
m

2-2.5
m

2-2.5
m

2-2.5
m

2-2.5m 2-2.5m 0-0.5m 2-2.5m 0.5-1m 2-2.5m 0-0.5m

数

值
0.179 5.9 0.13 33.6 26 29 66 420 80 0.9 17

对

比

超

标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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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类

筛

选

值

个

数

最

大

超

标

倍

数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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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8.2.1地下水评价标准

本项目所在区域的地下水不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在用、备用、应急、规划水源）补给径

流区和保护区，但周边主要为居民区，故本地块地下水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Ⅳ类水进行评估筛选，石油类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 类评价。

表 8-6 污染地块地下水评价标准 （单位：mg/L）

序号 指标 IV类

1 色度（度） ≤25

2 臭和味 无

3 浊度（NTU） ≤10

4 肉眼可见物 无

5 pH（无量纲） -

6 总硬度（以 CaCO3计） ≤650

7 溶解性总固体 ≤2000

8 硫酸盐 ≤350

9 氯化物 ≤350

10 铁 ≤2.0

11 锰 ≤1.50

12 铜 ≤1.50

13 锌 ≤5.00

14 铝 ≤0.50

15 挥发酚 ≤0.01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3

17 氨氮（以 N计） ≤1.50

18 硫化物 ≤0.10

19 钠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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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亚硝酸盐（以 N计） ≤4.8

21 硝酸盐（以 N计） ≤30.0

22 氰化物 ≤0.1

23 碘化物 ≤0.50

24 汞 ≤0.002

25 砷 ≤0.05

26 硒 ≤0.1

27 镉 ≤0.01

28 铬（六价） ≤0.10

29 铅 ≤0.10

30 三氯甲烷 ≤300

31 四氯化碳 ≤50.0

32 苯（μg/L） ≤120

33 甲苯（μg/L） ≤1400

34 镍 ≤0.10

35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 ≤10

36 石油类 ≤0.050

8.2.2检测结果

本项目涉及的环境检测工作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检测结果如下：

表 8-7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单位：mg/L）

采样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

值

W1精加工车间

（钻床位置）

E104.65910,

N29.53162

W2车间外空地

E104.65939,

N29.53153

W3地块上游

E104.65258,

N29.54149

12月 12日

色度（度） ＜5 ＜5 ＜5 ≤25

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无

浊度（NTU） 5.6 5.8 4.3 ≤10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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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无量纲） 8.2 7.9 7.6 -

总硬度（以 CaCO3 计） 312 322 484 ≤650

溶解性总固体 689 688 635 ≤2000

硫酸盐 271 262 79.9 ≤350

氯化物 48.0 45.2 52.8 ≤350

铁 0.08 0.19 0.03L ≤2.0

锰 0.05 0.04 1.20 ≤1.50

铜 0.005L 0.005L 0.005L ≤1.50

锌 0.05L 0.05L 0.05L ≤5.00

铝 0.01L 0.01L 0.01L ≤0.50

挥发酚 0.0003L 0.0003L 0.002L ≤0.0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5L 0.05L 0.05L ≤0.3

氨氮（以 N计） 0.080 0.056 0.116 ≤1.50

硫化物 0.003L 0.003L 0.003L ≤0.10

钠 45.7 25.6 41.2 ≤400

亚硝酸盐（以 N计） 0.005L 0.005L 0.005L ≤4.8

硝酸盐（以 N计） 0.834 0.838 0.004L ≤30.0

氰化物 0.001L 0.001L 0.001L ≤0.1

碘化物 0.002L 0.002L 0.002L ≤0.50

汞 4×10-5L 4×10-5L 4×10-5L ≤0.002

砷 3×10-4L 3×10-4L 7×10-4 ≤0.05

硒 4×10-4L 4×10-4L 4×10-4L ≤0.1

镉 5.5×10-4 2.2×10-4 1.1×10-3 ≤0.01

铬（六价） 0.004L 0.004L 0.004L ≤0.10

铅 1.0×10-3L 5.5×10-3 3.7×10-3 ≤0.10

三氯甲烷 17.5 10.8 0.02L ≤300

四氯化碳 0.73 0.4 0.03L ≤50.0

苯（ug/L） 2L 2L 2L ≤120

甲苯（ug/L） 2L 2L 2L ≤1400

镍 0.035 0.039 0.005L ≤0.10

耗氧量 1.4 2.7 2.4 ≤10

石油类 0.04 0.02 0.02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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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地下水污染物统计分析

本地块地下水不饮用，地下水检测项目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Ⅳ类标准要求，石油类检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 III 类标准要求。

该地块地下水污染物均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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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报告基于目前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调查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做出

的专业判断。虽然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各种要求、标准进行的，但本次调查工作中亦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主要有：

（1）调查结论是我公司基于企业现场情况进行科学布点采样和检测结果进行的合理推断，

但受采样点数量、采样点位置、采样深度等因素影响，同一区域不同地块土壤可能存在一定差

异，所获得的污染物分布情况和实际情况也许会有所偏差，不排除污染物在两个采样点之间也

可能出现一定差异。

（2）本公司在对本地块进行土壤调查时，地块原有生产设施均已拆除，本次调查地块企

业生产历史较为久远，其环保措施落实等情况不易掌握，因此污染识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挥发性有机物与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散逸，进而使其检测结果出现一定偏差。

（3）由于浅层地下水流向可能受季节、降雨量、附近地表水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故不排

除未来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地块水文条件发生改变，地块外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质可能向本地

块中迁移。因此，本次调查地下水取样和分析结果仅代表特定时期内地块内存在的特定情况，

无法预料到地块地下水将来的环境状况；

（4）本次调查结论仅代表采样结束时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性状；采样结束后，企业在

拆除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和清理残留废物的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造

成二次污染，但拆除活动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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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9.1结论

威远县1-1-19-264号地块位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城区罗家坝街73号，占地约1772.93m2，

其历史上涉及工业企业-威远县建材机械厂，主要生产压砖机。根据根据《威远县控规整合及

局部调整 E-08-2 号地块规划红线图》文件，该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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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对照 GB36600-2018 为第一类建设用地。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内历史存在工业企业，地块周边区

域地下水不饮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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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地

表水体；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经分析对调查地块产生污染影响可能性小。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标准以及法律法规和技术方案，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

年编制完成了《威远县建材机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并于 2023年 12月 24日通过

评审，依据该方案对本地块进行了采样分析，共设置土壤监测点位 8个点位，地下水监测点位

3个。经检测，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无污染物超标现象，且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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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详细调查

阶段。评估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作为第一类用地使用。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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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建筑物拆除、建渣转运以及建设过程中，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避免施工

过程造成土壤污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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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单位应密切注意开挖等施工过程，一旦发现土壤或地下水的异常情况，

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委托相应资

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开展补充调查及监测工作，明确污染物种类及污染程度，以确定处理方案。



项目所在地

附图一 地理位置图



地块内现状照片（库房、组装车间 1）

精加工车间 组装车间 2（已拆除）

组装车间 1 及危废暂存间 档案室



北侧外环境 西北侧外环境

西南侧外环境 西侧外环境

东侧外环境 东南侧外环境

附图二 地块内现状照片及外环境照片



附图三 外环境分布图（500m 范围内）



T1 柱状样 T1 挥发性有机物快检

T1 采样 T1 重金属快检

T1 样品合照 T2 采样

T2 重金属快检 T3 采样



T3 重金属快检 T4 采样

T4 重金属快检 T5 采样

T5 重金属快检 T6 柱状样

T6 重金属快检 T7 柱状样



T7 挥发性有机物快检 T7 重金属快检

T7 采样 T7 样品合照

T1 现场钻探 T7 现场钻探



W1 洗井 W1 采样

W2 现场测量 W2 采样

W3 现场测量 W3 采样

附图四 采样照片



地下水流向



附图五 采样布点图

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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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uTJJ<.J:f:ljllil:W1itt?ltt!\lm)) HJ 164-2020 *tt:15"5:\ D ii-€3" 03!~ Ofii]~ 

~-%: HJJL-21 
~ I w1:;1t I :vr 

p;i rr m w!Z~~ F llf t~)j'i; tij 3 s % 

:k'4.'~{JG 

~at '4.~ o C 

p~ 

I {.p V 

it!kJGtlli.J.fi-j· ZYJ-WrjfJ ~X-620/DPH5 ~:rt pH i,-j· ZYJ-W >)7 sxs16 miur.iWu5'E1x zY1-w wtf,2---)~,-,.~>f 2-YJ-w)f} 
q/((7./(JglJ./(mJ. BtW!V 1E~&i-r~1@l{iu ~&i-hJ!V JEit» GB13195- l 99 l D ((J./<J.vim.M¥i.BSJlUJ'E icgf-t~~~rt)) HJ 506-2009 GIV.!<mi pH ft${]iffe-UJ'E icg;j,Jk~)) HJ1147-2020 
d 7./()gl l!l(f.tg{jjy!LJJ'E l!l!&tl·it)) HJ 1075-2019 D icg{fOt ((7./(*1J]i)./(llil:iffe-U5Hfr7:fr!)) c.miml\&±1~1*~1\&) i;ifil*~~{j:J?,~,$.J (2002 if:) .m.=:m-.m-1¥- -+· 

I I ;/Jo A B1 at l'aJ I I 110 A B1 !l&:I: I I I ;W ~ '? i:iJ ~~ WtE B1-=f tt 4iJJ I I 

tJJl.±m:JiiWtlic3K ***J 
pH mfWl1¥i. ~~ ¥\.1t:i£1* lt-'i3'$ *ff ml 

** **atraJ ""- (P/G/ :JiWW:c.vrn i¥1¥:1Ht 7./(~ 7./({} I II (mg/L) (NTU) (mV) (µs/cm) m ~& '=t:~ WiB 
(m 1) xm ('C) (m) 

1 

i 

1 

' 

I 

I 
I 

)m) _J 
'-c/.,.. JJ l'l l'I I\ h ;'"'\ ' f, 

" I ,, I I 500 G ~Jl ~-:r~roo mtHLl I %1¥1 40%ffl M 
i-oHb l-w, 71•) J ;':If~ .::::/''!ii~ /j~Jf- } In, b l I' 1t ~ ~ -' } 

..._ fl I J 
I I I 500 G 1i* C:R"1fi') !NaOHPH i<J 8, 4·c ffJMt \). \ 

.,.. cl--! 7 ( ( ~if-~ o&t ,1.,~ ,p ·r u ~ /-v 
I 

,_J-0 

I I 500 G 1ifitit!tm U!1\!/ '!\lo\{tll'Jlit~\itM 

...,01..-"?fo'. "I 
i I 

I I 1ifit it 4?JJ . I I 500 G Z:.@W!l/i\1-U"J!/,\{fr,i\li 

~~i;~ 
vv 

7 ~ .. u -).,::> ~ " 
L 

(e~ (,- -y)i,0~ hllrrtM~14j / / / ,,,.- _..- ./ _/ ./ / / / 
J 

\.:-il)6l ' J ' 
I 

x 1-~00H¥~1J,~%0 rou](gmJ!jtf6r.iRllJJ (PH1~~,JTI1"J${]~~): _. 7J<l¥~:fi=!f.Q::k${]JJ~: / ~i.±: *~?:: /-of..6S.-ffo ~t~: J-f..Jr-3/61,,-

f.l\l:!:}hpHJgj:f~fi!i*:J-Ci,7 pH ( B22090166) fi.r-l'iffi:: 7.45± 0.05 ~~ o;;r-,g-m ; lJ)l.±h~&mlt£fi!i*: .><O-S ~/.t CB22060329) ;j;f,J'l{t: 20.3±0.9NTL ~~ O,fil-~ 

_ . . ,,_ ,, . ~ ·=- ... .,. -+--" fr,(< d;, ~ o 1\u,.D * 1¥: *~:btb ~ t~: (,r.tJrt-: )- 1> 3 ~-/ '-:i_jj -~~_J3 



2023 if.ffi-1\ffe. HJJL-40 
ffi I 1N: ~ I 1N: 

!lk r 7.f<*~~:tf:icL~~ 
~3:1~%: ZYJ[:f,f~J 202312001 % 
J_lf-j § ~l~:m!4Jit-z!: E-08-2 %t-fu~±~h~~J5LtJJzf7i)W]~ .11~J9rn:tt~% EdftI: *fris,,.1;;,j ( 'f\4 ~~) vv , 
:;,J6l1#iJJ1Jr:1 ~:~_Bt~:~ GJ/' ~ D ::fi~D Jt1t!1D 1Jt:tt E3 :liJ.l: ) ... .>3,, /)._,J\.. J I I 

·1 X'=C~(JL: /~ 
*¥f,8±-fuffi~~f~7.K= ~o~d 48 1J\a-tl*.l:t!~s;.15im: ~o:acsr *~= lo'f. {1,fro i~~: i(.:d{-62.- I 
¥5t:ttW:~/7JS:t: ¥!7.K*D tB:17.KJJiD lili/J ~ [;J/ :tt¥* (cm): /trio .llH:uJ/-lf*~l=I (cm) 7 
¥3t:ttfir7.K{ft (cm): hro :tt 7.K {il9' ( L) :3f 17t:tt:iE9.l.tB1 l'EiJ: //-::rrp -1FS(p 

ryi:1:m:r&JHx:ff~%t~&~%= [j,gX-62010PHs ~j:\ pH it zvJ-w;t wGz-2008 $'!k/jtit zvJ-w>f3' .lJ~jffi-~:tt~~: 
DDBJ-350 f!m5:\ft~${:x. ZYJ-W SX7120RP it ZYJ-W SX816 mt ~~U;;E{:x. ZYJ-W it:ttD ffi~:ttd ii!ifL:ttD Vi::ttD 
~~~)jtit ZYJ-W oS-8 SX751 ft~$/mf@f.~i~Uk C g;~~'.5Hfr{:x.) ZYJ-W/)'/ 

7_j({ftt!1* ~ l.Q ¥Jt * pH ¥£all 1:g-@$ ~ 1-t ~ m! 1:g {ft mM~ 1!f1i.1l 
~ffi,~ _;_ B1 f Ei] (cm) 1il9' (L) (NTU) (µS/cm) (mV) Cmg/L) cc) 

±0.1 ±10%/:::;lONTU ±10% ±10%~ lOmV ± 10%/ ±0. 3mg/L ±0. 5'C 

1),,~-1,,:!}f Jib 1,l 
rl > 

/J )._ tf 7 b ( 'f.- h .} P-~ ' 

,~:t--,~'-f'P ;b 0 
/12 ~,). _r- b (/JS 

IC/JI y;Jj) (l/i {I 
I 

, 'l..~ ~ /1:-iS / b a 
'2 '' 

s-S I)-} I t~r y,fl r IA b 
I I 

LJ.1¥-- VJ'> 
I 

~¥.1: ~i'sJ~; 5-15min ~Uk t±:\71<1.!<Jm, ~~-==JX~Uk B{:)~1-l:.itJ~U* l*J B"1~k11f\t't *~1:fl:.i'.tl:N~~= ~ ND 
tJJ/Jm pH mu~~*= )~) pH ( B22090166) fif!t{ll: 7.45 ± 0.05 q;g-~ D:;fif~ : 
JJJ1Jm1!k/jt~~~i!f *= >0.S $'!k[i ( 822060329) ;j:j{/!ffi: 20.3 ± 0.9 NTU c;(if~ D:;fif~ 

~~~woi~n~o~*=-1-~l-,--~ * Ii',~ ~ 1~: ~~,t, 
' 

>-,;;,_s ~ __Q:_Jj ~ E3 



2023 ~~-~ ~%: HJJL-21 
ffi I !Jtl~ I JJt 

±ti! 1'71<!>\!~**lic~~ 
:f:J'.£~%: ZYJ[ ;E;f~ ] 202312001 % 

D :;t ;t& 1f!. 1ft I CW tf; 1r ~~!l.-13 ~1&£¥!!5fO;J;J\l:JWJiu D :;t ;t& lf!.f ft I~ tf; :H J:ih J:Jl: 17'Jtrm~~!l.-Fllt~*qij 38 % 

;t&imu~ru 0%:451: DiSJZffr D El'llt ~tf; DAfm *ff81JI )-ti>->, /)-, (v *~'ttm. fog 
*ff1r¥! 01nr1.Kf+:l:j.l\Uutt#:;J;JllftD HJ 164-2020 *ff1r5:t D ~it Oji~ D!EJ~ -d'llffifat ~Wi_o C I I "f 

IJl.:l:mfili:imufx!Hi!:~ ~%Wi.Nit ZYJ-~ i;;;iSX-620/DPH5 ft;J.t pH it ZYJ-W>77 SX816 ritm~iY!UJEfx ZYJ-W 
W(JS).- :nol. Uf.[r'l.f ~, '"'" ift ~**' ru-1%&~% 

Q) «7.kJffll.KWi.s{]imUJE1ffil.J3titg,xJ@HiUWi.NitimUYEi!>> GB13195-1991 o <(1.Kifflmm~s{JiY!uJE itft~'1*~l"!» HJ 506-2009 Ml.k!ffl pH ffis{]imUJE ft;j;_&;)!)) HJ1147-2020 
fili:imH&ll 

Q/7.KJffl 7!1J.Ns{]iY!UYE ¥!1l.Nitr!» HJ 1015-2019 D itfftr! ((7.k;j;0~7j(fili:jy!U5HJr::trr!)) C ffill!l~J:1H~~) 00*:Ef:l:j{~/Jp,\~tJiu (2002 ~) ffi~~ffi-:iJ t-
¥%j$JfLl~*$ I I 1JQA B"JE1 i'§J I I 1JQA st~:I: I I I tf iPri ~ 1:iJ ~UJ{:E B"1 -=t-1:Jt !f&J I I 

ffif1p IJJMm~iY!Hc.*= *ffM 
!J\~% 

*ff 
pH rim~ ¥!1l.N $\At~iw: It~$ *ff Jffl 

I 
*ff}~~%, *ffatrBJ 7./(Wi_ 7.K 1ft - (P/G/ ;j,&jljlj:Cyj § 1*Z=f 1f5:t I II Cmg!L) (NTU) (mV) (µs/cm) 1:1! 

i*N 19:Jl;lc ~~ 
C'C) Cm) (m I) 1(ilt\j 

mo 
---01-"' I I I I 500 G itf-t!Jo/.J NaoH,pH>l2 
-'"l'I~ I I I 500 p * ~M;_~ 5ml i 
Ob-~ I I I 500 p li$, ~ 1ml ~M;_~ / 
n"'l....a.p I I I 500 p ~-~-~-~-*'-~-m- ~-~ M~. pH:S2 I 

_.,,o)..~ 
- E. I I I 500 G ~.,tt, ll!l•ftlwi 4'Cr1iz:J ' 

1~~trt~ ,4-~f f>'"'5l.,,. µ:. 0 

) l ?r }r c3 ,o ~t I 3,~ I I 500 p mE :ii~ MM?. ffi. , 7* ~M;. , @It 4'Cr1iz:J I 
i..-o)-ob i 

o-Jff ..... ~"1 ft!Jo/.J, •1t!Jo/.i, :iifll~M;_ffi. J '.~ ) 

1-0'l-:,l 
I" 

I I I 500 G Imm! pH<2,4"C riJHti 

'""')..-.f)cz I I I 500 p ffi'.WH1,@ufil1*, ,@@it 4'Cr1iTi i 
,.,v:,F' I I I 500 p 111JU0 Jl5lc, ~ BltiiJ ~!Jo/.! 4'Cr1iz:J I 
0>- - ID I I I 500 G m~rfil i,;J;l!llpH!'l4, .illill>itllllli'! 

,..,-,,.,,,- \ I I I I 500 G ~~ Imm! pH<2,4 "Cf iJiHf 

ov p. I I I 500 G ';lit' ;lit 4'Cr1iZ=f 
_.o)..-f) I I I 500 G ;fin!J~ Will1pH<2, 4"CT1~7¥ 

ri"J-1 It ' I I I 500 G ~Ji'. i4"Cr1*7¥ 
X 1~*#rfii1M\1e-%0 lt'i/.71(,gfflllj't~l;r.iJVlJl (1'iJ~~:;t~U[rijs{]~~): / JJ(ff~ffiF~::*:8'-Jiw:~: / ~¥±: *~= (of; JJFJf ~~~: )f: j-}IY} . 

' 
f_lJ/.J:m pH flii~~:!11'1:: JJD7 pH ( B22090166) 1-Jr!IHllI: 7.45± 0.05 Gk11t o;;r::1t~; fl:l:M!ll.Nflii ~~ *: >4-::.\ i'.1:l!N CB22060329) ;J;ff-itffi: 20.3±0.9NTU [Yrft:rr o;;r::-fr:Mt I 

:f~~ff[D /~:JijJD~"f'.: 1P MT * t¥: j1~ ~ ~: ~C!!& ;~:x5, 1¥ ~Jj .!}:__ El 

耗氧量



2023 ifffi-Jt& ~%: HJJL-21 

±tl!1'11<1~~**lic~~ 
ffi ; N.Jfr; I m: 

~JJ!l.~%: ZYJ [ l4'jj ] 202312001 % 
D~t&.flL /~'ttn mlZJili!/; § ~18.rnJ.f1J:J;J\l:JW,rn) D ~t& -~-flL !G.i~Hi1J !-tMtl: i*J rr m mJZm;!!; P ~!HlDi~ W 3 8 ~ 

t&lYlu~ru 0~~1( Dtf,ffr DS,;''f; ~'ft; D~fm 31H¥81A ;>u>-~~ />- 'h- ~
1=f:ttH5L 1?irA~ 

*f¥1fY! <<:1:1Jrf 7Jo'.fm.l!fi:l91utt#:J;Jllm:)> HJ 164-2020 *:1'¥:n:ct D f!Ut mt~ Di'§J~ iZ1ij$tat ~i!fil° C /(.1) I 

f.9/Jh Mi: l91U {>(~'I&: ~ ~7Eilfil}jt+I· ZYJ-W ~ ~ l:l$.X-620/DPH5 ~:ct pH i.t ZYJ-W >) 7 SX816 ffi'.ff,f.~jlj!UJE'\X. ZYJ-W 
"v' G,~ - J-- f:,-,ft,p "'f ) ·17_ w')f<:, ;g;M;, ru~ &~~ 

~ «7.l<.~7.l<.ilfili¥.JlYluJEilfil}jt+r-:s.xij\ftuilfil}jt+i-l9luJEY!)> cB13195-1991 D «7.l<.mlffi'.M~O"Jl91UJE itf-t#1*~rt)> HJ 506-2009 ' rf:vb.1<~ pH 1ii¥.Jl91UJE Ft1.t1ut» HJl 141-2020 
Mi:lYlU*ffl WJ.K~ i!l:()jti¥.Jl9lUJE ~}jt+Ht» HJ 1075-2019 D itfiz:r! ((7.l<,f1JJ2t7.K.l!fi:l91U7Hfr:nr!» Cffil)]JiOC!tlf~/t&) lll*ltmf~Up,~,,rn) c2002 '.f¥.) ffi.=%iffi-~ + 

i/1i $ ifLl 15 *$ I I ;!JQ A${] 81 i'sJ I I j]Q}\ ${]~:I: I I I if-¥ rii i:p-ey ~~ff{:£ ${]-=f;j'}t~ I I 

t!ririi f,VIJmt&lYlui.c:w: *f¥1J I 
I ,J,~~ pH 1$M~ ~}jt ~{t~~ it~.$ *ff ~ 

*:1'!r *;j:!r#,i:;g;M( **¥atraJ Jj(;)il\\_ 7./<.flL I II (mg!L) (NTU) (mV) (µs/cm) :i: (PIG/ ;j,&jlj!j:rpj § {;IR1¥:1f :i:t 1*~ ~~ ~~ 
c ·c) Cm) (m 1) :Xilra 

Jm) 

_.o'I,-{! ...... " ~ ~ I'\ ' I I\ I I 500 G ll!l~ ·=Ht l:!fi m·tiJ'iLl 1%1¥.J 40%fJ3M 
__,,o),,-f-{J J ~Ji) ~ti-it? '"I'"'] J ,),~, Li:.v ) 12~)- .... t... ~--o ~i I I ,5/ I I 500 G * (7\{f)-) NaOHPH!',s, 4'CHMJ. 

0').-f1 
I 

I VII)_ au71~ J' n I - WiHt~ ,1-,.1 I I 500 G Z.fflll'Ff.'l'l<\{tl1%t\l\{UU 

fl), -f~ 
I I I I 500 G WiHt~ Z.ftlll'Ff.'!.1i\{tll'H7ir.\{tl\JJ I I 

J11} c'/J)I ./ / [y,o;;:,_ )~,::5"c / ./ ./ ./ / ./ / / ~ / _r.,. 0 Cr fe},/[-df~ 1 ;&~'¢;jt:J1"~~1t 
1 rr 

( I I~, <r ),~ 

X {-lc.:c&tt~i:i'J'~~' :itvJ<#.i:ml \l'trH5L i31,a)3 ( j:jJ~~~J.JOiPJl¥.J'2;1:l: ): 7.KtHHH.x:ki¥.J~ 12;!, ~¥.±: *t2, fDt.. lJ-f)(-J.'G~: l(.}) Ir} I 
/ ./ 

!!i/Jm pH ~1'£~*°:)_r,pl pH C B22090166) tJfltffi.: 7.45± 0.05 M** D::f~** : fjj\:J:i,J~}jt/j 1'£.!ili *: 20.J ¥£k)jt (B22060329) tJfl{lt: 20.3±0.9NTU Oir** D::f~ii 
' 

= .,_"- ;,,,, ,.,_, ri '* tl'.. --1:;- n .tz::Sc:.. ~ ~ -;t~p * ~: t~~ 1i( ~: ~0:L )v..) s if ~J=l _!2_ B 



2023 if.ffi-1\/x HJJL-40 
~ I m:~ I m: 

itl! r611<*~1*:tf:ic~~ 
~JI~%: ZYJ[J.f:l:i] 202312001 % 
rw § i;~:~ill~ E-08-2 %:l:t!!*±t]!{175~~1£tJJtl71,JWJlt ~jtJt~% Edir.11.: 5rlf.)hf-~'Pf w ~ 
71Hl:tHJJUo Jt~ %~:~ wt :a D ::PfiO ~1iED 1Jt # El Wfo--:, )3., /) , r-v v I I 7(1=t:~1£: ~lr 
*ff,~U-ll!OO~:a%,RJJ(: ~o:aW4s 1J\B11*.J~:asi~ffi= ~o~Qf *~= tor-.l,-P?f ~~~= 2.f J-HJ, t 

15t#i&~/1f5:t: ifJJ(*O :fEB7K*D ,UJ.l]~[Jt #1* (cm): /Joo ilH:~ **M 1::J'(cm) 7 
15t#fir7K1ir Ccm): 1e-o #7K 1$*9' CU: 3f 15t#;ml.t8tfaJ: /f~/'1-- -jfJl.- I 

:E~~~WlU,&~ru-%i;%~2Jl~%: B'sX-620/0PH5 ~;r.'C pH it ZVJ-W.>i WGZ-2008 i!RJ.lit ZVJ-W ~ ~ju#~ru= 
D08J-350 {f~;r.'Cl:@.%$f>'( ZVJ-W SX7120RP it ZYJ-W SX816 ¥it~!J'~~U5E{)( ZYJ-W ti#D ffi~:1HX t~=JL#D V'L#D 
~7E.1Uiit ZYJ-W{)JJ SX751 l:@.~$/mfftt.~~U5E C't~zJ&:0-;j,Jr{)() ZYJ-W ,)ff. 

JJ(1ir:l!1* ~ *,R 1Jt # pH 1ilt l:§i~$ -.1t~~ l:§i1ir mM-. i!a.ll 
i~U:!iBtl'sJ (cm) 1$*,R ( L) (NTU) (µS/cm) Cmv) Cmg/L) C°C) 

±0.1 ±10%/:(lONTU ±10% ± 10%El)(; lOmV ± 10%/ ± 0. 3mg/L ±0. 5'C 

Jf:Jb / /);: 0) 1J-.:. ·r--, 7,f ,J {lof J lf!':J.-. t.,JP·-- ,(J: 0 
/ 

I l<Y 
I I 

J'l.._->7- !),-;.fl,- /J'C ;p," 0.8 !Ji( ,3 f r., \ 7 {, ,s-,::. -, 
5 .. 7 Ind /(p b l.f ,(/ b !) , (3 - /).::. ';ff ;.Jo J() /J,D 

I 
l},1-~ 

I 

~ii: 4lii'i3J ~!1h 5-15min ~U5E tl:l ?k?k~, J!~.::::.<JZJU5EB{J~f.t;iz;:JIJ*l*l S{J~,JEfff\rl :llHlf}'[.11.:i:N~~= :i:QI ND 
:1:.m:1:m pH mu~~*: rVi7 pH ( 822090166) 1ff-t'ttf:l: 7.45± 0.05 ~'%~ D:;f-%~ ; 
:1:.m:1:mi!1tmtt£~ :;it ><J ;s. 1.9l.1Jt (822060329) 1ffsltfi: 20.3±0.9 NTU ~~ D:;f-%~ 

'l?:til il).{ft D /~J'l;:1, D'!'i4 , ~ 41{1 * rvhb 1 Jl **= Afr1/v )ox$ if~~ ...J2_ El 



2023 iFffi-lt!R ~%: HJJL-21 

iiJ! 1' 7j(JJnj$j**f ic~~ 
ffi J :Dr!~ I :Dr 

~f:1[~%: ZYJ[ :Ef:Jl ] 202312001 % 
0§1:;Ji~{:V:. /~tt:1f JW4m, % § rt~ WA5f0 t.l\lJ<!J J~ 0§1::f.&.~{:V:. /~tE:1fJ:i!!JJl- i*Jl'Imm1Zm,%P~Ul:*~ 38 % 

:liimu~ru 0~451: mt1fl- D f3·,lji; ~tt O;l,t{m *;WS1A >-~.YS' /)-'IV ~1=\:'tvn,i ~ I 

*ff1f¥! «J:i!ff7.](J:f:ljfill.~tlt#t.%Vl1» HJ 164-2020 *ff1f:r'C D ¥1-tt DJ.!~ Di'i3J@: 'fJl!!,f;Ssj 1=\:t\lio C I (/) I 
r]:1:m11uu,&Mii~ i'!}'(JE~l3tit ZYJ-W(J}P 4sX-620/DPH5 ~A pH i:-\- ZYJ-W"">/7 SX816 ffi'.fuUX.~U5E{X ZYJ-W 

v0?)-)fPV wr, .. 1.-1 ~11-,,. i.rJ 1s**, ru%&~% 
Q ((7.](J9'l7.l<.t\ll_i'.f.Jimu5E~l3tii-gJtJliiHiU~/3tit~u5E¥!» GB13195-1991 D ((7.)(J9'lffi'.ffllf.¥i.B"J~U5E l'El.1t~1*~r!)) HJ 506-2009 isr((7.)(ml pHlmB"l'~u5E l'El.1'.&¥t;» HJ1141-2020 

fill.~U{i(ll 
g./7.](J9'l l'.!ll.13ts"J~U5E l'.!ll.13titr!» HJ 1075-2019 Dl'El.{:V:.rt;; ((7.)(5fQJ~Ukfill.~U:5HJr:1f¥t;)) Cffil)]~:!:fHH~) lll*J:fljtf*:J?,~,)Jlj c20021¥) ~L::::~ffi-f: + 

W!$JfLl~*$ I I 1JQ J\ B{J at !'sJ I I jJQ }\ ${] ~ :S: I I I # iRi 9" AT~~ Z:H'£ ${] Tj)G ~ I I 

ffi:% fYi\:!:mt@:~Uic.;w: *ffH 
iM\l\\% pH ffl'.M¥i. l'.!H.13t ¥(.{t~~ i'E!.~$ **f ~ 

**lB1sft 
*ff 

*;js!f'-Sti'i3J J§. 
(PIG/ :Ji~u :® §I 1i1'¥1f:tt 7.J<.t\li 7.1<.1:tr. I II (mg/U (NTU) (mV) (µs/cm) Jjj,!_ I 1*13t 1=\:~ Wj-@, I 

( 'C) Cm) (m I) :xm ! 
Jm) 

1--'7~/ I I I 500 G 1\.1-t!Jo/J NaoH,pH>12 
o'l_-;:i").. I I I 500 p :JR r,&111,_~ 5ml 
.,);03., I I I 500 p ~$, liQlj 1ml t,&111,_~ 
~-"'!fl I I I 500 p ~-~-m-~-~-~-m-~-~ MM, pHs2 

,, .;\--"5 I I I 500 G '-=it EJ3 m, i)]it-ftim 4'Cr1i1'f 
,1}1>] l 6 ~Cfj,, fJ,- :z, 1' I, 41 ?-~ 7f ~~ I 

~~}; 
I I 500 p ~~f!l~111,_1m, 7*~111,_, @I! 4'Cr1i1'¥ [ ._os-,-t -?<-~ JJ,v1.J% v::l1f- (b:~ ~t!Jo/J, jl,1trai, ~f!l~111,_1m 

-'*'"'l vU.~ I I I 500 G ffill!i pH<2,4 ·c r i'fl'f 1 

.:;2..-~ I I I 500 p i%1fulH1,~-~1*, .~,®!}]!'. 4'CT'iit¥ 
·-0.1,-.::. r I I I 500 p ~5fQ~, ~§lHiJ JJi!.!Jo/J 4'Cr1it¥ 
_(2_-fll I I I 500 G mttl,fil i!JlllllpH!'-)4, ili:lilitel!l1~ 

- 0<,-1/ ' I I I 500 G ~m limll!i pH<2,4'Cr1*1'¥ 

I - \)y-f), I I I 500 G Ej3::ljl:, * 4'Crt*t¥ 
"'l_..-/Z, I i I 500 G :Pall~ !k@pH<2. 4'Cr1¥1'f 

I I I I 500 G -@.}3t ~·cr1i?f Q',..,l'I) 

x 1~*~~1M\l\\%, £fl/.7.KBf.!iJ ll'tfl;l, ,Jta)3 C iiJfi~§l:JJu(<i](j{Jlz;I~ ): ..,- 7.1<.ff~:l"F~:;k:B"J~lz;I, _,, 
~¥.1, *'t&.=10f!-6sJ-sl1 ~t~: )-(S'P1 Yf 

J!)/Jm pH~~~*: ).yi7 pH ( B22090166) tf,f'!t{i: 7.45± 0,05 00~ O::fi,~ : JJli~l'.!ll.£~~t8*: .,)Q,} l'.!H./3t (B22060329) ;j;;j;f!tfl: 20.3±0.9NTU Ui,j:-1\- O;fi,;Wr 

,;:u,-JAi¥iNrn 1z1s:1:+-i=i"n~$.. ~P ~ * f$: jl~ ~ ~ f*: ?If~~ >?::~ '.tF ---12:_fj ~ B 

耗氧量



±U!1'7J<!~~**fi2~~ 

gj~: HJJL-21 

~ J vtl~ J lit 
2023 if ~--It& 

~Jlgj~: ZYJ[ :f.ttJt ] 202312001 ~ 

D ~~·fft /~1t1f ~z!l-13 ft~~:fQ~J\l:Mf,,J D~~·fft /~tf;:1fJtli,:1:.Jl: r*Jrrrtr~z!l-Flliil!J;*1!i 381% i 
~wrn~~ D~~~ DWfft D El 'm' 5l§tf; D~fih ~Hf E!flJl .)a>-J~ /~ "'"2,, ~"'VtiH£ Pi I 

~Hf,:tfr! ((:l:ilff l.](J:f:lJEJJ:il".lY!H:t#~.mm:» HJ 164-2020 :~Hf,:tfst D ne,g- DJ!~ Di'sJ~ ~ll1 '=t;iilil_ 0 C J(p I 

fJIJm Jl:il". lY!U {>( ~ ~ ~ ~7Giilili3tit ZYJ-Vv'itri g'sx-620/DPH5 ~st pH it ZYJ-W'q SX816 ffiMlU91UJE'.1X ZYJ-W (;V~~-)-f;i)i, fol! d'JJ- ),<,).f~ 
;g;fjJ(,~1%&~% 

Q; ((7.J<J!b.k~Er-JW!UJ£~J3!'.itl:llti@i1iu~J3!'.iHlUJ£1'!» GB13195-1991 D ((J](~ffiffl!f.fl.Er-JlY!UJE'. rtl,1t#1*~r!» HJ 506-2009 Co/<(7.k~ pH f!Er-JlY!UJE'. 11!.tbHH HJ1147-2020 
ll:il".lY!Uf.t;Jf; q/7.k~ i'.:ll.J3!'.Er-JWJUJE'. i'.:ll.J3!'.iti'!)) HJ 1075-2019 D icgfftr! ((7j(;fQ/jt7j(Jl:il".l91U'.5HJr:tfr!)) (~11]/i&:l:1\itr/i&) 00*:Ef:lJEf~iHf',~ft'l (20021:f.) ~-=-~~-]j[ + 

ipj $1fU4; t$ I I :/JQAB".Ja,J-!'EiJ I I :/JQAB{]~:I: I I l tt 51:t 9'1 PT ~H¥-tt s{] =f 1'Jt 4m I I 

ffirli fJJ/Jm :tft WJU i23R *ffM 

1J,~1% pH ffi~!jtft i'.:ll.ll ft,ftj£JI l'g~$ *ff, ~ I 

*ff I 

*ff,B1s;fjJ( *ffa1rs1 7.](~ 7.k fft I II Cmg/U (NTU) (mV) (µs/cm) :I: (P/G/ ~;Wu:rffi § fiZ¥:tfst 
I· ~)3!'. ""(P! ~~ 

('C) (m) (m I) ]<ffi 

JI&) I 

~~-{I ' 
,~ l"'l I') -~ I I I 500 G ~J11*'i 'f~ffif.HHU 1%Er-J 40%Ef'H 

,__~-,h 1 _.. vin .1 i').u~~ AJ%f ,~:~~ r-' t),. 2 3.2- )_g ),/> Jr, ,i, I <.,,._), I I 500 G li't (T\1ft) l'faOHPH !i'J 8, 4'Cl'ili\f¥ I 

1...-0<.-1/ 
I fl :..,\-.e. 

-I" I I I I I I 500 G ME1t4m ytJ ~ --,~~ 2'..ftlll'/fll.lii\{.t!Vllfi'>\it;\lJ 

.. ~,w u I I I I 500 G ME 1-t 4m Z.Mll'l!IJ.>l\{t!Vl//ilitit;\lJ 

~~ -:-.i~ / 1f ~-),:1t_y,c -- -- --- ~ , ~ / - .,,..- ro-o (f ~1:'ur1J:f1J ~.,~J~~-*v~11t8 
/ 

., 
I 

, I I "0 ·1 
It' l,~ 

x 1~*fflfii1J,~% o 1iv.1<Bm 1ini1£1-taA cm~~~J!IJQl"]Er-JJ2SI~ ): - 7](ff~:1F!fX::kEr-JJIJ2SI: _,, -i'&l'i: *~£: f-0\J,(;ri,_sj ~t~: 2f S'flf/Jf 

f.91.:1:m pH ~~ti!i*: ),.'v,f pH C B22090166) f;jJlfEl: 7.45± 0.05 ~trr D::firtrr ; J.91.:l:hi'.:ll.)3!'.~~~*= 
I 

,)OJ i'.:ll.,tl CB22060329) 1ff-rfid1i: 20.3±0.9NTU --.Q'&rtrr D:f,g-trr I 

~~~~n/~tthD~*: ~~ .. ~-alJf~~- * tt = :1,s1 :b-"t ~ t~ = Jt ill/ J..a.YS if ~J=l _!!::_ B 



2023 if.ffi-~ HJJL-40 
ffi I !Jr~ I :W: 

~ r 11<*~15t#iajk~ 
'.:5t:EJ}j%: ZYJ[:f.t~] 202312001 % 
tffi § ~~:~~_g. E-08-2 %:l:i!!.~±fl1?~~1.5rA9Jzviffi.]~ .IKii~Ujl:~% &1ir.l'.: 7'{>:.~_p,2-0~ Wi 

*#:tHm11:tl'!~%~:£ D ~D 1=1~ci ;!t1mD m:ti: s JJJ = )cJ >5- ~- tv I *.1=c~m,=~~ 
*#~~ffi£~~7k: £D~~~~~~£~~~ffi: £0~~ -*££ = rw, (,j.';,,.:ra ::!t~: ~ ... J'Pl(ff' f 

151c#-i&~!1r5:t: H'tf7k*D 1ffl7k*D ~:t'J~[g #1* (cm): sc,Jo 1U£Q/-lf*Md (cm) 6 (J 

~#1W7k1ft (cm): ;~o fr 7k 1*lQ ( L): f>5(p 151c:frJE9JLSt i's]: { 'r-; \·D r/6; ):) 
J~~~~ij{)(~!@%~ltft~%: &SX-620/DPH5 ~~ pH it ZYJ-~ WGZ-2008 i!Ji)jrit ZYJ-W~,> JKIJujl:~!@= 
DD8J-350 {fJ'5~1t~$f>(. ZYJ-W SX7120RP it ZYJ-W SX816 ffi'. 4~jUJE'l)( ZYJ-W ~W ffi~#D i6fL#D m'.#D 
~'.JE~}jtif ZYJ-W (}fJ SX751 lt~.$/m~ZJI~~UJE C ~~~:5HJTfJO ZYJ-W1)f/. 

Jk1ftt:i1* ~ fQm:ti: pH 1.91& it!.~$ ~1{,~~it!.1ir 1tfnl¥~ 1.ill.& 
i~u :l:81 i'sJ (cm) 1tlQ (L) (NTU) ( µS/cm) (mV) Cmg/L) C'C) 

±0. 1 ±10%/~lONTU ±10% ± 10%Q\G lOmV ± 10%/ ± 0. 3mg/L ±0.5'C 

r6 :")r -I{,">-£ p-2; r'I }. "J y,'J- 1~7 IS':;.- 1../ ... ~ ..... II,'), 

rt:i,r -t6: ){ 
I), 3 J-£7 7f t.; 0 Io /J- ,st rn. bP /J'~ 

( 6 '-41- (6 :'(£ 7~f I 

1 '>'~ '{J l :v I o 'fl r t,?t> (jJ~ 7 j rs-"v 
1 J 

1A(f "2,~ 
I 

·. 

~ii: ~f§J ~; 5-15min ~WJE 1±17.kl.k~, J!~-==.l.Xi~UJE e"J1HtiEJLl*l*J B"J~.JE1Jf\lt 7iUlfft:i.~B3(:i:: ~O' BD 

JJl.:l:m pH JJ3~~*: f (pl pH C 822090166) 1.i.F11Hi: 7.45± 0.05 Gli;m o ~i'tm ; 
:i:,m:J:mi!lJ.Jjt~~titt: >-""_:r i!IJ.Jjt (822060329) 1.i.Fltflf.: 20.3±0.9 NTU Mm o ~i'tm 

'!1:tl: it'-{ir D /'!!i,Jl;}J D 'il''J', ~ * l'F,,t~ 4 ~ 1*: Kf'(!J'/l ~ i¥ ~)=J _E:_8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附件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申请表

项目名称 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威远县1-1-19-264 告

回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口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口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

报告类型

联系人 韩建国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8111108728

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现场检查等方式，表明有土壤
污染风险地块类型
回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用地，变 更前应当按照规定
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

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
(地方人民政府以及

有关部门申请的，填写
土地使用权收回时间)

年  月  日 前土地使用权人

四川省_内江_市 威远_县

建设用地地点
经度：104.65929°纬度：29.53160°

回项目中心 □其他(简要说明)

南侧紧邻住宅区，已拆迁，西侧紧邻住
占地面积

宅区，北侧紧邻水岸生活小区，东侧紧四至范围 1772.93 m¹
(m²)

邻罗坝街街道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口化工口焦化口电镀
行业类别(现状为工矿
用地的填写该栏)

口制革口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用地

口其他__

口已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口已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关用地审批和规划
许可情况

口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口第一类用地：
包括GB50137规定的口居住用地R口中小学用地 A33□医疗卫生

用地 A5 口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

者儿童公园用地
□第二类用地：

包括GB50137规定的口工业用地M □物流仓储用地W □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地B 口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公共设施用地U 口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 A6除外)口绿地与广场用地

G (G1中的社区公园或者儿童公园用地除外)

规划用途

□不确定

报告主要结

成远县 1-1-19-264号地块共设置土壤监测点位 8个点位，共计22个
土壤样品。该地块共设置地下水监测点位 4个，其中地块内2个，

上游1 个，下 游1个。经检测，该地块土壤无污染物超标现象，且均

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 80%,地 下 水未超过 《 地下水 质量
标准 》

论

申请人：/(电请火为单位的盖章，申请人为个人的签字

(GBT14848-2017)中IV类水限值要求

)

申请日期:         月 日



表 1.2-1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

拐点序号
CGCS2000投影坐标系

X（m） Y（m）

1# 3268224.343 466984.947

2# 3268221.150 466982.469

3# 3268222.134 466968.287

4# 3268217.158 466964.826

5# 3268228.444 466947.506

6# 3268231.554 466949.689

7# 3268236.964 466941.183

8# 3268260.880 466965.529

9# 3268272.085 466978.897

10# 3268240.908 466994.973

11# 3268235.964 466997.368



附件 2

申请人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如有违反，愿意为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

全部法律责任

我单位对《威远县 1-1-19-26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报告》 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为报告出具单位提供的相

应资料、全部数据及内容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

。

承诺单位； (公章)

(签名)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1-1-1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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