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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评

审意见修改对照表

2023年 10月 13日，专家组对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岳县城南教

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进行了评审，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内容

如下。

序

号
专家意见 修改内容

1

核实调查范围，强化 6个地块合并

调查的依据；进一步核实回填土的

来源；结合养鸡场的分布、三废的

产生情况完善污染识别结论；

完善调查范围依据（见 2.2章节）；

完善回填土方来源（见 4.3.3章节）；完善

养鸡场污染识别，补充地块内地表水检测情

况（地表水检测附件 8）

2

完善布点依据；核实地下水 VOCs

的采样量以及采样深度；补充成井

洗井记录。

已完善点位布点说明（见 5.3章节）；已核

实地下水 VOCs的采样量以及采样深度，补

充成井洗井记录（附件 5中地下采样记录）

3 进一步校核文本，完善附图附件。 已校核文本，完善附图附件

修改单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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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地块一 33658.79m2+地块二 35064.78m2+

地块三 29410.81m2+地块四 30904.07m2+地块五 33126.21m2+地块六 26552.76m2），历

史上主要为耕地、荒山、农户、养殖等。根据 2023年 02月 22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下发的《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南教育片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该地

块规划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 GB50137-2011该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R2），属

于第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九条：“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地块

用途变更为二类居住用地（R2），因此，变更前需要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评估工作。为此，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安岳

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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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工业

企业活动，可能存在疑似污染，故进行了第二阶段调查工作，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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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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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了本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并根据现场取样及实验室分析结果开展了数据评估工作，

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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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调查目的与原则

2.2.1调查目的

通过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识别潜在重点污染区域，通过对地块历史生

产情况的分析，明确地块中潜在污染物种类；根据地块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

通过调查、取样检测等方法分析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并明确地块是否

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

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2.2.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

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

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根据附件二“《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南教育片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

（2023年 02月 22日），本次文件规划设计六个地块均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地块之

间间隔为规划道路区域，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根据规划文件将六个地块合并调

查，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总

占地面积 188717.42m2（地块一 33658.79m2+地块二 35064.78m2+地块三 29410.81m2+

地块四 30904.07m2+地块五 33126.21m2+地块六 26552.76m2），调查地块规划范围见图

2.1-1，拐点坐标见表 2.1-1。

表 2.2-1 调查评估地块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单位：米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地块 序号 X坐标（米） Y坐标（米）

地块一

1 3326620.4317 35529647.2580
2 3326620.8846 35529648.5957
3 3326558.4034 35529775.0434
4 3326546.3477 35529779.1251
5 3326359.4878 35529686.7926
6 3326356.7746 35529678.7395
7 3326421.4170 35529548.8940

地块二
8 3326405.2804 35529540.9183
9 3326340.6212 35529670.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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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326332.5920 35529673.5027
11 3326135.0557 35529575.8947
12 3326132.3425 35529567.8416
13 3326196.9965 35529437.9728

地块三

14 3326538.3738 35529795.2625
15 3326542.4555 35529807.3182
16 3326491.9539 35529909.5219
17 3326479.8983 35529913.6036
18 3326292.6375 35529821.0731
19 3326289.9243 35529813.0199
20 3326343.4045 35529705.5956
21 3326351.4337 35529702.8904

地块四

22 3326324.5379 35529689.6005
23 3326327.2511 35529697.6536
24 3326273.7708 35529805.0780
25 3326265.7417 35529807.7831
26 3326174.5023 35529762.6993
27 3326128.8309 35529744.4948
28 3326080.8502 35529733.7645
29 3326075.7155 35529727.2679
30 3326079.3666 35529688.0103
31 3326082.4527 35529671.5228
32 3326088.5125 35529655.8817
33 3326103.7425 35529625.2897
34 3326118.9725 35529594.6977
35 3326127.0016 35529591.9925

地块五

36 3326471.9243 35529929.7411
37 3326476.0061 35529941.7967
38 3326419.6933 35530055.7610
39 3326408.9577 35530060.3699
40 3326387.2783 35530052.6924
41 3326366.2729 35530043.3268
42 3326218.3733 35529970.2456
43 3326215.6601 35529962.1924
44 3326276.5542 35529839.8760
45 3326284.5834 35529837.1709

地块六

46 3326257.6876 35529823.8809
47 3326260.4008 35529831.9341
48 3326199.2978 35529954.6700
49 3326191.5659 35529957.5120
50 3326135.7677 35529939.6719
51 3326077.6054 35529932.6831
52 3326076.1424 35529931.1973
53 3326074.5066 35529752.7955
54 3326076.2054 35529751.2950
55 3326122.4915 35529761.3777
56 3326166.5284 35529778.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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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地块规划范围图

2.3调查依据

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规范和政

策文件，以及收集得到的地块相关资料。

2.3.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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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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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2月 31日；

（4）关于印发《四川省“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规划》的通知，2022年 6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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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T16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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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8）《水质采样技术导则》（HJ494-2009）；

（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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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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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3）《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14）《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50027-2001）；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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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17）《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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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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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其他相关资料

（1）《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南教育片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安岳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3年 02月 22日）。

2.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与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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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决

于地块的污染状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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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

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包含初步采样分析与详细采

样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2.4.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识别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

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是在已有基础信息的

前提下开展的，地块内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基于本次项目的工作精度，项目组在本阶

段污染识别的主要工作任务及内容为：

收集地块的相关资料，如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生产上面的相

关记录等，对地块的历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记录在册。

现场踏勘：在资料收集的前提下，初步确定地块污染源的潜在污染物，根据污染

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及迁移途径，初步确定调查范围的边界，以便为后续的布点工作提

供重要依据，同时踏勘地块的现状及历史沿革、周边区域的现状及历史沿革。特别是

区域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水文地质等资料。

人员访谈：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查阅资料，对前期资料的收集及现场踏勘所涉及

的疑问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与补充，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保证第一阶段工作任务所

得结果的详实可靠。

2.4.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采样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

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

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

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

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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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

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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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

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

程度和范围。

初步采样分析：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情况制定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

划，内容包括核查已有信息、判断污染物的可能分布、制定采样方案、制定健康和安

全防护计划、制定样品分析方案和确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等任务。

详细采样分析：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详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详细采样

分析工作计划主要包括：评估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和结果，制定采样方案，以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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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由于本项目存在工业企业活动，可能存在疑似污染，得出本项目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以第一阶段调查为基础，第二阶段初步采样分析为主，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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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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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及区域地质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安岳县隶属四川省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资阳市东部、成渝经济区腹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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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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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区和内江市东兴区，西南接内江市东兴区；西倚内江市资中县，西北连乐至县、遂

宁市安居区。

安岳县总面积 2700平方公里，2019年，辖 2个街道（岳城街道、石桥街道），

32个镇（岳阳镇、兴隆镇、龙台镇、通贤镇、石羊镇、鸳大镇、姚市镇、林凤镇、毛

家镇、李家镇、永清镇、周礼镇、驯龙镇、镇子镇、两板桥镇、护龙镇、元坝镇、天

林镇、文化镇、华严镇、永顺镇、长河源镇、卧佛镇、护建镇、忠义镇、南薰镇、思

贤镇、协和镇、清流镇、朝阳镇、乾龙镇、大平镇），12个乡（来凤乡、高升乡、合

义乡、白塔寺乡、双龙街乡、千佛乡、天马乡、岳新乡、云峰乡、东胜乡、横庙乡、

拱桥乡）。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的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

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地块一

33658.79m2+地块二 35064.78m2+地块三 29410.81m2+地块四 30904.07m2+地块五

33126.21m2+地块六 26552.76m2），评估地块中心经纬度为：E105.307975°，N30.055688°，

评价区域地理位置图见图 3.1-1。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11 页 共 120 页

图 3.1-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地形地貌

安岳属典型浅丘陵地貌，本区出露基岩地层为侏罗系上统遂宁组上段，总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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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部位属四川沉降带之川中褶带，区域构造形迹以褶皱为主，褶皱宽阔平缓，未见

各种断层。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丘坡多数为梯田、梯地，丘间沟谷发达，稻田集中

分布。区内地貌主要受岩性、构造和表生作用的控制，广泛发育构造剥蚀地貌形态，

根据沟谷切割深度，划分为深丘、中丘、浅丘三类。

深切丘陵分布于安岳县东南部一带，主要由侏罗系蓬莱镇组、遂宁组砂、泥岩组

成，根据形态特征进一步分为脊状宽谷深丘、驼脊状窄谷深丘和爪状宽谷深丘。深丘

分布面积约 446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 16.6%。

中切丘陵分布于安岳县北通贤、岳阳、龙台、以及南部李家镇、元坝镇地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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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间谷地较宽缓呈梯形，其间有小块平坎，坡洪积层发育。涪江流域的窄谷中丘，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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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高台型园缓浅丘和平谷鞍状浅丘，高台型园缓浅丘位于涪分水岭低地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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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残蚀低缓孤丘，主、支沟不明显。平谷鞍状浅丘由砂岩形成连座基底，沟谷平缓，

丘脊呈鞍状。浅丘分布面积约 934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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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表现明显的形态有两种：碟形洼地分布于沟源和分水岭地段，多呈圆形的、周边逐

渐增高的碟形洼地。洼地内宽阔平坦，偶有少量零星残丘。较大的碟形洼地，洼地内

坡洪积物发育，且无地表水流，洼地出口较窄，碟形洼地有利于地下水的补给、汇集

和储存，实际构成一个小型的水文地质盆地。

宽谷洼地由宽谷进一步剥蚀加宽而成，洼地内平坦，坡洪积层发育，一般有地表

水流过，间有孤立残丘。宽谷洼地对地下水的补给、汇集和储存有利，多构成富水块

段。

河谷阶地及平坝：主要分布在溪河干道两岸，分布面积约 133平方公里，占全区

面积 4.94%。

3.1.3气候气象

安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冬暖春早，雨热同季，雨水

充足，但时空、地域分布不均，有冬干、春旱、夏旱连伏旱、秋雨多的特点，光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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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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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

3.1.4水文和地质条件

（1）地质

安岳县城位于川中平缓褶皱带中部，介于龙女寺半环状构造与威远辐射状构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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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卷入不深，下至三叠系地层构造形迹已消失；新构造运动不显著，表现为大面积

缓慢间歇性上升运动形成丘陵地貌。县城地表以 NE向褶曲为主，含 EW、SN向弧形

等 18个小型背斜、向斜，组成排列有序的水平状褶曲构造格局。区内的基岩岩性为侏

罗系上统蓬莱镇组下段(J3p1)、侏罗系中统遂宁组(J2sn)、侏罗系中统上沙溪庙组(J2s)的

泥岩夹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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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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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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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占全区面积的 94.5%。按岩性组合分为两段：遂宁组浅切丘陵分布于安岳县北东

和南西边缘地带，根据形态特征进一步划下段（J2sn3）为紫红、棕红色钙质泥岩、砂

质泥岩与紫灰色薄层状钙质粉砂岩不等厚互层，泥岩为主，钙质胶结，裂隙发育，岩

层厚度为 252米。遂宁组上段（J2sn1）：为灰紫红色厚层块状砂岩与紫色泥岩不等厚

互层，岩层厚度为 1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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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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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岩微细交错层理普遍发育，风化带下含石膏薄层，储水能力强。

（2）水文

安岳县域无大江过境，但沱江、涪江水系、小支流较多，计 70 余条。多源于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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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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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河，大清流河和小清流河。

安岳县属四川红层丘陵区，境内地下水主要在河流沿岸，为松散堆积砂砾层孔隙

水，其余区域地下水主要为红色砂岩、泥岩风化带孔隙裂隙水。

岳阳河沿岸松散堆积砂砾层孔隙水：包括第四系河漫滩和 I级阶地冲击砂砾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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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布在县内等地，透水性强，含水条件好，但地层厚度不大，蓄水有限，一般情况

下地下水补给河水，洪水期河水补给地下水，水位变幅大，雨季和枯水期水位差 3-4m。

中上更新统冰川堆积层孔隙水分布在县内黄泥坪、壮溪坝、七里坝、水东、海井等二

三级阶地，属黄色粘土夹砾石，透水性差，降水很难入渗，除个别地段外，绝大部分

地区地下水不佳。

红色砂岩、泥岩风化带孔隙裂隙水：包括白垩系天马山组及遂宁组含水层、侏罗

系蓬莱镇组含水层、上沙溪庙组含水层。白垩系天马山组及遂宁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

岳阳镇、石桥街道（原石桥铺镇）、永顺镇、镇子镇的大部分乡镇，为砖棕红色泥岩

砂岩不等厚互层，中统遂宁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来凤、石鼓、云峰等乡，以紫红色泥

岩为主夹泥质粉质砂岩，地下水缺少。侏罗系蓬莱镇组含水层分布在县内龙台镇、白

水乡、李家镇等区，及和平、周礼的部分乡。上部为砂质泥岩与砂岩互层，砂质泥岩

中裂隙不很发育，对地下水的补给和储存不利，且深受切割地貌影响，地面漫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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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补给面小，主要靠降雨补给。上沙溪庙组含水层分布在山轴部，包括清流乡、兴

隆乡等乡，以紫红色泥岩为主，夹泥质粉砂岩，地形陡峻，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降

雨，流失大。

3.1.5生态环境

安岳县境内森林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森林覆盖率为 35%。境内果树有

柠檬、李子、杏子、桃子、樱桃、柑橘、橙子、柚子、枇杷、石榴等。境内药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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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桐、桉树、桐树、冬青树、银杏树等。其中，通贤柚、柠檬等优质水果，占据了水

果市场的主导地位。

评价地块地处安岳县城南片区 A06-1地块（包含金花社区 5组和龙井社区 5组部

分区域），周边环境受人类影响多年，生态系统分布主要为厂房及农村生态系统。根

据现场踏勘，区域人类活动频繁，周围无珍稀野生动植物。

3.2地块敏感目标

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报告专家评审指南（修订版）》的通知（川环办函〔2022〕443号），确定地块边界

500m范围内是否有敏感目标（如幼儿园、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饮用水井、取水口等）。

调查表明，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

区域），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约 283.08亩）。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有幼儿园、

学校、居民区、医院、农田等敏感目标。评价区域周边 500m范围外环境情况见表 3.2-1，

外环境分布如图 3.2-1所示。

表 3.2-1 地块周围外环境分布情况

外环境颜

色标注

外环境

类别
外环境名称 方位 最近距离 备注

绿色 居民区

安置小区 北 140m 约 1800人

居民区 东北 紧邻 约 155人

居民区 东北 290m 约 48人

居民区 东 紧邻 约 210人

居民区 南 265m 约 140人

居民区 西南 220m 约 120人

青色 学校 安岳县城南九年制学校 东南 145m 约 3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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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
在建项

目

安岳县人民医院城南新区

医院建设项目
南 紧邻 /

安岳县城南教育园区建设

项目
西 90m /

安岳县革命老区红色文化

拓展交流中心建设项目
西北 120m /

蓝色 地表水 岳阳河 东侧 20m /

紫色 农田

农田 东北 紧邻 /

农田 东 230-500m /

农田 南 20-50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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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使用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

共六个小地块，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约 283.08亩）。现场踏勘期间（2023年 3

月 10日、13日、22日），通过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发现，各区域基本情况见表 3.3-1，

地块内各区域现状照片见图 3.3-1，地块内平面布置图见图 3.3-2。

表 3.3-1 地块内各区域分区一览表

序号 区域 面积（m2） 情况介绍

1 地块一 33658.79
地块内分别为梓桐村 10余户居民、农田、山林

和南苑露营的部分区域。

2 地块二 35064.78
地块内分别为农田、山林和安岳县大发养鸡专

业合作社。

3 地块三 29410.81 地块内分别为农田、荒地和南苑露营地。

4 地块四 30904.07 地块内分别为农田、农户、小部分南苑露营地、

部分安岳县大发养鸡专业合作社区域。

5 地块五 33126.21 地块内分别为农田、居民和南苑露营地的景观

塘。

6 地块六 26552.76 地块内分别为农田、少量居民。

地块一荒山（照片编号：1#，拍摄方向：东北） 地块一南苑露营地（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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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一居民房屋（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南） 地块一柠檬地（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二道路（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东） 地块二柠檬地（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南）

地块二鸡场遗址（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西） 地块二鸡场遗址 2（照片编号 8#，拍摄方向：东）

地块三柠檬地（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东） 地块三道路（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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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三露营地（照片编号 11#，拍摄方向：东） 地块四农户房屋（照片编号 12#，拍摄方向：南）

地块四农田（照片编号 13#，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四农田、林地（照片编号 14#，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四林地（照片编号 15#，拍摄方向：西） 地块五农户、农田（照片编号 16#，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五池塘（照片编号 17#，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五竹林（照片编号 18#，拍摄方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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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五农田、房屋（照片编号 19#，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六农田（照片编号 20#，拍摄方向：南）

地块六农田 2#（照片编号 21#，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六农田、房屋（照片编号 22#，拍摄方向：西）

地块六柠檬地（照片编号 23#，拍摄方向：西南）

图 3.3-1 地块内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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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 3.3-2 现场照片拍摄位置图

3.3.2地块使用历史

评估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

共六个小地块，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约 283.08亩）。结合人员访谈、资料收集

及空间历史图像分析得出：本次评价范围内不同区域利用历史不同，地块内利用历史

主要为养殖场、农家乐、农村环境。根据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可分为三个区域见表 3.3-2，

2013年 03月-2021年 3月的地块空间历史影像见图 3.3-3。

表 3.3-2 地块利用历史

区域 时间 利用情况 来源

安岳县

大发养

鸡专业

合作社

2011年以前 农田
人员访谈、资

料收集和现场

踏勘

2011年-2019年 2011年租赁 20余亩，养鸡、种植柠檬

2019年-至今 2019年后，因城市规划关停，鸡舍拆除，

区域内可见原鸡舍建筑痕迹。

南苑农

家乐

2012年 农田

人员访谈、资

料收集和现场

踏勘

2012年-2018年 租赁于投资开发商，修建南苑农家乐

2018-2020年 因手续和地块用途等原因拆除后荒废。

2020年-至今 2020年后，原投资开发商建南苑自然营，

在不改变原始地貌的情况下，为游客提供

注：1~23#为照片编号，

对应图 3.3-1，虚线箭

头方向为拍摄方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19#

20#21#

22#23#

图例

评估区域

①

②

④

⑥

③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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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露营等活动。

农村环

境区域
-至今

其他区域原始地貌未产生变化，区域内为

农户和农田等

人员访谈、空

间历史影像和

资料收集

2013年 03月 08日历史影像

南苑农

家乐

图例：

评价区域

地块内生产活动区域

安岳县大发养鸡专

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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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5月 17日历史影像

2019年 08月 23日历史影像

安岳县大发养鸡专

业合作社

图例：

评价区域

地块内生产活动区域

南苑农

家乐

南苑农

家乐

安岳县大发养鸡专

业合作社

图例：

评价区域

地块内生产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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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03月 27日历史影像

3.4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评估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

相邻地块现状为：

北侧为安置小区、农户、农田；

东侧为文昌村农户、农田、岳阳河；

南侧为安岳县人民医院城南新区医院二期在建项目；

西侧为安岳大道，道路对面为安岳县城南教育园区在建项目和安岳县革命老区红

色文化拓展交流中心在建项目。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4-1。

图 3.3-3 评价区域历史影像图

南苑农

家乐

安岳县大发养鸡专

业合作社

图例：

评价区域

地块内生产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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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外环境（安置小区，照片编号 1#，拍摄方向：北） 北侧外环境（农户、农田，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北）

北侧外环境（农户，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北） 东侧外环境（农田，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

东侧外环境（农村环境，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 东侧外环境（岳阳河，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东）

南侧外环境（在建医院，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南） 南侧外环境（在建医院，照片编号 8#，拍摄方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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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外环境（在建医院，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南）
西侧外环境（在建教育园区，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

西）

西侧外环境（安岳大道、在建项目，照片编号 11#，拍摄

方向：西北）

图 3.4-1 相邻地块外环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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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外环境拍摄位置图

3.4.2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卫星图像查看及周边人员访谈，地块相邻外环境原为农村环境，

后四周逐步修建小区、医院和学校等。地块相邻地块使用历史见表 3.4-1。

表 3.4-1 地块相邻外环境使用历史一览表

序号 方位 距离 名称 历史情况

1 北 140m 安置小区 原为农村环境，2013年修建安置小区

3 北 紧邻 农田、居民区 至今保持一致

4 东 紧邻 农田、居民区
居民区房屋在80、90年代建造，至今保持

一致

5 东 20m 岳阳河 至今保持一致

6 南 紧邻
安岳县人民医院城

南新区医院项目

原为农村环境，于 2017年开始建设安岳县

人民医院城南新区医院一期项目，2021年
修建二期项目

7 西侧 紧邻 安岳大道 原为农村环境，于 2013年修建安岳大道

8 西侧 90m 安岳县城南教育园

区建设项目

原为农村环境，于2021年修建城南教育园

区

3.5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安岳县城市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2017.07），结合“《安

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2023.02.22）（见附件二），该地块将用作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根据 GB50137-2011该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R2），

对照 GB36600-2018为第一类用地（R）。

5#

8#

3# 4#

6#

1#

安岳大道

注：1~11#为照片编

号，对应图 2.4-1，
虚线箭头方向为拍

摄方向。

7#

2#

评价区域

图例：

9#

10#

11#

安置小区

岳阳河

农田

城南新区医院二期在建项目

革命老区红色

文化拓展交流

中心在建项目

城南教育园

区在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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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土地利用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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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调查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4.1.1资料收集

2023年 03月，我方调查人员对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现状调查

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其他有助于评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的历史资料如平面布置图、地形图、环境

影响评价等资料。

（3）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当地地方性基本

统计信息。

（4）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相关发展规划

（5）通过网络及政府环保部门收集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场地历史情

况等。

详细的资料清单见表 4.1-1。

表 4.1-1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来源

1 安岳县区域环境概况
网络（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安岳县地质

地貌”2014.6.2）

2 地块历史影像图 水经微图、Google Earth

3 地块环境现状及与相邻地块的现状 现场踏勘

4 地块使用现状及与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人员访谈

5 地块平面布置图 人员访谈

4.1.2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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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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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我公司技术人员于 2023年 3月进行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踏勘的范围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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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和工业等潜在污染源的分布。现场踏勘检查结果见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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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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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踏勘人员着长袖（短袖）长裤服装，禁止穿裙子，穿劳保鞋或运动鞋；

污染较重场地，根据作业性质穿戴防护服、防护手套，戴好安全帽，配备口罩或防毒

面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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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荧光分析仪等。

2.现场踏勘范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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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场踏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

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以及过去使用

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

染痕迹。

（3）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

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

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

河、池；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4）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情况：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地形应

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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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现场踏勘内容一览表

项目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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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现

状与历史

情况

1.本次调查地块面积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约 283.08亩），根据现场踏勘，确定

本地块划分 3个区域，为养殖场区域、农家乐区域和农村环境区域。

（1）养殖场区域：2011年前该区域为农田，2011年后安岳县大发养鸡专业合作社租

赁 20余亩地进行养鸡和种植柠檬，修建鸡舍 4座。2019年因城市规划问题，鸡舍被

要求关停，强制拆除，区域内可见原鸡舍建筑痕迹。

（2）农家乐区域：2012年前该区域为农田，2012年后租赁于投资开发商，修建南苑

农家乐，修建有篮球场、游泳池、景观池塘等，2019年因手续和地块用途等原因，被

强制拆除荒废。2020年后，原投资开发商建南苑自然营，在不改变原始地貌的情况下，

为游客提供踏青、露营等活动。

（3）农村环境区域：原始地貌未产生变化，区域内为农户和农田、林地。居民在此

区域地块是上种植有果树和一些时蔬。

3.地块历史上存在养殖企业，安岳县大发养鸡专业合作社无相关废水处理设施，故污

水排放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的情形。

4.地块内仅居民区生活用水均使用地下水，产生的生活废水经旱厕流入地块外的排水

沟；地块内民房居民产生的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工人清运，未发现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堆放。其余区域不涉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5.现场未闻到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存在多处地下水井。

相邻地块

的现状与

历史情况

1.地块北侧相邻区域为安置小区、农户、农田，安置小区修建于 2013年，农田、农户

未发生变化。

2.地块东侧相邻区域为农田、居民区、岳阳河，居民区房屋在 80、90年代建造，居民

区、岳阳河未发生变化。

3.地块南侧相邻区域为安岳县人民医院城南新区医院项目，原为农村环境，于 2017

年开始建设安岳县人民医院城南新区医院一期项目，2021年修建二期项目。

4.地块西侧相邻区域安岳大道、安岳县城南教育园区建设项目，原均为农村环境，2013

修建安岳大道，2021年修建城南教育园区。

周围区域

的现状与

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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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和工厂等，具体情况如下：

1.地块外 500m范围内有居民区、学校、在建医院、地表水、农田，具体分布情况见

表 2.2-1。

2.地块外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存在。

3.地块周围的地表水体为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地质、水

文地质和

地形情况

1.地块内与区域地势一致，呈现西高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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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于等潜水位线，从高处流向低处。根据地块及周边地形地势，地块为西高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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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为西向东，进入最近受纳水体（岳阳河）。

4.1.3人员访谈

2023年 3月，采取现场交流和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了人员访谈工作，受访者包含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岳生态环境局、文昌村村委会、地块内养殖场、农家乐

老板、地块所在地周边人员等，一共发放人员访谈记录表 11份，回收 11份。访谈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若无，地块以前利用历史有什么？

（2）本地块内是否曾经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如有，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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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关闭企业）

（12）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污染？

（13）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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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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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等现象？是否观察到水体中有油状物质？

（16）本区域地下水用途是什么？周边地表水用途是什么？

（17）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是否曾开展过地下水环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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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测工作？是否开展过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工作？

（18）地块内是否从事过规模化养殖？其规模化养殖产生的废水是否用于地块内

农田灌溉？

表 4.1-2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访谈对

象类型

访谈对

象

访谈

方式
人员访谈获取信息

地块内

居民

邱基强

当面

交流

1.不清楚历史上是否有企业存在，在 2012年邱基强家一块地租赁给

农家乐使用，后面被拆除了，访谈人在外打工，具体情况不清楚。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没听说有废气产生。

8.地块内不确定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不确定是否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均有水井，水井为村民饮用水；水土无浑浊、颜色或

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不确定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不清楚是否从事过养殖。

唐林菊

周边区

域居

民、工

作人员

邱万高

当面

交流

1.大发养鸡专业合作社：2011年-2019年，进行养鸡和柠檬种植，2019
年因城市规划被要求关停。

南苑农家乐：2012年-2018年，从事休闲娱乐、餐饮服务，配套有篮

球场、游泳池、景观池塘等。在 2018年拆除荒废，具体原因不知。

2020年-至今，为南苑自然营，提供露营、野外聚会、踏青等活动场

地。

其他区域为居民自建房和农田无大变化。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邱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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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情况。

8.地块内不确定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存在多处水井，位置不知；为居民饮用水；水土无浑

浊、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不确定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从事过养殖，不清楚废水是否用于农田灌溉。

肖廷尧

大发养

鸡专业

合作社

吴章明
当面

交流

1.2011年前为农田，2011年后修建安岳县大发养鸡专业合作社，养

殖肉鸡和蛋鸡最多时有 15000余只；种植柠檬 20余亩。2019年，地

块规划为城市用地，禁止养殖，被要求停业拆除。

地块内农家乐具体情况不清楚。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情况。

8.地块内有养殖废水产生，无相关治理设施。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11.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存在多处水井；为居民饮用水；水土无浑浊、颜色或

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灌溉。

16.不确定本地块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从事过养殖，废水用于合作社柠檬地灌溉。

18.地块养殖合作社未遗留危险废物堆存。

南苑农

家乐、

自然营

毛鹏
当面

交流

1. 养殖场具体情况不清楚。

南苑农家乐建于 2012年，修建有篮球场、游泳池、景观池塘等，在

2018年因地块性质、手续等问题，被强制拆除，游泳池被填埋，场

所荒废。2020年，更名为南苑自然营，在原自然场地，为游客提供

天幕、露营、郊游场所。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南

苑

农

家

乐

、

自

然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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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情况。

8.地块内不确定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11.地块内土壤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存在多处水井；为居民饮用水；水土无浑浊、颜色或

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从事过养殖，不清楚废水是否用于农田灌溉。

周世伟
电话

访谈

村委会 唐训民
当面

交流

1. 地块以前主要为农田、农户；曾存在养殖场和农家乐。

养殖场：在 2011年成立大发养鸡专业合作社，养鸡万余只，还种植

有 20余亩柠檬地，2019年因城市规划问题停产，拆除鸡舍。

农家乐：2012年租赁修建南苑农家乐，有篮球场、游泳池等设施；

2018年因用地性质、手续等问题被强制拆除。2020年后改为南苑自

然营，不进行任何建设，主要为游客提供天幕、露营场所。

其余区域无大变化。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情况。

8.地块内有养殖废水产生，未设置废水处理设施。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11.地块内土壤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存在多处水井；为居民饮用水；水土无浑浊、颜色或

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从事过养殖，不清楚废水是否用于农田灌溉。

地块管

理机构
李岳峰

电话

访谈

1.地块以前主要为农田、居民区；2011年-2019年存在养殖场，养殖

肉鸡、蛋鸡 1万余只。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情况不清楚。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情况。。

8.地块内有养殖废水产生，未设置废水处理设施。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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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块内土壤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存在多处水井；为居民饮用水；水土无浑浊、颜色或

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从事过养殖，废水用于农田灌溉。

环保部

门管理

人员

彭红
电话

访谈

1.地块以前主要为农田、居民区；存在养殖场，养殖肉鸡、蛋鸡，在

2019年时被要求关停。

2.本地块内曾经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情况不清楚。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曾经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周边邻近

地块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7.地块内无废气排放情况。

8.地块内有养殖废水产生，未设置废水处理设施。

9.未闻到过本地块内及周边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10.地块内无残留固定废物。

11.地块内土壤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2.地块内地下水不清楚是否曾受到污染。

13.本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学校、居民区、农田、地表水、水

井。

14.本地块内外存在多处水井；为居民饮用水；水土无浑浊、颜色或

气味异常等现象，水体中无油状物质。

15.本区域地下水饮用，周边地表水岳阳河用途为纳污灌溉。

16.本地块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17.地块内从事过养殖，废水用于农田灌溉。

邱基强 邱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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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万高 唐训明

吴章明 周孟康

唐林菊 肖廷尧

图 4.1-1 人员访谈照片

4.2地块内地层地下水情况

4.2.1地块地层情况

地形、地层岩性：地块内无相应的地勘资料可借用，结合本次采样剖面及地下水

分析，确定了地块内土层性质和地下水情况，地块靠近山体不同区域岩性变化较大，

根据对地块内现场采样剖面资料，结合现场剖面照片（图 4.2-1）及 3.1.2区域地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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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章节，得出评估区域地块地层性质从上至下依次为：回填土、粉质黏土、泥岩夹砂

岩。

S10（0-2m回填土、2-8m粉质黏土、8m
以下泥岩夹砂岩，挖掘深度 15m）

S1（0-0.5m素填土、0.5-3m粉质黏土，挖

掘深度 3m）

S12（0-0.5m回填土、0.5-4m粉质黏土，

挖掘深度 4m）

S6（0-3m粉质黏土，挖掘深度 3m）

图 4.2-1现场部分岩剖面图及照片

4.2.2地下水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本地块属于丘陵地带，地下水流向受地形地貌控制，地块所在区

域地下水属红色砂岩、泥岩风化带孔隙裂隙水。地块整体地势西高东低，根据地块周

边地下水井，采用“三点法”进一步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西向东方向流向，

进入最近受纳水体（岳阳河）。地下水流示意图见图 4.2-2。

表 4.2-1 地块内及周边地下水井基本情况一览表

水井点位编号
坐标（以°表示） 井口海拔

（m）
埋深（m） 水位（m）

E N

W3 105.308613 30.055996 305.8 9 296.8

W4 105.311028 30.056792 300.1 7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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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 105.307474 30.058240 308.6 10 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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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评价区域地下水流向图

图例

评价区域

地表水

地下水流向

地下水井监测点

地下水流向

(296.8m)

(298.6m)

(293.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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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污染识别

将本地块按使用情况分为三个区域：农村环境区域、原养殖场区域、原农家乐区

域，在污染识别阶段按照区域划分对各区域不同时期进行污染识别。地块内区域划分

图见图 4.3-1

图 4.3-1 地块内区域划分图

4.3.1 农村环境区域

农村环境区域为评估地块内原养殖场和农家乐范围外的区域，区域内有农户和农

田，居民在此区域地块是上种植有果树和一些蔬菜，农灌用水主要来源于地下井水。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该区域用地性质至今未发生变化，区域内不涉及工业

企业活动，不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和

环境污染事故，无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根据

农村环境区域内现状情况，表明农村环境区域原有历史活动和现有活动对土壤环境影

响极小，存在污染的可能性极低。

4.3.2 原养殖场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占地约 20余亩，原为文昌村 7组农田。2011年租赁于安岳县大发

养鸡专业合作社从事肉鸡、蛋鸡饲养、柠檬种植。共建办公室一间，鸡舍 4间，储水

原养殖场区域

原农家乐区域

农村环境区域

图例：

评估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

原农家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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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一座；柠檬种植约 13亩。

2019年因城市规划关停，鸡舍拆除，柠檬种植未受到影响。现场踏勘时，可见原

鸡舍建筑痕迹。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以及相似企业工艺分析，确定企业平面布局图 3.3-2。

图 4.3-2 养殖场租赁范围平面图

4.3.2.1原养殖场生产工艺、三废排放及原辅料分析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养殖场无法提供相应环保资料，故根据其养殖场负责人描述

以及相似工艺进行确定该企业的生产工艺、原辅料以及三废排放情况。

（01）原辅材料

表 4.3-1 原辅材料使用一览表

序号 物料名称 来源 备注

1

原（辅）料

鸡苗 外购

人员访谈、

参照相似工艺

2 饲料 外购

3 疫苗药品 外购

4 除臭剂 外购

办公室

鸡舍 1#

鸡舍 3#

鸡舍 2#

鸡舍 4#

储水池

图例：

养殖场区域

鸡舍

办公室

储水池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43 页 共 120 页

5
能耗

水 井水

6 电 农村电网

（02）生产工艺

本项目建设 4座鸡舍，两个肉鸡鸡舍，两个蛋鸡鸡舍，单舍存栏量约 3000只。

（1）鸡苗

鸡苗由专业孵化单位提供，由鸡苗提供单位采用专业运输车将雏鸡运输至项目合

作社，合作社不涉及鸡苗孵化作业。

（2）鸡舍光照、温度、湿度控制：

雏鸡保温：雏鸡第一周龄温度要求 32℃，以后每周下降 2—3℃。鸡舍采用覆盖保

温层、放置温度观察温度变化。

湿度控制：采用通风方式控制鸡舍内湿度

光照控制：光照对鸡类的生长和产蛋发挥有一定影响。合理的光照有利于肉鸡增

重，蛋鸡增产。本项目采用密闭养殖大棚，光照为人工光源。

（3）饲养方式

肉鸡

养殖场接收同一批次的肉鸡苗，同时进雏，同时出栏，采用“立体笼养”方式，

无需垫料。每批饲养周期 100天，年平均饲养 3批次。

蛋鸡

蛋鸡育成期约 10周，产蛋期在 50周左右。产蛋期结束后，出售该批次蛋鸡，更

换新鸡苗。饲养亦采用“立体笼养”方式，可自动收集成品鸡蛋，减少母鸡践踏损失。

（4）消毒、清理

为防止鸡瘟、禽流感的病毒传播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成品鸡出栏外售后，将对鸡

舍进行彻底清理，并进行全面消毒；全场外围设围墙，防止外人或外畜进入。场内外

保持清洁，道路、环境每月消毒两次；所有人员进入养殖区必须更换场内工作服、工

作鞋，严格消毒。严禁饲养其他动物，并做好灭蝇、灭蚊、灭鼠工作。

（5）排泄物、病死鸡处置

立体笼下方设置有接粪板，将收集的鸡粪加入锯末、谷壳等按约 1:1配比混合，

进行沤肥发酵。沤好的有机肥用于柠檬地施肥。

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51号）中<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与综合利用>规定：畜禽尸体应按照有关卫生防疫规定单独进行妥善处置。该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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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设置完善处置设施，故采用密封袋封存，交由专业单位处置。

生产工艺见图 4.3-3。

图 4.3-3 生产工艺流程图

（03）三废排放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和相似养殖企业分析，其三废排放见表 4.3-4。

表 4.3-4 三废排放一览表

序号 种类 污染物 处置措施 备注

1 废气 氨、硫化氢、臭气 无组织排放、喷洒除臭剂

人员访谈、

参照相似工艺

2 废水 COD、SS、氨氮等 主要为鸡舍冲洗废水，直排入柠檬地

3 固废
鸡粪便 沤成有机肥后用于柠檬地施肥

生活垃圾 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

4 危废 病死鸡 密封袋收集，交专业单位处置

4.3.2.2原养殖场区域内污染识别

根据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和生产工艺、三废排放及原辅料，识别养殖场主要污染

来源于鸡粪便的处置。企业冲洗废水直接排入农田，鸡粪便未进行无害化处理进行施

肥，会在土壤、地下水中出现一定的重金属累积。施肥过量还会造成土壤盐化、酸化、

碱化等情况。故历史可能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4.3.3 原农家乐区域

原农家乐区域占地约 30余亩，2012年以前该区域作为农田使用，后租赁于投资

开发商，修建南苑农家乐，修建有篮球场、游泳池、景观池塘等设施。2018年因手续

和地块用途等原因被强制拆除后荒废，游泳池存在拆除回填情况，根据人员访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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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泳池深度约 2米，儿童泳池约 0.5米，回填土方来源于西侧安岳大道建设开挖土方。

2020年后投资开发商从新利用该区域，在不进行开发建设的基础上，开办南苑自然营，

为游客踏青、露营、聚会等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根据人员访谈结果确定农家乐范围，

确定企业平面布局图 4.3-4。

图 4.3-4 原农家乐平面图

根据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该区域内不涉及工业企业活动，不涉及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发生化学品泄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无危险废物堆放、

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工业废水污染。但游泳池拆除时存在回填情况，可能存

在对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4.4相关情况评价

4.4.1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卫星影像，评价区域内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史，将评价区域内分三个区域，对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分区域介绍详见表

4.4-1。

表 4.4-1 不同区域对应的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一览表

图例：

农家乐区域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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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生产车间及库房的泄漏评价

农村环境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不涉及泄漏

原养殖场

区域

鸡舍 1#
主要养殖区域，鸡舍内地面硬化，但有缝隙存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泄

漏情况，

鸡舍 2#
主要养殖区域，鸡舍内地面硬化，但有缝隙存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泄

漏情况，

鸡舍 3#
主要养殖区域，鸡舍内地面硬化，但有缝隙存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泄

漏情况，

鸡舍 4#
主要养殖区域，鸡舍内地面硬化，但有缝隙存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泄

漏情况，

原农家乐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不涉及泄漏

4.4.2沟渠、管网泄漏评价

对沟渠、管网泄漏评价分区域介绍详见表 4.4-2。

表 4.4-2 不同区域对应的沟渠、管网泄漏评价一览表

区域 沟渠、管网泄漏评价

农村环境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不涉及沟渠、管网泄漏

原养殖场区域 现场踏勘无沟渠、管网，不涉及沟渠、管网泄漏

原农家乐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不涉及沟渠、管网泄漏

4.4.3各类槽罐池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对各类槽罐池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分区域介绍详见表 4.4-3。

表 4.4-3 不同区域对应的各类槽罐池内的物质和泄漏一览

区域 各类槽罐池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农村环境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不涉及槽罐池泄漏

原养殖场

区域
储水池

为鸡舍清洗供水，储水池水来源于附近井水，废水不回流储水池，泄漏

造成污染可能性极低。

原农家乐区域 现场踏勘无槽罐池，不涉及槽罐池泄漏

4.4.4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对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评价分区域介绍详见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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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不同区域对应的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一览表

区域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农村环境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现场踏勘无固废、危废残留，不涉及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

原养殖场区域

主要进行养殖，无危险

固废产生，有一般固废

和危险废物产生

一般固废
生活垃圾

垃圾桶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进行清运

鸡粪便
沤成有机肥后用于

柠檬地施肥

危险废物 病死鸡
密封袋收集，交专

业单位处置

原农家乐区域
不涉及工业活动，现场踏勘无固废、危废残留，不涉危险废物，固定废

物为生活垃圾

对于地块内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分析，本报告参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指南（试行）》中对“有毒有害物质”的解释，对比《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

一批）》、《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2018年）》、《国家危险废物》（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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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结合现场踏

勘，确定地块内无残留固废。见下表 4.4-5。

表 4.4-5 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存在区域 主要成分 用量 性状
贮存、包装

方式
备注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踏勘时未发

现有毒有害

物质。

4.4.5残余废弃物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所在区域构筑物主要为农民自建房屋，属于一般固体废物。

表 4.4-6 残余废弃物一览表

序

号

废弃

物类

型

名称 属性 方量
产生环

节

储存方

式
分布区域

特征

污染

物

污染

迁移

途径

备注

1
一般

固体

废物

建渣
无毒

无害

约
1730
m3

鸡舍拆

除后的

遗留物

露天堆

放在地

块内原

养殖场

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

从左到右分布

鸡舍 1-4#，建

渣主要集中在

鸡舍 3#、4#

无 无

按相

关要

求处

置

4.4.6遗留设施设备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所在区域无遗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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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遗留设施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施设备名称 工序环节 特征污染物 分布区域 现场照片 备注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4.7区域地下水使用功能评价

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显示，调查区域涉及范围广、面积大，部分村民使用地

下水作为生活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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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要求，地下水涉及饮用水功能的可用

Ⅲ类评价，故本次地下水评价标准值选择我国《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Ⅲ类标准。

4.5地块潜在污染因子及重点区域分析

4.5.1重点区域

结合 4.3章节污染识别和 4.4章节相关泄漏评价，确定本地块内的重点区域，详见

表 4.5-1，重点区域分布见图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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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重点区域及污染物识别信息表

鸡舍 1# 鸡舍 2# 鸡舍 3#

区域 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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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原养殖

场区域

鸡舍 1# 禽类养殖
养殖区域、废

水排放口
/ 废水排放、渗

透

鸡粪便未经处理，鸡舍清

洗废水直排
垂直入渗 重金属 /

鸡舍 2# 禽类养殖
养殖区域、废

水排放口
/ 废水排放、渗

透

鸡粪便未经处理，鸡

舍清洗废水直排
垂直入渗 重金属 /

鸡舍 3# 禽类养殖
养殖区域、废

水排放口
/ 废水排放、渗

透

鸡粪便未经处理，鸡

舍清洗废水直排
垂直入渗 重金属 /

鸡舍 4# 禽类养殖
养殖区域、废

水排放口
/ 废水排放、渗

透

鸡粪便未经处理，鸡

舍清洗废水直排
垂直入渗 重金属 /

原农家

乐区域
游泳池 / 游泳池内 / 历史上曾进

行回填
回填土来源不明 垂直入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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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舍 4# 原游泳池现状 原游泳池现状

图 4.5-1 地块内重点区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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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地块内重点区域分布图

图例：

评估范围

养殖场区域

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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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潜在污染因子分析

根据对地块的现状及利用历史分析，确定本地块的潜在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砷、

镉、铜、铅、汞、镍、六价铬)、PH。

其地下水监测中特征因子根据地块内的特征污染物分析，确定其地下水的特征因

子为：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PH。

4.6周边污染源分析

该地区的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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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外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故附近地块在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向地块内迁移影响的可能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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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1 地块 500m范围内工业企业分布图

安岳县革命老区红

色文化拓展交流中

心建设项目

安岳县城南教育园

区建设项目

居民区

安岳县县人民医院城南

新区医院建设项目

农田 居民区

安置小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城南九年

制学校

农田

农田

农田

岳阳河

图例：

评估区域

居民区

农田

地表水

在建项目

学校

500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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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环境污染事故和投诉情况

根据向周边群众及相关政府部门核实，评估区域至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或生

态破坏事件，未出现过环境投诉和环境纠纷。

4.8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

根据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及历史影像，对地块的利用历史、地块现状以及潜在污

染物等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

评价区域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

域），共六个小地块，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约 283.08亩）。该地块历史用途存在

过养殖场、农家乐、农村环境。该地块规划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 GB50137-2011

该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第一类用地。

原养殖场区域历史可能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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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DB51/2978-2023），本地块潜在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PH；原农家乐游

泳池历史上有回填情况，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可能。

综上可判断，地块有潜在污染的可能性，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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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1采样点布设方法

5.1.1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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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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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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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的布点方法有：系统随机布点法、专业判断布点法、分区布点法和系统布点法。

其中，系统随机布点法适用于“污染分布均匀的地块”；专业判断布点法适用于“潜在污

染明确的地块”；分区布点适用于“污染分布不均匀，并获得污染分布情况的地块”，系

统布点法适用于“各类地块情况，特别是污染分布不明确或污染分布范围大的情况”。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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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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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

（2）土壤对照监测点位的布设一般地块外部区域设置土壤对照监测点位，尽量选

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应采集表层土壤样品，采样深度尽可能与

地块表层土壤采样深度相同。

5.1.2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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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内如有地下水，应在疑似污染严重的区域布点，同时考虑在地块内地下水径流的下

游布点。如需要通过地下水的监测了解地块的污染特征，则在一定距离内的地下水径

流下游汇水区内布点。”根据《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指南》

的通知（川环办函[2022]443号）“地块面积> 5000m2，地下水采样点位不少于 2个。”

5.2采样点位布设

5.2.1土壤采样点布设

（1）地块内土壤监测点

点位个数：此次调查根据评估地块的性质，以及地块空间历史图像、人员访谈及

现场踏勘，能确定其平面布置，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采用分区布点法，根据地块污

染识别结果，在识别出的重点区域（原养殖场区域、原农家乐游泳池区域）范围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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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布点，共识别处 5个重点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在鸡舍 1#、2#、3#、4#内存在渗漏处各布置一个监测点位，在鸡舍

1#、2#、3#、4#废水直排入柠檬地处各布置一个监测点位。因养殖场柠檬地存在鸡粪

施肥情况，故在非重点的柠檬地种植靠下游区域布置一个监测点位。原农家乐游泳池

区域有三个泳池各布置一个监测点位。共布置 12个土壤监测点位。

（2）地块外土壤监测对照点

本次调查结合地块外土地利用方式、污染物扩散迁移特征等因素，在评估地块地

下水上游方向 1km范围内布设 1个土壤监测点（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

的裸露土壤）作为对照点，对照点仅采集表层 1个土壤样品（采样深度与地块表层土

壤采样深度相同）。土壤监测布点图见图 5.2-1。

图 5.2-1 地块内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5.2.2地下水采样点布设

结合地块所在区域水文地质情况及现场踏勘，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西

向东方向流向，进入最近受纳水体（岳阳河）。本次地下水监测点均为调查区域已有

水井，为周边居民饮用水井。故本次地下水评价参照我国现有的《地下水质量标准》

原游泳池

鸡舍 1#

鸡舍 2#

鸡舍 3#

鸡舍 4#
图例：

评估范围

重点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

土壤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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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1）地块内地下水监测点

本次调查结合污染物产生、迁移情况、地下水流向等，在评估地块重点区域（原

养殖场区域、原游泳池区域）内下游设 1个地下水控制监测点（W2已有水井、W3新

建水井），在重点区域下游设 1个地下水控制监测点（W4已有水井），采样深度在

水面 0.5m以下。

（2）地块外地下水对照点

据本项目布置、原地形地貌，依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在地块外上游布设 1个地

下水背景监测井（W1已有水井）。地下水监测点位如图 5.2-2。

图 5.2-2 地下水监测点位和土壤对照点分布图

5.3采样深度和样品数量

土壤计划采样信息见表 5.3-1，地下水计划采样信息见表 5.3-2。

地下水流向

图例：

评估范围

重点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

土壤监测点位

地下水监测点位

地下水流向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58 页 共 120 页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59 页 共 120 页

表 5.3-1 土壤计划采样信息一览表

布点区

域

是否为重

点区域

点位个

数

点位编

号
点位名称 计划采样深度 布点原则

送检数量

（个）

地块内

原养殖

场区域

是

5个

S1 鸡舍 1#内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硬化不完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渗漏的可

能
3

S2
鸡舍 1#外
排污口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清洗废水未进行处理排出，存在污染可能 3

S3 鸡舍 2#内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硬化不完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渗漏的可

能
3

S4
鸡舍 2#外
排污口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清洗废水未进行处理排出，存在污染可能 3

S5 鸡舍 3#内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硬化不完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渗漏的可

能
3

S6
鸡舍 3#外
排污口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清洗废水未进行处理排出，存在污染可能 3

S7 鸡舍 4#内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硬化不完全，存在鸡舍清洗废水渗漏的可

能
3

S8
鸡舍 4#外
排污口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舍清洗废水未进行处理排出，存在污染可能 3

否 S9
养殖场柠檬

地下游

取表层土样（0~0.5m）和下

层土样（0.5-1.5m）（1.5-3m）

鸡粪便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用于养殖场的柠檬

地施肥，会造成土壤重金属累积
3

地块内

原游泳

池区域

是 3个

S10
偏北侧常规

泳池

回填层土样（0~0.5m）

（0.5-2m）和下层原始土样

（0~0.5m）（0.5-1.5m）

（1.5-3m）

泳池回填土来源不明，故在泳池区域布置点位，

检测回填土样和下层原始土样。按照人员访谈确

定相关回填深度，根据钻探实际深度情况可进行

取样数量删减

5

S11
偏南侧常规

泳池

回填层土样（0~0.5m）

（0.5-2m）和下层原始土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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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m）（0.5-1.5m）

（1.5-3m）

S12
偏西侧儿童

泳池

回填层土样（0~0.5m）（和

下层原始土样（0~0.5m）

（0.5-1.5m）（1.5-3m）

4

地块外

对照点
/ 1个 DZ-1

地块外对照

点
表层土 0-0.5m / 1

表 5.3-2 地下水计划采样信息一览表

水井位置
点位

编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采样深度 备注

地块外上游水井 W1
地块外上游对照

点

E105.302118
N30.054545

水面以下

0.5m

W1、W2、W4 水井均为地

块已有水井，W3于 S10
为统一点位，采样时联系

评价人员现场确认。
地块内水井

W2
地块内养殖场柠

檬地内水井

E105.308692
N30.055477

W3 地块内原游泳池
E105.308182
N30.055954

W4
地块内下游农户

水井

E105.310727
N30.055862

为查清评估地块内的污染因子、污染程度和范围，本次调查地块内计划布设 12个土壤监测点位，采集土壤样品 41个，地块外布设

1个地块外土壤对照点位，采集土壤样品 1个。

在评估地块内计划布设 3个地下水监测点（W2、W3、W4），在地块外地下水流向上游布设 1个地下水监测点（W1），采样深度

水面 0.5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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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现场采样

5.4.1 采样工作安排和准备

（01）工作安排

本次调查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和实验室分析均由获得计量资质认定证书

（CMA）认证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监测，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完成了

本项目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工作。采样小组将根据任务要求，制定详细采样计划，内容

包括：任务部署、人员分工、时间节点、采样准备、采样量、采样份数、外出注意事

项等。

（02）采样准备

采样准备主要包括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

（1）组织准备

组建采样小组，每个小组最少由 2人取得上岗资格的采样人员组成，委派作风严

谨、工作认真的专业技术人员为组长，组长为现场采样记录审核人；采样小组成员具

有相关基础知识，采样小组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保障有力；采样前经过专项培

训，对采样中关键问题有统一的标准和认识。

（2）技术准备

为了使采样工作能顺利进行，采样前进行了以下技术准备：掌握布点原则，熟读

点位布设分布图；交通图、项目总体规划、土壤类型图；收集采样点的用地类型、土

壤类型、地面硬化情况以及地块污染源等基本情况。

（3）物资准备

①工具类：铁锹、锄头、土钻、洛阳铲、竹片、木勺以及符合特殊采样要求的工

具等。

②器材类：GPS、照相机、卷尺、聚乙烯瓶、自封袋、便携式土壤采样取样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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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箱等。

③文具类：标签纸、采样记录表、资料夹、调查信息记录表、档案袋、记号笔等。

④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工作鞋、安全帽、手套、口罩、简单常用药品等。

⑤运输工具：采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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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土孔钻探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一般采用挖掘方式进行，一般采用锹、铲及竹片等简单工具，

也可进行钻孔取样。土壤采样的基本要求为尽量减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样

过程不被二次污染。

柱状样品采取钻孔取样，在钻探施工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勘探地块的地形地貌、

交通条件、钻孔实际位置及现场的电源、水源等情况。

钻探选择无浆液钻进，将带土壤采样功能的内衬管、钻取功能的内钻杆和外套钻

杆组装好后，用冲击压动力系统打入土壤中收集土样。柱状样取出后按照 50cm的层

深对土壤进行快检分析，根据快检结果立即进行取样、拍照、记录操作。钻孔结束后，

应立即封孔并清理恢复作业区地面，并多钻孔点位坐标、高程进行复测确认。

5.4.3土壤样品采集

（1）样品采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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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容器密封后，在标签纸上记录样品编号、

采样日期等信息，贴到采样容器上，随即放入现场带有冷藏的样品箱内进行临时保存。

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样品优先采集、单独采集，并于 24h内转移至实验室冷藏冰箱中保

存。

（2）土壤平行样采集

根据要求，土壤平行样不少于地块总样品数的 10%，平行样在土样同一位置采集，

两者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一致，在采样记录单中标注平行样编号及对应的土壤样品编

号。

（3）土壤样品采集拍照记录

土壤样品采集过程针对采样工具、采集位置、取样过程、样品信息编号、现场快

速检测仪器使用等关键信息拍照记录。在样品采集过程中，现场采样人员及时记录土

壤样品现场观测情况，包括深度，土壤类型、颜色和气味等基础资料。

（4）其他要求

土壤采样过程中做好人员安全和健康防护，严禁用手直接采集土样，使用后废弃

的个人防护用品统一收集处置；采样前后对采样器进行除污和清洗，不同土壤样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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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更换手套，避免交叉污染。

5.4.4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

通过调查、走访发现地块区域和周边存在较多水井，根据收集到的地块区域和周

边水井信息分析，选取地块内三口水井和地块上游的各一口水井，W1、W2、W4水井

为居民饮用水井，井壁完好无断裂、错位、蚀洞，井水无明显油泵污染痕迹。基本符

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需新建监测井W3与 S10土壤监测点为

同一点位，钻井前期完成柱状采样过程。

（1）监测井成井

监测井成井包括：钻井、下管、填砾及止水、井位高程及坐标测量、洗井等步骤。

（1）地下水监测井钻孔：钻孔采用钻机钻进。钻孔的深度依照监测井所在区域地

下水埋深、水文地质特征及含水层类型和分布而定，一般达到含水层底板以下 50cm

或至少地下水含水层水位线下 5m，但不穿透弱透水层。监测井钻孔达到要求深度后，

进行钻孔淘洗，清除钻孔中的泥浆、泥沙等，然后才开始下管。

（2）地下水监测井下管：下管前校正了孔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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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管下完后，要用升降机将管柱吊直，并在孔口将其扶正、固定，

与钻孔同心。

（3）填砾及止水：填砾：本次地下水监测层位主要为基岩裂隙含水层，可不进行

填砾，但滤水管均采用尼龙网进行了包缠，一般包缠 3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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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井位高程及坐标测量：建井完成后，成井后用 GPS测量记录点位坐标，填

写建井洗井记录、成井过程中洗井作业和洗井合格出水等关键环节或信息拍照记录。

（2）监测井洗井

建井后的洗井。洗井方法：机械提水洗井。

（1）监测井洗井时，人工提水速率要慢，并记录提水开始、结束时间。洗井的提

水速率以不致造成浊度增加、气提作用等现场为原则，即表示提水速率应小于补注速

率，洗井提水速率控制在 0.1～0.5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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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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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以内、电导率连续三次测定的变化在±10%以内、pH连续三次测定的变化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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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或洗井抽出水量在井内水体积的 3～5倍时，可结束洗井

5.4.5地下水样品采集

（1）采样前洗井

采样前的洗井，其方法与建井后的洗井相同。

（2）采样设备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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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清洗方法和程序如下：

a）用刷子刷洗、空气鼓风、湿鼓风、高压水或低压水冲洗等方法去除黏附较多的

污物；

b）用肥皂水等不含磷洗涤剂洗掉可见颗粒物和残余的油类物质；

c）用水流或高压水冲洗去除残余的洗涤剂；

d）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

e）当采集的样品中含有金属类污染物时，应用 10%硝酸冲洗，然后用蒸馏水或

去离子水冲洗；

f）当采集含有有机污染物水样时，应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常用的有机溶剂有丙

酮、己烷等；

g）用空气吹干后，用塑料薄膜或铝箔包好设备。

（3）地下水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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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稳定有机物、重金属和普通无机物的顺

序采集。采集 VOCs水样时执行 HJ 1019 相关要求。

a）地下水样品一般要采集清澈的水样。如水样浑浊时应进一步洗井，保证监测井

出水水清砂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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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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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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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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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并留有余地；

c）采集水样后，立即将水样容器瓶盖紧、密封，贴好标签，标签可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设计，一般包括采样日期和时间、样品编号、监测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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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采样结束前，应核对采样计划、采样记录与水样，如有错误或漏采，应立即重

采或补采。

5.4.6样品保存与流转

（1）土壤样品

土壤样品采集完成后，在装箱前均逐件对样品数量、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表进行

核对，核对无误后分类装入由实验室提供的样品保温箱或车载冰箱中，箱中配备足够

的冰袋，以确保样品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采样现场的所有样品均保存在小于 4℃的低

温保温箱内。样品转送之时，确认冰袋是否仍然有效，若无效及时更换。样品运输时，

图 5.4-1 监测井地下水采样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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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泡沫塑料等防震动材料填充保温箱中多余空间，以防样品容器在运输过程中破损。

保温箱外表面设置有明显的“请勿倒置”标志。样品转送时将样品流转单、采样记录

一并提交，以方便收样人员在接受样品时能及时清点核实样品，确保样品信息准确无

误。样品由采样人员负责送往收样室。运输过程中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沾污。直

至最后到达检测单位收样室，完成样品交接。

（2）地下水样品

根据待测组分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容器，金属测定水样应使用有机材质的采样

容器，如聚乙烯塑料容器等；有机物指标测定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采样容器。选好

采样容器后要对所选采样容器进行洗涤清洁处理。由于不同样品的组分、浓度和性质

不同，同样的保存条件不能保证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样品，在采样前应根据样品的性质、

组分和环境条件来选择适宜的保存方法和保存剂。地下水样品取样后，可立即加入固

定剂（如果需要）后密封，再用封口膜进行最后的封装。封装完成后，在每个样品容

器外壁上贴上采样标签，再将样品包裹气泡膜，放入现场冷藏保温箱中进行保存，并

避免交叉污染。同时在采样原始记录上如实记录采样编号及采样井编号、外观特性等

相关信息，做到记录与标签编号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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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监测因子

5.5.1土壤检测项目

本项目土壤监测项目按照 45项指标+特征污染因子确定检测项目，具体指标见

5.5-1表。

表 5.5-1 土壤监测指标一览表

布点区域 是否为重点区域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检测指标

地块内原

养殖场区

域

是

S1 鸡舍 1#内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铬+pH+石油烃（C10-C40）
S2 鸡舍 1#外排污口

S3 鸡舍 2#内
S4 鸡舍 2#外排污口

S5 鸡舍 3#内
S6 鸡舍 3#外排污口

S7 鸡舍 4#内
S8 鸡舍 4#外排污口

否 S9 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铬+pH+石油烃（C10-C40）

+α-六六六+β-六六六+γ-六

六六+δ-六六六+p,p'-滴滴滴

+p,p'-滴滴伊+滴滴涕
③

地块内原

游泳池区

域

是

S10 偏北侧常规泳池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pH+石油烃（C10-C40）
S11 偏南侧常规泳池

S12 偏西侧儿童泳池

地块外对

照点
/ DZ-1 地块外对照点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

铬+pH+石油烃（C10-C40）+α-

六六六+β-六六六+δ-六六

六+γ-六六六+p,p'-滴滴滴

+p,p'-滴滴伊+滴滴涕
③

注:
（1）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包含以下指标：

重重金属和无机物 7项：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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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
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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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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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地下水检测项目

本项目地下水监测项目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中的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及限值

中的 35项+特征污染因子确定检测项目，具体指标见 5.5-2表。

表 5.5-2 地下水监测指标一览表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监测指标 备注

W1
地块外上游对照

点
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

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

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

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苯、甲苯、镍、石油类、二甲苯、苯并[a]芘*、
六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

《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中

Ⅲ类标准

W2
地块内养殖场柠

檬地内水井

W3 地块内原游泳池

W4
地块内下游农户

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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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实际采样点位分布

土壤实际采样点位分布见表 5.6-1，其土壤采样布点见图 5.6-1。地下水实际采样点位分布见表 5.6-2，其地下水采样布点图见图 5.6-2。

表 5.6-1 土壤实际采样点分布一览表

布点

区域

是否

为重

点区

域

点

位

个

数

点位

编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挖掘

深度
实验室送检深度 监测指标 备注

送检

数量

（个）

地块

内原

养殖

场区

域

是 9个

S1 鸡舍 1#内
E105.306785,
N30.055225

3
0-0.5m、0.5-1.5m、

1.5-3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铬+pH+石油烃

（C10-C40）

钻探深度 3m，使用 XRF和

PID快检设备对其快速筛

查，选择快检综合值高的样

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3

S2
鸡舍 1#外排污

口

E105.306781,
N30.055337

3
0-0.5m、0.5-1.5m、

1.5-3m
3

S3 鸡舍 2#内
E105.307174,
N30.055059

3
0-0.5m、0.5-1.5m、

1.5-3m
3

S4
鸡舍 2#外排污

口

E105.307161,
N30.055187

3
0-0.5m、0.5-1.5m、

1.5-3m
3

S5 鸡舍 3#内
E105.307646,
N30.055311

3
0-0.5m、0.5-1.5m、

1.5-3m
3

S6
鸡舍 3#外排污

口

E105.307605,
N30.055405

3
0-0.5m、0.5-1.5m、

1.5-3m
3

S7 鸡舍 4#内
E105.308141,
N30.055234

3
0-0.5m、0.5-1.5m、

1.5-3m
3

S8 鸡舍 4#外排污 E105.308197, 3 0-0.5m、0.5-1.5m、 3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70 页 共 120 页

口 N30.055262 1.5-3m

否 S9
养殖场柠檬地

下游

E105.308847,
N30.055474

3
0-0.5m、0.5-1.5m、

1.5-3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石油烃

（C10-C40）+α-六六六+
β-六六六+γ-六六六+
δ-六六六+p,p'-滴滴滴

+p,p'-滴滴伊+滴滴涕
③

钻探深度 3m，使用 XRF和

PID快检设备对其快速筛

查，选择快检综合值高的样

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3

地块

内原

游泳

池区

域

是 3个

S10
偏北侧常规泳

池

E105.308613,
N30.055996

15

回填层 0-0.5m、回

填层 0.5-2m、原始

表层 0-0.5m、

原始下层 0.5-1.5m、

原始下层 1.5-3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pH+石油烃

（C10-C40）

钻探深度 15m，回填层 2m，

原始层 3m，使用 XRF和

PID快检设备对其快速筛

查，选择快检综合值高的样

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5

S11
偏南侧常规泳

池

E105.308450,
N30.055780

5

回填层 0-0.5m、回

填层 0.5-2m、原始

表层 0-0.5m、

原始下层 0.5-1.5m、

原始下层 1.5-3m

钻探深度 5m，回填层 2m，

原始层 3m，使用 XRF和

PID快检设备对其快速筛

查，选择快检综合值高的样

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5

S12
偏西侧儿童泳

池

E105.307984,
N30.055775

4

回填层 0-0.5m原始

表层 0-0.5m、

原始下层 0.5-1.5m、

原始下层 1.0-3m

钻探深度 4m，回填层 0.5m，

原始层 3m，使用 XRF和

PID快检设备对其快速筛

查，选择快检综合值高的样

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4

地块

外对

照点

/ 1个 DZ-1 地块外对照点
E105.301042,
N30.054867

0.5 表层土 0-0.5m

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铬+pH+石油烃

（C10-C40）+α-六六六+
β-六六六+δ-六六六+
γ-六六六+p,p'-滴滴滴

+p,p'-滴滴伊+滴滴涕
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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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实际采样深度与计划采样深度存在不同，已实际采样深度为准。

（2）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包含以下指标：

重金属和无机物 7项：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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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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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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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2 地下水采样点位记录表

水井位置
点位

编号
点位名称 点位坐标 井口高度（m） 埋深（m） 井深（m） 水位（m） 采样深度 监测指标 备注

地块外上

游水井
W1

地块外上游对照

点

E105.302226
N30.054306

319.6 12 26 307.6

水面以下

0.5m

《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
14848-2017）表

1中 35项+镍、

苯并[a]芘、石油

类、二甲苯、苯

并[a]芘*、六六

六(总量)、滴滴

涕(总量)

/

地块内水

井

W2
地块内养殖场柠

檬地内水井

E105.308692
N30.055477

307.1 10 60 297.1 /

W3 地块内原游泳池
E105.308613
N30.055996

305.8 9 15 296.8 /

W4
地块内下游农户

水井

E105.311028
N30.056792

300.1 7 19 2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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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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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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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 地块内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例：

评估范围

重点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

土壤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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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3 地下水监测点位和土壤对照点分布图

图例：

评估范围

重点区域

原养殖场区域

土壤监测点位

地下水监测点位

地下水流向

岳阳河

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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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实验室分析

5.7.1地块调查采样统计

地块调查采样点统计见表 5.7-1。
表 5.7-1 地块调查采样点统计表

序号 工作内容
采样点位

数
样品数 总计 采样日期

1 地块内土壤监测点位 12个 41个
土壤样品

42个
2023.6.27、28、

30
2 地块外土壤对照监测点位 1个 1个

3 地块内地下水监测点位 3个 3个
地下水样

品 4个 2023.6.29、30
4 地块外地下水监测点 1个 1个

5.7.2土壤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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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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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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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5.4-1。
表 5.4-1 土壤检测方法、使用仪器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样品采集
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T166-2004 / /

pH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962-2018

ZYJ-W073
PHS-3C PH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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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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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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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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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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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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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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3μ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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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4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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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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μ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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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605-2011
ZYJ-W346

TRA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1.0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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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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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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μ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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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μ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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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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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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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78 页 共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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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滴滴滴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09mg/kg

p,p′-滴滴伊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08mg/kg

滴滴涕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p,p′-滴滴涕

0.09mg/kg
o,p′-滴滴涕

0.08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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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六六六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07mg/kg

β-六六六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T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

0.06mg/kg

γ-六六六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06mg/kg

δ-六六六

土壤和沉积物 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RA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0.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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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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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491-2019
ZYJ-W136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4mg/kg

5.4.2地下水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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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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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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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样品采集
《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 /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

铂钴比色法
GB11903-1989 / /

臭和味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感官性状

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 /

浊度
第一章 第四节便

携式浊度计法（B）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增补版）

ZYJ-W249
WGZ-200B浊度计

/

肉眼

可见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感官性状

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 /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1147-2020

ZYJ-W278
SX-620笔式 pH计

/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80 页 共 120 页

总硬度

水质 钙和镁总量

的测定 EDTA滴定

法

GB7477-1987 / /

溶解性总固

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感官性状

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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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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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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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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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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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 有机物综

合指标

GB/T5750.7-2006 / 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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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81 页 共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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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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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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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量法和分光

光度法

HJ484-2019
ZYJ-W079

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1mg/L

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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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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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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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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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J-W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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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ZYJ-W31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5μg/L

二甲苯（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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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二甲苯、间

二甲苯、对二

甲苯 2μg/L

苯并[a]芘*

水质 多环芳烃的

测定 液液萃取和

固相萃取高效液相

色

谱法

HJ478-2009
ZHJC-W111

U-3000液相色谱仪
0.0004µg/L

六六六（总

量）

水质 六六六、滴滴

涕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

GB 7492-1987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4ng/L

滴滴涕（总

量）

水质 六六六、滴滴

涕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

GB 7492-1987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00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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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

本次调查由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全过程负

责，包括前期现场调查、确定地块调查方案、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及出具检测报告、

编制调查评估报告；在采样及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四川

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自身技术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基础上，针对本次调查，采取

了严格的质控及质保措施。。

5.5.1样品采集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与管理分为采样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和样品保存及流转中质量

控制两部分。

5.5.2采样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

（1）现场工作负责人：根据项目负责人要求组织完成现场工作，并保证现场工作

按工作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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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管理员：与样品采集员进行沟通，负责采样容器的准备，样品记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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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dy Record）记录单并确保 COC样品链安全。

（3）人员培训

项目组在内的所有参与现场工作的工作人员，均需经过培训后方可进入现场工作。

培训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②采样设备的使用及维

护；③现场突发情况应急预案；④避免样品交叉污染的措施；⑤各项专业工作操作规

程。

（4）为确保采集、运输、贮存过程中的样品质量，在现场采样过程中设定现场质

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全程序空白样、运输空白样。实验室设置有平行样、空白样、

加标回收。

5.5.3样品保存及流转中质量控制

现场采集的样品装入由采样容器中后，对采样日期、采样地点等进行记录，并在

容器表面标签上用无二甲苯等挥发性化学品的记号笔进行标识，标识后的样品现场立

即放入低温保存箱。

每日的采集样品由样品管理员须逐一清点，由实验室及样品管理员双人核实样品的采

样日期、采样地点、样品编号等。采集后的样品按照监测指标要求，一式两份填写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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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采用低温保温箱运输，根据样品保存时间每天或每两天分批运至实验室。

5.5.4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

按照工作流程，本项目对于污染物测试分为 1个阶段：土壤样品检测，检测目的

是掌握拆迁地块土壤重金属污染元素、污染程度、污染含量；

5.5.5实验室环境要求

（1）实验室保持整洁、安全的操作环境，通风良好、布局合理，相互有干扰的监

测项目不在同一实验室内操作，测试区域与办公场所分离；

（2）监测过程中有废雾、废气产生的实验室和试验装置，配置合适的排风系统；

（3）产生刺激性、腐蚀性、有毒气体的实验操作在通风柜内进行；

（4）分析天平设置专室，安装空调、窗帘，做到避光、防震、防尘、防潮、防腐

蚀性气体和避免空气对流，环境条件满足规定要求；

（5）化学试剂贮藏室防潮、防火、防爆、防毒、避光和通风，固体试剂和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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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类等液体试剂隔离存放；

（6）监测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妥善处理，确保符合环保、健康、安全的要求。

5.5.6实验室内环境条件控制

（1）监测项目或监测仪器设备对环境条件有具体要求和限制时，配备对环境条件

进行有效监控的设施；

（2）当环境条件可能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时，停止监测。一般分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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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盛水容器，防止容器玷污而影响实验用水的质量；

（3）根据监测项目的需要，选用合适材质的器皿，必要时按监测项目固定专用，

避免交叉污染。使用后及时清洗、晾干、防止灰尘玷污；

（4）采用符合分析方法所规定等级的化学试剂。取用试剂时，遵循“量用为出、

只出不进”的原则，取用后及时盖紧试剂瓶盖，分类保存，严格防止试剂被玷污。固体

试剂不宜与液体试剂或试液混合贮存。经常检查试剂质量，一经发现变质、失效，及

时废弃。

5.5.7实验室测试要求

（1）空白样：所有的目标化学物在空白样中不可检出；

（2）检测限：每一种化学物的方法检测限满足要求；

（3）替代物的回收率：每种替代物回收率满足要求；

（4）加标样回收率：每种化学物的加标样回收率满足要求；

（5）重复率：重复样间允许的相对百分比误差满足要求；

（6）实验室仪器满足相应值要求；

（7）具备在规定时间内分析本项目大量样品的能力。

为确保样品分析质量，本项目所有土壤、地下水等样品检测分析工作均选择具有

“计量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监测。

5.5.8报告编制及审核签发

通过审核合格的原始记录，交总工室报告组，报告编制人员按要求进行数据录入、

处理、检查审核数据和信息录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审核无误后签字并交报告二审人

员，报告二审人员对报告进行审核，主要审查内容包括：数据的正确性、逻辑性和报

告的完整性是达到要求，方法是否选用恰当，测试流程是否受控，控制标样、重复分

析等数据是否合格，抽查原始记录中的部分数据是否计算正确，判断检测结果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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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标准要求等。

通过二级审查合格的检测报告，由授权签字人进行终审，负责审查测试方法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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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授权签字人签发，否则返回质量审查组二审人员重新处理。

授权签字人签发后由报告组盖章，再交授权签字人检查无误后发出。

5.6评价标准

5.6.1土壤评价标准

根据附件，该地块用作二类居住用地（R2）为第一类建设用地，本次评价选择《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

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土壤污染因子评价标准值一览见表 5.6-1。
表 5.6-1 土壤污染因子评价标准值一览表

污染物分类 CAS
评价标准（mg/kg）

标准来源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铜（Cu） 7440-50-8 2000 180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

“筛选值”

铅（Pb） 7439-92-1 400 800

镍（Ni） 7440-02-0 150 900

镉（Cd） 7440-43-9 20 65

砷（As） 7440-38-2 20 60

汞（Hg） 7439-97-6 8 38

六价铬 18540-29-9 3.0 5.7

氯甲烷 74-87-3 12 37

氯乙烯 75-01-4 0.12 0.43

1，1-二氯乙烯 75-35-4 12 66

二氯甲烷 75-09-2 94 616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0 54

1，1-二氯乙烷 75-34-3 3 9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66 596

氯仿（三氯甲烷） 67-66-3 0.3 0.9

1，1，1-三氯乙烷 71-55-6 701 840

四氯化碳 56-23-5 0.9 2.8

1，2-二氯乙烷 107-06-2 0.52 5

苯 71-43-2 1 4

三氯乙烯 79-01-6 0.7 2.8

1，2-二氯丙烷 78-87-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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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 108-88-3 1200 1200

1，1，2-三氯乙烷 79-00-5 0.6 2.8

四氯乙烯 127-18-4 11 53

氯苯 108-90-7 68 270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2.6 10

乙苯 100-41-4 7.2 28

对（间）二甲苯
108-38-3，
106-42-3 163 570

邻二甲苯 95-47-6 222 640

苯乙烯 100-42-5 1290 1290

1，1，2，2-四氯乙烷 79-34-5 1.6 6.8

1，2，3-三氯丙烷 96-18-4 0.05 0.5

1，4-二氯苯 106-46-7 5.6 20

1，2-二氯苯 95-50-1 560 560

硝基苯 98-95-3 34 76

苯胺 62-53-3 92 260

2-氯酚 95-57-8 250 2256

苯并[a]蒽 56-55-3 5.5 15

苯并[a]芘 50-32-8 0.55 1.5

苯并[b]荧蒽 205-99-2 5.5 15

苯并[k]荧蒽 207-08-9 55 151

䓛 218-01-9 490 1293

二苯并[a，h]蒽 53-70-3 0.55 1.5

茚并[1，2，3-cd]芘 193-39-5 5.5 15

萘 91-20-3 25 70

石油烃 C10-C40 / 826 4500

铬 7440-47-3 1202 2882 《四川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DB51/2978-2023）δ-六六六 319-86-8 0.28 0.7

pH / / / /

5.6.2地下水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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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低背景含量；Ⅱ类：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

含量；Ⅲ类：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

业水；Ⅳ类：以农业和工业用水为依据，除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外，适当处理

后可作生活饮用水；Ⅴ类：不宜饮用，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调查区域涉及范围广、面积大，部分村民使用地下水作为生活用水。根据《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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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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要求，地下水涉及饮用水功能的可用Ⅲ类评价，故本次地下水评价

标准值选择我国《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表 5.6-2 地下水评价标准一览表

污染物分类

五类评价标准

标准来源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pH（无量纲） 6.5≤pH≤8.5
5.5≤pH<6.5

8.5<pH≤9

pH<5.5

或 pH>9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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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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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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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价铬 ≤0.005 ≤0.01 ≤0.05 ≤0.1 >0.1 GB/T14848-2017

亚硝酸盐（以 N
计）

≤0.01 ≤0.10 ≤1.00 ≤4.80 >4.80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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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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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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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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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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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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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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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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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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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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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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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度 ≤5 ≤5 ≤15 ≤25 >25 GB/T14848-2017

嗅和味 无 无 无 无 有 GB/T14848-2017

浊度 ≤3 ≤3 ≤3 ≤10 >10 GB/T14848-2017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有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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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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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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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不得检

出
≤0.1 ≤0.3 ≤0.3 >0.3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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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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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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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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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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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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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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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苯（μg/L） ≤0.5 ≤140 ≤700 ≤1400 >1400 GB/T14848-2017

铁（μg/L） ≤0.1 ≤0.2 ≤0.3 ≤2.0 >2.0 GB/T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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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a]芘*（ug/L） ≤0.002 ≤0.002 ≤0.01 ≤0.50 >0.50 GB/T14848-2017

二甲苯(总量)/
（ug/L）b

≤0.5 ≤100 ≤500 ≤1000 >1000 GB/T14848-2017

六六六(总
量)/(ug/L)d

≤0.01 ≤0.05 ≤5.00 ≤300 >300 GB/T14848-2017

滴滴涕(总
量)/(ug/L)e

≤0.01 ≤0.10 ≤1.00 ≤2.00 >2.00 GB/T14848-2017

5.7实验室分析检测结果

5.7.1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根据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 ZYJ[环境]202008003Y062号监测报告（见

附件四），地块内和地块外所有土壤检测项目的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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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中六价铬、挥发性有

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δ-六六六均未检出，重金属和石油烃 C10-C40有检出。土壤

样品实验室分析结果见表 5.7-1~5.7-9，土壤检测数据统计见表 5.7-10。

表 5.7-1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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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点

位

采样日期
06月 27日 06月 27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1鸡舍 1#内 S2鸡舍 1#外排污口

经纬度（°） E105.306785 N30.055225 E105.306781 N30.055337 - -

采样深度（cm） 0-50 50-150 150-300 0-50 50-150 150-300 - -

pH（无量纲） 8.52 8.35 8.56 8.38 8.55 8.41 - /

砷 10.1 8.80 8.93 8.86 9.82 9.03 20 达标

镉 0.54 0.50 0.53 0.55 0.57 0.51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29 30 30 29 31 32 2000 达标

铅 26.6 26.3 30.9 29.8 26.5 31.9 400 达标

汞 0.0321 0.0129 0.0294 0.0815 0.0151 0.0251 8 达标

镍 42 51 50 46 50 49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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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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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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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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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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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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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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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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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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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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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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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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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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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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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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31 24 32 16 8 12 826 达标

铬 45 68 66 57 55 59 1202 达标

表 5.7-2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

位

采样日期
06月 27日 06月 27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3鸡舍 2#内 S4鸡舍 2#外排污口

经纬度（°） E105.307174 N30.055059 E105.307161 N30.055187 - -

采样深度（cm） 0-50 50-150 150-300 0-50 50-150 150-300 - -

pH（无量纲） 8.49 8.38 8.53 8.21 8.66 8.35 - /

砷 8.75 9.43 9.10 8.63 8.11 9.48 20 达标

镉 0.61 0.72 0.60 0.62 0.46 0.57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2 32 29 33 31 31 2000 达标

铅 25.9 30.2 28.5 25.8 26.7 27.0 400 达标

汞 0.0202 0.0236 0.0230 0.0289 0.106 0.0226 8 达标

镍 47 53 49 46 45 50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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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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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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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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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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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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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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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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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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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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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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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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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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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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29 23 11 12 8 15 826 达标

铬 47 33 64 65 71 62 1202 达标

表 5.7-3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

位

采样日期
06月 27日 06月 28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5鸡舍 3#内 S6鸡舍 3#外排污口

经纬度（°） E105.307646 N30.055311 E105.307605 N30.055405 - -

采样深度（cm） 0-50 50-150 150-300 0-50 50-150 150-300 - -

pH（无量纲） 8.53 8.47 8.57 8.35 8.50 8.11 - /

砷 9.33 10.1 8.75 9.98 10.6 7.56 20 达标

镉 0.64 0.63 0.59 0.56 0.55 0.34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5 31 30 31 31 28 2000 达标

铅 29.5 29.6 24.8 26.2 27.3 29.1 400 达标

汞 0.0189 0.0323 0.0256 0.0389 0.0253 0.0192 8 达标

镍 55 52 48 55 50 46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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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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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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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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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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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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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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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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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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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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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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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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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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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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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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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15 22 58 72 30 16 826 达标

铬 71 78 76 71 63 75 1202 达标

表 5.7-4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

位

采样日期
06月 28日 06月 28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7鸡舍 4#内 S8鸡舍 4#外排污口

经纬度（°） E105.308141 N30.055734 E105.308197 N30.055262 - -

采样深度（cm） 0-50 50-150 150-300 0-50 50-150 150-300 - -

pH（无量纲） 8.35 8.30 8.29 8.24 8.33 8.27 - /

砷 10.5 10.8 10.6 9.84 9.89 9.28 20 达标

镉 0.48 0.51 0.33 0.44 0.37 0.51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1 30 34 33 32 31 20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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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27.5 13.7 29.3 30.6 26.5 22.9 400 达标

汞 0.0161 0.0265 0.0137 0.0216 0.0208 0.0105 8 达标

镍 50 48 50 50 50 51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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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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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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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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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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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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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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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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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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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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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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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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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15 12 13 8 13 9 826 达标

铬 68 63 87 58 71 64 1202 达标

表 5.7-5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30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10偏北侧常规泳池

经纬度（°） E105.308613 N30.055996 - -

采样深度（cm）
回填层

0-50
回填层

50-200
原始层

0-50
原始层

50-150
原始层

150-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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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无量纲） 8.29 8.24 8.35 7.89 8.27 - /

砷 8.43 8.18 9.24 11.1 13.1 20 达标

镉 0.46 0.41 0.44 0.39 0.34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29 29 32 32 31 2000 达标

铅 12.6 27.1 29.2 38.1 30.0 400 达标

汞 0.0270 0.0210 0.0209 0.0317 0.0329 8 达标

镍 42 42 51 47 48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达标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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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达标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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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27 66 11 19 43 826 达标

表 5.7-6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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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30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11偏南侧常规泳池

经纬度（°） E105.308450 N30.055780 - -

采样深度（cm）
回填层

0-50
回填层

50-200
原始层

0-50
原始层

50-150
原始层

150-300
- -

pH（无量纲） 8.12 8.51 8.33 8.25 8.43 - /

砷 8.70 9.30 9.89 11.8 8.67 20 达标

镉 0.37 0.38 0.38 0.35 0.44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2 30 30 32 31 2000 达标

铅 28.8 29.1 32.7 37.7 33.1 400 达标

汞 0.0452 0.0363 0.0220 0.373 0.0481 8 达标

镍 42 45 49 58 48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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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达标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达标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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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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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59 14 43 33 22 826 达标

表 5.7-7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30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12偏西侧儿童泳池

经纬度（°） E105.307984 N30.055775 - -

采样深度（cm） 回填层 0-50 原始层 0-50
原始层

50-150
原始层

150-300
- -

pH（无量纲） 8.28 8.50 8.23 8.56 - /

砷 8.33 8.71 9.45 10.9 20 达标

镉 0.38 0.41 0.40 0.41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0 30 34 33 2000 达标

铅 32.7 30.4 32.3 40.6 400 达标

汞 0.0433 0.0277 0.0200 0.0209 8 达标

镍 43 44 49 54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103 页 共 120 页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达标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达标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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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石油烃（C10-C40） 40 33 37 28 826 达标

表 5.7-8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28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S9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经纬度（°） E105.308847 N30.055474 - -

采样深度（cm） 0-50 50-150 150-300 - -

pH（无量纲） 8.18 8.40 8.12 - /

砷 9.73 12.3 10.7 20 达标

镉 0.50 0.38 0.25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2 25 23 2000 达标

铅 31.3 29.9 26.8 400 达标

汞 0.0284 0.0158 0.0251 8 达标

镍 50 62 58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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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6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01 达标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7 达标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0 达标

1,4-二氯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2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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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a]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5 达标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p,p′-滴滴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达标

p,p′-滴滴伊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 达标

滴滴涕

p,p′-滴滴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 达标

p,p′-滴滴伊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α-六六六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9 达标

β-六六六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32 达标

γ-六六六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62 达标

δ-六六六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28 达标

石油烃（C10-C40） 13 9 18 826 达标

铬 78 82 69 1202 达标

表 5.7-9 土壤监测结果 单位：mg/kg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30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
DZ-1地块外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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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 E105.301042 N30.054867 - -

采样深度（cm） 0-50 - -

pH（无量纲） 8.05 - /

砷 8.91 20 达标

镉 0.40 2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3.0 达标

铜 35 2000 达标

铅 35.4 400 达标

汞 0.0194 8 达标

镍 51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未检出 0.9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0.3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12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3 达标

1,2-二氯乙烷 未检出 0.52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12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6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10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94 达标

1,2-二氯丙烷 未检出 1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2.6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1.6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11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70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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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0.6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0.7 达标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0.05 达标

氯乙烯 未检出 0.12 达标

苯 未检出 1 达标

氯苯 未检出 68 达标

1,2-二氯苯 未检出 560 达标

1,4-二氯苯 未检出 5.6 达标

乙苯 未检出 7.2 达标

苯乙烯 未检出 1290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未检出 163 达标

邻二甲苯 未检出 222 达标

硝基苯 未检出 34 达标

苯胺 未检出 92 达标

2-氯酚 未检出 250 达标

苯并[a]蒽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a]芘 未检出 0.55 达标

苯并[b]荧蒽 未检出 5.5 达标

苯并[k]荧蒽 未检出 55 达标

䓛 未检出 490 达标

二苯并[a,h]蒽 未检出 0.55 达标

茚并[1,2,3-cd]芘 未检出 5.5 达标

萘 未检出 2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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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滴滴滴 未检出 2.5 达标

p,p′-滴滴伊 未检出 2.0 达标

滴滴涕

p,p′-滴滴滴 未检出

未检出 2.0 达标

p,p′-滴滴伊 未检出

α-六六六 未检出 0.09 达标

β-六六六 未检出 0.32 达标

γ-六六六 未检出 0.62 达标

δ-六六六 未检出 0.28 达标

石油烃（C10-C40） 35 826 达标

铬 60 120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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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0 土壤检测数据统计表

监测指标

监测数据 （单位：mg/kg） 筛选值

（评价标

准）

超标

个数对照值 1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大值点位 最小值 最小值点位 监测值范围

pH值（无量纲） 8.35 8.66 8.35
S4鸡舍 2#外排污口

（0.5-1.5m）
7.89

S10偏北侧常规泳池（原始

层 0.5-1.5m）
7.89-8.66 -- 0

砷 9.61 13.10 9.61
S10偏北侧常规泳池（原

始层 1.5-3.0m）
7.56

S6鸡舍 3#外排污口

（1.5-3.0m）
7.56-13.10 20 0

镉 0.47 0.72 0.47 S3鸡舍 2#内（0.5-1.5m） 0.25
S9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1.5-3.0m）
0.25-0.72 20 0

六价铬 ND ND ND / ND / / 3.0 0

铜 35 31 35 S5鸡舍 3#内（0.5-1.5m） 23
S9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1.5-3.0m）
23-35 2000 0

铅 35.4 28.8 40.6
S12偏西侧儿童泳池

（1.5-3.0m）
12.6

S10偏北侧常规泳池（回填

层 0-0.5m）
12.6-40.6 400 0

汞 0.0194 0.0369 0.3730
S11偏南侧常规泳池

（0.5-1.5m）
0.0105

S1鸡舍 1#内（0.5-1.5m）、

S7鸡舍 4#内（1.5-3.0m）、

S8鸡舍 4#外排污口

（1.5-3.0m）

0.0105-0.3730 8 0

镍 51 49 62
S9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0.5-1.5m）
42

S1鸡舍 1#内（0-0.5m）、S10
偏北侧常规泳池（回填层

0-0.5m、回填层 0.5-2.0）、

S11偏南侧常规泳池（回填

层 0-0.5m）

42-62 150 0

石油烃 C10-C40 35 25 72
S6鸡舍 3#外排污口

（0-0.5m）
8

S2鸡舍 1#外排污口

（0.5-1.5m）、S4鸡舍 2#外
排污口（0.5-1.5m）、S8鸡
舍 4#外排污口（0-0.5m）

8-72 826 0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第 111 页 共 120 页

铬 60 65 87 S7鸡舍 4#内（1.5-3.0m） 33 S3鸡舍 2#内（0.5-1.5m） 33-87 1202 0
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
ND ND ND / ND / / / 0

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
ND ND ND / ND / / / 0

p,p′-滴滴滴、p,p′-
滴滴伊、滴滴涕、

α-六六六、β-六六

六、γ-六六六、δ

-六六六

ND ND ND / ND / / / 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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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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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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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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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 ZYJ[环境]202008003Y062号，

地下水样品实验室监测结果（见附件四），地下水监测结果见表 5.7-11、表 5.7-12。
表 5.7-11 地下水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L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29日

标准

限值W1地块外上游对照点
W2地块内养殖场柠檬地内

水井

监测结果 结果评价 监测结果 结果评价

经纬度（°）
E105.302226
N30.054306

-
E105.308692
N30.055477

- -

色度（度） <5 达标 5 达标 ≤15

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达标 无任何臭和味 达标 无

浊度（NTU） 1.25 达标 2.96 达标 ≤3

肉眼可见物 无 达标 无 达标 无

pH（无量纲） 8.0 达标 7.7 达标
6.5≤pH≤

8.5
总硬度

（以 CaCO3计）
444 达标 433 达标 ≤450

溶解性总固体 615 达标 613 达标 ≤1000

硫酸盐 74.2 达标 72.1 达标 ≤250

氯化物 25.2 达标 24.7 达标 ≤250

铁 0.03L 达标 0.03L 达标 ≤0.3

锰 0.01L 达标 0.01L 达标 ≤0.10

铜 0.005L 达标 0.015 达标 ≤1.00

锌 0.05L 达标 0.05L 达标 ≤1.00

铝 0.01L 达标 0.01L 达标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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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5L 达标 0.05L 达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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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
1.24 达标 1.16 达标 ≤3.0

氨氮（以 N计） 0.108 达标 0.067 达标 ≤0.50

硫化物 0.003L 达标 0.003L 达标 ≤0.02

钠 16.9 达标 27.2 达标 ≤200

亚硝酸盐（以 N计） 0.005L 达标 0.005L 达标 ≤1.00

硝酸盐（以 N计） 7.85 达标 7.89 达标 ≤20.0

氰化物 0.001L 达标 0.001L 达标 ≤0.05

氟化物 0.006L 达标 0.006L 达标 ≤1.0

碘化物 0.002L 达标 0.002L 达标 ≤0.08

汞 6.5×10-4 达标 3.4×10-4 达标 ≤0.001

砷 1.4×10-3 达标 3.9×10-3 达标 ≤0.01

硒 4×10-4L 达标 4×10-4L 达标 ≤0.01

镉 1.0×10-4L 达标 1.3×10-3 达标 ≤0.005

六价铬 0.004L 达标 0.004L 达标 ≤0.05

铅 1.0×10-3L 达标 1.0×10-3L 达标 ≤0.01

三氯甲烷（μg/L） 0.02L 达标 0.02L 达标 ≤60

四氯化碳（μg/L） 0.03L 达标 0.03L 达标 ≤2.0

苯（μg/L） 2L 达标 2L 达标 ≤10.0

甲苯（μg/L） 2L 达标 2L 达标 ≤700

镍 0.005L 达标 0.005L 达标 ≤0.02

二甲苯

（总量）

（μg/L）

对-二甲苯 2L

未检出 达标

2L

未检出 达标 ≤500间-二甲苯 2L 2L

邻-二甲苯 2L 2L

苯并[a]芘*（µg/L） 4×10-4L 达标 4×10-4L 达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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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总量）（µg/L） 4×10-3L 达标 4×10-3L 达标 ≤5.00

滴滴涕（总量）（µg/L） 0.2L 达标 0.2L 达标 ≤1.00

石油类 0.04 / 0.01 / -

表 5.7-12 地下水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L

项目

点位

采样日期

06月 30日 06月 29日

标准

限值W3地块内原游泳池 W4地块内下游农户水井

监测结果 结果评价 监测结果 结果评价

经纬度（°）
E105.308613
N30.055996

-
E105.311028
N30.056792

- -

色度（度） 5 达标 5 达标 ≤15

臭和味 无任何臭和味 达标 无任何臭和味 达标 无

浊度（NTU） 2.94 达标 2.76 达标 ≤3

肉眼可见物 无 达标 无 达标 无

pH（无量纲） 7.8 / 7.9 /
6.5≤pH≤

8.5
总硬度

（以 CaCO3计）
402 达标 447 达标 ≤450

溶解性总固体 566 达标 679 达标 ≤1000

硫酸盐 71.1 达标 117 达标 ≤250

氯化物 24.3 达标 31.7 达标 ≤250

铁 0.03L 达标 0.03L 达标 ≤0.3

锰 0.01L 达标 0.01L 达标 ≤0.10

铜 0.005L 达标 0.005L 达标 ≤1.00

锌 0.05L 达标 0.05L 达标 ≤1.00

铝 0.01L 达标 0.01L 达标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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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5L 达标 0.05L 达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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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
2.76 达标 0.96 达标 ≤3.0

氨氮（以 N计） 0.124 达标 0.066 达标 ≤0.50

硫化物 0.003L 达标 0.003L 达标 ≤0.02

钠 17.3 达标 18.0 达标 ≤200

亚硝酸盐（以 N计） 0.005L 达标 0.209 达标 ≤1.00

硝酸盐（以 N计） 7.74 达标 9.56 达标 ≤20.0

氰化物 0.001L 达标 0.001L 达标 ≤0.05

氟化物 0.006L 达标 0.006L 达标 ≤1.0

碘化物 0.002L 达标 0.002L 达标 ≤0.08

汞 1.9×10-4 达标 1.5×10-4 达标 ≤0.001

砷 1.6×10-3 达标 9×10-4 达标 ≤0.01

硒 4×10-4L 达标 4×10-4L 达标 ≤0.01

镉 1.2×10-4 达标 3.6×10-4 达标 ≤0.005

六价铬 0.004L 达标 0.004L 达标 ≤0.05

铅 1.0×10-3L 达标 1.0×10-3L 达标 ≤0.01

三氯甲烷（μg/L） 0.02L 达标 0.02L 达标 ≤60

四氯化碳（μg/L） 0.03L 达标 0.03L 达标 ≤2.0

苯（μg/L） 2L 达标 2L 达标 ≤10.0

甲苯（μg/L） 2L 达标 2L 达标 ≤700

镍 0.005L 0.005L ≤0.02

二甲苯

（总量）

（μg/L）

对-二甲苯 2L

未检出 达标

2L

未检出 达标 ≤500间-二甲苯 2L 2L

邻-二甲苯 2L 2L

苯并[a]芘*（µg/L） 4×10-4L 达标 4×10-4L 达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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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总量）（µg/L） 4×10-3L 4×10-3L ≤5.00

滴滴涕（总量）（µg/L） 0.2L 达标 0.2L 达标 ≤1.00

石油类 0.01L / 0.01L / -

备注：根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第 9.3.4要求，当测定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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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检测结果分析

（1）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5.7-10土壤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点位所有检测项目的监测

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中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

物、滴滴涕、六六六均未检出；重金属、石油烃 C10-C40有检出，但数值偏小，监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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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及表 2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δ-六六六、铬监测结果均符合《四川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 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2）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5.7-11、表 5.7-12，本次调查评估地块内外的地下水所检测的 39项监测指

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5.8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为查清评估地块内的污染因子、污染程度和范围，本次在该调查地块内布设 12

个土壤监测点位，采集土壤样品 41个，地块外布设 1个地块外土壤对照点位，采集土

壤样品 1个。

在评估地块内布设 3个地下水监测点（W2、W3、W4），在地块外地下水流向上

游各布设 1个地下水监测点（W1），采样深度水面 0.5m以下。

1.土壤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所有土壤点位δ-六六六、铬监测结果均符合《四川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 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表 1及表 2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其中滴滴涕、六六

六、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重金属和石油烃 C10-C40有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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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地下水检测结果：

本次调查评估所检测的 40项指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Ⅲ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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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确定分析

本报告调查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和采样调查，以科学理论

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和分析得出。调查结论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1）本报告是根据有限的资料，通过分析有限的采样监测点位和深度的样品检测

数据获得的结论，因此，所得的污染分布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些偏差。

（2）监测点是通过 Google Earth/水经微图软件布设以及导入、导出坐标，现场更

改或者增加监测点只能通过软件确定监测点位置，因软件和设备存在的误差，会导致

监测点与实际有所偏差。

（3）由于本地块养殖场关停时间较久远，地块内构筑物已破损，且与之有关的纸

质资料基本没有，现场调查时主要依靠原有养殖场负责人及周边居民回忆进行现场确

认，因此，故对于报告中描述的评价地块利用历史、使用方式、平面布置等与之关的

数据可能与地块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可能对监测点位布设、污染物选择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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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结论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位于安岳县岳城街道（包含文昌村 7组、8组和梓桐村

10组部分区域），总占地面积 188717.42m2（约 283.08亩），根据 2023年 02月 22

日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的《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南教育片区地块

规划设计条件》，该地块规划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根据 GB50137-2011该地块为二

类居住用地（R2），属于第一类用地。根据地块系列导则，项目组分两个阶段开展了

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

（1）本地块内共布设 12个土壤监测点位，采集土壤样品 41个；1个土壤对照点

位，采集土壤样品 1个；地下水共布设 4个监测点位，地块内 3个，地块上游 1个，

采样深度在水面下 0.5m以下。

（2）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土壤检测项目中所测的指标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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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值和《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 1中筛选值第

一类用地标准限值。地下水监测的 40项指标中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综上所述，根据下一步规划及结论，该地块内土壤监测指标均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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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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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建议

（1）地块内构筑物拆迁过程中，应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周围搭建封闭围挡，

在施工过程中采用对作业场地勤洒水的方法抑制扬尘，做好遗留物料和建（构）筑物

的清查和登记，拆除后将建筑垃圾及时运走。

（2）加强对本地块的监管，在后期构筑物拆除完成后采取定期巡检或设置防护

栏，在转让土地所有权或另行建设前，禁止在地块内进行工业活动、堆放废弃物、种

植农作物等，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新的污染。需要加强拆除过程中的土壤污染预

防措施

（3）该地块将用作二类居住用地（R2），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内应合理安置生活

垃圾临时堆放点，并做好雨水冲刷和残液地下渗漏的保护措施，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

卫部门清理，加强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的保护。

（4）该地块原农家乐内存在景观池塘，存水 3000余方。2023年 11月 07日，四

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基本控制项目指

标对存水进行了取样检测，建设单位可根据检测结果对存水进行处理（检测结果见附

件 8）。



附图一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位置

项目所在位置



地块一荒山（照片编号：1#，拍摄方向：东北） 地块一南苑露营地（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东）

地块一居民房屋（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南） 地块一柠檬地（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二道路（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东） 地块二柠檬地（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南）



地块二鸡场遗址（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西） 地块二鸡场遗址 2（照片编号 8#，拍摄方向：东）

地块三柠檬地（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东） 地块三道路（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东）

地块三露营地（照片编号 11#，拍摄方向：东） 地块四农户房屋（照片编号 12#，拍摄方向：南）

地块四农田（照片编号 13#，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四农田、林地（照片编号 14#，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四林地（照片编号 15#，拍摄方向：西） 地块五农户、农田（照片编号 16#，拍摄方向：西北）

地块五池塘（照片编号 17#，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五竹林（照片编号 18#，拍摄方向：南）

地块五农田、房屋（照片编号 19#，拍摄方向：东南） 地块六农田（照片编号 20#，拍摄方向：南）



9#

地块六农田 2#（照片编号 21#，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六农田、房屋（照片编号 22#，拍摄方向：西）

地块六柠檬地（照片编号 23#，拍摄方向：西南）

地块内现状照片

现场照片拍摄位置图

附图二 地块内现状照片

注：1~23#为照片编号，

对应图，虚线箭头方向

为拍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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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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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1#

22#23#

图例

评估区域

①

②

④

⑥

③

⑤



北侧外环境（安置小区，照片编号 1#，拍摄方向：北） 北侧外环境（农户、农田，照片编号 2#，拍摄方向：北）

北侧外环境（农户，照片编号 3#，拍摄方向：北） 东侧外环境（农田，照片编号 4#，拍摄方向：）

东侧外环境（农村环境，照片编号 5#，拍摄方向：） 东侧外环境（岳阳河，照片编号 6#，拍摄方向：东）



南侧外环境（在建医院，照片编号 7#，拍摄方向：南） 南侧外环境（在建医院，照片编号 8#，拍摄方向：南）

南侧外环境（在建医院，照片编号 9#，拍摄方向：南）
西侧外环境（在建教育园区，照片编号 10#，拍摄方向：

西）

西侧外环境（安岳大道、在建项目，照片编号 11#，拍摄

方向：西北）

图 相邻地块外环境照片



图 3.4-2 外环境拍摄位置图

附图三 地块周边外环境照片

5#

8#

4#

6#

1#

安岳大道

注：1~11#为照片编号，

对应图，虚线箭头方向

为拍摄方向。

7#

2#

评价区域

图例：

9#

10#

11#

安置小区

岳阳河

城南新区医院二期在建

项目

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拓展

交流中心在建项目

城南教育园区

在建项目 3#



土壤采样（S1） 土壤采样（S2）

土壤采样（S3） 土壤采样（S4）

土壤采样（S5） 土壤采样（S6）



土壤采样（S7） 土壤采样（S8）

土壤采样（S9） 土壤采样（S10）

土壤采样（S11） 土壤采样（S12）



土壤采样（DZ-1） 现场快检（S10）

现场取样（S11）

土壤采样照片

地下水采样（W1）



地下水洗井监测（W2）

地下水洗井监测（W3）

地下水洗井监测（W4）

地下水采样照片

附图四 现场采样照片



附图五 地块内土壤监测点位图



附图六 地下水监测点位和土壤对照点监测点位图



附图七 外环境关系图（500m范围内）



附图八： 《安岳县城市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控规图



附图九：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截图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附件一 ：项目合同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Marked”















附件二：规划文件











附件三：人员访谈记录













































监 测 报 告

ZYJ[环境]202008003Y062 号

项目名称: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                                    -

委托单位:                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

报告日期:                  2023 年07 月24 日

"，翻"。。

乓

(OS:
172312050582

单位登记号:512002002175

项目编号:SCHJJCJS YXGS5342-0001

附件四：监测报告



声    明

公司通讯资料: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咨询电话:

投诉电话:

1、报告封面处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报告无骑缝章无效;报告内容需

齐全、清楚，涂改无效;报告无相关责任人签字无效。

2、委托方如对本报告有异议，须在样品有效期内，最长不超过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无法复检的样品，不受理申诉。

3、报告监测结果只代表检测时污染物排放状况。

4、由委托方自行采集的样品，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的测试数据负责，不对样品

来源负责，不对样品采样、包装、运输、保存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偏差负责，

对检测结果可不作评价，若需评价，报告中所附限值标准均由委托方提供，

仅供参考。

5、在使用本报告时，应注意报告内容的整体性 不得片面截取使用;未经本公

司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6、禾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

7、封面处无CMA标识的报告，仅供委托方作为科研、教学或内部质量控制之

用，不具有社会证明作用。

8、若未特别说明，报告中所示实验室检测项目检测场所均为本公司实验室。

本报"""豁。未授权""三方解"窘蕊。鉴             公司

"酗 """""""。"'""。"641300

028-26026666

028-260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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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内容
受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按其监测要求，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2023年06月27日至06月30日对"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的地下水和土壤进行现场采样监测，并于2023年06月28日至07

月19日进行实验室分析。分包项目由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3年07

月03日进行实验室分析。

2、监测项目信息
本次监测的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见表2-1。

类另U

表24      监测g目   点位及频次

监测频次

地

下

水

1天1次，

共2天

土

壤

PH、砷、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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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氯乙烯、顺-i,2-一氯

乙烯、反-i，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

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打，2,2-四氯乙

烷、四氯乙烯、l,l,l-三氯乙烷、1,1,2-三氯

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

苯、氯苯、i，2·二氯苯、i,4-二氯苯、乙苯、

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又盯二甲苯、邻-

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

恿、苯并同琵、苯并[b]荧患、苯并[k]荧恿、

窟、二苯并ia]患、苟并[l,2,3-cd]茁、奈、

石油烃 (C1O-C40) 、铬

I天1次，

共2天

士

监测项目监测点位

色度、臭和味、浊度、肉眼可见物、pH、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

铁、锰、铜、锌、铝、挥发酚、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

酸盐(以N计)、硝酸盐(以N计)、氰

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镐、

铬(小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

甲苯、镍、二甲苯(总量)(邻二甲苯、间

二甲苯、对二甲苯) 、苯并同茁"、六六六

(怕量)滴滴涕(帕量)石油类

wi 地块外上游

对照点

w2地块内养殖场柠

檬地内水井

w3地块内原游泳池

憋聂"憋"蕴
S醒抹料劳渊岿拷

S3 鸡舍2@内

s4鸡舍2@外排污口

S5 鸡舍3@内

S6鸡舍3@外排污口

S7 鸡舍4@内

S8鸡舍4@外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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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1次，

共1天

土

壤

次

天添
目

备注:""表示该项目分包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该公司资质证书编号为222312341061，

检测报告编号分别为ZHJC[环]2023070043 号。

3、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

本次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见表3-1-3-2。一

ph、砷、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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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二氯乙烯、顺-1，2-二氯

乙烯、反-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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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二氯苯、i,4-二氯苯、乙苯、

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邻-

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

恿、苯并[a]花、苯并[b]荧恿、苯并[k]荧恿、

窟、-苯并[a,h]恿、讳并[1,2,3-cd]亩、蔡、

石油烃(C@0-C40)

S10偏北侧常规泳池

S11偏南侧常规泳池

S12偏西侧儿童泳池

pH、砷、铺、六价铬、铜、铅、汞、镍、

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

i,2-二氯乙烷、i,i-二氯乙烯、顺-i,2-二氯

乙烯、反-l,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

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

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

乙烷、二氯乙烯、1，2，3@氯丙烷、氯乙烯、

苯、氯苯、1，2-二氯苯、i,4-二氯苯、乙苯、

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邻-

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 

恿、苯并[a]茁、苯并b]荧恿、苯并[k]荧恿、

窟、二苯并[a,h]恿、苟并[l,2,3-cd]茁、蔡、

p,p，-滴滴滴、p,p，-滴滴伊、滴滴涕、。-/h公

六、B-六六六、卜六六六、6-六六六、石

油烃(C10-C40) 铬

S9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蠢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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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I      地下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

* 3 页共54 页

方法检出限

样品采集/

色度/

臭和味/

浊度/

肉眼

可见物
/

pH

总硬度

溶解性

总固体

济
勤
耐
，

，

硫酸盐
0.018mg/L

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164-2020/

水质色度的测定

铂钻比色法
GB11903-1989/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感官性状和

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第三篇第一章第

四节便携式浊度计

法(B)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

四版增补版)

ZYJ-W249 

WGZ-200B 浊度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感官性状和

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水质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1147-2020

SX-620 ZY遂豌

水质钙和镁总量的

测定EDT八滴定法
GB7477-1987

辱论点用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感官性状和

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ZYJ-W087 
ESJ200-4A 电子分析天平

水质无机阴离子

(F-、Cl"、NO2"、B厂、

N03·、PO43SO32·、

so42·) 的测定离子

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 离子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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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0.007mg/L

铁0.03mg/L

锰0·01mg/L

铜5^g/L

锌0.05mg/L

铝

挥发酚

阴离子表

面活性邦

loA3 原子吸收岔知。·肤肛g/L 

三捻-·

缨悉
母虫。"黑'班

-紧扎

耗氧量0.05mg/L

氨氮
0.025mg/L

水质无机阴离子

(F\ Cl\ N02·、Br、

NO3-、PO43气SO32\ 

so42·) 的测定离子

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 离子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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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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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水质铜、锌、铅、

锦的测定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7475-1987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ZYJ-W319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

光度法

HJ503-2009722N 嫂我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的测定亚甲蓝

分光光度法

GB7494-1987

723 占晋嘿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有机物综合

指标

GB/T5750.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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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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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0.003mg/L

钠O.Olmg/L

亚硝酸盐

(以N

计)

0.005mg/L

硝酸盐

(以N

计)

0.004mg/L

氰化物O.OOlmg/L

氟化物

碘化物
0.002mg/L

汞
0.04^g/L

石申O.3u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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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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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无机阴离子

(F"、CK N02\ Br、

N03，、PO43-、SO32\ 

so42·) 的测定离子

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 离子色谱仪

水质无机阴离子

(F\ CK N02"、Br> 

N03，、PO43·、SO32-、

so42-) 的测定离子

色谱法

HJ84-2016
ZYJ-W386 

ICS-600 离子色谱仪

水质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

光度法

HJ484-2019
ZYJ-W079 

722N 可见分光光度计

水质无机阴离子

(F\ Cl\ N02\ Br> 

N03-、PO43气SO32-、

SO42-)的测定离子

色谱法

HJ84-2016

水质碘化物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778-2015

ZYJ-W沪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水质汞、砷、硒、

秘和锑的测定原子

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水质汞、砷、硒、

秘和锑的测定原子

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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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O·4pg几

镐。
罔O.l^ig/L

铬C六价)0.004mg/L

铅l.Ou班

三氯甲烷0.02^g/L

四氯化碳0.03ng/L

苯癸"

甲苯

镍5^g/L

二甲苯

(总量)

邻二甲苯、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2u班

0.0004|ag/L苯并同

茁"

水质汞、砷、硒、

镀和锑的测定原子

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测定铺、铜和铅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

四版增补版)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测定铺、铜和铅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

四版增补版)

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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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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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1067-2019TRACE130QZYJ-W3蕊酬

水质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1067-2019

，M。，惫矗"弗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5750.6-2006

L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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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多环芳烃的测

定液液革取和固相

苹取高效液相色

谱法

HJ478-2009
ZHJC-W111 

u-3000 液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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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土公八公

(总量)
4ng/L

滴滴涕

(总量)
200ng/L

石油类O.Olmg/L

表3·2土壤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
方法

检出限

样品采集/

PH/

砷

乓髓坚
PF52 蕊9""，

牛一昂
O.Olmg/kg

六价铬
0.5mg/kg

铜lmg/kg

水质六六六、滴滴

涕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

GB 7492-1987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水质六六六、滴滴

涕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

GB 7492-1987
ZYJ-W345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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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
HJ/T166-2004/

土壤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962-2018

ZYJ-W073

PHS-3C P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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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质量铅、锦的

测定石墨炉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一ZYJ-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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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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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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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O.lmg/kg

汞0.002mg/kg

镍3mg/kg

四氯化碳
1.3 ^g/kg

氯仿1·lu眺g

氯甲烷

囊

翻。。。
1,1-二氯

乙烷
1.2u眺g

1，2-二氯

乙烷

1.3ng/kg

土壤质量铅、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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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质量总汞、总

砷、总铅的测定原

子荧光法第I部

分:土壤中总汞的

测定

GB/T22105.1-2008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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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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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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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605-2011TRAPP.nnnjRQ^Q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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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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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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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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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氯

乙烯l.O片眺g

顺-1，2-二氯

乙烯
1.3片叭8

反-l,2-二氯

乙烯
1.4j^g/kg

二氯甲烷1.5jag/kg

1,2-二氯

丙烷

1,1,1,2-四

氯乙烷

誉"

弦"，

112 1,1,Z.,Z2-四

氯乙烷

1.2|xg/kg

四氯乙烯1.4巨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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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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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蛆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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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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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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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丢ZY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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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l^^^7o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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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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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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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三氯

乙烷
1.3p眺8

1,1,2-三氯

乙烷
1.2|ag/kg

三氯乙烯1.2ng/kg

1,2,3-三氯

丙烷

1.2ng/kg

氯乙烯

苯

l.O^g/kg

^1.9^ig/kg

氯苯
1.2jig/kg

1,2-二氯苯
1.5|i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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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蛆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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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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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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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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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土壤和沉积物挥

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605-2011
，趣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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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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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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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氯苯1.5fAg/kg

乙苯1.2^g/kg

苯乙烯l.lu眺g

甲苯1.3^.g/kg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J 1.2ng/kg

邻二甲苯
/1.2坤眺g

硝基苯
0.09mg/kg

苯胺
0.005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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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l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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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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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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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300-ISQ700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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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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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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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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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蛆CE1600-ISQ76l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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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氯酚0.06mg/kg

苯并[a]恿O.lmg/kg

苯并固茁O.lmg/kg

苯并[b]

荧惠
0.2mg/kg

苯并[k]

荧恿

窟

^^ng/kg

y
O.lmg/kg

二苯

并[a,h]恿

O.lmg/kg

[l,2,3-cd]^

O.l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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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 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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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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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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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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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B^^SQ7610^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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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蕊检"'

TRA巴1600潦"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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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慈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半

挥发性有机物的坝

定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834-2017

ZYJ-W387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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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0.09mg/kg

p，p'-滴滴滴0.09mg/kg

p，p'-滴滴伊0.08mg/kg

滴滴涕

p，p'-滴滴涕

0.09mg/kg 

O，p'-滴滴涕

0·08m睡簿

。工工工7卜/卜/卜
0.07mg/kg

P -A A ^n0.06mg/kg

丫土工工-公/卜八
0.06mg/kg

6工工工7卜八八
O.lOmg/kg

石油烃

(C@0-C40)

6mg/kg

铬4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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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慈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连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T蠢捻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熙

土壤和沉积物有

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35-2017

ZYJ-W387 

T皿CE1600-ISQ7610

气相色谱-质谱仪

土壤和沉积物石

油烃(Cl0-C40)的

测定气相色谱法

HJ1021-2019
ZYJ-W345 

TRACE1300 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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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491-2019
ZYJ-W136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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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地下水:标准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表1和表2 中ill 

类标准限值。

土壤:铬、6-六六六标准执行 @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DB51/2978-2023) 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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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5、监测结果及评价
地下水监测结果见表5-1-5-4，土壤监测结果见表5-5~5-17。

表54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单位:mg几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 

色度 (度)

臭和味

浊度 (NTU) 

肉眼可见物

ph (无量纲) 

总硬度(以CaCO，计) 

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

氯化物

铁

锰

铜

锌

一煞锄叫
@竹"    Q @

盅  丰面上  "

达标

达标

达标

键
啪       -

L    钾无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02226 N30·054306
@

<5s15

无任何臭和味尸寸

125/挂墅"露後
无K笋

，。N翠揽"
444^450

615^1000

74.2^^250

25.2^250

0·03L嚷0·3

0·01L矗0·lo

0·005L^1.00

0·05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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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挥发酚(以苯酚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 

氨氮(以N计)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以N计)

硝酸盐(以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铺

铬 (六价)

铅

@氯甲烷(g/L) 

四氯化碳 (哩几)

苯(烤几)

甲苯 (啤几)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6.5 xlO4         烬赴涟W:岳窿;    ·达标

曰  达标

V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赘

一

0·01L嚷0·20

0·0003L嚷0·002

0·05L嚷0·3

1.24镶3·0

0·108嚷0·50

0·003L嚷0·02

16·9^200

0·005L镶1·00

7.85镶20·0

0·001L镶0·05

0·006L嚷1·0

0·002L^L08

'"L
1.4xlO-3

八缸0苦

如
4xl-4L    \ illWiJ

1·0X10-4L亏;
0·004L嚷0·05

1·0X10-3L唾0·01

0·02L^60

0·03L唾2·0

2L^10.0

2L^700

0·005L嚷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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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 (总量)

(网仁)

苯并[a]茁·印g/L)                                                                                      达标

六六六 (总量)(ug/L)                                                                                 达标

滴滴涕 (总量)(pgAL)                                                                                 达标

石油类                                                          / 

结论:本次地下水WI地块外上游对照点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1和表2 中m类标准限值。

达标

表5-2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单位:mg工
叫

W2地块内养殖场柠檬地内

水井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D

色度 (度)

臭和味

浊度 (NTU) 

肉眼可见物

ph (无量纲) 

总硬度 (以CaCO3计)

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

氯化物

铁

锰

题踢困
""蔚 召耳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邻二甲苯2L

末检出^^500间二甲苯2L

对二甲苯2L

4xlO"4L熏0·01

4X10·3L唾5·00

0·2L镶1·00

0·04
@

06 R 29 0
标准

限值

皿05.308692 N30.05547底

5二乓
无任何臭和味周胁偏田舒

2.96 卜3Z
无无"

7·76.5镶pH姜8·5

433^450

613^1000

72·1^250

24.7^250

0·03L嚷0·3

0·01L熏0·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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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锌

铝

挥发酚(以苯酚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 (CODMn法，以O2计) 

氨氮 (以N计)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以N计)

硝酸盐(以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镐吊

铬 (六价)

铅

三氯甲烷 印g/L) 

四氯化碳 (博几L) 

苯(坞工)

w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0·015嚷1·00

0·05L镶1·00

0·0lL熏0·20

0·0003L镶0·002

0·05L熏0·3

1·16镶3·0

0·067熏0·50

0·003L乓0·02

27.2^200

0·005L嚷1·00

7.89^^20.0

0·001L嚷0·05

0.006Lj

0.002L   /sJ^

3.4X10"4      l-^S

，。，、。d"w翌世些
4*lo-4L^0.01

1·3X10-3镶0·005

0.004L姜0·05

1·0X10-3L唾0·01

0·02L^60

0·03L镶2·0

2Ls10.0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环境]202008003Y062 号          第18 页共54页

甲苯(咐L)

镍

一甲苯 (总量)

(腥几)

苯并[a]庇"C坞仁)

六六六 C总量)(哩几)

滴滴涕 c总量)(吧几)

石油类

结论:本次地下水W2地块内养殖场柠檬地内水井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和表2 中lll类标准限值。

表5-3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单位:mg几

叫

经纬度 () 

色度 c度)

臭和味

浊度 (NTU) 

·肉眼可见物

pH C无量纲) 

总硬度 (以CaCO3计)

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

氯化物'

达标

达标

达标

断
 

断
 

断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2L^^700

0·005L乓0·02

邻二甲苯2L

末检出^500间二甲苯2L

对二甲苯2L

4X10·4L^^0.01

4xlO-3L镶5·00

0·2L^1.00

0·01
@

E105.308613 N3O.o惨

辩-g)

，瓣"'"财
无任何臭和味无

2.94玉3

无无

7·86.5^pH^8.5

402^450

566^1000

71.1s250

2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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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锰

铜

锌

铝

挥发酚 (以苯酚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 (CODMh法，以O2计) 

氨氮 (以N计O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以N计) 

硝酸盐(以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镐昆

铬 (六价)

铅

@氯甲烷 如出)

Y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态渝舔曰
"撼。锄

0·03L乓0·3

0·01L镶0·lo

0·OO5L镶1·00

0·05L1.00

0.01L矩0·20

0·0003L熏0·002

0·05L镶0·3

2.76唾3·0

0·124熏0·50

0·003L唾0·02

17·3S^200

0·005L熏1·00

o.ooil    r^j

0·006L斌胁蕊舀封

0·002L
士?

1·9X10·4嚷0·001

工·6X10-3唾0·01

4xlO'4L唾0·01

1.2* lo-4妖0·005

0·004L挺0·05

1·0X10-3L唾0·01

0·02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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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 (g/L) 

苯 (g/L) 

甲苯印g工)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二甲苯 (总量)

(坞n，)
达标

苯并[a]花，印g/L)                                                                                      达标

六六六(总量)(印g/L)                                                                                 达标

滴滴涕c总量)印班)                                                                                 达标

石油类                                                          / 

结论:本次地下水W3地块内原游泳池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表1和表2 中III类标准限值。      一        -

表5-4        地下水监测结禾囊:淹捡援刁支旁赶:mg/L 

一期                                               结果

L点      一                     了

L                   又

项目       L八位」  W4地块内下游农菇验                评价

·经纬度 (。)

色度c度) 

臭和味

浊度(NTu) 

肉眼可见物

pH (无量纲) 

总硬度(以CaCO3计)

溶解性总固体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0·03L嚷2·0

2L毛lo·0

2L^700

0·005L嚷0·02

邻二甲苯2L

未检出^500间二甲苯2L

对二甲苯2L

4xlO-4L玉0·01

4xlO"3L玉5·00

0·2L唾1·00

0·01L@

06 B 29 0'夷

翻如
E105.311028 N30·056792@

5^15

无任何臭和味无

2.76锺3

无无

7·96.5矗pH妖8·5

447^450

679^^l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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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

氯化物

铁

锰

铜

锌

铝

挥发酚(以苯酚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 (CODMn法，以O2计) 

氨氮 (以N计) 

硫化物

钠

亚硝酸盐(以N计)

硝酸盐(以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汞

砷

硒

镐昂

铬 (六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按

讼V达标

井

·    协"            1

·下  玉彝碗  毛针族标

@厂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117^250

3i·7^250

0·03L镶0·3

0·01L镶0·lo

0·005L镶1·00

0.05L嚷100

0.01L镶0·20

0·0003L^S0.002

0·05L镁0·3

0·96嚷3·0

0.066嚷0·50

0·003L^gQ.02

i8.o 长趣热财婉

0·209

956 q枪蕊熙。
0·001L啼
0·006L熏1·0

0.002L矗0·08

1.5X10"4嚷0·001

9x10"4唾0·01

4xlO"4Ls^O.Ol

3.6xlO"4唾0·005

0·004L^0.05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环境]202008003Y062 号          第22 页共54页

铅 ·

三氯甲烷 (g/L) 

四氯化碳 印g/L) 

苯 印g/L) 

甲苯 (g几)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二甲苯 (总量)

(Hg/L)
达标

苯并[a茁·印g/L)         达标

六六六(总量)(Ug/L)         达标

滴滴涕(总量)(印班L)         达标

石油类m。i，怒瓢赐公田/ 
Y结论:本次地下水W4地块内下游农户水井监测项目监测臀继移丁量标准》

出限时，报所使用方法的检出限值，并加标志位L。宁嚣封4848'"'，"""姆"·表5-5 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mg/kg 

一
下样日日06月27日   结果

八

项目天天史位」S1鸡舍1@内评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

pH (无量纲)8.528.358.56-/ 

砷·      达标

镐       达标

1·0X10BL镶0·01

0·02L^60

0.03L镶2·0

2L玉lo·0

2L^700

0·005L镶0·02

邻二甲苯2L

未检出^500间二甲苯2L

对二甲苯2L

4xlO"4L镶0·01

4xlO"3L嚷5·00

0·2L嚷1·00

标准

限值

E105.306785 N30·055225@

0-5050-150150-300
@

8.528.358.56@

lo·18.808.9320

0·540·500·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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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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氯甲烷

1,2-一氯丙烷

l.l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l,l-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酣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0

2930302000

26.626.330·9400

0.03210·01290·02948

425150150

未检出未检u未检出0·9

未检出7检出未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6

末检出未检出

未检出末检出正唾豁坞缸豫

未检出末检出kf妻寺@蠢煮;R
未检出未检出

逻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0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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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 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回琵

苯并同荧恿

苯并因荧患

窟

二苯并[a，h]恿

苟并[l,2,3-cd]茁

奈

石油烃(Co-C40) 

铬

结论:本次土壤Sl鸡舍1@内(0-50)、(50-150) 

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150-300)铬监测结果均符合《四

023)表1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8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4

末检出末检出7MS lu9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

桶蕊末检出未检出K球检热@纷

未检出末检出
K揍巴熙蠢"列

未检出未检出
入熙"熙"·紧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

312432826

45686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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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一一

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表丑及表2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6    土壤监测结果表
刊          S2 士试点点污口

单位:mg/kg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l,2-二氯乙烷

l,l-二氯乙烯

反-l,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06781 N30·055337@

0-5050-150150-300
@

8.388.558·4t
@

8.869.829.0320

0·550·570·512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0

2931322000

29.826.5太态。。
0.0815
0.0151  t^^k.0251

fl^-      A

绦

46
50 v护4妒特囤

未检出末检出斌斟拙对弘。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O·3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贴12-二氯乙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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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丙烷

l,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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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二氯苯

i,4一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一甲苯+对一甲苯

邻一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a茁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目铰串 斟睁·2 图，k标

护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蕊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701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

末检出末检出
趣簿

末检出末检出

未检出末检出趣躺脯腮，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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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b]荧恿                                                          达标

苯并因荧恿                                                          达标

窟                                                              达标

-苯并[a,h]恿                                                         达标

苟并[1,2,3-cd]茁                                                        达标

奈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铬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2鸡舍l@外排污口(0-50) > (50-150)、(150-300)铬监测结果均

符合《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

用地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7     土壤监测结果表  一位:mg/kg 
一样日期

八一目                  ""
八项目     又嗅严                                                     评价

人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u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5

16812826

5755591202

邱"食

E105.307174 N30.055瓣删·7Z
0-5050-150150-300

@

8.498.388.53@

8.759.439·lo20

0·610·720·602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0

3232292000

25.930·228.5400

0·02020·02360·02308

4753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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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i,i-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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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一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末检出末检u末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6

末检出7检出末检出lo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6

未检出末检出

末检出未检出
秘拄瓦馋甄

末检出末检出信莲辫列
未检出末检出避'

罗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7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1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8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2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环境]202008003Y062 号          第29 页共54页

苯乙烯                                                            达标

甲苯                                                             达标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达标

邻二甲苯                                                           达标

硝基苯                                                            达标

苯胺                                                             达标

2-氯酚                                                            达标

苯并[a]恿                                                           达标

苯并[a]琵                                                           达标

苯并b]荧患                                                          达标

苯并图荧恿                                                          达标

窟                                                              达标

苟并[l,2,3-cd]茁                                                        '、小标

奈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                                                       达标

铬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3鸡舍2@内(0-50)、(50-150)、(150-300)铬监测结果均符合《四

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

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GB36600-2018)表1 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8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Tg 

"一
一样日翌□              06 月27 日

人项目     天文巳□          S4鸡舍2@外排污口·

一苯并[a,h]恿
筐蚤  胁锺八达标

井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0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4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

麻未检出末检出

末检出未检出
虫巨套山尸

胁'A
油封

V堪

末检出未检出
寐'，7

292311826

4733641202

标准

限值

E105.307161 N30·05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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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镐局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一氯乙烷

11一氯乙烯

顺-i,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0-5050-150150-300
@

8.218.668.35
@

8.638.119.4820

0·620·460.572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0

3331312000

25.826.727·0400

0·02890·1060·02268

46455015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9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腔黔瞄戒决、
未检出末检出怕趣拽缸後甄
末检出
未检出磕凭黑"盅刘

末检出末检出
巡。肘埋、T咒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lo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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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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一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a]花

苯并同荧患

苯并图荧恿

窟

二苯并[a，h]患

苟并[l,2,3-cd]琵

锣封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末检出

痛未检出未检出幢窟、
7检出未检出碎"，。""巴V
未检出末检出
蝉。婴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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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铬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4鸡舍2@外排污口(0-50)、(50-150)、(150-300)铬监测结果均

符合《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 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

用地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刊
表5-9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06月27日                          结果

S5鸡舍3@内                         评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锅

公价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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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    "·"@4@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一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

12815826

6571621202

标准

限值

El 05.307646  N30.055311@

0-5050-150150-300
@

8.538.47掇Wm刁仑、
9.33lo·1

V。A

扔
0·640·63稳赫法b2/

未检出末检出
漓靶Ko

3531302000

29.529.624.8400

0·01890·03230.02568

55524815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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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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lo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LL2·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0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6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授剿费旗
末检出未检出@撼琳衡'·播

未检出末检出婉"蔬钮酚
未检出未检出

酬揣

紧I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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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瞌

。

约
翌

日
恶
：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达标

达标

达标

苯胺                                                             达标

2-氯酚                                                            达标

苯并[a]恿                                                           达标

苯并[a]茁                                                           达标

苯并b]荧葱                                                          达标

苯并图荧恿                                                          达标

窟                                                              达标

-苯并[a,h]患                                                         达标

苟并[1,2,3-cd]庇                                                        达标

蔡                                                              达标

石油烃 (Co-C40)15225                 ·      达标

明絮铬                                                    挟伤笆济达标

n              A              I
结论:本次土壤S5 鸡舍3@内(0-50)、(50-150) > (15O-3王璧圭锗监潜鲤果均若汇-《四
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 蠕选 ·」一    她标准

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土问。、、淋盯登锤标准》聚栅
(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瞎粮任@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7M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152258S26

7178竹锻抖

E105.307605 N30·055405@

0-5050-150150-300
@

8.358·508·t1@

9.9810.67.5620

0·560·550·342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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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l,2-一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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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3131282000

26.227.329·1400

0·03890·02530.01928

5550461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7检出0·5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6

未检出末检出
了碗

怯lo
未检出
末检出月寒阉兢针纷

末检出
未检出呵气惑嚣"效/

未检出末检出巡'
V尸4

T
老2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1

末检出7MSi4未检出701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7

未检出7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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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苯                                                             达标

i,2-二氯苯                                                          达标

1,4-二氯苯                                                          达标

乙苯                                                             达标

苯乙烯                                                            达标

甲苯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达标

邻二甲苯                                                           达标

硝基苯                                                            达标

苯胺                                                             达标

2-氯酚                                                            达标

苯并[a]患                                                           达标

X    w苯并回花                                     耀出氏酣@卢·缓八达标

苯并b]荧恿                                                       V达标

苯并k]荧恿                                         一       达标

窟                                                              达标

二苯并[a，h]恿                                                         达标

茹并[l,2,3-cd]花                                                       达标

奈                                                              达标

石油烃(C10-C40)                                                                                            达标

铬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6鸡舍3@外排污口内co-so)、(50-150   、c 150-300 铬监测结果

均符合《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1中筛选值第一

类用地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7M^tu末检出末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7M检出末检出3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0

*4检出末检出

航末检出末检出

末检出未检出
离献悉甜

未检出未检出
森:@。"咒乙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49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723016826

7163751202



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ZYJ[环境]202008003Y062号           第37 页共54页

表5-II    土壤监测结果表

八一回
一采样日期                 06月28日

八项目      天史立

人
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镐吊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i,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单位:m眺g

结果

评价

一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S7鸡舍4@内

E105.308141 N30.055734
@

0-5050-150150-300
@

8.358·308.29
@

lo·5lo.8lo.620

0·480·510·332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3130342000

27.513·729.3400

0·01610·02658

5048@寒「A豫六

末检出末检出@参邵翠遥)
末检出未检出来辩M。坚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7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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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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患

苯并[a]茁

苯并同荧恿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0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8

7M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赢，·。
未检出
末检出榴蝶隐研绘、

末检出
末检出了·梦末械巾油开0

末检出末检出博""叩
I^20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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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图荧患                                                          达标

窟                                                              达标

二苯并[a，h]葱                                                         达标

苟并[1,2,3-cd]茁                                                        达标

奈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铬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7鸡舍4@内(0-50)、(50-150)、(150-300)铬监测结果均符合《四

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

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GB36600-2018)表1 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12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理

鳃"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c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u0·5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151213826

6863871202

06 月28 日

S8鸡舍4@外排污胶盅二/渖峪@
@M

E105.308197 N30.0辊献翻

"鼓
0-5050-150逻拨罗"
8.248.338.27@

9.849.899.2820

0·440·370.512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0

3332312000

30·626.522.9400

0·02160.02080·01058

50505115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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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U-二氯乙烯

顺-i,2-二氯乙烯

反-l,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l,l,l,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二氯乙烷

1,1,2@氯乙烷

@氯乙烯

1,2,3二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一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lo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4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6

7检u末检出未检出

一
1.6

末检出未检出底殿肢@"驮。

末检出
末检出L憾我虹爸

末检出卜醚末检出

未检出未检出
飞也二厂0·7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1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u1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8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2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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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       ·                                                      达标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达标

邻二甲苯                                                           达标

硝基苯                                                            达标

苯胺                                                             达标

2-氯酚                                                            达标

苯并[a]恿                                                           达标

苯并[a]蓖                                                           达标

苯并b荧恿                                                          达标

苯并图荧患                                                          达标

窟                                                              达标

二苯并[a，h]恿                                                         达标

苟并[1,2,3-cd]庇                                                        达标

蔡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铬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8鸡舍4@外排污口(0-50) > (50-150) > (150-300)铬监测结果均

符合《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DB51/2978-2023)表1中筛选值第一类

用地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一
表5-13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06月30日                           结果

评价

刊

汉汉点位

项目       人人

经纬度 (。)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20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4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u末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
回49。

末检出末检u
鉴溺盯@。揪5 

7M检出未检出卜漆缸，曰由

末检u
末检出岛甜章芽

813迈^826

5871641202

标准

限值
sio偏北侧常规泳池

E105.308613 N30·05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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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锅局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一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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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i,i.i-三氯乙烷

曲 @
用一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回填层

0-50

回填层

50-200

原始层

0-50

原始层

50-150

原始层
150-300@

8.298.248.357.898.27
@

8.438.189.24il·113·t20

0·460·410.440·390·342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29293232312000

12·627·129.238.130·0400

0·02700·02100·02090·03170·03298

4242514748150

未检出7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9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末峡对畸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咽穗哮丑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b熏括磕舔蕊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末检滞怂山了、
未检出末检u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u末检出未检出其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u未检出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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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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一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恿

苯并回花

苯并[b]荧患

苯并[k]荧恿

窟

-苯并[a，h]束

苟并[l,2,3-cd]茁

末检出  末检出  未检出  末检出  未检出    0·6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6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邯
低沁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
末健

搬
爹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矗菏、秃点缸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

末检曲雌倦注场、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7MSlU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490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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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达标

油烃 (C10-C40)                                                                                              达标

本次土壤sio偏北侧常规泳池 (回填层o-5O) 、(回填层50-200)、(原始层

、(原始层50-150) 、(原始层150-300)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及表2中筛选

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表5-14    土壤监测结果表单位:m撰@g

八
经纬度() 

采样深度(cm) 

pH (无量纲) 

砷

镐吊

公价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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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百

轮

咖

旭

概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2766111943826

06 B 30 0
标准

限值
s11偏南侧常规泳池

E105.308450 N30·055780@

回填层

0-50

回填层

50-200

原始层

0-50

原始层
50-150

原始层

150-300
@

8·128·5i8.338.258.43
@

8·709·309.89、"斟棱、
0.370.380.3803E献"拽茁利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

末检螺杏蕊
。R章尹

32303032
渊Z"2000

28.829.132.737.733.1400

0·04520·03630·02200.3730·04818

424549584815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9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其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3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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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氯乙烯

顺-i,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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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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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八
世蕊   "正

拯删技树困 达标

拎             上

飞

卜奉俭出心磋乌肛达标

玉   甲W
昆

础圭V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66

末检出7M检出末检出未检u末检出lo

末检出7MSLU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4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6

未检u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01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7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M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
未检出撬觅贰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殿7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0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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窜费嗓

苯胺                                                              达标

2-氯酚                                                              达标

苯并[a]恿                                                            达标

苯并[a]茁                                                            达标

苯并b]荧患                                                           达标

苯并[k]荧患                                                           达标

窟                                                                达标

二苯并[a,h]恿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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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                                                                达标

石油烃 (C10-C40)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ll偏南侧常规泳池 (回填层0-50) 、(屈 恿技-叨 。(原始层
N"    令

0-50)、(原始层50-150)、(原始层150-300) 监测项榴弹结  均径 一十壤环境

"一            右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d刨茁20           i     尹2 中筛选

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                      、、·、点洲士帕菩    一一
"    m'"n"。甲万表5-15     土壤监测结果表X怔胆秘母"粤足:mg底g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未检u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490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5

5914433322826

标准

限值

E105.307984 N30·055775@

回填层

0-50

原始层

0-50

原始层

50-150

原始层

150-300
@

8.288·508.238.56
@

8.338.719.45lo.920

0·380·410·400·412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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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

顺-1，2-二氯乙烯

反-i,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l,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蚤鳃。94s绿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孔达标

万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303034332000

32.730·432.340·6400

0·04330·02770·02000·02098

4344495415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9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2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蕊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蠕剂黑蕊赘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刹驴T"7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1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70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6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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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苯                                                              达标

1，2-二氯苯                                                            达标

i,4-二氯苯                                                            达标

乙苯                                                              达标

苯乙烯                                                             达标

甲苯                                                              达标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达标

邻二甲苯                                                            达标

硝基苯                                                             达标

苯胺                                                              达标

2-氯酚                                                              达标

苯并[a]恿                                                            达标

苯并[a]琵                                                 肿0·缘 达标

苯并b]荧恿                                                           达标

苯并[k]荧恿                                                           达标

窟                                                                达标

二苯并[a,h]恿                                                          达标

茹并[l,2,3-cd]蓖                                                         达标

奈                                                               达标

石油烃(Co-C40)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12 偏西侧儿童泳池(回填层0-50 、c原始层0-50 > c原始层5o-iso)、

(原始层150-300)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及表2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0

末检u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7·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90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200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3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22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92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250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Z氮髓扶@漱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诫睦敲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睫";、椭蔽乃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译渊-Z
叮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49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55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4033372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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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 (D

采样深度 (cm) 

pH (无量纲)

砷

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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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二氯乙烯

顺-i,2-二氯乙烯

反-1,2-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

1，2-二氯丙烷

单位:m眺g

结果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标准

限值

E105.308847  N30.055474
@

0-5050-150150-300
@

8.188·408·12
@

9.7312·3lo·720

0·500·380·2520

末检出7检出未检出3·0

3225232000

31·329.926.8400

0·02840·0158蕊藩煽@麓

5062
厅腻"繁抵矿触矗

未检出未检出转磊蕊训
博碳

末检出未检出
混严

0·3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12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3

未检出末检出7检出0·52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66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lo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94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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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i，1，l-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苯

氯苯

1,2-二氯苯

i,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二甲苯十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 恿

苯并同蓖

苯并b]荧恿

呼，

一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6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6

未检出末检出末检出11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701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6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7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0·05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0·1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1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68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560

未检出未检出
7

蕊"末检出
末检啪口·硼仁"士

未检出
末检出聂，鹅础茗

EOT

末检出未检出
耀戮^1200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63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22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34

末检出未检出末检出92

未检出末检出未检出250

未检出未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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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图荧恿

窟

-苯并[a，h] 葱

苟并[l,2,3-cd]花

奈

p，p'-滴滴滴

p，p'-滴滴伊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滴滴涕达标

旺六六六                                                           达标

卜六六六                                                           达标

八
竹六六六                                                   挺亏歹办K达标

-五6-/h/h/闰                                                  品轨兔牙什标

石油烃(C10-C40)                                                                                            座标

铬                                                       ·       达标

结论:本次土壤S9养殖场柠檬地下游 (0-50)、(50-150)、(150-300) 8.六六六、

铬监测结果均符合 《四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DBs 1/2978-2023)表1 

中筛选值第一类用地标准限值，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c试行)(GB36600-2018) 表1及表2中筛选值第一类用

地标准限值。

表5-17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06月30 日
滩

结果

评价

经纬度 () 

采样深度 (Cm)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55

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490

末检u未检出末检出0·55

末检出未检出未检出5·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5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2·0

p,p'-滴滴滴末检出
末检出

未检出
末检出

末检出
末检出2·0

P,p'-滴滴伊末检出末检出末检出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09

末检出末检出未检出0·32

末检出未检出刑醚
末检出未检出

俗幽盛

139辱"。:瞌肆瞻
7882LW"。·了

标准

限值
Dz-1 地块外对照点

E105.301042 N30.054867@

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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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无量纲)

砷

镐

六价铬

铜

铅

汞

镍

四氯化碳

氯仿

氯甲烷

l,l·二氯乙烷

12一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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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2，2-四氯乙烷

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一

膀凄标

干了蘸
L

尸     LVIb松懈惮并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8·05
@

8.9120

0·4020

末检u3·0

352000

35.4400

0·01948

51150

末检出0·9

未检出0·3

末检出12

末检出翻、挟矿枪

末检出*?菇「
删炫"
末检出NT

未检出lo

未检出94

未检出1

7M检出2·6

未检出1·6

末检出其1

末检出701

未检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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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烯

l，2，3，-三氯丙烷

氯乙烯

* 

氯苯

1,2-二氯苯

1,4-二氯苯

乙苯

苯乙烯

甲苯

间一甲苯十对一甲苯

邻二甲苯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 恿

苯并[a]庇

苯并同荧患

苯并图荧恿

窟

二苯并[a，h]恿

苟并[l,2,3-cd]琵

奈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一""心达标
V

盯
茁社标

"且
脸燕啼@职标
一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末检出0·7

末检出0·05

末检出0·12

末检出1

末检出68

末检出560

末检出5·6

末检出7.2

末检出1290

末检出1200

末检出口"3
末检出蕊隅锡

末检出效-

末检、乓糊
末检出卜4

十
末检出5·5

未检出0·55

未检出5.5

末检出55

未检出490

未检出0.55

未检出5·5

末检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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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滴滴滴

p，p'-滴滴伊

达标

达标

滴滴涕达标

"-A/卜/卜

pLLL7卜/卜/卜

yLLL7卜/卜Z卜

6LLL-/卜/卜/卜

石油烃 (C10-C40) 

铬 ·

结论:本次土壤DZ-l地块外对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其余监测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

行) (GB36600-2018)表1 及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备注:"-"表示所使用的标准对该项目无限值

(以下空白)

一""
要求。           一

手菇插 :-人4  丝

报告审核:

口     ·报生签发·

签发日期:     力叫·几轩仁
"       "Y       『

)

末检出2·5

末检出2·0

p，p'-滴滴滴未检出
未检出2·0

p,p'-滴滴伊末检出

末检出0·09

末检出0.32

末检出0·62

末检出0·28

35826

60









附件五：洗井、地下水采样、土壤采样流转记录

















































































附件六：实验室质控报告















































附件七：检测实验室CMA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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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

ZYJ[环境]202008003Y068 号

项目名称: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补采

委托单位: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监测类别:--委托监测

报告日期:2023年1116 日

"，翻"。。

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02MA62K5FJ3L

项目编号:SCHJJCJS YXGS6179-0001

附件八：地块内地表水监测报告



声    明

1、报告封面处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报告无骑缝章无效;报告内容需

齐全、清楚，涂改无效;报告无相关责任人签字无效。

2、委托方如对本报告有异议，须在样品有效期内，最长不超过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无法复检的样品，不受理申诉。

3、报告监测结果只代表检测时污染物排放状况。

4、由委托方自行采集的样品，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的测试数据负责，不对样品

来源负责，不对样品采样、包装、运输、保存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偏差负责，

对检测结果可不作评价，若需评价，报告中所附限值标准均由委托方提供，

仅供参考。

5、在使用本报告时，应注意报告内容的整体性，不得片面截取使用;未经本公

司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6、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

7、封面处无CMA标识的报告，仅供委托方作为科研、教学或内部质量控制之

用，不具有社会证明作用。

8、若未特别说明，报告中所示实验室检测项目检测场所均为本公司实验室。

9、本报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未授权任何第三方解释。

毙

汉

玲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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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坤
叩

公司通讯资料:

名    称: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资阳TU雁江区龙马大道198 号lo@楼2层1轴至7轴、lo@

楼3层丑轴至7轴

邮政编码:641300'

咨询电话:028-26026666 

投诉电话:028-260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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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内容

受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按其监测要求，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2023年lI月07日对"安岳县城南教育片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的地表水进行现场采样监测，并于2023年I1月07日至11月13日进行实验室

分析。

2、监测项目信息

本次监测的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见表2-1。

表24      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

类别监测频次

地表水

3、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

本次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见表3-1。

1天1次，

共丑天

项目
方法

检出限

表3·I      地表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曰

A

糠
 

 

亏
 

·

柑

雌
盅

叶

样品采集/

pH值/

水温/

悬浮物4mg/L

监测项目监测点位

PH值、水温、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

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氯化物、硫化物、全盐量、

铅、锦、六价铬、汞、砷、粪大肠菌群、蛔虫卵

点位甜

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及编号

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技术规范
HJ91.2-2022/

水质pH值的测

定电极法
HJ1147-2020

ZYJ-W508

pH5 ^5pHit

水质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

度计测定法

GB13195-1991
zYJ-W056

铁壳温度计

水质悬浮物的测

定重量法
GB11901-1989

ZYJ-W384 

ESJ200-4A 电子分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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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生化

需氧量
0.5mg/L

化学

需氧量
4mg/L

0.05mg/L

氯化物/

姥

持
挪
亏

O.Olmg/L

/

硫化物

全盐量

铅1.0u班

锦
O.lH班

六价铬0.004mg/L

水质五日生化需

氧量(BoDs)的

测定稀释与

接种法

HJ505-2009

ZYJ-W317 

L田1-150 生化培养箱

ZYJ-W100 

MP516 溶解氧测量仪

水质化学需氧量

的测定重铬

酸盐法

HJ828-20175Qml棕色酸式滴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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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氯化物的坝

定硝酸银滴定法
GB11896-198925ml棕色酸式滴定管

水质硫化物的坝

定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HJ1226-2021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水质全盐量的坝

定重量法
HJ/T51-1999

ZYJ-W087 

ESJ200-4A 电子分析天平

石墨炉原子吸收

法测定铺、铜和铅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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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19 

A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原子吸收

去测定镐、铜和铅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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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六价铬的测

定二苯碳酷二朋

分光光度法

GB7467-1987
ZYJ-W332 

723 可见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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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0.04ng/L

石申O.3u扎

粪大肠

菌群
20MPN/L

蛔虫卵5 -tVl OL

4、监测结果

地表水监测结果见表4-l。

一
表44地表水监测结果表
茸

一"
样日期1

项目睡□

二pH{| C无量纲)

水温(。C)

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氯化物(以C1·计)

硫化物(以S2·计)

全盐量

铅

ii n 07 s

点位1@

8·1

18.6

4L

5.0

20

0·05L

5·6

0·01L

336

1·0X10-3L

封立:m班

卜
哆
绳
，

·

呐

邪

/

水质汞、砷、硒

镀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水质汞、砷、硒

镑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YJ-W104 

pF52 原子荧光光度计

水质粪大肠菌群

的测定多管

发酵法

HJ347.2-2018

ZYJ-W083 

DHP-600BS 电热恒温培养箱

ZYJ-W084 

GH-500BC 隔水式恒温培养箱

水质蛔虫卵的测

定沉淀集卵法
HJ77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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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吊

六价铬

汞

石申

粪大肠菌群 (MPN仁)

蛔虫卵 (个/10L)

2.6x104 

0·004L

4*lo-5L

3·0X10·3

2·4X103

lo

(以下空白)

孰

'"""鼓签发日期:网·肋U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一

览
表

序
号

名
称

储
存

区
域

主
要

成
分

用
量

性
状

贮
存

、
包
装

方
式

备
注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信

息
附
件

九
表



重
点

区
域

及
污
染

物
识

别
信
息

表

区
域

构
筑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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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原
养

殖
场

区
域

鸡
舍

1#
禽
类

养
殖

养
殖

区
域

、
废
水

排
放

口
/

废
水

排
放

、

渗
透

鸡
粪

便
未

经
处

理
，
鸡
舍

清
洗

废
水

直
排

垂
直

入
渗

重
金

属
/

鸡
舍

2#
禽
类

养
殖

养
殖

区
域

、
废
水

排
放

口
/

废
水

排
放

、

渗
透

鸡
粪

便
未

经
处

理
，
鸡
舍

清
洗

废
水

直
排

垂
直

入
渗

重
金

属
/

鸡
舍

3#
禽
类

养
殖

养
殖

区
域

、
废
水

排
放

口
/

废
水

排
放

、

渗
透

鸡
粪

便
未

经
处

理
，
鸡
舍

清
洗

废
水

直
排

垂
直

入
渗

重
金

属
/

鸡
舍

4#
禽
类

养
殖

养
殖

区
域

、
废
水

排
放

口
/

废
水

排
放

、

渗
透

鸡
粪

便
未

经
处

理
，
鸡
舍

清
洗

废
水

直
排

垂
直

入
渗

重
金

属
/

原
农

家
乐

区
域

游
泳

池
/

游
泳

池
内

/
历
史

上
曾

进
行

回
填

回
填

土
来

源
不

明
垂
直

入
渗

/
/

重
点

区
域

及
污
染

物
识

别
信
息

附
件

十
表



鸡
舍

1#
鸡
舍

2#
鸡
舍

3#

鸡
舍

4#
原
游

泳
池

现
状

原
游

泳
池

现
状



残
余

废
弃

物
一
览

表

序
号

废
弃

物
类
型

名
称

属
性

方
量

产
生

环

节
储

存
方

式
分

布
区

域
特

征
污

染
物

污
染

迁
移
途

径

备
注
（
处

置
建

议
）

1
一
般

固
体

废
物

建
渣

无
毒

无
害

约

17
30
m

3

鸡
舍

拆

除
后

的

遗
留

物

露
天

堆
放

在

地
块

内
原
养

殖
场

区
域

原
养

殖
场

区

域
从
左

到
右

分
布

鸡
舍

1-
4#

，
建
渣

主

要
集

中
在

鸡

舍
3#
、
4#

无
无

按
相

关
要

求

处
置

附
件

十
一

残
余

废
弃

物
一
览

表



遗
留

设
施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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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片

备
注

（
处
置

建
议

）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附
件

十
二

 
 
遗
留

设
施

设
备

一
览
表



采
样

信
息

一
览

表

样
品

类
型

点
位

名

称
采

样
区

域
采

样
位

置
坐

标
（
°

）
采

样

方
式

钻
探

深

度
/井

深

（
m
）

样
品

编
号

采
样

深
度
（
m
）

备
注

（
标

注

现
场

平

行
样

采

样
点

位
）

土
壤

S1

鸡
舍

1#

鸡
舍

1#
内

E1
05
.3
06
78
5

N
30
.0
55
22
5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5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6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7

0-
0.
5m

、

0.
5-
1.
0m

、

2.
0-
2.
5m

S2
鸡
舍

1#
外
排

污

口
E1
05
.3
06
78
1

N
30
.0
55
33
7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8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9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0

0-
0.
5m

、

1.
0-
1.
5m

、

2.
0-
2.
5m

S3

鸡
舍

2#

鸡
舍

2#
内

E1
05
.3
07
17
4

N
30
.0
55
05
9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1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2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3

0-
0.
5m

、

0.
5-
1.
0m

、

2.
0-
2.
5m

S4
鸡
舍

2#
外
排

污

口
E1
04
.6
25
71
7

N
30
.1
40
40
0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4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5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6

0-
0.
5m

、

1.
0-
1.
5m

、

2.
0-
2.
5m

S5

鸡
舍

3#

鸡
舍

3#
内

E1
05
.3
07
64
6

N
30
.0
55
31
1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7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8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9

0-
0.
5m

、

0.
5-
1.
0m

、

2.
5-
3.
0m

S6
鸡
舍

3#
外
排

污

口
E1
05
.3
07
60
5

N
30
.0
55
40
5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0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1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2

0-
0.
5m

、

1.
0-
1.
5m

、

2.
0-
2.
5m

S7
鸡
舍

4#
鸡
舍

4#
内

E1
05
.3
08
14
1

N
30
.0
55
23
4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3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4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5

0-
0.
5m

、

1.
0-
1.
5m

、

2.
0-
2.
5m

采
样

信
息

一
览

附
件

十
三

表



S8
鸡
舍

4#
外
排

污

口
E1
05
.3
08
19
7

N
30
.0
55
26
2

柱
状 样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6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7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8

0-
0.
5m

、

0.
5-
1.
0m

、

2.
5-
3.
0m

S9
养
殖

场
下

游
柠

檬
地

E1
05
.3
08
84
7

N
30
.0
55
47
4

柱
状 样

1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9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0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1

0-
0.
5m

、

1.
0-
1.
5m

、

2.
0-
2.
5m

S1
0

地
块

内
原

游

泳
池

区
域

偏
北

侧
常

规
泳

池
E1
05
.3
08
61
3

N
30
.0
55
99
6

柱
状 样

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2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3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4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5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6

回
填

0-
0.
5m

、

回
填

1.
0-
1.
5m

、

原
始

0-
0.
5m

、

原
始

1.
0-
1.
5m

、

原
始

2.
0-
2.
5m

S1
1

偏
南

侧
常

规
泳

池
E1
05
.3
08
45
0

N
30
.0
55
78
0

柱
状 样

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7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8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9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0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1

回
填

0-
0.
5m

、

回
填

1.
0-
1.
5m

、

原
始

0-
0.
5m

、

原
始

1.
0-
1.
5m

、

原
始

2.
0-
2.
5m

S1
2

偏
西

侧
儿

童
泳

池
E1
05
.3
07
98
4

N
30
.0
55
77
5

柱
状 样

4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2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3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4

、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5

回
填

0-
0.
5m

、

原
始

0-
0.
5m

、

原
始

1.
0-
1.
5m

、

原
始

2.
0-
2.
5m

D
Z-
1

地
块

外
地
块

外
西
侧

对
照

点
E1
05
.3
01
04
2

N
30
.0
54
86
7

表
层 样

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6

0-
0.
5m

地
下 水

W
1

地
块

外
地
块

外
上
游

对
照

点
E1
05
.3
02
22
6

N
30
.0
54
30
6

贝
勒

管
采 样

40
m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1

水
面

以
下

0.
5m

采
集

现

场
平

行

样

W
2

地
块

内
地
块

内
养
殖

场
柠

檬
地

内
水

井
E1
05
.3
08
69
2

N
30
.0
55
47
7

贝
勒

管
采 样

13
m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2

水
面

以
下

0.
5m

采
集

现

场
平

行

样



W
3

地
块

内
地
块

内
原
游

泳
池

E1
05
.3
08
61
3

N
30
.0
55
99
6

贝
勒

管
采 样

15
m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3

水
面

以
下

0.
5m

采
集

现

场
平

行

样

W
4

地
块

内
地
块

内
下
游

农
户

水
井

E1
05
.3
11
02
8

N
30
.0
56
79
2

贝
勒

管
采 样

19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4

水
面

以
下

0.
5m

采
集

现

场
平

行

样



监
测

数
据

统
计
表

序 号

点 位 编 号

样
品

编
号

采
样

深
度
（
m
）

pH
砷

镉

铬 （
六

价
）

铜
铅

汞
镍

铬

石
油
烃

C
10
-C
4

0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27

项
）

半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11

项
）

六
六

六
、

滴
滴

涕

第
一

类
用

地
筛

选
值

/
20

20
3.
0

20
00

40
0

8
15
0

12
02

82
6

7.
2

/
/

第
二

类
用

地
筛

选
值

/
60

65
5.
7

18
00
0

80
0

38
90
0

28
82

45
00

28
/

/
1

S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5

0-
0.
5m

8.
52

10
.1
0

0.
54

N
D

29
26
.6

0.
03
21

42
45

31
N
D

N
D

/
2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6

0.
5-
1.
0m

8.
35

8.
80

0.
50

N
D

30
26
.3

0.
01
29

51
68

24
N
D

N
D

/
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7

2.
0-
2.
5m

8.
56

8.
93

0.
53

N
D

30
30
.9

0.
02
94

50
66

32
N
D

N
D

/
4

S2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8

0-
0.
5m

8.
38

8.
86

0.
55

N
D

29
29
.8

0.
08
15

46
57

16
N
D

N
D

/
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9

1.
0-
1.
5m

8.
55

9.
82

0.
57

N
D

31
26
.5

0.
01
51

50
55

8
N
D

N
D

/
6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01
0

2.
0-
2.
5m

8.
41

9.
03

0.
51

N
D

32
31
.9

0.
02
51

49
59

12
N
D

N
D

/
7

S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1

0-
0.
5m

8.
49

8.
75

0.
61

N
D

32
25
.9

0.
02
02

47
47

29
N
D

N
D

/
8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2

0.
5-
1.
0m

8.
38

9.
43

0.
72

N
D

32
30
.2

0.
02
36

53
33

23
N
D

N
D

/
9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3

2.
0-
2.
5m

8.
53

9.
10

0.
60

N
D

29
28
.5

0.
02
3

49
64

11
N
D

N
D

/
10

S4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4

0-
0.
5m

8.
21

8.
63

0.
62

N
D

33
25
.8

0.
02
89

46
65

12
N
D

N
D

/
1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5

1.
0-
1.
5m

8.
66

8.
11

0.
46

N
D

31
26
.7

0.
10
6

45
71

8
N
D

N
D

/
12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6

2.
0-
2.
5m

8.
35

9.
48

0.
57

N
D

31
27

0.
02
26

50
62

15
N
D

N
D

/
13

S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7

0-
0.
5m

8.
53

9.
33

0.
64

N
D

35
29
.5

0.
01
89

55
71

15
N
D

N
D

/
14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8

0.
5-
1.
0m

8.
47

10
.1
0

0.
63

N
D

31
29
.6

0.
03
23

52
78

22
N
D

N
D

/
1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19

2.
5-
3.
0m

8.
57

8.
75

0.
59

N
D

30
24
.8

0.
02
56

48
76

58
N
D

N
D

/
16

S6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0

0-
0.
5m

8.
35

9.
98

0.
56

N
D

31
26
.2

0.
03
89

55
71

72
N
D

N
D

/
17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1

1.
0-
1.
5m

8.
50

10
.6
0

0.
55

N
D

31
27
.3

0.
02
53

50
63

30
N
D

N
D

/

监
测

数
据

统
计

附
件

十
四

表



18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2

2.
0-
2.
5m

8.
11

7.
56

0.
34

N
D

28
29
.1

0.
01
92

46
75

16
N
D

N
D

/
19

S7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3

0-
0.
5m

8.
35

10
.5
0

0.
48

N
D

31
27
.5

0.
01
61

50
68

15
N
D

N
D

/
20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4

1.
0-
1.
5m

8.
30

10
.8
0

0.
51

N
D

30
13
.7

0.
02
65

48
63

12
N
D

N
D

/
2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5

2.
0-
2.
5m

8.
29

10
.6
0

0.
33

N
D

34
29
.3

0.
01
37

50
87

13
N
D

N
D

/
22

S8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6

0-
0.
5m

8.
24

9.
84

0.
44

N
D

33
30
.6

0.
02
16

50
58

8
N
D

N
D

/
23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7

0.
5-
1.
0m

8.
33

9.
89

0.
37

N
D

32
26
.5

0.
02
08

50
71

13
N
D

N
D

/
24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8

2.
5-
3.
0m

8.
27

9.
28

0.
51

N
D

31
22
.9

0.
01
05

51
64

9
N
D

N
D

/
25

S9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29

0-
0.
5m

8.
18

9.
73

0.
50

N
D

32
31
.3

0.
02
84

50
78

13
N
D

N
D

N
D

26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0

1.
0-
1.
5m

8.
40

12
.3
0

0.
38

N
D

25
29
.9

0.
01
58

62
82

9
N
D

N
D

N
D

27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1

2.
0-
2.
5m

8.
12

10
.7
0

0.
25

N
D

23
26
.8

0.
02
51

58
69

18
N
D

N
D

N
D

28

S1
0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2

回
填

0-
0.
5m

8.
29

8.
43

0.
46

N
D

29
12
.6

0.
02
7

42
/

27
N
D

N
D

/
29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3

回
填

1.
0-
1.
5m

8.
24

8.
18

0.
41

N
D

29
27
.1

0.
02
1

42
/

66
N
D

N
D

/
30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4

原
始

0-
0.
5m

8.
35

9.
24

0.
44

N
D

32
29
.2

0.
02
09

51
/

11
N
D

N
D

/
3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5

原
始

1.
0-
1.
5m

7.
89

11
.1
0

0.
39

N
D

32
38
.1

0.
03
17

47
/

19
N
D

N
D

/
32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6

原
始

2.
0-
2.
5m

8.
27

13
.1
0

0.
34

N
D

31
30

0.
03
29

48
/

43
N
D

N
D

/
33

S1
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7

回
填

0-
0.
5m

8.
12

8.
70

0.
37

N
D

32
28
.8

0.
04
52

42
/

59
N
D

N
D

/
34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8

回
填

1.
0-
1.
5m

8.
51

9.
30

0.
38

N
D

30
29
.1

0.
03
63

45
/

14
N
D

N
D

/
35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39

原
始

0-
0.
5m

8.
33

9.
89

0.
38

N
D

30
32
.7

0.
02
2

49
/

43
N
D

N
D

/
36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0

原
始

1.
0-
1.
5m

8.
25

11
.8
0

0.
35

N
D

32
37
.7

0.
37
3

58
/

33
N
D

N
D

/
37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1

原
始

2.
0-
2.
5m

8.
43

8.
67

0.
44

N
D

31
33
.1

0.
04
81

48
/

22
N
D

N
D

/
38

S1
2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2

回
填

0-
0.
5m

、
8.
28

8.
33

0.
38

N
D

30
32
.7

0.
04
33

43
/

40
N
D

N
D

/
39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3

原
始

0-
0.
5m

、
8.
50

8.
71

0.
41

N
D

30
30
.4

0.
02
77

44
/

33
N
D

N
D

/
40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4

原
始

1.
0-
1.
5m

8.
23

9.
45

0.
40

N
D

34
32
.3

0.
02

49
/

37
N
D

N
D

/
4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5

原
始

2.
0-
2.
5m

8.
56

10
.9
0

0.
41

N
D

33
40
.6

0.
02
09

54
/

28
N
D

N
D

/



42
D
1

[环
]2
02
00
80
03
Y
06
2-
46

0~
50

8.
05

8.
91

0.
40

N
D

35
35
.4

0.
01
94

51
/

35
N
D

N
D

/

最
大

值
8.
35

9.
61

0.
47

N
D

35
40
.6

0.
37
3

62
87

72
N
D

N
D

N
D

最
小

值
7.
89

7.
56

0.
25

N
D

23
12
.6

0.
01
05

42
33

8
N
D

N
D

N
D

对
比

第
一

类
用

地
筛

选
值

超
标

个
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最
大

超
标

倍
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对
比

第
二

类
用

地
筛

选
值

超
标

个
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最
大

超
标

倍
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引
用

地
方

标
准
统

计
表

序
号

污
染

物
项

目
筛
选

值
管
制

值
引
用

标
准

名
称

备
注

1
铬

12
02
m
g/
kg

24
04
m
g/
kg

《
四

川
省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

（
D
B
51
/2
97
8-
20
23

）
《
四

川
省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

（
D
B
51
/2
97
8-
20
23
）
于

20
23
.1
.5
发
布

，
20
23
.2
.1
实
施

2
δ
-六

六
六

0.
28
m
g/
kg

2.
8m

g/
kg

《
四

川
省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

（
D
B
51
/2
97
8-
20
23

）

备
注

：
pH

无
量

纲
，

其
余

单
位

为
m
g/
kg

附
件

十
五

引
用

地
方

标
准
统

计
表



附件十六：报告评审申请表及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