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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2018 年 9 月 12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遵照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

则要求，对侯台公园周边地区文洁路与楚雄西道交口西南侧地块（以下简称“Q

地块”）开展了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工作。 

根据《侯台城市公园周边规划》（图 1.1-1），本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

兼容居住用地，应开展相关的土壤环境调查工作。由于侯台地区的控规正在调整，

尚未正式批复，但该地块周边路网已经建成，地块的边界可确定。按照《土壤环

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5.3.1 规定，“规

划用途不明确的，适用表 1 和表 2 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因此，本地

块按照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图 1.1-1 侯台城市公园周边规划 

 

2 号地 

3 号地 

Q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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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范围 

Q 地块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侯台湿地公园风景区南侧，调查总面积 12569.24m2，

东至文洁路，西至天宇路，南至天津市物资贸易学校，北至楚雄西道。地块调查

范围见图 1.2-1，边界拐点坐标如表 1.2-1 所示。 

表 1.2-1 地块边界坐标一览表（90 坐标系） 

点位编号 Y X 

A 297236.9220 92910.7150   

B 297215.5066 93113.5654 

C 297165.6440 93122.7040 

D 297168.3500 93106.8370 

E 297164.0110 93105.0728 

F 297172.0870 92947.7620   

G 297181.6450 9291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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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地块边界范围示意图 



4 

1.3 调查目的 

开展 Q 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主要目的是防止潜在污染地块开发利用危害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污染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1、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问三种途径收集地块相关信息，

将所得信息与地块生产工艺相结合分析调查区域整体污染情况，为第二阶段调查

做好基础工作。 

2、通过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的采样监测，判断地块内特征污染物是否超过

相应的筛选值。 

3、明确该地块是否为污染地块，确定是否需要开展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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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染识别 

2.1 信息采集 

本章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问等手段，收集了部分关于地

块利用变迁、地块记录、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初步

判断该地块可能的污染来源和污染物类型，为是否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提

供依据。 

2.2 地块及周边情况 

2.2.1 区域环境概况 

2.2.1.1 区域地理位置 

西青区位于天津西南部，北纬 38°51′～39°51′、东经 116°51′～117°20′。东与

红桥区毗邻，南靠独流减河与静海县隔河相望，西与武清区和河北省霸州接壤，

北依子牙河。自然地势为西高东低，南北长 48km，东西宽 11km，全西青区总面

积达 545km2。 

2.2.1.2 地块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1、地形地貌  

西青区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地势低平，大致西北部较高，海拔约 5m；东南

部略低，海拔约 2.5m；中部最低处，海拔仅 1.5m。境内有莲花淀、蛤蟆洼、津西

大洼等几个碟型洼淀。 

2、气候特征  

西青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湿季节分明，寒暑交替明显，冬

季受西伯利亚气团影响，寒冷、干燥；春季少雨、多风、干燥、气温变化明显；

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闷热、降水集中；秋季受高压控

制，天气晴爽。全年平均气温 11.6℃，全年无霜期 203d，年际变化不大。全年日

照总量 2810.4h。自然降水总量 586.1mm，其中夏季 443.2mm。  

2.2.2 地块现状和历史 

2.2.2.1 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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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地块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东北部，外环西路以东，临近水西公园，位置示意

图见图 2.2-2。 

 
图 2.2-3 地块位置示意图 

2.2.2.2 地块现状概况   

Q 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铺有苫盖，长有杂草，地面不平整。地块北侧为已

经修好的楚雄西道，西侧为天宇路，南侧有围墙格挡与天津市物资贸易学校相邻。 

地块位置 



7 

 
图 2.2-4 地块现状照片 

2.2.2.3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红色线框内为 Q 地块，从历史卫星影像图上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2000 年前，本地块调查范围内主要为塘间空地； 

2009 年，地块东北部建起一个鱼塘，鱼塘深度约 1.5～3.0m； 

2014 年，鱼塘被填平，地块内平整完毕，填土的主要来源为地块及周边高地

势的土方，部分来自周边村镇的土方及房渣土； 

2015 年，地块外北侧楚雄西道开始修建； 

2017 年，地块外西侧天宇路建成，至 2018 年地块外北侧和西侧道路均已建

地块北侧 地块西侧 

地块南侧 地块东侧 

地块中部 地块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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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块内一直闲置为空地，无明显变化； 

2000.11 

2009.06 2011.08 

2012.08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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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地块历史影像图 

2.3 地块及周边使用情况分析 

2.3.1 地块历史使用概况 

经过资料调查及卫星影像，地块内历史用地性质变化不大，2000 年前为塘间

道路，2009 年地块内陆续建起数个小鱼塘，2014 年地块内鱼塘开始充填，充填后

一直为空地，地块西侧、北侧边界外为道路，南侧为天津市物资贸易学校。 

3 初步采样及分析 

初步采样分析是在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基础上，对地块内不同位置、不同

深度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分别采样，并对样品进行检测分析，调查本项目地块内

是否存在污染物超过相应筛选值的情况。若存在污染物超筛选值情况，则进一步

分析其种类和污染的程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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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采样方案 

3.1.1 采样原则 

根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结果，Q 地块历史上为鱼塘和塘间空地，后经充

填及平整，地块历史及现状清楚，污染分布均匀，宜采用系统布点法布点。 

3.1.2 采样方案 

本地块调查总面积 12569.24m2，采用系统布点法布设采样点。根据《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初步调查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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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共布设 6 个土壤采样点和

3 个地下水采样点。  

3.2 现场采样 

3.2.1 采样点布设 

根据采样方案，地块共布设 6 个土壤采样点和 3 个地下水采样点，土孔和水

孔取样深度 0.4～8.0m。 

3.2.2 现场点位测量 

在现场确定采样点位置时，根据采样布点方案，结合经验判断和现场实际情

况现场放点，采用 RTK 对于每一个采样点的位置进行确认，并做好标记。并对每

个采样点进行坐标测量，确认各钻探点位的天津 90 系坐标以及天津大沽高程。 

3.2.3 采样方法 

3.2.3.1 总体采样方法描述 

根据地块污染物特征和现场实际情况，此次现场调查采用 30 钻机钢索冲击

钻探法。30 钻机钢索冲击钻探法能够达到更深的钻探深度，且更适合较硬地层，

同时具有可穿透多种地层、对地面环境影响小的特点，可以采集未经扰动的完整

试样。 

3.2.3.2 现场钻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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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钻钻探方式最大的优势为对地层扰动较小，同时避免了旋转钻在钻探过

程中摩擦发热和加水扰动，使有机污染物不易分解和逸散，可保证采集到的土壤

样品能够真实反应地层中污染状况，达到现场采样过程的质量控制要求。 

冲击钻钻探方式的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如下： 

（1）清理钻探工作面。场地由于拆除、挖掘等作业可能导致大量建筑垃圾、

弃土等堆放在地表上，现场钻探时应先将该部分土壤或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2）在项目承担单位专业人员的现场指导下，钻探单位利用 SH-30 型冲击

式钻井设备在指定位置进行钻探作业，钻探过程中所使用到的所有钻头、连接杆、

套管等的材质均为不锈钢，保证钻探过程无外来污染； 

（3）在钻探过程中，应边钻探边下套管，防止塌孔或上层污染土壤掉落，造

成底层土壤污染； 

（4）获取的岩芯按出露顺序依次摆放在岩芯箱内，并依次记录揭露的土层岩

芯等水文地质信息； 

（5）钻探至设计深度后，停止钻探，该点若需要建设地下水监测井，参照环

保部导则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建井、成井、洗井。如不需建井，设备移除后立即

用水泥浆封堵钻孔。 

3.2.3.3 土壤样品采集方法 

土壤样品采集参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的相关要求，现场钻探时，在钻孔处测量钻孔的平面坐标和海拔高程。在每次取

样前先观察土壤的组成类型、密实程度、湿度和颜色、垃圾含量，并拍摄钻孔位

置四个方向的照片，观测和观察的结果详见附件四和附件五。 

土壤样品的采样及筛取步骤及技术要求如下： 

（1）土壤取样时工程师配戴一次性的 PE 手套，每个土样取样前均更换新的

手套，防止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2）在不同土层中及孔底分别采集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当同一类型土层

厚度较大时，依据土层深度变化适当增加取样份数。 

（3）对 VOCs、SVOCs 样品进行取样时使用针筒取样管，取出的土样立即装

入专用的贴有紫色标签的 40ml 棕色玻璃瓶（两瓶），瓶内有 10ml 甲醇（防止污

染物挥发）。样品装入后立即封好瓶盖，拧紧，缩短样品暴露时间，减少甲醇挥发

损失。在自封袋和 150ml 白色玻璃瓶（一瓶）中装入同一份土样，用于除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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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污染物检测。所有样品瓶仅在采样完成前立即打开。 

（4）不同类型土壤样品的采集与装瓶均应在短时间内完成，减少在空气中的

暴露时间。样品在装瓶密封后放入现场的低温保存箱中。然后分批次将保温箱中

的样品转移到现场冷藏冰箱中保存。送样前，将冰箱内的每份样品分别取出装入

低温保存箱内，并放入适量蓝冰，填入泡沫等柔性填充物以防止运输过程中样品

瓶破裂。 

3.2.3.4 地下水样品采集方法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的要求开展地

下水样品采集工作，主要包括建井、洗井和样品采集三个步骤。 

1、建井 

建井过程包括钻探、下管、填砂、坑壁防护、井台构建等。地下水监测井可

与土壤钻探合并实施，具体的工作步骤为： 

（1）选择 SH-30 冲击钻作为钻探设备开展现场作业，至少钻探至含水层底

部以下 0.5m，但不能钻穿隔水层； 

（2）监测井管自上而下一般包括井壁管（出露地面约 0.3m）、筛管（与监测

的含水层厚度相近）、沉淀管 3 部分，不同部位之间用螺纹式连接方式进行连接。

选择 PVC 管材作为井管材料。井管直径 75mm。监测井底部应加底盖，防止底层

土壤进入井管，影响洗井和采样过程； 

（3）钻探完成后，将井管直接放入钻探套管中，下管过程缓慢稳定进行，防

止下管过快破坏钻孔稳定性； 

（4）井管下降至底部时，在井管与套管之间填入砾料，砾料高度自井底向上

直至与实管的交界处，即含水层顶板。砾料为质地坚硬、密度大浑圆好的白色石

英砂（2~4mm）； 

（5）在砾料层之上填入红色黏土球形成良好的隔水层或防护层，期间用导水

管向钻孔与井管之间加入少量干净水，产生防护效果； 

（6）井管高出地面 0.3-0.5m，高出地面部分的井管外部选择坚固的套管防护

井台，井台喷涂醒目颜色，防止人为破坏； 

（7）建井结束后应作好监测井标识，注明编号、管理人员联系方式等。同时

测量并记录监测井坐标、高程信息。 

2、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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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井安装完毕后，对于出水量较小的监测井，人工使用贝勒管进行淘洗的

方式进行洗井，清除建井过程中引入的泥浆等杂质，直至出水较为清澈。洗井过

程一般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建井后的洗井，目的在于消除井内因钻探和建井过程

对地下水造成的影响，二是采样前的洗井，目的在于消除井内土壤颗粒物对样品

水质质量的影响。具体的技术要求如下： 

（1）建井结束后应立即开展洗井工作，洗井时选择贝勒管进行，并做到一井

一管，防止交叉污染； 

（2）取样前的洗井在建井洗井完成 24 小时后进行，取样前洗井 2 次，每次

间隔 24 小时，每次洗井抽出的水量达到井管内贮水量的 3-5 倍； 

（3）待监测井内水体干净或地下水水质分析仪器监测结果显示水质指标达

到稳定后即可开始样品采集。 

3、样品采集 

地下水样品采集应在洗井完成后 2 个小时内完成，并做到一井一管，防止交

叉污染。具体的技术要求如下： 

（1）洗井过程中现场测试样品 pH、温度等水质指标，当读数连续三次稳定

时洗井结束并开始采样； 

（2）采样选择贝勒管进行，选择含水层中部作为采样点，每个监测井采集 1

个地下水样品，并做好采样记录； 

（3）洗井结束后，首先采集用于 VOCs 测试的样品，之后再采集用于其他污

染指数分析的样品； 

（4）将采集到的地下水样品按照不同监测目标和要求分别在对应的样品瓶

内装满；所有采集到的地下水样品迅速转移至低温保存箱（4℃）中保存。 

3.3 结果分析 

3.3.1 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1、重金属 

Q 地块共有 21 个样品检测 10 种重金属指标，包括铜、镍、汞、砷、铬、铅、

镉、锰、锌以及六价铬，按照填土层、原土层分层统计检测结果见表 4.7-1。由统

计表可知六价铬未检出，其余 9 种金属有检出，检出结果远低于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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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OCs 

Q 地块共有 9 个样品检测 58 种 VOCs，但所有样品均未检出 VOCs。  

3、SVOCs 

Q 地块共有 21 个样品检测 93 种 SVOCs，仅在 Q-S5-0.4 样品中检出 8 种

SVOCs，但所有检出结果均未超过其筛选值。 

4、石油烃 

Q 地块共有 10 个样品检测石油烃（C10～C40），石油烃（C10～C40）在 3

个点位均有检出，但所有检测结果均远低于筛选值。 

3.3.2 地下水检测数据分析 

1、重金属 

Q 地块 3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检测 10 种重金属指标，包括铬、铜、镍、汞、

砷、铅、镉、锰、锌以及六价铬，6 个重金属（镍、砷、铅、镉、锰、锌）有检出，

所有检出结果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IV 类水质指标

限值。 

2、VOCs 

3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检测 59 种 VOCs，仅 1,2-二氯乙烷有检出，1,2-二氯乙烷

在 3 口水井中均有检出，检出结果（1.50μg/L、2.98μg/L、1.03μg/L）均远小于《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 IV 类水质指标限值（40μg/L）。 

3、SVOCs 

3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检测 92 种 SVOCs，所有检测项目均未检出。 

4、石油类 

3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检测石油类，所有点位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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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限制性因素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与

结果分析。报告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工作时间以及场地当

下情况等多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场地调查工作开展存在一定限制性因素，现

分析并总结如下： 

（1）调查地块内原历史相关资料不全，尤其是地块 2000 年以前卫星影像欠

缺，地块历史资料、场地历史使用情况、建筑物布局、功能均通过人员访谈、文

献资料查阅并结合历史影像获得。因此本报告中描述的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可能与

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2）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地块及周边土壤及地下水

中的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人为活动也可能会改变地块

环境水文地质情况。若地块内或周边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地块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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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初步调查结论 

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受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对侯台

公园周边地区文洁路与楚雄西道交口西南侧地块（简称“Q 地块”）进行地块土壤

环境初步调查工作。通过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和第二阶段初步调查（现场

采样监测），分析了地块及周边区域的潜在污染物的种类与来源，并通过现场采样，

检测并分析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该地块的调查结论如下： 

1、Q 地块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侯台水西公园风景区南侧，地块调查总面积

12569.24m2，Q 地块四至范围：东至文洁路，西至天宇路，南至天津市物资贸易

学校，北至楚雄西道，现状为空地，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兼容居住用地。由

于侯台地区的控规正在调整，尚未正式批复，但该地块周边路网已经建成，地块

的边界可确定。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5.3.1 规定，“规划用途不明确的，适用表 1 和表 2 中第一类用

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因此，本地块按照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2、地块内 15.0m 以浅的岩性主要有素填土、粉质黏土、粉土等。包气带厚度

为 1.08～2.16m，包气带岩性以人工填土、素填土为主，土质不均。包气带厚度随

潜水水位变化而变化，变幅一般在 1.0m 以内。地块潜水含水层底界埋深在 13.0m

左右，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第Ⅰ海相层及其以上粉质黏土、粉土为主，潜水含水层平

均厚度在 9.0m 左右，潜水含水层的渗透性较差、富水性较弱。其下的隔水层为第

Ⅱ陆相层⑦和⑧1 的粉质黏土。潜水主要受大气降雨入渗补给，流向由南西向北东，

地下水排泄方式以潜水蒸发为主，潜水地下水埋深一般在 1.08～2.16m 之间，水

力梯度在 1.648‰～1.907‰，平均水力梯度为 1.691‰。 

3、第二阶段初步调查共布设 6 个土壤监测点，采样深度 0.4～8.0m，采集并

送检 21 个样品检测重金属（10 种）、9 个样品检测 VOCs（58 种）、21 个样品

检测 SVOCs（93 种）、10 个样品检测石油烃（C10～C40）。检测项目涵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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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的 45 项必测项。布设 3 个地下水监测点，采集潜水地下水，检测指标为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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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种）、VOCs（59 种）、SVOCs（92 种）和石油类。 

4、土壤中所有重金属、VOCs、SVOCs、石油烃（C10～C40）的检测结果均

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中重金属、VOCs、SVOCs、石油类的检测结果

均未超过相应水质标准限值。 

综上所述，本项目调查范围内土壤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相应筛选值。地下水监

测结果均未超过相应水质标准限值，Q 地块未来符合开发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所规定的第一类用地及

第二类用地的建设要求。 

5.2 建议 

建议持续加强地块监管，严禁非法倾倒及其它可能造成地块污染的人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