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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占地面积 55903 m2。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2000

年之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村民在此处搭建民房，2005 年陆续出租给服装厂、

箱包厂、饰品厂，用作厂房，厂房于 2017 年拆除，而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

于 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目前地块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居民楼，

地块内无生产活动。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第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十九

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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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旺疃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经现场勘察、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调查，该地块历史上存在的工厂工艺

如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

件；针织服装厂主要将布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

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

厂主要生产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成火柴棍。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

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潜在污染物为机械加工设备及切割

设备产生的石油烃，工厂加强环保管理定期维护保养，泄漏风险较小，对地块内

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判断该地块受到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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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

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同时为保证调查结果，需对原基坑开挖土

壤进行监测，原基坑开挖土壤堆置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引用《青岛市城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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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青岛市华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中相关监测数据作为支撑。 

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本地块基坑所挖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

汞、镍、以及石油烃（C10-C40）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 挥发性有

机物（ VOCs） 、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 均未检出。所有样品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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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经辅助验证，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可以

进行后续开发利用，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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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

校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占地面积 55903 m2。 

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2000 年之前为农田，2000 年东旺疃村村民在

此处搭建民房，出租给机械零件加工厂、服装厂、箱包厂、饰品厂、木材厂等用

作厂房，这些工厂主要工艺如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

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将布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

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

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成火柴棍。

厂房于 2017 年拆除，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于 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

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

位置）。目前地块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居民楼，地块内无生产活动。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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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环境保护问题日益被重视，为加强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环境监督管理，

预防和控制污染场地再开发利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01.01）第五十九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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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减少本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确保后续用地接触人

群人身安全，需要对原地块开展环境调查工作。为此，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办

事处委托我公司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公司在接受委托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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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认为该地块受到潜在污染可能性较小，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引用我公

司 8 月份进行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即本地块建

设所挖基坑土壤堆放处）场地调查工作内容，作为辅助验证。在对现场实际情况、

获取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

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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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与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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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调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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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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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监测范围为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地

块位于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春阳路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

云山学校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目前地块内已建成东旺疃社区，占地面积

55903m2。我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调查范围见图 2-1，区

域界址点坐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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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1:1818） 

表 2-1 本次调查范围界址点坐标表（CGCS2000 坐标系） 

点号 X Y 

J1 4021409.434 40540134.724 

J2 4021422.287 40540161.481 

J3 4021394.418 40540341.507 

J4 4021377.343 40540353.771 

J5 4021253.696 40540353.362 

J6 4021250.397 40540331.785 

J7 4021261.687 40540224.973 

J8 4021161.864 40540214.422 

J9 4021171.716 40540121.210 

J10 4021171.758 40540120.810 

J11 4021172.268 40540115.984 

J12 4021178.291 40540059.810 

J13 4021181.883 40540025.016 

J14 4021193.707 40540018.980 

J15 4021201.288 40540015.111 

 

2.3 调查依据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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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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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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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

订）； 

（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 2016 年 5 月 28 日）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42 号，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8）《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9）《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10）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

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 号）； 

（11）《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国函[2011]119 号）； 

（12）《国务院关于加强环保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13）《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7 号）； 

（14）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中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 

（15）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

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16）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

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17）《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 8 月 1 日）； 

（18）《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鲁环发〔2014〕

126 号）； 

（19）《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1 月 7 日）； 

（20）《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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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 年 1 月 1 日）； 

（21）《关于印发山东省 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鲁环发

〔2020〕20 号）； 

（22）青岛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的通

知》（青环发[2016]39 号）。 

2.3.2 技术导则、规范和评价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号）；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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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T 166 -200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6）《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3.3 其他相关资料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62 地块勘测定界图》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 

《东旺疃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勘察报告》（青岛市勘查测绘研究院） 

2.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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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环境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 

第二阶段：地块环境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

以结束。所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

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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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

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地块环境资料：地块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

等的位置关系等。地块相关记录：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

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

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

勘报告等。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保护规

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生态和水源保护区

规划等。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

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

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

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

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

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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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

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

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

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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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第一阶段为主，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2-1： 

 

图 2-2  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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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自然地理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以西、东旺疃小区

以南，占地面积为 55903m2。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比例 1：687000） 

城阳区地处青岛市市区北部，位于东经 120°07′-120°34′、北纬 36°11′-36°24′。

东依崂山区，南接李沧区，西临胶州湾与胶州市相邻，北与即墨市毗连。东西最

大横距 41.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4 公里。全区总面积 553.2 平方公里。棘洪滩

街道位于城阳区西北部，地处东经 120°09′、北纬 36°16′。东依城阳街道，

西以桃源河为界与胶州市李哥庄镇相邻，南接上马街道，北与即墨市蓝村、南泉

镇毗连。东西最大横距 14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1.5 公里，总面积 70.6 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 10.5 公里。胶济铁路辅线，济青高速公路的辅线双元路与环胶州湾高

速公路、204 国道、泉大公路贯穿境内。 

3.1.2 地形地貌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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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区的地貌有低山丘陵和平原低洼两部分组成。城阳街道、惜福镇街道、

夏庄街道东部、河套的部分区域和红岛街道为低山丘陵区，其余为平原，低洼区。

规划用地主要是农田，地势较低缓平坦，起伏较小。 

城阳区东部山丘属崂山主峰崂顶的标山分支，海拔在 700 米以下，呈东西走

向。东部低山主要是三标山东北支余脉，主峰三标山海拔 683 米；北支铁骑山，

海拔 328.8 米；西南支脉，自白沙河以北、山色峪河以西、惜福镇河以北及西，

相继有石城山、凤凰山、红石崖、王乔崮、老君山、瓦屋山、山色峪山等，主峰

大都在海拔 300 米以下。低山、丘陵面积分别为 81.1 平方千米和 88.9 平方千米。 

现代地貌轮廓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复杂的内外营力综合作

用而成，其主要地貌单元为侵蚀构造地貌—低山，构造剥蚀地貌—丘陵，堆积地

貌—洼地，侵蚀堆积地貌—准平原—滨海平原。由此地质地貌形成城阳区东面环

山，西、北两面是平原，西南临海，地势起伏不平。东部为崂山余脉，低山、多

丘陵；中部为平原区，地势平坦，区域广大；西部为低洼、滩涂区，少有丘陵。

呈东高、中平、西低阶梯状地形。 

其中流亭、棘洪滩、上马、河套、红岛等 5 个街道濒临胶州湾，海岸线长

91.65 公里。东部水深约 5 米，西北部水深 2 米上下。 

3.1.3 气候气象 

青岛市城阳区地处温带季风区域，属华北暖温带沿海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

候。市区由于海洋环境的直接调节，受来自洋面上的东南季风及海流、水团的影

响，故又具有显著的海洋性气候特点。空气湿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

明，具有春温、夏爽、秋迟、冬长的气候特点。春季气温回升缓慢，较内陆迟 1

个月；夏季湿热多雨，但无酷暑；秋季天高气爽，降水少，蒸发强；冬季风大温

低，持续时间较长。极端高气温 37.4℃（1997 年 7 月 27 日），极端低气温-16.4℃

（1931 年 1 月 10 日）全年 8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5.1℃；1 月份最冷，平均气

温-1.2℃。青岛受大海环抱的直接影响，具有明显的海陆风特点。 

3.1.4 水文和地质条件 

1. 地质条件 

根据本地块的《东旺疃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勘察报告》（青岛市勘查测

绘研究院），场区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孔口地面标高月 37.01~45.37 米。根据勘

探揭露，拟建物勘探深度范围内揭露的第四系主要由全新统人工填土层（Q4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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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场区基岩为白垩系青山群八亩地组安山岩（KQb）、燕山晚期中粗粒花

岗岩（Y5
3）、煌斑岩（X5

3）及白垩系莱阳群曲格庄组泥质粉砂岩（KLq）组成。

本地层编号采用了青岛市委推广的《青岛市第四系层序划分》标准地层层序编

号，本工程共揭示了 4 个标准层，7 个亚层。按地质年代由新到老、地层层序

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一）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层（Q4
ml） 

第（1）层：素填土 

该层分布于大部分场区，仅个别钻孔缺失。 

揭露层厚 0.30-3.70,米，平均厚度 1.10 米，层底标高 35.83-44.97 米。 

灰黄~黄褐色，干燥，松散，以黏性土为主，混有碎石、建筑垃圾、水泥块，

局部钻孔处混有植物根系。 

（二）基岩 

场区基岩主要为白垩系青山群八亩地组安山岩（KQb），局部揭露燕山晚

期中粗粒花岗岩（Y5
3）、煌斑岩（X5

3）及白垩系莱阳群曲格庄组泥质粉砂岩

（KLq）场区基岩面整体呈现自东向西缓倾。本次勘查深度范围内揭露了安山

岩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微风化带，中粗粒花岗岩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

微风化带，煌斑岩强风化带、微风化带，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

现将场区基岩按不同岩性、不同风化带分述如下： 

第（16）层 安山岩强风化带 

场区部分钻孔揭露该层。 

揭露厚度 0.30~4.40 米，平均厚度 1.44 米，层底标高 34.36~44.29 米。 

灰紫色~灰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风化强烈，节理裂隙极发育，岩芯

呈砾砂状~角砾状，局部呈碎块状，矿物蚀变严重，开挖后长期暴露会加剧风化。 

第（17）层 安山岩中等风化带 

本次勘查大部分钻孔揭露该层。 

揭露厚度 1.60~9.80 米，平均厚度 4.91 米，层底标高 31.11~44.29 米。 

青灰色~灰紫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辉石为主要矿物

成分，风化中等，节理裂隙较发育，岩芯呈块状~碎块状，敲击声闷。 

第（18）层 安山岩微风化带 

该层分布于大部分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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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厚度 2.00~12.00 米，层底标高 28.21~41.15 米，层顶埋深 3.00~10.90

米。 

青灰色~灰紫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辉石为主要矿物

成分，风化轻微，节理裂隙不发育，岩芯呈短柱状~柱状，敲击声脆、反弹。 

（2）煌斑岩（X5
3） 

第（161）层 煌斑岩强风化带 

揭露厚度 1.00~7.20 米，层底标高 35.25~38.72 米，层顶埋深 0.80~3.00 米。 

灰黄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黑云母为主要矿物成分，

风化程度强烈，矿物蚀变强烈，岩芯松散，岩芯手搓呈砂土状~砾砂状，且自上

而下风化程度渐弱。 

第（171）层 煌斑岩中等风化带 

揭露垂直厚度 3.50~5.90 米，平均厚度 4.70 米，顶标高 33.86~34.12 米。 

灰黄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黑云母为主要矿物成分，

矿物部分蚀变，沿裂隙面有明显浸染变色，裂隙发育，岩体较破碎，岩芯呈块

状~短柱状，敲击声较闷，易碎，遇水易软化，开挖后长期暴露会加剧风化。 

（3）花岗岩（Y5
3） 

第（162）层 花岗岩强风化带 

揭露厚度 0.40~3.50 米，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及黑云母，风化程度强烈，矿物蚀变强烈，岩芯松散，岩芯手搓呈砂

土状~砾砂状，且自上而下风化程度渐弱。 

第（172）层 花岗岩中等风化带 

揭露厚度 2.50~7.60 米，层底标高 32.65~38.59 米。 

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风化中等，

节理裂隙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敲击声闷~较脆，开挖后长期暴露会加剧

风化。 

第（182）层 花岗岩微风化带 

揭露厚度 5.70~10.00 米，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

石英，风化轻微，节理裂隙较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敲击清脆。 

（4）泥质粉砂岩（KLq） 

第（163）层 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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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厚度 0.60~1.60 米，灰红色，层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及黏土矿物，风化程度强烈，矿物蚀变强烈，岩芯松散，岩芯手搓呈

砂土状~砾砂状，且遇水即软化。 

第（173）层 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带 

揭露厚度 1.10~5.00 米，灰红色，层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及黏土矿物，风化中等，节理裂隙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敲击声

闷，且遇水即软化。 

2、地下水 

地下水类型以基岩裂隙水为主。场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各风化带。

由于节理裂隙发育不均一，其富水性也有一定差异，根据相近场区工程经验，表

层基岩裂隙水的地下水水量一般较贫乏。勘查期间，正值枯水期，测得场区稳定

水位埋深 2.00~6.10 米，标高 32.91~41.94 米。场区地下水主要补给源为大气降水。

受季节影响，地下水水位年变幅 1.0~2.0 米，场区近 3~5 年最高水位绝对标高约

为 44 米，位于场区东北侧，径流方向整体为自东北向西南，基本随地形而变化。 

花岗岩、变质岩裂隙发育密集、细小、且地面坡度大、大气降水多成地表径

流宣泄、渗入量甚小、补给贫乏。地下水面随地形起伏，流向与地形坡降及水系

近于一致，因地形陡，水利坡度大，径流通畅，想谷底迅速流动。其排泄方式，

是以潜流或下降泉流入坡麓或谷缘坡积层中，裂隙水以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水

位埋深较浅，地下水位与降深同脉波动，动脉随季节变化，变幅为 0.5~5m。 

3、地表水 

城阳区地处胶东半岛，其河流均为季风区雨源型，且多为独流入海的山溪性

小河，河流水系的发育和分布明显受地形、地貌的控制。全区主要河流有白沙河、

墨水河、洪江河、桃源河、大沽河等。白沙河发源于崂山主峰巨峰北麓，自东向

西经崂山区北宅，自崂山水库入区境， 流经城阳区夏庄街道、流亭街道，在西

后楼村入胶州湾，境内干流全长 13.9 公里； 白沙河是青岛市主要水源地之一，

纳主要支流有：小水河、山色峪河、惜福镇河、 纸房河。墨水河发源于三标山， 

由南向北流经即墨市城关折向西南，自城阳区城阳街道西城汇村入区境，在京口

村西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2 公里。纳主要支流有葛家河。洪江河发源于即墨马

山西，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河南头村入区境， 在南万村入胶州湾，境

内全长 3.5 公里。桃源河发源于即墨桃行，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道赵家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6 

堰村入区境，在河套街道下疃村西北汇入大沽河，境内全长 19.5 公里。大沽河

主流发源于烟台市招远阜山，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河套街道大涧村北入区境，在罗

家营村西南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0 公里；大沽河是胶东半岛最大的河流，上游

建有大型水库一座，是青岛市的主要水源地。 

距离本地块最近的河流为墨水河支流， 位于西侧约 1225m。距离本地块最

近的地表水体为虹子河水库，位于西侧约 550m。 

 

图 3-3 区域水系图 

3.1.5 区域经济社会概况 

2019 年，城阳区实现生产总值 1121.8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23 亿元，下降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556.25

亿元，增长 6.0%；第三产业增加值 548.35 亿元，增长 7.3%，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为 1.5:49.6:48.9。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青岛市统计局对 2018 年生产总

值初步核算数进行了修订，2018 年城阳区（不含原红岛经济区）生产总值为 926.21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28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463.11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459.82 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 0.4:50.0:49.6。 

2019 年，城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3.4 亿元，增长 9.2%，其中税收

收入 126.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82.5%。金融信贷总体稳定。截至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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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233.53 亿元，比年初增长 8.3%，其中，

储蓄存款余额 620.08 亿元，比年初增长 12.7%；贷款余额 1049.03 亿元，比年初

增长 24.0%。 

2019 年，城阳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55795 元，同比增长 8.1%，高于

全市 10343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8599 元，增长 6.6%，高于全

市 4115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400 元，增长 6.4%，高于全市 1827 元。 

3.1.6 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2019 年青岛市环境状况公报》（青岛市环保局），2019 年，青岛市

环境空气质量居全省前列，省控以上地表水考核断面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总

体优良，环境安全态势保持平稳。 

2019 年，环境质量总体状况稳定，部分指标持续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居全省前列。市区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

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浓度分别为

37、74、8、32、147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浓度为 1.5 毫克/立方米。SO2、

NO2、O3、CO 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PM2.5、PM10 浓度超出二级标准。SO2 浓度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实施以来历年最低。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78.6%，排名全省第二。主要污染物

O3、SO2、PM2.5、PM10、NO2、CO 浓度由好到差分别列全省第 1、2、3、3、3、

5 位，均处于全省前列。受弱厄尔尼诺现象、长时间持续静稳高湿不利气象、外

部传输等因素影响，大气污染物的积累和二次转化加剧，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空气

质量出现反弹，青岛市全年共出现重度污染天气 7 天，全部出现在冬季的 1 月、

2 月和 12 月份，未出现严重污染天气。 

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纳入《青

岛市落实水污染防治工作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94 个地表水断面中，常年断流

13 个，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断面 39 个，同比增加 4 个；劣Ⅴ类断

面 7 个，同比减少 4 个。桃源河等个别河流水质未达到考核目标要求。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良好。98.8%的海域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胶州湾 74.8%的海域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胶

州湾东北部海域、大沽河口附近海域水质较差。近岸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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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电离辐射环境质量保持在天然本底水平，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基本稳定。 

3.2 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

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 

根据现场踏勘，本次调查项目所在地块周边 1000m 内环境敏感点及其方位

关系见详表 3-1 以及图 3-4 所示。 

表 3-1  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内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方位 距离（m） 性质 

1 西旺疃社区 北 357m 居民区 

2 东旺疃社区 北 15m 居民区 

3 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东 15m 学校 

4 前旺疃社区 南 20m 居民区 

5 青特小镇 东南 185m 居民区 

6 青特小镇 E 区 南 593m 居民区 

7 青特小镇 D 区 东南 597m 居民区 

8 虹子河水库 西 765m 
饮用水源保

护地 

 

图 3-4 地块 1km 范围内敏感点分布图（1:14547）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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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使用现状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以西、东旺疃小区

以南，占地面积为 55903m2。目前地块已建成东旺疃社区，社区建设时所挖基坑

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堆放处为原东旺疃村集体用地，即青岛市城阳区

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地块内无生产活动。土地使用现

状如图 3-5 所示。 

 

地块北侧（东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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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东旺疃社区） 

图 3-5  地块现状情况 

3.3.2 地块的使用历史 

通过地块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以及卫星历史影像照片，本地块

2000 年之前为农用地，2000 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内搭建民房，2005 年村

民将民房出租给服装厂、箱包厂、饰品厂，用作厂房，厂房于 2017 年拆除，拆

除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于 2018 年建成。如表 3-2 所示，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6。 

表 3-2 地块使用历史及变迁情况表 

地块使用历史 

时间 土地利用方式 

2000 年之前 农用地，种植农作物 

2000 年-2015 年 东旺疃村村民在本地块搭建民房 

2015 年-2017 年 

民房出租用作厂房，主要有针织服装厂、首饰加工厂、箱包厂、

木制品厂、机械零件加工、门窗加工厂。 

2017 年-2018 年 建设东旺疃社区 

2018-至今 东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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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 月 16 日历史影像图 

 

2003 年 1 月 12 日历史影像图 

本 地 块 

历史影响只能追

溯至 2002 年 

根据历史影

像，地块 2002

年 7 月，东旺疃

村村民在本地块

内及西侧相邻地

块搭建起民房。 

根据历史

影像，在 2003

年 1 月期间，地

块内利用方式

未发生改变。 

村民自建民房 

村民自建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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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 月 4 日历史影像图 

 

 

 

 

2008 年 3 月 12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05 年 4 月，地块内民房用作机械部件加工、门窗加工、针织

服装、首饰加工、箱包加工厂的厂房。地块北侧相邻地块也有部分民房用于针织服装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08 年 3 月，地块东北角建成一处木制品厂，地块内其余区域

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北侧相邻地块有部分民房用于加工针织服装及饰品。西北侧相邻

地块有民房被用于加工箱包的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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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 日历史影像图 

 

 

 

2012 年 9 月 5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09 年 4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2 年 9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东侧相邻地块建成

旺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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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5 日历史影像图 

 

 

 

2014 年 9 月 25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3 年 10 月，地块东南角搭建临时施工板房，用于前旺疃社区建

设工人居住，其余部分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4 年 9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相邻地块南侧在建

前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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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5 日历史影像图 

 

 

 

2017 年 9 月 30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6 年 2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7 年 9 月，地块内厂房均被拆除，东侧相邻地块搭建施工板

房，北侧相邻地块在建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部分原民房被租用，布设汽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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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5 日历史影像图 

 

 

 

2017 年 9 月 30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6 年 2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7 年 9 月，地块内厂房均被拆除，东侧相邻地块搭建施工板

房，北侧相邻地块在建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部分原民房被租用，布设汽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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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30 日历史影像图 

 

 

 

2020 年 2 月 26 日历史影像图 

图 3-6 地块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9 年 6 月，地块内已建成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新增一些被

租用的民房作为小型作坊，用于家具加工、废品回收等。东南侧相邻地块闲置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20 年 2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东南侧相邻地块在

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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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为东旺疃社区，南侧为前旺疃社区，东侧为青岛

市城阳区白云山学习校，西侧为田旺路，隔路有聚集的农村小作坊，主要有汽车

养护、门窗加工、玻璃制品加工、家具加工、废品回收站等。相邻地块不存在排

污企业，对本次调查地块的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北侧为东旺疃社区 

 

南侧为前旺疃社区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8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9 

 

东侧白云山学校 

 

西侧田旺路，隔路为小型作坊聚集区 

图 3-7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周边除了小区、幼儿园、学校（参见图 3-2）之外还存在其他用地。区

域周边现状见表 3-3、调查区域周边关系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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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地块周边企业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主要生产活动 

1 青岛旭星箱包有限公司 西北 355 加工箱包等皮革制品 

2 管件仓库 西北 323 / 

3 青岛恒顺发针织有限公司 西北 281 加工针织内衣、服装、鞋帽等 

4 针织品仓库 西北 265 / 

5 诺鑫达汽车养护中心 西北 223 汽车维修、汽车美容 

6 小型箱包厂（已停产） 西北 190 / 

7 废品回收站 西北 207 / 

8 申通快递仓库 西 206 / 

9 家尚汽修 西 124 汽车保养、轮胎、审车保险 

10 诚信鑫玻璃 西 123 门窗玻璃切割加工 

11 大熙家具 西 57 橱柜、书柜组装加工 

12 废品回收站 西 102 / 

13 瑞朗门窗 西 220 铝合金门窗加工 

 

图 3-8  调查区域周边关系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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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历史为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2003 年

开始搭建部分民房，2008 年开始部分民房出租用于针织品及首饰加工，2017 年

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南侧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4 年开始

建设前旺疃社区；东侧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2 年前后在东

侧相邻地块建设运动场，2019 年建成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西侧相邻地块

历史 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东旺疃村村民自建民房，2008年开始陆续出租用

于加工箱包、针织服装、门窗玻璃、汽车养护，现在基本都已停产。根据相邻地

块历史，对本次调查地块的潜在污染风险较小。详见图 3-6 地块历史影像。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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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规划图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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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总体规划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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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 

通过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5）地勘报告等资料信息。 

表 4-1  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

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 Google earth、天地图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官网和当地居民委员会 

1.3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

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 
×  

1.4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

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

情况 

√ 现场勘察、人员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和中间体清单、平面

布置图、工艺流程图 
×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

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

下储罐清单 

×  

3.3 环境监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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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3.5 地勘报告 √ 青岛市勘查测绘研究院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

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 √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

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 官网、地勘报告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

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 官网、现场踏勘 

5.3 土地利用方式 √ 当地社区居民委员会 

5.4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规划，

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 官网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地块现已建成东旺疃社区。地块历史为东旺疃村集体

用地，2000 年前为农田，种植花生、玉米等作物，2000 年村民在地块内自建民

房，2005 年前后，民房出租作为厂房，主要用于机械零件加工、针织品加工、

箱包加工、木材加工、饰品加工等，工厂主要工艺如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

要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将布

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

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将木材进

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成火柴棍。工厂于 2017 年拆除，在地块内开始建设东旺

疃社区，2018 年建成。地块及周边没有危险废物堆存痕迹，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储存和使用，未建设污水管线，不存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潜在风险的企业。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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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的项目组于 2020 年 9 月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东旺疃小区居民、 街道居民委员会管理人员、 环保管理人

员等）工作。通过现场踏勘可知，地块已建成。现场勘察照片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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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现场勘查照片 

通过和东旺疃街道委员会工作人员、土地及环保管理人员访谈得知，该地

块 2000 年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上搭建民房，2005 年前

后，民房出租作为厂房，有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进行机械零件加工，将半成

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进行服装、工

装加工、售卖，将布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

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不涉及

生产工艺；木制品厂主要生产火柴棍、一次性筷子等，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

打磨加工。2017 年地块内厂房拆除，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于 2018 年建成。南

侧相邻地块为农田，2014 年开始建设前旺疃社区；北侧相邻地块原为东旺疃村

集体用地，大部分为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搭建部分民房用于针织品

及首饰加工，2017年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

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

置，已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东侧相邻地块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

等作物，2012年前后在东侧相邻地块建设运动场，2019年建成青岛市城阳区白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8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6 

云山学校；西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村民自建民房，后陆续出租用于加工箱包、

针织服装、门窗玻璃、汽车养护（不涉及喷漆工序）、废品回收，目前大部分

已停产。地块内历史存在的作坊及周边小工厂均无环评，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

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图 5-2  东旺疃街道管理人员、环保管理人员访谈照片 

通过和东旺疃社区居民访谈可知，该地块为原东旺疃村集体用地，最初为

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2000 年前后村民在地块内搭建民房，200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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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租给箱包厂、机械零件加工厂、服装针织加工厂、首饰加工厂、木材厂作

厂房用。2017 年拆除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有部分民房被租用

作为箱包厂、针织服装厂、都是简单的把原料裁剪、切割、缝纫制成成品，不

产生污染。北侧相邻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原为农田，种植花生、玉米等

作物，有部分民房，2017 年拆除，建设东旺疃社区。南侧相邻地块原为农田，

2014 年前后动工建设前旺疃社区。周边无排污工业企业对地块造成污染。现场

访谈照片如图 5-3 所示： 

  

图 5-3  东旺疃社区居民访谈照片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农用地和小型作

坊，原为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2000 年村民在地块内自建民房，2005 年前

后，民房出租作为厂房，主要用于机械零件加工、针织品加工、箱包加工、木

材加工、饰品加工等，于 2017 年拆除后在地块内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2018 年

建成，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地块内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

置。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地块内无槽罐，无有害物质泄露痕迹。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无有害物质。通过现场勘察，未发现

有遗留固废和危废物质，仅有宅基地拆迁遗留的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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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目前地块内已建成居住小区，配套雨污水管网和

地下管线。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本地块水文地质调查，地块原属剥蚀残丘地貌，整体地势东高西低，

地面标高约 37.01 ~45.37 m（根据孔口高程统计）。勘察场地无活动性断裂通过，

场地属构造上相对稳定带。地块地层分布主要为白垩系青山群八亩地组安山岩

（KQb）、燕山晚期中粗粒花岗岩（Y5
3）、煌斑岩（X5

3）及白垩系莱阳群曲

格庄组泥质粉砂岩（KLq）。勘察期间，场区内揭露了稳定的地下水，地下水类

型以基岩裂隙水为主。场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各风化带，根据相近场

区工程经验，表层基岩裂隙水的地下水水量一般较贫乏。各方面条件均不利岩

溶进一步发育而带来对场地和地基稳定性影响，未见其他不良地质作用，周边

无环境污染源，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

迁移。 

5.6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历史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种植玉米、花生等

作物，并建部分民房用于针织品及首饰加工，2017 年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南

侧历史为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4 年开始建设前旺疃社区；东侧

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2年前后在东侧相邻地块建设运动场，

2019 年建成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西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东旺疃村村民自

建民房，后陆续出租用于加工箱包、针织服装、门窗玻璃、汽车养护（无喷漆

工序）、废品回收。 

农用地部分主要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多使用有机肥来增加土壤肥力，

促进生长，在没有病虫害时不使用农药，出现病虫害时仅对病虫害处进行局部

喷药杀虫处理，用药浓度较低，均经稀释后使用，使用量较少，多作用于地上

植株部分，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 

地块周边企业主要为青岛旭星箱包有限公司、青岛恒顺发针织有限公司、

诺鑫达汽车养护中心、瑞朗门窗、诚信鑫玻璃、家尚汽修、大熙家具。以及个

人针织加工及首饰加工工厂。以上企业及工厂均未收集到相关环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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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岛旭星箱包有限公司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普路太工贸有限公

司、华远箱包有限公司），该公司针织服装加工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来料裁

剪→缝纫制作→成品检验→包装，无印花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皮革边角料等固废外运卖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

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青岛恒顺发针织有限公司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华和针织有限公司），

该公司针织服装加工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来料裁剪→缝纫制作，无染色、印

花、水洗等加工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边角料等固废外卖；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诺鑫达汽车养护中心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汽车养护中心项目主要生产活动为汽车修理、

汽车美化。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洗车废水经回用水系统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修理替

换的零件等固废由机构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废油收集后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4.瑞朗门窗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安日达门窗有限公

司），主要使用铝合金等板材加工门窗，主要工艺为：切割→冲孔→组装→清

洁包装。不涉及焊接、喷漆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下脚料收集后外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5.诚信鑫玻璃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润亚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主要工艺为来料切割→磨边等工序。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玻璃渣和废包装材料等收集后外售。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产生生产废水。 

6.家尚汽修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8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0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该汽修厂主要经营活动为售卖润滑油，车辆维

修。不涉及喷漆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修理替换的零件等固废由机构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涉及生产废水。 

7.大熙家具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该家具厂主要生产活动为橱柜、书柜组装加工，

主要工艺为：来料切割→打磨→组装，不涉及喷涂、喷漆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下脚料及切割打磨产生木屑经收集外售。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涉及生产废水。 

8.管件仓库及针织品仓库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管件仓库主要堆放成品塑钢管件，针织品仓库

主要堆放服装、工装、内衣等。无生产活动。 

9.首饰加工工厂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北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的首饰加工工厂主要工

艺为：半成品零件组装，不涉及喷涂等工艺。无生产废水产生。 

10.针织服装加工工厂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北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的针织服装加工工厂主

要工艺为：布料裁剪、缝纫，不涉及水洗、印染、染色等工艺。无生产废水产

生。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可知，相

邻地块的企业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

物，主要污染物为机修和机械设备产生的石油烃，企业加强环保管理定期维护

保养，泄漏风险较小，另外由于地势东高西低，所在区域无浅层地下水，因此

对本次调查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5.7 地块污染物识别 

该地块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上搭建民房，2005

年前后民房出租给机械零件加工厂、针织服装厂、箱包厂、首饰加工厂，木制

品厂用作厂房作为厂房。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历史上存在的工厂工艺如

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工艺是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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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进行服装、工装加工、售卖，将布料经裁剪、针

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

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火柴棍、一次性筷子等，

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2017 年地块内厂房拆除，开始建设东旺疃社

区、于 2018 年建成。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

属污染物，主要潜在污染物为机械加工设备及切割设备产生的石油烃，工厂加

强环保管理定期维护保养，泄漏风险较小，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潜在污染

的风险较小。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收集地块及相邻区域的使用历史和

现状，地块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泄漏事故；无相关的土壤、水体污染记录。初步

判断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潜在污染的风险较小。 

由于本地块现已建成东旺疃社区，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为排除不确定

因素，本次调查引用我公司 7 月份进行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的场地调查报告内容，作为辅助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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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助验证结果与分析 

6.1 辅助验证说明 

6.1.1 辅助验证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验证初步判断该地块可能没有受到潜在污染的结论。 

6.1.2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说明 

本地块东旺疃社区建设项目基坑所挖土壤置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

片区 CY1102-087 地块中部位置，故引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中 S5~S8 点位的检测结果作为辅助验证，位置如

图 6-1 所示。S5~S8 点位区域为本地块原开挖土壤堆置区域。 

 

图 6-1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 

土壤采样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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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所选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 

土壤采样点位信息表 

点位编号 
采样 

深度 
检测因子 

S5 0-0.5m 
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VO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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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O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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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烃（C10-C40） 

S6 0-0.5m 

S7 
0-0.5m 

0.5-2m 

S8 

0-0.5m 

0.5-2m 

2-4m 

4-6m 

6.2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结果分析 

6.2.1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结果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中 S5~S8 点

位检出项目的数据如表 6-2 所示。 

表 6-2 土壤样品检出浓度数据表 

检测项目 

结     果 

采样点 S5 S6 S7 

采样时间 2020.07.04 2020.07.04 2020.07.04 

样品编号 QDM70205009 QDM70205010 QDM70205006 QDM70205007 

样品状态 
黄棕色、潮、

轻壤土 

暗棕色、潮、中

壤土 

黄棕色、潮、轻

壤土 

暗棕色、潮、

重壤土 

采样深度 0-0.5m 0-0.5m 0-0.5m 0.5-2.0m 

砷 mg/kg 9.94 8.60 7.54 17.6 

镉 mg/kg 0.13 0.14 0.17 0.09 

六价铬 mg/kg ND ND ND ND 

铜 mg/kg 33 28 34 36 

铅 mg/kg 30.7 27.3 33.2 7.3 

汞 mg/kg 0.046 0.046 0.092 0.006 

镍 mg/kg 27 20 1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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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 mg/kg 48 30 41 25 

 

检测项目 

结     果 

采样点 S8 

采样时间 2020.07.04 

样品编号 QDM70205002 QDM70205003 QDM70205004 QDM70205005 

样品状态 
棕色、潮、轻

壤土 

棕色、潮、轻壤

土 

棕色、潮、轻

壤土 

棕色、潮、轻

壤土 

采样深度 0-0.5m 0.5-2.0m 2.0~4.0m 4.0~6.0m 

砷 mg/kg 6.72 7.22 7.30 8.85 

镉 mg/kg 0.14 0.07 0.52 0.07 

六价铬 mg/kg ND ND ND ND 

铜 mg/kg 44 18 27 19 

铅 mg/kg 16.9 17.1 13.7 12.9 

汞 mg/kg 0.030 0.021 0.018 0.014 

镍 mg/kg 35 16 19 21 

石油烃 mg/kg 29 29 27 27 

注：表格中仅列出有检出的因子，所有样品中 VOCs 项目和 SVOCs 项目均未检出。 

（1）土壤重金属及无机物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土壤样品中重金属除六价铬外，其他检测因子（砷、镉、铜、铅、汞、镍）

均有检出，检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2）土壤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所有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均未检出。 

（3）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所有土壤样品中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未检出。 

（4）土壤石油烃（C20）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土壤样品中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浓度在

25~48mg/kg 范围内，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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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分析结论 

为对本地块调查进行辅助验证，引用本公司编写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

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对所引用报告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后得出如下结论： 

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以及石油烃（C10-C40）

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 半挥发性有机

物（ SVOCs） 均未检出。所有样品检测结果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主要为农用地及小型作坊聚集地，经现场勘察并辅以卫星遥感

影像对项目及周边地块历史情况进行了解，结合相关人员访谈情况，可基本确定

地块受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

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等，进而

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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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地块概况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占地面积 55903 m2。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2000

年之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村民在此处搭建民房，2005 年前后陆续出租给服装

厂、箱包厂、饰品厂，用作厂房，厂房于 2017 年拆除，而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

区，于 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

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目前地块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居民

楼，地块内无生产活动。按照《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

通知书》（青自然资规城规条字[2019]60 号），本地块拟作为居住用地开发（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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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一类用地。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完成了该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7.2 地块污染识别 

该地块 2000 年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上搭建民房，2005

年前后民房出租给机械零件加工厂、针织服装厂、箱包厂、首饰加工厂，木制品

厂用作厂房作为厂房。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历史上存在的工厂工艺如下：

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进行机械零件加工，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

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进行服装、工装加工、售卖，将布料经裁剪、

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

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火柴棍、一次性筷子等，

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2017 年地块内厂房拆除，开始建设东旺疃社

区、于 2018 年建成。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

属污染物，主要潜在污染物为机械加工设备及切割设备产生的石油烃，工厂加强

环保管理定期维护保养，泄漏风险较小，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

小。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收集地块及相邻区域的使用历史和现

状，地块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泄漏事故；无相关的土壤、水体污染记录。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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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受到潜在污染的风险较小。由于本地块现已建成东旺疃社区，所挖基坑土

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

所在位置）。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引用我公司 7 月份进行的青岛市城阳

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的场地调查报告内容，作为辅助验证。 

7.3 引用报告结果与分析 

本地块东旺疃社区建设项目基坑所挖土壤置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

片区 CY1102-087 地块中部位置，故引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中 S5~S8 点位的检测结果作为辅助验证 

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以及石油烃（C10-C40）

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 半挥发性有机

物（ SVOCs） 均未检出。所有样品检测结果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7.4 地块调查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和评估，地块通过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判断地块内

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对本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另外通过

引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本地块项目所挖基坑堆

放处）场地调查报告进行辅助验证。所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中重金属、挥发性有

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C10-C40）含量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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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经验证，该地块可能没有受到潜在污染。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若第

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

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因此本次调查结束，无需启动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7.5 建议 

若开发过程中若发现地表区域及土壤存在颜色、气味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

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汇报并进行相关措施处置，防止地块残留污染物造成任何人身

伤害及环境二次污染，并进一步调查分析此地块土地用途转变为社会福利用地进

行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后期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跟进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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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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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及勘测界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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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编制人员名单表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职称 专业 负责篇章 本人签名 

车怡佳 助理工程师 环境科学 
报告全本编

制及汇总 
 

其他 

孙正排 中级工程师 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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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占地面积 55903 m2。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2000

年之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村民在此处搭建民房，2005 年陆续出租给服装厂、

箱包厂、饰品厂，用作厂房，厂房于 2017 年拆除，而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

于 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目前地块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居民楼，

地块内无生产活动。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第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十九

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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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旺疃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经现场勘察、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调查，该地块历史上存在的工厂工艺

如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

件；针织服装厂主要将布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

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

厂主要生产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成火柴棍。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

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潜在污染物为机械加工设备及切割

设备产生的石油烃，工厂加强环保管理定期维护保养，泄漏风险较小，对地块内

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判断该地块受到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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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

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同时为保证调查结果，需对原基坑开挖土

壤进行监测，原基坑开挖土壤堆置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引用《青岛市城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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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青岛市华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中相关监测数据作为支撑。 

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本地块基坑所挖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

汞、镍、以及石油烃（C10-C40）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 挥发性有

机物（ VOCs） 、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 均未检出。所有样品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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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经辅助验证，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可以

进行后续开发利用，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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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

校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占地面积 55903 m2。 

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2000 年之前为农田，2000 年东旺疃村村民在

此处搭建民房，出租给机械零件加工厂、服装厂、箱包厂、饰品厂、木材厂等用

作厂房，这些工厂主要工艺如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

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将布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

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

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成火柴棍。

厂房于 2017 年拆除，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于 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

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

位置）。目前地块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居民楼，地块内无生产活动。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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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环境保护问题日益被重视，为加强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环境监督管理，

预防和控制污染场地再开发利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01.01）第五十九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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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减少本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确保后续用地接触人

群人身安全，需要对原地块开展环境调查工作。为此，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办

事处委托我公司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公司在接受委托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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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认为该地块受到潜在污染可能性较小，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引用我公

司 8 月份进行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即本地块建

设所挖基坑土壤堆放处）场地调查工作内容，作为辅助验证。在对现场实际情况、

获取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

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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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与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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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调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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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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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监测范围为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地

块位于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春阳路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

云山学校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目前地块内已建成东旺疃社区，占地面积

55903m2。我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调查范围见图 2-1，区

域界址点坐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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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1:1818） 

表 2-1 本次调查范围界址点坐标表（CGCS2000 坐标系） 

点号 X Y 

J1 4021409.434 40540134.724 

J2 4021422.287 40540161.481 

J3 4021394.418 40540341.507 

J4 4021377.343 40540353.771 

J5 4021253.696 40540353.362 

J6 4021250.397 40540331.785 

J7 4021261.687 40540224.973 

J8 4021161.864 40540214.422 

J9 4021171.716 40540121.210 

J10 4021171.758 40540120.810 

J11 4021172.268 40540115.984 

J12 4021178.291 40540059.810 

J13 4021181.883 40540025.016 

J14 4021193.707 40540018.980 

J15 4021201.288 40540015.111 

 

2.3 调查依据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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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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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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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

订）； 

（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 2016 年 5 月 28 日）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42 号，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8）《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9）《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10）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

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 号）； 

（11）《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国函[2011]119 号）； 

（12）《国务院关于加强环保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13）《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7 号）； 

（14）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中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 

（15）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

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16）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

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17）《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 8 月 1 日）； 

（18）《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鲁环发〔2014〕

126 号）； 

（19）《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1 月 7 日）； 

（20）《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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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 年 1 月 1 日）； 

（21）《关于印发山东省 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鲁环发

〔2020〕20 号）； 

（22）青岛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的通

知》（青环发[2016]39 号）。 

2.3.2 技术导则、规范和评价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号）；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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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T 166 -200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6）《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3.3 其他相关资料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62 地块勘测定界图》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 

《东旺疃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勘察报告》（青岛市勘查测绘研究院） 

2.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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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环境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 

第二阶段：地块环境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

以结束。所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

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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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

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地块环境资料：地块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

等的位置关系等。地块相关记录：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

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

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

勘报告等。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保护规

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生态和水源保护区

规划等。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

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

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

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

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

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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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

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

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

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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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第一阶段为主，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2-1： 

 

图 2-2  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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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自然地理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以西、东旺疃小区

以南，占地面积为 55903m2。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比例 1：687000） 

城阳区地处青岛市市区北部，位于东经 120°07′-120°34′、北纬 36°11′-36°24′。

东依崂山区，南接李沧区，西临胶州湾与胶州市相邻，北与即墨市毗连。东西最

大横距 41.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4 公里。全区总面积 553.2 平方公里。棘洪滩

街道位于城阳区西北部，地处东经 120°09′、北纬 36°16′。东依城阳街道，

西以桃源河为界与胶州市李哥庄镇相邻，南接上马街道，北与即墨市蓝村、南泉

镇毗连。东西最大横距 14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1.5 公里，总面积 70.6 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 10.5 公里。胶济铁路辅线，济青高速公路的辅线双元路与环胶州湾高

速公路、204 国道、泉大公路贯穿境内。 

3.1.2 地形地貌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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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区的地貌有低山丘陵和平原低洼两部分组成。城阳街道、惜福镇街道、

夏庄街道东部、河套的部分区域和红岛街道为低山丘陵区，其余为平原，低洼区。

规划用地主要是农田，地势较低缓平坦，起伏较小。 

城阳区东部山丘属崂山主峰崂顶的标山分支，海拔在 700 米以下，呈东西走

向。东部低山主要是三标山东北支余脉，主峰三标山海拔 683 米；北支铁骑山，

海拔 328.8 米；西南支脉，自白沙河以北、山色峪河以西、惜福镇河以北及西，

相继有石城山、凤凰山、红石崖、王乔崮、老君山、瓦屋山、山色峪山等，主峰

大都在海拔 300 米以下。低山、丘陵面积分别为 81.1 平方千米和 88.9 平方千米。 

现代地貌轮廓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复杂的内外营力综合作

用而成，其主要地貌单元为侵蚀构造地貌—低山，构造剥蚀地貌—丘陵，堆积地

貌—洼地，侵蚀堆积地貌—准平原—滨海平原。由此地质地貌形成城阳区东面环

山，西、北两面是平原，西南临海，地势起伏不平。东部为崂山余脉，低山、多

丘陵；中部为平原区，地势平坦，区域广大；西部为低洼、滩涂区，少有丘陵。

呈东高、中平、西低阶梯状地形。 

其中流亭、棘洪滩、上马、河套、红岛等 5 个街道濒临胶州湾，海岸线长

91.65 公里。东部水深约 5 米，西北部水深 2 米上下。 

3.1.3 气候气象 

青岛市城阳区地处温带季风区域，属华北暖温带沿海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

候。市区由于海洋环境的直接调节，受来自洋面上的东南季风及海流、水团的影

响，故又具有显著的海洋性气候特点。空气湿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

明，具有春温、夏爽、秋迟、冬长的气候特点。春季气温回升缓慢，较内陆迟 1

个月；夏季湿热多雨，但无酷暑；秋季天高气爽，降水少，蒸发强；冬季风大温

低，持续时间较长。极端高气温 37.4℃（1997 年 7 月 27 日），极端低气温-16.4℃

（1931 年 1 月 10 日）全年 8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5.1℃；1 月份最冷，平均气

温-1.2℃。青岛受大海环抱的直接影响，具有明显的海陆风特点。 

3.1.4 水文和地质条件 

1. 地质条件 

根据本地块的《东旺疃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勘察报告》（青岛市勘查测

绘研究院），场区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孔口地面标高月 37.01~45.37 米。根据勘

探揭露，拟建物勘探深度范围内揭露的第四系主要由全新统人工填土层（Q4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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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场区基岩为白垩系青山群八亩地组安山岩（KQb）、燕山晚期中粗粒花

岗岩（Y5
3）、煌斑岩（X5

3）及白垩系莱阳群曲格庄组泥质粉砂岩（KLq）组成。

本地层编号采用了青岛市委推广的《青岛市第四系层序划分》标准地层层序编

号，本工程共揭示了 4 个标准层，7 个亚层。按地质年代由新到老、地层层序

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一）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层（Q4
ml） 

第（1）层：素填土 

该层分布于大部分场区，仅个别钻孔缺失。 

揭露层厚 0.30-3.70,米，平均厚度 1.10 米，层底标高 35.83-44.97 米。 

灰黄~黄褐色，干燥，松散，以黏性土为主，混有碎石、建筑垃圾、水泥块，

局部钻孔处混有植物根系。 

（二）基岩 

场区基岩主要为白垩系青山群八亩地组安山岩（KQb），局部揭露燕山晚

期中粗粒花岗岩（Y5
3）、煌斑岩（X5

3）及白垩系莱阳群曲格庄组泥质粉砂岩

（KLq）场区基岩面整体呈现自东向西缓倾。本次勘查深度范围内揭露了安山

岩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微风化带，中粗粒花岗岩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

微风化带，煌斑岩强风化带、微风化带，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

现将场区基岩按不同岩性、不同风化带分述如下： 

第（16）层 安山岩强风化带 

场区部分钻孔揭露该层。 

揭露厚度 0.30~4.40 米，平均厚度 1.44 米，层底标高 34.36~44.29 米。 

灰紫色~灰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风化强烈，节理裂隙极发育，岩芯

呈砾砂状~角砾状，局部呈碎块状，矿物蚀变严重，开挖后长期暴露会加剧风化。 

第（17）层 安山岩中等风化带 

本次勘查大部分钻孔揭露该层。 

揭露厚度 1.60~9.80 米，平均厚度 4.91 米，层底标高 31.11~44.29 米。 

青灰色~灰紫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辉石为主要矿物

成分，风化中等，节理裂隙较发育，岩芯呈块状~碎块状，敲击声闷。 

第（18）层 安山岩微风化带 

该层分布于大部分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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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厚度 2.00~12.00 米，层底标高 28.21~41.15 米，层顶埋深 3.00~10.90

米。 

青灰色~灰紫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辉石为主要矿物

成分，风化轻微，节理裂隙不发育，岩芯呈短柱状~柱状，敲击声脆、反弹。 

（2）煌斑岩（X5
3） 

第（161）层 煌斑岩强风化带 

揭露厚度 1.00~7.20 米，层底标高 35.25~38.72 米，层顶埋深 0.80~3.00 米。 

灰黄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黑云母为主要矿物成分，

风化程度强烈，矿物蚀变强烈，岩芯松散，岩芯手搓呈砂土状~砾砂状，且自上

而下风化程度渐弱。 

第（171）层 煌斑岩中等风化带 

揭露垂直厚度 3.50~5.90 米，平均厚度 4.70 米，顶标高 33.86~34.12 米。 

灰黄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以长石、角闪石、黑云母为主要矿物成分，

矿物部分蚀变，沿裂隙面有明显浸染变色，裂隙发育，岩体较破碎，岩芯呈块

状~短柱状，敲击声较闷，易碎，遇水易软化，开挖后长期暴露会加剧风化。 

（3）花岗岩（Y5
3） 

第（162）层 花岗岩强风化带 

揭露厚度 0.40~3.50 米，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及黑云母，风化程度强烈，矿物蚀变强烈，岩芯松散，岩芯手搓呈砂

土状~砾砂状，且自上而下风化程度渐弱。 

第（172）层 花岗岩中等风化带 

揭露厚度 2.50~7.60 米，层底标高 32.65~38.59 米。 

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风化中等，

节理裂隙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敲击声闷~较脆，开挖后长期暴露会加剧

风化。 

第（182）层 花岗岩微风化带 

揭露厚度 5.70~10.00 米，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

石英，风化轻微，节理裂隙较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敲击清脆。 

（4）泥质粉砂岩（KLq） 

第（163）层 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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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厚度 0.60~1.60 米，灰红色，层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及黏土矿物，风化程度强烈，矿物蚀变强烈，岩芯松散，岩芯手搓呈

砂土状~砾砂状，且遇水即软化。 

第（173）层 泥质粉砂岩强风化带 

揭露厚度 1.10~5.00 米，灰红色，层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石英及黏土矿物，风化中等，节理裂隙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敲击声

闷，且遇水即软化。 

2、地下水 

地下水类型以基岩裂隙水为主。场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各风化带。

由于节理裂隙发育不均一，其富水性也有一定差异，根据相近场区工程经验，表

层基岩裂隙水的地下水水量一般较贫乏。勘查期间，正值枯水期，测得场区稳定

水位埋深 2.00~6.10 米，标高 32.91~41.94 米。场区地下水主要补给源为大气降水。

受季节影响，地下水水位年变幅 1.0~2.0 米，场区近 3~5 年最高水位绝对标高约

为 44 米，位于场区东北侧，径流方向整体为自东北向西南，基本随地形而变化。 

花岗岩、变质岩裂隙发育密集、细小、且地面坡度大、大气降水多成地表径

流宣泄、渗入量甚小、补给贫乏。地下水面随地形起伏，流向与地形坡降及水系

近于一致，因地形陡，水利坡度大，径流通畅，想谷底迅速流动。其排泄方式，

是以潜流或下降泉流入坡麓或谷缘坡积层中，裂隙水以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水

位埋深较浅，地下水位与降深同脉波动，动脉随季节变化，变幅为 0.5~5m。 

3、地表水 

城阳区地处胶东半岛，其河流均为季风区雨源型，且多为独流入海的山溪性

小河，河流水系的发育和分布明显受地形、地貌的控制。全区主要河流有白沙河、

墨水河、洪江河、桃源河、大沽河等。白沙河发源于崂山主峰巨峰北麓，自东向

西经崂山区北宅，自崂山水库入区境， 流经城阳区夏庄街道、流亭街道，在西

后楼村入胶州湾，境内干流全长 13.9 公里； 白沙河是青岛市主要水源地之一，

纳主要支流有：小水河、山色峪河、惜福镇河、 纸房河。墨水河发源于三标山， 

由南向北流经即墨市城关折向西南，自城阳区城阳街道西城汇村入区境，在京口

村西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2 公里。纳主要支流有葛家河。洪江河发源于即墨马

山西，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河南头村入区境， 在南万村入胶州湾，境

内全长 3.5 公里。桃源河发源于即墨桃行，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道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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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村入区境，在河套街道下疃村西北汇入大沽河，境内全长 19.5 公里。大沽河

主流发源于烟台市招远阜山，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河套街道大涧村北入区境，在罗

家营村西南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0 公里；大沽河是胶东半岛最大的河流，上游

建有大型水库一座，是青岛市的主要水源地。 

距离本地块最近的河流为墨水河支流， 位于西侧约 1225m。距离本地块最

近的地表水体为虹子河水库，位于西侧约 550m。 

 

图 3-3 区域水系图 

3.1.5 区域经济社会概况 

2019 年，城阳区实现生产总值 1121.8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23 亿元，下降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556.25

亿元，增长 6.0%；第三产业增加值 548.35 亿元，增长 7.3%，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为 1.5:49.6:48.9。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青岛市统计局对 2018 年生产总

值初步核算数进行了修订，2018 年城阳区（不含原红岛经济区）生产总值为 926.21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28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463.11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459.82 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 0.4:50.0:49.6。 

2019 年，城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3.4 亿元，增长 9.2%，其中税收

收入 126.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82.5%。金融信贷总体稳定。截至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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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233.53 亿元，比年初增长 8.3%，其中，

储蓄存款余额 620.08 亿元，比年初增长 12.7%；贷款余额 1049.03 亿元，比年初

增长 24.0%。 

2019 年，城阳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55795 元，同比增长 8.1%，高于

全市 10343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8599 元，增长 6.6%，高于全

市 4115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400 元，增长 6.4%，高于全市 1827 元。 

3.1.6 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2019 年青岛市环境状况公报》（青岛市环保局），2019 年，青岛市

环境空气质量居全省前列，省控以上地表水考核断面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总

体优良，环境安全态势保持平稳。 

2019 年，环境质量总体状况稳定，部分指标持续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居全省前列。市区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

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浓度分别为

37、74、8、32、147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浓度为 1.5 毫克/立方米。SO2、

NO2、O3、CO 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PM2.5、PM10 浓度超出二级标准。SO2 浓度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实施以来历年最低。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78.6%，排名全省第二。主要污染物

O3、SO2、PM2.5、PM10、NO2、CO 浓度由好到差分别列全省第 1、2、3、3、3、

5 位，均处于全省前列。受弱厄尔尼诺现象、长时间持续静稳高湿不利气象、外

部传输等因素影响，大气污染物的积累和二次转化加剧，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空气

质量出现反弹，青岛市全年共出现重度污染天气 7 天，全部出现在冬季的 1 月、

2 月和 12 月份，未出现严重污染天气。 

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纳入《青

岛市落实水污染防治工作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94 个地表水断面中，常年断流

13 个，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断面 39 个，同比增加 4 个；劣Ⅴ类断

面 7 个，同比减少 4 个。桃源河等个别河流水质未达到考核目标要求。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良好。98.8%的海域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胶州湾 74.8%的海域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胶

州湾东北部海域、大沽河口附近海域水质较差。近岸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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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电离辐射环境质量保持在天然本底水平，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基本稳定。 

3.2 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

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 

根据现场踏勘，本次调查项目所在地块周边 1000m 内环境敏感点及其方位

关系见详表 3-1 以及图 3-4 所示。 

表 3-1  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内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方位 距离（m） 性质 

1 西旺疃社区 北 357m 居民区 

2 东旺疃社区 北 15m 居民区 

3 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东 15m 学校 

4 前旺疃社区 南 20m 居民区 

5 青特小镇 东南 185m 居民区 

6 青特小镇 E 区 南 593m 居民区 

7 青特小镇 D 区 东南 597m 居民区 

8 虹子河水库 西 765m 
饮用水源保

护地 

 

图 3-4 地块 1km 范围内敏感点分布图（1:14547）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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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使用现状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

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以西、东旺疃小区

以南，占地面积为 55903m2。目前地块已建成东旺疃社区，社区建设时所挖基坑

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堆放处为原东旺疃村集体用地，即青岛市城阳区

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地块内无生产活动。土地使用现

状如图 3-5 所示。 

 

地块北侧（东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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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东旺疃社区） 

图 3-5  地块现状情况 

3.3.2 地块的使用历史 

通过地块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以及卫星历史影像照片，本地块

2000 年之前为农用地，2000 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内搭建民房，2005 年村

民将民房出租给服装厂、箱包厂、饰品厂，用作厂房，厂房于 2017 年拆除，拆

除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于 2018 年建成。如表 3-2 所示，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6。 

表 3-2 地块使用历史及变迁情况表 

地块使用历史 

时间 土地利用方式 

2000 年之前 农用地，种植农作物 

2000 年-2015 年 东旺疃村村民在本地块搭建民房 

2015 年-2017 年 

民房出租用作厂房，主要有针织服装厂、首饰加工厂、箱包

厂、木制品厂、机械零件加工、门窗加工厂。 

2017 年-2018 年 建设东旺疃社区 

2018-至今 东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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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 月 16 日历史影像图 

 

2003 年 1 月 12 日历史影像图 

本 地 块 

历史影响只能追

溯至 2002 年 

根据历史影

像，地块 2002

年 7 月，东旺疃

村村民在本地块

内及西侧相邻地

块搭建起民房。 

根据历史

影像，在 2003

年 1 月期间，地

块内利用方式

未发生改变。 

村民自建民房 

村民自建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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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 月 4 日历史影像图 

 

 

 

 

2008 年 3 月 12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05 年 4 月，地块内民房用作机械部件加工、门窗加工、针织

服装、首饰加工、箱包加工厂的厂房。地块北侧相邻地块也有部分民房用于针织服装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08 年 3 月，地块东北角建成一处木制品厂，地块内其余区域

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北侧相邻地块有部分民房用于加工针织服装及饰品。西北侧相邻

地块有民房被用于加工箱包的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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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 日历史影像图 

 

 

 

2012 年 9 月 5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09 年 4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2 年 9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东侧相邻地块建成

旺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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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5 日历史影像图 

 

 

 

2014 年 9 月 25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3 年 10 月，地块东南角搭建临时施工板房，用于前旺疃社区建

设工人居住，其余部分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4 年 9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相邻地块南侧在建

前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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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5 日历史影像图 

 

 

 

2017 年 9 月 30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6 年 2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7 年 9 月，地块内厂房均被拆除，东侧相邻地块搭建施工板

房，北侧相邻地块在建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部分原民房被租用，布设汽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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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5 日历史影像图 

 

 

 

2017 年 9 月 30 日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6 年 2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7 年 9 月，地块内厂房均被拆除，东侧相邻地块搭建施工板

房，北侧相邻地块在建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部分原民房被租用，布设汽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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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30 日历史影像图 

 

 

 

2020 年 2 月 26 日历史影像图 

图 3-6 地块历史影像图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19 年 6 月，地块内已建成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新增一些被

租用的民房作为小型作坊，用于家具加工、废品回收等。东南侧相邻地块闲置 

根据历史影像，地块 2020 年 2 月，地块的利用方式未发生改变，东南侧相邻地块在

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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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为东旺疃社区，南侧为前旺疃社区，东侧为青岛

市城阳区白云山学习校，西侧为田旺路，隔路有聚集的农村小作坊，主要有汽车

养护、门窗加工、玻璃制品加工、家具加工、废品回收站等。相邻地块不存在排

污企业，对本次调查地块的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北侧为东旺疃社区 

 

南侧为前旺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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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白云山学校 

 

西侧田旺路，隔路为小型作坊聚集区 

图 3-7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周边除了小区、幼儿园、学校（参见图 3-2）之外还存在其他用地。区

域周边现状见表 3-3、调查区域周边关系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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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地块周边企业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方

位 

距离

（m） 
主要生产活动 

1 
青岛旭星箱包有限公

司 

西

北 
355 加工箱包等皮革制品 

2 管件仓库 
西

北 
323 / 

3 
青岛恒顺发针织有限

公司 

西

北 
281 

加工针织内衣、服装、鞋帽

等 

4 针织品仓库 
西

北 
265 / 

5 诺鑫达汽车养护中心 
西

北 
223 汽车维修、汽车美容 

6 小型箱包厂（已停产） 
西

北 
190 / 

7 废品回收站 
西

北 
207 / 

8 申通快递仓库 西 206 / 

9 家尚汽修 西 124 汽车保养、轮胎、审车保险 

1

0 
诚信鑫玻璃 西 123 门窗玻璃切割加工 

1

1 
大熙家具 西 57 橱柜、书柜组装加工 

1

2 
废品回收站 西 102 / 

1

3 
瑞朗门窗 西 220 铝合金门窗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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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调查区域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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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历史为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2003 年

开始搭建部分民房，2008 年开始部分民房出租用于针织品及首饰加工，2017 年

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南侧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4 年开始

建设前旺疃社区；东侧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2 年前后在东

侧相邻地块建设运动场，2019 年建成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西侧相邻地块

历史 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东旺疃村村民自建民房，2008年开始陆续出租用

于加工箱包、针织服装、门窗玻璃、汽车养护，现在基本都已停产。根据相邻地

块历史，对本次调查地块的潜在污染风险较小。详见图 3-6 地块历史影像。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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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规划图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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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总体规划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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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 

通过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5）地勘报告等资料信息。 

表 4-1  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

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 Google earth、天地图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官网和当地居民委员会 

1.3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

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 
×  

1.4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

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

情况 

√ 现场勘察、人员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和中间体清单、平面

布置图、工艺流程图 
×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

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

下储罐清单 

×  

3.3 环境监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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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3.5 地勘报告 √ 青岛市勘查测绘研究院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

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 √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

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 官网、地勘报告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

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 官网、现场踏勘 

5.3 土地利用方式 √ 当地社区居民委员会 

5.4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规划，

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 官网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地块现已建成东旺疃社区。地块历史为东旺疃村集体

用地，2000 年前为农田，种植花生、玉米等作物，2000 年村民在地块内自建民

房，2005 年前后，民房出租作为厂房，主要用于机械零件加工、针织品加工、

箱包加工、木材加工、饰品加工等，工厂主要工艺如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

要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将布

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

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将木材进

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成火柴棍。工厂于 2017 年拆除，在地块内开始建设东旺

疃社区，2018 年建成。地块及周边没有危险废物堆存痕迹，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储存和使用，未建设污水管线，不存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潜在风险的企业。 

根据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本地块规划建设二类居住用地（R2），属于《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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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的项目组于 2020 年 9 月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东旺疃小区居民、 街道居民委员会管理人员、 环保管理人

员等）工作。通过现场踏勘可知，地块已建成。现场勘察照片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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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现场勘查照片 

通过和东旺疃街道委员会工作人员、土地及环保管理人员访谈得知，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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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2000 年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上搭建民房，2005 年前

后，民房出租作为厂房，有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进行机械零件加工，将半成

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进行服装、工

装加工、售卖，将布料经裁剪、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

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不涉及

生产工艺；木制品厂主要生产火柴棍、一次性筷子等，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

打磨加工。2017 年地块内厂房拆除，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于 2018 年建成。南

侧相邻地块为农田，2014 年开始建设前旺疃社区；北侧相邻地块原为东旺疃村

集体用地，大部分为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搭建部分民房用于针织品

及首饰加工，2017年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

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

置，已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东侧相邻地块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

等作物，2012年前后在东侧相邻地块建设运动场，2019年建成青岛市城阳区白

云山学校；西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村民自建民房，后陆续出租用于加工箱包、

针织服装、门窗玻璃、汽车养护（不涉及喷漆工序）、废品回收，目前大部分

已停产。地块内历史存在的作坊及周边小工厂均无环评，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

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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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东旺疃街道管理人员、环保管理人员访谈照片 

通过和东旺疃社区居民访谈可知，该地块为原东旺疃村集体用地，最初为

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2000 年前后村民在地块内搭建民房，2005 年前

后出租给箱包厂、机械零件加工厂、服装针织加工厂、首饰加工厂、木材厂作

厂房用。2017 年拆除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西侧相邻地块有部分民房被租用

作为箱包厂、针织服装厂、都是简单的把原料裁剪、切割、缝纫制成成品，不

产生污染。北侧相邻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原为农田，种植花生、玉米等

作物，有部分民房，2017 年拆除，建设东旺疃社区。南侧相邻地块原为农田，

2014 年前后动工建设前旺疃社区。周边无排污工业企业对地块造成污染。现场

访谈照片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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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东旺疃社区居民访谈照片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农用地和小型作

坊，原为农田，种植玉米、花生等，2000 年村民在地块内自建民房，2005 年前

后，民房出租作为厂房，主要用于机械零件加工、针织品加工、箱包加工、木

材加工、饰品加工等，于 2017 年拆除后在地块内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2018 年

建成，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地块内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

置。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地块内无槽罐，无有害物质泄露痕迹。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无有害物质。通过现场勘察，未发现

有遗留固废和危废物质，仅有宅基地拆迁遗留的建筑垃圾。 

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目前地块内已建成居住小区，配套雨污水管网和

地下管线。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本地块水文地质调查，地块原属剥蚀残丘地貌，整体地势东高西低，

地面标高约 37.01 ~45.37 m（根据孔口高程统计）。勘察场地无活动性断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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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属构造上相对稳定带。地块地层分布主要为白垩系青山群八亩地组安山岩

（KQb）、燕山晚期中粗粒花岗岩（Y5
3）、煌斑岩（X5

3）及白垩系莱阳群曲

格庄组泥质粉砂岩（KLq）。勘察期间，场区内揭露了稳定的地下水，地下水类

型以基岩裂隙水为主。场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各风化带，根据相近场

区工程经验，表层基岩裂隙水的地下水水量一般较贫乏。各方面条件均不利岩

溶进一步发育而带来对场地和地基稳定性影响，未见其他不良地质作用，周边

无环境污染源，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

迁移。 

5.6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历史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种植玉米、花生等

作物，并建部分民房用于针织品及首饰加工，2017 年开始建设东旺疃社区。南

侧历史为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4 年开始建设前旺疃社区；东侧

历史为农田，种植小麦、花生等作物，2012年前后在东侧相邻地块建设运动场，

2019 年建成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西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东旺疃村村民自

建民房，后陆续出租用于加工箱包、针织服装、门窗玻璃、汽车养护（无喷漆

工序）、废品回收。 

农用地部分主要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多使用有机肥来增加土壤肥力，

促进生长，在没有病虫害时不使用农药，出现病虫害时仅对病虫害处进行局部

喷药杀虫处理，用药浓度较低，均经稀释后使用，使用量较少，多作用于地上

植株部分，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 

地块周边企业主要为青岛旭星箱包有限公司、青岛恒顺发针织有限公司、

诺鑫达汽车养护中心、瑞朗门窗、诚信鑫玻璃、家尚汽修、大熙家具。以及个

人针织加工及首饰加工工厂。以上企业及工厂均未收集到相关环评资料。 

1.青岛旭星箱包有限公司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普路太工贸有限公

司、华远箱包有限公司），该公司针织服装加工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来料裁

剪→缝纫制作→成品检验→包装，无印花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皮革边角料等固废外运卖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

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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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岛恒顺发针织有限公司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华和针织有限公司），

该公司针织服装加工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来料裁剪→缝纫制作，无染色、印

花、水洗等加工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边角料等固废外卖；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诺鑫达汽车养护中心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汽车养护中心项目主要生产活动为汽车修理、

汽车美化。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洗车废水经回用水系统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修理替

换的零件等固废由机构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废油收集后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4.瑞朗门窗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安日达门窗有限公

司），主要使用铝合金等板材加工门窗，主要工艺为：切割→冲孔→组装→清

洁包装。不涉及焊接、喷漆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下脚料收集后外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5.诚信鑫玻璃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通过类别同行业环评（青岛润亚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主要工艺为来料切割→磨边等工序。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玻璃渣和废包装材料等收集后外售。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产生生产废水。 

6.家尚汽修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该汽修厂主要经营活动为售卖润滑油，车辆维

修。不涉及喷漆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修理替换的零件等固废由机构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涉及生产废水。 

7.大熙家具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该家具厂主要生产活动为橱柜、书柜组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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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为：来料切割→打磨→组装，不涉及喷涂、喷漆等工艺。 

污染物产生及处理：下脚料及切割打磨产生木屑经收集外售。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涉及生产废水。 

8.管件仓库及针织品仓库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管件仓库主要堆放成品塑钢管件，针织品仓库

主要堆放服装、工装、内衣等。无生产活动。 

9.首饰加工工厂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北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的首饰加工工厂主要工

艺为：半成品零件组装，不涉及喷涂等工艺。无生产废水产生。 

10.针织服装加工工厂 

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北侧相邻地块历史存在的针织服装加工工厂主

要工艺为：布料裁剪、缝纫，不涉及水洗、印染、染色等工艺。无生产废水产

生。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可知，相

邻地块的企业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

物，主要污染物为机修和机械设备产生的石油烃，企业加强环保管理定期维护

保养，泄漏风险较小，另外由于地势东高西低，所在区域无浅层地下水，因此

对本次调查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5.7 地块污染物识别 

该地块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上搭建民房，2005

年前后民房出租给机械零件加工厂、针织服装厂、箱包厂、首饰加工厂，木制

品厂用作厂房作为厂房。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历史上存在的工厂工艺如

下：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工艺是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序加工

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进行服装、工装加工、售卖，将布料经裁剪、针

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

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火柴棍、一次性筷子等，

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2017 年地块内厂房拆除，开始建设东旺疃社

区、于 2018 年建成。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

属污染物，主要潜在污染物为机械加工设备及切割设备产生的石油烃，工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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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环保管理定期维护保养，泄漏风险较小，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潜在污染

的风险较小。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收集地块及相邻区域的使用历史和

现状，地块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泄漏事故；无相关的土壤、水体污染记录。初步

判断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潜在污染的风险较小。 

由于本地块现已建成东旺疃社区，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为排除不确定

因素，本次调查引用我公司 7 月份进行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的场地调查报告内容，作为辅助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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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助验证结果与分析 

6.1 辅助验证说明 

6.1.1 辅助验证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验证初步判断该地块可能没有受到潜在污染的结论。 

6.1.2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说明 

本地块东旺疃社区建设项目基坑所挖土壤置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

片区 CY1102-087 地块中部位置，故引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中 S5~S8 点位的检测结果作为辅助验证，位置如

图 6-1 所示。S5~S8 点位区域为本地块原开挖土壤堆置区域。 

 

图 6-1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 

土壤采样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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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所选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 

土壤采样点位信息表 

点位编号 
采样 

深度 
检测因子 

S5 0-0.5m 
重金属（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VO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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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O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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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烃（C10-C40） 

S6 0-0.5m 

S7 
0-0.5m 

0.5-2m 

S8 

0-0.5m 

0.5-2m 

2-4m 

4-6m 

6.2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结果分析 

6.2.1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结果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中 S5~S8 点

位检出项目的数据如表 6-2 所示。 

表 6-2 土壤样品检出浓度数据表 

检测项目 

结     果 

采样点 S5 S6 S7 

采样时间 2020.07.04 2020.07.04 2020.07.04 

样品编号 QDM70205009 QDM70205010 QDM70205006 QDM70205007 

样品状态 
黄棕色、潮、

轻壤土 

暗棕色、潮、中

壤土 

黄棕色、潮、轻

壤土 

暗棕色、潮、

重壤土 

采样深度 0-0.5m 0-0.5m 0-0.5m 0.5-2.0m 

砷 mg/kg 9.94 8.60 7.54 17.6 

镉 mg/kg 0.13 0.14 0.17 0.09 

六价铬 mg/kg ND ND ND ND 

铜 mg/kg 33 28 34 36 

铅 mg/kg 30.7 27.3 33.2 7.3 

汞 mg/kg 0.046 0.046 0.092 0.006 

镍 mg/kg 27 20 1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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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 mg/kg 48 30 41 25 

 

检测项目 

结     果 

采样点 S8 

采样时间 2020.07.04 

样品编号 QDM70205002 QDM70205003 QDM70205004 QDM70205005 

样品状态 
棕色、潮、轻

壤土 

棕色、潮、轻壤

土 

棕色、潮、轻

壤土 

棕色、潮、轻

壤土 

采样深度 0-0.5m 0.5-2.0m 2.0~4.0m 4.0~6.0m 

砷 mg/kg 6.72 7.22 7.30 8.85 

镉 mg/kg 0.14 0.07 0.52 0.07 

六价铬 mg/kg ND ND ND ND 

铜 mg/kg 44 18 27 19 

铅 mg/kg 16.9 17.1 13.7 12.9 

汞 mg/kg 0.030 0.021 0.018 0.014 

镍 mg/kg 35 16 19 21 

石油烃 mg/kg 29 29 27 27 

注：表格中仅列出有检出的因子，所有样品中 VOCs 项目和 SVOCs 项目均未检出。 

（1）土壤重金属及无机物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土壤样品中重金属除六价铬外，其他检测因子（砷、镉、铜、铅、汞、镍）

均有检出，检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2）土壤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所有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均未检出。 

（3）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所有土壤样品中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未检出。 

（4）土壤石油烃（C20）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检测结果表明，所有土壤样品中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浓度在

25~48mg/kg 范围内，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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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辅助验证引用报告分析结论 

为对本地块调查进行辅助验证，引用本公司编写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

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对所引用报告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后得出如下结论： 

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以及石油烃（C10-C40）

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 半挥发性有机

物（ SVOCs） 均未检出。所有样品检测结果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主要为农用地及小型作坊聚集地，经现场勘察并辅以卫星遥感

影像对项目及周边地块历史情况进行了解，结合相关人员访谈情况，可基本确定

地块受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

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等，进而

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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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地块概况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62 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田旺路以东、前旺疃社区以北、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学校

以西、东旺疃小区以南，占地面积 55903 m2。该地块为东旺疃村集体用地，2000

年之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村民在此处搭建民房，2005 年前后陆续出租给服装

厂、箱包厂、饰品厂，用作厂房，厂房于 2017 年拆除，而后开始建设东旺疃社

区，于 2018 年建成，所挖基坑土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

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所在位置）。目前地块现状为东旺疃社区居民

楼，地块内无生产活动。按照《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

通知书》（青自然资规城规条字[2019]60 号），本地块拟作为居住用地开发（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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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一类用地。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完成了该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7.2 地块污染识别 

该地块 2000 年前为农田，2000 年开始东旺疃村村民在地块上搭建民房，2005

年前后民房出租给机械零件加工厂、针织服装厂、箱包厂、首饰加工厂，木制品

厂用作厂房作为厂房。根据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历史上存在的工厂工艺如下：

机械部件加工厂，主要进行机械零件加工，将半成品经切割、砂轮打磨等简单工

序加工成零配件；针织服装厂主要进行服装、工装加工、售卖，将布料经裁剪、

针织、缝纫制成服装；箱包厂主要将现成皮革经切割、缝纫加工成箱包，首饰加

工厂主要将各种饰品零件组装加工；木制品厂主要生产火柴棍、一次性筷子等，

将木材进行简单切割、打磨加工。2017 年地块内厂房拆除，开始建设东旺疃社

区、于 2018 年建成。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

属污染物，主要潜在污染物为机械加工设备及切割设备产生的石油烃，工厂加强

环保管理定期维护保养，泄漏风险较小，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

小。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收集地块及相邻区域的使用历史和现

状，地块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泄漏事故；无相关的土壤、水体污染记录。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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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受到潜在污染的风险较小。由于本地块现已建成东旺疃社区，所挖基坑土

壤堆放于该地块东侧山地处（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

所在位置）。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引用我公司 7 月份进行的青岛市城阳

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的场地调查报告内容，作为辅助验证。 

7.3 引用报告结果与分析 

本地块东旺疃社区建设项目基坑所挖土壤置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

片区 CY1102-087 地块中部位置，故引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场地调查报告中 S5~S8 点位的检测结果作为辅助验证 

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以及石油烃（C10-C40）

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 半挥发性有机

物（ SVOCs） 均未检出。所有样品检测结果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 

7.4 地块调查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和评估，地块通过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判断地块内

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对本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另外通过

引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 CY1102-087 地块（本地块项目所挖基坑堆

放处）场地调查报告进行辅助验证。所引用报告中土壤样品中重金属、挥发性有

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C10-C40）含量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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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经验证，该地块可能没有受到潜在污染。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若第

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

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因此本次调查结束，无需启动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7.5 建议 

若开发过程中若发现地表区域及土壤存在颜色、气味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

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汇报并进行相关措施处置，防止地块残留污染物造成任何人身

伤害及环境二次污染，并进一步调查分析此地块土地用途转变为社会福利用地进

行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后期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跟进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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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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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70200201616028 号）及勘测界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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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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