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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岛纺织小镇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S299 省道

西、赵家河村南，占地面积 50644m2。按照规划要求，本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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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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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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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调查，判断该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

较小。为保证调查结果，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过程中现场采用便携式快检

设备对土壤进行了监测。 

在该地块内设置了 9 个点位（1#～9#）、地块外设置 1 个对照点，均取表层

土利用便携式 XRF、PID 现场快检辅助设备监测地块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以辅

助判断地块情况。 

根据本地块调查的土壤现场快速检测数据，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

铜、铅、汞、镍、铬、有机物与对照点无较大差异，且土壤中镍、铜、砷、镉、

汞、铅监测浓度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原有利用方式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

利影响。经辅助验证，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在本次调查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青岛西海岸

新区灵山卫街道办事处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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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青岛纺织小镇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S299 省道

西、赵家河村南，占地面积 50644m2。该地块原属赵家河村集体用地，2010 年被

征收收回用于建设用地，本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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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地块为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农作物和树木等，2018～2019 年地块

西南侧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占用本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建设过程开挖土壤暂

存，后随着小区建设，堆土回填至天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间区域不再种植，目

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无畜禽

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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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委托我单位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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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该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较小，为排除不确定因素，增加了现场快检设备检测，

在对现场实际情况、获取资料、现场快速检测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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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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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

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

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为青岛纺织小镇地块，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S299 省道

西、赵家河村南，占地面积 50644m2，我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对地块进行了

现场踏勘，调查范围见图 1-1，区域界址点坐标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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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场地调查范围示意图 

表 1-1  本次调查范围界址点坐标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名称 X Y 

J1 3978198.444 40504127.785 

J2 3978250.159 40504299.016 

J3 3978250.220 40504299.153 

J4 3978246.176 40504304.758 

J5 3978223.038 40504336.825 

J6 3978213.047 40504355.083 

J7 3978212.263 40504356.515 

J8 3978192.672 40504353.151 

J9 3978193.179 40504312.631 

J10 3978187.548 40504312.461 

J11 3978174.560 40504311.899 

J12 3978163.371 40504312.859 

J13 3978163.529 40504348.148 

J14 3978154.206 40504346.548 

J15 3978126.494 40504341.790 

J16 3978126.494 40504339.850 

J17 3978123.494 40504339.850 

J18 3978125.494 40504308.850 

J19 3978110.505 40504308.497 

J20 3978108.726 40504338.740 

J21 3978078.853 40504333.611 

J22 3978078.581 40504333.539 

J23 3978086.512 40504297.218 

J24 3978085.464  40504297.264  

J25 3978066.256  405042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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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X Y 

J26 3978065.404  40504297.869  

J27 3978044.484  40504291.988 

J28 3978031.131 40504294.941 

J29 3978003.973 40504171.453 

J30 3977993.813  40504143.815 

J31 3977983.779  40504116.524 

J32 3977973.391  40504093.104 

J33 3977971.564  40504085.990 

J34 3977969.869  40504065.193 

J35 3978010.539  40504066.648 

J36 3978012.537  40504066.725  

J37 3978014.535  40504066.816 

J38 3978016.532  40504066.921  

J39 3978018.529  40504067.042 

J40 3978020.524  40504067.176 

J41 3978022.518  40504067.326 

J42 3978024.512  40504067.490 

J43 3978026.504  40504067.669 

J44 3978028.494  40504067.862 

J45 3978030.484  40504068.070 

J46 3978032.471  40504068.292 

J47 3978034.457  40504068.529 

J48 3978036.441  40504068.781 

J49 3978038.423  40504069.047 

J50 3978040.404  40504069.327  

J51 3978042.382  40504069.623 

J52 3978044.358  40504069.932 

J53 3978046.331  40504070.256 

J54 3978048.302  40504070.595 

J55 3978050.271  40504070.948 

J56 3978052.237  40504071.315 

J57 3978054.200  40504071.697 

J58 3978056.161  40504072.093 

J59 3978058.118  40504072.503 

J60 3978060.072 40504072.928 

J61 3978062.024 40504073.367 

J62 3978063.972  40504073.821 

J63 3978065.916  40504074.288 

J64 3978067.857  40504074.770 

J65 3978069.795 40504075.266 

J66 3978071.728  40504075.777 

J67 3978073.658  40504076.301 

J68 3978075.585 40504076.840 

J69 3978077.507 40504077.392 

J70 3978079.425  40504077.959 

J71 3978081.339  40504078.540 

J72 3978083.248  40504079.135 

J73 3978085.153  40504079.743 

J74 3978087.054  40504080.366 

J75 3978088.950  40504081.003 

J76 3978090.841  40504081.653 

J77 3978092.727  40504082.318 

J78 3978094.609  40504082.996 

J79 3978096.485  4050408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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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X Y 

J80 3978098.357  40504084.393 

J81 3978100.223  40504085.113 

J82 3978102.084  40504085.846 

J83 3978103.939  40504086.592 

J84 3978105.789 40504087.352 

J85 3978107.055  4050408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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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01 月 0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01 月 0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01 月 0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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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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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1 日起实施）； 

（8）《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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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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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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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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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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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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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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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7 日）；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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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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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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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关于印发青岛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青政发[2017]22

号）； 

（19）《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暨土壤环境保护方

案的通知》（青西新管办发[201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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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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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勘测定界图》 

《青岛西海岸新区土地总体规划》（2018～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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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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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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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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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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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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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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 

本地块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S299省道西、赵家河村南，占地面积 50644m2，

周边无水源地等生态保护区，距离水源地保护区较远。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比例 1：350000） 

青岛是中国山东省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沿海重

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也是国际性港口城市。截至 2019 年，全市下

辖 7 个区、代管 3 个县级市，总面积 11293 平方千米，2019 年，建成区面积 758.16

平方千米。2020 年青岛市常住人口达 1007.17 万人。 

西海岸新区地处青岛市西南部，山东半岛西南隅，胶州湾畔。位于北纬

35°35′～36°08′，东经 119°30′～120°11′。南临黄海，北靠胶州市，西邻诸城市、

五莲县和日照市。东北西南斜长 79.25 公里，东西宽 62.36 公里。陆域面积 2096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区内海岸线 282 公里，滩涂 83 平方公里，

岛屿 42 处，沿岸分布自然港湾 23 处。 

西海岸新区为国家级新区，享受省级行政待遇。2014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

同意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包括青岛市黄岛区

地块位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2098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7%9C%81%E7%BA%A7%E5%B8%82/15617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5%88%92%E5%8D%95%E5%88%97%E5%B8%82/20238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343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6%E5%B7%9E%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8%E5%9F%8E%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8%8E%B2%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7%85%A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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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行政区域，其中陆域面积约 2096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 

西海岸新区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基地、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陆海统筹发展试验区。山东省重点开

发区域，打造山东新高地。是中国自贸区青岛门户。是国务院批准的第 9 个国家

级新区，处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胶东经济圈内，处于京津冀

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之间核心地带，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具有贯通东西、连

接南北的战略优势，是黄河流域主要出海通道和欧亚大陆桥东部重要端点。 

3.1.2 地形地貌 

西海岸新区属鲁东丘陵区，境内山岭起伏，沟壑纵横。西部是小珠山山脉，

主峰海拔 724.9 米。北部有老君山，海拔 236 米；龙雀山海拔 309 米；抓马山海

拔 237 米。东面濒海，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 102.6 公里，岛屿众多，港汊遍布。

东南面的薛家岛把胶州湾与黄海分开。中部为海积平原，整个地形呈西高东低之

势。境内的山脉主要是西部的小珠山山脉，该山脉向东，向北延伸。大小山头遍

布全区，仅有名称、海拔在百米以上者即有 42 座，分布在区内的各山，依陆傍

海，构成山海奇观。区内海滩主要分为砾石海滩和沙质海滩两种，砾石海滩多分

布在西海岸新区和竹岔岛周围，沙质海滩主要分布在徐戈庄东北、西海岸新区前

湾和薛家岛南海岸，其特点是沙质纯细，滩面宽阔乎直，坡度较缓，基本没有沙

脊，可以见到波痕，如金沙滩，东西跨度 3 公里，呈月牙形向南展开，已成为天

然海水浴场，还有银沙滩等。 

根据本地块西南侧相邻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地势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孔口处标高最大值为 56.76m，孔口处标高最小值为 38.54m，地表相对高差为

18.22m。 

地貌类型为丘陵。 

3.1.3 气候气象 

西海岸新区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内，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空气湿润，

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有明显的海洋气候特点，具有春寒、夏凉、秋

爽、冬暖的气候特征，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年平均气温 12.5°C；夏季平均气温

23°；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气温 25°C；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1.3°C；平均降雨量

696.6mm；年无霜期平均为 200 天；风速平均 5.4m/s，年平均瞬时风力大于 8 级

天数为 71 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6%B4%8B%E7%A7%91%E6%8A%80/42322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B%E6%B0%91%E8%9E%8D%E5%90%88/84283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B%E6%B0%91%E8%9E%8D%E5%90%88/84283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5%8D%8A%E5%B2%9B%E8%93%9D%E8%89%B2%E7%BB%8F%E6%B5%8E%E5%8C%BA/55201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6%B8%A4%E6%B5%B7%E7%BB%8F%E6%B5%8E%E5%9C%88/36122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6%E4%B8%9C%E7%BB%8F%E6%B5%8E%E5%9C%88/50086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B4%A5%E5%86%80/75048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B4%A5%E5%86%80/75048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4%B8%89%E8%A7%92/138653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BD%E5%B8%82%E5%9C%88/98477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1116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9B%BD/60093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E6%B5%81%E5%9F%9F/75766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4%BA%9A%E5%A4%A7%E9%99%86%E6%A1%A5/63527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8F%A0%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9%9B%80%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7%A7%AF%E5%B9%B3%E5%8E%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8%A9%E5%B8%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99%86%E6%80%A7%E6%B0%94%E5%80%99


 

青岛纺织小镇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2 

3.1.4 水文和地质条件 

3.1.4.1 地质构造 

（1）地质构造 

青岛地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华北地台，“青岛-海阳”断块凸起的Ⅴ级构

造单元的南部。自太古代元古代以来一直处在一个长期、缓慢、稳定的上升隆起

状态，缺失华北型地层沉积。自中生代燕山晚期以来，区域性构造活动强烈，发

生大规模、区域性酸性岩浆侵入，形成稳固的花岗岩岩基，以深成相似斑状中粗

粒黑云母花岗岩为主要组成岩石。随后受华夏式构造体系影响，形成 NE 向为主

的压扭性断裂构造。其后，酸性～中基性岩浆沿岩基内薄弱面入侵，形成煌斑岩、

细晶岩和辉绿岩等浅成相岩脉，与花岗岩岩基组成复合岩体。它们之间虽然岩性

不同，但属于同源异相的岩浆岩类硬质岩石，是坚硬稳固的地质体，无后期沉积

夹层、溶洞等不良地质作用。在漫长的地壳抬升、风化、剥蚀、夷平作用的反复

改造下，使燕山晚期稳固的花岗岩体，以基底形式分布于地表或地下一定深度内，

并在长期风化作用下形成了一定厚度的风化带，其上沉积了厚度不一的第四纪松

散堆积物。 

受华夏式构造体系控制，胶南地区区域性构造迹线主要为 NE～NNE 向断

裂，由北往南较大断裂为：灵山卫断裂、积米崖断裂、月里涧断裂。灵山卫断裂

是区域上牟平～即墨断裂南延部分，为左旋张扭性质。积米崖断裂、月里涧断裂

均属于灵山卫断裂的派生构造，切割地壳的深度和规模相对较小。灵山卫断裂东

起东于家河，西至山前，全长约 13km，走向 N40°～45°E，倾向 314°，倾角 70°，

断裂带宽度几米。积米崖断裂，东起焦家庄，西至炮台山，全长约 5km，走向

N40°～45°E，倾向 308°，倾角 70～75°，断裂带宽度几米。月里涧断裂，自竹子

山至张家庄，全长 5km，断裂带走向 N10°～20°W，倾向 50°，倾角 78°，断裂带

宽度几米。 

本地块位于胶莱盆地东部，黄岛凹陷区内，濒临胶南隆起区，距离区域分界

约 15km，距离五莲断裂最近约 30km，受断裂、构造等的影响较小。地块及其附

近未发现大的活动性断裂及新构造运动迹象，基底地质构造简单，属构造简单区，

地质构造主要表现为岩体风化裂隙、构造裂隙等。 

（2）地层 

地块区域地勘察深度范围内地层结构较简单，层序较清晰，上覆第四系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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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人工填土层（Q4
ml）组成，下伏基岩为燕山晚期花岗岩（γ53）。根据地层

岩土性质、成因、时代及工程特性不同，自上而下可分为如下几层： 

土层： 

①层素填土（Q4
ml）：黄褐色，松散，稍湿，含有砂砾、粉土及植物根系等，

均匀性一般，回填时间不详，该层未经压实处理。 

该层在场区内普遍揭露（详见场地地层分布情况表），厚度：0.30-2.60m，

平均 0.95m；层底标高：37.73-55.76m，平均 46.92m；层底埋深：0.30-2.60m，

平均 0.95m。 

岩层： 

花岗岩（γ5
3）：为中生代燕山晚期崂山阶段深成侵入岩，构成本处稳定基

底；块状构造，粗粒结构，黄褐色，稍湿，主要造岩矿物有长石、石英、角闪石、

云母等。由于岩体遭受到强烈的风化侵蚀作用，可划分为强风化、中风化等不同

风化带，分述如下： 

②层强风化花岗岩(γ5
3)：黄褐色，粗粒结构，主要造岩矿物有长石、石英、

角闪石、云母等；组织结构基本破坏，岩体破碎，干钻不易钻进，手搓岩芯呈粗

砂角砾状。该带岩体坚硬程度属于软岩，岩体完整程度属于破碎，岩体基本质量

等级为Ⅴ级。该层遇水及长期暴露具进一步软化的特性。 

③层中风化花岗岩（γ5
3）：浅肉色～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结构部

分破坏，沿节理面有次生矿物，风化裂隙发育，节理面见黑色铁质氧化物浸染，

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岩体被节理裂隙切割成岩块，岩芯呈碎块状、块状、

短柱状。岩石坚硬程度等级为较软岩，岩体完整程度为较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

级为Ⅳ级，开挖后，具有进一步风化的特征。 

该层在场区内仅在部分钻孔揭露（详见场地地层分布情况表），最大揭露厚

度 15.30m。层顶标高：37.38～54.71m，平均值 47.19m，层顶埋深：0.40～3.00m，

该层未穿透。 

区域地质图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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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区域地质图（1：5 万地质图） 

（3）水文地质 

依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和相邻地块勘察资料，地下水类型以基岩裂隙水为

主，属于变质岩类裂隙含水岩组，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风化岩层中，以层状、

带状赋存于基岩裂隙密集发育带中，富水性差、不连续、水量不大。 

西南侧相邻地块勘察期间为未发现地下水。 

区域水文地质图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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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区域水文地质图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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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表水 

西海岸新区属东南沿海水系，均为季节性河流。因境内山水辛安河相连，形

成了源短流急，单独直接入海的特点。较大的河流有辛安前河、辛安后河、南辛

安河、镰湾河、独垛子西河等 11 条河流。河流总长 34 公里，流域面积 83.2 平

方公里。 

区域地表水系图见图 3-5。地块东侧约 2.1km 为柏果树河，西侧 3.6km 为隐

珠河。 

 

图 3-4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水系图 

3.1.5 区域经济社会概况 

 根据青岛市统计局统一核算反馈结果显示，2020 年全区生产总值 3721.68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0%，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3.9%。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82.25 亿元，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1399.31 亿元，增长 2.1%；

第三产业增加值 2240.12亿元，增长 5.1%。三次产业比例由 2019年的 2.2:38.1:59.7

调整为 2.2:37.6:60.2。 

2020 年 12 月末，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03%；控制在较低水平。粮食能

源供给增加，粮食总产量继续保持在 20 万吨以上，能源生产量 1884.9 万吨标准

本地块位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9B%E5%AE%89%E5%89%8D%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9B%E5%AE%89%E5%90%8E%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8%BE%9B%E5%AE%89%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8%BE%9B%E5%AE%89%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0%E6%B9%BE%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B%AC%E5%9E%9B%E5%AD%90%E8%A5%BF%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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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增长 8.4%。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 32 个大类行业中 20 个

增长，增长面 62.5%。财政支出兜底民生，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7.3 亿元，增长

9.9%；教育支出 52.5 亿元，增长 3.0%；科学技术支出 8.5 亿元，增长 86.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5 亿元，增长 17.1%。 

2020 年全区不良贷款余额 23.09 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 0.89%。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年末全区 3106 户、5068 名脱贫享受政策

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统筹各级财政专项资金 7346.4 万元，支持贫困对象发

展特色产业。 

2020 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07 天，优良率为 83.9%，同比提升 7.7%。

全区主要污染物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年均值分别为 33、64、9、3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相比，PM2.5改善 17.5%，

PM10 改善 17.9%。2020 年国控考核断面三类水质达标率 100%，劣 V 类水质占

比 0%，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危

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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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表明，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有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敏感目标的

具体名称和位置见表 3-1 和图 3-5。 

表 3-1  地块敏感目标一览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备注 

1 赵家河村 北 32 居民区 

2 镜台山香韵 西 25 居民区 

3 天一镜台山 西南 60 居民区 

4 
青岛临港职业技术专修

学院 
西南 746 学校 

5 三家庄村 东 390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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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周边 1km 敏感目标 

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使用现状 

本地块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S299省道西、赵家河村南，占地面积 50644m2。

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无畜

禽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 

地块使用现状如图 3-6 所示。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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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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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照片，本地块最

初为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农作物和树木。2019 年地块西南侧建设天一镜

台山小区，占用本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建设过程开挖土壤暂存，后随着小区建

设，堆土回填至天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间区域不再种植，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

置，南侧和北侧区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无畜禽养殖，历史无工业

生产活动，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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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只能追溯至 2003 年，根据历史影像，2003 年 9 月期间，地块主要为农用地，

种植小麦等农作物和树木。 

a、2003 年 9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04 年 9 月期间，地块主要为农用地，与上一年度无变化。 

b、2004 年 9 月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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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08 年 3 月期间，地块为农用地，地块利用方式未发生变化。 

c、2008 年 3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11 年 11 月期间，地块为农用地，地块利用方式未发生变化。 

d、2011 年 11 月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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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14 年期间，地块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基未发生变化。 

e、2014 年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16 年 2 月～8 月，地块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基本未发生变化。 

f、2016 年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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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17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地块利用方式未发生变化 

g、2017 年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18 年 4 月期间，地块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基本不变，地块内开辟道

路通往西侧小区施工场地。 

h、2018 年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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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19 年 5 月期间，地块中间区域用于西南侧天一镜台山小区建设过程基坑

开挖土暂存，随着小区建设进行回填；地块内南侧和北侧区域均种植树木 

i、2019 年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20 年 4 月期间，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均种植树木。 

j、2020 年卫星照片 

图 3-7  地块历史卫星照片 

被占用区域 

种树 

种树 

被占用区域 

种树 

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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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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现状东侧为养殖户和树林，养殖户养殖牛、养、鸡；南侧为农用地，种

植小麦等农作物和树木；西侧为在修道路场地；北侧为农用地，种植小麦等农作

物和树木；东南侧相邻地块为一处厂房，主要为生产作坊，生产小推车，主要工

艺为切割、焊接，然后进行组装，无喷漆工艺，特征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无组

织排放，无废水外排。 

综上，相邻地块利用方式对本次调查地块的影响几乎没有。 

相邻地块照片见图 3-8。 

 
 

地块北侧 地块东侧 

 
 

地块西侧 地块南侧 

图 3-8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次调查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 

地块南侧和北侧地块利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 

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养殖散户，养殖牛、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主要工艺为切割、焊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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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2019 年地块与镜台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

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2019 年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目前已建

成，暂未入住； 

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和东南侧分别建有养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

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周边历史影像见图 3-9。 

 
历史影响只能追溯至 2003 年，根据历史影像，2003 年 9 月期间，地块四周均为农用地，

种植小麦等农作物和树木。 

a、2003 年 9 月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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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04 年 9 月期间，相邻地块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无变化。 

b、2004 年 9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08 年 3 月期间，地块东南侧建设小推车生产作坊，其他相邻地块利

用方式基本未发生变化。 

c、2008 年 3 月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小推车生产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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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11 年 11 月期间，地块东南侧为小推车生产作坊；其他相邻地块利用

方式基本未发生变化。 

d、2011 年 11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14 年期间，相邻东侧增加一处养殖户，其他相邻地块利用方式与上

一年度未发生变化。 

e、2014 年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小推车生产作坊 

小推车生产作坊 

养殖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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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16 年期间，相邻地块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基本未发生变化。 

f、2016 年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17 年期间，相邻地块西侧开始建设镜台山香韵小区，其他相邻地块

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基本未发生变化。 

g、2017 年卫星照片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镜台山香韵施工场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小推车生产作坊 

养殖散户 

小推车生产作坊 

养殖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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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2019 年 5 月期间，相邻地块西侧规划修路，隔路镜台山香韵建成，西

南侧天一镜台山小区建成，其他相邻地块利用方式未发生变化。。 

i、2019 年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像，2020 年 4 月期间，相邻地块西侧规划修路，隔路镜台山香韵建成；西南侧

建成天一镜台山小区，其他相邻地块利用方式未发生变化。 

j、2020 年卫星照片 

图 3-9  地块历史卫星照片 

农用地 

镜台山香韵 

农用地 

规划修路 

天一镜台山 

农用地 

镜台山香韵 

规划修路 

天一镜台山 

小推车生产作坊 

养殖散户 

农用地 

农用地 

小推车生产作坊 

养殖散户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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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本地块规划为居住用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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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总体规划图见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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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西海岸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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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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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相邻地块的地勘报告； 

（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 

通过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5）水文地质等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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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地图、91 位图助手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自然资源局、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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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涉及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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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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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涉及 

3.3 环境监测数据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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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不涉及 

3.5 地勘报告 √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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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官网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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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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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地村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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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为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农作物和树木等，

2018～2019 年地块西南侧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占用本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

建设过程开挖土壤暂存，后随着小区建设，堆土回填至天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

间区域不再种植，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

体废物堆存，无畜禽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 

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地块南侧和北侧地块利

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养殖散户，养殖牛、

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主要工艺为切割、

焊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2019 年地块与镜

台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2019 年建设天一

镜台山小区，目前已建成，暂未入住；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和东南侧分别建有

养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

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根据规划要求，本地规划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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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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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的项目组于 2021 年 6 月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包括开发商、周边村民、村委、环保所、国土部门等）工作。 

现场踏勘重点关注：（1）地块现状、地块构筑物、地面是否硬化、地表植

被等；（2）地块内是否有流经或汇集的地表水；（3）地块内是否有遗留的地上

管线、沟渠等；（4）地块内有无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废弃原辅料

或产品堆存；（5）地块内是否有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是否有污染

或腐蚀痕迹等，初步识别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6）地块周边现状、环境概况，

初步识别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及其与地块位置关系等。 

通过现场踏勘可知，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未种植，南北两侧区域主要种

植树木。地块内无地表水汇集，土壤无异味，无污染痕迹，地块无危险废物等固

废堆集，地块周边多为居民区，仅东南侧存在一处作坊，生产小推车，生产过程

不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现场勘察照片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现场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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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主要针对了解地块历史使用及现状、未来规划情况的相关人员，包

括地块原使用权村民和村委管理人员、当地环保管理人员、国土部门等。现场访

谈汇总见表 5-1，访谈照片见图 5-2。 

表 5-1  人员访谈汇总表 

序号 访谈人员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 备注 

1 赵书记 13864223777 赵家河村 
了解地块现状使用情况及

地块历史 

2 赵吉明 13573258783 赵家河村 
了解地块现状使用情况及

地块历史 

3 逄锦宝 13370872067 
青岛天一集团有限

公司 

了解地块现状使用情况及

规划 

4 赵恒杰 13791928131 
灵山卫城市管理中

心 

了解地块及周边污染源信

息 

5 徐全虎 83178837 灵山卫自然资源所 
了解地块使用情况和相关

规划 

通过和当地居民、居民委员会访谈得知，地该地块为农用地，种植小麦、花

生等农作物和树木等，2018～2019 年地块西南侧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占用本

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建设过程开挖土壤暂存，后随着小区建设，堆土回填至天

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间区域不再种植，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

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无畜禽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

土壤没有扰动。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地块南侧和

北侧地块利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养殖散

户，养殖牛、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主要

工艺为切割、焊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2019

年地块与镜台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2019

年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目前已建成，暂未入住；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和东南

侧分别建有养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属和挥

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周边地

下水和地表水不利用。 

通过和地块开发单位工作人员访谈得知，地块主要作为农用地使用，历史无

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地块拟建设居住小区。周边多为居民区，无工业企业。 

通过和当地环保所访谈得知，本地块及相邻地块主要作为农用地使用，相邻

地块东侧和东南侧分别建有养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程和生产过程均不

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地块周边无其他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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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多为居民区；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周边地下水和地表水不利用。 

通过和当地国土部门访谈可知，本地块及相邻地块主要作为农用地使用，历

史无工业企业；本地块规划建设居民用地，属于 GB36600-2018 中一类用地。 

  
和赵家河村居民委员会书记访谈 和地块开发单位工作人员访谈 

  
和赵家河村居民访谈 和环保管理部门访谈 

 
和国土部门访谈 

图 5-2  人员访谈照片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经查询资料、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了解到该地块主要用作农用地使用。2021

年 6 月进场勘查发现，地块内土壤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及其储存、使用和处

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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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2021 年 6 月进场勘查及人员访谈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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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现场勘查及熟悉地块人员访谈知，该地块无工业生产活动，无危险废物和

其他固体废物的堆存及处理。 

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经现场勘查，地块内无管线和污水收集管线，未发现泄露痕迹。 

5.4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本地块地形起伏较大，地势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地势为北高南低，西高

东低。从区域地层变化情况分析，地块岩石完整，未揭露发现岩溶。地块地层主

要为素填土、强风化花岗岩、中风化花岗岩等，地块及附近未见明显土洞发育；

同时地下水动力变化对岩溶作用影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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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地块污染识别 

通过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汇总如下：（1）该地块为农用地，种植小麦、花

生等农作物和树木等，2018～2019 年地块西南侧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占用本

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建设过程开挖土壤暂存，后随着小区建设，堆土回填至天

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间区域不再种植，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

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无畜禽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

土壤没有扰动；（2）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地块

南侧和北侧地块利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

养殖散户，养殖牛、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

主要工艺为切割、焊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

2019 年地块与镜台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

2019 年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目前已建成，暂未入住；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

和东南侧分别建有养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

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3）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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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4）区域地下水和地表水不利用；（5）地块 1km 范围内存在居民区、

学校等。 

地块历史至今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在农业种植过程，多使用有机肥来增

加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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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作用于农作物地上植株部分，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 

5.6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本次调查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 

地块南侧和北侧地块利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 

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养殖散户，养殖牛、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主要工艺为切割、焊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 

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2019 年地块与镜台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

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2019 年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目前已建

成，暂未入住。 

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和东南侧分别建有养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

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5.7 地块周边污染源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调查区域周边现状见表 5-3，周边

卫星影响见图 5-3。根据调查，周边无工业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表 5-3 地块周边现状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厂界 

距离 
主要生产活动 

1 基督教堂 西北 350m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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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调查区域周边关系图  

5.8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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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为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农作物和树木等，2018～2019 年地块

西南侧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占用本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建设过程开挖土壤暂

存，后随着小区建设，堆土回填至天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间区域不再种植，目

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无畜禽

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根据规划要求，本地块规划

本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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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地块南侧和北侧地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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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养殖散户，养殖牛、

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主要工艺为切割、焊

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2019 年地块与镜台

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2019 年建设天一镜

台山小区，目前已建成，暂未入住；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和东南侧分别建有养

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

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周边无工业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

较小。 

综上，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收集地块的使用历史和

现状，初步判断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较小。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采样分析工

作。 

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在现场勘查过程采用便携式 XRF、PID 等快速监测

设备对地块土壤进行了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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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6.1 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6.1.1 检测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初步判断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较小的结论。 

6.1.2 采样点布设原则和方法 

本次布点主要考虑地块现状和历史，地块现状为闲置状态，历史主要为农用

地，土壤较均匀，因此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方法，于地块内均匀布设点位，取表层

土壤进行快速检测。同时在地块外设置对照点。 

6.1.3 本次调查现场快速监测点位布设 

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方法共设置 9 个快速监测点

位，地块外 1 个对照点。 

地块土壤快速监测点位布设具体位置见图 6-1，点位信息见表 6-1，土壤监

测点位深度均取 0-50cm。 

 

图 6-1 土壤采样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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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点位信息表 

点位编号 经度 纬度 备注 

S1 120.0473294 35.93250670 树林 

S2 120.0466106 35.93247451 树林 

S3 120.0457952 35.93233503 树林 

S4 120.0476727 35.93324967 空地） 

S5 120.0461599 35.93317188 空地 

S6 120.0470826 35.93341328 空地 

S7 120.0475493 35.93387999 农田 

S8 120.0470504 35.93381561 树林 

S9 120.0464899 35.93375392 农田 

对照点 120.0461975 35.93460955 地块北侧树林 

6.2 现场快检结果分析与评价 

6.2.1 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本次共检测土壤样点位 7 个，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6-2。 

表 6-2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单位：mg/kg 

采样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项目 

铬 镍 铜 砷 镉 汞 铅 VOCs(ppb) 

对照点 0-0.5m 

2021.07.15 

54.108 23.154 17.101 7.058 0.077 0.020 20.152 202 

S1 0-0.5m 54.215 24.243 17.241 7.147 0.105 0.021 20.307 234 

S2 0-0.5m 54.378 24.524 17.476 7.201 0.103 0.024 20.467 226 

S3 0-0.5m 54.446 25.116 17.535 7.134 0.098 0.018 21.023 217 

S4 0-0.5m 55.156 24.513 17.747 7.156 0.127 0.025 21.156 178 

S5 0-0.5m 55.256 24.124 18.416 7.558 0.135 0.028 21.102 122 

S6 0-0.5m 55.398 24.127 17.347 7.243 0.126 0.021 20.257 137 

S7 0-0.5m 54.358 24.065 17.169 7.148 0.121 0.019 20.376 256 

S8 0-0.5m 54.502 23.674 17.125 7.078 0.115 0.024 20.478 234 

S9 0-0.5m 54.107 23.489 17.258 7.236 0.107 0.022 20.123 198 

GB36600-2018

一类用地筛选

值 

/ 150 2000 20 20 8 400 / 

（1）土壤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9 个点位土壤样品中铬、镍、铜、砷、镉、汞、铅快速检测结果结果和对照

点检测结果无较大差异，地块在利用过程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 土壤样品中铬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54.107mg/kg~55.398mg/kg。S9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54.107mg/kg），S6（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55.398mg/kg）； 

✓ 土壤样品中铜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17.101mg/kg~18.416mg/kg。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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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点（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17.101mg/kg），S5（0-0.5m）样品检测

结果为最大值（18.416mg/kg）； 

✓ 土壤样品中镍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23.154mg/kg~25.116mg/kg。对

照点对照点（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23.154mg/kg），S3（0-0.5m）样

品检测结果为最大值（25.116mg/kg）； 

✓ 土壤样品中砷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7.058mg/kg~7.558mg/kg。对照

点（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7.058mg/kg），S5（0-0.5m）样品检测结

果为最大值（7.558mg/kg）； 

✓ 土壤样品中镉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0.077mg/kg~0.135mg/kg。对照

点（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0.077mg/kg），S5（0-0.5m）样品检测结

果为最大值（0.135mg/kg）； 

✓ 土壤样品中汞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均为 0.018mg/kg~0.028mg/kg。S3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0.018mg/kg），S5（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0.028mg/kg）； 

✓ 土壤样品中铅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20.123mg/kg~21.156mg/kg。S9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20.183mg/kg），S4（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21.156mg/kg）。 

（2）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所有土壤样品现场快速监测，挥发性有机物测定范围为 122～256ppb，和对

照点检测结果无较大差异。 

6.2.3 现场快速检测分析结论 

在对现场快速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铬、镍、铜、砷、镉、汞、铅、挥发性有机物快速监

测数据均与对照点相当，无较大差异，且土壤中镍、铜、砷、镉、汞、铅监测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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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在利用过程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

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断和分析，并结合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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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但调查工作的开展仍会存在不

确定性： 

（1）本次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沿革较为明确，收集到的资料与人员访

谈可相互印证。本次调查通过网络查询、管理部门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等多种途

径获得周边信息。 

（2）本次调查是基于现场便携式仪器快速检测的结果，报告结论是基于有

限的资料、数据、工作范围、工作时间、调查资金及目前可获得的调查事实而做

出的专业判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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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地块后期施工过程中对地块施工过程应进行地块污染环境监控，要

求地块业主在施工时注意地表以下是否存在污染问题，一旦发现可疑的被污染的

土壤，立即报告环保主管部门，进行采样确认。 

（5）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项目

完成后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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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地块调查结论 

本地块通过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判断地块受污染的可能较小，地

块历史至今主要用于农用地，种植小麦、花生等农作物和树木等，2018～2019

年地块西南侧建设天一镜台山小区，占用本地块中间区域用于小区建设过程开挖

土壤暂存，后随着小区建设，堆土回填至天一镜台山小区，地块中间区域不再种

植，目前地块中间区域闲置，南侧和北侧区域种植树木。现场无固体废物堆存，

无畜禽养殖，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根据规划要求，本地

块规划本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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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地块北侧、南侧、西侧、东侧最初均为农用地；地块南侧和北侧地块利

用方式一直未变，均为农用地；东侧约 2014 年至今建设一处养殖散户，养殖牛、

羊、鸡；东南侧 2008-2011 年建成厂房，用于生产小推车，主要工艺为切割、焊

接，目前处于运营状态；地块西侧 2017 年建设镜台山香韵，2019 年地块与镜台

山香韵之间规划修建道路，目前为施工过程；西南侧 2018～2019 年建设天一镜

台山小区，目前已建成，暂未入住；经调查，相邻地块东侧和东南侧分别建有养

殖户和小推车生产作坊，养殖过程和生产过程均不涉及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的

产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周边无工业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

较小。 

另外通过便携式 XRF、PID 设备现场快速检测，地块重金属砷、镉、

铜、铅、汞、镍、铬、挥发性有机物和对照点相当，无较大差异，且土壤

中镍、铜、砷、镉、汞、铅监测浓度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在原有利用

过程中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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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在利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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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能够满足第一类用地开发利用需求。 

7.2 建议 

后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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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为公共设施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后期开挖过程中应及时跟进

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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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一、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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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地块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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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省人民政府批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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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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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场快速检测照片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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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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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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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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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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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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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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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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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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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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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快速检测现场记录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