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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成武县翰林苑地块位于菏泽市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处烟庄，东邻寿峰

路，西邻文亭湖公园，南邻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和翰林苑小区，北邻翰林

苑小区。本次调查地块的总面积 47222㎡，目前地块内部分（约 7000㎡）

已经开挖、浇筑，没有外来回填土，其余仍为空地。原地块用地性质地块

一为部分农用地、部分居住用地，地块二为居住用地，根据建设地块综合

经济技术指标，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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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用

地中的居住用地（R）。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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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20）4号文中：

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建设用地，要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的规定，须对变更用地性质的成武县翰林苑地块进行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相关技术导则要求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编制完成了《成武县翰林苑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通过对地块及周边区域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发

现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对本地块土壤环境质量产生影

响的污染源，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当前环境质量满足规划用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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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防控环

境风险，现对成武县翰林苑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1.2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本着遵循国家法律、技术导则和相关规范的原则，调查过程

中的技术细节依据我国现有项目地块调查相关的政策和标准，以科学的观

点分析和论述项目地块中存在的相关环境问题。

本次项目地块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针对项目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

浓度和空间分布的初步调查，为项目地块的环境管理和下一步可能需要的

项目地块环境调查工作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开展项目地块环境初步

调查工作，尽力保证调查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次调查本着遵循国

家相关法律、技术导则和规范的原则，如果某些标准国内尚未制定，则按

惯例参照国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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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将以国家标

准、规范及技术导则为主，进行地块土壤环境调查工作。

2.2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见图 2.2-1，调查地块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2-1。使

用坐标系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使用地图为山东天地图，拐点坐标来源为

项目地块勘测定界图，详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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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成武县翰林苑地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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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地块拐点坐标（CGCS2000坐标）

2.3编制依据

2.3.1 相关法规与管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6月 1日实施；2017

年 6月 28日修订，2018年 1月 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01月 01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 月 1

地块名

称
序号

坐标
面积

X Y

成武县

翰林苑

地块一

J1 3871387.239 39398423.987

S=38854㎡

J2 3871384.455 39398445.713

J3 3871281.958 39398530.466

J4 3871187.273 39398396.022

J5 3871128.696 39398312.849

J6 3871204.545 39398248.972

J7 3871239.644 39398219.414

J8 3871313.366 39398321.596

J9 3871377.358 39398410.292

J1 3871387.239 39398423.987

成武县

翰林苑

地块二

J1 3871239.644 39398219.414

S=8368㎡

J2 3871128.696 39398312.849

J3 3871094.752 39398264.652

J4 3871193.857 39398181.506

J5 3871214.115 39398184.029

J1 3871239.644 39398219.414
注：坐标依据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成武县翰林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7

日开始实行；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7）《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2014年 4月 17日；

（8）《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31日起施行；

（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年 1月 1日起

施行；

（10）《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2016年 5月 31日起施行；

（1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2号；

（12）《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

2.3.2 技术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査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环保部令[2017]72

号)；

（4）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2.3.3 其他相关规定及政策

（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国发[2016]31号，2016年

5月 28日起实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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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2020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3）《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鲁政发[2016]37号；

（4）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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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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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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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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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3]7号）。

2.4调查方法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和《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的相关要求，

调查方法具体如下：

（1）根据开展环境调查工作的目的，针对所需的不同资料和信息，采

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在正式开展本工作前，收集当地农业、环境、地质、

水文等各方面的信息，以及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信息。

（2）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获取调查地块内原生产活动，平面布

局情况等；

（3）编制调查工作方案前，通过现场考察，对地块的边界、用地方式、

人群居住分布等信息有直观认识和了解，为调查工作方案的具体实施做好

准备；

（4）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与资料，通过资料检索查询挖掘获取更为丰

富的调查区相关信息，识别调查区是否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风险。

（5）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阶段获得的资料，编制场地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形成基本结论，并针对当前结论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提出开展后续

工作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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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工作程序

本次调查的具体工作程序如图 2.6-1所示。

图 2.5-1 本次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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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调查

工作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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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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

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

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其中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由政府

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

息。

资料收集时间为 2021年 7月 25日-8月 5日。

2）资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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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3）现场踏勘

（1）安全防护准备：在现场踏勘前，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

安全卫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2）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场地内为主，并应包括场地的周围区域，周

围区域的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物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3）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现场踏勘主要内容包括场地的现状与历史

情况，相邻场地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

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4）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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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

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2）访谈对象：受访者为场地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包括地块管理机

构和地方政府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场地过去和现在各阶

段的使用者，以及场地所在地或熟悉场地的第三方，如相邻场地的工作人

员和附近的居民。

（3）访谈方法：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

式进行。

（4）内容整理：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由有资料，对其中

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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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成武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万福河南岸，菏泽市东南部，鲁、苏、豫、

皖四省交界处，东邻金乡县、单县与江苏的丰县、沛县，安徽的砀山县相

望，南邻曹县与河南的商丘相望，西邻定陶区与河南的兰考相望。德商、

定砀、枣曹三条省道穿境而过；东渔河横贯县境中部，上溯黄河，下抵南

四湖。县城所在地是鲁、苏、豫、皖主要的货物集散地，距省会济南市 215

公里，至菏泽市 51公里。

该项目地块位于菏泽市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处烟庄，东邻寿峰路，西

邻文亭湖公园，南邻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和翰林苑小区，北邻翰林苑小区。

其地理位置详见图 3.1-1。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668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040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035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304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304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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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项目地块地理位置示意图

项目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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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气候气象

成武县属温带大陆型季风性半湿润气候区。其特点是水热资源丰富，

气候温暖湿润，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历年来没有重大灾害性

事件发生。

据成武县气象局多年统计资料，多年平均为13.9℃，七月平均气温为

26.9℃，1月平均气温为-0.7℃，极端最高气温为40.4，极端最低气温为

-16.7℃，年最大降雨量935.7mm，年最小降雨量373.1mn，30年平均降雨量

627.3mm，多集中在春夏秋季，多年平均蒸发量620.1毫米，平均相对湿度

78％。

根据菏泽气象站1954～2002年共49年的观测气象资料系列进行分析、

统计，各气象要素如下：

累年平均气温为12.8℃；

累年极端最高气温42.0℃，发生于1967年6月6日；

累年极端最低气温-20.4℃，发生于1955年1月9日和12日两天；

累年年平均降水量632.5mm；

累年年最大降水量987.8mm，发生于1971年；

累年年最小降水量352.2mm，发生于1986年；

累年最大一日降水量222.1mm，发生于1960年7月28日；

累年平均气压为1011.0hPa；

累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0%；

累年平均风速为1.9m/s；

累年全年主导风向为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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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年冬季主导风向为N。

3.1.3 地质

成武县境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鲁西断块，华北新断块区(一级)，鲁

西隆起(二级)地区。地质构造形态为，第四系与上第三系基本呈水平状态

覆盖。地质构造发展，距今约 24.5亿年前的太古代，便有原始物质堆积，

经过泰山运动、五台山和吕梁山等一系列剧烈地壳运动，形成一套深度变

质的岩系，并褶皱隆起成山，长期遭受剥蚀。

项目建设场地大地构造位置，处于“鲁西断块”华北新断块区(一级)鲁西隆

起(二级)地区。地质构造形态为，第四系与上第三系基本呈水平状态覆盖，对

场地稳定性影响性小。场地及外围附近无全新活动断裂，地质灾害不发育，影

响场地稳定性的因素主要为上部液化粉土及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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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区域地质构造图见图 3.1-3。

图 3.1-3 调查地块区域地质构造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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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形地貌

成武县东、西、北三面环山，地势高峻，群山重叠，逐渐向中心和西南

方向降低，以象湖镇为中心大小不一的十个盆地，组成了一个窄长的黄白河

河畔山间盆地带。境内以低山为主，山地海拔高程一般在 400-800米之间。

境内按地形特征可分为侵蚀构造低山丘陵地形、侵蚀构造地形，河谷侵

蚀堆积地形和侵蚀地貌类型。其中，以丘陵地形为主，面积 1967.85km2,占总

土地面积的 80.35%,山地面积 243.89km2,占总土地面积的 9.96%,岗地平原面

积 237.26km2,占总土地面积的 9.96%。岗地平原地区是瑞金村镇集中地区，

城区底层黄白河河与古城交汇处，属河谷侵蚀堆积地形，三面环山（向东北

方向敞开）的盆地。本项目所在地海拔约为 50m，区域地形图见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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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调查区域地形图

3.1.5土壤

菏泽市土壤成土母质属第四纪沉积物，经黄河搬运、泛滥淤积，在气

象、潜水、生物及人类生产活动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形成当前

的土壤状况。菏泽土壤分为潮土土类和白潮盐土两类；褐土化潮土亚类、

潮土亚类、盐化潮土亚类和白潮盐土亚类四个亚类；褐土化潮土土属、潮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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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属、盐化潮土土属、白潮盐土土属和淤灌潮土土属五个土属，共 108

个土种。耕层土壤多属壤质，平均容重为1.31g/cm3，总空隙率50.6%，表

现为土壤偏紧，通透性差，物理性状不良，但抗蚀性较强。耕层土壤平均

含有机质0.76%，全氮0.056%，碱解氮39.4ppm，速效磷8ppm，速效钾

108.7ppm，表现为养分含量低，土壤碳氮比7.9，氮磷比4.9，供氮强度7.0，

供磷强度1.4，土壤养分失调，供肥能力不高。

3.1.6 地表水

地表水资源丰富，有东渔河、万福河、大沙河三条黄河支流，属于淮

河流域，河流境内全长为 347公里，东渔河是县境最大流域，河流境内全

长 36公里，流域面积为 539平方公里，正常水位宽 100-130m，多年平均

流量为 10m3/s，多年来平均过境水量为 33亿立方米。县城西部有文亭水

库一座，地下水源丰富。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部，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位于东经

111°55’～121°25’，北纬 30°55’～36°36’，流域面积为 27万平方公里。淮

河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洪河口以上为上游，长 360公里，

地面落差 980米，流域面积 3.1万平方公里；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出口中

渡为中游，长 490公里，地面落差 16米，中渡以上流域面积 15.8万平方

公里；中渡以下至三江营为淮河下游，长 150公里，地面落差约 6米。

本地块位于东鱼河和大沙河之间，距东鱼河约1.35公里、距大沙河约

5.2公里。

地表水系分布图（摘自中国水系专题图）详见图 3.1-6。

https://wenwen.sogou.com/s/?w=%E6%B7%AE%E6%B2%B3%E6%B5%81%E5%9F%9F&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8%AD%E5%9B%BD%E4%B8%9C%E9%83%A8&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8C%97%E7%BA%AC30%C2%B0&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6%B4%AA%E6%B3%BD%E6%B9%96&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8%89%E6%B1%9F%E8%90%A5&ch=ww.xq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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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地表水系分布图

3.1.7 地下水

菏泽市地下水为第四系孔隙潜水，主要存在于粗细不等的沙层之中（少

数为粘土裂隙水）。受大气降水及河水补给，以蒸发和人工开采排泄为主。

可分为：①全淡水区：分布于沿黄一带，约 150km2。②层结构区及咸淡区，

浅层及中层为咸水，深层淡水顶界 面埋藏较浅，一般小于 200m。③淡咸

淡区，占全面积的 80%，境内地下水流向大致自西北向东南，西部较缓，

水利坡度为 1/8000，东部水力坡度较陡，为 1/3000。

该项目地块附近区域第四系含水层主要为浅、中、深三层，浅层及深

层地下水为淡水，中层为咸水。浅层淡水位埋深一般为 2~3m，底板埋深约

为 60m，单井出水量为 40m3/h，浅层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有：大气降水入

渗、河流侧渗和农田灌溉回渗。降水补给是平原区浅层地下水的重要补给

来源，约占地下水总补给量的 82％。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的大小与降水

量的大小、包气带岩性和地下水水位埋深有关。河流对近岸地带浅层地下

项目地块

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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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河渠渗漏补给量约占总补给量的 6％，农

田灌溉回渗量约占总补给量的 12%。浅层孔隙水的排泄主要有自然蒸发和

人工开采。

深层水为承压水，水位埋深70m，顶板埋深275m，单井出水量为60～

80m3/h，水量稳定，硫化度一般在1000mg/L左右，总硬度为227mg/L，除

氟化物超标外，其余指标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本区地下水总流向

由西向东偏北，水的化学类型为重碳酸盐类。地块区域地下水流向如图

3.1-7所示。

根据含水介质的岩性、埋藏条件、地下水动态及水化学特征，区域地

下水自上而下划分为第四类松散岩类空隙水、碎屑类裂隙水和碳酸盐岩类

裂隙岩溶水。

(1)第四类松散岩类空隙水

①浅层淡水

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冲、湖积层中，埋深小于 50m，粉砂、粉土、粉质

黏土、粉细砂、中砂夹淤泥质土中孔隙水较发育。主要含水层为中细砂、细砂、

粉砂层，沙层较松散，透水性好，受大气降水补给，水量较丰富。由于砂层与

粉质黏土相互交错沉积，地下水多为潜水具承压性，井 (孔) 单位涌水量

为100～300m3/(d·m)，水化学HCO3·Cl·SO4-Na·Mg 型水，矿化度1～2g/L。

②中深层咸水

位于浅层孔隙含水岩组下，埋深在50～80m，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底部中更

新统冲、洪积层、细砂层中。因该层顶、底板及其间夹有多层较厚且连续分布

的以粉质黏土为主的隔水层，该层水具有承压性，含水层岩性为粉细砂、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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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中砂，井(孔)单位涌水量小于 30m3/(d·m)，水化学类型为SO4-Na·Mg 型

水，矿化度一般大于4g/L。

③深层淡水

为水质较好的孔隙水，埋深大于80m，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中粗、中、细

及粉细砂，并有多层较厚且隔水性好的黏土所分离，有较强的承压性。

单位涌水量一般为60～250m3/(d·m)，水化学类型多为 HCO3·SO4-Na·Mg

型水，矿化度为 2g/L左右。

(2)碎屑岩类裂隙水

该类裂隙水主要赋存于二叠系-石炭系含煤地层和新近系地层中，埋深

大于 900m。含水层粘性主要为泥岩、细砂岩、粉砂岩，杂色泥岩夹灰层和

煤层，富水性差，裂隙不发育，单位涌水量为10m3/(d·m)，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SO4-Ca·Mg·Na和SO4·Cl-Ca·Na型，矿化度为1.7～2.3g/L。

(3)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水

该类地下水赋存于奥陶系碳酸盐岩内，埋深在 900～1100m 之间。含水

层岩性为灰岩夹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具有裂隙及小溶洞，单位涌水量为

100～200m3/(d·m)， 说明奥灰具有较强的富水性，水化学类型为

SO4-Ca·Mg·Na 或 SO4·-Ca·Mg·Na 型，矿化度 1.0～1.3g/L。

根据山东臻成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成武县翰林苑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019 年本)。拟建场地浅层地下水属于第四系孔隙潜水；其主要补给来源

为大气降水，以地面蒸发为主要排泄方式，侧向迳流滞缓。

外业勘察期间，从施工钻孔中测得终孔稳定地下水位埋深为 3.21～

3.56m，相应水位标高为 45.00～45.24m。场地地下水年水位变化幅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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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 左右，近年最高水位埋深 1.00m，相应标高约 47.50m。

具体区域地下水水文图见图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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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区域地下水水文图

项目位置

地下水流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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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地层岩性

本地块岩土工程地质采用成武县永益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成武县翰

林苑小区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在勘察深度范围内，场地地层自上而下由第四系全新统耕土（Qpd）、

人工填土（Qml），全新统-上更新统冲积层（Q4al～Q3al）形成的粘性土、

粉土和粉砂构成，共分 13层，上部分布有大量建筑垃圾，详述如下：

1层粉质粘土（Q4al）

黄褐色，软塑--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

泽反应，含有机质及氧化铁。

厚度:3.00～4.60m，平均 3.56m；层底标高:36.90～38.80m，平均 38.05m；

层底埋深:3.00～4.60m，平均 3.56m。

2层粉土（Q4al）

黄褐色，稍密--中实，湿，摇震反应中等--迅速，韧性低，干强度低，

无光泽反应，含有云母片及氧化铁，夹有粉质粘土薄层。

厚度:2.40～4.80m，平均 3.65m；层底标高:33.60～35.05m，平均 34.23m；

层底埋深:6.40～8.00m，平均 7.38m。

2-1层粉质粘土（Q4al）

浅灰色，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反应，

含灰色氧化物。

厚度:0.50～1.20m，平均 0.71m；层底标高:35.69～36.39m，平均 36.01m；

层底埋深:5.50～6.00m，平均 5.71m。

3层粉质粘土（Q4al）



成武县翰林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6

灰色，软塑--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

反应，含灰色氧化物。

厚度:1.30～4.00m，平均 2.39m；层底标高:30.45～32.68m，平均 31.84m；

层底埋深:9.00～11.00m，平均 9.77m。

4层粉质粘土（Q4al）

灰黄色，软塑--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

泽反应，含铁锰质氧化物，夹有粉土薄层。

厚度:2.80～6.00m，平均 4.69m；层底标高:26.10～27.89m，平均 26.80m；

层底埋深:13.90～15.50m，平均 14.81m。

4-1层粉土（Q4al）

灰褐色，中密--密实，湿，摇震反应迅速，韧性低，干强度低，无光

泽反应，含云母片及氧化铁。

厚度:0.50～1.30m，平均 0.85m；层底标高:26.95～29.35m，平均 28.01m；

层底埋深:12.50～14.50m，平均 13.57m。

5层粉土（Q4al）

灰黄色，密实，湿，摇震反应迅速，韧性低，干强度低，无光泽反应，

含云母片及氧化铁。

厚度:3.70～6.50m，平均 4.61m；层底标高:20.90～23.00m，平均 22.18m；

层底埋深:18.60～20.70m，平均 19.43m。

5-1层粉质粘土（Q4al）

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反应，

含有铁质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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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0.60～0.70m，平均 0.67m；层底标高:21.92～22.19m，平均 22.08m；

层底埋深:19.50～19.70m，平均 19.60m。

6层粉质粘土（Q4al）

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反应，

含有氧化铁，夹有粉土薄层。

厚度:4.10～7.00m，平均 5.57m；层底标高:14.80～16.89m，平均 16.34m；

层底埋深:25.00～26.70m，平均 25.28m。

6-1层粉土（Q4al）

灰黄色，密实，湿，摇震反应迅速，韧性低，干强度低，无光泽反应，

含有云母片。

厚度:0.80～1.30m，平均 1.03m；层底标高:19.12～19.61m，平均 19.42m；

层底埋深:22.00～22.60m，平均 22.07m。

7层粉砂（Q3al）

黄褐色，中密--密实，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分选一般，级配

一般。

厚度:4.40～8.80m，平均 6.53m；层底标高:7.18～10.20m，平均 9.38m；

层底埋深:31.50～34.30m，平均 32.22m。7-1层粉质粘土（Q3al）

黄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反应，

含铁质氧化物，伴有姜石。

厚度:0.80～1.90m，平均 1.15m；层底标高:13.05～14.85m，平均 13.68m；

层底埋深:27.00～28.50m，平均 28.02m。

8层粉质粘土（Q3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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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反应，

含有氧化铁，夹有粉土薄层。

厚度:0.80～2.80m，平均 2.03m；层底标高:5.98～8.50m，平均 7.35m；

层底埋深:33.30～35.50m，平均 34.24m。9层粉土（Q3al）

灰黄色，密实，湿，摇震反应迅速，韧性低，干强度低，无光泽反应，

含有云母片。

厚度:3.30～6.70m，平均 5.39m；层底标高:0.58～3.50m，平均 1.96m；

层底埋深:38.00～41.00m，平均 39.64m。

10层粉质粘土（Q3al）

灰褐色，可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反应，

含有氧化铁，夹有粉土薄层。

厚度:4.50～11.30m，平均 7.95m；层底标高:-8.43～-3.38m，平均-5.95m；

层底埋深:45.00～50.00m，平均 47.54m。

11层粉土（Q3al）

灰黄色，密实，湿，摇震反应迅速，韧性低，干强度低，无光泽反应，

含有云母片，伴有粉砂及姜石颗粒。

厚度:0.90～5.50m，平均 3.58m；层底标高:-11.25～-6.45m，平均-9.88m；

层底埋深:48.00～52.70m，平均 51.50m。

12层粘土（Q3al）

黄褐色，可塑--硬塑，无摇震反应，韧性高，干强度高，切面光滑，

含铁质氧化物，伴有姜石。

厚度:3.00～11.40m，平均 8.42m；层底标高:-20.80～-13.40m，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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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m；层底埋深:55.00～62.40m，平均 60.07m。

13层粉砂（Q3al）

黄褐色，密实，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分选一般，级配一般。

该层未穿透。

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钻孔柱状图如图 3.1-7和图 3.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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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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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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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敏感目标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的要求，

经现场实地踏勘得知，项目地块周围没有重点文物和珍稀动植物保护目标，

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为居民住宅区、学校等，项目周围环境

敏感目标信息见表 3.2-1，敏感目标位置见图 3.2-1。
表 3.2-1地块周围环境敏感目标信息表

序号 图例 相对地块位置 相对地块场界的距离

1 湖心村 NW 870m

2 文轩苑小区 NW 377m

3 蔺庄 N 970m

4 游客接待中心 NE 566m

5 东关村 S 紧邻

6 烟庄村 N 紧邻

7 南隅庄 SW 802m

8 成武县第二实验小学 SW 789m

9 西关村 SW 467m

10 东刘楼村 S 678m

11 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 S 紧邻

12 永昌中心中学 S 300m

13 东刘楼村 SE 8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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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调查项目地块周围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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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现状

该项目地块位于菏泽市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处烟庄村，东临寿峰

路，西临文亭湖公园，南临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和翰林苑小区，北临翰

林苑小区。根据现场勘查可知，地块范围内有一个简易的工程处办公室

用房，地块内中心位置已经开挖、浇筑（经实际踏勘和跟企业核实，开

挖面积约有 7000㎡，开挖土方约 10000m³），其余仍为空地，没有外

来回填土。地块现状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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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项目地块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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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的历史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途径所收集的地块信息综

合得知：本项目地块位于菏泽市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处烟庄村，东临

寿峰路，西临文亭湖公园，南临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和翰林苑小区，

北临翰林苑小区。

本项目地块最早的清晰历史影像图为 2008年，共收集到 2008年

-2021年历史影像图。根据历史影像图，结合人员访谈和实际调查情

况，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表 3.3-2。项目地块建设情况分布图见 3.3-3。

表 3.3-2 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情况

序号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变化情况

1 ------ 2013年 地块内小部分为烟庄村住宅，其余部分为

种植的苗木和农作物。

2 2013年 2018年 地块内种植苗木被清除，其余无明显变化

2 2018年 2021年

地块内建筑、农作物全部被清除，规划建

设翰林苑居住小区，目前地块内建设了一

个简易工程办公用房，有小部分已经开挖、

浇筑，其余大部分均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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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调查地块历史情况

2008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08年项目

地块内为部

分住宅和种

植的苗木和

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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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2年与

2008年相

比，地块内

没有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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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3年与

2012年相

比，地块内种

植的苗木已

全部清除，其

他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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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5年与

2013年相

比，项目地块

内，无其他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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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

2017年与

2015年相

比，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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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8年与

2017年相

比，地块内住

宅和耕地全

部被清除，其

余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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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9年与

2018年相

比，地块内建

设了一个工

程临时办公

用房，其他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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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20年与

2019年相

比，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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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

2021年与

2020年相

比，地块内有

小部分开挖、

浇筑，其余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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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使用情况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本项目地块周围主要为村庄、学校等。本次调查对项目地块 1km范围内

相邻地块进行了现场勘察，本项目相邻地块现状见表 3.4-1。

表 3.4-1地块周围现状

翰林苑 文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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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亭湖 1号小区 红旗剧院

学府景苑小区 城盛豪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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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景湾 第四实验小学

乐成河 城投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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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县第五初级中学 文亭湖公园

水岸雅居 京城云玺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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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府小区 文轩院小区

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 成武县第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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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项目地块周围主要为村庄、学校等。对本项目地块相邻地块的

调查范围为 1km，根据天地图卫星历史影像可以看出 2008 年 11月

-2021年 5月 1km以内相邻地块发生的变化，地块周边历史影像图见

表 3.4-2。

表 3.4-1 相邻地块历史情况

序号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块周边状况

1 ------ 2008 2008年项目地块相邻 1km范围内主要为村庄、学

校、公共服务单位等。

2 2008 2012 2012年项目地块于 2008年相比，地块东北侧新

建游客接待中心。

3 2012 2013 2013年与 2012年相比，湖心村部分居民拆迁，

其余无明显变化。

4 2013 2015 2015 年与 2013年相比，湖心村拆迁处开始建设文

亭湖 1号小区，其余无明显变化。

5 2015 2016 2016年与 2015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7 2016 2017

2017年与 2016年相比，地块周边湖心村、烟庄、

西关村、东关村、刘楼村等全部拆迁；游客接待

中心扩建，其余没有明显变化。

8 2017 2018

2018年与 2017年相比，项目地块周边在拆除原

有建筑的基础上建设成武县文轩苑小区、成武县

供电局、供销社家属院；建设成武县第二、第三

实验小学等多处建筑，其余无明显变化。

9 2018 2019
2019年与 2018年相比，游客中心保留，其余附

属花园、走廊拆除，建设东关新村，其余没有明

显变化。

10 2019 2020 2020年与 2019年相比，地块周边的居住小区、

学校都进一步施工建设，其余没有明显变化。

11 2020 2021 2021年与 2020年相比，除成武县质量检测中心

拆除外，其余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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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项

目地块相

邻 1km范

围内主要

为村庄、

学校、和

公共服务

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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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项

目地块于

2008年相

比，地块

东北侧新

建游客接

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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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与

2012 年相

比，湖心村

部分居民

拆迁，其余

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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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与

2014年相

比，新建

了文亭湖

1号小区，

无其他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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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与

2015年相

比，无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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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与

2016年相

比，地块

周边湖心

村、烟庄、

西关村、

东关村、

刘楼村等

全部拆

迁；游客

接待中心

扩建，其

余没有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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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与

2017年相

比，项目

地块周边

在拆除原

有建筑的

基础上建

设成武县

文轩苑小

区、成武

县供电

局、供销

社家属

院；建设

成武县第

二、第三

实验小学

等多处建

筑，其余

无明显变

化。

建成成武县文轩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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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与

2018年相

比，游客

中心保

留，其余

附属花

园、走廊

拆除

，建设东

关新村，

其余没有

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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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与

2019年相

比，地块

周边的居

住小区、

学校都进

一步施工

建设，其

余没有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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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与

2020年相

比，除成

武县质量

检测中心

拆除外，

其余无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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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项目地块利用的规划

本项目地块利用性质原为菏泽市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处烟庄农

用地和住宅，根据建设地块综合经济技术指标，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

为居住用地（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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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用地。成武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见图3.5-1、3.5-2。

图3.5-1 成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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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

图 3.5-2 成武县总体规划局部放大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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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分析

4.1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在开展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进

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历史使用详细情况及人类

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我公司项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

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等内容。

(2)资料的范围：当地块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

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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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料缺失影像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

报告中说明。

本次调查收集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主要是地块所在区域的利

用规划等有关文件和相关图片，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气

候、地表水、地下水、地形地貌等信息。

通过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了解到：①在历史卫星影像资料及

当地其他资料中可以看出该地块历史上为农田，不存在工业企业；②

该地块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等资料信息见前文。

第一阶段调查，项目组广泛联系相关部门和人员，组织完成了对

该地块现场勘查、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工作，更好地了解到了该地块

平面分布、土地利用变迁、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点及相邻地块土地利用

等相关资料。

第一阶段调查，2021年 07月我公司组织完成了对该地块现场勘

查、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工作。本地块位于文亭街道办事处烟庄，主

要是农用地和住宅，2017年之前地块内住宅处种植了大量树木（主

要为杨树）、耕地内主要种植小麦、玉米。2017年拆迁，2019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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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建设了一个临时工程办公用房，2021年地块内有小部分开挖、浇

筑，其余仍未空地。由于卫星影像缺失，成武县翰林苑地块 2008年

之前地块内变化情况未获得实质性资料，结合人员访谈调查，该地块

性质在一直为农用地和烟庄住宅，期间没有化工厂、加油站等可能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的存在记录，也没有发现该地块存在危险废

物或化学物品。

本次收集的资料清单见表 4.1-1。

表 4.1-1 资料清单表

序号 调查内容 资料来源 用途 备注

1
地块现状及

历史使用情

况

天地图，91 卫图助手，

相关部门调取资料，人

员访谈，现场踏勘

通过使用历史影像判断

是否存在生产性企业或

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

内容分析

见章节

3.3

2
相邻地块现

状及历史使

用情况

天地图，91 卫图助手，

相关部门调取资料，人

员访谈，现场踏勘

通过分析相邻地块土地

使用现状及历史使用情

况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对

该地块造成污染的因素

内容分析

见章节

3.4

3

地块位置、

范围、面积、

四至情况、

用途等基本

情况

宗地勘测定界图，天地

图，现场踏勘，政府网

站

确定调查范围

内容分析

见 章节

3.5 等

4 相关人员访

谈资料

土地、环保、政府部门

管理人员，原地块使用

者，土地使用人，地块

周边区域工作人员

通过相关知情人员访谈

了解地块历史及可能存

在的污染情况

访谈表见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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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踏勘目的及过程描述

我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对地块进行了详细的踏勘，主要是通过

对场地现场调查（包括场地可疑污染源、场地污染痕迹、涉及危险物

质的场所、建（构）筑物、地下水池等区域），观察污染痕迹，核实

资料收集的准确性，获取与场地污染有关的线索。仔细观察、辨别、

记录场地及其周边重要环境状况及其疑似污染痕迹，判断场地污染状

况。

5.2踏勘内容及重点

1、本次踏勘以本地块为主，包括地块四邻及 1km范围内存在的

疑似污染源区域。

2、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目前无地下管线、各类槽罐、沟渠等

地下设施。

3、通过现场踏勘，地块内情况已全部了解，目前地块部分区域

已经开挖（约 7000㎡），地块东侧有一简易工程办公用房，其余仍

为空地。地块内土壤颜色正常，没有异味产生。

4、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生活区、学校、重要的公共服务单位，

通过现场踏勘，对周边 1km 范围内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了核实，观

察是否存在泄漏和污染痕迹。

5、部分地块踏勘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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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与地块历史堆存、使用材料相关。由于使用过程

中物料的运输、贮存，及发生的事故状态时所产生的跑、冒、滴、漏；

废水、固废中夹带的材料在污染物处理与排放时引起的物料与地面的接

触都有可能造成对地块土壤、地下水污染，而以上这些形成土壤污染的

过程，又总是与地块历史材料堆存、使用存在着密切联系，材料的流失，

是造成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

用地和住宅用地，不涉及有害物质的存放、使用，因此，本地块土壤、

地下水不会受到影响。

5.4人员访谈调查

人员访谈主要是通过对比较了解地块情况的人员进行访问，以便

于得到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未曾收集到，且容易遗漏的可能对本项目比

较重要的资料。我公司项目组于 2021年 07月进入调查地块进行人员

访谈工作，对了解地块历史和现状的知情人员进行访谈，包括周边常

住居民、政府部门、生态环境监管单位负责人及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了

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是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周边地块使用情况，地块

内有无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生产活动、排污情况，结合踏勘情况

相互印证，为地块污染情况识别及分析提供依据。

（1）地块历史情况和历史沿革

根据人员访谈获知，2017 年之前项目地块内一直为农用地和住

宅，历史上种植小麦、玉米等，2017年地块拆迁，2019年地块东侧

建设一个临时工程办公用房，2021年地块内有部分开挖、浇筑（经

实地勘察与建设方咨询，开挖面积约有 7000㎡），其余仍未空地，



成武县翰林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71

目前仅部分开挖、浇筑，无外来回填土。

（2）固体废物处置情况、管线、沟渠泄露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无固体废物，不存在外来固体废物；

项目地块内无任何地下管网和工业电缆，调查区域内无污染痕迹。

（3）地块内种作物种植过程中农药、肥料使用情况和农作物灌

溉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项目地块内历史上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使用除草剂、杀虫剂，肥料主要使用复合肥和尿素；农田

浇灌主要使用自备水井地下水，不适用外来水进行浇灌。

（4）环境污染事故与投诉。

根据人员访谈及相关资料分析，该项目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和居

住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不存在特征污染物，且没有发生过环境污

染事故，无投诉。

本次访谈访谈了环保部门、国土所、现在使用者、原有使用者及

周边工作人员和居民，人员访谈记录表格见表 5.6-1。人员访谈照片

见附件 6。

表 5.4-1访谈人员一览表

访谈对象 访谈人员 访谈人员简介 访谈方式 访谈内容

环保部门 刘佩
成武县生态环境局

15854026588
书面调查

调查地块使用情况

调查地块是否有排污企业

调查地块是否有污染事故等

国土部门 刘海滨
成武县土地储备中心

15020517799
电话调查

调查地块使用情况

地块的历史变革

地块开发企

业
付荣辉

成武县永益置业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18254092921
书面调查

调查地块内情况，是否污染，是否

有异味，地块内地下是否有管道等

情况

村委 程连柱
烟庄书记

15376105898
书面调查

调查地块使用情况

地块的历史变革

周边居民 孙为亭
文亭街道办事处居民

13475000659
书面调查

调查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调查地块早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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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内排污情况对周边地块

的影响等
刘桂章

文亭街道办事处居民

13034554817
书面调查

王硕
文亭街道办事处居民

19561081000
书面调查

5.5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结论分析

通过收集项目地块勘界图、历史影像资料、地块水文地质材料等结

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了地块的历史变革和实际建设情况，通

过资料收集的内容和实际踏勘、访谈情况基本一致。可以总结出以下

几点结论：

1、地块内原来为耕地和居民住宅，耕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浇灌用水为自备井水，不用外来水进行浇灌。

2、地块内土壤已经部分开挖、浇筑（开挖面积约 7000㎡），没有外

来回填土，开挖过程中没有发现有管线、储罐等存在。

3、地块内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地块内土壤颜色正常且没有异味。

通过人员现场踏勘及周边走访查看，也无发现其他污染状况，现

场踏勘与访谈信息基本一致。经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结合本区域水文

地质情况，确认本地块被污染的可能性较小，不需再进入第二阶段的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6项目地块潜在污染分析

根据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得知，本地块一直为农用地和住宅，现

地块内有一处临时工程办公用房，因为现在工程尚未大规模动工，办

公人员较少，产生的生活垃圾基本可以忽略。历史上地块内的住户，

产生的生活污水进入旱厕，之后沤肥后肥田，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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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块内可能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农用地的农药、化肥残留

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5.6.1农用地污染分析

经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存在过的作物主要树木、小麦、玉米等，

经查阅相关资料、人员访谈，地块内 2017年拆迁完毕，不再种植农

作物，农用地使用农药均为常见的杀虫和除草的农药，分析农药在土

壤中的持效期，判断现地块内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的有害物质。
表 5.6-1 农药在土壤中的持效期

序号 农药名称 在土壤中的持续期

除

草

剂

1 麦草畏
在每公顷中有效成分在 500克时候，残效期在 60-75

天，干旱少雨的地区还会延长。

杀

虫

剂

2 辛硫磷
对鳞翅目幼虫很有效，辛硫磷在无阳光直射时，降

解速度缓慢，残期长达三个月

3 氧化乐果
氧化乐果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可被微

生物分解利用，氧化乐果残留期较短

4 吡虫啉
具有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害虫不易产生抗

性，残留期长达 25天左右。

灭

菌

剂

5 百菌清 属于低毒杀菌剂，一般药效期约 7～10 d

6 氟环唑

本品是三唑类杀菌剂，对一系列禾谷类作物如立枯

病、白粉病、眼纹病等十多种病害具有良好的防治

作用，一般药效期 40天

根据对照表 5.7-1得知，农药中持效期最长的为辛硫磷，其持效期

为 90天左右，经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和历史影像资料得知，本地块

内的农作物主要为小麦、玉米，2017年拆迁后不再使用化肥和农药。

对比得知，本地块内的农药残渣已全部消解，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2）肥料污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3%9E%E7%BF%85%E7%9B%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E%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B0%B1/102778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4%91%E7%B1%BB%E6%9D%80%E8%8F%8C%E5%8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8B%E6%9E%AF%E7%9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8B%E6%9E%AF%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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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追施的肥料进入土壤中，一部分未被

作物吸收利用和未被根层土壤吸收固定，在土壤根层以下积累或转入

地下水，成为污染物质，会影响到地下水、土壤环境。

经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种植的作物主要为树木、小麦、玉米等，

经访谈周边村民、该地块历史施用肥料种类主要有：

表 5.6-2 肥料在土壤中的持效期

序号 化肥名称 在土壤中的持效期

1 氯化铵 三天见效，持效期 25天，后期脱肥

2 尿素 七天见效，持效期 45天

3 氮磷钾复合肥 十天见效，持效期 50天

经访谈周边村民、查阅相关资料可知该地块历史施用肥料种类主

要如上图所示。其中氮磷钾复合肥在土壤中的持效期最长为 50天左

右，本地块 2017年 10月拆迁完毕后不再进行施肥。对比得知，本地

块内的化肥残渣已完全消解，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灌溉污染

经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以及周边区域主要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

水，不用外来河水进行浇灌，因此不存在外来水污染风险。根据菏泽

市地区地下水文资料，菏泽市地区地下水总体除总硬度、氟化物含量

较高外，其他指标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限值，不会对地块内土

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7相邻地块潜在污染分析

经实际现场勘查及历史影像图分析，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

业存在，1km范围内主要为居民区、学校、其他公共服务单位等。

相邻地块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居民生活垃圾

集中放置在垃圾存放点的垃圾桶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生活垃圾定期

清运不会对土壤产生污染。生活污水经社区下水道流至城市污水管网

后，进入成武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不会对地块地下水产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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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结果和分析

本地调查地块规划建设成武县翰林苑，该项目地块位于文亭街道办

事处，东临寿峰路，西临文亭湖公园，南临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和翰林

苑小区，北临翰林苑小区，未来规划土地性质为土地性质为第一类用地

中的居住用地（R）。该项目建设总用地面积 47222m2。本地块一直为

农用地和住宅，2017年拆迁后地块内建有一处工程临时用房，地块内有

部分已经开挖、浇筑，其余部分为空地。因此本地块符合城乡规划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要求。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得知，地块规划建设前一直为

农用地，本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因此，地块不存在工业污染。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存在为居民区、学校等，无工业企业，居民区、学

校其主要污染物为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经调查和资料收集，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生活废水由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染物排放能

够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周边企业产生的污染物通过渗透、径流和

大气沉降对本地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地块开发建设之前作为农用地，主要种植树木、小麦、玉米，种植

苗木期间需要进行喷洒农药，该地块历史施用农药类型主要为杀虫剂、

除草剂、灭菌剂等。根据资料调查得知，该地块使用的农药种类为易降

解类型的农药。2017年拆迁后不再喷洒农药，截止到开展本项目调查已

有 4年时间。地块内的农药残渣已基本消解完全，对地块内土壤环境不

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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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周边村民，该地块历史施用化肥种类主要为氮磷钾复合肥

等。2017年拆迁后不再施用化肥，地块内的肥料残渣已完全消解，因此

目前为止化肥的施用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通过调查项目地块周边企业得知，污染物排放均经过合理处置，通

过渗透、径流和大气沉降对本地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综上所述，该地

块内土壤到目前为止未受到污染，与前期调查结果一致。

6.2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

辑推论。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整性、

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

(1) 由于浅层地下水流向可能受季节、降雨量、附近地表水等

环境因素的影响，故不排除地下水流向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若本场地水文条件发生变化，地块外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可能向本场地

中近移，同时会影响该地块土壤环境质量。因此，本次调查土壤与地

下水分析结果仅代表特定时期场地内存在的特定情况，无法预料到场

地土壤与地下水将来的环境状况。

(2) 调查组尽全力获取编制报告所需的相关数据信息。本报告

根据报告准备期间所获得的最新信息资料撰写，但由于项目时间及资

料信息本身的时效性等原因，调查组不能确保本报告内容在未来长时

间内的有效性。



成武县翰林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77

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本次调查项目地块为成武县翰林苑，该项目地块位于文亭街道办

事处，东临寿峰路，西临文亭湖公园，南临成武县第三实验小学和翰

林苑小区，北临翰林苑小区，未来规划土地性质为土地性质为第一类

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该项目建设总用地面积47222m2。

通过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该地块2017年之前一直为农用地和住

宅用地，未存在过工业企业，不存在工业企业污染。项目周围没有重

点文物和珍稀动植物保护目标，本地块周围没有企业，周围村庄、学

校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均得到妥善处理，对本地块影响较小。通过第

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到目前为止未发生污染，本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

接受，能够满足建设用地的要求。

7.2 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确认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但目前本地块仍

在开发中，从环保角度，对该地块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提出如下建议：

（1）在地块现开发建设阶段中若发现疑似污染土壤或不明物质，

建议进行补充调查，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不得随意处置。

（2）加强对未受污染地块的环境监管，在下一步开发或建筑施

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控制该地块保持现有的良

好状态。杜绝地块再开发利用的监管真空，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

偷排废水等现象。

（3）地块在现开发建设阶段中，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安全环保

培训，特别是地块环境保护的培训，确保施工及消防工作过程的安全

进行。施工之前要制定完备的安全环保方案，为施工安全生产提供指

导并要求现场人员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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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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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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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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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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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项目地块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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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人员访谈照片

烟庄村书记 成武县环保局科长

项目经理 文亭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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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亭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 文亭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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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人员访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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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地块边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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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地质勘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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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地块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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