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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胜村委原市农科所市储备土地 ��������地块（以下简称市农科

所地块）位于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胜社区泰丰工业区内，东边为吉祥二路南，西边隔河

涌为吉祥四路，北边为平胜大道，调查面积总计 �������� P�。调查地块原权属于佛山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是农田（试验田）；����年由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

����年由租赁方佛山市星宏卓成物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卓成工业区的一部分；

目前地块内建筑均已被拆除。调查地块未来用途拟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

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年 �月 �日起施行）、

《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号）、《佛山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函〔����〕��号）

和佛山市相关管理规定，为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的环境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调查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地块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受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

承担了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根据国家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

要求，华南所在接受委托后，组建形成项目组，并开展了地块现场踏勘、资料收集、

人员访谈、初步调查样品采集、样品检测分析等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南

海区桂城街道平胜村委原市农科所市储备土地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

告》，为下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年�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年�月��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年�月�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年��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年�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年��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年�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年�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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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年 �月修订）；

（�）《地下水管理条例》（����年��月�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号）（����年�月修订）；

（��）《国务院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号文）；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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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号）；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

作的通知》（环发〔����〕��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号）；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号，����年

�月实施）；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号，����年�

月实施）；

（��）《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号）。

1.2.2 地方法律、法规及政策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年 ��月修正）；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年 �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广东省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

发利用过程中污染工作实施方案!的函》（粤环函〔����〕����号）；

（�）《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广东省水利厅，����年 �月）；

（�）《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年 ��月修正）；

（�）《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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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查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有土地使用证》（佛府南 国用（����）第 ������号）

和《宗地平面图》（地号：����������）（佛山市南海区土地测绘所）的用地范围，

收储范围的占地面积为 �������P�，调查地块位于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胜社区卓成工业园

泰丰工业区内，东侧为吉祥二路南，南侧为瓜步村，西侧为吉祥四路，北侧为平胜大

道。本次调查红线范围是收储范围内拟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的范围，故本次调查范围

的面积为 �������� P�。在调查目标地块的同时，还将辅以周边相邻地块调查，明确目

标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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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概况

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

南海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北纬 �����ƍ��Ǝ、东经 ������ƍ��Ǝ之间。东连广州

市白云区、荔湾区、番禺区，南接顺德区、鹤山市、蓬江区，西邻三水区、高明区，

北濒花都区，中南部与禅城区接壤，南北最大纵距 �����千米，东西最大横距 �����千

米，辖区总面积 �������平方千米。

原市农科所地块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胜社区卓成工业园泰丰工业区内，

总占地面积 �������� P�，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北纬 ����������，东侧

隔吉祥二路南、河涌为卓成工业园拆除后的空地，北侧为原工业区厂房拆除后空地、

平胜大道，西侧隔河涌为航美园艺、莲苑兰园等苗圃场和佛山市源联威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南侧为佛山市栩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瓜步村。

2.2 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概况

2.2.1 地块土地利用历史沿革

根据所收集的地块资料，结合现场踏勘情况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产权先后隶属

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世纪 ��年代前调查地块为农田。����年起，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被划拨给佛

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调查地块范围内主要作为农田（试验田）使用。

����年由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回土地使用权，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陆续清退，

期间地块用途仍为农田，主要为农科所老员工种植花卉、蔬菜等。

����年由租赁方佛山市星宏卓成物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卓成工业园，地

块内田地开始平整，����年基本建成，企业逐渐入驻，调查地块范围是该工业园的一

部分²²泰丰工业区。泰丰工业区累计入驻企业约 ��家，其中调查范围内涉及企业 ��

家，主要行业类型有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金属结构制

造、棉织造加工、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其他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其他金属加工机

械制造、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门窗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金属船

舶制造、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和快递服务等，其中约 ���的企业行业类型均为金属结

构制造，主要经营机械零部件加工。����年，根据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方案，本

地块整体搬迁拆除。目前地块内企业厂房已全部拆除，地块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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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组于 ����年 �月 �日开展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内企业已全部搬迁，厂房已全

部拆除，地块权属为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地块处于闲置状态。

2.2.3 地块水文地质

（1）地块地层地质

根据现场布设的 ��个钻孔的钻探记录，地块被杂填土、淤泥质土、细砂和淤泥质

砂土覆盖。本次调查所揭露调查深度范围内场地内第四系地层垂直剖面结构如下：

①杂填土（4�PO）：该层厚度范围为 ���a��� P，呈棕、灰黑、黄棕色，稍湿，结

构松散，中密，以粘性土及砂粒为主，夹杂碎石，大部分区域表层砼的厚度为 ��a��

FP。

②淤泥质土（4�DO）：该层深度范围为 ���a��� P，厚度范围为 ���a��� P，呈灰黑

色，饱和，软塑，以粘性为主，富含有机质及少量粉细砂。

③细砂（4�DO）：该层深度范围为 ���a��� P，厚度范围为 ���a��� P，呈灰黑色，

饱和，松散，主要成分为细颗粒石英组成，含少量有机质及泥质，级配一般。

④淤泥质砂土（4�DO）：该层深度范围为 ���a��� P，厚度范围为 ���a��� P，呈灰

黑色，饱和，软塑，由砂粘粒组成，颗粒级配一般，富含有机质。

（2）地块水文地质

本次调查在地块内设置了 ��口地下水监测井，根据采样时测量的各监测井水位情

况，场区地下水埋深在 ����a���� P之间，相应稳定水位标高范围为 �����a����� P，

水位变化较大。在不同的监测井位，场地内的浅层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素填土、淤泥质

砂土、淤泥质土或细砂层中。

2.2.4 地块未来规划

根据 ����年 �月 ��日《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1+�$�

�����、��、��、6'�'������编制单元）》批后公布（佛府办函〔����〕��号），详见

1+�$���������街坊地块开发细则，本地块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

2.2.5 相邻地块概况

调查地块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胜社区泰丰工业区内，东侧隔吉祥二路南

为原卓成工业园拆除后空地，南侧为瓜步村、佛山市栩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西侧隔

河涌为园艺场和佛山市源联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北侧为泰丰工业区原厂房拆除后空

地、平胜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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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调查地块东侧相邻地块的历史沿革与调查地块类似。该侧地块开发建

设前主要为农田；����年与调查地块一并划拨给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作为试

验田；����年开始平整土地建设厂房，����年企业逐渐入驻，隔内河涌、吉祥二路南

与调查地块相邻的为原卓成工业园，入驻的企业主要为各类五金机械加工厂及其仓库、

物流仓库、混凝土外加剂车间、商铺等，其中与调查地块相邻的区域历史上主要为物

流仓库、不锈钢仓库；����年，地块内企业搬迁拆除。目前地块权属为佛山市土地储

备中心，地块闲置。

（�）南侧：该侧地块原为瓜步村、鱼塘；����年，该侧北部紧邻调查地块的鱼塘

平整，����年在平地上建设佛山市栩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和销售，

����年已拆除，目前地块闲置。

（�）西侧：该侧地块中部和南部一直为农用地，目前主要种植花卉；北部原为村

民简易房，����年起佛山市源联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搬迁至此，建设工业厂房。

（�）北侧：调查地块北侧相邻地块同为泰丰工业区的一部分，历史沿革与调查地

块类似。该侧地块开发建设前主要为农田；����年与调查地块一并划拨给佛山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主要作为试验田；����年开始平整土地建设厂房，����年企业逐渐入驻，

主要包括佛山市桦盛铝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朗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东高

通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力新金属制品厂等金属制品业企业；����年，整

体搬迁拆除；目前地块权属为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地块闲置。

2.2.6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调查地块范围内无名木古树、历史文物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目

标，不涉及水源保护区及其他生态敏感区。

地块周边 �N P范围内主要的环境敏感点有村落、技术学校等，其中，地块东侧主

要是敏感点目标为瓜步涌；地块南侧主要是敏感点目标为瓜步村、稻竹村；地块西侧主

要是敏感点目标为麻洪村；地块北侧主要是敏感点目标为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平洲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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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广东省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的相关要

求，第一阶段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对地块的

历史、现状和未来使用规划等情况以及相关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识别地块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潜在的污染源、重点关注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项目组于 ����年 ��月a����年 �月对调查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调查。所获得的资

料包括土地使用权人和项目组通过多个途径收集的关于地块及周边地块的信息、相关

建设情况、土地产权、规划证明，历史企业环评文件、排污信息、环境投诉记录等生

产状况相关资料，以及历史遥感影像土等。调查期间，项目组对现场进行了多次踏勘，

对地块内情况及周边环境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同时，对桂城街道生态所、平胜

村委、佛山市农科所、佛山市星宏卓成物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

面对面访谈，进一步了解调查地块及周边环境的情况。

本地块面积总计 �������� P�，地块产权先后隶属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佛山市

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 �个阶段：����年前为农田阶段，主要种

植水稻、蔬菜和花卉等；����a����年为泰丰工业区阶段，地块范围内涉及工业企业共

��家，行业类型以金属结构制造为主；����年后企业搬迁拆除，地块闲置。因此，调

查地块涉及工业生产的阶段为 ����a����年泰丰工业区阶段，其他阶段无明显污染源，

引起地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报告重点对泰丰工业区使用阶段进行污染识别。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通过人员访谈可知调查地块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作为农田使用，

����年至����年期间主要种植水稻、蔬菜和花卉，主要施用的肥料以复合肥、有机肥

为主，年用量为���a���斤�年�亩，均为常用量，不涉及其他有害有毒化学品的使用、

不涉及废气废水的排放。到����年开始从事工业活动，调查地块内除%��、&�、&��、

&�区域为快递物流区域及西南角为宿舍区，其他区域均涉及工业生产，涉及历史企业

共��家。其中，重点企业�家，其余��家企业中有��家行业类型为金属结构制造、�家

企业行业类型与金属制品、设备制造相关、�家与金属表面处理（真空镀）有关、�家

企业与纺织业相关、�家企业与木材加工相关、�家企业为快递服务。由于重点区域内

企业涉及的工艺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风险较大，其他工业企业生产工艺对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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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风险较小，因此，将该部分企业涉及的区域划分为污染高风险区域，其他生产企业

涉及区域划分为污染中风险区域，物流快递、宿舍区等不涉及生产的区域划分为污染

低风险区域。调查地块涉及的污染物有重金属、苯系物、石油烃及其他有机物。

根据相邻地块分析，四周相邻地块均有工业企业，其中东侧企业主要为物流仓库、

不锈钢仓库，西侧企业主要为金属结构制造企业，且东、西侧企业均以河涌相隔，造

成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较低。北侧历史企业主要为五金制品加工、木

材加工等企业，南侧历史企业为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企业。结合地块地下水流向

和主导风向，北侧历史企业对调查地块的影响较大，涉及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石油

烃等。

综上，结合地块历史企业情况、相邻地块影响分分析以及调查地块内企业拆除活

动污染影响分析，调查地块土壤、地下水关注的重点污染物有重金属、苯系物、石油

烃及其他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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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布点方案

4.1.1 土壤环境调查

（1）布点及采样深度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

点（修订版）》（����年 ��月 ��日），考虑到调查范围内涉及工业企业较多，早期

资料较少，厂房可能经过多次变更，基于保守原则，本次调查将调查范围作为关注的

重点，按照不大于 �� Pî�� P的采样密度，共布设点位 ��个（详见表 �����）。与此

同时，在距地块地块外设置 �个土壤监测对照点。因此，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采样

调查共设置了 ��个土壤监测点（孔）。

为调查污染物的垂向分布，每个采样孔采集柱状分层样品。根据《广东省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粤环办

>����@ ��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地块污染识别情况，本次调查设计钻孔深度均为 ��� P，

结合地块实际地层情况，去除表层硬化层后，按土壤表层（��� P以内）采集一个土壤

样品，下层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 � P，且不同性质土壤至少采集一个土壤样品，饱和带

土壤至少采集一个土壤样品的原则，根据各点位实际土层情况及地下水初见水位深度

进行设置，每个点位分层采集 �个不同深度样品，根据快筛检出异常值或者样品存在

明显感官异常等情况确定采样深度及样品数量，可根据现场情况适当增加样品量。因

此，本次调查范围内共采集 ���个土壤样品。对照点采样深度为 �～��� P，共采集 �

个样品。因此，本次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共采集了 ���个土壤样品。

（2）监测项目

根据地块污染识别结果，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和《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

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年 ��月 ��日）的有关要求，本次调

查土壤样品监测项目应包括土壤 S+值、《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表 �基本项 ��项和未包含在基本项中的特征

污染物。

4.1.2 地下水环境调查

（1）监测井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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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

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和《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

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的有关要求，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布设地下水监测

井 ��口，为了解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迁移情况，地下水监测井点与土壤采样点

合并，地下水监测井点与土壤采样点合并。

（2）监测项目

根据地块内及相邻地块生产厂家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种类与用量、³三废´排放

情况，结合平面布置及环境质量调查的具体实际，本次现场采样调查地下水监测项目

主要为本地块的特征污染物。

4.1.3 地表积水环境调查

（1）监测点布设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存在地表积水池体共有 ��个，主要是地块构建物拆除后接

收场地内地面冲刷水形成的积水等。本次调查分别对场地内 ��个地表积水质量进行调

查，共采集地表积水样品 ��个。

（2）监测项目

地表积水监测指标与地下水的一致，为地块内特征污染物。

4.2 样品采集、储存、运输及预处理

4.2.1 土壤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4.2.1.1 土壤样品的采集

本次调查采用冲击钻型钻机进行钻探，主要通过采用重锤将土壤取样器直接压入

地下，采集连续土壤样品，送至地面上选取所需深度的土壤样品。钻探过程中连续采

集土壤样品直至目标取样深度。一般钻进至未发现明显污染迹象，或遇见基岩无法继

续钻进时停止取样。在钻探过程中，现场观察并记录地层的土壤类型，并检查其是否

有可嗅可视的污染迹象。

土壤样品的采集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7 ��������）、《地块土壤

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导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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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 �����7����������）以及相关方法标准和采样方案的要求，对该项目进

行地下水样品采集。

地下水样品采集过程应对采样前洗井、采样过程、现场检测仪器使用、样品现场

保存等关键信息拍照或视频记录。

4.2.2.3 地下水样品的分析方法

地下水污染物的分析方法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行业标准（+-）检测方

法进行分析；未有国家标准和环保行业标准检测方法的，参考国内其他行业标准、国

际标准、其他国家现行有效的标准或规范进行分析。

4.2.3 地表积水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4.2.3.1 地表积水样品采集

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用于采集水样样

品的设备在采样前进行清洗。用于采集微量有机物分析样品的采样设备严格清洗。

采用聚乙烯塑料桶采集瞬时水样，除石油类和有机物等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先

用采样水荡涤采样器与水样容器 �a�次，然后再将水样采入容器，并按要求每Ηጀ݉挀采入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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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螺纹处黏附的土壤并拧紧瓶盖。采集样品时每批样品采集 �个运输空白样品和 �个

全程序空白样品且每批次样品需采集比例不少于 ��的现场平行样。

（�）采集用于测定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土壤样品前先使用不锈钢铲刮去表层约 � FP

厚土壤，并迅速使用另一把不锈钢铲采集土芯中的非扰动部分到 ���PO带聚四氟乙烯

密封垫的螺口棕色玻璃瓶盛装，采满（不留空隙）。采集样品时每批次样品需采集比

例不少于 ��的现场平行样。

（�）采集用于测定金属、无机指标的样品，使用木铲采样，采用聚乙烯密封袋盛

装，总量不少于 �NJ。采集样品时每批次样品需采集比例不少于 ��的现场平行样。样

品运输时使用装有蓝冰的保温箱或车载冰箱保证样品低温（�℃以下）暗处冷藏。

4.3.1.2 地下水样品采集和保存现场质量控制

根据相关方法标准和采样方案的要求，对该项目进行地下水样品采集。

对于地下水样品，洗井出水水质指标达到稳定后，开始采集样品，地下水样品采

集原则上在采样前洗井结束 �K内完成，优先采集用于测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样品；然后

采集用于测定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样品，最后采集用于测定金属、无机指标的样品。具

体操作如下：

D�将用于采样洗井的同一贝勒管缓慢、匀速地放入筛管附近位置，待充满水后，

将贝勒管缓慢、匀速地提出井管，避免碰触管壁；

E�采集贝勒管内的中段水样，使用流速调节阀使水样缓慢流入地下水样品瓶中。

所有样品均按方法标准、技术规范等的要求加入相应的固定剂。采集用于分析挥

发性有机物指标的地下水样品时，每批样品采集 �个运输空白样品、�个全程序空白样

品和 �个设备空白样品。每批次样品需采集比例不少于 ���的现场平行样和 ���的全

程序空白样。样品运输时使用装有蓝冰的保温箱或车载冰箱保证样品低温（�℃以下）

暗处冷藏。

4.3.1.2 地表积水样品采集和保存现场质量控制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水质 采样技术导则》

（+-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以及相关

方法标准和采样方案的要求，对该项目进行地表水、水系沉积物样品采集和保存。

（�）采用标准的现场操作程序以取得现场代表性的样品。所有的现场工具在使用

前均预先清洗干净。为防止交叉污染，所有钻探设备和取样装置在首次使用和各个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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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间及同一钻孔不同深度采样时，都进行清洗。与土壤接触的其他采样工具（如样品

桶、岩芯箱等）重复利用时，也进行清洗。

（�）现场采样时详细填写现场观察的记录单，比如土壤层的深度、土壤质地、气

味、水的颜色、地下水水位、水温、浑浊度、气象条件，以及采样点周边环境，采样

时间与采样人员，样品名称和编号，采样时间，采样位置等，同时对现场采样关键信

息进行影像记录，以便为场地水文地质、污染现状等分析工作提供依据。采样过程中

采样员佩戴一次性 3(手套，每次取样后进行更换，采样器具及时清洗，避免交叉污染。

（�）为评估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本

次调查在现场采样过程中设定现场质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平行样和现场空白样，并

设置了运输空白样等评估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土壤重金属现场平行样设置每批

次（最多 ��个样品�批）采集至少 �个平行样，土壤有机物样品每批次采集 �个运输空

白和全程序空白样。

样品采集完成后，在样品瓶上标明编号等采样信息，并做好现场记录。所有样品

采集后放入装有蓝冰的低温保温箱中，并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在样品运送过程

中，要确保保温箱能满足样品对低温的要求。

4.3.2 样品运输和分析计划

所有样品均迅速转入由实验室提供的带有标签以及保护剂的专用的样品瓶中，在

样品瓶上标明编号等采样信息，并做好现场记录。所有样品采集后放入装有蓝冰的低

温保温箱中，随同样品跟踪单一起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

样品运输跟踪单提供了一个准确的文字跟踪记录来表明每个样品从采样到实验室

分析全过程的信息。现场技术人员在样品跟踪单上记录的信息主要包括：样品采集的

日期和时间；样品编号；采样容器的数量和大小以及样品分析参数等内容。

4.3.3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4.3.3.1 内部质量控制

对样品分析的全过程包括分析人员、工作环境、分析方法、分析人员对分析方法

的正确理解与操作、试剂及标准溶液的配制、工作曲线的绘制、空白试验、仪器的调

试和校准、背景的扣除和校正、原始记录的书写、数据的修约和处理等实施有效控制。

土壤、地下水和地表积水样品检测指标分析方法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

行业标准（+-）检测方法进行分析；未有国家标准和环保行业标准检测方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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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其他行业标准、国际标准、其他国家现行有效的标准或规范进行分析。实验室控

制措施包括样品平行双样，实验室控制样品回收率、基质加标回收率、标准物质控制、

实验室空白等质量控制措施。

为了保证分析样品的准确性，仪器需按照规定定期校正外，在进行样品分析时还

对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随时检查和发现分析测试数据是否受控；为确保分析报告的

质量和高标准，所有报告均经过了报告审阅程序，由实验室主管及经理对分析结果进

行审核。

4.3.3.2 外部质量控制

由于乙酸丁酯、正丁醇和三乙胺检测方法尚未有国家或行业标准，为提高监测单

位实验室数据的可靠性，编制单位选取部分土壤、地下水和地表积水，对上述指标的

检测进行了实验室间质量控制比对。

检测分析单位为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比对单位为广东建研环境监测

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乙酸丁酯、正丁醇和三乙胺检测方法尚未有国家或行业标准，比

对单位广东建研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作业

指导书进行实验室间比对分析

4.4 污染风险筛选值

4.4.1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本调查将土壤中检出污染物作为潜在关注污染物，制定其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

值。根据调查地块未来规划，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作为优

先执行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由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适用于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查和风险管制，该标准规定了 ��种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物风险筛选

值和管制值，其中，初步调查阶段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必测 ��种，选测 ��种。

根据项目钻探所揭露的土层，区域土壤主要为赤红壤，采用砷的土壤背景值（��

PJ�NJ）作为风险筛选值。

对于该标准中未作规定的指标锌、钛，优先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推荐参数推导的值作为其风险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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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初步调查结果分析

5.1 土壤对照点样品监测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分别在距地块东南侧 ��� P林地和距地块西北侧 ��� P农用地各设置 �

个对照点。根据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点土壤样品均呈中性，检出的项目检测值均远低

于本报告所选取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5.2 地块土壤样品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本次调查所监测的 ���个土壤样品

中，超筛选值指标包括砷、苯并�D�蒽、苯并�E�荧蒽、苯并�D�芘、茚并�������FG�芘和石

油烃�&���&���。

5.3 地块地下水样品监测结果分析

本次初步调查在地块内设置了 ��口地下水监测井，共采集了 ��个地下水样品。

由检测结果可知，超筛指标包括石油烃�&���&���和砷共 �项。

5.4 地块地表积水样品监测结果分析

初步采样调查阶段分别对本地块内构建物拆除遗留池体形成的地表积水质量进行

了调查，共采集 ��个地表积水样品。由检测结果可知，超筛选值指标可萃取性石油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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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采样调查结果，总结如下：

（�）土壤环境中超风险筛选值污染物包括砷、苯并�D�蒽、苯并�E�荧蒽、苯并�D�

芘、茚并�������FG�芘和石油烃�&���&���；

（�）地下水环境中超风险筛选值污染物包括可萃取性石油烃�&���&���和砷；

（�）地表积水样品中超风险筛选值污染物为可萃取性石油烃�&���&���。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土壤、地下水和地表积水均受到污染，土壤样品、地下水样

品和地表积水样品污染物含量均存在超过相应污染风险筛选值情况，调查地块需开展

详细采样调查，以进一步确定地块内污染物水平和污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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