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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地块，位于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尤山子村，现归属于凌海

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本次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39473.46m2，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1°21'15.82"；N 41°11'46.50"。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现此地块土地性质为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

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环境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和《辽宁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

现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受凌海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委托，2021年 12月辽宁顺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本次建设用地环境调查工作，进一步明确该地块的环境污染状况，确定风险

管控范围，为该地块的进一步开发建设提供依据。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第 72号）

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规定的建设用地

污染调查工作流程，通过收集资料、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及分析，在

结合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编制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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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为避免调查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对未来地块内及周边活动、人员身体健

康造成影响，本次调查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勘查和人员访谈，实现以下目

标：

（1）通过资料收集和现踏勘，掌握建设用地及周围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并初步识别建设用地及周围区域会导致潜在土壤环境污染的因素及关注的目标

物质。

（2）结合所获得信息，分析调查区域整体污染情况。如果属于污染地块，

初步明确污染区域分布及面积，为进一步详查提供依据；如果初步判定不属于污

染地块，则调查第一阶段结束，不用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仅针对该地块规划用

途提出针对性建议及措施。

2.1.2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实施：

（1）针对性原则：遵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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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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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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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实地踏勘调查范围为建设用地地块及四周临近地块。现状调查范围原则

上为调查地块的边界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到地块边界以外。本次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范围为本项目建设用地边界范围内，调查对象为调查范

围内的土壤。

2.3调查依据

2.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28日）；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2016年 12月 27日）；

（6）《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环境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2016年 5月 28日）；

（7）《辽宁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辽

宁省生态环境厅，2019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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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标准、规范与技术导则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年第 72

号，2017年 12月 14日）；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6）。

2.3.3其他相关文件

委托单位及地块所有单位提供的相关技术支持资料。

2.4调查方法

场地环境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调查的工作程序如图 2-1所示。

本次建设用地土壤调查主要参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

规定，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及分析、制

定初步调查工作计划、结果分析与报告编制，具体调查工作内容如下：

（1）资料收集与人员访谈

通过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方式收集建设用地及周围区域土地利用变迁资

料、建设用地环境资料、建设用地相关记录、相关政府文件以及建设用地所在区

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等。

（2）现场踏勘

对现场进行踏勘，识别会导致潜在土壤的环境影响。现场踏勘范围以建设用

地内部为主，包括场地及周围区域。现场观察评估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与历

史情况等，以识别会对建设用地造成环境风险的建设用地周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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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分析与报告编制

结合场地环境调查情况，评价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编制建设用地环境初

步调查报告。

（红框内为本项目涉及的工作步骤）

图 2-1建设用地土壤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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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用地及周边概况

3.1区域自然环境状况

3.1.1地理位置

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地块，位于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尤山子村，现归属于凌海

市水利局。本次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39473.46m2，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1°21'15.82"；

N 41°11'46.50"。调查建设用地地理位置情况，见图 3-1。

本调查地块拐点及坐标引用委托方提供的测绘地图。地块拐点坐标为如表

3-1所示，调查建设用地范围拐点图，见图 3-2。

表 3-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

点位 X Y
J1 4563390.867 40613555.566
J2 4563401.929 40613646.066
J3 4563402.055 40613654.591
J4 4563400.722 40613661.780
J5 4563397.840 40613669.127
J6 4563393.305 40613676.098
J7 4563387.416 40613681.990
J8 4563380.928 40613686.277
J9 4563373.776 40613689.215
J10 4563366.207 40613690.720
J11 4563322.354 40613695.108
J12 4563326.038 40613731.924
J13 4563325.791 40613734.322
J14 4563324.745 40613736.280
J15 4563322.582 40613737.970
J16 4563320.665 40613738.492
J17 4563215.192 40613749.046
J18 4563211.607 40613713.225
J19 4563197.302 40613714.656
J20 4563196.216 40613712.836
J21 4563192.884 40613715.098
J22 4563151.906 40613719.199
J23 4563137.369 4061357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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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调查建设用地地理位置图

本地块



LXB 二期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工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8

图 3-2 调查建设用地范围拐点示意图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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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地形地貌

锦州市土地总面积为 10301平方千米。锦州市境内山脉连绵起伏，地势特征

是西北高，东南低，东北部义县和北镇市交界处有医巫闾山脉，西北部有松岭山

脉，形成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势，依次为低山区、丘陵区、平原区。全市土地结

构大体是“五山一水四分田”。

耕地面积 35.78万公顷，其中：水田面积 2.04万公顷，旱田面积 33.73万公

顷。果园面积 3.15万公顷；宜林地面积 11.09万公顷；牧草地面积 1.98万公顷；

水域面积 8.5万公顷；未利用土地面积 20.75万公顷。海岸线总长 97.7千米，近

海水域面积（0～20米）12万公顷，沿海滩涂面积 1.77万公顷。

3.1.3气候特征

锦州市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大气环流以西风带和副热

带系统为主，为大陆性季风区。春季温和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温凉晴朗，

冬季寒冷干燥，四季分明，降水集中、季风明显、风力较大。锦州年平均气温为

7.8～9.0℃，自南向北降低，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41.8℃，年极端最低气温为-31.3℃。

年无霜期为 144～180天。年平均降水量为 567毫米，降水四季分布不均，60～

70%的降水集中在夏季。

3.1.4水文状况

锦州市海岸带东起大凌河口，西至青浦河，全长 166.5千米（包括陆岛沙）

地理座标：东经 119°37′～121°22′，北纬 39°48′～40°10′。锦州市沿海与辽西走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9%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9%95%87%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B7%AB%E9%97%BE%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7%8C%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8%A5%BF%E8%B5%B0%E5%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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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处于我国内海渤海的北部、辽东湾西岸。锦州市海岸

较平直，沙岸多，岩岸少，岛屿较少，主要岛屿有大笔架山岛、小笔架山岛等。

锦州有明礁和干出礁共 4座，为石车子礁、石坟礁、大风匣礁、小山子礁。

大笔架山岛是最大的岛屿，锦州湾是最大的海湾。

源于境外流经境内而且流域面积大于 3000平方千米的较大水系有小凌河、

大凌河、绕阳河 3条，锦州城郊有女儿河、百股河、小坝沟、观音洞水、二郎洞

水等河流。其特点如下：

流量小变化大：年径流量只有 30多亿立方米。汛期（6～9月）流量占全年

流量的 70%，其中 7、8两月的流量约占全年的一半。10～5月为枯水期，其中

11～3月为封冻期，12～3月的流量一般不到 10%。春季（4～5月）流量约占 10%。

由于流量小所以很多河流成为季节性的时令河，平时水浅或完全干涸，女儿河和

绕阳河也曾断流。由于季节性变化大，所以每到汛期河水暴涨，水流急剧，有时

泛滥成灾。大多数河流是流程短，落差大，水浅，沙多。上游谷窄流急，汛期山

洪暴发，水势汹涌，暴涨暴落，致使交通一时受阻。但洪峰（持续一二天）过后，

即可恢复交通。大多河段都可涉渡。

含沙量大：由于过去滥伐树木，开垦陡坡，破坏了天然植被，致使河水含沙

量大。大凌河水平均每立方米含沙 13.8公斤，是全省含沙最多的河流，年输沙

近千万吨。

冰期长：结冰日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大凌河为 127天，绕阳河为 132天。

利用率不高：除了对地下水进行补给以外，地表水只利用了 11%。也没有航

运之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8%A5%BF%E8%B5%B0%E5%BB%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4%B8%9C%E6%B9%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C%94%E6%9E%B6%E5%B1%B1%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AC%94%E6%9E%B6%E5%B1%B1%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BD%A6%E5%AD%90%E7%A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9D%9F%E7%A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A3%8E%E5%8C%A3%E7%A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5%B1%B1%E5%AD%90%E7%A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C%94%E6%9E%B6%E5%B1%B1%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A6%E5%B7%9E%E6%B9%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5%87%8C%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7%8C%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5%E9%98%B3%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B3%E5%84%BF%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8%82%A1%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7%8C%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5%E9%98%B3%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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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异：流向，多数河流都流向东南，黑山、北镇两县河流的下游则趋向

西南，唯独女儿河流向东北。

河道：西部各河河道稳定，东部各河的下游则屡次摆动，大凌河、绕阳河的

下游都曾多次改道。

3.1.5自然资源

海洋资源：锦州是辽宁省主要产食盐区之一，拥有海岸线总长 97.7千米，

素有“海上锦州”的美誉。近海水域面积 12万公顷，沿海滩涂面积 26.6万亩，25

万亩近海渔场。

矿产资源：锦州市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较好，区内各时期岩层及地质构造均很

发育，大地构造位于华北地台的东北部，区域构造位于山海关台拱、辽西台陷带

南部及辽北断陷这三个构造的相接部位；由其控制的沉降带和中生代断陷盆地产

有煤、耐火粘土、石灰石、石油、天然气，不同期次的侵入岩，尤其是燕山期的

侵入岩，控制着内生矿产分布，西部以中生代的火成岩为主，赋存有金、银、铜、

铅、锌、铁、锰、磷、煤及其它一些非金属矿产，在沿海一带赋存着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与地下水，东部山区以建平群和火成岩为主，赋存着煤、膨润土及其它非

金属矿产，平原区主要为第四系，赋存有地下水。锦州地区中生代地层发育，不

仅赋存着有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及与岩浆作用有关的矿产资源，在我国乃至

世界地层研究中有重要位置，而且有鸟类、鱼类、爬行类、叶肢介、昆虫、植物、

孢粉和轮藻等各门类的化石，组成了极其丰富的“热河生物群”，并已称著于世。

全区现已发现矿种 48种，可开发利用的 34种，已被开发利用的 22种，其中主

要有煤、石油、天然气、金、银、萤石、膨润土、花岗岩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91%E5%B1%B1/97158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9%95%87/544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7%8C%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C%97%E5%9C%B0%E5%8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B5%E5%85%A5%E5%B2%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B9%B3%E7%BE%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6%88%90%E5%B2%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6%A8%E6%B6%A6%E5%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8%82%A2%E4%B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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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资源：辽宁锦州藏东风电场位于锦州北侧的余积镇藏东村。其地理坐标

为 121°15′E，41°15′N，场址位于辽宁风能资源丰富区内。藏东场址为一台地形，

台地四周为平原。台地又可分为南北两块，每块呈东西走向，长约 3km、南北约

2km。由于该场址周围大多为平原，加之处于季风气候区内，夏季盛行偏南风，

冬季盛行偏北风，南北向气流在这里受地形强迫作用抬升加速，风速比周围地区

明显偏大。该场地的地形特点及道路、电网等社会自然条件有利于建设风电场。

3.2周边环境及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以本项目地块几何中心为原点，至地块附近 1k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主要

为居民区、水源、耕地等。本调查地块周围情况，详见表 3-2。

表 3-2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到地块边界距离（m） 保护对象

1 大来号水源地 E 10

居民、水

源、耕地

2 大凌河 E 117

3 耕地 S 2

4 锦州市劲弓泵业公司 S 786

5 兴工街 W 5

6 大来号净水厂（西厂） W 12

7 大棚 NW 2

8 尤山子村 NW 466

9 大棚 N 5

10 鼎千展柜 N 1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9%E7%A7%AF%E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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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使用现状及历史

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地块，位于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尤山子村，现归属于凌海

市水利局。本次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39473.46m2，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1°21'15.82"；

N 41°11'46.50"。目前地块内已建成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

根据 Google Earth卫星影像系统，2002年以前无影像记录，经调查该地块历

史上主要为大棚地，2012年建设一库房，2019年 12月变为净地，2020年年初

建设完成，该地块历史影像见下图所示。

图 3-1 2002年 9月历史影像（地块内为大棚地）



LXB 二期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工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4

图 3-2 2012年 10月历史影像（与 02年比，增加一库房）

图 3-3 2013年 11历史影像（与 12年比，无变化）

图 3-4 2015年 9月历史影像（与 13年比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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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7年 9月历史影像（与 15年比无变化）

图 3-6 2018年 12月历史影像（与 17年比无变化）

图 3-7 2019年 12月历史影像（与 18年比，地块内建筑拆除变为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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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2020年 7月历史影像（与 19年比，地块内净水厂开始建设）

图 3-9 2021年 3月历史影像（与 20年比，地块内净水厂已建设完成）

3.4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及历史

现场勘查确认本项目场地东侧为大来号净水厂，南侧、北侧为大棚，西侧为

耕地。

本地块相邻地块主要为大棚、耕地仅有东侧为净水厂，无生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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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相邻地块建设情况一览表

年份

方位

东侧 南侧 西侧 北侧

2002年
以前

耕地 耕地 耕地 耕地

2012年
至今

大来号净水厂 大棚 耕地 大棚

图 3-10 相邻地块 2002年历史影像

图 3-11 相邻地块 2012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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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相邻地块 2013年历史影像

图 3-13 相邻地块 2015年历史影像

图 3-14 相邻地块 2017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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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相邻地块 2018年历史影像

图 3-16 相邻地块 2019年历史影像

图 3-17 相邻地块 2020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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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相邻地块 2021年历史影像

3.5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锦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可知，本地块为公共设

施用地，现归属于凌海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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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污染识别及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项目所在位置，本次调查分析主要收集了市、区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

保存及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政府部门相关文

件以及生态保护规划等。

4.1.1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1）环境空气：根据锦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的要求，项目位于凌海

市大凌河街道尤山子村，属于环境空气二类区。

（2）声环境：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本项目所在地应

属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

保持安静的区域，属于声环境功能 1类区。

（3）土壤环境：本项目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本地块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

境质量 建设用地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

选值标准。

4.1.2环境质量公告

根据锦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0年环境质量公报》可知，2020年城市

空气环境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地表水水质良好；3座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整体保持良好；近岸海域水质达到二类海水标准；声环境质量较好；生态

环境质量为良，较适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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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以现场踏勘、历史影像图以及人员访谈为主。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无。

4.4 污染识别分析

根据所收集的地块及周围历史资料，分析本地块可能受到自身及周围生产活

动污染的可能。

1.地块内主要污染识别

以地块调研勘查为基础，系统梳理走访交流所得信息与文字资料，通过人员

访谈可知本地块用地历史较简单大约 2020年建设。净水厂主要从事水源地水质

净化等活动，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净水处理后的污泥，不

会对地块内土壤造成污染。

2. 地块外主要污染识别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本项目场地东侧为大来号净水厂，南侧、西侧、北侧为

大棚地和耕地，因此地块周边环境（现状）不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

历史上地块周边没有可能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的生产型企业。

综上所述，本地块不会受到自身及周围生产活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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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点要求，

现场踏勘重点对用地现状及周边进行详细了解。本次现场踏勘以本调查地块红线

范围内区域为主，辅以潜在污染可能影响的周边区域，在现场踏勘过程中，对资

料分析识别出的潜在污染区域进行现场确认，直观感受地块现状情况，考察地下

管线的走向，观察地块内的污染迹象，对地块及周边现场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人员访谈主要通过走访当地社区公务人员和附近居民进行了地块情况了解。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相关技术要求，

访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本人身份及地块的关系（使用者、承包人、工作过、周边的住户、社区（街

道）工作、环保管理人员等）

2.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情况？

3.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外来客土）

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

4.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5.该地块历史监测数据是否表明有污染？

6.该地块是否存在被污染迹象？

7.该地块是否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8.历史上是否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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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结论为：本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净水厂的生产活动；净水厂为水源地净化

企业没有污染，不仓储有毒有害物品。

5.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前期调查资料表明，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大棚地和耕地。对照生态环境部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及《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名录(2018年)》，该地块内应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5.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现场探勘过程中，该地块内没有发现槽罐。

5.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现场探勘过程中，该地块内没有发现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5.4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现场探勘过程中，该地块内没有发现管线及沟渠。

5.5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地块，位于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尤山子

村，目前地块内已建成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周边用地多为耕地和大棚地。该地

块历史上主要为耕地。污染物通过地下水迁移可能性极小，影响途径主要为雨水

淋溶导致——表层土壤中的污染物可能随降雨通过土壤空隙由表层向下层迁移。

5.6其它

无。



LXB 二期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工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5

6、建设用地调查结论和建议

6.1建设用地现场调查结论

通过对场地现场踏勘和收集资料的分析判断获知：

1、本项目场地东侧为大来号净水厂，南侧、西侧、北侧为大棚地和耕地。

2、场地内区域均无地下管线分布；

3、场地内无危险化学品使用和储存历史，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化学品腐蚀

和泄漏痕迹；

综上所述，经过调查人员现场踏勘，未发现场地存在污染痕迹，场地内未发

现其他管道等构筑物。

6.2污染调查结论

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地块，位于凌海市大凌河街道尤山子村，现归属于凌海

市水利局。本次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39473.46m2，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1°21'15.82"；

N 41°11'46.50"。目前地块内已建成凌海市区配套净水厂。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共

设施用地。

根据现场勘查、资料分析和地块污染识别结果可知，本地块不会受到自身及

周围生产活动污染，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该地块土壤质

量满足居住用地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要求，作为公共设施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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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建议

建议在后续土地开发过程中，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封闭管理，确保不发生任

何不符合本地块规划用途的占用场地、堆填等情况，注重对建筑施工中各类环境

污染问题的有效防范，同时，再开发利用单位应密切注意开挖等施工过程，一旦

发现土壤或地下水的异常情况，立即停止相关作业，应由环保专业人士进行现场

初步判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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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确定性分析

7.1调查不确定性

本报告基于实际情况，结合专业的判断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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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调查地块现状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

考虑完成的。本次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污染识别的不确定性，主要因为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上土地利用登记信息资

料不全面，地块内及附近场地迁移来的污染物分析受到限制。因此污染识别过程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地块开发建设前和现在相比，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开发

建设前地块及周边的污染源识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7.2不确定性的应对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及对街道管理人员进行专门访

谈等方式，充分掌握并分析以下信息：场地及周边地块情况、固废及危险废物堆

放、场地管线和沟渠泄漏情况、环境污染情况等。确认调查本地块可能受到自身

及周围生产活动污染的可能。

7.3不确定性分析结论

场地环境调查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场地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的偏差以

及限制条件等原因，本次场地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无偏差，因此带来的不确

定性对场地调查结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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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结果仅针对本项目地块土壤环境现状进行调查与评价。后续本项目地

块若持续受纳新污染源或开发过程中发现其它区域可能存在污染异常，则需另行

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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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附件 1 人员访谈照片以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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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地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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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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