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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

片区山西路东侧，东至规划站东路，南至规划淮海路，西至山西路，北

至规划晶祥路，占地面积 31838m2，中心坐标为 E118.766470°，

N34.510024°。根据《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

公示），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709 商住混合用地。 

历史资料（天地图、Google earth 等）、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结果

表明，天地图显示，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临时看护房、长期居

住户，并未用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内果木被全部移

除，长期居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侧目前被用于种

植小麦，其余为空置状态，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异味。 

在调查地块内，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法布置 20 个土壤快检点位，在

地块所在区域垂直轴向东侧及南侧农田内等间距各布设 3 个土壤表层对

照监测点位，土壤样品快检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点位 S1、S7、

S9、S12、S16、S19 样品 PID 检出值均为 0.1ppm，其他点位及对照点

土壤样品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重金属砷、镉、铬、铜、铅、汞、

镍，检出浓度均低于(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所述，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

场快速检测等工作可确定，调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明确潜在的污

染源，受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地块受到污染的可能性低，地块的环境状

况可以接受，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

2019）中的工作程序，调查活动可以结束。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

符合第一类用地要求，可用于商住混合用地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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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 前言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以下简称“本项目地块”）位

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山西路东侧，东至规划站东路，南至规

划淮海路，西至山西路，北至规划晶祥路，占地面积 31838m2。地块地

理位置详见图 1.1-1。天地图显示，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

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临

时看护房、长期居住户，并未用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

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

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余为空置状态。根据《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

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709

商住混合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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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1 月，我司接受东海县国有土地储备中心委托后，对地块

进行了现场踏勘，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地块环境污染初步分析，

初步推断地块潜在污染概况，并制定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再

对地块开展采样检测与数据分析，根据检测数据评价了地块内土壤环境

状况，形成《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送审稿），供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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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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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资料分析及人员访谈，初步识别该

地块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为调查地块是否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环境调查

及转变用地性质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和调查，为确

定地块是否污染，是否需要进一步采样分析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及规范的要求，采用程序化和

系统化的方式，规范调查的行为，保证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的科

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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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地块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山西路东侧，东至规

划站东路，南至规划淮海路，西至山西路，北至规划晶祥路，占地面积

31838m2，中心坐标为 E118.766470°，N34.510024°，根据《东海县高

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东海县淮海路北侧、

山西路东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东自然资规设〔2024〕43 号）以及

人员访谈信息，经过实地考察，从而确定了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

东侧地块边界范围，地块范围见图 2.2-1，拐点坐标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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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地块范围图 

 

图 2.2-2 调查地块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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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调查地块各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边界点 X Y 

1 3821001.988  40386613.153  

2 3821017.480  40386793.449  

3 3821007.510  40386806.350  

4 3820855.907  40386818.903  

5 3820853.808  40386817.134  

6 3820836.998  40386626.815  

2.3 调查依据 

2.3.1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

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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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16〕31 号）； 

（7）《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8）《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环土壤〔2019〕25 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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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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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原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 号）； 

（12）《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原环境保护

部公告 2017 年第 78 号）； 

（13）《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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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5〕175

号）； 

（15）《江苏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苏环办〔2020〕75

号）； 

（16）《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 年 9 月 1 日施行）； 

（17）《连云港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连政发〔2017〕35

号）； 

（18）《连云港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连政发〔2016〕69

号）； 

（19）《连云港市 2021 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连

土治办〔2021〕1 号）。 

2.3.2 相关导则、标准与技术规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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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7）《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1019-2019）；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 

（10）《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DZT0288-2015）； 

（1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公

告 2017 年第 72 号）； 

（12）《工业企业地块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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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13）《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

〔2019〕770 号）； 

（14）《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

指南（试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

行）〉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2 年第 17 号）； 

（1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技术规范》（DB32/T4441-

2023）。 

2.3.3 其他文件 

（1）《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

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4 年 11 月 8 日； 

（2）《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东

自然资规设〔2024〕43 号）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4 年 11 月 11

日； 

（3）业主单位提供的有关本项目的其它技术资料。 

2.4 调查方法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

访谈等形式，对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有关信息

进行收集与分析，以此来识别和判断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和程序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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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和程序 

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经 118°24′～ 109°48′、北纬

34°39′～35°07′，是我国沿海第一批 14 个开放城市之一。东临黄海，西

接中原，北扼齐鲁，南达江淮，素以“东海名郡”著称。总面积 7444 平

方公里，人口约 460 万，其中市区面积 880 平方公里，市区人口 65

万。连云港下辖 3 个市辖区、3 个县级行政区，即海州区、连云区、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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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灌南县、东海县、灌云县。 

东海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地处苏鲁交界，连云港市下辖县。具有

闻名中外的“世界水晶之都”、“中国温泉之乡”、“中国花木之乡”美誉，

是首批沿海开放县、新亚欧大陆桥西行第一县，江苏建设连云港“一带

一路”倡议支点的重要节点。310 国道、204 国道以及连霍高速公路、同

三高速公路等东西南北大动脉均在县境交汇。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山西路东侧，东至

规划站东路，南至规划淮海路，西至山西路，北至规划晶祥路，占地面

积 31838m2，中心坐标为 E118.766470°，N34.510024°。地理位置见

图 1.1-1。 

3.1.2 地形、地貌 

根据地貌形态、成因等，连云港市地貌可划分为低山丘陵、残丘、

剥蚀准平原、冲洪积平原、冲积平原及海积平原六种地貌类型，见图

3.1-1。调查地块在地形上位于剥蚀准平原，整体地形相对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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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1 地块所在区域地貌类型分布图 

3.1.3 气候、气象特征 

东海县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境内主要地

貌类型为岗地和平原，占比达区域总面积 96.4%以上；具有独特的水

晶、石英等矿产资源和温泉资源。东海县地处沂沭泗下游、连云港市区

饮用水水源地上游，境内大中小型水库星罗棋布，形成了集防洪、供

水、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库群，东海县又被称为“百库之县”。全

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年平均风速 3.6 米/秒。 

3.1.4 河流水文条件 

东海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境内河流均属沂、沭河下游水系，主要

拥有新沭河、淮沭新河、蔷薇河、鲁兰河、石安河、龙梁河等 16 条干

支河流。东海县为“百库之县”，共兴建大中小型水库 63 座，总库容为

调查地块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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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亿立方米，其中石梁河水库和安峰山水库分别为江苏省第一和第四

大水库。 

区域周边水系见图 3.1-2。 

 
图 3.1-2 区域周边水系图 

3.1.5 工程地质条件 

本项目地块地质资料引用位于东北侧约 550 米由江苏连云港地质工

程勘察院 2022 年 12 月编制的《晶祥苑五号安置房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报告中指出：调查地块地层划分为 5 个工程地质层，分别为： 

①层杂填土：灰褐色，松散，稍湿，主要由建筑垃圾组成，含少量

黏性土及风化岩碎屑，土质不均匀。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50～

5.10m，平均 1.30m；层底标高：33.82～41.03m，平均 38.57m；层底埋

深：0.50～5.10m，平均 1.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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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层全风化片麻岩：灰褐夹灰黄色，岩芯大部分风化成砂土状，原

岩结构不清晰，手捻易碎，为极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均匀

性一般，有遇水易软化特性。场区局部缺失，厚度：0.80～2.40m，平

均 1.52m；层底标高：34.88～39.07m，平均 37.19m；层底埋深：1.60～

3.50m，平均 2.72m； 

③层强风化片麻岩：灰褐夹灰黄色，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麻状构

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等，干钻进尺难，岩芯多呈碎块状，夹

中风化硬芯，RQD=0，为极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均匀性一

般。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80～3.20m，平均  1.77m；层底标高：

31.42～37.61m，平均 35.42m；层底埋深：3.00～7.50m，平均 4.54m； 

④层强风化片麻岩：灰褐夹灰黄色，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麻状构

造，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等，干钻进尺难，岩芯多呈碎块状及短

柱状，夹中风化硬芯，RQD=0，为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均

匀性一般。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90～3.80m，平均 1.87m；层底标

高：31.03～36.11m，平均  34.52m；层底埋深：3.80～8.80m，平均 

5.81m； 

⑤层中风化片麻岩：灰褐夹灰白色，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麻状构

造，主要组成矿物为石英、长石和大量云母（细黑云母晶片），岩体较

破碎，岩芯多呈短柱状、局部为碎块状，RQD=15～30，岩体质量等级

为Ⅳ级，属较软岩。该层未穿透。 

3.1.6 水文地质条件 

江苏连云港地质工程勘察院 2022 年 12 月编制的《晶祥苑五号安置

房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指出：本项目场地地下水主要为基岩裂隙

水。 

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全～中风化岩层风化裂隙中，水量一般，其

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的垂直渗入，排泄主要为人工开采和向下游的

侧向径流；水位随季节变化，表现为气候调节型；施工时地下水位埋深

为 0.86～4.40m，水位标高在 37.10m 左右，地下水年变化幅度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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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左右。地下水近三年最高水位标高接近地表。 

选取《晶祥苑五号安置房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共计 10 个勘

探点位的地下水稳定水位深度，绘制地块内地下水流向图，稳定水位深

度见表 3.1-1。地下水流向图详见图 3.1-3。可知，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流

向为东北至西南。 

表 3.1-1 稳定水位深度表 

序号 X Y 稳定水位深度 

J236 40387174.174  3821537.936  3.29  

J252 40387350.874  3821537.936  1.65  

J262 40387215.566  3821466.527  3.52  

J276 40387143.774  3821557.236  4.10  

J277 40387167.774  3821557.236  3.64  

J306 40387163.106  3821500.453  3.58  

J310 40387255.632  3821500.453  2.56  

J315 40387371.289  3821500.453  1.68  

J323 40387320.781  3821468.884  2.54  

J334 40387394.045  3821471.668  1.34  

 
图 3.1-3 地下水流向图 

3.1.7 区域土壤类型 

根据查阅土壤信息服务平台“中国 1:400 万土壤类型图”，本调查地

块对应土壤类型为潮土，详见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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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地块所在区域土壤类型图 

3.2 敏感目标 

地块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山西路东侧，调查地块周边

多为商铺、摊贩、居民区、学校、农田等，地块周边主要敏感目标分布

情况见表 3.2-1、图 3.2-1。 

表 3.2-1   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敏感目标情况 

序号 主要关注目标 类别 距离（m） 相对位置 

1 驾校 驾校 180 北 

2 牛山村 居民区 240 东 

3 紧邻 1 家居民 居民 紧邻 东 

4 东海县妇幼保健医院 医院 235 西南 

5 晶祥苑 居民区 180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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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调查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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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现状 

调查地块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山西路东侧，东至规划

站东路，南至规划淮海路，西至山西路，北至规划晶祥路，占地面积

31838m2。 

目前调查地块内果园临时看护房均已拆除，地块内西侧被用于种植

小麦，东侧为空置状态。 

地块现状情况见图 3.3-1。 

 

图 3.3-1  调查地块现状图（航拍时间：2024 年 12 月 4 日） 

 

3.3.2 地块的历史 

人员访谈、天地图、Google earth 以及业主给予资料可知，天地图

显示，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临时看护房、长期居住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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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用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

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

余为空置状态。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图 3.3-2。 

 
1966 年天地图，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 

 
2009 年 4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为果园、农田、长期居住户及临时看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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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13 年 12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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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16 年 5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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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20 年 11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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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内南侧新增临时看护房，其余无明显变化 

图 3.3-2   本项目地块历史影像 

调查地块区域无 2023 年后的历史卫星影像，通过人员访谈及现场

踏勘，还了解到 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住

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余

为空置状态。 

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调查地块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山西路东侧，根据航拍

影像及《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调查

地块东至规划站东路，南至规划淮海路，西至山西路，北至规划晶祥

路。调查地块北侧有农田、东果食品进出口公司，东侧及南侧有灌溉、

农田退水沟渠，西南侧有一灌溉、农田退水集水坑。航拍照片见图 3.4 -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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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相邻地块近景现状图 

  
东侧（道路、居民、农田） 南侧（废弃灌溉水井、空置养鸡棚、农田） 

  
西侧（道路、居民区、农田） 北侧（工厂、驾校、道路、居民区） 

图 3.4-2 相邻地块远景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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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通过调阅“天地图”历史影像资料，初步获取了项目地块周边 1966

年地块使用情况，以及 Google earth 2009 年之后的用地影像，表 3.4-1

展示了本项目周边地块的历史变迁情况。本项目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历

史使用情况见表 3.4-1、图 3.4-3。 

表 3.4-1   调查地块周边历史情况汇总表 

类别 方位 时间 相邻地块历史情况 

调查

地块

周边

500 米 

西 
1996 年 农田 

2009 年-至今 道路、农田、居民区 

北 
1996 年 农田 

2009 年-至今 农田、工厂、驾校、道路 

东 
1996 年 农田 

2009 年-至今 农田、道路、村庄 

南 

1996 年 农田 

2009 年 灌溉集水坑、灌溉水井、农田、道路、居民 

2010 年-2018 年 
灌溉集水坑、灌溉水井、农田、道路、居民、养

鸡棚户 

2020 年-至今 
灌溉集水坑、灌溉水井、农田、道路、居民、养

鸡棚户、东海县妇幼保健医院 

 

 
1966 年天地图，调查地块周边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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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周边有居民区、灌溉水井、集水坑、工厂、驾校、农田。 

 
2010 年 4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南侧新增养鸡棚户，其余无明显变化。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5 

 
2013 年 12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西北侧新增蔬菜大棚、驾校训练场地，其余无明显变化。 

 
2014 年 7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西北侧蔬菜大棚拆除，其余无明显变化。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6 

 
2015 年 3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2016 年 5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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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2018 年 6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西侧晶祥苑开始建设，牛山果园职工住房开始拆除，其余无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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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西侧晶祥苑建设中，牛山果园职工住房完全拆除，西南侧东

海县妇幼保健医院开始建设，其余无明显变化。 

 
2022 年 3 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西侧晶祥苑建设中，西南侧东海县妇幼保健医院建设中，其余

无明显变化。 

图 3.4-3   本项目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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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本项

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709 商住混合用地，详见图 3.5-1 调查地块土地利

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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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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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 

项目组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对调查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调查，调

查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的要

求，现场调查主要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对

地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地块污染状

况、污染源和污染特征。 

4.1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4.1.1 地块资料收集 

本调查地块资料收集清单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来源 

1 
《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

（新编）》（批前公示） 
地块规划 

2024 年 11

月 8 日 

东海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东自然资规

设〔2024〕43 号） 

地块边界红线 
2024 年 11

月 11 日 

东海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4.1.2 地块资料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可知，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

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临

时看护房、长期居住户，并未用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

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

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余为空置状态。 

4.2 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4.2.1 其它资料收集 

项目组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对周边居民、土地使用权人以及生态

环境部门进行了人员访谈，补充了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等；通过无人机和

天地图、Google earth，获得了地块的现状及历史影像；通过现场踏

勘，实地调查了地块现状及地块外的敏感目标等；通过《东海县高铁城

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及《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

路东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东自然资规设〔2024〕43 号）了解到调

查地块未来规划以及污染物执行标准。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2 

表 4.2-1   收集的其它资料目录 

序号 资料名称 来源 备注 

1 地块现状影像 无人机 详见章节 3.3.1 

2 地块历史影像 
天地图·江苏、
Google earth 

详见章节 3.3.2 

3 地块现状、地块外敏感目标等 现场踏勘 详见照片 

4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规划设

计条件》（东自然资规设〔2024〕43 号） 

东海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详见附件 

4.2.2 其它资料分析 

天地图显示，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临时看护房、长期居

住户，并未用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内果木被全部移

除，长期居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侧目前被用于种

植小麦，其余为空置状态。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异味。根据《东海县

高铁城南片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为 0709 商住混合用地。 

4.3 特征污染物识别 

通过对调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情况分析，本项目地块历史及现状

均为农用地，无工业企业，因此，调查地块无明确的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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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结 

项目组收集了调查地块相关的地块用途变更文件、历史影像。资料

表明，调查地块历史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根据《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

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709

商住混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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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 

5.1 现场踏勘工作 

项目组成员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进行现场踏勘工作，现场踏勘照

片见图 5.1-1。 

 
图 5.1-1  调查地块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图（殷梦想 2024.11.27） 

5.2 地块现状环境描述 

目前，调查地块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

拆除，调查地块内西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余为空置状态，现场踏

勘期间，未发现异味。 

5.3 小结 

现场踏勘时，调查地块内原临时看护房等构筑物均已被拆除，调查

地块内西侧现状被用于种植小麦，东侧目前为空置状态，现场踏勘期

间，未发现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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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访谈 

6.1 人员访谈情况 

为了解调查地块真实历史情况，项目组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开展

了人员访谈工作，人员访谈的对象为周边居民、地块使用权人及环境主

管部门，访谈内容涉及前期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核实、信

息补充、已有资料考证、地块调查现场获取信息与地块历史的相关性核

实等。 

人员访谈情况见表 6.1-1，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表 6.1-1 人员访谈情况 

  
周边居民 土地使用权人（牛山果树综合实验站） 

 

- 

东海生态环境局 - 

6.2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表 6.2-1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人员访谈结果 

人员访谈类型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

工业企业存在？ 

本地块历史上存在的企业名称

及经营范围？ 

土地使用权单位 否 
详见章节 3.3 地块的现状

和历史 
周边居民 否 

环境主管部门 否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调查地块历史及现状

均用于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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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地块曾经污染情况的回顾 

表 6.3-1 地块曾经污染排放情况人员访谈结果 

人员访谈类型 
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

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本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

过污染？ 

土地使用权单位 否 否 

周边居民 否 否 

环境主管部门 否 否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未曾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6.4 地块曾经开展土壤监测情况回顾 

表 6.4-1 地块曾经开展土壤环境调查情况人员访谈结果 

人员访谈类型 本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土地使用权单位 否 

周边居民 不清楚 

环境主管部门 否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本地块未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6.5 小结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历史及现状均用于农

用地；地块历史上土壤无异味，未曾受到过污染；未发现地块内曾发生

过化学品泄漏及其他环境污染事件。综上所述，地块历史上未发现明确

的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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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现场快检 

7.1 现场土壤快检方案 

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31838m2，目前，调查地块内原看护房等构筑物

均已拆除，在调查地块内按照系统随机布点法布置 20 个土壤快检点

位，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要求，对照监测点位可选取在地块外部区域的四个垂

直轴向上，每个方向上等间距布设 3 个采样点。地块垂直轴向上西侧及

北侧历史上均有用地开发情况，不适合布设土壤对照监测点位。因此在

地块所在区域垂直轴向东侧及南侧农田内等间距各布设 3 个土壤表层对

照监测点位，采样深度均为 0-0.5m，人员访谈及历史卫星影像可以表

明，土壤对照点所在地块位置，历史和现状均为农用地，未发生过污染

泄漏事件，因此，土壤对照点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现场快检项目为 PID 检测、XRF 检测（砷、镉、铬、铜、铅、

汞、镍）。 

调查地块内快检点位及地块外对照点位示意图见图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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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土壤快检及对照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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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现场土壤快检取样方法和结果分析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土壤取样及快筛工作委托连云港智清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证书编号 191012340180），均符合现场采样工

作的条件和相应资质要求。 

土壤样品用木质铲剔除约 l～2 厘米表层土壤，在新的土壤切面处

快速采集不少于 5 克原状土芯的土壤样品。现场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

（PID）和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进行快速检测。 

PID 快速检测流程如下： 

1）按照设备说明书和设计要求校准仪器（图 7.2-1），先通过活性

炭管进行零点校准，然后用 100ppm浓度的异丁烯进行校准； 

2）将 1/3~1/2 体积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中，封闭袋口； 

3）轻度揉碎样品； 

4）样品置于自封袋中 10min 后，摇晃或振动自封袋 30 秒，之后静

置 2min； 

5）将 PID快速测定仪探头伸至自封袋 1/2 顶空处，紧闭自封袋； 

6）在 PID 快速测定仪探头伸入自封袋后数秒内，记录下仪器的最

高读数。 

项目设备型号为便携式 VOC 检测仪 PGM-7320 PID，根据产品说明

书，本设备采用 100ppm 的标样进行标定，符合产品使用要求，本次调

查地块采用 100ppm 浓度的异丁烯进行校准，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扩

展标定信息见表 7.2-1。 

表 7.2-1 扩展标定信息 

 

https://www.so.com/link?m=bun4feIaotN1MNiIRzN3QztBEMja1YqVfvb5ycaO9OsgH0GZMhvlLTwCz6bNR%2B8W3a0TAUDxU3R2U6uB07IaIdOXkP%2FOkGdN%2Baa5Q1Xoh6ctVvIYfX0VMz7qZXNuY%2F9iUmLjDAwU0mdRxhdWO%2Fxb4oQ%3D%3D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0 

 

图 7.2-1 PID 校准 

XRF 快速检测流程如下： 

1）按照设备说明书和设计要求校准仪器（图 7.2-2），通过设备配

套的标准块校正仪器的准确度； 

2）将 1/3~1/2 体积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中，封闭袋口； 

3）轻度压平样品； 

4）将 XRF 射线发射探头对准土壤，点击设备开始按钮，检测完成

后记录各重金属读数。 

本次调查使用的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XRF）型号为 VLW 型，其

中汞（ Hg ）的检出限为 9ppm ，高于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8mg/kg），本次调查地块内所有土壤点位样品，汞（Hg）均未检出。 

XRF 检出限资料见表 7.2-2。 

表 7.2-2  XRF 检出限资料（单位：ppm） 

元素 砷（As） 镉（Cd） 
总铬

（Cr） 
铜（Cu） 铅（Pb） 汞（Hg） 镍（Ni） 

检出限 3 10 70 20 7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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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XRF 校准 

PID 及 XRF 在检测前均采用标准物质或定值样品进行校准，具体

结果如下： 

（1）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器（XRF） 

本次调查使用的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XRF）型号为 VLW 型，检

测单位为 ppm，主要检测砷、镉、铬、铜、铅、汞、镍等重金属元素含

量。现场表层土壤样品的 XRF 的数据统计情况如表 7.2-3 所示。快检结

果显示，地块内表层土壤样品的砷、镉、铬、铜、铅、汞、镍与对照点

相比均无明显异常。 

（2）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是一种通用性兼选择性的检测器。本次调

查使用的 PID的型号为 PGM-7320，检出限为 0.1ppm，地块内土壤点位

S1、S7、S9、S12、S16、S19 样品 PID 检出值均为 0.1ppm，其他点位

及对照点土壤样品均未检出。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如表 7.2-3 所示。 

表 7.2-3  土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结果 

序 点位 采样深度 PID XRF（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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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名称 （ppm） As  Cd  Cr Cu Pb Hg Ni 

1 S1 

0-0.5m 

0.1 10 ND ND ND 28 ND ND 

2 S2 0 13 ND ND 105 34 ND ND 

3 S3 0 2 ND ND 84 18 ND ND 

4 S4 0 9 ND ND 106 22 ND ND 

5 S5 0 16 ND ND 99 15 ND ND 

6 S6 0 14 ND ND 110 75 ND ND 

7 S7 0.1 16 ND ND 109 34 ND ND 

8 S8 0 14 ND ND 141 20 ND ND 

9 S9 0.1 16 ND ND 124 17 ND ND 

10 S10 0 18 ND ND 102 ND ND ND 

11 S11 0 16 ND ND 170 18 ND ND 

12 S12 0.1 11 ND ND 156 24 ND ND 

13 S13 0 9 ND ND 117 26 ND ND 

14 S14 0 18 ND ND 146 24 ND 58 

15 S15 0 15 ND ND 163 22 ND ND 

16 S16 0.1 ND ND ND 104 33 ND ND 

17 S17 0 15 ND ND 129 31 ND ND 

18 S18 0 10 ND ND 134 29 ND ND 

19 S19 0.1 17 ND ND 126 20 ND ND 

20 S20 0 ND ND ND 168 42 ND ND 

21 SD1 0 16 ND ND 180 18 ND ND 

22 SD2 0 14 ND ND 150 23 ND ND 

23 SD3 0 6 ND ND 98 21 ND ND 

24 SD4 0 7 ND ND 198 19 ND ND 

25 SD5 0 14 ND ND 180 24 ND ND 

26 SD6 0 6 ND ND 142 25 ND ND 

PID 检出限：0. 1ppm 

XRF检出限：Ni：1ppm、Cu：1ppm、As：2ppm、Cd：2ppm、Hg：2ppm、Pb：1ppm、Cr：
1ppm 

 

7.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为避免采样设备及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对样品产生影响，应注重现

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 防止样品交叉污染 

采样过程要佩戴手套。为避免不同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每次采集

一个样品需更换一次手套。每采完一次样，都需将采样工具用自来水清

洗或卫生纸擦干净以便下次使用。 

(2) 防止二次污染 

每个采样点采样结束后，应将所剩余的废弃土及杂物装入垃圾袋

内，统一运往指定地点储存；清洗设备和采样工具的废水应一并收集，

统一处理，不得现场随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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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质量控制 

采集质量控制样：采样质量控制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

术导则》(HJ25.2-2019)等相关要求执行，质量控制样品包括平行样。 

规范采样记录：将所有必须的记录项制成表格，并逐一填写，同时

做好必要的影像记录。采样送检单必须注明填写人和核对人。 

1、采样和现场检测前的准备 

（1）按照调查布点采样方案中的相关要求，由采样小组负责人提

前安排现场采样人员、采样车辆、采样工具、现场检测设备等事项，并

提前与委托方取得联系沟通，进行技术交底，明确现场关注的事项和组

内人员任务分工及质量考核要求。 

采样小组负责人和现场检测人员均熟悉采样流程和操作规程，掌握

土壤和地下水采样的相关技术规定和质量管理要求，掌握相关设备的操

作方法，经过采样和现场检测的专项技术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2）采样前，采样小组负责人提前了解项目的目的、内容、点

位、参数、样品量以及现场情况等，以便后续采样工作顺利实施。 

采样小组负责人与现场检测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明确本项目现场采

样要求，布置任务分工。明确本项目方案中预设的点位、参数、样品数

量以及相应检测标准等信息，制定规范的采样方案、样品流转方案及实

验室检测方案。采样和现场检测时明确采样和现场检测目的和方法，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 

（3）依据调查方案中的检测项目，准备合适的土壤采样工具和器

具。 

非扰动采样器用于挥发性有机物土壤样品采集，不锈钢的采样铲用

于半挥发性有机物土壤样品采集，木铲用于重金属土壤样品采集。 

（4）依据现场工作需要，准备相应的采样设备，如 PID、XRF、

GPS 等现场快速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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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小组负责人确保携带仪器设备正常使用并准确有效，使用时做

好采样器具和设备的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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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与结论 

8.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8.1.1 一致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收集的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

充，能为了解本地块提供有效信息。历史用途变迁和现场用途信息在历

史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方面较为一致。 

表 8.1.1-1 一致性分析情况表 

序号 内容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

性分

析 

1 

场地历史用

途及变迁过

程 

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

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

临时看护房、长期居住户，并未用

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

块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住房

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

内西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余

为空置状态，现场踏勘期间，未发

现异味。根据《东海县高铁城南片

区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

示），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709 商住混合用地。 

现场未发现

存在工业企

业活动痕

迹，地块内

西侧种植小

麦，东侧空

置状态 

地块历史上

被用于种植

小麦、玉米

等农作物以

及果木种

植，并无工

业企业生产

活动，规划

用地性质为

0709 商住混

合用地 

一致 

2 

场地历史上

是否有工业

企业存在 

历史卫星图显示本地块无工业企

业，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 

无工业企业

建筑物及拆

除痕迹，现

状为空地 

地块周边居

民、土地使

用权人、环

境主管部门 

一致 

3 

场地内是否

曾闻到过由

土壤散发的

异常气味 

/ 

未曾发现场

地内土壤散

发异常气味 

地块周边居

民 
一致 

4 

场地内土

壤、地下水

是否曾受到

过污染 

/ 

未发现场地

内土壤及地

下水受到过

污染 

地块周边居

民 
一致 

5 

场地内是否

曾开展过土

壤环境调查

监测工作 

/ 

场地未曾开

展过土壤环

境调查工作 

土地使用权

人、环境主

管部门 

一致 

8.1.2 不确定性分析 

从地块调查过程看，本项目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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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收集阶段：地块清晰历史影像最早可追溯到 1966 年，但

1966 年至 2009 年期间仍缺少清晰历史影像，地块的相关资料有限，信

息收集仍不够全面。另外，缺少地块长期的历史监测资料，无法分析地

块及其周边污染物的历史污染状况和污染变化趋势，本次调查时通过开

展科学合理地土壤快筛，减少了资料收集等带来的不确定性。 

（2）验证性快筛分析阶段：地块曾用于种植果木、玉米、小麦

等，期间部分被用于果木临时看护房及长期居住房，针对地块区域按照

系统随机布点布设土壤快筛点位，本次调查数据详实，调查结果具有一

定的可靠性。 

整体而言，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快筛结果相互印

证、互为补充，表明地块没有明确的潜在污染源。 

8.2 第一阶段调查结果 

踏勘结果表明，目前，调查地块内原临时看护房等构筑物均已被拆

除，调查地块内西侧现状被用于种植小麦，东侧目前为空置状态，现场

踏勘期间，未发现异味，未发现污染痕迹。 

历史资料及人员访谈结果表明，在 1966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农田，

Google earth 显示 2009 年至 2022 年，调查地块内均为果园、农田、临

时看护房、长期居住户，并未用作其他用途；2023 年至今，调查地块

内果木被全部移除，长期居住房及临时看护房均被拆除，调查地块内西

侧目前被用于种植小麦，其余为空置状态。根据《东海县高铁城南片区

详细规划（新编）》（批前公示），本项目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709 商

住混合用地。综上所述，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因此，无明确的

潜在污染源。 

现场快筛结果表明，地块内污染物浓度较低，不属于污染地块，符

合后期规划的用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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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9 结论 

经对地块相关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的辩证分析，调查

地块内无明确的潜在污染源，地块环境状况可接受，根据土壤快检结

果，调查地块土壤各项指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

块，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可用于商住混合用地的开发利

用。 

10 建议 

（1）本地块后期规划作为商住混合用地，在下一步开发或施工期

间应加强调查地块现状管理，防止外部建筑垃圾、周边居民区生活垃圾

等污染源倾倒到调查地块内；开发利用前安排专员定期巡视地块内情况

及围挡防护情况。 

（2）地块处置过程中要注重质量控制，在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

中，需要观察是否有在调查阶段中没有被发现的污染，如果过程中发生

异常，应立即停止施工，向相关部门报备，需要相关专业人员及时处

理，并调整处置和明确是否需要进行修复。 

（3）后续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企业需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

案，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

开发利用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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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 2 仪器校准记录； 

附件 3 土壤采样照片； 

附件 4 土壤样品快筛记录； 

附件 5《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东

自然资规设〔2024〕43 号）； 

附件 6《晶祥苑五号安置房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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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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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仪器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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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土壤采样照片 

  
S1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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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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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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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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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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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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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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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 

  
S16 



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2 

  
S17 

  
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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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 

  
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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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1 

  
S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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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5 

  
S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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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土壤样品快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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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东海县淮海路北侧、山西路东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东自然

资规设〔2024〕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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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晶祥苑五号安置房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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