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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滨海县观海大道三洪村七组北侧，东、西面与

农田相连，北侧 160米至观海大道，南侧毗邻居民区，包含三个分区

（港城安置区、安置区幼儿园及港城小学），总占地面积 181102.91

平方米。该地块历史上曾为农田、水塘、居民住宅，根据委托方提供

的《盐城市滨海港工业园区港城功能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现

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R2）（港城安置区、安置区幼儿园）、教育

科研用地（A3）（港城小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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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受盐城市海兴港城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

阶段调查的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得到主要成果如下：

（1）资料收集：本次调查通过收集《滨海县人民政府拟征收土

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资料和 2009年~2019年的历史

影像图，得知调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水塘及居民宅基地，无工

业企业。

（2）现场踏勘：地块现状主要为平整过的土地、农田、水塘及

原居民宅基地，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未发现化学品使用，无刺激性气

味、无异味，周边无工业企业。

（3）人员访谈：调查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任何生产经营活动，

无化学品使用与储存，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地块周边未有过污染企业，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确认地块内

无明确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同时结合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可得出调查

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根据相关技术规范规定，可以在第一阶段得出

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的结论，可用于后续地块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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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块概况

1.1 地块位置、面积、现状用途和规划用途

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港城安置区、港城安置区幼儿园、港城小学

地块位于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观海大道三洪村七组北侧，包含汇三个

分区以及中间道路，东、西面与农田相连，北侧距离观海大道 160米，

南侧毗邻居民区。总占地面积 181102.91平方米。地块具体地理位置

见图 1.1-1。

图 1.1-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地块现状主要为平整过的农田、水塘及居民宅基地，地块南侧是

三洪村七组居民区。调查范围见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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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调查地块范围图

表 1.1-1 拐点坐标

边界点 X Y

1 3792360.02 40522014.75

2 3792387.80 40522033.53

3 3792460.12 40522862.39

4 3792261.02 40522934.46

5 3792091.366 40522389.705

6 3792102.468 40522369.701

7 3792254.982 40522329.480

8 3792213.27 40522056.35

本次调查征收区域面积、现有用地性质，详见下表，本次征收区

域内不涉及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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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调查征收区域用地性质

征收面积（亩） 涉及征收面积 农用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盐城滨海港经

济区三洪村
271.653 239.238 172.9155 12.9225 19.4925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盐城市滨海港工业园区港城功能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港城安置区及安置区幼儿园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

用地（R2），用地面积 154743.91平方米；港城小学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A3），用地面积 26359 平方米。地块规划中

间道路为海仕路、海灵路。调查地块规划图见图 1.1-3。

图 1.1-3 调查地块规划图

1.2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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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地形地貌

调查地块位于滨海县苏北黄淮冲积平原东北端，翻身河南侧。区

域地处废黄河、中山河与射阳河之间，全部为黄淮冲积平原，地势平

坦。滨海地形皆为平原，总体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总的地貌可以

分为海相沉积沙冈古土壤区、废黄河沿岸高滩地区、黄泛坡地区、渠

南水网地区、翻身河低洼地区。废黄河夺淮以后，携带的泥沙经海潮、

风浪作用沉积而成，从废黄河老堆向南，地势逐渐倾斜。

1.2.2土质和土壤类型

调查地块区域地质构造处于苏北坳陷构造单元，介于响水－淮阴

－盱眙断裂和海安－江都断裂之间，属长期缓慢沉降区，沉积了震旦

系－三叠系的海陆交互相沉积物。在燕山运动影响下，进一步形成坳

陷区，坳陷范围由西北向东至黄河南部。在沉降过程中，由于各地沉

降幅度不一，形成一系列的凹陷和隆起。第三系沉积物厚达数千米，

为黑色、灰黑色泥岩、粉沙岩和砂岩，夹有油页岩和大量的有机质，

主要是河、湖相堆积物。第四系沉积物一般厚 125～300m，由于地

壳运动和气候的影响，沉积岩相有明显差异。下部为灰绿色粘土、亚

粘土及灰黄色、深灰色中细粒砂岩，有铁锰结核和钙结核。中部为褐

色粉细砂、淤泥质粉砂和土黄、灰黄、灰绿色粘土、亚粘土，上部为

灰、棕黄色粘土、淤泥质亚粘土，类灰黑色粘土，含少量铁锰结核和

钙质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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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所在地区大多数为壤质土壤，占 74.2%，其余砂质土占

2.2%，粘土质占 23.6％。土壤类型为盐土类、潮土类、水稻土类和

沼泽土类。

1.3历史用途变迁情况

该地块内历史上有农田、水塘、居民住宅（地块南侧）。根据谷

歌历史影像，该地块历史用途未发生变化。地块目前被盐城滨海港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征收。

1.4潜在污染源分析

调查地块历史上曾为农用地，不会对本地块带来污染源，且地块

上无其它企业生产活动，因此本地块无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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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2.1 历史资料搜集

2.1.1 用地历史资料

项目组收集到的滨海县人民政府拟征收土地公告（滨土征告

G[2020]2号）（附件 1）表明滨海港经济区三洪村农用地转为建设用

地并征收为国有。

项目组收集到的滨海县征地补偿安置协议（附件 2）表明港城安

置区、安置区幼儿园地块及小学地块均由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完成征地拆迁安置手续。

地块内的卫星图像资料见图 2.1-1。

根据 2009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水塘、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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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2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水塘、居民区

根据 2014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水塘、居民区

根据 2016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水塘、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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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水塘、居民区

2.1.2 工业企业、农作物及植被分布

调查地块内无工业企业。根据谷歌历史影像图，该地块历史上为

农用地，现地块大部分地区为农田，南侧有五处水塘及居民住宅。

2.1.3 地块潜在污染源及迁移途径分析

调查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历史上仅有农田、水塘、居民住宅，

未发现潜在污染源及可能的污染迁移途径。

2.1.4 小结

项目组收集了地块及周边历史卫星影像图（2009-2019年）和调

查地块土地征收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历史资料收集表明，调查

地块使用历史相对较简单，主要为农田、水塘、居民住宅，无污染型

工业企业。综上，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

2.2 现场踏勘

项目组成员于 2020年 10月进行现场踏勘工作，现场踏勘照片见

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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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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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地块周边环境描述

调查地块东侧为农田一直延伸至六合大道，南侧紧邻三洪七组居

民住宅，西侧农田，北侧为农田且距离观海大道约 160米。

2.2.1.1 周边环境敏感点

此次调查期间识别的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如表 2.2-1所示，周边 500

米概况如图 2.2-2所示。

表 2.2-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m） 描述

农田 东南西北 紧邻 水稻、小麦等种植地

红星九组 东北 210 居民区

三洪七组 南 紧邻 居民区

三洪九组 东南 紧邻 居民区

小陈堆 西南 502 居民区

图 2.2-2 地块周边概况图

2.2.1.2 周边潜在污染源及污染迁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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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踏勘，周边地块历史上无化工、焦化、电镀等重污染型

企业。

（1）地块西侧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无潜在污染源；

（2）地块北侧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无潜在污染源；

（3）地块南侧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和居民区，无潜在污染源；

（4）地块东侧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和居民区，无潜在污染源；

2.2.2 地块现状环境描述

2.2.2.1 现存构筑物

调查地块南侧有居民住宅，除此外无其他构筑物，通过人员访谈

可知，地块内无管线、管道。

2.2.2.2 外来堆土

地块内无外来堆土。

2.2.2.3 固体废物

现场调查期间未发现固体废物。无危险废物储存或使用情况。

2.2.2.4 水环境

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无水井、沟渠，东南部有五处水塘，水塘

内无积水。通过人员访谈可知，这些水塘是地势低洼处常年雨水汇集

形成的，早期用作农田灌溉，后无其他用途。水塘现场照片如图 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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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地表水现场照片

2.2.2.5 土壤快速检测情况

为更好的了解地块内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项目组对地块内土壤

表层样品进行了快速检测，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砷、镉、铬、铜、

铅、汞、镍、钴、钒、锌、锰）和有机物，样品采样深度约 0~0.5m。

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重金属含量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

PID 检测结果最高点位为 0.85ppm，判断该地块受到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的可能性较小。

快速检测点位分布见图 2.2-4，快速检测点位坐标见见表 2.2-2，

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2.2-3，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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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图

表 2.2-2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表

点位编号 E N

S1 120.2462066667 34.2585220000

S2 120.2463749302 34.2575464860

S3 120.2441220000 34.2581200000

S4 120.2430890630 34.2583512921

S5 120.2411679688 34.2582653594
S6 120.2444171785 34.257292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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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快速检测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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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PID和 XRF快速检测结果（单位：mg/kg）

点位编号 砷 镉 总铬 铜 铅 汞 镍 钴 钒 锌 锰 PID
S1 13.17 ND 64.25 32.74 61.97 ND ND 159.81 92.89 64.36 397.9 0.00

S2 ND ND 84.7 ND 69.14 ND ND ND 70.75 57.51 311.62 0.00

S3 ND ND 86.16 51.62 79.93 ND ND 292.61 58.72 83.36 407.01 0.42

S4 13.57 ND 97.64 40.59 71.61 ND ND ND 77.06 76.71 466.99 0.09

S5 ND ND 67.55 ND 56.68 ND ND ND 79.79 49.13 316.54 0.85

S6 ND ND 103.54 32.88 52.92 ND ND ND 62.54 109.48 574.23 0.31

PID型号和最低检测限：华瑞 PGM7340，最低检出限为 0.10ppm；

XRF型号和最低检测限：Thermo（XL103279），最低检出限 1.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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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小结

地块现状主要为平整过的土地和农田，东南部有五处水塘，南侧

有居民住宅。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未发现化学品使用，无刺激性气味、

无异味，在调查地块范围内未发现地下储存槽罐或地下设施。土壤快

速检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表层快速检测因子含量均未超过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2.3 人员访谈

调查地块使用历史较简单，地块内无工业企业，为进一步调查地

块情况，项目组对三洪村相关管理人员、环保人员以及原居民进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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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地块调查范围的确定和指认、地块调查现场获取信

息与地块历史的相关性核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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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场地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调查地块根据原土地使用权人、地块原周边居民、三洪村相关管

理人员、环保工作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该地块历史上未有工

业企业存在，历史上仅作农田（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水塘和

居民住宅。

2.3.2 场地曾经污染排放情况的回顾

该地块未进行过任何生产活动，无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2.3.3 周边潜在污染源的回顾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地块原周边居民、三洪村相关管理人员、环

保工作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该地块周边一直以农田和居民住

宅为主，未有过重污染企业，邻近地块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

2.3.4 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措施情况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地块原周边居民、三洪村相关管理人员、环

保工作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该地块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

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2.3.5 小结

根据人员访谈得知，调查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任何生产经营活

动，无化学品使用与储存，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

故。地块周边未有过重污染企业，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内

的水塘是地势低洼处雨水聚集形成的，无任何用途。综上，地块内无

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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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与结论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调查资

料对比分析，甄别资料的有效性，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资料收集

工作。

3.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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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 一致性分析情况表

地块信息 历史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结论

历史使用情况

谷歌卫星显示该

地块为农用地、

居民区

— 农田及居民住宅 一致

现状用途 — 作农田及居民区 农田及居民区 一致

水源利用情况

（水环境）

历史影像中有几

处水塘

西南及东南侧有

几处水塘

地势低洼处因雨

水汇集形成水塘
一致

是否有重污染型

企业
无 无 无 一致

是否有地下管线

储罐等
— 无 无 一致

地块内及周边是

否发生过环境事

件（化学品泄漏

等）

— — 无 一致

地块是否有堆土 — 无 无 一致

地块是否有暗

沟、渗坑
— 无 无 一致

3.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得有关地块历史用途及现

状用途信息基本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3.1.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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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得有关地块历史用途及现

状用途信息基本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3.2 调查结论

该地块历史情况较简单，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故不存在企

业生产的原辅料、中间体及产品和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原生和次生

污染。从地块历史的影像图和相关人员访谈可以看到，该地块曾是农

民住宅与农田等，一直延续至今。土壤表层样品的快速检测结果表明，

调查地块内土壤表层快速检测因子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

因此，结合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等资料的分析，

调查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地块环境状况可接受，该地块不属于污染

地块，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可用于后续地块开发利用，

本次调查到此结束。

3.3 建议

（1）本地块后期规划作为二类居住用地及教育科研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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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地块在调查期与接下来再开发利用的

监管真空。

（2）地块开发建设阶段需对本地块土壤及建筑垃圾妥善处置，

不可随意外运倾倒；注意做好建筑工人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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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滨海县人民政府拟征收土地公告

附件 2 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附件 3 《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港城安置区、港城安置区幼儿园、港

城小学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评审意见》

附件 4 《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港城安置区、港城安置区幼儿园、港

城小学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评审意见》修改清单

附件 5 审核人员与编制人员职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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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盐城滨海港工业园区港城安置区、港城安置区幼儿园、港城小学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评审意见》修改清单

1、完善三类人员访谈记录，访谈记录信息要齐全。

已按照专家意见增加了属地管理的人员访谈，详见报告 P22。

2、列表详细说明本次调查各征收区域面积、现有用地性质、是否

涉及基本农田，说明调查地块内建设用地历史用途情况，核实调查地块

历史上是否存在倾倒、偷埋等现象。

已根据专家意见，列表详细说明了本次调查各征收区域面积、现有

用地性质等信息，详见 P3表 1.1-2。

3、完善报告结论和建议。

已根据专家意见对结论与建议进行完善，详见报告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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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审核人员与编制人员职称证书



96



97


	摘  要
	目  录
	1 地块概况
	1.1 地块位置、面积、现状用途和规划用途 
	1.2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环境状况
	1.2.1地形地貌
	1.2.2土质和土壤类型

	1.3历史用途变迁情况
	1.4潜在污染源分析

	2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2.1 历史资料搜集
	2.1.1 用地历史资料
	2.1.2 工业企业、农作物及植被分布
	2.1.3 地块潜在污染源及迁移途径分析 
	2.1.4 小结

	2.2 现场踏勘
	2.2.1 地块周边环境描述
	2.2.1.1 周边环境敏感点 
	2.2.1.2 周边潜在污染源及污染迁移分析 
	2.2.2 地块现状环境描述 
	2.2.2.1 现存构筑物 
	2.2.2.2 外来堆土 
	2.2.2.3 固体废物 
	2.2.2.4 水环境 
	2.2.2.5 土壤快速检测情况 

	点位编号
	砷
	镉
	总铬
	铜
	铅
	汞
	镍
	钴
	钒
	锌
	锰
	PID
	S1
	13.17
	ND
	ND
	ND
	0.00
	S2
	ND
	ND
	ND
	ND
	0.00
	S3
	ND
	ND
	ND
	ND
	0.42
	S4
	13.57
	ND
	ND
	ND
	0.09
	S5
	ND
	ND
	ND
	ND
	0.85
	S6
	ND
	ND
	ND
	ND
	0.31
	2.2.3 小结

	2.3 人员访谈
	2.3.1 场地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2.3.2 场地曾经污染排放情况的回顾
	2.3.3 周边潜在污染源的回顾 
	2.3.4 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措施情况
	2.3.5 小结


	3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与结论 
	3.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3.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3.1.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3.2 调查结论 
	3.3 建议

	附件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