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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建湖县颜单镇沈杨村二组，总占地面积

17356.087平方米。该地块历史上仅为农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建

湖县城市总体规划》，该地块现规划为公共设施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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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建湖县气象局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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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县人民政府拟征收土

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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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污染型工业企业。

（2）现场踏勘：地块现状主要为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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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无污染型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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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周边未有过重污染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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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湖县气象局新建气象预警中心地块位于建湖县颜单镇沈杨村

二组，东侧紧邻湖中路，南侧与航空路以一条小沟为界，西面是农田

（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北侧距离西塘河约6米。总占地面积1735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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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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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主要为农田。调查范围见图 1.1-2。

图 1.1-2 调查地块范围图

表 1.1-1 拐点坐标

边界点 E N

1 119.774389° 33.414158°

2 119.775006° 33.415779°

3 119.776052° 33.415509°

4 119.775462° 33.41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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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建湖县城市总体规划》，建湖县气象局新建

气象预警中心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共设施用地，用地面积

17356.087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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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地形地貌

调查地块位于建湖县颜单镇沈杨村二组，县境草堰口至大团口一

线原为黄海的海岸线，原有三条南北走向的海岸沙丘穿过其间，以后

逐渐淹没。沙丘以东地区为冲积平原，沙丘以西地区为堆积平原。东

部原海岸线沿冈地带和西部走马沟两岸，地势略高，其它地区地势偏

低。

1.2.2土质和土壤类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89%E5%A0%B0%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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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所处区域原是古淮夷地的一部分，大地构造单元属扬子

淮地台的苏北拗陷带，由于平原沉陷幅度不等，形成一系列相对的凹

陷和凸起，建湖县城位于建湖潜伏凸起地段。此构造单元，是在震旦

系到中生界三迭系海相、陆相交替沉积的基础上，发生于燕山运动的

断拗，一直延续到现代。这对苏北平原的地质构造有着显著的影响，

产生许多北东方向的断裂和褶皱，其中断裂是构造运动的主要形式。

在构造的作用下，因沉陷幅度大小不一，平原北部为盐阜拗陷，南部

为东台拗陷，两拗陷间为建湖隆起带。大部分地段分布二迭系及白恶

系，东部主要为下第三系三垛组，上覆松散层原达 1100米~1400米，

第四系覆盖层原为 50米~200米。县境以串场河为界，分东西两部分，

东部属海滨平原，西部属江淮平原，在地质构造上两者是一个整体，

同属苏北断拗带组成部分。

地层为第四纪覆盖层，岩性为松散粘土、砂质粘土。境内土壤东

西向断面分布：东部（上冈镇）为滨海沉积物的盐土和盐渍性水稻土；

中部（冈西、庆丰、芦沟、近湖、建阳、高作等镇）主要为湖相沉积

物的水稻土；西部为荡滩自然沼泽土。本地块所处区域建湖县高新区

开发区，根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查询，该地块土壤类型为潴

育水稻土。

1.2.3气象气候

建湖县县境地处北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较显著，气候温和湿润，

冬、夏长，春、秋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

雨热同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5%8C%97%E5%B9%B3%E5%8E%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0%E9%9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82%E8%B4%A8%E7%B2%98%E5%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C%E6%B3%BD%E5%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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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多年平均气温 14.4℃，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8.2℃，历年极端

最低气温-17℃。最冷月平均气温为-5℃，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26.7℃。

多年平均降水量 973.3mm，最多的年份为 1241mm，最少的年份

为 505.3mm，平均年降水量日数为 100 天。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228 小时，年平均日照百分率为 50%。

年平均风速 2.6 米/秒，其中以 4 月为全年最大，9 月最小，最

大风速 20.7米/秒。常年主导风向为偏东南风，夏季为偏南风，冬季

为偏北风，7~10 月上半时有台风入境。主要气象要素见表 1.2-1。

表 1.2-1 区域主要气象气候特征表

编号 气象要素 特征值

1 年平均气温 14.2℃

2 极端气温 -16.6/38.2℃

3 年平均降水量 987.90mm

4 最大一日降水量 142.7mm

5 年均蒸发量 843.90mm

6 平均风速 2.6m/s

7 最大风速 20.7m/s

8 主导风向 夏季偏南风，冬季偏北风

9 年均日照时数 2218.6 小时

1.2.4水文水系

县域地处淮河下游，是里下河地区的腹部洼地，境内沟河纵横，

水资源十分丰富，自然降水量大，水域广阔，地下淡水资源比较丰富。

全县共有水域面积 2.67 万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 19.58%，其中荡滩

面积 1.49 万公顷。水资源是仅次于耕地面积的第二大资源，而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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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肥沃，天然饵料比较充足，属营养性水体，适宜多种水生植物和各

种淡水鱼类的生长繁衍。境内沟河港汊纵横交错，共有大小沟河 3000

余条。主要排水入海河道为黄沙港，另有部分洪水从射阳河下排入海。

主要骨干河道还有：南北向的蔷薇河、戛粮河、西塘河、东塘河、渔

深河、串场河、通榆河和东西向的南盐河、北塘河。主要支河有皮汊

河、芦沟河、盐建河、李夏河、建港河、马泥河、太绪河、西冈河、

廖家沟等。

本次调查区所在地主要河流有西塘河。

西塘河南起兴化北境沙沟至黄土沟入县境，向北流经楼夏庄、唐

桥、建湖镇、东陈堡、港口至朦胧汇射阳河入海，境内河段全长46.9km，

是全县水系的主要动脉。它上承上游高、宝、泰诸地客水，汇流入黄

沙港及射阳河。现底宽 40～90 米，河底海拔高度-1.5 米，近年最高

水位 2.36 米，平均流量 40m3/s。

1.3历史用途变迁情况

该地块内历史上仅有农田。根据谷歌历史影像，该地块历史用途

未发生变化。地块目前被建湖县气象局预警中心征收。

1.4潜在污染源分析

调查地块历史上仅为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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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依据

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要求，开展地块第一阶段调查调查工作，技术路线见图 2.1-1。

图 2.1-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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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史资料搜集

2.2.1 用地历史资料

项目组收集到的建湖县人民政府拟征收土地公告（建拟征字

[2020]第 42号）（附件 1）表明建湖县颜单镇沈杨村二组农用地转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并征收为国有。

项目组收集到的建湖县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附件 4）表明建

湖县气象局预警中心新征用地块由建湖县自然资源局完成征地拆迁

安置手续。

地块内的卫星图像资料见图 2.2-1。

根据 1976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根据 2005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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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9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根据 2011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根据 2015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根据 2016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根据 2018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根据 2019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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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历史上仅

为农田，现地块一直作农田（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使用，东侧邻近湖

中路，南侧邻近航空路，北面靠近西塘河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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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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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潜在污染

源及可能的污染迁移途径。

2.2.4 小结

项目组收集了地块及周边历史卫星影像图（1976-2019年）和调

查地块土地征收公共、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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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污染型工业企业。综

上，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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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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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现场踏勘照片

2.3.1 地块周边环境描述

调查地块东侧邻近湖中路，南侧邻近航空路，西侧农田（水稻等

农作物种植地），北侧靠近西塘河支流。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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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所示，周边 500

米概况如图 2.3-2所示。

表 2.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m） 描述

农田 西 紧邻 水稻、小麦等种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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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杨公园风景区 南 52 自然保护区

西塘河观光带 东 30 自然保护区

西塘河 北 6 地表水体

支家桥 西北 127 居民区

建湖县自来水厂 北 62 水厂

城南派出所 北 293 居民区

学府文苑 北 467 居民区

汽贸商城 西南 372 居民区

图 2.3-2 地块周边概况图

2.3.1.2 周边潜在污染源及污染迁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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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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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北侧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靠近西塘河支流，河对岸

是城南派出所、支家桥居民区以及建湖县自来水厂，无潜在污染源；

（3）地块南侧邻近航空路，路以南是公园绿地，无潜在污染源；

（4）地块东侧靠近湖中路，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后建设西塘

河风景区，无潜在污染源；

2.3.2 地块现状环境描述

2.3.2.1 现存构筑物

调查地块内全部为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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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外来堆土

地块内无外来堆土。

2.3.2.3 固体废物

现场调查期间发现地块内田间有部分铺路地砖，如图 2.3-3所示。

无危险废物储存或使用情况。

图 2.3-3 地块内的铺路地砖

2.3.2.4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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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无水井、沟渠，地块范围外北侧有一西塘

河（该侧是西塘河支流），主要作农业灌溉以及风景观光用途。西塘

河现场照片如图 2.3-4 所示。

图 2.3-4 地表水现场照片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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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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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快速检测点位坐标见见表 2.3-2，

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2.3-3，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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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图

表 2.3-2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表

点位编号 E N

S1 119.775656° 33.414876°

S2 119.775623° 33.415295°

S3 119.775020° 33.415271°

S4 119.774708° 33.414707°

S5 119.774734° 33.414194°
S6 119.775263° 33.4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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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快速检测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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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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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 ND 106.47 39.41 24.84 ND ND 186.86 ND 76.5 915.16 0.00
S2 ND ND 75.28 ND 14.35 ND ND ND 60.29 64.91 254.69 0.00
S3 ND ND 98.88 ND 20.89 ND ND 242.19 70.41 61.11 350.65 1.36
S4 ND ND 103.33 ND 21.7 ND ND 230.71 82.08 60.35 326.74 0.58
S5 ND ND 84.22 40.98 33.53 ND ND 177.58 62.45 56.27 342.58 0.85
S6 ND ND 97.86 43.24 22.79 ND ND 228.65 69.71 71.46 435.19 1.45
标准 20 20 / 2000 400 8 150 20 165 / / /

标准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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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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小结

地块现状主要为农田，北侧靠近西塘河，东南两侧邻近湖中路及

航空路，西侧以农田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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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员访谈

调查地块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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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对地块属地管理人员、环保人员（本地块属建

湖县高新区开发区，故对建湖县高新区开发区环保科工作人员进行访

谈）以及周边居民进行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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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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场地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调查地块根据土地使用权人、地块原周边居民、地块属地管理人

员及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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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仅作为农田（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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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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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管理人员及环保人员

等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该地块周边一直以农田、生态风景区和居民

区为主，未有过重污染企业，邻近地块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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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管理人员及环保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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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小结

根据人员访谈得知，调查地块历史上仅为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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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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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田 一致

现状用途 — 作农田 农田 一致

水源利用情况

（水环境）

历史影像中北侧

是西塘河
北侧的西塘河

北侧为西塘河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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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历史上

仅为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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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一阶段调查到此结束，无需进行下阶段调查。

3.3 建议

（1）本地块后期规划作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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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本地块未开发利用前，需做好地块管理工作，禁止外来

土随意堆放。

（3）本地块在开发过程中如发现异样土壤应立即停工，做好管

控措施，鉴别异样土壤污染程度，属危险废物的部分按危险废物的相

关管理办法处置，一般可迁移到危险废物填埋场；污染物浓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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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水源及人体健康的部分，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

轻污染的部分可以原地不动，但必须采取生态防护措施，避免污染物

随地表水的大量迁移污染水环境，同时避免污染物通过接触人体或通

过食物链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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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审核人员与编制人员职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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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建湖县气象局新建气象预警中心地块土壤污染调查状况报告专家

函审汇总意见》修改清单

1、根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明确本地块所在区域土壤

类型；建议补充调查地块气象气候、周边河流水文等资料。提供 2009

年以前的图像资料。

已按照专家意见明确本地块土壤类型，增加了调查地块气象气候、

水文水系章节，详见 P4~P6。增加本地块 1976年及 2005年的历史影像

图，详见 P8。

2、访谈人员为建湖县高新区开发区环保科和社区工作人员，核

实用地是否属于建湖县高新区开发区。

已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核实确定该地块属于建湖县高新区开发区，

详见 P18。

3、征地补偿方案中其它农用地 1.3455亩，建设用地 0.2835亩，

未利用地 0.159亩是否在本用地范围内，说明上述用地情况，是否涉

及设施农用地等，核实是否存在污染。

已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核实征地补偿方案中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

及未利用地共计 1.788亩均在本用地范围内，经核实上述三类用地均作

为耕地使用，不涉及设施农用地等，不存在污染。

4、进一步核实土壤快速检测的数据可靠性和有效性。

已根据专家意见对土壤快速检测数据进一步核实，确定数据可靠、

有效。

5、根据技术导则，完善第一阶段调查结论：明确该地块内及周

围区域是否存在确定性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是否需要开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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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关注用地在开发过程中发现有异样土壤的

情况。

已根据专家意见并结合技术导则，对结论进行完善，已补充地块开

发过程中发现异样土壤情况的相关建议，详见报告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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