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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镇后堆村，北侧为港惠路

和住宅，西侧为农田，东侧为住宅和农田，南侧为农田，总占地面积

约 9291m2（约 13.9亩）。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主要种植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和池塘；根据《盐城海警局滨海工作站营区土地勘测

定界技术报告书》，该地块规划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

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根据《关于规范

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审核程序的通知》（盐土治办〔2020〕6号）

等相关文件，农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

此，盐城市海兴港城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

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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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得知

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池塘。

北侧为港惠路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西侧为农田，无潜在污染源；

东侧为住宅和农田，无潜在污染源；南侧为农田，无潜在污染源。地

块历史上为农田，无潜在污染源。地块周边无潜在污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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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及地块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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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调查

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的环境状况

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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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本次调查性质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主要目的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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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2.1.2 调查原则

本报告编制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采用科学、经济、安全、有效

的措施进行综合设计，遵循原则如下：

针对性原则：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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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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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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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现状为农田，调查范围见图 2.2-1。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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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地块调查范围红线图

表 2.2-1 拐点坐标

边界点 东经 北纬

A 120°12'27.87" 34°14'38.88"

B 120°12'29.02" 34°14'39.58"

C 120°12'29.61" 34°14'38.95"

D 120°12'33.06" 34°14'40.96"

E 120°12'34.00" 34°14'39.13"

F 120°12'29.93" 34°14'36.72"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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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修订）；

（5）《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通知》（国发

〔2016〕31号）；

（6）《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苏政发〔2016〕169号）；

（7）《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发〔2013〕

7号）；

（8）《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盐政发〔2017〕56号）；

（9）《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

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

（10）《关于规范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审核程序的通知》（盐

土治办〔2020〕6号）;

（11）《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 3月 31日江苏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3.2 相关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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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1019-2019）；

（6）《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

告，2017年第 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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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

2018）；

（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9）《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自然资源部 2020年 11月）。

2.3.3 其他参考资料

《盐城海警局滨海工作站营区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2.4 调查方法

2.4.1 工作技术路线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技术导则和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经验

和本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地块第一阶段调查工作，技术路线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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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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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2.4.2 调查方法

（1）根据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目的，针对所需的不同

资料和信息，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

（2）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获取调查地块内的历史用途，

地块规划情况等；

（3）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与资料，通过资料检索查询挖掘获取

更为丰富的调查区相关信息，识别调查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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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4）通过现场快速检测，获取土壤中污染物的定性检测信息；

（5）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阶段获得的资料及快速检测数据，

编制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形成基本结论，并针对当前结论进

行不确定性分析，提出开展后续工作的相关建议。

3. 地块概况

3.1 地理位置、面积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镇后堆村，北侧为港惠路

和住宅，西侧为农田，东侧为住宅和农田，南侧为农田，总占地面积

约 9291m2（约 13.9亩）。地块具体地理位置见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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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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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环境概况

3.2.1 地形地貌

滨海县境位于扬子断块区内苏北断陷盆地的东北部，地层发育齐

全，沉积一套浅海相、滨海相及陆相物质。第四纪沉积厚度为 150米

左右。县境地质构造主要是由一系列北东向褶皱、断裂，以及配套的

横张或张扭性断裂组成的滨海断褶皱带。地质构造滨海断褶带在中生

代印支～燕山早期褶皱隆起，遭受到剥蚀，直到第三纪时才被覆盖。

县境绝大部分地区为隆起区。滨海断褶带的主要褶皱自北向南有:小

喜滩向斜，新淮河口背斜，康庄～新滩盐场背斜，东坎～滨淮倒转向

斜，八滩南背斜等。褶皱轴大致平行，背斜皆向北东昂起，向南西倾

伏。滨海断褶带内断裂，是以一系列平行的北东向断裂为主。自北向

南主要有穆庄～新星断裂、界牌～滨淮农场断裂、八滩～小街断裂和

新港断裂。除界牌～滨淮农场断裂与新港断裂为逆向断层外，其余均

为正断层。断裂长 10余千米至数十千米，最长的 74千米左右。除穆

庄～新星断裂切割白垩纪上统浦口组外，其余均发育于古生代。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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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淮河入海水道、通榆河开挖、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

路建设、沿海滩涂、废黄河滩涂开发以及城镇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

绿化工程实施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境内地貌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滨

海的陆域地貌，直接与古黄河有关。历史上，黄河素以“善淤、善决、

善徙”而闻名。在南宋之前，黄河下游河道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流经河

北平原由渤海湾入海，与沉睡在黄海海底的滨海县境没有任何关系。

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对苏北自然地貌的变迁起了极大的影响，造就苏北

平原上包括滨海在内的新大陆，从而催生滨海陆地新的地理风貌。滨

海境内以“套、巨、港、圩、滩、坎、坝、层、冲”等地形来命地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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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县境地处废黄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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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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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海拔高度一般在 0.6米～9.8米之间，按地

面高程(废黄河零点）可将全县分为高亢地、次高地和低洼圩区三种

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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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土质和土壤类型

根据土壤信息服务平台查询，该地块土壤类型属于滨海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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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地块土壤类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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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气象气候

滨海县地处北半球中纬度，为北亚热带向南温带过渡的气候带，

为温润的季风气候，季风盛行，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

季盛行大陆来的偏北风，以寒冷少雨天气为主；夏季盛行海洋来的东

南风，以炎热多雨天气为主；春秋两季为冬夏季风交替，常出现冷暖、

干湿多变的天气。本地区的异常天气，如寒潮、夏秋旱、梅雨、台风、

龙卷风等时有出现。主要气象特征见表 3.2.3-1。

表 3.2.3-1 主要气象特征表

序号 项目 统计数据 特征值

1 气温（℃）

年平均温度 13.9

年最高温度 39

年最低温度 -13.8

2 风速（m/s）
年平均风速 3.7

最大风速 20.7

3 气压（Pa）
年平均气压 1.013×105

年最低日平均气压 -

4 空气湿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 80%

年最高相对湿度 83%

5 降雨量（mm）
年平均降雨量 985.1

最大降雨量 1485.6

6 雨天 年平均雨天数 101.4

7 风向

全年主导风向 ESE

全年次主导风向 SE

冬季主导风向 N

夏季主导风向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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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盐城市全年及代表月份风向玫瑰图

3.2.4 水文水系

地块周边主要的沟渠与河流包括后堆支渠、后堆大沟及南干渠。

地块所在区域水系情况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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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地块周边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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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地下水

滨海县属淮河流域下游，主要水源除自然降水外，还有江、淮、

里下河等水系可补充。大量的地下水正待开采，淡水资源比较丰富。

主要河流有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排水渠、南、中、北八滩渠以

及通济河、张家河、通榆大运河、中山河和翻身河等，这些河流相互

沟通，可引调供水量达 162 m3/s，利用河槽调蓄淡水能力可达 1.7亿

m3/t，地下水年开采量：可达 900万 m3。

化工园区的主要纳污河道为中山河滨海闸外河段。中山河起源于

废黄河的七套附近，全长约 30公里，是滨海县、响水县重要的饮用

水源和农业灌溉养殖用水源。1934年在离中山河入海口 10公里处建

设滨海闸，闸上河段长约 20公里，闸上游丰水期水位 2.8-3.2 m，枯

水期 2.5 m，闸外河段长约 10公里，口宽 110-130 m，河底高程 0-l.5m，

过水断面面积 200-400 m2，闸下游涨潮 2.6 m，落潮－0.5 m，流量为

200-300 m3/s。据水利部门资料，滨海闸每年开闸 2-3次(如夏季丰水

期上游有洪水）。2007年 1月 12日，经国家水利部正式批准的滨海

县境内废黄河疏浚及滨海闸外移重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老滨海

闸已拆除并在其下游 7.5公里处建成新滨海闸。新滨海闸的建成有效

保证了废黄河流域及其下游保护区 4500平方公里面积、近 300万人

口的防洪安全，使得整个灌溉总渠以北地区的排涝标准提高到 50年

一遇。

中山河流入黄海，该海区的潮汐为不规则半日潮，潮波属前进波、

驻波混合型，涨潮历时较短，为 4小时 50分，落潮历时较长，为 7

小时 36 分。江苏沿海主要受两个潮波系统控制。以 N34°30′、

E121°10′附近的无潮点为中心的旋转潮波控制着江苏沿海的北部

海区，南部海区受自东海进入的前进波制约。这两个潮波波峰线在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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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岸外幅合，无潮点在废黄河口以东 80 km左右，由于无潮点的存在，

决定了本海区潮位低、潮差较小的特征。



盐城海警局滨海工作站营区地块土壤污染状调查报告

18

3.3 敏感目标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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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所示，主要有

居民及河流等。周边 500m概况如图 3.3-1所示。

表 3.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环境

要素
名称

方

位

人口

规模

距厂界距

离（m）
环境特征 控制要求

大气

环境

后堆村五组
NW,
SW

160 116 居住区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后堆村二组 NE 140 紧邻 居住区

后堆村六组 NW 50 50 居住区

后堆村 S 200 60 居住区

后龙尾 E 80 100 居住区

军事禁区 N / 350 军事区

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 S 1200 340 居住区

水环

境
后堆支渠 W / 130 地表水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2002)
Ⅲ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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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地块周边 500m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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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周边潜在污染源及污染迁移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周边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

（1）地块东侧，2022年之前一直为住宅和农田，车站路（道路

两边为商户）在 2012年开始建设，2014年基本建成，历史上一直为

农田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

（2）地块南侧，2022年之前一直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2009

年至今一直存在学校（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历史上一直为农田

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

（3）地块西侧，2022年之前历史上一直为农田、后堆村五组、

后堆村六组，历史上一直为农田，无潜在污染源；

（4）地块北侧，2022年之前一直为后堆村二组，2012年港惠路

修建中，至 2014年与车站路贯通，327省道从 2009年一直存在，省

道北侧为砂石堆场（2019年堆置）、住宅、农田和军事禁区。历史

上一直为农田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

（5）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基本为农田、沙石堆场（2019年堆

置）、学校、军事禁区、居民住宅及地表水体等，不涉及污染风险较

高的企业生产活动，无潜在污染源。

3.4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地块现状

项目组成员于 2022年 5月进行现场踏勘工作，现场踏勘时种植

农作物小麦。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3.4-1，航拍照片见图 3.4-2（6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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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图 3.4-1 现场踏勘照片

地块北部 地块东部

地块南部 地块西部

图 3.4-2 航拍照片

3.4.2 地块利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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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收集的资料及人员访谈，该地块 2022年之前仅

作为农田（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水塘。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图 3.4-2。

根据 2009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和水塘。

根据 2012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和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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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和水塘。

根据 2014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和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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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5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和水塘。

根据 2016年卫星图：地块内主要是农田和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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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年卫星图：地块为农田。

根据 2021年卫星图并结合现场踏勘：地块为农田。

图 3.4-2 地块历史影像图

3.5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5.1 相邻地块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镇后堆村，北侧为港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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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宅，西侧为农田，东侧为住宅和农田，南侧为农田，总占地面积

约 9291m2（约 13.9亩）。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田及住宅区，现状见下

图。

地块东侧 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地块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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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路 车站路

车站路 车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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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路 车站路

农贸市场 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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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堆村六组 后堆支渠

沙石堆场 军事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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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园家家乐 德鲁篮球馆

图 3.5-1 地块周边现状图

3.5.2 相邻地块用地历史

周边地块历史影像可追溯至 2009年，至 2021年周边地块历史影

像见图 3.5-2。

通过现场踏勘、历史影像、人员访谈，周边地块历史上无污染风

险较高的工业企业。

（1）地块东侧，2022年之前一直为住宅和农田，车站路（道路

两边为商户）在 2012年开始建设，2014年基本建成，历史上一直为

农田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

（2）地块南侧，2022年之前一直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2009

年至今一直存在学校（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历史上一直为农田

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

（3）地块西侧，2022年之前历史上一直为农田、后堆村五组、

后堆村六组，历史上一直为农田，无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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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北侧，2022年之前一直为后堆村二组，2012年港惠路

修建中，至 2014年与车站路贯通，327省道从 2009年一直存在，省

道北侧为沙石堆场（2019年堆置）、住宅、农田和军事禁区。历史

上一直为农田和住宅，无潜在污染源；

（5）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基本为农田、沙石堆场（2019年堆

置）、学校、军事禁区、居民住宅及地表水体等，不涉及污染风险较

高的企业生产活动，无潜在污染源。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本次调查地块周边历史用地情况主要为农

田、学校、砂石堆场、军事禁区、居民住宅及地表水体，未有污染风

险较高的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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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05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后堆村五组、327省道及农田；南侧为后堆村、后

堆村五组、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后堆村六组；东侧为后龙尾及农田。总体而言

本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分布为居民住户、农田及地表水体。

2012年 12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修建中）、军事禁区（建设中）、327
省道及农田；南侧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农田及后

堆村六组；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修建中）及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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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7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修建中）、军事禁区（建设中）、327
省道及农田；南侧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农贸市场、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

为农田及后堆村六组；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修建中）及农田。总体而言本地块 500m范

围内主要分布为居民住户、农田及地表水体。

2014年 05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与车站路基本贯通）、军事禁区、327省
道及农田；南侧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农贸市场、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农田

及后堆村六组；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已初步建成）及农田。总体而言本地块 500m范围内主

要分布为居民住户、农田及地表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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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军事禁区、327省道及农田；南侧为

后堆村、后堆村五组、农贸市场、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农田及后堆村六组；

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及农田。总体而言本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分布为居民住户、农田及

地表水体。

2017年 02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军事禁区、327省道及农田；南侧为

后堆村、后堆村五组、农贸市场、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农田及后堆村六组；

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及农田。总体而言本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分布为居民住户、农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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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体。

2019年 03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砂石堆场、军事禁区、327省道及农

田；南侧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农贸市场、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农田及

后堆村六组；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及农田。总体而言本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分布为居民

住户、农田及地表水体。

2021年 10月，地块北侧为后堆村二组、港惠路、沙石堆场、军事禁区、327省道及农

田；南侧为后堆村、后堆村五组、农贸市场、滨海港开发区中心小学及农田；西侧为农田及

后堆村六组；东侧为后龙尾、车站路及农田。总体而言本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分布为居民

住户、农田及地表水体。

图 3.5-3 周边地块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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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盐城海警局滨海工作站营区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该地块规划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

第二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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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历史影像、土地管理人员、环保管理人员等人员访谈可确定

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历史影像、收集的资料及人员访谈，该地块 2022年之前仅

作为农田（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使用。地块周边未有过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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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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上无有毒有害物质的

储存和使用情况，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置情况。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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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现为农田（小麦），在调查地块范围内未发现地下储存槽罐

或地下设施；根据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上无槽罐储存和使用情况。

综上，地块内历史上无槽罐储存和使用情况，不涉及槽罐的泄漏

情况。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上无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储存和使用情况，无倾倒偷埋情况。

5.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上无管线，地块周边

地表水体作为农业灌溉使用及鱼塘，周围无排污口；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地块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得知该地块历史上未有工业企业

存在，调查地块 2022年之前作为农田（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

土地利用历史较为简单，不涉及工业企业。

调查地块周边历史用地情况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及地表水体，

未有工业企业生产活动，邻近地块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亦未曾

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综上，调查地块内不涉及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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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土壤快速检测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内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项目组采用系统布点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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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铬、铜、铅、汞、镍）和有机物，样品采样深度约 0~0.2m。

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重金属含量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

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工

业/商服用地筛选值，PID检测结果最高点位为 0.81ppm，且与对照点

位 PID结果 0.771ppm相差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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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快速检测点位坐标见见表 5.6-1，

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5.6-2，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5.6-2。

图 5.6-1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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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表

点位编号 E N
S1 120.208348° 34.244117°
S2 120.208891° 34.244350°

S3 120.209082° 34.244137°
S4 120.208683° 34.243911°
S5 120.208351° 34.243780°

S6 120.208029° 34.244094°
SK1 120.207335° 34.24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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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 土壤快速检测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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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2 PID和 XRF快速检测结果（单位：mg/kg）

检测指标 检出限
点位编号

标准
S1 S2 S3 S4 S5 S6 SK1

砷 9 ND ND ND ND ND ND ND 60
镉 10 ND ND ND ND ND ND ND 65

总铬 65 76.63 ND 75.45 83.25 77.65 ND 85.12 2500
铜 25 31.31 ND ND 44.64 48.33 ND ND 18000
铅 4 ND ND ND 18.33 ND ND 7.0 800
汞 7 ND ND ND ND ND ND ND 38
镍 50 ND ND ND ND ND ND ND 900
PID 0.010 0.62 0.80 0.810 0.780 0.660 0.762 0.771 /

备注：该地块开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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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其中

总铬标准参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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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人员访谈

调查地块使用历史较简单，2022 年前，该地块历史上为农田；

为进一步调查地块真实情况，项目组对地块土地使用人、地块属地管

理人员及周边居民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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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对象信息见表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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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 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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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 访谈人员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联系方式 受访人员类型 访谈主要内容

1 郭常顺 17865160663
地块使用权人（盐城市海

兴港城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地块

内无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

染事故，无外来堆土或固体废

物，无暗沟、渗坑，无管线、管

道通过，周边无重污染企业。

2 葛轩瑞 18932279863 土地管理人员

3 刘淼 13770115777 居民（华昌复合肥门市）

4 肖以明 15895108682 居民（旺浩烟酒）

5 杨国龙 13814396977 后堆村总支部书记

6 李炳辉 15189333000 环保部门管理人员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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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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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影像显示该地块为

2022年之前为农田
—

该地块 2022年
之前为农田

一致

现状用途 农田 农田 农田 一致

水源利用情况

（水环境）

历史影像中地块西侧分

布有地表水

地块西侧有

后堆支渠
有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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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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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用途信息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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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用途信息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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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通过对地块的资料分析、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地块历史一直以

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油菜）为主。至今地块未进行过任何

工业生产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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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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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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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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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DB11/T811-2011）中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综上，地块内及周边无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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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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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为农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北侧为港惠路

和住宅，西侧为农田，东侧为住宅和农田，南侧为农田，地块周边基

本为农田、居民住宅及地表水体，未有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基本为农田、居民住宅及地表水体等，不涉及污染风险

较高的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地块周边无潜在污染源。故该地块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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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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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

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可得出调查

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的环境状况

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7.2 不确定性分析

一阶段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包括资料收集和快速检测。

从地块调查的过程来看，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有：

（1）资料收集的不确定性

在第一阶段收集到了地块历史资料，虽通过多次现场踏勘和人员

访谈来印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获取的信息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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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本身的异质性

土壤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均一性，且不同于水和空气，土壤污染物

浓度在空间上变异性较大，即使是间距很小的点位其污染含量也可能

差别很大。因此，在有限的快筛点位，对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的表述会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综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程度有限，总体影响程度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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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一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附件二 人员访谈

附件三 XRF、PID现场校验记录

附件四 土壤快速检测记录

附件五 审核人员与编制人员职称证书

附件六 专家意见及修改清单

附件七 专家意见修改清单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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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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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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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XRF、PID现场校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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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F检出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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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F标准物质溯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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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标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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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检出限溯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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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土壤快速检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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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审核人员职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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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专家意见及修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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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警局滨海工作站营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序

号
专家评审意见 修改说明

1

区域环境概况中简述区域地下水情

况。

1.已在区域环境概况中补充

区域水文水系情况。

具体修改内容：

1.已在区域环境概况中补充区域水文水系情况。

滨海县属淮河流域下游，主要水源除自然降水外，还有江、

淮、里下河等水系可补充。大量的地下水正待开采，淡水资源比

较丰富。主要河流有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排水渠、南、中、

北八滩渠以及通济河、张家河、通榆大运河、中山河和翻身河等，

这些河流相互沟通，可引调供水量达 162 m3/s，利用河槽调蓄淡

水能力可达 1.7亿 m3/t，地下水年开采量：可达 900万 m3。

化工园区的主要纳污河道为中山河滨海闸外河段。中山河起

源于废黄河的七套附近，全长约 30公里，是滨海县、响水县重

要的饮用水源和农业灌溉养殖用水源。1934年在离中山河入海口

10公里处建设滨海闸，闸上河段长约 20公里，闸上游丰水期水

位 2.8-3.2 m，枯水期 2.5 m，闸外河段长约 10公里，口宽 110-130
m，河底高程 0-l.5m，过水断面面积 200-400 m2，闸下游涨潮 2.6
m，落潮-0.5 m，流量为 200-300 m3/s。据水利部门资料，滨海闸

每年开闸 2-3次（如夏季丰水期上游有洪水）。2007 年 1 月 12
日，经国家水利部正式批准的滨海县境内废黄河疏浚及滨海闸外

移重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老滨海闸已拆除并在其下游 7.5
公里处建成新滨海闸。新滨海闸的建成有效保证了废黄河流域及

其下游保护区 4500 平方公里面积、近 300 万人口的防洪安全，

使得整个灌溉总渠以北地区的排涝标准提高到 50年一遇。

中山河流入黄海，该海区的潮汐为不规则半日潮，潮波属前

进波、驻波混合型，涨潮历时较短，为 4 小时 50分，落潮历时

较长，为 7小时 36分。江苏沿海主要受两个潮波系统控制。以 N
34°30′、E 121°10′附近的无潮点为中心的旋转潮波控制着江苏沿

海的北部海区，南部海区受自东海进入的前进波制约。这两个潮

波波峰线在琼港岸外幅合，无潮点在废黄河口以东 80 km左右，

由于无潮点的存在，决定了本海区潮位低、潮差较小的特征。

2 卫星图片应有足够清晰度。补充地

块最新影像图或航拍图，佐证地块

1.影像图已是最新，已补充

航拍图，佐证地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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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具体修改内容：

地块北部 地块东部

地块南部 地块西部

图 3.4-2 航拍照片

3

完善人员访谈，受访人员补充生态

环境部门知情人。

1.已完善人员访谈，受访人

员补充生态环境部门知情

人。

具体修改内容：

表 5.7-1 访谈人员信息汇总表

序

号
姓名 联系方式 受访人员类型 访谈主要内容

1 郭常顺 17865160663
地块使用权人（盐城市

海兴港城开发有限公

司）
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

地块内无化学品泄漏或其他

环境污染事故，无外来堆土

或固体废物，无暗沟、渗坑，

无管线、管道通过，周边无

重污染企业。

2 葛轩瑞 18932279863 土地管理人员

3 刘淼 13770115777
居民（华昌复合肥门

市）

4 肖以明 15895108682 居民（旺浩烟酒）

5 杨国龙 13814396977 后堆村总支部书记

6 李炳辉 15189333000 环保部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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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异丁烯标准物质浓度是

9.8ppm。
1.已核实校准数据，并完善。

具体修改内容：

附件三 XRF、PID现场校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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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专家意见修改清单确认表



《黄海渔村一期(海鲜街)、灵龙湖游客中心、后堆安置区、盐城海警局滨海工作站营区 4

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评审会专家签到表

2022.6.9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签名

张燕 盐城市工信局（退休） 高工 18921872196

方里 江苏省盐城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18961997059

张华文 滨海县环保所 高工 1381551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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