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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根据省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的总体部署，盐城市生态环境局根据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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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

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2018]3 号令）等国家、地

方有关法规要求，发布了《关于督促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土壤

环境自行监测的通知》（盐环办[2018]264 号），通知中要求“重点单

位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定期开展土壤和地

下水监测”。

为了解该场地存在污染隐患的区域和设施周边的土壤、地下水环

境质量状况，判断其环境质量是否满足国家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为本场地提供土壤及地下水质量方面的基础数

据，保障该场地的用地安全。受江苏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江

苏中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次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

2 场地污染识别

2.1 场地环境污染识别

依据产品及原辅材料，综合考虑到生产过程中化学品的跑冒滴漏、

污水处理设施的渗漏、泄漏物质的理化性质及其进入环境后的扩散、

分散、降解、迁移富集性质等，结合企业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

对场地内存在的污染物推断如下：

（1）通过对场地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产品及污染物排放特征

和处理方式的分析，认为本场地生产过程中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污染，

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现象在所难免，因此，通过场地环境污

染识别来确定场地潜在污染物。本场地内主要进行超大型塑胶机械哥

林柱及哥林柱螺母、超大型塑胶机械活塞杆及活塞座的生产，其中使

用的原辅材料主要包括废钢、液氨、切削液、机油、石灰、萤石、硫

酸、铬酸酐、氢氧化钠等，因此，初步判断厂区内污染因子有六价铬，

污染受体为土壤和地下水。

（2）通过对场地污染初步识别，该场地生产过程中造成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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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包括生产车间、污水处理站、危废仓库等区域。根据现场踏勘，

结合本次调查场地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和产品的特点，本次调查认

为厂区内生产车间、污水处理站、危废仓库、固废暂存库为重度污染

关注区。初步确定的场地土壤、地下水潜在污染区域及产生污染物种

类如下。

表 2.1-1 场地潜在污染识别情况

类别 关注污染物 识别原因

土壤
pH、含水率、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

性有机物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36600-2018）的必

测项目；

（2）根据场地的生产工艺

流程及使用的原辅材料地下水

井深、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水位、pH 值、氟化

物、总硬度、耗氧量、氨氮、溶解性总固体、

氯化物、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硝酸盐、亚

硝酸盐、硫酸盐、硫化物、挥发性酚类、砷、

镉、铁、锰、铅、汞、铬（六价）

表 2.1-2 场地潜在污染状况分析

潜在污染区域 关注的土壤潜在污染物
关注的地下水潜在

污染物
关注原因

铸造车间

pH、含水率、重金属、挥

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

机物

井深、地下水埋深、

地下水水位、pH值、

氟化物、总硬度、

耗氧量、氨氮、溶

解性总固体、氯化

物、总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硝酸盐、

亚硝酸盐、硫酸盐、

硫化物、挥发性酚

类、砷、镉、铁、

锰、铅、汞、铬（六

价）

生产过程中的

跑冒滴漏引起

的污染污水处

理过程中的跑

冒滴漏引起的

污染

机械车间

锻造车间（内设危废

库、污水处理）

固废暂存库

pH、含水率、重金属、挥

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

机物

跑冒滴漏和大

气沉降可能引

起污染

土壤：（1）重金属：铜、铅、镉、镍、砷、汞、六价铬；

（2）挥发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

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

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

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3）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

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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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对周边敏感区域人体健康的影响，推测该场地存在的环

境污染及风险表现在以下 2 个方面：

（1）场地内土壤污染对场地区域内人体健康所产生的风险；

（2）场地内地下水污染对场地区域内人体健康产生的风险。

2.2 污染物迁移扩散方式

根据江苏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场地所涉及的污染物性质、污染

迁移途径如下：

（1）在生产过程中管道破损等造成的跑冒滴漏，严重的会下渗至

土壤与地下水。

（2）废水通过管道输送，当管道破裂时，会造成废水污染周边的

土壤和地下水。

（3）废物堆存点或已受污染的土壤经降雨或径流淋洗，污染物进

入地下水，并随着地下径流在地下水水流方向迁移。

3 采样方案

3.1 调查范围

由于本场地所调查的区域污染分布明确，因此采用分区布点法布

设土壤采样点。本次场地调查范围为江苏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厂区

边界以内范围，调查内容包括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

3.2 布点依据

根据国家《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场地环境

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工业企

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

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文件的相关要求以及本项目相关资料分析和现

场踏勘结果所确定的潜在污染区域和潜在污染物识别结果，对场地土

壤和地下水进行布点采样。

3.3 布点原则

根据厂区平面布置及生产工艺，本次初步采样阶段采用《场地环

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中的分区布点法进行监测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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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同时考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中的布点要

求。

（1）土壤采样点布点原则

① 土壤采样点选择应有代表性，取样分析数据能反映出污染地

块的污染程度，以便为土壤功能如何恢复提供科学依据；现场采样时

如发现采样点不具污染代表性，或遇障碍物设备无法采集样品，可根

据现场情况适当调整采样点。

② 依据厂区的平面布置及功能区划，将场地划分为不同的监测

区域。原则上监测点位应选择在地块的中央或与有明显污染的的部位，

如生产车间、危废仓库、污水处理站区域等。

③ 根据厂区运行年限、污染物迁移特性、场地未来规划等设置

采样深度，每个采样点采集表层、深层土及饱和层土样。

④ 一般情况下，应在场地外部区域设置土壤对照监测点。

⑤ 对照监测点位应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

土壤，应采集表层土壤样品，采样深度尽可能与场地表层土壤采样深

度相同。如有必要也应采集深层土壤样品。

⑥ 采用《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中的分区布

点法进行监测点位的布设，同时考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

术指南》中的布点要求，对于地块面积≤5000m
2
，土壤采样点位数不

少于 3 个；对于地块面积大于 5000m
2
的场地，初步调查阶段土壤采

样点位数不少于 6个，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

（2）地下水采样点布点原则

① 考虑地下水流向及地下水位深浅，结合平面分布间隔一定距

离按三角形或四边形至少布置 3~4 个点位监测判断。

② 一般情况下应在调查场地附近选择清洁对照点。

③ 一般情况下采样深度在监测井水面下 0.5m 以下。

④ 为了解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迁移情况，考虑将地下水

监测井与土壤采样点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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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确定地下水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时，参照监测阶段土壤的采

样点点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在污染较重区域加密布点。

3.4 布点方案

（1）土壤布点方案

由于本场地所调查的重点区域污染物分布明确，因此采用分区布

点法。根据布点原则，本次监测点位选择在有明显污染痕迹的地块，

例如：生产车间、危废仓库、污水处理站等区域。本次调查场地内共

布设 4 个土壤采样点。

另根据导则要求，在场地外部区域设置 1 个对照点，因此本场地

共布设 5 个土壤采样点（其中 1个为对照点）。

根据本场地水文地质以及相关导则要求，本次土壤采样深度为 3

米，土壤采样分为 3个层次，其中 0-0.5m 取 1 个样，0.5m-1.5m 取 1

个样，1.5-3m 取 1个样。

（2）地下水采样布点方案

在地下水可能污染较严重区域布设监测点位。确定地下水污染程

度和污染范围时，应参照监测阶段土壤的监测点位，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并在污染较重区域加密布点。

在场地内地下水监测井可间隔一段距离按三角形布设，在调查地

块内设置 3个地下水监测井，另根据导则要求，应在场地附近设置 1

个对照点，因此本场地共布设 4 个地下水监测井（其中 1个对照点）。

根据相关导则要求，地下水监测井深度初步定为 5米，地下水采样深

度为监测井水面下 0.5 米以下。

3.5 布点调整原则

如遇到以下情况则适当进行采样点位置及采样点深度的调整：

（1）采样时遇到厚度过大的混凝土地基，通过地面破碎后机器仍

然无法继续钻进；

（2）采样时遇到地下管道，导致无法继续钻进；

（3）最大采样深处有疑似污染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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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检测方案

4.1 监测项目

根据对污染物的识别，江苏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特征污染物为

六价铬，为保证本次调查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消除因检测项目不全带

来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周边工业场地特征污染物对本场地的影响。

土壤监测因子包括：pH、含水率、铜、铅、镉、镍、砷、汞、六

价铬、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

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

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

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

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

茚并[1,2,3-cd]芘、萘；

地下水监测因子包括：井深、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水位、pH值、

氟化物、总硬度、耗氧量、氨氮、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总大肠菌

群、菌落总数、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硫化物、挥发性酚类、

砷、镉、铁、锰、铅、汞、铬（六价）。

4.2 监测工作量统计

本场地土壤及地下水初步采样清单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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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土壤及地下水初步采样清单

序号 类别 点位编号
采样深度

（m）

样品数量

（个）

监测点数

（个）
采样位置 点位类型 监测因子

1 土壤 T01

0-0.5m、

0.5-1.5m、

1.5-3.0m

3 1 铸造车间 监测点
pH、含水率、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

2 土壤 T02

0-0.5m、

0.5-1.5m、

1.5-3.0m

3 1 机械车间 监测点
pH、含水率、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

3 土壤 T03

0-0.5m、

0.5-1.5m、

1.5-3.0m

3 1
电镀车间（内设危废

库、污水处理）
监测点

pH、含水率、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

4 土壤 T04

0-0.5m、

0.5-1.5m、

1.5-3.0m

3 1 固废暂存库 监测点
pH、含水率、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

5 土壤 T05

0-0.5m、

0.5-1.5m、

1.5-3.0m

3 1 厂区外 对照点
pH、含水率、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

6 地下水 D1-D3

监测井水面

下 0.5 米以

下 （监测井

深度 5 米）

1 1 厂区内 监测点

井深、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水位、pH 值、氟

化物、总硬度、耗氧量、氨氮、溶解性总固

体、氯化物、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硝酸

盐、亚硝酸盐、硫酸盐、硫化物、挥发性酚

类、砷、镉、铁、锰、铅、汞、铬（六价）。

7 地下水 D4
监测井水面

下 0.5 米以
1 1 厂区外 对照点

井深、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水位、pH 值、氟

化物、总硬度、耗氧量、氨氮、溶解性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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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点位编号
采样深度

（m）

样品数量

（个）

监测点数

（个）
采样位置 点位类型 监测因子

下（监测井

深度 5 米）

体、氯化物、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硝酸

盐、亚硝酸盐、硫酸盐、硫化物、挥发性酚

类、砷、镉、铁、锰、铅、汞、铬（六价）。

合计 41 17 - - -

备注：

土壤：（1）重金属：铜、铅、镉、镍、砷、汞、六价铬；

（2）挥发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

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

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3）半挥发性有机物：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

芘、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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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分析和评价

5.1 土壤污染筛选评价

本场地共布设 5 个土壤采样点（其中 1 个为对照点）；本次土壤

采样深度为 3 米，土壤采样分为 3 个层次，其中 0-0.5m 取 1 个样，

0.5m-1.5m 取 1 个样，1.5-3m 取 1 个样；监测项目为 pH、含水率、

铜、铅、镉、镍、砷、汞、六价铬、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

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

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

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

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

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

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5.1.1 评价标准

江苏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场地为在产的工业用地，结合场地实

际情况，场地土壤污染物风险筛选标准优先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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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标准，对该标准中没有的因子，参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

值》（DB11/T 811-2011）中工业用地标准；上述 2种标准均未涉及的

因子，参考《美国环保署通用筛选值》的工业用地标准。根据上述评

价标准制定原则本场地污染因子的评价标准详见表 5.1-1。

表 5.1-1 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表

序号 污染因子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mg/kg）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

选值（mg/kg）

1 铜 18000 -

2 铅 800 -

3 镉 65 -

4 镍 900 -

5 砷 60 -

6 汞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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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因子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mg/kg）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

选值（mg/kg）

7 六价铬 3.0 -

8 四氯化碳 2.8 -

9 氯仿 0.9 -

10 氯甲烷 37 -

11 1,1-二氯乙烷 9 -

12 1,2-二氯乙烷 5 -

13 1,1-二氯乙烯 66 -

14 顺-1,2-二氯乙烯 596 -

15 反-1,2-二氯乙烯 54 -

16 二氯甲烷 616 -

17 1,2-二氯丙烷 5 -

18 1,1,1,2-四氯乙烷 10 -

19 1,1,2,2-四氯乙烷 6.8 -

20 四氯乙烯 53 -

21 1,1,1-三氯乙烷 840 -

22 1,1,2-三氯乙烷 2.8 -

23 三氯乙烯 2.8 -

24 1,2,3-三氯丙烷 0.5 -

25 氯乙烯 0.43 -

26 苯 4 -

27 氯苯 270 -

28 1,2-二氯苯 560 -

29 1,4-二氯苯 20 -

30 乙苯 28 -

31 苯乙烯 1290 -

32 甲苯 1200 -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570 -

34 邻二甲苯 640 -

35 硝基苯 76 -

36 苯胺 260 -

37 2-氯酚 2256 -

38 苯并（a）蒽 15 -

39 苯并（a）芘 1.5 -

40 苯并（b）荧蒽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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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因子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mg/kg）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

选值（mg/kg）

41 苯并（k）荧蒽 151 -

42 䓛 1293 -

43 二苯并[a,h]蒽 1.5 -

44 茚并[1,2,3-cd]芘 15 -

45 萘 70 -

5.1.2 土壤污染物筛选评价结果

场地土壤污染物筛选评价结果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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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场地土壤污染筛选评价结果

评价标准

检测项目

pH 含水率 铜（mg/kg） 铅（mg/kg） 镉（mg/kg） 镍（mg/kg） 砷（mg/kg） 汞（mg/kg）
六价铬

（mg/kg）

四氯化碳

（mg/kg）

/ / 18000 800 65 900 60 38 3.0 2.8

点位 采样深度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T01

0-0.5m 7.78 / 16.6 / 21.6 达标 26 达标 0.08 达标 30 达标 10.9 达标 0.028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7.58 / 23.5 / 23.0 达标 25 达标 ND 达标 40 达标 14.8 达标 0.010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7.71 / 23.8 / 21.3 达标 23 达标 0.08 达标 32 达标 10.7 达标 0.006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2

0-0.5m 6.96 / 18.9 / 23.9 达标 26 达标 0.09 达标 36 达标 12.7 达标 0.013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7.95 / 19.7 / 25.4 达标 25 达标 0.07 达标 33 达标 11.3 达标 0.031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8.34 / 24.0 / 22.4 达标 24 达标 0.08 达标 33 达标 12.5 达标 0.018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3

0-0.5m 8.16 / 20.8 / 22.8 达标 25 达标 0.08 达标 34 达标 11.7 达标 0.021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8.21 / 24.4 / 22.6 达标 27 达标 0.09 达标 35 达标 11.6 达标 0.024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8.01 / 23.6 / 22.8 达标 24 达标 0.07 达标 37 达标 14.2 达标 0.009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4

0-0.5m 8.42 / 21.6 / 21.6 达标 23 达标 0.08 达标 34 达标 12.1 达标 0.011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8.14 / 23.5 / 22.0 达标 24 达标 0.09 达标 32 达标 11.4 达标 0.015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8.29 / 20.9 / 22.5 达标 26 达标 0.08 达标 33 达标 10.5 达标 0.020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5

0-0.5m 8.06 / 18.7 / 22.7 达标 24 达标 0.08 达标 35 达标 12.6 达标 0.019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8.28 / 21.3 / 21.8 达标 23 达标 ND 达标 33 达标 12.5 达标 0.011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8.15 / 23.0 / 23.5 达标 28 达标 0.11 达标 31 达标 10.3 达标 0.026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备注：土壤中四氯化碳检出限为 1.3ug/kg，镉的检出限为 0.07mg/kg，六价铬的检出限为 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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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场地土壤污染筛选评价结果（续）

评价标准

检测项目

氯仿

（mg/kg）

氯甲烷

（mg/kg）

1,1-二氯乙

烷（mg/kg）

1,2-二氯乙

烷（ug/kg）

1,1-二氯乙

烯（mg/kg）

顺-1,2-二

氯乙烯

（mg/kg）

反-1,2-二

氯乙烯

（mg/kg）

二氯甲烷

（mg/kg）

1,2-二氯丙

烷（mg/kg）

1,1,1,2-四

氯乙烷

（mg/kg）

0.9 37 9 5*103 66 596 54 616 5 10

点位 采样深度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T01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2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3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4.9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60.8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96.1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4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5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备注：土壤中氯仿的检出限为 1.1ug/kg，氯甲烷的检出限为 1.0ug/kg，1,1-二氯乙烷的检出限为 1.2ug/kg，1,2-二氯乙烷的检出限为 1.3ug/kg，1,1-二氯乙烯

的检出限为 1.0ug/kg，顺-1,2-二氯乙烯的检出限为 1.3ug/kg，反-1,2-二氯乙烯的检出限为 1.4ug/kg，二氯甲烷的检出限为 1.5ug/kg，1,2-二氯丙烷的检出限

为 1.1ug/kg，1,1,1,2-四氯乙烷的检出限为 1.2u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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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场地土壤污染筛选评价结果（续）

评价标准

检测项目

1,1,2,2-四

氯乙烷

（mg/kg）

四氯乙烯

（mg/kg）

1,1,1-三氯

乙烷

（mg/kg）

1,1,2-三氯

乙烷

（mg/kg）

三氯乙烯

（mg/kg）

1,2,3-三氯

丙烷

（mg/kg）

氯乙烯

（mg/kg）
苯（ug/kg） 氯苯（mg/kg）

1,2-二氯苯

（mg/kg）

6.8 53 840 2.8 2.8 0.5 0.43 4*103 270 560

点位 采样深度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T01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2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3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4.6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4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6.8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5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备注：土壤中1,1,2,2-四氯乙烷的检出限为1.2ug/kg，四氯乙烯的检出限为1.4ug/kg，1,1,1-三氯乙烷的检出限为1.3ug/kg，1,1,2-三氯乙烷的检出限为1.2ug/kg，

三氯乙烯的检出限为 1.2ug/kg，1,2,3-三氯丙烷的检出限为 1.2ug/kg，氯乙烯的检出限为 1.0ug/kg，苯的检出限为 1.9ug/kg，氯苯的检出限为 1.2ug/kg，1,2-

二氯苯的检出限为 1.5u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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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场地土壤污染筛选评价结果（续）

评价标准

检测项目

1,4-二氯苯

（mg/kg）

乙苯

（mg/kg）

苯乙烯

（mg/kg）
甲苯（ug/kg）

间二甲苯+对二

甲苯（mg/kg）

邻二甲苯

（mg/kg）

硝基苯

（mg/kg）

苯胺

（mg/kg）

2-氯酚

（mg/kg）

苯并（a）蒽

（mg/kg）

20 28 1290 1200*103 570 640 76 260 2256 15

点位 采样深度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值

评价

结果
实测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T01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2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3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5.6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4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T05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备注：土壤中 1,4-二氯苯的检出限为 1.5ug/kg，乙苯的检出限为 1.2ug/kg，苯乙烯的检出限为 1.1ug/kg，甲苯的检出限为 1.3ug/kg，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的检出限为 1.2ug/kg，

邻二甲苯的检出限为 1.0ug/kg，硝基苯的检出限为 0.09mg/kg，苯胺的检出限为 0.16mg/kg，2-氯酚的检出限为 0.06mg/kg，苯并（a）蒽的检出限为 0.1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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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场地土壤污染筛选评价结果（续）

评价标准

检测项目

苯并（a）芘

（mg/kg）

苯并（b）荧

蒽（mg/kg）

苯并（k）荧

蒽（mg/kg）
䓛（mg/kg）

二苯并

[a,h]蒽

（mg/kg）

茚并

[1,2,3-cd]

芘（mg/kg）

萘（mg/kg）
石油烃

（mg/kg）
/ /

1.5 15 151 1293 1.5 15 70 / / /

点位 采样深度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T01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T02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T03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T04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T05

0-0.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8 / / / / /

0.5-1.5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10 / / / / /

1.5-3.0m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达标 ND / / / / /

备注：土壤中苯并（a）芘的检出限为 0.1mg/kg，苯并（b）荧蒽的检出限为 0.2mg/kg，苯并（k）荧蒽的检出限为 0.1mg/kg，䓛的检出限为 0.1mg/kg，二苯并[a,h]

蒽的检出限为 0.1mg/kg，茚并[1,2,3-cd]芘的检出限为 0.1mg/kg，萘的检出限为 0.09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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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本场地所布设的监测点中的各监测因子均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二类用地的标准要求，本次所调查的场地未对土壤造成污染。

5.2 地下水污染物质量评价

本场地共布设 4 个地下水监测井（其中 1 个为清洁对照点）；地

下水监测井深度初步定为 5 米，地下水采样深度为监测井水面下 0.5

米以下；监测项目为井深、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水位、pH 值、氟化

物、总硬度、耗氧量、氨氮、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总大肠菌群、

细菌总数、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硫化物、挥发性酚类、砷、

镉、铁、锰、铅、汞、铬（六价）。

5.2.1 评价标准

本场地为工业用地，地下水污染物的筛选评价标准优先选取我国

2017 年颁布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相应标准，

场地地下水评价标准见表 5.2-1。

表 5.2-1 地下水质量评价标准

序

号
检出污染因子

地下水批评价标准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pH 6.5≤pH≤8.5
5.5~6.5；

8.5~9.0

＜5.5

或＞9.0

2
氟化物

（mg/L）
≤1.0 ≤1.0 ≤1.0 ≤2.0 ＞2.0

3
总硬度

（mg/L）
≤150 ≤300 ≤450 ≤650 ＞650

4
耗氧量

（mg/L）
≤1.0 ≤2.0 ≤3.0 ≤10.0 ＞10.0

5
氨氮

（mg/L）
≤0.02 ≤0.10 ≤0.50 ≤1.50 ＞1.50

6
溶解性总固体

（mg/L）
≤300 ≤500 ≤1000 ≤2000 ＞2000

7
氯化物

（mg/L）
≤50 ≤150 ≤250 ≤350 ＞350

8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3.0 ≤3.0 ≤3.0 ≤100 ＞100

9
菌落总数

（CFU/100mL）
≤100 ≤100 ≤1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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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出污染因子

地下水批评价标准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0
硝酸盐

（mg/L）
≤2.0 ≤5.0 ≤20.0 ≤30.0 ＞30.0

11
亚硝酸盐

（mg/L）
≤0.01 ≤0.10 ≤1.00 ≤4.80 ＞4.80

12
硫酸盐

（mg/L）
≤50 ≤150 ≤250 ≤350 ＞350

13
硫化物

（mg/L）
≤0.005 ≤0.01 ≤0.02 ≤0.10 ＞0.10

14
挥发性酚类

（mg/L）
≤0.001 ≤0.001 ≤0.002 ≤0.01 ＞0.01

15
砷

（mg/L）
≤0.001 ≤0.001 ≤0.01 ≤0.05 ＞0.05

16
镉

（mg/L）
≤0.0001 ≤0.001 ≤0.005 ≤0.01 ＞0.01

17
铁

（mg/L）
≤0.1 ≤0.2 ≤0.3 ≤2.0 ＞2.0

18
锰

（mg/L）
≤0.05 ≤0.05 ≤0.10 ≤1.50 ＞1.50

19
铅

（mg/L）
≤0.005 ≤0.005 ≤0.01 ≤0.10 ＞0.10

20
汞

（mg/L）
≤0.0001 ≤0.0001 ≤0.001 ≤0.002 ＞0.002

21
六价铬

（mg/L）
≤0.005 ≤0.01 ≤0.05 ≤0.10 ＞0.10

5.2.2 地下水污染物筛选评价结果

场地地下水污染物筛选评价结果见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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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场地地下水污染筛选评价结果
点位

编号
D1 D2 D3 D4

点位

编号
D1 D2 D3 D4

评价

因子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实测

值

评价

结果

评价

因子
实测值

评价

结果
实测值

评价

结果
实测值

评价

结果
实测值

评价

结果

pH 值 6.74 Ⅱ 7.01 Ⅱ 7.16 Ⅱ 7.60 Ⅱ 硫酸盐 176 Ⅲ 186 Ⅲ 187 Ⅲ 34 Ⅰ

氟化物 1.18 Ⅳ 0.33 Ⅱ 0.95 Ⅱ 1.15 Ⅳ 硫化物 ND Ⅰ ND Ⅰ ND Ⅰ ND Ⅰ

总硬度 288 Ⅱ 354 Ⅲ 174 Ⅱ 193 Ⅱ
挥发性

酚类
0.0018 Ⅲ 0.0016 Ⅲ 0.0020 Ⅲ 0.0017 Ⅲ

耗氧量 0.74 Ⅰ 1.53 Ⅱ 2.44 Ⅲ 1.49 Ⅱ 砷
0.0002

7
Ⅰ 0.0144 Ⅳ

0.0021

4
Ⅲ

0.0003

5
Ⅰ

氨氮 0.048 Ⅱ 0.056 Ⅱ 0.193 Ⅲ 0.681 Ⅳ 镉 ND Ⅰ ND Ⅰ ND Ⅰ ND Ⅰ

溶解性总固

体
607 Ⅲ 763 Ⅲ 618 Ⅲ 423 Ⅱ 铁 0.672 Ⅳ 1.68 Ⅳ 0.210 Ⅲ 0.252 Ⅲ

氯化物 99 Ⅱ 109 Ⅱ 38 Ⅰ 40 Ⅰ 锰 0.625 Ⅳ 0.205 Ⅳ 0.0734 Ⅲ 0.0442 Ⅱ

总大肠菌群 21 Ⅳ 8 Ⅳ 43 Ⅳ 94 Ⅳ 铅 0.0194 Ⅳ 0.0358 Ⅳ
0.0004

2
Ⅰ

0.0014

4
Ⅱ

菌落总数 840 Ⅳ 760 Ⅳ 390 Ⅳ 340 Ⅳ 汞 ND Ⅰ ND Ⅰ ND Ⅰ ND Ⅰ

硝酸盐 0.70 Ⅰ 0.24 Ⅰ 1.06 Ⅰ 0.53 Ⅰ 六价铬 ND Ⅰ ND Ⅰ ND Ⅰ ND Ⅰ

亚硝酸盐 0.017 Ⅱ 0.021 Ⅱ 0.144 Ⅲ 0.004 Ⅰ / / / / / / / / /

备注：地下水中硫化物的检出限为 0.005mg/L，汞的检出限为 0.04ug/L，镉的检出限为 0.05ug/L，铅的检出限为 0.09ug/L，六价铬的检出限为 0.004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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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地下水所有点位指标均在Ⅳ类水范围内。根据《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本次所

调查的地下水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

水。

6 场地调查结论及建议

6.1 总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的检测结果，本次所调

查的场地土壤各项指标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标准要求；

地下水中各项监测指标基本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的Ⅰ-Ⅳ类水质标准之间。

6.2 建议

（1）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相关内容纳入到企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之中，在预案中补充完善防治土壤污染相关内容。建立隐患定期排查

制度，每年按照一定频次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同时建立隐患排查

档案，及时整治发现的隐患。

（2）加强环境管理工作，将各项环境监管措施、制度落实到位，

确保消除各类环境污染隐患。保持对危废库、车间、管道、污水处理

站等土壤污染重点关注对象的日常巡查、检测，降低出现泄漏的概率，

对已出现的泄漏早发现、早处理，避免污染的扩大。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对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等物质进行分类管理，对其在厂区内的

储存、运输、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管，避免造成土壤污染。

（3）每年对厂区内土壤及地下水进行监测，及时了解厂区内土壤

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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