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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1.1 项目概况 

滨海新区大港海景二路（海天园教育用地）地块位于滨海新区海景二路以东，

旭日路以北，用地总面积为 4961.2 平方米。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海景一路、

南至旭日路、西至海景二路、北至港东八道。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城乡规划行政许可事项规划条件通知书》及《天津市

建设项目核定用地图》，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文件，地块现状用地性质为的建设用地（代码 H），未来规划用地

性质为体育用地（代码 A4）。未来规划用地性质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规定的第二类用地。 

该地块现状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拟变更的用地性质为体育用地，属于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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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为降低土壤环境风险，满足地块后续开发要求，2023 年 9 月，受天

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发展中心委托，中矿（天津）岩矿检测有限公司依据《土壤环

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技术指南》（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等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要

求，对滨海新区大港海景二路（海天园教育用地）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 

本次调查采用的坐标系统为 CGCS2000 坐标系，高程系统为 2015 年天津大

沽高程。地块相关规划用地性质见图 1-1〜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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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块规划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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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核定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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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范围 

滨海新区大港海景二路（海天园教育用地）地块滨海新区海景二路以东，旭

日路以北。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海景一路、南至旭日路、西至海景二路、北至

港东八道。地块总用地面积 4961.2m
2。地块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1-3 所示，地块

调查范围示意图见图 1-4，地块拐点坐标（CGCS2000 坐标）见表 1-1。 

 

图 1-3 地块地理位置示意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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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 

表 1-1 地块拐点坐标表（CGCS2000 坐标） 

点号 纵坐标 X（m） 横坐标 Y（m） 

J1 4302177.9511 517255.0688 

J2 4302179.7037 517313.7477 

J3 4302179.6428 517313.7496 

J4 4302094.6789 517316.2077 

J5 4302093.0028 517258.2492 

1.3 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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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四条（十四）“严格用地准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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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 须

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门在编制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污染地块的

环境风险，合理确定土地用途。”中的相关规定开展此次工作。 

（1）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等途径收集地块相关信息，

结合所获得的信息，初步分析、识别场地潜在污染物类型与污染范围，为初步采

集土壤以及地下水等监测提供依据。 

（2）通过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的采样监测，调查该地块的污染分布状况，

确定地块内污染物类型、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 

（3）根据地块土地规划利用要求，采用相应的环境风险筛选标准，明确地

块环境风险的可接受程度。 

（4）为土地和环境管理部门开发利用该地块提供决策依据及技术支撑。 

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5）《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9 年 3 月） 

（6）《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 月） 

（7）《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1 月） 

1.4.1 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2）《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第 42 号令） 

（3）《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发 

〔2016〕27 号） 

（4）《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津政发〔201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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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土壤污染专项整治方案》（津环保土〔2017〕161 号） 

（6）《市环保局市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污染地

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津环保土〔2018〕82 号） 

（7）《天津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效

果评估报告评审细则（试行）》（2023 年修订） 

1.4.2 技术依据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7）《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 年 

（8）《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 年 

（9）《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2014 年 

（10）《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建井技术指南（试行）》2015 年 

（1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18）； 

（12）《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1︰50000）》

（GB/T14158—1993） 

（13）《污染场地勘察规范》（DB11/T 1311-2015） 

（14）《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DB/T29-191-2021） 

（15）《岩土工程技术规范》（D/TB29-20-2017） 

（1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17）《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9）《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 

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 

土（2020）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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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控值》（DB4403/T-2020） 

（21）《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20）《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编

制大纲（试行）>的通知（2018 年 4 月）》 

1.5 基本原则 

按照相关技术导则要求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本次工作中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 

目前，生态环境部和天津市已出台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的法律法规、技

术导则、标准和规范。为确保调查评估工作的规范性，本项目严格遵守生态环境

部和天津市相关规定，以科学的方法开展相关工作。 

（2）针对性原则 

污染地块数据评价过程及其结果具有特定性。因此，本项目数据分析工作将

建立基于本地块实际情况的评价体系，使本项目评价结果最大限度接近地块实际

情况，确保其评价结果的针对性。 

（3）技术可行性 

地块未来规划性质对地块评价结果会造成明显影响。因此，本项目数据分析

过程将结合地块未来规划用途进行，确保分析结果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1.6 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技术规定，本项目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等形式，在收集与分析区域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地块及周边历史状况

和现状，特别是地块内历史上涉及的企业建筑及其功能等信息的基础上，分析地

块内可能的污染源及潜在污染物。编制水文地质勘察方案，开展现场水文地质勘

察工作。在污染识别的基础上结合水文地质勘察结果编制地块采样监测方案。现

场采样及实验室分析，将土壤、地下水中各潜在污染物指标的浓度值与风险筛选

值进行比对，判断地块环境是否受到污染。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具体技

术路线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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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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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步采样及分析 
按照相关技术导则要求，本项目开展采样监测工作，以确定地块内土壤、地

下水环境是否受到污染。本次采样目的主要包括： 

（1）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可能的污染源。 

（2）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科学布设土壤、地下水等监测点位，严格规

范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 

（3）根据检测报告，数据统计分析，查明地块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情况，

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评估地块污染的环境风险。 

2.1 采样方案 

根据国家发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等相关技术要求，

在分析项目相关资料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确定本次调查的采样方案，编制详细

的工作计划，实施过程将严格按照工作计划执行。 

采样点的布置能够满足判断场内土壤、地下水环境的要求，现场采样时可根

据实际情况（如地形地貌、作业面平整情况、建筑物、土壤地质等因素）对采样

点位置和深度进行适当调整。 

2.1.1 布点原则 

（1）土壤采样点布点原则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中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监测点位布设的方法，结合《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技术指南》中的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
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 

个，地块面积＞5000m
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

增加的布点原则并根据原场区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选择可能污染较重的若干地

块，作为土壤污染物识别的监测地块。原则上监测点位应选择地块的中央或有明

显污染的部位，如生产车间、污水管线、废弃物对堆放处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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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要求，若对场地信

息了解不足，难以合理判断采样深度，可按 0.5-2 米等间距设置采样位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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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底泥采样点布设满足以下原则： 

① 符合国家场地调查和土壤环境监测的相关技术导则要求； 

② 采样点的布置能够满足判别场内污染区域的要求； 

③ 如场地面积相对较小，不存在土壤母质和土壤类型的明显差异，可根据

原场地不同地块的使用功能和不同的污染特征，选择污染可能较重的若干地块，

作为土壤关注污染物识别的监测地块。原则上采样点应选择在地块的中央或有明

显污染的部位，如生产车间、污水管线、废弃物堆放处等； 

④ 土地使用功能相近、单元面积较小的生产区可将几个单元合并成一个监

测地块； 

⑤ 每个地块的监测点位应确定为该地块的中心或潜在污染最重的部位，如

取样点位不具备采样条件可适当偏移；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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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土层至少采集 1 个土样，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品送检；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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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及深度。 

（2）地下水采样点布设原则 

地下水采样点的布设需考虑场地地下水流向、地下水埋深及地层岩性等条件

确定，同时需在疑似污染区域或其下游方向建立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监测按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和《地下

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的要求进行地下水的监测执行。 

2.1.2 土壤采样点布设方案 

根据现场勘查，本地块现状为未利用空地，除地块中心部位有少量堆土外，

地块其余地方平整。根据天津市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图（图 2-1），本地块及周边

1Km 区域均属于漳卫河地下水系统（Ⅵ），为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土壤地层结

构及地下水赋存条件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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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天津市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图 

结合上述情况，因地块土壤污染特征不明确，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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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次调查采用系统布点法结合地块内

历史用地情况确定土壤及地下水布点方案，对地块内的土壤、地下水样品进行实

验室检测分析，从而确定场地内污染物以及污染物浓度。 

地块外布设 1 个土壤对照点，如图 2-2 所示，采用系统布点法在地块内部布

设 5 个土壤采样点（图 2-3），其中 2 个点位为采集堆土样品，其中 3 个点位兼

顾地下水样品采集，同时采集土壤及地下水样品，各点位的编号、深度和坐标等

信息详见表 2-1。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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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土壤对照点平面布置图 

 

图 2-3 土壤/地下水取样点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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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壤采样点信息表 

钻孔类型 
点位编

号 

孔深

（m） 

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孔口标

高(m) 

井口标

高(m) 

点位布设方

法 X Y 

土取样孔

兼地下水

监测井 

S1/SW1 5 4302160.0249 517276.1241   系统布点法 

S2/SW2 5 4302160.6030 517296.9502   系统布点法 

S3/SW3 10 4302113.7714 517276.8954   系统布点法 

土壤取样

孔 

S4 0.5 4302136.3200 517286.1515   系统布点法 

S5 0.5 4302114.1568 517297.7215   系统布点法 

土壤对照

点 
DZ1 0.2 4302345.2745 517321.5240  / 判断布点法 

2.1.3 地下水采样点布设方案 

①地块地下水采样点的布设综合考虑地下水流向、地下水埋深及地层岩性条

件确定。 

②在地块四周布设控制性水位及水质钻孔，在存在潜在污染源区域建立地下

水监测井，即保证场地内水位、水质监测点均匀分布，同时兼顾重点区域水质及

水位监测。 

③本次地下水采样为探明地下水埋深、流向及地下水质量，对于地下水采样，

监测井的数量和位置由监测数据是否能得到地块地下水流向以及地下水质量而

决定，因此在场地内地下水上下游等区域应至少设置三个地下水监测井。本次地

下水监测井设点与深层土壤采样点并点考虑，共设置 3 个地下水点位，点位分

布图见图 2-3，布点信息见表 2-2。 

表 2-2 地下水采样点信息表 

点位编号 监测井深度（m） 
CGCS 2000 坐标系 

X Y 

SW1 5 4302160.0249 517276.1241 

SW2 5 4302160.6030 517296.9502 

SW3 10 4302113.7714 517276.8954 

4.2 检测数据分析 

4.2.1 土壤样品检测数据分析 

地块外布设 1 个对照取样点采集表层土壤，共采集 1 组对照土壤样品，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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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土壤 pH 为 8.41，共检出 6 种重金属，分别为铜 24mg/kg、镍 31.4mg/kg、铅

22mg/kg、镉 0.16mg/kg、砷 10.9mg/kg、汞 0.034mg/kg；石油烃（C10-C40）、挥

发性有机污染、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均未检出。对照点土壤检测结果统计详见表

2-3。 

表 2-3 对照点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统计 

序号 检出物质 
检出浓度 

（mg/kg） 
检测数量 检出数量 

检出率 

（%） 

1 铜 24 1 1 100 

2 镍 31.4 1 1 100 

3 铅 22 1 1 100 

4 镉 0.16 1 1 100 

5 砷 10.9 1 1 100 

6 汞 0.034 1 1 100 

注：未检出指标未列入表格。 

地块内共布设 5 个土壤取样点，共采集 18 组土壤样品（含 2 组平行样），

土壤 pH 值范围在 8.08~10.99 之间。共检出 6 种重金属，分别为铜

（15.6~35.9mg/kg）、镍（22.6~47mg/kg）、铅（18.7~25.2mg/kg）、镉（0.1~0.2mg/kg）、

砷（8~18.8mg/kg）、汞（0.016 ~0.047mg/kg），检出率均为 100%；共检出 3 种

挥发性有机物，分别为氯乙烯（0.0113mg/kg）、1,1-二氯乙烯（0.046mg/kg）、

1,2-二氯乙烷（0.0168mg/kg），检出率均为 6.25%；石油烃（C10~C40）共 2 件样

品检出（10~17mg/kg），检出率为 12.5%；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均未检出。土壤

检测结果统计详见表 2-4。 

表 2-4 地块内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统计 

序号 检出物质 
最小值 

（mg/kg） 

最大值 

（mg/kg） 
检测数量 检出数量 

检出率 

（%） 

1 铜 15.6 35.9 16 16 100 

2 镍 22.6 47 16 16 100 

3 铅 18.7 25.2 16 16 100 

4 镉 0.1 0.2 16 16 100 

5 砷 8 18.8 16 16 100 

6 汞 0.016  0.047 16 16 100 

7 氯乙烯 ND 0.0113 16 1 6.25 

8 1,1-二氯乙烯 ND 0.046 16 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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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出物质 
最小值 

（mg/kg） 

最大值 

（mg/kg） 
检测数量 检出数量 

检出率 

（%） 

9 1,2-二氯乙烷 ND 0.0168 16 1 6.25 

10 
石油烃

（C10~C40） 
10 17 16 2 12.5 

注：ND 代表未检出，未检出指标未列入表格。 

4.2.2 地下水样品检测数据分析 

地块内布设 3 个地下水取样点，共采集 4 组地下水样品（包含 1 组平行样），

地下水 pH 值范围在 7.4~7.98 之间。共检出 5 种重金属，分别为镍（10.4~16.7μg/L）、

铜（2.55~17.9μg/L）、镉（0.21~0.48μg/L）、铅（5.2~46μg/L）、砷（3.4~5.5μg/L），

检出率均为100%；共检出2种挥发性有机物，分别为1,1,-二氯乙烯（0.0151μg/L）、

1,2-二氯乙烷（0.0093μg/L），检出率均为 33.33%；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

检测范围为 0.06~0.08mg/L，检出率为 100%；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地下水

检测结果统计详见表 2-5。 

表 2-5 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计 

序号 检出物质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检测

数量 
检出数量 

检出率 

（%） 

1 镍 μg/L 10.4 16.7 3 3 100 

2 铜 μg/L 2.55 17.9 3 3 100 

3 镉 μg/L 0.21 0.48 3 3 100 

4 铅 μg/L 5.2 46 3 3 100 

5 砷 μg/L 3.4 5.5 3 3 100 

6 1,1,-二氯乙烯 μg/L ND 0.0151 3 1 33.33 

7 1,2-二氯乙烷 μg/L ND 0.0093 3 1 33.33 

8 
可萃取性石油烃

（C10-C40） 

μg/L 
0.06 0.08 3 3 100 

注：未检出指标未列入表格。 

4.3 采样分析结论 

地块外布设 1 个对照取样点，共采集 1 组对照土壤样品，对照点土壤 pH 为

8.41，共检出 6 种重金属，分别为铜 24mg/kg、镍 31.4mg/kg、铅 22mg/kg、镉

0.16mg/kg、砷 10.9mg/kg、汞 0.034mg/kg；石油烃（C10-C40）、挥发性有机污染、

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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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共布设 5 个土壤取样点，共采集 18 组土壤样品（含 2 组平行样），

土壤 pH 值范围在 8.08~10.99 之间，共检出 6 种重金属，分别为铜

（15.6~35.9mg/kg）、镍（22.6~47mg/kg）、铅（18.7~25.2mg/kg）、镉（0.1~0.2mg/kg）、

砷（8~18.8mg/kg）、汞（0.016 ~0.047mg/kg），检出率均为 100%；共检出 3 种

挥发性有机物，分别为氯乙烯（0.0113mg/kg）、1,1-二氯乙烯（0.046mg/kg）、

1,2-二氯乙烷（0.0168mg/kg），检出率均为 6.25%；石油烃（C10~C40）共 2 件样

品检出（10~17mg/kg），检出率为 12.5%；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均未检出。 

地块内布设 3 个地下水取样点，共采集 4 组地下水样品（包含 1 组平行样），

地下水pH值范围在 7.4~7.98之间。共检出 5种重金属，分别为镍（10.4~16.7μg/L）、

铜（2.55~17.9μg/L）、镉（0.21~0.48μg/L）、铅（5.2~46μg/L）、砷（3.4~5.5μg/L），

检出率均为 100%；共检出 2 种挥发性有机物，分别为 1,1,-二氯乙烯（0.0151μg/L）、

1,2-二氯乙烷（0.0093μg/L），检出率均为 33.33%；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

检测范围为 0.06~0.08mg/L，检出率为 100%；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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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筛选 

3.1 筛选标准 

3.1.1 土壤筛选值标准 

根据甲方提供的《规划条件通知书》，该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体育用地，

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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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开展土壤检出指标的风险筛选。 

3.1.2 地下水筛选值标准 

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水标准以及《上海市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

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中规定第二类用地

石油烃（C10-C40）筛选值开展地下水检出指标的风险筛选。 

3.2 筛选方法和过程 

将本项目地块土壤、地下水样品的检测值与筛选值进行对比分析，判断检测

指标的检出浓度是否低于本项目确定的风险筛选值。 

3.3 筛选结果 

3.3.1 土壤风险筛选结果 

本次调查在 5 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并送检 18 组（含 2 组平行样），土壤样

品中共检出 6 种重金属（铜、镍、铅、镉、砷、汞）、3 种挥发性有机物（氯乙

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以及石油烃（C10~C40）有检出。筛选结果如

表 3-1 所示，其检出最大值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第二类建设用地筛选值。 

表 3-1 土壤检出指标风险筛选结果统计表 

序

号 
检出物质 

检出浓度范

围 

(mg/kg) 

检出最大浓度位置 
检出率

（%） 

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mg/kg） 

超标率

（%） 点位 
深度

(m) 

土层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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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出物质 

检出浓度范

围 

(mg/kg) 

检出最大浓度位置 
检出率

（%） 

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mg/kg） 

超标率

（%） 点位 
深度

(m) 

土层性

质 

1 铜 15.6~35.9 S1 4.5 粉粘 100 18000 0 

2 镍 22.6~47 S4 0.5 杂填土 100 900 0 

3 铅 18.7~25.2 S1 0.2 素填土 100 800 0 

4 镉 0.1~0.2 S3 4.0 粉粘 100 65 0 

5 砷 8~18.8 S2 4.5 粉粘 100 60 0 

6 汞 0.016~0.047 S2 4.5 粉粘 100 38 0 

7 氯乙烯 ND~0.0113 S2 1.5 杂填土 6.25 0.43 0 

8 1,1-二氯乙烯 ND~0.046 S2 1.5 杂填土 6.25 66 0 

9 1,2-二氯乙烷 ND~0.0168 S2 1.5 杂填土 6.25 5 0 

10 
石油烃

（C10~C40） 
10~17 S2 1.5 杂填土 12.5 4500 0 

注：①指标检出率=该指标的样品检出数/送检样品总数，指标超标率=该指标的样品超

标数/送检样品总数，点位检出率=该指标的点位检出数/点位总数，点位超标率=该指标的点

位超标数/点位总数（下同）。②汞数据因最大值存在多个，无法统计最大值点位。 

3.3.2 地下水检测指标筛选 

本次调查采集并送检地下水样品 4 组（含 1 组平行样），地下水 pH 值范围

在 7.4~7.98 之间，共检出 5 种重金属（镍、铜、镉、铅、砷），检出 2 种挥发

性有机物（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及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筛选

结果如表 3-2 所示，其中镍、铜、镉、铅、砷、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检

出最大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限值；可

萃取性石油烃检出最大浓度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

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

（沪环土[2020]62 号）中第二类用地石油烃（C10-C40）筛选值。 

表 3-2 地下水检测指标与质量标准对比结果 

序号 筛选指标 单位 检出浓度范围 
最大值

点位 

检出率

（%） 
标准限值 

超标率

（%） 

1 镍 μg/L 10.4~16.7 SW3 100 100 0 

2 铜 μg/L 2.55~17.9 SW2 100 1500 0 

3 镉 μg/L 0.21~0.48 SW1 100 10 0 

4 铅 μg/L 5.2~46 SW2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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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砷 μg/L 3.4~5.5 SW1 100 50 0 

6 1,1,-二氯乙烯 μg/L ND~0.0151 SW2 33.33 60 0 

7 1,2-二氯乙烷 μg/L ND~0.0093 SW2 33.33 60 0 

8 
可萃取性石油

烃（C10-C40） 
μg/L 0.06~0.08 SW2 100 1.2 0 

注：未检出指标未列入表格。 

4.4 筛选结论 

本项目土壤样品中共检有 6 种重金属（铜、镍、铅、镉、砷、汞）、3 种挥

发性有机物（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以及石油烃（C10~C40）有

检出，但检出最大值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 -2018）中第二类建设用地筛选值，同时也均未超过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本项目地下水样品共检有 5 种重金属（镍、铜、镉、铅、砷），2 种挥发性

有机物（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及可萃取性石油烃有检出。其中镍、铜、

镉、铅、砷、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检出最大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限值；可萃取性石油烃检出最大浓度未超过

《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

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中第二

类用地石油烃（C10-C40）筛选值，同时也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石油烃（C10-C40）筛

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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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建议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土壤样品中关注的污染物有重金属、挥发性有

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石油烃类，各项指标均未超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同时均未超过第一类用

地风险筛选值；地下水中的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V 标准值，石油烃类满足《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

充规定（试行）》的二类用地筛选值，同时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所述： 

1、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相应标准筛选值； 

2、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在当前规划条件下符合开发利用为体育用地的

环境质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