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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中心

坐标为东经 119.367783º、北纬 33.232226º，地块总占地面积 76263.75m2，为郭

庄村新圩组集体土地。地块现状用途为农用地，不属于基本农田，根据《宝应县

中心城区 0009单元（高铁组团）详细规划》，地块规划用途为 0701城镇住宅用

地。根据规划用途，地块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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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九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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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9）等规范要求实施本次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

式对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环境分析和污染识别。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调查

地块历史用途一直为农用地，地块内和周边区域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我

公司组织专人进行现场踏勘发现，地块目前为农用地，现场无外来堆土或固体废

物，无异味和其他污染痕迹。通过对当地政府人员、环保部门人员、土地使用人

以及附近居民进行访谈，了解了地块和周边区域的使用历史以及污染情况，对资

料收集和现场踏勘的疑问进行了核实。

经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基本判断该地块不存在污染可

能性。为保证调查结果准确性，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增加了现场土壤样品

快速检测。在地块内共布设 15个点（含对照点），利用 PID、XRF现场检测地

块内土壤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以判断土壤污染状况。

综合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调查地块内及

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另外通过现场快速检测，土壤无污染

特征。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调查地

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可用于后续规划用途的开发利用，

无需开展第二阶段的调查。建议加强对该地块的管理工作，防止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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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中心

坐标为东经 119.367783º、北纬 33.232226º，地块总占地面积 76263.75m2，为郭

庄村新圩组集体土地。地块现状用途为农用地，目前正在征收中。根据《宝应县

中心城区 0009单元（高铁组团）详细规划》，地块规划用途为 0701城镇住宅用

地。根据规划用途，地块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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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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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应县安宜镇人民政府于 2025年 3月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地块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以查明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委托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导则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快速检测等工作，排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可能的污染源，分析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再对获取资料、现场实际情况、历

史影像、检测数据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编制《安宜镇锦城路北

侧、G233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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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根据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及周边区域的历

史和现状，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快速检测等手段，

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历史上和现状有无可能的污染源，是否属于污染地块。具

体目的如下：

（1）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地块及周边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并初步识别地块及周边区域可能对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的潜在

污染源。

（2）提供地块土壤环境质量信息。通过土壤现场快速检测，掌握地块的土

壤环境质量状况，参照相关评价标准，对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3）提出针对性结论及建议。在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的基础上，

针对地块规划用途，对存在的问题和有安全隐患的区域提出针对性建议及措施，

为地块后续开发利用决策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针对性原则。根据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和调查，

为确定地块是否污染，是否需要进一步采样分析提供依据。

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及要求，采用程

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调查的行为，保证地块污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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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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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该

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76263.75m2。经安宜镇人民政府确认，调查地块的范围如图

2-1所示，地块拐点坐标见表 2-1，调查范围证明材料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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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调查范围

表 2-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

点位编号 坐标X（m） 坐标Y（m）

1# 3678660.600 40440841.857

2# 3678874.612 40441192.050

3# 3678652.082 40441231.152

4# 3678497.934 40440918.319

5# 3678508.957 40440891.384
注：坐标系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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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调查范围证明材料

2.3 调查依据

2.3.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 月 31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 8 月 29日第十二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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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施

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自 2020年 9

月 1日起施行；

（6）《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号），

2016年 12月 31日公布，自 2017年 7月 1日起施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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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8日；

（8）《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23号），

2020年 9月 8日。

2.3.2 地方有关法规、规章

（1）《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 9月 1日实施）；

（2）《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8年 5月 1日实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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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27日；

（4）《市政府关于印发扬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扬政发〔2017〕

102号），2017年 7月 4日。

2.3.3 调查与评估标准、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生态环境

部，2019年 12月 5日发布，2019年 12月 5日实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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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2019年 12月 5日发布，2019年 12月 5日实施；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2017 年 12

月 14日；

（4）《建设用地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生态

环境部 公告 2022年 第17号）；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生

态环境部 公告 2022年 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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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

然资办发〔2020〕51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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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67-2020）。

2.4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严格执行我国现有的污染地块管理法律法规，运用地块环境调查的

技术规范，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为依据，

来组织实施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工作。调查的工作程序具体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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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

第一阶段调查主要为对地块历史利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主要通过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手段来开展。

2.4.1 资料收集与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本次地块

环境调查工作启动时，项目组根据地块及周边的情况，制定了资料调研计划，具

体资料收集的清单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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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料收集的目的是厘清地块及周边区域历史上曾经的开发活动及现状，

进而分析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可能存在的污染源。

表 2-2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1.3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

1.4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2.3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

3.2 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

3.3 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

3.4 环境监测数据

3.5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3.6 地勘报告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4.2 环境质量公告

4.3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4.4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2 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

5.3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

5.4 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2.4.2 现场踏勘

项目组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踏勘，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包括了地

块周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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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

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表 2-3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1 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

1.1 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

泄漏状况

1.2 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

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 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2.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

2.2 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

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3 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1 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

3.2 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

3.3 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3.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

3.5 地面上的沟、河、池

3.6 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4 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

4.1
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

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

下水和地块之外

2.4.3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的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问题，由项目组提前准备

设计。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本项目计划访谈人员包括：地块管理

机构，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

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访谈采用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的方式进行。对访谈所获

得的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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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1 地块概况

3.1.1 区域环境概况

3.1.1.1 地理位置

扬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江淮平原南端，长江下游北岸，东依京杭大运河，

北靠江都邵伯湖，西与仪征市接壤。扬州市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19°19.1'～

119°32.1'，北纬 32°20.8'～32°27.8'。宝应县位于沿江经济带的长江北岸，东接建

湖、盐城、兴化，南连高邮，西与金湖、宝应湖、白马湖相望，北和淮安毗邻。

地理坐标东经 119°07′43″~119°42′51″，北纬 33°02′46″~33°24′55″。宝应县域东西

长 55.7 km，南北宽 47.4 km，总面积 1468 km2

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中心坐

标为东经 119.367783º、北纬 33.232226º。地理位置如图 3-1所示。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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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区域地形、地貌

宝应县属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在第四纪时洼地经由江、河、海合力堆积，经

历了海湾—泻湖—湖沼—水网平原的演化过程，形成了多湖荡、沼泽的地貌特征。

宝应城区地势低平，河湖众多，水网稠密，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4m以下（1985

国家高程基准，下同），属里下河浅洼平原地貌。地貌显著特征是：以京杭大运

河为界，分运西、运东两部分。运西地势高，运东地势低，运西与运东地区成一

微阶梯。两侧地面高差 4m 左右，沿运河两岸高，东西两缘洼。运西地面高程

4.8~8.8m，运东为 0.5~5.6m。以废黄河底零点计算，东北高，西南低，呈东北向

西南倾斜。运东地区沿运河一线向东渐低，且南北两缘高，中间洼，东北角为洼

地缺口，呈箕状坳陷形。运东沿运地区地面高程一般在 3~4m，腰部地区地面高

程多为 2m左右，东部最低，地面高程在 2m以下。

调查地块位于宝应县安宜镇，地势平坦且开阔，地貌区为里下河浅洼平原区。

调查地块内部地势平坦，无明显高低差距。

3.1.1.3 区域气候、气象

宝应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湿润，温度宜人，四季分明，无霜期长，

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光、热、水资源较丰富，分配比较协调。根据宝应县实测

气象资料，多年平均气温 14.9℃，全年日照时数 1984.2h，无霜期约 225天，≥

10℃积温 5356℃，多年平均蒸发量 937.7mm，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094.1mm

（1991~2022 年，下同），最大日降雨量 198.3mm（2016 年），多年平均风速

2.5m/s，主导风向秋冬以东北风为主，春夏主要以东南风为主，雨季时段为 6~9

月，大风日数为 17天，最大冻土深度为 200mm。项目区主要气象特征见下表。

表 3-1 主要气象气候特征表

气象要素 数值

气温

多年平均气温 14.9℃（1991～2022年）

极端最高温度 41.0℃

极端最低温度 -17.7℃
大于等于 10℃积温 5356℃

降水

多年平均降雨量 1094.1mm（1991～2022年）

最大年平均雨量 1992.1mm（2016年）

最小年降雨量 555.3mm（1988年）

最大日降雨量 198.3mm（2003.7.04）



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2

气象要素 数值

雨季时段 6月~9月
蒸发量 多年平均蒸发量 937.7mm

风向
主导风向 春夏以东南风居多，冬季以东北风为主

多年平均风速 2.5m/s
日照 年均日照 1984.2h

无霜期 无霜期 约 225d

3.1.1.4 区域水文

宝应县地处淮河下游，里下河碟形洼地西部，东与盐城建湖、泰兴兴化等地

交界，南与高邮市接壤，西与淮安市金湖、洪泽等地相连，北与淮安市楚州区毗

邻。县域内地势地平，河湖众多，水网稠密。京杭大运河为国境的重要河流，以

里运河为界分为运东、运西两部分，运河东部属里下河区射阳湖水系，运河西部

属高宝湖区水系。

本地块周边主要河流为北侧的宝射河，与地块边界距离约 75m。根据《宝应

县二 O二四年环境质量公报》，纳入省控考核的监测断面宝射河獐狮大桥断面，

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水质标准进行考核，达到考核目

标要求。

3.1.1.5 区域地质与水文地质

宝应县境内为扬子准地台的一部分，位于准地台次级构造单元苏北坳陷的盱

眙—建湖隆起与金湖—东台坳陷的结合部位。境内地表全部为第四系松散地层覆

盖，厚度达80~160米，无任何基岩出露。第四系地层以冲湖相潟湖湖相和滨海相

沉积为主，底部岩性为含砾细砂（Q1），向上为棕黄色、青灰色粘土土夹粉细砂

（Q2、Q3），顶部为黑色淤泥质粘土土、粉砂、螺贝壳及少量钙质结核，以及灰

褐色淤泥粘土土，还有灰黄色粉质亚砂土、粘土土等（Q4）。

县境内地势低平，河湖众多，绝大部分地区地面高程在海拔 4米以下，为里

下河浅洼平原地貌。全县可分为运西滨湖圩区、运东沿运河高平地区、中部低洼

圩区和东荡区共四个地貌类型区。①运西湖滨圩区位于白马湖、宝应湖等湖滨地

带，为黄河和淮河冲积和湖积形成的湖滨平原，地面高程 4.8~8.8米；地势较高

处已被围垦成一般农用地，圩外仍为湖滩沼泽地，芦苇丛生，展示出以自然植被

为主体的生态环境。②运东沿运河高平地区紧靠大运河东侧，为运河或湖泊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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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溢形成的冲积扇群组合而成，地面高程大多在 3~4米；地势略向东倾斜，经多

年垦植，自流灌溉，是本县较好的粮食作物生产区。③中部低洼圩区位于大运河

以东中部地区，原为射阳湖的部分，因黄河和淮河泛滥淤积而成的低洼地，地面

高程大多是 1.5~2.5米，经多年围垦后已展现为低平原水网圩田地貌形态。④东

荡区位于本县最东部，地势低洼，地面高程大多在 1米以下，局部地段高程 2米

左右；该区水道交错、湖荡成串，水域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 54.4%，滩地面积占

30.5%，形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的景观。

根据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条件，地块位于京杭大运河东侧，大运河

为悬河，水位高于两侧地面，又地块北侧为宝射河，因此初步判断地块所在区域

地下水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

本次调查收集的地勘资料为《云樾春晓花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1年 4

月），该地勘报告勘查地块在调查地块的西南侧约 1850m（图 3-2）。因此，本

次调查可引用该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的相关数据资料。

图 3-2 地勘地块与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关系图

经勘察查明，对揭露的土体，据其成因时代、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的差异，划

分为 10个工程地质层，各土层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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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①层：素填土（Q4ml）：灰褐色，粘性土为主，地表为耕作土，含植物根

茎，软塑～可塑状，土质不均匀。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40～1.80m，平均 0.78m；

层底标高：-0.77～1.59m看，平均 0.57m；层底埋深：0.40～1.80m，平均 0.78m。

第②层：粘土（Q4al）：浅青灰色夹黄色，软～可塑状，夹较多铁锰浸斑，

无摇振反应，有光泽，干强度和韧性高，土质较均匀。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70～

1.80m，平均 1.10m；层底标高：-1.19～0.10m，平均-0.52m；层底埋深：1.30～

2.90m，平均 1.87m。

第③层：淤泥（Q4l）：深灰色，流塑，含较多碎片状白色贝壳及腐植物，

无摇振反应，有光泽，干强度和韧性高，土质均匀。场区普遍分布，厚度：4.30～

5.70m，平均 4.97m；层底标高：-6.09～-5.04m，平均-5.49m；层底埋深：6.00～

8.10m，平均 6.84m。

第④层：粉质粘土（Q4al）：青灰夹棕色，可～硬可塑状，夹较多铁锰结核

及少量钙质结核，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和韧性中等，土质较均匀。场

区局部分布（主要分布在拟建场地的东北侧），厚度：0.80～5.20m，平均 2.33m；

层底标高：-11.01～-6.30m，平均-7.84m；层底埋深：7.20～13.00m，平均 9.18m。

第⑤层：粉质粘土（Q4al）：深灰色，软塑状，无摇振反应，有光泽，干强

度和韧性高，土质较均匀。场区大东北部缺失，详见《⑤层土存在区域图》，厚

度：2.30～7.60m，平均 5.94m；层底标高：-14.09～-9.10m，平均-12.59m；层底

埋深：10.00～15.90m，平均 13.88m。

第⑥层：粉质粘土夹粉土（Q4al）：棕黄夹青灰色，粉质粘土：可～硬塑状，

夹较多铁锰浸斑及大量大小不一的钙质地骨（最大直径约 2.5cm），无摇振反应，

稍有光泽，干强度和韧性中等；粉土：灰色，湿，中密，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

中等，低干强度，低韧性，土质欠均匀。场区局部分布（主要分布在拟建场地的

东北侧），厚度：1.20～4.40m，平均 3.14m；层底标高：-14.12～-12.76m，平均

-13.27m；层底埋深：13.80～15.60m，平均 14.46m。场区西部缺失。

第⑦层：粉土（Q4al）：灰色，湿，中～密实状，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

等，低干强度，低韧性，土质较均匀。场区普遍分布，但厚薄不一，详见《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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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厚薄不一分区图》，厚度：1.80～10.20m，平均 4.13m；层底标高：-21.83～-15.60m，

平均-17.21m；层底埋深:16.50～23.50m，平均 18.46m。

第⑧层：粉土与粉质粘土互层（Q4al）：粉质粘土：棕色，软～可塑状，稍

有光泽，无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粉土：灰色，湿，稍密～中密，

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低干强度，低韧性，土质欠均匀。场区局部分布（主

要分布在拟建场地的东北侧），厚度：1.20～2.80m，平均 1.76m；层底标高：-19.06～

-17.10m，平均-17.83m；层底埋深：18.30～21.30m，平均 19.08m。

第⑨层：粉质粘土（Q4al）：深灰色，可塑，夹较多铁锰浸斑及大量大小不

一的钙质地骨（最大直径约 2.5cm），无摇振反应，有光泽，干强度和韧性高，

土质较均匀。场区普遍分布，厚度：5.00～9.80m，平均 7.64m；层底标高：-27.91～

-25.20m，平均-26.35m；层底埋深：26.60～29.30m，平均 27.64m。

第⑩层：粉土夹粉砂（Q3l+pl）：粉土：灰色，湿，中密～密实状，无光泽反

应，摇振反应中等，低干强度，低韧性；粉砂：灰色，湿～稍湿，密实，摇振反

应迅速，分选性一般，主要成份为石英，含云母片，级配良好，土质较均匀。该

层未穿透。

各土层厚度及埋深信息如表 3-2所示。

表 3-2 土层厚度埋深及层底标高

层

号

厚度（m） 层底埋深（m） 层底标高（m）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① 0.4 1.8 0.78 0.4 1.8 0.78 -0.77 1.59 0.57
② 0.7 1.8 1.1 1.3 2.9 1.87 -1.19 0.1 -0.52
③ 4.3 5.7 4.97 6.0 8.1 6.84 -6.09 -5.04 -5.49
④ 0.8 5.2 2.33 7.2 13.0 9.18 -11.01 -6.3 -7.84
⑤ 2.3 7.6 5.94 10.0 15.9 13.88 -14.09 -9.1 -12.59
⑥ 1.2 4.4 3.14 13.8 15.6 14.46 -14.12 -12.76 -13.27
⑦ 1.8 10.2 4.13 16.5 23.5 18.46 -21.83 -15.6 -17.21
⑧ 1.2 2.8 1.76 18.3 21.3 19.08 -19.06 -17.1 -17.83
⑨ 5.0 9.8 7.64 26.6 29.3 27.64 -27.91 -25.2 -26.35
⑩ 未穿透

场地勘探深度内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潜水和承压水。

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①层及②层浅表中，接受大气降水和地表径流的补给，

排泄形式主要为蒸发。勘探期间初见地下水位高程为 0.63m，稳定地下水位高程

约为 0.71m，历史最高地下水位高程为 2.00m，近 3～5年最高水位高程为 1.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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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反映，地下水位变化幅度高程为：0.50m～2.00m。

承压水主要赋存于⑦、⑧、⑩层中，接受侧向补给，以侧向径流为主，承

压水静止水位标高约为 0.20m。

地下水类型、赋存条件及补给方式详见表 3-3所示。

表 3-3 地下水类型、赋存条件及补给方式统计表

层号 赋存条件 类型 补给方式 水位高程（m） 变幅（m）

① 含水 潜水 雨水与径流 0.71 0.5~2.0
② 隔水 - - - -
③ 含水 - - - -
④ 隔水 - - - -
⑤ 隔水 - - - -
⑥ 隔水 - - - -
⑦ 含水 承压水 径流 0.2 -
⑧ 含水 承压水 径流 0.2 -
⑨ 隔水 - - - -
⑩ 含水 承压水 径流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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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工程地质剖面图（节选）

3.1.2 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500m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居民、农用地和河流，具体如

图3-4和表3-4所示。

图 3-4 周边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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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编号 敏感目标类型 方位 距地块直线距离（m）

① 居民 NW 440

② 居民 NW 300

③ 河流 NE 435

④ 河流 N 75

⑤ 居民 NE 230

⑥ 居民 E 140

⑦ 居民 SE 370

3.1.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1.3.1 地块现状

调查人员于 2025年 2月 18日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现场情况表明该地块

目前为农用地，内部有沟渠，土壤未发现颜色、气味异常，无明显污染痕迹。地

块内部现状照片见下图 3-5。

图 3-5 地块内现状照片

3.1.3.2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根据 91卫星助手历史影像图，地块 2014年～2021年历史影像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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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地块描述

2014年 12
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2016年 1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2016年 4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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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地块描述

2017年 9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2018年 11
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2019年 6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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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地块描述

2020年 10
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2021年 3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和庄

台。

2021年 10
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庄台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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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地块描述

2023年 9月
地块范围内

为农用地、

坑塘。

图 3-6 地块历史影像图

综上所述，结合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情况综合得知，调查地块历

史上一直为农用地和村庄，2021年村庄拆除，调查地块现状为农用地。

3.1.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根据现场实地踏勘，调查地块相邻地块的现状为：地块西侧和南侧为农用地，

西南侧为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新城校区）；地块北侧为宝射河；地块东侧为

G233新淮江公路。相邻地块的现状照片如图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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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 北侧

南侧 东侧

图3-7 相邻地块现状图

根据历史卫星影像、人员访谈，调查地块西侧、南侧一直为农用地，西南侧

为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新城校区）；地块北侧一直为宝射河；地块东侧一直为

G233新淮江公路。

表 3-5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状况

地块周边 用地变迁

东侧 2014年至今 G233新淮江公路

南侧 2014年至今 农用地

西侧 2014年至今 农用地

北侧 2014年至今 宝射河

3.1.5 周边区域现状和历史使用情况

3.1.5.1 周边区域现状

调查地块500m范围内以居民区、农用地、学校、河流为主，周边区域无工

业企业存在。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新城校区）位于地块西南侧约170米处，于

2023年开工建设，2024年启用，建设学校时在地块南侧临时搭建施工生产生活区，

生活垃圾等均规范处置，对地块无影响产生。

3.1.5.2 周边区域历史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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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农用地、学校、河流，周边区

域历史影像如图3-8所示。

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区域描述

2014年 12
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2016年 1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2016年 4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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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区域描述

2017年 9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2018年 11
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2019年 6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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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区域描述

2020年 10
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2021年 3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2021年 10
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和居民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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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 成像时间 区域描述

2023年 9月

周边区域

主要为农

用地、河

流、居民

点、学校

以及建设

学校时临

时搭建的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图 3-8 周边地块历史影像图

3.1.6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宝应县中心城区0009单元（高铁组团）详细规划》，该地块最新规划

为0701城镇住宅用地，属于第一类用地。

图3-9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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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料分析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收集的资

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

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

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我单位组织人员对地块的相关资料进

行了收集和分析，具体资料收集清单见表 3-6。
表 3-6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

况的影像图片
√ 91卫图助手

1.2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 —

1.3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4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平面

布置情况、地形情况
√ 当地居民访谈

1.5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施等的

变化情况
√ 当地居民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

2.2 地块内危险废弃物堆放记录 × —

2.3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的位置关

系
√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

线规划、江苏省生态空间

管控区域规划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和原辅材料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

图
× —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泄漏记

录、废物管理记录
× —

3.3 环境监测数据 × —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

3.5 地勘报告 √
云樾春晓花园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环境质量公告 √ 扬州市宝应县生态环境局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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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规划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

气象资料，当地地方性基本统计信息
√ 网络查询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

敏感目标分布
√ 网络查询、现场踏勘

5.3
土地利用的历史、现状和规划，相关国家和地

方的政策、法规标准
√ 网络查询

3.2.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了 2014~2021年的地块及周边区域历史卫星影像，从中可以看

出，地块范围内 2014年至 2021年一直为农用地和村庄，2021 年村庄拆除。地

块东侧从 2014年至今一直为 G233新淮江公路，地块南侧和西侧一直为农用地，

2023年地块西南侧建设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新城校区），地块北侧一直为宝

射河。

3.2.2 地块环境资料分析

根据人员访谈，地块无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记录，无危险废物堆放记录，未发

生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无危险废物的产生及储存情况。

3.3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3.3.1 现场踏勘

调查人员于2025年2月18日对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现场情

况表明目前该地块内为农用地。地块西、南两侧相邻地块为农用地，西南侧为学

校；地块东侧为G233新淮江公路；地块北侧为宝射河。

通过现场踏勘确认地块及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存在。

3.3.2 人员访谈

通过对土地使用者、村委会、周边工作人员和居民、安宜镇环保工作人员、

规划部门的访谈，对地块信息、历史情况等进一步了解核实。对访谈所获得的内

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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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访谈对象如表 3-7所示，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见

表 3-8。访谈记录、访谈照片见附件 3。
表 3-7访谈对象

姓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访谈方式 访谈时间

周香 郭庄村副主任 13952580035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董泉 安宜镇人民政府 13921912986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戴阳 郭庄村副书记 15190436866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朱亚明
安宜镇农业农村和生态环

境办公室
15895768222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赵冬梅 宝应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3505271099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李学红 周边居民 15995107307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吕寿真 土地使用者 13655277822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李希海 周边工作人员 15150877328 当面交流、书面调查表 20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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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序号 关键信息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情况 人员访谈 一致性分析

1 本地块历史用途、周边是否有企业

根据影像资料，地块历

史用途为农用地，周边

无工业企业存在。

地块目前为农用地，周

边无企业。

本地块历史用途为农

用地，周边无企业。

访谈和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一致。

2 该地块历史是否发生过土壤、地下水

污染事件

未收集到地块环境污

染事故资料。
-

该地块历史未发生过

土壤、地下水污染事

件。

访谈和资料收集一致。

3
历史上是否曾堆放外来土壤或固体废

物？若是，土壤的来源、固体废物的

来源和种类是什么？堆放位置在哪里

无 - 该地块历史未曾堆放

外来土壤或固体废物。
访谈和资料收集一致。

4 周边地块历史用途是什么？是否曾有

重污染企业或其他可能的污染隐患？

根据影像资料，周边地

块历史用途为农用地，

无污染隐患。

-

周边历史用途为农用

地，未曾有重污染企业

或其他可能的污染隐

患。

访谈和资料收集一致。

5

地块周边是否有幼儿园、学校、居民

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

体等敏感用地？

根据影像资料，地块周

边有河流、农用地、居

民区、学校等敏感用

地。

地块周边有河流、农用

地、学校和居民点。

地块周边有河流、居民

点、农用地、学校等敏

感目标。

访谈和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一致。

6 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

或者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未收集到邻近地块环

境污染事故资料。
无

周边邻近地块未发生

过化学品泄漏或者其

他环境污染事故。

访谈和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一致。

7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做过环境监测？若

是，请提供监测报告
无 - 未做过环境监测。 访谈和资料收集一致。

8 是否在地块内或附近闻到过异味 无 否 否
访谈和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一致。

9 是否在地块内或附近发现过污水等污

染痕迹
无 否 否

访谈和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一致。

10 本地块规划用途 根据《宝应县中心城区 - 居住用地 访谈和资料收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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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单元（高铁组团）

详细规划》以及征收公

告，该地块最新规划用

途为居住用地，属于第

一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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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该地块现状为农用地，现场踏勘时未发现地块内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地块内

无异味或其它污染痕迹。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地块之前一直为农用地和庄台，2021

年庄台拆除，未进行过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3.3.4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该地块现状和历史上无槽罐，未发生过有害物质

的泄漏。

3.3.5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通过人员访谈并结合现场踏勘，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3.3.6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本地块现状和历史上无地下管线、沟渠，无污染

物泄露的风险。

3.4 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和分析

本地块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对本地块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和污染区域进行识别。

调查地块历史上及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不存在工业企业，对地块无影响产

生，无可能的污染源。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第 4.2.1章

节规定，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

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因此本次调查不进行第二

阶段采样分析，通过对表层土壤进行快筛，作为对地块内土壤污染现状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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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现场快筛

4.1 工作计划

在对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地块资

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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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

年第72号）等技术文件要求，对地块内土壤开展现场快筛工作。

4.2 现场快筛方案

（1）表层土壤快筛点布设

参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点布设原则进行本次现场快筛点位布设。根据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要求，“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

≤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小于 3个，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

小于 6个，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

本地块面积为 76263.75m2，因此点位数不小于 6个。采用系统布点法进行点

位布设，按照 80m×80m 划分网格可划分网格，在每个网格中心布点，共布设

14个土壤快筛点 S1~S14。具体点位如图 4-1所示。

图 4-1 地块内快筛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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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照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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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土壤对照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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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深度尽可能与地块表层土壤采样深度相同。如

有必要也应采集下层土壤样品。”

根据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条件，本次调查在地块西南侧未受污染区

域布设 1个快筛对照点，距调查地块距离约 440m，编号 DS1。根据历史卫星影

像，该位置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对照点位置如图 4-2所示。

综上，本次共布设表层土壤快筛点 15个（含对照点），每个点位采集 0-0.5m

表层土壤，采样后使用 PID和 XRF现场检测样品 VOCs和重金属含量。

图 4-2 对照点位置示意图

表 4-1 快筛点统计数据一览表

类型 点位编号 坐标X（m） 坐标Y（m） 布点依据

土壤

S1 3678703.929 40440931.784

80m×80m网格中心点

S2 3678749.339 40440998.564
S3 3678790.579 40441066.318
S4 3678828.234 40441136.549
S5 3678615.562 40440884.245
S6 3678647.844 40440957.446
S7 3678685.486 40441029.680
S8 3678719.571 40441099.891
S9 3678754.844 40441170.608
S10 3678541.582 4044091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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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3678581.003 40440990.544
S12 3678615.668 40441063.260
S13 3678648.564 40441133.464
S14 3678682.631 40441206.675

DS1 3678332.043 40440493.734 对照点，地块西南侧未

受污染处

4.3 现场快速检测

为了现场判断样品情况，帮助确定土壤送检样品深度，采用便携式有毒气

体分析仪，如便携式重金属分析仪（XRF）和光离子化检测仪（PID）在现场

对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对监测结果进行初判，为后期数据分析提供参考。快速

检测设备使用前应进行校准。

图 4-3 现场仪器校准照片

取样后，自封袋应置于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晒。取样后在 30min 内完成快

速检测，检测时，将土样尽量揉碎，放置 10min 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 30s，

静置 2min 后将 PID 探头放入自封袋顶空 1/2 处，紧闭自封袋，记录最高读数。

样品 XRF 分析包括以下三个步骤：土壤样品的简易处理，将采集的不同分层

的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保存，在检测之前人工压实、平整；瞄准和发射，使用

整合型 CMOS 摄像头和微点准直器，对土壤样品进行检测；读取屏幕上显示

的读数，将读数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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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现场快筛照片

4.4现场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现场快筛过程采取的现场质量保证措施主要包括：

（1）采样时首先清除土壤表层的植物残骸和石块等杂物，有植物生长的点

位应除去土壤中植物根系。

（2）测定重金属的样品，用木铲、竹片直接采集样品。

（3）每完成一个点位采样工作后，必须及时清理采样工具，避免交叉污染。

取得土壤样品后迅速采用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XRF）和便携式



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8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两个快速检测设备对金属离子和 VOCs进行初步检测分

析，初步分析土壤的环境质量。

（4）PID和 XRF仪器在使用前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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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现场快筛结果分析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详见表 4-2。

表 4-2 现场快筛结果

编号 取样深度（m）

现场快速检测记录

PID（ppm）
XRF（ppm）

Cu Cr Ni Zn As Cd Pb Hg

S1 0-0.5 0.9 17.9 56.4 25.4 58.9 7.1 ND 26.6 ND

S2 0-0.5 0.5 27.1 69.4 32.5 93.1 6.1 ND 30.4 ND

S3 0-0.5 0.7 26.1 68.6 31.6 92.5 4.9 ND 29.9 ND

S4 0-0.5 0.4 26.2 66.5 32.3 95.7 5.4 ND 29.9 ND

S5 0-0.5 0.5 21.3 57.3 24.2 64.8 7.3 ND 25.7 ND

S6 0-0.5 0.6 27.2 72.6 32.5 92.2 5.6 ND 29.5 ND

S7 0-0.5 0.6 27.2 67.6 32.5 92.5 5.6 ND 29.9 ND

S8 0-0.5 0.3 27.1 68.0 32.2 95.8 5.4 ND 31.3 ND

S9 0-0.5 0.8 26.6 69.7 32.2 93.4 6.2 ND 31.2 ND

S10 0-0.5 0.4 26.1 68.5 31.7 93.7 6.2 ND 31.7 ND

S11 0-0.5 0.6 26.7 67.1 31.6 91.5 6.3 ND 29.7 ND

S12 0-0.5 0.3 26.7 69.6 32.5 93.2 5.0 ND 30.2 ND

S13 0-0.5 0.5 20.9 56.8 24.5 63.2 7.0 ND 24.2 ND

S14 0-0.5 0.5 42.3 80.4 34.9 90.0 8.7 ND 35.9 ND

DS1 0-0.5 0.4 27.5 58.5 30.9 74.8 11.7 ND 18.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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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快速检测的结果，整理出各项指标的浓度范围如下。

表 4-3 现场快筛各指标浓度范围 单位：mg/kg
检测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筛选值

PID 0.3 0.9 0.54 /
铜 17.9 42.3 26.39 2000

总铬 56.4 80.4 67.04 1210
镍 24.2 34.9 30.76 150
锌 58.9 95.8 86.46 10000
砷 4.9 8.7 6.2 20
镉 ND ND ND 20
铅 24.2 35.9 29.72 400
汞 ND ND ND 8

注：除铬、锌的筛选值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67-2020)中第一

类用地筛选值外，其余均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由现场快速检测的结果可以看出，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极低，重金

属指标均未超过筛选值，地块内监测点与对照点监测因子浓度一致。

4.6不确定性分析

本项目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有：

（1）由于土壤环境的高度非均质性，网格中心点不一定能代表整个网格内

土壤的污染情况。

（2）样品采集过程中采样设备及外部环境等因素导致样品污染，以及污染

物在环境中的扩散等也会造成检测值与实际值出现偏差。

针对上述本项目的相关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导致调查方案和调查结果产生的

偏差，我公司提出以下控制方案，使项目的不确定性总体可控。

（1）最大限度利用历史资料和人员访谈探明场地历史情况，应做保守判断，

对整个调查地块采用系统布点进行更全面的调查。

（2）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全过程控制：现场调查前对所有现场检测仪器

进行校准，严格根据采样方案在预设采样点位采集土壤和地下水，同时做好点位

坐标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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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本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中心

坐标为东经 119.367783º、北纬 33.232226º，地块总占地面积 76263.75m2。根据

《宝应县中心城区 0009 单元（高铁组团）详细规划》，地块规划用途为 0701

城镇住宅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

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

内部及周边无工业企业存在，调查地块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不需要开展第二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对表层土壤进行快筛，作为对地块内土壤污染现状的

表征。现场快筛共布设 15个点（含对照点），快筛结果显示，土壤无污染特征。

因此，安宜镇锦城路北侧、G233西侧地块可以用于后续规划用途的开发利

用。

5.2 建议

（1）对地块进行定期巡查，避免地块受到人为扰动。控制和保持该地块现

有的良好状态，加强地块的监管，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偷排工业废水等现象。

（2）若未来发现地块内土壤存在异常颜色、气味等情况，应及时向当地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处置，防止地块内污染物造成任何人身

伤害及二次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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