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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地块（地块编码：6105233010039）位于大荔

县纬七路与经三路交汇处（东府小学东北角），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东经 109.9084224924°，北纬 34.7926092685°。地块东临红汇公租房，

南侧及西侧紧邻大荔县东府小学，北至纬七路。地块面积为 5575m
2

（8.36 亩），项目地块原用地性质为农用地（含果园 5124.86m
2，水

浇地 449.71m
2），目前现状为正在建设中的东府幼儿园。 

依据《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2017-2035）》，

该地块规划用途为中小学用地。同时，2023 年 2 月 22 日，大荔县自

然资源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610523202320009 号），明确项目用地用途为幼儿园用地（详见附件

12）。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本地块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教育用地（080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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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县教育局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委托

陕西中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成立项目组，调查人员根据已有资料调

取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资料，初步明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重点；

2023 年 5 月 4 日至 2023 年 5 月 5 日，通过与建设单位负责人沟通及

查找政府官网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2023 年 5 月 6 日、5 月 15 日、

11 月 2 日以及 12 月 1 日，我单位技术人员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进一步补充收集相关资料。2023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 日，调查人员结合资料收集、现场踏

勘和人员访谈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调查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



2 

历史上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HJ25.1-2019），编制完成了《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地块（地

块编码:6105233010039）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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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地块及周边地

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

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确定地块的环境状况是否可以接受，是否

满足地块规划用地质量要求。 

2.1.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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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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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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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大荔县纬七路与经三路交汇处（东府小学东北

角），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9.9084224924°，北纬 34.7926092685°。 

根据西安浩策测绘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技术

说明》以及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目地块信息的核实意见（详见附

件 4），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地块面积 5575m
2（8.36 亩）。调查地块基

本情况见表 2-1，具体调查地块各拐点坐标见表 2-2。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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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1，调查地块宗地图见 2-2。 

表 2-1   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 大荔县东东府幼儿园地块 

地块地址 大荔县纬七路与经三路交汇处（东府小学东北角） 

地块中心坐标 东经 109.9084224924°，北纬 34.7926092685° 

地块四至 
东临红汇公租房及荒地 南临东府小学 

西临东府小学 北至纬七路 

地块面积 5575m
2（合约 8.36 亩） 

表 2-2   地块各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地块名称 拐点 
坐标值 

纵坐标（M） 横坐标（M） 

大荔县东府幼

儿园地块 

J1 3852161.299 37400058.938 

J2 3852161.295 37400132.529 

J3 3852087.461 37400136.344 

J4 3852087.461 37400058.936 

 

图 2-1   地块范围图 

J1 

大荔县东府

幼儿园地块 

J2 

J3 
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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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调查地块宗地图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其他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4 月 21

日修订）；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2016 年

5 月 28 日）； 

（8）《陕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陕政发[2016]52 号，

2016 年 12 月 23 日）； 

（9）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等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陕环函〔2020〕

149 号）； 

（10）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的通知》（陕环土壤函〔2021〕10 号）； 

（11）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启动及评审程序的通知》（陕环发〔2022〕

21 号）； 

（12）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实施《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通知（陕自然资法发〔2022〕16 号，2022

年 12 月 1 日实施）。 

2.3.2 技术导则和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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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017 年第 72 号，2017 年 12 月 14 日）；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

然资源部，2023 年 11 月）。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HJ 964-2018）。 

2.3.3 其他资料 

（1）《委托书》，2023 年 2 月 15 日； 

（2）《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土地勘测定界技术说明》，西安浩策

测绘技术咨询有限公司，2021 年 3 月 16 日； 

（3）《土地征收协议》，2022 年 5 月 18 日； 

（4）《大荔县西城街道东七社区被征收土地移交纪要》，2022

年 5 月 18 日； 

（ 5）《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610523202310001 号），2023 年 1 月 6 日； 

（6）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610523202320009 号），2023 年 2 月 22 日； 

（7）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610523202330010 号），2023 年 5 月 9 日； 

（8）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目地块信

息的核实意见，2023 年 7 月 17 日； 

（9）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分局《关于开展重点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函》，2022 年 3 月 15 日； 

（10）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 2011 年至今不同时段的卫星遥感影

像图。 

2.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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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

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

访谈等形式，对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有关信

息进行收集与分析，依次识别和判断地块污染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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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查以及人员访

谈等多种形式对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有关信

息进行了收集与分析，具体如下： 

2023 年 5 月 4 日至 2023 年 5 月 5 日，通过与建设单位负责人沟

通及查找政府官网等方式，收集了企业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

资料、场地相关记录以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等，对场地

污染状况进行初步判断；2023 年 5 月 6 日、5 月 15 日、11 月 2 日以

及 12 月 1 日，我单位技术人员多次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对场

地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场地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场地内有毒

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

排水管或渠、污水池、废物堆放地等进行现场踏勘调查；并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对周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进一步补充收

集相关资料。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因此，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

可以结束。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与程序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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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2.4.1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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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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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料。收集的资料包括以下： 

（1）地块及相邻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包括：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

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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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及相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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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及相邻地块环境资料包括：地块及相邻地块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及相邻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

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 

（3）地块相关记录包括：周边企业产品、原辅材料及工艺流程

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露记录、废物管理记录、

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

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4）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

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以及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 

（5）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包括地理

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敏感目标分

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

政策、法规与标准等。 

2.4.2 现场踏勘法 

调查人员亲自到地块现场，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

现场笔记等方式、方法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现场踏勘前，根据

地块具体情况如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踏勘人员应具备安全卫生防护知

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现场踏勘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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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

周围区域的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物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

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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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场地现状与历史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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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过去使用

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

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4）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

源，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如

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5）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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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

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地表积水体、

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6）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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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现场踏勘的重点：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

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罐和管线；恶臭、

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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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地表积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 

2.4.3 人员访谈法 

（1）访谈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

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2）访谈对象：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

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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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访谈方法：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

表等方式进行。 

（4）内容整理：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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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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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大荔县位于陕西关中渭北平原东部黄、洛、渭三河汇流地区。县

境以三水环绕、南有沙苑、北峙镰山为自然地理特征。南界渭河与潼

关、华县、华阴市为邻；西绕洛河与蒲城县、渭南市毗连；北沿台原

与澄城、合阳县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省永济县相望。位于北纬

34°36′～35°02′、东经 109°43′～110°19′之间。现时县境，以县城为轴

心，东西约 46.5 公里（南缘最长，西接渭南市孝义境、东至黄、渭

河湾达 50 公里）；南北约 33.5 公里（东部最宽，自北白池，南至老

三河口 40 公里）。县境域总面积 1776.3 平方公里，占陕西省总面积

的 0.86%，占渭南地区总面积的 10.9%。县城西南距西安市 125 公里，

距渭南市 59 公里，西北至蒲城县城 60 公里，北临澄城县城 60 公里。

（来源于《大荔县志》） 

本次地块位于大荔县纬七路与经三路交汇处（东府小学东北角），

地块中心地理坐标，E109.9084224924°，N34.7926092685°，东临红汇

公租房及荒地，南侧及西侧紧邻大荔县东府小学，北至纬七路。 

本次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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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地形地貌 

大荔地史屡经地堑断裂，湖、河交替沉积、深切，构成今日北高

南低，依次下降，地面趋向渭、洛倾斜，台、阶、沙、滩，多级格局

的地貌特征。（来源于《大荔县志》） 

大荔县地形地貌如图 3-2。 

地块位置 



15 

 

图 3-2     大荔县地形地貌图 

由上图可知，本地块所在区域地貌属于渭河冲积平原。该区域北

沿黄土台原坡底，南跨洛、渭沙苑周边，东至黄河老崖与洛河西岸，

西接蒲城、渭南县界，属渭河阶地。囊括城关、朝邑、两宜、许庄、

冯村、迪村、韦林等 17 个乡、镇和羌白、张家、苏村等 7 乡的非沙

区以及农垦农场地区。东西长约 30～35 公里。南北宽为 24～36 公里。

土地面积 642.46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36.2%。海拔多在 350～

380 米，地貌形态是北高南低，梯形下降，与渭、洛平列东西走向有

三道崖垄，构成一、二、三、四级阶地的天然界限。（来源于《大荔

县志》） 

依据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

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调查地块地形较平坦，地面标高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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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2m~321.53m，相对高差 0.11m。地貌单元属洛河左岸一级阶地。 

3.1.3 地质构造 

大荔县位于渭河盆地深陷区，地史上的地壳断裂，基底断裂，盖

层断裂极为复杂。塬北断裂构造带共有三条：第一条，自段家塬西南

大致沿塬北斜坡（花城村南）向东北至韦庄以西，长约 27km，浅层

断距约 200～300m，断面倾角约 53 度，倾向西北，这条断裂迫使后

期发育的洛河改道绕塬西流，构成塬北断陷为洛河阶地。第二条，自

段家塬西南和塬前断裂相交，沿洛河向东北至蒲城温汤绕境长约

13km，为老第三纪次级构造，断距约 300～500m，断面倾角约 50 度，

倾向西北。今段家矿泉即喷自这一断裂深层。第三条，自东北露井断

裂分支，向西南至尧头、义井穿塬而过，延伸至塬前严家庄附近，境

内长约 10km，断面倾角约 50 度，倾向东南。（来源于《大荔县志》） 

依据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目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野外勘探揭露，调查地块地层由耕植土、第四系全新

世冲洪积黄土状土、第四系晚更新世粉土组成。地层结构较为简单，

沿水平及垂直向分布规律较明显。现按层序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①耕土 Q4
pd：黄褐色，土质不均，含较多植物根茎及少量有机质。

可塑。本层厚度为 0.30~0.50m，层底标高为 320.95~321.20m。 

②-黄土状土 Q4
al+pl：黄褐色，土质较均匀，偶见蜗牛壳碎片，大

孔发育，可见虫孔。坚硬。具中等湿陷性及自重湿陷性，属中压缩性

土。本层厚度为 4.50m~5.30m，层底埋深为 5.00~5.60m，层底标高为

315.90m~316.51m。 

③-黄土状土 Q4
al+pl：褐黄色土质较均匀，偶见蜗牛壳碎片，大孔

发育，可见虫孔。硬塑坚硬。具轻微~中等湿陷性及自重湿陷性，属

中压缩性土。本层厚度为 5.00m~6.20m，层底埋深为 10.50m~11.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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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底标高为 310.20m~310.95m。 

④黄土状土 Q4
al+pl：黄褐色，土质较均匀，偶见蜗牛壳碎片，含

氧化铁条纹，硬塑~坚硬。属中等压缩性土。本层厚度为 4.70m~5.20m，

层底埋深为 15.70m~15.75m,层底标高为 305.65m~305.75m。 

⑤-粉土 Q4
al：黄褐色，土质较均匀，粉粒为主。含暗色矿物成分。

中密~密实。稍湿~湿。具砂感，有光泽。本层未穿透，揭露厚度为

4.20m~4.30m，相应标高为 301.45m~ 301.53m。 

3.1.4 水文 

3.1.4.1 地表水 

大荔境内地表水径流极少。“三河”滩地和沙苑，地势低下平坦，

为不产流区。渭河阶地比较平缓，且有低洼地段，产流甚微。黄土台

原沟坡发育，坡水多从沟坡排泄，产流量不大。全县地表水径流深均

值 10 毫米左右，径流量仅折合流量 0.290 立米／秒，利用价值很小。

（来源于《大荔县志》）。大荔县属黄河流域渭河水系，水系图见

3-3（来源于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根据南华荣水文站资料，洛

河近 20 年 75%保证率年 8.26m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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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渭南市水系图（局部） 

3.1.4.2 地下水 

本地块所在所在地属于渭河阶地，渭河二、三级阶地为强富水区，

在三级阶地自东至西分布为深浅四个含水层，为中更新统河积亚粘

土、亚沙土夹粉、细沙层承压水。北半部水位埋深 7～8 米，涌水量

20～25 吨／时。南半部水位埋深 17 米左右，涌水量 30～40 吨/时。

在二级阶地广泛分布为上更新统河积亚粘土、亚砂土夹中、粗砂层。

自安昌、步昌至朝邑组成统一的潜水面，大部地下水径流畅通。水位

埋深一般 3～5 米。沿黄、洛河岸大于 10 米，涌水量 20～30 吨/时，

矿化度小于 3 克/升。盐池洼周围盐渍化严重，矿化度 5～10 克/升。

在二级阶地广泛分布的还有中更新统河流沉积物构成的承压水层。自

朝邑～城关～埝桥，水位埋深 10 米左右，涌水量一般 20～30 吨/时，

矿化度为 0.5 克/升。自皇都～张、贺二洼水位埋深一般 2～8 米，涌

水量一般 20～25 吨/时，矿化度大部分小于 3 克/升；在低洼地段则大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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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 克/升。洛河一级阶地为全新统河积亚沙土夹沙砾石潜水层。由

于二级阶地及洛河水渗透交替作用强，水位埋深 3～6.5 米，涌水量

30～40 吨/时，矿化度大部为 3 克/升，局部大于 5 克/升。（来源于《大

荔县志》） 

依据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

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勘探深度范围（20.0m）内未见地下水。同

时，根据全国地质资料馆网中 1:20 万水文地质图 I4926 幅（陕西省）

数据，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东北流向西南方向，具体详见图

3-4。 

 

图 3-4     大荔县水文地质图 

3.1.4 气候气象 

大荔县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受蒙古冷高压气

团控制，气温最低，雪雨稀少，寒冷干旱；春季海洋暖气团北进，气

温渐高，时冷时暖，风霜多现；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气团影响，

气温最高，酷暑炎热，常多伏旱：秋季冷暖气团交替出现，气温多变，

夜凉昼热，多连阴雨。冬、夏季长，春、秋季短，冷暖干湿，四季分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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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平均气温 13.4℃，极端最高温度达 42.8℃（1966 年 6 月 21 日），

极端最低温度—16.5℃（1977 年元月 30 日）。年平均降水量 541mm，

年蒸发量 968.3mm。年平均气压 973.1 毫巴。全年盛行东北风，其次

是西南风。（来源于《大荔县志》） 

 

图 3-5   大荔县风玫瑰图（来源于大荔县用地规划图） 

3.1.6 土壤 

大荔县总土壤面积 1899751.2 亩（据《土壤资源报告》，不含军

垦农垦面积）分为 6 个土类，11 个亚类，23 个土属，54 个土种。（来

源于《大荔县志》） 

依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查询，本地块所在区域土壤属于垆土

（详见图 3-5）。垆土是大荔县的第一大土类，也是主要高产土壤。

面积 777131.5 亩，占总土壤面积的 40.9%。土体典型剖面：上部为堆

积覆盖层（基本为熟化层），平均厚约 50 厘米。下部为原自然褐土

层（统称粘化层），厚约 55 厘米。又细分为七层—耕层、犁底层、

古耕层、古腐殖质层、粘化层、淀积层、母质层。熟化层为轻～中壤，

透水透气，肥力较高。粘化层为中～重壤，保水保肥，耐旱耐涝。（来

源于《大荔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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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大荔县水文地质图 

3.2 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

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 

本次敏感目标调查以地块中心点为圆心，周边直线距离 200m 范

围内的敏感目标作为本次调查的主要敏感目标。调查表明，调查地块

周边敏感目标主要为红汇小区以及东府小学，地块周边 200m 范围内

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见表 3-1，敏感目标分布见图 3-7。 

表 3-1   地块周围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一览表 

编号 敏感目标名称 相对方位 与地块边界最近距离（m） 性质 

1 红汇小区 E 相邻 居住区（在建） 

2 东府小学 S 相邻 学校（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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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敏感目标分布图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现状 

2023 年 12 月 1 日，经现场勘查，调查地块（大荔东府幼儿园）

主体建筑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屋面工程，地面大部分均已经硬化，未

硬化及施工部分地面设有防风抑尘网，地块西南角建有工程指挥部临

时活动板房，地块南侧和北侧空地堆放少量建筑材料，现场施工单位

为陕西江河建设有限公司，地块踏勘时，施工区域未发现明显恶臭、

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无明显污染和腐蚀痕迹。根据施工单位提

供的资料，东府幼儿园总挖方面积 2998.79m
2，下挖 2.8m，因此，总

的挖方量为 8396.61m
3。项目施工过程中灰土回填 0.5m，共填方

1499.39m
3，房心回填 735.8m

3，素土回填 3219.17m
3，桩基土方使用

图例 

地块边界 

居住区 

学校 

1 
2 

200m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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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2014.5m
3，因此，总的填方量为 7468.86m

3，全部采用开挖土方，

无外来客土，同时，项目剩余土石方（主要为施工过程中的清表杂物

927.75m
3）全部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置。 

地块现状航拍图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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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地块现状图（航拍照片 2023.12.1） 

调 查 地 块 

S 

大 荔 东 府 小 学 

纬   七   路 

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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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历史卫星影像，结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

史如下： 

表 3-2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表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历史利用情

况 
土地使用权人 规划用途 实际用途 

2011 年 6 月 2023 年 2 月 农用地 东七社区 农用地 农用地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5 月 空地 大荔县教育局 幼儿园用地 幼儿园用地 

2023 年 6 月 2023年11月 
东府幼儿园

建设中 
大荔县教育局 幼儿园用地 幼儿园用地 

地块不同时期遥感影像图（2002 年-2022 年）及航拍图，详见图

3-3。 



26 

表 3-3   调查地块历史变迁情况一览表 

历史卫星影像 地块变化情况 

 

地块用地情况为东七社区农

田，地表植被为农作物。 

2011 年 6 月 10 日历史卫星影像 

调查地块 



27 

 

地块内用地情况较 2011 年 6

月无变化。 

2013 年 12 月 11 日历史卫星影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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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用地情况较 2013 年 12

月无变化。 

2015 年 9 月 15 日历史卫星影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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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用地情况较 2015 年 9

月无变化。地块中部遗留部

分大棚塑料薄膜。 

2017 年 8 月 12 日历史卫星影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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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用地情况较 2017 年 8

月无变化。 

2019 年 7 月 14 日历史卫星影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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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用地情况较 2019 年 7

月无变化。地块内部设有大

棚作物。 

2021 年 10 月 2 日历史卫星影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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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21 年 10 月，调查地块

为清表后的施工空地，地表

铺设防风抑尘网。 

2023 年 5 月 15 日航拍图 

调查地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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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23 年 5 月，调查地块（大

荔东府幼儿园）主体建筑已经

封顶， 

2023 年 12 月 1 日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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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2023 年 12 月 1 日现场踏勘时，本次调查地块东侧相邻地块现状为红汇小

区及荒地，南侧和西侧均为在建中的大荔东府小学，北侧相邻地块现状为纬

七路，路北为润鸿大厦。相邻地块现状照片及航拍图如下： 

 
调查地块及周边相邻地块（航拍照片 2023.12.1） 

S 

调 查 地 块 

大荔东府小学 

纬    七    路 

红汇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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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东侧红汇小区及荒地（航拍照片 2023.12.1） 

 

调 查 地 块 

大 荔 东 府 小 学 

荒 地 

调 查 地 块 

S 

E 

纬 

 

 

七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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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南侧和西侧在建中的大荔东府小学（航拍照片 2023.12.1） 

 
调查地块南侧和西侧在建中的大荔东府小学（航拍照片 2023.12.1） 

 

纬      七      路 

 

大 荔 东 府 小 学 

调 查 地 块 

纬  

 

 

  七 

 

 

     路 

 

调 查 地 块 

空  地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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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北侧纬七路及路北为润鸿大厦（航拍照片 2023.12.1） 

 
调查地块南侧和西侧在建中的大荔东府小学（现场照片 20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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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北侧纬七路及路北为润鸿大厦（现场照片 2023.12.1） 

图 3-8   相邻地块现状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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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周边居民访谈，相邻地块使用历史情况见表 3-4。 

表 3-4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及历史情况 

序号 位置关系 历史状况 

1 地块东侧 
2011年6月-2015年9月为农用地； 

2015年9月至今为空闲地； 

2 地块南侧 

2011年6月-2022年5月为农用地； 

2022年5月-2023年2月为空地； 

2023年2月至今为正在建设中的大荔县东府小学； 

3 地块西侧 

2011年6月-2022年5月为农用地； 

2022年5月-2023年2月为空地； 

2023年2月至今为正在建设中的大荔县东府小学； 

4 地块北侧 

2011年6月-2013年12月为农用地； 

2013年12月-2015年9月为农田和自建房； 

2017年8月设临时道路、润鸿大厦基本建成； 

2019年10月润鸿大厦正常营业； 

2021年10月至今纬七路建成路北为润鸿大厦以及空闲地； 

备注 

南侧和西侧相邻地块大荔县东府小学建设过程中，未发现明显恶臭、化学品味道和

刺激性气味，没有明显污染和腐蚀痕迹；未发现危险废物填埋情况，未发现蓄水池

，水渠；无废气、废水产生，固体废物为建筑垃圾，拆迁过程中及时清运建筑垃圾

，因此对地块基本无影响。 

地块及相邻地块不同时期遥感影像图（2011 年-2021 年）及航拍

图，详见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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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用地变化情况 

时间 

相邻地块历史用地情况 

东侧相邻

地块 

南侧相邻

地块 

西侧相邻

地块 

北侧相邻地

块 
历史影像 

2011年 6

月 10 日 
农田 农田 农田 农田 

 

图例 

    调查地块 

    相邻地块 

农田 

农  田 

农田 

农  田 

东七

社区

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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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1

日 

农田 农田 农田 
农田、自建

民房 

 
变化情

况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新增自建民

房 
/ 

农  田 

农  田 农  田 

东七

社区

民居 

自建

民房 
自建

民房 

图例 

    调查地块 

    相邻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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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

月 15 日 
空闲地 农田 农田 

农田、自建

民房 

 
变化情

况 

由农田变

为空闲地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化 / 

农  田 空闲地 

农  田 

自建

民房 
自建

民房 

东七

社区

民居 

图例 

    调查地块 

    相邻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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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

月 12 日 

空闲地 

西南方向

红汇小区

开始建设 

农田 农田 

临时道路、

润鸿大厦基

本建成 

 

变化情

况 

西南方向

红汇小区

开始建设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新增临时道

路，润鸿大

厦基本建

成，自建民

房已拆除 

/ 

图例 

    调查地块 

    相邻地块 

农  田 

红汇小区

开始建设 

农  田 

临   时   道   路 

润鸿大厦

基本建成 

空

闲

地 

东七

社区

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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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9

日 

空闲地 农田 农田 

临时道路、

润鸿大厦正

常营业 

 
变化情

况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化 / 

图例 

    调查地块 

    相邻地块 

润鸿大厦

正常营业 

东七

社区

民居 

红汇小区

正在建设 

农  田 

农  田 

临   时   道   路 

空

闲

地 



45 

2021 年

10 月 2

日 

空闲地 

农田（地块

内存在大

棚） 

农田 

纬七路建

成、润鸿大

厦、空闲地、

农田、东七

社区民居 

 

变化情

况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未发生变

化 
纬七路建成 / 

图例 

    调查地块 

    相邻地块 

纬  七  路  建  成 

农  田 

农  田 

润鸿大厦 

农  田 东七

社区

民居 

红汇小区

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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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

月 15 日

航拍图 

空闲地 

大荔县东

府小学正

在建设 

大荔县东

府小学正

在建设 

纬七路，路

北为润鸿大

厦 

 

变化情

况 

未发生变

化 

大荔县东

府小学正

在建设 

大荔县东

府小学正

在建设 

未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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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地块位于大荔县纬七路与经三路交汇处（东府小学

东北角），占地面积共 5575m
2，根据《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

（2017-2035）》，该地块规划用途为中小学用地，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

“多规合一”（2017-2035）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见图 3-11。 

同时，2023 年 2 月 22 日，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610523202320009 号），明确项目用地用途为幼儿

园用地，具体详见下图；2023 年 7 月 17 日，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大

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目地块信息的核实意见》，表明调查地块面积为 8.36

亩，规划用途为教育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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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2017-2035）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地块位置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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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调查人员对地块现状调查、收集资料，主要包括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

收集和分析、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具体如下：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情况见表 4.1-1。 

表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资料名称 出具资料单位 获取与否 

大荔县西城街道东七社区被征收土地移交纪

要 
大荔县教育局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用字第 610523202310001 号）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610523202320009 号）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 是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610523202330010 号）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 是 

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目地块信息的核实

意见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 是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分局关于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的通知书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

分局 
是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分局关于大荔县东府

幼儿园建设项目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的通知书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

分局 
是 

根据以上资料得知： 

（1）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地块位于大荔县纬七路与经三路交汇处

（东府小学东北角），原属于大荔县西城街道东七社区集体用地，大

荔县教育局与大荔县西城街道东七社区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签订了土

地征收协议和被征收土地移交纪要，征收和移交土地面积为 61.35 亩，

本次调查地块（合约 8.36 亩）属于征收和移交土地范围内，使用权

人为大荔县教育局。 

（2）2023 年 2 月 22 日，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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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610523202320009 号），明确项目用地用

途为幼儿园用地；2023 年 7 月 17 日，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大

荔县东府幼儿园建设项目地块信息的核实意见》（详见附件 4），表

明调查地块面积为 8.36 亩，规划用途为教育用地。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详见表 4-2。 

表 4-2   地块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获取与否 

1 基础资料 

地块现状 现场踏勘 已获取 

人员访谈表 现场踏勘 已获取 

现场踏勘图片 现场踏勘 已获取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

院 
已获取 

2 

地块历史变

迁资料 
不同时期遥感卫星图 91卫图助手 已获取 

根据以上资料得知：调查地块原属于大荔县西城街道东七社区集

体农用地，2011 年 6 月~2023 年 2 月为农用地，2023 年 3 月地块清

表，至 2023 年 5 月地块为空地，2023 年 6 月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开工

建设。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调查人员通过 91 卫图助手、现场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获取

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气象气候资料、地质及

土壤资料、区域水文资料等； 

（2）地块周边相关资料，包括：相邻地块土地利用方式、周边

企业、敏感点分布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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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资料收集情况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获取与否 

1 区域地块信息 

区域气象气候资料 大荔县志 已获取 

区域地形地貌资料 大荔县志 已获取 

大荔县水文地质图（局部） 全国地质资料馆 已获取 

2 
地块周边相关

资料 

相邻地块土地利用 

（历史变迁、现状、规划） 
现场踏勘、91卫图助手 已获取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现场踏勘、91卫图助手 已获取 

4.3.1 地下水流向上游污染源识别 

根据收集的调查地块所在区域水文地质资料，调查地块所在地潜

水流向为由东北向西南，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地块地下水

流向上游方向（东北）主要为道路、农田、居民区，历史上无工业企

业存在，地下水上游方向无污染源，故无需考虑调查地块地下水上游

方向对调查地块的影响。 

4.3.2 主导风向上风向污染源识别 

根据收集的调查地块所在区域气象资料，调查地块所在地常年主

导风向为东北，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地块主导风向上风向

（东北）主要为居民区、道路，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主导风向上

风向无污染源，故无需考虑上风向对调查地块的影响。 

4.3.3 周边 500 米污染源识别 

根据现场调查，本次调查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存在的工业企业

和加油加气站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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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污染源分布图 

（1）工业企业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本次调查地块及

紧邻地块不涉及工业企业，调查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存在的工业企

业包括地块南侧相距约 178m处的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东

南方向 273m 的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1）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收集到的《陕西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表》，陕西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线于 2012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2 月投入试生产。2020 年 5 月 16 日企业取得了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6105237521362425001Y。 

 

调查地块 

500m 

 

273m 

481m 
 

大荔枫格

加油站 

 

大荔红汇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大荔景璧肉类

食品有限公司 

1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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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产品 

副食类产品，红汇酥、馅料、蛋糕、面包等 86 个品种。 

②主要原料 

主要原料包括鸡蛋、面粉、豆类、芝麻、植物油、奶油、糖等。 

③生产工艺 

A、馅料加工 

馅料加工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2。 

清洗除杂 蒸煮 沉沙压滤 配料 炒制

杀菌冷却精检装箱

原料

 

图 4-2   馅料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B、红汇酥产品 

红汇酥产品加工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3。 

配料 打酥 分酥 配料 和面

包酥擀面制作烘烤

原料

冷却

包装

 

图 4-3   红汇酥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C、煮饼产品 

煮饼产品加工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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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 熬汁子 和面 擀面 切块

油炸浸泡粘芝麻冷却

原料

包装

 

图 4-4   煮饼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D、蛋糕、面包产品 

蛋糕、面包产品加工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5。 

配料 打料 洗盘 放托

注糊烘烤冷却包装

原料

 

图 4-5   蛋糕、面包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④污染物产排情况 

A、废气 

项目运行产生的废气包括锅炉燃烧废气和油烟。 

厂区设 1 台 2t/h 天然气蒸汽锅炉，锅炉燃烧废气主要污染物包括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锅炉设置低氮燃烧器，燃烧废气可达

标排放；针对油炸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厂区安装了油烟处理

设施，油烟经处理后可达标排放。 

B、废水 

厂区废水包括职工生活污水和车间各类清洗废水，废水主要污染

物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厂区内实施雨污分流，废水进入厂内化

粪池进行处理，之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雨水经雨水管道排入市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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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网。 

C、固体废物 

厂区固体废物包括原料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杂质，豆渣、鸡蛋壳

等以及职工生活垃圾。固体废物在厂内分类收集，定期交环卫部门清

运。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陕西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不涉及

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的生产和使用，运行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采取了

相应的治理措施，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厂区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经现场调查，厂区化粪池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结构，

池体建造完成后进行了防渗处理，且厂区位于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

向的下游，因此，项目对本次调查地块不会产生污染影响。 

2）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填报了《大

荔县肉食品冷冻物流及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同时，企业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

916105237197980416002Z。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包括

生产加工区、仓储区和办公服务区。 

①生产规模和产品方案 

厂区包括 1 条 2 万吨/年的肉制品生产线、1 条 3 万吨/年农副产

品加工生产线及配套 500 吨冷藏库。 

产品方案见表 4-4。 

表 4-4   产品方案 

序
号 

产品名称 单位 年产量 备注 

1 肉制品加工 吨 20000 / 

1.1 酱卤肉制品 吨 8000 
带把肘子、景璧烧鸡、景璧酱牛肉、

景璧酱兔肉、宫膳全鳖等 

1.2 熏煮香肠火腿类 吨 12000 
景璧肘花、西北火腿王、景璧红肠、

景璧火腿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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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副产品综合加工 吨 30000 / 

2.1 烤花生果 吨 10000 2.5kg 小包装 

2.2 冷冻白仁 吨 15000 12.5kg 出口包装 

2.3 冻干黄花菜 吨 5000 （500g×24 袋）出口包装 

3 冷藏能力 吨 500 
含急冷库、低温库（-18℃）和常温

冷库（-5℃） 

②主要原料 

主要原料详见表 4-5。 

表 4-5   主要原辅材料 

序号 名称 规格 年用量 

1 猪肉精 4 号 7700t 

2 猪肘 前/后肘 4000t 

3 猪蹄 全蹄 4000t 

4 猪耳 422 3200t 

5 牛肉 一级四分体 2000t 

6 甲鱼 1～3 斤/个 100t 

7 活鸡 一年龄 3000t 

8 活鸭 一年龄 400t 

9 淀粉 25kg/袋 250t 

10 食盐 50kg/袋 350t 

11 花生 成熟期 18000t 

12 黄花菜 成熟期 16800t 

13 食盐 50kg/袋 370t 

14 食用油 50L/壶 100t 

15 淀粉 25kg/袋 200t 

16 铝箔袋 15cm×20cm 20 万个 

17 真空袋 24cm×30cm 100 万个 

18 纸箱 
36cm×23cm×22cm 10 万个 

35cm×30cm×15cm 20 万个 

19 彩印袋 26cm×35cm 20 万个 

③生产工艺 

A、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生产工艺见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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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料 修整 配料 蒸煮

冷却包装

 

图 4-6   酱卤肉制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B、熏煮香肠火腿制品 

熏煮香肠火腿制品生产工艺见图 4-7。 

选料 修整 配料 腌制

熏烤蒸煮

灌装

冷却包装二次灭菌

 

图 4-7   熏煮香肠火腿制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C、农副产品加工 

农副产品加工工艺见图 4-9。 

原料收购 精选分级
蒸汽湿法
去色

真空入味

微波、冷冻
干燥

分类

红外线
预烘干

包装检验入库

 

图 4-9   农副产品加工工艺流程图 

④污染物产排情况 

A、废气 

项目运行产生的废气包括锅炉燃烧废气、车间油烟和异味以及污

水处理站恶臭等。 

厂区设 1 台 4t/h 天然气蒸汽锅炉，锅炉燃烧废气主要污染物包括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锅炉设置低氮燃烧器，燃烧废气可达

标排放；车间设强制排风系统，含异味废气经生物除臭剂处理，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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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集气罩收集至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站构筑物加

盖，恶臭气体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B、废水 

厂区废水包括职工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废水主要污染物包括化

学需氧量、氨氮、SS、动植物油等。 

厂区内实施雨污分流，生活污水采取化粪池进行处理；生产废水

采取沉淀池进行处理后最终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雨水经雨水管道排入

市政雨水管网。 

C、固体废物 

厂区固体废物包括边角料、污水处理站污泥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等。废边角料收集后外售，其他固体废物在厂内分类收集，定期交环

卫部门清运。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区不

涉及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的生产和使用，运行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采

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生活污水采取化粪池

进行处理，生产废水采取沉淀池进行处理后最终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经现场调查，厂区化粪池及沉淀池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结构，池体

建造完成后进行了防渗处理（现场照片详见下图），且厂区位于本次

调查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下游，对本次调查地块不会产生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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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油、加气站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存在加油、加气站共

1 处，为距离调查地块西侧约 481m 处的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

站。该加油站于 2021 年 11 月建设完成并运营，厂区销售的油品均采

用油罐车拉运至厂区西侧储油区，之后经油管输送至东侧加油机，厂

区运营至今未发生过油气泄漏事件。该加油站建设之前，项目所在地

为农用地。 

①工程内容及建设规模 

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站占地面积 2839.55m
2，设置加油机

4 台，全部为新式税控一体机，设双层储油罐 5 个，其中柴油储罐 2

个，总容积 60m
3，汽油储罐 3 个，总容积 60m

3。 

②主要原料 

主要原料详见表 4-6。 

表 4-6   主要原辅材料 

序号 名称 年用量 来源 

1 汽油 1800t 外购 

2 柴油 1500t 外购 

3 新鲜水 1101.3m
3
 市政供水管网 

4 电 5.04 万 kWh 区域电网 

③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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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工艺流程图 

④污染物产排情况 

A、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卸油、储油、加油过程产生的 VOCs。汽

油储罐区设 1 套卸油油气回收系统，2 台汽油加油机自带油气回收装

置 8 套，汽油油罐设置 1 套储油油气回收装置，项目产生的废气均经

过油气回收系统回收后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B、废水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进入 30m
3 化

粪池处理，定期由附近村民拉运肥田，不外排。项目运营期废水对地

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项目运营期油品的泄漏及下渗会污染地下水，项目采用双层罐，

项目储罐采用双层油罐，罐池根据《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指南》要

求采取防渗措施，储罐区地面采用水泥硬化等防渗措施，并在罐池中

设有监控报警系统，罐池位置地下水下游处设监测井。项目不开采地

下水，通过采取合理的地下水防渗措施及监控措施后，项目对区域地

下水的影响能够达到可接受程度。 

C、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储罐清罐废油、废消

防沙、废手套等。 

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428t/a，与废手套一起集中收集定期由环卫

部门清运；项目产生的废消防沙收集后存放于消防桶中，回收利用，

不外排；储罐清罐废油以及废含油手套属于危险废物，加油站设危险

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

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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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加油站卸油、加油均设有油气回收装置，油罐均为

双层储油罐，罐池防渗满足《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指南》标准要求，

储罐区地面采用水泥硬化等防渗措施，并在罐池中设有监控报警系

统，且加油站不在调查地块的地下水流向的上游以及上风向，因此，

认为调查范围内加油加气站不会对调查地块产生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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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对第一阶段调查的工作要求，项目组于 2023 年 5 月 6 日、5 月 15 日、

11 月 2 日多次开展了现场踏勘工作，踏勘的范围主要以地块内为主，

并包括地块周边区域。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5.1.1 地块踏勘情况 

现场踏勘时，本次调查地块已建设施工，四周均已设立围挡，目

前主体建筑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屋面工程，地面大部分均已经硬化，

未硬化及施工部分地面设有防风抑尘网，地块西南角建有工程指挥部

临时活动板房，地块南侧和北侧空地堆放少量建筑材料。地块无明显

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未发现明显污染和腐蚀痕迹；该地

块内未发现危险废物填埋情况，未发现蓄水池，污水池、水渠等。 

现场踏勘照片及航拍见图 5-1。 

  
调查地块现场照片 调查地块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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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照片 2023 年 11 月 2 日 

图 5-1   现场踏勘照片 

5.1.2 相邻地块及周边 500m 范围踏勘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东侧相邻地块现状为红汇小区及荒

地，南侧和西侧均为在建的大荔东府小学，北侧相邻地块现状为纬七

路，路北为润鸿大厦。四邻均未发现工业活动的痕迹，不存在有毒有

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无规模化养殖、工业废水，未发现

管线、沟渠等设施，无固体废物堆存，踏勘过程中未发现污染痕迹和

异色异味土壤。地块 500m 范围内企业主要为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

油站。 

相邻地块现场踏勘照片及航拍见图 5-2。 

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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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荒地及红汇小区 南侧及西侧大荔东府小学（在建） 

  
西侧大荔东府小学（在建） 北侧纬七路及润鸿大厦 

  
北侧纬七路及空地 北侧纬七路（向西） 

调查地块 

荒地 

红汇小区 

调查地块 

大荔县东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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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纬七路（向东） 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站（西侧 481m 处） 

  
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南侧 178m 处） 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东南 273m 处） 

图 5-2   现场踏勘照片 

5.2 人员访谈 

5.2.1 访谈基本情况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对第一阶段调查的工作要求，结合收集到的资料和现场踏勘记录，地

块项目组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开展了人员访谈工作。本次调查人员访

谈采用当面交流的方式进行了访谈，对前期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进行

补充。 

（1）访谈内容 

访谈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可疑问题，以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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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具体为： 

被访谈人的基本情况；该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有无污染情况；该

地块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该地块是否存在过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地块内是否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

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地块内是否存在工业废水排

放沟渠或渗坑；地块内是否存在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地块内是

否发生过化学泄漏事故、工业废水泄漏事故；地块周边是否发生过环

境污染事件；块内是否倾倒过生活垃圾等。该地块灌溉水来源？其他

补充问题。 

（2）访谈对象 

被访谈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包括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

荔分局、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地块使用人、街道办社区工作人员、地

块周边工作人员和居民。 

5.2.2 访谈内容整理 

访谈人员基本情况见表 5-1。 

表 5-1  访谈人员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号 被访谈人员 年龄 职业 
本地居住

时间 
单位 访谈人 

访谈

方式 
电话 

政府部门 

1 潘红波 42 
管理 

人员 
/ 

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大荔分局 
冯振辉 面谈 13891380023 

2 范丙川 35 
管理 

人员 
/ 

大荔县自然资

源局 
冯振辉 面谈 18700333331 

委托单位 

3 兰阳 33 
管理 

人员 
/ 大荔县教育局 冯振辉 面谈 19929259319 

周边企业 

4 陈建武 52 农民 / 润鸿大厦 冯振辉 面谈 15229136471 

5 赵渭玲 36 职工 / 大荔红汇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冯振辉 面谈 13891441606 

6 贾巧成 37 职工 / 冯振辉 面谈 152297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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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振华 45 职工 / 中石油大荔枫

格加油加气站 

冯振辉 面谈 13571336868 

8 段伟锋 47 职工 / 冯振辉 面谈 13892521930 

周边村民 

9 辛红亮 40 农民 长期 东七 1 组 冯振辉 面谈 13335334022 

10 张华 48 农民 长期 东七 1 组 冯振辉 面谈 15319099683 

11 孙振虎 58 农民 长期 东七 1 组 冯振辉 面谈 19329756755 

12 孙康辉 27 农民 长期 东七 1 组 冯振辉 面谈 15389259091 

13 张西成 75 农民 长期 东七 1 组 冯振辉 面谈 15691380856 

14 马蒙 35 农民 长期 东七 1 组 冯振辉 面谈 13572716347 

访谈内容汇总： 

本次地块共访谈人员 14 人，其中政府部门 2 人，地块现使用者

1 人，周边企业 5 人，周边居民 6 人，人员访谈记录见附件 15。访谈

结果及评价详见下表： 

表 5-2   访谈结果一览表 

访谈对象 姓名 单位 访谈结果及评价 
访谈时

间 

环境保护

部门 
潘红波 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分局 

地块内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无危险

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

不存在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地下

管线或废水池，不存在产品、原辅料、

油品的地下储罐和地下输送管道，地块

内和周边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

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2023.12.1 

地块管理

部门 
范丙川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 

本地块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地块规

划用地性质为教育用地，项目用地符合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本

地块和周边是未发生过土壤污染事件 

2023.12.1 

土地使用

者 
兰阳 大荔县教育局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

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

运输；不存在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深

坑，不存在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地块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 

20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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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

工作人员

和居民 

陈建武 润鸿大厦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 

2023.12.1 

赵渭玲 

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 

2023.12.1 

贾巧成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 

2023.12.1 

南振华 

中石油大荔枫格加油加气站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 

2023.12.1 

段伟锋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地下水 

2023.12.1 

辛红亮 东七1组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地下水 

2023.12.1 

张华 东七1组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 

2023.12.1 

孙振虎 东七1组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 

2023.12.1 

孙康辉 东七1组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20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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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地下水 

张西成 东七1组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地下水 

2023.12.1 

马蒙 东七1组 

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内不存在

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和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堆存过危险废物、固废

和生活垃圾等，地块内无管线、沟渠和

槽罐，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农

田灌溉用水为地下水 

2023.12.1 

人员访谈记录照片见图 5-3。 

  

访谈土地使用者大荔县教育局 访谈大荔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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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大荔县自然资源局 访谈地块北侧润鸿大厦工作人员 

  
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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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大荔枫格加油加气站 

  
访谈地块周边居民 访谈地块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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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地块周边居民 访谈地块周边居民 

  
访谈地块周边居民 访谈地块周边居民 

图 5-3   人员现场访谈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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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块调查情况分析 

5.3.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原为大荔县西城街道东

七社区农用地，地块未开展过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活动；

地块内未从事过规模化养殖、使用有毒有害调理剂等可能对土壤产生

污染的活动。 

5.3.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各类槽

罐，不存在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堆放、储存、

处理与处置情况。目前施工阶段产生的建筑垃圾由陕西江河建设有限

公司集中收集后拉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厂统一处置。 

5.3.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内历史和现状均未堆存

或处理过各类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不存在危险废物及化学品等可能

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堆放、储存、处理与处置情况。 

5.3.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内历史时期及现状无管

线、沟渠、污水池（井）、废物堆放池等。 

5.3.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一般而言，与土壤相关的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可能为地表

径流、大气沉降和包气带下渗等，其中：地表径流主要是受大气降雨

影响，形成地表径流，从而导致污染物的迁移和扩散；大气沉降主要

是扬尘、烟气或废气等排放的污染物随主导风向沉降至地块内，造成

地表土壤污染；包气带下渗主要是固体废物堆存或池体泄露等导致污

染物沿包气带下渗，污染浅层土壤和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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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踏勘、历史影像及人员访谈可知，地块 500m 范围内企

业主要为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

司以及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站。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位

于地块南侧相距约 178m 处，主要生产糕点类，厂区不涉及有毒有害

危险物质的生产和使用，运行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采取了相应的治

理措施，污染物可达标排放，生产废水均进入城市污水管网，企业锅

炉燃料均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废气污染物排放量较小，且企业不在

调查地块的上风向，因此，认为上述工业企业对调查地块不会产生污

染影响；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地块东南方向 273m处，

主要进行肉制品以及农副食品的加工，厂区不涉及有毒有害危险物质

的生产和使用，运行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废水进入市政污水管网，且厂区不在本次调查地

块的上风向，因此，认为上述工业企业对调查地块不会产生污染影响；

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站位于调查地块西侧约 481m 处，该加油

站储油罐均设双层储油罐，且该加油站不在调查地块的地下水流向的

上游，因此，认为调查范围内加油加气站不会对调查地块产生污染影

响。 

5.3.6 其它 

本调查地块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可知，本次调查

地块历史情况如下： 

（1）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输送； 

（2）历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

倾倒、固废填埋等； 

（3）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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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没有历史监测数据表明调查地块有污染； 

（5）历史上不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地块不存在被污染迹象和来自周边污染源的

污染风险。本次调查地块及周围区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居民生

活活动，对土壤环境质量影响风险较小。地块及周围区域未发生过环

境污染事件。 

5.3.7 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本次调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及

相关污染物。污染源分析情况汇总见表 5-2。 

表 5-2   污染源分析评价结果汇总表 

序号 分析评价项目 分析评价结果 潜在污染源和相关污染物 

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未存在过 无 

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 未存在过 无 

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未存在过 无 

4 管线、沟渠泄漏 未存在过 无 

5 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 影响较小 无 

6 
其他 

农业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 影响较小 无 

7 环境污染事件 未发生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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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结果一致性分析 

调查

结果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是否

一致 

地块 

1、大荔县纬七路与经三路

交汇处（东府小学东北角），

历史为农用地。调查面积为

5575m
2（8.36亩），规划用

途为幼儿园用地； 

2、通过91位图查询，调查

地块2011年6月-2023年2月

为农用地。 

调查地块位于大

荔县纬七路与经

三路交汇处（东

府小学东北角），

地块现状为正在

建设中的大荔县

东府幼儿园，四

周均已围挡。 

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

业企业、规模化养殖、

无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运输、未发生过环

境污染事故、危险废

物堆放、固废堆放与

倾倒、固废填埋等，

无工业废水排放及化

学泄漏事故等情况 

一致 

四邻 

地块东侧2011年6月-2015年

9月为农用地；2015年9月至

今为空闲地； 

地块南侧和西侧2011年6月

-2022年5月为农用地；2022

年5月-2023年2月为空地；

2023年2月至今为正在建设

中的大荔县东府小学； 

地块北侧2011年6月-2013年

12月为农用地；2013年12月

-2015年9月为农田和自建

房；2017年8月设临时道路、

润鸿大厦基本建成；2019年

10月润鸿大厦正常营业；

2021年10月至今纬七路建

成路北为润鸿大厦以及空

闲地； 

东侧相邻地块现

状为荒地，南侧

和西侧均为在建

的大荔东府小

学，北侧相邻地

块现状为纬七

路，路北为润鸿

大厦 

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

业企业、规模化养殖、

无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运输、未发生过环

境污染事故、危险废

物堆放、固废堆放与

倾倒、固废填埋等，

无工业废水排放及化

学泄漏事故等情况 

一致 

周边 

地块500m范围内企业主要

为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以及中国石油渭南大

荔枫格加油站，对调查地块

影响较小 

地块500m范围内

企业主要为大荔

红汇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以及中国

石油渭南大荔枫

格加油站，对调

查地块影响较小 

地块500m范围内企业

主要为大荔红汇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

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

加油站，对调查地块

影响较小 

一致 

6.2 调查结果 

（1）现场踏勘时，调查地块（大荔东府幼儿园）正在建设中，

地块四周均已围挡。施工单位为陕西江河建设有限公司，地块踏勘时，

施工区域未发现明显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无明显污染和

腐蚀痕迹。地块历史为农用地。因此，现状及历史均无可能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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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邻情况：现场踏勘时，调查地块东侧相邻现状为红汇小

区及荒地，南侧和西侧均为在建的大荔东府小学，北侧相邻地块现状

为纬七路，路北为润鸿大厦。地块东侧2011年6月-2015年9月为农用

地，2015年9月至今为空闲地；地块南侧和西侧2011年6月-2022年5月

为农用地，2022年5月-2023年2月为空地，2023年2月至今为正在建设

中的大荔县东府小学；地块北侧2011年6月-2013年12月为农用地，

2013年12月-2015年9月为农田和自建房，2017年8月设临时道路、润

鸿大厦基本建成，2019年10月润鸿大厦正常营业，2021年10月至今纬

七路建成路北为润鸿大厦以及空闲地。因此，现状及历史均无可能的

污染源。 

（3）调查地块周边500米范围内企业主要为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以及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站。大荔红汇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位于地块南侧相距约200m处主要生产糕点类，生产废水均进入城

市污水管网，企业锅炉燃料均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废气污染物排放

量较小，且企业不在调查地块的上风向，因此，认为上述工业企业对

调查地块不会产生污染影响；中国石油渭南大荔枫格加油站位于调查

地块西侧约451m处，该加油站储油罐均设双层储油罐，且该加油站

不在调查地块的地下水流向的上游，因此，认为调查范围内加油加气

站不会对调查地块产生污染影响。 

6.3 不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的合理性分析 

资料收集阶段，我公司项目组通过业主方收集到了关于地块规划

资料、征地成果表、土地流转文件等；收集到了可辨识地块及其相邻

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卫星图片，并对上述资料进行了全面分析。 

现场踏勘阶段，我公司项目组对地块及周围区域进行了详细调

查，重点踏勘了地块及周围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包括地形地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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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水文、地质、水文地质等；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包括居民区、学

校、医院等；用地现状和历史情况，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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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槽泄漏

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

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

井等，并对现场踏勘结果进行了分析。 

人员访谈阶段，我公司项目组对地块使用者、地块管理机构和环

境管理等政府部门人员及熟悉地块的附近居民均进行了访谈，对资料

收集和现场踏勘阶段获取到的资料信息进行了核实和补充。 

该阶段的调查工作较为全面，能够较好的反映地块及周围区域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土地使用的历史、现状和规划状况和潜在污

染源及相关污染物的识别情况等。经识别，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均无可

能的污染源及相关污染物。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中的相关要求，调查地块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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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方

式开展调查；因地块原为农用地，能收集到的资料相对较少，另外人

员访谈数量及因能获取的卫星历史影像图年限有限，给资料分析带来

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调查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通过资

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针对地块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

析，确认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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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相关编制依据具有时效性，但不确定性可控，结论总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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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地块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纬七路和经三

路交汇处（东府小学东北角），东临红汇公租房（在建）及荒地，西

侧及南侧均为东府小学（在建），北至纬七路。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09.9084224924°，北纬 34.7926092685°。地块历史均为农田，地块现

状为正在建设中的大荔县东府幼儿园，四周均已围挡。2023 年 2 月

22 日，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610523202320009 号），明确项目用地用途为幼儿园用地。 

根据第一阶段走访调查可知，调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未

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以下问题： 

（1）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上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生产、使用、

贮存、回收、处置、排放等活动。 

（2）地块内及相邻地块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事件

（废液、废渣的泄露、倾倒或填埋）。 

（3）地块内及相邻地块不存在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已有监

测数据异常的情况。 

（4）地块内及相邻地块不存在异常颜色、气味等污染迹象。 

（5）地块不存在来自周围区域污染风险。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表明，地块内及四邻历史上均为农用地，经访谈，无废气、废

水、危废产生。经分析，无污染物迁移情况，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调查活动可以第一阶段结束，无需开展下一步的调查。 

7.2 建议 



81  

（1）做好调查地块的环境管理工作，在地块利用过程中，防止

产生二次污染，严禁在地块内堆放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的固体废物或

排放污水，防止外源性污染输入。 

（2）在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密切关注土壤环境状况，若发现

疑似污染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开发并报告管理部门，委托专业环

境检测机构进行应急监测，并根据最终监测结果安排后续工作。 

（3）本次地块调查结束后，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将调查报告主要

内容通过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4）本次地块调查结束后，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及时将本次调查

的结果及相关资料上传“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