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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北大寺路以西、西关北街以南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

位于山海关区第一关镇中心村。依据建设需要，将本地块土地利

用性质变更为居住用地，因此开展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本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农用地、居住用地，需要将土地性质变更

为居住用地，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

知》、《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河北省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程序》、《秦皇岛

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程序》等文件要求，本地块需要开

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来掌握地块土壤实际情况，因此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河北宝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河北宝地”）对北大寺路以西、西关北街以南地块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河北宝地在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项目

组，于 2024年 12月 15日向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山海关分局提

交《秦皇岛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备案表》，通过后立即开展

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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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开展北大寺路以西、西关北街以南地块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

作，主要为了解地块内土壤的实际情况，防止存在潜在污染的场

地开发危害地块内及周边人群身体健康，污染区域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

（1）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方式为主，依据相

关资料确认地块内及周边 1km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有无可能的土

壤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分析，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根据本地块土地规划利用要求，明确地块环境风险的

可接受程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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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调查原则

本次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客观性原则

调查时，无条件尊重事实，如实收集、记录调查到的数据及

相关情况，并且在综合研究过程中，准确分析和运用掌握的资料

及专业知识，真实反映本地块的土壤环境状况，避免结论依据不

充分或失实，保证调查评估过程的客观性。

（2）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及周围敏感目标情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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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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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

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2 调查范围

本地块位于山海关区县第一关镇中心村，占地面积

67458.50m2。地块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1，调查范围图见图 2-1：

表 2-1 地块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经度 纬度 拐点坐标 经度 纬度

1 4430219.933 40476742.465 7 4430040.927 40477099.692

2 4430300.417 40476952.124 8 4430004.569 40477005.016

3 4430292.632 40476973.325 9 4429968.320 40476929.783

4 4430209.730 40477018.666 10 4429970.999 40476915.564

5 4430179.022 40477035.461 11 4430208.324 40476739.096

6 4430053.285 40477104.229 - - -

备注：经按照 CGS2000 坐标系，保留三位小数。

图 2-1 地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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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宗地图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 年 6 月 1 日）；

（3）《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2017 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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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5）《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 年 1 月 1 日）；

（6）《河北省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程序》（2022 年

1 月 4 日）；

（7）《秦皇岛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程序》（秦环

〔2022〕4 号）；

（8）《河北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冀

土领办〔2022〕4 号）；

（9）《秦皇岛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2 年

7 月 1 日）；

（10）《美丽河北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 年)》（冀政办

字〔2023〕17 号）；

（11）《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地下水超采区和禁止开采

区、限制开采区范围的通知》（冀政字[2022]59 号）；

（12）《关于印发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有关工作规定的通知》（秦环办〔2023〕110

号）。

2.3.2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2）《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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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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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01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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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

行）》；

（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

（试行）》；

（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9）；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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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河北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

行）》（DB 13/T 5216—2022）。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本次土壤状况调查工作主要依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HJ25.1-2019）规定开展。

本次调查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等手段分析土地利用现状及历史情况开展调查，周边 1km

范围内目前及历史上是否有工业企业或其他可能对本地块土壤环

境产生影响的情况，依据调查情况进行结论与分析，具体调查方

法如下：

（1）资料收集和分析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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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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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相邻

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②资料分析

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

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在报告中说明。

（2）现场踏勘

①安全防护准备

在现场踏勘前，根据收集到的相关地块资料，依据具体情况

掌握相应的安全卫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劳保用品。

②现场踏勘范围

以地块内为主，同时包括地块的周围 1km 区域，如现场发现

特殊情况，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对踏勘范围

进行调整。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与历史情况，

相邻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 1km 区域内的土地利

用现状与历史情况，看是否存在可能对土壤环境造成影响的疑似

污染源，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④现场踏勘的重点

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

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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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

体、废物堆放地、井等。

同时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到污染物影响的居

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等，并在



2、概述

8

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⑤现场踏勘的方法

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快检等方式初步

判断地块内可能污染的状况，周边可能对本地块产生影响的区域

及影响方式。踏勘期间，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

（3）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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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地方政府的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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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进行核实

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4）结论与分析

本阶段调查结论应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

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

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应提出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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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工作程序

本项目地块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作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具体程序见图 2-2 所示。

图 2-2 调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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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位于东经 119°24′-119°51′，北纬 38°

48′-40°07′，总面积 193.5 平方公里。下辖第一关、石河、孟

姜 3 个镇和古城、西关、南关、路南 4 个街道办事处，以及临港

经济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全区共有 96 个行政村、25 个社区。

全区总人口 12.9 万。民族构成分汉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 20

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为主。它地处东北、华北、环渤海三大经济

区的交汇处，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间距 8 公里。西距北京

290 公里，东距沈阳 370 公里，西南距天津 220 公里，东南隔海与

大连直距 200 公里，是连接东北华北的交通枢纽，本地块位于山

海关区第一关镇中心村，地块位置详见图 3-1。

图 3-1 地理位置图

3.1.2地形地貌

山海关地貌总的特点是呈阶梯状，北部低山，中部台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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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西部为剥蚀平原、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平缓，海拔在 100-920m

之间，坡度变化较大。南部沿海一带为滨海平原，地势平摊，海

拔在 5m 以下。山海关区处于燕山沉降带东部，山海关太拱手华夏

构造体系控制。地质系第四系粉质粘土和前震旦系花岗岩、地表

为壤土，土层较薄，土质粗糙，肥力差。山海关区地形地貌图详

见图 3-2。

图 3-2 山海关区地形地貌图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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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气象水文

（1）气象

该地区属暖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受海洋调

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10.1℃。最热为 7 月，平

均气温 24.8℃，最冷为 1 月，平均气温-6.3℃。多年平均降水量

674.5mm，最大年降水量为 1273.5mm，降雨集中在夏季，夏季降

水量占全年的 72%。年蒸发量为 1624.2mm。山海关主要盛行西西

南风，其次为南南西风和东北风，年平均风速 3.1m/s，6 级或 6 级

以上大风日年平均 7.2 天，大风日沿海多于山区，平均风速为

19.0m/s，瞬时最大风速极值达 26.0m/s，大风主要集中在 3-5 月份。

（2）水文

山海关地表山海关区的地表水主要有石河、潮河、沙河、护

城河，其特点是季节性强：夏秋季河水暴涨，量大势猛，在短时

内可发生洪涝。春季少雨，河基流比重小，有时出现断流；境内

河流为山区自然流水汇聚而成，河道短，水量小，冲淤小，雨季

河水暴涨，但排泄快，冬春季流量甚微，大部分出现断流，有的

在雨季之前需要挖淤清理河道。石河源出三支，东支发源于抚宁

县马岭根，中支发源于青龙县伙林岭，西支发源于青龙县花厂峪，

三支汇合总称为石河。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山海关区后，在田家庄

村以东汇入渤海。全长 67.5km，流域总面积 618km2，多年平均

径流量 5.33m/s。河床绝大部分由卵石组成。河床平均宽度

400~500m，河流曲度 1.46，河源地高程约 400m，河道比降 5.9%。

3.1.4地质条件

秦皇岛山海关区位于燕山褶皱断裂带东南边缘与华夏第二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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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带的结合部位。吕梁运动对本区影响较大，长期以上升为主，

早期收到南北挤压带形成一系列东西向构造。中生代时期，本区

地壳强烈，火山喷发、岩浆侵入、褶皱、断裂等地质事件相继发

生，是本地区呈现出北东向构造为主体，兼容纬向构造的基本格

局。本区按全国新构造运动分区应属“升降交替过渡地区”，虽

然北戴河-石门寨平推断裂和昌黎-山海关断裂带为本区主要活动

断裂，但中生代过后，本区地壳运动趋于稳定，历史上没有强烈

地震记载，故可判断本区是稳定的。

区域内地下水埋藏较浅，地下水类型为孔隙潜水，地下水主

要赋存第四系砂土和卵石层中，含水层厚度为 5.7-7.6m，混合花岗

岩为隔水地板，水量较丰富，含水层渗透性好，渗透系数为

14.11m/p。

3.2 地块水文地质情况

3.2.1地层情况

本次调查工作未进行现场钻探勘察，通过收集资料，依据《山

海关区石河东路以东、规划一路以西、规划西关北街以北项目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2 年 12 月，综合分析认为该两地块

土层岩性特征、成因类型类似，可分为杂填土、卵石、细砂，分

述如下：

①素填土：杂色为主，包含少量砖块、碎石、砂土、草根等，

密度松散，稍湿-湿，层厚 1.0-1.5m。在地块内连续分布。

②卵石：松散、稍湿-湿-饱和，成分卵石、细砂，卵石含量 60%

左右，层厚 1.3m 只有 T09 号点位揭穿，在地块内连续分布。

③细砂：松散，饱和，少量卵石粒径 0.1-0.5cm 不等，在地块

内连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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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参考地块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3-4 参考地块钻孔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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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典型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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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1-1’线剖面图

图 3-7 2-2’线剖面图

3.2.2含水层分布特征

依据《山海关区石河东路以东、规划一路以西、规划西关北

街以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2 年，调查区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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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地下水主要分布在第四系卵砾石中，地层透水性较好，主要接

受大气降水补给，水位变化与降雨量关系密切。

3.2.3地下水动态特征

地下水排泄方式主要以径流和人工开采为主，本区水文地质

条件简单，地下水位的升降与河水的升降及大气降水密切相关。

3.2.4地下水流场特征

本次调查工作未进行现场钻探勘察，地块内及周边未发现地

下水井，本次依据《山海关区石河东路以东、规划一路以西、规

划西关北街以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2年，由

于两地块相邻且同为石河一侧，可认为两地块地下水流场相同，

即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北向西南流。（见图 3-8）。

图 3-8 地下水流场示意图

3.3 敏感目标

对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进行重点调查，并对地块附近区域

水源地进行了初步调查。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和 bigmap卫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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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1km范围内敏感目标主要包括居民区、学校、农田和地表

水。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及分布情况见表 3-1、图 3-9。
表 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情况表

序号 敏感目标 位置 距离（米） 类型 备注

1 小北园村 东 50 居民区

2 西河家园等小区 东 390 居民区

3 农田 东 相邻 农田

4 北街村 南 50 居民区

5 小西关村 南 380 居民区

6 山海国际等小区 南 440 居民区

7 农田 南 相邻 农田

8 石河湾小区 西 相邻 居民区

9 石河 西 300 地表水

10 小王庄村 西 460 居民区

图 3-9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及分布情况

3.3.1水源地情况

石河

石河位于地块西侧，发源于长城以北的马尾巴岭，主流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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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峪入秦皇岛市海港区，总流域面积 618平方公里，根据秦皇岛

市生态环境局定期石河口断面水质情况进行监测，其监测点位位

于本地块地下水下游方向，根据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示，

该河口 9、10水质监测结果均满足Ⅱ类水质标准，水质良好。

图 3-10 石河口断面水质监测情况

潮河

潮河位于本地块东侧，发源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梁家

沟村北，于南海村西南距石河河北沿海高速公路大桥下游 380m

处汇入石河再汇入渤海，当前河流多已干涸，属季节性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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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支流

石河支流为本地块西侧季节性河流，根据人员访谈结合历史

影响分析，2014年前后由于修筑大棚，农田平整，河道逐渐缩

减，后改到地块西侧修筑河道流入石河，目前河道多已平整。。

3.3.2居民区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历史影像图，本地块 1km 范

围内涉及到的居民区主要有：地块东侧：中心村、西河家园小区、

祥和馨筑小区；南侧北街村、石河湾山水小区、山海国际小区、

小西关村、御景湾小区等；西侧小王庄村及北侧的胡庄村、前棉

花庄村和揣家沟村等，均无工业活动，且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中心村 胡庄村

石河湾山水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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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家园小区 胡庄村

图 3-11 地块周边居民区情况

3.3.3农田情况

地块周边的农田主要附近村庄的生产种植农田，主要从事农

业种植，多为栗树、苹果树、玉米、樱桃、蘑菇大棚等，根据人

员访谈可知，种植期间未大量使用农药，在病虫害高发期的时候

使用少量低毒性农药，灌溉依靠地下水灌溉，无污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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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地块周边农田情况

3.4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地块现状

本地块现状南部地区为居民区，其他均为农用地，主要从事

农业种植，多为栗树、苹果树、玉米、樱桃、蘑菇大棚等，居民

区内有少数农户，有少量鸡鸭养殖，无规模化养殖活动。

3.4.2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该地块除北部为居民区外，其他自荒地开垦完成以来，始终

为农业用途使用，未发生违规开发行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多

为苹果树、玉米等应季作物，2000 年后逐渐修筑大棚，进行生

菜、油菜、樱桃、蘑菇等反季节作物种植，居民区内有少数农户，

有少量鸡鸭养殖，无规模化养殖活动。本地块使用权人为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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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山海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人员访谈结合历史影像图可

知，本地块大部分地区为农用地，2004-2023年影像变化不大，

除地块北侧为居民区外，大部分为农用地。地块的历史卫星影像

详见图 3-8。

2023.09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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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

2019.10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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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

2016.08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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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

2013.05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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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

2004.10

图 3-13 地块历史影像图

3.4.4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山海关区控制性规划，本调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见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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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调查地块规控制性划利图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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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染识别

4.1 地块资料收集

本次调查通过联系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秦

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山海关分局等政府部门，收集到地块相关资料

如下。

表 4-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获取情况 来源

1 地块位置、面积、边界 获得 业主提供

2 地块的土地使用资料 获得 业主提供

3 地块变迁过程中建筑物的变化情况 获得 Bigemap地图

4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获得 业主提供

5 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气象 获得 自有、网络查询

6 敏感目标分布 获得 现场踏勘结合 Bigemap地图

7 地块周边历史用地情况 获得
人员访谈、Bigemap 历史影

像图

8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获得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官网

4.2 现场踏勘

2024年 12 月 17 日，河北宝地组织技术人员按照《场地环

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对场地进行了现场踏勘，

踏勘结论如下：

（1）该地块位于北大寺路以西、西关北街以南，属于山海

关区第一关镇中心村，地块为不规则的四边形，地块南部地区为

居民区，其他均为农用地；

（2）地块内地表未发现污染痕迹；

（3）地块内未见其他工业固体废物，地块历史上也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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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及填埋情况；

（4）地块内未发现地下管线、沟渠、渗坑、储罐等地下设

施；

地块全貌图

镜

像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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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像

南

镜

像

西

镜

像

北

场地内情况

图 4-1 地块现场踏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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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员访谈

为了解地块历史情况、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过程中所涉及的

疑问以及对已收集的资料进行考证，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相关要求，河北宝地调查人

员于 2024年 12月 17日对调查地块及周边进行现场人员访谈工

作，采取当面交流的方式对附近村民，周边企业工作人员、地块

管理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咨询，2025年 3月 31日通过电话访谈方

式对周边居民补充了农田历史及周边地块水情况的咨询。

人员访谈主要内容有：

1.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利用历史？

2.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活动）、规模化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

3.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危险废物或固体废物堆放、倾倒、处

置利用、填埋等？

4.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5.地块历史上是否曾经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历史监测数据是

否表明有污染风险？

6.地块历史上是否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如地

块历史上存在对土壤可能造成污染的村办企业、外来污染土壤转

运至本地块等情况？

7.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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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地下水用途是什么？地下水是否发生过污染？

8.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地表水体及用途、是否有纳污

历史？

9. 本地块及附近区域历史上是否曾发生过土壤或地下水相

关的环境污染情况？

10.本地块及附近区域历史上是否存在居民关于土壤或地下

水相关的环境污染情况举报？

11.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存在工矿企业，若有其生产工

艺情况？

人员访谈记录表照片见图 4-2、访谈人员详细信息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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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人员访谈

表 4-2 受访人员情况

序号 受访人员姓名 受访人员住址或单位 受访人员联系方式

1 安志凯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86303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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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卫国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山海关分局 13833533561

3 王超 中心村村长 13333335336

4 赵玉群 中心村村民 13923343843

5 邹树华 中心村村民 18712717912

6 张宏君 中心村村民 13623343413

从人员访谈的资料分析可知，

（1）该地块历史原为村庄和种植大棚，主要从事农业种植，

多为栗树、苹果树、玉米、樱桃、蘑菇大棚等，种植期间未大量

使用农药，在病虫害高发期的时候使用少量低毒性农药，灌溉依

靠地下水灌溉，无污水灌溉。

（2）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和投诉记录；

（3）本地块现状及历史上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

用和处置情况；不存在各类槽罐；不产生任何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不存在物料或排水管线和沟渠；不涉及污染物的迁移。

（4）本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办公及写字楼及商业活动

场所等。

4.4 地块内污染的确认与识别

2024年 12 月 17 日，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按照《场地环境

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对场地进行了第一次现场踏

勘，踏勘结论如下：

（1）该地块位于山海关区第一关镇中心村，地块为不规则

的四边形，大部分为农田，灌溉依靠天然降雨和地下水灌溉，无

污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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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内地表未发现污染痕迹；

（3）地块内未见其他工业固体废物，地块历史上也无危险

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及填埋情况；

（4）地块内未发现地下管线、沟渠、渗坑、储罐等地下设

施；

4.5 地块周边污染源识别

地块内历史用途明确为农业生产及村庄居住，无工业企业入

驻记录，未涉及化工、焦化、重金属加工等高污染行业活动，地

表未发现土壤颜色异常、刺激性异味等污染迹象；周边 1千米范

围内以耕地、村庄及公共设施为主，涉及部分企业为沿街商铺、

写字楼及三家金属加工企业，无化工园区、矿产开采区、危险废

物处置场等高风险用地类型。综合分析地块内及周边 1千米区域

无可能得污染源。

4.5.1企业情况

本地块周边主要涉及到街道商铺、写字楼等及三家加工企

业，分别为秦皇岛市洪明机械有限公司、盛呈钢结构有限公司、

驰润金属机械加工厂。

（一）街道商铺

主要从事商品销售、餐饮业、活动广场及办公楼写字楼等，

基本为商业活动场所。

沿街商铺污染问题涉及大气、水、噪音等，餐饮类商铺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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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专用烟道，将油烟处理后排放；食品加工类商铺（如面馆、

煎饼摊）因工艺产生粉尘，虽影响范围较小；零售商铺产生大量

塑料、纸箱等包装废弃物；写字楼主要来源于卫生间、食堂、清

洁用水等日常活动，其废水经油水分离后接入市政管网，综上分

析商品销售、餐饮业、活动广场及办公楼写字楼等商业活动场所，

对本地块污染可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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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地块周临街情况

（二）秦皇岛市洪明机械有限公司

该企业位于本地块北 910米处，成立 2001年 5月，主要从

事机玻璃机械，啤酒机械，钢结构备件，非准设备的加工生产。

通过类比相似企业原辅材料、产品、工艺及生产情况综合分

析，设备配件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含重金属颗粒（如砷、铬）

及臭氧、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机械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切削液、

润滑油混合金属碎屑形成乳化废水，含高浓度石油类污染物及重



4、污染识别

39

金属等及产生的金属粉尘（铁、铅、镍等）。

综合分析，该企业距本地块较远，对地块的影响很小，基本

不会对本地块造成影响。

（三）盛呈钢结构有限公司

该企业位于本地块北 839米处，成立 2004年 1月，主要从

事钢结构、冶金专用设备、铁路器材制造、维修；模具、机械零

配件加工；桥梁安装工程施工。

通过类比相似企业原辅材料、产品、工艺及生产情况综合分

析，设备配件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含重金属颗粒（如砷、铬）

及臭氧、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机械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切削液、

润滑油混合金属碎屑形成乳化废水，含高浓度石油类污染物及重

金属等及产生的金属粉尘（铁、铅、镍等）。

综合分析，该企业距本地块较远，对地块的影响很小，基本

不会对本地块造成影响。

（四）驰润金属机械加工厂

该企业位于本地块东北 725米处，成立于 2003年 2005年公

司注销，主要从事金属制品制造。

通过类比相似企业原辅材料、产品、工艺及生产情况综合分

析，设备配件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含重金属颗粒（如砷、铬）

及臭氧、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机械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切削液、

润滑油混合金属碎屑形成乳化废水，含高浓度石油类污染物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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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等及产生的金属粉尘（铁、铅、镍等）。

综合分析，该企业距本地块较远，且生产时间短，对地块的

影响很小，基本不会对本地块造成影响。

图 4-6 地块周边企业位置图

4.5.2地块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情况

通过资料收集，本次调查地块周边部分区域(山海关区城市

北部片区安置房项目地块、山海关区石河东路以东、规划一路以

西、规划西关北街以北项目地块)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依据河北新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编制《山海关区城市北部片

区安置房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4年 1 月，土壤



4、污染识别

41

样品的测试项目为 GB36600-2018中常规检测项 45项、pH、氨

氮，地下水测试项目为 GB14848-2017 中常规检测项 35 项，共

计采集土壤样品 71件，地下水样品 8件，其土壤污染状况符合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一

类建设用地的要求，地下水环境状况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4848-2017）中Ⅲ类水标准要求。

依据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八地质大队编制的《山海

关区石河东路以东、规划一路以西、规划西关北街以北项目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2年 12月，土壤样品的测试项目为

GB36600-2018中常规检测项 45项、pH、氨氮，地下水测试项目

为 GB14848-2017中常规检测项 35项。共采集土壤样品 19件，

地下水样品 4件，其土壤环境状况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一类建设用地的要求，地下

水环境状况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Ⅲ类

水标准要求。

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区域土壤特征污染物含量未超过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

(GB36600-2018) 和 《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筛 选 值 》

(DB13/T5216-2020)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内地下水污染

物含量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Ш类标

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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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与本地块相对位置如下

图所示：

图 4-7 周边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情况

4.6 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查阅

相关文献等工作，地块内历史上仅有农作物种植行为，不涉及工

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不涉及危险废

物或固体废物堆放、倾倒、处置利用和填埋；不涉及工业废物污

染及污水灌溉；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无历史监测数据异常；不

存在村办企业和外来堆土；现场踏勘时地块内土壤不存在异常情

况；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无可能污染源，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取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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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作。

4.7 相关规定符合性对照

根据秦环办〔2023〕110号文《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

发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有关工作规定的通知》，调查原则上以污染识别为主，参照《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 1-2019）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以下七种情况任一项为是的，需按照

技术规范进行采样等后续阶段调查；若全部为否的，经分析可以

第一阶段终止调查。

（一）场地历史情况调查

1.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活动）、规模化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

2.历史上是否涉及危险废物或固体废物堆放、倾倒、处置利

用、填埋等；

3.历史上是否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4.历史上是否曾经涉及环境污染事故，或历史监测数据是否

表明有污染风险；

5.历史上是否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如地块历

史上存在对土壤可能造成污染的村办企业、外来污染土壤转运至

本地块等情况。

（二）场地现场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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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场踏勘地块内土壤是否存在被污染迹象（可通过快速检

测仪辅助判断）；

7.是否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可重点分析周边地

块是否存在污染物排放并通过大气沉降、地下水迁移、废水直接

排放等途径能迁移到本地块）。

表 4-3 政策要求与场地情况符合性对照一览表

第 1条 第 2条 第 3条 第 4条 第 5条 第 6条 第 7条

政策要求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场地情况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相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综上判断，以上七种情况全部为否，完全符合政策要求，经

分析可以第一阶段终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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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调查情况

5.1 现场快检

现场快速检测主要是利用便携式检测仪器对现场土壤样品

进行现场检测，检测指标包括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快速检测

作为现场判断污染情况的辅助手段之一,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

根据快速检测结果可以大致判断现场的土壤污染情况。

为进一步保证本次调查的准确性，增加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本次采用系统布点法地块内布设快检点位，地块外布设对照背景

点位。河北宝地调查人员于 2024年 12月 21日利用专业设备XRF

和 PID对地块内裸露土壤表层 0-0.2m土壤重金属物质含量和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并记录相关数据。

本次快检共进行现场快检 59个（包括背景点 1个），土壤

快检点位如图 5-1所示。

本次现场踏勘采取地表 0-0.2m土壤表层样品进行土壤挥发

性有机物（PID检测）和重金属物质含量快速检测（XRF检测），

步骤如下：

（1）现场使用的快速检测仪器 XRF和 PID在使用前已按照

说明书要求进行了校准。

（2）PID操作流程：

①每次现场快速检测前，检测时位于操作区域无突发情况影

响的位置；

②现场快速检测土壤中 VOCs时，用采样铲采集土壤样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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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现场快检点位图

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占 1/2～2/3自

封袋体积；

③取样后，自封袋置于背光处，并且在 30 分钟内完成快速

检测；

④检测时，将土样尽量揉碎，使土壤内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充

分挥

发；

⑤样品置于自封袋中 10min 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 30 秒，

之后静置 2 分钟；

⑥将现场检测仪器探头放入自封袋顶空 1/2 处，紧闭自封

袋，数秒内记录仪器的最高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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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RF 操作流程：

①检测前将XRF 开机预热 15min，利用标准块进行设备校准；

②用采样铲采集土壤样品后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并清理土

壤表面石块、杂物，土壤表面尽量按压平坦，压实土壤以增加土

壤的紧密度，土壤样品厚度保证至少达到 1cm；

③将 XRF 检测窗口贴近土壤表面进行检测，且土壤表面要完

全覆盖检测窗口；

④检测时间为 60 秒，读取检测数据并记录，主要记录

GB36600-2018 中所列出的重金属项目。

本次监测过程中所使用的现场检测仪器类型、仪器最低检测

限和报警限详见下表。

表 5-1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情况

仪器名称 型号 最低检测限

便携式 PID 离子 TIGER 0.001ppm
便携式 XRF 布鲁斯 0.1ppm

快检结果详见表 5-2，现场快检取样情况如图 5-2 所示，对

现场快检数据进一步统计分析，详见表 5-3。

XRF现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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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现场检测

图 5-2 现场快检典型照片

表 5-2 现场快检结果一览表

点位

编号

检测

深度

范围

（m）

检测结果

PID
（p
pm）

XRF（mg/Kg）

锰 铜 锌 铁 镉 铅 镍 砷 汞 铬

K01 0-0.2 ND 65 38 29 97 17 1 ND ND 1 12

K02 0-0.2 ND 77 20 24 91 17 ND 1 8 3 23

K03 0-0.2 ND 88 1 21 87 3 ND ND 12 ND ND

K04 0-0.2 ND 101 33 7 75 ND 10 ND ND ND ND

K05 0-0.2 ND 99 16 27 80 ND 21 4 ND 2 ND

K06 0-0.2 ND 48 30 8 43 ND 22 ND ND ND 16

K07 0-0.2 ND 67 37 21 73 8 23 ND ND 5 29

K08 0-0.2 ND 85 2 12 51 ND 11 ND 16 ND 28

K09 0-0.2 ND 76 14 18 61 14 17 ND 13 ND 29

K10 0-0.2 ND 86 35 8 86 11 ND ND 5 ND ND

K11 0-0.2 ND 65 7 24 97 5 ND 5 14 ND ND

K12 0-0.2 ND 75 40 29 103 11 ND ND 13 4 ND

K13 0-0.2 ND 45 29 20 75 ND ND ND 5 1 10

K14 0-0.2 ND 47 19 26 104 ND ND 3 ND 2 22

K15 0-0.2 ND 104 3 17 46 ND ND ND ND ND 9

K16 0-0.2 ND 84 14 20 102 ND 24 ND ND ND ND

K17 0-0.2 ND 104 1 15 71 ND 6 ND 14 ND 16

K18 0-0.2 ND 53 41 20 100 9 22 ND 7 1 ND

K19 0-0.2 ND 98 22 30 104 2 8 ND 10 2 ND

K20 0-0.2 ND 86 13 27 96 ND ND 5 ND 2 14

K21 0-0.2 ND 73 11 12 101 ND 25 ND ND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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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

编号

检测

深度

范围

（m）

检测结果

PID
（p
pm）

XRF（mg/Kg）

锰 铜 锌 铁 镉 铅 镍 砷 汞 铬

K22 0-0.2 ND 74 40 26 67 10 15 23 5 ND ND

K23 0-0.2 ND 89 3 6 62 ND 7 11 14 4 ND

K24 0-0.2 ND 101 17 30 90 14 24 ND 13 4 ND

K25 0-0.2 ND 108 11 4 51 15 20 ND 7 5 ND

K26 0-0.2 ND 47 31 18 76 7 ND 6 11 4 7

K27 0-0.2 ND 96 10 14 46 16 ND ND ND 2 9

K28 0-0.2 ND 104 14 6 92 15 ND ND ND ND 20

K29 0-0.2 ND 65 30 9 91 17 ND ND ND 3 10

K30 0-0.2 ND 56 29 6 40 ND 5 ND 10 ND 15

K31 0-0.2 ND 45 31 26 82 8 8 24 ND 5 16

K32 0-0.2 ND 97 34 17 77 ND 12 ND 13 ND 7

K33 0-0.2 ND 54 22 13 61 ND 1 ND 9 5 ND

K34 0-0.2 ND 71 24 27 56 ND 22 ND 5 ND ND

K35 0-0.2 ND 88 36 7 95 ND 15 22 9 3 ND

K36 0-0.2 ND 103 22 10 79 ND ND ND 15 4 ND

K37 0-0.2 ND 100 27 9 57 ND 5 ND 9 3 7

K38 0-0.2 ND 87 12 22 102 ND 18 4 16 ND 26

K39 0-0.2 ND 52 23 5 74 ND 14 ND ND ND 16

K40 0-0.2 ND 75 2 18 62 5 1 ND ND 3 17

K41 0-0.2 ND 108 40 2 85 15 ND 2 8 1 24

K42 0-0.2 ND 92 13 15 49 6 ND 3 5 3 ND

K43 0-0.2 ND 64 37 29 49 ND ND ND 12 1 ND

K44 0-0.2 ND 99 15 14 46 15 ND ND 6 ND ND

K45 0-0.2 ND 86 23 5 48 ND ND ND ND ND 27

K46 0-0.2 ND 107 6 2 61 ND ND ND 16 ND 21

K47 0-0.2 ND 97 41 16 69 ND ND ND 9 ND 22

K48 0-0.2 ND 89 14 12 56 ND ND 20 ND ND 8

K49 0-0.2 ND 85 23 8 51 2 ND ND ND 2 19

K50 0-0.2 ND 80 30 28 82 13 ND ND ND 1 ND

K51 0-0.2 ND 89 8 27 99 10 ND ND 9 1 ND

K52 0-0.2 ND 68 17 23 60 4 4 12 5 ND ND

K53 0-0.2 ND 91 31 4 86 6 11 ND 12 ND 10

K54 0-0.2 ND 103 16 24 45 ND 25 7 9 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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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

编号

检测

深度

范围

（m）

检测结果

PID
（p
pm）

XRF（mg/Kg）

锰 铜 锌 铁 镉 铅 镍 砷 汞 铬

K55 0-0.2 ND 74 26 16 93 ND 10 ND ND 3 27

K56 0-0.2 ND 88 28 22 51 ND 11 ND 11 4 7

K57 0-0.2 ND 73 7 20 97 ND 25 4 ND 3 ND

K58 0-0.2 ND 52 22 17 91 2 13 ND 9 2 23

BJ01 0-0.2 ND 68 11 23 85 ND ND 4 16 ND 16

表 5-3 现场快检结果统计表（ppm）

项目 BJ01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相对偏差（%）

锰 68 45 108 80.7 18.7 18.5
铜 11 1 41 21.4 11.9 11.8
锌 23 2 30 16.8 8.4 8.3
铁 85 40 104 74.5 20.0 19.8
镉 ND ND 17 4.8 6.1 6.0
铅 ND ND 25 7.9 9.1 9.0
镍 4 ND 24 2.7 6.0 5.9
砷 16 ND 16 6.3 5.7 5.6
汞 ND ND 5 1.6 1.7 1.7
铬 16 ND 29 10.2 10.2 10.1

由表 5-2、5-3 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期间共进行土壤现场快

速检测 59 个点（包含背景点 1 个），其中锰（Mn）：均值为 80.7，

标准差为 18.7，相对偏差为 18.5%。铜（Cu）：均值为 21.4，标准差

为 11.9，相对偏差为 11.8%；锌（Zn）：均值为 16.8，标准差为 8.4，

相对偏差为 8.3%；铁（Fe）：均值为 74.5，标准差为 20，相对偏差

为 19.8%；镉（Cd）：均值为 4.8，标准差为 6.1，相对偏差为 6.0%；

铅（Pb）：均值为 7.9，标准差为 9.1，相对偏差为 9.0%；镍（Ni）：

均值为 2.7，标准差为 6.0，相对偏差为 5.9%；砷（As）：均值为 6.3，

标准差为 5.7，相对偏差为 5.6%；汞（Hg）：均值为 1.6，标准差为

1.7，相对偏差为 1.7%；铬（Cr）：均值为 10.2，标准差为 10.2，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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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偏差为 10.1%。从标准差和相对偏差来看，数据的离散程度不，表

明数据分布较为集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不大，表明无异常

值存在。

检测点位与背景点均值相比较，地块内各点位快检结果无异常，

认为本地块内土壤环境状况均匀，且与地块外一致，因此认为地块内

整体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5.2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制订、现场快检、报告编制工作

均由河北宝地完成，为了保证本调查项目的顺利进行，河北宝地

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组织体系，包括单位内部质量控制人员和报

告编制人员，其中质量控制人员分为方案质量控制人员、快检工

作质量控制人员和报告自查人员，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控制措

施。

5.2.1 质量管理人员

质量控制人员分为方案质量控制人员、现场快检工作质量控制人

员和报告质量控制人员，质量控制人员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总体

把握。内部质量控制人员组成及分工如下表：

表 5-4 内部质量控制人员组成及分工情况

质量控制人员 负责分工 职务

吕昊轩 现场快检质量控制 工程师

王宽 报告签发 工程师

5.2.2 现场快检质量控制

采样工作质量控制人员对现场采样工作开展是否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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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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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工业企业场

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等文件要求进行现场采样，

包括快检土壤样品采集、保存、检测等工作进行质量控制。

河北宝地现场快检质量控制人员以现场旁站和资料检查两种方

式，对现场快检进行了质控，重点检查了以下内容：

（1）设备校正：快检工作进行前，是否对现场快检设备 XRF进

行校正，填写设备检查校正记录卡片；

（2）点位检查：是否利用手持 GPS核对快检点位与布设点位一

致性，确认无误后开始快检作业；

（3）土壤样品快检：现场快检时采集的土壤样品是否需避免道

路、建筑等干扰区域，采样深度是否为表层土壤（0-20 cm），采样

工具是否为专用采样工具等符合快检流程要求，快检时间是否满足设

备检测要求，填写现场快检记录单内容是否全面；

经采样小组自审及单位内审人员的检查，本地块现场快检程序符

合相关技术规定要求：

①现场 XRF设备使用前利用标准块进行校正；

②每个实际快检点位与布设点位偏差均小于 5m；

③现场 XRF快检设备检查时间均大于 1min，PID度数为峰值，

符合技术要求。

5.2.3 调查质量评估及结论

我公司该报告质量控制人员吕昊轩对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进行质量控制检查，并填写《设备检查校正记录卡片》、《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记录表》。质控检查结论合格，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收集全面、详实；现场踏勘全面，有现场照片

及相关描述；人员访谈合理、全面；污染识别结论准确，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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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

我公司该方案报告签发人员王宽对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进行质控审核，并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

表》。调查报告质控审核结论合格，报告、附件及图件完整，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收集全面、详实；现场踏勘全面，有现场照

片及相关描述；人员访谈合理、全面；污染识别结论准确，进一步明

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

综上，本地块调查质量评估合格，调查结论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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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河北宝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委托，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北大寺路以西、西关

北街以南地块(67458.50m2)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通过第

一阶段的调查，详细分析了地块所在区域的潜在污染物种类与来

源，并在土壤快速检测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地块内的整体污

染情况并作出如下结论: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了解到，北大寺路以西、

西关北街以北地块(67458.50m2)位于山海关区第一关镇中心村，

调查地块历史和现状均为农用地、居民区。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等相关国家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综合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

场踏勘和现场快速检查结果分析表明，调查地块内及周边 1km

范围内不存在确定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本调查地块受到

污染的可能性较小，符合《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农用地

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有关工作

规定的通知》(秦环办[2023]110 号)中终止第一阶段调査的条

件，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北大寺路以西、

西关北街以南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符合未来开发为居住用地的

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6.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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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地块未来施工过程中，加强监管，严禁非法倾倒及其它

可能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人为活动，应做好施工工程的

环境和工程监理，做好安全和环保措施。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地块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期间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而

给调查结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土壤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均一性，即使间距很小的点位间污染

物含量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次调查所得到的现场快速数据是

根据有限数量的快检点位所获得，由于土壤本身的不均一性，所

获得的污染物空间分布和实际情况会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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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附件 1 地块内以及周边敏感点现场踏勘照片

御景湾小区

帝景湾小区

山海国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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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关村

小西关村周边农田

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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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家园小区

祥和馨筑小区

港苑新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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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园村

石河湾小区

石河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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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庄村

地块内部镜像北

地块内部镜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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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部镜像南

地块内部镜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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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快检设备校正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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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现场快速检测工作照片

K01

K02

K03

K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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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5

K06

K07

K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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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9

K10

K11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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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3

K14

K15

K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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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7

K18

K19

K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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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1

K22

K23

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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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5

K26

K27

K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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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9

K30

K31

K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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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3

K34

K35

K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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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7

K38

K39

K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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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1

K42

K43

K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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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5

K46

K47

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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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9

K50

K51

K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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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3

K54

K55

K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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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7

K58

BJ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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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现场快速检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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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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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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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评审申请表、申请人和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营业

执照、评审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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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专家意见及修改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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