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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用地面积为

89166m2，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62365°，东经 118.49000°。本地块收储前为

青州市戴家庄村的农用地，其中农用地主要种植果树，以桃树为主。

本地块未来的用地规划为公共服务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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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理工学院委托潍坊优

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我公司”）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依据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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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环保部

令﹝2017﹞72号）等相关技术导则要求，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编制

了《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工作，我公司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相关要求，对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前使用权人、周边区域工作人员及周边居民等 9人开展了访谈，进行了统计

分析，对周边敏感目标进行了详细调查，地块内布设了 10个现场快速检测点位，

地块外布设 1个现场快速检测对照点。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调查问卷、现

场踏勘和现场检测等方法，了解了地块发展变迁和主要环境事件，查明了场地环

境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

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再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章 概 述

2.1调查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八号）第五十九条、《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3号））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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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

地块收储前为农用地，后用途变更为建设用地，因此需依照国家现行技术导则，

对本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2调查范围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为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

侧，地块用地总面积为 89166 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62365°、东经

118.49000°，本次调查对周边相邻地块也进行了调查。

地理位置见图 2.2-1、本地块卫星平面图见 2.2-2，勘测定界图见图 2.2-3，本

地块拐点坐标见下表 2.2-1。

图 2.2-1 本地块地理位置

本地块位置



图 2.2-2 本地块卫星平面图（2020年）



备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中央子午线 120°。1985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1.0米。

图 2.2-3 本地块勘测定界图



表 2.2-1 本地块拐点坐标（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3调查目的和原则

2.3.1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地块相关人员访

谈的基础上，了解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识别地块是否有受污染的潜在可能。

如果有受到污染影响的风险，则了解污染源、污染类型、污染途径和主要污染物

等，并通过对第一阶段获取地块信息资料的分析，判断是否需要开展本地块第二

阶段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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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地块历史利用情况、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分析可能受到污染

的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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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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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调查与评估依据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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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 7月）；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6月）；

2.4.2技术规范和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

（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2.4.3相关文件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环保部令〔2017〕

72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

知》（国办发〔2013〕7号）；

（3）《国务院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61号）；

（4）《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83号））；

（5）《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全市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潍环函〔2020〕133号）；

2.5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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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调查分为三个阶段。本次调查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工作流程

见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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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要求，对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土地使用权人、周边居民等 9

人开展了访谈，进行了统计分析。

资料收集：通过文件资料查阅等方式，搜集地块利用变迁资料、环境资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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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业知识

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合理、准确信息。

现场踏勘：以地块内为主、结合地块周围区域，了解地块、相邻地块及周围

区域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等特征；通过异常气味辨识、摄影



照相、笔记记录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状况。

人员访谈：访问熟悉本地块状况的地方管理人员及周边居民，采用当面交流、

书面调查表等方式对可疑及不完善处进行核实补充。

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是否有污染源，分析潜在

污染，得出调查结论，并形成调查报告，并为后续地块环境管理提出建议。

图 2.5-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环境概况

3.1.1地理交通位置

潍坊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位于山东半岛与内陆地区的交通要道，市场辐射

能力强，属于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跨北纬 35°32′至 37°26′，东经 118°10′至

120°01′。东临青岛、烟台市，西接淄博、东营市，南连临沂、日照市，北濒渤

海莱州湾。

青州市交通便利，地处山东半岛中部，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客运专线、羊临

铁路和青银高速公路、长深高速公路在境内纵横相交，正在建设的济青高铁设青

州北站，309国道和 07028省道过境，距济南国际机场 120公里，距青岛国际机

场和青岛港码头 210公里。市内有青州南、青州北、青州西、青州等 6个高速路

口。青州市东临昌乐县，西靠淄博市的淄川、临淄两区，南接临朐，北与东营市

的广饶接壤，东北与寿光市毗连，跨东经 118°10′~118°46′，北纬 36°24′~36°56′

范围内。总面积为 1569平方公里。

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用地面积为

89166m2。

3.1.2地形地貌

青州市地处鲁中山区沂山山脉北麓和鲁北平原洽接地带，地势西南高东北

低，西南部为石灰岩山区，是鲁中南台隆的一部分。地下水为岩溶裂隙水，最高

点青崖顶海拔 954.3米，最低点在何官镇张高村北，海拔 16.2米，西南部群山迭

翠，东北部沃野平川。地貌类型主要有低山丘陵、河谷阶地、山前平原三种类型，

由南到北依次排列。

低山丘陵:约占青州市总面积的 52.6%，有石质山岭、低山岭坡、近山阶地

三种微地貌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南石灰岩低山地区，海拔高度多在 60米以上。

河谷阶地:主要分布在大小河流两侧，包括河滩高地、河漫滩和河谷梯田三

种微地貌类型，约占青州市总面积的 8.9%。

山前平原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地区，约占青州市总面积的 38.5%，包括山前倾

斜平地、山前缓平地、缓岗、浅平洼地、背河槽状洼地等微地貌类型，海拔高度

多在 100米以下，地面坡度多小于 2度。

https://baike.so.com/doc/1170289-12379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61502-6174450.html


场址区地貌类型为山前冲洪积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地面高程在 177.00m～

192.40m之间（相距 400m左右），地面最大高差 15.40m（根据孔口标高统计）。

根据《潍坊潍理工综合高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地块地貌类型为山前冲洪

积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地面高程在 17700m～192.40m之间（相距 400m左右），

地面最大高差 15.40m（根据孔口标高统计）。地势起伏较小，不存在岩溶、塌陷、

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勘察范围内未发现土洞、暗浜、暗塘、及地面沉降，

场区附近无活动断裂，根据《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察规范》（CJ57-2012）第 8.2.1

条，场地属对建筑抗震一般地段，判定场地为基本稳定场地，适宜工程建设。

3.1.3 气象、水文

青州市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

夏季炎热多雨，春秋温暖适中。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664毫米，其中西南山区为

697.6毫米，北部平原为 638.9毫米，干旱指数为 2.24。青州地区属北温带季风

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南风和东南风，冬季寒冷，多北风和西北

风。常风向为南风，强风向为北风，最大风速 36.4m/s，无风频率 9%， 基本风

压 0.40kN/m2，基本雪压 0.35kN/m2。年平均降雨量 615.3mm，降水量多集中于 6～

9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0%。蒸发量在 1656.6～1891.4mm之间。初霜期为

10月 24日，终霜期为翌年 4月 4日，封冻期为 12月 20日，开冻期为翌年 2月

17日。年平均气温 12.60℃，历史最高气温 40.50℃，最低气温-21.40℃。最大冰

厚 0.30m，标准冻结深度 0.50m。

青州市河流分属弥河、小清河两大水系，过境河流有弥河、淄河两条。庙子、

邵庄大部属于小清河水系淄河流域，主要河道有淄河及其支流仁河。普通、东高、

高柳、朱良、何官、口埠、王母宫办事处属小清河水系，其河道多为平原排水河

道，主要北阳河、裙带河、王饮河、乌阳河、龙泉河、富龙河、跃龙河等七条河

流。东部地区属弥河水系，主要有大石河、小石河、南阳河、洗耳河、康浪河、

尧河等六条。调查地块东位于山区林地，东侧弥河距地块约 8.4千米。

3.1.4区域地质构造与地质条件

本地块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胶辽地盾～鲁中断隆～鲁山断块凸起的北部，

东距沂沫断裂带 45km。区域地层主要为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石灰岩，呈平缓

单斜状产出。其次为山前平原区广泛分布的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区域构造主要为

https://baike.so.com/doc/6287351-65008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74066-63873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82222-6195187.html


北东向、北西向及北东东向断裂构造。根据区域地质及本次勘察，勘察区及其附

近无全新活动断裂、发震断裂，无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等不良地质作用，

属相对稳定地区，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地质图见图 3.1-1。

本地块位置



图 3.1-1 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地质图



3.1.5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青州市北部平原井灌区属小清河流域，面积 302.98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19.4%，人口 22.6万人，耕地面积为 1.79万 hm3，该区是青州市粮食，蔬菜，瓜

果主要种植区。该区为第四系山前冲洪积平原，主要含水层为灰质岩砾卵石层和

长石石英砂层，地下水为第四系孔隙水，补给速度快，贮量丰富，是青州市的相

对富水区。

青州市地下水水质较好，PH值 7.3-7.9。总硬度 123-265毫克/升，属中等到

硬水范围，适合饮用和灌溉，总储量为 105449亿立方米，矿化度 0.419-0.740克

/升。地下水最丰富的是山前平原砂砾石层孔隙水，山前隐伏，灰岩岩溶裂隙水

和复盖型第三系砂岩孔隙水。实际单井涌水量一般在 1440-5265立方米/日，最

大 11151立方米/日。西部山区灰岩岩溶裂隙水和东部玄武岩裂隙水，单井涌水

量一般在 150-960立方米/日。西南山区页岩发布区和山前平原，无沙层分布区，

地下水贫乏。青州市根据地域分布，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中部、北部平原区水

文地质条件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面积 693.44-平方公里,占 44.3%，含水

岩组为更新统冲洪积沙砾石层。西南石灰岩山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碳酸岩类裂隙岩

溶水。面积为 744.3平方公里，占 41.6%。含水岩组主要为奥陶系厚层灰岩、白

云质灰岩和上寒武系薄层灰岩。东南玄武岩丘陵区为玄武岩裂隙水。

根据《潍坊潍理工综合高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勘察期间，钻探深度范围

内未见地下水，据访，该区域地下水位埋深达 30m以上，根据《昌潍地区 1975

年丰水区地下水位埋深等值线图》分析，该区域 50年一遇的历史最高水位标高

约为 165.00m（1975年），地下水对建筑物无影响。本地块地下水流向为西南向

东北。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水文地质图见图 3.1-2。



图 3.1-2 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水文地质图

3.1.6工程地质特征

本地块的工程地质资料参考《潍坊潍理工综合高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

地块地层自上而下分别为：

①层素填土（Q4ml）：杂色，稍湿—湿，以粘性土为主，含建筑垃圾，碎石、

植物残骸等杂物，局部含较多碎石及砖块等建筑垃圾，松散，土质不均匀。该层

普遍分布，厚度：1.00~8.70m，平均 3.17m，层底标高：171.50~190.00m，平均

180.99m；层底埋深：1.00~8.70m，平均 3.17m。

②层粉质粘土（Q3al+pl）∶褐色，可塑，一般含少量碎石，大小不等，呈次

本地块位置



棱角状，磨圆一般，局部含碎石较多，排列混杂。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低，

韧性低，无摇震反应。该层仅场地西部（2#宿舍楼及 3#宿舍楼处）有分布，揭

露厚度∶0.80～4.50m，平均 2.74m；层底标高∶183.10～185.80m，平均 184.92m；

层底埋深∶2.50～7.00m，平均 4.50m。

④层粉质粘土（Q3al+pl）：褐红色，可塑-硬塑，可见铁锰氧化物，切面较光

滑，干强度中等-高，韧性中等-高，无摇震反应。场地分布较普遍（仅场地最东

南角 102#孔未见），揭露厚度∶0.10～6.50m，平均 3.67m；层底标高∶167.80～

177.80m，平均 174.69m，层底埋 520～14.50m，平均 9.40m。

⑤层粉质粘土（Q3al+pl）：褐黄~褐红色，硬塑，局部夹较多碎石，粒径大小

不等，呈次棱角状，可见铁锰氧化物，切面光滑，干强度高，韧性高，无摇震反

应。场地分布较普遍，揭露厚度∶1.90～4.10m，平均 2.66m；层底标高∶165.80～

176.60m，平均 171.74m，层底埋深 8.50～17.10m，平均 1169m。

⑥层强风化石灰岩（∈）：灰色，隐晶质结构，岩芯碎块状、短柱状，自上

而下蚀变渐弱，为较破碎岩体，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 V级。场地分布普遍，厚

度 1.2-5.9m，平均 2.26m；层底标高：160.10-175.10m，平均 169.27m，层底埋深

10.10-18.40m，平均 13.78m。

⑦层中风化石灰岩（∈）：灰色，隐晶质结构，岩芯呈短柱状，自上而下蚀

变渐弱，为较完整岩体，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ⅣV级。该层分布普遍，钻孔未揭

穿其底板，最大揭露厚度∶8.40m。建筑物与勘探点平面位置见图 3.1-3，工程地

质部分剖面图见图 3.1-4。



图 3.1-3 建筑物与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图 3.1-4 工程地质部分剖面图



3.1.7土壤

青州市土壤类型有棕壤、褐土、潮土和砂姜黑土四大土类，又可细分为十个

亚类，十五个土属，五十七个土种。土壤分布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大致是：

海拔 20-50米，主要为潮土、砂姜黑土和褐土；350-750米为褐土性褐土；750-950

米出现棕壤性土、棕壤。棕壤、棕壤性土和褐土性土，主要分布在山丘地荒岭坡，

是林业用地的主要土壤。淋溶褐土、褐土、潮褐土，主要分布在山坡梯田、山区

沟谷和大部平原地区，是全市最好的土壤类型，除部分为林业用地外，是农业用

地的主要地壤类型。褐土化潮土和潮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低洼地区高燥部

位，也属较好的土壤类型。潮土和砂姜黑土，主要分布在北部低洼地区。

3.1.8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201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70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6.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9.2亿元，增长 2.0%；第二产业增加值

301.0亿元，增长 6.2%；第三产业增加值 343.8亿元，增长 8.1%，三次产业结构

调整为 8.4：42.8：48.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 73031元，比上年增长

6.3%，按年均汇率折算为 11036美元。

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4亿元，同口径增长 4.0%。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40.9亿元，增长 7.2%，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4.5%，

比上年提高 2.5个百分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收入 19.6

亿元，增长 28.9%，占税收收入的比重 47.9%，比上年提高 8.1个百分点。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5亿元，同比增长 14.3%。投向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

林水事务等重点民生支出 4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3.8%，民生保障水

平进一步提高。

全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4万户，注册资本（金）191.3亿元。其中，新

登记企业 4001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10134户。

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3954人，困难群

体再就业 549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2855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7%。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3.8%，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全线飘红”。

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1.9%、衣着类上涨 3.0%、居住类上涨 5.1%、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上涨 2.7%、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2.9%、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7.1%、医疗保

健类上涨 6.8%、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 0.7%。

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产业布局尚需进一步优化，经济

增长对重点产业依赖性比较强，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实体经济稳定运行困难较多；

新动能支撑力还不强，“四新”经济发展缓慢，发展质量效益还不高，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一些领域还比较突出；生态环境质量与群众期待还有差距，民

生领域和社会事业还有短板，基层基础仍存在薄弱环节等。

3.2敏感目标

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总用地面积为

89166m2。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情况见表 3.2-1、敏感目标分布

图见图 3.2-1。

表 3.2-1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类别 方位 距离（m）

1 戴家庄村 村落 S 67

2 宋阁村 村落 SE 420

3 耿家庄村 村落 E 625

4 时店 村落 NE 129

5 沈家庄村 村落 N 80

6 蓉德山庄 住宅 NW 540

7 前后寺片棚户区 住宅 NW 848

8 恒信南墅小区 住宅 N 80

9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学校 W 440

10 潍坊理工学院主校区 学校 W 330

11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学校 SW 560



图 3.2-1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图

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地理位置

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地块用地总面

积为 89166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62365°，东经 118.49000°。

3.3.2地块现状

本地块于 2020年 3月开工建设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截止至 2020

年 9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项目建设工地。西南侧操场已铺设完毕；西侧两幢

建筑物已完成主体结构；中部建筑物已完成地下防水工程，开始建设主体结构；

东侧已完成主体结构；东北侧目前为空地。本地块现状见图 3.3-1。

沈家庄村
时店

恒信南墅小区

前后寺片

棚户区

蓉德山庄

潍坊理工学

院东校区潍坊理工学

院主校区

潍坊护理

职业学院

宋阁村

耿家庄村



本地块内西南侧：操场已铺设完成。

本地块内西侧：已建成西侧两幢建筑物的主体结构，



本地块内中部：已完成地下防水工程，开始建设主体结构。

本地块内东侧：已完成建筑物的主体结构。



图 3.3-1本地块现状图

3.3.3地块历史

本地块收储前为戴家庄村农用地，以种植桃树为主。2020年 3月开工建设，

基坑开挖深度普遍在 2-5米，开挖出的原土放置于北侧闲置空地，地下设施建设

完毕后回填于本地块内，部分未回填使用的原土堆放于本地块北侧，无弃土外运，

计划用于地面平整及绿化用土。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说明见表 3.3-1，本地块历史

卫星影像（2003年-2020年）见图 3.3-2。

表3.3-1 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说明表

时间 土地类型 使用情况

2019年前 农用地
戴家庄村农用地，种植果树，主要以种植桃

树为主。

2019年-2020年 公共服务用地

2019年，本地块西南侧铺设操场，操场北侧

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于2020
年3月进行拆除。2020年3月，潍坊理工学院

附属综合高中开工建设，铺设施工临时道

路，地块内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

区，未开工区域已铺设防尘网。

本地块内东北侧：目前为空地，处于待开发状态。



2020年9月（现状） 公共服务用地

西南侧操场已铺设完毕；西侧两幢建筑物已

完成主体结构；中部建筑物已完成地下防水

工程，开始建设主体结构；东侧已完成主体

结构；东北侧目前为空地。

2006年

2007年 2009年

2012年 2013年

2003年

2014年 2017年



图 3.3-2 本地块历史卫星影像（2003年-2020年）

2019年前为戴家庄村农用地，种植果树，主要以种植桃树为主。种植过程中采用农家肥作为底肥，根

据生长情况施用氮、钾肥，所用农药主要为防虫、抗病毒等药物，稀释后进行喷洒及在树干上涂抹，

用量较少。

2019年 12月，本地块西南侧铺设操场，操场北侧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2020年 3月拆除。

2020年 3月，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开工建设，铺设施工临时道路，地块内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

临时办公区，未开工区域已铺设防尘网。

2018年 2019年 1月

2019年 12月 2020年 1月

2020年7月



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本地块北侧为沈家庄村，东侧为海岱路，南侧为戴家庄村，西侧为潍坊理工

学院东校区。本地块与相邻地块分布图见图 3.4-1，相邻地块简介见表 3.4-1。

图 3.4-1 本地块与相邻地块分布图

表 3.4-1 相邻地块简介

相对位置 地块名称 类别 现状照片

北侧 沈家庄村 村落

海

岱

路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西侧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学校

南侧 戴家庄村 村落

东侧 海岱路 道路

3.4.2相邻地块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相邻地块的历史沿革见表3.4-2，相邻地块历史影

像（2008年-2019年）图见图3.4-2。

表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沿革

相邻地块名称 时间 使用历史

沈家庄村 至今 为沈家庄村宅基地。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2018年前 戴家庄村农用地，种植果树，主要种植桃树等。

2018年至今 2018年动工建设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2020年完成建设。

戴家庄村 至今 为戴家庄村宅基地。

海岱路
2008年前 为戴家村农用地。

2008年至今 2008年铺设为交通道路。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2003年 2006年

2007年

2009 年

2009年

2012年 2013年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图 3.4-2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2003年-2020年）图

3.5地块利用规划

本地块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根据《青

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本地块用地性质属于建设用地，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见图 3.5-1。

2014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月 2020年 7月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沈家庄村

海

岱

路

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

戴家庄村



图 3.5-1 青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本地块位置



第四章 污染识别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4.1.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与分析

表 4.1-1 政府和权威机构下发的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获取与否

1 青州市土地利用规划图 青州市国土资源局 已获取

本地块位于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用

地总面积 89166平方米。本地块收储前为青州市戴家庄村的农用地，未来土地规

划为公共服务用地。

4.1.2地块资料收集与分析

表 4.1-2 本地块相关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获取与否

1 平面设计图 甲方 已获取

2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边界、面积 甲方、现场踏勘 已获取

3 地质勘查报告 甲方 已获取

4 勘测定界图 甲方 已获取

5 历史遥感卫星图 91卫图、GoogleEarth、天地图 已获取

6 调查地块现状、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 现场踏勘 已获取

7 地块地下和地上管线资料 现场踏勘、甲方、人员访谈 已获取

8 各类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甲方、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已获取

9 区域自然气象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0 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1 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2 区域社会经济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3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部门、甲方 已获取

14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现场踏勘 已获取

15 相邻地块的使用情况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已获取

本地块收储前为青州市戴家庄村的农用地，主要以种植桃树为主。本地块规



划建设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本地块北侧为沈家庄村，东侧为海岱路，南

侧为戴家庄村，西侧为潍坊理工学院东校区。2019年，本地块西南侧铺设操场。

操场北侧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于 2020年 3月进行拆除。2020年 3

月，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开工建设，铺设施工临时道路，地块内彩钢板房

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未开工区域已铺设防尘网。西南侧操场已铺设完毕；西

侧两幢建筑物已完成主体结构；中部建筑物已完成地下防水工程，开始建设主体

结构；东侧已完成主体结构；东北侧目前为空地。开工建设时，基坑开挖深度普

遍在 2-5米，开挖出的原土放置于北侧闲置空地，地下设施建设完毕后回填于本

地块内，部分未回填使用的原土堆放于本地块北侧，无弃土外运，计划用于地面

平整及绿化用土。

本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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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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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填埋等情况；

历史上不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历史监测数据表明不存在污染；历史上不曾存在

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不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无地下

储罐、管线等地下设施。

4.1.3污染源与污染途径的分析

本地块 2019年前主要种植果树，以桃树为主，种植过程中采用农家肥作为

底肥，根据生长情况施用氮、钾肥，所用农药主要为防虫、抗病毒等药物，稀释

后进行喷洒及在树干上涂抹，用量较少。本地块及相邻地块未被开发利用前多为

农用地，后被建设为学校，历史上不存在企业，对土壤及地下水无污染风险。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存在的企业为北侧 670米处的山东亚泰机械有限公

司以及东北侧 300米处的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与本地块相对位置见图

4.1-1。



图 4.1-1 1km范围内污染源与本地块相对位置

1、山东亚泰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本地块北侧 660米处，成立于 2006年，于

2009年在此地块建厂生产，主要从事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及相关零配件的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服务及进出口业务。本厂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1-2：

图 4.1-2 山东亚泰机械有限公司工艺流程图

废水通过污水管网进入青州市弥河污水净化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其污染因子

为化学需氧量，总氮（以 N计），总磷（以 P计），pH值，悬浮物，氨氮（NH3-N），

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亚泰机械 卡特彼勒



废气通过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其污染因子为颗粒物，苯，二氧化硫，

二甲苯，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甲苯，氯化氢，林格曼黑度。

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废金属屑、废油、废物料桶、

废活性炭、废液、污泥等，委托青州市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该企业位于本地块地下水下游及下风向，且距离本地块距离较远，废水通过

官网排放，进入环境的可能性极小。危废贮存容器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耐腐蚀、

不易破损、变形和老化的容器，并按规定在贮存危险固废容器上贴上标签，详细

注明危险固废的名称、重量、成分、特性以及发生泄漏事故时的应急措施和补救

办法。综合分析，本厂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

2、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位于本地块北侧 300米处，成立于 1989年，

主要从事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2012年扩大规模至此地块，建设矿

业厂区。本厂的工艺流程见图 4.1-3。



图 4.1-3 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工艺流程图

废水通过污水管网进入青州市美陵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其污染因子为化学

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 N计），总磷（以 P计），pH值，五日生

化需氧量，石油类，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氟化物（以 F计），磷酸盐。

废气通过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其污染因子为二甲苯，甲苯，苯，挥发

性有机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挥发性有机物（油雾），

臭气浓度，氨（氨气），硫化氢。

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分别委托

山东中再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青州市鲁光润滑油有限公司、青岛德欣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等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本项目生产废水的收集与排放方式主要通过管道，不直接和地表联系，废水收

集及处置措施均做防渗处理，不会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力联系而进入地下水，

引起地下水的水质变化。针对可能对地下水造成影响的各环节，按照“考虑重点，

辐射全面”的防腐防渗原则，一般区域采用水泥硬化地面，具有一定的防渗作用。

综合分析，本厂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山东亚泰机械有限公司、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位于本地块

下风向及地下水下游，其生产过程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极小，无污染风险。



4.2现场踏勘

4.2.1现场踏勘要求

（1）安全防护准备

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对人员进行了场地安全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相应的

安全卫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安全帽、防护服、急救包等）。

（2）现场踏勘的范围

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地块用地面积为 89166

平方米，并包括地块周围 1km 范围。

（3）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场地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

和历史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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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踏勘对象包括∶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

其它地表水体、井等。同时观察和记录地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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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公共场所等。

（4）现场踏勘的方法

对勘查区域及地块内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部分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进行初

步判断，根据初次现场踏勘未发现有污染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本地块为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项目建设工地，西南侧

操场已铺设完毕；西侧两幢建筑物已完成主体结构；中部建筑物已完成地下防水

工程，开始建设主体结构；东侧已完成主体结构；东北侧目前为空地。踏勘过程

中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本地块和相邻地块未发现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的异常迹象，未发现罐、槽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现场踏勘汇总见表表

4.2-1。

表 4.2-1 现场踏勘汇总表

时间 重点关注内容 本次踏勘情况

2020年 9月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 地块内无槽罐等设施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情况 地块内有部分建筑垃圾，无危险废物

管线、沟渠泄漏情况 地块内无管线沟渠等设施

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 地块内无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



地块放、辐射源情况
地块历史上为无放、辐射源使用情况

记录

周围区域重点排污企业情况 无重点排污企业存在

4.2.2现场快速检测

根据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以及卫星影像资料，本地块收储前为戴家

庄村的农用地，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上未存在过污染企业。本地块已开工建设，

结合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周边企业分布情况，本次在本地块内布设 10个点位利用

土壤 PID、XRF快速筛选对土壤的污染情况进行初步判断，在本地块西南侧未受

扰动区域布设 1个对照点。本次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见图 4.2-1。

现场人员经过相应的培训，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正确熟悉的掌握

PID、XRF的使用方法。仪器定期维护，有专人进行管理，保证仪器设备处于完好的

状态。每两个月由公司质控部进行现场抽查仪器设备的存放、使用及保管情况。土

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过程如下：

（1）根据地块污染情况，用采样铲采集土壤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取样后，自

封袋应置于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晒，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对土壤重金属

进行快速检测，记录读数。

（2）现场快速检测土壤中VOCs时，用采样铲采集土壤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

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应占 1/2自封袋体积，取样后，自封袋应置于背光处，避免阳

光直晒，取样后在 30分钟内完成快速检测。检测时，将土样尽量揉碎，放置 10分

钟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 30秒，静置 2分钟后将 PID探头放入自封袋顶空 1/2处，

紧闭自封袋，记录读数。

现场采样过程中，未发现样品有明显的污染状况，各样品 PID 测试数据结

果普遍较低，XRF测试结果与潍坊土壤地球化学背景值进行对比，测试数据表

明本地块表层土壤无异常现象。样品 PID、XRF测试数据监测见表 4.2-2，现场

快速检测图见图 4.2-3。



图 4.2-1 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

表 4.2-2 PID、XRF测试数据监测结果表

快检点

位编号
经度 纬度 采样深度

快速检测结果

XRF（ppm） PID
（ppm）砷 铜 镍 铅 汞 镉

D1 118.48786 36.62250 0-0.2m 2 1 ND 26 ND ND 2.289

D2 118.48748 36.62323 0-0.2m 8 20 27 22 ND ND 1.527

D3 118.48803 36.62387 0-0.2m 6 17 15 25 ND ND 0.450

D4 118.48819 36.62355 0-0.2m 3 31 55 22 ND ND 0.786

D5 118.48933 36.62377 0-0.2m ND 9 4 32 ND ND 0.858

D6 118.48893 36.62313 0-0.2m 4 47 19 20 ND ND 0.744

D7 118.49073 36.62430 0-0.2m 5 28 34 15 ND ND 0.979

D8 118.49049 36.62374 0-0.2m 3 18 41 35 ND ND 0.627

D9 118.49073 36.62430 0-0.2m 7 42 47 32 ND ND 0.541

D10 118.49173 36.62398 0-0.2m 3 23 ND 30 ND ND 0.841

对照点 118.48860 36.62116 0-0.2m 3 35 ND 32 ND ND 0.761

潍坊土壤地球化学背景值 7.8 21.2 26.9 22.9 0.032 0.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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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现场快速检测照片

4.3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勘察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

料的考证。此次人员访谈对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土地使用权人、土地前

使用权人、周边区域工作人员及周边居民等 9人开展了访谈。本次场地调查主要通

过当面交谈及电话交谈的方式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包括：

D9

D8

D10

D7

对照点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访谈时间

青州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王科长 电话访谈 2020.9.2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李科长 当面访谈 2020.9.2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宋立泉 当面访谈 2020.9.2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尚文超 当面访谈 2020.9.2

青州市金成建筑有限公司王文志 当面访谈 2020.9.2

青州市金成建筑有限公司李卫国 当面访谈 2020.9.2

戴家庄村村民戴明营 当面访谈 2020.9.2

戴家庄村村民戴云贵 当面访谈 2020.9.2

戴家庄村村民刘洪福 当面访谈 2020.9.2

人员访谈见图 4.3-1、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见下表 4.3-2。

图 4.3-1 人员访谈



表 4.3-2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序

号
访谈内容 回答内容 访谈对象

1
该调查地块土地利用

情况和历史沿革

本地块收储前为戴家庄村农用地，种植

果树，主要以种植桃树为主。种植过程

中采用农家肥作为底肥，根据生长情况

施用氮、钾肥，所用农药主要为防虫、

抗病毒等药物，稀释后进行喷洒及在树

干上涂抹，用量较少。2019年，本地块

西南侧铺设操场，操场北侧彩钢板房为

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于 2020年 3月
进行拆除。2020年 3月，潍坊理工学院

附属综合高中开工建设，铺设施工临时

道路，地块内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

办公区，未开工区域已铺设防尘网。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青

州市国土资源局、潍坊市生

态环境局青州分局、戴家庄

村村民

2

该调查地块历史上是

否涉及工矿用途、规模

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输送

地块内无规模化养殖，无有害物质堆放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3

该调查地块历史上是

否涉及环境污染事故、

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

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情况

地块内无固废填埋情况，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状况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4
该调查地块历史上是

否曾涉及工业废水污

染

地块内不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5
该调查地块历史监测

数据表明是否存在污

染

地块内无污染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6
该调查地块历史上是

否曾存在其他可能造

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地块内未发生可能土壤污染的事件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7
该调查地块是否存在

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

的污染风险

地块紧邻周边为耕地，无污染风险。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8
该调查地块是否设置

地下储罐、管线等地下

设施

地块内未设置地下储罐、管线等地下设

施

潍坊理工学院工作人员、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

戴家庄村村民

9
该调查地块是否发生

过信访
地块内未发生过信访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

局

10
地块北方向存在企业，

是什么企业

山东亚泰机械有限公司、卡特彼勒（青

州）有限公司
戴家庄村村民

11
本地块土壤开挖过程

中有无异常现象
本地块开挖过程中未发现异常现象 青州市金成建筑有限公司

本地块收储前为戴家庄村农用地，种植果树，主要以种植桃树为主。种植过

程中采用农家肥作为底肥，根据生长情况施用氮、钾肥，所用农药主要为防虫、

抗病毒等药物，稀释后进行喷洒及在树干上涂抹，用量较少。2019年，本地块

西南侧铺设操场，操场北侧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于 2020年 3月进

行拆除。2020年 3月，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开工建设，铺设施工临时道

路，地块内彩钢板房为施工单位临时办公区，未开工区域已铺设防尘网。2020

年 3月开工建设，基坑开挖深度普遍在 2-5米，开挖出的原土放置于北侧闲置空

地，地下设施建设完毕后回填于本地块内，部分未回填使用的原土堆放于本地块

北侧，无弃土外运，计划用于地面平整及绿化用土。

本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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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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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填埋等情况；

历史上不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历史监测数据表明不存在污染；历史上不曾存在

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不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无地下

储罐、管线等地下设施。

4.4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所获得的本项目地块信息基本一致，

未见明显性差异性，总体可信。信息一致性分析见表 4.4-1。
关注的问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可采信信息

地块用地历史

2003年至 2020年历史

影像资料显示，本地块

2018年前为农用地。

现场已动工建

设，无法考证。

本地块历史上为

农用地，主要种植

果树，以桃树为

主，用药量极少。

本地块历史上为

农用地，2018年
前主要种植果树，

以桃树为主，用药

量极少。

地块历史用地 历史影像资料显示本 现场已动工建 本地块历史上不 本地块历史上不



企业 地块一直为农用地，不

存在企业。

设，无法考证。 存在企业。 存在企业。

地块潜在污染

源

历史影像资料显示本

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

没有过企业存在历史；。

无污染痕迹

本地块农用地主

要种植果树，以桃

树为主，用药量极

少，本地块历史上

不存在企业。

本地块农用地主

要种植果树，以桃

树为主，用药量极

少。地块内无污染

痕迹，本地块历史

上不存在企业，对

地下水及土壤不

存在污染风险。

地块周边潜在

污染源

本地块相邻地块开发

利用前为农用地，不存

在企业。本地块北侧及

东北侧存在企业，处于

本地块的下风向及地

下水下游，对本地块地

下水及土壤的污染风

险极小

地块周边现场

无污染痕迹。

北侧企业为山东

亚泰机械有限公

司，东北侧企业为

卡特彼勒（青州）

有限公司。

本地块北侧企业

为山东亚泰机械

有限公司，东北侧

企业为卡特彼勒

（青州）有限公

司，处于本地块的

下风向及地下水

下游，对本地块地

下水及土壤的污

染风险极小



第五章 结果与分析

5.1调查结果

本地块位于青州市海岱南路西侧，戴家庄北侧，沈家庄南侧，用地面积为

89166m2，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62365°，东经 118.49000°。本地块收储前为

青州市戴家庄村的农用地，其中农用地主要种植果树，以桃树为主。本地块未来

的用地规划为公共服务用地，规划建设潍坊理工学院附属综合高中。

本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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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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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填埋等情况；

历史上不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历史监测数据表明不存在污染；历史上不曾存在

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不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无地下

储罐、管线等地下设施。

现场采样过程中，未发现样品有明显的污染状况，各样品 PID测试数据结

果普遍较低，XRF测试结果与潍坊土壤地球化学背景值进行对比，测试数据表

明本地块表层土壤无异常。

5.2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的不确定性为∶

（1）本次调查基于实际调查，访谈，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

分析。报告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工作时间以及场地当下情

况等多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场地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2）本次场地环境调查是依据场地现状、快检结果以及访谈知情人员得出。

（3）该地块收储前为青州市戴家庄村的农用地，在场地调查、访谈过程中，

受访对象所了解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搜集资料的准确性可能对本报告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确认

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现场使用快速检测设备

XRF、PID对表层土壤进行现场快速检测，10个点位各项土壤检测值结果表明本

地块表层土壤无异常。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认为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无可能的污

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不属于污染地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再进

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2建议

本报告依据该场地内水文地质条件、场地土壤的综合污染特征及其分布特

点，结合本场地未来土地利用规划，提出本场地管理后续工作建议。场地开发中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本次调查虽然按照相关规范开展场地调查，未发现调查区域存在环境

污染的现象，但是调查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调查区域在开发利用过程中，若

发现疑似土壤污染现象，应及时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待确认环境安全后方

可继续开发。

（2）项目后续开展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应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做好环境保护

工作。

（3）本地块未来规划为公共服务用地，项目建设单位应做好项目环境保护

措施，特别是地下水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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