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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本次调查地块为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号地

块（以下简称“本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844655º，东经 118.761842º。

2020-47号地块面积为 60073平方米，2020-52号地块面积为 4317平方米，共计

64390平方米。本地块收储前为寿光市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及管道运输用地，

曾为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蔬菜。2018年，蔬

菜大棚拆除后处于闲置状态，截止至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待开发状态，未进行

开发利用。

本地块未来的用地规划为商业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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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曜阳

置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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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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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照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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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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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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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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部分收储前部分区域为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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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 号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84465º，东经 118.76184º。2020-47 号

地块面积为 60073平方米，2020-52号地块面积为 4317平方米，共计 64390平方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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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卫星平面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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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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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本地块卫星平面图（2020年）

2020-52号
4317m2

2020-47号
60073m2

圣阳街

学

院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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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图 2.2-3（1） 2020-47号地块勘测定界图（面积为 60073m2）

备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图 2.2-3（2） 2020-52号地块勘测定界图（面积为 431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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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 2020-47号地块拐点 CGCS2000坐标

坐标

点位
X Y

J1 4080119.232 40389463.654

J2 4080103.586 40389637.620

J3 4080033.482 40389629.666

J4 4080026.210 40389693.930

J5 4079872.600 40389677.210

J6 4079833.574 40389672.857

J7 4079838.152 40389605.533

J8 4079843.751 40389523.203

J9 4079845.010 40389504.697

J10 4079847.744 40389464.486

J11 4079853.830 40389430.454

J12 4079856.517 40389430.790

J13 4079863.195 40389431.626

J14 4080012.035 40389450.244

表 2.2-1（2） 2020-52号地块拐点 CGCS2000坐标

坐标

点位
X Y

J1 4080103.586 40389637.620

J2 4080100.788 40389668.728

J3 4080080.876 40389699.881

J4 4080041.218 40389695.564

J5 4080026.210 40389693.930

J6 4080033.482 4038962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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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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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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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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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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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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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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环境概况

3.1.1地理交通位置

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畔，位于东经 118°32'～119°10'，

北纬 36°41'～37°19'。东邻潍坊市寒亭区，西界广饶县，南接青州市和昌乐县，

北濒渤海。纵长 60公里，横宽 48公里，海岸线长 56公里，面积 2180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1.43%。

寿光市城区位于境西南部，处北纬 36°52，东经 118°44。有公路、铁路通全

国各地，交通便利。直线距离：至北京市 400km，至济南市 165km，至潍坊市

37.5km，至青州市区 31km，至广铙县城 35.5km，至昌乐县城 20.5km。正东达

寒亭区界 24.4km，正西达青州市界 9.2km，正南达昌乐和青州市交界处 16.8km，

正北达广饶县界 42.48km，东北达寒亭区界 40km，西北达广饶县界 208km，西

南达青州市界 12.4km，东南达昌乐县界 16km。

本地块位于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面积为 64390平方米。本地块

北至圣阳街，东至学院路，西至金马寨村蔬菜种植大棚，南至东七村蔬菜种植大

棚。

3.1.2地形地貌

寿光属弥河冲积平原地区，自然地面标高 28.85～30.23米。境内除第四系地

层广布外，主要为新生界下第三系地层，次要分布在寿光凸起区的古生界寒武系

地层，县境东南部有新生界上第三系地层分布。

寿光为一个自南向北缓慢降低的平原区。海拔最高点在孙家集街道三元村东

南角埠顶处，高程 49.5m。南北相对高差 48.5m，水平距离 70km，平均坡降万分

之七。河流和地表径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形成大平小不平的微地貌差异，大体

可分为寿南缓岗区、中部微斜平原区和北部滨海浅平洼区。

地震烈度：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该地区地震强度为 7度。

本地块所处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相对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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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气象、水文

寿光气象站位于东经 11844E，36°53N，台站类别属一般站。寿光近 20年

（2010~2019年）年最大风速为 14.7m/s（2010年），近 20年其它主要气候统计

资料见表 3.1-1，寿光近 20年各风向频率见表 3.1-2，图 3.1-1 为寿光近 20年风

向频率玫瑰图。

寿光市地处中纬度带，北频渤海，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受冷暖气流的

交替影响，形成了“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爽凉有旱，冬季干冷少雪”

的气候特点。

气温：年平均气温 12.7℃，年最高 14.2℃（1998年）。年最低 114℃（1969年）。

月平均气温 7月最高，为 26.5℃；一月最低，为-3.1℃。月平均气温年较差 29.6℃，

极端最高气温 41.0℃，出现在 1968年 6月 11日；极端最低气温-23.3℃，出现在 1972

年 1月 27日。春季温度回升较快，平均气温 12.9℃，月平均气温以 3、4月份回升

最快，4月份升温 7.7℃。夏季天气炎热，平均气温 22.0℃，日最高温度在 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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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平均每年 9.8天。秋季气温逐渐降低，平均气温 13.8℃，11月份降温幅度

最大，较 10月份降低 7.9℃，有寒潮出现。冬季越来越暖，平均气温-1.3℃，偏高 0.5℃，

日气温低于-10.0℃的时间平均每年 14.6℃。

降水：历年平均降水量 593.8毫米。最大 1286.7毫米（1964年），最小 2995毫

米（1981年）。季节降水高度集中于夏季（6、7、8月）。全年平均降水量日数 73.7

天（20.3毫米为一降水日），7月份最多，平均 13.6天；1月份最少，平均 2.4天。

日照：全年平均日照总时数 2548.8小时，日照百分率 57%。最多为 2827.4小时

（1968 年），最少为 2276.0小时（1964年）。一年中以 5月份日照时数最多为 270.6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62%：12月份最少为 173.0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58%。大于 0℃

期间的日照时数为 2050.1小时，占全年总日照时数的 80%。大于 10℃期间的日照时

数为 1548.4小时，占总日照时数的 61%。

太阳辐射：寿光地处中纬度，太阳辐射能比较丰富。历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124.3 千卡/平方厘米，5、6月份最多，为 15.1千卡/平方厘米，12月份最少，为 5.7

千卡/平方厘米。

积温：指标温度 0℃的积温年平均 47999℃，80%保证率积温为 4564.7℃。指标

温度 10℃的积温年平均 4303.8℃，80%保证率积温为 4167.7℃。指标温度 15℃的积

温年平均 3685.4℃，80%保证率积温为 3487.6℃。指标温度 20℃的积温年平均

2665.9℃，80%保证率积温为 244.1℃。

蒸发：年平均蒸发量 1834.0毫米，最大年 2531.8毫米，最少年 1453.5毫米。年

内蒸发变率较大，3-5月占全年蒸发总量的 30%35%，6-9月占 45%-50%10月至次年

2月仅占 20%左右。

湿度：年平均相对湿度 66%，月平均相对湿度以 8月最高，为 81%；3、4月最

低，为 57%。

风向风速：全年主导风向为南偏东南风，出现频率为 10%。冬春季盛行西偏西

北风，夏秋两季盛行南偏东南风。

年平均风速 3.1米秒。4月最大，平均 3.9米秒；8月最小，平均 2.4米秒.最大

风速 23.0米/秒，出现在 1984年 3月 20日。

地面温度：年平均地面温度为 14.9℃。12月至次年 2月，月平均地面温度在 0℃

以下，在 1月份最低，为-2.7℃。7月份最高，为 29.9℃。4-10月份各月平均地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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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在平均值以上。历年平均最高地面温度为 30.7℃，最低为 6.1℃。地面极端最高

温度为 68.5℃（1992年 7月 18日），极端最低为-29.4℃（1972年 1月 27日）。

3.1.4区域地质构造与地质条件

（1）地质：

①境内除第四系地层广布外，主要为新生界下第三系地层，次为分布在寿光

凸起区的古生界寒武系地层，县境东南部有新生界上第三系地层分布。其主要岩

性：第四系（Q）顶部为黄土层，黄褐色及灰白色含砾亚粘土层；下部为砂砾层。

厚层 50～300米不等。上第三系（N）为紫灰、黑绿色玄武岩，棕褐色粘土岩及

粘土质、砂岩，底部为红色砾岩，厚度大于 200米。寒武系（E）上部为灰绿色

细沙岩，下部为砖红色粘土岩、砂岩，底部为红色砾岩，厚度大于 200米。寒武

系（∈）为灰色石灰岩，夹黄绿色泥质条带灰岩、竹叶状灰岩。厚度未详。

②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寿光市处鲁西隆起区的东北部，济阳坳陷东端，沂沐

断裂带的北段西侧。具体说来，处在济阳坳陷盆地之中。境内发育有寿光突起。

③中生代以前，县境与鲁西隆起区为一体，构造运动与鲁西隆起是同步的。

从中生代燕山运动起，便与鲁西隆起区分化脱节，向断块运动发展。济阳坳陷及

潍西凹陷，均是燕山运动的产物，表现在构造形态上以断裂构造为主，并伴有岩

浆活动。境内断裂构造主要有东西向、北东向和北西向三组，形成网格状。将潍

西凹陷分成许多小断块。最大断裂带为北北东向展布的弥河隐伏断裂，断裂两侧

的褶皱构造，大致呈东西方向。西侧有西宅科突起，牛头镇凹陷；东侧有西岔河

突起，上口东南凹陷和南韩突起、西稻田凹陷。潍西凹陷呈东西向展布，随着构

造变动，区内广泛地接受了中新生代地层沉积，其厚度大于 7000米。

④寿光矿产主要有石油、卤水等液态矿床和河沙。物探发现寿光有磁异常地

带，异常面积 70～80平方公里，其中 1000伽。异常中心位于县城西北 1.5公里

处。埋深上限 800米，下限 1900米，一般在 1000米左右。据地球物理常识推断，

引起磁异常的磁性体有三，即第三系玄武岩、基性或超基性侵入岩、接触交代式

铁矿和鞍山式沉积变质铁矿。具体由哪种物质引起，目前尚无定论。

（2）地貌：

寿光大地是一个自南向北缓慢降低的平原区。海拔最高点在孙家集街道三元

朱村东南角埠顶处，高程 49.5米；最低点在营里镇的老河口附近，高程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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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相对高差 48.5米，水平距离 70公里，平均坡降万分之一。河流和地表径流

自西南向东北流动，形成大平小平的微地貌差异。全市地形总体分为 3部分，划

分成 7个微地貌单元。寿南缓岗区西起孙家集街道大李家庄，经纪台镇张家庙子

附近至稻田镇管村以南，为泰沂山区北部洪积扇尾。成土母质多为冲积物，土质

较好。全区地形部位高，地面起伏大，地表径流强，潜水埋深大于 5米。土壤类

型多为褐土和潮褐土。中部微斜平原区地势平缓，坡降很小。布有河滩高地、缓

平坡地、河间洼地等微地貌单元。因受河流影响，各个地貌单元呈南北走向间隔

条带状分布。土壤母质为河流冲积物。河滩高地主要分布在丹河以东，南起田马

北，北至侯镇南端；弥河沿岸南起胡营村、纪台镇以北，北至营里镇南部，以及

寿光城以北，地形部位较高，海拔多在 9米以上，潜水较深，水热条件好，主要

发育着褐土化潮土和潮土。河间洼地与河滩高地呈间隔平行分布。缓平坡地主要

分布在化龙镇中南部的文家街道大部，地形部位低，潜水较浅，多发育湿潮土，

部分低洼地区发育着砂姜黑土。滨海浅平洼地主要包括侯镇和道口村、杨庄村、

卧铺村的全部或大部，台头的北部。地形部位低，海拔在 4～7米之间。成土母

质为海相沉积物与河流冲积物迭次相间。地下水埋深 1～3米，矿化度较高。土

壤为滨海盐土和滨海潮盐土。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地质图见图 3.1-2。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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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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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寿光自南而北是缓慢降低的大平原，南部为缓岗区，中部为微斜平原区，北

部滨海为浅平洼地和沿海滩涂。地表覆盖着深厚的第四纪松散层，地表松散层充

满着孔隙，形成了良好的储水条件。咸淡水分界线以南属弥河冲洪积平原，为淡

水区，面积 1047平方公里；咸淡水分界线以北属滨海平原，为咸水区，面积 1025

平方公里，浅层咸水体以下有深层承压淡水，但储量很少。

寿光市的地下水总的径流方向是南西-北东方向，区域内主要为松散岩类孔

隙含水岩组。区内种植大棚蔬菜，目前主要的农业灌溉用水。浅层松散岩类孔隙

水赋存于弥河及其古河道堆积形成的河谷、阶地、冲洪积扇含水层中，在河流上、

中游含水层分布于河谷及阶地，含水层岩性为中粗砂及卵砾石，埋藏于土或粉质

粘土之下，或于河床漫滩处出露。其粒径大小、结构、发育程度与河流的规模有

关，含水层埋藏状况和富水性，具有显著差异。在以中粗砂及砂砾石层为主的弥

河冲洪积扇外围，由于含水岩组粒度和厚度逐渐减小，地下水富水性也逐渐减小，

单井涌水量为 500-1000m3/d。由于对浅层地下水的开采强度高，表水利用量有限

及利用条件较差，导致浅层地下水位下降较快，富水性变化较大，许多浅层地下

水水源地消失，尤其是弥河冲洪积扇轴部，单井涌水量急剧变小，已造成地下水

严重超采，目前该地块地下水水位埋深较大。区域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山前

侧渗补给和河道渗漏补给，排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地下径流与人工开采。

根据本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初勘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 16.30-17.00m，平

均为 16.60m(绝对高程约为 9.60m)。根据《昌潍地区 1976年丰水期(9月 6日）

地下水位高程等值线图》场区最高地下水水位绝对高程约为 24.50m；根据《寿

光市水源地丰水期地下水等水位线及埋深图（1995年)》场区地下水位绝对高程

约 6.00m。综合考虑抗浮设计水位绝对高程按 24.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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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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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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地块地层自上而下分别

为：

第 1层素填土

黄褐色-灰褐色，湿，密实度不均，主要成分为粘性土及少量粉土，含植物

根系及少量建筑垃圾等，局部顶部含有粗砂颗粒。场区普遍分布，厚度∶1.90～

2.60m，平均 2.08m；层底标高∶23.46～25.20m，平均 24.17m；层底埋深∶1.90～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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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m，平均 2.08m。

第 2层粉质粘土

黄褐色-灰褐色，可塑，上部粉粒含量较高，含红褐色铁质氧化物，含少量

直径 1-5cm的钙质结核，局部夹 30-40cm粉土薄层，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

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场区普遍分布，厚度∶3.20～4.50m，平均 4.03m；层底

标高∶19.60～21.10m，平均 20.14m；层底埋深∶5.80～6.50m，平均 6.12m。

第 3层粉质粘土

褐黄色，可塑，局部硬塑，含红褐色铁质氧化物，含 15%-20%左右直径 1-3cm

的钙质结核，局部夹 30-50cm粉土薄层，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干强

度，中等韧性。场区普遍分布，厚度∶3.50～4.40m，平均 3.87m；层底标

高∶15.70～17.40m，平均 16.27m；层底埋深∶9.80～10.30m，平均 9.98m。

第 4层粉细砂

黄褐色-桔黄色，中密-密实，稍湿，含钙质结核，主要成分为长石、石英。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3.60～4.40m，平均 3.93m；层底标高∶11.80～13.00m，

平均 12.34m；层底埋深∶13.50～14.30m，平均 13.92m。

第 5层粉质粘土

黄褐色，可塑-硬塑，夹 20-30cm粉土薄层，含少量直径 1-2cm的钙质结核，

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场区普遍分布，厚度∶1.70～

1.90m，平均 1.77m；层底标高∶10.10～11.20m，平均 10.57m；层底埋深∶15.20～

16.00m，平均 15.68m。

第 6层粉细砂

桔黄色，密实，饱和，含云母碎片及钙质结核，主要成分为长石、石英。场

区普遍分布，厚度∶3.20～4.30m，平均 3.65m；层底标高∶5.93～7.70m，平均

6.92m；层底埋深∶18.90～20.30m，平均 19.33m。

第 7层粉质粘土

黄褐色-棕红色，可塑-硬塑，含直径 3-5厘米的钙质结核，夹 20-30cm粉土

及中粗砂薄层，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该层未穿

透，最大揭露厚度 16.0m，控制深度 35.0m。

各岩土层岩土参数见表 3.1-1，建筑物与勘探点平面位置图见图 3.1-3，工程



22

地质部分剖面图见图 3.1-4。

表 3.1-1 各岩土层岩土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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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建筑物与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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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工程地质部分剖面图

3.1.7土壤

寿光市共有褐土、潮土、盐土和砂姜黑土四个土类，褐土、潮褐土、褐土化

潮土、潮土、盐化潮土、湿潮土、砂姜黑土及滨海潮盐土八个亚类，十三个土属，

七十九个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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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分布规律随地形、地下水变化差异很大。总的情况是，全市从南到北，

依次分布褐土、潮讷土、褐土化潮土、潮土、盐化潮土、湿潮土、砂姜黑土及滨

海潮盐土。

3.1.8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寿光经济发达。农业优势突出，是我国冬暖式大棚种植的发祥地，蔬菜种植

面积达 80多万亩，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被评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建设先进单位”和“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工业实力雄厚，初

步形成了造纸包装、海洋化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蔬菜加工、新型建材等六

大支柱产业；培育起了晨鸣纸业、巨能电力、联盟化工等一批利税过亿元的骨干

企业，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 49家，其中晨鸣集团列 2007中国企业 500

强第 201位；打造了一批知名品牌，有 22个产品、29件商标，被认定为山东名

牌和山东省著名商标，“仙霞”商标、“晨鸣”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圣

玉”牌玉米淀粉、“仙霞”牌男西服和“金鲁丽”胶合装饰板被认定为中国名牌

产品。

第三产业全面繁荣。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 30多亿元，被农业部确

定为全国重点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全国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

交流中心。建成了全国首家蔬菜网上交易市场，全市各类专业市场发展到 40多

处，初步形成了分布合理、功能齐全的专业市场体系，被商务部确定为“万村千

乡”市场工程首批试点县(市)之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先后成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寿光社会和谐稳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均进入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市和“全国学

前教育先进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五保供养、城乡低保水平不断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

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被评为“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市”。文化、科技、卫生、体育

等社会事业均步入全省乃至全国先进行列。积极推进“平安菜乡”建设，社会安

定有序，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深入开展“诚信菜乡”及

“和谐村庄、和谐社区、和谐单位”创建活动，市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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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市”和山东省首批文明城市，全市

始终保持了团结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3.2敏感目标

本地块北至圣阳街，东至学院路，总用地面积为 64390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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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家村 住宅 NW 640

2 德馨苑 住宅 N 630

3 正阳花园 住宅 N 340

4 泰和华宇·玉泉苑 住宅 N 70

5 在建小区 住宅 NW 106

6 领世郡 住宅 NE 670

7 唐宁七号 住宅 NE 370

8 五星花园 住宅 NE 690

9 巨能华府 住宅 NE 600

10 东城小学 学校 NE 348

11 百丽澜庭 住宅 E 55

12 寿光世纪凤华学校 学校 E 570

13 弥河玉城 住宅 SE 600

14 泰晤士小镇 住宅 SE 805

15 在建小区 住宅 SE 530

16 在建小区 住宅 SE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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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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位于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面积为 64390平方米。本地块

北至圣阳街，东至学院路，西至金马寨村蔬菜种植大棚，南至东七村蔬菜种植大

棚，

3.3.2地块现状

截止到 2020年 10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待开发空地，地块西侧及东侧为

大棚拆除后的状态，地块中部有部分暂存土堆。本地块现状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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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内西北侧：原为蔬菜大棚，现为待开发空地。

本地块内东北侧：原为蔬菜大棚，现为待开发地块，地块内土堆为地面平整时堆

积的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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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内东南侧：原为蔬菜大棚，现为待开发空地。

本地块内西南侧：原为蔬菜大棚，现为待开发空地，地块内土堆为暂存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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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本地块现状图

3.3.3地块历史

本地块收储前为寿光市圣城街道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黄

瓜、茄子、苦瓜等。种植户根据市场行情选定蔬菜种类，一般每年种植两季。用

药主要为授粉座果精、抗病毒药（森锰锌、百菌清、石硫合剂、甲托、农用链霉

素）、杀虫药（有机磷、蚍虫啉、菊酯类），无含镍农药。喷洒类农药使用时稀

释倍数较大，每月喷洒 2-3次，敌百·辛硫磷用药量为 90-110克/亩，菊酯类杀

虫药用量为 20-40毫升/亩，授粉坐果精稀释倍数为 1000-1200倍，杀菌药等用量

为 150-175毫升/亩。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说明见表 3.3-1，本地块历史卫星影像

（2008年-2020年）见图 3.3-2。

本地块内中部：原为蔬菜大棚，现为待开发空地。大棚拆除后，部分原土在地面平整

过程中堆积至地块东西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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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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之前

农用地（63499平方米）

为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

茄子、苦瓜等，主要用药为授粉座果精，抗病毒

药、杀虫药，用药时稀释倍数较大，喷洒频次较

低；所用肥料为有机肥复混肥，补充氮、磷、钾

等元素。

管道运输用地（891平方米）
经营活动为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此区域为管道施工

区边缘，无地下管线。

2014年至今 商业居住用地

2018年，蔬菜种植大棚拆除，拆除过程中产生的

垃圾已清运；2018年至2020年为待开发用地，2018
年，土堆暂存于本地块中部，截止至2020年10月
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待开发状态。

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 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

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 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地块东北侧增设看护房。

2010年

2012年 2013年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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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 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地块东北侧增设看护房。

2017年之前，本地块为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

蔬菜种植大棚拆除 地块中部为暂存土堆

地块中部为暂存土堆

2018年，蔬菜种植大棚拆除，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已清运；2018年至 2020年为待开发用地，2019

年有部分土堆暂存于本地块中部，截止至 2020年 10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待开发空地。

图 3.3-2 本地块历史影像（2008年-2020年）图

2014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33

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本地块北侧为泰和华宇·玉泉苑，东侧为百丽澜庭，西侧为金马寨村蔬菜种

植大棚，南侧为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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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华宇·玉泉苑 住宅

百丽澜庭

泰和华宇玉泉苑

蔬菜种植大棚

蔬菜种植大棚

圣阳街

学

院

路



34

西侧 蔬菜种植大棚 农用地

南侧 蔬菜种植大棚 农用地

东侧 百丽澜庭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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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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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华宇·玉泉苑

2012年之前

2009年前金马寨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2009
年大棚拆除，拆除后处于闲置状态。

2012年至今

2012年开工建设玉泉苑小区，建设过程中地块

内彩钢板房为临时办公区及工人临舍，2017年
已全部拆除。

西侧蔬菜种植大棚 至今
金马寨村农用地，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

子、苦瓜等。

南侧蔬菜种植大棚 至今 东七村农用地，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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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等。

百丽澜庭

2018年前

东七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

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2018年，此地块

内蔬菜大棚拆除。

2018年至今

2018年开始建设百丽澜庭小区，建设过程中地

块内彩钢板房为临时办公区及工人临舍，目前

仍在建设中。

蔬菜种植大棚 北侧蔬菜大棚拆除

增设看护板房

北侧：金马寨村农用地，地块内蔬菜大棚于 2009年拆除；

南侧：东七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西侧：金马寨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东侧：东七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2009年

2010年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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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玉泉苑开工建设 北侧玉泉苑开工建设

北侧玉泉苑开工建设 东侧彩钢板房为世纪凤华学校建设时的施工

临时办公区

北侧：2012年开工建设玉泉苑小区，建设过程中地块内彩钢板房为临时办公区及工人临舍，

2017年已全部拆除；

南侧：东七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西侧：金马寨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东侧：东七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东侧大棚已拆除，建设百丽澜庭小区 东侧建设百丽澜庭小区

2012年

2014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3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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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彩钢板房为施工临时办公区

北侧：玉泉苑小区；

南侧：东七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西侧：金马寨村农用地，为蔬菜种植大棚；

东侧：2018年开始建设百丽澜庭小区，建设过程中地块内彩钢板房为临时办公区及工人临舍。

图 3.4-2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2008年-2020年）图

3.5地块利用规划

本地块位于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面积为 64390平方米。根据《寿

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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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见图 3.5-2。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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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寿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本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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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本地块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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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染识别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4.1.1地块资料收集

表 4.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获取与否

1 寿光市城市总体规划 寿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已获取

2 关于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通知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 已获取

3 现状地形图 甲方 已获取

4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边界、面积 甲方、现场踏勘 已获取

5 地质勘查报告 甲方 已获取

6 勘测定界图 甲方 已获取

7 历史遥感卫星图 91卫图、GoogleEarth、天地图 已获取

8 调查地块现状、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 现场踏勘 已获取

9 地块地下和地上管线资料 现场踏勘、甲方、人员访谈 已获取

10 各类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甲方、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已获取

11 区域自然气象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2 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3 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4 区域社会经济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15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部门、甲方 已获取

16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现场踏勘 已获取

17 相邻地块的使用情况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已获取

4.1.2资料分析

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为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号地

块，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84465º，东经 118.76184º，共计 64390平方米。其中，

2020-47号地块面积为 60073平方米，收储前为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及管道运

输用地；2020-52号地块面积为 4317平方米，收储前使用历史为圣城街道东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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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植大棚。未来用地规划为商业居住用地，其中商服用地面积为 13654平方

米，住宅用地为 50736平方米。

2、地块相关资料分析

2018年前为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在此搭建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

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种植户根据市场行情选定蔬菜种类，一般每年种植

两季。用药主要为授粉座果精、抗病毒药（森锰锌、百菌清、石硫合剂、甲托、

农用链霉素）、杀虫药（有机磷、蚍虫啉、菊酯类），无含镍农药。喷洒类农药

使用时稀释倍数较大，每月喷洒 2-3次，敌百·辛硫磷用药量为 90-110克/亩，

菊酯类杀虫药用量为 20-40毫升/亩，授粉坐果精稀释倍数为 1000-1200倍，杀菌

药等用量为 150-175毫升/亩。2018年，蔬菜种植大棚拆除，拆除过程中产生的

垃圾已清运。2018年至 2020年为待开发用地，2019年有土堆暂存于本地块中部，

截止至 2020年 10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待开发空地。

3、周边企业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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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查询相关资料得知，本地块周围相邻地块及周围 1km范围内不存在生

产型企业。

4.1.3污染源与污染途径的分析

本地块 2018年前为蔬菜种植大棚，种植户根据市场行情选定蔬菜种类，一

般每年种植两季。用药主要为授粉座果精、抗病毒药（森锰锌、百菌清、石硫合

剂、甲托、农用链霉素）、杀虫药（有机磷、蚍虫啉、菊酯类），无含镍农药。

喷洒类农药使用时稀释倍数较大，每月喷洒 2-3次，敌百·辛硫磷用药量为 90-110

克/亩，菊酯类杀虫药用量为 20-40 毫升/亩，授粉坐果精稀释倍数为 1000-1200

倍，杀菌药等用量为 150-175毫升/亩。农药残留期仅为 7-10天，故对地块内土

壤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及地下水无污染风险。

本地块内西北侧存在看护房，生产过程中废包装材料等统一收集后外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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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于垃圾桶内，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不会对本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产生污

染。

根据查看历史影像图及现场踏勘，无本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不存在生产型

企业，多为居民区、学校及蔬菜种植大棚，无其他污染源，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

水无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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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号地块，中心地理坐

标为北纬 36.84465º，东经 118.76184º，共计 64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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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为待开发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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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外东北侧的圣阳街与学院路交叉路口于 2020年 7月底开始铺设中国

石化输油管道，于 8月份投入使用，管道埋深为 1.7米至 2米。管道位置于学院

路中心线西侧，现场已树立明显标志物。现场踏勘汇总见表表 4.2-1，现场踏勘

照片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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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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本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 本地块内无槽罐等设施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情况
本地块内有部分建筑垃圾，无危

险废物

管线、沟渠泄漏情况 本地块内无管线沟渠等设施

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 本地块内无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

地块放、辐射源情况
本地块历史上为无放、辐射源使

用情况记录

周围区域重点排污企业情况 本地块周围无排污企业存在

图 4.2-1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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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确定本地块收储

前为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本地块历史上未存在过污染企业，截止至 2020年

10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为待开发空地。

根据地块性质及本地块相邻地块的历史使用情况，本次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法

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点位的布设。地块东、西侧为原始地况，布设 6个现场快速检

测点位；地块中部已经过平整，在土堆堆积处布设 2个现场快速检测点位，已平

整区域布设 2个现场快速检测点位。本地块内共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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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块北侧布设 1个对照点

进行快速检测。本次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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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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PID、XRF测试数据监测见表 4.2-2，现场采样图见图 4.2-3。

图 4.2-1 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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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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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6268 36.84536 0-0.2m 2 1 ND 26 ND ND 0.639

D2 118.76266 36.84434 0-0.2m 8 20 27 22 ND ND 0.227

D3 118.76245 36.84374 0-0.2m 3 35 ND 32 ND ND 0.379

D4 118.76179 36.84404 0-0.2m 6 17 15 25 ND ND 0.148

D5 118.76153 36.84406 0-0.2m 3 31 55 22 ND ND 0.865

D6 118.76188 36.84473 0-0.2m ND 9 4 32 ND ND 0.113

D7 118.76206 36.84519 0-0.2m 4 47 19 20 ND ND 0.056

D8 118.76113 36.84529 0-0.2m 5 28 34 15 ND ND 0.277

D9 118.76109 36.84468 0-0.2m 3 18 41 35 ND ND 0.373

D10 118.76110 36.84386 0-0.2m 7 42 47 32 ND ND 0.180

对照

点
118.76212 36.84633 0-0.2m 3 23 ND 30 ND ND 0.428

潍坊土壤地球化学背景值 7.8 21.2 26.9 22.9 0.032 0.114 /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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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D3

D6

D4

D9

D5

D8

D10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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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现场采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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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访谈时间 针对性分析

寿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电话访谈 2020.11.2 负责相关工作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郭科长 电话交流 2020.10.28 负责相关工作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穆工 当面访谈 2020.10.28 负责相关工作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许总 电话交流 2020.10.27 负责相关工作

东七村村民 2名 当面访谈 2020.10.27 一直居住在东七村

周边村民 2名 当面访谈 2020.10.27 一直居住在地块附近

中石化输油管道铺设现场工作人员 电话交流 2020.10.27 负责现场管道铺设

东七村村民 电话交流 2020.11.10
生活在附近，种植过

大棚

人员访谈照片见图 4.3-1、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见下表 4.3-2。

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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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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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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为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号地块，中心地理坐

标为北纬 36.84465º，东经 118.76184º，共计

64390平方米。其中，2020-47号地块面积

为 60073平方米，收储前为圣城街道东七村

农用地及管道运输用地；2020-52号地块面

积为 4317平方米，收储前为圣城街道东七

村蔬菜种植大棚。未来用地规划为商业居住

用地，其中商服用地面积为 13654平方米，

住宅用地为 50736平方米。蔬菜大棚内主要

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主要用

药为授粉座果精，抗病毒药、杀虫药，用药

时稀释倍数较大，喷洒频次较低；所用肥料

为有机肥复混肥，补充氮、磷、钾等元素。

2018年，蔬菜种植大棚拆除，拆除过程中

产生的垃圾已清运。2018年至 2020年为待

开发用地。2019年土堆于本地块中部，截

止至 2020年 10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地为

待开发地块。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寿光市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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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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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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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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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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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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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调查地块是否存在

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

的污染风险

地块紧邻周边为农用地及住宅，无污染风

险。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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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曜阳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东七村村

民、周边居民

9
该调查地块是否发生

过信访
地块内未发生过信访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

分局

10
圣阳街与学院路交叉

口输油管道的铺设时

间与深度是多少

2020年 7月底施工，8月初投入使用，管道

埋深为 1.7-2米，管道位置未超出现场立柱

的范围。

中石化输油管道铺设现

场工作人员

本地块为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 2020-47号及 2020-52号地块，中

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84465º，东经 118.76184º，共计 64390平方米。其中，2020-47

号地块面积为 60073平方米，收储前为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及管道运输用地；

2020-52号地块面积为 4317平方米，收储前为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未来用地

规划为商业居住用地，其中商服用地面积为 13654平方米，住宅用地为 50736

平方米。蔬菜大棚内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苦瓜等，主要用药为授粉座

果精，抗病毒药、杀虫药，用药时稀释倍数较大，喷洒频次较低；所用肥料为有

机肥复混肥，补充氮、磷、钾等元素。2018年，蔬菜种植大棚拆除，拆除过程

中产生的垃圾已清运。2018年至 2020年为待开发用地。2018年，土堆暂存于本

地块中部，截止至 2020年 10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地面为待开发利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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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表 4.4-1 信息一致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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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影像资料显

示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蔬菜种植大

棚（历史影像资料

追溯到 2009年）

现场已为空

地，无法考证。

本地块历史上为

东七村大棚，主要

种植西红柿、黄

瓜、茄子苦瓜等，

主要用药为授粉

座果精，抗病毒

药、杀虫药，用药

时稀释倍数较大，

喷洒频次较低；所

用肥料为有机肥

复混肥，补充氮、

磷、钾等元素。

本地块历史上为东

七村农用地，蔬菜大

棚内主要种植西红

柿、黄瓜、茄子、苦

瓜等，主要用药为授

粉座果精，抗病毒

药、杀虫药，用药时

稀释倍数较大，喷洒

频次较低；所用肥料

为有机肥复混肥，补

充氮、磷、钾等元素。

地块历史用地企

业

历史影像资料显

示本地块没有企

业存在（历史影像

资料追溯到 2009
年）

现场已为空

地，无法考证。

本地块历史上不

存在企业。

本地块历史上不存

在企业。

地块潜在污染源

历史影像资料显

示本地块历史上

主要为农用地，没

有过企业存在历

史；甄别历史影响

资料未发现不明

废弃物特征。

现场无污染痕

迹

本地块农用地，无

其他使用历史

本地块农用地，无其

他使用历史。地块内

无污染痕迹，不存在

对地下水及土壤污

染风险。

地块周边潜在污

染源

历史影像资料显

示本地块周围相

邻地块之前多为

农田，不存在生产

型企业。

地块北侧及东

侧建设为住

宅，西侧及南

侧为蔬菜种植

大棚，现场无

污染痕迹。

本地块周围无生

产型企业，北边之

前为金马寨村农

用地，东边之前为

东七村农用地，都

曾是蔬菜大棚。陆

续被开发为小区。

本地块周围无生产

型企业，北边之前为

金马寨村农用地，东

边之前为东七村农

用地，都曾是蔬菜大

棚。陆续被开发为小

区。本地块周围相邻

地块之前多为农田，

不存在生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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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果与分析

5.1调查结果

本地块位于寿光市圣阳街以南、学院路以西，由 2020-47号及 2020-52号地

块组成，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84465º，东经 118.76184º。其中，2020-47号地

块面积为 60073平方米，2020-52号地块面积为 4317平方米，共计 64390平方米。

本地块历史上为寿光市圣城街道东七村蔬菜种植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

茄子、苦瓜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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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RF、PID测试数

据结果普遍较低，现场快速测试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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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收储前为寿光市圣城街道东七村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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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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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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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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未来规划为商业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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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