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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园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位于潍坊经济开发区永

康街以北、向阳路以西，土地总面积 29074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 36.77469N，

119.09951E。

本地块由两块农用地（C地块、D地块）组成：C地块面积 12406平方米，

原为东王家庄村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2298平方米，西贾庄村 108

平方米），正在办理土地征收手续；D地块面积 16668平方米，原为东王家庄村

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3796平方米，西贾庄村 2872平方米），为国

有存量土地。

根据潍坊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拟在本地块建设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

园，本地块涉及土地性质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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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生态环境局经济分局委托潍坊

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我单位”）对本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

初次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处于农用地停耕状态，地块内杂草/杂树丛生；地块

北侧为荒地，西侧为东王家庄村宅基地，南侧隔永康街为锦城中学，东侧为向阳

路。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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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

及周边居民等 10人开展了访谈并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周边敏感目标进行了详细

调查，在本地块内布设了 6个现场快速检测点位，在地块外布设了 1个现场快速

检测对照点位。

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现场快速检测等方式，了解了本地块

发展变迁和主要环境事件，查明了地块环境现状。根据所收集资料和现场快速检

测分析结果，我单位编制了《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园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

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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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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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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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潍坊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拟在本地块建设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

园，本地块涉及土地性质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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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园地块，位于潍坊经济

开发区永康街以北、向阳路以西，土地总面积 29074 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

36.77469N，119.09951E。

本地块由两块农用地（C地块、D地块）组成：C地块面积 12406平方米，

原为东王家庄村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2298平方米，西贾庄村 108

平方米），正在办理土地征收手续；D地块面积 16668平方米，原为东王家庄村

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3796平方米，西贾庄村 2872平方米），为国

有存量土地。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周边相邻地块也进行了简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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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拐点坐标见表 2.2-1。

表 2.2-1（1）地块拐点坐标（C地块）

拐点编号 X Y

J3 4071989.692 40419536.698

J4 4071988.639 40419643.366

J5 4071988.600 40419647.288

J6 4071988.561 40419651.210

J7 4071988.504 4041965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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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 4071986.839 40419663.740

J9 4071982.332 40419668.998

J10 4071982.491 40419651.798

J11 4071982.528 40419647.876

J12 4071982.564 40419643.954

J13 4071983.130 40419582.974

J14 4071970.526 40419582.857

J15 4071964.223 40419582.799

J16 4071888.516 40419582.097

J17 4071831.369 40419581.567

J18 4071824.469 40419581.503

J19 4071793.903 40419581.219

J20 4071794.653 40419500.068

D1 4071975.513 40419492.737

D2 4071974.416 40419492.789

D3 4071968.122 40419492.517

D4 4071939.940 40419492.035

D5 4071939.941 40419535.097

D6 4071832.315 40419534.599

D7 4071828.865 40419534.583

D9 4071828.391 40419499.485

D10 4071974.811 40419536.267

表 2.2-1（2）地块拐点坐标（D地块）

拐点编号 X Y

J1 4071983.128 40419582.916

J2 4071982.563 40419643.903

J3 4071982.504 40419650.241

J4 4071982.490 40419651.746

J5 4071982.503 4041967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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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 4071821.360 40419670.409

J7 4071813.008 40419669.066

J8 4071808.553 40419667.209

J9 4071804.325 40419664.504

J10 4071798.557 40419658.496

J11 4071794.730 40419650.890

J12 4071793.339 40419641.863

J13 4071793.845 40419587.279

J14 4071793.902 40419581.161

J15 4071824.348 40419581.444

J16 4071831.249 40419581.507

J17 4071964.222 40419582.740

J18 4071970.525 4041958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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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本地块地理位置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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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本地块卫星平面图（2020年 6月）

C地块 D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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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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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地块

图 2.2-3本地块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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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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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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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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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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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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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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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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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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工作流程见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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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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地跨北纬 35°35′至 37°26′，东经 118°10′至 120°10′。

南依泰沂山脉，北濒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两市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两

市为邻，地扼山东内陆腹地通往半岛地区的咽喉，胶济铁路横贯市境东西。直线

距离西至省会济南 183公里，西北至首都北京 410公里。

经济开发区位于潍坊市中心城区，区内地势平坦、交通便捷。青银高速、济

青高铁、潍日高速穿境通行，北海路、月河路、西环路纵贯南北，玄武街、泰祥

街、民主街、北环路横穿东西，以及即将动工的城海轻轨、新机场迁建工程，共

筑起立体交通网络，通江达海，畅连全国。拥有青银高速 13、14号两个站口，

距潍坊港约半小时车程，距青岛港、青岛国际机场和济南国际机场仅需一个多小

时车程。

本地块位于潍坊经济开发区永康街以北、向阳路以西，土地总面积 29074

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 36.77469N，119.09951E。

3.1.2地形地貌

潍坊位于东经 118°10'～120°10'，北纬 35°35’～37°26’，市域南北长约 68公

里，东西宽：北部约 16公里，南部约 40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坡向北部莱州湾

两岸，南部为丘陵，中部为平原，北部多为洼碱地和滨海滩涂，市区南部坊子区

平均海拔 65米，中部奎文、潍城平均海拔 28米，北部寒亭平均海拔 25米，平

均坡度 1‰～4‰。

潍坊市在大地构造上属华北台地，处在鲁西隆起、沂沐断裂带、鲁东隆起三

个次级构造的交汇处。市区范围内除大胥家一带有第三纪玄武岩出露及埋藏较浅

外，其它大部分地区皆为黄土质亚粘土，下层为亚沙土，一级大孔性土壤。根掘

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该工程所在区域为 7度烈度区，项目用地

内所有建筑物抗震建设标准应按国家设计规范要求执行。

潍坊经济开发区地势南高北低，东北部地势平坦。潍坊经济开发区地势平坦，

土壤多为褐土，位于我国东部华夏第二隆起带与第二沉降带的衔接部位，地层发

育以新生界玄武岩及各种松散沉积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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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气象、水文

1、气象

潍坊市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温暖而干燥，风大雨少，夏季湿热多雨，

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雨雪。据近十年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 12.7℃，

极端最低气温为-17.2℃，极端最高气温为 40.7℃，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4%，年

平均日照时数为 2508.7h，最大积雪深度为 20cm，年平均降雨量为 536.5mm。全

年盛行南风，频率为 15%，年平均风速为 3.7m/s，冬季西北风频率最高，占 10%。

潍坊经济开发区属暖温带东部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集中，雨

热同季，年平均气温 12.2℃，年积温 4783℃，降雨量 700毫米，无霜期 185-211

天。

2、水文

潍坊市市区主要有白浪河、虞河及其支流小虞河和浞河。白浪河纵贯城区，

虞河并在坊子区侧通过，小虞河在潍城区西侧通过，浞河在寒亭区东侧通过。基

本呈现由南到北的流向。

（1）白浪河：发源于昌乐丹山一带，全长 100公里，流域面积 353平方公

里，上游筑有水库，总库容 1.54亿立方米，坝顶高程 64.55米，死水位 51.3米。

历史最大泄洪量为 790立方米/秒（1994年），白浪河为季节性河流，常年无水，

雨季时，水位暴涨暴落，修建水库后，受到了控制。

（2）虞河：发源于安邱县灵山，向北汇入渤海，最大洪水量 435 立方米/

秒，河水受大气降水和地下水补给，为季节性河流，雨季河水暴涨暴落，河床切

割甚剧。

（3）小圩河：发源于夏家庄一带，在城区西部由南向北流入人工河，汇入

白浪河，河床较高，为季节性河流，平时无水。

（4）浞河：发源于长令公山西北的石门、董房、官路（车留庄乡）一带，

长约 20公里，流域面积 210平方公里，在寒亭南面为地下河，过寒亭后，逐步

变为地上悬河。

（5）弥河：弥河全长 206公里，流域面积 3847.5平方公里，县境内流经 12

处乡（镇），94个村庄，河身占地 4.57万亩，南高北低悬殊的地势使该河比降

较大，水流湍急，由于流程平谷不一，致使河身宽窄悬殊，最宽处 750米，最窄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8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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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仅 25米，受大气降水时空均影响，河水流量季节性变化很大，汛期最大洪水

流量 4950立方米/秒，枯季最小流量 0.32立方米/秒。

（6）其它：除上述几条季节性河流外，尚有干河：为季节性河流，雨季河

水暴涨暴落。历史沿革为潍城区天然排洪沟，向北排入人工河；化肥沟：上游系

人工明渠，下游借用天然排水道，亦为潍城重要排水道；浆沟河：在高新区中部

通过，为高新区排水道；峡山水库灌渠：在寒亭北部东西向穿过，可作为寒亭雨

水排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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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潍坊市地表水系图

3.1.4地质环境条件

潍坊经济开发区地处鲁中垄断区边缘和沂沭断裂带上。地质构造比较复杂，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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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古代的花岩片麻岩，古生代的石灰岩、砂岩及页岩，新生代的砂岩及粘土岩。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潍坊经济区清源社区一期工程岩石工程勘察报告》：

本地块场区 200米附近无断裂活动迹象，区域构造背景稳定。

本地块所在地 1：50万地质图见图 3.1-2。

3.1.5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潍坊经济区清源社区一期工程岩石工程勘察报告》：

本次勘探期间，用钻机干钻至初见水位后停钻，24小时后测量地下水稳定

水位平均埋深 8.42m，地下水稳定水位相应平均标高 10.78m，年变化幅度为

2.00-3.00m左右。场地地下水主要来源为大气降水及地下径流，主要排泄途径为

人工抽取，场地地下水属第四系孔隙潜水。据调查，地下水的主要含水层为第 3

层粉土及以下土层。

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水文地质图见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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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本地块所在地 1：50万地质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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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水文地质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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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工程地质特征

本地块内的地层结构参考紧邻地块北侧的北辰美嘉地块的工勘报告《潍坊经

济区清源社区一期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地块自上而下揭露全新统 1层，更

新统 9层。

表 3.1-1工程地质特征一览表

层数 性质 特征

1层 素填土（Q4ml）

黄褐色，以黏性土为主，含少量小砖屑，稍湿，稍密。地块普

遍分布，厚度： 0.90~1.30m，平均 1.03m；层底标高：

14.70~15.45m，平均15.04m；层底埋深：0.90~1.30m，平均1.03m。

2层
粉质黏土

（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摇振反应无，切面稍有

光泽，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可塑-硬塑。地块普遍分布，厚

度：2.80~3.40m，平均 3.13m；层底标高：11.65~12.35m，平均

11，92m；层底埋深 4.00~4.30m，平均 4.16m。

3层
粉质黏土

（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摇振反应无，切面稍有

光泽，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硬塑.坚硬。地块普遍分布，厚

度：3.00~4.00m，平均 3.49m；层底标高：8.04~8.80m，平均

8.42m；层底埋深：7.20~8.20m，平均 7.65m。

4层 粉土（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局部近粉砂，摇振反应

中等，切面无光泽反应，低干强度，低韧性，稍湿，密实，地

块普遍分布，厚度：0.80~1.50m，平均 0.9m；层底标高：

6.89~7.59m，平均 7.23m；层底埋深 850~9.20m，平均 8.84m。

5层 粉砂（Q3al+pl）

褐黄色，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云母

片，湿-饱和，中密。地块普遍分布，厚度：1.30~2.70m，平均

1.79m；层底标高 4.35~5.92m，平均 5.44m；层底埋深：

10.20~11.40m，平均 10.64m。

6层
粉质黏土

（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局部近粉土，摇振反应

无，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可塑。地块普遍

分布，厚度：1.40~2.70m，平均 2.12m；层底标高 2.55~3.89m，

平均 3.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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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层 粉土（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摇振反应中等，切而无

光泽反应，低干强度，低韧性，湿，密实。地块普遍分布，厚

度：1.30~2.40m，平均 1.67m；层底标高：0.95~1.88m，平均

1.65m；层底埋深：14.20~14.80m，平均 14.42m。

8层 粉砂（Q3al+pl）

褐黄色，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云母

片，饱和，密实。地块普遍分布，厚度 330~4.00m，平均 3.65m；

层底标高：-2.35~-1.72m，平均-2.06m；层底埋深：17.80~18.40m，

平均 18.12m。

9层 粉土（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摇振反应中等，切面无

光泽反应，低干强度，低韧性，湿，密实。地块普遍分布，厚

度：1.90~2.40m，平均 2.13m；层底标高-4.55~-3.95m，平均

-4.19m；层底埋深：20.20~20.30m，平均 20.24m。

10层
粉质粘土

（Q3al+pl）

褐黄色，含少量氧化铁质斑点和姜石，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干

强度，中等韧性，硬塑。该层未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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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筑物与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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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工程地质部分剖面图（部分）

3.1.7土壤

潍坊市自南至北分布着棕壤、褐土、潮土、砂姜黑土和盐 15大土类、15个

亚类、34个土属、110个土种。棕壤土类主要分布南部山丘地带，占可利用土壤

面积的 26.4%，适宜种植喜酸嫌钙植物，如松、柞、茶、栗等。褐土主要分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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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南部，占 7.29%，适宜喜钙嫌酸等植物的生长。潮土主要分布市域中北部，

占 19.9%，其中脱潮土是粮、菜精种高产土壤，湿潮土适宜种植小麦、大豆、棉

花、麻类等。砂姜黑土主要分布胶莱河流域及其低洼地区，占 8.98%。盐土主要

分布北部滨海地带，占 7.43%。

本地块土壤类型为潮土土类。

3.1.8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潍坊经济开发区是经国家发改委审核确立的省级开发区，享有地市级审批权

限。开发区总规划面积 96平方公里，辖 3个街道、总人口 15万。综合实力位列

全省省级开发区第一方阵，建有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和北辰高新投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获批省级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通过预验收。

作为潍坊市的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窗口，经济区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广泛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是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和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三区叠加之地。

经济开发区位于潍坊市中心城区，区内地势平坦、交通便捷。青银高速、济

青高铁、潍日高速穿境通行，北海路、月河路、西环路纵贯南北，玄武街、民主

街、北环路横穿东西，以及即将动工的城海轻轨、新机场迁建工程，共筑起立体

交通网络，通江达海，畅连全国。拥有青银高速 13、14号两个站口，距潍坊港

约半小时车程，距青岛港、青岛国际机场和济南国际机场仅需一个多小时车程。

经济区按照建设“活力开发区、魅力生态城、城市新中心”的发展思路，规划

实施了“一核三轴三片”发展布局，着力打造产业聚集、生态宜居的创富天堂。“一

核”即智慧核心，位于开发区行政中心 3平方公里辐射范围内，着力打造以科技

创新为主体的智慧流汇聚之地。“三轴”，即北海路产业配套发展轴带、白浪河休

闲生态发展轴带和西外环路商贸物流发展轴带。“三片”即现代服务业发展片区、

城市工业发展片区、都市农业发展片区。

3.2敏感目标

查阅本地块及其周围影像资料，结合现场踏勘可知，本地块周围 1000m范

围内无湿地、历史遗迹、人文景观、军用设施等敏感区域。

本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的主要敏感目标详见表 3.2-1和图 3.2-1。



28

表 3.2-1地块周围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敏感目标类型 相对方位 距离

1 潍坊锦城中学 学校 S 50m

2 北辰花园 居民区 S 350m

3 北辰白鹭湾 居民区 SE 50m

4 海泰绿洲 居民区 SE 350m

5 北辰杏林苑（在建） 居民区 E 60m

6 北辰杏林苑北区（在建） 居民区 NE 420m

7 龙爪树村 居民区 NE 700m

8 北辰美嘉 居民区 N 400m

9 马家埠村 居民区 NW 800m

10 罗家村 居民区 NW 880m

11 帝景城 居民区 W 350m

12 李家庄子安置小区 居民区 SW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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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本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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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现状

2020年 10月 9日，我单位组织调查工作小组对本地块进行初次现场踏勘。

初次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处于农用地停耕状态，地块内杂草/杂树丛生。地块内无

刺激性气味及污染和腐蚀的痕迹；地块内不存在河流或坑塘等地表水体。

本地块现状见图 3.3-1。

C地块 C地块

D地块 D地块

图3.3-1本地块现状图

3.3.2地块历史

通过谷歌地图历年卫星影像，结合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得知本

地块的使用历史：

本地块两块农用地（C地块、D地块）在 2018年以前一直种植苹果树，2018

年果树被刨除，农用地荒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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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块、D地块种植苹果树 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2002年谷歌地图 2011年谷歌地图

2012年谷歌地图 2013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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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C地块、D地块种植的苹果树被砍伐，其他

无变化

2014年谷歌地图

2017年谷歌地图

2015年谷歌地图

2018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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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前无变化

图 3.3-2本地块历史卫星影像（比例尺 1：1807）

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初次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北侧为荒地，西侧为东王家庄村宅基地，南侧隔永康

街为锦城中学，东侧为向阳路。

本地块与相邻地块分布图见图 3.4-1，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4-2。

2020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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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本地块与相邻地块分布图

相对位置 地块名称 现状照片

北侧 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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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
东王家庄村

宅基地

南侧
潍坊

锦城中学

东侧 向阳路

图 3.4-2相邻地块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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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图见图3.4-2。

表3.4-2相邻地块的历史沿革

相对位置 使用历史

北侧 农用地，主要种植苹果树，约2018年苹果树刨除，荒弃至今

西侧 一直为东王家庄村宅基地

南侧 2004年以前为农用地，主要种植玉米和苹果树；2004年至今为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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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锦城中学

东侧 2008年以前为农用地，2008年至今为向阳路

北侧为农用地；东侧为农用地；南侧为农用地；西侧为东王家庄村宅基地

2002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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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为向阳路，南侧为潍坊锦城中学；其他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2011年谷歌地图

2012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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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2013年谷歌地图

2014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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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2015年谷歌地图

2017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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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比例尺 1：1807）

北侧为荒地，其他同之前无变化

同之前无变化

2018年谷歌地图

2020年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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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潍坊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拟在本地块建设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

园，其用地性质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潍坊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见图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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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潍坊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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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污染识别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制定了资料收集分类（见表 4.1-1、4.1-2、4.1-3）。

在能收集到如下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整理，有助于本次地块环境调查的

针对性。

4.1.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表 4.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具体资料清单 获取途径 材料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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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调查地块应根据通知

要求严格做好土壤调

查工作

2
《潍坊经济区清源社区一期工程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
委托单位

地块自上而下揭露全

新统 1层，更新统 9

层

3
《关于确定体育公园用地是否涉及污

染的函》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

山东潍坊经济开发

区分局

确定调查地块面积、

原土地用途

4.1.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表 4.1-2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具体资料清单 获取途径 材料分析

1 基础资料

调查地块边界、占地面积等 委托方
调查地块四至、面积

统一

地块现状 现场踏勘 农用地（荒弃状态）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委托方 /

地块地下和地上管线资料 委托方和人员访谈 无地下和地上管线

各类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网络收集、人员访谈 无环境污染事故

2 地块历史 土地权属变更 委托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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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资料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

域的开发活动状况的航片

或卫星图

谷歌地图 农用地

4.1.3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表 4.1-3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材料分析

区域自然气象资料 网络收集 常年主导风向南风

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 参考地勘报告 调查地块土壤分层

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网络收集 地下水流向为南至北

区域社会经济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部门、委托方 已获取

相邻地块土地利用

（历史变迁、现状、规划）

谷歌地图、现场踏勘、人

员访谈
地块 1000m范围无工业企业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现场踏勘 周边主要为学校、小区、村庄

根据以上历史资料及相关资料分析得知，调查地块历史上作为农用地（种植

苹果树），该地块未作为工业用地，没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该地块土壤

污染的可能性很低。

4.2现场踏勘

4.2.1现场踏勘要求

（1）安全防护准备

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对人员进行了地块安全教育和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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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及周围 1000m范围。本地块位于潍坊经济开发区永康街以北、向阳

路以西，土地总面积 29074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 36.77469N，119.09951E。

本地块由两块农用地（C地块、D地块）组成：C地块面积 12406平方米，

原为东王家庄村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2298平方米，西贾庄村 108

平方米），正在办理土地征收手续；D地块面积 16668平方米，原为东王家庄村

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3796平方米，西贾庄村 2872平方米），为国



45

有存量土地。

（3）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现场踏勘主要结合地块内原有相关资料（如产品、生产历史等）和水文地质

资料，识别或判别历史活动对地块环境潜在的污染来源、污染途径等。根据周边

的环境敏感状况和地块的潜在污染特征，判别地块可能存在的环境健康风险。

现场踏勘以本地块为主，辅以潜在污染可能影响的周边区域。在现场踏勘过

程中，对资料分析识别出的潜在污染点和环境敏感点进行确认，同时对现场有毒

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和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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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

体、废物堆放地、井等进行重点关注，并进行拍摄和现场笔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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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现场及周边踏勘情况

初次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处于农用地停耕状态，地块内杂草/杂树丛生；地块

内无刺激性气味及污染和腐蚀的痕迹；地块内不存在河流或坑塘等地表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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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情况

202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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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内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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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内无放、辐射源

周围区域重点排污企业情况 无重点排污企业存在

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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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

用地，未存在过污染企业。根据地块性质及本地块周边无工业企业分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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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块内布设 6个现场快速检测点位，在地块外布设 1个现场快速检测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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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

（1）根据地块污染情况，使用光离子化检测仪（PID）对土壤 VOCs 进行

快速检测，使用 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对土壤重金属进行快速检测。根据

地块污染情况和仪器灵敏度水平，设置 PID、XRF等现场快速检测仪器的最低检

测限和报警限，并将现场使用的便携式仪器的型号和最低检测限进行记录。

（2）现场快速检测土壤中 VOCs时，用采样铲在 VOCs取样相同位置采集

土壤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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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最高读数。

本次现场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见图 4.2-1，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4.2-2，样

品 PID、XRF测试数据监测见表 4.2-2。

图 4.2-1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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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现场快速检测照片（部分点位）

表 4.2-2PID、XRF测试数据监测结果表

快检点

位编号

测试

深度

快速检测结果

XRF（ppm） PID

（ppm）砷 铜 镍 铅 汞 镉

D1 0-0.2m 3 14 25 15 ND ND 0.537

D2 0-0.2m 4 15 21 12 ND ND 0.523

D3 0-0.2m 4 18 19 15 ND ND 0.294

D4 0-0.2m 1 5 2 20 ND ND 0.777

D5 0-0.2m 3 4 18 13 ND ND 0.746

D6 0-0.2m 3 12 26 13 ND ND 0.548

对照点

D7
0-0.2m 3 16 14 16 ND ND 0.447

现场快速检测过程中，未发现本地块有明显的污染状况。各样品 PID测试数据、

XRF测试数据结果普遍较低，且与地块外对照点的测试数据相比，数据基本无差异，

证明本地块不存在污染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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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人员访谈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及周边居民等 10人开展

了访谈。本次人员访谈主要通过当面交谈及电话交谈的方式进行访谈。

人员访谈访谈对象信息见表 4.3-1，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见表 4.3-2，人员访谈照片

见图 4.3-1。

表 4.3-1人员访谈一览表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访谈时间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分局工作人员李科长 电话访谈 2020.10.12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经济分局刘科长 电话访谈 2020.10.12

东王家庄村村委工作人员 当面访谈 2020.10.12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东王家庄村村民 当面访谈 2020.10.15

表 4.3-2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序号 访谈问题 回答整理

1 该调查地块的历史沿革？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本地块在 2018年以前一

直种植苹果树，约 2018年果树被刨除，农用

地荒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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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本地块原是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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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本地块原是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

4 该调查地块历史上是否曾涉及工业 否，本地块原是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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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污染？

5
该调查地块历史上是否有监测数据

表明存在污染？
否，本地块原是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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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本地块原是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

7
该调查地块是否存在来自紧邻周边

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否，本地块原是农用地，不存在工业企业。

8 其他情况说明 无

图 4.3-1人员访谈照片（部分）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本地块在 2018年以前一直种植苹果树，2018年果树被

刨除，农用地荒弃至今。

本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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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

固废填埋等情况；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历史上不存在监测数据表明存在

污染；历史上历史上不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地块紧邻周边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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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污染源；现场调查不存在土壤地下水污染迹象，周边无污水沟渠、危废堆场。

4.4污染源与污染途径的分析

经现场踏勘可知，本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存在的企业为西北方向距本地

块约 950m的上实环境城西（潍坊）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但划入 1000m范围内的

为该企业的办公楼，生产区域未划入 1000m范围。

综上，本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不存在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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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果与分析

5.1调查结果

潍坊经济开发区体育公园地块位于潍坊经济开发区永康街以北、向阳路以

西，土地总面积 29074平方米，中心地理坐标为 36.77469N，119.09951E。

本地块由两块农用地（C地块、D地块）组成：C地块面积 12406平方米，

原为东王家庄村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2298 平方米，西贾庄村 108

平方米），正在办理土地征收手续；D地块面积 16668平方米，原为东王家庄村

和西贾庄村农用地（东王家庄村 13796平方米，西贾庄村 2872平方米），为国

有存量土地。

本地块在 2018年以前一直种植苹果树，2018年果树被刨除，农用地荒弃至

今。

本地块历史上历史上无工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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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

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历史上不存在监测数据

表明存在污染；历史上历史上不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地块紧邻

周边无重大污染源；现场调查不存在土壤地下水污染迹象，周边无污水沟渠、危

废堆场。

现场快速检测过程中，未发现本地块有明显的污染状况。各样品 PID 测试

数据、XRF测试数据结果普遍较低，且与地块外对照点的测试数据相比，数据

基本无差异，证明本地块不存在污染迹象。

5.2一致性分析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见表 5.2-1。

5.2-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表

关注的问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分析

地块

用地历史

2002年至 2020年历史影

像资料显示，本地块一直

为农用地。

农用地已荒弃，

杂草/杂树丛生。

本地块以前种植苹

果树，2018年苹果树

刨除，荒弃至今。

一致

相邻地块用 2002年至 2020年历史影 地块南侧为潍坊 南侧地块由农用地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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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历史 像资料显示，南侧地块由

农用地转变为潍坊锦城

中学，西侧一直为东王家

庄村宅基地，北侧由农用

地转变为荒地，东侧一直

为道路（向阳路）。

锦城中学，地块

西侧为东王家庄

村宅基地，地块

北侧为荒地，地

块东侧为道路

（向阳路）

转变为潍坊锦城中

学，西侧一直为东王

家庄村宅基地，北侧

由农用地转变为荒

地，东侧一直为道路

（向阳路）。

地块内潜在

污染源

历史影像资料显示本地

块一直为农用地，不存在

工业企业。

本地块内无工业

企业。

本地块历史上不存

在企业。
一致

地块周边潜

在污染源

本地块周边 1000m范围

不存在工业企业。

本地块周边

1000m范围不存

在工业企业。

本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不存在工业企

业。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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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三种途径收集场地相关

信息，通过开展现场快筛，确定调查地块无污染，以科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对目

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结合场地条件、历史资料等多种因素，场

地调查工作的开展尚存在以下不确定性，现总结如下：

1、本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是根据有限数量的现场快速检测点位所获得，尽

可能客观的反应场地污染物分布情况，但受现场快速检测点位数量、位置等因素

限制，所获得的污染物空间分布和实际情况会有所偏差。

2、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评估依据

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且由于地下环境状况评估特有的不确定

性，存在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已改变的或不可预计的地下状况。

3、调查小组尽全力获取编制报告所需的相关数据信息，本报告根据报告准

备期间所获得的最新信息资料撰写，但由于调查时间及资料信息本身的时效性等

原因，调查组不能确保本报告内容在未来长时间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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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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本地块及周围紧邻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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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管理后续工作建议如下∶

（1）本地块在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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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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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采取地下水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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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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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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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山东潍坊经济开发区分局《关于确定体育公园用地是

否涉及污染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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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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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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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现场快速检测照片

D1 D2

D3 D4

D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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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点 D7



74

附件 6现场快速检测结果

D1 D2

D3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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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D6

D7

XRF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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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D2

D3 D4

D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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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PID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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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引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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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岩土勘查报告地块与本地块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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