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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本次调查地块为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78号改造项目地块（以下简称“本

地块”），位于江西路以北、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7436ºN，

东经 120.38845ºE，本地块面积为 5770.59平方米。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

建设华普商务会馆，作为办公楼使用，办公楼西侧及东侧建有平房，曾分别作为

职工宿舍、汽修店、餐馆使用。截止现场踏勘时，地块内西侧平房已拆除，东侧

平房已闲置，办公楼内正常运营。

本地块未来的用地规划为商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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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锦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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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78号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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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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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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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认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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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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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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根据《青岛市市南区中片控制性详细规划》，本地块

未来的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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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78号改造项目地块，

位于江西路以北、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7436ºN，东经

120.38845ºE，本地块面积为 5770.59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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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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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备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图 2.2-3 本地块勘测定界图

江西路

高

邮

湖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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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江西路 76、78号改造项目地块拐点 CGCS2000坐标

坐标

点位
X Y

J1 3993894.285 40534942.832

J2 3993894.887 40535042.603

J3 3993894.887 40535042.623

J4 3993839.952 40535052.609

J5 3993839.294 40534942.832

J1 3993894.285 4053494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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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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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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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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

理工作的通知》（青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0〕29号）；

（6）《关于印发青岛市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指引的通知》（青环

发〔2020〕29号）；

（7）《关于印发青岛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指南（施行）

的通知》（青环发〔2020〕51号）。

2.4.4其他相关资料

（1）《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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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申请确认江西路 76、78号地块控规规划指标复函》；

（3）《青岛市市南区中片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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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西南端(东经 120°22'，北纬 36°06')、黄海之滨。青岛依山

傍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全市海岸线（含所属

海岛岸线）总长为 870km，其中大陆岸线 730km，占山东省岸线的 1/4。海岸曲

折，峡湾相间。青岛现辖六区四市，总面积 10654km2，总人口 816.76万人。项

目所在区域交通方便快捷自然环境优越。

市南区地处青岛市区南部，位于东经 120°19'、北纬 36°04'，西起团岛与青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隔胶州湾相远，东至麦岛与崂山区（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毗邻，

北与市北区相接。辖区东西长 12.7千米，南北最宽处 4.8千米，面积 30.01平方

千米。

本地块位于位于江西路以北、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7436

ºN，东经 120.38845ºE，本地块面积为 5770.59平方米。

3.1.2地形地貌

青岛为海滨丘陵城市，地势东高西低，南北两侧隆起，中间低凹，其中山地

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15.5%、丘陵占 25.1%、平原占 37.7%、洼地占 21.7%。

青岛地区属华北地台鲁东地盾的一部分，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新华夏隆起带

次级构造单元——胶南隆起区东北缘。由于地壳上升剥蚀，境内缺失古生界地层，

主要分布的地层有：元古界震旦系前的变质岩层，中生界侏罗系莱阳组，白垩系

青山、王氏组，以及新生界的地层。市区地层出露有：前寒武等的元古界胶南群；

缺失整个古生界；中生界出露有上侏罗统莱阳组、下白垩统青山组和上白垩统王

氏组；新生界分布广泛，层位为中、上更新统和全新统。区域内白垩系青山组火

山岩层发育充分，出露十分广泛。岩浆岩以元古代胶南期月季山式片麻状花岗岩

及中生代燕山晚期的艾山式花岗闪长岩和崂山式花岗岩为主。市南区全部坐落于

该类花岗岩之上，建筑地基条件优良，其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自第三纪以来，

以整体性较稳定的断块隆起为主，上升幅度一般不大。

区域地貌从形态上分有山地、丘陵、滨海低地等，主要是由古老结晶岩基底

经过断裂错动和河流与海水的分割剥蚀，形成现有的地貌形态。由于崂山地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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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多次侵入，形成区域东北高西南低的地貌特征。受断块隆起与凹陷带控制，

在沿海断块与海水的冲刷作用下，沿海发育成海湾、岬角、岛屿等海岸带地貌。

3.1.3气象、水文

市南区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属温带季风气候；由丁海洋环境的直接调节，受

米白洋面上东南季风及海流、水团的影响，故又具有显著的海洋性气候特点。空气

温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春季气温回升缓慢，较内陆迟 1个月；夏

季温热多雨，但无酷暑；秋季天高气爽，降水少，蒸发强；冬季风大温低，但无严

寒，持续时间较长。据 2002年测定，最热的 7月份，平均气温 25.3℃；最冷的 12

月份，平均气温零下 1.9℃。年平均降雨量 424.6毫米。

市南区辖区内分布有青岛河、浮山口等沿岸河流发源于沿海丘陵区，河流源短

流急，夏、秋水量较丰，冬、春基本断流，属季节性河流。德国侵占时期，青岛河

修建为大学路。20世纪 80年代后，其他各条河流经历次修整改造，成为城市道路或

地下排水管网系统。

3.1.4区域地质构造与地质条件

（1）区域地质条件：

市南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新华夏隆起带次级构造单元——胶南隆起区东

北缘和胶莱凹陷区中南部。区内缺失整个古生界地层及部分中生界地层，但白垩

系青山群火山岩层发育充分，在本市出露十分广泛。岩浆岩以元古代胶南期月季

山式片麻状花岗岩及中生代燕山晚期的艾山式花岗闪长岩和崂山式花岗岩为主。

市区全部坐落于该类花岗岩之上，建筑地基条件优良。本区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

自第三纪以来，区内以整体性较稳定的断块隆起为主，上升幅度一般不大。

（2）区域地质构造：

青岛地质构造背景简单，体现区域华夏式构造体系特点，东西向板块挤压形

成的以北东、东西向为主要构造行迹的构造体系为主，褶皱构造不发育，断裂构

造比较发育，但一般规模不大，级次不高。

青岛市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华北地台，"青岛一海阳"断块凸起的 V级构造单

元的南部。自太古代～元古代以来一直处在一个长期、缓慢、稳定的上升隆起状

态，缺失华北型地层沉积。自中生代燕山晚期以来，区域性构造活动强烈，发生

大规模、区域性酸性岩浆侵入，形成稳固的花岗岩岩基。随后受华夏式构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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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形成 NE向为主的压扭性断裂构造。其后，酸性～中基性岩浆沿岩基内薄

弱面入侵，形成煌斑岩、花岗斑岩等浅成相岩脉，与花岗岩岩基组成复合岩体。

它们之间虽然岩性不同，但属于同源异相的岩浆岩类硬质岩石，是坚硬稳固

的地

质体。在漫长的地壳抬升、风化、剥蚀、夷平作用的反复改造下，使燕山晚

期稳固的花岗岩体，以基底形式分布于地表或地下一定深度内，并在长期风化作

用下形成了一定厚度的风化带，其上沉积了厚度不一的第四纪松散堆积物。

区域上较大的地质构造有;胶州断裂、郭城~即墨断裂、朱吴～店集大断裂

中的沧口断裂，这三条断裂同属新华夏系Ⅲ级微弱全新活动断裂。

1、胶州断裂（压扭性断裂）∶该断裂自安丘县南部，经胶州至马个庄一带，

呈东西走向，全长约 75km，倾角 75°左右，断裂带上盘为青山群地层（KO），

下盘为王氏群（KW）地层。在区域上该断裂属纬向构造体系，为 V级构造单元

边界。

2、郭城~即墨断裂（张扭性断裂）;该断裂自海阳县郭城至即墨市南部，全

长 130km。断裂带走向 40°~50°，倾向南东，倾角 70°~80°。绝大部分被第四系

覆盖，断裂带下盘为青山群火山岩系，上盘为王氏群（KW）及青山群（KO）地

层。断裂破碎带宽几十米至几百米，在区域上属华夏构造体系，属张扭性断裂。

3、沧口断裂（压扭性断裂）∶该断裂由北部铁骑后一带进入区内，往南西

经夏庄、丹山至沧口进入胶州湾，可能再至灵山卫东进入黄海。该断裂控制了白

垩纪的火山喷发和沉积作用，以及崂山地区燕山晚期花岗岩的侵入活动，并将该

岩体断错，上盘为王氏群（KW）及青山群（KO）地层，下盘为燕山晚期花岗岩。

根据资料了解，该断裂穿距离本场区最近，走向约 NE40°。

对场区影响比较大的断裂为"沧口断裂"。沧口断裂为区域上朱吴一店集断裂

南延部分，沧口断裂绝对年龄在（26.72±0.78）万 a至（13.0±1.1）万 a，地质年

代相当中-晚更新世。走向 40度，倾向 310度，倾角 50~86度，主断面最宽处达

100m，该断裂控制莱阳群、青山群沉积岩及岩浆岩的分布，断裂西北部以莱阳

群、青山群及第四系为主的平原区，东南部以崂山花岗岩为主的低～中山区，沧

口断裂为左行压扭断裂，具长期、多期活动历史。

青岛市地质构造图见图 3.1-1，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地质图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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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青岛市地质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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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本地块所在地 1：20万地质图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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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1、地下水类型。

1）地表水

青岛市共有大小河流 23条，以崂山山脉为分水岭呈放射状展布，均属沿海

近缘水系。其中向西注入胶州湾的白沙河、五龙河、李村河、张村河等 8条，向

西注入黄海的有土寨河、干哥庄河等 8条，向南流入黄海的有南力.水河、凉水

河、洼凉河等 6条，向北流入即墨市的 1条。所有河流流量明显受降水控制、季

节性变化明显。

2）地下水

青岛地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构造~剥蚀残区、山麓斜坡堆积区及河流侵蚀堆积

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第四系孔隙水又分为上层滞

水、潜水和承压水。

第四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大沽河、白沙河-城阳河、白马-吉利河、王戈庄河、

洋河、张村-李村河等大小河流中下游河谷平原和大泽山西南侧山前平原，含水

岩组主要由第四系冲积、冲洪积层不同粒径的砂及砂砾石组成，透水性强，水量

丰富，单井出水量可达 1000m/d以上，水力性质基本属于孔隙潜水，局部地段在

高水位时具弱承压性，其中大沽河、白沙河-城阳河为青岛市重要供水水源地。

块状、层状岩类裂隙水含水岩组;主要分布于崂山、大泽山及大小珠山大片地区，

含水岩组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片麻岩、变粒岩、片岩等。风化带深度一般不

超过 30m，富水性弱，单井出水量小于 30m³/d，局部构造裂隙密集带比较富水，

单井出水量可大于 100m²/d，最大可达 500m³/d，但分布极不均匀。青岛市区域

水文地质图见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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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青岛市区域水文地质图

2、区域地下水动态

地下水的动态是地下水补给量和排泄量随时间动态均衡的反映。当地下水的

补给量大于排泄量时，地下水位上升。反之，当地下水的补给量小于排泄量时，

地下水位就下降，各层地下水的动态各有其特点。

由于受地形条件控制，地下水、地表水分水岭基本一致，不同的流域内地下

水自成单元，相对独立。基岩裂隙水与第四系孔隙水一脉相承，动态变化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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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下水的动态特征受气象、水文因素影响，该区地下水动态变化曲线为

水文气象型，地下水动态基本处于自然状态，年内受降水制约，季节性变化明显，

动态曲线呈波状起伏，总体变化规律为 7~9 月份为丰水期，地下水位回升呈波

峰，之后随降水减少及径流和蒸发排泄，水位缓慢下降。期间若有秋种用水，则

出现一短期小低谷。11月至翌年 3 月用水、蒸发量均减少，地下水位持平后缓

慢回升。4~7月份，干旱少雨，蒸发量增大，地下水位下降呈最低谷。年际间变

化是遇丰水年水位回升，枯水年水位下降。青岛市地下水动态监测曲线图见图

3.1-4，由图可知，青岛市地下水年变幅约 1-2米。

图 3.1-4 地下水动态监测图

3、地下水流向

根据区域地形地貌及水文地质条件，市南区总体地下水流向自东向西，局部

地下水流向受地形地貌控制。根据区域及周边水文地质资料，场区及周边无地表

水及第四系孔隙水，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垂直入渗补给，故本场区地

下水总体流向与地形坡降基本一致，地下水的总体流向为自东北向西南。本地块

所在地 1：20万水文地质图见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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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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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东北方向约 1500m的《延吉路 8 号地块

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其相对地理位置图见图 3.1-6，

本地块位置



17

图 3.1-6 本地块与延吉路 8号地块相对位置图

按地层自上而下、地质年代由新到老的层序分述如下：

1、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层（Q4m1）

第 1层、素填土

该层层厚 0.40~5.30米，层底标高 53.84~73.58米。场区多数地段厚度小于 3

米，sl#、s3#、s9#、s10#厚度 3.10~5.30米。灰褐色，松散~稍密，干。成分以砂

土为主，夹有少量碎石、砖块，粒径 2~5cm。个别地段夹有少量黏性土。场区内

填土层整体均匀性差，强度差异性大，工程性状不稳定。该层不含水，透水性不

均，总体属中等~强透水层。

2、第四系上更新统洪冲积层（Q3a1+p1）

第 11层、粉质粘土

揭露于 sl#、s6#、s7#、s10#钻孔，层厚 1.00~3.70米，平均厚度 2.45米，层

底标高 50.44~69.13米。褐黄色，可塑，见少量铁锰氧化物及其结核，含 5%~20%

粗砾砂颗粒及风化碎屑，韧性较好，切面较光滑，干强度高，底部含有大量花岗

岩风化碎屑。局部地段相变为黏土。该层不含水，透水性微。

3、基岩

本地块位置

延吉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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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钻探发现，场区基岩面总体埋深较小~中等，东向西缓倾，主要为燕山

晚期粗粒花岗岩。根据相关规范规定，结合野外鉴别及我院对青岛地区基岩的经

验，将揭露的基岩划分为强风化带。

第 16层、粗粒花岗岩强风化带（Y53）

所有钻孔揭露该层。

揭露厚度 0.20~0.80米，揭露层顶标高 50.44~73.58米。

肉红色，粗粒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份以长石、石英为主，矿物蚀变强烈，

裂隙发育，岩体破碎，岩芯手搓呈粗砂~角砾状。

根据经验：风化节理裂隙密集发育带属于弱透水层。

3.1.7土壤

青岛市土壤主要有棕壤、砂姜黑土、潮土、褐土、盐土等 5个土类。

棕壤，面积 49.37万公顷，占土壤总面积的 59.8%。是青岛市分布最广、面积最

大的土壤类型，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及山前平原。土壤发育程度受地形部位影响，

由高到低依次分为棕壤性土、棕壤、潮棕壤等 3个土属。棕壤性土因地形部位高、

坡度大、土层薄、侵蚀重、肥力低，多为林、牧业用；棕壤和潮棕壤是青岛市主

要粮食经济作物种植土壤。本地块本地块土壤类型为普通棕壤，本地块土壤类型

图见图 3.1-7。

图 3.1-7 本地块土壤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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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市南区地处青岛市区南部，位于东经 120°19'、北纬 36°04'，西起团岛，

与黄岛区隔胶州湾相望，东至麦岛，与崂山区毗邻，北与市北区相接，南临黄海。

辖区东西长 12.7千米，南北最宽处 4.8千米，面积 30.01平方千米。1987年，辖

区有 14个街道办事处。2004年 5月，调整为 9个街道办事处和 1个社区工作委

员会，分别为八大峡街道、云南路街道、中山路街道、八大关街道、湛山街道、

香港中路街道、八大湖街道、金门路街道、珠海路街道办事处及江苏路社区工作

委员会，下设 78个社区居委会。2008年 6月，江苏路社区工作委员会改为江苏

路街道办事处。2011 年 3月，对八大峡、云南路、中山路、八大关、金门路、

珠海路 6个街道规模较小的部分社区进行调整，减少社区 13个。2017年 9月，

在全省率先实施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社区由 65个调整至 50个。2018年末，

全区总人口为 58.83万人（常住人口）。

根据青岛市统计局首次统一核算并反馈结果显示，201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

值 1217.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4%。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131.09亿元，增长 10.0%；第三产业增加值 1086.38亿元，增长 4.9%。二三次产

业比例为 10.8∶89.2。财政收入质量稳步提高。2019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 87.22亿元，剔除大企业外迁因素影响，增长 1%；区级税收收入累计

完成 72.43亿元，税收比重 83%，居十区市首位，高于全市 10.4个百分点。全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49.61亿元，同比下降 19.2%。全年全区实现全口径

税收收入 188.91亿元。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截止 2019年末，全区经工商

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 34989户，从业人员 68531人，注册资本（金）17.06

亿元；私营企业 53682户，从业人员 204341人，注册资本（金）3686.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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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敏感目标

本地块江西路以北、高邮湖路以东，总用地面积为 5770.59m2。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见图 3.2-1，敏感目标情况见表 3.2-1。

图 3.2-1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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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山所集团 住宅 E 4

2 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学校 NE 60

3 船院公寓 住宅 E 166

4 海洋地质研究所 办公楼 NE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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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海景苑 住宅 NE 300

6 海地所宿舍 住宅 NE 328

7 青岛卫生宿舍 住宅 NE 310

8 和谐家园 住宅 NE 326

9 城市梦想家 住宅 NE 331

10 逍遥居 住宅 E 330

11 福林小学 学校 NE 850

12 天台路小区 住宅 N 750

13 仙居路小区 住宅 N 660

14 盐务局宿舍 住宅 N 550

15 远洋新村 住宅 NW 260

16 青岛第六橡胶厂宿舍 住宅 NW 550

17 大润发 商超 NW 630

18 田家花园 住宅 NW 725

19 青岛二中 学校 NW 70

20 中联广场公寓 住宅 NW 500

21 宁夏路小区 住宅 NW 670

22 青岛钟表厂宿舍 住宅 NW 672

23 洞庭湖路小区 住宅 NW 305

24 南京路小学 学校 W 380

25 金华公寓 住宅 W 470

26 青啤花园 住宅 S 30

27 闵江苑 住宅 S 360

28 银城花园 住宅 S 400

29 云霄路小区 住宅 S 360

30 浮东小区 住宅 SW 130

31 园林局宿舍 住宅 SW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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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书香苑 住宅 SW 286

33 诚基公寓 住宅 SW 349

34 青岛烟卷厂宿舍 住宅 SW 320

35 中远公司宿舍 住宅 SW 618

36 新贵都 住宅 SW 536

37 浮山所小区 住宅 SW 626

38 青岛烟卷厂家属院 住宅 SW 647

39 贵和新园 住宅 SE 115

40 贵和花园 住宅 SE 315

41 福州新村 住宅 SE 406

42 绿岛嘉园 住宅 SE 428

43 福华园 住宅 SE 207

44 福苑小区 住宅 SE 587

45 鲁信长乐花园 住宅 SE 469

46 华丽广场 商业区 SE 721

47 中商广场 商业区 SE 740

48 泛海名人广场 商业区 SE 590

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地理位置

本地块位于市南区江西路以北、高邮湖路以东，面积为 5770.59平方米。本

地块北至待开发空地，东至浮山所集团，西至待开发空地，南至江西路。

3.3.2地块现状

截止至 2022年 1月 11日现场踏勘时，院内地面均已硬化，本地块内原有建筑

物（华普商务会馆）未进行拆除，办公楼内商户仍在此经营，西侧平房已于 2021年

拆除，东侧平房现已闲置，无经营活动。本地块目前未被开发利用，土壤未被扰动。

本地块现状见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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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地块现状一览表

位置示意图 现状照片 现状

本地块中部华普商务会馆，中泰证券

现在此办公。

本地块西侧原为修车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平房已拆除，建筑垃圾已清运，

现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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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北侧现已闲置。

本地块东侧平房原为饭馆，现已闲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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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东北侧板房原为商户的宿舍，

现已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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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地块历史

根据人员访谈得知，本地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约于 1990年

左右在此建设华普商务会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用。本地块东侧及西侧平房在

90年代后期陆续建设，主要用于餐饮服务、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舍。约

于 2014年起在本地块西北侧平房内从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营业后搬

迁。西南侧平房为园林公司单位宿舍。2021年，本地块内西侧平房进行拆除，

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已进行清运。2021年 6月，东侧商户搬迁，东侧平房现已闲

置。本地块内主要建筑物为华普商务会馆，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西路

证券营业部在此办公。截止 2022年 1月现场踏勘时，本地块内未进行进一步的

开发活动，土壤未被扰动。

本地块 2003年前历史影像存在缺失，根据人员访谈得知，本地块内办公楼

未建设之前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基本可排除无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本

地块使用历史见表 3.3-1，本地块历史卫星影像（2003年-2021年）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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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之前 农用地 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使用农家肥，较少使用农药。

1990年至今 商业用地

1990年代左右建设华普商务会馆，一直作为办公楼使用至

今。东侧及西侧平房在90年代后期陆续建设，主要用于餐

饮服务、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舍。2021年，本地块

内西侧平房进行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已进行清运。2021

年6月，东侧商户搬迁，东侧平房现已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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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本地块历史卫星影像（2003年-2021年）

年份 卫星影像 状态

2003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

园林公司宿舍，东侧

平房为餐馆及商户

临时宿舍，主体建筑

为办公楼。

2005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园

林公司宿舍，东侧平

房为餐馆及商户临时

宿舍，主体建筑为办

公楼。

2007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园

林公司宿舍，东侧平

房为餐馆及商户临时

宿舍，主体建筑为办

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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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园

林公司宿舍，东侧平

房为餐馆及商户临时

宿舍，主体建筑为办

公楼。

2010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园

林公司宿舍，东侧平

房为餐馆及商户临时

宿舍，主体建筑为办

公楼。

2011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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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2013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2014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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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2018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2019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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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东侧平房为餐

馆及商户临时宿舍，

主体建筑为办公楼。

2021年

本地块西侧平房为洗

车修理店及园林公司

宿舍，2021年西侧平

房拆除完毕。东侧平

房为餐馆及商户临时

宿舍，商户已于同年

搬迁，东侧平房现已

闲置。主体建筑为办

公楼，仍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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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本地块北侧及西侧现为待开发空地，目前处于闲置状态；东侧现为浮山所集

团，为住宅小区。南侧现为青啤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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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山所集团

待开发空地

青啤花园

江西路

高

邮

湖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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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相邻地块简介

相对位置 地块名称 类别 现状照片

北侧及西侧 待开发空地 公园绿地

东侧 浮山所集团 住宅区

南侧 青啤花园 住宅区



34

3.4.2相邻地块历史

本地块外北侧及西侧2000年前原为田家村农用地，主要种植蔬菜。2000年左

右开始种植绿化树，作为苗圃使用至约2017年。2019年，作为停车场使用，仅在

此存放电动车。2020年，地面经平整后用作驾校，经营约1年时间。2022年，地

块已闲置。东侧为2004年前为浮山所农田，主要种植蔬菜。2004年开工建设浮山

所集团。南侧1997年前为浮山所农田，主要种植蔬菜，1997年建设青啤花园。

本地块相邻地块2003年前历史影像存在缺失，根据人员访谈得知，2003年前

本地块相邻地块用途较为明确，可基本排除存在工业活动的可能。相邻地块的历

史沿革见表3.4-2，相邻地块历史影像（2003年-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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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开发空地

2000年前 原为田家村农用地，主要种植蔬菜。

2000年至今

2000年左右，地块内种植绿化树，作为苗圃使用至约

2017年。2019年，作为停车场使用，仅在此存放电动

车。2020年，地面经平整后用作驾校，经营约1年时

间。2022年，地块已闲置。华普商务会馆建设初期，

地块南侧紧邻华普商务会馆处搭建平房，最初为园林

公司办公室及库房，约自2014年，汽车修理店租赁西

侧平房作为办公室使用，东侧仍作为园林公司办公室

及库房使用，汽车修理店经营规模较小且已于2021
年搬迁。

浮山所集团

2004年前
原为浮山所农田，主要种植蔬菜，停耕后处于闲置状

态。

2004年至今
2004年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现为住宅小区。

青啤花园

1997年前 浮山所农田，主要种植蔬菜。

1997年至今 1997年开始建设青啤花园，一直为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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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2003年-2021年）

年份 卫星影像 状态

2003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北边为花卉大棚；西南为烧烤棚，

仅夏天使用；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

公室及园林公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浮山所待开发空地，处于闲

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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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北边为花卉大棚；西南为烧烤棚，

仅夏天使用；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

公室及园林公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05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西南为烧烤棚，仅夏天使用；南边

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司办

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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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西南为烧烤棚，仅夏天使用；南边

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司办

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10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西南为烧烤棚，仅夏天使用；南边

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司办

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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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12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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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14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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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16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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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18年

北侧及西侧：苗圃，种植绿化树，

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

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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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北侧及西侧：临时停车场，存放电

动车；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

园林公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2020年

北侧及西侧：地面平整后作为驾校

使用，南边为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及

园林公司办公室及库房。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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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北侧及西侧：已闲置，南边汽车修

理店办公室及园林公司办公室及库

房已闲置。

南侧：青啤花园，住宅小区。

东侧：开工建设浮山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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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青岛市市南区中片控制性详细规划》，本地块用地性质属于商业居住

用地，土地利用规划图见图 3.5-1，本地块控规规划指标见图 3.5-2。

图 3.5-1 青岛市市南区中片控制性详细规划

本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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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本地块控规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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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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市南区中片控制性详细规划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已获取

2 江西路 76、78号地块控规规划指标 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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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地块为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78号改造项目地块，位于江西路

以北、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7436ºN，东经 120.38845ºE，本

地块面积为 5770.59平方米。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本地块未来用地规划

为商住用地，地块编号为 SN05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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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相关资料分析

本地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约于 1990年左右在此建设华普商

务会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用。本地块东侧及西侧平房在 90年代后期陆续建设，

主要用于餐饮服务、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舍。汽车修理店为鸿泽汇汽车服

务机构，规模较小，约于 2014年起在本地块从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

营业后搬迁。2021年，本地块内西侧平房进行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已进行

清运。2021年 6月，东侧商户搬迁，东侧平房现已闲置。本地块内主要建筑物

为华普商务会馆，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西路证券营业部在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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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约于 1990年左右在此建设华普商务会

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用。本地块东侧及西侧平房在 90年代后期陆续建设，主要用

于餐饮服务、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舍。汽车修理店为鸿泽汇汽车服务机构，

规模较小，约于 2014年起在本地块从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营业后搬迁。

2021年，本地块内西侧平房进行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已进行清运。2021年 6月，

东侧商户搬迁，东侧平房现已闲置。本地块内主要建筑物为华普商务会馆，现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西路证券营业部在此办公。截止 2022年 1月现场踏勘时，

本地块内未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活动，地块内地面基本全部硬化，土壤未被扰动。本

地块平面布置图见图 4.1-1，本地块内各功能区分布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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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平面布置图

表 4.1-1 本地块内各功能区一览表

序号 功能区名称 用途

1 园林公司宿舍 园林公司职工宿舍。

2 鸿泽汇汽车服务机构 小规模汽车修理店。

3 华普商务会馆 商务办公区，门头房内商户主营零售、教育辅导。

4 商户临时宿舍 个体商户的临临时宿舍。

5 饭馆 个体商户经营的饺子馆。

1、园林公司宿舍

西侧平房一直作为园林公司宿舍，无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地块地下水及土壤

无污染风险。

2、汽车修理店

鸿泽汇汽车服务机构约自 2014年在此经营，2021年 10月停止营业后搬迁。

主营机动车修理、汽车保养维护、洗车及汽车美容服务，因本项目位于市南区中

心，受当地环保政策限制极少开展喷漆服务，其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工艺流程较

为简单，主要服务于项目周边车主。工作人员使用仪器检测汽车故障原因，修好

后进行检测，合格后交车主开走。同时办理汽车保养，车险，洗车等服务。汽车

清洗过程中的废水经由市政管网排放，维修及汽车保养过程中产生的机油统一收

集。作业区设置托盘，能够有效收集作业过程中滴落的废机油。同时，现场踏勘

时未发现机油滴落的痕迹，作业区地面已完全硬化，硬化地面对污染物的阻隔性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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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结合本项目的生产规模，作业特点及防渗措施，认为本项目生产经营活动

对本地块地下水及土壤风险较小。

3、华普商务会馆

华普商务会馆自建设以来用作商务办公楼，门头房内商户主营零售、教育辅

导，无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地块地下水及土壤无污染风险。

4、商户临时宿舍

板房一直作为临时宿舍使用，无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地块地下水及土壤无污

染风险。

5、饭馆

东侧平房为个体商户经营的饺子馆，无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地块地下水

及土壤无污染风险。

综上所述，本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工业生产活动，其经营过程对土壤及地下

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根据查看历史影像图及现场踏勘，本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不存在工业企业，

多为居民区、学校及商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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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我单位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本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踏勘主要

方法为气味辨识、现场快速检测、照相、现场笔记等。踏勘范围为本地块及周围

区域，踏勘主要内容为：本地块和相邻地块现状、周围区域现状。

现场踏勘时，院内地面均已硬化，本地块内原有建筑物（华普商务会馆）未进

行拆除，办公楼内商户仍在此经营。西侧平房已拆除，地面硬化防渗未进行挖掘拆

除，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已清运。院内西侧空地未发现漏油痕迹，存在本

地块目前尚未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土壤未被扰动，本地块内未发现有毒有害

物质的存放。

通过对本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的现场踏勘，本地块外北侧汽修店及国土局宿舍

已闲置，东侧为浮山所集团，西侧及北侧待开发空地现为闲置状态。

综上，调查区域内无刺激性气味及污染和腐蚀的痕迹；调查区域内不存在河

流或坑塘等地表水体；调查区域内无地下水井，本地块周围不存在排污企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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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踏勘汇总见表 4.2-1。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4.2-1，现场踏勘记录见图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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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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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内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堆存现场，拆除产生的建筑

垃圾已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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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为商业住宅区。

图 4.2-1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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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现场踏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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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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为商业用地，本地块历史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截止至 2022年 1月现场踏勘

时本地块尚未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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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地面基本已硬化，为不破坏硬化防渗地面，

本次在本地块内未硬化的局部区域布设 4个现场快速检测点位，本地块外原苗圃

所在位置选取 1 个对照点位，共布设 5 个快速检测点位，利用土壤 PID、XRF

快速筛选对土壤的污染情况进行初步判断。本次快速检测点位布设图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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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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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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 120.38812 36.07493 0-0.2m 6 9 ND 11 4 ND 0.030

D1 120.38807 36.07461 0-0.2m 1 24 ND 44 1 ND 0.096

D2 120.38825 36.07421 0-0.2m 6 21 15 51 2 ND 0.077

D3 120.38888 36.07460 0-0.2m 2 55 15 40 6 ND 0.049

D4 120.38793 36.07442 0-0.2m ND 36 38 50 2 ND 0.081



54

D2
D2

D4

图 4.2-3 现场快筛工作照片

原汽车修理店办公室南侧区域 办公楼南侧区域

原饭馆西侧区域 原汽车修理店作业区域

本地块外北侧原苗圃内

D3

D1 D2

D4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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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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访谈时间 针对性分析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南分局工作人员
电话交流 0532-83871906 2022.1.17 负责相关工作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南分局

工作人员
电话交流 0532-82794058 2022.1.17 负责相关工作

高邮湖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 电话交流 0532-85722030 2022.1.17 负责社区相关工作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孙浩亮
当面访谈 18863988866 2022.1.11 负责相关工作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赵志强
当面访谈 18661471177 2022.1.11 负责相关工作

中泰证券工作人员关先生 当面访谈 18863996083 2022.1.11
在本地块工作十几

年，对周围情况较

为熟悉。

云雀公社经营人员王女士 当面访谈 13210015119 2022.1.11
在此经营6年左右，

对周围较为熟悉。

周边居民傅先生 当面访谈 18953218001 2022.1.11 一直生活在附近。

青啤花园住户谢先生 当面访谈 15589855630 2022.1.11 一直生活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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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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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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为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
78号改造项目地块，位于江西路以

北、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

为北纬 36.07436ºN，东经

120.38845ºE，本地块面积为 5770.59
平方米。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

地。本地块未来用地规划为商住用

地，地块编号为 SN0503-55。本地

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

约于 1990年左右在此建设华普商

务会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用。本

地块东侧及西侧平房在 90年代后

期陆续建设，主要用于餐饮服务、

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舍。汽

车修理店为鸿泽汇汽车服务机构，

规模较小，约于 2014年起在本地块

从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

营业后搬迁。2021年，本地块内西

侧平房进行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

圾已进行清运。2021年 6月，东侧

商户搬迁，东侧平房现已闲置。本

地块内主要建筑物为华普商务会

馆，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江西路证券营业部在此办公。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南分局、高邮湖

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周边

工作人员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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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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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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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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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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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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7
该调查地块是否存在

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

的污染风险

地块紧邻周边为多为商业住宅区，

无污染风险。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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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市南分局、高邮湖街道居委

会工作人员、周边工作人员

及居民

9
该调查地块是否发生

过信访
地块内未发生过信访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南分

局、

本地块为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78号改造项目地块，位于江西路以北、

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7436ºN，东经 120.38845ºE，本地块面

积为 5770.59平方米。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本地块未来用地规划为商住

用地，地块编号为 SN0503-55。本地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蔬菜。约于

1990年左右在此建设华普商务会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用。本地块东侧及西侧

平房在 90年代后期陆续建设，主要用于餐饮服务、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

舍。汽车修理店为鸿泽汇汽车服务机构，规模较小，约于 2014年起在本地块从

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营业后搬迁。2021年，本地块内西侧平房进行拆

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已进行清运。2021年 6月，东侧商户搬迁，东侧平房现

已闲置。本地块内主要建筑物为华普商务会馆，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

西路证券营业部在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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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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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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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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楼，2003年至

2020年东侧及西侧有

平房，2021年西侧平

房拆除。（历史影像资

料追溯到 2003年）

西侧平房已拆除，东侧平房已

闲置，办公楼内正常运营，现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西路证

券营业部在此办公。

本地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

植蔬菜。约于 1990年左右在此建设

华普商务会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

用。本地块东侧及西侧平房在 90年
代后期陆续建设，主要用于餐饮服

务、汽车修理及园林公司单位宿舍。

汽车修理店为鸿泽汇汽车服务机构，

规模较小，约于 2014年起在本地块

从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营

业后搬迁。2021年，本地块内西侧平

房进行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已进

行清运。2021年 6月，东侧商户搬迁，

东侧平房现已闲置。

本地块原为田家村农田，主要种植

蔬菜。约于 1990年左右在此建设华普

商务会馆，作为办公楼进行使用。本地

块东侧及西侧平房在 90年代后期陆续

建设，主要用于餐饮服务、汽车修理及

园林公司单位宿舍。汽车修理店为鸿泽

汇汽车服务机构，规模较小，约于 2014
年起在本地块从事汽车维修，2021年
10月停止营业后搬迁。2021年，本地

块内西侧平房进行拆除，拆除后的建筑

垃圾已进行清运。2021年 6月，东侧商

户搬迁，东侧平房现已闲置。本地块内

主要建筑物为华普商务会馆，现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西路证券营业

部在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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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可采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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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西侧平房已拆除，原为汽修店

及园林公司宿舍。东侧平房已闲

置，原为饭馆，华普商务会馆一直

用作办公楼。

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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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办公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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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

本地块作为商业区使用，无工业企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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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之前多为商业、住宅

区，不存在生产型企

业。

地块北侧及西侧为空地，紧挨

本地块的区域经营过汽修店，规模

较小。东侧及南侧为住宅小区。

本地块周围无工业企业，地块北

侧及西侧为空地，紧挨本地块的区域

经营过汽修店，规模较小。东侧及南

侧为住宅小区。

本地块周围无工业企业，地块北侧

及西侧为空地，紧挨本地块的区域经营

过汽修店，规模较小。东侧及南侧为住

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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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果与分析

5.1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江西路以北、高邮湖路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7436ºN，东经 120.38845ºE，本地块面积为 5770.59平方米。本地块用地性质

为商业用地。本地块内建设华普商务会馆，作为办公楼使用，办公楼西侧及东侧

建有平房，曾分别作为职工宿舍、汽修店、餐馆使用。截止现场踏勘时，地块内

西侧平房已拆除，东侧平房已闲置，办公楼内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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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快筛检测过程中发现，各快筛检测点位与对照点样品快筛检测数据基本

一致，未发现本地块内土壤存在异常。

5.2不确定性分析

地块调查是个复杂的调查过程，需要环境学、化学、地质学、毒理学等多方

面学科的融合。受基础科学发展水平、时间及资料等限制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本次调查过程中存在以下不确定性因素：

1、本报告受限于地球资源卫星数据，地块清晰的卫星影像图最早只能追溯

到 2003年，该时间之前的地块使用情况无法通过卫星图进行直观分析。

针对上述情况，我单位调查人员通过对周边居民和工作人员等针对性的进行

人员访谈，对地块 2003年前的情况进行追溯，以保证地块分析的准确性。

2、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访谈，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

同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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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块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

素，同时在调查、访谈过程中，受访对象所了解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上述情况，我单位调查人员通过现场实地踏勘、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访谈、

网上资料收集等多种途径最大限度的了解此次调查地块的相关情况，并通过对周

边居民、工作人员等针对性的进行人员访谈，对地块信息进行补充同时对前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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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资料进行考证，以此保证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地块上的人为活动也会

改变污染物的分布。因此从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角度，本报告是针对场地环

境调查和取样时的状况来开展分析、评估和提出建议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技

术革新、经济条件和地块条件变化以及新的法律法规出台等因素都会将影响本报

告准确性。

针对上述情况，我单位严格按照现阶段施行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编写，确保报告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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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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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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工业企业存在，其经营过程对土壤及地下水造

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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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点位各项土壤检测值结果与对照点土壤检测值结果数据基

本一致，未发现本地块表层土壤存在异常。

综上得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认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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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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76、78号改造

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附件

委托单位：青岛中锦置业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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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切实推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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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申请确认江西路 76、78号地块控规规划指标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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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延吉路 8号地块水文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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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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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现场踏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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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XRF、PID检测结果

D1
D2 D3 D4

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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