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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摘要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地块

占地面积：0.6736hm2

地理位置：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保安村，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地，

东至道路，西至耕地。

土地使用权人：靖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块土地利用历史：农用地

规划用地：教育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单位：吉林省顺薪顺达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调查缘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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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块用途由农用地变更为教育用地，故本次调查报告拟对

其进行土壤状况调查。

受靖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吉林省顺薪顺达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承担了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本次调查以地块的历史发展状况、各个历史时期土地使用情况为调查基础，

识别和判断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分析调查地块可能存在的排污节点、污染因

子、污染途径、污染范围及程度。并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查及访谈调查，并编制完成了《靖宇县人

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

二、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2年 11月。根据对场地区域环境、相邻场

地和项目区的历史使用情况及现状可知，项目区历史使用为农用地，项目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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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历史与现状使用主要为耕地，用地性质较为简单，环境风险可接受。调

查地块内无垃圾堆放区、无废气排放，无废水乱排乱放情况。地块四周无化工厂、

农药厂、加油站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地块周边无明显的土壤

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

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

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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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块区域水文地质图 ........................................................................................ 12

图 5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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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

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等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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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地理位置位于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保安村，地块南至

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调查地块占地面积为 0.6736hm2。

为保障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境调查工作质量，我单位组织专业人员成立了工

作小组，仔细查找、研究地块相关规划和历史资料等相关文件，在现场勘查和现

场初步采样的基础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技术规范的要求，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多次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收

集相关技术资料，在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审阅与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场地

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编制完成了《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

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本次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工作得到了靖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白山市生态环境局靖宇县分局、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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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调查原则

2.1.1 调查目的

（1）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识别调查地块内

土壤是否存在污染；调查、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了解污染分布及污

染程度、确定地块的污染物种类；

（2）为有关部门提供地块环境状况和未来地块利用方向的决策依据，避免

有关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社会矛盾纠纷，保障人体的身体健康。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的特性，进行地块环境调

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及修复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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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调查和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环境调查方法、时间、经费等因素，结合现

阶段科学技术发展能力和相关人力资源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

块总面积为 0.6736hm2，故本次调查地块确定调查面积为 0.6736hm2。调查范围

为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地块范围界址点坐

标见表 2-1。地块调查范围详见图 1 地块位置及调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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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调查地块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序号 经纬度 °

1 126.77780788,42.36325410

2 126.77814716,42.36325155

3 126.77906839,42.36280057

4 126.77906804,42.36277242

5 126.77877557,42.36255969

6 126.77846140,42.36244609

7 126.77840296,42.36243012

8 126.77781596,42.36243454

9 126.77781834,42.36262733

10 126.77794154,42.36281066

11 126.77777933,42.36294406

12 126.77778294,42.3632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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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块位置示意图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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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4.2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8.26）；

（5）《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6）《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

140号）；

（7）《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

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令第 42号，2017.7.1）；

（9）《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10）《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1.1.1）；

（11）《关于加强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的通知》（吉环发[2018]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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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 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

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

2.3.2 标准规范及导则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1.1）；

（2）《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

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3.3 其他资料

（1）部长信箱《关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扩大化问题的回复》，2020.6.24。

2.4 调查方法

地块环境调查分为三个阶段，本次调查工作仅进行第一阶段的调查，调查内

容与工作程序见图 2。

根据部长信箱《关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扩大化问题的回复》得知，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遵循分阶段调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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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开展。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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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可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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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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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调查工作仅进行第一

阶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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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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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状况

3.1.1 地理位置

靖宇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西麓，东与抚松县相望，西与辉南县一山之

隔，北与桦甸市一水相连，南与白山市、柳河县接壤，地理座标为东经

126º30′—127º16′，北纬 42º06′—42º51′。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调查地块地理位置位于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保安村，地块

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调查地块占地面积为

0.6736hm2；地理位置详见图 1 地块位置及调查范围示意图。

3.1.2 自然环境

1、气候气象

靖宇县在全国综合自然区划中被划为东亚季风气候区，东北东部山地寒温带

湿润气候区。本境处在东亚季风气候区和东北部山地寒温带湿润气候区，形成冷

凉湿润、雨量充沛、无霜期短、光照适中的气候特点。四季气候特点是：季严寒

干燥，夏季温暖多雨，昼夜温差大，年主导风向为西风，平均风速 2.09m/s。极

端最高气温 35.5℃，极端最低气温-42.2℃，多年平均气温 2.6℃，年均气压

950.8hPa。年均无霜期 113d，年平均降水量 767.3mm，年相对湿度 72%，年均蒸

发量 1107.1mm，最大积雪深度 33cm，最大冻土深度 1.18m。

2、地质地貌

靖宇县位于吉林省长白山西部，地处吉林省东南部山区，隶属白山市管辖。

东于靖宇县隔松花江相望，西与辉南县以龙岗相隔，北与桦甸县接壤，南与白山

市老岭为界。全县山岭纵横，奇峰迭起，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 54座。平均海

拔 700m-800m，平均相对高度 150m-200m。全境地势大至为西高东低，唯有东

北部是南高北低。地势高度在 400m-1000m之间；地型类别为山岭重丘区，全县

几乎没有平原，属火山群溶岩石源区。项目区内地势为北高南低，地形起伏大，

侵蚀切割较强烈，水文网发育。最高点在工作区北部的一撮毛山，海拔标高

709.60m，最低点在宝拦河下游，海拔标高 563.00m，最大高差 146.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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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地貌按其成因类型、成因形态和形态单元可划分为三种成因类型、三

种形态类型和三个形态单元。

（1）侵蚀火山地貌－－玄武岩低台地（I1-1）区内玄武岩低台地，大面积

分布在工作区内，呈北东向展布，由多期玄武岩和火山熔渣组成阶梯式地形，海

拔 500m-800m，相对高差 100m-200m。台地面呈丘陵状起伏，大小不等的火山

锥星罗棋布的分布在台地上，其中两个火山口积水成龙湾湖。

（2）侵蚀构造地貌－－变质岩低山（II1-1)分布于工作区北部一撮毛山一带。

主要由变质岩组成。海拔 600m-700m，相对高差 100m.山顶浑圆，呈平缓起伏。

侵蚀切割作用强烈。

（3）堆积地貌－－山间河谷堆积阶地（III1-1)分布于工作区珠子河、黄泥

河、青龙河、宝拦河河谷中，呈条带状沿河谷分布，地势随河流上游高，下游低，

河流两侧微向河流倾斜。第四纪堆积物广泛分布，其中以一级附地最为发育，沿

河流呈带状连续分布，由冲积的砂砾石和粉土组成的堆积阶地，具有明显气的二

元结构。阶地冲积层厚度可达 5m-15m。

3、河流水系

靖宇县水力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达 15.2万 kW，县内共有 38条河流，均

为山区雨源型河流，松花江在境内流长 122km，松花江支流珠子河在靖宇镇流过，

平均流量为 8.61m3/s。

4、土壤、植被

土壤是在气候、地貌、植被以及成土母质等成土因子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

形成的。靖宇县土壤的成土过程主要是腐殖质积累和淋溶过程，从而形成了遍布

于全县的淋溶土壤。由于地势高峻，全县山地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点。据

土壤普查资料，全县土壤类型共有七大类：即水稻土、草甸土、白浆土、暗棕壤、

棕色针叶林土、苔原土和沼泽土等。

水稻土：这是由于人为种植水稻而形成的非地带性土壤，主要分布在河谷平

地、低台地上，全市分布不多；

草甸土：本类土壤面积也较小，主要分布在浑江两岸，土质较肥沃，适宜于

发展农业生产；

白浆土：主要分布在熔岩台地、熔岩高原、山间盆地及河流阶地等部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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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占全市土壤的第二位；

暗棕壤：这是全县分布最广泛的土类，是集中分布在中低山的一种地带性土

壤，其海拔高度通常在 500-1800m 之间均有分布。其剖面往往呈暗棕色，相对

也较为肥沃；

棕色针叶林土：在全县分布不广，主要是分布在海拔 1200—1700m之间的

中山，其中植被类型是针叶林；

苔原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火山锥体的山地苔原带，其上一般是典型的长白

山苔原景观；

沼泽土：是一种非地带性土壤，主要分布在本县和抚松县的沼泽地区。

靖宇县总土地面积 3094.4km2，根据县土地局土地详查结果，该县在土地利

用程度上是很高的，如耕地面积只占全县总面积的 3.24%，这大大低于吉林省中、

西部地区，并且从整体上来看，全县土地利用率很高，达到 95.7%，还有一部分

土地未被利用或很少被利用。从全县来看，由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靖宇县既有

适宜于发展集约化可持续农业，特别是绿色和有机农业的土地资源条件，又有发

展大农业、立体开发多种经营特别是长白山区特产的中、低丘陵区。大面积的中、

低山和广阔的玄武岩台地，为发展可持续性的三高生态林业提供了丰富的土地条

件。特别是全县以松花江流域窄谷为基地的农业生产基地的粮食生产，除低温冷

害外一般不会产生大起大落现象；全县范围内林地、耕地比例较为合理，基本上

受制于土地资源条件，林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83%以上。且分布相对较为均匀，

起到良好的生态保护作用；全县水库、塘坝和小水电工程近年来发展相当快，有

利于防洪灌溉、水能资源开发和水产养殖；全县土壤中，主要以白浆土、暗棕壤、

草甸土等为主，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4.0—6.5%，速效养份也相对较高，从总

体上看，靖宇县土地适宜性较广，既有利于林业和种植业（特别是长白山特产人

参和西洋参种植），也有利于渔业、畜牧业和其它多种经营发展。

靖宇县区由于受水平地带性自然因素和地质、历史条件的影响，植被呈典

型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具有植被垂直分布生态序列特点。500—1200m为寒

温带针阔叶混交林；1200m以上为寒温带针叶林。县区 70%以上土地被高大乔

木群所覆盖，有东北乡土树种—红松以及云冷杉、落叶松、胡桃楸、水曲柳、黄

波萝、柞、椴、榆、桦、杨等 30多个主要树种。有针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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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桦林、柞树林、水胡林、杨树林、杂木林、矮林等 9个林分类型。由于水热条

件优越，森林生长茂密，森林更新除杨桦林、杨树林外，其它 7个林分类型均达

中等以上水平。特别是针叶混交林，幼树幼苗每公顷可达 2000株以上，更新频

度达 80%，显示了针叶树占优越地位的稳定性；其次为针阔混交林，针叶幼苗幼

树占二成以上。很多地区分布有经济价值较高的出口日本山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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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块土壤类型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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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块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摘自《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勘察（详勘）报告》内容：

拟建场区地貌单元为山地，地势相对较平坦。孔口高程最大值为 567.70m，

最小值为 566.90m，最大高差为 0.80m。勘察时钻孔位置未遇到地下管线。高程

为城市统一高程，参照高程点（BM567.19m）由建设单位提供。场区黏性土渗透

系数 1.2×10-6～1.2×10-4cm/s，碎石土渗透系数 6.0×10-2～1.2×10-1cm/s。厂区

土壤类型为灰化暗棕嚷。

勘察深度内，地层岩性由上至下分为四层，现分层描述如下：

①层，耕 土 Q4 al：黑褐色，松散、稍湿，主要成份为粉土，含大量植物

根系。层厚 0.20m～0.50m，层底标高 566.60m～567.30m。

②层，粉质黏土 Q4 al：黄褐色至灰绿色，软塑至可塑，压缩性中等偏高，

无摇振反应，光泽反应表现为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偏低；局部含粉细砂。

层厚 1.50m～2.20m，层底标高 564.80m～565.60m。

③层，圆 砾 Q4 al：黄褐色至灰绿色，中密至密实，稍湿至饱和，主要成

份为花岗岩、石英砂岩、安山岩及玄武岩等碎屑物，粒度分析成果详见颗粒分析

试验报告。层厚 1.40m～ 3.30m，层底标高 562.20m～563.60m。

④层，玄武岩（强风化）βQ13: 灰褐至黑褐色，强风化，较破碎，较硬岩，

基性喷出岩浆岩，隐晶质及斑状结构，气孔、杏仁及块状构造。其中浅色矿物多

为较小的斜长石及少量的石英，暗色矿物为辉石、角闪石及黑云母。岩体基本质

量等级 Ⅳ，岩石质量指标 RQD 较差。控制厚度 1.50m～2.30m， 控制厚度层

底标高 560.20m～562.10m。

（3）场地地下水特征

拟建场地钻孔揭露深度内，地下水类型为孔隙潜水及基岩裂隙水。

区域实测地下初见水位埋深自然地面以下 6. 50m-7.50m，初见水位标高 708.

25m~713. 4m；实测稳定水位 6. 40m-7. 40m，稳定水位标高 708. 35m~713. 5m。

（4）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靖宇县水系发达，河流密布，境内有主要河流 30多条，主要干流有珠子河、

那尔轰可、白江河、花园河，河川年流量 15.6亿 m3，另外有地下优质矿泉水日

涌量 15.1万 t/d。长白山“龙岗火山群”独特的地质构造，生成了极为丰富的矿



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4

泉水资源。靖宇矿泉水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储量丰富，流量稳定，矿泉分布相对

集中，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二是水质良好，水化学类型独特，为国内少见的

优质天然矿泉水；三是矿泉周围保持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无污染，这对国内

外矿泉水厂商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项目所在区域水文资质条件详见图 4-1。

（1）地下水的类型

区域地下水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玄武岩孔洞裂隙水两大基本类型。

①松散岩类孔隙潜水

松散岩类孔隙潜水为河谷阶地砂、砂砾石、卵石孔隙潜水。分布在珠子河、

黄河、青龙河、宝拦河河谷阶地和河漫滩，赋存在孔隙发育的第四系全新统冲洪

积层中。含水层（组）岩性为冲积砂、砂砾石及卵石，向阶地后缘颗粒逐渐变细：

埋藏地面 0.8-2.5m以下；厚度变化较大，一般为 2.0-2.8m，向阶地后缘变薄；地

下水埋藏较浅 0.8-2.5m；水力坡度 2-5‰。由于含水层（组）岩性颗粒较粗，厚

度较大，孔隙发育、渗透性强，有利于地下水富集和运移。水量中等、单井涌水

量 100-500m3/d。

②玄武岩孔洞裂隙水

分布于区域的靖宇玄武岩低台地。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下更新统军舰山

组玄武岩和松散岩砂砾石层中。玄武岩发育有多层气孔带，每层气孔带厚度较薄，

一般小于 2m，具有上部气孔发育，中部气孔均匀，下部气孔减少，底部气孔不

发育，气孔率一般为 20-30%，纵横交错的成岩裂隙，构造裂隙与气孔带沟通，

形成玄武岩孔洞裂隙水主要含水层。含水岩层为军舰山组气孔状玄武岩和船底山

组致密场状橄榄玄武岩。因军舰山组玄武岩厚度较薄，船底山组橄榄玄武岩气孔

不发育，导水性能和富水程度较差，单泉流量小于 0.001m3/s.

③基岩裂隙水

区域基岩裂隙水主要为构造裂隙水，分布于中低山区。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太

古界变质表壳岩中。因构造作用强弱不同和岩性差异，构造裂隙发育程度不同，

其富水性也不同。

（2）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

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受地形地貌和含水层岩性、埋藏条件及其上覆岩性渗入

率大小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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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岩裂隙水切割，基岩广泛裸露，构造裂隙比较发育，为大气降水的垂直

渗入提供了运移通道和蓄水空间。因地形高差大，具有良好的水动力条件，但由

于渗透性较差，地下水径流比较滞缓，多以泉的形式排泄及侧向径流补给其它类

型地下水。由于储水空间分布局限，地下水即储即排，地下水储水性能差，供水

意义小。

②玄武岩孔洞裂隙水，大气降水是玄武岩孔洞裂隙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区内

植被发到利于大气降水渗入，同时还接受来自基岩裂隙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含水

岩石孔洞裂隙发育。裂隙互相交换连通，有利于地下水径流和赋集，地下水以水

平运动为主，多在地形起伏较深的沟谷或低洼处以泉或泉群的形式泄于地表。

③松散岩类孔隙潜水，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分布在河谷阶地和漫滩狭长地带，

含水层埋深浅，包气带厚度小，包气带岩性多为粉质粘土，部分地段砂砾石和卵

石出露地表，所以大气降水补给条件良好。由于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河水水力联

系密切，河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直接接触，所以在丰水季节接受河水侧

向径流补给。

松散岩类孔隙潜水渗透性强，含水层渗透系数 10-50m/d，所以为地下水径

流创造了良好的渗透条件。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在工作区段水动力条件良好，水力

坡度较大为 10.6‰，基于上述两点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径流条件良好。松散岩类孔

隙潜水排泄方式主要是在枯水季节向河流排泄，其次为蒸发排泄，但蒸发占整个

排泄的份额很小。

（3）地下水水化学特征

①基岩裂隙水水化学特征：基岩裂隙水分布于变质表壳岩地区。矿化度为

0.08-0.35g/L，pH值 6.37-9.06，总硬度（以 CaCO3计）21.03-201.93mg/L，水化

学类型主要为重碳酸钙镁型，为大面积分布，其次为重碳酸钙型水。

②玄武岩孔洞裂隙水水化学特征：玄武岩孔洞裂隙水分布于靖宇玄武岩台低

地。矿化度为 0.28-0.47g/L， pH 值 6.64-8.50，总硬度（以 CaCO3 计）

23.42-171.63mg/L。局部铁含量较高，含量达 4.80mg/L，氟硅酸含量达矿泉水标

准的点较多，最高含量为 83.21mg/L。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钙镁型水最广泛，次

为重碳酸镁钙、重硫酸钠钙（钙钠）型水，重碳酸钙钠镁（镁钙钠）型水只零星

分布于地形相对低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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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块区域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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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敏感目标

根据项目地块情况，本次重点调查了地块周边的环境敏感目标，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根据环境敏感

目标调查结果，在项目周边没有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军用设施等敏感保护目标。调

查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敏感目标是村屯居住区。地块周边1km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敏感

目标见下表 3-4，详见图 5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表 3-4 地块周边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m） 保护对象

1 二间房村 西侧 591 居民区

图 5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图 例

调查地块范围

环境保护目标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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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的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调查地块内现状为空地。经现场踏查，地块内未发现污染情

况。

3.3.2地块的使用历史

该地块最早历史卫星图片可追溯到 2016年，从 2016年至 2022年历史卫星

图片分析可知，该地块利用历史及现状较为清晰，地块自历史至今一直为农用地。

历史土地权使用人为靖宇镇保安村委员会。经访谈及资料收集了解，调查地块历

史一直为农用地，主要包含耕地（旱田），其中耕地种植农作物为玉米。地块历

史变化情况如图 6 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

序

号
历史影像

1

2016年 08月 28日：调查地块为农用地，其中耕地种植农作物为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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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年 11月 05日：与 2016年相比，平面布局基本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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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年 11月 02日：与 2017年相比，地块内平面布局基本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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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年 11月 10日：与 2018年相比，平面布局基本没有明显变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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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08月 31日：与 2020年相比，平面布局基本没有明显变化。

图 6 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

3.4.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通过现场踏勘，本地块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

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周边紧邻地块范围内无生产类企业。

3.4.2 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

根据历年地图影像（如图 6 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所示）、周围居民、相关

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此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主要为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

育基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具体情况见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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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本批次地块相邻地块历史情况

序号 地块方位 历史时段 土地用途

1 东侧 历史--至今 农用地（耕地）

2 南侧 历史--至今 农用地（耕地）

3 西侧 历史--至今 农用地（耕地）

4 北侧
历史--2020 农用地（耕地）

2021--至今 红色教育基地

3.4历史回顾总结

从地块内部及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片分析可知，调查地块周边范围内主要为

农用地（耕地），无生产类工业企业。从总的来看，调查地块内部及周边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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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堆

放等可能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的人为活动发生。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3.5.1 地块利用规划情况

根据《靖宇县控制性详细规划》得知，本次调查地块用途规划为教育用地，

对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本次调查地块规划为教育用地，中等专业学校用地，属于第二类用地，因此本次

调查地块执行建设用地中的第二类用地标准。

3.5.2 评价适用标准

本次调查地块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 筛选值对土壤进行评价，地下水评价标准选用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表 3-6 建设用地分类

类别 内 容

第一类用地

包括 GB 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以及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等

第二类用地

包括 GB 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 除外），以及绿地与广场用

地（G）（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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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地下水质量标准分类

类别 内 容

Ⅰ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Ⅱ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Ⅲ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中等，以 GB 5749-2006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及工农业用水。

Ⅳ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和工业用水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

风险为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为生活饮用水。

Ⅴ类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高，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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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土壤调查要求，项目组制定了广泛收集资料计划，并和业主进行了沟通，

场地收集到的资料目录如表 4-1所示。

表 4-1 场地搜集资料目录及主要内容

序号 资料内容 资料有（√）、无（×） 资料来源

1 场地利用变迁资料

1.1 场地历史用地资料 √ 政府文件

1.2 场地规划资料 √ 规自局文件

1.3
场地及邻近区域开发及动工状况的航片

或卫星照片
√ 卫星地图

1.4 历史场地利用平面布置图 √ 规自局文件

1.5 岩土勘察报告 √ 业主提供

1.6
场地利用变迁过程中场地内建筑设施、

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情况
√ 业主提供

2 场地环境资料

2.1 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

2.2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

2.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

2.4 场地内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2.5 场地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2.6
场地与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位

置关系
×

3 场地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中间产品清单，平面

布置图、工艺流程图
×

3.2 地下管线、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 ×

3.3 泄露事故、举报信息 ×

3.4 环境监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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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环境影响报告 ×

3.6 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 网络

3.7 地理位置、气象水文、人口经济 √ 网络

3.8 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 现场踏查

我单位调查人员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本次收集到的

调查地块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识别地块开发及活动状况的卫星照片。

（2）其他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卫星影像图、历史照片、当

地存留的历史文件等。

（3）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地块所在

地的社会信息，如敏感目标分布等。

（4）建设项目用地产权证书、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等。

4.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对地块周围居民、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等的访谈以及地块的现场踏勘，调

查地块历史一直是农用地，主要为耕地，历史耕地种植农作物为玉米。经现场踏

查得知，地块内无污染情况。

4.3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1）调查结果

本调查所用资料取自地块调查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历史地块负责人电话调

查、网络调查以及从当地居民处收集，资料均真实、有效。

根据历史调查情况（人员访谈表、拟用地范围图、谷歌历史地图）及土地利

用现状图，调查地块周边范围内主要为农用地（耕地），无生产类工业企业。地

块内历史及现在不存在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

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

根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得知，一般农田土壤环境

监测采集耕作层土样，种植一般农作物采 0～20cm，本项目农田种植主要为玉

米，其施肥可能产生的潜在污染土壤深度为 0～20cm，不会对下层土壤造成潜

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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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了解，历史耕作玉米施肥种类主要为尿素、磷酸二氢钾、过磷酸钙、

硫酸钾、草木灰等，使用的农药主要为杀虫剂，按其化学成分可以分为有机氯、

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杀虫剂。有机氯杀虫剂如六六粉、滴滴涕，毒性强、药效长，

但不易被生物降解，我国已禁止使用。现农户主要使用的为氨基甲酸酯杀虫剂，

氨基甲酸酯杀虫剂对哺乳动物的毒性较低，并且具有易被生物降解的优点，是目

前推荐使用的良好杀虫剂，属于有机磷杀虫剂一般容易被微生物降解，因此它们

在土壤中存在较少。

综上分析，地块内现状及历史无潜在污染源。

（2）土壤背景值

为了进一步佐证地块无污染，以支持调查结论；同时考虑地块日后建设规划

项目，为了了解日后土壤污染情况，特对地块内土壤进行采样，以作为背景值。

1）土壤布点

本次依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考虑地块面积较小，

调查地块内土壤点位共设置 3处。

2）土壤采样方案

采样深度为 0cm～20cm。

3）土壤采样方法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采用挖掘方式进行，本次采样采用木铲进行取样。土壤

采样尽量减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样过程不被二次污染。

4）采样点位

具体快速检测点位坐标如表 4-2，及图 7 土壤采样点布设点位图。

表4-2 土壤地块内采样点布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监测点位坐标（°） 采样深度

1# 了解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126.77812546,42.36297551 0-0.2m

2# 了解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126.77827567,42.36277336 0-0.2m

3# 了解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126.77826762,42.36256328 0-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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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地块采样布点图

5）检测结果

本次调查土壤重金属污染因子检测结果见表 4-3。

表 4-3 土壤检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mg/kg
序

号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数据 是否

达标砷 镉 铬（六价） 铜 铅 汞 镍

1
1# 13.9 0.213 2L 10.8 12.1 0.125 10.8

达标
二类用地筛选值 60 65 5.7 18000 800 38 900

2
2# 13.3 0.181 2L 11.9 10.5 0.101 14.3

达标
二类用地筛选值 60 65 5.7 18000 800 38 900

3
3# 12.4 0.207 2L 12.4 11.3 0.112 13.6

达标
二类用地筛选值 60 65 5.7 18000 800 38 900

根据检测结果得知，调查地块范围内各检测点位重金属污染因子满足《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

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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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查

5.1 现场踏勘目的

2022年 11月由我公司的技术人员针对调查地块开展了现场踏勘并对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踏勘工作，遵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主要目的：一是核实已收集资料的准确性；二是获取文件资

料无法提供的信息，如现场污染痕迹、防护措施，以及企业环境风险管控水平等。

5.2 现场踏勘范围

以场地内为主，并包括场地的周围区域。

5.3 地块内部现场踏勘情况

5.3.1 地块主要活动调查

对地块内部现场探勘发现，地块作为教育用地使用，调查范围内主要为建设

靖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设公共实训基地范围。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

地，主要为耕地，历史耕地种植农作物为玉米。

地块内未发生过污染事故，无工业排污管线，无地下储罐，未使用过有毒有

害物品，无固体废物堆放；地块周围无重要污染企业；周围无自然保护地、水源

保护地。地块内无污染痕迹。调查地块内现状为空地。现场踏勘照片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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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调查地块内部现场踏勘图

5.3.2 地块一般环境描述

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主要包含耕地，历史耕地种植农作物为玉米。

经现场踏查得知，本地块及周边邻近地块均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未曾闻到由

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5.3.3 地块现状建筑描述

根据现场调查，调查地块内现状为空地，现场踏查地块内无污染情况。

5.3.4 地块环境污染调查

（1）废水

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生产企业，无生产废水产生，无地下管线。现场未发

现废水迹象。

（2）废气

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生产企业，无生产废气排放。

（3）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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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生产企业，无生产固废排放。现场未发现固废乱排迹

象。

5.4 地块周边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发现，地块周边内敏感目标为：居住区（村屯），且距离较远，

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此外，在现场踏勘过

程中未发现土壤颜色、气味等异常，也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在地

块周边未发现工矿企业、规模化养殖场等可能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情况存

在。通过现场踏勘，本地块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

地，东至道路，西至耕地，周边地块范围内无生产类企业。

5.5 地块环境状况的分析和判断

5.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对地块内历史的了解，本地块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存储、使用和处置情

况。

5.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根据调查，本次调查地块内无槽罐，不涉及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5.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生产企业，无生产固废排放。未发现固废乱排迹象。

5.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内不存在坑塘水面、沟渠等，调查地块内历史无工

业企业，无生产废水、无废水储池及污水管线等。

5.6 现场踏勘结论

通过对调查地块内部及周边相邻地块现场踏勘，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

存、使用和处置情况，无槽罐物质、无管线沟渠等，地块内部及周边相邻区域未

发现土壤颜色、气味等异常现象，也未出现工矿企业、规模化养殖场、危险废物

倾倒或填埋的迹象，现场踏勘得到的信息能有效印证历史卫星图片解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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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访谈

6.1 人员访谈对象

人员访谈主要是通过对比较了解地块情况及生产历史的人员进行访问，以期

得到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未曾收集到，且容易遗漏的可能对本项目比较重要的资

料。本次项目人员访谈对象为调查地块政府的官员、地块的使用者、熟悉地块的

第三方等。

本次公众调查，共发放公众调查表 8份，收回调查表 8份，其中有效的公众

调查表 8份，共调查周边村民、地块现使用者、土地管理部门、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调查者对当地环境比较了解，均为可能受影响最大的群体。综上所述，受访

人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6.2 人员访谈方法

本次调查工作的人员访谈主要形式为相关人员询问交流的形式，就场地内污

染问题进行了访谈。

场地调查人员采用了当面交流、电话沟通等方式。

6.3 人员访谈内容

结合已收集的相关资料，对地块历史、及污染事件等信息进行了完善和补

充。基于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片解译及现场踏勘了解信息，结合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进一步通过人员访谈的形式确认地块历史用途、是否发生

过污染事件、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迁移扩散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等关键问

题，设计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访谈表》。现场访谈佐证照片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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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人员访谈现场照片

6.4 人员访谈结果

通过访谈主要了解到以下内容：

（1）本次调查地块历史用地性质为农用地，历史上地块内未开发建设过生

产企业，无固体废物堆放场，无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

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无生产类企业。

（2）本地块及周边邻近地块均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未曾闻到由土壤散

发的异常气味。

（3）本次调查地块内历史为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保安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

（4）本次调查地块现阶段作为建设靖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设靖宇

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用地使用。

经访谈调查得知，调查人员对地块历史较了解，访谈结果表明，调查地块自

历史为农用地，现变更为教育用地。当前和历史上均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

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生产活动；未发生过环境污染、危险废物堆放、

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事故；根据现场踏勘，该地块土壤未受到污染，也

从来没有发现地块范围内有被污染迹象，周边也没有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

染源存在。人员访谈结论与历史卫星图片解译及现场踏勘信息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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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总结

7.1结论

靖宇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七批次用地（靖宇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

块位于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保安村，地块南至耕地，北至红色教育基地，东至道

路，西至耕地。地块面积 0.6736hm2。该地块用途变更为教育用地，属于《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

本次调查历史卫星图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各个环节的调查结果可相互支

撑、相互印证。调查结果表明：根据对场地区域环境、相邻场地和项目区的历史

使用情况及现状可知，项目区历史使用为农用地，项目区周边范围内的历史与现

状使用主要为耕地，用地性质较为简单，环境风险可接受。调查地块内无垃圾堆

放区、无废气排放，无废水乱排乱放情况。地块四周无化工厂、农药厂、加油站

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地块周边无明显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

异常迹象。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

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同时根据佐证检测结果得知，调查地块范围内各

检测点位重金属污染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

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7.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针对调查事实，基于标准方法，应用科学原理和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

断和解释。报告是基于有限的资料、数据、工作范围、时间周期、项目预算及目

前可以获得的调查事实而做出的专业判断。

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地块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

的偏差以及限制条件等原因，本次地块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无偏差，因此带

来的不确定性对地块调查结论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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