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南通国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南通市紫琅公园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对观河路

东、定海寺横河南、静海大道西、世纪大道北地块进行地块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状

况调查。

本次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工作于 2023年 2月 1日至 2023年 2 月 20

日开展，工作内容包括文件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地块污染状况调

查方案于 2023年 2月 21日完成编制，并于 2月 22日通过内部审核，土壤和地

下水现场采样检测及报告编制工作于 2023年 3月 2日至 2023年 3月 17日开展。

地块概况：

观河路东、定海寺横河南、静海大道西、世纪大道北地块（简称“调查地块”）

位于南通市创新区，东至静海大道、南至世纪大道、西至观河路、北至定海寺横

河，占地面积为 31713平方米（约 47.5695亩）。地块一直主要用作农业用地及

农村居民宅基地利用，2018年 10月起，部分区域被百信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和南通市港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临时占用作为工棚，此工棚已于 2023年 2月底

拆除完毕。根据《南通创新区 E7-01、E7-03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本

项目地块的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所规定的第一类建设用地。

调查布点与采样分析：

本次调查对该地块采用“系统布点法”，本次调查共计布设 8个土壤采样监

测点位，S0-S7 点位分别取 4 层土壤样品。共设置 4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

（GW0-GW3），每个点位取 1个地下水样品，调查区域外侧邻近地表水体布设

一个底泥介质及地表水监测点位，取 1个地表水样品及 1个底泥介质样品，地块

南侧 135m处布设一处对照点，对照点区域历史为农田，可以较好的反应该地区

的背景值。

本次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析检测因子如下：

土壤及底泥样品检测 pH、石油烃（C10-C40）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基本项目（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

地下水及地表水样品检测 pH、石油烃（C10-C40）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中 45项基本项目（重金

属 7项、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

调查结果：

送检的所有土壤样品中，调查地块内土壤样品的检出因子与地块外对照点土

壤样品的检出因子基本一致，具体为重金属砷、汞、镉、铜、铅、镍、石油烃（C10-C40）

及 pH值，且各检出因子的检出浓度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调查地

块内土壤及对照点土壤均有部分样品的 pH值属于轻度碱化，其余检测项目均未

检出。调查地块土壤无明显污染情况，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送检的所有地下水样品中，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样品的检出因子为重金属汞、

石油烃（C10-C40）及 pH值，且 pH、重金属汞的检出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中Ⅳ类标准，石油烃（C10-C40）检出浓度满足《上海

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沪环土〔2020〕62 号文，

附件 5，2020年 3月 26日）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检测项目均未检

出。调查地块地下水无明显污染情况，地下水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送检的所有地表水样品中，调查地块内地表水样品的检出因子为重金属汞、

石油烃（C10-C40）及 pH值，各因子检出浓度均符合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中Ⅳ类标准限值、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

限值。

送检的所有底泥样品中检出重金属 6项（砷、汞、镉、铜、铅、镍）、pH

及石油烃（C10~C40），检出指标的检测浓度范围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块范围内土壤、地下水未

受明显污染，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该地块后期规划二类住宅用地（第一类

用地）的开发建设需求，无需开展进一步的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人体健康风

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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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评价

6.1 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评估

6.1.1 土壤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2018 年 8 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正式实行。按照该标准中的用地类型定义，第一类用地包括

GB50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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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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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地块未来规划为二类住宅用地，因此，本报告采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作为本次调查地块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估标准，详见表 6.1-1。

表 6.1-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单位：mg/kg

序号 监测项目
土壤

筛选值 单位

1 pH -- --

2 石油烃（C10-C40） 826 mg/kg

重金属

3 砷 20 mg/kg

4 汞 8 mg/kg

5 镉 20 mg/kg

6 铅 400 mg/kg

7 铬（六价） 3.0 mg/kg

8 铜 2000 mg/kg

9 镍 150 mg/kg

挥发性有机物（VOCs）

10 四氯化碳 0.9 mg/kg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201807/W020180703592248540147.pdf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201807/W020180703592248540147.pdf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201807/W0201807035922485401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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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氯仿 0.3 mg/kg

12 氯甲烷 12 mg/kg

13 1，1-二氯乙烷 3 mg/kg

14 1，2-二氯乙烷 0.52 mg/kg

15 1，1-二氯乙烯 12 mg/kg

16 顺-1，2-二氯乙烯 66 mg/kg

17 反-1，2-二氯乙烯 10 mg/kg

18 二氯甲烷 94 mg/kg

19 1，2-二氯丙烷 1 mg/kg

20 1，1，1，2-四氯乙烷 2.6 mg/kg

21 1，1，2，2-四氯乙烷 1.6 mg/kg

22 四氯乙烯 11 mg/kg

23 1，1，1-三氯乙烷 701 mg/kg

24 1，1，2-三氯乙烷 0.6 mg/kg

25 三氯乙烯 0.7 mg/kg

26 1，2，3-三氯丙烷 0.05 mg/kg

27 氯乙烯 0.12 mg/kg

28 苯 1 mg/kg

29 氯苯 68 mg/kg

30 1，2-二氯苯 560 mg/kg

31 1，4-二氯苯 5.6 mg/kg

32 乙苯 7.2 mg/kg

33 苯乙烯 1290 mg/kg

34 甲苯 1290 mg/kg

35 间、对二甲苯 163 mg/kg

36 邻二甲苯 222 mg/kg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37 硝基苯 34 mg/kg

38 苯胺 92 mg/kg

39 2-氯酚 250 mg/kg

40 苯并[a]蒽 5.5 mg/kg

41 苯并[a]芘 0.55 mg/kg

42 苯并[b]荧蒽 5.5 mg/kg

43 苯并[k]荧蒽 55 mg/kg

44 䓛 490 mg/kg

45 二苯并[a，h]蒽 0.55 mg/kg

46 茚并[1，2，3-cd]芘 5.5 mg/kg

47 萘 2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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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壤pH值暂无相关标准，参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

行）》（HJ 964-2018）中土壤酸化、碱化分级标准，具体如下表6.1-2。

表 6.1-2 土壤酸化、碱化分级标准

pH值 土壤酸化、碱化强度

≤3.5 极重度酸化

3.5~4.0 重度酸化

4.0~4.5 中度酸化

4.5~5.5 轻度酸化

5.5~8.5 无酸化或碱化

8.5~9.0 轻度碱化

9.0~9.5 中度碱化

9.5~10.0 重度碱化

≥10.0 极重度碱化

6.1.2 地块外对照点土壤环境质量评估

本地块对照点土壤样品中基本项目检出重金属6项（砷、汞、镉、铜、铅、

镍），其他项目检出石油烃（C10~C40），其余指标均低于检出限。具体检出数

据见表6.1-3。具体检出数据见表6.1-3。

表 6.1-3 对照点土壤样品检出指标检测浓度统计

分析指标

（土壤）

样品名称 对照点 S0（m）

单位 检出限 0-1.5 1.5-2.0 3.5-4.0 5.5-6.0

重金属指标

砷 mg/kg 0.01 4.70 4.22 4.35 3.06

镉 mg/kg 0.01 0.06 0.05 0.05 0.01

铜 mg/kg 1.0 14 14 8 4

铅 mg/kg 0.1 23.0 21.5 18.4 15.8

汞 mg/kg 0.002 0.026 0.022 0.023 0.018

镍 mg/kg 3.0 35 31 23 22

其他指标

pH 无量纲 / 8.41 8.38 8.34 8.28
石油烃

（C10~C40）
mg/kg 6 24 19 15 12

6.1.3 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评估

本调查地块内土壤样品中45项基本项目检出检出重金属6项（砷、汞、镉、

铜、铅、镍）、pH、石油烃（C10-C40），其余指标均未检出。调查地块内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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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指标的检测浓度范围详见表6.1-4，pH值检测结果统计见表6.1-5。

表 6.1-4 土壤样品检出指标检测浓度评价结果

检出指标
检出限
(mg/kg)

筛选值
(mg/kg)

地块内范围

浓度
(mg/kg)

对照点范围

浓度(mg/kg)

测试

样品

总数

超标

样品

数

评价结

果

砷 0.01 20 2.14-8.49 3.06-4.7 32 0 未超标

汞 0.002 8 0.01-0.036 0.018-0.026 32 0 未超标

镉 0.01 20 0.46-2.02 0.01-0.06 32 0 未超标

铜 1 2000 4-21 4-14 32 0 未超标

铅 0.1 400 7-32.5 15.8-23 32 0 未超标

镍 3 150 28-44 22-35 32 0 未超标

石油烃

（C10~C40）
6 826 12-28 12-24 32 0 未超标

表 6.1-5 地块内土壤样品 pH值检测结果统计

点位编号 采样深度 pH 值（无量纲） 酸碱度情况

S1

0-0.5m 8.41~8.43 --
1.5-2.0m 8.39~8.41 --
3.5-4.0m 8.31 --
5.5-6.0m 8.27 --

S2

0-0.5m 8.59 轻度碱化

1.5-2.0m 8.54 轻度碱化

3.5-4.0m 8.51~8.52 轻度碱化

5.5-6.0m 8.49 --

S3

0-0.5m 8.71 轻度碱化

1.5-2.0m 8.68 轻度碱化

3.5-4.0m 8.64 轻度碱化

5.5-6.0m 8.57 轻度碱化

S4

0-0.5m 8.87 轻度碱化

1.5-2.0m 8.81 轻度碱化

3.5-4.0m 8.77 轻度碱化

5.5-6.0m 8.74 轻度碱化

S5

0-0.5m 8.38 --

1.5-2.0m 8.34 --

3.5-4.0m 8.27 --

5.5-6.0m 8.24 --

S6

0-0.5m 8.68 轻度碱化

1.5-2.0m 8.62 轻度碱化

3.5-4.0m 8.57 轻度碱化

5.5-6.0m 8.55 轻度碱化

S7
0-0.5m 8.81 轻度碱化

1.5-2.0m 8.74 轻度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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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0m 8.77 轻度碱化

5.5-6.0m 8.65 轻度碱化

S0

0-0.5m 8.41 --
1.5-2.0m 8.38 --
3.5-4.0m 8.34 --
5.5-6.0m 8.28 --

将调查地块内土壤样品各指标的检出值与地块外对照点土壤样品检出值对

比后得出：本调查地块内土壤样品的检出因子与对照点土壤样品的检出因子一

致，且地块内土壤样品的检出浓度与对照点土壤样品的检出浓度基本一致，各检

出因子的检测浓度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调查地块内土壤及对照点土壤

均有部分样品的pH值属于轻度碱化。本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处于正常水平，

可以满足后续作为居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使用要求。

将调查地块内土壤样品各指标的检出值与筛选值对比后得出：

（1）45项基本项目中有6种重金属（砷、汞、镉、铜、铅、镍）在分析的土

壤样品中被检出，但6种重金属（砷、汞、镉、铜、铅、镍）的检出浓度均未超

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六价铬未检出。

（2）45项基本项目中他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在分析的土壤样品

中均未检出。

（3）特征因子石油烃（C10-C40）在分析的土壤样品中被检出，但其检出浓

度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4）调查地块内土壤样品pH值在8.24-8.87之间。送检的32个土壤样品中有

19个样品为轻度碱化级别，其pH值在8.51~8.87之间。现阶段国内土壤质量及修

复的相关标准，并未对土壤pH做出限制性规定，一般对非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

无影响，本次调查地块后期规划为居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因此，部分土壤

样品轻度碱化对调查地块的开发利用影响较小。

6.2 地块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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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本次调查地块所在地不使用地下水作为饮用水，也不会开发利用，因此，本

次调查地块地下水评价标准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

准（IV类以农业和工业用水为依据，除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外，适当处理

后可作生活饮用水）选取。对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未包含

的指标，参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进行质量评估。

本地块地下水环境指标的风险评估筛选值详见表6.2-1。

表 6.2-1 地下水质量评价标准

检测因子 筛选值（µg/L）

重金属

砷 50

镉 10

铬（六价） 100

铜 1500

铅 100

汞 2

镍 100

挥发性有机物

四氯化碳 50

氯仿 300

1,1-二氯乙烷* 1200

1,2-二氯乙烷 40

1,1-二氯乙烯 60

顺-1,2-二氯乙烯 60

反-1,2-二氯乙烯 60

二氯甲烷 500

1,2-二氯丙烷 60

1,1,1,2-四氯乙烷* 900

1,1,2,2-四氯乙烷* 600

四氯乙烯 300

1,1,1-三氯乙烷 4000

1,1,2-三氯乙烷 60

三氯乙烯 210

1,2,3-三氯丙烷* 600

氯乙烯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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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120

氯苯 600

1,2-二氯苯 2000

1,4-二氯苯 600

乙苯 600

苯乙烯 40

甲苯 1400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000

邻二甲苯 1000

半挥发性有机物

硝基苯* 2000

苯胺* 7400

2-氯酚* 2200

苯并［a］蒽* 4.8

苯并［a］芘 0.5

苯并［b］荧蒽 8

苯并［k］荧蒽* 48

䓛* 480

二苯并［a,h］蒽* 0.48

茚并［1,2,3-cd］芘* 4.8

萘 600

其他项目

石油烃(C10-C40) * 1200
注：① “*”表示参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沪环土〔2020〕62号文，

附件 5，2020年 3月 26日）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余指标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 IV类水质标准。

6.2.2 地块外对照点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估

本地块对照点地下水样品中检出重金属汞、pH及石油烃（C10~C40），其中

pH值、重金属汞的检出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

类标准，石油烃（C10~C40）的检出浓度符合《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

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沪环土〔2020〕62号文，附件5，2020年3月26日）中的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余指标均未被检出。具体检出数据见表6.2-2。

表 6.2-2 对照点地下水样品检出指标检测浓度评价结果

检出指标 单位 检出限 GW0

汞 µg/L 0.04 0.44

pH 无量纲 -- 6.9

石油烃（C10~C40） µg/L 1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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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地块内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估

本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样品检出重金属汞、pH、石油烃（C10~C40），其余指

标均低于检出限。检出指标的检测浓度范围详见表6.2-3。

表 6.2-3 地下水样品检出指标检测浓度评价结果

单位：μg/L，pH值无量纲

检出指标 检出限 标限
地块内范围

浓度
对照点 评价结果

汞 0.04 2 0.03-0.10 0.44 未超标

石油烃（C10~C40） 10 600 80 80 未超标

pH值 -- 5.5-9.0 6.4-7.0 6.9 未超标

将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样品各指标的检出值与地标准对比后得出：本调查地块

内地下水样品的检出因子与对照点地下水样品的检出因子一致，且各检出因子的

检测浓度相差不大，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本调查地块内的地下水环境质量处于

正常水平，可以满足后续作为二类住宅用地使用要求。

将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样品各指标的检出值与标准值对比后得出：

（1）地块内地下水样品中pH值、汞被检出指标的检测浓度均符合《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Ⅳ类水质标准。

（2）挥发性有机物及半挥发性有机物在分析的地下水样品中均未检出。

（3）地块内地下水样品石油烃（C10~C40）被检出，石油烃（C10~C40）检测

浓度均满足《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沪环土

〔2020〕62号文，附件5，2020年3月26日）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6.3 地块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估

6.3.1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本次调查地表水检测污染物评价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水标准限值，部分污染物标准值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中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及此次地下

水调查评价标准，具体见表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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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地表水质量评价标准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单位

1 pH 6-9 无量纲

2 石油类* 0.5 mg/L

重金属

3 砷* 0.1 mg/L

4 汞* 0.001 mg/L

5 镉* 0.005 mg/L

6 铅* 0.05 mg/L

7 铬（六价）* 0.05 mg/L

8 铜* 1.0 mg/L

9 镍** 0.02 mg/L

挥发性有机物（VOCs）

10 氯乙烯** 5.0 μg/L

11 1，1-二氯乙烯** 30 μg/L

12 二氯甲烷** 20 μg/L

13 反-1，2-二氯乙烯** 50 μg/L

14 1，1-二氯乙烷 1200 μg/L

15 顺-1，2-二氯乙烯** 50 μg/L

16 氯仿** 60 μg/L

17 四氯化碳** 2.0 μg/L

18 苯** 10 μg/L

19 1，2-二氯乙烷** 30 μg/L

20 三氯乙烯** 70 μg/L

21 1，2-二氯丙烷 60 μg/L

22 甲苯** 700 μg/L

23 1，1，2-三氯乙烷 60 μg/L

24 1，1，1-三氯乙烷 4000 μg/L

25 四氯乙烯** 40 μg/L

26 氯苯** 300 μg/L

27 乙苯** 300 μg/L

28 1，1，1，2-四氯乙烷 900 μg/L

29
间二甲苯**

500 μg/L对二甲苯**

30 邻二甲苯**

31 苯乙烯** 20 μg/L

32 1，1，2，2-四氯乙烷 600 μg/L

33 1，2，3-三氯丙烷 600 μg/L

34 1，4-二氯苯** 300 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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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2-二氯苯** 1000 μg/L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

36 苯胺** 100 μg/L

37 2-氯苯酚 2200 μg/L

38 硝基苯** 17 μg/L

39 萘 600 μg/L

40 苯并（a）蒽 4.8 μg/L

41 䓛 480 μg/L

42 苯并（b）荧蒽 8.0 μg/L

43 苯并（k)荧蒽 48 μg/L

44 苯并（a）芘** 0.0028 μg/L

45 茚并（1，2，3-cd）芘 4.8 μg/L

46 二苯并（a，h）蒽 0.48 μg/L
注：*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水标准限值，**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中标准限值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其余参照此次地下水调查

评价标准。

6.3.2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本次调查地块所在地不使用地表水作为饮用水，且地块外邻近地表水为人工

挖掘的观赏水土。本次调查对地表水进行了一次采样及检测工作，检测项目与地

下水一致，检测结果发现重金属汞、pH及石油烃（C10-C40）被检出。

表 6.3-2 地表水样品检出指标检测浓度评价结果

单位：μg/L，pH值无量纲

检出指标 汞

石油烃

pH
（C10-C40）

评价标准 1 500 6-9
DW1 0.08 80 7.5

根据本次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所得到的检测结果，各因子检出浓度

均符合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标准限值、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地表水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6.4 底泥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地块内部河道底泥样品中检出重金属 6项（砷、汞、镉、铜、铅、镍）、pH

及石油烃（C10~C40），其余指标均低于检出限。检出指标的检测浓度范围均未

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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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具体检出数据见表 6.4-1。

表 6.4-1 土壤样品检出指标检测浓度评价结果

检出指标 单位 筛选值 DN1
砷 mg/L 20 2.31
汞 mg/L 8 0.009
镉 mg/L 20 0.80
铜 mg/L 2000 13
铅 mg/L 400 32.0
镍 mg/L 150 36

石油烃（C10-C40） mg/L 826 22
pH mg/L -- 8.67~8.72

6.5 不确定性分析

本项目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人员访谈、制定采样监测方案、

现场采样及实验室分析等过程，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等技术规范中的相关要求，最终得到本项目调查与评估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仅供改变该场地历史用途之前对土壤、地下水环境进

行摸底调查与初步了解，监测结果仅代表调查期间情况。但考虑到现实条件存在

不确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本项目调查评估结论进行不确定性分析，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污染物质在土壤介质中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历史地块利用过程中造

成的污染物转移或迁移等因素，同一监测单元内不同点位之间的地下状况可能存

在一定差异，而导致本次调查采集的样品检测数据不一定能代表地块内极端情况。

（2）在自然条件下，地下的污染物浓度可能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其中可

能的原因包含但不仅限于：

①污染物质可能发生或已经出现自然降解状况使其浓度降低；

②可能由于出现自然降解过程从而使得原污染物质的代谢产物在地下环境

中出现或浓度升高；

③地下污染物质可能随着地下水流迁移，使得污染物浓度在地下分布产生变

化；

（3）本报告结果是基于现场调查范围、测试点和取样位置得出的，由于地

下条件和污染状况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会发生变化，且不同污染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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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层或土壤中分布的规律差异较大，有的污染物分布呈现“锐变”，有的呈现

“渐变”，因此，样品采集的具体层位易造成检出结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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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观河路东、定海寺横河南、静海大道西、

世纪大道北地块的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一类用地筛选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不属于污染地块，该地块土壤属于清洁土壤，满足本

地块的规划要求。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样品中各检出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

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

行）》（沪环土〔2020〕62号文，附件 5，2020年 4月 1 日）中的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等标准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地块属于非污染地块，建议不对其进行进一步详查。

7.2 建议

（1）加强对未受污染地块的环境监管。保护土壤污染状况不被外界人为污

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保持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2）后续场地开发利用过程中需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并严格按

照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场地土壤及

地下水造成污染；

（3）鉴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不确定性，后续开发利用期间，如发现土壤、

地下水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采取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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