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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1Āq情况 

�据:中华人民共和ÿ土壤�染¶治法;，用途Ù更~Q宅1|共管理P|共

服á用地的，Ù更前à`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染状况调查2安徽省生态ÿ境×和安

徽省自然资源×于 2021� 11o 12å联合发文:关于强W用途Ù更的建¿用地联

ú÷管的通知;，要求省内用途Ù更~<n|一Q=的地块，在开发前依法落实�

染状况调查制度，W实保障人居ÿ境安全2~落实:中华人民共和ÿ土壤�染¶治

法;: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染¶治法èú解ô突出土壤�染þ 的实施意É;ÿÿ

Þ土壤[2019]47øĀ等法律法规和文þ精神，休宁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安徽睿

晟ÿ境ù�p限|ù开展q次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2 

ÿ1Ā调查地块情况ÿq次调查的地块面ÿ 5059.67m2，O于黄山^休宁县万安

镇文昌`路X侧，̀ 侧~黄山ð教育学校，南侧~文昌`路，西侧~空地，X侧~农

用地2 

ÿ2Ā土壤调查委托单Oÿ休宁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2 

ÿ3Ā土壤�染状况调查单Oÿ安徽睿晟ÿ境ù�p限|ù2 

Ð1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ý作开展时间~ 2025� 2o2项目组通过资料收集1Ā场踏勘

ñ及人员À谈等形式对q次调查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调查2 

11资料收集ÿq次调查通过收集地块Øó影像1休宁县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

þ制的地块用地范围Ā，得知调查地块ØóPñ农用地~�，无ý^企^生产经营

Øó，通过收集的地块规划Ā，地块土地利用性质调整~ 080403中小学用地2 

21Ā场踏勘ÿĀ场踏勘时地块暂o开发使用，地块无刺激性气味1无_味，

整个{域o发Ā_常颜色及气味土壤2Ā场使用 PID和 XRF进行了土壤快�检

测，调查地块砷1镉1Ü1铅1~1镍各项指标快�筛选÷测值均P于:土壤ÿ境

质ß-建¿用地土壤�染风险管ç标准ÿ试行Ā;ÿGB36600-2018Ā中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要求，挥发性p机物快�筛选÷测结果~ 0.471~0.675ppm2 

31人员À谈ÿ向Öà的居民1委托单O及相关部门了解到，调查地块�要~

农用地，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内oÐÏ过ý^活ú，无W学品使用及储`Øó2 



 

 

�据�染识别结果，调查地块Øó~农用地1地表水体，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

内oÐÏ过ý^活ú，没pý^产�ÿ节，地块Ā状~农用地2周边地块Øó~农

用地1地表水体，Ā状无�染型企^`在2 

因m，调查地块在`前和ØóP均无潜在的�染源，周边ÿ境引起调查地块土

壤�染的ÿ能性很小，按照: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ÿHJ25.1-

2019Ā，调查ý作ÿ结束，无需进行^续第Ð阶段调查2 

O1初n调查结论 

地块内`前和ØóP均无ÿ能的�染源，周边潜在�染源对地块ÿ境影响较

小，调查地块ÿ境状况均ÿ接Ø，能够满足Ð类建¿用地ÿ境要求，调查地块均O

属于�染地块，第一阶段调查ý作结束，无需进行Q一阶段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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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O于黄山^休宁县万安镇文昌`路X侧，面ÿ

5059.67m2，̀ 侧~黄山ð教育学校，南侧~文昌`路，西侧~空地，X侧~农用地2 

�据^�提供的资料ñ及Ð相关部门了解到ÿ地块原Y用地性质~农用地，目

前q地块Ýð开发利用，土地利用性质调整~ 080403中小学用地2�据:中华人

民共和ÿ土壤�染¶治法;，用途Ù更~Q宅1|共管理P|共服á用地的，Ù更

前à`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染状况调查2安徽省生态ÿ境×和安徽省自然资源×于

2021� 11o 12å联合发文:关于强W用途Ù更的建¿用地联ú÷管的通知;，

要求省内用途Ù更~<n|一Q=的地块，在开发前依法落实�染状况调查制度，

W实保障人居ÿ境安全2 

~完善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手续，休宁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安徽睿晟ÿ

境ù�p限|ù开展q次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22025� 2o安徽睿晟ÿ境ù�p

限|ù组ÿp关�术人员对q地块及周边地块Øó发展情况1各个Øó时期ÿ能`

在的�染物排�及处理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识别1判断地块土壤和地Q水�染的

ÿ能性，V析各ÿ节Pÿ能`在的排�点1�染因子1�染途ß1�染范围及程度，

确定�染物种类及�染程度2 

在ðþ了解地块的Ā础P，按照: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建

¿用地土壤�染风险管ç和修复÷测�术导则;及:建¿用地土壤ÿ境调查评估�

术指南;等ÿ家相关�术导则和标准的要求，安徽睿晟ÿ境ù�p限|ù委托�苏

|林勒ï检测�术p限|ù于 2025� 3o 15å对调查地块土壤实施Ā场快�检测

ý作，�据搜集到的相关信息和检测结果，V析判断地块Ø到�染的ÿ能性，提出

ï地块是否~�染地块的初n调查结论2在m调查Ā础P，|ù依据:建¿用地土

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ÿHJ 25.1-2019Ā编制了: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

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ç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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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q次调查性质~地块土壤�染状况初n调查，目的是通过对地块及w周边{域

的用地ØóPĀ状利用1Øó生产活ú1自然ÿ境情况等资料的收集PV析1Ā场

勘查1人员À谈等方式，识别V析地块是否`在�染ÿ能性2 

2.1.2调查原则 

�据地块调查的内容及管理要求，q次地块调查ý作遵循ñQ原则ÿ  

ÿ1Ā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染特à和潜在�染物特à，进行�染浓度和空间V_的初n调查，

~地块的ÿ境管理ñ及Q一nÿ能需要的地块ÿ境调查ý作提供依据2 

ÿ2Ā规范性原则 

o|遵循�染地块ÿ境调查的相关�术规范，采用程序W和系统W的方式规范

地块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ù学性和üÊ性2  

ÿ3Āÿ操作性原则 

在地块ÿ境调查及_点采�V析时综合考虑�染特点1ÿ境条þ1调查方法1

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前ù�发展和专^�术水�，制定W实ÿ行的调查方

案，使调查过程W实ÿ行2 

2.2调查范围 

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O于黄山^休宁县万安镇文昌`路X侧，面ÿ

5059.67m2，̀ 侧~黄山ð教育学校，南侧~文昌`路，西侧~空地，X侧~农用地，

地块�在地O置示意ĀÉĀ 2.2-12地块红线范围1拐点编ø及`标É表 2.2-1，v休

宁县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提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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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2.2-1 调查地块地理O置示意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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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地块拐点`标一É表 

序ø X Y 

J1 3295931.644  471805.414  

J2 3295916.691 471837.492  

J3 3295769.341 471770.915  

J4 3295779.398 471766.853  

J5 3295780.198 471766.624  

J6 3295796.609 471764.607  

J7 3295801.245 471764.701  

J8 3295809.102 471765.930  

J9 3295821.829 471769.473  

J10 3295823.649 471769.869  

J11 3295824.224 471769.875  

J12 3295824.901  471769.708  

J13 3295829.438 471768.125  

J14 3295831.704 471771.832  

J15 3295838.762 471768.682  

J16 3295846.368 471764.349  

J17 3295848.955 471758.269  

J1 3295931.644  471805.414  

备注ÿ`标系-2000ÿ家大地`标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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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调查依据 

2.3.1法律法规1�策 

ÿ1Ā:中华人民共和ÿÿ境保æ法;ÿ2015�1o1å施行ĀĀ  

ÿ2Ā:中华人民共和ÿ土地管理法;ÿ2019�8o26å修¬ĀĀ  

ÿ3Ā:中华人民共和ÿ土壤�染¶治法;ÿ2019�1o1å施行ĀĀ 

ÿ4Ā:中华人民共和ÿ固体废物�染ÿ境¶治法;ÿ2020�9o1å施行ĀĀ 

ÿ5Ā:中华人民共和ÿ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ÿ2021�7o修¬ĀĀ 

ÿ6Ā:安徽省ÿ境保æ条例;ÿ2018�1o1å施行ĀĀ 

ÿ7Ā:ÿá院关于s发土壤�染¶治行ú«划的通知;ÿÿ发42016531

øĀĀ 

ÿ8Ā: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1风险评估1风险管ç及修复效果评估ç

告评û指南;ÿÿÞ土壤42019563øĀĀ 

ÿ9Ā:�染地块土壤ÿ境管理Þ法;ÿ部ð 第42øĀÿ2017�7o1å施

行ĀĀ 

ÿ10Ā:安徽省生态ÿ境× 安徽省自然资源×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W× 安徽

省Q�和城乡建¿× 关于强W�染地块联ú÷管坚ô¶kß规开发利用的通知;

ÿ皖ÿ函420215329øĀĀ 

ÿ11Ā:安徽省生态ÿ境× 安徽省自然资源规划× 关于强W用途Ù更的建¿

用地联ú÷管的通知;ÿ皖ÿ函4202151010øĀĀ 

ÿ12Ā:安徽省土壤�染¶治ý作方案;ÿ皖�420165116øĀĀ 

ÿ13Ā: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ÿ土壤�染¶治法>Þ法;ÿ2024� 12o

20å修lĀ2 

2.3.2�术导则1规范及标准 

ÿ1Ā: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ÿHJ 25.1-2019ĀĀ 

ÿ2Ā:建¿用地土壤�染风险管ç和修复÷测�术导则;ÿHJ 25.2-2019ĀĀ  

ÿ3Ā:建¿用地土壤ÿ境调查评估�术指南;ÿÿ境保æ部2017�第72ø|

告ĀĀ 

ÿ4Ā:ÿ土空间调查1规划1用途管制用地用海V类指南;ÿ自然资发

420235234øĀ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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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5Ā:土壤ÿ境质ß 建¿用地土壤�染风险管ç标准ÿ试行Ā;

ÿGB36600-2018Ā2 

2.3.2w他依据 

ÿ1Ā调查地块界址点`标Āÿ休宁县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2025�1oĀĀ 

ÿ2Ā: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提升改 及Ā书馆ð建项目岩土ý程勘察ç

告;ÿ�苏ù信岩土ý程勘察p限|ù，2024�12oĀĀ 

ÿ3Ā黄山^休宁县ÿ土空间总体规划ÿ2021-2035ĀĀ 

2.4调查方法 

�据: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ÿHJ25.1-2019Ā，建¿用地土

壤ÿ境调查一般包括O个阶段2q次调查属于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中的第一阶段

土壤�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土壤�染状况调查是ñ资料收集1Ā场踏勘和人员À

谈~�的�染识别阶段2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边{域`前和ØóP均无

ÿ能的�染源，则认~地块的ÿ境状况ÿñ接Ø，调查活úÿñ结束2x体程序É

Ā 2.4-1�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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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2.4-1 土壤�染状况调查ý作内容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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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区域ÿ境概况 

3.1.1地理O置 

黄山^O于安徽省最南端，介于`经 117°029—118°559和X纬 29°249

—30°249之间，南X跨度 1°，`西跨度 1°539，西南P�西省o德镇^浮梁

县1P饶^婺源县交界，`南P浙�省衢州^开W县1杭州^淳安县1临安{~

邻，`XP安徽省ý城^绩溪县1旌德县1泾县接壤，西XP�州^青·县1石Ā

县1`ó县毗邻，总面ÿ 9807�方千米2<十OÞ=p，黄山^初n形成了集高

�铁路1高�|路1n通ÿ道1航空等多种方式的<十=_型ÿ家ÿ综合ß输通

道2w中ñ杭黄高铁ÿ250千米/小时Ā1昌o黄高铁ÿ350千米/小时Ā1皖赣铁路

ÿ120千米/小时Ā，杭瑞高�1黄浮高�1G233，ð安�航道等~骨架融入`西

向沪昆走廊2ñ京福高铁ÿ350千米/小时Ā1�黄高铁ÿ350千米/小时Ā，京Ā高

�1G2051G2371G330等融入南X向京津冀-粤港澳�轴支线2实Ā黄山^P长

O角1京津冀1粤港澳等{域的à联à通2 

休宁县，隶属安徽省黄山^，`邻屯溪{1歙县，`XP黄山{1徽州{相

à，西XP祁门县1黟县毗邻，`南P浙�省淳安县1开W县交界，西南P�西省

婺源县1浮梁县接壤2辖{总面ÿ 2126�方千米2境内交通发达，皖赣铁路1合

福高�铁路1杭黄高�铁路1合Ü黄高�|路1京Ā高�|路1黄祁高�|路经过

q县，黄山机场在w境内，是皖浙赣边界交通枢纽2 

q次调查地块O于黄山^休宁县万安镇文昌`路X侧，地理O置ÉQ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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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3.1-1地块地理O置Ā 

3.1.2{域地质构  

休宁县地层{划属扬子�地层{皖南V{，县内出露的地层ñ元ô界前震æ系

~�，þ占休宁县全县总面ÿ的 65%，震æ纪ñ^得地层和岩浆岩露出的面ÿ仅占

35%2休宁县大地构 属<�南Ā隆=的中段，早在 6亿�前就是<原始�南ô

Ø=的一部V，是安徽地质óP最早成Ø的地{之一2v于Ø多次构 ßú的影

响，O仅各地构 型式O\，w演Ù过程也各x特色2通过休宁县的次一ÿ构 除

休宁山_形构 前弧和鄣|山`西向构 带中Þ带外，ßp祁门-歙县O·a深断

裂带1Þ龙山-歙县昱岭关 伏深断裂1休宁汪x-歙县小xa大断裂1漳前-旌德大

断裂1宁ÿ-歙县大断裂等斜贯休宁县境2 

项目�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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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气候气象 

休宁县属于Þ热带季风气候，四季V明，雨水充沛2�均气温 15.5~16.4℃，

降水ß 1400~1700毫米之间，�均相对湿度~ 80%2�å照总时数 1906.0小时2

梅雨期长 23y2初霜~ 11o 9å，Ā霜~ 3o 21å，�无霜期 231y2 

3.1.4土壤植被 

休宁县土壤�要p铁Ý质土1淋溶土1初育土1半水成土和人~土等 5个土

þ，续V~红壤1黄壤1黄棕壤1石�土1ÿ骨土1石质土1紫色土1山地草甸

土1潮土和水稻土等 10个土类等2黄红壤1红壤性土等 16个Þ类，黄红壤1黄红

土等 59个土属，93个土类2全县各类土壤的V_�O\地形而相àÙW2黄红壤

广泛V_于海拔 700mñQ的中山1P山和丘陵，P黄红壤\一生物气候带的棕色

石�土1石�性紫色土1酸性紫色土1中性紫色土1�潮土和水稻土等镶嵌V_在

海拔 500mñQ的丘陵1河谷盆地Ā黄壤和暗黄棕壤V_于海拔 700mñP中山的

中P部2 

休宁县的y然植被属Þ热带常绿阔÷林和山地常绿阔÷P落÷阔÷混交林2v

于Ø人类长期活ú的影响，原始植被已很少保`，�要是次生的常绿阔÷和落÷阔

÷混交林ñ及ĀW的高山灌木林，ßp大面ÿ人ý种植的杉木1马~�和毛竹林

等2q县的植物种类繁多，ï表性树种�要p栎类1槠类1粟类1木荷1貂皮樟1

枫香1马~�1黄山�1杉木1毛竹等2v于Ø�体气候的影响，w×直V_较~

明显，一般海拔 800mñQ~人ý}ÿ的杉木1马~�1毛竹ñ及y然常绿阔÷

林，海拔 800～1200mñ黄山�1ÿ槠1栲槠1ÿ柄枹1矛粟~�的常绿针阔和落

÷阔÷混交林带，w中 1100～1200m也p落÷阔÷林出Ā2海拔 1200mñP~灌

木林或乔木ĀW的灌木_及中山草甸2 

3.1.5水文地质 

q次调查o进行实×ý程勘察，也o获×q地块前期的岩土ý程勘察ç告，但

收集到Pï地块距离 10m的: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提升改 及Ā书馆ð建项目

岩土ý程勘察ç告;，O于地块`侧，ï地块Pq次调查地块地形地貌类似，距离

较à，ÿñ作~地块的水文地质条þ参考2地块O置关系ÉQ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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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3.1-2 q次调查地块P引用岩土ý程勘察ç告地块O置关系Ā 

11地块地质概况V析 

地块地层�据w形成�ï1成因类型及ý程性质特à自PóQÿ划V~ 6层2

地层结构层序V别Ú述如Qÿd层素填土-e层粉质黏土-f层淤泥质中砂-④层圆

砾土-⑤层强风W千枚状粉砂岩-⑥中风W千枚状粉砂岩2各层地Ā岩土的岩性结构

特à如Qÿ d层素填土ÿQmlĀÿg色，�散，稍湿~湿2�要~粉土1原岩碎块组成，

成V较单一，含少ß生活Ø圾2|质物含ß在 25%þô，堆ÿ�限~ 1~5�，进尺

快2全场地V_Āï层q次勘察孔均揭穿，揭露最薄处 1.30m，最厚处 3.30m，�

均厚度~ 1.38mĀ层面最高处标高 139.47m，层面最P处标高 138.46m，�均标高

139.16m2 e层粉质Ā土ÿQalĀÿ褐黄色，稍湿，ÿ塑Ā局部{段角砾含ß较高，W面

较Z滑，无摇振反à，~强度及韧性中等，中等压缩性2全场地V_Āï层q次勘

调查地块 

引用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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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孔均揭穿，揭露最薄处~ 2.40m，最厚处 5.50m，�均厚度~ 4.12m，层面最高

处标高~ 137.97m，层面最P处~ 135.16m，�均标高~ 136.97m2 f层淤泥质粉土ÿQalĀÿ�褐色，湿~饱和，�散，呈淤泥状2粒ß在

0.30~0.45mm，含ß 65%ñP，�要矿物成Vp石英1长石1ß母和部V岩屑，V

选性较好，�粒较均匀，ÿ配差2全场地V_Āï层q次勘察孔均揭穿，揭露最薄

处~ 1.20m，最厚处~ 2.30m，�均厚度~ 1.55m，层面最高处标高~ 133.50m，层

面最P处标高~ 131.72m，�均标高~ 132.85m2 

④层圆砾土ÿQalĀÿ�褐色，湿稍密2圆砾含ßþ~ 55~65%，多呈Þ圆状，

一般粒ß 1.0~2.0cm，局部É卵石，矿物成份~硅质岩1砂岩1花岗岩1脉英石

等，�粒骨架多v砂质1泥质填充2胶结性差2全场地V_Āï层q次勘察孔均揭

穿，揭露最薄处~ 0.40m，最厚处~ 3.40m，�均厚度~ 1.64mĀ层面最高处标高

~ 131.89m，层面最P处标高~ 130.46m，�均标高~ 131.30m2 ⑤层强风W千枚状粉砂岩ÿK1hĀÿ褐红色，~，粒状鳞片Ù晶结构，粉砂

质1千枚状构 ，片理W发育，P部风W强烈，呈土状，岩芯一般呈碎屑或碎粒

状，局部~强风W中风Wà层，岩性较软2全场地V_Āï层q次 仅部V勘察孔

揭穿，揭露最薄处~ 1.20m，最厚处~ 4.40m，�均厚度~ 2.32mĀ层面最高处标

高~ 130.85m，层面最P处标高~ 119.11m，�均标高~ 128.61m2 

溶洞ÿ褐红色，洞穴堆ÿ物~全填充，呈�散状态2充堆物�要成V~圆砾1

卵石1风W岩碎块1Ā性土1砂质等，粒ß一般 1.0~5.0cmO等2揭露最薄处~

7.70m，最厚处~ 11.10m，�均厚度~ 9.68mĀ层面最高处标高~ 129.31m，层面

最P处标高~ 126.12m，�均标高~ 119.92m2 

⑥中风W千枚状粉砂质ÿK1hĀÿ褐红色，鳞片Ù晶结构，粉砂质，千枚状构

 ，片理1裂隙发育，呈ÿ柱状和碎块状，岩芯破碎，裂隙较发育2岩芯采×率~

70%~82%，RQD~ 65~77，坚|程度~软岩，岩体完整程度~破碎，岩体Āq质

ß等ÿ~ Vÿ2全场地V_Āï层仅部V勘察孔揭露，揭露最薄处~ 2.40m，最厚

处~ 8.90m，�均厚度~ 4.06mĀ层面最高处标高~ 127.65m，层面最P处标高~

115.74m，�均标高~ 119.92m2 

21地块地Q水概况V析 

地块�在{域地Q水p一层P层滞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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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层滞水ÿP层滞水�要赋`于①层素填土层中，ï层厚薄O均，透水性中

等2水ßP大气降水1地势高P及含水层厚度p较大关系，无稳定的自v水面，V

_Oà续，因场地填土厚度O大，勘察期间~枯水期2�要补ÿ来源~大气降水，

地Q水O�季节ÙW，�要ñ蒸方式排泄，并Ø山体ó沟ß流影响2多~孔隙水，

局部P深部Ā岩裂隙水相通2 

�据地{经验，Ā岩裂隙水�要赋`于Q部风WĀ岩裂隙中，水ßØ岩性1构

 1风W影响较大2�压1à通性差，w�要ØP部地Q水及Ā岩风W层侧向ß流

补ÿ，ß流方式�要通过Ā岩内的节理裂隙1构 v高处向P处渗流，�要通过蒸

发1补ÿ河流等方式排泄2 

勘探期间测得稳定地Q水OÿP层滞水Ā埋深~ 1.30m~1.50m，水O标高~

137.64m~137.66m2`地Q水OP升ó距离Ā槽á≤0.5m时，将会降P地Ā土的强

度及物理力学性质，à采×相关措施ñ减少地Q水对Ā槽开挖的影响2 

地Q水ú态ÙW�要Ø大气降水和蒸发因素的影响，地Q水丰水期多出Ā于

5~8o份，枯水期多出Ā于 12oó翌� 2o2因q地{o对地Q水O进行专门长

期Ê测1统«，�据地{地质资料，P层滞水�水OÙW幅度þ~ 2.00m~4.00m，

{内岩体局部裂隙较发育，强风WĀ岩厚度ÙW大，局部P外部岩体裂隙相遇，参

考临à场地水文资料，在{域P一般被视~弱含水层2 

3.2敏感目标 

�据调查，q次调查地块O在安徽省生态保æ红线范围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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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3.2-1 安徽省生态保æ红线Ā 

地块O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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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ÿHJ25.1-2019Ā，地块周边敏感

目标�要包括ÿ能Ø到�染影响的居民{1学校1|院ñ及Ý要的行�Þ|场�2

q次�要调查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地块周边¿施及敏感目标的V_情

况É表3.2-1及Ā3.2-22 

表 3.2-1  地块周边¿施类型及V_情况 

序ø ¿施]Ā ¿施类型 方O，距离 Āq情况 

1 黄山ð教育学校 学校 `，5m 师生þ2200人 

2 
黄山水áç股集团

p限|ù 
企^ `，240m þ180人 

3 Q水南 居民{ `，420m þ300人 

4 钟塘x 居民{ X，450m þ280人 

 

Ā 3.2-2地块周边¿施V_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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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Ā状和历史 

3.3.1地块Ā状 

地块Ā状ÿ�据Ā场勘查，地块~农用地，地块外p一条自X向南流向的沟渠

ÿ南~渠，宽度þ 1m，水深þ 1mĀ土壤没pÊ测到过度使用W肥 成的土壤结构

改Ù1土质�结1作物品质及产ßQ降等Ā象，无_常气味，无私营作坊生产痕

迹，地Q无管道及电缆2 

 

  

地块Ā状 

3.3.2地块Øó情况 

通过资料收集1人员Ā场走À1Ā场踏勘1^�提供相关w料和影像资料等ÿ

知ÿ 

�据GOOGLEØó影像，地块Øó一直~农用地，2018�南~渠Ð地块内v西

向`流过，2020�南~渠改道Ð地块外西南侧流过，地块内o进行过ý^生产开发

活ú2 



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ç告 

 

 17 

表3.3-1 调查地块Øó影像ÙW 

时间 Øó影像Ā 

2010.03 

 

地块内~农用地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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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 

 

地块内无ÙW，Ï~农用地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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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 

 

地块内无ÙW，Ï~农用地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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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 

 

地块内无ÙW，Ï~农用地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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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 

 

地块内无ÙW，Ï~农用地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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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 

 

地块内Āq无ÙW，�要~农用地，p少面ÿ地表水体流过，整体流向自西向` 

调查地块 

南~渠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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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 

 

地块内无ÙW，Ï~农用地，地表水体改道，O再Ð地块内流过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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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 

 

地块内~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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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的Ā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的Ā状 

调查地块`侧~黄山ð教育学校Ā南侧~南~渠，文昌`路Ā西侧~空地ĀX

侧~农用地2地块周边的农u和地表水无_�，土壤没pÊ测到过度使用W肥 成

的土壤结构改Ù1土质�结1作物品质及产ßQ降等Ā象，无_常气味，无私营作

坊生产痕迹，周边无企^生产2 

  

 

 

 

Ā 3.4-1 地块相邻地块Ā状Ā 

3.4.2相邻地块的Øó情况 

�据^�提供相关w料，ñ及实地走À和影像资料等显示ÿ 

调查地块周边地块原�要~农用地1x庄1地表水2 

 

X侧 

西侧 `侧 

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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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 相邻地块Øó影像ÙW 

时间 Øó影像Ā 

2010.03 

 

相邻地块~农用地1地表水体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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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 

 

相邻地块无ÙW，Ï~农用地1地表水体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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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 

 

 

相邻地块无ÙW，Ï~农用地1地表水体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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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 

 

相邻地块无ÙW，Ï~农用地1地表水体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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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ÿ保 

2017.02 

 

相邻地块无ÙW，Ï~农用地1地表水体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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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 

 

相邻地块Āq无ÙW，Ï~农用地1地表水体，地表水体Ð地块西南侧改道向`经过地块内，地块南侧文昌`路开始建¿，地块`侧黄山ð教育学校开

始建¿ 

地块范围 

黄山ð教育学校开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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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 

 

相邻地块Āq无ÙW，Ï~农用地1地表水体，地表水体Ð向`经过地块内改道Ð地块西南侧经过，地块南侧文昌`路建¿完成，地块`侧黄山ð教育

学校建¿完成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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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利用的规划 

依据:休宁县ÿ土空间总体规划ÿ2021-2035Ā;，q地块`前最ð规划作~ 080403

中小学用地使用，地块x体规划用途É表 3.5-1及Ā 3.5-12 

表 3.5-1 地块编ø1面ÿ及用途一É表 

地块 
地块面ÿ

ÿm2Ā 
原用地类型 地块规划用途 Ā状 

黄山ð教育学校

ßú场西侧地块 
5059.67 农用地 080403中小学用地 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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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3.5-1休宁县规划方案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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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V析 

4.1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q次收集地块资料V别来源于委托单O及相关部门提供1�þ|开信息等2调

查地块资料清单收集情况É表 4.1-12  

表 4.1-1 调查地块资料清单 

序ø 资料]Ā及类型 

已收集ÿ√Ā 

o收集ÿ×Ā 

Oî及ÿ—

—Ā 

备注 

地块利用Ù迁资料 

1 航片或卫星Ā片 √ GOOGLE地球卫星影像Ā 

2 地块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3 
w他pû于评ÿ地块�染的Øó资料如

土地登记信息资料 
√ 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4 
地块利用Ù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1¿

施1ý艺流程和生产�染等的ÙW情况 
—— 地块内无生产Øó 

地块ÿ境资料 

1 地块内土壤及地Q水�染记录 —— 无�染记录 

2 地块内t险废`物堆�记录 —— 无t废处置Øó 

3 
地块P自然保æ{和水源保æ{的O置

关系 
—— O在自然保æ{和水源保æ{内 

地块相关记录 

1 
产品1原辅w料和中间体清单1�面_

置Ā1ý艺流程Ā 
—— 地块内无生产Øó 

2 

地Q管线Ā1W学品储`和使用清单1

泄漏记录1废物管理记录1地P和地Q

储�清单 

—— 地块内无生产Øó 

3 ÿ境÷测数据 —— 地块内无生产Øó 

4 ÿ境影响ç告书或表1ÿ境û«ç告 —— 地块内无生产Øó 

5 岩土ý程勘察ç告 √ 引用距离地块10m地块地勘ç告 

v�府机关和h威机构�保`和发_的ÿ境资料 

1 ÿ境质ß|告 √ 黄山^生态ÿ境局 

2 {域ÿ境保æ规划 √ 黄山^生态ÿ境局 

3 生态和水源保æ{规划 √ 黄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 企^在�府部门相关ÿ境备案和批复 —— 地块内无生产Ø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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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在{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1 
地理O置1地形1地貌1土壤1水文1

地质和气象资料等自然信息 
√ �þ|开信息 

2 
敏感目标V_1土地利用方式1{域经

济Ā状和发展规划 
√ 黄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 
ÿ家和地方�策1法规P标准等社会信

息 
√ �þ|开信息 

4.2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4.2.1 �府和h威机构资料收集 

�据地块调查的�术要求，q次�要收集:黄山^ 2023�度ÿ境质ß|ç;

:休宁县ÿ土空间总体规划ÿ2021-2035�Ā;:关于发_安徽省生态保æ红线的

通知;ÿ皖�秘ÿ2018Ā120øĀ等资料2 

ÿ1Ā黄山^ 2023�度ÿ境质ß|ç  

2023�，黄山^¿置 3个ÿ境空气质ß自ú÷测点，3个酸雨÷测点，8个降

尘÷测点ÿ含 1个对照点Ā，黄山^ð安�~流和支流共_¿ 18个÷测断面，湖

ß 2个÷测点OĀ长�流域支流共_¿ 10个÷测断面，湖ß 2个÷测点O，黄山

^ 13个县ÿñP饮用水水源地，黄山^ 102个{域声ÿ境质ß测点130个城^道

路交通噪声测点和 7个ß能{声ÿ境质ß测点开展了÷测2  

11空气ÿ境  

2023�，黄山^空气质ß优良y数比例 97.5%，w中，空气质ß~优的y数

190y，占全�总y数的 52.1%Ā良好y数 166y，轻度�染 9y2空气质ß指数

范围~ 19～1452空气质ß综合指数 2.542 

21降水  

2023�，黄山^酸雨频率 55.1%，降水 pH值范围 4.26～7.11，降水 pH�均值

~ 5.232  

31降尘 

2023�黄山^降尘总ß均值~ 1.3吨/�方千米 o，P于 5.0吨/�方千米 o的

ç制限值2 

41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黄山^中心城{和各{县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全部满足饮用水水源水质

要求，水质达标率 100%2各饮用水源水质优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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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河流 

ð安�流域水质状况~优，a～c类水质断面比例 100%2w中ð安�~流�均

水质优，1个断面水质~a类，3个断面水质~b类Āð安�支流�均水质优，13个

断面水质~b类，1个断面~c类2 

黄山^长�流域水质状况~优，a～b类水质断面比例 100%2w中 6个断面水

质~a类，4个断面水质~b类2 

61湖泊ÿ水ßĀ 

湖ß 4个÷测点O水质~a～c类2z�湖水质类别~a类，丰P湖水质类别~b

类，水质优Ā奇墅湖水质类别~c类，水质良2 

71城^ß能{定点噪声 

2023�全^ß能{声ÿ境质ß昼间达标率~ 100%，夜间达标率 100%2 

81城^道路交通噪声 

2023�黄山^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均等效声ÿ 65.1V贝，道路交通噪声强度

等ÿ~一ÿ，道路交通声ÿ境质ß等ÿ~好Ā夜间�均等效声ÿ 55.5V贝，道路交

通噪声强度等ÿ~一ÿ，道路交通声ÿ境质ß等ÿ~好2 

91城^{域ÿ境噪声 

2023�黄山^{域声ÿ境质ß昼间�均等效声ÿ 51.2V贝，ÿ境噪声总体水

�~Ðÿ，声ÿ境质ß等ÿ~较好Ā夜间�均等效声ÿ 45.5V贝，ÿ境噪声总体水

�~Oÿ，声ÿ境质ß等ÿ~一般2 

ÿ2Ā安徽省生态保æ红线 

按照生态保æ红线的�导生态ß能将红线划V~水源涵{1水土保持1生物多

�性þæ等 3大类共 16个片{2黄山^休宁县共 2126km2，w中生态保æ红线面ÿ

~ 655.82km2，属于ð安�P游水源涵{及水土保持生态保æ红线1黄山-y目山生

物多�性þæ及水源涵{生态保æ红线2 

4.2.2 资料V析  

q地块用地性质目前~ 080403中小学用地，周边地块�属学校1农用地Ā另

外，调查地块规划O在安徽省生态保æ红线范围内2q地块�在{域总体ÿ境质ß

Ā状较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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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q次通过收集地块用地规划1Øó影像等资料，V析地块ØóÙ革，ØóPp

无ÐÏ�染活ú迹象，ñ及V析地块周边Øó情况2最Ā得到如Q信息ÿq次调查

的地块Øó~农用地，�要农作物~水稻，地块ØóP均没p任何ý^活ú1�染

Ï故等ÿ能影响土壤�染的情况发生2 

4.4其他资料收集及分析 

�据Ā场踏勘ñ及�P查阅ÿ知ï地块的自然地理O置1气候气象1地形地

貌1水文地质1地层岩性和{域发展等资料，ï{域内ÿ境质ß良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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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Ā场踏勘和人员À谈 

5.1Ā场踏勘 

调查地块Øó~空地，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内oÐÏ过ý^活ú，没pý^产

�ÿ节，地块Ā状~农用地，无私营作坊生产痕迹2 

5.1.1p毒p害物质的储`1使用和处置情况V析 

调查地块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内oÐÏ过ý^活ú，故无p毒p害物质的储

`1使用和处置2 

5.1.2各类槽�内的物质和泄漏评ÿ 

调查地块内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内oÐÏ过ý^活ú，故O`在槽�及内物质

泄漏2 

5.1.3固体废物和t险废物的处理评ÿ 

调查地块内o发Ā固体废物和t险废物堆�2 

5.1.4管线1沟渠泄漏评ÿ 

调查地块内无管线和沟渠，地块西南侧p一条vX向南流向的沟渠ÿ南~渠，

宽度þ 1m，深度þ 1mĀ，ÉQĀ2 

 

5.1.5P�染物迁移相关的ÿ境因素V析 

调查地块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内一直~农用地种植水稻，o规模W使用W肥农

药，oÐÏ过ý^活ú，无外来堆土，周边居民{自 2014�开始¿置生活Ø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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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置点，自 2020�开始生活�水经�水处理¿施ÿ沉淀Ā处理^排�，在`前

和ØóP均无潜在的�染源，周边ÿ境引起调查地块土壤�染的ÿ能性很小2 

5.2人员访谈 

Ā场调查期间，~解答资料收集和Ā场踏勘�î及的疑þ，ñ及信息补充和已

p资料的考证，调查单O�术人员对地块Ā状或Øó的知情人展开了广泛的走À调

查，�要À谈对象包括地块周边`地居民及p关单O或机构，累«走À人数~ 5人

次2x体相关人员À谈内容ðÉ 5.2-1~5.2-22 

表 5.2-1 接ØÀ谈人员信息一É表 

接À人员 À谈机构 职á À谈内容 À谈回答 

王俊玲 
休宁县生态

ÿ境V局 
�任 

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的Øó情

况Ā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是否

发生过ÿ境�染Ïþ或是否建

p�染型ý^企^Ā调查地块

及周边地块土壤是否散发p_

常气味Āq地块及周边地块是

否堆�过l规或非l规ý^固

废ÿ或者t废ĀĀq地块周边

是否p敏感目标 

据调查了解到ÿ黄山ð教

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和

周边地块ØóP~空u1

x庄等Ā调查地块及周边

地块没发生过ÿ境�染Ï

þ，o建¿过�染性ý^

企^，地块内土壤无_

味，o堆`过固体废物2 

王志坚 
休宁县土地

收储中心 
�任 

�志� 
黄山ð教育

学校 
校长 

÷ÿ庆 钟塘x居民 x民 

在`地居Q�限Ā调查地块是否

发生过ÿ境�染Ïþ或是否建p

�染型ý^企^Ā调查地块土

壤1地表水ÿ南~渠Ā是否散发

_常气味等 

被À人员均在q地生活多

�2据调查了解到ÿ黄山ð

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Ø

óP~农uĀ地块没发生过

ÿ境�染Ïþ，也o建¿过

ý^企^，地块内土壤无_

味2  

��忠 
钟塘xx委

会 
ý作人员 

在`地居Q�限Ā调查地块是否

发生过ÿ境�染Ïþ或是否建p

�染型ý^企^Ā调查地块土

壤1地表水ÿ南~渠Ā是否散发

_常气味，地块Øó农作物种植

情况，x庄生活Ø圾1生活�水

处置情况等 

被À人员均在q地生活多

�2据调查了解到ÿ黄山ð

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Ø

óP~农uĀ地块没发生过

ÿ境�染Ïþ，也o建¿过

ý^企^，地块内土壤无_

味，地块农作物�要~水

稻，x庄生活Ø圾vÿ卫清

ß，生活�水集中收集ó�

水处理¿施处理^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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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人员À谈结果统«表 

À谈å期 2025� 2o 21å 

ØÀ人数 4人 

地块ØóP是否pw他ý^企^

`在 

选择 是 否 O确定 备注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任何l规或非l规

的ý^固废堆�场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ý^废水排�沟渠

或渗a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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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产品1原辅w料1

油品的地Q储�或地Q输�管道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ý^废水的地Q输

�管道或储`�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及周边地块是否曾发生过W

学品泄漏Ï故？或是否曾发生过

w他ÿ境�染Ï故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在家庭作坊？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农u？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4 0 0 

占比ÿ%Ā 100 0 0 

地块是否大规模使用农药W肥？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是否曾闻到土壤散发的_常

气味？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是否p遗留的x庄生活Ø圾

`�点？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p幼儿

园1学校1居民{1|院1自然

保æ{1农u1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1饮用水ß1地表水体等敏

感用地 

选择 是 否 O确定 

地块周边p农

u1学校1居

民{等 

选择人数ÿ人Ā 4 0 0 

占比ÿ%Ā 100 0 0 

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1地Q

水ÿ境调查÷测ý作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是否开展过场地ÿ境调查评

估ý作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4 0 / 

占比ÿ%Ā 0 1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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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 人员À谈结果统«表 

À谈å期 2025� 6o 10å 

ØÀ人数 1人 

地块ØóP是否pw他ý^企^

`在 

选择 是 否 O确定 备注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任何l规或非l规

的ý^固废堆�场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内是否p农u？ 

选择 是 否 O确定 
�要农作物~

水稻 
选择人数ÿ人Ā 1 0 0 

占比ÿ%Ā 100 0 0 

地块是否大规模使用农药W肥？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x庄生活Ø圾是否集中处置 

选择 是 否 O确定 2014�开始

¿置p集中暂

`点，ÿ卫清

ß 

选择人数ÿ人Ā 1 0 0 

占比ÿ%Ā 100 0 0 

x庄生活�水是否集中处置 

选择 是 否 O确定 2020�开始

¿置p�水处

理¿施，集中

处置 

选择人数ÿ人Ā 1 0 0 

占比ÿ%Ā 100 0 0 

地块是否曾闻到土壤散发的_常

气味？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是否p遗留的x庄生活Ø圾

`�点？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p幼儿

园1学校1居民{1|院1自然

保æ{1农u1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1饮用水ß1地表水体等敏

感用地 

选择 是 否 O确定 

地块周边p农

u1学校1居

民{等 

选择人数ÿ人Ā 1 0 0 

占比ÿ%Ā 100 0 0 

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1地Q

水ÿ境调查÷测ý作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选择 是 否 O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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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是否开展过场地ÿ境调查评

估ý作 

选择人数ÿ人Ā 0 1 0 / 

占比ÿ%Ā 0 100 0 / 

 

�据调查结果，�对1s证和收集了部VĀ场踏勘的信息，获得信息Āq确定

~ÿ地块m前~农用地1x庄及地表水体，相邻地块土地利用Øóÿ革P调查地块

一ô2�据�染识别结果，调查地块在各个Øó使用阶段内oÐÏ过ý^活ú，也

op潜在的农^生产�染，地块内无x庄Ø圾堆`点，op私营作坊生产2因m，

调查地块在`前和ØóP均无潜在的�染源，周边ÿ境引起调查地块土壤�染的ÿ

能性很小2 

5.3污染源识别初步分析 

�据调查，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无生产Øó2 

综P�述，调查地块在`前和ØóP均无潜在的�染源，周边ÿ境引起调查地

块土壤�染的ÿ能性很小2 



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土壤�染状况调查ç告 

 

 45 

6 Ā场快�检测P实验þV析 

6.1检测分析依据和原则 

6.1.1检测V析依据 

�据:建¿用地土壤�染状况调查�术导则;ÿHJ 25.1-2019Ā1:建¿用地

土壤�染风险管ç和修复÷测�术导则;ÿHJ 25.2-2019Ā1:土壤ÿ境÷测�术

规范;ÿHJ/T 166-2004Ā1:地表水ÿ境质ß÷测�术规范;ÿHJ/T 91.2-2022Ā

和:建¿用地土壤ÿ境调查评估�术指南;ÿÿ境保æ部 2017�第 72ø|告Ā的

p关要求，结合q次Ā场勘查结果，对地块进行_点快筛2 

6.2检测方案 

6.2.1_点方案 

6.2.1.1土壤 

地块土壤快筛_点原则采用V{系统�机_点原则，将q地块V成面ÿ相等的

若~ý作单元，Ð中�机抽×一定数ß的ý作单元，在每个ý作单元内_¿一个÷

测点O，制定了�面点_¿方案，在地块内_¿ 7个土壤快筛点O和地块外 1个快

筛对照点，依据:土壤ÿ境÷测�术规范;ÿHJ/T166-2004Ā表层�采�深度~

0~0.5m，采集^对表层�进行快检2 

6.2.1.2地表水 

地块西南侧`在河道南~渠，因南~渠Øó流入过地块内，^改道^也紧邻地

块，故_¿ 1个地表水÷测点O，依据:地表水ÿ境质ß÷测�术规范;ÿHJ/T 

91.2-2022Ā采�深度~ 0.5mÿ水深O足 0.5m时，在 1/2水深处Ā，采集^�回实

验þ进行检测2 

最Ā确定的检测点OðÉĀ 6.2-12 

表 6.2-1 检测点O`标一É表 

地块 点O编ø 经度 E 纬度 N 点O编ø 经度 E 纬度 N 

地块 

S1ÿ对照
点Ā 

118.208472° 29.781542° S6 118.208155° 29.781041° 

S2 118.208461° 29.781458° S7 118.208336° 29.780823° 

S3 118.208735° 29.781295° S8 118.208198° 29.780640° 

S4 118.208290° 29.781239° W1 118.207928° 29.780183° 

S5 118.208504° 29.781158° S1-S8~土壤点O，W1~地表水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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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6.2-1 地块快检_点Ā 

6.2.2快筛检测及实验þV析方案 

地块土壤�品快筛因子选×铅1镉1Ü1镍1~1砷 6种Ý金属及挥发性p机

物Ā地块地表水�品÷测因子选× pH1CODCr1BOD51TN1TP1NH3-N2检测指

标ðÉ表 6.2-22 

表 6.2-2 检测指标类别包含项 

类别 ÷测因子 检测方法 

土壤ÿ快筛Ā 
铅1镉1Ü1镍1~1砷 X射线荧ZZ谱V析器ÿXRFĀ 

挥发性p机物 Z离子W检测器ÿPIDĀ 

地表水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CODCr 
水质 W学需oß的测定 Ý铬酸ö法 

HJ828-2017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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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测因子 检测方法 

BOD5 

水质 Þå生W需oßÿBOD5Ā的测定 稀释P接种
法  

HJ 505-2009 

TN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酸钾í解紫外VZZ度法 

HJ 636-2012 

TP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VZZ度法 

GB/T 11893-1989 

NH3-N 
水质 p氮的测定 ÿ氏试剂VZZ度法 

HJ 535-2009 

 

6.3Ā场快筛检测与实验室分析 

6.3.1土壤Ā场检测 

6.3.1.1检测前准备 

Ā场调查和采�à准备的w料和¿备包括ÿX射线荧ZZ谱V析器ÿXRFĀ1

Z离子W检测器ÿPIDĀ1定O辅ûýx1�品的保`容器1安全¶æ装备等Ā在

Ā场快�检测前需对 X射线荧ZZ谱V析器ÿXRFĀ1Z离子W检测器ÿPIDĀn

Ā快�检测仪器进行自ú校准2 

6.3.1.2土壤Ā场探测方法 

对于采集到的土壤，调查人员Ā场对土壤使用快�测试，初n判断�品的�染

ÿ能2 

表 6.3-1 Ā场快�鉴别测试方法 

�品类型 快�鉴别测试方法 

土壤 

感Ê判断ÿÊ察_味1_色Ā 

便携式 X射线荧ZZ谱V析ÿXRFĀ 

Z离子W检测器ÿPIDĀ 

感官判断ÿĀ场感Ê判断�要通过调查人的视Ê1嗅Ê1触Ê，判断土壤1地

Q水等�品是否p_色1_味等非自然状况2Ā场ý作时，对各层土壤�品的�软

~湿程度1质地1颜色1气味等进行了考察，�据感官判断o发Āp疑似�染土

壤2 

X射线荧ZZ谱V析器ÿXRFĀÿX射线荧ZZ谱V析器ÿXRFĀv于能快

�1准确地对土壤�品中含p的铅ÿPbĀ1镉ÿCdĀ1砷ÿAsĀ1镍ÿNiĀ1~

ÿHgĀ1ÜÿCuĀ及w他元素进行检测，而被广泛地à用于地质调查的Þ外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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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中2XRFv四个�要部þ组成，V别~探测器1激励源ÿX射线管Ā1数据采

集/处理单元及数据/Ā像Ê察屏幕2Ā场对采集到的各个土壤�品利用 XRF进行了

快�V析，�要依照ñQO个n骤进行ÿ 

1Ā土壤�品的简易处理2将采集的O\V层的土壤�品装入自封袋保`，在

检测之前人ý压实1�整2 

2Ā仪器校准2将 X射线荧ZZ谱V析器ÿXRFĀ进行使用前自检，完成^再

进行Ā场快检ý作2 

3Ā瞄准和发射2使用整合型 CMOS摄像头和微点准直器，ÿ对土壤�品进行

检测2屏幕P播�的视频表明�V析的点{域，ßÿ在内`中将�þĀ像_档，ñ

备å^制作综合检测ç告之用2 

4Ā查看结果，生成快筛记录2 

Z离子W检测器ÿPIDĀÿZ离子W检测器是一种通用性|选择性的检测器，

�要v紫外Z源和电离þ组成，中间vÿ透紫外Z的Z窗相隔，窗w料采用碱金属

或碱土金属的氟W物制成2在电离þ内à测组V的V子吸收紫外Z能ß发生电离，

选用O\能ß的�和O\的晶体Z窗，ÿ选择性地测定各种类型的W合物2�品Ā

场 PID快�检测n骤如Qÿ 

1Ā按照¿备说明书和¿«要求校准仪器Ā 

2Ā将土壤�品装入自封袋中þ 1/3~1/2体ÿ，封ý袋óĀ 

3Ā�度揉碎�品，对已冻结的�品，置于þ温Q解冻^揉碎Ā 

4Ā�品置于自封袋中þ 10min^，摇晃或振ú自封袋þ 30s，之^静置þ

2minĀ 

5Ā将 PID探头伸ó自封袋þ 1/2顶空处，紧ý自封袋Ā 

6Ā再 PID探头伸入自封袋^的数ú内，记录仪器的最高读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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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场采�及快筛 

6.3.1.3土壤Ā场检测结果 

土壤Ā场测定数据ðÉ表 6.3-22 

表 6.3-2 土壤 PID1XRF快检数据统«一É表 

地块

编ø 

点O 

编ø 

筛查深

度 

(m) 

XRF 测试项目 ÿmg/kgĀ 
PID测试项目

ÿppmĀ 

As

ÿ砷Ā 

Cu

ÿÜĀ 

Pb

ÿ铅Ā 

Ni

ÿ镍Ā 

Cd

ÿ镉Ā 

Hg
ÿ~Ā 

挥发性p机物 

地块 

S1 0-0.5 8 20 20 28 ND ND 0.675 

S2 0-0.5 7 18 21 29 ND ND 0.663 

S3 0-0.5 8 19 20 27 ND ND 0.584 

S4 0-0.5 9 17 18 33 ND ND 0.471 

S5 0-0.5 8 18 19 30 ND ND 0.552 

S6 0-0.5 6 18 24 32 ND ND 0.516 

S7 0-0.5 7 19 21 31 ND ND 0.503 

S8 0-0.5 9 18 20 25 ND ND 0.511 

标准限值 20 2000 400 150 20 8 / 

备注ÿCdÿ镉Ā1Hgÿ~Ā的检出限~ 2mg/kg 

快检结果显示ÿ 

在调查地块_¿ 8个土壤快筛点OÿS1-S8Ā，w中 S1~对照点，土壤÷测指

标砷1镉1Ü1铅1~1镍各项指标快�筛选÷测值均P于:土壤ÿ境质ß-建¿用

地土壤�染风险管ç标准ÿ试行Ā;ÿGB36600-2018Ā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2 

6.3.2地表水实验þV析 

6.3.2.1采�前准备 

采�«划和采�前准备的采�器w包括采�器1静置容器1�品瓶1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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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和w他�需辅û¿备2采�器w的w质和结构1水�保`1容器洗涤方法à符合

标准V析方法要求2 

6.3.2.2采�方法 

1Ā在\一÷测断面V层采�时，à自P而Q进行，避免O\层次水体混扰Ā 

2Ā除标准V析方法p特殊要求的÷测项目外，采�器1静置容器和�品瓶在

使用前àY用水�V别荡洗 2～3次Ā 

3Ā采�时Oÿ搅ú水á的沉ÿ物2除标准V析方法p特殊要求的÷测项目

外，采集的水�倒入静置容器中，保证足够用ß，自然静置 30min2自然静置时，

使用¶尘盖遮挡，避免�尘�染Ā 

4Ā使用虹吸装置×P层O含沉降性固体的水�，移入�品瓶，虹吸装置进水

尖嘴à保持插ó水�表层 50 mmñQO置2 

6.3.2.3�品ß输1交接P保` 

1Ā水�ß输前，à将�品瓶的外ÿ内Ā盖盖紧，需要冷藏保`的�品à按照

标准V析方法要求保`，并在ß输过程中确保冷藏效果2 

2Ā装箱时à用减振w料V隔固定，ñ¶破损2 

3Ā水�采集^宜}快�ß实验þ2�据采�点的地理O置和各÷测项目标准

V析方法允许的保`时间，规划采���时间，选用�`的ß输方式，ñ¶延误2 

4Ā�品ß输过程中à采×措施避免þ�1损失和丢失2 

5Ā水�交付实验þ时，à清点�品，�查�品的p效性并填写交接记录表2 

6Ā采�记录1�品标签及w包装à完整2若发Ā�品_常或处于损_状态，

à如实记录，并}快采×相关处理措施，ß要时Ýð采�2 

6.3.2.4实验þV析结果 

表 6.3-3 地表水实验þV析数据统«一É表，mg/L，pH无ßþ 

点O 

编ø 

检测项目 

pH CODCr BOD5 NH3-N TP TN 

W1 7.1 8 1.6 0.242 0.02 0.90 

a类 

6~9 

15 3 0.15 0.02 0.2 

b类 15 3 0.5 0.1 0.5 

c类 20 4 1.0 0.2 1.0 

d类 30 6 1.5 0.3 1.5 

e类 40 10 2.0 0.4 2.0 

沟渠 / a类 a类 b类 a类 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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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O 

编ø 

检测项目 

pH CODCr BOD5 NH3-N TP TN 

水质情况 

 

检测结果显示ÿ 

在调查地块_¿ 1个地表水÷测点OÿW1Ā，地表水÷测指标 pH1CODCr1

BOD51TN1TP1NH3-N各项÷测值均能满足:地表水ÿ境质ß标准;ÿGB3838-

2002Ā中c类限值要求2 

6.4质量控制与保证 

Ā场检测ß须按照检测标准进行2Ā场检测前进行Ā场检测仪器校准或�查，

检查仪器的ß值溯源情况2Ā场检测人员参àĀ场检测的全过程，O得擅自中断采

�过程，O得离开采�Ā场，完整填写Ā场检测记录表并签]确认2q项目Ā场检

测过程均符合:土壤ÿ境÷测�术规范;ÿHJ/T166-2004Ā1:地块土壤和地Q水

中挥发性p机物采��术导则;ÿHJ1019-2019Ā2 

q次调查保证n]采�员\时在场，调查开始前对使用的 X射线荧ZZ谱V析

器ÿXRFĀ1Z离子W检测器ÿPIDĀ开机并校准，确保¿备l常ß行2Ā场采集

土壤置于聚乙烯自封袋þ 1/3~1/2体ÿ，封ý袋ó，�度揉碎�品2�品置于自封

袋中þ 10min^，摇晃或振ú自封袋þ 30s，之^静置þ 2minĀ将便携式p机物快

�测定仪探头伸ó自封袋þ 1/2顶空处，紧ý自封袋Ā及时记录读数2一]采�员

完成快筛检测及数据记录，另一]采�员需Ā场÷督采�过程操作无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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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果和V析 

7.1�染源识别结果 

结合Øó资料收集1人员À谈和Ā场踏勘，调查地块Øó~农用地，在各个Ø

ó使用阶段内oÐÏ过ý^活ú，没pý^产�ÿ节，地块Ā状~农用地，地块内

`前和ØóP均无ÿ能的�染源，周边潜在�染源对调查地块ÿ境影响较小2 

7.2Ā场快检和实验þV析结果 

在地块内_¿ 7个土壤快筛点O和地块外 1个土壤快筛对照点，快筛因子选×

铅1镉1Ü1镍1~1砷 6种Ý金属及挥发性p机物2快检结果显示ÿ土壤÷测指

标砷1镉1Ü1铅1~1镍和挥发性p机物指标快�筛选÷测值均P于:土壤ÿ境

质ß-建¿用地土壤�染风险管ç标准ÿ试行Ā;ÿGB36600-2018Ā中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要求2 

q次在地块外_¿ 1个地表水÷测点O，地表水÷测指标~ pH1CODCr1

BOD51TN1TP1NH3-N，�据实验þV析结果显示ÿpH1CODCr1BOD51TN1

TP1NH3-N各项÷测值均能满足:地表水ÿ境质ß标准;ÿGB3838-2002Ā中c类

限值要求2 

综P，调查地块土壤和地表水ÿ境状况均ÿ接Ø2 

7.3资料收集1Ā场踏勘和人员À谈的关联性V析 

7.3.1一ô性V析 

Øó资料收集1人员À谈和Ā场踏勘收集的资料相às证，相à补充，能~了

解q地块提供p效信息2 

针对资料收集获×的信息P人员À谈的信息进行比对V析，结果表明，地块Ø

ó用途Ù迁情况1人员走À信息PØó卫星Ā片信息一ô2Ā场无�染痕迹，无_

味2  

针对Ā场踏勘的信息P人员À谈的信息进行比对V析，结果表明，Ā场踏勘P

人员走À信息一ô2结果表明，地块内无�染痕迹，无_味2 

针对资料收集获×的信息PĀ场踏勘的信息进行比对V析，结果表明Ā场踏勘  

P资料收集信息一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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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一ô性V析情况表 

地块信息 Øó资料收集 Ā场踏勘 人员À谈 一ô性结论 

Øó使用情况 地块Øó~农用地 —— 

地块Øó~农用

地，地块内Øóÿ

革P谷歌卫星显示

一ô 

一ô 

Ā状 —— 地块Ā状~农u 地块Ā状~农u 一ô 

是否pÝ�染企

^ 
无 无 无 一ô 

是否p地Q管

线1储�等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及周边是否

发生过ÿ境Ïþ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是否p外来

堆土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是否p暗

沟1渗a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是否pý^

固废堆�场 
无 无 无 一ô 

农u是否大规模

使用农药W肥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是否`在家

庭作坊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是否曾闻到

土壤散发的_常

气味 

无 无 无 一ô 

地块是否p遗留

生活Ø圾`�点 
无 无 无 一ô 

7.3.2差_性V析 

�据资料收集1Ā场踏勘和人员À谈情况2O者V析结果无差_性2Ā场踏勘

和人员À谈结果�要是对资料收集结果的补充和完善2 

7.3.3O确定性V析 

土壤�染状态调查过程ÿ能Ø到多种因素的影响，Ð而ÿ调查结果带来一定的

O确定性2影响q次土壤�染状况调查结果的O确定性因素�要包括ÿ 

ÿ1Āv于q次调查参照的是Ā行的法律法规1�术导则等文þ，若^续相关

文þ的更ðÿ能会对q次调查结果带来一定O确定性2但整体而言，q次调查中的

O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p限，O确定水�总体ÿ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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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2Āq次调查中得到的部V调查发ĀĀ于第O方提供的信息及数据获得的，

土壤�染状况调查ç告的质ß在很大程度P×ô于第O方提供的信息及数据的准确

性P完整性，即使q次调查完全遵照针对Ā场实×情况制定的调查方案，一ß状况

ß是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2àß状况包括但O限于复g的地质ÿ境，气象ÿ境和w

他ÿ境Ā象，|用ý程和w他人 ¿施的O置，ñ及评估�术的局限性2 

ÿ3Āq地块在ØóP~农用地，对地块使用情况的记录ñ周边居民1管理部

门回à~�，v于缺O相关文_和数据记录，每个人对过去Ï物的记à，判断O完

全一ô，`在无法准确回顾Øó用途的情况，资料收集的局限性会带来调查结果的

O确定2 

综P�述，v于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qç告是仅针对Ā阶段的实×情况

进行的V析2如果之^地块状况p改Ù，ÿ能会对qç告的p效性 成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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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P建° 

8.1调查结论 

黄山ð教育学校ßú场西侧地块O于黄山^休宁县万安镇文昌`路X侧，面ÿ

5059.67m2，̀ 侧~黄山ð教育学校，南侧~文昌`路，西侧~空地，X侧~农用地2

地块原Y用地性质~农用地，目前q地块Ýð开发利用，土地利用性质调整~ 080403

中小学用地2 

�据第一阶段地块ÿ境调查ÿ资料收集PV析1Ā场踏勘及相关人员À谈Ā，地

块o发生过ÿ境�染Ïþ，`前和ØóP均无ÿ能的�染源2 

在地块内_¿ 7个土壤快筛点O和地块外 1个土壤快筛对照点，快筛因子选×

铅1镉1Ü1镍1~1砷 6种Ý金属及挥发性p机物2快检结果显示ÿ土壤÷测指

标砷1镉1Ü1铅1~1镍和挥发性p机物指标快�筛选÷测值均P于:土壤ÿ境

质ß-建¿用地土壤�染风险管ç标准ÿ试行Ā;ÿGB36600-2018Ā中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要求2 

q次在地块外_¿ 1个地表水÷测点O，地表水÷测指标~ pH1CODCr1

BOD51TN1TP1NH3-N，�据实验þV析结果显示ÿpH1CODCr1BOD51TN1

TP1NH3-N各项÷测值均能满足:地表水ÿ境质ß标准;ÿGB3838-2002Ā中c类

限值要求2 

调查结果显示，地块内`前和ØóP均无ÿ能的�染源，周边潜在�染源对地

块ÿ境影响较小，调查地块ÿ境状况均ÿ接Ø，能够满足一类建¿用地ÿ境要求，

调查地块均O属于�染地块，第一阶段调查ý作结束，无需进行Q一阶段调查2 

8.2建° 

11地块开发o|按照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ý，杜ÿ因^续开

发利用对地块土壤及地Q水 成�染Āñ及生产建¿过程中产生的�水等O要�染

或影响水源地Ðÿ1一ÿ保æ{2 

21ý程实施中要配备安全ÿ保措施ÿ~保证施ý人员1地块周围师生及地块

w他ý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进行施ý前，要进行xp针对性的安全ÿ保ÿ

¯，特别是¶k土壤和地Q水�染的ÿ¯，确保施ý安全进行2施ý之前要制定包

括ß输在内的安全ÿ保方案，~施ý提供指导并要求施ý人员遵照执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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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土地开始使用和建¿时建°对农u的表层土壤单独收集`�，视情况用于

w他土地复垦或改良项目Ā开发过程中一æ发Ā潜在�染源，`在�染风险时，及

时Pçÿ境保æ�管部门，ß要时à继续开展相à的土壤ÿ境调查ý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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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 

Öþ一 地块范围及拐点`标 

ÖþÐ 土地规划Ā 

ÖþO 相关岩土ý程勘察ç告 

Öþ四 人员À谈记录 

ÖþÞ Ā场快筛及仪器校准记录 

Öþ} 地表水采�记录 

Öþ七 检测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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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一 地块范围及拐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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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Ð 土地规划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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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O 委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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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四 调查单O营^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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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Þ 检测单O营^执照及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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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 相关岩土ý程勘察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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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七 人员À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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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 快筛及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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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九 地表水采�记录1Ā场仪器校准1流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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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十 检测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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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十一 专家意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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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þ十一 |示截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