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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遵照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

则要求，对侯台公园周边地区碧源道与保泽西道交口西南侧地块（以下简称“H1

地块”）开展了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工作。 

根据《侯台城市公园周边规划》（图 1.1-1），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应

开展相关的土壤环境调查工作。由于侯台地区的控规正在调整，尚未正式批复，

但该地块周边路网已经建成，地块的边界可确定。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5.3.1 规定，“规划用途不明确

的，适用表 1 和表 2 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因此，本地块按照第一

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1.2 调查范围 

H1 地块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侯台湿地公园风景区南侧，调查总面积

5584.818m2，四至范围：西至碧景园，东至碧源道，南至碧景园，北至保泽西道。 

1.3 调查目的 

开展 H1 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主要目的是防止潜在污染地块开发利用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污染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1、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问三种途径收集地块相关信息，

将所得信息与地块生产工艺相结合分析调查区域整体污染情况，为第二阶段调查

做好基础工作。 

2、通过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的采样监测，判断地块内特征污染物是否超

过相应的筛选值。 

3、明确该地块是否为污染地块，确定是否需要开展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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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修订）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环办[2004]47

号）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

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天津市环保局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津环保固[2014]140 号） 

《市环保局关于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筛选适用标准问题的通

知》（津环保办秘函[2014]49 号）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 年）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 年）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编制大纲（试行）》（2018 年） 

《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加强国有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的通知》（津国土房发

[2017]8 号） 

《市环保局 市国土房管局 市规划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污染地块

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津环保土[2018]82 号） 

2、标准导则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HJ25.1-2014）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场地环境评价技术导则》（DB11/T 65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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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 11/T 1278-2015） 

Regional soil screening level, USEP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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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GB 1448-2017）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5749-2006）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2014 年，试行）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17） 

《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DB/T29-191-2009） 

3、相关规划 

《侯台城市公园周边规划》（甲方提供） 

1.5 基本原则 

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是基于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综合结果，工作过程遵

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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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环境调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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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工作方案 

1.6.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第一阶段场地调查（污染识别阶段）：主要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地块初勘、

人员访问等形式，了解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收集造成土壤污染的化学品

生产、贮存、运输等活动的信息，识别和判断场地环境污染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场地初步调查（污染物确定阶段）：主要内容是通过初步现场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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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监测、数据分析，确定地块内是否存在污染及污染物种类、浓度和空间分布。 

1.6.2 工作程序 

第一阶段的目的主要是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主要通过座谈、人员

访问、现场踏勘等方式，对过去和现在地块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的有关信

息进行收集与分析，来识别和判断地块环境污染的可能性。第二阶段场地初步环

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将在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的

基础上，通过采样与分析手段，进而确定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确定污染物种类，

初步判断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 

2 污染识别 

2.1 信息采集 

本章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问等手段，收集了部分关于地

块利用变迁、地块记录、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初步

判断该地块可能的污染来源和污染物类型，为是否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提

供依据。具体工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1 资料收集 

为全面了解 H1 地块的历史使用情况，包括存在哪些企业，平面布局、生产

工艺、原辅料等方面的信息，地块所在区域状况、地块周边状况、地块现状及未

来的规划，调查人员经过多途径收集及地块相关管理机构协助，获取了场地调查

评估所需资料。 

2.1.2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即以访谈的形式，对地块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原企业的技术人员进行调查，考证已有资料信息，补充获取地块相关信

息资料。 

此次访谈人员为地块周边居民、现场保安和天津市环投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人

员，由人员访谈了解到地块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为鱼塘，鱼塘水质较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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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鲤鱼、鲫鱼、草鱼、黑鱼等经济鱼类，鱼塘养殖期间用过防治鱼病药物，但

因年代久远，具体药物名称无法查证。2005 年地块内鱼塘被填平。地块东侧为天

津市试剂一厂，已停产多年，目前该厂区内部正在进行场地修复工作。填土主要

来自于地块周边地势较高处的堆土，以素填土为主，部分夹杂少量碎砖头。 

2.1.3 现场踏勘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

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为调查场区基本情况、判断污染来源和污染物类

型，调查人员对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2018 年 12 月 18 日，项目组对地块进行了现场勘察，通过现场勘察，地块内

无建筑物、构建物，地块内长有芦苇等杂草，地块整体较平整，大部分已经苫盖

防尘网，部分区域高低不平，场地外侧东部有道路施工，开挖的基坑深度约为 2m。 

地块内无异味，无明显污染痕迹。 

3 初步采样及分析 

初步采样分析是在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基础上，对地块内不同位置、不同

深度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分别采样，并对样品进行检测分析，调查本项目地块内

是否存在污染物超过相应筛选值的情况。若存在污染物超筛选值情况，则进一步

分析其种类和污染的程度。 

3.1 采样方案 

3.1.1 采样原则 

根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结果，H1 地块历史上为塘间空地及鱼塘，地块

历史及现状清楚，污染分布均匀，宜采用系统布点法布点。 

3.1.2 采样方案 

本地块调查总面积 5584.818m2，采用系统布点法布设采样点。根据《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

点位数不少于 6 个，本地块共布设 6 个土壤采样点和 3 个地下水采样点。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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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场地西侧道路在本次采样期间正在施工，无法采样，因此引用 H 地块西侧的场 

3.2 样品检测 

3.2.1 检测项目 

本地块土壤检测项目包括 10 种重金属、32 种 VOCs、21 种 SVOCs、石油烃

（C10～C40），检测项目涵盖全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标准的 45 项必测项。地下水检测项目包括 9 种

重金属、49 种 VOCs、164 种 SVOCs 和石油烃（C10～C40）。 

3.2.2 分析方法 

土壤污染物分析方法严格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场 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DB11T811-201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推荐的方法原理

执行。地下水污染物分析方法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推荐的方法原理执行。 

3.2.3 评价标准 

1、土壤 

（1）若评价指标所对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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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时，则该值即作为土壤风险

筛选值； 

（2）若评价指标所对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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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时，选取《场地土壤环境

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3）若评价指标在上述标准中均不存在时选取《美国 EPA 区域土壤筛选值》

中居住用地的筛选值作为土壤风险筛选值。 

2、地下水 

（1）地下水指标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 类标准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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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评价指标不存在时，参

考《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1278—2015 居住

用地筛选值标准进行评价； 

（3）若评价指标在上述标准中均不存在时参考《美国 EPA 区域筛选值》中

饮用水标准。 

3.3 采样分析结论 

（1）H1 地块共布设 7 个土壤监测点，24 个样品均检测了 10 种重金属、32

种 VOCs、21 种 SVOCs、石油烃（C10～C40）。 

（2）土壤中六价铬未检出，其余 9 种重金属有检出，所有重金属检出结果

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3 个样品检出石油烃（C10～C40），未超过第一类

用地筛选值；VOCs、SVOCs、在所有样品中均未检出。 

（3）H1 地块布设 3 个地下水监测点，检测 9 种重金属、49 种 VOCs、164

种 SVOCs 和石油烃（C10～C40）。 

（4）地下水共检出 8 种重金属，所有检出结果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中 IV 类水质指标限值；地下水中 VOCs、SVOCs、石油烃

（C10～C40）污染物均未检出。 

（5）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土壤中所有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相应的筛选值，地

下水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相应的水质指标限值，风险可忽略，不需要进行健康风险

评估。 

4 限制性因素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与

结果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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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调查工作开展存在一定限制性因素，现

分析并总结如下： 

（1）调查地块内原历史相关资料不全，尤其是地块 2000 年以前卫星影像欠

缺，地块历史资料、场地历史使用情况、建筑物布局、功能均通过人员访谈、文

献资料查阅并结合历史影像获得。因此本报告中描述的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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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2）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地块及周边土壤及地下

水中的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人为活动也可能会改变地

块环境水文地质情况。若地块内或周边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地块的环境条件。 

5 结论与建议 

5.1 初步调查结论 

天津生态城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受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对侯

台公园周边地区碧源道与保泽西道交口西南侧地块（简称 H1 地块）进行地块土

壤环境初步调查工作。通过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和第二阶段调查（现场采

样监测），分析了地块及周边区域的潜在污染物的种类与来源，并通过现场采样，

检测并分析了地块中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该地块的调查结论如下： 

1、H1 地块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侯台湿地公园风景区南侧，调查总面积

5584.818m2，四至范围：西至碧景园，东至碧源道，南至碧景园，北至保泽西道，

现状为空地。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考虑到侯台地区的控规正在调整，

尚未正式批复，但该地块周边路网已经建成，地块的边界可确定。按照《土壤环

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5.3.1 规定，“规

划用途不明确的，适用表 1 和表 2 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因此，本

地块按照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2、场地内埋深 10.0m 以内的岩性主要有杂填土、粉土及粉质黏土等。包气

带岩性以杂填土、粉质黏土、粉土为主，厚度为 5.29～6.53m 之间，平均厚度为

5.91m，包气带渗透系数高，防护性能弱。 

3、现场采样调查共布设 7 个土壤监测点，土孔采样深度 0.3～8.5m，采集并

送检 24 个样品检测，检测了 10 种重金属、32 种 VOCs、21 种 SVOCs、石油烃

（C10～C40）（涵盖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必测项 45 种）。布设 3 个地下水采样点，采集潜水地下水，

检测指标为 9 种重金属、49 种 VOCs、164 种 SVOCs 和石油烃（C10～C40）。 

4、土壤中所有重金属、VOCs、SVOCs、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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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相应筛选值标准；地下水中重金属、VOCs、SVOCs、石油烃（C10～C40）

检测结果未超过相应水质标准限值。 

综上所述，本项目调查范围内土壤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相应筛选值，地下水监

测结果均未超过相应水质标准限值， H1 地块未来符合开发为《土壤环境质量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所规定的第一类用地及

第二类用地的建设要求。 

5.2 建议 

建议持续加强地块监管，严禁非法倾倒及其它可能造成地块污染的人为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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