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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四至范围

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

位于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占地总面积为 103484m2（155.225

亩）。项目四至：东至开创路，南至东进路，西至潘黄路，北至鹤翔路。。





























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

位于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占地总面积为 103484m2（155.225

亩）。项目四至：东至开创路，南至东进路，西至潘黄路，北至鹤翔路。

调查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无其他用途。

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对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

类指南》（试行），属于 07010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分类。

二、调查过程

根据现场踏勘、历史影像及人员访谈，可知该调查地块原为农田，种植水稻

和小麦，未使用高毒农药。现场踏勘时，该调查地块为土壤良好，沟渠水较清无

异味，现场无污染痕迹。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无工业企业，历史无泄漏事故，无环保投诉。土

壤良好，沟渠水较清无异味，现场无污染痕迹。

2023年 12月 12日项目组对地块内土壤表层样品进行了快速检测，检测因

子包括重金属（XRF）和有机物（PID），样品采样深度约 0~0.5m。本次调查地

块共布设 32个土壤快速监测点，1个对照点和 2个地表水检测点。

土壤快速检测结果表明，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

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地块内沟渠水质检测情况较好，无明显异常。

三、调查结论

通过对调查地块进行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结合现场快筛分析，

调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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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次调查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位于盐城市盐都区

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占地总面积为 103484m2（155.225亩）。该地块规

划为居住用地，对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属于 07010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分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2019年 1月 1日实施）、盐城市相关文件（盐土治办[2020]6号）等文

件的要求，对于用途变更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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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受盐城盐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方露检测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于 2023年 12月起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启动后，项目组成

员通过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和现场取样快速检测等手段开展了此

次工作，并最终编制了《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工作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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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文件作为依据，本次调查工作主要围绕第一阶段调查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三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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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本次调查性质为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与现场快速检

测，主要目的为：

（1）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目的为

判断该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

（2）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和调查，为确定地块是

否污染，是否需要进一步采样分析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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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占地总面积为

103484m2（155.225亩）。调查范围示意图见图 2.2-1，根据勘界报告可知拐点坐

标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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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调查评价范围拐点坐标表

界址点号
拐点坐标

X Y

A1 3690786.48 40510471.663

A2 3690914.918 40510672.066

A3 3690914.318 40510674.936

A4 3690781.824 40510758.971

A5 3690638.563 40510541.792

A6 3690644.284 40510520.542

A7 3690663.032 40510511.453

A8 3690765.57 40510465.057

B1 3690626.627 40510545.491

B2 3690771.689 40510765.399

B3 3690676.879 40510825.533

B4 3690521.009 40510588.173

B5 3690606.426 40510540.902

C1 3690493.808 40510603.226

C2 3690528.936 40510656.72

C3 3690650.698 40510842.139

C4 3690567.729 40510894.762

C5 3690562.429 40510893.59

C6 3690552.899 40510884.328

C7 3690545.184 40510872.277

C8 3690418.029 40510674.179

C9 3690416.986 40510672.554

C10 3690423.925 40510642.169

C11 3690427.634 40510639.848

注：大地 2000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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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2023年 7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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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5)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

6) 《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发（2013）7号）；

7)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 号）；

8) 《盐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盐政发〔2017〕56 号）；

9)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10)《关于规范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审核程序的通知》（盐土治办【2020】

6号）。

11)《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 年 3 月 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2)《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3]234

号）；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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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江苏省 2023 年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工作计划》（2023

年 3月 16日发布）；

15)《盐城市 2023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盐土治办[2023]2

号）；

16)《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的通知》（盐

环办〔2023〕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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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相关标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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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3)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7)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8)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保部 2014）；

9)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 656-2009）；

10)《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令第 72号）。

2.3.3 相关文件

1) 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成果报告书。

2) 关于收回江苏方正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书；

3)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地块规划设计条件【（2023）盐资规都设

字第（010）号-第（012）号】；

4)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盐都国土公 2006年 67号）；

5) 建设用地批准书（盐国土资建 2018第 65号）；

6) 盐城市小马沟生态宜居组团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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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内容

2.4.1 工作技术路线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技术导则要

求，并结合国内主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经验和本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地块

第一阶段调查调查工作，技术路线见图 2.4-1。

图 2.4-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次

调查

工作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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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

2.5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是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为主，通过上述调查方式，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存在污染

源和污染因素。

（1）根据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目的，针对所需的不同资料和信息，

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

（2）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获取调查地块内的历史用途，地块规划情

况等；

（3）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与资料，通过资料检索查询挖掘获取更为丰富的

调查区相关信息，识别调查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风险；

（4）现场检测：通过现场快速检测，获取土壤中污染物的定性检测信息；

（5）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阶段获得的资料及快速检测数据，编制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形成基本结论，并针对当前结论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提出

开展后续工作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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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盐城，隶属于江苏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中部，江苏省中部，位于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北翼，是江苏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同时拥有江苏省最长的海岸线、最

大的沿海滩涂和最广的海域面积。盐城地处北纬 32°34'~34°28'，东经

119°27'~120°54'之间，东临黄海，南与南通接壤，西南与扬州、泰州为邻，西北

与淮安相连，北隔灌河和连云港市相望，是江苏沿海地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也

是长江三角洲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盐城市下辖亭湖区、盐都区、大丰区 3

个区、东台市 1个县级市和建湖县、射阳县、阜宁县、滨海县、响水县 5个县，

总面积 1720.36平方公里。

盐都区是盐城市中心城区，位于北纬 33°07'52″～ 33°25'22”，东经

119°40'49″～120°13'22″，总面积 1015平方公里，人口约 71.15万。盐都区下辖 8

个镇（大纵湖、学富、楼王、尚庄、秦南、大冈、龙冈、郭猛），1个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区，4个街道办事处（盐渎街道、盐龙街道、张庄街道、潘黄街道）

是盐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本次调查区域为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位于盐城

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占地总面积为 103484m2（155.225亩）。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7%BA%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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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本项目所在地地理位置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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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气候

项目所在地区盐都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北纬 33.2度，东经 120.5度，

气候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由于滨邻黄海，海

洋调节作用非常明显，雨水丰沛，雨热同季。冬季受亚伯利亚高压控制，多偏北

风，天气晴好，寒冷而干燥；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多偏南风，炎热而

多雨。全年平均光照 2240～2390小时，其中春季占 25%，夏季占 29%，秋季占

24%，冬季占 22%。年降水日 100～105天。主要气象特征见表 3.1.1，盐都区全

年及代表月份风向玫瑰图见图 3.1-2。
表 3.2-1 主要气象特征

序号 项目 统计项目 特征值

1 气温

年平均气温 14.4℃

年最高气温 39.1℃

年最低气温 -11.7℃

2 气压 年平均气压 1016.6hPa

3 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 1012.6mm

年最大降水量 1564.9mm

4 空气湿度 年均相对湿度 78%

5 霜期 年均无霜期 218天

6 风向

全年主导风向 ESE

夏季 ESE

冬季 NNE

7 风速 年平均风速 3.3m/s

8 风频 年平均静风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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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全年及代表月份风向玫瑰图

3.1.3 地形地貌和土壤类型

盐都区地质构造处于苏北坳陷构造单元，介于响水－淮阴－盱眙断裂和海安

－江都断裂之间，属长期缓慢沉降区，沉积了震旦系－三叠系的海陆交互相沉积

物。在沉降运动影响下，进一步形成坳陷区，坳陷范围由西北向东至黄河南部。

在沉降过程中，由于各地沉降幅度不一，形成一系列的凹陷和隆起，其中东台坳

陷的白垩系至第三系的地层极为发育，是苏北地区油气田的远景区。第三系沉积

物厚达数千米，为黑色、灰色泥岩、粉砂岩和砂岩，夹有油页岩和大量的有机质。

主要是河、湖相堆积物。后期断裂活动大多沿老断层产生位移，强度不大。第四

系沉积物一般厚 125－300m，由于地壳运动和气候影响，沉积岩相有明显差异。

下部为灰绿色粘土、亚粘土及灰黄色、深灰色中细粒砂岩，有铁锰结核和钙结核。

中部为褐色粉细砂、淤泥质粉砂和土黄、灰黄、灰粘土，含少量铁锰结核和钙质

结核。地震烈度为 7度，属地震设防区。

该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属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绝大部分地

区海拔不足 5m，城区位于苏北灌溉总渠以南，斗龙港以北这一低洼地带，平均

海拔 2m以下。该地区按其自然环境属于里下河平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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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大多数为壤质土壤，占 74.2%，其余砂质土占 2.2%，粘土质占 23.6%。

土壤类型为盐土类、潮土类、水稻土类和沼泽土类。

根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中国 1:400万发生类土壤图”可知，地块土壤类

型属于鳝血水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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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土壤性质截图

图例

地块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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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水文水系

一、地表水

本项目地块周边主要地表水系包括灶河、五中沟、四中沟等。现场踏勘时水

质微浑，无异味。项目周边水系图见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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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项目周边水系图

图例

地块红线

流向

500m范围

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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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

盐都区处于准河下游，第三系和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发育，厚度大，是地下水

的主 要储存介质。500米深度共有五个含水层，分别为潜水和 I、Ⅱ、Ⅲ、Ⅳ承

压含水岩组。Ⅱ、Ⅲ、Ⅳ承压水矿化度均小于 1克/升淡水和 1-2克/升的微成水

为主，水质偏碱性。Ⅱ、Ⅲ、Ⅳ承压年平均地下水位埋深分别为 18.06米、24.9

米和 28.84米。上部孔隙水的矿化度高，多为大于 3克/升的咸水。水系均属感潮

河网，以自排为主，内河水受海潮水位影响较大。地下水埋深随地形变化而变化，

由于地面坡度小，地下水径流缓慢。潜水动态主要受降雨、蒸发以及河沟水补给

影响，为入渗补给渗流蒸发型。地下水中的盐类组成与海水成分一致，均以氯化

物为主。地下水潜水历年平均埋深 0.65m，最大埋深 1.18m，最小埋深 0.21m。

由于近地表沉积物中以粘土、亚粘土成分居多，透水系数较小，平均为 4.4×10
－5cm/s。因此，以雨 水和河水渗透为补给源的上层潜水涌水量不大，而且大多

为咸水。埋深于 120m以下的 第二承压水为淡水，水量较大，可作淡水水源，

但开采时应予限量，并防止咸水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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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敏感目标

本次调查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内敏感目标见表 3.2-1，地块周边概况图见图

3.2-1。
表 3.2-1 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内敏感目标一览表

名称 规模 描述 环境功能区 相对方位
相对距离

（m）

雍华府 2000人 居民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二类

北 80

潘黄小学 3240人 学校 南 210

盐都区幼儿园 500人 学校 东南 220

金航财富大厦 2000人 办公 东南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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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地块周边概况图（500米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

敏感目标

500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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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现状和使用历史

3.3.1 地块现状

本次调查区域为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位于盐城

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2023年 12月 8日，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

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实地踏勘。因该地块属于禁飞区，本次采取拍照的方式展现地

块现状。

从地块西侧潘黄路拍摄。

从地块北侧鹤翔路拍摄。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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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块南侧东进路拍摄。

从地块东侧开创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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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照片

内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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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河水质良好，较清澈，快速检测结果无异常。

图 3.3-1 地块现状照片

从现场踏勘来看，该地块内基本为空地，大量草地，少量树木，现场无堆积

物，无管理管线。无明显异常。

为更好的了解地块内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项目组采用系统布点法对地块内

土壤表层样品进行了快速检测，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砷、镉、总铬、铜、铅、

汞、镍）和有机物，样品采样深度约 0~0.5m。

本次调查地块共布设 32个土壤快速监测点，1个对照点和一个地表水检测

点。检测点位坐标见见表 3.3-1，检测点位分布见图 3.3-2，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

附件。

表 3.3-1 快检点位坐标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号 经度（°） 纬度（°）

1 S1 120.113240 33.343116
2 S2 120.113758 33.343392
3 S3 120.114278 33.343679
4 S4 120.114680 33.343540
5 S5 120.114965 33.343213
6 S6 120.115254 33.342912
7 S7 120.115641 33.342349
8 S8 120.115941 33.342011
9 S9 120.114999 33.342046
10 S10 120.115238 33.341571
11 S11 120.114273 33.34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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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12 120.114466 33.341223
13 S13 120.113870 33.340852
14 S14 120.113554 33.341244
15 S15 120.114820 33.342768
16 S16 120.114396 33.342537
17 S17 120.114160 33.343143
18 S18 120.113586 33.342676
19 S19 120.113774 33.342218
20 S20 120.113205 33.341955
21 S21 120.113009 33.342314
22 S22 120.112706 33.342741
23 S23 120.116676 33.340944
24 S24 120.116440 33.341319
25 S25 120.115906 33.341046
26 S26 120.116155 33.340649
27 S27 120.115651 33.340370
28 S28 120.115303 33.340764
29 S29 120.114924 33.340509
30 S30 120.115126 33.340227
31 S31 120.114624 33.339863
32 S32 120.114396 33.340246
33 W2 120.116410 33.341799
34 W1 120.112913 33.343017
35 SK1 120.118164 33.342100

土壤快速检测结果表明，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

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与对照点差距不大。快速检

测结果见表 3.3-2。
表 3.3-2 PID和 XRF快速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快速测定仪主要检测结果（ppm，即 mg/kg）

PID Cr Ni Cu As Pb Cd Hg

S1 1.0 30 42 26 8 15 ND ND

S2 0.8 42 41 20 7 12 ND ND

S3 1.1 35 40 33 9 10 ND ND

S4 1.0 41 51 20 8 19 ND ND

S5 1.2 33 40 25 5 14 ND ND

S6 0.9 28 38 24 6 12 ND ND

S7 0.8 25 42 22 4 14 ND ND

S8 1.0 26 51 28 5 15 N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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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1.2 24 55 31 8 13 ND ND

S10 1.2 29 40 32 6 18 ND ND

S11 1.1 32 28 20 5 19 ND ND

S12 0.8 31 39 22 8 10 ND ND

S13 1.3 28 41 25 9 11 ND ND

S14 1.0 36 50 21 6 15 ND ND

S15 1.0 25 45 20 9 14 ND ND

S16 1.2 35 42 24 8 12 ND ND

S17 0.9 31 46 23 9 13 ND ND

S18 0.8 36 42 36 8 12 ND ND

S19 0.9 52 41 20 7 10 ND ND

S20 0.9 47 38 25 9 19 ND ND

S21 1.2 42 37 24 12 15 ND ND

S22 1.1 47 35 21 6 14 ND ND

S23 1.1 41 42 18 5 12 ND ND

S24 1.0 48 39 20 5 13 ND ND

S25 0.8 45 40 25 4 10 ND ND

S26 1.3 41 39 28 6 11 ND ND

S27 1.0 39 41 31 7 17 ND ND

S28 1.1 49 40 18 7 15 ND ND

S29 1.4 42 38 20 9 20 ND ND

S30 1.2 39 45 21 8 18 ND ND

S31 1.0 44 41 25 5 17 ND ND

S32 1.5 40 46 26 10 15 ND ND

SK1 1.4 49 35 27 10 12 ND ND
检出限

（mg/kg）
0.01 3 5 6 4 10 0.20 0.15

筛选值

（mg/kg）
/ 250 150 2000 20 400 20 8

注：①标准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

类用地筛选值，其中总铬标椎参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

住宅用地筛选值。

②“ND”表示未检出。

地块内生产河及跃北河水质检测情况如下表 3.3-3。
表 3.3-3 水质检测结果

序

号
点位

检测结果
单位 备注

W1 W2
1 pH值 7.4 7.2 （无量纲）

较清澈、无异味2 溶解氧 4.8 5.0 mg/L
3 氧化还原定位 129 135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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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轻度黑臭（溶解氧 0.2-2.0mg/L，氧化还原电位-200-50mV），重度黑

臭（溶解氧小于 0.2mg/L，氧化还原电位小于-200mV）。

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地块内生产河及附近跃北河水质较好，无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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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检测点位分布

图例

地块红线

快筛点位

地表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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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使用历史

地块最早的影像资料可追溯至 2009年（Google历史影像），本次调查通过

收集各历史阶段的卫星影像资料作为地块利用变迁资料，以此辨识该地块的土地

利用及开发活动状况和污染因素。地块使用历史变迁卫星图见图 3.3-2。

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合地块的历史影像图片，初步

还原了调查地块土地利用演变过程：

（1）1986年以前：地块为农田；

（2）1986年-2021年：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1986年建设，2016年底拆

除，用途为堆放农具、粮食物资）。西北水塘为2000年世纪大道建设取土，2021

年纯土填平，无垃圾及废物；

（3）2021年-至今：地块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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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03年 10月，地块内为农田。根据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内一直为农田，

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1986年建设，2016年底拆除，用途为堆放农具、粮食物资）。西北水塘为

2000年世纪大道建设取土，2021年纯土填平。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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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09年 2月，地块内为农田。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与 2003年无明显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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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1年 4月，地块内为农田。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与 2003年无明显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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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2年 1月，地块内为农田。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与 2003年无明显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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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4年 4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与 2003年无明显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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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5年 5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与 2003年无明显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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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6年 11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建筑为生产队队房，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地块东侧白色部位为开创路建设临时堆放沙石。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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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7年 10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生产队队房已拆除，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37

摄于 2018年 5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生产队队房已拆除，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较 2017年无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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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9年 7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生产队队房已拆除，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较 2017年无变化。
图例

地块红线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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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摄于 2020年 5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生产队队房已拆除，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较 2017年无变化。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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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摄于 2021年 3月，地块内为空地。地块内生产队队房已拆除，西北水塘为

世纪大道建设取土。较 2017年无变化。

1.1.1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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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摄于 2022年 6月，地块内为空地。西北水塘已填平。

图 3.3-2 地块使用历史变迁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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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现状和使用历史

3.4.1 相邻地块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居委会。项目四至：东

至开创路，南至东进路，西至潘黄路，北至鹤翔路。经现场踏勘，地块周边 500

米范围内主要有雍华府小区、盐城市盐都区幼儿园、盐城市二小教育集团潘黄小

学、财富金融大厦敏感目标和周新河、西干渠、跃北河、生产河、跃进河等水体，

以及盐城市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及在建钢结构。无生产型企业及产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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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地块周边 500m现状图

图例

调查地块

敏感目标

500m范围

其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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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现状照片如下。

盐城市二小教育集团潘黄小学

盐城市盐都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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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华府小区

盐城市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根据人员访谈及营业执照可知其经营范围主

要为工程承包，非生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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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于2019年开工建设，已停工周边已围护。

地块旁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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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北河

图 3.4-1 相邻地块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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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所收集的历史资料，并结合现场踏勘实际情况，地块周边地块历史沿革

如下。本次选取了 2009年至 2021年地块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的卫星图（Google

地图）对相邻地块历史土地利用变迁情况做详细阐述。相邻地块使用历史变迁卫

星图见图 3.4-2。



49

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03年 10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为惠华环保，生产玻璃钢化粪池。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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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09年 1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为惠华环保，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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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1年 4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为惠华环保，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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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2年 3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为惠华环保，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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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4年 4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为惠华环保，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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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5年 5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为惠华环保，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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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6年 6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蓝色位置惠华环保已拆除。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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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7年 6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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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8年 5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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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19年 7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蓝色为方正教育集团搭建的钢棚，未建设完成。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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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20年 5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蓝色为方正教育集团搭建的钢棚，未建设完成。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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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摄于 2021年 3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蓝色为方正教育集团搭建的钢棚，未建设完成。

调查地块西侧为建设潘黄路临时堆放的沙石。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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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22年 6月，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为村庄、农田。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橙色为元盛建设，主营工程承包。蓝色为方正教育集团搭建的钢棚，未建设完成。

比例尺

图例

地块红线

500m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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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对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

类指南》（试行），属于 07010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分类。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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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2023年 12月，我公司项目组人员对本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对地块环境调查的

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资料收集清单见表 4-1。
表 4-1 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类别 收集内容

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规划文件、规划图

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Google earth历史影像、地块勘界报告

3 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人员访谈记录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主要包括：“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盐城市

小马沟生态宜居组团详细规划”，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

块红线图。

表 4.1-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1 地块材料
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

东地块红线图

2 规划文件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地块规划设

计条件

3 区域环境资料
《潘黄小学、潘黄初中和潘黄成人教育中

心异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根据上述资料收集情况可知，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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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已收集材料有地块 Google earth历史影像图、地块用地红线图。

Google earth历史影像图详见图 3.3-2和图 3.4-2，地块用地红线图见图 2.2-1。

根据上述资料收集情况可知，该地块位于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办事处吴杨

居委会，占地总面积约为 103484m2（155.225亩）。该地块内以前为农田，现场

踏勘为空地。地块内历史无生产活动，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存在生产型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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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盐城市惠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拆除），该公司生产玻璃钢化粪池，

无废气、生产废水排放。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主要为空地、居民、沟渠等。

4.3 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存在生产型企业一家（盐城市惠

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拆除），该公司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无废气、生

产废水排放。历史无泄漏事故及环保投诉。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该公司仅生产玻璃

钢化粪池，因无资料存档，故类比同行，污染特征因子为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该企业位于调查地块东北方 220米处。该企业污染较小，且调查地块不处于主导

风向下风向，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根据上述资料收集情况可知，地块内及周边历史均无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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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上均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

用情况，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置情况。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无槽罐，根据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上无槽罐储存和使用

情况。

综上，地块内历史上无槽罐储存和使用情况，不涉及槽罐的泄漏情况。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上无危险废物储存和使用情况，

无倾倒偷埋情况。

5.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无暗管，无泄漏事件。地块内生

产河水质良好，无异常。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本次调查地块内无明确的潜在污染源。

地块内历史无生产活动，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存在生产型企业一家（盐城

市惠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拆除），该公司生产玻璃钢化粪池，无废气、

生产废水排放。历史无泄漏事故，无环保投诉。周边跃北河、生产河水质良好，

无异味。根据现场踏勘及历史影像可知，调查地块及周边地面基本为空地。地块

周边历史上无明确的潜在污染源。

综上，调查地块内及相邻地块不涉及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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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人员访谈

为进一步调查地块情况，项目组对地方环保主管部门人员、自然资源部门工

作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周边企业及周边居民进行访谈。访谈采用当面交流方

式进行。对访谈所获得的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

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补充。受访人员信息见表 5.6-1。
表 5.6-1 受访人员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单位、职务 访谈照片

1 李先慧 潘黄自然资源所副所

2 朱书记 潘黄街道环保办

3 王春
潘黄街道重大项目办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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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龙群
潘黄街道吴杨社区书

记

5 杨春国
潘黄街道何桥社区副

书记

6 徐金霞
潘黄街道吴杨社区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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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一直为

空地。该地块未曾作为工业生产企业用地，历史仅建设有生产队队房，贮存粮食

农具。无工业固废储存、地下储罐、地下输送管道，地块内也未曾发生过化学品

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周边未有过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未曾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件。综合以上资料，调查地块内不存在潜在污染源。

6.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调查资料对比分析，

甄别资料的有效性，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资料收集工作。

6.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收集的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历史

用途变迁和现场用途信息在历史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方面总体上一致。

表 6.1-1 一致性分析情况表

序号 内容 历史资料搜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分析

1
地块历史用途

及变迁过程

地块内建筑为生

产队队房（1986
年建设，2016年底

拆除，用途为堆放

农具、粮食物资）。

空地 空地 一致

2 现状用途 空地 空地 空地 一致

3

地块内是否发

生过化学品泄

漏或其他环境

污染事故

未发生
未发现环境污染事

故痕迹
未发生 一致

4
地块内是否曾

有暗沟、渗坑
— 无 无 一致

5

地块内是否曾

见到地块内堆

放外来土壤或

固体废物

西北水塘为2000
年世纪大道建设

取土，2021年纯土

填平，无垃圾及废

物

地面平整，无垃圾

及废物

西北水塘为2000年世

纪大道建设取土，2021
年纯土填平，无垃圾及

废物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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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块内是否有

重污染型企业

资料表明地块内

无工业企业
地块内无工业企业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地

块内历史无工业企业
一致

6.1.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得有关地块历史用途及现状用途信息

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6.1.3 不确定性分析

土壤污染状态调查过程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给调查结果带来一定

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

（1）由于土壤状况可能受季节、降雨量、附近地表水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故不排除土壤状况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次土壤调查分析结果仅

代表调查期间地块内的环境状况。

（2）由于本次调查参照的是现行的法律法规、技术导则等文件，若后续相

关文件的更新可能会对本次调查结果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但整体而言，本次调查中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有限，不确定水平总体可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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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7.1 调查结论

该地块历史情况较简单，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故不存在企业生产的原

辅料、中间体及产品和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原生和次生污染。从地块历史的影

像图和相关人员访谈可以看到，地块周边历史无工业企业，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

事件。土壤表层样品的快速检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表层快速检测因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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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工

业/商服用地筛选值。

因此，结合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等资料的分析，可得出调查

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调查地块环境状况良好，调查

活动可以结束。

7.2建议

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控制该地块保持现有的状态，杜绝地块

在调查期与接下来再开发利用的监管真空，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危废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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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现场快检记录

附件 2 校准记录

附件 3 地块勘界报告

附件 4 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 5 征地资料

附件 6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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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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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勘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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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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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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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快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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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路北、开创路西、鹤翔路南、潘黄路东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评审意见 修改说明

1

按照盐环办【2023】39号文《关于进一步加

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

作的通知》，完善编制单位及个人信息扉页

等内容，包括社保证明、信用记录等。

已完善。

具体修改内容：





2

调查依据中更新文件《国土空间调查、规

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023]234号》。

已更新。

具体修改内容：

3

补充说明地块勘界报告变化过程。 已补充。

具体修改内容：

原地块使用权人为江苏方正教育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5月该地块做了建设项目用地

勘测定界成果报告书；2023年11月收回使用权后重新做了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成

果报告书。详见附件3。

4

补充2003年之前地块内影像图，从生产队

队房建设开始。补充2023年影像图。补充

2003年之前周边历史影像图，从惠华环保

建厂开始，补充2023年周边历史影像图。

已谷歌地球清晰的影像只能追溯到2003

年。

具体修改内容：

谷歌地球1985年12月历史影像图如下。

5

补充惠华环保、钢结构情况调查，核

实污染特征因子。补充企业和本地块

距离，说明对本地块的影响。

已补充。



具体修改内容：

钢结构为方正售楼处，未建设完工。惠华环保已拆除，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该公司仅

生产玻璃钢化粪池，因无资料存档，故类比同行，污染特征因子为颗粒物、非甲烷

总烃。该企业位于调查地块东北方220米处。该企业污染较小，且调查地块不处于主

导风向下风向，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6

补充环保系统、惠华环保、元盛建设

访谈。补充齐全现场访谈照片。
已补充。

具体修改内容：

已补充潘黄街道环保办访谈，惠华环保已拆除，元盛建设不接受访谈。





7

快检Pb检出值不应低于检出限，筛选

值应选择一类用地筛选值，表中是二

类用地筛选值。补充PID检出限。补充

检测数值与对照点对比分析。

已补充。

具体修改内容：

已修改一类用地筛选值



PID检出限：

土壤快速检测结果与对照点差距不大，无明显异常。



专家意见修改清单确认表

序

号

专家意见中修改内

容

内容修改完成情况 复核修改完成情况
专家复核签

名完成修改部

分

尚未完成修部

分

已完成的修改内

容
页码范围

未完成修改内

容

页码范

围

1

按照盐环办【2023】

39号文《关于进一步

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

工作的通知》，完善

编制单位及个人信息

扉页等内容，包括社

保证明、信用记录等。

已完善 / 已完善 扉页 /

/

2

调查依据中更新文件

《国土空间调查、规

划、用途管制用地用

海分类指南（试行）

[2023]234号》。

已完善 / 已完善 P5 / /

3
补充说明地块勘界报

告变化过程。
已完善 / 已完善 P81-110 / /

4

补充2003年之前地块

内影像图，从生产队

队房建设开始。补充

2023年影像图。补充

2003年之前周边历史

影像图，从惠华环保

已完善 / 已完善 P28 / /



建厂开始，补充2023

年周边历史影像图。

5

补充惠华环保、钢结

构情况调查，核实污

染特征因子。补充企

业和本地块距离，说

明对本地块的影响。

已完善 / 已完善 P64 / /

6

补充环保系统、惠华

环保、元盛建设访谈。

补充齐全现场访谈照

片。

已完善 / 已完善 P66-67 / /

7

快检Pb检出值不应低

于检出限，筛选值应

选择一类用地筛选

值，表中是二类用地

筛选值。补充PID检出

限。补充检测数值与

对照点对比分析。

已完善 / 已完善 P24、25、P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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