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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养老中心项目地块占地面积 11274m2。地块四至范围：地

块东至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南至春阳路，西至白云山公园，北至白云山公园。

该地块原为西田社区农林用地，根据城阳街道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规

划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中的社会福利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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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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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地块土壤

环境风险，满足地块后续开发要求，受西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对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养老中心项目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及时对该地块土地利用状况及周边地块历史

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识别、判断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可能性，通过第一阶段调

查的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得到主要成果如下：

（1）资料收集：本次调查通过收集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0

坐标系地块边界图等资料和 2003年到 2022年的历史影像图，得知项目地块历史上是西

田社区农林用地，种植树木，至今未从事过工业生产活动。

（2）现场踏勘：地块现状为林地，部分区域因北侧白云山公园施工建设，原地开

挖石头铺设了一条土路，地块东至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南至春阳路，西至白云山公园，

北至白云山公园。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企业主要位于东北侧，目前正在拆除。地块内

无地表水体、无固体废物堆存，现场无恶臭、化学品味道及刺激性气味；土壤颜色、气

味正常，未见污染痕迹。

（3）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上为农林用地，种植树木，未开发利用，无任何生产经

营活动，地块四周相邻区域无重污染企业存在，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确认地块内及周边地

区无明确造成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的来源。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HJ25.1-2019）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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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开发为第一类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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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许多企业陆续搬迁，

原场地被二次开发利用，多数情况下土地利用性质会发生改变。由于地块原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污染防治与风险防控水平有限，可能使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受到影响，

并存在潜在环境风险，直接进行二次开发利用会对周边生态环境及地面活动人群健康形

成严重威胁，因此污染地块环境管理逐渐成为了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关注重点。

为加强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防止地块环境

污染事故发生，自 2004年起，国务院、环保部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条文加强污染地

块管理，强调地块在此开发利用前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导则等开展场地调查及

风险评估。为贯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

增污染的要求，做好场地污染防治工作，实现项目用地安全、环保可持续的发展，2022

年 8月，西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结合委托方提供资料、人

员访谈和现场踏勘，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

养老中心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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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目的：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等途径收

集地块相关信息。结合所获得的信息，分析调查区域整体污染情况，为土地和环境管理

部门开发利用该地块提供决策依据及技术支撑。

（1）收集地块历史资料，对调查地块进行历史分析，明确该地块的环境现状，判

断该场地污染程度与范围，为后期土地合理开发再利用，提供支持。

（2）初步查清地块地下水赋存条件、富水性等水文地质条件。

（3）充分结合地块的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分析，从

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针对性原则：针对调查地块的基本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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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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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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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位于城阳区城阳街道办事处春阳路北，荟城路东，面积为 11274m2。

地块四至范围：地块东至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南至春阳路，西至白云山公园，北

至白云山公园。地块勘测定界见图 2.2-1，坐标详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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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范围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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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调查地块平面拐点坐标

序号 X（m） Y（m）

J1 4020827.677 40538685.467

J2 4020831.674 40538710.589

J3 4020836.375 40538715.933

J4 4020852.190 40538856.168

J5 4020819.418 40538853.210

J6 4020792.604 40538850.736

J7 4020755.875 40538685.468

J1 4020827.677 40538685.467

注：坐标系为“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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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修订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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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6）《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国务院，2011

年 10月 17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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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16年 5月 28日；

（8）《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国发[2016]31 号，2016 年 5 月 28 日

起实施）；

（9）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 作安

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 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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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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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鲁环发[2014]126 号）；

（12）《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鲁政发

[2016]37 号）；

（13）《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

[2019]129号）；

（14）《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3号），

2019年 11月 29日）；

（15）《青岛市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青岛市环保局，青环发[2015]58

号印发）；

（16）《青岛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青岛市人民政府，青政发[2017]22号印发）；

（17） 《青岛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指引》（青环发[2020]49 号）。

2.3.2 技术依据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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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其他资料

（1）地块历史影像资料；

（2）相关的访谈资料；

（3）地块勘测定界图；

（4）西田社区养老中心项目岩土工程勘查报告。

2.4 调查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工矿用地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3号）、《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等规定，并结合国内地块环境调查相

关经验和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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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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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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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见图 2.4-1。

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备注：红色框内为本次场地调查内容。

2.5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

2.5.1 主要工作内容

本次地块污染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制定调查

工作计划等。

1、资料收集

通过资料查阅、历史影像图等方式收集地块及周边区域土地利用和变迁资料、地块

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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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必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现场探勘

现场踏勘主要是通过地块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对地块内及其周边区

域进行现场踏勘，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GPS定位、现场拍照、现场记录、定位标识

等方式摸清本次地块调查的范围和现状情况，分析地块内可能的污染源、潜在污染物和

周边区域外在污染源及污染途径，初步识别土壤和水体环境介质的潜在污染区域，初步

判断地块的污染状况。

3、人员访谈

以面谈、电话访谈等形式对地块周边居民、西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城阳街

道自然资源所、城阳街道环保所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核实已有的资料信息，补充地块相

关信息资料，通过人员访谈并结合卫星地图了解地块的使用历史和周边地块的利用历

史。

4、制定工作计划

根据前期的资料收集情况以及现场踏勘掌握的基础信息，制定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工作计划，核实已有信息等工作内容。

2.5.2 技术路线

项目启动后，开展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综合以上资料信息制定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方案，根据现场勘察结果，结合地块规划，编制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路线如图 2.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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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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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 地块地理位置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位于东经 119°30′-121°00′，北纬 35°35′-37°09′。东、

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市相连，西南与日照市接壤。青岛市城阳区

地处青岛市市区北部，位于东经 120°07′-120°34′、北纬 36°11′-36°24′。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城阳区城阳街道办事处春阳路北，荟城路东，总占地面积

11274m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20.43170°、北纬 36.31703°。

地块地理位置如图 3.1-1所示。

图 3.1-1地块地理位置图

3.2区域环境状况

3.2.1 地形地貌

青岛市东南濒临黄海，地形总的特征是南北两翼隆起，东高西低，中部低陷（图

3.2-1）。区内主要有三个较大的山系：一个是东南的崂山山脉，主峰海拔 1132.7m，山

势陡峻，向西南绵延至青岛市区，北至即墨市东北部，为山东省第三高峰；另一个是北

部的大泽山山脉，主峰海拔 736.7m；再就是区内西南部的大、小珠山、铁镢山等组成

的胶南山群，主峰海拔 724.9m。山系之间为胶莱盆地，地势低平，海拔一般小于 50m，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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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主要存在于各大小河谷之中。区内山丘面积 4950km²，占总面积的

45.40%，平原 5620km²，占 51.55%，滩涂岛屿 249km²，占 2.28%，其他 84km²，占 0.77%。

3.2.2 气候、气象

项目所在地属北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四季变化及季风进退均较为明显，雨水丰富，

年温适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受海洋的调节作用，又表现出春冷、夏凉、

秋暖、冬温，昼夜温差小，无霜期长和湿度大等海洋性气候特点。区内历年平均温度在

11℃-12℃之间，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 7月中旬-8月上旬，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 1月下

旬-2月初。城阳区年平均气温 12.6℃。城阳因受海洋影响，夏季气温较内陆低，平均气

温 24℃，冬季气温较高，平均气温-0.2℃。年平均雷暴日数为 24天。年平均风速为

5.2m/s，春夏季以东南风为主导风向，秋冬季以西北风为主导风向。

城阳区地处胶东半岛，其河流均为季风区雨源型，且多为独流入海的山溪性小河，

河流水系的发育和分布明显受地形、地貌的控制。全区主要河流有白沙河、墨水河、洪

江河、桃源河、大沽河等。白沙河发源于崂山主峰巨峰北麓，自东向西经崂山区北宅，

自崂山水库入区境，流经城阳区夏庄街道、流亭街道，在西后楼村入胶州湾，境内干流

全长 13.9km；白沙河是青岛市主要水源地之一，纳主要支流有：小水河、山色峪河、

惜福镇河、纸房河。墨水河发源于三标山，由南向北流经即墨市城关折向西南，自城阳

区城阳街道西城汇村入区境，在京口村西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2 km。纳主要支流有葛

家河。洪江河发源于即墨马山西，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河南头村入区境，在南

万村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3.5 km。桃源河发源于即墨桃行，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

道赵家堰村入区境，在河套街道下疃村西北汇入大沽河，境内全长 19.5 km。大沽河主

流发源于烟台市招远阜山，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河套街道大涧村北入区境，在罗家营村西

南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0 km；大沽河是胶东半岛最大的河流，上游建有大型水库一座，

是青岛市的主要水源地。

3.2.3 土壤环境

青岛市土壤分为 6类、13个亚类，24个土属。棕壤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全市可利

用面积的 58.5%，广泛分布于山地丘陵区，多数已辟为农田。砂姜黑土占 22%，主要分

布在莱西、即墨盆地和胶莱河谷。潮土占 16.7%，广泛分布于大小河流两侧的冲击平原。

褐土面积较少，仅占 0.98%，分布在胶南市北部和平度市一些石灰岩出露的残丘坡地上。

其他土类面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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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区棕壤及棕壤性土在东部山区，面积约 81.6 平方公里，惜福镇、夏庄以东分

布交广。棕壤土多集中在中部丘陵，河套及红岛的部分山麓和岭根地带，面积约 88.9

平方公里，肥力中等，宜种小麦、玉米、地瓜、大豆等。潮棕壤集中在流亭、城阳中西

部平原地区，属高产土壤类型。潮土、盐化潮土、砂姜黑土多分布于上马、河套、棘洪

滩等局部地带，易发季节性碱渍化，不利于作物生长。盐土类主要分布在棘洪滩、上马、

河套、流亭、红岛局部地带，含盐约 0.085%至 2.98%。

本地块土壤类型属于棕壤。

图 3.2-1 调查区域土壤类型图

3.2.4 区域地质条件

（一）地层

城阳区地层分布面积较广，从老至新依次为白垩系碎屑岩、火山岩和新生代第四系

松散堆积物。

（1）白垩系

莱阳群林寺山组：岩性以灰紫色、灰褐色粗—巨砾岩为主夹中细砾岩及粗砂岩。分

布于夏庄办事处西侧。

莱阳群止风庄组：岩性以紫褐色、灰褐色砾岩、砂砾岩及砂岩为主，夹少量灰绿色、

黄绿色粉砂岩、页岩。分布于夏庄街办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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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群后夼组：岩性以酸性凝灰岩为主夹正常碎屑岩或中基性火山岩。分布于烟台

山地区，少量出露。

青山群八亩地组：岩性以中基性火山岩发育为特征，其中可见紫色、灰色砂砾岩夹

层。分布于河套、红岛、民营工业园等地区。

青山群石前庄组：岩性以流纹质集块角砾岩、凝灰岩为主，少量熔岩及玻璃质岩石。

分布于河套、红岛、城区工业园地区。

青山群方戈庄组：岩性为一套偏碱性的中基性火山岩，岩性组合为玄武粗安岩、角

闪安山岩等夹正常沉积碎屑岩。分布于河套、红岛、城区工业园东侧。

王氏群红土崖组：岩性以砖红色泥质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夹含砾砂岩、砂砾岩及少

量泥灰岩等。分布于棘洪滩水库、上马镇驻地一带。

（2）第四系

大站组：岩性主要为土黄色粉土、含砂亚粘土、中粗砂及砾石层等，常含较多的钙

质结核，各岩性层不稳定。分布于流亭南东近山麓地带。

山前组：为棕黄色、灰黄色含粘质砂土、砾石透镜体，分布于城区工业园东、流亭

东、夏庄等地的近山麓地带。

潍北组：岩性为灰黄色、灰黑色互层的亚砂土、亚粘土及中粗砂，分布于近海岸及

古海湾中部大部分地区。

旭口组：岩性为灰黄、灰黑色淤泥质粉砂，分布于红石岛等近海地带。

临沂组：岩性为灰黄色、棕黄色亚粘土、亚砂土，分布于大沽河、白沙河、桃源河、

墨水河等冲洪积平原或扇地及海湾山口地段。

泰安组：岩性以棕黄色、灰黄色砾石层为主中间充填粘土及砂等。

在山麓外围山口及沟口处呈洪积扇形展布，直接覆盖于中生代花岗岩之上。

白云湖组：岩性为灰黑色粘土、砂质粘土等，含淡水螺壳，现多被改造为鱼、虾池。

主要分布于荆洪滩水库周围、桃源河两侧。

沂河组：岩性以粘质砂土为主，少量砾石、混粒砂，一般河流上游以砾石、粗砂为

主，向下游渐变为粘质砂土。分布于区内的主要河流河道内及现代河漫滩。

（2）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侵入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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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类为燕山晚期崂山超单元，分为八个单元，分别是：孤山碱长花岗斑岩、小

平兰细粒碱长花岗岩、大平兰中细粒碱长花岗岩、八水河中粒碱长花岗岩、太清宫中粗

粒碱长花岗岩、午山细粒正长花岗岩、北大崮中细粒正长花岗岩、下书院中粒正长花岗

岩。分布在城阳区东部的山区。

（3）构造

断裂构造

城阳区处于胶南隆起东北部，断裂构造较发育，以北东向为主，规模较大的牟（平）

-即（墨）断裂带穿越该区，主要断裂特征如下。

大沽河断裂：位于区内西半部，横跨南北，沿大沽河分布。长度大于 16.5km，总

体走向 13°，倾向W，性质为左旋张扭。断裂位于第四系覆盖区，无基岩出露，存在证

据如下：断裂两侧之东西断裂不连续，调查区较大的 EW向断裂均被大沽河断裂所截；

接近大沽河断裂，早期 EW向断裂弯曲，显示左旋平移特征；断裂两侧岩层产状发生突

变。大麻湾附近断裂西盘岩层倾向 SSW，东盘岩层倾向W；同一条东西向断裂被大沽

河断裂错断后，显示左旋运动特征，水平断距 1.15km；

断裂具张性活动特征。大沽河流域的营房至罗家营地区，形成宽 4km的负地形，

两侧为陡崖，显示断陷特征。

上马断裂：位于上马办事处南侧，走向 EW，倾向 N，倾角 52°～60°，断裂属右旋

压扭性。该断裂形成于燕山运动晚期，上盘为中生代晚白垩世王氏群红土崖组地层，下

盘中生代晚白垩世青山群八亩地组地层及石前庄组地层。断裂内发育构造角砾岩、碎裂

岩、断层泥等构造岩。

石龙屯—古岛断裂：断裂经过棘洪滩街道办事处，出露不良，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

走向 EW，断层中部切割青山群，西端终止于近 SN向断裂，东端终止于 NNE向断裂，

属张性。该断裂形成于燕山运动晚期，断裂带内发育构造角砾岩、碎裂岩、断层泥等构

造岩。

沧口—夏庄断裂：位于夏庄街道办事处东，走向 NE，倾向 SW，倾角大于 70°，局

部地段倾向相反，断裂属压扭性。该断裂形成于燕山运动晚期，上下盘均为崂山期花岗

岩，断裂带内局部发育煌斑岩、正长岩脉。

节理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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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节理构造主要发育于断裂构造的两侧，其走向、倾向受主要构造线及力学性质

的控制，走向以 NE、NNE及 NW-NNW为主，由于多期构造活动，NE向节理面在局

部张开度及连通性均较好，对地质灾害的形成及发展起重要控制作用。

3.2-2区域地质构造图

3.2.5 区域水文条件

（1）河流

城阳区地处胶东半岛，其河流均为季风区雨源型，且多为独流入海的山溪性小河，

河流水系的发育和分布明显受地形、地貌的控制。全区主要河流有白沙河、墨水河、桃

源河等。

白沙河：发源于崂山主峰巨峰北麓，自东向西经崂山区北宅，自崂山水库入区境，

流经城阳区夏庄街道、流亭街道，在西后楼村入胶州湾，境内干流全长 13.9km，流域

面积 118.8km2。上游一般常年有水，中游建有崂山水库，下游河道顺直，冬春断流。白

沙河是青岛市主要水源地之一，纳主要支流有小水河、山色峪河、惜福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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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河：发源于三标山，由南向北流经即墨市城关折向西南，自城阳区城阳街道西

城汇村入区境，在京口村西入胶州湾，境内全长 12km，流域面积 61.08km2。纳主要支

流有葛家河。

桃源河：发源于即墨桃行，由北向南经城阳区棘洪滩街道赵家堰村入区境，在河套

街道下疃村西北汇入大沽河，境内全长 19.5km，流域面积 73.6km2。

（2）海洋水文

城阳区海域属正规半日潮类型。每个太阴日（24小时 48分）有两次高潮和两次低

潮。高潮出现在月亮中天后 4小时 50分，低潮出现在月亮中天后 11小时 02分。胶州

湾涨潮时为 NNE流向，落潮时为 SSW流向，流速约为 0.3节。

3.2.6 社会经济概况

城阳区东依崂山区，南接李沧区，西临胶州湾与胶州市相邻，北与即墨市毗连，辖

城阳、流亭、夏庄、惜福镇、棘洪滩 5个街道，230个社区（村），人口 46.88万，海

岸线长 91.6km。

城阳是进出青岛市区的北大门，距青岛市区中心 35km，地理位置重要，距青岛港

18km，距黄岛前湾港 45km；胶济铁路、环胶州湾高速公路、308国道、204国道、济

青高速公路、烟青一级公路、青银高速公路贯穿其中，形成了极其便利的海、陆、空立

体交通网络，是青岛通向国内外的必经之路，也是青岛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交通枢纽。

近年来，城阳区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2019 年全

区生产总值完成 1160亿元。全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不断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全区

城市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城市化水平达到 57%以上。

3.3 地块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3.3.1 地基土构成与特征

根据本地块岩土工程勘查报告调查和钻探揭露，场地地层主要由第四系全新统填土

及白垩系沉积岩组成。本报告使用的地层采用青岛市建委推广的《青岛市第四系层序划

分》标准地层层序编号。自上而下对建筑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

分述如下：

①素填土（Q4ml）：灰褐色、黄褐色，松散，干燥～稍湿，以可塑状粘性土及植

物根系为主，部分钻孔以安山岩碎、块石为主。该层在勘探场区内全部 17个钻孔揭露，

揭露层厚 0.50～1.50m，层底标高 33.50～43.04m，层底埋深 0.50～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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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强风化安山岩（K）：灰紫色、青褐色、灰黄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

物成份为角闪石、斜长石，原岩结构大部分已破坏，风化裂隙很发育，岩芯呈碎屑～碎

石状，岩石坚硬程度为软岩，岩体完整性指数 Kv<0.15（经验值），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Ⅴ级，为散体状结构岩体，无膨胀性，无崩解性，遇水易软化，基槽开挖后具有一定风

化性。场区普遍分布，揭露层厚 0.50～2.10m，层底标高 32.30～41.04m，层面埋深 0.50～

1.50m。

⑰中风化安山岩（K）：灰紫色，灰绿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取芯呈碎块~短

柱状，主要矿物为基性长石、辉石，次要矿物为角闪石、黑云母等，裂隙较发育，无外

倾结构面，岩石坚硬程度为较硬岩，岩体完整程度为较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Ⅳ级，

块状结构岩体，无膨胀性，无崩解性，遇水不易软化。该层未穿透。

3.3.2 场地地质构造

根据外业钻探结果，结合区域地质资料分析，场地位于Ⅲ1胶莱坳陷坡状平原地带。

场区上部除分布有较薄的素填土外，内未见断层、褶皱、断裂等大型地质构造。下部白

垩系安山岩岩体受构造和长期地质营力作用，局部节理裂隙较发育，造成一定厚度的风

化带，和岩基完整程度上的差异及不均匀的“岩石地基”，其发育由上到下逐渐减弱，但

规模不大，延伸小，越往下岩石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越好，对场地的稳定性有利。

3.3.3 水文地质条件

勘探期间在勘探孔内均见有稳定地下水，水位埋深 2.48～11.38m，高程 32.43～

32.76m。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风化裂隙水，属潜水、不具有承压性，主要含水层为⑰

中风化安山岩，地下水量极少，属于弱透水层。地下水受大气降水渗透补给，以侧向渗

流、大气蒸发为主要排泄途径，水量很小，受季节性影响较大，雨季存水、旱季少水或

无水，地下水流向与地势基本一致，自西北向东南流。地下水位年变化幅度约 2.00m，

近 3～5年该场地最高水位标高为 34.00m。

3.4 项目地块及周边现状及历史

3.4.1 项目地块现状及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区域内目前为空地，存在一条土路，其余区域为树木和杂草。

该地块踏勘期间平面布置图如图 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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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踏勘期间现场平面布置图

根据查阅资料和人员走访情况得知，该地块属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居

委会，属于农林用地，历史上一直未开发利用。通过 GoogleEarth查询项目地块历史卫

星影像，最早可追溯到 2003年的影像资料，最新影像为 2022年，地块历史变迁卫星图

见图 3.4-2。

2003年 1月 地块历史：地块历史上为农林用地，未开发利用，地块内为自然生长

的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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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4月 地块历史：与 2003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2008年 3月 地块历史：与 2005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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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4月 地块历史：与 2008年相比，地块西北侧修建白云山蓄水池，地块内

原地挖石头，铺设了一条土路，用于施工车辆通行，地块内西南侧形成一处低洼地势。

2012年 9月 地块历史：与 2011年相比，因夏季降雨，地块内东南侧低洼地势形

成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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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地块历史：与 2012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2014年 9月 地块历史：与 2013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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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 地块历史：与 2014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2017年 9月 地块现状：与 2016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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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 地块现状：与 2017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2020年 2月 地块现状：与 2019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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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地块现状：与 2020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图 3.4-2 地块历史影像

3.4.2 相邻地块用地历史

地块四周相邻土地均无生产性企业，地块西侧和北侧现状为白云山公园，历史上为

白云山，地块南侧为空地，曾开采过石头，东侧为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历史上为空地。

其用地历史见表 3.4-1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4-3。

2003年 1月：地块西侧和北侧为白云山，东侧为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南侧为空

地，曾开采过石头，东南侧存在一家物流仓储公司，不涉及生产。

物流仓储公司

民兵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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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4月：东南侧物流仓储公司北侧扩建一座厂房，其余无变化。

2008年 3月：相邻地块与 2005年相比，西北侧白云山开始修建蓄水池。

物流仓储公司

民兵训练基地

民兵训练基地

物流仓储公司

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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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4月：相邻地块与 2008年相比，地块南侧修建了春阳路，其余无变化。

2012年 9月：相邻地块与 2011年相比，东南侧物流仓储公司拆除，其余无变化。

蓄水池

物流仓储公司

民兵训练基地

物流仓储公司

民兵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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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相邻地块与 2012年相比，地块南侧天安数码城商务区开工建设，其余

无变化。

2014年 9月：相邻地块与 2013年相比，无变化。

民兵训练基地

蓄水池

天安数码城

民兵训练基地

蓄水池

天安数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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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相邻地块与 2014年相比，天安数码城西侧区域建设完成。

2017年 9月：相邻地块与 2016年相比，无变化。

天安数码城

民兵训练基地

蓄水池

天安数码城

蓄水池

民兵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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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训练基地

2019年 6月：相邻地块与 2017年相比，天安数码城东侧区域开工建设。

2020年 2月：相邻地块与 2019年相比，天安数码城东侧区域已建成。

天安数码城

蓄水池

民兵训练基地

民兵训练基地

天安数码城

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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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训练基地

天安数码城

2022年 3月：相邻地块与 2020年相比，无变化。

图 3.4-3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

表 3.4-1 相邻地块历史情况一览表

位置 历史变迁及建设情况

地块东侧 现状为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历史上为空地

地块南侧 现状为春阳路，隔路为天安数码城商务区，历史为空地。

地块西侧和北侧
历史一直为白云山，现在建白云山公园，08年左右，山

上修建了一座蓄水池。

地块东南侧 100m
现状为天安数码城商务区，历史上存在过一家物流仓库

企业，不涉及生产。

3.5调查地块周围环境敏感目标

项目地块位于城阳区城阳街道办事处春阳路北，荟城路东。项目周围 1km范围内

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见表 3.5-1和图 3.5-1。

蓄水池

民兵训练基地

天安数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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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地块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与地块边界距

离（m）
描述

1 白云山公园 N 0 公园

2 龙湖悠山郡 NW 400 居民区

3 青特赫山 N 600 居民区

4 清华育才城阳实验学校 W 500 学校

5 青特滨湖国际 E 500 居民区

6 白云山花园 E 800 居民区

7 天安数码城（澜公馆、

蔚蓝观邸）
SW 350 居民区

8 天安数码城檀府 S 300 居民区

9 天安数码城御园 SE 200 居民区

10 后田社区 SE 300 居民区

11 金域华府 SE 450 居民区

12 檀府·宸园 E 750 居民区

13 都霖美景 SE 850 居民区

14 后田家苑 SE 700 居民区

15 海都汇府 S 600 居民区

16 田村小学 S 900 学校

17 喜田华庭 SW 600 居民区

18 怡源居 SW 800 居民区

19 虹子河水库 NE 500 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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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项目周边 1km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敏感目标

3.6 地块利用现状和规划

3.6.1地块利用的现状图

根据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人员访

谈确定，本地块现状用地性质为农林用地，本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见图 3.6-1。

青特赫山

白云山公园

龙湖悠山郡

清华育

才城阳

实验学

校 天 安 数 码

城御园

后田社区

青特滨湖国际 白云山花园

金域华府

檀府·宸园

天安数码城（澜公

馆、蔚蓝观邸）

怡源居

天 安 数 码

城檀府

喜田华庭
海都汇府

都霖美景后田家苑

虹子河水库

调查地块

田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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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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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地块利用的现状图

根据城阳街道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图，该地块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本地块用地规划见图 3.6-2。

图 3.6-2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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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物识别）

2022年 9月对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养老中心项目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定性调查，主要调查方法为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

4.1 资料收集与分析

主要收集了调查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及现状和规划资料，地块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

息，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以及地块周边信息调查。本次调查资料收集的情况见表

4.1-1。
表 4.1-1 调查资料收集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内容及用途 备注 获取途径

1
项目所在区域控规及其他

相关规划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分析地块

现状情况是否与规划相适应
√ 政府网站

2
调查地块现状及历史使用

情况

地块现状情况、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通过历史使用情况找出可能存在的

污染物及分布情况

√ 访谈

3
相邻及周边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通过分析相邻及周边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找出可能影响本地块的

污染因子

√
访谈、网络查

询

4
项目地块位置、面积、四

至范围
确定调查范围 √ 西田社区

5 地块所在区域的卫星图 了解地块历史变迁及地块现状 √ Google earth

6 地块地勘报告
着重分析项目所在地的地质条件、水

分、气象条件
√ 西田社区

7
地块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

信息
分析地块周边情况及敏感目标信息 √ 政府网站

8 人员访谈资料

通过对地块原所属权人和村民及建

设单位了解地块使用情况及周边地

块信息，来确认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

√ 访谈

9 地块以往的环保手续资料 通过环保资料来分析污染因子 × 无

4.2 现场踏勘

为调查地块基本情况、初步判断污染来源和污染物类型，对本项目地块进行现场踏

勘。2022年 9月，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本项目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本次从现场踏勘的方法包括：

①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了解地块土地利用历史情况以及地块周边情况，了解地块

内是否从事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有无不明原辅料和产品的堆放及倾倒情况；

②进行现场踏勘，根据现有平面图进行现场描述，确定平面布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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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情况：目前地块内空地，存在杂草、树木以及施工车辆通行的土路。

地块周边情况：地块 1km范围内周边有居民区、学校、地表水等敏感建筑。

图 4.2-1 现场踏勘照片

4.3人员访谈

本次人员访谈主要是对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

料的考证。本次人员访谈主要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访谈

对象主要为土地管理者、土地使用者和地块附近居民。人员访谈信息汇总见表 4.3-1。

人员访谈见图 4.3-1。人员访谈记录表见附件。

表 4.3-1 人员访谈信息汇总

序

号
调查对象 与地块的关系 获取信息汇总

1 李松松（17362229217） 西田社区工作人员 1、地块内历史无工业企业存在，无固废堆

存，地块未开发利用，种植了树木；

2、地块内无沟渠，历史上地块西北侧白云山

修建蓄水池施工时，在地块内原地挖土和石

头铺了一条土路，用于施工车辆通行；

3、地块东北侧有虹子河水库，目前不利用，

不是饮用水源地。

4、地块东南侧历史上存在过一家物流仓储

企业，不涉及生产。

2 于文静（13863922456） 西田社区工作人员

3 李伟（18663960676） 西田社区工作人员

4 马琳（13210056128） 城阳街道自然资源所

5 肖承杨（13385329909） 城阳街道环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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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社区工作人员

西田社区工作人员

城阳街道环保所 城阳街道自然资源所

图 4.3-1 人员访谈照片

通过人员访谈了解到，地块内及地块相邻地块未从事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地块内

及周边无地下管线及地下储罐等，地块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使用和处置情况；无危

险废物的产生及暂存；未发生过管线和沟渠泄漏事故；地块内及地块周边未曾发生过环

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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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主要为商务区、公园、住宅区、学校等。

4.4现场快速检测

现场踏勘期间，为进一步证实地块在历史上可能受到的潜在污染，对地块内部分区

域（裸露土壤）使用 PID和 XRF进行快速检测（PID型号为 TY2000-D，设备检出限为

0.001ppm，XRF型号为 True X720，设备检出限为 0.001ppm），目的在于进一步佐证地

块各历史时期所受到的污染与调查信息是否一致，同时现场踏勘时通过色、嗅感官判断，

未发现污染痕迹。

（1）现场快检的使用方法

①挥发性有机物（VOCs）快速检测方法

在 0-50cm土壤深度采用采样铲采集一定量的土壤样品，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避

免阳光直晒，取样后 30min内完成快速检测。检测时，将土壤样品尽量揉碎，放置 10min，

摇晃或震荡自封袋约 30s，静置 2min，将光离子化检测仪探头放入自封袋顶空二分之一

处，紧闭自封袋，记录最高读数。

②土壤重金属快速检测方法

分析前将 XRF开机预热 15-30min，清理土壤表面土块、杂物；在 0-50cm 土壤深

度采用采样铲采集土壤样品，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避免阳光直晒土壤表面。对待测土

壤样品进行压实和平整，增加土壤的紧致度，保证检测端与土壤表面有充分地接触，检

测时间通常为 30-120s。

（2）快检布点

地块原为农林用地，地块内土壤特征相近，土壤使用功能相同，使用系统布点法进

行快筛点位布设。在地块外部设置对照点，对照点的选择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

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并在地块区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区域布设对照点。本次调查地

块内共布设 6个快筛点位，地块外布设 1个快筛对照点位。



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养老中心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38

图 4.4-1 快检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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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检数据

表 4.4-1 土壤快检数据 单位：mg/kg

项目
点位

砷 镉 铜 铅 汞 镍 锌 铬 PID

S1 4.778 0.051 9.592 16.384 0.006 10.633 33.027 23.535 0.047

S2 9.281 0.116 17.183 16.729 0.039 22.095 56.081 62.003 0.026

S3 9.739 0.089 11.182 18.704 0.009 23.07 59.144 49.112 0.036

S4 9.292 0.099 13.057 15.803 0.015 20.841 36.655 56.855 0.041

S5 11.806 0.13 18.218 22.842 0.036 24.655 59.318 55.535 0.068

S6 10.382 0.138 20.526 21.986 0.018 27.865 68.729 56.894 0.078

DS 9.95 0.148 16.254 19.867 0.038 31.457 58.997 51.75 0.052

GB36600-2018
限值

20 20 2000 400 8 150 — — —

DB4403/T
67-2020限值

— — — — — — 10000 1210 —

现场调查期间，对地块内采集的 6个点位土壤进行了 PID测试，PID测试设备型号

为 TYP2000-D。结合现场观察土壤的颜色和气味，初步判断地块内土壤不存在挥发性

有机物的污染。从现场快速检测数据来看，地块内快筛点位 PID 测试数据在

0.026~0.078ppm之间，地块外对照快筛点位 PID 测试数据 0.052ppm。调查地块范围及

土壤对照点位 PID结果较为均匀，未出现某个点位数值明显偏高的情况。

在调查期间，对地块内采集的 6个点位土壤进行了 XRF测试，XRF测试设备型号

为 TrueX720，以判断地块内是否受到重金属影响的程度。从现场检测数据来看，调查

地块范围及土壤对照点位 XRF结果均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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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用地筛选值，铬、锌参照深圳市地方标准《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能够满足其一类用地筛

选值要求。

（4）快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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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点快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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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点快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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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点快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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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点快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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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点快检图片

S6点快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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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点快检图片

4.5地块原有污染源及其排放情况

4.5.1地块内污染识别

通过收集卫星地图及历史影响初步获得该地块的历史沿革和变迁历史，结合人员访

谈和现场踏勘等手段，校核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等。结合该地块访谈，得知该地

块为西田社区农林用地，种植树木，未开发利用，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因此，不涉

及相关污染。

4.5.2相邻地块对地块影响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

地块西侧和北侧历史上为白云山，现在建白云山公园，主要种植树木，无工业企业

存在，不涉及相关污染；

地块东侧现为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历史上为空地，无工业企业存在，不涉及相关

污染；

地块南侧紧邻春阳路，无工业企业存在，不涉及相关污染。

综上所述，相邻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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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对地块影响

根据人员访谈内容和现场踏勘情况及历史卫星图片显示，地块周边区域概况如图

4.5-1，地块周边企业及产污一览表见表 4.5-1。

图 4.5-1 地块周边企业概况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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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地块周边企业一览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方位

与地块

距离（m）
主要产品 生产工序 三废产生

迁移途

径

可能产生

的污染物

1
青岛泰达服饰

有限公司
N 500 服装

布料→裁剪→缝制→刺绣→
成品

固废：废布料、废线头 — —

2
城阳区世纪森

春工艺品厂
N 450 工艺品手链、珠串

木料、金属件→切割→穿孔→
打磨→成品

废气：打磨粉尘，无组织排放

固废：废边角料

大气沉

降
颗粒物

3
青岛阿芒思玩

具有限公司
N 400 毛绒玩具

无纺布、起绒布→裁剪→缝制

→填充腈纶棉→整型→包装
固废：废布料 — —

4
青岛安棉针织

厂
NE 450 坯布、服装

棉线→针织机织布→坯布→
裁剪→缝制→成品

固废：废边角料 / /

5
青岛海能包装

有限公司
NE 400 纸质包装品

原料切纸→印刷→模切→糊

盒→成品

废气：油墨印刷废气

固废：废包装纸

大气沉

降

非甲烷总

烃

6
青岛东海冷却

设备有限公司
NE 300 玻璃钢冷却塔

不饱和聚酯树脂、纤维布→放

入磨具→加热成型→组装→
加厚→打磨→成品

废气：树脂加热过程产生的有机

废气

固废：不合格产品

大气沉

降

非甲烷总

烃

7
青岛雅妃尔工

艺品有限公司
NE 350 工艺品手链、珠串

木料、金属件→切割→穿孔→
打磨→成品

废气：打磨粉尘，无组织排放

固废：废边角料

大气沉

降
颗粒物

8
青岛汉鼎红坊

家具有限公司
NE 450 家具、木制工艺品

木材原料→裁边→打孔→打

磨→组装→磨光→喷漆→成

品

废气：打磨废气和喷漆废气

固废：漆渣

大气沉

降
苯系物

9
青岛帆恩工艺

品有限公司
NE 380

金属工艺品及配件

（不含电镀）

铝、钢原料→切割→钻孔→焊

接→打磨→喷漆→成品

废气：焊接烟尘、打磨粉尘、喷

漆废气

固废：漆渣、金属粉尘、金属边

角料

大气沉

降
苯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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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方位

与地块

距离（m）
主要产品 生产工序 三废产生

迁移途

径

可能产生

的污染物

10
青岛同盛包装

有限公司
NE 460 纸箱包装

原料切纸→印刷→模切→糊

盒→成品

废气：油墨印刷废气

固废：废包装纸

大气沉

降

非甲烷总

烃

11
青岛锦联食品

有限公司
NE 490 肉脂渣

五花肉→负压熔炼→油渣分

离，脂渣和油分别外售

废气：熔炼过程产生的油烟、恶

臭气体

固废：废包装

/ /

12
青岛大信花卉

包装有限公司
NE 450 花卉包装纸盒

原料切纸→印刷→模切→糊

盒→成品

废气：油墨印刷废气

固废：废包装纸

大气沉

降

非甲烷总

烃

13
周安服装有限

公司
NE 500 服装

布料→裁剪→缝制→刺绣→
成品

固废：废布料、废线头 — —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企业主要污染物为废气类污染物非甲烷总烃、苯系物，迁移途径为大气沉降，根据城阳区常年主导风向，春

夏季主要为东南风，秋冬季主要为西北风，根据调查，地块四周 1km范围内企业主要集中在本地块的东北侧，因此，地块 1km范围内

企业产生的污染物通过大气沉降方式对地块影响较小。

4.4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该地块历史情况较简单，一直为西田社区农林用地，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故不存在企业生产的原辅材料、中间体及产品和

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原生和次生污染。从地块历史影像和相关人员访谈可以看到，该地块一直未开发利用，地块内主要为树木和杂草，

地块周边生产企业经调查分析，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地块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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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可用于后续地块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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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养老中心项目地块占地面积 11274m2，位于城阳区城阳街

道办事处春阳路北，荟城路东。地块东至城阳区民兵训练基地，南至春阳路，西至白云

山公园，北至白云山公园。

该地块属于西田社区居民委会，地块土地性质为农林用地，现状为闲置，地块内为

树木和杂草，现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建设用地分类，属于第一类用地。

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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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一直为农林用地，未开发利用，

无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地块周边现有及历史企业对其基本无影响。调查地块内无潜在

污染源，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可用于后续地块

开发利用。

5.2建议

（1）在该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

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环境

质量良好水平。

（2）建设单位需在施工地块内合理安置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并做好雨水冲刷和

残液地下渗漏的保护措施，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理，加强对地块环境的保护。

（3）施工场地注意边坡保护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4）后续施工完毕后，做好场地清理。

5.3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所记录的内容和调查发现仅能体现本次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期间场地的现场

情况及土壤环境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告并不能体现本次场地环境现场调查结束后

该场地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场地环境状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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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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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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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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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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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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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场踏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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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快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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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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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照片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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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照片



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5

10、地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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