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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为农

用地，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43140平方米（合 64.71亩），根据《滕州市规划局建设

用地规划条件》编号：滕规条件[2016]第 32号，2016年规划为中小学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环保部部令 2016第 42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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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需要对用途变更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状况调查。2020年 9月，滕州市自然资

源局委托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作。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工作内容及程序见图 2.4-1，滕州市

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9月委托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开展一定程度的调查分析工作，识别

是否存在污染、污染程度及污染类型。我单位接到委托后，及时对该地块土地利用

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并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信

息，通过分析判断地块所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提出了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的结论，最

终编制形成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 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对地块内现有及历史上企业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储存、污染排放及处理等

过程的调查分析，识别地块可能或潜在的污染区域、污染物构成以及污染程度，结

合现场采样分析结果，从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判断地块后续

开发的要求，为地块用地规划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2.1.2 调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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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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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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污染状况调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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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本次调查地块历

史上为农用地，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43140平方米（合 64.71亩），2016年规划为中

小学用地，地块四至范围见图 2.1-1、图 2.1-2，界址点坐标表见表 2.1-1。

同时考虑相邻地块存在的可能污染源，调查了解周边地块的主要污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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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地块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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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地块卫星影像图（202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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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大地 2000）

点号 X Y

J1 3887700.176 39515610.944

J2 3887692.693 39515699.574
J3 3887699.265 39515700.533
J4 3887695.993 39515738.778
J5 3887486.393 39515741.809
J6 3887456.862 39515731.942
J7 3887455.437 39515624.282
J8 3887457.106 39515599.258
J9 3887456.803 39515576.382
J10 3887456.576 39515559.261
J11 3887486.443 39515549.130
J12 3887507.440 39515548.587
J13 3887523.293 39515547.452

J14 3887554.250 39515545.235
J15 3887554.130 39515547.018
J16 3887620.233 39515551.418
J17 3887618.407 39515570.687
J18 3887637.232 39515571.989
J19 3887651.663 39515572.987
J20 3887653.155 39515573.090
J21 3887670.348 39515574.279
J22 3887669.386 39515588.249
J23 3887668.483 39515594.126
J24 3887667.486 39515608.623
J1 3887700.176 395156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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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调查依据

2.3.1 政策、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

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月 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修订，2018 年 1月 1

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月 27日修订，

2020年 9月 1日实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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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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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办发[2013]7 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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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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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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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部令 2016第 42号）；

（1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

告评审指南》（环办土壤[2019]63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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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鲁环发[2014]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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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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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月 1日实施）。

2.3.2 技术导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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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技术导则 》（HJ 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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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号）；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10）《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11）《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2007）；

（12）《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1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1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

公告 公告 2014年第 78号）；

（15）《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

770号）；

（1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2.3.3 相关文件依据

（1）承诺函；

（2）山东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件（鲁政土字[2015]1798号）

（3）宗地图；

（4）滕州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滕规条件[2017]第 41号）

（5）滕州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滕规条件[2016]第 32号）

（6）委托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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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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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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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国内地块污染

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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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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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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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

束。

第二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

段的环境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

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

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作为潜在污染地块进行

第二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第二阶

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

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

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

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和地方等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

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地

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

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

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地块污染程度和范围。

第三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

三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第三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

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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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见图 2.4-1。本次调查只涉及到第一阶段。

次

调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内

图 2.4-1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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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工作内容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令[2017]72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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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来进行。本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调

查地块历史沿革、产排污情况等，初步识别地块污染状况污染的潜在可能，从而制

定环境监测方案、取样分析（若需要），以检测结果判断地块是否受到污染。若确

认污染事实，则制定进一步的详细监测方案，以确定地块的污染程度及污染范围，

并提出相应的修复目标，从而为下阶段的治理修复提供技术支持。

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一）地块历史情况调查：采取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资料收集等方式对地块

的生产历史进行详细的调查，形成第一阶段调查结论，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

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二）调查报告撰写：明确地块土壤污染物种类、浓度分布和空间分布等特征，

提出进一步的地块污染状况管理和实施方案。

2.6技术路线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如图 2.6-1所示。项目启动后，首先开展资料

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综合以上资料信息制定地块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方

案；识别地块污染状况污染的潜在可能，开展现场调查，保障调查结论的客观、规

范、合理；最后，根据现场勘察与实验室检测结果，结合地块规划，编制地块土壤

污染调查报告。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

能的污染源，因此只涉及到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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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容

图2.6-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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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见图 3.1-1。滕州市位于山

东省枣庄市北部，东与枣庄市山亭区毗邻，南与枣庄市薛城区交界，西与济宁市微

山县相连，北和济宁市邹城市接壤。介于东经 116°49′—117°24′，北纬 34°50′—35°17′

之间，东西宽 45千米，南北长 46千米，总面积 1485平方千米。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鲁中南山地的最南缘，处于铁路大动脉-京沪线的中段，

在苏鲁豫皖交界处的淮海经济区内。滕州市东依沂蒙山，与枣庄市山亭区相连，西

濒南四湖，和济宁市微山县交界，南与薛城区比邻，北与济宁邹城市接壤。下辖北

辛街道、龙泉街道、荆河街道、善南街道辖 4个街道办事处和姜屯镇、洪绪镇、级

索镇、官桥镇、木石镇、大坞镇、龙阳镇、西岗镇、张汪镇、东郭镇、羊庄镇、界

河镇、鲍沟镇、滨湖镇、柴胡店镇、南沙河镇、东沙河镇 17镇，市政府驻滕州市北

辛路。

3.1.2 自然环境概况

I 地形、地貌

滕州市地处鲁中南山区的西南麓延伸地带，属黄淮冲击平原的一部分。地势从

东北向西南倾斜，依次为低山、丘陵、平原、滨湖。海拔最高点 596.6米（滕州市

东郭莲青山），海拔最低点 33.5米（滕州市滨湖湖东村），市驻地海拔 65.4米。低

山丘陵区面积 454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30.5%；平原区面积 914平方千米，

占全市总面积的 61.6%；滨湖区面积约 117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7.9%。境内

共有大小山头 453个，其中沙石山 130个，青石山 323个，最高峰为莲青山摩天岭，

高 596.6米，其次为龙山，主峰高 415米，被称为古滕八景之一的"谷翠双峰"，东

峰高 400米，西峰高 408米，两峰并起，其间洞壑玲珑、虚谷相连。其他有小白山、

染山、马鞍山、谷山、吉山、孤山、南龙山、落凤山等。

根据相邻地块善国盛景地质工程勘察报告以及其地质勘察平面图（附件 14、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A%AD%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6%9B%E5%9F%8E%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AE%81%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9%E5%9F%8E%E5%B8%82/2277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1%E4%B8%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2%E9%9D%92%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8%E6%B9%96/79825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2%E9%9D%92%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5%B1%B1/247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99%BD%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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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善国盛景勘探点位的标高、稳定水位进行分析，点位标高在 75.68~79.35米

之间，调查地块所在区域整体地势比较平坦，综合对比获知，地块北东高，西南相

对较低。

II 地质

滕州市处于鲁西断隆（Ⅱ）泰山沂山掀斜断块（Ⅲ）尼山掀斜式断凸（Ⅳ）的

南侧，其范围包括滕州断凹（Ⅴ）和山亭断凸（Ⅴ）的西缘。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古

生界寒武系和奥陶系。石炭－二叠系均隐伏于第四系之下。中生界侏罗系在东部见有出露。

第四系广泛发育，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80%。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区鲁西地层分区济宁地层

小区，区域分布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第四系、下第三系、侏罗系、二叠系、石炭系和奥陶

系、寒武系和太古界泰山群，其中，石炭系和二叠系含有煤。

区内出露地层由老到新依次描述为：

1、寒武纪长清群

长清群为寒武系底部不整合面之上，九龙群张夏组灰岩之下，滨海及潮坪相以陆源碎屑

为主的岩石地层单位。岩性以紫、砖红色页岩、砂岩、云泥岩为主，次为黄灰色白云岩及黄

灰、青灰色灰岩，底部偶见砾岩。滕州市主要有长清群中部的朱砂洞组（碳酸盐岩）和上

部的馒头组（页岩）。

2、寒武纪九龙群

指长清群碎屑岩之上怀远间断面之下，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主要特征的岩石地层

单 位。属寒武纪－早奥陶世。区内九龙群较为发育，主要有张夏组、崮山组、炒米

店组、三山子组，分布于滕州市东部及东南部地区。

3、奥陶纪马家沟组

奥陶纪马家沟组是继九龙群之后又一套巨厚的海相碳酸盐岩沉积，与九龙群三山子组

呈假整合接触，以白云岩和灰岩交替出现为特征，仅局部地段有出露。如南山头、罗汉山、

宋屯、陶山、格山、范村等地，出露地层以东黄山段为主，北庵庄段次之。

4、石炭－二叠纪月门沟群

该地区属济宁——临沂地层小区。在境内西部未见露头，仅在滕南滕北煤田和官桥煤田

的钻孔中见到。东南部南山头有人工揭露点，为一不整合于奥陶系马家沟组之上、上古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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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的海陆交互相——陆相的含煤岩系。底以马家沟组古风化面为界，顶以上覆石盒子组最下

部的灰绿色砂岩底面为界，与下伏马家沟组假整合接触，与上覆石盒子组整合接触。境内分布有

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

5、二叠纪石盒子组

为月门沟群之上、石千峰群之下的一套碎屑岩。由灰绿、黄绿、紫红、灰紫等长石石英

砂岩、粉砂质泥岩、页岩及黑色页岩、煤线组成。与下伏山西组整合接触，与上覆石千峰群

平行不整合接触。该系除滕北煤田剥蚀殆尽外，滕南和官桥二煤田均有残留。

6、侏罗纪三台组

三台组为广布与第四系之下，石炭－二叠系之上的内陆湖相沉积。由紫红色、灰色、

灰绿色粉砂岩、含砾砂岩、砾岩组成。

7、新近纪上新统白彦组

零星分布在境内东南部碳酸盐岩低山——丘陵的最高部位或肩坡地带(80～540m

标高灰岩之上)，呈透镜状、不规则状，长数米至数十米，宽数厘米至几米贴伏于下

伏基岩表面的裂隙中，为剥蚀残留体。岩性为灰黄色—黄褐色砾岩、砂砾岩。砾石成分

以豆状石英、燧石和磁铁矿为主，燧石砾石多在 80％以上。砾石表面多具光洁蜡状表

膜，砾径一般在 0.5～3cm。区内多处砾岩点曾获取金刚石微粒。

8、第四系

滕州市第四系可粗略划分为：山前组、临沂组、沂河组，另外，局部地区有黑土湖组出

露。第四系的厚度由东北至西南逐渐增大，由几米~百余米不等。

注：引自滕州市地质与矿产资源

III 气候、气象

滕州市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南部，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明显，大陆度为 66.4%。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年均日照 2383小时，年平均气温 13.6℃，年平均

地温 16.3℃。最热月为 7月，平均气温 26.9℃；最冷月为 1月，平均气温-1.8℃。

全年平均年降水量 773.1毫米，年降水量最高为 1245.8毫米（1964年），最低为 388.9

毫米（1981年）。年平均降水日为 81.8天，平均降雪日数 7天。气压平均为 1007.1

百帕。年平均风速 2.8米/秒，主导风向为东南风，频率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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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

滕州市境内的河流属于淮河流域、京杭大运河水系，多发源于东、北部的山区，由

东北流向西南，最后注入微山湖。

小沂河发源于木石镇东俏村，上游受虎山水库控制，官桥镇大韩村以下河段又称小

位河。该河途经木石、官桥、柴胡店、张汪 4 个乡镇，于微山县的王庄附近汇入新薛河， 流

向自东北向西南，全长约 33km，流域面积 148.5km2。该河系季节性坡水河道，除了汛

期，平时上游无水量，主要接纳沿途厂矿生产、生活污水，为排洪纳污河道。小沂河从园

区中部经过，为园区排污水的受纳水体，孤山下游又接纳八一煤矿和枣庄煤矿第二机械厂的

污水。小沂河河床浅，河道顺直，河道上游宽约 50m，中、下游较窄。

薛河，又名十字河，为山洪河道，主要排洪除涝。上游两支，一名西江，源于山亭区

水泉乡柴山前。一名东江，源于山亭区徐庄乡米山顶，两支在海子村东南汇合后，于西江村东

入藤州境内，流经羊庄、官桥、柴胡店、张汪 4 个乡镇，于圈里村排入微山湖， 流向自东北

向西南，全长 81km，流域面积 960km2，年径流量 2.23 亿m3，河道宽 80～ 120m。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从官桥至虎口开挖新河，治理段又叫新薛河。薛河上游分洪道有引水

养鱼功能，执行地表水Ⅲ类标准。

2）地下水

水文地质条件及地下水运动规律均受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及水文气象等

多种因素控制，尤其裂隙岩溶水受构造控制明显，其地下水运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垂直入渗补给，其次是上游地下水侧向径流。碳酸

盐岩类裂隙岩溶水含水岩组、碳酸盐岩夹碎屑岩岩溶裂隙水含水岩组、基岩裂隙水含水岩组

补给来自大气降水。地下水水位、水量等变化皆受大气降水控制，雨季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水

量增加。旱季地下水位将普遍下降，水量减少；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关系密切，山区地下水

转化为泉水补给河水、山前倾斜平原区的河水又补给附近地下水。含水层之间也有互补关系。

隐伏于第四系之下的奥陶系裂隙岩溶水，多为承压水，局部无好的隔水层时，第四系孔隙水

往往得到裂隙岩溶水的顶托补给。煤系地层下水，也可通过裂隙或断层与奥陶系石灰岩勾

通时，产生密切水力联系而得到补水量增大。地表分水岭与地下分水岭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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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下，区域内地下水的径流主要受区域地形、地貌条件的影响，总体流向和地

形坡向一致，自北东向南西径流。

根据相邻地块善国盛景的岩土勘察报告：《善国盛景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见（附

件 14），地下水特征如下：

通过钻探，勘察深度范围内，场地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②层含砂姜粉质粘土层

及第⑤层粗砂层中，属第四系孔隙潜水。勘察期间，钻孔内测得地下水稳定水位埋

深 0.80~3.95米，水位标高为 74.65~75.71米，稳定水位标高平均值为 75.08米。该

地下水受大气降水及地面径流影响，在不同季节有升降变化。其地下水位在不同季

节变化幅度约为±1.50米。

根据相邻地块善国盛景地质工程勘察报告以及其地质勘察平面图（附件 14、15），

通过对善国盛景勘探点位的标高、稳定水位进行分析，地块内地下水流向由北东向

西南方向。

图 3.1-1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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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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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层结构情况

本次调查，地勘数据引用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善国盛景（距本次调查地块 16m，

位于调查地块东侧）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善国盛景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见（附

件 14），根据该工程勘察报告，获知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层结构如下：

本次勘察最大孔深 20.00米，依据野外鉴别、原位测试成果，按地基土成因类

型、地质特征将本场地地基土划分为八层，现由上至下分述如下：

①耕土（Q4

ml）

黄褐色～褐色，松散。以粘性土为主，含少量植物根系，局部为素填土。本层

场地内全区分布，厚度：0.20～1.50米，平均 0.47米；层底标高：75.60～78.94米，

平均 77.04米；层底埋深：0.20～1.50米，平均 0.47米。

②含砂姜粉质粘土（Q4al+pl）

棕黄色～褐黄色，硬塑~坚硬。切面稍粗糙，韧性稍底，干强度中等，含姜石

约 35%，粒径在 0.5～3cm之间，姜石呈胶结状。本层场地内全区分布，厚度：1.10～

3.40米，平均 1.96米；层底标高：73.61～76.95米，平均 75.06米；层底埋深：1.60～

3.60米，平均 2.42米。

③粘土（Q4al+pl）

褐黄色～棕黄色，坚硬。切面光滑，韧性高，干强度高，含少量铁锰结核，夹

大量灰绿色粘土团块。本层场地内全区分布，厚度：2.20～5.40米，平均 3.35米；

层底标高：70.13～73.65 米，平均 71.71 米；层底埋深：4.20～8.60 米，平均 5.77

米。

④粘土（Q4al+pl）

褐黄色～棕黄色，坚硬。切面稍光滑，韧性稍高，干强度稍高，含少量铁锰结

核，含粒径 0.5～3cm姜石约 10%。本层场地内全区分布，厚度：1.90～6.30米，平

均 4.31米；层底标高：65.52～69.36米，平均 67.40米；层底埋深：8.20～11.80米，

平均 10.08米。

⑤粗砂（Q4al+pl）

浅绿色～棕黄色，饱和，中密。分选较差，级配较好，砂成分以石英、长石为

主，砂质不纯，含少量粘性土。本层场地内全区分布，厚度：0.70～3.00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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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米；层底标高：64.23～67.16米，平均 65.68米；层底埋深：10.00～13.30米，

平均 11.80米。

⑥全风化砂质泥岩(J)

全风化，褐紫色～灰褐色，岩芯风化严重极破碎，风化成土状，含白色钙质结

合物,下部偶见角砾状风化碎石，手触有滑腻感，遇水易碎，极软岩。本层场地内全

区分布，厚度：0.50～1.90米，平均 0.97米；层底标高：63.43～66.36米，平均 64.70

米；层底埋深：11.10～14.00米，平均 12.77米。

⑦强风化砂质泥岩(J)

强风化，紫褐色～灰褐色，泥质结构，块状构造，厚层状～巨厚层状。岩芯较

破碎～较完整，呈片状或块状。岩芯采取率 50%～70%，岩石质量指标 RQD=0。岩

石基本质量等级Ⅴ级，极软岩。本层场地内全区分布，厚度：0.50～2.10米，平均

1.12米；层底标高：62.01～65.46米，平均 63.58米；层底埋深：12.00～15.90米，

平均 13.90米。

⑧中风化砂质泥岩(J)

中风化，灰褐色，泥质结构，块状构造。局部为泥质砂岩，巨厚层状。岩芯较

完整～完整，竖向-斜向裂隙较发育。岩芯采取率 70%～90%。岩石质量指标

RQD=60～80。岩石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极软岩。本层未穿透，在揭露深度内全

区分布。最大揭露厚度 7.9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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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地质剖面图

3.2敏感目标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项目周围敏感保护目标情

况见表 3.2-1、图 3.2-1。

表 3.2-1项目周围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表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方位 与地块最近边界距离（m） 属性

1 小岗村 NE 595 居民区

2 侉庄村 E 742 居民区

3 祥云.奥体花园 E 759 居民区

4 鑫佳玫瑰园 SE 712 居民区

5 梁场 S 477 居民区

6 家乐园 S 664 居民区

7 翔宇经典 SE 755 居民区

8 滕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SW 247 公共服务场所

9 状元府 S 23 居民区

10 通盛上海花园 SW 50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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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苹果花园 SW 331 居民区

12 华腾 W 18 居民区

13 红黄蓝幼儿园 W 242 学校

14 华腾西区 W 262 居民区

15 冯河村 NW 325 居民区

16 映奎园 W 15 居民区

17 善国盛景 E 16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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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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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历史沿革

根据搜集到的 Google earth历年卫星影像图（最早为 2011年 4月）（如图 3.3-1

所示），以及相关人物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2016年规划用地性质

为中小学用地，历史沿革为：

2011年~2016年，为赵场村农用地（用地批件，见附件 11），地块西南角为村支部；

2016年 11月，地块西南角村支部用地拆除，调查地块开始建设施工；

2016年 11月~2020年，地块建设进行，地块上蓝色的房子为建设工人的宿舍；

2020年，地块建设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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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卫星图片

2011年
为农用地，

地块西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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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卫星图片

2016年
为农用地，

地块西南角

为村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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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卫星图片

2016年 11
月

地块西南角

村支部用地

拆除，调查

地块开始动

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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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现场图片

2018年

地块上蓝色

的房子为建

筑工人的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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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地块建设完

工

图 3.3-1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变迁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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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使用现状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2016年规划用地性质为中

小学用地，现已建设完工，投入运行。2020年 9月现场踏勘照片如下图所示。

地块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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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1）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调查地块北侧相邻地块为北辛中学（通盛路校区），

西侧相邻地块自北向南依次为映奎园小区、华腾小区；

南侧相邻地块为状元府小区；

东侧相邻地块为善国盛景小区；

图 3.4-1相邻地块分布情况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4

地块北

地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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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

地块西

图 3.4-2相邻地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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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邻地块历史情况

通过查找 2011年-2020年地块周边历史影像图、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相关资

料可知，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历史用途如下：

调查地块北侧相邻地块为北辛中学（通盛路校区）：

2017年之前，为赵场村宅基地和农用地；

2017年，开始动工建设，地块上出现蓝色房子，为建筑工人宿舍；

2020年建设完工；

西侧相邻地块自北向南依次为映奎园小区、华腾小区：

（1）映奎园小区

2017年之前，为赵场村宅基地和农用地；

2017年，开始动工建设；

2020年建设完工；

（2）华腾小区

2011年就已经存在了；

南侧相邻地块为状元府小区：

2011年开工建设；

东侧相邻地块为善国盛景小区：

2016年前，为赵场村宅基地和农用地；

2016年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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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相邻地块概况 相邻地块卫星图片

2011年

调查地块北侧相邻

地块为北辛中学

（通盛路校区）：

2017年之前，为赵

场村宅基地和农用

地；

西侧相邻地块映奎

园小区 2017 年之

前，为赵场村宅基

地和农用地；

华腾小区

2011 年就已经存

在了

南侧相邻地块为状

元府小区：

2011 年开工建设；

东侧相邻地块为善

国盛景小区：

2016 年前，为赵场

村宅基地和农用

地；

拍摄时间 相邻地块概况 相邻地块卫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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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东侧相邻地块为善

国盛景小区：

2016年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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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调查地块北侧相邻

地块为北辛中学

（通盛路校区）：

2017年，开始动工

建设，地块上出现

蓝色房子，为建筑

工人宿舍；

西侧相邻地块：

映奎园小区

2017年，开始动

工建设；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0

2020 现状

图 3.4-3 近十多年相邻地块历史变迁图（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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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周边潜在污染源分布情况

经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没有企业，历史上均为村用宅基地和农

用地，现为居民区和学校。

图 3.5-1地块 1km范围内企业分布情况

3.6地块利用规划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为农

用地，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43140平方米（合 64.71亩），2016年规划为中小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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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识别

4.1信息采集

4.1.1 资料收集情况

一般而言，地块污染状况调查所需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

块污染状况资料、地块相关记录、相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

会信息五部分。项目组依据国家地块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的具体要求，尽可能

地收集和分析了上述五个方面的资料，并将其中的关键信息梳理成文后，基本掌

握了地块情况。资料收集清单详见表 4.1-1。

表 4.1-1 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来源 可信度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

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Google Earth 数据库 可信

1.2 地块历史利用及变化情况
通过人员访谈、Google

Earth 数据库
可信

2 地块坏境资料

2.1 规划设计条件 滕州市自然资源局 可信

2.2 土地勘测定界图 滕州市自然资源局 可信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访谈记录

通过走访滕州市环保局、

滕州市自然资源局、北辛

街道自然资源局、周边居

民和地块所有单位工作

人员

可信

4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4.1 周边地块利用情况
通过走访社区人员、周边

居民、自然资源局获悉
可信

4.2 周边地块利用历史
通过收集周边企业的环

评等资料获悉
可信

4.3 地块所在区域地质情况
通过收集周边地块岩土

勘察资料、环评等资料获
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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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4.1.2 人员访谈情况

人员访谈的内容应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问题，由项目组提前准

备设计。受访者为调查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本项目访谈人员包括：滕州市

环保局人员、滕州市自然资源局人员、北辛街道自然资源局、土地使用单位工作

人员和附近居民。

访谈采用当面交流或电话访谈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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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员访谈，

了解到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没有企业用地建设历史，地块周边主要以居民区为

主。

序号 被访谈人 访谈内容 访谈结果
访谈方

式

信息的

可信性

1
滕州市环

保局人员

地块内是否有

任何正规非正

规的工业固废

堆放场

没有，也没有企业
电话访

谈
可信

2
滕州市自

然资源局

人员

地块使用历史，

是否有企业建

设

无企业用地建设历史
现场访

谈
可信

3
北辛街道

自然资源

局人员

企业内是否发

发生过化学品

泄漏事故

地块内没有企业建

设，没发生过化学品

泄漏事故

电话访

谈
可信

4
土地使用

单位工作

人员

地块内是否闻

到过土壤散发

的异常气味

没有
现场访

谈
可信

5 附近居民

地块内地下水

是否曾受到过

污染

没有
现场访

谈
可信

6
冯河小学

老师

地块现状和建

设情况

已建设完工，投入使

用

电话访

谈
可信

人员访谈记录详见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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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照片

4.1.3 现场踏勘情况

编制单位于 2020年 9月组织项目人员对地块实施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现

场踏勘进场前，工作组均制定详细工作计划，进场后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规范要求进行现场勘查，本次现场踏勘过

程中，对地块使用现状和周边地块进行了实地踏勘，确认调查地块和其相邻地

块（居民区为主，周边 1km范围内没有企业建设）均无潜在污染源。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4.1-2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序

号
主要内容 踏勘情况

1 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 地块现为小学，已

投入使用，无潜在

污染源
1.1

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或三废处

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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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如

罐、槽泄漏，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 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多为居民区，无企

业

2.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可能存在的污染

2.2
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如

罐、槽泄漏，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3 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周围多为居民区

3.1
对于周围区域目前和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工厂

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

3.2 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

3.3 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3.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

3.5 地面上的沟、河、池

3.6 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4 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描述

无企业
4.1

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内污染物迁移

到地下水和地块之外

4.1.4 信息采集情况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等得知，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历史上为

农用地，无企业用地历史，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43140平方米（合 64.71亩），规

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

表 4.1-3 地块重要信息一致性分析表

序号 重要信息 地块资料 人员访谈记录 现场踏勘

1

地块原属于赵场

村宅基地和农用

地，2016 年规划

为中小学用地

地块用地批

件：地块原

归赵场村所

有；规划设

计 条 件 ：

2016 年规划

为中小学用

地； Google
Earth 影 像

图：地块历

史上为宅基

地和农用地

调查地块原为赵

场村用地，西南角

为村支部；后规划

为中小学用地

调查地块位于赵

场村，现已建成小

学，投入使用；

2

调查地块以及相

邻地块均无企业

用地历史，没有发

生过污染事故

调查地块和其周

边没有企业用地

历史，历史上没有

发生过环境污染

事故

踏勘现场未见明

显污染源，周边没

有企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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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地块潜在污染物分析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根据搜集到的现有资料、

Google earth历年卫星影像图，以及相关人物访谈：

（1）有毒有害物质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2016年规

划为中小学建设用地。未用作其他有污染用途。

（2）储罐、管线等情况分析

地块内历史上无地下管线、储罐，不存在地下管线、储罐泄漏等污染情况。

（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分析

地块内历史上未用作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堆放场所，不涉及固废、危废的处

置。

4.3周边潜在污染源污染迁移分析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经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以及结合历史影像图分析可知，滕州市冯河小学和其相邻地块没有企业用地历史，

历史上均为村用宅基地和农用地，现为居民区和学校。对本次调查地块无污染影

响。

4.4第一阶段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结论

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位于安居路东侧，通盛路北侧。根据搜集到的 Google

earth历年卫星影像图（最早为 2011年），以及相关人物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

史上为农用地，2016年规划为中小学用地。

通过第一阶段地块信息收集，结合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信息进行

分析，确认滕州市冯河小学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

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次调查范围内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建设用

地中第一类用地要求，无需开展下一步调查工作。

4.5不确定性分析

造成污染地块调查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主要包括信息收集、污染识别、

地层结构和水文地质调查等。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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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从地块调查的过程来看，

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方式收集信息，信息收集较全面，但

是不排除没有完全覆盖的可能性，出现风险的概率很小。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

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

布等，建议立即向环境主管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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