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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调查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原用途为非工业转变为“两公一住”的地块存在盲目过度调查

情况,针对这种一刀切实施第二阶段采样调查的现象,本文旨在针对工作实践遇到的常见问题进行总结、

提出建议,为工作改进与提升提供帮助,节约时间成本及经济成本,并为规划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提

供科学依据和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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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il survey work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 land used for non-industrial conversion 

to "public management and service 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has a situation of blind and excessive survey. In 

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one-size-fits-all implementation and second-stage sampling survey,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omm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work practice, provide 

help for work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save time cost and economic cost,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important support for planning land use mod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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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

然资办发[2020]51号)中所列“两公一住”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中,存在较多地块原为农田、宅基地等非工业用途的情况,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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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导则中关于如何判定

“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圴无可能的污染源”,“周围

区域”是指距离调查地块边界多远等问题暂无明确的定义或方

法,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多数保守的调查单位仍会“一刀切”

的实施以采样与检测分析为主的第二阶段调查,不仅人为增加

调查工作量及时间,还导致调查费用增加。本文旨在结合实际工

作,从污染识别的角度针对潜在的污染源特性和迁移途径加以

分析,探究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方法。  

1 地块历史追溯 

土地利用活动时间长,土地利用方式多样,土壤环境质量

状况复杂,需参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技术规

定》中对资料收集的质量保障与质量控制要求,地块历史资料

的收集阶段需格外注意全面性、准确性与规范性。通过对地

块原所有/使用权人、环境主管部门、网格员及相关知情人进

行走访和人员访谈,并对所获得的地块信息进行关联性、一致

性及差异性分析,相互补充、考证及甄别,以明确地块历史情

况及变革。 

1.1资料收集 

很多调查地块存在历史久远、用途变更等问题,给资料收集

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且早期相关部门尚无电子资料存档制度,导

致部分支撑性资料永久性缺失。因此,应明确以下内容： 

(1)历史变迁资料：土地登记信息资料、土地流转协议、土

地征用补偿证明文件、居民拆迁协议、土地承包协议、青苗补

偿费文件等文件,用以证明地块的历史用途及变迁,地块的历史

需追溯到农田或未利用状态下的时间。 

(2)卫片影像：用来辨识地块的开发及历史状况的卫星图片

或影像资料,须尽可能追溯至 早且足够清晰,核实地块内有无

构筑物,若有,明确构筑物类型及用途。  

(3)环境资料：查阅属地或具有管理权限的政府机关和主

管部门档案室所保留的环境质量、普查及监督性检测等环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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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文地质资料：以资料收集为主,搜集地块及地块附近

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了解地块所在区域的土壤类型、气象(主

导风向、降雨量、气温)、水文地质、地下水类型、埋深及流向、

等内容。 

(5)搜集调查地块周边有无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

块,如有,将该调查报告中关于周边的描述与收集到的资料进行

比对、补充。 

1.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应分阶段、多次进行。初步收集地块资料后应对

地块现状进行初步踏勘,了解地块的地形、地貌,明确地块的四

至范围,调查地块内是否有专人看管,是否存在异味、外来堆土、

拆迁垃圾等可能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迹象以及周边企业分

布、生产等情况,并以此作为下一步人员访谈过程重点关注的内

容；根据人员访谈、资料进一步收集,调查组应再次进行踏勘,

通过视、嗅等多种手段对地块现场状况进行进一步确认和调查,

对疑似可能污染的区域采取表层样,通过XRF、PID等快速检测仪

辅助判断地块是否存在被污染迹象。 

1.3人员访谈 

在史料无法全部获知地块信息的情况下,人员访谈是前期

污染识别的重要依据,应高度重视。访谈形式目前局限于人员访

谈表格,且内容过于片面和单一,在地块信息较少的情况下,可

采取公告征集和座谈会等多方面、多渠道的信息收集形式。访

谈对象的类型须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人员、地块过去和现在等各阶段使用权人及熟悉

场地的知情人员(如周边居住超过10年的居民),需实名制。访谈

需明确：地块历史用途、有哪些变迁过程、地块内是否发生过

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内有无堆放外来土壤或

固体废物、地块是否有埋地管线(道)通过、是否曾有暗沟或渗

坑或水塘等。 

2 周边污染识别 

通过查找资料、现场走访和外业踏勘,梳理地块相邻和周边

一定范围内是否存在可能对地块造成污染风险的污染源,现阶

段业内已达成共识,认为周边的一定范围是以地块边界为中心、

向外辐射500m。调查需明确在该范围内,历史及现状有无工矿企

业、生产型作坊、规模化养殖等生产行为。本文认为,“500m”

的范围是一个概数,并不能以此为一个简单粗暴的硬性门槛来

判断是否需要开展第二阶段的采样调查,如遇到某地块距离

500m以外有一发电厂,发电厂按照环境管理的要求需以厂界向

外设置1000m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那对于该调查地块而言,仅

仅调查500m范围内的生产活动是明显不合理的。因此,调查可以

初步设定500m的摸排范围,如遇到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9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2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7医药制造业、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电池制造)、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危废、医废处置)、

78公共设施管理业(生活垃圾处置)等十大涉及大气沉降影响的

行业企业及工业园区或企业集聚区,调查范围需适当外扩并覆

盖可能对调查地块内土壤导致环境影响的生产活动。  

3 实例分析 

如明确地块周边均无上述潜在污染源,则可得出“地块的环

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这一结论。实际工作中,

如存在所谓关注的潜在污染源,部分调查机构会机械化、形式化

开展第一阶段调查后,立即开展第二阶段的采样调查。 

本文以三个早期为农田与宅基地的非工业地块为例,地块

所在区域主导风向为东风、东南风,地下水埋深约1.2m~1.6m,

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往东南方向。在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时,基于收集到的资料,通过分析地块周边500米范围内是

否存在可能对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造成影响的污染源,来确定

是否需要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三个地块历史用途均较单一,无工业企业及工业性质小作

坊,无规模化养殖,无外来性堆土等污染源,无废污水灌溉史,对

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均无影响的可能,周边500米范围内历史、

利用现状及污染迁移途径分析如表1所示,根据污染识别、分析

的结论确定是否需要开展下一步采样调查的第二阶段工作。 

表1 污染识别分析对比表 

名

称
周边生产活动情况

潜在

污染

源

迁移途径

分析结论大气
沉降

地下

水入

渗

地

表
漫

流

地

块

一

地块西侧(下风向,地下

水上游)曾存在三家设

备加工企业, 近距离

约 60 米,工艺涉及五金

加工、抛丸、除油、喷

漆。其余区域均为农田。

喷漆

废

气、

除油

废水

N Y N

除油废水中污染物
(石油烃)可能下渗进
入地下水含水层,并
随地下水迁移扩散,
地块位于该企业地

下水流向下游,存在

受到影响的可能性。

需开展第二阶段调

查。

地

块

二

地块东北侧约 410m 处

存在一机械加工企业,
工艺仅涉及五金加工,
无表面处理、喷涂,与地

块之间相隔一条宽约

18 米的天然河道。其余

区域均为农田及城镇集

体住宅。

切割

废气
N N N

企业虽位于调查地

块上风向,但生产废

气为颗粒物,企业所

属行业不属于产生

大气沉降影响的十

大行业,且距离较

远。

无需开展第二阶段

调查。

地

块

三

地块西南侧约 250m 处

现有一驾校；西南侧约

320m 处现有一乡级卫

生站；东侧紧邻一在建

住宅及临时项目部活动

板房；西北侧约 300m
处曾存在一小型砖瓦

厂。其余区域均为农田

及村庄。

医护

废

物、

制砖

废气

N N N

驾校内仅设有办公
室、休息室、教室等,
无汽车修理和加油

等设施；卫生站仅用

作应急包扎,未设置

诊断、输液等医疗服

务。砖瓦厂所在地块

已完成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并备案,且砖

瓦厂没有位于调查

地块的上风向、距离

较远。

无需开展第二阶段

调查。
 

注：“Y”、“N”分别表示有污染迁移途径、无污染迁移途径。 

从上表可知,需根据每个地块特点和复杂程度,通过针对性

的调查、分析识别潜在污染源是否存在污染物排放,排放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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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什么类型,是否可以通过大气沉降、地下水入渗、地表漫流

等途径可能迁移到调查地块,从而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

响。《关于印发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的通

知》(环办土壤函[2017]1021号)附2“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范围”

中对需考虑大气沉降影响的十大行业类型及相应的大气沉降影

响范围、地表产流影响范围均做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实际工作

开展过程中,需细化分析调查地块周边涉及的企业类型、生产情

况与调查地块的方位及距离,从常年主导风向、区域地下水流

向、土壤渗透系数、污染物迁移特性、潜在污染源与调查地块

间有无河流等天然物理隔断等方面,多维度的从迁移途径上着

手分析,不建议一刀切的开展第二阶段的采样调查。轻分析、重

采样的调查思路不可取,且土壤污染存在隐蔽性,无法通过局部

的采样明确地块整体的环境质量,必须依据充分的调查及完善

的迁移分析,明确有无污染的可能,从而判断是否需要进入第二

阶段的采样调查,同时,在迁移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快速有效识

别出污染区域及污染程度,可通过科学合理的采样点位捕获地

块内 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和缩减调查周期。 

4 结语与思考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确保调查工作 终结论的

准确性与全面性,宜早期介入、全程跟踪,在地块拟征收或收储

的阶段就提前介入,便于调查单位获得征收前的照片等影像资

料。同时可以通过全程跟踪、旁站等调查形式,明确在宅基地等

地块内建/构筑物实施拆除过程中有无带入外源性污染物。  

在污染识别过程,为降低调查不确定性,必须重视资料的收

集、挖掘及系统的污染源识别、摸排,在参考典型行业的污染物

排放清单、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等基础上对污染物的迁移扩

散路径进行分析、阐明。对工矿企业进行污染源识别时,除了单

纯的描述生产工艺外,需要格外重视溶剂、添加剂等原辅材料种

类及成分的识别分析,对企业内部生产活动的平面布局进行还

原。针对已拆除搬迁企业,由于建厂初期的环境影响评价较简易,

对原辅料和生产工艺的描述不完善,因此,除查阅环评资料,应

对熟悉生产工艺的人员进行访谈梳理、确认每道生产工序的产

排污情况；针对调查阶段仍在产、未关闭搬迁的企业,应通过现

场实地踏勘,通过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体现重点生产设施的运

行管理情况、地面防腐防渗情况等生产现状。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工作的 后,可结合XRF或

者PID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的数据定性分析,通过系统布点法布设

快速检测的土壤点位,采样深度可依据人为活动可能扰动的范

围(0.2m~0.5m)来设定,能够避免对周边环境及土壤环境造成较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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