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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南侧

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密单

位）。该地块一直作为居住兼商业用地使用，占地面积为 9921.8576m
2，

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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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十四五”有关规

划要求，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地

块，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此次土壤污染调查

为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我公司(洛阳市永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受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承担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第

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对西工区九都路

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

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分阶段开展。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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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可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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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第一阶段调查工作

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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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托后，洛阳市永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

立项目团队，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西工区九都路与

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进行了多次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收集相

关技术资料。在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审阅与分析的基础上，参

照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洛阳市永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

《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 

本次调查认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人居健康风险，满足建

设用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

二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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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1）在查阅资料，整合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调查，逐步减少调查

的不确定性。 

（2）明确土壤环境质量，避免场地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

经济损失，保障人群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3）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

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1.2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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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440871，北纬 34.660753。总用地面积为 9921.857m
2，地块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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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下池村，南侧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

研究院（保密单位）。本次针对该地块范围内及地块周边范围（周边

1km）进行调查。调查地块位置见图 2-1，勘测定界图见图 2-2，调查

地块范围见图 2-3，拐点坐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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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图 2-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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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用地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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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调查地块范围图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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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用地坐标表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J25 3838073.2581 37631383.6460 

J26 3838101.3776 37631443.0579 

J27 3838089.4676 37631476.3432 

J28 3837990.2559 37631523.2298 

J29 3837891.0442 37631570.1165 

J30 3837887.9483 37631563.5657 

J31 3837935.8216 37631504.7459 

J32 3837947.2139 37631513.9186 

J33 3837960.6980 37631507.5587 

J34 3837970.1437 37631503.1035 

J35 3837970.8247 37631502.7823 

J36 3837978.9274 37631498.9606 

J37 3837983.1650 37631482.8072 

J38 3837987.3339 37631482.0010 

J39 3837990.0219 37631471.0120 

J40 3837999.1000 37631473.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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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1 3837998.3718 37631486.7024 

J142 3837999.4918 37631486.9893 

J43 3838006.8100 37631482.6294 

J44 3838025.6550 37631477.0498 

J45 3838031.7083 37631474.1945 

J46 3838012.0265 37631432.0259 

J47 3838074.2661 37631409.3225 

J48 3838063.9948 37631388.0150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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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 

（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令〔2017〕第 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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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 号，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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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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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相关标准、导则规范及其他相关资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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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花园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与七一路交汇处西南地

块，距本地块西侧约为 964.3m，本地块与奥林匹克花园地块所处地

貌单元一致，故本地块此次参照《奥林匹克花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8 年 9 月），见附件 8。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相关要求进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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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地块背景、历史

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周边环境信息（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

排查疑似污染源，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初步结果分析 

根据初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等调查结果，分析确认地块内及相

邻地块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3）编制土壤环境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按照规范格式编制初步调查报告，汇总本阶段所有工作内容，针

对调查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2.4.2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相关技术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包含三个不同的阶段。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是否需要从前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主要取决于场地污

染状况以及相关方的要求。本次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查主要为第一阶

段——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技术路线见图 2-4（红线框内为本次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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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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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了

解场地当前和历史主要行业生产情况、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情况。第一

阶段主要完成以下内容： 

（1）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 

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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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查地块与

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

料。 

①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包括：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

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

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

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②地块环境资料包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

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 

③地块相关记录包括：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

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

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④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

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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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

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

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

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

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2）现场踏勘主要包括：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

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

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①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

用、生产、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地块过去使用中留

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

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②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

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

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③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

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

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

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体、雨

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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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

文地质与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

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下

水和地块之外。 

（3）人员访谈主要包括： 

①访谈内容 

应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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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

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

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

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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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场地概况 

3.1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洛 阳 市 地 处 九 州 腹 地 ， 东 经 112°16'—112°37' ， 北 纬

34°32'—34°45'，位于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交界带，欧亚大陆桥东

段，东西长约 179 公里，南北宽约 168 公里。横跨黄河中游南北两岸，

东邻郑州，西接三门峡，北跨黄河与焦作接壤，南与平顶山、南阳相

连。 

本次调查的场地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

角地块。具体位置详见图 2-1。 

3.1.2 地形地貌 

洛阳地区大地构造上属于中朝准地台，二级构造单元为华熊台缘

坳陷，三级构造单元为洛阳盆地，洛阳盆地系于中生代末期形成的北

东向断陷盆地，控制其发育的构造主要有偃师断裂、石陵-白鹤断裂、

新安临汝断裂以及洛河断裂四组断裂构造，断裂构造呈深部隐伏状

态，在地表出露不明显，中更新世以来处于稳定状态，场地不存在全

新活动断裂。 

根据《奥林匹克花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可知，奥林匹克花园地

块所处地貌单元属洛河高漫滩，孔口高程在 135.22-135.81m 之间，最

大高差 0.59m。（采用国家 85 高程系）。 

3.1.3 气候气象 

洛阳市属于具有明显垂直变化的暖温带大陆性山地季风气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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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北亚热带气候向暖温带气候的过度地带。复杂多变的自然状况，

蕴藏了丰富的小气候类型。洛阳市四季分明，热量、降水量的时间分

布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冬季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大风多，夏季

炎热多雨且集中，秋季晴和日照长。 

洛阳市年平均气温 14.7℃，极端最高气温 44.2℃，极端最低气温

-20.0℃，年最高气温多出现在 7 月和 8 月。 

洛阳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601.6mm。降水多集中在每年的 7、8、9

三个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50%。四季降水分配是冬寡、夏丰、春

干、秋润，四季分布为夏多冬少，春秋居中。夏季平均风速 2.1m/s。 

年平均地面结冰达多天，最大冻土深度 30cm，无霜期 218 天，年内

盛行西北风和东北风，其次为西南风，其频率分别为 21%、24%和

13%，平均风速 2.6~3.4 米/秒，1.9~3.1 米/秒和 1.9~2.1 米/秒。 

3.1.4 水文地质 

（1）地质构造 

本地块位于洛阳盆地，洛阳盆地系于中生代末期形成的北东向断

陷盆地，控制其发育的构造主要有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三组断裂

构造，断裂构造呈深部隐伏状态，在地表出露不明显，中更新世以来

处于稳定状态，场地不存在全新活动断裂。 

（2）地下水 

根据《奥林匹克花园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显示，在勘察期间，钻

孔内遇见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为 10.40-11.00m，标高 124.79m。根

据地下水埋藏条件及水理性质属孔隙潜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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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水，水量丰沛，地下水主要排泄方式为人工开采地下水、地下

径流。第④、⑤层卵石为主要含水透水层，根据我公司在同区同地貌

单元的抽水试验资料，该层土的渗透系数可按 K≈100-120m/d 采用，

或作专门抽水试验确定。 

根据洛阳市地下水多年观测，地下水动态类型为气象水-文型，地

下水位年变化幅度 3.0m 左右，经调查拟建场地区历史最高水位为

129.50m，近 3-5 年最高地下水位为 129.00m。建议抗浮设防水位按

129.50m（标高 124.79m）考虑。 

3.2 周边敏感目标 

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9921.857m
2，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南侧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

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密单位）。 

根据洛阳市饮用水源地保护图（附件 10）可知，该地块周边无

洛阳市饮用水源地。 

在该地块南侧 732m 处为洛河。洛河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

陕西省华山南麓，经卢氏县东流到故县水库上游入洛阳市境，途经洛

宁县、宜阳县、洛阳市洛龙区，至市区纳涧河后流入偃师，到偃师市

杨村纳伊河后，改称伊洛河东行，经黑石关出境入巩义市，至神堤入

黄河。市境内纳入诸多支流，长度在 10km 以下的 26 条，10km 以上

的 50 条，其中流域面积在 100km
2以上的有 19 条。洛河总流域面积

18881km
2，其中洛阳市境内长 195km，流域面积 5298.2km

2，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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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的 35%。洛河白马寺水文站多年平均流量 69.13m
3
/s，年均径

流总量 21.8×108m
3。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

敏感目标见图 3-1、图 3-2 和表 3-1。 

表 3-1 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备注 

1 九都华庭 西 25 居民 

2 西下池一区 西 10 居民 

3 广远花园 西南 230 居民 

4 丝钉厂小区 西南 156 居民 

5 永祥苑小区 西南 238 居民 

6 广电家属楼 西南 330 居民 

7 广电社区 西南 400 居民 

8 河畔名城 西南 470 居民 

9 洛阳特教中心小学 西南 500 学校 

10 西下池村 西南 350 居民 

11 芳林苑 西南 730 居民 

12 洛浦北苑 西南 800 居民 

13 王城路 53 号院 西南 850 居民 

14 王城路 41 号院 西南 900 学校 

15 文兴阳光水岸 南 250 居民 

16 水榭王城 南 600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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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东下池村 东 80 居民 

18 东下池小学 东 278 学校 

19 东兴新村 东南 160 居民 

20 河畔明珠 东南 310 居民 

21 洛浦御博城 东南 450 居民 

22 612 小区 东北 346 居民 

23 航空城酒店 东北 744 居民 

24 
洛阳市中心医院凯旋

院区 
东北 588 医院 

25 青年公寓 东北 477 居民 

26 洛阳市西工区图书馆 东北 805 图书馆 

27 
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

小学 
东北 800 学校 

28 凯西 7 号院小区 东北 830 居民 

29 洛阳市公安局家属院 东北 900 居民 

30 壹品瀚景 东北 670 居民 

31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北 520 学校 

32 解放路 77 号院 北 820 居民 

33 永泰苑 北 974 居民 

34 龙柏大厦 北 922 居民 

35 凯旋国际广场 北 850 居民 

36 供电小区 北 940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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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市政小区 北 945 居民 

38 解放路 96 号院 西北 804 居民 

39 凯瑞君临华府 西北 812 居民 

40 通元国际花园 西北 868 居民 

41 
中航工业洛阳电光设

备研究所家属院 
西北 590 居民 

42 洛河 南 732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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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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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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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场照片 1 地块现场照片 2 

 

 

 

地块西侧 地块北侧 

图 3-2 调查地块及四周敏感目标现状图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用地历史 

调查地块位于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

西南角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9921.857m
2，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南侧

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密单

位）。具体位置详见图 2-1。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一直作为居住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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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地使用地，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下表。 

表 3-2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一览表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块情况 

- 2020 年 4 月 居住兼商业用地 

2020 年 4 月 2022 年 12 月 未开发利用 

2022 年 12 月 至今 空地 

本次调查地块卫星影像图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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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02 年

9 月 8 日 
在人员访谈过程中对该卫星地图历史图片进行了询问调查，获取信息如下：项目区域在 2002 年已为居住和商业用地使用，

其中地块面积为 9921.857m
2，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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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07 年

11 月 19 日 
在人员访谈过程中对该卫星地图历史图片进行了询问调查，获取信息如下：地块使用情况未发生改变，其中地块面积为

9921.857m
2，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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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0 年

3 月 19 日 
在人员访谈过程中对该卫星地图历史图片进行了询问调查，获取信息如下：地块使用情况未发生改变，其中地块面积为

9921.857m
2，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本 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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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历史影像时间：2011 年

6 月 7 日 
在人员访谈过程中对该卫星地图历史图片进行了询问调查，获取信息如下：项目区域在 2011 年之前为居住和商业用地使

用，其中地块面积为 9921.857m
2，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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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历史影像时间：2019 年

3 月 19 日 

通过将 2019 年 3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11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该地块未有大的变化，仍为居住兼商业用地；地块面积为 9921.857m
2，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

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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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历史影像时间：2020 年 4

月 4 日 
通过将 2020 年 4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20 年 4 月，该地块开

始拆除建筑，进行土地平整，空地面积为 9921.857m
2，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

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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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历史影像时间：2022 年 12

月 5 日 

通过将 2020 年 4 月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5 月，该地块未有大的变化，仍为空地。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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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用地现状 

经现场踏勘和走访调查，本地块在 2020 年之前为居住兼商业用

地，2020 年之后一直为未开发利用空地，无工业企业、固废堆存场

所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源。为进一步说明地块内土壤的情况，

此次对地块内的土壤进行重金属快检，因此，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委托洛阳市达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对

地块内 6 个点位的土壤进行重金属快检，快检现场图见图 1。本地块

自 2020 年开始一直为未开发利用空地，因此本次监测点位的布设采

用系统随机布点法，共设置 6 个监测点位，见图 2。 

（1）监测内容 

本次监测对地块重金属（砷（As）、镉（Cd）、铜（Cu）、铅

（Pb）、汞（Hg）、镍（Ni））进行快速检测。 

（2）监测结果 

因地块 2020 年开始一直为未开发利用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

固废堆存场所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源，故将监测点随机分布在

调查地块上，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快检数据显示该地块土壤重金属未

出现超标的情况，具体快速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3-4    重金属快检数据   单位：mg/kg 

点位

名称 

采样深

度 

XRF 读数 

砷（As） 镉（Cd） 铜（Cu） 铅（Pb） 汞（Hg） 镍（Ni） 

1# 0-0.5m 7 ND 56 48 ND 77 

2# 0-0.5m 8 ND 70 39 ND 65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34 

3# 0-0.5m 7 ND 65 40 ND 60 

4# 0-0.5m 9 ND 63 37 ND 74 

5# 0-0.5m 8 ND 81 50 ND 65 

6# 0-0.5m 7 ND 73 41 ND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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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000 400 8 15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备注：ND 为未检出。XRF 最低检测限(mg/kg)： As:2  Cd:4   Cu:4  Pb:4  

Hg:1  N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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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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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快检现场图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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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快检检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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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该调查地块位于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

口西南角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9921.857m
2，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南

侧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密

单位）。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对相邻地块的现状及历史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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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都路 

东下池村 

解放路 

西下池村 

空地 

拍摄日期：2002.9.8；根据卫星图及人员

访谈，本地块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

密单位），南侧为空地，西侧为西下池

村，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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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 

九都路 

本地块 

东下池村 西下池村 

空地 

拍摄日期：2007.11.19；根据卫星图及人

员访谈，本地块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

（保密单位），南侧为空地，西侧为西

下池村，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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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 

九都路 

本地块 

东下池村 

西下池村 

空地变为门面房 

拍摄日期：2014.8.18：根据卫星图及人

员访谈，本地块北侧、南侧为空地，西

侧为西下池村，东侧为东下池村，南侧

为空地变仍为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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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下池村 

拍摄日期：2019.3.19；根据卫星图及人

员访谈，本地块北侧、南侧为空地，西

侧为西下池村，东侧为东下池村，南侧

为空地变为门面房。 

本地块 
九都路 

解放路 

西下池村 

空地变为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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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东下池村 

解放路 

九都路 

西下池村 

空地变为门面房 

拍摄日期：2021.2.3；根据卫星图及人员

访谈，本地块北侧、南侧为空地，西侧

为西下池村，东侧为东下池村，南侧为

空地变为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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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九都路 

东下池村 

空地 

 

西下池村 

解放路 

 拍摄日期：202122.12.5；根据卫星图及

人员访谈，本地块北侧、南侧为空地，

西侧为西下池村，东侧为东下池村，南

侧为空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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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地块 

3.5 地块利用规划 

调查地块土地用途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详见附件 3。 

经查阅《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城市建设用地（包括城市内的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的用地分类

代码为 H11，故本次调查地块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中的城市

建设用地（H11)。 

本次调查地块属于建设用地中第一类用地。根据重金属快速监测

结果可知，本地块土壤中 As、Cd、Cu、Pb、Hg、Ni 污染物含量低

于第一类用地的风险筛选值。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46 

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主要为：地块所在区域地块利用

规划（见章节 3.5）、地块所处位置的水文、地质、气候、地表水、

地下水、地形地貌等信息（见章节 3.1）。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见表 4-1。 

表 4-1 调查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名称 内容及用途 备注 

1 
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地块现状情况、历史生产情

况，通过使用历史影片判断是

否存在生产性企业或可能造

成污染的企业（内容分析见章

节 3.3） 

1、奥维地图 河南-历史

影像图（2002 年-2022 年

12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等） 

2 
相邻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通过分析相邻地块土地使用

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判断是

否存在可能对该地块造成污

染的因素（内容分析见章节

3.4） 

1、奥维地图·河南-历史

影像图（2002 年-2022 年 

12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等） 

3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

控规及其他相关规

划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出让合同 

4 

调查地块位置、面

积、四至，用地坐

标图 

确定调查范围 
1、土地出让合同； 

2、用地坐标图 

5 相关人员访谈资料 

通过企业人员访谈了解地块

历史及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

（见附件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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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在开展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和

路径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历史使用详细情况

及人类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我公司项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

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

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等内容。 

2、资料的范围：当地块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

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资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

或过时的资料。2023 年 3 月，我公司项目组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等方式进行收集相关资料。根据这种方式和手段，目前已了解到的

地块基本情况包括地块的平面分布、土地利用变迁等相关资料。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得知，本地块涉及的潜在污染源主要为

地块内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地块周边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4.3.1 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为居住兼商业用

地，不存在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等，因此不会对土壤产生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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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地块内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调查地块为居住兼商

业用地，居民产生的污染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因此不会对调查

地块土壤产生污染。 

4.3.3 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项目地块内现场及曾

经不存在生产活动，因此不存在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不会对土壤

产生污染。 

4.3.4 地块周边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项目地块周围企业现在

及曾经不存在产生污染的活动，不会对土壤产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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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前期收集资料情况，与土地使用者、地块周边群众、政府工

作人员等以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访谈，对前期收集资料

进行补充核实。人员访谈名单见表 5-1，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8。 

调查期间，调查人员对地块内部及周围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包

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重点踏勘地

块内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是否遗留生

产车间和设备；是否存在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

迹；是否存在废物堆放地等，同时，观察和记录了周围有可能受污染

物影响的居民区等，并明确了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根据卫星图及人员访谈得知，得知 2020 年以前，该地块一直作

为居住兼商业用地使用，2020 年 4 月，该地块开始进行土地平整，

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表 5-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位 受访类型 

张腾文 18637943195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职工 土地使用者 

郭晓亮 18937911689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职工 土地使用者 

陈振华 15896610052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工

分局 
职工 政府管理人员 

朱航 17633325037 东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张丽丽 13523654482 东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王晨光 13635235442 东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崔建国 13603364106 九都华庭 居民 附近居民 

张莹莹 18662543226 西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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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晓 13523369140 西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李荣 18102589458 西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李紫玉 13326452199 西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陈晨 13678542666 西下池村 居民 附近居民 

王宇 13600799843 文兴阳光水岸 居民 附近居民 

访谈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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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主要为居住兼商业

用地，无生产性企业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

储存、使用和处置。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无各类槽

罐。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 

5.4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不存在生

产型企业；不涉及有害物质的生产、储存、使用，因此，本地块土壤

及地下水不会受到影响。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现场踏勘记录表 

序号 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 

1 调查地块 

地块内历史上主要为居住兼商业用地，不存在生产性

企业，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具体信息见报告 3.3 节。 

各类槽罐内物质和泄漏分析：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

现任何遗留设备及任何盛装原辅材料的槽罐等，也未

发现异常味道。 

管线与沟渠泄漏分析：现场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

未发现裸露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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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项目组采用现场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对以上人员进行了信息

收集及疑点考证。人员访谈表影印件见附件；同时对人员访谈表进行

了整理，进而对访谈结果进行了一致性分析，人员访谈信息与资料收

集与现场踏勘信息一致。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情况见表 5-3。 

表 5-3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序号 访谈问题 
访谈结果/选择

人数 

现场踏勘情

况 

人员访谈资料

收集分析情况 

是否与

人员访

谈情况

一致 

1 

本地块历史上

是否有其他工

业企业存在 

是 0 

地块现场周

边用围挡封

闭，地块内

无工业企业

存在痕迹。 

根据影像资料

地块 2020 年以

前，该地块一直

作为居住兼商

业用地， 2020

年 4 月，该地块

开始进行土地

平整，目前，该

地块已出让给

洛阳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2 

本地块内是否

曾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 

是 0 地块内无颜

色异常土壤

及植物生长

异常情况。 

没有发现土壤

异常情况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2 相邻地块 

①调查地块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密单位）。2002

年-2022 年 12 月，该地块基本保持不变，该地块历史

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②调查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2002 年-至今，该地块基

本保持不变，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

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③调查地块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2002 年-至今，

该地块基本保持不变，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

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④调查地块南侧为空地。2002 年 3 月-2007 年 11 月 19

日，该地块为空地；2011 年-2021 年为门面房，2022

年-至今，该地块为空地，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

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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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地块内是否

有任何正规或

非正规的工业

或生活固体废

物堆放场 

是 0 块内不存在

危险废物、

固废堆放与

倾倒、填埋

现场。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危险废物、固废

堆放与倾倒、填

埋现场。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4 
是否有废水排

放沟或者渗坑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污渗坑以及

排水沟等。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污渗坑以及排

水沟等。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5 

本地块内是否

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

道或储存池

痕迹。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工业废水的地

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6 

本地块周边部

近地块是否曾

发生过其他环

境污染事故 

是 0 

无环境污染

事件。 

无环境污染事

件。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7 

本地块内是否

曾闻到过由土

壤散发的异常

气味？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土壤

无异常气

味。 

现场勘察地块

土壤无异常气

味。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8 

本地块内是否

有遗留的危险

废物堆存？ 

是 0 
块内无遗留

的危险废物

堆存。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遗留的危险废

物堆存。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9 

本地块内土壤

是否曾受到过

污染？ 

是 0 地块内土壤

未曾受到过

污染。 

地块内土壤未

曾受到过污染。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10 

本地块内地下

水是否曾受到

过污染？ 

是 0 本地块内地

下水未曾受

到过污染。 

本地块内地下

水未曾受到过

污染。 

一致 否 13 

不确定 0 

综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结果，获得主要信息如下：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人员访谈，得知 2020 年以前，该地块一

直作为居住兼商业用地，2020 年 4 月，该地块已不进行利用开发，

目前，该地块已出让给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踏勘

期间，在调查地块内未发现存在明显污染痕迹的区域，无固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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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放痕迹，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存放痕迹。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历史上至今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存在，不涉

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不存在环境污

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不涉及

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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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果与分析 

6.1 调查结果 

根据业主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的情况，

项目组场地和场地周边历史使用情况、污染物可能迁移途径进行了充

分的分析，并进行污染物的识别。 

（1）资料搜集结果 

从资料搜集来看，该地块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

路交叉口西南角，总用地面积为 9921.857m
2，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

南侧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

密单位）。 

（2）现场踏勘结果 

2023 年 3 月，洛阳市永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地块及

周边情况进行现场踏勘。现场踏勘人员在现场踏勘时，发现场地目前

采用铁皮挡及围墙围将地块圈起来，场地进行平整，现场未发现有毒

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未发现固体废物存放情况。 

根据踏勘，地块内无生产型企业存在，相邻地块现场未发现有毒

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 

（3）人员访谈结果 

通过对人员访谈情况进行分析，本地块历史上为居住兼商业用

地，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不存在产品、原

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不存在工业废水的地下输

送管道或储存池，不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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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废气排放，不存在工业废水产生，未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

常气味，不曾存在过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周边 1000m 范围内存在居

民区、地表水等敏感用地类型。 

本项目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等多种方式，对调查地块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佐证材

料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可以认为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无人居健康风险，满足建设用地要

求。 

6.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

逻辑推论。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

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现对本地块土

壤第一阶段污染状况调查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1、由于地块利用历史较久远，而且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多采用卫

星图片分析、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进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

偏差。另外，地块缺少长期的历史监测资料，无法分析场地及其周边

污染物的历史污染状况和污染变化趋势、以上因素均可能对调查结果

产生不确定性。 

2、本次地块污染调查活动主要在 2023 年 3 月份进行的，随着时

间的迁移，地块及周边土壤中的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可能发生

变化，人为活动也会大规模的改变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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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质量控制 

7.1 检测过程质控措施： 

①检测原理 

便携式土壤重金属检测仪的方法原理为 X 射线荧光法，是用 X

射线作激发源，照射待测样品，使受激元素产生二次特征 X 射线（即

荧光），使用 X 射线荧光仪测量并记录样品中待测元素的特征 X 射

线的频率、能量以及强度来定性或定量测定样品中成分的一种方法。 

X 射线荧光法定量分析原理：当用 X 射线（一次 X 射线）做激

发源照射试样，使试样中元素产生特征 X 射线（荧光 X 射线）时，

若元素和实验条件一样，在一定条件下（样品组成均匀，样品表面光

滑、元素间无互相激发）荧光 x 射线强度与分析元素含量之间存在线

性关系，根据光谱的强度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②样品制备与测量 

便携式仪的数据质量取决于场地条件、样品组成和样品制备。便

携式仪的测量不需样品特别制备，可直接测量，立即获得检测结果。

为提高测量精度需对样品进行简单处理。首先，去除测量地面的任何

杂物，如树叶、杂草、根茎和石块等。其次，疏松 1.5-2.5cm 深、直

径至少 10cm 的土壤，并在阳光下干燥数小时。测前搅动土壤使样品

混合均匀。 

非原位测量：样品摊开在纸上，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干燥，干样

品用 2mm 尼龙筛网去除大的杂物，放于样品盘中分析。必要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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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进一步处理，研磨并筛分土壤样品至粒径小于 0.250mm（60 目），

充分混均后放入样品盘中分析。 

根据调查目的所需精度水平。正常情况下在现场测量时对样品的

不同部位进行 3 次测量并计算 3 次的精密度，在不超质控情况下取其

算数平均值报出结果。 

根据相关论文和使用经验：检测准确度受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粒径

影响较大。因此检测时尽量避开低洼积水地带。同时尽量进行非原位

测量：摊开晾晒后土壤过筛到 60 目，再进行测量。测量的条件应尽

量和仪器自检（校）条件一致。同时按照仪器使用说明，在气温

（10~50）℃和空气相对湿度 80%的情况下使用。 

③仪器校准 

由于目前为止尚没有便携式 X 射线荧光法土壤重金属检测的国

家、行业方法，所以只能依据仪器的操作说明说进行检测和依据其说

明书进行仪器自检（校）和进行检测结果质量控制。依据 JJF（川）

165-2019《手持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校准规范》的规定，仪器的计量

特性见下表。 

表 3-3  仪器的计量特性 

序号 计量特性 性能指标 

1 能量分辨力 ≤300eV 

2 重复性 ≤5% 

3 稳定性 ≤8% 

4 测量线性 r≥0.995 

5 检出限 Cr≤0.05%，Ni≤0.05% 

按照该校准规程进行自校，校准结果显示可以满足上表的规定。

同时做好仪器的期间核查，并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日常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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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重复性：同时用国家土壤标准物质和实际土样进行，具体方

法为：对样品在相同距离和角度在短时间内重复测量 6 次，用贝赛尔

公式计算标准偏差。标准偏差范围在 1.1mg/kg~3.8mg/kg 之间。 

测量稳定性：同时用国家土壤标准物质和实际土样进行，具体方

法为：对样品在相同距离和角度间隔 10min 重复测量 10 次，按照下

面公式进行计算 R= 
算数平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100%，结果在 1.2%~3.4%之

间。 

测量线性：用三种不同标准值得国家土壤标准物质，对每一种标

准物质进行 3 次重复测量，读取代表元素（Cr 和 Ni）的测量值，取

三次测量值得算数平均值后，按线性回归法计算出工作曲线的相关系

数 r，统计结果均大于 0.998。 

④现场质控 

现场进行不少于样品总数 10%的比例进行平行样和质控样测定。

本次选用编号为：GBW07407a（GSS-7a）的国家土壤标准物质进行

质控样测定，每测 10 个样品进行 1 次标准样品测定，测定结果均在

标准物质证书标准值范围内。平行样测定的结果均小于 3.5%（ %）。 

⑤质控总结 

通过对照人员管理、监测、设备管理均符合公司程序的规定。统

计仪器校准结果和现场质控结果均已落实和符合限值规定，本次检测

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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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调查过程质控措施： 

一、本调查报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文件编制。 

二、调查单位内部设置有质量控制人员，对本调查报告、附件和

图件的完整性，以及各个阶段调查环节的技术合理性进行了检查，并

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附件 7）。本调查

报告已通过了内部质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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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和建议 

8.1 结论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导则规定，结合第一阶段对所收集的资料、人

员访谈、现场勘查等得到信息的分析，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河南省洛阳

市西工区九都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南角，总用地面积为 9921.857m
2，

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440871，北纬 34.660753。地块西侧为西下池村，

南侧为空地，东侧隔解放路为东下池村，北侧为九都路、研究院（保

密单位）。规划土地用途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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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地块属于建设用地中第一类用地。根据重金属快速监测结果可知，

本地块土壤中 As、Cd、Cu、Pb、Hg、Ni 污染物含量低于第一类用

地的风险筛选值。 

地块历史为居住兼商业用地，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

使用情况，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周边存在的工业企业废气、废水、

固体废物均合理处置，且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本次调查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无人居健康风险，该地块的环

境状况可以接受，满足建设用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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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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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残渣建议及时清理，

并将建筑垃圾运输至指定场所进行安全处理，在清理过程中，应避免

堆放物的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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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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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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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土地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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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编制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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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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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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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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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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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奥林匹克花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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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人员访谈表 

 

 

 

 

 

 

 

 

 

 

 

 

 

 

 

 

 

 

 

 

 

职工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96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97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98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99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0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1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2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3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4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5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6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7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8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09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0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1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2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3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4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5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6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7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8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19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20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21 

附件 11 洛阳市饮用水源地保护图 

 

 

 

 

 

 

 

 

 

 

 

本地块 

西
工
区
九
都
路
与
解
放
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地
块



 122 

附件 12 土壤调查现场快筛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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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土壤快检检测单位资质认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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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土壤快检采样人员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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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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