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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地块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占地

面积为 38995m2 。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458994°，北纬

34.478888°。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南侧为

姚崇路，北侧为玉兰街。2021 年以前该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主要

种植农作物，施用易降解的化肥农药，采用地表水灌溉；2021 年地

块已划拨给伊川县教育体育局用于建设学校，目前，该地块已完成地

面平整，准备建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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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我公司(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伊川县教育体育局委托，

承担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地块

实际情况，对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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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松青环保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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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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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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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地块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

坐标为东经 112.458994°，北纬 34.478888°。总用地面积为 3899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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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南侧为姚崇路，北侧为

玉兰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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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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地理位置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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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地块用地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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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 

图 2-3 调查地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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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用地坐标表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J1 3817957.936 37633388.908 

J2 3817975.061 37633409.802 

J3 3817976.775 37633492.895 

J4 3817978.489 37633575.989 

J5 3817877.791 37633571.150 

J6 3817777.094 37633566.311 

J7 3817773.316 37633477.603 

J8 3817769.538 37633388.896 

J9 3817786.594 37633371.138 

J10 3817820.663 37633372.206 

J11 3817850.959 37633373.947 

J12 3817878.596 37633376.328 

J13 3817902.340 37633379.106 

J14 3817923.717 37633382.293 

J15 3817942.892 37633385.759 

J1 3817957.936 3763338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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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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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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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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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3）《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5）《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1

年 10 月）；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3292022000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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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豫（2023）伊川县不动

产权第 00028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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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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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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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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框内为本次工作内容）。 

 
 

图 2-4  技术路线图 

本次调查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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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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北依洛阳城区，南接嵩县，东临登封，西望宜阳，东北与

偃师接壤，东南与汝州市毗邻。伊川县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总面积

1234 平方公里，总人口 92 万人。 

本次调查的场地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具体位置详见图

2-1。 

3.1.2 地形地貌 

伊川地区大地构造上属于中朝准地台豫西褐皱带，三级构造单元

为伊川盆地，控制其发育的构造主要有“东西向”、“北东向”、以

及“北西向”三组构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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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不存在全新活动断裂。 

本地块西部稍高，中-东部地地势稍低，地块总体平缓。各勘探

点标高在 170.05~172.38m 之间，相对高差 2.33m。地貌单元属于伊

河高河漫滩。 

3.1.3 气候气象 

伊川县属于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气候变化分明，冬季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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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北风，寒冷干燥；夏季盛行偏南风，炎热多雨；一月份最冷，七月

份最热，年平均气温 15℃。年平均降水量 600~800mm，汛期（6~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67%。 

3.1.4 水文地质 

（1）地质构造 

本地块位于渑池-确山陷褶东，第三纪末形成伊川盆地，伊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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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不存在全新活

动断裂。 

根据《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除表

层为杂填土外，在勘探深度内上部属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作用形成的

黄土状粉质黏土、卵石（局部夹细中砂透镜体），下覆第三系泥岩。

自上而下可分为 4 主层和一个亚层，分述于下： 

第①层 杂填土（Q4
2ml）：黄褐色，主要成分为粘性土、含植物根

系块等，富含有机质，结构松散。层厚 0.5m。 

第②层 黄土状粉质粘土（Q4
2al+pl）： 褐黄-浅黄色。可塑状，局

部硬塑状，该层土质不均匀，含碳屑、零星砖渣，局部夹有窝状粉细

砂和薄层粉土。土中见有针状孔隙。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滑，韧性中

等，干强度中等；室内试验 a1-2平均值 0.234Mpa-1，属中压缩性，该

层为新近堆积体土，部分地段具湿陷性，湿陷系数 0.015~0.023，湿

陷程度轻微。该层厚 2.2~5.6m，层底埋深 2.7~6.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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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③层 卵石（Q4
2al+pl）：青灰、褐黄等杂色，松散-稍密，主要成

份为石英岩、玄武岩和安山岩等。自然级配一般，磨圆度良好，以扁

圆形或亚圆形为主。粒径一般 0.5~5.0cm，大者达 15.0cm，以粉土、

粉细砂充填，颗粒表面未风化或微风化。现场超重型动力触探试验修

正后按厚度加权平均锤击数为 7.5 击。层厚 0.1~6.5m。该层不均匀

（部分地段夹有厚度不等的③1层细砂透镜体）。层底埋深 2.5~12.0m。 

第③1层 细砂（Q4
2al+pl）：灰黄色，稍湿-湿，稍密，主要成份为

石英、长石、云母等，颗粒较均匀，级配一般，颗粒形状不规则，该

层土粒径大于 0.2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50%，以细砂为主。

该层不均匀，局部含有圆砾或卵石，该层呈透镜体分布于第③层中，

该层厚 0.4~1.2m,层底埋深 2.7~6.4m。 

第④ 层 泥岩（N）：黄褐-褐红色，强风化，产状近于水平。成

岩作用较差，似硬粘土状，泥质或砂质结构，层状构造。以粘粒、粉

粒为主，上部含有零星卵石、姜石。部分含砂粒。遇水易软化，失水

易崩解。岩心多呈柱状，强度一般，钻进（水钻）容易，岩石基本质

量等级分类为V类。为极软岩。最大揭露厚度 9.2m（未揭穿）。 

（2）地表水 

地块东侧 660m为伊河，是中国黄河南岸支流洛河的支流之一，

源于熊耳山南麓的栾川县陶湾镇，流经嵩县、伊川，蜿蜒于熊耳山南

麓，伏牛山北麓，穿伊阙而入洛阳，东北至偃师注入洛河，与洛水汇

合成伊洛河。全长 264.88 公里，流域面积 6100 多平方公里。根据《2022

年洛阳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伊河为II类水质，水质状况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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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水 

地块地质勘察深度范围内（孔深 10~17m）均见地下水，其类型

为孔隙潜水，勘察时间为连续多日雨后，地下水较浅，初见水位 

2.3~5.0m，12 小时测量稳定水位埋深为 1.8~4.0m，相对稳定水位标

高约为+168.42m 左右，水量丰富。近 3~5 年最高水位标高为+170.5m。

历史最高水位+172.00m。地下水的补给主要靠大气降水及伊河水地下

侧向径流补给。据区域资料，水位年变幅在 2.0m左右，且受伊河河

水位升降影响明显，年变幅较大。含水层主要为②、③、③1层。各

含水层渗透系数建议如下：粉土的渗透系数 k=0.08~0.1m/d，细中砂

的渗透系数 k=5~8m/d，卵石层的透系数 k=80～120m/d。 

3.2 周边敏感目标 

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总用地面

积为 38995m2，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南侧为

姚崇路，北侧为玉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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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舜·伊水上著 东 15 居民 

2 瑶底村 西 52 居民 

3 中成·颐尚苑 西南 544 居民 

4 伊川县滨河新区管理委

员会 南 596 政府机构 

5 伊河 东 659 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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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图例 
     地块范围 
     敏感目标 

泉舜·伊

水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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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场照片 泉舜·伊水上著 

  

瑶底村 中成·颐尚苑 

图 3-2 调查地块及四周敏感目标现状图（拍摄于 2023 年 6 月 1 日）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用地历史 

调查地块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总用地面积为 38995m2，

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南侧为姚崇路，北侧为

玉兰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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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以前该地块一直

作为农用地：2015 年前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2015 年后地块

东侧改种树（果树、杨树等），西侧仍旧种水稻。2021 年该地块已划

拨给伊川县教育体育局。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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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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11 月 农用地 

2021 年 11 月 至今 中小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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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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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9 月及之前均为农

用地，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其面积为 38995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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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17 日 
通过将 20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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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2014 年 3 月

时间段内，该地块未发生大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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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 月 1 日 
通过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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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2015 年 7 月时

间段内，地块东侧植树（果树、杨树），西侧仍种植农作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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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25 

 

 

历史影像时间：

2018 年 6 月 24 日 
通过将 201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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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

该地块未发生大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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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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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21 年 4 月 14 日 
通过将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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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2021 年 4 月时

间段内，该地块未发生大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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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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用地现状 

经现场踏勘和走访调查，本地块 2021 年之前一直为农用地，2021

年开始征地，2023 年划拨给伊川县教育体育局。目前，地块已经平

整并用栅栏圈起来准备建设学校。地块内无工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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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地块内的土壤进行重金属、有机物快筛，因此，洛阳市达峰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对地块内 16 个点位的土壤进行快筛。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调查地块（面积为

38995m2）布设监测点位不应小于 6 个，本次检测设置 16 个点位。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现

场情况采用系统布点法将地块平均分成 16 块，每块设置一个监测点

位（具体监测点位见图 3-3、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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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机物进行快速检测。 

（2）监测结果 

因地块一直为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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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将监测点均匀分布在整个调查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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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快速监测结果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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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快筛检测点位图 

 
表 3-3 快筛点位坐标 

点位编号 
点位位置 

经度 纬度 
1#  E：112.458434 N：34.479507 
2#  E：112.458989 N：34.479527 
3#  E：112.459515 N：34.479536 
4#  E：112.460049 N：34.479542 
5#  E：112.458431 N：34.479063 
6#  E：112.458976 N：34.479093 
7#  E：112.459488 N：34.479096 
8#  E：112.459998 N：34.479095 
9#  E：112.458415 N：34.478676 
10#  E：112.458951 N：34.478684 
11#  E：112.459429 N：34.478687 
12#  E：112.459968 N：34.478720 
13#  E：112.458407 N：34.478262 
14#  E：112.458909 N：34.478273 
15#  E：112.459399 N：34.478284 
16#  E：112.459880 N：34.4783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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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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 读

数 
砷（As） 镉（Cd） 铜（Cu） 铅（Pb） 汞（Hg） 镍（Ni） 有机物 

1# 0-0.5m 5.7 ND 19 4.3 ND 21 0 

2# 0-0.5m 5.1 ND 19 20 ND 21 0 

3# 0-0.5m 5.5 ND 18 9.4 ND 27 0 

4# 0-0.5m 5.5 ND 30 14 ND 21 0 

5# 0-0.5m 6.2 ND 30 26 ND 21 0 

6# 0-0.5m 6.6 ND 23 25 ND 14 0 

7# 0-0.5m 5.6 ND 27 25 ND 21 0 

8# 0-0.5m 5.9 ND 21 14 ND 21 0 

9# 0-0.5m 6.2 ND 18 32 ND 25 0 

10# 0-0.5m 4.9 ND 28 17 ND 24 0 

11# 0-0.5m 5.8 ND 24 18 ND 25 0 

12# 0-0.5m 5.8 ND 22 11 ND 28 0 

13# 0-0.5m 4.8 ND 27 23 ND 10 0 

14# 0-0.5m 4.8 ND 25 11 ND 6.3 0 

15# 0-0.5m 5.5 ND 18 21 ND 24 0 

16# 0-0.5m 5.5 ND 24 24 ND 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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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 最低检出限(mg/k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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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该调查地块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总用地面积为 38995m2，

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南侧为姚崇路，北侧为

玉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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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邻东侧地块的现状及历史分析如下。 
 

调查地块东侧现状和历史 

  
2010 年 12 月 30 日历史影像 2014 年 3 月 17 日历史影像 

  
2018 年 6 月 24 日历史影像 2021 年 4 月 14 日历史影像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东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2010

年 12月~2021年 6月，该地块为农用地；2021年 6月-至今建设泉舜·伊

水上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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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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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西侧现状和历史 

  
2010 年 12 月 30 日历史影像 2014 年 3 月 17 日历史影像 

  
2018 年 6 月 24 日历史影像 2021 年 4 月 14 日历史影像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西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西侧为丹桂路，隔路为瑶底村

民房。2010 年 12 月~2021 年 6 月该地块一直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

-至今，该地块建设丹桂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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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南侧现状和历史 

  
2010 年 12 月 30 日历史影像 2014 年 3 月 17 日历史影像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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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4 日历史影像 2021 年 4 月 14 日历史影像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南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南侧为姚崇路。2010 年 12 月

~2021 年 6 月该地块一直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至今，该地块建设

姚崇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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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北侧现状和历史 

  
2010 年 12 月 30 日历史影像 2014 年 3 月 17 日历史影像 

  
2018 年 6 月 24 日历史影像 2021 年 4 月 14 日历史影像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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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同时查阅地块周边相邻北侧地块

卫星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调查地块北侧为玉兰街。2010 年 12 月

~2021 年 6 月该地块一直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至今，该地块筹备

建设玉兰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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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地块利用规划 

调查地块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329202200001），

土地用途为中小学用地（A33），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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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用地（包括中学、小学用地）的用

地分类代码为 A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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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中的中小学用地（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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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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2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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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2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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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技术要点通知书 

4 
调查地块位置、面

积、四至，用地坐

标图 
确定调查范围 1、宗地界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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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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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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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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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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前

为农用地，主要农作物为附近村民种植的水稻、小麦、玉米、果树等，

大部分使用的是农家肥，使用的农药多为多菌灵、高效氯氟氰菊酯、

草铵膦等易降解类型的农药，一般 30 多天就可降解，灌溉用水来自

伊河（2021 年全市主要监测河流中伊河为 II 类，水质状况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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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化肥主要为尿素、有机肥、复合肥等，在土壤中的消解周期最

长约为 8 个月。2021 年 6 月-至今已经 2 年，农药、化肥均可以降解，

故不再考虑其对调查地块的影响。综上，调查地块范围内历史时期无

污染事故，不存在污灌情况，因此不会对土壤产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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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为农用地，

无居民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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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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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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员访谈表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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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以前，该地块一直作为农

用地，2021 年 11 月，该地块已划拨给松县教育体育局用于建设伊川

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且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地块已经

进行地面平整，准备建设学校。 

 
表 5-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位 受访类型 

吴林 15151530319 瑶底村 居民 附近居民 

申翠红 13213511104 瑶底村 村民 附近居民 

卜钱有 / / 村民 附近居民 

安社民 15538506168 瑶底村 村民 附近居民 

邢俊克 13525958585 伊川县教育体育局 发展规划股 企业工作人员 

郭延平 18538816188 伊川县教育体育局 发展规划股

股长 土地使用者 

白如星 15738988999 伊川县教育体育局 发展规划股 土地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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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国 15290595383 洛阳实验小学伊川分

校 门卫 附近工作人员 

翟亚彬 15225503111 洛阳市生态环境局伊

川分局 中队长 环保部门管理

人员 
李社闯 15896682888 伊川县自然资源局 / 政府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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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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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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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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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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相邻地块 

①调查地块北侧为玉兰街。201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

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至今建设玉兰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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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西侧为丹桂路。201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

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至今建设丹桂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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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201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至今建设泉舜·伊水上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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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南侧为姚崇路。201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

为农用地，2021 年 6 月-至今建设姚崇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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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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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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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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至今，该地块一

直为公交车停

车场、民房及小

商户用地，目

前，该地块已出

让给伊川县教

育体育局。 

一致 

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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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不确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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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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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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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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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不确定 0 

7 本地块内是否

曾闻到过由土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土壤

现场勘察地块

土壤无异常气
一致 

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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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散发的异常

气味？ 不确定 0 无异常气

味。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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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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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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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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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2021 年 6 月为农

用地，2021 年 6 月征地，2022 年 1 月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

2023 年划拨给伊川县教育体育局，目前地块已经过平整围挡，准备

建设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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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地块位于洛阳市伊川

县滨河新区，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458994°，北纬 34.478888°，总

用地面积为 38995m2。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

南侧为姚崇路，北侧为玉兰街。 

（2）现场踏勘结果 

2023 年 6 月，河南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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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栅栏围挡将地块圈起来，场地已经平整准备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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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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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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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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通过遥感影像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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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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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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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质控报告（附件 8）、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

记录表（附件 9）。本调查报告已通过了内部质量审核。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45 

 

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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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洛阳市伊川

县滨河新区，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458994°，北纬 34.478888°。总

用地面积为 38995m2，地块东侧为泉舜·伊水上著，西侧为丹桂路，

南侧为姚崇路，北侧为玉兰街。规划土地用途为中小学用地（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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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机物等污染物含量低于第一类用地的风险筛选值。 

地块历史为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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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不存在的工业企业等排放废气、废水、固

体废物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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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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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块建设过程中，关注土壤及地下水状况，如果发现异常应

及时上报伊川县环境保护局，联系专业人员分析原因并进行处理。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附件 1：委托书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附件 2：访谈表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附件 3：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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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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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报告编制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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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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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报告编制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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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质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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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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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照片：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附图1：伊川县教育体育局（伊川县滨河新区中心小学）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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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机
附图2：地质勘探点位图



伊
川
县
滨
河
新
区
小
学
 

地
块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附图3：地质勘探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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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地质勘探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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