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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枣庄市市中区 SZ2021-32 号国有建设用地位于枣庄市中区光明路街道，青檀北

路东侧，四至范围为北至卓山北路（规划道路），东至田园新村，南至枣庄市果品

批发市场，西至青檀北路。本次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75670 平方米（合 113.5045 亩），

土地属田庄村。2012 年之前，地块主要为农用地和居住用地；2012 年，地块内大部

分区域依然为农用地，北部约 1400 平方米面积内存放塔吊（仅存储，无生产经营活

动），南侧建成田庄村村委综合办公楼；2014 年，地块内存放的塔吊被拉走；2016

年-2017 年，地块内建成经典俊园小区；2017 年至今，地块为经典俊园小区用地。

根据《关于枣庄市 2015 年第一批次第 2 号及 2017 年第一批次第 1 号国有建设用地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枣自资规行（市中）字〔2021〕41 号）（附件 7），2021

年 9 月规划为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建设用地和第二类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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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已建成住宅，属其他

用途变更为住宅用地，需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状况调查，本次调查属于补充调查。2021

年 10 月，枣庄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委托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青岛京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到委托后，进行了相关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并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

行了访问调查，以了解该地块土地利用状况：地块用途原为农用地、居住用地、办

公用地（田庄村村委综合办公楼）和仓储用地（存放塔吊），地块现状为居住用地

和办公用地，已建成经典俊园小区，地块南侧为田庄村村委综合办公楼；相邻地块

现状及历史主要为农用地、居住区、商铺、果品批发市场和枣庄中联混凝土有限公

司。 

1km 范围内的主要生产型企业有与调查地块相邻的枣庄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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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地块相隔 705 米的枣庄市白雪冷食有限公司、与调查地块相隔 380 米的枣庄

市嘉佳制衣有限公司，通过对周边企业产污情况进行分析，不会对调查地块造成污

染。 

但为进一步确定调查地块无污染，对该地块进行现场快速检测。采集表层土壤

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对土壤现场快速检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地块内样品检测结果

与对照点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均在同一水平内，无异常数据。调查地块内重金属浓度

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建设用地第一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调查结论：本次调查范围内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第一类建设用地要求，

无需开展下一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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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了解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状况，若有污染，

初步确定污染物类型，污染分布范围和污染程度，为下一步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和工作基础。 

（1）收集地块历史资料，对调查地块历史进行分析，明确该地块的环境现状，

判断该地块污染程度与范围，为后期土地合理开发再利用、保障环境安全提供理论

依据和数据支持。 

（2）通过相关资料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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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从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为地块用地规划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的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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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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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调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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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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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 

枣庄市市中区 SZ2021-32 号国有建设用地位于枣庄市中区光明路街道，青檀北

路东侧。总用地面积 75670 平方米（合 113.5045 亩），四至范围为北至卓山北路（规

划道路），东至田园新村，南至枣庄市果品批发市场，西至青檀北路。地块四至范

围见图 2.2-1，界址点坐标表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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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1  地块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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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国家大地 2000） 

点号 X Y 

J1 3862086.464  39550327.124  

J2 3862037.739  39550328.102  

J3 3862038.594  39550396.458  

J4 3862091.855  39550394.521  

J5 3862114.124  39550393.711  

J6 3862119.546  39550408.554  

J7 3862127.852  39550408.813  

J8 3862232.930  39550412.084  

J9 3862233.035  39550409.536  

J10 3862289.624  39550407.660  

J11 3862295.531  39550407.328  

J12 3862316.342  39550406.501  

J13 3862369.461  39550405.454  

J14 3862393.484  39550404.980  

J15 3862510.227  39550402.677  

J16 3862512.848  39550317.994  

J17 3862398.843  39550318.831  

J18 3862402.478  39550212.547  

J19 3862400.405  39550212.479  

J20 3862336.318  39550210.366  

J21 3862277.289  39550208.420  

J22 3862147.866  39550203.087  

J23 3862086.281  39550200.548  

J24 3862087.389  39550251.209  

J25 3862084.354  39550251.257  

J1 3862086.464  395503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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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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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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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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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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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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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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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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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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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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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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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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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相关文件依据 

（1）《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枣自资规行（市中）字〔2021〕41 号）； 

（2）《建设用地批件》（鲁政土字〔2015〕1615 号、鲁政土字〔2017〕633 号）； 

（3）宗地图； 

（4）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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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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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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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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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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

一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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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

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地块土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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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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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地块土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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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

行第三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三阶段地块土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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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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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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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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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公告 2017年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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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从而制定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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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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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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途径和空间分布等特征，

提出进一步的地块环境管理和实施方案。 

2.6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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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方案；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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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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地理位置 

该地块位于枣庄市中区光明路街道，青檀北路东侧，见图 3.1-1。枣庄市位于山

东省南部，地跨东经 116°48'~117°49'，北纬 34°27'~35°19'。东与临沂市平邑县、费

县和苍山县接壤，南与江苏省铜山县、邳州市为邻，西、北两面分别与济宁市微山

县和邹城市毗连。东西宽 56km，南北长 96km，总面积 4563km2。辖市中、薛城、

峄城、山亭、台儿庄五区和滕州市，64 个镇街道（镇 47 个、街道 17 个），总人口

364.27 万人。 

枣庄市市中区位于省辖枣庄市中部偏东，北靠山亭区，东连兰陵县，西与薛城

区接壤，南同峄城区毗邻。东西长 27.1km，南北宽 21.7km。地理坐标为：E117°27'34"~ 

117°45'18"，N34°46'16"~34°57'59"。总面积 375.27km2，占枣庄市总面积的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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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该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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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环境概况 

3.2.1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地形、地貌 

枣庄市地形起伏较大，为西北—东南向的斜长方形，地势北、东北高，南及东

南低。东北部为低山—丘陵区，其中高山—巨梁山—抱犊崮一带为低山区，海拔

620.9m 的高山为众山之冠，其它地段为丘陵区，海拔 300~500m。中部丘陵之间分

布有羊庄盆地和陶枣盆地，地形略有起伏，地面标高 60~100m。南部及西部为山间

平原与山前平原，依次是台儿庄山前平原、峄城山间平原、南常山间平原和滕西山

前平原，地面标高多在 70m 以下，其中台儿庄东南赵村一带为全市最低点，地面标

高 24.5m。 

市中区境内北、东、南部低山起伏，地势较高，中、西部地势平缓，全区地形

如簸箕西向张口。市中区最高点是孟庄镇大王山，海拔 405.2m；最低点是西王庄镇

洪村，海拔 50.1m。市中区处鲁中南山地丘陵南沿，石灰石低山丘陵区面积 176.8km2，

占市中区总面积的 47.1%；山麓平原面积 198.5km2，占市中区境总面积的 52.9%。 

地貌形态的形成主要受地层岩性和风化作用等地质营力的控制，枣庄市内按成

因类型分为低山区、丘陵区、山间盆地、山间平原和山前平原五类。 

低山区：分布于山亭区东部及其以北地区，峰谷海拔标高大于 500~1000m，山

顶浑圆，山脊呈圆顶桌状、部分为单面山，沟谷宽浅，构成树枝状水系。 

丘陵：分布广泛，常发育孤丘缓岭。包括分布于陶枣盆地南、北、东三面及桑

村以南的微切割丘陵；分布于桑村及北部九老庄—马河一带的微切割—强剥蚀丘陵

和分布于羊庄盆地周围、峄城山间平原南、北、西三边、枣庄市区南部及艾湖等地

的溶蚀、剥蚀丘陵。 

山间盆地：包括羊庄盆地和陶枣盆地。盆地四周山丘环绕、中间低平，地形起

伏小，分别呈椭圆状和条形状。四周为寒武系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组成的丘陵，盆地

表层被风化残积物或冲积物覆盖，厚度多小于 15m，局部地段基岩裸露，地面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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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0m，下伏奥陶系灰岩及煤系地层，其中奥陶系灰岩裂隙岩溶发育，在地形、

地质条件适宜地段易形成岩溶大泉，是地下水供水水源地的理想地段。 

山间平原：分布在峄城—古邵、南常—涧头集一带，为剥蚀山间平原，地面较

平坦，地面标高 35~40m，表层由风化残积物和冲积物组成，并夹有上游基岩碎片，

松散物厚度一般小于 15m，基岩局部裸露。富水性较差，主要为农业种植区。 

山前平原：包括滕西山前倾斜平原和台儿庄山前平原。前者由界河、北沙河、

城河等河流冲积堆积而成，形成山前冲洪积扇，地面坡降 0.083 ~0.167‰，地面标高

35~ 80m，由粉质粘土、粘质粉土、中细砂及粗砂夹砾石组成，厚度多大于 30m，富

水性良好，是本市第四系孔隙水富水区；后者为峄城大沙河、陶沟河等河流冲洪积

堆积而成，微向东南倾斜，地面标高 25~36m，由粉质粘土、粘质粉土、砂砾石及中

砂组成，也是第四系孔隙水比较丰富的地区。 

市中区地貌类型多样，齐村镇、孟庄镇的北部、西王庄乡东部、西王庄乡、光

明路街道的南部皆为石灰岩低山丘陵区，面积达 176.8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47.1%。

山麓平原处在区境中间地带，分布于齐村镇南部和光明路街道、永安乡、孟庄镇等

地，面积为 198.5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52.9%。 

 地层岩性及地质构造 

古生界寒武系（∈）和奥陶系（O）分布于市中区南部和北部的丘陵区及山前地

带，少部分分布于枣庄向斜南翼，地层走向近 EW，倾向 N、NNE 或 NNW，倾角

8°～30°。其中，九龙群三山子组（∈jsc -Ojsa）和马家沟组（Om）为灰岩、白云岩，

主要分布于南部十里泉—东王庄山前地带，呈裸露—半裸露型分布，两组地层厚度

分别为 77.9 m 和 421～735m，总分布面积 130 km2，是岩溶塌陷的主要分布区；石

炭系（C）—二叠系（P）主要分布于枣庄盆地腹部，为煤系地层，多隐伏于第四系

之下，仅在遗棠-官庄-官地-安城一线有出露，厚度 468 m；新生界第四系广泛分布

于山前地带（厚度小于 6 m）及盆地腹部（厚度多小于 10 m）。另外在枣庄断裂以

北，曹王墓断裂以南有前寒武纪变质侵入岩分布。 

枣庄市市中区断裂构造发育，按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属鲁西隆起区的东南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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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北东向断裂发育。对场区有较大控制作用的断裂为陶枣断

裂、峄城断裂。 

（1）陶枣断裂：该断裂西起薛城东北的于山关村，经陶庄、枣庄向东至长湾村

出境。从薛城至柏山段走向 72ο，柏山以东走向转为 110ο。断裂倾向转向南，西段倾

角为 81ο，东段倾角为 40－75ο，整个断裂呈一向北凸出的弧形，其为北盘下降的正

断层，北盘从薛城至柏山为中寒武统，柏山以东主要为泰山群山草峪组；南盘为石

炭－二叠纪地层及奥陶系地层，断裂带岩石破碎，有构造角砾岩和麋棱岩化、绿泥

石化现象。该断裂具有多期活动特点，前期受南北向挤压具压扭性，后期受新华夏

系影响具张扭性，该断裂活动历史长，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均有活动，

但主要活动期为中生代。 

（2）峄城断裂：该断裂在场区之南，断裂长度约 60 公里，走向近东西（北西

西－南东东），倾向南，为正断层，其断距 1050 米，北盘（下盘）上升，地层为太

古界山草峪组，南盘（上盘）下降，地层为第三系。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1、水文地质条件 

市中区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区，第四系松散层薄，富水性差。寒武—奥陶系裂

隙岩溶水为主要含水岩组，地下水径流条件良好，水质优良。 

2、地下水类型及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1）区域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特征 

①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直接入渗补给，主要接受相邻含水

层和地表水体的侧向补给。其径流和排泄受地形、地貌因素影响明显，一般是自两

岸向河谷、自地势高处向低处顺势径流，排泄以人工开采为主，其次为蒸发排泄和

反补给地表水。 

②碎屑岩类裂隙水 

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主要接受松散岩类孔隙水越流补给，局部出露地段接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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