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86

调查地块位于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柳江检察院东面，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109°20′3.02″E，24°15′08″N，总占地面积 39142. 11平方米，合 58.71亩。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主要以规划红线内地块为主，由于污染物在土

壤及地下水中是可迁移的，故同时辅以地块周边相邻区域污染源、敏感目标的

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调查范围内的土壤及地下水。

调查地块红线范围图见图 2.2-1，界址点坐标（大地坐标系）见表 2.2-1。

图 2.2-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主要调查范围示意图

图 2.2-2 地块红线的拐点编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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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项目用地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边长（m）X Y

J1 2683095.588 83064.117
190.49

J2 2683095.581 8325.602
14.82

J3 2683085.005 83264.989
239.46

J4 2682845.582 83260.683
39.70

J5 2682845.588 83220.985
8.56

J6 2682850.532 83213.996
9.80

J7 2682857.162 83206.785
9.20

J8 2682864.202 83200.867
11.33

J9 2682873.794 83194.843
19.73

J10 2682891.290 83185.715
21.62

J11 2682909.659 83174.307
21.61

J12 2682926.154 83160.351
17.95

J13 2682938.148 83146.996
23.29

J14 2682951.114 83127.651
20.48J15

2682959.873 83109.141
28.83

J16 2682967.612 83081.373
24.58

J17 2682969.772 83056.888
21.38

J18 2682968.280 83035.560
80.76

J19 2683049.036 83035.576
28.54

J20 2683049.036 83064.117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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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2683095.588 83064.117

红线范围面积：S=39142.11平方米，合 58.71亩

2005年之前，调查地块使用用途无法追溯。

调查地块内西南部及东北部分有鱼塘，2005 年~2018 年 4 月调查地块主要

为 农用地 (耕地)，种植农作物，地块内东北侧有民房，2019年~2020年 2月调

查地块主要为荒地。未做任何营业性生产活动使用。

由于地块原用地性质为农用地 (耕地)， 由柳州市柳江区自然资源局下发的

文件“关于对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柳江检察院东面项目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的函”得知调查地块现规划使用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详见附件 1，通过对照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明确该地块属于二类居

住用地 (R2)，进而确定该地块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 (试行)》 (GB36600-2018) 城市建设用地中的第一类用地。土地性质发生 变

更，但原生产活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危害人群身体健康，为了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维护正常的生产建设活动，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的环境安全，防

止 地块用地性质变化及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带来新的环境问题。根据《中华人

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办发[2016]31 号) 、

《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 (GB36600-2018) 等

文 件精神，对原地块开展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治理工作，确定该地块是

否存 在污染以及污染的程度是否可以接受。因此，柳州市柳江自然资源局委托

柳州市柳江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受柳州市柳江生态环境局委托，广西长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

公司”) 承担了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项目调查组，开展

了 地块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等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数量的样

品采 集，样品检测分析、数据处理等工作，编制完成了《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

柳江检察院东面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主要包括前言、概述、地块概况、工作计划、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结果和评价 、结论、建议七个章节，以及必要的附图附件等。报告编制完成后

按照流程提请柳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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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生态环境局会同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2年 6月 17日组织

通过网络视频会议方式召开《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柳江检察院东面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视频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柳州市柳南

生态环境局、柳州市生态环境局、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江生态环境局、

柳江区自然资源局、柳州市柳职院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代表和 3名特

邀评审专家，报告编制单位广西长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介绍了《报告》的调查

过程和主要内容，与会代表、专家经过质询、查阅材料和讨论，形成评审意见

如下：

一、《报告》有关概述

（一）地块概况

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柳江检察院东面地块位于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柳江检

察院东面，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109°20′3.02″E，24°15′08″N，总占地

面积 39142.11平方米（合 58.71亩）。在未用于建设之前，目标地块作为农用地

（耕地）、荒地。根据《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柳江区柳江大道南面柳江

检察院东面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的批复》（柳资源规划条件〔2021〕176号）得知，

调查地块现规划使用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由于地块土地性质发生变更，由农

用地调整为城镇住宅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的建设用地第一类用地公共服务用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

柳江生态环境局委托广西长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调查，通过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对地块土壤、地下水进行现场采样监测，

综合结论如下：

1.经现场踏勘，调查地块 2005年-2018年 4月调查地块主要为农用地（耕

地），种植农作物，地块内东北侧有民房，2019 年柳江区政府已对地块进行征

收。2019年至今调查地块属于闲置状态。调查地块历史用地主要为农用地（耕

地）、荒地，地块内部分回填了填土，成因主要为粘土，局部夹杂砖块、碎石等

建筑垃圾。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喷洒农药、化肥残留土壤中，建筑垃圾不

当堆放产生垃圾渗滤液，附近居民区污水管线和污水处理设施的渗漏等过程，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86

通过雨水的淋溶下渗，水平或垂直向下迁移至周边深层土壤，从而造成调查地

块土壤的污染。故初步判断调查地块存在潜在污染物为 PH、重金属、六六六、

滴滴涕、石油烃等。为保证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故

开展项目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采样检测分析。通过采集一定数量的样品分析

测定，验证地块内污染物空间分异性和判断土壤污染程度，辨明地块是否存在

污染，为后期是否需进行土壤修复、风险评估和治理等提供科学参考。

2.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单个地块面积超过

5000m2的最少布设 6个土壤采样点，面积不足 5000m2的最少布设 3个土壤采

样点。总占地面积 39142.11平方米，合 58.71亩。地块总面积＞5000m2，综合

布点要求、地块现状与钻孔机械入场等实际情况，决定在调查地块内布设土壤

监测采样点位数 7个，地块东北向设土壤监测对照采样点位数 1个。本次调查

所采集的 24个土壤样品（包括表层样和深层样），均测试了《土壤环境质量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中的 45项指标，部分测试了 PH、六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石油烃指标。监

测结果表明，所有土壤样品监测因子检测值均小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2）

本次地下水共布设 4个采样点（含一个对照点），采集了 4个样品（不含现场平

行样），地下水检测因子为六价铬、镉、砷、汞、铜、镍、铅、挥发酚、pH、石

油类等（共 24项），地下水样品中砷、铜、铅和镍有不同程度的检出,达到了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II类水的标准值要求。

综上所述，该项目地块不纳入污染地块管理，不需要进行下一步调查，第

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予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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