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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地块（本文称“该地块”）位于葫芦岛市连山

区化工街（培训中心工厂），土地面积共为 2460 平方米（19.28 亩）。该

地块原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地块部分上建筑平房，部分空置，用地

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锦化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

证（葫芦岛市国用【2006】第 000063 号）。2018 年 11 月 1日中共葫芦岛

市人民政府党组第 20期会议纪要，同意将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划归葫芦

岛市化工中学，并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锦西工业学校和葫芦岛市连山区教

育局完成交接手续。地块计划用于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教学用地，用途

为中小学用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01 修订）第四章第五十

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第四条规定：

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险中的要求，对拟回收土地使用

权的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用地，

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上述

企业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地块计划建

设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用地（中小学用地），需按要求进行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为此，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委托辽宁辉华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承担该地块的调查工作。

接受委托后，根据国家环境法规的相关要求，结合该场地开发计划，

为调查污染状况，辽宁辉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现

场进行了踏勘，并收集相关技术资料，化工街道办事处（1 人）、滨化社

区（3人）和地块使用者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的工作人员（3人）和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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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居民（2 人），信息整理分析后，编制完成了《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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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

场地及周围区域概况，并初步识别场地及周围区域会导致潜在土壤环境污

染的因素及关注的目标物质。

综合所获得信息，判断调查地块整体污染情况。如果属于污染地块，初

步明确污染区域分布及面积，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依据；若第一阶段调查可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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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一阶段调查活动结束，不用开展第二阶段工作，

仅针对地块用途提出针对性建议及措施。

2.1.2 调查原则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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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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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土地面积共为 2460 平方米（4

亩）。该地块东侧为现兴盛社区，地块南侧为化工中学，地块西侧为化工

八区，北侧均为废弃小区。地块调查范围及土地利用现状图图见图 2.2-1，

勘测定界见图 2.2-2。

表 2.2-1 地块拐点坐标
位置编

号

X（CGCS2000 国

家大地坐标系）

Y（CGCS2000 国家

大地坐标系）
纬度 经度

J1 4514027.7400 570689.3900 120°50′13.66016″ 40°45′28.46498″

J2 4514016.0200 570701.8000 120°50′14.18441″ 40°45′28.08124″

J3 4514011.2900 570702.0200 120°50′14.19186″ 40°45′27.92785″

J4 4513992.0700 570722.1800 120°50′15.04342″ 40°45′27.29861″

J5 4513985.6900 570716.2700 120°50′14.78890″ 40°45′27.09363″

J6 4513995.1200 570706.1600 120°50′14.36176″ 40°45′27.40243″

J7 4513987.6100 570698.9800 120°50′14.05264″ 40°45′27.16121″

J8 4513987.3900 570699.3400 120°50′14.06790″ 40°45′27.15397″

J9 4513953.6500 570667.6400 120°50′12.70288″ 40°45′26.07010″

J10 4513977.4400 570642.2500 120°50′11.63023″ 40°45′26.84909″

J1 4514027.7400 570689.3900 120°50′13.66016″ 40°45′28.46498″

图 2.2-1 地块调查范围及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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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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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为三个阶段，本次第一阶段调查可以确认地块内

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则第一阶段调查活动结束，不用开展第二阶段工作调查。内容与工作

程序见图 2.3-1。

图 2.3-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程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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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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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料收集

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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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由政府机关

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2）资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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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料缺

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3）现场踏勘

①安全防护准备：在现场踏勘前，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

全卫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②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

区域的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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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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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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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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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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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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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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现场踏勘的重点：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

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

废物堆放地、井等。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

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它公共场所等，并在

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⑤现场踏勘的方法

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

块污染的状况。 踏勘期间，可以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

4）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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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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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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无法排除地

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

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本项目通过第一阶段结果分析判定，排除地块内外存在可能的污染源，

因此只进行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2.4 调查依据

2.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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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相关规定及政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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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办发[2013]7 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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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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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技术导则、规范及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

资办发【2020】51 号。

2.4.4 相关文件及技术资料

（1）《化工中学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辽宁万方岩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土地使用证》（葫芦岛市国用【2006】第 000063 号）；

（3）《校办工厂宗地图》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

（4）《中共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党组第 20期会议纪要》（2018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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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查方法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主要工

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采样监测，具体调查方

法如下：

1、收集关于场地和场地周边当前和历史土地使用状况的信息，作为评

估场地是否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基础；

2、收集并分析场地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状况信息；

3、收集并审阅土壤污染状况相关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4、对场地进行踏勘，识别可能会导致土壤地下水环境问题的环境影响；

5、现场观察评估周边土地利用情况，识别会对场地造成环境风险的场

地周边活动；

6、以当面交流或书面调查表的方式对相关知情人进行访谈，对资料、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

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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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本次调查范围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地块（本文称“该地块”），土

地面积共为 2460 平方米（4 亩）。该地块东侧为现兴盛社区，地块南侧为

化工中学，地块西侧为化工八区，北侧均为废弃小区。

辽宁省葫芦岛市，地处辽宁省西南，辽东湾西岸，居“辽西走廊”中

部。东南部濒临渤海，东北倚热河丘陵，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1。

图 3.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B%E8%8A%A6%E5%B2%9B%E5%B8%82/10168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5%AE%81%E7%9C%81/7399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4%B8%9C%E6%B9%BE/9395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82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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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水文、气象

葫芦岛市地处燕山山脉东端的松岭山系，虽然地处沿海，但渤海为内

海，所以大陆性气候明显，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8.6～9.7℃，年平均

最高气温在 34.5～35.4℃之间，极端最高气温在 39.8～41.5℃之间，年

平均最低气温为-2.9～4.3℃，极端最低气温在-26.3～31.5℃之间。

50 年一遇风压为 0.6KN/m2，100 年一遇风压为 0.7KN/m2；50 年一遇

雪压为 0.4KN/m2，100 年一遇雪压为 0.45KN/m2。

年平均降水量在 560～630mm 之间；受大气环流影响，四季降水量分

布差异很大，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冬季降水量仅占全年降

水量的 3～4%。年蒸发量 881.4～1193.4mm。

受季风和地形影响，春季盛行南风，冬季盛行北风。主导风向为北风

和西南风，最大风速达 39.5m/s。

场地周边未见地表水。

勘察期间，地下水为一层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③层砾砂、④层粗砂、

⑤层圆砾内。勘察期间场地初见水位埋深 3.25～3.40m，初见水位标高

12.10～12.30m；勘察结束后，对钻孔内稳定水位进行测量，稳定水位埋

深 3.05～3.20m，稳定水位标高 12.30～12.40m。

地下水主要通过大气降水补给，通过蒸发及地下径流排泄。地下水受

大气降水补给明显，结合周边相关调查资料，地下水水位年变幅约 1.50m。

为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场地。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向东南。

3.1.3 区域地质构造

葫芦岛在区域构造上处于阴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中段与大兴安岭～太

行山脉北北东向构造带东缘的交接部位。北北东向构造最为显著，属于一

级构造方向，其他方向属于低序次构造。建筑场地内及周边无活动断裂。



14

3.1.4 地形地貌

据调查，本场地地处河流冲积地貌单元，场地内经回填整平后地势平

坦，孔口标高在 15.40～15.60m 之间，最大高差 0.20m。

3.1.5 地基土的构成及特征

据勘探揭示，在场地自然地面下深度 15m 以上。本场地自上而下划分

5个大层，分述如下：

①层填土（Q4ml）: 灰褐色，主要组分以砂、黏性土为主；结构松散，

土质不均匀欠固结。回填年限大于 5年。

层厚 1.50～2.20m，平均厚度 1.69m。层顶标高 15.40～15.60m，该层

全场分布。

②层粉质黏土（Q4al）：黄褐色，软可塑～硬可塑状态，主要成分为

黏粒、粉粒，土质较均匀，稍有光泽，韧性中等，具中等压缩性。

层厚 0.80～1.70m，平均厚度 1.23m，层顶标高 13.20～14.10m，层顶

埋深 1.50～2.20m，该层全场分布。

③层砾砂（Q4al）：黄褐色，稍湿～饱和，中密～密实状态，以中密

状态为主，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 2mm 颗粒约占 40%，最大颗粒

粒径 50mm 左右，颗粒形状为亚圆状，级配较好，分选一般。

层厚 1.30～2.70m，平均厚度 1.98m，层顶标高 12.10～12.95m,层顶

埋深 2.50～3.30m。该层全场分布。

③1 层粗砂（Q4al）：黄褐色，饱和状态，稍密状态为主，主要矿物

成分为长石、石英，≥ 0.5mm 颗粒约占 60%，最大颗粒粒径 20mm 左右，

颗粒形状为亚圆状，级配一般。

层厚 0.90～1.40m，平均厚度 1.15m，层顶标高 11.50～11.65m,层顶

埋深 3.80～4.10m。该层全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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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层粗砂（Q4al）：黄褐色，饱和状态，稍密状态为主，局部可达中

密，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 0.5mm 颗粒约占 60%，最大颗粒粒径

20mm 左右，颗粒形状为亚圆状，级配一般，局部位置含中砂、粉质黏土薄

夹层。

层厚 0.70～2.20m，平均厚度 1.29m，层顶标高 9.70～10.95m,层顶埋

深 4.5～5.80m。该层全场分布。

④1 层粉质黏土（Q4al）：黄褐色，硬可塑状态，主要成分为粉粒、

黏粒，土质均匀性一般，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层厚 0.40～1.00m，平均厚度 0.64m，层顶标高 9.00～9.80m,层顶埋

深 5.60～6.40m。该层呈透镜体状分布于粗砂层中，该层全场局部缺失。

⑤层圆砾（Q4al）：黄褐色，饱和状态，中密～密实状态，以密实状

态为主，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 2mm 颗粒约占 55%，颗粒形状为

亚圆状，级配较好，分选一般，局部位置含砾砂、粗砂薄夹层。

本次勘察终止于该层，该层揭露层厚 5.30～7.80m，平均厚度 5.58m，

层顶标高 8.15～9.05m,层顶埋深 6.40～7.30m。该层全场分布。

⑤1 层粗砂（Q4al）：黄褐色，饱和状态，稍密状态，主要成份为石

英、长石，＞0.5mm 颗粒 55%左右,颗粒级配较好。

层厚 0.30～0.4m，平均厚度 0.35m，层顶标高 3.90～6.95m,层顶埋深

8.50～11.50m。该层分布于砾砂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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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1000 米内环境保护目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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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敏感目标

根据项目场地情况，本次重点调查了场址周边的环境敏感目标，调查

内容主要包括公共场所、人口集中居住区等敏感目标。根据环境敏感目标

调查结果，在项目周边没有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军用设施等敏感保护目

标。评价区 1000 米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2-1 及图 3.2-1。

表 3.2-1 项目 1000 米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表

环境要素 保护目标 方位 距离(m) 建设年份

居民区

废弃小区 N 50 1970.3

化工八区 W 80 1976.6

兴盛社区 E 100 1989.4

中兴路小区 S 200 1968.9

学校

化工一小 S 150 2001.1

化工中学 S 0 1960.6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现状

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位于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培训中心工厂），土

地面积共为 2460 平方米（19.28 亩）。该地块原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

作为焊工实训教室仅为 2-3 年时间。建筑为平房，虽为工业用地，但一直处于

闲置状态。该地块没有外来土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持久性影响。

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无工业废水地下输送管线、

储存池；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输送管线；无危险化学品、

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或堆放。地块内裸露土壤无明显颜色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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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渍等污染或化学腐蚀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刺激性等异常气味。地块

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3.3-1。

地块上空地和平房（拍摄时间：2022 年 5 月 21 日）

地块上空地和平房（拍摄时间：2022 年 5 月 21 日）

图 3.3-1 现场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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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历史

历史影像资料最为 2003 年，根据当地居民咨询，2003 年之前地块四周

建设平房、内部空地，2003-2012 年并结合谷歌影像结果得知，四周平房及内

部空地，2013 年-2018 年地块北侧建设一排平房、其余为绿地，2019 年至今，

平房之外平整为空地，为彩砖地面。本项目地块历史情况见表 3.3-1 和图

3.3-2 至 3.3-21。

表 3.3-1 地块历史变迁信息纪录表

时间 地块情况 对应图号

2003 年之前 四周平房及内部空地 /

2003-2012 年 平房及空地 3.3-2 至 3.3-11

2013 年-2018 年 北侧一排平房及绿地 3.3-12 至 3.3-17

2019 年-2023 年 新建平房及空地 3.3-18 至 3.3-22

图 3.3-2 2003 年影像图（2003 年 7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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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2004 年影像图（2004 年 8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4 2005 年影像图（2005 年 8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5 2006 年影像图（2006 年 8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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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2007年影像图（2007 年 6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7 2008 年影像图（2008 年 6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8 2009 年影像图（2009 年 8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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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9 2010 年影像图（2010 年 6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10 2011 年影像图（2011 年 6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11 2012 年影像图（2012 年 2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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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2 2013 年影像图（2013 年 2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13 2014 年影像图（2014 年 12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14 2015 年影像图（2015 年 2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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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5 2016 年影像图（2016 年 6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16 2017 年影像图（2017 年 9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17 2018 年影像图（2018 年 8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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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8 2019 年影像图（2019 年 11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新建平房）

图 3.3-19 2020 年影像图（2020 年 3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20 2021 年影像图（2021 年 1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本地块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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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1 2022 年影像图（2022 年 5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图 3.3-22 2023 年影像图（2023 年 6 月）（地块内为空地及平房）

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经现场踏勘，该地块东侧为现兴盛社区，地块南侧为化工中学，地块

西侧为化工八区，北侧均为废弃小区。相邻地块使用情况图 3.4-1。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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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兴盛社区 地块南-化工中学

地块西-化工八区 地块北-废弃小区

图 3.4-1 地块周边情况示意图

3.4.2 相邻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经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调查，该地块周边历史上主要以居民为主，

四周均为成熟小区，小区建成年限较早。该地块东侧为现兴盛社区，地块

南侧为化工中学，地块西侧为化工八区，北侧均为废弃小区。相邻地块历

史变迁及使用情况详见表 3.4-1，地块四周历史变迁情况见图 3.4-2 至

3.4-8。

表3.4-1 相邻地块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一览表

时间 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

地块北侧——现为废弃小区

2003年以前 住宅小区

2003年-2020年 住宅小区

2020年至今 废弃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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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现为化工八区

2003年以前 化工八区

2003年-至今 化工八区

地块南侧——化工中学

2003年以前 化工中学

2003年-至今 化工中学

地块东侧——兴盛社区

2003年以前 居民区

2003年-至今 兴盛社区

*资料来源于现场踏勘、网络资料及人员访谈

3.4.3 相邻地块的污染调查

现场勘查确认地块四周 1km 范围内均为住宅小区和学校，地处城区内，

居民生活污水入城市管网最后经凡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居民生活不会对本

地块土壤产生污染影响。

住宅区仅在地块北侧 360 米处为辽建塑窗旗舰店，工艺简单的型材塑

窗、断桥铝的机械加工，污染物为有无组织废气颗粒物和生活污水产生，

生活污水入城市污水管网经凡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不会对本地块土壤

产生污染影响。地块四周历史情况见图 3.4-2 至 3.4-8。

3.5 场地利用的规划

地块位于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培训中心工厂），土地面积共为 2460

平方米（19.28 亩）。该地块原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原计划作为焊工

实训教室，建筑为平房，虽为工业用地，但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土地使用

权人为锦化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证（葫芦岛市国用【2006】

第 000063 号）。2018 年 11 月 1 日中共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党组第 20期会议

纪要，同意将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划归葫芦岛市化工中学，并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锦西工业学校和葫芦岛市连山区教育局完成交接手续。地块计划

用于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教学用地，用途为中小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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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2003 年影像图（2003 年 7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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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 2004 年影像图（2004 年 6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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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2005 年影像图（2005 年 6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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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2006 年影像图（2006 年 6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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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2007 年影像图（2007 年 6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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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2008 年影像图（2008 年 8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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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 2009 年影像图（2009 年 8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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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0 2010 年影像图（2010 年 8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37

图 3.4-11 2011 年影像图（2011 年 7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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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2 2012 年影像图（2012 年 7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39

图 3.4-13 2013 年影像图（2013 年 2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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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4 2014 年影像图（2014 年 12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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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5 2015 年影像图（2015 年 2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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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6 2016 年影像图（2016 年 1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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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7 2017 年影像图（2017 年 9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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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8 2018 年影像图（2018 年 8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45

图 3.4-19 2019 年影像图（2019 年 11 月）（地块内为新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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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0 2020 年影像图（2020 年 3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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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 2021 年影像图（2021 年 1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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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2 2022 年影像图（2022 年 5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① ③

②

⑦

⑤

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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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3 2023 年影像图（2023 年 6 月）（地块内为平房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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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员访谈

4.1 本次调查访谈人员

化工街道办事处（1 人）、滨化社区（3人）和地块使用者葫芦岛市

化工初级中学的工作人员（3 人）和周边老居民（2人）。见表 4-1 和人

员访谈图片。

表 4-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人员类型 单位 电话

杨哲 副书记 连山区滨化社区 04292902330

贾君力 委员 连山区滨化社区 04292902330

孟红侠 书记 连山区滨化社区 04292902330

刘秀艳 教师 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 13804298705

巴海唐 副校长 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 15566682303

雷振明 会计 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 13942934519

贾纯晶 书记 连山区化工街道 04292913602

王彩银 居民 兴盛社区 13942953626

赵树强 居民 中兴路小区 17640632261

4.2 本次调查访谈人员主要问题及结论

表 4-2 人员访谈内容汇总一览表

序号 问题 结论

1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 否

2 本地块内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内体废物堆放场？ 否

3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否

4 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否

5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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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地块内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露事故？或是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

污染事故？
否

7 是否有废气排放？ 否

8 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否

9 本地块内危险废物是否曾自行利用处置？ 否

10 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否

11 本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否

12
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是否有幼儿园、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

护区、农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感用地？
否

13

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是否有水井？

是否发生过水体浑浊、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是否察觉到水体中有

油状物质？

未发

生过

14
本企业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否

15 建设过程中是否发生过污染痕迹。 否

16 建设期间无特异性扰动情况，是否有外来填土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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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料分析

5.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1）《化工中学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辽宁万方岩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土地使用证》（葫芦岛市国用【2006】第 000063 号）；

（3）《校办工厂宗地图》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

（4）《中共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党组第 20期会议纪要》（2018 年 11 月 1

日）。

5.2 场地资料收集和分析

场地历史情况主要通过调阅历史航拍或卫星照片、查阅文件资料、

当地居民及周边工作人员等获得，场地现状通过现场踏勘获取。

通过与化工街道办事处（1 人）、滨化社区（3人）和地块使用者葫

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的工作人员（3 人）和周边老居民（2 人）访谈，信

息整理分析后，进行了访谈，信息整理分析。

现场进行了踏勘，并收集相关技术资料：

场地及周边卫星照片（来源：Google Earth）；

地块内企业历史及现状情况；

网络资料。

5.3 资料的分析

本调查所用资料取自场调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收集网络调查资料、

相关部门提供技术资料，与化工街道办事处（1 人）、滨化社区（3人）

和地块使用者葫芦岛市化工初级中学的工作人员（3 人）和周边老居民（2

人）进行了访谈等多方面收集资料，信息整理分析后，资料均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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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场踏勘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收集了解调查场地的基本情况，完成场

地环境情况的汇总和分析。

6.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场地内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根据居民访谈确认，地块为平房及空地，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使用和处置。

6.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调查，场地内未发现各类槽罐。

根据人员访谈确认，地块内没有存放化学品、危险品、危险废物等

的槽罐。

6.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本地块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确认，地块内无危险废物暂存。

6.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未发现管线、沟渠泄露痕迹。

6.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及人员访谈了解无泄漏事故的发生，不涉及污染物迁

移的环境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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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地块潜在污染源排查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综合考虑地块区域污染源和

区域环境等因素，得出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

“该地块”土地面积共为 2460 平方米（19.28 亩），原为化工技工

学校实训基地，作为焊工实训教室仅为 2-3 年时间。建筑为平房，虽为

工业用地，但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该地块没有外来土壤，不会对

本地块产生持久性影响。

邻近地块均为住宅区，生活污水入城市污水管网经凡和污水处理厂

处理，不会对本地块土壤产生污染影响。地块内或周围区域不存在以下

可能的污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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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污染本地块。

在地块北侧 360 米处为辽建塑窗旗舰店，仅为简单的塑窗、断桥铝

的机械加工，仅有无组织废气颗粒物和生活污水产生，生活污水入城市

污水管网经凡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不会对本地块土壤产生污染影响。

本地块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被污染的风险极低，本次调查未发现有

潜在的污染源；地块及紧邻周边地块不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周边地块不

存在工业企业生产单位，因此不会对本地块土壤产生污染影响土壤或地

下水不存在污染迹象，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不涉及污

染物迁移的环境风险发生。

综上，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再开展第

二阶段的调查工作。



55

7 不确定性分析

（1）场地调查的不确定性

场地环境调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其调查过程中存在着

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本次场地环境调查不确定因素集中体现为：地块历

史使用情况，地块上是否存放过危险废物，有毒有害物质，对地块影响。

（2）不确定性的应对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化工街道办事处、

环保工作人员和地块使用者葫芦岛市化工中学的工作人员和周边老居民

进行访谈，充分掌握并分析以下信息：该地块原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

地，作为焊工实训教室仅为 2-3 年时间。建筑为平房，虽为工业用地，

但处于闲置状态。未存放过危险废物，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对以上信息

进行分析，不存在污染识别的不确定性。

（3）不确定性分析结论

场地环境调查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场地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的

偏差以及限制条件等原因，本次场地环境调查与计划工作内容无偏差，

因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场地调查结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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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8.1 结论

该地块位于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培训中心工厂），土地面积共

为 2460 平方米（19.28 亩）。该地块原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地块

部分上建筑平房，部分空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该地块原为化工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原计划作为焊工实训教室。建

筑为平房，虽为工业用地，但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

放沟渠、渗坑、水塘；无工业废水地下输送管线、储存池；无产品、原

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输送管线；无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有毒

有害物质储存或堆放。地块内裸露土壤无明显颜色异常、油渍等污染或

化学腐蚀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刺激性等异常气味。因此本地块无环

境污染情况。

该地块东侧为现兴盛社区，地块南侧为化工中学，地块西侧为化工

八区，北侧均为废弃小区。该地块周边历史上主要以居民为主，四周均

为成熟小区，生活污水入城市污水管网经凡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不

会对本地块土壤产生污染影响。

在地块北侧 360 米处为辽建塑窗旗舰店，仅为简单的塑窗、断桥铝

的机械加工，仅有无组织废气颗粒物和生活污水产生，生活污水入城市

污水管网经凡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不会对本地块土壤产生污染影响。

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

可能的污染源，可用于中小学用地，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再开展第二

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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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议

加强管理，确保不发生任何不符合本地块规划用途的占用场地、堆填

等情况，防止对本场地造成污染，如有土壤污染迹象须停工。如在建设

过程中发现地块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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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8.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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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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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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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土地无污染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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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评审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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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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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关于本地块的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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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访谈照片

巴海唐

孟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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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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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调查质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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