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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8年 8月 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明确要求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各地在土

壤性质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应当按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自然资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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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赣环土壤〔2020〕5号）有关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的要求，需要对 2021年以来重点建设用地用途变更地块开发利用信息自查核实清单的

地块尽快做好补充调查工作。

2019年 12月 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和《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等技术导则来指导地块污染地块调查与

风险评估、地块的治理修复与风险管控工作。

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以下称“本地块”）位于赣州市蓉江新区北至潭东中心小学，东至

规划绿地，南至龙口路，西至九连山路。地块中心位置为114°51′58.04″E，25°45′7.36″N，占地

面积为9173.56平方米。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一类用

地（教育用地），地块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建设用地进行调查。

本地块土地原用途为农用地（地块地类情况说明见附件1），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一

类用地（教育用地）。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等

文件要求，对本地块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受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的委托，按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于2022年6月至2022年7月开展本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过程及结论如下：

本次调查属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根据现场勘探、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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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在和历史卫星影像图可知，项目本地块当前和历史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性活动。具体分析

过程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调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生产活动，

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未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

（2）现场踏勘：现场踏勘时，本地块目前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幼儿园于2021年建设至今还

未投入使用。地块内未发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未发现有毒有害

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

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根据光离子化检验仪PIDGJHB086和便携式XRF重

金属分析仪GJHB085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地块表层土壤VOCs及SVOCs和重金属均未超标。

（3）人员访谈：通过人员访谈，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他

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本地块内

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

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4）地块周边污染源：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学校、办公楼、农田，无其它生产工业企业，

也无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因此，周边地块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综上，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相邻区域地块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地

块土壤环境状况可接受，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本调查报告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和赣州市蓉江新区生态

环境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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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概述

2.1 项目背景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8年 8月 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明确要求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各地在

土壤性质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应当按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自然资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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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赣环土壤〔2020〕5号）有关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的要求，需要对 2021年以来重点建设用地用途变更地块开发利用信息自查核实清单的

地块尽快做好补充调查工作。

本地块土地原用途为农用地（地块地类情况说明见附件 1），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一

类用地（教育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等文件

要求，对本地块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因此，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受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的委托，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相关技术导则和规范的要求，

于 2022年 6月至 2022年 7月开展本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2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地原用途为农用地（地块地类情况说明见附件 1），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一

类用地（教育用地，地块用地情况见附件 2）。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年 8月 31日）等文件要求，对本地块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项目拟通过现场勘探、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分析等调查方法，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

前和历史上是否存在污染源和地块的环境状况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明确第一阶段调查活动是否

可以结束。同时，提出针对性结论及建议，并根据地块规划用途，对存在环境质量问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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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等提出针对性建议及措施，为后续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查是否开展提供依据，为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提供技术保障。

2.3调查原则

根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及管理要求，本地块调查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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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调查范围

本地块为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位于赣州市蓉江新区，北至潭东中心小学，东至规划绿地，

南至龙口路，西至九连山路。地块中心位置为 114°51′58.04″E，25°45′7.36″N，占地面积为 9173.56

平方米。本地块边界拐点坐标详见表 2.4-1，地块宗地图和调查范围见图 2.4-1、图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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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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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本地块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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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本地块调查范围图

2.5调查依据

2.5.1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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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31日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30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实施）；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2013年 3月 15日修订）；

（9）《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第 42号；2017年 7月 1日施

行）；

（10）《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

（11）《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办〔2004〕47号）；

（12）《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发[2014]66号）；

（13）《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7号）；

（1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1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2016年 5月 28日）；

（16）《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1月 25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正；

（18）《赣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8）《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发（2016）

50号）；

（19）《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



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

染防治法 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通知》（赣环土壤〔2020〕5号）；

（20）《赣州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1-2025）。

2.5.2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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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6）《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 656-2009）；

（7）《污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DB11/T 783-2011）；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9）《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及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

年第 78号）

（10）《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1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12）《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

（13）《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25.6-2019）；

（14）《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试行）（2014年 10月）；

（15）《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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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试行）>的通知》（赣环土壤〔2020〕

20号）；

（16）《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编制大

纲（试行）>的通知》（赣环土字〔2018〕30号）。

2.5.3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

（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3）《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DB36 128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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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贡区 1/5万地质灾害调查成果报告》（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院，2020年 3月）；

（6）《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赣州蓉江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Ο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赣蓉政发〔2021〕2号）；

（7）赣州市蓉江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17-2035）；

（8）委托单位提供的用地规划资料等。

2.6调查方法

2.6.1调查程序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与程序见图 2.6-1所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包括三个

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决于地块的污染状况。地块污染状

况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确认——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

第三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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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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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是否污染确认阶段是以采样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确定污染物种

类、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布。该阶段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每一步均包括

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

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认地块污染程度和范围。若地块需要进

行风险评估或土壤修复时，则需要进行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

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要的参数，提出详细的污染程度评估及污染

范围界定，并提出治理目标与推荐治理方案。

本次调查为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先后开展了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以及现场调查采样工作，其结果和结论将为地块后续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

查是否开展提供依据，为地块安全利用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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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及调查程序

2.6.2调查阶段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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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25.1-2019）

的要求，主要工作由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分析以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第

一阶段调查报告编制等步骤组成：

（1）收集关于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和场地环境资料和地块相关记录的信息，作为评估地块

是否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基础；收集并分析现场所在区域的现状信息；分析相邻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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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相关的自然和社会信息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2）对现场进行踏勘，观察地块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勘察地块过

去使用中留下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同时对地块周边区域目前及过去他土地利

用的类型进行初步判定地块污染的状况；

（3）以当面交流的方式对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政府管理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地块权属人、企业负责人或周边居民等）进行访谈；

（4）对地块基础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制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计划和场地环境初步监测方案；

（5）编制报告针对本阶段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并明确是否需要开展

第二阶段调查。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工作技术路线见图 2.6-2：

图 2.6-2 调查技术路线图

明确是否需要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调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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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 地理位置

赣州市位于长江的支流赣江上游，江西省南部。东邻福建省三明市和龙岩市，南至广东省

梅州市、河源市、韶关市，西靠湖南省郴州市，北连江西省吉安市和抚州市，地理范围介于北

纬 24°29′～27° 09′、东经 113°54′～116°38′之间，总面积 3.94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

23.6%，是江西省最大的行政区。赣州市区位优势 优越，自古就是“承南启北、呼东应西、南

抚百越、北望中州”的战略要地，“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要冲”，是珠江三角洲、闽

东南三角区的腹地，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与华南经济区的纽带。

蓉江新区与章贡区、赣县区、南康区、赣州经开区共同组成赣州中心城区的“五大功能区”，

距离黄金机场、赣州站、赣州西站（高铁站）仅 15-20分钟车程。铁路京九线、绕城高速、105

国道、赣南大道、章江河道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北至南昌、九江，南至广州、深圳，东至

厦门、泉州，西至长沙、郴州均可快速抵达。

本地块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北至潭东中心小学，东至规划绿地，南至龙口路，西至九

连山路。地块中心位置为 114°51′58.04″E，25°45′7.36″N，占地面积为 9173.56平方米。地块地

理位置图见图 3.1-1。

图 3.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3.2区域环境状况

2016年 3月，江西省编办批复设立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8月，赣州市人民政府批复

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区域。2017年 5月 16日，赣州蓉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揭牌成立，成

为赣州第 1个、全省第 7个城市功能新区。赣州蓉江新区（以下简称“蓉江新区”）位于赣州市

中心城区西南部，北起上犹江（凤岗至蟠龙段），南至潭口镇上元村，西起蓉江（潭口龙岭交

界段），东至章江。下辖潭东镇、潭口镇和高校园区管理处，共 35个行政村（社区），总面

积约 130平方公里，辖区总人口 22万人。

蓉江新区是江西省第七个城市新区。根据蓉江新区城市设计可知，蓉江新区作为城市未来

发展的市级主中心，将以“商务商业中心、休闲游乐小镇、科创文化小镇、产业服务小镇、滨

水活力小镇”五大片区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是宜居宜业、宜人宜行的生态文明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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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江新区位于赣州中心城区几何中心，与章贡区、赣县区、南康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组成赣州中心城区五大功能板块。蓉江新区城市规划区将依托科教资源、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

努力打造成拉动城市产业提升的经济中心，实施城市人才战略的人才高地，彰显城市生态环境

的山水花园，引领赣州城市发展的现代新城；南部村庄区域将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成

为赣州中心城区生活圈中的特色后花园。

3.2.1气象与气候

赣州市蓉江新区属中亚热带丘陵区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

充沛。根据章贡气候统计(1981-2010年)，年平均气温 19.3℃，最高气温 40.4℃，最低气温-5.9℃，

年平均相对湿度 79%，最高年平均相对湿度 82%，最低年平均相对湿度 74%，年蒸发 1480.2mm，

最高年蒸发 1721.4mm，最低年蒸发 1267.2mm，年平均最大积雪深度 1mm，最高年最大积雪

深度 14mm，最低年最大积雪深度 0mm。根据江西省气象局统计（1957-2017年），平均降雨

量 1461.6mm，年最大降雨量 2091.7mm，年最小降雨量 912.2mm。月最大降雨量为 518.1mm

（1973年），日最大降雨量 152.5mm，时最大降雨量 54.0mm。

降雨量在时间、地域分配上具有不均匀性，且随海拔高程变化明显，境内降雨多具有如下

特征：

（1）时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境内降雨量集中，多集中在 3月～6月、其降雨量之和约

占年总降雨量的 53.83%，雨旱季明显。降雨时段集中，降雨量集中，大到暴雨较多，多连续

降雨、夜雨，春夏季雨量最多，连续降雨最长天数达 22天，最大过程降水量为 302.8mm。

（2）降雨量的空间分布：县境北部及东南部中、低山、丘陵区明显高于河谷平原区。降

雨受垂直气候影响明显，海拔高处降雨明显增多。

根据赣州各县市区的县（市）志和部分乡镇镇志记载，赣州各县市区春季为 3～5月，夏

季为 6～9 月，秋季为 10～11月，冬季为 12～2 月。统计规划区全年及各季的风向频率见表

3.2-1、表 3.2-2，并绘制成风向玫瑰图 3.2-1。

表3.2-1 赣州市蓉江新区近20年全年及各季风向频率统计结果

风向

季度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静风

春季 9.24 6.52 6.25 8.97 6.52 5.98 3.8 3.53 3.8 9.78 9.51 4.89 1.63 2.99 4.03 10.33 7.31

夏季 10.45 2.87 4.71 14.96 8.2 6.76 3.69 3.48 4.51 6.97 13.73 2.46 1.02 2.66 4.10 9.43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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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19.26 4.51 9.43 12.7 11.48 9.02 3.28 2.87 4.10 0.82 1.64 1.23 1.64 1.23 6.56 10.25 3.69

冬季 15.28 7.50 9.44 8.89 9.44 4.17 1.67 1.11 3.06 1.67 2.5 2.78 3.89 4.72 7.5 15.28 2.80

全年 12.81 5.21 7.05 11.58 8.63 6.3 3.15 2.81 3.9 5.34 7.88 2.95 1.99 3.01 5.89 11.23 5.88

表3.2-2 赣州市蓉江新区近20年地面风向特征

类别 主导风向及频率（%） 次主导风向及频率（%） 最少风向及频率（%） 静风频率（%）

春 NNW 10.33

SSW
SW
N

ENE

9.78
9.51
9.24
8.97

W 1.63 7.31

夏 ENE 14.96

SW
N

NNW
E

SSW

13.73
10.45
9.43
8.20
6.97

W 1.02 7.61

秋 N 19.26
ENE
E

NNW

12.70
11.48
10.25

SSW 0.82 3.69

冬
N

NNW
15.28
15.28

NE
E

ENE

9.44
9.44
8.89

SSE 1.11 2.80

年 N 12.81 ENE
NNW

11.58
11.23 W 1.99 5.88

由表 3.2-1、表 3.2-2、图 3.2-1可知：春季主导风向为 NNW风，其出现频率为 10.33%；

次主导风向分别为 SSW、SW、N和 ENE风，出现频率分别为 9.78%、9.51%、9.24%和 8.97%；

W风向出现频率最小，为 1.63%，静风出现频率为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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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赣州市蓉江新区近20年全年及各季风频玫瑰图

夏季主导风向为 ENE风，其出现频率为 14.96%；次主导风向分别为 SW、N、NNW、E

和 SSW风，出现频率分别为 13.73%、10.45%、9.43%、8.20%和 6.97%；以W风向出现频率

最小，为 1.02%；静风频率为 7.61%。

秋季主导风向为 N风，其出现频率为 19.26%，次主导风向分别为 ENE、E和 NNW风，

出现频率分别为 12.70%、11.48%和 10.25%；SSW风向出现频率最小，为 0.82%；静风频率为

3.69%。

冬季主导风向为 N和 NNW风，出现频率均为 15.28%，次主导风向分别为 NE、E和 ENE

风，出现频率分别为 9.44%、9.44%和 8.89%；SSE风出现频率最小，为 1.11%，静风出现频率

为 2.80%。

全年主导风向为 N风，其出现频率为 12.81%；次主导风向为 ENE和 NNW风，其出现频

率分别为 11.58%和 11.23%；W风出现频率最小，为 1.99%；全年静风出现频率为 5.88%。

（2）风速

规划区近 20年平均风速为 1.56m/s，全年逐月及全年平均风速情况见表 3.2-3和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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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赣州市蓉江新区近20年逐月及全年平均风速（m/s）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平均风速 1.52 1.54 1.51 1.54 1.46 1.41 2.14 1.68 1.46 1.57 1.41 1.44 1.56

图 3.2-2 蓉江新区近 20年各月平均风速曲线图

从表 3.2-3和图 3.2-2看出，赣州市近 20年各月平均风速在 1.41～2.14 m/s之间变动，夏

季风速稍大，春秋冬季风速稍小，总体看来全年风速起伏不大。

赣州经开区近 20年全年及各季各风向下的平均风速统计结果见表 3.2-4。

表3.2-4 赣州市蓉江新区全年及各季各风向下平均风速（m/s）

类别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平均

春 1.68 1.18 1.44 1.42 1.23 0.84 1.14 0.87 1.18 1.69 2.37 1.71 1.00 1.14 1.46 1.83 1.50

夏 1.59 0.99 1.63 1.52 1.25 0.95 1.26 1.61 1.74 2.56 2.65 1.97 1.82 1.02 1.37 1.43 1.67

秋 1.92 1.27 1.7 1.55 0.99 0.93 1.01 0.86 1.21 1.05 1.3 1.77 1.2 0.77 2.00 1.85 1.49

冬 2.00 1.33 1.69 1.2 1.02 1.10 1.00 1.25 1.01 0.98 2.14 1.40 1.33 1.21 1.43 1.84 1.50

全年 1.81 1.21 1.63 1.44 1.13 0.94 1.15 1.21 1.37 2.00 2.48 1.71 1.33 1.10 1.53 1.72 1.56

从表 3.2-4看出，全年以 SW风平均风速最大，为 2.48m/s，；其次为 SSW、N，NNW和

WSW风，平均风速分别为 2.00m/s、1.81m/s、1.72m/s、1.71m/s；秋季平均风速最小，E、ESE、

SSE、WNW平均风速分别为 0.99m/s、0.93m/s、0.86m/s、0.77m/s。春夏秋冬四季与全年的变

化基本一致。

3.2.2水系与水文

赣州市蓉江新区属长江流域赣江水系。区内主要江河有 3条，贡江从东自赣县入境，境内

段长约 11.9km；章江从西自南康市入境，境内段长约 28.97km，两江交汇于区内中部合流为赣

江，而后蜿蜒北下，赣江境内段长约 14.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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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全市共对 73个重点流域水质监测断面进行了监测，从监测结果来看，2月，

全市主要流域 73个断面水质达到了相应环境功能区划要求，达标率为 100%。（赣州市 2022

年 2月地表水监测月报 | 赣州市生态环境局 http://sthjj.ganzhou.gov.cn/gzssthjj/c103297/20220

3/d5cb7f81479f455899778575dbd44657.shtml）。

3.2.3区域及地块水文地质

3.2.3.1地形地貌

赣州市在大地构造上位于东西向南岭构造带与北北东向武夷山构造带的复合部位。西北与

东南部出露震旦纪、寒武纪、泥盆纪地层、中部盆地大面积出露白垩纪地层，局部见第三纪地

层。境内以北北东向和东西向构造发育为主。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兼有盆地，周高中低，

四周山地环绕，中部丘陵延绵。西部以中、低山为主，南部以低山、丘陵为主，中部以丘陵河

谷为主，东北部以低山、丘陵为主。赣州市丘陵面积 24053 平方公里，占比 61%；山地面积

8620平方公里，占比 21.89%；50个大小不等的红壤盆地镶嵌其中，面积 6706平方公里，占

比 17%。平均海拔在 300—500米之间，最高海拔为齐云山 2061米，最低海拔为赣县湖江镇张

屋村 82米。

据地貌形态及成因，区内地形地貌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侵蚀构造低山区、侵蚀剥蚀低

丘陵区、侵蚀河谷堆积区。

（1）侵蚀构造低山区

分布于区内潭东镇、潭口镇部分区域。主要由震旦～寒武系变质岩、泥盆系碎屑岩及花岗

岩组成。山脉整体呈北东走向，山顶呈尖形。山顶标高一般 400～1000m 左右，相对高差

300—500m。山脊呈鳍状、垅状，V型、U型谷均有见及，基岩多裸露，山坡坡度一般为 20°～

35°。坡面多有残坡积层覆盖，植被发育，树木参天，以松、杉等常绿乔木为主，樟、何等阔

叶林为次，针阔混交，乔灌并茂，野草丛生，水土保持良好，植被覆盖率达 80%以上。

（2）侵蚀剥蚀低丘陵区

分布于潭东镇、潭口镇部分区域，区内出露地屋主要由白垩系红层碎屑岩构成，海拔标高

一般在 150-300m，切割深度多数 60-100m，其地势波状起伏，坡型以弧凸型居多，自然坡角

一般在 10-25°，表部常见覆盖层和强风化层，植被发育较差，植被覆盖率 50-60%左右，红层

碎屑岩分布区更少。

（3）侵蚀河谷堆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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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堆积区主要分布沿江两岸，呈条带状不对称型展布，地势相对平坦低洼，并稍向河道

斜倾，其河岸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在河水迳流冲刷作用下易产生崩塌现象，但规模不大，危害亦

不严重。

项目区地形地貌属于侵蚀河谷堆积区，地块内地势平坦，地形标高约 122 m。

3.2.3.2地层及水文地质

（1）地层

调查区第四系甚为发育，广泛分布于赣江两岸。根据岩性组合、成因类型、阶地及地貌单

元形态等特征，划分联圩组、赣江组，现分述如下：

1）中更新统进贤组（Qp2j）

分布广泛，发育在主要水系河谷盆地、低山丘岗，组成河谷盆地的Ⅲ、Ⅳ级基座阶地，比

高为 15～20m和 25～40m，以网纹红土为特征，由网纹红土和砂砾石组成，二元结构明显。

可分为下、中、上三部分。

下部为棕红色、棕黄色网纹红土砾石层。砾石以石英为主，少量板岩、细砂岩等。砾径大

者 7～8cm，一般 2～3cm，磨圆度较好，呈圆状－次圆状，多见扁平砾石。砾石为棕红色亚黏

土所包裹。亚黏土质细、粘性好，具发育的网纹，有的砾石表面有斑纹。一般含铁较高，常见

铁壳层，风化呈蜂窝状。平行不整合于赣县组之上。厚度为 2.22m。

中部为棕红色网纹黏土层，夹石英小砾。网纹构造发育，由黄白色黏土质“蠕虫体”组成，

坚实致密，为寒冷而干燥的气候环境。厚度为 2.79m。

上部为棕红色均质黏土层。由粉砂质黏土组成，质细而均匀，略有砂感，含丰富的孢粉，

为温热而湿润的气候环境。厚度为 3.77m。

2）联圩组（Qh1-2l）

该组广泛分布在现代河流、水系两侧，厚度变化大。沉积不整合于下伏地层及岩体之上。

岩性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总厚度为 8.4m。下部为灰白色粗砂砾石层，其上有薄层灰黑

色黏土砾石层，厚 2.20m；中部为灰黑色淤泥质粉砂，厚 2.4m；上部为浅黄色夹棕褐色黏土质

粉砂，含铁质结核，往上渐变为棕褐色夹浅黄色亚黏土，厚 3.80m。构成湖滨三角洲上部高湖

滩阶地。属现代全新统河流沉积。

（2）水文地质条件

1）地下水类型及富水性

根据含水层的岩性特征、组合关系、贮水空间的形态特征、成因类型等划分含水岩组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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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含水岩组的基础上根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理性质、水力特征将项目区地下水划分为

松散岩类孔隙水。再依贮水空间的形态特征、地下水埋藏条件的变化和含水岩组的组合关系等

划分地下水亚类（表 3.1-3）。

表 3.1-3 地下水类型及含水岩组表

地下水类型及亚类 含水岩组及亚组
主要含水层

地层时代代号 储水空隙

松散岩类孔隙水 中粗砂和粉细砂层
Qp2j 沙砾（碎）石之间的空

隙Qh1-2l

项目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的各种砾石、砂、泥成份的含量

及粒度级配对富水性的影响明显，约占地下水总量的 88%。地下水埋深为 2.65~2.8m，含水层

主要为下部中粗砂和粉细砂层。残积、坡积以及其他混合类型所形成的粉质粘土、亚砂土、含

砾亚砂土、红土砾石等富水性弱。水量较丰富，水质类型一般为 HCO3- Cl-Na·Ca型水，矿化

度 0.07-0.11克/升，总硬度 1.6-2.3德国度。

2）地下水补、迳、排条件及动态特征

区内地下水的补给、迳流、排泄条件受地貌及水文气象等因素的控制，具有依赖降雨而补

给，通过地表水系而排泄，一般具有交替循环快，迳流途短等基本特征。雨季是地下水的补给

期，旱季为地下水的消耗期。

项目区域属于河湖平原孔隙水区，河谷区地下水与地表水有密切水力联系，地下水通过河

流排泄。其补给区位于河谷边缘及丘陵，补给来源有二，一为降雨垂直渗入（包括水田渠系渗

漏），二为边缘岗阜丘陵的溶流侧向补给。一般平原迳流区地下水运移缓滞。根据长期观测，

地下水位随降雨而变化，但其频率与幅度比较缓滞，有明显的雨季补给，旱季消耗的特点，年

变化幅度较小，动态曲线多数缓变性，雨季水位缓慢上升，高峰延续时间较长，旱季缓慢下降，

动态曲线较为圆浑对称。

地下水的动态变化受降雨影响外，近河地区还明显受河水位升降的控制，形成近边缘丘陵

补给及迳流区动态变化小，而河床排泄区动态变化大的特点。根据民井调查，一般年变幅 1~3m，

而近河区水井水位普遍有随河水涨落的现象，年变幅一般较大，为 3~5m。

项目区地下水流向总体近自南向北，向章水排泄。项目区 1:25000水文地质图和地下水流

向图见图 3.2-3和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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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项目区 1:25000水文地质图

图 3.2-4 项目区 1:25000地下水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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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区域社会概况

蓉江新区成立以来各项经济指标保持健康稳步增长态势，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8.58亿

元，同比增长 8.6%，增速排名全市第一，分别高于全省、全市 4.8、4.4个百分点；财政总收入实

现 4.6亿元，同比增长 59.2%，顺利完成“三年翻两番”目标任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达 57.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5.0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5.06亿元，同比增长 71.8%。三次产业

结构调整优化为 1.36：21.77：76.87。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禽产业趋

于稳定。

蓉江新区坚决打好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发力建筑工地扬尘整治、工业源大气污染治理、

道路扬尘治理及餐饮油烟整治，建成全市第一个乡镇空气环境质量监测站，全区空气优良天数、

PM2.5年均浓度值、PM10年均浓度值均达到标准；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统筹推进章江流域

蓉江新区段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清河行动、河流“清四乱”行动，区内 4个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100%，

饮用水源水质优良率为 100%，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 97%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100%。扎实推进生态保护和矿山治理等工作，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30.61%，累计完成低质低效林改

造 7506亩，林分结构有效改善，森林资源质量明显提高；通过“土壤改良+植被恢复+截排水沟”

工程治理辖区废弃稀土矿山 1.65亩，完成全部非金属矿山“乱象”整改，绿色矿山创建顺利通过

验收。

3.4环境保护目标

为了解项目区周边 800m范围环境现状及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地块

及周边现状进行了现场调查，并调取 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图予以确认，周边 800m范围环境保护

目标详见表 3.4-1，本地块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详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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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地块周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周边地块 相对地块边界方位及距离

1 谭东镇政府 地块边界北东约 500 m

2 谭东中学 地块边界北约 300 m

3 谭东镇中心小学 地块边界北约 80 m

4 茶元村 地块边界东南约 400 m

5 过路村 地块边界南侧和东南侧约 100m

6 东坑村 地块边界西北约 300 m

9 物流园、建材公司 地块边界北东约 400 m

10 农田、荒地 地块西侧、南侧和东侧

从表 3.4-1与图 3.4-1可知，地块周边 800m范围内以居民区主，以及部分学校、办公楼、农田，

地块周边无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自然和文化遗产等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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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本地块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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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

3.5.1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通过对地块使用权人及知情人访谈并结合前期调查资料分析可知：地块历史上一直未予开

发利用，由于项目所在地位于乡镇，迟至 2004年 8月才有卫星影像图，故地块最早可追溯到

2004年 8月的影像资料，最新卫星影像时间为 2022年 6月。

通过 Google earth 查询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得到本地块 2004、2008、2009、2011、2013、

2014、2015、2016、2018、2020、2022共 11个年份的高清历史卫星影像图，时间跨度长达 19

年，分别记录本地块历史变迁情况。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表 3.5-1，地块 2004年 8月-2022年

6月年的历史卫星地图见图 3.5-1~3.5-11。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下表所示。

表 3.5-1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人 备注

1 -- 2004年 8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2 2004年 8月 2008年 5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3 2008年 5月 2009年 3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4 2009年 3月 2011年 2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5 2011年 2月 2013年 10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6 2013年 10月 2014年 7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7 2014年 7月 2015年 8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8 2015年 8月 2016年 4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9 2016年 4月 2018年 2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10 2018年 2月 2020年 4月 农用地 过路村村民委会

11 2020年 4月 2022年 6月 教育用地
赣州蓉江新区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卫星历史影像图，该地块地块于 2004年至今，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未进行

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本地块于 2021年作为教育用地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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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地块2004年卫星影像图

图3.5-2 地块2008年卫星影像图

图3.5-3 地块2009年卫星影像图

图3.5-4 地块2011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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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 地块2013年卫星影像图

图 3.5-6 地块 2014年卫星影像图

图 3.5-7 地块 2015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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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8 地块 2016年卫星影像图

图3.5-9 地块2018年卫星影像图

图 3.5-10 地块 2020年卫星影像图

图 3.5-11 地块 2022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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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根据历史卫星影像以及资料收集，自 2004年至 2022年（卫星影像图最早追溯至 2004年 8月），

调查区域周边大部分为以居民区主，无明显变化，周边无其他工业企业，部分为学校、办公楼、农

田。

2004年 6月，本地块周边为过路村、东坑村、茶元村，地块周边基本为房屋和农田，无其他

工业企业；

2004年 6月-2008年 5月，本地块及其周边历史卫星影像缺失；

2008年 5月，本地块北侧谭东镇中心小学开工扩建，地块周边无其他工业企业。

20011年 2月，本地块北侧谭东镇中心小学，东北方向金富康小区已开工建设，地块周边无其

他工业企业。

20013年 10月，本地块南侧及东侧地块房屋已拆除，东侧地块已开工建设，其他相邻地块卫

星影像变化较小。

2015年 8月，本地块南侧地块已开工建设，地块周边无其他工业企业。

2016年 4月，其他相邻地块卫星影像变化较小，地块周边无其他工业企业。

2016年4月-2018年2月，本地块北侧谭东镇中心小学基本建成，其他相邻地块卫星影像变化较

小，地块周边无其他工业企业。

2018年2月-2022年6月，本地块周边已开工地块已完成施工，其他相邻地块卫星影像变化较小。

以上所述情况根据历史卫星影像、资料收集和相关方人员访谈所知，情况真实。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如下图 3.5-12~3.5-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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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6

6

图3.5-12 相邻地块2004年卫星影像图

图3.4-13 相邻地块2008年卫星影像图

图3.5-14 相邻地块2009年卫星影像图

图3.5-15 相邻地块2011年卫星影像图

制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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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6 相邻地块2013年卫星影像图

图3.5-17 相邻地块2014年卫星影像图

图3.5-18 相邻地块2015年卫星影像图

6 制约评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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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9 相邻地块2016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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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0 相邻地块2018年卫星影像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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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1 相邻地块2020年卫星影像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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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2 相邻地块2022年影像图

6 制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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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

3.6.1地块现状

现场踏勘时，本地块目前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幼儿园于 2021年建设至今还未投入使用。

根据现场勘察，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能造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本地块现状如图 3.6-1所示。

图3.6-1 本地块现状照片

3.6.2相邻地块现状

本地块北至潭东中心小学，东至规划绿地，南至龙口路，西至九连山路。地块中心位置为

114°51′58.04″E，25°45′7.36″N，占地面积为 9173.56平方米。目前，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农田、

学校和办公楼，不会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造成影响。周边无其它生产工业企业，也无任何工

业生产性活动。相邻地块现状照片如图 3.6-2所示。

图 3.6-2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3.7 地块利用规划

3.7.1 蓉江新区规划

蓉江新区肩负加快赣州建设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纵深推进赣南

苏区振兴发展、打造江西南部重要增长极的战略使命。2016年 9月 24日，赣州市第五次党代

会上明确提出，要“高标准建设蓉江新区”。2017年 9月，市委、市政府明确将蓉江新区打

造成为赣州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和总部经济中心、金融商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文化旅游中心

等“一区四中心”定位，指明了新区在赣州发展大局中的发展路径和方向。

总体目标：一区四中心、山水智慧城

（一）目标：一区四中心

“一区四中心”是指赣州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总部经济中心、金融商务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文化旅游中心。

建设总部经济中心：引进世界及中国百强企业、跨国公司、国内大企业的区域总部及其功

能性中心落户蓉江新区，并引导央企、国企、重点赣商、行业领军企业在新区投资发展。鼓励

其他县（市、区）将企业总部迁入或设在蓉江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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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金融商务中心：设立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总部

或二级以上机构。设立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等类金融机构。

发展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设立金融后援服务中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商业会展、高端

酒店、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区内高校资源优势，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

设立研发中心，共建实验室，组建产学研联盟，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造蓉江新区特色科技

小镇。规划建设集建筑设计、传媒设计、服装设计等主要业态于一体的设计创意产业园。

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依托峰山、欧潭、蓉江、章江及蓉江新区内蓝绿成网的优质生态资源，

建设以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科技文创等为主题的特色文化创意小镇、艺术小镇。依托欧潭及

滨江良好的交通区位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禀赋，打造以文化休闲、体育健身、主题游乐、交

通集散为主的文化旅游中心。依托南部村庄天然资源禀赋，打造城市近郊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和

郊野休闲度假区，成为赣州中心城区生活圈中最具魅力特色的后花园。

（二）目标二：山水智慧城

“山水智慧城”是指用地布局生态绿色、公共设施智慧共享、城市品质绿城交融。

图3.7-1 蓉江新区规划图

3.7.2 本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出具的用地情况说明，本地块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

地一类用地（教育用地），地块用地情况说明见图 3.7-2。

图3.7-2 地块用地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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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分析

结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过程中收集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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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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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工作，将在现有地块初勘工作基础上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进一步识别该地块污染物种类，初步分析污染分布范围，为后续

地块相关工作提供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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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集的资料信息情况，判断资料中是否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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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资料清单中说明。

4.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现场勘查，已初步掌握该地块平面图，地块现状图等资料。为进一步分析地块污染特

征，补充现有资料，项目组还收集到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详细环境

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详细自然社会信息。

主要来源于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赣

州市蓉江新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资料清单以及信息来源见表 4.2-1所示。

表 4.2-1 资料清单一览表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与否 资料来源

1 基本资料

场址、边界及占地面积 已获取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

蓉江新区分局、

赣州市蓉江新区管

委会

地块平面图 已获取

地块现状 已获取

地块未来土地使用功能规划 已获取

2 地块历史及变迁资料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未获取

该地块土地历史使用情况 已获取

3 区域经济及社会等资料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已获取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已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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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走访赣州市生态环境局和赣州市蓉江新区生态环境局，未获得该地块环境污染

问题反馈信息。

4.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主要来源于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赣

州市蓉江新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资料清单以及信息来源见表 4.2-1所示。

表 4.2-1 资料清单一览表

此外，通过走访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蓉江新区分局，未获得该地块的土地登记信息；通过走

访赣州市生态环境局，未获得该地块环境污染问题反馈信息。

4.3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主要来源于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集团有限公司和周边居民等相关单位和人员，资料清单以

及信息来源见表 4.2-1所示。

表 4.2-1 资料清单一览表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与否 资料来源

1 基本资料

场址、边界及占地面积 已获取

赣州市自然资

源局蓉江新区

分局

地块平面图 已获取

地块现状 已获取

地块未来土地使用功能规划 已获取

2 地块历史及变迁资料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未获取

该地块土地历史使用情况 已获取

3 区域经济及社会等资料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已获取 赣州市蓉江新

区管委会官网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已获取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与否 资料来源

4
区域地质及环

境资料

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已获取 核工业赣州工程勘

察集团有限公司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 已获取

5
地块周边相关

资料

地块周边土地使用现状 已获取

91卫星地图软件
地块周边土地历史使用状况 已获取

800m范围内有无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 已获取

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 已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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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时，本地块目前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幼儿园于 2021年建设至今还未投入使用。

地块内未发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

存、使用和处置设施。

根据现场勘察，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能

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采用光离子化检验仪 PIDGJHB086和便携式 XRF重金属分析仪 GJHB085，对地块表层土

壤进行检测，以初步判断该地块污染情况。PID 现场快速检测用于地块土壤中的 VOCs 及

SVOCs的现场检测，XRF现场测试用于重金属类指标的现场初筛工作。布点遵循梅花布点，

四个角加中间布点原则。现场快速检测布点图和现场快速检测照片分别如图 5.1-1 和

5.1-2-5.1-10所示。

根据光离子化检验仪 PIDGJHB086和便携式XRF重金属分析仪GJHB085现场快速检测结

果，地块表层土壤 VOCs及 SVOCs和重金属均未超标。

图 5.1-1 现场快速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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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T01现场人员快速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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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T01现场检测结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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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T02现场人员快速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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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T02现场检测结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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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T03现场人员快速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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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T03现场检测结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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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T04现场人员快速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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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T04现场检测结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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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T05现场人员快速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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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0 T05现场检测结果照片

5.2人员访谈

5.2.1人员访谈情况

在现场勘查阶段，本单位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方式，对地块污染源、周边环境和敏

感受体信息进行收集。访谈人员为土地使用者、地块管理者、政府管理部门、环保管理部门人

员和地块周边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等，访谈对象一览表见 5.6-1，访谈记录单详见附件 2。

表 5.6-1 访谈对象一览表

序号 访谈对象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1 政府管理部门 谌子宇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榕江分局 18579726296

2 环保理部门 凌艳兰 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蓉江新区分局 0797-8163863

3 企业管理人员 温伟晨 赣州榕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720793455

4 企业管理人员 胡绍峰 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17687910190

5 地块周边区域居民 杨大昆 茶元村 15970094870

6 地块周边区域居民 陈庆莲 过路村老屋组 13807977721

备注 访谈人员 稂涛 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880707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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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记录姓名 人员访谈照片

谌子宇（赣州市自然资源局榕江分局）

凌艳兰（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蓉江新区分局）

温伟晨

（赣州榕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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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记录姓名 人员访谈照片

胡绍峰（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杨大昆（茶元村）

陈庆莲（过路村老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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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访谈情况统计

访谈方式主要以现场咨询，发放人员访谈表等方式进行，并对照已有资料进行补充与核实。获

得的主要信息包括以下几点：

（1）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未有较

大变化。

（2）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

（3）本地块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4）本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5）本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

（7）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8）本地块内未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9）本地块内无遗留的危险废物堆存。

（10）本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过污染。

（11）本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

（12）本企业地块内未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5.2.3访谈结果

通过人员访谈，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

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

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

堆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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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5.4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不涉及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

5.5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不涉及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5.6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无工业企业的管线，地块周边设有市政生活污水管道，经沟

渠进入章水，对本地块和相邻地块环境影响较小。

5.7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地势平坦，地下水和地表水总体流向自南向北。本地块内当

前和历史上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周边无工业企业。相邻区域地块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6结果和分析

6.1地块污染源分布

本地块目前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幼儿园于 2021年建设至今未投入使用，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

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6.2周边污染源分布

本地块北至潭东中心小学，东至规划绿地，南至龙口路，西至九连山路。地块中心位置为

114°51′58.04″E，25°45′7.36″N，占地面积为 9173.56平方米。目前，周边主要为居民区，部分为学

校、办公楼、农田，不会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造成影响。周边无其它生产工业企业，也无任何工

业生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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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本次调查区域为蓉江新城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区域，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相关资料分析，

本地块目前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幼儿园于 2021年建设至今未投入使用。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

一类用地（教育用地），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本地块污染识别结论如下：

（1）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

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2）根据现场勘察，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

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根据光离子化检验仪 PIDGJHB086和便携式 XRF重金属分

析仪 GJHB085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地块表层土壤 VOCs、SVOCs和重金属均未超标；

（3）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学校、办公楼和农田，不会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造成影响。周边

无其它生产工业企业，也无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

综上，初步判断本地块及周边土壤受污染可能性较小，可作为第一类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无需

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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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建议

7.1结论

7.1.1调查结果分析

谭东中心幼儿园地块北至潭东中心小学，东至规划绿地，南至龙口路，西至九连山路。地

块中心位置为 114°51′58.04″E，25°45′7.36″N，占地面积为 9173.56平方米。本地块土地使用类

型一直为农用地，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一类用地（教育用地），地块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

性活动，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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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建设用地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属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根据现场勘探、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分析，结

合现在和历史卫星影像图可知，项目本地块当前和历史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性活动。具体分析

过程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调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生产活动，

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未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

（2）现场踏勘：现场踏勘时，本地块目前为谭东中心幼儿园，幼儿园于 2021年建设至今

未投入使用。地块内未发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未发现有毒

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

染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根据光离子化检验仪 PIDGJHB086和便

携式XRF重金属分析仪GJHB085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地块表层土壤VOCs和重金属均未超标。

（3）人员访谈：通过人员访谈，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一直为农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他

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本地块内

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

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4）地块周边污染源：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学校、办公楼和农田，不会对本地块土壤、

地下水造成影响。周边无其它生产工业企业，也无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

综上，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相邻区域地块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土

壤环境状况可接受，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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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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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主要为：

（1）本报告的结论或推论均是调查人员根据有限的资料和数据，通过人员访谈、资料分

析和逻辑推理得出。因此，其准确性和适用性与客观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2）本报告所记录的内容和调查发现仅能体现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期间地块的现场情

况及周边环境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告并不能体现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束后该地块上

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土壤环境状况的改变。

7.2建议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后，调查地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经评审认定后，调查地块可进入土地变更程序。

（3）后期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土地使用权人应做好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工作。

保护地块生态环境不被外界人为污染，杜绝出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

保持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4）后续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需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

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场地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5）鉴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不确定性，后续开发利用期间，如发现土壤、地

下水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施工，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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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图附件

附图 1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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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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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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