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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本项目地块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需要对原有土地的污染状况

进行调查。通过对地块曾经开展的各类生产活动，特别是可能造成污染的生产、生

活活动进行调查，弄清原址地块土壤污染的基本状况。

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地块位于宿迁市湖

滨新区，四至范围为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宿迁市人民警察培训

学校。面积为30670㎡（约46.13亩）。目前，该地块现状用地为农用地，拟流转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了调查该地块是否受到污染，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委托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地块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我

单位接受委托后，立即开展了详细的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工作，在对调查地块污染

识别后，依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要求编制

了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调查地块（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宿迁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2021 年以前一直为农田或空地，目前已经被征收，准备建设成宿迁市公安局警务

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面积为30670㎡（约46.13亩）。本调查地

块内的地块用途具体分为两部分，其中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为22477㎡；警务技

能训练基地为8193㎡。

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现场块筛等调查内容，结合地块

内的历史卫星影像分析可知地块及相邻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不存在工业企业，未涉

及工业生产活动，调查地块周边 500m 内主要以社区、学校、农用地为主，不存在

污染调查地块可能。因此，调查地块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

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地块满足第二类用地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建设要求，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可以满足未来用地的开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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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土壤利用类型发生变化后，需要对原有土地的污染状况进行调查。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通过对地块曾经开展的各类生产活动，特别是可能造成污染的生产、

生活活动进行调查，弄清原址地块土壤污染的基本状况。

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地块位于宿

迁市湖滨新区，四至范围为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宿迁市

人民警察培训学校。面积为30670㎡（约46.13亩），地块地块中心区域地理坐

标为N：34.025471884°，E：118.293793863°。目前，该地块现状用地为农用

地，拟流转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了调查该地块是否受到污染，宿迁市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地块的

土壤污染调查工作。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立即开展了详细的现场踏勘、资料收

集工作，在对调查地块污染识别后，依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的要求编制了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根据相关调查结果，调查地块（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

宿迁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2021 年以前一直为农田或空地，目前已经被征收，

准备建设成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面积为30670

㎡（约46.13亩）。本调查地块分为两部分，其中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为22477㎡；警

务技能训练基地为8193㎡。

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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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污染；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可能

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地块紧邻周边无污染源；现场调查不存在土壤污染迹象；

地块相关资料较齐全，判断依据充分；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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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对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地块进行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在资料收集与分析、地块相关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的基础

上，了解地块历史利用情况、地块环境资料及周边环境现状，简要分析地块内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是否有受污染的潜在可能。如果有受到污染影响的风险，则了解

污染源、污染类型、污染途径和主要污染物等，并通过对获取地块信息资料的分

析，初步给出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质量状况是否满足规划建设项目要求的初步结

论，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历史使用特征、周边地块环境状况，第一阶段

工作对目标地块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环境介质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因素进行

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和综合分析，判断目标地块内土壤、地表水、地

下水等环境介质是否有可能受到不良环境影响。如果需要进一步采样验证地块内

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等环境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则进行针对性的布置监测点

和选择样品分析项目。

（2）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当前国内建设用地环境调查的相关技术规范、

导则和标准的要求，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进行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整

个工作过程从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直至调查报告的

编写等均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的要求。

（3）可操作性原则：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综合考虑地块历史使用和

现状情况，结合当前科技发展、专业技术水平、现场施工条件、地块地层、地表

水和地下水条件等客观因素，确保调查过程可操作性强，调查结果合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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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与内容

本次调查的核心范围为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宿迁市人民

警察培训学校。具体位置见图2.2-1，具体调查范围见图2.2-2（图中红色边框内

为本次调查范围）。本次调查范围坐标点一览表见表2.2-1。

表 2.2-1 本次调查范围坐标点一览表

地块拐点编号 X Y
1 3767322.223 39619388.191

2 3767279.963 39619632.945
3 3767190.142 39619617.245
4 3767196.430 39619582.561
5 3767187.803 39619402.236
6 3767179.745 39619400.928
7 3767179.153 39619387.544
8 3767062.216 39619367.821
9 3767066.463 39619343.518
10 3767232.906 39619372.580

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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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地块地理位置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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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地块调查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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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4 月24 日修订，2015 年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2019 年

6月 5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6 月27 日修正，2018 年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8 月31 日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6 年12 月27 日修订，2017

年1 月1 日施行）

（6）《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年12月27日）

（7）《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4 月12 日修订，2018

年 8 月 1 日施行）

2.3.2 技术导则、规范和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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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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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6）《环境检测分析方案标准指定技术导则》（HJ/T168-2010）

（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

(GB36600-2018)

（7）《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 年 1月实施）

（8）《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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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方法与技术路线

2.4.1 调查方法

对地块历史利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等手段开展。

2.4.2 技术路线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明确指出，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应分阶段进行，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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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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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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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6600 等国家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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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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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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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编制调查报告。

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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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资料收集

调查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目标地块土地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政

府发布的环境政策性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等。

（1）土地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目标地块和相邻地块的历史状况的航片

或卫星图片；目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目标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场内

建筑、设施等变化情况的记录和信息；对目标地块历史使用信息的了解，有助于

采样调查工作量的布置。

（2）目标地块历史生产活动资料：包括目标地块内企业生产产品、原辅材

料和中间体、生产工艺、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泄漏及事故记录等，对这些资料的

搜集分析有助于对采集样品分析参数的确定。

（3）目标地块环境资料：包括目标地块内企业环评资料、环保验收资料、

企业环境自行监测资料、政府相关环保督察部门的例行监测资料等，以及相邻目

标地块的相关环境调查成果。对以上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亦有助于对本目

标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位的确定和采集样品分析参数的确定。

（4）政府机关颁布的环境资料：包括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

与目标地块有关的在相关环保部门的备案和批复、生态和水源保护区及规划等。

（5）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

文、地质、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主要包括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等。

2.4.4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以了解目标地块内有无可疑污染源和疑似污染区域为主。若有可疑

污染源或疑似污染区域，则了解可疑污染源的类型、疑似污染区域的状况和可能

的影响范围。同时，了解地块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区域地形地貌

及地表水系分布情况等。通过现场踏勘，结合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和人员访谈结果，

对第二阶段采样布点提供决策性依据。

2.4.5 人员访谈

根据现行技术导则和指南要求，进行本次调查的人员访谈。

访谈对象主要为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项目业主单位人员、在本地块曾工

作或生活过的人员，以及周边长期居住的居民。访谈内容主要为地块历史流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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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状况、历史生产活动状况、曾经发生的环境事故和污染物排放，以及周边居民

对土壤污染风险的认知和对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理解等。通过访谈，与前期

收集的地块资料，以及现场踏勘情况进行互相验证，形成对地块土壤、地表水和

地下水环境状况的初步判断。

2.4.6 调查报告编制

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个方面所获得的资料，编制初步调查报告，形成基本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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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该项目位于湖滨新区，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宿迁市人民警察

培训学校。隶属于宿迁市湖滨新区。

宿迁市湖滨新区位于宿迁市西北部、市区北部，区管委会驻地位于境域中东

部。湖滨新区南与主城区以中运河为界相望，西与睢宁县接壤，东与宿豫区毗邻，

北与新沂市搭界，区域东西最大跨度为 36千米，南北最大跨度为 17千米，地理

坐标在东经 118°0′18″—118°23′29″，北纬 34°0′21″—34°9′51″之

间，区域总面积 448 平方千米。

3.1.1 自然环境

3.1.1.1 地形地貌

宿迁地质构造属我国东部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秦岭、昆仑纬向构造带和淮

阴山系形外带相复交会的部位，扬子准地合的东苏北土凹陷区，基底为前震旦系

泰山群变质岩类。上复有第三系，第四系松散堆积层，第三系下部为峰山组，岩

性以粉细砂和含砾中粗砂为主，局部间夹薄层粘土，上部为下草湾组，主要岩性

为粘土、亚粘土、中细砂薄层。第四系自下而上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冰水层、第

二层为冲洪积层，第三层属海陆交替相沉积层。宿迁市市区地震烈度为 9 度。

3.1.1.2 水文地质

宿迁市地处淮、沂、沭泗水系下游，全市水域面积 1173 平方千米，承泄山

东、徐州地区来水，分别由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新沂河入口入海。

宿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主要有两河一湖，其中京杭大运河北起新沂市窑湾镇

进入宿豫区境内，从西北皂河镇的三湾向东南纵贯五乡镇，最后出仰化流入泗阳

县，境内全长 69.5km，宽度在 100-200m 之间，其水位分别由皂河、宿迁、刘老

涧三个节制闸控制，最高水位 18.93m，最低水位 17.06m；陆塘河起源于骆马湖，

在宿豫区境内约 36.5km，沿东南向流入泗阳县境内。陆塘河原为沂泗和骆马湖的

主要排洪出口，自 1964 年江苏省水利厅决定陆塘河不再分泄骆马湖洪水，而变

为流域排涝河道。河底高程 14.0-9m，河底宽 13.5-60m，堤顶高 22.5-14.8m，设

计排涝水位 16.45-12.8m，最高排涝流量 140m³/s 左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8%BF%90%E6%B2%B3/55550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D%A2%E5%AE%81%E5%8E%BF/10856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F%E8%B1%AB%E5%8C%BA/42734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B2%82%E5%B8%82/1007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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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唯一的湖泊—骆马湖，总水面积约 45万亩，在宿豫

境内约 35万亩，最大水容量 14.5 亿立方米，相应水位 24.5m，汇集中运河及承

接山东省进入我省的沂河、新戴河来水，调蓄后通过嶂山闸经新沂河宣泄入海，

最大泄洪量 5760m³/s，是集防洪、灌溉、水运、养殖等功能为一体的中运河上的

一颗明珠。

宿迁市地下水可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两大类。

1、松散岩类孔隙水

根据沉积物的时代、成因、地质结构及水文地质特征，区内含水层可分为潜

水、微承压水(第Ⅰ承压水)和第Ⅱ、第Ⅲ承压水含水层。

（1）全新统（Q4）粉砂、粉质粘土孔隙（潜水）

该含水岩组以废黄河泛滥堆积分布最广，其含水砂层组合类型各地不一，河

漫滩、自然堤近侧，粉质砂土、粉土裸露；远离河道由粉质粘土与粉土互层，厚

度一般为 2-10m，最大为 19.55m。据钻孔抽水资料反映，含水贫乏，出水量小于

100m 3 /d。含水层大面积裸露，受降水直接补给，水位埋深一般为 2-3m，滩地

可达 5m左右。

（2）上更新统（Q3）粉土、粗砂层孔隙弱承压水（第Ⅰ承压水）

发育在含钙质结核粉土的中段。据钻孔资料：沿废黄河一带厚度较大，西南

岗地大部分缺失，底板最大埋深 40余米，水位埋深一般为 1m，水量中等，局部

富集，水质良好。

（3）第Ⅱ承压水

时代相当于中、下更新统和上第三纪宿迁组。中、下更新统砂性土层较发育，

两者间经常以砂砾层直接相触，构成统一的孔隙承压含水岩组，一般厚度

16-19.5m，最大厚度 34.9m，顶板埋深 30.3-49.3m。含水砂砾皆为河流冲积而成。

砂砾层厚度与地层总厚比多在 70％以上，富水性受砂层厚度的控制；构造凹陷区

含水砂层发育，水量较丰富，反之则非。大致以郯—庐断裂带东界断裂为界，东

部富水带长轴为北西-南东向，如卢集—黄圩富水带，钻孔抽水最大单位涌水量

达 348.48m3/d·m；西部富水带呈南北向，单位涌水量最大达 190.27m3/d·m。

由于新构造上升，岗地边缘地带含水层变薄，单位涌水量小于 43.2m3/d·m，

水位埋深一般为 15-17.5m，矿化度一般小于 1g/L，局部达 1-2g/L。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

（4）第Ⅲ承压水

①中新统下草湾组砂层孔隙承压水下草湾组早期沉积为河湖相，沉积颗粒较

粗，多为砂砾层，向湖心过渡则变为细粒的粘土；后期湖水扩大，细粒粘土迭加

沉积，构成了上有隔水层覆盖的砂砾孔隙承压水。据统计，含砾比湖滨粗粒相为

5％-50％，湖心粗粒相趋近于零，即没有砂层沉积。埋深一般为 50-100m 左右，

最大含水砂层厚度为 62m，南部近湖心带缺失。

②中新统（N1）峰山组砾砂层孔隙承压水

峰山组的分布构成了埠子—上塘古河道及龙集-新袁泛滥盆地的河流冲积

相，决定了砂砾石层的发育，泛滥盆地因水流相对开阔、平缓，细粒沉积增多，

故含砂比为 50-100％。砂砾石层次多且厚，厚度达百米以上，可至 113m（泗洪

车门），一般 30-50m，顶板埋深深者达 150m，一般埋深 60m 左右，局部地段已

抬升接近地表。

2.基岩裂隙水白垩纪砂页岩、侏罗纪火山岩及下元古界的片麻岩，以垅岗、

残丘的形态出露于重岗山、赤山、马陵山与韩山等地。含有微弱的构造裂隙水，

单井涌水量小于 10-100m3/d。局部构造裂隙发育在低洼的地形条件下，有利于

裂隙水的补给，单井涌水量大于 100m3/d。测区内基岩裂隙水无供水价值。

（二）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1.第 I 含水岩组

浅层水第 I含水岩组，为全新统（Q4）和上更新统（Q3）潜水和微承压水（第

Ⅰ承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其次是农田灌溉及河渠入渗补给，地下水

和降水有着密切关系，雨季水位上升，旱季水位变化幅度大，一般为 2-2.5m，从

6月份雨季水位开始恢复，9月份结束后逐渐下降，一般地说最高水位滞后于最

大降水期一个月。表层亚砂、粉砂的分布为降水入渗提供了良好途径，含钙核亚

粘土的砂层水具微承压性，接受上部垂向渗入补给的强弱，取决于上覆亚粘土钙

核的含量。

潜水位随地貌不同而异。废黄河高漫滩埋深大（3-5m），分别向两侧埋深递

减，最小埋深小于 1m。高漫滩构成了潜水的分水岭，地下径流分别向北东、南

西向流动。当遇到北西—南东向垅岗的相对阻隔后又转为东南，最后向东部冲积

平原排泄。潜水由于地形平坦，含水层岩性又为粉砂、亚砂土、亚粘土，所以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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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条件差。水力坡度、地下水流向与地形坡度、地表水汇集方向密切吻合。

潜水、微承压水的排泄主要是垂向蒸发，另一排泄途径是人工开采，目前全

市约有浅水井 20万眼。

2.第Ⅱ承压水含水层

该层地下水水位变化较大，年变幅 0.5-1.2m。水位上升一般在雨季或雨后期，

表明区域地下水位形成有一定量的大气降水参与，另从第Ⅰ含水层某些薄弱的隔

水层向下越流补给。沭阳及部分泗阳县范围内第Ⅱ承压水作为主要开采层，地下

水位大幅度下降。地下径流来自西北、西南沂沭、淮河流域，向东北、东南排泄。

其中重岗山以北及废黄河西南侧，为地下径流汇集带，向洪泽湖方向运移。总趋

势则由西向东，由低丘、垅岗向平原排泄。

3.第Ⅲ承压水含水层

在西部的郯—庐断裂带内，局部地区第Ⅲ承压水的砂层直接出露于地表，接

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或地表水的渗漏补给，但补给的范围不大。同时还有越流

补给。深层水水位变化无暴起暴落现象，但总的看地下水位的升降与大气降水有

关。雨季结束后（一般是 8-9 月份）地下水位开始上升，只是由于含水层埋藏深，

水位变化往往是滞后降水一段时间，而不能立即得到补给，滞后的长短与含水层

的岩性、结构以及上覆地层的透水性密切相关。有的含水层透水性好，隔水层薄

或者离补给区近，则补给快，反之则慢。该含水层砂砾颗粒粗，渗透性强，单井

涌水量丰富。其补给主要靠侧向径流。深层水排泄除径流排泄外主要是人工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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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2-1 宿迁市地下水II承压含水层埋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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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2-2 宿迁市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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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气象与气候

宿迁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具有较明显的季风性、过渡性和不稳定

性等特征。受近海区季风环流和台风的影响，冷暖空气交汇频繁，洪涝等自然灾

害经常发生。根据宿迁市气象局观测站统计的近20年气候资料，主要气象要素特

征见表2.1-1。宿迁市气象局观测站位于宿城区河滨街道办事处半窑居委会

（33°59'N，118°16'E，观测场海拔27.8米）。

表2.1-1 宿迁市近20年气象特征参数表

气象要素 数值

气温

20年年平均气温℃ 15
年平均最高气温℃ 26.8
年平均最低气温℃ -0.5

湿度

历年平均相对湿度% 74
最大相对湿度% 89
最小相对湿度% 49

降水量

最大降雨量（毫米） 1700.4
最小降雨量（毫米） 573.9

多年平均降雨量（毫米） 988.4
霜 无霜期（天） 208

日照总时 多年平均数日照总时（小时） 2291.6

风
平均风速（m/s） 2.9

最大10分钟平均风速 32.9

1988年-2007年，累年年平均气温为15℃，其中1988年-2007年，累年年平均

气温为14.2℃，年际之间的温差变化不大，1998年-2007年累年年平均气温

15.1℃，年际之间的最大变化为为2.3℃（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年份出现在2007年，

为15.3℃，最低年份1992年，为14.1℃）。

宿豫区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全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

沛。年平均气温13.8℃，年平均最高气温14.3℃，最低13.3℃。历年最高气温一

般在35℃～38℃之间，最低气温在-4℃～-5℃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2363.7小时，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5%，年平均风速为2.8米/秒，年平均降水量937.6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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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累年各风向频率、平均风速玫瑰图（近20年）

3.1.1.4 土壤植被

土壤分为 4 个土类，7 个亚类，15 个土属，37 个土种。紫色土和棕壤土

分别在北部低山丘陵区；潮土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由黄泛冲击物发育而成，主

要分布在运河以西地区；砂礓岗土分布在河湖沉积平原地带，面积仅次于潮土，

主要分布在运河以东地区。

宿迁市植被以杨类占优势的温暖带落叶林为主，85%以上，其它树种有刺槐、

中国槐、臭椿、柳、榆、桑、泡桐等；南方亚热带树种有山杨、刺楸等；果树有

李、桃、杏、苹果、梨、枣、葡萄等；灌木有紫穗槐、野蔷薇、山胡椒等；长绿

灌木有小叶女贞、刚竹、淡竹、紫竹等；藤本植物有木通、爬山虎、南蛇藤等；

草本有狗尾草、蒲公英、苍耳等。农田的植被有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

油菜、山芋、花生等作物。全市的成片林面积不断扩大，农田林网已经基本形成，

其涵养水源、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的功能已经开始明显发挥作用。

3.1.2 区域经济社会环境概况

3.1.2.1 社会经济条件

2018年，湖滨新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3亿元、同比增长16%；实现工

业销售收入57.6亿元、同比增长27.5%；实现进出口总额1.83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接待游客5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亿元，分别增长5.8%、14.2%。

第一产业：2018年，黄墩镇水产养殖基地被评为省级渔业精品园，全区精养

面积2.5万亩，已有5个知名品牌通过招商进驻园区，新增生态养殖项目8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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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循环水养殖面积达7万平方米，生态养殖规模位居全省前例。

第二产业：2018年，湖滨新区对膜材料产业园实施了提档升级，建成了“五

纵四横”路网，园区基本实现“八通一平”；新引进项目14个，总投资50多亿元，

企业新材资产达百亿元，薄膜基材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膜材料产业园被评

为国家火炬计划薄膜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第三产业：2014年，湖滨新区接待游客300.4万人次、团队游客33.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5%、578%和46%。2018年，湖滨新区

接待游客5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亿元。2018年，骆马湖旅游度假区连续三

年在苏北13家省级旅游度假区考核中排名第一，在全省旅游度假区考核中位列第

8位，生态四项赛获得“中国十大精品赛事”称号。

3.1.2.2 交通条件

湖滨新区交通便利，西距徐州观音机场65公里、东距连云港白塔埠机场100

公里、南距淮安涟水机场130千米；距徐盐铁路宿迁站20千米；南距宁徐高速路、

徐宿淮盐高速路宿迁出口20公里、东距新扬高速路北出口15公里。湖滨新区对外

联系公路主要有235国道、250省道，对内主要有宿黄线、迎春大道、发展大道、

迎宾大道北延、三台山大道等。航运河流中运河贯穿境内。境内有船闸2所（皂

河船闸、宿迁船闸（井头境内））。湖滨新区公交线路网密集，截至2018年末，

其中城乡线路3条，城市线路10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235%E5%9B%BD%E9%81%93/87249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0%E7%9C%81%E9%81%93/235369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F%E9%BB%84%E7%BA%BF/244527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2%E6%B2%B3%E8%88%B9%E9%97%B8/33262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2%E6%B2%B3%E8%88%B9%E9%97%B8/33262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F%E8%BF%81%E8%88%B9%E9%97%B8/3326538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3.2 敏感目标

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地块位于宿迁市

湖滨新区，四至范围为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南至宿迁市人民警察

培训学校。调查地块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见下表3.2-1。

表3.2-1 周边敏感目标

环境保护

对象名称
方位

坐标 距离

（m）

环境功

能
备注

经度 纬度

民房 N 118.296056285 34.029163918 276 居民区 /
民房 NE 118.298212781 34.026736519 300 居民区 /
民房 W 118.290777698 34.024142823 75 居民区 已拆迁

学校 S 118.293545738 34.023786089 相邻 学校 /
学校 S 118.293406263 34.021028778 350 学校 /

图3.2-1 周边敏感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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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使用历史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和历史卫星影像可知，本项目地块历史上为农田，

目前本地块已经被征收，准备建设成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

技能训练基地，面积为30670㎡（约46.13亩）。本调查地块分为两部分，其中警

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为22477㎡；警务技能训练基地为8193㎡。本地块土地利用

历史情况表见表3.3.1-1；地块历史影像图见表3.3.1-2。

表3.3.1-1 本项目地块利用历史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土地用途 备注

— 2009年 农业用地 地块为农耕地，不存在工业建设；

2009年 2021 农业用地 农业用地

表3.3.1-2 本项目地块历史变迁影像图

地块描述 地块卫星照片

地块内为

农田；地

块周边也

为农田

200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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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为

农田；地

块周边也

为农田

2011年5月17日

地块内为

农田；地

块南侧的

宿迁人民

警察培训

学校开始

建设

201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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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为

农田；地

块南侧的

宿迁人民

警察培训

学校开始

建设

2014.12.27

警务辅助

人员训练

基地内为

农田，警

务技能训

练基地内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内

部道路和

绿化带；

地块南侧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

西侧为三

峰路；北

侧和东侧

皆为农田

或空地

201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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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辅助

人员训练

基地内为

农田，警

务技能训

练基地内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内

部道路和

绿化带；

地块南侧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

西侧为三

峰路；北

侧和东侧

皆为农田

或空地
2017.1.15

警务辅助

人员训练

基地内为

农田，警

务技能训

练基地内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内

部道路和

绿化带；

地块南侧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

西侧为三

峰路；北

侧和东侧

皆为农田

或空地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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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辅助

人员训练

基地内为

农田，警

务技能训

练基地内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内

部道路和

绿化带；

地块南侧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

西侧为三

峰路；北

侧和东侧

皆为农田

或空地
2019.7.31

警务辅助

人员训练

基地内为

农田，警

务技能训

练基地内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内

部道路和

绿化带；

地块南侧

为宿迁人

民警察培

训学校，

西侧为三

峰路；北

侧和东侧

皆为农田

或空地 20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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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现状

目前，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练基地地块内为空

地。地块现状照片如下图3.3.2-1所示。

地块内为空地

地块内为空地

地块内为空地

图3.3.2-1 地块内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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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地块地质调查结果

3.3.3.1 地块土层分布

本项目调查地块的地勘资料为2021年6月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

《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刑事技术实验室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勘察编号：KCS202102）。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可知，本地块的土层分

布见下表3.3.3-1。

表3.3.3-1 地基土分层描述一览表

层号

地层

名称

地质时代 特 征 描 述

1 杂填

土
Q
ml+pd

4

灰黄色,灰褐色,主要成分为黏土,软塑,含少量植物根系,分布不均

匀、填龄约为 10 年、主要为人工填土、未经压实

1A 素填

土
Q
al 4

黄褐色,红褐色,夹灰白色，软塑,局部可塑,无摇振反应,切面光滑,

高等干强度,高等韧性,有光泽,含细砂,比例约为 10%-15%,黄色

3-1 黏土 al+pl
Q3

灰黄色,硬塑,无摇振反应,有光泽反应,高等干强度,高等韧性

3-2 含砂

黏土 Q
al+pl 3

黄褐色,红褐色,夹灰白色，硬塑,无摇振反应,切面光滑,高等干强

度,高等韧性,有光泽,含细砂,比例约为 20%-30%,黄色,局部富集

表 3.3.3-2 地层厚度、层底埋深、层底标高统计表

层

号

厚度

最小值

(米)

厚度

最大值

(米)

厚度

平均值

(米)

层 底 度

最 小 值

(米)

层 底 度

最 大 值

(米)

层 底 度

平 均 值

(米)

层 底 高

最 小 值

(米)

层 底 高

最 大 值

(米)

层底标高

平均值

(米)

1 0.60 2.10 1.06 0.60 2.10 1.06 35.0 40.53 38.35

1A 1.60 4.30 3.11 2.90 5.00 4.41 34.05 38.80 35.72

3-1 1.00 3.40 2.33 1.70 4.20 3.19 33.67 37.40 35.83

3-2 未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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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水文地质条件

①地下水类型

根据本次勘察的水文地质工作、并结合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查明，对本工程有

影响的地下水为潜水。

拟建场地浅层孔隙潜水赋存于①层杂填土和①A 素填土中，分布不均匀，水

量较小，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地下水渗水补给。

场地地下水潜水层主要为层①层杂填土和①A 素填土【3-2 含砂黏土，含泥

量较大，透水性差，未发现地下水存在】，透水性和富水性一般，对工程影响一

般。

②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场地地下水径流滞缓。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和地表水入渗，以自

然蒸发为主要排泄形式，水质均为无色、无味、透明，地下水位随季节不同有升

降变化。

③地下水水位

勘察期间，测得孔隙潜水稳定水位埋深 1.42~1.49m。根据本地区的区域水

文地质资料，水位季节性变化明显，地下水水位丰水期与枯水期年变化幅度

2.50m。近 3-5 年最高地下水水位埋深为 0.50m。最低水位约 3.0m，年变化幅

度受大气影响较大，一般约 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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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据调查资料和人员访谈情况，相邻周边地块在历史上主要为农田。目前调查

地块南侧为宿迁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西侧为三峰路；北侧和东侧皆为农田或空

地。

根据调查走访及收集历史影像资料，目标地块周边历史上没有工业企业存

在。历史卫星影像见表3.3.1-2。

3.5 地块用途
根据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本调查地块（西至三峰路，北至农田，东至农田，

南至宿迁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2021 年以前一直为农田或空地，目前已经被征

收，准备建设成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面积

为30670㎡（约46.13亩）。本调查地块分为两部分，其中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

为22477㎡；警务技能训练基地为8193㎡。见下图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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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地块用途

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

警务技能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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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平面布置图、地理位置图、地形图及不动产权籍调查

表邻近宗地权利人证明等，地块的规划建设属于政府支持项目。分列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汇总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发布单位 备注

1 建设用地批复
江苏省人民政府

苏政地(2021)349号

2 选址红线图
宿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

3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江苏文博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勘察编号：KCS202102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本次调查到的资料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地块

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敏感目标分布图等。分列如表 4.2-1 所示。

表4.2-1 地块资料收集汇总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人员访谈记录 周边居民等

2 敏感目标分布图 500 米内

3 现场照片 目标地块内、外

4 目标地块及其周边历史图像 2010 年~2020 年

5 工程地质剖面图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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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地块目前为空地。本次人员访谈的主要对象为：周边居民、自然资源局和生

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调查人员对访谈所获得的内容进行整理，综合分析，对照已

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补充。具体人员访谈记录见附

件。

表5-1 访谈人员汇总表

序号 姓名 与地块关系 电话

1 马永毅 湖滨新区环安局 环保科科长 13851378117
2 杨洁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骆马湖度假区分局 84836676
3 朱柏霖 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751515208
4 陆登 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082309498
5 姜全 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800607709
6 胡长江 新站（村）居委会 村民 19825706998
7 沈永山 新站（村）居委会 村民 13092463246
8 沈永翠 新站（村）居委会 村民 13179564813
9 莫文胜 新站（村）居委会 村民 13815797526
10 刘立文 新站（村）居委会 村民 15162902352
11 吴顽强 新站（村）居委会 村民 13732680631
12 吴优 学府人家 居民 13305243030
13 赵燊辉 新城家园 居民 15651605170
14 赵鹏辉 新城家园 居民 15298320789

表5-2 访谈人员结果汇总表

访谈问题 结果

1.地块的历史用途有哪些？有哪些变迁过程？ 地块之前主要是农田（种植水稻和小

麦）。目前为空地，将建设为宿迁市公

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

训练基地。

2.地块内是否曾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如

有，排放沟渠的材料是什么?有无硬化或防渗的情

况?）

没有。地块内无工企业存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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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是否发生过泄漏？）
没有。

4.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

池?（如有，是否发生过泄漏？）
没有。

5.地块内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 没有。

6、地块内是否曾闻到土壤散发的异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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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照片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9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0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1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2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3



宿迁盛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4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文件查阅、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了解地

块发展历史，功能区布局、地块周边活动等，识别有潜在污染的区域以及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周边为村庄、农用地，地块及相邻地块现

状和历史上均未涉及工业生产活动，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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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情况

通过资料收集、文件查阅、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地块及

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上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槽罐或地下输送管道，因

此，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使用中不会涉及槽罐或输送管道的物质和泄漏。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通过资料收集、文件查阅、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地块内

及相邻地块无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无任何危险废物堆存，

未自行利用处理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调查通过对地块有关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以及对人员的访谈，调查地块

内无管线、沟渠、渗坑。不存在管线、沟渠、渗坑泄漏对调查地块的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的污染。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过污染，未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通过对地块有关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以及对政府管理人员、环保部门管

理人员的访谈，地块外周围区域以绿地、居民区、学校、地表水为主，不存在污

染物迁移进入的来源。

5.6 其他
在现场踏勘中，在地块内选取了一些点位，采集了20-50cm的土样进行了现

场快筛。现场快筛过程中无明显污染迹象或样品感官指标异常等情况。和对照点

对比，地块内快筛结果无异常情况。现场快筛点位图见下图5.6-1，快筛结果表

见下表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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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1 现场快筛点位图

表5.6-1 现场筛分记录表

点位名称 采样深度
PID

（ppm）

重金属（mg/kg）

砷 铬 铜 镉 铅 镍 汞

S-0 0.2-0.5 1.789 ND 44 12 ND 19 16 ND

S-1 0.2-0.5 1.179 ND 33 12 ND 19 12 ND

S-2 0.2-0.5 0.981 ND 49 10 ND 25 17 ND

S-3 0.2-0.5 1.382 5 37 14 ND ND 19 ND

S-4 0.2-0.5 1.227 1 27 15 ND 19 22 ND

S-5 0.2-0.5 1.071 ND 45 11 ND 21 15 ND

S-6 0.2-0.5 0.872 ND 39 11 ND 24 16 ND

S-7 0.2-0.5 0.703 4 76 13 ND ND 24 ND

S-8 0.2-0.5 1.221 ND 53 10 ND 18 19 ND

S-9 0.2-0.5 1.321 1 39 10 ND 20 19 ND

S-10 0.2-0.5 1.127 ND 56 11 ND 19 22 ND
S-11 0.2-0.5 2.101 7 60 16 ND ND 27 ND

S-12 0.2-0.5 0.525 ND 30 12 ND 23 21 ND

S-13 0.2-0.5 0.701 ND 39 10 ND 18 13 ND

S-14 0.2-0.5 0.625 3 ND 11 ND ND 13 ND

S-15 0.2-0.5 0.876 ND 31 11 ND 25 17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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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 结果

通过对该地块踏勘及快筛数据和周边地块历史情况调查分析，对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等相关规范和规章制度，目标地

块内及地块周边不存在潜在污染物。

6.2 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访问，结合卫星航片，地块及相邻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

不存在工业企业，未涉及工业生产活动，调查地块周边 500m 内主要以社区、学

校、农用地为主，不存在污染调查地块可能。因此，调查地块及周围区域现状和

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规定，本次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因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过程中，存在

获取信息不全面、不准确的情况，给调查活动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报告所记录的内容和调查发现仅能体现本次地块调查期间地块的现场情

况。由于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地块上

的人为活动也会改变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分布。因此本报告并不能体现本次

地块环境现场调查结束后该地块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地块环境

状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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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本次调查范围为宿迁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暨警务技能训练基地

地块，总面积30670㎡（约46.13亩）；其中警务辅助人员训练基地为22477㎡；

警务技能训练基地为8193㎡。本单位于 2021 年10月 12 日~11 月20 日完成了

本次调查工作的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工作。依据资料搜集成果、现场踏勘调查、

污染可能性分析等调查分析结果，本单位编制完成了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

7.1 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政府文件收集、历史影响材料搜集、现场踏勘、

现场拍照、人员访谈、土壤样品分析等途径进行调查，并对本地块使用历史的分

析，及对周边企业生产状况对本地块土壤和水质环境影响的分析，调查地块及周

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地块满足

第二类用地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建设要求，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

可以满足未来用地的开发需求。

7.2 建议

根据调查结论，本目标地块可以进行规划的开发建设。建议在后期目标地块

开发期间做好建设期间目标地块的环境维护和卫生管理。如发现土壤和水质环境

质量存在异常状况，应及时通报本调查单位和生态环境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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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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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土壤快筛采样原始记录

附件5：现场快筛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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