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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位于潍坊市坊子

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北，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西

李家庄三村内，周边道路为村内道路未命名。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N36.707231°，东经 E119.380016°，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1550.97平方米。

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其中一部分作为殡

葬墓地，占地面积约 1513㎡；另一部分种植少量果树作为景观树木，占地面积

约为 37.97㎡。2020年 12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鲁政土字 G[2020]165号

文（附件 2），同意将该地块征收转为建设用地。现场勘查期间地块内西李家庄

村幼儿园已经基本建设完毕，西李家庄村幼儿园属建设用地中第一类公共服务用

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 59

条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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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受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坊子分局委托，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单位”）对本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单位技术人员经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工作，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并编制完成了本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

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其他部分为林地，占地面积约为 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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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无检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历史上不存在其他

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地块内无放、辐射源情况存在。经对地块现场快速检

测结果分析、资料收集、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资料的综合分析得出，调查地块内

表层土壤现状无异常，地块内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不属于污染地块，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不再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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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调查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主席令第八号）第五十九条、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

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3号））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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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为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 2020年第 9

批次 3号地块，位于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北，

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周边道路为村内道路未命名。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北纬 N36.707231°，东经 E119.380016°，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1550.97平方米。

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其中一部分用于殡葬墓

地使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其余部分为农用地林地，种植少量桃树作为景观

使用，占地面积约为 37.97㎡。西李家庄村幼儿园教学楼覆盖整个地块所在区域。

地块调查地块范围图 2.2-1，勘测定界图见图 2.2-2，地块拐点坐标见表 2.2-1。

调查地块用地性质由原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变更

为坊子工业发展区服务中心 2021年 7月 12日发《关于申请办理坊子工业发展区

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附件 13）中公共服务用

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 59 

条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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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2调查范围

本地块历史上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2020年 12 

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鲁政土字 G[2020]165号文（附件 2），同意将该地

块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经访谈坊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得知，该地块

规划方案已经提交，但正式规划文件还未出台，用地性质后期规划为公共服务用

地，该地块用于建设西李家庄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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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地块范围（DWG文件导入边界资料来源于坊子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初步调查 370704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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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调查地块勘测定界图



5

表 2.2-1 坊子区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地块拐点坐标 CGCS2000

点号 X Y

J1 4064059. 468 519040.498

J2 4064058.703 519050.668

J3 4064056.577 519082.214

J4 4064056. 281 519086. 605

J5 4064041.234 519089.431

J6 4064024.061 519092.656

J7 4064028.337 519039.318

J8 4064040.075 519040.630

2.3调查目的和原则

2.3.1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地块相关人员访

谈的基础上，了解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识别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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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对第一阶段获取地块信息资料的分析，判断是否需要开展本地块第二

阶段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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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地块历史利用情况、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分析可能受到污染

的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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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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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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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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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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山东省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月 1日施行）。

2.4.2相关规定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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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

知》（国办发[2013]7号）；

2、《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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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鲁

政发[2016]37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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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20〕4号）；

6、《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全市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潍环函（2020）1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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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技术导则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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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号）；

2.5调查方法及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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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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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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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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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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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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调查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流程见图 2.5-1。

图 2.5-1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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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地块环境概况

3.1.1地理交通位置

潍坊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位于山东半岛与内陆地区的交通要道，市场辐射

能力强，属于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跨北纬 35o45′～37o26′，东经 118o10′～120o01′。

东临青岛、烟台市，西接淄博、东营市，南连临沂、日照市，北濒渤海莱州湾，

西连重工业城市淄博，北临渤海莱州湾，南北最大纵距 17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

164公里，海岸线 113公里。潍坊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是山地丘陵，中部是平原，

北部是沿海滩涂坊子区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潍坊市区的东南部。潍坊市寒亭区是

世界风筝之都—潍坊市四区之一。它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岸，位于

东经 180o57'～119o25'，北纬 36o42'～37o10'。东靠青岛、烟台，西邻东营、淄博，

北连渤海莱州湾，是连接省会济南与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间枢纽。南距潍

坊机场 15公里，北部的森达美港为潍坊市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济青、潍莱、荣

乌三条高速公路和 206、309两条国道穿境而过。

坊子区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潍坊市区东南部，东经 119°03′~119°26′，北纬

36°30′~36°45′，东与昌邑市以潍河为界，西、西北邻奎文区，南和安丘市、昌乐

县毗连，北同寒亭区接壤。东西最大横距 33.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6公里，面

积 345.55平方公里，辖 7个街道；2018年常住人口 32.5万人。坊子区地处山东

半岛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环渤海经济圈的南端，处于济南一淄博一潍坊一青岛发

展主轴和烟台一莱州一潍坊、日照一潍坊一东营两条区域发展次轴的交汇点上，

是连接山东半岛和鲁中鲁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其北靠潍坊市主城区，是潍坊市发

展东南部重要腹地，承东启西，引南联北，是潍坊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地块位于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三村，距青银高速约 2.3km，

距荣潍高速约 4.5km。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1。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0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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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本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调查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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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地形地貌

潍坊市自然地势南高北低，北部沿海地区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为东南

—西北走向，呈弧形曲线状，海岸线西起淄脉河口，东至胶莱河口，海岸线全长

154.6公里。区域内最高点位于临朐县的沂山，海拔 1032m，最低点在寒亭区北

部。

区域地貌类型大体为南部低山丘陵区、中部倾斜平原区和北部滨海平原区。

南部低山丘陵区高程大于 100m，地形起伏较大，属剥蚀—侵蚀或溶蚀—侵蚀地

形，沟谷发育，岩石组成多为变质岩、砂质岩或石灰岩，面积 5801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的 36.6%；中部倾斜平原区，一般高程在 7-100m，为河流冲积作

用所形成的冲洪积扇群，坡降由南向北 3/57800-1/57800，岩性主要为亚砂土、

亚粘土，面积 7556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47.6%；北部滨海平原区，一般高

程小于 7m，坡降小于 1/57800，岩性为海陆相交错沉积物，其厚度为 60-300m

之间，多盐碱化，面积 250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5.8%。

坊子区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境内地势南高北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除少数

低山孤丘外，多为缓埠丘陵地，属倾斜高平地貌类型。分为丘陵、平原两个地貌

类型，低山丘陵、缓埠岭、倾斜高平地、微倾斜平地、河谷平原、缓岗 6个微地

貌单元。平均海拔 70米。丘陵面积 25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69.4%，分布于

区境中部和西南部，包括倾斜高平地、缓埠岭、低山丘陵、缓岗 4个微地貌单元。

平原面积 110.7平方公里，占 30.6%，主要分布于东部和西北部，地势平坦，土

层深厚，土质良好，包括河谷平原和微倾斜平地两个微地貌单元。坊子区地形地

貌图见图 3.1-2。

《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报告勘察地块与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一致，故报告中结论适用于本次调查地块。

根据《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调查地块所在

区域属于冲洪积平原区，地形西高东低地貌形态单一，地面标高最大值 17.12m,

最小值 16.56m,地表相对高差 0.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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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坊子区地形地貌图（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调查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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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气象、水文

1、气象

潍坊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集中，雨热同期。

据近十年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 12.2℃，年平均最高气温 19.2℃，年平均

最低气温 17.7℃，极端最高气温为 40.2℃℃，极端最低气温为-21.4℃；年平均

降雨量 596.8mm，年最大降雨量 1215.7mm，年最小降雨量 372.3mm；年平均空

气湿度为 67.5%，年最大空气湿度 90%，年最小空气湿度 55%；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 2508.7小时，最大积雪深度为 20cm，最大冻土深度 500mm；全年盛行南风，

频率为 15%，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冬季主导风向为北风。年平均风速为

3.7m/s，春、夏、秋、冬四季盛行风向均为偏南风。

坊子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集中，雨热同期。

历年平均气温：12.2℃，历年平均最高气温：19.2℃，极端最高气温：40.7℃，

历年平均最低气温：7.7℃，极端最低气温：-21.4℃；年平均降雨量：646-677mm，

年最大降雨量：1215.7mm，年最小降雨量：372.3mm；全年盛行南风，频率为

15%，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冬季主导风向为北风。年平均风速为 3.7m/s，春、

夏、秋、冬四季盛行风向均为偏南风，历年平均风速：3.5m/s，最大风速：20m/s；

历年平均冰冻期 52天，历年平均霜期 79天，最大冻土深度：490mm，历年平均

日照总时数为 2792小时。

《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报告勘察地块与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一致，故报告中结论适用于本次调查地块。

根据《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调查地块所在

区域属亚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 12.3℃,最高气温 40.5℃,最低气温-21.4℃.多

年平均降水量 662.5mm，最大日降水量 292mm，降水量多集中于 6-9 月份，约占

全年降水量的 60%。常风向为南风，强风向为北风，最大风速 18m/s,平均风速

3.5m/s，无风频率为 9%。初霜期 10 月 24 日，终霜期 4月 4日，封冻日期 12 月

20 日，开冻日期翌年 2月 17 日，最大冰厚 0.29m，标准冻土深度 0.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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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文

潍坊市市区主要有潍河、白浪河、虞河及其支流小虞河和浞河。潍河在坊子、

寒亭区东侧通过，白浪河纵贯城区，虞河在坊子区西侧通过，小虞河在潍城区西

侧通过，浞河在寒亭区东侧通过。基本呈现由南到北的流向。

⑴潍河：潍河，又称淮河，古称潍水，山东省独流入渤海河流。有二源，北

源为箕山河，亦称淮河，发源于沂水县官庄乡箕山西麓宝山坡村东北，为潍河正

源，曲折东南流至莒县库山村南与南源汇合。南源亦名石河，发源于莒县龙王庙

乡大沈庄村西北屋山，蜿蜒南流，到库山乡源河村转向东北流，左会北源。两源

汇合后又东南流，至五莲县管帅镇，屈而东北流，经过墙夼水库，至诸城北转向

北流，经峡山水库，又北流经高密、安丘、坊子、昌邑（寒亭）等县区，于昌邑

下营镇北注入渤海莱州湾，河长 233公里。潍河位于调查地块东侧 1.2km处。

⑵虞河：发源于安邱县灵山，向北汇入渤海，最大洪水量 435立方米/秒，

河水受大气降水和地下水补给，为季节性河流，雨季河水暴涨暴落。

⑶白浪河：发源于昌乐丹山一带，全长 100公里，流域面积 353平方公里，

上游筑有水库，总库容 1.54亿立方米，坝顶高程 64.55米，死水位 51.3米。历

史最大泄洪量为 790立方米/秒（1994年），白浪河为季节性河流，常年无水，

雨季时，水位暴涨暴落，修建水库后，受到了控制。

⑷弥河：弥河全长 206公里，流域面积 3847.5平方公里，县境内流经 12处

乡（镇），94个村庄，河身占地 4.57万亩，南高北低悬殊的地势使该河比降较

大，水流湍急，由于流程平谷不一，致使河身宽窄悬殊，最宽处 750米，最窄处

仅 25米，受大气降水时空均影响，河水流量季节性变化很大，汛期最大洪水流

量 4950立方米/秒，枯季最小流量 0.32立方米/秒。

⑸浞河：发源于长令公山西北的石门、董房、官路（车留庄乡）一带，长约

20公里，流域面积 210平方公里，在寒亭南面为地下河，过寒亭后，逐步变为

地上悬河。浞河位于调查地块东侧 2100米处，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高新区城市生活废水经上实（高新）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浞河，作为城市景观用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8257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2%E6%B0%B4%E5%8E%BF/2460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92%E5%8E%BF/2496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8%8E%B2%E5%8E%BF/24601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AF%86/1795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4%B8%98/3761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D%8A%E5%AD%90/13953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1%E5%B7%9E%E6%B9%BE/2684707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8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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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潍坊市地表水系图

3.1.4地质环境条件

地块位置

《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报告勘察地块与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一致，故《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中结论适用于本次调查地块。根据《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附件 6）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属于冲洪积平原区，地形西高东低

地貌形态单一，地面标高最大值 17.12m,最小值 16.56m,地表相对高差 0.56m。

地块所在区域地质图 3.1-4（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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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探深度（20.0m）内,地层自上而下分为 5层:表层为第四纪全新世素填土

（Q4

ml)，以下由第四纪全新世（Q4

al+pl）粉质粘土、第四纪晚更新世（Q3

al+pl）粉土

及粉质黏土层等组成,现分述如下∶

（1）层素填土（Q4

ml）∶灰褐色，褐色，稍湿，结构松散主要由粉质粘土组

1.30-1.70，成，含小石块、砖块及建筑垃圾等，有植物根系、虫穴等普遍分布，厚度：

平均 1.50m；底层标高 15.06-15.53m，底层埋深 1.30-1.70m，平均 1.50m。

（2）层粉质粘土（Q3

al+pl）∶黄褐色，可塑-硬塑，偶含小块钙质结核，见褐

色、黑褐色铁、锰质氧化物斑点及条纹。无摇振反应，切面有光泽，干强度、韧

性中等，局部夹杂粉土薄层。场区普遍分布，厚度：4.60-5.00m，平均 4.77m；

底层标高:10.16-10.92m，平均 10.58m；底层埋深：6.10-6.40m，平均 6.27m。

（3）层粉土（Q3

al+pl）∶黄褐色,湿，密实，偶含小块钙质结核，见褐色铁锰

质氧化物斑点及条纹,土质均匀。摇震反应中等,无光泽反应,干强度、韧性低。局

部夹杂粉质黏土薄层。场区普遍分布，厚度:6.80～7.10m,平均 6.92m;层底标

高:3.26～4.02m,平均 3.66m;层底埋深:13.10～13.30m,平均 13.18m。

（4）层粉质粘土（Q3

al+pl）∶黄褐色，硬塑，偶含小块钙质结核，见褐色铁

锰质氧化物斑点及条纹。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该层

未穿透，最大揭露层厚度为 6.9m（控制深度 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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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本地块所在区域地质图

调查地块位置



18

3.1.5水文地质

调查地块周边地表水情况：潍河山东省独流入渤海河流。有二源，北源为箕

山河，亦称淮河，发源于沂水县官庄乡箕山西麓宝山坡村东北，为潍河正源，曲

折东南流至莒县库山村南与南源汇合。南源亦名石河，发源于莒县龙王庙乡大沈

庄村西北屋山，蜿蜒南流，到库山乡源河村转向东北流，左会北源。两源汇合后

又东南流，至五莲县管帅镇，屈而东北流，经过墙夼水库，至诸城北转向北流，

经峡山水库，又北流经高密、安丘、坊子、昌邑（寒亭）等县区，于昌邑下营镇

北注入渤海莱州湾，河长 233公里。潍河位于调查地块东侧 1.2km处。

《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报告勘察地块与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一致，故《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中结论适用于本次调查地块。

表 3.1-1调查地块地下水情况表

数据

个数

初见水位埋深

最小值

(m)

初见水位埋深

最大值

(m)

初见水位埋深

平均值

(m)

初见水位标高

最小值

(m)

初见水位标高

最大值

(m)

初见水位标高

平均值

(m)

6 5.76 5.90 5.82 10.80 11.24 11.02

数据

个数

稳定水位埋深

最小值

(m)

稳定水位埋深

最大值

(m)

稳定水位埋深

平均值

(m)

稳定水位标高

最小值

(m)

稳定水位标高

最大值

(m)

稳定水位标高

平均值

(m)

6 5.73 6.29 6.02 10.83 10.83 10.83

根据《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0.7）勘

测结果，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稳定水位平均埋深 6.02m，地下水稳定水位相

应平均标高 10.83m，年变化幅度为 2.00m-3.00m 左右，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

水及地下径流，主要排泄途径为人工抽取，主要含水层为第二层粉质粘土及以下

土层，地下水属第四系孔隙潜水。

根据《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0.7）中

地下水标高、埋深情况以及查阅调查区域水文地质资料（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

质环境研究所数据）可得出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流向为自南向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8257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2%E6%B0%B4%E5%8E%BF/2460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92%E5%8E%BF/2496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8%8E%B2%E5%8E%BF/24601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AF%86/1795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4%B8%98/3761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D%8A%E5%AD%90/13953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1%E5%B7%9E%E6%B9%BE/268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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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区域水文地质图（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研究所资料）

调查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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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工程地质特征

《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报告勘察地块与本次调

查地块范围一致，故报告中结论适用于本次调查地块。根据《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

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属于冲洪积平原区，地形西高东低地貌

形态单一，地面标高最大值 17.12m,最小值 16.56m,地表相对高差 0.56m。

在钻探深度（20.0m）内,地层自上而下分为 5层:表层为第四纪全新世素填土（Q4

ml)，

以下由第四纪全新世（Q4

al+pl
）粉质粘土、第四纪晚更新世（Q3

al+pl
）粉土及粉质黏土层等

组成,现分述如下∶

（5）层素填土（Q4

ml
）∶灰褐色，褐色，稍湿，结构松散主要由粉质粘土组成，含

小石块、砖块及建筑垃圾等，有植物根系、虫穴等普遍分布，厚度：1.30-1.70，平均 1.50m；

底层标高 15.06-15.53m，底层埋深 1.30-1.70m，平均 1.50m。

（6）层粉质粘土（Q3

al+pl
）∶黄褐色，可塑-硬塑，偶含小块钙质结核，见褐色、黑

褐色铁、锰质氧化物斑点及条纹。无摇振反应，切面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局部

夹杂粉土薄层。场区普遍分布，厚度：4.60-5.00m，平均 4.77m；底层标高:10.16-10.92m，

平均 10.58m；底层埋深：6.10-6.40m，平均 6.27m。

（7）层粉土（Q3

al+pl
）∶黄褐色,湿，密实，偶含小块钙质结核，见褐色铁锰质氧化

物斑点及条纹,土质均匀。摇震反应中等,无光泽反应,干强度、韧性低。局部夹杂粉质黏

土薄层。场区普遍分布，厚度:6.80～7.10m,平均 6.92m;层底标高:3.26～4.02m,平均 3.66m;

层底埋深:13.10～13.30m,平均 13.18m。

（8）层粉质粘土（Q3

al+pl
）∶黄褐色，硬塑，偶含小块钙质结核，见褐色铁锰质氧

化物斑点及条纹。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该层未穿透，最大

揭露层厚度为 6.9m（控制深度 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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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土壤类型

潍坊市自南至北分布着棕壤、褐土、潮土、砂姜黑土和盐 15大土类、15个亚类、

34个土属、110个土种。棕壤土类主要分布南部山丘地带，占可利用土壤面积的 26.4%，

适宜种植喜酸嫌钙植物，如松、柞、茶、栗等。褐土主要分布市域中南部，占 7.29%，

适宜喜钙嫌酸等植物的生长。潮土主要分布市域中北部，占 19.9%，其中脱潮土是粮、

菜精种高产土壤，湿潮土适宜种植小麦、大豆、棉花、麻类等。砂姜黑土主要分布胶莱

河流域及其低洼地区，占 8.98%。盐土主要分布北部滨海地带，占 7.43%。本地块土壤

分类为褐土。

3.1.8区域社会环境概况

2018年，坊子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79.14亿元，可比增长 6.8%。一、二、

三、四季度 GDP分别累计增长 5.3%、2.5%、6.8%、6.8%。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8.75亿元，增长 2.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90.39亿元，增长 4.9%；第三产业实现增

加值 80 亿元，增长 9.5%。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 6.1∶49.1∶44.8 调整为

4.9∶50.5∶44.7。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达到 55120元（按年末汇率计算，折合

8068美元）。

2018年，坊子区实现财政总收入 21.56亿元，增长 4.7%。其中，实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4.75亿元，增长 3.3%。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64亿元，增长 10.9%。

全区实现税收总收入 22.4亿元，增长 17%。税收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2.5%，

占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13.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2%。

2018年，坊子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7%。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67.7%，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6.3%。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增长 14.3%。

全区民间投资增长 9.6%，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2.1%。全区计划总投资 5000万元及

以上项目个数和投资额分别增长 31.3%和 71.1%；亿元及以上项目个数和投资额分别增

长 23.5%和 61.2%。

2018年，坊子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589元，比上年增长 8.3%。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778元，增长 7.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84元，增

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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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工业发展区着力壮大华潍盈苑现代农业示范园，计划投资 1.2亿元，建设无立

柱钢构高温大棚 50个，农产品加工车间 1000平方米、蔬菜保鲜库 300立方米，建成后

将集产业兴旺、农业示范、乡野采摘、旅游观光于一体。培植瑞丰祥现代农业示范区，

实行“党建+合作社+农户”模式，成立了合作社，吸纳该村 10户农户参与，总投资 8000

万元，计划建设种养相结合循环模式利用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引进脉源古城（罗都古国

遗址）项目，总占地约 500亩，规划建设“一馆五区”，项目融合农业示范、乡野采摘、

旅游观光、健康养生等元素。目前，已完成流转土地 300亩，计划新建 7000平方米、

占地 12亩的智能现代农业大棚 1个，5月 30日完成主体建设。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坊子工业发展区以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机

遇，以“精准服务企业年”活动为抓手，引导膨润土、铸造、纺织、塑编等本地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促转型、“凤凰涅槃”求创新，促进二次创业。加大环保整治力度，

加快“散乱污”行业的整治，对环评不达标，手续不齐全的“散乱污”企业实行两断三清。

今年将膨润土、铸造等行业作为环保整治的工作重点，膨润土治理涉及 3个社区 16个

村 60余家企业。

培育产业新动能。今年重点扶持抓好昊达机械装备精密制造业和辰德冶金还原精炼

技术及制品业两个高端制造业项目。此外，雍联膨润土项目今年计划投资 8000万元，

新建 3400平方米全自动还原精炼剂生产线 1条，生产新型的还原精练技术产品 DZB。

同时，打造潍水风筝小镇，项目计划投资 12亿元，初步规划为风筝创意创业园区、核

心居住区、旅游开发区、滨水休闲区、现代农业区五大板块。前期，已建成了风筝文化

馆、山东省特色旅游红色标志性大门、潍坊风筝创意创业园竹艺大门、风筝主题文化广

场；搭建了风筝销售交易平台，注册了“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网站。

拓展第三产业，拉动经济新驱动。以三产发展引领和带动一、二产发展思路为目标，

以完善市场体系、扩大消费、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线，破解发展瓶颈，以“项目建设年”

为抓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设王家庄子现代风筝创意创业基地。引进如上海合晖保

险经纪公司、南方电网投资的鼎和财产保险公司等总部经济项目，力争尽快形成一批新

的增长点，为工业发展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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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地块周边环境

3.2.1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环境敏感点包括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建设项目的某类污

染因子或者生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

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资源性缺水地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

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富营养化水域;以居住、医疗卫生、文

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特殊历史、文化、

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

根据现场走访及卫星遥感资料收集确认本次调查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点主要为居民

区、文化教育和行政办公区。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的主要敏感目标详见表 3.2-1和图

3.2-1。

表 3.2-1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方位 距离（m）

1 西李家庄三村 SE 400

2 西李家庄一村 S 530

3 西李家庄二村 S 1000

4 李家庄小学 W 120

5 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 E 170

6 东李家庄村 E 1000

7 北李村 NE 9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6%99%AF%E5%90%8D%E8%83%9C%E5%8C%BA/1091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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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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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地块周边企业分布情况

图 3.2-2调查地块东 110米处原村办企业用地情况

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位于潍坊市坊

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北，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

地块位于西李家庄三村内,周边道路为村内道路未命名。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北纬 N36.707231°，东经 E119.380016°，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1550.97平方米。

地块东侧为农用地林地，主要种植桃树；南侧为西李家庄三村宅基地；西侧为李

家庄小学；北侧为李家庄村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根据访谈坊子区九龙街道韩

书记得知，现调查地块周边 1000米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存在，但地块东侧 110米

处历史上曾作为村办机加工作坊，规模较小无名称及注册登记信息。

村民宅基地居住区中蓝色彩钢棚为当地村民家中自建，用于车辆、农具存放。

经访谈九龙街道工作人员得知，该机加工作坊存在时间为 1996年至 1998年，主

要用于村民农具、谷物存放，仅西侧车间内曾从事少量机械零部件加工，生产过

程无有组织废气、废水排放，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外售处理，该

企业至今已关闭 23年，现租赁给当地村民居住。调查地块东 110米处原村办机

加工作坊用地情况见图 3.3-2，周边 1000米范围内情况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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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调查地块周边 1000米范围内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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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使用历史和现状

3.3.1地块使用历史

调查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

地面积约 1513㎡；其他部分为农用地林地，占地面积约为 37.97 ㎡。林地区域

用于种植桃树，仅作为景观植物，非批量种植，种植过程无农药、化肥使用。地

块内征收前用地情况见图 3.3-1。

图 3.3-1地块内征收前用地情况

2020年 12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鲁政土字 G[2020]165号文（附件 2），

同意将该地块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坊子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针对征收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开展，暂无对该调查地块的规划文件。调查期间

调查地块内李家庄小学幼儿园项目已开工建设。调查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表

3.3-1，该地块不同历史时期遥感影像图（2002年-至今）见图 3.3-1

表3.3-1该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土地权属单位 土地类型

2020年12月28日之前 西李家庄村 农用地

2020年12月28日之后 政府
建设用地

（暂无相关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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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1）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02.10.6）

简介：2002年调查地块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东

北角部分为农用地（蓝色标注区域）种植桃树，占地面积为 37.97㎡。

图 3.3-1（2）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09.2.7）

简介：2002-2009年调查地块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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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3）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0.1.24）

简介：2010年调查地块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东

北角部分为农用地（蓝色标注区域）种植桃树，占地面积约为 37.97㎡。

图 3.3-1（4）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3.6.12）

简介：2013年调查地块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东

北角部分为农用地（蓝色标注区域）种植桃树，占地面积约为 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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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5）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4.5.29）

简介：2014年调查地块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东

北角部分为农用地（蓝色标注区域）种植桃树，占地面积约为 37.97㎡。

图 3.3-1（6）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7.2.27）

简介：2014-2017年调查地块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同上。



31

图 3.3-1（7）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9.11.26）

简介：2019年调查地块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约 1513㎡，东

北角部分为农用地（蓝色标注区域）种植桃树，占地面积约为 37.97㎡。

图 3.3-1（8）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20.4.16）

简介：2020年 12月 18日《关于潍坊市坊子区 2020年第 9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鲁政

土字 G[2020]165号文，确认该地块用地性质转为建设用地。2020年 12月调查地块内李

家庄小学幼儿园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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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地块使用现状

地块外东侧区域情况，教学楼外墙保温施工中。 地块外东北侧区域，建筑物料堆放处。

地块内教学楼建设情况。
地块外西北侧区域，教学楼地基开挖过程产生土

方临时堆放处。

图 3.3-2该地块内位置及现场情况一览

至我单位现场踏勘时，调查地块内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

项目已开工建设，开工时间为 2020年 12月，现教学楼已基本建设完成，现处于

外墙防护处理阶段。调查地块占地面积较小仅 1550.97平方米，李家庄小学幼儿

园项目教学楼所在区域完全覆盖本次调查地块区域，地块内项目自 2020年 12 

月开工建设，教学楼共建设 2层，高度约 12米，地基最大下挖深度约 3米，土

方产生量约 990m³，地基下挖过程产生土方临时堆放于地块外教学楼西北侧区

域。因土方产生量较少，地基下挖产生的土方后期将全部用于教学楼周边道路及

操场路面硬化使用，不存在土方外运情况。土方无外运证明见附件 12，该地块

现状见图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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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历史和现状

3.4.1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调查地块东侧相邻地块一直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种植桃树；北侧相邻地

块一直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种植小麦；西侧相邻地块原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

地，自2013年建设李家庄村小学，现已建成投入使用；南侧相邻地块一直为西李

家庄三村农用地，种植桃树。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其使用历史情况见表3.4-1，相邻

地块不同历史时期遥感影像图（2012年-至今）见图3.4-1。

表 3.4-1 相邻地块使用历史情况一览表

序号 位置关系 土地用途 时间

A E 农用地 至今一直为农用地，种植桃树。

B N 农用地 至今一直为农用地，种植小麦。

C W
农用地 2013年 4月之前

教育科研用地 2013年 4月至今

D S 农用地 至今一直为农用地，种植桃树。

表 3.4-1 相邻地块使用历史情况一览表

图 3.4-1（1）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02.10.6）

简介：2002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C、D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地块 A、D

种植桃树，地块 B、C种植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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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2）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0.1.24）

简介：2010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C、D仍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地块 A、

D种植桃树，地块 B、C种植小麦，土地用途无变化。

图 3.4-1（3）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3.6.12）

简介：2013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D仍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 A、D地块

种植桃树，B地块种植小麦，D地块开工建设李家庄小学（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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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4）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4.5.29）

简介：2014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D仍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 A、D地块

种植桃树，B地块种植小麦，C地块处于李家庄小学（建设阶段）。

图 3.4-1（5）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7.2.27）

简介：2017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D仍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 A、D地块

种植桃树，B地块种植小麦，D地块为李家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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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6）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19.11.26）

简介：2019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D仍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 A、D地块

种植桃树，B地块种植小麦，D地块为李家庄小学。

图 3.4-1（7）本次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2021.3.6）

简介：2021年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A、B、D仍均为西李家庄村农用地，其中 A、D地块

种植桃树，B地块种植小麦，D地块为李家庄小学。

A

D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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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调查地块相东侧邻地块至今一直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种植桃树；北侧相邻

地块至今一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调查期间仍种植小麦；西侧相邻地块现为坊子

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南侧相邻地块至今一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种植桃树。

相邻地块现现状见图 3.4-2。

调查地块西侧相邻地块：坊子工业发展区

李家庄小学。

调查地块北侧相邻地块：李家庄村农用地，

种植小麦。

调查地块东侧相邻地块：李家庄村农用地，

种植桃树。

调查地块南侧相邻地块：李家庄村农用地，

种植桃树。

图 3.4-2相邻地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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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用地规划

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位于潍坊市坊子

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北，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地

块位于西李家庄三村内，周边道路为村内道路未命名。调查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北纬 N36.707231°，东经 E119.380016°，总占地面积为 1550.97平方米，其中丧

葬用地约为 1513㎡，林地约为 37.97㎡。

2020年 12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鲁政土字 G[2020]165号文，同意将

该地块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由委托针对土地征收过程

中土地性质变更而开展，调查地块暂无相关规划文件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调

查地块原土地利用规划见图 3.5.1.

图 3.5-1调查地块原土地利用规划（源自坊子九龙街道土地利用规划图）

调查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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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染识别

4.1资料收集与分析

4.1.1资料收集

表 4.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获取与否

调查地块界址图
坊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供
已获取

地块地质勘查报告 坊子区九龙街道 已获取

地理信息资料
网络收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

据库）、坊子区九龙街道
已获取

区域气候资料 网络收集 已获取

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 网络收集、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已获取

区域水文资料
网络收集（中国地质科学院水

文地质环境研究所数据）、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

已获取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现场踏勘 已获取

周围企业分布 现场踏勘、网络收集 已获取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历史变迁、现状）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天地图、

91地图
已获取

相邻地块土地利用（历史变迁、现状）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天地图、

91地图
已获取

调查地块区域原土地利用规划
坊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供
已获取

地块地下和地上管线资料 坊子区九龙街道 无

各类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网络收集、人员访谈、坊子区

九龙街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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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资料分析

通过上述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可知：

1. 调查地块位于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

北，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地块位于西李家庄三村内，周边道路为村内道路

未命名。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N36.707231°，东经 E119.380016°。

2. 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1550.97 平方米。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

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和丧葬用地组成，其中丧葬用地属于公用设施用地，占

地面积约 1513㎡；其他部分为农用地林地，占地面积约为 37.97㎡。2020年 12

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鲁政土字 G[2020]165号文，同意将该地块转为建设

用地并征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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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地块内无放、辐射源情况存在：历史上

无检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4. 调查地块内自 2020年 12月开工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现教学楼已基本

建设完成，处于外墙防水保温处理阶段。教学楼共建设 2层，高度约 12米，地

基下挖深度约 3米，土方产生量约 990m³，临时堆放于地块外教学楼西北侧区域。

因土方产生量较少，地基下挖产生的土方用于教学楼口周边道路及操场路面硬化

使用，不存在土方外运情况。

5.经访谈九龙街道工作人员得知，该机加工作坊存在时间为 1996年至 1998 

年，主要用于村民农具、谷物存放，仅西侧车间内曾从事少量机械零部件加工，

生产过程无有组织废气、废水排放，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外售处

理，该作坊至今已关闭 23年，现租赁给当地村民居住。机加工过程产生的特征

污染物主要为机械加工过程产生的颗粒物中重金属，特征污染物包括：铜、铅、

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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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现场踏勘

2021年 4月 14日我单位对此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踏勘主要方法为气味辨识、

现场快速检测、照相、现场笔记等。踏勘范围为本地块及周围区域，踏勘主要内

容为：地块和相邻地块现状、周围区域现状和现场快筛检测。

4.2.1现场及其周边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内教学楼已基本建设完成，处于外墙防水保温

处理阶段。教学楼共建设 2层，高度约 12米，地基下挖深度约 3米，土方产生

量约 990m³，临时堆放于地块外教学楼西北侧区域。因土方产生量较少，地基下

挖产生的土方用于教学楼口周边道路及操场路面硬化使用，不存在土方外运情

况。地块内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建设项目已开工建设，经与建设方访谈得知，

地基下挖过程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无污染迹象。现场踏勘记录表见附件 3。

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李家庄村农田、李家庄村宅基地、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

现调查地块周围 1000米范围内无产排污企业。地块紧邻东侧和南侧为李家庄村

农用地，种植桃树，地块原作为李家庄村丧葬用地，该区域内种植桃树仅作为景

观绿化使用，非规模化种植，不适用化肥、农药；调查地块北侧地块至今一直为

李家庄村农用地，种植小麦，为露天种植区。根据访谈调查地块周边村民得知，

小麦种植过程使用肥料为氮磷钾复混肥，使用农药为氟乐灵除草剂。

4.2.2地块周边污染源识别

经访谈九龙街道工作人员及当地村民得知，调查地块东侧 110米处历史上在

1996年至 1998年期间曾作为村办机加工作坊使用，生产期间该区域建筑物外作

为村委农业生产设备存放区使用。该作坊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的干式机加工，生

产过程无有组织废气、废水排放，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外售处理。

经现场勘查，原机加工作坊用地内地面已全部硬化处理，现已租赁给当地村民居

住使用。

干式机加工生产过程产生污染物主要为车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颗粒物，

无生产废水排放，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均外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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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润滑油仅用于设备设备维护保养，使用量少无废机油产生，并不存在泄漏、

倾倒的情况。因此机加工过程涉及的特征污染物主要为机械加工过程产生的颗粒

物中重金属，特征污染物包括：铜、铅、镍。

因该作坊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作坊生产区仅为 2 间平房，占地面积约

35平方米，生产的零部件主要作为村内农业生产设备维修替换件使用，且作坊

内地面已硬化处理，生产过程中涉及特征污染因子经迁移作用造成调查地块土

壤、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极小，可忽略不计。

地块周边东侧和南侧区域为至今一直为桃林，因调查地块作为李家庄村丧葬

用地（墓地）使用，周边桃林仅作为景观林地使用，非规模化种植，不使用农药

和化肥。调查地块北侧道路以北为李家庄村农用地，种植小麦，为露天种植区。

主要种植小麦。调查地块西侧历史上一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自 2013年 4月开

工建设李家庄小学，现该学校已投入使用。因此，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对地块内土

壤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4.2.3现场土样快速检测情况

本次现场踏勘结合现场快检设备 PID、XRF对本地块表层土进行了现场快速

检测分析。本次快速检测主要目的为了解地块内现状表层土的污染状况。因调查

地块内李家庄小学幼儿园项目已开工建设，主体教学楼已基本建设完毕。教学楼

所占区域覆盖整个调查地块，项目操场、周边道路建设区域位于调查地块外。教

学楼地基下挖过程产生的土方临时堆放于地块外西北侧区域，未外运。土方量较

少，仅约 990m³将用于教学楼周边道路及操场路面建设。

根据以上情况得知，调查地块内为教学楼所在区域，地面已全部硬化，不具

有表层土壤快筛可操作性。项目地基建设过程挖出的土方存放于调查地块外西北

侧区域，为具有代表性的快筛检测点位。因此，在挖出土方堆存处选取 8个快速

检测点位，并在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上农用地（桃林）区域选取 1个点位作为对照

点位，共选取 9个快速检测点位。调查地块外西北侧土方暂存处与对照点土壤样

品 XRF快速检测结果对比可见，土方暂存处土壤样品中砷、铜、铅、镍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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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现场快筛点位分布图

教学楼已建成区域

与对照点土壤样品中含量基本一致，镉、汞在各点位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镉检

出限为 96ppm,；汞检出限为 18ppm）。PID 快速检测仪（TY2000-D 型 VOC有

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对特定挥发性有机气体的检测范围可达 1ppb—10000ppm）

对各快筛点位土壤样品进行检测，检测数据均为未检出。

由调查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放处样品与对照点土壤样品现场快筛检测数

据比对可知，土方暂存处各样品快速检测点位数据与对照点快速检测数据基本一

致，无明显高于对照点快筛检测结果的情况，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状况无异常。

现场快筛点位分布图见图 4.2-2，快筛点位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4.2-1，现场快筛情

况照片见表 4.2-2。快筛原始记录表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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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快速检测结果表

快检点

位编号
点位位置

快速检测结果

XRF（ppm） PID

（ppm）砷 镉 铜 铅 汞 镍

D1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5 ND 24 12 ND 46 ND

D2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5 ND 21 14 ND 42 ND

D3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3 ND 24 12 ND 44 ND

D4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5 ND 20 12 ND 50 ND

D5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3 ND 18 10 ND 42 ND

D6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3 ND 22 16 ND 41 ND

D7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5 ND 24 12 ND 41 ND

D8 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存处 3 ND 24 12 ND 46 ND

D9 对照点（农用地桃林） 3 ND 20 14 ND 48 ND

备注：ND表示检测因子低于仪器检出限未检出。调查地块建设项目属于建设用地中第一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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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快筛点位现场检测情况

调查地块西北侧土方堆存处

（地块内教学楼地基下挖产生土方）

调查地块西北侧土方堆存处

（地块内教学楼地基下挖产生土方）

调查地块西北侧土方堆存处

（地块内教学楼地基下挖产生土方）

调查地块西北侧土方堆存处

（地块内教学楼地基下挖产生土方）

调查地块西北侧土方堆存处

（调查地块内教学楼北侧建筑物料堆存处）

调查地块西北侧土方堆存处

（调查地块内建设教学楼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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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现场踏勘情况分析

图 4.2-2 调查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放位置

经过现场踏勘，地块内建设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毕，地面已全面硬化处理。调

查地块内李家庄小学幼儿园项目教学楼所在区域全覆盖本次调查地块，因此调查

地块内已不具备表层土壤现场快速检测的可行性。

经现场访谈项目施工人员得知，地块内项目施工过程中土壤未发现有明显的

污染迹象，教学楼施工过程挖出土方临时堆存于调查地块外西北侧区域，后期将

用于李家庄小学幼儿园项目教学楼周边的道路、操场建设。以上信息已经与地块

内项目建设方（坊子工业发展区）和施工方（兴润建设集团）核实，并附有相关

证明材料，挖出土方无外运证明材料见附件 12。调查地块内挖出土方临时堆放

位置见图 4.2-2。

经对调查地块外西北侧土方暂存处与对照点土壤样品 XRF快速检测结果对

比分析，土方暂存处土壤样品中砷、铜、铅、镍的含量与对照点土壤样品中含量

基本一致，镉、汞在各点位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镉检出限为 96ppm,；汞检出

限为 18ppm）。PID快速检测仪（TY2000-D型，检测范围可达 1ppb—10000ppm）

对各快筛点位土壤样品进行检测，检测数据均为未检出。由快筛检测数据比对分

析可知，土方暂存处各样品快速检测点位数据与对照点快速检测数据基本一致，

无明显高于对照点快筛检测结果的情况，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状况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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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人员访谈

为更加准确了解调查地块及其周边区域的相关情况，我单位在资料收集、现

场踏勘过程中就该地块情况向政府部门、现地块拥有者和周边居民进行了人员访

谈。人员访谈信息见表 4.3-1。共填写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李家庄小

学以西、居民点以北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人员访谈记

录表格》9份，人员访谈内容见附件 4，人员访谈照片见图 4.3-1。

表 4.3-1 人员访谈信息表

访谈时间 访谈方式 访谈对象

2021 年 3 月 31 日 当面交流

坊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李法伟

18553629339

2021 年 3 月 31 日 当面交流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坊子分局

韩盛

18678059622

2021 年 4 月 6 日 电话交流

坊子区九龙街道

韩普庆书记

13616367576

2021 年 3 月 31 日 当面交流

项目施工方

杨曙光

13006555669

2021 年 4 月 14 日 当面交流

九龙街道国土资源所

王所长

18553608012

2021 年 3 月 31 日 当面交流

附近居民

王鹏

18654877006

2021 年 4 月 14 日 当面交流 附近居民

2021 年 4 月 14 日 当面交流 附近居民

2021 年 4 月 14 日 当面交流 附近居民

2021 年 8 月 23 日 当面交流

附近居民

.韩少军

1362636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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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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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位于潍坊市坊子

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北，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地

块位于西李家庄三村内，周边道路为村内道路未命名。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北

纬 N36.707231°，东经 E119.380016°，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1550.97平方米。

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农用地，其中殡葬用地占地面积

约 1513㎡；其他部分为农用地林地，占地面积约为 37.97㎡。2020 年 12月 28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鲁政土字 G[2020]165号文（附件 2），同意将该地块转

为建设用地并征收。

地块周边东侧和南侧区域为至今一直未桃林，因调查地块作为李家庄村丧葬

用地（墓地）使用，周边桃林仅作为景观林地使用，非规模化种植，不使用农药

经访谈九龙街道工作人员及当地村民得知，调查地块东侧 110米处历史上在

1996年至 1998年期间曾作为村办机加工作坊使用，生产期间该区域建筑物外作

为村委农业生产设备存放区使用。该作坊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的干式机加工，生

产过程无有组织废气、废水排放，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外售处理。

经现场勘查，原机加工作坊用地内地面已全部硬化处理，现已租赁给当地村民居

住使用。

干式机加工生产过程产生污染物主要为车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颗粒物，

无生产废水排放，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均外售处

理，使用少量润滑油仅用于设备设备维护保养，无废机油产生，并不存在泄漏、

倾倒的情况。因此机加工过程涉及的特征污染物主要为机械加工过程产生的颗粒

物中重金属，特征污染物包括：铜、铅、镍。

因该作坊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作坊生产区仅为 2间平房，占地面积约

35平方米，生产的零部件主要作为村内农业生产设备维修替换件使用，且作坊

内地面已硬化处理，生产过程中涉及特征污染因子经迁移作用造成调查地块土

壤、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极小，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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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肥。

调查地块北侧道路以北为李家庄村农用地，种植小麦，为露天种植区。小麦

种植过程使用肥料为氮磷钾复混肥，使用农药为氟乐灵除草剂。该除草剂属于低

毒型除草剂，当地村民作物种植期为一年两季，除草剂使用量较小，且种植区域

与地块间有道路相隔，因此对地块内土壤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极小，可忽略不计。

4.5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表 4.5-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一致性分析

调查过程关注

的问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可采信信息

地块用地历史

历史时期遥感影像

资料显示地块内农用地

部分转为建设用地前一

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

作为墓地使用，无企业

存在史。（历史影像资

料追溯到 2002年）。

李家庄小学幼

儿园项目施工中，无

法考证。

调查地块历史

上一直为李家庄村

农用地，作为墓地使

用，无企业存在史。

调查地块历史

上一直为李家庄村

农用地，作为墓地使

用，无企业存在史。

地块历史

用地企业

调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

作为墓地使用，无企业

存在史。

李家庄小学幼

儿园项目施工中，地

块周边区域仍存在

墓地，暂未迁出。

调查地块历史

上一直为李家庄村

农用地，作为墓地使

用，无企业存在史。

调查地块历史

上一直为李家庄村

农用地，作为墓地使

用，无企业存在史。

地块潜在

污染源

调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

作为墓地使用，无企业

存在史。

调查地块内李

家庄小学幼儿园项

目教学楼已基本建

设完成，无法考证。

调查地块历史

上一直为李家庄村

农用地，作为墓地使

用。地块内施工过程

未发现污染迹象。

调查地块内现

场无污染痕迹，施工

过程地块内未发现

地下储罐、管线等工

业设施。踏勘现场无

表层土壤污染迹象。

地块周边潜在

污染源

历史影像资料显示

本地块周边1000米范围

内仅地块东侧 110米处，

历史上曾作为李家庄三

村村办机加工作坊用地

使用。

现地块周边为

农用地、学校和宅基

地，地块周边 1000
米范围内无产排污

企业存在。

地块东侧 110
米处，23 年前层作

为村办机械加工作

坊使用。

现地块周边为

农用地、学校和宅基

地，地块周边 1000
米范围内仅地块东

侧 110 米处，23 年

前层作为村办机械

加工作坊使用。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综合分析得知收集到的本次调查地块

信息基本一致，未见明显性差异性和不符，收集资料总体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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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果和分析

5.1调查结果

1. 坊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三村 2020年第 9批次 3号地块位于潍坊市坊

子工业发展区西李家庄子村，西李家庄宅基地以北，李家庄社区服务中心以西，

地块位于西李家庄三村内。地块历史上为李家庄村农用地，作为墓地使用，历史

上无工矿用地使用情况。

2. 调查地块北侧相邻地块一直为李家庄村农用地，种植小麦；东侧和南侧

相邻地块一直种植桃树，作为景观树木；西侧相邻地块原为李家庄村农用地，2013

年建设李家庄小学，作为教育科研用地使用。现调查地块周边 1000米范围内无

产排污企业存在。

3. 经访谈九龙街道工作人员得知，该地块在 1996年至 1998年期间曾作为

村办机加工作坊使用，生产期间东侧院内作为村委农业生产工具设备存放区，区

域内地面已全部硬化处理。原村办机加工作坊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具零部件

维修、加工，主要使用设备为非数控干式加工车床，生产过程产生污染物主要为

车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颗粒物，无生产废水排放，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

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均外售处理，且该作坊至今已关闭 23年。综上可知，

该区域内历史存在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调查地块内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极小，可忽略不计。

4. 本次调查对本地块内挖出土方使用快速检测设备 XRF、PID对 8个不同

点位土壤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并在调查地块南侧，历史上为景观桃林区域选取 1

个对照点位。经地块内挖出土方堆存处各点位与对照点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比

对分析得出，地块内挖出土方土壤样品与照点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数据基本一

致，无明显高于对照点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的情况，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未发

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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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对西李家庄三村村民、坊子区九龙街道、调查地块内项目施工方、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坊子分局、潍坊市坊子区国土资源与自然规划局人员进行了访

谈。调查收集到的资料、现场踏勘情况和人员访谈信息相互验证，判断依据充分，

确保了地块信息准确、可靠。

经对地块调查结果分析可知，地块原为潍坊市坊子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地，

2020年 12月 28日征收为建设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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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无检测

数据表明存在污染；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现场踏勘未发

现土壤污染迹象；地块内无放、辐射源情况存在，结合地块内挖出土方样品现场

快筛检测结果分析，表明地块内土壤状况无异常。

5.3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有：

（1）调查地块现场踏勘期间李家庄小学幼儿园项目已经基本建设完成，教

学楼所在区域可覆盖整个调查地块范围。教学楼地面已完成硬化处理，地块内土

壤情况仅能通过项目施工人员访谈和地基下挖过程产生土方情况获取，现场踏勘

情况具有局限性可能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我单位在调查过程中

针对调查地块被新建项目建筑物全覆盖的情况，选取调查地块内项目建设地基下

挖过程产生土方的堆存处，进行现场快筛检测，使快筛点位具有代表性，能够反

映地块内土壤状况，降低了快筛数据的不确定性。

在调查、访谈过程中，受访对象对调查地块了解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搜

集资料的准确性可能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我单位对调查地块开

展了人员组成全面且有针对性的人员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现场记录，并且通

过一致性比对的方式对访谈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了相互验证（详见 4.5章节），有

效降低了人员访谈内容的不确定性，确保了地块信息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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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和建议

6.1结论

（1）建议在地块利用期间，相关单位应做好后期管理措施，避免在此期间

对地块内土壤、地下水造成新的污染；

（2）建议在该地块不进行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输送的场地建设。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收集了地块

相关资料信息，经一致性分析，调查地块收集信息一致性较好，未见明显差异性

和不符，收集资料总体可信。地块历史使用情况比较简单，为西李家庄三村农用

地，一直作为殡葬墓地使用，无工况用地使用史，不存在地块内污染源造成土壤

地下水污染的情况。

现场使用快速检测设备 XRF、PID对调查地块内建设项目地基建设过程挖出

土方的土壤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并与地块周边未开发使用区域对照点快速检测数

据比对，数据基本一致，无明显大于对照点检测结果数值的情况，表明调查地块

内土壤状况无异常。

结合资料收集、现场踏看、人员访谈信息收集情况以及快速检数据情况综合

分析得出，调查地块内表层土壤未发现异常，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不属于

污染地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再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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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地块勘测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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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调查地块土地征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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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现场踏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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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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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现场快筛原始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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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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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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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进行评审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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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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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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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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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土方无外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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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关于申请办理坊子工业发展区李家庄小学幼儿园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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