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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 

 

    2020 年 11 月 13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滨海新区分局组织召开了《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 商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函审专家会，专家组由 3 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专家

审阅了报告内容，经研究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一、该地块位于滨海新区新城镇，四至范围为：东至滨海新区新城镇规划国

丰路、南至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8 地块、西至规划国兴路、北至规划永志道，调查

面积 20720.2m2，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B1），地块现状主要为空地、坑

塘、公路和沟渠。 

二、《报告》对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 商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程序与方法

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三、《报告》已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地块基本信息、土壤及地下水（地表水）

是否受到污染，土壤污染物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地下

水和地表水是否符合相关标准限值，内容较完整。  

四、《报告》中土壤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地

下水和地表水未超过相关水质标准限值，结论基本可信，符合未来规划为商业用

地（B1）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五、专家组同意报告经修改后通过评审，修改后的报告需经专家组长审核签

字。 

六、修改完善建议 

1、补充完善“1.4 调查依据”。 

2、对场地历史上地方性疾病、恶性疾病进行补充调查；对地块内坑塘、填垫

土（1m 左右）来源及历史情况进行补充调查和说明。 

3、加强周边化工厂生产历史调查，生产工艺分析，特征污染物识别，建议对

场地内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等进行补充监测；深入分析输

油管线环境影响，补充调查管线的油品性质，分析其迁移的规律。 

4、完善报告中“现场调查及样品采集”相关内容；补充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







1

《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商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意见修改清单

专家意见 修改内容

1 补充完善“1.4调查依据” 已在 P4-6补充完善“1.4调查依据”。

2
对场地历史上地方性疾病、恶性疾病进行补充调查；对

地块内坑塘、填垫土（1m 左右）来源及历史情况进行

补充调查和说明

已在 P17补充本地块原为居住地块，根据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历史上

未发生过与水、土环境相关的地方性疾病、恶性疾病等；已在 P20补充

1980 年后开始建设邓善沽村，地块进行填垫平整，填垫土主要来自周

边荒地处原地势较高区域素土，未含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

3

加强周边化工厂生产历史调查，生产工艺分析，特征污

染物识别，建议对场地内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氨氮、硝酸

盐、亚硝酸盐等进行补充监测；深入分析输油管线环境

影响，补充调查管线的油品性质，分析其迁移的规律

已在 P38-45加强周边化工厂生产历史调查，已在 P42-45加强生产工艺

分析及特征污染物识别，已于 2021年 1月对场地内地下水和地表水中

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进行补充监测；已在 P41-42深入分析输油管

线环境影响，补充调查管线的油品性质为成品油，并根据相关文献分析

其迁移的规律。

4

完善报告中“现场调查及样品采集”相关内容；补充土壤

和地下水样品采样依据，规范样品保存条件和时间；完

善土壤（底泥）、 地下水（地表水）样品采集、保存、

运输、流转等具体方法；补充底泥采样方法和采样照片，

补充现场勘查测绘照片、安全施工等文字内容

已在 P67-77 完善现场调查及样品采集相关内容；P67 补充土壤采样依

据，P69补充地下水采样依据，P74补充地表水采样依据，P76补充底

泥采样依据，同时规范样品保存条件和时间，完善土壤（底泥）、地下

水（地表水）样品采集、保存、运输、流转等具体方法；已在 P76-77
补充底泥采样方法和采样照片；已在 P14-16 补充现场勘查照片；已在

P79补充安全施工等文字内容。

5

补充提交现场快速检测记录（附件）；补充完善报告中

“现场快速检测”相关内容及照片；补充“地块内土壤

及地下水样品与对照点样品”数据对比分析；完善不确

定性分析

已补充提交现场快速检测记录，详见附件 4.2 和附件 4.4；已在 P82-83
补充完善报告中“现场快速检测”相关内容及照片；已在 P104-105补
充“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样品与对照点样品”数据对比分析；已在 P107
完善不确定性分析。

6 完善报告文本、图件及附件 已完善报告文本、图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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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会专家组意见 

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商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专家评审意见 

 2020 年 11 月 13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滨海新区分局组织召开了《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 商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函审专家会，专家组由 3 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专家审阅了报告内容，经研究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一、该地块位于滨海新区新城镇，四至范围为：东至滨海新区新城镇规划国

丰路、南至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8 地块、西至规划国兴路、北至规划永志道，调

查面积 20720.2m2，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B1），地块现状主要为空地、

坑塘、公路和沟渠。 

二、《报告》对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 商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程序与方

法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三、《报告》已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地块基本信息、土壤及地下水（地表水）

是否受到污染，土壤污染物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地

下水和地表水是否符合相关标准限值，内容较完整。  

四、《报告》中土壤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地

下水和地表水未超过相关水质标准限值，结论基本可信，符合未来规划为商业用

地（B1）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五、专家组同意报告经修改后通过评审，修改后的报告需经专家组长审核签

字。 

六、修改完善建议 

1、补充完善“1.4 调查依据”。 

2、对场地历史上地方性疾病、恶性疾病进行补充调查；对地块内坑塘、填

垫土（1m 左右）来源及历史情况进行补充调查和说明。 

3、加强周边化工厂生产历史调查，生产工艺分析，特征污染物识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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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建新塘（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于 2020年 4月委托

天津中环宏泽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滨海新区新

城镇 04-46商业地块（简称“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地块现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凯威路以北，金光路以西。对照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6商业地块核定用地，本地块位于滨海新区新城镇规划国丰路以西、规划国

兴路以东、规划永志道以南，地块南侧紧邻滨海新区新城镇 04-48地块，本地块

总面积 20720.2m2。调查地块内原主要为邓善沽村居住地，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

商业用地（B1）。

通过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初步查明地块内的潜水水文地质特征。地块地表下

8.00m范围内的土层主要有人工填土层的杂填土、素填土，新近冲积层粉质黏土

和全新统中组海相沉积层粉质黏土；地块内的包气带厚度为 0.78～0.99m，包气

带地层为人工填土层的杂填土、素填土，其中素填土属于极微透水；潜水含水层

地层主要包括新近冲积层粉质黏土和全新统中组海相沉积层粉质黏土，属于微透

水；勘查期间地块内监测井静止水位埋深 0.78～0.99m，相当于标高 0.80～0.74m，

水力坡度为 0.3‰；地块潜水地下水总体流向是由西南流向东北。

经现场踏勘，地块内建筑物已全部拆除，现场地势基本平坦。大部分区域杂

草丛生，地块内现存大面积的地表坑塘和沟渠，根据 2020年 4月现场踏勘，地

表坑塘面积约占本项目地块面积的 1/4，约 5000m2。地表水体颜色呈浅黄色，未

见明显异味，现场残留少量原居民用房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地块内东侧道路为金

光路，路两侧分别有一沟渠；地块东南角位置地下埋有输油管线和天然气管线；

地块西南侧紧邻滨海新区拆迁拆违新城镇指挥部。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

用、处理、储存和处置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无污染痕迹和

腐蚀性痕迹。地块周边 800m范围内污染源主要为地块西南角滨海新区拆迁拆违

新城镇指挥部，地块东侧及东南侧历史上存在的工业企业。

经过调查分析，本地块在历史上一直为稻田种植区和居民居住区，历史上没

有存在过污染型的生产企业，加之地块东南角有地埋天然气管道和输油管线，因

此地块主要关注污染物为有机农药类、重金属、多环芳烃、苯系物、总石油烃、

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地块内东侧有一条南北走向公路（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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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车辆有可能滴落汽油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关注污染物为重金属、石油烃。

地块东侧历史上曾存在一些污染型企业，主要产品为二氯苯胺、烧碱、三聚氰胺、

混凝土，为考虑地块外污染源的对本项目调查地块的影响，主要关注污染物为重

金属、多环芳烃、石油烃、多氯联苯、硝基苯、苯胺、氰化物、pH、氨氮。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计对 42个土壤样品、7个地下水样品、8个地表

水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土壤 pH值范围为 7.61~8.75无量纲；重金属除

六价铬未检出外其他均有检出，检测结果范围分别为：砷 8.1~18.5mg/kg、铜

11~37mg/kg、镍 18~44mg/kg、汞 0.017~0.105mg/kg、铅 15.4~45.3mg/kg、镉

0.02~0.21mg/kg；石油烃部分检出，检测结果范围为 ND（＜6）~268mg/kg；氰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多氯联苯均未检出。土壤

样品各检出指标的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地下水 pH范围为 7.17~7.64 无量纲；重金属除六价铬、汞未检出，其他均

有检出，检出浓度分别为：砷 3.02~11.7mg/L、铜 1.22~1.54mg/L、镍 5.33~7.56mg/L、

铅 0.32~0.68mg/L、镉 ND（＜0.05）~0.06mg/L、锌 3.23~4.48mg/L；氰化物未检

出，硫化物检出浓度 0.023~0.035mg/L、氨氮检出浓度 0.031~0.459mg/L、硝酸盐

（以 N 计）检出浓度 0.08~0.46mg/L、亚硝酸盐（以 N 计）检出浓度

0.003~0.030mg/L；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多氯联苯、

石油烃均未检出。地下水样品各检出指标的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中相应的 IV 类标准限值。

地表水 pH值范围为 8.11-8.65无量纲；重金属除六价铬、汞未检出外其余均

有检出，检出浓度分别为砷 3.29~7.98mg/L、铜 1.34~3.77mg/L、镍 5.03~8.78mg/L、

铅 0.36~0.84mg/L、镉 0.06~0.09mg/L、锌 4.00~10.6mg/L；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多氯联苯均未检出；氰化物未检出，硫化物检出浓度

0.03~0.068mg/L，以上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的 IV 类水标准限值；硝酸盐（以 N计）检出浓度 0.75mg/L，未超过《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

限值要求；亚硝酸盐（以 N计）检出浓度 0.039mg/L，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 IV 类标准限值要求；氨氮检出浓度 2.53mg/L，对照《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 IV 类水标准限值 1.5mg/L，氨氮超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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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约为 1.7倍。

综上所述，本项目调查范围内土壤和底泥样品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

地筛选值；地下水样品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的 IV 类标准限值要求；地表水中除氨氮外，其余监测指标均未超过《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 IV 类标准限值要求；地表水氨氮检出浓

度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 IV 类水标准，考虑与周

边区域地表水历史上整体水质情况相关，也可能是由于沟渠上游鱼塘养殖过程中

饲料投喂、鱼类粪便等活动，以及历史上周边居民生活活动所致。但氨氮为常规

水质指标，不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

因此，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地表水）未受到污染，地块健康风险可忽略，

符合未来开发为商业用地（B1）的建设要求。本项目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根

据相关政策要求，不需要进一步开展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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