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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 CP07-0302-6001 地块位于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用地面积

为 35062.477m2，根据《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 CP07-0302-6001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调整》、《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昌平区北七家镇

CP07-0302-6001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批复》和《未来科学城体育中心建设

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规划为体育场馆用地（A41）。 

根据我单位调查，项目用地历史主要为蔬菜大棚、住宅、库房和空地使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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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7 日）及《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 年 9 月 23 日）要求，用途变更

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前应对原场地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因此，

受北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对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

CP07-0302-6001 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进行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024 年 7 月 10 日我单位编写《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 CP07-0302-6001 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并上传至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2024 年 7

月 16 日我单位开展现场土壤采样调查工作。 

1.2 调查目的和任务 

在收集和分析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识别

的区域设置采样点，进行土壤样品的实验室检测，明确调查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物，

并明确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与评估的目的及任务如下： 

（1）初步查明调查地块污染物分布情况及其属性； 

（2）初步揭示调查地块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 

（3）规范评价调查地块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 

（4）初步确定土壤和地下水主要污染因子，污染物含量及空间分布； 

（5）根据初步环境调查结果，确定是否开展详细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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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公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5）《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5 年 3 月 1 日）； 

（6）《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1.3.2 相关规定和政策 

（1）《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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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2016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 第 72 号）; 

（5）《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京

政发[2016]63 号)。  

1.3.3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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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4）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8）《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11）（2009 年版）； 

（9）《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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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 

（11）《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

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 

（12）《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1.3.4 其他相关文件 

（1）调查地块历史使用相关资料； 

（2）其他项目相关的文件等。 

1.4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 CP07-0302-6001 地块，调查地块范围

见图 1-1，调查地块范围拐点坐标见图 1-2。 

 

图 1-1  调查地块调查范围图（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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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调查地块拐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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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内容 

本次地块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地块污染识别：通过资料收集查阅、现场调查、人员访问等形式，获取

调查地块水文地质特征、土地利用情况、生产工艺污染识别等基本信息，建立调

查地块污染识别阶段的污染概念模型，识别和判断调查地块污染的潜在污染物种

类、污染途径、污染介质以及潜在污染区域。 

（2）现场勘察与采样分析：通过现场勘察与采样分析，获取不同深度土壤中

污染物的浓度、污染区地层分布情况及土壤参数。建立地下水监测井，采集地下

水样品用以分析调查地块内地下水污染情况。 

（3）结果评价：参考国内现有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确定该调查地块是否

存在污染，如无污染则调查地块调查工作完成；如有污染则需进一步判断调查地

块污染状况与程度，为地块调查和风险评估提供全面详细的污染范围数据。 

1.6 调查工作程序与质量控制内容 

（1）调查工作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656-2019）

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可进一步分为污染识别、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可分阶段依次开展。  

污染识别阶段：污染识别主要工作是通过资料收集、文件审核、现场踏勘与

人员访谈等形式，了解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重点是收集分析与污染活动

有关的信息，识别和判断地块内土壤与地下水存在污染的可能性。  

初步调查阶段：对识别判断可能存在污染，及因历史用地资料缺失而无法判

断是否存在潜在污染的地块，应开展初步调查。初步调查主要工作是依据污染识

别结论，对地块内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进行布点采样与检测分析，判断地块是否

存在污染。 

详细调查阶段：对初步调查确认存在污染的地块，应开展详细调查。详细调

查主要是结合初步调查阶段工作成果，开展现场测试与采样检测，查清地块内污

染的空间分布、迁移归趋、赋存形态及水文地质条件等信息。调查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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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程序图 

（2）调查质量控制工作内容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过程，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2022 年 7 月 8 日）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2022 年 7 月 8 日）规定，进行质量控制工作，  

本次工作内容 



第二章 调查地块概况 

7 

  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二章 调查地块概况 

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 CP07-0302-6001 地块，调查地块

范围中心点位置坐标为中心点位置坐标为 40.118689°N，116.452612°E。调查地

块总占地面积 35062.477m2，地理位置如图 2-1 所示。 

 

图 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示意图 

2.2 区域自然概况  

昌平区属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冬季受西伯利亚、蒙古高压气候控制，

严寒干旱多西北风；夏季受大陆低气压和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多雨，盛行东南

风。气候特点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干湿冷暖变化剧烈。根据昌平气象站多年气

象资料统计，昌平区年平均气温11.8℃，一月最冷，平均-4.1℃，七月最热，平

均25.8℃，年温差29.9℃，≥10℃积温4600℃；多年平均蒸发量1393mm，多年平

均降水量574mm，降水分配不均，夏季雨量充沛，以6至8月为最多，平均降水量

429.9mm，占全年的75%，冬季（12月至2月）平均降水量只有10mm左右，仅占

全年的2%；平均每年有阴天96.6d，年雾日数4.4d；年平均无霜期200d，平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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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间2720h，最大冻土深73cm。 

昌平区多年平均风速2.2m/s，月平均风速以4月份最大（为3.4m/s），全年风

向以偏北风为主，冬季多偏北或西北风，夏季多偏南或东南风，春秋两季则两种

风向交替，冬春两季约有20多天大风天气。 

2.3 地质、水文条件  

2.3.1 区域地质情况 

调查地块属于温榆河冲洪积扇的下部，自西北部的山前地带向东南部平原区

河流相沉积物逐渐增厚，地貌单元由冲洪积扇过渡为冲积平原，地层岩性由以卵

石类土、砂类土为主渐变为以粉土、粘性土为主的交互地层。 

2.3.2 区域水文条件 

昌平区的平原河道主要属于温榆河，有主要排洪河道26条。温榆河属于北运

河水系，是海河流域四大河流之一，是北京市西北部地区主要排水河道。河道起

自昌平区沙河闸，流经顺义区、朝阳区，至通州北关拦河闸，全长约48km，流

域面积2478km2。温榆河昌平区段长约19.4km，境内流域面积1237km2。温榆河

以上有五条支流，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孟祖河和蔺沟河。东沙河与北沙河、

南沙河在巩华镇附近汇入沙河水库，沙河水库以下称温榆河。 

昌平区山区主要排洪沟道有16条，属三大水系，北运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和

潮白河水系。老峪沟属永定河水系湫河，源于流村镇老峪沟深山区，由老峪沟、

黄土洼沟汇入马刨泉村北向南流入门头沟区的湫河，流域面积53.6km2。黑山寨

沟属潮白河水系怀九河，源于昌平区长陵镇黑山寨地区，由两条沟组成，即黑山

寨沟、慈悲峪沟，均为常年基流，流域面积42km2。 

昌平平原区的第四系地下水主要为北京地区松散孔隙水系统的温榆河冲洪

积扇地下水子系统。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岩组分布于山前及广大平原地带及

大宫门古河道中，含水岩层的岩性变化较大，山前地带为坡洪积、洪积形成的含

粉土碎石层及含黏性土卵砾石层；广大平原地区为冲洪积作用形成的砂卵砾石层

及中细砂层，层数由单一层渐变为多层；粒度由粗到细。在河流作用下，含水层

多呈透镜状分布，单井出水量一般1000~2000m3/d。昌平地区山前冲洪积扇发育，

南口洪积扇是昌平区比较富水的地区，单井出水量可达3000m3/d以上，但山前地

区地下水水位埋藏较深，最深可达30~100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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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灌溉、渗漏入渗补给及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

地下水主要消耗于人为开采、潜水面蒸发和侧向径流流出。从1981年以来潜水水

位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逐渐变小，尤其受近几年北京地区地下水限制开

采、南水北调进京，平原区地下水水位总体趋于平稳状态。区域水文地质情况见

图2-2。 

 

图 2-2  调查地块区域水文地质图 

2.3.3 调查地块地质条件 

根据本次调查揭露的地层情况，调查地块自然地表下 17m 范围内的地层按

沉积年代、成因类型可分为人工堆积层、新近沉积层和第四纪沉积层共三大类，

并按地层岩性及工程特性进一步划分为 3 个大层及亚层，现分述如下： 

人工堆积层： 

①粘质粉土素填土-粉质粘土素填土层：褐黄色，稍湿~湿，松散~稍密，以

黏质粉土为主，局部为黏土，含砖屑、灰渣、根茎等。 

①1 杂填土层：杂色，稍湿~湿，松散，成分以建筑垃圾为主，含碎石、混凝

土块、灰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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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沉积地层： 

②粉质粘土：褐黄色，湿~很湿，可塑，含云母、氧化铁等，局部夹有黏土

层。 

一般第四纪沉积层： 

③粉质粘土层：黄灰色，湿~很湿，可塑，含云母、氧化铁等，局部为黏土

层。 

③1砂质粉土层：黄灰色，湿~很湿，密实，含云母、氧化铁等。 

调查地块场地工程地质剖面图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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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调查地块内工程地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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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调查地块水文条件 

调查地块所在地第四系含水层由浅部潜水含水层及深部多层承压含水层组

成。其中潜水含水层在古河道附近含水层主要为砂层、砂卵石层；远离古河道地

区，主要为砂、砂质粉土或含黏性土层，透水性相对较差。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

降水、灌溉、渗漏入渗补给及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地下水主要消耗于人为开

采、潜水面蒸发和侧向径流流出。从 1981 年以来潜水水位逐年下降的趋势，但

下降幅度较小；近年来由于受北京地区地下水限制开采、南水北调的实施、年变

幅及遇大的降雨年份等因素，本区域潜水趋于平稳状态。 

根据收集的调查地块勘察成果显示，调查地块周边稳定潜水埋深在

10.97~11.66m 左右，调查地块区域地下水流向主要由西向东流动。 

2.4 调查地块现状及历史变革 

2.4.1 调查地块现状 

2024 年 7 月 2 日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目前地块

内已拆迁，变更为空置裸地。 

2.4.2 调查地块历史变革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及调查地块历史影像资料，调查地块历史用途为蔬菜大

棚、住宅、库房和空地。2012 年及以前主要为种植大棚，西部和东南部为库

房；2012 年至今为空地。调查地块详细历史使用情况见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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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5.1 调查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对调查地块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合调查地块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

了解情况，经分析整理得到调查地块污染识别结论如下： 

1、通过前期污染识别，调查地块内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有机农药（阿特拉津、

乐果等）会对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产生有机农药（阿特拉津、乐果等）污染影

响；对库房所在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产生石油烃影响。 

2、调查地块周边 800m 范围内内在历史使用过程中不会对调查地块产生影

响。 

5.2 调查地块污染确认结论 

（1）初步调查阶段，在调查范围内布设 22 个土壤采样点，3 眼地下水监测

井。获取调查地块内有代表性土壤样品 88 件、地下水样品 4 件送实验室检测。 

土壤不超过国家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同时也不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标准；地下水中指标均不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Ⅳ类标准

限值，不属于污染地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可接受。 

（2）综合土壤及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本项目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和风险评

估，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调查地块

调查工作到初步采样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 

5.3 建议 

调查地块应避免在开发前，对地块土壤产生二次污染，在后续开发过程中，

调查地块内一旦发现潜在污染源，存在环境污染风险时，应及时上报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必要时应继续开展相应的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建设项目在后续

开发过程中加强管控，严禁开采此层地下水直接作为饮用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