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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关于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操场

建设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海)初审函〔2024〕0103

号）及钉桩文件，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操场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 6670m2，规划

性质为 A33 基础教育用地。 

根据调查了解，项目用地历史上主要为海淀供销社、乡建筑队、颐水商店仓库

及施工临建用地使用。操场已于 2024 年 11 月开始建设，操场内体育设施目前已建

设完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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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本项目涉及用地性质发生变更，因此，受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委托，我单位对

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操场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调查地块”）进行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 

2025 年 2 月我单位编写的《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操场建设项目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方案》通过了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第三方质控单位组织的专家评审，2025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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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阶段国家及北京市相关土壤环境管理要求，开展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主要目的和任务如下： 

（1）通过收集调查地块用地的变迁信息、历史生产活动、自然环境及水文地质

等资料，以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等形式，了解调查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

用情况； 

（2）通过识别和判断，初步判定调查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的可能

性； 

（3）通过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初步查明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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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染，确定是否为污染地块； 

（4）根据调查地块污染识别及初步采样检测结果，编制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为后续调查地块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与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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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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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 第 72 号）； 

（4）《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的通知》（京环发〔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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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变更前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通

知》（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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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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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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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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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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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其他相关文件 

（1）调查地块历史使用相关资料； 

（2）调查地块拆迁相关资料； 

（3）收集的相关的文件等。 

1.4 调查范围 

调查地块北至万柳华府南街，南至万泉庄路，西至圣化寺路，东至中关村第

三小学(北校区)。调查地块范围见图 1.4-1，调查地块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4-1。 

表 1.4-1  调查地块拐点坐标成果表 

桩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Y） 纵坐标 (X) 横坐标（Y） 

北京地方坐标 CGCS2000 投影坐标 

A 311348.835 494674.088 39439216.575 4426249.272 

B 311345.887 494631.758  39439174.165 4426246.662 

C 311206.992 494653.780 39439195.109 4426107.550 

D 311201.569 494656.140 39439197.428 4426102.106 

E 311185.864 494683.451 39439224.651 4426086.179 

F 311188.168 494699.561 39439240.801 442608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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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调查地块调查范围图（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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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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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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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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属于调查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污染识别阶段与初步调查阶段。 

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见图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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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程序图 

本次工作内容 



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操场建设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92 

  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五章 结论 

5.1 前期调查结论 

（1）初步调查阶段，在调查范围内布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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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件、地下水样品 4 件送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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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查地块土壤满足国家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调查地块不属于污

染地块，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可接受。 

5.2 建议 

在后期使用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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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材料搜集、现场访谈、实地采样分析，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结合

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

了解调查地块土地利用的历史变迁情况，并收集与调查地块相关的资料，同时取

样过程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并考虑现场情况、土壤和地下水分布情况，严格现场

采样工作，并对样品检测过程进行质量控制，为本次调查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本次调查依然可能存在如下不确定性因素：  

（1）考虑到调查期间，地块已拆迁，本次调查以人员访谈资料为主，其详

细程度与真实有效性对本次调查产生一定不确定性。  

（2）地块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布设方法，是以代表性点位采样及检测结果代 

表同一性质片区，因此工作方法具有以点带面的特征。本次污染状况调查样品数

量满足技术导则对采样点布设要求，调查结论是依据现有采集到的样品检测结果

进行综合分析而得出，但由于自然以及人为原因，土壤和地下水分布本身具有一

定程度的非均质性，从而导致与实际情况相比，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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