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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点采样方案

1.1采样位置、数量和深度

本区域地块为在产企业用地，按照《化药化工（无锡）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厂设

置 13个土壤监测点位，其中 7个土壤深层监测点、6个土壤表层监测点（含 1个土壤对照点）和 5个地下水监测点（含地下水对照

点）。具体点位布设情况详见下表。

表 1.1-1 点位布设位置汇总表

类别 单元类别
重点监测

单元编号

重点监测单元

包含区域
点位编号 布点位置

设计监测点位

坐标

隐蔽性重

点设施/设
备埋深

（m）

采样深度

（m）

单元内部及周边 20m
范围内地面情况（无

缝硬化/其他有效防渗

措施/裸露土壤）

是否布设

表层土壤

点

地下设施、储

罐和管线等

情况

土壤

监测

点位

一类单元 2A

埋地柴油罐、初

期雨水收集池、

热水池、雨水接

管口

2A-T01 机修车间北侧的

绿化带
E120.396047°
N31.648717° / 0～0.5m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是
存在地下设

施、储罐

2A-T02 埋地柴油罐东北

侧绿化带
E120.396461°
N31.648111° 3.3 3.3～3.8m

2A-T03 初期雨水收集池

东南侧绿化带
E120.395997°
N31.648484° 2.4 2.4～2.9m

2A-T04 热水池南侧绿化

带
E120.396359°
N31.648401° 1.7 1.7～2.2m

一类单元 2B

第一工厂、事故

应急池、废水储

罐、原料加温池

1、循环水池、

第二工厂、原料

加温池 2

2B-T01 废水储罐北侧绿

化带
E120.396431°
N31.649229° / 0～0.5m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是
存在地下设

施、储罐

2B-T02 事故应急池南侧

绿化带
E120.396202°
N31.649089° 3.6 3.6～4.1

2B-T03 生产车间南侧绿

化带处
E120.396679°
N31.648941° 1.1 1.1～1.6

2B-T04 原料加温池 1南
侧绿化带

E120.396818°
N31.649546° / 0～0.5m

2B-T05 第二工厂东侧绿
E120.396827°
N31.649364° 1.1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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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单元类别
重点监测

单元编号

重点监测单元

包含区域
点位编号 布点位置

设计监测点位

坐标

隐蔽性重

点设施/设
备埋深

（m）

采样深度

（m）

单元内部及周边 20m
范围内地面情况（无

缝硬化/其他有效防渗

措施/裸露土壤）

是否布设

表层土壤

点

地下设施、储

罐和管线等

情况

化带

2B-T06 循环水池北侧绿

化带
E120.396827°
N31.649364° 0.85 0.9～1.4

二类单元 2C 危废仓库、恒温

仓库
2C-T01 危废仓库北侧绿

化带
120.332660°
31.661857° / 0～0.5m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是
无地下设施、

储罐及管线

二类单元 2D
碱水区、成品仓

库 1、成品仓库

2、实验室

2D-T01 成品仓库 1东侧

绿化带
E120.330568°
N31.661414°

/ 0～0.5m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是
无地下设施、

储罐及管线

/ 对照区域 对照点 T0 办公楼南侧绿化

带处
E120.175844°
N31.635530° / 0～0.5m 裸露土壤 是

无地下设施、

储罐及管线

地下

水监

测点

位

一类单元 2A
间，内含事故应

急池、蒸发出水

储罐、雨水

2A-D01 位于原料仓库北

侧绿化带处
E120.330945°
N31.662338°

/ /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 存在地下设

施、储罐

二类单元 2B
间，内含事故应

急池、蒸发出水

储罐、雨水

2B-D01 位于生产车间北

侧绿化带处
E120.332313°
N31.662323° / /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 存在地下设

施、储罐

一类单元 2C 导热油储罐、锅

炉房
2C-D01 位于导热油储罐

西侧绿化带处
E120.397209°
N31.649264° / /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 无地下设施、

储罐及管线

一类单元 2D 危废仓库、实验

室
2D-D01 位于危废仓库西

侧绿化带处
E120.397200°
N31.648569°

/ /
单元内部均已无缝硬

化，周边 20m范围内

有裸露土壤

/ 无地下设施、

储罐及管线

/ 对照区域 对照点 T0 位于厂区西北侧

绿化带处
E120.396738°
N31.649623° / / 裸露土壤 / 无地下设施、

储罐及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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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中监测频次要求，

表层土壤每年监测 1次、深层土壤每 3年监测 1次，地下水一类单元非敏感区企业半年监测 1次、

二类单元 1年监测 1次。因此本年度自行监测选取方案中的 6个表层土壤监测点（含对照点）以

及 5个地下水监测点（含对照点），其中地下水监测点 2A-D01、2B-D01为一类单元监测点。监

测频次为表层土 1年 1次、3个地下水监测点（含对照点）1年 2次。2023年度本地块土壤和地

下水委托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测，上半年于 2023年 6月 16日对土壤和地下水

进行采样检测，下半年于 2023年 8月 7日对地下水进行采样检测。

本次土壤和地下水点位分布情况详见图 1。

图 1 监测点位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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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样品分析

1.2.1监测项目

按照方案内容，本次调查对地块内的土壤、地下水进行检测，具体检测指标如下表：

表 1.2-1 土壤测试指标

类别
应测项目

基本项目 特征污染物

指标

pH值、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挥发性有

机物（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
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
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

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
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

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半挥发性有机物（硝

基苯、2-氯酚、多环芳烃（苯并[a]蒽、苯并[a]芘、苯

并[b]荧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 h]蒽、茚并[1,2,3-cd]
芘、䓛、萘、苯胺）

pH值、石油烃（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地下水检测项目参见表 1.2-2：
表 1.2-2 地下水测试指标

类别 应测项目 特征污染物

基本项目

色(度)、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总硬度、溶

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

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

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

化物、汞、砷、硒、镉、六价铬、铅、三氯甲烷、四

氯化碳、苯、甲苯、pH值

pH值、石油烃（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1.2.2检测单位

本地块的土壤、地下水委托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取样、监测并出具报告。

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08月05日，注册地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万全路59

号-3号楼301，法定代表人为王呈祥。经营范围包括室内环境检测；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应急治理服务；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农业面源和重金

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资质情况证书编号为：171012050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1%E6%B5%8A%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B6%E8%A7%A3%E6%80%A7%E6%80%BB%E5%9B%BA%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B6%E8%A7%A3%E6%80%A7%E6%80%BB%E5%9B%BA%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AB%E9%85%B8%E7%9B%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E5%8C%96%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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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分析方法

样品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方案及其他相关方法，具体如下：

表1.2-3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

类别 检测因子 检出限 单位 分析方法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土壤

pH - -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

法》HJ 962-2018 离子计 PXS-270

砷(As) 0.01 mg/kg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

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

定》（GB/T22105.2-2008）

原子荧光光度计
北京海光
AFS-8510

镉(Cd) 0.01 mg/kg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GB/T 17141-1997）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Agilent 280Z

六价铬 0.5 mg/kg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

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2019）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Agilent 280FS

铜(Cu) 1 mg/kg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

铅、镍、铬的测定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铅(Pb) 0.1 mg/kg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GB/T 17141-1997）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Agilent 240Z

汞(Hg) 0.002 mg/kg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

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

定》（GB/T22105.1-2008）

原子荧光分光光

度计
AFS-8520

镍(Ni) 3 mg/kg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

铅、镍、铬的测定火焰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Agilent 280FS

四氯化碳 1.3 μg/kg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

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605-2011）

吹扫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
Agilent-7890B/
5977BMSD

氯仿 1.1 μg/kg
氯甲烷 1 μg/kg

1,1-二氯乙

烷
1.2 μg/kg

1,2-二氯乙

烷
1.3 μg/kg

1,1-二氯乙

烯
1 μg/kg

顺-1,2-二氯

乙烯
1.3 μg/kg

反-1,2-二氯

乙烯
1.4 μg/kg

二氯甲烷 1.5 μg/kg
1,2-二氯丙

烷
1.1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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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检测因子 检出限 单位 分析方法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1,1,1,2-四氯

乙烷
1.2 μg/kg

1,1,2,2-四氯

乙烷
1.2 μg/kg

四氯乙烯 1.4 μg/kg
1,1,1-三氯

乙烷
1.3 μg/kg

1,1,2-三氯

乙烷
1.2 μg/kg

三氯乙烯 1.2 μg/kg
1,2,3-三氯

丙烷
1.2 μg/kg

氯乙烯 1 μg/kg
苯 1.9 μg/kg

氯苯 1.2 μg/kg
1,2-二氯苯 1.5 μg/kg
1,4-二氯苯 1.5 μg/kg

乙苯 1.2 μg/kg
苯乙烯 1.1 μg/kg
甲苯 1.3 μg/kg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1.2 μg/kg

邻二甲苯 1.2 μg/kg
硝基苯 0.09 mg/kg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

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

谱-质谱法》（HJ 834-2017）

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

Agilent
8890GCSys-59
77B MSD

苯胺 0.1 mg/kg
2-氯酚 0.06 mg/kg

苯并[a]蒽 0.1 mg/kg
苯并[a]芘 0.1 mg/kg

苯并[b]荧蒽 0.2 mg/kg
苯并[k]荧蒽 0.1 mg/kg

䓛 0.1 mg/kg
二苯并[a,h]

蒽
0.1 mg/kg

茚并

[1,2,3-cd]芘 0.1 mg/kg

萘 0.09 mg/kg

石油烃

（C10-C40）
6 mg/kg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

(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

法》（HJ 1021-2019）

气相色谱仪

（GCFID） GC78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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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地下水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类

别
检测项目 检出限 单位 检测方法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地下水

pH值 / / 《水质pH值的测定电极法》

（HJ 1147-2020）
便携式多参

数分析仪

ZB-718
GLLS-X
C-044

色(度) 5 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GB/T

11903-1989） / /

嗅和味 / /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2002年 3.1.3.1
/ /

浑浊度 0.5 NTU
《水质 浊度的测定》（GB/T
13200-1991）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TU-1900
GLLS-JC
-059

肉眼可见

物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 直接观察法》（GB/T
5750.4-2006）

/ /

总硬度 0.05 mg/L
《水质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 7477- 1987）
/ /

溶解性总

固体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 称量法》（GB/T
5750.4-2006）

/ /

硫酸盐 0.018 mg/L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铬

酸钡分光光度法（试行）》

（HJ/T 342-200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TU-1900
GLLS-JC
-059

氯化物 0.007 mg/L
《水质氯化物的测定硝酸

银 滴 定 法 》 （ GB/T
11896-1989）

/ /

铁 0.01 mg/L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HJ776-2015）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Agilent
5110/GL
LS-JC-00

3

锰 0.004 mg/L

铜 0.04 mg/L

锌 0.009 mg/L

铝 0.009 mg/L

挥发性酚

类
0.0003 mg/L

《水质挥发酚的测定4-氨
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503-2009）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GLLS-JC
-197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0.050 mg/L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

法》（GB/T 7494-198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GLLS-JC
-197

耗氧量 0.05 mg/L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

定》（GB/T 11892-1989 ）
/ /

氨氮 0.025 mg/L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

（H535-2009）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TU-1900
GLLS-JC
-264

硫化物 0.005 mg/L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

甲基蓝分光光度法》（HJ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TU-1900
GLLS-J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1%E6%B5%8A%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B6%E8%A7%A3%E6%80%A7%E6%80%BB%E5%9B%BA%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B6%E8%A7%A3%E6%80%A7%E6%80%BB%E5%9B%BA%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AB%E9%85%B8%E7%9B%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E5%8C%96%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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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2021） -264

钠 0.03 mg/L
《水质32种元素的测定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HJ776-2015）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光谱

仪（ICP）

Agilent
5110/GL
LS-JC-00

3

亚硝酸盐 0.016 mg/L
《水质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HJ/T
346-200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TU-1900
GLLS-JC
-264

硝酸盐 0.016 mg/L
《水质硝酸盐氮的测定紫

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T 346-2007 ）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TU-1900
GLLS-JC
-264

氰化物 0.002 mg/L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

量法和分光光度法》（HJ
484-2009）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GLLS-JC
-197

氟化物 0.05 mg/L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离子

选择电极法》（GB/T
7484-1987）

离子计
PXS-270
GLLS-JC
-053

碘化物 0.025 mg/L
《水质碘化物的测定淀粉

分光光度法》（DZ/T
0064.56-2021）

可见分光光

度计 /T7新
悦

SZHY-S-
008-2

汞 0.04 μg/L
《水质汞、砷、硒、铋和锑

的测定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原子荧光光

度计

AFS-8520砷 0.3 μg/L 原子荧光光

度计

硒 0.4 μg/L 原子荧光光

度计

镉 0.05 μg/L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HJ700-2014）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光谱

仪（ICP）

NexION1
000G

六价铬 0.004 mg/L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

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1987）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GLLS-JC
-197

铅 0.09 μg/L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HJ700-2014）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光谱

仪（ICP）

Agilent
7800

三氯甲烷 0.0004 mg/L
《水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

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_质谱

法》（HJ 639-2012）

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仪

（GCMS）

GLLS-JC
-188

四氯化碳 0.0004 mg/L

苯 0.0004 mg/L

甲苯 0.0003 mg/L

石油烃

（C10-C40）
0.01 mg/L

《水质可萃取性石油烃

(C10-C40) 的测定气相色谱

法》（HJ 894-2017）

气相色谱仪

（GC） GC78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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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结果及分析

2.1土壤监测结果

（1）分析方法

本地块土壤应测项目为45个必测项（含特征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特征因子（pH、

石油烃（C10-C40）），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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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表1及表2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进行对标分析，pH暂无标准。

（2）各点位监测结果

本次报告针对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壤监测报告（编号：

GE23061527011B1）中监测数据，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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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及表2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进行对标分析。结果详见下表：

（1）分析方法

本地块土壤应测项目为45个必测项（含特征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pH、石油烃（C10-C40），

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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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1及表

2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进行对标分析。

（2）各点位监测结果

本次报告针对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壤监测报告（编号：

GE23061527011B1）中监测数据，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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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及表 2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进行对标分析。详见下表：

表 2.1-1 土壤中重金属和无机物监测数据对标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重金属和无机物（mg/kg）

pH 砷 镉 铬（六价） 铜 铅 汞 镍

2A-T01/0-0.5m 8.17 8.52 0.06 ＜0.5 22 17.8 0.095 34
2B-T01/0-0.5m 8.13 8.84 0.04 ＜0.5 20 19.5 0.104 29
2B-T04/0-0.5m 8.32 7.08 0.03 ＜0.5 18 20.8 0.196 20
2C-T01/0-0.5m 8.35 8.43 0.04 ＜0.5 19 17.2 0.146 28
2D-T01/0-0.5m 8.23 7.55 0.05 ＜0.5 17 20.5 0.114 25
T0/0-0.5m 8.19 8.33 0.03 ＜0.5 18 14.4 0.057 25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 60 65 5.7 18000 800 38 900
超标率 — 0 0 0 0 0 0 0

超标倍数 —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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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数据对标

样品名

称

检测结果 类别：挥发性有机物（μg/kg）

四氯

化碳
氯仿

氯甲

烷

1,1-
二氯

乙烷

1,2-
二氯

乙烷

1,1-二
氯乙

烯

顺
-1,2-
二氯

乙烯

反
-1,2-
二氯

乙烯

二氯

甲烷

1,2-
二氯

丙烷

1,1,1,
2-四
氯乙

烷

1,1,2,2
-四氯

乙烷

四氯

乙烯

1,1,1
-三
氯乙

烷

1,1,2-
三氯

乙烷

三氯

乙烯

1,2,3
-三
氯丙

烷

氯乙

烯
苯 氯苯

1,2-
二氯

苯

1,4-
二氯

苯
乙苯

苯乙

烯
甲苯

间二

甲苯

+对
二甲

苯

邻二

甲苯

2A-T01
/0-0.5m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B-T01
/0-0.5m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B-T04
/0-0.5m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C-T01
/0-0.5m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D-T01
/0-0.5m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T0/0-0.
5m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第二类

用地筛

选值

2800 900 37000 9000 5000 66000 596000
5400
0

6160
00 5000 1000

0 6800 53000 8400
00 2800 2800 500 430 4000 2700

00
5600
00

2000
0

2800
0

1290
000

1200
000

5700
00

6400
00

超标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超标倍

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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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数据对标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半挥发性有机物（mg/kg）

硝基苯 苯胺 2-氯酚 苯并[a]蒽 苯并[a]芘 苯并[b]荧蒽
苯并[k]荧

蒽
䓛

二苯并

[a,h]蒽

茚并
[1,2,3-cd]

芘
萘

2A-T01/0-0.5m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B-T01/0-0.5m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B-T04/0-0.5m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C-T01/0-0.5m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D-T01/0-0.5m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T0/0-0.5m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第二类用地筛选

值
76 260 2256 15 1.5 15 151 1293 1.5 15 70

超标率 0 0 0 0 0 0 0 0 0 0 0
超标倍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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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土壤中石油烃类监测数据对标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石油烃（mg/kg）

石油烃

2A-T01/0-0.5m 未检出

2B-T01/0-0.5m 11
2B-T04/0-0.5m 未检出

2C-T01/0-0.5m 7
2D-T01/0-0.5m 9
T0/0-0.5m 未检出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4500
超标率 0

超标倍数 0

2.2土壤污染状况分析

土壤监测数据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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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进行对标分析。

对照点T0各因子监测数据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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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

2A重点监测单元2A-T01点位中各监测因子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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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其中重

金属和无机物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与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无明显增

幅；挥发性有机物各类因子均未测出，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均未测出；石油烃

与对照点T0相比无明显增幅。

2B重点监测单元2B-T01、2B-T04点位中各监测因子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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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

其中重金属和无机物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与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无明

显增幅；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各类因子均未测出，对照点T0中各类

因子均未测出；石油烃与对照点T0相比无明显增幅。

2C重点监测单元2C-T01点位中各监测因子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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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其中重

金属和无机物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与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无明显增

幅；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与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均未测出；石油烃

与对照点T0相比无明显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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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重点监测单元2D-T01点位中各监测因子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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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其中重

金属和无机物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与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监测数据无明显增

幅；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与对照点T0中各类因子均未测出；石油烃

与对照点T0相比无明显增幅。

特征因子pH值检测结果范围在8.13~8.35、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范围

在未检出~11mg/kg，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特征因子检测结果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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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

筛选值。

综上所述，土壤样品中各项检测结果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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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

2.3 地下水监测结果分析

（1）分析方法

本地块地下水应测项目为35个必测项（含特征污染物：pH值、挥发性有机

物）、其他特征因子（石油烃（C10-C40）），对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表1及表2进行对标分析，其中特征污染物石油烃（C10-C40）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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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附件5

“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进

行对标分析。

（2）各点位监测结果

地下水监测频次为一类单位次/半年，二类单元次/年，一类单元地下水（包

括对照点）分别于2022年6月份与2022年7月份各监测一次，二类单元地下水于

2022年6月份监测。

本次地下水监测报告由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报告针对江苏

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地下水监测报告（编号：GE23061527011B2、

GE2306152702B）中地下水监测数据，对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表1进行对标分析，石油烃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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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环土[2020]62号）附件5进行对标分析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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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地下水物理综合指标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物理综合指标

pH（无量纲） 浑浊度（NTU） 肉眼可见物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溶解性总固体（mg/L） 色（度） 嗅和味

2A-D01 7.2 3L* 无 200 358 5 无

2B-D01 7.4 4 无 340 483 5 无

2C-D01 7.5 3L 无 325 481 5 无

2D-D01 7.4 5 无 222 307 5 无

D0 7.2 4 无 382 551 5 无

I类限值 6.5~8.5 ≤3 无 ≤150 ≤300 ≤5 无

II类限值 6.5~8.5 ≤3 无 ≤300 ≤500 ≤5 无

III类限值 6.5~8.5 ≤3 无 ≤450 ≤1000 ≤15 无

IV类限值
5.5~6.5
8.5~9.0 ≤10 无 ≤650 ≤2000 ≤25 无

V类限值
5.5~6.5
8.5~9.0 ＞10 有 ＞650 ＞2000 ＞25 有

*L代表未检出



15

表 2.3-2 地下水物理综合指标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物理综合指标

pH（无量纲） 浑浊度（NTU） 肉眼可见物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溶解性总固体（mg/L） 色（度） 嗅和味

2A-D01 7.4 4 无 272 522 5 无

2B-D01 7.2 4 无 322 473 10 无

D0 7.6 6 无 196 347 10 无

I类限值 6.5~8.5 ≤3 无 ≤150 ≤300 ≤5 无

II类限值 6.5~8.5 ≤3 无 ≤300 ≤500 ≤5 无

III类限值 6.5~8.5 ≤3 无 ≤450 ≤1000 ≤15 无

IV类限值
5.5~6.5
8.5~9.0 ≤10 无 ≤650 ≤2000 ≤25 无

V类限值
5.5~6.5
8.5~9.0 ＞10 有 ＞650 ＞2000 ＞2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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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地下水金属及金属化合物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

称

检测结果 类别：金属及金属化合物

铁（mg/L）锰（mg/L）铜（mg/L）锌（mg/L）铝（mg/L）钠（mg/L）汞（mg/L）砷（mg/L）硒（mg/L）镉（mg/L）铬（六价）

（mg/L）
铅（mg/L）

2A-D01 0.01L 0.004L 0.00024 0.004L 0.026 40.8 0.00004L 0.00019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009L

2B-D01 0.01L 0.149 0.00193 0.004L 0.017 32.7 0.00004L 0.00718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009L

2C-D01 0.01L 0.017 0.00016 0.004L 0.017 30.0 0.00004L 0.00023 0.00393 0.00005L 0.004L 0.00009L

2D-D01 0.01L 0.063 0.00022 0.004L 0.021 19.1 0.00004L 0.00393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009L

D0 0.01L 0.06 0.00021 0.004L 0.010 36.0 0.00004L 0.00074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009L

I类限值 ≤0.1 ≤0.05 ≤0.01 ≤0.05 ≤0.01 ≤100 ≤0.0001 ≤0.001 ≤0.01 ≤0.1 ≤0.005 ≤0.005
II类限值 ≤0.2 ≤0.05 ≤0.05 ≤0.5 ≤0.05 ≤150 ≤0.0001 ≤0.001 ≤0.01 ≤1 ≤0.01 ≤0.005
III类限

值
≤0.3 ≤0.10 ≤1.00 ≤1.00 ≤0.20 ≤200 ≤0.001 ≤0.01 ≤0.01 ≤5 ≤0.05 ≤0.01

IV类限

值
≤2.0 ≤1.50 ≤1.50 ≤5.00 ≤0.50 ≤400 ≤0.002 ≤0.05 ≤0.1 ≤10 ≤0.10 ≤0.10

V类限值 ＞2.0 ＞1.50 ＞1.50 ＞5.00 ＞0.50 ＞400 ＞0.002 ＞0.05 ＞0.1 ＞1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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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地下水金属及金属化合物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

称

检测结果 类别：金属及金属化合物

铁（mg/L）锰（mg/L）铜（mg/L）锌（mg/L）铝（mg/L）钠（mg/L）汞（mg/L）砷（mg/L）硒（mg/L）镉（mg/L）铬（六价）

（mg/L） 铅（mg/L）

2A-D01 0.01L 0.015 0.0005 0.004L 0.019 68.6 0.00004L 0.0012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37

2B-D01 0.01L 0.084 0.0001 0.004L 0.015 16.2 0.00004L 0.00495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009L

D0 0.01L 0.004L 0.00094 0.004L 0.022 17.4 0.00004L 0.00038 0.00041L 0.00005L 0.004L 0.00009L

I类限值 ≤0.1 ≤0.05 ≤0.01 ≤0.05 ≤0.01 ≤100 ≤0.0001 ≤0.001 ≤0.01 ≤0.1 ≤0.005 ≤0.005
II类限值 ≤0.2 ≤0.05 ≤0.05 ≤0.5 ≤0.05 ≤150 ≤0.0001 ≤0.001 ≤0.01 ≤1 ≤0.01 ≤0.005
III类限

值
≤0.3 ≤0.10 ≤1.00 ≤1.00 ≤0.20 ≤200 ≤0.001 ≤0.01 ≤0.01 ≤5 ≤0.05 ≤0.01

IV类限

值
≤2.0 ≤1.50 ≤1.50 ≤5.00 ≤0.50 ≤400 ≤0.002 ≤0.05 ≤0.1 ≤10 ≤0.10 ≤0.10

V类限值 ＞2.0 ＞1.50 ＞1.50 ＞5.00 ＞0.50 ＞400 ＞0.002 ＞0.05 ＞0.1 ＞1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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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地下水中无机物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无机物（mg/L）

硫酸盐 氯化物
氨氮（以 N

计）
硫化物

亚硝酸盐

（以 N计）

硝酸盐（以

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2A-D01 14 63 0.191 0.003L 0.003L 0.08L 0.004L 0.53 0.002L
2B-D01 8L 10L 0.643 0.003L 0.003L 0.09 0.004L 0.54 0.101
2C-D01 102 10L 0.106 0.003L 0.008 2.78 0.004L 0.78 0.002L
2D-D01 23 10L 0.143 0.003L 0.004 3.39 0.004L 0.62 0.002L
D0 134 10L 0.2 0.003L 0.013 0.22 0.004L 0.45 0.002L

I类限值 ≤50 ≤50 ≤0.02 ≤0.005 ≤0.01 ≤2.0 ≤0.001 ≤1.0 ＜0.04
II类限值 ≤150 ≤150 ≤0.10 ≤0.01 ≤0.10 ≤5.0 ≤0.01 ≤1.0 ≤0.04
III类限值 ≤250 ≤250 ≤0.50 ≤0.02 ≤1.00 ≤20.0 ≤0.05 ≤1.0 ≤0.08
IV类限值 ≤350 ≤350 ≤1.50 ≤0.10 ≤4.80 ≤30.0 ≤0.1 ≤2.0 ≤0.5
V类限值 ＞350 ＞350 ＞1.50 ＞0.10 ＞4.80 ＞30.0 ＞0.1 ＞2.0 ＞0.5

表 2.3-6 地下水中无机物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无机物（mg/L）

硫酸盐 氯化物
氨氮（以 N

计）
硫化物

亚硝酸盐

（以 N计）

硝酸盐（以

N计）
氰化物 氟化物 碘化物

2A-D01 48 97 0.193 0.003L 0.012 0.92 0.004L 0.43 0.002L

2B-D01 13 10 0.615 0.003L 0.004 0.14 0.004L 0.59 0.002L

D0 41 10L 0.159 0.003L 0.042 0.86 0.004L 0.49 0.002L

I类限值 ≤50 ≤50 ≤0.02 ≤0.005 ≤0.01 ≤2.0 ≤0.001 ≤1.0 ＜0.04

II类限值 ≤150 ≤150 ≤0.10 ≤0.01 ≤0.10 ≤5.0 ≤0.01 ≤1.0 ≤0.04

III类限值 ≤250 ≤250 ≤0.50 ≤0.02 ≤1.00 ≤20.0 ≤0.05 ≤1.0 ≤0.08

IV类限值 ≤350 ≤350 ≤1.50 ≤0.10 ≤4.80 ≤30.0 ≤0.1 ≤2.0 ≤0.5

V类限值 ＞350 ＞350 ＞1.50 ＞0.10 ＞4.80 ＞30.0 ＞0.1 ＞2.0 ＞0.5

表 2.3-7 地下水中其他指标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其它（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

2A-D01 0.05L 0.9
2B-D01 0.05L 2.6
2C-D01 0.05L 1.8
2D-D01 0.05L 0.05L
D0 0.05L 1.6

I类限值 不得检出 ≤1.0
II类限值 ≤0.1 ≤2.0
III类限值 ≤0.3 ≤3.0
IV类限值 ≤0.3 ≤10.0
V类限值 ＞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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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地下水中其他指标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其它（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耗氧量

2A-D01 0.05L 1.3
2B-D01 0.05L 2.1
D0 0.05L 1.4

I类限值 不得检出 ≤1.0
II类限值 ≤0.1 ≤2.0
III类限值 ≤0.3 ≤3.0
IV类限值 ≤0.3 ≤10.0
V类限值 ＞0.3 ＞10.0

表 2.3-9 地下水中酚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酚（mg/L）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

2A-D01 0.0007

2B-D01 0.0003L

2C-D01 0.0003L

2D-D01 0.0003L

D0 0.0003L

I类限值 ≤0.001

II类限值 ≤0.001

III类限值 ≤0.002

IV类限值 ≤0.01

V类限值 ＞0.01

表 2.3-10 地下水中酚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酚（mg/L）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

2A-D01 0.0003L
2B-D01 0.0003L
D0 0.0003L

I类限值 ≤0.001
II类限值 ≤0.001
III类限值 ≤0.002
IV类限值 ≤0.01
V类限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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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1 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挥发性有机物（μg/L）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2A-D01 1.5L 1.4L 1.4L 1.4L
2B-D01 1.5L 1.4L 1.4L 1.4L
2C-D01 1.5L 1.4L 1.4L 1.4L
2D-D01 1.5L 1.4L 1.4L 1.4L
D0 1.5L 1.4L 1.4L 1.4L

I类限值 ≤0.5 ≤0.5 ≤0.5 ≤0.5
II类限值 ≤6 ≤0.5 ≤1.0 ≤140
III类限值 ≤60 ≤2.0 ≤10.0 ≤700
IV类限值 ≤300 ≤50.0 ≤120 ≤1400
V类限值 ＞300 ＞50.0 ＞120 ＞1400

表 2.3-12 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挥发性有机物（μg/L）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2A-D01 1.5L 1.4L 1.4L 1.4L
2B-D01 1.5L 1.4L 1.4L 1.4L
D0 1.5L 1.4L 1.4L 1.4L

I类限值 ≤0.5 ≤0.5 ≤0.5 ≤0.5
II类限值 ≤6 ≤0.5 ≤1.0 ≤140
III类限值 ≤60 ≤2.0 ≤10.0 ≤700
IV类限值 ≤300 ≤50.0 ≤120 ≤1400
V类限值 ＞300 ＞50.0 ＞120 ＞1400

表 2.3-13 地下水中石油烃类监测数据对标（2023.6）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石油烃（mg/L）

石油烃类（以石油烃（C10-C40））计）

2A-D01 0.02

2B-D01 0.01L

2C-D01 0.01L

2D-D01 0.01

D0 ＜0.01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0.6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1.2
*因石油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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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中附件 5中石油烃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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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4 地下水中石油烃类监测数据对标（2023.7）

样品名称
检测结果 类别：石油烃（mg/L）

石油烃类（以石油烃（C10-C40））计）

2A-D01 0.07

2B-D01 0.04

D0 0.05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0.6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1.2
*因石油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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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中附件 5中石油烃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4地下水污染状况分析

①2023年上半年监测数据

D0（对照点）点位pH、肉眼可见物、色度、嗅和味、铜、铝、钠、砷、氟化物、

硝酸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溶解性总固体、亚

硝酸盐、耗氧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总硬度、

锰、氨氮、硫酸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浑浊

度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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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出。

2A-D01点位pH、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色度、嗅和味、铜、钠、硫酸盐、氟化物、

耗氧量、挥发性酚类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

砷、氨氮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铝满足《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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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出。

2B-D01点位pH、肉眼可见物、色度、嗅和味、铜、钠、硝酸盐、氟化物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溶解性总固体、铝满足《地下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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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锰、总硬度、砷、耗氧量满足《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浑浊度、氨氮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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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

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出。

2C-D01点位pH、肉眼可见物、色度、嗅和味、锰、铜、钠、砷、硒、亚硝酸盐、

氟化物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溶解性总固体、铝、

硫酸盐、耗氧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总硬度、

氨氮、硝酸盐挥发性酚类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

石油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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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

因子均未检出。

2D-D01点位pH、肉眼可见物、色度、嗅和味、铜、钠、砷、硫酸盐、亚硝酸盐、

氟化物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铝、硝酸盐、耗氧

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溶解性总固体、锰、氨

氮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浑浊度、总硬度满足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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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出。

②2023年下半年监测数据

D0（对照点）点位pH、肉眼可见物、总硬度、嗅和味、铜、钠、硫酸盐、硝酸盐、

氟化物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溶解性总固体、总

硬度、铝、亚硝酸盐、耗氧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

求；色度、砷、氨氮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浑

浊度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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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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出。

2A-D01点点位pH、肉眼可见物、嗅和味、色度、铜、锰、钠、硫酸盐、氟化物满

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总硬度、铝、氯化物、亚硝

酸盐、硝酸盐、耗氧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溶

解性总固体、砷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浑浊度、

总硬度、氨氮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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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

出。

2B-D01点位pH、肉眼可见物、嗅和味、铜、钠、砷、硫酸盐、硝酸盐、氯化物、

亚硝酸盐、氟化物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类标准要求；溶解性

总固体、铝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类标准要求；总硬度、色度、

耗氧量、锰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要求；浑浊度、氨

氮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石油烃《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中无相关标准，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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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环土[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余因子均未检出。

本次调查的特征污染物有pH、石油烃（C10-C40）、挥发性有机物，其中pH的检测

结果范围在7.2～7.6，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范围在未检出~0.07mg/L，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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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中附件5中石油烃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2.5地下水污染物浓度趋势分析

根据前期资料分析、现场踏勘情况总结本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影响，识别

出地块的特征污染物为：pH值、石油烃（C10-C40）、挥发性有机物故对厂区各重点单

元对应的污染物地下水监测井中各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定期监测。

本报告对2022年及2023年地下水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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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0

表 2.5-1 D0地下水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监测值

监测批次
pH 值

石油烃

（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无量纲） （mg/L） （μg/L）

1
（2022.6） 7.0 ＜0.01 ＜1.5 ＜1.4 ＜1.4 ＜1.4

2
（2022.7) 7.2 0.06 ＜1.5 ＜1.4 ＜1.4 ＜1.4

3
（2023.6） 7.2 ＜0.01 ＜1.5 ＜1.4 ＜1.4 ＜1.4

4
（2023.7） 7.6 0.05 ＜1.5 ＜1.4 ＜1.4 ＜1.4

对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如下图2.5-1：

图2.5-1 D0污染物浓度监测值变化及趋势预测

监测数据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该地下水D0监测井中pH趋势线斜率（k=0.18）

大于0，说明pH呈现上升趋势；时域图趋势线斜率（k=0.009）约等于0.009，说明砷浓

度值基本稳定；挥发性有机物2022年与2023年监测均未检出，浓度值基本稳定。

（2）2A-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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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2A-D01地下水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监测值

监测批次
pH 值

石油烃

（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无量纲） （mg/L） （μg/L）

1
（2022.6） 7.4 ＜0.01 ＜1.5 ＜1.4 ＜1.4 ＜1.4

2
（2022.7) 7.2 0.08 ＜1.5 ＜1.4 ＜1.4 ＜1.4

3
（2023.6） 7.2 0.02 ＜1.5 ＜1.4 ＜1.4 ＜1.4

4
（2023.7） 7.4 0.07 ＜1.5 ＜1.4 ＜1.4 ＜1.4

对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如下图2.5-2：

图2.5-2 2A-D01污染物浓度监测值变化及趋势预测

监测数据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该地下水2A-D01监测井中pH趋势线斜率k=0，说

明pH值基本稳定；石油烃趋势线斜率（k=0.015）＞0，说明石油烃浓度值呈现上升趋势；

挥发性有机物2022年与2023年监测均未检出，浓度值基本稳定。

（3）2B-D01

表 2.5-3 2B-D01地下水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监测值

监测批次
pH 值

石油烃

（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无量纲） （mg/L） （μg/L）

1
（2022.6） 7.3 ＜0.01 ＜1.5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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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批次
pH 值

石油烃

（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无量纲） （mg/L） （μg/L）

2
（2022.7) 7.5 0.07 ＜1.5 ＜1.4 ＜1.4 ＜1.4

3
（2023.6） 7.4 ＜0.01 ＜1.5 ＜1.4 ＜1.4 ＜1.4

4
（2023.7） 7.4 0.04 ＜1.5 ＜1.4 ＜1.4 ＜1.4

对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如下图2.5-3：

图2.5-3 2B-D01污染物浓度监测值变化及趋势预测

监测数据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该地下水2B-D01监测井中pH趋势线斜率

（k=0.02）＞0，说明pH值呈现上升趋势；石油烃趋势线斜率（k=0.005）＞0，说明石

油烃浓度值呈现上升趋势；挥发性有机物2022年与2023年监测均未检出，浓度值基本稳

定。

（4）2C-D01

表 2.5-4 2C-D01地下水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监测值

监测批次
pH 值

石油烃

（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无量纲） （mg/L） （μg/L）

1
（2022.7) 7.4 0.05 ＜1.5 ＜1.4 ＜1.4 ＜1.4

2
（2023.6） 7.5 ＜0.01 ＜1.5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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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如下图2.5-4：

图2.5-4 2C-D01污染物浓度监测值变化及趋势预测

监测数据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该地下水2C-D01监测井中pH趋势线斜率（k=0.1）

＞0，说明pH值呈现上升趋势；石油烃趋势线斜率（k=-0.05）＜0，说明石油烃浓度值

呈现下降趋势；挥发性有机物2022年与2023年监测均未检出，浓度值基本稳定。

（5）2D-D01

表 2.5-5 2D-D01地下水监测井中污染物浓度监测值

监测批次
pH 值

石油烃

（C10-C40）
挥发性有机物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苯 甲苯

（无量纲） （mg/L） （μg/L）

1
（2022.7) 7.6 0.06 ＜1.5 ＜1.4 ＜1.4 ＜1.4

2
（2023.6） 7.4 0.01 ＜1.5 ＜1.4 ＜1.4 ＜1.4

对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如下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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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5 2D-D01污染物浓度监测值变化及趋势预测

监测数据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该地下水2D-D01监测井中pH趋势线斜率

（k=-0.2）＜0，说明pH值呈现下降趋势；石油烃趋势线斜率（k=-0.05）＜0，说明石油

烃浓度值呈现下降趋势；挥发性有机物2022年与2023年监测均未检出，浓度值基本稳定。

2.6监测结论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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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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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环土[2020]62号）附件5“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

目前，化药化工(无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较好。

本区域地块为在产企业用地，参照《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

行）》（HJ1209-2021）并结合前期的资料调查和现场勘查，综合评估地块目前生产工

艺、原辅材料及存在的特征因子，本次共布设了6个土壤监测点（6个表层土壤监测点含

1个土壤对照点）和5个地下水监测点（含1个地下水对照点）。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化药化工(无锡)有限公司土壤监测指标包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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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的所有 45个必测项

（含特征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特征污染物（石油烃 C10-C40）以及 pH值；地下

水监测指标包含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中 35项基本项目（微

生物指标、放射性指标除外，包含特征污染物 pH值、挥发性有机物）、其他特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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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石油烃 C10-C40）。

土壤监测结果：土壤各点位监测数据均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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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及表2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且各

点位检测指标与对照点T0相比均无明显增幅。

特征因子pH值检测结果范围在8.13~8.35、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范围在未检出

~11mg/kg，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特征因子检测结果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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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

综上所述，土壤样品中基本项目45项检测结果均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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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类筛选值。

地下水监测结果：35个必测项（微生物指标、放射性指标除外，含特征污染物pH、

挥发性有机物）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要求，其他

特征因子-石油烃（C10-C40）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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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

[2020]62号），满足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本次调查的特征污染物有pH、石油烃（C10-C40）、挥发性有机物，其中pH的检测

结果范围在7.2～7.6，石油烃（C10-C40）检测结果范围在未检出~0.07mg/L，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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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土[2020]62号）中附件5中石油烃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综上所述，地下水样品中各点位基本项目（微生物指标、放射性指标除外）、特征

因子（pH值、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Ⅳ类标准要求；石油烃（C10-C40）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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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

土[2020]62号）附件5“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第二

类用地筛选值标准。重点区域监测点位数据对比对照点位数据并无明显增加，较往年数

据并未发现存在污染物明显递增的趋势，故可初步判断企业未对所在地地下水环境造成

较大影响。

2.7业针对监测结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原因

（1）严格管控地块内地下水利用方式，禁止将地下水直接作为饮用、绿化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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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浴及洗衣用水等。

（2）企业仍需在后续跟踪监测中重点关注本企业特征污染物及历年监测数据中逐

年增加的因子，及时防治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3）加强日常管理，做好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日常监测工作，密切关注特征因

子在地块内的分布范围及含量变化，必要时可采取有效的防扩散措施。

（4）在后期的生产过程中，要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并做好应急预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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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土壤、地下水检测报告

附件 2、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报告

附件 3、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原始记录单

附件 4、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全过程照片

附件 5、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公示截图











































































































































































































































































































化药化工现场采样照片汇总

2A-T01（表层土）：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现场快筛 PID 现场快筛 XRF

/

样品 /



2B-T01（表层土）：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现场快筛 PID 现场快筛 XRF



/

样品 /

2B-T04（表层土）：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现场快筛 PID 现场快筛 XRF

/

样品 /

2C-T01（表层土）：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现场快筛 PID 现场快筛 XRF

/

样品 /

2D-T01（表层土）：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现场快筛 PID 现场快筛 XRF

/

样品 /

T0（对照点-表层土）：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

现场快筛 PID 现场快筛 XRF



/

样品 /



6月地下水采样照片

2A-D01:

水位测量 采样前洗井

采样前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出水量 取样



取样 样品

2B-D01:

水位测量 采样前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出水量



取样 样品

2C-D01:

水位测量 采样前洗井

采样前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出水量 取取样

/

样品 /

2D-D01:

水位测量 采样前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出水量

取样 样品

D0（对照点）:

水位测量 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出水量

取样 样品



7月地下水采样记录

2A-D01:

水位测量 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取样

取样 样品



2B-D01:

水位测量 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取样

取样 样品



D0:

水位测量 洗井

洗井现场出水检测 取样

取样 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