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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明确要求自

2019年1月1日起，各地在土壤性质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应当按要求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以下称“地块一、地块二”）位于赣州市章贡区东

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往西，地块一中心位置为114°55′20.19″，25°55′

12.36″，占地面积为3602.07m2，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和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地块二中心位置为114°55′17.36″，25°55′14.48″，占地面积为

2969.75m2，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两个地块为建设用地二类用地，

均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DB36/1282-2020）中第二类建设用地要求，对本地块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

因此，赣州市瑞达有限公司受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委

托，于2025年3月开展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过程及结论如下：

本次调查属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

分析，结合现在和历史卫星影像图可知，本地块当前和历史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性活

动。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本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生产活

动，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未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

（2）现场踏勘：现场踏勘时，地块一现状为停车场和游乐园；地块二现状为停车

场。本地块内未发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未发现有毒

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

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3）人员访谈：通过人员访谈，本项目地块一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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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地块二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

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

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

水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5）地块周边污染源：周边主要为停车场、居民区，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

较小。周边污染源主要为南侧350m的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污

染较小，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后，环境风险可接受，其对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较小。

综上，地块一与地块二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相邻区域地块对地块

一与地块二影响较小，土壤环境状况可接受，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

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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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项目背景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明确要求自

2019年1月1日起，各地在土壤性质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应当按要求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以下称“地块一、地块二”）位于赣州市章贡区东

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往西，地块一中心位置为114°55′20.19″，25°55′

12.36″，占地面积为3602.07m2，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场站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地块二中心位置为114°55′17.36″，25°55′14.48″，占地面积为2969.75m2，

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两个地块为建设用地二类用地，地块均未进

行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中第二类建设用地对本地块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2调查目的
（1）本地块土地原用途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土地规划用

途为建设用地二类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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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等调查方式，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

前和历史上是否存在污染源和地块的环境状况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明确第一阶段调查

活动是否可以结束。同时，提出针对性结论及建议，并根据地块规划用途，对存在环

境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等提出针对性建议及措施，为后续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环境

调查是否开展提供依据，为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提供技术保障。

2.3调查原则
调查原则主要包括针对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

（1）针对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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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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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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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位于赣州市章贡区东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

往西，地块一中心位置为114°55′20.19″，25°55′12.36″，占地面积为3602.07m2；

地块二中心位置为114°55′17.36″，25°55′14.48″，占地面积为2969.75m2。

地块由14个界址点合围而成，界址点坐标及宗地图见表2.4-1、图2.4-1和图2.4-2。

本项目调查范围包括本地块及地块周边500m范围。

表2.4- 1地块一边界拐点坐标一览表

边界拐点编号
CGCS2000 经纬度坐标

X（m） Y（m） 纬度 经度

J1 2868709.139 38591905.622 25°55′25.51″N 114°55′02.50″E

J2 2868658.299 38591968.068 25°55′23.85″N 114°55′04.73″E

J3 2868623.695 38591939.895 25°52′45.29″N 114°55′03.71″E

J4 2868674.785 38591877.142 25°55′24.40″N 114°55′01.46″E

J1 2868709.139 38591905.622 25°55′25.51″N 114°55′02.50″E

地块二边界拐点坐标一览表

边界拐点编号
CGCS2000 经纬度坐标

X（m） Y（m） 纬度 经度

J5 2868788.449 38591809.471 25°55′28.11″N 114°54′59.06″E

J6 2868724.146 38591886.888 25°55′26″N 114°55′01.83″E

J7 2868689.939 38591858.529 25°55′24.90″N 114°55′00.8″E

J8 2868725.329 38591815.060 25°55′26.06″N 114°54′59.25″E

J9 2868737.699 38591819.087 25°55′26.46″N 114°54′59.39″E

J10 2868747.423 38591825.931 25°55′26.78″N 114°54′59.64″E

J11 2868758.966 38591826.309 25°55′27.15″N 114°54′59.6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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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 2868770.926 38591823.416 25°55′27.54″N 114°54′59.56″E

J13 2868787.958 38591809.436 25°55′28.1″N 114°54′59.06″E

J5 2868788.449 38591809.471 25°55′28.11″N 114°54′59.06″E

图2.4-1地块一界址点坐标图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文化设施用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

图2.4-2地块界二址点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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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本项目调查范围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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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调查依据

2.5.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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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30日修订）；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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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部令第42号）；

（8）《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5号）；

（9）《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发

〔2016〕50号）；

（10）《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5.2 技术导则

（1）江西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DB/361282-

2020）；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2017〕72号）；

（4）《江西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文件编制指南（暂行）》《江西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文件编制指南（暂行）》《江西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技术方案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赣环

土壤[2022]1号）；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2年第17号。

2.5.3 相关标准

（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2）《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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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DB361282-2020）；

（4）《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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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其它技术资料

（1）委托单位提供的用地规划资料等。

（2）项目地块规划资料、周边环境资料、历史影像资料、人员访谈记录等。

2.6调查方法

2.6.1 调查程序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内容与程序见图2.4-1所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

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决于地块的污

染状况。地块污染状况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确认——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

第三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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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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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是否污染确认阶段是以采样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确定污

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布。该阶段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

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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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认地块污染程度和范围。若地

块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土壤修复时，则需要进行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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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参数，提出

详细的污染程度评估及污染范围界定，并提出治理目标与推荐治理方案。

本次调查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先后开展了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

踏勘、人员访谈等工作，其结果和结论将为地块后续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查

是否开展提供依据，为地块安全利用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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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及调查程序

2.6.2 调查阶段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的要求，主要工作由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分析以及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编制等步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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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关于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和场地环境资料和地块相关记录的信息，作为评估

地块是否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基础；收集并分析现场所在区域的现状信息；

分析相邻场地环境相关的自然和社会信息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2、对现场进行踏勘，观察地块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勘察地

块过去使用中留下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同时对地块周边区域目前及

过去其他土地利用的类型进行初步判定地块污染的状况。

3、以当面交流的方式对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地块权属人、企业技术负责人或周边居民等）进行访谈。

4、对地块基础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制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计划和场地环境初步监测方案。

5、编制报告针对本阶段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并明确是否需要

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工作技术路线见图2.4-4：

图2.6-2调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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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地理位置

章贡区位于江西省南部，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两江汇合处。东、南、北面与赣

县相邻，西与南康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相邻，总面积375.52平方千米。历来是赣

南政治、经济、建设、交通、信息中心，有“千里赣江第一城”誉称。全境有群山作屏

障，中部有三江滋润土地，尽夺山川之灵气，是全国重要的钴钨冶炼基地。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位于赣州市章贡区东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

往西约，地块一中心位置为114°55′20.19″，25°55′12.36″，占地面积为3602.07m2;

地块二中心位置为114°55′17.36″，25°55′14.48″，占地面积为2969.75m2。地块

地理位置图见图3.1-1。

图3.1-1本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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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环境概况

章贡区是赣州主城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信息中心，辖6个街道、4

个镇，全区人口54.6万人，全区国土总面积425.5平方公里，建城区面积40.3平方公里；

章贡区境内河流有章江、贡江，交汇合流为赣江。本地块地位于赣州市章贡区天龙山

路以北、沙河口路以西。根据城市规划，章贡区将分成六大片区（河套老城区、章贡

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片区、水东片区、峰山片区、赣南大道片区），章贡区与赣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蓉江新区、赣县区、南康区共同组成赣州市中心城区。章贡区是赣

州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区之一，将规划建设成为集行政、商务、建设、博览、居住等

多功能高档综合区，成为新赣州的行政、建设、体育、娱乐、商业、金融、贸易和居

住中心，成为赣州CBD（中央商务区）。

3.2.1气象与气候
赣州市章贡区属中亚热带丘陵区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根据章贡气候统计（1981-2010年），年平均气温19.3℃，最高气温40.4℃，

最低气温-5.9℃，年平均相对湿度79%，最高年平均相对湿度82%，最低年平均相对湿

度74%，年蒸发1480.2mm，最高年蒸发1721.4mm，最低年蒸1267.2mm，年平均最大

积雪深度1mm，最高年最大积雪深度14mm，最低年最大积雪深度0mm。根据江西省

气象局统计（1957-2017年），平均降雨1461.6mm，年最大降雨量2091.7mm，年最小

降雨量912.2mm。月最大降雨量为518.1mm（1973年），日最大降雨量152.5mm，时最

大降雨量54.0mm。降雨量在时间、地域分配上具有不均匀性，且随海拔高程变化明显，

境内降雨多具有如下特征：

1、时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

境内降雨量集中，多集中在3月～6月、其降雨量之和约占年总降雨量的53.83%，

雨旱季明显。降雨时段集中，降雨量集中，大到暴雨较多，多连续降雨、夜雨，春夏

季雨量最多，连续降雨最长天数达22天，最大过程降水量为302.8mm。

2、降雨量的空间分布

章贡区北部及东南部中、低山、丘陵区明显高于河谷平原区。降雨受垂直气候影

响明显，海拔高处降雨明显增多。

根据赣州各县市区的县（市）志和部分乡镇镇志记载，赣州各县市区春季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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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夏季为6～9月，秋季为10～11月，冬季为12～2月。统计规划区全年及各季的风向

频率见表3.2-1、表3.2-2，并绘制成风向玫瑰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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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赣州市章贡区近20年全年及各季风向频率统计结果
风向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静风

春季 9.24 6.52 6.25 8.97 6.52 5.98 3.8 3.53 3.8 9.78 9.51 4.89 1.63 2.99 4.03 10.33 7.31
夏季 10.45 2.87 4.71 14.96 8.2 6.76 3.69 3.48 4.51 6.97 13.73 2.46 1.02 2.66 4.10 9.43 7.61
秋季 19.26 4.51 9.43 12.7 11.48 9.02 3.28 2.87 4.10 0.82 1.64 1.23 1.64 1.23 6.56 10.25 3.69
冬季 15.28 7.50 9.44 8.89 9.44 4.17 1.67 1.11 3.06 1.67 2.5 2.78 3.89 4.72 7.5 15.28 2.80
全年 12.81 5.21 7.05 11.58 8.63 6.3 3.15 2.81 3.9 5.34 7.88 2.95 1.99 3.01 5.89 11.23 5.88

表3.2-2赣州市章贡区近20年地面风向特征
类别 主导风向及频率（%） 次主导风向及频率（%） 最少风向及频率（%） 静风频率（%）

春 NNW 10.33

SSW 9.78

W 1.63 7.31
SW 9.24
N 9.51

ENE 8.97

夏 ENE 14.96

SW 13.73

W 1.02 7.61
N 10.45

NNW 9.43
E 8.20

SSW 6.97

秋 N 19.26
ENE 12.70

SSW 0.82 3.69E 11.48
NNW 10.25

冬

N 15.28 NE 9.44
SSE 1.11 2.80NNW 15.28 E 9.44

ENE 8.89

年 N 12.81
ENE 11.58

W 1.99 5.88
NNW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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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赣州市章贡区近20年全年及各季风频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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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2-1、表3.2-2、图3.2-1可知：春季主导风向为NNW风，其出现频率为

10.33%；次主导风向分别为SSW、SW、N和ENE风，出现频率分别为9.78%、9.51%、

9.24%和8.97%；W风向出现频率最小，为1.63%，静风出现频率为7.31%。

夏季主导风向为ENE风，其出现频率为14.96%；次主导风向分别为SW、N、

NNW、E和SSW风，出现频率分别为13.73%、10.45%、9.43%、8.20%和6.97%；以W

风向出现频率最小，为1.02%；静风频率为7.61%。

秋季主导风向为N风，其出现频率为19.26%，次主导风向分别为ENE、E和NNW

风，出现频率分别为12.70%、11.48%和10.25%；SSW风向出现频率最小，为0.82%；

静风频率为3.69%。

冬季主导风向为N和NNW风，出现频率均为15.28%，次主导风向分别为NE、E和

ENE风，出现频率分别为9.44%、9.44%和8.89%；SSE风出现频率最小，为1.11%，静

风出现频率为2.80%。全年主导风向为N风，其出现频率为12.81%；次主导风向为ENE

和NNW风，其出现频率分别为11.58%和11.23%；W风出现频率最小，为1.99%；全年

静风出现频率为5.88%。

（2）风速

章贡区近20年平均风速为1.56m/s，全年逐月及全年平均风速情况见表3.2-3和图

3.2-2。

赣州章贡区近20年全年及各季各风向下的平均风速统计结果见表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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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赣州市章贡区近20年逐月及全年平均风速（m/s）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平均风速 1.52 1.54 1.51 1.54 1.46 1.41 2.14 1.68 1.46 1.57 1.41 1.44 1.56

图3.2-2章贡区近20年各月平均风速曲线图

表3.2-4赣州市章贡区全年及各季各风向下平均风速（m/s）
类别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平均

春 1.68 1.18 1.44 1.42 1.23 0.84 1.14 0.87 1.18 1.69 2.37 1.71 1.00 1.14 1.46 1.83 1.50

夏 1.59 0.99 1.63 1.52 1.25 0.95 1.26 1.61 1.74 2.56 2.65 1.97 1.82 1.02 1.37 1.43 1.67

秋 1.92 1.27 1.7 1.55 0.99 0.93 1.01 0.86 1.21 1.05 1.3 1.77 1.2 0.77 2.00 1.85 1.49

冬 2.00 1.33 1.69 1.2 1.02 1.10 1.00 1.25 1.01 0.98 2.14 1.40 1.33 1.21 1.43 1.84 1.50

全年 1.81 1.21 1.63 1.44 1.13 0.94 1.15 1.21 1.37 2.00 2.48 1.71 1.33 1.10 1.53 1.7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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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2-3和图3.2-2看出，赣州市近20年各月平均风速在1.41～2.14m/s之间变动，

夏季风速稍大，春秋冬季风速稍小，总体看来全年风速起伏不大。从表3.2-4看出，全

年以SW风平均风速最大，为2.48m/s，；其次为SSW、N，NNW和WSW风，平均风速

分别为2.00m/s、1.81m/s、1.72m/s、1.71m/s；秋季平均风速最小，E、ESE、SSE、

WNW平均风速分别为0.99m/s、0.93m/s、0.86m/s、0.77m/s。春夏秋冬四季与全年的变

化基本一致。

3.2.2水系与水文

赣州市章贡区属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一级河章江，源出崇义县聂都山，流经大

余、南康、纳上犹江后，由南康区入境。境内河段略呈倒“几”形，长28.97千米，宽

200～300米，流域面积270.62平方千米。一级河贡江源出赣闽边境的石寮岽，经瑞金、

会昌、于都、赣县入境。境内段长11.9千米，宽400～600米，流域面积111.2平方千米。

章江、贡江两大河流在境内八境台合流成赣江，成为江西省最大河流，境内河段总长

40.87千米、宽300～750米，流域面积381.82平方千米。此外，流域面积在10平方公里

以上的其他溪流有9条，分别是：沙石镇境内的彭江溪、龙下溪、罗峰溪、南田溪、单

桥溪，流经水东镇的桃源溪，沙河镇境内的沙河溪、华林溪，水西镇境内的和乐溪。

平均河流密度0.41千米/平方千米。章贡区主要水文参数见表3.2-5。

本项目地块距离刘家坊河440米，距离赣江2.73千米，两条河流均位于本地块的东

侧。

表 3.2-5章贡区主要水文参数一览表

河流名称 水期 代表性流量 平均河宽 平均水深 平均流速 沿程水力坡降

章江 枯水期 146m3/s 205m 3.63m 0.20m/s 0.333‰

赣江 枯水期 629m3/s 471m 5.44m 0.25m/s 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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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区域水系图

3.2.2 地形地貌

赣州市地处中亚热带南缘，属亚热带丘陵山区湿润季风气候，地形以山地、丘陵、

盆地为主，章江、贡江在赣州合流为赣江。赣州市群山环绕，断陷盆地贯穿于赣州市，

以山地、丘陵、盆地为主。其中丘陵面积24053平方千米，占赣州市土地总面积61%；

赣州市山地总面积8620平方千米，占赣州市土地总面积21.89%；兼有50个大小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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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盆地，面积6706平方千米，占赣州市土地总面积的17%。赣州市四周有武夷山、

雩山、诸广山及南岭的九连山、大庾岭等，众多的山脉及其余脉，向中部及北部逶迤

伸展，形成周高中低、南高北低地势。

赣州市海拔高度平均在300~500米之间，有海拔千米以上山峰450座，崇义、上犹

与湖南省桂东3县交界处的齐云山鼎锅寨海拔2061米为最高峰，赣县湖江镇张屋村海拔

82米为最低处。区域地势起伏相对较大，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东、西高中间低”的

特征，具体来说：沿绕城快速路（现状绕城高速都市区总体规划将其调整为快速路，

以下称为绕城快速路）地势起伏较大，高程主要在130m-210m；城市建成区相对较为

平坦高程主要在135m-150m；中部沿沙河两侧地势较低，高程主要在95m-125m；沿贡

江南岸区域高程主要在130m-160m。

本项目地块位于丘陵地带，内部地形相对平坦，海拔大约为119米。该地块相较于

周边地区地势较高，地块周边区域海拔大约为109米。整体来看，该区域地形特征为北

高南低，西高东低。

3.2.4水文地质

根据含水层岩性、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理性质及水力特征，将区内地下水划分

为两大类型，即松散岩类孔隙水和红层溶蚀孔隙裂隙水。

1、松散岩类孔隙水

分布于区内章江、贡江及其支流两侧，是本区地下水的主要供水源地，面积约

84.63km2。地下水赋存于第四系松散砂砾石层的孔隙中，含水层富水性可划分为水量

中等、水量贫乏两个富水等级，富水性中等的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及上更新统

冲积相的砂及砂砾卵石层，分布于章、贡、赣江主流两岸，组成河流。

Ⅰ、Ⅱ级堆积—基座阶地，含水层以砂、砂砾石层为主，含水层厚一般4-8m左右，

以潜水为主，局部地段微承压，常见平均渗透系数23.33-91.717m/d，平均单井涌水量

为196.19-289.03m3/d；富水性贫乏的含水层由中更新统冲积层组成，主要分布于主流

沿岸、山前洼地缓坡一带或零星呈帽状覆盖红层之上，为河流的

Ⅲ级基座阶地，含水层岩性以红土砾石层为主，厚度1.6~3.7m，微承压，一般地

下水位埋深1.70-4.83m，平均单井涌水量为13.04m3/d。

局部分布透水不含水层：沿章江、贡江两岸呈帽状或零星点状残留在红层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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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级基座阶地，厚一般5-8m，最厚见11m，由黄白色砂砾石层组成，松散至半固结，

垂直渗透系数8.15m/d，渗透性好，由于出露位置高，零星分布，地下水不易储存，组

成透水不含水层。

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于大气降水，大气降水从裸露于地表的砂、砂砾石层直接渗

入补给。在砾石层上有粘性土覆盖地段。在雨季略有承压现象，地下水位埋深0.5～

3.0m，水位均高于河水位，所以在洪水季节可能出现反补现象。地下水动态随季节变

化，水位变化幅度1.5～2.0m。地下水流向近似垂直河流，向下游汇集。地下水多以散

流形式就近排泄入河溪中。

2、红层溶蚀孔隙裂隙水

广泛分布于区域内，含水岩组为白垩系砂岩、砂砾岩，地下水主要呈承压水形式

赋存在溶蚀裂隙孔隙中，水位埋深2.16~5.74m，单井涌水量一般小于100m3/d，富水等

级属贫乏。

红层地下水主要靠含水层出露较好的地段接受大气降水补给。由于红层岩性多由

颗粒较细的泥质、粉砂质类组成，表部孔隙度较小，易受风化，另大部分含水层被厚

度不大的残坡积层覆盖，造成补给条件较差，地下水交替作用缓慢，地下水经大气降

水补给后，在一定深度范围内沿溶蚀裂隙孔隙呈顺坡或水平运动，在横切含水裂隙的

溪沟或断裂错动部位以散流或泉的形式排泄地表。在构造强烈的活动区，由于构造裂

隙相对发育，地下水随季节变化较显著。

本地块内地势西北侧高，东南侧低。周边地块西北侧地势更高，东南侧更低。因

此，本地块区域地下水流向总体自近西北向东南，向赣江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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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区域社会概况

3.3.1 行政区划和人口

赣州市总面积3.93万km2。2020年末赣州全市户籍总人口为982.10万人。章贡区隶

属赣州市，位于赣州市中偏西北部，地处北纬25°40′16″～25°58′56″、东经114°46′44″～

115°03′40″。东、南、北与赣县区接壤，西与南康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相邻。1999

年6月由原县级赣州市撤市设立。现辖7个街道、8个镇，总面积425.5平方千米。2022

年末全区总人口561197人，比年初增长1.49%。总人口按城乡分：城镇人口522830人，

增长1.62%；乡村人口38367人，下降0.12%。按性别分：男性274097人，增长1.34%；

女性287100人，增长1.64%。

3.3.2 国民经济

2023年，在章贡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围

绕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目标，贯彻市委“三大战略、八大行动”决策部署，奋力

推进“一区四中心”和“五个章贡”建设，充分发挥统计“数库”与“智库”作用，全区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全年全区生产地区生产总值740.62亿元，较上年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15.3%；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3亿元，增长

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7.7亿元，增长6.4%；利用省外2000万元以上项目资金

65.3亿元，下降39.6%；进出口总额36.9亿元，增长0.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464元，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2元，增长6.3%。从产业结构来看，

2024年度我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0.6:32.0:67.4调整为

0.6:32.2:67.2，第二产业比重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4.65亿元，较上年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238.64亿元，较上年增长

8.3%；第三产业增加值497.33亿元，较上年增长5.7%。

3.3.3交通

章贡区交通便利，四省通衢，是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的直接腹地和内地通

往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长江三角洲与华南经济区的纽带。现已初步形成了

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京九铁路、赣韶铁路、赣龙高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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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干线贯通全境，昌赣深客专已开工修建；大广、夏蓉、泉南等高速公路纵横交错；

105、323两条国道贯穿境内；4C级黄金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

等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航线十多条；水运1500吨级船舶可通过赣江直达长江各港口及

沿海。章贡区作为江西“南大门”中心城区和“长珠闽”地区共同腹地的区位优势将进一

步凸显，并在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中发挥“桥头堡”作用。

3.4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目标是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地表水、行政办

公区、商住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地点，根据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情况，本地块的

环境保护目标范围为地块外扩500m，通过现场踏勘对场地周边500m范围内的环境保

护目标进行了初步调查，地块周边环境保护目标见表3.4-1，环境保护目标照片见图

3.4-1，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卫星影像图3.4-2。

表 3.4-1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 性质 相对地块方位 与地块边界距（m）

1 赣州凤凰酒店 酒店 NE 345

2 通天岩村 居民区 W、N 80

3 幸福家园 居民区 E 360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文化设施用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6

通天岩村（W） 赣州凤凰酒店（E）

通天岩村(N) 幸福家园（E）

图 3.4-1地块周边500m范围环境保护目标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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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地块周边500m范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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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

3.5.1 地块历史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并结合前期调查资料分析可知：地块历史至今一直为通天岩

景区主停车场。

通过Google earth查询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得到本地块2010年~2024年的高清历

史卫星影像图，时间跨度长达14年，分别记录本地块历史变迁情况，本地块历史使用

情况详见表3.5-1，本地块历史分布卫星影像图见图3.5-1~图3.5-7。

表 3.5-1本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时间节点 历史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人 备注

1 2010以前 停车场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通天岩景区主停车场

2 2011~2013 停车场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通天岩景区主停车场

3 2013~2018 停车场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通天岩景区主停车场

4 2018~2022 停车场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通天岩景区主停车场

5 2022~至今 停车场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通天岩景区主停车场，

部分为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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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地块2010年卫星影像图

图例

地块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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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地块2013年卫星影像图

图 3.5-3地块2016年卫星影像图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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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地块2018年卫星影像图

图 3.5-5地块2019年卫星影像图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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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6 地块2022年卫星影像图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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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7 地块2024年卫星影像图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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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相邻地块历史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并结合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等方法，得到相邻地块历史变

迁情况，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详见表3.5-2，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见图3.5-8~

图3.5-13。

表 3.5-2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本地块方位 时间节点 历史状态

1 东E

2010~2013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2013~2016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2016~2019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2019~2022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2022~至今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2 南S

2010~2013 居住用地、农用地

2013~2016 居住用地、农用地

2016~2019 居住用地、农用地

2019~20222 居住用地、农用地

2022~至今 居住用地、农用地

3 西W

2010~2013 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

2013~2016 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

2016~2019 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

2019~2022 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

2022~至今 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

4 北N

2010~2013 农用地、居住用地

2013~2016 农用地、居住用地

2016~2019 农用地、居住用地

2019~2022 农用地、居住用地

2022~至今 农用地、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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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相邻地块2010年卫星影像图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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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相邻地块2013年卫星影像图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办公区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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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相邻地块2016年卫星影像图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办公区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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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1相邻地块2019年卫星影像图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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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2相邻地块2022年卫星影像图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500米范围线

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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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3相邻地块2024年卫星影像图

±

图例

地块范围线

环境保护目标

500米范围线

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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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

3.6.1 地块现状

通过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可知，本地块现状为通天岩景区主停车场，地面已硬化。

根据现场踏勘，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

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地块现状实景见图3.6-1。

地块内东侧 地块内北侧

地块内南侧 地块内西侧

图 3.6-1地块一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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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东侧 地块内北侧

地块内南侧 地块内西侧

图 3.6-2地块二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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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相邻地块现状

通过现场踏勘可知，本地块东侧和南侧是停车场，西侧相邻地块为居民区；北侧相

邻地块为农用地。相邻地块现状照片详见图3.6-3。

东侧相邻地块 南侧相邻地块

西侧相邻地块 北侧相邻地块

图 3.6-3相邻地块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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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出具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和《赣州市中

心城区水西产业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批复等文件，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图书与展览用

地。本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见图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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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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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分析

结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中收集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

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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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工作，将在现有地块初勘工作基础上通过资料收集

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进一步识别该地块污染物种类，初步分析污染分

布范围，为后续地块相关工作提供依据。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

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根据收集的资料信息情况，判断资料中是否存在错

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需在资料清单中说明。

4.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现场勘查，已初步掌握本地块平面图，地块现状图等资料。为进一步分析地

块污染特征，补充现有资料，编制单位还收集到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地块利用变迁

资料、地块详细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详细自

然社会信息。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

区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部门。本次获取的资料清单以及信息来源见表4.2-1所

示。

表 4.2-1资料清单一览表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与否 资料来源

1 基本资料

界址、边界及占地面积 已获取 赣州市自然资

源局章贡分局

等部门、赣州

通天岩风景名

胜区开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块平面图 已获取

地块现状 已获取

地块未来土地使用功能规划 已获取

2 地块历史及变迁资料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已获取

本地块土地历史使用情况 已获取

3 区域经济及社会等资料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已获取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已获取

此外，通过走访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及赣州市章贡生态环境局，未获得本地

块环境污染问题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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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卫星图软件、现场勘查等多种方式，可搜集本地块和周边相邻地块的现状卫星图、

历史卫星图。根据现场踏勘可确定本地块历史用途均为农用地，未进行过其他的开发利

用。

根据访谈赣州市章贡生态环境局曾志文、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宋琦、赣州通

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及周边居民等，本地块内历史上无工业企

业生产活动，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未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地块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记录，无相关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无工业企业的产品、原

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

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等等，本地块未在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保护区内，

本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企业，无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4.3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4.3.1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根据章贡区人民政府网站查询和其他网络查询可知本地块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现

状。

1、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

根据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在其官网上发布的“2023年江西省各县（市、区）六项污染

物浓度年均值”，本地块所在区域赣州市章贡区环境空气质量统计结果如下。

表 4.3-1章贡区2023年六项污染物浓度年均值

名称 年度
SO2 NO2 PM10 PM2.5 CO日均值

95%位数值

O3日最大8
小时值90%
位数值年均值 年均值 年均值 年均值

章贡区 2023年 10 17 44 25 1.2 130

标准值 60 40 70 35 4 160

是否达标 达标

注：除CO单位为mg/m3，其他均为ug/m3。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可知，本地块所在区域为达标区，区域内环境质量良好。

2、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区域地表水体为章江和贡江。根据赣州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2024年赣州市环境

质量年报》，赣江干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100%，总体水质为优。Ⅱ类水质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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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表 4.3-2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所在河流
2023年 2024年

水质类别 超标污染物 水质类别 超标污染物

章江 Ⅱ类 无 Ⅱ类 无

赣江 Ⅱ类 无 Ⅱ类 无

根据上表可知，章江和贡江各监测断面监测因子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限值，因此本地块区域水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4.3.2 周边工业企业污染调查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和人员访谈相结合，本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存在污染源主要为

地块南侧约350m的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与本地块位置关系见图4.3-1。

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主要从事砂石买卖（堆砂场，堆石场），主要污染为颗粒物

等对地下水基本无影响，其产生的扬尘经治理后，可达标，对区域大气环境及地块影

响较小；根据地块及周边的地形地势调查，本项目地块区域地势平坦，地块海拔均在

119m左右。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本项目地块南侧，中心位置经纬度114°55′25.18″，

25°55′0.79″，海拔约109m，地势低于本地块。本地块区域地势西北侧高，东南侧

低，地下水流向总体自近西北向东南，向赣江排泄。综上，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对地

下水不产生影响，并且地下水不存在污染项目地块的迁移途径，因此，周边工业企业

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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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地块周边500m范围工业企业及可能得污染源分布

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

图例

地块范围线

可能的污染源

500米范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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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的内容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问题，本次人员访谈主要采用

面谈的交流形式。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本地块访谈的人员为赣州市章贡

生态环境局、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及周边居民等，采用了表格提问采访的形式进行，人员访谈统计见表5.1-1。

表5.1-1人员访谈统计表
序号 访谈对象 单位/住址 联系电话 访谈方式

1 曾志文 赣州市章贡生态环境局 面谈

2 宋琦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 面谈

3 黄绮偲 赣州市通天岩风景名胜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

面谈

4 李燕 周边居民 面谈

人员访谈照片见图5.1-1，人员访谈表见附件3。

赣州市章贡生态环境局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章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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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周边居民

图5.1-1 人员访谈照片

访谈结果分析：

本次人员访谈主要对三个方面的人物进行访谈，一是土地使用权人，二是政府管

理人员，三是地块周边区域居民，主要访谈的问题包括：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周边

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地块规划、地块生产情况（包括生产产品、原辅材料、危险化

学品、工业废水排放沟渠等）、地块及周边环境事故等等，针对以上问题对各人物进

行了访谈，其访谈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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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人员访谈结果总结分析汇总表

序号 访谈问题
土地使用权人

调查结果
政府部门调查结果 居民调查结果 分析结果

1 地块名称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

2 原单位名称 /
3 使用权单位名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 企业规模 /
5 地块现使用权属 赣州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 地块规划用途 图书与展览用地

7 运营时间 /
8 地块占地面积 6571.82m2

9 联系人姓名 /
10 联系电话 /
11 地块所在地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东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往西

12 地块坐标 114°55′19.04″E，25°55′13.97″N
13 地块利用历史 停车场 停车场 停车场 停车场

14 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否 否 否 否

15
平面布置图、主要产品清单、主要原辅材料清单、主要生产工艺流

程图 / / / /

16 重点区域面积 / / / /
17 重点区域地表（除绿化带外）是否存在未硬化地面 是 是 是 是

18 重点区域硬化地面是否存在破损或裂缝 否 否 否 否

19 厂区内是否存在无硬化或防渗的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 否 否 否 否

20 厂区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输送管线 否 否 否 否

21 厂区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线或储存池 否 否 否 否

22 厂区内地下储罐、管线、储水池等设施是否有防渗措施 / / / /
23 该企业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 否 否 否 否

24 是否有废气排放；是否有废气治理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否 否 否 否

25 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是否有废水治理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否 否 否 否

26 该地块土壤是否存在以下情况：地块内裸露土壤有明显颜色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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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油渍等污染痕迹；地块内裸露土壤有异常气味；周边邻近地

块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该企业危险废物曾自行利

用处置；地块内有遗留的危险废物；地块内设施、构建筑物等已拆

除或严重破损；通过访谈或已有记录表明该地块内土壤曾受到过污

染；地块内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27

该地块地下水是否存在以下情况：地下水有颜色或气味等异常现

象；通过访谈或已有记录表明该地块地下水曾受到过污染；地下水

能见到油状物质；地块内及周边邻近地块曾发生过地下储罐泄漏或

其他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的环境污染事故

无 无 无 无

28 特征污染物 / / / /
29 地块内及周边100m范围内人口数量 <100 <100 <100 <100

30
人群进入和接触地块可能性（可多选）：地块无隔离或管制措施，

人群进入可能性高；有围栏设施限制进入，人群进入可能性较低；

有专人值守禁止进入，人群进入可能性较低；地块位于偏远地区，

人群进入可能性较低

地块无隔离或

管制措施，人

群进入可能性

高

地块无隔离或管制措

施，人群进入可能性

高

地块无隔离或管制措

施，人群进入可能性

高

地块无隔离

或 管 制 措

施，人群进

入可能性高

31 相邻地块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

32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质量类别 III类 III类 III类 III类
33 地块所在区域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 III类 III类 III类 III类

通过人员访谈，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建设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

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且

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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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现场踏勘

编制单位于2025年3月17日对地块和地块周边进行了现场踏勘，整个现场踏勘过程

中均进行摄影、拍照和现场记录，至现场踏勘时间为止，本地块现状为停车场和亲子

乐园，地面已硬化。本地块内未发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

物，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

根据现场踏勘，本地块未从事过工业生产，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

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未闻到土壤散发出

的异味。

5.3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现状及历史均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

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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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记录，地块内不存在储罐、输油管线、输气管线等。

5.5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地块不涉及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5.6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记录，地块内不存在输油管线、输气管线，地块周边设

有市政生活污水管网，对本地块和相邻地块环境影响较小。

5.7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地块内地势高低起伏小，地块所在区域整体呈西北侧高东南侧低的走势。地块所

在区域全年主导风向为N风，地下水整体流向为西北至东南。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记录，本地块为停车场，从未有过工业企业

在本地块生产，无槽罐、有毒有害物质储存，周边500m范围的污染源为赣州市洪通砂

石的堆砂场、堆石场其海拔约109m，生活污水均得到了妥善处理，产生的废水不会对

地块内地下水环境产生影响，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等，其产生的扬尘治理后对区域大

气环境及地块影响较小，位于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的下游方向。对其产生的有组

织、无组织废气采取了有效的治理管控措施，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的暂存及处置，

产生的废气以及固体废物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产生影响。

5.8其它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记录，本地块内无其它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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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果和分析

6.1地块污染源分布

本地块现状为停车场和亲子乐园，地面已硬化。本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

使用和处置情况，不存在储罐、输油管线、输气管线等，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

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6.2周边污染源分布

地块周边主要为停车场、居民区。停车场可能有汽车漏油所产生的污染，但停车

场为硬化路面，因此车辆漏油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周边500m范围的污染源

为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位于本地块下游，主要污染为颗粒物等，不会对地下水产生影

响，其产生的扬尘治理后对区域大气环境及地块影响较小；综上，本项目地块周边的

污染源其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接受。

6.3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本次调查区域为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相关

资料分析，地块现状为停车场和亲子乐园，部分区域已硬化。土地规划用途为建设用

地二类用地，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性活动，本地块污染识别结论如下：

（1）地块一土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地块二土

地使用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

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

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2）根据现场踏勘，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

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周边主要为办公楼、居民区，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较小。周边500m范围污

染源为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主要为颗粒物等，其产生的扬尘治理后对区域大气环境

及地块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接受。根据地块及周边的地形地势调查，两个地块区域

地势平坦，两个地块海拔均在119m左右。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本项目地块南侧，海拔

约109m。综上，其对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均较小。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文化设施用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57

综上，初步判断本地块及周边土壤受污染可能性较小，可作为第二类建设用地开发

利用，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4质量控制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告2022年第17号文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

术规定（试行）》的要求，“从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单位（包括采样分析工

作计划、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分析、报告编制等单位）应当制定和实施内部质量控

制计划，明确内部质量控制人员和内部质量控制工作安排，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措施”。有关工作流程图见图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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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图

本次调查工作仅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红线虚框），主要为资料收

集、现场探勘的方式，未进行采样分析工作计划、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分析等工作。

所采取的质量控制为制定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报告的内部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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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结论

7.1.1 调查结论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位于赣州市章贡区东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

往西，有两个地块，地块一中心位置为114°55′20.19″，25°55′12.36″，占地面

积为3602.07m2，地块土地类型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地块二中

心位置为114°55′17.36″，25°55′14.48″，占地面积为2969.75m2，地块土地类型

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建设用地，地块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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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中第二类建设用地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属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

分析，结合现在和历史卫星影像图可知，本地块当前和历史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性活

动。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本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生产活

动，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未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

（2）现场踏勘：现场踏勘时，本地块现状为停车场和亲子乐园，地块已硬化。本

地块内未发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未发现有毒有害物

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

污染源，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3）人员访谈：通过人员访谈，本地块土地使用类型为建设用地，历史上不存在

其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

染，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气、工

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4）地块周边污染源：周边主要为办公楼和居民区，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

较小。周边污染源主要为南侧350m的赣州市洪通砂石批发，主要从砂石买卖，主要污

染物为颗粒物扬尘等，污染较小，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后，环境风险可接受。因此，周

边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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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相邻区域地块对本地块影响

较小，土壤环境状况可接受，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7.1.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因此，

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整性、技术手段和工作时间等多因

素影响。不确定性主要为：

（1）本报告的结论或推论均是调查人员根据有限的资料和数据，通过人员访谈、

资料分析和逻辑推理得出。因此，其准确性和适用性与客观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2）本报告所记录的内容和调查发现仅能体现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期间地块的

现场情况及周边环境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告并不能体现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结束后地块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土壤环境状况的改变。

7.2建议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后，本地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经评审认定后，本地块可进入下一程序。

（2）后期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土地使用权人应做好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

护工作。保护地块生态环境不被外界人为污染，杜绝出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水、

固废等倾倒现象，保持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3）后续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需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实

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场地土壤及地下水造

成污染。

（4）鉴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不确定性，后续开发利用期间，如发现土

壤、地下水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施工，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污染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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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地理位置图

地理位置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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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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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平面布置图

大山门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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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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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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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有建0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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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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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地块基本情况信息采集及人员访谈表

建设用地使用基础信息表

土地出让及转让情况表

序

号

土地利

用现状

用地面积

（㎡）

土地出让情况及转让情况

起始时

间

结束时

间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权人

1 建设用

地

6,571.82 --- 2018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

2 建设用

地

6,571.82 2018 至今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赣州通天岩风景名胜区

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地块名称：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

2.用地总面积：6571.82㎡
3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东江源大道与冶金大道交叉路口往西

4.地块四至范围：114°55′21.69″,25°55′12.10″；114°55′20.68″,25°55′
10.98″；114°55′16.18″,25°55′14.31″；114°55′16.03″,25°55′16.36″
5.地块一中心坐标：114°55′20.19″，25°55′12.36″;
地块二中心坐标：114°55′17.36″，25°55′14.48″
拟实施项目情况：原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行业类别）

拟用途变更地块（变更为：图书与展览用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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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申请人承诺书



赣州市通天岩景区大山门地块文化设施用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89

附件6 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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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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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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