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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

告》审查意见对照修改说明 

2021 年 12 月 24 日，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

2019）》、《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云环通

〔2021〕47 号）等要求，由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

开《新平县李睿民房建设（新建）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咨询会。本次会议特邀专家 4 人，同时参加会议的有玉溪市生态

环境局新平分局、圣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代表共 10 人。会议听取了调查单位

汇报，经现场踏勘、质询和讨论，形成如下咨询意见： 

咨询单位针对专家咨询意见中的报告修改意见和建议内容，经过核实与修

改，对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对照说明如下： 

序号 评审意见 修改说明 

1 

适当扩大调查范围，附地块

拐点坐标表，复核编制依

据。 

（1） 地块调查范围已扩大至地块周围 1km 范围内，详见

文本 4.3调查区域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地块

周围一公里范围内不存在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

工、焦化、电镀、制革及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

置活动的相应用地（简称“6+1”）行业项目。 

（2） 地块拐点坐标表详见文本表 2.2-1 地块调查范围拐点

坐标统计表。编制依据已复核，详见文本 2.3调查依据。 

2 
按照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完

善工作内容，技术路线。 

（1） 已按照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完善技术路线及工作程

序，2021 年 10 月 18 日现场踏勘，2021 年 10 月 19 日资

料收集，2021 年 10 月 19 日、20 日人员访谈，详见文本

2.4.2 技术路线及工作程序。 

3 

进一步细化地块土地使用权

人进行的追溯情况；完善地

块历史变迁情况，提供上世

纪 80 年代前为农用地的影

像依据。补充供销社办公室

的建盖和拆除时间。提供更

为清晰的历史变迁照片。 

（1） 已完善相关权属单位信息，详见 3.4.2 地块的历史。 

（2） 已完善历史变迁照片，详见文本 3.4.2 地块的历史和

3.5.2 相邻地块的历史。 

（3） 通过多方查找和谷歌地球等软件，该地块只能查找

到现有历史影像图，完成信息更新。 

4 

明确项目地块的水文地质单

元、地下水流向、地下水水

位等内容，结合相关资料，

完善地块地层资料。 

已完善地块的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流向、地下水

水位等内容，详见 3.2 区域环境概况 

5 

完善人员访谈，重点梳理项

目地块和周边地块的污染源

分析。 

（1） 已完善，针对不同的访谈人员，问题访谈的侧重点

有所不同，比如对周边居民访谈时访谈内容偏重于地块

及地块周边是否有异味，是否存在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

等；针对环境管理部门访谈时访谈内容偏重于环境问

题：是否存在工厂等“6+1”行业；针对地块使用者访谈

时访谈内容偏重于地块使用历史及变迁情况。详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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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意见 修改说明 

4.4.2 人员访谈。 

（2） 已完善项目地块和周边污染源分析，分析范围为地

块周围一公里范围内，不存在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

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及从事危险废物贮存、利

用、处置活动的相应用地（简称“6+1”）行业项目。 

6 
规范调查结论，完善不确定

性分析内容。 

（3） 已规范调查结论。详见文本 6.1 结论。 

（4） 已完善不确定性分析，新增老城片区早期资料和新

平县中医院早期医疗废物废水处置记录等资料无法收集

的影响不确定性分析，但通过多方分析，并不影响本次

调查结论。详见文本 5.3 不确定性分析。 

7 

完善水文地质内容；完善水

文地质图、地块利用规划图

等附图附件，筛选附件资

料。 

（1） 已完善水文地质内容，详见文本 3.2区域环境概况。 

（2） 水文地质图地勘资料、其他资料以及互联网均未找

到该地块的相关资料。 

（3） 地块利用规划图以及附件资料已完善。 

8 
其他意见和建议参照与会人

员发言、专家评审表修改。 
已完善。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V 

目  录 

1 前言 ............................................................................................................... 1 

1.1 项目背景............................................................................................ 1 

1.2 调查结果简述.................................................................................... 2 

2 概述 ............................................................................................................... 5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5 

2.1.1 调查目的 ..................................................................................... 5 

2.1.2 调查原则 ..................................................................................... 5 

2.2 调查范围............................................................................................ 5 

2.3 调查依据.......................................................................................... 10 

2.3.1 法律、法规 ............................................................................... 10 

2.3.2 相关标准、规范 ....................................................................... 11 

2.3.3 相关文件及资料 ....................................................................... 11 

2.4 调查方法.......................................................................................... 12 

2.4.1 技术路线 ................................................................................... 12 

2.4.2 工作程序 ................................................................................... 13 

3 地块概况 ..................................................................................................... 16 

3.1 地块地理位置.................................................................................. 16 

3.2 区域环境概况.................................................................................. 18 

3.2.1 地形地貌 ................................................................................... 18 

3.2.2 气候气象 ................................................................................... 18 

3.2.3 河流水系 ................................................................................... 18 

3.2.4 水文 ........................................................................................... 19 

3.2.5 地质构造 ................................................................................... 20 

3.2.6 地层岩性 ................................................................................... 22 

3.2.7 地下水 ....................................................................................... 23 

3.2.8 土壤特征 ................................................................................... 24 

3.2.9 土地利用现状 ........................................................................... 24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VI 

3.2.10 社会经济情况 ........................................................................... 24 

3.3 敏感目标.......................................................................................... 25 

3.4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27 

3.4.1 地块的现状 ............................................................................... 27 

3.4.2 地块的历史 ............................................................................... 30 

3.5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5 

3.5.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 35 

3.5.2 相邻地块的历史 ....................................................................... 41 

3.5.3 周边环境污染源分析 ............................................................... 49 

3.6 地块开发利用规划.......................................................................... 50 

4 污染识别 ..................................................................................................... 55 

4.1 地块相关资料收集.......................................................................... 55 

4.1.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 55 

4.1.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 56 

4.1.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 57 

4.2 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 57 

4.2.1 现场踏勘 ................................................................................... 58 

4.2.2 人员访谈 ................................................................................... 65 

4.2.3 调查地块取样检测 ................................................................... 73 

4.3 调查区域内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78 

4.3.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 78 

4.3.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 89 

4.3.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 89 

4.3.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 89 

4.4 调查区域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90 

4.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92 

4.6 污染识别结论.................................................................................. 92 

5 结果和分析 ................................................................................................. 94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VII 

5.1 结果.................................................................................................. 94 

5.2 分析.................................................................................................. 95 

5.3 不确定性分析.................................................................................. 97 

6 结论和建议 ................................................................................................. 99 

6.1 结论.................................................................................................. 99 

6.2 建议.................................................................................................. 99 

7 附件 ........................................................................................................... 101 

7.1 地块权属信息................................................................................ 101 

7.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发改立项批复

 105 

7.3 岩土勘察纲要................................................................................ 107 

7.4 岩土勘察详细调查点位与补充点位............................................ 108 

7.5 岩土勘察地质剖面图.................................................................... 119 

7.6 岩土勘察钻孔柱状图.................................................................... 120 

7.7 岩土勘察地层统计表.................................................................... 121 

7.8 现场踏勘记录表、人员访谈记录表............................................ 123 

7.9 新平县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合同及工程验收意见.................... 150 

7.10 新平县中医院医疗废物处置合同................................................ 154 

7.11 新平县医疗废物申报登记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162 

7.12 检测量测设备每日点检表、土壤调查 XRF 现场记录表 .......... 183 

8 附图 ........................................................................................................... 193 

8.1 规划附图........................................................................................ 193 

8.2 水文地质资料等相关文件............................................................ 196 

8.3 地理位置图.................................................................................... 198 

8.4 周边水系图.................................................................................... 199 

8.5 岩土勘察图.................................................................................... 200 

8.6 平面布置图.................................................................................... 202 

8.7 周边关系图.................................................................................... 203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VIII 

8.8 调查地块取样布置图.................................................................... 204 

8.9 XRF 仪取样检现场图 ................................................................... 205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 

1 前言 

1.1 项目背景  

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历史长河里的老城区饱经沧桑，房屋建

筑密度较大、房屋质量参差不齐、消防安全隐患严重、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

设施严重滞后，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为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的居

住环境，积极争取国家对棚户区改造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根据

国家和省、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县委、县人民政府 2015 年将县城老城区纳

入棚户区改造范围。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地块的土地使

用权，并交付了土地出让金。获得该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新平县城镇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决定对其进行综合开发。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规范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根据规划设计用途及建

筑占地情况，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新平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将

地块号为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的地块土地用途从零售商业

用地调整变更为城镇住宅用地，地块中心坐标为 101°59′10″E，24°4′17.4″N，土

地使用总期限为 70 年，土地使用起始年限为 2020 年 03 月 03 日。2020 年 9 月

30日，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进

行立项批复，项目代码 2020-530427-70-01-002543。 

依据《玉溪市 2016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新平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新平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十三五”规

划》等文件精神及要求,《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共分为三期工程，

拆迁区域东至档案局（含渔户村）、平山路为界；西至鲁街、西园路为界；南至

平山路为界；北至富春街为界。涉及桂山街道办事处五桂社区二、三、五、六、

七、九、十共 7 个居民小组。城市规划区总用地 246.00 亩，其中棚户区占地

246.00 亩，总改造 3182 户，改造面积 260566.56 ㎡（其中住宅改造面积

234567.09 ㎡，非住宅改造面积 25999.47 ㎡）。 

其中《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位于《新平县老城

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用地的西南角。东临规划二号路，南临项目（三期）

C地块，西临西园路，北临规划一号路。规划用地面积 16323㎡（24.48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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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建筑面积 66287.07 ㎡，绿地面积 5022.40 ㎡，小区道路面积 1086.00 ㎡，小

区地块面积 6754.63 ㎡。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

依法履行生态环境部门有关建设用地监管职责，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下达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依法开展全省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块初步调查的通知》（云环通〔2021〕125 号)，要求各州市

生态环境局依法迅速落实“一住两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相关情况。 

根据玉溪市自然资源局公布的《玉溪市建设用地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

地块清单》，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高度重

视，全面落实相关情况。同时由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圣清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对《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用地的土壤环

境状况的调查工作，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

指南（试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的通知》（云环通〔2021〕47 号）等相关规范标准要

求，编制形成《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报告》。 

1.2 调查结果简述  

（1） 地块基本情况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用地位于新平县县政府西

侧，玉溪市新平县桂山镇管辖，规划用地面积 16323㎡。 

（2） 地块历史和现状 

地块自 1985 年至今，一直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

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用地历史简单，无用地性质规划变动；

2015 年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18 年

新平县中医院完成搬迁；2019 年调查地块地表建筑设施完成拆除；2020 年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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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完成立项批复，并于同年进场施工；

2021 年调查地块地块修建了临时停车场、施工单位项目部等临时设施。 

地块内未开展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并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也

没有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人为活动的干扰；地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

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无槽罐设施；未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地块上

也未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

业生产活动 

（3） 敏感目标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为行政机关单位、医院、居民区、汽修厂。 

（4） 工业企业 

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无“6+1”行业企业分布，调查地块内及周边

500m 范围内没有生产型的工业企业存在。 

（5） 现场快检 

通过现场快检结果可知，地块及背景点土壤各重金属浓度均未超过《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

用地筛选值，金属铬未超过《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标

准》（DB 4403/T 67-2020）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及对照点总挥发性有机物

浓度差别不大。 

（6） 人员访谈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18 份。通过对地块调查问卷的统计汇总可知，地

块内历史无工业企业，无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危险废物堆放，无有毒有害物质

的使用、处理、储存和处置情况，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无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地块及周边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其他环境污染

事件。地块涉及部分基础土方回填，回填土均来自于同项目相邻地块施工开挖

的土方，并无外来土方进入。根据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可知，回填土壤均未超标，

对地块影响较小。 

（7） 结论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4.2.1 第一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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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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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该地块被污染的可能性较小。项

目地块周边相邻区域未对地块环境质量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项目地块的环境

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工作。地

块可作为《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建设用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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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1） 通过对地块的用地历史与现状利用、历史生产活动、自然环境情况

等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等方式开展调查，识别分析地块是

否存在污染可能性，调查可能存在的污染源与潜在污染物种类； 

（2） 通过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初步查明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中主

要潜在污染物及污染物种类、污染浓度和空间分布初步特征； 

（3） 根据对地块污染识别及初步采样检测结果，编制《新平县老横渠综

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为地块的管理及未

来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避免开发过程中因潜在污染物而造成环境污染或经

济损失。 

2.1.2 调查原则 

（1） 针对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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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是《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地

块位于《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用地的西南角：东临规划二号路，

南临项目（三期）C 地块，西临西园路，北临规划一号路。规划用地面积

16323 ㎡（24.48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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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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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地块调查范围及边界拐点 

表2.2-1 地块调查范围拐点坐标统计表 

调查

地块 

拐

点

名

称 

东经（E） 北纬（N） X 坐标 Y 坐标 高程 

《新

平县

老城

片区

综合

开发

建设

项目

（二

期）》 

J1 101°59'6.993"E 101°59'6.993"E 

498502.609

2 

2663241.905

0 1482.552 

J2 101°59'7.299"E 101°59'7.299"E 498511.2575 

2663255.546

0 1483.004 

J3 101°59'8.391"E 101°59'8.391"E 498542.1122 

2663261.212

4 1483.190 

J4 101°59'9.089"E 101°59'9.089"E 

498561.837

4 

2663264.834

9 1483.293 

J5 

101°59'10.408"

E 

101°59'10.408"

E 

498599.080

8 

2663271.674

5 1483.812 

J6 

101°59'10.807"

E 

101°59'10.807"

E 

498610.370

0 

2663273.747

7 148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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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7 101°59'11.053"E 101°59'11.053"E 

498617.323

7 

2663275.024

7 1484.279 

J8 101°59'11.295"E 101°59'11.295"E 

498624.160

0 

2663276.280

2 1484.463 

J9 101°59'11.411"E 101°59'11.411"E 

498627.418

1 

2663276.878

5 1484.558 

J10 101°59'11.585"E 101°59'11.585"E 

498632.334

7 

2663277.781

5 1484.678 

J11 101°59'11.772"E 101°59'11.772"E 

498637.630

0 

2663278.753

9 1484.811 

J12 101°59'11.951"E 101°59'11.951"E 

498642.690

3 

2663279.683

2 1485.019 

J13 101°59'12.117"E 101°59'12.117"E 

498647.378

3 

2663280.544

2 1485.215 

J14 

101°59'12.401"

E 

101°59'12.401"

E 

498655.388

2 

2663273.059

0 1485.257 

J15 

101°59'12.457"

E 

101°59'12.457"

E 

498656.961

0 

2663262.135

9 1484.923 

J16 

101°59'12.489"

E 

101°59'12.489"

E 

498657.874

3 

2663255.793

1 1484.784 

J17 

101°59'12.515"

E 

101°59'12.515"

E 

498658.601

0 

2663250.746

3 1484.672 

J18 

101°59'12.561"

E 

101°59'12.561"

E 

498659.899

7 

2663241.726

4 1484.450 

J19 

101°59'12.804"

E 

101°59'12.804"

E 

498666.772

6 

2663227.419

6 1484.124 

J20 

101°59'12.928"

E 

101°59'12.928"

E 

498670.274

5 

2663220.130

0 1484.023 

J21 

101°59'13.938"

E 

101°59'13.938"

E 

498698.793

6 

2663160.763

8 1482.673 

J22 

101°59'12.000"

E 

101°59'12.000"

E 

498644.057

4 

2663138.442

8 1481.273 

J23 

101°59'10.027"

E 

101°59'10.027"

E 

498588.322

3 2663115.7146 147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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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4 101°59'8.447"E 101°59'8.447"E 498543.6911 

2663097.514

4 1478.927 

J25 101°59'7.683"E 101°59'7.683"E 498522.1169 

2663173.341

3 1480.402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01 月 01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2018 年 1 月 1 日

实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2018 年 10 月

26 日实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2004〕28 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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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8 日）； 

（9） 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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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10） 《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

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 

（11）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 年 7 月 1 日）； 

（12）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 8 月 1 日）； 

（13）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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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行）>的通知》（云环通〔2020〕41 号)； 

（14）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评审要点（试行）〕的通知》（云环通〔2021〕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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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依法开展全省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地块初步调查的通知》（云环通〔2021〕125 号)。 

2.3.2 相关标准、规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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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4）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

2019)； 

（5）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

部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6）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7）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34330—2017）； 

（8）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5085.7-2019）； 

（9）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0）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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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2017）； 

（13）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 号）； 

（14） 《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8

号）； 

（15）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

2019）。 

2.3.3 相关文件及资料 

（1） 《玉溪市 2016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2） 《新平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3） 《新平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十三五”规划》； 

（4） 《玉溪市建设用地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地块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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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新发改投资[2020]100 号）； 

（6） 《老城片区二期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 

（7）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8） 《新平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

告》； 

（10） 《土地不动产权证—老城片区二期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8 号》； 

（11） 《新平县中医院医疗废物处置合同》； 

（12） 《新平县中医院医疗废物申请、转移清单》； 

（13） 《新平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新平县中医院 30m³/d 医疗废水处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4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取样快

检等方式开展调查，初步分析地块环境污染状况。综合各阶段建设用地调查数

据分析结果，对建设用地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分析污染程度及范围。 

2.4.1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2017]72 号）和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的通知》

（云环通〔2021〕47 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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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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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

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

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

分布。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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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

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2.4.2 工作程序 

本项目在 2019 年拆迁之前，一直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

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未从事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

周边地块历史上也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并且，新平县中医院产生的固体

医疗废弃物委托第三方公司外运处理，产生的医疗废水则通过医院自建废水处

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产生的生活废水直接进

入西园路市政污水管网，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集中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新平县汽车修配厂地面已硬化防渗，且产生的废油统一收集外运处理，

现场也并未发现明显油污痕迹，并不具备污染地块及周边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的

条件。综上所述，地块及周边均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因此，仅针对地块进行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1）现场踏勘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对地块展开现场踏勘，了解地块现状

及地块周边情况，对地块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以便于资料收集以及人员访谈工

作的开展。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

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

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

以及其它公共场所等，并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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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

地块污染的状况。踏勘期间，可以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 

（2）资料收集与分析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对地块资料进行了收集，主要通过地

块使用者、新平县自然资源局、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政府网站以及云

南省玉溪建筑设计院等机构获得地块相关资料，影响资料则通过互联网、无人

机、卫星地图等方式获取。 

本次资料收集的目的是弄清地块历史曾经的开发活动及现状，进而分析地

块存在的潜在污染源。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及邻近地块的利用变迁资料、

地块规划资料、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变化、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环境、地

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象等资料。调查人员根据专业知识和

经验识别资料中的信息，对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进行核实。 

（3）人员访谈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20 日对地块使用者、玉溪市生态环

境局新平分局管理人员、新平县桂山街道青龙社区工作人员、地块周围居民及

地块周边私人企业展开了人员访谈工作，通过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

面调查表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地块现状和历史，对资料收集和现

场踏勘所涉及疑问进行了询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4） 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通过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

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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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程序见下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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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调查工作程序技术路线图（红色框线为本次第一阶段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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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地块地理位置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南，玉溪市西部，地处哀牢山中

段东麓，北纬 23°38′15″～24°26′05″，东经 101°16′30″～102°16′

50″之间。东与峨山县毗邻，东南与元江县和红河州石屏县相连，西与普洱市

镇沅县接壤，西南与普洱市墨江县相连，北隔绿汁江与楚雄州双柏县相望。县

人民政府驻地桂山街道，海拔 1480 米，距省会昆明 180 公里，距玉溪市政府驻

地红塔区 90 公里。 

桂山街道位于新平县境东北部，地处五桂山南麓，界于北纬 24°04′，东

经101°59′之间，是新平县城所在地和全县政治、文化、经济、贸易、信息中

心。东与扬武镇大开门和峨山县化念镇相连，南接古城街道锦秀社区，西与古

城街道纳溪社区接壤，北靠平甸乡北鹤、费贾、者甸三个村委会。 

本地块中心坐标 101°59′10″E，24°4′17.4″N，位于新平县县政府西侧，玉溪

市新平县桂山镇管辖，地处云贵高原西缘，地块南侧为市政平山路、河滨路、

新平大道（306 省道），东侧为平山路和县政府，西侧为红呈步行街、桂山镇政

府，西北侧为新平县医院，北侧为清真寺和富春街。地块位于平山路和西园路

交叉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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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项目区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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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项目区航拍图 

3.2 区域环境概况 

3.2.1 地形地貌 

新平县地形以山地为主，全县总面积 4223 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 4139.6

平方千米，坝区面积 83.4 平方千米，是玉溪市土地面积最大的县；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境内最高海拔哀牢山主峰大磨岩峰 3165.9 米，最低海拔漠沙镇南蒿村

422 米。 

桂山街道位于新平县东北部，境内地势南北高、东西低，最高海拔照壁山

2182 米，最低海拔亚尼社区亚尼河小组 1150 米。 

本地块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桂山镇，地处云贵高原西缘，区域上属山间断陷

盆地山前缓坡地貌单元，整体地势由北向南由山地向新平大道缓坡展布。地块

南侧为市政平山路、河滨路、新平大道（306 省道），东侧为平山路和县政府，

西侧为红呈步行街、桂山镇政府，西北侧为新平县医院，北侧为清真寺和富春

街。地块位于平山路和西园路交叉口北，地形总体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地面

标高介于 1478.927~1485.257 之间，地势较平坦。 

3.2.2 气候气象 

本地块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 17.1℃，最高气温 32.6ºC，

最低气温-2.7ºC；多年平均降水量 1164.1mm，降水主要集中在 6～10 月，雨季

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90%，干湿季节分明，年最大降水量 1800.5mm，年最小

降水量 647.2mm，最大降雨量 223.9mm。多年平均蒸发量 2106.3mm，年相对湿

度 65%，绝对湿度 15 毫巴左右；年平均无霜期 312 天，有霜期平均为 54 天。

年均日照数为 2230 小时，主导风向为西南季风，年均风速 2.8m/s。 

3.2.3 河流水系 

新平县境内河流除谷麻江属李仙江水系外，其余均属元江水系。李仙江在

县境流程短，主要河流有麻大江河、班东河；元江干流流经新平县境，长 113.7

千米，三江口以上称石羊江，三江口至河口大桥称戛洒江，河口大桥以下称漠

沙江，于漠沙阿迭村流入元江县境。沿元江两岸较大的支流有绿汁江、大春河、

南达河、棉花河、南恩河、达哈河、发启河、丫味河、曼蚌河、挖窖河、比里

河、困龙河、峨德河、西尼河、南甘河、平甸河、康之康河、亚尼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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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地属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项目区，位于哀牢山脉中段东麓，水

系呈树枝状展布，区域上属红河水系小河底河流域亚尼河支流新平河二级支流

新平径流区。 

 

图3.2-1 项目区水系图 

3.2.4 水文 

本地块拆除前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

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管网主要是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其中雨水管网

或雨水沟渠沿地块内居民区道路两侧铺设，最终汇集进入西园路雨水市政管网；

而上述区域产生的生活废水则通过污水管网统一收集至配套化粪池处理后排入

西园路污水市政管网。根据访谈桂山街道工作人员以及历史影响资料显示，地

块内居民区道路均硬化防渗，同时污水管网为地埋式，均已包封防渗处理，且

配套化粪池为地埋钢筋混凝土结构，拆除前均正常使用，并未发生泄露事件或

构筑损坏事件，现场也未发现疑似泄露污染痕迹。综上，地块地表构筑拆除前，

管网设施对地下水影响较小。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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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拆除后除地块中部有一条排水沟外，现状下无河流，地块未见河流、

古河道，也未见管道、化粪池等设施。周边距离地块边上较近的地表水体为溪

湖公园与桂山公园内池塘及平甸河（清水河），桂山公园位于拟建地块东侧，直

距约 0.4km；溪湖公园位于拟建地块西南侧，直距约 2.8km；平甸河位于拟建地

块南侧，直距约为 0.6km，上游入城部分称为清水河，河上游有清水河水库，

下游有平甸水库。平甸河上游入城部分称为清水河，下游称洒西因河（又称新

平河），与亚尼河、化念河并流后称为小河底河，沿玉溪-红河州边界汇入元江，

转北部湾归入南海。 

3.2.5 地质构造 

地块区域地质构造位于扬子准地台西缘，川滇台背斜的武定～石屏隆断束

西侧，根据近场区活断层及震中分布图，近场区构造形迹主要为南东向的楚

雄～化念断裂（F69），化念～石屏断裂（F70），宝秀～建水断裂（F71）、曲江

断裂（F65）、水塘-元江断裂（F27），总体为单斜构造，地质构造单一。其中楚

雄～化念断裂（F69），距离项目地块最近约 20.00km，属早-中更新世断裂；化

念～石屏断裂（F70）距离项目地块最近约 20.00km，属全新世活动断裂；宝

秀～建水断裂（F71）距离项目地块最近约 52.70km，属全新世活动断裂；曲江

断裂（F65）距离项目地块最近约 43.40km，属全新世活动断裂；水塘-元江断裂

（F27），距离项目地块最近约 38.80km，属全新世活动断裂。项目地块距离周

边全新世活动断裂大于 10 公里，项目地块周围 10 公里范围内无发震断裂。 

项目地块位于新平县城区，根据《云南省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图》，项目地

块处于次稳定区（Ⅲ3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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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区域构造纲要图 

3.2.6 地层岩性 

根据《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第 2.4 节地层岩性显示（详见附件 8.5 岩土勘察地质剖面图，附件 8.6 岩土勘察

钻孔柱状图）： 

现场工程地质测绘、调查及钻探，在勘察钻孔控制深度范围内，岩土（体）

根据成因类型、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及工程特性。将岩土（体）自上而下（从

新到老）划分为三个主层，九个亚层，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1） 第四系杂填土（Q4
mL）层 

①杂填土：杂色，呈松散状态，稍湿，主要由粘性土，混凝土块、碎砖等

建筑垃圾及布片、碎碗罐等生活垃圾组成。为旧建筑基础垫层和旧建筑拆除后

残留物组合而成，厚度 0.8～5.8m，平均厚度 2.53m，勘察场地绝大部分有分布，

局部因大面积开挖后被清理，该层土性质不均匀，物理力学性质差别大，平均

动探击数为 4.7 击/10cm。建议清除该层。 

（2） 第四系冲洪积（Q4al+pl）层 

②1 含碎块石粉质粘土：灰黄、褐黄色，密实度为稍密，湿度为湿。该层主

要由粉土、砂土、碎石及块石混合组成，偶夹黏土，其中粉土、粉砂含量约

45%，碎石、砾石含量约 50%，。厚度 1.5～11.5m，平均厚度 6.24m，场地内皆

有分布。平均标贯击数为 14.6 击/30cm，平均动探击数为击 12.0/10cm，建议建

筑基础应穿过该层。 

②1
2 含有机质粘土:灰黑色，切面光滑有光泽，无摇振反应，韧性及干强度

中等-高，局部砂质含量较高。勘察揭露厚度 0.7～4.5m，平均厚度 2.82m。平均

标贯击数为 3.2击/30cm，考虑该层力学性质相对软弱，孔隙比大于 1.0，而且含

水率也比较高，该层不宜作基础持力层。该层成因为原始地形冲沟积水地段，

有机质黏土发育，该层在基坑开挖段会引发基坑失稳的可能性大，桩基穿过该

层基本无影响，若上面有浅基础，还是要考虑软弱下卧层。分布范围可见平面

图，竖向发育情况可参考剖面图。 

②2 粘土:黄褐色、稍密、稍湿、切面光滑有光泽，干强度高，韧性高，手

搓呈条状。厚度 0.5～4.4m，平均厚度 1.76m，场地内皆有分布。平均标贯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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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7 击/30cm。根据详细勘察成果具有弱膨胀性，且该层厚度相对较薄不建议

作为基础持力层。 

（3） 侏罗系上统妥甸组（J3t） 

③1 全风化泥岩：褐红、灰红色，中密，泥质结构，层状构造，岩石风化程

度强烈且不均匀，岩芯多呈土柱状，掰开保持有原岩结构，部分呈碎块状，手

掰易碎。岩体质量极差，属于极软岩，岩体完整程度为极破碎，划分岩体的基

本质量等级为Ⅴ级。厚度 0.8～11.0m，平均厚度 2.62m，场地内皆有分布，平均

标贯击数为 13.9击/30cm，平均动探击数为 8.2击/10cm。该层勘察场地内皆有分

布，遇水易软化，具有弱膨胀性，虽物理力学性质较差，但考虑到该层分布广

泛且土质较均匀，可作为基础持力层。但该层存在分化强弱不均匀的特性，且

遇水易软化，施工开挖后做好防水、防晒措施，并加强验槽工作。 

③2 强风化泥岩：褐红、灰红色，中密，泥质结构，层状构造，保持原岩特

点，呈碎石状。岩石风化程度强烈且不均匀，岩芯多呈碎块状，部分饼状，土

柱状，采取率约 65%～85%，RQD=10%～15%。岩体质量极差，岩体极破碎至

破碎，呈球状风化，敲击易碎，遇水易软化，属于极软岩，划分岩体的基本质

量等级为Ⅴ级。厚度 1.1～11.1m，平均厚度 4.44m，平均标贯击数为 17.8 击

/30cm，平均动探击数为 13.5 击/10cm，可作为基础持力层。 

③3 中风化泥岩：灰红色，泥质结构，层状构造，厚至巨厚层状，节理裂隙

稍发育，敲击声音沉闷且较易碎，属软岩，日晒有裂纹，岩芯多成中长柱状，

部分短柱状、块状，局部风化差异较大，局部岩芯呈碎块状。岩芯采取率约为

70%～90%，RQD=55%～85%，孔深 40.2～61.3m，，岩体完整程度为较破碎-较

完整，划分岩体的质量等级为 IV-V 类，总体偏 V 级。该层场地内皆有分布，层

厚未揭露，平均动探击数为 12.7 击/10cm，是场地理想的基础持力层。 

3.2.7 地下水 

按埋藏条件拟建工程区地下水属潜水，赋存于第四系填土层、洪积层中所

形成的蓄水体中，来源主要靠大气降雨及地表水、生活用水补给。实测钻孔水

位深度在 0.1～7.2m之间，钻探施工时为雨季末期，勘察期间有连续下雨，勘察

期间钻孔均有地下水位岀露，地下水岀露的含水层为①层杂填土、①1层素填土、

②1 含碎块石粉质粘土及②2 层粘土，地下水在原地层中埋藏较浅，水位连续，

场地内地下水位变化具有随地表水变化而变化的的季节性，场地内地下水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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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随地表水变化而变化的的季节性，变化幅度约 0.5-1m。雨季水量补给大，

水位上升，旱季补给量小水位下降，降雨影响明显。由于场地附近无河流等地

表水体，施工场地四周均有道路和建筑，地下水不易排泄，雨季地表水渗入地

下，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场地整体由北向南缓倾，处于山前与坝子结合地带，

地下水非常丰富，而且地下水是有水力坡度的，整体由北向南径流。 

3.2.8 土壤特征 

桂山街道主要土壤类型为赤红壤、红壤、燥红土及水稻土。 

根据《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显示，本地块勘察地块内岩土（体）自上而下（从新到老）有三个主层，各层

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分别为杂填土层、粘土层、风化泥岩层。 

其中杂填土主要由粘性土，混凝土块、碎砖等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组成。

该层勘察地块内皆有分布，且性质不均匀； 

粘土层主要为含碎块石粉质粘土、含有机质粘土、普通粘土； 

风化岩层主要为全风化泥岩、强风化泥岩、中风化泥岩。同时，全风化泥

岩在地块内均有分部，因为存在风化差异，层厚为 0.8～11.0m，厚度差异大，

存在强弱混合在一起的情况。 

3.2.9 土地利用现状 

县内土地资源丰富，有可耕地 69 万亩、林地 353 万亩、牧草地 126 万亩、

水域 16 万亩、交通用地 7 万亩、其他用地 62 万亩。其中在海拔 1300 米以下范

围内，有农业综合开发后备资源 76.2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2.0%，多分布于

红河流域的宽谷地带及其支流流域的丘陵谷地，其特征是气候炎热干燥，少霜

冻，为全县水稻、甘蔗、冬早蔬菜及亚热带水果主产区；在海拔 1300～1900 米

地区，有农业综合开发后备资源 117.6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8.5%，是玉米、

水稻、烤烟的主产区；在海拔 1900 米以上区域，有农业综合开发后备资源 30.1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4.7%，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和高山草地，具有发展珍稀药

材、经济林木、畜牧业及旅游业等自然优势. 

3.2.10 社会经济情况 

全县国土总面积 4223 平方公里，占玉溪总面积的 27.6%，其中山地面积占

98%；全县辖平甸乡、新化乡、老厂乡、者竜乡、建兴乡、平掌乡 6乡，扬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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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洒镇、水塘镇、漠沙镇 4 镇，桂山街道、古城街道 2 街道、124 个村（社区）

委会、1469 个村（居）民小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海拔哀牢山主峰大

磨岩山 3165.9 米，最低海拔漠沙镇南蒿村 422 米。年平均气温 17.5℃，年降雨

量 647.8 毫米。户籍总人口 28.05 万人，非农业人口 6.4 万人，居住着彝、傣、

哈尼、拉祜等 16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73%，其中，彝族占总

人口的 50.9％，人口自然增长率 2.14‰。 

2020 年，实现生产总值 213.9 亿元；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 26.5 亿元，同比

增长 6.0%；第二产业增加值 80.2 亿元，同比增长 7.1%；第三产业增加值 90.5

亿元，同比增长 10.0%；三次产业结构比 13.8:41.1:45.1，经济结构呈三、二、

一格局；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3.5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5 亿元；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494 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807 元。 

桂山街道下辖五桂、凤凰、青龙、太平、亚尼 5 个社区，42 个居民小组，

63 个基层党支部，70 个基层党组织。2020 年末，辖区总人口 31519 人，其中：

男 15551 人，女 15968 人；城镇人口 30579 人,农村人口 940 人,少数民族人口

14034 人，以彝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33.3%。 

2020 年完成地方财政税收收入 7774.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收 685.3 万元，

下降 8.1%；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952 元，同比增 3.6%，实现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58 元，同比增 7.1%。完成农业总产值 28180 万元，同比

增 12.1%。全年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 14390 亩，完成县级下达任务数的 101%，

比去年同期增 130亩，增 1%；实现种植业总产量 1606.8万公斤；种植烤烟 1100

亩，完成烟叶交售 12万公斤，实现烟农收入 329.13万元；完成肉蛋奶总产 2628

吨，实现畜牧业产值13634万元；7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实现开工建设8个单元。 

完成工业总产值 118870万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00341万元，规模以

下工业产值 18529 万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2647 万元，同比增

4.3%。 

3.3 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范围内的敏感目标为施工用地、公园（水体）

居民区、学校和医院。敏感目标分布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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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表3.3-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 相对地块方位 
与地块最近距

离（m） 

敏感目标

类型 

可能产生的污

染源 

桂山街道 
南侧、北侧、

东侧、西侧 
紧邻 居民区 

生活废水、垃

圾、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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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人民医院 西北侧 450 医院 
医疗废水、废

物 

新平县职业高级中学 东北侧 650 学校 
生活废水、垃

圾、废气 

桂山公园 东北侧 750 
公园（水

体） 

地表水、循环

用水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一期 A地块 
北侧 200 施工用地 

施工废水、废

物、扬尘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一期 B地块 
北侧 紧邻 施工用地 

施工废水、废

物、扬尘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三期 A地块 
东北侧 紧邻 施工用地 

施工废水、废

物、扬尘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三期 B地块 
东侧 紧邻 施工用地 

施工废水、废

物、扬尘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三期 C地块 
南侧 紧邻 施工用地 

施工废水、废

物、扬尘 

3.4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 地块的现状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位于新平县县政府西侧，玉溪市新

平县桂山镇管辖。地块南侧为市政平山路、河滨路、新平大道（306 省道），东

侧为平山路和县政府，西侧为红呈步行街、桂山镇政府，西北侧为新平县医院，

北侧为清真寺和富春街。地块位于平山路和西园路交叉口北。共分为三期工程，

总规划用地 246.00 亩。 

本地块中心坐标 101°59′10″E，24°4′17.4″N，现为《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二期）》建设用地，规划用地面积 16323 ㎡（24.48 亩），地块号为云

（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位于《新

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用地的西南角。东临规划二号路，南临项目

（三期）C 地块，西临西园路，北临规划一号路。 

目前本地块已完成全部拆迁工作，无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堆存，地块表面土

地裸露且部分区域初步平整，暂未施工。地块内西侧为留有新平县中医院、新

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拆除后的桩基坑，已被雨水填满。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8 

 

图3.4-1 现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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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南侧项目部 地块内南侧项目部排水沟 

  

地块内西侧中医院旧址 地块内西侧中医院旧址 

  

地块内西侧废弃雨水沟 地块内南侧新建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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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地块的历史 

根据可追溯历史资料显示，本地块拆除前一直作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使用，

属玉溪市新平县桂山镇管辖，占地面积 16323 ㎡（24.48 亩）。地块内配套有新

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和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2015 年，为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积极争取国家对棚户区改造的

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根据国家和省、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新

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新平县城老城区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新平县城镇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交付了土地出让金。获得该

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决定对其进行综合开

发。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规范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根据规划设计用途及建

筑占地情况，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新平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将

地块号为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的地块土地用途从零售商业

用地调整变更为城镇住宅用地，地块中心坐标为 101°59′10″E，24°4′17.4″N，土

地使用总期限为 70年，土地使用起始年限为 2020年 03月 03日，并于当年完成

全部拆迁工作。 

2020 年 9 月 30 日，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

项目（二期）》进行立项批复，项目代码 2020-530427-70-01-002543。 

表3.4-1 地块历史权属信息表 

权属方 权属方归属/性质 详细信息（地块范围内） 

老城区居民区 桂山街道辖地 14.08 亩/200 户 

新平县中医院 公共医疗 4.9 亩 

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 行政单位 4.5 亩 

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私营企业 1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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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地块历史权属平面图 

 

图3.4-3 新平县中医院搬迁前旧址照片 

2010-2020 影像图以及周边人员访谈信息显示，地块内未开展过工业企业生

产活动，并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也没有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人

为活动的干扰；地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无槽罐

设施；未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地块上也未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业生产活动。现地块为新平县老

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施工用地。 

表3.4-1 地块的历史情况汇总表 

起始时间 地块使用情况 建设程度 结束时间 结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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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老城居民区 已投入使用 2019 年 拆迁 

1985 年 新平县中医院 新建 2019 年 拆迁新建 

1999 年 

本地块上主要建筑物为老城居民生活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

信息局（经贸委）、新平县汽车修配

厂。 

投入使用 2019 年 拆除新建 

2001 年 

本地块上主要建筑物为老城居民生活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

信息局（经贸委）、新平县汽车修配

厂。 

投入使用 2019 年 拆除新建 

2010 年 

本地块上主要建筑物为老城居民生活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

信息局（经贸委）、新平县汽车修配

厂。 

投入使用 2019 年 拆除新建 

2014 年 

本地块上主要建筑物为老城居民生活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

信息局（经贸委）、新平县汽车修配

厂。 

投入使用 2019 年 拆除新建 

2017 年 

本地块上主要建筑物为老城居民生活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

信息局（经贸委）、新平县汽车修配

厂。 

投入使用 2019 年 拆除新建 

2019 年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

期）施工用地，完成地表建筑设施拆

除工作 

正在开发 
2020 年 8

月 
/ 

2020 年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

期）施工用地，地块平整，施工准备 
正在开发 

2020 年 8

月 
/ 

2021 年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

期）施工用地，目前已完成全部拆迁

工作，无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堆存，地

块表面土地裸露且部分区域初步平

整，暂未施工。地块内西侧为留有新

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

拆除后的桩基坑，已被雨水填满。 

正在开发 
2020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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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不同时期的地块卫星影像图如下： 

  

1984 年新平县县城图 1999 年新平县县城图 

  

2001 年新平县县城图 2010 年新平县县城图 

图3.4-4 1984 年、1999 年、2001 年、2010 年新平县城图 

  

2010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老城居民生活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

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2011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老城居民生活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

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34 

  

2014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老城居民生活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

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2017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老城居民生活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

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2020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

施工用地，与 2019 年地表建筑拆除完成，

地块初步平整，设有临时停车区） 

2021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

期）施工用地，目前已完成全部拆迁工

作，无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堆存，地块表面

土地裸露且部分区域初步平整，暂未施

工。地块内西侧为留有新平县中医院、新

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拆除后的桩基坑，已

被雨水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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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调查地块历史影像图 

3.5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5.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本次地块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用地相

邻地块按照位置关系，分为两部分：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三期建设用地：一期 A 和一期 B 用

地正在施工，剩余二期和三期用地均未大面积动工。其中二期地块修建了施工

单位宿舍、食堂以及相关附属设施，包括隔油池、化粪池，地块留有新平县中

医院旧址拆迁遗留的被雨水填满的桩基坑，并修建了临时停车区域；三期 C 地

块修建了售楼部并完成了部分附属设施建设，包括雨污管网、排水井、绿化等；

三期 A 区域北边部分区域正在施工，地块中部内有古建筑保护区（1200 ㎡）；

三期 B 区域内修建了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其余地块未动工。 

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周边区域：为桂山街道居民

区、新平县人民医院、桂山公园正常投入使用。 

表3.5-1 相邻地块现状信息 

相邻目标 相对地块方位 
与地块最近距离

（m） 

桂山街道 
南侧、北侧、东侧、

西侧 
紧邻 

新平县人民医院 西北侧 450 

新平县职业高级中学 东北侧 650 

桂山公园 东北侧 750 

富春街 北侧 200 米 

庆丰路 西北侧 150 米 

西园路 西侧 紧邻 

平山路 南侧 紧邻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 A

地块 
北侧 200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 B

地块 
北侧 紧邻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三期 A

地块 
东北侧 紧邻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三期 B

地块 
东侧 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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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三期 C

地块 
南侧 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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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相邻地块现状图 

 

图3.5-2 地块周边管网平面图 

相邻地块现状及位置如下图所示： 

  

二期地块四周一期 B、三期 A、三期 B现场

及西园路、平山路周边居民区 

二期地块北侧一期 A、一期 B、三期 A现场

及富春街周边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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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地块西北侧一期 A、一期 B现场及西

园路、庆丰路、富春街周边居民区 

二期地块东北侧一期 A、一期 B、三期 A、

三期 B现场及富春街、太平路周边居民区 

  

二期地块东侧一期 B、三期 A、三期 B现场

及平山路周边居民区 

二期地块东侧三期 A、三期 B 现场及平山

路、太平路周边居民区 

  

二期地块西侧中医院旧址及西园路边居民

区 
二期地块西北侧三期 A古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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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地块东侧除尘设备 二期地块南侧项目部 

  

二期地块南侧三期 C隔油池 
二期地块南侧三期 C地块内已修建售楼部

配套污水管网检查井 

  

二期地块南侧三期 C 地块内硬化路面停车

场 

二期地块南侧三期 C地块内已修建售楼部

配套雨污分流检查井、排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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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地块南侧三期 C 地块内已修建售楼部

配套化粪池 
二期地块北侧富春街道新平县幼儿园 

  

二期地块西侧西园路 二期地块西侧西园路 

  

二期地块西侧西园路西门 二期地块西南侧西园路和平山路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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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地块东南侧平山路和太平路交叉口南

门 

二期地块东侧新平县委 

图3.5-3 相邻地块现状图 

3.5.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根据历史影像图显示，1984 年地块周边还未大面积开发；1999 年老城区周

边居民区已作为居民生活区投入使用，并且 2010-2020年卫星图显示，地块周边

居民区以及配套新平县人民医院、桂山公园、新平县汽车修配厂等建筑正常投

入使用，功能区开发完善，期间并未发现工程建设、搬迁等明显变动，且此段

时间内除《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用地于 2019 年完成地表建

筑拆除外（详见图 3.5-5 调查地块周边区域历史影像图-2020 年调查地块卫星图），

其余周边区域并未发现大面积动工痕迹，也并未发现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

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生产经营活动以及“6+1”行业企业分布存在痕

迹，历史影像图见下图。 

同时根据寻访多位周边年长居民并结合相关影像资料得知，相邻地块区域

始终为居民住宅区，也并无污染事故发生，地块内未开展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

并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也没有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人为活动的

干扰；地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无槽罐设施；未

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地块上也未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

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业生产活动。并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

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 

综上，历史影像图和人员访谈信息完全一致，结论真实，可信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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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新平县县城图 

（周边居民区部分开发） 

1999 年新平县县城图 

（周边居民区全部开发并投入使用） 

  

2001 年新平县县城图 

（周边区域功能开发完善） 

2010 年新平县县城图 

（周边区域功能开发完善，无变化） 

图3.5-4 1984 年、1999 年、2001 年、2010 年新平县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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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调查地

块卫星图 2010

年新平县县城

图 

（周边区域功

能开发完善，

主要为桂山街

道居民区，周

边未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

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等，无

“6+1”行业

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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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调查地

块卫星图 2010

年新平县县城

图 

（周边区域功

能开发完善，

主要为桂山街

道居民区，周

边未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

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等，无

“6+1”行业

企业分布，无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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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调查地

块卫星图 2010

年新平县县城

图 

（周边区域功

能开发完善，

主要为桂山街

道居民区，周

边未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

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等，无

“6+1”行业

企业分布，无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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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调查地

块卫星图 2010

年新平县县城

图 

（周边区域功

能开发完善，

主要为桂山街

道居民区，周

边未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

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等，无

“6+1”行业

企业分布，无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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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调查地

块卫星图 

（周边区域功

能开发完善，

主要为桂山街

道居民区，周

边未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

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等，无

“6+1”行业

企业分布，无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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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 调查地块周边区域历史影像图 

3.5.3 周边环境污染源分析 

根据本报告“3.5.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分析： 

地块周边环节现状，首先是《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三

期建设用地，主要污染源是施工废水、建筑垃圾、扬尘以及回填土。根据人员

访谈，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水设置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用。生活废水均进入

市政污水管网；施工期建筑垃圾堆放在固定地点并及时清运，建筑材料堆放在

仓库内，砂石料等堆放设置防尘、防雨设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回填土方均

来自《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范围内土壤，并无外来土方进

入。则上述两期施工用地施工期间对本地块产生的影响可忽略。 

其次是《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范围外，主要是桂山街道

居民区、新平县人民医院、桂山公园、新平县汽车修配厂。产生的主要污染源

为生活废水、生活废物、生活废气、医疗废水、医疗废物、废油（废润滑油、

废机油）等。根据现场踏勘以及相关资料显示，本地块周边地势北高南低、东

高西低，而本地块位于平山路街道北侧，西侧西园路东侧，均位于地块下游位

置，并且市政雨污管网均沿街道顺势铺设，两街道附近居民区产生的生活废水

并不会穿过本地块，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新平县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

本调查地块位于侧风向，且产生的废气量较小，故无重金属生活废气不会通过

大气沉降等方式影响本地块；而居民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加盖垃圾箱分类收集

暂存于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固体废物均能妥善处理，污染物不会通过下渗等方式影响本调查地块。新平县

人民医院产生的医疗废水和医疗废弃物根据访谈桂山街道工作人员得知，其设

置有专门的医疗废水处理站，以及通过第三方集中外运处置医疗废弃物；根据

桂山街道工作人员、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周边居民回忆，新平县汽车修

配厂地面全部完成硬化防渗处理，新机油、润滑油则分类分区储存在材料库中，

废油密封于专用废油桶并统一外运处理，且未发生历史废油泄露事件，未见周

边权属单位投诉信息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文件，现场踏勘也未发现疑似历

史废油泄露污染痕迹。则《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范围外污染

物对本地块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根据本报告“3.5.2 相邻地块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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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三期建设用地以及总项目建设

范围外区域，在拆除前主要是桂山街道下辖居民区，不存在工业企业，并未涉

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由于周边区域发展较

早，市政管网全面覆盖，垃圾清运处理体系完善，所以并无历史遗留污染问

题。 

综上，周边环境污染源对本地块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3.6 地块开发利用规划 

根据可追溯历史资料显示，本地块拆除前一直作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使用，

属玉溪市新平县桂山镇管辖，占地面积 16323 ㎡（24.48 亩）。地块内配套有新

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和新平县汽车修配厂。 

2015 年，为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积极争取国家对棚户区改造的

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根据国家和省、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新

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新平县城老城区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新平县城镇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交付了土地出让金。获得该

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决定对其进行综合开

发。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规范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根据规划设计用途及建

筑占地情况，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新平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将

地块号为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的地块土地用途从零售商业

用地调整变更为城镇住宅用地，地块中心坐标为 101°59′10″E，24°4′17.4″N，土

地使用总期限为 70年，土地使用起始年限为 2020年 03月 03日，并于当年完成

全部拆迁工作。 

2020 年 9 月 30 日，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

项目（二期）》进行立项批复，项目代码 2020-530427-70-01-002543。 

（1） 商业 

本地块规划项目用地东边地块位于城市轴线“历史人文生态绿廊”上，考

虑到延续该轴线，地块东部作为商业街区，控制建筑高度，融入当地历史文化

适量恢复新平大小城城池格局及风貌。使该片区商业街能形成小而精的地标性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51 

区域，与周边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商业区域产生互动连接，起到功能相互补

充的作用。 

（2） 居住 

本片区作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要承担一定的拆迁安置任务。本次规划

地块西部为居住区，由于居住区距离商业区较近，本次规划以底层裙楼商业的

形式围合高层居住小区，形成较为封闭的居住组团的同时也过度整个片区的商

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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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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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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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3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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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识别 

4.1 地块相关资料收集 

本公司在接到了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后迅速成立了工作组，

由工作组开展资料收集工作，收集资料的对象包括新平县中医院、玉溪市生态

环境局新平分局、新平县城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新平

县城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新平县水利局。因老城居民区规划修建较早，拆迁

之前的相关环保信息主要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附近居民等现场人员

访谈搜集；而新平县中医院资料相对齐全，包括医疗废水废物处理、拆迁报告

等资料。 

通过上述资料收集基本掌握了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用

地，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地块的地块，历史时期发展规划

内容、产排污环节以及主要污染物等，并明确了具体细节。 

4.1.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收集到的资料如下表。 

表4.1-1 收集资料清单 

序

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年份 

包含的主要

内容 
提供单位 

1.  地块环境资料 
新平县中医院医疗

废物处置合同 

2010 年 9

月 

医疗废物委

托处置 

新平县中医

院 

2.  地块环境资料 

新平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对新平县中医

院 30m³/d 医疗废

水处理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2 年 3

月 

同意达标验

收 

玉溪市生态

环境局新平

分局 

3.  地块环境资料 

新平县中医院医疗

废物申请、转移清

单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 

医疗废物转

移处理记录 

新平县中医

院 

4.  地块相关资料 

新平县中医院整体

搬迁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2018 年 
中医院搬迁

方案 

新平县中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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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年份 

包含的主要

内容 
提供单位 

5.  地块环境资料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

合开发建设项目

（二期）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报告 

2019 年 3

月 

二期地块地

质情况 

新平县城镇

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6.  地块环境资料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

合开发建设项目

（二期）可行性研

究报告 

2020 年 9

月 

二期设计内

容、平面布

置图等 

新平县城镇

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7.  土地利用变迁资料 

关于新平县老城片

区综合开发建设项

目（二期）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新发改投资

[2020]100 号） 

2020 年 9

月 

新平县老城

片区综合开

发建设项目

（二期）立

项批复 

新平县发展

和改革局 

8.  土地利用变迁资料 

土地不动产权证—

老城片区二期云

（2021）新平县不

动产权第 0000898

号 

2021 年 4

月 

二期不动产

权登记 

新平县城镇

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9.  地块环境资料 

老城片区二期水土

保持行政许可承诺

书 

2021 年 7

月 

水土保持情

况 

新平县水利

局 

本次调查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重要的环境信息，如地块地层

地质和地下水情况、规划设计资料、规划项目总平面布置图等均收集较齐全，

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能确保资料的准确性。 

4.1.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地块资料主要通过向业主单位、政府管理人员获得，收集了地块及周边的

现状、历史情况及规划用途，保证了资料的准确度。 

本地块及周边历史情况简单，地块无工业用地历史，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

上无工业用地历史，历史及现状均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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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地块其他资料，如地块区域情况、卫星影像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和软件等途

径获得，收集到的资料经过分析并加以整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4.2 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 

（1）踏勘访谈的重点 

1) 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或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

线； 

2) 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 

3) 各种储罐与容器，排水管与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废弃物，井，污水系

统等。 

4) 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

区、商业区、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公共场所等地点，并在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

关系。 

（2）踏勘访谈的方法 

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

的状况。并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位仪器以及 GPS 卫星地图辅助调查。 

（3）踏勘访谈主要内容 

1) 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 

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或三废处理与排放

以及泄漏状况，及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

如罐、槽泄漏，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 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可能存在的污染，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3) 周边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对于周边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工厂等，应尽

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

和排放系统；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体、

雨水排放和径流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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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现场踏勘 

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我公司调查人员对现场进行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由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完成，能保证资料的准确度。踏勘范围以地块内为

主，并包括地块的周围 300 米至 500 米范围区域。  

通过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收集了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

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

述等。 

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存在明显的污染痕迹或存在异位的区域。具体现

场踏勘情况如下图所示。 

  

西边西园路酒店五楼拍摄 西边西园路酒店五楼拍摄 

  

西边西园路商铺 西边西园路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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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西园路街道 西边西园路施工单位标志 

  

西边西园路项目部大门 南边平山路街道 

  

南边平山路商铺 北边富春街道新平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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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边富春街新平县文物管理所 东南边平山路项目部大门 

  

东边新平县县委 东边新平县县委 

图4.2-1 地块周边现场踏勘情况 

  

项目部 施工单位员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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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地块雨水管 施工单位员工餐厅 

  

新平县中医院旧址 新平县中医院旧址 

  

二期地块污水管道 二期地块污水管道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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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 C 地块雨水沟 三期 C 地块化粪池 

  

二期地块施工单位员工宿舍排水沟 老城改造项目扬尘污染管控牌 

  

老城改造项目重大危险源公示牌 老城改造项目现场平面图、工程效果图 

  

老城改造项目工程概况牌、管理员组织机

构及监督电话牌 
老城改造项目消防保卫牌、环境保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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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 B 施工现场 二期地块临放设备 

  

三期 A 地块保护古建筑 施工现场除尘设备雾炮机 

  

施工现场道路、雨水沟 二期地块现状 

图4.2-2 地块内现场踏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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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地块内现场踏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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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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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采用面谈的形式。2021 年 10 月，调查人员主要访谈的人员有玉溪市生态环境

局新平分局、新平县桂山街道五桂社区、新平县中医医院、新平县城镇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项目施工方、项目监理方、地块附近居民等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

情人。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2 点： 

（1）前期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疑问的核实，信息的补充； 

（2）已有资料的考证,现场地块调查范围的确定和指认，地块调查现场获

取信息与地块使用历史的相关性的核实等。 

针对不同的访谈人员，问题访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对周边居民访谈

时访谈内容偏重于地块及地块周边是否有异味，是否存在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

等；针对环境管理部门访谈时访谈内容偏重于环境问题：是否存在工厂等“6+1”

行业；针对地块使用者访谈时访谈内容偏重于地块使用历史及变迁情况。 

本项目采用了表格提问采访的形式进行。访谈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根

据《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的通知（云环通

〔2021〕47 号）中内容进行访谈，其次针对地块内施工期以及开发前的地块环

境内容进行补充访谈。访谈对象有针对性，内容具有全面性。本次共采访了知

情人 18 位，收到有效调查表 18 份。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汇总，得到以下相关信息： 

该地块 2019 年拆迁之前一直作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

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用地性质一直为零售商业用地，

并未发生用地性质规划变更。2019 年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新平县自

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将地块土地用途从零售商业用地调整变更为城镇住宅用地，

土地使用总期限为 70 年，土地使用起始年限为 2020 年 03 月 03 日。地块现状

为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施工用地。该地块历史上并未涉及工矿用途、

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也未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石

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业生产活动。未记载有居民因生产

活动而产生健康损害的案例，相邻地块也从未从事过工业生产活动，无可能的

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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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访谈人员信息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1.  张彦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 防治股负责人 13987754059 

2.  罗工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 工程师 7019286 

3.  王兴文 新平县桂山街道五桂社区 副书记 15008778239 

4.  杨志伟 新平县桂山街道五桂社区 委员 13577762132 

5.  岩平 新平县中医医院 行政办主任 13577786168 

6.  陈松 新平县中医医院 院务科主任 13887764008 

7.  自福旺 新平县中医医院 行政办科员 15969302433 

8.  方云 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技术员 13648847280 

9.  马熙 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技术员 14787751486 

10.  李同林 云南昭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员 19948772714 

11.  高志勇 云南昭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员 13529697642 

12.  王鹏 云南昭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员 19169290503 

13.  李林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部长 18388052275 

14.  谭千江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副部长 13668517042 

15.  黄元元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测量主管 18745761228 

16.  马寿文 附近居民 / 15887891950 

17.  马永福 附近居民 / 13708677716 

18.  徐应发 附近居民 / 13987761052 

调查结果及统计主要针对回收有效的 7 份地块调查问卷进行，人员访谈结

果统计见下表。 

表 4.4-2 人员访谈结果统计表 

序号 访谈内容 访谈人数 是 否 不确定 

1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 18 0 16 2 

2 
本地块内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

体废物堆放场？ 
18 0 16 2 

3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18 0 15 3 

4 
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

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18 0 17 1 

5 
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 
18 0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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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访谈内容 访谈人数 是 否 不确定 

6 
本地块内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露事故？或

是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18 0 17 1 

7 是否有废气排放？ 18 0 17 1 

8 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18 0 16 2 

9 
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水体散发的

异常气味？ 
18 0 17 1 

10 本地块内固体废物是否曾自行利用处置？ 18 0 10 8 

11 本地块内是否有遗留的危险废物堆存？ 18 0 11 7 

12 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18 0 14 4 

13 本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18 0 13 5 

14 
地块及周边历史上有无大面积土壤外运或回

填情况？ 
18 0 12 6 

15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幼儿园、学

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等敏

感用地？ 

18 18 0 0 

16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水井？ 18 15 0 3 

由于地块已进行地产开发，本次调查期间为了解地块地产项目施工期间以

及开发前土壤是否可能受施工影响，本次人员访谈主要针对地块施工期采取的

环保措施进行针对性补充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图4.2-4 人员访谈结果统计表（施工期间） 

问题 答案 

访问对象 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是如何处置的？

施工期是否发生过废水外泄事件？ 

施工期产生少量施工废水经设置临时沉淀池，沉

淀后回用施工工段。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生活废

水均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施工期建筑垃圾的堆放及清运采取

了哪些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在地块内并及时进行清

运，运输车辆加盖篷布，建筑垃圾均按规定处

置。 

施工期建筑材料的堆放采取了哪些

环境保护措施？ 

建筑材料堆放在仓库内，砂石料等堆放设置防

尘、防雨设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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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间是否收到过环保投诉？ 没有。 

工程是否涉及回填土？  

工程基础涉及回填土均来源于新平县老城片区综

合开发建设项目已开工一期、三期开挖土方，并

无总项目范围外的土方回填。 

根据人员访谈，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水设置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用。生

活废水均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期建筑垃圾堆放在固定地点并及时清运，建

筑材料堆放在仓库内，砂石料等堆放设置防尘、防雨设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

工程涉及部分基础土方回填，回填土均来自于同项目相邻地块施工开挖的土方，

并无外来土方进入。根据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可知，回填土壤均未超标，对地块

影响较小。同时，访谈人员为建设单位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驻工地代

表：方云，施工单位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长：李林，项

目监理单位云南昭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工地代表：王鹏。访谈对象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且根据统计，三人对于工程施工期采取的环保措施描述一致，访谈

结果可信。因此，地块土壤受到地块开发施工期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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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调查地块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人员访谈记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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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环境管理部门人员访谈记录情况 

  

图4.2-7 社区部门人员访谈记录情况 

  

图4.2-8 新平县中医院工作人员访谈记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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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地块周边居民参与访谈并填写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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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0 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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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调查地块取样检测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工业企业

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等相关规范要求，可采用便携式有

机物快速测定仪、重金属快速测定仪、生物毒性测试等现场快速筛选技术手段

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参考相关标准规范，地块内污染土壤检测结果的分析与评价参考《土壤环

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规定的第一

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对于 GB36600 中没有评价参数的指标，

如锌、锰指标参照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控值》

（DB34403/T67-2020）进行分析评价。地块内污染土壤分析与评价参考《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一规定

的第一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对于 Cr 参照深圳市地方标准《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控值》（DB34403/T67-2020）进行分析评价。综

上，此次筛选因子共 7 个，分别为 As、Cd、Cr（总）、Cu、Pb、Hg、Ni。 

通过现场调查，此次布点主要分布在调查地块内原新平县中医院旧址桩基

坑、医疗废水处理站、医疗废弃物暂存室、新平县中医院大门、新平县中医院

其他区域附近共布设了 CTDK-1~CTDK-11 共计 11 个点位，其中 CTDK-8 点位

为调查地块地块开挖后形成的基坑侧壁，高度为 2m，分别采取侧壁土层 0.5m，

1m，2m深度的土壤样品，共采取土壤样品 13个。其中 0~0.8m深土样为杂色，

呈松散状态，稍湿，主要由粘性土，混凝土块、石块等组成；1m~2m 深土样为

深灰黄、褐黄色，密实度为稍密，湿度为湿，主要由粉土、砂土、碎石及块石

混合组成，偶夹黏土。 

经过 XRF仪现场检测结果如表 4.2-1所示，13个土样中，7个因子均未超过

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筛选值和管控值。（检测量测设备每日点检表、土壤调查

XRF 现场记录表详见附表 7.12） 

综上所述，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未发现且不存

在污染痕迹和存在异味的区域，未发现残余疑似危险废弃物，不存在历史遗留

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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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1 调查地块取样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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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XRF 仪检测数据 

检测因子 

取样点位 
As Cd Cr Cu Pb Hg Ni 取样位置 

CTDK-1 9 ND 138 25 34 ND ND 

医疗废水处理站 CTDK-2 7 ND 115 17 27 ND ND 

CTDK-3 12 ND 137 32 36 ND ND 

CTDK-4 8 ND 131 21 30 ND ND 

调查地块除中医院其

他区域 

CTDK-5 11 ND 108 10 11 ND ND 

CTDK-6 15 ND 158 8 16 ND ND 

CTDK-7 11 ND 150 20 15 ND ND 

CTDK-8-0.5 15 ND 199 28 22 ND ND 

CTDK-8-1 15 ND 129 27 16 ND ND 

CTDK-8-2 17 ND 173 14 17 ND ND 

CTDK-9 7 ND 100 14 22 ND ND 中医院大门 

CTDK-10 14 ND 65 49 25 ND ND 医疗废弃物暂存间 

CTDK-11 9 ND 121 24 37 ND ND 中医院桩基坑 

筛选值（ppm） 20 20 1210 2000 400 8 150 / 

管控值（ppm） 120 47 2420 8000 800 33 600 / 

达标情况 
达

标 

达

标 
达标 达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注： 

①表中测定值均为各元素的总含量，Cr指总铬；ND表示未检出； 

②1ppm在质量上等于 1mg/kg； 

③“筛选值”表示为 GB36600 中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④总铬参照《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标准》（DB 4403/T 67-

2020）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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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2 现场取样定点、快速检测仪具体参数表 

仪器名称 型号 照片 

XRF 快速检测仪 Innov-XDS6000 

 

大疆无人机 MAVIC2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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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土壤现场 XRF 快筛 

 

XRF 快速检测结果（a） 

图4.2-13 调查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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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查区域内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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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1985 年至今，地块一直为新平县老城居民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 

4.3.1.1 新平县老城居民区 

新平县老城居民区范围内，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地块历史上没有储存、

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 

4.3.1.2 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 

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为新平县行政单位，不存在生产活动，无工业企业

生产历史，地块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 

新平县中 

4.3.1.3 新平县中医院 

新平县中医院产生的污染源主要为医疗废水和医疗废物。其中，医疗废水

通过县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医疗废弃物先暂存在医疗废

物暂存室，后经第三方统一收集外运处理。 

 

图4.3-1 原地块新平县中医院废水处理站和医疗废物暂存室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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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疗废水 

新平县中医院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与玉溪市蓝天碧水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新平县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合同书》，工程内容为新建一套新平县中医院医疗

废水处理系统，满足排放标准后进入市政管网，并于 2011年 11月 2 日，通过了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现场验收。根据访谈新平县中医院行政科工作人员

得知，2011 年之前的医疗废水由医院自行处理后，通过 DE160UPVC 管道排入

中医院南侧的市政管网。故新平县中医院旧址不存在医疗废水造成的地下水、

地表水污染； 

新平县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基本情况： 

1) 污水处理采用“A/O”生化法和格栅烂污、消毒处理，污泥处理及处置

采用重力浓缩，减量化，消毒后外运焚烧或填埋； 

2) 处理水量 30m³/d，工程出水水质标准按《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执行，其中，CODcr：≤60mg/L，BOD5：≤20mg/L，SS：

≤20mg/L，NH3-N：≤15mg/L，动植物油：≤5mg/L，PH：6~9,大肠杆菌数：

≤500 个/L，志贺氏菌：不得检出，沙门氏菌：不得检出，霍乱弧菌：不得检出，

总余氯：2~8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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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新平县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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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 废水处理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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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 新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消毒效果监测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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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 新平县中医院污水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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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疗废物 

新平县中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病

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医疗废物。并委托第三方对产生的上述医疗废

物进行收集、转运和无害化处理。 

医疗废物处理流程为：由新平县中医院负责使用专用的医疗废物包装袋和

包装，将各种医疗废物按不同品种分类包装、存放，并贴上标签，并存放在新

平县中医院设有冷藏装置的医疗废物暂存室。然后填写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履

行交接手续，由新平县中医院和医疗废物处置第三方双方经办人签字确认，并

保管留档备份。最后由乙方提供足够的转运箱集中外运处理。 

根据访谈新平县中医院行政科工作人员得知，2011 年之前的医疗废弃物由

医院自行消毒并外运进行处置，相关处置记录已丢失；根据新平县中医院提供

的废物处理合同、医疗废物申报登记表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

显示，自 2011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新平县中医院分别委托玉溪

市蓝天碧水科技有限公司和玉溪易和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对产生的医疗

废物外运处置。现场踏勘调查过程中未发现任何历史遗留的医疗废物及污染痕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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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新平县中医院废物处理合同 

序

号 

合同

签订

时间 

委

托

方 

受托

方 

合同

名称 
合同内容 

服务期

限 

1.  

2010

年 9

月

29

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市蓝

天碧

水科

技有

限公

司 

新平

县中

医院

污水

处理

工程

合同

书 

（1） 新平县中医院废水处理水

量 30m³/d； 

（2） 工程出水水质标准按《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

2005） 执 行 ， 其 中 ，CODcr： ≤

60mg/L，BOD5： ≤20mg/L，SS： ≤

20mg/L，NH3-N： ≤15mg/L， 动 植 物

油：≤5mg/L，PH：6~9,大肠杆菌数：≤

500 个/L，志贺氏菌：不得检出，沙门氏

菌：不得检出，霍乱弧菌：不得检出，

总余氯：2~8 mg/L； 

（3） 合同总价：158800 元（不

含设备的检测及验收费用）。 

合同签

订预付

款到账

之日计

45 天完

工 

2.  

2011

年

10

月

29

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兴洁

垃圾

处理

有限

公司 

医疗

废物

处置

合同 

（1）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感染性和损伤

性医疗废物； 

（2） 甲方提供场地，派专人手

机、消毒、分类、密封包装等有效管

理；乙方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对甲方收

集医疗废物进行回收，并严格按照环

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3）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医疗废

物处置费用为 2250 元/月，应于当年每月

的 10 号前按月向乙方已一次性支付医疗

废物处置费。 

2011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 

3.  / 

新

平

县

中

玉溪

兴洁

垃圾

处理

医疗

废物

处置

合同 

（1）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感染性和损伤

性医疗废物； 

（2） 甲方提供场地，派专人手

机、消毒、分类、密封包装等有效管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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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签订

时间 

委

托

方 

受托

方 

合同

名称 
合同内容 

服务期

限 

医

院 

有限

公司 

理；乙方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对甲方收

集医疗废物进行回收，并严格按照环

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3）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医疗废

物处置费用为 2250 元/月，应于当年每月

的 10 号前按月向乙方已一次性支付医疗

废物处置费。 

10 月 31

日 

4.  

2013

年

11

月 1

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兴洁

垃圾

处理

有限

公司 

医疗

废物

处置

合同 

（1）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感染性和损伤

性医疗废物； 

（2） 甲方提供场地，派专人手

机、消毒、分类、密封包装等有效管

理；乙方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对甲方收

集医疗废物进行回收，并严格按照环

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3）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医疗废

物处置费用为 2250 元/月，应于当年每月

的 10 号前按月向乙方已一次性支付医疗

废物处置费。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 

5.  

2014

年

11

月 1

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兴洁

垃圾

处理

有限

公司 

医疗

废物

处置

合同 

（1）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感染性和损伤

性医疗废物； 

（2） 甲方提供场地，派专人手

机、消毒、分类、密封包装等有效管

理；乙方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对甲方收

集医疗废物进行回收，并严格按照环

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3）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医疗废

物处置费用为 2250 元/月，应于当年每月

的 10 号前按月向乙方已一次性支付医疗

废物处置费。 

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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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签订

时间 

委

托

方 

受托

方 

合同

名称 
合同内容 

服务期

限 

6.  

2015

年

11

月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兴洁

垃圾

处理

有限

公司 

医疗

废物

处置

合同 

（1）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感染性和损伤

性医疗废物； 

（2） 甲方提供场地，派专人手

机、消毒、分类、密封包装等有效管

理；乙方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对甲方收

集医疗废物进行回收，并严格按照环

保、卫生、消防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3）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医疗废

物处置费用为 5400 元/月，应于当年每月

的 10 号前按月向乙方已一次性支付医疗

废物处置费。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

日 

7.  

2016

年 8

月

31

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易和

环境

技术

有限

公司 

玉溪

市医

疗废

物处

置服

务合

同 

（1）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产生

的医疗废物进行收集、转运和无害化处

理； 

（2）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病

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医疗废

物； 

（3） 在乙方收取和运输废物

前，甲方需将各种医疗废物按不同品种

分类包装、存放，并贴上标签； 

（4） 合同履行期限内每年医疗

废物处置费用总额为 65700元整。每月结

算一次，次月支付上月费用； 

（5） 交接地点设在甲方的医疗

废物暂存室，暂存是专用的医疗废物包

装袋和包装、标签由甲方自备，乙方提

供足够的转运箱。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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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签订

时间 

委

托

方 

受托

方 

合同

名称 
合同内容 

服务期

限 

8.  

2017

年 8

月

31

日 

新

平

县

中

医

院 

玉溪

易和

环境

技术

有限

公司 

玉溪

市医

疗废

物处

置服

务合

同 

（1）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产生

的医疗废物进行收集、转运和无害化处

理； 

（2） 本合同中的医疗废物是指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病

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医疗废

物； 

（3） 在乙方收取和运输废物

前，甲方需将各种医疗废物按不同品种

分类包装、存放，并贴上标签； 

（4） 合同履行期限内每年医疗

废物处置费用总额为 65700元整。每月结

算一次，次月支付上月费用； 

（5） 交接地点设在甲方的医疗

废物暂存室，暂存是专用的医疗废物包

装袋和包装、标签由甲方自备，乙方提

供足够的转运箱。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4.3.1.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结论 

综上所述，本调查地块历史上没有因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产

生的污染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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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内涉及槽罐储存的主要是新平县汽车修配

厂。根据桂山街道工作人员、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周边居民回忆，新平

县汽车修配厂地面全部完成硬化防渗处理，新机油、润滑油则分类分区储存在

材料库中，废油密封于专用废油桶并统一外运处理，且未发生历史废油泄露事

件，未见周边权属单位投诉信息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文件，现场踏勘也未

发现疑似历史废油泄露污染痕迹。而其余区域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无槽罐设

施，不存在各类槽罐泄漏问题。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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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1985 年至今，地块一直为新平县老城居民

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 

根据 4.3.1 节可知：“新平县中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废物分类目

录》中的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医疗废物。并委托第三方

对产生的上述医疗废物进行收集、转运和无害化处理。根据《新平县中医院

2017 年~018 年医疗废物季度统计表》显示：每季度产生医疗废物量（包含感染

性废物、损伤性废药物性废物）介于 2553~3422.6kg。 

医疗废物处理流程为：由新平县中医院负责使用专用的医疗废物包装袋和

包装，将各种医疗废物按不同品种分类包装、存放，并贴上标签，并存放在新

平县中医院设有冷藏装置的医疗废物暂存室。然后填写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履

行交接手续，由新平县中医院和医疗废物处置第三方双方经办人签字确认，并

保管留档备份。最后由乙方提供足够的转运箱集中外运处理。”所以，新平县中

医院不存在因医疗废物处理产生的环境影响问题。 

根据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现场访谈得知，本地块拆

除后的建筑垃圾全部统一清运至新平县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现场踏勘期

间也未发现有建筑垃圾堆存遗留情况。 

同时本地块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也没有发生过外来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倾倒或填埋的情况。因此，地块不涉及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问题。 

4.3.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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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搬迁之前，新平县中医院医疗废水通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同生活污

水一起，经过 DE160UPVC 管道沿沟渠排入市政管网；居民区以及新平县工业

科技信息局产生的生活废水则排入新平县中医院桩基坑处的市政污水 DN400 管

网。 

而 2018 年搬迁后，整个地块于 2019 年拆除，并于 2020 年进场施工修建了

临时施工项目部，配套修建了雨污管网，其中污水管网主要收集项目部卫生间、

餐厅、洗漱台的生活废水。雨污管网均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沿地势收集，并汇

入二期地块西南侧、三期 C 地块内的市政雨水管网和市政污水管网。 

因此，二期地块不具备管线、沟渠泄漏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条件。 

 

图4.3-6 新平县中医院管网分布平面图 

4.4 调查区域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因地块周边地形简单，无工业企业分布，本次调查地块周边存在污染源主

要为北侧的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 B 施工用地，东北侧的新平

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三期 A 施工用地，东侧的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

发建设项目三期 B 施工用地,南侧的平山路街道居民区，西侧的西园路妇幼保健

院和居民区。污染物分布及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如下： 

（1）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一期 B 施工用地、三期 A 施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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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期 B 施工用地 

一期 B、三期 A 目前正在施工，三期 B 并未动工。可能产生的污染源为施

工废水、生活废水、生活垃圾、扬尘。根据现场踏勘，施工废水进过设置的临

时沉淀池回用；扬尘通过设置在现场的地面隔尘网、雾炮降尘器清除；二期地

块与上述相邻三地块周边还设置有排水沟；产生的生活污水由污水管直接排入

附近市政管网；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暂存于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化粪池污泥由施工方定期清运处置，固体废物均能妥善处理。故上述三地

块产生的污染物不会通过下渗等方式影响本调查。 

根据周边人员访谈，上述三地块至今未发生过废水、固废泄露事故，业务

工业企业存在，无生产活动存在。所以地块受到上述三地块区域污染的可能性

较小。 

（2）南侧的平山路街道居民区，西侧的西园路妇幼保健院和居民区 

南侧的平山路街道居民区，西侧的西园路妇幼保健院和居民区紧邻二期调

查地块，主要为居民区，可能对地块造成影响的污染物种类为生活垃圾、生活

废水、废气。 

根据现场踏勘以及相关资料显示，本地块周边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

而本地块位于平山路街道北侧，西侧西园路东侧，均位于地块下游位置，并且

市政雨污管网均沿街道顺势铺设，两街道附近居民区产生的生活废水并不会穿

过本地块，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 

上述两街道居民区无重金属废气排放，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本调查地

块位于侧风向，且产生的废气量较小，故废气不会通过大气沉降等方式影响本

地块。 

上述两街道居民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加盖垃圾箱分类收集暂存于垃圾桶内，

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固体废物均能妥善

处理，污染物不会通过下渗等方式影响本调查地块。 

根据周边人员访谈，上述两地块居民区至今未发生过废水、固废泄露事故，

同时结合本地块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可知，地块受到上述两地块居民区污染的可

能性较小。 

综上，调查地块周边区域产生的环境污染因素均得到有效处理或不具备影

响条件，未对地块产生环境污染问题。调查地块受周边区域影响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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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中》

中水文地质条件显示： 

（1） 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拟建场地属山间断陷盆地山前缓坡地貌

单元，地形开阔，地势起伏变化小。地层相对较简单，场地内无滑坡、崩塌、

泥石流、地面裂痕、岩溶、等地质灾害作用存在，亦无活动断裂构造通过，现

状下无不良地质作用。总体场地整体稳定性较好，适宜建筑。 

（2） 地下水及地表水对建设工程的影响：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存在于冲洪

积松散堆积层孔隙水。该层孔隙水变化具有季节性，雨季水量补给大，水位上

升，旱季水位下降，降雨影响明显，水位变化幅度大。拟建场地下伏基岩为妥

甸组泥岩，为相对隔水层，存在基岩裂隙水，但水量贫乏，富水性弱，故该层

水位埋深较深。除雨季外，地下水较少，故地下水对拟建场地影响小，基坑开

挖受地下水影响小。工程场地内无地表水体，拟建工程受场地地表水影响可能

性小。 

（3） 结论：勘察期间揭露地下水位主要为冲洪积层孔隙水，受降雨影响

明显，拟建场地地下水总体贫乏。 

污染物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及其所引起的污染物

富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结合上述水文地质结论，地块内地下水贫乏，无不

良地质作用，并考虑到地块内的产生的污染物全部有效处理，故不具备污染物

迁移的情况 

4.6 污染识别结论 

根据上述章节分析可知，拆迁前本地块内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

汽车修配厂产生的能够对区域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源均得到有效处理，满足有

毒还有物质储存、处置要求。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从未开展过工业企业

生产活动，并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也没有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

人为活动的干扰；地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有害物质；无槽

罐设施；未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地块上也未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业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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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后地块主要为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建设地块，目

前未开工，并未产生任何固废危废以及有毒有害物质。现场踏勘过程中现场未

发现且不存在污染痕迹和存在异味的区域，未发现残余疑似危险废弃物。并结

合地质水文情况，该地块内不具备污染物迁移条件。 

综上所述，本地块内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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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和分析 

5.1 结果  

本次初步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察、现场走访、会谈的方式获取地块

相关信息，综合分析获取的信息资料，得出以下结果： 

本地块中心坐标 101°59′10″E，24°4′17.4″N，现为《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

建设项目（二期）》建设用地，规划用地面积 16323 ㎡（24.48 亩），地块号为云

（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位于《新

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用地的西南角。东临规划二号路，南临项目

（三期）C 地块，西临西园路，北临规划一号路。目前本地块已完成全部拆迁

工作，无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堆存，地块表面土地裸露且部分区域初步平整，暂

未施工。地块内西侧为留有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拆除后的桩

基坑，已被雨水填满。现场并未发现疑似污染源存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

项目（二期）》进行立项批复，项目代码 2020-530427-70-01-002543。于 2019 年

完成全部拆除出工作。根据可追溯历史资料显示，本地块拆除前一直为新平县

老城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

其产生的能够对区域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源（生活废水、生活废物、生活废气、

医疗废水、医疗废物、废油）均得到有效处理，且地块上也未出现过涉及有色

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业生产活动，不存在

可能的污染源，并未产生历史遗留问题。 

而地块周边区域主要是《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和

周边居民区。主要污染源是施工废水、建筑垃圾、扬尘以及回填土以及生活废

水、生活废物、生活废气、医疗废水、医疗废物、废油。上述污染源均得到有

效处置，对本地块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较小。且根据人员访谈和影像资料显示，

在拆除前主要是桂山街道下辖居民区，不存在工业企业，并未涉及工矿用途、

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由于周边区域发展较早，市政管网

全面覆盖，垃圾清运处理体系完善，所以并无历史遗留污染问题。 

同时，通过现场布点采样以及现场 XRF 仪检测，13 个土样中，7 个因子均

未超过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筛选值和管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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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确定地块内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不需要进一步开展第

二阶段调查工作。 

5.2 分析 

第一阶段调查通过收集地块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地块资料

与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总体上相互验证、相互补充，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

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土壤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地块历史资料补充了现场踏勘和

人员访谈不足造成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人员访谈情况中多

个信息来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较好的说明了地块的历史活动情况。因此，

通过收集地块资料、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对本调查地块进行第一阶段调

查，获取的信息比较详尽，足以得出合理的结论。 

（1） 地块历史上不涉及任何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输送； 

（2） 历史上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

废填埋等； 

（3） 历史上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

制革等相关行业生产活动； 

（4） 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不涉及任何工业废水污染； 

（5） 历史卫星影像图表明不存在污染； 

（6） 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7） 调查发现不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⑦现场调查未发

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 

（8） 地块相关资料充足。 

因此，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4.2.1

规定，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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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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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地块号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用地，规划用

地面积 16323㎡（24.48亩），可作为《新平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

建设用地开发利用。 

表 5.2-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汇总表 

序

号 

关键信

息 
资料分析结果 现场踏勘结果 人员访谈结果 

结论一致

性分析 

1 

地块的

历史用

途表述 

历史影像以及相关资料

显示，1984 年该地块上

老城居民区近乎全部投

入使用，1985 年新平县

中医院建成使用。2018

年新平县中医院完成搬

迁工作，2019 年本地块

所有地标建筑全部拆

除。同年新平县城镇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新平

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申

请，将地块土地用途调

整变更为城镇住宅用

地，并动工。 

地块现状为新

平县老城区综

合开发建设项

目施工用地 

人员访谈得知，

该地块 2019 年拆

迁之前一直为老

城居民区和新平

县中医院旧址，

2018 年新平县中

医院搬迁完成，

2019 年地表建筑

完成拆除，同年

老城区改造建设

项目开始动工 

一致 

2 

地块有

无工业

企业使

用历史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

无工业企业使用历史。 

现场踏勘未发

现地块工业企

业存在的痕

迹。 

人员访谈得知，

地块历史无工业

企业使用历史。 

一致 

3 

地块有

无储罐

或管道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

无工业企业使用历史，

不涉及工业用储罐和管

道。 

现场踏勘发现

雨水收集暗沟

和雨水收集

管。 

人员访谈得知，

地块内配套雨污

水收集系统。 

一致 

4 

地块内

有无固

体废物

或危险

废物堆

积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

内未发现固体废物或危

险废物。 

现场踏勘未发

现固体废物或

危险废物堆

积。 

人员访谈得知，

地块内无固体废

物或危险废物堆

积或填埋。 

一致 

5 

地块内

有无废

水、废

气排放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

无工业企业使用历史，

不涉及生产废水、废

气。 

现场踏勘发现

地块内配套雨

污水收集系

统，污水收集

至市政污水管

网处理。 

人员访谈得知，

地块内配套雨污

水收集系统，污

水收集至市政污

水管网处理。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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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确定性分析 

（1） 本报告结果是基于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分析方式获得的，

人员访谈已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工作人员、居民、土地使用者等，但人

员访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能全面反映调查地块的所有污染情况，导致人员

访谈结果的不确定性. 

（2） 本次新平县老城区规划开发较早，现有影像资料最早可追溯至 1984

年，文字详细资料只能追述到 2010 年，而更早的老城片区信息只能通过人员访

谈收集，且地块历史资料不完整，包括老城片区化粪池位置、雨污管网早期平

面布置图等资料。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完整追溯地块的相关历史和生产情

况，使得调查地块中污染物识别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 根据第四章分析可知，新平县中医院始建于 1985年。相关资料显示，

新平县中医院配套污水处理工程于 2012 年 3 月验收，医疗固体废物外运合同最

早签于 2011 年 9 月，更早的医疗废水废物处置记录以及新平县中医院旧址平面

布置图包括医疗废物暂存室和医疗废水处理设施位置等相关早期资料，由于时

间久远无法收集。根据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新平县中医院总务科工作人

员回忆，较早的医疗废弃物主要由新平县中医院自行处置，主要处置方式为消

毒焚烧填埋。但并未找到相关数量、填埋位置记录，且时间久远，早期相关人

员更替、周边地理环境变化较大等因素，导致无法现场辨别确认，也无法得知

具体处置数据。同时由于厂区构筑物拆除、地表整平等人为扰动破坏了原地表

结构，一定程度导致了本次调查边界划分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 

（4） 根据《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

察》第 4 章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可知本地块地形开阔，地势起伏变化小，地层

相对较简单，地块内无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裂痕、岩溶、等地质灾害作

用存在，亦无活动断裂构造通过，现状下无不良地质作用，总体地块整体稳定

性较好，适宜建筑；地块地下水主要为存在于冲洪积堆积层孔隙水，但该类水

受降雨控制影响明显。同时根据本报告第 3.2.2 节气候气象可知，本地块地属中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1164.1mm，年最大降水量 1800.5mm，降

水主要集中在 6～10 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90%，干湿季节分明。因

此，虽然该地块地质整体稳定性较好，且无不良地质作用，但无地下水受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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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本次调查土壤分析结果仅代表特定时期地块内存在的特定情况，

无法预料到地块土壤将来的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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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用地位于新平县县政府西

侧，玉溪市新平县桂山镇管辖，东临规划二号路，南临项目（三期）C 地块，

西临西园路，北临规划一号路。规划用地面积 16323 ㎡（24.48 亩），地块号为

云（2021）新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B 号。于 2019 年将地块土地用途从零售商

业用地调整变更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总期限为 70 年，土地使用起始年限

为 2020 年 03 月 03 日。目前已完成拆迁工作，正在施工。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地块环境

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我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开展了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

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调查报告编制等工作，调查结论如下： 

地块自 1985 年至今，一直为新平县老城居民区、新平县中医院、新平县工

业科技信息局、新平县汽车修配厂旧址。其产生的污染源均得到有效处置，并

未发生历史泄露和现场堆存情况。用地历史非常简单，无用地性质规划变动。

地块内未开展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并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也没有

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人为活动的干扰；地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

置过有毒有害物质；无槽罐设施；未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地块上也未

出现过涉及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相关行业生

产活动。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 

因此，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4.2.1

规定，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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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可作为《新平

县老城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建设用地开发利用。 

6.2 建议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经生态环境部门等相关部门备案前，土地使用权人

应对地块落实必要的环境管理和有效保护措施，避免地块受到扰动或污染。具

体保护措施包括设立明显标志或围蔽，禁止任何单位和人员开挖、取土及倾倒

污染物等可能扰动或污染地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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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土壤未被污染，建议在后期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污

染防治措施，避免拆除过程中发生土壤及地下水二次污染情况。施工单位应注

意安全文明施工，对于地块内的建筑垃圾及废弃物，施工单位应进行清理，并

按照相关规范妥善处置，避免污染环境。地块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等相关部门应对地块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外来污染物进入从而对

本地块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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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地块权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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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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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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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发改立项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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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立项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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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岩土勘察纲要 

 

图7.3-1 岩土工程勘察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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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岩土勘察详细调查点位与补充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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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1 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171 个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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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2 二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补充点位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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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岩土勘察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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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岩土勘察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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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岩土勘察地层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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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现场踏勘记录表、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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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新平县中医院污水处理工程合同及工程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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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新平县中医院医疗废物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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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新平县医疗废物申报登记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3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4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5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6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7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8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69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0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1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3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4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5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6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7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8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79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80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81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8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83 

7.12 检测量测设备每日点检表、土壤调查 XRF 现场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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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 

8.1 规划附图 

 
图8.1-1 新平县城总体规划修编（201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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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95 

 
图8.1-3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鸟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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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文地质资料等相关文件 

 

图8.2-1 区域构造纲要图 

 



新平县老城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97 

 

图8.2-2 地壳稳定性性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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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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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周边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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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岩土勘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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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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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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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调查地块取样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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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XRF 仪取样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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