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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对策研究

李安丽 郑 翔 蒋常艳
义乌市义环通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有效落实可以更好的分析该地区土壤的污染情况，判断其土壤质量是否满

足于建设用地的需求以及在建设结束之后是否会威胁该地区居民及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有效落实土壤污染调查是十

分必要的，本篇文章也将目光集中于此，从地块污染调查、地块污染识别和采样及检测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希望通

过本篇文章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有效落实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工作，提高调查工

作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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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污染物浓

度、空间分布、来源及风险评估工作的有效落实来更好

的明确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情，况分析土壤污染对于建

设工程和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和危害，进而为后续土

壤修复以及工程建设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与数据支持，

有效落实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是十分必要的，一般情

况下可以从建设用地地块污染识别、污染确认及实验分

析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相关单位可以紧抓以下几个要

点做出优化和调整，保障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工作能

够顺利推进、有序开展。

1 地块污染调查

地块污染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明确勘察地

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污染情况，通过历史调查获得更加完

整全面的信息数据，为后续污染识别和分析提供信息参

考与数据支持，而在地块污染调查的过程中应当抓住以

下几个要点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

首先，需要落实使用历史调查，即了解该地区在过

去一段时间内主要应用于哪些方面，了解该地区的地块

应用历史这可以为污染源、污染途径以及污染物分布

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而在使用历史调查的过程中

则需要从历史影像图、现场踏勘以及面对面沟通交流等

多种方法收集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更好的明确该地块

在不同时间段的应用方向。在历史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

同步推进现状调查，即明确现阶段该地区的主要应用方

向，分析其潜在污染源及污染物分布，在现状调查的过

程中则应当以现场踏勘为主，收集完整的信息数据[1]。

其次，需要落实周边地区的污染物调查，尽管相较

于水源污染和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的延伸性是相对较弱

的，其空间扩散速度相对较慢，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调查的过程中可以忽略周边地区对于勘察

区域土壤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落实对周边地区的调查和

了解，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工作落实的过程中

扩大调查范围，着重调查周边地区是否存在垃圾站、是

否存在重工业等相应污染物排放体量相对较大的产业，

如在某建设用地土壤调查中调查了周边1km地块历史及现
阶段的用地情况，了解到了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曾经
出现生活垃圾点、焦化厂以及新型建材厂和死水滩等相

应污染源，如图1所示。

图1 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数据

2 地块污染识别

在污染识别的过程中应当抓住以下几个要点，精准

确定污染源。

2.1  数据收集整合
首先，为了保障后续污染识别工作能够有充足的数

据信息作为参考，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做好基础资料的收集

整合工作，对于建筑用地地区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

解，获得基本资料，例如占地面积、水文特点、地质情况

等等，可以通过与土地管理机构的沟通交流获得更多基本

信息，配合人员访谈对已有信息进行补充和完善。

其次，需要落实现场勘察工作，相关工作人员需要

结合已有的信息对于建筑用地地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源有

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现场勘察对前期判

断进行比对分析，通过现场勘探分析目标区域是否存在

污染物、污染物的类型分布及其是否具有扩大影响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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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确定是否存在污染地块、污染地块的数量、范围、

位置及影响等等，此外还需要通过踏勘范围的扩展获得

完整数据[2]。

最后，相关工作人员还需要做好潜在污染识别，即

通过现场勘探以及已有数据收集、整合、分析，在明确

现阶段建筑用地存在的土地污染问题的同时分析接下

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存在的土壤污染问题，并做好污染识

别。例如经现场查勘发现建筑用地现阶段为农业用地，

主要种植的农作物为玉米，这就意味着在玉米种植的过

程中会涉及到农肥农药喷洒问题，很容易会出现铅、汞

等重金属污染情况，再例如经现场踏勘发现该地区存在

建筑材料堆积问题，材料中的碳酸钙、氢氧化钙和氧化

钙则很容易会对土地产生污染。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通过

潜在污染源分析的方式来明确建筑用地地区及其周边地

区可能存在的污染问题，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历史数

据整合、实时数据分析建立表格，明确数据发展趋势，

更加精准的确定目标地区及周边地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源

及未来土壤污染所产生的影响。

2.2  建立数字模型
在分析现存污染源和潜在污染源基础之上则需要建

立数字模型，更加直观且具象化的呈现建筑用地土壤污

染情况，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

在土壤污染概念模型建构的过程中需要抓住两大要点。首

先，需要明确潜在污染物，即通过潜在污染分析明确在接

下来一段时间内土壤污染的构成要件，例如重金属超标、

氢化物、氟化物超标或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农肥农药使用

不当等等。另外一方面，在地块污染概念模型建构的过程

中需要通过潜在污染途径分析的方式来明确诱发土壤污染

的具体原因，即污染物是如何分布于土壤中的，例如经潜

在污染物分析该地区可能会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而在污

染途径分析的过程中则需要分析具体的农药类别和化肥类

别，分析其对土壤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以此为中心为污

染防治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3]。

3 采样及实验分析

无论是历史数据调查还是现场踏勘工作的落实都存

在着一个显著优势及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调查工

作，获得更多数据信息，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工作在

实现落实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不足，即因为

时间相对较短，导致了所获得的数据信息准确性和可靠

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时则需要通过采样实验工作的

有效落实来精确化土壤污染数据，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

更多的助力，而在采样及实验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关

注以下几点问题。

3.1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环节是基础环节也是关键环节，样品采集

工作是否科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所采集的样品是否具有

代表性，其实验数据能否有效反馈该地区的土壤污染情

况，在样品采集环节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需要合理布设采样点，这就需要结合前期调

查数据以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工业企业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等相应的

规章政策明确样品布设的规范及要求，确定采样点的数

量、密度及具体位置。此外还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则

是土壤污染和水源污染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事实上在水

体流动下水源污染也很容易会引发土壤污染，因此在采

样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做好土壤样品采集工作以

外，还需要做好地表水、地下水样品采集。

其次，需要落实样品质控，从平行样采集数量、平

行样采集位置、采集深度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判断所

采集到的样品是否符合于后续实验需求，如果发现样品

采集问题要及时做出整治和解决，避免因为样品采集不

当影响后续实验结果，无法准确估算和分析该地区存在

的土壤污染问题[4]。

最后，需要做好数据登记，明确样品采集的具体位

置以及在样品采集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样品采集

地区的客观环境特点等等，为后续实验工作的开展提供

更多的帮助。

3.2  样品运输及保存
在样品采集结束之后则进入到了样品保存及运输环

节，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需要结合样品的理

化特性明确样品采集及运输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如

样品是否需要避光保存、是否需要冷藏保存、密封保存

等等，确定样品传输规范和传输要求，避免在样品采运

输过程中出现丢失、泄露、混合等相应问题影响后续实

验工作的正常开展。

其次，在样品运输环节需要着重分析运输周期问题，

合理规划运输路线，避免运输周期过长导致样品的理化性

质受到较大的影响进而无法得出准确的数据信息，为后续

土壤污染治理及建设工作开展提供更多的帮助[5]。

最后，在样品运输环节需要做好交接工作，及时与

实验室交接人员做好数据交接，明确样品采集的数量、

时间、批次及样品实验所属项目等等，在数据校准核对

以后才完成交接工作展开后续的实验

3.3  实验
实验环节也是关键环节，而在实验环节需要关注以

下几点问题。首先，需要结合前期确定的数据信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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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该地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及污染路径，为实验方法的

选择和调整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避免因为实验技术方

法选择不当进而导致所得到的数据信息准确性、针对性

不足。在实验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严格

按照实验规范和技术标准落实实验工作。

其次，在实验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做好环境因素控

制，例如做好温度、湿度的控制等等，避免环境因素影

响实验检测结果。此外，在仪器操作之前需要做好仪器

设备的校准工作，避免因为仪器设备因素影响检测结果

和实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结合前期登记的数据信

息明确操作规范和操作要求，并且安排专业工作人员落

实质控工作，确保实验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有序推进[6]。

3.4  结果分析
在实验工作落实结束之后都需要做好质量检验和数

据分析，一方面通过质量检验和数据分析来明确实验结

果的准确性是否达标，判断是否存在操作问题，影响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果存在该类问题要及时

重复实验，通过补测的方式来获得完整的数据信息。另

外一方面需要通过结果分析来更好的明确该地区存在的

土壤污染问题以及污染物的构成和污染物的理化性质，

并根据检测报告结果分析土壤污染的解决对策和处理方

案。此外，在结果分析环节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以结合前

期勘探的数据来明确该地区土壤污染的特性、主要的风

险问题等相关要件，为接下来土壤污染防治及建筑工程

建设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与数据支持。

结束语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有效落实可以为后续

的土壤污染整治和建筑建设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与数据

支持并有效保障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维护生态平衡，

其影响面是相对较广的，必须引起关注和重视并有效

落实于实践当中，相关单位可以紧抓污染识别、污染确

认、采样实验等相应关键要点有效落实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调查工作，提高调查质量和调查水准保障调查结果的

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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