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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富晟国际地块地点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文祥路与金河大街交汇处，地块

四至情况东至金河大街，南至金河大街、文祥路，西至文祥路，北至富晟国际北

侧空地。地块现状为富晟国际小区。

2014年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有限公司取得富晟国际地块地土地证，土

地总面积 12146㎡（即为本次调查地块总面积）。2014年前地块是浪头镇东安

民村集体用地作耕地使用，2014年由耕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地块 2021年 3月开

工建设，于 2022年 10月建筑主体已建成，2023年 8月计划变更为居住用地。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31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9 年 1月 1日施行）、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同时根据《辽宁省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及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关

于做好近期新增用地计划管理有关问题的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防止未达到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的用地进入用地程序。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地块，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待确定无污染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为查明此场地的土壤是否被污染，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有限公司委托丹

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开展富晟国际地初步调

查工作，对该地块污染情况进行初步识别，为该地块后续管理提供必要的支撑。

我单位接到委托后，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有关文件要求，首先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通过对本地块及临近地块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对相关人员及部门开展访问调查，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信息，了解场地

背景、历史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及周边环境信息。基于上述信息编制该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历史和当前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

是否可作为居住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否需要开展下一步采样调查，并提出结论

与建议。编制《富晟国际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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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走访调查和与知情人员询问，以场地调研踏勘为基础，系统梳理走访交

流所得信息与文字资料，了解到该地块内历史上一直为燕窝村住宅及耕地，不存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途径。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等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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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

虑地块内和地块外历史生产活动和现场踏勘结果，结合环境调查的目的，确定本

次地块环境初步调查无需进行土壤检测，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开展后续调查。

满足居住用地规划，可安全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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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调查目的及原则

1.1.1 调查目的

本次对富晟国际地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目的包括：通过资料收集分

析、现场勘查和人员访谈，调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有无可能的污染

源，有无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及活动，排查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识别和

初步确认地块潜在环境污染，基于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片解译及现场

踏勘了解信息，结合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进一步通过人员访谈的形式确认

地块历史用途、是否发生过污染事件、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迁移扩散造成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等关键问题。

1.1.2 调查原则

地块环境调查按照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评估过程中所涉及场地的参数均来自于该场地本身或选取最为接近的参数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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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场地调查与评价过程遵循我国现行的污染场地环境评价相关法律、技术导

则、规范以及该场地的相关规范。在国内相关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不完全覆盖的情

况下，在评估的技术细节中借鉴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以科学的观点分析和论

述场地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保证调查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技术可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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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富晟国际地块四至：东至金河大街，南至金河大街、文祥路，

西至文祥路，北至富晟国际北侧空地。根据《富晟国际地块修改图》该地块总占

地面积为 12146 m2，共计 4个拐点坐标，即本次调查范围。调查地块各拐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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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2-1，场地调查范围示意图见图 1.2-1。

表 1.2-1 地块各拐点坐标表

坐标 X Y 边长 m

J1 4429712.769 614352.770
109

J2 4429774.497 614264.761
113

J3 4429867.001 614329.642
107

J4 4429805.274 614417.652

113
J1 4429712.769 614352.770

注：拐点坐标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中央经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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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调查范围示意图(红线范围为本地块)

J1

J2

J3

J4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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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调查依据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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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9.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9.1）。

1.3.2 技术导则与规范

（1）《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23 号，

2020.9.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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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5.28）；

（3）《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

政发 [2016]58 号，2016.8.24）；

（4）《辽宁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办法》（试行）（辽

环发[2019]21 号，2019.4.16）；

（5）《辽宁省生态环境厅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立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常

态化监管机制的通知》（辽环函[2021]70 号，2021.5.12）；

（6）《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评审的通

知》（辽环综函[2021]219 号，2021.3.29）；

（7）《丹东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规定（试行）》（2020

年 6月 6日）。

1.3.3导则、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 年第 72 号，2018.1.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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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土壤[2019]63 号，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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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

然资源部，2020.11）；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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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号，2022.7.7）》

1.4调查程序

1.4.1调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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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包括

三个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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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见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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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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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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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收集该场地历史和现状生产及污染相关资料，通过文件审核、现场调

查、并对该场地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形式，获取场土地利用情况、场地原生产工

艺污染识别等基本信息，了解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污染区域，再

经过现场踏勘进行污染识别，初步划定重点关注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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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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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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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B、资料分析

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

判断地块污染状态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C、现场踏勘

①、安全防护准备：在现场踏勘前，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全卫

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②、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

的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物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现场踏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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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区域的历史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

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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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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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Ⅱ、相邻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以及过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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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

堆放污染痕迹。

Ⅲ、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

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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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Ⅳ、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

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

以及地块内污染物迁移到地下水和地块之外。

④、现场踏勘的重点：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

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

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

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

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他公共场所等，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⑤、现场踏勘的方法：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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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人员访谈

①、访谈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

已有资料的考证。

②、访谈对象：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

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

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1.4.3 本次调查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调查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内容包括地块环境调查的第一

阶段分析部分，具体为场地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分析结果等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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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等技术文件，进行了现场踏勘，通过资料收集、

人员访谈并结合谷歌历史影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状况，编制了《富晟国际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此供生态环境部门审查。

根据走访调查和与知情人员询问，以场地调研勘察为基础，系统梳理走访交

流所得信息与文字资料，了解到该地块 2014年以前为耕地，2014年至 2021年

闲置未开发，2021年至 2023年地块进行建设，并于 2023年建成富晟国际小区，

地块内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依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

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技术文件，通过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

可能的污染，综合考虑地块内和地块外历史生产活动和现场踏勘结果，结合环境

调查的目的，确定本次地块环境初步调查无需进行土壤检测，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无需开展后续调查，仅完成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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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调查方法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主要工作内

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① 收集关于地块和地块周边当前和历史土地使用状况的信息，作为评估地

块是否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基础；

② 收集并分析地块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状况信息；

③ 收集并审阅地块环境相关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④ 对地块进行踏勘，识别可能会导致土壤地下水环境问题的环境影响；

⑤ 现场观察评估周边土地利用情况，识别会对地块造成环境风险的地块周

边活动；

⑥ 以当面交流或书面调查表的方式对相关知情人进行访谈对资料分析，现

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编制第一阶段土壤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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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概况

2.1地理位置

本次调查地块为富晟国际地块，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文祥路与金河大街

交汇处，中心经纬度坐标东经 124°20′19.13″，北纬 39°59′39.84″，地块

四至情况东至金河大街，南至金河大街、文祥路，西至文祥路，北至富晟国际北

侧空地。地块现状为富晟国际小区。地理位置见图 2.1-1。

通过人员访谈和当地政府提供的书面证明得知 2014年以前为村里的集体土

地用于耕地，2014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由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有限

公司获得使用权，2014年至 2021年闲置未开发，2021年至 2023年地块进行建

设，并于 2023年建成富晟国际小区。该地块上未有工业企业存在。当地政府提

供的书面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规划修改图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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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地理位置图

本次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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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富晟国际地块规划修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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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区域环境状况

2.2.1区位及社会概括

丹东地处中国东北部边陲，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座落在鸭绿江畔。丹东是辽

宁省省辖地级市，是一个以轻纺、电子、旅游、港口为特色的沿海城市，是中国

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辖东港市、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和元宝、振兴、振安

三个区。全市总面积 15222平方公里。

浪头镇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南部，由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代管，33.14平

方公里，2.79万人。含五一八、浪头 2个社区，7个村，镇政府驻北环路。该镇

经济建设及招商引资发展迅速。

2.2.2气候与气象条件

本项目所在的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属海洋性特点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全年日照总时数为 2300-2530小时，年平均降

水量 900-1300 毫米，多集中在七、八月份，无霜期为 165-190 天左右。边境经

济技术合作区气候宜人，属典型的地处北半球的暖湿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四季分明。

丹东市风向风速玫瑰见图 2.2-1。

图 2.2-1 丹东市风向风速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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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地形地貌

丹东市是辽东丘陵的一部分，属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支脉或余脉。地势由

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按高度和地形特征，可划分为北部中低山区、中部低山丘

陵区、南部丘陵区、南缘沿海平原区 4类规模较大的地貌单元。其中以山地和丘

陵为主，局部有阶地、盆地、台地等小型地貌单元。

2.2.4区域水文

丹东市是全省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丹东市水资源总量为 90.32 亿 m3。人

均地表水径流量为全国人均水量的 1.5 倍，是全省人均水量的 4.5倍。年用水量

9 亿 m 3，占水资源总量 10%。丹东市年供水总量 10.31 亿万 m 3。

丹东市域的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水系划分为鸭绿江水系、大

洋河水系、沿海水系，经鸭绿江、大洋河注入黄海，沿海水系独自入海。全地区

2km 以上的大小河流 944 条，其中流域面积超过 5000km2，可自称水系的有鸭

绿江、浑江、叆河、大洋河等，直接流入这四大水系的河流有哨子河、草河、半

拉江、蒲石河、八道河、亮子河、安平河等。

本地块所属鸭绿江区域为鸭绿江水系文安段。

2.3调查地块环境状况

2.3.1水文地质条件

2.3.1.1地形地貌

区域内地形总趋势北高南低，北部丘陵山地重叠，东西走向，属长白山系，

中部低丘漫岗或丘陵间盆地，南部多为鸭绿江、大洋河等沿海诸河冲积平原与退

海平原。其中北部地区的丘陵高程多为 100-200m左右，丘陵间的盆地地面高程

为 10-50m左右，中部地区的山前平原地面高程在 8-10m之间，南部的冲积平原

与退海平原的地面高程在 2-5m之间，地面坡降一般在 1/7000-1/10000。

2.3.1.2地层结构和岩性特征

本次地质条件调查使用《富晟国际住宅小区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勘探点平

面布置图见图 2.3-1。

根据《富晟国际住宅小区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选取了 2-2’及 9-9’共 2

个断面作为本调查的典型土壤断面进行介绍，详见图 2.3-2及图 2.3-3，依钻探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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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层从上而下为：

（1）、素填土（Q4ml）：黄褐色，松散，稍湿，成分不均匀，主要由山坡

碎石土及少量黏性土等组成，其中硬质物含量约占 20～30%，由人工回填，回填

时间 1个月。该层全场地分布，钻探揭露层厚为 2.00～3.50m。

（2）、细砂（Q4al）：灰黄色，稍密状态，饱水，矿物成分由长石、石英

组成，粒径大于 0.25mm的颗粒约占 60%，局部夹少量黏性土互层，分布不均,

级配不良。该层全场地分布，钻探揭露层厚为 9.70～13.20m。

（3）、全风化砂岩（E-K）：黄色，中密状态，干～稍湿，原岩为砂岩，

节理、裂隙发育，裂隙间充填少量黏性土。结构基本破坏，但尚可辨认，有残余

结构强度，已风化成砂土状，锤击钻进较容易，属于极软岩。该层全场地分布，

钻探揭露层厚为 0.60～3.70m。

（4）、强风化砂岩（E-K）：黄色，密实状态，干，原岩为砂岩，节理、

裂隙发育，裂隙间充填少量黏性土。组织结构已大部分破坏，矿物成分已显著变

化，部分长石、云母等已风化为黏土矿物。岩石风化成 20～50mm的碎石状，表

层用手可以掰断，敲击声哑，无回弹，有凹痕，易击碎。回转钻进速度快。属于

软岩。极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该层全场地分布，钻探揭露层厚为

5.00～5.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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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图 2.3-2 剖面图勘探点位示意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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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剖面图勘探点位示意图 9-9′

2.3.1.4地下水

根据《富晟国际住宅小区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场地地下水主要为细砂层

中的地下潜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及鸭绿江侧向补给，由于拟建场区紧邻

鸭绿江，该地下水与鸭绿江江水有较紧密的水力联系，其水位受江水及潮水水位

影响较大，勘察过程中测得地下水稳定水位距自然地面 3.00～3.40m（绝对标高

1.05～1.13m），根据当地经验，场区区域近年来水位最大变化幅度大约 1～2m。

地下水流向见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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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地下水流向图

2.3.1.5地表水

根据《丹东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丹东市人民政府，2014.3.5），

调查地块南侧约 1000m处为鸭绿江（文安段），水质类别为Ⅲ类地表。

图例

项目地块

地下水方向

等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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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鸭绿江水系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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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区域环境功能规划

根据《丹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丹东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

的通知》（丹政办发[2014]3号），地块所在区域属于二类环境空气功能区。

根据《丹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丹东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的通

知》（丹政办发[2014]4号），项目所在区域附近地表水属于Ⅲ类水域。

项目所在区域未进行地下水环境功能区划，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的分类要求，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项目所在区域的

地下水执行Ⅲ类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属于 1类声环境功能区。

2.4敏感目标

根据项目场地情况，本次重点调查了场地周边的环境敏感目标，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社会关注区、人口集中居住区等敏感目标。根据环境敏感目标调查结果，

在项目周边无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军用设施等敏感保护目标，本项目地处调查

范围主要环境保护敏感目标是人口集中居住区等。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环境保

护目标见表 2.4-1，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见图 2.4-1。
表 2.4-1 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编号 名称 方位 性质 与地块最近距离(m)

1 翡翠壹号 SW 居民 紧邻

2 唐宁壹号 W 居民 100

3 中央花城 NE 居民 300

4 保利香槟国际 NE 居民 300

5 东安民村 NW 居民 350

6 丹东市二十七中学 NE 学校 700

7 文安新村 NW 居民 730

8 温州城·原墅 NW 居民 730

9 鸭绿江支流 S 地表水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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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 1公里范围敏感目标分布

1

2

3

4

5

6

7

8

9

0 206m

1000m

丹东体育中心体育馆

英雄广场

丹东市人民政府

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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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2.5.1场地内现状概况

在本次第一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期间，本公司技术人员通过收集相关

资料并对地块及周边环境现状进行了踏勘。踏勘期间主要对地块现状、地块内重

点关注区状况、地块内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的状况、地形地貌、地块内

地下水条件等进行了了解，并对地块周边区域进行了踏勘，主要关注地块内地面

是否有污染迹象，是否有废弃物残留，是否存在地上地下储罐和地下废水池等，

以及查看地下污水排放管道分布等情况。

经现场踏勘该地块大致呈矩形，由 4 个拐点坐标组成，总占地面积为

12146m2。调查地块地处城市建成区，地势平坦，场地内现状为已建成富晟国际

小区 6栋楼体，地面除绿化带均已硬化。块内无工业废水和雨水输送管线、渗坑、

水塘、储存池；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输送管线；无危险化学品、

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或堆放。地块内裸露土壤无明显颜色异常、油渍等

污染或化学腐蚀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刺激性等异常气味。地块内土地利用现

状见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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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地块内土地利用现状分布图

0 206m

图例：

地块范围

地块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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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地块使用历史

本单位通过：1）查阅档案、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等方式收集的资料，对基

本用地情况进行了初步整理、专业分析、排查错误信息；2）通过走访和电话访

谈丹东市浪头镇镇政府、东安民村书记、丹东市生态环境局合作区分局、丹东市

自然资源局合作区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核对了上述信息；3）进行了现场踏勘并

核对已收集信息。根据调查，该地块2014年以前为东安民村集体土地，用途为耕

地；2014年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有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通过GoogleEarth

查询，该地块清晰的历史卫星影像最早可追溯到2002年4月，最新卫星影像为

2022 年 12月。

地块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一览表见表 2.5-1。Google Earth 中目标场地 2005

年 1月~2023年 4月的历史变更情况见卫星图对比情况见图 2.5-2。

表 2.5-1 地块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一览表

调查地块

地块名称 富晟国际地块

地址 丹东市振兴区文祥路与金河大街交汇处

面积 12146 m2

时间 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

用地历史

2014年以前 耕地

2014年至 2021年 闲置空地

2021年 2023年 富晟国际小区建设

2023年至今 富晟国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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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历史变更情况见卫星图对比情况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05 年 1 月 30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耕地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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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09 年 10 月 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耕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05
年无明显变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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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0 年 6 月 8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耕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09
年无明显变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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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1 年 2 月 8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耕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0
年无明显变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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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2 年 2 月 8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耕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1
年无明显变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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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3 年 9 月 2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耕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2
年无明显变化，无

建筑

0 117m



34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4 年 3 月 2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3
年无明显变化，无

建筑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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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5 年 3 月 1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4
年无明显变化，无

建筑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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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6 年 3 月 1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5
年无明显变化，无

建筑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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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7 年 2 月 1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6
年无明显变化，无

建筑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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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8 年 2 月 14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通过影像图片可知

地块相较于 2017
年无明显变化，无

建筑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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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临时搭建施工彩钢

房，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相较于

2018 年无明显变

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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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0 年 2 月 6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内空地，

临时搭建施工彩钢

房，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相较于

2019 年无明显变

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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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1 年 3 月 6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开工建

设，临时搭建施工

彩钢房，通过影像

图片可知地块相较

于 2020 年已开始

建设

0 117m



42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2 年 3 月 17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开工建

设，主体楼体已建

设完成，临时搭建

施工彩钢房，通过

影像图片可知地块

相较于 2021 年已

开始建设，主体楼

体已建设完成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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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3 年 8 月 17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主体楼体

已建设完成，通过

影像图片可知地块

相较于 2022 年无

明显变化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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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小结

通过对现状、历史资料和影像进行分析，调查地块内 2014年前为东安民村

耕地，2014年由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权，2014年至 2021

年地块一直闲置未开发，2021年开工建设 2023年建设完成为富晟国际小区。2013

年至今无变化。

根据地块历史调查结果，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无工业

废水地下输送管线、储存池；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输送管线；

无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或堆放，无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地

块内裸露土壤无明显颜色异常、油渍等污染或化学腐蚀痕迹，无恶臭、化学品、

刺激性等异常气味。

项目 2021年开工建设，临时搭建彩钢房用于工人临时居住，期间产生的生

活垃圾定期由环卫车拉走，生活污水进入临时搭建的旱厕并定期清掏，小区完工

时均已拆除。

地块施工期，主要包括场地平整、地基开挖、主体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铺

设水电管线、室内装修和外部景观绿化。主要建筑材料为钢材、混凝土。主要的

污染影响是开工建设时的扬尘和施工机械与工程车辆产生的废气，对土壤造成的

污染影响较小。建筑垃圾由建设单位按要求清运。建设项目无外来回填土，均使

用原地块内挖掘土回填。

现地块已建成小区，配套设施已完善，生活垃圾定点存放，生活污水进入城

市管网。通过小区物业管理，基本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影响。

2.6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2.6.1相邻地块现状

根据对地块周边环境调查情况和人员访谈的资料综合分析，现状调查地块周

边如下：东侧为闲置空地和金河大街、南侧为金河大街和文祥路交汇、西侧为文

祥路、翡翠壹号和唐宁壹号、北侧为闲置空地。

2.6.2相邻地块的历史

结合收集资料、人员访谈等信息相邻地块历史情况见表 2.6-1，通过 Google

Earth 查询场地历史卫星影像，最早可追溯到 2005 年的影像资料，最新影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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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地块周边历史变迁卫星图详见图 2.6-1（由于历史影像仅能提供 2005

年以后地块情况，故本次调查通过人员访谈了解到此地块 2005年之前此地块周

边情况）。

表 2.6-1 相邻地块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一览表

与调查地块相对位置 时间 历史变迁及使用情况

东侧
2014年之前 东安民村耕地

2014年至今 闲置空地

南侧
2014年之前 东安民村耕地

2014年至今 金河大街建设完成和文祥路交汇

西侧

2012年之前 东安民村耕地

2012年-2016年 唐宁壹号开工建设、文祥路已建成

2016年-2019年 翡翠壹号建设完成

2019年-今 文祥路、翡翠壹号和唐宁壹号

北侧
2014年之前 东安民村耕地

2014年至今 闲置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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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及卫星影像汇总表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05 年 1 月 30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周边均为

耕地,1公里范围内

西北侧和东南侧有

居民，其余均为耕

地

东安民村

0 117m



47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09 年 10 月 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周边均为

耕地，通过影像图

片可知地块相较于

2005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内

无明显变化，东南

侧耕地开始施工作

为丹东体育馆

体育馆

东安民村

丹东市政府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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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0 年 6 月 8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周边均为

耕地，通过影像图

片可知地块相较于

2009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东

侧和南侧均有建筑

开始施工建设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东安民村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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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1 年 2 月 8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周边均为

耕地，通过影像图

片可知地块相较于

2010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内

无明显变化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0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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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2 年 2 月 8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东侧建设

英雄广场，其余周

边通过影像图片可

知 地 块 相 较 于

2011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内

无明显变化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0 117m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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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3 年 9 月 2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开发建设

唐宁壹号、东侧建

成英雄广场和修建

金河大街，其余周

边通过影像图片可

知 地 块 相 较 于

2012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无

明显变化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0 117m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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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4 年 3 月 2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开发建设

唐宁壹号、东侧建

成英雄广场和修建

金河大街，其余周

边通过影像图片可

知 地 块 相 较 于

2013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内

西侧唐宁一号开工

建设，体育馆，英

雄广场丹东市政府

已建设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0 117m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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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5 年 3 月 1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开发建设

唐宁壹号、东侧建

成英雄广场和修建

金河大街，其余周

边通过影像图片可

知 地 块 相 较 于

2014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内

无明显变化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0 117m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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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6 年 3 月 1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设唐宁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15 年

无明显变化，1 公

里范围内无明显变

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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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7 年 2 月 13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成唐宁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16 年

无明显变化，1 公

里范围内无明显变

化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0 117m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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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8年 2月 14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成唐宁

壹号开发建设翡翠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17年
无明显变化，1公
里范围无明显变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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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19年 1月 17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成唐宁

壹号开发建设翡翠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18年
无明显变化，1公
里范围其他无明显

变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58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0年 2月 6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成唐宁

壹号开发建设翡翠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19年
无明显变化，1公
里范围其他无明显

变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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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1年 3月 6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成唐宁

壹号开发建设翡翠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20年
无明显变化，1公
里范围其他无明显

变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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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西侧修建

文祥路、建成唐宁

壹号开发建设翡翠

壹号、东侧建成英

雄广场和修建金河

大街，其余周边通

过影像图片可知地

块相较于 2021 年

无明显变化，1 公

里范围其他无明显

变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61

地块历史影像来源

于Google Earth卫
星图片，拍摄时间

为 2023 年 8 月 17
日，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东侧为闲

置空地和金河大

街、南侧为金河大

街和文祥路交汇、

西侧为文祥路、翡

翠壹号和唐宁壹

号、北侧为闲置空

地，通过影像图片

可知地块相较于

2022 年无明显变

化，1 公里范围其

他无明显变化

0 117m

东安民村

体育馆

丹东市行政审批局

丹东市政府

丹东职专

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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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收集分析

3.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与分析：项目组通过走访或电话咨询了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收

集地块及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地块利用变迁资料、环境污染历史、地质、

水文地质等信息，及地块内是否存在企业信息等资料。首先，确定地块调查范围

及地理位置，并通过信息检索，收集地块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气象条件、水文

条件、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等信息，获取的区域环境信息。根据以上资料，基本

建立起对地块基础信息、开发利用变迁情况、地块未来规划等信息的了解，为污

染识别提供依据。

3.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的现场踏勘工作由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专

业工作人员于 2023 年 8月进行，在踏勘期间收集以下相关资料。结合《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地

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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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收集资料信息来源详见表 3.2-1。
表 3.2-1 本次调查资料收集一览表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收集方式及结果 备注

1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地块及其相邻地

块的开发及活动

状况的卫星图片

有

通过 Google earth的方式获取了地

块及周边 2002—2022年的卫星

图；

通过查询、百度、天地图等获取了

地块及周边地块情况

详见地块及周边相邻地

块现状和历史部分。目

前已获取规划图、土地

证等资料。

1.2
地块的土地利用

和规划资料
有

通过访谈的方式获取了地块规划

资料

拟变更土地性质为居住

用地

1.3

地块利用变迁过

程中的地块内建

筑、设施等的变化

情况。

有

通过人员 Google earth历史影像及

访谈方式获得了地块内建筑、设施

变化情况

2014年以前地块内为耕

地；2014年至 2021年为

闲置空地；2021年至

2023年开工建设富晟国

际小区，现已建成小区

2地块环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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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块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记录
无

未查询到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记录
——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

放记录
无

地块没有生产历史，不涉及产生危

险废物
——

2.3
地块与自然保护

区和水源地保护

区等的位置关系

有

根据丹东市生态保护红线区分布

图，地块周边区域不涉及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

及禁止开发区，不在生态红线区范

围内；根据丹东市地表水环境功能

区划分，地块南侧鸭绿江属Ⅲ类地

表水

——

3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 无 本地块不涉及 ——

3.2
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无 本地块不涉及 ——

4政府机关及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地块所在区域的

自然环境状况
有

通过查询地块所在地自然环境区

域信息资料获得
——

资料的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为富晟国际地块，调查所用资料取自场调工作人员现场调查、

网络调查以及从政府处收集，资料均真实、有效。通过初步的资料收集，使用专

业知识将收集到的地块资料按照时间轴关系进一步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可知，该地块历史情况较为简单，调查地块内历史

上无工业企业存在，调查追溯至 2014 年以前,地块历史上为东安民村耕地，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无工业污染源。地块内无地下储罐、管线，无固体废弃

物填埋，无外来填土以及其他外来污染物。

综上所述，该地块历史上仅存在耕地，未进行过任何工业生产也未存放过有

毒有害物质，土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3.3相邻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2023年 8月，本次调查共收集到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卫星图，相邻地块

历史上使用变革情况，相邻地块无工业企业及工业污染源。

1、本地块及相邻地块主要用途为空地、道路、居民住宅、商业网点等，地

块东侧为英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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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调查地块及周边为居民、学校、商业网点等，不存在可能污染土壤的行为。

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基本可以排除本次调查地块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无其他资料的补充。

4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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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勘的重点包括：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

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

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

本次现场踏勘工作：①、安全防护准备：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 25.1—2019》要求，本次现场踏勘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物资，包

括安全帽、劳动防护服、防砸防穿刺安全鞋、手套、口罩、防毒面具、耳塞、护

目镜、反光背心、医药箱等物资。

②、现场踏勘的范围：以调查地块内为主，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调查地块

1km范围，周围区域具体范围根据现场调查污染物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现场踏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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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区域的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

形的描述等。

4.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本地块先后存在东安民村耕地和富晟国际小区，无工业企业活动，无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使用和处置的情况。结合访谈周边居民、生态环境局、村政府和浪

头镇政府，地块内未发现疑似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生产企业，无危险化学品、

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或堆放。未发现疑似曾经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

有害物质的痕迹。

4.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通过现场踏勘结合访谈镇政府、生态环境局、周边居民得知，调查地块现场

无任何槽罐，未发现曾经建设过各类槽罐的痕迹。地块内裸露土壤无明显颜色异

常、油渍等污染或化学腐蚀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刺激性等异常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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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通过现场踏勘及历史调查可知，地块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储存或堆放。结

合访谈当地镇政府、周边居住人员可知，历史上无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储存

或堆放。本地块内没有外来填土及垃圾的堆放情况。

4.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通过访谈当地政府、生态环境局、周边居住人员等可知，调查地块现场无工

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输送管线。

且现场踏勘过程未发现有工业企业地下工程和管线、沟渠、渗坑等建设过的痕迹。

小区已建成，配套设施齐全，雨水经地下管网进入城市雨水管网，生活污水

进入城镇市政管网，后经城市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鸭绿江。

4.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经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四周无有毒有害污染物经迁移转至本地块范围

内。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无工业企业。无污染物迁移。

4.6农药化肥影响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在 2014年之前为耕地，地块内历史上种植农作物

期间使用的农药化肥可能会随降雨及径流对项目地块造成一些影响。

（1）化肥降解情况分析

种植期间使用化肥主要为复合肥，且使用量较小。复合肥属于慢速肥料，有

先进的缓释或者控释能力，肥料在施入土壤之后溶解速度慢、养分释放的速度慢、

肥效持续期相对长。一般来说，这类肥料在施入土壤之后基本都需要 10天左右

的时间才会出现明显的肥效反应，持效期 90天。

（2）农药降解情况分析

结合化肥、农药的主要成分、降解周期和使用量，农作物种植时使用的化肥

和杀虫剂不会对项目地块造成影响，可不作为地块特征污染物。

4.7现场踏勘结论

项目组通过现场踏勘确认：

（1）该地块内未发现明显油污、腐蚀的痕迹，未闻到刺激性气味、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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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无垃圾堆放及危险废物堆放。

（2）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和工业污染源。

4.8人员访谈

4.8.1访谈对象

为进一步印证历史卫星影像解译和现场踏勘所掌握的情况，同时进一步明确

调查过程中尚不明确的疑问，2023年 8月项目组组织技术人员对了解项目地块

及周边地块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的相关人员进行走访或电话访谈，主要包括以下

人员：地块使用人、周边居民、开发施工人员、村书记、镇政府工作人员、生态

环境局工作人员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等，总计访谈人数 10人。

4.8.2访谈日程

本次调查人员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1）委托单位（2023年 8月 9日）

从委托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着手，明确了调查性质，原用地性质为耕地，变更

后的用途为居住用地；明确目的后，进一步确认调查范围，以及用地单位历史信

息，了解了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周边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地块内有无造成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的生产活动或排污状况等为主，并与收集到的地块相关资料相互验

证，以求全面了解地块历史环境状况。

（2）长期居民及附近营业场所负责人（2023年 8月 9日）

通过现场踏勘，对上述内容进行核对，并走访多位地块周边的长期居民和附

近营业场所负责人，进一步确认信息的可靠性。

通过对目标地块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将获取的主要信息总结如下：该地块历

史上东安民村耕地，主要种植玉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使用农药化肥情况。

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无工业污染源。相邻地块主要用途为道路、居民住

宅、商业网点、学校等。

（3）东安民村村书记（2023年 8月 9日）

走访了地块原归属者东安民村，访谈了村书记证实该地块历史上东安民村耕

地，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无工业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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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丹东市生态环境局合作区分局工作人员、自然资源局合作区分局工作

人员（2023年 8月 9日）、丹东市浪头镇政府工作人员（2023年 8月 11日）

将上述信息收集并排查后，电话访谈了丹东市生态环境局合作区分局工作人

员、自然资源局合作区分局工作人员、并走访丹东市浪头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了

解的地块信息进行了核实，并调取历史档案，查阅是否存在因环境污染问题造成

的上访或处罚事件以及地块内、相邻地块历史上登记审批工业企业，百姓上访和

处罚事件。

（5）施工单位工作人员（2023年 8月 9日）

主要了解施工期间是否发现场地内土壤颜色、气味有异常情况，场地内是否

有填埋固体废物或其他物料。

4.8.3访谈内容

基于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片解译及现场踏勘了解信息，结合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进一步通过人员访谈的形式确认地块历史用途、是否发生

过污染事件、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迁移扩散造成地下或地下水污染等关键问

题，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2。

4.8.4访谈信息汇总

表 4.7-1 人员访谈信息汇总表

序号 访谈形式 访谈对象 受访人类型

1 面谈 秦 X兵 土地使用人，企业管理人员，企业负责人

2 面谈 程 X鹏 东安民村村书记

3 面谈 顾 X雷 浪头镇镇政府工作人员

4 电话访谈 徐 X君 丹东市生态环境局合作区分局科长

5 电话访谈 张 X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合作区分局科长

6 电话访谈 史 X清 丹东宇和房屋建设有限公司经理

7 面谈 孙 X权 文安新村居民

8 面谈 李 X成 东安民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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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面谈 李 X峰 文斌村村民

10 面谈 李 X 辽宁久事咨询有限公司（周边居民）

11 面谈 张 X 中央花城

4.8.5访谈结果

（1）地块历史活动情况

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东安民村耕地，自 2014年由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

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权后一直为闲置空地，2021年开工建设，2023年建设完成。

无工业企业及其他加工经营场所，无地下工程和管线、沟渠、渗坑等建设过的痕

迹。

（2）生产工艺变化

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无生产加工等活动行为。

（3）原辅材料使用情况

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危险废物的储存及处置情况。

（4）污染物排放情况

地块内及周边无工业企业，不涉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5）重大污染事件

未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6）周边环境质量

周边环境质量较好。

5不确定性分析

5.1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针对调查事实，基本标准办法，应用科学原理和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

断和解释。报告是基于有限的材料、数据、工作范围、时间周期、项目预算及目

前可以获得的调查事实而作出的专业判断。本报告中的论述只能作为指导性说明

使用，而不是直接的行动方案。项目场地调查主要基于目前场地现状，场地之前

的使用情况，主要依据历史资料及附近居民及政府主管部门访谈整理获取。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中遇到多方面的限制条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主要为：



69

1、历史资料调查不全面结合调查地块历史影像，无法获取 2005 年前地块

资料信息，可能会遗漏历史存在的污染情况。

2、地块 2014年-2023年地块闲置及开工建设工地临时占用期间，可能存在

存在倾倒垃圾等其他外来污染影响情况，对地块产生影响。

5.2不确定性分析应对

1、本次调查暂无地块 2005 年之前的历史图像，但是通过现场踏勘，地块

内土壤无被污染痕迹；另外本次调查访谈周围居民和工作人员、原地块内居民、

丹东市东安民村村委会村书记、浪头镇政府工作人与、丹东市生态环境局合作区

分局工作人员和丹东市自然资源局合作区分局工作人员可知，地块在 2005年前

为东安民村耕地；根据丹东市浪头镇政府出具的土地使用情况说明证明该地块历

史上一直为东安民村村集体土地，用途为耕地，未有工业企业存在，无生产活动。

根据不确定性应对调查结果，可消除现场调查阶段历史资料不全面的不确定性。

2、通过对地块使用者及施工单位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施工期间只是对场

地进行平整，无外来填土，并且设有专人看管，未在该地块堆放物料、倾倒垃圾，

施工期间未见土壤污染迹象。可消除 2014年-2023年期间外来污染影响的不确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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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和建议

6.1结论

富晟国际地块位于丹东市振兴区文祥路与金河大街交汇处，地块占地面积

12146㎡，地块用途为商业用地，计划变更为居住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建设用地中第一类

用地。

根据对本地块的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本地块 2014 年以前为东安民村

耕地，2014 年由富晟房地产开发（丹东）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权，2014年至 2021

年为闲置空地空地未开发建设，2021年开工建设富晟国际小区，2023年建成富

晟国际小区，拟规划为居住用地。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无槽罐、无无固体废

物和危险废物储存或堆放，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

企业和污染源。

由上述地块污染情况识别可知：本次调查地块受到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当前

和历史上不存在确定的、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不属于污染地块，适合居住用地使用，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HJ25.1-2019）中的工作程序，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可以结

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2建议

本次调查结束后，在地块后续使用过程中，土地使用权人应继续做好本地块

的环境管理，不得在本地块内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或影响土壤环境质量的生产

经营活动。若发现异常气味、颜色等情况，应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上报并进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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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附图

附件 1 委托书

附件 2 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 3 营业执照

附件 4用地情况说明

附件 5工程勘测报告

附件 6 土地部门相关批复及土地证

附图 1 控规变更图

附图 2 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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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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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人员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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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营业执照



86

附件 4地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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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工程勘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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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土地部门相关批复及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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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地块规划修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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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照片

地块负责人 东安民村书记

浪头镇政府工作人员 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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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居民 周边居民

周边居民 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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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晟国际小区西南侧售楼处 富晟国际小区南侧楼

富晟国际小区东南侧 富晟国际小区西北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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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晟国际小区西侧文详路 富晟国际小区南侧金河大街

富晟国际小区西侧空地 富晟国际小区北侧侧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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