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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场地土壤污染控制应从源头抓起, 应控制搬迁企业移交土地后先拆迁平整,后进行土地利用性质变更的

做法。在场地污染土壤调查中应重视对原址企业的历史沿革、平面布局、生产工艺等调查。指出多环境要素调查的重要

性, 以及调查过程要注意的事项。对土壤评估标准及引用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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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 il po llution contro l shou ld start on its sources. It shou ld be con tro lled that do demo lit ion and

site preparation on the land o f removal enterprises first and than change in the land use. The invest igation o f site

soil pollu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product histo ry, workshop posit ion and product ion process of former industrial

enterprise. The top ic of discussion included importance o f environmenta lmultifactor investigation, key steps for

attent ion during the investiga tion as w ell as so il pollution assessmen t cr iteria and corresponding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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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是继水、气、声、固废后又一个亟待解

决的环境问题。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

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维护正常的生产建设活动, 2004年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

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办

[ 2004] 47号 ) , 要求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

业、实验室和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的单位, 在结束原

有生产经营活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对

原址土地进行监测分析,并依据监测评价报告确定

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当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

责土壤功能修复工作的监督管理。在总结全国土

壤污染普查初步成果后,国家环境保护部为了强化

土壤污染调查和管理,于 2008年发布了 关于加强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 (环发 2008 48号 ),

要求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

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

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

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 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

和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

壤修复制度;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厂址和其他可能

受到污染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 环保部门应督促

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明确

修复和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技术要求,监督污染场地

土壤治理和修复,降低土地再利用特别是改为居住

用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1 场地土壤污染控制应从源头抓起

目前, 土壤污染企业拆迁过程中存在多头管

理,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壤污染企业场地调查管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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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土部门和规划部门应具体操作土地的管理

和利用性质变更,环保部门应负责对拆迁后企业用

地环境污染的治理,及时将环保部门对污染场地土

壤污染调查、修复及监督管理作为国土部门和规划

部门土地管理和利用性质变更的依据进行宣传,要

及时控制搬迁企业移交土地后先拆迁平整,再进行

土地利用性质变更的做法。因为,目前拆迁单位是

以获得被拆迁企业内能够得到有回收价值物品,产

生经济效益为目的的, 拆除方法及设备比较陈旧,

拆迁过程极易将停产企业设备中遗留的污染物直

接倾泻到场地土壤中造成二次污染, 并且拆迁过程

污染的表层土到处堆放,破坏了原企业平面布局图

中提供的信息, 扩大了土壤污染的范围, 对土壤污

染的治理增加很大难度。

目前,国外对搬迁土壤污染企业的操作流程

是:企业停产后进行场地污染调查
[ 1]
; 企业原有厂

房、设备未发生变动, 场地污染调查有极强的针对

性,设备内、储罐内、池内、管道中遗留污染物还未

被扩散,场地被污染的范围和程度比较容易确定,

污染物对场地影响可以控制在企业停产时的状态,

并且及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拆除过程污染物控制

方案, 将拆迁过程污染影响化解到最小程度。因

此,应从源头进行宣传,提高土地管理部门对场地

污染调查工作内容的了解程度, 明确在厂房、设备

拆迁前进行场地污染调查,得出的土壤污染范围和

程度更加精确。土壤中已受到的污染没有在拆迁

时扩散,减少了后续土壤污染治理时间和费用。

强调 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在区域性或集

中式工业用地拟规划改变其用途时, 所在地环保部

门要协同土地管理部门督促有关单位对污染场地

进行调查及进行风险评估,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

水
[ 2]
,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

将风险评估的结论作为规划环评的重要依据
[ 3 - 4]
。

2 保证调查内容的完整性

场地污染调查报告要得出的结论主要是搬迁

企业原生产原料、产品、生产过程遗留在原址土壤

和地下水的污染物名称、受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

原厂区地下管线、储罐和危险废弃物埋藏情况; 若

原企业的厂房、设备已经拆除, 根据现场情况适当

增加对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污染现状的调

查。因此,场地污染调查评价工作是一项系统性、

完整性的工作。为了在现状监测评价后能正确的

得出场地污染调查结论, 设计搬迁企业遗弃的污染

场地环境监测方案时应多种环境要素同时监测,土

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场地残余废弃中的

关注污染物。

2. 1 原生产企业的生产回顾

根据德国 DHC公司关于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调查、评估和修复培训教材 (一期、二期 ) , 首先要

深入了解原生产企业在被调查场地上生产的产品

及历年产品更新换代过程、技术改造进程、厂区平

面布局发生的变化等,各种产品主要原辅助材料的

使用量、储存量及储存位置、储存方式。再按照生

产工艺流程及生产方式、生产设备, 分析在生产中

可能产生对场地土壤造成污染的污染物;其次,要

了解原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事故发生情况及事故发

生位置,了解事故状态下污染物是以什么方式对环

境造成污染;最后解决事故的方法及事故造成的环

境影响。事故调查可以走访原企业职工,还可以走

访原企业厂区周围的居民,了解事故发生时及解决

事故时的情况。

对照厂区生产布局平面图,结合生产中主要污

染物富集区域和曾经事故发生区域,确定重点调查

的场地污染区域, 在取得初步调查结果后, 还要结

合原企业厂区生产布置平面图分析各监测点位获

得的监测数据与生产实际情况是否一致,出现明显

的偏差要分析可能造成污染转移的原因,为第二次

细化调查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2. 2 调查场地污染物种类选择

根据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2010), 初次调查土壤样品采样点应选择在污染最

重的区域, 如生产车间、污水管线、废弃物堆放处

等。取样深度至浅层地下水位, 判定土壤污染深

度
[ 5]
, 作为其他点位土壤采样深度确定的依据。

第一次现场样品分析过程中, 定性鉴定无机物和有

机物种类。再结合原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种类,分

析确定场地污染调查关注污染物。

2. 3 不同环境要素调查的注意事项

土壤污染监测在关注污染物浓度的同时还应

关注土壤理化特征, 土壤 pH 值、粒径分布、土壤容

重、孔隙度、有机碳含量、渗透系数等,以便分析污

染物在土壤中的渗透和扩散程度
[ 6]
。

地表水监测包括污染场地地表蓄积水监测和

场地污染土壤治理期废水受纳河流污染物的监测。

场地内有流经或汇集的地表水,分降雨和非降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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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积和流经的地表水处取样,同时还应监测地表

水流量和容量,以判定关注污染物随蓄积水扩散的

迁移量及对地表水的影响程度。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期废水受纳河流关注污染物的监测是了解污染

土壤治理前受纳河流关注污染物的本底浓度, 为污

染土壤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环境基础数据。

地下水监测主要了解关注污染物对地下水的

污染程度和范围,地下水监测井主要设置在场地边

界或经场地地下径流到下游汇集区的浅层地下水,

在场地内地下水流向的上游还需设置对照监测井。

如有需要对场地内深层地下水进行监测, 特别要注

意地下水井的设置必须是中空井,不要由于该监测

井的设置将场地污染物直接引入地下水, 扩大地下

水的污染程度。

场地环境空气监测, 对于有机污染物、恶臭污

染物和易粘附于粉尘的重金属污染场地, 应在污染

最重的地块布点监测, 监测时选择面积 10 m

10 m的区域
[ 7]
, 在该区域中心剥离地表 0. 2 m的

表层土壤后进行采样监测,以了解场地污染区域废

气无组织排放源强。同时还应在场地当时下风向、

场地边界和边界外 500 m内的主要环境敏感点布

设采样点,为污染土壤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

环境基础数据。

场地污染调查时对各类可能是危险废物的残

余废弃物 (一般在原址的储罐区和污水处理区 )直

接采样;对与当地土壤特征有明显区别的可疑物质

进行采样。将每一种特征相同或相似的残余物划

分成数量相等的若干份, 对每一份均进行采样, 以

确定数量及空间分布范围。对于已确定为非危险

废物的残余废弃物可不再进行布点采样。

2. 4 细化调查过程的原始记录

在进行场地污染土壤调查时,要细化调查过程

的原始记录。

污染场地土地使用功能的划分一般分为生产

区、办公区、生活区。调查重点在生产区, 包括各生

产车间、原料及产品储库、废水处理及废渣贮存场、

场内物料流通道路、地下贮存构筑物及管线等。调

查时要用照片记录下拆迁前各生产单元现状场景,

留下原始记录。

调查取样时,利用现有的高科技仪器, 在平面

布点时对每个土壤取样点位用卫星定位仪进行定

位,同时还要寻找场地上的标志性建筑物进行卫星

定位, 以便在绘制取样点位图时和再次调查时纠正

系统误差。在纵向取样时要及时用数码照相机将

纵向断面图片 (拍照时要放入有刻度的直尺 )或采

集的样品 (要标出每个样品的深度 )进行观感记录

以便分析纵向断面的污染。

调查取样过程中要对取样现场土壤和浅层地

下水的观感进行描述。现场调查时的观感记录也

是场地污染调查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观

感描述内容是人体直接通过观感获取,具有极强的

环境可接受性评估价值, 可以补充化学分析中代表

性偏差的不足。主要观感描述内容有:不同深度断

面形状及土壤颜色、土壤气味描述、土壤湿度、土壤

质地、砂砾含量、植物根系,浅层地下水深度、颜色、

气味描述, 其他与场地污染异样情况的描述。

3 关于评估标准

2003年原环境保护总局颁发 关于加强和改

革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意见 (环发 [ 2003 ] 194

号 ), 要求根据国际和国内有关制定环境基准和

环境质量标准最新的研究成果,逐步补充需要控制

的污染物项目, 调整现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个别

不合理的项目和指标值。当前要制 (修 )订农业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 。在制定 十一五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

(环发 2006 20号 )的通知中又强调了制定 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目前我国颁布的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GB

15618- 1995) , 适用于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

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地的土壤评价; 工业企

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 (H J/25- 1999) ,

适用于工业企业选址阶段及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发

生后界区内土壤的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展览会用

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暂行 ) ( H J 350 -

2007), 适用于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正

在修改的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GB 15618 -

20XX) (修订 ) 与原标准相比, 污染物由 10项增

加到约 60项,有机污染物种类增加较多,包含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与有机农药等。适用范围除农业、自然保护

区外扩大到居住、商业、工业用地等。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地质背景条件不一,气候

类型复杂多样, 各地土壤性质变化甚大, 不同地区

土壤元素背景含量水平相差甚远, 不同土壤类型和

(下转第 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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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后监测出的数据远低于排污单位日常检测

数据,比对监测合格率也多低于 50%。花很多钱

安装而起不到作用, 许多企业难以理解。对此,建

议积极制定地方条例、标准, 为自动监测数据的应

用清除障碍,让设备早日起到 电子警察 的作用。

2. 5 改变运营经费的收取与支付方式, 理顺与运

营企业的关系,保证运营企业正常开展工作

建议环保部门可以在计算、收取排污费时, 统

筹考虑监控设备的运行费用。由环保部门将相关

费用列入预算, 与运营单位签订合同, 由财政在收

取的排污费中支付运营经费。这样环保部门可以

更有效地运用市场手段对运营企业进行约束, 充分

保证运营企业的正常运行经费,防止运营企业与排

污企业之间的不法交易,更加公平地体现 谁污染

谁付费 原则,减轻污水排放量小的企业的环保支

出。在计算、收取排污费时, 进一步考虑监控设备

的购置费用。由政府统一采购监控设备, 选择质量

好的监控设备, 有利于监控数据的准确, 可以控制

设备的种类,有利于设备的维护, 有利于应急情况

处理
[ 8]
。审计发现,部分财政条件好的地区,已经

采用了政府统一付费的方式, 而这些地方的运营企

业也是工作最规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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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决定土壤中化学物质的化学行为
[ 8- 10]

, 主要

以累积、缓慢和间接方式影响不同的生物种群, 产

生不同的生态效应。土壤污染程度难以像水、大气

标准那样直接依据生态效应制定环境质量标准,而

要以土壤特有性质产生的生态效应为基础建立标

准。在国外各地区根据土地特征不同制定各自的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目前国内环保部门也鼓励各地

方制订地方性土壤环境保护标准。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调查土地利用性质

调整为居住、商用的场地污染土壤时, 缺乏土壤环

境质量评定标准。在相关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还

未制订出来之前,利用土壤环境背景值作为土壤环

境质量评价基准值是最好的方法。土壤环境背景

值既包括自然背景部分, 也包括少量外源污染物,

是当前的土壤环境背景值。用对比被调查场地污

染土壤中关注污染物与土壤环境背景值的异常值,

评估土壤环境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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