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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项目背景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

地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桃仙街道，占地面积 19894.02 m2，中心地理坐标

为北纬 41.64173°，东经 123.45693°。

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本项目拟规划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

科研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

宅、公共管理与公用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沈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

知》要求，地块再利用前应开展环境调查评估，以防范污染地块再利用的环境风

险。因此本次工作的目标即对本地块开展初步调查，明确地块是否为污染地块，

如果为污染地块，为下一步开展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或安全利用提供依据。

受沈阳市新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承

担本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第 72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

导则》（HJ 25.1-2019）中规定的建设用地污染调查工作流程，通过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及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建设用地调查方案。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09）相关要求，调查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为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第二阶段调查，其中第一阶段调查以资

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最终编制完成《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

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2调查依据

1.2.1法规、政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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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3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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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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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务院《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2013]7号）；

（5）环保部《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号）；

（6）辽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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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沈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沈

政发[2017]17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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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沈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工作的通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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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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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标准、导则、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

（公告 2017年第 72号）。

1.2.3其他资料

（1）《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XCBZ—202257）》

（2022.5，辽宁信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该地块宗地图（2022.8，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3）《2021-114批次-1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2.2，辽宁惠

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4）《2021-120批次-24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2.2，辽宁惠

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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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1.3.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对本地块开展初步调查，明确该地块是否为污

染地块，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3.2调查原则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用系统的调查方法，确定本项目是否被污染及污染

程度和范围，本次土壤污染调查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地块环境监测针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治理修复、修复

效果评估及回顾性评估等各阶段环境管理的目的和要求开展，确保监测结果的协

调性、一致性和时效性，为地块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以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在国内相关标准和规

范性文件不完全覆盖的情况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行性原则

在满足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治理修复、修复效果评

估及回顾性评估等，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4调查范围

本次初步调查的范围是本地块以及周边区域，地块占地面积 19894.02m2，中

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41.64173°，东经 123.45693°。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桃仙街道，

地块北侧为四号路，南侧为五号路，西侧为科学家工作坊 A11地块，东侧为智慧

三街。地块周边以以玉米地、空地为主，还有少量种植的树木，场地范围界址点

坐标及宗地图见图 1.1，来源于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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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界址点坐标及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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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调查范围图

表 1.4-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X Y

J1 41537616.1585 4611770.8784

J2 41537608.1589 4611781.1636

J3 41537515.6445 4611781.1631

J4 41537515.6445 4611582.4229

J5 41537608.1598 4611582.4229

J6 41537616.1593 4611592.7080

图例：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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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调查方法

1.5.1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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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2-2019），场地环境调查主要包括三个

逐级深入的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决于场

地的污染状况以及相关要求。场地环境调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资料收集阶段）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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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资料收集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化学品储

罐、固废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设施或活动，则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

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现场调查阶段）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

场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

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存在污染源时，则需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确

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通常可以分

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分别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

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

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的

浓度限值及清洁对照点浓度，并且经过不确定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

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必须进行详细

调查。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密采样和分析，确定

场地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第

三阶段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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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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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所需要的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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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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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本地块调查仅包括第一阶段调查，调

查后编制完成调查报告。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工作程序见图 1.3。

图 1.3 本次场地调查工作程序

1.5.2工作内容

本次项目调查主要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以资料收集、现

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识别地块土壤可能的污染源、污染因子及污染范围，确

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判读和识别地块的环境状

况是否可以接受，为是否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提供科学依据。

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1）资料收集与分析

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有

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如项目场地与相邻场地存在相

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场地的相关记录和资料。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统一

整理，分析其有效性及正确性。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前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踏勘范围以场地内为主，了解场地的现

状以及周围区域的现状，分析潜在的污染区域范围。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8

（3）人员访谈

通过对场地现状和历史的知情人进行访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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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报告编写

对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

阶段获取的资料，编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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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概况

2.1区域环境概况

2.1.1地块位置

本次初步调查的范围是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

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桃仙街道，地块北侧为四号路，南

侧为五号路，西侧为科学家工作坊 A11地块，东侧为智慧三街。中心地理坐标为

北纬 41.64173°，东经 123.45693°。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2.1。

图 2.1 地块地理位置

2.1.2气象气候

该地块位于浑南新区属于北温带受季风影响的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

温 8.4℃； 采暖期平均气温-4.8℃。其中 1月份平均气温最低（-11.0℃）；非采

暖期平均气温 17.8℃，七月份平均气温最高（24.7℃）。年降水量 690.3mm，多

集中在 7、8两月，并以 7月份的平均降水量为最大（165.5mm）。采暖期各月

平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并以 1 月份为最少（6.0mm）。年平均气压 1011.2hPa；采

暖期平均气压 1019.1hPa；1 月份平均气压最高 1021.3hPa；非采暖期平均气压

1005.5hPa，其中 7月份平均气压最低 993.3hPa。年平均相对湿度 63.0%，采暖

期平均相对湿度较小 58.0%，并以 3、4月份最小 51.0%；非采暖期平均相对湿度

图例：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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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并以 7 月份为最大 78.0%。全年主导风向为 S 风，频率为 29.9%。采暖

期主导风向为 N，频率为 30.2%；非采暖期主导风向为 S，频率为 35.6%。年平

均风速 2.9m/s，采暖期平均风速 2.8m/s；非采暖期平均风速 2.9m/s。其中 4月份

平均风速最大（3.8m/s），8 月份平均风速最小（2.4m/s），见下图。

2.1.3地形地貌

所在地处于浑河冲击平原南侧，属浑河新冲积扇近前缘部位，地势平坦开阔，

地貌单一，平均海拔为 50cm左右，地形变化总趋势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由

东北向西南略倾斜。周围地区属浑河冲击平原第四系冲积层，地层组合比较均匀。

2.1.4水文地质

（1）地表水系

沈阳市境内主要有辽河、浑河、饶阳河、柳河、蒲河、养息牧河、北沙河、

秀水河等大小河流 27条，属辽河、浑河两大水系，水资源总量为 32.6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 11.4亿立方米，地下水 21.2亿立方米。浑南区境内主要有浑河、桃

仙河、杨官河、张官河、白塔堡河、小沙河、拉古峪河、王滨河等河流，其中浑

河为辽宁省第二大河流，由中部斜穿流经域内达 45公里长，两岸分布 12条河流，

水域面积约占全区面积的 7%。

（2）地质情况

在区域地质构造上，沈阳市区位于华北地块内，根据地质构造活动的特点，

沈阳市区位于沈北凹陷地块内，大地构造上处于辽东块隆与下辽河-辽东湾块陷

相交接的部位。

在区域新构造运动上，沈阳市区位于千山-龙岗上升区，第四纪时期主要表

现为掀抬式上升，为重力场的重力高带异常区。

在地震活动带划分上，沈阳市区位于华北地震区，郯庐断裂带北段。自 1493

年至 1991年共发生 4级以上地震 19次。郯庐断裂带在本区主要表现为较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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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浑河断裂；(2)伊兰-伊通断裂；(3)营口-开原断裂；(4) 辽中-二界沟断裂；(5)

台安-大洼断裂。沈阳市处于郯庐断裂带北段的营口-沈阳亚段与沈阳-开原亚段的

相交接部位，营口-沈阳段差异运动不明显，地震活动水平低；沈阳-开原段有较

弱的差异升降运动，现今微震活动频繁。在区域地震危险性分析上，根据沈阳市

基岩地震动分析结果，50年 P=0.1 时，沈阳市计算烈度为 6.58度，属于中国地

震烈度区划中 7度区的范畴。

地层划分主要考虑成因、时代以及岩性，划分依据为野外原始编 录等，地

层描述如下：

耕土①：黄褐色，稍湿，松散状态，该层主要由黏性土组成，含 植物根系。

该层在本区连续分布，厚度范围 0.3～0.5 米，层底埋深 0.3～0.5 米。

粉质黏土②：黄褐色，可塑状态，中高压缩性。切面稍有光泽， 无摇振反

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含铁锰质结核。该层在本区连 续分布，厚度范围

0.2～11.8 米，层底埋深 0.5～12.1 米。

粗砂③：黄褐色，湿～饱和，中密～密实状态，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为

主，均粒结构，级配一般。该层在本区连续分布，厚度范围 1.9～6.5 米，层底

埋深 14.0～17.9 米。

粉质黏土③1：黄褐色，可塑状态，中高压缩性。切面稍有光泽， 无摇振反

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含铁锰质结核。该层在本区不 连续分布，厚度 0.7

米，层底埋深 14.7 米。

砾砂④：黄褐色，饱和，密实状态，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 级配一

般，混粒结构。该层在场区内连续分布，本次勘察未穿透该层，最大揭露厚度 6.0

米，最大揭露深度 23.0 米。

（3）地下水信息

地下水的补给：整体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啦哀怨主要为地下水径流，在区域的

东北部是整个区域的上游地带，属淡水，通过上游补给后径流到本区域。

由于含粘土层的阻水作用导致大气降水、地表水体和工业用水渗漏这三种补

给方式对该孔隙承压水的补给量很小，可忽略。

地下水的径流：区域的地下水径流属于浅层地下径流。该区域整体地形平坦，

整体地形东高西低，地下水径流方向为由东北向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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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排泄：区域地下水的排泄方式主要为径流排泄及人工开采排泄，区域

整体地形东高西低，地下水有东北向西南径流，区域下游区内地下水的排泄区，

下游区有村庄开采区域地下水。

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在区域内地下水水位低于河水位，总体来说两

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水位搞成差，有相互补给的趋势，但是由于项目所在区域有距

离地表水相对较远，并且地区地下水流速较慢，因此认为两者之间的补给量很小，

忽略二者之间的水力联系。

2.2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实际踏勘，该地块 1000m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风景名

胜、饮用水源保护地等，根据该地块所在区域环境功能特征及性质，项目地块周

边 1000m范围内敏感目标主要包括桃仙二村，桃仙河排干，项目地块周边敏感

目标分布见表 2.3-1和图 2.2。

表 2.3-1 项目地块周边范围内敏感点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敏感目标 与地块相对位置 相对地块距离 性质

1 桃仙二村（拆迁中） 东 576m 居民区

2 桃仙河排干 东 230m 河流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3

图 2.2 地块位置及周边敏感目标

图例：

调查地块

村庄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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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2.3.1场地现状

我单位于 2022年 8月 23日组织人员对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该地块东邻智

慧三街，南邻五号路，西侧为科学家工作坊 A11地块，北邻四号路。地块内为玉

米地，地块东南侧有建设工程，该工程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施工现场

的围挡占用了本地块。经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内无企业、工厂出现过。

地块现状实景详见图 2.3。

图 2.3 地块现状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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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平面布置图

2.3.2场地的利用变迁情况

本地块 2006年 10月前无影像，根据浑南区桃仙街道办事处情况说明可知本

地块一直为农用地，地块内不涉及工况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存储与

输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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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使用工业废水进行灌溉，未受到工业废水污染，现状无污染迹象。

根据历史影像图显示，2006年 10月地块内显示为农田，至 2013年地块内

有部分区域种植树木，其他区域并无变化。2014年-2019年地块内没有变化，2020

年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进行施工，中铁十一局对施工区域进行了围挡，占用了

本地块。截至目前，工程仍在进行中，围挡并未拆除。历史卫星图见图 2.5。

根据上述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情况，结合地块目前的使用历史记

录如下表 2.3-1。

图例：

调查地块

施工区域

树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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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调查地块用地历史一览表

年份 地块内具体情况

用地

历史

之前-2006年 2006年地块内为农田，种植玉米。

2007年-2008年 地块内没有变化。

2009年-2012年 地块内变化不大。

2013年 地块内有树木种植，其他区域没有变化。

2014年-2019年 地块内没有变化。

2020年
地块东南角出现土壤扰动，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

程，中铁十一局进行施工区域围挡，占用了本地块。

2021年-目前 2021年地块内没有变化，至目前地块东南角仍在施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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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0月地快内为农田，种植玉米。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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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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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地块内有树木种植，其他区域没有变化，以此判断 2008年-2012年地块内变化不大。

2013.10

种植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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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3年对比地块内基本没有变化。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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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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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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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地块内基本没有变化。

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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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地块内基本没有变化。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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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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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地块东南角出现土壤扰动，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中铁十一局进行施工区域围挡，占用了本地块。

2020.5

沈阳地铁二号线南沿线

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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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地块内没有变化，至目前地块东南角仍在施工建设。

图 2.5 地块历史图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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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根据现场勘查可知，本地块东侧原为桃仙二村，2016年开始逐步动迁，2022

年年初拆迁完毕，仅有几户未拆迁完。北侧和西侧为农用地，南侧原为农田，2020

年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开始施工，目前仍在施工中，地块周边 1000m范

围内多以空地为主。

表 2.4-1相邻地块用地历史一览表

年份 地块外具体情况

相邻

地块

历史

之前-2006年
地块外北侧、南侧、西侧均为农田，东侧为桃仙二村，

桃仙河排干流经桃仙二村。

2007年-2008年 北侧新建两个建筑，为民用建筑，其他位置无变化。

2009年-2012年 地块内变化不大。

2013年

2013年地块北侧民用建筑进行扩建，开始养殖虫草；东北

侧出现少部分空地，不再进行种植。该位置曾进行过树苗种

植设想，但后期未有落实，一直空置。在地块周边村庄开始

拆迁后，曾短时间进行拆迁可循环利用砖瓦堆放，后期进行

复垦。

2014年 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5年
2015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但北侧空地面积变大，该

位置拓展主要原因为区域所属人意图在此位置建设苗圃，拓

展边界。

2016年 2016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但东侧桃仙二村有动迁现象。

2017年-2019年
2019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但东侧桃仙二村大部分区域

长出绿植，说明动迁已久。

2020年

2020年地块北侧空地位置扩大，扩大原因为地块周边进

行拆迁工作，地块所属人在此位置进行拆迁砖瓦堆放，并且

东南角出现工程，该工程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引

起了土壤扰动。

2021年-目前
2021年地块周边继续建设沈阳市地铁二号线南延线，施工区

域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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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史图见图 2.6。

地块外北侧、南侧、西侧均为农田，东侧为桃仙二村，桃仙河排干流经桃仙二村。

北侧新建两个建筑，为民用建筑，其他位置无变化。

2006.10

2008.5

桃仙二村

桃仙河排干

虫草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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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地块北侧民用建筑进行扩建，开始养殖虫草；东北侧出现少部分空地，不再进行

种植。该位置曾进行过树苗种植设想，但后期未有落实，一直空置。在地块周边村庄开始拆

迁后，曾短时间进行拆迁可循环利用砖瓦堆放，后期进行复垦。

2014年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2014.3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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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但北侧空地面积变大，该位置拓展主要原因为区域所属

人意图在此位置建设苗圃，拓展边界。

2016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但东侧桃仙二村有动迁现象。

2015.6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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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东侧桃仙二村继续动迁。

2018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东侧桃仙二村仍在动迁中，部分区域已经长出绿植。

2017.3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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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地块周边没有明显变化，东侧桃仙二村大部分区域长出绿植。

2020年地块北侧空地位置扩大，扩大原因为地块周边进行拆迁工作，地块所属人在此位置

进行拆迁砖瓦堆放，并且东南角出现工程，该工程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引起了土

壤扰动。

2019.8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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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地块周边继续建设沈阳市地铁二号线南延线，施工区域逐渐扩大。

地块 1000米范围内无任何工业企业，地块东侧建筑群为桃仙二村，均为普通民房，目

前已经进行拆迁工作。地块北侧两个零星建筑为其中一个为普通民房，另一个为虫草养殖企

业，现已拆除。地块北侧动土由于曾进行过树苗种植设想，但后期未有落实，一直空置，东

南角出现工程，该工程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引起了土壤扰动。

图 2.6 地块周边历史图

2021.10

1km

1km 1km

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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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经调查，本项目地块周边未有工业企业或历史上有工业企业，周边主要为农

业用地、苗圃、空地为主，北侧存在一虫草养殖户，非规模化养殖，据人员访谈

了解到虫草养殖户养殖工艺为采用养殖箱种植，在养殖箱中放入薄沙土放入菌虫

后，再盖 3-5cm细沙土，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避免阳光直射，两端通风，养殖

面积大约 120平方米，年产 20公斤左右，靠电供暖，无产品加工工序，收集养

成虫草打包外售。根据此工艺环节判断，虫草养殖与蘑菇养殖工艺类似，并不涉

及排污，因此养殖企业对本地块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且根据村主任描述，该虫草

养殖户仅养殖两年，2015 年因产量低，效益不好，亏损不止，所以停止养殖虫

草，但由于动迁等问题，2021年建筑拆除。

地块东侧存在桃仙河排干，流经桃仙二村，并无污染。

据调查地块周边并没有环境污染投诉事件，并且无规模化企业，尤其没有化

工类企业存在。又因为相邻地为农用地，并且 2021-114 批次-14 号地块以及

2021-120批次-24号地块已经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为无污染地块，14号

地块位于地块正西方向 200m处，24号地块位于地块正东方向 430m处，两个地

块与本地块距离较近，两个地块与本地块距离如图 2.7。

图 2.7 两个地块与本地块距离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6

2022年 2月 5日、7日对沈阳市浑南区 2021-114批次-14号地块平面取样点

11个，共 37个样品，其中平行样 2个，6个 6m深监测点，5个表层土监测点，

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2月 8日对地下水进行采样，场地内布设

2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3个地下水样品（包含 1个平行样品），检测指标包含

无机类、重金属、有机物、石油类等共计 36项检测指标，除铁、锰外，其余检

测结果浓度均未超出相应环境质量标准。

2022年 2月 12、13日对沈阳市浑南区 2021-120批次-24号地块平面取样点

11个，共 39个样品，其中平行样 4个，6个 6m深监测点，5个表层土监测点，

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2月 14日对地下水进行采样，场地内布

设 2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3个地下水样品（包含 1个平行样品），检测指标包

含无机类、重金属、有机物、石油类等共计 36项检测指标，检测结果浓度均未

超出相应环境质量标准。

经过相邻地块土壤监测结果的类比得出周边环境对本地块没有污染影响。

2.6地块利用的规划

本地块原用地性质为农业用地，占地面积 19894.02m2，规划用地为为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科研用地。见图件清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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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地块规划图

图例：

规划为科研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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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分析

3.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该地块已经收储，根据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批前公

示文件《沈阳市浑南科技城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确定规划为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中的科研用地。

3.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用地位置为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三街西，四号路南侧，五号路北侧，地块西

侧为科学家工作坊 A11地块。我公司技术人员多次走访该地块，隶属单位浑南区

桃仙街道办事处。

经相关人员介绍了解到该地块的历史资料以及周边地块的历史变迁资料。通

过地块历史影像调查历年地块变迁过程中的情况，结合沈桃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地块周边居民的访谈以及证明文件中可较准确判断该地块及相邻地块并无污

染情况。

地块北侧存在一虫草养殖户，非规模化养殖，据人员访谈了解到虫草养殖户

养殖工艺为采用养殖箱种植，在养殖箱中放入薄沙土放入菌虫后，再盖 3-5cm细

沙土，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避免阳光直射，两端通风，养殖面积大约 120平方

米，年产 20公斤左右，靠电供暖，无产品加工工序，收集养成虫草打包外售。

根据此工艺环节判断，虫草养殖与蘑菇养殖工艺类似，并不涉及排污，因此养殖

企业对本地块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且根据村主任描述，该虫草养殖户仅养殖两年，

2015年因产量低，效益不好，亏损不止，所以停止养殖虫草，但由于动迁等问

题，2021年建筑拆除。

东侧存在桃仙河排干，流经桃仙二村，并无污染。

地块周边并没有环境污染投诉事件，并且无规模化企业，尤其没有化工类企

业存在。又因为相邻地为农用地，并且 2021-114 批次-14 号地块以及 2021-120

批次-24号地块已经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为无污染地块，因此相邻地块

对本地块没有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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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现场踏勘及资料总结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第一次踏勘主要以了解地块

内现场状况为主，经踏勘了解该地块拐点位置，地块四周现有情况。经过第一次

踏勘对该地块内现有情况具有一定了解，第二次踏勘主要以人员访谈为主，对地

块周边居民进行了人员访谈，同时对前期资料分析与现场踏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咨询，对欠缺的资料进行补充。

经过对工作人员访谈了解到，地块内一直为农田，种植玉米，至 2013年地块

内有部分区域种植树木。2014年-2019年地块内没有变化，2020年沈阳地铁二号

线南延线进行施工，中铁十一局对施工区域进行了围挡，占用了本地块。截至目

前，工程仍在进行中，围挡并未拆除。

通过对桃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及桃仙二村书记的咨询，也证实了该地块一

直是农用地，未作为工业企业使用，2000年以前是水田地，通过打井抽水的方式

灌溉水田，2000年之后变成旱田，种植玉米，不进行灌溉，靠大气降水，不涉及

地表水灌溉，地块里没有灌渠河沟，像沟渠的地方就是田地之间小土路。不涉及

危险化学品地下管道工程，该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未堆存过固体废物，不涉

及环境污染事故。

表 4.1-1 人员访谈情况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访谈结果

街道工作

人员及村

书记

该地块的属性？ 农用地，种玉米

地块内是否有过水田？是否有过人工灌溉？

2000年以前是水田地，

通过打井抽水的方式灌

溉水田，2000年之后变

成旱田，种植玉米，不

进行灌溉，靠大气降水，

不涉及地表水灌溉

地块内是否有灌渠河沟？

地块里没有灌渠河沟，

像沟渠的地方就是田地

之间小土路。

地块范围内是否有过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 无

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环境污染事件、化学品泄

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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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访谈结果

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 否

本地块内是否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否

地块内是否有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否

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否

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否

地块内地下水是否层受到过污染？ 否

地块东南角有土壤扰动，如何引起的？

由于地铁二号线南延线

施工，周边区域进行围

挡所致。

虫草养殖户的规模，养殖工艺？是否包括产品加

工？是否涉及加热？是否有锅炉供热？是否涉及

排放污染物？

采用养殖箱种植，在养

殖箱中放入薄沙土放入

菌虫后，再盖 3-5cm细

沙土，然后用塑料薄膜

覆盖，避免阳光直射，

两端通风，养殖面积大

约 120平方米，年产 20
公斤左右，靠电供暖，

无产品加工工序，收集

养成虫草打包外售。根

据此工艺环节判断，虫

草养殖与蘑菇养殖工艺

类似，并不涉及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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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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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

图 4.1 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4.2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该地块范围内并未堆存有毒有害物质，也并未发现有储存过

有毒有害物质的痕迹。经过公众调查，地块内为农用地，主要种植玉米，有部分

区域种植树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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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为农田，不存在污染。综上所述，

该地块不会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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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该地块现状农用地，现场并没有各类储罐，也并未发现有储

罐存在的痕迹和物质泄漏的迹象，相邻地块以农田为主。经过公众调查，该地块

范围内历史也并未有各类储罐存在过，更不会有储罐内物质泄漏。

4.4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该地块范围内并没有堆存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和粪便，也并未发现有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粪便

存在的迹象。经公众调查，该地块范围内历史也并未堆存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

物和粪便，更不会有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粪便污染的可能。综上所述，该

地块不会被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污染。

4.5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该地块范围内并没有发现管线、涉及工业输送危险品的管线

以及排污水的沟渠。经公众调查，该地块范围内历史也并没有建设过管线、工业

输送危险品的管线以及排放污水的沟渠。综上所述，该地块不会存在管线内输送

物质泄漏风险的可能，也不会有上游危险废物顺河流污染该地块的风险的可能。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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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农用地，用来种植玉米，种

植树木等，地块内有没槽罐、污水管线及沟渠，地块内无被污染痕迹，地块内无

污染的异常迹象，无恶臭和刺激性气味。与地块紧邻的周边地块为农田，不存在

工业废水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不存在污染迹象。

北侧存在一虫草养殖户，非规模化养殖，且根据村主任描述，该虫草养殖户

仅养殖两年，后因效益不好停止养殖虫草，且虫草养殖与蘑菇养殖工艺类似，并

不涉及排污，因此养殖企业对本地块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地块东侧存在桃仙河排

干，流经桃仙二村，据调查地块周边并没有环境污染投诉事件，并且无规模化企

业，尤其没有化工类企业存在。又因相邻地为农用地，并且 2021-114 批次-14号

地块以及 2021-120 批次-24号地块已经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为无污染地

块，14号地块位于地块正西方向 200m处，24号地块位于地块正东方向 430m处，

两个地块与本地块距离较近，根据两个地块土壤环境及地下水环境监测结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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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块检测结果浓度均未超出相应环境质量标准。经过相邻地块土壤监测结果

的类比得出周边环境对本地块没有污染影响。

综上，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

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5

5不确定性分析

5.1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的不确定性：

（1）2006年 10月前无影像记录，因此无法确定 2006年 10月前地块内及周

边地块情况；

（2）根据影响显示，从 2020年开始地块范围内东南角有破土动工，至今工

程仍在建设中，在此期间影响显示地块周边无建筑垃圾堆放，但在建设过程中对

该地块范围内的土壤进行了扰动，因此无法确定地块内扰动的土壤具体情况。

（3）相邻地块存在一虫草养殖户，污染物排放情况无法确定。

本次调查应对措施：

（1）通过对街道办事处以及桃仙二村书记的人员访谈及出具的情况说明，确

认本地块所在区域历史上为农用地，无工业企业存在，降低了 2006年前历史上地

块及周边地块情况的不确定性。

（2）经过公众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员访谈，东南角的工程建设过程中土壤的扰

动是由于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施工形成的围挡所致，对周边环境未造成影响，

降低了工程施工中对地块及周边地块情况影响的不确定性。

（3）收集地块周边情况，据调查地块周边并没有环境污染投诉事件，并且无

规模化企业，尤其没有化工类企业存在。又因为相邻地为农用地，并且 2021-114

批次-14号地块以及 2021-120批次-24号地块已经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为

无污染地块，降低了相邻地块对本地块污染的不确定性。且根据村主任描述，该

虫草养殖户仅养殖两年，规模小，产量低，生产工艺过于简单，后因效益不好停

止养殖虫草，且虫草养殖与蘑菇养殖工艺类似，并不涉及排污，因此养殖企业对

本地块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6

6结论和建议

6.1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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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相邻地块进行现场勘查，人员访谈，问卷调查相结合进行土壤环境初步调查，

综合考虑调查地块污染源和区域环境等因素，得出土壤调查第一阶段的结论为：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

块一直为农用地。地块内一直为农田，至 2013年地块内有部分区域种植树木。2014

年-2019年地块内没有变化，2020年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进行施工，中铁十一

局对施工区域进行了围挡，占用了本地块。截至目前，工程仍在进行中，围挡并

未拆除。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生产活动，不涉及任何危险化学品泄漏，不会有废

水和固体废物的残留而使项目地块以及地块周边受到污染。因此确定本地块没有

受到污染。

通过以上结果的详细分析，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

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地块土壤环境情况满足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科研用地环境调查的要求，结论可信。

6.2建议

（1）该项目东南角由于地铁二号线南延线施工，占用本场地小范围区域，建

议地块相关责任主体，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做好建设过程中的环保监管工作，防

止施工过程中产生建筑垃圾堆填等情况。

（2）建议在后续土地开发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封闭管理，

确保不发生任何不符合本地块规划用途的占用场地、堆填等情况，防止对本场地

造成污染。

（3）地块在后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发现异常气味、颜色等情况，应及时向生态

环境部门上报并进行处理。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7

7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附件清单

（1）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照片

（2）人员访谈记录表

（3）无非农污染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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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照片

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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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情况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50

（2）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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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非农污染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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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图件清单

（1）地块调查范围图

（2）地块地理位置图

（3）地块规划图

（4）地块历史影像图

（5）地块平面布置图

（6）周边企业分布图

（7）土地利用现状图

（8）周边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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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调查范围图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X Y

J1 41537616.1585 4611770.8784

J2 41537608.1589 4611781.1636

J3 41537515.6445 4611781.1631

J4 41537515.6445 4611582.4229

J5 41537608.1598 4611582.4229

J6 41537616.1593 4611592.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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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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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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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历史影像图

2006年 10月地快内为农田。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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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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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地块内有树木种植，其他区域没有变化，以此判断 2008年-2012年地块内变化不大。

2013.10

种植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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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3年对比地块内基本没有变化。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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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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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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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地块内基本没有变化。

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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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地块内基本没有变化。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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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地块内没有变化。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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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地块东南角出现土壤扰动，为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中铁十一局进行施工区域围挡，占用了本地块。

2020.5

沈阳地铁二号线南沿线

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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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地块内没有变化，至目前地块东南角仍在施工建设。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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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块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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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边企业分布图

北侧存在一虫草养殖户，企业并没有污染物产生。地块东侧存在桃仙河排干，

流经桃仙二村，据调查地块周边并没有环境污染投诉事件，并且无规模化企业，

尤其没有化工类企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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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地利用现状图

沈阳浑南科技城城市更新三期（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

科学家工作坊 A12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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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边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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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周边范围内敏感点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敏感目标 与地块相对位置 相对地块距离 性质

1 桃仙二村 东 576m 居民区

2 桃仙河排干 东 230m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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