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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申请表

项目名称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报告类型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

联系人 胡老师 联系电话 18675557602 电子邮箱

地块类型

□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

用地

拟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地块

□拟终止生产经营活动、变更土地用途或拟收回、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

□拟收回、已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商业用地的重点行业企

业生产经营用地

□拟用途变更为新型产业用地（M0）的重点行业企业生产经营用地

□城市更新后用地功能规划变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和新型产业用地的地块

□拟转为建设用地的 C类农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制值）

□其他类型

土地使用权取得时

间（政府部门申请

的，填写土地使用

权收回时间）

2016年 6月 1日 前土地使用权人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建设用地地点

广东 省(区、市)深圳市 地区（市、州、盟） 宝安区 县(区、市、旗)

海天路与甲岸路交汇处东南侧

地块经度：东经 113.890110° 纬度：北纬 22.545037°

项目中心 其他（简要说明）

四至范围

东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南至海天学校建

筑工地；西至甲岸路；北至海天路，隔路

为熙龙湾·二期住宅（可另附图，注明拐

点坐标）√

项目占地

面积

（m2）

26562.2

调查面积

（m2）
4113.4



行业类别（现状为

工矿用地的填写该

栏）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危险废物贮存、利用、

处置活动用地其他 空地

有关用地审批和规

划许可情况

已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如勾选，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已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如勾选，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如勾选，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尚未办理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

规划用途

第一类用地：包括 GB50137 规定的居住用地 R □中小学用地 A33 □医

疗卫生用地 A5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公园绿地 G1（G1中的社区公园、

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用地）商业用地 B1（商务公寓用途）□新型产业用

地M0（商务公寓和宿舍）

□第二类用地：包括 GB50137规定的□工业用地M □物流仓储用地W □商业

服务业设施用地 B（商务公寓用途除外）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 □公共设

施用地 U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A33、A5、A6 除外）□绿地与广

场用地 G（G1 中的社区公园、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用地除外）□新型产业

用地M0（商务公寓、宿舍除外）

□不确定

报告主要结论

综合各项资料分析结果、现场踏勘结果和人员访谈，以及快速检测结

果辅助验证，表明地块现场无可疑污染源，无明显污染迹象，土壤潜在污

染风险小。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和《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

查要点（试行）》（2020年），地块内及周边无污染源，可以结束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不需要进一步开展布点采样调查工作。

申请人：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2023 年 7月 25日



项目责任单位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我单位对申请材料《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

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为报告

出具单位提供的相应资料、全部数据及内容真实有效，绝不弄

虚作假。

如有违反，愿意为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引发的一切后果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2023年 7月 25日



报告编制单位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我单位对中心区 N10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本报告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

姓名：唐志刚 身份证号：431121199003176917 签名：

本报告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包括：

姓名：王停停 身份证号：412723199503200509 签名：

姓名：刘淑芬 身份证号：44512119971109562X 签名：

姓名：陈亮明 身份证号：440307198511091119 签名：

如出具虚假报告，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2023年 7月 17日



委托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第四

章第五十九条等相关要求和相关规定，为查中心区 N10区小学

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特委托广东天鉴检

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该地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海天路与甲岸路交汇处东南侧，

地块面积为 26562.2m2，调查区域面积为 4113.4m2。

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单位盖章）

日期： 2023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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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关于反馈中心区 N10区小

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土壤环境评估意见的复函》可知，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项目大部分用地区域已于 2020年

组织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地块宗地号：A004-0156；

调查地块名称：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0156 地块；地块编码：

4403062990518）。调查结果显示，A004-0156地块区域土壤环境质

量满足教育设施用地需求。因此，该部分区域可无需再次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

因此，属于中心区 N10 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与

A004-0156地块未重叠区域，需补充开展该区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工作。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

项目地块面积：26562.2m2

调查范围：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与

A004-0156地块未重叠区域

调查区域面积：4113.4m2

地理位置：深圳市宝安区海天路与甲岸路交汇处东南侧

四至：东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南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西至

甲岸路；北至海天路，隔路为熙龙湾·二期住宅

土地利用现状：建筑工地

未来规划：教育设施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单位：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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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缘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2017〕第 42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45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粤环发

〔2021〕2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

工作指引》等文件和政策要求，拟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的地块，应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五十九条第二

款要求，该地块规划为教育设施用地，因此需开展本次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

二、第一阶段调查

2023年 7月，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调查单位）受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委托，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2-2019）、《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粤

环办〔2020〕67号）等技术规范要求，于 2023年 6月我公司组织技

术人员对调查地块开展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工作。

根据现场勘察及人员访谈了解，地块 2004年之前未开发建设，

地块主要由填海形成；2004年~2015年 10月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

工作业人员宿舍使用；2015年 10月~2017年 10月地块内东侧部分

临时板房拆除；2017年 10月~2018年 12月，临时板房全部拆除；

2018年 12月~2022年 3月为空地，2022年 3月至今，开发建设海天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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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块 2004年之前为空地，之后西侧、北侧修建道路，南

侧、东侧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人员宿舍使用，2022年之后

修建海天学校。地块周边均未存在工业企业，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

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调查地块在各个历史阶段内污染识别结果如下：

（1）填海时期

根据《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156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

可知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项目大部分地块采用

码头疏浚港池污泥土及㜿州岛修船基地港池表层挖泥吹填而成，且

填海土壤未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由此推断，填海土质对

调查范围内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的影响较小。

（2）临时板房

调查地块在 2008年~2018年，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人

员宿舍使用，产生的垃圾主要为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不会对地块内

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三、初步采样调查

为进一步验证地块的污染识别结果，判断地块土壤环境质量，

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7月 19日开展了现

场快筛检测工作，并在地块内布设了 4个土壤点位进行土壤 VOCs

和重金属含量快速筛查。现场快速筛查结果表明，地块内 4个土壤

现场快速筛查点位土壤 VOCs和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

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四、初步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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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及周边 2004年之前为空地，未开发利用，主要由填

海形成，2004 年~2018 年地块及周边为道路和临时板房，2018年

~2022年临时板房拆除变为空地，2022年之后开发建设海天学校。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上无潜在污染源。

（2）地块周边 50m范围内不存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或重

点行业企业。

（3）4个监测点位土壤 VOCs和重金属含量快速筛查检测结果

表明，地块内各检测点中的土壤 VOCs和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所述，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和《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

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2020年）评估，中心区 N10

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其土壤环境状况良好，不属于

污染地块，无需纳入污染地块管理，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五、建议

该地块内土壤快筛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标准。

结合地块后续工作开展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1）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获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

案前，土地使用权人应加强必要的围蔽与标识，采取有效的环境保

护措施，不允许开展与地块污染调查无关的工程施工，不得对地块

进行土方开挖和回填等活动。

（2）该地块未来用地性质为骄傲与设施用地，施工过程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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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加强管理，做好环境监理，防止外来污染源进入地块，如有

外来土壤进入，应按要求做好土壤质量抽检，确保其满足《土壤环

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3）地块后续开发建设过程中仍需关注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如

发现土壤颜色、气味异常或有垃圾填埋等情况，应及时停止施工并

封闭现场，做好已挖出疑似污染土壤的单独存储、防淋防渗等二次

污染防治措施，并及时通知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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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项目背景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以下简称“地

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海天路与甲岸路交汇处东南侧。项目地块面

积为 26562.2m2，调查面积为 4113.4m2。地块四至范围：东至海天

学校建筑工地；南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西至甲岸路；北至海天

路，隔路为熙龙湾·二期住宅。

地块的历史使用性质为：地块 2004年之前未开发建设，地块主

要由填海形成；2004年~2015年 10月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

人员宿舍使用；2015年 10月~2017年 10月地块内东侧部分临时板

房拆除；2017年 10月~2018年 12月，临时板房全部拆除；2018年

12月~2021年 1月为空地，2021年 1月至今，开发建设海天学校。

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宗地附图》和

《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可知，地块划分为教育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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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

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2017〕第 42号）、《广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2016〕145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粤环发〔2021〕2号）和《深

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指引（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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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和政策要求，拟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的地块，应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为摸清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以及地块后续再开发利用等提

供技术支持与科学依据，受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委托，调查单位广

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粤环办

〔2020〕67号）、《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

工作指引（2021版）》等技术规范要求，于 2023年 7月启动了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并编制《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

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2调查范围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项目地块面积

为 26562.2m2，调查面积为 4113.4m2，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海天路与

甲岸路交汇处东南侧，中心坐标：E113.890110°，N22.545037°。地

块东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南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西至甲岸路，

北至海天路。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见 1.2-1，调查范围界址点坐标见表 1.2-

1，调查地块红线范围见图 1.2-2，建设用地方案图见图 1.2-3。

表 1.2-1地块边界主要控制点坐标

序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20114.85 97607.18

2 20032.75 97515.82

3 20083.47 974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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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3.16 97434.40

5 20080.18 97432.11

6 20057.41 97414.58

7 20037.55 97399.25

8 20043.46 97391.27

9 20055.09 97375.00

10 20066.44 97358.53

11 20084.47 97358.05

12 20145.94 97396.85

13 20153.59 97402.52

14 20172.13 97414.37

15 20175.58 97416.15

16 20180.61 97418.74

17 20220.90 97444.17

18 20225.32 97465.25

19 20218.41 97475.37

20 20205.78 97493.38

21 20193.07 97510.89

22 20193.03 97510.86

23 20187.29 97518.66

24 20173.95 97536.15

25 20160.33 97553.43

26 20157.56 97556.87

27 20143.60 97573.87

28 20129.36 97590.65

1 20114.85 97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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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地理位置图

调查范围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5页

图 1.2-2地块红线范围

图例

：地块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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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建设用地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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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调查依据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起施

行）；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6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

月 1日）；

（8）《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 11月 29日修正）；

（9）《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

（2019年 3月 1日施行）；

（10）《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

〔2016〕145号）；

（11）《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29日修订）；

（12）《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

联动监管的通知》（粤环函〔2021〕2号）；

（13）《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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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印发《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粤环

〔2011〕14号）；

（15）《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水资源〔2009〕9

号）；

1.3.2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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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2009 年版）》（GB 50021-

2001）；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6）《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筛选值 珠江三角洲》（DB44/T

1415-2014）；

（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201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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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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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

行）》（2014年）；

（11）《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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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2020年）。

（12）《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

引（2021版）》；

1.3.3其他文件

（1）《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156 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

告》2021年 6月；

（2）《深圳市宝安区海天小学（宝安中心区 N10小学）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2020年 01月；

（3）《选址意见书》；

（4）《宗地附图》；

（5）《用地方案图》；

（6）《海天小学项目用地红线位置图》CAD；

（7）《宝安 N10小学管线图》CAD；

（8）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1.4编制目的及原则

1.4.1调查目的

为避免目标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对未来地块内及周边活动

人员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本项目对地块进行污染识别和采样调查，

拟实现以下目标：

（1）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获得地块内的历

史使用与自然环境情况，明确地块历史生产活动等可能污染地块土

壤和地下水的途径，识别地块潜在污染区域和污染物；

（2）通过现场采样和快速筛查检测分析，判断地块是否存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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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区域、污染源类型与规模、污染方式和潜在污染物种类等污染源

总体特征；

（3）参考相关标准与规范，根据地块调查情况及污染特征，为

后续地块再开发利用决策或进一步调查工作提供依据。

1.4.2调查原则

根据现阶段国家生态环境部及广东省污染地块环境管理要求，

结合我国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水平发展状况

与趋势，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主要原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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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堤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与

相关技术要求，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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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当前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5调查方法

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主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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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

术指南》（环境保护部，2017年第 72号）、《广东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

行）》（粤环办〔2020〕67号）、《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引（2021版）》的要求执行，主要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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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识别、采样快速筛查、初步调查报告编制三个阶段。

1.5.1污染识别

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方式，尽可能完

整地收集地块历史生产时期的资料，掌握地块现状；对所收集的资

料进行分析核实，尽可能完整和准确地判断地块的潜在污染源和污

染物，为判断下一步是否需要开展布点采样调查提供依据。

（1）资料收集

收集本地块的基本信息，核实地块内及周边区域环境与污染信

息，优先保证基本资料齐全，尽量收集辅助资料。对于缺失的资

料，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电话咨询、现场及周边区域走访等

方式进行收集。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的目的一是完善信息收集工作，二是通过对地块及其

周边环境设施进行现场调查，观察地块污染痕迹，核实资料收集的

准确性，获取与地块污染有关的线索。我司采用专业调查表格、

GPS定位仪、摄/录像设备等手段，仔细观察、辨别、记录地块及其

周边重要环境状况及其疑似污染痕迹。

（3）人员访谈

对本地块知情人员采取咨询、发放调查表等形式进行访谈，访

谈人员包括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周边村民、地块所在区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地块未来使用者等。

（4）污染源识别结论

调查单位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资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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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取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和分

析，核实地块及相邻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根据《广东省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

（试行）》（粤环办〔2020〕67号）、《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引（2021版）》的要求，若地块内及周

边无可能的污染源，可以结束调查工作，编制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

查报告。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来源和

重点区域，明确地块特征污染物（关注污染物），并开展下一步布

点采样工作。

1.5.2快筛验证

为排除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进

一步快速判断地块土壤的环境质量，我司通过布设调查点位，利用

XRF、PID等快速检测仪对点位土壤进行快速筛查检测，根据筛查

结果，开展数据评估与结果分析，判断土壤中各项污染物含量是否

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1.5.3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对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编制土壤污染状况

初步调查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概述、地块的描

述、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快筛结果和分析、调查结论

与建议、附件等。

1.6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等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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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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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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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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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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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初步调查方法按上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一阶段（初步

采样分析）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如下，技术路线参照图 1.6-1红线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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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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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概况

2.1地块现状及历史

2.1.1地块现状情况

我司技术人员于 2023年 7月对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调查地块现

为建筑工地，地块北侧存在卫生间和化粪池，西北角存在 3座临时变

压器。

现场踏勘未发现污染痕迹和异常气味，无垃圾、固废堆放情况。

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2.1-1。

卫生间 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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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地块现状图

2.1.2地块历史情况

结合相关资料和历史卫星影像可知，地块的历史变化情况如下：

（1）2004年以前：

2004年以前，本场地未开发建设，地块主要由填海形成，根据

《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156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可知，该

地块填海造陆工程采用邻近海域疏浚淤泥土吹填而成，1990年历史影

像图显示该地块为海洋或泥质滩涂，2000年影像表明改地块已有陆地

雏形，2004年影像图显示该地块已经填海完成为闲置空地，根据王益

国等人研究可知，深圳前海湾填海工程陆域采用码头疏浚港池污泥土

及㜿州岛修船基地港池表层挖泥吹填而成，前海湾填海区域见图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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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地块现状图

（2）2004年~2008年，地块内新增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人

员宿舍使用；

（3）2008 年~2015 年，一直为临时板房，地块性质未发生变

化；

（4）2015年~2017年，地块内东侧部分临时板房拆除，变为空

地；

（5）2017年~2018年，地块内临时板房全部拆除，变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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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8 年~2021 年 1 月，一直为空地，地块性质未发生变

化。

（7）2021年 1月至今，由中建六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和中国建

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海天学校。海天学校设有地下停车

场，建设过程中产生工程渣土 50万 m3（根据人员访谈信息了解到，

调查范围内外运土方量约 171092m3。），其中 30万 m3工程渣土于

2021年 11月 12日~2022年 12月 1日，由深圳市汇安绿源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市亿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3家公司采用 188辆运输车运输至大铲湾码头（一期）南端岸

壁弃土外运临时装船点（详见附件 5），另外 20万 m3工程渣土运至

宝安区西乡街道大铲湾三期深圳申佳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详见附件

4）。

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见图 2.1-3所示，调查地块历史沿革详

见，表 2.1-1。

表 2.1-1地块历史变更情况

地块 使用时间 用地性质 备注

中心区 N10
区小学建设

工程（海天

学校）地块

2004年以前 空地 养殖四大家鱼，投喂草料和少量饲料

2004年～

2008年

临时用地

地块内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

人员宿舍适用

2008年～

2015年 一直为临时板房

2015年～

2017年 地块内东侧部分临时板房全部拆除

2017年～

2018年 地块内临时板房全部拆除

2018年～

2021年 1月 一直为空地

2021年 1月
至今

教育设施用地 开始建设海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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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0月卫星

影像图

地块及周边相邻

地块均为空地。

空地

空地

空地 空地

空地

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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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新建临

时板房，作为施

工作业人员宿舍

使用；

（2）地块北侧开

始修建海天路，

西侧开始修建甲

岸路，南侧、东

侧 新 增 临 时 板

房，作为施工作

业 人 员 宿 舍 使

用。

临时板房

甲

岸

路

临时板房

海天路

临时板房

天玺湾（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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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明显变化。

（ 2）地块外北

侧、西侧道路修

建完成，南侧、

西 侧 未 发 生 变

化。

甲岸路

海天路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熙龙湾（建设中）

临时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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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变化。

（2）周边地块未

发生变化。

甲岸路

熙龙湾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海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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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明显变化。

（2）地块外南侧

部分临时板房拆

除，变为空地，

其他区域未发生

变化。

空地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海天路

甲岸路

熙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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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变化。

（2）地块周边区

域未发生变化。

熙龙湾

空地

海天路甲岸路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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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智

塘朗东路

麦

地

巷

路

2013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变化。

（2）地块周边区

域未发生变化。

甲岸路
海天路

临时板房

熙龙湾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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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智

留仙大道

麦

地

巷

路

2014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变化。

（2）地块周边区

域未发生变化。

临时板房

空地

临时板房

甲岸路 海天路

熙龙湾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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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智

留仙大道

塘朗东路
麦

地

巷

路

2015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东侧

部分临时板房拆

除变为空地。

（2）地块周边未

发生明显变化。

海天路

临时板房

空地

临时板房

甲岸路
临时板房

熙龙湾

临时板房

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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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智

留仙大道

塘朗东路

麦

地

巷

路

2016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东侧

部分临时板房全

部拆除，变为空

地。

（ 2）地块外南

侧、东侧部分临

时板房拆除变为

空地。

临时板房
空地

空地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海天路

熙龙湾

空地 空地

甲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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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智

麦

地

巷

路

塘朗东路

留仙大道

2017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变化。

（2）地块周边区

域未发生变化。

临时板房

临时板房

空地

临时板房
海天路

甲岸路

熙龙湾

空地

空地

临时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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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朗东路

留仙大道

麦

地

巷

路

2018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临时

板房全部拆除，

变为空地。

（ 2）地块外东

侧、南侧临时板

房全部拆除，变

为空地，其他区

域未发生变化。

海天路

空地

空地

空地
熙龙湾

空地

甲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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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晖云门小
南山智

留仙大道

麦

地

巷

路

2019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变化。

（2）地块周边区

域未发生变化。

空地

空地空地

空地

海天路 熙龙湾

甲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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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晖云门小

南山智
塘朗东路

留仙大道

麦

地

巷

路

2020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未发

生明显变化。

（2）地块周边区

域未发生变化。

空地

空地
空地

空地 熙龙湾

甲岸路
海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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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智

华晖云门小

塘朗东路

留仙大道

2022 年卫星影像

图

（1）地块内地块

平整。

（2）地块西侧甲

岸路作为临时停

车场，南侧、东

侧地块平整。

图 2.1-3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

海天路

空地

空地

空地

空地

熙龙湾

甲岸路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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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宗地附图》和

《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可知，地块划分为教育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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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见图 2.1-4，《宗地附

图》见附件 2，《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见附件 3。

图 2.1-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2.2区域环境概况

2.2.1地理环境

深圳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毗邻香港。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

经 113°46′至 114°37′，北纬 22°24′至 22°52′之间。地处广东省南部，

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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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辽阔海域连接南

海及太平洋。

宝安区属低山丘陵滨海区，背山面海，岗峦起伏。地势是东北

高西南低，地貌类型丰富。主要山脉属莲花山系，由羊台山、凤凰

山等构成海岸屏障。宝安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地貌类型为低山、

丘陵、台地和平原，最高海拔为宝安区羊台山山顶 587.21米。东北

部主要为低山，中部及北部主要为丘陵台地，西部主要是冲积平

原，并残存一些低丘，而西南海岸多为泥岸，滩涂资源丰富。

2.2.2气候特征

深圳市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

洋性季风气候。由于受海陆分布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春季，常出

现阴雨天气；初夏，常有雷暴雨，盛夏，会出现晴热天气，台风也

频频影响我市；初秋台风仍较活跃，常有冷空气入侵我市，气温明

显下降，秋未，天气清爽，晴天较多，冬暖而时有阵寒。全年气候

温和湿暖，夏长冬短，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干、湿分明。

日照：深圳年日照时数 1933.8小时，太阳年辐射量 5225兆焦

耳/平方米，年平均相对湿度 77%。年平均蒸发量 1755.4mm。

气温：根据深圳气象站资料，多年平均气温为 22.0℃，1月最

冷，月平均最低气温为 11.4℃； 7 月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29.5℃；极端最低气温 0.2℃，极端最高气温 38.7℃。年平均无霜期

355天，霜冻机率很小。

降水：深圳年平均降水量为 1966.3mm，地域分布自东向西减

少，东南部年平均雨量达 2200mm 以上，西北部地区只有约

https://baike.so.com/doc/5354508-558997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05366-59180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56104-66697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56104-6669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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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mm。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占 45%～47%）和秋季（占 34%～

36%），其次是春季（占 12%～16%），冬季为旱季（占 4%左

右）。雨量年际变化较大，最多的年份有 2747mm（2001年），最

少的年份只有 910.03mm（1963年）。

风：全年主要风向为东风和北东风，多年平均风速 2.6m/s～

3.6m/s。由于本区位置濒海，台风的影响较显著。台风影响时间为

5～12月，以 6～10月较多，尤以 7～9月为高峰期。1952年～1978

年，台风共 121次，平均每年 4.5次，78%集中在 7月～9月。最多

年份有 7次（1958），最少年份只有 1次（1976年）。1997年、

1999年、2000年每年两次台风对深圳造成严重影响，深圳均出现

6～9级大风及强降雨过程。台风大风的最大风速（2分钟的平均风

速）和极大风速（瞬时风速）的风向都以北东东和北东为主，占

42%～48%。最大风速主要是 11～20m/s，占 80%，极大风速主要是

10～29m/s，占 82%。最大风速也有>30m/s的，共有 2次；极大风

速也有>40m/s的，共有 4次。

2.2.3区域地质概况

根据《深圳市地质图 1:5万幅》，项目场地地层主要为蓟县系-

青白口系银湖群（Jx-QbY）。上部倩柔功色细中粒斑状黑云母片麻

状混合花岗岩，常见变粒岩、石英岩、片岩、片麻岩及“石英核”残

留体或残影体；中部混合质黑云斜长片麻岩、钾长混合花岗岩、斜

长变粒岩、家石榴石长石石英岩、偶夹混合质变质砂岩；下部条带

状混合岩、条痕状混合岩、眼球状混合岩及混合花岗岩。区域地质

图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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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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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区域水文地质概况

（1）水文地质概况

深圳市的地下水，按其赋存条件、水理性质、水力特征，主要

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和岩溶水 3大类。松散岩类孔隙

水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平原区第四系松散沉积层，含水层岩性为粗中

砾及卵砾石；基岩裂隙水多分布在丘陵山地和台地，含水层岩性为

花岗岩和混合岩；岩溶水分布较零散，含水层岩性以灰岩、白云岩

和大理岩为主。深圳市地下水水位埋深大都较浅，为浅层地下水，

接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补给，水位年变幅不大。

调查地块位于珠江口流域（见图 2.2-3），珠江口流域位于深圳

市西部，北部与松岗街道接壤、东部与石岩街道相连接，南部濒临

深圳湾，与香港隔水相望。地理位置优越，区域性交通设施密布，

产业基础雄厚，山水要素众多，珠江口流域总面积 254km2，包括宝

安区的福永、西乡、新安、沙井街道西南部（约占沙井街道的约

1/3）及南山区的部分街道。

根据《深圳市水文地质图 1:5万幅》（图 2.2-4），本地块所在

区域的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新生界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单井涌水

量<100m3/d，含水层厚度一般为 10～15m，富水性贫乏，地下水化

学类型以 HCO3-Na、Cl-Na、HCO3-Ca.Na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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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地块所在地地表水流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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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深圳市水文地质图（1:50000）——宝安区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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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功能区划分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办函〔2009〕459 号）

（见图 2.2-5），调查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块不

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在用、备用、应急、规划水源）补给径流

区、保护区以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见图 2.2-6）。

图 2.2-5地下水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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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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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表水

根据《深圳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查地块不

涉及深圳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见图 2.2-6、图 2.2-7）。

图 2.2-7地块与周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关系图

2.2.5区域土壤类型

地块所在宝安区土壤多为花岗斑岩、石英斑岩、灰细岩等脉岩

的风化产物，属砂质高岭土。由于气候及生物条件的影响，常年高

温多雨，风化及淋溶作用强烈，红色风化壳发育深厚，在其上易形

成红色沙土。土壤在垂直分布上有明显的分带性，海拔 500m以上

多为黄壤，300～500m之间的山地多为红壤，300m以下山地多为赤

红壤，100m以下侵蚀赤红壤分布较广，冲洪积阶地或洪积扇多发育

洪积泥田或砂田。因此，宝安区东部以花岗岩赤红壤为主，北部燕

罗街道则为砂页岩赤红壤，西侧沿海地带则多为咸田，另外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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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粘土田、赤红地等多种土壤类型分布其间。

地块所在的西乡街道位于深圳市西南海滨地区，土壤类型为花

岗斑岩、石英斑岩、霏细岩等脉岩的风化产物，属砂质高岭土。由

于风化及淋溶作用强烈，红色风化壳发育深厚，在其上形成红色沙

土。非地带性土壤有水稻土。

本地块位于宝安区新安街道，地块的土壤类型主要为滨海盐渍

沼泽土，详见图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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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深圳市土类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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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社会概况

2021年，宝安区地区生产总值 4421.83亿元，比 2020年增长 11.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92亿元，增长 24.4%；第二产业增加值 2230.47

亿元，增长 13.8%；第三产业增加值 2190.44亿元，增长 8.8%。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0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0.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9.5%。人均 GDP98548元，比上年增长

11.1%。

2021年，宝安区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 GDP11.15亿元，比上年增加

1.13 亿元；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税收 1.86 亿元，增加 0.18 亿元；万元

GDP电耗增长 1.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1794.47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

第一产业：2021 年，宝安区农业总产值 2.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6%。其中，种植业产值下降 22.4%；渔业产值增长 141.9%。

第二产业：

工业：2021年，宝安区全部工业增加值 2076.8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7.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4%，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319 家，总产值 9026.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其中，内资企业产值 5695.48亿元，增长 19.2%；民营企业产值

4428.94亿元，增长 26.9%；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产值 3331.30亿元，增长

6.4%。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值分别为 1595.51亿元和 7431.28

亿元，分别增长 10.5%和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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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 4328.05亿元，比上年

增长 14.1%，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47.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销售产值 8771.53亿元，增长 18.3%。工业产品销售率 97.2%，比上年提高

3.47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 3389.91亿元，增长 16.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535.17亿元，比 2020年增长 11.0%。资

产负债率 56.6%，比 ,2020 年下降 0.27 个百分点；资产保值增值率

116.4%，提高 5.38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 6.2%，下降 0.39个百分

点；全员劳动生产率 212171元/人，增长 17.4%；流动资产周转率 1.4次，

增长 0.03%。

建筑业：2021 年，宝安区建筑业增加值 157.68 亿元，比上年下降

4.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6%。具有资质等级以上的总承包和专

业承包建筑企业建筑业总产值 556.74亿元，增长 7.0%。

第三产业：

服务业：2021年，宝安区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405.83亿元，比上年

增长 18.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208.51亿元，增长 5.4%；住

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96.79亿元，增长 5.3%；金融业增加值 251.35亿元，增

长 7.0%；房地产业增加值 415.22亿元，增长 1.9%；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808.74亿元，增长 10.3%。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1384.36亿元，占第三产业

的比重为 63.2%，比上年降低 0.5个百分点。

2021年，宝安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2185.25亿元，比上年

增长 25.9%。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5.7%，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 11.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增长 2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51.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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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7.2%。

2021年，宝安区电信业务收入（纳税收入）38.16亿元；固定电话用

户 54.48 万户，比上年下降 4.3%；互联网宽带用户 71.38 万户，增长

6.2%。

国内贸易：2021年，宝安区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4119.06亿元，比上年

增长 37.6%；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1352.46亿元，增长 13.3%；住宿业营业额

21.72亿元，增长 21.3%；餐饮业营业额 245.63亿元，增长 10.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1389.52亿元，增长 7.7%。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汽车类商品零售额 227.58亿

元，比上年增长 2.5%；石油及制品类 37.32亿元，增长 24.8%；粮油、食

品类 14.41亿元，下降 11.5%；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6.33亿元，增长

26.2%；日用品类 12.06亿元，增长 41.7%。

对外经济：2021年，宝安区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398宗，比上年增

长 66.2%，协议（合同）外资金额 29.50亿美元，增长 100.9%。外商实际

投资额 8.02亿美元，增长 40.7%。

旅游业：2021年，宝安区共有星级酒店 8家。其中，五星级 2家，四

星级 4家，三星级 2家。接待游客 959.52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233.82

万人次，一日游游客 725.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53.59亿元。

2.3地块地址与水文地质情况

2.3.1地质情况

本次调查地块地层岩性参考海天小学地勘报告《海天小学（宝安中心

区 N10小学）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地层信息如下：

根据钻探揭露，场地内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人工填土层（Q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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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海积层（Q4m）、第四系上更新统冲洪积层（Q3al+pl）、第四系残积

层（Qel），下伏基岩为燕山四期花岗岩（ηγ5K1）。现将各岩土层的岩性

特征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①第四系人工填土层(Qm)

1、①1素填土：褐黄、褐灰色，主要由黏性土组成，夹少量碎石、砖

块和混凝土块，棱角状，直径多为 2～15cm，含量 5~15%，层表局部为水

泥路面，局部夹少量生活垃圾，土质不均。为填海造陆回填而成，回填时

间大于 10年，松散-稍密状态，基本完成自重固结，平均层厚 4.34m。

2、①2杂填土：杂色，稍密状，主要由碎石、混凝土块及砖块组成，

黏性土充填，建筑垃圾含量约 20-30%，块径 5-20cm不等，最大可达 40cm

以上，局部夹生活垃圾，均匀性差，回填时间大于 10年，基本完成自重

固结，平均层厚 2.33m。

②第四系海积层（Q4m）

1、③1淤泥：灰褐、灰黑色，含较多海洋生物遗骸等有机质，有机质

含量 7.50%～12.4%，微臭，流塑状，局部为软塑状，切面光滑，无摇震

反应，干强度及韧性高，压缩性高，在上部堆积土的作用下，因含水量改

变，局部相变为淤泥质黏土，平均厚度 5.61m。

2、③3淤泥质中粗砂：灰黑色，主要为海洋生物碎屑和石英砾组成，

多含有机质黏土，级配不良，呈透镜体分布，饱和，松散状，平均层厚

1.83m。

③第四系上更新统冲洪积层（Q3al+pl）

1、⑥2黏土：褐黄、灰褐色，网纹状结构，稍湿，可塑状，压缩性中

等，局部夹 10～20%的粗砾砂渐变呈含砂黏性土，平均厚度 3.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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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⑥3粉砂：灰白色、黄褐色，含约 15~20%黏粒，级配不良，饱

和，稍密状，局部中密状。局部变相为中砂，平均厚度 2.80m。

3、⑥4砾砂：灰黄、灰白色。主要成分为石英砾，局部相变为中砂，

级配不良，黏粒含量约 20%，局部含量较高，呈含砂黏土团块或透镜体出

现。饱和，中密状态，局部稍密，平均厚度 5.79m，

④第四系残积层（Qel）

1、⑧1砾质黏性土：褐红、褐黄、黄白色，由粗粒花岗岩风化残积而

成，含石英砂 20～30%，可塑～硬塑状，压缩性中等。成份主要由长石风

化的黏、粉粒，石英颗粒、少量云母碎屑及少量暗色风化矿物等组成，平

均厚度 2.65m。

⑤燕山四期花岗岩（ηγ5K1）

1、⑪1全风化花岗岩：褐红、褐黄色，原岩结构基本破坏，尚可辨

认，钾长石手捏呈粉末状，岩芯呈土柱状，坚硬状态。

2、⑪2强风化花岗岩：褐黄色，岩石风化强烈，原岩结构大部分破

坏，清晰可辩，层岩芯呈土柱状，遇水易崩解，底部含少量强风花块状及

中风化岩块，合金可钻进。该层岩石属极软岩，岩体破碎，岩体基本质量

等级为Ⅴ级。

3、⑪3中风化花岗岩：褐黄、肉红色，岩石节理裂隙发育，裂隙面有

铁质浸染，岩芯多呈碎块状，块径 4～10cm，少呈短柱状，锤击声浑浊，

需金刚石钻进。该层岩石属软岩～较软岩，岩体较破碎～较完整，岩体基

本质量等级为Ⅳ～Ⅴ级。

4、⑪4微风化花岗岩：肉红色，岩石裂隙稍发育，裂隙面新鲜，局部

见少量浸染，岩芯呈多短、长柱状，节长为 12～45cm，少呈碎块状，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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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声清脆，需金刚石钻进。该层岩石属较硬岩，岩体较破碎-较完整，岩体

基本质量等级为Ⅲ～Ⅳ级。

工程地质剖面图见图 2.3-1，钻孔柱状图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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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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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柱状图



2.3.2水文地质情况

参考海天小学地勘报告《海天小学（宝安中心区N10小学）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详细勘察）》，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

第四系孔隙水根据埋藏情况分为孔隙潜水和孔隙承压水。孔隙潜水

主要赋存于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中，其次赋存于淤泥、淤泥质中粗砂、黏土

层、残积土及全风化岩层中。其中素填土、杂填土、淤泥质中粗砂、淤

泥、黏土、砾质黏性土、全风化层为弱透水性。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地下

水侧向补给，还接受海水的侧向补给，与海水存在一定的水力联系，排泄

方式主要以蒸发及向低洼处渗流为主。孔隙承压水主要赋存于粉砂、砾砂

层中，其粉砂为中等透水层，砾砂为强透水层，具有承压性，主要接受承

压水的侧向补给和上次孔隙水的越流补给，以渗流方式向低洼处排泄。

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强、中风化岩节理、裂隙内，受节理、裂隙

发育程度控制，其储水性和透水性呈弱～中等透水性，具有微承压性。主

要接受基岩裂隙水的侧向渗流补给和上层孔隙水的越流补给，以渗流方式

向低洼处排泄。

2.4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

主要包括居民区、学校、地表水体、医院等，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信息汇总

如下表 2.4-1所示，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如下图 2.4-1所示。

表 2.4-1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表

序号 类型 敏感目标 方位 与本项目距离（m）

1

居民区

熙龙湾 N 31

2 欢乐港湾海府 1号 S 200

3 前海卓越时代广场 W 363

4 都市茗荟花园二期 N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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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敏感目标 方位 与本项目距离（m）

5 学校 熙龙湾幼儿园 WE 120

6
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E 480

7 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SE 310

8
地表水体

新圳河 E 222

9 双界河 SE 350

10 公园 欢乐港湾公园 S 335



图 2.4-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1:200m

图例：

：调查范围

：敏感点



2.5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2.5.1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地块东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南至海天学校建

筑工地；西至甲岸路；北至海天路，隔路为熙龙湾·二期住宅。地块现状

为海天学校（建设中）。

地块周边情况见图 2.5-1：

西侧（甲岸路，被当做临时停车场） 北侧（海天路）

北侧（熙龙湾） 东侧（海天学校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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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侧（海天学校建筑物） /

图 2.5-1 相邻地块现场踏勘照片

2.5.2相邻地块使用历史

结合相关资料和历史卫星影像可知，相邻地块的历史变化情况如

下：

地块东侧：

2008年之前为空地；

2008年~2015年，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人员宿舍使用；

2015年~2018年，外侧临时板房拆除变为空地；

2018年~2022年，临时板房全部拆除变为空地；

2022年至今，开始建设海天学校。

地块南侧：

2008年之前为空地；

2008年~2016年，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人员宿舍使用；

2016年~2017年，南侧东边部分临时板房拆除变为空地；

2017年~2022年，临时板房全部拆除变为空地；

2022年至今，开始建设海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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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

2008年之前为空地；

2008年~2009年，修建为道路，隔路为空地；

2009年~2017年，隔路空地建设临时板房；

2017年~2018年，临时板房拆除，变为空地；

2018年~2022年，空地；

2022年至今，西侧甲岸路被当做临时停车场；

地块北侧：

2004年之前为空地；

2008年至今，一直为海天路和熙龙湾小区；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见图 2.1-3。



第三章 地块污染识别

本项目前期调查于 2023年 7月开始，前期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与

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方式开展，主要对地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用地规划等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以掌握地块内主要构筑物的分布等，核实

确定地块当前和历史上有无潜在污染源，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布点采

样调查。

3.1工作内容及方法

主要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2019），通过资料收集、对地块历史、现状和未来规划、生产活动相关

内容等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对与地块相关的生

产过程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特征。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与汇总分析：本次调查所获得和分析的资料包括企业

和政府提供的关于地块及其周边地块信息、历史运营、规划等文件以及其

他事实资料。

（2）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项目组于 2023年 7月进行了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对中心区 N10区学校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内及其周边进

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人员访谈是获得更为详细的地块历史运营情况。

（3）污染识别：根据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的成果，对地

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使用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识

别地块潜在的污染状况、污染源和污染特征。

3.2资料收集

为全面了解地块使用历史及现状、污染情况和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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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调查单位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土地使用权人、政府部门、周

边村民、周边企业以及地块知情者等渠道对本地块相关资料进行搜集。

资料收集主要通过向委托方收集、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电话咨询

等途径，调阅、审查和目标地块相关的资料和信息。通过资料收集可以了

解目标区域的自然环境、土壤监测、水文地质、气象条件、周边地块地勘

报告、环评报告等资料。本次调查主要资料收集内容如表 4.1-1。

表 4.1-1 地块相关资料列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年份 来源

1 《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156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021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3 《海天小学（宝安中心区 N10小学）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
2021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3 宗地附图 2016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4 《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2017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5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建设用

地方案图》
2017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6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核准证》 2021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7 宝安区 N10小学地形图（CAD）、

宝安区 N10小学管线图（CAD） /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8 卫星历史影像图 2004-2022 奥维地图

3.3现场踏勘

2023年 7月，我司在对所收集地块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本

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踏勘重点包括地块现状以及周边相邻区域使用情况。

（1）地块内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结果显示，该地块内现为海天小学施工现场，区域内主要

存在建筑楼，卫生间、化粪池、3座临时变压器，地块内现存污水管道。

地块内无污染痕迹和腐蚀痕迹，无明显异味及刺激性气味。地块内未发现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62页

有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填埋现象。地块内的管线图见图 3.3-1

（2）地块周边现场踏勘

通过对地块周边 500m范围进行调查走访，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为

居民区、学校、地表水体医院等。



图 3.3-1 地块管线图

图例

：雨水管线

：污水管线



3.4人员访谈

本项目主要对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施工方等工作人员进行访

谈，根据人员访谈表（附件 3），共收到反馈的访谈表 4份，本次

调查所有被访谈人的基本信息汇总如表 3.4-1所示，人员访谈记录

表详见附件，部分人员访谈过程见图 3.4-1。

表 3.4-1 人员访谈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受访者

姓名
受访者身份

访谈

时间
联系方式

访谈方

式

居住或工

作年限

1 陆工
宝安区教育事业

发展中心
2023.7.18 0755-86180728 面谈 12年

2 胡钰 宝安区发展中心 2023.7.18 18675557602 面谈 2年

3 周先生 附近居民 2023.7.18 18924596149 面谈 5年

4 王总 海天监理 2023.7.18 13632576592 面谈 3年

宝安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 陆工 宝安区发展中心 胡钰

图 3.4-1 部分人员访谈现场照片

由访谈记录表中各受访人员的基本信息可知，各受访人员为等

工作人员，对地块及周边用地的历史变更及现状情况比较熟悉，访

谈人员了解到的信息对调查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根据书面及口

头访谈结果，以及现场踏勘结果，得出地块主要信息如下：

（1）地块 2004年之前为空地，由填海形成，之后建设临时板

房，作为施工作业人员宿舍使用，2018年临时板房全部拆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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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地，2021年 1月开始建设海天学校。

（2）地块内地下存在化粪池、临时变压器、污水管线等。

（4）地块不存在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的区域。

（5）地块不涉及有毒有害特性的原辅材料、产品、化学品以

及危险废物等生产、贮存、装卸、使用、处理和处置。

（6）地块及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及现状均未从事色金属矿

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印

染、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和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使用等生产经营活动。

（8）地块及周边 500m 范围内历史及现状不存在生产、贮

存、回收和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业企业。

3.5地块内污染影响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综合分析，对地块内相关

污染识别情况总结如下：

（1）填海时期

2004年以前，场地未开发建设，地块主要由填海形成，根据

《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156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可知中

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项目大部分地块采用码头

疏浚港池污泥土及㜿州岛修船基地港池表层挖泥吹填而成，根据检

测结果可知，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均低于可接

受水平。由此推断，填海土质对调查范围内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的影

响较小。

（2）临时板房

调查地块在 2008年~2018年，建设临时板房，作为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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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宿舍使用，产生的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不会对地块

内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3）海天学校施工期

2022年至今，地块开始建设海天学校。根据现场踏勘了解，

地块内设有临时卫生间、化粪池和 3台临时变压器，地块内平面布

置图见图 3.5-1。

图 3.5-1 相邻地块现场踏勘照片

卫生间：卫生间产生的污水经地块内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基

本不会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临时变压器：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早期的变压器可能对地块

造成多氯联苯的污染。我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生产多氯联苯

（PCB），广泛应用于电器设备绝缘，多用于电容器、电压器中，

然而多氯联苯在环境中不易分解，而且传播很远，对环境及人体均

造成损害，我国已于 1974年禁止生产，因此，近些年使用的新型

变压器中不再含有多氯联苯，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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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海天学校施工期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产生影响较

小。

3.6相邻地块污染影响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地块周边 50m范围未曾存在工业

企业，不存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或重点行业企业，对调查地块

不会产生影响。

3.7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地块及周边 2004年之前为空地，未开发利用，主要由填海形

成，2004年~2018年地块及周边为道路和临时板房，2018年~2021

年 1月临时板房拆除变为空地，2021年 1月之后开发建设海天学

校。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上无潜在污染

源。



第四章初步调查方案

4.1布点方法

调查单位对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取的相关资料信息进

行汇总、整理和分析，确认该地块内不存在潜在污染源。根据《广东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

行）》（粤环办〔2020〕67号）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HJ25.1-2019）、《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

工作指引（2021版）》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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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判断地块内土壤的环境质量，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采用随机布点法在调查地块内布设土壤 4个土壤监测点位，在地

块外布设 1个土壤对照点，对地块内的土壤进行快速筛查。

4.2点位布设

调查单位对该地块区域共布设 4个快速筛查检测点位，在地块外西南

侧区域布设 1个土壤对照点，针对现场调查时地块内的表层土壤开展现场

VOCs 和重金属快速筛查检测，本次筛查布设的土壤点位情况见图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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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土壤快筛点位采样分布图

图例

：调查范围

：土壤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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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筛查布设的土壤监测点位布置：

表 4.2-1土壤监测点位布置

点位编号
地理坐标

采样深度 采样个数
经度 纬度

S1 113°53′07.83″ 22°32′53.94″ 0-50cm 1

S2 113°53′06.00″ 22°32′53.47″ 0-50cm 1

S3 113°53′05.67″ 22°32′52.70″ 0-50cm 1

S4 113°53′07.10″ 22°32′54.56″ 0-50cm 1

S0 113°53′03.07″ 22°32′52.85″ 0-50cm 1

4.3土壤样品采集及测试

调查单位于 2023年 7月 19日，采用 XRF、PID等快速检测仪对点位

土壤 VOCs和重金属含量进行快速筛查检测。

快筛检测的流程及质控措施如下：

①XRF、PID设备每日进出口登记和检查仪器状态；

②到达调查地块后，采用 GPS定位器确定采样点位，用铁铲、铁锹等

工具对土壤进行挖土，取样深度为 0~50cm；

③用木铲去除土壤中与金属器材接触的部分，然后取 100~200g置于

自封袋中（上部留空），而后均匀土质，待 10min左右土壤 VOC气体挥

发出来后，采用 PID设备对准自封袋中上部气体进行快筛检测并读数，取

最大值；

④同时，另取一部分土壤置于自封袋中进行均匀。平置均匀后而后用

XRF对准自封袋进行金属快筛检测，直至稳定读数完毕和记录数据。

⑤采样前 XRF、PID均提前进行校准。XRF校准采样固定金属标准块

进行校准和测定，PID校准，采用洁净空气校准，直至读数为 0后，再进

行下一样品测试。

具体土壤重金属和 VOCs快筛检测设备信息以及现场校准情况，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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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和表 4.2-3所示，快筛检测设备校准质控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表 4.2-2 土壤重金属和 VOCs现场快筛设备信息一览表

设备名称 厂家 型号 国产/进口 购买时间 状态

XRF 美国尼通 NITON C349 进口 2019年 良好

PID 美国华瑞 RAE C249-2 进口 2019年 良好

表 4.2-3 土壤重金属现场快筛校准一览

检测项目
标准值

（mg/kg）

校准测定值

（mg/kg）
偏差（%）

允许偏差

（%）
备注

铜 33.9 35.4 4.4 ±20% 合格

镍 85 80 5.9 ±20% 合格

砷 10.5 11.4 8.6 ±20% 合格

铅 17.3 16.1 6.9 ±20% 合格

镉 500 477 4.6 ±20% 合格

锌 103 116 12.6 ±20% 合格

铬 130 121 6.9 ±20% 合格

汞 0.9 1.0 11.1 ±20% 合格

现场采样及测试照片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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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初步调查结果与分析

5.1污染物风险筛选值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

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粤环办〔2020〕67号，2020年 11月 6日印

发）要求，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和国内外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未涉及到的污染物，可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推导特定污染物的土壤风险筛选值，但

应列出推导筛选值所选择的暴露途径、迁移模型和参数值。如调查地块所

在区域的背景值高于通过上述方式选取的筛选值，则优先考虑土壤背景值

作为筛选值。

因此，本次调查土壤污染物筛选值优先采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08）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

5.2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现场快检数据进行统计分析，S1、S2、S3、S4点位中均检出

VOCs、铜、铅、锌、铬，汞，镉、镍、砷、在所有点位中均未检出，铅

检出浓度范围为 25~44mg/kg，锌检出浓度范围为 58~69mg/kg，铜检出浓

度范围为 ND~36mg/kg，铬检出浓度范围为 ND~41mg/kg。地块内各检测

点中的土壤 VOCs和重金属（汞、镉、铬、砷、镍、铜、铅、锌）含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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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内未存在明显环境污染影

响。采样检测原始记录表、现场快筛照片、检测报告见附件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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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土壤 VOCs和重金属现场快筛结果

（金属单位：mg/kg，VOCs单位：ppm）

点位编号 铜 镍 砷 铅 镉 锌 铬 汞 VOCs

S1 0.2m ND ND ND 25 ND 61 33 ND 0.6

S2 0.2m ND 36 ND 30 ND 66 ND ND 0.3

S3 0.2m ND ND ND 44 ND 58 33 ND 0.5

S4 0.2m ND ND ND 30 ND 63 41 ND 0.2

S0 0.2m ND ND ND 44 ND 69 25 ND 0.3

仪器检出限 10 10 10 10 10 10 10 1 0.1

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
2000 150 20 400 20 —— —— 8 ——

注：

1、ND表示小于方法检出限。

2、——：表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未对该项目作限值要求。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74页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海天

路与甲岸路交汇处东南侧。项目地块面积为 26562.2m2，调查面积为

4113.4m2。地块四至范围：东至海天学校建筑工地；南至海天学校建筑工

地；西至甲岸路；北至海天路，隔路为熙龙湾·二期住宅。

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宗地附图》和《深圳

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可知，地块划分为教育设施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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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一类用地。

（2）地块及周边 2004年之前为空地，未开发利用，主要由填海形

成，2004年~2018年地块及周边为道路和临时板房，2018年~2022年临时

板房拆除变为空地，2022年之后开发建设海天学校。根据污染识别结果，

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上无潜在污染源。

（2）地块周边 50m范围内不存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或重点行业

企业。

（3）4个监测点位土壤 VOCs和重金属含量快速筛查检测结果表明，

地块内各检测点中的土壤 VOCs和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综上所述，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2019）和《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

技术审查要点（试行）》（2020年）评估，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

（海天学校）地块，其土壤环境状况良好，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纳入污

染地块管理，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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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建议

该地块内土壤快筛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标准。结合地块后续

工作开展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1）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获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前，土地使用权人应加强必要的围蔽与标识，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

不允许开展与地块污染调查无关的工程施工，不得对地块进行土方开挖和

回填等活动。

（2）该地块未来用地性质为教育与设施用地，现已开工建设，在施

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做好环境监理，防止外来污染源进入地

块。

（3）地块后续开发建设过程中仍需关注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如发现

土壤颜色、气味异常或有垃圾填埋等情况，应及时停止施工并封闭现场，

做好已挖出疑似污染土壤的单独存储、防淋防渗等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并

及时通知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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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

推论与结果分析。报告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工作时

间以及地块当下情况等多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地块调查工作的开展存

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现总结并声明如下：

（1）本次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主要通过人员访谈、委托方提供的有

限资料和卫星图得到，且因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当时的技术和政策等

原因，因而对更为早期的资料完整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调查地块周边的相关资料，主要通过人员访谈和网络查询得

到，环境影响相关资料不够完整，对污染识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地块及周边土壤、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

生迁移和转化，人为活动更会大规模的改变污染情况。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从准确性和有效性角度，

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及周边环境

或规划有所改变，可能会导致地块状况发生变化，进而对本报告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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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已调查范围图

图例

：宝安区新安街道 A004-0156地块

：宝安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

天学校地块）

已调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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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宗地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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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中心区 N10区小学建设工程（海天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80页

附件 4：《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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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消纳场所同意消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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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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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现场踏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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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现场快筛照片

S1-GPS定位 S1--取样

S1--PID S1--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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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东 S1-南

S1-西 S1-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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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GPS定位 S2--取样

S2--PID S2--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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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东 S2-南

S2-西 S2-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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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GPS定位 S3--取样

S3--PID S3--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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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东 S3-南

S3-西 S3-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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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GPS定位 S4--取样

S4--PID S4--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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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东 S4-南

S4-西 S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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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GPS定位 S0--取样

S0--PID S0--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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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东 S0-南

S0-西 S0-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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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土壤快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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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快筛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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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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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检测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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