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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因城市发展的需求，为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城市品味与形

象、提高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创建和谐社会，规划建设鲁西

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该地块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济南路

以西，闽江路以北，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以东，观上社区耕地以南，

本地块包含四个地块，其中地块一占地面积 202158.90m2，地块二

占地面积 41.09m2，地块三占地面积 6959.16m2，地块四占地面积

29.21m2，总面积 209188.36m2。该地块地势平坦，交通便捷，主要

涉及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观上社区、魏庄社区农用地。根据建设地

块综合经济技术指标，本地块规划土地用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A）（A33/A5/A6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用

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

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

（2020）4号文中：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建设用地，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规定，须对变更用地性质的鲁

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水发云天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委托菏泽圆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下简称“我公司”）对项目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同时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我公司在接到委托后，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现有资料基础

上，开展了相关调查工作，识别该地块是否存在污染、污染程度及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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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类型，及对该地块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并对相关人员和

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信息，通过分析判断地块所

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得出了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结论，编制完成

了《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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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

理，防控环境风险，现对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技术规范，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地

块是否存在污染，为地块的再开发利用提供依据，避免地块遗留污染

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2.1.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本着遵循国家法律、技术导则和相关规范的原则，调查

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依据我国现有项目地块调查相关的政策和标准，以

科学的观点分析和论述项目地块中存在的相关环境问题。

本次项目地块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针对项目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

行污染浓度和空间分布的初步调查，为项目地块的环境管理和下一步

可能需要的项目地块环境调查工作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开展项目地块环

境初步调查工作，尽力保证调查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次调查

本着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技术导则和规范的原则，如果某些标准国内

尚未制定，则按惯例参照国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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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

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本次调查

将以国家标准、规范及技术导则为主，进行地块环境调查工作。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工作应当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并符合《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相关要求。

2.2 调查范围

本次地块调查的范围为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其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济南路

以西，闽江路以北，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以东，观上社区耕地以南，总

面积 209188.36m2。本次调查地块范围见图 2.2-1。调查地块范围拐

点坐标见表 2.2-1。宗地图详见附件 1。

表 2.2-1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拐点坐标（CGCS2000）

地块名称 序号 X Y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

套项目地块一

J1 3898044.119 38638691.221
J2 3898058.447 38638706.884
J3 3898054.168 38638801.769
J4 3898053.932 38638807.004
J5 3898045.988 38638983.200
J6 3898045.717 38638989.199
J7 3898038.715 38639144.507
J8 3898030.521 38639326.226
J9 3898024.438 38639331.601
J10 3897944.084 38639325.286
J11 3897938.097 38639324.816
J12 3897814.820 38639315.128
J13 3897808.835 38639314.657
J14 3897635.013 38639300.997
J15 3897613.921 38639277.147
J16 3897623.654 3863905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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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7 3897628.164 38638954.530
J18 3897628.429 38638948.531
J19 3897631.950 38638868.773
J20 3897636.819 38638870.630
J21 3897651.085 38638825.464
J22 3897671.661 38638828.615
J23 3897662.926 38638878.465
J24 3897718.370 38638888.448
J25 3897717.432 38638901.925
J26 3897742.412 38638905.206
J27 3897745.366 38638891.667
J28 3897765.704 38638897.105
J29 3897770.754 38638886.194
J30 3897815.339 38638892.917
J31 3897820.247 38638877.302
J32 3897863.733 38638885.445
J33 3897850.678 38638952.915
J34 3897880.099 38638955.381
J35 3897885.055 38638897.377
J36 3897903.560 38638899.334
J37 3897899.492 38638958.987
J38 3897924.674 38638959.904
J39 3897927.344 38638909.516
J40 3897908.027 38638908.422
J41 3897910.821 38638889.892
J42 3897931.001 38638891.798
J43 3897944.078 38638788.299
J44 3897944.404 38638785.717
J45 3897925.866 38638782 561
J46 3897930.431 38638761.854
J47 3897910.987 38638756.572
J48 3897918.208 38638685.685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

套项目地块二

J1 3897637.586 38638834.955
J2 3897634.541 38638848.425
J3 3897632.874 38638847.861
J4 3897633.492 38638833.860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

套项目地块三

J1 3897801.188 38638467.283
J2 3897800.284 38638472.526
J3 3897791.670 38638522.446
J4 3897696.528 38638504.971
J5 3897695.235 38638495.854
J6 3897649.404 38638494.186
J7 3897648.219 38638500.360
J8 3897650.004 38638459.960
J9 3897650.237 38638454.686
J10 3897654.078 3863845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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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

套项目地块四

J1 3897639.394 38638794.769
J2 3897637.054 38638803.039
J3 3897634.873 38638802.579
J4 3897635.288 3863879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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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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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相关法规与管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

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

月 7日修正；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施行；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31日起施行；

（8）《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年 1月 1

日起施行；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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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31日起施行；

（10）《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2号；

（11）《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鲁政发〔2016〕37号。

（12）《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

[2020]4号；

（13）《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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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相关技术规范和导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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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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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方法

本次土壤状况调查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

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开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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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展环境调查工作的目的，针对所需的不同资料和信

息，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

（2）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获取调查地块内原生产活动，

平面布局情况等；

（3）编制调查工作方案前，通过现场考察，对地块的边界、用

地方式、人群居住分布等信息有直观认识和了解，为调查工作方案的

具体实施做好准备；

（4）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与资料，通过资料检索查询挖掘获取

更为丰富的调查区相关信息，识别调查区是否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

风险 。

（5）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阶段获得的资料，编制地块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形成基本结论，并针对当前结论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提

出开展后续工作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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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作程序

本次调查的具体工作程序如图 2.5-1所示。

图 2.5-1 本次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次

调查

工作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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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北临黄河，东与济宁、泰安毗邻，西、

西南及东南部分别与豫、皖、苏三省接壤，位于东经 114°48′～116°24′，

北纬 30°39′～35°53′，辖七县二区和一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

878 万，面积 12238平方千米。

菏泽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境内京九铁路与新亚欧大陆

桥、日东高速与济菏高速、菏兰高速交汇。菏泽市通车里程 4500 km，

105、106、220、240、327、518 六条国道通贯全境，市区距济南机

场 260 km，距郑州机场 230 km，距嘉祥机场 75 km，菏泽牡丹机场

已正式启动，预计 2020年年底通航。

该项目地块属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济南路以西，闽江路以北，鲁

西南大数据中心以东，观上社区耕地以南，其地理位置详见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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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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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气候条件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该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春季（3～5 月）风大干旱，夏季（6～8 月）

炎热多雨，秋季（9～11月）天高气爽，冬季（12～2 月）寒冷干燥。

终年环流置于高压西风带内，地面高低压系统活动频繁，环流的季节

变化极为明显。冬季受蒙古高压的控制，盛行偏北气流，干冷的极地

大陆气团随气流不断南下，每隔 3～5 天便有强度不同的冷锋过境，

促使气温猛降，伴有强劲之偏北风，间或降雪。但由湿度不足雪量一

般不大。夏季处于大陆性低压范围内，盛行偏南气流，水汽充沛的亚

热带太平洋团常随气流北移，途径该区。气温随之升高，由于此时仍

有南下的冷气流不时南侵，二锋相抵，易形成降雨。

3.1.3 地形地貌及地质

菏泽市大地貌属于华北平原。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南海拔

55.5m，东北海拔 44m，高差 11.5m，平均坡降为 1/8000。全市地形

从北向南呈岗洼相间、东西向带状分布。全市地貌分为 8 个类型区：

河滩高地、砂丘高地、决口扇形地、坡地、浅平洼地、碟形洼地、河

槽地、背河槽洼地。

项目地块所在区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在地形的总势上，项目

所在区域地势平坦，起伏高差较小，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

冲刷沉积，形成了地面坡状起伏，形成了高、平、洼三种类型地貌形

态，包括河滩高地、砂垅高地、缓平坡地、河槽洼地、背河洼地、河

间浅平洼地、决口扇形地等六种微地貌类型。项目地貌以缓平坡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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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菏泽市土壤成土母质属第四纪沉积物，经黄河搬运、泛滥淤积，

在气象、潜水、生物及人类生产活动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

形成当前的土壤状况。

菏泽土壤分为潮土土类和白潮盐土两类；褐土化潮土亚类、潮土

亚类、盐化潮土亚类和白潮盐土亚类四个亚类；褐土化潮土土属、潮

土土属、盐化潮土土属、白潮盐土土属和淤灌潮土土属五个土属，共

108 个土种。耕层土壤多属壤质，平均容重为 1.31g/cm3，总空隙率

50.6%，表现为土壤偏紧，通透性差，物理性状不良，但抗蚀性较强。

土壤养分失调，供肥能力不高。

3.1.4 水文水系

菏泽市域除黄河滩区 379km2 为黄河流域外，其余 11849km2

均为淮河流域，河道径流注入南四湖。菏泽市境内新老河道纵横交错，

黄河从市区西北边境穿过，境内长 14.82km，黄河多年平均流经菏泽

市域水量 428 亿 m3，是菏泽市乃至山东省的重要客水资源。除黄河

外，内河主要有洙赵新河、东鱼河、万福河、太行堤河、黄河故道 5

个水系。其中菏泽主要有南北两大水系：东鱼河北支以北为洙赵新河

水系，东鱼河北支以南为东鱼河水系。境内河流丰枯变化大，属季节

性河流。项目所在区属于黄河冲积平原，与其密切相关的主要河流有

洙赵新河、赵王河、七里河（安兴河）、渔沃河，均是以防洪、排涝、

灌溉为主的河道，无通航要求。

项目所在区域水系较发育。因地势西高东低，多为西源东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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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地块附近较大的河流湖泊主要有：东鱼河。东鱼河位于山东省西南

部，属于南四湖水系，系调整洙水河和赵王河水系时于 1967～1970

年开挖的排水人工河道。东鱼河（原称红卫河）是南四湖流域第一排

水大河，是 60年代末为调整湖西万福河水系，减少南阳湖汇水面积

大的负担，治理万福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金乡、鱼台等县）洪涝

灾害而新开挖的一条大型骨干排水河道。上游始于东明县刘楼村南，

东行至娄营北接紫荆河，至新伍营东截伍营河，至曹县张寺桥村西截

定陶新河，至定陶县邵庄东接东鱼河南支，至成武县青固集西截安济

河（上段现名团结河），至王双楼东接东鱼河北支，至单县刘珂楼西

截大沙河（上段现名胜利河），至尚楼村东北截东沟，至金乡县张洼

东截白马河，至核桃园东截惠河，至鱼台县西姚村北入昭阳湖。河道

全长 172.1公里，县内段长 21.5公里。总流域面积 6338平方公里，

境内流域面积 56.63平方公里。

菏泽市地表水系分布图详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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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菏泽市地表水系分布图

根据《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及其登记表。

本项目位于最近的生态红线保护区（东鱼河北支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

线区（SD-17-B1-08）北侧约 2.5km，不在生态红线保护区内。因此，

本项目符合《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具体生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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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红线见图 3.1-3。

图 3.1-3 菏泽市生态保护红线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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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地下水水文水系

1、区域水文地质

菏泽市具经济意义的为第四系孔隙含水岩性，依赋存条件和水质

结构分为三个含水岩组。

（1）浅层地下水含水岩组（浅层淡水）

分布面积较广，含水层底板埋深一般 20-40m，最大埋深 60m，

水位埋深 2-5m。其中古河道密集带～淡水丰富地段，含水层岩性以

粉细砂、粉砂为主，粗砂和中砂次之，以重碳酸盐型水为主；过渡带～

淡水较丰富地段，分布在古河道带的外围，含水层岩性仍以粉砂、细

砂为主，涌水量一般在 480~960 m3/d；河间带～淡水贫乏地段，含

水层岩性由粉砂、细砂及粉质砂土组成。浅层地下水参与三水转化，

以垂向运动为主，埋藏浅，水质良好，易采易补，再生能力强，是城

乡居民的主要供水水源。

（2）中深层地下水含水岩组

广布区内，比较稳定，含水层厚度 54~113m，底板埋深约 270m

左右。因顶、底板是以粉质粘土为主的隔水层，地下水具承压性，与

上、下含水系统无明显的水力联系。含水层岩性为细砂，富水性弱，

矿化度大于 2.5g/L，属氯化物硫酸盐型水，为一咸水层，不具供水意

义。据以往勘查钻孔抽水试验资料，本含水岩组单井涌水量均小于

150m3/d，富水性弱。中层孔隙水的水位埋深一般 8-11m。

（3）深层地下水含水岩组

除巨野及郓城南部在地面 400m 以下为全咸水体外，其余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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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为淡水。含水层埋藏于 250 米以下，岩性以细砂、中粗砂为主，

单井涌水量 1036~1663 m3/d，地下水具较强的承压性，是目前城市

供水的主要开采层。

2、地下水类型

根据含水介质的岩性、埋藏条件、地下水动态及水化学特征，区

域地下水自上而下划分为第四类松散岩类空隙水、碎屑类裂隙水和碳

酸盐岩类裂隙岩溶水。

（1）第四类松散岩类空隙水

①浅层淡水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冲、湖积层中，埋深小于 50m，

粉砂、粉土、粉质粘土、粉细砂、中砂夹淤泥质土中孔隙水较发育。

主要含水层为中细砂、细砂、粉砂层，沙层较松散，透水性好，受大

气降水补给，水量较丰富。由于砂层与粉质粘土相互交错沉积，地下

水多为潜水具承压性。

②中深层咸水

位于浅层孔隙含水岩组下，埋深在 50～80m，赋存于第四系全

新统底部中更新统冲、洪积层、细砂层中。因该层顶、底板及其间夹

有多层较厚且连续分布的以粉质粘土为主的隔水层，该层水具有承压

性，含水层岩性为粉细砂、细砂、粉砂、中砂，矿化度一般大于 4g/L。

③深层淡水

为水质较好的孔隙水，埋深大于 80m，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中粗、

中、细及粉细砂，并有多层较厚且隔水性好的粘土所分离，有较强的

承压性。矿化度为 2g/L左右。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1

本地块为深层淡水区。

3、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根据水系图可知，本项目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类型属于松散岩类

孔隙水，水量中等，单井涌水量 1000~30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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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地块

图 3.1-4 菏泽市城区水文图（来源为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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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松散岩类孔隙水的补给、径流、排泄特征如下：

（1）浅层孔隙水（淡水）

浅层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有：大气降水入渗、河流侧渗和农田灌

溉回渗。降水补给是平原区浅层地下水的重要补给来源， 约占地下

水总补给量的 82％。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的大小与降水量的大小、

包气带岩性和地下水水位埋深有关。河流对近岸地带浅层地下水的形

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河渠渗漏补给量约占总补给量的 6％，农田

灌溉回渗量约占总补给量的 12％。浅层孔隙水的排泄主要有自然蒸

发和人工开采。

（2）中深层孔隙水（咸水）

中层孔隙水承受西部境外的顺层补给，呈水平径流方式自西向东

运移。

（3）深层孔隙水（淡水）

区内大部分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区，其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主

要受黄河冲积扇及其堆积物的控制，同时还受人为开采因素的影响。

区内深层地下水具有承压类型的基本特征。

深层地下水水位年变化不大，水位较平稳，浅层地下水水位年变

化较大。根据水文地质钻孔资料分析，深层与浅层含水层之间有厚约

30m 粘性土隔水层，致使深层地下水与浅层地下水之间没有密切的

水力联系。天然条件下，深层地下水来源于上游地下水径流补给，它

与大气降水没有直接补给联系。因此，深层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

水平径流补给，垂直补给极其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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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深层地下水的开采量逐年增大，在

局部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流场，以菏泽市牡丹区、单县、东明、成武

等城区为中心，形成了地下水位降落漏斗，漏斗外围的地下水转向漏

斗中心径流。天然状态下，深层地下水的排泄，除局部地带以越流形

势排泄外，一般自西向东以缓慢的水平径流方式排泄区外。在开采强

度较大的漏斗区，人工开采大于径流排泄；在开采强度较弱的非漏斗

区，仍以自西向东缓慢水平径流。

4、浅层孔隙水水位动态

区域浅层孔隙水水位动态受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和引用地表水灌

溉渗漏补给影响，年内随着大气降水的“少－多－少”分配规律，水位

动态表现为“下降－陡升－下降”的变化趋势，春末夏初受大气降水的

影响，水位呈现陡升缓降状态，一般 5～7 月份出现年最低水位，水

位标高 40～61m，但受 7 月中旬大量降水补给影响水位陡升，最高

水位出现在雨季的 7 月～9 月初，水位标高 45～63m，水位年变幅

大于 2m。

5、水力联系

浅层淡水赋存于全新统地层。深层地下水为中、下更新统含水层

组，顶界面埋深 300 m左右，根据菏泽市水利局资料，该层水与上

部含水层之间未发现有水力联系。资料表明，该地区自地表下 17m

以上为浅层咸水，地下 17～37m 为浅层淡水， 37～40m 为咸水层，

280m 以下为深层淡水。浅层水水质良好，对建筑物无侵蚀作用。

3.1.6地层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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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发云天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鲁西南大数据中心项目一期

工程岩土工程的勘察报告》资料掌握了本地块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

件。

在勘察深度范围内，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Q4）黄河冲积层，

主要由粉土、粉细砂、粘性土构成。地层从上至下可分为 9个主层及

1个夹层。分述如下：

①层耕土(Q4pd)：灰黄色，稍湿，松散～稍密，成分以粉土为主，

含有大量植物根系及虫孔。土质均匀性差。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30-0.70m；层底标高：48.52-49.49m；

层底埋深：0.30-0.70m。

②层粉土(Q4al)：灰黄色，底部黄灰色，稍密～中密，湿～很湿，

摇震反应迅速，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中夹粉质粘土薄层，

厚度小于 0.50m，该层具中压缩性。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4.10-5.50m；层底标高：43.57-44.81m；

层底埋深： 4.50-6.00m。

③层粉土：灰褐色，稍密～中密，很湿，摇震反应迅速，无光泽

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粘粒含量较高，该层具中压缩性。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1.70-2.80mm；层底标高：41.31-42.30m；

层底埋深： 7.20-8.00m。

④层粉土(Q4al)：灰黄色，稍密～中密，湿～很湿，摇震反应迅

速，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该层具中压缩性。

场区分布不稳定，见到该层处勘探揭露厚度：1.20-2.10m；层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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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40.05-40.65m；层底埋深：9.00-9.60m。

⑤层粉质粘土(Q4al)：棕褐色，可塑，局部硬塑，无摇震反应，

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该层中夹⑤-1层粉土。该层具中

压缩性。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3.60-7.30m；层底标高：31.71-35.24m；

层底埋深： 14.20-18.10m。

⑤-1层粉土(Q4al)：黄褐色，中密～密实，湿，局部稍湿，摇震

反应迅速，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该层具中压缩性。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0.70-2.40m；层底标高：36.52-38.35m；

层底埋深： 11.30-12.90m。

⑥层粉细砂(Q4al)：黄褐色～灰黄色，中密～密实，饱和，主要

成分为石英和长石，次为云母，颗粒级配较差，无光泽，该层具中～

低压缩性。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7.90-11.70m；层底标高：22.79-24.99m；

层底埋深： 24.90-26.50m。

⑦层粉质粘土(Q4al)：棕黄色，可塑～硬塑，无摇震反应，稍有

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中夹粉土薄层（厚度小于 0.50m），

该层具中等压缩性差。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1.40-3.80m；层底标高：19.65-22.95m；

层底埋深： 26.90-29.50m。

⑧层粉土(Q4al)：灰黄色，密实，湿，摇震反应迅速，无光泽反

应，干强度低，韧性低，中夹粉砂或粘性土薄层（厚度小于 0.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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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具中压缩性。

场区普遍分布，厚度：4.10-7.10m；层底标高：14.92-16.43m；

层底埋深：33.30-34.50m。

⑨层粉质粘土(Q4al)：棕黄色～棕红色，硬塑，无摇震反应，稍

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中夹粉土薄层（厚度小于 0.50m），

该层具中压缩性。

本次勘探该层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为 6.70m。

3.1.7社会信息

菏泽市 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409.98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3%。第一产业增加值 323.56亿元，可比增

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1453.74亿元，可比增长 3.0%；第三产业

增加值 1632.68 亿元，可比增长 10.4%。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9.7:44.4:45.9调整为 9.5:42.6：47.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

高 2.0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8867元，可比增长 6.0%。

工业生产稳中求进。全市工业增加值可比增长 2.8%，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2.2%。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

降 1.1%；非公有制企业增长 5.5%；私营企业增长 3.5%；大中型企业

增长 5.8%。分行业看，医药制造业增长 21%，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1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1.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1.4%。全市工业用电量 147.94亿千瓦时，增长 3.2%。

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

长 8.1%，三次产业投资构成为 2.29:33.63:64.08，服务业投资比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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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提高 12.8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8.8%，民间投资下降

5.2%。民生领域中，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

增长 44.1%。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9.2%。

从房屋建设用途看，住宅投资增长 4.2%，办公楼投资增长 33.8%，商

业营业用房投资增长 16.7%。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 4483.30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19.5%；房屋竣工面积 734.22万平方米，下降 22.5%。

消费市场较快增长。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9.2%。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1%，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增长 9.5%。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额增长 9.1%，餐饮

收入增长 10.4%。

对外出口逆势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增加。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

485.27亿元，比上年下降 5.5%。其中：出口总额 177.03亿元，增长

15.2%；进口总额 308.23亿元，下降 14.3%。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家，比上年增加 19家；合同外资 8.9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1.94

亿美元，增长 43.7%。

3.2 敏感目标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的要求，经现场实地踏勘得知，项目周围没有重点文物和珍稀动植物

保护目标，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为居民住宅区、学校

等，本地块南侧 1.15km处有一个饮用水水源地（雷泽湖水库），项

目周围环境敏感目标信息祥见表 3.2-1，敏感目标位置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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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地块周围环境敏感目标信息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相对地块位置 相对地块场界的距离

1 蒋庄 N 980m
2 高庄 NW 820m
3 魏庄 W 1m
4 观上社区 S 100m
5 党校 NW 480m
6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 N 100m
7 闽江路安置区一期 E 725m
8 菏泽一中实验中学 E 730m
9 菏泽新世纪科技城 N 470m
10 开发区公安分局 N 350m
11 合肥路小学 E 500m
12 闽江路安置区二期 E 430m
13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 W 1m
14 翡丽雅苑小区 E 220m
15 广州路壹号院 E 280m
16 大唐 5G科技馆 N 270m
17 雷泽湖水库 S 1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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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m范围线

图 3.2-1 调查项目地块周围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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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的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为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项目地

块属于佃户屯街道办事处位庄社区和观上社区，主要包括佃户屯街

道办事处位庄社区和观上社区农用地，现地块上主要为果树和杨树

以及零星几处居民用房。项目地块现状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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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项目地块现状图

3.3.2 项目地块的历史

通过对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历史卫星地图影像、资料收集等

途径所收集的项目地块信息得知：本项目地块位于佃户屯街道办事

处，具体位置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济南路以西，闽江路以北，鲁

西南大数据中心以东，观上社区耕地以南，总占地面积

209188.36m2。项目地块主要涉及佃户屯街道办事处位庄社区和观上

社区农用地和居民区。地块范围内一直为农用地和居民区。为了更

清楚的了解该项目地块土地使用情况，通过山东省天地图调取了

2008年 11月-2020年 4月的卫星历史影像图，具体见图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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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地块一

范 围 内 有

两处民宅，

其 余 为 农

田和林地，

其 他 地 块

范 围 内 主

要 为 农 用

地和林地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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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08年，地

块一、地块

二、地块四

范 围 内 无

明显变化，

地 块 三 新

建 了 一 处

民宅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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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12年，地

块一、地块

四 范 围 内

新 建 了 部

分民宅，地

块三、地块

二 无 明 显

变化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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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13年，地

块一、地块

三 范 围 内

新 建 了 部

分民宅，地

块四、地块

二 无 明 显

变化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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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15年，地

块 一 范 围

内 新 建 了

部分民宅，

地块四、地

块二、地块

三 无 明 显

变化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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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17年，地

块一、地块

三 范 围 内

新 建 了 部

分民宅，地

块四、地块

二 无 明 显

变化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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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18年，地

块 一 地 块

内北侧，因

修路，拆除

了 一 处 民

宅 ， 地 块

四 、 地 块

二、地块三

无 明 显 变

化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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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

地 块 卫 星

地 图 中 可

见 ， 相 比

2019年，地

块 范 围 内

无 明 显 变

化

图表 3.3-2 地块 2008年-2020年影像图

地块二、

地块四

地块三

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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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本项目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主要为居民小区、中小学校等。本

项目相邻地块卫星影像图见图 3.4-13，本地块周围现状图见图 3.4-1。

高庄 开发区公安局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 魏庄社区

菏泽新世纪城

地块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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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学实验小学 闽江路安置区

合肥路小学

地块东侧

观上社区

地块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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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

广州路壹号院 翡丽雅苑

地块西侧

图 3.4-1地块周围现状图

3.4.2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项目地块周围 1km范围内主要为居民小区、中小学校等。根据卫

星历史影像可以看出 2006年-2020年 4月相邻地块发生的变化，地块周

边历史影像图见图 3.4-2至图 3.4-12。

（1）2006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06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以看出，项目地块四周的相邻地块

主要是村庄和一处老窑厂，见图 3.4-2周边相邻地块 2006年历史影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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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周边相邻地块 2006年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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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8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08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项目地块四周的相邻地块较 2006

年无明显变化，图 3.4-3周边相邻地块 2008年 11月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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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m范围线

图 3.4-2 周边相邻地块 2008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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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2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相邻地块较 2008年无明显变化，见

图 3.4-5周边相邻地块 2012年 7月历史影像图。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8

1km范围线

3.4-5周边相邻地块 2012年 7月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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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3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3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相邻地块较 2012年无明显变化，见

图 3.4-6周边相邻地块 2013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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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周边相邻地块 2013年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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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4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项目地块东侧新建了闽江路安置小

区一二期、菏泽一中实验中学，西北侧新建了中共菏泽市委党校、开

发区公安分局，北侧新建了新世纪科技城，老窑厂已拆除，种植了农

作物。其余相邻地块较 2013年无明显变化，见图 3.4-7周边相邻地块

2014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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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周边相邻地块 2014年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新建了中共菏泽

市委党校、开发区

公安分局 老窑厂地块

变为农田

新 建 新 世

纪科技城

新建闽江路安置

区二期

新建闽江路安置

小区

新建菏泽一中实

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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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5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相邻地块较 2014年西北侧新建了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见图 3.4-8周边相邻地块 2015年 3月-5月历史影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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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周边相邻地块 2015年 3月-2015年 5月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新建菏泽市妇幼

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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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6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6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相邻地块较 2015年无明显变化，

见图 3.4-9周边相邻地块 2016年 2月-2016年 8月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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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周边相邻地块 2016年 2月-2016年 8月历史影像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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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2018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7年、2018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相邻地块较 2016年无明

显变化，见图 3.4-10周边相邻地块 2017年 1月-2017年 9月历史影像、

3.4-11周边相邻地块 2018年 4月历史影像。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58

图 3.4-10周边相邻地块 2017年 1月-2017年 9月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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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1周边相邻地块 2018年 4月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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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年、2020年相邻地块状况

从 2019年、2020年地块卫星地图中可见，西侧新建鲁西南大数据

中心、广州路壹号院、翡丽雅苑小区，北侧新建了大唐 5G科技馆，其

余相邻地块较 2018年无明显变化，见图 3.4-12周边相邻地块 2019年 5

月历史影像、3.4-13周边相邻地块 2020年 4月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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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2 周边相邻地块 2019年 5月历史影像图

1km范围线

翡丽雅苑

鲁西南大数据

中心

广州路壹号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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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3 周边相邻地块 2020年 4月历史影像

大唐 5 科技

馆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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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地块利用规划

参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4.1.1第一类用地：包括GB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

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

（A33）、医疗卫生用地（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以及公园

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等；4.1.2第二类用地：包括

GB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

（U），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除外），以及率低

于广场用地（G）（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本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除外。

本地块规划建设的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用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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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用地。

本次调查地块规划符合菏泽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菏泽市城市总体规

划（粉红色，教育科研用地），见图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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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5

图 3.5-1 菏泽市城区总体规划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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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分析

4.1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在开展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进

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历史使用详细情况及人类

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我公司项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

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等内容。

(2)资料的范围：当地块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

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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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料缺失影像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

在报告中说明。

表 4.1-1资料清单

调查内容 用途 资料来源

地块现

状及历

史使用

情况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

开发及活动状况的卫星照片

通过使用历史

影像判断是否

存在生产性企

业或可能造成

污染的企业

天地图、相关部门

调取资料、人员访

谈，现场踏勘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

料、地勘报告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其他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

史资料如平面图、地形图、水

文图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

建筑、设施变化情况

相邻地

块现状

及

历史使

用情况

相邻地块活动状况的卫星照片
通过分析相邻

地块土地使用

现状及历史使

用情况判断是

否存在可能对

天地图，相关部门

调取资料，人员访

谈，现场踏勘相邻地块内工业企业产排污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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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造成污

染的因素
相邻地块内危废堆放情况

地块位

置、范

围、

面积、四

周情况

等基本

情况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

壤、水文、地质资料

确定调查范围
宗地勘测定界图，

天地图，现场踏勘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

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

相关人

员访谈

资料

地块历史情况

通过相关知情

人员访谈了解

地块历史及可

能存在的污染

情况

土地、环保、政府

部门管理人员，原

地块使用者，土地

使用人，地块周边

区域工作人员

2020年 11月，我公司调查人员通过现场勘查和人员访谈等方式

进行收集相关资料。根据这种方式和手段，目前已了解到的地块基本

情况包括地块的土地利用变迁、土壤环境资料、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

和社会信息等相关资料。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和相关土地资料文

件中得知，本地块历史上主要涉及佃户屯街道办事处位庄社区和观上

社区农用地。本地块一直为农用地，主要种植杨树和果树。林地和果

园不排除喷洒农药和施肥的可能，该地块内的水井位于地块内东侧，

所以经分析本地块内涉及的潜在污染源主要为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和

灌溉污染。

（1）农药污染

经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存在过的作物主要果树、杨树等，经查阅

相关资料、人员访谈，该地块杨树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果园用农药均

为常见的杀虫和杀菌的农药，分析农药在土壤中的持效期，判断现地

块内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的有害物质。

表 4.1-1 农药在土壤中的持效期

序号 农药名称 在土壤中的持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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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虫

剂

1 吡虫啉
具有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害虫不易

产生抗性，残留期长达 25天左右。

2 氧化乐果
氧化乐果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

可被微生物分解利用，氧化乐果残留期较短

灭

菌

剂

3 百菌清 属于低毒杀菌剂，一般药效期约 7～10 d

根据对照表 4.1-1得知，农药中持效期最长的为吡虫啉，其持效

期为 25天左右，经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和历史影像资料得知，本地

块内的果园，10月初已采摘完毕，果树进入冬眠期，不再施用农药。

对比得知，本地块内的农药残渣已全部消解，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2）肥料污染

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果树追施的肥料进入土壤中，一部分未被作

物吸收利用和未被根层土壤吸收固定，在土壤根层以下积累或转入地

下水，成为污染物质，会影响到地下水、土壤环境。

经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种植的作物主要为果树、杨树等，经访谈

周边村民、查阅相关资料可知该地块历史施用肥料种类主要有：氮磷

钾复合肥。在土壤中的持效期为 50天左右，本地块果树膨果期施肥

后后距今已经 3个多月时间。对比得知，本地块内的化肥残渣已完全

消解，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灌溉污染

该地块地块内东侧有一灌溉井，经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以及周

边区域主要灌溉用水为机井地下水，不使用其他外来水进行灌溉，因

此不存在外来水污染风险，根据牡丹区地区地下水文资料，菏泽市经

济开发区地区地下水总体除总硬度、氟化物含量较高外，其他指标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B0%B1/102778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E%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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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3类限值，不会对地块内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灌溉井位置图见图 4.1-1至 4.1-2。

图 4.1-1灌溉井位置图

图 4.1-2灌溉井位置图

水井位置

水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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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块周边企业对本地块的影响污染分析

我公司人员通过人员访谈和现场勘查，项目周围已没有工业企

业，项目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存在一处窑厂，2013年已停止生产并

拆除，地块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厂区停产较久，不会对本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

项目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除工业区外，多为居民区和学校。其

中居民区和学校的污水经过下水道进入城市管网，排放至污水处理中

心进行处理；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放置在垃圾存放点由

环卫部门进行统一处理，故相邻地块的居民区、学校不会对本地块的

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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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通过现场勘查得知，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污染源，不存在有毒有

害物质。

5.2各类储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勘查得知，调查地块内无储罐。

5.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勘查得知，地块历史上无危险废物产生，也无其他单位

在本地块倾倒、放置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5.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勘查得知，该地块无管线、沟渠等设施。

5.5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本项目地块与污染物迁移有关的环境因素主要为：

地表或浅层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在降雨的作用下易导致污染

物发生面源扩散，在垂直下渗作用下导致深层土壤甚至地下水含水层

受到污染。污染物迁移扩散范围主要受降雨强度及地层渗透性等因素

的影响； 污染物一旦进入地下水含水层，易在含水层内发生迁移扩

散， 形成污染羽。污染羽的范围受含水层渗透性、水力梯度大小及

污染物自身理化性质等因素影响。

根据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结果得知地块内未发生过污染事故。地

块周围历史上有一处窑厂，2013年已拆除，无其他工业企业。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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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校生活污水排入城市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故

相邻地块对本地块土壤、地下水不利影响较小。

5.6人员访谈

我公司项目组于 2020年 11月进入调查地块进行人员访谈工作，

对了解地块历史和现状的知情人员进行访谈，包括周边常住居民、企

业负责人、生态环境监管单位负责人及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了访谈。访

谈内容主要是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周边地块使用情况，地块内有无造

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生产活动、排污情况，结合踏勘情况相互印证，

为地块污染情况识别及分析提供依据。详细访谈记录表见附件 6。

（1）地块历史情况和历史沿革

根据人员访谈获知，本地块一直为农用地，现地块内种植果树、

杨树等，有零星几处居民用房。

（2）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通过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本地块一直为农用地，地块内历史上

未用作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堆放场所，不涉及固废、危废的处置情况。

（3）管线、沟渠泄露情况

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本地块无任何地下管网，周边无地下

污水管线经过，调查区域无明显污染痕迹。

（4）地块内是否曾有暗沟、渗管等违规排放污染情况。

地块内无污染源，也无污染物排放。

（5）地块内主要种植的果树、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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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块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本地块主要种植各种

苗木，无剧毒农药的使用。

（6）环境污染事故与投诉。

根据人员访谈及相关资料分析，本地块至今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

事故，无投诉。

表 5.6-1访谈人员一览表

序号 访谈人员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1 韩磊 生态环境局佃户屯办事处环保所 所长 17805400966

2 吕保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佃户屯所 所长 18853016759

3 郭振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 职员 13645400738

4 姚念彬 魏庄社区 村主任 15075049282

5 张虎 魏庄社区 村民 13605309870

6 丁传宝 观上社区 支部书记 13954068223

7 郭玉香 观上社区 村民 1361530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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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结果和分析

本地调查地块范围：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地块，位于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济南路以西，闽江路以北，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以东，

观上社区耕地以南，总占地面积 209188.36m2。通过资料收集、人员

访谈、现场勘查得知，主要涉及佃户屯街道办事处位庄社区和观上社

区农用地，地块内无工业企业污染源，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不

产生不利影响。地块周围居住区、学校等主要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管

网，周边相邻地块对本地块影响较小不会对本项目地块土壤和地下水

不产生不利影响，无需再进行第二阶段土壤调查。

6.2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

辑推论。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整性、

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

(1) 由于浅层地下水流向可能受季节、降雨量、附近地表水等

环境因素的影响，故不排除地下水流向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若本场地水文条件发生变化，地块外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可能向本场地

中近移，同时会影响该地块土壤环境质量。因此，本次调查土壤与地

下水分析结果仅代表特定时期场地内存在的特定情况，无法预料到场

地土壤与地下水将来的环境状况。

(2) 调查组尽全力获取编制报告所需的相关数据信息。本报告

根据报告准备期间所获得的最新信息资料撰写，但由于项目时间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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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信息本身的时效性等原因，调查组不能确保本报告内容在未来长时

间内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

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场地状况有改变，可能会对本报告的

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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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本次调查项目地块为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本项目地

块位于佃户屯街道办事处，具体位置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济南路以

西，闽江路以北，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以东，观上社区耕地以南，总占

地面积 209188.36m2。项目地块主要涉及佃户屯街道办事处位庄社区

和观上社区农用地。通过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该地块一直为农用地，

未存在过工业企业，不存在工业企业污染。项目周围没有重点文物和

珍稀动植物保护目标，本地块周围仅存在过一处老窑厂，13年已拆

除，对本地块影响较小。通过访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可知，本次调查

地块未来规划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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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二类用地。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潜在污染资料分析，完成了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即：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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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第二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和风险评

估工作，可进行后续土地开发建设。

7.2 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确认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从环保角度，对

该地块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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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地块现开发建设阶段中若发现疑似污染土壤或不明物质，

建议进行补充调查，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不得随意处置。

（2）加强对未受污染地块的环境监管，在下一步开发或建筑施

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控制该地块保持现有的良

好状态。杜绝地块再开发利用的监管真空，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

偷排废水等现象。

（3）地块在现开发建设阶段中，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安全环保

培训，特别是地块环境保护的培训，确保施工及消防工作过程的安全

进行。施工之前要制定完备的安全环保方案，为施工安全生产提供指

导并要求现场人员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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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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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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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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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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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东侧配套项目勘测定界图

附件 5-1：地块一



83

附件 5-2：地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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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地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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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地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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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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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庄社区主任 观上社区主任

佃户屯办事处自然资源所所长 佃户屯办事处环保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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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社区村民 魏庄社区主任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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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社区开具的地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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