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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1.1 ;<94 

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地块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团泊大道西侧、鄱阳湖

路南侧，规划用地性质为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3 教育科研用地—高等

院校用地，建设用地取得方式为“土地划拨”，总用地面积 350287.4m2，其中，界

内使用面积 327732.9m2，界外处理面积 22554.5m2。地块原为天津市静海区董庄

窠村、杨成庄村集体土地，调查委托单位为地块属地管理机构下设的天津健康产

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地块未来用地单位为天津医科大学。 

受天津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为查清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

项目地块历史活动是否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是否满足未来规划用地性

质下的人体健康风险要求，根据国家、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天津市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报告。 

1.2 56=> 

本次调查的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地块四至范围：北至鄱阳湖路、

西至未开发空地、南至未开发空地、东至团泊大道，调查总面积 350287.4m2，

基于委托方提供的核定用地图转换提取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各

角点坐标见表 1.2-1。本地块核定用地图见图 1.2-1。 
表 1.2–1 调查范围及角点坐标 

?@ XAmB YAmB ?@ XAmB YAmB 

J1 4312563.4 505687.2 J6 4311947.0 505667.3 

J2 4312563.4 506326.7 J7 4311947.0 505651.1 

J3 4312055.2 506326.7 J8 4311998.4 505594.6 

J4 4312055.2 505789.5 J9 4312086.0 505593.4 

J5 4311947.1 505723.6 J10 4312146.4 505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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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本次调查范围（核定用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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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CD 
该阶段调查工作主要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了

解目标场地历史状况、原平面布局、原址生产活动、场地目前状况、土地利用规

划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识别潜在污染物及潜在污染区域，为后续布设采样点位

初步判断该场地是否存在污染、污染的程度及范围提供依据。 

2.1 -.EFGHIJ4KL 

2.1.1 -.MNHI94 

地块南部（毕杨公路以南区域）2013 年以前为董庄窠村农用地，大部分为耕

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大豆等，未有大棚种植经济作物历史；东北部分布相

邻坑塘 3 个，一般深度约 2~3m，合计占地面积约 35000m2，西南部有引水灌溉

干渠 1 条，地表水引自迎丰渠（独流减河引水渠）。2013 年前后该区域开始征

地并由西向东逐渐平整、填垫，填垫土来自周边建设开发过程中的拆房土，无生

活垃圾填垫。至 2018 年地块中部坑塘被完全填垫平整，2019 年在该区域建成天

津医科大学教学 2 !及"工单位项目部，教学 #未$%使用，至 2020 年 7

月，东北部&'(!坑塘被完全填垫。 

地块北部（毕杨公路、)家*路(侧+,区域）局部为耕地，-路(侧分布

.干建/，地块内建/规0一定程度表征了地块利用程度，总体利用程度由 2008

年开始1高、2016 年234大规0、2019 年基本5产67。地块内毕杨公路、

)家*路(侧89业:为发2，分布;家89场，主要<=>、?89；@外A

分布B自CDE件F工G、HIG、JK收LM、NO角PQ、RS料G、TU

VF工G等.干小WX业。调查期Y原有地Z建/物现[大部分拆\，]&NO

角PQ、RS料G部分#在^_，TG主体建/[完成拆\，地面#未拆\清理。 

2.1.2 -.12CDKL 

A1B-.OP12CD 

通过对天津市土壤有机`农abcd分布图（图 2.3-1）、土壤有机`农a使

用d分布图（图 2.3-2）分析，本项目e在区域位于f"用d、fbcd水平的

区域，g断农a使用有一定hij是影响klm。对于本地块农用地历史区域，

历史Z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大豆等大n作物，op3种植过程中农aqrst、

rut的使用，vwx农a中部分y以z解的有机`、有机{成分hi|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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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尤其是{~的使用，v增F土壤环境中 As、Cd、Pb、Cu 等含d，污

染物随淋滤、%渗作用进%土壤、地下水环境，因@，将常用有机农a（滴滴涕

等 14 项），以及农a常用有机溶t甲苯、二甲苯、二`乙烷，重N属 Cd、Pb、

As、Cu，作为地块潜在污染物。 

本项目e在区域k属于南、北排污河的纯污灌农n区，本地块受污水灌溉影

响小。 

A2B-.QP12CD 

地块北部（毕杨公路、)家*路(侧+,区域）局部为耕地，-路(侧分布

.干建/，地块内建/规0一定程度表征了地块利用程度，总体利用程度由 2008

年开始1高、2016 年234大规0、2019 年基本5产67。以建/物规04大

的 2016 年卫星影像图作为基础依据，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对各X业

生产工艺、生产过程进C分析，确定其潜在污染源及污染特征。 

地块内各历史生产区域的主要功能、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潜在污染源、污

染物等详细信息见表 2.3-1。 
表 2.1–1 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地块污染识别信息表 

12CD 
(R STUV WX+YEX1Z[ \]12^ 12_ 

89场 89 饲料$喂、栏舍冲洗、粪便堆放 J水%渗 重N属砷、T、COD、

BOD5、氨氮 

农用地 耕地、鱼

塘 
玉米、小麦、大豆种植过程中"放

的农a、}~ 

rst、r

ut、}~

沉积、%渗 

滴滴涕等有机农a

hi、农a有机溶

t、重N属 Cd、Pb、

As、Cu 

RS料G 储售RS

料 
RS料堆放z雨淋p、机械装^作

业过程中机械设备漏油 
料堆、机械

设备漏油 
重N属 Pb、Cu 等、

S油烃 

JK收L 储售JK JH、J瓶、JN属制K存放淋滤

%渗 JK堆 重N属、S油烃 

TF工G TUV 

生产工艺：T杆检验——大拉机拉

V退火（检验k合格返拉）——检

验合格进%中拉机拉V退火（检验

k合格返拉）——检验合格进%小

拉机拉V退火（检验k合格返拉）

——Z漆——封装。退火过程中冷

却水T含d可能:高，Z漆使用的

油漆含有苯系物等挥发性有机物。 

冷却J水、

机械^C、

Z漆 

pH、T、铅、镉、苯

系物、S油烃 

D辆、机械

设备存放

设备、D

辆5放 机械设备、D辆长期存放 机械设备、

D辆漏油 S油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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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地块污染识别信息表 
12CD 
(R STUV WX+YEX1Z[ \]12^ 12_ 

89场 89 饲料$喂、栏舍冲洗、粪便堆放 J水%渗 重N属砷、T、COD、

BOD5、氨氮 
区 

HIG HIF工

制造 

生产工艺：瓦楞原H——预热器预

热——单面机压楞——与面H粘合

——单面瓦楞H板Z胶、里H预热

粘合——横切刀按预定规格切断

——输送至堆叠机堆积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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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以及饲料添Ft，包括生长t、防霉t、氧}t等。同时，牲畜栏冲洗水、

粪便等v%渗进%土壤环境，wx地下水耗氧d、氨氮等指标:高，故将其作为

地块周边的潜在污染源。对于重N属、S油烃、氨氮等污染物，尤其是地块北边

界+,处，由于距离:,，污染物可通过坡面漫流、地下水对流弥散对本地块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综Ze述，地块周边的生产生活历史活动一般情况下:y对本地块土壤地下

水环境造成m著影响，或造成的影响lm弱于地块本身活动的影响，j北侧边界

紧邻区域由于距离:,，产生的污染物可能v对本场地相应区域造成影响。 

2.2 c-12de9fgh 

通过对场地及周边历史和现状情况了解分析，确定潜在污染产生原因、污染

物种类、污染7移转}规律、污染介质等，建立场地污染初步概念0W，指w水

文地质调查工作及土壤、地下水采样方案制定。 

通过本次场地及周边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分析工作，初步判定

地块潜在污染区域、潜在污染物种类、污染产生方式，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对应

二类用地，因@污染受体按成人op。并结合污染物自身特性及水文地质条件等

因素，分析建立该地块污染初步概念0W见表 2.4-1。 

表 2.2–1 场地初步污染概念模型 

CD=> \]12(R \]12_ij 12XWkl 12mnopqr 12

st 

地 
块 
内 

89场 重N属砷、T、COD、

BOD5、氨氮 %渗、z雨淋滤 

① 离子态，7移条

件差； 
② 吸附-解吸/非水

溶相，7移条件

差 

成人 

农用地 

滴滴涕等有机农a

hi、农a有机溶

t、重N属 Cd、Pb、

As、Cu 

%渗、z雨淋滤 

RS料G 重N属 Pb、Cu 等、

S油烃 %渗、z雨淋滤 

JK收L 重N属、S油烃 %渗、z雨淋滤 

TF工G pH、T、铅、镉、

苯系物、S油烃 %渗 

D辆、机械设备

存放区 S油烃 %渗、z雨淋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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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场地初步污染概念模型 

CD=> \]12(R \]12_ij 12XWkl 12mnopqr 12

st 

HIG 苯、甲苯、二甲苯、

`乙烯等 %渗 

自CDE件G 苯系物、S油烃 %渗 

地 
块 
周 
边 

村镇小X业聚

集区 
重N属砷、T、COD、

BOD5、氨氮 

大气沉z、坡面

漫流、地下水对

流弥散 

① 离子态，7移条

件差； 
② 吸附-解吸/非水

溶相，7移条件

差 

成人 天津天翼印刷

材料有限公司 
芳烃类污染物、S油

烃 

农用地 

滴滴涕等有机农a

hi、农a有机溶

t、重N属 Cd、Pb、

As、Cu 
 

3 deuv56EKL 
第二阶段初步采样调查是在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基础Z，结合场地水文地

质条件，根据原场地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对场地内k同位置、k同深度的土壤

和地下水进C采样，并对样K进C检测分析，初步判断本项目场地内是否存在污

染、污染程度及污染范围。 

3.1 uv56kw 

3.1.1 /0uv56kw 

A1B@xyz{| 

在充分的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的基础Z，结合地块水文地质调查

结果，通过污染识别确定调查重点，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w则》

（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w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12）等制定布点

及采样调查工作方案。 

A2B@xyz}5~原则E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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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掌握的地块及周边相关信息，地块可按照历史功能划分为 2 个调查

子区域，既毕杨公路南侧农用地区域（本次调查编号 A 区），占地面积约 291227m2；

以及毕杨公路北侧、)家*路(侧具有生产历史活动区域（本次调查编号 B 区），

占地面积约 59060m2。 

针对毕杨公路南侧农用地区域（本次调查编号 A 区），op农用地面积:

大、农a}~"放均为面状污染源，故采用“系统布点法”按照 100m×100m 网格

进C点位布设，共布设 28 个土壤采样点，编号 A1~A28。每个采样监测点位原

则Z为该网格单元的中心，j结合 2004 年 1 月 Google Earth 底图，op历史坑

沟沉积富集作用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A6、A7、A8 号采样点布置在网格中心

时可兼顾原坑塘位置，移动 A12、A17、A19、A20、A24、A25 号采样点至相应

网格内的历史坑沟位置。 

@外，由于 2019 年地块中部建成天津医科大学教学 (栋，A10、A11 原

位无法"工，结合 2020 年 9 月地块无人机航拍图，移动至相应网格中紧邻可以

进C钻探"工位置。针对毕杨公路北侧、)家*路(侧具有生产历史活动区域（本

次调查编号 B 区），采用“专业判断法”布设采样点位。地块内 B 区大部分[拆

7平整，]有NO角PQ、RS料G#保持原貌，TGG房主体[拆\、地面#

未全部破\清理。根据地块历史卫星影像，2016 年该区域内建/4;、占地面

积4大，因@以该年 GoogleEarth 底图经坐标配准后作为布点基础依据。通过对

调查掌握的历史功能情况进C分析，对于PQ、JK收L、自CDE配件F工G、

牲畜89等一般村镇X业在每栋主体建构/物区域布设 1 个采样点，由于NO角

PQ#在^_，在其南侧紧邻区域布设 B13 采样点；针对RS料G在堆场区域

布设采样点 B14、B15；通过现场踏勘可发现潜在污染风险位置的，qTG生产

DY的管线沟、混凝土地面b缝等布设 B18、B19 采样点，踏勘过程中在TG东

南侧坑塘边发现疑似排口位置，该区域#未完全填垫，i有原坑塘底可见，在该

点补充采样点 B24。针对 B 区东南角的机械设备、D辆5放区域布设 B20、B21

采样点，B21 亦针对该处历史坑塘布设。经现场踏勘发现该区域与TG之Y有疑

似原管线沟位置增F布设 B22 采样点。B 区平均采样点Y距约 20~30m。综Z，

B 区共布设 24 个土壤采样点，编号 B1~B24。 

A3B监测kw 



 
 



 
 －11－

B 区历史Z具有生产功能，大x可分为 5 个连片小区域，在每个小区域内各

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1 口，毕杨公路南侧占地面积:大的(个区域F密布设地下水

监测井 2 口。共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7 口，分别编号 BQ2、BQ7、BQ9、BQ12、

BQ15、BQ19、BQ21。 

A3B监测kw 

依据前期污染识别结果，地下水监测项目于土壤监测项目保持一x。 

A 区参照《土壤环境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

（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包括重N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进C筛选监测外，A对照《土壤环境质d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GB36600-2018）中表 2 其他项目中S油烃

（C10~C40）、有机农a 14 项、以及 pH 进C监测。@外，op A 区东北部坑塘

面积:大、地势:f，受坡面汇流影响，及怀疑可能bc排水历史，AQ6、AQ7、

AQ8、AQ9 点A参照《土壤环境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

（GB36600-2018）中表 2 其他项目对挥发性有机物 4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0 项

进C监测。 

B 区参照《土壤环境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

（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包括重N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以及表 2 其他项目中S油烃（C10~C40）进C筛选

监测。@外，op3 B 区的89生产活动历史，对该区e有地下水监测井补充

监测耗氧d、五日生}需氧d、氨氮 3 项指标。 

3.2 uvKL结论 

共采集送检 203 组土壤样K、21 组现场平C样，17 组地下水样K、2 组现

场平C样。根据本地块污染识别结果，本次调查监测项目包括 pH、《土壤环境

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

项目 45 项，包括重N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表

2 其他项目中挥发性有机物 4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0 项、S油烃（C10~C40）、

有机农a 14 项。本次调查地下水监测项目与土壤保持一x，@外，@外针对历

史生产活动区域F测了耗氧d、五日生}需氧d（BOD5）、氨氮常规水质指标。 

通过对土壤、地下水样K检出数据进C总体及分区统计分析，数据反映出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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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指标的分区特点、水平、垂向、高f值变}等分布特征，地块检出指标特征能

:为客观反映地块污染分布情况，与地块历史活动具有相关性，与区域特点:为

吻合，并印证了之前g断，本次调查的检测数据结果可作为地块人体健康风险筛

选的基础依据。 

4 风险筛选 

4.1 筛选结论 

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地块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团泊大道西侧、鄱阳湖

路南侧，规划用地性质为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3 教育科研用地—A31

高等院校用，依据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将《土壤环境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C）》（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作为详细调查及

风险评估启动值。区域浅层地下水为咸水，原生`}物、硫酸盐、总溶解固体等

含d:高（23 V 类），无饮用开发功能，因@参照《地下水质d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进C评价；Z述标准中均未列出的S油烃指标#无

国家标准，参照《Z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2020

年 3 月）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进C评价。 

通过本次风险筛选评价工作，土壤样Ke有检出污染物含d均未超过《土壤

环境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GB36600-2018）中第二

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K中各检出污染物含d均未超过《地下水质d标准》

（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值。综Z，该地块检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可以b受，符合当前规划为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3 教育科研用地—A31

高等院校用地的土壤、地下水环境质d要求。



 
 －13－

5 结论E建议 
5.1 56结论 

在掌握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地块相关信息、现场踏勘情况分析的基础Z，依

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w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w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

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12）等制定布点及采样调查工作方案。场地历史功能

:l确，按照地块南部（调查分区编号 A 区）采用“系统布点法”、地块北部（调

查分区编号 B 区）采用“专业判断法”的方式进C调查点位布设，共布设 52 个土

壤采样点、17 个地下水采样点。 

共采集送检 203 组土壤样K、21 组现场平C样，17 组地下水样K、2 组现

场平C样。根据本地块污染识别结果，本次调查监测项目包括 pH、《土壤环境

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C）》（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

项目 45 项，包括重N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以

及表 2 其他项目中挥发性有机物 4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0 项、S油烃（C10~C40）、

有机农a 14 项。本次调查地下水监测项目与土壤保持一x，@外，@外针对历

史生产活动区域F测了耗氧d、五日生}需氧d（BOD5）、氨氮常规水质指标。 

通过对土壤、地下水样K检出数据进C总体及分区统计分析，数据反映出k

同指标的分区特点、水平、垂向、高f值变}等分布特征，地块检出指标特征能

:为客观反映地块污染分布情况，与地块历史活动具有相关性，与区域特点:为

吻合，与之前g断:为一x。 

土壤样K中T、铅、镉检出高值的平面位置主要集中在原TG区域 B18、B19、

B24 点位，垂向深度均位于表层土中，TG的历史生产活动对土壤环境产生了一

定影响，j影响深度有限。针对坑塘布设点位 A6、A7、A8、B21 检出值相对:

f，其结果略高于地块总体平均水平，下部相邻土层各项指标检出值无异常。 

地下水样K总体表现为代表地块北部原坑塘区域的 AQ6、AQ7、AQ8 号监

测井中砷、铅、镉含d略高于平均水平，由于周边地表环境影响，包括F工业和

耕种历史，该区地势:f，在汇流蓄积作用下wx一部分重N属含d:高，而其

他区域地下水重N属指标的差异性主要受原生沉积形成地质环境影响，并未与地

表历史功能分区呈现lm相关性。对于表源性污染，包气带的粘性土起3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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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隔作用，TG区域的 BQ19 号监测井的T、铅指标略高于周边监测井，该区

历史生产活动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BQ7 监测井中 pH 值:高，23 10.62，

耗氧d、BOD5 亦:高，g断其受89历史有一定影响，该监测井其他检测项目

未见异常。 

通 过 《 土 壤 环 境 质 d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 试 C ） 》

（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包括重N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以及表 2 其他项目中挥发性有机物 4 项、半挥发

性有机物 10 项、S油烃（C10~C40）、有机农a 14 项监测项目筛选中，土壤样

Ke有检出污染物含d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d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C）》（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样K各检出污染

物含d均未超过《地下水质d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值。综Z，

该地块检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b受，符合当前规划为 A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A3 教育科研用地—A31 高等院校用地的土壤、地下水环境质d

要求。 

5.2 建议 

（1）本次调查评估结论]适用于当前规划用地性质，.未来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发生变}时应重新进C评估。 

（2）地块拆7、建设开发过程应符合国家、地方相关规定，防止因场地拆

7平整及建设开发工作对场地造成污染。 

（3）建议做好场地的管理工作，确保k发生任何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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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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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门Z报并进C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