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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结论与建议 

12.1 结论 

关东精密机械（唐山）有限公司为在产企业，地块编码：

1302731370305，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泽北路 572

号。企业成立于 2004 年，并一直生产至今。企业规模为中型企业，

该企业行业类别包括 7722 大气污染治理,3714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

配件制造,3439 其他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1）土壤 

关东精密机械（唐山）有限公司地块内共布设 9 个土壤点位，获

取地块内有代表性土壤样品送实验室检测，检测项目为《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表 1

的 45 项基本项目以及表 2 石油烃（C10～C40）以及锰、氟化物和 pH，

在对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

平行、质控、对照点样品），检出率为 100%，检测值小于相应筛选

值，不存在污染情况。重金属平行样品共检测 4 个，检出率为 100%，

原样与平行样品均小于第二类筛选值，与原样品进行比对后，其相对

偏差均在控制范围 30%内，平行样品符合比对要求。重金属质控样品

共检测 4 个，检出率为 100%，原样与平行样品均小于第二类筛选值，

与原样和平行样品平均数进行比对后，其相对偏差均在控制范围 35%



12.结论与建议 

 
 

内，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六价铬：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平行、质控、对照点样品），

均未检出。六价铬平行样品共检测 4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4 个均未检

出，不存在六价铬污染情况。六价铬平行、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VOCs）：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平行、质控、

对照点样品），其中 1A01（18m）处氯仿有检出，检测值小于相应

筛选值，不存在污染情况。挥发性有机物（VOCs）平行样品共检测

4 个，其中 1A01-P（18m）处氯仿有检出，检测值小于相应筛选值，

不存在污染情况。1A01（18m）处原样与平行样品均小于第二类筛选

值，平行样品符合比对要求。挥发性有机物（VOCs）质控样品共检

测 4 个，其中 1A01-Q（18m）处氯仿有检出，原样和平行样算数平

均数与质控样品均小于第二类筛选值，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平行、质

控、对照点样品），均未检出，不存在污染情况。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s）平行样品共检测 4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4 个均未检出，平

行、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石油烃（C10-C40）：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平行、质控、对照

点样品），检出 30 个（1A01(18m）处未检出），除 1B01 外其余土

孔检测值均小于第二类筛选值，不存在污染情况。石油烃平行样品检

测 1A01-P(18m）未检出，质控样品检测 1A01-Q(18m）未检出，平行、

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氟化物：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平行、质控、对照点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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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为 100%，平行样品共检测 4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4 个，检出

率为 100%，但无相关标准值，暂不进行评价。 

锰：共检测样品 31 个（不含平行、质控、对照点样品），检出

率为 100%，平行样品共检测 4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4 个，检出率为

100%，但无相关标准值，暂不进行评价。 

厂外对照点采样深度 0.3m，土壤对照点砷、镉、铜、铅、汞、

镍、氟化物、石油烃（C10-C40）、锰检出，但其中砷、镉、铜、铅、

汞、镍、石油烃（C10-C40）未超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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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

准。 

（2）地下水 

依据检测结果，对检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地块内共布设 4 个地

下水检测井，获取地下水样品送实验室检测，检测项目为：45 项基

本项目、石油烃（C10～C40）以及锰、氟化物和 pH。地块内平行样对

比后检测结果在偏差范围内。 

对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

平行、质控），2A01 除砷、铜检出，镍、镉、铅均未检出。砷、铜

检出值均小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不存在污染情况。2B01 除镉未检出，砷、镍、铜、铅均未检出。镉

检出值小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不

存在污染情况。2C01 除镉、砷未检出，镍、铜、铅均检出。镍、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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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检出值小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不存在污染情况。2D01 除镉、砷未检出，镍、铜、铅均检出。镍、

铜、铅检出值均小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

标准，不存在污染情况。重金属平行样品共检测 1 个（2A01-P），平

行样品除砷、铜外均未检出，砷、铜检出值小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不存在污染情况。原样与平行样品

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平行样

品符合比对要求。重金属质控样品共检测 1 个（2A01-Q），质控样

品除砷、铜外均未检出，砷、铜检出值小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不存在污染情况。原样与平行样品算数平均

值和质控样品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

标准，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VOCs）：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平行、质控）。

其中除 2C01 处氯仿未检出，其余三处（2A01、2B01、2D01）均有

氯仿检出，2B01、2D01 检出值为 4.6μg/L和 1.9μg/L低于《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中的氯仿筛选值 60μg/L，不

存在污染。其中 2A01 处氯仿检出值为 126μg/L高于《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中的氯仿筛选值 60μg/L。2A01-P、

2A01-Q 氯仿均有检出，2A01-P 氯仿检出值为 126μg/L、2A01-Q 氯

仿检出值为 145μg/L，均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Ⅲ类标准中的氯仿筛选值 60μg/L，平行、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除 2B01 四氯化碳有检出，其余三处（2A01、2C01、2D01）四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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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均未检出，不存在污染情况。2B01 处四氯化碳检出值为 5.8μg/L

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2.0μg/L，有

污染存在。2A01 在企业喷漆车间东南角、2B01 在废水、固废处理区

东南角如图 11-1。企业生产工艺涉及喷漆，所用涂料为环氧底漆、底

漆固化剂、环氧稀释剂等，经过资料查询其化学成分中含有氯仿（三

氯甲烷）、四氯化碳等成分。在对零件进行喷漆作业时产生氯仿（三

氯甲烷）、四氯化碳等污染物并经土壤进入地下水。经过本次钻探揭

露出地下水流方向为东北向西南，氯仿（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等污

染物可能经地下水由 2A01 发生迁移（如图 2B01 在 2A01 地下水下

游方向）至 2B01 处，经过资料查询氯仿（三氯甲烷）与四氯化碳有

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导致 2B01 处四氯化碳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图 12-1  2A01位置图 

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平行、质控），

均未检出，不存在污染情况。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平行样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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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1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1 个，均未检出，质控、平行样品符合比

对要求。 

石油烃（C10-C40）：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平行、质控），检出

率为 100%，石油烃（C10-C40）平行样品共检测 1 个，质控样品共检

测 1 个，石油烃（C10-C40）无相关标准值，暂不进行评价。 

氟化物：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平行、质控），检出率为 100%，

但检测值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不存在污染情况。氟化物平行样品共检测 1 个（2A01-P），有检出，

且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平行样

品符合比对要求。氟化物质控样品共检测 1 个（2A01-Q），有检出，

且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质控样

品符合比对要求。 

锰：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平行、质控），均未检出，不存在污

染情况。锰平行样品共检测 1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1 个，均未检出，

平行、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六价铬：共检测样品 4 个（不含平行、质控），均未检出，不存

在污染情况。六价铬平行样品共检测 1 个，质控样品共检测 1 个，均

未检出，平行、质控样品符合比对要求。 

（3）总结 

在方案制定阶段，地块共划分为四处疑似污染区域如图 12-2，分

别为 2A 喷漆车间、2B 废水、固废治理区、2C 焊接车间、2D 切割车

间，经过本次采样调查数据结果得出，2C 焊接车间、2D 切割车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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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污染情况，不再作为疑似污染区域。2A 喷漆车间地下水样品中

氯仿检出值为 126μg/L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Ⅲ类标准中的氯仿筛选值 60μg/L。2B 废水、固废治理区地下水样品

中四氯化碳检出值为 5.8μg/L 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2.0μg/L。2A 喷漆车间、2B 废水、固废治理区

确定为污染区域如图 12-3。 

 

图 12-2  疑似污染区域平面图 

 

图 12-3  污染区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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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建议 

由于本场地为在产企业，针对其特殊性提出以下建议： 

（1）针对 2B 废水、固废治理区的四氯化碳两次采样检测地下水

均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2.0μg/L的

情况，建议企业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监管，检查该区域是否存在地面硬

化破损导致的废水、固废等污染物导致的跑、冒、滴、漏。并进一步

分析该区地下水污染是否由上游 2A 喷漆车间氯仿超标导致的污染土

壤及地下水事件；2A 喷漆车间区两次检查地下水氯仿均超出《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建议企业在喷漆过程

中严防涂料对地下水的污染，必要条件下应增加防渗层，以防止再次

出现此类现象。 

（2）加强生活污水的管理，严禁生活污水随意倾倒漫延； 

（3）针对厂区检测值高于检出限的污染物进行进一步彻查，并

进行针对性的污染防治。地块存在土壤污染情况，地下水重金属、四

氯化碳存在超标情况，需要加强地下水的长期检测，针对地下水污染

情况，建议增加生产区域的防渗层管理，发现裂隙时及时修补，避免

地下水污染以及污染物的横向和纵向迁移及扩散。 

（4）建议设立长期监测井，定期对地下水进行检测、排查。同

时在废水，固废等污染物运输过程中要严查密封措施，避免出现不必

要的遗撒和滴漏，以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5）在土壤样品检测中发现 1B01-0.5m 处石油烃 C10-C40 的检

测值达到 1189mg/kg，随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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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但是远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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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826 mg/kg，并高于其他

土壤样品的石油烃 C10-C40 检出值。该数值仅在表层土检出，建议企

业针对 2B 废水、固废治理区进行严格检查，以防止石油烃 C10-C40

易迁移污染物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再一次污染。 

12.3 风险评估 

根据本次采样调查工作及结果分析，现认定关东精密机械（唐山）

有限公司地块为污染地块，报告已给出排查污染源，采取相应措施以

防止新增污染的相关意见和意见；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技术指南》相关要求，要求关东精密机械（唐山）有限公司地块启动

地下水风险评估工作，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或修

复措施，以防止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 

风险评估要点  

1.建立污染地块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的内容包括污染来源、潜在受体以及暴露途径（即污染

到达受体的途径）。概念模型应当贯穿于土壤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整

个过程，并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断完善。  

即使存在污染来源，如果没有暴露途径，则对潜在受体而言，就

没有风险。《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规定了多种暴露途径。根

据建立的概念模型，某种暴露途径对于该特定地块并不存在的，则风

险评估可以不考虑该暴露途径。污染地块上如果存在《污染场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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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技术导则》未规定的暴露途径的，可参考国际上具有较高认可度

的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组织开展相应暴露途径的风险评估工作，说明方

法的合理性并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  

2.风险评估的参数选择 

对于污染物理化和毒性参数，原则上选择《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所规定的参数；《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未规定的，

可引用国际上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认可度的数据库中的参数，并

明确说明数据来源及选择依据。  

对于人体暴露特征参数，原则上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规定的参数推荐值；确需调整的，应参照国家或地方权威部门发

布的数据，并明确说明数据来源及选择依据。  

对于污染地块的特征参数，应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室内土工试验

等方式获取实测数据，对于面积较大且水文地质情况复杂、变异性较

大的地块，可分区域获取地块特征参数。  

3.关于风险控制值  

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土壤风险控制值指根据用

地方式、暴露情景和可接受风险水平，采用规定的风险评估方法和场

地调查数据，计算获得的土壤污染物的含量限值。  

当污染地块规划用途明确时，应根据规划用途计算风险控制值；

规划用途不明确时，可结合可能的多种规划用途，提供相应的风险控

制值。通过风险评估计算得出的风险控制值，是确定污染地块修复目

标值的重要依据，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如对于土壤背景值较高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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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如重金属），考虑成本效益，技术可操作性，以及修复后存在

被更高背景的周边区域再次污染的可能性，原则上不要求清理到背景

水平之下。  

污染地块的修复目标可依据《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导则》确定。  

五、成果及审核  

（一）成果  

调查评估工作完成后，应以电子和书面方式提交相关工作成果，

包括报告书、图件、附件材料等。  

1.报告书应包括调查评估工作方案、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  

2.图件应包括地块地理位置图、地块平面图、土壤污染物浓度分

布平面图及截面图、地块土层分布截面图、地下水位等高线图、地下

水污染物分布图等；  

3.附件材料应包括相关历史记录、现场状况及工作过程照片、钻

孔柱状图、水文地质调查报告、测绘报告、建井记录、洗井记录、手

持设备日常校准记录、原始采样记录、现场工作记录、实验室检测报

告、专家咨询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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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点采样方案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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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点采样方案专家评审意见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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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点采样方案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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