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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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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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联系电话 1331648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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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19日 前土地使用权人 /

建设用地地点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兴龙路

经度： 113.965656°E纬度： 22.700574°N

项目中心 其他（简要说明）

四至范围

东至宝珺园（在建），南至林地，西至林

地，北至宝珺园（在建）

（可另附图，注明拐点坐标）

占地面积

（m2）
17677.7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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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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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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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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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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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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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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

地块面积：17677.76m2

地理位置：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西侧

四至：东至宝珺园（在建），南至林地，西至林地，北至宝珺

园（在建）

土地利用现状：在建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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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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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评估

工作指引（2021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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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阶段调查

2023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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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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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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规范要求，于 2023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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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块内污染识别

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及园地，2009年地块平整开

挖变为空地；2016年地块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中产生的余

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2016年 12月~2017年 2月，深

圳市公交车更新换代，该地块作为公交车临时存放区使用；2017年

部分区域硬化；2020年~2022年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2023年开始

建设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建筑尚未完成。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调查地块历史至今

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地块及周边区域平整，利用

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产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填

土平均厚度约 3.96m，根据历史影像信息查询及人员访谈结果表

明，地块及周边区域均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填土土质较

为干净，且项目地块内设有两层地下室，地下室深度约 10m，地块

内填土在建设过程中大多开挖外运。由此分析，外来填土对调查地

块产生的影响较小。

2、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根据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块 50m范围内主要为林地及在建工

地，历史至今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地块 500m范围内存

在工业园区，其中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地块东侧 130m

处，距离地块最近。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位于深圳市宝安

区石岩街道水田路颐和工业区厂房，经营面积约 46631.38m2，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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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电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及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

的实验室检测。

企业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水，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且

企业距离地块较远，排放的废气通过大气沉降等方式对地块产生的

影响可忽略不计。

三、初步调查结论

（1）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及园地，2009年地块

平整开挖变为空地，2016年地块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中产

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2017年部分区域硬化，

2020年-2022年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2023年开始建设祝龙田九年

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建筑尚未完成。

（2）调查地块历史至今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016

年地块及周边区域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产生的余土对地块

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填土平均厚度约 3.96m，根据历史影像

信息查询及人员访谈结果表明，地块及周边区域均不存在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填土土质较为干净，且项目地块内设有两层地下

室，地下室深度约 10m，地块内填土在建设过程中大多开挖外运。

由此分析，外来填土对调查地块产生的影响较小。

（3）距离地块最近的企业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地

块东侧 130m处，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水田路颐和工业区厂房，经营面积约 46631.38m2，主要从事电

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及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的实验

室检测。企业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水，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

放，且企业距离地块较远，排放的废气通过大气沉降等方式对地块

产生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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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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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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祝

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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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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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该地块未来用地性质为教育设施用地，在后续开发建设

中，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防止外来污染源进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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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项目背景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兴龙路。调查范围 17677.76m2。地块四至范

围：东至宝珺园（在建），南至林地，西至林地，北至宝珺园（在

建）。项目现状为在建工地，建设 1栋宿舍楼、1栋教学楼、操场

等，项目建有 2层地下室，地下室深 10米，游泳池、篮球场均位于

地下室内，项目预设 12初中班+24小学班。

地块的历史使用性质为：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及

园地，2009年地块平整开挖变为空地；2016年地块平整，利用周边

地块平整过程中产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2016

年 12月~2017年 2月，深圳市公交车更新换代，该地块作为公交车

临时存放区使用；2017年部分区域硬化；2020年~2022年作为临时

停车区使用；2023年开始建设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建

筑尚未完成。

根据《祝龙田教育-产业用地土地证被利益统筹项目规划研究》

（见图 2.1-4）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 1）了

解，项目地块规划为教育设施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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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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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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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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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启动了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并编制《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

程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2调查范围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地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兴龙路，中心坐标：113.965656°E，22.700574°N。占地面积

17677.76m2。地块东至宝珺园（在建），南至林地，西至林地，北

至宝珺园（在建）。

调查范围界址点坐标见表 1.2-1，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见 1.2-

1，调查地块红线范围见图 1.2-2，项目选址位置示意图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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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地块边界主要控制点坐标

序号
大地 2000坐标系

序号
大地 2000坐标系

X Y X Y

1 2511644.23 495887.91 8 2511646.74 495977.57

2 2511720.93 495892.84 9 2511621.10 495946.87

3 2511723.37 495893.00 10 2511622.03 495943.31

4 2511738.12 495904.75 11 2511628.44 495900.66

5 2511738.82 495907.08 12 2511628.95 495897.27

6 2511775.00 496028.62 13 2511643.53 495887.88

7 2511671.02 496059.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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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地理位置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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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地块调查范围图

图例

：调查范围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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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项目选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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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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

月 1日）；

（7）《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 11月 29日修正）；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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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

〔2016〕145号）；

（10）《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29日修订）；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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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13）关于印发《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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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4号）；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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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4）《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筛选值 珠江三角洲》（DB44/T

1415-201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201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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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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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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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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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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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

（3）《一层及竖向总平面图》；

（4）《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

告》；

（5）《祝龙田教育-产业用地土地证被利益统筹项目规划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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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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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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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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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初步调查报告编制三个阶段。

1.5.1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两方面。

①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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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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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其疑似污染痕迹。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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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资料收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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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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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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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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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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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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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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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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红线

内。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13页

图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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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对地块进行现场踏勘，项目现状

为空地，地块内部分区域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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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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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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和园地。

（2）2009年地块平整开挖，变为空地；

（3）2016年地块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产生的余土对

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

（4）2016年 12月~2017年 2月，深圳市公交车更新换代，该

区域作为公交车临时存放区使用；

（5）2017年地块内部分区域地面硬化；

（6）2020年~2022年地块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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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3年开始建设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建筑

尚未完成。

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见图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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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地块 使用时间 用地性质
土地

使用权人
用地单位 备注

祝龙田九年

一贯制学校

新建工程

2008年之前 农用地

/

/ 主要为林地、园林

2009年 空地 / 地块平整、开挖

2009年~2016年
12月

空地 / /

2016年 12月

~2017年 2月
空地 / /

作为公交车临时存放

区

2017年~2020年 空地 / /
地块内部分区域地面

硬化

2020年~2022年 空地
深圳市宝安

区教育局

/ 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

2023年~至今 在建工地 /
开始建设祝龙田九年

一贯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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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为农用

地；

（2）地块北侧、东

侧 、 西 侧 为 农 用

地，南侧、西南侧

为农用地和住宅。

2002年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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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部未发

生明显变化；

（2）地块南侧新增

部分住宅，其他相

邻区域未发生明显

变化。

2008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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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部分区

域 平 整 ， 变 为 空

地；

（2）地块北侧、东

侧地块平整变为空

地；西侧部分区域

平整变为空地，南

侧、西南侧未发生

明显变化。

2010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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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土地平

整变为空地。

（2）地块周边相邻

区域未发生明显变

化。

2011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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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未发生

明显变化。

（2）地块南侧新增

高层住宅楼，其他

区域未发生明显变

化。

2013年历史影像图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22页

2014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未发生

明显变化。

（2）地块周边未发

生明显变化。

2014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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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未发生

明显变化。

（2）地块周边未发

生明显变化。

2015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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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卫星影

像图

（1）地块及周边区

域土地平整，利用

平整过程产生的余

土，对较低地势进

行填土。

（2）地块北侧、东

侧土地平整，其余

区域未发生明显变

化。

2016年 10月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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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卫星影

像图

（1）地块内部部分

区域作为公交车暂

存区。

（2）地块北侧、东

侧作为公交车临时

存放区，其余区域

未发生明显变化。

2016年 12月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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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卫星影

像图

（1）地块内作为公

交车暂存区。

（2）地块北侧、东

侧作为公交车临时

存放区，其余区域

未发生明显变化。

2017年 2月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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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朗东路

留仙大道

2017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部分区

域地面硬化。

（2）地块北侧、东

侧部分区域硬化，

其余区域未发生明

显变化。

2017年历史影像图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第 28页

2018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未发生

明显变化。

（2）地块周边相邻

区域未发生明显变

化。

2018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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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仙大道

2020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未发生

明显变化。

（2）地块东侧作为

临时停车区使用，

其他区域未发生明

显变化。

2020年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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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仙大道

2022年卫星影像图

（1）地块内作为临

时停车区使用。

（2）地块北侧开始

建设宝珺园，东侧

开始建设宝珺园，

其余区域未发生明

显变化。

2022年历史影像图

图 2.1-3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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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祝龙田教育-产业用地土地证被利益统筹项目规划研究》

（见图 2.1-4）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 1）了

解，项目地块规划为教育设施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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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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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祝龙田教育-产业用地土地证被利益统筹项目规划研究》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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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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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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查阅本场地的原始地形资料可知，本场地原始地貌为低丘

陵及沟谷地带，后因人类工程活动，经挖方、填方后，形成现状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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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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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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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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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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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区域地质概况

深圳市的平面形状呈东西宽、南北窄的狭长形，东西的直线距

离：自东宝河口的滩地西缘至大鹏半岛最东端约为 92.0km。南北的

直线距离：自罗田水库北缘至蛇口半岛南端约为 48.4km，至大鹏半

岛最南端则为 48.9km，南北较窄处，自雁田水库南缘至莲塘河仅

10.7km，最窄处自北部边界至沙鱼涌海岸直线距离仅 6.0km。深圳

市地貌类型比较丰富，根据地势高低变化，将地貌类型划分为低山

和高丘陵、低丘陵、高台地、低台地和阶地、平原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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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区处在华南地震区中东南沿海地震带的中西段，东南沿海地

震带北起浙江南部，经福建的福州、泉州、漳洲向西南入广东，经

南澳、汕头、海丰、广州、阳江向南包括海南岛，向西进入广西，

抵灵山止，中西段的北缘包括了江西的南部，走向大体与海岸一

致，总体北东，西段转成东西向。

根据《深圳市地质图 1:5万幅》（见图 2.2-1），场地周围主要

的断裂构造为 F4912（横浪断裂）：横浪断裂（大岭断裂，

F4912）：横浪断裂从观澜的桔岭至龙华的横浪，长约 13km，走向

北东 25°，倾向北西，倾角 80°。南西端发育在中心村、白石岗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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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凸单元岩体中，往北东切过侏罗系下统的金鸡组和桥源组。岩体

内岩石形成碎裂花岗岩，硅化、绿泥石化蚀变花岗岩，还伴有大小

不—的花岗岩透镜体，砂泥岩中发育断裂破碎带，由褐铁矿化破碎

角砾岩、碎裂岩组成。断裂旁侧发育一系列呈近南北向展布的花岗

岩脉。力学性质上显示左旋张扭，切割了北西向断裂和中心村、白

石岗、坪田凸单元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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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深圳市地质图 1:5万幅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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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区域水文地质概况

（1）水文地质概况

深圳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主要山脉走向从东到西，贯穿中

部，成为主要河流发源地和分水岭。深圳市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310

余条。受地形地貌影响，其中有 71条河流为感潮河流。深圳市的河

流分别属于南、西、北三个水系。以海岸山脉和羊台山为主要分水

岭，南部诸河注入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称为海湾水系；西部

诸河注入珠江口伶仃洋，称珠江口水系；北部诸河汇入东江或东江

的一、二级支流，称为东江水系。

其中，海湾水系有 120多条小河，较大者有 8条，主要河流是

注入深圳湾的深圳河、大沙河。珠江口水系有 40多条河流或河涌，

主要河流是茅洲河。东江水系有龙岗河、坪山河、观澜河，都是深

圳市的主要河流。小河沟数量多，分布广，干流短是深圳市水系的

显著特点。

根项目场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附近水系主要为大坡

河属于茅洲河水系，场地北侧相距约 1km为鹅颈水库。

据《深圳市水文地质图（1:5万）》（图 2.2-3），本地块所在

区域的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裂隙水。根据《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

区划分图》（图 2.2-4）判断项目地块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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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深圳市水系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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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水文地质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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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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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功能区划分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 2011年 4月 7日发布的《广东省地下水保护

与利用规划》（粤水资源函〔2011〕377号），本项目所在地属于

“不易开发区”。

图 2.2-5地下水功能区划

2.2.5区域土壤类型

根据《深圳市土类空间分布图》（见图 2.2-6）查询到地块所在

区域土壤类型为赤红壤。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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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深圳市土类空间分布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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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地块地址与水文地质情况

2.3.1地质情况

根据《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新建工程岩土工程详细

勘察报告》勘探结果了解，场地内的地层自上而下为素填土层

（Qml）、第四系坡积层（Qdl）、第四系残积层（Qel），下伏基岩

为白垩纪早世燕山四期花岗岩（γβ3K1）。各岩土层特征分述如

下：

（1）人工填土层(Qml)

素填土（层序号①）：褐黄色，稍湿～湿，稍密状，主要由黏

性土及花岗岩碎石组成，土质不均匀，局部夹少量砼块及砖块，不

均匀填有砂砾、填石等，局部填土层底部揭露有黑色耕土，含少量

有机质，厚度介于 0.30m～21.40m，平均值为 3.96m。层底埋深

0.30m～21.40m，标高为 70.17m～94.23m。

（2）第四系坡积层（Qdl）

含砾粉质黏土（层序号②）：褐黄色，湿，可塑状，黏性较

好，含石英砾，厚度介于1.30m～4.00m，平均值为2.69m。层顶埋深

0.00m～ 21.40m，标高为 71.87m～ 93.01m；层底埋深 2.00m～

23.30m，标高为69.91m～91.51m。

（3）第四系残积层（Qel）

砾质黏性土（层序号③）：褐黄色，褐红色，湿，可塑-硬塑

状，黏性一般，含石英砾，由花岗岩残积而成，原岩结构可辨，厚

度介于 1.50m～15.10m，平均值为 4.82m。层顶埋深 0m～23.30m，

标高为 69.97m～ 93.83m；层底埋深 4.50m～ 25.20m，标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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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5m～87.73m。

（4）白垩纪早世燕山四期花岗岩（γβ3K1）

场地内下伏基岩为白垩纪早世燕山四期花岗岩（γβ3K1）。其

主要矿物成份为石英、长石等，中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按其风

化程度可划分为全、强、中、微风化四个风化带。

1）全风化花岗岩（层序号④1）：褐黄色，岩芯呈坚硬土状，

岩石完全风化，结构已基本破坏。手捏易散，泡水易软化，局部含

强风化岩碎块，极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揭露厚度介于

0.90m～19.80m，平均值为 7.26m。层顶埋深 0.30m～25.20m，标

高为 63.55m～ 94.23m；层底 埋深 4.00m～ 27.70m，标高 为

56.43m～90.00m。

2）（土状）强风化花岗岩（层序号④2）：褐黄色，岩芯呈土

混碎块状，岩石结构已大部分破坏，风化裂隙极发育。泡水易软化

崩解，局部夹块状强风化岩碎块，合金钻进容易，软岩，岩体基本

质量等级为Ⅴ级，揭露厚度介于1.00m～23.10m，平均值为10.50m。

层顶埋深 0.00m～ 27.70m，标高为 56.43m～ 94.12m；层底埋深

1.00m～38.90m，标高为47.33m～93.12m。

3）（块状）强风化花岗岩（层序号④3）：褐黄色，岩芯呈碎

块混土状，锤击声哑，无回弹，有凹痕，易击碎，浸水后手可掰

开，局部夹中风化岩碎块，岩石坚硬程度为软岩，岩体完整程度为

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揭露厚度介于0.90m～30.80m，平

均值为9.21m。层顶埋深1.00m～38.90m，标高为47.81m～93.12m；

层底埋深11.00m～45.00m，标高为46.61m～82.75m。

4）中风化花岗岩（层序号④4）：青灰色、肉红色，岩芯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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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风化裂隙发育，局部呈灰绿色，见绿泥石蚀变，锤击声哑，

无回弹，较易击碎，岩石坚硬程度为软岩~较软岩，岩体完整程度为

较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Ⅳ～Ⅴ级，揭露厚度介于0.60m～

8.70m，平均值为 5.34m。层顶埋深 11.00m～ 45.00m，标高为

40.83m～ 82.75m；层底埋深 16.30m～ 50.80m，标高为 38.83m～

77.45m。

5）微风化花岗岩（层序号④5）：青灰色、肉红色，局部见

风化裂隙，锤击声清脆，有回弹，稍震手，较难击碎，岩石坚硬程

度为较硬岩～坚硬岩，岩体完整程度为较完整，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为Ⅱ～Ⅲ级，厚度介于 1.10m～6.50m，平均 3.12m。层顶埋深

20.30m～49.40m，标高为 41.93m～73.18m；层底埋深 23.10m～

52.00m，标高为 38.84m～70.42m。

水文地质剖面图见图 2.3-1，钻孔柱状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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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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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水文地质情况

根据《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新建工程岩土工程详细

勘察报告》勘探结果了解，场地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

及基岩风化裂隙水。孔隙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土层和土状风化岩的

颗粒孔隙之中。场地内素填土层（层序号①）呈稍密状，透水性总

体上较弱；坡积含砾粉质黏土层（层序号②）、残积砾质黏性土层

（层序号③）和全风化花岗岩（层序号④1）黏粒、粉粒含量较高，

孔隙较小，为弱透水层。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强、中、微风化花

岗岩的风化裂隙中。风化带透水性及富水性受裂隙的发育程度、张

开度、连通性等控制，不均匀，局部可能略具承压性，总体上属弱

透水层。

勘察期间钻孔终孔稳定地下水位埋深介于 4.30m～11.30m，标

高介于 72.25m～89.46m。

场地地下水主要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水位随季节变化较

大，其排泄途径主要是依地势由高往低向场地外排泄。据场地的水

文地质条件分析，按类似场地的经验，推测场地地下水位年变化幅

度为 2.5m~4.0m。

2.4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通过现场踏勘得知，调查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居民区、

等敏感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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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龙仔 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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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敏感目标 方位 与本项目距离（m）

2 恒福兴 SW 364

3 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龙田学校 NE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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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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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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

2.5.1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项目地块东至宝珺园（在建工地），南至林地，西至林地，北

侧为宝珺园（在建工地），西南侧为林地。

地块周边情况见图 2.5-1：

南侧（林地、石龙仔） 西南侧（林地）

北侧（宝珺园）

东侧（宝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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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侧（林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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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北侧：

2009年之前为农用地；

2009年地块平整开挖，变为空地；

2016年地块平整为平地；

2016年 12月~2017年 2月，深圳市公交车更新换代，该区域

作为公交车临时存放区使用

2017年地块硬化；

2022年开始修建宝珺园。

地块南侧：

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及住宅；

2013年新增高层住房；

2013年至今未发生变化。

地块西侧：

历史至今一直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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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

2009年之前为农用地；

2009年地块平整开挖，变为空地；

2016年地块平整为平地；

2016年 12月~2017年 2月，深圳市公交车更新换代，该区域

作为公交车临时存放区使用

2017年地块硬化；

2022年开始修建宝珺园。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见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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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污染识别

本项目前期调查于 2023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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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进行了现

场踏勘，现场踏勘对项目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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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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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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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选址意

见书》
2020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2 《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 2023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3 《一层及竖向总平面图》 /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4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

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2022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5 卫星历史影像图 2002-2022 谷歌地图

3.3现场踏勘

2023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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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现为在建工地，主要建设一栋教

学楼、一栋宿舍楼、操场及游泳池，项目设有两层地下室，地下室

深度约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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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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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范围内主

要为林地及在建工地，历史至今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地

块 500m范围内存在工业园区，其中欣旺达电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地块东侧 130m处，距离地块最近。地块周边 50m范围现状图

见图 3.3-2。

图 3.3-2 周边 50m范围现状图

3.4人员访谈

本项目主要对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航城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街边商户/居民等人员进行书面访谈，共收到反馈的访谈表 6 份

（附件 3），本次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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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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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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访谈时间 联系方式

访谈方

式

居住或

工作年

限

访谈人员合理性分析

1 林朋 项目部工程部 部长 2023.12.3 18281004131 面谈 2年 了解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的详细信

息

2 罗志龙 石岩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2023.12.21 18820223696 面谈

工作 6年之久，通过查阅资料及询

问老员工等方式，对调查地块历史

变革较为了解

3 面谈
附近商户，工作时间较久，对调查

地块历史变革较为了解

4 面谈
附近商户，生活时间较久，对调查

地块历史变革较为了解

5 面谈
生活时间较久，对调查地块历史变

革较为了解

6 面谈
附近商户，工作时间较久，对调查

地块历史变革较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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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 深圳市宝安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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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及园地，2009年地块

平整开挖变为空地，2016年地块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中

产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2017年部分区域硬

化，2020年-2022 年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2023年开始建设祝龙

田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建筑尚未完成。

（2）项目地块主要建设一栋教学楼、一栋宿舍楼、操场及游

泳池，项目设有两层地下室，地下室深度约 10m，于 2023年 1月

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约产生 1万立方渣土，分别外运至深圳市龙

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新湖路 34号、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

社区振兴路 2号 101、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莲塘工业城

C区第 46栋整套 101消纳场所。

（3）地块不存在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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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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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地块及周边 50m范围内历史及现状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距离地块最近的工业企业为欣旺达电子有限公司。

3.5地块内污染影响分析

根据人员访谈及历史影像图可知，地块 2008 年之前为农用

地，主要为林地及园地，2009年地块平整开挖变为空地，2016年

地块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中产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

区域进行填土，2017年部分区域硬化，2020年-2022年作为临时

停车区使用，2023年开始建设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

建筑尚未完成。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调查地块历史至今

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地块及周边区域平整，利

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产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

填土平均厚度约 3.96m，根据历史影像信息查询及人员访谈结果表

明，地块及周边区域均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填土土质较

为干净，且项目地块内设有两层地下室，地下室深度约 10m，地

块内填土在建设过程中大多开挖外运。由此分析，外来填土对调查

地块产生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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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范围内主要为林地及在建

工地，历史至今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地块 500m范围内

存在工业园区，其中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地块东侧 130m

处，距离地块最近。污染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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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概况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位于深圳市宝

安区石岩街道水田路颐和工业区厂房，经营面积约 46631.38m2，主

要从事电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及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

组的实验室检测。

公司年生产锂电池 20000万 PCS，电池保护板 35000万 PCS。

厂区平面布置见下图：

（2）生产工艺简介

项目电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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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实验室的检测相关工艺

①项目电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工艺说明:将外购的原材料

(PCB板、电子元器件等)进行来料检验，接着在 PCB板上刷锡膏，

然后经过贴片机将贴片电子元器件固定在线路板上，接着在经过回

流焊机焊接，在进行 AOI检查，PCM焊线、点胶机打胶、调试、

再将保护板和外购的电芯用电烙铁焊接，贴上绝缘胶，装胶壳，再

贴上商标，检测合格即可包装出货。其外购的电芯半成品局部位置

需要进行移印，然后放入烤箱进行烘烤固化，之后使用喷码机进行

喷码喷上标签。另有部分电芯半成品局部位置通过移印、烘烤、喷

码一体机进行移印、烘烤、喷码。

②项目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实验室的检测的工艺说明：

是对电池进行性能测试、不涉及化学、电测实验，无工业废水、废

液、电磁辐射产生。

（3）污染物处理措施

企业污染物处理措施见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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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1 污染物处理措施统计表

类型 产生工艺 污染物种类 处理措施

废气

移印、喷码、

打胶工序有机

废气

苯、甲苯、二甲

苯、总 VOCs

将产生的有机废气集中收集后经 2套

“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

后经排气筒高空排放，项目设置 1个

排放口，项目排气筒高度约为 23米。

回流焊、PCM

焊线工

序酸雾废气

锡及其化合物

针对焊锡废气设置集气罩、收集管

道，将废气集中收集后引至楼顶高空

排放，排放口设置于 E 栋厂房楼顶

备用发动机

燃烧尾气
SO2、NOx、烟尘

设置废气净化设施，将燃烧尾气进行

处理达标后排放

固体

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

金属边角废料、废

包装材料、无铅废

锡渣

交由专业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危险废物

废切削油、废有机

溶剂、废矿物油、

废空容器、废抹布

手套、废活性炭、

染料涂料废物、废

碱液、废日光灯管

集中收集后交给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拉运处理，并签订危险废

物协议

（4）污染影响分析

企业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水，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且

企业距离地块较远，排放的废气通过大气沉降等方式对地块产生的

影响可忽略不计。

3.7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地块通过对地块及地块周边 50m范围内污染源分析：地块历

史使用至今，不涉及工矿用途、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不涉及

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不

涉及工业废水污染，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上无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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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地块最近的企业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地块东

侧 130m处，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

道水田路颐和工业区厂房，经营面积约 46631.38m2，主要从事电

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及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的实验

室检测。企业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水，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

放，且企业距离地块较远，排放的废气通过大气沉降等方式对地块

产生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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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兴龙路。调查范围 17677.76m2。地块四至范

围：东至宝珺园（在建），南至林地，西至林地，北至宝珺园（在

建）。项目现状为在建工地，建设 1栋宿舍楼、1栋教学楼、操场

等，项目建有 2层地下室，地下室深 10米，游泳池、篮球场均位于

地下室内。

根据《祝龙田教育-产业用地土地证被利益统筹项目规划研究》

（见图 2.1-4）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 1）了

解，项目地块规划为教育设施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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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8年之前为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及园地，2009年地块

平整开挖变为空地，2016年地块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中产

生的余土对地块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2017年部分区域硬化，

2020年-2022年作为临时停车区使用，2023年开始建设祝龙田九年

一贯制学校，目前主体建筑尚未完成。

（2）调查地块历史至今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016

年地块及周边区域平整，利用周边地块平整过程产生的余土对地块

内地势较低区域进行填土，填土平均厚度约 3.96m，根据历史影像

信息查询及人员访谈结果表明，地块及周边区域均不存在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填土土质较为干净，且项目地块内设有两层地下

室，地下室深度约 10m，地块内填土在建设过程中大多开挖外运。

由此分析，外来填土对调查地块产生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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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距离地块最近的企业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地

块东侧 130m处，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水田路颐和工业区厂房，经营面积约 46631.38m2，主要从事电

池、电池保护电路板的生产，及锂电池、蓄电池、蓄电池组的实验

室检测。企业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水，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

放，且企业距离地块较远，排放的废气通过大气沉降等方式对地块

产生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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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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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祝

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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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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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该地块未来用地性质为教育设施用地，在后续开发建设

中，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防止外来污染源进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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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祝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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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南边浪地块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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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一层及竖向平面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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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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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现场踏勘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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