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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AH101930）、35#

（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 

调查面积：地块红线面积为 44314.598m2。 

地理位置：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沥滘振兴大街 21 号，地块中心经纬度

坐标为东经 113°18′20.44044″，北纬 23°03′31.13674″。地块东接建设工

地（扬迈建设工地），北至沥滘西村，西至沥滘南苑新村东，南至振兴大街，

隔街为南方总部大厦和广州之窗商务港。 

土地使用权人：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经济联合社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目前地块内西侧包括部分旧村未拆除；地块内东北侧

为历史仓库厂房，目前还未拆除建筑；其余大部分区域已拆除并平整。 

未来规划：（1）31#（编号 AH101911）地块和 33#（编号 AH101930）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和防护绿地（G2）；（2）35#（编号

AH10193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B2）和防护绿地（G2）；

（3）额外调查区域原珠江钢管厂成品外仓区域属于地块 30#（编号 AH101909）

地块的一部分，规划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除以上区域外，调查范围内其

它区域使用功能为道路用地（S1）。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单位：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查及风险评估缘由：调查地块内存在重点行业企业生产历史，且地块用

地性质涉及变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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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地块内存在土壤锌、镍、石油烃（C10-C40）、苯并（a）芘超规划用

地筛选值，需要启动风险评估工作。 

风险评估结果 

（1）地块风险评估结论 

在第一类敏感用地情形下，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石油烃（C10-C40）和锌

相关暴露途径都不产生致癌风险，锌和石油烃（C10-C40）的非致癌危害商分别

为 14.4 和 2.58，超过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 1，对未来用地方式下使用人群存



 

II 

在健康隐患，因此锌和石油烃（C10-C40）污染土壤需要进行修复或管控。关注

污染物镍，致癌风险合计为 5.23×10-7，低于人体接受水平设置的致癌风险 1×

10-6，非致癌危害商为0.351，低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1。镍污染产生的致癌

风险以及非致癌危害都处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认为镍不需要进行修复或管控。 

在第二类非敏感用地情形下，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苯并（a）芘的致癌风

险合计为 1.15×10-4，其致癌风险超过人体可接受风险水平 1.0×10-6；非致癌危

害商为 19.7，其危害商值高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 1。因此，调查地块土壤中

苯并（a）芘对人体健康存在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需要进行修复或管控。 

（2）土壤超过修复/管控目标值状况 

将调查地块初步调查、详细调查阶段采集的土壤样品检测数据与修复目标

值比对后： 

在第一类用地区域内，土壤受到锌和石油烃（C10-C40）污染。锌和石油烃

（C10-C40）的超过修复/管控目标值的范围一致，在地块内共有1个点位（33S07）

2 个土壤样品锌和石油烃（C10-C40）超过修复/管控目标值况。上述超修复/管控

目标值点位分布在生产车间-镀锌生产线。土壤镍超筛选值但不超修复/管控目

标值，认为地块内镍指标不需要进行修复或管控。 

在第二类用地区域内，土壤受到苯并（a）芘污染。苯并（a）芘地块内共

有仅 1个点位（35S04）合计 1个土壤样品存在出现超修复/管控目标值的情况。

该点位位于原料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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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AH101930）、35#（AH101933）

（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或“目标地块” ）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沥滘振兴大街 21 号，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东经

113°18′20.44044″，北纬23°03′31.13674″，地块红线面积为44314.598m2。

调查地块东接扬迈建设工地（空地），北至沥滘西村，西至南苑新村东，南至振

兴大街。 

项目地块土地权属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经济联合社，属于集体用地，

根据《海珠区创新湾（沥滘片区）（海珠区 AH1018-AH1024 规划管理单元）控

制性详细规划》（用地规划图 2021/05/20），31#（编号 AH101911）地块和 33#

（编号 AH101930）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和防护绿地

（G2）； 35#（编号 AH10193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B2）和

防护绿地（G2）；除以上区域外，调查范围内其它区域使用功能为道路用地

（S1）。项目地块内存在重点行业企业生产历史，且涉及地块用地性质变更。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

31 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部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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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等四局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

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穗环〔2018〕26号）等要求，应严格建设

用地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险，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的地块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 

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受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经济联合社的

委托，对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AH101930）、35#

（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和详细调查工作，编制完成《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

（AH101930）、35#（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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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101930）、35#（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 

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类用地原珠江管业有限公司区域，锌和石油烃

（C10-C40）在 1 个土壤点位，2 个土壤样品超过第一类筛选值，主要分布在广州

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热镀锌生产线旁边；在第一类用地原沥滘电

镀厂磨光分厂区域，镍存在 2 个土壤点位，2 个样品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在

第二类用地区域，苯并（a）芘在 1 个土壤点位，1 个土壤样品中含量超过第二

类筛选值，主要分布在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料堆场附近。2个超标的

土壤点位均为孤立点超标。调查地块仅浊度和 pH 超《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V 类水质筛选值。调查地块需根据场地未来规划开展风险

评估工作，关注的污染物为土壤中的锌、镍、石油烃（C10-C40）、苯并（a）芘。 

基于此，我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对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

33#（AH101930）、35#（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

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并在风险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编写《沥滘旧村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AH101930）、35#（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

科技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风险评估报告》。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修正实施）； 

（5）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6）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7）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 年 7 月 1 日施行）； 

（8） 《国务院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61 号文）； 

（9）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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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40 号）； 

（10） 《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环办土

壤[2017]67 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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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原国

家环保总局环办〔2004〕47 号）； 

（13）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14）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2012〕140 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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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广东省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

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工作实施方案>的函》（粤环函〔2014〕1290 号）； 

（17） 《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 2020 年工作方案》； 

（18）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的通知》（穗府〔2017〕13 号）； 

（19）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

（2017-2020）的通知》（穗环〔2017〕187 号）； 

（20）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加强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验收监

测工作的通知》（穗环办〔2015〕193 号）； 

（21）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地块环境调查、

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的通知》（穗环办〔2018〕173 号）； 

（22） 《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穗环（2018）26 号）； 

（23）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工作方

案的通知》穗环〔2018〕1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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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标准规范和技术导则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风险管控术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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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5）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DB4401T 102.1-2020）； 

（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第 3 部分：土壤重金属监测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技术规范》（DB4401T 102.3-2020）； 

（8）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第 4 部分：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DB4401T 102.4-2020）； 

（9）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

行）》（HJ25.5-2018）； 

（10） 《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风险管控管理技术指南》（试行）

（2014 年 11 月）； 

（11）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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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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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广州市工业企业地块环境调查、治理修复/风险管控及效果评估技

术要点》（穗环办〔2018〕173 号）； 

（1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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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环境检测分析方法标准制定技术导则》（HJ/T168-2010）； 

（18） 《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主编，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1990）； 

（19）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20）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1.3 评估目的与原则 

1.3.1 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并适当参考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方法，通过危害识别、暴露评估、风险表征和

修复目标值确定等环节定量评估地块土壤对未来使用人群造成的健康风险，根

据地块规划利用功能制定污染风险控制值，为地块后期修复治理或风险管控的

实施及投资估算提供支撑，为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3.2 评估原则 

（1）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为尺度，严格贯彻我国地块污染调查、评

估与修复/管控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2）基于人体健康保护的原则、针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具体性质和

环境特征编制风险评估报告； 

（3）采用国家规定的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编制科学严谨的评估报告。 

1.4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红线范围为沥滘旧村改造二期范围中的部分区域，调查红线面积

为 44314.598m2，包括了 31#（编号 AH101911）、33#（编号 AH101930）地

块、35#（编号 AH101933）地块以及该 3 个地块与周边地块连接的道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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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调查地块红线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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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路线和工作流程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调查地块

风险评估工作程序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风险控制

值的计算。污染地块土壤健康风险评估程序如图 1.5-1 所示。 

 

图 1.5-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图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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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概况 

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 

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端，广州环城高速三滘立交以南，洛溪大桥

以东，珠江后航道以北，海珠区位于广州市区南部，海珠区北部与荔湾区、越

秀区、天河区隔珠江相邻，东部、西部、南部分别与黄埔区、荔湾区、番禺区

相望。海珠区位于东经 113°14’~113°23’，北纬 23°3’~23°16’。 

沥 滘 旧 村 改 造 二 期 31# （ AH101911 ） 、 33# （ AH101930 ） 、 35#

（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

道南沥滘振兴大街 21 号，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东经 113°18′20.44044″，北纬

23°03′31.13674″，用地面积为 44314.598m2 ，补充成品外仓调查面积为

1641.79m2。调查地块东接扬迈建设工地，北至沥滘西村，西至南苑新村东，南

至振兴大街。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如图 2.1-1 和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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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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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调查地块区域位置图

海珠区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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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场地水文地质调查情况 

2.2.1 区域地质特征 

调查地块周边地层主要由第四系（Q4）海陆交互相沉积物、山前斜坡碎屑

堆积物、基岩残积物和白垩系基岩（岩性主要有泥质粉砂岩、砂岩、泥岩、含

砾砂岩及砾岩）构成，容桂及新城区可见震旦系花岗片麻岩，均安、杏坛及伦

教、陈村部分地区可见燕山期花岗岩，龙江局部地区可见第三系泥砂岩。 

第四系海陆交互相沉积物为本区主要土层，从上而下一般为淤泥、淤泥质

粘土、软塑至可塑粘性土、松散粉细砂、稍密～中密中砂、中密～密实砾砂及

圆砾。大部分地区冲积土较厚，最厚可达 60m（见于桂畔海苏岗一带），残丘

区附近较薄。坡积土土性主要为粉质粘土、粉土，分布于坡前及斜坡地区，厚

度普遍不大。泥岩及砂岩残积土厚度普遍不大，泥质粉砂岩及花岗片麻岩残积

土厚度普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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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区域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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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层地质特征 

根据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2020 年岩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详细勘察阶段），

该钻探揭露，按地质年代和成因类型岩性来划分，场地内土（岩）层可分为如

下几层：人工填土层（Q4
ml）、冲积层（Q4

al）和第三系中新统泥质粉砂岩风化

层（N1）。各岩土单元（层）性质： 

1、人工填土层（Q4
ml） 

杂填土：棕褐色、棕黄色，主要有黏性土、砂及碎石等建筑垃圾组成，顶

部为 0-0.5m 处为混凝土砼及碎石，局部混凝土砼厚度较大，碎石块径 1-8cm，

碎石含量约 30~80%，固结程度低，中密状，稍湿，地下水位以下饱和，堆填时

间超过 10 年。所有钻孔均有揭露该层，揭露厚度 0.9~5.5m，平均厚度 2.28m。 

2、冲积层（Q4
al） 

（1）细砂（②1）：灰褐、深灰色，主要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局部含

较多黏粒，级配较好，分选性较差，松散，饱和。部分钻孔揭露该层，揭露厚

度 1.3~4.1m，平均厚度 2.48m。 

（2）粉质黏土（②2）：灰白、浅红色，主要成分为粉、黏粒，土质不均

匀，局部含较多砂砾，黏性好，干强度高，可塑，饱和。所有钻孔均有揭露该

层，揭露厚度 2.5~6.0m，平均厚度 3.69m。 

（3）粗砂（②3）：棕黄、灰白色，主要成品以石英、长石为主，局部含

较多黏性土，级配较好，分选性一般，中密，饱和，粗砂为主，局部中砂。所

有钻孔均有揭露该层，揭露厚度 5.7~9.7m，平均厚度 7.14m。 

（4）淤泥（②4）：深灰色、深黑色，主要成分为黏粒，土质不均匀，局

部含较多粉、细砂，黏性好，手捏滑腻，染手，具腥臭味，饱和，流塑，淤泥

为主，少部分为淤泥质土。个别钻孔揭露该层，揭露厚度 1.3~3.6m，平均厚度

2.74m。 

3、基岩（N1）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场地下伏第三系中新统基岩泥质粉砂岩（N1）。按风

化 

程度划分，本次揭露全、强风化及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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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风化泥质粉砂岩（③1）：紫红色，原岩结构基本风化完全，但尚

可辨认，呈土柱状为主，风化不均匀，局部可见少量强风化岩块，遇水易软化。

所有钻孔均有揭露该层，揭露厚度 0.7~8.8m，平均厚度 2.60m。 

（2）强风化泥质粉砂岩（③2）：紫红色，岩石风化强烈且不均匀，局部

呈半岩半土状，多夹碎块状中风化岩，岩质软，手可掰断，敲击易碎。岩石基

本类型为Ⅴ类。所有钻孔均有揭露该层，揭露厚度 1.4~15.2m，平均厚度 8.46m。 

（3）中风化泥质粉砂岩（③3）：紫红色，粉砂质结构，层状构造，岩石

裂隙稍发育，岩芯呈块状、短柱状为主，少数碎块状，岩质软，锤击声哑。岩

石基本类型为Ⅳ类。所有钻孔均有揭露该层，未揭穿，揭露厚度 4.0~6.1m，平

均厚度 5.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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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构造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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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区域水文特征 

广州地区地下水主要有孔隙水、裂隙水、构造裂隙水、岩溶水、热矿水等

五种类型，分别呈包气带水、潜水、承压水形式，主要分布于如下含水层： 

（1）全新统、更新统送散层，为第四纪海进时期形成，广布于南部和西北

部等地区；地下水主要含于裂隙粘土、淤泥、砂层中，对桩基础施工有不良影

响。 

（2）石灰岩层，地下水含于碳酸盐岩溶洞、裂隙中，由于受广花复式向斜

的影响，呈条带状分布于图区西北部Ⅴ区，地下水丰富。 

（3）基岩。地下水主要呈裂隙水含于基岩裂隙、破碎带中。 

（4）侵入体接触带。地下水为承压热矿水类型，现仅见于三元里。 

区域水文地质图见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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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区域水文地质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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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地下水功能区划 

根据 2009 年 8 月正式发布的《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办函〔2009〕

459 号）文件（图 2.2-3），地块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划定为属“珠江三角洲广州

海珠至南沙不宜开采区”，地下水现状为 V类，地下水功能区保护目标中水质类

别为 V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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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羽不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补给径流区和保护区，

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Ⅳ类标准进行评价。因此，

本次调查工作地下水评价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Ⅳ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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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目标地块地下水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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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地块使用现状 

地块调查范围包括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州市盛海印花有限公司、

原广州市实力基业胶粘带有限公司以及原业高公司部分区域，厂区建筑均已进

行拆除，目前地块红线范围内还未拆除的建筑为地块西侧的南苑新村部分居民

住宅以及地块东北侧的威格鞋厂仓库（已停产），地块内无树木。 

地块内目前已无工业生产情况，地块内无地下储罐、储槽等，原厂房拆除

后，地表目前遗留一层建渣，建渣平均厚约 0.5m。地块内目前无生产情况，无

遗留固废等。调查地块现状航拍见图 2.3-1，利用现状图见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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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现状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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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地块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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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地块未来规划 

根据《海珠区创新湾（沥滘片区）（海珠区 AH1018-AH1024规划管理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规划图 2021/ 05/ 20），31（编号 AH101911）地块规

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和防护绿地（G2）、33（编号 AH101930）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和防护绿地（G2）、35（编号

AH10193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B2）和防护绿地（G2），

调查地块红线范围内除以上区域外，其余区域均规划作为道路用地（S1）。 

额外调查区域原珠江镀锌钢管厂成品外仓区域属于规划地块 30#（编号

AH101909）南侧一小部分，30#地块未来总体规划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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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用地，作为本次调查额外调查区域。 

地块未来规划详细见图 2.4-1 和图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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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未来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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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控制性规划通告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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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块周边土地使用情况 

2.5.1 相邻地块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主要为沥滘村居民居住用地、物流仓库等，相邻地块现状如下： 

东侧为地块东侧现为扬迈建设工地。 

南侧为地块南紧的邻振兴大街（南洲路）。隔振兴大街为南方总部大厦和广州之窗商务

港。 

西侧现状为沥滘村居民用地以及停车场等。 

北侧现状为沥滘村居民住宅区及部分仓库。 

具体见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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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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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相邻地块土地使用历史 

相邻地块历史存在的工业企业有威格鞋厂、广沥自行车零件厂、沥滘公司仓库、

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摩托车配件厂，主要位于地块的东侧。 

2.6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点主要分布在东北两侧，敏感目标点详细目标见表 2.6-1 和图 

2.6-1。 

表 2.6-1  地块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方位 周边敏感点名称 类别 距离（m） 

北 

沥滘星辉园 居民聚集区 566 

星辉幼儿园 幼儿园 518 

好时光幼儿园 幼儿园 654 

海珠区三滘幼儿园 幼儿园 789 

三滘小学 中小学 748 

三滘村 居民聚集区 726 

北濠涌 地表水体 730 

南 珠江 地表水体 222 

西 
海珠儿童公园 儿童公园 560 

沥滘村 居民聚集区 10 

东 

海珠区卫国尧纪念小学 中小学 539 

沥滘村 居民聚集区 40 

沥滘幼儿园 幼儿园 619 

罗马家园 居民聚集区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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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周边 1000 米环境敏感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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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是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内容。本次风险评估依据《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

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和参考《广州市工业企业地块环境调查、治理

修复/风险管控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穗环办〔201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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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方法和相关要求，在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基础上实

施，通过一定的方法或使用模型来估计某一暴露剂量的化学或物理因子对人体

健康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及损害的性质和程度大小。根据规划利用类型对调查地

块进行风险评估，对地块后续利用提供指导依据。 

3.1 评估方法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环境风险

评估工作内容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土壤风险控制

值计算。各部分内容如下，具体风险评估流程见图 3.1-1 所示。 

（1）危害识别：根据调查地块环境调查获取的资料，结合地块土地的规划

利用方式，确定污染地块的关注污染物、地块内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可能的敏

感受体，建立地块暴露模型。 

（2）暴露评估：在危害识别的工作基础上，分析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进

入并危害敏感受体的情景，确定地块内土壤污染物对敏感人群的暴露途径，确

定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模型和敏感人群的暴露模型，确定与地块污染状

况、土壤性质、地下水特征、敏感人群和关注污染物性质等相关的模型参数值，

计算敏感人群摄入来自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物所对应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暴露量。 

（3）毒性评估：在危害识别的工作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毒性参数，

包括参考剂量、参考浓度、致癌斜率因子和单位致癌因子等。 

（4）风险表征：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工作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

计算单一污染物经单一暴露途径的风险值、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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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所有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风险值；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包括对关注污

染物经不同暴露途径产生健康风险的贡献率和关键参数取值的敏感性分析；根

据需要进行风险的空间表征。 

（5）风险控制值计算：在风险表征的工作基础上，判断计算得到的风险值

是否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如污染地块风险评估结果未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

则结束风险评估工作；如污染地块风险评估结果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则计算

土壤、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如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关注污染

物可迁移进入地下水，则计算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根据计算结果，

提出关注污染物的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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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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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危害识别 

收集场地环境调查阶段获得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掌握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

关注污染物的浓度分布，明确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分析可能的敏感受体。 

3.2.1 污染源分析 

调查地块历史上存续过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其中，根

据调查结果，在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热镀锌生产线区域内土

壤特征污染物锌和石油烃（C10-C40）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在原广州珠江管

业科技有限公司原料堆场区域内土壤特征污染物苯并（a）芘超过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沥滘电镀厂磨光分厂打磨车间及其排气筒下风向 15m 左右存在镍超过第

一类用地筛选值，污染成因与历史生产过程有关。 

3.2.2 土地利用规划及敏感受体 

根据沥滘旧改二期地块未来规划（见 2.6 章节），31#（编号 AH101911）

地块和 33#（编号 AH101930）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和防

护绿地（G2）；35#（编号 AH10193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

（B2）和防护绿地（G2）；额外调查区域原珠江钢管厂成品外仓区域属于地块

30#（编号 AH101909）地块的一部分，规划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除以上

区域外，调查范围内其它区域使用功能为道路用地（S1）。 

地块内二类居住用地（R2）均属于第一类用地方式，其余区域均为的第二

类用地。 
在第一类用地情景下敏感人群主要是场地内居住的居民，该类人群分为儿

童和成人。第二类用地情景下敏感人群主要是成人。 

3.2.3 关注污染物的筛选 

（1）土壤中的关注污染物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关注污染

物是根据地块污染特征和地块利益相关方意见，确定需要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

的污染物。污染物筛选对象为所有检出污染物，如检出污染物的浓度超过选定

的筛选值则污染物需进一步进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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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地块内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详细调查结果，将超过沥滘旧村

改造二期 31#（AH101911）、33#（AH101930）、35#（AH101933）（原广州

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第一、第二类用地的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中

所列标准的污染列为地块的关注污染物。由于目标地块下水样品中仅浊度和 pH

超出《块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IV 类标准限值，由于地块紧邻

珠江水力交互、以及地块内地层地质浅表层发育淤泥质粘土影响地下水质，此

外浊度和 pH属于感官性状，并非毒理指标块，地块内地下水也不作为饮用水使

用，因此地块内的地下水可在调查阶段结束相关工作。 

地块内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显示，第一类用地区域中，地块中 1 个土

壤点位 33S07，2 个土壤样品中锌、石油烃（C10-C40）2 种污染物含量超过对应

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2个点位 2X-2、2X-4，2个样品中镍 1中污染物含量超过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第二类用地区域中，共 1 个土壤点位 35S04，1 个土壤样品

中苯并（a）芘含量超过对应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情况。具体情况见表 3.2-1 和

表 3.2-2。 

以本次采集的土壤数据样本为基础，建立对有害物质关键浓度值的定义与

计算方法对场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浓度控制上限是对有害物质实施风

险监控的重要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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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土壤和下层土壤污染物浓度均应选

择最大值进行计算。地块土壤关注污染物的最终暴露点情况详见 

表 3.2-3。 

表 3.2-1 土壤关注污染物 
用地类别 污染物 
第一类用地 锌、镍、石油烃（C10-C40） 
第二类用地 苯并（a）芘 

表 3.2-2 调查地块土壤超筛点位情况表 
序号 采样孔编号 所在区域 调查阶段 超筛指标 评价类型 

1 33S07 生产车间-热镀锌

生产线 初步调查 锌、石油烃

（C10-C40） 
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 

2 35S04 原料堆场 初步调查 苯并（a）芘 第二类用地筛选

值 

3 2X-2 打磨车间 详细调查 镍 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 

4 2X-4 出气筒下风口 详细调查 镍 第一类用地筛选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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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土壤关注污染物超筛统计表（单位：mg/kg） 

关注污染物 检测点位 采样深度/m 筛选值 超筛浓度/mg/kg 所在区域 用地规划 

锌 
33S07 

0.1-0.5 15000 1.66×105 
生产车间-
热镀锌生

产线 
第一类用地 

1.5-1.7 2.07×105 
石油烃（C10-

C40） 
0.1-0.2 

826 
1.95×103 

1.5-1.6 2.09×103 
苯并（a）芘 35S04 0.1-0.3 1.5 2.2 原料堆场 第二类用地 

镍 
2X-2 0.7-0.9 

150 
172 打磨车间 

第一类用地 
2X-4 0.6-0.9 169 排气筒下

风口 

3.3 第一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3.3.1 第一类用地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 

调查地块中的污染物修复/管控目标值的推导将依据上述已建立的地块暴露

概念模型，在调查地块环境全过程调查评估的基础上，分析地块土壤理化特征

和水文地质特征，确认地块未来用地方式和活动人群，按照我国《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进行计算方法和模型参数的优化后

来推导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关注污染物基于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的风险控制

值。土壤污染物风险控制值的计算步骤如下： 

（1）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的污染物种类； 

（2）确定目标风险水平和危害商； 

（3）整理收集污染物理化参数及毒理学参数； 

（4）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受体特征确定暴露参数； 

（5）根据场地特征确定场地参数； 

（6）选择模型或公式计算污染物修复/管控目标值。 

3.3.1.1 土壤风险控制值得计算过程 

本项目风险评估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

2019）中推荐的附录 E 公式计算关注污染物的土壤风险控制值，具体公式如下

所述。 

E.1 基于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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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𝑐𝑐𝑐𝑐×𝑂𝑂𝑆𝑆𝑜𝑜

    …….（E.1） 

公式（E.1）中： 

RCVSois ：基于经口摄入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ACR ：可接受致癌风险，无量纲；取值为 10-6； 

OISERca：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1体重·d-1； 

SFo  ：污染物经口摄入途径致癌斜率因子。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2）

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𝐷𝐷𝐴𝐴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𝑐𝑐𝑐𝑐×𝑂𝑂𝑆𝑆𝑑𝑑

    …….（E.2） 

公式（E.2）中： 

RCVSdcs：基于皮肤接触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DCSERca：皮肤接触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Fd  ：污染物皮肤接触摄入途径下的致癌斜率因子； 

AC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 

（4）基于 2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下式计

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𝑛𝑛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E.3） 

公式（E.3）中： 

RCVSn：单一污染物（第 n 种）基于 6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土

壤风险控制值，mg·kg-1。 

RCVSoi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RCVSdc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2）。 

E.2 基于非致癌风险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𝑜𝑜×𝑂𝑂𝐴𝐴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

   …….（E.4） 

公式（E.4）中： 

HCVSois：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OISERnc：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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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Q ：可接受危害商，无量纲；取值为 1； 

RfDo ：污染物经口摄入条件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SAF ：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公式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𝑑𝑑×𝑂𝑂𝐴𝐴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𝐷𝐷𝐴𝐴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

   …….（E.5） 

公式（E.5）中： 

HCVSdcs：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RfDd ：污染物皮肤接触途径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DCSERnc：皮肤接触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AF 和 AHQ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5）。 

（4）基于 2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公式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𝑛𝑛 =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E.6） 

公式（E.6）中： 

HCVSiiv：基于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

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HCVSoi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4），HCVSdc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5）。 

3.3.1.2 风险评估推导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土壤风险控

制值计算方法，推导出污染物可接受的致癌风险为 10-6 水平下的土壤风险控制

值，可接受的非致癌风险水平即目标危害商为 1。基于第一类用地情形下，人

体健康的土壤风险控制值具体如下表 3.3-1。 

表 3.3-1 第一类用地人体健康的土壤风险控制值（单位：mg/kg） 

关注污染物 致癌风险控制值 RCVGn 非致癌风险控制值 HCVSn 风险控制值 
锌 / 14400 mg/kg 14400 mg/kg 

石油烃（C10-
C40） / 809mg/kg 809 mg/kg 

镍 329mg/kg 490 mg/kg 329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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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修复/管控目标值的选择 

为对地块风险进行管理，根据导则要求确定关注污染物的修复/管控目标值

时，应综合考虑风险控制值、区域背景值、地块背景值或本底值、现行的环境

质量标准或风险筛选值等，结合地块及其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划

定修复或管控范围。关于修复/管控目标值的确定，国家导则和技术指南的相关

规定如下：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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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目标值确定的原则上用风险控制值作

为修复/管控目标值，风险控制值低于筛选值的，则采用筛选值作为修复/管控目

标值；修复/管控目标值应小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

（GB36600-2018）风险管制值。 

如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背景值高于筛选值和风险控制值，则选取背景值作

为修复/管控目标值。报告中应明确土壤类型。 

在第一类用地的情境下，土壤锌风险控制值为 14400mg/kg，初步调查采用

GB36600-2018 中推荐参数推导取值 15000mg/kg 作为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本次

经过风险评估计算后，根据地块特征参数推导锌风险控制值为 14400mg/kg，选

择较大值 15000mg/kg 作为修复/管控目标值。 

土壤石油烃（C10-C40）风险评估计算所得风险控制值为 809 mg/kg，因此将

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826 mg/kg 作为本地块土壤石油烃（C10-C40）

修复/管控目标值。 

镍推导风险控制值为 329mg/kg，介于 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

值与管制值之间，可作为修复/管控目标值。而地块内镍检出最大值为 172mg/kg，

小于修复/管控目标值 329 mg/kg，且经风险表征计算地块内土壤镍对人体产生

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认为无需对地块内污染土壤镍进行修复或管控，但

应对该部分土壤进行去向管理，禁止外运至其它第一类用地区域。 

详见表 3.3-2。 

表 3.3-2 土壤修复/管控目标值调整情况（单位：mg/kg） 

关注污染物 
土壤风险

控制值

（mg/kg） 

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mg/kg） 

第一类用

地管制值

（mg/kg） 

修复/管控 
目标值选

取

（mg/kg） 

检出最大

值

（mg/kg） 

是否需

要进行

修复/管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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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14400 15000 / 15000 207000 是 

石油烃

（C10-C40） 809 826 5000 826 2090 是 

镍 329 150 600 329 17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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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二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3.4.1 第二类用地风险表征 

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中单一污染

物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危害指数，

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3.4.1.1 风险表征技术要求 

根据地块每个采样点样品中关注污染物的检测数据，通过计算污染物的致

癌风险和危害商进行风险表征。如关注污染物的检测数据呈正态分布，可根据

检测数据的平均值、平均值置信区间上限值或最大值计算致癌风险（CR）及非

致癌危害商（HQ），作为确定地块污染范围的重要依据。 

根据所测定的污染物种类是否具有相关风险评价参数的原则，本项目设置

了苯并（a）芘在不同暴露途径下的致癌风险（CR）及非致癌危害商（HQ）。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规定，将人体可

接受致癌性风险值设置为 10-6，非致癌危害商值设置为 1，以评估关注污染物的

健康风险是否超筛选值。 

以本次采集的土壤数据样本为基础，建立对有害物质关键浓度值的定义与

计算方法对场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浓度控制上限是对有害物质实施风

险监控的重要参数。一般理解为有害物质在样本中平均浓度的保守估计，最常

使用的是有害物质取样样本算数平均值的 95%置信上限，对应于有害物质取样

样本算数平均值 95%的覆盖率。相比于采用 95%置信上限，直接采用关注污染

物的最大值来计算相对比较保守安全，本次调查场地的关注污染物均以最大值

进行风险评估计算。 

3.4.1.2 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的计算方法 

本项目风险评估过程中，污染物主要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HJ25.3-2019）中推荐的附录 C 公式计算各关注污染物的健康风险，

具体公式如下所述。 

C.1 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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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 25.3-2019）公式附录 C 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𝑂𝑂𝑂𝑂𝑅𝑅𝑂𝑂𝑅𝑅𝑑𝑑𝑐𝑐 × 𝑅𝑅𝑜𝑜𝑠𝑠𝑠𝑠 × 𝑅𝑅𝑆𝑆𝑜𝑜  ……（C.1） 

公式（C.1）中： 

CRois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1； 

OISERca：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kg 土壤/kg 体重/d； 

SFo  ：污染物经口摄入途径致癌斜率因子。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25.3-2019）公式附录 C 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𝐷𝐷𝑅𝑅𝑅𝑅𝑂𝑂𝑅𝑅𝑑𝑑𝑐𝑐 × 𝑅𝑅𝑜𝑜𝑠𝑠𝑠𝑠 × 𝑅𝑅𝑆𝑆𝑑𝑑  ……（C.2） 

公式（C.2）中： 

CRdcs  ：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DCSERca ：皮肤接触途径的土壤暴露量，kg 土壤/kg 体重/d； 

SFd   ：污染物皮肤接触摄入途径下的致癌斜率因子； 

公式（C.2）中，Csu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C 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𝑃𝑃𝑂𝑂𝑅𝑅𝑂𝑂𝑅𝑅𝑑𝑑𝑐𝑐 × 𝑅𝑅𝑜𝑜𝑠𝑠𝑠𝑠 × 𝑅𝑅𝑆𝑆𝑜𝑜 ……（C.3） 

公式（C.3）中： 

CRpis ：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PISERca：吸入土壤颗粒物的暴露量，kg 土壤/kg 体重/d； 

SFi  ：污染物呼吸暴露途径下的致癌斜率因子； 

公式（C.3）中，Csu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C（C.4）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 𝑂𝑂𝑂𝑂𝑅𝑅𝑂𝑂𝑅𝑅𝑑𝑑𝑐𝑐1 × 𝑅𝑅𝑜𝑜𝑠𝑠𝑠𝑠 × 𝑅𝑅𝑆𝑆𝑜𝑜  ……（C.4） 

公式（C.4）中： 

CRiov1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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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VERca1 ：吸入室外空气来自表层土壤的暴露量，kg 土壤/kg 体重/d； 

公式（C.4）中，Csu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SF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

（C.3）。 

（5）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4）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𝑛𝑛 = 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𝑅𝑅𝑅𝑅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C.5） 

公式（C.4）中： 

CRn：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经所有暴露途径的总致癌风险，无量纲。 

CRois、CRdcs、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和 CRpis 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C.1）、公式

（C.2）、公式（C.4）和公式（C.3）。 

C.2 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危害商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HJ25.3-2019）公式附录 C 计算。 

𝐻𝐻𝐻𝐻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𝐴𝐴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𝑜𝑜×𝑂𝑂𝐴𝐴𝑆𝑆

     ……（C.6） 

公式（C.6）中： 

HQois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SAF ：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RfDo ：污染物经口摄入条件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OISERnc：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Csu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危害商，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25.3-2019）公式附录 C 计算。 

𝐻𝐻𝐻𝐻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𝐷𝐷𝐴𝐴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𝐴𝐴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𝑑𝑑×𝑂𝑂𝐴𝐴𝑆𝑆

     ……（C.7） 

公式（C.7）中： 

HQdcs ：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RfDd ：污染物皮肤接触途径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DCSERnc：皮肤接触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AF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6），Csu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HJ25.3-2019）公式附录 C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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𝐻𝐻𝐻𝐻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𝑃𝑃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𝐴𝐴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𝑖𝑖×𝑂𝑂𝐴𝐴𝑆𝑆

     ……（C.8） 

公式（C.8）中： 

HQpis ：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RfDi ：污染物呼吸暴露途径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PISERnc：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AF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6），Csur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1）。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公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C（C.9）计算。 

𝐻𝐻𝐻𝐻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 𝑂𝑂𝑂𝑂𝐼𝐼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1×𝐴𝐴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𝑖𝑖×𝑂𝑂𝐴𝐴𝑆𝑆

    ……（C.9） 

公式（C.9）中： 

HQiov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IOVERnc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体重·d-1。 

RfDi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8），SAF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C.7），Csur 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C.1）。 

（5）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危害指数采用公式（C.10）计算。 

𝐻𝐻𝑂𝑂𝑛𝑛 = 𝐻𝐻𝐻𝐻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𝐻𝐻𝐻𝐻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𝐻𝐻𝐻𝐻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𝐻𝐻𝐻𝐻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C.10） 

公式（C.10）中： 

HIn：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危害指数，无量纲。 

HQois、HQdcs、HQpi 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C.6）、公式（C.7）、公式

（C.8）、公式（C.9）。 

3.4.1.3 关注污染物的风险表征结果 

对地块内第二类用地区域潜在人体健康风险的污染物苯并（a）芘，进行风

险表征计算的结果如下： 

评估结果表明，基于调查地块为第二类用地非敏感地块方式情况下，地块

土壤中关注污染物苯并（a）芘的致癌风险合计为 1.15×10-4，其致癌风险超过

人体可接受风险水平 1.0×10-6；地块土壤关注污染物苯并（a）芘得危害商为

1.97E+01，其危害商值高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 1。因此，调查地块土壤中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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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a）芘对使用人群存在健康风险，需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采

取必要的修复/管控手段。 

表 3.4-1  第二类用地苯并（a）芘风险表征结果 

序

号 
污染

物 
口摄入土壤

颗粒物 
皮肤接触土

壤颗粒物 
吸入土壤颗

粒 

吸入室外空

气中来自表

层土壤的气

态污染物 

合计 

是

否

超

风

险 

1 
苯并

（a）
芘 

致癌效应 
CRois CRdcs CRpis 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CR 

是 6.28E-05 4.92E-05 6.28E-07 2.79E-06 1.15E-04 
非致癌效应 

HQois HQdcs HQpis 𝐻𝐻𝐻𝐻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HI 
是 1.28E+00 1.00E+00 3.20E+00 1.42E+01 1.97E+01 

3.4.2 第二类用地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 

调查地块中的污染物修复/管控目标值的推导将依据上述已建立的地块暴露

概念模型，在调查地块环境全过程调查评估的基础上，分析地块土壤理化特征

和水文地质特征，确认地块未来用地方式和活动人群，按照我国《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进行计算方法和模型参数的优化后

来推导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关注污染物基于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的风险控制

值。土壤污染物风险控制值的计算步骤如下： 

（1）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的污染物种类； 

（2）确定目标风险水平和危害商； 

（3）整理收集污染物理化参数及毒理学参数； 

（4）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受体特征确定暴露参数； 

（5）根据场地特征确定场地参数； 

（6）选择模型或公式计算污染物修复/管控目标值。 

3.4.2.1 土壤风险控制值得计算过程 

本项目风险评估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

2019）中推荐的附录 E 公式计算关注污染物的土壤风险控制值，具体公式如下

所述。 

E.1 基于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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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𝑐𝑐𝑐𝑐×𝑂𝑂𝑆𝑆𝑜𝑜

    …….（E.1） 

公式（E.1）中： 

RCVSois ：基于经口摄入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ACR ：可接受致癌风险，无量纲；取值为 10-6； 

OISERca：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1体重·d-1； 

SFo  ：污染物经口摄入途径致癌斜率因子。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2）

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𝐷𝐷𝐴𝐴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𝑐𝑐𝑐𝑐×𝑂𝑂𝑆𝑆𝑑𝑑

    …….（E.2） 

公式（E.2）中： 

RCVSdcs：基于皮肤接触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DCSERca：皮肤接触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Fd  ：污染物皮肤接触摄入途径下的致癌斜率因子； 

AC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 

（3）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

（E.3） 

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𝑐𝑐𝑐𝑐×𝑂𝑂𝑆𝑆𝑖𝑖

    …….（E.3） 

公式（E.3）中： 

RCVSpis：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PISERca：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Fi  ：污染物呼吸暴露途径下的致癌斜率因子； 

AC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 

（4）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

风险控制值，采用公式（E.4）计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𝑂𝑂𝑂𝑂𝐼𝐼𝑂𝑂𝐴𝐴𝑐𝑐𝑐𝑐1×𝑂𝑂𝑆𝑆𝑖𝑖

   …….（E.4） 

公式（E.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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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VSiov1 ：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致癌效

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IOVERca1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

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1体重·d-1； 

ACR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SFi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3）。 

（5）基于 4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下式计

算。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𝑛𝑛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𝑝𝑝𝑜𝑜𝑜𝑜+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E.5） 

公式（E.5）中： 

RCVSn：单一污染物（第 n 种）基于 6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土

壤风险控制值，mg·kg-1。 

RCVSoi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1），RCVSdc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2），

RCVSpi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3），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4）。 

E.2 基于非致癌风险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𝑜𝑜×𝑂𝑂𝐴𝐴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

   …….（E.6） 

公式（E.6）中： 

HCVSois：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OISERnc：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AHQ ：可接受危害商，无量纲；取值为 1； 

RfDo ：污染物经口摄入条件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SAF ：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公式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𝑑𝑑×𝑂𝑂𝐴𝐴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𝐷𝐷𝐴𝐴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

   …….（E.7） 

公式（E.7）中： 

HCVSdcs：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RfDd ：污染物皮肤接触途径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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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ERnc：皮肤接触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1； 

SAF 和 AHQ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 

（3）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公式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𝑖𝑖×𝑂𝑂𝐴𝐴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𝑂𝑂𝑂𝑂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

   …….（E.8） 

公式（E.8）中： 

HCVSpis：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RfDi ：污染物呼吸暴露途径下非致癌参考剂量； 

PISERnc：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 kg 土壤·kg-1 体重·d-1； 

SAF 和 AHQ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 

（4）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

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附录 E 公式（E.9）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 𝐴𝐴𝑓𝑓𝐷𝐷𝑖𝑖×𝑂𝑂𝐴𝐴𝑆𝑆×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𝑂𝑂𝑂𝑂𝐼𝐼𝑂𝑂𝐴𝐴𝑛𝑛𝑐𝑐1

   …….（E.9） 

公式（E.9）中： 

HCVSiov1：基于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

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IOVERnc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体重·d-1。 

RfDi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8），SAF 和 AHQ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 

（4）基于 3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采用《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E 公式计算。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𝑛𝑛 =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𝑑𝑑𝑑𝑑𝑜𝑜 +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𝑝𝑝𝑜𝑜𝑜𝑜 + 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 .（E.10） 

公式（E.10）中： 

HCVSiiv：基于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非致癌效应

的土壤风险控制值，mg·kg-1； 

HCVSoi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6），HCVSdcs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7），

HCVSpis的参数含义见公式（E.8），𝐻𝐻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𝑜𝑜𝑜𝑜𝑖𝑖1参数含义见公式（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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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风险评估推导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土壤风险控

制值计算方法，得出了污染物可接受的致癌风险为 10-6 水平下的土壤风险控制

值，可接受的非致癌风险水平即目标危害商为 1。基于第二类用地情形下，人

体健康的土壤苯并（a）芘风险控制值具体如下表 3.4-2。 

表 3.4-2 第二类用地人体健康的土壤苯并（a）芘风险控制值 
（单位：mg/kg） 

关注污染物 致癌风险控制值 RCVGn 非致癌风险控制值 HCVSn 风险控制值 
苯并（a）芘 1.49 8.72 1.49 

3.4.2.3 修复/管控目标值的选择 

为对地块风险进行管理，根据导则要求确定关注污染物的修复/管控目标值

时，应综合考虑风险控制值、区域背景值、地块背景值或本底值、现行的环境

质量标准或风险筛选值等，结合地块及其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划

定修复/管控范围。关于修复/管控目标值的确定，国家导则和技术指南的相关规

定如下：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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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目标值确定的原则上用风险控制值作

为修复/管控目标值，风险控制值低于筛选值的，则采用筛选值作为修复/管控目

标值；修复/管控目标值应小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风险管控值。如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背景值高于筛选值和风

险控制值，则选取背景值作为修复/管控目标值。报告中应明确土壤类型。 

调查地块规划第二类用地情景下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的苯并（a）芘风险控制

值为 1.49mg/kg，小于 GB36600-2018 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1.5mg/kg，选择第

二类用地筛选值 1.5mg/kg 作为修复/管控目标值。 

表 3.4-3  土壤苯并（a）芘修复/管控目标值调整情况 
（单位：mg/kg） 

关注污染物 土壤风险控制值 筛选值 管制值 调整后的修复/管控目标值 
苯并（a）芘 1.49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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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4.1 地块风险评估结论 

沥 滘 旧 村 改 造 二 期 31# （ AH101911 ） 、 33# （ AH101930 ） 、 35#

（AH101933）（原广州珠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

道南沥滘振兴大街 21 号，地块红线面积为 44314.598m2，增加红线范围外成品

外仓调查面积为 1641.79m2。 

调查地块为复合规划，31#（编号 AH101911）地块和 33#（编号 AH101930）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和防护绿地（G2）； 35#（编号

AH10193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B2）和防护绿地（G2）；

额外调查区域原珠江钢管厂成品外仓区域属于地块 30#（编号 AH101909）地块

的一部分，规划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除以上区域外，调查范围内其它区

域使用功能为道路用地（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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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其中，地块内二类居住用地（R2）均属于第一类用地

方式，其余区域均为的第二类用地。根据不同的用地类型，报告对地块内关注

污染物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显示： 
（1）在第一类敏感用地情形下，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石油烃（C10-C40）

和锌相关暴露途径都不产生致癌风险，锌和石油烃（C10-C40）的非致癌危害商

分别为 14.4 和 2.58，超过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 1，对未来用地方式下使用人

群存在健康隐患，因此锌和石油烃（C10-C40）污染土壤需要进行修复或管控。

关注污染物镍，致癌风险合计为 5.23×10-7，低于人体接受水平设置的致癌风险

1×10-6，非致癌危害商为 0.351，低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 1。镍污染产生的

致癌风险以及非致癌危害都处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认为镍不需要进行修复或管

控。 

（2）在第二类非敏感用地情形下，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苯并（a）芘的

致癌风险合计为 1.15×10-4，其致癌风险超过人体可接受风险水平 1.0×10-6；非

致癌危害商为 19.7，其危害商值高于人体可接受水平设置值 1。因此，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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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苯并（a）芘对人体健康存在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需要进行修复或管

控。 

（3）土壤超过修复/管控目标值情况 

将调查地块初步调查、详细调查阶段采集的土壤样品检测数据与修复目标

值比对后： 

在第一类用地区域内，土壤受到锌和石油烃（C10-C40）污染。锌和石油烃

（C10-C40）的超过修复/管控目标值的范围一致，在地块内共有仅 1 个点位

（33S07）2 个土壤样品存在出现超过修复/管控目标值的情况。上述超修复/管

控目标值点位分布在生产车间-镀锌生产线。土壤镍超筛选值但不超修复/管控

目标值，认为地块内镍指标不需要进行修复或管控。 

在第二类用地区域内，土壤受到苯并（a）芘污染。苯并（a）芘地块内共

有仅 1个点位（35S04）合计 1个土壤样品存在出现超修复/管控目标值的情况。

上述超筛点位分布在原料堆场。 

4.2 建议 

（1）地块中土壤污染物锌、石油烃（C10-C40）超过第一类用地修复/管控

目标值，苯并（a）芘超过第二类用地修复/管控目标值，潜在较大人体健康风

险，建议结合场地的未来规划用途，对该类土壤进行修复或管控，降低健康风

险，保障人体健康。 

（2）在本次调查工作完成后至该地块场地环境修复/管控方案经环保部门

备案前，场地责任单位应对待修复/管控区域进行必要的管理和保护，避免待修

复/管控区域受到扰动，影响下一步环境修复/管控工作。具体保护措施为：对污

染区域进行围蔽，并在污染区域边界悬挂明显标识，避免污染区域在无任何环

保措施下进行开挖及扰动活动，确保下一步修复/管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环境安

全。 

（3）若土地使用权人发生变更，应做好移交土壤污染防治责任的工作，将

地块环境状况和管理责任充分告知未来的业主，并做好污染区域相关资料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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