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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调查背景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位于清镇市站街镇赵五寨村（清镇市职教

城 11号地块）。用地东临龙凤大道，南邻游龙路，西临腾龙路，北临龙凤北

路。项目地理坐标为 N：26°35′40.58″，E：106°26′5.52″。根据《贵州

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业主提供贵州省财政学校清镇

职教城新校区规划补报地范围图等资料：项目占地面积 556.7952亩，调查地块

现状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灌草地、荒草地、农用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城市用

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规定的高等院校用地（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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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8月 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9年 1月 1日起

实施）中的第五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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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贵州省财政学校委托，贵州跃庆

谐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及管理文件要求，开展本地块第一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2 调查范围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相关规

范的要求，在调查目标地块时,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根据

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和对相关单位及咨询当地居民访谈，确定目标地块调查范

围为项目占地红线范围及周边 1km范围内。

调查地块四至范围图为：西临：腾龙路、东临：龙凤大道、南至：游龙路、

北至：龙凤北路，项目中心坐标经度：N：26°35′40.58″，E：106°26′5.52″，。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如表 1所示，调查范围边界图如图 1所示，红线范围图见附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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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

编号 X Y

J1 2943776.089 35642615.890

J2 2943770.035 35642613.866

J3 2943740.608 35642619.777

J4 2943608.622 36642658.558

J5 2943458.306 35642661.722

J6 2943343.778 35642637.281

J7 2943182.966 35642591.407

J8 2943166.676 35642606.571

J9 2943197.125 35642795.017

J10 2943213.053 35642888.099

J11 2943226.367 35642940.750

J12 2943300.754 35643156.151

J13 2943313.343 35643169.317

J14 2943400.00 35643207.977

J15 2943488.543 35643243.130

J16 2943583.142 35643280.698

J17 2943694.779 35643311.025

J18 2943724.493 35643317.907

J19 2943796.956 35643331.507

J20 2943877.147 35643336.565

J21 2943892.819 35643311.223

J22 2943855.705 35643210.141

J23 2943827.239 35643073.045

J24 2943820.724 35643053.234

J25 2943818.450 35643023.327

J26 2943822.309 35643008.194

J27 2943815.971 35642775.609

J28 2943812.409 35642746.932

J29 2943807.106 35642710.873

J1 2943776.089 3564261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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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地块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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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依据

本次地块污染调查的方案确定、调查流程和报告编制参考的法律法规、标准规

范、技术导则及相关文件如下：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01月 0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01月 0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2017年 7月 1日起实施，环境保

护部令第 42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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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贵州省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试行）》（黔环通〔2019〕171号）；

（7）《关于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工作的

意见》（黔自然资发〔2020〕10号）；

（8）《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 2017年 72号公告；

（9）《贵州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黔府发〔2016〕31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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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筑府办函〔2017〕16号）；

（12）《贵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筑土壤办通〔2019〕4号；

（13）贵州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建设用地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报告编制模板（试行）的通知》黔环土〔2021〕6号；

1.3.2 技术导则、标准与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用地标准》（GB5013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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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

第72号）；

（4）《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3.3 相关文件及技术资料

（1）《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年 5

月）；

（2）关于《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5月）的批复文件；

（3）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规划红线用地图

1.4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一

阶段要求进行，现场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

了解场地背景、历史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及周边环境信息。基于上述信息编制

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历史和当前是否存在可

能的污染源，是否可作为第一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否需要开展下一步采样

调查，并提出结论与建议。

本次主要调查方法如下：

（1）资料收集与分析：通过与地块所有单位、原地块管理部门以及相关

主管单位进行了沟通，提出污染识别阶段需要收集的资料清单，由委托单位协

调后分别收集该地块历史活动情况、地块的历史污染调查资料等，在相关主管

单位处了解到了该地块部分历史变迁情况。

（2）现场踏勘：调查期间，项目组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HJ25.1-2019)等规范的要求，对该地块进行了全面踏勘调查，重点查

看了地块内所有区域是否有明显污染的痕迹、是否有异常气味、是否有遗留的

建筑设备设施等、是否存在遗留设备设施跑冒滴漏等情况，并记录相关调查结

果，对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进行标识以备下一步工作的开展。

(3)人员访谈：调查期间，项目组通过现场面谈、电话访谈等形式访问了地

块内施工人员、周边熟悉该地块的居民及地块管理部门，通过交谈了解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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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各阶段的活动情况，以及是否有相关可能涉及到污染的活动历史。通过访

谈前期地块施工现场负责人员了解地块内弃土和遗留物的去向，以及地块内目

前存在的污染情况及处置措施。对周边居民和地块管理部门进行访谈主要了解

在该地块历史活动过程中是否有不规范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是否曾发生过明显

的污染事故，是否有发现地块内存在异常气味、可见污染物排放等信息。

（4）调查组对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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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调查地块历史变革、地块历史背景、周围污染源对本

地块影响等，重点关注污染物排放点及污染防治设施区域，对地块进行分析，

识别地块是否存在污染源，并编制土壤污染状况报告，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提出是否需要展开第二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的建议。

基于上述信息编制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

历史和当前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是否可作为第二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

否需要开展下一步采样调查，并提出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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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技术调查路线图见下图 1.4-1。

图 1.4-1 土壤污染状况技术调查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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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概况

2.1 区域环境概况

1 区域地理位置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工程位于清镇市职教城赵五寨北侧，其地理坐

标为:东经 103° 25' 52”-106° 25’ 50”，北纬 26°35’46”- -26° 23' 52”。

龙风大道与游龙路从拟建项目场地旁通过，交通十分便利。地理位置示意图详

见附图 2.1-1。

图 2.1-1地理位置示意图

2 地形地貌及地质

1、地形、地貌、地质

清镇市境地势南高北低，大部分海技在 180-14540m1之间。最高峰宝塔山，

尚拔 1762m.最低点在猫跳河口，海技 766m。地貌上属以山地、丘陵为主的丘

陵盆地。南部浅丘佳地、缓丘坡地，中部丘陵盆地，地势较开阔:北郎岩落丘

陵山地。河谷地带切割甚深。清镇市山地占 30.5%,丘陵占 59%，坝地占 5.5%.

湖泊水面占 59%.项目区位于贵阳岩溶盐地边缘，宽缓治丘地带，属中低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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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残丘地貌类型。建设场地相对高差较大，现有林地及耕地，总休星南东高北

西低之势，地势较陡。项目区内最高点位于南东侧，海找高程 1233.2m, 最低

点位于北西制，海拔高程 13122m，相对高差 79.0m。

项目区拟建场地属于黔中经向构造体系。区内岩层为单斜构造，在项目区

内发育北北东、北东、北西向三条的正断层(F2、F3、F6)。F2断层产状为

120°∠85°，F3断层产状为150°∠56° ; F6断层产状为240°∠53°，其上盘为三叠

系安顺组白云岩，下盘为二叠系龙潭组灰岩。项目区内地质构造较复杂。

2、气候、气象

项目区属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冬暖夏热，冬春半干燥夏季湿润型，四季

分明。季节性变化较大，最高气温 34.5°C，以 5~9月最热，最低气温-8.6"C，

以 11~3月最冷，平均气温 16.6°C，年最大降雨量 1601.8mm，其中以 6-8月降

雨量最大，占全年降雨量的绝大部分，最大年降雨量 717.30mm,年平均降雨量

为1192.50mm,最大日降雨量为146.6mm,相对湿度83%，最高100%，最低38%。

区内多东北风和东南风，历年最大风速 19m/s,年最小风速 2.3m/s,年平均风速

2.7m/s。

3、水文

河流水系

项目区属长江水系乌江流域范围，位于乌江支流三岔河下游一鸭池河与猫

跳夹持的河间地块部位，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区内最大的地表水体为百花湖，

为猫跳河水资源梯级开发中的二级电站筑坝截流而形成的人工湖，控制流域面

积1895km2,总库容1.8亿m3，多年平均36.4m2/s。区内主要河流为老顺河、老马

河，老顺河为老马河上游，老马河在下游汇入百花湖。

本项目位于清镇市站街镇，不在红枫湖水源保护区内，距离红枫湖准保护

区最近距离为0.8km，项目所在区域水系分布情况见附图图2.2-2 。

水文地质

项目区在水文地质单元上位于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区。项目区发现常

年流水溪沟，现场调查发现 1处地下水泉点出露地表，为溪沟进行补给，区内

整体地势呈南东高北西低，相对高差较大，水力坡度较大，排水通畅，地表水

汇集在该区低洼处或小溪，通过沟渠向周边河流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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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地下水动态随季节变化的特征比较明显，大

气降水是地下水补给的主要来源，区内构造对地下水的分布控制明显，既控制

了含水岩组的展布，又控制了地下水的赋存与富集，不同的地貌又反映着地下

水不同的赋存运移形式。根据岩性及地下水的赋存形式、水动力特征，将项目

区内地下水划分为碳酸盐岩岩溶水、松散岩类孔隙水两种类型。

项目区内地下水受气候气象、地形地貌、岩土体类型和地质构造等因素的

共同作用和控制。其岩溶水通过洼地、落水洞等岩溶形态及岩石中的溶蚀裂隙、

构造裂隙等形式渗入地下，在地下岩溶管道汇集、径流，两者通过地表井、泉

的形式排泄于地表河流。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于大气降水，由于该区降雨量较

大，是地下水丰富的地区。

经现场踏勘，位于项目区西侧内有赵武寨井泉，目前赵武寨使用市政供水，

该泉点为村民点日常洗涤灌溉用水。

图 2.2-2 调查地块水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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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及植被生物多样性

贵阳市地处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原生植被以常绿、栎林为主。原生植

被已被破坏，演替的植物群落主要有马尾松及少量杉木林，大量的山地变成灌

丛草坡和草丛草坡。区域植被分为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两类。自然植被有针叶

林、落叶阔叶林、阔叶林，针叶林主要代表树种是马尾松、杉，林下植被蕨类

及苔较多，同时有栎类灌丛、杂类草坡等;阔叶林主要代表树种是光皮桦、梓、

白杨及其它乔、灌木和灌丛草坡等。人工植被有用材林、经济林、农田植被三

大类，用材林主要为马尾松、杉为主的针叶林，经济林主要为油茶、茶叶、果

树，农田植被主要为水稻、玉米、油菜、小麦、绿肥、蔬菜等品种，多为一年

两熟，蔬菜为一年多熟的品种。

项目区拟用地大部分为旱地，植被以农业植被为主，此外有少量灌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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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1、地块现状

2021年 11月，我公司组织调查小组对调查地块（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地块）进行多次现场勘查，调查地块位于清镇市站街镇赵五寨村（清镇市职教城 11号

地块）。用地东临龙凤大道，南邻游龙路，西临腾龙路，北临龙凤北路。项目地理坐标

为 N：26°35′40.58″，E：106°26′5.52″。

调查地块现状如下：

通过现场踏勘及周边访谈，调查地块西南侧为荒山灌木林，地块东侧已建成贵州省

财政学校新校区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地块北侧正在施工建设，地块西北已投入建设

贵州省财政学校足球场，地块东北侧建设贵州省财政学校公租房，正在施工。地块内无

垃圾随处堆放，生活污水接市政管网，污水外溢等现象，施工场地内未出现机油泄漏等

现象。调查地块内未发现可能存在的污染源、无刺激性气味及污染和腐蚀的痕迹。综上

所述，调查地块为贵州省财政学校投入使用中，现状环境较好，无污染痕迹，生活污水

排入市政管网，无重污染工业企业存在。

2、调查地块历史沿革

根据周边人员访谈、相关部门走访及结合历史卫星影像图，该地块最早历史卫星图

片可追溯的 2009年，从 2009 年值 2016年历史卫星图片分析可知，该地块利用历史和

现状较为清晰，一直以来均为荒地、灌草地、农用地，无建筑物，根据贵州省财政学校

地质勘测报告，贵州省财政学校（黑色区域）东侧边缘无深层煤层，直至 2017年后，

该地块规划建设为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详细情况图 2-1至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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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09年 11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2009年调查地块内基本为灌草地、农用地，无建筑物。地块东侧与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上出现黑块

图 2-2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0年 12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于 2009年相比，2010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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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1年 5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0年相比，2011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

图 2-4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2年 4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1年相比，2012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地块东侧

与相邻地块黑色区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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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4年 12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2年相比，2014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

图 2-6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6年 2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4年相比，2016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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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7年 5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6年相比，2017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较大，该地块规划建

设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正在建设，并且开始施工。

图 2-8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19年 6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7年相比，2019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贵州省财政学

校新校区建设完成。并且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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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21年 4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17年相比，2021年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贵州省财政学

校新校区主体基本建设完成，东北侧区域教师公租房正在建设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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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地块历史图片

图 2-10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21年 8月影像资料

红线内是调查地块，与 2021年 4月相比，2021年 8月调查地块内用地变化不大，贵州

省财政学校新校区主体基本建设完成，东北侧区域教师公租房基本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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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提供该地块未建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历史图片，主要为荒地、农用地等

通过对地块内部历史卫星图片分析可以看出，2009年至 2017年间，地块东侧与相

邻地块曾出现黑色区域，其余主要为农用地、灌草地、荒地。未见任何开发利用，根据

2022年 11月对贵州省财政学校及职教城管委会、贵阳市环境保护局清镇分局、当地居

民的访谈和资料收集，调查结果为：该地块边界上曾堆放煤矸石，直至 2017年，清镇

市人民政府等单位组织协调清运，直至调查阶段，地块及边缘处现状未见污染痕迹。2016

年该地块规划建设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边缘黑色区域规划为市政道路。地块内

部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

与倾倒、固废填埋等可能影响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的利用方式或事件发生。

2.3 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1、调查地块相邻地块现状

经技术人员现场勘查，调查地块周边存在居民点、学校等敏感点。相邻地块现状为

农用地、村寨、学校、驾校等，地块西侧邻近赵五寨村和在建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

地块北侧为荒山和农用地，地块南侧为中铁二局驾校，地块东侧为清镇市保障房建设。

调查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未发现重工污染型企

业，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未发现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如罐、槽泄漏以

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等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未发现工业废水排

放沟渠或渗坑。相邻地块主要为村民住宅用地、学校用地、商服用地及农用地等。

2、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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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地块可追溯的 2009年至 2021年期间周边 1公里范围内敏感目标分析，该地块

周边人为活动较为单一，调查地块 1km范围内土地主要是用于村民居住用地、荒地、农

用地、灌木林，约有 105户，约有 420人居住，其余零散住户约 15户，约 46人居住在

此范围内，此外 2010年至 2016年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曾出现黑色区域，经调查

得出该区域曾为当地企业堆放煤矸石，于 2017年，清镇财政学校、清镇市人民政府组

织协调清运开发利用。2016年后项目南侧、西南侧土地开发利用，分别新建中铁二局驾

校和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周边其余地块没有相关开发利用活动发生，具体情况如

图 2-11至 2-20。

图 2-11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09年 11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2009年地块西侧主要为农村住宅，赵五寨村（燕尾村），约有 105户，

约有 420人居住，其余零散住户约 15户，约 46人。其余区域主要为农用地、荒地、灌

草地等。根据走访调查，地块东侧边缘及东侧地块（黑色区域）曾间断堆放煤矸石。

赵五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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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0年 12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09年相比，在 2010年 12月地块周边用地变化不大。

图 2-13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1年 5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0年相比，在 2011年 5月，地块周边变化不大。

赵五寨村

赵五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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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2年 4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1年相比，在 2012年 4月，地块周边变化不大。

图 2-15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4年 12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2年相比，在 2014年 12月，该地块周边范围土地利用方式未发生

明显变化。

赵五寨村

赵五寨村



27

图 2-16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6年 2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4年相比，在 2016年 2月，该地块南侧正在建设中铁二局驾校、

西南侧正在建设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

图 2-17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7年 5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6年相比，在 2017年 5月，该地块南侧正在建设中铁二局驾校、

西南侧正在建设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同时该地块也被进行开发利用新建贵州省财

政学校新校区。根据后期人员专访调查，地块东侧边缘与东侧地块上堆放的煤矸石通过

清镇市人民政府协调彻底清运。

赵五寨村

广播电视学校 中铁二局驾校

赵五寨村

广播电视学校 中铁二局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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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19年 6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7年相比，在 2019年 6月，该地块南侧正在建设中铁二局驾校、

西南侧正在建设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同时该地块也被进行开发利用新建贵州省财

政学校。其余未见明显变化。

图 2-19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21年 4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19年相比，在 2021年 4月，该地块南侧中铁二局驾校基本投入使

用、西南侧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还处于建设中。同时该地块新建贵州省财政学校部

分也投入使用。其余未见明显变化。

中铁二局驾校

广播电视学校

中铁二局驾校广播电视学校

赵五寨村

赵五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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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周边 2021年 8月影像资料

根据影像资料：与 2021年相比，在 2021年 8月，该地块西南侧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

校还处于建设中。其余未见明显变化。

通过对调查地块周边范围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分析发现，调查地块 1km范围内土地主

要是用于村民居住用地、荒地、农用地、灌草地，约有 105户，约有 420人居住，其余

零散住户约 15户，约 46人居住在此范围内，2016年后项目南侧、西南侧土地开发利用，

分别新建中铁二局驾校和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此外 2009年至 2016年地块东侧边

缘及东侧地块曾堆放煤矸石，2017年经清镇市人民政府协调清运，地块东侧边缘堆放规

划建设市政道路。地块东侧地块规划为清镇市保障房建设，地块东侧地块开发建设清镇

市保障房开挖过程中未见土壤污染现象。

2.4 历史回顾总结

从地块内部及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片分析可知，调查地块一直为农用地、荒地、灌

木林地，2015年，该地块开发新建贵州财政学校，周边 1km 范围内除零星居民住宅和

西侧赵五寨村外，南侧开发新建中铁二局驾校，西南侧开发新建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

校外，其他区域以农用地、荒地、灌木林为主，根据贵州省财政学校地质勘测报告，贵

州省财政学校（黑色区域）东侧边缘无深层煤层，2009年至 2016年地块东侧边缘及东

侧地块曾堆放煤矸石，2017年经清镇市人民政府协调清运，清运至未见土壤污染痕迹。

赵五寨村

广播电视学校

中铁二局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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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边缘堆放规划建设市政道路。地块东侧地块规划为清镇市保障房建设，地块东

侧地块开发建设清镇市保障房开挖过程中未见土壤污染现象。从总的来看，调查地块内

部东侧边角曾堆放过煤矸石固体废物，煤矸石属于一般固废，是一种在成煤过程中与煤

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黑灰色岩石，成分比较稳定，2017年清镇市人民

政府组织清运，随后该区域开发建设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正大门及学校大门前的市政

道路，对调查地块土壤影响较小，调查地块周边区域东侧地块历史上涉及大沙坡煤矿，

该煤矿为早年间民营煤矿，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时间较短，且距离本次调查地块距离为

400m，故对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2.5 地块利用的规划

该地块规划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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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料分析

3.1 资料分析

根据收集资料：1、【2017】34号 清府专议〔2017〕103号：关于研究省

财政学校规划范围内大沙坡煤厂存煤事宜的专题会议纪要，2、地块内未建贵州

省财政学校照片，3、人员访谈表及走访内容，4、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5、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地勘报告等资料，

6、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历史卫星影像。

图 3-1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 2005年历史影像图:2005年项目周边不存在

大沙坡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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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地块与原大沙坡煤矿露天采坑位置关系图：相距

约 400m~500m
根据收集资料分析得出：调查地块东侧 400m~500m处历史上 2006年曾存

在民营煤矿（大沙坡煤矿，生产规模较小），该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

约 8万吨，堆放在调查地块北侧，堆放区域边上后规划为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

区建设，规划区域预估煤矸石 1万吨。2017年贵州省财政学校开工建设，清镇

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清运全部煤矸石，清运至土壤未见污染痕迹。清运完成后

该区域规划建设为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正大门及正大门前的市政道路。

经查阅资料分析：煤矸石属于一般固废，是一种在成煤过程中与煤层伴生

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黑灰色岩石，成分比较稳定，且根据现场踏勘

情况，调查地块贵州财政学校处于山坡上，地势高于地块东侧偏南的大沙坡煤

矿、高于堆放煤矸石的区域，故该区域曾堆放的煤矸石对地块其他区域土壤影

响较小。

大沙坡煤矿原子位置



33

第四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 地块内部现场探勘情况

对地块内部现场探勘发现，地块东侧已建成贵州省财政学校，并投入使用，地块西

北侧场地正在施工建设，地块除西南侧还是灌草林，荒地，东北侧场地为公租房建设施

工。现场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土壤存在明显颜色异常、油渍、异味等污染痕迹，施工场

地也未有污染物排放，地块内仅有施工建筑垃圾，未发现其他固体废物、垃圾垃圾等其

他污染物，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位置处于山体偏坡上，建设过程中挖方、填方基本平

衡，无外来客土及填方，已建成投入使用的部分生活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

管网，未见乱排乱放。现场踏勘图片如图 4-1~4-6所示。

图 4-1 调查地块内部（东侧）现场踏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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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调查地块内部（地块中心）现场踏勘图

图 4-3 调查地块内部（东北侧）现场踏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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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调查地块内部（西侧）现场踏勘图

图 4-5 调查地块内部（北侧）现场踏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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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调查地块内部（西南侧）现场踏勘图

3.2 地块周边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发现，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以住宅地为主，主要分布在地块西侧相邻、

其余零星分布 20户左右住户，未发现垃圾堆积等情况出现，此外，地块南侧 420m处新

建中铁二局驾校，西南侧新建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在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土壤

颜色、气味等异常，也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在地块周边未发现工矿企业、

规模化养殖场等可能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情况存在，地块周边现场踏勘情况如图

4-7~4-9所示，

图 4-7 地块周边东侧赵五寨村（燕尾村）现场踏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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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地块周边南侧中铁二局驾校现场踏勘图

图 4-9 地块周边西南侧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新校区现场踏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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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地块东侧地块开发建设清镇市保障房现场踏勘图（2022年 11月）

4.3 现场踏勘结论

通过对调查地块内部及周边相邻地块现场踏勘发现，地块内部及周边相邻区域未发

现土壤颜色、气味等异常现场，也未出现工矿企业、规模化养殖场、危险废物及固废堆

放与倾倒或填埋的迹象，历史上的黑色区域也通过现场踏勘、走访、资料收集等得到诠

释、现场踏勘得到的信息能有效印证历史卫星图片的解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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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访谈对象

为进一步印证历史卫星图片解译和现场踏勘所掌握的情况，同时进一步明

确调查过程中上尚不明确的疑问，报告编制组向熟悉该地块历史和现状的政府

部门管理人员、土地使用周边住户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表4-1所示。

表 3-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访谈对象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业 所在单位/居住地址 与地块关系 联系方式 居住年限 访谈方式

1 黎平 科员 贵州省财政学校 土地使用者 15189761076 5 问卷

2 杨亚军 总务科长 贵州省财政学校 土地使用者 13885031529 5 问卷

3 郭倩 村纪检委

员

燕尾村（赵五村）村

委

区域工作人员 15180700588 10 问卷

4 黄蓉 村委 燕尾村村委 区域工作人员 15902504515 10 问卷

5 张璘玮 科长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清

镇分局

环保部门管理人

员
15286001710 15 问卷

6 张琪琦 工作人员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清

镇分局

环保部门管理人

员
17585700907 2 问卷

7 郑红 工作人员 清镇市自然资源局 管理人员 13985031639 5 问卷

8 刘鑫 副局长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清

镇分局

环保部门管理人

员
17385859720 6 现场走访

9 汤锡成 科长 贵州省财政学校 土地使用者 18985101748 12 现场走访

10 赵启明 无 赵五寨村 当地居民 / 50 现场走访

11 赵建国 无 赵五寨村 当地居民 / 30 现场走访

4.5 访谈内容

基于调查地块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片解译及现场踏勘了解信息，结合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进一步通过人员访谈的形式确认地块历史用途、是否发

生过污染事件、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迁移扩散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等关键

问题，设计《贵州省财政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人员访谈表》（如表4-2所

示）。访谈内容主要包括访谈者的相关信息、地块使用历史、地块历史上是否

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地块是否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废堆放场、地

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渠或渗坑，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地块内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是否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是否有废气排放，是否闻到有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地块内土壤是否受到过污

染，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是否存在环境敏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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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17个相关问题，以及地块东北侧历史影像上黑色区域历史问题等。现场访

谈佐证照片如图4-11所示。

表4-2 贵州省财政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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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人员访谈现场照片

4.6人员访谈结论

访谈结果表明，该地块一直以来主要为农用地、灌草地、荒地，地块东侧

边界处及东侧地块2006~2017年堆放煤矸石，2006年地块东侧偏南400m~500m位

置是大沙坡煤矿（露天矿坑），约2008年关停，地块堆放煤矸石区域于2017年

清镇市人民政府协调组织清运，清运至未见土壤污染痕迹，地块东侧地块规划

为清镇市保障房建设，地块东侧地块开发建设清镇市保障房开挖过程中未见土

壤污染现象，未对周边土壤造成污染。至2017年该地块规划建设贵州省财政学

校新校区并开工建设，调查地块东侧堆放区域规划建设为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

区正大门和市政道路，建成后未见任何污染痕迹，人员访谈结论与历史卫星图

片解译及现场踏勘信息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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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本次调查历史卫星图片或图表、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各个环节的调查结果

可相互支撑、相互印证。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一直以来主要为农用地、灌木

林、荒地，地块东侧边缘及地块东侧地块历史上为堆放过煤矸石，至2017年，

清镇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清运，清运至未见土壤污染痕迹，地块直至2017年后，

地块规划建设贵州省财政学校新校区并开始建设，地块东侧边缘规划建设为为

市政道路龙凤大道，地块东侧地块规划为清镇市保障房建设，地块施工中未见

土壤污染痕迹，截止目前地块内西南侧还是未开发利用的灌木林地，地块内当

前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环境风险可接受。地块周边1公里范围内历史上可能的

污染源，通过调查和分析，对调查地块土壤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接受，地块

可按第二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调查活动结束，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5.2 建议

(1)在地块开发过程中，开发利用单位应密切注意开挖等施工过程，一旦发现土

壤或地下水的异常情况，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

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2)在地块后续开发过程中，应对场地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外来污染物进入场地

或施工不当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5.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调查结论是基于现场勘查和周边相关部门相关人员走访调查，以科

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和分析得出的，同时充分考虑了

调查经费、调查时限、地块条件等多重限制因素。调查结论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1）根据各项调查显示，土壤污染问题具有隐蔽性、潜伏性、长期性，难

以通过感官察觉。其隐蔽性的后续影响需经长时间的积累才能体现。因此给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带来不确定性。

（2）调查结果仅限于本次调查展开之前，调查报告完成后本地块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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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调查报告后发生污染事件、规划红线范围调整等）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

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针对以上不确定性分析，解决措施为：在后期地块利用过程中，加强对该

地块的关注与监管，如发现地块异常，及时进行调查，监测等，以确保地块后

期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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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申请表

2、申请人承诺书

3、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4、调查报告基本信息

5、人员访谈记录表

6、【2017】34号 清府专议〔2017〕103号：关于研究省财政学校规划范围

内大沙坡煤厂存煤事宜的专题会议纪要

7、首次审查专家意见

附图

1、清镇市水文地质图

2、CAD红线拐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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