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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

占地面积：1669.89平方米

地理位置：增城区增江街经三路西北侧

土地使用权人：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地块现状主要为空地；地块东南侧是林地；地块东北侧

是空地；地块西南侧是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西北侧是居

民楼（归属东方村）。

未来规划：医院用地 A51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单位：广州华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调查缘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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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块。

二、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2022年06月。根据调查情况和人员访谈情况，

调查地块于 1993年被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征收，地块征收前属于增

江街东方村，2021年该地块以无偿方式划拨给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2009年之前，地块主要为水塘和农田，水塘曾经喂养过淡水鱼，主要

为周边村民自家养殖（家庭式小规模）的水塘，仅供村民自己食用，不属于规模

化养殖，主要养殖四大家鱼，养殖过程中主要使用水生植物（水浮莲）和少量膨

化鱼饲料为主，不使用促生长剂、抗菌素等。膨化鱼饲料主要成分为谷物、动植

物蛋白和豆类等；农田主要是种植水稻。2010年地块开始填土平整，地块内该

区域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距本地块西南方面约 613米处），非外来

填土，填土土方量大概为 900m3，填土埋深为 1.2-1.5米。2010年至今一直是空

地，地面大部分进行硬底化，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小部分进行绿化。偶尔有

车辆停放，停车面积大约为 400m2，大概有 35个车位，主要是探病停车，停车

时间较短，因此车辆停放过程中机油跑冒滴漏产生的石油烃（C10-C40），通过地

表径流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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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在历史使用期间一直为水塘和农田，本地块历史使用期间不涉及工

业、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的用途；本地块在历史使用期间无工

矿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无规模化养殖活动。

根据相邻地块土地利用历史沿革，相邻地块的具体历史情况如下：

（1）地块东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

周边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非外来填土，2012年至今是空地。

（2）地块西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林地，2012年开始有居民楼的建成，

至今仍是居民楼。2018年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地块西北侧

建了医疗废物暂存间，面积大约是 10平方米，医疗废物贮存间地面均做了水泥

硬化处理，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并在硬底化上面再铺设一层水泥瓷砖，具有

双重防渗功能。根据人员访谈了解到，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废物是隔天运走，并

用防渗漏的容器或防渗漏的双层黄色医疗废物包装袋密封，2022年 6月份感染

性垃圾平均每天 10-25KG；损伤性垃圾平均每天 2-9KG，由于三防规范和暂存时

间段，医疗废物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

较小。

（3）地块西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

周边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非外来填土，2010年至 2014年，地块主

要为空地，2012年卫生服务中心开始立项，2013年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并于 2013年通过增城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2014年开始进行广州市增城

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2017年 10月进行专业装修，2018年 2月 6

日开业。

（4）地块东南侧：道路和林地。

根据收集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及快筛、人员访谈、地块利用历史及相邻地块

影响等的污染识别结果，本调查报告认为地块的土壤状况可以接受，该地块不属

于污染地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三、初步调查结论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在各个历史使用阶段内：

（1）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2）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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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

（3）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等情况；（4）历史未有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

（5）历史上未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6）不存在被污染迹象；（7）

不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根据本项目目前的初步调查结果及分析结论，地块在历史上不存在污染的可

能，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但在地块再开发过程中，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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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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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位于增城区增江街经三路西北侧，目标地块中

心坐标为经度 113.850350°，纬度 23.279996°，规划地块面积 1669.89平方米 。

目标地块历史沿革清楚，现状为空地。根据相关规划，目标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

医院用地 A51。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维护正常的生产建设活动，防止环境污染事

故的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 号）、《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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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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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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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

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的通知》（穗环办

[2018]17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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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对用途变更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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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保障开发利用的

环境安全，该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其后㔐治行土壤污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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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依据

1.2.1 相关政策、法律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 10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 4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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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

知》（国办发〔2013〕7号）；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4〕9号）；

（9）《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简称“土十条”）；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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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42 号；2017年 7月 1

日施行）；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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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广东省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粤环〔2010〕99号)；

（14）《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的

通知》（粤环〔2014〕22号）；

（15）《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2016〕145号）；

（16）《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

[2015]131号）；

（17）《广州市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穗环〔2014〕128号）；

（18）《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穗府〔2017〕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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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加强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监测

工作的通知》（穗环办[2015]193号）；

（20）《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申请使用建设用地规则的通知》（穗

府[2015]15号）；

（21）《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穗环

[2018]26号）。

1.2.2 技术导则、标准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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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2014年 11

月）；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7）《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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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DB4401T102.1-2020）。

1.3 调查目的和原则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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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对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进行资料分析和污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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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自

然环境情况，明确企业生产活动等可能污染地块土壤的途径，识别地块潜在污染

区域和污染物；

（2）必要时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进行采样检测，判断地块主要污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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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为后续该地块的开发建设提供依据。

1.3.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工作遵循以下三项原则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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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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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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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增城区增江街经三路西北侧，调查地块总面积为 1669.89

平方米。调查地块东南侧是林地；地块东北侧是空地；地块西南侧是广州市增城

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西北侧是居民楼（归属东方村）。

1.5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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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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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的通知》（穗环

〔2020〕101号）等技术导则的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污染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经

验和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本次调查主要内容为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收集阶段）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

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

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如生产厂区、化学品储罐、固废处理、

污水处理站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设施或活动，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

和来源，并应提出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的建议。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调查阶段）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以及由于资

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则需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

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分别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

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

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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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本次调查工作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调查阶段的初步采样分析。

图 1.5-1 本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工作内容（红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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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地块地理位置

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位于增城区增江街经三路西北侧，目标地块中

心坐标为经度 113.850350°，纬度 23.279996°，规划地块面积为 1669.89平方米。

2.2 区域环境概况

2.2.1 区域地理位置

增城区是广州市市辖区，位于广东省中东部、广州市东部，南与东莞隔江相

望，东临惠州，北界从化，面积 1616.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41万，拥有一个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全国第五个国家级侨商产业聚集区“侨梦苑”，是

全国著名的荔枝之乡、牛仔服装名城、新兴的汽车产业基地和生态旅游示范区，

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汽车零部

件制造基地”等称号。

2.2.2 气候气象

增城市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特点为：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

量充沛，夏热冬暖，时有酷热，偶有低温，夏长冬短，四季常青。据增城市气象

台历年资料统计：

（1）气温：多年平均气温 21.8℃。最低月平均气温(1月)13.3℃，最高月平

均气温(8月)28.4℃。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0℃，极端最高气温 38.7℃。

（2）日照：全年达 1906小时。7月份日照最长，平均日照为 240～260h，4

月份因天阴日照最短，平均为 78.9小时。全年日照率为 42.9%，其中 10月份可

达 55%，4月份只有 21%。

（3）降雨量：全年降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800mm，最大年降雨

量为 2516.7mm，最小年降雨量为 1158.5mm。降雨集中在 4～9月份，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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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降雨量最多，月平均降雨量为 293.8mm，最少 12月份，月平均降雨量仅有

24.7mm。历年 4～6月份为梅雨季节，7～9月份为台风季节。

（4）季风变化明显：全年主导风向为北风，多出现于 8月份至次年 3月份，

频率为 16%。其次是东南风，主要出现于 4～8月份，频率为 9%。全年平均风

速为 2.4m/s。极大风速 35.4m/s。静风频率为 29%。

2.2.3 河流水文

增城境内雨量充沛，河流众多，主要有增江、东江北干流、派潭河、二龙河、

西福河、雅瑶河，增江纵贯东北，东江北干流流经南部边缘。

增城水系属珠江支流东江水系，流域面积超过 5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东江、

增江、西福河等 3条，超过 100平方公里的有 6条。增城多年平均径流量 19亿

多立方米，南部还有潮水进入，水资源丰富。

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邬县，经龙川、河源、惠阳、博罗等县市流过增城南部，

为增 城与东莞界河。从市境东南与博罗交界处开始，至西南与广州市黄埔区接

壤处止，流程 30公里，全为冲积平原地带，河床坡降为 0.08‰，河网纵横，支

流繁多。再向西南流入珠江口狮子洋，是中国罕见的自东向西流向的河流。境内

河段宽 400～500米，最宽 800米。水深坡缓，可通航 300吨轮船，新塘以下可

通 1000吨轮船。

增江是境内最重要的河流。原来直接流入珠江口，自珠江三角洲平原形成后，

成为东江支流。增江发源于新丰县七星岭，流经从化区东北部转入龙门县西北部，

再折向南流，为增城、龙门的界河。于境内正果东北角磨刀坑流至龙潭埔接纳永

汉河后，流量增加，经正果、荔城、石滩三地，于官海口汇入东江，全长 203

公里，流域面积 3160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35.9亿立方米，平均坡降 0.74‰。

增江在增城境内长 66公里，宽 90～220米，流域面积 971平方公里，占增城区

面积的 60%，境内坡降为 0.17‰。

派潭河发源于南昆山马坑嶂，由高滩水、灵山水、高埔水、车洞水和小径水

等 5条小河组成。流经派潭圩于小楼镇合二龙河汇入增江。河长 36公里，坡降

为 5.5‰。流域面积 357.5平方公里，年径流量 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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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河原名澄溪河，发源于小楼镇内丫髻山。流经二龙圩、腊圃村，于大楼

村汇入增江。河长 22.5公里，坡降为 2.8‰。流域面积 122.7平方公里，年径流

量 1.5亿立方米。

和平水又称九曲水，发源于正果马鼻岭，经白湖合冷水坑水流入增江。河长

18.7公里，流域面积 48平方公里。

西福河原名绥福河，是境内西部地区最大河流。发源于大鹧鸪山，流经福和、

仙村，于巷头村汇入东江。河长 58公里，坡降 1.6‰。流域面积 580平方公里，

增城境内为 457.7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5.1亿立方米。二十世纪 50年代初，

在福和以下可以通航。50年代末以后因水土流失致河床淤浅，加上沿河修陂筑

闸，仅铁路以南几公里可以通航。

2.2.4 地形地貌

增城区北部地势较高，南部较低，山地以低山为主，占增城区面积 8.3%，

是九连山脉的延长部分，山脉呈东北与南西走向，平等排列的中山与低山，其间

形成了东江与增江。丘陵地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占增城区面积的 35.1%。台地多

在中南部，占增城区面积 23.2%。南部是三角洲平原，加上河谷平原，占增城区

面积的 35.4%。

中低山：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大尖山、牛牯嶂等（高度 500～1000米）。由砂

页岩和 中细粒花岗岩等岩石组成。山脊狭窄，起伏大，山坡较陡，一般 40°～

50°，河谷切割较深，常形成跌水瀑布和峡谷。

丘陵：绝对高度在 500米以下，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 200米，形态和缓，切

割破碎，分布零乱。如小楼西部、正果北部、永和西部等地，主要由花岗岩组成，

一般是山坡缓，山顶圆浑，水系呈树枝状，切割较强烈。

缓坡丘陵地：由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高度多为 200～400米，山顶圆浑，

坡度 20°～30°，水系呈树枝状，多成缓坡谷。如境内东南部，宁西西部等地。

台地：周围有陡坡的广阔平台，称为台地。高度在 150米以下，坡度在 25°

上下，没有突出山顶，如花岗岩、变质岩所构成的台地。零星出现在高滩地区的

石炭系石灰岩，多在河谷旁形成岩溶残丘、孤峰与峰林等岩溶地貌。表层多已风

化成红土，草木丛生。贮水条件较差，雨水往往流失。泉水出露少，旱季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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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漫滩上第二阶地：分布在派潭河中上游，高出河面 6～13米，宽约 200～

800米，以 2°～4°向河床倾斜。由第四纪近代冲积物组成，厚 13米，阶地地面

平坦，土层沃厚，是农业生产较好的地区。

河漫滩上第一阶地：分布在增江中游，面积 63平方公里。阶地宽 3～4公里，

厚 3.5～12米，高出河面 1～6米。正果至小楼地段，地势平坦，仅有一阶地，

阶地面不对称，宽度 0.5～1.5公里。

河谷平原：分布在高滩东洞、灵山至派潭一带，面积 41平方公里。正果、

小楼一带河谷平原的特点是：地势平坦，高程 6～20米，河道弯曲，支流繁多。

平原中有花岗岩和混合岩组成的低丘，平原面积约 76平方公里。

河海堆积地：新塘～仙村～石滩～三江三角洲平原是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平

原。由东江ɀ

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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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特征是下部为灰砂质粘土，深灰色淤泥和黄色含粘土粗沙，上部为浅黄色

粘土、灰白、黄色含粘土粗沙，厚约 2米。

2.2.6 土壤与植被

该区的地带性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季雨林，自然土壤为赤红壤，该区域植被

在地形、气候与人为因素等的综合影响下，地带性代表植被已荡然无存。只有在

局部谷地或村庄旁边的风水林等少量残存的次生林及丘陵台地分布的少量人工

林，其它均以稀树灌丛和草灌丛为主并间以农田，条件较好的丘陵台地。植被类

型总的来说以马尾松为主，乔木主要有松科、杉科、樟科、木麻黄科等。草被以

芒萁为主，蕨类次之，常见芒萁群和马尾松、岗松、小叶樟、大叶樟、鸭脚木、

乌桕、荷木、桃金娘、野牡丹和算盘子等。

由广东省土壤类型图可知，调查地块土壤类型为赤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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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块地质和水文地质概况

根 据 及 广 州 市 水 文 地 质 图 及 全 国 水 文 地 质 馆 网 站

（ http://www.ngac.org.cn/Map/Document?guid=EC7E1A7A78B01954E0430100007

F182E）可查得本地块水文地质信息。

通过查询及了解可知，调查地块区域地质情况为花岗岩，岩石特征主要是浅

肉红色、浅灰色、灰白色，区域构造线走向以北南向为主，明显受区域应力场作

用，它们纵横交错，相互迭织，调查地块东北方向 500m处存在一个断层。

地块地质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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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2.4.1地块历史沿革

根据谷歌卫星历史影像图（2009年至 2022年）、人员访谈等资料显示，目

标地块历史沿革如下：

根据调查情况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地块于 1993年被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

发储备中心征收，地块征收前属于增江街东方村，2021年该地块以无偿方式划

拨给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9年之前，地块主要为水塘和

农田，水塘曾经喂养过淡水鱼，主要为周边村民自家养殖（家庭式小规模）的水

塘，仅供村民自己食用，不属于规模化养殖，主要养殖四大家鱼，养殖过程中主

要使用水生植物（水浮莲）和少量膨化鱼饲料为主，不使用促生长剂

大1y Ct �É�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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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相邻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2.5.1 相邻地块历史

根据相邻地块土地利用历史沿革，相邻地块的具体历史情况如下：

（1）地块东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

周边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非外来填土，2012年至今是空地。

（2）地块西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林地，2012年开始有居民楼的建成，

至今仍是居民楼。2018年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地块西北侧

建了医疗废物暂存间，面积大约是 10平方米，医疗废物贮存间地面均做了水泥

硬化处理，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并在硬底化上面再铺设一层水泥瓷砖，具有

双重防渗功能。根据人员访谈了解到，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废物是隔天运走，并

用防渗漏的容器或防渗漏的双层黄色医疗废物包装袋密封，2022年 6月份感染

性垃圾平均每天 10-25KG；损伤性垃圾平均每天 2-9KG，由于三防规范和暂存时

间段，医疗废物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

较小。

（3）地块西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

周边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非外来填土，2010年至 2014年，地块主

要为空地，2012年卫生服务中心开始立项，2013年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并于 2013年通过增城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2014年开始进行广州市增城

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2017年 10月进行专业装修，2018年 2月 6

日开业。

（4）地块东南侧：道路和林地。

2.5.2 相邻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可知，该调查地块东南侧是林地；地块东北侧是空地；地

块西南侧是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西北侧是居民楼（归属

东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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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地块相邻地块历史时期均不涉及工业生产及加工制造活动，地块内堆土

为原生土，现场勘察无明显的植被异常。因此，相邻地块对目标地块土壤、地下

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2.6 环境敏感目标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敏感的目标主要有医院、公园、学校和居民区。

2.7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增江街经三路西北侧 2.505亩用地规划条件》（穗规划资源业务函

[2021]2297号）目标地块未来将作为医院用地 A51使用。

2.8 地下水功能区划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办函[2009]19号)，本地块所在浅层地下

水划定为属“珠江三角洲广州增城地下水水源涵养区”，地下水水质保护目标为Ⅲ

类。水质目标：现状水质良好的地区，维持现有水质状况；受到污染的地区，原

则上以污染前该区域天然水质作为保护目标。水量目标：限制地下水开采，始终

保持泉水出露区一定的喷涌流量或维持河流的生态基流。水位目标：在开发利用

期间，维持较高的地下水水位，保持泉水出露区一定的喷涌流量或河流的生态基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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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工作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穗环〔2020〕1101号），本调查报告可

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场地异味标识、走访及其他工作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

同时需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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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关法规、技术规范要求内容，有针对性地对（穗环〔2019〕130号）中的 7

项情况进行具体说明，并给出明确的调查结论。

3.1 资料收集

本次场地调查第一阶段工作调取了土地使用权人存档资料，同时进行了人员

访谈。本地块收集资料较为详实清晰，对于地块及周边现状及历史情况能较好的

说明。

根据相关资料收集分析如下：

（1）目标地块历史沿革如下：

根据调查情况和人员访谈情况，2009年之前，地块主要为水塘和农田，水

塘曾经喂养过淡水鱼，主要为周边村民自家养殖（家庭式小规模）的水塘，仅供

村民自己食用，不属于规模化养殖，主要养殖四大家鱼，养殖过程中主要使用水

生植物（水浮莲）和少量膨化鱼饲料为主，不使用促生长剂、抗菌素等。膨化鱼

饲料主要成分为谷物、动植物蛋白和豆类等；农田主要是种植水稻。2010年地

块开始填土平整，地块内该区域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距本地块西南

方面约 613米处），非外来填土，填土土方量大概为 900m3，填土埋深为 1.2-1.5

米。2010年至今一直是空地，地面大部分进行硬底化，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

小部分进行绿化。偶尔有车辆停放，停车面积大约为 400m2，大概有 35个车位，

主要是探病停车，停车时间较短，因此车辆停放过程中机油跑冒滴漏产生的石油

烃（C10-C40），通过地表径流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小。

（2）目标地块相邻区域历史沿革如下：

地块东北侧：2009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周边

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非外来填土，2012年至今是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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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构筑物的现状，考察地下管线的走向，观察场地内的污染迹象：有毒有害物

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储槽，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腐蚀和异

常颜色的痕迹，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并进行拍摄、照相和现场

笔记记录。

3.2.2 现场踏勘情况

2022年 6月，项目调查组进行了现场踏勘工作，排查可能存在的潜在污染

情况，现场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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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余相关情况

地块内无异味，没有被污染的迹象，也未发现放、辐射源，未见变压器、电

房等使用。

3.2.3 现场踏勘分析与结果

（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理情况分析

地块内未见储存、使用、处理有毒有害物质情况。

（2）各类槽罐内 地。

` ‡ 
4 2«(™�µ �ã(™ CX �õ �å �Ä

�Ä

���� �µ �¯�µ�µ (™+X�Ã` �Ä�Z
��

�È` ‡ �9 >Û "‘ �Ã �È

�¯+e�µ �¯�µ�Ã 
� �£ �õ �å�å �Ä

�Ä

` �Ä�ã"Ñ�9 >Û�� ,´ �¯ �9 >Û5€�9 >Û�µ�õ �å �Ä
` �ã"Ñ �9 >Û "‘ �� ,´ �ã �9 >Û 5€ �9 >Û�µ �õ �å �Ä

��

���� ` ��
踏勘分析与结（

��Ä ����
�È

�Ã

��

�È�å �Ä�Ã 	» �˜�Ã电�Ã 	» �˜�•
�Ä

�����Ã ?ñ

�È

�å �Ä�6 �Ã
��

�¯

�È

` ?ñ

+e

�È

�å �Ä

��

�Ä

��

)à �n

�È` ?ñ �È

�Ä

�È

)à �n

�È +e

�µ(™�6

�Ä

�� ��

��

?ñ�µ�6

��

�Ä

+e

�Ä

����

�È

�Ä

��

��

+X ?ñ�õ �å �Ä
� �å �Ä

�Ä

��

5€�õ �å�å�Ä

�Ä

	» �˜

�Ä

5� �Ì�å�Ä

�Ä

	» �˜

�Ä

����

�Ä

�È

�Ä

�Ã

�Ä

�Ä

�å �Ä	» �˜�Ä

��

5€�õ �å�å�Ä

�Ä

	» �˜�Ä 5� �Ì�å�Ä

�Ä

	» �˜�Ä�Ã �å�Ä

�Ä

	» �˜

�Ä

����

�Ä

�È

�Ä�å �Ä	» �˜

�Ä

��

5€ �õ �å�å�Ä

�Ä

	» �˜

�Ä

5� �Ì�å�Ä

�Ä

	» �˜

�Ä

����

�Ä

�È

�Ä

�Ã

�Ä

�Ä

�å �Ä	» �˜



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1

3.3 人员访谈情况

经过对地块权属方、附近村民等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地块历史使用情况，最

后形成人员访谈记录表。

根据人员访谈情况，关于该地块的历史情况可总结如下：

（1）目标地块的历史沿革和权属情况

调查地块于 1993年被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征收，地块征收前属

于增江街东方村，2021年该地块以无偿方式划拨给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2009年之前，地块主要为水塘和农田，水塘曾经喂养过淡水鱼，

主要为周边村民自家养殖（家庭式小规模）的水塘，仅供村民自己食用，不属于

规模化养殖，主要养殖四大家鱼，养殖过程中主要使用水生植物（水浮莲）和少

量膨化鱼饲料为主，不使用促生长剂、抗菌素等。膨化鱼饲料主要成分为谷物、

动植物蛋白和豆类等；农田主要是种植水稻。2010年地块开始填土平整，地块

内该区域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距本地块西南方面约 613米处），非

外来填土，填土土方量大概为 900m3，填土埋深为 1.2-1.5米。2010年至今一直

是空地，地面大部分进行硬底化，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小部分进行绿化。

地块历史上均未存在工业生产情况。

（2）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地块基本为空地，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3）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

地块现状为空地，历史为农用地和水塘，不存在相关槽罐情况。

（4）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情况

地块不存在有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情况。

（5）管线、沟渠情况

地块内主要为空地，有雨污管线。

（6）污染事故情况

目标地块未发生过污染事故。

（7）有无放射源

目标地块不存在过放射性物质及放射性污染设备等。

（8）地块内用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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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地块内没有设置过备用发电机、变压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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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块管线布设

根据人员访谈以及相关资料查询得知，调查地块管线主要为雨污水管线和市

政管网，其中管网埋深约为 0.2~2.9m，管线材质为混凝土管，主要是沿着道路布

设。

地块内的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雨水口收集后汇入相邻道路市政雨

水管网或河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医疗废水经格栅处理后一起进入门诊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再由市政管网输排入荔城污水处理厂处理，最后汇入增江。

3.5 地块周边污染源分析

3.5.1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增江街经三北路与东桥东路交

界处，法人代表为陈炎根，占地面积为 2394.41平方米，是一所由政府新建的，

集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于一体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服务功能规范设置业务科室，设有

西医全科诊室、中医全科诊室、医技、药械、慢非、免疫规划门诊、妇幼保健、

宣教等科室。医疗设备配备齐全，配有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

心电图、DR、康复理疗等一系列先进医疗设备。主要提供门急诊中西医基本医

疗、社区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服务。

（一）排污分析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外排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医疗废水主要为洗手水、医疗

器械清洗废水等常规医疗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医疗废水中不同程度地含有多种病菌、病毒、寄生虫卵和一些

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在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有的

在污水中存活时间较长。当人们食用或接触被病菌、病毒、寄生虫卵或有毒、有

害物质污染的水和蔬菜时，就会使人致病。医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cr、

BOD5、粪大肠菌群等，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将会对地表水环境质量造成不利影

响。因此，医疗废水外排前必须经过杀菌、消毒等预处理(即杀灭病原体)，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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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有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液氯、紫外线和臭氧等。

项目内产生的污水经格栅过滤后进入调节池，调节水质水量，经过生化曝气

池充氧曝气，然后加入活性污泥，充分培养污水里的有益菌，吃掉无益菌，使水

中的含氧量加大，逐步降低 COD 和 BOD 及氨氯。污水再进入沉淀池进行二次

沉淀，把水中的悬浮物降低，在二氧化氯发生器以及水下曝氯机的协同作用下，

污水 COD、BOD 及 SS 降低倒能达标排放，污水在沉淀池内与二氧化氯充分

混合，彻底杀灭细菌及大肠杆菡，再经脱氯装置脱氯后达标排放。

项目所在地为荔城污水处理厂集污范围。市政污水管网接驳至荔城污水处理

厂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医疗废水经格栅预处理后一起进入门诊污水处

理站处理 ,经处理后的污水满足广东省地方《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 )三级标准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预

处理标准两者较为严格的指标，再由市政管网输排至荔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出水执行(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标准》的一级 B标准和广东省地

方《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一级标准较严的指标后汇入增江。

2、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1）生活垃圾

本项目生活垃圾主要成份为废纸、瓜果皮核、饮料包装瓶、包装纸等，可分

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相关管理人员在指定地点进行堆放，并进行

垃圾分类，然后生活垃圾统一交环卫部门进行处理。并对垃圾堆放点进行定期消

毒，消灭害虫，避免散发恶臭，孽生蚊蝇。

（2）医疗垃圾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垃圾主要成分为棉花、纱布、一次性针筒、胶

管、药品包装瓶等。建设单位对这些医疗垃圾应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收集，医疗

垃圾在发生场所就进行很好的分类收集是减少污染危害和有效进行下一步处理

的重要环节之一。分类收集的目的和依据主要是根据医疗垃圾的性质及下一步所

要采用的处置方法。收集医疗垃圾所使用的容器主要是塑料袋、锐器容器和废物

箱等。医疗垃圾分类收集：在医疗垃圾产生地即对医疗垃圾进行分类收集是医生

护士患者和清洁人员的职责和义务。所有医疗垃圾都应丢弃或放入标明适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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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标识的垃圾袋或污物桶中，在装满 3/4时有人负责封袋，医疗垃圾一旦放入废

物箱后就不宜再取出。有传染性和有害的污物不能混在一起，若混在一起则应按

有害医疗垃圾处理。设置合格专用容器和合格的专用医疗垃圾暂时贮存地点，实

行分类收集，盛装医疗垃圾的每个包装物、容器外表面应当有警示标识；医疗垃

圾暂时贮存设施、设备，不得露天存放医疗垃圾；医疗垃圾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

超过 2天等；严禁随意丢弃医疗垃圾，并坚决杜绝医疗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完善

暂时贮存医疗垃圾交由医疗垃圾处置单位的有关交接、登记的规定；制定医疗垃

圾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的紧急处理措施等，应将其医疗垃圾收集起来隔

离堆放，加强日常管理，全部交由有处理该类废学资质的专业公司统一处理，并

对垃圾堆放点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固体废物处理率达到 100%，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

显的影响。

卫生服务中心有污水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结果均符合相关排放标准。

2018年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地块西北侧建了医疗废物

暂存间，面积大约是 10平方米，医疗废物贮存间地面均做了水泥硬化处理，硬

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并在硬底化上面再铺设一层水泥瓷砖，具有双重防渗功能。

根据人员访谈了解到，服务中心的医疗废物是隔天运走，并用防渗漏的容器或防

渗漏的双层黄色医疗废物包装袋密封，2022年 6月份感染性垃圾平均每天

10-25KG；损伤性垃圾平均每天 2-9KG，由于三防规范和暂存时间短，医疗废物

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小。

（二）污染识别情况

医疗废水当中主要为 CODcr、BOD5、SS、余氯、粪大肠菌群数等污染物为

主，生活污水主要为 CODcr、BOD5、NH3-N、SS、动植物油等污染物为主，同

时在运营期间会产生一系列的固体废弃物，医疗垃圾分类收集，设置了医疗废物

暂存间，隔天运走，医疗废物贮存间地面均做了水泥硬化处理和防渗措施，地面

硬底化情况较好，因此卫生服务中心运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对调查地块影响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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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块污染识别

3.6.1 地块历史情况调查

（1）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情况分析

根据所获得的地块相关资料，调查地块于 1993年被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

储备中心征收，地块征收前属于增江街东方村，2021年该地块以无偿方式划拨

给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9年之前，地块主要为水塘和农

田，水塘曾经喂养过淡水鱼，主要为周边村民自家养殖（家庭式小规模）的水塘，

仅供村民自己食用，不属于规模化养殖，主要养殖四大家鱼，养殖过程中主要使

用水生植物（水浮莲）和少量膨化鱼饲料为主，不使用促生长剂、抗菌素等。膨

化鱼饲料主要成分为谷物、动植物蛋白和豆类等；农田主要是种植水稻。2010

年地块开始填土平整，地块内该区域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距本地块

西南方面约 613米处），非外来填土，填土土方量大概为 900m3，填土埋深为 1.2-1.5

米。2010年至今一直是空地，地面大部分进行硬底化，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

小部分进行绿化。偶尔有车辆停放，停车面积大约为 400m2，大概有 35个车位，

主要是探病停车，停车时间较短，因此车辆停放过程中机油跑冒滴漏产生的石油

烃（C10-C40），通过地表径流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小。本地块

不存在工业生产等活动。

纵观地块使用历史，本地块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

存与输送等情况。

（2）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情况分析

根据历史航拍图、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检索结果、人员访谈资料，历史上

没有环境污染事故记录、环境违法案件记录，也不涉及危险废物、固废堆放与倾

倒、固废填埋、化学品堆放等情况。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植物生长良好，

没有明显污染痕迹，未发现固废倾倒、填埋和危险废物、化学品堆放等情况。

（3）工业废水污染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分析，地块内历史为农田及水塘，现状为空

地，地块内填土来源于山体开挖不涉及工业企业生产，调查地块内有雨污水管网，

根据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资料、互联网查询、人员访谈

资料，周边区域无工业企业，因此，地块内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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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历史监测数据情况分析

调查地块原为农田和水塘，现状主要为空地，根据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资料、互联网查询、人员访谈资料，地块内无监测数据。因

此，无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地块内存在污染。

（5）其他可能造成污染的情形

本地块 2009年之前主要种植水稻农作物，可能会使用少量化肥。

郝慧娟等（2018）在 2年的田间小区实验中发现，施用化肥（氮肥、磷肥和

钾肥）对土壤中重金属的累积影响较小，试验前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几乎没有发

生改变。因此，调查地块农地区域施用农家肥或化肥引起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可能

性很小。

3.6.2 地块现场状况调查

（1）现场污染迹象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分析，目标地块主要为空地，地块内没有被污染痕迹。

调查组走访期间，携带手持式 XRF设备对目标地块表层土壤进行快筛、现

场辅助测试。由快筛结果显示，1#表层土的 Pb为 21PPm、Ni 为 53PPm，As、

Cd、Cu、Hg均小于检出限；2#表层土的 Pb为 30PPm、Ni为 66PPm、Cu为 11PPm，

As、Cd、Hg均小于检出限；3#表层土的 Pb为 14PPm、Ni为 52PPm，As、Cd、

Cu、Hg均小于检出限。

（2）周边污染源分析

通过分析地块周边的历史沿革发现，地块东北侧 2009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

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周围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非外来填

土。2012年至今是空地。地块西北侧 2009年之前主要为林地，2012年开始有居

民楼的建成，至今仍是居民楼。2018年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地块西北侧建了医疗废物暂存间，面积大约是 10平方米，医疗废物贮存间地

面均做了水泥硬化处理，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并在硬底化上面再铺设一层水

泥瓷砖，具有双重防渗功能。根据人员访谈了解到，服务中心的医疗废物是隔天

运走，并用防渗漏的容器或防渗漏的双层黄色医疗废物包装袋密封，2022年 6

月份感染性垃圾平均每天 10-25KG；损伤性垃圾平均每天 2-9KG，由于三防规范

和暂存时间段，医疗废物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



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8

可能性比较小。地块东南侧从 2009年开始就是道路和林地。地块西南侧 2009

年之前主要为水塘和农田，2010年开始回填，地块周围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

山体挖土，非外来填土。2010年至 2014年，地块主要为空地，2012年地块开始

立项，2013年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3年通过增城市环境保

护局的审批，2014年开始进行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

2017年 10月进行专业装修，2018年 2月 6日开业。

3.7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识别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的相关情况，调查地块在历史使用阶

段主要作为农田、水塘和空地，地块周边区域主要为林地、卫生服务中心、居住

楼、空地等，按照《广州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指引（试

行）》所规定的 7项调查内容对地块进行调查，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在

各个历史使用阶段内：（1）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

质储存与输送；（2）历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

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3）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等情况；（4）历史未

有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5）历史上未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6）

不存在被污染迹象；（7）不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3.8 第一阶段调查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分析，调查地块在历史使用阶段主要为水塘和农田，现

价段为空地，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也未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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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工业废

水污染的可能，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历史上污水监测数据表

明地块不存在污染，地块内无明显污染迹象。

根据相邻地块历史沿革及相关资料的分析，周边环境没有潜在的污染源，引

起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本调查报告认为地块的土壤状况可以接受，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

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3.9 不确定性分析

造成污染地块调查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包括污染识别、水文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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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点及快速检测、数据评估等。从地块调查的过程来看，本报告是根据有限的资

料，通过分析有限的采样监测点位的样品检测数据获得的结论，因此，所得的污

染分布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些偏差。本报告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地块历史溯源的不确定性：通过业主提供、查阅地块相关文件等方式

尽可能搜集地块资料，对地块管理人员和当地居民进行人员访谈以及实地踏勘了

解地块情况，根据获取的资料信息了解地块内用地情况。

通过以上的各种方式与途径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地块调查过程中的历史溯源

的不确定性因素，确保调查结果的可信性。

（2）监测点是通过 Google Earth 和 omap 等软件布设以及导入、导出坐标，

现场更改或者增加监测点只能通过亚米级 GPS 及 RTK 确定监测点位置，因软

件和设备存在的误差，会导致监测点相对位置与实际有所偏差。

（3）本调查中所用到的数据是根据现行技术导则及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布

点和采样，对有限数量的监测点进行检测得出的，因此，所得出的数据情况可能

和地块区域土壤的情况会细微偏差。

综上所述，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最佳分析，如果今后地块

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等，进而对本报告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造成影响。在本次调查已最大程度的降低地块调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

素，确保调查结果的可信性，为目前的最佳分析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4.1 项目概况

增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块位于增城区增江街经三路西北侧，目标地块中

心坐标为经度 113.850350°，纬度 23.279996°，规划地块面积 1669.89平方米 。

目标地块历史沿革清楚，现状为空地。根据相关规划，目标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

医院用地 A51。

4.2 结论

通过前期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现场勘查等，目标地块历史沿革清晰：

调查地块于 1993年被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征收，地块征收前属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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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街东方村，2021年该地块以无偿方式划拨给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2009年之前，地块主要为水塘和农田，水塘曾经喂养过淡水鱼，主要

为周边村民自家养殖（家庭式小规模）的水塘，仅供村民自己食用，不属于规模

化养殖，主要养殖四大家鱼，养殖过程中主要使用水生植物（水浮莲）和少量膨

化鱼饲料为主，不使用促生长剂、抗菌素等。膨化鱼饲料主要成分为谷物、动植

物蛋白和豆类等；农田主要是种植水稻。2010年地块开始填土平整，地块内该

区域的填土平整来自地块旁山体挖土（距本地块西南方面约 613米处），非外来

填土，填土土方量大概为 900m3，填土埋深为 1.2-1.5米。2010年至今一直是空

地，地面大部分进行硬底化，硬底化深度为十几公分，小部分进行绿化。偶尔有

车辆停放，停车面积大约为 400m2，大概有 35个车位，主要是探病停车，停车

时间较短，因此车辆停放过程中机油跑冒滴漏产生的石油烃（C10-C40），通过地

表径流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小。

目标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楼、林地、空地和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周边地块历史用地情况对本地块造成的影响较低。

综上，目标地块内及周边地块历史上生产经营活动均不存在对地块土壤环境

造成污染的可能。

4.3 建议

根据本项目环境初步调查结果及分析结论，本地块在历史上不存在污染的可

能，但在地块再开发过程中，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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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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