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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土壤环境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严

重危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加强对于土壤环境受污染情况

的检测和分析，能够为后期治理提供必要的基础经验[1]。

1 污染场地土壤状况的调查流程
调查污染场地中土壤的具体状况时，应该完成三个步骤：①对

现场的污染状况进行确认和识别；②通过现场人员的实际调查
和勘探，对现有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准确调查，完成对于资料的

收集和污染物的识别，并做好布点采样；③根据检测数据对污染
程度进行评估，如图 1所示。

2 污染场地土壤调查布点和采样的方法
2.1 污染场地土壤调查布点方法
首先，准备工作要做得充足，联系实际场地的具体情况和勘

察调查表，确保布点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同时为确保资料的完整

性，需要收集调研场地的所有相关信息，必要时，可以采取电话

访谈的方式，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于布点方案

的设计和确认。其次，在进行布点工作时，确保四个方面的布点

原则：资源节约原则、功能划分原则、全面性原则以及经济性原

则，结合实际的资源分布，合理分配布设点位以及功能划分，通

过增加布点密度来缓解重点污染区的情况，从而增强布点方法

的可行性。最后，还可以运用系统布点法等多种布点方法对污染

场地土壤的实际情况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选取合适的

布点方法，联系实际情况进行布点；污染源分布均匀则采用随机

布点法，其余两种方法可以结合使用，实现对于场地的检测，如

图 2、图 3所示。

2.2 污染场地土壤调查采样方法
①前期设计好采样方案，完成对采样相关仪器设备的准备工

作，对后期的工作流程予以确认；②采样流程的确认：首次是根
据实际场地选取合适的布点方法，其次是准备好相关的仪器设

备，便于工作的展开，再次是保存样品，根据场地污染的情况选

取适宜的方法与设备进行清理，最后记录数据，并进行修复。根

据实际的现场情况，确保点位设计的合理性，利用合适的采样工

具完成对样本的采样和标记以及存储工作，方便观察和记录，在

采样过后需要对现场进行及时的清理和修复；③运用表层采样
和分层采样等方法进行确认。分层采样是对于表、中、深层进行

土壤采样，然后进行深度评估。一般来说，深层采样会采用钻孔

或者打井的方法采集土壤，表层采样则是采集深度小于 0.2m的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环境土壤问题日益突出，对其的保护和治理是现阶段环保工作的重心。 基于
此，本文按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流程对某违法炼油厂污染地块进行初步和详细调查，得出该地土壤和水的污染种类、程
度和分布，评价该污染场地的健康风险，为后期如何管理和修复提供一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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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流程
图 2 网格布点密度=1/2.5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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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④完成不同条件的样品储存。一般来说，对于土壤类样品
采用塑料袋封装，一般金属样品采用保护剂并且使用塑料瓶对

此进行封装，对于比较容易发挥的样品则使用密封处理的方法，

一般采用棕色玻璃瓶；⑤完成数据记录。整理整个流程布点采位
的情况、项目的进展情况、样品描述（样品质地以及湿度等）、人

员组织情况（勘察人员以及采样人员等）等相关数据的记录。

3 污染场地土壤状况调查
对于某违法炼油厂污染地块调查布点及采样调查的评价标

准如下：

（1）土壤和底泥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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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地表水和地下水：《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2005）》[4]。
对某违法炼油厂污染地块调查项目布点及采样相关数据示

例如下：

3.1 布点和样品采集内容的设定（详见表 1、表 2）
在原料堆放区设 3个监测点，埋罐区设 4个监测点，成品堆

放区设 3个监测点，南侧污染池塘内设 4个监测点，调查地块北
侧花木种植基地内设置 1个对照监测点，南侧农田设置 1个对
照监测点。

3.2 场地污染情况分析
3.2.1 对照点样品检测结果
在土壤情况对照调查表中显示，各项检测项目都符合风险筛

选值；除铬外，2个对照点的地下水样品，污染地块南侧农田和北
侧苗木基地氟化物值偏高，其他项目检测的浓度都偏低，都符合

风险筛选值。

3.2.2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通过采集污染场地中的土壤进行 pH检测，其检测结果显示

pH均在 6.5~7.5之间，pH变化较小，污染地块土壤仍为中性土
壤。重金属元素检测结果：原料堆放区、成品堆放区、埋罐区各层

土壤样品中汞、砷等金属元素的含量都符合检测标准。

污染地块内采集的 42个土壤样品中农残指标（六六六总量
和滴滴涕总量）和有机物指标（苯并（a）芘等）均未检出。
3.2.3 底泥样品检测结果
南侧池塘的 12个底泥样品，检测 pH在 7.06~7.12之间，均

在 6.5~7.5之间，pH变化较小，池塘底泥呈中性。底泥检测的 8
种重金属元素中，镍、镉、汞、砷、铬均为未检出；而铅这一重金属

则被检测出含量是最高的，检测值比筛选值样品的数量多出了

四个；铜和锌的含量及平均值均未超过国家规定限值。12个底泥
样品中农残指标（六六六总量和滴滴涕总量）和有机物（苯并（a）
芘）指标均未检出。

3.2.4 地表水和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
南侧池塘地表水全盐量和粪大肠菌群数严重超过评价标准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中限值，其他指标均在评
价标准限值以下。本次土壤详调在原料区、埋罐区、成品区采集

的地下水所有样品的全盐量、六价铬超过评价标准限值[3、4]，其中
全盐量严重超标；所有样品中氟化物虽然未超标，但含量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本地块地下水受到一定污染，不适合用于周

边农田灌溉，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风险评估和治理工作。

4 结语
本文以污染地土壤状况的调查流程为出发点，重点对土壤调

查的布点和采样进行深度剖析，为实际的调查工作提供一定的参

考，从目前对于土壤污染的情况调查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因此，需

要采取更加科学的调查方法，科学进行防治，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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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格布点密度 1/5km2

序号 类别 检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深度

1 土壤
铅、铜等金属等，1，1-二氯乙烯、1，2，3-
三氯丙烷、氯乙烯

原料堆放区 T1、T2、T3；
成品堆放区 T4、T5、T6；
埋罐区 T7、T8、T9、T10

去除表层土壤
后下 2~3m、3~4m、4~5m、5~6m

污染地块南侧农田
T11；污染地块北侧
苗木种植基地 T12 0.2m表层

2 底泥 铜、铅等金属、pH等 南侧池塘 4个点W1、W2、W3、W4
河床下 0.5~1m、1.5~2m、2~3m

表 1 土壤及底泥监测点位、深度及监测因子

序号 类别 检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深度

1 地表水
地表水悬浮物、
铬、贡等重金属

南侧池塘 S1

2 地下水
贡、铅等重金属、
地下水悬浮物等

原料区 S2、埋罐区 S3、成品区S4；
污染地块南侧农田 S5、污染地块

北侧苗木种植基地 S6 15m

表 2 地下水及地表水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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