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II

目 录

报告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说明 ....................................................................1

摘要 ................................................................................................................ 2

第 1章 项目概述 ..........................................................................................5

1.1项目概况 ..........................................................................................5

1.2调查目的和原则 ..............................................................................6

1.3调查范围 ..........................................................................................7

1.4调查依据 ........................................................................................ 11

1.5调查方法 ........................................................................................12

1.6技术路线 ........................................................................................12

第 2章 地块概况 ........................................................................................15

2.1地块地理位置 ................................................................................15

2.2区域环境概况 ................................................................................16

2.3调查地块地质环境情况 ................................................................26

2.4地块现状和历史 ............................................................................32

2.5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44

2.6周边敏感目标 ................................................................................56

2.7地块利用规划 ................................................................................58

第 3章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 ........................................................................61

3.1资料收集 ........................................................................................61

3.2现场踏勘 ........................................................................................62

3.3人员访谈 ........................................................................................63

3.4污染源识别及环境影响分析 ....................................................... 66



III

3.5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80

第 4章 初步调查结论 ................................................................................82

第 5章 建议 ................................................................................................ 84

第 6章 不确定分析 ....................................................................................85

第 7章 附件 ................................................................................................ 86

附件 1资料收集记录 ..........................................................................87

附件 2现场踏勘记录 ........................................................................138

附件 3人员访谈记录表 ....................................................................150

附件 4调查单位资质 ........................................................................178



1

报告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针对调查事实，应用科学原理和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和解释，

报告是基于有限的资料、数据、工作范围、工作时间、项目预算以及目前

可以获得的调查事实而做的专业判断。

土壤以及地下水中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地

块上的人为活动也会改变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分布。因此从本报告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角度，本报告是针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取样时的状况来

开展分析、评估和提出建议的。本报告中结论由某些限制和假设条件得出，

并在报告中予以指出，任何报告使用方须认真检阅并考虑所有这些报告中

提到的限制和假设条件。

随着时间推移、技术革新、经济条件和地块条件变化以及新的法律法

规出台等因素将影响本报告准确性。关于本报告的使用，对于超出本项目

任务范围之外的任何商业用途或者其它特别用途，我们均不做任何担保。

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也不能直接作为法律意见。

委托方同意本报告中所声明的特定用途，不能将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用于委托方的广告宣传、销售、增加投资资金、建议投资决定或任何

公开的其它用途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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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肇庆职教城项目 12号建设地块

占地面积：6418m2

地理位置：肇庆市端州区 151区七星二路北、学院路西侧

地块中心坐标：E：112.501057°，N：23.107091°

地块使用权人：肇庆学院

地块利用现状：2024年 2月，现场踏勘发现，地块内主要以荒地为主，地块

内北部存在废弃的临时项目部工棚，地块中部存在一个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

未来规划：教育科研用地（A3）

地块调查单位：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

调查缘由：本调查地块占地面积 6418m2，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2023年 12

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有偿划拨给肇庆学院，用于肇庆职教城项目 12号建设

项目使用，该地块用途属于变更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教育科研用地。

根据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发文《关于加强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九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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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该地块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定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

二、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始于 2023年 2月，经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卫星

影像得知：目标地块原属于下黄岗公社东岗大队管委会，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

要用途为鱼塘及农业种植；1982 年 7 月，经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办函【1982】18

号文同意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355.24亩土地无偿划拨给肇庆市园林管理处使用，土



3

地所有权亦同时转归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该地块作为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苗木基地

使用，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要功能用途为树木种植及培育苗木；2002年 9月肇

庆市园林管理处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12.82亩土地返还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村

经济合作社，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03年 6月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村经济合

作社将该地块出租给李成用于种植果树和花卉等园艺作物，2004年 10月，李成

将该地块的承租合同变更为麦斯丽，用于种植果树及花卉，同年建设了培育树苗

的塑料大棚，后于 2007年进行了拆除，2007年建设了一处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

保留至今；2010年 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为了建设土地储备工程用地，征收了

含该地块在内的 18.42亩土地，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15年 5月广东省国土资源

厅同意肇庆市人民政府上报的含本地块在内的 6.5978公顷的农用地转用城乡建

设用地方案，该地块土地性质自此为建设用地，土地权属为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

此间于 2012年 10月在该地块北侧建立了临时项目部工棚，作为肇庆市城东新区

北岭四区储备用地前期开发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使用，项目部一直保留至今，

同时在道路施工时，将该地块南侧鱼塘 30m*40m*2m面积约 1200平方米，容积

约 2400立方米进行了填埋，填埋土来源于附近山体，此后部分地块作为农用种

植，部分地块荒置，2017年 5月，该地块由肇庆学院进行托管，2018年地块南

侧大部区域地面进行水泥硬化，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

中的项目部及民工住宿用，2022 年临时工棚连同地面硬化水泥板同时进行了拆除；

2023 年 12 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以有偿划拨的方式将该地块划拨给肇庆学院，

自此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肇庆学院，土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主要用途为肇庆

学院作为教学配套设施建设用，截止调查之日，尚未形成具体的建筑规划布局，

地块北侧为临时项目部工棚，中部位置有一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南部为荒地，

杂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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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识别结论如下：

（1）调查地块内在各个历史使用阶段中均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无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

固废填埋等情况发生，地块内历史上也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无历史监测数据表

明存在污染及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因此，调查地块在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潜在的污染源。

（2）地块相邻范围内以房地产、肇庆学院校区、大塘面村村落为主，历史

上也曾为农田和鱼塘，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不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周边

500米范围内存在的企业肇庆市国道旁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带、广东达昊科技有限

公司（原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已迁址）、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

司（已迁址），依据地形地貌、地质资料、主导风向及地下水流向判断，引起调

查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小。

综上，待调查地块无潜在的污染风险，地块相邻区域及周边企业对该地块土

壤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小，可认为无影响。

三、初步调查结论

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结果，本报告认为调查地块不存在潜在的污染

源，不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不属于污染地块，作为教育科研用地（A3）进

行开发建设的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满足未来开发建设要求，无需进入第二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调查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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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项目概述

1.1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表 1.1-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地块名称 肇庆职教城项目 12号建设地块

土地使用权人 肇庆学院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

项目位置 肇庆市端州区 151区七星二路北、学院路西侧

地块占地面积 6418m2

中心经纬度 E：112.501057°，N：23.107091°

土地规划 教育科研用地

1.1.2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发挥肇庆市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高

质量发展的龙头作用，肇庆学院正在全力推动“改大申博”。为解决肇庆学院办学

空间不足、教学科研用房短缺等问题，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2022年肇庆市委市

政府决议筹建肇庆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分期分批推动新校区项目建设。

肇庆职教城项目 12号建设地块项目占地面积 6418m2，1982年前原属于下黄

岗公社东岗大队管委会所有，用地性质属于农用地（水浇田及鱼塘）；1982年 7

月至 2023年 12月期间，土地使用权人及土地性质发生几次变更，2023 年 12 月

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以有偿划拨的方式将该地块划拨给肇庆学院，自此土地使用

权人变更为肇庆学院，土地性质变更为教育科研用地，主要用途为肇庆学院作为

教学配套设施建设用，截止调查之日，尚未形成具体的建筑规划用途，地块现状

为北侧为临时项目部工棚，中部位置有一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南部为荒地，杂

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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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1202202301113号》规划为教育科研用

地（A3）。本项目调查地块规划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的

有关规定，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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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肇环字〔2022〕11 号）等文件的要求，做好拟建

设居住用地及公共服务用地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该项目地块需开展土

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

2024年 1月，肇庆学院委托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以下简称本单位）

开展该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并签署了《肇庆职教城项目 12号

建设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业务技术服务合同》，预示正式启动调查项目。2024

年 2月本单位委派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技术规范

要求，项目组开展了地块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及污染识别

等工作，在调查成果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此《肇庆职教城项目 12号建设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2调查目的和原则

1.2.1调查目的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通过对目标地块的主要历史经营活动和自然环

境调查，识别目标地块可能存在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通过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

测，达到以下目的：

（1）初步查明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含量是否超过相应的风险筛

选值，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2）若地块存在污染危害，初步明确地块污染物种类、污染物的初步分布

及污染程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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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调查结果，判断地块是否需要针对污染开展后续详细调查、风险

评估与治理修复等多项工作；

（4）为保护人体健康和该地块再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供决策依据。

1.2.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征，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

环境管理提供依据。尽可能以有限的点位数量确认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筛选出疑

似的污染区域；依据地块现有居民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污染物，有针对性的确定

土壤与地下水样品的分析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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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工作严格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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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规定，同时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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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范的要求，对场地调查评估

工作的全过程进行一系列质量控制，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地块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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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造成安全隐患和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案和

工作计划，确保调查项目顺利完成。

1.3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肇庆市端州区 151区七星二路北、学院路西侧，北侧为大

塘面村，东侧为中梁·壹号院，南侧隔七星二路为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及废旧工

程项目部，西侧为肇庆学院主校区，紧邻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及未开发闲置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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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投影坐标为 E：112.501057°，N：23.107091°。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6418m2；

目标地块边界主要控制点的坐标详见表 1.3-1，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见图 1.3-1和

图 1.3-2所示。

表 1.3-1地块边界点主要控制点坐标

肇庆职教城项目 12 号建设地块拐点坐标（CGCS 2000 坐标系 中央子午线 112 度 30 分）

边界控制点 X Y

1# 2556633.261 499580.114

2# 2556651.906 499613.037

3# 2556686.762 499617.659

4# 2556768.564 499572.535

5# 2556760.339 499570.262

6# 2556720.563 499531.604

7# 2556715.726 499534.353

8# 2556716.195 499535.070

9# 2556791.147 499538.590

10# 2556779.289 499556.789

11# 2556775.088 499568.867

12# 2556800.224 49955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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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地块调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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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肇庆职教城 12号地块土壤污染调查范围图（蓝色虚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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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调查依据

1.4.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2018年 1月 1日实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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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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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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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通知》（肇府〔2017〕4号）

（9）《关于加强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的通知》（肇环字〔2022〕11 号）

（10）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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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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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

（8）《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20）

（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2017年第 72号）

1.5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法：通过收集场地用地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以

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等，对场地污染状况进行初步判断；

现场踏勘法：对场地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场地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场地内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方式、排水管或渠、废物堆放点等进行现场勘查；

人员访谈法：针对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过程中所存在的疑问，以及需要补充

的信息资料。通过与相关人员进行当面交流、访谈讨论等方式进行收集和整理，

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

土壤环境监测法：根据场地土壤可能污染的情况，制定土壤采样分析方案，

依据国家进行的有关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规范和检测标准分析方法进行现场采样

和实验室分析。

1.6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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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技术规范。本场

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污染识别，主要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形式，对

地块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有关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以此识

别和判断土壤污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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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污染证实，如果第一阶段评价结果显示该场地有受污染的可能性，

那么在第二阶段评价中将在疑似污染的地块内进行布点、采样及分析，确认场地

是否存在污染。若确定场地存在污染时，则将进行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全面、

详细评价污染程度及污染范围，并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或修复治理，若场地无

污染，则根据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调查情况，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工作

程序见图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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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地块调查工作流程图（红色框为本次调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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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地块概况

2.1地块地理位置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肇庆市端州区 151区七星二路北、学院路西侧，北侧为大

塘面村，东侧为中梁·壹号院，南侧隔七星二路为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及废旧工

程项目部，西侧为肇庆学院主校区，紧邻肇庆学院未开发闲置空地，中心点投影

坐标为 E：112.501057°，N：23.107091°。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6418m2。场地地理

位置如图 2.1-1和图 2.1-2所示。

图 2.1-1项目场地地理位置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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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项目场地地理位置图 2

2.2区域环境概况

2.2.1区域地理环境

本项目场地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区位于肇庆市南部，位于广东省中部偏

西，西江中下游北岸，属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范围，端州区南临西江，北靠北岭

山，东邻鼎湖山，西与高要区小湘镇接壤。地势北高南低，北部是构造剥蚀山地，

以东西走向为主体，中部为冲积平原，大小湖塘低洼呈半球分布，石山岩溶出露

在星湖北部，构成具有特色的风景名胜区；南部是堤外江岸的河漫滩，呈狭长的

带状分布。

https://baike.so.com/doc/2671265-28209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22592-32911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6357-55818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03734-45075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03734-45075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4319-556975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02791-641605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234183-5466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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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肇庆市行政区划图

2.2.2气候气象

肇庆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21℃，1 月份平均气温 12℃，7

月份平均气温 28.7℃，年平均降雨景约 1650毫米，主要集中在 4〜9月；年蒸发

最 1300毫米以上。无霜期 310〜345天。本市气候温暖湿润，雨景充沛，适合林

业、农业的生产。

日照：地处热带北回归线以南，纬度较低，太阳辐射角度较大，太阳年辐射

热量 106.7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日照射时数 1906小时，日照率 43%，热量资

源丰富，光照充足，适宜农作物和热带、亚热带水果生长。

气温：具有夏长冬短，终年温暖，偶有奇寒，无霜期长，四季宜耕的特点。

年平均气温 22摄氏度，最冷 1月份平均为 13.3摄氏度，最热月 7月份，平均为

28.4摄氏度，气温年际变化很少。

雨量：主要集中在 4-9月，这 6个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82%。降雨充沛，雨热

同期，对喜温需水量大的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18

本区自然灾害有热带气旋、暴雨、洪涝、寒潮、低温阴雨和强对流天气等，

夏季洪涝和夏秋台风是主要灾害性天气。

主导风向：肇庆城区（以高要区观测站为准）年平均风速为 2.1 米/秒，主

导风向为东北风，风向频率为 13%，平均风速 2.7 米/秒。下图 2.2-2为端州区

风向玫瑰图。

图 2.2-2端州区风向玫瑰图

2.2.3地质地貌

肇庆市座落在广东省的中西部、珠江三角洲的西部，居西江的中下游。肇庆

面向穗港澳，背靠大西南，是粤西与珠江三角洲的交汇处，是粤港澳通往广西、

云南等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市区距广州 90多公里，距深圳 200多公里，距澳门

180公里，距香港水路 140海里，火车和快船可直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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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地势南北高，中部低，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至四会、高要河

谷平原地区海拔仅 5～10米。北部怀集县与阳山县交界的大稠顶海拔 1626米，

为全市最高峰；其次为怀集县东北部的望军山，海拔 1611米。全市形成山地、

盆地、丘陵、冲积平原等形态相间分布的山区地貌，多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

的 81％，平原和河川水域占总面积的 19％。山地和丘陵主要分布在北部、东北

部和西部的广宁、怀集、封开、德庆等县，其间分布若干盆地，如怀集梁村盆地、

高要盆地等。河谷平原分布在东南部的四会、高要、鼎湖、端州等市(区)，为珠

江三角洲平原西北边缘。岩溶地形发育较好，形成石林、溶洞、孤峰等地貌，如

肇庆市区的七星岩、怀集县的燕岩、封开县的白石岩等。

本场地为石炭系隐伏岩溶地区，下伏基岩岩性为灰岩，覆盖层主要为第四系

松散堆积物等。

图 2.2-3肇庆市地表高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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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三维地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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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地形地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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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肇庆市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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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水文水系

（1）河流水系

肇庆江河纵横，溪流密布，蕴藏着宝贵的水力资源。境内主要河流有西江、

贺江、绥江水系，流域面积在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48条。其中西江干流

横贯南部，境内河段长 210公里，可通 1000吨级轮船，通航保证率为 98%；绥

江由北部的怀集县向东南流经广宁、四会市，注入北江。全市水力资源蕴藏量达

153.52万千瓦，可开发资源为 95.35万千瓦：全市江河年径流量 2613亿立方米。

肇庆市河流水系分布图见图 2.2-5所示。

图 2.2-5水系分布图

（2）地下水

肇庆市端州区的地下水，按其赋存条件、水理性质、水力特征，主要分为松

散岩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和岩溶水 3大类，详见图 2.2-6。松散岩类孔隙水主

要分布在西江平原区第四系松散沉积层，含水层岩性为粉细砂、粗中砂、砾砂及

卵砾石；基岩裂隙水多分布在丘陵山地和台地，含水层岩性为碎屑沉积岩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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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岩、砾岩和变质岩；岩溶水分布较广泛，含水层岩性以灰岩、白云岩和大

理岩为主。肇庆市端州区地下水水位埋深大都较浅，为浅层地下水，接受大气降

水和地表水补给，水位年变幅不大。

图 2.2-6区域水文地质图

2.2.5土壤及植被

肇庆市有多样的地形地貌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山地自然土壤成土母岩主要为

花岗岩、砂岩、砂页岩和石灰岩等，土壤为赤红壤、山地红壤、黄壤、黑壤、潮

沙泥、基水土、水稻土等 7个土类，山地以微酸性赤红壤、红壤为主，土层深厚

肥沃，表土腐殖质丰富，适宜林木生长。有铁矿、黄金矿、铜钼矿等有色金属矿

藏，还有稀土、高岭土、石膏、燃烧煤等自然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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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气候温和多雨，光照充足，林木繁茂，动植物资源丰富，其中有不少

驰名世界的珍贵种类，是南亚热带地区的物种宝库，全市天然生长和人工栽培的

林木有近 300个科、1200多个属、2500多个种，其中乔灌木近 1000多种。以松

科、茶科、桃金娘科、桑科、豆科、樟科、壳斗科等科较多，较为珍贵的树种有：

观光木、穗花杉、石斑、竹叶松、金叶含笑、楠木、喜树、格木等。位于市区的

鼎湖山和封开县黑石顶两个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内有国家一级保护的水松、台湾苏铁；二级保护的桫椤、

格木、紫荆木、樟树、土沉香；还宵长叶竹柏、鸡毛松、八角链等珍稀濒危植物。

黑石顶向然保护区有一级保护的伯乐树、合柱金链木；二级保护的福建柏、格木、

以及穗花杉、吊皮锥等珍稀濒危植物，还有蒲葵、心叶帘子藤、线叶紫金牛、金

毛半枫荷、广东叶下珠等新种。

2.2.6社会环境状况

（1）综合

根据《肇庆市高要区统计局关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可知，2022年末，端州区常住人口 60.56万人，比 2021年末减少 0.5万人，城镇

化率 100%。年末户籍人口 45.51万人，比上年增加 1.03万人，其中四个街道户

籍人口分别为城东街道 15.63万人、城西 13.82万人、黄岗 11.26万人、睦岗 4.8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4292人，出生率 8.78‰；死亡人口 2515人，死亡率 5.14‰；

自然增长人口 1777人，自然增长率 3.63‰。出生人口性别比 115（女性为 100）。

经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22年，端州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68.92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1.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77113元，下降 1.7%。2022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0.26亿元，增长 9.6%；第二产业增加值 135.83亿元，下降

5.9%；第三产业增加值 332.83 亿元，增长 0.2%。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0.05:28.9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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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6亿元，比上年下降 6.8%；其中，税收收入

6.27亿元，下降 25.2%。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7亿元，下降 0.4%。其中，

教育支出 9.26亿元，增长 7.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7亿元，增长 51.6%；

卫生健康支出 3.16亿元，增长 24.9%；民生类支出 21.6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75.4%。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0%。分类别看，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 3.9%，

居住类价格上涨 2.1%，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1.8%，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上涨 0.8%，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0.5%，衣着类价格下降 0.2%，食品烟酒类价

格下降 0.4%，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下降 3.9%。

（2）农业

全年蔬菜种植面积 2407亩，同比增长 0.2%，水果种植面积 950亩，与去年

持平。全年蔬菜产量 5102吨，同比增长 0.8%；水果产量 764吨，同比下降 11.6%。

全年水产品产量 149吨，下降 20.3%。

（3）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5.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下

降 16.8%，民营企业增长 1.3%，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0.5%，股份制企业

下降 7.8%。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下降 1.2%，重工业下降 6.5%。分企业规模看，

大中型企业下降 6.3%。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7.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8.3%。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 2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

降 7.2%。

2.3调查地块地质环境情况

本地块地质环境情况引用 2017年 5月 17日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编制

的《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建筑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地理位置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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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地质勘察报告引用工程与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关系图

依据《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建筑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得出本地块地质情

况如下：

（一）地形地貌特征

地貌为山前平原地貌。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地形舒缓，起伏变化不大。

（二）岩土层分布特征

据钻探揭露资料，场地内岩土层按其成因及物理力学性质差异自上而下为：

素填土层（Q4ml）、冲洪积层（Qal+pl）、坡残积层（Qel+dl）及石炭系下统基底岩

层（C1）4大单元层 8个亚层。自地面向下各层情况分述如下：

1、素填土（Q4ml）：地层编号为 1-1。

灰黄、暗灰色，由砾卵石混合较多泥质组成，局部含建筑垃圾及草根，砾卵

石含量约 70%，直径 3-8cm 为主，不均匀，结构松散，大部分分布。

2、卵石（Qal+pl）：地层编号为 2-2。(土工定名：含粘性土卵石)



28

灰黄、褐黄色为主，部分含紫红、褐色等，稍密~中密。卵石含量 45~70%，

直径 5~10cm为主，少数达 12-18cm，次棱状~次圆状，其母岩为砂岩、粉砂岩，

少数脉石英，分布不均匀。由大量风化岩屑、粉粘粒充填胶结，胶结稍密~紧密。

全场地分布。

3、含角砾粉质粘土（Qal+pl）：地层编号为 2-3。

暗褐色为主，由砂质粉质粘土及约 30-40%砾、碎石组成，角砾、碎石大小

混杂，直径一般 2-4cm，部分 7-10cm，次棱状为主，主要由强风化部分中风化砂

岩构成，分布不均匀，中等胶结，局部夹细砂层，部份分布。

4、卵石（Qal+pl）：地层编号为 2-4。

灰黄色，卵石含量 55~70%，直径 5~10cm 为主，少数达 12-15cm，次棱状~

次圆状，其母岩为砂岩、粉砂岩，少数脉石英，分布不均匀，砂土、粉土质充填

胶结，稍密，零星分布。

5、粉质粘土（Qdl+el）：地层编号为 3。

土褐色，主要由粉粘粒组成，含粉粒重，弱粘性，可塑，湿~饱和。局部含

少量风化岩碎块石，局部分布。

6、中风化灰岩（C1）：地层编号为 4-3。

灰色，含少量方解石细网脉，岩心呈碎块状，零星分布。

7、微风化灰岩（C1）：地层编号为 4-4。

灰色，局部深灰色，微晶结构，块状构造，局部豹皮状构造，含少量方解石

细网脉，岩心一般呈 10~40cm 柱状为主，少数短柱状、块状。RQD 值约 55~80%。

岩质新鲜坚硬，锤击声脆。顶面岩层多有轻度风化，岩面溶蚀明显，溶蚀面多为

陡倾斜，大部分布。

另外钻孔揭露到溶洞，见洞率为 86.7%，岩溶发育程度等级属强发育；线岩

溶率 1.6～38.5%，岩溶发育程度等级属中~强等发育。综合判定为岩溶强发育。

（三）水文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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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地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潜水及基岩岩溶水。孔隙潜水主要赋

存于（含粘性土)卵石层之中，卵石层透水一般，厚度较大，其富水性弱~中等；

基岩岩溶水赋存于灰岩裂隙、溶隙及溶洞之中，由于裂隙、溶隙、溶洞发育，形

成的岩溶水水量可能较丰富。由于局部卵石层与灰岩直接接触，导致孔隙水含水

层与岩溶水相互连通。地下水受大气降水补给及北岭山洪积扇地下水径流补给。

地下水位随季节变化明显，雨季水位上升，旱季水位降低。勘察期间地下稳定水

位埋深在 0.60~2.10m 之间，平均埋深为 1.31m。

依据《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建筑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钻孔高程及水位情况，

推算出本场地地下水流向如下图所示：

图 2.3-2地块地下水流向图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2009 年 8 月，广东省水利厅）和《肇庆

市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图》确定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属于西江肇庆市区应急水源区，

代码为 H044412003W01，地下水类型为孔隙水、岩溶水，地下水功能区保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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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准，见表 2.3-1。调查地

块所处区域地下水功能区划如图 2.3-3所示。

图 2.3-3地块所在地浅层地下水功能划分

地块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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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成果表（肇庆）

根据土壤信息服务平台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土种数据显示，广东省肇庆市肇

庆职教城项目 13号建设地块土壤类型为潴育水稻土（见图 2.2-7）。

图 2.3-4调查地块土壤信息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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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地块现状和历史

2.4.1地块现状

2024年 2月，调查人员现场踏勘发现，地块内主要以荒地为主，地块内北部

存在废弃的临时项目部工棚，地块中部存在一个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地块南侧

为荒地，杂草丛生。项目航拍图及现状情况及见图 2.4-1至图 2.4-3所示。

图 2.4-1地块现状航拍鸟瞰图（2024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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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地块现状航拍（北）俯视图（2024年 2月 22日）

场地北部临时工棚房 场地北部临时工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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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北部原项目部标牌 场地北部临时工棚房外部

场地北部临时工棚房内部 地块北部三角区域现状

地块北部三角区域现状 地块北部三角区域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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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中部山泉水水窖 场地南部荒地

场地南部荒地 场地南部荒地

图 2.4-3地块现状照片

2.4.2地块历史

为全面了解地块历史沿用情况、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的信息。2024年 2月，

调查单位组织工作人员到地块进行现场勘察，通过搜集历史资料和访问周边居民、

社区工作人员，并结合对 1995年、2006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

年、2018年、2020 年、2021年、2022年历史卫星图片以及 2024年现状航拍图

进行分析，分别见图 2.4-4至图 2.4-15，目标地块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表 2.4-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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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地块历史沿革表

时间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性质 主要用途

1982 年 7 月前 下黄岗公社东岗大队 农业用地 鱼塘、农业种植

1982 年 7 月-2002 年 9 月 肇庆市园林管理处 农业用地 鱼塘、树木种植及苗木培育

2002 年 10 月-2010 年 2 月 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社 农业用地

2003 年 5 月该地块出租给李

成用于种植花卉等园艺作物，

2004年 10月李成转租麦斯丽

用于种植花卉等园艺作物，并

建设培育树苗的塑料大棚，大

棚后于 2007 年进行了拆除，

同年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社

村民建设了饮用山泉水水窖。

水窖保留至今。至 2010 年 2

月该地块为荒地，少部分进行

农业种植。

2010 年 3 月-2015 年 4 月 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 农业用地

2012年 10月在该地块北侧建

立了临时项目部工棚，作为肇

庆市城东新区北岭四区储备

用地前期开发及市政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使用，项目部一直

保留至今，同时在道路施工

时，将该地块南侧鱼塘

30m*40m*2m面积约 1200平方

米，容积约 2400 立方米进行

了填埋，填埋土来源于附近山

体，此后部分地块作为农用种

植，部分地块荒置。

2015 年 5 月-2017 年 5 月 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 建设用地

北侧三角区仍为工棚，南侧部

分地块作为农用种植，部分地

块荒置。

2017 年 6 月-2023 年 12 月 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 建设用地

该地块 2017 年 5 月由肇庆学

院进行托管，2018 年地块南

侧大部区域地面进行水泥硬

化，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

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中的项

目部及民工住宿用，2022 年

临时工棚连同地面硬化水泥

板同时进行了拆除，后续地块

一直为荒地。

2024 年 1 月-至今 肇庆学院 教育科研用地

尚未具体规划建设项目，目前

荒地及地块北侧区域为剩余

部分临时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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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地块原属于下黄岗公社东岗大队管委会，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要用途

为鱼塘及农业种植；1982年 7月，经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办函【1982】18号文同

意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355.24亩土地无偿划拨给肇庆市园林管理处使用，土地所有

权亦同时转归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该地块作为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苗木基地使用，

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要功能用途为树木种植及培育苗木；2002年 9月肇庆市园

林管理处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12.82亩土地返还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村经济合

作社，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03年 6月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村经济合作社将

该地块出租给李成用于种植果树和花卉等园艺作物，2004年 10月，李成将该地

块的承租合同变更为麦斯丽，用于种植果树及花卉，同年建设了培育树苗的塑料

大棚，后于 2007年进行了拆除，2007年建设了一处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保留

至今；2010年 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为了建设土地储备工程用地，征收了含该

地块在内的 18.42亩土地，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15年 5月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同

意肇庆市人民政府上报的含本地块在内的 6.5978公顷的农用地转用城乡建设用

地方案，该地块土地性质自此为建设用地，土地权属为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此

间于 2012年 10月在该地块北侧建立了临时项目部工棚，作为肇庆市城东新区北

岭四区储备用地前期开发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使用，项目部一直保留至今，

同时在道路施工时，将该地块南侧鱼塘 30m*40m*2m面积约 1200平方米，容积

约 2400立方米进行了填埋，填埋土来源于附近山体，此后部分地块作为农用种

植，部分地块荒置，2017年 5月，该地块由肇庆学院进行托管，2018年地块南

侧大部区域地面进行水泥硬化，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

中的项目部及民工住宿用，2022年临时工棚连同地面硬化水泥板同时进行了拆除；

2023年 1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以有偿划拨的方式将该地块划拨给肇庆学院，

自此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肇庆学院，土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主要用途为肇庆

学院作为教学配套设施建设用，截止调查之日，尚未形成具体的规划用途，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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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为临时项目部工棚，中部位置有一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南部为荒地，杂草

丛生。

图 2.4-4场地 1995年 1:5万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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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因 2006 年前影像缺失，仅能反映 2006 年 12 月地块实际特征，北侧三角地块

为农业地块，南侧地块中部为塑料大棚，南侧地块最南端为鱼塘。

图 2.4-5场地 2006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时间跨度较大，北侧三角地块已经建设了工地临时项目工棚，中间地带建设了

饮用山泉水水窖，南侧地块的最南端鱼塘已经进行了填埋。南侧地块中间部分为农业种植。

图 2.4-6场地 2013年 3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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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3 年 3 月，地块东侧修建了学院路。

图 2.4-7场地 2014年 10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4 年 10 月，无明显变化。

图 2.4-8场地 2015年 1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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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5 年 1 月，无无明显变化。

图 2.4-9场地 2016年 8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6 年 8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进行了平整。

图 2.4-10场地 2018年 10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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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8 年 10 月，地块无明显变化。

图 2.4-11场地 2018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8 年 12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地面已经水泥硬化，

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项目部及民工住宿使用。

图 2.4-12场地 2020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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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20 年 12 月，地块无明显变化；

图 2.4-13场地 2021年 7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21 年 7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工棚已经拆除一部分，

尚未拆除完毕。

图 2.4-14场地 2022年 3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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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22 年 3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工棚已经拆除完毕，

地块内杂草丛生。

图 2.4-15场地 2024年 2月无人机航拍图

2.5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2.5.1相邻地块现状

项目组对相邻地块现状进行了现场踏勘，地块相邻区域分布图见图 2.5-1所

示，相邻区域航拍图见图 2.5-2至图 2.5-5所示，地块相邻区域现状见表 2.5-1。
图 2.5-1地块相邻区域现状情况

方位 距离地块边界距离（m） 现状

北侧 0 大塘面村

东侧 20 隔学院路为中梁·壹号院小区

南侧 20
隔七星二路为废弃项目部及肇庆学院

果树研究所

西侧 0 肇庆学院校区，为实训中心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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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地块相邻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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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相邻区域现状航拍图（2024年 2月）

地块北侧相邻区域现场照片

图 2.5-2地块北侧相邻区域现状图（202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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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相邻区域航拍图（2024年 2月）

地块东侧相邻区域现场照片

图 2.5-3地块东侧相邻区域现状图（202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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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相邻区域航拍图（2024年 2月）

地块南侧相邻区域现场照片

图 2.5-4地块南侧相邻区域现状图（202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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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相邻区域航拍图（2024年 2月）

地块西侧相邻区域现场照片

图 2.5-5地块西侧相邻区域现状图（202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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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相邻地块历史

项目组对地块周边相邻区域的历史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根据 2006年、2013

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8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的历史卫

星图片，见图 2.5-6至图 2.5-16，并结合人员访谈及搜集相关资料，项目周边相

邻地块的历史沿革如下表 2.5-2所示：

表 2.5-2相邻地块历史沿革

序

号

相邻地

块方位

距离地块边

界距离（m）
时间 历史沿革

1 北侧 0 大塘面村 历史以来 一直为大塘面村

2 东侧 20 中梁·壹号院
2018年以前 鱼塘和农田

2018年至今 中梁·壹号院

3 南侧

20 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
2009年前 农田

2009年至今 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

20 废弃项目部

2016年前 农田和荒地

2016-2020年 项目部

2020年至今

项目部废弃，停放部分

工程机械，废品收购站

租用收废品

4 西侧 0 肇庆学院

1970年至今 肇庆学院

2013年前
与调查地块相邻区域一

直为农用地和荒地。

2019年至今

与地块相邻西北侧建设

了肇庆学院实训中心，

西侧仍为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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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北侧为大塘面村，东侧为农田及鱼塘，南侧为农田，西侧为鱼塘和农田。

图 2.5-6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06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与 2006 年 12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鱼塘面积缩小，南侧临近修

路，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已经建立，西侧肇庆学院建设一部分教学配套楼。

图 2.5-7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13年 3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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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与 2013 年 3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修建了学院路，鱼塘面积继续

缩小，南侧无明显变化，西侧无明显变化。

图 2.5-8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14年 10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与 2014 年 10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无明显变化，南侧无明显变

化，西侧无明显变化。

图 2.5-9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15年 1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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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与 2015 年 1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无明显变化，南侧无明显变

化，西侧无明显变化。

图 2.5-10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16年 8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与 2016 年 8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无明显变化，南侧部分地面

进行平整，西侧无明显变化。

图 2.5-11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16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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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与 2016 年 12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中梁·壹号院已经建设一部

分楼房，南侧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无明显变化，2016 年 12 月平整的区域已经建设项目部，西侧无明显变化。

图 2.5-12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18年 10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与 2018 年 12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仅有靠近地块区域进行了平整，为大塘面村，东

侧中梁·壹号院建设了更多的楼房，南侧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无明显变化，项目部区域无明显变化，西侧无

明显变化。

图 2.5-13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20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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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与 2020 年 12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中梁·壹号院区域无明显变

化，南侧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无明显变化，项目部区域无明显变化，西侧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建立完毕。

图 2.5-14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21年 2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与 2021 年 2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中梁·壹号院区域北侧鱼塘进

行了填埋，场地进行了平整，南侧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无明显变化，项目部区域无明显变化，西侧无明显

变化。

图 2.5-15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22年 3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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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与 2022 年 3 月相比，北侧仍无明显变化，为大塘面村，东侧中梁·壹号院区域无明显变

化，南侧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无明显变化，项目部区域无明显变化，西侧无明显变化。

图 2.4-16场地周边相邻区域 2024年 3月卫星影像图

2.6周边敏感目标

环境敏感目标是指污染场地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住宅、学校、医院、行

政办公区、商业区以及公共场所等地点。本次调查统计本地块边界外 500m范围

内的环境敏感点作为本项目主要敏感点。本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为肇庆学院、

大塘面村、中梁·壹号院、敏捷·水映澜山和时代·星湖印记。地块周边 500m

范围敏感点分布情况具体见表 2.6-1所示，分布示意图见图 2.6-1所示。

表 2.6-1地块周边敏感点分布一览表

序号 方位 距离（m） 名称 功能性质

1 西侧 0 肇庆学院 学校

2 北侧 0 大塘面村 自然村落

3 东侧 20 中梁·壹号院小区 房地产

4 东侧 260 敏捷·水映澜山 房地产

5 南侧 250 时代·星湖印记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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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场地 500米范围敏感目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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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1202202301113号》本次待调查地块规

划用途为教育科研用地（A3），见图 2.7-1至图 2.7-3。

图 2.7-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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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广东省肇庆市规划建设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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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肇庆学院新校区选址地块土地信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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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一阶段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主要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对

场地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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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潜

在的场地污染状况、污染源和污染特征。

3.1资料收集

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于 2024年 2月，资料收集方面主要通过委托方、

历史知情人、网络和政府环保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等渠道对场地相关资料进行了

搜集。本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主要包括相关部门提供的与本项目场地有关的信息、

规划、水文地质、历史影像以及其他事实资料。资料收集完成后，调查人员根据

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对资料信息进行核查和确认。详细的资料清单见表 3.1-1，

具体材料详见场地调查资料收集记录表。

表 3.1-1资料搜集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1 现场航拍图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无人机航拍

2 场地历史影像图 影像地图、无人机航拍

3 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建筑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肇庆学院

4 肇庆学院新校区选址地块信息图 肇庆学院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肇庆学院

6 广东省肇庆市规划建设用地图 肇庆学院

7
肇办函【1982】18 号对东岗大队要求把部分土

地划拨给市园林管理处的批复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社

8 返还土地协议书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社

9
租地合同（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

社与李成（后转麦斯丽）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社

10 端州区征收（完善）用地手续协议书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经济合作社

11

粤国土资（建）字【2015】681 号广东省国土资

源厅关于肇庆市端州区 2014 年度第三十一批次

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

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

12 关于申请托管学院路西侧约 15.3 亩土地的函 肇庆学院

13 肇庆学院关于申请划拨学院路西侧土地的函 肇庆学院

14
肇庆市水系分布图、区域地质图、行政区划图、

三维地势图等图件
政府官方网站及地质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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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现场踏勘

2024年 2-3月，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相关技术人员对该场地进行了多

次现场踏勘。现场踏勘关注场地内的疑似污染源，场地污染痕迹，如植被损害、

腐蚀痕迹，场地内气味，地面的污渍、管道等，重点关注对象包括：

（1）项目场地内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场所；

（2）项目场地内是否闻到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地面是否存在

污染和腐蚀的痕迹；

（3）项目场地内是否有排水管、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

等；

（4）观察和记录场地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

院、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等。

同时查阅、分析场地及周边区域的水文地质与地形特征，识别潜在污染源，

通过现场踏勘并结合人员访谈了解到：

该地块位于肇庆市端州区 151 区七星二路北、学院路西，地块占地面积

6418m2，场地内北侧三角地块存在部分临时工棚，为肇庆市城东新区北岭四区储

备用地前期开发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使用，项目部一直保留至今，有人在临

时项目工棚内养殖少量的家禽，工棚外为树木及荒草，有部分生活垃圾存在。南

侧地块目前为荒地杂草丛生，靠北有一个东岗村民自建饮用北岭山山泉水的水窖，

目前地块内开挖了部分浅坑，用于肇庆学院移栽花木所用。地块内未发现存在有

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贮存、处置情形，无恶臭水体和刺激性气味，未发现

有排水管道、污水池、地表水、堆放废物。地块南侧为七星二路，隔路为肇庆学

院果树研究所和废弃项目工棚，东侧为学院路，隔路为中梁壹号院，北侧为大塘

面村，西侧为肇庆学院，与地块相邻的为实训中心和荒地。相邻区域不存在企业。

周边区域存在国道旁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带、广东达昊科技有限公司（前身肇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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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已迁建））、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司（已迁建）。

尚未发现污染本地块相关迹象。具体材料详见附件场地调查现场踏勘信息表。

3.3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主要目的是资料收集和现场勘察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

有的资料考证，调查组通过当面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访谈。

2024年 2月至 2024年 3月，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多次组织相关技术

人员对本项目地块进行了人员访谈，人员访谈方面主要访谈对象为土地使用权人、

历史知情人、居委会、生态环境局等。主要方式为当面交流、座谈、书面调查表

等形式。本场地具体访谈如表 3.3-1，具体材料详见场地调查人员访谈记录。

表 3.3-1人员访谈记录统计表

序
号

时间 访谈对象 工作年限 类型 访谈方式 访谈人

1 20240227
肇庆学院物资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梁伙艳 13822612398

19 年 现土地使用权人 当面交流
王永保
秦亚平

2 20240227
肇庆学院工程经济科科长
梁光 13929888011

9 年 现土地使用权人 当面交流
王永保
秦亚平

3 20240227
肇庆市东岗村民委员会档案管理
及财务主管
黄伟洪 13660993019

工作：32
年

居住：59
年

场地过去阶段使
用者
附近村民

当面交流
王永保
秦亚平

4 20240228
肇庆市生态环境局端州分局
严嘉文 0758-2107290

10 年
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

当面交流
王永保
秦亚平

5 20240228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科
黄础政 13822620425（科长）
罗黎献 13827552269（副科长）

19 年/
18 年

场地过去阶段使
用者

当面交流
王永保
秦亚平

6 20240229
肇庆市端州区园林绿化管理处
赵善彪 13929886837

29 年
场地过去阶段使
用者

当面交流
调查表发
放

王永保
秦亚平

7 20240304
端州区东岗社区书记
赵志勇 13922622140

该职位3年
居住 52 年

场地过去阶段使
用者

当面交流
王永保
秦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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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学院物资招标采购中心主任梁伙艳 肇庆学院工程经济科科长梁光

肇庆市东岗村民委员会档案管理及财务主管黄伟洪 肇庆市生态环境局端州分局严嘉文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科黄础政（右一）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科罗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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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端州区园林绿化管理处赵善彪 端州区东岗社区书记赵志勇

图 3.3-1现场人员访谈照片

根据人员访谈，现将人员访谈得到的信息总结如下：

（1）地块历史沿革：目标地块原属于下黄岗公社东岗大队管委会，土地性

质为农用地，主要用途为鱼塘及农业种植；1982年 7月，经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办

函【1982】18号文同意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355.24亩土地无偿划拨给肇庆市园林

管理处使用，土地所有权亦同时转归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该地块作为肇庆市园林

管理处苗木基地使用，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要功能用途为树木种植及培育苗木；

2002年 9月肇庆市园林管理处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12.82亩土地返还肇庆市端州区

黄岗镇东岗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03年 6月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

东岗村经济合作社将该地块出租给李成用于种植果树和花卉等园艺作物，2004

年 10月，李成将该地块的承租合同变更为麦斯丽，用于种植果树及花卉，同年

建设了培育树苗的塑料大棚，后于 2007年进行了拆除，2007年建设了一处村民

饮用山泉水水窖，保留至今；2010年 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为了建设土地储备

工程用地，征收了含该地块在内的 18.42亩土地，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15年 5

月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同意肇庆市人民政府上报的含本地块在内的 6.5978公顷的

农用地转用城乡建设用地方案，该地块土地性质自此为建设用地，土地权属为肇

庆市土地储备中心，此间于 2012年 10月在该地块北侧建立了临时项目部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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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肇庆市城东新区北岭四区储备用地前期开发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使用，

项目部一直保留至今，同时在道路施工时，将该地块南侧鱼塘 30m*40m*2m面

积约 1200平方米，容积约 2400立方米进行了填埋，填埋土来源于附近山体，此

后部分地块作为农用种植，部分地块荒置，2017年 5月，该地块由肇庆学院进行

托管，2018年地块南侧大部区域地面进行水泥硬化，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

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中的项目部及民工住宿用，2022年临时工棚连同地面硬化

水泥板同时进行了拆除；2023年 1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以有偿划拨的方式将

该地块划拨给肇庆学院，自此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肇庆学院，土地性质为教育科

研用地，主要用途为肇庆学院作为教学配套设施建设用，截止调查之日，尚未形

成具体的规划用途。

（2）地块内的企业和潜在污染源：地块内不存在任何企业，不涉及有毒有

害化学品及危险废物，无地下储罐及管线，无废物堆放，周边相邻土地未建立过

加油站、汽车修理厂、广告印刷厂等有污染企业，无潜在的污染源。

（3）环境监测与环境处罚情况：该地块无环境监测记录，无地下水及土壤

污染记录，无环保投诉和处罚记录。

3.4污染源识别及环境影响分析

3.4.1 调查地块内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调查地块最早为农田和鱼塘，用于种植水稻和饲养家鱼。后续作为苗木培育

的园林用途，后续存在鱼塘填埋情况，地块在 2004-2007年间建设过园林大棚，

用于苗木培育，另外地块北部三角地块建设有临时项目工棚，工棚曾作为项目部

使用。地块南侧也曾建设项目工棚用于房地产建设的项目部及民工住宿用途。以

上为涉及的基本生产活动，环境影响分析如下：

（1）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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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地块最早追溯到 20世纪 90年代，以前地块为农田、鱼塘等。农田主要

种植水稻、蔬菜等经济作物。水稻、蔬菜种植过程中主要使用农家有机肥（包括

禽畜粪便、人粪尿等），基本不施用农药。目标地块农田中水稻、蔬菜种植期间

使用农药、化肥对目标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可能产生的污染可能性很小，可认为

不存在农药、化肥污染。

（2）鱼塘

鱼塘位于地块南部，东西长度约 30m，南北长度约 40m，面积约 1200平方

米，主要养殖四大家鱼。鱼塘养殖主要为个体农户养殖，非统一规模化养殖，鱼

塘补给水为地块周边地下水。鱼塘养殖主要以投喂草料为主，不添加维生素、矿

物质等，同时，鱼塘空塘时期多采用自然阳光进行晒塘杀菌。地块内的鱼塘养殖

期间仅涉及使用少量的茶籽饼进行杀菌和治疗鱼病，不使用孔雀石绿等有毒有害

药物。据此可认为此养殖阶段鱼塘养殖情况对地块的影响可能性较小，可认为不

存在污染。

（3）苗木培育

目标地块作为苗木培育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2年-2002年为肇庆市园

林管理处，主要为花木育苗，用于肇庆市城市道路种植及部分出售其他城市。第

二阶段为 2004年-2007年，为私人承包建设大棚，用于园林景观用植物及花木的

培育种植。两个阶段花木、果木培育种植期间会涉及少量的杀虫农药和杀菌剂等，

用量不大，按照国家农药管控和生产要求，基本均为低毒性、易分解农药，种植

人员按照农药店工作人员的指导以及参考农药包装上的建议按次按量使用，不存

在农药滥用的问题；使用的肥料为高效、安全的尿素、生物肥等。农药化肥总用

量较小、残留较少，对地块的污染风险较小，可认为不存在农药、化肥污染。

（4）临时项目部的建设

调查地块内临时项目部的建设，历史上存在两次，第一次是 2012年 10月，

地块北侧建立了临时项目部工棚，作为肇庆市城东新区北岭四区储备用地前期开



68

发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使用，项目部一直保留至今。第二次是 2018年在地

块南侧区域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中的项目部及民工住

宿用，2022年临时工棚连同地面硬化水泥板同时进行了拆除；在建设临时工棚过

程中，地面均已经水泥硬化，主要涉及一些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排放，生活垃

圾日常清理，生活污水排放到市政管网。另外项目部日常办公打印机的使用，涉

及一些办公废物如硒鼓、墨盒等，这些使用量较小，废弃的硒鼓、墨盒等进行回

收，总体可认为项目部的建设和使用对地块的污染风险较小。

（5）鱼塘外来填土

地块南部原存在的鱼塘，在 2012年 10月进行了填埋，涉及的面积约为 1200

平方米，容积约 2400立方米，主要配合七星路及北岭路的建设，填埋土来源于

附近山体，山体主要以林地为主，该区域无任何工业企业，山体周边以农田和村

落为主，不存在污染情况。因此可认为鱼塘涉及的外来填土不存在对地块造成污

染的情况。

（6）村民自建饮用水窖

地块中部存在一东岗村民自建山泉水饮用水窖，该水窖 2007年建设，一直

保留至今，主要为接引北岭山山泉水下山，在此处进行存储和沉淀，用于东岗村

民日常生活用水，不存在污染水体，不存在污染地块的情形。

3.4.2 调查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1）相邻区域环境影响分析

地块北侧：现状为大塘面村，自然村落，不存在工业企业，与地块紧邻位置

为待建住房，历史上曾是农田，对本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地块东侧：紧邻学院路，对面为中梁·壹号院商住小区，历史上曾为农田和

鱼塘，不涉及工业企业，对本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地块南侧：紧邻七星二路，对面为废弃项目部和肇庆学院果树研究所，历史

上也曾为农田，不涉及企业，对本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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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现状为肇庆学院，紧邻区域为肇庆学院实训中心和空地，历史上

也曾为农田，不涉及企业，对本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与地块相邻区域，不存在潜在污染源污染待调查地块的情形。

（2）周边企业环境影响分析

距待调查地块周边 500米范围内存在的企业情况见表 3.4-1，分布位置关系

见图 3.4-1。
表 3.4-1 调查地块 500米范围内的企业情况

序号 工业企业名称
相对场地界最近距离

状态 生产经营范围
方位 距离（m）

1
肇庆市国道旁汽车销售服务

产业带
南 120 在产

此产业区域涵盖众多汽车销

售公司，如：肇庆东联东本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肇庆美轮英

菲汽车有限公司、肇庆美轮庆莱

汽车有限公司、肇庆市长安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数十家汽车

销售服务公司；覆盖了市场上的

多数汽车品牌的批发销售、维修

保养等服务

2
广东达昊科技有限公司（前身

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
南 350 未投产/迁建 电子产品及配件的销售生产

3
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

限公司
南 300 停产/迁建 生产、销售金属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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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调查地块 500米范围内的企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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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肇庆市国道旁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带相关调查资料及影响分析

此产业区域涵盖众多汽车销售公司，如：肇庆东联东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肇庆美轮英菲汽车有限公司、肇庆美轮庆莱汽车有限公司、肇庆市长安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数十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覆盖了市场上的多数汽车品牌，

主要提供各式汽车的批发销售、维修保养等服务。

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涉及以下方面：

（1）废气及粉尘

密集汽车尾气排放涉及石油烃的迁移；汽车维修过程中，涉及喷涂作业的

涂料、油漆的挥发，打磨过程中的粉尘影响，主要通过空气扩散、大气沉降等造

成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等。

（2）废水

汽车清洗作业中普遍使用的洗洁精、专用洗车液等洗涤产品。经过洗车后

产生的废水中普遍含有较高浓度的泥沙、油脂和化学清洗剂类污染物质等，含大

量石油类、悬浮物、表面阴离子活性洗涤剂等污染物，处理不当可能对城市的水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另外汽车维修车间清洗的废水中也含有大量的废机油、废酸

等污染物。

（3）固体废物

汽车维修作业中产生的废机油、废轮胎、废机滤、废电瓶、废配件、废弃

包装物等，处理不当也会造成污染。

本区域为产业密集型，涉及企业数量较多，成带状分布，主要污染因子为：

石油烃、苯、甲苯、乙苯、二甲苯、重金属（铅、锌、铜、砷、镍、锌），主要

污染途径为大气沉降、地表水径流与地下水迁移。

该区域距离调查地块最近处 120米，处于地块的南侧，非紧邻地块，调查

地块所在区域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处于该区域的上风口风向，污染物通过大气沉

降扩散影响有限，另外该区域地貌为山前平原地貌，处于处于北岭山山脚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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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地表水及地下水均由北至南方向，处于地下水地表水流向下

游方向，因此该产业带对地块的影响有限，对本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东风汽车品牌店 凯迪拉克汽车品牌店

马自达汽车品牌店 长安汽车品牌店

传奇汽车品牌店 奇瑞汽车品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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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品牌店 欧尚新能源汽车品牌店

红旗汽车品牌店 江铃汽车品牌店

吉利汽车品牌店 奇瑞汽车品牌店

图 3.4-2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带各汽车企业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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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达昊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调查资料及影响分析

该企业于 2023年 8月 18日，通过办理地址变更，进驻该位置，企业营业范

围为：研究、生产、加工、销售：电子产品，特种陶瓷及耐火材料、化工产品；

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塑料橡胶产品；电子产品、特种陶瓷及耐火材料、

化工产品、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塑料橡胶产品的技术咨询与服务；电子

产品、特种陶瓷及耐火材料、化工产品、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塑料橡胶

产品的技术转让；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经现场踏勘发现，该企业仅在门口张挂企业标识牌，实际并未进行生

产活动。目前的厂房为先前企业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所用。

图 3.4-3广东达昊科技有限公司门口位置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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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广东达昊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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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是集研发、制造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电子元器件、机械、五金、仪表、仪器。

公司专业从事 NTC、PTC热敏电阻器、NTC温度传感器、PTC加热器组件等的

研发、生产、销售。公司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创新的管理理念和机制, 有效地

保证了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各项常规性能指标均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

平。现阶段主要产品有：NTC温度传感器、玻璃封装型 NTC热敏电阻系列、SMD

型 NTC热敏电阻器系列、高精度 AT型（环氧封装）热敏电阻器、抑制浪涌电流

用 NTC热敏电阻器、恒温电热 PTC热敏电阻器、自动消磁 PTC热敏电阻器、过

载保护用 PTC热敏电阻器。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通信、汽车、医疗器械以及消

费类电子领域。

2022年该公司项目已经迁建，原项目主要污染源为：

废气：公司运行产生的废气主要有有机废气、配料及球磨粉尘、烧结废气、

厨房油烟，公司配备废气处理系统。

废水：废水主要包括热敏电阻划片废水、传感器测试废水、球磨机清洗废水

和生活污水。热敏电阻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

达到标准后排放。

固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一般固

体废物主要为废边角料、不合格产品、废基片及沉渣。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

废弃包装桶等。一般固体废物经收集后交由专业回收公司处理，危险废物经集中

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的环卫部门处

理。

该企业距离待调查地块 350米，中间间隔 321国道和轻轨铁路、汽车产业带、

三茂铁路、并且地势相对调查地块较低，根据搜集的地质资料，该区域处于待调

查地块的地下水下游方向及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因此对待调查地块的影响微乎其

微，暂不纳入为影响地块的企业。



77

图 3.4-5原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门口位置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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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截图

（三）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司调查资料及影响分析

肇庆市德泰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主要经营范围为加工金属制

品；销售：金属制品，化工机械，仪表机械，公司成立以来，以生产金属管状电

热元件所用的高品质不锈钢 、耐热钢及耐腐蚀钢等材质的氩弧焊管材为主； 公

司现有厂房面积 5000平方，拥有 12条技术成熟的不锈钢管材生产线和光亮退火

热处理设备，生产能力可达 2500吨/年各种材质及规格的优质电热元件用不锈钢

管；拥有先进涡流检测仪器及一系列适应电热元件生产行业用管的质量监测及控

制手段，产品质量完全可以满足电热元件用管及工业用管的要求。

公司可生产供应多种材质及规格的镍铬钢管和耐热 TIG焊接管材，产品可

满足退火、不退火或抛光的加工状态要求。

目前公司处于迁建状态，先前生产主要环境影响为废气（项目切割工序产生

少量金属粉尘，通过无组织排放至外环境）、废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采取三

级化粪池处理后管道排放至外环境）、固体废物（边角料次品回收加工再利用，

生活垃圾由环卫工人清运）。

该企业距离待调查地块 300米，中间间隔 321国道和轻轨铁路、汽车产业带、

三茂铁路、并且地势相对调查地块较低，根据搜集的地质资料，该区域处于待调

查地块的地下水下游方向及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因此对待调查地块的影响微乎其

微，暂不纳入为影响地块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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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原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司门口位置情况图

图 3.4-8现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司门口位置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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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09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截图

（3）综上，地块周边 500米区域内的企业，对本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

性较小，可认为对待调查地块无影响。

3.5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对地块进行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资料分析与调查，污染源

识别与环境影响分析后，污染识别阶段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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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地块内在各个历史使用阶段中均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无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

固废填埋等情况发生，地块内历史上也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无历史监测数据表

明存在污染及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因此，调查地块在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潜在的污染源。

（2）地块相邻范围内以房地产、肇庆学院校区、大塘面村村落为主，历史

上也曾为农田和鱼塘，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不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周边

500米范围内存在的企业肇庆市国道旁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带、广东达昊科技有限

公司（原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已迁址）、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

司（已迁址），依据地形地貌、地质资料、主导风向及地下水流向判断，引起调

查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小。

综上，待调查地块无潜在的污染风险，地块相邻区域及周边企业对该地块土

壤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小，可认为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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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初步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6418m2，位于肇庆市端州区 151区七星二路北、

学院路西侧。2023年 1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通过有偿划拨方式划拨给肇庆学

院，未来规划用途为教育科研用地（A3），用于肇庆职教城项目建设（12号地

块），目前地块现状主要以荒地为主，地块内北部存在废弃的临时项目部工棚，

地块中部存在一个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

第一阶段调查始于 2023年 2月，经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卫星

影像得知：目标地块原属于下黄岗公社东岗大队管委会，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

要用途为鱼塘及农业种植；1982 年 7 月，经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办函【1982】18

号文同意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355.24亩土地无偿划拨给肇庆市园林管理处使用，土

地所有权亦同时转归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该地块作为肇庆市园林管理处苗木基地

使用，土地性质为农用地，主要功能用途为树木种植及培育苗木；2002年 9月肇

庆市园林管理处将含该地块在内的 12.82亩土地返还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村

经济合作社，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03年 6月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东岗村经济合

作社将该地块出租给李成用于种植果树和花卉等园艺作物，2004年 10月，李成

将该地块的承租合同变更为麦斯丽，用于种植果树及花卉，同年建设了培育树苗

的塑料大棚，后于 2007年进行了拆除，2007年建设了一处村民饮用山泉水水窖，

保留至今；2010年 2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为了建设土地储备工程用地，征收了

含该地块在内的 18.42亩土地，土地性质为农用地，2015年 5月广东省国土资源

厅同意肇庆市人民政府上报的含本地块在内的 6.5978公顷的农用地转用城乡建

设用地方案，该地块土地性质自此为建设用地，土地权属为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

此间于 2012年 10月在该地块北侧建立了临时项目部工棚，作为肇庆市城东新区

北岭四区储备用地前期开发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使用，项目部一直保留至今，

同时在道路施工时，将该地块南侧鱼塘 30m*40m*2m面积约 1200平方米，容积

约 2400立方米进行了填埋，填埋土来源于附近山体，此后部分地块作为农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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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部分地块荒置，2017年 5月，该地块由肇庆学院进行托管，2018年地块南

侧大部区域地面进行水泥硬化，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

中的项目部及民工住宿用，2022 年临时工棚连同地面硬化水泥板同时进行了拆除；

2023 年 12 月肇庆市土地储备中心以有偿划拨的方式将该地块划拨给肇庆学院，

自此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肇庆学院，土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主要用途为肇庆

学院作为教学配套设施建设用，截止调查之日，尚未形成具体的建筑规划布局。

污染识别结论如下：

（1）调查地块内在各个历史使用阶段中均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无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

固废填埋等情况发生，地块内历史上也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无历史监测数据表

明存在污染及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因此，调查地块在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潜在的污染源。

（2）地块相邻范围内以房地产、肇庆学院校区、大塘面村村落为主，历史

上也曾为农田和鱼塘，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不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周边

500米范围内存在的企业肇庆市国道旁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带、广东达昊科技有限

公司（原肇庆市金龙宝电子有限公司已迁址）、肇庆市德泰金属管材制造有限公

司（已迁址），依据地形地貌、地质资料、主导风向及地下水流向判断，引起调

查地块土壤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小。

综上，待调查地块内无潜在的污染风险，地块相邻区域及周边企业对该地块

土壤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小，可认为无影响。

第一阶段调查结论如下：

本报告认为调查地块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不存在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不

属于污染地块，作为教育科研用地（A3）进行开发建设的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

满足未来开发建设要求，无需进入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调查活动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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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建议

（1）本次调查结果是基于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价标准而做出的专业判断，

未来该地块由于地块用地类型或评价标准等发生变化时，应对现有调查结论进行

评估，必要时需重新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评估。

（2）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经环保部门等相关部门备案并获

得相关主管部门施工许可前，土地使用权人应对地块落实必要的环境管理和有效

保护措施，确保下一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环境安全。

（3）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客观、真实地反应地块情况，

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未来使用过程中若发现土壤和地下水异常现

象，应停止相关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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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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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不确定分析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环境学、化学、地质学等多方面学

科的融合。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技术导则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

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受基础科学发展水平、时间、项目成本及资料等限

值，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主要如下：

（1）收集资料的不确定性。资料收集限于 2006年以后，对以往的历史收集

比较少，现地块责任人对该场地的历史沿革掌握较少。现场调查依托于资料收集、

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以致对地块的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2）人员访谈的不确定性。本次初步调查人员访谈尽量找到历史知情人、

各阶段的土地使用权人、环保部门、政府部门等，依据历史卫星影像进行问答访

谈的模式进行访谈，因时间历史比较长，土地沿革变化较频繁，可能会对一些关

键信息有所遗漏或存在瑕疵，对本次调查结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外部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本报告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行

有效评估依据，进行的合理推断和科学解释。若本项目完成后地块内或周边环境

状况发生变化，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及分布等，从而对本报告的准确

度和有效性造成影响。再者，标准规范、技术导则等的变更可能会带来本报告结

论的不确定性。

综上，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若调查后由于人为、社会

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地块状况有所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

分布等情况，从而对本报告的准确度和有限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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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附件

附件目录

附件 1 资料收集记录

附件 2 现场踏勘记录

附件 3 人员访谈记录

附件 4 调查单位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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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资料收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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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主要变化特征：因 2006 年前影像缺失，仅能反映 2006 年 12 月地块实际特征，北侧三角地块
为农业地块，南侧地块中部为塑料大棚，南侧地块最南端为鱼塘。

图 1场地 2006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时间跨度较大，北侧三角地块已经建设了工地临时项目工棚，中间地带建设了

饮用山泉水水窖，南侧地块的最南端鱼塘已经进行了填埋。南侧地块中间部分为农业种植。

图 2场地 2013年 3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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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3 年 3 月，地块东侧修建了学院路。

图 3场地 2014年 10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4 年 10 月，无明显变化。

图 4场地 2015年 1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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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5 年 1 月，无无明显变化。

图 5场地 2016年 8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6 年 8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进行了平整。

图 6场地 2018年 10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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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8 年 10 月，地块无明显变化。

图 7场地 2018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18 年 12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地面已经水泥硬化，

建设了临时工棚用于中梁壹号院房地产建设项目部及民工住宿使用。

图 8场地 2020年 12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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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20 年 12 月，地块无明显变化；

图 9场地 2021年 7月卫星影像图

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21 年 7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工棚已经拆除一部分，

尚未拆除完毕。

图 10场地 2022年 3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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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特征：相比 2022 年 3 月，北侧三角地块无明显变化；南侧地块工棚已经拆除完毕，

地块内杂草丛生。

图 11场地 2024年 2月无人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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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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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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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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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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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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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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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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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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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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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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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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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区风向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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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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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现场踏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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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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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调查单位资质



179



180


	报告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说明
	摘要
	第1章 项目概述
	1.1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1.1.2项目背景

	1.2调查目的和原则
	1.2.1调查目的
	1.2.2调查原则

	1.3调查范围
	1.4调查依据
	1.4.1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4.2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5调查方法
	1.6技术路线

	第2章 地块概况
	2.1地块地理位置
	2.2区域环境概况
	2.2.1区域地理环境
	2.2.2气候气象
	2.2.3地质地貌
	2.2.4水文水系
	（1）河流水系
	（2）地下水

	2.2.5土壤及植被
	2.2.6社会环境状况

	2.3调查地块地质环境情况
	2.4地块现状和历史
	2.4.1地块现状
	2.4.2地块历史

	2.5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
	2.5.1相邻地块现状
	2.5.2相邻地块历史

	2.6周边敏感目标
	2.7地块利用规划

	第3章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
	3.1资料收集
	3.2现场踏勘
	3.3人员访谈
	3.4污染源识别及环境影响分析
	3.4.1调查地块内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3.4.2调查地块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1）废气及粉尘
	（2）废水
	（3）固体废物


	3.5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第4章初步调查结论
	第5章建议
	第6章不确定分析
	第7章附件
	附件1资料收集记录
	附件2现场踏勘记录
	附件3人员访谈记录表
	附件4调查单位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