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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根据《安徽省环保厅关于加强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土壤环

境监管的通知》（皖环函[2018]955号）要求，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

与肥西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责任

书》，责任书要求企业每年要自行对企业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重

点对生产区以及原材料与废物堆存区、储放区、污染治理设施等及其

运行管理开展土壤污染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制定土壤污染隐患整改

方案。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碧之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承担该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监测项目工作。 

1.2 项目目的 

通过本次排查与监测，实现以下基本目标： 

（1） 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调查等手段，排查合肥永升机 械

有限公司厂区内土壤污染隐患。 

（2） 通过现场取样调查、监测，掌握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内 土

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3） 结合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论和土壤、地下水相关监测结论，提出相应

整改意见。 

 

1.3 排查依据 

本次排查及相关监测的依据有： 

1、《安徽省环保厅关于加强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土壤环境监管的通

知》（皖环函[2018]9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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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肥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推进2017年度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

作的通知》（合环然函[2017]278号）； 

3、《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 

4、《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 

5、《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6、《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7、《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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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01）； 

1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5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12、《Dutch Target and Intervention Values, 2017—Esdat：荷兰的

目标和干预值》。 

 
 

1.4 工作流程 

本次隐患排查及相关监测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前期

准备阶段、隐患排查阶段、取样监测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主要为研究国家和地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

规、政策、标准及相关规划，并对相关技术文件和其他文件进行收集分析，

确定本次隐患排查和相关监测的具体方法。 

隐患排查阶段主要是依照《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 通

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目测、调查监测等手段，评估合肥永升机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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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活动中涉及到的物质、设施设备的污染风险水平，得出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结论。 

取样监测阶段主要是依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论，依照《在产企业

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对重点区域的土壤、地下水进行取样、

检测，并依据相关标准进行评价，得出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内土壤

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最后，针对土壤污染隐患和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提出相应

的整改意见。 

 

1.5 建设项目周边环境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23日，注册资本601.76 

万元，现有厂区面积120亩，已建成投产6个车间，占地约8.2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约1.5亿元。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百丈路东、卧云路

北。项目东面为阿力猛有限公司，南面隔卧云路为合力公司，西临繁华电

缆和合肥永升机械投资有限公司北面为日上电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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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隐患排查 

本次工作范围为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现有厂区边界所圈定的

范围，中心地理坐标北纬 31°43'59.46" ，东经117°12'40.87" 。厂区边界

卫星图如图所示。 

 

图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工作范围图（红色边界） 



 
 

 
7 

根据《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需要对工业企业内

重点物质和重点设施设备及活动进行排查。 

2.1 重点物质排查 

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涉及到以下物质时，污染土壤的风险较大。主要包

括危险化学品和固体废物。 

 

2.2 危险化学品 

根据查询企业相关资料，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目前生产活动中涉及

多种原辅材料，根据《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工业企业土壤

污染隐患排查指南》，对土壤污染隐患较大物质有： 

（1） 有机溶剂：环氧树脂漆、稀释剂、切削液、机油、柴油、防冻液、

液压油。 

（2） 重金属、类金属及无机化合物：焊剂。 

（3） 其他：无。 

 
2.3 固体废物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按其来源主要分为

两大类，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和生活办公区产生的生活垃圾。根

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2007）、《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以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的要求，将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产生的

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其中，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边角料、粉尘（图 3-2）；危险废物主要为废切削液、 



 
 

 
8 

废机油、废活性炭、废过滤棉、漆渣、油漆包装桶、污水处理站污泥（图

3-3）。土壤污染隐患较大的固体废物为危险废物。 

 
 

         
危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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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共建有2处危险废物暂存库（见上图），主要

储存漆渣、废切削液、油漆包装桶、污水处理站污泥。危险废物暂存库的

建设基本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中有关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设计原则，且各种危险废物均贴上相应标签，分类存

放。地面均有硬化库房内部地面做有防腐防渗。因此，判断该危险废物堆

放场地对土壤的污染可能性较低。 

 

2.4 污水收集、处理与排放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污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和喷漆废水。其中，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COD、BOD5、SS和动植物油等；喷漆废水的污染物较

为复杂，主要包括COD和有机溶剂等（表 3-1）。 

表 3-1 废水源强及排放汇总 
 

污染源

名称 

年废水量 

（t） 

 

污染物 
产生情况 采取的

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 排放方式

及去向 mg/L  mg/L  

  COD 600   300   

预处理后 
SS 360  120  

生产废水 980.28 
厂区污水 
处理站处理 

经污水管道 
排入经开区 石油类 200  10  

   污水处理厂 

BOD5 260  100  

  COD 400   300   

预处理后 
SS 230  150  

生活废水 4340.32 
化粪池 
预处理 

经污水管道 
排入经开区 氨氮 30  20  

   污水处理厂 

动植物油 35  25  

污水收集系统位于地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

处理（图 3-8）。在日常运行管理过程中，有专业人员和设备对管道进行

定期检测、维护，出现渗漏造成土壤污染的风险极低，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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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污水处理站及管道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厂区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涂装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 

生产涂装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纳入城 

市污水管网地面均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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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产加工装置 
 

合肥永升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钢构件切割、焊接加工装置均位于封闭

的厂区建筑中（下图），防雨、防渗设施较好，对土壤存在的污染隐患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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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钢构件生产车间内部 

涂装加工位于封闭的厂区建筑中（下图)，车间地面均有硬化 防雨、防渗

设施较好，在喷漆防锈蚀处理过程中对土壤存在的污染隐患较低。 

    

 

  



 

 

 
 

3 土壤隐患排查结论 

通过土壤隐患排查，得出以下排查结论： 

合肥永升机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内自建厂以来存在可能对污染造成

污染的重点物质，包括油漆、稀释剂、切削液、机油、柴油、防冻液、液

压油等。 

合肥永升机机械有限公司固体、液体物品包装存储均有专门的库

房，库房的设计建设与运行管理完善，污染土壤的可能性低。 

合肥永升机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加工装置密闭性好，且运行维护措施

完善， 造成土壤污染的风险低。 

合肥永升机机械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与运营管理完善，泄

漏、 

渗漏造成土壤污染的风险低。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的危废库基本符合相关规范，

且暂存的危废均为固态，污染物不容易出现泄漏，存在土壤污染风险

低。 

4 土壤环境监测 

4.1 潜在土壤污染分析 
 

公司占地范围内所有生产活动区域都可能为潜在的污染区域，但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确定厂区内土壤污染的重点区域，进

行监测布点。 

本次土壤环境监测布点的重点区域有：危废库、涂装车间、生产车间、

污水处理站等。 

4.2 调查监测 

4.2.1 调查监测布点方案 

（1）土壤监测点 



 

 

 

根据《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每个布点区域

原则上至少设置 2 个土壤采样点，可根据布点区域大小、污染物分布

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根据该原则，本次调查监测将厂区划分为四

个重点区域，调查监测共布设土壤监测点 7个，地下水监测点2个，土

壤和地下水背景点各 1 个。将监测点设置尽可能接近疑似污染源

（下图）。 

 

 

 

 

依据《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和《场地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相关要求，

场地调查时，地块内每个土壤/地下水复合监测点位分别采集表样品采

用螺旋钻孔机采集土壤样品，土壤采样深度见下表 ，将采集的土壤样

品截管封存，并装入保温箱送回实验室分析。所有的土壤样品将在样品

收集袋贴上标签，记录采样点位编号、采样深度及采样时间。 

点位编号 采样深度 备注 

1 表层  

对照点 



 

 

 

2 表层  

3 表层  

4 表层  

5 表层  

6 表层  

7 表层  

8 表层 对照点 

4.2.2 地下水监测计划 

根据《场地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规定，地下水环境初步调查时应

兼顾考虑场地地下水流向、水位等信息。本项目在地块内设置地下水监测点2 个，

深度约6m。地下水监测井点位与2 个土壤采样点位相同。现场地下水监测井安

装过程中的土壤钻孔采用螺旋型钻机，钻孔深度为6m，地下水采样深度见下表 

2-2。在完成钻孔和土壤样品采集后，安装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取样。 

表2-2 

点位编号 采样深度 备注 

1 毛细水 
 

2 毛细水 
 

8 毛细水 对照点 

4.2.3 样品统计及分析因子 

本项目地块内共设置土壤监测点位8 个，其中土壤/地下水复合监

测点位有 3 个对照点设置在机动车停车场，为土壤/地下水复合监测点

位，共采集16个土壤样品和 3 个地下水样品。根据地块及周围场地历

史使用变化情况及现状，《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等相关文件，最终

确定土壤样品监测因子；结合《地下水质量标准》等相关文件，最终确

定地下水样品监测因子。 

土壤检测因子如下表： 

（1） 理化性质：pH； 

（2） 挥发性有机物：VOCS； 

（3） 重金属：铜、锌、铅、镉、铬、镍、砷、汞。 

现场采集的土壤和水质样品应在有效保存期内进行检测分析，分析

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方法。 



 

 

 

序号 指标 区域 

S01  

 

pH、铜、锌、铅、镉、

铬、镍、砷、汞、VOCS 

危废区域 

S02 污水处理站 

S03 生产区 

S04 生产区 

S05 生产区 

S06 生产区 

S07 生产区 

对照点 办公区 

地下水检测因子如下表： 

（1） 理化性质：pH； 

（2） 重金属：铜、锌、铅、镉、铬、镍、砷、汞。 
 

序号 指标 区域 

W01 pH、Cu、Zn、Ni、Cr、Pb、 
Cd、Hg、As、苯、甲苯、 
乙苯、二甲苯 、苯乙烯 
 

 

危废区域 

W02 污水处理站 

对照点 办公区 

 

 

 

 

 

 

 

 

 

 

 

 

 

 

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方法依据： 

 



 

 

 

分

类 
项目 检测方法名称和标号 检测仪器及编号 

方法检出

限 

地

下

水 

铜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HJ 700-2014 

PE-NexION1000G  

AHHK NO.74 

0.08μg/L 

锌 0.67μg/L 

铅 0.09μg/L 

镉 0.05μg/L 

砷 0.12μg/L 

镍 0.06μg/L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SK-2003AZ原子荧

光测定仪AHHK 

NO.5 

0.04μg/L 

苯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67-2019 

气相色谱仪
GC9720plus 

AHHK NO.47 

2μg/L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苯乙烯 

土

壤 

石油烃（C10-

C40）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 HJ 1021-2019 

气相色谱仪
GC9720plus 

AHHK NO.47 

6mg/kg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

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2013 

SK-2003AZ原子荧

光测定仪AHHK 

NO.5 

0.002mg/

kg 

铜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

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803-2016 

PE-NexION1000G  

AHHK NO.74 

0.5mg/kg 

铅 2mg/kg 

镍 2mg/kg 

镉 
0.07mg/k

g 

砷 0.6mg/kg 

六价铬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

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

2019 

WFX-120A原子吸

收光谱仪AHHK 

NO.6 

0.5mg/kg 

分

类 
项目 检测方法名称和标号 检测仪器及编号 

方法检出

限 

土

壤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2-2013 

7890B 气相色谱-质谱仪  

AHHK NO.72 

2.1μg/kg 

氯仿 1.5μg/kg 

1,1-二氯乙烷 1.6μg/kg 

1,2-二氯乙烷 1.3μg/kg 



 

 

 

1,1-二氯乙烯 0.8μg/kg 

顺-1,2-二氯乙烯 0.9μg/kg 

反-1,2-二氯乙烯 0.9μg/kg 

二氯甲烷 2.6μg/kg 

1,2-二氯丙烷 1.9μg/kg 

1,1,1,2-四氯乙烷 1.0μg/kg 

1,1,2,2-四氯乙烷 1.0μg/kg 

四氯乙烯 0.8μg/kg 

1,1,1-三氯乙烷 1.1μg/kg 

1,1,2-三氯乙烷 1.4μg/kg 

三氯乙烯 0.9μg/kg 

1,2,3-三氯丙烷 1.0μg/kg 

氯乙烯 1.5μg/kg 

苯 1.6μg/kg 

氯苯 1.1μg/kg 

1,2-二氯苯 1.0μg/kg 

1,4-二氯苯 1.2μg/kg 

乙苯 1.2μg/kg 

苯乙烯 1.6μg/kg 

甲苯 2.0μg/kg 

间二甲苯+对二

甲苯 
3.6μg/kg 

邻二甲苯 1.3μg/kg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

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6-2015 

7890B 气相色谱-质谱仪  

AHHK NO.72 
3μg/kg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ISQ 7000气相色谱-质谱仪
AHHK NO.72-2 

0.09mg/k

g 

2-氯酚 
0.06mg/k

g 

苯并[a]蒽 0.1mg/kg 

苯并[a]芘 0.1mg/kg 

苯并[b]荧蒽 0.2mg/kg 

苯并[k]荧蒽 0.1mg/kg 

䓛 0.1mg/kg 

二苯并[a，h]蒽 0.1mg/kg 

茚并[1,2，3-cd]

芘 

0.1mg/kg 

萘 
0.09mg/k

g 

苯胺 - 

 

5. 检测结果 



 

 

 

 

5.1土壤环境质量现状检测结果 

 
 土壤环境检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 

TR1-1-

1（对

照点） 

TR2-1-

1（S07

生产区

5） 

TR3-1-

1（S06

生产区
4WO2

） 

TR4-1-

1（S05

生产区

3） 

TR5-1-

1（废

水处理

区域

S02） 

TR6-1-

1（S04

生产区

域 2） 

TR7-1-

1（S03

生产区

域
1W01

） 

TR8-1-

1（危

险区域

S01） 

采样点
GPS 

度 

E：

117.210

895 

N：

31.7324

04 

E：

117.211

199 

N：

31.7329

14 

E：

117.211

239 

N：

31.7329

93 

E：

117.211

342 

N：

31.7337

18 

E：

117.211

296 

N：

31.7338

29 

E：

117.214

083 

N：

31.7323

96 

E：

117.213

974 

N：

31.7350

65 

E：

117.212

933 

N：

31.7330

20 

采样深

度 
m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颜色 / 黄棕 暗棕 暗棕 黄棕 暗棕 暗棕 暗棕 黄棕 

植物根

系 
/ 少量 中量 中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土壤质

地 
/ 沙壤土 沙壤土 沙壤土 沙壤土 沙壤土 沙壤土 沙壤土 沙壤土 

湿度 / 潮湿 潮湿 潮湿 潮湿 潮湿 潮湿 潮湿 潮湿 

石油烃

（C10-

C40） 

mg/k

g 
<6 <6 <6 <6 <6 <6 <6 <6 

汞 
mg/k

g 
0.090  0.100  0.107  0.095  0.088  0.084  0.098  0.103  

铜 
mg/k

g 
10.7 16.2  12.8  9.0  7.7  7.4  14.1  11.9  

铅 
mg/k

g 
10 11  8  15  13  13  17  15  

镍 
mg/k

g 
19  21  17  14  13  13  22  19  

镉 
mg/k

g 
0.10  0.17  0.18  0.07  <0.07 <0.07 0.12  0.20  

砷 
mg/k

g 
4.1 5.9  4.8  5.2  4.6  4.1  5.2  4.3  

六价铬 
mg/k

g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单

位 

TR1-1-

1（对

照点） 

TR2-1-

1（S07

生产区

5） 

TR3-1-

1（S06

生产区
4WO2

） 

TR4-1-

1（S05

生产区

3） 

TR5-1-

1（废

水处理

区域

S02） 

TR6-1-

1（S04

生产区

域 2） 

TR7-1-

1（S03

生产区

域
1W01

） 

TR8-1-

1（危

险区域

S01） 

四氯化碳 
μg/k

g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氯仿 
μg/k

g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1-二氯乙烷 
μg/k

g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2-二氯乙烷 
μg/k

g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1-二氯乙烯 
μg/k

g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顺-1,2-二氯

乙烯 

μg/k

g 
<0.9 <0.9 <0.9 <0.9 <0.9 <0.9 <0.9 <0.9 

反-1,2-二氯

乙烯 

μg/k

g 
<0.9 <0.9 <0.9 <0.9 <0.9 <0.9 <0.9 <0.9 

二氯甲烷 
μg/k

g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1,2-二氯丙烷 
μg/k

g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1,1,2-四氯

乙烷 

μg/k

g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1,2,2-四氯

乙烷 

μg/k

g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四氯乙烯 
μg/k

g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1,1,1-三氯乙

烷 

μg/k

g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2-三氯乙

烷 

μg/k

g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三氯乙烯 
μg/k

g 
<0.9 <0.9 <0.9 <0.9 <0.9 <0.9 <0.9 <0.9 

1,2,3-三氯丙

烷 

μg/k

g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氯乙烯 
μg/k

g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苯 
μg/k

g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氯苯 
μg/k

g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2-二氯苯 
μg/k

g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4-二氯苯 
μg/k

g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乙苯 
μg/k

g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苯乙烯 
μg/k

g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甲苯 
μg/k

g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μg/k

g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邻二甲苯 
μg/k

g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氯甲烷 
μg/k

g 
<3 <3 <3 <3 <3 <3 <3 <3 

硝基苯 
mg/

kg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2-氯酚 
mg/

kg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苯并[a]蒽 
mg/

kg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苯并[a]芘 
mg/

kg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苯并[b]荧蒽 
mg/

kg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苯并[k]荧蒽 
mg/

kg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䓛 
mg/

kg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二苯并[a，h]

蒽 

mg/

kg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茚并[1,2，3-

cd]芘 

mg/

kg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萘 
mg/

kg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苯胺 
mg/

kg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检测结果 

 

   单位 D1（对照点） D2（危废库房） D3（污水处理） 

铜 μg/L 1.70  1.20  0.93  

锌 μg/L 10.8  9.33  16.2  

铅 μg/L 0.16  0.10  0.16  

镉 μg/L 0.06  0.06  0.13  

砷 μg/L 0.88  3.20  1.67  

镍 μg/L 0.75  0.52  2.41  

汞 μg/L <0.04 <0.04 <0.04 

苯 μg/L <2 <2 <2 

甲苯 μg/L <2 <2 <2 

二甲苯 μg/L <2 <2 <2 

乙苯 μg/L <2 <2 <2 

苯乙烯 μg/L <2 <2 <2 

 

5.2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 
 

污染物项目 
拟建项目污染物浓度范

围 

（mg/kg） 

筛选值 管制值 

第二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重金属和无机物 

砷 11.8-15.2 60 140 
镉 0.071-0.222 65 172 

铬（六价） 0.25-0.63 5.7 78 
铜 17.2-23.1 18000 36000 
铅 8.92-11.5 800 2500 

汞 0.030-0.125 38 82 

镍 91-124 900 200 
挥发性有机物 

四氯化碳 <0.05 2.8 36 

氯仿 <0.05 0.9 10 
氯甲烷 <0.05 37 120 

1,1-二氯乙烷 <0.05 9 100 
1,2-二氯乙烷 <0.05 5 21 
1,1-二氯乙烯 <0.05 66 200 

顺-1,2-二氯乙烯 <0.05 596 2000 
反-1,2-二氯乙烯 <0.05 54 163 

二氯甲烷 <0.05 616 2000 
1,2-二氯丙烷 <0.05 5 47 

1,1,1,2-四氯乙烷 <0.05 10 100 
1,1,2,2-四氯乙烷 <0.05 6.8 50 

四氯乙烯 <0.05 53 183 

1,1,1-三氯乙烷 <0.05 840 840 

1,1,2-三氯乙烷 <0.05 2.8 15 
三氯乙烯 <0.05 2.8 20 

1,2,3-三氯丙烷 <0.05 0.5 5 
氯乙烯 <0.05 0.43 4.3 

苯 <0.05 4 40 
氯苯 <0.05 270 1000 

1,2-二氯苯 <0.05 560 560 

1,4-二氯苯 <0.05 20 200 
乙苯 <0.05 28 280 

苯乙烯 <0.05 1290 1290 
甲苯 <0.05 1200 1200 

间二甲苯+对二甲
苯 

<0.10 570 570 

邻二甲苯 <0.05 640 640 

 

 

半挥发性有机物 

硝基苯 <0.05 76 760 

苯胺 <0.05 260 663 



 

 

 

2-氯酚 <0.05 2256 4500 

苯并[a]蒽 <0.05 15 151 

苯并[a]芘 <0.05 1.5 15 

苯并[b]荧蒽 <0.05 15 151 

苯并[k]荧蒽 <0.05 151 1500 

䓛 <0.05 1293 12900 

二苯并[a,h]蒽 <0.05 1.5 15 

茚并[1,2,3-c,d]芘 <0.05 15 151 

萘 <0.05 70 700 

根据表所示，化验室检测结果各指标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说明目前区域土壤污染风险可

以忽略。 

5.3 地下水现状评价 

评价标准： 

区域地下水环境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

准，具体标准值见表。 

 地下水评价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Ⅲ类 

10 铜 ≤1.0mg/L 

11 锌 ≤1.0mg/L 

12 铅 ≤0.01mg/L 

13 镉 ≤0.005mg/L 

14 砷 ≤0.01mg/L 

15 汞 ≤0.001mg/L 

16 铬 ≤0.05mg/L 

17 甲苯 0.7mg/L 

18 乙苯 0.3mg/L 

19 二甲苯 0.5mg/L 

 



 

 

 

通过检测数据与标准对比 监测点位各指标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5.5 相关监测结论 

在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内进行的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厂区内土壤

未发现污染物超标现象，土壤污染隐患较小。 

厂区内表层地下水水质良好，基本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IV 类水标准。 

 

6 土壤污染隐患改进建议 
 

根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论，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土壤污染隐

患总体较低，但也存在少量的土壤污染隐患，针对这些隐患提出如下改进

建议： 

（1） 制度方面 

1、建立隐患定期排查制度。每年按照一定频次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建立

隐患排查档案，及时整治发现的隐患。 

（2） 管理方面 
 

1、加强环境管理工作，将各项环境监管措施、制度落实到位，确保消除

各类环境污染隐患。 

2、保持对危废库、污水处理站等土壤污染重点关注对象的日常巡查、检测，

降低出现泄漏的概率，对已出现的泄漏早发现、早处理，避免污染的扩大。 

3、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生活垃圾等物质进

行分类管理，对其在厂区内的储存、运输、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管，避免造

成土壤污染。 

（3） 具体措施方面 

1、每年对厂区内土壤及地下水进行监测，及时了解厂区内土壤及地

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2、完善地面等装卸通道的裂纹，避免装卸过程中污染物遗撒，造成

土壤（地下水）污染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