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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落实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与齐鲁石化烯烃厂签订的《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要求齐鲁石化烯烃厂每年

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受齐鲁石化委托，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安全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安工院”）开展了齐鲁石化烯烃厂土

壤环境调查与监测工作，完成了《齐鲁石化烯烃厂土壤环境调查报告》。 

采样和分析测试 

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本次在烯烃厂监测区

域内共设置了 10 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土壤样品 16 个，送实验室进行了

检测。 

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省级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

编制指南（试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等国家相关技术导则、标准的要求，综合确定

此次土壤调查工作土壤监测因子为 79 项。 

所有样品由具有 CMA 和 CNAS 认证的实验室进行现场采样和分析测

试，检测方法采用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满足《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

品分析测试方法系列技术规定》。 

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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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

标准中未规定限值的污染因子，则参考北京市地方标准《场地土壤环境风

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的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对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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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个标准均未规定限值的污染因子，则参考《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

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中的非敏感用地筛选值。若目标污染物的检出

浓度超出上述标准，则判定为土壤超标污染物。 

监测结果总结 

本次调查在烯烃厂共设置了10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土壤样品16个，

均未检出超标污染物。 

根据此次调查监测的结果可知，齐鲁石化烯烃厂区监测区域的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较好，未受到企业运营的明显影响。 

建议 

本次检测虽然没有超标点位，但个别点位也检出了石油烃等部分有机

类特征污染物。企业应每年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分析，关注污染趋势

变化，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防控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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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以下简称“齐鲁石化”），始建于 1966 年。坐落在山

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占地面积 24.8 平方公里。经过 50 余年的建设，现已

发展成为一家集石油化工、盐化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为一体，配套齐

全的特大型炼油、化工、化肥、化纤联合企业。 

为贯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和《淄博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的要求，

落实目标责任，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与齐鲁石化烯烃厂签订了《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齐鲁石化烯烃厂应承担企

业土壤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每年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 

在此背景之下，受齐鲁石化委托，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工

程研究院（以下简称“安工院”）开展了齐鲁石化烯烃厂土壤环境调查与

监测工作，完成了《齐鲁石化烯烃厂土壤环境调查报告》。 

1.2 调查目的和原则 

本次土壤环境调查的目的是了解齐鲁石化所烯烃厂区的土壤环境状况，

识别潜在环境问题和责任，协助齐鲁石化完成《责任书》中要求的重点工

作内容。 

本次土壤环境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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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原则：依据国家颁布的相关技术规定，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

的方式开展场地土壤环境调查工作，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

性； 

 针对性原则：针对齐鲁石化烯烃厂的生产工艺特征和生产布局，进

行污染浓度和空间分布的初步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以及下一步

可能需要的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工作提供依据； 

 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安全等因素，结合现阶

段场地实际情况，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3 调查范围 

此次调查的范围为齐鲁石化烯烃厂厂区。 

1.4 调查依据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11月7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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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

通知》（国办发〔2013〕7号），2013年1月23日； 

6、《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3号，2018

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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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第42号，2017

年7月1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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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号）； 

10、《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2016年12月； 

11、《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环办

土壤〔2017〕67号）； 

12、《关于印发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分析测试方法系列技术规

定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7]1625号）。 

技术规范 

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3、《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4、《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技术规定（试行）》； 

5、《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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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省级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质量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3、《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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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的文件信息 

1、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 

2、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 

3、齐鲁石化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书； 

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碳四资源综

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017.6.20）； 

5、齐鲁石化烯烃厂厂区平面布置图； 

6、齐鲁石化污染源调查报告。 

1.5 调查方法及工作流程 

本次调查主要参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和《场地环境

调查技术导则》，开展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样品

采集、实验室检测分析、监测结果分析以及报告编制等工作。调查工作的

基本流程可分为以下 3 个部分： 

1）污染识别：开展全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与调查工作，摸

清场地内潜在污染（源）的基本情况，识别潜在污染区域，并筛选布点区

域和制定布点监测计划。 

2）环境质量初步监测：依据污染识别状况，优化布点方案与监测因子，

对识别的疑似污染区域开展环境质量初步监测，初步掌握场地土壤中可能

存在的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及其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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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质量初步评估：根据样品分析测试结果以及按照国家相关标准

及要求，对本项目场地的环境状况进行初步评价，并编制项目场地土壤环

境调查评估报告。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流程见图 1-1。 

 

图 1-1 场地环境初步调查工作流程 

1.6 项目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针对齐鲁石化的环境调查项目，安工院根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的要求，建立了内部质量审核制度，制定

和实施了内部质量控制计划，从严落实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对信息采集、

布点与采样、样品保存与流转、实验室分析检测、样品分析测试、结果分

析等全过程进行质量把关。安工院设置了专门的质量检查组，负责对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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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环境调查项目的工作质量进行内审，环境调查报告需经过“三级审核”

后方能提交。参与此次环境调查的主要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均已参加

了相关的技术培训，掌握了企业用地调查相关技术规定和质量管理要求。

安工院土壤污染调查质量控制程序见图 1-2。 

本项目现场采样、样品运输及流转、实验室分析过程的质量控制和质

量保证措施详见 4.5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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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安工院土壤污染调查质量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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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评价局限性和例外条款说明 

没有一项调查能够彻底明确一个场地的全部潜在污染。在此次调查中

没有发现污染物质及情况不应被视为现场中该类污染物及情况完全不存在

的保证，而是在项目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局限性和成本的考量范围内所得

出的调查结果。 

本报告结果是基于现场调查范围、测试点和取样位置得出的，除此之

外，不能保证在现场的其它位置处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需要强调的

是，地下条件和表层状况特征可能在各个测试点、取样位置或其它未测试

点有所不同。地下条件和污染状况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即会发

生变化。尽管如此，我们将尽可能选择能够代表地块特征的点位进行测试。 

即使本调查完全遵照针对现场制定的程序作业，一些状况还是会影响

样品的检测和其结果的准确性。这些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复杂的地质环境，

某些污染物的迁移特性，现有污染的分布，气象环境和其它环境现象，公

用工程和其它人造设施的位置，以及评估技术及实验室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下状况评估特有的不确定性，存在可能影响调

查结果的已改变的或不可预计的地下状况。安工院不承担任何由于这种地

下不确定性而引起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后果，也不承担在本报告所记录的现

场调查结束后该场地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状况的改变。现场土壤状况

是基于区域情况、地块特性、结构特性和个人经验综合得出。本报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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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经安工院同意的前提下更改、断章取义。安工院对上述更改情况所造

成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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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地理及区域地质概况 

2.1 自然地理 

齐鲁石化公司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靠胶济铁路和济青高速公

路、东靠辛泰铁路，西距济南市 120 公里、东距青岛市 290 公里、北距胜

利油田 85 公里，占地 22km2。齐鲁石化地理位置图见图 2-1。 

2.2 气候气象 

临淄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属半湿润地区，四季分明，阳光

充沛。1）年平均气温：12.9℃；极端 高气温：42.1℃（1955 年 7 月 24

日）；极端 低气温：-23.1℃（1972年1月26日）。2）年平均气压为750mmHg；

极端 高气压为 779.3mmHg；极端 低气压为 736mmHg。3）年平均降水

量 510mm（1956-1999 年），年 大降水量 1201mm（1964 年），年 小

降水量 298mm（1965 年），降水主要集中于 6、7、8 三个月，占全年降水

量的 52～58%，降水日数平均 80 天，日 大降水量 119.3mm； 大积雪深

度为 33cm； 大雪压 39.6kg/m2。4）年主导风向：南风及西南风 多，占

全年各风向频率 37%；北到东北风次之，频率 17%；年平均风速：2.6～3.4m/s；

春季主导风向：西南风，平均风速 3.7m/s， 大风速 20m/s；冬季主导风向：

北风，平均风速 2.8m/s， 大风速 16m/s；10 分钟 大风速：（地面以上

10 米处）27 m/s；风载荷：（地面以上 10 米处）45kg/m2。5）湿度年平均

相对湿度：64%； 热月平均相对湿度：76%； 冷月平均相对湿度：56%；

大冻土深度：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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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齐鲁石化烯烃厂地理位置图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齐鲁分公司烯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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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区域地质 

临淄区地处鲁西隆起的北部边缘，茌平至淄博凹陷带的东端，临淄区

经历了前震旦纪的地槽阶段，古生代的地台阶段，中生代的活化阶段和新

生代的新构造阶段，为金岭背斜和湖田向斜构造。特征是在古老的结晶基

地之上有较新的沉积岩覆盖，为双层结构型，褶皱构造不甚发育，以断裂

构造为主。岩浆岩石分布面广，并具有多期活动的特点，主要有金岭杂岩

体及火山岩。 

2.4 区域水文 

临淄区境内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地下水。1964 年以来，年平

均降水量为 642.9 毫米，年平均降水量在 700 毫米以上的 8 年， 多达

1187.7 毫米；年平均降水量在 500 毫米以下的 7 年， 少年为 391.8 毫米。

临淄区年平均蒸发量为 1856.4 毫米，相当于年降水量的 2.8 倍。地下水初

步探明有基岩裂隙水、碳酸盐类裂隙岩溶水、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孔隙水，

并有 4 个富水地段；区内有 4 个水源地：大武水源地、齐陵水源地、南仇

水源地和辛店水源地。境内河流属黄河流域小清河水系。主要河流有淄河、

乌河，其它为支流。因受地形控制，河流流向多呈南北发育。其中淄河发

源于淄博市南部的泰沂山脉及东南部鲁山山脉，经博山、淄川两区进入临

淄区，流经金山、辛店、稷下、齐陵、齐都、皇城、敬仲 7 个乡镇，再入

广饶，汇入小清河，境内河段长 42.5 公里，流域面积 227.1 平方公里。乌

河发源于辛店西矮槐树村，是第四系孔隙水北流，受到煤系和东西断层的

阻截，溢出地表汇流而成。全长 60 公里，在本区内流经稷下、凤凰、朱台

三个乡镇，区内河段长 20.85 公里，流域面积 160.0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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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概况 

3.1 公司基本情况和历史沿革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烯烃厂是齐鲁乙烯工程的龙头。齐

鲁30万吨/年乙烯1984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1985年成立烯烃厂，1987年5

月建成投产。1998年10月完成了第一期技术改造，乙烯装置能力达到45万

吨/年。2004年10月完成了二期改造，乙烯装置能力达到80万吨/年。此外，

还拥有年产24万吨纯苯（其中8.5万吨对二甲苯、4万吨邻二甲苯）的芳烃

装置、4万吨/年苯酐装置以及三套循环水、油品罐区等辅助生产装置。 

乙烯装置采用美国鲁姆斯公司的专利技术，装置生产技术为七十年代

水平。开工后，通过加强管理和科技创新，装置技术装备不断提高，1993

年实现了年产乙烯31.6万吨的目标，产量列全国各大乙烯行业之首，夺得

乙烯行业装置达标金牌。第一期改扩建工程于1998年9月完成，并于1999

年8月对装置进行了考核标定，生产能力及产品质量指标均达到年产45万吨

的设计要求，装置采用DCS集散控制技术，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先

进水平。二期改扩建工程于2004年10月完成，并于2005年3月对装置进行了

考核标定，生产能力及产品质量指标均达到年产72万吨/年乙烯的能力。

2005年开始对装置进行二期改扩建填平补齐工程， 终于2006年6月达到了

80万吨/年乙烯的生产能力。 

芳烃装置采用美国环球油品公司（UOP）专利，总投资2.154971亿元，

于1987年10月22日实现了装置化工投料一次成功，并于1992年实现生产达

标。1996年底45万吨乙烯扩建配套装置—芳烃第二抽提单元和第二加氢单

元动工建设，总投资1.2亿元。2003年5月72万吨乙烯扩建配套装置—芳烃

第三加氢单元动工建设，总投资0.81亿元。2004年又对芳烃装置二分馏系

统进行了扩能改造，现已达到24万吨纯苯（8.5万吨对二甲苯、4万吨邻二



 齐鲁石化烯烃厂土壤环境调查报告 

14 

甲苯）的生产能力。芳烃装置生产工艺技术先进，可以从裂解汽油加工开

始，生产出高纯度的芳烃产品。生产过程控制系统采用日本横河机电公司

生产的DCS控制系统，控制手段先进，操作平稳率高。 

另外，油品车间和储运站是烯烃厂的主要辅助车间。热电厂乙烯动力

站动力锅炉担负着为生产装置提供蒸汽、水、电、仪表风、工业风的重要

任务。供排水厂第一循环水装置，第六循环水装置和第七循环水装置为生

产装置提供循环水，污水预处理系统负责处理含油污水。油品车间主要包

括烯烃厂原料罐区和部分副产品罐区。储运站是新区主要对外产品的储运、

发放装置之一，分副产品罐区、卸油台、地衡和固体苯酐库房四部分。 

3.2 厂区生产布局 

烯烃厂的平面布置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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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烯烃厂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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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环境监测工作计划 

根据《责任书》“定期监测土壤环境治理状况”的要求，企业开展年

度土壤环境监测时，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

规定》、《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场

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等国家相关导则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采样点位、

深度和监测因子，开展土壤调查监测工作。据此制定本次土壤监测工作计

划如下。 

4.1 监测范围 

本次土壤环境调查和监测的范围是齐鲁石化烯烃厂厂区。 

4.2 监测介质 

此次调查的监测介质以土壤为主。 

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5.3 的要求

“若地下水埋深大于 15m 且上层土壤无明显污染特征，可不设置地下水采

样井”，根据企业提供的地质勘查资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

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碳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6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在本工程勘探深度 46 米范围内未见地下水，据区

域地质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位较深（大于 50 米），因此从标准规定中

判断，本次调查可不设置地下水采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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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监测点位布置 

4.3.1 布点原则 

（1）根据场地调查识别情况，参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

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的相关要求，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在筛选出

的疑似污染区域设置土壤监测点。 

（2）对于在产石化企业，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

或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将首选在污染物迁移的下游方向就近选择布点位置。 

（3）根据《责任书》的要求，齐鲁石化应每年自行开展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调查监测，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

5.3 的要求“若地下水埋深大于 15m 且上层土壤无明显污染特征，可不设

置地下水采样井”，根据企业提供的地质勘查资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碳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6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在本工程勘探深度 46 米范围内未见地

下水，据区域地质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位较深（大于 50 米），因此从

标准规定中判断，本次调查可不设置地下水采样井。 

（4）在厂区外污染物迁移下游方向的敏感目标区域内设置监测点，评估场

地的污染物对场外敏感目标的潜在影响。 

4.3.2 布点方案 

（1）布点位置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中 5.1.1

的要求，为了在达到监测目的的同时，避免安全事故，一般不在装置区域

内进行钻孔取样，而是选择在装置区附近、地下水下游方向的未硬化区域

进行设点，优先选在绿化带中。 

（2）采样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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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中 5.2.1

的要求，每个布点区域至少设置 2 个土壤采样点，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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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的布点原则，结合企业实际的生产布局和安全要求，制定了

如表 4-1 的布点和采样方案，烯烃厂区的布点位置见图 4-1。 

表 4-1 布点和采样方案 

调查地块 土壤监测点 土样数 

烯烃厂 10 30 

注： 
1） 每个土壤监测点按上、中、下层取 3 个土样。 
2） 土壤平行样按照总样品数的 10%，取平行样。 
3） 设置运输空白样进行运输过程的质量控制，一批次设置一个运输空白样品。 
4） 采样期间，每天设置一个设备淋洗空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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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烯烃厂土壤取样点位图 

 

图 4-1 烯烃厂土壤取样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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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钻探深度和采样深度 

1）钻探深度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中的要求，

土壤采样孔深度原则应达到地下水初见水位。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本项

目区域地下水该地区地下水位较深（大于 50 米）,因此土壤取样深度钻探

至无污染迹象处。 

2）采样深度 

从每个采样点各采集 3 个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包括表层土样（0~50 

cm）、深层土样（存在肉眼可见污染迹象或现场快速检测仪器识别出的污

染相对较重的位置）、饱和带土样。 

4.4 实验室分析计划 

根据《责任书》“定期监测土壤环境治理状况”的要求，企业应按照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和《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等相关导则和技术规

范的要求，确定监测因子，开展土壤调查监测工作。本次齐鲁石化土壤监

测因子在综合考虑以下技术规范、要求的基础上确定。 

（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和重点行业企业调查相关技术文件的

要求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附录 B 常见场地类型

及特征污染物”要求，石油加工类场地应监测的潜在特征污染物类型包括：

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石油烃。此次全国重点行业企

业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的技术文件《省级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方案编制指

南（试行）》，对石油加工业需监测的特征污染物作了细化的要求（见表

4-2）。表 4-2 中所列监测项目全部包括在此次调查监测项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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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特征污染物分类 

类别名称 污染物 

A1 类 
重金属 8 种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 类 
重金属与元素 8 种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A3 类 
无机物 2 种 

氰化物、氟化物 

B2 类 
挥发性有机物 9 种 

苯、甲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三甲苯、二氯苯、三氯苯 

B4 类 
半挥发性有机物4种

苯酚、硝基酚、二甲基酚、二氯酚 

C1 类 
多环芳烃类 15 种 

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

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
苝 

C3 类 
石油烃 

C10-C40总量 

作为参考，本次调查工作还查询了北京市对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

测的指标要求。按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行业需要监测的特征污染物同表4-2的要求。 

（2）国家相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所包含的监测项目 

为全面筛查企业可能存在和需要检测的污染物，在国家要求检测的特

征污染物外，此次调查还参考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相关监测因子。 

（3）综合确定  

综上所述，在满足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的前提下，结合齐鲁石化的

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和产品性质，综合确定此次土壤调查土壤监测因子为

79 项，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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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土壤监测因子 

介质 监测因子 

土壤（共 79 项

监测因子） 

37 种挥发性有机物：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反式-1,2-二氯乙烯、顺式-1,2-
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2,2-二氯丙烷、氯仿、1,1,1-三氯乙烷、1,2-二氯乙

烷、苯、四氯化碳、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甲苯、1,1,2-三氯乙烷、1,3-
二氯丙烷、二溴氯甲烷、四氯乙烯、1,1,2-三氯丙烷、氯苯、1,1,1,2-四氯乙

烷、乙苯、间/对二甲苯、溴仿、苯乙烯、邻二甲苯、1,1,2,2-四氯乙烷、1,2,3-
三氯丙烷、4-溴氟苯、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3-二氯苯、1,4-二
氯苯、1,2-二氯苯、1,2,4-三氯苯、1,2,3-三氯苯、六氯丁二烯 
6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六氯乙烷、硝基苯、苯酚、2,4-二硝基苯酚、2,4-二甲

基苯酚、2,4-二氯苯酚 
16 种多环芳烃：萘、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䓛、苯

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茚并

[1,2,3-c,d]芘 
总石油烃（TPH）：C10-C40总量； 
2 种无机物：氟化物；氰化物 
16 种重金属总量：铜、镉、镍、锌、铅、铬、铊、铍、硒、钼、钴、锰、钒、

锑、砷、汞； 
pH 值 
 

本项目土壤样品的总体实验室分析方法见表 4-4，具体的检测项目、检

测方法及其检出限见表 4-5。所有样品由通过中国计量认证（CMA）和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并出具检

测报告。 

表4-4监测因子及分析方法 

监测因子 土壤分析方法 

pH NY/T1121.2-2006 土壤检测第 2 部分土壤 pH 的测定 

干重 HJ 613-2011 

氟化物 GB/T 22104-2008 离子选择电极法 

氰化物 HJ 745-2015 土壤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汞 GB/T 22105.1-2008 原子荧光法 

铅 GB/T 17141-1997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铜 GB/T 17138-1997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砷 GB/T 22105.1-2008 原子荧光法 

镍 GB/T 17139-1997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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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土壤分析方法 

锌 GB/T 17138-1997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硒 HJ 680-2013 原子荧光法 

锑 HJ 680-2013 原子荧光法 

铍 HJ 737-2015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铬 HJ 491-2009 土壤总铬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钼 
HJ 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12 种重金属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钒 
HJ 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12 种重金属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锰 
HJ 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12 种重金属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钴 
HJ 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12 种重金属的测定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铊 HJ/T 350-2007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附录 A 

总石油烃 ISO 16703-2011 土壤质量气相色谱法测定 C10-C40 的石油烃 

挥发性有机物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 

半挥发性有机物 HJ 834-2017 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表4-5样品实验室分析检测方法汇总表 

检测项目 
土样 

检测方法 单位 检出限 

无机 

pH NY/T 1121.2-2006 - - 

干重 HJ 613-2011 % - 

氰化物 HJ745-2015 mg/kg 0.04 

氟化物 GB/T 22104-2008 mg/kg 12.5 

重金属 

铜(Cu) GB/T17138-1997 mg/kg 1 

铬(Cr) HJ491-2009 mg/kg 5 

镍(Ni) GB/T17139-1997 mg/kg 5 

锌(Zn) GB/T17138-1997 mg/kg 0.5 

锑(Sb) HJ 680-2013 mg/kg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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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土样 

检测方法 单位 检出限 

铅(Pb) GB/T17141-1997 mg/kg 0.1 

镉(Cd) GB/T17141-1997 mg/kg 0.01 

铍(Be) HJ737-2015 mg/kg 0.03 

砷(As) GB/T 22105.2-2008 mg/kg 0.01 

硒(Se) HJ 680-2013 mg/kg 0.01 

钼(Mo) HJ 803-2016 mg/kg 0.1 

钴(Co) HJ 803-2016 mg/kg 0.03 

钒(V) HJ 803-2016 mg/kg 0.7 

锰(Mn) HJ 803-2016 mg/kg 0.4 

铊(Tl) HJ/T 350-2007 mg/kg 0.800 

汞(Hg) GB/T 22105.1-2008 mg/kg 0.002 

总石油烃 

TPH(C10~C40) ISO 16703-2011 mg/kg 10 

挥发性有机物 

1,1-二氯乙烯 HJ 605-2011 mg/kg 0.001 

二氯甲烷 HJ 605-2011 mg/kg 0.0015 

反式-1,2-二氯乙烯 HJ 605-2011 mg/kg 0.0014 

顺式-1,2-二氯乙烯 HJ 605-2011 mg/kg 0.0013 

1,1-二氯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2 

2,2-二氯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3 

氯仿 HJ 605-2011 mg/kg 0.0011 

1,1,1-三氯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3 

1,2-二氯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3 

苯 HJ 605-2011 mg/kg 0.0019 

四氯化碳 HJ 605-2011 mg/kg 0.0013 

1,2-二氯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1 

三氯乙烯 HJ 605-2011 mg/kg 0.0012 

甲苯 HJ 605-2011 mg/kg 0.0013 

1,1,2-三氯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2 

1,3-二氯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1 

二溴氯甲烷 HJ 605-2011 mg/kg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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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土样 

检测方法 单位 检出限 

四氯乙烯 HJ 605-2011 mg/kg 0.0014 

1,1,2-三氯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2 

氯苯 HJ 605-2011 mg/kg 0.0012 

1,1,1,2-四氯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2 

乙苯 HJ 605-2011 mg/kg 0.0012 

间/对二甲苯 HJ 605-2011 mg/kg 0.0012 

溴仿 HJ 605-2011 mg/kg 0.0015 

苯乙烯 HJ 605-2011 mg/kg 0.0011 

邻二甲苯 HJ 605-2011 mg/kg 0.0012 

1,1,2,2-四氯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2 

1,2,3-三氯丙烷 HJ 605-2011 mg/kg 0.0012 

4-溴氟苯 HJ 605-2011 mg/kg - 

1,3,5-三甲基苯 HJ 605-2011 mg/kg 0.0014 

1,2,4-三甲基苯 HJ 605-2011 mg/kg 0.0013 

1,3-二氯苯 HJ 605-2011 mg/kg 0.0015 

1,4-二氯苯 HJ 605-2011 mg/kg 0.0015 

1,2-二氯苯 HJ 605-2011 mg/kg 0.0015 

1,2,4-三氯苯 HJ 605-2011 mg/kg 0.0003 

1,2,3-三氯苯 HJ 605-2011 mg/kg 0.0002 

六氯丁二烯 HJ 605-2011 mg/kg 0.0016 

半挥发性有机物 

六氯乙烷 HJ 834-2017 mg/kg 0.1 

硝基苯 HJ 834-2017 mg/kg 0.09 

苯酚 HJ 834-2017 mg/kg 0.1 

2,4-二硝基苯酚 HJ 834-2017 mg/kg 0.1 

2,4-二甲基苯酚 HJ 834-2017 mg/kg 0.09 

2,4-二氯苯酚 HJ 834-2017 mg/kg 0.07 

多环芳烃 

萘 
HJ 784-2016 

 
mg/kg 0.0003 

苊烯 
HJ 784-2016 

 
mg/kg 0.0003 

苊 
HJ 784-2016 

 
mg/kg 0.0003 

芴 HJ784-2016 mg/kg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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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土样 

检测方法 单位 检出限 

菲 HJ784-2016 mg/kg 0.005 

蒽 HJ784-2016 mg/kg 0.004 

荧蒽 HJ784-2016 mg/kg 0.005 

芘 HJ784-2016 mg/kg 0.003 

苯并[a]蒽 HJ784-2016 mg/kg 0.004 

䓛 HJ784-2016 mg/kg 0.003 

苯并[b]荧蒽 HJ784-2016 mg/kg 0.005 

苯并[k]荧蒽 HJ784-2016 mg/kg 0.0004 

苯并[a]芘 HJ784-2016 mg/kg 0.0004 

二苯并[a，h]蒽 HJ784-2016 mg/kg 0.0005 

苯并[g，h，i]苝 HJ784-2016 mg/kg 0.0005 

茚并[1,2,3-c,d]芘 HJ784-2016 mg/kg 0.004 

4.5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 

根据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计划，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了必要的质量

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主要体现在现场采样过程、运输及流转过程、实验

室检测分析过程三个阶段。 

4.5.1 现场采样过程的质量控制  

为了取到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现场采样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和导则中

的要求。现场布点和采样流转分别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

地块布点技术规定》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

规定》的要求实施。样品的监测因子需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该项目采用

广谱高效的监测方法设置样品分析监测因子。 

为了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问题，现场使用钻机或手钻等工具进

行钻孔取样时，进行连续多次钻孔的钻探设备均进行清洁，同一钻机不同

深度采样时也对钻探设备、取样装置进行了清洗，与土壤接触的其他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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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重复利用时进行清洗。一般情况下可用饮用水进行清理；现场人员在

样品采集及装瓶过程中，均佩戴一次性的丁腈手套。 

做好现场记录工作。现场记录工作包括钻孔记录、土壤取样记录、现

场监测、高程测量等数据记录。在现场采样过程时，使用表格记录土壤特

征、可疑物质或异常污染迹象，同时保留现场的相关影像记录。现场记录

内容、编号等信息要求清晰准确，如有改动应注明修改人及时间。 

对送检的样品，按制样规范将样品装入由实验室提供的样品瓶中，在

样品瓶上写明样品编号、采样日期、采样人员等信息。所有采集的样品均

保存在放有冰块的保温箱内保存，直至送到实验室。 

为确保样品采集、运输及存放过程中的样品质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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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现场采集了

质量控制样品作为现场采样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手段，包括土壤平行样、

设备淋洗空白样和运输空白样。 

4.5.2 运输及流转过程的质量控制措施 

样品完成采集后，现场填写样品运输单。记录信息包括样品编号、采

集日期时间、分析的参数、送样联系人等信息。在样品装运前，对采样记

录、样品标签和运输单信息进行核对，确认样品数量和编号信息正确、检

查样品瓶是否有破损、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运输单随箱运至实验室。 

样品由专人送至实验室，送样者和接样者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后，

在运输单上签字确认。样品运输单附在检测报告后。 

4.5.3 实验室分析过程的质量控制 

样品交由有资质的实验室（具有CMA和CNAS认证）进行分析。除调

查采样过程中采集的平行样、设备淋洗空白样和运输空白样外，实验室在

分析检测过程中，也采取了一定的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包括方法空白、实

验室控制样、基体加标等。实验室的分析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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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平行样品（Duplicate）：要求无机和金属检测的平行样结果的相

对百分比偏差RPD小于20%；有机检测的平行样结果的相对百分比偏差

RPD小于30%； 

 5%方法空白（MB）：要求方法空白的检出值小于检出限（LOR）； 

 5%实验室控制样（LCS）：要求无机和金属的实验室控制样检测结

果的回收率控制在80%～115%之间，有机的LCS检测结果回收率控制在

70%～125%之间； 

 5%基体加标：基体加标结果的回收率控制在85%～115%之间。 

 有机检测的每个样品包括质控样品均要进行替代物（Surrogate）加

标检测，要求替代物加标挥发性有机物的回收率控制在70%～130%；半挥

发性有机物的替代物加标回收率控制在60%～130%。 

4.6 健康安全防护计划 

在场地调查工作实施前，所有现场工程师于2018年8月参加了齐鲁石

化提供的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安工院的工程师也会针对现场实际情况

准备施工人员健康安全防护计划，分析现场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健康和

安全危害，并制定危害应对方案和措施，确定距离场地 近的医院位置和

路线，避免在场地调查活动中受到与现场施工有关的健康安全危害。在每

日施工前召开工地安全会议，由安工院的工程师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健康

安全危害分析，并做好预防和防护措施。若现场施工条件发生变化时，应

对健康安全防护计划进行更新，并及时告知所有施工人员，以确保施工人

员的健康与安全。 

所有施工人员均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危害防护计划佩戴必需的个人

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安全鞋、反光背心、防护眼罩、防

护口罩、耳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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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采样 

5.1 现场钻探程序和方法 

齐鲁石化烯烃厂现场采样工作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4 日。 

5.1.1 现场定点 

按照前期制定的布点计划，在钻孔开始前，现场工程师首先初步确定

现场监测点的位置，由齐鲁石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确认是否存在地下

管线的可能性，并对每个监测点签署施工许可证。现场定点情况见表 5-1。 

 

  

 

 

 

 

 

 

图 5-1  烯烃厂土壤布点现场图 

 

5.1.2 钻孔及土壤取样 

使用手钻和铁锹进行触探和浅层开挖，确保钻孔位置不存在地下管线

等设施。 

在钻孔过程中，每隔 0.5 米向下采集 1 个土壤样品，现场对土样进行

观察，并记录土壤类型、是否存在污染迹象等，同时，将采用土壤气体检

测器（PID）对取出的土壤进行初步筛选，以判断土壤中是否有挥发性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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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个土壤监测点各采集 2~3 个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包括表层

（0~50cm）、深层（水位以上 50cm 范围内或 PID 读数 高）以及饱和带

土壤。对于检测 VOCs 的土壤样品，使用非扰动采样器采集不少于 5 g 原

状岩芯的土壤样品推入加有 10 mL 甲醇保护剂的棕色样品瓶内，其余检测

指标的样品则将土壤装入广口样品中并装满填实。 

现场筛选出的土壤样品转移至放有冰块的保温箱中低温避光保存并尽

快送实验室进行预处理和分析检测。 

对于没有发现污染迹象的钻探弃土，直接倾倒在现场合适地点；对于

发现污染迹象的钻探弃土，则放置在土桶中，并编号后堆放在客户指定地

点。 

本项目在烯烃厂调查监测区域内共设置了10个土壤监测点，共采集了

16个土壤样品。监测点位及样品量统计见表5-2。 

 

图5-2  烯烃厂土壤采样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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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现场定点情况一览表 

 
表 5-2  监测点位及样品量统计 

 

调查地块 土壤监测点数量 土壤样品数量 

烯烃厂区 10 18 

5.1.3 监测点位坐标及高程测量 

现场使用凯康斯特智能手持终端 GPS 定位系统测量每个监测点的地

理坐标、地面绝对标高，测量结果见表 5-3。 

表 5-3 监测点位坐标和高程测量信息 

点号 监测点类型 E 坐标 N 坐标 地面高程(m)

XT01 孔 118°10¹38.442¹¹ 36°46¹36.704¹¹ 95.77 

XT02 孔 118°10¹49.728¹¹ 36°46¹4.054¹¹ 90.42 

XT03 孔 118°10¹23.3508¹¹ 36°46¹42.744¹¹ 92.43 

XT04 孔 118°9¹46.1268¹¹ 36°46¹39.5742¹¹ 92.18 

XT05 孔 118°9¹33.4296¹¹ 36°46¹49.6812¹¹ 86.93 

XT06 孔 118°10¹1.7004¹¹ 36°46¹41.0592¹¹ 89.28 

XT07 孔 118°9¹56.664¹¹ 36°46¹33.4056¹¹ 89.44 

XT08 孔 118°9¹52.5528¹¹ 36°46¹49.5876¹¹ 80.74 

XT09 孔 118°9¹56.664¹¹ 36°46¹33.4056¹¹ 89.40 

XT10 孔 118°10¹10.0488¹¹ 36°46¹41.5272¹¹ 87.68 

注：测量日期：2018.9.4。 

所在区域 点位编号 类型 布点说明 

烯
烃
厂
区 

XT01 孔 烯烃厂乙烯装置七循，监测该装置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2 孔 办公大楼西侧绿化带，监测周围地下环境的现状 

XT03 孔 裂解车间门口，监测该车间装置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4 孔 油品车间门口，监测该车间装置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5 孔 西罐区东北侧，监测该罐区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6 孔 芳烃门口，监测该装置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7 孔 油品车间与芳烃之间，监测附近装置对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8 孔 苯酐车间后工段，监测该装置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XT09 孔 齐隆化工对面，监测厂区附近地下环境的现状 

XT10 孔 4 号门旁动力车间，监测该车间装置对其周围地下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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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现场调查结果 

5.2.1 现场观察及快速检测记录 

本次调查，在项目现场利用光离子化检测器（PID）对土壤样品进行了

快速挥发性有机气体（VOCs）测量和初步的筛选。 

监测点 XT07 表层土壤中有轻微刺激性气味。 

5.2.2 场地地质勘察结果 

在钻孔过程中，对本项目场地浅部地层的岩性进行判断并进行现场记录。

根据各个监测点的土层记录信息，本项目烯烃厂区浅层地质描述总结如下

表： 

表 5-4 烯烃厂区浅层地质描述 

分层 厚度(m) 岩性 地层描述 

① 
0.7~0.9 素填土 

暗棕~黄棕~红棕色，潮，以粉质壤土为主，结构松散~硬
塑状，无异味，无污染迹象 

0.6 砂质杂填土 黄棕色，棕色，潮，结构松散，XT07 点位有异味。 

② 
0.9~1.0 轻壤土 黄~红棕色，松散~硬塑性，无异味，无污染迹象 

1.1~2.1 中壤土 黄~暗棕色，潮~湿，松散，无异味，无污染迹象 

③ 1.1 中壤土 黄棕色，潮，硬塑性，无异味，无污染迹象 

备注：钻孔 大深度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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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地环境质量评估 

6.1 场地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本项目调查地块的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将参考以

下标准： 

土壤： 

土壤的首选评价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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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建设用地

筛选值”），对于建设用地筛选值中未规定限值的污染因子，则参考北京

市地方标准《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的

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若上述两个标准均未规定限值的污染因子，则参考

《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中的非敏感用地筛

选值（简称“上海非敏感用地筛选值”）。若目标污染物的检出浓度超出

上述参考标准，则判定为土壤超标污染物。 

注：建设用地分类中，“第二类用地”包括GB50137规定的城市建设

用地中的工业用地等。 

6.2 场地环境质量评估结果与分析 

在齐鲁石化烯烃厂区共设置了 10 个土壤采样点，采集了 16 个土壤样

品。土壤的分析结果分别汇总于表 6-1。 

由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烯烃厂区所有土壤样品中未检出超标污染物，

说明齐鲁石化烯烃厂区监测区域土壤的总体环境状况良好，未受到企业运

营的明显影响。 

石油烃（C10-C40）等有检出，说明部分区域土壤环境受到轻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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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齐鲁石化烯烃厂区土壤检出情况汇总表 

序

号 
污染因子 

检出浓度范围 
(mg/kg) 

评价标准 1 检出率 

是

否

超

标

超标

率 
超标点位/样品 

1 pH 7.14~7.79 - 100% 否 0.0% 无 

2 氰化物 ND 135 0 否 0.0% 无 

3 氟化物 196.4~246.5 2000 2 100% 否 0.0% 无 

4 铜 8~38 18000 100% 否 0.0% 无 

5 铬 67~93 2500 2 100% 否 0.0% 无 

6 镍 22~41 900 100% 否 0.0% 无 

7 锌 59.5~165.5 10000 2 100% 否 0.0% 无 

8 铅 14.0~37.4 800 100% 否 0.0% 无 

9 镉 0.07~0.12 65 100% 否 0.0% 无 

10 铊 ND 1.63 0 否 0.0% 无 

11 铍 0.81~2.29 29 100% 否 0.0% 无 

12 硒 0.0~0.13 780 3 100% 否 0.0% 无 

13 钼 0.6~1.4 775 3 100% 否 0.0% 无 

14 钴 8.7~15.8 70 100% 否 0.0% 无 

15 锰 326~689 - 100% 否 0.0% 无标准值 

16 钒 49.5~92.5 752 100% 否 0.0% 无 

17 锑 0.59~1.11 180 100% 否 0.0% 无 

18 砷 4.61~14.07 60 100% 否 0.0% 无 

19 汞 0.001~0.098 38 100% 否 0.0% 无 

20 1,1-二氯乙烯 0.0043~0.0065 66 83.33% 否 0.0% 无 

21 二氯甲烷 0.0012~0.1666 616 100% 否 0.0% 无 

22 
反式-1,2-二

氯乙烯 
0.0048~0.0048 54 5.56% 否 0.0% 无 

23 
顺式-1,2-二

氯乙烯 
ND 596 0 否 0.0% 无 

24 1,1-二氯乙烷 0.0051~0.0054 9 11.11% 否 0.0% 无 

25 2,2-二氯丙烷 ND ― 0 否 0.0% 无标准值 

26 氯仿 ND 0.9 0 否 0.0% 无 

27 
1,1,1-三氯乙

烷 
ND 840 0 否 0.0% 无 

28 1,2-二氯乙烷 0.0048~0.0072 5 100% 否 0.0% 无 

29 苯 ND 4 0 否 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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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因子 

检出浓度范围 
(mg/kg) 

评价标准 1 检出率 

是

否

超

标

超标

率 
超标点位/样品 

30 四氯化碳 0.0038~0.0066 2.8 100% 否 0.0% 无 

31 1,2-二氯丙烷 0.0014~0.0020 5 100% 否 0.0% 无 

32 三氯乙烯 ND 2.8 0 否 0.0% 无 

33 甲苯 0.0043~0.0147 1200 100% 否 0.0% 无 

34 
1,1,2-三氯乙

烷 
0.0053~0.0053 2.8 5.56% 否 0.0% 无 

35 1,3-二氯丙烷 0.0064~0.0064 ― 5.56% 否 0.0% 无标准值 

36 二溴氯甲烷 0.0089~0.0122 33 55.56% 否 0.0% 无 

37 四氯乙烯 0.0057~0.0057 53 5.56% 否 0.0% 无 

38 
1,1,2-三氯丙

烷 
0.0063~0.0063 ― 5.56% 否 0.0% 无标准值 

39 氯苯 0.0067~0.0073 270 11.11% 否 0.0% 无 

40 
1,1,1,2-四氯

乙烷 
ND 10 0 否 0.0% 无 

41 乙苯 0.0084~0.0094 28 22.22% 否 0.0% 无 

42 间/对二甲苯 0.0067~0.0073 570 16.67% 否 0.0% 无 

43 溴仿 0.0125~0.0125 103 5.56% 否 0.0% 无 

44 苯乙烯 0.0097~0.0119 1290 22.22% 否 0.0% 无 

45 邻二甲苯 ND 640 0 否 0.0% 无 

46 
1,1,2,2-四氯

乙烷 
0.0074~0.0083 6.8 11.11% 否 0.0% 无 

47 
1,2,3-三氯丙

烷 
0.0064~0.0071 0.5 11.11% 否 0.0% 无 

48 4-溴氟苯 ND ― 0 否 0.0% 无标准值 

49 
1,3,5-三甲基

苯 
     ND 131 3 0 否 0.0% 无 

50 
1,2,4-三甲基

苯 
ND 2003 0 否 0.0% 无 

51 1,3-二氯苯 ND 403 0 否 0.0% 无 

52 1,4-二氯苯 0.0067~0.0090 20 38.89% 否 0.0% 无 

53 1,2-二氯苯 0.0088~0.0088 560 5.56% 否 0.0% 无 

54 1,2,4-三氯苯 0.0094~0.0094 603 5.56% 否 0.0% 无 

55 1,2,3-三氯苯 0.0089~0.0089 ― 5.56% 否 0.0% 无标准值 

56 六氯丁二烯 ND 403 0 否 0.0% 无 

57 
石油烃

（C10-C40） 
29.3~128 4500 11.11% 否 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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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因子 

检出浓度范围 
(mg/kg) 

评价标准 1 检出率 

是

否

超

标

超标

率 
超标点位/样品 

58 萘 0.0012~0.2010 70 100% 否 0.0% 无 

59 苊烯 0.0033~0.0033 1367 3   5.56% 否 0.0% 无 

60 苊 0.0040~0.0070 4693 3 11.11% 否 0.0% 无 

61 芴 0.0052~0.0226 4002 44.44% 否 0.0% 无 

62 菲 0.0067~0.0335 402 27.78% 否 0.0% 无 

63 蒽 ND 4002 0 否 0.0% 无 

64 荧蒽 0.0274~0.0274 4002 5.56% 否 0.0% 无 

65 芘 0.0072~0.0351 4002 44.44% 否 0.0% 无 

66 苯并(a)蒽 0.0274~0.0492 15 11.11% 否 0.0% 无 

67 䓛 0.0039~0.0351 1293 16.67% 否 0.0% 无 

68 苯并(b)荧蒽 0.0050~0.0284 15 44.44% 否 0.0% 无 

69 苯并(k)荧蒽 0.0012~0.2730 151 77.78% 否 0.0% 无 

70 苯并(a)芘 0.0008~0.0738 1.5 55.56% 否 0.0% 无 

71 
二苯并(a,h)

蒽 
0.0006~0.0215 1.5 27.78% 否 0.0% 无 

72 苯并(g,h,i)苝 0.0016~0.3770 2851 2 50.00% 否 0.0% 无 

73 
茚并

(1,2,3-cd)芘 
0.0041~0.1810 15 16.67% 否 0.0% 无 

74 六氯乙烷 ND 403 0 否 0.0% 无 

75 硝基苯 ND 76 0 否 0.0% 无 

76 苯酚 ND 902 0 否 0.0% 无 

77 
2,4-二硝基

苯酚 
ND 562 0 否 0.0% 无 

78 
2,4-二甲基

苯酚 
ND 21103 0 否 0.0% 无 

79 
2,4-二氯苯

酚 
ND 843 0 否 0.0% 无 

注：ND 代表未检出；“-”表示无相关参考标准值或未参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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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地方标准《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中的工业/商服用地筛选值;3《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中的非敏感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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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查监测结论及建议 

7.1 监测结论 

在此次现场调查采样过程中，齐鲁石化烯烃厂处于正常生产运行状态，

按照国家土壤污染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

不造成安全隐患或二次污染的情况下，有限的监测点位首选在污染物迁移

的下游方向尽可能靠近污染源的区域，由此不能排除未监测区域存在污染

的可能性。 

本次烯烃厂土壤调查共设置了 10 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土壤样品 16

个。 

所有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超标污染物。 

根据此次调查监测的结果可知，齐鲁石化烯烃厂监测区域的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较好，未受到企业运营的明显影响。 

7.2 建议 

本次检测虽然没有超标点位，但个别点位也检出了石油烃等部分有机

类特征污染物。企业应每年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分析，关注污染趋势

变化，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防控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