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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key	 industry	enterprise	 land	survey	as	 the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actual	work	experienc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enterprise	 land	survey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uspected	pollution	plot	stationing,	
preliminary	sampling	investigation	and	various	stages	of	the	work,	for	the	soil	and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periodic	survey	
work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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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为背景，以实际工作经历为根据，全面总结了石化行业 在企业用地调查的基础信息采集、疑似污
染地块布点、初步采样调查等各阶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企业以后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周期性调查工作提供借鉴
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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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油加

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重点行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

均为国家重点监管污染物，如果管理不到位，将严重威胁土

壤环境和人体健康，为此，2016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俗称“土十条”），将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列为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的重点对象之一，并且

规定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 10 年开展 1

次。2018 年 8 月 31 日，国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表明土壤污染

防治作为重大环境保护和民生工程，已经纳入国家环境治理

体系，而十年一轮的土壤污染状况普查也以法律的形式固定

下来。

自 2017 年 8 月以来，生态环境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技术文件 [2] 和工作手册，为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调查工作指明了方向。近三年来，各重点行业企业

集中开展了企业用地调查工作，目前，各企业首轮调查工作

已陆续完成，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以后开展土

壤周期性调查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2 石化企业土壤用地调查的工作特点

2.1 企业地块历史利用复杂
目前，中国大部分石化企业的建成历史已超过 10 年，

甚至许多企业还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投产的集炼油、

化工为一体的大型石化企业。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地块内构

筑物变更频繁，加上企业建设前期对资料的收集、保存不重

视，人员变动比较大，许多区域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几乎没

有人能说清楚。即使借助探测设备，目前也不能完全断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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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种管线的分布情况，给后续布点、采样造成很大的困扰。

2.2 企业地块数量多
由于一些老石化企业早期规划不到位，未留出足够的

发展用地空间，造成一个企业拥有多个厂区，并且比较分散；

而石化企业的占地都比较大，经常出现重点调查区域跨不同

土壤属性的情况，因此也就意味着相应布点区域、采样点位

相应较多。

2.3 特征因子多
石化企业涉及的生产工艺主要为原油的分离及再加工，

生产过程中涉及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包括重金属和有机污染

物，因为特征污染物是确定企业用地调查广度和深度的重要

依据，所以对于石化企业而言，其用地调查在后期筛选布点

区域及其采样数量、监测因子上较其他企业而言，就呈现指

数级的增加。

3 任务承担各方职责

从实际工作总结来看，整个企业用地调查工作涉及的

专业技术单位一般包括：信息采集单位、布点方案编制单位、

钻探单位、采样单位、检测单位、质控单位等。其中信息采

集和布点方案编制工作相对独立，一般环保咨询类公司均可

胜任；质控单位一般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而钻探单位、采

样单位、检测单位则应由专业性强的公司完成。

根据《关于进一步稳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818 号）[3]

建议，企业用地调查工作优先采用全流程一包制，委托一家

任务承担单位总体负责，尽量减少任务承担单位数量。这样

做的好处是总包单位熟悉前后工作内容，对地块及调查方案

情况了然于胸，避免一些重复性工作，节省人力、物力和

时间。

4 信息采集阶段实践认识

信息采集是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的基础性工作，其

主要目的是为企业用地风险筛查与分级、初步采样调查、日

常管理等提供基础信息。

4.1 企业地块信息采集应有的放矢，突出地块特点
企业地块基础信息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污染源信息、迁移途径信息、敏感受体信息、地块已有的环

境调查与监测信息等。

信息填报首先要明确信息采集的目的，理解地块信息

和数据的意义，及其对后期风险筛查与风险分级工作的影

响。哪些信息和数据对后期工作至关重要必须精准填报，哪

些信息只是一般性的收集和整理，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这样

才能保证后期风险筛查结果的准确性，才能筛选出真正的高

关注度地块，而不是简单的统一论调。

4.2 要与时俱进，与相关标准无缝接轨
企业地块信息填报前，企业和信息采集单位还要与国

家及地方的管理部门及时沟通，了解当地的具体填报要求。

通常情况下，国家出台的基础信息采集技术规范只是做了一

般性的要求，具体到每个省又会出台一些地方统一规定，只

有掌握了这些规定，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一次性

达到填报要求，避免后期不必要的返工。

4.3 掌握空间信息文件的技术要领
企业地块基础信息采集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绘制地

块空间信息文件。在绘制阶段，要充分考虑地块的实际分布

情况，提前掌握技术要领，如相邻的两个地块边界不能交叉，

一个地块只能有一个闭合边界，相邻两个地块的敏感点可以

具有一定的相同性等。

5 布点方案编制阶段实践认识

根据前期基础信息采集结果进行风险筛查，确定地块

的关注度后，需要对重点关注地块进一步进行初步采样调

查，此时就需要开展布点方案编制工作。

布点方案编制的目的是尽可能以有限的采样调查点位

来捕获“最严重污染”可能性最大的位置 [4]，为后续的现场

采样和风险分级工作提供依据。

5.1 布点数量要以满足实地调查为准绳，不能贪多，

更不能“纸上谈兵”
布点方案编制时不仅要严格按照技术规定的方法筛选

布点区域，还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尽可能以最少的布点区

域和采样点位来捕捉最大可能污染点，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成

本，还能够大幅缩短工作进度。

有的方案编制单位或审核部门因为没有把握住此项工

作的目的，在方案中片面地增加布点区域和采样点位，有的

甚至是按照重点区域属性确定布点区域，这对方案编制单位

的工作量其实影响不大，却会给后期现场钻探采样增加了成

倍的工作量，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过多的采样点位在捕捉

污染点概率上与其他地块比较而言，并没有更大的提高。

5.2 采样点位选择要合理
既然不能贪多，那采样点位的选择就要更合理、更贴

近实地。首先，采样点位应安全可靠，不能造成二次污染；

其次，不能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再次，确定布点位置时除

了方案编制人员，负责钻探的现场工作人员也应一起到场，

这样可以根据后期使用的设备情况来确定采样点位，确保其

周边有足够的作业面和作业空间；最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

的情况下，采样点位应尽可能选择在裸露土壤地表，不要在

硬化地面特别是路面上布设采样点，其原因不仅是硬化地面

污染捕捉概率较小，而且硬化地面可能有防渗层，钻探取样

容易对其造成破坏。

5.3 采样层数应留出调整余地
根据技术规定要求，土壤采样原则上至少在 3 个不同

层位取样。地下水采集水位线 0.5m 以下水样，如果有低密

度或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污染物时，地下水要相应采集上、

下层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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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由于参考的地勘资料可能与

地块实际情况有出入，因此土壤实际的采样深度要结合现场

污染痕迹、土层变层情况、现场感官感受或 PID、XRF 快

筛结果以及地下水实际埋深来综合判定；而地下水的采样深

度则应结合潜水的厚度来具体确定。

5.4 样品的分析方法、分类和保存要求应与质检单

位提前明确
布点方案中要给出样品的分析方法、分类保存方法和

保存时间。因为检测分析实验室与质控实验室之间要对检测

结果进行比对，因此，两个实验室采用的分析方法要尽可能

相同，最好都是地方管理部门推荐的方法。

样品的分类和保存方案应与样品标签的打印、样品分

析的先后顺序直接相关，因此在方案编制阶段，一定要与检

测分析实验室和质控实验室进行预前沟通、明确，避免后期

产生混乱。

6 初步采样调查阶段实践认识

石化企业用地调查工作进入初步采样阶段，工作重心

由室内走向室外，这一阶段现场工作经验要求高，对项目负

责人的领导组织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技术知识判断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等是一个全面的考验。

6.1 明确职责分工
项目组入场施工前，要根据工作需要，划清各单位工

作界线，明确各单位、各组员的职责分工，给出工作组成员

联系方式及责任清单。例如，同样是洗井，建井洗井可由钻

探单位负责，采样洗井则由检测单位负责，因为两次洗井之

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要求，项目组前期可将主要精力放在钻

探、建井和取土样上，地下水采样则可以后期由检测采样单

位统一开展。

6.2 熟悉现场情况
项目负责人作为企业土调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全面

掌握调查地块的整体情况，特别是采样点的现场情况，列表

给出所有采样点位及其属性，并给出每个调查地块的地下水

埋深、计划检测因子等。

在每个地块入场施工前，钻探单位和检测单位也应提

前熟悉布点方案，特别是地块平面布置图、地勘资料、采样

点位分布图以及采样层位等信息，避免到了现场两眼一抹

黑，无法及时处理现场突发情况。

6.3 及时掌握工作进度
现场调查采样工作期间，每天应做工作总结，对工作

进度进行掌控。其中：钻探、检测方面的工作可分别由钻探、

检测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统计，然后由项目负责人汇总，这

样便于各方能够及时掌握地块调查的工作进度，了解碰到的

困难，及时寻求帮助并实际解决问题。

6.4 提高现场工作应变能力
用地调查工作对大部分石化企业而言都是一个全新领

域，即使前期考虑的再周

全，实际工作中也可能遇到不可预见的困难，所以要

会一边干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例如，在发生意外事故或者其

他对施工不利情况时，要及时调度现场工作，同时根据样品

的保存期限以及样品流转至实验室的难易程度，合理安排好

样品的流转，确保工程进度的同时，避免样品保存超期，有

效降本增效。通过不断地、及时地总结和分享现场工作经验，

来不断地提高现场工作的应变能力。

7 结语

论文通过回顾石化企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的全过

程，分析了石化企业用地调查工作的特点，总结了在基础信

息采集、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方案、初步采样调查三个阶段石

化企业用地调查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以后开展石化企业土壤

和地下水环境质量周期性调查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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