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

2020年度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报告

委托单位： 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 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目 录

1.项目概述.....................................................................................................................1

1.1前言...................................................................................................................... 1

1.2编制依据.............................................................................................................. 2

2.工艺流程.....................................................................................................................2

3.原辅材料清单.............................................................................................................6

4.污染物的产生及治理.................................................................................................7

4.1废水...................................................................................................................... 7

4.2废气...................................................................................................................... 7

4.3固体废弃物.......................................................................................................... 7

5.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识别.........................................................................................8

6.污染迁移途径.............................................................................................................9

7.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因子识别...............................................................................10

7.1监测点位选择.................................................................................................... 10

7.2监测频次选择.................................................................................................... 12

7.3监测因子识别.................................................................................................... 12

8.现场采样...................................................................................................................15

8.1土壤采样............................................................................................................ 15

8.2 地下水采样...................................................................................................... 16

9.质量控制...................................................................................................................16

9.1 检测机构要求.................................................................................................. 16

9.2 设备要求.......................................................................................................... 17

9.3 实验室分析要求.............................................................................................. 18

9.4 监测过程控制.................................................................................................. 18

9.4.1 土壤样品保存............................................................................................18

9.4.2 样品运输....................................................................................................19

9.4.3 样品分析....................................................................................................19

10.监测结果及分析.....................................................................................................20

10.1监测项目.......................................................................................................... 20



10.2监测法及方法来源.......................................................................................... 21

10.3 评价标准........................................................................................................ 26

10.3监测结果与分析.............................................................................................. 26

10.3.1地下水监测结果与分析............................................................................26

10.3.2土壤监测结果与分析................................................................................28

11.结论及建议.............................................................................................................33

11.1结论.................................................................................................................. 33

11.2建议.................................................................................................................. 33

12.附件：附图与附表.................................................................................................34

附件1：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2020年地下水、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报告

（ZHJC[环]202010059号）



1

第 1 页

1.项目概述

1.1前言

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简称“本项目”）位于四川省资阳

市外环路南段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于2009年，从事于PPR管件、塑

料管件粘结剂以及配套马口铁罐的生产。占地24293平方米。

根据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

环境自行监测工作的通知》（川环办函[2018]446号）“从2018年起，列入

当年《四川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的企业要按照国家重点单位土

壤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作，每年一次。在国家

指南未出台前，参照《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

开展工作”。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被列入《2018年四川省土壤

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和《2019年四川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

中企业（行业类别：危险废物处置），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已于2019年开

展过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方案的编制及监测工作，在2020年，四川中衡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2020年度的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监测工作及监测

报告编制工作。

项目地理位置图详见图1-1。

企业位置

图 1-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厂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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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编制依据

1.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环境自行监

测工作的通知》（川环办函[2018]446号，2018年9月18日）；

2.《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3.环境保护部《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2017年6月

1 日）；

4.《关于印发2018年四川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的通知》（2018

年10月22日）；

5.《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2019年土壤污染重点

监管单位名单>的通知》（川环办函[2019]433号）；

6.《地块环境监测技术导则》（环保部HJ25.2-2014）；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8.《地下水监测技术规范》（HJ/T64-2004）；

9.《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0.《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1.《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2019.4）；

12.项目其他相关资料。

2.工艺流程

根据《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2019.4）（以下简称《监测方案》），得出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PPR管材生产以及粘结剂生产。其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2-1~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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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PPR管材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图

PPR管材生产工艺简述：

检测合格后的PPR原料经过真空上料器产生负压进入干燥机，真空上料

器上方配有除尘袋吸收粒尘。在干燥机通过加热升温至70-80℃，排出原料

中的水分后，依靠重力作用落入单螺旋挤出机的料斗内。当原料从料斗中

进入料筒后，即被转动的螺杆卷入料桶内，在受筒壁及螺杆芯部加热的作

用下，达到170-180℃逐渐熔融，同时物料绕着螺杆向前推动，经过滤板以

及管模头形成管胚。滤板上开有直径3-4cm出口排气，有恶臭产生。从管模

头除开的管胚首先经过真空冷却定型槽达到一定程度的冷却，并通过真空

吸附来控制PPR管材的外径，以保证外径尺寸的稳定性。然后再经过喷淋冷

却槽的充分冷却，喷淋冷却的冷却能力是一般水冷却的3倍，能够使PPR管

材达到充分冷却，冷却水温度20℃左右，确保最终的产品质量。

牵引装置是连续挤出塑料管材必须的辅助装置，它的作用是给由机头

出来的已初步定型的管材提供一定的牵引力和速度。克服冷却定型过程中

所产生的摩擦力，使塑料管材以均匀的速度自冷却定型的装置中引出，并



1

第 4 页

图2-2 粘结剂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图

通过调节牵引速度来调节管材的厚度，以获得最终合乎要求的管材。在线

喷墨打印机在管材表面打上商标、产品型号、生产日期、版次、厂家等。

打印过程中有少量乙醇挥发。当牵引装置把冷却定型后的PPR管递送到预定

长度后，采用无屑切割机进行切割，无粉屑产生。卸料架能够自动堆放切

断后的管材，其作用就是在产生过程中暂时堆放最终的管材。挤出生产线

开、停机阶段会产生一定不合格管材，以及生产管材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

的不合格管材，统称为生产废料。上述废料破碎、造粒后进入单螺杆挤出

机回用，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材料目的，提高出材率。在破碎过程中会

产生少量粉尘，用收集袋收集回用。

粘结剂生产工艺简述：

采用购买聚氯乙烯树脂厂的俗称废二氯乙烷（其主要成分：二氯乙烷

50%，二氯乙烯20%，乙醇15%，三氯乙烯10%，氯乙烷及其它杂质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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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在常温常压下先将废二氯乙烷泵入储罐中。生产时泵入蒸馏锅中，

之后加热蒸馏，轻组分（提纯后的二氯乙烷）泵入搅拌桶中，重组分回装

进原料桶中，作为危废暂存。轻组分（提纯后的二氯乙烷）进入搅拌桶中，

从混合搅拌筒的加料斗处加入颗粒状的过氯乙烯树脂，然后间段搅拌约48

小时，待两种物质充分搅拌混合后溶解（不产生化学反应，属单体化学物

质的混合），再将其混合液流入粘结剂过滤器中进行过滤，最终将去除杂

质的粘结剂混合液包装储存，即为成品。

蒸馏提纯生产工艺简述：

泵入原料废二氯乙烷至蒸馏锅中，蒸馏温度依次经65℃、80℃、85℃，

保持一定压力蒸馏出轻相，轻相经弯管进入蛇形冷却管中冷却，之后流出，

65℃蒸馏冷凝得到二氯乙烯，80℃蒸馏冷凝得到乙醇，这两种物质与残液

一起暂存；85℃蒸馏冷凝得到二氯乙烷，即为成品（提纯后的二氯乙烷）。

蒸馏重相（残液）经蒸馏锅底部流出，存入包装桶中，于危废暂存点暂存。

蒸馏锅及冷凝阀门开闭过程中有少量有机废气溢出。

图2-3 蒸馏提纯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图



1

第 6 页

马口铁罐生产工艺简述：

将外购的马口铁皮裁剪，裁剪后进行切角、卷筒、打口，再将冲压好

的罐底和罐顶（有口的盖子）上封罐机封罐成型；回购的废马口铁罐经裁

剪罐顶后直接上封罐机封罐成型。

3.原辅材料清单

根据《监测方案》，得出本项目所涉及到的原辅材料主要为聚丙烯颗

粒、过氯乙烯树脂、废二氯乙烷等。其单位产品原料消耗见表3-1。

表3-1 原辅材料消耗一览表

序号 物料名称 年耗量 备注

1 聚丙烯树脂（颗粒） 4000t 外购

2 色母料（颗粒） 40t 外购

3 过氯乙烯树脂 500t 外购

4 废二氯乙烷 2000t 外购

5 马口铁 100t 外购

6 废马口铁罐 20t 回购

图2-4 马口铁罐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图



1

第 7 页

序号 物料名称 年耗量 备注

7 电 9.0×104kW.h 市政电网

8 自来水 4650m3 市政自来水管网

表3-2 主要原材料性质

原材料名称 特性

色母料

由树脂和大量颜料（达50%）或染料配制成高浓度颜色的混合物，是以着色剂、载体

树脂、分散剂、偶联剂、表面活性剂、增塑剂制得的高浓度有色粒料。色母又名色种，

是一种把超常量的颜料或染料均匀载附于树脂之中而制得的聚集体。

聚丙烯

是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聚丙烯为无毒、无臭、无味的乳白色高结晶

的聚合物，密度只有0. 90--0. 91g/cm3，是目前所有塑料中最轻的品种之一。它对水特

别稳定，在水中的吸水率仅为0. 01%，分子量约8万-15万。成型性好，但因收缩率大(为
1%~2.5%）厚壁制品易凹陷，对一些尺寸精度较高零件，很难于达到要求，制品表面

光泽好。

过滤乙烯树

脂

是聚氯乙烯进一步氯化的产物，相对密度(20℃)为1.6，含氯量61%～65%，分解温度

140～145℃，溶于丙酮、醋酸酯类、二氯乙烷、氯苯等溶剂，但不溶于汽油和醇类。

其黏度决定于所用聚氯乙烯的分子量，分子量愈大，氯化后的树脂黏度愈高。高黏度

的过氯乙烯主要是供抽丝之用，即氯纶纤维。中黏度和低黏度的树脂都可供造漆之用。

黏度较高的树脂所形成的涂膜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但附着力较差，黏度较低的树脂

溶解性好，在很多有机溶剂中很快就能溶解成黏度较低而浓度较高的溶液，但成膜后

的延伸性稍逊，主要用于制造过氯乙烯特种油漆、PVC粘合剂、过氯乙烯防火涂料和

皮革上光剂等。

废二氯乙烷

购买聚氯乙烯树脂厂的高沸点废液，该废液俗称废二氯乙烷（或称氯乙烯精馏后的重

馏分），其主要含二氯乙烷约50%、二氯乙烯20%、三氯乙烯10%、乙醇15%、氯乙烯

及其它杂质5%，均可用作配胶使用或作其他有机溶剂或稀释剂。

4.污染物的产生及治理

4.1废水

本项目生产过程仅涉及蒸馏冷却水，且为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由污水管网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4.2废气

PPR管材生产车间涉及到的废气包括加料、粉碎工序产生的粉尘、挤出

工序加热PPR时产生的有机废气。粘结剂生产车间涉及废气排放为蒸馏过程

无组织废气，蒸馏提纯过程中，蒸馏阀门开闭时会产生有机废气，目前粘

结剂提纯车间为半封闭遮挡结构，加大了无组织废气的扩散。

4.3固体废弃物

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蒸馏后的重相组分残液、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91%E8%84%82/2812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90%88%E7%89%A9/11336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2%E6%AF%8D/64542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2%E7%A7%8D/917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9%E7%83%AF/2276398
http://baike.baidu.com/view/935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18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1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5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83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36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5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711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9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73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5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70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04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86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5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0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1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905.htm


1

第 8 页

滤杂质、边角料、废包装材料，其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液送资质单

位处理；废弃包装（编织）袋、马口铁加工废料、作为废品出售。

5.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识别

根据《监测方案》得出以下信息：本项目占地24293平方米，设有生产

区（粘结剂生产车间、提纯车间、PPR生产车间）、储存区（原辅材料库房、

粘结剂原料库房、危废暂存间）等区域。根据各区域及设施信息、特征污

染物类型、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迁移途径、敏感受体信息等，根据

企业平面布置图，选取临时固废堆放点、粘结剂生产车间、提纯车间、PPR

生产车间、原辅材料库房、粘结剂原料库房、危废暂存间作为土壤重点监

测区域。项目平面布置图见图5-1，各重点区域主要潜在污染物如下表5-1。

表 5-1 各区域潜在污染物汇总表

区域 重点区域 主要潜在污染物 备注

生产区

PPR生产车间 B1类挥发性有机物 重金属：包括铜、前、镍、镉、六

价铬、汞、砷。

B1类挥发性有机物：包括四氯化

碳、氯仿、氯甲烷、二氯乙烷、二

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丙烷、四

氯乙烷、四氯乙烯、三氯乙烯、三

氯乙烷、三氯丙烷

粘结剂生产车间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提纯车间 B1类挥发性有机物

储存区

原辅材料库房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粘结剂原料库房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危废暂存间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注：二氯乙烷包括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二氯乙烯包括1,1-二氯乙烯、顺-1,1-二氯乙烯、反-1,1-二氯乙烯；

四氯乙烷包括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

三氯乙烷包括1,1,2-三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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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污染迁移途径

根据《监测方案》，得出厂区整体处于丘陵，厂区内总体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东侧有一九曲河，与本项目最近距离为3.54km，为沱江支流）。

厂区处于四川省资阳市外环路南段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根据项目所在

区域与地表水外环境关系图（见图6-1），其受纳水体九曲河（沱江也位于

其东侧）位于本项目东侧，九曲河整体自西北向东南流向，沱江整体流向

图 5-1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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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北（西北）向南（东南）流向，故初步判定本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整

体流向与地表水流向大致一致，为自西北向东南流向。

7.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因子识别

7.1监测点位选择

根据《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在

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技术规定，

每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至少布设1~3个土壤采样点。采样点具体数量

可根据待监测区域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采样点应在不影响企业

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近污染源。土壤

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0.2m处）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工作。每

个重点区域或设施周边应布设至少1个地下水监测点，具体数量应根据待监

测区域大小及污染物扩散途径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占地面积24293平方米。分析认为 企

业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有临时固废堆放点、粘结剂生产车间、提纯车间、

图6-1 本项目所在区域与地表水外环境关系

本项目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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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生产车间、原辅材料库房、粘结剂原料库房、危废暂存间。根据《监测

方案》，总共设置5个土壤监测点（含1个背景点），每个采样点采集1个表

层土壤（0.2 m处）样品；地块内地下水布设2个监测点位，场外地下水上游

方向布设1个地下水背景监测点位（借用）。监测点位示意图如图7-1和图7-2

所示。

图7-1 厂区内土壤及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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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监测频次选择

根据《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京环

办[2018]101号）和《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

稿）》等相关技术规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土壤一

般监测和地下水监测。

7.3监测因子识别

根据《监测方案》，确定重点区域的潜在污染物（见表7-1），本项目

的特征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结合布点位置进而确定监测

因子。监测点位统计见表7-2。

W3

S6

图7-2 厂区外土壤及地下水对照点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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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各区域潜在污染物汇总表

区域 重点区域 主要潜在污染物 备注

生产区

PPR生产车间 B1类挥发性有机物 重金属：包括铜、前、镍、镉、

六价铬、汞、砷。

B1类挥发性有机物：包括四氯化

碳、氯仿、氯甲烷、二氯乙烷、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丙烷、

四氯乙烷、四氯乙烯、三氯乙烯、

三氯乙烷、三氯丙烷

粘结剂生产车间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提纯车间 B1类挥发性有机物

储存区

原辅材料库房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粘结剂原料库房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危废暂存间 重金属元素、B1类挥发性有机物

注：二氯乙烷包括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二氯乙烯包括1,1-二氯乙烯、顺-1,1-二氯乙烯、反-1,1-二氯乙烯；

四氯乙烷包括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

三氯乙烷包括1,1,2-三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表7-2 监测点监测项目及样品数量统计表

样

品

编

号

点位所在区域

监

测

介

质

采样说

明
点位坐标

采样

深度

（m）

监测指标

S1 PPR生产车间外
土

壤

采集表

层土样

E104.602427
N30.115268

0~0.2

pH、B1类挥发性有机物（四氯

化碳、氯仿、氯甲烷、二氯乙

烷、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

氯丙烷、四氯乙烷、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三氯乙烷、三氯丙

烷）

S2 临时固废堆放点
土

壤

采集表

层土样

E104.601809
N30.115791

0~0.2
pH、重金属（砷、汞、铜、镍、

六价铬、铅、镉）、B1类挥发

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

氯甲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二氯丙烷、四氯乙

烷、四氯乙烯、三氯乙烯、三

氯乙烷、三氯丙烷）

S3
粘结剂生产车间

东南侧

土

壤

采集表

层土样

E104.601954
N30.114841

0~0.2

S4
危废暂存间与提

纯车间之间

土

壤

采集表

层土样

E104.601794
N30.114454

0~0.2

pH、B1类挥发性有机物（四氯

化碳、氯仿、氯甲烷、二氯乙

烷、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

氯丙烷、四氯乙烷、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三氯乙烷、三氯丙

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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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危废暂存间及粘

结剂原料库房附

近

土

壤

采集表

层土样

E104.601952
N30.114477

0~0.2

pH、重金属（砷、汞、铜、镍、

六价铬、铅、镉）、B1类挥发

性有机物（四氯化碳、氯仿、

氯甲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二氯丙烷、四氯乙

烷、四氯乙烯、三氯乙烯、三

氯乙烷、三氯丙烷）

S6 对照点
土

壤

采集表

层土样

E104.603905
N30.114728

0~0.2

pH、B1类挥发性有机物（四氯

化碳、氯仿、氯甲烷、二氯乙

烷、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

氯丙烷、四氯乙烷、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三氯乙烷、三氯丙

烷）

W1
粘结剂生产车间

旁

地

下

水

/ / /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

挥发性酚、总氰化物、高锰酸

盐指数、氟化物、砷、汞、镉、

六价铬、铁、镍、铅、铜、三

氯甲烷、二氯乙烷、二氯乙烯、

二氯甲烷、二氯丙烷、四氯乙

烯、三氯乙烯、三氯乙烷

W2
粘结剂生产车间

与PPR生产车间

之间

地

下

水

/ / /

W3
对照点厂界外西

北侧

地

下

水

/ / /

注：二氯乙烷包括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二氯乙烯包括1,1-二氯乙烯、顺-1,1-二氯乙烯、反-1,1-二氯乙烯；

四氯乙烷包括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

三氯乙烷包括1,1,2-三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对照《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其中S4土壤点位与W1地下水点位及W3地下水对照点与《监测方案》中

点位位置有些许差别，根据《北京市重点企业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技术指

南（暂行）》、《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

见稿）等文件中对背景监测点位的定义“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远离各

重点区域及设施处布设至少1个土壤/地下水背景监测点/监测井。背景监

测点/监测井应设置在所有重点区域及设施的上游，以提供不受企业生产

过程影响且可以代表土壤/地下水质量的样品。”本次监测布设的地下水

对照点均位于企业外部区域，且在企业重点区域及设施的上游方向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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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响，故点位布设合理，该点位的监测结果可作为本项

目的对照点监测点位。

对于S4土壤点位，原因为：原有点位附近在本次现场采样期间已全

部硬化，无裸露土壤，本次将S4点位移动至危废暂存间与提纯车间之间，

其点位所在位置有裸露区域，且也位于重点区域（危废暂存间与提纯车

间）位置，也能反应出重点区域对土壤的影响情况，所以本次认为该点

位移动至此合理。

对于地块内W1地下水点位，本次现场采样时，原有点位水井已无，

业主在粘结剂生产车间旁新建一地下水监测井，此点位同样位于重点区

域（粘结剂生产车间）旁（南侧），且位于其地下水流向下游方向，也

能反应出重点区域对地下水的影响情况，所以本次认为该点位移动至此

合理。

8.现场采样

8.1土壤采样

（1）土壤采样时工作人员使用一次性PE手套，每个土样采样时均更

换新的手套。

（2）本项目土样取样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20cm），采用木铲或铁

锹采样，用木铲剥离剖面表层土壤，挖出对应剖面，用取样器剖开相应

深度的剖面处取样，取中间部位未受到扰动的土壤装入相应取样瓶中。

（3）检测重金属类等无机指标类的土样，装入自封袋。检测有机污

染物的土样，装入贴有标签的250ml广口玻璃瓶中，并将瓶填满；所有采

集的土样密封后放入现场的低温保存箱中，并于24h内转移至实验室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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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中保存。

（4）采样的同时，由专人对每个采样点拍照，照片包含该采样点远

景照一张，近照三张；采样记录人员填写样品标签、采样记录；标签一

式两份，一份放入袋中，一份贴在袋口，标签上标注采样时间、地点、

样品编号、监测项目、采样深度和经纬度。采样结束，逐项检查采样记

录、样袋标签和土壤样品，如有缺项和错误，及时补齐更正。

8.2 地下水采样

（1）采样人员事先进行培训，穿戴必要的安全装备。采样前以干净

的刷子和无磷清洁剂清洗所有的器具，用试剂水冲洗干净，并事先整理

好仪器设备等。

（2）监测井洗井后两小时内进行地下水采集。采集前先用便携式多

参数水质监测仪现场检测地下水的基本指标（包括水温、pH 值、溶解氧、

氧化还原电位等）。

（3）采样时将采样器伸入到筛管位置进行水样采集，采样器在井中

的移动缓缓上升或下降，以避免造成扰动，造成气提作用或者气曝作用。

（4）开始采样时，记录开始采样时间。并以清洗过的采样器，取足

量体积的水样装于样品瓶内，并填好样品标签。

9.质量控制

9.1 检测机构要求

（1）监测机构要求：监测样品的分析和测试工作委托具有中国计量

认证（CMA）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2）监测人员技术要求：检测机构人员具备扎实的环境监测基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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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专业知识；正确熟练地掌握环境监测中操作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

熟知有关环境监测管理的法规、标准和规定；学习和了解国内外环境监

测新技术，新方法。

（3）监测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承担本项目监测工作的人员，j均经考

核合格（包括基本理论、基本操作技能和实际样品的分析三部分），取

得（某项目）合格证后进行所持证项目的监测分析工作。

9.2 设备要求

监测仪器管理与定期检查：

（1）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达到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可比，

严格执行计量法，对所用计量分析仪器进行计量检定，经检定/校准合格，

在检定/校准合格期内使用。

（2）按计量法规定，定期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校准，合格

后使用。

（3）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自行依法检定，或送有授权对社会开

展量值传递工作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合格后使用。

（4）计量器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的校验和维护。如天平的零点，灵

敏性和示值变动性；分光光度计的波长准确性、灵敏度和比色皿成套性；

pH 计的示值总误差；以及仪器调节性误差，均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

期校验。

（5）新购置的玻璃量器，在使用前，首先对其密合性、容量允许差、

流出时间等指标进行检定，合格后使用。

（6）采样器和监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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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实验室分析要求

（1）实验室环境：保持实验室整洁、安全的操作环境，通风良好，布

局合理，安全操作的基本条件。做到相互干扰的监测项目不在同一实验室

内操作。

（2）实验用水：一般分析实验用水电导率应小于 3.0μs/cm。特殊用

水则按有关规定制备，检验合格后使用。盛水容器定期清洗，以保持容器

清洁，防止沾污而影响水的质量。

（3）化学试剂：采用符合分析方法所规定的等级的化学试剂。配制一

般试液，不低于分析纯级。取用时，遵循“量用为出，只出不进”的原则，

取用后及时密塞，分类保存，严格防止试剂被沾污。不将固体试剂与液体

试剂或试液混合贮放。经常检查试剂质量，一经发现变质、失效的试剂及

时废弃。

9.4 监测过程控制

土壤样品保存方法参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和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相关技术规定执行，水质样品保存方法参照《水

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执行。

9.4.1 土壤样品保存

对于易分解或易挥发等不稳定组分的样品采取低温保存的运输方法，

并尽快送到实验室分析测试。测试项目需要新鲜样品的土样，采集后用密

封的聚乙烯或玻璃容器在4℃以下避光保存，样品充满容器。避免用含有待

测组分或对测试有干扰的材料制成的容器盛装保存样品，测定有机污染物

用的土壤样品选用玻璃容器保存。



2
1 第 19 页

9.4.2 样品运输

装有样品的容器必须加以妥善保护和密封，并装在周转箱内固定，以

防运输途中破损。除了防震、避免日光照射和低温运输外，还要防止新的

污染物进入容器和污染瓶口使水样变质，保证样品的完整与清洁。

（1）样品装运前均逐渐与采样单、样品标签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分

类装箱。

（2）样品装运的箱和盖都用泡沫塑料作衬里和隔板。样品按顺序装入

箱内。

（3）需冷藏的样品，配备有专用隔热容器，例如：冷藏箱放入制冷剂

（如冰块），将样品置于其中保存。

（4）冬季采取保温措施，以免冻裂样品瓶。

（5）样品运输时有专人押运。样品交实验室时送样人和收样人都在《样

品交接单》上签名。

9.4.3 样品分析

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开展样品分析检测工作，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可信

性。样品经萃取、吸收、沉淀、过滤、离心、蒸馏、回流、吹气、微波消

解、电热板消解、恒温恒湿平衡等前处理方式，制备好样品，经分析设备

测试分析。

实验室分析质控手段：

（1）空白值的测定

（2）平行样分析：同一样品的两份或多份子样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

行同步分析，一般做平行双样，它反映测试的精密度（抽取样品数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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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加标回收分析：在测定样品时，于同一样品中加入一定量的标准

物质进行测定，将测定结果扣除样品的测定值，计算回收率，一般应为样

品数量的10%～20%。

（4）密码样分析：密码平行样的密码加标样分析，由专职质控人员，

在所需分析的样品中，随机抽取 10%～20%的样品，编为密码平行样或加

标样，这些样品对分析者本人均是未知样品。

（5）标准物质（或质校样）对比分析：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可以是

明码样，也可以是密码样，它的结果是经权威部门（或一定范围的实验室）

定值，有准确测定值的样品，它可以检查分析测试的准确性。

（6）室内互检：在同一实验室内的不同分析人员之间的相互检查和比

对分析。

（7）方法比较分析：对同一样品分别使用具有可比性的不同方法进行

测定，并将结果进行比较。

10.监测结果及分析

受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委托，按其监测要求，四川中衡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27日、10月31日对该公司的地下水、土

壤进行现场采样监测（采样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南段6号），并于2020

年10月29日至11月05日进行实验室分析。

10.1监测项目

地下水监测项目：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铁、铜、挥发酚、

耗氧量、氨氮、亚硝酸盐（以N计）、硝酸盐（以N计）、氰化物、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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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总砷、镉、六价铬、铅、镍、三氯甲烷、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

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

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土壤监测项目：pH值、总砷、镉、六价铬、铜、铅、总汞、镍、四氯

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

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

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

烷。

10.2监测法及方法来源

本次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见表10-1~表10-2。

表10-1 地下水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pH值 便携式pH计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

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ZHJC-W1099
SX-620笔式pH计

/

总硬度 EDTA滴定法 GB7477-1987 25.0mL酸式滴定管 /

溶解性

总固体
重量法 GB/T5750.4-2006

ZHJC-W589
ESJ200-4A电子分析天平

/

铁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HJ776-2015

ZHJC-W425
ICAP7200

0.6µg/L

铜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HJ776-2015

ZHJC-W425
ICAP7200

0.6µ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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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酚

流动注射-4-氨基安

替比林分光

光度法

HJ825-2017
ZHJC-W698-02

BDFIA-8000全自动流动注

射分析仪

0.001mg/L

耗氧量 酸性法 GB11892-1989 25.0mL棕色酸式滴定管 /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535-2009

ZHJC-W422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25mg/L

亚硝酸盐（以

N计）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HJC-W697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05mg/L

硝酸盐

（以N计）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HJC-W697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04mg/L

氰化物
流动注射-分光

光度法
HJ823-2017

ZHJC-W698-01
BDFIA-8000全自动流动注

射分析仪

0.001mg/L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ZHJC-W697

ICS-600离子色谱仪
0.006mg/L

汞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HJC-W450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4µg/L

总砷 原子荧光法 HJ694-2014
ZHJC-W003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3µg/L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

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ZHJC-W368
Z-2010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0.10μg/L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

度法
GB7467-1987

ZHJC-W1164
723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4mg/L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

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ZHJC-W368
Z-2010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0.70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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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2µg/L

镍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HJ776-2015

ZHJC-W425
ICAP7200

0.001mg/L

二氯甲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6.13µg/L

1,2-二氯乙烷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35µg/L

1,1,1-三氯乙

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39-2012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

谱质谱仪

0.4µg/L

1,1,2-三氯乙

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39-2012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

谱质谱仪

0.4µg/L

1,2-二氯丙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39-2012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

谱质谱仪

0.4µg/L

1,1-二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2.38µg/L

1,2-二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顺式1,2-二氯

乙烯1.38µg/L
反式1,2-二氯

乙烯2.52µg/L

三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2µg/L

四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620-2011
ZHJC-W510

TRACE1300气相色谱仪
0.03µ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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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土壤监测方法、方法来源、使用仪器

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pH值 电位法 NY/T1121.2-2006
ZHJC-W484

PHS-3C-01型pH计
/

总砷 原子荧光法 GB/T22105.2-2008
ZHJC-W003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1mg/kg

镉
石墨炉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ZHJC-W798
iCE3500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0.01mg/kg

六价铬

碱溶液提取-火
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HJ1082-2019
ZHJC-W798

iCE3500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0.5mg/kg

铜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HJC-W48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mg/kg

铅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HJC-W798
iCE3500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10mg/kg

总汞 原子荧光法 GB/T22105.1-2008
ZHJC-W450

PF52原子荧光光度计
0.002mg/kg

镍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491-2019

ZHJC-W489
A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3mg/kg

四氯化碳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氯仿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1μg/kg

氯甲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0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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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氯乙

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2-二氯乙

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1,1-二氯乙

烯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0μg/kg

顺-1,2-二氯

乙烯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反-1,2-二氯

乙烯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4μg/kg

二氯甲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5μg/kg

1,1,1,2-四氯

乙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1,2,2-四氯

乙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四氯乙烯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4μg/kg

1,1,1-三氯

乙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3μg/kg

1,1,2-三氯

乙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三氯乙烯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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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三氯

丙烷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605-2011
ZHJC-W424

TRACE1300-ISQQD气相色谱

-质谱仪

1.2μg/kg

10.3 评价标准

地下水：本次地块内地下水评价标准按照《监测方案》选取《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III类标准限值评价。

土壤：本次地块内土壤评价标准按照《监测方案》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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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

项目目前为工业用地（所有点位均在企业内部），采用该标准中的“第二

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讨论。

10.3监测结果与分析

10.3.1地下水监测结果与分析

本次地块内地下水自行监测，根据地下水流向为自北（西北）向南（东

南），故在该项目所在地西北侧外设置地下水对照点W3，地块内设置2个

地下水监测点位W1(粘结剂生产车间旁)和W2(粘结剂生产车间与PPR生产

车间之间)。结果见表10-3，通过对检测结果分析，本次监测的地下水指标

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限值。

表10-3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 单位：mg/L

点位

项目

10月31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W1粘结剂生产车

间旁

W2粘结剂生产车

间与 PPR生产车

间之间

W3对照点厂界外

西北侧

pH值（无量纲） 7.42 7.19 7.61 6.5-8.5 达标

总硬度（mg/L） 422 442 331 ≤450 达标

溶解性总固体（mg/L） 568 726 494 ≤10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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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mg/L） 0.246 0.0563 0.124 ≤0.3 达标

铜（mg/L） 2.5×10-3 2.9×10-3 4.1×10-3 ≤1.00 达标

挥发酚（mg/L） 0.001L 0.001L 0.001L ≤0.002 达标

耗氧量（mg/L） 1.13 0.89 0.53 ≤3.0 达标

氨氮（mg/L） 0.069 0.067 0.067 ≤0.50 达标

亚硝酸盐（以N计）

（mg/L）
0.005L 0.005L 0.005L ≤1.00 达标

硝酸盐（以N计）（mg/L） 2.25 3.10 3.60 ≤20.0 达标

氰化物（mg/L） 0.001L 0.001L 0.001L ≤0.05 达标

氟化物（mg/L） 0.006L 0.006L 0.006L ≤1.0 达标

汞（mg/L） 4×10-5L 4×10-5L 4×10-5L ≤0.001 达标

总砷（mg/L） 3×10-4 4×10-4 7×10-4 ≤0.01 达标

镉（mg/L） 1.0×10-4L 1.0×10-4L 1.0×10-4L ≤0.005 达标

六价铬（mg/L） 0.004L 0.004L 0.004L ≤0.05 达标

铅（mg/L） 7.0×10-4L 7.0×10-4L 7.0×10-4L ≤0.01 达标

三氯甲烷（µg/L） 0.02L 0.02L 0.02L ≤60 达标

镍（mg/L） 0.001L 0.001L 0.001L ≤0.02 达标

二氯甲烷（µg/L） 6.13L 6.13L 6.13L ≤20 达标

1,2-二氯乙烷（µg/L） 2.35L 2.35L 2.35L ≤30.0 达标

1,1,1-三氯乙烷（µg/L） 0.4L 0.4L 0.4L ≤2000 达标

1,1,2-三氯乙烷（µg/L） 0.4L 0.4L 0.4L ≤5.0 达标

1,2-二氯丙烷（µg/L） 0.4L 0.4L 0.4L ≤5.0 达标

1,1-二氯乙烯（µg/L） 2.38L 2.38L 2.38L ≤30.0 达标

1,2-二氯乙烯（总量）

（µ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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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烯（µg/L） 0.02L 0.02L 0.02L ≤70.0 达标

四氯乙烯（µg/L） 0.03L 0.03L 0.03L ≤40.0 达标

10.3.2土壤监测结果与分析

为掌握地块土壤污染整体状况，除1个背景点外，共布设6个采样点位，

共采集分析土壤样品6个，检测指标包括pH值、总砷、镉、六价铬、铜、

铅、总汞、镍、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

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1,1,2-四氯

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

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所有指标除了重金属（六价铬除外）、pH和1,2-

二氯乙烷外其他均未检出，且所有指标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值（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检出

结果表10-4~10-5，详细分析见表10-6。

表10-4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点位

项目

10月27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S1
PPR生产车间外

S4危废暂存间与提

纯车间之间
S6对照点

经纬度（°）
E104.602427
N30.115268

E104.601794
N30.114454

E104.603905
N30.114728

- -

采样深度（cm） 0~20 0~20 0~20 - -

pH值（无量纲） 8.95 9.02 8.93 - -

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8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7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 达标

1,2-二氯乙烷 4.6×10-3 5.4×10-3 5.4×10-3 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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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9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4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16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3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840 达标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8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8 达标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 达标

表10-5 土壤监测结果表 单位：mg/kg

点位

项目

10月27日
标准

限值

结果

评价S2
临时固废堆放点

S3粘接剂生产车间

东南侧

S5危废暂存间及粘

接剂原料库房附近

经纬度（°）
E104.601809
N30.115791

E104.601954
N30.114841

E104.601952
N30.114477

- -

采样深度（cm） 0~20 0~20 0~20 - -

pH值（无量纲） 8.86 8.93 8.83 - -

总砷 9.24 4.80 4.48 60 达标

镉 0.33 0.15 0.13 65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7 达标

铜 579 21 19 18000 达标

铅 69 15 12 800 达标

总汞 0.036 0.090 0.048 38 达标

镍 58 35 38 9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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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碳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8 达标

氯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9 达标

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7 达标

1,1-二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 达标

1,2-二氯乙烷 5.4×10-3 5.3×10-3 6.6×10-3 5 达标

1,1-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6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9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4 达标

二氯甲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16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8 达标

四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3 达标

1,1,1-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840 达标

1,1,2-三氯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8 达标

三氯乙烯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8 达标

1,2,3-三氯丙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5 达标

备注：“-”表示所使用的标准对该项目无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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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6 土壤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单位：mg/kg

标准限值

（mg/kg）

点位编号 S2 S3 S5 S1 S4

点位指标含量范

围（mg/kg）
超标率

（%）点位名称
临时固废堆放

点

粘接剂生产车

间东南侧

危废暂存间及

粘接剂原料库

房附近

PPR生产车间

外

危废暂存间与

提纯车间之间

- 采样深度（cm） 0~20 0~20 0~20 0~20 0~20 - -

- pH值（无量纲） 8.86 8.93 8.83 8.95 9.02 8.83-9.02 -

60 总砷 9.24 4.80 4.48 / / 4.48-9.24 0

65 镉 0.33 0.15 0.13 / / 0.13-0.33 0

5.7 六价铬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0

18000 铜 579 21 19 / / 19-579 0

800 铅 69 15 12 / / 13-69 0

38 总汞 0.036 0.090 0.048 / / 0.036-0.090 0

900 镍 58 35 38 / / 35-58 0

5 1,2-二氯乙烷 5.4×10-3 5.3×10-3 6.6×10-3 4.6×10-3 5.4×10-3 4.6×10-3-6.6×10-3 0

--

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
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

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

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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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
三氯丙烷

备注:（1）橙色代表指标最小值，蓝色代表指标最大值。（2）“/”代表此点位未对该指标进行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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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结论及建议

11.1结论

（1）地块内采集的5个点位的土壤样品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四川省

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地块内表层土壤中，所有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

标准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地下水样品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地块内的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

所有监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II类限值。

11.2建议

根据本次土壤及地下水监测结果，厂区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所监测指标

均满足相关标准，该地块一直用于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

为工业用地，属于工业园区内（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周边敏感点较

少，在后期建设生产运营过程中，仍然需要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加强

日常管理，避免生产过程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据此结果提出以下几点

措施：

（1）以此次地块环境自行监测为基础，建立地块环境长期监测制度，

对地块内重点关注区域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监测，建立地块环境监测档案，

责成专人管理；

（2）企业应定期开展土壤环境污染隐患的自查自改工作，避免土壤环

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发生；

（3）日常巡查时应重点关注此次污染识别所识别的重点关注区域，重

点检查区域内防渗设施完整度、环保设施使用情况，确保及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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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造成污染。

12.附件：附图与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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