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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东、九顶山南路南侧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东侧，

郯薛线北侧，四至范围为北至九顶山南路，东至规划路，南至大学路，西至民生路。

本次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178570.22 平方米（合 267.85 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环保部部令 2016 第 42 号）和《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

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19〕129 号）要求，需要对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状况调查。2021年 9月，枣庄市薛城区自

然资源局委托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作。 

我单位接到委托后，及时对该地块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并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2014 年以前地块一直为荒山（荒地）、农

用地、住宅和果园；2014 年~2018 年：地块为荒山（荒地）、农用地、住宅和果园，

地块内东南侧新增住宅；2019 年~2021 年：地块现状为荒山（荒地）、农用地、住

宅、果园，东南侧和中部住宅开始拆除；西南侧新增修建公路施工人员临时搭建板

房；目前，地块现状以荒山（荒地）为主，此外少部分为农用地、住宅、果园和板

房。地块内历史上无地下管线、储罐，不存在地下管线、储罐泄漏等污染情况。历

史上未用作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堆放场所，不涉及固废、危废的处置。相邻地块现

状及历史为荒山（荒地）、农用地、居住区和学校，1km 范围无生产型企业。 

综上，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东、九顶山南路南侧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

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次调查范围内该地块不属于污

染地块，满足第一类建设用地中的教育用地要求，无需开展下一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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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了解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状况，若有污染，

初步确定污染物类型，污染分布范围和污染程度，为下一步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和工作基础。 

（1）收集地块历史资料，对调查地块历史进行分析，明确该地块的环境现状，

判断该地块污染程度与范围，为后期土地合理开发再利用、保障环境安全提供理论

依据和数据支持。 

（2）通过相关资料了解地块地下水赋存条件、富水性等水文地质条件。 

（3）充分结合地块的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从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为地块用地规划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的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

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

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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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 

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东、九顶山南路南侧地块位于枣庄市民生路东侧，郯薛线

北侧。地块总用地面积 178570.22 平方米（合 267.85 亩），地块四至范围见图 2.2-1，

界址点坐标表见表 2.2-1。 

同时考虑相邻地块存在的可能污染源，调查了解周边地块的主要污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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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块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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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国家大地 2000） 

点号 X Y 

J01  3848610.986  39529527.983  

J02 3848610.702  39529533.212  

J03 3848610.378  39529538.439  

J04 3848610.014  39529543.664  

J05 3848609.610  39529548.885  

J06 3848609.166  39529554.103  

J07 3848608.682  39529559.318  

J08 3848608.158  39529564.528  

J09 3848607.594  39529569.735  

J10 3848606.990  39529574.937  

J11 3848606.346  39529580.134  

J12  3848605.663  39529585.327  

J13 3848604.939  39529590.513  

J14 3848604.176  39529595.695  

J15 3848603.373  39529600.870  

J16 3848602.530  39529606.038  

J17  3848601.648  39529611.201  

J18 3848600.726  39529616.356  

J19 3848599.764  39529621.504  

J20 3848598.763  39529626.644  

J21 3848597.723  39529631.777  

J22 3848596.643  39529636.901  

J23 3848595.524  39529642.017  

J24 3848594.366  39529647.125  

J25 3848593.168  39529652.223  

J26 3848591.932  39529657.312  

J27 3848590.656  39529662.391  

J28 3848589.342  39529667.461  

J29  3848587.989  39529672.520  

J30 3848586.597  39529677.568  

J31 3848585.166  39529682.606  

J32 3848583.697  39529687.633  

J33 3848582.189  39529692.648  

J34 3848580.642  39529697.652  

J35 3848579.058  39529702.643  

J36 3848577.435  39529707.622  

J37 3848575.774  39529712.589  

J38 3848574.074  39529717.543  

J39 3848572.337  39529722.483  

J40 3848570.562  39529727.410  

J41 3848568.749  395297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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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2 3848566.899  39529737.223  

J43 3848565.011  39529742.108  

J44 3848563.086  39529746.978  

J45 3848561.123  39529751.833  

J46 3848559.123  39529756.673  

J47  3848557.086  39529761.498  

J48 3848555.012  39529766.307  

J49 3848552.902  39529771.100  

J50 3848550.754  39529775.876  

J51 3848548.570  39529780.636  

J52 3848546.350  39529785.379  

J53 3848544.093  39529790.105  

J54 3848541.800  39529794.813  

J55 3848539.471  39529799.504  

J56 3848537.106  39529804.176  

J57 3848534.705  39529808.831  

J58 3848532.268  39529813.466  

J59 3848529.797  39529818.083  

J60 3848527.289  39529822.681  

J61 3848524.747  39529827.260  

J62 3848522.169  39529831.818  

J63 3848519.557  39529836.357  

J64 3848516.909  39529840.876  

J65 3848514.228  39529845.374  

J66 3848511.511  39529849.852  

J67 3848445.601  39529850.153  

J68 3848445.601  39529851.223  

J69 3848042.410  39529851.223  

J70 3848022.410  39529831.223  

J71 3848022.410  39529532.977  

J72 3848027.410  3952952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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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政策、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实

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修订，2018 年 1 月 1 日实

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7 日修订，

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5）《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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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2013]7 号）； 

（7）《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

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 号）；  

（8）《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

通知》（环发[2014]66 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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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部令 2016 第 42 号）；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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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的通知》（鲁环发[2014]126 号）； 

（13）《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

发[2019]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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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鲁政发[2016]37 号）； 

（15）《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 

2.3.2 技术导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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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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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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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10）《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11）《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2007）； 

（12）《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1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1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

告  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15）《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 

（1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2.3.3 相关文件依据  

（1）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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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2.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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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试行）》（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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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并结合国内地块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地块

的实际情况，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

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

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

以结束。 

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

一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

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

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作为潜在

污染地块进行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

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和详细采样分析

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

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

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以及

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

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

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

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地

块污染程度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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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

行第三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三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

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 

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见图 2.4-1。本次调查只涉及到第一阶段。 

 

图 2.4-1 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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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作内容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年 第72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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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来进行。本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调查

地块历史沿革、产排污情况等，初步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从而制定环境

监测方案、取样分析（若需要），以检测结果判断地块是否受到污染。若确认污染

事实，则制定进一步的详细监测方案，以确定地块的污染程度及污染范围，并提出

相应的修复目标，从而为下阶段的治理修复提供技术支持。 

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一）地块历史情况调查：采取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资料收集等方式对地块

的生产历史进行详细的调查，形成第一阶段调查结论，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

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二）调查报告撰写：明确地块土壤污染物种类、浓度分布和空间分布等特征，

提出进一步的地块环境管理和实施方案。 

2.6 技术路线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如图 2.6-1 所示。项目启动后，首先开展资料

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综合以上资料信息制定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方案；

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开展现场调查，保障调查结论的客观、规范、合理；

最后，根据现场勘察与实验室检测结果，结合地块规划，编制地块土壤污染调查报

告。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

能的污染源，因此只涉及到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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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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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该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东侧，九顶山南路南侧，规划路西侧，大学

路北侧，见图 3.1-1。枣庄市位于山东省南部，地跨东经 116°48′～117°49′，北纬

34°27′～35°19′。东与临沂市平邑县、费县接壤，南与江苏省铜山县、邳州市为邻， 

西、北两面分别与济宁市微山县和邹城市毗连。东西宽约 56km，南北长约 96km，

总面积 4563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2.97%。枣庄市是山东省的南大门，地处苏、鲁、

豫、皖交界和淮海经济区中心，是沿海开放与中西部开发相结合的战略要地。辖区

内有五区一市，即：市中区、薛城区、峄城区、山亭区、台儿庄区和滕州市。 

薛城区地理坐标东经 117°9′2″～117°28′41″，北纬 34°37′35″～34°56′38″，北与

滕州市为邻，自东北向东南依次与山亭区、市中区、峄城区接壤，西与微山县毗连，

版图如菱形，总面积 423.02 平方公里。薛城区地势东高西低，向西南倾斜，属于

黄淮冲积平原。截至 2019 年，薛城区辖 5 个街道，4 个镇。 

3.1.2 自然环境概况 

（1）地形、地貌 

薛城区地处鲁南低山丘陵和湖退区平原相交地带，位于枣陶盆地西部，微山湖

东畔，衔接黄淮泛区，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有两条东西走向的低山，一条

在北部边缘，东起离谷山，西至千山头，另一条在中部，东起平上，西至临山，其

中圣土山海拔 374.3m；临湖最低点是沙沟镇的潘庄一带，海拔 36m；西部为滨湖

地带和运河流域，地貌类型繁多，小地形犬牙交错，互相间隔，山峦起伏，沟壑纵

横，分为低山丘陵、山前平原、湖滨洼地等。地势坡度东北部为 3.4%，西南和西

部为 0.35%。全区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 34.1%，山间山前平原占 50%，滨湖洼地占

15.9%。 

区内主要河流为蟠龙河支流、小沙河支流以及其它自然冲沟；主要山体包括韩

龙山（海拔 179m）、匡山（海拔 137m）、袁家寨山（海拔 271m）、凤凰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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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m）、谷山（海拔 168m）、钜山（海拔 265m）等等。 

该地块现为空地，内遍布沟垫，地形起伏较大，地势北高南低，钻孔孔口高程

为 87.64-107.79 米，最大高差约 20.15 米，勘察中高程采用绝对高程，采用 GPS 进

行钻孔的定位及标高测量，钻孔坐标及标高采用北京坐标系、黄海高程基准，该地

块地貌属山前坡地。 

（2）地质 

太古界古老的变质岩系：在东部群山一带出露，岩石有片岩、花岗岩、片麻岩

等，构成本地区基底；古生界海相沉积地层：寒武系地层出露在薛城东以及东北群

山丘陵地带，总厚度约 500～1000m；中生界、新生界陆相沉积地层：本区境内自

上古生界二叠系地壳上升成为陆地后，此后均为陆相沉积地层。主要有页岩、灰岩、

石英砂岩、砂质页岩等。项目位于薛城区内，所在区域属于寒武系上统、中统地层。 

该地块在地质构造上位于鲁西断块区内，鲁西断块区的地壳表层属典型的地台

式结构，结晶基底由太古代下部的泰山群组成，总体来看是一套变质较深的片麻岩、

片岩、变粒岩，混合岩化强烈，形成条带状混合岩类，形成年代距今约 25 亿年。

对场区有较大控制作用的断裂为陶枣断裂、峰山断裂。以上断裂属不活动或弱活动

断裂，对拟建场区的稳定性影响不大。场区内及其附近无明显新构造活动痕迹，区

域稳定。 

（3）气候、气象 

枣庄市处于中纬度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兼有南方温湿气候和北方干冷气

候的特点，具有光照好、积温高、热量丰富、雨量充沛、 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

光、热、水、气等条件优越。气候四季变化明显，春季气候多变，西南风较多，降

水较少，常干旱。夏季炎热，降水集中。秋季云雨较少，以秋高气爽为主要特征。

冬季寒冷而干旱，多西北风。 

薛城区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有显著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冬季气候寒冷而

干燥，季平均气温 0.6℃，盛行偏北风。春季平均气温 14.1℃，偏南风较多。夏季

平均气温 26.0℃，天气炎热，湿润多雨，是本区全年降水量最集中的季节。秋季平

均气温 14.9℃，多为秋高气爽天气。多年平均气温 13.9℃， 平均气压为 1012.1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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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多年夏秋季湿度大，冬春季湿度小，全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9%。该区域静风频

率较高，全年平均为 51.18%，以秋季最高为 62.81%，春季最小为 38.10%。除静风

天气外，该区域盛行风向较为集中，全年以东南（SE）风出现频率最高为 7.78%， 

东（E）风次之，北北东（NNE）风出现频率最小。 

3.1.3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 

薛城区地表水系属淮河流域京杭大运河。河流多发源于本区东部山区，河流流

向由东向西或由北向南，分别注入微山湖和大运河。 薛城区全区主要河流有 17 条， 

共长 215.8km，河流类型主要有山洪河道、坡水河道、排涝河道三种。山洪河道主 

要有蟠龙河、新薛河、圩子大沙河等；坡水河道多为泉、沟汇流而成，主要有小沙

河、杨庄河、随河、邵楼河等；排水河道即人工开挖的防洪除涝河道，主要有万章

河东支、西支等。薛城区属于淮河流域，南四湖东京杭大运河水系，辖区内有新薛

河、薛城区大沙河和薛城区小沙河。 

新薛河发源于滕州石沟峪，全长 84km，流域面积 928km2，流向由东北向西南

在微山县薛河头入微山湖。 

薛城区大沙河发源于薛城区东部山区，全长 44.6km（上游称蟠龙河），分南、

北两支，流域面积 260km2；横穿清凉泉水源地，自东向西、由北向南注入微山湖。

蟠龙河（薛城区大沙河上游）由许由河、蟠龙河、南明河三段组成，发源于山亭区

大洞山（今柏山）飞来泉，由东向西横穿区境北部，为本区最大的河道，多年平均

径流量 7553 万 m3，占全区径流量的 55%，绝大部分径流注入微山湖。据薛城区水

文站多年测定，该河径流量年际内变化大，多年平均值为 6820万m3，全长 40km。

为充分利用地表水资源，薛城区在该河泰山路东、张桥北、华众北建立了三个橡胶

坝。 

蟠龙河由许由河、蟠龙河、南明河三段组成，发源于山亭区大洞山（今柏山）

飞来泉，为本区最大的河道。蟠龙河由东向西横穿本区北部，与官庄分洪道共同汇

入薛城大沙河。流域面积 26km2，多年平均径流量 7553 万 m3，绝大部分水出境注

入微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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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 

枣庄高新区地下水流向由东、东北向西、西南，与地面坡度基本一致。地下水

靠天然降水补给、河道侧渗和灌溉回归，地区西、南潜水层埋深较浅，丰水季节潜

水位不足。基于本地区地质构造，地下水汇水面积较大，补给条件较好。 

主要含水层为：中奥陶统马家沟组岩含水层、中石炭统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

上石炭统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二叠系山系组砂岩含水层。 

根据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和薛城区地质构造特点，薛城区可分为四个地

下水资源类型区：①枣陶煤田区；②薛南变质岩区；③金河水源地；④清凉泉水源

地。 

项目属于薛南变质岩层。 

薛南变质岩区：该区北部以化石沟断裂为界，东部以老地层为界，西南部一直

到薛城边界，占全区面积的 43%。该区隐伏着太古界片麻岩、花岗岩等变质岩，地

下水赋存于风化裂隙中，贮水条件较差，岩层风化深度较浅，水量很小。属变质岩

类风化裂隙含水岩组。单位涌水量小于 10m3/h·m，水化学类型为 HCO3·CO3-Ca 型

水，矿化度小于 0.5g/L，覆盖的第四系洪积物无含水沙层，水量较小。 

薛南变质岩区的风化裂隙水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汛期接受薛城大沙河及周营

沙河等河水补给，枯水季节河水接受地下水的排泄，地下水流向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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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该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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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层结构情况 

本次调查地勘数据引用《枣矿城 1#、3#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附件 6），

枣矿城 1#、3#地块位于该地块西北侧，距离本地块直线距离约为 1300m，反映本

地块地质状况。《枣矿城 1#、3#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依据野外鉴别及室内

土工试验，按地基土的成因类型、地质特征将本场地地基土划分为六层，即①耕土

层①-1杂填土层②粘土混中砂层③全风化片麻岩层④强风化片麻岩层⑤中风化片麻

岩层，现就各层岩土的性质、分布叙述如下： 

①耕土层 

拟建场地除 3#、4#、7#-13#、25#-36#、81#-83#、122#-124#钻孔外， 其余所

有钻孔上部均见有该层，层底埋深 0.20-0.60 米，层厚 0.20-0.60 米，黄褐色，松散，

稍湿，主要成分为粘性土含有植物根系。 

①-1 杂填土层 

拟建场地只有 3#、4#、7#-12#、3l#-36#钻孔上部见有该层，层底埋深 0.20-

2.20 米，层厚 0.20-2.20 米，杂色，松散，稍湿，主要成分黄褐色，稍密，湿为粘

性士及石块等，工程性质较差。 

②粘土混中砂层（Q4) 

拟建场地除 1#-12#、16#-24#、31#-43#、45#-50#、63#-68#、72#-74#、103#-

108#、129#-132#、157#-168#钻孔外，其余所有钻孔均见有该层，层面埋深 0.00-

0.50米，层底埋深0.40-4.80米，层厚0.40-4.40米，黄褐色，硬塑，饱和，混中砂，

中砂含量约 25%，干强度高，高韧性，摇振反应无，切面稍光滑。 

③全风化片麻岩层（Anz) 

拟建场地除 3#、6#-12#、84#-85#钻孔外，其余所有钻孔均见有该层，只有

197#-204#钻孔未穿透该层，层面埋深 0.20-4.80 米，层底埋深 0.80-6.70 米，层厚

为:0.40-3.90 米，棕黄色，全风化，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云母、石英，有残余强

度，干钻较难钻进，结构基本破坏，采取率差。 

④强风化片麻岩层（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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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场地除 197#-204#钻孔钻孔外，其余均见有该层，只有 49#、50#、147#-

152#、154#-194#钻孔未钻透该层，层面埋深 0.20-7.20 米，层底埋深 3.00-8.80 米，

层厚为 0.50-7.70 米，棕黄色，强风化，干钻进尺慢，钻进困难，组织结构大部破

坏，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云母、石英，岩芯呈碎块状。 

⑤中风化片麻岩层（Anz) 

拟建场地只有 1#-146#、153#钻孔揭露到该层，层面埋深 3.00-8.80 米，进入该

层最大厚度 8.00 米，棕黄色，中风化，斑状结构，片麻状构造，结构部分破坏，

风化裂隙发育，主要矿物成分为长石、云母、石英，由于颗粒较粗岩芯大多呈碎块

及短柱状，采取率较低，无法取岩样。属较软岩，岩体较完整，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为Ⅲ级。 

工程地质剖面图如下所示： 

 

图 3.1-3 工程地质剖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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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东侧，郯薛线北侧。项目周围敏感目标情况

见表 3.2-1、图 3.2-1。 

表 3.2-1 项目周围敏感目标情况表 

序号 环境敏感目标名称 方位 与地块最近边界距离（m） 属性 

1 枣庄学院新校区 W 85m 学校 

2 马官村 SW 560m 居住区 

3 小北庄村 SE 750m 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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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图 

该项目地块 

1 

2 

1、枣庄学院新校区 

2、马官村 

3、 小北庄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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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历史沿革 

根据搜集到的 Google earth 历年卫星影像图（最早为 2009 年 5 月）（如图 3.3-1

所示），以及相关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史沿革为： 

2014 年之前：地块一直为荒山（荒地）、农用地、住宅和果园，土地属西界沟

村； 

2014 年~2018 年：地块为荒山（荒地）、农用地、住宅和果园，地块内东南侧

新增住宅； 

2019 年~2021 年：地块现状为荒山（荒地）、农用地、住宅、果园，东南侧和

中部住宅开始拆除；西南侧新增修建公路施工人员临时搭建板房； 

2021 年 5 月至今：地块现状主要以荒山（荒地）为主，此外还有少部分农用

地、住宅、果园和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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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卫星图片 

2009 年 5 月 

地块以荒山

（荒地）为

主，少部分

为农用地、

住宅和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