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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福利院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南安阳村。四至范围

为北至南安阳村用地，东至南安阳村用地，南至岩家埠村道路，西至岩家埠村用

地。本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11931平方米（合 17.896亩），调查地块在 1994 年

之前为农用地，1994-2004年为枣庄市山亭区山亭矿山有限公司，主要活动为开

挖建筑石子；2004年至 2016年为山亭矿山有限公司废弃厂房；2017年至 2019

年山东安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仓库，用于存放石子；2020 年开始为邹坞福

利院。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均为农用地。目前地块 2020年已建成邹坞福利院，

属一类社会福利设施用地，本次调查属于补充调查，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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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建设用地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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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属建筑用地变更为

服务设施用地，需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状况调查。2022年 9月，枣庄市薛城区自

然资源局委托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青岛京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

本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到委托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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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地块历史用途为工业用地，原地块为

山亭矿山有限公司，主要建筑包括办公楼、宿舍楼、设备间、食堂，主要为办公

生活区域和石子存放，不会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

地块中心 1km为村庄、农田、学校、变电所，有一家企业为山东安阳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进行办公活动，不会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

调查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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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无需开展下一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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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调查目的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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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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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范围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福利院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南安阳村，总用地面积

11931平方米（合 17.896亩），地块勘测定界图见图 2.2-1，界址点坐标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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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块四至范围图

表 2.2-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国家大地 2000）

点号 X Y
J1 3861169.981 39539401.467
J2 3861181.727 39539515.283
J3 3861074.528 39539522.676
J4 3861064.856 39539413.696
J1 3861169.981 3953940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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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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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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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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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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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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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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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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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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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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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月 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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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4）《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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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0-201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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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相关文件依据

（1）地块勘测定界图；

（2）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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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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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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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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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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内

图 2.4-1 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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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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表 2.5-1调查评估工作内容及概况

工作

阶段

工作

内容

完成

状态

阶段性结论/
成果

资料/工作状态 补充完善工作

第一阶

段环境

调查

资料收集 √

初步判定地

块土壤及地

下水不存在

污染，不需开

展第二阶段

环境调查

收集到地块勘测定界图等
需进一步收集地

块规划资料

现场踏勘 √ 目前为止开展过一次现场勘查工

作

需根据工作深入

情况，对现场及

周边深入考察

人员访谈 √

已针对国土部门、环保部门、地块

使用者、地块所属南安阳村书记以

及地块知情人等 5类人员开展针

对性访谈

针对污染识别方

面开展补充访谈

现场快检 √ 地块内布设 11个快筛点位，地块

外 1个对照点
/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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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分析与现场快速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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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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地理位置

本调查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北常村，具体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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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城位于山东省南部，微山湖东畔，北纬 34°37′35″，东经 117°9′2″，东与市

中、峄城两区相邻，西南与微山县毗连，北与滕州市、山亭区接壤。南北最长

35.3公里，东西最宽 29.8公里，面积 422.71平方公里。截至 2021年 10月，薛

城区辖 5个街道，4个镇。项目地理位置图如下。

图 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该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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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概况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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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城区属大陆暖温带季风性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期，雨量

充沛，无霜期长。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近三年主导风向为东风。常年平均风

速 3m/s，年最大风速 18 m/s；年均气温 15℃，最高气温 39.8℃，最低气温-17.6℃，

最热月份平均 26.5℃，最冷月份平均-0.7℃；年均降水量 952.8mm，年最大降水

量 1410.6mm，日最大降水量 289mm；年平均气压 1008.1hpa；平均相对湿度 64%；

无霜期达 200天以上，冰冻期约 120天，地表冻土最大深度 240mm。

图 3.2-1 薛城区风向频率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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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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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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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区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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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m）、谷山（海拔 168m）、钜山（海拔 265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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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地貌属平原。

土壤、动植物

薛城区土壤分 4个土类，10个亚类，18个土属，49个土种。褐土是主要土

壤类型，面积 1.98万公顷，占土壤面积的 52.4%。棕壤土面积 1.04万公顷，占

土壤面积的 27.6%。砂姜黑土面积 0.52万公顷，占土壤面积的 13.8%。潮土面积

0.23万公顷，占土壤面积的 6.2%。

薛城境内有农作物类植物 13科 22种；瓜菜类植物 10余科 50余种；林木果

树类植物 42科 104种；水生经济植物 20余科 50余种；观赏植物 50余科 260余

种；其它栽培利用植物及野生经济植物 80余科 300余种。薛城农副土特产品众

多，盛产花生、核桃、板栗、冬枣、石榴等。

植被类型分为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好灌丛草本植被，以及人工栽植为主的

水生植被。由于历史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薛城境内原始天然植被已不复存在，

现存植被均为次生植被，且以人工植被为主，人工植被主要包括农田栽培植被和

人工林植被。天然次生植被多见于滩涂、沟渠、田间隙地等处，主要有车前、苦

荬菜、蒺藜、蒲公英、狗尾草、茅草、芦苇、蒲草等。

农田栽培植被主要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三大类，粮食作物主要有

小麦、玉米、地瓜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其次是花生、芝麻等，蔬菜品种较

多，有大白菜、小白菜、萝卜、茄子、黄瓜等。人工种植的树木主要有：杨、柳、

槐、椿、枣、石榴以及柽柳、紫穗槐等。

明清时期，境内曾有獐子、狐狸、獾、山猫等兽类动物分布，现已绝迹；现

仅存野兔、老鼠、刺猬等，境内常见的鸟类则主要有麻雀、喜鹊、乌鸦、燕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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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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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分区

根据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及水文地质条件，枣庄市分为羊庄盆地、官桥断块、

荆泉断块、凫山断块和滕西平原 5个水文地质区、十三个水文地质亚区。

地块位于陶庄盆地亚区的中部。

图 3.2-3 区域水文地质分区图

含水岩组

地下水含水岩组按储水空隙特征划分松散岩类孔隙水、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

水和碎屑岩、侵入岩裂隙水三大类。

①松散岩类孔隙水

滕西山前倾斜平原：分布于滕州~薛城以西至昭阳湖~微山湖，为微向西南倾

斜的山前冲洪积平原。第四系厚度 30~90m，更新统及全新统含水砂层发育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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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游向下游砂层增多，厚度增大，岩性由粗变细。单位涌水量 100～1000m3/

（d·m）不等。地下水水质良好，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型。

台儿庄山前平原：分布于峄城东南至台儿庄及韩庄运河两岸，地形向南微倾

斜。第四系厚度 10～38m，自北向南砂层层数增多，厚度加大。其中中部泥沟至

兰城店一带第四系厚度可达 38m，含水砂层厚度 10m左右，岩性以中粗砂为主，

单位涌水量大于 500m3/（d·m），为中强富水地段。地下水质良好，水化学类型

为 HCO3-Ca型，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

另外，在羊庄盆地和陶枣盆地及山间、山麓地带也有部分孔隙水，但第四系

厚度一般小于 10m，含水层不发育，富水性较弱，单井涌水量小于 300m3/d，其

地下水水质较好，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型。

②碳酸盐岩裂隙岩溶水

该类型地下水含水岩组由寒武系、奥陶系白云岩等组成，主要分布于中部山

区。长清群朱砂洞组裂隙岩溶水：主要分布于枣庄断裂以北柏山～大北庄一线、

峄裂以北薛城～北棠阴～左庄一线及凫山断裂和长龙断裂以北地区，一般呈裸

露～半裸露状态，分布位置较高处，灰岩岩溶较发育，但不利于地下水储存，富

水性较弱，井孔单位涌水量小于 100m3/（d·m）。若埋藏条件和补给条件有利地

段，单位涌水量也可大于 1000m3/（d·m）。水化学类型为 HCO3·SO4-Ca型。

九龙群张夏组裂隙岩溶水：该组地层分布较广，一般出露位置较高，形成“崮”

型山，仅在盆地、断块边缘地带呈隐伏状态，但隐伏面积较小，深度较浅。含水

岩组富水性较差，且不均匀，单位涌水量一般小于 100m3/（d·m）。地下水水化

学类型为 HCO3-Ca型。

九龙群三山子组裂隙岩溶水：为白云岩岩性组合，主要分布于羊庄盆地、陶

枣盆地、荆泉断块、峄城断块等地段的南部边缘地带，呈裸露～半裸露状态，多

为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区，地下岩溶形态主要为溶蚀裂隙、蜂窝状溶蚀及溶洞等，

地表岩溶形态为溶沟、溶芽和干谷等，岩溶发育深度在 200m以上。其中陶枣盆

地中东部十里泉、丁庄～东王庄地段，该组中段岩溶裂隙极发育，富水性极好，

单位涌水量大于 1000m3/（d·m），形成了十里泉和丁庄～东王庄水源地。地下水

水化学类型以 HCO3-Ca·Mg型为主。

马家沟组裂隙岩溶水：分布范围与三山子组相似，多隐伏于各盆地和断块的

腹部，为埋藏型，石灰岩、白云质灰岩地下裂隙岩溶发育强烈，地形较低，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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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下水的汇集，一般单位涌水量大于 1000m3/（d·m），形成多个地下水供水水

源地。地下水质良好，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型。

③碎屑岩、侵入岩裂隙水

长清群馒头组裂隙水：为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组合，分布范围与朱砂洞组一致，

地下水赋存于页岩和薄层灰岩的裂隙中，富水性差，单位涌水量小于10m3/（d·m），

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型。

九龙群崮山组、炒米店组裂隙水：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区的中上部，地表

裂隙较发育，但地下岩溶、裂隙发育差，由于受地形等因素的制约，地下水在页

岩、薄层灰岩中的赋存条件差，单位涌水量小于 100m3/（d·m），在地形和构造

有利地段可大于 100m3/（d·m），地下水常以季节性泉的形式排泄。水化学类型

为 HCO3-Ca型。

侏罗系、石炭~二叠系裂隙水：主要分布于峄山断裂以西、陶枣煤田、滕南

煤田及官桥煤田区，为煤系地层的上覆地层，含水层由砂岩、砾岩、粘土岩组成，

裂隙不发育，单位涌水量小于 100m3/（d·m），水化学类型较复杂，多为

HCO3·SO4-Ca型，溶解性总固体多大于 500mg/L。

侵入岩裂隙水：主要分布在党山～辛召、桑村、薛城、南常和枣庄附近，主

要岩性为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岩和变粒岩等，含水层为网状风化裂隙及脉

状构造裂隙，风化带深度 5～30m，裂隙不发育，富水性微弱，单位涌水量 10～

20m3/（d·m），在构造裂隙带及地形低洼处涌水量略大。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

型。

项目所在区域地层含水岩组为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岩组。地下水赋存于岩层孔

隙，风化裂隙及构造裂隙中，单位涌水量小于 3m3/d.m，矿化度 300～1000/L属

HCO3.SO3-Ca型水。区域水文地质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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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水文地质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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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地质条件

本次调查根据《矿中社区三期棚户区改造及善德·尚城（陶庄镇驻地矿中项

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介绍本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勘察报告中所述地块位于薛

城区陶庄镇山官路北侧，岚山路西侧，距项目地块 7.3km。

勘察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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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场地周

围无较大断裂。

在钻孔揭露深度内见到的地层主要有 3层，即①杂填土层②粉质黏土层②-1

粉质黏土层③黏土层，各层土的性质、分布叙述如下：

①杂填土层

场地所有钻孔均见有该层,层底埋深 0.40-2.80米，层厚 0.40-2.80米，杂色，

稍湿，松散，主要为碎石块等建筑垃圾与耕植土，含植物根系，工程性质差。

②粉质黏土层(Q4al)

场地所有钻孔均见有该层，层面埋深 0.40-2.80米，层底埋深 1.80-3.50米，

层厚 0.30-2.70米，灰黄色、灰褐色，可塑-硬塑，饱和，干强度中等，中等韧性，

摇振反应无，稍有光泽。

②-1粉质黏土层(Q4al)

拟建场地仅 89#、90#、102#、103#钻孔见有该层，层面埋深 0.40米，层底

埋深 1.20-1.40米，层厚 0.80-1.10米，黄褐色，可塑，饱和，干强度中等，中等

韧性，摇振反应无，切稍有光滑。

③黏土层(Q4al)

拟建场地所有钻孔均揭露至该层，层面埋深 1.80-3.50米，所有钻孔均未钻

透该层,钻入该层最大厚度 9.90米，黄褐色，硬塑，饱和，干强度高，高韧性，

摇振反应无，切面光滑，含铁锰结核与姜石颗粒，姜石分布不均。

建场区内所有钻孔均见有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 1.95-0.75 米，绝对高程

55.25-56.61米，属于孔隙性潜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及侧向补给，受季节

降水影响较大，全年变化幅度在 1.00-1.50米。

地质剖面图示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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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地质剖面图



19

图 3.2-4 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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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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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南安阳村。项目中心 1km范围内敏感目标包含

居住区和村庄，具体情况见表 3.3-1、图 3.3-1。

表 3.3-1 项目周围 1km范围内敏感目标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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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家埠村 W 185 村庄

2 中安阳村 NE 490 村庄

3 南安阳村 NE 258 村庄

4 姚庄村 SE 464 村庄

5 庄头村 S 875 村庄

6 邹坞中心学校 NE 124 学校

7 蟠龙河 E 215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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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项目中心 1km范围内敏感目标图

项目地块

1. 岩家埠村

2. 中安阳村

3 南安阳村

4 姚庄村

5 庄头村

6 邹坞中心学校

7 蟠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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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地块使用现状

本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11931平方米（合 17.896亩），地块现状为邹坞福利

院已建成。2019年 8月原建筑物拆除开始建设邹坞福利院，地块内北侧办公楼、

活动场所和宿舍于 2019年 10月开始建设，2020 年 6月建成；地块内西侧餐厅

于 2021年 3 月开始建设，2021年 4月完工；地块内东北侧宿舍于 2021年 3 月

开始建设，2021年 6月完工。地块内建筑用土均为原状土，无外来用土。办公

楼、活动场所及宿舍楼地基所挖泥土用于福利院内绿化用土。

2022年 9月现场踏勘照片如下图所示。

福利院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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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绿化现状

地块内东北侧，福利院宿舍

地块内西侧福利院餐厅及硬化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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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如图 3.4-1

所示），以及相关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在 1994年之前为农用地，1994-2004

年为枣庄市山亭区山亭矿山有限公司；2004年至 2016年为山亭矿山有限公司废

弃厂房；2017年至 2019年山东安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仓库，用于存放石子；

2020年开始为邹坞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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