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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

1.1 自行监测范围

本次土壤隐患排查范围为铜陵有色铜冠铜箔有限公司范围，位于

翠湖二路以北，黄山大道东，公司面积0.1179km2,公司地面标高为

20.75-18.5m，具体排查范围见图1-1。

图 1-1 监测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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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行监测范围内分区分析

自行监测场地为铜陵有色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厂区，目前公司处于

正常生产状态，厂区路面水泥硬化。具体厂区平面布置详见图 1-2。

1.3 自行监测采样点的布设

根据公司生产工艺及各主要污染区域的特点、《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在产企业土

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本次土壤检测布点

结合上年度土壤隐患排查情况进行布点，在主要生产区域、水处理区

域、化学品库和危废库区域各设置1个土壤监测点，分别采集土壤表

层样品，同时在公司上风向未受污染区域设置1个土壤环境背景点，

共计5个土壤样品。分别采集采样深度为 0-20cm土壤表层样品，共计

5个土壤样品。具体土壤采样点点位见图5-1。

在地下水径流上游设置 1个地下水对照点，在公司水处理设施区

域、主要生产区域和公司地表径流下游总排口区域各设置 1个地下水

监控井，共计 4个地下水检测点，具体监测点位见图 1-2。



第 7 页

图 1-2 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点位布置示意图

1.4 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项目设定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72号）、《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土

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和《在产企业

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结合地块的实际

情况，确定监测因子。

土壤检测指标为：pH、锌、砷、镉、六价铬、铜、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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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丙烷、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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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

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

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等共计48项指

标。

地下水的检测指标为：色度、臭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

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挥发酚、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总大肠菌群、亚硝酸盐、

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汞、硒、砷、镉、六价铬、铅、镍等30

个指标。

表 1-1 采样点数、点位及样品汇总表

样品

类型
采样点位

点位

数量

点

位

编

号

样品量

（个/因
子）

采集样

品
监测项目

土壤

参照点 1 T1 1

0-20cm
表层土

样

pH、锌、砷、镉、六价铬、铜、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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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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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

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

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
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

[1,2,3-cd]芘、萘

主要生产

区域及化

学品贮存

区

1 T2 1

水处理区

域
1 T3 1

辅助车间

（水处理

及危废库、

罐区）

1 T4 1

下方向土

壤监控点
1 T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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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

水

参照点 1 D1 1

/

色度、臭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

物、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

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

量、氨氮、硫化物、总大肠菌群、

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

物、汞、硒、砷、镉、六价铬、铅、

镍

主要生产

区域及化

学品贮存

区

1 D2 1

水处理区

域
1 D3 1

辅助车间

（水处理

及危废库、

罐区）

1 D4 1

地下水径

流下游监

控点

1 D5 1

表 1-2 土壤和地下水检测分析方法

分类 项目 检测方法名称和标号 方法检出限

水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6920-1986 0-14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 GB/T11903-1989 —

臭和味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06
—

浊度 水质 浊度的测定 GB/T13200-1991 1度

肉眼可见物 水质肉眼可见物的测定 观察法 GB 8538-2016 —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T 503-2009
萃取法

0.0003

总硬度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7477-1987
5mg/L
CaCO3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4mg/L

硫酸盐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18mg/L

氯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07mg/L

https://wenku.baidu.com/view/0f8322593b3567ec102d8a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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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盐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16mg/L

硝酸盐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0.016mg/L

铁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1911－1989
0.003 mg/L

锰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1911－1989
0.001mg/L

铜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7475-1987
0.005 mg/L

锌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7475-1987
0.002 mg/L

镉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7475-1987
0.005 mg/L

铅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7475-1987
0.01 mg/L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7494－1987
0.05mg/L

1.5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在铜陵有色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过程中，从

方案设计，到现场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都严格按规范落实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措施，确保获取的样品与取得的检测数据真实可信。

本项目质量控制管理分为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控制管理两部

分。

1.5.1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在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建立完整的管理程序。

为避免采样设备及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影响样品，应注重现场采样过

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现场采样时详细填写现场观察的记录

单，比如土层深度，土壤质地，气味，地下水的颜色，气象条件等，

以便为分析工作提供依据。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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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现场质量控制样是现场采样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

质量控制样一般包括平行样、空白样、运输样和设备清洗样，控制样

品的分析数据可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分析

质量效果。在采样过程中，同种采样介质，采集一个现场重复样和一

个设备清洗样。现场重复样是从相同的源收集并单独封装分别进行分

析的两个单独样品；设备清洗样是采样前用于清洗采样设备与监测有

关，并与分析无关的样品，以确保设备不污染样品。采样人员必须掌

握土壤、地下水采样技术，熟知采样器具的使用和样品固定、保存、

运输条件。

采样后，全部样品存放于现场冷藏保温箱。有机、无机样品分别

存放；土壤、水样分别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对土壤特征或可疑物质描述等进行现场采样记录、现场监测记

录，以及对相关现场影像记录等设计了一定格式的表格。

（1）现场记录与样品质量要求

现场采样时详细填写现场观察的采样记录表，如采样点周边环

境，采样时间与采样人员，样品名称和编号，采样时间，采样位置，

采样深度，样品质地，样品颜色和气味，现场检测结果，采样人员，

土壤分层情况，土壤质地、颜色、气味、密度、硬度与可塑性等，地

下水水位、颜色，气象条件等，以便为场地水文地质、污染现状等分

析工作提供依据。

样品采集完成后，在样品瓶上标明编号等采样信息，并做好现场

记录。所有样品采集后放入装有冰袋的低温保温箱中，并及时送至实



第 12 页

验室进行分析。在样品运送过程中，要确保保温箱能满足样品对低温

的要求。

（2）质量控制样品要求

为确保采集、运输、贮存过程中的样品质量，本项目在现场采样

过程中设定现场质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平行样、相应数量的采样工

具清洗空白、运输空白样等。在采样过程中，参照国内外相关技术规

范，采集不低于样品总数 5%的平行样。

（3）样品保存、流转中的质量控制

根据检测项目，对所有土壤样品进行分类保存。检测重金属的土

壤样品可直接保存在取样管中，但是需要按上述密封保存。所有样品

现场均使用冰袋冷藏，并及时送回实验室冷冻保存和检测水样运输过

程中严防损失、混淆或沾污，设置运输空白样，并在样品低温（4 ℃）

暗处冷藏条件下尽快送至实验室分析测试。 另外对于光线敏感度高

的物质，需盛装在不透明的容器中或将容器以铝箔包覆。采集完样品

后指定专人将样品从现场送往临时实验室，到达临时实验室后，送样

者和接样者双方同时清点样品，即将样品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

签和采样记录单核对，并在样品交接单上签字确认，样品交接单由双

方各存一份备查。核对无误后，将样品分类、整理和包装后放于冷藏

柜中，于当天或第二天发往检测单位。样品运输过程中均采用保温箱

保存，以保证样品对低温的要求，且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污染，

最后到达检测单位分析实验室，完成样品交接。

1.5.2 实验室分析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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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质量控制包括实验室内的质量控制（内部质量控制）和实

验室间的质量控制（外部质量控制）。前者是实验室内部对分析质量

进行控制的过程，后者是指由第三方或技术组织通过发放考核样品等

方式对各实验室报出合格分析结果的综合能力、数据的可比性和系统

误差做出评价的过程。为确保样品分析质量，本项目样品分析将选择

具国家认证资质的实验室进行。为保证分析样品的准确性，除实验室

已经过 CMA 认证，仪器按照规定定期校正外，在进行样品分析时还

对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随时检查和发现分析测试数据是否受控（主

要通过标准曲线、精密度、准确度等）。

本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包括：数据质量目标、分析精度、准确性、

代表性、可比性目标。

数据质量保证即建立并实施标准的操作程序以保证获得科学可

靠的结果用于决策，这些标准的操作程序贯穿于现场采样、样品链责

任管理、实验室分析、及报告等各方面。

①空白样：每批样品至少保证分析一个全程序空白，且空白低于

测定下限。

②平行样：每批样品至少分析 10%样品平行

③使用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例行分析中，每批要带测质控样，

质控样测定值必须落在质控样保证值（在 95%的置信水平）范围之内，

否则本批结果无效，需重新分析测定。

④加标回收率的测定：选测项目无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时，可用

加标回收实验来检查测定准确度。加标率：在一批试样中，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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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试样进行加标回收测定。样品数不足 10个时，适当增加加

标比率。每批同类型试样中，加标试样不应小于 1个。加标量：加标

量视被测组分含量而定，含量高的加入被测组分含量的 0.5～1.0 倍，

含量低的加 2～3 倍，但加标后被测组分的总量不得超出方法的测定

上限。加标浓度宜高，体积应小，不应超过原试样体积的 1%，否则

需进行体积校正。合格要求：加标回收率应在加标回收率允许范围之

内。当加标回收合格率小于 70%时，对不合格者重新进行回收率的测

定，并另增加 10%～20%的试样作加标回收率测定，直至总合格率大

于或等于 70%以上。

⑤校准曲线控制：用校准曲线定量时，必须检查校准曲线的相关

系数、斜率和截距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校准曲线斜率、截距的统计

检验和校准曲线的精密度检验。校准曲线斜率比较稳定的监测项目，

在实验条件没有改变、样品分析与校准曲线制作不同时进行的情况

下，应在样品分析的同时测定校准曲线上 1-2 个点（0.3 倍和 0.8 倍

测定上限），其测定结果与原校准曲线相应浓度点的相对偏差绝对值

不得大于 5%-10%，否则需重新制作校准曲线。

⑥监测过程中受到干扰时的处理：检测过程中受到干扰时，按有

关处理制度执行。一般要求如下：停水、停电、停气等，凡影响到检

测质量时，全部样品重新测定。仪器发生故障时，可用相同等级并能

满足检测要求的备用仪器重新测定。无备用仪器时，将仪器修复，重

新检定合格后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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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及分析、评估

2.1检测结果与评价

土壤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2-1，地下水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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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土壤检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kg，pH无量纲

检测类别 土壤（单位：μg/kg，pH无量纲）

评价标
准

mg/kg

达标情
况

检测日期 2021.8.18

检测点位 参照点
主要生产区域及化学品贮存

区
水处理区域 辅助车间（水处理及危废库、罐区） 下方向土壤监控点

经纬度

检测因子

N:30.963399 N:30.963846 N:31.962572 N:31.962530 N:31.961876
E:117.812213 E:117.811584 E:117.809785 E:117.810239 E:117.810355

pH 7.86 7.93 7.50 7.64 7.81 \ \
锌（mg/kg） 66 78 123 61 58 \ \
砷（mg/kg） 12.6 15.4 14.3 17.5 15.1 60 达标

镉（mg/kg） 0.02 0.02 0.02 0.01 0.02 65 达标

六价铬（mg/kg） <0.5 <0.5 <0.5 <0.5 <0.5 5.7 达标

铜（mg/kg） 42 45 34 56 57 18000 达标

铅（mg/kg） 27.7 26.1 30.1 32.4 24.5 800 达标

汞（mg/kg） 0.056 0.053 0.040 0.085 0.066 38 达标

镍（mg/kg） 22 23 26 25 26 150 达标

四氯化碳 <1.3 <1.3 <1.3 <1.3 <1.3 2.8 达标

氯仿 <1.1 <1.1 <1.1 <1.1 <1.1 0.9 达标

氯甲烷 <1 <1 <1 <1 <1 37 达标

1,1-二氯乙烷 <1.2 <1.2 <1.2 <1.2 <1.2 9 达标

1,2-二氯乙烷 <1.3 <1.3 <1.3 <1.3 <1.3 5 达标

1,1-二氯乙烯 <1 <1 <1 <1 <1 66 达标

顺-1,2-二氯乙烯 <1.3 <1.3 <1.3 <1.3 <1.3 59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1.4 <1.4 <1.4 <1.4 <1.4 54 达标



第 17 页

续表2-1 土壤检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kg，pH无量纲

检测类别 土壤（单位：μg/kg，pH无量纲）

评价标
准

mg/kg

达标情
况

检测日期 2021.8.18

检测点位 参照点
主要生产区域及化学品贮

存区
水处理区域

辅助车间（水处理及危废库、罐

区）

下方向土壤监控

点

经纬度

检测因子

N:30.963399 N:30.963846 N:31.962572 N:31.962530 N:31.961876
E:117.812213 E:117.811584 E:117.809785 E:117.810239 E:117.810355

二氯甲烷 2.1 <1.5 <1.5 <1.5 2.6 616 达标

1,2-二氯丙烷 <1.1 <1.1 <1.1 <1.1 <1.1 5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1.2 <1.2 <1.2 <1.2 <1.2 10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1.2 <1.2 <1.2 <1.2 <1.2 6.8 达标

四氯乙烯 <1.4 <1.4 <1.4 <1.4 <1.4 53 达标

1,1,1-三氯乙烷 <1.3 <1.3 <1.3 <1.3 <1.3 840 达标

1,1,2-三氯乙烷 <1.2 <1.2 <1.2 <1.2 <1.2 2.8 达标

三氯乙烯 <1.2 <1.2 <1.2 <1.2 <1.2 2.8 达标

1,2,3-三氯丙烷 <1.2 <1.2 <1.2 <1.2 <1.2 0.5 达标

氯乙烯 <1 <1 <1 <1 <1 0.43 达标

苯 <1.9 <1.9 <1.9 <1.9 <1.9 4 达标

氯苯 <1.2 <1.2 <1.2 <1.2 <1.2 270 达标

1,2-二氯苯 <1.5 <1.5 <1.5 <1.5 <1.5 560 达标

1,4-二氯苯 <1.5 <1.5 <1.5 <1.5 <1.5 20 达标

乙苯 <1.2 <1.2 <1.2 <1.2 <1.2 28 达标

苯乙烯 <1.1 <1.1 <1.1 <1.1 <1.1 1290 达标

甲苯 <1.3 <1.3 <1.3 <1.3 <1.3 1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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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1 土壤检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kg，pH无量纲

检测类别 土壤（单位：μg/kg，pH无量纲）

评价标
准

mg/kg

达标情
况

检测日期 2021.8.18

检测点位 参照点
主要生产区域及化学品贮

存区
水处理区域

辅助车间（水处理及危废库、

罐区）

下方向土壤监控

点

经纬度

检测因子

N:30.963399 N:30.963846 N:31.962572 N:31.962530 N:31.961876
E:117.812213 E:117.811584 E:117.809785 E:117.810239 E:117.810355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2 <1.2 <1.2 <1.2 <1.2 570 达标

邻二甲苯 <1.2 <1.2 <1.2 <1.2 <1.2 640 达标

硝基苯（mg/kg） <0.09 <0.09 <0.09 <0.09 <0.09 76 达标

苯胺（mg/kg） <0.1 <0.1 <0.1 <0.1 <0.1 260 达标

2-氯酚（mg/kg） <0.06 <0.06 <0.06 <0.06 <0.06 2256 达标

苯并[a]蒽（mg/kg） <0.1 <0.1 <0.1 <0.1 <0.1 15 达标

苯并[a]芘（mg/kg） <0.1 <0.1 <0.1 <0.1 <0.1 1.5 达标

苯并[b]荧蒽（mg/kg） <0.2 <0.2 <0.2 <0.2 <0.2 15 达标

苯并[k]荧蒽（mg/kg） <0.1 <0.1 <0.1 <0.1 <0.1 121 达标

䓛（mg/kg） <0.1 <0.1 <0.1 <0.1 <0.1 1293 达标

二苯并[a,h]蒽（mg/kg） <0.1 <0.1 <0.1 <0.1 <0.1 1.5 达标

茚并[1,2,3-cd]芘
（mg/kg）

<0.1 <0.1 <0.1 <0.1 <0.1 15 达标

萘（mg/kg） <0.09 <0.09 <0.09 <0.09 <0.09 70 达标

注：本次检测评价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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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地下水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L，pH无量纲

检测类别 地下水（单位：mg/L，pH无量纲）

评价
标准
mg/L

达标情
况

检测日期 2021.8.18

检测点位 参照点
主要生产区域及化学品贮

存区
水处理区域

辅助车间（水处理及危废库、罐

区）

地下水径流下游监控

点

经纬度

因子

N:30.963399 N:30.963846 N:31.962572 N:31.962530 N:31.961876

E:117.812213 E:117.811584 E:117.809785 E:117.810239 E:117.810355

pH 7.01 8.18 7.08 7.09 6.82 6.5-8.5 达标

色度（倍） 8（微黄） 8（微黄） 8（微黄） 8（微黄） 8（微黄） 15 达标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达标

浊度（度） 3 3 2 2 3 3 达标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达标

挥发酚 <0.0003 0.0005 0.0007 <0.0003 0.0014 0.002 达标

总硬度（CaCO3） 351 379 286 352 334 450 达标

溶解性总固体 233 277 196 232 724 1000 达标

硫酸盐 37.7 48.6 34.0 14.4 163 250 达标

氯化物 2.50 2.06 16.8 2.94 9.20 250 达标

亚硝酸盐 0.055 0.062 0.154 0.055 0.062 1.00 达标

硝酸盐 0.086 0.229 2.98 1.50 1.29 2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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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2 地下水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L，pH无量纲

检测类别 地下水（单位：mg/L，pH无量纲）

评价
标准
mg/L

达标情
况

检测日期 2021.8.18

检测点位 参照点
主要生产区域及化学品贮

存区
水处理区域

辅助车间（水处理及危废库、罐

区）

地下水径流下游监控

点

经纬度

因子

N:30.963399 N:30.963846 N:31.962572 N:31.962530 N:31.961876

E:117.812213 E:117.811584 E:117.809785 E:117.810239 E:117.810355

铁 0.279 0.259 0.239 0.269 0.279 0.3 达标

锰 0.073 0.093 0.098 0.077 0.085 0.10 达标

铜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1.00 达标

锌 0.144 0.026 0.046 0.121 0.137 1.00 达标

镉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达标

铅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达标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0.05 <0.05 <0.05 <0.05 <0.05 0.3 达标

注：评价标准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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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1土壤检测结果统计表可见，本次土壤检测各测点各项指

标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标准，

未发现土壤污染现象。

由表2-2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计表可见，本次地下水检测各测点各

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未

发现地下水污染和超标现象。

2.2 不确定性分析

（1）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

断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报告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排查范

围、以及当下情况等多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

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2）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自行监测结果是依据排查范围区现

状以及采集到的样品检测分析得出。

（3）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的实

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厂区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

种类、含量和分布等，进而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4）由于浅层地下水流向可能受季节、降雨量、附近地表水等

环境因素的影响，故不排除地下水流向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若本次排查范围区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排查范围外地下水中的污染物

可能向本次排查范围区域中迁移，同时会影响本次排查区域的土壤环

境质量。因此，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土壤与地下水分析结果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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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期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范围内存在的特定情况，无法预料到

土壤与地下水将来的环境状况。

（5）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范围内各车间等地面均硬化或防渗

处理，因此，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自行监测布点取样尽量不破坏地面完

整以防造成后期污染隐患。

三、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评估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通过本次土壤隐患排查和土壤、地下水检测，铜陵有色铜冠铜箔

有限公司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规章健全，各类污染物配套建设污

染处理设备、设施，并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环境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各

重点区域和重点设备设施均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贮

存、运输等流转关节严格管控，重点部位均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土

壤污染隐患可忽略；土壤和地下水检测结果分别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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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标准和《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现象。

3.2 建议

根据本次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论，铜陵有色铜冠铜箔有限公

司厂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总体较低，但也存在部分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隐患，针对这些隐患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1）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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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相关内容纳入到企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之中，在预案中补充完善防治土壤污染相关内容。

②建立隐患定期排查制度。每 3年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建立

隐患排查档案，及时整治发现的隐患。

（2）管理方面

①加强环境管理工作，将各项环境监管措施、制度落实到位，确

保消除各类环境污染隐患。

②保持对生产车间、污水处理设施、危废库等土壤污染重点关注

对象的日常巡查，降低出现渗漏的概率，避免污染的扩大。

（3）具体措施方面

①按照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定期对厂区内土壤及地

下水进行监测，及时了解厂区内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变化状况及重

金属累积趋势。

②定期对生产车间、污水处理设施、危废库等区域的防渗措施进

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的维护，发现破损立即安排修复，使其符合相关规

范要求，避免污染物泄漏，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的风险。

③加强在运输过程中的管理，尽量在封闭系统中进行运输，或在

运输过程做适当的苫盖措施。

④定期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维护，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第 24 页

附图：

罐区 生产车间

危废间

废水站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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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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