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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由来

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石路北，方兴大道

南，天都路以西。项目总规划用地 69.27 亩，约 46179.42m2。现有厂区已建成

3栋多层厂房及 1栋办公综合楼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危废临时贮存场所、油

漆库、配电房、门卫室等配套设施。

项目建设用地原为荒地规划平整为工业用地，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生产

产品主要为塑料零件制造及其模具制造项目，项目厂房内主要有注塑机、溅镀线、

喷涂线等一批专业生产设备等。项目东面为天都路，路东为花王有限公司；项目

南为美的开料厂；项目西为佛掌路，路西为西城客车有限公司；项目北为和展机

械有限公司。项目周围主要为工业企业与市政用地，项目卫生防护距离 100 米

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点和文物古迹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对象。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

针对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的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及仓储等情况，

该项目是塑料零件与模具制造项目，厂内贮存生产所需的危险化学品主要是漆料

与稀释剂，所用原辅材料部分为具有一定毒性或可燃性的物料，具有一定的潜在

危害性。在突发性的事故状态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一旦释放出来，将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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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造成不利影响。本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隐患及相关监测的重点是对生产区及原

材料与废物堆存区、储放区、转运区、污染治理设施等及其运行管理开展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排查。通过收集资料、现场排查及布设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点位等

技术手段确定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区的土壤及地下水环境是否存在污

染隐患。

1.1编制目的

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工业企业日常污染监测的技术规范，如

美国规定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需进行长期的地下水监测工作，并对监测井的布

设数量、布设方法、监测频次、地下水保护标准被触犯后如何开展制止行动都进

行了详尽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污染状况并采取措施，降低后续

治理和修复的成本。我国工业企业现行的土壤监测体系多针对已退役或搬迁的工

业企业设立，属于短期性监测，部分监测手段对场地构筑物具有破坏性，采样和

分析的成本也较高，不适用于正在生产过程中的工业企业。

为加强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防控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开展土壤及地下水定期监测工作，及时监控企业生产过程对土壤和地下

水影响的动态变化，最大程度的降低在产企业环境污染隐患。合肥经纬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特委托合肥海正监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厂区土壤与地下水进行调查检测

分析。

1.2勘察及监测原则

根据场地监测的内容及管理要求，本项目场地监测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2.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场地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分析，为场

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1.2.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监测过程，保证监测过程的科学性和客

观性。

1.2.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监测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监测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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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勘察及监测方法

本次勘察及监测项目方法为：在资料收集、现场探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

合理布设监测点位，对场地进行环境监测取样分析，判断场地是否受到污染、污

染类型及程度，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1.4监测依据

1.4.1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4.2相关技术导则及规范

1、《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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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

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5、《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HJ 819）

6、《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

7、《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

8、《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

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

10、《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

11、《地下水样品采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013）

12、《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建井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013）

13、《在产企业地块风险筛查与风险分级技术规定》 (试行)；

14、《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技术规定》 (试行)；

15、《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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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350 万套笔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 套配套模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建审(经)字〔2013〕192 号

17、《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350万套笔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书》（合环监验字（2015）第 16号）》

18、《关于年产 1350万套笔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项目备

案内容调整的通知》（合经区经项变[2016]66号）

19、《关于对年新增 30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结构件的智能产线及 210套精密模

具智能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环建审（经）字[201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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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场地内部水文地质情况

2.1地形、地貌

合肥市地处江淮腹地丘陵地区，由西向东的江淮分水岭贯穿该市，形成低缓

的鱼背形地势。境内的山脉属于大别山余脉。肥东县境内有四顶山、白马山、浮

槎山，常丰县境有舜耕山，肥西境有紫蓬山、圆通山、大潜山等。地貌形态主要

有河漫滩堆积地形，超河漫滩堆积阶地（一级阶地），侵蚀阶地（二级阶地）和

浅丘等四种类型。项目所在地区地形属典型的江淮丘陵，有两条冲沟，有两条垄

脊，总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高程在 20～35m(吴淞高程系)属二级阶地，

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地表为上更新系冲积层粘土，土壤乘载力 2.5~3.5kg/cm2，

地下基岩埋深 10~15m，为第三季红砂岩石，开发区建设用地范围内无活动性地

质断层，地震烈度为 7度。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貌单位属南淝河洪积形成二级

阶地，厂区地形较平坦。

2.2地质概况

合肥地区处于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地段，秦岭纬向构造带，淮阴山字形东冀弧

的复合部位，是华北、扬子两个地块交替部位，位于华北地块合肥盆地南缘。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项目所在地地层构造自上而下可分为：耕（填）土层、

粉质粘土（粘土）层、粘土层、粘土层。其中在耕（填）土和粉质粘土（粘土）

表部中埋藏有上层滞水，主要由大气降水补给，地质勘探期间静止水位埋深

0.5~1.5m，水位标高约 31.00~31.50m。

2.3含水组水文地质特征

项目厂区位于低山丘陵地貌，地表大部分被第四系晚更新统灰黄色粘土所覆

盖。根据工程地质勘探报告，结合相关水文地质资料，厂区地层由老到新依次有

白系上统张桥组、第四系晚更新统。厂区勘探的深度范围内所揭露地下水类型为

上层滞水，主要含水层为白系碎屑岩裂隙-空隙含水岩组，水位埋深 0.5~1.5m，

水位标高约 31.00~31.50m，无统一地下水位，水量季节性变化显著，大旱时干

涸无水，水质为 HCO3-Ca·Na 型，属矿化度小于 1.0 克/升的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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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基本情况

3.1企业概况

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 3910号，项目

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 1350万套笔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

项目于 2012年 11月 19日获得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备案文件（合经

区经项[2012]118号）。该项目于 2013年 8月 13日经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审批（环建审（经）字[2013]192号），建设项目总规划用地 69.27

亩，约 46179.2m2，建筑面积约为 52744.2m2，建设 6层多层厂房以及 1栋办公

综合楼、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危废临时贮存场所、油漆库、配电房、门卫室

等配套设施，项目正式运营后可实现年产 1350万套笔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

及 420套配套模具的生产能力。

目前该项目实际建成 3 栋多层厂房及 1 栋办公综合楼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

站、危废临时贮存场所、油漆库、配电房、门卫室等配套设施，笔记本电脑外壳

生产设备已投入使用，其他生产设备尚未安装。2015年 6月 18日至 19日，合

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编制《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350万套笔记本、

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书》（合环监验字（2015）

第 16号）。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5年 8月 26日下发了

“关于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350万套笔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项目竣工环保阶段性验收意见”（合环经开分局验[2015]033号）。

根据验收意见，项目“目前已建成 1#、2#、3#多层厂房和污水处理站、危废临

时贮存场所、门卫室等设施，已形成年产笔记本电脑外壳 800万套生产能力”。

项目于 2016年 12月经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关于年产 1350万套笔

记本、家电、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项目备案内容调整的通知》（合经区

经项变[2016]66号）进行了备案变更，项目名称由原产 1350万套笔记本、家电、

汽车注塑件及 420套配套模具项目调整为“年产 800万套笔记本电脑外壳项目”。

2017年 1月，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根据项目可研委托编制单位编

制完成了《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新增 30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结构件的

智能产线及 210套精密模具智能产线项目报告表》，2017年 1月 18日，合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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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关于对年新增 30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结构

件的智能产线及 210套精密模具智能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环建

审（经）字[2017]8号文进行了批复。

3.2项目组成

现有项目及产品分布见表

表 3-1全厂生产车间情况表

编号 名称 建筑面积 备注

1 1#车间

建筑面积

4549.4m2

1层主要为车间办公（生产计划等）、2层主要产品的图纸

研发、3层主要为注塑件的物理实验（强度、漆料附着力等

实验）、4层主要为档案资料管理等

2 2#车间

建筑面积

6521m2

一楼主要设备有注塑机，溅镀线，无清洗线，边角料破碎位

于 2#车间北侧单独车间，喷砂机位于 3#车间 1层；2#车间

二层实际布置印刷线、水帘喷台、流平烘干设备，装配线位

于 3#车间 2层

3 3#车间 建筑面积

9302.2m2

3#车间 2层实际布置装配线，印刷线、水帘喷台、流平烘干

设备位于 2#车间 2层

4 4#车间

建筑面积

4280.88m2

计划：1层为模具制造和维修区域，约 1300m2；2层为半成

品仓，由于整体规划调整，调漆房将规划到二期项目中，于

2层建设 40m2调漆房，主要为一期进行服务。

5 5#车间 建筑面积

7367.54m2

计划：1层为成品仓库；2层北侧为前置配件区，约 800m2；

2层东侧为成品暂存区，约 560m2。

6 6#车间

建筑面积

13322.30m2

计划：一层北侧设有镁粉粒子仓库区、废料仓库等，1层西

侧为射出成型区，约 510m2；1层东侧为 CNC加工区，主

要为电脑精密结构件的生产，约 1500m2；2层东侧为喷粉

线，东北侧为化成线，2层南侧为原料仓库区，约 3100m2

3.3项目主要污染源

3.3.1废气

本项目现有工程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有注塑废气、破碎粉尘、喷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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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漆雾废气、调漆废气、流平烘干废气等。

喷砂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尾气引入到 1根排气筒 15m高排放；漆雾废气通

过水帘除漆雾喷台处理后和其他废气经汇总后经玻璃纤维过滤棉过滤+活性炭吸

附净化处理置+RTO 燃烧装置处理(活性炭先吸附有机废气，通过电加热脱附活

性炭有机废气，脱附的有机废气在进入 RTO中燃烧），尾气尾气经 1根 25m高

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集罩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3.3.3废水

现有工程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水帘喷台除漆雾废水、与保洁废水。生

活废水经厂内化粪池处理，处理达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以

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从厂区排污口进入经济

技术开发区污水管网，生产车间废水经过芬顿氧化+混凝沉淀+气浮处理达到合

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以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从厂区排污口接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管网。

3.3.4固体废物

现有工程职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统一运出，送合肥市垃圾填埋场填

埋处理。一般工业固废：边角料、铁屑、废砂、废模具、除尘器收集的尘灰、废

塑料纸等，经分类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回收部门；收集的可用砂，厂内收集后回用

于生产。危险废物：废漆桶、漆渣、废活性炭、废过滤棉、设备定期检修保养产

生的废润滑液分类收集于贮密闭铁桶内，加盖密封后堆放于厂内危废贮存间；该

贮存间有防火、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设施，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4平面布置

结合现有场地情况，生产厂房平面布置以最佳的生产流程（物流、人流、信

息流、能源流）和生产工艺工程进行设计，整体布置上强调物流的合理，减少物

流的返回、交叉、往返等无效搬运；减少库存和再制品，缩短物料的停滞和等待；

选用适当装卸搬运方式和机具。总体布置按照用地集约、紧凑，功能分区合理，

工艺流线顺畅，运输线路短捷原则。具体布置见附图：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本项目现有厂区共设有 3栋生产车间和 1栋综合楼，车间 2位于厂区的东北

侧，车间 3位于车间 2的南侧，综合楼位于厂区的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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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扩建新增 3栋生产车间，其中车间 4位于车间 2的西侧，车间 5位于车

间 4的南侧，车间 6位于厂区的西侧。建筑物布置结合用地形状，充分考虑日照、

通风、消防要求，同时和周边环境相协调。具体平面布置见图 3-2

项目平面布置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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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及地下水监测方案

4.1潜在土壤污染污染分析

根据污染源、污染物类型、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途径等，识别项目厂

区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类型及其分布。本项目根据以下原则，识别潜在的污染区域

和污染物类型：

（1）根据资料或已有调查确定存在污染的区域；

（2）曾发生泄漏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

（3）各类地下罐槽、管线、集水井、检查井等所在区域；

（4）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区域；

（5）原辅材料、产品、化学品、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危险废物等生产、贮存、

装卸、使用和处置区域；

（6）其他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公司占地范围内所有生产活动区域都有可能为潜在的污染区域，根据前期资

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企业介绍及要求，确定了厂区内重点污染区域，进行监

测布点。

本次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范围为合肥经纬电子有限公司所辖厂区，项目总

规划用地 69.27 亩。根据企业对自行监测点位及污染物因子的要求，本次将危

废库、1#厂房、2#厂房、3#厂房、4#厂房、5#厂房、6#厂房和宿舍楼设为土壤监

测点位，项目厂区外东北方向设为土壤参照点位。此次根据企业要求将土壤监测

分为 0~0.2m、0.5~1.0m、1.0~1.5m三个层次进行监测，本项目土壤设 9个监测

点，本次将办公楼、3#车间设为地下水监测点，土壤及地下水监测因子为：PH、

铜、锌、镍、铬、铅、镉、汞、砷、苯、甲苯、二甲苯。具体点位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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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地下水及土壤监测点位图

4.2样品采集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在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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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品产生影响，应注重现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为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钻机采样过程中，在第一个钻孔

开钻前要进行设备清洗；进行连续多次钻孔的钻探设备应进行清洗；同一钻机在

不同深度采样时，应对钻探设备、取样装置进行清洗；与土壤接触的其他采样工

具重复利用时也应清洗。土壤样品采集遵循“少扰动，勿混动，勤记录”的原则。

4.3 样品检测质量控制

4.3.1 现场质量控制

（1）防止交叉污染

为了保证采集样品的质量，配套的设备清洗程序被用于可能受污染的土壤或

地下水对设备产生的交叉污染。一次性使用设备不会被污染，但是需要对废弃物

进行合理的打包。每口地下水井均采用独立的贝勒管洗井，采用独立的贝勒管取

样，确保样品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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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包装与运输

每个装入样品的容器上将贴上样品标签。每个样品被分配一个唯一的编号。

样品标签包括以下信息：场地名称、钻孔编号、样品编号、取样深度、采样日期

和时间、采样人员、使用的保存剂、分析项目。所有样品采集后立即封好，并放

置在冷藏箱保存并在规定时间内运送至实验室。现场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和采

样安全防护操作、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参照国内相关技术规定或标准国际方法。

4.3.2 实验室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分析样品的准确性，在进行样品分析时还对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

并且随时检查和发现分析数据是否受控，每个测定项目计算结果要进行复核，保

证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4.4土壤环境评价标准及方法

4.4.1土壤环境评价标准

本次调查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918）作为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筛选依据，将其中各类污染物的风

险筛选值作为判定该污染物在本次调查区域内是否启动风险评价的标准值。

该标准将需要开展土壤污染调查的场地依据土地利用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

用地包括 GB 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以及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等。第二类用地包括 GB 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A）（A33、A5、A6除外），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G）（G1中

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由于本次调查的场地属于工业用地（M），

因此调查采用该标准中的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作为筛选依据。本项目拟用的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见表 4-2。

表 4-2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污染物 砷 镉 铬（六价） 铜 铅 汞 镍

筛选值（mg/kg） 60① 65 5.7 18000 800 38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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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具体地块土壤中污染物检测含量超过筛选值，但不高于土壤环境背景值水平的，不

纳入污染地块管理。

4.4.2 土壤环境评价方法

4.4.3 单项污染指数

无论污染物种类多少，必须先对每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进行单独评价，即单

因子污染指数法。通过单因子评价，可以确定出各项污染物质及危害程度，同时

也是多污染物情况下，多因子综合评价的基础。污染指数计算以污染物实测值和

评价标准相比除去量纲来计算污染指数。计算公式如（1）：

Pi=Ci/Si

式中： Pi 为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污染指数；

Ci 为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含量；

Si 为土壤污染物 i 的评价标准（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根据 Pi（土壤污染物单项累计指数）值的大小，将单项污染物超标程度分为 5

级见表 4-3。

表 4-3单项污染物超标评价等级划分

等级 Pi 值 污染等级

I Pi≦1.0 未超标

II 1.0<Pi≦2.0 轻微超标

III 2.0<Pi≦3.0 轻度超标

IV 3.0<Pi≦5.0 中度超标

V Pi>5.0 重度超标

4.4.4 多项污染指数

对于某一点，若存在多项污染物，则分别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计算后，取单因子

污染指数中最大值，即：P=MAX（P i）

式中：P 为土壤中多项污染物的污染指数；

P i 为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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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 值的大小，将多项污染物超标程度分为 5 级（见表4-4）

表4-4多项污染物超标评价等级划分

等级 Pi 值 污染等级

I Pi≦1.0 未超标

II 1.0<Pi≦2.0 轻微超标

III 2.0<Pi≦3.0 轻度超标

IV 3.0<Pi≦5.0 中度超标

V Pi>5.0 重度超标

4.4.5 土壤污染物综合累计评价

无论污染物种类多少，必须先对每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进行单独评价，即单

因子污染指数法。通过单因子评价，可以确定出各项污染物质及危害程度，同时

也是多污染物情况下，多因子综合评价的基础。污染指数计算以污染物实测值和

评价标准相比除去量纲来计算污染指数。

对于某一点，若仅存在一项污染物，则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计算公式如公式（3）

Pi 土=Ci 土/Si 土

式中： Pi 土 为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污染指数；

Ci 土 为土壤中污染物 i 的含量；

Si 土 为土壤污染物 i 的评价标准（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根据 P i 值计算土壤污染物综合累计指数，计算公式如公式（4）

内梅罗污染指数 PN 土=｛（ Pi 均土
2）+（Pi 最大土

2）/2 ｝1/2

式中：PN 土为土壤中第 N 采样点的综合污染指数；

Pi 均土为土壤中第 N 采样点的各污染物平均污染指数；

Pi 最大土为土壤中第 N 采样点的各污染物最大污染指数。

内梅罗污染指数反映了各污染物对土壤的作用，同时突出了高浓度污染物对土

壤环境影响，可按内梅罗污染指数划分污染等级。内梅罗污染指数土壤污染评价评价标

准见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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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内梅罗污染指数土壤污染评价等级划分

等级 内梅罗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I PN≦0.7 清洁安全

II 0.7<PN≦1 尚清洁（警戒限）

III 1<PN≦2.0 轻度污染

IV 2.0<PN≦3.0 中度污染

V PN>3.0 重污染

4.5 地下水环境评价标准

本次地下水选取《 》(GB/T14848-2017)作为评价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地下

水质量分类、地下水质量监测、评价方法和地下水质量保护。其中将地下水分为

五类，分类指标见表 4-6。结合本场地特点以及评价目的，选择 III 类标准作为本

次地下水污染筛选值（表4-7）。

表 4-6地下水质量分类指标（mg/L）

分类

项目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V 类

pH 6.5≤pH≤8.5 5.5≤pH＜6.5,

8.5＜pH≤9.0

pH＜5.5或 pH

＞9.0

铬 ≤0.005 ≤0.01 ≤0.05 ≤0.10 ＞0.10

铜 ≤0.01 ≤0.05 ≤1.00 ≤1.50 ＞1.50

镍 ≤0.002 ≤0.002 ≤0.02 ≤0.10 ＞0.10

锌 ≤0.05 ≤0.5 ≤1.00 ≤5.00 ＞5.00

铅 ≤0.005 ≤0.005 ≤0.01 ≤0.10 ＞0.10

镉 ≤0.0001 ≤0.001 ≤0.005 ≤0.01 ＞0.01

砷 ≤0.001 ≤0.001 ≤0.01 ≤0.05 ＞0.05

汞 ≤0.0001 ≤0.0001 ≤0.001 ≤0.002 ＞0.002

苯 ≤0.5 ≤1.0 ≤10.0 ≤120 ＞120

甲苯 ≤0.5 ≤140 ≤700 ≤1400 ＞1400

二甲苯 ≤0.5 ≤100 ≤500 ≤1000 ＞1000

注：I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低，适用于各种用途；II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较低，适用于各

种用途；III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主要适用于集中式饮水水源地及农、工业用

水；IV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工业用水要求为依据，以农业和工业用水

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的处理

后可作为生活饮水；V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高，不宜饮用，其他用水可根据目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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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地下水环境评价方法

以水质调查资料为基础，采用内梅罗污染指数反映了各污染物对地下水的作

用，同时突出了高浓度污染物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可按内梅罗污染指数划分污染

等级。

Pi 水=Ci 水/Si 水

式中： Pi 水 为地下水中污染物 i 的单因子污染指数；

Ci 水 为地下水中污染物 i 的含量；

Si 水 为地下水污染物 i 的评价标准（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根据 P i 值计算土壤污染物综合累计指数，计算公式如公式（6）。

内梅罗污染指数 PN 水=｛（Pi均水 2）+（Pi最大水 2）/2｝1/2（6）

式中：PN 水为地下水中第 N 采样点的综合污染指数；

Pi 均水为地下水中第 N 采样点的各污染物平均污染指数；

Pi 最大水为地下水中第 N 采样点的各污染物最大污染指数。

表 4-8内梅罗污染指数土壤污染评价等级划分

等级 内梅罗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I PN≦0.7 清洁安全

II 0.7<PN≦1 尚清洁（警戒限）

III 1<PN≦2.0 轻度污染

IV 2.0<PN≦3.0 中度污染

V PN>3.0 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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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与地下水监测结果和评价

5.1土壤筛选值的确定

剔除未检出的污染因子，确认检出因子筛选值，将检出因子浓度与相应筛选值进

行比对，得到场地土壤污染信息。根据检测结果，本场地苯、甲苯、二甲苯部分有未检

出，重金属均铬未检出。

5.2土壤环境质量分析

本次土壤监测共 27 个土壤样品，各类污染物检出及超标情况如下表 5-1。

本次监测项目重金属 8项中铬未检出，其余均有检出，而其它指标部分均未检出

或低于检出限（ND）。对比筛选值，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可知，检出污染物远低于筛

选值， 土壤样品中无污染物超标。可见，厂区内土壤目前处于良好状态，未有污

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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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样品数量

（个）

检出数量

（个）

检出浓度最大

值

筛选值 超标样品数（个）

重金属

铜 (Cu)（mg/kg） 27 27 88.9 18000 0

铬 (Cr)（mg/kg） 27 0 未检出 5.7 0

镍 (Ni)（mg/kg） 27 27 37.1 900 0

锌 (Zn)（mg/kg） 27 27 160 300 0

铅 (Pb)（mg/kg） 27 27 46.1 800 0

镉 (Cd)（mg/kg） 27 27 0.616 65 0

砷 (As)（mg/kg） 27 27 10.6 60③ 0

汞 (Hg)（mg/kg） 27 27 0.286 38 0

pH（无量纲） 27 27 8.59 6-9 0

苯（µg/kg） 27 0 未检出 4 0

甲苯（µg/kg） 27 0 未检出 1200 0

二甲苯（µg/kg） 27 1 9.4 - 0

表 5-1土壤检测因子检出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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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下水筛选值的确定

本场地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见表 5-2

表 5-2 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

点位

监测因子

1号 2号 标准值

pH（无量纲） 7.02 6.94 6.5≤pH≤8.5

铜（mg/L） ND ND 1.00

锌（mg/L） 0.030 0.134 1.00

镍（mg/L） ND ND 0.02

铬（mg/L） 0.008 0.005 0.05

铅（mg/L） ND ND 0.01

镉（mg/L） ND ND 0.005

汞（mg/L） 0.0001 0.0001 0.001

砷（mg/L） ND ND 0.01

苯（mg/L） ND ND 10.0

甲苯（mg/L） ND ND 700

二甲苯（mg/L） ND ND 500

注：除 pH 无量纲外，其余单位为 mg/L;ND 表示实验室检测未达检测限，未

检出。

5.4地下水质量分析

本次地下水监测共送检 2 个地下水样品，通过对各类污染物检出及超标分

析结果如下：

（1）常规指标：水样 pH 值介于 6.94-7.02 之间，所有样品均达到 III类标准。

（2）重金属检出：锌、铬、汞。其他指标均未检出或低于检出限。1号、2号

点位水样水质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中 III类标准。

表 5-3 地下水检出因子情况一览表

类别 样品数量（个） 检出数量（个） 未检出数量（个）

重金属

铜 2 0 2

镍 2 0 2

锌 2 2 0

铅 2 0 2

镉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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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2 0 2

汞 2 2 0

铬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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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和建议

6.1土壤环境监测结论

本次合肥经纬电子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项目共设 9个土壤监测点，以及 2

个地下水监测点。共有 27个土壤样品和 2个地下水水样。检测结论如下：

（1）土壤中重金属 8项中铬未检出，其余均有检出，苯、甲苯、均未检出，

二甲苯有部分未检出。经对比筛选值，土壤样品均无污染物超标。

（2）地下水样品的 PH值介于 6.94—7.02之间，重金属锌、铬、汞均有检出，

其他指标均未检出或低于检出限。

（3）经过分析可以确认该场地土壤环境良好，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

根据《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和《场地

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相关规定，可以不进一步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对于地下水，

符合地下水 IV 类标准，后期还需对地下水进行长期监测。

6.2建议

总的来说，目前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土壤环境环境质量良好，

未受到污染，但为了使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持良好状态，仍需做到以下几点：一

是清洁生产；二是责任落实，每个生产环节以及废弃物处置环节都责任到人，将

员工利益与安全生产直接挂钩，提高了员工安全生产积极性与责任心。

对于地下水要进行长期监测，监测频次要符合地下水质量监测规范要求，监

测对象主要是重金属，尤其需加强对污水处理站区域的地下水水质监测，对污水

处理管道和设施定期排查检修，防止污水滴漏现象发生，同时在雨季做好防渗和

排污工作，以免水质恶化。

6.3 不确定性

现有资料中缺少该场地在建厂前的历史使用情况、周边场地的历史使用描述

等信息，较难判断建厂前和周边场地可能的历史遗留污染对本次监测场地的影

响。由现场踏勘结果可知，厂区范围内无明显污染泄露，无废弃物随意堆放现象，

厂区具有完善的废水处理系统和专门的废弃物堆放区。依据合理的布点采样方案

和数据分析结果，本次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

测结果能够反映项目区场地环境的真实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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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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