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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

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行）》的相关要求，我院编制《宝安区

沙井街道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2地块土壤污染修复环境监理方案》，作为

下一步环境监理工作的依据。

2.地块概况

2.1.项目地块地理位置

宝安区沙井街道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2位于宝安区沙井街道南环路与

环镇路交叉口西侧。地块中心点经纬度为 113.81079°E，22.717233°N。地块地理位置见

图 2- 1。

图 2-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2.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宝安区沙井街道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2地块位于宝安区沙井街道南环

项目所在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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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与环镇路交叉口西侧 01-05地块。地块东侧为环镇路，隔环镇路为大兴汽车销售中心；

南侧为南环路，隔南环路为大王山公园和新冠酒店等；西侧为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一期）在建工地（01-04地块，规划为新型产业用地）；北侧为茭塘小学。

按照《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引》（2021年版）中技

术要求，环境敏感点是指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居民区、学校、医院、水源保护区及

其他公共场所等。本次调查对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进行了分析统计，距离

以敏感目标到地块最近边界的距离为准。通过 Google Earth卫星图以及现场踏勘情况可

知，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的环境敏感点有居住区、学校、幼儿园和公园，具体方

位和距离详见表 2- 1、图 2- 2。根据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图，项目地块不在生态

控制线范围内；根据深圳市空气功能区划图，项目地块位于二类区。

表 2- 1 厂区地块敏感保护目标列表

序号 敏 感 点 所处方位 与本项目距离(m)
1 茭塘社区 西北 20

2 马鞍山社区 东 170

3 开元实验幼儿园 南 325

4 开元实验学校 东南 190

5 和兴第一幼儿园 东南 305

6 大王山公园 西南 65

7 大王山新村 西南 70

8 茭塘小学 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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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项目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3.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基本情况

3.1.土壤污染修复工程主要环境影响

3.1.1. 大气环境影响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大气污染物主要有：

（1）有机气体及废气

施工工程中有机气体及废气主要来源于地块清挖、预处理、土壤常温解吸、土壤化

学氧化过程中溢出的挥发/半挥发性化学物质（VOCs/SVOCs)、施工机械驱动设备（如

柴油机等）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等，此外，还有施工及管理人员因生活需要使用燃料

而排放的废气等。

（2）粉尘和扬尘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粉尘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地块平整、基坑开挖、临时设施建

设等过程产生的粉尘；运输车辆往来造成地面扬尘；施工垃圾过程中产生扬尘。上述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粉尘及扬尘将会造成周围大气环境污染，其中又以粉尘的危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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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

施工期间产生的粉尘污染主要决定于施工作业方式、材料的堆放及风力等因素，其

中受风向力因素的影响最大，当风速大于 5m/s 时，施工现场及其下风向部分区域的 TSP

浓度将超过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三级标准，而且随着风速的增加，施工扬尘产生的污染程

度和超标范围也将随之增强和扩大。

3.1.2. 水体环境影响

（1）污染土壤受到雨水冲刷，可能污染地表径流。

（2）施工废水：各种施工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及洗涤用水，建筑垃圾冲洗废水，

车辆进出场冲洗废水。

（3）生活污水：施工期民工集中，施工队伍的生活活动产生一定量的生活

污水，包括洗涤废水和冲厕水。生活污水含有大量细菌和病原体。

（4）地下水涌水及基坑开挖降水等可能存在污染物。

3.1.3.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土壤预处理产生的石块和建筑垃圾等、临时设施的防

渗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膜、土工布等材料以及施工废弃物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

施工期间将涉及到材料运输、基础工程等工程。因本项目区域集中，前后必然要有大量

的施工人员工作和生活在施工现场，其日常生活将产生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这部分废

弃物产生量与各个施工环节有关，并与施工过程的管理水平、施工质量、工人个人素质、

天气状况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3.1.4. 噪声环境影响

噪声是施工期主要的污染因子，施工过程中使用的筛分设备、运输车辆及各种施工

机械，如挖掘机、推土机等都是噪声的产生源，声级在 80 分贝以上。在施工过程中，

往往是多种机械同时工作，各种噪声源辐射的相互叠加，噪声级将更高，辐射范围亦更

大。

3.2.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过程有基坑开挖环节、土壤运输环节、土壤修复以

及堆存环节等。为防止土壤二次污染，针对以上过程进行分类讨论，得出相应的二次污

染防治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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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裸露污染土壤进行苫盖，防止扬尘。

（2）地块周围设地面导水沟以控制地表径流。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污染地块治理与风险管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者处置，并达到国家规定的环

境标准和要求，以下为生产过程中针对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做好二次污染防范措施，

确保治理过程中各指标达到相应国家和地方标准。

3.2.1. 大气污染物防治措施

修复施工过程中，重点落实防止施工各阶段扬尘、异味导致空气污染的保障措施，

做到综合治理、防治结合、科学管理、标本兼治，确保将施工区气味及扬尘导致空气影

响控制在最小限度范围。

3.2.1.1. 异味防治措施

1、污染土壤清挖

现场主要污染因子有三氯乙烯、氯乙烯等有机污染物，开挖时可能产生异味，为避

免影响施工人员及周边居民健康，施工时需按以下措施进行防控。

1）喷洒专用气味抑制剂

为防止土壤开挖过程导致的刺激性气味的产生，在开挖阶段可采用边开挖边喷洒臭

味活性抑制剂和污染区覆膜，防止异味扩散。通过喷雾机喷洒气味抑制剂，减轻异味的

扩散，可有效控制由于 VOCs污染物可能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

2）设置喷雾系统

由于项目地点距离周边居民区较近，为进一步实现对土壤开挖过程中的扬尘和异味

控制，在项目围挡上边界设置一圈喷雾系统，每天定时喷雾降尘，同时加入气味抑制剂，

可以同步对异味扩散进行控制。

3）控制开挖面，减少污染土壤暴露面

为了减少开挖过程中污染土壤的暴露面积，可通过施工组织安排，分片分区组织开

挖污染土壤，依次开挖污染土壤，控制开挖作业面。对开挖裸露的基坑面，及时覆盖薄

膜，抑制或减轻异味扩散。

4）天气等条件不利情况禁止开挖

与气象部门实时联动，在气压、风向、风速不利的条件停止开挖作业；高温天气容

易促进有机物的挥发，尽量避免高温天气开挖异味重的区域；在施工期间，应根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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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指数范围和大风、高温、干燥、晴天、雨天等各种不同气象条件要求，明确保

洁制度，包括洒水、清扫方式、频率等。

5）加强现场施工管理

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开挖土壤若有难以控制的异味，则减缓施工进度，并尽量避免

晚上及夜间施工作业，防止异味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建筑施工工地围挡 100%、路面硬化 100%、100%洒水压尘、裸土 100%覆盖、进出

车辆 100%冲洗、渣土实施 100%封闭运输、建筑垃圾 100%规范管理、工程机械尾气排

放 100%达标。

清挖现场周边配备便携式 PID检测仪进行巡检，发现数值异常及时停止开挖并通过

喷雾剂喷洒药剂，防止有机气体扩散。

表 3- 1 现场污染层级划分及应对措施

污染

级别

PID限值

（厂区边界）

PID限值

（施工现场）
体感描述 启动条件 施工措施

A级 0~1.5（含）mg/m3 0~1.5（含）mg/m3

闻不到气味

或可闻到少

量气味，但

无不适
同一次监

测出现

60%以上

监测点超

过限值，

即可视为

达到相应

级别

工作人员佩戴

防护用具后可

正常工作

B级
1.5~4.0（含）

mg/m3
1.5~20（含）

mg/m3

有明显气

味，身体有

不适感觉

减少作业面，加

强环保设施的

检查，视情况采

取喷洒抑制剂

等措施

C级 4.0mg/m3以上 20mg/m3以上

有明显气

味，如不佩

戴防护用品

则个体无法

承受

停止施工，覆盖

施工作业面，查

找污染原因，并

喷洒抑制剂；待

污染隐患消除

后方可施工

2、污染土壤转运

1）运输有机污染土壤，要求车厢遮盖苫布，全线密闭运输，严禁发生抛、洒、滴

、 "—r)
�Ð4Ö' E– 	Ò�= ，

居配。#B �Ë
í

E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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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暂存及处理

1）对于异味重的土壤，必须在密闭大棚内暂存及处理，要求大棚保持负压状态，

运输车辆及处理设备进出大棚后，立即关闭大棚大门，防止臭气外逸，保证棚内空气流

通及臭气达标排放。

2）在施工过程中，大棚抽排风系统必须时刻保持开启状态，保证大棚负压效果；

尾气处理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保证废气处理效果。

3）对苯污染土壤和复合污染土壤，采用常温解吸工艺处理，处理后的尾气经布袋

除尘→活性炭吸附器吸附达标排放。

4、土壤待检

1）氯乙烯和三氯乙烯污染土壤修复后其异味基本无影响，可以外运处置。

2）土壤场内转运至待检区的施工过程中，若有异味产生，立即排查异味源头，及

时整改。

5、其他防护措施

地块四周设置 PID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 VOCs浓度。监测点位同修复方案大气

环境监测方案监测点位。

3.2.1.2. 扬尘防治措施

本项目扬尘主要来自于施工过程中基坑开挖、土壤运输等作业，均以无组织形式排

放。

本项目污染土壤清挖后均在密闭大棚内预处理及修复治理，密闭大棚配套尾气处理

系统，尾气及扬尘均处理达标后排放；因此，土壤修复过程基本不产生扬尘。

1、土方工程防尘措施

土方工程包括污染土壤的开挖、运输等施工过程，土方工程作业时，辅以洒水压尘，

尽量缩短起尘操作时间。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土方作业，同时作业处

覆以防尘网。晴朗天气时，视情况每周等时间隔洒水二至七次，扬尘严重时应加大洒水

频率。

2、裸露地面防尘措施

基坑开挖面的裸露渣土立即用毡布覆盖或进行地面硬化，减少扬尘对大气环境和敏

感点的影响。污染渣土或建筑垃圾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运的，在施工场地内实施

覆盖或者采取其他有效防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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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输道路防尘措施

为防止运输过程产生的空气污染，应平整修缮场内运输道路，所有运载污染土壤的

车辆均需帆布覆盖防护，全线密闭运输，场内运输车速平稳控制 15 km/h以内，每天定

时出动洒水车对运输路线进行洒水。

4、运输车辆防尘措施

进出工地的物料、垃圾运输车辆，尽可能采用密闭车斗，并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

车辆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进行物料、垃圾的运输。车辆及挖掘机在经过干燥地表时，

控制车速；渣土装卸过程中，尽量减缓车速、减低落差。

5、洗车台防尘

设置洗车平台，完善排水设施，防止泥土粘带。施工期间，在物料、垃圾运输车辆

的出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车辆驶离工地前，在洗车平台清洗轮胎及车身，不得带泥上

路。工地出口处铺装道路上可见粘带泥土不得超过 10 m，并应及时清扫冲洗。

3.2.1.3. 废气防治措施

1、有组织排放废气

本工程处理对象主要为三氯乙烯、氯乙烯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土壤，为防止土壤修复

过程中有机物挥发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本项目有机污染土壤的常温解吸作业在密闭

大棚内进行，总共设置 2个密闭大棚，用于修复作业，大棚共用一套尾气处理系统，土

壤清挖及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由布袋除尘器及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经

15m高烟囱排放。施工期间，应加强设备维护，并定期组织专业队伍对烟囱采样口尾气

监测，保证尾气达标排放。

2、无组织排放废气

1）围挡设置

施工期间其边界设置高度 2.5 m的围挡，同时设置有效抑尘的密目防护网或防尘布，

尤其加强敏感目标的防护措施，并在临近该敏感点厂界外设置监测点位，一旦发现监测

值接近标准限值，则停止修复活动，加大洒水频次。

2）施工机械尾气排放

在污染土壤的清挖、运输过程中，都要大量使用工程机械设备，会排放大量的污染

气体，因此，为防止施工机械产生尾气污染大气环境，所有施工机械的尾气排放均应满

足国家第三阶段排放标准（即《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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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III、IV、V阶段）》（GB17691-2005）中的第三阶段排放

控制要求）要求，并尽量减少使用时间和使用强度。

3）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对施工区域以及厂界周边进行大气监测，监测指标主要

包括颗粒物、镍及其化合物、氯乙烯、铬酸雾、非甲烷总烃、总挥发性有机物和臭气浓

度等，若超过《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 2367-2022）、《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 27-2001）、《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 非甲烷总烃》（DB 13/1577-2012）

中相关标准，则要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本项目涉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土壤修复，存在土壤开挖短驳、封闭式大棚异位修复、

尾气处理及排放、项目周边存在敏感人群等情况，施工期间应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

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在线监测设备。本项目施工现场应在出入口安装总悬浮颗

粒物（TSP）在线自动监测装置。

3.2.2. 水污染防治措施

1、生活污水

项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含 CODcr、BOD5、SS及 NH3-N等污染因子，不可随

意外排，需经化粪池收集后定期安排吸粪车清理，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2、基坑涌出水

本地块四周建设止水帷幕，切断地块内与外部的水力联系，可阻止或者减少地块外

部地下水流入基坑。

对开挖区域采用明沟排水。基坑开挖后，坑底采用明沟排水，与集水坑（井）进行

连接。坑底排水沟汇集边坡排出的水，坑顶排水沟拦截坡顶雨水，并用于接受坑底抽水。

坡顶排水沟以明沟形式排泄，基坑顶四周排水沟范围以内采用挂网喷砼以防地表水渗入。

在清挖基坑边设置集水池，收集排水沟及集水井中抽出的水，沉淀沙砾等大颗粒物

质，确保后续水处理单元正常进行。基坑降水统一收集至集水池中。收集的废水若经检

测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相关要求，则可场

内回用或纳管排放等；若经检测不满足，则泵送或定期水车运送至本项目废水处理设备

进行处置，处置达标后再进行回用或纳管排放。

污染土壤清挖产生的降排水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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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坑雨水

污染土壤开挖后会形成基坑，南方雨季长，降雨量大，且质检、监理、验收多次采

样检测，时间跨度大，基坑长期积水过多导致外溢或基坑坍塌。因此，应当做好基坑围

挡，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雨天加强巡查，观测基坑积水情况，定期检测基坑水质情况，

防止基坑积水外泄，经检测超标雨水用水车运送或抽至本项目的废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

后回用。

4、施工废水

本修复项目产生的施工废水主要包括洗车废水、筛上物清洗废水。废水通过一套废

水处理设备进行收集处理，设备总处理能力为 25m³/h，废水经过统一收集至废水处理设

备中进行处理。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

5、地下水环境管理措施

由于风险评估过程中未考虑地下水饮用或皮肤接触等与人体直接接触的途径，且地

块临近区域存在第一类用地，因此仍需实施适当的后期环境管理措施，对后期环境监管

方式可采用长期环境监测与制度控制。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将对施工建筑工人好防护措施，施工人员避免饮用控、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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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应尽快建设水土保持设施或进行环境绿化。在工地四周设截水沟，防止下雨时裸

露的泥土随雨水流进入河道，造成水体中固体废弃物增加，泥沙淤积。

3.2.3. 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处置不当，将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必须对产生的固废进行

妥善收集、合理处理。

1、生活垃圾、办公废品

本项目生活垃圾以厨房垃圾、日常生活废品为主，办公废品以废纸、废墨盒等为主。

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对生活垃圾要进行分类暂存、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源头减

量，交由环卫部门定期将之送往附近的垃圾场进行合理处置，严禁乱堆乱扔，防止产生

二次污染。

2、工艺固废

（1）包装袋、废薄膜等

本项目土壤预处理、常温解吸及化学氧化药剂投加后产生的药剂包装袋、异味抑制

剂使用的药剂桶，以及现场基坑及土壤覆膜产生的废塑料薄膜、防渗膜及密目安全网等

固体废物，需妥善处理，不得随意丢弃，以免造成二次污染。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施工剩余的

废弃材料要统一回收作废旧物资处理，不得焚烧、掩埋，不得与土渣等建筑垃圾混在一

起丢弃。

（2）尾气处理系统吸附饱和后的废活性炭

本项目修复大棚配套 1套尾气处理系统，尾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排放。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VOCs 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 HW49 类危

险废物，应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3）废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

本项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产生的污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应委托有

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4）治理修复后场地拆除物

地块治理修复后，由施工单位对机械、设备及临时设施进行拆除，拆除物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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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大棚、待检区、药剂材料仓库、危废仓库间、集水池、洗车平台、设备基础等拆除

的建筑垃圾等。根据《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建筑废弃物实行分类管理、集中处置，优先将施工

现场产生并且可以利用的建筑废弃物作为填充物回用于建设工程，对不能现场利用的建

筑废弃物，施工单位应当交由符合规定的运输单位及车辆运至建筑废弃物受纳场所处置。

建筑垃圾经破碎冲洗干净后外运消纳。施工现场需及时进行清理，建筑垃圾需及时

清运、加以利用，防止其因长期堆放而产生扬尘。实行建筑废弃物联单管理制度。联单

由市主管部门统一制作，一式多联。施工单位在建筑废弃物运出工地前如实填写联单内

容，经现场工程监理人员签字确认后交运输单位随车携带。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进入建

筑废弃物受纳场所后，受纳场所管理单位应当核实联单记载事项，并将第一联交回施工

单位，将第二联于每月月底前送主管部门。

3.2.4. 噪声防治措施

本工程投入的机械设备较多且集中，施工过程中的噪声污染主要来自于挖掘机、装

载机、筛分机械、运输车辆、翻抛机等，为了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将采取

以下措施：

（1）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严格按照施工噪声管理的有关规定

执行，严禁夜间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对施工时间进行严格管理，以保证周边居民的正

常生活和休息。夜间（22:00-6:00）应禁止高噪设备施工，午间（12:00-14:00）及晚间

（19:00-22:00）应避免有噪声施工活动，以免影响附近居民的休息，噪声排放不得超过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限值要求，即昼间 70dB，夜

间 55dB。如因工程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而进行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必

须提前 7 日持建管部门的证明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施工日期和时间，并在周围

居民点张贴告示，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备案后方可进行夜间施工。

（2）尽量采用低噪声的施工工具，如以液压工具代替气压工具，同时尽量采用施

工噪声低的施工方法。对强噪声设备，以隔音棚、隔音罩或隔音屏障封闭，遮挡，实现

降噪。

（3）除上述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外，施工过程中各种运输车辆的运行，还将会引

起敏感点噪声级的增加。因此，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车辆行驶避开居民点，另外尽

量压缩工区汽车数量和行车密度，控制汽车鸣笛。



宝安区沙井街道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2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环境监理方案

14

（4）从声源上控制：施工区应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

应设专人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并负责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

范使用各类机械。

（5）运输应尽量安排在昼间进行，施工车辆出入地点或土壤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地

时应尽量远离敏感点，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

（6）合理布置施工机械和施工强度，作好施工组织，高噪声施工机械和设备应远

离居民点布置。

（7）合理调配施工机械，避免集中使用大量施工机械，造成噪音大。

（8）采用围蔽分隔声源减少噪声，围护材料不得有破损现象，并连接紧密牢固，

连接可靠。

（9）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有关规定，控制产生噪声污

染的作业时间，避免施工扰民事件发生。

（10）尽量采用施工噪声低的施工方法；施工机械应尽可能放置于对周围敏感点造

成影响小的地点。设备安放在临时设备间内作业，以减缓噪声影响。

（11）施工厂界外 100m范围内有噪声敏感建筑的，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施

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403/T 63）的要求，配套建设噪声在线监测设施。

3.2.5. 施工现场监控措施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的关键位置配套视频监控管理系统，摄像头视频信息需覆盖

到以下关键位置，摄像头数量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1）施工现场全景：覆盖施工现场，提供全景情况浏览；

（2）施工现场出入口位置：记录车辆及人员进出情况；涉及土方转运的，摄像头

的分辨率及照度应满足能清晰记录车牌及反映车辆冲洗情况的要求。

（3）土壤挖掘区：记录现场土壤挖掘等施工过程；

（4）土壤暂存区、废水暂存区：记录现场土壤及废水的暂存情况；

（5）药剂存放区：记录修复药剂材料的进出库情况，存放情况及配制使用情况。

视频监控管理系统的配备要求可参照《深圳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SJG-46）。监控视频应采用本地存储、远程调用的方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项目责

任主体、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效果评估单位等均可通过电脑和手机查看监控视频。





宝安区沙井街道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2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环境监理方案

16

烯、镍、六价铬），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大气监测包括总悬浮颗粒物（TSP



宝安区沙井街道茭塘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2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环境监理方案

17

用于监测废水处理情况。

4.1.2.2. 监测频次

涉及到回用的，在每批次回用前至少监测 1 次，对于处理后转运的，应在每次转

运前监测 1次。

4.1.2.3. 采样方法

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口排放废水的具体采样方法依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1-2019）执行。

4.1.2.4. 监测项目、检测方法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

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

行）》中的相关内容，对土壤污染修复过程产生的基坑水、清洗废水等进行监测。结合

现有标准检测方法，监测指标包括土壤和地下水目标污染物，结合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

中的特征污染物，该项目纳管排放的废水监测指标最终确定为 pH、悬浮物、六价铬、

镍、三氯乙烯、氯乙烯、硫酸盐、顺 1,2-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1,1 二氯乙烯及

GB3838中除 pH、水温和六价铬外的其余 21项基本等共 31项指标。顺-1,2二氯乙烯和

1,1二氯乙烯为三氯乙烯污染土壤化学氧化修复的中间产物，若修复工程进行异位化学

氧化修复，则加测反-1,2二氯乙烯和 1,1二氯乙烯 2项指标，若不需采用化学氧化，则

不包含这 2种中间产物。

该项目回用排放的废水监测指标最终确定为六价铬、镍、三氯乙烯、氯乙烯、顺

1,2-二氯乙烯、硫酸盐、反-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烯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 GB/T18920 ）规定的 13项基本等共 21项指标，顺-1,2二氯乙烯和 1,1二

氯乙烯为三氯乙烯污染土壤化学氧化修复的中间产物，若修复工程进行异位化学氧化修

复，则加测反-1,2二氯乙烯和 1,1二氯乙烯 2项指标，若不需采用化学氧化，则不包含

这 2种中间产物

4.1.3. 噪声环境监测

4.1.3.1. 监测点位

噪声污染源环境监理主要监督检查工程施工和修复过程中的主要噪声源的名称、数

量、运行状况；检查修复项日影响区域内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功能、规模、与工程的相对

位置关系及受影响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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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修复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噪声来源为挖掘机、搅拌设备、运输车辆、拆除

设备、冲洗设备、药剂配制以及废水处理设备等，在施工过程中需加强噪声监控，并采

取有效过时防止噪声污染。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

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

行）》中的相关内容，声环境监测点布设于土壤污染修复区域边界及地块周边环境敏感

点，在 200米范围内受影响最近的有代表性环境敏感点布设至少 1个监测点位。

结合该项目实际情况监测点位的布设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在“场界有围墙且周围有噪声敏感建筑物”情形下布设噪声监测点，因此噪声

监测围绕施工场地边界线进行噪声监测点布设。根据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共布设 6个噪

声监测采样点，每个监测点位置设在施工场界外 1 m，高于围墙 0.5 m以上的位置，且

位于施工噪声影响的声照射区域。其中茭塘小学距离项目地块约 40m。施工厂界外 100m

范围内有噪声敏感建筑，修复施工方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DB4403/T 63）的要求，建设 1套噪声在线监测设施，我方监理单位将利用该设备实

施监测该敏感点噪声，同时在该处设置敏感点噪声监测点 NK-03。

4.1.3.2. 监测频次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

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

行）》中的相关内容，噪声环境质量监测频次至少在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实施前、实施过

程中、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完成后各监测1次，工程实施过程中至少每月1次，涉及夜间施

工的，昼间夜间各监测1次。其中，修复施工过程密集期间适当加密监测。

4.1.3.3. 采样方法

噪声采样方法按照《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GB 12524）进行，施工期间，

测量连续 20 min 的等效声级，夜间同时测量最大声级，噪声环境质量检测由专业检测

机构对监控点进行采样检测。

4.1.3.4. 监测项目、检测方法

为监督土壤污染修复区域及其影响区域的噪声环境质量达到相应的标准，在土壤污

染修复工程施工期，在周边有代表性的环境敏感点测定等效连续A声级，夜间施工测定

夜间噪声最大声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不得超过70 dB（A），夜间噪声排放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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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5 dB（A）。当施工噪声超过标准值时，应停止施工，分析噪声超标来源，并采取相

应的降噪措施，确保施工噪声排放达标。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噪声可依据《声环境质

量标准》（GB 3096-2008）。

4.1.4. 地下水环境监测

4.1.4.1. 监测点位

地下水环境监测对象主要为地块边界内或经地下水径流到边界外下游汇集区的浅

层地下水。在可能发生二次污染且地质结构有利于污染物向深层土壤或地下水迁移的区

域，则对深层地下水进行监测。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

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

行）》中的相关要求，监测点位沿地下水流向布设，可在地下水流向上游、地下水可能

受到二次污染区域、地下水流向下游布设监测点位，地下水流向上、下游各至少 1个点

位。

4.1.4.2. 监测频次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

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

行）》中的相关要求，至少在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实施前、实施过程中、土壤污染修复工

程完成后各监测 1次，工程实施阶段每月至少监测 1次。

4.1.4.3. 采样方法

监测井建设过程按照《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

年 12月 1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 (试行》（环

办土壤〔2017〕67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建设地下水监测井，井管外径 63mm，壁厚 4.7mm，

井管由沉淀管、过滤管及井管组成，下部填充石英砂滤料。

地下水样品的采样方法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地下

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2019年 9月）等相关要求执行，地下水样品

监测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监控点进行采样检测。

4.1.4.4. 监测项目、检测方法

根据《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行）》（粤环办〔2020〕

75号）和《深圳市建设用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和效果评估工作指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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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的相关要求，对可能受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和暂存影响的区域，进行地下水环境

监测，监测指标包括六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涉及的特征污染物，必要时包括有毒有害中间

产物。参考本地块土壤修复目标污染物（镍、六价铬、三氯乙烯、氯乙烯），该项目地

块地下水监测项目为六价铬、镍、三氯乙烯、氯乙烯、硫酸盐、顺 1,2-二氯乙烯、反-1,2

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烯（共 8项）。顺-1,2二氯乙烯和 1,1二氯乙烯为三氯乙烯污染土

壤化学氧化修复的中间产物，若修复工程进行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则加测反-1,2二氯乙

烯和 1,1二氯乙烯 2项指标，若不需采用化学氧化，则不包含这 2种中间产物。

4.1.5. 地表径流环境监测

根据施工现场情况，该项目地块污染区域地表径流雨水包括降雨冲刷土壤形成的水

流、运输车辆冲洗废水和回用水等废水的二次收集，主要经过周边排水明渠汇集至应急

水池中。为了考察雨水径流对环境的影响，拟对场地内雨水收集池内的雨水进行采样监

测。监测频率为施工中和施工后不少于 2次，涉及到批次排放或回用的，在每批次排放

或回用前进行监测。监测指标及检测方法参考纳管排放废水的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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