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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枣庄市 2021 年第 6 批次城南新征地块位于枣庄市薛城区广场东路以东、S318

以北。四至范围为北至水发澜悦龙城小区，东至农田，南至 S318，西至广场东路。

本次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173263 平方米（合 259.89 亩），地块原为村集体用地，

无企业生产历史，根据枣庄市 2021 年第 6 批征地规划，地块后期规划为商服住宅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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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用途一直为农用地，地块现状依然为农

用地；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为农用地、村庄和住宅小区；1km 范围内无企业生产历

史。 

通过第一阶段调查分析认为，枣庄市 2021 年第 6 批次城南新征地块及周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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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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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6 批次城南新征地块位于薛城区广场东路东侧、S318 北侧。

总用地面积 173263 平方米（合 2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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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CGCS2000） 

点号 X Y 

J1 3848746.472  39525782.215  

J2 3848764.901  39525800.644  

J3 3848764.901  39525944.263  

J4 3848764.901  39525963.502  

J5 3848764.901  39526077.909  

J6 3848764.901  39526088.599  

J7 3848764.901  39526114.558  

J8 3848764.901  39526123.257  

J9 3848759.322  39526128.836  

J10 3848756.868  39526131.289  

J11  3848754.415  39526133.743  

J12 3848744.901  39526143.257  

J13  3848726.503  39526143.257  

J14 3848704.876  39526143.257  

J15  3848694.995  39526143.257  

J16 3848689.900  39526143.257  

J17  3848684.805  39526143.257  

J18 3848675.194  39526143.257  

J19 3848620.328  39526143.257  

J20 3848572.996  39526143.257  

J21 3848505.455  39526143.257  

J22 3848408.217  39526143.257  

J23 3848402.993  39526143.257  

J24 3848339.499  39526143.257  

J25 3848336.687  39526143.257  

J26 3848275.268  39526143.257  

J27 3848267.238  3952613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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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8 3848261.257  39526126.837  

J29 3848269.170  39526069.934  

J30 3848269.230  39526069.503  

J31 3848269.963  39526064.235  

J32 3848270.182  39526062.658  

J33 3848270.695  39526058.968  

J34 3848273.381  39526039.657  

J35 3848273.603  39526038.060  

J36 3848273.822  39526036.481  

J37 3848274.264  39526033.306  

J38 3848281.993  39525977.727  

J39 3848287.191  39525940.350  

J40 3848287.733  39525936.419  

J41  3848290.139  39525918.964  

J42 3848292.472  39525904.298  

J43 3848292.836  39525902.005  

J44 3848295.216  39525887.045  

J45 3848295.754  39525883.664  

J46 3848296.706  39525877.663  

J47 3848298.194  39525868.280  

J48 3848298.509  39525866.295  

J49 3848308.849  39525801.111  

J50 3848332.820  39525780.644  

J51 3848469.627  39525780.645  

J52 3848475.185  39525780.645  

J53 3848480.743  39525780.645  

J54 3848543.153  39525780.646  

J55 3848547.203  39525780.646  

J56 3848594.215  39525780.646  

J57 3848616.288  39525780.874  

J58 3848620.049  39525780.912  

J59 3848737.597  39525782.124  

J60 3848745.569  39525782.206  

J1  3848746.472  3952578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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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块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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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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庄市 2021 年第 6 批次城南新征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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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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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2007）； 

（7）《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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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相关文件依据  

（1）《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2）宗地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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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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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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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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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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环境调查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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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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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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东路东侧、S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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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7°28′41″，北纬 34°37′3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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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m）、谷山（海拔 168m）、钜山（海拔 265m）等等。 



枣庄市 2021 年第 6 批次城南新征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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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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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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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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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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下水 

枣庄地下水流向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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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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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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该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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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块水文地质条件 

（1）地层 

本次调查地勘数据引用《枣庄中兴世纪城西区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附件7），

中兴世纪城位于地块西北侧，距离本地块直线距离约为1km，可以反映本地块地质

状况。依据勘察报告，根据钻探揭露，场区地层主要由第四系人工填土、粉质粘土、

泰山岩群片麻状花岗岩组成，各岩土层特征及主要性质分述如下： 

①杂填土（Q4
ml） 

黄褐色，松散，稍湿，主要成分为粘土，含大量建筑垃圾、碎石块。 

该层场区内普遍分布，层厚0.50~3.00m，平均厚度1.30m，层底埋深0.50~3.00m，

层底标高13.25~16.74m。 

②粉质粘土（Q4
al+pl） 

黄褐色，硬塑-坚硬，可见铁锰质结核，含大量中粗砂粒，偶见姜石，无摇振反

应，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切面稍光滑，属中等压缩性土。 

该层场区部分钻孔缺失，厚度0.40~4.30m，平均厚度1.74m，层底埋深

1.50~4.80m，层底标高11.82~15.59m。 

③全风化片麻状花岗岩（Art） 

灰褐色，原岩结构与构造已破坏，矿物成分难以辨认，取芯呈砂土状。 

该层场区普遍分布，厚度2.00~7.30m，平均厚度4.63m，层底埋深5.50~8.80m，

层底标高7.15~11.54。 

④强风化片麻状花岗岩（Art） 

灰褐色，中粗粒结构，片麻状构造，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取芯呈块状、

碎块状，局部短柱状，块径一般5~10cm，节理裂隙发育，锤击易碎，岩芯采取率约

65%。岩石坚硬程度为软岩，岩体完整程度为破碎。 

该层场区内普遍分布，厚度 9.50~19.80m，平均厚度15.56m，层底埋深

16.20~28.10m，层底标高-11.47~1.34m。 

⑤中风化片麻状花岗岩（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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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红色，中粗粒结构，片麻状构造，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取芯呈柱状、

短柱状，局部块状，柱长一般10~25cm，最长30cm，节理裂隙发育，锤击声脆不易

碎，岩芯采取率约85%。岩石坚硬程度为较硬岩，岩体完整程度为较破碎。 

该层场区普遍分布，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2.70m。 

（2）地下水 

勘察期间，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4.20~5.20m，相应标高为10.65~12.54m，地下水

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及块状岩类裂隙水，主要赋存于花岗岩风化层中。主要补给

方式为大气降水及地表径流，排泄方式以蒸发及人工开采为主，地下水年水位变幅

2~3m。根据《水质分析报告》，场区地下水类型为HCO3-·C1-Ca型，Ca2+的含量为

146.80-151.92mg/L ， Mg2+ 的 含 量 为 62.12~67.30mg/L ， HCO3- 的 含 量 为

382.24~401.68mg/L ， SO4
2- 的 含 量 为 293.85~310.32mg/L ， Cl- 的 含 量 为

104.00~112.00mg/L，PH值为7.43~7.51，游离CO2的含量为46.43~54.16mg/L，无侵蚀

性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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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位于薛城区广场东路东侧、S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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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唐村 E 268 村庄 

2 唐庄 ES 279 村庄 

3 何庄村 S 50 村庄 

4 水库 S 418 地表水体 

5 东麦村 WS 459 村庄 

6 万盛新源国际 NW 293 住宅 

7 珠江华府东区 NW 421 住宅 

8 珠江华府西区 NW 738 住宅 

9 水发澜悦龙城 N 25 住宅 

10 大都现代城 N 240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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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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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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如图 3.3-

1 所示），以及相关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 2021 年 7 月之前为农用地，2021 年 7

月规划为居住用地，地块现状依然为农用地，西侧种植葡萄，东侧是果树。历史沿

革为： 

2009 年之前：地块一直为农用地，种植粮食作物； 

2012 年 7 月：地块西南侧建设薛城花卉苗木市场； 

2014 年 11 月~2019 年 1 月：无变化； 

2019 年 1 月：西南侧花卉苗木市场扩大规模； 

2019 年 7 月：西南侧花卉苗木市场已拆迁；北侧蓝房子为水发澜悦龙城小区现

场办公区； 

2020 年~至今：地块以农田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