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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滕州市 TZ2018-11-2、TZ2018-11-3 号地块位于滕州市龙泉街道永昌东路以北，

龙泉路以东，滕建恒益园小区西侧和北侧，原冯西居村驻地。本次调查地块分为两

个相邻地块：TZ2018-11-2、TZ2018-11-3 号地块；TZ2018-11-2 号地块历史上为冯

西居村庄用地，建设有机械加工企业，用地面积 22265.7 平方米；TZ2018-11-3 号地

块历史上为冯西居村庄居住用地，用地面积 8122.9 平方米，最新规划用地性质为住

宅用地，属于第一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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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工作内容及程序见图 2.4-1，山

东恒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委托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滕州

市 TZ2018-11-2、TZ2018-11-3 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在现有资料基础上，

开展一定程度的调查分析工作，识别是否存在污染、污染程度及污染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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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

行了访问调查。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信息，通过分析判断地块历史上出现过机械加工

企业生产情况，目前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和企业，考虑到地块内企业和周边企业

可能对本地块造成污染，因此在调查资料分析基础上，开展初步调查采样分析工作，

识别是否存在污染、污染程度及污染类型；10 月 7日和 8日进行土壤采样和地下水

采样调查，共布设 9个土壤监测点位（包含 1个对照点），1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共

采集 148 个土壤样品（包括 15 个现场平行样），1 个地下水样品（包括 1个现场平

行样）。

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地块内环境污染分析与识别、地块内地质及水

文地质条件调查、检测数据分析与评价等工作，得出以下结论：

本地块土壤环境现状质量较好，土壤样品的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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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地下水中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III 类水质标准，

因此不需要对地下水进行下一步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按照相关规范，结合实际调查结果，得到以下结论：滕州市 TZ2018-11-2、

TZ2018-11-3 号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规划用地要求，无需开展下一步详细调

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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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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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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调查范围

滕州市 TZ2018-11-2、TZ2018-11-3 号地块位于滕州市滕州市龙泉街道永昌东路

以北，龙泉路以东，滕建恒益园小区西侧和北侧，原冯西居村驻地。本次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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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2018-11-2号地块历史上为企业用地，TZ2018-11-3 号地块历史上为农村住宅用地，

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30388.6 平方米，地块四至范围见图 2.1-1、图 2.1-2，界址点坐标

表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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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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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地块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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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地块卫星影像图（2020 年 12月）

TZ2018-11-3 号地块

TZ2018-11-2 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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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TZ2018-11-2 号地块

点位 X Y

J1 3882673.574 39517127.88

J2 3882674.768 39517143.17

J3 3882672.518 39517186.28

J4 3882670.93 39517216.73

J5 3882462.516 39517220.41

J6 3882462.413 39517213.35

J7 3882410.919 39517214.25

J8 3882411.214 39517203.63

J9 3882411.396 39517197.1

J10 3882414.054 39517173.5

J11 3882415.122 39517135.17

J12 3882521.936 39517133.61

J13 3882638.895 39517128.03

TZ2018-11-2 号地块

点位 X Y

J1 3882674.768 39517143.172 

J2 3882694.249 3951739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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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3882694.963 39517398.993 

J4 3882694.719 39517419.147 

J5 3882696.959 39517439.021 

J6 3882688.081 39517449.142 

J7 3882657.281 39517449.706 

J8 3882658.022 39517439.589 

J9 3882660.717 39517396.661 

J10 3882659.623 39517396.592 

J11 3882659.623 39517396.592 

J12 3882645.520 39517395.709 

J13 3882649.895 39517325.813 

J14 3882654.456 39517275.281 

J15 3882655.100 39517259.924 

J16 3882655.160 39517258.493 

J17 3882668.715 39517259.170 

J18 3882670.930 3951721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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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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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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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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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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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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 号）；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10）《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11）《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2007）；

（12）《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1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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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

（1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2.3.3 相关文件依据 

（1）承诺函；

（2）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滕自规条件[2019]第 83 号）

（3）土地勘测定界图；

（4）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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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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等规定，并结合国内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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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阶段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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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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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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进行到初步采样分析阶段。

图 2.4-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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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令[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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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识别地块土壤污染状况污染的潜在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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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内

容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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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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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调查内容（1）的基础上，制定地块调查监测方案，需要明确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拟测定的污染物种类。

（3）土壤样品采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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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置采样点位；并结合地块水文地质资料，确定土壤采样深

度。为获取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在样品采集过程中，由专业人员采用专用设备进

行土壤样品采集。

（4）地下水井安装与样品采集：为监控厂区内污染物对地下水的污染，根据水

文地质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地下水监测井的安装及地下水样品采集，并测量地

下水水位，进行地下水的化学参数分析。

（5）样品的保存与流转：为了防止从采样到分析测定的这段时间内，由于环境

条件的改变致使样品的某些物理参数和化学组分发生变化，对样品进行专业的保存

和运输：地下水样品放在性能稳定的材料制作的容器中；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的土壤样品采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避光保存；重金属土壤样品放入普通自封

袋封装；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保存后，在4℃的低温环境中，尽快运送、移交分析室

测试。

（6）实验室分析：将按规范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从地块运输至实验室，

并完成样品的测试，取得符合规范的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

（7）调查报告撰写：明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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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

作方案；识别地块土壤污染状况污染的潜在可能，开展现场调查，保障调查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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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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1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技术路线



滕州市 TZ2018-11-2、TZ2018-11-3 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6

3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该地块位于滕州市滕州市龙泉街道永昌东路以北，龙泉路以东，滕建恒益园小

区西侧和北侧，原冯西居村驻地，见图 3.1-3。滕州市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北部，东与

枣庄市山亭区毗邻，南与枣庄市薛城区交界，西与济宁市微山县相连，北和济宁市

邹城市接壤。介于东经 116°49′—117°24′，北纬 34°50′—35°17′之间，东西宽 45 千米，

南北长 46 千米，总面积 1485 平方千米。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鲁中南山地的最南缘，处于铁路大动脉-京沪线的中段，

在苏鲁豫皖交界处的淮海经济区内。滕州市东依沂蒙山，与枣庄市山亭区相连，西

濒南四湖，和济宁市微山县交界，南与薛城区比邻，北与济宁邹城市接壤。下辖北

辛街道、龙泉街道、荆河街道、善南街道辖 4个街道办事处和姜屯镇、洪绪镇、级

索镇、官桥镇、木石镇、大坞镇、龙阳镇、西岗镇、张汪镇、东郭镇、羊庄镇、界

河镇、鲍沟镇、滨湖镇、柴胡店镇、南沙河镇、东沙河镇 17 镇，市政府驻滕州市北

辛路。

3.1.2 自然环境概况

（1）地形、地貌

滕州市地处鲁中南山区的西南麓延伸地带，属黄淮冲击平原的一部分。地势从

东北向西南倾斜，依次为低山、丘陵、平原、滨湖。海拔最高点 596.6 米（滕州市

东郭莲青山），海拔最低点 33.5 米（滕州市滨湖湖东村），市驻地海拔 65.4 米。低山

丘陵区面积 454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30.5%；平原区面积 914 平方千米，占

全市总面积的 61.6%；滨湖区面积约 117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7.9%。境内共

有大小山头 453 个，其中沙石山 130 个，青石山 323 个，最高峰为莲青山摩天岭，

高 596.6 米，其次为龙山，主峰高 415 米，被称为古滕八景之一的"谷翠双峰"，东

峰高 400 米，西峰高 408 米，两峰并起，其间洞壑玲珑、虚谷相连。其他有小白山、

染山、马鞍山、谷山、吉山、孤山、南龙山、落凤山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A%AD%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6%9B%E5%9F%8E%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AE%81%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9%E5%9F%8E%E5%B8%82/2277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1%E4%B8%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2%E9%9D%92%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8%E6%B9%96/79825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2%E9%9D%92%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5%B1%B1/247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99%BD%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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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候、气象

滕州市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南部，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明显，大陆度为 66.4%。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年均日照 2383 小时，年平均气温 13.6℃，年平

均地温 16.3℃。最热月为 7月，平均气温 26.9℃；最冷月为 1月，平均气温-1.8℃。

全年平均年降水量 773.1 毫米，年降水量最高为 1245.8 毫米（1964 年），最低为

388.9 毫米（1981 年）。年平均降水日为 81.8 天，平均降雪日数 7天。气压平均为

1007.1 百帕。年平均风速 2.8 米/秒，主导风向为东南风，频率为 12%。

（3）地质

滕州市处于鲁西断隆（Ⅱ）泰山沂山掀斜断块（Ⅲ）尼山掀斜式断凸（Ⅳ）的

南侧，其范围包括滕州断凹（Ⅴ）和山亭断凸（Ⅴ）的西缘。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古生

界寒武系和奥陶系。石炭－二叠系均隐伏于第四系之下。中生界侏罗系在东部见有出露。

第四系广泛发育，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80%。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区鲁西地层分区济宁地层

小区，区域分布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第四系、下第三系、侏罗系、二叠系、石炭系和奥陶

系、寒武系和太古界泰山群，其中，石炭系和二叠系含有煤。

区内出露地层由老到新依次描述为：

1、寒武纪长清群

长清群为寒武系底部不整合面之上，九龙群张夏组灰岩之下，滨海及潮坪相以陆源

碎屑为主的岩石地层单位。岩性以紫、砖红色页岩、砂岩、云泥岩为主，次为黄灰色白云岩

及黄灰、青灰色灰岩，底部偶见砾岩。滕州市主要有长清群中部的朱砂洞组（碳酸盐岩）和

上部的馒头组（页岩）。

2、寒武纪九龙群

指长清群碎屑岩之上怀远间断面之下，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主要特征的岩石地层

单 位。属寒武纪－早奥陶世。区内九龙群较为发育，主要有张夏组、崮山组、炒米

店组、三山子组，分布于滕州市东部及东南部地区。

3、奥陶纪马家沟组

奥陶纪马家沟组是继九龙群之后又一套巨厚的海相碳酸盐岩沉积，与九龙群三山

子组呈假整合接触，以白云岩和灰岩交替出现为特征，仅局部地段有出露。如南山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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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山、宋屯、陶山、格山、范村等地，出露地层以东黄山段为主，北庵庄段次之。

4、石炭－二叠纪月门沟群

该地区属济宁——临沂地层小区。在境内西部未见露头，仅在滕南滕北煤田和官

桥煤田的钻孔中见到。东南部南山头有人工揭露点，为一不整合于奥陶系马家沟组之上、上

古生界下部的海陆交互相——陆相的含煤岩系。底以马家沟组古风化面为界，顶以上覆石盒子

组最下部的灰绿色砂岩底面为界，与下伏马家沟组假整合接触，与上覆石盒子组整合接触。境内

分布有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

5、二叠纪石盒子组

为月门沟群之上、石千峰群之下的一套碎屑岩。由灰绿、黄绿、紫红、灰紫等长石

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页岩及黑色页岩、煤线组成。与下伏山西组整合接触，与上覆石千

峰群平行不整合接触。该系除滕北煤田剥蚀殆尽外，滕南和官桥二煤田均有残留。

6、侏罗纪三台组

三台组为广布与第四系之下，石炭－二叠系之上的内陆湖相沉积。由紫红色、

灰色、灰绿色粉砂岩、含砾砂岩、砾岩组成。

7、新近纪上新统白彦组

零星分布在境内东南部碳酸盐岩低山——丘陵的最高部位或肩坡地带(80～

540m 标高灰岩之上)，呈透镜状、不规则状，长数米至数十米，宽数厘米至几米贴

伏于下伏基岩表面的裂隙中，为剥蚀残留体。岩性为灰黄色—黄褐色砾岩、砂砾岩。砾

石成分以豆状石英、燧石和磁铁矿为主，燧石砾石多在 80％以上。砾石表面多具光洁

蜡状表膜，砾径一般在 0.5～3cm。区内多处砾岩点曾获取金刚石微粒。

8、第四系

滕州市第四系可粗略划分为：山前组、临沂组、沂河组，另外，局部地区有黑土湖

组出露。第四系的厚度由东北至西南逐渐增大，由几米~百余米不等。

注：引自滕州市地质与矿产资源

（4）地表水

滕州市境内的河流属于淮河流域、京杭大运河水系，多发源于东、北部的山区，由

东北流向西南，最后注入微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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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沂河发源于木石镇东俏村，上游受虎山水库控制，官桥镇大韩村以下河段又称小

位河。该河途经木石、官桥、柴胡店、张汪 4 个乡镇，于微山县的王庄附近汇入新薛河， 

流向自东北向西南，全长约 33km，流域面积 148.5km2。该河系季节性坡水河道，除了

汛期，平时上游无水量，主要接纳沿途厂矿生产、生活污水，为排洪纳污河道。小沂河

从园区中部经过，为园区排污水的受纳水体，孤山下游又接纳八一煤矿和枣庄煤矿第二

机械厂的污水。小沂河河床浅，河道顺直，河道上游宽约 50m，中、下游较窄。

薛河，又名十字河，为山洪河道，主要排洪除涝。上游两支，一名西江，源于山亭区

水泉乡柴山前。一名东江，源于山亭区徐庄乡米山顶，两支在海子村东南汇合后，于西江村东

入藤州境内，流经羊庄、官桥、柴胡店、张汪 4 个乡镇，于圈里村排入微山湖， 流向自东北

向西南，全长 81km，流域面积 960km2，年径流量 2.23 亿 m3，河道宽 80～ 120m。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从官桥至虎口开挖新河，治理段又叫新薛河。薛河上游分洪道有引水

养鱼功能，执行地表水Ⅲ类标准。

3.1.3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及水文地质条件，滕州市分为羊庄盆地、官桥断块、荆

泉断块、凫山断块和滕西平原 5个水文地质单元。本项目位于滕西平原东部偏北，

属滕西平原水文地质单元。滕西平原水文地质条件如下：

（1）含水岩组划分及其特征

根据含水介质的岩性组合、埋藏分布条件和地下水的赋存特征将区域含水岩组

自上而下可划分为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岩组、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含水岩组、碎屑岩

夹碳酸盐岩类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和岩浆岩类裂隙含水岩组。

1）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岩组

主要赋存于各类砂层、砂砾石孔隙中，属潜水性质。富水区主要沿城河、郭河

及北沙河呈带状分布，岩性主要为中细砂、中粗砂及砂砾石等，厚度 6~17m，底板

埋深一般小于 20m。主要富水地段在北王庄—小寨一带，单位涌水量大于

500m3/(d·m) ： 大 绪 庄 —小 河 圈 及 杨 明 庄 —前 坞 沟 一 带 单 位 涌 水 量 为

100~500m3/(d·m)，其它地带单位涌水量小于 100m3/(d·m)。水化学类型多为

CO3·SO4-Ca·N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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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含水岩组

该含水岩组在区内大面积分布，是本区域最主要含水岩组。主要发育在奧陶系

马家沟组、寒武系张夏组灰岩、白云质灰岩、豹皮灰岩等地层中。根据岩性组成及

含水层发育特征又可划分为两个含水亚组。

①奥陶系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含水亚组：

隐伏于第四系松散层之下，主要赋存于灰岩、豹皮灰岩、白云质灰岩、泥质灰

岩的蜂窝状溶孔、裂隙岩溶中，含水层主要发育在 200m 之上，连通性好，导水性

强，水量丰富，是区内岩溶水的主要赋水岩体。水化学类型以 SO4—Ca·Na 型为主。

②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类岩溶裂隙含水亚组：

大部分分布于东南低山丘陵区及中部穹窿周边，含水层岩性以厚层鲕状灰岩、

泥质条带灰岩、薄板状灰岩为主。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岩溶裂隙、溶蚀孔洞之中，涌

水量受构造影响明显。岩溶水极强富水区位于峄山断裂东侧的俞寨一罗庄一带，岩

溶发育极为强烈，含水层厚 50~70m，井孔单位涌水量大于 3000m3(dm)，最大达

6988.98m3/(dm)。小寨王庄一带为强富水区，岩溶发育、导水性好、富水性强，含

水层厚 25~70m，钻孔单位涌水量 1000~3000m3(d·m)，其它地段富水性不均一，受

构造制约明显，钻孔单位涌水量小于 1000m3/(dm)，北部基岩山区钻孔单位涌水量

小于 100m3(dm)。水化学类型为 HCO3·SO4Ca·Na 型。

3）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类孔隙裂隙含水岩组

主要分布于官桥至金河、化石沟断裂西侧一带，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石炭一二叠

系侏罗系的砂岩、页岩及灰岩裂隙孔隙中，该含水岩组裂隙不发育，富水性弱，单

位涌水量一般小于 100m/(d·m)，分布于论证区的西部，为石炭、侏罗系地层，呈隐

伏状态，埋深一般大于 150m，岩性主要为灰白色、深灰色、褐红色砂岩、砾岩和

杂色、深灰色泥岩。该含水岩组中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岩层的孔隙和裂隙中，由于受

地层岩性和埋藏条件的制约，岩层富水性差，井孔单位涌水量一般小于 20m3/dm。

4）岩浆岩类裂隙含水岩组

主要分布于滕北丘陵亚区，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地表浅部风化裂隙中，富水性极

弱，单位涌水量一般小于 100m3/(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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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

水文地质条件及地下水运动规律均受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及水文气象等多

种因素控制，尤其裂隙岩溶水受构造控制明显，其地下水运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垂直入渗补给，其次是上游地下水侧向径流。碳酸盐

岩类裂隙岩溶水含水岩组、碳酸盐岩夹碎屑岩岩溶裂隙水含水岩组、基岩裂隙水含水岩组

补给来自大气降水。地下水水位、水量等变化皆受大气降水控制，雨季地下水位普遍上升，

水量增加。旱季地下水位将普遍下降，水量减少；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关系密切，山区地

下水转化为泉水补给河水、山前倾斜平原区的河水又补给附近地下水。含水层之间也有互

补关系。隐伏于第四系之下的奥陶系裂隙岩溶水，多为承压水，局部无好的隔水层时，第

四系孔隙水往往得到裂隙岩溶水的顶托补给。煤系地层下水，也可通过裂隙或断层与奥陶

系石灰岩勾通时，产生密切水力联系而得到补水量增大。地表分水岭与地下分水岭基本一

致。

岩溶水动态与大气降水关系密切，每年 1~6 月，水位缓慢下降。6 月 20～25 

日为全年最低水位。6 月下旬雨季开始后，地下水位开始回升，6 月下旬至 9 月上

旬水位急局地上升，9 月 10～20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每次暴雨、大雨后都出现

小高峰：因此水位曲线呈锯齿状变化。

自然条件下，区域内地下水的径流主要受区域地形、地貌条件的影响，总体流

向和地形坡向一致，自北东向南西径流。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附件 7），地下水特征如下：

通过钻探，在拟建场区钻孔最大揭露深度内，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④层粗砂及

第⑤层砾砂层，该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及河流侧向流补给，地下水排泄

的主要途径为地下径流。施工结束后，测得稳定水位埋深 9.30~10.60 米，水位相对

高程为 58.03～59.35 米，受大气降水影响，其地下水位在丰水期变化幅度约为+1.50

米，在枯水期变化幅度约为+0.50 米。

地块及周边地下水情况：通过人员访谈，本地块内东侧有一个地下水井，深度

大约 15 米，不用做饮用水；本地块内和周边地下水未发生过地下水污染情况。

地下水流向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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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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