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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8.1 效果评估结论 

（1）施工管理情况

修复实施过程中落实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措施以及现场人员劳动保护

措施等，施工未出现安全事故、群众投诉、或施工人员健康损害等事件。 

（2）施工工程落实情况

通过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记录，本次数博大道地块污染土壤治理修复实际

工程量总计为 43311m3。重金属污染土壤实际修复工程量为 42301m3，重金属第

1 层污染区域共计清挖污染土壤 5600m3，实际清挖方量已大于设计量 5468m3，

其中场外运输至贵州龙里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和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水泥窑协同处置的量约 3543 m3，目前已经全部处置完成；清挖过程中共产生建

渣约 2056m3，均运输至贵阳市花溪区建筑垃圾消纳场进行回填；有机污土染原

位化学氧化修复工程量 1010m3，实际修复面积和方量均大于设计修复量。另外

原位阻隔区域实际修复面积 10916m2，实际修复方量 36701m3，重金属污染实际

阻隔面积和方量均大于设计阻隔量。 

（3）修复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修复工程落实了各种污染防控措施，确保了施工过程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

污染，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基本上符合实施方案与环境监理方案要求。 

通过对施工过程的各项环境检测数据结果的分析评价，整个施工过程中，大

气、噪声、排水指标为合格。表明处置工程未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情况

通过审核修复工程的污染土壤清挖、水泥窑协同处置、原位化学氧化和阻隔

回填等施工过程资料，表明上述施工环节均满足实施方案及备案文件的要求，效

果评估监测结果表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一期治理数博大道地块内A113、

A115和A117等3个基坑侧壁和底部重金属（砷）污染土壤已经清挖合格，达到修

复效果要求；A110区域内苯污染土壤经过原位化学氧化修复后，其含量达到修

复目标值；A207（1#）区域、A209（2#）区域、A211（3#）区域、A306（4#）

区域、A213-A308-A403（5#）区域砷污染土壤已经完成原位阻隔修复施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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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阻隔区域范围下游区域的地下水监测指标（pH值、砷和苯等）均低于《地下

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同时整个修复施工未

对修复处置、待检、临时道路等二次污染区域的背景土壤造成污染。 

综上所述，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一期治理数博大道地块污染土壤经过治理

修复后已经达到第二类用地的修复目标值，修复后的土壤已满足市政道路的使用

要求，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一期治理数博大道地块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再开发

利用。 

8.2 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8.2.1 后期环境监管要求 

下列情景下，应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一期治理数博大道提出后期环境监

管建议： 

（1）修复后上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 36600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 

（2）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

后期环境监管的方式一般包括长期环境监测与制度控制，两种方式可结合使

用。 

原则上后期环境监管直至地块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达到 GBT 14848 中地下

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为止。 

8.2.2 长期环境监测 

8.2.2.1 监测点位布设 

为确保本次场地阻隔填埋区在科学可控的进程中，达到修复目标，本项目在

工程实施完成后，建议对原位阻隔填埋区的地下水水质进行监测。利用场地调查

时设置的地下水采样井，在原位阻隔区域下游设置4口监测井，并设置地上标识。

新建地下水监测井应符合《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DZ/T 0270-2014）。 

8.2.2.2 监测频次 

后期管理一般在修复工程设施完工后 1 年内开展。在取得验收批文之日起的

一年质保期内，土地所有权人对本地块地下水进行监测，建议每个季度采样 1 次，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相关监测指标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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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8-2017）III 级标准。 

8.2.2.3 采样及检测 

地下水样品的采样方法、现场质量控制、现场质量保证、样品的保存与运输

方法等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的规定执行。地下水

样品采样送检步骤：地下水监测井洗井→采样保存与信息记录→送检。 

地下水监测项目包括：pH、砷和苯，评价标准为本项目地下水质量标准Ⅲ

类水标准。 

8.2.3 管理制度控制 

（1）根据市政道路施工的工程规划，该道路施工深度主要在 0~2m，由于数

博大道地块原位阻隔区域管控深度是在 2m 以下，因此市政道路的施工对该原位

阻隔风险管控区域影响不大。同时提出该区域的后期监管建议，地块权属人以及

环保部门应对该风险管控区的进行登记与动态监管，禁止在修复施工完成后对该

原位阻隔区域进行扰动施工，防止阻隔措施破坏，确保原位阻隔区域风险管控措

施长期有效。如市政道路规划发生变更存在对地下空间的利用，则需向环保主管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做好管控区域内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工作。 

（2）由于阻隔填埋区域内污染土壤中污染物总量没有减少，可能会对周边

地下水产生影响，需要加强地下水监测，以判断是否存在污染物迁移扩散至地下

水中的情况出现。建议土地所有权人对阻隔填埋区域进行跟踪管理，在阻隔区域

下游设立地下水监测井做好地下水环境监控。 

（3）完善场地档案信息，将整个修复过程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归档，为今

后的开发活动提供环境历史资料支持。后续单位在土地移交过程中，注意对有关

资料和后期监管要求的移交。 

（4）修复达标后的污染区域做好污染防治工作，避免二次污染，确保场地

安全利用。加强后期场地的安全管理工作，防止无关人员擅自进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