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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及《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 监管企业自

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暂行）》的相关要求，切实加强 土壤污染防治和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日常监管，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委托中国昆仑工 程有限公司吉林分公

司完成呼和浩特石化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编制、现场钻探等工作。

2、编制依据

2.1 法律、法规及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4） 《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5） 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土壤环境监管企业名单（2021）》的通知（呼 环

通[2021]24 号）

（6） 《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 导

意见（暂行）》（内环办[2018]363 号）

2.2 技术导则、标准和规范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 《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

（3）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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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020）

（6）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7）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2009 年版）

（8） 《土的分类标准》（GBJ 145-1990）

（9）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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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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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2017〕67 号）

（11）《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环办 土

壤〔2017〕67 号）

3、企业基本情况

表 3-1 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金桥开发区金河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占地面积 2000100. 00m2

法定代表人 刘至祥 企业规模 大型

行业类别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行业代码 2511

委托检测单位 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质与环境检测分公司

监测周期 1 次/年

4、监测方案情况

4.1 识别潜在污染区域

4.1.1 疑似污染区识别原则

经过对收集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结果，初步识别潜在污染区域。识别过程可

依据以下原则进行，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根据已有资料或前期调查表明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

（2）曾发生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

（3）各类地下储罐、管线、集水井、检查井等所在的区域；

（4）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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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处置的区域；

（6）其他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依据识别原则，综合考虑污染源分布、污染物类型及污染物迁移途径，对地

块进行疑似污染区域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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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识别过程

根据前期采集的基础信息、现场踏勘了解情况及人员访谈成果，识别出中国石油

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地块疑似污染区域 15 处，包括核实后全部为重点区域。识别依

据见表 4.1-1、表 4.1-2 和分区布置见图 4.1-2。各疑似污染区域现状见图 4.1-3。

表 4.1-1 疑似污染区域信息一览表

分区

编号
装置名称 功能 面积（m2） 识别原则

备

注

A 第一联合车间、第二联合车间 生产装置区 222129 ⑶⑸

B 原油罐区、中间原料罐区及气柴油组分罐区 储存区 70863 ⑶⑸

C 原有装置区及聚丙烯装置区 生产装置区 92571 ⑶⑸

D 污水处理场 污水处理区 60290 ⑶⑸

E 硫磺回收装置 生产装置区 10101 ⑶⑸

F 汽油、柴油、航煤罐区 储存区 76336 ⑶⑸

G 原油、污油、重油罐区及聚丙烯仓库 储存区 64916 ⑶⑸

H
中间原料油罐区、丙烯罐区、丙烷罐区、液化
石油气罐区

储存区 45100 ⑶⑸

J 火车装卸车区 生产装置区 50954 ⑶⑸

K 原油罐区 储存区 50663 ⑶⑸

L 危险废物临时库房 危废储存区 990 (4)

M 液化气、油品装车区 储存区 19342 ⑶⑸

N 火炬装置 生产装置区 5613 ⑶⑸

O 动力站、除盐水站、空压空分 生产装置区 48530 ⑶⑸

P 汽车装车区 生产装置区 14796 ⑶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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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识别结果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和资料

收集，对地块内重点区域进行分区，分区包括所有重点区域，情况如下：

（1）生产装置区（A、C、E、J、N、O、P 区）：地块内所有主要石油炼制生

产装置区和提供动力的动力站、装卸车区以及地块使用历史阶段的石油炼制生产装

置区等。

（2）储存区（B、F、G、H、K、M 区）：地块内主要的石油制品及原料储存

区，包括石油原油、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各种中间产品等。

（3）污水处理区（D 区）：全厂的污水全部汇集要本区进行处理，达标后回

用或排放。

（4） 危险废物临时库房（L 区）：地块内产生的临时危险废在此区域进行暂

存后集团由专业公司进行处理。

非疑似污染区域：厂前区、绿化带、道路、空地等，以上区域不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危险废物的生产和贮存、装卸、使用、处置等，并且没有污染痕迹，所

以划定为非重点区域，各区域分述如下：

（1） 北侧为厂前区，分别为办公楼、停车场、消防队以及检维修车间及绿化

带等；

（2） C、D 和E、L 区中间部位为循环水场、空地，该区域使用历史没有作为

装置区进行使用；

（3）A 区以南，G 区以北部位为检维修单位的建筑材料加工场地及料场，不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4）J 区和 G、H 区之间区域为空地和道路及操作室等，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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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布点区域筛选信息表

编号 疑似污染区域
类型、名称

是否为布点
区域

识别依据/筛选依据

A
⑤生产装置区

第一联合车间、第二

联合车间

☑是

□否

本区面积 222129 平方米，装置于 2010 年扩建时在该区域进行装置区的建设，2010 年以前为空地或检测

维修车间。本区本地块内主要炼油装置区，包括催化裂化、常压蒸馏、MTBE、连续重整、苯抽提、氢提

纯、煤柴油加氢，柴油加氢改质、轻汽油醚化、汽油加氢脱硫装置，主要原料、产品为原油（毒性分值

1000）加工量 4123136.333 吨，汽油（毒性分值 1000）产量 1680730.667 吨、柴油（毒性分值 100）产

量 954370.667 吨、苯（毒性分值 1000）产量 23412.667 吨、MTBE（毒性分值为 100）产量 52983 吨，航

空煤油（毒性分值 100）产量 147417.333 吨，石脑油（毒性分值 1000）15888.333 吨等，会产生含硫

污水，含油污水等污染物。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迁移性较强，投产以来连续生产运行，装

置区内进行了地面硬化，但部分位置有裂缝。涵盖了地块内所有污染物，污染物毒性高，生产和使用
量大，优先作为布点区域。

B
⑤储存区

汽柴油罐区、

原油罐区

□是

☑否

本区面积 70863平方米，本区自 1992 年建厂以来一直为罐区，主要原油罐区、中间原料罐区及汽柴油

组分罐区，主要的产品为原油年石脑油储存量 727138 吨/年，柴油储量 3066130 吨/年，甲醇储量 72419
吨/年，汽油储量 3279534 吨/年，煤油储量 451439 吨/年，抽提原料储量 99476 吨/年，苯储量 26705
吨/年，抽余油储量 65283 吨/年，MTBE 储量 82222 吨/年。本区内各储罐分别进行了防渗处理，本区
各储罐建有围堰，围堰内地面进行硬化。不作为布点区域。

C
⑤生产装置区
原有装置区及聚丙

烯装置

□是

☑否

本区域面积 92571平方米，包括原有装置区及聚丙烯装置区，原有装置区 1992 年至 2010 年运行生产，

原有装置为 100 万吨/年炼油装置，现全部拆除为空地。聚丙烯年产量为 146453 吨，丙烯（毒性分值

0）年用量 149753 吨。不作为布点区域。

D ③⑤污水处理场
☑是

□否

本区面积60290平方米，本区域自1992年建厂以来一直为污水处理区域。全厂产生的生产污水（含油污水）、

生活污水全部运送到本区进行处置，处理能力 450m3/h，地下管线较多，建有多个污水处理池，
发生泄露风险较高，污染物多，毒性高，优先布点。

E ⑤生产装置区

硫磺回收装置

□是

☑否

本区面积 10101 平方米，本区域自 1992 年至 2010 年动力站，现为硫磺回收装置，处理酸性气体 6060

吨/年，硫磺（毒性分值 0）产量 4128 吨/年该装置为环保装置，产品对对人、畜安全。不考虑布置采
样点。

F
⑤储存区

汽、柴、航煤罐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76336 平方米，2010 为年之前为荒地，现在为汽油、柴油、航煤罐区，汽油（毒性分值 1000）
年储量1821487 吨，柴油（毒性分值100）年储量1440303 吨，航煤（毒性分值100）年储量209931 吨，
罐区建成后连续运行。本区内各储罐分别进行了防渗处理，罐区围堰内进行了地面硬化，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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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采样点。

G
⑤储存区

原油、污油罐、聚丙
烯库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64916 平方米，1992 年至 2010 年为空地及原有罐区，现在为原油、污油、重油罐区及聚丙

烯仓库；原油年储存量 1098222 吨，污油年储存量 2588980 吨，各罐区围堰内地面较好，聚丙烯（毒性
分值 0）年产储存量 46453 吨，聚丙烯仓库建有库房等防雨措施。不优先考虑布点。

H
⑤储存区

原料油、丙烯、丙烷、

液化石油气罐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45100 平方米，自 1992 年建厂以来一直为储罐区，分别为中间原料油罐区、丙烯罐区、丙

烷罐区、液化石油气罐区，丙烯（毒性分值0）年储存量147388吨，丙烷（毒性分值0）年储存量64615 吨，

液化石油气（毒性分值 0）年储量总计 283824 吨，主要储存物为常温下为气体，对土壤和地下水
影响较小。不考虑布点。

J ⑤火车装卸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50954 平方米，自 1992 年建厂至今一直为卸车区主要为卸原油和小品种、汽柴油装车，经
核实，该区段防渗措施完善，不考虑布点。

K ⑤储存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50663 平方米，自 1992 年至 2010 年为全厂仓库及沥青成型装置，2012 年以后为原油（毒性

分值 1000）罐区年储存量 3230270 吨，各储罐分别进行了防渗处理，原油在常温状态下流动性较弱。
不考虑布点。

L ④危废储存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990平方米，1992年-2010年为仓库，2012年以后为危险废物临时库房，2019年周转量3801.06
吨主要地块内产生的危险废物经本区域暂存，暂存间进行了防渗、防雨处理，各种废物进出均进行登记管理。
不考虑布点。

M
⑤生产装置区

液化气装车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19342 平方米，1992 年至2010 年为液化气、油品装车区，自 2012 年至今为航煤装卸栈台， 建

有鹤位，进行了防渗处理，地面进行硬化，完整性较好，相对于其它装置区的污染物数量及浓度，
不考虑布点。

N
⑤生产装置区

火炬装置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5613 平方米，2012 年以前为荒地，现为火炬装置，长年进行厂区有毒有害气体焚烧，污染物

常温状态下为气体，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可能性较小，不考虑布点。

O
⑤生产装置区

动力站空压空分
□是

☑否

本区面积为 48530平方米，自 1992 至2010 年为空地，现为动力站、除盐水站、空压空分，主要为地块

内生产提供蒸气，2012-2016 年连续运行，自 2012 年以后为间歇性运行，区域内进行了地面硬化，
并且完整性较好，不考虑布点。

P
⑤生产装置区

汽车装车区
□是

☑否

本区面积为14796 平方米，2010 年以前为空地，2012 年改扩建至今为汽车装车设施，主要装汽油、柴油、

苯等，区域内进行了地面作了防渗并进行了硬化处理，防污染能力较强，不考虑布点。

*1疑似污染区域类型编号：①根据已有资料或前期调查表明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②曾发生泄露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③各类地下罐槽、管线、集

水井、检查井等所在的区域；④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的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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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的区域；⑥其他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⑦其他1（输入）：⑧其他2（输入）：

*2从污染物种类与毒性、用量/产生量和渗漏风险角度

3、各产品半成品产量引自 2019年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环境保护指标月报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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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流向

图 4.1-2 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疑似污染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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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

A区 B区

C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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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区

E区 M区

F区

G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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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区

J区

K区 L区

M区 N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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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区 P区

图 4.1-3 各疑似污染区域现状

4.2 布点区域筛选

4.2.1 布点区域筛选原则

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试行）》中的“六类

原则”、污染源分布、可能泄露物质性质、使用量和泄露风险、污染物迁移途径

及地块使用历史等进行布点区域筛选。

4.2.2 布点区域筛选过程

本次调查根据布点技术规定关于筛选布点区域的基本原则，地块内储罐情况、

生产装置区及污水处理区等相关区域的情况，综合现场踏勘信息，分析疑似污染区

域的污染程度及污染物类型，筛选过程见表 4.2-1，筛选依据见表 4.1-2。



表 4.2-1疑似污染地块布点区域筛选表

疑似污染区

相关依据

1A 1B 1C 1D 1E 1F 1G 1H 1J 1K 1L 1M 1N 1O 1P

已知可能存在污染
事故泄露点
事故发生点
危废残余
地面裂缝 √ √ √ √ √ √ √ √ √ √

桩柱基础边缝

生产装置腐蚀痕迹
有毒有害物质装卸 √
运输过程中可能发

生跑冒滴漏的位置
√ √ √

排水管线出口四周 √ √ √ √
堆放区洼地

地面未硬化区域 √ √ √
堆放区硬化地面裂
土壤颜色异常点

重金属 √ √ √ √ √ √ √ √ √ √ √ √ √ √ √
VOCs √ √ √ √ √ √ √ √ √ √ √ √ √ √ √
SVOCs √ √ √ √ √ √ √ √ √ √ √ √ √ √ √

“√”数合计 6 4 5 7 3 5 4 4 4 4 4 5 3 4 4
优先布点区域 2A 2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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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布点区域筛选结果

依据布点区域筛选原则，通过对资料分析整理、现场踏勘，确定本次调查区

域主要为生产装置区（含历史使用区域）、储存区、污水处理厂区进行采样点布

置。共筛选出 2个布点区域，筛选结果见表 4.2-1，位置见图 4.2-6。

本地块内的筛选采样布点分区如下：

A 区（第一联合、第二联合车间）：本区面积 222129 平方米，装置于 2010 年扩

建时在该区域进行装置区的建设，2010 年以前为空地或检测维修车间。本区本地块内主

要炼油装置区，包括催化裂化、常压蒸馏、MTBE、连续重整、苯抽提、氢提纯、煤

柴油加氢，柴油加氢改质、轻汽油醚化、汽油加氢脱硫装置，主要原料、产品为原

油（毒性分值 1000），汽油（毒性分值 1000）、柴油（毒性分值 100）、苯（毒性分值

1000）、MTBE（毒性分值为 100），航空煤油（毒性分值 100），石脑油（毒性分值

1000）等，会产生含硫污水，含油污水等污染物。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迁移性

较强，投产以来连续生产运行，装置区内进行了地面硬化，但部分位置有裂缝。污

染物毒性高，生产和使用量大，优先作为布点区域。分区情况见图 4.2-4。

图 4.2-4 A区 现场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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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区（污水处理场）：本区面积 60290 平方米，本区域自 1992 年建厂以来一

直为污水处理区域。全厂产生的生产污水（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全部运送到本

区进行处置，处理能力 450m
3
/h，地下管线较多，建有多个污水处理池，发生泄露

风险较高，特征污染物多，毒性大，优先布点。分区情况见图 4.2-5。

图 4.2-5 D区现场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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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采样点筛选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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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采样计划

4.3.1 土壤背景采样点

在企业的厂前区位置布置 1 个背景监测点，原则为不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并且

可以代表土壤质量的采样点。

采样点布设位置位于厂前区的绿化带内，位置详见图 4.3-1。

图 4.3-1 土壤背景采样点位置图

4.3.2 选定分区采样点布置

本次监测对选定的生产装置区、储存区、污水处理区等，涵盖本地块不同功能

分区。每个分区内布置土壤采样点 2 个，地下水采样点 1 个，共计布置土壤采

样点 4 个，地下水采样点 2 个。采样点平面布置位置详见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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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采样点分布图

4.3.3 样品采集

4.3.3.1 土壤样品采集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

意见（暂行）》要求，背景采样点及监测点位，每个采样点采集土壤样品 3件，

分别为表层样品（0-0.5m），第二件样品依据现场快筛结果进行采集，第三件

地下水水位附近样品。

4.3.3.2 地下水样品采集

本次监测每个地下水采样点采集地下水样品 1件，采样位置为地下水水位

以下 0.5m。

4.4 监测项目

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行业大类为石油加工（25）,中类为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 的

指导意见（暂行）》要求，并结合企业的特征污染物，确定本次监测的检测因 子

见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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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土壤和地下水检测因子表

样品类别 类别名称 检测因子

土壤

（47）

A1 类-重金属 8种 镉、铅、铭、铜、锌、镍、汞、碑

A2 类-重金属与元素 8种 锰、钻、硒、钒、锑、铊、被、钼

A3 类-无机物 2种 氰化物、氟化物

B2 类-挥发性有机物 9种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三甲苯、二 氯

苯、三氯苯

B4 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4种 苯酚、硝基酚、二甲基酚、二氯酚

C1 类-多环芳姪姪 15 种

苊烯、苊、芴、菲、蔥、荧蔥、芘、苯并［a］蔥、

屈、苯并［b］荧蔥、苯并［k］荧蔥、苯并［a］芘、

茚并

［1,2,3-c,d］芘、二苯并［a,h］蔥、苯并［g,h,i］

苝
C3 类-石油姪 C10-C40 总量

地下水

(48)
与土壤检测因子相同+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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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实施

依据《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

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和 2021 年 9 月 22 日，开展现场钻探采样点，现场完成土壤背

景点 1个，土壤采样点 4个，采集土壤样品 12 件。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对场 地

内原有 2 口地下水监测井进行样品采集，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2件。

6 样品检测分析结果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流转及检测分析工作，委托“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质与环境检测分公司”完成。

本次自行监测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的 III 类水标准 限

值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 II 类用

地筛选值进行对标，判定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是否有超标情况。

6.1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通过对现场采集的 1个土壤背景样品和 12 件土壤样品，47项检测因子的检测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依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 II 类用地筛选值，本次监测样品的所有检测因子均未超过 II 类

用地筛选值。样品检测结果见附件。

6.2 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

通过对现场采集的 2件地下水样品，48项检测因子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对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 III 类用地标准限值。所有样品 的检

测因子均未超标。样品检测结果见附件。

7 附件

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