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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位于余姚市朗霞街道，场地中心坐标（N30°08'50.15"，

E121°07'57.45"），地块东至迎霞路，南至金桂苑，西至竹桥路、北至村庄用地，总用地面积

26469平方米，折合39.7亩，根据《余姚市姚北新城朗霞街道LX-05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

域整体规划，用地性质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R2），为第一类用地。该地块于2007年之前属

于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农民集体，土地性质为未利用地，2007年至2024年5月属于余姚市朗

霞街道邵巷村农民集体，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B1）；2024年5月被政府收回国有，由浙江余

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开发，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

地（R2），目前仍待建设。对此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示《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

为查清该地块的土壤和水体等环境质量状况是否存在污染，科学有效地保证该地块利

用过程中不会对场地及其周边人群、环境造成危害，实现项目用地安全、环保可持续的发

展，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该项目地块环境调查工作。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环境管理要求，浙江正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浙江余姚工业

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于2024年6月开始对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进行

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收集，验证性采样。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竹桥路东侧、金桂

苑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在于

2007年前一直是荒地，2007年获得土地证，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至今仍为待建设用地。

地块历史上无农业种植历史，因此农药、化肥对土壤环境影响极小;地块历史上两次

作为建设项目工地的办公室及宿舍，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

主要为建设项目生活提供配套，地面做水泥硬化处理。因此，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

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

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其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道

路、居民区、绿化用地及石材切割店，因此基本不会对周边的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本地块内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根据《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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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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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

2.概述

2.1.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目的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开展调

查，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初步排查场地是否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初步分析场

地环境污染状况，提出是否必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2.1.2.调查原则

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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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目前可搜索到的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

范及要求，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的行为，保证场地环境调查过

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2.调查范围

根据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本次场地环境初步调查与评

估范围为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位于余姚市朗霞街道，东至迎霞路，南至金桂苑，

西至竹桥路、北至村庄用地，地块边界上的拐点坐标如表2-1所示，调查范围红线图详见图

2-1，拐点示意图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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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1

序号 拐点名称
经纬度坐标

纬度 经度

1 J1 30.1477362 121.1312728
2 J2 30.1477408 121.1326258
3 J3 30.1477453 121.1339716
4 J4 30.1471492 121.1339839
5 J5 30.1468380 121.1340070
6 J6 30.1468337 121.1327230
7 J7 30.1468331 121.1325603

地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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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8 30.1468287 121.1312325
9 J9 30.1471791 121.1312481

2.3.编制依据

2.3.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通过修订，2020

年9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

（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2015年4月16日实施）；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2016年5月28日实施）；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2017年7月1

日施行）；

（9）《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发〔2

016〕47号）；

（10）《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

办土壤〔2019〕47号）；

（11）《宁波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甬政发[2017]51号）；

（12）《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质量调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甬环发〔2020〕48号)；

（13）《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号，2019年3

月28日印发）；

（14）《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23号，2020年9

月8日印发）；

（15）《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土壤〔2021〕

12号，2021年1月28日）；

（16）《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年9月15日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通过，2021年10

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8号公布，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17）《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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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

（18）《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浙环发

〔2021〕20号）；

（19）《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质量控制抽查规程》(浙环发

〔2022〕24号)

（20）《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4年3月1日施行）。

2.3.2.技术导则及规范性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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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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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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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9）《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10）《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方案》（2015年）；

（1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892-2022）；

2.3.3.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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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

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号，2020年3月

26日）；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环土壤[2021]12号，2021年1月29

日印发）

2.3.4.相关资料

（1）《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小学校区新建工程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2.1）；

（2）《余姚市姚北新城朗霞街道LX-05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3）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2024.6）；

（4）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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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调查方法

在场地环境调查中，我单位严格执行我国现有的污染场地管理法律法规，运用场地

环境调查的技术规范，特别是《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为依据，来组织实施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

员访谈、结论与分析，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1)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①资料的收集

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

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②资料的分析

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

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2)现场踏勘

①安全防护准备

在现场踏勘前，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全卫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

防护用品。

②现场踏勘的范围

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

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④现场踏勘的重点

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

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

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

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

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它公共场所等，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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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现场踏勘的方法

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

踏勘期间，可以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

(3)人员访谈

①访谈内容

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②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

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

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4)结论与分析

本阶段调查结论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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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应提出第二阶段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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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调查执行情况说明

序

号
调查步骤 调查内容 执行日期

1

第一阶段调

查

正式启动调查 2024.6.10
2 初步勘查 2024.7.10
3 现场快筛检测 2024.7.13
4 现场勘查 2024.7.18
5 人员访谈 2024.7.18
6 资料搜集 2024.7.18
7 完成初步调查报告 2024.8.15
8 现场勘查及专家评审 202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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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地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余姚市位于东径120°52′-121º25′，北纬29°39′-30º21′之间，坐落于宁绍平原，地处美

丽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与宁波市江北区、海曙区相邻，南枕四明山，与奉化、嵊

州接壤，西连上虞区，北毗慈溪市，西北于钱塘江、杭州湾中心线与海盐县交界。

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位于余姚市朗霞街道，场地中心坐标（N30°04'43.82"，

E121°05'44.32"），总用地面积26469平方米（折合39.7亩）东至迎霞路，南至金桂苑，西至竹

桥路、北至村庄用地。地理位置图见图2-1。

-1
3.1.2.区域地形、地貌、地质

余姚全市总面积1527km2，其中山地、丘陵共805km2，占市域面积的52.7%，平原面积

433km2，占市域面积的28.4%，水域面积289km2市域面积的18.9%，海岸线长度22.5km。余姚

属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地区，地势南高北低，中间微陷。南部为四明山区，山峦

起伏，散布大小不等的台地和谷地，最高峰大长山青虎湾岗海拔979米。中部为姚江冲积河

谷平原；北部为钱塘江、杭州湾冲积平原。山地丘陵、平原（含海涂）、水域（含海域）面

积比为53：29：18。低山丘陵主要分布在南部，面积839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63%。平

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北部，面积498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37%。北部濒海，海岸线长度

为2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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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情况参考《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小学校区新建工程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该岩土勘察报告中地块位于本场地西侧约200m处），结合实际勘查情况得出周边地层

大致如下：

第1-1层杂填土(mlQ4³):

主要由碎石、块石等组成，局部地表有生活垃圾、砖块等建筑垃圾，有植物根系，极

不均匀，最大块石粒径约0.60m。层厚0.20~0.60m。

第1-2层粉质粘土(mQ43):

灰黄色，可塑状态，属中压缩性土。层中含少量铁锰质结核，该层土面光滑无光泽，

中等干强度，摇振反应慢，中等韧性，可塑性一般，土质均匀性一般，层厚0.90～2.60m。

层顶标高2.52~3.56m。

第2-1层粉质粘土(mQ4³):

灰色、软塑状态，属中压缩性土，局部夹薄层粉土。该层土中等干强度，摇振反应慢，

中等韧性，可塑性一般，土面无光泽，土质均匀性一般。有缺失。层厚1.30~6.80m。层顶

标高0.37~2.28m。

第2-2层淤泥质粉质粘土(mQ4³):

灰色、软塑状态，属中压缩性土，局部夹薄层粉土。该层土中等干强度，摇振反应慢，

中等韧性，可塑性一般，土面无光泽，土质均匀性一般。有缺失。层厚1.30~6.80m。层顶

标高0.37~2.28m。

第3层粉质黏土夹粉砂(al-mQ4¹):

灰色，湿，软塑，中压缩性土，中等干强度，低韧性、摇振反应中等，在ZK23、

ZK46、ZK80、ZK90揭露该层粉土、粉砂含量较高，均匀性较差，层厚0.50~5.80m,层顶标

高-7.72~-2.27m。

第4层淤泥质粉质粘土(mQ4¹):

灰色，饱和、流塑状态，属高压缩性土。该层土中等干强度，无摇振反应，中等韧性，

可塑性一般，土面无光泽，土质均匀性一般。全址分布。该层在门卫、消控以及运动场，

该层未揭穿，揭露厚度9.2-14.0米，在其它建筑揭示层厚25.0～29.80m,层顶标高-9.28~-

2.77m。

第5-1层粉质粘土(al-lQ3²-²):

灰黄色、褐黄色，可塑状态，属中等压缩性土。局部含少量粉土、粉砂。该层土中等

干强度，中等韧性，无摇振反应，可塑性较好，土质均匀性一般，全址分布。揭示层厚

1.20～5.70m,层顶标高-33.74~-29.6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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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层粉砂(al-mQ32-2):

灰、灰黄色，湿，密实状态，属低压缩性土。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该层土级

配一般，均匀性较差，层底中砂含量较高，实测标贯击数平均值为33.0击。全址分布。层

厚5.40~7.50m,层顶标高-37.03～-34.19m。

第6层粉质粘土(al-lQ3²-¹):

灰黄色，软塑状态，属中压缩性土。该层土中等干强度，中等韧性，无摇振反应，可

塑性较好，土质均匀性一般，全址分布。揭示层厚1.30～5.90m,层顶标高-42.87～-40.29m。

第7层中砂(al-mQ32-1):

灰白、灰黄色，湿，密实状态，属低压缩性土。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该层土

级配较好，分选性较好，层底中砂含量较高，局部粉土含量较高。实测标贯击数平均值为

40.0击。全址分布。本次勘察均未揭穿该层，揭露层厚4.90～7.50m。

第8层粉质粘土(al-lQ31):

灰黄色、褐黄色，可塑状态，属中等压缩性土。局部含少量粉土、粉砂。该层土中等

干强度，中等韧性，无摇振反应，可塑性较好，土质均匀性一般，全址分布。该层大部份

区域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4.80m,层顶标高-54.20～-51.08m。

第9-1层砾砂(al-plQ31)

灰白、灰黄色，湿，密实状态，属低压缩性土。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该层土

级配较好，分选性较好，层底中砂含量较高，实测动力触探试验修正击数平均值为20.9击。

本次勘察在ZK16揭穿该层，揭露最大层厚6.80m。

第9-2层粉质黏土(al-lQ22)

褐黄色，可塑状态，属中等压缩性土。局部含少量粉土、粉砂。该层土中等干强度，

中等韧性，无摇振反应，可塑性较好，土质均匀性一般，本次勘察在ZK16揭穿该厚，厚

度3.0m,主要为揭示场地覆盖层厚度。其土样未满足6组。

第9-3层粗砂(al-plQ22)

灰白、灰色，湿，密实状态，属低压缩性土。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该层土级

配较好，分选性较好，层底中砂含量较高，局部粉土含量较高。本次勘察在ZK16揭示该

层，最大揭露层厚13.0m。主要为揭示场地覆盖层厚度。其土样未满足6组。



12

项目范围
地勘地带

3-2
3.1.3.区域水文

全市蓄水量27436万立方米，最大的河流为姚江，余姚市境内长度55公里，平原地带

河网密布。最大的湖泊为牟山湖，蓄水量400万立方米。全市有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44

座，总库容20740万立方米，正常库容14304万立方米，最大的水库为四明湖水库，总容量

12354万立方米。

余姚市境内相关水系主要为姚江水系。其中姚江又名余姚江、舜江，源出四明山夏家

岭，流经梁弄、余姚、丈亭，在宁波三江口与奉化江汇合后称甬江，全长107千米。姚江

的较大支流都位于右岸，有龙坑溪、陆埠溪、车厩溪和大隐溪。流域内山区性河流主要集

中在姚江干流四明湖水库坝址以上、干流以南各支流，另有一部分矮山分布于姚江干流余

姚下游的北岸，多条小河流散布其间，进入平原河网后汇入姚江干河。姚江原为潮汐河，

咸潮可上溯至通明，1959年7月，姚江大闸建成后为平原河道。姚江流域洪涝水有两个排

向，一是东排甬江，主要沟通河道有姚江干河、中大河、西大河、沿山河、万弓塘河、滨

子江、清水浦等；二是直接北排杭州湾，主要沟通河道有上虞的百崧河、百沥河、夏盖河

、盖沥河，余姚境内的临海大浦、四塘横江、五塘横江、陶家路江、爱国江，慈溪境内的

镇龙浦、淡水泓、淞浦、方家浦、郑家浦、半掘浦、水云浦、四灶浦、周家路江、建塘江

等。

根据附近地勘资料显示区域地下水类型及分布如下：

地下水因含水介质、水动力特征及其赋存条件的不同，其补、径、排作用和水化特征

均各有不同，根据钻探揭露:场址下勘探深度以浅地下水主要可分为第四系孔隙潜水。

第四系孔隙潜水

主要赋存于表部填土与其下黏性土、粉土层中，表部填土富水性、透水性较好，常年

接受地表水补给，与地表水体水力联系密切。黏性土富水性、透水性差，主要接受大气降

水补给，其水位变化受气候、环境影响明显，以蒸发方式排泄为主，年变幅可达1.0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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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勘察期间，受连续下雨影响，实测场地地下水位埋深为0.20~0.80m，相应标高为

2.62~3.11m。

根据地形地势以及附近河流分布初步判断该地区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南向西北流动。

3-3地下水流向初步判断

3.1.4.区域气象气候

余姚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夏季多东南风，冬季

盛行西北风，常年风向为SE，频率达17%，年平均风速2.7m/s。本地区冬季以1~2月份温度

最低，夏季7～8月份温度最高，年平均温度在16.2℃;降雨以6～7月最多，12月最少，降雨

量年内分配不均，且年际差异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1478mm；大风多发生于夏季台风期

和冬季寒潮，每年7～10月为台风季节，台风时风向多东北偏北或东北偏东、东北三个方向

，冬季寒潮时成西北偏北大风；每年12～4月份为雾季，早晨多发雾，但一般在上午10时

前消散；常年11月中旬初霜，三月下旬终霜，年平均无霜期为238天左右；雷暴雨多集中

在春夏季节。

3.1.5.区域生物环境

余姚市内土壤共分6个大类、15个亚类、47个土属、84个土种，其中红壤土类广泛分布于

整个丘陵低山地带，面积69.76万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41.6%，潮土土类以洪、冲积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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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海相沉积物为其母质，面积18.56万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11%：水稻土类面积57.94万亩

，占全市土壤面积的34.6%，盐土土类由新浅海沉积物发育而成，分布于海滨，面积15.71万

亩，占9.2%，这四类土壤为主要土类。

余姚地处亚热带北缘，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亚地带，浙山丘甜储木荷林区。原始植被

极大部分沦为次生植被或人工植被。

余姚西北滨海平原土壤主要为盐土和潮土，植被主要为人工种植的水稻、棉花蔬菜、

瓜果等。

余姚境内常见的脊稚动物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有400余种，

无脊椎动物，尤其是昆虫，数不胜数，穿山甲、白鹤、黑鹤、丹项鹤、白枕鹤等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水獭、大灵猫、白额雁、松鸡、白颈长尾雉、灰鹤、大鲵、虎纹蛙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余姚境内常见的蕨类植物有27科70余种，裸子植物90科1000余种。水杉为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杏、杜仲、浙江七子花、福建柏、胡桃、鹅掌楸、香果树为国家二级保

护植物。

3.2.敏感目标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本次调查地块周边500米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点详见表2-1和图2-5。

表 2-1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点

序号 敏感目标 类型 方位 人口数 距离地块红线相对距离

1 盛泰金桂苑 居民区 南 880人 相邻

2 朗霞派出所 政府机构 南 44人 200米
3 朗霞街道办事处 政府机构 南 120人 380米
4 盛泰丹桂苑 居民区 南 1400人 200米
5 小塘花园 居民区 西南 2130人 120米
6 迎霞家园 居民区 西 1500人 40米
7 紫金花园 居民区 西 570人 400米
8 后竹桥村 居民区 西北 120人 30米
9 东邵巷村 居民区 东 239人 39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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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基本信息变动情况

余姚市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位于姚北新城，属于余姚市朗霞街道，场地中心

坐标（N30°08'50.15"，E121°07'57.45"），总用地面积26469平方米，未来将建设住宅。地块2023

年12月前属于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农民集体，2024年5月地块被政府征收为国有，由浙江余

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开发。

3-1
地块名称 余姚市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

地块地址 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

地块中心经纬度 N30°08'50.15"，E121°07'57.45"

占地面积 26469平方米

地块使用权人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用地历史 用地类型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所有人

--2007年 未利用地
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

农民集体

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农民集

体

2007-2024年5月 商业用地（B1）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农民集

体

2024年5月--至今 居住用地（R2）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2024年7月10日，调查人员前往地块勘查，现场地块东北侧为建设项目工地指挥部及宿舍，

给排水系统完善，其中指挥部已搬空，部分施工人员仍然滞留于宿舍，地面水泥硬化完整，不

分地面残留生活垃圾。地块其余部分均为荒草野树，无农田种植情况，地势平坦，无沟渠、河

道等地表水体。2024年7月18日，调查人员前往地块勘查得知，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

现状为待建设用地，其中地块西侧荒地无杂草、地势较平坦，存在小坑洼。地块东北侧原为

3.3.2地块使用现状

安

置房建设项目的指挥部和临时宿舍，现已拆除，部分建筑残骸暂未清运，地面水泥硬化及污水、

自来水管网仍未拆除，地块南侧房屋拆除屋顶，无进一步拆除动向。8月28日，与专家前往现

场勘察时发现地块东侧地面硬化及地上地下构筑物全部拆除，现场砖块、石块残留地表，另挖

设一水坑用于水泥搅拌蓄水，根据水坑剖面判断地表土层为杂填土，石块分布厚度为0~0.7m，

分布范围为地块东侧原建设项目工地范围，在与两任土地使用权人负责人以及第二次建设项目

单位负责人访谈后，确认地块无外来土、塘渣等运入的前提下，初步判断现场碎石等为第一次

建设项目拆除后未外运处理，现场堆放产生，随着第二次建设项目工地进行土地平整硬化时，

部分石块埋入表层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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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地块内构筑物 7.10地块内构筑物

7.10地块内水泥硬化 7.10地块内除硬化区域外为野草

7.18地块内野草被清除 7.18地块内板房构筑物拆除

7.18地块内水泥硬化未拆除 7.18地块内构筑物拆除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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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地块内构筑物水泥硬化全部拆除 8.28地块内挖坑蓄水用于水泥搅拌

根据人员访谈情况及卫星影像分析，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范围内无农用种植

历史，大部分时间为待建设空地，仅地块东侧两次作为建设项目指挥部及工人临时居住点，

地面做水泥硬化处理，现场勘察时，临时板房均已拆除，水泥硬化和南侧房屋仍然存在

3.3.3地块历史

。

地块历史上无农业种植痕迹，因此不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地块内工地仅作为项目指挥部和工人宿舍使用，部分场地堆放砖块等建材，不从事水泥搅

拌等作业，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同时地块做水泥硬化处理，

进一步避免土壤污染。因此，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

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

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地块历史概况见表3-2，地块历史影像资料详见图3-5。

时间 用地类型 用地情况

2007年之前 未利用地 无农田种植，仅杂草野树生长

2007年~2009年 商业用地B1（待建设）
待建设用地，无农田种植，仅

杂草野树生长

2009年12月 商业用地B1（待建设）

东侧用于道路建设项目指挥部

、宿舍以及红砖堆放场，西侧

为空地

2014年 商业用地B1（待建设） 建设工地拆除，待建设用地

2019年7月 商业用地B1（待建设）
东侧用于安置房建设项目指挥

部及宿舍，西侧为空地

2024年5月 居住用地R2 建设工地拆除，待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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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1985年影像

2006年影像：

地块内无农田

种植，多为空

地

2008年5月影

像：地块内无

农田种植，多

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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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2009年12月：

地块内西侧为

空地，东侧为

道路项目指挥

部及寝室，东

侧部分场地堆

放砖块。

2014年4月：

地块内临时工

地已清理完毕

北侧房屋部分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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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2017年2月：

地块内无变化

，周边搭建围

墙。

2019年7月：

地块东侧搭建

安置房项目指

挥部及工人宿

舍，地面做水

泥硬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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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2022年12月：

部分板房拆除

，地块南侧房

屋屋顶拆除。

至今：现场勘

察时地块内项

目建设指挥部

及临时寝室均

已拆除，水泥

硬化仍然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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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根据人员访谈情况及卫星影像分析，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周边相邻地块现状

主要为道路、居住区、绿化用地、建设项目工地以及花岗岩切割店，历史上为居住区、居

住区建设用地、绿化用地、农田。

其中地块北建设项目工地为指挥部与宿舍，地面做水泥硬化搭建板房，无污染性作业。

花岗岩切割店仅进行大理石板、花岗岩板切割，污染物为切割粉尘，基本不会对周边土壤

环境造成污染。

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概况见表3-3，地块历史现状详见图3-6，历史影像资料详见图3-7。

方位 与地块位置 现状用地情况 历史用地情况

西北侧 相邻 后竹桥村住宅 后竹桥村住宅

东北侧 隔道路
建设项目指挥部及宿

舍、花岗岩切割店
后竹桥村农田

东侧 隔迎霞路 绿化用地 绿化用地

南侧 紧邻 盛泰金桂苑小区

2000年前为空地，

2004年作为金桂苑建

设用地

西侧 隔竹桥路 迎霞家园小区
2006年及以前作为迎

霞家园建设用地

地块南侧金桂苑小区 地块西侧迎霞家园小区

地块西北侧后竹桥村 地块东北侧花岗岩切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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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北侧建设项目工地 地块东侧绿化用地

历史影像图 描述

1985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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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2006年影像：

地块东侧隔迎

霞路为绿化用

地；南侧为待

建设用地；西

侧为迎霞家园

建设用地；地

块北侧为后竹

桥村

2008年5月影

像：地块东侧

隔迎霞路为绿

化用地；南侧

为待建设用地

；西侧为迎霞

家园；地块北

侧为后竹桥村

后竹桥村

待建设用地

迎霞家园待

建设用地
绿化用地

后竹桥村

迎霞家园
绿化用地

待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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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2009年12月：

地块东侧隔迎

霞路为绿化用

地；南侧为金

桂苑建设用地

；西侧为迎霞

家园；地块北

侧为后竹桥村

，地块东北侧

有花岗岩切割

店。

2014年4月：

地块东侧隔迎

霞路为绿化用

地；南侧为金

桂苑；西侧为

迎霞家园；地

块北侧为后竹

桥村，地块东

北侧有花岗岩

切割店。

迎霞家园

后竹桥村

绿化用地

金桂苑建设用地

金桂苑

迎霞家园 绿化用地

后竹桥村

花岗岩切割

后竹桥村后竹桥村 花岗岩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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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图 描述

2017年2月：

地块东侧隔迎

霞路为绿化用

地；南侧为金

桂苑；西侧为

迎霞家园；地

块北侧为后竹

桥村，地块东

北侧有花岗岩

切割店。

2022年12月：

地块东侧隔迎

霞路为绿化用

地；南侧为金

桂苑；西侧为

迎霞家园；地

块西北侧为后

竹桥村，地块

东北侧为建设

工地和花岗岩

切割店。

绿化用地

金桂苑

迎霞家园

后竹桥村
花岗岩切割

建设工地

花岗岩切割

绿化用地

金桂苑

后竹桥村

迎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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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余姚市姚北新城朗霞街道LX-05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域整体规划，地块未来

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R2），对此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示《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相关文件见附件1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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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分析

4.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

部门、机构收集地块相关资料，具体见表4-1。

序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1 土地证 必要 已收集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2 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

地块控制图则
必要 已收集

3
《余姚市姚北新城朗霞街

道LX-05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

必要 已收集

4
《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

侧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规划条件》

必要 已收集 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余姚市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余政发办

[2017]103号）

必要 已收集 余姚市人民政府

4.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现场踏勘、联系街道负责人等多种渠道收集地块相关资料，具体见表4-

2。

序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1
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小学

校区新建工程项目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

必要 已收集

浙江余姚工业园

区开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2 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必要 已收集 现场勘查

3 人员访谈记录 必要 已收集 人员访谈

4.3.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查阅历史资料以及国家土壤信息平台等多种渠道收集地块相关资料，具

体见表4-3。

序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1 1985年-2023年的卫星历

史影像遥感图
必要 已收集 谷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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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资料收集清单

类型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地块利

用变迁

资料

用来辨识地块及相邻地块的

开发及活动状态的航片或卫

星图片

有 谷歌地球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有

余姚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浙

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的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

的历史资料
无 /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

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

生产污染等的情况变化

有 人员访谈

地块环

境资料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无 不涉及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无 不涉及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保

护区等的位置关系
有 谷歌地球

地块相

关记录

产品、原辅料及中间体清单

、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

及使用请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

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

审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无 不涉及

由政府

机关和

权威机

构所保

存和发

布的环

境资料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

量公告、生态和水源保护区

规划

有 浙江政务服务网信息公开专栏

地块所

在区域

的自然

和社会

信息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

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

料等

有
浙江政务服务网信息公开专栏

、网上资料查询

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

分布
有 谷歌地球、现场踏勘

土地利用方式 有

余姚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浙

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

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

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有 浙江政务服务网信息公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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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相关要求，我公司调查

人员于2024年7月18日进行了现场踏勘，并采取当面交流和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了人员访

谈，受访者为政府管理人员、地块使用权人以及地块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访谈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

(2)地块历史上企业运行的起止时间、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平面布置及

污染防治措施等。

(3)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4)地块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5)地块历史上是否有过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及固废填埋等。

(6)地块是否开展过土壤或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如下:

访谈记录表情况汇总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联系方式 访谈信息

朗霞街道经济发展服务

办公室叶泉钱（街道环

保部门）

面谈 15336606622

1.地块内及周边地块

无工况企业存在；2.
地块内及周边地块无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朗霞街道邵巷村陈建立 面谈 13777161992

1.地块内及周边地块

无工矿企业存在，北

边有个石材切割；2.
地块内无农业种植史

，仅杂草和野树生长

；3.地块内主要是修

路和安置房建设项目

的办公室和宿舍；

4.8月28日看到的坑

洞是水泥搅拌蓄水池

；5.地块内无外来建

筑垃圾塘渣等堆放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金波
面谈 13905847762

地块用地类型为商业

用地，原为农民集体

用地后于2024年5月
收回计划用于安置房

建设；现场提供规划

条件书、控制图则、

附件地块地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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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证等资料。地块

内碎石块等均为2009
年第一次作为建设项

目工地，土地平整期

间产生。

大唐施工朱总（第二次

项目施工方及拆除单位

）

电话访谈 13506685270

1. 现场构筑物及水

泥硬化拆除后，建筑

垃圾等暂未外运等进

一步处置。

2. 现场堆放的红砖

是业主单位用于后期

用地范围砌墙；

3. 管理期间无外来

土、塘渣等堆放或填

埋。

附近居民章某 面谈 13884444356

1. 地块历史上无工

业企业；

2. 地块周围未闻到

过异味；

3. 地块周边没有水

井；

5.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内现状为待建设空地，仅部分建筑垃圾堆放，堆

放处地面做水泥硬化，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地块周边为居民区、绿化用地、建设项目工地生活区以及石材切割店，不涉及有毒有

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地块历史上无种植历史，因此农药、化肥对土壤环境影响极小;建设项目工地以项目

指挥部、宿舍等生活构筑物为主，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因

此也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记录。

5.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为待建设空地，仅部分建筑垃圾堆放，未发

现槽罐堆放。

地块历史上无槽罐堆放;建设项目工地以项目指挥部、宿舍等生活构筑物为主，不涉

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不涉及槽罐堆放，因此不存在槽罐物质及

泄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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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为待建设空地，仅部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堆放，产生的建筑垃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

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此过程不产生危险废物。

地块历史上建设项目工地的地面进行水泥硬化处理，基本不会对土壤造成影响，其运

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生活垃圾均由市环卫部门进行定期清运处理，后拆迁产生的建筑垃

圾按要求处置，均不产生危险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也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情形。

5.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不涉及生产废水排放管线及天然气管道等地

下管线，仍有生活污水管网残留，后续土地平整时会拆除，对土壤污染无影响。

地块历史上大部分区域为待建设用地，因此不存在管线、沟渠泄漏;建设项目工地存

在时期生活污水纳管排放，根据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判断，地块内无管线、沟渠泄漏情况。

5.5.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及其所引起的污染物富集、扩散

和消失的过程。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为待建设用地，历史上无种植历

史，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同时地块内从未有进行过任何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因此不涉及

污染物迁移。

5.6.其他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在历史使用阶段以及现在均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和投诉事件的发生记录。



34

6.验证性采样结果和分析

根据对地块历史及其周边地块利用情况分析，本地块受自身利用历史和周边企业生产

活动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为进一步排除地块存在潜在污染可能性的区域，本次土壤调查通

过采集地块表层土并进行快速检测的方式进一步了解地块内环境质量现状。

现场检测工作委托江苏格林勒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进行。结合前期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掌握的污染空间分布及污染物种类，本次验证性监测采

用系统布点法，在地块内无水泥硬化地表随机布设6个采样点，并于地块外东侧绿化用地

内设置一个对照点，项目共布设7个监测点，采样深度为表层土（0~0.5m）。样品监测项

目为挥发性有机物以及重金属砷、镉、铬、铜、铅、汞、镍，检测设备为手持VOCs检测

仪（光离子化监测仪PID）、手持式土壤重金属分析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设备

照片详见图6-1。

根据快筛结果反应地块内点位与地块周边对照点数值无明显差距，说明地块调查点位

表层土无污染状况，于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分析结果一致，可作为验证性资料使用。

光离子化检测器 X射线荧光光谱仪

本项目调查监测点布设情况见图6-2，快筛检测结果见表6-1及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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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快筛点位布设图

6-1 PID XRF

采样点位

现场快速检测读数

PID读数

（ppm）

XRF读数（mg/kg）
砷 镉 铬 铜 铅 汞 镍

T对照 0.948 6 ND 57 19 14 ND 23
T1 0.127 11 ND 48 21 28 ND 29
T2 0.959 8 ND 62 18 29 ND 31
T3 0.478 10 ND 43 24 33 ND 28
T4 0.521 12 ND 59 27 21 ND 32

T5 0.144 9 ND 71 22 24 ND 37

T6 0.329 10 ND 59 25 19 N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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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调查结果和分析

7.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本地块历史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资料总体上相互验证、相互补充，

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本地块及相邻地块污染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历史资料补充了现

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中带来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人员访谈情况中多

个信息来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从而较好的对地块历史活动情况进行了说明。整体来看,

本地块历史资料、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情况相互验证,结论一致。具体见表。

序号 关键信息 历史收集资料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结论一致性

1 历史用途及变迁

地块内历史上

两次作为建设

项目工地，第

一次主要为项

目指挥部、宿

舍，东侧有红

砖堆放。第二

次地面做水泥

硬化主要为办

公司和宿舍生

活区

地块内现为待

建设用地，现

场仍然有部分

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堆放，

堆放区地面做

水泥硬化

地块内历史上

两次作为建设

项目工地，工

地主要为办公

司和宿舍生活

区

一致

2 工业企业存在情

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3 工业固体废物堆

放场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4
工业废水排放沟

渠或渗坑存在情

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5

产品、原辅材料

、油品等地下储

罐或地下输送管

道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6
工业废水的地下

输送管道或储存

池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7 化学品泄漏事故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8 废气排放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9 废水排放情况 无法收集

工地内生活污

水纳管排放，

不存在管线沟

渠

工地内生活污

水纳管排放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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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危险固废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1
土壤颜色、气味

有无异常、有无

油渍

无法收集 无污染 无污染 一致

12
地下水颜色、气

味有无遗产、有

无油渍

无法收集 无法观测 无污染 一致

13 土壤污染情况 无法收集 无污染 无污染 一致

14 地下水污染情况 无法收集 无法观测 无污染 一致

7.2.调查结果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2024年6月至8月对本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其调

查结果可总结如下:

(1)地块历史上无种植历史，无农药、化肥等污染物残留。

(2)该地块历史上地块内工地仅作为项目指挥部和工人宿舍使用，地面做水泥硬化处

理，部分场地堆放砖块等建材，不从事水泥搅拌等作业，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

质，不涉及危化品，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3)该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从未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事故、周

边空气及地下水也未发生过异常情况，地块周边历史上没有大气沉降类的大型企业。

(4)该地块现状为部分建筑垃圾堆放，后续将做合规化处置，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

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

(5)地块内仅发现生活污水管网，后续会做和规范化处置，无其他管道、沟渠或渗坑，

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刺鼻气味。

(6)地块历史上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未开展过土壤或地下

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7)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道路、居民区、绿化用地及石材切割店，历

史上主要为历史上主要为道路、居民区、绿化用地及石材切割店，因此基本不会对周边的

土壤环境造成影响，不涉及产生污染影响的工业企业。

7.3.分析

由于该地块历史上无种植历史，农药、化肥用量对土壤环境影响极小;地块历史上建

设项目工地的地面均进行水泥硬化处理，且主要作为生活区域使用，基本不会对土壤造成

影响，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管排放，产生的固废、生活垃圾均由市环卫部门统一

定期清运处理，后其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统一处置，

基本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地块周边石材切割店仅进行大理石、花岗岩切割，产生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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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颗粒物，对土壤污染忽略不计。综上所述，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

的污染源，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一阶段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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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

接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为验证此结

论，现场对地块表层土壤进行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均满足参考标准限值，辅助证明分析结

果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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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和建议

8.1.结论

余姚市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位于余姚市朗霞街道邵巷村，东至迎霞路，南至

金桂苑，西至竹桥路、北至村庄用地，场地中心坐标为N30°08'50.15"，E121°07'57.45"。本地

块调查范围面积为26469平方米（折合39.7亩）。地块使用权人为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开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R2)。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竹桥路东侧、金桂苑北侧地块在于

2007年前一直是荒地，2007年获得土地证，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至今仍为待建设用地。

地块历史上无农业种植历史，因此农药、化肥对土壤环境影响极小;地块历史上两次

作为建设项目工地的办公室及宿舍，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

主要为建设项目生活提供配套，地面做水泥硬化处理。因此，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

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

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其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道

路、居民区、绿化用地及石材切割店，因此基本不会对周边的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本地块内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根据《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以及《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督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

8.2建议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是进行建设用地的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

险，确保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2)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本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该地块的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

该地块可根据其规划用途进行建设用地开发。

8.3.不确定性分析

地块调查过程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给调查结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影响

本次地块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

1、在地块的调查过程中，地块资料收集的完备程度影响土壤分析调查的结果，地块

历史资料记录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也将影响土壤分析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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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土壤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地块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此次的

调查分析与评价结果不代表地块内存在的特殊情况。

3、由于土壤污染的隐蔽性，任何调查都无法详细到能够排除所有风险，所以在场地

开发施工之前，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现上壤异常，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停止施工、疏散人

员、隔离异常区、设置警示标志，并立即报告主管部门，同时请专业环境检测人员进行应

急检测，并根据最终检测结果制定后续工作程序。

4、由于各地块之间存在污染物迁移扩散的可能性，尤其是地块之间地下水的物质交

换，故各场地之间存在交叉污染的可能性:且污染物随时空变化时，其形态及浓度均会发

生一定的变化，故此次调查评价结论只代表调查期间地块的环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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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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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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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1 进一步完善地块及周边历史情况调查与分析

已补充相关历史影像资料；

详细控制规划以及前期、后

期调查的图文资料，进一步

完善地块及周边历史情况的

调查内容，详见P16。

2 补充完善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已根据地勘资料及现场勘查

情况修改完善地质水文条件

，详见P9-13。

3 细化人员访谈及不确定性分析

1. 已补充对施工单位、构筑物

拆除单位相关人员以及地块周边

居民的人员访谈,详见附件5 P47-
63。
2. 已修改不确定性分析，详见

P38。

4 对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审

查表》完善报告相关内容

已对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审查表》完

善报告相关内容，详见下表

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审查表及修改情况

序号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结论 修改说明

1 报告封面

及扉页

审查报告封面及扉页格式是否规范， 扉页应包括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编制单位、编制日期、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员

、承担的工作内容并签字确认

符合 /

2 项目概述
项目情况介绍是否清楚， 至少包括项目背景、编制目的、

编制依据、前期工作概况、主要工作程序等内容
符合 /

3 地块基本

情况

①地块公告资料或数据

地块公告资料或数据是否表述清楚，包含： ☑地块名称 ☑

地块地址

符合 /

②地块位置、面积和边界

地块位置、面积和边界表述是否清楚，至少包括：☑地理位

置图☑地块范围图☑边界拐点坐标

符合 /

③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资料

地块重要/重大变化的时间和所有人信息是否表述完整

规范完善土

地所有人和

使用权人资

料

已修改规范土

地所有人和土

地使用权人信

息，详见P16

④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情况

地块及周边使用现状及历史情况表述是否完整，至少包含：

☑周边土地利用情况

☑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及周边利用历史变迁图

☑地块历史是否追溯到农田或未利用状态的时间节点

☑地块内平面布置图，并描述地块内建筑、设施和生产的历

史变化情况

☑地块周边紧邻主要企业的类型、方位、距离、主要生产工

艺等

补充地块及

周边现状及

历史情况文

字描述；补

充最新现场

勘查情况与

历史卫星影

像差距

已补充补充地

块及周边现状

及历史情况文

字描述，详见

P16;补充最新

现场勘查情况

与历史卫星影

像差距，详见

P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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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地块自然环境

地块及所在区域自然环境条件表述是否清楚，至少包含：

☑地形地貌 ☑气象条件 ☑水文条件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

件☑地下水流向☑周围敏感目标分布图

补充地下水

情况

已根据地勘资

料补充地下水

类型、分布范

围及流向，详

见P12-13

⑥地块未来规划

地块未来规划用途是否表述清楚
符合 /

4

关注污染

物 和 重

点污染

区分析

①地块相关环境调查资料是否表述完整，至少包含：

☑环评等资料或以往调查报告简要情况 □材料缺失，须

说明缺失的原因

☑紧邻地块是否存在影响该地块的现状或历史污染

符合 /

②地块是否存在历史污染：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相关情况，至少包含：

□污染范围、污染类型及浓度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

原因

不存在 /

③历史上是否存在泄漏和污染事故：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泄漏和污染事故时间和位置等基本情

况，至少包含：

□污染区域图件 □污染物种类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

的原因

不存在 /

④地块是否涉及工业生产：

是否完整分析各工艺和原料、产品、辅料等，至少包含：

□生产工艺流程图 □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 □化学品

涉及区域位置图

□工艺变更平面布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不涉及 /

⑤地块是否存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原

辅助材料的输送管线（原辅助材料是否有毒有害）、污水输

送管道等情况：

若存在，是否明确表述相关情况，并附：□地下设施分布图

不涉及 /

⑥地块是否涉及化学品储存或堆放区域：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化学品储存区域及物料清单，至少包

含：

□化学品放置区域位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

因

不涉及 /

⑦地块是否涉及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

：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废物填埋、倾倒或堆放地点以及处理

情况，至少包含：

□填埋、倾倒或堆放位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

原因

不涉及 /

⑧地块是否涉及废水/废气排放：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排污地点和处理情况，至少包含：

□废水（收集/处理）池、废气治理区位置平面图 □材料缺

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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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现场是否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是否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其位置、污染情况，包括： □照片

或快速检测记录

不涉及 /

⑩地块关注污染物识别是否完整、分析是否合理，至少包括

： □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特征污染物
符合 /

⑪地块潜在土壤、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是否全面、合理，识别

理由、具体位置、污染途径等是否表述清晰
符合 /

5

土 壤 / 地
下 水 调

查布点取

样

①土壤点位布设的布点依据和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括

：

□针对性 □代表性 □布点数量及位置 □带坐标的点位布

设图

不涉及 /

②土壤样品采集过程是否规范并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土壤对照点 □采样点编号、钻孔深度、坐标、采样深度

、样品编号等描述

□采样图片 □现场调查点位有可分辨或明显标识

不涉及 /

③是否布设地下水采样点：

若布设，建井、洗井、取样过程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监测井布设理由及布设图 □地下水对照点

□建井信息， 包括采样点编号、钻孔深度、坐标、开筛深

度、样品编号、地下水现场测试参数、标高、水位等描述

□采样图片 □现场调查点位有可分辨或明显标识

不涉及 /

④地下水埋藏条件和分布特征是否准备表述，至少包含：

□地下水水位 □地下水流向图
不涉及 /

⑤是否根据现场钻孔记录准确描述土层结构及其分布，至少

包含：

□土层剖面图

不涉及 /

⑥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详细调查）

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的调查和获取情况，包括土壤有机质含

量、容重、含水率、土壤孔隙率和渗透系数等

符合 /

⑦样品保存、流转、运输过程是否符合要求，质量控制与质

量保证是否完备，

至少包含：

□图片和记录 □样品流转单

不涉及 /

⑧检测方法和检测限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检测方

法和检测限统计表
不涉及 /

6 调查结果

分 析 和

①评价标准确定

所选用的评价标准是否合理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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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

论
②检测数据汇整和分析

检测数据统计表征是否科学，至少包含：

□检测结果汇总表 □对照监测点结果描述 □质控样结果描

述

若存在超标，对污染源解析是否合理

不涉及 /

③污染范围和深度划定（详细调查）

污染范围和深度的划定方法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不涉及 /

④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是否可信、明确，建议是否合理
符合 /

7 附件

①人员访谈记录：应说明访谈对象、访谈方式及访谈内容

补充完善施

工方等人员

访谈记录

新增2位人员

访谈，详见附

件3，P47-63
②现场踏勘记录：应说明现场踏勘发现的主要情况 符合 /

③钻孔柱状图：应包含时间、点位号、坐标、土层变化、所

用钻机等
不涉及 /

④测绘报告：应针对地块取样点的坐标、高程等进行测绘 不涉及 /

⑤手持设备日常校准记录：包含PID、XRF、现场水质分析

仪等设备日常校准记录
符合 /

⑥如涉及地下水采集，须附上建井记录：应包含孔径、管径

、井深、滤水管位置、滤料层位置和止水位置等建井信息
不涉及 /

⑦如涉及地下水采集，须附上成井洗井和采样洗井记录：应

包含洗井时间、现场水质参数等
不涉及 /

⑧原始采样记录：应附土壤/地下水的原始采样记录， 包括

土壤样品PID和XRF快速检测筛选等记录
不涉及 /

⑨现场工作记录：应有土壤钻孔/采样、地下水建井/洗井/采
样（如有）、样品保存等各个工作环节的照片记录

不涉及 /

⑩实验室检测报告：应加盖检测单位CMA公章及检测报告

专用章
不涉及 /

⑪实验室资质证书：应附在有效期内的CMA证书、相关检

测资质和涉及检测项目的认证明细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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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9日场地内砖块、建筑垃圾等已完成清理

8月现场勘察时照片 9月现场勘察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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