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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地块由地块 1、2、3、4、

5组成，总调查范围面积为 1595.16平方米。地块 1调查范围面积为 128.22平方

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880°，北纬 29.221514°，地块 1 北侧主要为下店村

及农田，地块西侧为下店村，南侧为地块 2，东侧为农田；地块 2调查范围面积

为 174.05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993°，北纬 29.221398°，地块 2东侧

为农田，南侧西侧为下店村，北侧为地块 1；地块 3 扣除阴影调查范围面积为

757.47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18715°，北纬 29.220004°，地块 3北侧西

侧为农田，东西为下店村，南侧为建设用地；地块 4调查范围面积为 293.09平

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21°，北纬 29.219393°，地块 4北侧主要为池塘，

南侧为闲置闲置用地，西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地块 5调查范围面积为

242.33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地块 5北侧主

要为闲置用地，地块西侧南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地块原用途为农用地，

根据义亭镇义规说明（2021）0485号，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月 1日起实施）第五

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变更前应当按照规

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响应政府文件号召，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

义亭镇人民政府委托，承担了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单位接受委托后，对该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等工作，并

按照相关导则和标准编写了《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

查报告》。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

1在至今一直为农田及道路；地块 2至今一直为绿化；地块 3在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土地平整预计建设居民楼；地块 4及地块 5于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荒废，地块内布满杂草。目前地

块 1 主要为农田，地块 2 主要为绿化，地块 3 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 及地块 5

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及暂时堆放周边居民房部分拆除建筑物。地块历史上的不存

在厂房，主要为农田及绿化，根据相关文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

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

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

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绿化仅为景观草坪，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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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药化肥喷洒，因此不对土壤及地下水存在影响；地块均不涉及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地块未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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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居民区、池塘及小型加工企业。根据相关文

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

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

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

境影响较小；居民居住、使用房仅涉及人为活动，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生活污水经纳管达标排放，对土壤影响较小；池塘仅供附近居民洗衣洗

菜等生活行为，不存在规模化养殖，不涉及危险化学品投放因此对土壤影响较小；

小型加工厂主要租用于各种小型加工厂，涉及木竹工艺品编织、钢球包装等，仅

为手工加工厂组成，不涉及生产工艺，不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地块周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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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及《土壤司

关于部长信箱来信“农用地变更用途是否需要做土壤污染检测”等三个办理单的

答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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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5

2 概述

2.1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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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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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保证评

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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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次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地块由地块 1、2、3、4、

5组成，总调查范围面积为 1595.16平方米。地块 1调查范围面积为 128.22平方

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880°，北纬 29.221514°，地块 1 北侧主要为下店村

及农田，地块西侧为下店村，南侧为地块 2，东侧为农田；地块 2调查范围面积

为 174.05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993°，北纬 29.221398°，地块 2东侧

为农田，南侧西侧为下店村，北侧为地块 1；地块 3 扣除阴影调查范围面积为

757.47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18715°，北纬 29.220004°，地块 3北侧西

侧为农田，东西为下店村，南侧为建设用地；地块 4调查范围面积为 293.09平

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21°，北纬 29.219393°，地块 4北侧主要为池塘，

南侧为闲置闲置用地，西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地块 5调查范围面积为

242.33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地块 5北侧主

要为闲置用地，地块西侧南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根据义亭镇义规说明

（2021）0485号，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调查范围红线图和示意图见图 2.2-1、图 2.2-2，其红线拐点坐标见表 2.2-1。

表 2.2-1 红线拐点坐标（国家 2000坐标系）

拐点

编号
X Y 经度 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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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中心桩号东经 119.920880°，北纬 29.221514°，面积 128.22平方米）

J1 3233838.4535 492298.1069 119.920787 29.221631
J2 3233838.6561 492299.4493 119.920801 29.221633
J3 3233828.8418 492300.6317 119.920813 29.221544
J4 3233829.9906 492310.1628 119.920911 29.221555
J5 3233839.9190 492308.9666 119.920899 29.221644
J6 3233839.2302 492303.2531 119.920840 29.221638
J7 3233840.5428 492311.9501 119.920930 29.221650
J8 3233824.7085 492314.3387 119.920954 29.221507
J9 3233822.6327 492300.4947 119.920812 29.221488

地块 2（中心桩号东经 119.920993°，北纬 29.221398°，面积 174.05平方米）

J10 3233820.2195 492311.3089 119.920923 29.221466
J11 3233821.9607 492322.8452 119.921042 29.221482
J12 3233808.0493 492324.9448 119.921063 29.221357
J13 3233806.6490 492321.9087 119.921032 29.221344
J14 3233805.3870 492313.5475 119.920946 29.221333
地块 3（中心桩号东经 119.918715°，北纬 29.220004°，扣除阴影调查范围面积为 757.47平

方米）

J15 3233675.4889 492079.6778 119.918542 29.220159
J16 3233688.1566 492102.3831 119.918775 29.220274
J17 3233679.4238 492107.2553 119.918825 29.220195
J18 3233671.0771 492110.7670 119.918862 29.220120
J19 3233670.0783 492111.3242 119.918867 29.220111
J20 3233663.9534 492100.3864 119.918755 29.220055
J21 3233639.6557 492113.9696 119.918895 29.219836
J22 3233633.5715 492103.0644 119.918783 29.219781

扣除阴影面积

Q1 3233681.4266 492090.6010 119.918654 29.220213
Q2 3233686.6666 492100.0410 119.918751 29.220260
Q3 3233677.9366 492104.9112 119.918801 29.220181
Q4 3233672.6564 492095.4910 119.918704 29.220134

地块 4（中心桩号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面积 293.09平方米）

J23 3233583.1323 492216.1496 119.919946 29.219327
J24 3233603.2796 492265.1780 119.920450 29.219509
J25 3233598.5817 492267.1955 119.920471 29.219466
J26 3233577.6677 492218.4961 119.919970 29.219277

地块 5（中心桩号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面积 242.33平方米）

J27 3233565.2550 492225.0704 119.920038 29.219166
J28 3233585.7175 492272.7197 119.920528 29.219350
J29 3233581.0037 492274.7439 119.920549 29.219308
J30 3233561.7400 492227.8659 119.920067 29.21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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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地块红线图

地块 1、地块 2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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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3、地块 4、地块 5红线图

图 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

地块 1、地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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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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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4、地块 5

图 2.2-2 调查范围示意图

2.3调查依据

2.3.1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9号，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年 8月 31 日， 十三届全

国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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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月 28日起施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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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

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2017年 12月 14日起施行；

6、《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清洁土壤行动方案的通知》，浙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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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5号，2011年 7月 29日起施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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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7号，2016年 12月 26日起施行；

8、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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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9、生态环境部《关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扩大化问题的回复》（2020.06.2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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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技术导则与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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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浙江省场地环境技术调查技术手册（试行）》2012.1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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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日实施。

2.4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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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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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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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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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和程序见图 2.4-1。

图 2.4-1 工作内容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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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状况

3.1.1场地地理位置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位于金衢盆地东部，东经 119°49′至 120°17′，北纬 29°02′

至 29°33′。东邻东阳，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市

政府驻地稠城街道，北距杭州市区 200多公里，距金华市仅 40余公里。义乌市

境南北长 58.15公里，东西宽 44.41公里，市域总面积 1105平方公里。义亭镇位

于义乌市西南部，是义乌西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义亭镇区辖义亭、王阡、

畈田朱、杭畴四个工作片，2个居委会、65个行政村，总户数 2万多户，总人口

71385人（2017年），辖区面积 54平方公里，是浙江省教育强镇和卫生强镇，

金华市中心镇和文明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地块由地块 1、2、3、4、

5组成，总调查范围面积为 1595.16平方米。地块 1调查范围面积为 128.22平方

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880°，北纬 29.221514°，地块 1 北侧主要为下店村

及农田，地块西侧为下店村，南侧为地块 2，东侧为农田；地块 2调查范围面积

为 174.05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993°，北纬 29.221398°，地块 2东侧

为农田，南侧西侧为下店村，北侧为地块 1；地块 3 扣除阴影调查范围面积为

757.47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18715°，北纬 29.220004°，地块 3北侧西

侧为农田，东西为下店村，南侧为建设用地；地块 4调查范围面积为 293.09平

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21°，北纬 29.219393°，地块 4北侧主要为池塘，

南侧为闲置闲置用地，西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地块 5调查范围面积为

242.33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地块 5北侧主

要为闲置用地，地块西侧南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根据义亭镇义规说明

（2021）0485号，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现状见表 3.1-1。

表 3.1-1 调查地块周边环境概况

地块 方位 与地块红线距离（m） 周边环境现状

地块 1

地块南侧 5 地块 2

地块北侧
紧邻 下店村

紧邻 农田

地块西侧 紧邻 下店村

地块东侧 18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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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2

地块南侧 15 下店村

地块北侧 5 地块 1

地块西侧 11 下店村

地块东侧 10 农田

地块 3

地块南侧 紧邻 待建设用地

地块北侧 17 农田

地块西侧 紧邻 农田

地块东侧 28 下店村

地块 4

地块南侧 紧邻 闲置用地

地块北侧 6 池塘

地块西侧 20 农田

地块东侧 8 小型加工厂

地块 5

地块南侧 紧邻 农田

地块北侧 紧邻 闲置用地

地块西侧 20 农田

地块东侧 8 小型加工厂

地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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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3、4、5

图 3.1-1 地块周边环境现状示意图

3.1.2地形地质地貌

义乌地处金衢盆地东缘，地貌以丘陵为主，山高多在海拔 200~600米之间。

市域北、东、南三面环山，沿东阳江西岸为沙质平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缓降，

构成一个狭长的走廊式盆地，俗称“义乌盆地”。全市山地占 48.5%，丘陵占 40.4%，

江河塘库占 11.1%。市区地处东阳江畔缓坡平原上，义乌市区标高在黄海

59.0~75.6m之间，呈北部高，南部低地势，市区及附近地区地貌刑天为沟谷剥蚀

残丘、河漫滩，因此市区局部地区（主要是南部洼地和铁路西部）较易积水。

义乌地区地质构造属扬子准地台浙西台褶带与华南地槽褶皱系浙东华夏褶

皱带接壤部位，金衢盆地东部，广泛分布着火成岩地层、白垩系红色地层(K2)

和第四系地层。市地构造以断裂为主。断裂方向有北东、北北东、近东西和北西

四组，另有一些弧形断裂。根据地层发育特征，分东南、西北两个不同类型的地

层小区，以中生代火山岩表现尤为显著。

义乌市属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金衢断陷盆地。盆地“红层”沉积后，发生构造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17

运动，造成现在的北窄南宽不对称红层盆地，其构造线方向大多呈北东或北东东，

北西或北西西。距历史记载，仅在康熙十年八月六日，在新亭等地发生过一次轻

度地震，并无破坏。市区山岗水涵，山坡及坡脚、河岸边缘等地的地质成分杂、

变化大，厚度极不均匀，但是没有断裂、沉降、崩塌等现象。市区新马路及绣湖

一带属古绣湖，淤泥成分多，故地载力较低，一般地耐力在 8t/m2左右，城区其他

地区承载力较高，除杂填土外为粘土、亚粘土，一般地耐力为 12~18t/m2，一般距

地下 5~8m为粉砂岩层，地耐力大于 25t/m2。

3.1.3气候气象

义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冬季长，春秋季短，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日照充足，湿度较大，季风气候特别明显，并具盆地小气候特点。根据义

乌气象站观测资料统计义乌市多年气象状况如下：

多年平均气温 17.1℃

多年平均气压 1007.6hPa

多年平均水汽压 16.9 hPa

多年极端最高气温 40.9℃(1996年 8月 6日)

多年极端最低气温 -10.7℃(1977年 1月 6日)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7%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342.1mm(蒸发皿直径为 20cm)

多年平均降雨量 1388.28mm

多年最大日降雨量 181.1mm

多年最大积雪深度 43mm

多年平均陆地面蒸发量 200~800mm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980~1000mm

多年平均风速 1.62 m/s

实测最大风速 16m/s

全年主导风向 NNE，夏季风向为 SW

3.1.4水文水系

（1）水系情况

义乌市境内河流属钱塘江水系。其中最长的河流义乌江，源出盘安县大盘山，

境内流长 39.75公里，主要支流 90余条；其次是大陈江，由六都溪、八都溪、

鸽溪于大陈汇合，注入浦阳江，境内流长 17.5公里；义乌江流域地表径流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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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或自南向北汇入义乌江，流域面积 837平方公里。义乌江从市区南部经

过，是义乌市城区的备用水源和纳污水体，义乌江水域上游为东阳江和南江，下

游为东阳江，南江汇合段，水流方向一致，属单向河流。

义乌江属山源型、雨源型河流，其特点是源短流急，暴涨暴落，易洪易枯，

储水能力差，流量流速直接受天气睛雨变化与河床地形的影响，日平均流量最大

达 158m3/s，最低只有 0.66m3/s，年平均为 62.86m3/s，日平均流速最大达 1.62m/s，

最小 0.01m/s，年平均流速为 1.05m/s。

（2）水资源情况

义乌市全市水资源主要来自降水，总量 7.19亿 m3，其中地表水 6.041亿 m3，

地下水 1.1486亿 m3；多年年降水量为 15.31亿 m3。入境水量为 15.08亿 m3，出

境水量为 22.27亿 m3。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651.93mm，多年平均径流为 7.1896亿

m3(其中：地表水 5.9067 亿 m3，地下水 1.2828 亿 m3)。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

1183.67m3，亩均 1903m3，仅为全省人均水平的 47.2%，属缺水地区。年开发利

用的水资源仅为 2.4亿 m3。参见表 3.1-2。

表 3.1-2 义乌市境内主要江溪流量汇总表

境内主要河流名称 在境内长度(km) 最大流量(m3/s) 最小流速(m/s)

东阳江义乌段 39.75 2330 0.13

浦阳江支流大陈江 17.5 13.1 0.02

洪巡溪 14.5 19.2 0.1

航慈溪 28.8 51.1 0.1

（3）地下水文特征分析

义乌市区一带地下水较为丰富，蕴藏总量为 1.28亿 m3。主要分为基岩裂隙

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水。前者多于剥蚀残丘处，主要流向沿断裂带方向，从北向东

南，水力坡度千分之二，水段埋深 10-85m，水质较好；后者存在堆积阶地和河

漫滩处，向义乌江排汇，水力坡度千分之三，其受降水河地下水影响，动态变化

大。

（4）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钱塘江流域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本项目附近水体为钱

塘 102，为东阳江义乌农业用水区，目标水质为Ⅲ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体标准。本报告采用义乌市环境监测站 2021 年

对纳污水体塔下洲、低田断面进行的常规监测资料，结果见表 3.1-3。

表 3.1-3 2021年义乌江塔下洲、低田断面水质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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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g/L，除 pH外

断面名称 监测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化学需氧

量
氨氮 总磷

塔下洲

平均值 3.7 13.0 0.46 0.126
Ⅲ类水标准 6 20 1.0 0.2

水质类别 Ⅱ Ⅰ Ⅱ Ⅲ

低田

平均值 3.7 15.3 0.45 0.140
Ⅲ类水标准 6 20 1.0 0.2
水质类别 Ⅱ Ⅲ Ⅱ Ⅲ

由监测数据可知，义乌江塔下洲、低田监测断面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要求，总体达标类别为Ⅲ类，水体

水质较好。

3.1.5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因地块未曾进行土层地质勘察，因此引用距离地块 1东北侧 3.62km处《义

亭镇国贸大道南侧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2020.8）进行类比分

析，地勘距地块之间无明显山川河流，且距离地块较近，因此可用于该地块。地

勘距离地块位置如下图：

1、地基土层结构及分布

在勘察深度范围内，地基土按其成因类型和物理力学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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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质层，其中①层填土为杂填土，②层粉质粘土分为粉质粘土、含砾粉质粘土

二个亚层，③层粉粉砂岩根据风化程度分为强风化、中风化二个亚层。各地基土

层的工程地质特征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①杂填土（mlQ4）

杂色，松散，高-中等压缩性，主要有粘性土、碎块石、水泥块等建筑垃圾

组成，属近期人工回填土，其中粒径为 20～60mm颗粒含量约为 30～35%，该

层全场基本分布，局部因场地开挖后缺失，层顶标高 68.07~66.09m，层厚 0.50～

3.60m。

②-1粉质粘土（dlQ32）

黄褐色，硬可塑状，中等压缩性，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切面稍光滑，无

摇振反应，该层全场分布，z3、z4、z5 因场地开挖后缺失。层顶高程为

67.06~62.76m，层厚 1.40~5.60m。

②-2含砾粉质粘土（el-dlQ31）

黄褐色，硬可塑状，中等压缩性，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切面稍粗糙，无

摇振反应，碎石粒径 20~60mm，次棱角状，含量约 10%，砾石粒径 2-20mm，含

量约 30%，砂粒约 35%，该层全场分布，层顶高程为 62.99~59.72m，层厚

0.30~4.40m。

③-1强风化粉砂岩（K1zd）

红褐色，岩体风化强烈，岩芯呈碎块状，残余粉砂质结构，中厚层构造，矿

物成份长石、石英砂质为主，泥、钙质胶结，原岩矿物大部分已风化。场地西侧

层厚较大，局部夹约 50-80cm 中风化岩，该层全场分布，层面高程为 61.02～

58.06m，层厚 0.40～4.70m。

③-2中风化粉砂岩（K1zd）

红褐色，粉砂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主要的矿物成分为长石、石英砂质矿

物和岩屑砂粒等矿物，钙质胶结。层理及节理裂隙较发育、裂隙中矿物部分已风

化，裂隙面有铁锰质氧化物浸染，岩芯呈一般呈柱状，节长一般 20~30cm，局部

呈短柱状，岩体较完整。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平均值 5.99Mpa、标准值 5.61Mpa，

属较软岩，岩石质量分级为 IV 级。该层全场分布，,层面高程为 60.32～53.36m，

最大揭露厚度 8.30m。

地勘的典型土质剖面图如图 3.2-1；地勘钻孔柱状图如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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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地勘中典型地质剖面图

图 3.2-2 地勘中钻孔柱状图

2、地下水条件

①浅部①杂填土土质均匀性较差，属中等~弱透水性；属微透水层；②-1粉

质粘土、②-2 含砾粉质粘土属微透水性；③-1强风化粉砂岩、③-2层中风化粉

砂岩节理裂隙中泥质矿物充填普遍，透水性差，水量贫乏。本工程承压地下水主

要赋存于③层基岩层中，属风化裂隙水，水量不大。因②、③层透水性较差，在

①杂填土层中，有少量上层滞水，水量较小。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地下水由大

气降水补给，以地表蒸发或地下径流为主要排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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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勘察期间对钻孔水位进行观测，测得钻孔内地下水位埋深约在 0.30~2.60m

之间。根据地区经验，本地区地下水位常年变化幅度约在 2.00m左右。

②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

根据本地块地勘报告，可判断本地块地下水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流向，地下

水流向等值线图见下图 3.1.5-1

图 3.1.5-1 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

3.1.6土壤植被

（1）土壤

义乌市土壤有五大类，三十一个土属，七十个土种。

①红壤：最典型的土壤，通常具深厚红色土层，网纹层发育明显，粘土矿物

以高岭石为主，酸性，盐基饱和度低，是种植柑橘的良好土壤，主要分布在海拔

6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区，面积较大。占全市土壤面积的 48.66%。

②黄壤：酸性，土层经常保持湿润，心土层含有大量针铁矿而呈黄色，可用

于多种经营，主要分布于市东北道人山、大山，市西北鹅毛尖、市南大寒尖等海

拔 6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市土壤面积的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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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岩性土：由于某些岩石的性质对土壤形成起了很大的延缓作用，使土壤仍

然较多地保持着岩石的某种特性，与环境条件不完全协调的一些土壤，包括紫色

土、石灰土、磷质石灰土、风沙土等土类，主要分布在义乌江两侧的一级台地，

城区范围内多为岩性土，占全市土壤面积的 1.02%。

④潮土：发育于富含碳酸盐或不含碳酸盐的河流冲积物土，受地下潜水作用，

经过耕作熟化而形成的一种半水成土壤。土壤腐殖积累过程较弱。具有腐殖质层

（耕作层）、氧化还原层及母质层等剖面层次，沉积层理明显，分布于大陈江、

义乌江的河谷平原，一般呈带状、月牙状、梭状，占全市土壤面积的 1.02%。

⑤水稻土：分布较广的农业土壤，发育于各种自然土壤之上、经过人为水耕

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的耕作土壤，根据水分活动特点划分为潜育型水稻土、瀦

育型水稻土和渗育型水稻土，占全市土壤面积的 36.42%。

根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soilinfo.cn/map/）提供的资料，本地

块的土壤类型为红壤，具体见图 3.1-2。

地块 1

地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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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3

地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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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5

图 3.1-2 地块土壤类型图

（2）植被

义乌植被类型在分布上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地带，位于浙闽山丘甜槠、

木荷林植被区。森林植被顺演植被演替的“顶级群落”是以甜槠、木荷为建群树种，

伴生以栎、栗、栲、楠及山茶科等树种的群落。自然资源丰富，有山林 4.9万公顷，

林木以松和毛竹居多，森林覆盖率为 50.8%。义乌曾经是著名的“蜜枣之乡”，全市

共有古树名木 1043株，26 科，37 个种，其中古树群有 9 处，古树数量以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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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居多。全市有森林植物 107科、337属、636种。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野兽类

有 30多种，野生鸟类有 200多种，蛇类资源也比较丰富。

3.1.7环境功能区划

（1）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方

案》（2015），附近地表水体为钱塘 102，为东阳江义乌农业用水区，目标水质

为Ⅲ类，具体见表 3.1-3。

表 3.1-3 项目附近地表水体水环境功能区

序号 水功能区
水环境

功能区

范围 长度面积

（km/km2）

目标

水质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钱塘 102 东阳江义乌

农业用水区
农业用水区 塔下洲

低田江沿大

桥
21 Ⅲ

（2）义乌市“三线一单”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根据《义乌市“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0.7），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为 ZH33078230010，其

管控要求详见下表 3.1-6：

表 3.1-4 环境管控单元管控要求

管控单元

编码、名称
城镇生活类重点管控单元要求

ZH3307823
0010金华

市义乌市佛

堂镇一般管

控区

ZH33078230010 空间布局约束：

原则上禁止新建三类工业项目，现有三类工业项目扩建、改建不得增加

污染物排放总量并严格控制环境风险。禁止新建涉及一类重金属、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二类工业项目；禁止在工业功能区（包括小微园区、

工业集聚点等）外新建其他二类工业项目，一二产业融合的加工类项目、

利用当地资源的加工项目、工程项目配套的临时性项目等确实难以集聚

的二类工业项目除外；工业功能区（包括小微园区、工业集聚点等）外

现有其他二类工业项目改建扩建，不得增加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总量。

建立集镇居住商业区、耕地保护区与工业功能区等集聚区块之间的防护

带。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定，根据区域用地和消纳水平，合理确

定养殖规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严格限制非农项目占用耕地。

ZH33078230010 污染物排放管控：

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削减污染物排

放总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加量，合理水产

养殖布局，控制水产养殖污染，逐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ZH33078230010 环境风险防控：

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防止水土流失。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

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加强农田土壤、灌溉水的监测及评价，对

周边或区域环境风险源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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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3078230010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推进农业节水，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清洁利用。

（3）义乌市生态红线保护区

根据《义乌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义乌市共设置 6个生态红线保护区，具

体详见下表：

类型
序

号
名称 编号

面积
km2

占

比%

生物

多样

性维

护

1 义乌市德胜岩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

护红线
330782-12-001 10.43 0.94

2 义乌市望道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

红线
330782-12-002 14.25 1.29

3 义乌市华溪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

红线
330782-12-003 19.31 1.75

水源

涵养

4 义乌市岩口水库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

线
330782-11-001 40.21 3.64

5 义乌市东塘-八都_巧溪水库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红线
330782-11-002 97.29 8.81

6 义乌市柏峰~枫坑水库水源涵养生态保

护红线
330782-11-003 38.43 3.48

经比对，本调查地块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3.2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和区域卫星影像图，地块周边 500m、1000m范围内敏感目标

主要为居民区，地块周边主要敏感目标情况见表 3.2-1、图 3.2-1。

表 3.2-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情况表

序号 敏感目标 类型 方位
与地块红线相对

距离（m）

1 西楼村 居民区 西北侧 851
2 先田村 居民区 西侧 342
3 下店村 居民区 四周 紧邻

4 下腾村 居民区 西南侧 222
5 上宅村 居民区 南侧 651
6 上腾村 居民区 东北侧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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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地块周边敏感点卫星平面图

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使用现状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地块由地块 1、2、3、4、

5组成，总调查范围面积为 1595.16平方米。地块 1调查范围面积为 128.22平方

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880°，北纬 29.221514°，地块 1 北侧主要为下店村

及农田，地块西侧为下店村，南侧为地块 2，东侧为农田；地块 2调查范围面积

为 174.05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993°，北纬 29.221398°，地块 2东侧

为农田，南侧西侧为下店村，北侧为地块 1；地块 3 扣除阴影调查范围面积为

757.47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18715°，北纬 29.220004°，地块 3北侧西

侧为农田，东西为下店村，南侧为建设用地；地块 4调查范围面积为 293.09平

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21°，北纬 29.219393°，地块 4北侧主要为池塘，

南侧为闲置闲置用地，西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地块 5调查范围面积为

242.33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地块 5北侧主

500m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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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闲置用地，地块西侧南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根据义亭镇义规说明

（2021）0485号，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目前地块 1主要为农田，地块 2主要为绿化，地块 3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

及地块 5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现场未发现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

刺鼻气味。现场照片见图 3.3-1。
地块 1

西南角往北拍 地块南侧边界

地块 2

西北角往西南角拍 地块北侧边界

地块 3

地块拐角边界从东往西拍 地块拐角边界从南往北拍地块东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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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北侧往西拍 地块西侧边界

地块 4

从西往东拍 地块西南往东北拍

地块 5

从西往东拍 地块南侧边界

图 3.3-1 现场照片

3.3.2地块历史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

1在至今一直为农田及道路；地块 2至今一直为绿化；地块 3在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土地平整预计建设居民楼；地块 4及地块 5于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荒废，地块内布满杂草。目前地

块 1 主要为农田，地块 2 主要为绿化，地块 3 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 及地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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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

地块历史上的不存在厂房，主要为农田及绿化，根据相关文献，有机氯、有

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国自 1982年起

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如今土壤中的浓

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绿

化仅为景观草坪，不涉及农药化肥喷洒，因此不对土壤及地下水存在影响；地块

均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地块未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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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历史卫星遥感图见图 3.3-2。

表 3.3-1 地块历史概况

时间 用地情况

地块 1

至今 至今一直为农田

地块 2

至今 至今一直为绿化

地块 3

2019年 地块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地块平整为待建状态至今

地块 4

2019年 地块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荒废，

地块内布满杂草

地块 5

2019年 地块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荒废，

地块内布满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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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345均
为农田，地

块 2为绿化

60年代

地块内未发

生较大变化

70年代

地块内并未

发生较大变

化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地块 4
地块 5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地块 4
地块 5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地块 4

地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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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地块 1.3.4.5
内均为农田，

地块 2为绿化

201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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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并未

发生较大变

化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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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菜市场

部分拆除，其

余地块内均

为发生改变

2013年 9月

地块内并未

发生较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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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

地块 1.2并未

发生较大变

化，地块 3土
地开始平整，

地块 4.5开始

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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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地块 1.2并未

发生较大变

化，地块 3进
行水泥浇筑，

地块 4.5依旧

为荒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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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图 3.3-2 地块历史卫星遥感图

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历史卫星遥感图可知，本次调查地块的其相邻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池塘及小型加工企业。根据相关文献，有机氯、

有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国自 1982年

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如今土壤中的

浓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居民居住、使用房仅涉及人为活动，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生活

污水经纳管达标排放，对土壤影响较小；池塘仅供附近居民洗衣洗菜等生活行为，

不存在规模化养殖，不涉及危险化学品投放因此对土壤影响较小；小型加工厂主

要租用于各种小型加工厂，涉及木竹工艺品编织、钢球包装等，仅为手工加工厂

组成，不涉及生产工艺，不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地块周边历史上未涉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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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地块现状及其历史概况见表 3.4-1，历史卫星遥感图见图 3.4-1。

表 3.4-2 相邻地块现状及其历史概况

方位 与地块位置 现状用地情况 历史用地情况

地块 1

地块南侧 5 地块 2 至今一直为地块 2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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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

紧邻 下店村 至今一直为下店村

紧邻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

地块西侧 紧邻 下店村 至今一直为下店村

地块东侧 18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历史存在部分农具房

地块 2

地块南侧 15 下店村 至今一直为下店村

地块北侧 5 地块 1 至今一直为地块 1为农田

地块西侧 11 下店村 至今一直为下店村

地块东侧 10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历史存在部分农具房

地块 3

地块南侧 紧邻 待建设用地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土地平整

预计建设居民楼

地块北侧 17 农田 至今一直农田

地块西侧 紧邻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

地块东侧 28 下店村 至今一直为下店村

地块 4

地块南侧 紧邻 闲置用地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

居民楼荒废为闲置待建用地

地块北侧 6 池塘
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后更变为池塘至

今

地块西侧 20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

地块东侧 8 小型加工厂
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后至今一直为小

型加工厂

地块 5

地块南侧 紧邻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

地块北侧 紧邻 闲置用地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

居民楼荒废为闲置待建用地

地块西侧 20 农田 至今一直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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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 8 小型加工厂
2000年前为农田，2000年后至今一直为小

型加工厂

地块 1及地块

2西侧均为下

店村，东侧为

农田，农田存

在部分农具

房，地块 3东
侧为下店村，

其余三侧均

为农田，地块

4.5东侧存在

小型加工厂，

北侧南侧及

西侧均为内

农田

2000年

地块与 2000
年变化不大，

仅地块 4.5北
侧农田更变

为池塘

2010年 4月

下店村

农田
小型加工厂

农田

农田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地块 4

地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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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并

未发生较大

变化

2013年 9月

地块周边并

未发生较大

变化

201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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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3南侧农

田平整，为水

泥灌溉预计

建设居民楼

2020年 5月

地块周边均

未发生较大

变化

2021年 5月

图 3.4-1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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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利用的规划

本地块总调查范围面积为 1595.16平方米。根据义亭镇义规说明（2021）0485

号，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包括 GB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

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

（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以及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

公园用地等。本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按第一类用地进行调查。

4 资料分析

4.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联系义亭镇人民政府收集地块相关资料，具体见表 4.1-1。

表 4.1-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

度
来源

1 义亭镇义规说明（2021）0485号 必要 已收集
义亭镇镇政府国

土所

2 地块用地红线图 必要 已收集
义亭镇镇政府国

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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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表 4.2-1 项目地块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1 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必要 已收集 现场踏勘

2 人员访谈表 必要 已收集

与政府管理人员、地块使

用权人以及地块周边居

民当面交流后记录

3
《义亭镇国贸大道南侧地块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

察）》（2020.8）
必要 已收集 施工单位

4.3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查阅历史资料以及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等多种渠道收集到

地块相关资料，具体见表 4.3-1。

表 4.3-1 其它资料收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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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

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1 2006-2020年的历史卫星

遥感图
必要 已收集 谷歌地球

2 2000年、60年代、70年
代历史卫星遥感图

必要 已收集

浙江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zhejiang.tianditu.gov.cn/ma
p）

2 土壤类型 必要 已收集
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soilinfo.cn/map/）

4.4资料收集清单

表 4.4-1 其它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地块利用变

迁资料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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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镇政府

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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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
有

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

地块环境资

料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无 /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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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

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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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勘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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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地质

和气象资料等
有

浙江政务服务网

信息公开专栏、国

家土壤信息服务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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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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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1月 30日进行了现场踏勘，并采取当面交流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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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居民。访谈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现状、土地性质、历史相关信息。

（2）地块及其相邻地块历史上企业情况（包括企业名称、起止时间、主要

产品、工艺、污染物及环保措施等）。

（3）是否曾有外来土/污泥/弃渣等运输进入地块内？若有，说明来源。

（4）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

（5）地块及其相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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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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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如下：

访谈记录表情况汇总

访谈对象 职务 访谈方式 联系方式 访谈信息

傅益清 下店村书记 当面访谈 137****0365

地块内历史上均为建立企业，地块

1.3.4.5历史上均为农田，地块 2一
直为绿化，地块 4.5东侧企业为各种

小型加工企业组成，均为简单手工

包装加工工艺，不涉及生产，地块

均未发生污染事故

傅清辰 下店村村民 当面访谈 139****8826

5个地块大部分均为农田或绿化，未

曾建筑利用，地块 3于 2019年后土

地平整预计建设，地块 4.5于 2019
年后荒废，地块周边不涉及危险品

李彦德
小型加工厂

房东
当面访谈 135****7817 地块内为发生污染事故，地块内厂

区仅进行小型加工，出租于外人

斯留喜
义亭镇国土

所所长
当面访谈 158***5188 地块预计规划居住用地

于伟伟
义亭镇生态

办主任
当面访谈 135****3268 地块内未建立企业，未发生污染事

故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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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块 1主要为农田，地块 2主要为绿化，

地块 3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及地块 5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未发现有毒有害物

质。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及绿化，根据相关文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因其化

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至最初

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绿化仅为景观草坪，

不涉及农药化肥喷洒，因此不对土壤及地下水存在影响，均不涉及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地块不涉及规模化养殖，未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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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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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块 1主要为农田，地块 2主要为绿化，

地块 3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及地块 5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未发现有槽罐堆放。

地块上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及绿化，不涉及槽罐堆放，因此不存在槽罐泄漏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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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块 1主要为农田，地块 2主要为绿化，

地块 3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及地块 5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不产生危险废物及

其他固体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地块历史上为农田及绿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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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未发现管线、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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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块 1主要为农

田，地块 2主要为绿化，地块 3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及地块 5为闲置用地布满

杂草，历史上曾为农田及绿化，因此不涉及污染物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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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其它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历史使用阶段中，地块内没有环境污染事故

和投诉事件发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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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果和分析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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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表 6.1- 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表

序

号
关键信息 历史收集资料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结论一致

性分析

1 历史用途及

变迁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

1在至今一直为农田及道

路；地块 2至今一直为绿

化；地块 3在 2019年前一

直为农田，2019年后土地

平整预计建设居民楼；地

块 4及地块 5于 2019年前

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预

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

荒废，地块内布满杂草。

目前地块

1主要为

农田，地

块 2主要

为绿化，

地块 3为
带建设用

地，地块 4
及地块 5
为闲置用

地布满杂

草。

，义亭镇下店村 1#-5#
地块 1在至今一直为农

田及道路；地块 2至今

一直为绿化；地块 3在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

2019年后土地平整预计

建设居民楼；地块 4及
地块 5于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

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

荒废，地块内布满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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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堆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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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管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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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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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9 废水排放情

况
不存在

不存在管

线、沟渠
不存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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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一致

12

地下水颜

色、气味有

无异常，有

无油渍

—— 无 无 一致

13 土壤污染情

况
无 无 无 一致

14 地下水污染

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6.2结果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1年 11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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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 1在至今一直为农田及道路；地块 2至今一直

为绿化；地块 3在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土地平整预计建设居民楼；

地块 4及地块 5于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

荒废，地块内布满杂草。目前地块 1 主要为农田，地块 2 主要为绿化，地块 3

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及地块 5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

（2）该地块历史上农田的农药、化肥用量极少。

（3）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及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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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池塘仅供附近居民洗衣洗菜、周边农田灌溉等生活行为，不存在规模

化养殖，不涉及危险化学品投放因此对土壤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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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该地块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

（6）地块内未发现管道、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刺鼻气味。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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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结合地勘地下水流向、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得知地下水上游向 200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50

米内主要为农田，因此不存在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

其其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池塘及小型加工企业。根据相关

文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我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

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

境影响较小；居民居住、使用房仅涉及人为活动，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生活污水经纳管达标排放，对土壤影响较小；池塘仅供附近居民洗衣洗

菜等生活行为，不存在规模化养殖，不涉及危险化学品投放因此对土壤影响较小；

小型加工厂主要租用于各种小型加工厂，涉及木竹工艺品编织、钢球包装等，仅

为手工加工厂组成，不涉及生产工艺，不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地块周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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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分析

由于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及绿化，根据相关文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

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

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

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绿化仅为景

观草坪，不涉及农药化肥喷洒，因此不对土壤及地下水存在影响，不涉及危化品，

不涉及养殖，不存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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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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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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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结论

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下店村，地块由地块 1、2、3、4、

5组成，总调查范围面积为 1595.16平方米。地块 1调查范围面积为 128.22平方

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880°，北纬 29.221514°，地块 1 北侧主要为下店村

及农田，地块西侧为下店村，南侧为地块 2，东侧为农田；地块 2调查范围面积

为 174.05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993°，北纬 29.221398°，地块 2东侧

为农田，南侧西侧为下店村，北侧为地块 1；地块 3 扣除阴影调查范围面积为

757.47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18715°，北纬 29.220004°，地块 3北侧西

侧为农田，东西为下店村，南侧为建设用地；地块 4调查范围面积为 293.09平

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21°，北纬 29.219393°，地块 4北侧主要为池塘，

南侧为闲置闲置用地，西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地块 5调查范围面积为

242.33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20298°，北纬 29.219231°，地块 5北侧主

要为闲置用地，地块西侧南侧为农田，东侧为小型加工厂。根据义亭镇义规说明

（2021）0485号，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义亭镇下店村 1#-5#地块

1在至今一直为农田及道路；地块 2至今一直为绿化；地块 3在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土地平整预计建设居民楼；地块 4及地块 5于 2019年前一直

为农田，2019年后预计建设居民楼，因此农田荒废，地块内布满杂草。目前地

块 1 主要为农田，地块 2 主要为绿化，地块 3 为带建设用地，地块 4 及地块 5

为闲置用地布满杂草。地块历史上的不存在厂房，主要为农田及绿化，根据相关

文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我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

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

境影响较小；绿化仅为景观草坪，不涉及农药化肥喷洒，因此不对土壤及地下水

存在影响；地块均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地块未涉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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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其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池塘及小型加工企业。根据相关

文献，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因其化学结构的差异，半衰期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我国自 1982年起禁用较难降解的 DDT，至今已约 39年，以 3年的半衰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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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土壤中的浓度以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壤环

境影响较小；居民居住、使用房仅涉及人为活动，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生活污水经纳管达标排放，对土壤影响较小；池塘仅供附近居民洗衣洗

菜等生活行为，不存在规模化养殖，不涉及危险化学品投放因此对土壤影响较小；

小型加工厂主要租用于各种小型加工厂，涉及木竹工艺品编织、钢球包装等，仅

为手工加工厂组成，不涉及生产工艺，不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地块周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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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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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认

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符合居住用地要求。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及《土壤司关于部长信箱来信“农用地变更用

途是否需要做土壤污染检测”等三个办理单的答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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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地块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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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居住用

地开发利用。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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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鉴于地块环境调查的不确定性，后续开发利用期间，如发现地块中土

壤、地下水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采取控制措施。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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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次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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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下水分析调

查的结果，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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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土壤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该地块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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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个别区域可能存在污染物的填埋以及污染物随着土壤大孔隙狭缝（如动物穴、

植物根系腐烂空隙）的迁移。整个地块的土壤变化情况不可能完全调查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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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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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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附件详见备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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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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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红线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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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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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m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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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义乌市环境管控分区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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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义乌生态保护红线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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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义乌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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