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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

侧，由 1、2、3三个地块组成，规划用地面积合计 22275.39平方米，其中：地块

1 规划用地面积为 10998.01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6.14"，北纬

29°18'41.40"，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和文化礼堂，南侧为待建的工

商街，西侧为伏龙山路，北侧为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规划用地面积为

6343.82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7.92"，北纬 29°18'39.48"，地块外东侧为

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南侧为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及其临时施工营地，西侧为

伏龙山路，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地块 3规划用地面积为 4933.56平方米，中心桩

号为东经 119°58'54.67"，北纬 29°18'40.60"，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南侧为五一村党群服务中心、香山幼儿园和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西侧为待建房

的五一村宅基地，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地块原用途涉及农用地、农村宅基地，

根据《义乌市2020年度计划第十六批次建设用地》（浙土字（330782）A[2020]-0012），

本地块规划用地面积为 22275.39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性质变更批

准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4日。地块使用权属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同时根据

《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号），

本地块拟规划为居住用地，为敏感用地，属于浙环发[2021]21号文件中的甲类地块，

应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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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城西街道办事处

委托，承担了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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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2022

年 3月 25日，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义乌分局会同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腾讯会

议视频（会议 ID：618278825）组织召开了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技术评审会。

根据专家意见，我单位进行了认真修改，完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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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在 2019年及以前一

直为六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填土来

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块 1 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

地块 2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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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水塘被填平，然后搭建了临时施工营地，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

现阶段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在 2019

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现阶段地块 3内

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地块历史上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

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

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

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公及施工人员住宿，其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综上

所述，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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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农田、伏龙山路、待建的工

商街以及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

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农田主要为附近村民自用种植蔬菜瓜果等，不进行大量

种植销售，农药、化肥用量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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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土壤中的浓度已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

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伏龙山路及工商街道路建设、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

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综上所述，基本不

会对周边的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浙江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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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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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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是否必要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第二阶段调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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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

侧，由 1、2、3三个地块组成，规划用地面积合计 22275.39平方米，其中：地块

1 规划用地面积为 10998.01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6.14"，北纬

29°18'41.40"，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和文化礼堂，南侧为待建的工

商街，西侧为伏龙山路，北侧为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规划用地面积为

6343.82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7.92"，北纬 29°18'39.48"，地块外东侧为

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南侧为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及其临时施工营地，西侧为

伏龙山路，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地块 3规划用地面积为 4933.56平方米，中心桩

号为东经 119°58'54.67"，北纬 29°18'40.60"，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南侧为五一村党群服务中心、香山幼儿园和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西侧为待建房

的五一村宅基地，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本地块规划用地面积为 22275.39平方米，

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因此，本地块调查范围面积为 10998.01平方米。调查范围红线图和示意图见

图 2.2-1、图 2.2-2，其红线拐点坐标及中心桩号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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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红线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CGCS2000坐标系

X Y 经度 纬度

地块 1（面积：10998.01平方米，中心桩号：东经 119°58'46.14"，北纬 29°18'41.40"）
J1 3243820.5512 497895.3643 119.97833515 29.31171092
J2 3243805.7159 497910.2325 119.97848823 29.31157710
J3 3243781.1080 497933.3034 119.97872577 29.31135513
J4 3243761.4336 497950.4458 119.97890226 29.31117765
J5 3243750.6549 497959.3839 119.97899429 29.31108042
J6 3243748.3217 497961.2930 119.97901395 29.31105938
J7 3243747.0077 497963.0940 119.97903249 29.31104752
J8 3243745.7055 497965.9962 119.97906236 29.31103578
J9 3243745.2337 497968.1754 119.97908480 29.31103153
J10 3243745.1591 497970.7214 119.97911101 29.31103086
J11 3243745.4305 497972.6134 119.97913048 29.31103331
J12 3243745.9765 497974.4456 119.97914934 29.31103824
J13 3243747.4619 497977.2584 119.97917829 29.31105164
J14 3243753.0301 497983.5813 119.97924337 29.31110189
J15 3243765.2097 497998.6729 119.97939870 29.31121180
J16 3243771.7084 498007.8183 119.97949283 29.31127044
J17 3243778.9869 498019.5516 119.97961359 29.31133613
J18 3243788.6924 498038.8123 119.97981184 29.31142372
J19 3243794.7885 498054.4953 119.97997327 29.31147874
J20 3243798.4551 498066.4595 119.98009642 29.31151184
J21 3243801.1005 498077.3625 119.98020865 29.31153572
J22 3243802.7881 498086.2661 119.98030030 29.31155096
J23 3243804.4521 498098.6684 119.98042797 29.31156599
J24 3243806.2367 498116.0891 119.98060729 29.31158212
J25 3243854.2828 498103.3446 119.98047602 29.31201557
J26 3243838.7299 498045.6954 119.97988261 29.31187517
J27 3243837.1208 498044.9251 119.97987468 29.31186065
J28 3243836.1980 498044.9400 119.97987484 29.31185232
J29 3243837.3279 498041.3779 119.97983817 29.31186251
J30 3243831.4965 498025.7612 119.97967742 29.31180988
J31 3243826.9056 498015.3349 119.97957010 29.31176844
J32 3243821.1832 498003.9063 119.97945247 29.31171680
J33 3243814.2953 497991.8417 119.97932829 29.31165463
J34 3243812.1930 497987.7365 119.97928603 29.31163566
J35 3243810.7078 497981.8430 119.97922537 29.31162225
J36 3243810.5603 497978.2942 119.97918884 29.31162092
J37 3243811.0483 497974.2655 119.97914737 29.31162531
J38 3243812.5672 497969.5617 119.97909894 29.31163901



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5

J39 3243815.2629 497964.9735 119.97905171 29.31166332
J40 3243853.7015 497927.2451 119.97866327 29.31201005
地块 2（面积：6343.82平方米，中心桩号：东经 119°58'47.92"，北纬 29°18'39.48"）
J41 3243723.6153 497992.9312 119.97933967 29.31083653
J42 3243720.4369 497990.8518 119.97931827 29.31080785
J43 3243717.7311 497989.9470 119.97930896 29.31078343
J44 3243714.8931 497989.6542 119.97930595 29.31075783
J45 3243712.9951 497989.8070 119.97930753 29.31074071
J46 3243710.2407 497990.5506 119.97931519 29.31071586
J47 3243687.9196 498005.7305 119.97947149 29.31051450
J48 3243712.4995 498063.0470 119.98006144 29.31073635
J49 3243719.2089 498074.1707 119.98017594 29.31079690
J50 3243723.4589 498082.1394 119.98025796 29.31083525
J51 3243728.7662 498093.2888 119.98037272 29.31088315
J52 3243734.1937 498106.5997 119.98050973 29.31093214
J53 3243738.7008 498126.8853 119.98071854 29.31097283
J54 3243778.2826 498117.9670 119.98062667 29.31132992
J55 3243776.0389 498096.7296 119.98040806 29.31130965
J56 3243773.8686 498083.9251 119.98027625 29.31129005
J57 3243770.7384 498071.3209 119.98014651 29.31126179
J58 3243767.1784 498060.3822 119.98003392 29.31122966
J59 3243763.1930 498050.3858 119.97993102 29.31119368
J60 3243758.7591 498040.9888 119.97983430 29.31115367
J61 3243752.4323 498029.6470 119.97971756 29.31109657
J62 3243743.5167 498016.4171 119.97958139 29.31101611
J63 3243731.5765 498001.5776 119.97942866 29.31090837
地块 3（面积：4933.56平方米，中心桩号：东经 119°58'54.67"，北纬 29°18'40.60"）
J64 3243782.6022 498162.0680 119.98108063 29.31136896
J65 3243781.6749 498161.9514 119.98107943 29.31136059
J66 3243747.2603 498165.4098 119.98111509 29.31105011
J67 3243748.0521 498168.9736 119.98115177 29.31105726
J68 3243752.8685 498229.4523 119.98177432 29.31110080
J69 3243761.5950 498314.6363 119.98265117 29.31117965
J70 3243797.5013 498305.5715 119.98255781 29.31150358
J71 3243791.0500 498306.8593 119.98257107 29.31144538
J72 3243787.2121 498307.0425 119.98257296 29.31141075
J73 3243779.3858 498306.6611 119.98256905 29.31134014
J74 3243775.8708 498286.4140 119.98236064 29.31130841
J75 3243786.9176 498284.6176 119.98234213 29.31140807
J76 3243795.0293 498282.2879 119.98231813 29.31148125
J77 3243795.2846 498283.9330 119.98233507 29.3114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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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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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调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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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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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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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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2021年 12月 29日；

11、《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浙发改规

划〔2021〕250号；

12、《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2021年工作计划》，浙土壤

办〔2021〕2号；

13、《浙江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浙环函〔2020〕122号；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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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的通知，浙环发〔2021〕20号；

15、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做好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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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金环函〔202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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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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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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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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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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和程序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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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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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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街道位于义乌市区

以西，东临北苑街道，南接稠江街道，西邻上溪镇，北连浦江县。城西街道办事处

驻伏龙山北路 116号，距义乌城区 5公里。

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侧，

由 1、2、3三个地块组成，规划用地面积合计 22275.39平方米，其中：地块 1规划

用地面积为 10998.01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6.14"，北纬 29°18'41.40"，地

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和文化礼堂，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西侧为伏龙

山路，北侧为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规划用地面积为 6343.82平方米，中心

桩号为东经 119°58'47.92"，北纬 29°18'39.48"，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南侧为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及其临时施工营地，西侧为伏龙山路，北侧为待建的工

商街；地块 3规划用地面积为 4933.56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54.67"，北纬

29°18'40.60"，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南侧为五一村党群服务中心、

香山幼儿园和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西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北侧为待建的

工商街。本地块规划用地面积为 22275.39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1，周边环境概况见表 3.1-1、图 3.1-2。

表 3.1-1 调查地块周边环境概况

地块名称 方位 与地块红线距离 周边环境现状

地块 1

地块外东侧 紧邻 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文化礼堂

地块外南侧 紧邻 待建的工商街

地块外西侧 紧邻 伏龙山路

地块外北侧 紧邻 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

地块 2

地块外东侧 紧邻 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地块外南侧 紧邻 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临时施工营地

地块外西侧 紧邻 伏龙山路

地块外北侧 紧邻 待建的工商街

地块 3
地块外东侧 紧邻 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地块外南侧 紧邻
五一村党群服务中心、香山幼儿园、

在建的五一村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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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外西侧 紧邻 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地块外北侧 紧邻 待建的工商街

图 3.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图 3.1-2 地块周边环境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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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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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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磐安县大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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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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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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义乌市水资源综合规划（修编）》，全市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 7.35亿 m3，

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1.28亿 m3，水资源总量 8.25亿 m3。全市多年平均地表

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4.97亿 m3，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 0.51亿 m3。

（3）地下水文特征分析

义乌市区一带地下水较为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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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版），本项目附近地表

水体为钱塘 102，为东阳江义乌农业用水区，目标水质为Ⅲ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体标准。本次报告采用 2021年义乌市环境监

测站对塔下洲、低田断面进行的常规监测资料，结果见表 3.1-2。

表 3.1-2 2021年义乌江塔下洲、低田断面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除 pH外

断面名称 pH 高锰酸盐

指数

化学需

氧量

生化需

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塔下

洲

平均值 7.17 4.9 10.5 2.1 0.511 0.129 0.014
Ⅲ类水标准 6~9 ≤6 ≤20 ≤4 ≤1.0 ≤0.2 ≤0.05
水质类别 Ⅰ Ⅲ Ⅰ Ⅰ Ⅲ Ⅲ Ⅰ

低田

平均值 7.71 4.3 16.08 3.2 0.461 0.141 <0.01
Ⅲ类水标准 6~9 ≤6 ≤20 ≤4 ≤1.0 ≤0.2 ≤0.05
水质类别 Ⅰ Ⅲ Ⅲ Ⅲ Ⅱ 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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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水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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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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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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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在下

图红线范围内，经查询，该区域内土壤类型为红壤，因此本地块土壤类型为红壤，具体

见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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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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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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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由于本地块未曾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因此本报告引用地块东南侧约 1.56km处的

《义乌公学一期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勘）》（2017.9）进行类比分析。本地块

与引用的地勘位置关系见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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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本地块与地勘位置关系图

（1）地形地貌及环境条件

拟建场地区域勘察期间在进行场地平整，地面高程在 70.27-83.75米之间。

（2）场地各岩土层工程地质特征

根据钻孔揭露，场地内主要土层：上覆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和冲洪积层，

下卧基岩为白垩纪上统金华组。按地层时代成因、岩性、组分等分类，共分为 3个

工程地质层组，5个工程地质层。分述如下：

第①-1层 杂填土（Q4ml）

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成因，局部分布，新近堆积，层厚 0.30-6.50米，层顶高

程 72.72-83.75米。灰色，褐色，松散～稍密，稍湿～湿，主要成分由粘性土、腐殖

土、块碎石、建筑垃圾及少量塘底淤泥等。

第①-2层 耕土（Q4ml）

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成因，局部分布，层厚 0.40-0.80米，层顶高层 70.27-76.10

米，灰黑色，湿—饱水，主要成分为粘性土，富含植物根系。

第②-1层 粉质粘土（Q3apl）

第四系上更新统冲洪积成因，局部坡洪积成因，局部缺失,层厚 0.40-4.70米，层

顶埋深 0.00-6.50 米，层顶高程 68.19-78.43米。灰黑色、灰黄色，可塑-硬塑状，局

部铁锰质结核，土切面无光泽，干强度试验中等，韧性试验中等，摇振反应无。

1.5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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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②-2层：圆砾（Q3apl）

第四系上更新统冲洪积成因，局部分布，层厚 0.40-4.10米，层顶埋深 0.50-7.20

米，层顶高程 66.79-71.54米。灰黄、青灰色，松散～稍密，饱和，颗粒呈次圆状～

次棱角状，成份主要为火山岩碎屑，石英等。根据颗粒分析试验成果，平均粒径为：

40～20mm含 0.00-11.8%，20～10mm含 4.2-24.5%，10～2mm含 24.0-53.3%， 2～

0.5mm 含 7.1-21.9%，0.5～0.25mm 含 5.6-12.7%，0.25～0.075mm 含 3.3-15.1%，＜

0.075mm含 5.3-14.9%。

第③-1层 强风化粉砂岩(K2j)

白垩纪上统金华组，全场分布，层厚 0.30-5.20米，层顶埋深 0.50-9.20米，层顶

标高 65.87-77.83米。紫红色，粉砂状结构，岩石风化强烈，密实度不均一，岩芯呈

泥状及碎块状。

第③-2层 中风化粉砂岩（K2j）

白垩纪上统金华组，全场分布，层厚未揭穿，层顶埋深 2.80-12.00米，层顶标高

64.25-75.23米。紫红色，粉砂状结构，薄－中厚层状构造，钙质胶结。岩石软硬相

间，风化节理裂隙发育，频率为 2-4条/米，裂面覆黑色或灰黄色铁锰质氧化物薄膜。

岩芯以长柱状、短柱状为主，局部碎块状。岩芯裸露及干、湿交替易风化，新鲜岩

样敲击声哑～稍哑为主，各孔岩芯采取率 80～92%，RQD为 50～80。岩体完整性程

度总体上较破碎状～较完整，属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Ⅳ～Ⅴ级。勘察孔深度

内未见洞穴、破碎带。

（3）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①地表水

场地区域内水塘已进行推填，塘底淤泥基本换填。

②地下水

在本次勘探深度范围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第四孔隙水以及基岩风

化裂隙水。有地表水补给时，上层滞水主要存在于杂填土层中，具不均匀性，季节

性变化显著；第四系孔隙水主要赋存于第②-2 层圆砾内，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涌水量具季节性变化，雨期水量丰富；第②-1 粉质粘土为微～弱透水层，含水量甚

微；基岩风化裂隙水赋存于岩石风化裂隙中，以裂隙径流水形式存在，含水性与裂

隙的发育程度有关，一般渗透性较差，为弱透水层。

勘察期间，对勘探孔内地下水位进行了测量，初见水位 1.00-5.40米。在勘探孔

终孔后，测得稳定水位埋深为：0.80-5.50米，相应高程为 67.17-79.83米，部分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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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用水。根据场地及周边地势情况及本地区区域水文资料，场地内地下水位动态变

幅主要受季节性大气降水影响，年变化幅值小于 3.0m。

③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

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地表生活用水及地下水侧向补给，受季节性影响显

著；以蒸发、径流排泄为主。

④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

根据本地块引用的地勘报告，可判断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北向西

南流向，地块地下水上流向 200m内为居民区、水塘、工商街和平整后待建房的农村

宅基地，因此不存在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见下图 3.1-5。

图 3.1-5 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

3.1.7相关功能区划

（1）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侧。根据《浙江省水功

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版），本地块附近地表水体为义乌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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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表 3.1-3。

表 3.1-3 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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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本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侧。根据《义乌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义环保〔2020〕36号），项目所在地属于城镇

重点管控区-金华市义乌市城镇重点管控区（ZH33078220004），其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详见下表 3.1-4：

表 3.1-4 环境管控单元情况

管控单元编

码、名称
管控要求 符合性分析

是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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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30782200
04城镇重点管
控区-金华市
义乌市城镇重
点管控区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新建、扩建三类工业项目，现有三类工业项目改建
不得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鼓励现有三类工业项目搬迁
关闭。禁止新建涉及一类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
放等环境健康风险较大的二类工业项目。除工业功能区
（小微园区、工业集聚点）外，原则上禁止新建其他二
类工业项目，现有二类工业项目改建、扩建，不得增加
污染物排放总量。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定。推进
城镇绿廊建设，建立城镇生态空间与区域生态空间的有
机联系。

本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居住

用地（R）。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市域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
加。污水收集管网范围内，禁止新建除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外的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现有的入河（或湖或
海）排污口应限期拆除，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必
须单独设置排污口的除外。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提
标改造，加快完善城乡污水管网，加强对现有雨污合流
管网的分流改造，推进生活小区“零直排”区建设。加
强噪声和臭气异味防治，强化餐饮油烟治理，严格施工
扬尘监管。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

本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居住

用地（R）。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合理布局工业、商业、居住、科教等功
能区块， 严格控制噪声、恶臭、油烟等污染排放较大
的建设项目布局。

本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居住

用地（R）。

符合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全面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推进节
水产品推广普及，限制高耗水服务业用水。

本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居住

用地（R）。

符合

（3）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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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5 义乌生态红线保护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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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侧。经比对，本项目不

在上述 6个生态红线保护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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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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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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块最近红线

相对距离（m）

1 五一村 居民区 南 8

2 七一村 居民区 东北 52

3 八一村 居民区 东北 495

4 乐园东区 居民区 东南 192

5 枫溪村 居民区 北 879

6 井头徐村 居民区 东北 438

7 东河小学 学校 东 332

8 东河幼儿园 学校 东 581

9 东红村 居民区 东南 392

10 西河村 居民区 东南 872

11 香山幼儿园 学校 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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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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12日，我公司调查人员经过现场勘查可知，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

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 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

营地；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现场未发现沟渠或渗坑，没有污

染痕迹，未闻到刺鼻气味。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3-1。

1000m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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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

地块内东侧 地块内南侧

地块内西侧 地块内北侧

地块 2

地块内东侧 地块内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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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西侧 地块内北侧

地块 3

地块内东侧 地块内南侧

地块内西侧 地块内北侧

图 3.3-1 地块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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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

为六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填土来源于

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块 1 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

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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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填平，然后搭建了临时施工营地，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

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在 2019年及以前一

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现阶段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

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地块历史上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

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

无明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居民区拆除产生

的建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临时施工营地主

要用于办公及施工人员住宿，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

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综上所述，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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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历史卫星遥感图见图 3.3-2。

表 3.3-1 地块历史概况

地块名称 时间 用地情况

地块 1

2019年及以前 地块内一直为六一村居民区和水塘。

2020年 地块内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填土来源于

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

2021年 地块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

地块 2

2019年及以前 地块内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

2020年 地块内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然后搭建了

临时施工营地，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

2021年 地块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

地块 3

2019年及以前 地块内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

2020年 地块内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

2021年 地块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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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地

块 1内为六

一村居民

区和水塘；

地块 2内为

五一村居

民区和水

塘；地块 3
内为五一

村居民区。

60年代

相较于 60
年代，70
年代地块

内情况基

本不变，仍

为居民区、

水塘。

70年代

地块 1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

地块 2

地块 3

水塘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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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70
年代，2000
年地块内

情况基本

不变，仍为

居民区、水

塘。

2000年

相较于

2000年，

2006年 3
月地块内

情况基本

不变，仍为

居民区、水

塘。

2006年 3月

地块 1

地块 2

地块 3水塘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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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06年 3
月，2010
年 3月地块

内情况基

本不变，仍

为居民区、

水塘。

2010年 3月

相较于

2010年 3
月，2013
年 11月地

块内情况

基本不变，

仍为居民

区、水塘。

2013年 11月

水塘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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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13年 11
月，2016
年 7月地块

内情况基

本不变，仍

为居民区、

水塘。

2016年 7月

相较于

2016年 7
月，2019
年 12月地

块内情况

基本不变，

仍为居民

区、水塘。

2019年 12月

水塘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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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19年 12
月，2020
年 8月地块

1内遗留几

栋居民楼

（待拆除），

其他土地

已平整；地

块 2内居民

区均已拆

除，土地均

已平整，开

始建设临

时施工营

地；地块 3
内居民区

均已拆除，

土地均已

平整。

2020年 8月

相较于

2020年 8
月，2021
年 11月地

块 1内居民

区均已拆

除，水塘已

被填平；地

块 2内临时

施工营地

已建成，水

塘已被填

平；地块 3
内情况基

本不变，仍

为平整后

待建房状

态。

2021年 11月

图 3.3-2 地块历史卫星遥感图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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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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

现状及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农田、伏龙山路、待建的工商街以及待建房的

农村宅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

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

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味，

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农田主要为附近村民自用种植

蔬菜瓜果等，不进行大量种植销售，农药、化肥用量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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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土壤中的浓度已削

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伏龙山路及工商街道路建设、居民

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综上

所述，基本不会对周边的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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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相邻地块现状及其历史概况

地块

名称
方位

与地块红

线距离
现状用地情况 历史用地情况

地块
1

地块外东侧 紧邻

待建房的六一村

宅基地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六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后待建房，至今不变。

文化礼堂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为文化礼堂，至今不变。

地块外南侧 紧邻 待建的工商街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
年居民区拆除、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为待建

状态，至今不变。

地块外西侧 紧邻 伏龙山路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农田、居民区，2020年居民

区拆除、土地平整后建为道路，至今不变。

地块外北侧 紧邻
待建房的六一村

宅基地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六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后待建房，至今不变。

地块
2

地块外东侧 紧邻
待建房的五一村

宅基地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后待建房，至今不变。

地块外南侧 紧邻

在建的五一村居

民区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2021年开始建为五一村居民区。

临时施工营地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后建为临时施工营地，至今不变。

地块外西侧 紧邻 伏龙山路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农田、居民区，2020年土地

平整后建为道路，至今不变。

地块外北侧 紧邻 待建的工商街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
年居民区拆除、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为待建

状态，至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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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3

地块外东侧 紧邻
待建房的五一村

宅基地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后待建房，至今不变。

地块外南侧 紧邻

五一村党群服务

中心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2021年建为五一村党群服务中心。

香山幼儿园
2017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18年开始

建为香山幼儿园，至今不变。

在建的五一村居

民区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2021年开始建为五一村居民区。

地块外西侧 紧邻
待建房的五一村

宅基地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后待建房，至今不变。

地块外北侧 紧邻 待建的工商街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拆

除、土地平整，为待建状态，至今不变。

2000年，地块

1、2、3周边

均为居民区、

水塘和农田。

2000年

水塘

地块 1

七一村居民区

农田

农田

六一村居民区

地块 3

地块 2

五一村居民区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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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00
年，2006年 3
月地块周边

情况基本不

变，仍为居民

区、水塘和农

田。

2006年 3月

相较于 2006
年 3月，2010
年 3月地块周

边情况基本

不变，仍为居

民区、水塘和

农田。

201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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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10
年 3月，2013
年 10月地块

周边情况基

本不变，仍为

居民区、水塘

和农田。

2013年 10月

相较于 2013
年 10月，2016
年 7月地块周

边情况基本

不变，仍为居

民区、水塘和

农田。

201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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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16
年 7月，2019
年12月地块1
西侧农田平

整，地块 3南
侧五一村居

民区拆除后

建为香山幼

儿园，周边其

他情况基本

不变，仍为居

民区、水塘和

农田。

2019年 12月

相较于 2019
年 12月，2020
年 8月地块 1
东侧、南侧和

北侧土地均

已平整，西侧

建为伏龙山

路，隔路建为

义乌铁路口

岸二期；地块

2周边土地均

已平整；地块

3周边土地均

已平整。

202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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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20
年 8月，2021
年11月地块1
南侧水塘已

被填平；地块

2南侧已建为

临时施工营

地、五一村居

民区，北侧水

塘已被填平；

地块 3南侧已

建有一栋五

一村党群服

务中心、五一

村居民区。

2021年 11月

图 3.4-1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遥感图

3.5地块利用的规划

地块原用途涉及农用地、农村宅基地，根据《义乌市 2020年度计划第十六批次

建设用地》（浙土字（330782）A[2020]-0012），本地块规划用地面积为 22275.39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性质变更批准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4日。地块

使用权属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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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按第一类用地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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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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通过联系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义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部

门收集地块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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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 2020年度计划第十六批次建

设用地》（浙土字（330782）
A[2020]-0012）

必要 已收集
义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 地块用地红线图 必要 已收集
义乌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

4.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现场踏勘、联系镇街负责人及地块周边工作人员/居民等多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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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

管理人员以及地块周边工作

人员/居民当面交流后记录

3
《义乌公学一期工程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详勘）》

（2017.9）
必要 已收集 勘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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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

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1 60年代、70年代及 2000
年影像图

必要 已收集
浙江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zhejiang.tianditu.gov.cn/map）

2 2006-2021年的历史卫星

遥感图
必要 已收集 谷歌地球

3 土壤类型 必要 已收集
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soilinfo.c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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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资料收集清单

表 4.4-1 资料收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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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地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

谷歌地球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有

义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义乌

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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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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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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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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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管理人员、地块周边工作人员及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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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访谈记录情况汇总表

访谈记录情况汇总表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联系方式
在该地块工

作服务年限
访谈信息

城西街道国

土所副所长

朱涛

当面交流、

调查表格
150****0666 10年

1、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性质变更批

准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4日。

2、地块内及其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地

块内不存在外来固废堆存等可能存在的污染情

况。

3、没有外来土/污泥/弃渣等运输进入地块内。

城西街道综

合监管中心

安监员张云

峰

当面交流、

调查表格
177****0083 10年

1、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现状地块 1、3
内土地均已平整，为待建房状态；地块 2 内为

临时施工营地。

2、地块内及其周边无工业企业，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地块内不存在外来固废堆存等可能

存在的污染情况。

3、没有外来土/污泥/弃渣等运输进入地块内。

五一村副书

记何刘

当面交流、

调查表格
139****6180 45年

1、地块原用途涉及农用地、农村宅基地，现规

划用途为居住用地，现状地块 2 内为临时施工

营地；地块 3内土地已平整，为待建房状态。

2、地块 2 在 2019 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

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

塘被填平，然后搭建了临时施工营地，填土来

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地块 3在 2019年
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居民区拆

除后土地平整。

3、地块内及其周边无工业企业，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地块内不存在外来固废堆存等可能

存在的污染情况。

4、没有外来土/污泥/弃渣等运输进入地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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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村村民

何献伟

当面交流、

调查表格
132****2222 38年

1、现状地块 2内为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内土

地均已平整，为待建房状态。

2、地块内及其周边无工业企业，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地块内不存在外来固废堆存等可能

存在的污染情况。

3、没有外来土/污泥/弃渣等运输进入地块内。

六一村书记

何晓忠

当面交流、

调查表格
135****5886 50年

1、地块原用途涉及农用地、农村宅基地，现规

划用途为居住用地，现状地块 1内土地已平整，

为待建房状态。

2、地块 1 在 2019 年及以前一直为六一村居民

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

塘被填平，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

3、地块内及其周边无工业企业，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

4、没有外来土/污泥/弃渣等运输进入地块内。

人员访谈表详见附件 6，人员访谈照片见图 5-1。

图 5-1 人员访谈照片

5.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

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均未发现有毒有

害物质。

地块历史上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

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

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

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公及施工

人员住宿，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综上所述，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因此，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

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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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

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均未发现有槽罐

堆放。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平整后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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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

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调查期间地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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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筑垃圾外，均未发现有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及固废填埋等，且地块内留

存的建筑（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公及施工人员住宿，不用于生产经营或堆放固废。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平整后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不

涉及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及固废填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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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

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因此地块 2内存

在生活污水管线，未发现沟渠或渗坑。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平整后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雨

水经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因此均不存在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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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及历史上从未进行过任何工

业企业生产活动，因此不涉及污染物迁移。

5.6其它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历史使用阶段中，地块内及其周边没有环境污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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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 1在 2019年及

以前一直为居民区

和水塘，2020年居

民区拆除后土地平

整、水塘被填平；地

块 2在 2019年及以

前一直为居民区和

水塘，2020年居民

区拆除后土地平整、

水塘被填平，然后搭

建了临时施工营地；

地块 3在 2019年及

以前一直为居民区，

2020年居民区拆除

后土地平整。

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

后待建房的

六一村宅基

地；地块 2
内为平整后

待建房的五

一村宅基地

和临时施工

营地；地块 3
内为平整后

待建房的五

一村宅基

地。

地块 1在 2019年及以

前一直为六一村居民

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

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

塘被填平，填土来源于

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

土；地块 2在 2019年
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

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
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

整、水塘被填平，然后

搭建了临时施工营地，

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

平整后剩余土；地块 3
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

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
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

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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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排放情况

厨房油烟经油烟净

化器处理后楼顶排

放。

厨房油烟经

油烟净化器

处理后楼顶

排放。

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

器处理后楼顶排放。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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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废水排放情况 生活污水纳管排放。
生活污水纳

管排放。
生活污水纳管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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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日对本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

其调查结果可总结如下：

（1）地块 1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六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

地平整、水塘被填平，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后待

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

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然后搭建了临时施工营地，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

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

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现阶段地块 3

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

（2）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平整后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

营地，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3）该地块历史上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

无明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

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

公及施工人员住宿，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市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因此不涉及工矿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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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

（5）地块内未发现沟渠或渗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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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农田、伏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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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待建的工商街以及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

（8）根据本地块引用的地勘报告，可判断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自东南向

西北，地块地下水上流向 200m内为居民区、水塘、工商街和平整后待建房的农村宅基

地，因此不存在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

6.3分析

由于地块历史上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

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

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

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公及

施工人员住宿，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市环卫

部门统一清运。综上所述，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其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农田、伏龙山路、待建的工商街以

及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

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

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农

田主要为附近村民自用种植蔬菜瓜果等，不进行大量种植销售，农药、化肥用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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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中的浓度已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伏龙山路及工商街道

路建设、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

置。综上所述，基本不会对周边的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

号），本地块拟规划为居住用地，为敏感用地，属于浙环发[2021]21号文件中的甲类地

块，应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

（1）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

的；

（2）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

倒或填埋的；

（3）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4）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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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直接影响的；

（5）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将本次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对照以上规定要求，详见下表。

表 6.3-1 第一阶段污染识别结果与要求对照分析表

序号 识别内容 污染识别结果 支撑材料

1
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

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

贮存或输送的；

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

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历史影像图、

人员访谈

2
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

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

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

地块历史上不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

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

倒或填埋。

人员访谈

3 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的；

地块及其周边未开展过土壤、地下水监

测，因此无历史监测数据，且根据人员

访谈，地块及其周边不存在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

人员访谈

4
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

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

现场调查未发现污染迹象，地块周边无

工业企业，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

影响。

现场踏勘、人

员访谈

5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

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地块相关资料齐全，地块历史上及周边

无可能的污染源。

现场踏勘、历

史影像图、人

员访谈、收集

资料等

由上表可知，本地块从未进行过工业开发，地块及其周边原有的生产活动对地块造

成的土壤污染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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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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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路与工商街交叉口东侧，由 1、

2、3三个地块组成，规划用地面积合计 22275.39平方米，其中：地块 1规划用地面积

为 10998.01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6.14"，北纬 29°18'41.40"，地块外东侧为

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和文化礼堂，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西侧为伏龙山路，北侧为待

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 规划用地面积为 6343.82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47.92"，北纬 29°18'39.48"，地块外东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南侧为在建的

五一村居民区及其临时施工营地，西侧为伏龙山路，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地块 3规划

用地面积为 4933.56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58'54.67"，北纬 29°18'40.60"，地块外

东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南侧为五一村党群服务中心、香山幼儿园和在建的五一

村居民区，西侧为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北侧为待建的工商街。地块原用途涉及农用

地、农村宅基地，根据《义乌市 2020年度计划第十六批次建设用地》（浙土字（330782）

A[2020]-0012），本地块规划用地面积为 22275.39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

性质变更批准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4日。地块使用权属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

处。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 1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

六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填土来源于周边土

地平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块 1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六一村宅基地；地块 2在 2019年

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和水塘，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水塘被填平，然后

搭建了临时施工营地，填土来源于周边土地平整后剩余土，现阶段地块 2内为平整后待

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和临时施工营地；地块 3在 2019年及以前一直为五一村居民区，

2020年居民区拆除后土地平整，现阶段地块 3内为平整后待建房的五一村宅基地。地块

历史上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

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味，仅为

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统一

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置；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公及施工人员住

宿，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综上所述，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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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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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上主要为居民区、水塘、农田、伏龙山路、待建的工商街以

及待建房的农村宅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居民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

水管网，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楼顶排放，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

塘水质情况良好，无明显异味，仅为附近村民生活及灌溉使用，未曾进行水产养殖；农

田主要为附近村民自用种植蔬菜瓜果等，不进行大量种植销售，农药、化肥用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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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中的浓度已削减至最初的万分之一，农药残留的可能性较小；伏龙山路及工商街道

路建设、居民区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统一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处

置。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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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认为该地

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符合居住用地（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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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

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可以作为居住用地（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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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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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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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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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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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街道工商街沿街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专家意见修改单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内容

1

明确调查期间地块内是否有除建筑

垃圾外的固体废物堆存，同时明确地

块内留存的建筑不再用于生产经营

或堆放固废；完善地块及周边历史影

像图，细化建筑变迁描述；规范地勘

资料描述。

已明确调查期间地块内除建筑垃圾外，均未

发现有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及固

废填埋等，且已明确地块内留存的建筑（临

时施工营地）主要用于办公及施工人员住宿，

不用于生产经营或堆放固废，见 P35-36；已

完善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已细化建筑变

迁描述，见 P20-30；已规范地勘资料描述，

见 P10-13。

2
补充土地使用者、施工人员等访谈

表，完善人员访谈内容，核实地块及

周边村庄是否存在工业作坊生产史。

已补充土地使用者访谈表，已完善人员访谈

内容，已核实地块及周边村庄不存在工业作

坊生产史，见 P33-34 及附件 6。由于本地块

暂未开始施工，无需施工人员访谈。

3

根据浙环发[2021]21号文，完善调查

可在第一阶段结束的相关分析及结

论；完善不确定性分析，并按照评审

表的要求完善相关文字、附图、附件。

已根据浙环发[2021]21号文，完善调查可在第

一阶段结束的相关分析及结论，见 P2；已完

善不确定性分析，见 P42-43；已按照评审表

的要求完善相关文字、附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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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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m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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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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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义乌市生态保护红线图 浙江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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