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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位于义亭镇包西塘村。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

由 S1和 S2两个地块组成，用地面积合计 22606.07平方米。其中 S1地块中心桩号

为东经 119.955952°，北纬 29.227958°，用地面积 13936.85 平方米，东侧为包西

塘村居民点、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西侧为农田，北

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S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57874°，北纬 29.229013°，

用地面积 8669.22平方米，东侧为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

西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根据规划说明（义

规说明〔2021〕0484号），地块原为农用地，现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R）。地块

权利人为包西塘村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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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义亭镇人民政府委

托，承担了义亭镇包西塘村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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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包西塘村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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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

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种植

蔬菜为自种自吃，农药使用量极少，包西塘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

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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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

限公司，历史上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

司。居民点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农田种植的蔬菜为附近

居民自吃，农药、化肥使用量极少，小水塘主要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未进行规模化

养殖，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工艺不涉及印染、电镀）的三废均处理后达标

排放，基本不会对周边的土壤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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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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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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位于义亭镇包西塘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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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点编号
国家 2000坐标系

X Y 纬度 经度

S1
J1 3234451.4653 495664.0369 29.227177° 119.955403°
J2 3234539.9368 495617.9041 29.227975° 119.954928°
J3 3234546.6688 495634.4216 29.228036° 119.955098°
J4 3234577.5449 495689.1946 29.228315° 119.955661°
J5 3234578.4717 495690.9676 29.228323° 119.955679°
J6 3234578.5296 495694.0360 29.228324° 119.955711°
J7 3234580.0607 495703.7800 29.228338° 119.955811°
J8 3234582.7056 495717.2826 29.228362° 119.955950°
J9 3234586.6032 495730.7852 29.228397° 119.956089°
J10 3234587.2447 495732.7353 29.228403° 119.956109°
J11 3234590.0834 495741.3647 29.228428° 119.956198°
J12 3234593.8417 495754.4495 29.228462° 119.956332°
J13 3234594.5323 495756.6947 29.228469° 119.956355°
J14 3234574.5418 495766.5491 29.228288° 119.956457°
J15 3234585.5617 495789.5075 29.228388° 119.956693°
J16 3234598.6918 495816.8610 29.228506° 119.95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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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7 3234596.6175 495817.6268 29.228488° 119.956982°
J18 3234583.4178 495822.4997 29.228368° 119.957032°
J19 3234582.1631 495822.9666 29.228357° 119.957037°
J20 3234579.8890 495819.7238 29.228337° 119.957004°
J21 3234574.2437 495813.0877 29.228286° 119.956935°
J22 3234567.6650 495808.1516 29.228226° 119.956885°
J23 3234570.8287 495797.7607 29.228255° 119.956778°
J24 3234560.9158 495790.8756 29.228165° 119.956707°
J25 3234550.7597 495786.3627 29.228074° 119.956661°
J26 3234536.5888 495780.8067 29.227946° 119.956604°
J27 3234524.1376 495772.3976 29.227833° 119.956517°
J28 3234521.6081 495769.3061 29.227811° 119.956485°
J29 3234520.0807 495762.5346 29.227797° 119.956416°
J30 3234515.9750 495759.2235 29.227760° 119.956382°
J31 3234506.0939 495756.4647 29.227671° 119.956353°
J32 3234494.6528 495745.4827 29.227567° 119.956240°
J33 3234488.5498 495740.7505 29.227512° 119.956192°
J34 3234490.7998 495737.1975 29.227533° 119.956155°
J35 3234504.9061 495726.2915 29.227660° 119.956043°
J36 3234475.4165 495692.8814 29.227394° 119.955699°

S2
J1 3234649.1627 495876.6857 29.228962° 119.957589°
J2 3234645.7632 495858.7499 29.228931° 119.957405°
J3 3234647.4406 495858.2451 29.228946° 119.957400°
J4 3234661.0815 495855.5755 29.229069° 119.957372°
J5 3234659.9636 495847.4707 29.229059° 119.957289°
J6 3234657.4484 495848.5885 29.229036° 119.957300°
J7 3234651.8588 495817.5665 29.228986° 119.956981°
J8 3234669.1781 495813.3275 29.229142° 119.956938°
J9 3234712.0600 495899.4742 29.229529° 119.957823°
J10 3234712.7937 495899.6674 29.229536° 119.957825°
J11 3234719.1386 495912.3570 29.229593° 119.957956°
J12 3234715.3846 495914.2256 29.229559° 119.957975°
J13 3234715.3188 495914.2629 29.229559° 119.957976°
J14 3234716.8688 495917.3770 29.229573° 119.958008°
J15 3234711.6334 495932.9834 29.229526° 119.958168°
J16 3234690.9361 495932.5589 29.229339° 119.958164°
J17 3234670.1210 495936.3331 29.229151° 119.958203°
J18 3234665.5509 495937.1617 29.229110° 119.958211°
J19 3234635.3708 495946.0267 29.228838° 119.958303°
J20 3234623.0417 495950.3098 29.228726° 119.958347°
J21 3234609.1159 495956.5416 29.228601° 119.958411°
J22 3234607.6877 495953.0469 29.228588° 119.958375°
J23 3234607.2006 495951.8549 29.228583° 119.958363°
J24 3234591.6528 495913.8096 29.228443° 119.957971°
J25 3234592.7358 495908.9587 29.228453° 119.957921°
J26 3234598.0328 495903.1756 29.228501° 119.95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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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7 3234603.1418 495900.1697 29.228547° 119.957831°
J28 3234606.4255 495903.9202 29.228576° 119.957870°
J29 3234620.6716 495901.2069 29.228705° 119.957842°
J30 3234616.6012 495888.3176 29.228668° 119.957709°
J31 3234644.9850 495877.9718 29.228924° 119.957603°
J32 3234649.1627 495876.6857 29.228962° 119.957589°
J33 3234649.1629 495876.6867 29.228962° 119.957589°

图 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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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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5

号，2011年 7月 29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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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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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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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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技术资料

1、《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义环

中心〔2018〕1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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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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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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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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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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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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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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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位于市境西南部，是

义乌西部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义亭历史悠久，据《义乌县志》记载，早

在隋朝时期，金华大道穿村而过，唐贞观初年，鲍氏由山东平阳迁居于此，在周围

建立五个亭子，故名五亭，后将五亭改为义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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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个自然村，总户数 1.7万户，总人

口 71385人（2017年），辖区面积 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8055亩，是浙江省教育

强镇和卫生镇，金华市中心镇和文明镇，全国优美乡镇。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位于义亭镇包西塘村。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

由 S1和 S2两个地块组成，用地面积合计 22606.07平方米。其中 S1地块中心桩号

为东经 119.955952°，北纬 29.227958°，用地面积 13936.85 平方米，东侧为包西

塘村居民点、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西侧为农田，北

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S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57874°，北纬 29.229013°，

用地面积 8669.22平方米，东侧为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

西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根据规划说明（义

规说明〔2021〕0484号），地块原为农用地，现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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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 与地块红线距离（m） 周边环境现状

S1

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东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223m 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西侧 紧邻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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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

东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66m 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西侧 紧邻 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

图 3.1-1 地块周边环境现状示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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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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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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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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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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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二〇一九年度义乌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对八都水库、巧溪水库 2个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了 12次（1次/月）29个项目的常规监测，4次（1

次/季度）33个优选特定项目的水质补充监测，1次 109个项目的全项监测。2个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标准，达标率均

为 100%。

对岩口水库、柏峰水库、枫坑水库、卫星水库、王大坑水库 5个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开展了 12次（1次/月）29个项目的常规监测。5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

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相关标准，达标率均为 100%。

对义乌江、南江、大陈江和洪巡溪 12个地表水断面开展了 12次（1次/月）24

个项目的常规监测。监测数据表明：2019年义乌江、南江、大陈江和洪巡溪 10个地

表水断面（不包括义东桥、方塘两个入境断面）108站次常规监测中，总体水质保持

稳定。其中，Ⅱ类 14站次，占 13.0%，Ⅲ类 94站次，占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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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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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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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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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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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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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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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水质类别 Ⅱ Ⅰ Ⅱ Ⅲ

由监测结果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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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引用距离地块约 217m处《义亭镇国贸大道

南侧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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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地形地貌特征

拟建场地属浙中盆地区剥蚀残丘地貌。场地正在平整，局部有些高差，场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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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在 62.01~67.41m之间。拟建场地西侧约 5.00m为镇前街，南侧约 10.00m为正大

饲料有限公司厂区围墙，北、东两侧暂为空地，东、西二侧为空地，场地内无地下

雨污管线网。

（2）场地各岩土层工程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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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Q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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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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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8.30m。

（3）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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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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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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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向

东北流向，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见下图 3.1-3。

图 3.1-3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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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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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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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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S1地块土壤类型图

图 3.1-5 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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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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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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环境功能区划

（1）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位于包西塘村，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2015），

附近地表水体为义乌江（钱塘 102），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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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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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江大桥
21 Ⅲ

（2）义乌市“三线一单”

本地块位于包西塘村，根据《义乌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环

境管控单元编码为 ZH33078220005，其管控要求详见下表 3.1-6：

表 3.1-6 环境管控单元情况

管控单元编码、

名称
城镇生活类重点管控单元要求

ZH3307822000

5 金华市义乌市

产业带工业重

点管控区

空间布局约束：

根据产业集聚区块的功能定位，建立分区差别化的产业准入条件。

优化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规划布局三类工业项目，鼓励对三类工业

项目进行淘汰和提升改造。合理规划居住区与工业功能区，在居住区和

工业区、工业企业之间设置防护绿地、生活绿地等隔离带。

污染物排放管控：

严格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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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二类、三类工业项目污染物排放水平要达到同行

业国内先进水平。加快落实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提升改造项目，推进工业

园区（工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所有企业实现雨污分流。加

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

环境风险防控：

定期评估沿江河湖库工业企业、工业集聚区环境 和健康风险。强

化工业集聚区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设施设备建设和正常运行监管，加强重

点环境风险管控企业应急预案制定，建立常态化的企业隐患排查整治监

管机制，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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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推进工业集聚区生态化改造，强化企业清洁生产改造，推进节水型

企业、节水型工业园区建设，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要求，提高资源能

源利用效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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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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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院村 村庄 东 705m
2 国贸联利府 居民区 东北 230m
3 义亭中学 学校 北 773m
4 车站村 村庄 西北 804m
5 包西塘村 村庄 北 紧邻

6 陈家新区 居民区 北 6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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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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位于包西塘村，地块规划用地面积合计 22606.07平方

米，目前 S1地块内现状为农田及绿化区，地块内种植了些蔬菜及绿化植物，S2地块

内现状为农田及绿化区，地块内种植了些蔬菜及绿化植物，现场没有污染痕迹，未

闻到刺鼻气味。现场照片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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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地块内东侧现场照片 S1地块内西侧现场照片

S1地块内南侧现场照片 S1地块内北侧现场照片

S2地块内东侧现场照片 S2地块内西侧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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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地块内南侧现场照片 S2地块内北侧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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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

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种植

蔬菜为自种自吃，农药使用量极少，包西塘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

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因此，地块历史上未涉及规模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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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情况

S1地块

60年代至今 地块内为农田

S2地块

60年代—2009年 地块内为农田和道路

2010年—2018年 地块内大部分为农田，地块东北角新建了包西塘村居民点

2019年至今 地块内的包西塘村居民点已全部拆除，地块内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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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S1 地

块内为农田

60 年代，S2 地

块内为农田和

道路

60年代

70 年代，S1 地

块内为农田

70 年代，S2 地

块内为农田和

道路

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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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0年，S1
地块内为农田

至 2000年，S2
地块内为农田

和道路

2000年

至 2006年 10
月，S1地块内

为农田

至 2006年 10
月，S2地块内

为道路和农田

20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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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1年 11
月，S1地块内

为农田

至 2011年 11
月，S2地块内

为包西塘村居

民点和农田及

道路

2011年 11月

至 2013年 10
月，S1地块内

情况较 2011年
基本无变化

至 2013年 10
月，S2地块内

情况较 2011年
基本无变化

20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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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6年 6月，

S1地块内情况

较 2013年基本

无变化

至 2016年 6月，

S2地块内情况

较 2013年基本

无变化

2016年 6月

至 2018年 10
月，S1地块内

情况较 2016年
基本无变化

至 2018年 10
月，S2地块内

情况较 2016年
基本无变化

201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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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9年 12
月，S1地块内

情况较 2018年
基本无变化

至 2019年 12
月，S2地块内

情况较 2018年
基本无变化

2019年 12月

至 2020年 8月，

S1地块内情况

较 2019年基本

无变化

至 2020年 8月，

S2地块内情况

较 2019年基本

无变化

202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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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年 5月，

S1 地块内情况

较 2020 年基本

无变化

至 2021年 5月，

S2 地块内情况

较 2020 年基本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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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

现状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历史上

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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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
与地块

位置
现状用地情况 历史用地情况

S1

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东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包西塘村居民点、小水塘

223m 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2018年前是农田，2019年开始新建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厂房，

至今一直为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西侧 紧邻 农田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农田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34

S2

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南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包西塘村居民点

东侧

紧邻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2006年前为农田，2006年开始平整土地，新建一些包西塘村

居

民点，
66m 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2018年前是农田，2019年开始新建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厂房，

至今一直为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西侧 紧邻 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一直是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

60 年代， S1
地块周边为包

西 塘 村 居 民

点、农田、小

水塘

60 年代， S2
地块周边为包

西 塘 村 居 民

点、农田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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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 S1
地块周边为包

西 塘 村 居 民

点、农田、小

水塘

70 年代， S2
地块周边为包

西 塘 村 居 民

点、农田

70年代

至 2000年，S1
地块周边为包

西 塘 村 居 民

点、农田、小

水塘

至 2000年，S2
地块周边为包

西 塘 村 居 民

点、农田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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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6年 10
月，S1 地块周

边为包西塘村

居民点、农田、

小水塘

至 2006年 10
月，S2 地块东

侧部分土地进

行平整，规划

建居民点

2006年 10月

至 2010年 3
月，S1 地块周

边为包西塘村

居民点、农田、

小水塘

至 2010年 3
月，S2 地块东

侧新增了包西

塘村居民点，

其他情况较

2006年基本

无变化

201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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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1年 11
月，S1 地块周

边情况较

2010年基本

无变化

至 2011年 11
月，S2 地块东

侧包西塘村居

民点增多

2011年 11月

至 2013年 9
月，S1 地块周

边情况较

2011年基本

无变化

至 2013年 9
月，S2 地块南

侧的施工队临

时办公用房已

拆除，建为停

车场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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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年 3
月，S1 地块周

边情况较

2013年基本

无变化

至 2017年 3
月，S2 地块周

边情况较

2013年基本

无变化

2017年 3月

至 2019年 12
月，S1 地块东

北侧的正大饲

料（义乌）有

限公司厂房开

始建设

至 2019年 12
月，S2 地块东

北侧的正大饲

料（义乌）有

限公司厂房开

始建设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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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年 8
月，S1 地块东

北侧的正大饲

料（义乌）有

限公司厂房继

续建设中

至 2020年 8
月，S2 地块东

北侧的正大饲

料（义乌）有

限公司厂房继

续建设中

2020年 8月

至 2021 年 5
月，S1 地块周

边 为 包 西 塘

村、农田、小

水塘及正大饲

料（义乌）有

限公司

至 2021 年 5
月，S2 地块周

边 为 包 西 塘

村、农田、小

水塘及正大饲

料（义乌）有

限公司

2021年 5月

图 3.4-1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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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地块周边原企业实际主要“三废”排放情况如表 3.4-2。

表 3.4-2 地块原周边企业的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产品 污染源（污染物名称） 处理措施

正大饲料

（义乌）有

限公司

饲料

投配料、粉碎、破碎、筛分

（原料粉尘）

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至脉

冲式除尘系统处理后高空

排放

天然气燃烧

（SO2 、NOx ）
引至 8m 排气筒高空排放

食堂油烟
经油烟净化处理后，再集中

附壁烟道高空排放

粉尘 收集的粉尘回收利用

生活污水 纳管排放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原料及工艺流程

原料：玉米、豆粕、玉米酒精糟、米糠、麸皮、石粉、磷酸氢钙

等

工艺流程：原料—除杂—粉碎—配料—混合加工—制粒—冷却—

产品打包

3.5地块利用的规划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位于义亭镇包西塘村。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

由 S1和 S2两个地块组成，用地面积合计 22606.07平方米。其中 S1地块中心桩号

为东经 119.955952°，北纬 29.227958°，用地面积 13936.85 平方米，东侧为包西

塘村居民点、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西侧为农田，北

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S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57874°，北纬 29.229013°，

用地面积 8669.22平方米，东侧为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

西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根据规划说明（义

规说明〔2021〕0484号），地块原为农用地，现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R）。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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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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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说明（义规说明〔2021〕0484号） 必要 已收集 义亭镇国土所

2 地块用地红线图 必要 已收集 义亭镇国土所

4.2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通过现场踏勘、联系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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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或电话访谈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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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21年的历史卫星遥

感图
必要 已收集 谷歌地球

2 60年代、70年代及 2000年
历史影像图

必要 已收集

浙江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zhejiang.tianditu.gov.c
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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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

司年产 24 万吨饲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义环中心

〔2018〕152 号

必要 已收集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义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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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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国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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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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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亭镇国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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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上用途，是否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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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记录表

姓名 职位 访谈方式 联系方式 访谈内容

吴璀能
包西塘村副

主任

当面访问、调

查表格
137****9842

1、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未曾有过工业

企业

2、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3、地块周边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和正大饲料

有限公司

4、地块内不曾堆放过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施雅法
包西塘村村

民

当面访问、调

查表格
139****5092

1、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未曾有过工业

企业

2、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3、地块内不曾堆放过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斯留喜
义亭镇国土

所所长

当面访问、调

查表格 158****5188

1、地块内未办过企业，未发生过化学品泄

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2、区域内的地下水及地表水用途均为不利

用

于伟伟
义亭生态办

主任

当面访问、调

查表格 135****3268

1、地块内未办过企业，未发生过化学品泄

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2、区域内的地下水及地表水用途均为不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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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表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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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地块内现状为农田，S2地块内现状为农田，

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种

植蔬菜为自种自吃，农药使用量极少，包西塘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

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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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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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地块内现状为农田，S2地块内现状为农田，

未发现有槽罐堆放。

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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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地块内现状为农田，S2地块内现状为农田，

后期开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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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居民点

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此过程不涉及危险废物。

5.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目前 S1地块内现状为农田，S2地块内现状为农田，

地块内种植了蔬菜及一些绿化植物，未发现有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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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为农田和包西塘村居民点，

农田种植蔬菜为自种自吃，农药使用量极少，包西塘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纳管，生

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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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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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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结果和分析

6.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

本地块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收集的资料总体上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能够为了解本地块污染状况提供有效信息。

历史用途变迁和现场用途信息从历史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方面达到了较为高

度的一致性，历史资料补充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中带来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

更加清晰；人员访谈中多个信息来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从而较好的对历史活动情况

进行了说明；整体来看，本地块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相互验证，结论一致。具体详见下

表。

表 6.1- 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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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

结论

1 历史用途及变迁
农田、包西塘村居

民点

农田、包西

塘村居民点

农田、包西塘村居

民点
一致

2 工业企业存在情况
地块内不曾有过

工业企业

地块内不曾

有过工业企

业

地块内不曾有过

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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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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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内不曾有企

业，无废气
不存在

地块内不曾有企

业，无废气
一致

9 废水排放情况
地块内不曾有过

企业，无生产废水
不存在

地块内不曾有过

企业，无生产废水
一致

10 危险固废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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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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结果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1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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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

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种植蔬菜为自种自吃，农药、化肥使用量极少，包西塘

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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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该地块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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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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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

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历史上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

乌）有限公司。居民点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农田种植的蔬菜

为附近居民自吃，农药、化肥使用量极少，小水塘主要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未进行规模

化养殖，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工艺不涉及印染、电镀）的三废均处理后达标排放，基本

不会对周边的土壤造成影响。

（7）结合地勘地下水流向（根据本地块引用的地勘报告，可判断本地块所在区域

地下水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流向）、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地下水上游 200m

内为现状及历史上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不存在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

6.3分析

由于 S1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农

田种植蔬菜为自种自吃，农药、化肥使用量极少，农药、化肥包装统一由就近的义亭供

销社收集后运送至有相关处理资质的公司进行安全处置，包西塘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

水纳管，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其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

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历史上主要为包西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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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居民点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

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农田种植的蔬菜为附近居民自吃，农药、化肥使用量极少，小水

塘主要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未进行规模化养殖，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工艺不涉及印染、

电镀）的三废均处理后达标排放，基本不会对周边的土壤造成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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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场地概况

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位于义亭镇包西塘村。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由

S1和 S2两个地块组成，用地面积合计 22606.07平方米。其中 S1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55952°，北纬 29.227958°，用地面积 13936.85平方米，东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

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西侧为农田，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

点。S2地块中心桩号为东经 119.957874°，北纬 29.229013°，用地面积 8669.22平方

米，东侧为农田及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西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

及农田，北侧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及农田。根据规划说明（义规说明〔2021〕0484号），

地块原为农用地，现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R）。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义亭镇包西塘村 1#-2#地块，S1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S2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种植蔬菜

为自种自吃，农药使用量极少，包西塘村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由市政

部门统一清运，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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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

司，历史上主要为包西塘村居民点、农田、小水塘及正大饲料（义乌）有限公司。居民

点生活污水纳管，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清运，农田种植的蔬菜为附近居民自吃，农

药、化肥使用量极少，农药、化肥包装统一由就近的义亭供销社收集后运送至有相关处

理资质的公司进行安全处置，小水塘主要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未进行规模化养殖，正大

饲料有限公司（工艺不涉及印染、电镀）的三废均处理后达标排放，基本不会对周边的

土壤造成影响。

7.1.2调查结论

参照《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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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沪环土[2020]62 号）

中的要求，现状为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初步调查原则上以污染识别为

主，如存在以下情况的，应按照技术要求开展采样分析等后续调查工作：

（1）历史上曾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2）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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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上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4）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5）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6）调查发现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7）现场调查表明土壤或地下水存在污染迹象；

（8）地块相关资料缺失、缺少判断依据。

将本次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对照以上规定要求，详见下表。

表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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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曾涉及工矿用途、规模

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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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

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

倒、 固废填埋等；

历史上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

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

倒、固废填埋等

历史影像图、人员访

谈

3 历史上曾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地块无工业用地历史，不涉及

工业废水污染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4 历史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地块及周边地块未开展过土

壤、地下水历史监测
人员访谈

5 历史上曾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情形；

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情形

历史影像图、人员访

谈

6 调查发现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

染源的污染风险；

地块周边地下水上游 200 米

范围内无工业企业

现场踏勘、历史影像

图、人员访谈

7 现场调查表明土壤或地下水存

在污染迹象；
现场调查未发现污染迹象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8 地块相关资料缺失、缺少判断

依据。
地块相关资料齐全

现场踏勘、历史影像

图、人员访谈、收集

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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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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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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该调查地块规划用地类型为居住用地，在下一步开发或建筑施工期间，应保

护场地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控制该地块保持现有的良好状态，杜绝场地在前期调查

与后续再开发利用阶段之间的监管真空，避免外来固废倾倒、废水偷排等现场产生外源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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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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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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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义乌市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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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