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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地块调查面积为 33771.44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55544°，北纬 29.379167°，地块北侧为德馨路，

隔路为高层一期及高层修建临时工程用房，南侧为黄龙村、后宅小学及万锦城，

西侧为后宅中学，东侧为临时工程用房及前毛店村。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原用

途为农用地，现地块规划用为商住用地，地块使用权为义乌市后宅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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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后宅街道办事处委托，承担了后宅街道镇中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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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街道镇中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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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2013年前一直为农

田，2013年后地块北侧部分区域因修建德馨路临时搭建简易工程用房用于工人

居住，其余区域均为农田未发生改变，2019年，临时简易工程房拆除，重新种

植，目前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化。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临时工程用房，农田主要为附近居民使用果蔬种植，

农药使用量较少，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地块历史均不涉及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不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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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道路、学校及临时工程用房；农

田种植及果园培育供周边居民食用买卖，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

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周边道路建设过程中其使用的车辆、设备清洗以及拌合站

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对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施工产生的废气污

染物主要为粉尘，经有效处理后对本地块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其产生的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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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等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统一处置，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因此，道路施工对本地块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

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

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居民区、学校主要为人为活动，居民区中不存

在手工作坊，不产生有毒有毒有害污染物，仅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生活废水经市政管网纳管排放，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较小。因此地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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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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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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地块调查面积为 33771.44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55544°，北纬 29.379167°，地块北侧为德馨路，

隔路为高层一期及高层修建临时工程用房，南侧为黄龙村、后宅小学及万锦城，

西侧为后宅中学，东侧为临时工程用房及前毛店村。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原用

途为农用地，现地块规划用为商住用地，地块使用权为义乌市后宅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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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3251441.1305 505293.6112 120.054528 29.380454
J2 3251447.4168 505296.7795 120.054561 29.380510
J3 3251460.8942 505342.9968 120.055037 29.380632
J4 3251477.6226 505393.3237 120.055556 29.380782
J5 3251462.9539 505416.8762 120.055798 29.380650
J6 3251222.2712 505449.2629 120.056131 29.378478
J7 3251130.6918 505459.5679 120.056236 29.377652
J8 3251110.3187 505442.7245 120.056063 29.377468
J9 3251108.3925 505407.9665 120.055705 29.377451
J10 3251113.9085 505399.9152 120.055622 29.37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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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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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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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浙发改规划（2021）250号），2021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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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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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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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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

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④现场踏勘的重点

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

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

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

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

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它公共场所等，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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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现场踏勘的方法

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

的状况。踏勘期间，可以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

（3）人员访谈

①访谈内容

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

证。

②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

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

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

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4）结论与分析

本阶段调查结论应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

性分析。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应提

出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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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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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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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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街道

成立于 2014年 10月，街道总面积 40.3平方公里，下辖 3个社区 59个行政村。

其区位优势突出，交通发达便利，是义乌丝路新区、科技新区规划建设的主战场。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地块调查面积为 33771.44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55544°，北纬 29.379167°，地块北侧为德馨路，

隔路为高层一期及高层修建临时工程用房，南侧为黄龙村、后宅小学及万锦城，

西侧为后宅中学，东侧为临时工程用房及前毛店村。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原用

途为农用地，现地块规划用为商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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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 与地块红线距离（m） 周边环境现状

地块南侧

24 黄龙村

67 万锦城

187 后宅小学

地块北侧

24 项目部

78 镇中北侧 1#地块

紧邻 德馨路

153 后宅二幼

地块西侧 25 后宅中学

地块东侧
62 项目部

172 前毛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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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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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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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经徐江镇中央村与南江汇合入婺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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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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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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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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版），本项目附近

水体为钱塘 234，为浦阳江浦江景观娱乐、工业用水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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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对纳污水体石斛桥断面进行的常规监测资料，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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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表 3.1-3 2019 年洪巡溪石斛桥断面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除 pH外

断面名称 监测时间 PH DO BOD5 氨氮 CODcr 石油类

石斛桥

平均值 7.44 8.10 2.52 0.45 15.33 ≤0.01
Ⅲ类水标准 6~9 ≥5 ≤4 ≤1 ≤20 ≤0.05
水质类别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由监测结果可知，2019年洪巡溪石斛桥断面水质符合满足《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体要求。

3.1.5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因地块未曾进行土层地质勘察，因此引用距离地块东南侧 2.17km处《后宅

街道寺前幼儿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勘）》(详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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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地原属于金衢盆地垄岗地貌。现场地总体地势起伏较大，局部有农作物

种植，钻孔孔口高程为 91.70～9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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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填土，下卧基岩为

白垩系上统中戴组。按地层时代成因岩性、成份等分类，共分为 2个工程地质层

组，3个工程地质层。分述如下：

第①层：素填土(Q4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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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分布。堆积约 5年以上。层厚 0.30～1.70米，层顶标高 91.70～95.29

米。以灰黄、灰黑色为主，松散，稍湿～湿，主要成分由粘性土、粉砂岩碎块石

等组成。硬杂质平均含量 30%以上。

第②-1层：强风化粉砂岩（K1zd）

大部分分布。层厚 1.10～3.10米，层顶埋深 0.30～1.70米，层顶标高 90.62～

94.02米。紫红色，粉砂状结构，风化强烈，岩芯呈粉砂状及碎块状。

第②-1层：中风化粉砂岩（K1zd）

全场揭露。揭露层厚 7.50～13.50 米，层顶埋深 0.00～4.20 米，层顶标高

89.42～93.19米。紫红色，粉砂状结构，薄～中厚层状构造，泥（钙）质胶结，

软硬相间。风化裂隙较发育，节理数为 3～6条/米，裂面有黑色铁锰质浸染。岩

芯以长柱状和短柱状为主，局部为碎块状。采芯率为 81％～93％，RQD为 52～

74。岩石为极软岩，较破碎～较完整，开挖后易风化，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

勘察孔深度内未见洞穴、临空面、破碎带。

（3）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①地表水

场地范围内无地表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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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基岩风化裂隙水。

上层滞水主要赋存于素填土层中，其分布不均，含水量受季节影响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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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勘探孔终孔 24小时后，测

得稳定水位埋深为：0.70～1.80米，相应高程为 90.30～94.09米，主要为施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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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米。

③地下水补给排泄条件

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地下水侧向补给，受季节性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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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向西

北，地下水流向等值线图见下图 3.1.5-1。根据地下水流向，地块上游 200米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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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居民区，不存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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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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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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

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土壤类型均为红壤，具体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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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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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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环境功能区划

（1）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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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为浦阳江浦江景观娱乐、工业用水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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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浦阳江浦江

景观娱乐、

工业用水区

景观娱乐、

工业用水区

通济桥水库

大坝

浦江诸暨交

界（塘里）
32 Ⅲ

（2）义乌市“三线一单”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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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307822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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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307822000
5金华市义乌

市产业带工业

重点管控区

ZH330782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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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控制重要水系源头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三类工业项目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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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30782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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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330782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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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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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监管机制，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ZH330782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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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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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为居民区及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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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地块红线相对

距离（m）

1 黄龙村 居民区 南侧 24
2 万锦城 居民区 南侧 67
3 后宅小学 学校 南侧 187
4 镇中北侧 1# 居民区 北侧 78
5 后宅二幼 学校 北侧 153
6 后宅中学 学校 西侧 25
7 前毛店村 居民区 东侧 172
8 上周村 居民区 东侧 645
9 前毛店村 居民区 东南侧 673
10 德胜小区 居民区 西南侧 526
11 德胜花苑 居民区 西南侧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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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镇中北侧 3# 居民区 西侧 317
13 群英小区 居民区 西侧 348
14 下畈新村 居民区 西北侧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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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地块调查面积为 33771.44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55544°，北纬 29.379167°，地块北侧为德馨路，

隔路为高层一期及高层修建临时工程用房，南侧为黄龙村、后宅小学及万锦城，

西侧为后宅中学，东侧为临时工程用房及前毛店村。目前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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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m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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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地块南侧从西往东拍 地块南侧从东往西拍

地块南侧往东北拍 地块南侧往北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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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2013年前一直为农

田，2013年后地块北侧部分区域因修建德馨路临时搭建简易工程用房用于工人

居住，其余区域均为农田未发生改变，2019年，临时简易工程房拆除，重新种

植，目前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化。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临时工程用房，农田主要为附近居民使用果蔬种植，

农药使用量较少，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地块历史均不涉及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不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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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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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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地块一直为农田

2013年 地块因周边道路修建，地块北侧部分区域搭建临时工程用房

2019年 地块内临时工程用房拆除，恢复为绿化，至今一直为农田及绿化

地块为农田

60年代

地块一直为

农田

70年代

本地块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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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一直为

农田

2000年

地块一直为

农田

2003年 7月

本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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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一直为

农田

2009年 5月

地块一直为

农田

2013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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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部

分区域搭建

临时工程用

房

2013年 11月

地块并未发

生较大变化

2016年 7月

临时工程用房

临时工程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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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临

时搭建工程

用房拆除

2019年 12月

地块内为农

田及绿化

2021年 5月

图 3.3-2 地块历史卫星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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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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

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道路、学校及临时工程用房。

农田种植及果园培育供周边居民食用买卖，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

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周边道路建设过程中其使用的车辆、设备清洗以及

拌合站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对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施工产生的

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经有效处理后对本地块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其产生的建

筑垃圾、弃渣等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统一处置，生活垃圾由市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因此，道路施工对本地块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临时工程用房

地面经过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不涉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居民区、学校主要为人为活动，居民

区中不存在手工作坊，不产生有毒有毒有害污染物，仅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生活废水经市政管网纳管排放，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较小。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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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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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南侧

24 黄龙村 60年代至今一直为黄龙村

67 万锦城
2020年前一直为黄龙村及农田，2020年 8

月万锦城开始新建

187 后宅小学 2000年开始新建后宅小学

地块北侧

24 项目部

2013年前一直为农田，2013年底土地平

整，周边因开始修建道路及规划镇中北侧

1#高层开始新建项目部工程用房

78 镇中北侧 1#地块
2013年前一直为农田，2013年后开始进行

地基挖建，2019年开始逐渐修建完成

紧邻 德馨路
2013年前一直为农田，2013年后开始进行

德馨路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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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后宅二幼
2019年前一直为农田，2019年底开始新建

后宅二幼

地块西侧 25 后宅中学
地块 60.70年代一直为农田，2000年后宅

中学已经正在修建，至今一直为后宅中学

地块东侧
62 项目部

2020 年前一直为农田，2020 年底，地块因

开始新建商住用房，该位置安置临时工程

项目部

172 前毛店村 60 年代至今一直为前毛店村

地块北侧及西

侧均为农田，东

侧前毛店村已

经存在，南侧后

宅小学正在建

设中，黄龙村也

已经存在

60年代

地块与 60年代

并未较大变化，

仅南侧黄龙村

逐渐扩增

前毛店村

黄龙村

后宅小学

本地块

农田

农田

前毛店村

黄龙村

后宅小学

本地块
农田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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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

地块西侧后宅

中学已在建设，

南侧黄龙村逐

渐扩增，其余区

域并未较大变

化

2000年

地块与 2000年
变化不大

2003年 7月

前毛店村

黄龙村

后宅小学

本地块
后宅中学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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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后宅

中学及南侧后

宅小学建设完

善，其余并未发

生较大变化

2009年 5月

地块与 2009年
并未发生较大

变化

20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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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德馨

路开始修建，镇

中北侧 1#高层

项目部建设完

成

2015年 1月

地块北侧镇中

北侧 1#地块开

始进行地基挖

建，造成地面高

程，形成水坑，

其余并未发生

较大变化

2017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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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镇中

北侧 1#正在建

设，后宅二幼幼

儿园也正在建

设，其余区域并

未较大变化

2019年 12月

地块与 2019年
并未发生较大

变化

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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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万锦

城开始建设，地

块东侧因本地

块准备开始建

设新建临时工

程项目部，后宅

二幼逐渐建设

完善，其余并未

发生较大变化

2020年 8月

地块周边并未

发生较大变化，

仅南侧万锦城

逐渐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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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地块调查范围面积为 33771.44 平方米。地块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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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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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后宅街道办事处收集地块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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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用地红线图 必要 已收集
后宅街道办事处

国土所

2 地块规划说明 必要 已收集 后宅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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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宅街道寺前幼儿园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详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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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

分析
收集程度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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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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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历史卫星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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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后宅街道

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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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后宅街道

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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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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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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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龙村监委 当面访谈 139****5008

地块内曾为临时工程用房，地块

周边建立许多临时搭建工程用房

用于施工人员居住，地块及周边

不存在企业

叶汉来 黄龙村书记 当面访谈 150****6999

地块及周边历史上不存在企业，

地块内曾修建临时工程用房，周

边大部分均为居民区及学校，地

块不存在外来土

后宅街道 当面访谈 138****2349
地块不存在污染等事故，周边不

存在企业，地块现土地使用权为

后宅街道

后宅街道国

土所
当面访谈 188****9019 地块现正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周

边大部分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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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化，不涉及外来土，未

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临时工程用房，农田主要为附近居民使用果蔬种植，

农药使用量较少，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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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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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化，不涉及外来土，

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未发现有槽罐堆放。

地块上历史上主要为农田、临时工程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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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为农田及绿化，不涉及外来土，不产生

危险废物及其他固体废物，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地块上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及临时工程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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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

化，历史上曾为农田及临时工程用房，临时搭建房地面均已硬化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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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前一直为农

田，2013年后地块北侧

部分区域因修建德馨路

临时搭建简易工程用房

用于工人居住，其余区

域均为农田未发生改

变，2019年，临时简易

工程房拆除，重新种植

目前地块现

状为农田及

绿化。

地块 2013年前一直为农

田，2013年后地块北侧

部分区域因修建德馨路

临时搭建简易工程用房

用于工人居住，其余区域

均为农田未发生改变，

2019年，临时简易工程

房拆除，重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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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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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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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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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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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地块 2013年前一直为农田，2013年后地块北

侧部分区域因修建德馨路临时搭建简易工程用房用于工人居住，其余区域均为农

田未发生改变，2019 年，临时简易工程房拆除，重新种植，目前地块现状为农

田。

（2）该地块历史上农田的农药、化肥用量极少。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

临时工程用房，农田主要为附近居民使用果蔬种植，农药使用量较少，因此地块

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水泥

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

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

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地块历史均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

涉及危化品，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险化学品，不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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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块均未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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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未发现管道、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刺鼻气味。

（6）地块历史上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未开展过

土壤或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道路、学校及临时工程用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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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种植及果园培育供周边居民食用买卖，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

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周边道路建设过程中其使用的车辆、设备清洗以及拌合站

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对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施工产生的废气污

染物主要为粉尘，经有效处理后对本地块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其产生的建筑垃圾、

弃渣等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统一处置，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因此，道路施工对本地块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

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

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居民区、学校主要为人为活动，居民区不存在

手工作坊情况，不产生有毒有毒有害污染物，仅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生活废水经市政管网纳管排放，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较小。因此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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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及临时工程用房，农药使用量较少，因此地块所含农

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水泥硬化处

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市政污

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化品，

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地块历史均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

化品，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险化学品，不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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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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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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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周边为居民区及学

校，不存在污染源及污染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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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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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位于义乌后宅中学东侧，地块调查面积为 33771.44

平方米，中心桩号为东经 120.055544°，北纬 29.379167°，地块北侧为德馨路，

隔路为高层一期及高层修建临时工程用房，南侧为黄龙村、后宅小学及万锦城，

西侧为后宅中学，东侧为临时工程用房及前毛店村。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原用

途为农用地，现地块规划用为商住用地，地块使用权为义乌市后宅街道办事处。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 2013年前一直为农

田，2013年后地块北侧部分区域因修建德馨路临时搭建简易工程用房用于工人

居住，其余区域均为农田未发生改变，2019年，临时简易工程房拆除，重新种

植，目前地块现状为农田及绿化。

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临时工程用房，农田主要为附近居民使用果蔬种植，

农药使用量较少，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地块历史均不涉及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不涉及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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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居民区、道路、学校及临时工程用房；农

田种植及果园培育供周边居民食用买卖，因此地块所含农药及化肥含量较小，均

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周边道路建设过程中其使用的车辆、设备清洗以及拌合站

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对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施工产生的废气污

染物主要为粉尘，经有效处理后对本地块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其产生的建筑垃圾、

弃渣等收集后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统一处置，生活垃圾由市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因此，道路施工对本地块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临时工程用房地面经过

水泥硬化处理，施工人员及居民生活污水由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不涉

及危化品，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居民区、学校主要为人为活动，不产生有毒有

毒有害污染物，仅产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生活废水经市政管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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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排放，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较小。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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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商住用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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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商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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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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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宅街道镇中东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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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