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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自查说明/报告中位置

否决项（以下8项中任意一项判定为“涉及”，则评审结论为“不予通过”）

1 与采样时相比，地块现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且该变化极可能影响最终的调查结论 无重大变化

2 地块规划不明确且未按敏感用地评价，或用地类别判断出现错误 P26-29
3 调查期间地块内仍然堆存有固体废物（不含建筑垃圾），且未针对其进行清理及说明 P36，地块内无固体废物

4 土壤或地下水采样位置设置不符合要求，遗漏重要污染点位或污染层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5 土壤或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不全面，遗漏必测项或特征污染物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6 土壤或地下水采样和检测实施不规范，或缺少必要的质控手段，且极可能影响最终调查结论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7 现场调查过程、实验室检测分析或调查报告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8 调查结论不明确或其它原因导致调查结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P55
打分项（共计42项，按照总分计算后80分以下为“不予通过”）

1 报告封面及扉页
审查报告封面及扉页格式是否规范，扉页应包括项目名称、委托单位、编制单位、编制日期、

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员、承担的工作内容并签字确认
封面、责任表页

2 项目概述
项目情况介绍是否清楚，至少包括项目背景、编制目的、编制依据、前期工作概况、主要工作

程序等内容
P1-9

3 地块基本情况

1 地块公告资料或数据

地块公告资料或数据是否表述清楚，包含：□地块名称 □地块地址
P17-19

2 地块位置、面积和边界

地块位置、面积和边界表述是否清楚，至少包括：□地理位置图 □地块范围图

□边界拐点坐标 □周边土地利用情况

P19-24

③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资料

地块重要/重大变化的时间和所有人信息是否表述完整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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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自查说明/报告中位置

④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情况

地块及周边使用现状及历史情况表述是否完整，至少包含：

□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及周边利用历史变迁图

□地块历史是否追溯到农田或未利用状态的时间节点

□地块内平面布置图，并描述地块内建筑、设施和生产的历史变化情况

□地块周边紧邻主要企业的类型、方位、距离、主要生产工艺等

P30-42

⑤地块自然环境

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环境条件表述是否清楚，至少包含：

□地形地貌 □气象条件 □水文条件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流向 □周围敏感目标

分布图

P10-17、24-26

⑥地块未来规划

地块未来规划用途是否表述清楚
P26-29

4 关注污染物和重点

污染区分析

①地块相关环境调查资料是否表述完整，至少包含：

□环评等资料或以往调查报告简要情况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紧邻地块是否存在影响该地块的现状或历史污染

P43、35-36

②地块是否存在历史污染：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相关情况，至少包含：

□污染范围、污染类型及浓度 □材料缺失，则说明缺失的原因

P35-36

③历史上是否存在泄漏和污染事故：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泄漏和污染事故时间和位置等基本情况，至少包含：

□污染区域图件 □污染物种类 □材料缺失，则说明缺失的原因

P35-36

④地块是否涉及工业生产：

是否完整分析各工艺和原料、产品、辅料等，至少包含：

□生产工艺流程图 □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 □化学品涉及区域位置图 □工艺变更平面

布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不涉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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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自查说明/报告中位置

⑤地块是否存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原辅助材料的输送管线（原辅助材料

是否有毒有害）、污水输送管道等情况：

若存在，是否明确表述相关情况，并附：□地下设施分布图

P47

⑥地块是否涉及化学品储存或堆放区域：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化学品储存区域及物料清单，至少包含：

□化学品放置区域位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P47

⑦地块是否涉及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废物填埋、倾倒或堆放地点以及处理情况，至少包含：

□填埋、倾倒或堆放位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P47

⑧地块是否涉及废水/废气排放：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排污地点和处理情况，至少包含：

□废水(收集/处理)池、废气治理区位置平面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不涉及生产

⑨现场是否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是否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其位置、污染情况，包括：□照片或快速检测记录

P48

⑩地块关注污染物识别是否完整、分析是否合理，至少包括：□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特征污染物 P43-49

⑪地块潜在土壤、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是否全面、合理，识别理由、具体位置、污染途径等是否

表述清晰
P43-49

5 土壤/地下水调查

布点取样

①土壤点位布设的布点依据和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括：

□针对性 □代表性 □布点数量及位置 □带坐标的点位布设图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②土壤样品采集过程是否规范并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土壤对照点 □采样点编号、钻孔深度、坐标、采样深度、样品编号等描述 □采样图片 □

现场调查点位有可分辨或明显标识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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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自查说明/报告中位置

③是否布设地下水采样点：（若是需评审第③~④项）

建井、洗井、取样过程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监测井布设理由及布设图 □地下水对照点

□建井信息，包括采样点编号、钻孔深度、坐标、开筛深度、样品编号、地下水现场测试参数、

标高、水位等描述

□采样图片 □现场调查点位有可分辨或明显标识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④地下水埋藏条件和分布特征是否准备表述，至少包含：

□地下水水位 □地下水流向图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⑤是否根据现场钻孔记录准确描述土层结构及其分布，至少包含：

□土层剖面图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⑥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详细调查）

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的调查和获取情况，包括土壤有机质含量、容重、含水率、土壤孔隙率和

渗透系数等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⑦样品保存、流转、运输过程是否符合要求，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是否完备，至少包含：

□图片和记录 □样品流转单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⑧检测方法和检测限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含：□检测方法和检测限统计表 □检测资质和涉

及检测项目的认证明细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6 调查结果分析和调

查结论

①评价标准确定

所选用的评价标准是否合理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②检测数据汇整和分析

检测数据统计表征是否科学，至少包含：

□检测结果汇总表 □对照监测点结果描述 □质控样结果描述

若存在超标，对污染源解析是否合理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③污染范围和深度划定（详细调查）

污染范围和深度的划定方法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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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自查说明/报告中位置

④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是否可信、明确，建议是否合理
P55-56

7 附件

①人员访谈记录：应说明访谈对象、访谈方式及访谈内容 附件4
②现场踏勘记录：应说明现场踏勘发现的主要情况 附件4
③钻孔柱状图：应包含时间、点位号、坐标、土层变化、所用钻机等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④测绘报告：应针对地块取样点的坐标、高程等进行测绘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⑤手持设备日常校准记录：包含PID、XRF、现场水质分析仪等设备日常校准记录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⑥如涉及地下水采集，须附上建井记录：应包含孔径、管径、井深、滤水管位置、滤料层位置

和止水位置等建井信息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⑦如涉及地下水采集，须附上成井洗井和采样洗井记录：应包含洗井时间、现场水质参数测定

等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⑧原始采样记录：应附土壤/地下水的原始采样记录，包括土壤样品PID和XRF快速检测筛选等

记录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⑨现场工作记录：应有土壤钻孔/采样、地下水建井/洗井/采样（如有）、样品保存等各个工作

环节的照片记录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⑩实验室检测报告：应加盖检测单位CMA、CNAS公章，并附样品流转单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⑪实验室资质证书：应附在有效期内的CMA、CNAS证书 第一阶段调查、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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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舟山市定海长白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宁波龙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对位于定海区小沙街道乐家村的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分

析等。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均位于定海区小沙街

道乐家村，DH-10-01-01地块的南侧红线即为 DH-10-01-02地块的北侧红线，两个地

块紧邻且红线重叠，因此将该两个地块合并进行调查，合并后的地块统一称为“本

地块”，本报告下文中出现的“本地块”均代表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地块的合并地块。

地块概况

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不涉及

工业企业。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厂房及工业生产活动，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

质、危化品的存储及使用、运输等活动，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

体废物堆放及倾倒、固废填埋、外来生产废水排入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

形，未进行规模化养殖。农田主要种植水稻，水稻种植过程中需要用水灌溉，灌溉

水主要来源于地块内北侧及东南角的河流。北侧河流自西向东流动，来源于地块外

西南侧约 520m处的水库，途径区域仅为山地及乐家村村庄，村庄内不设有企业及小

作坊，因此该河流水质无污染，对本地块无影响；东南角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

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约 450m处的水库，仅途径山地及农田，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

因此，农田和河流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根据前述调查，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为农

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其中地块东侧自 1994年后开始设有浙江金鹰股份有

限公司。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均为农用地、住宅及道路，本地块内农田

不使用地块东侧河流水灌溉，且该河流上游为小沙街道区域及村庄，不涉及工业企

业，因此该河流对本地块无影响；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亚麻车间及煮练车间位于

地块周边 200m范围内，但其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

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其他涉

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工艺（喷漆、印染、废水处理等）均距离地块较远，且均位

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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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另外本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

行东南风，该企业位于外地块东北侧，不位于下风向，因此喷漆废气通过大气沉降

影响本地块的可能性不大。

结论

本地块属于甲类地块，地块内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禽畜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

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现场踏勘未发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不存在紧邻

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本次调查能够确认本

项目调查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企业，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

能够满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要求，地块的

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采样调查。

DH-10-01-01 地块可直接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开发利用，

DH-10-01-02地块可直接作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代码 0806）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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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项目背景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均位于定海区小沙街

道乐家村，DH-10-01-01地块面积 5770m2(来源于规划设计条件)，DH-10-01-02地块

面积 4970m2（来源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编号 :用字第

3309022024XS0012466号）），两个地块合计面积 10740m2。考虑到控规面积与规划

设计条件面积有所出入，故将调查范围扩大，以涵盖控规和规划设计条件中所示所

有范围，共计调查范围面积 10789.8m2。本地块东侧相邻为农田及小路，南侧相邻为

农田及小路，西侧相邻为农田，北侧为河流及小路，本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 ° ， N30.121867 ° ， 其 中 DH-10-01-01 地 块 中 心 地 理 坐 标 为

E122.056136°，N30.121867°，DH-10-01-0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

N30.121867°。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

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历史不涉及工业企业。

根据《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稿，

2023年 11月）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83号），DH-10-01-01地块规划为二

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DH-10-01-02地块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

代码 080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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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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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法中第七条明确规定，符合甲、乙及丙三种类型地块情形的，责任人需按规定进行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浙环发〔2021〕21号第十四条：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

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同时经调查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

源，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本地块原为 E2农林

用地（根据关于印发《舟山市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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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舟发改规划[2021]27号），到 2025年，完成全市所有涉农县（区）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根据控规文件中三调土地利用现状图，本地块为水田），

用途变更二类居住用地及医疗卫生用地，均属于敏感用地，因此本地块按甲类地块

进行调查。

现为了查明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的土壤及

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保障场地的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的环境安全，舟山市定海长

白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宁波龙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全面开展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

我司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所掌握的场地信息，根据相关技术规

范编制了《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

1.2.场地污染状况识别

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不涉及

工业企业。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厂房及工业生产活动，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

质、危化品的存储及使用、运输等活动，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

体废物堆放及倾倒、固废填埋、外来生产废水排入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

形，未进行规模化养殖。农田主要种植水稻，水稻种植过程中需要用水灌溉，灌溉

水主要来源于地块内北侧及东南角的河流。北侧河流自西向东流动，来源于地块外

西南侧约 520m处的水库，途径区域仅为山地及乐家村村庄，村庄内不设有企业及小

作坊，因此该河流水质无污染，对本地块无影响；东南角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

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约 450m处的水库，仅途径山地及农田，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

因此，农田和河流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根据前述调查，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为农

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其中地块东侧自 1994年后开始设有浙江金鹰股份有

限公司。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均为农用地、住宅及道路，本地块内农田

不使用地块东侧河流水灌溉，且该河流上游为小沙街道区域及村庄，不涉及工业企

业，因此该河流对本地块无影响；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亚麻车间及煮练车间位于

地块周边 200m范围内，但其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

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其他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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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工艺（喷漆、印染、废水处理等）均距离地块较远，且均位

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

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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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

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能够确认本项目调查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企业，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1.3.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地块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禽畜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

送；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

填埋；现场踏勘未发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

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满足浙环发〔2021〕21号文第十四条要求，

无需进入第二阶段采样调查。

DH-10-01-01 地块可直接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开发利用，

DH-10-01-02地块可直接作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代码 0806）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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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工作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等相关导则和技

术规范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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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调查原则

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调查，充分汲取、

借鉴国内外调查与评估经验基础上，基于现场实际条件并结合场地使用历史、未来

规划来制定各阶段工作，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规范性原则：调查应遵照我国现有的与土壤环境调查相关的政策、标准及规范

进行，做到调查的科学性及准确性；以科学的观点分析和论述存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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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报告提出者

舟山市定海长白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3.调查执行者、报告撰写者

调查执行者：宁波龙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撰写者：宁波龙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调查依据

2.4.1.法律与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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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浙政发〔2016〕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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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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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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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土壤〔2019〕63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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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冮省建设用地上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

（10）《舟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舟政发〔2017〕36号）；

（11）《岱山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岱政发〔2017〕42号）；

（12）关于印发《舟山市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舟发改规划[2021]27号）。

（13）浙江省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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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浙环发〔2022〕24号）；

（14）《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 第 10号）。

2.4.2.导则与规范

（1）《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试行)》（2012年 12月）；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17年第 72

号）；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2023〕

234号）。

2.4.3.其他资料

（1）《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稿，

2023年11月）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83号）；

（2）《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项目详细勘察报告》（浙江中材工

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3）《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招挂牌[2023]0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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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预 审 与 选 址 意 见 书 附 件 》 （ 编 号 : 用 字 第

3309022024XS0012466号）；

（5）《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

（6）业主提供的其他场地资料。

2.5.调查内容与程序

2.5.1.调查内容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一次性调查不能满足本阶段调查要求的，则需要继续补充调查直至满足要求。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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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

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

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

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

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

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

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GB 36600等国家和地方相关

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

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

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

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

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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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根据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所规定的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程序，本次调查所处阶段见下图2.5-1所示，即本次调查为第一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调查阶段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资料搜集

收集场地使用历史、区域环境信息、区域自然社会环境等相关资料，初步了解

场地环境概况，主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变迁资料、水文地质勘查报告等。

2、现场踏勘

对该场地进行现场踏勘，尽可能收集更为详尽的场地资料，作为制定下一步工

作计划的依据。现场踏勘以场地内为主，并适当包括场地周边区域，在勘查场地时

尽可能勘查场地的设施、建筑物、构筑物，如管道、槽、沟等，同时观察是否有敏

感目标等存在。

3、人员访谈

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场地现状和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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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

等方式进行。

本项目工作内容如图 2.5-1。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

勘和人员访谈，识别该地块潜在的污染源，通过少量的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

分析等步骤，识别地块主要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情况。根据调查

分析结果判断地块是否需要进一步进行详细调查、是否需要开展风险评估或污染修

复。

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显示本调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

染源，因此无需进行第二、三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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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调查程序

图 2.5-1 调查工作程序

2.6.调查执行情况

表 2.6-1 调查执行情况表

阶段 工作内容 执行时间

第一阶段

调查启动 2023.12.10

资料收集与分析 2023.12.10~2023.12.15

现场踏勘 2023.12.10

人员访谈 2023.12.10

报告编制 2023.12.15~20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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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本次调查报告的主要提纲如下：

表 2.7-1 报告提纲

大纲 提纲

第一章：前言

1.1项目背景

1.2场地污染状况识别

1.3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第二章：调查工作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2调查报告提出者

2.3调查执行者、报告撰写者

2.4调查依据

2.5调查内容与程序

2.6调查执行情况

2.7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第三章：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2区域水文地质情况

3.3地块地理位置及调查范围

3.4周边敏感目标

3.5地块未来规划

3.6地块使用概况

3.7地块现状

3.8地下设施情况

3.9地块周边污染源

第四章：场地污染状况调

查识别

4.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4.2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情况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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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埋处理情况

4.4历史监测或调查情况

4.5现场检查或踏勘情况

4.6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水质分析

第五章：场地调查结果和

分析

5.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5.2调查结果

5.3分析

第六章：不确定性分析 不确定性分析

第七章：结论和建议
7.1结论

7.2 建议

第八：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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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地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舟山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其地理坐标为北

纬 29°32′～31°04′，东径 121°30′～123°25′。东西长约 181.7km，南北宽约 169.4km，

区域总面积约 2.22万 km2，其中海域面积约 2.08万 km2，陆域面积约 1440.12km2。

岸线总长 2447.87公里，水深 10m以上 183.2公里，水深 20m以上 82.8公里。

定海区是舟山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浙江省东北、上海市东南、杭州

湾外缘的东海海域中，地理位置介于东径 121°38′-122°15′，北纬 29°55′-30°15′之间。

全区共有大小岛屿 128个，总面积 1444km2，其中，陆地面积 568.8km2，海域 875.2km2，

拥有海岸线 400多 km。定海面临浩瀚的太平洋，背靠上海、杭州、宁波大中城市和

长江三角等辽阔腹地，属我国南北海运和远东国际航线之要冲，是长江流域对外开

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均位于定海区小沙街

道乐家村，DH-10-01-01 地块面积 5770m2，DH-10-01-02 地块面积 4970m2，两个地

块合计面积 10740m2。本地块东侧相邻为农田及小路，南侧相邻为农田及小路，西侧

相邻为农田，北侧为河流及小路，本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

N30.121867 ° ， 其 中 DH-10-01-01 地 块 中 心 地 理 坐 标 为 E122.056136 ° ，

N30.121867°，DH-10-01-0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N30.121867°。

3.1.2.气候特征

本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最大风速在

18~35m/s，受台风影响时，最大风速可超过40m/s。

舟山群岛四面环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暖夏凉，温和湿润，光照充足年平

均气温16C左右，最热8月，平均气温25.8~28.0摄氏度；最冷1月，平均气温5.2~5.9

摄氏度。常年降水量927~1620毫米。

3.1.3.地形地貌

舟山各岛是大陆浙东丘陵向东北延伸的部分，在构造上属闽浙地质的东部边缘。

中生代的流纹岩、花岗岩广布各岛。各岛屿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始于天台山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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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半岛没入海中。域内土壤主要有红壤、水稻土、咸土等几种，一般呈环状分布。

定海区属华东地层区。出露地区以中生界侏罗纪上纪为主，次为新生界第四系。

出露部分厚度大，以喷出岩居多，属陆相酸性火山沉积岩构造，系晚侏罗纪喷火山

活动强烈爆发地段产物。境内土壤有红壤、黄壤、潮土、盐土、水稻土等 5大类。

旱林地以红壤土类的石砂土居多，占 68.6%；其次为黄壤土，占约 19%。

场地地面相对高程在 5.4～6.5米，地貌为冲洪积平原。

3.1.4.水文特征

舟山市海水温度常年平均 17℃。3～5月冬夏季节水温过渡期，6～9月夏季型水

温分布期，10～11月夏冬间季节水温交替期，12月至翌年 2月冬季型水温分布期。

夏季及其过渡期（3～9月）为增温过程，海域西部高水温期出现在 9月份，可达 29.8℃。

冬季及其过渡期（10月至翌年 2月）为降温过程，低温期在 2月份，低水温在 5℃

上下。海域东北部四季水温变幅较西南部小。高水温期出现在 8月份。水深 30m以

内海域，6月份出现水温分层（跃层现象）。初期上、下界温差 2～3℃。7～8月进

入强跃期，温差可达 8℃。9～10月，扩大到水深 50m以内海域后，跃层现象渐趋消

衰。

四季海水盐度变化与水温变化相反，春冬正变幅，秋夏负变幅。春季高出累年

平均盐度 0.88‰，冬季高出 1.75‰，夏季下降 1.21‰，秋季下降 1.49‰。表层变幅

与大陆入海径流消长趋一致；底层与外海高盐水系制约强弱相关。

潮汐：太平洋波经琉球群岛--台湾水道进入东海，并向浙闽沿海传播而成。受海

洋地理位置等影响，境内海域主要行不规则半日潮。潮差外海小，愈近沿岸愈大，

海湾内部更大，并由湾口向内递增。大潮潮差：海域东部一嵊山港 3.3m，中部-长涂

港 5.5m，西部-杭州湾可达 8.9m。

潮流：往复流和回转流两种。舟山群岛附近潮流急，我国沿海强流区；其外，

流速渐缓，海域西部的衢港、黄泽港等往复流，流速可达 5 节，东西流向为主，平

潮时有短暂“憩流”现象，海域东部的嵊山、洋鞍渔场等回转流，流速不过 2节。

半日潮平均潮时分配：南北流各占 3 小时，西南流 2小时，东、东南、东北、西流

各占 1小时。

地块内北侧及东南角各有一条河流流经，北侧河流自西向东流动，来源于地块

外西南侧约 520m处的水库，途径区域仅为山地及乐家村村庄，村庄内不设有企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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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东南角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约 450m处的水库，仅

途径山地及农田，两条河均为地块内农田灌溉水来源。另外，地块外东侧约 20m处

有一条河流，该河流自南向北流动地块内两条河流汇入东侧河流。该两条河流为季

节性河流。

图 3.1-1 地块周边河流及水库

水库，汇集山体地

表径流及雨水形成

途径区域均无

工业企业存在

途径区域均无

工业企业存在

水库，汇集山体地

表径流及雨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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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区域水文地质情况

为了解地块水文地质情况，本次调查收集到浙江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年11月编制完成的《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项目详细勘察报告》，

该地勘报告为DH-10-01-02地块的地勘。

3.2.1.地层结构

除最上层40cm左右的耕土层外，下方第②-1层粉质黏土层与第③-1层含黏土角

砾呈互层土。

在勘探区域及深度范围内岩土层分布详细情况分述如下：

第①层：层名耕土，层顶高程：5.58m～6.88m，层底埋深：0.3m～0.5m，层底

高程：5.08m～6.48m，层厚：0.3m～0.5m。地层描述：褐黄色，稍密，湿。含大量

植物根及腐殖质，为近年人工种植物。

第②-1层：层名粉质黏土，层顶埋深：0.3m ～0.5m，层顶高程：5.08m～6.48m，

层底埋深：3.7～32.0m，层底高程：1.91m～-25.49m，层厚：2.0m～16.0m。地层描

述：黄褐色，可塑，厚层状，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切面粗糙、稍有光泽，含砂

粒、局部夹碎石。与③-1层土以互层出现。该层土全场分布。

第③-1层：层名含黏性土角砾，层顶埋深：3.20m ～30.90m，层顶高程：2.51m～

-24.02m，层底埋深：6.7m～32.3m，层底高程：-1.09m～-26.27m，层厚：1.5m～12.5m。

地层描述：灰黄色，稍密，很湿，厚层状，中等偏低压缩性；颗粒粒径最大达10cm、

分选性差、颗粒级配差。碎石含量3.1-80.5%、角砾1.3-54.9%、砂粒2.8-38.8%、粉黏

粒7.8-38.3%，局部相变为含黏性土碎石、或含黏性土砾砂；细颗粒充填于粗颗粒之

间，切面粗糙、稍有光泽，干强度高，无韧性，摇震反应低。土质不均，该层土全

场分布。

勘探孔平面布置图见图 3.2-1，工程地质剖面图见图 3.2-2，典型地质工程柱状图

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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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钻探孔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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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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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典型地质工程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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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地下水情况

根据含水介质及储水条件，并结合本次勘察结果，本场地地下水主要类型为上

部浅层孔隙潜水。

⑴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表部耕植土中，上部耕植土透水性较好，水量较大；

浅层孔隙潜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以及近年人工种植水稻浇灌，多以蒸发和顺坡径

流方式排泄。第②层粉质黏土为相对隔水层。第③-1层含黏性土角砾被黏性土、粉砂

粒充填或包裹，属于非含水层。

⑵本次勘探期间测得钻孔内稳定水位埋深在0.00m～0.60m之间，相应标高在

5.48m～6.28m之间。水位变化幅度约0.5m。

根据地块周边区域地势及环境判断，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流动。本

地块所在区域不开采地下水，不位于饮用水源区。

图 3.2-4 地下水流向图

3.3.地块地理位置及调查范围

3.3.1.地理位置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均位于定海区小沙街

道乐家村，DH-10-01-01地块面积 5770m2(来源于规划设计条件)，DH-10-01-02地块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及 DH-10-01-0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8

面积 4970m2（来源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编号 :用字第

3309022024XS0012466号）），两个地块合计面积 10740m2。本地块东侧相邻为农田

及小路，南侧相邻为农田及小路，西侧相邻为农田，北侧为河流及小路，本地块中

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N30.121867°，其中 DH-10-01-01地块中心地理坐标

为 E122.056136°，N30.121867°，DH-10-01-0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

N30.121867°。

场地地理位置图和周围环境概况详见下图。

图 3.3-1 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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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场地周边环境概况图

东侧小路及农田 南侧道路

西侧农田 北侧小路及河流

图 3.3-3 场地四侧周围环境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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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成果稿，2023年11月）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83号）、《建设项目

规划设计条件》（招挂牌[2023]035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

（编号:用字第3309022024XS0012466号）。

其 中 《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预 审 与 选 址 意 见 书 附 件 》 （ 编 号 : 用 字 第

3309022024XS0012466号）针对DH-10-01-02地块，其面积为4970m2，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面积为4970.4m2，两个文件面积及范围均一致。

而对于DH-10-01-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地块面积为5811.4m2，建设项目规

划设计条件中面积为5770m2，较控规变小，但其西北角超出了控规中DH-10-01-01地

块的范围，因此本次调查将超出的西北角约8m2的土地一并纳入调查，DH-10-01-01

地块共计调查面积5819.4m2。

同时，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DH-10-01-01及DH-10-01-02地块均位于定海区小

沙街道乐家村，DH-10-01-01地块的南侧红线即为DH-10-01-02地块的北侧红线，两

个地块紧邻且红线重叠，因此将该两个地块合并进行调查，共计调查范围面积为：

DH-10-01-01地块调查范围为5819.4m2，DH-10-01-02地块调查范围为4970.4m2，共计

调查范围面积10789.8m2。

现将各文件中地块范围及调查范围汇总如下。

（1）控规中地块范围

控规中地块拐点示意图见图 3.3-4，拐点坐标见表 3.3-1。

表 3.3-1 控规中地块调查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地块编号 坐标经度°（E） 坐标纬度°（N）
J1

DH-10-01-01地块

122.056496 30.122465
J2 122.056486 30.122624
J3 122.056394 30.122701
J4 122.056058 30.122704
J5 122.055969 30.122707
J6 122.055880 30.122714
J7 122.055792 30.122726
J8 122.055704 30.122741
J9 122.055641 30.122697
J10 122.055646 30.122064
J11 122.055672 30.12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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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 122.056560 30.122092
J13 122.056537 30.122189
J14 122.056518 30.122280
J15 122.056504 30.122372
J16

DH-10-01-02地块

122.055650 30.121630
J17 122.056078 30.121600
J18 122.056633 30.121578
J19 122.056664 30.121605
J20 122.056648 30.121713
J21 122.056625 30.121821
J12 122.056560 30.122092
J11 122.055672 30.122064
J10 122.055646 30.122064

图 3.3-4 控规中地块范围及拐点图

（2）《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中地块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招挂牌[2023]035号），DH-10-01-01地块面

积为 5770m2。地块拐点示意图见图 3.3-5，拐点坐标见表 3.3-2。

代表控规中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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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中地块范围

表 3.3-2 规划设计条件中地块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地块编号 坐标经度°（E） 坐标纬度°（N）
J1

DH-10-01-01地块

122.056496 30.122465
J2 122.056486 30.122624
J3 122.056394 30.122701
J4 122.056058 30.122704
J5 122.055969 30.122707
J6 122.055880 30.122714
J7 122.055792 30.122726
J8 122.055704 30.122741
J22 122.055672 30.122748
J23 122.055653 30.122682
J24 122.055659 30.122617
J25 122.055653 30.122548
J26 122.055652 30.122430
J27 122.055657 30.122377

代表规划设计条件中

范围

代表控规中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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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8 122.055658 30.122288
J29 122.055664 30.122183
J11 122.055672 30.122064
J12 122.056560 30.122092
J13 122.056537 30.122189
J14 122.056518 30.122280
J15 122.056504 30.122372

（3）地块扩大后调查范围

将地块西北角约 8m2纳入 DH-10-01-01地块进行调查，共计调查范围共计调查范围面

积为：DH-10-01-01 地块调查范围为 5819.4m2，DH-10-01-02 地块调查范围为

4970.4m2，共计调查范围面积 10789.8m2。调查范围拐点示意图见图 3.3-6，拐点坐标

见表 3.3-3。

图 3.3-6 调查范围图

代 表 调

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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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地块编号 坐标经度°（E） 坐标纬度°（N）
J1

DH-10-01-01地块

122.056496 30.122465
J2 122.056486 30.122624
J3 122.056394 30.122701
J4 122.056058 30.122704
J5 122.055969 30.122707
J6 122.055880 30.122714
J7 122.055792 30.122726
J8 122.055704 30.122741
J22 122.055672 30.122748
J30 122.055663 30.122714
J9 122.055641 30.122697
J10 122.055646 30.122064
J11 122.055672 30.122064
J12 122.056560 30.122092
J13 122.056537 30.122189
J14 122.056518 30.122280
J15 122.056504 30.122372
J16

DH-10-01-02地块

122.055650 30.121630
J17 122.056078 30.121600
J18 122.056633 30.121578
J19 122.056664 30.121605
J20 122.056648 30.121713
J21 122.056625 30.121821
J12 122.056560 30.122092
J11 122.055672 30.122064
J10 122.055646 30.122064

3.4.周边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敏感目标主要为居住区、学校、寺庙、

地表水，具体见表 3.4-1和图 3.4-1。

表 3.4-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一览表

敏感点名称 方位 与场地的最近距离（m） 性质

乐家 西 52 居住

傅三房 北 54 居住

河流 东 19 地表水

水库 1 西南 532 地表水

水库 2 西南 449 地表水

乐家 东 紧邻 居住

潭头村 南 269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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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大庙 南 535 寺庙

王家 南 674 居住

陈家 东 362 居住

倪家 东南 335 居住

小沙中心小学 东南 882 学校

庙桥 东南 360 居住

小沙初级中学 东南 758 学校

东岙弄 东 793 居住

汪桥弄 北 208 居住

小沙西庙 北 527 寺庙

烟墩下 西北 940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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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场地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1000m）

3.5.地块未来规划

根据《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稿，

2023年 11月），DH-10-01-01及 DH-10-01-02地块原用地性质为农林用地 E2，规划

为二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代码 0806）。

调查地块

代表 1000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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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土地原用地性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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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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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地块范围、面积及用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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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地块使用概况

3.6.1.使用历史及变迁及平面布置情况

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不涉及

工业企业。地块使用历史见表 3.6-1，本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6-1。

表 3.6-1 土地使用历史信息

时间段 地块历史用途 主要使用情况 土地所有人

80年代之前 农田、北侧部分为河流
种植水稻，河流来源于地块外

东南侧水库 原属于乐家村村集

体，于 2022年 10
月 20日由小沙街

道征地完成，属于

国有

80年代至今

农田，东南角一条河流流

经，地块东侧约有 8m2为

民宅，北侧有部分河流

农田主要种植水稻、东南角河

流及北侧河流为灌溉水来源，

均来源于水库，途径区域不涉

及工业企业。民宅区域为不涉

及生产

60年代影像图，地块内未有构筑物，地块内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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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影像图，地块内为农田，东南角一条河流流经，地块东侧约有 8m2为民宅，北侧有部

分河流

2002年 11月影像图，与之前一致，未变动

河流

民宅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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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6月影像图，与之前一致，未变动

2014年 1月影像图，与之前一致，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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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月影像图，与之前一致，未变动

2016年 2月影像图，与之前一致，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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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影像图，与之前无变动

2019年 8月影像图，与之前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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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影像图，与之前无变动

2023年 12月航拍图，与之前无变动。

图 3.6-1 本地块历史影像图

3.6.2.污染历史信息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调查，场地历史用途为农田、河流及民宅，地块及

灌溉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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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不存在污染历史。

3.7.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在，农田区域可见水稻收割后残留的

稻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外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

场地现状照片如图 3.7-1所示。

地块北侧河流 地块内东南侧河流

地块内现状 民宅区域内堆放的建材（竹竿、木板等）

图 3.7-1 场地内现状照片

3.8.地下设施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地下设施，地块内及紧邻地块不

存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原辅助材料的输送管线。

3.9.地块周边情况调查

根据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及卫星影像，本调查地块周边 200m范围内历史及现状

使用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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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 调查地块周边地块使用情况

方

位

现状使

用情况

与本地

块的距

离 m
历史使用情况 对本地块的影响分析

污染

途径

东

面

农田 1 紧邻 一直为农田，种植水稻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河流 19 2003年之前为山地
该河流自南向北流动，其上游为村庄，不经过工业企业，本地块不取用该河流的水，因此该

河流对本地块的无影响
无

乐家村

民宅
紧邻、31

80年代之前为农田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80年代至今一直为民宅 以居住为主，不涉及小作坊，因此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小契线 135 一直为道路 道路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金鹰股

份有限

公司

52

1994年之前为农田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1994年之后为金鹰股份有

限公司

根据该企业排污许可证，企业主要生产亚麻制品、纺织机械生产，绢丝纤维、绞纱、筒纱染

色等，距离本地块最近的区域为其亚麻车间（115m）及煮练车间（194m），考虑到地块与

该企业之间相镉有一条道路及河流，且该企业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因此对不会通过地下水

污染本地块，因此对本地块无影响，其具体生产情况详见下文分析

无

南

面

农田 紧邻、20 一直为农田，种植水稻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小路 11
2010年之前为农田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2010年后一直为小路 道路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西

面

农田 紧邻 一直为农田，种植水稻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乐家村

民宅
56 一直为民宅 以居住为主，不涉及小作坊，因此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北

面

小路、

河流
紧邻 一直为小路

本地块与小路中间间隔一条河流，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水库，用于水稻灌溉，该河流部分位

于地块内，部分在地块外，途径区域为农田，不涉及工业企业，因此河流不会对本地块产生

影响；道路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农田 11 一直为农田 农田不涉及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傅三房

民宅
54 一直为民宅 以居住为主，不涉及小作坊，因此对本地块无影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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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为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其中地块东

侧自 1994年后开始设有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现将该企业情况梳理如下：

根据其排污许可证，企业生产工艺为亚麻制品、纺织机械生产，绢丝纤维、绞

纱、筒纱染色等。

表 3.9-1 企业生产情况分析

企业

名称

主要生产

内容
主要生产工艺 主要产污情况

与本地块最

近距离 m
是否会对本地

块产生影响

浙江

金鹰

股份

有限

公司

亚麻制品

栉梳、成条、并

条、粗纺、煮练、

细纺、烘干

废气：颗粒物；

煮练废水：色度、

CODCr、NH3-N、
BOD5、SS、AOX；
固废：废麻

亚麻车间：

114
煮练车间：

193

亚麻车间仅涉

及物理变化，不

会对本地块产

生影响；煮练过

程中加入纯碱、

醋酸以及双氧

水，不涉及有毒

有害物质，因此

不会对本地块

产生影响

纺织机械

生产
机加工、喷漆等

废气：颗粒物、苯

系物；

废水：色度、

CODCr、NH3-N、
BOD5、SS、AOX；
固废：废麻

喷漆车间：

316
金加工：320

距离地块较远，

且位于地块地

下水下游，与地

块中间有河流

阻隔，未发生过

污染及泄露事

故，因此不会对

本地块产生污

染

绢丝纤

维、绞纱、

筒纱染色

印染

废气：/；
废水：色度、

CODCr、NH3-N、
BOD5、SS、AOX；
固废：废麻

印染车间：

519

废水站 废水处理

废气：臭气；

废水：色度、

CODCr、NH3-N、
BOD5、SS、AOX、
总磷、总氮；

固废：污泥

污水站：629

根据上表分析，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亚麻车间及煮练车间位于地块周边 200m

范围内，但其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

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其他涉及有毒有害物

质的生产工艺（喷漆、印染、废水处理等）均距离地块较远，且均位于地块地下水

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通过地下水

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另外本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

东南风，该企业位于外地块东北侧，不位于下风向，因此喷漆废气通过大气沉降影

响本地块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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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地块周边使用历史不会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产生影响。

图 3.9-1 金鹰股份平面布置图

地下水流向

629m

519m

316m

320m

114m

193m

西北风

东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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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1月影像图

地块外东侧：农田 1、河流、乐家村民宅、小契线、

农田 2
地块外南侧：农田

地块外西侧：农田、乐家村民宅 地块外北侧：小路、农田、傅三房民宅

2011年 6月影像图

地块外东侧：农田 1、河流、乐家村民宅、小契线、

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块外南侧：农田、小路

地块外西侧：农田、乐家村民宅 地块外北侧：小路、农田、傅三房民宅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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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影像图

地块外东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西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2017年 5月影像图

地块外东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西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小路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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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影像图

地块外东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西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2021年 10月影像图

地块外东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西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地块外北侧：与之前一致，无变化

图 3.9-2 地块周边历史使用变迁图

小路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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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地污染状况调查识别

4.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4.1.1.资料收集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等技术文件要求，

在舟山市定海长白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小沙街道及乐家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

我司工作组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为调查工作奠定了良好开端。本次调查资料收集工

作，详细工作流程见图 4.1-1。

图 4.1-1 资料收集工作流程图

根据调查，地块历史用途为农田、小路、河流，历史不涉及工业企业，地块内

及紧邻周边地块均未进行过环评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内及周边未发生过泄漏

或环境污染事故。

本次调查收集的资料主要有：

（1）《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稿，

2023年11月）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83号）；

（2）《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项目详细勘察报告》（浙江中材工

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3）《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

4.1.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前，制定工作计划，进场后严格依照《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

（试行）》的要求勘查现场，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以及照相、现场笔记等

方式初步判断场地可能受污染情况。本次调查现场踏勘工作流程图，详见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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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现场踏勘工作流程图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在，农田区域可见水稻收割后残留的

稻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外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

现场未闻到异味，未见污染痕迹。

4.1.3.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主要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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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访谈工作科学组织安排，工作组采取了多种方式对相关涉及人员开

展了访谈工作，主要方式包括了当面交流、电话交流、书面调查表。本次调查人员

访谈工作流程详见图 4.1-3。

图 4.1-3 调查人员访谈工作流程图

参考《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试行）》等技术文件要求，调查期间对 6

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主要是小沙街道工作人员、环保部门人员和对地

块情况相对比较熟悉的土地使用者或附近村民。本次调查人员访谈情况如下表 4.1-1

所示，具体访谈内容见附件 2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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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人员访谈情况表

序号 访谈对象 访谈方式 访谈内容 访谈重要信息

1

朱舟锋

13905808061—舟山

市定海长白岛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当面交流

1、地块规划文件收集；

2、本地块或周边地块地勘收集；

3、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4、地块周边使用情况。

5、地块及周边是否有废水、化工原

料、油品等的地下储罐、储存池或

地下输送管道？是否曾有工业固体

废物堆放场？是否有泄漏或环境污

染事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

的异常气味？

1、收集了《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

果稿，2023年 11月）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83号）；

2、收集了《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项目详细勘察报告》（浙江

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3年 11月）；

3、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种植水稻，地块北侧部分区域为河流，东侧小部

分区域为民宅，东南侧有河流。

4、地块周边以农田、河流、小路、民宅为主，仅有一家金鹰股份生产企业。

5、地块及周边地块均无地下设施、无工业固废堆放、无泄漏事故、无环境污

染事故、未闻到异味。

2
周良

13967222381—小沙

街道

当面交流

1、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2、地块周边使用情况。

3、地块及周边是否有废水、化工原

料、油品等的地下储罐、储存池或

地下输送管道？是否曾有工业固体

废物堆放场？是否有泄漏或环境污

染事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

的异常气味？

4、土地征收情况

1、历史主要为农田、种植水稻，地块北侧有一条小河、东南角有一条小河，

来源于地块外侧的水库，用于农田灌溉用。另外地块东侧有极小部分民宅位

于地块内。

2、地块外东侧为民宅、小路、河流、隔路为金鹰股份，南侧为小路及农田，

西侧为农田，隔农田为乐家村民宅，北侧为河流（部分位于地块内）、小路、

农田、傅三房民宅。

3、地块及周边地块均无地下设施、无工业固废堆放、无泄漏事故、无环境污

染事故、未闻到异味。

4、原土地属于乐家村村集体，于 2022年 10月 20日由小沙街道征收为国有。

3
乐科龙

13505802478—乐家

村村书记

当面交流

1、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2、地块周边使用情况；

3、地块及周边是否有废水、化工原

料、油品等的地下储罐、储存池或

地下输送管道？是否曾有工业固体

废物堆放场？是否有泄漏或环境污

1、历史主要为农田、种植水稻，地块北侧有一条小河、东南角有一条小河，

地块东侧有小部分民宅位于地块内（该民宅约 80年代左右建设，未有生产，

仅作为居住和堆放杂物）。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过。

2、地块外东侧为民宅、小路、河流、隔路为金鹰股份（1994年成立），南

侧为小路（2010年左右建设）及农田，西侧为农田，隔农田为乐家村民宅，

北侧为河流（部分位于地块内）、小路、农田、傅三房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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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

的异常气味？

4、农灌水来源。

5、河流水来源，以及是否途径工业

企业？是否有污染事故？

6、地块外东侧河流上游是否途径企

业？

7、地块紧邻的民宅有无生产情况？

3、地块内无地下设施、无工业固废堆放、无泄漏事故、无环境污染事故、未

闻到异味。

4、主要来源于地块北侧和东南角的河流。

5、北侧河流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水库，途径乐家村，不涉及小作坊及企业；

东南角河流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另外一个水库，途径山地和农田，无企业。

无污染事故发生过。

6、主要途径小沙街道的镇区及其他村庄，不途经工业企业。

7、作为居住所用，院子里堆放杂物，如农具、扫把、竹竿等，未涉及生产

4
乐阿科

13868206148—乐家

村村民

当面交流

1、地块历史使用情况；

2、地块及周边是否有废水、化工原

料、油品等的地下储罐、储存池或

地下输送管道？是否曾有工业固体

废物堆放场？是否有泄漏或环境污

染事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

的异常气味？

3、农灌水来源，是否存在企业或发

生过污染事故？

1、历史主要为农田，种植水稻，地块里北侧及东南角各有一条小河，用于农

田灌溉用。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过。

2、地块内无地下设施、无工业固废堆放、无泄漏事故、无环境污染事故、未

闻到异味。

3、来源于地块外的水库，途径区域没有工业企业。

5
朱薏霖

13957228882—小沙

街道经发办兼环保

电话交流

1、地块及周边地块是否有做过环评

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地块及周边（特别是金鹰股份）

有没有环保处罚记录或环境污染事

故。

1、未查询到在该地址的环评资料；

2、地块内及周边没有环保处罚记录或环境污染事故记载。

6
王隆勇—舟山市生

态环境局定海分局
电话交流

1、地块及周边地块是否做过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2、地块周边的金鹰股份有没有环保

处罚记录或环境污染事故。

1、未查询到在该地址的环评资料；

2、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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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收集到的资料和人员访谈情况，可了解调查地块的信息见表 4.1-2。
表 4.1-2 前期工作信息汇总表

途径 资料 获取信息

现场踏勘 现场照片及影像

现场地表无明显污染迹象，未闻到异味；场地内

未看到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情况。无地下储罐及

有毒有害物质管线痕迹。

资料收集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成果稿，2023年 11月）

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
83号）

调查地块面积、范围、拐点坐标

后期规划情况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卫生

服务中心项目详细勘察报告》

（浙江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2023年 11月）；

地层分布、水文条件等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排污

许可证》
金鹰股份平面布置、生产情况

人员访谈 当面交流、电话访谈信息

地块内部及地块周边历史使用情况、地下设施情

况、有毒有害物质存储使用情况、环境污染情况

等

通过前期工作汇总，本地块内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使用和处置情况、废物填

埋及处理情况、地下管线设施排查情况、各类槽罐内物质和泄漏评价、排污地点和

处理情况、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等见下文。

4.2.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在，农田区域可见水稻收割后残留的

稻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外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

现场未闻到异味，未见污染痕迹。

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不涉及

工业企业。

因此，本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不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情况。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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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等调查，地块内未发生过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工业废水排放、固

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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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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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历史监测或调查情况

4.4.1.历史监测

本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4.4.2.调查情况

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

（1）农田及河流

农田主要种植水稻，水稻种植过程中需要用水灌溉，灌溉水主要来源于地块内

北侧及东南角的河流。北侧河流自西向东流动，来源于地块外西南侧约 520m处的水

库，途径区域仅为山地及乐家村村庄，村庄内不设有企业及小作坊，因此该河流水

质无污染，对本地块无影响；东南角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

约 450m处的水库，仅途径山地及农田，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因此，农田和河流

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

（2）民宅

民宅仅有 8m2位于本地块内，民宅区域仅涉及居住及生活，院子里堆放杂物，

如农具、扫把、竹竿等，未涉及生产，因此民宅不会对本地块产生污染。

综上，本地块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4.5.现场检查或踏勘情况及周边污染源

4.5.1.现场检查或踏勘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在，农田区域可见水稻收割后残留的

稻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外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

现场未闻到异味，未见污染痕迹。

综上，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

4.5.2.周边污染源

根据前述调查，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为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其中地

块东侧自 1994年后开始设有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

等均为农用地、住宅及道路，本地块内农田不使用地块东侧河流水灌溉，且该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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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为小沙街道区域及村庄，不涉及工业企业，因此该河流对本地块无影响；浙江

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亚麻车间及煮练车间位于地块周边 200m范围内，但其不涉及有毒

有害物质，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

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其他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工艺（喷漆、印

染、废水处理等）均距离地块较远，且均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

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另外本地区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该企业位于外地块东北侧，

不位于下风向，因此喷漆废气通过大气沉降影响本地块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地块不存在周边污染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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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场地调查结果和分析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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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表 5.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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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内

80年代之前为农田、北侧部分为

河流，80年代至今为农田，东南

角一条河流流经，地块东侧约有

8m2为民宅，北侧有部分河流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

在，农田区域可见水稻收割后残留的稻

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外

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

80年代之前为农田、北侧部分为

河流，80年代至今为农田，东南

角一条河流流经，地块东侧约有

8m2为民宅，北侧有部分河流

一致

周边地块

地块外东侧为民宅、小路、河流、

隔路为金鹰股份（1994年成立），

南侧为小路及农田，西侧为农

田，隔农田为乐家村民宅，北侧

为河流（部分位于地块内）、小

路、农田、傅三房民宅。

东侧：农田、河流、乐家村民宅、小契线、

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南侧：农田、小路

西侧：农田、乐家村民宅

北侧：小路、河流、农田、傅三房民宅

地块外东侧为民宅、小路、河流、

隔路为金鹰股份（1994年成立），

南侧为小路（2010年左右建设）

及农田，西侧为农田，隔农田为

乐家村民宅，北侧为河流（部分

位于地块内）、小路、农田、傅

三房民宅。

一致

2
工业企业存在情

况

地块内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地块外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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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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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5
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等地

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存

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6
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7 化学品泄漏事故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8 工业废气排放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9 工业废水排放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0 危险固废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1
土壤颜色、气味有无异常，

有无油渍
— 无 无 一致

12
地下水颜色、气味有无异

常，有无油渍
— — 无 一致

13 土壤污染情况 — 无 无 一致

14 地下水污染情况 — — 无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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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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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

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能够确认本项目调查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区域当

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企业，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场地污染状况调查识别对照分析见下表 5.3-1。

表 5.3-1 场地污染状况调查识别分析一览表

序

号

场地污染状况调查

识别
本项目情况

是否满

足要求

1
属于甲类地块且原

用途为农用地或未

利用地的

本地块原为 E2农林用地，用途变更二类居住用地及医疗卫

生用地，均属于敏感用地，属于甲类地块。
满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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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在，农田区域可见

水稻收割后残留的稻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

外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现场未闻到异味，

未见污染痕迹。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

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不涉及工业企业。因此，本地块

历史使用过程中不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

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情况。

满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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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员访谈等调查，地块内未发生过生态环境污染事故、

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情况。

因此，本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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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

4
历史监测或调查表

明不存在土壤或地

下水污染的

本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土壤及地下水监测。根据历史影像、

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农田

主要种植水稻，水稻种植过程中需要用水灌溉，灌溉水主要

来源于地块内北侧及东南角的河流。北侧河流自西向东流

动，来源于地块外西南侧约 520m处的水库，途径区域仅为

山地及乐家村村庄，村庄内不设有企业及小作坊，因此该河

流水质无污染，对本地块无影响；东南角河流自西南向东北

流动，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约 450m处的水库，仅途径山地

及农田，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因此，农田和河流不会对

本地块产生影响。民宅仅有 8m2位于本地块内，民宅区域仅

涉及居住及生活，院子里堆放杂物，如农具、扫把、竹竿等，

未涉及生产，因此民宅不会对本地块产生污染。综上，本地

块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满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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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块内目前河流仍存在，农田区域可见

水稻收割后残留的稻茬，地块内稻茬区域内有雨水残留，另

外民宅区域堆放有木板、竹竿等建筑建材。现场未闻到异味，

未见污染痕迹。根据前述调查，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为农田、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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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污染源直接影响

的

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其中地块东侧自 1994年后开始

设有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

等均为农用地、住宅及道路，本地块内农田不使用地块东侧

河流水灌溉，且该河流上游为小沙街道区域及村庄，不涉及

工业企业，因此该河流对本地块无影响；浙江金鹰股份有限

公司亚麻车间及煮练车间位于地块周边 200m范围内，但其

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

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

产生影响，其他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工艺（喷漆、印染、

废水处理等）均距离地块较远，且均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

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

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另外本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该企业位于外地块东北

侧，不位于下风向，因此喷漆废气通过大气沉降影响本地块

的可能性不大。综上，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

下水污染迹象，且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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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期间对 6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主要是镇政

府工作人员、环保部门人员和对地块情况相对比较熟悉的土

地使用者或附近村民，并收集了地块相关的资料及历史卫星

影像（追溯至历史为农田状态），掌握了较全面的用地历史、

污染状况等信息，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

满足

综上所述，DH-10-01-01地块面积 5811.4m2，DH-10-01-02地块面积 4970.4m2，

两个地块合计面积 10740m2，本地块属于甲类地块，地块内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

用途、规模化禽畜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

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现场踏勘未发现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迹象，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

形。本次调查能够确认本项目调查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企

业，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能够满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中要求，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进入

第二阶段采样调查。

DH-10-01-01 地块可直接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开发利用，

DH-10-01-02地块可直接作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代码 0806）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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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确定性分析

影响本次场地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

（1）本报告基于实际踏勘、访谈，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

同时也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工作时间以及场地当下情况等名

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但是场地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同

时在踏勘、访谈、调查过程中，受访对象所了解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上述情况，我单位调查人员通过现场实地踏勘、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访谈、

网上资料收集等多种途径最大限度的了解此次调查地块的相关情况，并通过对周边

居民、工作人员等针对性的进行人员访谈，对地块信息进行补充同时对前期调查资

料进行考证，以此保证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由于收集不到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土壤及地下水检测，且未收集到周边地

块的土壤及地下水监测数据，因此可能会对本地块产生不定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

本地块历史上未有工业企业存在，土地使用历史明确，地块周边情况了解较为透彻，

且不会对本地块造成影响，因此虽缺少监测数据进行佐证，但通过历史情况调查已

可以将该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对本报告结论基本无影响。

（3）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

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对地块土壤、地下水造成影响，进而对本报

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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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结论

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 及 DH-10-01-02 地块均位于定海区小沙街

道乐家村，DH-10-01-01地块面积 5770m2(来源于规划设计条件)，DH-10-01-02地块

面积 4970m2（来源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编号 :用字第

3309022024XS0012466号）），两个地块合计面积 10740m2。考虑到控规面积与规划

设计条件面积有所出入，故将调查范围扩大，以涵盖控规和规划设计条件中所示所

有范围，共计调查范围面积 10789.8m2。本地块东侧相邻为农田及小路，南侧相邻为

农田及小路，西侧相邻为农田，北侧为河流及小路，本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 ° ， N30.121867 ° ， 其 中 DH-10-01-01 地 块 中 心 地 理 坐 标 为

E122.056136°，N30.121867°，DH-10-01-0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22.056136°，

N30.121867°。

根据《舟山市定海区小沙单元 DH-10-01-0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稿，

2023年 11月）及其批复文件（舟政涵〔2023〕83号），DH-10-01-01地块规划为二

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DH-10-01-02地块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

代码 0806）。

根据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等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为农田、河流及民宅，不涉及

工业企业。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厂房及工业生产活动，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

质、危化品的存储及使用、运输等活动，不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

体废物堆放及倾倒、固废填埋、外来生产废水排入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

形，未进行规模化养殖。农田主要种植水稻，水稻种植过程中需要用水灌溉，灌溉

水主要来源于地块内北侧及东南角的河流。北侧河流自西向东流动，来源于地块外

西南侧约 520m处的水库，途径区域仅为山地及乐家村村庄，村庄内不设有企业及小

作坊，因此该河流水质无污染，对本地块无影响；东南角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动，

来源于地块外东南侧约 450m处的水库，仅途径山地及农田，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

因此，农田和河流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根据前述调查，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为农

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其中地块东侧自 1994年后开始设有浙江金鹰股份有

限公司。农田、居民住宅、道路、河流等均为农用地、住宅及道路，本地块内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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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地块东侧河流水灌溉，且该河流上游为小沙街道区域及村庄，不涉及工业企

业，因此该河流对本地块无影响；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亚麻车间及煮练车间位于

地块周边 200m范围内，但其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位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

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其他涉

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工艺（喷漆、印染、废水处理等）均距离地块较远，且均位

于地块地下水下游，与本地块之间有河流阻隔，未发生过污染及泄露事故，因此不

会对本地块产生影响。另外本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

行东南风，该企业位于外地块东北侧，不位于下风向，因此喷漆废气通过大气沉降

影响本地块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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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

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能够确认本项目调查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企业，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综上，本地块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地块内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

企业用途、规模化禽畜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

故、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现场踏勘未发现土壤或

地下水污染迹象，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情形。满足浙环发〔2021〕21号文第十四条要求，无需进入第二阶段采样调查。

DH-10-01-01 地块可直接作为二类居住用地（R2，新代码 0701）开发利用，

DH-10-01-02地块可直接作为医疗卫生用地（A5，新代码 0806）开发利用。

7.2.建议

（1）地块后期开发利用时，须注意施工时的防护措施，以免施工过程中对本地

块产生污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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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场地环境管理，地块内严禁堆放任何形式的固体废物或向场地内排放

污水，遇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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