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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补充上报 2021年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情况的通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尽快补

充上报 2021 年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情况的紧急通知》(湘环办

[2022]47号)、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梳理污染地块

系统相关信息的函》(湘环办函[2022]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污

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湖南省

生态环境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塘环境

监管的通知》〈湘环发[2021]26号) 等文件要求，对用途拟变更居住

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公园、城市绿地、游乐场所等公共

设施的上述企业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建设项目用地审查表及地块卫星影像资

料分析，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湖西路西侧

（4304262022B00678）地块一直未开发利用，作为林地、坑面水塘使

用。本调查地块土地利用类型从林地、坑面水塘变更为第一类用地，

用地性质发生改变，需要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为摸清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要求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组

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2023年 11月，祁东建晟资产

管理经营有限公司委托湖南中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对该地块进行土壤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我公司在接受委托后，按照《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年第 72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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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要求，通过

采取资料收集研判、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对地块进行了

调查，编制形成了《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

湖西路西侧（4304262022B00678）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

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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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工作目的为确定地块是否受到了历史活动的污染。通过

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确认项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

历史上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分析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调

查工作，同时为地块安全利用提供必要支持性材料。

2.1.2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依据的基本原则包括：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判断是否存在潜在污染物特，为地块的环境管理

及安全利用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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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湖西路西侧

（4304262022B00678）地块使用权所属单位为祁东建晟资产管理经营

有限公司，地块位于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湖



4

西路西侧，总用地面积为 55797m2，占地 83.7亩，包括两个地块，自

西向东分别为 A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32723.4m2，计 49.09亩，中心

坐标为东经 112.068433719度，北纬 26.771852730度；B地块用地面

积为 23073.6m2，计 34.61亩，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071598726度，北

纬 26.771332381度。

本次调查范围为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

湖西路西侧（4304262022B00678）地块红线范围，调查范围及面积与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范围及面积一致。本次调查的地块拐点分布

如下图所示。

表2.2-1 地块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CGCS2000坐标

X Y

A地块

1 2962923.530 37606138.592

2 2962923.294 37606141.1966

3 2962884.727 37606356.077

4 2962784.617 37606347.7853

5 2962827.493 37606108.8969

6 2962911.157 37606123.7786

7 2962913.368 37606124.3484

8 2962915.934 37606125.5018

9 2962918.373 37606127.2278

10 2962920.087 37606128.9853

11 2962921.548 37606131.0954

12 2962922.598 37606133.3418

13 2962923.316 37606136.0231

B地块

1 2962879.999 37606382.4174

2 2962835.174 37606632.1641

3 2962801.245 37606659.9633

4 2962807.974 37606682.9991

5 2962720.083 37606707.3389

6 2962781.777 37606363.6071

7 2962871.228 3760637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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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块

B 地块

图 2.2-1地块拐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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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编制依据

2.3.1法律、法规 、规划、政策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

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日起实

施；

（9）《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10）《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11）《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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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

发〔2012〕140号）；

（1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

作的安排通知》（国办发〔20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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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

22号；

（16）《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

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号），2014年 5月；

（1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2号），

2016年 12月 31日公布，2017年 7月 1日起执行；

（18）《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

发〔2016〕65号）；

（19）《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湘政发〔2017〕4号）

（20）《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湘

政发〔2017〕28号）。

2.3.2相关导则、规范和规定等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5）《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4年 12月 1日印发）；

（6）《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年 1月 1 日

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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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2018年 8月 1日实施；

2.3.3其他相关资料

（1）地块红线图；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XC（1）013406）；

（3）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4）相关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2.4调查方法

本次地块调查的流程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

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导则

要求地块环境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工作程序如图 2.4-1所示。

场地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

段的工作，主要取决于场地的污染状况。第一阶段工作主要为资料收

集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第二阶段主要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第

三阶段主要为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场地环境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1）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污染识别）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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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地块的环境

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若生产厂区、化学品储罐、固废

处理、废水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的设施或活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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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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采样调查阶段）

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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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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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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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地块环境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

分析两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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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的浓度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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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

及的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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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地块环境调查（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采样）

若场地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需要进行第三阶段场

地环境调查。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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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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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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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主要包括上述第一阶段调查的工作。

（4）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主要流程如下：

资料收集与分析。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

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政府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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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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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和地形描

述等；

人员访谈。采用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调查等方式，访谈地

块现状或历史知情人，一般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相关人员、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

者、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本次调查为第一阶段环境调查，调查的工作程序如图 2.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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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
次
调
查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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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自然环境概况

3.1.1.1地理位置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衡山之南。地处东经

110°32′16″~113°16′32″之间，北纬 26°07′05″~27°28′24″之间。东邻株

洲市攸县，南接郴州市安仁县、永兴县、桂阳县，西毗永州市冷水滩

区、祁阳县以及邵阳市邵东县，北靠娄底市双峰县和湘潭市湘潭县。

南北长 150公里、东西宽 173公里。衡阳市总面积 15310平方公里。

祁东县地处衡阳市西南部，湘江中游北岸。地处 111°32'～112°20'

北纬 26°28'～27°04'。东邻衡阳，西接桂林，南连永州，北抵邵东，

湘桂铁路与 322国道从境内并行而过，G72国家高速（衡昆高速公路)、

娄衡高速公路、衡枣高速公路贯穿祁东，素有“湘桂咽喉”之称。境内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四明山脉逶迤，中部岐山绵延。北往长

沙，南下广州，西到桂林，都不到 3个小时车程，从县境东部湘江河

道可直达长江，水陆交通极为便捷，是内陆地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

移的前沿地带。祁东县总面积 1872平方公里。

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湖西路西侧

（4304262022B00678）地块土地使用权所属单位为祁东建晟资产管理

经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东侧、圣云大道南侧、

环湖西路西侧，总用地面积为 55797m2，占地 83.7亩，包括两个地块，

自西向东分别为 A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32723.4m2，计 49.09亩，中



13

心坐标为东经 112.068433719度，北纬 26.771852730度；B地块用地

面积为 23073.6m2，计 34.61亩，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071598726度，

北纬 26.771332381度。具体地理位置见下图 3.1-1。

图3.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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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地形、地貌

衡阳处于中南地区凹形面轴带部分，周围环绕着古老岩层形成的

断续环带的岭脊山地，内镶大面积白垩系和下第三系红层的红色丘陵

台地，构成典型的盆地形势。

衡阳盆地南高北低，衡阳盆地南面的 1000米以上的山连绵数十

公里；衡阳盆地北面相对偏低，衡山山脉虽较高，但各峰呈峰林状屹

立于中间，其东西两侧都有较低的向北通道，其东侧的湘江河谷两岸

海拔高度均在 100米以下。整个地形由西南向东北复合倾斜，而盆地

由四周向中部降低。衡阳盆地四周山丘围绕，中部平岗丘交错。东部

为罗霄山余脉天光山、四方山、园明坳；南部为南岭余脉塔山、大义

山、天门仙、景峰坳；西部为越城岭的延伸熊罴岭、四明山、腾云岭；

西北部、北部为大云山、九峰山和衡山。市境最高点为衡山祝融峰，

海拔 1300.2米；最低点为衡东的彭陂港，海拔仅 39.2米。

山地占总面积的 21%，丘陵占 27%，岗地占 27%，平原占 21%，

水面占 4%。中部大面积分布白垩系和第三系红层，面积 3550平方公

里，构成衡阳盆地的主体。

祁东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组合呈三条横列带状。西北的

中山、中低山、低山山地呈镰刀形环绕县境边陲。西部四明山脉逶迤，

中部祁山绵延，东部是丘岗带，为衡阳盆地边缘，东南为湘江之滨。

地貌多样，为平原微丘区。整体地形处于轴向呈东南向北西，分布祁

阳弧形构造南翼前缘及关帝庙复式背斜之间，湘江及支流区内蜿蜒流

淌，路线走廊，总体属丘陵地貌，局部为低山丘陵地貌，局部有陡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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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011-2001）和《中国地震动

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可知，区域基本烈度小于 VI度。

3.1.1.3区域地质构造

根据《湖南省地质图》及《湖南省构造纲要图》，衡阳市地处五

岭上升和洞庭湖下陷的过渡地带，即“衡阳盆地”北沿。东、北、西三

面一系列穹窿带均以中南部红色盆地为轴心，呈环绕排列，构造体态

各异。由于地壳升降，风化剥蚀，东南呈开阔的盆地地貌，其地貌为

蒸水Ⅰ级阶地及河漫滩，境北部地势较高，中部和东南西三面平坦。

区域构造以喜山期为主，主要有北北东压裂性断裂。场地内及其外侧

邻近地段未见有大的断裂构造通过的痕迹，且新构造运动不明显，处

于相对稳定状态。

3.1.1.4气象气候

衡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水充足。春秋季较为凉爽

舒适，春季更加湿润。冬季冷凉微潮，偶有低温雨雪天气。夏季极为

炎热，较为潮湿。年平均气温 18℃左右，年均降水量约 1352毫米。

祁东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

量充足、雨季集中、降水充沛等特点，受季风环流影响较明显。夏季

为低纬度海洋暖温气团所控制，温高湿重，天气炎热。冬季受西伯利

亚干冷气团影响，寒流频频南下，造成雪雨冰霜。春、夏之交，正处

于冷暖气团交界处，锋面和气旋活动频繁，形成梅雨天气，常有山洪

暴发。

根据祁东县气象站气象资料，本区域地面气象要素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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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 17.9℃

极端最高气温 39.6℃

极端最低气温 -6.6℃

年最大降水量 1517.5mm

年最小降水量 890.1mm

年平均降水量 1232.9mm

年平均降水量天数 123-142天

多年平均蒸发量 1388mm

年平均日照时数 1573.7h

全年主导风向 NE

夏季主导风向 S

年平均风速 1.4m/s

最大风速 18m/s

无霜期 282天

3.1.1.5水文

祁东县属湘江流域。境内有湘江一级支流 6条，长达 278公里．二

级支流 17条，长达 407.4公里，三级支流 23条，长达 237.9公里，

四级支流 2条，长 24.3公里。此外，河长小于 5公里或控制流域面

积不足 10平方公里的小溪沟有 210条，长 513公里。全县河网平均

密度每平方公里 0.77公里。

境内水系可分祁水水系和归阳河水系，二水系以白地市的花屋、

毛坪、七宝山一带的抬升地段为分水岭，祁水居西，归阳河居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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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河流有湘江、祁水、归阳河及清江。归阳河的最长支流是清江，汇

合前又自成水系。归阳河与清江是以断岭冲至双桥一带的山丘脊岭为

界，归阳河居东，清江居南。

湘江从祁阳县楼梯乡水桐流入祁东县归阳镇清塘堰村狮子头，经

归阳、七碗、樟木、五家围、河洲、粮市等乡镇，从粮市乡枫冲村江

河组进入衡南县境内流长引公里，最宽处是五家围乡林埠头至祁阳县

林家塘，宽 1210米。最窄处是五家围乡戏台坪至常宁县大堡，宽 255

米。境内平均坡降 12.9%。接纳了本县全部水系，累年平均流量每秒

774.5立方米，实测流量每秒 1.33万立方米（1976年），最小流量每

秒 23.5立方米（1966年）。归阳水文站确定，归山河段警戒为 44米

（折海拔高程 69.69米）。50年来，最高水位达 49.52米，最低水位

38.5米（1966），归阳以下，小火轮可终年通航，归阳以上在枯水季

节停航。

白河被称为祁东的母亲河，故称余溪水，湘江一级支流。发源于

风石堰镇石狮岭的老龙潭，东南流经白地市、双桥、洪桥、金桥、归

阳等五个乡镇，于归阳镇注入湘江。全长 87公里，河道宽 35～100

米，河口宽 105米，平均坡度千分之 1.4，集水面积 865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流量 50m3/s，主要为渔业和农灌功能，无生活饮用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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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所在地

：白河

：金盆

：会河

：地表水流向

图3.1-2 区域地表水水系图

3.1.1.6生态环境

（1）陆生动植物

祁东县区域山地森林植被优良，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多为次

生植被。乔木主要有杉木、马尾松和国外松以及毛竹；灌木主要有金

刚刺、冬青、胡枝子、盐肤木、栀子等；地被植物主要为苔藓、冬茅

草等，植被覆盖率高。

祁东县野生动物资源生态分类属中亚热带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

种类繁多，其中：哺乳类有 7 目 18科 33种，鸟类有 12目 29科 66

种，爬行类有 3目 10科 84种，两栖类有 2目 7科，鱼类有 7目 16

科 89种；节肢动物中：昆虫有 13目 74科 206种，蛛形类有 16科 2

种，还有虾、蟹等甲壳类，蜈蚣、百足虫等多足类动物；环节动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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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有蚯蚓、水蝗、山蝗等；软体动物有 4目 10科，主要有园田螺

等 10余种螺，园顶蚌、背瘤蛎蚌、背角无齿蚌、河蚬、湖蛛蚬、蜗

牛、大蜗、蛞蝓等。县域现存的野生陆生动物主要为一些小型的两栖

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及鸟类等；家畜家禽主要有猪、狗、牛、

鸡、鸭等；飞禽主要为常见鸟类，如麻雀、乌鸦等。区域鸟类种类繁

多，有白鹭、斑鸠、麻雀、山鹰、画眉等 20个多种类以及鸳鸯、鸬

鹚等水禽类。

（2）水生生态

白河流域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水体中鱼类饵料生物较为丰富。

白河及其支流经济鱼类种类以草鱼、鲤鱼、鲫鱼、鲢鱼居多。浮游植

物种类组成以藻类为主。藻类中又以硅藻和绿藻为主，其次是蓝藻。

这些藻类大多是鱼类易于消化利用的饵料，它们的变动是衡量水域初

级生产力的依据，同时也决定了水域中浮游生物的生产力。评价范围

内的浮游动物以枝角类和轮虫的种类较多，个体数以原生动物中的砂

壳虫、钟虫最多。

3.1.2社会环境概况

3.1.2.1行政区划及常住人口

祁东县，隶属湖南省衡阳市，地处衡阳市西南部、湘江中游北岸，

东西狭长，北高南低，总面积 1872平方千米，下辖 4个街道、17个

镇、3个乡、1个管理办事处。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

年 11月 1日零时，祁东县常住人口为 766920人。

3.1.2.2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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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铁路、娄底—衡阳高速公路、泉州—南宁高速公路、祁永高

速穿过祁东境内，另有祁东港归阳港区。湘桂高铁、322国道、S210、

S317、S549、湖南 S333省道（茶陵火田-祁东蒋家桥镇）穿过祁东境

内。

3.1.3区域饮用水源地调查结果

根据区域环境调查，调查地块周边 1千米范围内不涉及饮用水源

地及名胜古迹。

3.2敏感目标

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湖西路西侧

（4304262022B00678）地块土地使用权所属单位为祁东建晟资产管理

经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东侧、圣云大道南侧、

环湖西路西侧。地块周边为典型的农村地区，地块北侧主要为朱家村

居民，南侧主要为荒地，西侧主要为荒地，北侧为圣云大道，周边

1000米内不存在工业企业。地块周边敏感目标见下表。

表 3.2-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一览表

中心坐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地块边

界距离经度 纬度

112.067165 26.775042 朱家村居民 约 50户 N 140m

112.066532 26.777263 石灰塘居民 约 35户 N 480m

112.068013 26.779044 黄土铺村居民 约 60户 N 670m

112.072097 26.773776 水东町居民 约 116户 N 5m

112.078090 26.775868 廖家村居民 约 81户 NE 580m

112.076148 26.778067 下黄土铺村居民 约 38户 NE 620m

112.073927 26.766083 柞陂町居民 约 22户 NS 380m

112.068552 26.766992 云天华苑 在建楼盘 S 410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8%E6%A1%82%E9%93%81%E8%B7%AF/73360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8%84%E5%BA%95%E2%80%94%E8%A1%A1%E9%98%B3%E9%AB%98%E9%80%9F%E5%85%AC%E8%B7%AF/242934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9%E5%B7%9E%E2%80%94%E5%8D%97%E5%AE%81%E9%AB%98%E9%80%9F%E5%85%AC%E8%B7%AF/245877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8%E6%A1%82%E9%AB%98%E9%93%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322%E5%9B%BD%E9%81%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s333%E7%9C%81%E9%81%93/2259897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8B%E5%AE%B6%E6%A1%A5%E9%95%87/48511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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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坐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地块边

界距离经度 纬度

112.062511 26.772829 木子塘居民 约 18户 W 380m

112.061760 26.775342 曹家塘居民 约 21户 W 560m

图 3.2-1 地块周边 1km敏感目标分布图

廖家村

木子塘

下黄土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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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本地块原为林地、坑面水塘，日后拟作为居住用

地使用，地块目前尚未开发建设，地块内部均为荒地，不涉及工业企

业，不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物等。地块现场照片如图 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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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地块现场照片

3.3.2地块历史

3.3.2.1地块历史概况

根据地块卫星影像资料，该地块自 2012年至今均为林地、水塘，

目前地块内有一民房。通过对地块历史和现状情况的总结，本地块内

主要建筑物为居民房屋，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土地

使用功能历史变迁见下表。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变化情况如下所示，

表 3.3-1 土地使用功能历史变迁一览表

可追溯的年代 土地性质 证书编码

2012-至今 林地、坑面水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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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地块历史影像图（地块内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东北面有居民房屋）

2016年 9月地块历史影像图（地块内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与 2012年影像比对，基本无

变化，北面开始规划建设道路）

A地块
B地块

A地块
B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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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地块历史影像图（地块内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与 2016年 9月影像比对，

基本无变化）

2017年 9月地块历史影像图（地块内有出现一家民房，其余主要以林地、坑面水塘为主，

与 2016年影像比对，基本无变化）

A地块
B地块

A地块
B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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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地块历史影像图（地块内有一家民房，主要以林地、坑面水塘为主，与 2017
年影像比对，基本无变化）

2022年 7月地块历史影像图（主要以林地、坑面水塘为主，与 2020年影像比对，基本无变

化）

A地块
B地块

A地块
B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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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地块主要污染源分析

根据地块历史影像分析，地块历史上主要作为林地、坑面水塘使

用，地块四周主要是农田、农村居民房屋，周围 1000m范围内无其

他工业企业。

调查地块内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

地块使用历史也未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未涉

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填埋等情况。

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结合卫星图片，场地周边 1000m范围内无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受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无工业企业。根

据历史影像，地块周边主要为农用地、散住居民房屋，不涉及规模化

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倾

倒、固废倾倒、固废填埋等，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

涉及危化品，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3.5调查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不同的土地开发用途对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控制要求，将土

地利用类型分为两类：

第一类用地，包括 GB50137-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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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用地，包括 GB50137-2011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

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公共管理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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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用地（A）（A33、A5、A6 除外），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G）

（G1 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

调查地块原用途为农用地旱地，根据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通知书，地块用地性质转变为居住用地，属于

GB50137-2011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为第一类用地，

本次调查以《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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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

4.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发布的资料有：

（1）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候资料等；

（2）区域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行政区划及常住人口等。

以上资料为调查地块提供了历史变化的引导、提供了调查地块所

在区域基本信息情况。

4.2地块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地块相关资料有：

（1）谷歌地图有关本地块的历史影像资料；

（2）项目地块红线图；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规划条件通知书。

以上资料为调查地块提供了地块历史变化情况、地块现状土层状

况以及调查地块使用现状情况。

4.3其他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的有关调查地块的其他资料有：

（1）地块现状照片；

（2）知晓调查地块历史情况的人员调查问卷。

以上资料为调查地块历史情况结论提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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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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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调查人员于 2023年 11月前往本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

并采取当面交流方式进行了人员访谈，受访者为地块周边居民，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访谈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情况。

（2） 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

废（外来客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

（3） 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4） 地块是否历史监测数据是否表明有污染。

（5） 该地块是否存在被污染迹象。

（6） 该地块是否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7） 历史上是否存在其他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人员访谈情况如下：

表 5-1访谈人员表

访谈人员姓名 职位、关系 访谈方式 联系方式

陈玉英 地块周边居民 当面交流 问卷调查 13707475830

匡南阳
衡阳市生态环境局祁东分

局（环保管理人员）
当面交流 问卷调查 13875702525

彭麟
祁东县自然资源局（自然

资源管理人员）
当面交流 问卷调查 13707475910

郝星亮
祁东县永昌街道自然资源

所（街道人员）
当面交流 问卷调查 18692002357

谭晓龙
祁东建晟资产管理经营有

限公司（使用者）
当面交流 问卷调查 1859343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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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人员访谈表结果一览表

序号 调查内容 访谈结果

1
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输送等情况。
否，5人

2 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外来客

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
否，5人

3 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涉及工业废水污染。 否，5人

4 地块是否历史监测数据是否表明有污染。 否，5人

5 该地块是否存在被污染迹象。 否，5人

6 该地块是否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 否，5人

7 历史上是否存在其他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否，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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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内容总结如下：

（1） 地块一直作为林地、水塘使用；

（2） 地块内历史上无工业企业；

（3） 地块周边历史上无工业企业；

（4） 地块内无废气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存；

（5） 地块未发生过污染事件；

（6） 地块不存在工业废水。

5.2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前文结论，调查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调查地块内原有土

地利用方式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

质，不涉及危化品，无有毒物质的存储、使用和处置情况记录。

5.3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地块内地块内无

工业企业，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无槽罐等装置

存在，因此不存在槽罐泄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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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置评价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地块内原有土地

利用方式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无危险废物产生，现场踏勘发现，

地块内民房的生活垃圾均有相应的处置措施，无乱堆乱放现象。

5.5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地块内原有土地

利用方式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无化学品输送管道，不存在管线、

沟渠泄漏情况。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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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的污染物的富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常伴随

着形态的转化，如通过废气、尾砂、废液的排放，或者有害物质矿的

开采冶炼等，会富集于沉积物中，对土壤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程度的危

害，改变土壤性质。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方式有机械迁移、物理化

学迁移和生物迁移三种。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

约：一方面是污染物自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另一方面是外界环境的物

理化学条件，其中包括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通过现场踏勘，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均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

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因此本地块不涉及污染物迁移。

5.7其他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地块历史使用阶段中，没有

发生污染事故和投诉事件发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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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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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通过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三种方式，获取了地块相关信息，现场照片以及历史影像资

料均显示未有过工业企业生产过的痕迹。将以上三种方式获取的信息进行对比分析，筛选出可以反映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的真实信息。具体见表 6.1-1。

表 6.1-1 地块信息对比分析表

相关信息
获取方式

最终选取结果 选取依据
收集资料 人员访谈 现场踏勘

本地块的现状和历史情

况

现状：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和规

划条件通知书；

历史：历史卫星影像显示，地块

开发利用前为林地、坑面水塘

否
地块目前暂未启动建设，历

史上为林地、坑面水塘

地块目前暂未启动

建设，历史上为林

地、坑面水塘

三种获取方式的资料

相符合，可信

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

上是否有工业企业的存

在

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 否
地块目前暂未启动建设，历

史上为林地、坑面水塘

地块内无工业企业

存在

三种获取方式的资料

相符合，可信

本地块内历史上是否使

用过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无相关

资料
否

踏勘过程中未发现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使用痕迹存

本地块内历史上未

使用过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

三种获取方式的资料

相符合，可信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危

险废物或来源不明的固

体废物倾倒或填埋情况

无相关资料 否
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固体废

物倾倒或填埋痕迹

本地块历史上无危

险废物或来源不明

的固体废物倾倒或

填埋

三种获取方式的资料

相符合，可信

本地块历史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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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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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调查结论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

判断来进行分析得出的，同时充分考虑了调查经费、调查时限、地块

条件等多重限制因素。调查结论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1）本报告给出的结论是调查单位在地块现状条件下进行资料

收集、现场踏勘调查得到的结果，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分布具有随机性，

所以结论分析及根据存在局限性。

（2）本报告给出的结论是基于调查地块现状条件和现行评估依

据得出的，本项目完成后地块发生变化（如客土的进入、规划红线范

围调整等），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3）本报告的文件和内容仅限本项目的委托方使用，任何其他

用户因使用本报告或者报告中的调查结果、结论或建议而产生的风险

由用户自行负责。

6.3结果

我公司调查小组于 2023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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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土地使用权所属单位为祁东建晟资产管理经营有限公

司，目前暂未启动建设。

（2）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炸物质，不涉

及危化品，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3）该地块开发利用前作为林地、坑面水塘。

（4）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

（5）该地块历史上未规模化养殖，从未出现过任何环境污染事

故、周边空气及地下水也未发生过异常情况及环境污染投诉事件。

（6）地块内未发现管道、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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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鼻气味。

（8）地块历史上未发生化学品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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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散

住居民房屋，不涉及工业企业生产。

6.4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三种方式获取的

地块相关信息基本一致，本次调查获取的信息可信。

根据获取的信息，调查地块的历史上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周

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存在，周边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用地、散住

居民房屋，亦不会对地块土壤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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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认为该地块可以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第一阶段土壤状况调

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后续第二阶段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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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路东侧、圣云大道南侧、

环湖西路西侧（4304262022B00678）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调查范围：地块使用权所属单位为祁东建晟资产管理经营

有限公司，地块位于祁东县永昌街道双星东侧、圣云大道南侧、环湖

西路西侧，总用地面积为 55797m2，占地 83.7亩，包括两个地块，自

西向东分别为 A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32723.4m2，计 49.09亩，中心

坐标为东经 112.068433719度，北纬 26.771852730度；B地块用地面

积为 23073.6m2，计 34.61亩，中心坐标为东经 112.071598726度，北

纬 26.771332381度。

（3）地块现状：本地块原为林地、坑面水塘，目前拟作为第一

类用地使用，地块目前尚未开发建设，不涉及工业企业，不存在排污

水沟，不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物等。

（4）地块历史使用情况：2012年至今为林地、坑面水塘。

（5）地块规划用途：该地块拟作为居住用地使用。

7.2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结论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调查地块的历

史上主要为林地、坑面水塘，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存在，周

边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用地、散住居民房屋，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炸物质，不涉及危化品，不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倾倒、固废倾倒、

固废填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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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现地块土地使用

权所属单位为祁东建晟资产管理经营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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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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认为该地块可以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第一阶段土壤状况调

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后续第二阶段调查工作。

7.3建议

（1）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本地块可以作为居住用地安全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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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地使用单位应将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报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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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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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土地红线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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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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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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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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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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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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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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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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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编制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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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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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专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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