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

西北侧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委托单位：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处

编制单位：湖北九泰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

土壤污染初步调查报告专家意见修改清单

2023年11月16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持召开

了主持召开了《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土壤

污染初步调查报告》技术评估会。参加会议的有：宜昌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处(委托单位)、湖北九泰安全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调查单位)等单位代表。会议邀请3名专家负责技术评估，会上专

家一致认为根据调查地块监测结果显示，调查地块现状环境可满足住宅用地规划

要求，《调查报告》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一2019)

编制要求，结论可信，可作为调查地块下一步规划用地调整依据。会后专家提出

了宝贵建议（见附件4），现就专家意见做出以下回复：

序号 问题 修改说明

1
核实调查范围，完善区域概况及相关

内容

补充说明了地块调查范围资料的真实性，来

源的可靠性，说明了地块拐点坐标的信息来

源（P3）；完善了地块区域的土壤概况（P15）,

补充了地块区域社会经济概况（P17）

2 完善附图附件相关内容
补充了附图 2：地块边界图；附图 3 地块控规

图；附图 4：权属调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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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宜昌市高新区土地储备中心会同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征收部门启动宜昌高新

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的收储工作，后续出让并对该

地块规划为住宅用地。根据《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南（试行）》（2023年3月）的要求，宜昌市辖区内土

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应遵照

该指南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工作。

为此，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处委托湖北九泰安全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开展对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遂即

我司安排技术人员开展了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工作，其内容汇总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了解了该地块曾作为农用地，现规划

为住宅用地，地块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良好，地块内曾种植的经济作物为柑橘、油

菜以及玉米，调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生产活动，基本不存在有污染源

的可能性，地块也未发生过有在线记载的污染事故。

（2）现场踏勘：通过现场踏勘了解到，本地块目前大部分区域处于荒废状态。

靠近路边的小范围土地有作物种植痕迹，主要由周边居民种植的青菜之类，现场

未发现化肥、农药等包装或残留。未在地块周边和地块内发现工业企业痕迹或固

废堆放痕迹。

（3）人员访谈：通过人员访谈了解到，地块区域原始地貌为丘陵，后作农用

地，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工业企业，也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

地下水未曾受到过污染，相邻地块也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无废气、工业废水

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4）地块周边污染源：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产业园内部道路，以及

其他目前处于荒废状态的地块。因此，周边地块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根据上述调查，并对应《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要求（试行）》的规定得出以下八条结论：

（一）本地块历史上不曾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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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地块历史上不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

与倾倒、固体废物填埋等。

（三）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四）本地块历史上无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风险的。

（五）本地块历史上未曾长时间使用较难降解的农药。

（六）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历史上也不存在

对土壤可能造成污染的小作坊、外来污染土壤转运至本地块等情况。

（七）本地块现场状况调查未发现地块内土壤存在被污染迹象的。

（八）本地块周边不存在污染源对本地块存在污染风险。

因此判断地块现状土壤环境良好，调查地块现状可以满足住宅用地规划要

求，调查可在第一阶段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为此我公司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等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编制了《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

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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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通过对调查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资料分析及人员访谈，识别该地块是否存在

潜在的污染源，为地块后续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2.1.2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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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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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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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位于

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车站村，宜昌市土门中学东侧，智慧城南侧，土门路西侧。

调查地块总面积为 181506.91m2，该调查地块总面积核实信息来源于土储部门下

达的权属调查工作图（附图 3），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1.43101°，北纬 30.66188°。

地块红线由 38个拐点确定，拐点坐标信息核实来源于土储部门的大地 2000坐标

系的 CAD矢量文件。地块红线范围见下图，拐点坐标见地块出让工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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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

图 例

地块红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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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调查地块边界点坐标(CGCS2000)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

X Y
1 541001.1817 3393842.2969
2 541014.5967 3393850.1229
3 541028.1068 3393857.7700
4 541041.7428 3393865.1830
5 541193.3328 3393946.1498
6 541296.9833 3393752.0944
7 541457.1434 3393837.6386
8 541460.7473 3393823.7831
9 541464.1504 3393809.8930
10 541467.3194 3393795.9310
11 541470.1804 3393781.9339
12 541472.8054 3393767.8599
13 541475.2794 3393753.7728
14 541477.4234 3393739.6398
15 541479.4005 3393725.4647
16 541480.9905 3393711.2577
17 541482.4165 3393697.0246
18 541483.6185 3393682.7706
19 541484.5315 3393668.4925
20 541485.2315 3393654.1965
21 541485.6335 3393639.9094
22 541485.8185 3393625.6054
23 541485.6056 3393611.3067
24 541481.8035 3393581.7462
25 541479.4236 3393519.5790
26 541437.2324 3393443.7317
27 541278.3922 3393323.9253
28 541256.6707 3393307.5422
29 541219.3356 3393357.3189
30 541237.0001 3393370.9312
31 541243.2064 3393375.7082
32 541085.2301 3393608.2021
33 541071.5834 3393628.2850
34 541079.0162 3393634.6618
35 540948.9025 3393808.8247
36 540961.7746 3393817.5298
37 540974.7776 3393825.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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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540987.9206 3393834.2369
1 541001.1817 3393842.2969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实施）。

2.3.2 规范性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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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宜昌市建设用地开发利用

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宜市环发〔2022〕19号）；

（3）《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宜市环规〔2023〕1号）。

2.3.3 技术文件

（1）《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号）；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

-2018）；

（4）《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指南（试行）》（2023年3月）；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

年11月）；

（6）《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要求（试行）》（宜市环规〔2023〕1号）。

2.3.4 其他相关文件

（1）《湖北省宜昌市建造构造图H49C002003》（1:25万）；

（2）地块权属调查记录；

（3）地块区域环境概况资料；

（4）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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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踏勘记录；

（6）地块影像等其他相关资料。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技术路线

本次调查主要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的要求进行，主要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如下。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场地背景、历史使用情况、

未来规划、周边环境信息（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排查疑似污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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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查表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即低于可接受水平），

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即可能超过可接受水平），

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初步调查无法确定是否超过国家或地方

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筛选值）的，则应当补充调查，收集信息，

进一步进行判别。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和《工业企

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规定，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可

分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识别）、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

场采样）、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补充调查）三个阶段。本次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主要完成导则中第一阶段（污染识别）。按照规范格式编制初步调查

报告，汇总本阶段所有工作内容，针对调查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

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本次调查的技术路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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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2.4.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

一阶段要求进行，主要是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场地背

景、历史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及周边环境信息。基于上述信息编制该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历史和当前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是

否可作为第一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需要开展下一步采样调查，并提出结论与

建议。

本阶段各阶段工作内容详细介绍如下：

（1）资料收集：结合场地实际情况，主要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现场及

周边区域走访等方式，收集场地及周边的自然环境状况、环境污染历史、地质、

水文地质等信息。通过对工艺、原材料及储存和生产设施等相关资料的审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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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资料的有效性，并分析场地可能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以及这些物质的使用、存储区域。重点查阅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

场地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2）现场踏勘：现场踏勘的目的是通过对场地及其周边环境设施的现场调查，

观察场地污染痕迹，核实资料收集的准确性，获取与场地污染有关的线索。仔细

观察、辨别、记录场地及其周边重要环境状况及其疑似污染痕迹，识别和判断场

地污染状况。

（3）人员访谈：通过调查问卷、电话采访、现场走访等其他方式，对了解地

块情况的场地所有者、使用者；周边小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当地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以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人员进行人员访谈，进一步了解并核实地块的历史

利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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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编制：根据调查结果，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潜在的污

染源，相邻地块当前和历史也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在经过不确定性分析后，地块

土壤环境状况良好，对人体污染较小，可符合用地规划住宅用地要求，第一阶段

调查可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编制并完成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10

3

3.1 区域环境概况

3.3.1 地理位置

调查地块位于宜昌市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宜昌生物产

业园）内，宜昌生物产业园是经湖北省发改委批准设立，园区区位独特，交通便

利。园区地处城郊伍家岗区与夷陵区结合部，毗邻城东生态新区、东站居住片区、

三峡物流园区及宜昌火车货运站，3万人规模的职教城位居园中，汉宜高速公路、

宜万铁路、汉宜城际铁路均在规划区域边缘，城东大道、汉宜路、花溪路等均穿

越园区，距宜昌火车客运站1.5公里，三峡国际机场15分钟车程，距长江深水港

码头4公里，水陆空立体交通快速使捷。

本地块中心地理位置为东经111.42902°，北纬30.66377°，宜昌市土门中学

位于地块西侧约250m，东邻智慧城，北邻生物园1路，调查地块详细位置图见地

块地理位置图（附图1）。

3.1.2 地形、地貌

宜昌市位于扬子准地台的西部，地质构造总轮廓是：地域内中、北部为黄陵

背斜，东边有当阳盆地，西边为秭归盆地，南边为长阳背斜、仁和坪向斜，西南

边为五峰向斜，西北边为神农架背斜，北侧为台缘褶皱带。

宜昌市地形比较复杂，高低相差悬殊，山区、丘陵、平原兼有，地势自西北

向东南倾斜。西部山地占全市总面积的69%，主要分布在兴山、秭归、长阳、五

峰县和夷陵区的西部，大部分山脉在海拔千米左右，不少山脉海拔高度在2000

米以上。兴山县仙女山海拔2427米，为全市最高峰。山区有许多峡谷，有的雄奇

险峻，悬崖峭壁，高耸入云；有的幽深秀丽，曲折迂回。长江、清江、香溪河、

黄柏河流域都有这种峡谷，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之一的西陵峡就是其中之一。中

部丘陵处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低山或坡度较缓、连绵不断的高阶地经长

期风化、剥蚀和切割而成，海拔100米～500米，坡度5度～25度，占总面积的21%，

分布在远安、宜都、夷陵的东部和当阳北部。东部平原位于江汉平原西缘，海拔

在100米以下，枝江的杨林湖海拔35米，为全市的最低点。夷陵区的东部、当阳、

远安、宜都等县（市、区）为丘陵，长江、与清江和与沮漳河交汇两侧的枝江、

当阳、宜都等县（市）的部分区域为平原，占总面积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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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所属地属于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龙泉镇地处鄂西南，北倚长江三

峡，东襟荆楚大地，离宜昌市城中心20公里，是一个“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道

路和庄园”的丘陵镇。其所属于夷陵区，区境为新华夏系一级构造第三隆起带南

段与淮阳山字形构造体系的复合部位。

区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东三面群山环抱，东南一面临向平原，

呈西北向东南梯级倾斜下降。最高点樟村坪镇圈椅埫海拔1962米，最低点魏家畈

村五组海拔49.4米，高差1912.6米。形成山地、丘陵、河谷等多种地貌。西北部

山地的地形切割较剧，山巓密布，沟溪纵横，主要由樟村坪、雾渡河、下堡坪、

邓村、三斗坪等山地组成。东南部丘陵区处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由鸦

鹊岭、龙泉、小溪塔等丘陵岗地组成，海拔500米以下。

3.1.3 气候气象

宜昌位于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有四

季分明，水热同季，寒旱同季的气候特征。多年平均降水量1215.6毫米。平均气

温16.9摄氏度，极端最高温度41.4摄氏度（7月），极端最低温度零下9.8摄氏度(元

月)。年平均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5200摄氏度以上，持续天数达250天。无霜期

250～300天，年平均辐射量100.7千卡每平方厘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538～1883

小时，日照率40%。

据统计宜昌年降水量943.5～1370mm。每年5～8月为雨季，占年降水量的

60.4～63.5%。十一月～翌年二月为枯雨期，降雨量仅占年降雨量的15.6%；其中

十一月份最小降雨量仅为14.2mm。另据夷陵区和兴山县气象站近20余年资料统

计，年降雨量800～1200mm，多年平均降雨量987mm，月最大降雨量217.9mm，

多年平均气温16.1～17.4℃。每年11月开始降雪，并形成短期冰冻。其具体项数

据可见下表。

表 3.1-1 地块区域气象数据

年平均气温 16.9℃

极端最高气温 41.4℃

极端最低气温 -16.5℃

平均降水量 977～1370mm

年最大降雨量 1836mm

历年最大 24小时降雨量 192.2mm（1989年 9月 1日）

年平均相对湿度 78%

年平均日照 1669.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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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无霜期 271.9天

年平均风速 1.6m/s

风向 ENE，E

年平均蒸发量 1260mm

3.1.4 水文系数

调查地块东南侧100m为柏临河。柏临河是长江左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夷

陵区黄花的白岩槽，流经柏家坪、宋家嘴、龙泉、土门至宜昌市临江溪注入长江。

全长55.7公里，流域面积480.1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4亿立方米。其主要

支流情况如下：杨树河发源于官庄，流经仓屋榜、跑马岗至水府庙汇入柏临河，

全长25公里，流域面积41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0.3亿立方米。

地块西南方向约7km为长江，长江宜昌段水量丰富，多年平均流量14300m3/s，

丰水期最大流量70800m3/s，枯水期最小流量3300m3/s；年平均径流量4529亿m3，

多年平均水位44.28m；平均含砂量1.197kg/m3；年均输砂量5.26亿吨。三峡工程

兴建后，宜昌站多年平均流量将有所变化，但有关文献报道，正常水库调度运行

方式下，水位变化幅度不大，且均在天然平均流量变化范围之内。

图 3.1-1 地块周边地表水分布图

柏临河

本地块红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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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地质构造

宜昌市城区主要居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次级构造——宜昌单斜之上，为

由白垩系红色岩系组成的微具波状起伏的单斜凹陷盆地。

根据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1990）及湖北省92（283）号文，工程所在地地

震基本烈度为6度。

3.1.6 岩土构成与特征

通过查阅《湖北省宜昌市建造构造图H49C002003（1:25万）》，地块表层

出露主要是Q4pal第四纪全新世洪冲积层。

场地底层由第四系覆盖层和基岩两部分组成，第四系覆盖层厚度1.10-6.90，

从上至下分别为素填土、淤泥质粉质粘土及圆砾，基岩为白要系下统五龙组，岩

性为粉砂岩，中厚层状构造，地层总体倾向南东，倾角5~10°，属内陆湖泊沉积

的单斜构造，总体厚度大于500。场区位处江汉断陷盆地西缘，区内无断裂构造

通过。场内不良地质作用不发育，地壳稳定性好。

场地地形平坦、开阔，地貌单元属柏临河河漫滩及河道，场地及附近无滑坡、

泥石流、地面沉降、断裂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址灾害，各勘探孔勘控制深度内亦

未见溶洞、土洞、孤石等，场内不良地质作用和地址灾害不发育，稳定性较好。

地质构造及岩层详见图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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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地块所在区域地质构造图

调查地块所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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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区域土壤状况

由于夷陵区整个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坡比和高度差异大，导致光、热、

水的再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土壤垂直带谱和多种土壤类型。全区土壤大致有七种

类型。

黄壤：分布于西陵峡谷两岸和西北山区海拔1000m以下的低中山和丘陵，面

积115.8万亩，为湿润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的地带性土壤。土层厚37.7cm。主

要植被为松、杉、栎、茶、柑及早作物。

黄棕壤：分布于海拔800~1500m以上的山地，面积139.6万亩。土层厚44.3cm，

质地较粘重，易形成粘重紧实的心土层和粘盘层。植被类型以常绿落叶混交林为

主。

紫色土：分布于东南海拔600m以下的丘陵，面积45.2万亩，土层厚42.3cm。

石灰石土：零星分布于山丘地带，面积为90多万亩。为一种在亚热带和北亚

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受风化和崩解形成碎片的矿质土壤。土层厚42.6cm。适宜

种植禾谷类、豆类、薯类作物。

潮土：零星分布于长江和黄柏河等大小溪河两侧的冲积台阶地，面积约1.99

万亩。土层厚1~2m，有的厚达10m以上，而且多夹层、保水保肥性能好。适宜种

植麦、棉、油、豆、薯等。

水稻土：零星分布于山丘、岗背，面积46.5万亩，是人为的水耕熟化影响和

培育的“人工土壤”。水、肥、气、热都比较协调，养分适量，土体健壮，易于调

节，犁底层明显，表土具有氧化还原层等特点。土层27.4cm，耕作层厚10~15cm。

主要种植麦、油、稻类。

夷陵区土壤类型多种多样，为发展多种农作物、林业和多种经济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条件。

3.1.8 地下水类型

参考《宜昌市主城区浅层地下水的赋存特征初探》（资源环境工程第35卷第

2期2021年4月），宜昌市主城区浅层赋存的松散砂卵石孔隙水、碎屑岩裂隙水、

砾岩裂隙水、碳酸盐岩裂隙若溶水，以潜水为主，局部弱承压。地下水位埋深

0.50~29.80m，平均埋深5.63m。地下水位标高39.00~120.00m，平均标高72.93m。

地下水水力梯度一般0.16~0.004，平行长江方向、地势低平地段地下水水力梯度

较小，垂直长江方向、地势起伏较大地段地下水水力梯度较大。地下水位在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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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较平水期升高0.50~8.25m，水位变化主要受季节性大气降水影响。松散砂卵石

孔隙含水层与奥陶系南津关组灰岩裂隙岩溶含水层富水性弱一中等，白垂系五龙

组砂若夹泥岩裂隙含水层与石门组砾岩裂隙含水层富水性弱，可视为相对隔水

层。区内雨量充沛，浅层地下水循环强烈，地下水多为重碳酸型。

区域内地层自上而下可以分为以下三层：

①填土（Qml）：灰黄-褐黄色，松散状态，干-稍湿。该层成份主要由砂岩

强风化产物冲洪积而成，含有风化块石，于冲沟地带（ZK6、ZK8号孔处）含较

多漂石、滚石。该层在拟建场区范围内广泛分布，层厚不均匀，其厚度在0.3-3.4m，

平均厚度约1.6m。

②砂岩（K）：褐红色，中-强风化，部分风化较重，呈土状，中-厚层状，

泥质胶结含白云母。该层层厚不均匀，其厚度在1.8-4.2m，平均厚度约2.5米，仅

ZK2、ZK3、ZK10、ZK11号孔一带可见。

③砾岩（K）：灰白-斑白色，致密坚硬，砾石含量约70％，成份以石英为主，

d=2.5-7.5cm，dmax=30cm，厚-巨厚层状，硅质胶结。该层埋深在0.1-5.0m，平均

约2.05m。

3.1.9 环境功能区划分

根据《宜昌市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划分方案（修编）》和

《2022年宜昌市环境质量年报（简报）》可知，该地块所在区域环境功能属性详

见下表。

表 3.1-2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环境功能属性一览表

编号 环境功能区名称 调查地块所属类别

1 是否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内 否

2 是否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否

3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
柏临河土门段：Ⅲ类水功能区

长江：Ⅲ类水功能区

4 环境空气功能区 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5 环境噪声功能区 声环境3类区

6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不在农田基本保护区

7 自然保护区 不在自然保护区

8 风景名胜保护区 不在风景名胜保护区

9 文物保护单位 无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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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调查地块所处夷陵区龙泉镇位于宜昌市东部，地处鄂西南，北倚长江三峡，

东襟荆楚大地，是一个典型的丘陵镇。

以"稻花香"牌系列白酒和绿色食品"金银岗"牌柑桔而享负盛名，是名酒之

乡、柑桔之乡。镇域面积261.39平方千米，下辖20个行政村，59856人，2006年

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24亿元，财政收入8201.9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875元。

龙泉镇连续多年跻身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乡镇行列。2006年，该镇实现工

农业总产值27.5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4亿元，同比增长37.2%；规模工业企业

总产值17.1亿元，同比增长56.3%；农业总产值实现现行价3.57亿元，同比增长

9.2%；企业总产值38.2亿元，同比增长34.1%；财政收入8201.9万元，比上年增

加1977.15万元，增长31.8%;农民人平纯收入实现4875元，比上年增加392元。

3.2 敏感目标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的定义，

敏感目标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

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本次调查以此为筛选原则进行敏感目标筛选。根据调查，

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详见下表。

表 3.2-3 地块周边(1k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m
1 万富智慧城 东北 40 居民约1600人 居民区

2 车站村 北 751 居民约2000人 居民区

3 黄家岗 西 815 居民约800人 居民区

4 熊家坳口 东 892 居民约400人 居民区

5 王家湾 南 201 居民约300人 居民区

6 土门初级中学 西 512 师生约1200人 学校

7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 815 师生约7000人 学校

8 宜昌科技职业学院 西北 872 师生约1500人 学校

9 车站小学 东北 716 师生约500人 学校

10 青苹果艺术学校 东北 795 师生约1000人 学校

11 柏临河 东南 100 地表水Ⅲ类 地表水

注：该表序号与下图对应点位一致。

https://baike.so.com/doc/5330634-55658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78319-5096147.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04680-15909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49963-64633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81327-57942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795793-8418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3130-259702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3130-259702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795793-8418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6037-5040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653730-28022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653730-28022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2478-56506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23065-67367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96219-6910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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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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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3.3.1 地块现状

本地块内部整体平坦，整体高程60m左右，除开中部分区域可能曾作为田埂，

人为原因导致地势略高于周围区域，地块整体地势由东北至西南方向缓慢递减，

地块地势自东北至西南的变化情况可见图3.3-2。

地块内目前无明显建筑，遍地生长了禾本单子叶植被杂草，地块东侧靠近公

路区域有水塘主要用于蓄水灌溉农田，地块内无其他地表水体，无管线、罐体、

固体垃圾堆放点。地块整体环境良好，基本为自然原生态。

地块内北部环境现状 地块内南部环境现状

地块东部环境现状 地块东部环境现状

地块中部环境现状 地块西侧环境现状

图 3.3-1 调查地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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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地块由东北至西南方向地势变化情况图

3.3.2 地块的历史变迁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结合地块历史影像图，该地块一直以来主要作

为农业地块；地块内主要由农田耕地和村民居住地为主，地块内的池塘水来自南

侧100m的柏临河，用于浇灌耕地农田，地块内主要经济作物为柑橘、油菜、玉

米等。详细变化过程及分析见下述。

表 3.3-1 2012年至2022年地块变化情况及说明

2012年12月卫星影像 2013年5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基本无变化

2014年12月卫星影像 2015年12月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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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 基本无变化

2016年12月卫星影像 2017年12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基本无变化

2018年10月卫星影像 2019年3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基本无变化

2020年4月卫星影像 2020年9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地块中部区域居民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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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现场照片
2022年12月现场照片

变化情况 基本无变化

注：红色范围为调查地块范围；白色范围为变化区域。

根据现场踏勘以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人员访谈结果得知，该地块目前已完成

入库管理，地块内的一户居民以及完成拆迁，地块内部基本恢复自然生态，靠近

路边的少部分地块由周边居民种植蔬菜等作物。地块的历史开发利用情况见下表。

表 3.3-2 地块历史开发利用情况汇总表

序号 时间段 地块历史利用情况 原土地性质 资料依据

1 ~2012 耕地、住宅 农用地 卫星影像

2 2012~2019 耕地、住宅 农用地 卫星影像

3 2019~2023 荒废 / 卫星影像

4 2023年10月~ / 住宅用地 规划资料

3.3.3本地块的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对地块现状及历史影像的分析，地块前期主要为农用地，利用情况主要

为居民耕地和住宅用地，期间仅由住户迁走，房屋拆迁。因此，地块历史及现状

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且无明显污染物产生。

3.4 相邻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3.4.1 相邻地块现状

（1）北侧地块

本地块北侧紧邻万富智慧城和生物园一路，宜昌万富智慧城2015年开始建设，

2020年8月完成建设交房。其规划面积为46233.9平方米，共建设了8个楼栋，绿

化率达32.6%。居民区内生活垃圾统一由城市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生活污水排入

城市污水管网。本地块为宜昌市高新区土储中心规划出让地块，未来规划为住宅

用地，二者地块现状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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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调查地块北侧万富智慧城

（2）西侧地块

本地块西侧相邻地块，与本地快现状相同曾作为农用地，现规划为住宅用地，

其规划内容可见3.5章节本地块的规划图，地块内部目前也是处于荒废状态，草

本植被遍生，地块环境自然。

（3）南侧地块

本地块南侧地块为现同本地块环境相同为荒地，再往南约30m为柏临河，根

《2022年宜昌市环境质量年报（简报）》，柏临河土门段规划类别为地表水Ⅲ类，

实际达到了地表水Ⅱ类，因此环境质量良好。

（4）东侧地块

本地块东侧为土门路，2016年开始建设，目前西侧由生物园一路横接峡州大

道，北接汉宜大道，未来南侧规划建设柏临河路。目前道路上车辆流通较少，环

境质量良好。

3.4.2 相邻地块历史概况

本次主要调查了2012年至今的相邻地块的历史情况，主要通过卫星影像以及

人员访谈的方式，其变化主要以居民迁入迁出为主和道路小区建设，其详细情况

见下图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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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对前期资料和卫星影像初步筛查，调查地块相邻地块的变化主要体现

在地块开垦与居民搬迁，以2012年~2022年卫星影像图为基础，通过对周边信息

调查，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开发利用情况如下。

表 3.4-1 2012年至2022年相邻地块变化情况及说明

2012年12月卫星影像
2013年5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2013年东北侧地块场平，地块内部分居民迁走。

2014年12月卫星影像 2015年12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2013年至2014年东侧地块修建土门路；2015年万富智慧城小区开始建

设。

2016年12月卫星影像
2017年12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北侧生物园一路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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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卫星影像 2019年3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2017年至2018年北侧西侧地块部分耕地荒废，南侧地块居民基本全部

迁走，部分场平。

2020年4月卫星影像
2021年2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2020年智慧城基本建成。2021年西侧与北侧地块居民基本全部迁走。

2022年8月卫星影像 2022年12月卫星影像

变化情况 无明显变化

注：红色范围为调查地块范围；黄色范围为相邻地块范围；白色范围为变化区域。

根据现场踏勘以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人员访谈结果得知，本地块相邻地块历

史上基本与本地块用地类型相同，土地利用情况也基本为耕地与住宅，未来规划

基本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文化活动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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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相邻地块对本地块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历史影像以及前期的调查结果，本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居住人

群变动，以及道路居民区修建等。因此，相邻地块历史及现状对土壤环境不存在

污染影响，无明显污染物产生。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调查地块位于宜昌生物产业园，本地块的控制规划详图见附图3，控制规划

详图来自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地块规划用途为住宅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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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地块区域规划图

调查地块规划区域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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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调查地块资料收集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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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收集情

况如下：

表 4.1-1 资料收集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备注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

航片或卫星照片
有 Google历史影像

1.2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有 自然资源规划局

1.3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有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宜

昌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信息

1.4 地块周边1km范围内的污染源 无 不存在污染源，Google历史影像

2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2.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

气象资料，地方性基本统计信息
有

宜昌市统计年鉴、ALOS
DEM12.5米精度地形数据、全国

地质资料馆网站

2.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

目标分布
有 卫星地图识别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政府部门信息公开专栏和网络信息检索等途径，初步了解了地块及周边

用地自然环境状况、敏感目标分布、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等信息。

本次调查收集了地块建的相关规划资料，规划表明，地块规划类型为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与前期同委托单位了解的规划用途住宅用地保持一致。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基于现有收集到的地块资料得知，地块内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不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

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该地块历史上

无检测数据表明土壤存在污染；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地块相

邻区域无污染源存在。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除开地块规划信息与使用信息外，还对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气象、

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等信息做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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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根据资料显示，该区域地下水向长江补给，及自东北往西南方向补给，地块

上游为东侧与北侧地块，根据历史影像，本地块东侧与北侧相邻地块历史上为农

用地作为耕地以及居民居住地。后2015年北侧地块建设万富智慧城，2014年土门

路修建到了地块东侧。为排除该相邻地块对本地块的影响，查阅了智慧城小区以

及土门路在建设期间是否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经各通道均未查询到该类型的新

闻或报道。又因为该建设不涉及土壤地下水污染物质，因此可基本排除其对本地

块土壤和地下水的影响。

后又因为地块曾作为农用地使用，为此专门查询宜昌地区农用地的主要经济

作物是柑橘、油菜和玉米等，并且使用的农药为其他一般农药，化肥为复合肥，

因此其对地块产生的污染有限，近年来地块耕种面积逐年减少，因此可判断地块

几乎不会存在或极少存在因施肥所导致的污染或是污染残留。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得知，该地块曾作为农用地，现规划为住宅用

地，地块内基本不存在明现污染，相邻地块所带来的污染程度有限，因此该地块

内环境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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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 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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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的工作要求，我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踏

勘主要方法为气味辨识、照相、现场笔记等。踏勘范围为本地块及周围区域，踏

勘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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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有毒有害

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罐与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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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踏勘结果显示，调查地块北部为生物园一路，南侧为柏临河，西侧和本

地块现状基本相同，为杂草遍生的荒地，东侧为土门路。地块内有两栋住宅还未

拆除，地块内已无居民居住，靠近道路处有附近居民种植蔬菜等作物。踏勘过程

中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本地块和相邻地块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

迹象，未发现罐、槽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踏勘结果基本与前期资料收集

中所了解的内容保持一致。因此可进一步判断地块当前环境状况良好。

图 5.1-1 地块内踏勘现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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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地块东侧土门路踏勘现场

图 5.1-3 地块北侧生物园1路踏勘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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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地块内部南部水塘

表 5.1-1 现场踏勘汇总表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 地块内无槽罐等设施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情况 地块内无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管线、沟渠泄漏情况 地块内无管线沟渠等设施

5.2 人员访谈

为了进一步了解地块的污染情况，更好做出评估结论，我司根据《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对第一阶段调查的工作要求，对本

地块开展了人员访谈工作。人员访谈内容包括资料收集涉及的疑问，信息补充和

已有资料的考证。

5.2.1 访谈对象

访谈人员包括土地使用者、地块周边区域工作人员以及居民等。本次我们对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土地储备中心以及当地村委会和周边居

民开展了访谈工作，访谈内容如下：

表 5.2-1 访谈工作内容表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环境主管部门
1.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曾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

质储存与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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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地块历史上是否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

废物堆放与倾倒、固体废物填埋等。

3.本地块及周边地块是否有过污染事件发生，从而受到社会和舆

论的关注。

4.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风险的。

自然资源部门
1.本地块曾经的土地利用性质

2.本地块未来规划性质。

土地储备中心和征收处 1.本地块手续流程是否处理得当，目前是否还存在其他纠纷。

周边居民及村委会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2.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曾长时间使用较难降解的农药。

3.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曾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如地

块历史上存在对土壤可能造成污染的小作坊、外来污染土壤转运

至本地块等情况。

4.本地块历史上施肥状况以及是否发生过小规模无记录的污染

事件。

5.本地块是否由于村民自行堆放过某些原辅材料。

人员访谈的信息可见下表。

表 5.2-2 地块人员访谈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1 谢赵亮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 副局长 18607200320

2 余建平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 科长 15971676716

3 洪洁 宜昌市土地储备中心 工作人员 18972032369
4 王志珩 宜昌市高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处 工作人员 18727296955
5 刘舍萍 车站村村民委员会 委员 15272155059

6 王婷婷 车站村村民委员会 后备干部 13697281005

7 李光金 车站村 村民 13487236473

人员访谈过程的部分情景记录见下图。

车站村刘舍萍访谈现场 车站村王婷婷访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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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处王志珩访谈现场 车站村村民李光金访谈现场

图 5.2-1 部分人员访谈情景图

5.2.2 访谈结论

根据访谈内容得出以下结论：

（1）该地块一直以来不曾涉及到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输送，仅作为农用地使用。

（2）该地块不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

固体废物填埋等，也不曾受到环节执法处罚。该结果与前期资料收集结果一致。

（3）该地块历史上作为农用地，一直以来种植玉米、柑橘、油菜等作物，以

及作为居民的居住地，该结果与前期资料收集结果基本一致。

（4）该地块历史上无检测数据表明土壤存在污染；历史上不存在其他可能造

成土壤污染的情况。

（5）地块周边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

填埋等情况，地块周边不存在土壤、地下水污染迹象。

（6）地块内未发生过污染泄漏事故，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倾倒历史，无外

来堆土回填。

（7）该地块原为农用地，地块现规划为住宅用地，现已入库管理，地块内原

居民均已搬迁，部分房屋还未拆除。

（8）该地块前期使用中采用易降解农药以及有机复合肥，地块内不存在私自

堆放材料的情况。也没有发生过其他的污染事件。

表 5.2-3 访谈结论汇总表

序号 问题 结论

1 地块原利用情况 农用地

2 地块规划情况 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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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周边状况 不存在工业企业

4 肥料使用情况 复合肥、农家肥

5 农药使用情况 一般农药、易降解农药

6 土壤污染事件 未发生过土壤污染

7 地表水污染事件 未发生过地表水污染

8 工业固体堆放情况 未堆放过工业固废

9 土壤回填情况 无外来土回填

10 种植作物类型 油菜、玉米、柑橘

11 周边污染事件 地块周边未发生过污染事件

综上所属，人员访谈结果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的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基本

可以判断本地块内环境状况良好。

5.3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地块上游是万富智慧城小区，小区生活废水经收集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生活

垃圾也有固定点位收集，统一由城市环卫清运。因此上游无污染迁移至本地块。

本地块周边无企业污染，也未发过环境污染事件，因此也不存在污染物质迁移至

下游。因此判断地块所在区域范围不存在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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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 调查结果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位于宜昌市夷

陵区龙泉镇车站村，宜昌市土门中学东侧，智慧城南侧，土门路西侧。调查地块

总面积为181506.91m2，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111.43101°，北纬30.66188°。地块

红线由43个拐点确定。我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现场踏

勘、人员访谈及地块相关资料收集。该地块一直以来主要作为农业用地，现规划

为住宅用地。现场踏勘过程中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本地块和相邻地块未发

现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未发现罐、槽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

痕迹。地块区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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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情况；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地块内及周边地块未发生过污染泄漏事故，

无外来堆土回填。

6.2 结果分析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宜市环规〔2023〕1号）

中对《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

要求》（试行）的规定，并通过对地块及相邻地块当前及历史的资料收集、现场

踏勘、人员访谈，得出以下结论（人员访谈记录见附件3）：

（1）本地块历史上不曾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

送；

（2）本地块历史上不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

倾倒、固体废物填埋等；

（3）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4）本地块历史上无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风险；

（5）本地块历史上不曾长时间使用较难降解的农药；

（6）本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对土壤可能造成污染的小作坊、外来污染土壤转运

至本地块等情况；

（7）本地块现场状况调查时未发现地块内土壤存在被污染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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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块周边存在的污染源对本地块不存在污染风险。

针对《技术要求》中的8条规定分析如下：

表 6.2-1 地块调查结果分析情况表

序号 规定内容 分析说明 是否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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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原始地貌为丘陵，后一直

作为农用地，现规划为住宅用

地，目前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不涉及

2

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

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固体

废物填埋等。

经查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污染

处罚记录和行政执法情况，未发

现涉及本地块的信息。

不涉及

3 历史上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地块历史上灌溉用水取自东南

侧柏临河，也不涉及工业废水。
不涉及

4 历史上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风险的。 未查询到历史检测数据。 不涉及

5 历史上曾长时间使用较难降解的农药

资料收集阶段和人员访谈阶段

对地块历史上使用农药情况做

了重点调查，结果均为使用农药

为一般易降解农药。

不涉及

6

历史上曾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情形，如地块历史上存在对土壤可

能造成污染的小作坊、外来污染土壤

转运至本地块等情况。

通过卫星影像与实际走访调查

均为发现地块内存在污染的情

况以及可能造成污染的。

不涉及

7
地块现场状况调查发现地块内土壤存

在被污染迹象的。

经现场踏勘地块内无覆土痕迹

以及污染痕迹。
不涉及

8
地块周边存在的污染源对本地块存在

污染风险。
地块周边无污染源存在。 不涉及

综上，地块相关资料较齐全，判断依据充分，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认为宜

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及相邻地块当前及历

史上均未发现污染现象，因此本地块的土壤环境状况良好。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

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结合项目成本、地

块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

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等多因素影响。

本次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以下不确定性，现总结如下：

（1）本报告的结论或推论均是调查人员根据现有掌握资料和数据，通过人员

访谈、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得出。因此，其准确性和适用性与客观情况可能会有

偏差。

（2）本报告所记录的内容和调查发现仅能体现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期间地

块的现场情况及周边环境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告并不能体现本次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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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调查结束后该地块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土壤环境状况的改

变。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

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场地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

布等，进而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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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调查结论或建议而产生的风险

由用户自行负责。



39

7

7.1 结论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柏临河路与土门路交会处西北侧地块位于宜昌市夷

陵区龙泉镇车站村，宜昌市土门中学东侧，智慧城南侧，土门路西侧。调查地块

总面积为181506.91m2，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111.43101°，北纬30.66188°。地块

原为农用地，现规划为住宅用地。

本次调查属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阶段，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资料

收集分析，结合现在和历史卫星影像图可知，本地块当前和历史上未进行过工业

生产性活动。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调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

生产活动，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未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

（2）现场踏勘：现场踏勘时，本地块目前为临时停车场。地块内未发现《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

用和处置设施。本地块现场无其他固废、危废以及其他造成土壤污染的污染源，

也无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3）人员访谈：通过人员访谈，地块区域原始地貌为丘陵，历史上不存在其

他工业企业，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未曾受到过

污染，本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未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也无废

气、工业废水排放且不存在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4）地块周边污染源：周边主要为学校，居民等，无工业企业。因此，周边

地块对本地块无影响。

通过对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本地块不涉

及到《宜昌市农用地转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

要求》（试行）中规定的需按照技术规范进行采样等后续阶段调查的8种情况任

一种的，因此本地块无需进行采样等后续调查。但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

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经过不确定性分析，地块土壤环

境状况可接受，符合住宅用地规划要求，因此本次土壤调查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

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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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议

1、本次调查结论是基于委托单位需求的土地利用规划为住宅用地条件下形

成的，土地在后期利用需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对本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2、在本地块初步调查结束后，建议对地块封闭管理，禁止外来土以及其他

工业企业活动对地块土壤环境产生干扰。

3、在场地未来开发建设过程中，若发现疑似污染土壤或不明物质，建议进

行补充调查，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不得随意处置。

4、由于本次调查属于初步调查，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施工

安全考虑，建议在未来开发利用时应做好相应的环境应急预案，如遇突发环境问

题，应当立即停工做好应急处置，并及时汇报给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5、若后期开发建设发现地下存在有毒有害填埋物等环境风险源，需重新组

织调查评估，依据评估结论进行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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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所在位置

附图1：地块地理位置图



图 例

地块红线范围

附图2：红线范围卫星影像图



本地块所在位置

附图3：地块控制规划图



附图4：地块权属调查图



附图5：地块出让工作图



附件1：权属调查明细表



附件2：地块界址点位表





附件3：人员访谈记录表





























附件4：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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