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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总面积为17961.78m2，中心经纬坐

标为东经111.52744°，北纬30.42590°。该地块原为农用地，现变更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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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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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关于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专项整改工作的提醒函》，本地块开发利用前未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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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了解到地块作为农用地，主要种植的

经济作物为柑橘、蔬菜等，并且使用的农药不涉及难降解农药，化肥为复合肥。

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工作内容总结如下：

（1）资料分析：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了解到该地块曾作为农用地，地块内

曾种植的经济作物为柑橘、蔬菜，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生产活动，不存

在工业污染源，未查询到地块及相邻区域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2）现场踏勘：通过现场踏勘了解到本地块原始地貌为丘陵，目前已建成白

洋青年公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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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用地，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其他

工业企业，未进行过规模化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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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幼儿园、道路和待开发

建设的住宅小区。地块周边不存在工业污染源，因此，周边地块开发利用对本地

块影响较小。

根据上述调查，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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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不存在下列八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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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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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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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历史上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及污水灌溉；

（4）历史上监测数据表明有污染风险的；

（5）历史上曾长时间使用较难降解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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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地块现场状况调查发现地块内土壤存在被污染迹象的；

（8）地块周边存在的污染源对本地块存在污染风险。

综上，该地块内及周边地块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无外来污染情况，地块土

壤环境状况可接受，符合用地规划要求，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

阶段调查。



3

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通过对项目地块进行现场踏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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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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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范围为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根据宜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处下达的土地出让工作图（见附件2），该地

块总面积为17961.78m2，由67个拐点确定。地块具体范围见图2.2-1，拐点坐标见

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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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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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边界点坐标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

拐

点

序

号

X（m） Y（m）

拐

点

序

号

X（m） Y（m）

1 3367528.804 37550709.224 35 3367377.781 37550681.774
2 3367404.935 37550757.646 36 3367376.593 37550678.306
3 3367404.423 37550755.174 37 3367375.594 37550674.779
4 3367403.855 37550752.706 38 3367374.786 37550671.203
5 3367403.282 37550750.244 39 3367374.173 37550667.590
6 3367402.686 37550747.787 40 3367373.754 37550663.948
7 3367402.069 37550745.335 41 3367373.533 37550660.289
8 3367401.429 37550742.889 42 3367373.509 37550656.623
9 3367400.768 37550740.449 43 3367373.683 37550652.962
10 3367400.084 37550738.015 44 3367374.054 37550649.315
11 3367399.379 37550735.587 45 3367374.621 37550645.693
12 3367398.652 37550733.165 46 3367375.382 37550642.108
13 3367397.903 37550730.750 47 3367376.335 37550638.568
14 3367397.133 37550728.342 48 3367377.477 37550635.085
15 3367396.340 37550725.941 49 3367378.806\ 37550631.669
16 3367395.527 37550723.547 50 3367380.317 37550628.329
17 3367394.691 37550721.161 51 3367382.005 37550625.075
18 3367393.835 37550718.782 52 3367383.867 37550621.917
19 3367392.957 37550716.411 53 3367385.896 37550618.864
20 3367392.057 37550714.049 54 3367388.086 37550615.925
21 3367391.137 37550711.694 55 3367390.432 37550613.108
22 3367390.195 37550709.347 56 3367392.926 37550610.422
23 3367389.232 37550707.010 57 3367395.561 37550607.874
24 3367388.248 37550704.681 58 3367398.329 37550605.471
25 3367387.244 37550702.361 59 3367401.223 37550603.221
26 3367386.218 37550700.050 60 3367404.234 37550601.131
27 3367385.172 37550697.748 61 3367407.354 37550599.206
28 3367384.105 37550695.456 62 3367410.572 37550597.451
29 3367383.017 37550693.173 63 3367413.881 37550595.873
30 3367381.909 37550690.901 64 3367417.269 37550594.475
31 3367380.781 37550688.638 65 3367471.886 37550573.647
32 3367379.988 37550687.012 66 3367485.149 37550605.132
33 3367379.238 37550685.366 67 3367522.585 37550694.007
34 3367378.533 37550683.700 1 3367528.804 375507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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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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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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市环规〔2023〕1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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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专项整改工作的提醒函》

（5）《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组织做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

工作的通知》（202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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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5618-2018）；

（4）《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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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土地规划条件》（宜市规让[20200015]号）；

（3）《宜昌市白洋工业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4）《省人民政府关于枝江市2017年度第10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鄂

政土批〔2018〕331号）；

（5）地块权属出让图及界址坐标表；

（6）人员访谈记录表；

https://img.yichang.gov.cn/upload2022/2023/0626/202306261148153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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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现场调查相关资料。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技术路线

本次调查主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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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调查路线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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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要求。

第一阶段通过资料收集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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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查表明地块不存在污染的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调查表明地块

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需进行第二阶段调查，通过采样分析确认土

壤污染状况，。

本次调查的技术路线如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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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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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污染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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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作为第一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否需要开展下一步采样调查，并提出结论

与建议。第一阶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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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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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用地规划要求，第一阶段调查可结束，

编制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调查表明地块可能存在污染的，需进行第二阶

段调查的需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中给出第二阶段调查建议。



10

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本地块位于宜昌市高新区白洋镇白洋工业园，白洋镇面积为156平方千米，

地处宜昌东郊，位于东径111°26°~111°37′，北纬30°26′~30°31′之间，地处三峡宜

昌东部长江北岸。枝江市的西边，长江中游北岸，江汉平原西部，扼守三峡东大

门。东与董市镇相接，东南与顾家店相邻，南面与宜都市隔江相望，西部与宜昌

市猇亭区相连，北与安福寺镇接界。地块地理位置详见附图1。

本地块中心地理位置为东经 111.52744°，北纬 30.42590°，总面积为

17961.78m2。详细位置图见附图1。

3.1.2 地形地貌

宜昌市位于扬子江准地台的西部，地质构造总的轮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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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位于宜昌市高新区白洋镇，白洋镇以低丘岗地为主，兼有平畈。丘

陵起伏错落，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全镇平均海拔在百米以下，最高处在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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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181米；最低处在沙湾，海拔42米。东西最大横距16.8公里，南北最大横距

14.5公里。境内地形丘岗相间，低丘地势占全境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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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江市地处中纬度，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等特点。根据枝江市气象台近五年的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为16.5℃，极端最高气温38.5℃，极端最低温度-14.8℃，平均相对湿度78%，年

平均风速1.9m/s，枝江市年最大降雨量1036.0mm，日最大降雨量113.2mm，年平

均降雨量1196.5mm，降雨主要集中在5~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61%。

枝江市年平均静风频率为23%，区域主导风向为北北东风(NNE)，其次为北

风(N)和南南东风(SSE)，频率分别为12%、9%及8%，最少风向为西南风(SW)和

西西南风(WSW)，频率均为1%。全年平均风速为1.9m/s，春夏季平均风速均为

21m/s，秋冬季平均风速为1.8m/s。

白洋镇气候雨量白洋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具有南北相间的气候特征。年平

均降水量1041mm，年平均气温16.7℃，年最高气温39.6℃，年最低气温-14.8℃，

1977年曾出现过最低气温-17℃的短期极端低温；年日照时数1676.9小时，无霜期

255—275天。

3.1.4 水文系数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主要地表水为善溪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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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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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溪冲溪流至北发源自善溪冲水库，至南汇入长江，善溪冲水库位于宜昌高

新区白洋镇朱家冲村，大坝位于长江水系善溪大冲，是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灌

溉为辅，兼顾防洪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枢纽工程，是宜昌市东风渠灌区内重要

的反调节水库之一。水库总库容2019万m，兴利库容1380万m，调洪库容389万m，

死库容250万m，正常水位113.90m，设计洪水位115.23m,校核洪水位115.86m，

按5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0年一遇洪水校核。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输水管、溢

洪道及输水干渠等组成，大坝坝型为粘土斜心墙土石坝，坝顶长度750m，最大

坝高25.8m。水库承雨面积23.23km，多年平均降水量1080mm，多年平均径流量

1168万m。水库工程于1959年10月动工兴建，1966年5月进行二期工程，1970年5

月竣工。2013年2月22日～2014年12月9日对水库进行了全面的除险加固，2015

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

图3.1-1 地块区域水系分布图

3.1.5 地质构造

枝江市地处黄陵山地与江汉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是由山区型向平原型过渡

地段，山势由陡峭趋于平缓，地势呈带状沿长江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以平原为主，

西北最高处海拔225m，最低点为七星台镇的杨林湖，海拔仅35.1m，平均海拔

77.9m，分为平原、岗地、低丘三种类型。西北部丘陵、岗地占总面积的58.8%，

东南部平原占41.2%。耕地面积71.5万亩，占总面积的36.4%。水域面积52.58万

亩，占总面积的26.7%。

调查地块位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4%E5%88%A9%E5%BA%93%E5%AE%B9/106502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E%E8%AE%A1%E6%B4%AA%E6%B0%B4%E4%BD%8D/31594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A1%E6%A0%B8%E6%B4%AA%E6%B0%B4%E4%BD%8D/45192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5%B9%B4%E5%B9%B3%E5%9D%87%E5%BE%84%E6%B5%81%E9%87%8F/77436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5%B9%B4%E5%B9%B3%E5%9D%87%E5%BE%84%E6%B5%81%E9%87%8F/77436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13

3.1.6 水文地质条件

参考《宜昌市白洋工业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中水文地质描

述，本次调查区域地下水类型具有低平原、波状平原上部松散岩组孔隙含水及下

步碎屑岩裂隙水特征，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与第三系碎屑岩

裂隙水，隔水层主要包含三个岩组，分别为第四系隔水岩组、第三系隔水岩组及

白垩系隔水岩组。

（1）松散岩类孔隙水

区域内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富含于人工回填土、全新统冲积砂卵石孔隙含水

岩组、更新统冲积砂卵石孔隙含水岩组：

区域周边大量的工程建设及人工耕种，地表形成较大范围的人工堆积层，均为松

散岩类孔隙水层，含水岩性为原冲积物卵石土及细砂，分布不均匀，一般为上层

滞水，不具连续性，含水性匮乏；

其次为全新统河流冲积层，岩性多为砂卵石层及沙土层，对具有上细下粗的

二元结构，广泛分布于长江及其支流两岸及河谷平原区，区内最重要含水区为百

里洲上首，含水层分布面积约8.5km2，含水层厚度约40m，主要为孔隙水，其富

水性为丰富级；

再次为更新统下部砂卵石层，为区域内更新统砂卵石孔隙潜水含水层重要沿

董市以西小冲、雅畈、向家祠堂一线中更新世晚期古河道分布，分布面积约119km2。

含水层岩性主要为Qp砂卵石层，厚度15.78~84.00m，顶面高程62.63~63.75，地下

水最高水位61.08m。上覆黏土隔水层厚14~15m，含水厚度平均15.78m，水量较

小，单井涌水量249.8m3/d，水化学类型为HCO3-Ca型，pH值6.9~7.1，总硬度均

值214.4mg/l，总矿化度约为0.480g/l，是缺水严重的丘岗地区居民的良好水源。

（2）碎屑岩类裂隙水

区域内碎屑岩裂隙含水岩组主要地层为第三系及白垩系碎屑岩中：

区内第三系碎屑岩裂隙含水岩在长江以北主要分布于七堰冲至高家店、白洋

至顾家店一带的丘陵区和丘岗区，出露面积285.5km2，被Qp覆盖面积约292.8km2，

合计578.3km2。其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中砂岩、细砂岩、含砾粗砂岩、砂砾岩，泥

质、钙质胶结，含水层于泥岩等非含水层呈不等厚互层，含水层单层厚度

12.35~17.4m，最厚达67.6m。该含水层一般向南东倾斜，倾角10~15°，受侵蚀切

割和构造侵蚀等因素的影响，含水层埋深深浅不一，大部分裸露地表，局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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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覆盖。白垩系碎屑岩裂隙水含水岩组由K2p、K2h、K2l、K1w四个层位组成，

含水层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巴王店至西流溪、红花套和宜昌鸦鹊岭、虎牙山一

带，分布面积470.5km2。含水岩性主要为中粗砂岩、砾岩、细粉砂岩、细砂岩，

与泥岩等非含水层呈不等厚互层，地表切割深度一般200~300m，丘陵岗地区一

般50~100m，局部被Qp覆盖。含水层裂隙主要沿层面及构造裂隙发育，水力性质

表现主要为潜水，无统一地下水位线，该层储水性能差，单井最大用水量38.8m3/d，

含水岩组富水性为贫乏级。

（3）隔水层

区内隔水层包括三个岩组：

①第四系隔水岩组

全新统隔水岩组（Qh）分布于洋溪长江一级阶地，分布面积1.3km2，岩性一

粉质粘土为主。

更新统隔水岩组（Qp）分布于重要沿董市以西小冲、雅畈、向家祠堂一线中

更新世晚期古河道分布，分布面积约119km2，该层上覆黏土隔水层厚14~15m ，

局部受侵蚀切割导致该层出露不连续。

②第三系隔水岩组（N）

分布于猇亭至鸦鹊岭，岩性主要为粘土岩，粉砂之粘土岩、泥质粉砂岩及砂

质泥灰岩。

③白垩系隔水岩组

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巴王店至西流溪、红花套和宜昌鸦鹊岭、虎牙山一带，分

布面积470.5km2，岩性主要为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于裂隙含水层呈不等厚

互层。

（4）地下水补径排条件

根据长江中游地区水文地质资料，区域内地下水主要接受北部邻区同一含水

层的侧向补给和大气补给（地下水位于降雨相关性显著，稍微滞后）；低平原区

与其上覆的覆盖层孔隙潜水及下伏基岩裂隙含水层在天然状态下互补关系不明

显；在临江地段地下水与地表水成互补关系，地下水流向为南东方向，水力坡度

为0.21-0.38%。地下水主要向南东邻区同一含水层排泄，枯水期向长江排泄，局

部存在人工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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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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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露为新生界第四系中更新统离石阶Q2al厚度102m，地质构造及岩层详见下图。

地质构造及岩层详见图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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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宜昌市1：25万地质图

地块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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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白洋工业园区地质条件

根据《宜昌市白洋工业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的野外地质测

绘及钻孔揭露，地块所在区域范围内主要分布有第四系覆盖层，低山丘陵区见基

岩出露。

（1）第四系覆盖层

第四系覆盖层主要以全新统冲积层（Qhal）、更新统冲积层（Qpal）为主，堤

身、护岸部位等分布有人工堆积层（Qs）。

①人工堆积层（Qs）

人工堆积层按物质成份分为杂填土和素填土。

素填土：按岩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灰褐色、褐黄色粉质粘土及粉土，局

部夹粉砂及砾石、碎块石，粉质粘土一般呈可塑状；厚度一般2~9m；主要分布

于大堤堤身、清江出口左岸段、清江出口右岸段及龙窝段。第二类以碎石土为主，

为粉质粘土及粉土夹碎石、砾石；厚度一般10~20m，局部达30m，护坡回填土也

多属此类。

杂填土：主要由粉质粘土、粉土夹建筑垃圾、煤渣、碎石、卵石、砾石组成。

分布较少，见于宜昌城区的临江溪至磨盘溪段下游和清静庵的卷桥河右岸段、宜

都的杜开寺段，厚度一般10~20m。

②全新统孙家河组地层（Qh）

区域内该组发育岩性丰富，长江岸坡发育最后，往两侧逐渐变薄，从上而下

大致可分为：上部为粉质粘土(局部见粘土)，或为粉土；中部为褐灰色粉质粘土

夹粉砂，或粉土夹粉砂、局部为粉细砂、中砂；下部为砂卵石层。

a、粘土：灰黄、黄褐色，夹蓝灰色条带，含铁锰质结核，呈硬塑状。分布

较少，主要见于枝江马家店(四合垸)段、太山石段岸坡中、上部，厚度一般5~10m。

b、粉质粘土：褐黄色，见褐黄色铁锰质斑点，可塑状为主，局部呈软塑状，

具近水平层理，切面较光滑，厚度不等，一般3~10m，区域内地表广泛分布。

c、粉土：褐黄色、灰褐色，稍密状，具近水平层理，厚度不等，一般5~10m。

工程段内地表广泛分布。

d、粉质粘土夹粉土、粉砂：褐灰色、浅黑色，具近水平层理，粉质粘土切

面较光滑，软塑状为主。粉土与粉砂多呈厚0.20~0.5m的透镜体分布其中。层厚



18

一般7.0~15m，多分布于褐黄色粉质粘土之下。在枝江市白洋段分布较为连续，

在古老背红溪港段局部分布。

e、粉砂：褐灰色，稍密~中密状，主要以0.2~0.5cm透镜体状分布于褐灰色

粉质粘土和粉土中。

f、细砂：褐灰色，稍密~中密状，厚2.0~17.5m，主要位于白洋段以及清静

庵段，其它工程段零星分布。

g、砂砾石：结构以稍密至中密为主，部分呈密实状。砾石粒径一般2~10cm，

含少量漂石、块石，主要成份为灰岩、砂岩、花岗岩，分选性一般，磨圆度较好，

以圆形、亚圆形为主，砾石含量50~80%；砂以中粗砂为主。该层分布连续，位

于冲积层底部，厚度较大，一般8~15m，薄者3~6m，厚者可达20~30m；砂砾石

层广泛分布于砂性、粘性土层之下，埋深一般15~25m，局部埋深小于10m。

③更新统冲积层（Qp）

区域内主要揭露该层堆积物上细下粗，虎牙山以西分为三层：黄、棕黄色，

普遍含砾，厚1.6~3.3m；砾卵石夹粘性土，厚3.8~5.7m；砂卵石，结构松散，厚

度11~20m；善溪窑至安福寺、白洋、顾家店等地，具明显的二元结构，上部为

棕黄色粘性土，具灰白色网纹，厚10~20m；下部为砂卵石，局部夹薄层细沙或

透镜体，砂层可见交错层理，砂卵石厚5~20m，局部达30m。按形成的不同时期

又可细分为古老背组、善溪窑组、云池组。

（2）基岩

区域内基岩主要为白垩系至第三系地层。中第三系牌楼口组（E2p）、中第

三系洋溪组（E2y）、下第三系龚家冲组（E1g），白垩系主要为红花套组（K2h）、

罗镜滩组（K2l）及五龙组（K1w）地层，岩性多为砂岩、泥岩，砾岩等。

a、中第三系牌楼口组（E2p）：浅紫红色厚层-块状中-细砂岩夹粉砂岩、泥

岩。

b、中第三系洋溪组（E2y）：灰白色中-厚层状灰岩夹泥岩、粉砂岩。

c、下第三系龚家冲组（E1g）：岩性主要为棕红色含砾细砂岩与灰白色细砂

岩互层，局部见砾岩。

d、白垩系上统红花套组（K2h）：为砖红色、棕红色块状细砂岩、粉砂岩，

斜层理和水平层理发育，层面上时见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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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白垩系上统罗镜滩组（K2l）：为灰红、棕红、暗紫、紫红色厚层至块状

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灰岩，次为石英砂岩，以及燧石和花岗岩，砾石的分选和

磨圆稍差，砾经由下向上是由小变大，一般在3~10cm，为钙质、泥质胶结。分

布在罗镜滩至虎牙滩一带的长江两岸。

f、白垩系下统五龙组（K1w）：为灰红、砖红色中厚层状砾岩、砂岩、粉砂

岩和泥质粉砂岩组成的5个沉积韵律。砾石成分以灰岩为主，石英砂岩次之，分

选和磨圆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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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详

见下表。

表3.1-2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功能区划一览表

编号 环境功能区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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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溪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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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 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白洋工业园地处枝江市境内，紧临长江，京湛铁路纵贯园区，2007年经省政

府正式批准设立，规划面积156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精细化工、新材料、先进装

备制造等产业，是集科研孵化、生产制造、商务服务等功能齐全的现代生态工业

园区。

园区内有居民6000余户，约23000余人，涉及白洋镇11个村（善溪窑、善溪

冲、万福垴、桂溪湖、垭子山、太保场、裴家岗、赵家铺、雅畈、滚钟坡、张店）；

顾家店镇3个村（马家铺、李家湾、天螺寺）等。

白洋工业园规划面积约156.3平方公里，2022年实现工业产值85.2亿元。目前，

白洋工业园正在推进的项目达63个，投资1106.8亿元，产值1552亿元；100亿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D%E6%B1%9F/8921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D%90%E6%96%99/48983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E5%88%B6%E9%80%A0/76205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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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项目2个，50亿元—100亿元项目6个，10亿元—50亿元项目25个，1亿元—10

亿元项目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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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详见下表。

表3.2-1 地块周边（1k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 备注

1 白洋小学 东北 700m 学校

2 宜昌市白洋中心幼儿园 北 50m 学校

3 白洋镇居民（1） 西北 650m 居民区

4 白洋镇居民（2） 东北 500m 居民区

5 白洋镇居民（3） 东 700m 居民区

6 白洋镇居民（4） 西北 750m 居民区

7 白洋新城一区 西 500m 居民区

8 白洋新城2期A区 西 600m 居民区

9 白洋新城2期B区 北 200m 居民区

10 宜昌经济开发区 北 550m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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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图 例

为居民区

为学校

为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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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历史及现状

3.3.1 地块的现状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原始地貌为丘陵，一直以来作为农

用地，主要经济作物为柑橘和蔬菜等。经现场勘探，目前地块内已修建白洋青年

公寓，高程范围为91-115m。地块高程现状信息及其分析图，见下图。

地块从东南至西北高程现状变化分析见下图：

图3.3-1 地块东北至西南高程变化情况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现场勘探，地块东南地势较高，西北地势较低。地块内

部现状见下图。

地块内部构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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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部现状

地块内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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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部现状

地块内部现状

图3.3-2 地块内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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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农业用地；地块内主要由园地果园组成，主要经济作物为柑橘、蔬菜等。地块

历史开发利用情况见下表。

表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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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性质 资料依据

1 ~2013 园地、住宅 农用地 区域资料

2 2013-2020 园地、住宅 农用地 人员访谈、卫星影像

3 2020~至今 / 居住用地 现场踏勘、出让土地规划条件

地块内历史变化历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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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卫

星影

像

据 2013年卫星影像可见，地块红线范围内几乎全部为园地，在地块东北部有部分居民。

2014
年卫

星影

像

对比 2013年卫星影像，2014年地块内部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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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卫

星影

像

对比 2014年卫星影像，2016年地块内部无明显变化。

2018
年卫

星影

像

对比 2016年卫星影像，2018年地块东北部新增居民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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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卫

星影

像

对比 2018年卫星影像，2019年地块内部无明显变化。

2020
年卫

星影

像

对比 2019年卫星影像，2020年地块内部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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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卫

星影

像

对比 2020年卫星影像，2021年地块内部开始建设白洋青年公寓。

2022
年卫

星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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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2021年卫星影像，2022年地块内部白洋青年公寓建设完成。上图为白洋青年公寓竣工

验收牌。

注：绿色为地块范围，红色为变化范围

图 3.3-3 地块内部历史影像图

3.3.3 本地块污染影响分析

根据历史影像以及前期的调查结果，本地块在2020年之前一直为农用地。不

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不存在固体废物倾倒与

掩埋，因此，本地块几乎不存在土壤环境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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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勘探以及卫星影像，本地块北侧紧邻宜昌市白洋中心幼儿园，和

中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幼儿园占地13340平方米，建筑面积2852平方米。

办园规模为9个教学班，全园可以容纳270名幼儿，是白洋园区的公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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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相邻地块（左）

北侧相邻地块（右）

图3.4-1 北侧相邻地块现状

（2）南侧地块

本地块南侧相邻地块内部目前处于荒废状态。

（3）东侧地块

本地块东侧相邻地块，现为白洋收费站。

（4）西侧地块

本地块西侧相邻地块，地块目前正建设白洋人才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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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相邻地块历史概况

这次主要调查了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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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场地规划平整，其详细

情况见下图及其分析。

2013年卫星

影像

2014年卫星

影像

对比 2013年卫星影像，2014年附近地块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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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卫星

影像

对比2014年卫星影像，2016年地块西北侧100m开始建设白洋新城，地块150m开始白洋收费

站。

2018年卫星

影像

对比2016年卫星影像，2018年地块东侧150m白洋收费站建设完成，地块西北侧100m白洋新

城建设完成，地块西北侧50m新增居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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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卫星

影像

对比2018年卫星影像，2019年地块西北侧200m居民住宅全部搬走。

2020年卫星

影像

对比2019年卫星影像，2020年地块西北侧50m修建宜昌市白洋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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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卫星

影像

对比2020年卫星影像，2021年地块北侧相邻地块新建中交建设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地

块西侧200m清理植被，新建项目部，地块西北侧300m新建居民区。地块东侧150m新增停车

场。

2022年卫星

影像

对比2021年卫星影像，2022年地块西侧200m项目部建设完成，地块西北侧300m居民区建设

完成。

注：绿色范围为地块范围，蓝色阴影范围为变化区域

图3.4-2 地块周边环境历史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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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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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不

存在土壤环境污染，无明显污染物产生。

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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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规划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宜昌市高新区白洋镇，距离长江约2km，总面积

17961.78m2，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东经111.52744°，北纬30.42590°，根据《省

人民政府关于枝江市2017年度第10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鄂政土批〔2018〕

331号）（附图3）、《出让土地规划条件》（附件3）等规划、出让文件要求将

其规划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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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分析

4.1 资料收集

本项目资料收集与分析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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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地块已入库管理，出让土地

规划文件，枝江103次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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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白洋工业园总体规

划环评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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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功能区划、卫星地图识别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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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使用批件、规划调整报告及批复等政府和权威机构

资料。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枝江市2017年度第10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鄂

政土批〔2018〕331号）（附图3）将白洋镇赵家铺村、太保场村集体农用地24.6885

公顷（含耕地2.782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收手续，征收集体建设用地

2.8945公顷；将白洋镇赵家铺村国有农用地0.7634公顷（无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使用国有建设用地0.0243公顷。该批次共计批准建设用地28.3707公顷。其中本地

块在103批次中，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面积共计17961.78m2。根据《出让土

地规划条件》（附件3），将本地块规划建设为居住项目，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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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本地块原为农用地，经政

府规划调整为建设用地，后土地收储、出让，规划建设居住项目。

4.3 地块资料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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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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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收

集，地块周边无工业企业，因此大大降低地块受污染的可能性。

通过查询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官网，查询结果为地块历史上作为农用地，其主

要经济作物是柑橘、蔬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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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2019-2020年该地块处于荒废状态，不再

种植作物，因此地块几乎不会存在污染或是污染残留。相邻地块历史上均为农用

地、耕地以及居民居住地，后东侧地块修建白洋收费站，北侧地块修建白洋幼儿

园。根据查询宜昌市政府相关网站，未查询到建设期间环境污染事件，也未查询

到相应新闻或报道。图4.4-1为查询相关信息部分截图。

图4.4-1 环境生态环境局相关污染事件查询结果（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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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得知，该地块曾作为农用地，现规划为居住用

地，地块内基本不存在明显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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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勘测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勘测

5.1.1 现场勘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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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勘范围为本地块及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围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可能污染来

源影响的距离进行判断，至少以地块周边1km作为勘测范围。调查地块周围区域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白洋小学、宜昌市白洋中心幼儿园、白洋镇居民、白洋新城

一区、白洋新城2期A区、白洋新城2期B区、宜昌经济开发区。

5.1.2 现场勘测方法

踏勘主要方法为通过气味辨识、照相、现场笔记等来记录勘测情况，并根据

现场情况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5.1.3 现场勘测内容

现场踏勘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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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踏勘结果，踏勘过程中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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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部现场照片如图所示，地块内部已全部硬化，无污染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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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地块内部现场照片（部分）

地块周边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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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周边区域没有发

现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来源。本地块南侧为荒地（目前处于未开发状态），地块

北侧为宜昌市白洋中心幼儿园，地块东侧为白洋收费站未有被污染、腐蚀的痕迹，

不存在恶臭，刺激性气味，不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现场踏勘汇总表见下表。

表5.1-1 现场勘测汇总表

踏勘内容 踏勘结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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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利用相关痕迹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 地块内无槽罐等设施相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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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放、倾

倒、填埋的痕迹

管线、沟渠泄漏情况 地块内无管线沟渠等设施

周边污染源 地块周边无污染源存在

地块内土壤情况 地块内土壤不存在被污染迹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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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阶段

调查的工作要求，我公司对本地块开展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工作。本次人员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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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中心以及周边居民物业开展了访谈工作，访

谈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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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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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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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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访谈过程的部分情景记录见下图。

白洋青年公寓物业保安 白洋青年公寓物业保安

白洋青年公寓美食城超市营业员 白洋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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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高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处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

图5.2-1 人员访谈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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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访谈方式

1 滕瑞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高新

区分局
工作人员 15396985414 面访

2 张君楚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高新区分局
规划科科长 15327155895 面访

3 蔡佳宝
宜昌市高新区房屋征收

与补偿管理处
工作人员 18371710705 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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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访

5 林师傅 白洋镇居民 居民 / 面访

6 刘师傅 白洋青年公寓物业保安 居民 / 面访

7 项师傅 白洋青年公寓物业保安 居民 / 面访

8 郭女士
白洋青年公寓美食城超

市营业员
居民 / 面访

人员访谈记录详细见附件5。

5.2.2 访谈结论

根据访谈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该地块一直以来主要为农业用地等；

（2）地块区域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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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且未使用污水进行灌溉；

（5）该地块历史上未开展过土壤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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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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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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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污染土壤转运；

（7）地块历史上无使用较难降解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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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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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蔬菜

11 周边污染事件 地块周边未发生过污染事件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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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并结合地块所处区域的水文地质情况分析，地块周

边无企业污染，且地块周边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不存在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

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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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 调查结果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总面积17961.78m2，中心地理位置

为东经111.52744°，北纬30.42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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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规划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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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和分析

通过对地块及相邻地块当前及历史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收集到

的信息，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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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工作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宜市环规〔2023〕1号）中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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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规划为居住用地，目

前用于作白洋青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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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卫星影像与实际走访调查均未

发现地块内存在污染的情况以及可

能造成污染的。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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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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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表格，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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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地块周边存在的污染源对本地块不存在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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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及相邻地块当前及历史上均未发现潜在

污染源，本地块的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满足居住用地建设要求。因此，本地块可在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束，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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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和数据，通过人

员访谈、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得出。其中人员访谈过程，由于访谈对象中大部分

为外来镇民，对地块之前情况了解较少，可能对部分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其准

确性和适用性与客观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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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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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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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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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新民路东南侧地块总面积17961.78m2，中心地理位置

为东经111.52744°，北纬30.42590°，本地块原为农用地，现规划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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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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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目前被用作白洋青年公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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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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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居住用地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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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建议

本地块土壤状况良好，符合居住用地规划要求，建议本次土壤调查第一阶段

可到此结束，不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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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项目地理位置图

地块所在位置



附图2：地块卫星影像图

图 例

红色为地块

范围



附图3：湖北省自然资源厅网站查询截图



附件1：土地分类面积汇总表



附件2：地块权属界址坐标表及出让图









附件3：地块出让规划条件







附件4：关于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专项整改工作的提醒函







附件5：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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