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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长沙县 2022年第八十二批次建设项目地块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中心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52498369，北纬 28.279774605。本次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15109.67平方米。本次调查地块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用地；南面为捞刀

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侧为春华镇居民、春

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

征收审批单（2023）政国土字第 607号，本次调查地块原土地性质为农用地、居

民宅基地、道路，长沙县春华镇人民政府在该地块上拟新建长沙县春华镇田园综

合体数字化农旅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第五十九条

规定，结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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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地块土地利用

类型拟将从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变更为 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

地性质发生改变，需要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4年 1月，长沙县土地储备中心委托我公司（湖南坤诚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承担本场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司通过现场踏勘、与相关人员访谈，

收集相关资料，在了解场地内及周边当前和历史污染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技

术导则要求，编制完成了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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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1）通过资料的收集查阅、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掌握地块及周边区域的

相关信息，识别该地块及周边区域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及污染物；

（2）提出针对性结论及建议。在地块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国

家和地方有关要求，针对地块规划用途，提出针对性结论及建议；

（3）根据调查结果，为地块是否需开展第二阶段采样与分析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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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的初步调查，

为地块的环境管理以及下一步可能需要开展的场地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提

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指南和规范的要求、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

环境调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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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等因素，结合现阶段场地实际情况开展调查

与评估，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为长沙县 2022年第八十二批次建设项目用地，

用地面积为 15109.67平方米。地块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用地；南面为

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侧为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HJ25.1-2019），调查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对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

情况、污染源排放情况、相邻地块环境敏感目标等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为地块

周边 500m。地块拐点坐标见下表 2.2-1-表 2.2-2，地块宗地图见图 2.2-1，地块调

查范围图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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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调查地块 1拐点坐标表

地块拐点 经度 纬度

J1 113.252263 28.280419
J2 113.252299 28.280426
J3 113.252346 28.280422
J4 113.252663 28.280244
J5 113.252753 28.280382
J6 113.252843 28.280359
J7 113.252933 28.280300
J8 113.253013 28.280255
J9 113.253277 28.280100
J10 113.253182 28.279956
J11 113.253309 28.279884
J12 113.253202 28.279634
J13 113.253270 28.279412
J14 113.252096 28.279239
J15 113.251968 28.279200
J16 113.251871 28.279273
J17 113.251737 28.279345
J18 113.251708 28.279541
J19 113.252146 28.280262
J20 113.252226 28.280389

表 2.2-1调查地块 2地块拐点坐标表

地块拐点 经度 纬度

J1 113.251968 28.279200
J2 113.252096 28.279239
J3 113.253270 28.279412
J4 113.253283 28.279311
J5 113.253147 28.279275
J6 113.252959 28.279288
J7 113.252896 28.279292
J8 113.252444 28.279175
J9 113.252049 28.279094
J10 113.252042 28.279096
J11 113.252040 28.279102
J12 113.252040 28.2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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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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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调查地块宗地图

调查地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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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地块调查范围图

本 调

查 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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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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土壤〔2021〕

120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第三次修正）；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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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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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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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682—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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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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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23）政国土

字第 607号）。

（2）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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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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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等标准要求，规定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本次调查将参照上

述标准实施。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

是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若确认场

地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

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否则，需进入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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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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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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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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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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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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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程序见下图（红色虚线部分为本次调查的工作内容），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照片拍摄以及报告编制等。

图 2.4-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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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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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东岸，湖南省会长沙市近郊。东

邻浏阳市，南接长沙市雨花区，西毗长沙市芙蓉区、开福区、望城区，北靠

岳阳市。地处东经 112°58′23″—113°30′09″，北纬 28°02′04″—28°39′51″之间。

2020 年，全县总面积 1756 平方千米。

春华镇地处长株潭经济的核心辐射区，位于长沙、浏阳平江等革命老区

的旅游干线上，镇域西距长沙市区 25km，南与黄花国际机场毗邻，与县城主

干道开元大道相连，319 国道和省道 S207 线贯穿全境。

本场地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52498369，北

纬 28.279774605。

3.1.1.2地形、地貌

长沙县属长衡丘陵盆地的北部，地处幕阜山、连云山与大龙山余脉的南

端，株洲隆起带的北缘。龙华、乌川诸山雄峙于东，陶家排、炭盆坡横亘于

南，影珠、明月两座大山蜿蜒于西北，兴云、飘峰两山耸立于北。北山镇域

内的明月山为县内最高峰，海拔 659 米。地势由北、东、南三面逐渐向中西

部倾斜，呈不规则“畚箕”形状。域内有变质岩、沙砾岩、灰岩、红岩、红土、

砂页岩、花岗岩七种岩层及岗地、平原、山地、丘陵、水面五类地貌，以岗

地平原为主。

本场地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周围分布有居民住宅和农用地。

3.1.1.3气象气候

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东岸，湖南省会长沙市近郊，全县总

面积 1756平方千米。长沙县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寒冷期短，炎热期长。

3.1.1.4水文

长沙县地处湘江东岸，域内河流众多，属于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主要河

流（流域面积 1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和部分在此范围以下的重要河道）54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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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河流 2条，县管河流 9条、乡管河流 43条）。其中，流域面积 200平方千米

以上河流 4条，流域面积 50—200平方千米的河流 9条，流域面积 10—50平方

千米的河流 37条，总长约 609千米。域内主要河流有浏阳河、捞刀河及其支流

和汨罗江 2级支流双江口河。有水库 145座，其中：中型水库 5座（乌川水库、

桐仁桥水库、金井水库、红旗水库、白石洞水库），总库容 7839万立方米：小

（Ⅰ）型水库 25座，小（Ⅱ）型水库 115座。全县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14.03亿立

方米，其中，地下水资源量 2.928 亿立方米，地下水径流模数 16.7万立方米/平

方千米·年。过境水资源量丰富，其中浏阳河全流域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39.41

亿立方米，捞刀河全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19.6亿立方米。

3.1.1.5生物资源

项目建设地区域人类活动频繁，主要动物是田鼠、青蛙、蛇、山雀等常见物

种。家禽以鸡、鸭、鹅为主。经调查，项目地四周无珍稀保护动植物，生态结构

较为简单，无珍稀保护动植物。

3.1.2社会环境概况

3.1.2.1行政区划及人口组成

2020年 11月，长沙县辖星沙街道、泉塘街道、湘龙街道、㮾梨街道、长龙

街道 5个街道，开慧镇、金井镇、黄兴镇、江背镇、黄花镇、春华镇、路口镇、

果园镇、高桥镇、福临镇、青山铺镇、安沙镇、北山镇 13个镇；另有黄兴会展

经济区。县政府驻星沙街道。

2022年末，长沙县户籍户数 28.94万户，户籍人口 83.68万人，比上年增加

3272人。全年出生 6546人，人口出生率 7.8‰；死亡 6032人，人口死亡率 7.2‰；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2。年末常住人口 142.75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为 106.61万人，城镇化率为 74.68%，比重较上年提高 0.03个百

分点。

3.1.2.2经济发展概况

2022年，长沙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114.42亿元，比上年增长 4.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94.64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1139.77亿

元，增长 5.5%；第三产业增加值 880.01亿元，增长 3.3%。第一、二、三次产业

分别拉动 GDP增长 0.17、2.85、1.4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F%E6%B2%99%E8%A1%97%E9%8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9%E5%A1%98%E8%A1%97%E9%8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8%E9%BE%99%E8%A1%97%E9%8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AE%BE%E6%A2%A8%E8%A1%97%E9%8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9%BE%99%E8%A1%97%E9%8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9%BE%99%E8%A1%97%E9%81%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6%85%A7%E9%95%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4%BA%95%E9%95%87/13071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85%B4%E9%95%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3%8C%E9%95%87/41949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8%8A%B1%E9%95%87/48440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5%8D%8E%E9%95%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F%E5%8F%A3%E9%95%87/67520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C%E5%9B%AD%E9%95%87/88288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A1%A5%E9%95%87/26007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4%B8%B4%E9%95%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B1%B1%E9%93%BA%E9%95%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6%B2%99%E9%95%8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B1%B1%E9%95%87/629381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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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3.9%、63.8%、32.3%。全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4.5：53.9：41.6。

2022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9.1%。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0.9%；第二产业完成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为 36.2%；第三产业完成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62.9%。

2022年，长沙县实现财政总收入 374.4亿元，比上年下降 18.2%。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 195.6亿元，增长 10.0%。其中教育支出 38.9亿元，增长 23.8%；医疗

卫生支出 12.6亿元，增长 22.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6亿元，增长 3.2%。

3.1.3区域饮用水水源地调查结果

根据区域环境调查，调查地块南侧为长沙市长沙县捞刀河黄花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长沙市长沙县捞刀河黄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如下。

表 3.1-1长沙市长沙县捞刀河黄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

保护

区名

称

所

在

市

州

所

在

县

区

所

在

流

域

类

型

水

厂

名

称

服

务

范

围

規

模

保

护

级

别

保护区范围

水域 陆域

长沙

县捞

刀河

黄花

饮用

水水

源保

护区

长

沙

市

长

沙

县

湘

江-
捞

刀

河

河

流

型

湖

南

长

大

集

团

黄

花

供

水

有

限

公

司

黄

花

镇

长

龙

街

道

县

级

一

级

水口上游1000米至下游

100米范围内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50米，不

超过防洪堤迎水侧堤肩、道路迎水

侧路肩。

二

级

一级保护区上边界上溯

至S206公路桥处(汇入

的支流均从汇合口上溯

至第一座路桥处),下边

界下延至郭公渡河坝之

间河道水域(一级保护

区水域除外)。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1000
米；左侧不超过构筑物围墙、硬化

村道背水侧路肩、山脊线、防洪堤

背水侧堤肩，果园大道、314乡道

和开元东路背水侧路肩；右侧不

超过硬化村道背水侧路肩、防洪堤

背水侧堤肩、春华新街背水侧路

肩(一级保护区陆域除外)。

3.2敏感目标、周边企业调查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相关要求，

调查了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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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根据对现场及

周边踏勘获得的信息，地块周边敏感目标见下表 3.2-1。周边企业调查见下表 3.2-2。

周边企业分布图见图 3.2-2。
表 3.2-1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场地距离/m
1 春华镇居民，1户 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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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场地距离/m
2 春华镇居民，约 70户 西 16-240
3 春华镇居民，约 40户 北、西北 0-237
4 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约 20人 西 63-154
5 春华镇农贸市场，约 50人 北 102-150
6 春华镇卫生院，约 100人 北 100-189

7
长沙市长沙县捞刀河黄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二级水域、二级陆域
南 紧邻

表 3.2-2地块周边企业调查一览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方

位

距场地距离

/m
行业类别 工艺流程 产排污情况

1

湖南湘集鲜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
西 270

副食品包

装
分装食品

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收集至

春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生活垃圾、废包装袋经过收

集后由环卫部门处置。

湖南轻淘食品有限

公司
西 300

制造羊肉

酱

解冻—腌

制—分切

—卤煮—
炒制/熬制

—冷却—
封装

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收集至

春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羊肉解冻废水经市政管网收

集至春华镇污水处理厂处

理。

生活垃圾经过收集后由环卫

部门处置。

长沙文哲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
西 350 建材仓储 /

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收集至

春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生活垃圾经过收集后由环卫

部门处置。

2 零食物流仓库 北 414 食品仓储 /
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收集至

春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3 停产的制鞋厂 西 20 / / 无

4
湖南长海现代实验

室设备有限公司

东

北
285

实验室设

备仓储
/

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收集至

春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生活垃圾经过收集后由环卫

部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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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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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周边企业分布图

1

3

2

4

本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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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场地的现状和历史

3.3.1场地现状

我公司于 2024年 1月进行现场踏勘和调查，本调查地块面积为 15109.67平

方米，原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规划用途为图书与展览用地，调查期间，

地块内为菜地、荒地、居民宅基地、道路，现状平整，地块现状（无人机航拍）

见下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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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西侧 地块内东侧

图 3.3-1地块现状图（无人机航拍）



18

3.3.2场地历史

通过人员访谈和历史资料收集来获知本地块的历史使用情况，并结合历史卫

星影像分析，地块历史影像最早可追溯至 2003年。地块历史情况总结如下：

根据场地历史使用调查及历史影像来看，本地块 2003 年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主要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地块内有未开展过工业生产活动。该地块

原土地使用权为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2023年 6月 26日，本地块取得了《湖南

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23）政国土字第 607号），农

用地转用面积为 15110平方米。

表 3.3-1场地使用功能历史变迁一览表

年份 土地性质 场地使用权人 其他情况

2003年以前
村集体用

地

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

集体土地

地块为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集体土

地，主要用作农用地

2003年-2023
年 6月 25日

村集体用

地

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

集体土地

地块为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集体土

地，主要用作农用地、居民宅基地、

道路

2023年 6月 26
日

建设用地 长沙县土地储备中心

2023年 6月 26日，农用地取得了《湖

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

审批单》（2023）政国土字第 607号，

农用地转用面积为 1511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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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卫星影像资料见下图。

地块2003年卫星影像图

地块最早的历史影像为2003年6月1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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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13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13年11月6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较2003年，地块内北面有1处居民宅基地，西侧有1处居民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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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15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15年4月14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与2013年相比，地块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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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16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16年3月19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道路。与2015年相比，地块内南侧新增有1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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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17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17年8月6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道路。与2016年相比，地块农用地面积有所减小，农用地大部分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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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18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18年6月17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道路，与2017年相比，农用地面积有所减小，农用地部分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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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19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19年4月17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与2018年相比，农用地面积有所增加，部分农田荒废。图中地块内白色斑点为蔬菜

塑料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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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2021年卫星影像图

历史影像为2021年6月5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与2019年相比，农用地面积有所增加。图中白色为蔬菜塑料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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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场地主要污染源分析

从历史影像资料及现场照片来看，本地块原来主要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

道路。地块内农用地上原来主要种植水稻、蔬菜，农药及化肥使用量较少，对土

壤影响小。

调查地块内主要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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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未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由此可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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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本调查地块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四至情况为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

农用地；南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

侧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相邻地块现状见下

图。

地块东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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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现状

地块西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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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北侧现状

地块北侧现状

图3.4-1相邻地块照片（无人机航拍图）

3.4.2相邻地块历史

通过人员访谈和历史资料收集来获知项目相邻地块的历史使用情况，并结合

历史卫星影像分析，地块历史影像最早可追溯至 2003年。相邻地块未开展过工

业生产活动，历史情况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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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

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本地块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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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03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地块东面为农用地；南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小学；北面为春华镇居民；不涉及生产和危废堆存。

春华镇居民

捞刀河

本地块

春华镇居民

农用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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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13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2003年周边情况发生变化，地块东侧新增1处居民，新增1条S206道路；西侧居民数量有所增加。北面居民数

量有所增加，且新增1处春华镇卫生院。据调查走访，西侧约20米处原来有1处停产的制鞋厂，开工年份为1988年，停产年份为2006
年4月，停产至今，该鞋厂原料为外购，无制革工艺，生产工艺为裁剪、缝合，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用作农肥，边角料统一收

集后卖给废品回收厂，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本地块

捞刀河

停产的制鞋厂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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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15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 2013年周边情况无明显变化。据调查走访，地块西侧小学改为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

本地块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捞刀河

春华镇便民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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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16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2015年，地块北侧春华镇农贸市场正在施工中，其余相邻地块情况无明显变化。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农贸

市场施工中

捞刀河

本地块春华镇便民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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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17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2016年，西侧居民数量有所增加，其余相邻地块情况无明显变化。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农贸市

场施工中

本地块

捞刀河

春华镇便民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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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18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2017年周边情况无明显变化，地块北侧春华镇农贸市场已建成。

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农贸

市场

本地块

捞刀河

春华镇便民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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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19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 2018年周边情况无明显变化。

春华镇居民本地块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农贸

市场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捞刀河

春华镇便民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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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2021年卫星影像图

从历史影像看，较 2019年地块东侧新增 1条渠道，其余相邻地块情况无明显变化。

图 3.4-2相邻地块卫星影像图

捞刀河

春华镇卫生院
春华镇农贸

市场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居民

本地块
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便民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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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相邻地块污染源识别

本地块东侧相邻地块 2003年为农用地，2013年-2021年为居民住户、农用

地，2021年新增 1条渠道。

本地块南侧相邻地块 2003年-2021年为捞刀河，无明显变化。

本地块西侧相邻地块 2003年-2015年有 1处小学，2015年期间小学变更为

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2015年往后年份无明显变化。2003年-2017年居民住户随

年份增加数量有所增加，2017年往后年份无明显变化。据调查走访，西侧约 20

米处原来有 1处停产的制鞋厂，开工年份为 1988年，停产年份为 2006年 4月，

停产至今，该鞋厂原料为外购，无制革工艺，生产工艺为裁剪、缝合，无生产废

水产生，生活污水用作农肥，边角料统一收集后卖给废品回收厂，对本地块土壤

环境无影响。

本地块北侧相邻地块 2003年-2013年为居民住户，2013年新增 1处春华镇

卫生院，2016年建设 1处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农贸市场于 2018年建成，2018

年往后年份无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调查场地和相邻地块对土壤环境不存在污染风险。

3.5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对照该新指南本地块规划用途为图书

与展览用地。规划参考图见附图 4。

4资料分析

4.1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与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对与该地

块相关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并收集了区域地形地貌图、区

域水系图、历史影像等。本次调查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发布的资料有：

（1）地块所在地的自然和经济社会信息；

（2）环境质量公报；

（3）区域地形地貌图；

（4）区域水系图；

（5）《规划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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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23）政国土

字第 607号）；

（7）地块宗地图；

通过对资料分析可知：本场地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中心地理坐标为东

经 113.252498369，北纬 28.279774605，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用地；南

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侧为春华镇

居民、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本地块原土地性质为农用地、

居民宅基地、道路，规划为图书与展览用地，在该地块上拟新建长沙县春华镇田

园综合体数字化农旅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4.2场地资料收集与分析

场地环境资料收集主要是通过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方式进行：

(1)查阅资料：从项目委托方及网上查阅的资料获取关于场地的相关资料；

(2)人员访谈：对当地常住居民、生态环境部门管理人员开展信息调查。

2024年 1月我方调查人员对场地环境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本项目

收集了项目区域卫星图、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等相关资料作为支撑材料进

行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场地相关资料有：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卫星图片、地块

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场地历史使用情况等；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地块资料包括地块的相关文件、界址点等资料以及现场调

查走访政府工作人员、当地常住居民等。通过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可知：本地

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本地块原土地使用权人为长沙县春华镇

武塘村，2023年 6月 26日，本地块取得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

征收审批单》（（2023）政国土字第 607号），农用地转用面积为 15109.67平

方米，规划为图书与展览用地。

本地块历史上不曾作为污水灌溉区，不曾用于规模化养殖、不曾用于固体废

物堆放、填埋，不曾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和其他环境污染事故，不曾有有

毒有害物质生产、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地块周边敏感点主要为宅基地、农用

地，不曾是《污染地块一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规定的

疑似污染地块（是指从事过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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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不

曾是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用于固体废物堆放、

填埋的、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和其他环境污染事故的地块。

4.3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从地质勘察报告来看，本地块内各钻孔均未发现断裂构造、土洞、溶洞等对

场地稳定性有影响的不良地质作用，场地是稳定的，为不均匀地基，适宜建筑。

地块历史上无遗留问题及疑似污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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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2024年 1月我单位技术人员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现场踏勘中听取了地块所在地相关单位、居民的介绍，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

部为主，并调查了地块周围区域内的敏感点。现场踏勘主要内容为地块现状、周

围区域的现状，以及区域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

在现场踏勘同时对地块熟悉的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的开展主要是针对查询

信息的核实与补充，为更加全面地了解到相关信息，我单位结合地块实际情况，

访谈内容句括地块历史使用信息、历史及近期的生产活动变迁、地块受污染的情

况、重大污染事件、周边历史情况等。

5.1现场踏勘

5.1.1现场踏勘内容

根据生态环境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技

术要求，地块现场踏勘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

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1)场地现状及历史情况踏勘：踏勘和查证场地内现有的及场地过去使用中

可能会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

(2)周围区域的现状和历史情况踏勘：观察记录包括周围区域目前及过去的

土地利用情况，明确其与场地的关系；

(3)文域地形地质与水文地质踏勘：观察和记录区域的地形地质和水文地质，

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场地，以及场地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

地下水和场地以外；

(4)现场踏勘期间获取的场地现状图。除了现场区域，踏勘期间场地调查人

员还走访了周围敏感区域范围。

5.1.2踏勘结果

本次勘探的结果内容见表。

表 5.1-1现场踏勘内容表

序号 主要内容 踏勘结果

1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情况

地块现状：地块内现状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

道路；

历史情况：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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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内容 踏勘结果

1.1
是否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

该地块现状和历史上均无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生产和贮存，污染的可能

性极低

1.2 三废处理与排放及泄露情况
该地块范围内无工业企业，无工业生产项目，无

三废处理和排放

1.3

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

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

象，如管槽泄露以及废物临时

堆放污染痕迹

现场勘查时地块内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痕

迹，无管槽泄露和废物堆放痕迹

2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情况
相邻地块现状、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居民宅基

地。

2.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
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未发

现污染源。

2.2

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如管槽泄露以及废物临时堆放

污染痕迹

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3 周围周边的现状和历史情况 见 3.4.1、3.4.2。

3.1
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

的类型

地块周边现状为：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

用地；南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

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侧为春华镇居民、

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

地块周边历史主要是农用地、宅基地。

3.2 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无

3.3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

设施
无

3.4
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

体、雨水排放和径流
周边地表水体主要为南侧的捞刀河。

3.5 道路 南侧为村道、东侧为 S206道路

5.2人员访谈

5.2.1人员访谈形式及范围

2024年 1月本公司技术员对本次调查开展访谈，方式为面对面访谈，范围

涵盖了临近地块周边村民、春华镇人民政府、春华镇武塘村村民委员会等，并参

考了周边地块土壤调查时的访谈资料。访谈记录见附件。

5.2.2人员访谈内容

通过资料收集及现场踏勘获取了地块及周边的现状及历史状态，访谈的开展

主要是针对查询信息的核实与补充，为更加全面地了解到相关信息，我单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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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实际情况，访谈内容包括地块历史使用信息、历史及近期的生产活动变迁、

地块受污染的情况、重大污染事件、周边历史情况等。

5.2.3访谈对象

此次现场调查访谈了春华镇人民政府生态办主任、春华镇武塘村村民委员会、

春华镇自然资源所所长等，对地块熟悉，本次调查具有代表性。

访谈内容主要核实现有的资料信息，补充获取场地相关信息资料。访谈结束

后，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对照已有的相关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

进行核实和补充。访谈人员基础信息表见下表。访谈照片见图 5.2-1。
表 5.2-1访谈人员基础信息表

序

号
姓名 电话 年龄（岁） 受访对象类型 住址/工作单位

1 陈雨杰 13974887867 37 春华镇人民政府生态办主任 春华镇人民政府

2 刘景 13875878475 32 春华镇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 春华镇自然资源所

3 石磊 15084812543 42 武塘村村委会环保专干 武塘村村委会

4 胡贺 13974991026 49 武塘村村委会国土专干 武塘村村委会

5 杨日红 13739075448 58 春华镇武塘村村民 /

6 粟知南 13657444341 38 春华镇武塘村村民 /

本次人员访谈结果详见下表。

表5.2-2访谈结果统计一览表

访谈问题
访谈

人数

选项统计

调查结果说明
是 否

不

确

定

1、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其他工业企业存在? 6 / 6 / 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

2、本地块内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

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6 / 6 /

地块内无正规或非正规的

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3、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

坑?
6 / 6 /

地块内无工业废水排放沟

渠或渗坑

4、本地块内是否有产品、原辅材料、油品

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6 / 6 /

地块内无产品、原辅材料、

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

送管道

5、本地块内是否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

道或储存池?
6 / 6 /

地块内无工业废水的地下

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6、本地块内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
或是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本地块

周边邻近地块是否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

故?或是否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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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周

边邻近地块未发生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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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问题
访谈

人数

选项统计

调查结果说明
是 否

不

确

定

品泄漏事故，不曾发生过

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7、是否有废气排放? 6 / 6 / 地块内无工业废气产生、

废气在线监测装置、废气

治理设施

是否有废气在线监测装置? 6 / 6 /

是否有废气治理设施? 6 / 6 /

8、是否有工业废水产生? 6 / 6 / 地块内无工业废水产生、

废水在线监测装置、废水

治理设施

是否有废水在线监测装置? 6 / 6 /

是否有废水治理设施? 6 / 6 /
9、本地块内是否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

常气味?
6 / 6 /

地块内未曾闻到过由土壤

散发的异常气味

10、本地块内危险废物是否曾自行利用处

置?
6 / 6 /

地块内无危险废物曾自行

利用处置情形

11、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6 / 6 /
地块内土壤未曾受到过污

染

12、本地块内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6 / 6 /
地块内地下水未曾受到过

污染

13、本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是否有幼儿园、

学校、居民区、医院、自然保护区、农田、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井、地表水体

等敏感用地?

6 6 / /

1km范围内存在幼儿园、

居民区、医院、学校、饮

用水源地，原来地块内为

农田，后来为旱地；

14、本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是否有水井? 6 6 / / 周边1km范围有水井，用

途为饮用，未发生过水体

混浊、颜色或气味异常等

现象，未观察到水体中有

油状物质

是否发生过水体混浊、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

象?
6 / 6 /

是否观察到水体中有油状物质? 6 / 6 /

15、本区域地下水用途是什么?周边地表水

用途是什么?
周边有家用地下水，作为饮用水；周边地表水

主要是用于灌溉

16、本企业地块内是否曾开展过土壤环境调

查监测工作?
6 / 6 /

地块内未曾开展过土壤环

境调查监测工作，未曾开

展过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

工作，未开展过场地环境

调查评估工作

是否曾开展过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6 / 6 /

是否开展过场地环境调查评估工作? 6 / 6 /

17、访谈人员对场地的了解自述 详见附件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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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人员访谈照片

5.2.4访谈方式

本次访谈采取的访谈方法主要为现场访谈。

5.3踏勘与人员访谈结果分析

5.3.1现场踏勘结果

根据对本地块及周边地块进行现场踏勘，本地块周围未发现环境污染问题，

详细内容见下表。

表 5.3-1地块内及周边环境现场踏勘记录表

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

地块现状

地块现状 地块内为菜地、荒地、居民宅基地、道路，现状平整

有毒有害物质存储

情况
项目范围内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存放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

和泄漏情况
项目范围内无各类槽罐

固体废物及危险废

物堆存情况
项目范围内无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堆存

异味 现场无异味

管线及沟渠泄漏情

况

原地块不存在管线及沟渠，无相关问题。

地块北侧 102米处的春华镇农贸市场产生的废水均进入

市政管网，不存在污染本调查地块的污染管线及沟渠。

污染痕迹 地块内土壤颜色、气味正常，未见污染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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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围

环境现状

周边现状

地块周边现状为：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用地；南

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

农用地；北侧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

生院、农用地。

大气环境 周边环境质量较好，无异味扩散

污染痕迹 周边环境土壤正常、周边气味正常，未见污染痕迹

5.3.2人员访谈结果

2024年 1月项目组成员针对原场地历史使用情况、周边情况、未来使用情

况等进行了相关人员访谈。

根据土当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等访谈人员描述，了解到：本地块原为农用

地、居民宅基地、道路，地块内拟建设长沙县春华镇田园综合体数字化农旅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地块内未开展过工业生产活动。周边地块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

地、农用地；南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

北侧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

本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区域未发生过污染事故，无污水、垃圾等乱排、乱扔等

现象，未发生土壤和工业污染事件，未发生过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事件。因此，

根据访谈结果显示地块存在污染可能性较小。

5.4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 2024年 1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调查地块使用历史主要为农用地、

居民宅基地、道路。不涉及工企业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

涉及到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可

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其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周边土地大部分为农用地、居民

宅基地，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的情况。

5.5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根据 2024年 1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无可

能的污染源，无槽罐且无有害物质泄露痕迹。

5.6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置评价

根据 2024年 1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

业，无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堆放场，不存在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相

关问题。地块西侧约 20米处原来有 1处停产的制鞋厂废边角料得到妥善处理，

不存在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相关问题。

5.7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根据 2024年 1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及周边范围内当前和历史上无

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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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 2024年 1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及周边范围内当前和历史上未

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无污染物迁移的相关记录。

5.9其他

根据 2024年 1月现场踏勘，场地现场无异味、无污染痕迹及颜色异常的土

壤，不存在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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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果和分析

6.1分析

6.1.1项目地块及周边地块污染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访谈结果，结合收集的资料得知本地块原为农用地、居民宅

基地、道路，规划用途为图书与展览用地，目前地块内为菜地、荒地、居民宅基

地、道路，现状平整。地块四至情况为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用地；南面

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侧为春华镇居

民、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

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大部分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地块西侧约 20米处原

来有 1处停产的制鞋厂，废水、固废得到妥善处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6.1.2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所得有关项目地块历史用途及现状用途

信息基本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6.1.3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收集的资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能为

了解项目地块提供有效信息，有效信息一致性分析见下表。

表 6.1-1有效信息一致性分析一览表

项目地块信息 历史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

结论

历史使用情况

历史卫星影像图显

示地块原为农用

地、宅基地、道路

访问调查得知地块

历史上原为农用

地、宅基地、道路

地块原为农用地、

宅基地、道路，未

开展过工业企业。

一致

是否有污染型企

业

历史卫星影像图显

示历史上地块内无

污染型企业；

地块周边主要是农

用地、宅基地，无

污染型企业

现场踏勘地块内无

污染型企业；

地块周边主要是农

用地、宅基地，无

污染型企业

现场踏勘地块内无

污染型企业；

据调查走访，西侧

约 20米处原来有 1
处停产的制鞋厂，

开工年份为 1988
年，停产年份为

2006年 4月，停产

至今，该鞋厂原料

为外购，无制革工

艺，生产工艺为裁

剪、缝合，无生产

废水产生，生活污

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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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信息 历史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

结论

水用作农肥，边角

料统一收集后卖给

废品回收厂。

历史上地块内是

否有排放沟渠、

地下输送管线或

储存池

历史卫星影像图显

示历史上地块内无

排放沟渠、储存池

地块原为农用地、

宅基地、道路，历

史上地块内无排放

沟渠、地下输送管

线或储存池

地块原为农用地、

宅基地、道路，历

史上地块内无排放

沟渠、地下输送管

线或储存池

一致

历史上地块内及

周边环境事件

(化学品泄漏)

历史卫星影像图显

示历史上地块内及

周边无环境事件

(化学品泄漏)

地块及周边当前和

历史上均无环境事

件

地块及周边当前和

历史上均无环境事

件

一致

历史上是否有危

险废物自行利用

处置

不存在危险废物自

行利用处置

无危险废物自行利

用处置

无危险废物自行利

用处置
一致

6.2结果

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本调查地块使用历史主要为

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不涉及工企业生产，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未涉及到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未存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周边土地大部分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地块西侧约

20米处原来有 1处停产的制鞋厂，该鞋厂的废水、固废均采取了有效的环保措

施，对本地块土壤影响几乎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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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项目概况

本地块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武塘村，地块东面为春华镇居民、林地、农用地；

南面为捞刀河；西面为春华镇居民、春华镇便民服务中心、农用地；北侧为春华

镇居民、春华镇农贸市场、春华镇卫生院、农用地。本次调查地块中心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3.252498369，北纬 28.279774605，面积为 15109.67平方米，规划为图

书与展览用地。

7.2结论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本调查地块使用历史主要

为农用地、居民宅基地、道路。其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周边土地大部分为农用地、

居民宅基地。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到环境污染事故、危险

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不存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地块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第一阶段土

壤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

7.3建议

该地块后续开发利用工作时，应该遵循相关环境保护法规，保护环境和人体

健康，避免产生土壤和地表水污染。结合上述调查结论，建议通过以下手段进行

风险管控：

后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当加强监管，避免施工原材料、固体废弃物以及生

活垃圾随意堆放，避免施工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对项目所在地块地下

水及土壤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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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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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可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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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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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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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申请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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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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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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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地理位置图

本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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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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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宗地图



78

附图 4规划参考图

本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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