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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 地块位于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用地面积 768m2，地

块中心经纬度为 E119.564710°、N30.487519°。地块历史上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用

地，北至林地、南至空地、西至林地、东至村活动中心。2024年 9月，地块规

划为文化用地（0803），拟建造纸文化展示馆，属于敏感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浙环发〔2024〕47号）：甲类地

块（用途变更为敏感用地的）应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报设区市生态环境管理

部门。安吉县上墅乡2023-8地块用途由未利用地变更为敏感用地文化用地（0803），

为甲类地块，因此需启动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2025年 4月，杭州康利

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我公司）受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开

展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2025年 4月，我公司按照地块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了安吉县

上墅乡 2023-8 地块的土壤环境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污染识别、土

壤现场快筛为主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查工作。通过初步调查，本地块满足浙环发

〔2024〕47号第十五条的条件，仅开展以污染识别为主的土壤污染调查、不进

行第二阶段采样检测。

上墅乡 2023-8 地块历史上一直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用地，北至林地、南至民

宿旁空地、西至林地、东至村活动中心。地块南侧存在造纸工坊，造纸工坊以毛

竹为原料，纯手工造纸，无生产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

小。地块内及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无可能的污染源。地

块东侧 15m处为龙王溪，龙王溪为西苕溪支流，地表水质达到Ⅱ类水质，说明地

块周边地表水环境良好。地块内土壤样品初筛结果显示，地块内土壤样品中重金

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均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结合前期收集的资料及地块用地历史，认为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

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地块可以作为文化用地（0803）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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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项目背景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 地块位于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用地面积 768m2，地

块中心经纬度为 E119.564710°、N30.487519°。地块历史上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用

地，北至林地、南至民宿旁空地、西至林地、东至村活动中心。龙王村以造纸遗

址为特色开发旅游业，2024年 9月，地块拟建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其规划

用地性质变更为文化用地（0803），属于敏感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浙环发〔2024〕47号）：甲类地

块（用途变更为敏感用地的）应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报设区市生态环境管理

部门。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用途由未利用地和农用地变更为敏感用地文化

用地（0803），为甲类地块，因此需启动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2025年 4月，杭州康利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我公司）受安吉县上墅乡龙

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开展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根据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

订）》的通知（浙环发〔2024〕47号）第十五条：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

用地或未利用地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

可不进行采样检测。1.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

贮存或输送的；2.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

废物倾倒或填埋的：3.历史监测或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4.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边污

染源直接影响的；5.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

的。

2025 年 4 月，我公司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年第 72号）等地块环境调

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了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的土壤环境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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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污染识别、土壤现场快筛为主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查工作。

通过初步调查，本地块满足上文中浙环发〔2024〕47 号第十五条的条件，仅开

展以污染识别为主的土壤污染调查、不进行第二阶段采样检测。项目组人员根据

初步调查结果编制了《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2 调查结果简述

本次初步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察走访、现场土壤表层样品初筛、会谈、

查询历史影像资料的方式获取地块相关信息，综合分析获取的信息资料，得出以

下结果：

上墅乡 2023-8地块，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一直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用地。

2024年 9月，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变更为文化用地，拟建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

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倾倒或填埋过固体废物，无可能的污染源。

地块内土壤样品初筛结果显示，地块内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均

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相邻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民宿、酒店、造纸民坊遗址、村委会、

村活动中心、造纸民坊、道路和河流。造纸民坊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造纸，无

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小。地块周边不存在可能的污染

源。地块东侧约 15m处为龙王溪，为西苕溪支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

结合前期收集的资料及地块用地历史，认为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

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地块可以作为文化用地（0803）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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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项目调查评估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识别和确认地块内潜在环境污染情况；

（2）根据现场勘察和历史情况分析，确定地块是否可能受到污染；

（3）确定是否需要启动第二阶段调查；

（4）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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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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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 地块位于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用地面积 768m2，地

块中心经纬度为 E119.564710°、N30.487519°。地块拐点坐标及红线范围见表 2.2-1

和图 2.2-1。

本次调查范围为地块内及地块周边 500m区域。根据现场踏勘，地块现状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用地，地块北至林地、南至民宿旁空地、西至林地、东至村活动

中心。地块周边主要为山地、居民区、民宿、酒店、村活动中心、村委会、造纸

工坊、造纸工坊遗址、道路和河流。地块周边调查范围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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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地块红线范围拐点坐标统计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代号 位 置 经纬度（°） 坐标（X/Y）

J1 西北 119.564512/30.487654 3374250.0504/458187.0288

J2 西 119.564639/30.487493 3374235.2970/458198.6050

J3 南 119.564757/30.487252 3374211.0565/458210.8899

J4 东南 119.564891/30.487334 3374218.3674/458225.3060

J5 东 119.564757/30.487577 3374244.0191/458212.2980

J6 北 119.564642/30.487747 3374260.0235/458199.7492

图 2.2-1 地块红线范围

J1

J2

J3
J4

J5

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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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地块周边调查范围（500m）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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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8日）；

（6）《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2011年）；

（7）《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2013〕7号，2013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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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2013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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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4年 3月 1日起施行）；

（11）《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22）》；

（12）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清洁土壤行动方案的通知》（浙政

发〔2016〕47号）；

（13）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14）《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

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

（15）《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的通知（浙环发〔2024〕47号）；

（16）《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一件事”改革 4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浙环发〔2022〕24号）；

（17）《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2016年）。

2.3.2 技术导则及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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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国家环保部公告 2017年第

72号）；

（6）《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号）；

（7）《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6年）；

（8）《浙江省场地环境调查技术手册（试行）》（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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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

评估报告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表的函》，2019年 6月 17日。

2.3.3 文件资料

（1）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规划红线图（2024年 9月），安吉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规划意见函复（安规字条 2024-15-148号，

2024年 9月），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建设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详细勘察阶段）》（2023年 8月），浙江城建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4）《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设计方案》（2024年 12月），浙江佳汇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5）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记录表。

2.4 调查方法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2017]72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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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调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

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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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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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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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地块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一直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田。2024年 9

月，地块规划为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地块历史上未从事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

也未填埋或倾倒过固体废物，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内土壤样品初筛结果显示，

地块内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均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地块周边的相邻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民宿、酒店、道路、河流、

造纸民坊遗址和造纸民坊。龙王村造纸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制作，未引入其他

物质，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距地块直线距离约 15m处为龙王溪，该河道为西

苕溪支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标准，说明地块周边地表水环境良好。

以上调查信息说明：1.本地块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

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的；2.本地块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

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3.本地块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

地下水污染的；4.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

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5.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

排除污染可能性的。地块符合浙环发〔2024〕47号文第十五条的条件，仅开展

以污染识别为主的土壤污染调查、不进行第二阶段采样检测。因此，仅针对地块

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次针对上墅乡 2023-8地块开展第一阶段初步调查工作程序见下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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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调查技术路线图（红色框线为本次第一阶段调查程序）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1）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次资料收集的目的是弄清地块历史曾经的开发活动及现状，进而分析地块

存在的潜在污染源。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及邻近地块的利用变迁资料、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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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资料、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变化、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环境、地理位置

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象等资料。调查人员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

资料中的信息，对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进行核实。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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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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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现场踏勘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土壤样品快筛等

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踏勘期间，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器对表层土壤样

品进行快速筛查。

（3）人员访谈

通过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了解地块现状和历史。受访者应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

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

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

的居民。

人员访谈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

料的考证。

（4）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通过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

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

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1

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的西北部，地处浙北天目山北麓，地理坐标为北纬

30°53′-30°23′和东经 119°35′-119°14′之间。与本省的长兴县、湖州市菱湖区、德

清县、杭州市的余杭市、临安市和安徽省的宁国市、广德县接壤，水陆交通便利，

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迅速崛起的一个对外开放景区。安吉距湖州 68km，上海

209km，杭州 65km，与之相通的彭安线、鹿唐线等道路已建成为国家一级公路。

县内水支航程 48 km，船只可达湖州、上海、苏州等地。县域东西长 62.60km，

南北宽 55.28km，全县行政辖区 1885.71km2 。全县辖 8镇、3乡、4街，其中“8

镇”分别为：梅溪、天子湖、鄣吴、杭垓、孝丰、报福、章村、天荒坪；“3 乡”

分别为溪龙、上墅、山川；“4 街道”分别为递铺、昌硕、灵峰、孝源，人口 45

万，建县于东汉中平二年，至今已有 1800多年历史，汉灵帝赐名“安吉”取之《诗

经》“安且吉兮”。安吉经济发展迅速，物产丰富，特产有毛竹、白茶、冬笋干、

板栗、山核桃等，是著名的“中国竹乡”，也是全国闻名的“白茶之乡”。

图 3.1-1 安吉县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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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区域经济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是上海黄浦江的源头，县

域面积 1886平方公里，境内“七山一水两分田”，下辖 8镇 3乡 4街道，境内拥

有 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级和 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1个国家级农业

科技园区以及 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 217个村（社区），常住人口 60万。安

吉建县于公元 185年，县名取自《诗经》“安且吉兮”，是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的

故乡，境内的上马坎旧石器文化遗址，将浙江境内人类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 80

万年前。2024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75.6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1160.2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75002元、48879元。

上墅乡隶属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地处安吉县南部，东南与天荒坪镇接壤，

南与临安市太湖源镇为邻，西南连接报福镇，西北与孝丰镇毗连，北邻递铺镇，

乡人民政府距安吉县城 14.35千米，行政区域面积 75.07平方千米。上墅乡下辖

董岭村、刘家塘村、罗村村、田垓村、龙王村、施阮村、上墅村共 7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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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形地貌

安吉县处于钱塘巨型复式向北东倾覆部分，属扬子——钱塘准地糟中钱塘背

斜，俗称“江南古陆台”。全县为山、丘、岗、谷、沟、盆地和平原多种地貌组合。

在安吉县南部章村、港口、下汤一带广泛分布寒武系杨柳组石灰岩，永和乡的硅

质板岩属震旦纪上统西尖山组，距今有 6亿年。由于上述岩性较软弱易风化，故

形成 250~400m的低丘。燕山运动早期发生断陷下降，曾接受多次火山喷发，缫

舍乡、永和乡、鄣吴乡的上吴村有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及早期侵入的花岗岩，

在章村镇西、报福镇东及杭垓乡西同期侵入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

安吉县境内峰岭叠翠、蜿蜒起伏、溪涧纵横、坡陡谷狭，构成了众多的盆地和河

谷平原。西南高山区，终年云雾缭绕。山地分布在县境东、南、西部，面积 216.1k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11.5%，南部山区境内集中 78座千米以上山峰。丘陵主要分布

在中部，海拔 500m以下，面积 945.5km2，占全县总面积 50%。岗地主要分布于

中北部，面积 246.7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13.1%。平原主要分布在西苕溪两岸河

岸河漫滩，由干流和支流串成连片河谷平原，海拔在 15~5m之间，面积 477.3k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25.4%。

图 3.1-3 安吉县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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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位于安吉县西南，该区域为丘陵地形，

地块周边地形起伏大。

图 3.1-4 项目所在区域地形图

3.1.4 气候特征

安吉县气候属亚热带南缘季风性气候，夏半年（四～九月）主要受温暖湿润

的热带海洋气团的影响；冬半年（十～次年三月）主要受干燥寒冷的极地大陆气

团的影响。总的气候特点：全年季风型气候显著，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空气湿

润，雨量充沛，日照较多，无霜期长。由于地处中纬，冬夏季长，春秋季短，夏

季炎热高温，冬季寒冷干燥，春秋二季冷暖多变，春季多阴雨，秋季先湿后干。

全年风向的季节变化十分显著，冬季偏北风为主，夏季以东南风为主，其主要气

象特征如下：

年平均气温 15.6℃

极端最高气温 41℃

极端最低气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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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无霜期 226天

平均日照时数 2006.1小时

年平均降雨量 1485.4mm

年平均风速 1.8m/s

年主导风向 NNW

3.1.5 水文特征

安吉县境内地表切割严重，沟壑纵横，溪河众多。水系呈树枝状分布。西苕

溪干流纵贯全县，其分支有西溪、南溪，一级支流有大溪、浒溪、里溪、晓墅港、

浑泥港。河流呈山溪性特征，源短流急，谷地狭小，河床比降大，溪水涨落大，

年内洪枯变化大。西苕溪源于西南山区，向东北斜贯全县，它在县域以上流域面

积为 1882.9km2，主流长 108.3km。上游分支西溪发源于永和乡（原姚村乡）狮

子山，南溪发源于章村镇龙王山，二分支流在递铺镇的蒋家塘汇合成干流，经长

兴过湖州入太湖，县境内蒋家塘至小溪口干流长 58.4km。除西苕溪外，山川乡、

递铺镇和昆铜乡的小部分地区降水经余杭、德清县入东苕溪；永和乡小部分地区

降水入安徽省东津河。在南溪和西溪二分支中段分别建有老石坎、赋石两座大型

水库，库容分别是 1.16亿m3和 2.18m3，控制着南溪和西溪上游流域面积 580km2。

全县还有中型水库两座，10~1000万 m3小型水库 75座，全县总库容约 5亿 m3。

本次调查地块东侧直线距离约 15m处为龙王溪，该河道南北走向，为西苕

溪支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

案（2015）》，该段西苕溪水功能区划为地表水Ⅱ类水功能区。

图 3.1-5 地块附近河流龙王溪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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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安吉县水功能区划图（红色框线内为调查地块所在水文区域）

3.1.6 地块水文地质条件

本次调查地块尚未开展地勘工作，参照地块东南侧 200m处龙王村公共服务

中心综合楼项目地勘。该地勘于 2023年 8月由浙江城建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实

施，并出具了《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建设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报告（详细勘察阶段）》。

图 3.1-7 调查地块与参考地勘地块的相对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图例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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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地质

龙王村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项目地勘报告显示，在钻探所达深度范围内，场

地土层层序如下：

① 杂填土

层厚 1.10～9.30米，层顶高程 242.12～252.38米。全场分布。杂色，松散，

湿。以回填土、粘性土、碎石等为主。成分不均，硬杂质含量大于 20%，局部含

少量植物根系。

②-1 强风化凝灰岩

层厚 0.90～4.70米，层顶高程 238.00～251.19米。全场分布。原岩结构大部

分破坏，矿物成分变化显著，风化裂隙发育，岩芯呈破碎状，局部用手可捏碎，

干钻不易进。

②-2 中风化凝灰岩

未揭穿，最大钻进厚度 7.30米，层顶高程 234.63～248.69米。全场分布。

青灰色。由 90%以上的火山碎屑物组成，其中小于 2mm的碎屑含量在 50%以上。

胶结物为火山灰。岩芯呈短柱状或柱状，风化裂隙较发育，岩芯采取率 70%左右，

干钻不易钻进。

各地基土层的分布情况详见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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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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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地块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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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

龙王村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项目地块场地地下水为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

孔隙潜水静水位埋深为 0.80～7.40m，标高为 240.40～243.28m，孔隙潜水赋存于

上部①层杂填土中。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河道补给，排泄方式为

渗流与竖向蒸发。场地潜水水位受季节及年份的变化有升降，变化幅度在 1.0～

2.0m。基岩裂隙水赋存于②-1 层强风化凝灰岩和②-2 层中风化凝灰岩中，水量

匮乏。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的地形地势及河道走向分析，调查地块为山体低洼处，山

体地表水流向为自西向东流入龙王溪，初步判断地下水整体流向为自西向东，流

向示意图如下图 3.1-10。

图 3.1-10 地下水流向示意图

地下水流向

地势高 地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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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土壤植被

安吉县土壤有 5个土类，11个亚类、46个土属、65个土种。5个土类为：

红壤、黄壤、岩性土、潮土、水稻土等。红壤广泛分布于海拔 600米以下的低山

丘陵，面积约 136.0万亩，占全县土壤面积的 53.5%。黄壤主要分布海拔 600米

以上的山地，面积 25.5万亩，占土壤面积的 10.0%。岩性土由石灰岩、泥质岩等

风化发育而成，狭条状地分布于天荒坪、上墅、报福、章村、杭垓等岩石山区乡

镇，面积 5.8万亩，占土壤面积的 2.3%。潮土主要分布西苕溪干、支流两岸河漫

滩和阶地上，面积 5.0万亩，占土壤面积的 2.0%。水稻土是各种自然土壤经长期

耕作、熟化所形成的特殊农业土壤，全县各乡镇均有分布，较集中于西苕溪干、

支流河谷地带，面积 81.9万亩，占土壤面积的 32.2%。

安吉县属华中湖沼平原常绿树和落叶树混交林区，过去森林覆盖率高。上层

以喜暖湿的落叶树为主，中下层以常绿或亚热带季风带阔叶乔木为多。由于人类

长期活动，河谷平原现已全部被开辟成水稻田，丘陵则成为荒草坡或灌木丛，原

始森林仅在海拔 1000米以上山地残存。境内特种经济植物有杜仲、乌柏、油桐、

油茶、厚朴，特有植物有金钱松、白豆杉、牛鼻拴、天目玉兰等。

3.2 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 500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农田、民居、酒店、民宿、造纸

民坊遗址和地表水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3.2-1和下图 3.2-1。

表 3.2-1 地块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统计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敏感类型 方位
距地块最近距

离约（m）

1 龙王溪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II类水体

东侧 15

2 农田 食用农产品产地 周边 60

3 龙王村

居民区

东侧 紧邻

4 拦路石 北侧 450

5 阴山脚 北侧 760

6 过路滩 北侧 980

7 龙王殿 西南侧 4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4%BB%B2/2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C%E6%9F%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9%E6%A1%90/10358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9%E8%8C%B6/60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A%E6%9C%B4/4056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92%B1%E6%9D%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B1%86%E6%9D%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9B%AE%E7%8E%89%E5%8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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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滴水石 西南侧 780

9 高坑岭 东南侧 760

10 田湾里 东南侧 990

11 民宿

酒店、度假区

南、北侧 紧邻

12 酒店 东北 40

13 造纸民坊遗址 南 100

图 3.2-1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位置图

3.3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为了解地块历史情况，我公司对安吉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孝丰中队工

农田

龙王溪

龙王村

酒店

造纸民坊遗址

民宿

龙王殿

阴山脚

滴水石

田湾里

农田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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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上墅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墅乡规划和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龙王村

村委会管理人员兼规划项目负责人及地块周边村民进行了访谈（人员访谈记录表

详见附件 5）。根据现场踏勘及访谈了解到的情况，结合查询到的地块历史影像

图，地块的使用历史和现状情况如下。

3.3.1 地块的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现状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农田位于东南侧低洼处，零星种植蔬菜；其他区域为未开发林地，种植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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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地块现状照片

3.3.2 地块的使用历史

根据访谈了解到的情况，结合查询到的地块历史影像图，地块的使用历史情

况如下：

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用地。地块内东南侧区

域低洼处由附近居民种植蔬菜，其余区域为未利用林地。

3.3.3地块内污染物识别

通过查阅调查地块相关的历史资料以及安吉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孝

丰中队工作人员、上墅乡规划和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龙王村村委会管理人员兼

规划项目负责人及地块周边村民等相关人员的访问，调查地块历史上为农田和未

利用地，地块内历史上无工业企业，无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倾倒和填埋，因此，

地块内无可能的污染源。

3.4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龙王村，北侧为林地、南侧为民宿旁空地、西侧为林地、

东侧为村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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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相邻地块现状图

北侧未利用林地

未利用林地

民宿旁空地

村文化中心

未利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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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民宿旁空地

西侧未利用林地

东侧村文化中心

图 3.4-2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 500m范围内的相邻地块主要为民居、农田、山地、龙王村村委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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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酒店、民宿、造纸民坊遗址、造纸民坊和河流等。分布情况见下表

3.4-1和下图 3.4-3。

龙王村设置有污水收集管网，村内民居、民宿和酒店生活污水经入户管网收

集后输送至龙王村污水处理系统统一处理。村内设置有垃圾桶，居民将垃圾自行

收集后送到垃圾桶内，由垃圾中转站每天清运一次。

表 3.4-1 地块周边相邻地块统计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方位
距地块最近距

离约（m）

1 龙王溪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II类水体

东侧 15

2 农田 食用农产品产地 周边 60

3 龙王村 居民区 东侧 紧邻

4 民宿

酒店、度假区

南、北侧 紧邻

5 酒店 东北 40

6 造纸民坊遗址 南 100

7 造纸民坊 造纸厂 东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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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相邻地块位置图

3.4.2相邻地块的历史

根据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历年卫星影像图显示，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历

史情况如下：

（1）西侧相邻地块：西侧地块主要为山地和农田。

（2）东侧相邻地块：东侧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道路、村委会、

村文化活动中心、民宿和河流。

（3）北侧相邻地块：北侧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道路、酒店、民

宿和河流。

（4）南侧相邻地块：南侧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道路、酒店、民

宿、造纸民坊遗址和农产品展示中心。

3.4.3相邻地块污染源识别

农田

龙王溪

龙王村

酒店

民宿

造纸民坊遗址

民宿

民宿

民宿

民宿

农产品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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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地块主要为民居、农田、山地、龙王村村委会、酒店、民宿、造纸民坊

遗址、河流和造纸民坊等。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存在造纸民坊。

（1）龙王村造纸民坊历史

据记载，上墅龙王手工造纸最早出现在清末，至今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当

地的山林资源和水资源丰富，为手工造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最

繁荣的时候，大约有 10多家农户从事这个行当，每家 500kg/年，手工造纸技艺

让当时的百姓走上了经济发展之路。但随着历史的进步，手工造纸逐渐暴露出很

多缺点，加上用途之局限性和经济收入相对减少，青年人不愿学习，手工造纸作

坊纷纷关闭。

为保护和发扬手工纸制作技艺，使这块包含着竹文化和纸文化的瑰宝不至于

濒临绝迹，2009 年龙王村积极查找资料、寻访老工人、保护和收集造纸工具，

整理恢复传统工艺，投入 250万元在废弃的原造纸厂料场建造了龙王竹材原生态

造纸体验场，于 2010年荣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点”的称号。

图 3.4-5 龙王村造纸民坊遗址照片

（2）造纸工坊生产工艺

龙王造纸，其工艺流程大致和《天工开物》记载相似，但也有其一些独特的

工艺特点，概括起来大致分以下 12大步工艺：砍竹、削竹、断料、浆料、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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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滩、浆料、舂料、操纸、榨纸、晒纸、捆纸。

1）砍竹：每年（有毛竹笋年份）在小满前后到夏至期间，上山砍嫩毛竹。

此时嫩竹已具备了造纸原材料的条件。在这段时间砍竹是很有讲究的，只有芒种

（每年 6月 5日左右）前后的嫰竹才是生产白纸的上佳原料。

2）削竹：把嫩竹运下山后，分三道工序，即断青、削竹、拷白。把嫩竹断

截近 2米的长料竹筒，用特制工具剥取外表竹青，在木桩或石块上摔破，再用锤

子锤松竹节部分。

3）断料：将经过拷白后的竹料，斩成 35厘米左右的栅子，捆束成把。

4）浆料：在作坊旁的空地上，建造一定规模的料塘，成捆的竹料栅子放入

水塘中，浸泡堆放半个月。

5）蒸料：把经过半个月堆放的生料，纳在皮锅蒸熏，1 皮锅可蒸料 800捆

栅子，经过 8周天的不间断烧煮，歇火 1、2天后即为熟料。

6）翻滩：将蒸熟的栅子取出，要洗去赃物，此过程称之为翻滩，分别在 6

天内要翻动四次，其间还要养水 2天。

7）浆料：经过浆拌、蒸料，四次翻滩后，把此熟料再用小便水再次进行浆

拌、堆蓬 10余天，目的就是让栅子充分的发酵，竹纤维已十分腐烂了。

8）舂料：将经以上工序处理后的栅子，运到碓里舂。碓有两种：有利用自

然环境优势制造的水力碓和硬性材料制成的人工脚碓。把料舂到泥面状为止，称

之为纸精。

9）操纸：纸槽是一个长宽约 2米的水槽，高不足 1米，放入纸精用水调成

纸浆用帘子在水槽里一捞，帘子上粘了一层纸浆，控下水后，捞起来反扣在具上，

一张湿纸就操成了。操作全凭经验和手感，纸的厚薄和均匀，品质的好坏，也全

看操纸工的技术水平了。

10）榨纸：用粗重结实的木头做成榨纸机，称之为榨，就是把一叠叠操好的

湿纸放在榨具上，利用杠杆原理榨去水分。

11）晒纸：榨去大部分水分的纸仍然非常潮湿，互相粘在一起，不易分开，

更不宜日光晒或风干。晒纸的地方叫煏笼，正中间是背靠背做成的空心墙壁，叫

煏壁，用灶火烧旺壁堂，煏壁升温，就可以晒纸了。晒纸工用用刮匙刮松后嘴吹

分开湿纸，一张张按顺序糊在煏壁上，待煏干后揭下换上另一张湿纸，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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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不断。此时，一张可实用的纸就算做成了。

12）捆纸：晒好的纸经过切割成一定尺寸，成捆后出售。

（3）造纸工坊主要产排污情况

生产废水：浸泡废水循环使用，定期排放，手工作坊产量低，排水量小。

生产废气：无生产废气产生。

固体废物：毛竹边角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收集。

（4）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分析

从以上工艺来看，龙王村造纸为纯手工制作，除毛竹外，未引入其他物质，

生产工艺包括切割、捶打、浸泡、蒸煮、堆沤、磨料、操纸、晾晒，工艺简单，

无生产废气排放。早期龙王村造纸规模最大仅 10多家民坊，最大造纸量约为每

家 500kg/年，产量小，生产废水排水量小，且造纸民坊位于地块的南侧，不属于

地下水流向的上游，因此，造纸民坊对本次调查地块的环境影响较小。

3.5地块利用的规划

本地块于 2024年 9月规划用地性质变更为文化用地（0803），拟建龙王村

造纸文化展示馆。根据规划项目用地红线，该地块用地面积 768m2，地块北至林

地、南至民宿旁空地、西至林地、东至村活动中心。

图 3.5-1 地块规划用地红线图

地块规划项目规划要求为：地块用地面积 768平方米；容积率 2.4-2.8；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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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高于 15米，局部可适当突破但不高于 20m。

设计楼层高度 3-4层，无地下室。规划项目设计平面图及效果图如下：

图 3.5-2 地块规划项目平面图

图 3.5-3 地块规划项目效果图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36

4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政府和权威机构途径收集到的资料如下表。

表 4.1-1 收集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年份 包含的主要内容 提供单位

1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

规划红线图
2024年 9月 地块边界范围、用

地性质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

规划意见函复（安规字条

330523202511019号）

2024年 9月 规划设计要求、用

地性质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3

《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公

共服务中心综合楼建设工

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详细勘察阶段）》

2023年 8月 地块地层地质和

地下水情况

浙江城建勘察研究

院有限公司

4 《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

设计方案》
2024年 12月 设计内容和设计

效果图

浙江佳汇建筑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调查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重要的环境信息，如地块勘测定

界图明确了地块边界范围和用地类型、地块地勘报告查明了地块地层地质和地下

水情况、地块规划资料明确了地块用地性质、规划项目设计要求，设计文件明确

了设计内容和设计效果图，资料收集较齐全，且均由政府和权威机构提供，能确

保资料的准确性。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地块资料主要通过向业主单位、政府管理人员获得，收集了地块及周边的现

状、历史情况及规划用途，保证了资料的准确度。

收集的地块资料主要为规划文件和相邻地块的土壤污染调查报告，资料由政

府单位、勘测单位和设计单位提供，资料上均有相应单位的公章及审查记录，保

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地块其他资料，如地块区域情况、卫星影像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和软件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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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地块历史使用情况通过访谈地块周边村民、地块使用权人及地块相关管理

人员收集，结合获得的地块卫星影像资料经过分析并加以整合，具有很高的可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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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2025年 4月，项目组人员对现场进行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了地块及

周边的现状、了解了历史情况并对地块表层土壤进行了快筛检测。现场踏勘和人

员访谈由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完成，能保证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5.1 现场踏勘

5.1.1 踏勘方法和程序

本次调查对地块现状进行了实地勘察，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

状与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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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的重点：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

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

染和腐蚀的痕迹，各种储罐与容器，排水管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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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区、商业区、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公共场所等地点，并在

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现场踏勘的方法：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像和照相、现场记录、表层土

壤快筛等方式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

5.1.2 现场快速筛查

我公司调查人员对现场进行现场踏勘，初步了解地块及周边情况。现场踏勘

记录表见附件 3。

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田，地块内历史和现状均无工业企业，

本次采用系统布点法，在地块内布设 3个土壤快筛采样点位，地块外布设 1个土

壤对照点位。

2025年 4月 24日，我单位委托浙江天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表

层土壤采样，采用便携式重金属分析仪 XRF和气体检测仪 PID 进行现场快速检

测。

项目人员对表层 0~0.2m的土壤样品进行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初步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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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用木铲采集土壤表层 0~0.2m土壤样品，采集的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进行快

筛检测。检测前，仪器需进行校准，并填写校准记录单。检测过程中，现场项目

人员对土壤进行观察，记录土壤类型、颜色、湿度和检测数据等信息，并通过颜

色和气味等观察是否有污染迹象，并填写检测记录单。

采样布点位置图和布点依据见图 5.1-1和表 5.1-1，快筛检测项目和结果详见

表 5.1-2和 5.1-3。

表 5.1-1 现场快筛点位选取依据

点位 经度 纬度 采样深度 布点依据

B1 119°33′53.47″ 30°29′14.16″ 0~0.2m 地块内林地

B2 119°33′53.27″ 30°29′14.76″ 0~0.2m 地块内农田

B3 119°33′53.09″ 30°29′15.06″ 0~0.2m 地块内农田

BD 119°33′53.01″ 30°29′14.34″ 0~0.2m 地块上游对照点

图 5.1-1 土壤样品初筛点位图

点位 经度 纬度

B1 119°33′53.47″ 30°29′14.16″

B2 119°33′53.27″ 30°29′14.76″

B3 119°33′53.09″ 30°29′15.06″

BD 119°33′53.01″ 30°29′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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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现场快速检测项目

设备名称 检测项目

光谱仪（XRF） Cr、Zn、Ni、Cu、Hg、Cd、As、Pb 等元素的含量

气体检测仪（PGM-7320-PID） 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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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土壤样品快速检测数据统计表

点位

采样

深度

（m）

PID XRF（mg/kg）
土壤特征记录

（ppm） Cr Ni Cu Zn Hg As Pb Cd

B1 0.0-0.2 0.2 32.7 11.6 11.0 105.2 <LOD 6.4 30.6 <LOD
种植土，灰色，土壤松散，湿度

较大、无异味

B2 0.0-0.2 0.2 39.7 22.8 18.6 86.5 <LOD 6.1 34.1 <LOD
种植土，灰色，土壤松散，湿度

较大，无异味

B3 0.0-0.2 0.1 31.5 17.4 18.4 95.3 <LOD 4.7 34.0 <LOD
种植土，灰色，土壤松散，湿度

较大，无异味

BD 0.0-0.2 0.1 28.5 19.1 14.8 59.8 <LOD 5.4 29.9 <LOD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限值标准（mg/kg）
5000 150 2000 5000 8 20 400 20 /

检出限 LOD（mg/kg） 22.8 10.7 8.5 10.5 5 1.8 4.5 2.4 /

注：1.LOD为检出限；2.总铬和锌参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22）敏感用地筛选值限值标准。

从上表初筛结果来看，地块内表层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浓度很低，重金属含量快筛检出指标为总铬、镍、铜、锌

砷和铅，其他指标均未检出，镍、铜、砷和铅的检出浓度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中的建设用地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制标准，总铬和锌检出浓度远低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892-2022）

中的敏感用地筛选值限制标准，说明地块内土壤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

的建设用地第一类用地要求，可作为文化用地（0803）开发利用。土壤样品采集及现场检测照片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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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对象为龙王村村委会管理人员及规划项目负责人、上墅乡规划和自

然资源所规划项目负责人、安吉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孝丰中队及附近居民。

访谈对象对地块历史情况的了解均较详细。访谈过程中，访谈人员向访谈对象详

细介绍了访谈内容及访谈目的，访谈对象对访谈内容充分了解后认真描述了地块

的历史变迁及可能对地块环境状况可能存在影响的事件等，认真阅读并填写了人

员访谈记录单，访谈照片如下。人员访谈记录单见附件 4。

上墅乡规划和自然资源所

项目负责人

安吉县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

法队孝丰中队工作人员

龙王村村委会及规划项目负

责人

龙王村村民 龙王村村民 龙王村村民

图 5.2-1 人员访谈照片

表 5.2-1 人员访谈信息表

序号
访谈

方式
姓名 单位

联系

方式
访谈信息

1 面谈 邱达峰

安吉县

上墅乡

规划和

188572724

62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2）2024年 9月，地块取得规划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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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访谈

方式
姓名 单位

联系

方式
访谈信息

自然资

源所

（3）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

倾倒和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2 面谈 牟丽娜

安吉县

生态环

境保护

行政执

法队孝

丰中队

0572-5123

645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2）2024年 9月，地块取得规划许可。

（3）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

倾倒和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4）距地块约 15m处为龙王溪，水质达到

地表水Ⅱ类水质。

3 面谈 陈力东
龙王村

村委会

138192556

53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2）2024年 9月，地块取得规划许可。

（3）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

倾倒和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4）说明了地块周边历史情况、造纸民坊

历史及现状，龙王村造纸文化旅游点。

（5）距地块约 15m处为龙王溪，为泄洪河

道，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

4 面谈 章荣泉
龙王村

村民

158572289

29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2）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

（3）地块周边造纸民坊历史及现状，龙王

村造纸文化情况。

5 面谈 汪海洪
龙王村

村民

133558267

13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2）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地

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毒

有害物质，地块内无槽罐设施，地块内未

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3）地块周边造纸民坊历史及现状，龙王

村造纸文化情况。

（4）相邻地块造纸民坊无废水、废气等产

生。

6 面谈 蒋浩
龙王村

村民

152572279

56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

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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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访谈

方式
姓名 单位

联系

方式
访谈信息

（2）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

（3）地块周边造纸民坊历史及现状，龙王

村造纸文化旅游情况。

通过人员访谈得知：

（1）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未利用山地和农田。

（2）2024年 9月，地块取得文化用地规划许可。

（3）地块内不存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地块内历史上没有储存、使用和处

置过有毒有害物质，地块内无槽罐设施，地块内未填埋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4）相邻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民宿、酒店、造纸民坊遗址、村

委会、村活动中心、造纸民坊、道路和河流。造纸民坊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造

纸，无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小。地块东侧约 15m处

为龙王溪，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

5.3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未利用

林地和农田。地块内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地块历史上未储存、使用和处置过有

毒有害物质。

5.4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无槽罐设

施，不存在各类槽罐泄漏问题。

5.5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地块一直为未利用

地和农田。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也未发生过外来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倾倒或填埋的情况，因此，地块不涉及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问题。

5.6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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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未敷设过

管线和沟渠。因此，不存在管线、沟渠的泄漏问题。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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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通过调查，地块及周边均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且距

地块约 15m处为龙王溪，其水质为地表水Ⅱ类水体，说明地块周边地表水环境较

好。因此，地块及其周边不存在污染物迁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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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结果

本次初步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察走访、现场土壤表层样品初筛、会谈、

查询历史影像资料的方式获取地块相关信息，综合分析获取的信息资料，得出以

下结果：

自上世纪 60年代至今，上墅乡 2023-8地块一直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田。2024

年 9月，地块规划为文化用地，拟建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地块历史上无工业

企业生产活动，未倾倒或填埋过固体废物，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内土壤样品初

筛结果显示，地块内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均远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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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值限值。

相邻地块主要为山地、农田、民居、民宿、酒店、造纸民坊遗址、村委会、

村活动中心、造纸民坊、道路和河流。造纸民坊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造纸，无

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小。地块东侧约 15m处为龙王

溪，为西苕溪支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

6.2分析

6.2.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

第一阶段调查通过收集地块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地块资料与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总体上相互验证、相互补充，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本地

块及相邻地块土壤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地块历史资料补充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不足造成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人员访谈情况中多个信息来

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较好的说明了地块的历史活动情况。因此，通过收集地

块资料、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对本调查地块进行第一阶段调查，获取的信

息比较详尽，足以得出合理的结论。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

见表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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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汇总表

序号 关键信息 资料分析结果 现场踏勘结果 人员访谈结果 结论一致性分析

1 地块的历史用途表述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历史上未

利用地和农田。

现场踏勘发现地块内为未利

用林地和农田。

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未利用地和农田，不存在

工业企业生产历史。

一致

2
地块有无工业企业使

用历史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无工业企

业使用历史。

现场踏勘未发现地块工业企

业存在的痕迹。

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未利用地和农田，不存在

工业企业生产历史。

一致

3 地块有无储罐或管道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无工业企

业使用历史，不涉及工业用储罐

和管道。

现场踏勘未发现储罐和管

道。

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无工业

企业使用历史，不涉及工业用

储罐和管道。

一致

4
地块内有无外来土壤、

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

堆积

从历史影像图来看，地块内未出

现过堆积固体废物的情况。

现场踏勘未发现有外来土

壤、固体废物等堆积的痕迹。

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无外来

土壤、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堆

积或填埋。

一致

5
地块内有无废水、废气

排放

历史影像图显示，地块无工业企

业使用历史，不涉及生产废水、

废气。

现场踏勘未发现曾经有废

水、废气排放过的痕迹。

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未利用地和农田，不存在

工业企业生产历史。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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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浙环发〔2024〕47号）第十五条规定符合性分析

由于 1.地块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

输送的；2.地块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

物倾倒或填埋的：3.地块土壤现场快速筛查检测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

4.地块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

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5.地块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排除污

染可能性的；6.地块 15m处为龙王溪，为西苕溪支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

说明周边地表水环境较好。因此，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4.2.1以及《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

办法（修订）》的通知（浙环发〔2024〕47号）第十五条，通过第一阶段调查

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

可以接受，可不进行第二阶段采样检测分析，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地块可作为文

化用地（0803）开发利用。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49

表 6.2-2 浙环发〔2024〕47号）第十五条规定符合性分析表

序号 规定要求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结果 规定符合性分析

1
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送的

地块及相邻地块未涉及工矿企业用地历史，无有毒有害物质贮存或输

送的，无畜禽养殖。
符合

2
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

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

地块无工业企业生产历史，无废水排放，未发生过生态环境污染事故；

相邻地块造纸民坊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造纸，无废水、废气等污染

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小。

符合

地块及相邻地块无固体废物堆放历史，未填埋或倾倒过固体废物。 符合

3
历史监测或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存在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的
现场快速筛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 符合

4

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

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

接影响的

现场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地块及相邻地块无污染

痕迹。相邻地块造纸民坊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造纸，无废水、废气

等污染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

符合

5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全，能够

排除污染可能性的

地块及相邻地块用地历史简单，相关人员对地块历史较了解，结合地

块历史影像、地块土壤快筛结果和地块边河流水质，可以排除地块污

染的可能性。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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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6.3.1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组织情况

本次调查地块按照导则规定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现场快筛）、人员访谈、结果分析、报告编制。

针对本次调查地块的工作内容，我公司制定了如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组织

体系。

6.3.1.1 质量管理组织体系

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第一阶段快筛采样方案编制、现

场表层土壤采样、现场快筛检测等调查过程中，针对影响检测结果的不确定因素

（如检测人员、仪器设备、标准物质、检测方法、样品和环境条件等），进行了

严格的质量控制，并建立了一套质量保证组织体系。

委托检测单位进行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和快筛检测分析工作时，对其进行全过

程监督质控。

6.3.1.2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安排

本次调查内部质量控制与调查过程同步进行，本次调查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未开展第二阶段调查采样分析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及安排详见下图。

图 6.3-1 本次调查质量控制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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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质量控制

6.3.2.1 资料收集与分析

地块资料收集尽可能全面、翔实，能支撑污染识别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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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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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调查收集了地块用地规划红线图、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规划文件设计方案、

地块卫星历史影像图、周边地块地勘资料等，同时由审核人员对收集的资料进行

审核，判定地块相关资料收集是否齐全、翔实，能否支撑污染识别结论。

6.3.2.2 现场踏勘

关注现场踏勘是否遗漏重点区域，应有现场照片及相关描述，必要时可现场

检查。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

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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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该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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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本次调查进行了现场踏勘，现场踏勘时对地块内现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并现场拍照、记录，现场踏勘由两人同时进行，汇总并整理两人现场踏勘资料后

交由审核人员进行审核，避免遗漏重点区域。

6.3.2.3 人员访谈

访谈人员选择应合理，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

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

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

近的居民。人员访谈应有照片、记录等支持材料，访谈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

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本次调查进行了人员访谈，人员访谈包括业主单位、环保部门、政府主管部

门（村委）、附近居民等不同类型人员，通过不同类型人员了解调查地块历史变

迁情况，同时进行访谈拍照和记录，人员访谈资料整理后由审核人员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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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员访谈信息的完整性、有效性，能够补充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

问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6.3.3 现场快筛质控控制

6.3.3.1 基本原则

现场检测必须按照检测标准进行。现场检测前进行现场检测仪器校准或核查，

检查仪器的量值溯源情况。

现场检测人员参加现场检测的全过程，不得擅自中断采样过程，不得离开采

样现场，不准吸烟。完整填写现场检测记录表并签名确认。

6.3.3.2 现场快速检测流程

为了现场判断采样区可疑情况，帮助确定土壤采样深度和污染程度判断，对

检测结果进行初判，为后期数据分析提供参考。采用便携式有毒气体分析仪，如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器（XRF）和光离子化检测器（PID）进行现场快速检测。

具体快速检测仪器的检测项目见下表。

表 6.3-1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检测项目

序号 设备名称 检测指标

1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As、Cd、Cr、Cu、Pb、Hg、Ni、Zn 等元素的含量

2
便携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

（XRF）
挥发性有机物：芳香族，不饱和烃和卤代烃，部分半

挥发性有机物和无机化合物（氨、二硫化碳、四氯化

碳、氯仿、乙胺、甲醛、硫化氢等）

根据地块污染情况和仪器灵敏度水平，设置 PID、XRF 等现场快速检测仪

器的最低检测限和报警限。根据土壤采样现场检测需要，检查设备运行情况，使

用前进行校准，填写《土壤现场仪器自校记录表》。

现场快速检测土壤中 VOCs 时，用采样铲在 VOCs 取样相同位置采集土壤

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占 1/2~2/3 自封袋体积。取样后，

自封袋置于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晒取样后在 30 min 内完成快速检测。检测时，

将土样尽量揉碎，放置 10 min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 30 s，静置 2 min 后将 PID

探头放入自封袋顶空 1/2 处，紧闭自封袋，记录最高读数。XRF筛查时尽量将

样品摊平，扫描 60 秒后记录读数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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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调查报告自查

调查报告编制人员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资料，编制调查报

告。调查报告编制完成后由公司审核人员进行审核并反馈修改意见，根据修改意

见完善调查报告，对修改完善后的调查报告进行审定后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安

排评审会议，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调查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出具调查报告备案稿。

本次调查报告按照 HJ25.1文件进行编制，并按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审查表》进行逐项自查，调查报告章节设置合理，报告内容、

附件和附图完整，各个阶段调查环节技术合理，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内部质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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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安吉县上墅乡 2023-8 地块位于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用地面积 768m2，地

块中心经纬度为 E119.564710°、N30.487519°。地块历史上为未利用林地和农田，

北至林地、南至民宿旁空地、西至林地、东至村活动中心。龙王村以造纸遗址为

特色开发旅游业，2024年 9月，地块拟建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规划用地性

质变更为文化用地（0803），属于敏感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等地块环境

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我公司于 2025年 4月开展了安吉县上墅乡 2023-8地块

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

调查报告编制等工作，调查结论如下：

自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上墅乡 2023-8 地块一直为未利用地和农田。2024

年 9月，地块规划为文化用地，拟建龙王村造纸文化展示馆。地块历史上未倾倒

或填埋过固体废物，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内土壤表层样品初筛结果显示，地块

内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均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地块周边相邻地块为山地、农田、民居、民宿、酒店、造纸民坊遗址、村委

会、村活动中心、造纸民坊、道路和河流。造纸民坊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造纸，

无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对地块的环境影响很小，地块周边无污染源。地块

东侧约 15m处为龙王溪，为西苕溪支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说明地块周

边地表水环境良好。

综上所述，结合前期收集的资料、地块用地历史、地块内表层土壤的快筛分

析结果及地块周边情况，认为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地块的环境状况

可以接受，可以作为文化用地（0803）开发利用。

7.2 建议

建议地块后续使用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落实环境保护措施，严防外

来污染物倾倒等带来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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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不确定性说明

本地块环境调查以“针对性、规范性、可操作性”为基本原则，调查过程严格

遵循现行地块环境调查评估相关规范、导则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调查结果是基

于地块基础信息采集、现场定位采样快筛、检测数据评估等工作过程的专业评价，

客观地反映了地块目前可获得的事实情况。但因地块水文地质复杂性、土壤异质

性等客观因素，以及人员调查访谈、快筛点位布设与采样、样品检测分析等不确

定性因素，客观上决定了无法完全消除地块土壤污染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本次

调查工作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信息采集阶段：地块的历史情况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

和地块现状踏勘等方式获取尽可能详细的地块所有历史，但无法保证能够精确反

应地块历史中所有的变动与细节，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不确定性。

2、现场快筛检测阶段：土壤调查快筛采集表层土壤样品，未对土壤和地下

水开展采样检测工作，快筛样品仅代表表层土壤，会对土壤和地下水现状质量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土壤污染的异质性与隐蔽性，任何调查都无法详细到能够排除所有风险。

但本次调查地块为未利用地和农田，用地历史简单，且地块内表层土壤快筛样品

均未超标，调查过程已最大限度的利用历史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探明地块

历史情况，使项目的不确定性整体可控，结论总体可信，可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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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地块地理位置图

附件 2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条件

附件 3 现场踏勘记录表

附件 4人员访谈记录表

附件 5仪器设备校准记录表

附件 6土壤快筛点位测绘及采样照片

附件 7土壤表层样品快速筛查记录单

附件 8测绘报告

附件 9现场快筛质控报告

附件 10 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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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

1
完善补充地块周边历史用地情况分

析及对本地块的环境影响。

已补充完善地块周边历史用地情

况分析及对本地块的环境影响，见

3.4 节。

2 补充现场快速检测要求及方法。
已补充现场快速检测要求及方法，

见 5.1.2 节。

3 完善全过程质控分析及附图附件。
已完善全过程质控分析及附图附

件，见 6.3.2、6.3.3 节及附件。

专家个人意见及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个人意见 修改说明

1
完善补充地块所属区域水文地质等

最新概况。
已补充完善，见 3.1.5和 3.1.6节。

2
根据收集的地勘报告，结合水位高

程，完善补充地下水流向分析。

已补充完善地下水流行分析，见

3.1.6节。

3
适当放大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完

善补充地块历史用地情况分析，具

体化历史卫星影像图的具体时间。

已完善，见 3.3节。

4

通过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完善补

充地块周边造纸工坊的生产工艺流

程、所用原料辅料，细化污染物的

识别分析。

已完善造纸工坊工艺流程及污染

识别，见 3.4.3节。

5
补充快筛质控总结分析，完善不确

定性分析。

已补充快筛质控总结分析，见

6.3.2和 6.3.3节，已完善不确定性

分析。

6 完善人员访谈等附图附件。 已完善，见附件。

专家个人意见及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个人意见 修改说明

1
在地块现状照片上补充调查地块红

线范围。
已补充，见 3.3节。

2 补充采样及现场快速检测方法。 已补充，见 5.1节。

3
完善全过程质控总结（从资料收集、

人员访谈到现场快速检测等）。

已补充快筛质控总结分析，见

6.3.2和 6.3.3节。

专家个人意见及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个人意见 修改说明

1
地块周边敏感点调查范围扩大到一

公里。
已扩大到 1公里，见 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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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一步调查龙王村造纸民坊每年生

产纸浆的量，因为这直接和污染物排

放有关，量小可以自循环，量大产生

的废水去处要交代清楚。

已补充龙王村造纸规模及生产废

水排放情况，见 3.4.3节。

3
现场采样白板需有点位经纬度，或是

其他经纬度证明。

测绘报告作为采样点位经纬度证

明，见附件 8。

4 质控报告中将校准情况放入。
质控报告中已补充校准记录，见附

件 9。
5 完善不确定性说明的部分内容。 已完善，见 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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