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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梅营小村[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号]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

位于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村，地块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02°11′11.96″，北

纬 24°39′53.35″，本地块北临农用地，南临梅营路，西临梅花营小村，东临梅营

路。

本地块原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

粮点，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历史用途为仓储用地。

根据 2014 年 8 月 11 日易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易门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原梅营粮点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及审查意见（易建〔2014]79 号）得

知，该地块规划用途调整为住宅用地。

2014 年 12 月 29 日，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委托玉溪正泰拍卖有限公司

对该宗地进行公开拍卖并发布拍卖公告，2015 年 1 月 23 日，龙泉街道梅营社区

居委会以 187 万元竞得梅营粮点的土地使用权。

2022 年 8 月 25 日易门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易门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原梅营

粮点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易自然资发〔2022〕107 号）的文件，该文件表明，

该地块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本地块因历史因素、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不同文件中表明的占地面积有所

差异，但最终以[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 号]所记载的国土局确权

面积为准，故地块面积为 1554.25 平方米，特此说明。

根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依法开展全省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用地地块初步调查的通知》（【2021】125 号）文件要求，“用途变更

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本地块由仓储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为此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居

民委员会委托云南春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梅营小村[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

第 000256号]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本次调查主要集中于第一阶段调查，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HJ 25.1—2019）和《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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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地块所在区域相关的现状与历史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土地利用

等方面的资料，并进行现场踏勘，了解调查场地及其相邻区域的环境现状，同时进

行人员访谈了解调查场地及相邻区域相关历史等，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

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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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场地及周

围区域概况，并初步识别场地及周围区域会导致潜在土壤环境污染的因素及关注的

目标物质。

综合所获得信息，判断调查地块整体污染情况。如果属于污染地块，初步明确

污染区域分布及面积，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依据；若第一阶段调查可以确认地块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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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一阶段调查活动结束，不用开展第二阶段工作，仅针对地块用途提出针对性建议及

措施。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场地历史利用情况及原场地布置情况，分析潜在污染物特性，预测可能受

到污染的区域，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国家目前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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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等目前国内污染场地环

境调查的相关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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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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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

梅营小村[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号]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

位于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村（用地范围线北为农用地，南临梅营路，西临梅花营

小村，东临梅营路），本地块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02°11′11.96″，北纬

24°39′53.35″，地块总面积为 1554.25m2。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中现场踏勘“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围应

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的要求，根据现场走访调查，地块

周边情况较为简单，多为居民点，1km范围内未发现“6+1”行业，因此最终确定本次

调查范围为本地块内适当外延至项目周边 500m。本次地块调查范围见下图所示。

表 2.2-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数据）

地块名称

梅营小村[云（2018）

边界编号 X Y
J1 2728953.326 34518871.168
J2 2728950.014 3451891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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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 号]地块

J3 2728906.921 34518905.882
J4 2728909.995 34518892.866
J5 2728909.614 34518891.867
J6 2728910.012 34518889.891
J7 2728911.603 34518884.294
J8 2728911.158 34518883.000
J9 2728912.956 34518876.762
J10 2728920.250 34518879.595
J11 2728928.834 34518878.425
J12 2728932.061 3451887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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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

2.3.2 相关规定和政策

1、《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依法开展全省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公共服

务用地地块初步调查的通知》（〔2021〕125号）。

2.3.3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

2018）；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第 72号，

2017年 12月 14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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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土壤〔2019〕63号，2019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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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6、《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2021年 3

月 2日）；

7、《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年第 78号）（2014-12-01）；

8、《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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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通知》

（云环通〔2020〕41号，2020年 04月 27日）。

2.3.4 其它文件

1、玉溪市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1-2035年）

成果；

2、人员访谈及业主提供的其他资料。

2.4 调查方法

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严格执行我国现有的污染土壤污染状况管理法律法规，

运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技术规范，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年第 72号)、《云

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要点（试行）》为依据，组织实施本次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1）根据开展环境初步调查工作的目的，针对所需的不同资料和信息，采用多

种手段进行调查；

（2）收集并分析场地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状况信息；

（3）收集并审阅土壤污染状况相关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管理文件资料；

（4）对场地进行踏勘，对调查地块的边界、用地方式、人群居住分布等信息有

直观认识和了解，识别调查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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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观察评估周边土地利用情况，识别会对场地造成环境风险的场地周边

活动；

（6）以当面交流或书面调查表的方式对相关知情人进行访谈，获取场地和场地

周边当前和历史土地使用状况及污染情况等；

（7）对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

和历史上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

2.5 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

2.5.1 调查工作程序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场地环境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采样分析，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包括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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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工作程序如

图 2.5-1所示。

本次调查为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地块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

踏勘、人员访谈、信息整理及分析和报告编制等。

本次调查具体工作程序见下图 2.5-1中的红色边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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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本次调查工作程序（红色线框区域）

2.5.2 工作内容

本次地块环境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信息

整理及分析、报告编写等。

（1）资料收集

通过收集、调阅、审查目标场地相关的资料和记录，初步了解场地的生产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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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排放等有关情况。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

块相关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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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渠

道和方式收集场地的历史资料并整理，根据历年航片资料对地块进行初步研判。

（2）资料的分析

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判

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3）现场踏勘

①安全防护准备：在现场踏勘前，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全卫生防

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②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

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③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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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的描述等。

Ⅰ、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贮

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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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Ⅱ、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以及过去使用

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

污染痕迹。

Ⅲ、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

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

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

的沟、河、池；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Ⅳ、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地

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

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下水和地块之外。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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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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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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⑤现场踏勘的方法

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

状况。

（4）人员访谈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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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访谈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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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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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访谈方法：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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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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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地块地理位置

梅营小村[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号]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

位于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村，本地块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02°11′11.96″，北

纬 24°39′53.35″，本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1。

图 3.1-1 本地块地理位置图

3.2 区域环境概况

3.2.1 气候条件

易门县地处中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区，因受不同的大气环境影响，形成了干湿分

明的季风气候，同时又因地形复杂、海拔高差大，从而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立体气候。

据易门县气象局 51年观测结果统计数据及有关资料：该地区多年平均气温 16.23℃，

极端最高气温 35.5℃，极端最低气温-4.6℃；多年平均降雨量与其他地区相比属中等

偏低地区，雨季为 6～10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75.8%，旱季为 11月～次年 5月，降

雨量占全年降雨总量的 24.2%；多年平均降雨量 817.4mm，年最大降雨量 969.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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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小降雨量 533.9mm（1977年）；多年平均日照 1706h；多年平均蒸发量 1837.29mm；

无霜雪冰冻；常年主导风向 S，年平均风速 1.4m/s，最大风速 24.0m/s。

根据易门县气象局统计资料，该地块最大一日暴雨均值：H24=152.40mm，

H6=81mm，H1=62.0mm，Cv=0.40，CS=3.5CV。

易门风玫瑰图

3.2.2 地形、地貌

易门县地处滇中高原西南部，属于高原丘陵地形，地势东、北部稍高，西、南

部偏低，呈马蹄形。东西横距 44km，南北纵距 57km，总面积 1571km2。全境高山

河谷占 97%，县内 1000m以上的山间盆地有方屯坝子、柏树坝子二街坝子、韩所坝

子、江口坝子、十街坝子、水桥坝子、平摊坝子、绿汁坝子等 9个坝子，面积为 46.77km2，

占总面积的 3%，县境处于两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之间，东、北、西三面均是高山，中

部为坝子，东南部扒河河谷稍低，约呈撮箕形。最西部为绿汁江谷底，中间为深切

和中切割山地，东部为中山山地。海拔境内最高点小街老黑山顶 2608m，最低点绿

汁江出口矣独莫 947m。境内山峦重叠，河谷纵横，山地占总面积 97%。

本地块位于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村，用地范围线北为农用地，南临梅营路，西

临梅花营小村，东临梅营路。本地块现状为闲置状态，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栋

建筑，为砖混结构，属山间断陷盆地地貌单元，本地块场地基本平整，地形相对平

坦，地势开阔。本地块场地内无冲沟、暗河等分布，未发坝地面塌陷、开裂等地灾

现象，工程地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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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周边水系

易门县地处金沙江与元江分水岭以南，属于元江水系，县内主要河流有绿汁江

和扒河，绿汁江有支流 15条，扒河有支流 13条。县境内水资源总量 11.086亿 m3，

河流径流面积共 6604km2，多年平均径流 205.6毫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3.15亿 m3，

年均积水面 1531km2。全县泉水约 15处，年均径流量为 55.3毫米，总储量 0.847亿

m3。地下水年均流量 8740万 m3，枯季日均出水量为 1.7万 m3。境内主要供水水源

为水库、塘坝、水池水窖。包括合作、南屯小一型水库库容 210万 m3，团结水库、

石洞水库、石家凹坝等 10座小二型水库总库容 220万 m3，塘坝 37座 894.4万 m3，

水库塘坝兴利库容 1464.4万 m3。水池水窖 2485口，容积 4.492万 m3。根据多年管

理运行情况，年均调节供水 1800万 m3。

①绿汁江：元江上游干河之一段，在易门县内长 58km，大部分是易门和双柏县

的界河，它从北向南流经易门西部边境，流域面积 6604km2，年平均流量 28m³/s，最

大洪峰流量为 1360m³/s，最小流量为 0.03m³/s。绿汁江的主要支流有狮子山河、普厂

河、米茂河、里士河、龙潭箐、马鹿箐、芭蕉箐、菜园河、芍苴箐、大田河、洛苴

箐、蚂蟥箐、易都河、扒河、法味河，共 l5条。

②扒河：扒河为绿汁江的最大支流，古称易江，但在县境内却为一大干流。发

源于甲浦大黑山北麓黑龙潭，在易门县内沿途流经小街、六街、龙泉、浦贝、十街 5

个乡镇，全长 104km，流域径流面积为 1531km2，年平均流量 3.54m³/s，最大洪峰流

量 741m³/s，最枯流量 0.019m³/s。扒河的主要支流有小街河、白龙河、小河、二街河、

王家滩河、打矿箐、双龙河、龙泉河、冷水箐河、苗茂小河、浦贝河、贾姑河、老

吾河等 13条。

项目周边的最近的河流主要为该地块北侧 745m 的三五大河，最终流入扒

河。三五大河为扒河的支流，发源于易门大龙口国家森林公园，流经县城、方

屯、梅营、曾所，于下江口汇入扒河，流面积 70km2，地下水力坡度为 8‰，流

量 200～1900L/s。其它山间河流、小溪、季节性河流均为绿汁江、扒河及三五

大河的补给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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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场地地层岩性构成

本地块地质构造位于扬子准地台西缘，川滇台背斜的武定——石屏隆断束西侧，

根据近场区活动断层及震中分布图，本地块属于汤郎～易门断裂(F56)之间，汤郎～

易门断裂（F56）属于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场地内及周围 10.00公里范围内无发震断

裂迪过，处于相对稳定的区域。

本地块各层土自上而下划分为 4个主层，自上而下分别描述如下：

1、第四系新近人工堆积层（Q4ml）

①层杂填土：褐灰、褐红色为主，稍湿，稍密。该土层顶部 0.15m为砼，主要

由粘性土含少量碎石、建筑垃圾等组成。未经严格压实，孔隙比大，压缩性高。堆

积年限大于 5年，小于 10年。特征主要表现为孔隙大、均匀性及固结性差。该土层

在全场区钻孔内均有揭露，其余钻孔内均有揭露，钻孔深度内所见厚度 1.00～2.20m，

平均厚度 1.31m，层顶高程 1571.85～1572.41m。

2、第四系冲、洪积层（Q4al+pl）

②层粉质粘土：褐灰、褐黄色为主，湿，呈可塑～硬塑状态。标准贯入试验修

正击数平均值 N=6.1 击。该土层切面稍光滑，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干强度及韧

性中等，夹薄层粘土、粉土。该土层在全场区钻孔内均有揭露，钻孔深度内所见厚

度 2.40～4.40m，平均厚度 3.54m，层顶标高 1569.75～1570.90m，层顶埋深 1.00～

2.20m。

②1层粘土：褐灰、灰色为主，饱和，软～可塑状态，天然孔隙比大，标准贯入

试验修正击数平均值 N=2.2击。该土层切面光滑，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低，无

摇振反应，局部夹薄层有机质土，有机质含量平均值 8%。该土层在全场区钻孔内均

有揭露，钻孔深度内所见厚度 0.80～2.60m，平均厚度 1.40m，层顶标高 1566.48～

1567.90m，层顶埋深 4.00～5.40m。

③层圆砾：褐灰、灰色为主，中密状态，饱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修正击数加

权平均值 N63.5=13.9 击。该土层砾石成分主要为中风化板岩、灰岩，砾石含量约

50.0%～60.0%，粒径多为 0.2～3.0cm，个别为 5.0～8.0cm，砾石排列无序，磨圆度

较好，呈亚圆形、亚圆形状，粘性土充填，级配较好，均匀性较差。该土层在全场

区内均有揭露，钻孔深度内所见厚度 2.60～5.20m，平均厚度 3.88m，层顶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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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86m～1567.10m，层顶埋深 4.80～7.40m。

④层粉质粘土：黄、褐黄色为主，湿，呈硬塑状态。标准贯入试验修正击数平

均值 N=9.2 击。该土层切面稍光滑，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夹含少量为风化完全的小径砾石。该土层在全场区钻孔内均有揭露，钻孔深度内所

见厚度7.40～15.40m，平均厚度9.43m，层顶标高1561.28～1562.41m，层顶埋深9.80～

10.60m。未揭穿，钻孔深度内最大揭露厚度 15.40m。

3.2.5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3.2.5.1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及水位变化

勘察场区地下水属上层滞水、第四系孔隙潜水类型二种。

（1）上层滞水：

主要赋存于①层耕土、①-1层素填土中，主要靠大气降雨及周围居民生产、生

活废水入渗补给，由地势较高的南西侧向地势较低的北东侧径流排泄。

（2）第四系孔隙潜水

主要赋存于②层粘土、②-1层粉质粘土、③层粘土中，②层粘土、②-1层粉质

粘土、⑧层粘土赋水性均较差，透水性均极弱，不具承压性。主要靠上层滞水入渗

补给，由地势较高的南西侧向地势较低的北东侧径流排泄。

勘察场区地处山间断陷盆地段，地势相对较低，地形坡度较小，不利于地表水、

地下水的疏干排泄。整个场地内赋水性相对较差，地下水埋藏相对较浅，勘察期间

测得初见地下水为自然地表下 0.00米~1.00米，稳定地下水位埋深为自然地表下 0.20

米~1.40米（1557.90~1560.41）。由地势较高的南西侧向地势较低的北东侧径流排泄。

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雨、地表水入渗补给，地表水、地下水由地势较高的南西

侧向地势较低的北东侧径流排泄。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关系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根据地勘报告得知：本地块附近主要的地表水体三五大河，河水流向自西向东，

据了解该河最高洪水位低于本地块 2.00m左右，河流对于本地块无明显影响。

根据 1：20万的水文地质图中的昆明幅（附图 7本地块所在地水文地质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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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地块属于 Q4al，为新生界第四季，其水文地质特征主要为：以冲积、湖积为

主，次为洪积、冰积、洞穴堆积以及残坡积，岩性为砂、砾石、粘土、钙质粘土、

淤泥及泥炭。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水，主要岩性为粘质砂土、砂砾石，富水性中等，径流

模量（Mo）为：1-5 升/秒·公里 2。

3.2.6 地下水化学类型及水、土的腐蚀性

3.4.2.1地下水化学类型

根据地勘报告得知：本地块地岩土层的透水性可得本地块的环境类型为Ⅱ类。

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地下水多为 HCO3-—Ca·Mg 型水，区域水文环境

较好，区内无侵蚀性工业污染源，无盐渍化土。

3.4.2.2水的腐蚀性

根据地勘报告得知：经对本地块场地中 ZK1、ZK6 钻孔中所取两组水试样进

行水腐蚀性检测分析，并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第 12 章有关条款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3.2-1。

表 3.2-1 场地水的腐蚀性评价表

腐蚀

介质
水中腐蚀介质含量 (mg/L)

水对砼结构腐蚀等级 水对钢筋

砼

结构中钢

筋

的腐蚀等

级

气候影响因

素

渗透影响因

素

环境

类别

腐蚀

等级

渗透

类别

腐蚀

等级

编号取样深

度（m）

ZK1 ZK6

SO42- 50.09 60.33

Mg2+ 79.55 61.17
Ⅱ 微

NH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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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环境类型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水：SO42-=50.09～60.33mg/L＜300mg/L，Mg2+=61.17～79.55mg/kg＜2000mg/kg，

NH4+=0.00mg/kg＜500mg/kg，总矿化度=228.13～254.42＜20000mg/L，水介质对混凝

土结构腐蚀性等级为微；

（2）按地层渗透性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PH＝7.65～7.81>5.0，侵蚀性 CO2＝0.00mg/L，HCO3-=3.53～4.03>1.0mmol／L，

水介质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等级为微。

（3）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水：Cl- =70.22～71.03mg/L＜100mg/L(干湿交替)，水介质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

的钢筋腐蚀性等级为微。

3.4.2.3土的腐蚀性

根据地勘报告得知：经对本地块中 ZK3-1、ZK7-1（取土深度分别为 3.20～3.40m、

2.70～2.90）两组试样进行土腐蚀性检测分析，并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年版）第 12章有关条款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3.2-2。

表 3.2-2 土的腐蚀性分析评价表

腐蚀介质
土腐蚀介质中含量

(mg/kg)
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等级

土对混

凝土结

构中钢

土对钢

结构的

腐蚀等编号取 ZK3-1 ZK7-1 气候影响因素 渗透影响因素

OH- 0.00 0.00

总矿化度 228.13 254.42

PH 值 7.65 7.81

B 微
侵蚀性 CO2 0.00 5.12

HCO3-

（mmol/L）
3.53 4.03

Cl- 70.22 71.03 微

腐蚀等级

综合评价
水对混凝土结构有微腐蚀性，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有微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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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的腐

蚀等级

级样深度

（m）

（ 3.20～

3.40）

（ 2.70～

2.90）

环境

类别

腐蚀

等级

渗透类

别

腐蚀等

级

SO42- 24.77 26.36

Ⅱ 微

Mg2+ 57.28 65.96

NH4+ / /

OH- / /

总矿化度 / /

PH 值 7.79 7.62 B 微 微

CL- 46.58 55.76 微

腐蚀性等

级

综合评价

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具微腐蚀性，对钢结构具微腐

蚀性。

注：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表 12.2.1表第 3

条土腐蚀分析评价乘以 1.5系数。

（1）按环境类型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土：SO42-=24.77～26.36mg/L＜750mg/L，Mg2+=57.28～65.96mg/kg＜4500mg/kg，

土介质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等级为微；

（2）按地层渗透性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PH＝7.62～7.79>5.0，土介质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等级为微。

（3）土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土：Cl-=46.58～55.76mg/L＜250mg/L，土介质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腐蚀

性等级为微。

（4）土对钢结构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PH＝7.62～7.79>5.5，土介质对钢结构腐蚀性等级为微。

依据上述表 3.2-1～3.2-2中水、土的腐蚀性分析结果，以及场地周边工程地质环

境因素，综合判定场地内地下水及土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混凝土结构中的

钢筋具有微腐蚀性，土对钢结构具有微腐蚀性。

本地块区域水文地质图见附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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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土壤

易门县土壤类型有水稻土、赤红壤、红壤、黄棕壤、紫色土等 5个土类，12个

亚类，20个土属 41个土种。其中水稻土面积 9579.27hm2，主要分布于海拔 1100～

1800m，少数分布于 2100m左右的部分地区，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6.3%，为易门的主

要农业耕作土壤，总体而言，易门土壤类型多，适种性广，垂直分布明显，并呈带

谱状延展。

根据现场调查，该地块土壤类型以黄壤为主，本地块现状钻孔揭露深度范围内

地表层土体为第四系人工填土。

3.2.9 地震烈度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版）附录 A，玉溪市易

门县抗震设防烈度为Ⅷ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所属设计地震分组为

第三组。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表 C·25，易门县龙泉街道

峰值加速度为 0.20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抗震设防烈度为Ⅷ度。

3.2.10 社会环境概况

易门地处滇中，位于昆明、玉溪、楚雄三州（市）五县（市、区）（禄丰、双

柏、安宁、峨山、晋宁）交汇处，县域面积 1571平方公里、山区占 97%，辖 7个乡

镇（街道）58个村（社区），766个村（居）民小组、781个自然村，总人口 151671

人、少数民族占 33.7%，城镇化率 50%，森林覆盖率 65.4%，水资源蕴藏量 11.1亿

立方米，享有“滇中水城·菌乡易门”美誉，是云南省 47个革命老区县之一。

2020年全县生产总值达 132.5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 70.6％，年均增长 8.7％；

2020年末 GDP总量在全省排名 55位。2016年经济增速居全省第一、考核为全省县

域经济跨越发展先进县，2017年实现经济总量过百亿、经济增速居全省第二、考核

为全省民营经济争先进位 10强县，2018年考核为全省县域经济 10强县，2019年财

政总收入跃上 10亿元台阶、人均 GDP突破 1万美元，2020 年人均 GDP 达 1.12 万

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1881元、年均增长 8％，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0

16220元、年均增长 9.3％。

2020年三次产业结构由 10：44：46调整为 11：43：46。在工业上，目前园区

规划面积 26.6平方公里，已开发建设 10.2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162户，其中规上企

业 57户，就业 2.8万人，2020年实现工业产值 160.5亿元、园区工业产值占 98%，

工业增加值 37.0 亿元，陶瓷建材、食品加工、有色金属三大主导产业产值达 155.3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96.8%，三大主导产业上缴税金 3.6亿元。在农业上，2020

年完成一产增加值 15.5亿元，农业总产值 24.9亿元，其中烤烟、畜牧两大产业完成

产值 1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56.2%，粮食产量稳定在 6000万公斤。在三产上，2020

年完成三产增加值 69.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3亿元，实现旅游收入 17.9亿

元。

2020年人均 GDP达 1.12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1881元、年均

增长 8％，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220元、年均增长 9.3％。全县经济社会进入持

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新时期。

3.3 周边敏感目标

经现场调查本地块 200米范围内周边分布有居住小区等敏感目标，不涉及自然

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古树名木，未发现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无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分布。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详见表 3.3-1及图 3.3-1。

表 3.3-1 周围主要环境影响敏感点

保护类别 名称
与项目地距离及

方位
保护规模

大气环境

梅营小村 西面 5m-200m 118 户，400 人

梅营大村 南面 15m-200m 303 户，1072 人

尾甲村 东面 15m-200m 180 户，682 人

河南营片区 东北面 15m-200m 211 户，1087 人

梅花明天小学 西南 110m 约 230 人

地表水 三五大河 北侧 745m /



21

3.4 本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 地块现状

2022年 8月调查单位进场调查时，本地块现状为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居民

委员会所有，原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目前该地块为闲置状态，

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栋建筑，为砖混结构。

本地块内现状无工业企业；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渗坑、水塘；无工业废

水地下输送管线、储存池；无产品、原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输送管线；

无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或堆放。地块内土壤无明显颜色

异常、油渍等污染或化学腐蚀痕迹，无恶臭、化学品、刺激性等异常气味。未

发现明显污染痕迹，未发现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地块现场图见下图。

本地块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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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全景现状照片（两栋建筑）

本地块现状照片（内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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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现状照片（内部照片）

本地块厂区雨水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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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东面围墙外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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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地块历史

谷歌地球历史影像资料最早为 2010 年，经与当地政府和村委会咨询，并结合

当地村民的人员访谈以及现场踏勘等方式得知，本地块历史变迁情况详情如下：

本地块原始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型有水稻、蔬菜、玉米

等。

1990 年-2006 年：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于 1990 年建设并投入

使用，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主要收储小麦

和玉米，年收储 20-30 万公斤，储存周期 1-6 个月。地块历史用途为仓储用地。

2006 年-至今：仓库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2014 年 12 月 29 日，易门县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委托玉溪正泰拍卖有限公司对该宗地进行公开拍卖并发布拍卖

公告，2015 年 1 月 23 日，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居委会以 187 万元竞得梅营粮点的

土地使用权。2006 年至今，地块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期间未开展任何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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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前正在办理地块产权过户手续。

现状为闲置状态，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栋建筑，为砖混结构。

结合项目地块历史影像图，该地块历史与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结果一致，收集

到地块历史卫星图(最早为 2010年 12月 18日)的变化情况见表 3.4-1。

图 3.4-1 地块及周边历年卫星影像图

2010 年 1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14 年 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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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16 年 11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8

2017 年 11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19 年 3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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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21 年 4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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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3.4.3 地块规划总平面布置图

2014 年 12 月 29 日，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委托玉溪正泰拍卖有限公司

对该宗地进行公开拍卖并发布拍卖公告，2015 年 1 月 23 日，龙泉街道梅营社区

居委会以 187 万元竞得梅营粮点的土地使用权。目前正在办理地块产权过户手

续。

地块拟作为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小村新区，具体规划为：建设 8 栋居

住用房，每栋 5 层；建设 1 栋 1 层社区服务用房；设置 8 个地面停车位。项目

总占地面积为 0.1554 公顷（2.33 亩），总建筑面积为 3075.82 平方米，其中社

区服务用房 200 平方米，居住用房 2875.82 平方米，容积率 1.98，绿化面积 156.38

平方米，绿地率为 10.06%。

该地块规划总平面布置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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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5.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根据收集所得资料和对项目地块周边居民访谈以及历史影像可知，本地块相邻

地块历史及现状主要为农用地及居住区等。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及古树名木，未发现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无国家重点

保护的动植物分布。

图 3.5-1 场地周边地块现状

周边地块现状照片见下：

周边地块现状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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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北面紧邻的梅营小村藕田

3#地块西面 5-300m 处的梅营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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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块西面 350m 处的 10 组烤烟房

6#西南面 135m 梅营明天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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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块南面 15m-300m 处的梅营大村

9#地块东南面 15m-200m 处的尾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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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块东、东北面 15m-500m 处的尾甲村及河南营片区

9#地块东北面 15m500m 处的尾甲村及河南营片区

3.5.2 相邻地块历史

根据收集所得资料和对项目地块周边居民访谈以及历史影像可知，本地块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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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及现状主要为农用地及居住区等。

表 3.5-1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点位 名称
与项目地距

离（米）
历史变迁及建设情况

1# 梅营小村藕田 北面紧邻
从古至今：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

型有水稻、蔬菜、玉米、莲藕等。

2# 梅花营村幼儿

园
西北 248m 2015 年开始建设，2017 年办学，现共 9 个班 298 人。

3# 梅营小村
西面

5m-300m

梅营小村（5 组），1989 年前为零星房屋，后

经过时间的推移，现在为村民住宅区。梅营小村现

状约有农户 118 户，共乡村人口 400 人。

4# 10 组烤烟房 西面 350m 2006 年建盖，之前为私人承包地。

5# 农田 西南面
200-500m

从古至今：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

型有水稻、蔬菜、玉米等。

6# 梅营明天小学
西南面
135m

此小学解放前就存在，后经多次翻建。

7# 梅营大村
南面

15m-300m

梅营大村（含 9、10、11 组），1989 年前为零

星房屋，后经过时间的推移，现在为村民住宅区。

梅营大村现状约有农户 303户，有乡村人口 1072人。

8# 农田 东南面
300-500m

从古至今：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

型有水稻、蔬菜、玉米等。

9# 尾甲村及河南

营片区
东、东北面
15m-500m

尾甲村（含 6、7、8 组）及河南营片区（含 1、2、
3、4 组），1989 年前为零星房屋，后经过时间的推

移，现在为村民住宅区。尾甲村现状约有农户 180
户，共乡村人口 682 人。河南营片区现状约有农户

211 户，共 1087 人。

10# 农田 西北面
300-500m

从古至今：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

型有水稻、蔬菜、玉米、莲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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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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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15 年 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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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17 年 11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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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20 年 2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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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2022 年 4 月地块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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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块开发利用规划

根据附图 8 本项目与易门县城的位置关系图、附图 9 本项目与易门县县城

总体规划位置关系图得知，本地块在县城开发边界范围内，属于 H14 村庄建设

用地，同时根据附件 6“易建[2014]79 号易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原梅营

粮点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及审查意见”和附件 8“易自然资发[2022]107 号易

门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原梅营粮点地块用地规划设计条件”文件中已明确该地块

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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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识别

项目地块污染识别是土壤调查的第一阶段工作，目的是追踪项目地块的土地利

用历史和历史变迁，发现污染物释放和泄漏的痕迹，识别项目地块是否存在潜污染

的可能性，即在对现有资料及数据分析和项目地块实际勘察的基础上，对项目地环

境污染可能性、及其种类、可能的污染分布区域做出析和判断，判定该地块的污染

情况，为该地块用地类型变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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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阶

段，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从

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评价场地及评价范围因早期为农业用地，可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

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掌握并分析以下信息：收集场地及周边地块

的自然环境状况、环境污染历史、地质、水文地质、场地历史使用情况、场地周边

活动等信息。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场地污染物质。

4.1 地块相关资料收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要求，“第一阶

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

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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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将在现有场地初勘工作基础上通过资料收

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进一步识别该场地污染物种类，初步分析

污染分布范围，为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提供支持。

资料搜集收集情况见表 4.1-1资料清单。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2022

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现场踏勘前已初步掌握该

场地边界坐标图，场地现状图及用地规划图等资料。为进一步分析场地污染特征，

收集资料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详细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有关政府

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详细自然社会信息。如当调查场地与相邻场地存在相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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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可能时，项目将对相邻场地的相关记录和资料也进行调查。项目组利用卫星历史

影像，尽可能追溯本地块的变迁情况，根据地块内及周围变化，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

表 4.1-1 地块资料清单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渠道 获取与否

1
调查地块

基础资料

目标场地边界、占地面积、

土地产权证、规划条件
甲方提供 已获取

场地用地规划图 规划部门提供 已获取

场地现状 现场调查 已获取

场地历史资料
甲方提供、网络查询、

人员访谈
部分获取

场地历史监测数据 — 未获取

场地地下水和地上管线资料 — 未获取

场地地质勘察报告 甲方提供 已获取

场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无 无

企业相关备案文件 甲方提供 已获取

2
场地历史

变迁资料
不同时期遥感卫星图片 网络收集 已获取

3
区域自

然、经济、

社会资料

区域自然气象资料 网络收集、资料积累 已获取

区域社会经济资料 网络收集、资料积累 已获取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网络收集、资料积累 已获取

4
区域地质

及环境背

景资料

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甲方提供及资料积累 已获取

5
场地周边

相关资料

场地周边土地利用历史
甲方提供、网络查询、

人员访谈
已获取

场地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现场调查 已获取

场地周边土地利用规划 网络收集 已获取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现场调查 已获取

4.1.1 政府及权威机构资料收集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走访当地自然资源局及地块所在村小组，龙泉街道环境建设

中心、易门县粮食收储公司，以及周边商铺和附近居民等，收集到《不动产权证书》、

《梅营粮点招标拍卖确认书》、《关于提交办理易门县粮食收储公司梅营粮点过户

手续所需资料的通知》以及本地块相关规划设计资料、社区法人证书等。本地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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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住宅用地，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

分析：本次收集到的资料来源为当地自然资源局及地块所在村小组及其网站，

以及周边居民，调查过程得信息真实可靠。通过对资料分析得知，本地块用地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地块周边历史及现在规划主要为农用地及居住区等。

通过访谈和问询调查，场地周边未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事故，未发生过化学品

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未发生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事件。

本地块历史监测数据、场地地下水和地上管线资料未获取。

地块历史监测数据未获取的原因是本地块历史上农用地，后发展为易门县粮食

收储有限公司，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期间未不涉及重金属污染

的行业，不涉及危险品的企业，历史上未有土壤监测数据。

场地地下水和地上管线资料未获取。未获取的原因是本地块历史上未进行地下

水开采，未设置地下水和地上管线。

4.1.2 水文地质资料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收集到《梅营小村[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号]

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以及 1：20万的水文地质图，根据地勘报告得知，本地块

勘察最大勘探深度围所分布地层为第四系新近人工堆积层（Q4ml）第四系冲、洪积层

（Q4al+pl），本地块各层土自上而下划分为 4 个主层：①层杂填土②层粉质粘土②1

层粘土③层圆砾④层粉质粘土，接受大气降水补给，水量及水位变化具季节性，以

蒸发、竖向补给深层地下水的方式排泄。

根据 1：20万的水文地质图中的昆明幅（附图 7本地块所在地水文地质图）得

知，本地块属于 Q4al，为新生界第四季，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水，主要岩性为粘

质砂土、砂砾石，富水性中等，径流模量（Mo）为：1-5 升/秒·公里 2。

4.1.3 地块相关环境调查资料

谷歌地球历史影像资料最早为 2010 年，经与当地政府和村委会咨询，并结合

当地村民的人员访谈以及现场踏勘等方式得知，本地块历史变迁情况详情如下：

本地块原始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型有水稻、蔬菜、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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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990 年-2006 年：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于 1990 年建设并投入

使用，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主要收储小麦

和玉米，年收储 20-30 万公斤，储存周期 1-6 个月。地块历史用途为仓储用地。

2006 年-至今：仓库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2014 年 12 月 29 日，易门县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委托玉溪正泰拍卖有限公司对该宗地进行公开拍卖并发布拍卖

公告，2015 年 1 月 23 日，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居委会以 187 万元竞得梅营粮点的

土地使用权。2006 年至今，地块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期间未开展任何工业生产

活动。目前正在办理地块产权过户手续。

现状为闲置状态，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栋建筑，为砖混结构。

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及现状主要为农用地及居住区等。

地块现场勘查两次，踏勘时间为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2022年 8月 29

日和 2022年 10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现场踏勘前已初步掌握该场地平面图，

场地现状图等资料。为进一步分析场地污染特征，收集资料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

料、场地详细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的详细自

然社会信息。如当调查场地与相邻场地存在相互污染可能时，项目将对相邻场地的

相关记录和资料也进行调查。项目组利用卫星历史影像，尽可能追溯本地块的变迁

情况，根据地块内及周围变化，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

表 4.1-1 本地块资料收集过程一览表

序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途径 备注

1 基本资料

场址、边界及
占地面积

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
社区居民委员会

/

场地平面图
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

社区居民委员会
/

场地现状 现场踏勘和调查
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
2022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
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

2 地块历史
变迁资料

地块未来土地
使用功能规划

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
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规

划部门

/

地块土地历史

使用情况

经过与周边工作人员
和居民沟通以及询

问，以访谈形式进行

2022年 8月 24日、2022年 8
月 29日和 2022年 10月 12日、

2022年 10月 13日多次询问

3
区域经济
及社会等

资料

区域经济发展

情况

易门县人民政府网页

搜索（统计部门发布）
/

区域土地利用
规划

当地规划部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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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地质
及环境资

料

区域水文地质

资料

地质勘查报告及资料
积累（云南省水文地

质图）

/

区域地质及土

壤资料

现场调查及资料积累

（中国土壤）
/

周边土地使用

现状

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所得

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
2022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
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

场地周边土地

历史使用情况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及谷歌卫星搜索

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

2022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
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

5 地块周边

相关材料

调查范围内有

无自然保护
区、饮用水源

地

通过现场踏勘及谷歌
卫星所得

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
2022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
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

周围敏感目标
分布

通过现场踏勘及谷歌
卫星所得

踏勘时间为 2022年 8月 24日、
2022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
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日

4.2 调查区域内本地块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4.2.1调查地块内污染源识别及特征污染物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本地块原始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

用地，种植作物类型有水稻、蔬菜、玉米等。1990 年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

公司梅营粮点投入使用，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2006 年至今，地块一直处于闲

置状态，期间未开展任何工业生产活动。

经现场踏勘未发现土壤污染痕迹及异味、土壤颜色未见异常，地块内整体环境

良好，无可能涉及的污染源和特征污染物。

4.2.2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地块的污染源主要来自于两个部分：周边居民种植农作物期间使用少量复合

肥和农药的影响以及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运营期间产生的环境

影响。

（一）、农作物种植影响分析

1、化肥降解情况分析

农作物种植期间使用化肥主要为农家肥、复合肥，且使用量较小。复合肥属于

慢速肥料，有先进的缓释或者控释能力，肥料在施入土壤之后溶解速度慢、养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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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速度慢、肥效持续期相对长。一般来说，这类肥料在施入土壤之后基本都需要

10天左右的时间才会出现明显的肥效反应，持效期 90天。

2、农药降解情况分析

根据访谈，种植农作物时使用少量的杀虫剂，进入环境中的杀虫剂在植株中的

消解速度较快，半衰期 2~3d；在土壤中滞留时间较长，半衰期 13~14 d。结合化肥、

农药的主要成分、降解周期和使用量，农作物种植时使用的化肥和农药不会对项目

地块造成影响，可不作为地块特征污染物。

（二）、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运营期间产生的环境影响

本地块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期间，基本情况如下：

一、产品规模

本地块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期间，仅收储小麦和玉米，

年收储 20-30 万公斤，储存周期 1-6 个月。

二、设备清单

本地块作为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期间，涉及的设备清单主要

见下表：

表 4.2-1 梅营粮点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名称 规格 数量

移动式输送机 / 1 台

粮食振动筛 / 1 台

磅秤 / 2 台

三、原辅材料以及能源

表 4.2-2 项目原辅材料及能源使用情况一览表

名称 用量 备注

原辅材料 磷化铝杀虫剂 1.6kg/a-2.4kg/a 用量 80 克/万公斤

能耗
水 400t/a /

电 45000kw /

磷化铝是用赤磷和铝粉烧制而成。因杀虫效率高、经济方便而应用广泛。用作

粮仓熏蒸的磷化铝含量为 56.0%~58.5%，3.20g/片的规格较多。薰蒸每吨粮食只需

3~7片，每立方米仅用 1~2片。磷化铝毒性主要为遇水、酸时则迅速分解，放出吸

收很快、毒性剧烈的磷化氢气体，通过昆虫（或者老鼠等动物）的呼吸系统进入体

https://baike.so.com/doc/5993718-62066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252459-5485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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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用于细胞线粒体的呼吸链和细胞色素氧化酶，抑制其正常呼吸而致死。收取

的原粮（小麦、玉米）放入仓库临时储存 1-6个月，储存期间按 1万公斤放置 6-10

克磷化铝（片剂）进行防虫和杀虫。

四、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根据附件 9，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2006年各科室、粮点及分流人员安排（易

储发[2006]10号，本地块所属粮点为“梅云粮点”，劳动定员为 2人，工作制度为：

按粮食储存周期为准（1-6个月），平时主要为日常值班。

具体劳动定员分配具体如下：

表 4.2-3 项目劳动定员分配情况一览表

姓名 岗位 民族 年龄 备注

汤家成 点长 哈尼族 51 目前就职于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浦贝粮点”

鞠丽仙 点员 汉族 50 目前已退休

五、生产工艺

（一）工艺简述：

收原粮：向当地农户收取原粮（小麦、玉米）年 20-30万公斤；

储存：将当地收取的原粮（小麦、玉米）放入仓库临时储存 1-6个月，储存期

间按 1万公斤放置 80克磷化铝（片剂）进行防虫和杀虫。

外销：将收储的原粮对外进行销售。

六、有毒有害物质识别

本项目使用的杀虫剂为磷化铝，根据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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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012年版），磷化铝属于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之一，为（三）农药替代

中甲基嘧啶磷的替代物，主要用于粮食仓储害虫防治。

“有毒有害物质”是指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有危害和不良影响的物质，包含

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和人工合成有毒有害物质。《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生态环境部令第 3号，2018年 8月 1日起施行）》明确“有毒有害物质”指下列

物质。

（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污

染物。

（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的污染物。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

（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包含 GB36600

规定的 85个项目等）。

（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第一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22个）。

（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杀虫剂磷化铝残渣（包装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 HW03

废药物、药品，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

药品，废物代码为：900-002-03，危险特性为 T，由此判断杀虫剂磷化铝残渣（包装

袋）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其理化性质及危险特性详情见下表：

表 4.2-4 磷化铝的理化性质及危险特性

标识

中文名：磷化铝 危险化学品目录序号：1262

英文名：Aluminium phosphide；Aluminum

monophosphide
UN编号：1397

分子式：AIP 分子量：5795 CAS号：20859-73-8

理化性质

外观与性状 浅黄色或灰绿色粉末，无味，易潮解。

熔点（℃） >1000
相对密度

(水=1)
2.85

相对密度

(空气=1)
无资料

沸点（℃） 无资料 饱和蒸气压 无资料 溶解性 微溶于冷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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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 于乙醇、乙醚。

毒性及健

康危害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毒性 无资料。

健康危害

本品遇水分解产生磷化氢。吸入磷化氢气体引起头晕、头痛、恶心、

乏力、健康危害食欲减退、胸闷及上腹部疼痛等。严重者有中毒性精

神症状，脑水肿，肺水肿、肝、肾及心肌损害，心律紊乱。

燃烧爆炸

危险性

燃烧性 易燃 燃烧分解物 磷烷

闪点（℃） 无资料 爆炸上限（v%) 无资料

引燃温度

（℃）
无资料 爆炸下限（v%) 无资料

危险特性

遇酸或水和潮气时，能发生剧烈反应，放出剧毒的自燃的磷化氢气体，

当温度超过 60时会立即在空气中自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

建规火险分

级
甲类 稳定性 稳定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禁忌物 氧化剂、酸类。

灭火方法 干粉、砂土。禁止用水。禁止使用酸碱灭火剂。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

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食入：误服

者可用温水或 1：5000高锰酸钾液彻底洗胃。就医。

储运条件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

封，不可与空气接触。防止受潮和雨淋。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应与氧化剂、

酸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洒漏。雨天不宜运输。运输注

意事项：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酸酐、酰基氯、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

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防护

服。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

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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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杀虫剂磷化铝残渣（包装袋）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具有一定的危险特性，

但只要按规范进行处置，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七、“三废”产生情况：

主要进行粮食收储、销售，三废产生情况如下：

1、粮食运输中的粉尘污染

在库区作业过程中由于粮食（粮包）的频繁运输、粮粒的运动和摩擦而产生粉

尘污染，稻谷原粮含杂质总量一般为 2%左右，在进出粮运输、提升、打包过程中会

有粉尘泄漏出来。

2、运输粮食过程中噪声污染

粮食的运输操作中会产生设备的机械噪声和仓房通风机的空气动力噪声，噪声

源强约 90分贝；另外车辆运输在行驶中会产生瞬间较高噪声值。

3、办公区的生活污水污染

营运期间，工作人员的生活污水外排，经过处理且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后排放。

4、固体废物

营运期间，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的生活垃圾和杀虫剂磷化铝残渣（包

装袋）。

同时根据附件 9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文件：关于修定“粮油保管员岗位经

济管理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易储发[2006]31号）得知，粮点将虫粮情况上报综

合办，药剂到指定地点领取，由综合填制熏蒸杀虫记录表，作为审核带毒补贴的依

据。熏蒸杀虫表内容应有：粮点、仓号、粮食品种、数量、储藏方式、虫类、虫害

密度、投放药剂品名及剂量、投放日期、投放人数，同步核准的放药补贴金额。每

次熏蒸杀虫，仓管员应在粮情登记卡上注明使用药品剂药袋数量，出库时作好药袋

回收记录。各粮点现有库存麻袋必须随时整理、修补，严禁完好与破漏袋混杂堆放。

根据“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粮情检查员工岗位工资考核表”得知，公司对

员工对药剂管理使用进行考核，主要考核的内容包括：

（1）是否按实际使用标准领用药品。

（2）是否科学合理安全施放药品。

（3）是否按规定处理药剂残渣、药罐(要求深埋)，清理、回收药袋。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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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出现药剂流失〔出售、赠送他人、被盗等)。

（4）用剩药品是否妥善、安全保管。

根据附件 10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关于梅营粮点固废处置的情况说明：2006

年停用前，梅营粮点运营期间的生活垃圾统一归集垃圾桶，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梅营粮点每年粮食收购量在 20~30万公斤，磷化铝的年用量为 2.4千克（80克/万公

斤），磷化铝残渣的年产生量为 2千克左右，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残渣和包装物进行

远离水源深埋处理，一年处理一次，位置于梅营村旁荒山上。

一九八七年六月三日商业部关于印发《粮油储藏技术规范》[（87）商储（粮）

字第 7号]中的《粮油储藏技术规范（试行）》中 9.2使用药剂时环境保护措施：9.2.4

对使用药剂残渣处置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熏蒸放气后，应将残渣立即运到离水源

50米以外僻静的地方，挖坑深埋，熏蒸用器材及装药布袋等应清洗干净后妥善保存

备用，不得改作它用”。本项目磷化铝残渣处置方式为：按照规定经包装后由易门

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送至无人员活动、远离水源的梅营村旁荒山上进行挖

坑深埋，处置方式合法合规，磷化铝残渣不在本地块进行处置，不会对本地块造成

污染。

项目各类污染物能按照要求处理，“三废”去向明确；经走访生态环境部门得知，

企业运营期间无投诉和违规外排记录。经走访梅营社区干部，历史上均没有发生过

发生过生产事故、倾倒、泄漏、环保投诉等污染事件信息。

综上所述，本地块历史至今对地下水、土壤基本不会造成影响。

4.3 调查区域内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调查地块 500m范围内主要为居民点、学校、农田等，居住人数约 812户、3241

人。

地块在种植过程农作物期间用到少量的肥料和农药，无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

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目前该地块为居住区，历史至今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活动，不涉及不涉及重金

属污染的行业，不涉及危险品的行业等，仅为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常规污染物产

生，不会产生污染土壤的污染物，现状未发现无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且地块实施



56

雨污分流系统，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4.4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4.1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工作主要是结合已知的地块相关资料（如相关环境管理文件等）

和地块内的水文地质资料，识别地块内的潜在污染源、污染途径等。根据地块

及周边的环境敏感状况和潜在污染特征，判断地块内可能存在的环境健康风险。

项目组在 2022 年 8 月、10 月对项目地块及其周边进行多次现场踏勘。现场

勘察的范围以场地内部为主，并调查场地周围区域的敏感点。现场踏勘主要内

容包括：项目地块内用地现状、周围敏感区域与污染源以及可能造成土壤和地

下水异常的迹象，如固体废弃物临时堆放的污染痕迹、地表水漫流等；相邻地

块使用现况与污染源，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水异常迹象，

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周边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如周围

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废弃和正在使情况如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

学品废弃物储存置设施地的各类井、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品废弃物储存置

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体雨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公用设施等。现场踏

勘主要内容见表 4.4-1。

表 4.4-1 现场踏勘主要内容一览表

序号 主要内容 调查方法

1 项目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

1.1
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或三废处理与

排放以及泄漏状况； 现场勘查及

人员访谈

1.2
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如罐、

槽泄漏，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 相邻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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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与可能存在的污染；

现场勘查

2.2
相邻地块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

如罐、槽泄漏，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3 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1
对于周围区域目前和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住宅、工厂等，应尽

可能观察和记录；

资料查询、

现场勘查、

人员访谈

3.2 周围区域的废气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

3.3 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3.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

3.5 地面上的沟、河、池；

3.6 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及道路和共用设施；

4 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描述

4.1 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地形特点 资料查询

本次现场踏勘的重点是确认地块过去使用过程中遗留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例如生产过程中泄漏以及废物存放过程中的污染痕迹等；

地块内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等感官特征，以及地块内污水池、排水

管和废物堆放区域等。

项目地块以及周边地块现场踏勘记录见表 4.4-2。

表 4.4-2 项目地块现场踏勘记录一览表

序号
踏勘内

容
踏勘记录

1
地块内

部现状

地块现状
目前该地块为闲置状态，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 栋建

筑，为砖混结构；

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情况

地块内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存放，未发现有毒物质的

洒落、遗留痕迹；

生产设备及地 地块不涉及工业生产，无生产设备，没有产品、原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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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管线 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没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固体废弃物 地块内无工业固体废弃物堆存；

疑似危险废弃

物
未发现残余疑似危险废弃物；

泄漏和污染事

故
地块内不存在历史污染，无泄漏和污染事故；

异味 地块内未闻到恶臭、化学药品味道等刺激性气味；

污染痕迹 无污染痕迹；

2

相邻地

块

（500m

范围内）

北面紧邻 梅营小村藕田

西北 248m 梅花营村幼儿园

西面 350m 10 组烤烟房

西南面
200-500m

农田

西南面 135m 梅营明天小学

南面
15m-300m 梅营大村

东南面
300-500m

农田

东、东北面
15m-500m 尾甲村及河南营片区

西北面
300-500m

农田

4.4.2 人员访谈

为进一步了解场地历史与现状，解决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过程中产生的疑

问，2022年 8月 24日、2022年 8月 29日和 2022年 10月 12日、2022年 10月 13

日本项目调查人员对了解项目地块及周边地块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的相关人员

进行走访与访谈，主要包括以下人员：附近居住区居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工

作人员等，访谈问题包括场地使用历史用途、场地规划、场地内管线、沟渠等

排污状况以及周围企业基本信息等，受访人员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具体人员访谈名单见表 4.4-3，人员访谈照片见图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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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人员访谈一览表

时间 人员 访谈项目

2022.8.24 梅营社区（3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龙泉街道梅营明天小学校（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7 组（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10 组（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5 组（2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6 组（2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1 组（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8 组（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梅营社区 11 组（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4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8.29 易门县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10.12 龙泉街道环境建设中心（1 人） 地块相关信息

2022.10.13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3 人） 地块相关信息

人员访谈详情一览表

序号 被访人姓名 工作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访谈方式

1 赵志宏
梅营社区一支部书记，工作时间

2 年
13908899562 面谈

2 张学忠
龙泉街道梅营明天小学校长，工

作时间 10 年
13887712599 面谈+电话交流

3 杨世珍
梅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工作时

间 12 年
13708698793 面谈+电话交流

4 徐梅
梅营社区妇联主席，工作时间 6

年
15008881608 面谈+电话交流

5 王艳宏
梅营社区 7 组副组长，工作时间 9

年
18214167604 面谈+电话交流

6 刘云东
梅营社区 10 组支部书记，工作时

间 2 年
15108797909 面谈

7 柳进德
梅营社区 5 组支部书记，工作时

间 2 年
15987071746 面谈

8 杨森 梅营社区 6 组组长，工作时间 2 13988495082 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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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马建勋
梅营社区 5 组副组长，工作时间 2

年
1352979289 面谈

10 董何小艳
梅营社区 1 组副组长，工作时间 2

年
15694672285 面谈+电话交流

11 高卉莲
梅营社区 6 组支部书记、副组长，

工作时间 17 年
13759069404 面谈+电话交流

12 徐梅芬
梅营社区 8 组副组长，工作时间 6

年
18987714920 面谈+电话交

13 马红仙
梅营社区 11 组副组长，工作时间

2 年
15911767844 面谈

14 赵媛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工作

时间 2 年
0877-4969648 面谈

15 武云坤
易门县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工

作时间 30 年
13398899561 面谈+电话交流

16 贺万祥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工作

时间 39 年
13887744150 面谈+电话交流

17 徐正寿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工作

时间 39 年
13887720005 面谈+电话交流

18 杞兰芝 龙泉街道环境建设中心 13988447806 面谈+电话交流

19 汤家成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工作

时间 16 年
13988439985 面谈

图 4.4-1 人员访谈照片

梅营社区一支部书记

赵志宏

龙泉街道梅营明天小学校长

张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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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杨世珍

梅营社区妇联主席

徐梅

梅营社区 7 组副组长

王艳宏

梅营社区 10 支部书记

刘云东

梅营社区 5 支部书记

柳进德

梅营社区 6 组组长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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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营社区 5 组副组长

马建勋

梅营社区一组副组长

董何小艳

梅营社区 6 组支部书记、副组长

高卉莲

梅营社区 8 组副组长

徐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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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营社区 11 组副组长

马红仙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赵媛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贺万祥

龙泉街道环境建设中心

杞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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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徐正寿

易门县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高级工程师

武云坤

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汤家成

通过受访人员的访谈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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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原始为龙泉镇梅营社区农用地，种植作物类型有水稻、蔬菜、玉米

等。

1990 年-2006 年：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梅营粮点于 1990 年建设并投入

使用，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易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主要收储小麦

和玉米，年收储 20-30 万公斤，储存周期 1-6 个月。地块历史用途为仓储用地。

2006 年-至今：仓库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2014 年 12 月 29 日，易门县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委托玉溪正泰拍卖有限公司对该宗地进行公开拍卖并发布拍卖

公告，2015 年 1 月 23 日，龙泉街道梅营社区居委会以 187 万元竞得梅营粮点的

土地使用权。2006 年至今，地块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期间未开展任何工业生产

活动。目前正在办理地块产权过户手续。

现状为闲置状态，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栋建筑，为砖混结构。

该地块上未储存或堆存过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无地下储罐、储槽

和管线，无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无工业废水收集沟渠和水池，无废水、

固体废弃物遗留现象，未发生泄漏污染事件发生，未曾闻到过异常气味，无大面积

土壤外运或回填，地块内无地下水井或泉点出露。

（2）本地块周围地块主要为居住小区、农用地等，周边地块不存在“6+1”行业，

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管线等，无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

施或活动，不存在工业废水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不存在污染迹象。

综上所述，通过人员访谈了解到调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情况，周边地块情况

较为明确，并与历史影像图进行对比基本吻合，调查信息可信，对已收集资料进行

印证。

4.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收集所得资料和对项目地块周边居民访谈以及历史影像可知，本调查地块

邻近地块主要为调查地块 500m 范围内主要为居民点、学校、农田等，居住人数

约 812 户、3241 人。

以上地块“三废”去向明确，根据现场调查及人员访谈了解地块内及地块周边无

泄漏事故的发生，不涉及污染物迁移的环境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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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污染识别结论

经过信息采集情况分析、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等对本地块使用情况分析、周边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分析，本地块和周边地块历史

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无地下水和土壤受污染记录。从历史沿革来看，周围潜

在污染源已对该地块形成污染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本调查地块内不存在“6+1”行业，也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

管线等。地块内无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地块不存在工业废水污染，

土壤或地下水不存在污染迹象，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本地块在不

同历史时期存在被污染的风险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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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与分析

5.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5.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针对资料收集获取的信息与人员走访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结果表明，调查地

块用地历史用途变迁情况，人员走访信息与历史卫星图片信息一致。

针对现场踏勘的信息与人员走访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结果表明，现场踏勘与

人员走访信息一致。地块内未发现颜色异常以及有异味的土壤。地块周边无潜在污

染源，周边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针对资料收集获取的信息与现场踏勘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结果表明现场踏勘

与资料收集信息一致。地块周边无潜在污染源。一致性分析情况具体见表 5.1-1。

表 5.1-1 一致性分析情况表

地块名称 序号 关键信息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结

论

梅营小村

[云

（2018）

易门县不

动产权第

000256

号]地块

1 地块使用历史

本地块原始

为龙泉镇梅营社

区农用地，种植作

物类型有水稻、蔬

菜、玉米等。

1990 年-2006
年：易门县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梅营

粮点于 1990 年建

设并投入使用，于

2006 年后停止使

用。易门县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运营

期间主要收储小

麦和玉米，年收储

20-30 万公斤，储

存周期 1-6 个月。

地块历史用途为

仓储用地。

2006 年-至
今：仓库于 2006
年后停止使用。

/

本地块最初为龙

泉镇梅营社区农

用地，种植作物

类型有水稻、蔬

菜、玉米等，后

作为易门县粮食

收储有限公司梅

营粮点，主要进

行粮油及制品收

储、销售。

2006 年至今，地

块一直处于闲

置，未开展任何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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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29
日，易门县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委托

玉溪正泰拍卖有

限公司对该宗地

进行公开拍卖并

发布拍卖公告，

2015年 1月 23日，

龙泉街道梅营社

区居委会以 187
万元竞得梅营粮

点的土地使用权。

2006 年至今，地块

一直处于闲置状

态，期间未开展任

何工业生产活动。

工业生产活动。

2 地块现状

现状为闲置状态，

为水泥硬化场地，

内有 2 栋建筑，为

砖混结构

经现场踏勘

未发现土壤

污染痕迹及

异味、土壤颜

色未见异常，

地块内整体

环境良好，无

可能涉及的

污染源和特

征污染物。

现状为闲置状态 一致

3

地块内是否有工

业废水收集沟渠

和水池等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4
地块周边环境是

否有潜在污染源
无 无 无 一致

5

地块及周边是否

发生过环境污染

事件

无 / 无 一致

6
地块内是否堆放

外来土壤或固体
/ 无 无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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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7
地块周边是否存

在重污染企业
无 无 无 一致

8

地块内是否有地

下储罐、管线等

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9

地块及周边是否

曾闻到过土壤/水

体散发的异常气

味

无 无 无 一致

5.1.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三者分析结果差异性较低。现场踏

勘和人员访谈结果主要是对资料收集结果的补充和完善。

5.2 调查结果

梅营小村[云（2018）易门县不动产权第 000256号]地块（以下简称“本地块”）

位于易门县龙泉街道梅营村，地块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02°11′11.96″，北

纬 24°39′53.35″，本地块总面积为 1554.25m2。

2022 年 8 月、10 月我单位对该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地块相关

资料收集，再结合谷歌卫星，至踏勘时间为止（2022 年 10 月 13 日），该地块

现状为闲置状态，为水泥硬化场地，内有 2 栋建筑，为砖混结构，该地块未发现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未发现排污管线以及各类槽罐，未发现明

显污染痕迹，地块内整体环境良好。

本调查地块邻近地块主要为调查地块 500m 范围内主要为居民点、学校、农

田等，居住人数约 812 户、3241 人，周边地块不存在“6+1”行业。

经多方面确认该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任何可能的污染源，项目地

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内不涉及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本地块土壤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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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受污染风险较小，地块的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满足后续开发需求，无

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调查，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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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及相关规定，通过资

料分析、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手段，表明本地块及邻近地块历史及现状土壤受污

染风险较小，地块的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能够满足住宅用

地要求，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无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调查。

6.2 不确定性说明分析

本报告结果是基于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分析、历史卫星图等方式获

得的，报告结论是基于访谈资料、数据、工作范围、工作时间、费用以及目前可获

得的调查事实而作出的专业判断。

本次场地环境初步调查得知，本地块以及相邻地块历史、现状较为简单，经调

查得知，本地块历史“三废”去向明确，无投诉和违规外排记录，周边地块不存在“6+1”

行业，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管线等，无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的设施或活动，土壤或地下水不存在污染迹象，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

情形。

综上所述，本报告不存在不确定因素，结论明确、可信。本地块土壤受污染风

险较小，地块的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能够满足住宅用地要求，

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无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调查。

6.3 建议

加强对本地块的环境监管。在地块开发利用前，要严格保护地块环境不被外界

人为污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保持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处于良好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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