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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海棠路以

北、汶河以西；东至汶河、南至海棠路、西至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二期、

北至汶河。现土地面积为 14571.64m2，折合 21.8575亩，中心地理坐标

为 E114.181658°，N34.112733°。该地块原为鄢陵县安陵镇新庄社区集体

土地，原土地使用权人为鄢陵县安陵镇新庄社区。

2022年，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该地块

使用权；2022年 12月地块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

地。截止 2023年 1 月开展本项目现场踏勘时，地块内北侧建设了施工

临时板房，并在边界设置了围挡，其他部分为荒地。

地块 2022年之前为农村集体农用地，目前土地性质变为医疗卫生

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59条第二款规定“对土

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监测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

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

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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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土壤污染

防治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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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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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建设用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联动监管的通知》（许环文〔2022〕

35号）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简称为“一

住两公”），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受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本地块的

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经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调查，

地块历史使用为农田；周边地块为农田、村庄、住宅小区、医院、学校

等。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农药、化肥用量使用极小；调查地块历史上未

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

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工业固废废物堆放及倾倒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情形。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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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辅助验证，该

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2023年 1月 4日~1月 11日，我单位成立项目组对调查地块进行调

查。对地块进行了现场勘查、资料收集及人员访谈等工作，并按照相关

导则及标准编制了《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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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与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如下：通过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识别潜在重点污染区域，通过对地块历史生产情况的分析，明

确地块中潜在污染物种类；根据地块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通过

调查、取样检测等方法分析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并明确

地块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该地块未来利用

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场地的特征、潜在的污染源、污染物，调查过程中通过实际场

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分析获取，开展针对性的调查，为场地管理和下一步

可能需要开展的调查工作提供依据，为该场地的再开发利用和环境管理

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本次调查主要参考国家环保部颁布的技术导则和相关规范及海南

省地方规范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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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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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场地实际地形地貌，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

本组经济、实用、快速的原则，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

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为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

县海棠路以北、汶河以西；东至汶河、南至海棠路、西至鄢陵县怡康苑

养老院二期、北至汶河。现土地面积为 14571.64m2，折合 21.8575亩，

中心地理坐标为 E114.181658°，N34.112733°。该地块原为鄢陵县安陵镇

新庄社区集体土地，原土地使用权人为鄢陵县安陵镇新庄社区。调查范

围根据地块不动产权证书中宗地图确定，地块界址点坐标来源于宗地测

绘技术报告书。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2-1，区域界址点坐标见表 2-1。

图 2-1 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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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界址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界址点名
坐 标

边长 S（米）
备注

X（米） Y（米）

J1 3776284.406 516710.727
46.92

J2 3776247.878 516740.172
52.03

J3 3776210.513 516776.385
81.11

J4 3776157.285 516837.579
31.43

J5 3776133.844 516858.522
22.32

J6 3776113.896 516848.510
158.09

J7 3776127.893 516691.041
144.33

J8 3776271.468 516705.748
5.48

J9 3776267.202 516709.183
17.27

J1 3776284.406 516710.727

面积=14571.64平方米=21.8575亩
说明：国家 2000坐标系高斯平面 3度带投影，中央经线 114°E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2004年 8月 28日修订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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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7）《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

环文〔2018〕243号）；

（8）《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8号，2021年 10月 1日起施行；

（9）许昌市生态环境局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联动监管的通知》（许环文〔2022〕35号）。

2.3.2 标准与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 2017

年第 72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2年第 17号）。

2.3.3 其他相关资料

（1）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岩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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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不动产权证书；

（3）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4）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宗地测绘技术报告书；

（5）鄢陵县城乡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15-2030年）。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方法及内容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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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

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取决于地块的污染状况。

本次调查工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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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

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

料，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

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

情况。地块环境资料：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物堆放

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地块相关

记录：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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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

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

勘报告等。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

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自然信息

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

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

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

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调查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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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技术路线及工作程序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技术路线及工作程序见图 2-2。

（1）资料收集与分析

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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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的范围：调查范围及邻区。

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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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料缺失土地利用历史资料时，应在报告中说明。资

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或过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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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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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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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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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的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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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

地块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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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期间，可以使用现场 快速测

定仪器。

（3）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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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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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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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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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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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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论与分析

本阶段调查结论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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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

况和来源，并应提出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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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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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项目地块位于许昌市鄢陵县海棠路以北、

规划道路以西。调查面积为 14571.64m2（折合 21.8575亩），地块中心

经纬度坐标为E114.181658°，N34.112733°，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地形地貌

许昌市鄢陵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属黄河泛滥和双洎河冲积而成的

冲积平原。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地面坡度

1/30000～1/80000，海拔高度 50米～65米（个别岗陵 74米），相对高

度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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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鄢陵县境内双洎河以北地区为黄河、双洎河冲积而成的黄土

岗及黄泛沙土区，偏东北方向，黄泛后风积而成的带状沙丘，多呈南北

条状，相对高差 5米～15米，面积 66.5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 7.6%，

主要分布在彭店、马坊、柏梁等乡镇；县中部地区，地形起伏，以缓平

高地、平地为主。缓平高地为河流冲积而成的相对较高的地形，多呈西

北东南条状，相对高差 3米～8米，顶宽 1公里～7公里，由顶向两侧

微倾斜。平地是河流冲积的缓平地区，相对高差不大，带状岗地和零星

岗冢分布其间，走向不一，分割形成一些封闭或半封闭的局部洼地。面

积 448.9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 51.7%，主要分布在彭店、马坊、安

陵、柏梁、陈化店、马栏、大马、只乐、张桥等乡镇。

洼地：鄢陵县东南和南中部，为缓坡洼地，地上、地下径流排泄都

较困难，面积 316.2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 36.3%，主要分布在只乐、

望田、南坞、陶城等乡镇。

岗陵：鄢陵县境内有龙形岗、郜村岗、大胜岗、半截岗、杨河岗、

凤凰岗、孝子岗、屈岗、碱岗、乐陵岗、彭祖岗、左家岗、文家岗、太

平岗、三岗、追岗、野岗、河岗等。部分岗陵经黄水淤塞、群众挖土，

已失去脉络痕迹，或成为孤立的土丘。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整体较平坦。

3.1.3 气候气象

许昌市鄢陵县地处北暖温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热量

丰富，降水适中，无霜期长。区域气候特点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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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气温 14.3℃，平均日照时数 2279.7h，平均无霜期 214天，风

向风速季节性变化显著，夏季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常年主导风向为

东北偏北风，出现频率为 12%，次主导风向为西南偏南风，出现频率为

8%。年平均风速为 2.2m/s，年平均降水量 717.3mm，年际间变化较大，

季节间分配不均，年最大降水量 1109.5mm（1984年），年最小降水量

430.5mm（1968年）。

3.1.4 地块工程地质概况

调查地块位于许昌市鄢陵县海棠路以北、规划道路以西，许昌市怡

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地块拟建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项目，已

于 2022年 7月委托河南省卓越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本地块进行了岩土

工程勘察工作，出具了《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

细勘察）》。

根据《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

显示：根据本次野外钻探揭露、静力触探测试及土工试验结果，结合区

域地质资料和邻近场地资料分析，本场地在勘探深度 35m范围内基本分

二套地层：

全新统地层(Q4)：其为杂填土及可塑状态的褐黄色粉质黏土、粉土、

粉细砂、细中砂及可-硬塑状粉质粘土；上更新统地层(Q3)：其为密实状

粉土及细砂。

根据揭露土层的岩性、颜色、状态、时代及其力学性质差异等因素

将勘探深度范围内的地层分为 9个主层及一个亚层，各土层的岩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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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等情况自上而下描述如下：

全新统地层(Q4)

第(1)1层杂填土(Q4ml)：

褐黄色，松散，以粉土为主，含少量植物根系，局部含少量碎砖渣

等建筑垃圾。层底深度 0.4m~1.5m，厚度 0.4m~1.5m，平均厚度为 0.62m。

第(1)层粉土(Q4al)：

褐黄色，湿，中密-密实，切面无光泽，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

无韧性，含少量砂粒，中等压缩性。含少量锰质斑点。层底埋深 1.50~2.50

米，层厚 0.6~2.00米，平均层厚 1.38米。

第(2)层粉质黏土(Q4al)：

灰褐~黄褐色，可塑状，切面较光滑，无摇振反应，含少量铁锰结

核及其氧化物，韧性中等，干强度中。层底深度 3.2m~4.0m，厚度

1.2m~2.1m，平均厚度为 1.60m。

第(3)层粉质黏土(Q4al)：

黄褐色，软~可塑状，切面有光泽，无摇振反应，韧性较低，干强

度中等，含铁质氧化物及少量小贝壳碎片，含少量小姜石。中下部粉粒

含量较高，局部有薄的粉土和粉砂夹层。层底深度 6.7m~9.5m，厚度

3.2~5.7m，平均厚度为 4.63m。

第(4)层粉土(Q4al)：

褐黄色，湿，密实，切面无光泽，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无韧

性含较多砂粒，局部相变为粉砂，含少量钙质和小贝壳碎片。层底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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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m~10.7m，厚度 0.5m~3.2m，平均厚度为 1.60m。

第(5)层粉细砂(Q4al)：

灰黄色，饱和，中密~密，矿物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含少量暗

色矿物，颗粒级配较好。层底深度 12.6m~14.2m，厚度 1.9m~4.6m，平

均厚度为 3.69m。

第(6)层细中砂(Q4al)：

褐黄~灰褐色，饱和，密，矿物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含少量暗

色矿物。颗粒级配较好。层底深度 18.7m~20.5m，厚度 5.2m~6.9m，平

均厚度为 5.94m。

上更新统地层(Q3)

第(7)层粉质黏土(Q3al)：

黄褐色，可塑~硬塑状，切面光滑，无摇振反应，干强度高，韧性

高，含少量铁锰质斑块，含少量姜石，局部含粉粒。层底深度

20.5m~22.5m，厚度 0.7m~3.6m，平均厚度为 2.15m。

第(8)层粉土(Q3al)：

褐黄色，湿，密实，无光泽反应，摇震反应迅速，干强度，无韧性，

含较多粉细砂，局部相变为粉砂层。层底埋深 23.40~27.10 米，层厚

1.00~7.10米，平均层厚 3.90米。

第(9)层细砂(Q3al)：

灰黄-褐黄色，饱和，密实，颗粒级配良好，矿物成份以石英、长石

为主，含云母碎片及少量暗色矿物。此层分布稳定，最大揭露厚度 10.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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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勘察未钻透该土层。

3.1.5 土壤概况

鄢陵县土壤主要由河流冲积和洪积而成，土层深厚，土壤呈微碱性，

分为棕壤、褐土、潮土、砂姜黑土、石质土和粗骨土六类，其中褐土、

潮土、砂礓黑土为主要土类。

本次调查区域位于鄢陵县海棠路以北、规划道路以西，土壤类型以

褐土为主。

3.1.6 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系

鄢陵县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主要河流有双洎河、康沟河、清流

河、二道河、大浪沟等大小 20余条。距离本地块最近的河流为地块东

侧 100m的汶河。

汶河位于鄢陵县境北部，鄢陵县乾明寺塔上游称汶河，其下游称为

大浪沟，实际是一条河流。汶河发源于长葛市，至南坞乡周桥入清流河，

其中汶河境内长 12km，流域面积有 80km2；大浪沟境内长 31.85km，流

域面积有 110km2，河宽 10~30m。汶河主要功能为纳污、灌溉、行洪功

能。汶河水功能区划为Ⅳ类水体。

（2）地下水

根据《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

显示，在勘探期间，测得地下水水位在地表下 3.11~3.76m(高程约 55.90m)

属孔隙潜水类型。补给主要为季节性大气降水，排泄主要为人工抽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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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蒸发。每年的 7月至 10月均为丰水期，12月至来年 2月为枯水期，

水位变幅为 3.0m左右，场地近 3~5年最高水位高程为 58m左右，历史

最高水位 59.0m，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向东南方向。

3.2 敏感目标

本地块位于许昌市鄢陵县海棠路以北、汶河以西，调查地块周围敏

感目标主要为村庄、住宅小区、学校、医院等，地块 1000米范围内敏

感点分布见图 3-2，具体敏感目标见表 3-1。
表 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距离（m）

1 新庄社区 村庄 S 150
2 西街社区 村庄 SE 430
3 南街村 村庄 SE 800
4 金色漫城·金桂园 住宅小区 SW 100
5 金色漫城·金兰园 住宅小区 SW 440
6 金色漫城·金香园 住宅小区 SW 570
7 林溪湾小区 住宅小区 W 440
8 尚品名居 住宅小区 W 715
9 幸福湾小区 住宅小区 W 715
10 水岸印象 住宅小区 SW 800
11 康桥半岛 住宅小区 S 510
12 怡康苑养老院二期 养老院 W 5
13 鄢陵县中心医院 医院 W 200
14 鄢陵县二中 学校 SW 710
15 三角广场 社会服务 S 940
16 汶河 河流 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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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调查地块 1000米范围内敏感点分布图

图例：

调查地块

敏感目标

1km范围线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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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3.3.1 地块历史情况

地块历史沿革情况见表 3-2，地块历史卫星图见表 3-3。
表 3-2 地块历史沿革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概况

2014年之前 地块为农田。

2014年 3月 地块内西南角新增一大棚。

2015年 12月 地块内大棚拆除。

2016年~2019年 地块为农田。

2019年 8月 地块被征收。

2019年~2022年 地块内为荒地。

2022年 7月
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地块使用权，拟建怡康苑

养老院三期项目。



- 20 -

表 3-3 地块历史卫星图（2009-2020）
时间 地块概况 卫星图

2009.12 地块为农田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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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
地块内西南角新

增一大棚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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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 地块内大棚拆除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 23 -

2016.12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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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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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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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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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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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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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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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现状

根据人员访谈情况及地块历史卫星图可知，地块 2014年以前为农

田；2014年 3月地块西南角内新增一座大棚，根据人员访谈了解到该大

棚为村民临时存放苗木树种所用的；2015年 12月地块内大棚拆除；2016

年~2019年地块为农田，地块内无明显变化；2019年 8月地块被征收；

2019年~2022年地块为荒地，地块内无明显变化；2022年 7月许昌市怡

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地块土地使用权，拟建鄢陵

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项目，调查开始时，地块内北侧建设了施工临时板

房，并在边界设置了围挡。地块现状图片如表 3-4所示。

表 3-4 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东边界 地块西界

地块南边界 地块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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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现状

地块内现状

3.4 周边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周边地块历史沿革情况见表 3-5，周边地块现状图片见表 3-6，周边

地块历史卫星图见表 3-7。
表 3-5 周边地块历史沿革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东侧 地块西侧 地块南侧 地块北侧

2009.12 农田、河流 农田 农田、村庄 农田、河流

2014.3
东侧 255m处

为祥顺驾校

西侧相邻地块农田变为荒地，西侧

200m处农田变为鄢陵县中心医院施

工场地，西侧 715m处农田变为幸福

湾小区，西南侧 850m处为金鼎国际

住宅小区

无变化
北侧 280m处

为长通驾校

2015.12 无变化

西侧 200m处鄢陵县中心医院施工场

地范围扩大，西侧 440m处为林溪湾

小区，西南侧 100m处为金色漫城·金
桂园住宅小区施工场地，西南侧

440m处为金色漫城·金兰园住宅小区

无变化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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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地

2016.12 无变化
西侧相邻地块变为怡康苑养老院二

期建设施工场地
无变化 无变化

2017.12 无变化

西侧相邻地块怡康苑养老院二期基

本建设完毕，西侧 200m处鄢陵县中

心医院基本建设完。

无变化 无变化

2018.11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2020.1 无变化
西侧 600m处新增两处住宅小区施工

工地
无变化 无变化

2020.9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2021.3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2022.6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表 3-6 周边地块现状图片

地块北侧（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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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河流及一栋建筑）

地块南侧（农用地，主要种植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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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怡康苑养老院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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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周边地块历史变迁卫星图（2009-2022）
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09.12

地块外西侧为农田，南侧为农田和村

庄，北侧为农田和河流，东侧为农田

和河流、河对岸为有一处厂房，根据

现场踏勘显示该厂房为养殖场，现已

停养，厂房为闲置状态

2014.3

地块外西侧相邻地块农田变为荒地，

西侧 200m 处农田变为鄢陵县中心

医院施工场地，西侧 715m处农田变

为幸福湾小区，西南侧 850m处为金

鼎国际住宅小区，北侧 280m处为长

通驾校，东侧 255m处为祥顺驾校，

其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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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5.12

地块外西侧 200m 处鄢陵县中心医

院施工场地范围扩大，西侧 440m处

为林溪湾小区，西南侧 100m处为金

色漫城·金桂园住宅小区施工场地，

西南侧 440m 处为金色漫城·金兰园

住宅小区施工场地，其他位置无明显

变化

2016.12
西侧相邻地块变为怡康苑养老院二

期建设施工场地，其他位置无明显变

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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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7.12

地块外西侧相邻地块怡康苑养老院

二期基本建设完毕，西侧 200m处鄢

陵县中心医院基本建设完毕，其他位

置无明显变化

2018.11 地块外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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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20.1
地块外西侧 600m 处新增两处住宅

小区施工工地

2020.9 地块外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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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21.3 地块外无明显变化

2022.6 地块外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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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地规划

根据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2）鄢陵县不动产权第 0024964

号）显示，该宗地规划为医疗卫生用地。不动产权证书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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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本次工作收集项目地块的相关资料详见表 4-1所示。

表 4-1 用地历史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

1.1
调查地块 2009.12、2014.3、2015.12、2016.12、
2017.12、2018.11、2020.1、2020.9、2021.3、

2022.6等不同时段的卫星遥感影像图

卫星地图历史数据库

1.2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 2009.12、2014.3、
2015.12、2016.12、2017.12、2018.11、2020.1、
2020.9、2021.3、2022.6等不同时段的卫星遥

感影像图

卫星地图历史数据库

1.3
地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2）鄢陵县不

动产权第 0024964号)

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4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1.5 宗地测绘技术报告书

2 地块及周边环境资料 /

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奥维互动地图、91卫图

2.2
鄢陵县城乡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2015-2030年）
鄢陵县人民政府网站

2.3 地块岩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3 地块相关记录 /

3.1 访谈记录

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新庄社区居民、西街社区居民、

新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许昌市生态

环境局鄢陵分局工作人员、鄢陵县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工作人员

3.2 现场影像资料及人员访谈照片 调查人员现场拍摄

4 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 /

4.1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

质和气象资料
鄢陵县人民政府网站

4.2 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
奥维互动地图、91卫图、鄢陵县人民政

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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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2023年 1 月，调查单位对地块所在地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许昌市

生态环境局鄢陵分局、鄢陵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等进行人员访谈和资

料收集，并填写访谈记录；从鄢陵县人民政府网站网站到《鄢陵县城

乡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15-2030年）》、地理位置、地

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

方式等资料。

对地块所在地政府管理部门调查，确定了本次调查工作的调查范

围（详见章节 2.2）；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调查地块原土地性质为

农村集体农用地，现变更为医疗卫生用地；地块历史上未从事过农业

生产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地块及周边区域历史至今未发生环境

污染事件。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调查单位相继走访地块所在的新庄社区、地块周边的西街社区、

地块使用权单位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人员访谈和资

料收集。收集到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宗地测绘技术报告书、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地块历史生产生活活

动信息访谈表等资料。

在卫星地图历史数据库中，查看了地块历史变迁卫星地图影像资

料，进一步调查核实了地块历史生产活动。

根据收集资料分析，该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

从未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事故、周边空气及地下水也未发生过异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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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历史上未发生

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地块在 2019年之前为农村集体农用地，2019年 8月土地被征收；

2022年 7月，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地

块使用权，拟建怡康苑养老院三期项目。截止 2023年 1 月开展本项

目现场踏勘时，地块内北侧建设了施工临时板房，并在边界设置了围

挡，其他部分为荒地。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对地块周边进行走访调查，结合人员访谈记录表及地块周边卫星

地图历史数据库信息进行调查分析。

地块周边敏感保护目标为新庄社区、西街社区、南街村、金色漫

城·金桂园、金色漫城·金兰园、金色漫城·金香园、林溪湾小区、尚品

名居、幸福湾小区、水岸印象、康桥半岛、怡康苑养老院二期、鄢陵

县中心医院、鄢陵县二中、三角广场、汶河等。

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相邻地块不存在危险化学品使用

及污染，未发生过环境事故，对本地块环境影响较小。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不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名录内的企业，不涉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范

围内的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仅有 1个已经停养的养殖场，该养殖

场 1998年建设，2014年停养；现场调查期间养殖场处于空置状态，

对本地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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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的项目组于 2023年 1月对该地块进行了

详细的现场踏勘，至现场踏勘时间为止，该项目地块内部为空地。未

发现明显污染痕迹。现场踏勘照片如下。

地块内现状

地块内现状

5.2 人员访谈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要求，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3年 1月用当面交流方式进行人员访谈

工作（包括新庄社区居民、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新庄社

区居委会、西街社区、鄢陵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许昌市生态环境局

鄢陵分局工作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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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3年 1月对新庄社区居民（4人）、西街

社区（1人）、新庄社区居委会（5人）、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4人）、鄢陵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2人）、许昌市生态环

境局鄢陵分局（2人）工作人员等进行访谈。访谈人员 18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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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记录 18份，详见附件 7。访谈人员见表 5-1。

表 5-1 访谈人员信息一览表

单位 名字 职务 总人数

新庄社区

崔喜领 居民

4人
张连芳 居民

张莲凤 居民

梁秋月 居民

西街社区 张磊 支部书记 1人

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杜亚芳 职工

4人
张浩 职工

姚培科 综合部主任

徐巍鹏 董事长秘书

新庄社区居委会

姚晓飞 委员

5人
贺铁亮 委员

张付东 社区纪委书记

邢建平 党委副书记

邢德仁 党委书记

鄢陵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秦少辉 副局长

2人
梁志勇 股长

许昌市生态环境局鄢陵分局
王玉琴 股长

2人
苏亚萍 股长

受访者为地块原使用权人、周边社区居民、现地块使用权人、政

府管理人员。

访谈人员 2023年 1月对地块原使用权人和周边社区人员进行访

谈，包括新庄社区居民、新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及地块周边西街社

区居民；调查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及地块历史上是否存在污染因素等，

具体人员访谈的情况汇总如下表。

表 5-2 地块原使用人人员访谈结果汇总

访谈问题 是 否 不确定 备注

本地块是否曾经种植过农

作物；
10 0 0

访谈记录显示该地块 2019年
之前为农田，主要种植苗树、

小麦等农作物；地块化肥使用

量小，未使用高毒性、难降解

的农药；使用地下水进行灌

溉，未使用污水灌溉

选择项占百分比（%）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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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是否进行过农业生

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是否有过居民居

住；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

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

场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是否有任何正规或

非正规的废水贮存区域；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水排

放沟渠或滲坑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是否有发生过化学

品泄漏事故，没有发生过

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是否有闻到过由土

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土壤是否有受到过

污染
0 9 1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90% 10%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

否有工业企业分布
0 10 0

无工业企业分布，周边西街社

区有一养猪场，1998建设，

2014年停养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通过对地块原使用权人进行访谈可知，该地块 2019年之前为农

田，主要种植苗树、小麦等农作物，地块化肥使用量小，未使用高毒

性、难降解的农药；使用地下水进行灌溉，未使用污水灌溉；地块没

有进行过农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事

故，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业固废、工业废水；地块周边 1km无工业

企业分布，周边西街社区有一养猪场，1998建设，2014年停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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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员 2023年 1月对地块现使用权人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访谈，调查了地块原使用性质及取得本地块时

地块现状，具体人员访谈的情况汇总如下表。

表 5-3 现地块使用人人员访谈结果汇总

访谈问题 农用地
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
工业用地 备注

本地块原使用性质 4 0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100% 0% 0%
访谈问题 是 否 不确定 备注

取得本地时本地是否有任何

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

物堆放场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取得本地时本地块是否有任

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废水贮存

区域；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取得本地时本地块是否有工

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滲坑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取得本地时本地块是否有工

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

存池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取得本地时本地块是否有发

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没有

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取得本地时本地块是否有闻

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取得本地时本地块土壤是否

有受到过污染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通过对现地块使用权人进行访谈可知，该地块原使用性质为农用

地，现地块使用权人取得本地块使用权时本地块没有发生过任何环境

污染事故，地块未涉及工业固废、工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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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员 2023年 1月对政府管理部门进行访谈，包括许昌市生

态环境局鄢陵分局、鄢陵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主要调查了地块使用

性质及地块利用历史是否存在污染因素等，具体人员访谈的情况汇总

如下表。

表 5-4 政府管理人员访谈结果汇总

访谈问题 农用地
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

工业用

地
备注

本地块原使用性质 4 0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100% 0% 0%

访谈问题 是 否 不确定 备注

本地块是否进行过农业生

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

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

场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任何正规或

非正规的废水贮存区域；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水排

放沟渠或滲坑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发生过化学

品泄漏事故，没有发生过

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闻到过由土

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土壤是否有受到过

污染
0 4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是

否有工业企业分布
0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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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通过对政府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可知，该地块原使用性质为农用

地，地块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

业固废、工业废水。

综上所述：通过对地块原使用人、现地块使用人、政府管理人员

进行访谈可知，地块原使用性质为农用地，地块没有过居民居住，没

有进行过农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事

故；地块污染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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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地块 2019年之前为农用地，种

植的有苗木及小麦等农作物，2019年 8月土地被征收；2022年 7月，

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地块使用权，拟建

怡康苑养老院三期项目，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地块内从未有进行过

任何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因此也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情况记录。

5.4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2023年 1 月进场踏勘，地块内无槽罐，无有害物质泄露痕迹。

人员访谈记录显示，地块内历史上无槽罐，没有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

故，没有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5.5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2023年 1月进场踏勘，地块内无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存。

人员访谈记录显示，地块历史上无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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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2023年 1 月进场踏勘，地块内无管线、沟槽。人员访谈记录显

示，没有任何废水贮存区域，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滲坑，没有工业废

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5.7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本地块地势地形总体上较平坦开阔，无较大起伏。地层较齐全，

地块无不良地质作用，相邻地块无企业，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迁移。

5.8 周边地块污染识别

5.8.1 相邻地块污染物识别

相邻地块的潜在污染物可能会通过大气沉降、地表径流、雨水冲

刷及污染物的扩散迁移等方式对本调查地块产生一定影响。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田、村庄、住宅小区、医院、学校等。

通过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周边化肥使用量小，未使用高毒性、难

降解的农药；农田使用地下水灌溉，不存在使用污水灌溉的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

可知，相邻地块无污染因素。相邻地块基本不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

5.8.1 周边企业基本情况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不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内的企

业，不涉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范围内的地块；

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分布，仅有 1个已经停养的养殖场，该

养殖场 1998年建设，2014年停养；现场调查期间养殖场处于空置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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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对本地影响较小。因此周边地块基本不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

周边企业分布图见图 5-1。

图 5-1 调查地块 1km范围内企业分布图

5.9 地块污染物识别

通过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以及相关资料相互印证汇总如下：

（1）地块内从未有进行过任何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因此不涉及

污染物迁移；

（2）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无企业，无生产活动，不涉及储罐、

危险废物堆存、危险化学品使用、工业废水排放；

（3）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4）周边无工业企业。

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初步判断地块无污

染的可能。

图例：

调查地块

养殖场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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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 污染识别结果分析与评价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3年 1月 4 日~1 月 11日对本地块进行了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其调查结果可总结如下：

（1）该地块地块历史上农村集体农用，地现状为荒地，原有地

貌已消失。

（2）该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从未发生过

任何环境污染事故、周边空气及地下水也未发生过异常情况。

（3）该地块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

（4）地块内未发现管道、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

刺鼻气味。

（5）地块历史上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该地块历史上无记录、无检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

（6）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田、农村居民区等，历

史上主要为农田、农村居民区，均不涉及工业企业。

（7）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分布，不涉及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名录内的企业，不涉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范围内的地块。

（8）通过现场踏勘及人员走访了解到地块内无明显污染源存在，

场地内历史污染源以农业面源、农村居民生活污染源为主。

（9）本次调查地块农村集体农用地，经现场勘察并辅以卫星遥

感影像对项目及周边地块历史情况进行了解，结合相关人员访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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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基本确定地块无污染的可能。

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

浓度和分布等，进而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本报告认为本次调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地

块可以作为医疗卫生用地进一步开发。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在第一

阶段可以结束，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

6.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调查资

料对比分析，甄别资料的有效性，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资料收集

工作。

调查地块历史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资料总体上

相互验证、相互补充，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

污染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历史资料补充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

中带来的信息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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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从而较好地对地块历史活动情况进行了说

明。整体来看，本地块历史资料、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情况相互验证，

结论一致。具体见表 6-1。

表 6-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表

序

号
关键信息 历史收集资料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结论一致

性分析

1 历史用途及变迁

调查地块本

次开发前为

农村集体农

用地

土地已征收，现

状为荒地

调查地块本次

开发前为农村

集体农用地

人员访谈

与历史资

料一致

2 工业企业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 55 -

3
工业固体废物堆放

场所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4
工业废水排放沟渠

或渗坑存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5

产品、原辅材料、油

品等地下储罐或地

下输送的管道存在

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6
工业废水的地下输

送管道或储存池存

在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7 化学品泄漏事故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8 废气排放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9 废水排放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0 危险固废情况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一致

11
土壤颜色、气味有无

异常，有无油渍
无 无 无 一致

12 土壤污染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13
本地块周边 1km范

围内工业企业分布

情况

无 无 无 一致

6.3 不确定性分析

（1）本报告基于材料搜集、现场访谈问卷，以科学理论为依据，

结合专业的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调查

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综合项目时间要求、地块条件等多因素完成，

但因地块历史较长，场地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2）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依据场地现状以及访谈知情人员

得出，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3）该地块在场地调查、访谈过程，受访对象所了解的情况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搜集资料的准确性可能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造成影响。

（4）调查时地块为荒地，历史情况主要依据人员访谈和历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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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整理获取可能存在细微偏差。

综上，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的

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建议立即向环境主

管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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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1）地块内调查结论

经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农村集体农用地，对土壤的影响较小。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

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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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

土壤污染的情形。

（2）相邻地块调查结论

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村庄、住宅小区、医院、学校等，

不涉及工业企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风险较小。

（3）地块周边 1km范围调查结论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分布，不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名录内的企业，不涉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范围内的地块，对地块造成污染的风险较小。

（4）调查结论

本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本报告认

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不

需要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本地块可以作为医疗卫生用地进一步开

发。

7.2 建议

（1）本次调查结束后，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污染地块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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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将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网站、报纸等

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2）地块未来使用过程中，管理方应对地块进行严格管理，防

止外来污染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3）若开发过程中发现地表区域及土壤存在颜色、气味等异常

情况，应及时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汇报并进行相关措施处置，防止地

块残留污染物造成任何人身伤害及环境二次污染，并进一步调查分析

此地块土地用途转变为医疗卫生地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后期

开挖过程中应及时跟进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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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专家技术评审意见

2023年01月15日，许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

许昌市以视频方式召开了《鄢陵县怡康苑养老院三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技术评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昌市生态

环境局鄢陵分局、鄢陵县自然资源，许昌市怡康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提

交单位）、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单位）以及邀请的专家（名

单附后）。经观看影像资料、听取汇报、质询讨论，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调查报告总体评价

该报告调查过程和程序基本符合相关导则、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调查结论总体可信。原则上通过本次技术评审，经修改完善后可作为下

一步工作依据。

二、修改完善内容

1、完善地块的调查范围及确定依据；

2、补充地块周边环境概况中地表水及地下水等相关信息内容；

3、补充调查地块历史上化肥、农药使用情况及灌溉情况；

4、完善地块周边1km范围内涉及工业企业相关信息及污染情况分析。

专家组：

2023 年01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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