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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位于广东省乐昌市两江镇普乐村，地块中心地理坐

标为 25°21'35.29"N，113°17'1.35"E，地块总面积为 7680.54m2，现状用地类型为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农村道路、其他园地、物流仓储用地。该地块拟规划为

行政办公用地（A1），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部令第 42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号）和《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 韶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韶关市公安局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局 韶关市交通运输局 韶关市水务局 韶关市应急管理局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关于印发韶关市土壤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指南的通知》（韶环[2021]267号）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与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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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乐昌市两江镇人民政府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对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以确定地块内及周

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为地块环境管理和下一步工作提供依

据。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资料整理分析得知该地块主要历史沿

革。1994年之前，作为普乐村的集体用地，地块为山地、果园（种植萘李）；

1994年至 2022年，部分土地（5728m2）权属转为国有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两

江镇人民政府，用于行政办公及住宅用。剩余土地为普乐村的集体用地，主要为

果园、林地；2022年至今，土地权属为两江镇人民政府以及乐昌市人民政府，

地块为两江镇政府的行政办公和住宅地，以及果园、林地。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调查地块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未涉及工矿活动、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输送、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也未发生

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内无明显污染迹象。通过对地块周边污染源分析，相邻地块

历史上主要为山地，不涉及工业生产活动。

因此，本地块历史上未从事过《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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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指南》中规定的重点行业；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重大污

染源。地块不属于疑似污染地块，地块环境状况在可接受范围内，本次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根据调查结果，本地块适用于行政办公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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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位于广东省乐昌市两江镇普乐村韶关大道，地块中

心地理坐标为 25°21'35.29"N，113°17'1.35"E，地块总面积为 7680.54m2，现状用

地类型为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农村道路、其他园地、物流仓储用地。该地块

于 2004年收归于乐昌市人民政府，拟规划为行政办公用地（A1），即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A）。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部令第 42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号）和《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 韶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韶关市公安局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局 韶关市交通运输局 韶关市水务局 韶关市应急管理局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关于印发韶关市土壤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指南的通知》（韶环[2021]267号）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与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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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必要对目标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编制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为地块环境管理提供依据。2023年 9月，受乐昌市两江镇人民政府

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对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以确定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

可能的污染源，为地块环境管理和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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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调查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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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通过开展建设用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对地块历史、现状等

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后系统分析，为地块管理以及是否开展初步采样调查提供参考

依据。

第一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应秉持的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点，根据目标场地历史、现状、规划用途

等情况对场地的各个区域进行针对性调查。

（2）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目前场地调查的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调查。保证

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在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时要综合考虑调查方法、调查时

间、调查经费以及现场条件等客观因素，保证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乐昌市两江镇普乐村韶关大道，毗邻韶关市乐昌市人民检

察院。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25°21'35.29"N，113°17'1.35"E。地块占地总面积约为

7680.54m2。调查地块红线拐点坐标见表 2.2-1，调查范围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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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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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7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 6月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实施）；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实施）；

（9）《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2016

年）；

（10）《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3号）

（2018年）；

（11）《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12）《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2009年 09月 16日）；

（1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

（1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2019年 3 月 1

日实施）；

（1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府〔2016〕145号）；

（16）《广东省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粤环〔2010〕99号）；

（17）《韶关市土壤污染防治管理暂行办法》（韶府规〔2019〕2号）；

（18）《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粤

环发[2021] 2 号）；

（18）《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 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韶关市公安局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韶关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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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局 韶关市水务局 韶关市应急管理局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韶

关市土壤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指南的通知》（韶环[2021]267号）；

（19）《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指南（试行）》；

（20）《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 年 12 月 1日实施。

2.3.2 标准、技术规范、导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5）《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6）《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

审查要点试行》（粤环办〔2020〕67号）；

（7）《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 第

78号）；

（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10）《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年修订版）；

（1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2）《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1019-2019）；

（1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017）；

（1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15）《韶关市 土壤环境背景值》（DB4402-T08-2021）。

2.4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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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201807/W020180705497768779672.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201807/W0201807054977687796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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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束。

（1）资料收集与分析

地块的资料收集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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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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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2）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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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踏勘的重点一般应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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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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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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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图 2.4-1 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红色虚框内为本报告的工作流程）



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9

3.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韶关市地处粤北，全境面积 18385km2，位于东经 112°50′～114°45′、北纬 23°5′～

25°31′之间，西北面、北面和东北面与湖南郴州市、江西赣州市交界，东面与河源市接

壤，西连清远市，南邻广州市、惠州市。

乐昌市位于广东省北部、武江的中上游。地处东经 112°51′～113°34′、北纬 24°57′～

25°31′之间；东与仁化为邻，南与曲江区交界，西南与乳源县相连，北部、西部与湖南

省宜章县毗邻，东北与湖南省汝城县接壤，素有广东“北大门”之称。其辖境东西相距

73.68公里，南北相距 64.25公里，土地面积约 2419平方公里。市区至韶关市约 52公

里。乐昌交通四通八达，京港澳高速公路及国道 G107线经过市境的西部；京广铁路和

京广高铁线贯穿境内南北；乐广高速公路、梅乐公路、省道 S248线纵贯全市；丹霞机

场距乐昌约 23公里地理位置见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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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乐昌市区域位置图

两江镇，隶属于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位于乐昌市西北部，距乐昌市区 45千米，

东与九峰镇相邻，南与大源镇交界，西与庆云镇接壤，北与白石镇和湖南省盈洞乡毗邻。

行政区域总面积 131.06 平方千米。两江镇因镇区大、小两江交汇而得名。 1978 年 3

月，析九峰公社设两江公社 1988年，称两江乡。1993年 8月，设两江镇。两江镇下辖

7个行政村，分别为曹家洞村、凰落村、上长塘村、岐乐村、茶坪村、普乐村、上斜村。

地块位于乐昌市两江镇普乐村，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25°21'35.29"N，113°17'1.35"E。

3.1.2地形地貌

乐昌市是广东省山区市（县）之一，多为石灰岩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属南岭山

脉，市内山地、丘陵、盆地等多样地貌类型兼备，主要由九条山脉和乐昌、坪石盆地构

成。山脉以南北走向为主，地势由南倾斜，境内主要分流水地貌和岩溶地貌两大类。从

地形区域面积构成来看，全市山地约占 72%，丘陵约占 13.5%，盆地平原约占 14.5%，

是山地多、平地少的典型山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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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气候气象

乐昌位于南岭山脉南麓，山脉多以南北走向为主，地势自北向南倾斜，构成北高南

低的地貌，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由于地理位置及地形因素的

影响，具有气候温暖、冬短夏长、春秋过渡快、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雨量充沛，气候

资源比较丰富，各地气候差异大。东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属中、低山区，具有明显的山

区气候特征。冬季受北方冷空气影响较大，常见霜冻和积雪，全年无霜期 300天左右；

春季常有大雾、寡照湿冷；夏、秋两季，昼夜温差大。东南部盆地丘陵区，夏秋闷热，

白天气温比山区高出 4-6℃，日照时数也较长。气温变化不仅有南北的差异，而且随着

海拔的增高，气温亦有明显垂直变化，灾害性天气较多。年均气温 20.24℃，年极端最

低气温-2.2℃，年极端最高气温 41.0℃，年均日照时数为 1822.31小时，多年平均降雨

量为 1488.94毫米。

3.1.4河流水系

乐昌市境内河溪众多，纵横交错。境内诸河溪，均属武江河支流。武江为北江流域

的一级支流，位于东经 112°23′～113°36′和北纬 24°46′～25°41′之间，发源于湖南省临武

县三峰岭，流经湖南省的临武县、宜章县等两县，于乐昌市老坪石上游 3km左右流入

广东省的乐昌市，经乳源、曲江，在韶关市沙洲尾与浈江汇合注入北江。流域构造走向

以西北～东南为主。武江全河长 260km，流域面积 7098km2（其中湖南境内河长 92km，

流域面积 3480km2），河床平均比降 0.91%，总落差 123m，其中罗家渡至韶关段河长

74km，落差 94m。武江主流在广东境内比降较陡，平均比降 1.27‰，流速大，洪水传

播时间快，流域地势高峻，植被较好，河流含沙量较小，是弯曲型的山区河流。武江共

有 14条主要支流，在湖南境内汇入武江的有大湾水、连塘水、罗家水；在广东乐昌境

内汇入的有南花溪、宜章水、白沙水、梅花水、田头水、太平水、九峰水、西坑水、廊

田水；于乳源境内汇入的有杨溪水；在武江区境内汇入的有新街水和重阳水。乐昌市境

内河流总长度 1068.10km，集雨面积 6215.97km2，其中集雨面积 100km2以上的河流有

武江、廊田水、田头水、南花溪、九峰河、中坪水、辽思水、西坑水等 8条。

地块所处位置为九峰和与上廊水的交汇处，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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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水文地质

（1）地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G-49-30韶关幅 1：200000），

韶关市地处南岭山脉南部，全境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华厦活化陆台的湘粤褶皱带。

地质构造复杂，火成岩分布极广，地层发育基本齐全，岩溶地貌广布、种类多样，

岩类以红色砂砾岩、砂岩、变质岩、花岗岩和石灰岩为主。

本调查地块基岩地层主要为岩浆岩燕山期中粒及细粒花岗岩 y25。

（2）水文

根据区域地下水赋存条件，含水层水理性质和水力特征，本区地下水为岩浆

岩裂隙水。径流模数：0.35-2.65升/秒·平方公里泉水常见流量：0.101-0.57升/秒。

3.1.6地下水功能区划

根据《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粤府[2012]120号）和《广东省地下水保

护与利用规划》，以及对照广东省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图以及韶关市浅层地下水

功能区划可知，调查地块所在位置属北江韶关乐昌乳源地下水水源涵养区

（H054402002T02），该地下水功能区保护目标中水质类别为Ш类。

3.1.7自然资源

乐昌市是广东省林业重点县（市）和杉木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县（市）之一。

有 13万多公顷的林地面积，500万立方米的活立木蓄积量。有久负盛名的五山

毛竹、大源杉木、张溪香芋、北乡马蹄、大瑶山香米、沿溪山白毛茶、九峰奈李、

白石板栗、乐昌含笑等名优农林产品。据调查，乐昌市共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203

科 1554种，其中蕨类植物 37科 147种；裸子植物 8 科 15种；双子叶植物 139

科 1184种；单子叶植物 19科 208种。境内南亚热带生物气候区地带性土壤为赤

红壤，中亚热带生物气候区地带性土壤为红壤，目前已查明土壤种类有水稻土、

黄壤、红壤、红色石灰土、菜园土、潮沙泥土 6个土类、11个亚类、36个土属、

84个土种，其中红壤占比 52.26%，石灰土占比 24.74%，黄壤占比 16.13%，水

稻土占比 6.62%，潮土占比 0.14%，菜园土占比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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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土壤环境概述

韶关市土壤环境根据调查、统计结果，包括第四纪沉积物、紫红色砂页岩类、

砂页岩类、碳酸盐岩类、花岗岩类、酸性火山喷出岩类和变质岩类共 7个成土母

质单元，本项目调查范围所在区域属于花岗岩类母质。韶关市成土母质详见图

3.1- 5。根据全国土壤信息平台，本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土壤类型为红壤。

图 3.1- 6调查地块土壤类型示意图

3.1.9区域社会环境概况

（1）行政区域及人口

乐昌市（县级）隶属于韶关市，现辖 16个镇、1个街道、2个办事处、195

个行政村、1953个村民小组。16个镇分别为长来、北乡、廊田、五山、九峰、

大源、三溪、坪石、黄圃、白石、庆云、梅花、秀水、云岩、沙坪、两江等。

根据乐昌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乐昌市 2020年常住人口 38.35万人，

全市常住人口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9.81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 1.46

万人，下降 3.67%。根据《乐昌市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52.5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834人，其中城镇人口 26.3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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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户籍人口比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0.2%，比上年末提高 1.3个百分点。全

市常住人口 38.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20.20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52.76%，比上年末提高 0.77个百分点

（2）经济概况

根据韶关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37.84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0.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1.66亿元，同

比增长 2.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8.52亿元，同比下降 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77.66亿元，同比增长 0.9%。三次产业结构 23：20.7：56.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6109元，同比增长 1%。

2016—2022年期间，乐昌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大产业比重由 2016年的

21.5：18.8：59.7调整至 2022年的 23.0：20.7：56.3。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比重

总体呈现不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三产业比重呈现不明显的下降趋势。

3.2环境敏感目标

本调查地块 500m范围主要为村庄、小学、幼儿园以及卫生院。主要环境敏

感点见表 3.2-1，主要敏感点分布见图 3.2-1。

表 3.2-1 主要环境敏感点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调查地块

最近距离 m 所属功能区

1 两江镇中心幼儿园 NE 76 幼儿园

2 普乐小学 NE 45 小学

3 普乐村 紧邻 1 村庄

4 两江镇卫生院 SW 214 卫生院

5 九峰河 W 96
地表水体

6 上廊水 E 84

两江镇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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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乐昌市两江镇普乐村，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25°21'35.29"N，113°17'1.35"E，总占地面积约 7680.54m2，现状用地类型为城镇

村道路用地、果园、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其他林地、商业服

务业设施。红线内地块情况详见表 3.3-1，图 3.3-1。

2023年 9月 27日，调查单位对该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通过现

场踏勘发现，地块主体为两江镇人民政府场地（包括：宿舍、饭堂、政府办公楼、

公共服务中心楼、综治办（司法所）、战备物资器材库），地块内北部为果园、

林地。

表 3.3-1红线内地类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型 面积(m2)
1 城镇村道路用地 195.6
2 果园 1643.03
3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4745.26
4 科教文卫用地 577.27
5 其他林地 0.04
6 商业服务业设施 519.34

总计 76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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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地块现状航拍图（拍摄时间：2023.9.27）

果 园



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7

政府办公楼，地面均已硬化（拍摄时间：20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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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服务中心，地面已硬化（镜头朝西北，拍摄时间：2023.9.27）

两江镇综治中心，地面已硬化（镜头朝东方向，拍摄时间：20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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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部（果园、林地）（拍摄时间：20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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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物资器材库，均已硬底化（拍摄时间：2023.9.27）

饭堂、宿舍，均已硬底化（拍摄时间：2023.9.27）

图 3.3-2 地块内土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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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地块历史

工作组主要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历史影像资料以及区域水文地质

图和地形图对该地块的用地历史进行分析。1994年之前，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为

两江镇普乐村的集体用地；1994年 7月，地块内的部分土地（5728m2）收回给

国有，权属为两江镇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证见附件），其余土地权属依旧为普

乐村的集体用地；2022年，剩余集体用地收归于乐昌市政府（征收协议详见附

件）。

1994年之前，作为普乐村的集体用地，地块为山地、果园（种植萘李）。

1994年至 2022年，部分土地（5728m2）权属转为国有用地，土地使用权人

为两江镇人民政府，用于行政办公及住宅用。剩余土地为普乐村的集体用地，主

要为果园、林地。

2022年至今，土地权属为两江镇人民政府以及乐昌市人民政府，地块为两

江镇政府的行政办公和住宅地，以及果园、林地。

综上，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用途。

地块利用历史如表 3.3-1所示。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见图 3.3-3~图 3.3-5。

表 3.3-1 调查地块利用历史

时间 地块权属 地块用途 备注

~1994年 普乐村集体用地
山地、果园（种植

萘李）

1994年-2021年 普乐村集体用地、

两江镇人民政府

政府行政办公地、

住宅、果园、山地

1994年，部分土地

（5728m2）收回给国

有，权属为两江镇人民

政府。其余依旧为普乐

村集体用地

2022年-至今
两江镇人民政府、乐昌

市人民政府

政府行政办公地、

住宅、果园、山地

2022年，乐昌市人民

政府征收了地块内剩

余的集体用地，转给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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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卫星历史影像（2020/10）

调查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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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目前地块北侧为山地；地块外东侧为普乐小学、两江镇幼儿园；地块外南侧、

西侧为普乐村。

3.4.2相邻地块历史

通过人员访谈与历史影像分析，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山地（果园）、农田、

村庄。周边地块主要历史时期图见图 3.4-2~3.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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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业主提供的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见图 3.5-1），该地块拟规划为行政办公用地（A1），即为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A）。

图 3.5-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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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4.1工作方法

地块污染识别阶段在 2023年 9月~2023年 11月进行。按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粤环办〔2020〕67号）

和 《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第 1 部 分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技 术 规 范 》

（DB4401/T102.1-2020）的相关要求，第一阶段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进行，其主要对地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用地情况以

及相关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识别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的潜在污染

源，重点关注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与汇总分析：本次调查所获得和分析的资料包括政府和企业

提供的关于地块及其周边地块信息、历史运营、规划等文件以及其他事实资料。

（2）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通过向当地村民、环保管理部门了解地块历史、

地块平面布置、是否存在工业企业的情况；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

资料、地块环境资料、有关政府文件、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以及调

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资料。现场踏勘对地块内及其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

在调查过程中，项目组对进行了人员采访以获得更为详细的地块历史情况。

（3）污染识别：根据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的成果，对地块的历

史、现状和未来的使用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地块

污染状况、污染源和污染特征。

汇总已收集资料清单如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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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地块资料收集汇总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用途

1 用地红线 业主提供 调查范围

2 水文地质图 广东省地质局 水文地质分析

3 地块及周边历史卫星影像图 bigemap 地块位置与历史情况

4 地下水功能区划图 广东省水利厅 区域地下水执行标准

5 人员访谈 现场调查
地块利用历史、是否有固

废和危废倾倒、堆存情况

4.2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情况

（1）现场踏勘

2023年 9月 27日，调查单位对该地块对地块内的地面、植被、管线以及周

边环境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现场踏勘发现，地块主体为两江镇人民政府场地（包

括：宿舍、饭堂、政府办公楼、公共服务中心楼、综治办（司法所）、战备物资

器材库），地块内北部为果园、林地。

（2）人员访谈

2023年 9月 27日，工作组对地块相关单位（原地块村民、两江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人员进行了人员访谈并形成人员访谈记录表，统计详见表

4.2-1，人员访谈记录表见附件 2。

（3）小结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关于该地块的情况可总结如下：

1）地块建设历史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

2）变压器、电房使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内无变压器。

3）地块放、辐射源使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资料，场地现状没有发现放、辐射源，历史上也没

有放、辐射源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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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资料，场地现状没有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历史上也

没有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记录。

5）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现场踏勘，场地内没有发现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堆存。根据人员访谈，历

史上也没有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存放、处理和处置情况记录。

6）各类罐槽内物质及其泄露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探勘，场地现状及历史上没有地下和地上罐槽。

7）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现场无沟渠。

8）环境污染事故与投诉

根据人员访谈资料，历史使用阶段地块内没有环境污染事故和投诉事件发生

记录。

4.4地块调查情况分析

（1）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地块在历史上无工业活动，不涉及工矿用途、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2）历史上是否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

废填埋、外来覆土等情况

根据历史航拍图、人员访谈资料，地块历史主要为山地、农田、果园以及两

江镇政府行政办公地与住宅地，无环境污染事故记录，无环境违法案件记录，也

不涉及外来覆土、固废倾倒、填埋和危险废物、化学品堆放等情况。

（3）各类罐槽、管线、沟渠及其泄露情况

通过实地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发现，该地块历史上无槽罐与管线。

（4）现状是否存在被污染迹象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无污染痕迹，不存在被污染迹象。。

4.5周边污染源调查分析

通过人员访谈与历史影像分析，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山地（果园）、农田、

村庄。地块周边历史上不涉及工业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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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根据第一阶段环境调查结果，调查地块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未涉及工矿用途、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也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外来覆土、危险废物堆放、

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涉及《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

管理工作指南》中规定的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

化、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

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未从事过火力发电、

燃气生产和供应、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和污泥处理处置等活动；也未发生环

境污染事故，地块内无明显污染迹象。

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山地（果园）、农田、村庄，地块周边历史上不涉及

工业生产活动。

综上，调查地块及其周边区域在当前和历史上均无重大污染源，本调查地

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次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两江镇政府服务中心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9

5.结论和建议

（1）结论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乐昌市两江镇普乐村，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25°21'35.29"N，113°17'1.35"E，占地面积约 7680.54m2，现状用地类型为机关团

体新闻出版用地、农村道路、其他园地、物流仓储用地。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

勘和人员访谈等资料整理分析得知该地块主要历史沿革。

1994年之前，作为普乐村的集体用地，地块为山地、果园（种植萘李）；

1994年至 2022年，部分土地（5728m2）权属转为国有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两

江镇人民政府，用于行政办公及住宅用。剩余土地为普乐村的集体用地，主要为

果园、林地；2022年至今，土地权属为两江镇人民政府以及乐昌市人民政府，

地块为两江镇政府的行政办公和住宅地，以及果园、林地。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调查地块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未涉及工矿活动、有毒有

害物质储存与输送、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也未发生

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内无明显污染迹象。通过对地块周边污染源分析，相邻地块

历史上主要为山地，不涉及工业生产活动。

因此，本地块历史上未从事过《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

理工作指南》中规定的重点行业；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重大污

染源。地块不属于疑似污染地块，地块环境状况在可接受范围内，本次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根据调查结果，本地块适用于行政办公用地（A1）。

（2）建议

1）土地使用权人应加强地块内的环境管理和保护，在本报告获得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备案前，应对地块进行围蔽管理和保护，确保地块红线范围内不被扰动。

禁止在地块内开展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及涉及

工业废水的相关活动，禁止进行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及其

它可能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情形。应实施以防止污染发生为目的的管控

措施，同时，不得对地块进行土方开挖、回填等活动。

2）工程实施过程中，加强环境监管，加强人员健康安全防护，以确保人员

健康。提高环境质量安全意识，严防实施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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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次调查仅对 2023年 11月之前的地块环境质量现状负责，若此次调

查工作结束后地块内又开展了生产活动，则在开发利用之前应再次进行针对性的

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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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地块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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