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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深入挖掘遥感监测技术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土壤修复治理及开发建设活动等土地利用现状的监测能力!

抽取浙江省纳入全国污染土壤信息管理系统中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的 &0 个污染地块!利用其历史期和监测期 #

个时相的国产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数据!基于 YN,_fE 平台!通过影像数据处理和人机交互解译!对污染地块的

土地利用现状变化开展遥感监测' 结合污染地块调查(风险评估(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及污染地块的属性信

息!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利用遥感监测技术可以快速查明污染地块实施风险管控(土壤修复以及

开发建设活动情况!及时掌握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污染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及发展动态(存在问题!为地方相关部

门开展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准入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

关键词% 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与修复治理' 再开发利用' 遥感监测

中图法分类号% \(9&"文献标志码% Y"""文章编号% #$&9 3$!4F$#$##%$! 3$#!* 3$*

收稿日期% #$#% 3$& 3%.' 修订日期% #$#% 3%# 3%4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重点地区和特殊地块用途管制监测评价.$编号" 66#$#%%#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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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初步统计!我国因工业企业关停转移而遗留

的污染地块$也称为-棕地$+NObD]CMS-P%.%数量超过

*$ 多万块*%+

!不少地方存在着-污土入市.以及-毒

地开发.的情况!危害着人居环境安全*#+

& 随着/污

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0(/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0等有关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法

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 3%#+

!加强对污染地块再开发

利用准入管理的迫切性日趋凸显' 尤其对于进入风

险管控与修复名录的地块!在其未完成风险管控与

修复治理前!严禁开发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和公共

服务用地*!+

& 因此!利用技术手段对污染地块再开

发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尤为重要*%!+

& 基于高空

间分辨率遥感影像的遥感监测技术是目前开展土地

利用现状变化调查和研究的主要技术手段!其监测

结果具有及时性和客观性!能够为相关管理部门提

供准确的研究数据&

在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监管方面!国内目前

仅对于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的制度和政策方面有

所研究*# 39!%#!%4 3%*+

!但利用遥感技术开展污染地块

再开发利用监测的成果尚未见报道& 本文以浙江

省 #$#% 年 % 月 % 日之前纳入全国污染土壤信息管

理系统中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的污染地块作为监

测目标!结合全国污染土壤信息管理系统中污染

地块移除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信息!对浙江省污

染地块的土地治理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遥感监

测!旨在探索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遥感监测的技

术流程!掌握浙江省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治

理(再开发利用现状情况!为地方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部门制定和完善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的管控措

施提供技术支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浙江省是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省份& 近年来!

随着污染企业关停数量的快速增多!该省进入全

国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的地块数量已居于全国前

列& 基于全国污染土壤信息管理系统!以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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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为时间节点!对浙江省风险管控与修复名

录中 %$# 个污染地块信息进行下载和梳理!选取

来源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及非金属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医药制造业(装卸搬

运和仓储业等 & 个污染源类型的 &0 个地块作为监

测对象$图 %%&

图 ;"浙江省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监测污染地块区域分布图

%&'(;"J+'&/-)ED&.*,&71*&/-/0*3+A/-&*/,+D7,/H-0&+ED.

&-*3+,&.6>/-*,/E)-D,+3)7&E&*)*&/-

E&.*&-\3+Y&)-' $,/?&->+

#"遥感监测方法

本研究技术流程如图 # 所示& 主要基于 YN,

_fE平台!开展污染地块的空间信息及属性数据整

图 9"污染地块土地再开发利用遥感监测技术流程图

%&'(9"S3),*/0*3+A/-&*/,&-' *+>3-/E/'@ /0*3+

,+D+?+E/2A+-*)-D1.+/0*3+7,/H-0&+ED.

理(遥感影像数据处理和解译(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等

工作& 监测方法是基于污染地块空间信息定位获取

遥感影像数据!将污染地块调查阶段的影像作为历

史期影像(#$#% 年上半年的影像作为对比监测影

像' 在对遥感影像的数据裁剪及校正处理的基础

上!建立遥感解译标志' 通过人工目视解译!识别出

污染地块边界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信息' 结合全

国污染土壤信息管理系统中名录污染地块风险管控

及修复效果评估的完成情况!对监测结果进行综合

分析评价&

#/%"数据整理及处理

本研究监测所需要的数据包括矢量数据和

遥感影像数据 # 类& 矢量数据来源于浙江省风

险管控与修复名录中的污染地块空间坐标及属

性数据& 基于 YN,_fE 平台将该数据的坐标系统

转换为 ;_;E#$$$ 投影坐标!并进行地块边界矢

量数据成图和属性赋予& 针对污染地块边界矢

量数据缺失或不准确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历史影

像和现状影像的校正对比!结合污染地块的调查

及风险评估报告信息!重新识别提取了这些地块

的边界& 遥感影像数据包含污染地块调查阶段

历史期影像和由 #$#% 年最新遥感影像数据构成

的监测期影像& 历史期影像数据源主要为国产

遥感卫星数据' 监测期影像则收集融合多个传感

器的影像数据!包括 #/$ 2分辨率的高分一号卫

星数据(#/$ 2分辨率的高分六号全色光谱卫星

数据和 #/%. 2分辨率的资源三号卫星数据& 由

于污染地块面积较小!为了更好地掌握污染地块

周边用地的情况!将污染地块空间边界矢量外扩

*$$ 2作为监测工作范围!通过批量裁剪处理!获

取了污染地块历史期和监测期遥感数据& 以监

测期影像为基础!对污染地块的历史期影像进行

了几何纠正' 同时!对监测期多源遥感影像进行

了数据融合处理&

#/#"开发利用活动解译识别

根据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污染地块范围内土地

利用的实际情况!将开发利用活动迹象主要分为风

险管控活动(修复活动(正在实施开发建设活动(已

完成开发建设活动 4 种类型!其在高空间分辨率遥

感影像上的识别标志如图 ! 和表 % 所示& 采用人机

交换解译的方法*%.+

!参考污染地块的历史期影像!

基于 #$#% 年监测期影像圈定污染地块边界范围内

的土地实施风险管控(土壤修复(开发建设活动迹象

图斑' 再结合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中污染地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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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控活动 $+% 土壤修复活动 $,% 正在实施开发建设活动 $-% 已完成开发建设活动

图 Q"污染地块解译标志图

%&'(Q"J+A/*+.+-.&-' &D+-*&0&>)*&/-6+@./0*3+7,/H-0&+ED.

表 ;"污染地块土地治理与开发利用活动迹象解译识别标志

C)7(;"J+A/*+.+-.&-' &D+-*&0&>)*&/-6+@./0

,+D+?+E/2A+-*)-D1.+/0*3+7,/H-0&+ED.

开发活动

迹象类型
活动描述 影像色调 影像形状

风 险 管

控活动

对地块污染源移除(

布设防尘(阻隔设施

等

一般为土黄色(

绿色!少量有黑

色(白色

风险管控区域

边界形状较规

则

土 壤 修

复活动

在地块实施的土壤修

复有关的活动!如搭

建临时建筑(土壤开

挖(土壤临时堆存等

土黄色(绿色!

根据土壤修复

堆存时间会有

所变化

土壤修复区域

边界较清晰(

形状不规则

正 在 实

施 开 发

建 设 活

动

地块上有其他用途的

建设活动!例如土地

平整(打地基(房屋建

设(绿化等活动

土黄色(灰色(

白色

正在实施开发

建设活动区域

边界清晰

已 完 成

开 发 建

设活动

地块开发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的开发建设活动结

束

主要为灰色(黑

色!部分为白色

已完成开发建

设活动区域边

界清晰且形状

规则

各类型报告!解译识别所圈定图斑的开发利用活动

迹象&

!"监测效果评价

本文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浙江省风险管控

与修复名录中抽取的 &0 个地块开展了风险管控与

修复治理(再开发建设活动图斑的室内遥感解译!并

随机抽取 . 个地块的图斑进行了野外实地核查验

证!抽取的地块包括了风险管控(土壤修复(开发建

设活动及开发建设活动完成 4 种类型的图斑$示例

如图 4 所示%!解译正确率为 &$=!从野外验证结果

可以看出!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开展土地治理与

开发利用遥感监测效果较好!建立的遥感解译标志

在实际监测中识别率较高!解译结果准确可靠&

$)% 风险管控与修复治理地块""

遥感影像的解译结果""

$+% 修复治理活动图斑Y的现场核查照片""$,% 开发建设活动图斑U的现场照片"

图 R"解译结果野外实地验证

%&'(R"%&+ED?)E&D)*&/-/0*3+&-*+,2,+*+D,+.1E*

4"监测结果统计分析

4/%"风险管控与修复治理情况

风险管控与修复治理情况是指污染地块范围内

从事风险管控土壤修复活动等的进展和完成情况&

通过 #$#% 年监测期遥感影像解译!并结合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与修复评估报告!识别出浙江省监测污染

地块范围内正在实施土壤风险管控(土壤修复活动

迹象的图斑 *! 个!面积 % 4$% !0$/&. 2

#

!基于全国

污染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移除名录信息!已

完成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且移除风险管控与修

复名录地块图斑 *$ 个!面积 # 9%$ !.9/$# 2

#

!浙江

省风险管控与修复治理完成率达 40=& 浙江省各

市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地块的风险管控与修复面积

统计如表 # 所示!文中所涉面积数据为遥感影像上

的投影面积!与真值存在一定误差&

表 9"浙江省各市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地块的

风险管控与修复情况统计列表

C)7(9"G*)*&>./0*3+,&.6>/-*,/E)-D,+3)7&E&*)*&/-/0*3+

A/-&*/,+D>/-*)A&-)*+D2E/*.&-\3+Y&)-' $,/?&->+$2

#

%

市级行

政区

污染地块

总面积

正在实施风险管控

与土壤修复面积

完成风险管控与土

壤修复面积

杭州市 # %$& 0%4/!0 4.9 !!*/4$ % !0% $&#/.9

湖州市 0% #&#/!9 9* !$./%4 * &0./#4

嘉兴市 %.9 *9#/0% !. #$*/#0 %!% !.9/*4

金华市 %&! $$&/&* %04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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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市级行

政区

污染地块

总面积

正在实施风险管控

与土壤修复面积

完成风险管控与土

壤修复面积

宁波市 .%$ 0&*/!! 9 4**/*9 #*$ !#0/40

衢州市 *. .$./%# *. .$./%# $/$$

绍兴市 % $4* #%&/9. *. #$#/4% .$& *44/!*

台州市 4!* 9*$/#% !94 4%./%$ %. !!&/$%

温州市 &$& .#%/.9 %4! #%!/&* !%* 9$0/9#

舟山市 !4 ##&/4. $/$$ $/$$

合计 * .44 $%#/$* % 4$% !0$/&. # 9%$ !.9/$#

4/#"开发建设活动情况

开发建设情况的监测能够及时了解风险管控与

修复名录污染地块的安全利用情况!及时发现和制

止-毒地开发.!降低污染地块违规利用的风险& 本

研究中监测开发建设活动包含正在实施的开发建设

活动和已完成的开发建设活动 # 类& 正在实施开发

建设活动是指地块上开展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以外

的有其他用途的建设活动!例如土地平整(打地基(

房屋建设(绿化等活动& 已完成开发建设活动是指

地块已经开发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开发建设活动& 通过遥感监测解译!识别出浙江省

&% 个污染地块范围内开发建设活动迹象图斑 &4

个!总面积 4 ##* 9%4/*& 2

#

!浙江省各市监测污染地

块开发建设活动图斑面积统计分析如表 ! 所示& 其

中!正在实施开发建设活动地块面积 % 909 4$$/4% 2

#

!

已完成开发建设活动面积 # 4!0 !%4/%0 2

#

& 此外!

结合全国污染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移除名录

污染地块信息!统计分析发现移除名录地块开发建

设活动地块总面积 # 9%$ !.9/$% 2

#

!未移除名录污

染地块涉嫌开发建设活动面积达 % *%* !49/*0 2

#

&

文中所涉面积数据为遥感影像上的投影面积!与真

值存在一定误差&

表 Q"浙江省各市风险管控与修复名录地块

的开发建设活动统计列表

C)7(Q"G*)*&>./0*3+,+D+?+E/2A+-*)-D1.+/0*3+A/-&*/,+D

>/-*)A&-)*+D2E/*.&-\3+Y&)-' $,/?&->+ $2

#

%

市级行

政区

开发建设活

动总面积

正在实施开发建

设活动面积

已完成开发建设

活动面积

杭州市 % .#* *.#/4& % %** %$#/99 49$ 4*&/9%

湖州市 * &0./#4 $/$$ * &0./#4

嘉兴市 %!% !.9/*4 %!%!.9/*4 $/$$

金华市 0 !.&/&* 0 !.&/&* $/$$

宁波市 .$! 4!&/9. .9 %**/%& *!. #04/*.

绍兴市 &0& $%9/!* %!0 #&$/&. 0*$ 9#./!&

台州市 .% !!4/%$ $/$$ .% !!4/%$

温州市 9.. 4$9/9# #09 %%4/$$ 49& #&!/9%

舟山市 !4 ##&/4. $/$$ !4 ##&/4.

合计 4 ##* 9%4/*& % 909 4$$/4% # 4!0 !%4/%0

*"结论与建议

%%按照土壤法关于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统一

的监管监测的技术要求!利用历史遥感影像和对比

监测期遥感影像可快速查明污染地块边界范围内实

施土壤风险管控(土壤修复治理及开发建设活动的

现状!从技术手段上能够极大提升对风险管控与修

复名录地块安全利用效率及质量的监督能力&

#%污染地块空间矢量数据质量不高!是制约污

染地块安全再利用遥感监测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因

素& 在对浙江省污染地块边界矢量数据进行核对的

过程中!发现地块坐标系缺失或矢量边界与实际地

块边界不一致等数据质量问题!占比 #9=& 建议有

关部门应加大对污染地块空间边界范围的核实!从土

地责任人(污染地块调查方等多个角度进一步查明完

善污染地块边界范围的本底数据!加快风险管控与修

复名录污染地块空间一张图的建立!提高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的信息化协同监测的准入监管能力&

!%浙江省风险管控及修复治理环节与污染地

块再开发利用环节衔接较好!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

效率较高& 监测结果表明浙江省污染地块风险管控

与修复治理面积占总监测污染地块面积的 9!=!风

险管控与修复治理完成率达到 40=!风险管控与修

复效果评估通过且移除名录的污染地块全部实现了

再开发利用!无土地闲置状况&

4%监测发现未移除名录中的部分污染地块边

界范围内存在疑似开发活动迹象!需要有关部门进

一步现场核查核证这些污染地块是否从事与风险管

控与修复有关的开发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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