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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 灵台县水利工程建设站

法人代表 张小梅 联系人 韩鹏

通信地址 灵台县水利工程建设站

联系电话 13689339910 传真 / 邮编 744400

建设地点
达溪河杨新庄—观音殿段、珂台—西王沟段、

安家庄—告王河段

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N7610防洪除涝设

施管理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平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环评审批部门

平凉市生态

环境局灵台

分局

文号
灵环评发〔2018〕

4号
时间

2018年 4

月 18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平凉市水务

局
文号

平水发〔2017〕428

号
时间

2017年 11

月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见工程交工鉴定报告（附件）

环境保护设施监测单位 /

投资总概算 7511.0万元 环保投资 67.0万元 环保

投资

占比

0.89%

实际总投资 5724万元 环保投资 61.0万元 1.06%

项目开工日期 2018年 5月 6日 项目完工日期 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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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项目立项~试运行）

1、2018年 3月灵台县水利工程建设站委托平凉泾瑞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表》；同年 4月份灵台县环境保护局（现为平凉市生态环

境局灵台分局）对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有

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的要求，需查清工程在施工过

程中对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

施和建议的落实情况以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的调查，调查分

析该项目在建设期间对环境已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

潜在影响，以便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补救和减缓措施，全面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因此，2022 年 10 月底，项目建设单位灵台县水利工程

建设站委托我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我

公司接受委托后，在建设单位的配合下对项目区内工程进行

了实地踏看，收集并研阅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设计

资料、工程竣工验收等有关资料，对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临时工程生态恢复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调查，在上述工作的基

础上编制了《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调查报告表》。

编

制

依

据

1、法律、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

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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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依

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

月 26日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月 1日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03月 01

日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年 10

月 26日修正）；

2、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号，2017年 11月 20日）；

（2）《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

发﹝2007﹞37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9年 3月 17日）；

3、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

类》（HJ/T394-2007）；

4、相关资料、文件

（1）《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平

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 03月）；

（2）平凉市生态环境局灵台分局《关于灵台县达溪河河

堤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灵环评发〔2018〕4

号）；

（3）委托书；

（4）工程鉴定书等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



4

表 2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

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范围一致，由于《灵台县达溪

河河堤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没明确给出评价范围，验收调查人员通过现

场勘查，了解该项目的实际影响范围、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并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相关技术导则和规范，确定了该项目的验收调查范围如下：

（1）噪声：重点调查 50m以内的区域，以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噪声敏感点

为主；

（2）生态：施工范围内的生态影响、水土保持及恢复情况；

（3）地表水：本工程地表水流经区域。

（4）空气：项目周边 500m范围。

（5）固体废物：主要调查项目建设期间土方内部调用情况，施工范围内

有无土石方的堆存；是否全部内部综合利用，不外排；生活垃圾是否集中处理。

调查

内容

本次验收调查内容是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影

响、声环境影响、大气环境影响、地表水环境影响，以及环评报告表及审批文

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有效性，详见表 2-1。

表 2-1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内容一览表

序号 调查类别 具体调查内容

1 工程变更情况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河提建设长度、坡度及设计技术标准、宽度

和涉及的临时工程等主体工程建设内容及其环保设施建设情

况。

2
工程环境

保护措施调查

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

措施或要求，这些措施或要求在施工期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

等。

3 水环境调查
调查环评报告表及批复中提出的施工期要求的水环境防护措施

的落实及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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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调查

调查临时施工场地等临时施工占地的恢复情况；项目建设是否

造成周边河道、景观破坏；对已采取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进

行有效性评估。

5 大气环境调查
调查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施工期对环境空气保护措施的落实情

况和实施效果。

6 声环境调查
调查施工期运输车辆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程度；调查

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中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

7 固体废物调查 调查治理河堤沿线固体废物的处置方式、处置效果等。

8 环保投资调查 调查工程设计环保投资及实际环保投资。

调查

因子

（1）生态环境：工程沿线生态状况如植物的分布及种类；工程占地情况

调查如占地类型，是否有施工营地；施工痕迹恢复状况及植被恢复情况等；

（2）废污水调查：施工期废水处置情况，运营期是否提高当地的防洪泄

洪能力，改善当地景观；

（3）大气环境：SO2、NO2、CO、悬浮颗粒物；

（4）声环境：等效连续 A声级 Leq（A）；

（5）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处置状况。

环境

保护

目标

根据项目建设所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功能以及本区域

环境污染特征，周围无需要特殊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分布，无与本项目性质不相

容的其他项目建设项目，无自然保护区等国家明令规定的保护对象。根据项目

建设所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功能以及本区域环境污染特

征，其主要环境保护要求为：

1.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的二级标准；

2.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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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2类功能区

标准；

4.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与环评阶段比较无变化，具体见表 2-2。

表 2-2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环境保护

对象名称
方位

距离

（m）
规模 环境功能

1

杨新庄—

观音殿段

新杨庄村 左岸 230 300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

2 李家坡村 左岸 200 650人

3 严家沟村 左岸 230 400人

4 观音村 两岸 240 500人

5
珂台—西

王沟段

珂台村 左岸 210 300人

6 白村 左岸 350 360人

7 杨庄村 左岸 120 420人

8
安家庄—

高王河段

安家村 右岸 230 300人

9 雷家河村 右岸 180 400人

10 告王村 左岸 380 400人

11 杨新庄—

观音殿段
百里镇 右岸 50 5000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

12 达溪河 / / 小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III类标准

调查

重点

1、核实“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工程建设内容及变更情况；

2、施工过程中的生态恢复措施、水土保持措施执行情况；

3、调查工程实施后是否提高当地的防洪泄洪能力、改善当地景观的情况；

4、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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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质

量标准

本项目验收调查报告编制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

态影响类》相关规定对调查报告进行编制。

本次验收调查原则上采用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采用的环境标准，对

已修订新颁布的标准则采用替代后的新标准进行校核。

3.1废气

运营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2

级标准执行，污染物限值见表 3-1；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二级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60

μg/m324小时平均 150

1小时平均 500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μg/m324小时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3 颗粒物（PM10）

年平均 70

μg/m3

24小时平均 150

4 TSP

年平均 200

μg/m3

24小时平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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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施工期废水综合利用，不外排。

3.3噪声

所在区域百里镇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功能

区标准，其他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功能区

标准，具体指标见表 3-2。

表 3-2 《声环境质量标准》

标准类别 昼间 夜间

1类 55dB（A） 45dB（A）

2类 60dB（A） 50dB（A）

3.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标

准

无

总量控

制指标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等产生，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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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

项目地理位置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分为三段，即达溪河杨新庄—

观音殿段、珂台—西王沟段、安家庄—高王河段，共新建提防

治理河道 23.0642km，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4.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单位：灵台县水利工程建设；

4.2工程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临时工程组成。改建项目组成及

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1。

表 4-1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

程

类

别

工程

名称

工程内容

备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主

体

工

程

河堤

工程

河堤治理分三段进行，共

新建提防 24.689km。

杨 新 庄 — 观 音 殿 段

（ 0+000~10+528）新建河堤

13714m，左岸 6772m，右岸

6942m，采用格宾网垫护坡形

式生态河堤；

珂 台 — 西 王 沟 段

（18+713~26+135）新建河堤

5207m，左岸 2696m，右岸

2511m，采用格宾网垫护坡形

式生态河堤；

安 家 庄 — 高 王 河 段

（37+886~42+386）新建河堤

5768m，左岸 2579m，右岸

3189m，采用格宾网垫护坡形

式生态河堤。

河堤治理分三段进行，

共新建提防 23.0642km。

杨新庄—观音殿段

（0+000~10+528）新建河

堤 14217m，左岸 7042m，

右岸 7175m，采用格宾网垫

护坡形式生态河堤；

珂 台 — 西 王 沟 段

（18+713~26+135）新建河

堤 5207m，左岸 3078m，右

岸 2511m，采用格宾网垫护

坡形式生态河堤；

安家庄—高王河段

（37+886~42+386）新建河

堤 5768m，左岸 1869m，右

岸 3252m，采用格宾网垫护

坡形式生态河堤。由双侧河

堤变为单侧河堤

设计资料

变更，工

程量有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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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堤

涵管

新建穿堤涵管 1条，位于

2+130处右岸，采用φ1500预制

水泥管。该工程现已埋设 6m，

本次新建 10m。

新建穿堤涵管 1条，位

于 2+130 处右岸，采用

φ1500预制水泥管。该工程

现已埋设 6m，本次新建

10m。

与环评一

致

穿堤

道路

新建 16座穿堤道路，左岸

7 座，右岸 9 座。上、下坡道

均采用夯填砂砾石填筑，路面

宽度 5m。

新建 32座穿堤道路，

上、下坡道均采用夯填砂砾

石填筑，路面宽度 5m。

穿堤道路

增加

辅

助

工

程

施工

场地

项目全部采用外购商品

砼，不设施拌合站；设置施工

场地 3 处（每个治理河段设 1
处），主要用于施工设备、材

料堆放；占地均为 500m2，占

地类型为荒地。

项目全部采用外购商

品砼，不设施拌合站；设置

施工场地 3处（每个治理河

段设 1处），主要用于施工

设备、材料堆放；占地均为

500m2，占地类型为荒地。

与环评一

致

施工

便道

项目施工利用现有道路，

不设置施工便道。

项目施工利用现有道

路，不设置施工便道。

与环评一

致

公

用

工

程

供水
施工用水水源为农村饮水

工程。

施工用水水源为农村

饮水工程。

与环评一

致

供电

由灵台县国家电网供给，

协调就近接变压器或村民用

电。

由灵台县国家电网供

给，协调就近接变压器或村

民用电。

与环评一

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气

治理

施工扬尘采用洒水抑尘、

运输车辆遮盖等措施。

采用洒水抑尘、运输车

辆遮盖等措施降低施工扬

尘产生量。

与环评一

致

废水

治理

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收

集后回用于降尘，不外排；施

工场地设施临时旱厕（共 3
座），粪便清掏至周边农田施

肥。

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

收集后回用于降尘，不外

排；施工场地设施临时旱厕

（共 3座），粪便清掏至周

边农田施肥。

与环评一

致

噪声

治理

禁止夜间施工，加强施工

机械维修保养。

夜间未施工，定期对施

工机械进行维修保养。

与环评一

致

固体

治理

施工期挖方用于堤坝填

料，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运至乡镇指定的

生活垃圾收集点。

施工期挖方用于堤坝

填料，未外排；施工人员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运至乡镇

指定的生活垃圾收集点。

与环评一

致

4.2工程建设、验收情况及建成后实际社会效益

2018年 5月 6日开工建设，2020年 7月 20日竣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工程变更了部分建设内容，项目法人会同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变更内容进

行了变更签证。完成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河堤 23064.2米，其中左岸 12368.9

米，右岸 10695.3米；优化河堤 710m；土堤 145m；排水涵管 27座；穿堤道路

3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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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只对河堤施工区域内的占地进行了青苗补偿，没有征

收，没有移民安置。

4.3工程变更情况

环评过程中的河堤工程量与验收阶段有出入，主要原因是设计资料变更，

导致工程量有变化。具体变化内容为：观音殿段左岸增加 118m，右岸减少

4465m；珂台—西王沟段左岸增加 382m；安家庄—高王河段左岸减少 710m，

由双侧河堤变为单侧河堤，右岸增加 63m。

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一、施工期

治理段河床相对大部分段落较平坦，设计河堤距为 50m—110m，达溪河水

面宽度 2m—10m，施工过程不涉水。无需导流围堰。项目施工主要分为以下几

个阶段：场地清杂→地基开挖→地基夯实回填→格宾网垫护坡建设。

根据拟建项目工程特点，主要的环境影响因素为施工期临时占地对植被的破

坏、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和车辆尾气，对达溪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的影响等。拟建项目除在施工期产生部分污染，运营期无污染物排放。

图 4-1 施工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

（1）砂砾石开挖：砂砾石开挖采用人工配合 1m3挖掘机开挖，5t自卸汽

车拉运，局部边角部位则由人工挖装，干净的砂砾石就近堆放，作为筑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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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差的砂砾石料作为回填料。

（2）河堤基础：机械开挖后的护岸基础面高低不平，应人工整平、压实，

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立模浇筑砼。

（3）砂砾石夯填：砂砾石填筑采用人工配合 74KW推土机推运、平整，

14t振动碾碾压，铺料厚度为 25cm～30cm，狭窄、边角部位辅以人工平整，蛙

式打夯机夯实，并应通过现场碾压试验确定铺料厚度。填筑过程中卸料、铺料、

碾压三个工序采用流水作业，填筑顺序由下而上，要求相对密度大于 0.91。

（4）砼施工：砼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砼采用

0.4m3搅拌机拌制，搅拌机就近集中布置，拖拉机拉运至施工点，人工入仓，

捣器振捣密实，原浆提面抹光，人工洒水，自然养护。

施工过程中的土石方平衡：

经调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施工需要用到的石料使用理念为用多少拉多

少，拉运的石料沿河堤码放，未租用料场，施工过程中土方来源于基础开挖及

河道疏运平整，土石方不借不弃。运料的 3m沙堤便道作为农业运输道路永久

保留。

下图为施工过程中拉运的石料码放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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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7511.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67.0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的 0.89%。实际建成后总投资 572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61.0万元，占

总投资的 1.06%，项目环保措施及投资对比一览表见表 4-1。

表 4-1 项目环境保护措施与投资对比一览表

污染种

类
设施名称 数量

环评设

计投资

（万元）

实际建

成投资

（万元）

废气 抑尘措施

喷雾器、洒水壶及

口罩
1套 2.0 2.0

工地洒水降尘 / 3.0 3.0

废水
冲洗废水 沉淀池 3座 10.0 10.0

生活污水 旱厕 3座 3.0 3.0

噪声
选用低噪设备、隔声、减振、消声等 若干 10.0 10.0

高噪声作业人员保护 / 1.5 1.5

固废
施工期垃圾收集桶 10个 1.5 1.5

垃圾清运费 / 5.0 4.0

生态 施工场地、作业带生态恢复 / 30.0 25.0

施工人员环保培训 / 1.0 1.0

合计 67.0 61.0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

项目在建设期间，各项施工活动将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短期不良影响，主要

影响因素有扬尘、噪声、建筑垃圾和生活污水等，而且以噪声和扬尘尤为明显。

但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这些影响也将消失，因此，施工时应该采取有效防治措

施，将施工期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1.1生态影响

项目区域主要为河滩地，河道一侧的现有植被主要为一些野生水草、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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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调查，在评价范围内没有古树名木。因此本工程建设不会对沿线植被产

生长远的破坏性影响。

项目工程区基本不存在大型野生动物。因此，只有地表及地下浅层的小型

动物受到损失，工程建设对动物生境影响较小。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河堤。在施工过程中会对河流的水生生态环境造

成一定的影响，改变水生环境，影响到水生生物的生存、繁殖和分布，造成一

部分水生生物死亡，生物量和净生产量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好氧浮游生物、

鱼类、底栖动物会因环境的恶化而死亡，从而造成整个水生生态系统一系列的

变化。这些影响基本都是不利的，但同时也是可逆的，而且影响时间较短，在

施工完成一段时间后，因施工造成的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将会得到恢复。

本项目造成的生态破坏主要是施工期对临时用地的生态恢复等，经调查，

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施工结束后，建筑垃圾统一清运，清理平整后，随着施

工期的结束均已恢复。

经现场踏勘，施工范围内无土石方的堆存。

1.2施工废气

建设项目施工期主要为河堤治理工程，施工期开挖、运输工程量较大，施

工期废气主要为运输扬尘及机械尾气等。

（1）运输扬尘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扬尘。在基础开挖和堤坝回填过程产生的

扬尘，对周围环境空气产生负面影响；车辆行使时带起的扬尘，对周围空气也

会带来污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通过限速行驶及保持路面清洁，同时适当

洒水减少汽车扬尘。

（2）车辆及施工机械尾气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车辆及施工机械尾气主要含 CO、碳氢化合物、NO2等

污染物。施工场地内机械废气均为无组织排放，对大气环境会造成污染，在风

力作用下，极易扩散，不会造成聚集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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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工废水

项目对水环境的影响包括废水排放对地表水水质的影响和施工过程对达

溪河的扰动。

本项目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租住附近民房。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旱厕，

粪便旱厕收集，用于周边农田施肥。项目采用外购商品砼，不进行现场拌合。

施工废水主要为各类冲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COD、BOD5等。设置沉淀

池收集后，用于施工现场抑尘；治理段河床相对大部分段落较平坦，施工过程

不涉水，未设置导流围堰。因此，项目施工对达溪河的扰动主要为施工机械对

水体的间接扰动，主要表现在水质破坏、水生生态的影响。

1.4施工噪声

建设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产生于施工机械运作过程，施工过程中将有大量

的施工机械进入河道沿线施工，施工机械运作的随机性，导致了噪声的随机性、

无规律性，为不连续排放。工程施工中常用机械如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

推土机及运输车辆等均是噪声的产生源。

采取的环保措施：

（1）建设单位考虑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在施工操作上要加强环保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施工；

（2）工程施工时，满足施工要求时，将主要流动噪声源布置在远离敏感

点的地方；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白天施工，夜间不施工。

1.5施工固废

施工期固废主要为施工人员日常生活垃圾及挖方等。

施工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指定的生活垃圾收集点。

挖方主要为碎砂石、泥土等，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挖方全部用于堤坝填料，

不外排。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处置合理，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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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期

建设项目为河堤治理项目，项目建成运营后改变了流域河道及城镇周边生

态景观，对河道及周边生态环境产生正环境效益。

目前，本项目工程已完工，结合项目特点与现场调查，项目运营后无废气、

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排放，运营期不产生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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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

体废物等）

由 2018 年 3 月委托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灵台县达溪河河堤

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如下：

5.1.1项目概况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分为三段，即达溪河杨新庄—观音殿段、珂台—

西王沟段、安家庄—高王河段，共治理河道 22.45km，新建提防 24.689km。河堤

线基本与天然河势保持一致，并与洪水的主流线大致平行。治理段设计堤距：杨

新庄—观音殿段不小于 50m、珂台—西王沟段不小于 72.5m、安家庄—高王河段

不小于110m。项目总投资7511.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7.0万元，占总投资0.89%；

5.1.2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以及 2013年 2月 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1号令公布的《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的决

定》修正的规定，拟建项目属于“第一类 鼓励类，二、水利，1、江河堤防建

设及河道、水库治理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5.1.3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拟建项目位于达溪河杨新庄—观音殿段（0+000~10+528）10.528km、珂台

—西王沟段（18+713~26+135）7.422km、安家庄—高王河段（37+886~42+386）

4.5km，治理河长 22.45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堤防 24.689km、排洪涵管一

座、穿堤道路 16座。项目永久占地 270亩，临时占地 2.25亩，不占用基本农

田。拟治理河段无饮用水源保护区，主要水体功能位灌溉及排洪，拟建项目为

河堤治理，不改变河流功能，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保护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另外，项目占地不属于国土资源部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

目目录》（2012年本）中所列名录。因此，拟建项目选址合理。

5.1.4环境质量现状



18

监测点古灵台、环保局各项监测因子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评价区域为农村地区，环境空气质量优于县

城，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所检测的 24个

项目中，杨村虎家店漫水桥断面、告王河村断面（总氮除外）实测水质均为Ⅲ

类，水质良好。

拟建项目位于灵台县达溪河河段，属于农村地区，所在区域百里镇执行《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功能区标准，其他区域执行《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功能区标准。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能够

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5.1.5环境影响分析

（1）环境空气的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扬尘、施工机械尾气。为避免

施工扬尘对区域空气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环评要求：a、施工前须制定控制施

工扬尘方案，施工期间接受城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采取有效防尘措施，不得施

工扰民；b、施工场地设置围挡 2m，如用瓦楞板或聚丙烯布在施工区四周围屏

以防扬尘扩散；c、施工现场合理布局，对制作场地、堆料场地和工地道路要

硬化，对易扬尘物料加盖苫布；d、为进一步降低施工扬尘，要定期对路面和

施工场区洒水，保持下垫面和空气湿润，减少起尘量，洒水频率视天气情况调

整，原则上晴天每天不少于 4次；e、4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得进行土石方回填、

转运以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并对施工场地做好遮掩工作；f、淤泥、

砂石弃方运输车辆出入场时清洗车轮，对车箱进行加盖密封，可有效减少扬尘

的产生。施工车辆运输路线选择尽量避绕人口密集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点；

g、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必须使用外购商品混凝土；h、施工场地必须设置固

定垃圾存放点，垃圾应分类集中堆放并覆盖，及时清运。同时根据平凉市城市

建筑工地防治扬尘要求，建筑工地严格落实市政府“三个必须”、“六个百分

之百”。各类燃油动力机械在场地开挖、场地平整、物料运输等施工作业时及

淤泥运输填埋过程罐车，间断运行，排放的燃油废气及汽车尾气相对较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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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施工机械、车辆等运行管理与维护保养情况下，可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

污染，对环境影响小。

（2）水环境的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施工期对地表水的影响主要为废水排放和施工扰动。拟建项目施

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要是施工废水。洗漱废水泼洒抑尘，粪便临

时旱厕收集，用于农田施肥；施工废水主要为各类冲洗废水，设置沉淀池回收，

用于降尘，不外排。同时，为了降低施工对地表水的影响，环评提出以下几点

要求：（1）挖方临时堆放时远离水面，防止污染水体；（2）加强施工机械维

修保养，防止漏油；（3）严格控制作业带，作业带距水面不得小于 10m；（4）

禁止向水体内倾倒废水、弃方、生活垃圾等，污染水体；（5）加强施工人员

的环保意识。在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施工对地表水的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环境可以接受。

（3）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各种施工机械设备的运转和各类车辆的运行，不可避

免地将产生噪声污染。施工中使用的各种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等都是噪声的产

生源。通过预测可知，昼间施工机械噪声在距施工场地 40m以外可达到标准限

值。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往往是各种机械同时工作，各种噪声源辐射的相互叠

加，噪声级将会更高，辐射面也会更大。减小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

议采取以下措施：① 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对动力机械、设备加强定期检修、

养护；② 规定操作机械设备，模板、支架装卸过程中，尽量减少碰撞声音；

③ 工程在施工时，满足施工要求的同时，将主要流动噪声源布置在远离敏感

点的地方，同时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④ 施工中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每日 12：

00-14：30及 22:00-次日 6:00禁止施工）。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可一定程度的减

小施工噪声的影响。着施工期的结束，施工噪声影响随之结束。

（4）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废包括施工人员日常生活垃圾和弃方等。施工期间，高峰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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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为 50人，生活垃圾按每人每天 0.5kg计，生活垃圾最高日产生量 25kg/d。生

活垃圾收集后，运至乡镇指定的生活垃圾填埋点处理。挖方主要为碎砂石、泥

土等，拟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挖方全部用于堤坝填料，不外排。

（5）生态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施工期生态影响主要包括对水生生态系统、陆生植物及动物及中

华鳖的影响。为了降低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中华鳖的影响，环评提出以下措

施：① 禁止向水体倾倒无废水、生活垃圾，防止污染水体；② 挖方临时堆放

远离水面；分段建设，边开挖、边建设河堤，防止挖方长时间堆放导致水土污

染；③ 待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地表建筑拆除，清理完垃圾，复垦为草地或

林地。主要种植当地常见物种，如苜蓿、冰草、蒿草、野菊花等。④ 严格控

制作业带，将作业带控制在河堤永久占地范围，减少生态破坏范围；⑤ 加强

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大力宣传中华鳖保护相关法规、规定；施工期遇到

中华鳖及时放生；禁止捕捞、贩卖、食用中华鳖。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可以降

低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6）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主要工程内容为河堤建设，运营期不排污。项目建成后，有利于

提高当地的防洪泄洪能力，两岸绿化建设能美化周围环境，改善当地景观，基

本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7）环境效益：

1）通过拟建项目的建设，全面提高全县防洪、排涝能力，充分利用雨水

及地表水，实现景观水系网络，与绿化廊道相结合，营造水系景观。

2）通过项目的实施，打造灵台县县城市景观体系，改善城市形象和投资

环境，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3）通过拟建项目的工程的建设，进一步完善达溪河水系网络，为城市经

济发展提供安全、美观、舒适的外部环境。

5.2综合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在施工期产生一定程度的大气、噪声、废水及固体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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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以及一定称帝生态环境影响。在采取本评价提出的措施以后，项目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可以控制在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的允许范围以内；拟建项目主要

工程内容为河堤建设，项目建成后不排污，基本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项目

建成后，有利于提高当地的防洪泄洪能力，两岸绿化建设能美化周围环境，改

善当地景观，具有环境正效益。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建设地点符合当地规

划。项目按本报告表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认真实施后，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得到

有效削减和妥善处置，可以实现达标排放、节能减排和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在

严格执行本报告规定的对策和措施的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

可行的。

各级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一、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位于达溪河杨新庄至观音殿段、坷台至西

王沟段、安家庄至告王河段。拟建项目总投资 751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

在杨新庄至观音殿段新建河堤 13714米，坷台至西王沟段新建河堤 5207 米，

安家庄至告王河段新建河堤 5768 米，采用格冰网垫护坡形式生态河堤；新建

穿堤涵管 10米；新建宽 5米穿堤道路 16条。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三、拟建项目位于灵台县达溪河河段，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较好。能够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标准要求。

四、拟建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因子主要为施工扬尘。建设单位对施工材

料堆放场必须设置全封闭围挡，施工作业面必须适时洒水，确保湿法作业，建

筑垃圾堆放、清运过程必须采取相应的抑尘和密闭措施；运营期无大气污染物。

五、拟建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用于泼洒

抑尘,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六、拟建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机械噪声和设备噪音，对施工现场设置围

挡并对设备采取隔音、减振、消音措施，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音排

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每日 22:00-次日 6:00

禁止施工)；运营期无噪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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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拟建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施工弃土，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后运至附近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施工弃土用于堤坝填料；运营期无

固体废物产生。

八、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施工结

束后要及时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并恢复河道生态原貌。同时自觉接受灵

台县环境监察大队对该项目的现场监督检查。县环境监察大队要督促建设单位

严格落实环保设施“三同时”。

九、项目建成后，由你单位组织自行验收，并及时向我局报送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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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

要求的环保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

行效果及

未采取措

施的原因

施

工

期

污

染

影

响

拟建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因子主

要为施工扬尘。建设单位对施工材

料堆放场必须设置全封闭围挡，施

工作业面必须适时洒水，确保湿法

作业，建筑垃圾堆放、清运过程必

须采取相应的抑尘和密闭措施；运

营期无大气污染物。

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因

子主要为施工扬尘。建设单

位对施工工地和材料堆放

场设置全封闭围挡墙，施工

场地适时洒水，确保湿法作

业，建筑垃圾堆放、清运过

程采取相应的抑尘和密闭

措施；经调查，项目施工期

无环境影响投诉事件发生

已落实

拟建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

水和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用于泼洒

抑尘,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

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施工废水采用沉淀池收集

后回用于工程或场地洒水

抑尘，未外排

已落实

拟建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机械噪

声和设备噪音，对施工现场设置围

挡并对设备采取隔音、减振、消音

措施，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厂界环

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要求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每日

22:00-次日 6:00禁止施工)；运营期

无噪音产生。

经调查，项目施工期对施工

现场设置围挡并对设备采

取隔音、减振、消音措施，

本项目在施工期间未收到

声环境污染投诉事件

已落实

拟建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

活垃圾、施工弃土，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后运至附近生活垃圾填埋场统

一处理，施工弃土用于堤坝填料；

运营期无固体废物产生。

经调查，未发现项目生活垃

圾及建筑垃圾随意乱丢弃

现象

已落实

运

营

期

污

染

影

响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提高当地的防

洪泄洪能力，两岸绿化建设能美化

周围环境，改善当地景观，基本不

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通过对灵台县达溪河进行

本次河堤治理，大大提高了

河流整体防洪能力，保障了

新建河堤的安全运行。在改

善对当地景观的同时，建成

砂堤已成为受益村社交通

道路，方便了群众生产、生

活，其防洪效益已经初步显

现。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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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为生态型影响项目，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施工期，其影响

随着施工的结束而逐渐消除，因此竣工环保验收对施工期影响采用回访的方法

调查。运营期无污染物产生，主要调查治理后的河道现状情况。

7.1施工期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生态影响主要包括对水生生态系统、陆生植物及动物及中华鳖的影

响。

（1）水生生态系统

工程施工期间对在整治河流内活动的鱼类将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治理

河堤河段，由于水域底栖动物彻底遭到破坏，以此为主食或广食性的一些鱼类

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暂时影响。但从整个水体来看，鱼类的生态链不会受到较大

的影响。对于在此产卵和以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对陆生植物的影响

根据建设施工规划，项目施工区分布于河道两岸，尽量将作业带控制在永

久占地范围。工程施工区主要包括机械停放场、存料场等。其中，钢筋、木材

等仓库、施工管理用房等利用新搭建的临时工棚；施工人员生活用房租用周边

民房。工程施工区占用的土地类型主要是荒地，在施工总布置区没有发现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资源。

根据调查分析，施工区域内并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资源，其影响主要

是破坏部分灌草地，可能导致堤坡等发生水土流失。

（3）对动物的影响

主要是破坏了鸟类的栖息环境。一些常在整治河道水边栖息，在农田觅食

的鸟类由于栖息环境受到破坏，加之受到施工噪声、扬尘、人员频繁活动，使

生活在本区域的野生动物受到惊吓而逃离，生活在整治河道附近的鸟类首先受

到影响，它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环境。由于河道沿线已成为人居与工作环境，

人为活动频繁，兽类动物十分罕见，施工活动不会对兽类造成不良影响。

总体上来说，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整治河流小范围内的生物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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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该区域疏挖作业工程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影响相对较小，工程造成的林

木及生态损失将会得到很好的补偿。工程结束后这种影响可以逐渐恢复。

（4）对中华鳖的影响

中华鳖的交配、产卵一般从 4月份到 9月份，交配水中进行，产卵位于陆

地上。施工期在开挖过程中，可能会影响达到中华鳖的交配、产卵。

为了降低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中华鳖的影响，环评提出以下措施：

① 禁止向水体倾倒无废水、生活垃圾，防止污染水体；

② 挖方临时堆放远离水面；分段建设，边开挖、边建设河堤，防止挖方长

时间堆放导致水土污染；

③ 待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地表建筑拆除，清理完垃圾，复垦为草地或林

地。主要种植当地常见物种，如苜蓿、冰草、蒿草、野菊花等。

④ 严格控制作业带，将作业带控制在河堤永久占地范围，减少生态破坏范

围；

⑤ 加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大力宣传中华鳖保护相关法规、规定；

施工期遇到中华鳖及时放生；禁止捕捞、贩卖、食用中华鳖。

（5）生态恢复

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场地和作业带进行生态恢复。施工场地拆除地面建

筑，平整场地，清理完垃圾，复垦为草地或林地。主要种植当地常见物种，如

苜蓿、冰草、蒿草、野菊花等。作业带进行场地平整，恢复为原状。

（3）工程占地影响调查

项目为河堤治理项目，工程内容为在原来的河道、河堤基础上进行改造、

重建，不存在新增征地占地及拆迁、移民安置。

（4）水土保持

在区域自然侵蚀背景下，工程可能加剧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工程施工扰动、破坏地表植被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设施，改变

原坡面坡长、坡度，使地表径流汇流过程发生变化，使边坡岩层裸露；同时，

扰动、破坏使土壤质地发生相应变化，导致区域土壤侵蚀模数显著增大，加剧

区域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是土石方开挖将产生大量弃方，弃方堆放多数未采

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在施工期遇暴雨冲刷，造成弃方大量流失，导致新增水土



26

流失量的显著增加。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损坏后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土壤有机质流失，土壤结构遭到一定

损坏，土壤的氮、磷、钾有机养分以及无机盐含量下降，土壤中动物、微生物

及它们的衍生物数量降低，从而给以后植被恢复和土地整治增加难度。

（2）伴随着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地表径流夹带进入水的悬浮物及其他有

机、无机污染物数量增加，从而使该水域水体功能下降，对区域供水水资源的

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亦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不便。水土流失造成土地生

产力减退、水域功能下降、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工程建设区周边地区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3）工程建设导致的水土流失所产生的大量的泥浆将淤积下游的河道，降

低河道的行洪能力，洪水漫溢可能造成农田被水冲砂压，加剧项目所在区域的

洪涝和干旱灾害。泥沙进入排水系统，有可能造成管网堵塞，排水不畅，一遇

暴雨，路面积水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交通秩序。

本项目在河道设临时施工便道，临时施工用地利用植物根系对土壤的巩固

作用，巩固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对水土流失起到了有效的防治作用。施工结

束后对临时施工便道及临时占地进行了恢复，验收期间，水土保持情况良好。

2. 污染影响调查

废水：本项目施工期租用周边民房，施工场地不产生生活污水。施工废水

主要是设备清洗废水及桥墩开挖过程中渗坑水，施工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施工场地设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

废气：限制车速，定期对临时施工便道进行洒水，对运输车辆加盖篷布，

可大大降低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运输车辆驶出工地时，应对其轮胎进行清扫，

以减小车辆对现有道路的扬尘。

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白天施工，夜间不施工；建设单位应考虑周围

环境的敏感性，在施工操作上要加强环保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施工；工程施

工时，满足施工要求时，将主要流动噪声源布置在远离敏感点的地方。

固废：本项目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均已清运完毕。

3.社会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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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目工程影响有限，本项目在施工期间未收到沿线村民声环境污染

投诉事件。

通过对灵台县达溪河进行本次河堤治理，大大提高了河流整体防洪能力，

保障了新建河堤的安全运行。在改善对当地景观的同时，建成砂堤已成为受益

村社交通道路，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其防洪效益已经初步显现。

7.2运营期

项目主要工程内容为河堤建设，运营期无污染物产生。

治理河堤段示意图

杨新庄—观音殿段

杨新庄—观音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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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台—西王沟段

安家庄—高王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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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项目
监测时间及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分析

气

2021年 11月，

每天监测 1次。

（本次监测数

据采用灵台县

县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

中心城区

SO2、NO2、

PM10、

PM2.5、CO

等常规大

气监测因

子

评价区域环境空

气质量较好，各项

监测因子均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中的二级标准。

水

本次监测数据采用平凉市地表水、饮用水、空气环境质量检

测结果公告公示结果；

监测断面：达溪河；

根据平凉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http://sthj.pingliang.gov.cn

/zfxxgk/fdzdgknr/hjzl/shjzlzk/art/2022/art_b6f5be2b67fc44b5bf021

0ac1f70289d.html），2022年第3季度地表水达溪河断面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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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体制与机构设置

（1）施工期

项目设计单位为平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施工单位为高台鑫禹水利

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平凉市水文地质工程局、平凉市广宇建筑有限

公司、甘肃卓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龙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甘肃正德

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银河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陇南市朝华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单位为安平县德隆网业有限公司、安

平县奔达丝网制品有限公司、安平县九顺金属丝网有限公司、河北阔亿丝网

制品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甘肃泓宇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乙级)、甘肃科

泰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乙级)，施工过程主要由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2个单位共同负责管理。

（2）运行期

针对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的工程内容，灵台县水利工程建设站为

各站点、各工程部分均配备有专人进行运营期日常维护与管理，各站点、各

工程部分统一归灵台县水利工程建设站管理

运营期环境卫生由当地环卫部门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

施工期环境监理

根据项目工程特征及环境敏感状态，本项目不设置专门的环境监理机

构，在工程监理标段中设置环境监理人员，负责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教育，不断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做

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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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工程概况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完成的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河堤 23064.2

米，其中左岸 12368.9 米，右岸 10695.3 米；优化河堤 710m；土堤 145m；排

水涵管 27 座；穿堤道路 32 座。2018 年 5 月 6 日开工建设，2020 年 7 月 20

日竣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变更了部分建设内容，项目法人会同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对变更内容进行了变更签证。

项目环评手续齐全，环保工程建设基本按照环评及批复进行，施工期至

验收期间无环境投诉事件发生，配备有专人负责河堤维护，根据《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无需申领排污许可证。

2、环保措施要求的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设计、施工期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意见中提出的各项

环保措施和要求。

3、生态环境

经调查施工期未设置工房、办公用房等临时工程，本项目工程结束后进

行了回填、夯实等工作，植被恢复较好，工程对土地利用、植被、野生动植

物影响不大。现场生态恢复情况较好。

二、建议

严格管理河道采砂，建议定期巡查，对治理后的河提、河道出现的问题

及时修缮；

综上所述，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在设计、施工期采取了较为有效

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意见中提

出的环保措施和要求。工程建设对周边动、植物及生态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建成后全面提高全县防洪、排涝能力，充分利用雨水及地表水，实现景

观水系网络，与绿化廊道相结合，营造水系景观，其社会效益已经显现，基

于现场调查的基础，建议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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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2、平凉市生态环境局灵台分局《关于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灵环评发〔2018〕4号）；

3、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4、“三同时”表；

5、专家意见；

6、公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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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委托书

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 号）及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现委托你单位

编制 灵台县达溪河河堤治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文

件，望接此委托后，按照有关要求和标准，尽快开展工作。

建设单位：（盖章）

2022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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