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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英吉沙县自治区示范村城关乡 11村乡村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单位联系人 张志武 联系方式 16699085663

建设地点 英吉沙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

地理坐标

斗渠 1起点坐标：76°6′36.312″,38°55′43.831″,
终点坐标：76°6′39.026″,38°55′43.150″;

斗渠 2起点坐标：76°6′54.673″,38°55′58.686″,
终点坐标：76°6′47.677″,38°55′42.295″;

斗渠 3起点坐标：76°7′19.725″,38°56′12.523″,
终点坐标：76°7′14.922″,38°55′57.426″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五十一、水利－灌

区工程（不含水源

工程的）－其他

用地（用海）面积

（m2）/长度（km）

永久占地面积 2000m2；

临时占地面积 400m2；

长度为 1.06km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

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

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元） 170.00 环保投资（万元） 18
环保投资占比（%） 2.29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无

规划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喀什地区“十

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1、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符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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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中：加强重

大水资源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按照“强骨干、

增调配、成网络”的思路，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配置，抓

紧推进一批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供

水工程协调配套，加快形成以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骨干输配水通道

为纲、以区域河湖水系连通和供水灌溉工程为目、以重点水源工

程为结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加强农业农村水利建设，提高乡村振

兴水利保障能力。按照“保底线、提效能、促振兴”的思路，加大

农业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倾斜，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高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水平。

本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建设，提高渠系水系数，节约水资源量，

改善项目区土地灌溉条件，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提高当地农牧

民的经济收入。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

划》要求。

2、与《喀什地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符合性

《喀什地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中：提出全面推进水

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完善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大农业农村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加强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加强水利信息化建设、提升水治理现代化水平七大任务体系；

提出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推进依法依规治水、强化水

利行业监管、深化水利重点领域改革、加强水利人才队伍建设、

水文化建设和水情教育等六个方面谋划，重点做好阿尔塔什水利

枢纽工程、莫莫克水利枢纽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管理工作。

项目为渠道防渗建设项目，项目的建设旨在实现农业灌溉节

水过程的控制，符合《喀什地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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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性分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

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项目属

于“鼓励类”中“二、水利”中的“2、灌区及配套设施建设、改造”，

属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其环境效益大于环境损失，并具有较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本项目为渠道防渗建设项目，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8个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的禁止类和限制类中。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2、“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16〕150号），三线一单中的三

线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一单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符合性分析

对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新政发〔2021〕18号），项目“三线一单”相符性如下：

（1）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相符性文件要求：按照“生态功能不

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基本要求，对划定的生态保

护红线实施严格管控，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

线。

符合性分析：项目区位于英吉沙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

属于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灌区配套建设项目，项目的建

设不涉及喀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建设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要

求。

（2）与环境质量底线的相符性文件要求：全区水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受污染地表水体得到优先治理，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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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全

区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提升，重污染天数持续减少，已达标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未达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沙尘

影响严重地区做好防风固沙、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工作；全区土

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污染地块安全利用水平稳中有升，土壤环

境风险得到进一步管控。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空气质量可以保持现有水平。本项目

各新建渠道不穿越地表水体，施工废水经集中采用中和沉淀法处

理后用于施工道路洒水降尘，严禁排入周边地表水体，不会对地

表水产生不良影响。施工噪声达标排放。项目建设不会突破环境

质量底线。

（3）与资源利用上线的相符性文件要求：强化节约集约利

用，持续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消耗

等达到国家、自治区下达的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为渠道防渗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后提高

渠系水系数，节约水资源量，改善项目区土地灌溉条件，增加农

作物产量，从而提高当地农牧民的经济收入。项目占地不会触及

区域土地资源利用上限，不占用当地基本农田，临时占地在施工

结束后恢复至原貌。故项目运行后从用地性质、用地面积、灌溉

节水等方面均满足区域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上限相关要求总

体上不会突破资源利用上线。

（4）与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符合性文

件要求：自治区划定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

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类管控。优先保护单元主要

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区以外的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水源涵养区、防风固沙区、土地沙化防控区、水土流失防控

区等一般生态空间管控区。生态保护红线区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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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一般生态空间管控区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为原则，开发建设活动应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守生态

环境质量底线，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重点管控单元主要包括城

镇建成区、工业园区和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工业聚

集区等。重点管控单元要着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管控，解决生

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一般管控单元主要

包括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一般管控单

元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是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

用上线，以清单方式列出的禁止、限制等差别化环境准入条件和

要求。要在规划环评清单式管理试点的基础上，从布局选址、资

源利用效率、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入手，制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充分发挥负面清单对产业发展和项目准入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符合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要求；符合环境质

量底线要求；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同时本项目为国家产业政

策鼓励类建设项目，符合环境准入要求。因此项目符合《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管理要求。

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七大片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要求》符合性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七大片区划分表，本项目位于英吉沙

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属于南疆三地州片区。重点突出塔里

木盆地南缘荒漠化防治、土地利用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本项目为渠道防渗建设项目，建设后可提高项目区的灌溉水

利用系数，节余部分农业用水量，节余的农业用水量可以改善灌

区的灌溉条件，提高项目区的灌溉保证率，从而提高农作物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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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增加的效益。项目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七大片区“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管理要求。

2.3《喀什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符合性

根据关于印发《喀什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的通知（喀署办发〔2021〕56号）：喀什地区共划定125个

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其中

优先保护单元38个，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区

以外的一般生态空间管控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区、

防风固沙区、土地沙化防控区、水土流失防控区等）。生态保护

红线区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一般生态空间管

控区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为原则，开发建设活动应严格执行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严守生态环境质量底线，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

降低。重点管控单元75个，主要包括城镇建成区、工业园区和开

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工业聚集区等。该区域要着力优

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

放管控和环境风险防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

险高等问题。一般管控单元12个，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

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主要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生态

环境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开发建设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

要求，促进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表 1-1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信息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单元属性

ZH65312330001 英吉沙县一般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表 1-2 英吉沙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管

控

维

度

管控要求 本项目
符合

性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执行喀什地区总体管控要求中

“A1.3-1：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淘汰类的现状企业，制定调

整计划；针对环保治理措施不符合

现行环保要求、资源能源消耗高或

持续发生环保投诉的现有企业，制

A1.3-1：本项目为渠

道防渗建设项目，

根据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

项目属于“鼓励类”

符合



7

定整治计划；在调整过渡期内，应

严格控制其生产规模，禁止新增产

生环境污染的产能和产品；A1.3-3：
淘汰区域内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效

率低下、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加

大环保、能耗、安全执法处罚力度，

建立以节能环保标准促进“两高”行
业过剩产能退出的机制；A1.3-7：
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

的小型工业企业，开展对水环境影

响较大的“低、小、散”落后企业、

加工点、作坊的专项整治，并按照

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全部取

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

纸、制革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

项目；A1.4-1：一切开发建设活动

应符合国家、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

划、自治区和各地颁布实施的生态

环境功能区划、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及重点生态

功能区负面清单要求，符合区域或

产业规划环评要求；A1.4-2：所有

新、改（扩）建项目，必须依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通

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一律不准

开工建设；违规建设的，要依法进

行处罚；A1.4-3：加强产业政策在

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引导和约束作

用，严禁在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建设

“两高”行业项目，加强各类产业发

展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A1.4-4：
按照流域断面水质考核目标和主体

功能区规划要求，明确区域环境准

入条件，对断面对应的流域控制单

元实施差别化环境准入政策，严禁

审批淘汰类和禁止类项目，严格审

批限制类项目，坚决控制高污染项

目及存在污染环境隐患的项目准

入；A1.4-6：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空间布局，科

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

严格按照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要

求，修订完善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

定方案。已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工作的县市，要按照《工作方案》

规划要求，严格项目准入。定时限

中“二、水利”中的

“2、灌区及配套设

施建设、改造”，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规定；

A1.3-3：本项目不属

于“两高”行业；

A1.3-7：本项目

不属于装备水

平低、环保设

施差的小型工

业企业，施工废水

经集中采用中和沉

淀法处理后用于施

工道路洒水降尘，

严禁排入周边地表

水体，不会对地表

水产生不良影响；

A1.4-1：本项目建设

符合《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喀什地区

“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案》

等相关规划要求；

A1.4-2：本项目符合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要求；A1.4-3：
本项目不属于“两
高”项目；A1.4-4：
根据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

本项目属于“鼓励

类”
项目；A1.4-6：本项

目不涉及畜禽养殖

等内容；A1.4-7：本

项目不涉及该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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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成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的关

闭搬迁工作；A1.4-7：严格按照“禁
采区关停、限采区收缩、可采区集

聚”的方式，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及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模式，优

化矿山结构、推进资源整合，严格

控制矿山企业数量，对手续不齐全

的矿山，限期整改，补办手续。对

布局不合理的矿山企业逐步清退。

加强矿山监管，落实矿山生态修复，

建设绿色矿山。”的相关要求。

2.执行喀什地区一般环境管控单元

分类管控要求中“A7.1：禁止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禁采区内新建矿山；禁

止非法采、选、冶严重污染环境的

矿产资源。”的相关要求。

3.项目准入必须符合《新疆喀什噶

尔河流域库山河河道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依

格孜牙河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划》相关要求，禁止在河道岸线保

护范围建设可能影响防洪工程安全

和重要水利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的

项目。允许开展防洪工程建设，以

及生态治理工程建设。因防洪安全、

河势稳定、供水安全及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必须建设的堤防护岸、河道

治理、取水、公共管理、生态环境

治理、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工程，

须经科学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不得在

保护范围内倾倒垃圾和排放污染

物，不得造成水体污染。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1.执行喀什地区总体管控要求中

A2.3-3：加快县市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

力。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

改造，所有县级以上城市以及重点

独立建制镇均应建成污水处理设

施，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因

地制宜进行改造；强化城中村、老

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

集，完善城市排水体制，不具备雨

污分流改造条件的，可采取增加截

留倍数、调蓄等措施防止污水外溢。

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

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建

立和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第三方运营

机制；

A2.3-3：本项目不涉

及相关内容；

A2.3-4：本项目不涉

及相关内容；

A2.3-5：本项目不涉

及相关内容；

A2.3-6：本项目不涉

及相关内容；

A2.3-7：本项目不涉

及相关内容；

A2.3-8：本项目不涉

及相关内容；

2.施工期设置施工

围挡，堆体表面进

行覆盖，施工区域

洒水降尘等；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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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4：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促

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切实加强畜禽

养殖场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消纳，

加强处置设施的运行监管。

A2.3-5：加大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力

度。加强化肥农药减量化和土壤污

染治理，强化白色污染治理，推进

农作物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水平；A2.3-6：以保障农产品

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为出发点，以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为重点，加大污

染场地环境风险防控和管理工作力

度，深入抓好污染场地试点示范，

持续推进污染场地治理修复；

A2.3-7：加强矿山开采扬尘综合整

治和植被恢复。制定清理整治方案，

依法取缔城市周边无证采矿、采石

和采砂企业。督促企业依法履行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继续推

进城镇周边矿业权灭失的砂石、粘

土矿治理恢复；

A2.3-8：强化不达标河湖污染治理；

严控废弃农膜污染，开展油井勘探

区、矿产资源开采区土壤污染修复。

的相关要求。

2.执行喀什地区一般环境管控单元

分类管控要求中“A7.2：减少工业

化、城镇化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严

格执行喀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要

求，加强常态化管控，确保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稳定达标。严格污染源

头防控。”的相关要求。

3.严格控制林地、草地、园地农药

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

药。

3本项目不涉及农

药；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1、执行喀什地区总体管控要求中

“A3.1”的相关要求。

A3.1-1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

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严格危险

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

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

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

定量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

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A3.1-2加快城市及周边绿化和防风

防沙林建设，扩大城市建成区绿地

规模，继续推进道路绿化、居住区

绿化、立体空间绿化。城市周边禁

1.喀什地区总体管

控要求：

A3.1-1：本项目为渠

道防渗建设项目，

非化工类项目。

A3.1-2：本项目建成

后，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

A3.1-3：本项目各项

污染物均能达标排

放。对大气环境影

响较小。

2.喀什地区一般环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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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开荒，降低风起扬尘。加大城市

周边绿化建设力度，使区域生态和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A3.1-3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城市规

划，规范各类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城、

新区设立和布局，严禁随意调整和

修改城市规划和产业园区规划，形

成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市和

区域空间格局。

2、执行喀什地区一般环境管控单元

分类管控要求中“A7.3：减少人类活

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

控制生活污染，维持水环境现状，

确保水质稳中趋好；加强农田土壤、

灌溉水的监测及评价，对周边或区

域环境风险源进行评估。”的相关要

求。

境管控单元管控要

求：A7.3：项目污

染物经采取环保措

施后均能够达标排

放，对周边生态环

境影响较小，环境

风险可接受。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效

率

1.执行喀什地区总体管控要求中

“A4.1、A4.2”的相关要求。A4.1水
资源：严格执行“南疆三地州片区管

控要求”的相关管控要求，具体如

下：A4.1-1控制叶尔羌河流域绿洲

农业用水量，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

率，大力推行节水改造，维护流域

下游基本生态用水。喀什地区总体

管控要求中“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水
资源的相关管控要求，具体如下：

A4.1-2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健

全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制定并

落实地区用水总量控制方案，合理

分配农业、工业、生态和生活用水

量，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加强

工业水循环利用，促进再生水利用，

加强城镇节水，大力发展农业节水。

A4.2土地资源：喀什地区总体管控

要求中“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土地资

源的相关管控要求，具体如下：

A4.2-1耕地保护和集约节约利用，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工作，实现地区

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A4.2-2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提

高建设用地利用水平。

2.执行喀什地区一般环境管控单元

分类管控要求中“A7.4：资源开发利

用效率：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

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

用。”的相关要求。

1.喀什地区总体管

控要求：

A4.1-1：本项目为渠

道防渗建设项目，

项目建成后能够大

幅节约农业用水。

A4.1-2：本项目建成

后能够大幅节约农

业用水，符合大力

发展农业节水的要

求。A4.2-1：本项目

不占用耕地，符合

相关要求

A4.2-2：本项目用地

符合相关要求。

2.喀什地区一般管

控单元管控要求：

A7.4：本项目主要

使用能源为水、电

等，为清洁能源。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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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七大片区“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喀什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等相关规划要求。

3、与《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第八章推进农业

绿色生产，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第一节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中提

出，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结构，改进耕作方式，减少高

耗水作物种植规模，发展节水农业。推进以水定地、量水生产、

适水种植，严控灌溉规模，稳妥有序推进退地减水工作。加强工

程节水，推进农田水利设施提档升级，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重点灌区现代化改造，发展农

业高效节水灌溉，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

本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建设，周边灌区可以适时适量的灌溉，

极大地改善了农户的灌溉用水条件，有效地解决了该村的灌溉用

水问题；通过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其最大的效益，达到节水、

增产、增收的目的，同时提高了灌区水资源利用率，渠道防渗后

可彻底改变老渠渗漏、冲淤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使水土资源得

到保护。

因此项目建设符合《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4、与《喀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喀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第七章加强

源头防控，保障土壤环境安全－第三节深化农业农村环境治理，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结构，改进耕作方式，减少高耗水

作物种植规模，发展节水农业。推进以水定地、量水生产、适水

种植，严控灌溉规模，稳妥有序推进退地减水工作。加强工程节

水，推进农田水利设施提档升级，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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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改造，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重点灌区现代化改造，发展农业高

效节水灌溉，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建设，周边灌区可以适时适量的灌溉，

极大地改善了农户的灌溉用水条件，有效地解决了该村的灌溉用

水问题；通过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其最大的效益，达到节水、

增产、增收的目的，同时提高了灌区水资源利用率，渠道防渗后

可彻底改变老渠渗漏、冲淤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使水土资源得

到保护。

综上，项目的建设符合《喀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符合性分析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有关内容：环境保

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

责的原则，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污染源的监测预警，促

进农业环境保护新技术的使用，推广沼气、秸秆固化等清洁能源，

推行生物防治、无公害防治措施，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发展生态

农业，科学处置农业废弃物，及时回收利用废旧滴灌带，防止农

业面源污染。

建设单位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建设项目审批部门不

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中规定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本项目为渠道防渗建设工程，项目在建设前委托环评单位进

行环评编制，尚未开工建设，待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后开工建

设。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

6、《水利建设项目（灌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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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符合性分析

第三条项目选址选线、取（蓄）水工程淹没、施工布置等不

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以及其他

生态保护红线中法律法规禁止占用的区域，并与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重要湿地等环境敏感区的保护要求相协调。

第八条项目移民安置、专业项目改复建等工程建设方式和选

址具有环境合理性，提出了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另行立项

的，提出了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第九条项目施工组织方案具有环境合理性，对主体工程区、

料场、弃土（渣）场、施工道路等施工区域提出了水土流失防治、

生态修复等措施。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标准和要求，提出了施工期

废（污）水、施工机械车辆尾气、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防治

措施。

项目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的不利环境影响能够得到缓

解和控制，不会对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项目施工布置等不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地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中法律法规禁止占用的

区域，且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各项污染物

达标排放，环境空气质量可以保持现有水平。本项目各新建渠道

不穿越地表水体，施工废水需经集中采用中和沉淀法处理后用于

施工道路洒水降尘，严禁排入周边地表水体，不会对地表水产生

不良影响。施工噪声达标排放。

7、《工业料堆场扬尘整治规范》（DB65/T4061-2017）符合

性分析

6.3.4覆盖

对易产生扬尘的工业料堆场，可采用防尘网和防尘布覆盖。

采用覆盖措施时，在非作业情况下盖覆盖率须达到 100%。

6.3.5喷水、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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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易产生扬尘的工业料堆场，采用喷水、洒水进行扬尘防治

时，堆场表面含水率应大于堆场扬尘的极限值。

本项目在施工期间，为减轻其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缩小污染

影响范围，拟采取以下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

（1）对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应当进行百分之百覆盖；

（2）土方、拆除工程作业时，应当采取洒水压尘措施，缩

短起尘操作时间，气象预报风速达到5级以上时，不得进行产生

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3）对运输车辆加盖防尘布，弃土、弃渣须及时清运，妥

善处理。

（4）施工道路防尘用汽车倒运土料时，应整体堆放以减少

受风面积，适当加湿或用帆布覆盖物料，尽量降低运输过程中尘

量。施工主干道每天洒水不少于 2次。洒水量按 2L/（m2·d）计，

洒水水源为主体工程施工用水。加强车辆的维修和保养，经常清

洗运输车辆。

故本项目经过上述控制措施后符合《工业料堆场扬尘整治规

范》（DB65/T4061-2017）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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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理

位置

本项目位于英吉沙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项目地理位置见表2-1，地理

位置图见附图。

表2-1 坐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施工长度（m）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1 斗渠1 68 76°6′36.312″,38°55′43.831″ 76°6′39.026″,38°55′43.150″
2 斗渠2 507 76°6′54.673″,38°55′58.686″ 76°6′47.677″,38°55′42.295″
3 斗渠3 485 76°7′19.725″,38°56′12.523″ 76°7′14.922″,38°55′57.426″

项目

组成

及规

模

1、项目背景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的起步之年。英吉沙县农业农村部局、乡村振兴局等行业部门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全力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

重点任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项目区为改善农田灌溉设施现状、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振

兴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项目区的发展，需要建设防渗渠道。

本项目所涉渠道均为土渠，经多年运行，年久失修，渠道破损严重，淤积

严重，影响项目区正常引水、灌溉。渠道渗漏损失大，水利用率低，已不能保

证灌区的正常灌溉需水要求，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灌区农业的发展。本项目的建

设可保证渠道工程安全运行，提高用水和输水保证率、减少渠道渗漏损失，改

变水利设施建设滞后于农业发展的局面，完善灌区灌溉系统，推动乡镇高质量

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国务院 2017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的有关规定，本工程为“五十一、水利”

中“125、灌区工程（不含水源工程的）”的“其他”，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16

2、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

（1）项目名称：英吉沙县自治区示范村城关乡 11村乡村建设项目；

（2）项目主管单位：英吉沙县农业农村局；

（3）项目建设单位：英吉沙县城关乡人民政府

（4）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5）项目建设工期：3个月；

（6）建设地点：英吉沙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

（7）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改造英吉沙县城关乡 11村 3条渠，共计 1.06km，

改建建筑物共 36座，其中节制单向分水闸 11座、入户桥 11座，过路涵 14座；

新建沉砂池 1座及其配套泵房电气、设备部分；

（8）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 170万元，全部申请财政衔接资金。

表 2-2 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工程内容及规模

主体

工程
渠道工程

总控制灌溉面积 2200亩，建设灌溉渠道 1.06km，渠道流量

区间为 0.3m3/s~0.5m3/s，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

水标准》（SL252-2017），工程等别为Ⅴ等，规模为小（2）
型。

辅助

工程
渠系配套建筑物

建设建筑物共 36座，其中节制单向分水闸 11座、入户桥 11
座，过路涵 14座；新建沉砂池 1座及其配套泵房电气、设备

部分。

1#渠道配套渠系建筑物 21座（节制单向分水闸 7座、入户桥

5座、过路涵 9座）；

2#渠道配套渠系建筑物 6座（节制单向分水闸 3座、过路涵 3
座）；

3#渠道配套渠系建筑物 9座（节制单向分水闸 1座、入户桥 6
座、过路涵 2座）

临时

工程

临时生产区
本次设计布置 1处施工生产区，占地面积 200m2，施工生产

区现状为未利用地。施工营地就近租用民房，不另外新建。

临时堆土场区 共设 1处临时堆土场区，占地面积 200m2

取土场 土料沿渠线就地取土，填筑土料属于四类土

临时施工道路 利用项目区内已有道路，不新增施工便道

施工导流
本工程渠道施工主要为新建渠道，不受灌溉引水影响，因此

不考虑施工导流问题。

公用

工程

供水 施工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可取当地自来水

供电 本工程施工电源由国家电网供应

环保

工程 废气
施工期

各类机械设备、汽车

等燃油机械使用时

排放的尾气、开挖和

填筑、汽车运输产生

扬尘。

对运输车辆加盖防尘布，弃土、弃渣须

及时清运，妥善处理；施工必须使用预

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禁止现场消

化石灰、拌石灰土或其他有严重粉尘污

染的作业；项目施工区域实行围挡封闭

施工，围挡封闭高度高出作业面1.5m
以上并定期清洗、保持完好。制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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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计划，采取集中逐段施工方式，

缩短施工周期，减少施工现场的工作面

，减轻施工扬尘对环境的影响；控制燃

油机械尾气排放；整体堆放以减少受风

面积，适当加湿或用帆布覆盖物料，尽

量降低运输过程中尘量；加强车辆的维

修和保养，经常清洗运输车辆。

运营期 / /

废水 施工期

施工人员日常生活

产生的生活污水；施

工废水主要来源于

车轮清洗废水和混

凝土养护废水。

加强施工期管理，加强对运输车辆、施

工机械设备定期检修保养，避免燃油、

机油的跑、冒、滴、漏；施工人员生活

污水利用租用民房现有设施处理；严禁

施工废水乱排、乱流污染施工场地，禁

止施工废水直接排放，污染或进入天然

水体。

运营期 / /

噪声 施工期
施工机械噪声、运输

车辆交通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择低噪声设备，

保持良好运行状态；车辆运输尽量安排

在白天；加强管理，文明施工。

运营期 / /

固废 施工期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

建筑垃圾、弃土、施

工人员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进行集中分拣回收，没有利用

价值的建筑垃圾收集后苫盖暂存，定期

清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临

时堆土表面应定期洒水、表层压实，采

用防尘网苫盖，边角采用石块、砖块等

重物压盖，以防止下雨、大风天气造成

水土流失；施工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会产

生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委托

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运营期 / /

生态 施工期

尽量减少干扰和破坏沿线植被，制定水土保持方案，对施工

扰动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

理，严令禁止到非施工区活动，做好临时占地恢复工程。

运营期 跟踪项目恢复效果。

3、施工条件

3.1交通运输条件

3.1.1对外交通

项目区有 G3012国道和县道通过，且有多条乡道贯穿项目区，现有公路运

输条件满足施工对外交通以及场内运输要求。项目区距县城 5公里，乡政府 5

公里。项目区的对外交通条件较好，乡政府至各村公路为柏油路，便于施工。

3.1.2场内交通

工程施工区多在灌区内，其中穿过少数林带和开荒地，且有乡间道路通过，

交通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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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施工水、电条件

项目区有电网覆盖，电源由国家电网供应。施工用水可取当地自来水。

3.3施工场地

本项目均为老渠道改建工程，因此可以充分利用渠道两侧管理范围布置施

工临时设施。

3.4施工通信

工程区所在地均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移动网络覆盖，施工通信可采用

移动电话完成。

3.5主要建筑材料供应

水泥：水泥从英吉沙水泥厂拉运，平均运距 15km。

砼骨料、防冻垫层料：由英吉沙县依格孜牙成品砂石料场购买，运距 8km。

钢材：由英吉沙县钢材市场采购，运距 20km。

木材：由英吉沙县木材市场采购，运距 25km。

油料：由英吉沙县加油站供应，运距 10km。

PVC管材：由英吉沙县购买，运距 20km。

施工用水可取当地自来水。

施工区附近有输变电线路通过，电源由国家电网供应。

3.6施工导流

本项目不存在施工导流问题。

4、主要施工机械一览表

表2-4 主要施工机械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数量 备注

1 自卸汽车 台 SX3250 3 油动

2 混凝土罐车 台 / 4 油动

3 挖掘机 台 WYL-12B 4 油动

4 推土机 台 / 2 油动

5 混凝土振捣棒 台 / 5 电动

6 蛙式夯实机 台 / 4 电动

7 吊车 台 / 3 油动

5、施工占地

根据工程设计提供的资料，其中渠道工程区占地为 2000m2，临时生产区占

地为 200m2，临时堆土场区占地为 200m2。

表 2-3 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内容 占地性质 总面积（hm2）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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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渠道工程区 永久占地 2000 本次建设防渗渠道 1.06km。

2 临时生产区 临时占地 200 设置 1处施工生产区，设计

占地 200m2。

3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占地 200 临时堆土，设计占地 200m2

合计 / 2400 /
6、土石方平衡

项目土方开挖总量 4334.04m3，回填总量 4682.01m3，借方总量为 470m3，

弃土 122.03m3。本项目设置临时堆土场区，占地面积为 200m2。

表 2-4土石方平衡一览表（m3）

挖方 填方 借方 利用方 弃土
4334.04 4682.01 470 4212.01 122.03

注：挖方=弃土+利用方，填方=利用方+借方

废弃土方集中临时堆置于临时堆土场，施工结束后用于项目区及周边乡村

坑洼路面平整，不形成永久弃土。

7、项目建设范围、扰动范围

本项目改造英吉沙县城关乡 11村 3条渠，共计 1.06km，加上相关配套设

施建设，永久占地面积 2000m2，临时占地面积 400m2。

表 2-5 防渗水渠长度及地理坐标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施工

长度

（m）

占地

范围

宽度

（m）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1 斗渠1 68 4.0 76°6′36.312″,38°55′43.831″ 76°6′39.026″,38°55′43.150″
2 斗渠2 507 4.0 76°6′54.673″,38°55′58.686″ 76°6′47.677″,38°55′42.295″
3 斗渠3 485 4.0 76°7′19.725″,38°56′12.523″ 76°7′14.922″,38°55′57.426″

表 2-6 扰动范围

序

号
工程内容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总面积

（hm2）
边界范围

水域或

水利设

施用地

耕

地

其他

土

1 渠道工程区 永久占地 0.20 / / 0.20
引水渠占地，占

地宽度按照设计

宽度 4.0m计算

2 临时生产区 临时占地 / / 0.02 0.02
设置 1处施工生

产区，设计占地

200m2。

3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占地 / / 0.02 0.02 临时堆土，设计

占地 200m2

合计 / 0.20 / 0.04 0.24 /
8、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本工程渠道在原有渠道的基础上进行新建，不涉及征占地，不计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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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

面及

现场

布置

1、施工组织方案

1.1施工总布置

施工总体布置主要解决施工期间所需要的各种施工设施在施工地区的空间

组织问题，以期在施工进度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个工程的建设任务。根据本

项目的施工特点和施工条件，确定施工总体布置的主要工作包括交通布置、施

工生产区布置、输电线路布置。

（1）施工道路布置：项目区位于乡道旁，不再新建施工道路。

（2）施工生产区主要包括工地临时堆料，其布置的位置由当地现有条件而

定。生活区租用附近的原有房屋。

（3）施工用水可取当地自来水，施工电源由国家电网供应。

2、临时工程设置合理性分析

2.1施工原料堆场设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施工区位于英吉沙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共设置 1个施工原料

堆场，施工原料堆场主要堆放预制涵管桥、预制砼板、砂石料、建筑模板，原

料堆场位于斗渠 1附近，中心坐标为 76°6′35.882″,38°55′41.914″。

根据本工程建设内容及建设特点，分别设置施工原料堆场有利于施工、方

便管理、使得施工程序较为简单，减少扰动范围，能够满足工程施工要求，充

分利用现有道路和公用设施，减少了原料来回倒运带来的运输扬尘，施工原料

堆场均布置在裸土地，远离居民住宅，项目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较小，不占

用基本农田、林地、草地，临时占地不涉及场地硬化施工内容，施工结束后，

临时用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原状，因此施工原料堆场设置是合理的。

2.2施工机械停放场设置合理性分析

因本项目施工所使用的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较少，因此不单独设置汽车停

放区，本项目工期较短，机械设备一般的维修保养由周边乡镇维修厂解决，不

设置维修区，不提供维修服务。

本项目施工区位于英吉沙县城关乡矿却勒（11）村，共设置 1个施工机械

停放场，施工机械停放场主要停放挖掘机、推土机、混凝土振捣棒、吊车、切

割机。

根据本工程建设内容及建设特点，施工机械停放场的设置有利于施工，减



21

少了施工机械来回调运造成的运输扬尘及土地碾压，能够缩短施工时长，施工

机械停放场面积能够满足车辆、机械停放要求，均布置在裸土地，远离居民住

宅，项目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较小，不占用基本农田、林地、草地，临时占

地不涉及场地硬化施工内容，施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

原状，因此施工机械停放场设置是合理的。

2.3临时堆土场设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按照挖填方量以及土方倒运距离共设置 1个临时堆土场，设计占地

200m2，堆土高度不超过 2.5m，1#堆土场区位于斗渠 1 终点处，中心坐标为

76°6′42.622″,38°55′36.120″。

按照减少运距、就近堆土的原则，临时堆土场布置在各渠道附近位置，方

便土方填筑，减少了运距降低了运输车辆尾气排放量和运输扬尘产生量，减少

了地表扰动，临时堆土场均布置在裸土地，不占用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施

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原状，因此临时堆土场设置是合

理的。

2.4临时生产区设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共设 1处临时生产区，用于堆放建筑材料、停放施工器械等，设计

占 地 200m2 。 1# 生 产 区 位 于 斗 渠 1 中 部 处 ， 中 心 坐 标 为

76°6′38.952″,38°55′38.824″。

临时生产区均布置在裸土地，远离居民住宅，项目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较小，不占用基本农田、林地、草地，临时占地不涉及场地硬化施工内容，施

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原状，因此临时生产区设置是合

理的。

2.5土料沿渠线就地取土的可行性分析

取土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机械作业时对土壤和植被的碾压破坏和取

土清表造成的植被损失，本项目渠道附近植被类型为荒漠植被，主要为芦苇、

白刺等，植被覆盖度低，工程施工前将首先对表层土进行剥离，后期用于地表

恢复，可基本保证该占地区域的土壤环境不受大的影响；且取土结束后，对渠

道附近进行后期恢复治理，防止水土流失，对开采部位应回填种植表土，平整

后恢复原地貌，采取上述措施后不会对区域环境质量造成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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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要求：加快施工进程，缩短周期；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减少施工影响

的时间和范围；工程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设计规定取土作业；严格控制取土

面积和取土深度，不得随意扩大取土范围及破坏周围天然植被。

对植被的影响：渠道建设取土将对周围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主要表

现为将改变取土用地范围内的原有地形地貌，破坏地表植被，改变原有地面坡

度，使原有稳定的地表受到扰动，并且中短期内不能马上恢复，从而改变土地

的使用功能和生态功能；遇到雨季集中降水，将难以避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生态恢复措施：取土施工应加强施工作业范围和运输车辆的管理与控制，

以减少对荒漠植被的破坏，同时要求取土前应事先进行进场、开挖、堆放料及

后期的生态恢复措施设计，并按设计事先修建必要的截排水措施；本项目就地

取土均为裸地，植被覆盖度不高，工程施工前将首先对表层土进行剥离，后期

进行场地平整后恢复原地貌。

3、工程占地

渠道现状全线均为土渠，断面不规则，输水效率低，水利工程设施配套不

完善，渠道沿线无控制性渠系建筑物，无分水闸，分水口均为土堆成。土渠表

面生长有杂草、梭梭等低矮植被，生物量低，无高大树木。

占地包括工程永久占地和施工临时占地，永久占地面积 2000m2、临时占地

面积 400m2，渠线占地范围宽度约为 4m，长度共 1.06km，占地类型为沟渠用

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其他草地。本项目利用原有土渠建设防渗渠，在充分利

用原有土渠，满足灌溉水位和流量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裁弯取直。

工程建设范围内不涉及移栽，不涉及征地补偿，无搬迁安置人口，不占用

基本农田，不占用林地，不影响田间道路及电力线路。基础开挖会破坏地表原

有的植被，形成了片状、条带状的裸露面。建设单位需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印发的《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通林草规20202号文件）要求，办理

征占用草地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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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方案

图 2-1 渠道工程工艺流程图和产污环节

图 2-2 渠系物工艺流程图和产污环节

1、主体工程施工

1.1斗渠施工

本项目改造斗渠长度 1.06km。斗渠主要施工内容为土方工程、渠道装配及

混凝土浇筑。

1.1.1施工准备

（1）测量放线

工程开工前，首先根据监理人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及其基本资料和数据，与

监理人共同进行复核测量，以检测其提供的基准点（线）的测量精度，并复核

其资料和数据的准确性。校对无误后，根据此基准点为基准，按国家测绘标准

和本工程的施工需要，测设用于本工程施工的测量控制网。

测量人员按施工图纸要求进行计算开挖（填筑）线，用全站仪测量放样，

在地表清理和开挖施工控制边线处设置明显的控制边线桩，标明桩号、开挖高

程、边坡坡度等质量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测量人员要不断进行开挖施工断面

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开挖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2）场地清理

清基采用推土机集料，装载机装车，清基土方可就近堆放或平整农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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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设计边线范围内的植物根系等杂物，清除厚度 0.1m。清理弃料堆存按监理人

批准的防止土壤被冲刷流失措施进行防护；有机土壤按设计要求或监理人批准

指定地方堆存。

1.1.2土方工程

施工工艺：渠道清表土采用 1m3挖掘机挖除表层腐殖土，土方施工时需对

渠坡上的树根、杂物、石块等尖锐物体人工剔除，清基土不可用于回填，开挖

时将清表土土方堆放于设计渠堤线以外。土方开挖时采用 1m3挖掘机挖、人工

修坡和清基，然后自上而下分层进行，直至开挖到设计断面；土方填筑将结合

面挖成台阶状，每层填土厚度在 20～30cm，平板振动夯分层碾压夯实，碾压方

法采用 进退法施工。

1.1.3砂砾石垫层施工

砂砾石垫层采用直接从砂砾石料场购买成品，20t自卸汽车运输至回填部

位，人工铺料。砂砾石垫层要求级配良好，含泥量≤10%，相对密度不小于 0.75。

1.1.4装配式渠道施工

（1）施工流程 施工准备→土方开挖、填筑→验槽→渠底砂砾石垫层铺设

→装配式渠道运至现场→粘接高压闭孔板→砂砾石垫层铺筑高程复核→吊 装

装配式渠道→设置止水→回填构件两侧土方、夯实、整形→装配式渠道外观检

测、放水检验→交工验收。

（2）装配式渠道施工渠道开挖整形完成后，将装配式渠道拉运至施工现场，

在装配式渠道单侧粘接高压闭孔板，采用挖掘机作为吊装机械，配合 4个人工

进行机械操作、定线及定位摆放拼接，构件连接处用方木支撑，防止构件连接

处错位，在接缝临水面设置聚氨酯密封膏止水。采用挖掘机或铲车回填构件两

侧土方、夯实、整形。渠道两侧回填土高度与渠顶 齐平，每侧宽度为 50cm，

外坡按 1:1.5至原地面，回填压实度不小于 0.85。

1.1.5现浇混凝土渠道施工

（1）施工工艺

本工程混凝土浇筑主要用于斗渠没有预制弯头可使用的转弯段。混凝土施

工应按以下顺序进行施工：备料、立模、刷脱模剂、浇筑、振捣、养护、脱模，

利用溜槽将混凝土送至需浇筑部位，施工中边浇筑边用 2.2kw插入式振捣器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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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现浇混凝土可采用人工手推车运至浇筑点，翻运入仓。混凝土拌和采用 0.4m3

搅拌机拌制，混凝土级配应严格按照设计配合比人工配料，拌和时间在常温下

不少于 2分钟，混凝土养护期必须保证常温下 28天以上。

1.1.6伸缩缝施工

（1）施工工艺

本工程伸缩缝采用聚氨酯封缝+高压闭孔板填缝。采用跳仓打板法将现浇

砼板浇筑与高压闭孔板填筑伸缩缝同时进行。

1.2渠系建筑物施工

本次工程需重建、新建建筑物共 36座，其中斗渠节制分水闸 11座，入户

桥 14座，盖板涵 14座。

施工程序：施工放线——混凝土配合比及相关材料试验——确定各种标号

混凝土配合比—挖基（备料）—模板安装（合格后）—分层浇筑基础混凝土——

拆模养护—轴线放样、安装台身组合钢模板—分层浇筑基础混凝土、振实—拆

模、养护—砌筑上、下游扭面—夯实回填—金属结构及启闭机的安装—试验、

自检—验收。

在各盖板涵处设置搅拌点，贮放砂石料、钢筋、水泥等材料，并安置搅拌

机。在支好模板后，用搅拌机拌制混凝土，人工平仓，机械振捣。混凝土初凝

后及时洒水养护，以确保各建筑物的施工质量。

1.3金属结构安装

本工程中金属结构主要是各节制分水闸安装及更换闸门、启闭设备等，由

厂家定型设计，集中采购、统一安装。

2、施工总进度

本项目初步拟定 2024年 8月完成前期准备，2024年 9月正式开工，2024

年 10月底完工，施工总工期为 3个月。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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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

环境

现状

1、主体功能区规划情况

1.1新疆主体功能区

我国国土空间分为以下主体功能区：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

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

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按层级，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项目所在区域属于“限制开发

区中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其发展方向

为“合理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调整农牧业结构，加强药材开发管理，禁止开垦

草原，恢复天然植被，防止沙化面积扩大”。

项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位置见附图。

1.2生态现状调查

1.2.1生态功能区

根据《新疆生态功能区划》，评价区域属于Ⅳ塔里木盆地暖温荒漠及绿洲

农业生态区，Ⅳ1塔里木盆地西部北部荒漠及绿洲农业生态亚区，57.喀什三角

洲绿洲农业盐渍化敏感生态功能区。项目在新疆生态功能区划中的位置见附图

，功能区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3-1 项目评价区域新疆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分区单元 主要

生态

服务

功能

主要生

态环境

问题

主要生

态敏感

因子、敏

感程度

主要保

护目标

主要保护

措施

适宜发

展方向
生态

区

生态

亚区

生态

功能

区

Ⅳ塔

里木

盆地

暖温

荒漠

及绿

洲农

业生

态区

Ⅳ1塔
里木

盆地

西部

北部

荒漠

及绿

洲农

业生

态亚

区

57.喀
什三

角洲

绿洲

农业

盐渍

化敏

感生

态功

能区

农畜

产品

生

产、

荒漠

化控

制、

旅游

土壤盐

渍化、三

角洲下

部天然

水质差、

城市污

水处理

滞后、浮

尘天气

多、土壤

质量下

降

生物多

样性及

其生境

中度敏

感，土地

沙漠化、

土壤盐

渍化高

度敏感

保护人

群身体

健康、保

护水资

源、保护

农田、保

护荒漠

植被、保

护文物

古迹与

民俗风

情

改善人畜

饮用水

质、防治

地方病、

引洪放淤

扩大植被

覆盖、建

设城镇污

水处理系

统、加强

农田投入

品的使用

管理

以农牧

业为基

础，建

设棉花

及特色

林果业

基地，

发展民

俗风情

旅游

1.2.2占地类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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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占地包括工程永久占地和施工临时占地。永久占地面积2000m2、临

时占地面积400m2；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工程永

久占地为渠道工程区2000m2、临时占地为临时生产区和临时堆土区400m2，项

目未占用基本农田，工程建设范围不涉及征地补偿，无搬迁安置人口。

评价区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1.2.3植被现状

根据现状调查，渠道现状全线均为土渠，土渠表面生长有杂草等低矮植被，

生物量低，无高大树木。工程建设范围内不涉及移栽，不涉及征地补偿。

1.2.4野生动物现状

项目区受人为干扰较大，区域常见的动物主要为鼠、蛇等小型啮齿类动物

和爬行类动物，未发现国家级、省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2、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及评价

2.1数据来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对环境质量现状

数据的要求，选择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网环境空气质量模型技术支持服务系统中

喀什地区 2022年的监测数据，作为本项目环境空气现状评价基本污染物 SO2、

NO2、PM10、PM2.5、CO和 O3的数据来源。

2.2评价标准

基本污染物SO2、NO2、PM10、PM2.5、CO和O3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2.3评价方法评价方法

基本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

中各评价项目的年评价指标进行判定年评价指标中的年均浓度和相应百分位数

24h平均或8h平均质量浓度满足GB3095中浓度限值要求的即为达标。对于超标

的污染物计算其超标倍数和超标率。

2.4空气质量达标区判定

本项目所在区域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年评价指标统计结果见

表3-2。

表 3-2 2022年喀什地区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评价表（单位：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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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现状

浓度
最大浓度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60 7 11.7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40 33 82.5 不达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70 115 164.3 不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35 48 137.1 达标

CO 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 4000 2800 70.0 达标

O3
最大8小时平均

第90百分位数
160 132 82.5 达标

根据上表评价结果可知，2022年喀什地区 PM10、PM2.5不能满足《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NO2、O3、CO、SO2指标均符合《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判定项目区属于不达标区。由

于喀什地区气候干燥，风沙较大，故 PM10、PM2.5超标。

3、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

水环境要素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开展补充监测和调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本项目属于

附录 A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行业分类表中的“A水利”中“2、灌区工程”的“其他”

报告表属于Ⅳ类，判定本项目地下水评价工作等级为可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因此本项目无需对地下水进行现状监测。

4、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拟建项目周边 3km范围内无地表水分布，故本项目不进行地表水环境质量

现状监测。

5、声环境质量现状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

厂界外周边 50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应监测保护目标声环

境质量现状并评价达标情况，各点位应监测昼夜间噪声，监测时间不少于 1天。

根据现场踏勘，渠道两侧居民零散部分，本次评价分别在渠道两侧靠近敏感点

处设两个监测点，监测报告见附件。

监测时间：2024年 3月 21日—2024年 3月 22日；

监测点位：渠道两侧靠近敏感点处设两个监测点；

监测方法：监测及分析方法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进行；

监测单位：新疆天蓝蓝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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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3-6。

表 3-3评价区噪声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 dB（A）

序

号
监测点位

昼间 夜间

监测日期
监测时

间

监测

结果
dB(A)

监测日期
监测

时间

监测

结果
dB(A)

1#
城关乡矿却勒村1#
E:76°07'28.613"
N:38°56'05.169"

2024.03.21 17:44~
17:54 46.5 2024.03.22 01:42~

01:52 34.5

2#
城关乡矿却勒村2#
E:76°07'05.273"
N:38°55'53.434"

2024.03.21 18:01~
18:11 43.3 2024.03.22 01:55~

02:05 36.0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区声环境现状监测点位声环境均能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要求，项目区声环境质量较好。

6、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本项目可

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7、工程占地现状

本工程占地为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永久占地主要为渠道工程区，临时占

地主要为临时生产区、临时堆土场区等。本工程施工时临时占用部分土地，被

占用土地植被将被破坏。由于施工时间短，施工完毕后，要进行地貌植被恢复。

因此，施工对临时性占地的影响是短暂、可逆的。

与项

目有

关的

原有

环境

污染

和生

态破

坏问

题

受地域因素限制，项目区经济条件较差，项目区内渠道大多修建于20世纪

70、80年代，大部分未防渗，为土渠，渗漏严重。受当时经济、物资条件限制，

灌区未按照原设计要求完成渠系、田间及建筑物的工程配套，再加上运行过程

中缺少及时资金投入，渠道及渠系建筑物得不到及时维护和更新。项目区具体

问题如下：

（1）渠道垮塌、淤积、渗漏严重，渗漏损失大项目区现有渠道断面多为梯

形土渠，未进行任何防渗处理，经过几十年的运用，由于资金限制渠道基本上

没有维修和养护，致使渠道边坡垮塌，冲淤、渗漏严重，渠道断面变形，过水

能力降低。经现场调查，渠道平均防渗率不足 30%，末级渠道其防渗率仅为不

足 10%，致使大量水资源损失于输水过程，除此之外，项目区渠基为粉砂土，

渗漏量大，渠道内常出现淤积现象，每年需要花费大量劳动力及财力清淤，严

重影响了灌区土地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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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渠系建筑物老化损坏严重，配套设施不完善渠系建筑物设计标准低，

虽然有部分配套的渠系建筑物，但大多为农民自建的简易建筑物，加之，工程

经过多年运行后，建筑物破损老化严重，影响了渠道灌溉分水。现状渠道工程

沿线配套建筑物数量不够、不完善、不配套等缘故，附近居民破坏渠道形状随

意设立取水口、简易木桥的现象普遍存在。闸门金结部位和启闭设备年久失修，

漏水严重；启闭设备操作困难，对渠道正常运行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已不能起到节制控水作用。

（3）管理不完善由于项目区渠道上分水较多，饮用水管理粗放，灌区普遍

存在灌溉用水浪费现象。很难做到科学、统一地进行输、配水管理，给水行政

管理部门科学地管理水资源带来困难，无序用水、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4）投入政策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投入

主体应当与受益主体相统一。目前灌区水利基本建设公益性较强。以往在投入

政策上过分强调农民的投入主体地位，忽视了各级政府这一大的投入主体。投

入主体的不完整，导致政府财政投入少，农民投入积极性不高。由于项目区存

在上述问题，造成水资源的调配不合理，无序用水、水资源浪费严重，同时渠

道淤积问题，每年需大量投入农民工进行清淤，给渠道的运行管理造成很大不

便。

生态

环境

保护

目标

本工程环境保护目标详见下表。

表3-4 本工程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环境

要素

评价范

围
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工程与敏感目

标的位置关系
环境功能分区

1 大气 500m 城关乡矿却勒（11）村 2#渠、3#渠 《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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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GB3095—201
2）二级标准

其他零散分布居民 渠道沿线

2 声 50m
城关乡矿却勒（11）村 2#渠、3#渠 《声环境质量标

准》

（GB3096—200
8）中的1类标准

其他零散分布居民 渠道沿线

3 农田 农田植被
在渠道周边分

布

农田植被不遭受

破坏

4 土壤 / /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

5 自然植被

野生植被主要有芦苇、白

刺、甘草、红柳等新疆常

见自然植被

在渠道周边分

布

自然植被不遭受

破坏

评价

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功能区标准；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III类标准；

（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废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施工扬尘执行《施工厂界扬尘排放限值》

（DB61/1078-2017）；

（2）废水：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施工期施工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

（3）噪声：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的规定；

（4）固体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排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相应的标准。

其他 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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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

工

期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分

析

1、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1水土流失影响

工程施工期，由于渠道工程及建筑的开挖回填土石方，对原生地表植

被和地表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局部水土流失加重；同时，施工期将

产生一定量的临时堆土，如果临时防护措施不到位，在雨天或风天会造成

大的水土流失；施工机械行走、建筑材料、设备堆放造成地表扰动破坏。

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过程中基础开挖和临时堆土，对地面扰

动大，改变和破坏了本区域原有地貌、植被和土壤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对

原有水土保持设施造成破坏。形成的松散堆积体和裸露地表，使土地原有

的固土抗蚀能力减弱，水土流失量相应增加。如不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防

护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理，会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正常施工、生产和

本区域生态环境状况，产生的自然扬尘，就会使当地环境质量恶化。

1.2占地对植被的影响

本项目临时占地400m2。这些土地的植被将受到破坏，从而引发项目所

在地的土壤侵蚀，影响评价区域的生态环境。此外，随着施工期植被的破

坏，周边征地范围内的一些植物种类将会消失，从而影响到评价区域的植

物物种多样性。

随着施工期的结束，通过周边临时占地的绿化建设和植被的恢复，将

可弥补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损失，但施工期对植被的破坏将可能会降低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此影响将会延续到施工期后的运营期。

1.3对土壤的影响

施工期由于机械的碾压及施工人员的践踏，在施工作业区周围的土壤

将被严重压实，部分施工区域的表土将被铲去，另一些区域的表土将可能

被填埋，从而使施工完成后的土壤表土层缺乏原有土壤的肥力，不利于植

物的生长和植被恢复。

根据现场调查，受项目直接影响的植被类型主要为人工植被，该类植

被类型人类活动均较为频繁，人为干扰相对剧烈，生物多样性较低。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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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结束后易于恢复，受本工程影响不大。

1.4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施工期作业机械发出的噪声、产生的振动以及施工人员的活动会使建

设地域及其附近的陆地动物暂时迁移到离建设地较远的地方，鸟类会暂时

飞走。评价区域没有珍稀濒危的动物，因此，对周边动物的造成影响有限。

1.5对植被的影响

工程建设占用土地，破坏原有地貌，损坏地表植被，植被生长层被挖

损、剥离或压埋，从而使施工区内裸地面积增加，降低土壤的抗蚀性，增

大水土流失量，造成项目区植被短期内衰减或丧失。此外，施工人员的活

动以及机械碾压、施工粉尘、废气等会对周围的植物带来一定影响，但受

到损失的植物均属评价范围内的常见种类，其生长范围广，适应性强，不

会导致区域内植物种群消失或灭绝，且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可恢复的。

1.6工程占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占地包括工程永久占地和施工临时占地。本项目占地包括工程

永久占地和施工临时占地。工程占地总面积 2400m2，其中永久占地 2000m2，

临时占地 400m2。

本工程永久占地为渠道占地，施工结束后，土地利用类型将发生改变，

原有部分植被不复存在，这部分永久占地使原先自然地表被各类人工构筑

物长期取代。本工程临时占地为临时生产区、临时堆土场区，临时占地不

涉及场地硬化施工内容，施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

原状，临时占地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项目施工期保证用地红线外土地资

源不发生改变，不改变其土地利用性质、用途。项目属于灌区配套工程，

可以解决当地耕地的灌溉问题，从长远来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

弊。

1.7临时堆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项目土方开挖总量 4334.04m3，回填总量 4682.01m3，借方总量为 470m3，

弃土 122.03m3。本项目设置临时堆土场区，占地面积为 200m2。项目施工

时，开挖的土石方临时堆放至堆土场，及时回填。

2、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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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施工扬尘

施工扬尘包括施工机械开挖填筑和物料堆放引起的扬尘、建筑材料（砂

石料、水泥、白灰等）现场装卸产生的扬尘、运输过程产生的粉尘散落及

道路二次扬尘，主要污染物为 TSP。

施工扬尘的产生量与气候条件和施工方法有关，因施工尘土的含水量

较低，颗粒较小，在风速度大于 3m/s时，施工过程会有扬尘产生。这部分

扬尘大部分在施工场地附近沉降。根据类比分析，施工工地扬尘的污染影

响范围和程度随着距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施工场地及其下风向 0~50m

为污染带，100～200m为轻污染带，200m以外对空气影响甚微。因此，施

工扬尘影响范围主要在施工点周围 50m内。

因此，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重视施工现场的防尘措施，施工场地、

道路运输及主要的出入口应经常洒水，尽量缩小施工扬尘的影响范围，以

减轻扬尘对环境的污染。

2.2燃油机械废气及车辆尾气

施工燃油机械和运输车辆运作过程中将产生含 SO2、NOx、CO等气体，

由于此类废气系无组织流动性排放，应选择尾气排放达标的施工燃油机械

和运输车辆，燃油机械设备燃用合格油品，并对施工燃油机械车辆定期养

护以减少尾气中污染物的含量，尾气中污染物经稀释扩散后基本不会对周

边空气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3柴油发电机的废气

柴油机的主要排放污染物是 NO和 PM，对人类、动物、植物和制成品

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危害，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取决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毒性、

在空气中的浓度、吸入沾污空气的时间等。

NO是无色且具有轻度刺激性的气体，它在低浓度时对人体健康无明显

影响，高浓度时能造成人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障碍。

柴油发电机组排气中的颗粒是指经空气稀释、温度降到 52°后用涂有聚

四氟乙烯的玻璃纤维滤纸收集的除水以外的物质。颗粒对问题的危害与颗

粒的大小和其组成有关，通常对人的肺部和支气管危害较大

碳氢化合物包括未燃和未完全燃烧的燃油、润滑油及其裂解产物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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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氧化物。人体吸入过多会破坏造血机能，造成贫血，神经衰弱，并降低

肺部对传染病的抵抗力。

2.4堆场扬尘

堆场的扬尘源排放量是装卸、运输引起的扬尘与堆积存放期间风蚀扬

尘的加和，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1）WY为堆场扬尘源中颗粒物总排放量，t/a。

（2）Eh为堆场装卸运输过程的扬尘颗粒物排放系数，kg/t。

（3）m为每年料堆物料装卸总次数。

（4）GYi为第 i次装卸过程的物料装卸量，t。

（5）Ew为料堆受到风蚀作用的颗粒物排放系数，kg/m2。

（6）AY为料堆表面积，m2，取 200m2。

装卸、运输物料过程扬尘排放系数的估算

式中：

Eh为堆场装卸扬尘的排放系数，kg/t。

ki为物料的粒度乘数，取值 0.74，详见表 4-4。

u为地面平均风速，m/s，取 2.2m/s。

M为物料含水率，项目表土充分喷淋，含水率取 16.8%。

η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去除效率，多种措施同时开展的，取控制效

率最大值。项目拟设置移动式喷雾洒水车连续在装车点进行洒水，TSP控

制效率以 74%计，详见表 4-5。

堆场风蚀扬尘排放系数的计算方法

料堆表面遭受风扰动后引起颗粒物排放的排放系数可以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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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w为堆场风蚀扬尘的排放系数，kg/m2。

（2）ki为物料的粒度乘数。

（3）n为料堆每年受扰动的次数。

（4）Pi为第i次扰动中观测的最大风速的风蚀潜势，g/m2。

（5）η为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去除效率，%。多种措施同时开展的，

取控制效率最大值。

（6）u*为摩擦风速，m/s。

（7）ut*为阈值摩擦风速，即起尘的临界摩擦风速，m/s。

（1）u（z）为地面风速，2.2m/s。

（2）z为地面风速检测高度，10m。

（3）z0为地面粗糙度，m，城市取值0.6，郊区取值0.2。

（4）0.4为冯卡门常数，无量纲。

表4-3 装卸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粒度乘数

粒径 TSP PM10 PM2.5

粒度乘数/无量纲 0.74 0.35 0.053
表 4-4 堆场操作扬尘控制措施的控制效率

控制措施
TSP控制效

率
PM10控制效率 PM2.5控制效率

输送点位连续洒水操作 74% 62% 52%
建筑料堆的三边用孔隙率 50%

的围挡遮围
90% 75% 63%

由上式可得，项目原料堆场粉尘的产生总量为 0.64t/a，0.073kg/h，排

放总量为 0.064t/a，0.007kg/h。

3、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主要为渠道的建设，施工期安排在非灌溉季节，在非灌溉季节

渠道中不通水，故不需要进行施工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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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施工废水

本项目施工废水主要来源于车轮清洗废水和混凝土养护废水。车轮清

洗废水中的 SS含量较高，普遍超标，悬浮物的主要成分为土粒和水泥颗粒

等无机物，基本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大多在生产中被使用、消耗掉，不存

在污染。

项目施工期不设置混凝土拌合站，采用商品混凝土，不产生混凝土搅

拌废水。混凝土养护废水为混凝土浇筑后养护阶段使用后排放的水。养护

用水用量一般以湿润混凝土表面为限，且在尚未拆除的模板内，养护结束

后自然蒸发，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3.2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人员租赁周围民房食宿，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民居现有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项目内无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产生。

4、噪声影响分析

4.1噪声源

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建筑施工机械以及来往车辆的交通噪声。在

施工的不同阶段噪声有不同的特性。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是设备噪声和

机械噪声，设备噪声多来自推土机、挖掘机等设备的发动机噪声。

各施工环节采用不同的施工机械设备作业，均为白天施工，根据施工

内容交替使用施工机械设备，并随施工位置变化移动。导致了噪声随机、

无组织、间歇性排放。

本项目施工期使用的运输车辆主要为：自卸汽车、混凝土罐车、挖掘

机、推土机、混凝土振捣棒、蛙式夯实机等。具体噪声级见表 4-1。

表4-1 施工期主要噪声源噪声强度表 单位：dB（A）

序号 机械类型 施工阶段 声源类型
测点距施工

机械距离（m）

最大声级

Lmax（dB）
1 自卸汽车

运输 流动声源
5m 85

2 混凝土罐车 5m 85
3 挖掘机

渠道及渠系

建筑物施工
固定声源

5m 88
4 推土机 5m 86
5 混凝土振捣棒 5m 84
6 蛙式夯实机 5m 88
7 吊车 5m 90
4.2施工期噪声预测结果及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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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施工工程噪声源近似作为点声源处理，根据点声源噪声衰减模式，

可估算其施工期间离噪声源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预测模式如下：

LP=LP0－20lg（r/r0）

式中：LP－距声源r米处的施工噪声预测值dB（A）；

LP0－距声源r0米处的参考声级dB（A）。

根据施工阶段各工程段噪声源强分布，对施工噪声进行了预测，结果

见表 4-2。

表4-2 施工区噪声源在不同距离的噪声预测值

测距 平均声压级 10m 20m 30m 40m 50m 100m
自卸汽车 5m 85 71 62 57 54 52 45

混凝土罐车 5m 85 71 62 57 54 52 45
挖掘机 5m 88 74 65 60 57 55 48
推土机 5m 86 72 63 58 55 53 49

混凝土振捣棒 5m 84 70 61 56 53 51 44
蛙式夯实机 5m 88 74 65 60 57 55 48

吊车 5m 90 76 70 64 56 54 49
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规定，

昼间的厂界噪声限值为 70dB，夜间厂界噪声限值为 55dB。表 4-3表明：项

目施工噪声昼间 20m处、夜间 50m处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523-2011）要求，工程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评价范围内无

声环境敏感目标，项目施工噪声对项目区周边影响较小。

渠道建设噪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污染行为，一般的居民均能理

解。但是作为建设施工单位为保护沿线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应合理地

安排施工进度和时间（晚10：00－次日早8：00禁止施工），文明施工、环

保施工，并采取必要的噪声控制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5、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弃土和生活垃圾。

5.1建筑垃圾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建设单位将充分利用，可以回填的

尽量回填，其余不能回填的少部分固废将按照有关余泥、渣土排放管理规

定，办理好排放手续，获得批准后方可在指定的受纳地点排放。

5.2生活垃圾

施工生活垃圾应及时运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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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弃土

项目土方开挖总量 4334.04m3，回填总量 4682.01m3，借方总量为 470m3，

弃土 122.03m3。本项目设置临时堆土场区，占地面积为 200m2。

表 4-3土石方平衡一览表（m3）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土 利用方
4334.04 4682.01 470 122.03 4212.01

注：挖方=弃土+利用方，填方=利用方+借方

5.4弃土处置去向及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渠道充分利用开挖土石方，废弃土方集中临时堆置于临时堆土

场，不单独设置弃土场，临时堆土场四周设置围挡防风阻尘，堆垛配备篷

布遮盖并定期洒水保持湿润，防止扬尘逸散。施工结束后用于项目区及周

边乡村坑洼路面平整，不形成永久弃土。

运

营

期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分

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间，本项目自身不产生废气，不会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影

响。

2、对地表水的影响

2.1对水资源分配的影响

本次工程对灌区内部进行防渗渠道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系数，工程

实施后，渠道不新增水量，不影响区域内水资源分配，但是渠道水利用系

数提高，有利于节约水量，保证水资源科学、合理利用。

2.2对渠道供水水质的影响

项目区灌溉基础设施不完善，现有灌溉渠道为土渠运行，经过多年运

行，年久失修，渠道老化渗漏损失严重，渗漏损失大，渠道水利用率低，

造成水资源浪费严重。工程实施后，有利于节约水量。

3、对地下水的影响

3.1对渠道沿线地下水的影响

渠道进行防渗后，对于现状地下水位低于渠底的渠段，渠道地表水对

两侧地下水的补给量会减少，两侧潜水水位线与防渗前相比会有所下降，

一般在渠道两侧 50m范围内比较明显，变化幅度会在 50cm左右；

而对于现状地下水位高于渠底的渠段，通过防渗以后，两侧地下水对

渠道的补给也会减少。工程实施以后，部分渠段入渗地下水量会减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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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对地下水水质影响不会太大。

3.2对控制灌区地下水位的影响分析

本工程实施后，规划水平年，灌区将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节水改造等

措施，需水量会减少，因此本工程实施后，如果灌区节水工程、排渠工程

措施到位，对灌区地下水位降低起到一定作用。

3.3地下水位下降对土壤的影响

不合理的耕作灌溉而引起的土壤盐渍化过程。在当地蒸发量大于降水

量的条件下，使土壤表层盐分增加，引起土壤盐化。因此要采取合理灌溉

等农业技术措施，防止土壤盐渍化。项目为防渗渠建设工程，对灌区地下

水位的降低起到一定作用，有利于减轻土壤次生盐渍化的现象。

4、声环境及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间，项目无产生噪声设备及固体废物排放。

5、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建设对土壤、植被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工程沿线 50m范围内。

项目建成后，对于渠道控制灌区，由于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节水改造等工

程措施，灌区需水量会减少，地下水位可能会降低，将会有利于减轻土壤

次生盐渍化的现象，项目建成后生态环境将会良性发展。

6、运营期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的实施将极大地改善灌区的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供水

条件，减少缺水受灾面积，提高本地区农业灌溉引水保证率，促进农作物

产量的提高和牧业、林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经济收益。通过推广节水灌

溉，制定合理的灌溉制度，加强灌溉管理，还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从

而减少渠系运行费用，提高灌溉收益。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有利于灌

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随着灌溉能力的提高，粮、棉、林果单产的增加，使农业结构调整有

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新品种的推广，增强了农产品的竞争

能力。同时，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农业增加值

明显上升，可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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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实施正效益分析

7.1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通过实施灌溉渠道工程，提高了项目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节

余部分农业用水量，节余的农业用水量可以改善灌区的灌溉条件，提高项

目区的灌溉保证率，从而提高农作物单产量所增加的效益。

7.2生态效益

通过实施防渗渠道工程，将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使有限的土地资源

和水资源充分发挥效益，其主要效益是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

流失，有效地调节灌区气候。

7.3社会评价

根据建设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分析、项目与所在地区互适性分析和社会

风险分析，可以看出，建设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备受多方关注和支

持，虽然在建设过程甚至运营期间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只要措

施得当，一定能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其正面影响最大化，实现项目建

设的预期目标。综合多方位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本项目与项目区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项

目的社会评价可行。

7.4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实施后具有良好的节水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工程技术

方案没有施工难度，建议工程早日实施。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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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程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新选渠线和沿用老渠线两种方

案比选，分述如下：

新选渠线方案：选择新渠线方案的优点是，施工期可采用老渠线继续

灌溉，施工工期较为宽裕不受灌溉期的制约；缺点是，现状田间固定渠网

已经形成，渠道位置的摆动会引起下级渠道及渠系建筑物的改动，工程投

资较高。

老渠线方案：选择老渠线的优点是，不会改变田间固定渠网，上下级

渠系及建筑物的变动较小，可以减少工程量；缺点是，施工工期受灌溉季

节的限制，施工只能选择在休灌期进行，施工工期较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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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现状支渠、斗渠两岸均为房屋、柏油路及基本

农田，没有修建新渠线的位置；而渠线均为短渠道，可采用增加施工强度

在休灌期完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能满足要求，因此，本次设计选择老

渠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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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

期生

态环

境保

护措

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防护应采取减缓、恢复措施：

1.1减缓措施

在施工准备期和施工过程中注意保护工程沿线植被，尽量减少干扰和破坏，

保证工程沿线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确保生态环境不退化。

应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占用耕地的施工作业带范围严格控制在 6m以内，施

工场地必要时采取围挡、封闭施工，渠道和管道施工中要做到分段施工，随挖、

随运、随铺、随压，不留疏松地面，提高施工效率，尽可能缩短施工工期。对

占用的耕地、林地及草地的表土进行单独收集，用于复垦和新垦农田的土壤改

造以及林地和草地的植被恢复。渠道及管道填筑将充分利用开挖土石方，废弃

土方集中临时堆置于临时堆土场，施工结束后用于项目区及周边乡村坑洼路面

平整，不形成永久弃土。临时堆土采取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建构

筑物，以恢复原来的地貌与景观。

1.2恢复措施

施工期施工建设单位应加强植被的恢复，保证工程沿线生态完整性和协调

性。

本项目临时堆土区和施工生产区布置于各工程区内的裸土地上，远离村庄

居民等环境保护目标，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原来的

地貌与景观，对临时占地造成的裸露地表采取植被恢复措施。

1）清除临时用地地表残留物，残留物的清理工作主要包括对垃圾、破碎料、

废弃物等的清理和整理，以及对临时设施、用具等的拆除和搬迁。

2）土地平整，采用机械施工和人工施工相结合的方法，采用推土机进行大

范围内土地平整，人工则配合机械进行零星场地或边角地区的平整。

3）覆土施肥，在裸土地表面回填种植土，改善立地条件，增加植物成活率。

对土地进行翻挖，增施肥力，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蓄水保肥能力。

4）播撒草籽，选择适合本地生长的草种，将草籽均匀撒播在准备好的土壤

上。可以手动撒播或使用播种机等设备进行播种。根据草籽的大小，可以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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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翻耙、耙子等工具将草籽覆盖一层薄土覆盖。

5）播种后，保持土壤湿润，但避免过度浇水以防止种子被冲刷。随着草籽

的发芽和生长，根据需要进行适量的灌溉，使土壤保持适度湿润。

1.3地下水及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为减少施工期对土壤环境的不利影响，项目应采取以下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①加强施工期管理，加强对运输车辆、施工机械设备定期检修保养，避免

在施工过程中燃油、机油的跑、冒、滴、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②严禁施工废水随意排放，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③在施工前期将占地表层的 30—50cm含肥力较高的土壤首先进行剥离，并

单独存放，要求采取临时拦挡和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对地表进行平整处理时

尽快将这部分表层土壤回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原先的土壤肥力。

1.4临时堆土场区的生态恢复要求

1.4.1工程措施

土地平整：工程施工结束后，对施工扰动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对扰动后

凹凸不平的地面采用推土机先削凸填凹。

1.4.2临时措施

洒水：在施工期间，对临时堆土区进行洒水，防治扬尘，洒水时间主要集

中夏秋两季洒水，每天洒水二次，遇 3级到 5级大风天气每天可加洒一次。

防尘网苫盖：临时堆土区在施工时对临时堆放的回填土进行防尘网苫盖措

施。

1.5植被的保护措施

项目区植被主要为工程两边的农作物、灌木林和草地，施工人员频繁活动

于无限定区域，存在对沿线植被资源环境的影响及破坏，同时也对野外防火形

成安全隐患。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1）项目区内严禁随意搭灶点火、烧荒。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管理，

并对工作人员和外来人员宣传教育。

（2）禁止施工人员乱丢垃圾和烟头；

（3）施工完毕后对施工场地进行土地平整，撒播草籽等，恢复工程沿线两

侧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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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动物的保护措施

工程建设将使部分动物的活动区域、觅食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但是由于动

物具有迁徙性，它会在工程施工时离开施工区域，工程结束后返回原栖息地或

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并在新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因此，工程施工不会对陆生动

物的生存环境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也不会引起区域动物物种和数量的减少。

但为了进一步保护工程区内的陆生生物，仍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1）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令禁止到非施工区

活动。

（2）教育施工人员，禁止捕食野生动物等，以减轻施工对陆生动物的影响。

2、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施工的大气污染主要来自各类机械设备、汽车等燃油机械使用时排放

的尾气、开挖和填筑、汽车运输产生扬尘。拟采取以下措施：

（1）施工扬尘、交通扬尘防治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混凝土拌合站。根据《关于开展自治区 2022年度夏秋季大气

污染防治“冬病夏治”工作的通知》（新环大气函〔2022〕483号）要求对施工工

地推行绿色施工标准，确保做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

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本环评提出以

下扬尘防治措施：

1）项目施工区域实行围挡封闭施工，围挡封闭高度高出作业面 1.5m以上

并定期清洗、保持完好。及时对施工场地进行清扫，保持施工场地的干净。

2）施工过程中，通过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施工场地内松散、

干涸的表土经常洒水，防治扬尘；在高温燥热时间，一日内洒水 4～6次：气候

温和时间至少洒水 3 次。项目全工期加强路面洒水，降低起尘对周边区域带来

的影响。

3）针对施工任务和施工场地以及天气状况，针对施工任务和施工场地环境

状况，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采取集中力量逐段施工方法，缩短施工周期，减

少施工现场的工作面，遇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采取扬尘防治应急措施，停止

土方作业，同时施工作业面覆盖防尘网。

4）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材料有序进料，原则上不堆存超过一周的施工用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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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施工材料堆放时间和堆存量，加快物料的周转速度。施工材料堆放设

置标牌，实行分类堆放。施工材料堆放整齐有序，易产生扬尘的施工材料应防

尘网苫盖堆放。施工时保证产生各种建筑垃圾随产随清。

5）运输车辆驶离工地前，清洗车轮及车身，不得带泥上路，减少汽车运输

携带泥土杂物散落。本场地施工车辆在进入施工场地后，需减速行驶，以减少

施工场地扬尘，建议行驶车速不大于 5km/h。

6）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场地低速行驶，场地内运输通道及时清扫、洒水，减

少道路扬尘。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路面洒水抑尘。洒水要求具体为：在高温燥

热时间，车辆行驶密集区要求一日内路面洒水 4～6次，其余路面 2～4次；气

候温和时间，车辆行驶密集区要求一日内路面洒水至少 3次。

7）车辆装载的物料、垃圾、土方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用防尘

网遮蔽，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沿以下 15cm，避免渣土掉落引起扬尘，防

止散落造成二次污染。运输土方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的，应当采取完全密闭

措施。

8）项目在施工期间无法避免在施工场地内堆存沙石等粉状、颗粒状物料。

根据《工业料堆场扬尘整治规范》（DB65/T4061—2017），砂石料、土料堆场

的场坪、路面应当进行硬化处理，并保持路面整洁；堆场周边应当配备高于堆

存物料的围挡、防风抑尘网等设施；按照物料类别采取相应的覆盖、喷淋和围

挡等防风抑尘措施。露天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施；输送的

物料应当在装料、卸料处配备喷淋等防尘设施，防止其在大风天气下引起扬尘

污染。

（2）燃油废气防治措施

施工机械燃油废气主要污染物为CO、NOX、THC等。一般情况下废气的产

生量不大，影响范围、时间有限。废气直接排入大气环境，经大气环境稀释、

逸散后对环境影响甚微，故可认为其环境影响较小，在可接受范围内。

项目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如下措施：

1）载重卡车设备选型时优先选择发动机燃烧过程较为理想，废气中主要污

染物排放合乎标准的汽车，减少大气环境污染。

2）合理调度进出工地的车辆，避免堵塞，减少汽车怠速行驶时尾气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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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燃柴油机械的燃料中添加助燃剂，使用合格的燃油，使燃料油燃烧充

分，降低尾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4）在整个施工期加强对汽车的维修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5）使用国六排放标准车用汽柴油，且车用汽油蒸汽压全年执行不超过60千

帕。

项目落实上述措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不明显。

3、水污染防治措施

为了减少施工期废水对环境的影响，应采取以下环境保护措施：

（1）管理措施

1）开展施工场所的水环境保护教育，让施工人员理解水保护的重要性。

2）加强施工期管理，加强对运输车辆、施工机械设备定期检修保养，避免

燃油、机油的跑、冒、滴、漏。

3）施工材料堆放时要采取遮蔽措施，防止降雨冲刷造成对地表水的污染。

（2）生活污水处理措施

本项目施工人员租赁周围民房食宿，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民居现有污水

处理设施进行处理，项目内无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产生。

（3）施工废水处置

本项目施工废水主要来源于车轮清洗废水和混凝土养护废水。车轮清洗废

水中的 SS含量较高，普遍超标，悬浮物的主要成分为土粒和水泥颗粒等无机物，

基本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大多在生产中被使用、消耗掉，不存在污染。

项目施工期不设置混凝土拌合站，采用商品混凝土，不产生混凝土搅拌废

水。混凝土养护废水为混凝土浇筑后养护阶段使用后排放的水。养护用水用量

一般以湿润混凝土表面为限，且在尚未拆除的模板内，养护结束后自然蒸发，

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严禁施工废水乱排、乱流污染施工场地，禁止施工废水直接排放，污染或

进入天然水体。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应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具体如下：

（1）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施工过程中经常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避免了



48

由于设备性能差而导致噪声增强现象的发生；

（2）按规定操作机械设备，遵守作业规定，减少碰撞噪音，指挥作业采用

对讲机等现代化信息设备；

（3）合理规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

（4）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高强

度噪声的施工机械，减少接触高噪声施工机械的时间，或穿插安排操作高噪声

和低噪声施工机械的工作。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个人防护，对高噪声机械设备附

近工作的施工人员，可采取配备耳塞、耳机、防声头盔等防噪用具；

（5）加强施工期间道路交通的管理，对工程车辆加强管理，禁止鸣号、注

意限速行驶，文明驾驶以减少地区交通噪声。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固体废弃物主要来自基础开挖产生的弃土方、建筑垃

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1）施工期间建筑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处理，能回收利用的尽可能回收利

用，不能回收利用收集后堆放于指定地点，由施工方统一清运至当地政府指定

地点进行处理；

（2）车辆运输散体物料和废弃物时，必须密闭、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漏

撒；运载土方的车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路段行驶；

（3）临时堆土表面应定期洒水、表层压实，采用防尘网苫盖，边角采用石

块、砖块等重物压盖，以防止下雨、大风天气造成水土流失；

（4）施工期集中并避开暴雨期，做到了边弃土边压实；

（5）工程竣工以后，已拆除各种临时施工设施，并将工地的剩余建筑垃圾、

工程渣土处理干净，做到了“工完、料尽、场地清”。

（6）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施工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生活垃圾，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6、防沙治沙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18年11月14日修订）有关规定以

及《关于加强沙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环环评发〔2020〕

138号）规定，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应采取以下防沙治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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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工中严格控制作业区范围，临时占地避开植被生长较好的区域，施工

人员不得随意破坏植被；

②减少施工便道修筑，施工便道宽度控制在红线范围内，严禁车辆随意行

驶，规范车辆行驶路线；

③临时施工场所、施工机械行走路线应设置在无植被或少植被区域；

④在施工过程中需加强管理，严禁不按操作规程野蛮施工；

⑤施工后期对施工迹地进行平整，保持一定的粗糙度，利于植被自然恢复。

在工程施工保护措施的同时开展防沙治沙人为参与治理方式。

⑥强化风险意识，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与应急预案，最大限度降低风

险概率，避免可能发生的油品泄漏事故对固沙植被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⑦加强对施工人员和职工的教育，强化保护野生植物的观念，不得随意踩

踏野生植物。

⑧土地临时使用过程中发现土地沙化或者沙化程度加重的，应当及时报告

当地人民政府。

工程施工结束后采用自然恢复的方式进行恢复区域植被，临时占地内植被

在未来3～5年时间内通过自然降水及温度等因素得以恢复。对于恢复状态不好

且易发生沙化的地段，根据实际情况对地表进行人工固沙处理。

7、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7.1工程区水土保持措施

施工过程中，由于土方中转场设置、施工临时扰动以及临时堆土、弃土等

施工活动，可能扰动所在区域原有地貌、损坏土地及植被。工程应按照国家有

关法规制定并实施水土保持方案，采取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对

占用的农田表层耕作层剥离土集中收集堆放并加以保留，待施工结束后用于临

时占地的复垦或生态修复用土。

施工期应严格控制施工范围，规范施工行为，尽量保护临时占地范围内的

植被，规范运输车辆的行车路线，不得随意践踏草地，破坏植被。合理选择施

工工期，应尽量避免在雨季进行施工，并采取苫盖等措施减少地表裸露。合理

安排施工工序，开挖的土方及时中转。

施工场地应做好拦挡、截排水措施，尤其是表土临时堆场，四周设置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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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截留雨水径流。为减小降雨对表土的冲刷作用，减少表土流失量，在表土堆

积过程中应尽量压实，并在表面覆盖防雨布。施工产生的弃土及时转运，避免

长时间堆放造成水土流失。

7.2临时生产区水土保持措施

施工期间应严格划定施工临时生产区域，以避免对防治区以外场地的占压

和扰动，并在临时生产区设置水土保持宣传警示牌，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水土保

持教育。

7.3弃土场水土保持措施

完成弃土、弃渣作业后，应对弃土（渣）场堆渣平台、坡面进行土地整治，

应遵循“挖填平衡”的设计原则进行坑凹回填、平整场地，坡度一般不超过15

度。土地整治应当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采取以“坡度越小、地块越大”为

原则的土地整治工程。采取以上措施后，弃土场不会对外环境造成大的不利影

响。

运营

期生

态环

境保

护措

施

（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和运行管理人员的环保意识，加强对绿化工

程的管理与抚育，防火、防虫，禁止采伐沿线周围栽植的树木，禁止破坏渠道

以外的草地。

（2）禁止向防洪渠中倾倒废水、抛洒杂物、乱丢垃圾等，保护渠道水环境。

（3）做好渠道的检查保护和定期清污修缮工作，清理维修固废应及时清运

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严禁在渠道内及周边区域随意倾倒、堆存。

（4）加强对周边区域生态环境实地监控，及时发现不良地质隐患工点，采

取防治措施以杜绝地质灾害的发生。

（5）做好水资源管理工作，渠道引水量不得超过新疆用水三条红线，不得

突破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

其他

1、环境管理

工程环境管理体系由建设单位环境管理办公室、环境监理机构、承包商管

理办公室组成，并由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管理。为了使工程环境保护措施得以切

实有效地实施，达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工程环境管理除实行环境

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各承包商、环保项目实施部门分级管理和政府环境保护部

门宏观监督外，必须建立工程建设环境监理制度，形成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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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工程建设环境保护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

在机构健全以后，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分别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环境

监测成果上报制度。

环境管理主要内容执行、监督、检查环保措施的实施，负责环境监测工作

的组织实施和监测资料的整编上报，解决施工期和运行期突发的环境问题。

2、环境监测设计

施工期：工程施工过程中，应聘请专业监测单位定期对工程区内的水环境

进行监测，做出当时环境状况的结论。

运行期：工程建成后，在渠首处设置专用的环境监测断面进行水质监测，

分别在渠道引水前和引水高峰期进行水质监测。

环保

投资

本工程环境保护投资为 18万元。

表 5-1 环境保护投资概算表

时段
投资项目

投资估算（万元）
污染源 环保设施

施工期

废水 沉淀池 1

废气
施工围挡、防尘网 2

洒水降尘、工地洗车机 3
噪声 移动隔声屏、减振、维护保养 3

固体废物 垃圾桶、建筑垃圾拉运 1
生态恢复 永久占地植被恢复、临时占地恢复 8

合计 18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Ks00000EAMrnlPLIyCsz0Xf4tctsMCZE_rFLWIfuoKSVC2bhty7bn4iUyflaPabnU6yBem9jEG9xgUMxhYJSzvGfH0ENWgLQgo4w10K2_sGCy_LJCZCmYILJ6wn3vdxvdo8zCAFMhPqzum0fSU-603aGMdGrXCJhmfAtw0NSC2CzWcbC9P8LcXe8j8OrFueq4PUwMGpgujog8VoAMmB_gyUM7-RP.7R_ip8WQYXRUnNenPHSiaB17TOPKgY4rM_vIhOWvUlthS1IbolNBmvUQPOZF8o4XzE-JuIz3qis1f_XPMuyC.U1Yk0ZDq8pidvnSYsVm0TA-W5H00TZPGuv3quym3uH7hPWKWnWNBPHNhnvf4rH7BuWDkuWmzmWwhPhn0Ijv4GQgm1ei1VUEl1ei1VTzCEP83tfKGUHYznWR0u1dsT1n0Iybqmh7GuZN_UfKspyfqn100mv-b5HD3nsKVIjYknjD4g1DsnHIxnW0dnNt1nHcYg1bkP19xnW0vn-t1PW0k0AVG5H00TMfqPH6Y0AFG5HDdr7tznjwxPH01g1bsn6KVm1YknjD4g1DsnHIxnW0dnNtknjFxn7t1nWD3P10vrj6srNts0Z7spyfqn0Kkmv-b5H00ThIYmyTqn0K9mWYsg100ugFM5H00TZ0qPHRdrj6LP1n1rfK8IM0qna3snj0snj0sn0KVIZ0qn0KbuAqs5H00ThCqn0KbugmqTAn0uMfqn0KspjYs0Aq15H00mMTqr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P9ThYVmhwbX0KGuAnqiDFK0ZKCIZbq0Zw9ThI-IjY1nNt1nHwxnHcv0ZwdT1Y4rHDLPWDLnH63nWRznHb3PHbY0ZF-TgfqnHTsrH6LPjbsnjD3nsK1pyfquhDvmhcdnAfsnj01ryfYPfKWTvYqn1Fanjn1nbNjfbD1P1T3fsK9m1Yk0ZK85H00TydY5H00Tyd15H00uANYgvPsmHYs0ZGY5H00UyPxuMFEUHYsg1Kx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DsnHmkrjm1g1Kxn7ts0ZK9I7qhUA7M5H00uAPGujYs0ANYpyfqQHD0mgPsmvnqn0KdTA-8mvnqn0KkUymqn0KhmLNY5H00pgPWUjYs0A7buhk9u1Yk0Akhm1Ys0AwWmvfqnbwafYfzwWIDnHPAwWc4fWTswW0sPbwjPjf3nW0YwWItn0KYTh7buHYs0AFbpyfqP1wDnRn1njcdwH0krRDvrDDdwRcdP1-anDcdnjKArHf0UvnqnfKBIjY10Aq9IZTqn0KEIjYk0AqzTZfqnBnsc1cen1_4nBnknj0sc1n1n16znjR1PHbWnHfsnj0WnHfsnj08nj0snj0sc1nWnH0snansczYWna3sn1bdPHDWni3snj0snj0Wninsc108nj0snj0sc10Wnansc10Wn0KBmy4omyPW5H0Wnansc100XZPYIHYYPHfYnH63P0KkgLmqna33n-tsQW0sg108njKxna33n-tsQWm4g1Kxna3vrNts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P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kuLIb5H00mLFW5HD3nH6s&us=newvui&xst=TjYdPHR3rjTLn1n40ynqnbwafYfzwWIDnHPAwWc4fWTswW0sPbwjPjf3nW0YwWItn07B5HTYwj7jn10zPRRsnH-KPW9KPRNaPHT4fWKaPH0swWbY0gnqnH6sPjfLnHR1rHbYnWbYPWn1PWNxnWcdg10KI1v4GQgm1ei1VUEl1ei1VTzCEP83tf7k5UhbVIW5VnQy0gRqPjRYPjD3rjfKIjYkP104rjTYrH0s0ydk5H0an0cV0yPC5yuWgLKW0ykd5H0Kmv3qrj6srHnzPH7xPj7xpA7EgLKM0gFY5H0KP1bzPj0Yn1Dd&word=&ck=4560.18.1709874836154.0.0.572.233.0&shh=www.baidu.com&sht=88093251_41_hao_p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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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环境保护

措施

验收要

求

陆生生态

施工过程中注意保护工程沿线植

被，尽量减少干扰和破坏，加强

施工管理，切实按照设计施工工

艺实施，制止不合理的施工方法，

控制施工作业带，本项目施工作

业带控制在 6m内，施工作业带

限界外不能随意踩踏、碾压，减

少对沿线植被的影响。教育施工

人员，禁止捕食野生动物严格规

定施工车辆的行驶路线，禁止施

工车辆任意行驶破坏周边土壤和

植被。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区

域进行场地平整，恢复原来的地

貌与景观，对临时占地造成的裸

露地表采取植被恢复措施。

落实执行情

况 / /

水生生态 / / / /

地表水环境

加强施工期管理，加强对运输车

辆、施工机械设备定期检修保养，

避免燃油、机油的跑、冒、滴、

漏；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居民

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严

禁施工废水乱排、乱流污染施工

场地，禁止施工废水直接排放，

污染或进入天然水体。

废水不外排 / /

地下水及土壤环

境

加强施工期管理，加强对运输车

辆、施工机械设备定期检修保养，

避免在施工过程中燃油、机油的

跑、冒、滴、漏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严禁施工废水随意排放，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采用防

渗沉淀池处理施工废水。

落实执行情

况
/ /

声环境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择低噪声

设备，保持良好运行状态；车辆

运输尽量安排在白天；加强管理，

文明施工。

符合《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

噪声标准》

（GB12523-
2011）标准。

/ /

振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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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

对运输车辆加盖防尘布，弃土、

弃渣须及时清运，妥善处理；施

工必须使用预拌混凝土，禁止现

场搅拌，禁止现场消化石灰、拌

石灰土或其他有严重粉尘污染的

作业；项目施工区域实行围挡封

闭施工，围挡封闭高度高出作业

面 1.5m以上并定期清洗、保持完

好。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采取

集中逐段施工方式，缩短施工周

期，减少施工现场的工作面，减

轻施工扬尘对环境的影响；控制

燃油机械尾气排放；整体堆放以

减少受风面积，适当加湿或用帆

布覆盖物料，尽量降低运输过程

中尘量；加强车辆的维修和保养，

经常清洗运输车辆。

环境空气现

状达到《环境

空气质量标

准》

（GB3095-2
012）二级标

准。

/ /

固体废物

施工期间建筑垃圾分类收集，集

中处理，能回收利用的尽可能回

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收集后

堆放于指定地点，由施工方统一

清运至当地政府指定地点进行处

理；临时堆土表面应定期洒水、

表层压实，采用防尘网苫盖，边

角采用石块、砖块等重物压盖，

以防止下雨、大风天气造成水土

流失；施工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会

产生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

集，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处理。

施工期结束

后不得在施

工现场遗留

建筑垃圾、弃

土、生活垃

圾。

/ /

电磁环境 / / / /

环境风险 / / / /

环境监测 / / / /

其他
环境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并完善；施工期是否有环境管理或施工环保检查

记录，是否保留必要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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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综合上述，建设单位应严格实施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建议，

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恢复。在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

染物治理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的建设不会对区域环境质量及生态环境

产生大的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基本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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