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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①达川区长江 35 千伏变电站升压

改造工程；②达川区 110kV 斌塔线

π接入长江变电站线路新建工程。 

本项目总投资 5340.18 万元，其中

环保投资 25.5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的 0.48%。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变电站改造在既有变电站围墙内进行，不涉及

站外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对站外生态环境无影响。本项

目土石方平衡后产生弃土，外运至政府指定弃土场堆放。

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线路的施工活动对动植物

的影响。 

1）对植被的影响

本项目线路对植被的影响主要是线路施工活动引起的

施工区域植被破坏。本项目对植被的影响方式主要来源于

施工临时占地对区域植被造成破坏，本项目施工临时占地

时间短，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能有效降低对植

被的破坏程度。 

综上所述，本工程评价范围内植被主要为景观植物和

栽培植被，均属于当地常见植物，未发现珍稀濒危及国家

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本工程建设期间当地植

物种类和结构不会发生变化，施工可能造成部分物种数量

减少，但本工程临时占地少，且占地区域植被在评价区域

内广泛分布，因此本工程建设不会对植物物种结构及个体

数量造成明显影响。 

2）对动物资源的影响

本项目线路，区域人类活动较频繁，野生动物分布很

少。本项目施工期短，影响范围小，项目施工不会造成野

生动物种类和数量的下降，对当地野生动物的影响很小。

随着施工期活动的结束，对动物的影响也随之消失。 

2.声环境保护措施



1）长江变电站改造 

为了尽可能减少变电站施工噪声影响，施工期应采取

下列措施：①施工集中在本次区域位置；②加强施工机具

的维修保养；③尽量避免多种噪声源机具同时使用；④施

工应集中在昼间进行，避免夜间施工。采取上述措施后，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噪声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同时，本

项目施工期短，施工噪声将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而消失。 

2）输电线路 

本项目电缆线路施工主要是电缆沟建设和电缆敷设，

本项目电缆沟建设中基础开挖主要采用人工开挖，开挖量

小，施工强度低，施工噪声小，施工期短，施工活动集中

在昼间进行，不会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对区域声环境质

量影响小。 

本项目架空线路施工主要是塔基施工和架线，施工量

小，施工噪声低，施工活动集中在昼间进行，不会影响居

民的正常休息，对区域声环境质量影响小。 

3.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变电站改造施工人员不在变电站内住宿，仅在

站内进行施工活动，施工期短且施工人数少，产生的生活

污水量少，能够依托站内既有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周边农田

施肥，不直接排放，不会对站外水环境产生影响；线路施

工人员就近租用现有民房，生活污水利用居民现有设施收

集后用于农肥或就近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直接排入天然

水体，不会对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表水产生影响。 

4.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四川省建筑

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川建发〔2018〕16

号）要求采取相应的扬尘控制措施。建设工地要按照“六必

须，六不准”要求对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包括：新建变电站四周设置连续封闭围挡；新建变电



站施工现场车辆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变电站进站道路

及建材堆场硬化；施工现场临时堆放的裸土及其他易起尘物

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易产生扬尘的钻孔、铣刨、切割、

开挖等施工作业时采取喷淋、喷雾等湿法降尘措施；遇到大

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对施工材料、建筑垃圾、弃土

等运输车辆应进行封闭，严格控制装载量，装载的高度不得

超过车辆档板，防止撒落；运输车辆经过村庄应减速缓行，

严禁超速。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控制

责任制度，落实施工环境管理责任人，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

放满足《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

要求。 

5.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人员产生的

生活垃圾、拆除固体废物和弃土。本项目施工期间，变电

站改造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利用站内既有垃圾桶统一

收集、线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定期清运至市政垃

圾桶，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小。拆除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拆除

的导线和铁塔，由建设单位统一回收利用。 

本项目线路土石方来源于塔基开挖和电缆沟建设，由

于施工位置分散，每个塔基挖方回填后余方较少，位于平

坦地形的塔基，回填后剩余弃土堆放在铁塔下方夯实；电

缆沟土石方回填铺平后，少量余方在电缆沟两侧拦挡进行

植被恢复，无弃土外运。故本项目土石方平衡后弃土运至

政府指定弃土点进行堆放，运输弃土车辆进出变电站需进

行冲洗，禁止带泥作业；车辆需进行遮盖，密闭运输；运

输车辆需遵守城区渣土车运输时间及路线，不得在规定时

间及范围之外行驶。 

6.风险防范措施 

（1）生态风险应急措施 

施工前加强施工人员教育，宣传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严



禁施工过程带入外来物种栽植，防止外来入侵物种进入。 

（2）火灾风险应急措施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须建立防火及火灾警

报系统。对施工人员加强防火宣传教育，并严格规范和限制

人员的野外活动，严禁运行人员私自野外用火，做好火源管

理，严格控制易燃易爆器材的使用。施工人员严格执行当地

火灾防控要求，及时申报作业内容。 

（3）油类风险应急措施 

施工过程中定期检测维护施工机具，发现跑冒滴漏等隐

患及时维护；使用的润滑油、柴油等油类严格执行《废矿物

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和《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相关规定，

施工中维修、更换润滑油等应至当地维修点作业维护，严禁

现场私自维修操作，严禁遗弃油类在施工现场。 

二、营运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投运后，变电站运行和维护均集中在站内，不

会对站外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本项目占地除线路塔基占地为永久性占地外，其他占

地均为临时性占地，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及时恢复其原有

功能，不影响其原有的土地用途，在线路运行维护过程中

应采取 

以下措施： 

●加强塔基处植被的抚育和管护。 

●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按规定路线行驶，仅对影响安

全运行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 

●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破

坏植被。 

●在线路巡视时应留意电晕发生相对频繁的输电线路

段，及时联系项目建设方进行线路维护，保证在此附近活



动的动物安全。 

●线路运行维护和检修人员在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时，

尽量不要影响区域内的动植物，不要攀折植物枝条，不要

高声喧哗，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对项目临时占地区域的植被恢复应考虑连续性，与

当地背景景观融为一体，维持区域生态功能与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 

2、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新增电气设备均安装接地装置；110kV 配电装置采用

户外布置；采取站内平行导线的相序排列避免同相布置，

尽量减少同相母线交叉与相同转角布置。 

电缆线路采用埋地电缆敷设；电缆金属护套按设计规

程要求进行接地敷设；合理选择导线截面积和相导线结构；

线路与其他设施交叉跨（钻）越时，其净空距离满足

《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要求；本次线路新建双回段设计导线对地最低高度居民区

不低于 7m，非居民区不低于 6m；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

志。 

采用上述措施后，本项目运行产生的电场强度、磁感

应强度满足相应标准要求，其措施可行； 

3、声环境保护措施 

新换的两台主变均放置在原变电站主变位置，基本位

于站内中部，与四周站界均留有一定距离。主变选用噪声

声压级不超过 60dB（A）（距主变 2m 处）的设备。线路路

径选择时，避让集中居民区。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长江变电站本次改造投运后，不新增运行人员，不新

增生活污水量，不需增加污水防治措施，生活污水利用化

粪池收集后用于周边农肥；输电线路投运后，无废污水产

生，不会对水环境产生影响。 



5、固体废物 

长江变电站改造后，固体废物为运行人员产生的生活

垃圾、主变压器发生事故时产生的事故废油、检修时产生

的含油废物和废蓄电池。本项目线路投运后，无固体废物

产生。 

长江变电站改造后不新增运行人员，不新增生活垃圾

量，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值守人员不定期清运至附

近市政垃圾桶集中转运。 

长江变电站改造后事故油池总容积为 28m
3。变电站主

变压器发生事故时，事故油经主变下方的事故油坑，排入

站内设置事故油池收集，经事故油池内油水分离后少量废

油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不外排；变电站检修时产生的少

量含油棉、含油手套等含油废物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废蓄电池来源于变电站内蓄电池室，建设单位在日常

检修中不定期检测蓄电池电压，若性能满足要求则继续使

用，对性能不达标的蓄电池，则进行更换，不在站内暂存； 

废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交

由有资质单位收集处理。 

6、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长江变电站改造后站内设置容积为 28m
3 的事故油池，

当主变发生事故时，事故油流入主变正下方的事故油坑内，

经事故排油管排入事故油池，产生的少量事故废油由有资质

的单位处置，不外排；变电站检修时产生的含油棉、含油手

套等含油废物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事故油池采用地下布

置，远离火源，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防水混凝土、防水

砂浆保护层、防水涂料等防渗措施，并对预埋套管处使用密

封材料，具有防水、防渗漏等功能。事故油坑、事故排油管

和事故油池均采取防渗措施，事故油池设置和事故油管理需

满足《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

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