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 

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西安市组织召开了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

纽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陕西省引汉济渭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长江水资

源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

川二滩国际监理上海宏波监理、陕西众晟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陕

西环境监测技术服务咨询中心、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中铁十七集团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中电建建筑集团等单位的代表及 5位特

邀专家共 42 人。会议前，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按规定

成立了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期间，验收组通过航拍视频方式对工程现场进行了检查，

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听取了建设单位、环境监理单位、环境监测单位、

验收调查单位等关于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环境保护

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以及环评、设计、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经

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引汉济渭工程区位于陕西省中南部的秦岭山区，连接长江流域汉



 

江及黄河渭河，由黄金峡水利枢纽、三河口水利枢纽及秦岭输水隧洞

三个部分组成，本次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主要针对黄金峡水利枢纽

开展。黄金峡水利枢纽位于汉江干流上游峡谷段陕西南部汉中盆地以

东的洋县境内，坝址位于黄金峡出口以上约 3km 处，是引汉济渭工

程主要水源地，主要任务是拦蓄河水，雍高水位，以供水为主，兼顾

发电，改善水运条件。 

黄金峡水利枢纽由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泵站电站建筑物、

通航建筑物和过鱼建筑物等组成。拦河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

455m，最大坝高 63m，坝顶长度 349m。水库正常蓄水位 450m，死

水位 440m，总库容 2.21亿 m3，调节库容 0.98亿 m3，为日调节水库。

河床式泵站安装 7 台水泵机组，总装机功率 126MW，近期设计引水

流量 52m3/s，近期多年平均抽水量 5.55 亿 m3，设计扬程 106.45m。

坝后式电站安装 3 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35MW，近期多年平均

发电量 3.87亿 kW·h。通航建筑物为规模 300t的垂直升船机。过鱼建

筑物为竖缝式鱼道。 

环评阶段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环境保护静态投资 27138.09万元，

其中直接费 18923.2万元。目前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执

行情况尚未完全统计，根据已有统计成果，现阶段环保投资直接费为

18929.91万元，占环评阶段环保投资直接费的 100.04%。 

2013年 12月 20日，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3〕326号”文对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4年，引汉

济渭工程启动前期工程；2018年 12月黄金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于开

工建设，2020年 11月，实现截流。截止 2022年 8月，黄金峡水利枢



 

纽表孔坝段溢流面混凝土浇筑任务全面完成，大坝 16个坝段中 14个

坝段已经封顶。 

二、工程变更情况 

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相比环评阶段发生局部调整，主要变更为：

大坝最大坝高由 68m调整为 63m，坝顶坝长由 364m调整为 349m；

单台泵站装机由 18.5MW调整为 18MW；部分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

渣料场调整；生态流量泄放闸方案发生变更，但泄放能力满足环评批

复要求；对过鱼方案进行了优化，鱼道出口由 2个调整为 5个；鱼类

增殖站位置发生变更，规模未变。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评

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

对照其“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本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水库清理环境保护方案及库底清理 

工程已编制黄金峡水利枢纽下闸蓄水库底清理实施方案和库区

清理环保方案，提出了水库清理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目前库底清理工

作已基本完成，计划蓄水前完成专项验收。 

（2）生态泄水设施及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生态流量泄放设施中的底孔和生态泄水闸已随大坝主体工程建

设完成，其中生态放水闸闸孔为有压长管型式。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

统布置在生态放水闸尾段，拟与主体建筑物同步建设，并纳入大坝信

息控制系统统一运行。 

（3）鱼道 



 

黄金峡水利枢纽过鱼采用鱼道方案，鱼道布置在左岸边坡，全长

约为 1970m。主进口布置在电站尾水渠左侧，净宽 2.5m，底板顶高程

为 403.50m。上游设 5个出鱼口，板顶高程分别为 438.50m、441.00m、

443.50m、446.00m、448.00m。目前鱼道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中，

拟在 2023年 3月建设完成。 

（4）鱼类增殖站 

黄金峡鱼类增殖站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正式开工建设，并已于

2020年 11月 1日投入试运行。目前已初步形成繁育能力，已完成近

期青鱼、草鱼、鲢、鳙、鳡、翘嘴鲌、鳜、大眼鳜、赤眼鳟、鳊、大

鳍雙等 11 种土著鱼类和远期蛇鮈、汉水扁尾薄鳅 2 种科研鱼类的培

育。并已于 2021年 9月 29日开展了首次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放流鱼

苗 17.71万尾。 

（5）人工鱼巢 

目前黄金峡水利枢纽人工鱼巢拟在三河口人工鱼巢设计方案基

础上进行优化，并纳入了实施计划，蓄水后可投入使用。 

（6）鱼类栖息地保护 

建设单位已于 2022 年 3 月 8 日以书面形式向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递交了《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关于落实汉江上游鱼类栖

息地相关生态环保要求的请示》（引汉建字〔2022〕30号），呈请陕西

省生态环境厅协调汉中市人民政府和安康市人民政府推进相关工作，

将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的相关河段作为鱼类栖息地进行保护。汉中市

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1 月发布并实施了《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明确全市长江流域禁捕范围及规范禁捕水域垂钓管理工作的通告》



 

（汉政发〔2022〕3号），对明确了全市长江流域禁捕范围和时间。 

（7）水源保护区划定及水源保护规划 

建设单位已委托开展了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分及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工作。2016年 10月，陕西省人民政府以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设立引汉济渭工程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的函》（陕政办函〔2016〕249号）批准设立引汉济渭工程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将黄金峡水库划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同时，编制完成

了《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规划对库区及上游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现存的污染源进行了调

查，并提出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 

（8）枢纽施工阶段环保措施 

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期生产、生活废污水均采取了相应水污

染防治措施，废污水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外排；各施工区均配置洒水车，

定期洒水降尘；施工期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固体废

物按照要求进行了妥善处理；施工期采取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车辆限

速禁鸣等噪声防治措施减缓噪声影响。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工程建设对区域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均没有产

生明显不利影响，未调查到施工期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影响问题。 

五、验收结论 

经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及会议讨论，验收组认为，工程总体上完

成了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的蓄水阶段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

措施，有效减缓了工程建设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原则同意通过蓄



 

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工作要求 

（1）确保下闸蓄水前完成库底清理及专项验收工作； 

（2）确保下闸蓄水前鱼道建设完成，蓄水后可正常投入运行； 

（3）商请并配合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黄金峡水库库

尾以上及相关支流鱼类栖息地保护措施； 

（4）按计划建立库区水质在线监测及预警系统，水库蓄水后加

强河段水质监测； 

（5）黄金峡水利枢纽蓄水阶段需确保坝址下泄流量不低于环评

及批复要求。 

（6）在考虑引汉济渭工程建设的客观现实前提下，进一步协调

处理好与陕西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关系。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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