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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15 年 2 月，长江勘测设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陕西省

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 

2015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对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予以批复，批复文号为：水总〔2015〕198 号； 

初步设计报告《第十分册 环境保护设计》环境保护专册以已批复的陕西省

引汉济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为基础，对主体工程方案设计、环境保护

目标、环境影响、主要环保措施及投资概算等一一进行复核，经复核，黄金峡水

利枢纽未发生重大变化，仅对局部调整部分予以补充分析。 

  
  

图 1.1-1   初设报告环保设计分册 

1.2 施工简况 

各项主体工程施工合同中均规定了环境保护相关条款。根据环境监理报告，

项目建设过程中环保设施资金有保障，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基本做到了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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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投产使用的要求。 

2015 年 3 月至今，每月按期编写环境监理工作月报，每月召开一次环水保

专题月例会制度，由施工单位汇报本月环水保工作责任书落实情况和要求整改问

题的落实情况，由监理、监测单位通报需要进一步整改的环水保问题，分公司领

导对环水保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形成专题会议纪要作为检查督促的依据。 

  
环境监理工作月报 2015 环境监理工作月报 2021 

图 1.2-1   施工期环境监理月报 

1.3 验收过程简况 

根据《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关于印发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下闸

蓄水工作计划的通知》（引汉建管发〔2022〕6 号），黄金峡水库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份下闸蓄水。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 号令）、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陕西省引

汉济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要求，应开展黄金峡水利枢纽蓄水阶段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2022 年 6 月，建设单位以招标形式确定由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承担了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北京院

相关技术人员多次实地查勘，对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各施工区进行了详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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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工程建设初设报告、环水保监理报告、库底清理报告、移民安置验收意见、

施工期废污水及各环境要素监测报告、陆生生态和水生生态专题调查报告等相关

资料，于 2022 年 8 月编制完成《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

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2022 年 8 月 30 日，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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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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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同意通过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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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为能与公众就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显现的环境影响进行充分交流，确保与公众

良好沟通，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了公众意见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团体和个人。 

2.2 公众参与渠道 

2.2.1 团体调查问卷 

团体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洋县移民搬迁生态修复投资有限公司金水分公司、

洋县金水镇金水村村民委员会、洋县磨子桥镇牛家砭村村民委员会、洋县槐树关

镇万春村村民委员会、洋县纸坊街道办事处草坝村村民委员会、洋县纸坊街道办

事处文同村村民委员会、金水集镇搬迁指挥部、金水镇关岭村村民委员会、洋县

公安局金水派出所等，回收问卷共 13 份。 

团体调查问卷样表见图 2.2-1。 

 

图 2.2-1   公众意见调查问卷样表（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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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个人调查问卷 

个人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万春村、草坝村、常牟村、磨桥村、张村、孤魂庙、

五郎庙、柳树庙、金水集镇安置点等居民。根据工程建设特点，重点调查受影响

人群，在公众代表的选择上，注意广泛性与随机性，并考虑了地区、性别及年龄

结构、文化结构和职业组成等因素。 

个人调查问卷样表见图 2.2-2。 

 

图 2.2-2   公众意见调查问卷样表（个人部分） 

2.3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及处理 

2.3.1 团体调查反馈意见统计 

对参与调查的 13 个团体反馈意见整理如下： 

全部被调查团体均认为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有利影响，对建设单位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表示认可。全

部被调查团体对本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工作总体评价是满意或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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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个人调查反馈意见统计 

共发放个人问卷 80 份，收回有效问卷 77 份，回收率 96%。经对调查结果统

计分析，受调查的公众对工程已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实施效果基本满意。 

综上，被调查者均认为本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利，对工程施工期已采

取的环保措施表示基本满意，认为建设单位对生态环境保护、施工污染治理措施

基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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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了引汉济渭工程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环保全过程管理制度，形成四级管理体系，明确责任部门及参

建各方环保职责要求。各标段施工单位均成立了环水保工作组织机构，配备了专

（兼）职环水保工作人员，形成各标段负责人、工程监理及环水保监理齐抓共管环

水保工作体系。 

公司成立引汉济渭工程施工期水土保持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任组长。公司移民

环保部配备专职水土保持工作管理人员，并在岭北、岭南工区分别设置现场管理部。

各分公司分别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工程现场水土保持日常管理工作。公司公开

招标引进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单位，对工程水土保持进行现场监督和监测。各施工

单位单独设立水土保持保护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形成了公司、

分公司、水保监理、监测单位、参建单位四级管理新体系。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结构见图 3.1-1。 

 

图 3.1-1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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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每月对工区内的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工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针对

存在的具体问题，现场制作巡查记录，提出整改要求，发出整改通知，限期进行整

改。对于未能按期整改的，给予经济处罚，并在分公司环水保月例会上进行通报批

评，并责令施工单位做出整改承诺，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到期由分

公司和监理进行检查验收。在期限内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分公司根据相关文件给予

经济处罚，并追究其现场主要负责人的管理责任。签订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实行

一票否决制。 

公司先后制定并发布了《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办法》《环境与水土保持监

理管理办法》《施工期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工作考核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黄金峡工

区现场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关于对安全、质量、环水保整改实行闭

环管理实施规定》《施工期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飞行检查办法》等文件，编制上报

了《黄金峡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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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天眼”远程监控设施及飞机巡查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施工期各参建单位在施工区内建立了防火及火灾警报体系，根据施工的具体

情况制定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等相关管理制度，由建设单位质量安全科和各

施工单位安全部门分级管理。除此之外，还对施工人员进行防火宣传教育，严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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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限制施工人员的野外活动，以确保区域森林资源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黄金峡分公司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见图 3.1-3。 

  
黄金峡分公司应急预案 砂混标应急预案 

  
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应急演练 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应急演练 

图 3.1-3  环境应急管理措施及应急演练 

3.1.3 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对比环境影响报告书监测计划要求，黄金峡水利枢纽区开展的环境监测如下： 

1、生态调查 

（1）陆生生态调查 

1）调查对象及区域 

环评报告书要求调查对象及区域为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监测区域为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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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水库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监测区域包括：

黄金峡水库淹没区（蔡坝村~洋县县城）、洋县防护工程区和洋县汉江大桥西侧洲

滩。实际调查区域为：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区及水库淹没区、陕西汉中朱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2）调查内容 

工程实施前，调查监测区域内陆生动植物区系组成、分布及其特点、种群数量、

生物多样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和分布状况、景观生态体系组成及

特点等情况。施工结束后，植物区系和生物多样性变化，并对评价区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进行复核调查，重点调查工程施工区和移民安置

区植物绿化情况，水库淹没区植被恢复情况。 

调查自然保护区监测区域内植物群落、种群盖度、指示植物、指示群落等；朱

鹮种群数量、夜宿地及夜宿行为，觅食地及觅食行为、活动规律、种群伴生鸟类种

类及数量。在夜宿地和觅食地分别设隐蔽固定的观察点，用 20 倍单筒或 8 倍双筒

望远镜进行观察，并详细记录朱鹮种群的数量、飞来和离开时飞行方向及个体日活

动行为。朱鹮日活动行为观察每天从 8：00- 16：00 每隔 5min 观察记录一次，观

察朱鹮的集群数量在 5 只以上。 

实际调查内容与环评报告一致。 

3）调查时间与频次 

在工程实施前后各进行一次调查。 

（2）水生生物调查 

1）监测点布设 

在黄金峡坝址上、下各设 1 个监测点。共计 6 个监测点。实际调查内容与环评

报告一致。 

2）监测指标 

鱼类资源量（鱼类的种类组成、种群结构、资源量，以及主要产漂流性经济鱼

类的种群动态）、早期资源种类组成与比例、时空分布、早期资源量、水文要素（温

度、流速、水位）、产卵场的分布与规模、繁殖时间和频次。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种类和数量，底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 

3）监测时间及频次 

监测年限暂定 20 年。每年春季 3~5 月、秋季 9~10 月各一次。施工期已按要

求在 2016-2021 年完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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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环境监测 

（1）监测站点布设 

1）固定监测站 

在黄金峡水库库尾设置 1 处监测断面以反映水库入库水质状况并与自动站监

测结果相互参照、比对和补充。 

2）自动监测站 

结合引汉济渭工程水文监测站网规划，在汉江干流黄金峡出库水文站建 1 个

自动监测站，起到水源区水质预警预报的作用。 

3）移动监测 

通过移动监测车、船等方式进行现场水质监测。对库区突发性污染事故进行机

动、快速、应急监测，并对库心、库湾、支流等水域开展监督性巡查，通过移动实

验室监测分析，满足快速反应的要求。 

（2）监测项目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常规监测项目包括水位、流量和水温、pH、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挥发酚、铬（六价）、氰化物、

汞、砷、镉、铜、铅、锌、硒、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硫化物及粪

大肠菌群、总磷、总氮。 

自动监测站的水质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叶绿素等。 

（3）监测频次 

固定监测站：实施月监测，全年监测 12 次，在每月初实施监测工作。如遇特

殊情况，可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自动监测站：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测量频率有连续或间歇测量方式，常规指标可

连续自动监测，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其它污染指标多为间歇测量方式，测量频率

根据需要可设为 1h、2h、4h 或 8h 等。每日监测结果以小时均值或日均值的方式提

供监测报告，并以日均值为基础提供周报或月报。管理部门也可根据需要查阅现场

实时测量值。 

自动监测站目前尚未建设，待水库运行后安装。 

3、施工环境监测  

（1）水质监测 

1）饮用水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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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在黄金峡枢纽主体工程施工区 1#泵站水池出水口布置饮用水源监测

点。 

监测项目：必测项目为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游离性余氯等。 

监测频次：施工期每季度监测 1 次。 

2016-2021 年已按要求进行每季度监测，监测点位和监测因子基本一致。 

2）污染源监测 

①生产废水 

监测点：在黄金峡水利枢纽施工基坑、史家梁砂石料加工系统分别设 1 个监

测点。 

监测项目：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等 4 项指标，其它项目可按

照污染物变化情况适当增加。 

监测频次：施工期每季度监测 1 次。 

监测方法：按《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执行。 

②生活污水 

监测点：在黄金峡枢纽史家村办公生活区生活污水排放口设 1 个监测点。 

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粪大肠菌群等 4 项，部分施

工区监测点根据废水性质进行增减。 

监测频次：施工期每季度监测 1 次。 

2016-2021 年已按要求进行每季度监测，监测点位和监测因子基本一致。 

3）地表水监测 

监测断面布设：在黄金峡水库坝址上游 100m、砂石料加工系统下游 50m 各设

置 1 处监测断面，监测工程施工对汉江干流水质的影响。 

监测项目：pH、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总磷、总氮共 6 项指标。 

监测频率：施工期每年丰、平、枯水期各监测 1 次。 

监测方法：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规

定的方法。 

2016-2021 年已按要求进行丰平枯期开展监测，监测点位和监测因子基本一致。 

（2）环境空气监测 

监测点：在黄金峡枢纽史家梁砂石料加工系统、史家梁村、高家河坝村、史家

村办公生活区各设 1 个监测点。 

监测项目：主要选择 CO、SO2、NO2、PM10降尘等项目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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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施工期每年监测 2 次。 

监测方法：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二册大气与废气部分要求执行。 

2016-2021 年已按要求进行对冬季、夏季监测，监测点位和监测因子基本一致。 

（3）噪声监测 

1）功能区噪声监测 

监测点：在黄金峡枢纽史家梁砂石料加工系统、史家梁村、高家河坝居民点、

史家村办公生活区各设 1 个监测点。 

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功能区环境噪声监测按《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执行。 

2）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监测点：在高家河坝居民点、高家坪村居民点加测道路交通噪声。具体测点位

置应满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 

监测频次：施工期内每年分布均匀监测 4 次，每次监测连续 2 天（含节假日），

同时记录车流量。 

2016-2021 年已按要求进行季度监测，监测点位和监测因子基本一致。 

  
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2016 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2021 

图 3.1-4  施工期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综上，建设单位委托陕西环境监测技术服务咨询中心承担引汉济渭工程黄金

峡水利枢纽施工期环境质量现状监测。2016 年至今，监测单位每年对黄金峡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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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区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饮用水、基坑废水、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生

活污水等进行监测，形成完善的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生态调查报告：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开展陆生生态调查和水生生态调查工作，并编制了《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

金峡水利枢纽陆生生态调查报告》和《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水生生

态调查报告》。陆生生态调查在施工高峰年 2019 年开展调查，水生生态调查在 2016

年-2021 年每年调查 1 次。 

  
陆生生态调查报告 水生生态调查报告 

图 3.1-5    施工期陆生生态和水生生态调查报告 

3.2 其它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人群健康环保措施 

（1）生活饮用水保护措施 

据调查，黄金峡水利枢纽区十二局施工生活营地和砂混标生活营地日常饮水

为购买的桶装饮用水，其它生活用水来自地下井水。 

为保护施工人员健康，建设单位委托陕西环境监测技术服务咨询中心从 2016

年至今，每季度对施工区生活饮用水进行监测，每次连续监测 3 天，每天 1 次。监

测点位为史家村办公生活区（2016 年-2018 年）和十二局营地（2019 年-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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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井水，监测因子共 3 项：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游离性余氯。 

生活饮用水以地下水为水源，水质标准执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施工期饮用水各监测点位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

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地下水水质良好。 

（2）卫生防疫、宣传等措施 

施工期间，各施工单位制定了职业健康计划，包括职业危害因素检查计划、职

业健康管理制度、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健康安全教育培训、职业病防治管理制度等。

与此同时，也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报告，定期排查职业病危

害因素，掌握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职业健康计划及检测见图。 

  
职业健康及卫生防疫清单 项目部饮用水检测报告 

图 3.2-1    人群健康防疫保护措施（部分） 

施工期间未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爆发事件。 

3.2.2 文物古迹保护措施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调查，黄金峡水利枢纽区涉及文物点共计 8 个，其中古

遗址 3 处、墓葬群或单个墓葬 2 处、古建筑 3 处。根据《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文物

影响评估报告》及批复意见，在工程设计中，应尽量避开各文物点，如客观原因无

法避让，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在工程实施前进行考古勘探，以便进一步确认详细、具体

的文物分布情况。如发现文物，则需在必要的考古发掘清理进行完毕后，工程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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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因地下文物埋藏的不确定性，在水利工程设计方案确定后，由陕西省文物局

组织考古发掘单位对工程沿线占地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必要的考古发掘，

以确保地下文物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本工程移民安置补偿费用已计列相关文

物保护费用。 

  
黄金峡库区考古发掘工作 小学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图 3.2-2  考古发掘工作报告 

工程施工期，为配合引汉济渭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分别于 2012 年、

2014 年、2021 年对黄金峡库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一批古代

文化遗址，相关发掘工程已基本结束。根据陕西省文物局《关于<引汉济渭工程黄

金峡库区部分区域考古发掘工作报告><引汉济渭工程小学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

复函》，黄金峡库区部分区域和小学遗址范围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经结束，可以正常

施工。据调查，施工期间未发现新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