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自主验收意见

2022年 12 月 4 日，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

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

建设地点：湖南省湘西州保靖县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路线全长 64.261k

m（K0+000~K64+261.489），起点位于酉水二桥保靖岸（K0+00，E

109°39′25.01″，N28°42′58.59″），终点位于清水坪镇（K64+261.489，

E109°17′20.21″，N28°46′26.64）。

2、建设工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09年 5月，保靖县交通局委托湘西州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湘西州工程咨询公司编制《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2009年 11月，保靖县环保局委托湖南省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承担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

0年 1月 12日取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0】5号）。



本次验收区段建设单位为保靖县迁清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保

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的路面工程于 2017年 9月全面完工并投入

试运营，其中标志牌设置、亮化、绿化、边坡防护等工程内容在后续

陆续完工，剩余的碗米坡隧道改造工程也于 2022年 10月正式完工，

现全段道路运行正常，具备了验收调查条件。

3、环保投资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总投资 50132万

元，其中环保投资 3397万元。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对照项目环评阶段及实际建

设情况中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五个因

素，具体如下。

根据《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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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52号）等文件，暂无公路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具体要求，本项

目参照参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进行

重大变更比对。

表 1 项目与高速公路项目重大变更情况判定

序号 项目 项目实际产生的变动
是否属于重大

变动

1

规模

车道数或设计车速增加 车道数未变化，设计车速未变化
不属于重大变

动

2 线路长度增加30%及以上
调整后线路长度增加0.891km，未达

到30%
不属于重大变

动



3

地点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200米的长

度累计到达原路线长度的3
0%及以上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200米的路段主

要为亚渔大桥路段，偏移长度约16
00m，约占原路线长度的2.52%，未

超过30%。

不属于重大变

动

4

工程线路、服务区等附属设施

或特大桥、特长隧道等发生变

化，导致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或导致出现新的城市规划和

建成区

项目起点及终点位置未发生改变，

但实际修建路段终点位于里耶大

桥，后面一段约4km直接利用张花

高速花垣至里耶连接线，因此全线

长度较设计阶段增加0.891km，调整

路段评价范围内未出现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

区等生态敏感区，或导致出现新的

城市规划和建成区

不属于重大变

动

5
项目变动导致新增声环境敏

感点数量累计达到原敏感点

数量的30%及以上

项目实际施工线路发生细微变动导

致项目新增1处声敏感点，数量累

计达未到原敏感点数量的30%及以

上

不属于重大变

动

6 生产

工艺

项目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

感区内的线位走向和长度、服

务区等主要工程内容，以及施

工方案发生变化

项目部分路段穿越湖南白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K14+728~
K64+261.489路段位于酉水-吕洞山

风景名胜区内，该路段的线位走向

和长度等工程内容未发生变化且施

工前已取得施工许可证

不属于重大变

动

7
环境

保护

措施

取消具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桥梁，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等主要环

境保护措施弱化或降低

验收区段环评中未设置具有野生动

物迁徙通道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的

桥梁；未弱化和降低噪声污染防治

措施等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不属于重大变

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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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

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

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

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

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本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无重大变动情况，与环评一致，纳入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影响调查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次验收范围内，K19+180~K22+611.5路段穿越湖南白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穿越长度约 3.4km；K14+728~K64+261.489路



段位于吕洞山-酉水河景区内；K0+00~K3+266位于四方城景区的外

围保护地带；新建的普市驼大桥、江口大桥以及改造的拔茅大桥涉及

到酉水湘西段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实验区；K0+00~

K32+536.0工段涉及到湖南保靖酉水国家湿地公园。

经调查，项目 K19+180~K22+611.5路段穿越湖南白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工程开工前已取得湖南省林业厅同意本项目工

程建设的批复，详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中的附件 6。经调查，

本项目沿线调查范围内无名木古树分布，也无珍稀野生植物分布。公

路建设未对沿线及周边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施工阶段各施工营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时清运。施工阶段设

置的 9个弃土场、2个取土场均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

地公园等环境敏感区，未在河道内设置临时用地，目前需复绿的临时

占地均以全部复绿。建议建设单位对各类临时用地进一步跟踪植被恢

复情况。

2、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施工期采取了较为有利的声环境保护措施。经调查，施工

期间，当地环保部门未收到关于噪声扰民的投诉。

（2）经监测，设置的敏感点监测点位现状监测、交通噪声衰减

断面监测、交通噪声 24h连续监测结果均满足相应的验收标准要求。

3、水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施工期间，建设单位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水体污染的措施，

经过调查，本项目的建设对沿线地表水体造成的影响较小。桥梁隧道

施工期间，当地环保部门未收到关于污染水体的投诉。经过比对项目

建设前后地表水检测数据，项目对周边地表水的影响较小，建设单位



在日常运营及维护中应做好定期巡查，做好桥梁桥面排水系统的维护

和管理；桥梁两侧加装防落网或采取其它有效的工程措施。

4、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对施工方案的分析及对项目周边群众的公众调查可知，本项

目施工过程中对扬尘进行妥善处理，并未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

工程营运期沿线环境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汽车尾气、道路扬尘等，

排放较小，对环境影响不大；目前针对道路运营期产生的汽车尾气，

主要治理措施为道路绿化，项目在不影响道路正常使用功能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进行绿化以吸收汽车尾气，建设单位后期应加强绿化带的管

理和养护，以使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废得到了较好的处置；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行驶的车辆货物遗撒物、行人丢弃垃圾及道路

两侧绿化树木落叶等杂物，由环卫部门安排专人进行清扫，统一处理。

因此项目的施工和运营，固体废物并未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的建成，带动了沿线城镇建设与未来旅游产业带的形成，促

进沿线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随着公路沿线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变化，以及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不仅为城镇发展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进而增加从业人数，且其构成比例也会发生较大变化。

项目建成，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

者人数将有更多的增长，而农村劳动力人数将有所下降，三种产业人

数比例进一步得到合理调整。

7、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根据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及走访附近村民的方式，了解到群众对本

项目的建设是持赞同态度，可一定程度促进经济发展，且各环保措施

均能落实到位，未发生扰民现象，经调查，工程在施工期间和营运期

间未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也没有公众向当地环保部门就工程造成

的环境影响进行投诉。项目建设得到群众的认可。

8、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结论

本项目较好地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以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施工期和营运期环境保护管

理组织机构健全，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并在建设

与运营过程中得到了较好地执行。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阶段，项目废水、废气、固废、噪声均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

施，根据各污染因子排放浓度及排放量实测数据，工程建设对环境的

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由于环评阶段未对项目总量排放设置相关

限制性要求，因此本次验收未对总量作控制要求。

五、验收结论

保靖县城至清水坪公路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环评批复中要求的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针对公路的声、生

态、水、大气、固废环境等方面的环境影响采取了有效减缓措施，本

项目在总体上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要求。



六、验收组关于验收报告修改完善建议

（1）完善编制依据及执行标准，细化工程内容，细化工程经济

技术指标；

（2）完善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情况，补充酉水湿地公园、种

质资源保护区、区域饮用水水源情况等，并以图示说明；

（3）细化工程取弃土场的选址、土量、覆土复绿情况，核实土

石方平衡；

（4）结合工程监理及现场实际情况，完善项目施工期的环保措

施落实情况；

（5）细化项目监测内容，补充质控资料及施工期间历史的地表

水沿线数据，进一步说明工程沿线施工对区域地表水的环境影响。

（6）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

（HJ552-2010）要求，调整文本结构。

专家签字：

保靖县迁清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1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