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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沂蒙电站工程环境保护策划到具体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综述了沂蒙电站工程的环境保

护和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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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抽水蓄能电站位(以下简称沂

蒙电站)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薛庄镇境

内,建设征地总面积4770.10亩,由上水

库、下水库和地下输水发电系统组成,

装机120万千瓦,总投资73.70亿元,电站

建设对当地产生相当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建成后有利于增强山东

电网调峰、填谷能力,对优化电源结构、

改善电网运行条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建设“美丽沂蒙”是我们的

环境保护总目标 

沂蒙抽水蓄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从沂蒙电站工程开始筹建起,就把

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工程建设首位,提出

了“美丽沂蒙”的环境保总目标,将工程

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展开,为提升电站

和周边生态文明水平,造福沂蒙老区人

民进行了负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由于电站项目区属于以水力侵蚀

为主的北方土石山区,周边与村庄、地

质公园、森林公园、灌溉水库毗邻,位

置敏感[1]。经分析,电站工程建设的环

境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期,包括建设征

地对地表植被、陆生动物等生态环境影

响；地下系统开挖对地下水的影响；施

工废污水对地表水的影响；施工噪声与

粉尘对声环境与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电站运行期属于清洁生产,不排放污染

物,对环境影响微小[2]。电站工程环境保

护工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坚持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原则,通过预

测评价工程建设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各种

有利和不利影响,提出了“美丽沂蒙”的

环保总目标。 

2 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的环

境保护措施专项设计 

在水土保持方案和环境影响报告书

批复后[3],公司立即组织完成了环境保

护和水保措施专项设计工作,将实现“美

丽沂蒙”的环保目标做了具体分解,切实

将环水保报批措施和批复意见落到可招

标实施的阶段。其中水土保持措施、施

工生产生活废水处置是本工程重点专项

设计内容。 

2.1生态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在施工

生活营地开展海报、展板、宣传册等生

态保护宣传教育,在上水库施工区周边

区域、下水库标和厂房标施工营地周边、

表土堆存场周边设置生态保护警示牌及

防护网,在上水库库盆靠近茶蓬沟一侧

边界设置陆生生物保护防护网,在工程

区及周边区域防护巡查等。 

2.2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总面积为351.06hm2,共分为枢纽工程区、

弃渣场及表土堆存场区、交通设施区、施

工生产生活区、移民安置区、水库淹没影

响区六个区,根据本工程枢纽及施工布置

的特点,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特征,确定

以工程措施控制集中、高强度流失,并为

植物措施的实施创造条件；同时植物措施

与工程措施配套施用,可提高水保效果,

减少工程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在保持水

土的同时兼顾美化绿化要求。 

2.3施工生产生活废水处置。为保障

电站下游石岚水库的水质不受工程影响,

电站施工期和运行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

水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外排。主要的废污

水来源有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混凝土

生产系统废水、地下系统生产废水、生

活污水等,采用分区分部位收集处理的

方式,回用水的消纳去向主要有施工用

水、水保植物措施绿地浇灌用水、场地

平整降尘洒水和道路降尘洒水等。 

2.4声环境和环境空气保护措施。声

环境保护设计内容包括：合理选线布局,

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同时加强施工设

备的维护和保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环

保标准的施工车辆；在施工中使用的一

些噪声较低的机械,在施工中合理布局；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间爆破；强噪

声源车间建隔声屏障、隔声罩或隔声间。 

2.5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工程施工规

划有4个弃渣场,施工弃渣必须堆放至规

定的渣场,施工中严禁随意弃渣。为避免

堆渣滑塌产生新增水土流失,针对各渣

场的特点,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

结合的方法,对各渣场进行防护。 

3 采取积极有实效的管理方式

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到实处 

沂蒙电站工程建设期在接受地方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外部

管理基础上,建立并在运行过程中逐步

完善了自身的内部环境管理内容。 

3.1施工期内部环保管理体系。由建

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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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成立环保办公室、环保部等专职环

境管理机构,在工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

的领导下具体落实环保措施。工程环境

保护领导小组成员由业主单位、监理单

位、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等各有关单位

的主要领导组成,其中业主单位主要领

导任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负责确定工

程环保方针、审查项目环境目标和指标、

审批环保项目立项和投资投入报告、审

批环保项目实施方案和管理方案、检查

环境管理业绩、培养职工环境保护意识

等工作。 

3.2参建单位分级管理制度。建立

环境保护责任制,在上水库施工标、地

下厂房施工标、下水库施工标、业主营

地工程标、施工区绿化工程标、污水系

统建设与运行标等招标文件、承包合同

中,明确污染防治范围、职责、设施与

措施条款,由各施工承包单位负责组织

实施,建设单位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定

期组织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上报环境保

护领导机构,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通

报监理部门,由监理部门督促施工单位

整改。 

3.3监测和报告制度。环境监测是工

程环保办公室等部门获取施工区及周边

环境质量信息的重要手段,是进行环境

管理的主要依据。从节约经费开支和保

证成果质量的角度出发,采用合同管理

的方式,分别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两家

单位,深圳宇驰公司开展环境保护监测,

西北水电设计院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对

工程施工区及周围的环境质量按环境监

测计划要求进行定期监测。依据监测合

同并监测成果实行月报、年报和定期编

制环境质量报告书以及年审的制度。对

于监理单位、施工项目部的环境保护管

理和落实活动,施行月度汇报制度,及时

掌握环保水保的动态信息。同时,根据环

境监测成果,对环保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以确保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确

定的功能区划要求。 

3.4环境保护监理制度。沂蒙电站工

程施工期较长、环境影响涉及因素多,

根据环境保护要求,实施了环境监理制

度,采用了工程监理合同中增加环境监

理和水土保持监理内容的模式,由承担

工程监理任务的华东工程咨询公司统一

监理,以便对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的实

施进度、质量及实施效果等进行监督控

制,及时处理和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3.5环境保护投资。沂蒙电站工程建

设包括水土保持在内的环境保护专项投

资达1.66亿元以上,专款用于全面落实

电站工程水环境保护工程、大气环境保

护工程、声环境保护工程、生活垃圾处

理工程、陆生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工程、

人群健康保护、景观保护、环境监测等

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运行,用于环

境保护生态措施落地。依据合同条款向

具体承办环保合同的单位拨付进度款,

保证了专款专用,实实在在落实了电站

建设方的投资责任。 

4 结语 

公司根据电站位于村庄、森林公园

包围的北方土石山区,建设周期长,环境

保护和水土保持要求高、难度大等特点,

制定了详尽的、系统的工程、植物、临

时等环境保护措施,并在主体工程施工

中有计划的具体实施。从环境监测数据、

地方环保部门检查反馈意见等来看,各

项环保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

复意见要求,也符合新时代“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 

总结沂蒙电站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

推荐给读者：根据电站工程环境保护实

际需求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环境保护策

划,如环境影响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

环境保护措施专项设计等,是做好工程

环境保护的纲领和规范,环境保护管理

的重点则是实施阶段以合同委托方式具

体落实。上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

模式通过多年运行已经基本成熟,可以

用于其他常规水电工程和抽水蓄能工程

等占地区域集中的工程项目环境保护和

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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