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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如河十二五未治理段防洪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西藏康马县水利局（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于 2022年 5月 22

日在日喀则市组织了康如河十二五未治理段防洪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为此建设单位邀请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西藏泽邦环境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 3位特邀专业技术专家成立《康如河十二

五未治理段防洪工程》验收工作组并召开评审会（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工程设计、建设施工情况的介绍和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报告内容的汇报，现场检查了项目主体工程

及环保设施，审查了相关验收材料，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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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康如河十二五未治理段防洪工程治理河道总长 17.448km，建设堤

防总长 14.753km，分布于康如乡白加村、库青村、拉康村、达修村和

满则村段两岸，共布置 18段堤防。其中右岸 11段，总长 10.235km；

左岸 7段，总长 4.518km；新建附属建筑物共计 46座，其中排水管涵

21处，巡堤踏步 13座，进水口 2座，排洪口 10座。项目主要任务是：

保护康如河十二五未治理段沿线居民 47户，227人，房屋 47座，温室

大棚 21座，耕地 2759亩，道路 210m。

二、工程变更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地点、建设性质均未发生变更，主体工程建设内

容与规模也基本与环评和设计保持一致，无变更。项目仅施工临时设

施发生变更，共取消施工场地 6处，与此对应的堆料场、仓库、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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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机械停放场、生活营地、旱厕、沉淀池等亦相应减少 6处，因此工

程临时占地减少 0.505hm2。以上建设内容的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因

此无需重新报批项目环评文件。

三、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由

日喀则市环境保护局以日环审 [2018]21号文件进行了批复。本次为项

目验收。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基本按照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实施。

表 1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一览表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环评批复中要求的环境

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

况

措施的执行效

果及未采取措

施的原因

设

计

阶

段

生

态

影

响

--- ---
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

工，占地均控制在征地

范围内

控制了占地面

积

污

染

影

响

--- --- --- ---

施

工

期

生

态

影

响

1、总体生态保护措施

①合理安排施工计划，

施工时按设计要求进行开

挖，减少开挖面，以减少植

被的破坏，禁止在大雨天进

行大规模挖方工程；

②施工便道尽量利用

已有乡村路，严禁乱开便道

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建设施

工便道，严格控制施工便道

长度为 4.5km，路基宽为

4.0m。工程结束后，对施工

便道进行迹地清理和恢复；

③施工场地中的施工

营地、材料堆场等按设计位

置布设，禁止设计外随意布

置。禁止随意采集砂砾石料

和块石料。土石方、材料等

的堆放应合理有序，不乱堆

乱弃；

④不可在沿河两岸直

接冲洗机械设备和筛分砂

砾石料，机械设备跑、冒、

滴、漏产生的废油必须集中

收集，不可让其直接流入河

道，影响河流水质；

①严格划定施工

范围，禁止越界施工。

②工程砂石料、

块石料和卵石料应按

照环评要求全部购

买，不得私设料场。

③严格执行民族

政策，尊重当地民俗，

与当地政府积极配合

协调，加强周边自然

景观的保护。

①施工期对施工

范围进行了严格限

定，未越界施工；

②对施工计划和

施工时间进行了合理

安排，堤防基础施工

安排在了枯水期进

行，未在大雨天进行

大规模挖方工程，施

工时按设计要求进行

开挖；

③场区内施工道

路主要利用机耕道，

在右岸河道新建临时

道路 4.5km，路面宽

4.0m，采用砂石路面，

施工结束后已全部平

整恢复；

④工程所需砂石

料、块石料均外购，

未私设料场；

⑤施工期间未在

沿河两岸直接冲洗机

械设备和筛分砂砾石

料，施工机械依托县

城机修厂保养维护，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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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在施工人员中广泛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和《环境保护

法》，施工营地前面都应立

上宣传牌，时时刻刻提醒人

们，严禁利用工作之便猎杀

野生动物；

⑥工程建设期间，以公

告、散发宣传册等形式，加

强对施工人员的生态保护

宣传教育；严禁在施工河段

进行捕鱼；建立鱼类及时救

护机制，对围堰内的鱼类及

时进行捕捞、暂养或放归；

⑦对临时堆放的利用

方进行袋装土拦挡和防雨

布苫盖措施，防止遭受水蚀

或风蚀。施工结束后对临时

渣场占地进行清理、平整；

⑧施工结束后对施工

场地、施工道路和施工围堰

等临时占地进行清理、平

整，施工场地拆除旱厕并填

埋，同时对施工期修建的沉

淀池进行填埋，同时清除工

程施工期间产生的废弃材

料等，不乱丢乱弃，并对占

地区域播撒当地草种进行

绿化恢复。

未在施工场地设置机

修场地，无机械设备

跑、冒、滴、漏产生的

废油流入河流；

⑥施工人员入场

前对其进行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和《环境保护法》

等环境保护法律的宣

传，施工期间未出现猎

杀野生动物的现象；

⑦加强了对施工

人员的宣传、教育，

强化其保护环境的意

识，文明施工，无在

施工河段捕鱼现象；

⑧施工期间对临

时堆放的利用方采用

篷布进行了遮盖，防

止受水侵蚀或风蚀。

⑨ 施工结束后

已及时拆除施工场地

上的临时设施，沉淀

池、旱厕等已回填处

理，临时占地设施拆

除后进行了场地平整

并撒播草籽进行生态

恢复，施工道路和施工

围堰等临时占地亦进行

清理、平整。

⑩严格了执行民

族政策，尊重当地民

俗，与当地政府积极

配合协调，加强了周

边自然景观的保护。

2、防洪堤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前对划定施工

范围，严禁对占地外进

行扰动，对临时堆土

（料）进行临时苫盖，

施工结束后对防洪堤堤

身后侧和防洪沟两侧扰

动区域进行土地整治，

并恢复植被。

2、防洪堤生态保护措

施

防洪堤堤基开挖

前，在临河侧设置了

导流围堰，围堰填筑

料来源于挖方；有植

被覆盖区域施工前进

行了表土剥离，剥离

的表土在施工场地设

置专门区域堆存养

护，施工结束后将剥

离的表土覆盖于防洪

堤护坡，防洪堤全线

护坡均撒播披肩草等

草籽进行了绿化，绿

化面积达 2.53hm2。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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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场地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前对划定施工范

围，用彩旗限定其边界，严

禁对占地外进行扰动，对临

时料区域用编织布进行苫

盖，坡脚设编织袋挡土埂；

施工结束后，对场地进行土

地整治，并恢复植被。

3、施工场地生态保

护措施

施工场地设置前有

植被分布区域进行了表

土剥离，剥离的表土集

中堆存养护，临时堆料

区采用篷布进行了遮

盖，施工结束后对施工

场地的临时设施进行了

拆除后进行了场地平

整，并覆盖预先剥离的

表土撒播草籽进行生态

恢复。

已落实

4、施工便道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前对划定施工范

围，用彩旗限定其边界，严

禁对占地外进行扰动，道路

使用结束后，对便道地表进

行土地整治以备植被恢复。

4、施工便道生态保护措

施

施工结束后，利用

的机耕道保留，其余便

道均进行了拆除恢复。

已落实

污

染

影

响

1、施工废气影响减缓措

施

①运料道路、堆场的扬

尘可用洒水和清扫措施予

以抑止，每天进行洒水降尘

作业4~5次，大风天气堆场

覆盖处理；

②水泥和细沙运输采

用遮盖运输，避免运输期间

的跑、漏现象；

③对施工机械、车辆、

发电机进行定期检修，注意

机械车辆和发电机的维护

保养，使之处于良好的运行

状态，尽量使用轻质燃油，

并避免燃油的泄漏；

④对松散的场地及时

夯实，临时性用地使用完毕

后应尽早将裸露土地进行

绿化和迹地恢复，避免起

尘；

⑤应加强管理，文明施

工，建筑材料轻装轻卸。

①加强施工期机械

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

使用优质燃料；

②对建材堆放地以

土工布进行隔离或遮

盖，减少扬尘产生。

1、施工废气影响减缓措

施

①本项目施工场地

有材料堆放区，堆料场

周围设置了围挡，并采

用篷布进行遮盖，晴天

对施工场地采取1天4~5
次洒水降尘；

②水泥和细沙等运

输时采用了遮盖运输，

避免了运输期间的跑、

漏现象；

③施工期间选择了

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施

工机械和车辆，并加强

对其养护，使之保持良

好的运行状态；

④加强了施工组织

管理，对建筑材料做到

了轻装轻卸；

⑤建材堆放时采用

篷布进行了遮盖，减少

扬尘产生。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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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噪声防治措施

①合理布置设备位置，

使振捣机、搅拌机等高噪声

设备尽量远离左五段西侧

约 50m的达修村、右十段

南侧约10m和北侧约40m
的满则村，距离在 60m以

外；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

和施工方式，同时在施工过

程中施工单位应设专人对

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防护，

并负责对现场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范使

用各类机械。

②运输车辆经过康如

乡、达修村、满则村、白加

村、库青村、拉康村时应减

速行驶，禁止鸣笛。

③严禁在昼间 13：
00-15:00和夜间23:00-7:00
时，在康如乡、藏扎村、巴

旺村、卓嘎村、少岗村附近

进行高噪声作业施工。

合理布设施工机

械，严禁夜间施工，选

用低噪声设备，控制车

速、汽车鸣笛，减小施

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

2、施工噪声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间对施工

机械设备进行了合理布

置，使其远离左五段西

侧约50m的达修村、右

十段南侧约10m和北侧

约40m的满则村等敏感

点。

②运输车辆经过康

如乡、达修村、满则村、

白加村、库青村、拉康

村时做到了减速行驶，

禁止鸣笛。

③项目未在夜间和

午休时间进行施工活

动，减小了施工噪声对

沿线敏感点的影响。

已落实

3、施工期水环境保护对

策

①在施工场地建简易

旱厕（2m×2m×1.5m），禁

止直接排入河流，生活污水

经旱厕收集后，外运用于周

边耕地施肥，不会对周围环

境造成污染。施工结束后拆

除旱厕，消毒后填埋。

②不可在沿河两岸直

接冲洗机械设备，必须集中

收集，不可让其直接流入河

道，影响河流水质。建设单

位应指定位置冲洗机械设

备，并用简单的吸油材料

（如棉纱）吸收油污后，通

过隔油沉淀池沉淀处理，隔

油沉淀池的尺寸约 2.0m
（长）×1.5m（宽）×1.0m
（深），其上清液可用于施

工场地的洒水降尘，剩余部

分自然蒸发。

施工人员生活污

水通过旱厕收集外运

施肥，生产废水经隔

油沉淀池收集处理后

循环利用。

3、施工污（废）水防治

措施

①施工人员生活污

水通过设置于施工场地

的旱厕进行集中收集后

定期清掏用于周边草地

和农田施肥，未排入河

流 。 旱 厕 尺 寸 为

2×2×1.5m，施工结束后

已拆除旱厕、消毒后填

埋。

②施工废水经施工

场地内设置的沉淀处理

后循环利用于场地洒水

抑尘，不外排。沉淀池

尺 寸 为

2m(长)×1.5m(宽)×1m(深
)。

已落实

4、施工固废防治措施

①土石方不得随意

堆放，及时清运至堤防

沿线填筑、施工道路填

筑场和地平整；

②施工生产生活区中

的临时堆料场应做好临时

堆土拦挡、苫盖、排水设施

①工程建筑垃圾

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

用，不能回收利用的

清运至县相关部门指

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

处置；

②土石方用于堤

防建筑，严禁乱堆；

4、施工固废防治

①施工期挖填余

方全部用于防洪堤护

坡填筑，项目未设置

弃渣场，工程预先剥

离的表土也全部用于

防洪堤护坡覆土；

②施工场地中临时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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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场

地平整清理，减轻水土流

失，减缓土石方料对环境的

影响；

③建筑弃渣主要为废

弃钢筋、水泥袋，收集后售

废品收购站。废弃的混凝土

块和碎石块，用作堤岸的边

坡防护填筑；

④施工期间产生的生

活垃圾，应集中收集，根据

各施工段的情况分别运至

各附近村庄生活垃圾收集

点处置。

③施工人员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清

运至村庄垃圾收集

点，不得随意丢弃。

堆料场和堆土场采用篷

布进行了遮盖，施工完

成后进行了场地平整清

理，减缓了土石方料对

环境的影响；

③项目施工期废弃

材料主要成份为废弃钢

材、木材、水泥包装袋，

分类回收利用，水泥块

等建筑垃圾用于堤身回

填；

④施工期间产生的

生活垃圾通过施工场地

设置的垃圾桶收集后送

至康如乡生活垃圾收集

点。

运

行

期

污

染

影

响

项目运营期无污染

影响
/ 项目运营期无污

染影响。
/

施工期

环境保

护管理

措施

①由于工程区生态

环境脆弱，本工程实施

过程中应贯彻“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的环保对

策。严格界定和控制工

程施工、生活活动影响

范围，严格控制在施工

作业带范围，加强施工

组织管理，规范操作，

尽量减小施工过程对区

域生态环境和视觉景观

的影响。

②对生活营地、机

械及物料停放场地等施

工场地的布设要进行系

统的规划和布局，不得

占用植被覆盖率相对高

的区域，避开存在水土

流失隐患的区域。生活

营地等临时工程应在划

定临时用地范围、明确

用地数量的基础上，向

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以此作为环

境管理的依据，不得随

意扩大。

③加强生物多样性

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

教育，特别是针对施工

人员的宣传教育和科学

管理，制定工程施工期

环保制度、编制生态环

境及生物多样性宣传手

①项目业主应始

终贯彻“预防为主，保

护优先”的原则，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

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制，将环境保护的

内容纳入施工承包合

同中，明确参与工程

建设各有关方的环境

保护责任。

②配备专（兼）

职环保人员负责工程

建设的环境保护工

作，建立完整的环境

保护档案。

①项目实施过程

中始终贯彻 “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的环保

对策。施工活动严格

限定在和工程占地范

围内进行，减小了施

工过程对区域生态环

境和视觉景观的影

响。

②取消环评阶段

拟设置的施工场地 6
处，实际设置施工场

地 1 处，布置于右八

段起点附近河滩地

上，占地面积 850m2，

布设有堆料场、仓库、

工棚及机械停放场、

生活营地、旱厕、沉

淀池等，占地避开了

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

的区域。

③施工期加强了

对施工人员关于生物

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

护的宣传教育，禁止

任意践踏、破坏草场

的行为，禁止砍伐、

割草和猎杀野生动

物，保护工程区土壤、

植被。同时严格规定

了行车路线，限制人

为活动范围，做到了

尽量沿用现有公路，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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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等，禁止任意践踏、

破坏草场的行为，禁止

砍伐、割草和猎杀野生

动物，保护工程区土壤、

植被。同时合理、科学

地使用线路工程道路，

严格规定行车路线，限

制人为活动范围，尽量

沿用现有公路，如需修

建临时便道，尽量避免

侵占农田和林草地，尽

量避免从植被覆盖率较

高的地段通过，减少对

地表植被的影响破坏。

④严格执行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严格落

实环评报告表和审批意

见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切实加强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严格控制

工程活动范围，规范施

工行为，并检查“三同时”
的落实情况，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保护工程区域

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

的完整性。

⑤施工单位进场前

应进行现场踏勘，明确

施工营地、堆料场和拌

和场等临时场所的环境

状况。新辟营地搭建工

棚，必须先建旱厕、垃

圾桶等环保措施，再建

工棚后人工人员进场。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

污水应进入旱厕，垃圾

应入桶集中收集后处

理。严禁乱设施工便道，

材料、设备运输车辆禁

止下道行驶，以减少对

农田植被及周边环境的

影响。

⑥大雨天不施工，

开挖场地与渣、料堆放

场地，必须采取防雨水

冲刷和防扬尘的临时覆

盖措施；晴天时进行必

要的洒水和清扫渣土，

有效防止扬尘影响和景

观影响。

⑦认真组织施工安

排，加强施工组织管理，

噪声影响大的工程施工

设置的 4.5km 施工便

道主要占用河滩裸

地，避免了侵占农田

和林草地，减少了对

地表植被的影响破

坏。

④严格执行了环

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和

审批意见提出的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加强

对施工人员的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工程活

动严格控制在了占地

范围内进行，工程监

测定期检查“三同时”
的落实情况，确保施

工单位采取了有效措

施切实保护工程区域

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

观的完整性。

⑤施工单位进场

前进行了现场踏勘，

根据施工现场的环境

状况，取消环评阶段

拟设置的施工场地 6
处，实际设置施工场

地 1 处，入场时先建

了旱厕、垃圾桶等环

保措施，再建工棚后

人工人员进场。施工

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

水应进入旱厕，垃圾

应入桶集中收集后处

理。施工期未乱设施

工便道，运输车辆无

下道行驶现象。

⑥大雨天未进行

施工活动，渣、料堆

放场地采用篷布进行

了遮盖，防雨水冲刷

和防扬尘；晴天时施

工现场每天进行 4~5
次洒水有效防止扬尘

影响和景观影响。

⑦认真组织了施

工安排，夜间未进行

施工活动，高噪声机

械运行应尽量避开了

居民休息时间。

⑧建筑材料运输

应避开了高峰期，减

轻了现有道路的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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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排在白天进行，尽

量减少夜间施工强度，

高噪声机械运行应尽量

避开居民休息时间，确

需夜间施工时，应将施

工方案送相关环保部门

审批，并及时在施工所

在区域发布安民告示，

让施工现场附近的单位

和居民了解施工噪声影

响，取得他们的谅解，

并且采取防范措施。

⑧建筑材料运输应

避开高峰期，减轻现有

道路的拥挤程度，防止

交通事故的发生。

程度。

环保措

施执行

情况总

结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于2021年11月对工程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调

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施工期提出了生态保

护措施和其它环保处置措施，涉及生态影响、水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固废、

环境管理等6个方面，共计45项；项目在施工期严格按照环评报告、环评报告表批复

要求，已经落实环保措施的为45项，无未落实措施，能够达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

求。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水环境

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水污染物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产生

量很小，生产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没有

外排；生活污水经施工场地设置的临时旱厕沤渍后用于周边草地施肥，

没有外排。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

落实了各项水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工程周边地表水及地下水体造成明

显环境影响。

（2）声、大气环境

本次调查针对工程周边 200m范围内的声、大气环境敏感点进行调

查，主要为防洪堤沿岸两侧的居民区、学校、医院及机关事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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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工程区大气及声环境敏感点包括左五段西侧约 50m的达修村、

右十段南侧约 10m和北侧约 40m的满则村等。

施工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大风天气不进行大开挖的土石方

施工，施工粉尘较为集中的地区采取了洒水降尘、施工运输车辆进行

了篷布遮盖、临时堆场采用彩条布遮盖或设置了临时围挡、夜间禁止

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及施工场地布设、经过敏感点时禁止鸣笛等

措施。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

落实了各项噪声、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工程周边声环境、大气环

境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未接到附近居民关于环境污染的举报或

投诉。

（3）固体废物

根据现场踏勘，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弃渣。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所有建筑垃圾，全部回填于防洪堤护坡；

生活垃圾经施工场地内垃圾桶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康如乡生活垃圾

收集点。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

要求，基本落实了各项固废处置措施。总的来说本项目的建设未对工

程周边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

（4）生态环境

①本工程评价区内已对工程防洪堤护坡撒播草籽进行绿化，由于

项目区海拔较高，生态恢复效果较差。

②评价区位于康马县康如乡康如河两岸，人类生产活动干扰过大，

评价区内野生动物种类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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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对实际影响区

域落实了各项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总体上，施工未造成明显的生态

影响问题。

五、验收调查报告修改意见

1、完善编制依据及标准。

2、核实项目变更情况，详细说明实际建设与环评阶段变更情况。

3、细化项目环评及批复中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4、结合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细化施工临时占地生态恢复情况，明

确预期恢复效果，补充各个临时占地生态恢复的影像资料。

5、完善相关附图、附件。

六、建设单位整改意见

加强对防洪堤护坡绿化的养护。

七、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对项目逐一对照核

查，本项目没有不合格情形，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

复文件的相应要求，基本具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结合验收

组意见，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康马县水利局

2022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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