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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州

附图21 拟建项目评价区植被类型图

镇

起点桩号： K0+000
谷坪乡

庆云乡贯洞镇

榕江县

高增乡

东朗乡

丙妹镇

从江县

图例
翠里瑶族壮族乡乡镇 落叶阔叶林 竹林◎

常绿阔叶林 经济果木林0  桩号

旱地植被
针叶林路线走向

水田植被
项目用地范围 针叶阔叶混交林

灌丛
评价范围

灌草丛 非植被区
终点桩号： K72+5410 20 KM



附图22 拟建项目评价区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图



附图23 拟建项目评价区土地利用类型图



附图24 拟建项目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图



附图25 拟建项目评价区景观类型图



附图26 拟建项目生态保护措施平面布置图











附表 3 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一览表

环境要素 监理内容 责任单位 管理部门

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

筑路与绿化、护坡、修排水沟是否同时施工同时交工验收；

对施工临时占地，是否将原有土地表层耕作的熟土堆在专门的表土堆场堆放，施工完毕是否将

这些熟土用于覆土绿化；

是否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利用土方；

是否按照水土保持设计要求落实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运行情况，特别是临时占

地区的生态恢复情况；

弃渣场、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是否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措施要求在后期进行了处理和处置；

弃渣场、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设置是否按要求避开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等敏感区；

是否编制了景观协调性设计并严格按要求组织施工；

是否严格按照专题论证报告提出的要求执行。

建设单位

各级生态

环境管理

部门水环境保护措

施

施工材料如油料、化学品等有害物质是否在堆放场设围挡措施，并加蓬布覆盖以减少雨水冲刷

造成污染；

施工场地是否设置生产废水收集沉淀池，施工营地是否设置化粪池和隔油沉淀池，对生产生活

污水进行处理，处理后废水是否用于洒水抑尘；经过的风景名胜区，是否设置设专人管理，规

范施工行为。

风景名胜区段入口处是否设置警戒线和警示牌，渣场、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是否避开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声环境保护措

施

是否严格执行施工场界噪声限值，强噪声设备操作工人是否配带耳塞和头盔，并限制工作时间；

居民点附近的施工场所是否禁止在夜间(22：00～6：00)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

是否对爆破作业采取了降噪措施；

昼间施工时是否对受影响大的敏感点设置临时移动声屏障；

是否存在公众投诉问题，如有投诉是否进行了及时妥善的解决。

环境空气保护

措施

是否在干旱季节对施工现场及主要运料道路、靠近居民点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的地方采取洒水

措施；

施工场地是否配备了洒水降尘装置，拌和站是否设置了除尘装置；



环境要素 监理内容 责任单位 管理部门

检查石灰、水泥等路用粉状材料运输和堆放的围栏遮盖措施；

施工营地食堂是否安装抽油烟机及烟道引至屋顶排放。

固体废物预防

措施

拆迁建筑垃圾可利用成分是否回收利用，是否乱丢乱弃；

剩余筑路材料是否专门保存；

是否在施工营地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垃圾是否定期清运。

环境风险预防

措施

是否在跨越河流路段安装防撞设施；

是否安按照要求设置径流收集管网及应急收集处理池，是否按照环评报告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是否建立危险品运输车辆事故风险应急预案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控制指挥系统。

社会环境保护

措施
施工结束时，是否将施工过程中损坏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给予修复。

环境管理实施

是否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实施施工期的环境监测；

建设单位是否成立了专业的环境保护部门，是否指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

是否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招标工作；

施工单位是否成立了专人负责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措施是否在施工图中体现出来；

施工单位是否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宣传和落实。

环保投资落实

情况
环境保护经费落实情况，是否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审定的资金落实工程环境保护措施。



附表 4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一览表

类别
位置 污染

源

污染防治设

施
治理要求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设施名称 桩号

废水污

染防治

大洞停车区

ZK36+000

生活

污水

食堂废水经

隔油设施隔

油后与其余

生活污水一

起进入

“A2/O+深度

处理+消毒”
一体化污水

处理系统

达标回

用，不外

排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1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57m3×1座）

《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城市杂

用水水质》

（GB/T
18920-2020）绿
化、道路清扫、

消防等

YK36+3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1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57m3×1座）

停洞匝道收费站 停洞互通 AK1+1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12m3×1座）

下江匝道收费站
下江互通连接线

LK0+4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12m3×1座）

从江南匝道收费站与

管理分中心（监控通

信分中心）、隧道监

控管理站合建

从江南互通 AK0+2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25m3×1座）

西山匝道收费站 西山互通 AK0+158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6m3×1座）

斗里匝道收费站与隧

道监控管理站合建
斗里互通 AK0+2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12m3×1座）

停洞隧道监控管理站 停洞互通 AK1+4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15m3×1座）

从江南路政大队与交

警中队合建
从江南互通连接线

LK3+2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15m3×1座）

从江南养护工区
从江南互通连接线

LK1+300
隔油设施 1套、“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 5m3/d×1套+配套管网）、中水回用池（8m3×1座）

斗里服务区

K62+000（左幅）

生活

污水

食堂废水经

隔油设施隔

油后与其余

生活污水一

起进入

“A2/O+消
毒”一体化

污水处理系

达标排入

马安溪

隔油设施 1套、“A2/O+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规模

30m3/d×1套+配套管网）

《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GB8978-199
6）一级标准

K62+000（右幅）
隔油设施 1套、“A2/O+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规模

30m3/d×1套+配套管网）



类别
位置 污染

源

污染防治设

施
治理要求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设施名称 桩号

统

合计，共 12座隔油池、10套“A2/O+深度处理+消毒”污水处理系统及 10套回用水系统、2套“A2/O+消毒”污水处理系统

废气污

染防治

斗里服务区

K62+000（左幅）

油烟

经油烟净化

装置处理达

标后，通过

高于楼顶的

油烟管道外

排

达标排放 8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试

行）》

（GB18483-20
01）中型

K62+000（右幅） 达标排放 8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大洞停车区 ZK36+0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试

行）》

（GB18483-20
01）小型

YK36+3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停洞匝道收费站 停洞互通 AK1+1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下江匝道收费站
下江互通连接线

LK0+4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从江南匝道收费站与

管理分中心（监控通

信分中心）、隧道监

控管理站合建

从江南互通 AK0+2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西山匝道收费站 西山互通 AK0+158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斗里匝道收费站与隧

道监控管理站合建
斗里互通 AK0+2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停洞隧道监控管理站 停洞互通 AK1+4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从江南路政大队与交

警中队合建
从江南互通连接线

LK3+2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从江南养护工区
从江南互通连接线

LK1+300 达标排放 4000（m3/h）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管道 1套

合计，共 12套油烟净化系统+油烟管道

声环境

保护措

施

六洞冲居民点 K24+600~K24+700

汽车

噪声
安装隔声窗 达标排放

公路右侧 2户 《声环境质量

标准》

（GB3096-200
8）2类

江边寨居民点 K43+200~K43+450 公路右侧 5户

从江县临江居民点 LK0+000 公路右侧 10户 2、4a类



类别
位置 污染

源

污染防治设

施
治理要求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设施名称 桩号

西山镇居民点 K55+700~K56+600

安装声屏障

公路右侧 K55+820~K56+150、K56+245~K56+400设置 485m（长）

×3m（高）声屏障

《声环境质量

标准》

（GB3096-200
8）2类

花甲居民点 K61+500~K61+850 公路左侧 K61+450~K61+780设置 330m（长）×3m（高）声屏障

潘里村 K64+600~K65+050 公路左侧 K64+600~K65+050设置 450m（长）×3m（高）声屏障

潘里新村居民点 K65+200~K65+500 公路左侧 K65+150~K65+425、K65+485~K65+550设置 350m（长）

×3m（高）声屏障

斗里镇居民点 K67+700~K68+300 公路左侧匝道 LK0+500~LK1+500靠斗里镇居民点一侧设置

1000m（长）×3m（高）声屏障

合计：共设置声屏障 5处（2615延米），隔声窗 3处

固体废

物预防

设施

斗里服务区
K62+000（左幅）

工作

人员、

驾乘

人员

生活

垃圾

集中收集，

委托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

处理，设置

移动式垃圾

箱 1个+垃
圾收集桶若

干

集中收

集，不外

排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K62+000（右幅）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大洞停车区
ZK36+0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YK36+3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停洞匝道收费站 停洞互通 AK1+1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下江匝道收费站
下江互通连接线

LK0+4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从江南匝道收费站与

管理分中心（监控通

信分中心）、隧道监

控管理站合建

从江南互通 AK0+2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西山匝道收费站 西山互通 AK0+158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斗里匝道收费站与隧

道监控管理站合建
斗里互通 AK0+2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停洞隧道监控管理站 停洞互通 AK1+4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从江南路政大队与交

警中队合建
从江南互通连接线

LK3+2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从江南养护工区
从江南互通连接线

LK1+300 移动式垃圾箱 1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

合计，移动式垃圾箱 12个+垃圾收集桶若干

环境风 八吉溪大桥 K5+010.00、 运输 加强型防撞 禁止设置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427m=854m； /



类别
位置 污染

源

污染防治设

施
治理要求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设施名称 桩号

险预防

设施

Z2K5+010.00 车辆

事故

排放

等

护栏+桥面

径流收集处

理系统+应
急收集处理

池

桥面径流

直排孔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427m=854m，引至应急收集处理池。在桥

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管

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

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

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两侧设置总计

2组应急收集处理池，每组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83m3。

孙览河特大桥 K21+915.00、Z2K21+7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975.5m+859.00m=1834.5m；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975.5m+859.00m=1834.5m，引至应急收集处

理池。在桥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

理池内配管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

于桥下永久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

管〈沟〉、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两

侧设置总计 2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左幅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

不小于 190m3，右幅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168m3。

/

平正河特大桥 ZK27+970、YK27+99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414m+471.5m=885.5m；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414m+471.5m=885.5m，引至应急收集处理池。

在桥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

配管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

永久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

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两侧设置总计

2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左幅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81m3，右幅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92m3。

/

五导溪 1 号大桥 ZK35+550、YK35+576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314m+376m=690m；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



类别
位置 污染

源

污染防治设

施
治理要求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设施名称 桩号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314m+376m=690m，引至应急收集处理池。在

桥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

管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

久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

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两侧设置总计

2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左幅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61m3，右幅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73m3。

五导溪 2 号大桥 ZK36+100、YK36+11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129.5m=259m；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129.5m=259m，引至应急收集处理池。在桥

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管

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

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

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两侧设置总计

2组应急收集处理池，每组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25m3。

/

五导溪中桥
ZK36+554、
YK36+569.4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80m=160m；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80m=160m，引至应急收集处理池。在桥两

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管连

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占

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两侧设置总计 2
组应急收集处理池，每组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16m3。

/

都柳江大桥 L1K0+593.00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309m=618m；

②设置桥面径流应急收集处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
急收集处理池）。在桥梁两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

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309m=618m，引至应急收集处理池。在桥

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管

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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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污染防治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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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

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建议在大桥 1侧设置 1组
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有效容积不小于 56m3。

传洞大桥
K9+123.00、
Z2K9+115.00

加强型防撞

护栏+桥面

径流收集系

统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347.00m+347.50m=694.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347.00m+347.50m=694.5m。

/

归下 1 号大桥
K11+238.00、
Z2K11+230.0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607.00m+609.50m=1216.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607.00m+609.50m=1216.5m。

/

田坝 2 号大桥
K13+323.00、
Z2K13+340.0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187.50m=37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187.50m=375m。

/

东孖大桥
K15+550.00、
Z2K15+545.0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367.00m+397.00m=764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367.00m+397.00m=764m。

/

六洞冲大桥
K24+625.00、
Z2K24+555.0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397.00m+250.00m=647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397.00m+250.00m=647m。

/

岜沙大桥 ZK31+987、YK31+99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609.5m+572m=1181.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609.5m+572m=1181.5m。

/

宰戈河特大桥 ZK44+270、YK44+337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1151.5m+1169m=2320.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1151.5m+1169m=2320.5m。

/

滚郎大桥 ZK49+005、YK49+02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729.5m+727m=145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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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桩号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729.5m+727m=1456.5m。

平寨河大桥
ZK51+187.5、
YK51+214.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411m+486m=897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411m+486m=897m。

顶洞河大桥 ZK54+150、YK54+20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414m+449.5m=863.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414m+449.5m=863.5m。

西山互通主线 3 号桥 K57+445、K57+44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447m+449.5m=896.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447m+449.5m=896.5m。

花甲大桥 K61+330、K61+330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367m=734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367m=734m。

潘里中桥 ZK64+935、YK64+951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99.5m=199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99.5m=199m。

潘里大桥 ZK65+340、YK65+35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129.5m+102m=231.5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129.5m+102m=231.5m。

甲方 1 号大桥 ZK66+931、YK66+963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502m+492m=994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502m+492m=994m。

甲方 2 号大桥 ZK67+417、YK67+42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89.5m+292m=581.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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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89.5m+292m=581.5m。

斗里大桥
ZK69+374.5、
YK69+382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372m=744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372m=744m。

/

大年河大桥 ZK71+031、YK71+014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483m+403m=886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483m+403m=886m。

/

宰戈河大桥 LK2+105.5

①桥梁两侧安装加强型防撞护栏，2×321m=642m；

②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在桥梁两

侧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桥面径流收集管沟长度

2×321m=642m。

合计：跨河桥梁共设置 26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采用加强型防撞护栏设计。其中跨越榕江苗山侗水风景名胜区范围的八吉溪大桥、跨越 II类水体孙览河特大桥、跨越从江风景名

胜区范围的平正河特大桥、跨越宰章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汇水区的五导溪 1号大桥、五导溪 2号大桥、五导溪中桥、跨越 II类水体的都柳江大桥在桥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

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管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急收集

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起到沉淀过滤、危化品事故收集作用。

生态环

境保护

设施

1、项目沿线绿化，主要是中间隔离带绿化；

2、沿线施工营地、渣场等临时占地按照生态章节要求进行恢复；

3、施工便道恢复期原有用地功能或保留，对于保留施工便道采取硬化措施；

4、榕江苗山侗水风景名胜区警示标牌 12处；

5、从江风景名胜区警示标牌 8处；

6、项目穿越榕江苗山侗水风景名胜区、从江风景名胜区路段的景观协调性。

/

环境管

理
施工期环境监测报告、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运营期环境监测报告。 /

环保投

资落实

情况

工程费用支出会计报表。 /



附表 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一览表

污染防治措施类别 位置 处理规模或尺寸尺 处理效果 投资 备注

生态

环境

保护

及恢

复

施

工

期

生态恢复或复垦 各弃渣场、施工营地、施工便道等
覆土后复垦或复绿，使临时占地恢复为原土

地利用类型
恢复率 100% / 纳入水保投资

榕江苗山侗水风

景名胜区、从江

风景名胜区

保护区范围内

禁止在保护区内设置弃渣场、施工营地和表

土堆放场等临时设施，施工标识提醒施工人

员工程行为

/ / /

营

运

期

榕江苗山侗水风

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路段 K0+000~K9+143
（榕江南枢纽互通 K0+000~K0+600、

主线 K0+600~K2+041、
K2+756~K6+231、K8+992~K9+143）

警示标牌 12处 警示司乘人员您已经进入风景名

胜区
6.0 /

从江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路段 K27+595~K30+035
（K27+595~K28+510、
K28+890~K30+035）

警示标牌 8处 警示司乘人员您已经进入风景名

胜区
4.0 /

地表

水环

境污

染防

治

施

工

期

三级沉淀池 各施工营地施工生产区（48处） 停留时间约 12h 长×宽×高=4×2×1.0m 作为抑尘洒水 142 /

隔油沉淀池 各施工营地施工生活区（48处） 停留时间 6h 长×宽×高＝4×2×1.0m 作为抑尘洒水 142 /

化粪池 各施工营地施工生活区（48处） 停留时间 12h 长×宽×高＝4×2×1.5m 农肥施用 442 /

营

运

期

“A2/O+深度处

理+消毒”污水

处理系统

各管理、养护及服务设施污水处理设

施（除斗里服务区）

食堂废水经隔油设施隔油后与其余生活污水

一起进入“A2/O+深度处理+消毒”一体化污水

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污水处理

系统处理规模 5-15m3/d（10套）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

水质》（GB/T18920-2020）绿化、

道路清扫、消防

120 /

“A2/O+消毒”

污水处理系统
斗里服务区（双侧）

食堂废水经隔油设施隔油后与其余生活污水

一起进入“A2/O+消毒”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

处理达标后排入马安溪，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规模 30m3/d（2套）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
60 /

中水回用池
各管理、养护及服务设施污水处理设

施（除斗里服务区）
中水回用池处理规模 6-57m3/座（10座） 暂存 40 /

噪声

污染

防治

施

工

期

移动式隔声挡板 与施工防尘挡板设置位置相同 与防尘挡板共用，高 1.8m 降低噪声对沿线居民点的影响 / 不重复计费

营

运

期

声屏障、隔声窗

共设置声屏障 5处（2615延米），隔声窗 3处，隔声窗分别设置在六洞冲居民点、江

边寨居民点、从江县临江居民点；移动声屏障分别设置在西山镇居民点、花甲居民点、

潘里村、潘里新村居民点、斗里镇居民点

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
8）2类或 4a类标准

534.5 /

环境

空气

污染

防治

施

工

期

配套洒水车
各施工营地、弃土场、风景名胜区路

段等

对施工场地、施工便道、临时设施、弃土场

等地洒水抑尘，干燥天气增加次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mg/m3）”

60 4台租用

二级除尘装置 各拌合站 除尘效率至少达到 99% 150 /

防尘降噪挡板

八吉村居民点、停洞中学、田坝村居

民点、六洞冲居民点、从江县临江居

民点、陡寨居民点、苏洞下寨居民、

硬质挡板，高度不得低于 1.8m 120 /



渡船口、六洞居民、龙江村居民、江

边寨居民等50m以内敏感点路段

抽油烟机和专用

油烟管道
各施工营地施工生活区（48处） 引至屋顶排放 / 48 /

营

运

期

油烟净化装置 斗里服务区（双侧）
处理效率不低于

75% 左右各 1套
油烟排放浓度不大于 2.0mg/m3

4 /

油烟净化装置
各管理、养护及服务设施（除斗里服

务区）
处理效率不低于

60% 各 1套 15 /

地下

水环

境污

染防

治

施

工

期
/

观测东岑村 4#水井、东岑村 5#水井、

东岑村 6#、乌拉水井等的水位、水量、

水质

施工期加强环境管理，严禁在井泉周边设置

弃渣场、材料堆放场等临时施工场地，加强

对井泉区域地下水的勘察，获取井泉区域地

下水的详细水文地质资料，施工中注意避开

井泉补给路径强烈的区域：制定周密的施工

方案，制定详细的供水应急预案，一旦井泉

断流，即刻启动应急预案，保证周边正常供

水不受影响。

保证居民用水 40 /

固

废

处

置

施

工

期

小型的垃圾临时

堆放点
各施工营地（48处）

生活垃圾分类化管理，定期清除，并运送至

附近的垃圾处理站处理。
处置率 100％ 14 /

危废暂存间 各施工营地（48处）
尺寸长×宽×高＝5×3×3m，危废经收集后再委

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处置率 100％ 150 /

营

运

期

垃圾集中收集点

和垃圾桶
1个服务区和 1个停车区

设置1个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桶若干，统一

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处置率 100％ 8 /

垃圾集中收集点

和垃圾桶
其余各管理、养护设施

各设置1个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桶若干，统

一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处置率 100％ 8 /

风

险

防

范

营运期

跨河桥梁共设置 26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采用加强型防撞护栏设计。其中跨越榕江苗

山侗水风景名胜区范围的八吉溪大桥、跨越 II类水体孙览河特大桥、跨越从江风景名

胜区范围的平正河特大桥、跨越宰章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汇水区的五导溪 1号大桥、

五导溪 2号大桥、五导溪中桥、跨越 II类水体的都柳江大桥在桥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

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池内配管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

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占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

应急收集处理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起到沉淀过滤、危化品事故收集作用。（详见

附表 4）

提示跨河桥梁防止车辆翻出路面

收集路面径流
4000 /

环保工程设计

环

境

监

测

施工期 环境空气、声环境、水质监测费用为150万元（每年50万元，3年） 为各项环保措施提供依据 150 施工期按 3年计

营运期
环境空气、声环境、水质监测费用为 300万元（每年 20万元，按 15年计）；陆生生态

和水生生态监测费用为 90万元（每年 30万元，按 3年计）
为各项环保措施提供依据 390 /

施工期环境监理 监理费80万元/年 保证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240 施工期按 3年计

人员培训、宣传教育 / 提高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 10 /

环境保护管理 / 保证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 10 /



环保验收 /
保证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落实

环保三同时制度
80 /

小计 / / 6987.5

不可预见费 按上述费用 5%记
用于可能产生的不可预见费用的

准备金
349.4

合计 7336.9



附表 6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
级与范

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

评价因
子

SO2+NOX排放量 ≥20000t/a□ 500～2000t/a□ 小于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 （NO2、SO2、CO、
PM10），其他污染物（TSP）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评价标
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 D 其他标准□

现状评
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区☑
评价基准年 （2024）年
环境空气质量

现状调查数据来
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监
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
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拟建
项目污染源□

区域污染源
□

大气环
境影响
预测与
评价

预测模型
AERMOD

□
ADMS

□
AUSTAL2000

□
EDMS/AEDT

□
CALPUFF

□

网格模
型
□

其他
□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
包括二次 PM2.5□

不包括二次 PM2.5□
正常排放短期浓

度贡献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
100%□

正常排放年均浓
度贡献值

一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二类区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
非正常排放 1h浓

度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

（）h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C 非正常占标率＞100%□

保证率日平均浓
度和年平均浓度

叠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的
整体变化情况

k≤-20%□ k＞-20%□

环境监
测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油烟）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环境质量检测 监测因子：（NO2） 监测点位数（6） 无监测□

评价
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接受□
大气环境防护距

离
距（ ）厂界最远（ ）m

污染源年排放量 SO2：（）t/a NOX：（）t/a 颗粒物：（）t/a VOCs：（）
t/a

注：“□”为勾选项，填“√”；“（ ）”为内容填写项



附表 7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影 响

识 别

影响类型 水污染影响型☑；水文要素影响型 □

水环境保护目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取水□；涉水的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 □；
重点保护与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等渔业

水体□；涉水的风景名胜区 ☑；其他 □

影响途径
水污染影响型 水文要素影响型

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其他☑ 水温 □；径流 □；水域面积 □

影响因子
持久性污染物 □；有毒有害污染物 □；非持久性污染物

☑；pH值□；热污染 □；富营养化 □；其他 □ 水温 □；水位（水深） □；流速 □；流量 □；其他 □

评价等级
水污染影响型 水文要素影响型

一级□；二级□；三级 A☑；三级 B☑ 一级□；二级□；三级□

现 状

调 查

区域污染源

调查项目 数据来源

已建☑；在建 ☑；拟建 ☑；

其他 □ 拟替代的污染源☑
排污许可证 □；环评 □；环保验收 □；既有实测 □；现场

监测 □；入河排放口数据 □；其他 ☑

受影响水体水环境质量

调查时期 数据来源

丰水期□；平水期 □；枯水期☑；冰封期 □ 春季□；夏季

□；秋季 □；冬季 □ 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补充监测 ☑；其他 □
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未开发 □；开发量 40%以下□；开发量 40%以上 □

水文情势调查

调查时期 数据来源

丰水期□；平水期 □；枯水期□；冰封期 □ 春季□；夏季□；
秋季 □；冬季 □ 水行政主管部门 □；补充监测 □；其他 □

补充监测

监测时期 监测因子 监测断面或点位

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冰封期 □ 春季 □；夏季 □；
秋季 □；冬季 □

（pH 、BOD5 、COD、氨氮、SS、石油

类）

监测断面或点位

个数

（18）个

现 状

评 价

评价范围 河流：长度（2）km；湖库、河口及近岸海域：面积（ ）km2

评价因子 （pH 、BOD5 、COD、氨氮、SS、石油类）

评价标准
河流、湖库、河口：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 近岸海域：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

四类 □ 规划年评价标准（ ）



评价时期 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冰封期 □ 春季□；夏季□；秋季 □；冬季 □

评价结论

水环境功能区或水功能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状况 □：达标 ☑；不达标 □ 水环境控制

单元或断面水质达标状况 □：达标 ☑；不达标 □
水环境保护目标质量状况 □：达标 ☑；不达标 □

对照断面、控制断面等代表性断面的水质状况 □：达标 ☑；不达标 □ 底泥污染评价 □
水资源与开发利用程度及其水文情势评价 □ 水环境质量回顾评价 □

流域（区域）水资源（包括水能资源）与开发利用总体状况、生态流量管理要求与现状满足程度、

建设项目占用 水域空间的水流状况与河湖演变状况 □

达标区 ☑

不达标区 □

影 响

预 测

预测范围 河流：长度（2）km；湖库、河口及近岸海域：面积（ ）km2

预测因子 （COD、氨氮、SS、石油类）

预测时期
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冰封期 □

春季□；夏季 □；秋季 □；冬季 □ 设计水文条件 □

预测情景
建设期 □；生产运行期 ☑；服务期满后 □ 正常工况 ☑；非正常工况 ☑ 污染控制和减缓措施方案□ 区（流）域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情景 □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预测方法 数值解 □：解析解 □；其他 □ 导则推荐模式 ☑：其他 □

影 响

评 价

水污染控制和水环境影响减缓

措施有效性评价
区（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替代削减源 □

水环境影响评价

排放口混合区外满足水环境管理要求 ☑

水环境功能区或水功能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 满足水环境保护目标水域水环境质量要求☑ 水环境

控制单元或断面水质达标 ☑

满足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重点行业建设项目， 主要污染物排放满足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 满足

区（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 □ 水文要素影响型建设项目同时应包括水文情势变化评价、主要水文特征值

影响评价、生态流量符合性评价 □ 对于新设或调整入河（湖库、近岸海域）排放口的建设项目，应包括排放口设

置的环境合理性评价 ☑ 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管理要求 ☑

污染源排放量核算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t/a） 排放浓度/（mg/L）
COD、氨氮 COD：2.0265；氨氮：0.3040 COD：100；氨氮：15

替代源排放情况
污染源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号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t/a） 排放浓度/（mg/L）
（ ） （ ） （ ） （ ） （ ）

生态流量确定
生态流量：一般水期（ ）m3/s；鱼类繁殖期（ ）m3/s；其他（）m3/s 生态水位：一般水期（ ）m；

鱼类繁殖期（ ）m；其他（ ）m
防 治 环保措施 污水处理设施☑；水文减缓设施 □；生态流量保障设施 □；区域削减 □；依托其他工程措施 □；其他 □



措 施

监测计划

环境质量 污染源

监测方式 手动 ☑；自动 □；无监测 □ 手动 ☑；自动□；无监测 

监测点位

（都柳江）榕江南枢纽临都柳江处

（八吉溪）八吉溪大桥跨河处

（污或河）田坝 2号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处

（都柳江）都柳江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孙览河）孙览河特大桥跨河处

（平正河）平正河大桥跨河处

（五导溪）五导溪1号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宰戈河）宰戈河特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宰戈河（长寨水库））宰戈河大桥跨长寨

水库处

（都柳江）从江南连接线起点临都柳江处

（水井河）滚郎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平寨河）平寨河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顶洞河）顶洞河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马安溪）西山互通主线 3号桥跨河处下游

200m处

（甲方河）甲方 1号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大年河）大年河大桥跨河处下游 200m
（马安溪）斗里服务区入河排污口下游

500m

大洞停车区、斗里服务区、停洞匝道收费站、

停洞隧道监控管理站、下江匝道收费站、从

江南匝道收费站与管理分中心（监控通信分

中心）、隧道监控管理站合建、西山匝道收

费站、斗里匝道收费站与隧道监控管理站合

建、从江南路政大队与交警中队合建、从江

南养护工区各设施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

出水口

监测因子 （pH值、SS、BOD5、COD、氨氮、石油类）
（pH值、SS、BOD5、COD、氨氮、石油类、

动植物油 ）

污染物排放清单 □
评价结论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

注：“□”为勾选项，可√；“（ ）”为内容填写项；“备注”为其他补充内容。



附表 8

声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

与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200m 大于 200m□ 小于 200m□

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 等效连续 A声级 最大 A声级□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国外标准□

现状评价

环境功能区 0类区□ 1类区☑ 2类区 3类区□ 4a类区 4b类区□
评价年度 初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现场调查方法 现场实测法 现场实测加模型计算法□ 收集资料□
现状评价 达标百分比 100%

噪声源

调查

噪声源调查

方法
现场实测☑ 已有资料 研究成果□

声环境影

响预测与

评价

预测模型 导则推荐模型 其他□
预测范围 200m 大于 200m□ 小于 200m□
预测因子 等效连续 A声级 最大 A声级□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厂界噪声贡献

值
达标 不达标□

声环境保护目

标处噪声值
达标 不达标□

环境监测

计划

排放监测 厂界监测□ 固定位置监测□ 自动监测□ 手动监测☑ 无监测□
声环境保护目

标处噪声监测
监测因子：（LAeq(dB)） 监测点位数（8）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行 不可行□
注：“□”为勾选项，填“√”；“（）”为内容填写项



附表 9
土壤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备注

影

响

识

别

影响类型 污染影响型□；生态影响型□；两种兼有□

土地利用类型 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

占地规模 （）hm2

敏感目标信息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 ）

影响途径 大气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地下水位□；其他（）

全部污染物

特征因子

所属土壤环境

影响评价项目

类别

Ⅰ类□；Ⅱ类□；Ⅲ类□；Ⅳ类☑

敏感程度 敏感□；较敏感□；不敏感□

评价工作等级 一级□；二级□；三级□

现

状

调

查

内

容

资料收集 a）□；b）□；c）□；d）□

理化特性
同附录

C

现状监测点位

占地范围内 占地范围外 深度

表层样点数

柱状样点数

现状监测因子

现

状

评

价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 GB15618□；GB36600；表 D.1□；表 D.2□；其他（ ）

现状评价结论

影

响

预

测

预测因子

预测方法 附录 E□；附录 F□；其他（ ）

预测分析内容
影响范围（）

影响程度（）

预测结论
达标结论：a）□；b）□；c）□

不达标结论：a）□；b）□

防

治

措

施

防控措施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保障□；源头控制□；过程防控□；其他

（ ）

跟踪监测
监测点数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信息公开指标 土壤环境跟踪监测达标情况

评价结论 可接受☑；不可接受□

注 1：“□”为勾选项，可√；“（ ）”为内容填写项；“备注”为其他补充内容。

注 2：需要分别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级工作的，分别填写自查表。



附表 10

生态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生态影响

识别

生态保护目

标

重要物种☑；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境□；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其他☑

影响方式 工程占用☑；施工活动干扰☑；改变环境条件□；其他□

评价因子

物种☑（分布范围、种群数量、种群结构、行为）

生境☑（生境面积、质量、连通性）

生物群落☑（物种组成、群落结构）

生态系统☑（植被覆盖度、生产力、生物量、生态系统功能）

生物多样性☑（物种丰富度、均匀度、优势度）

生态敏感区☑（主要保护对象、生态功能）

自然景观☑（景观多样性、完整性）

自然遗迹□（）

其他□（）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态影响简单分析□
评价范围 陆域面积：（6.3084）km2；水域面积：（0）km2

生态现状

调查与评

价

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遥感调查☑；调查样方、样线☑；调查点位、断面☑；专

家和公众咨询法☑；其他□

调查时间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丰水期□；枯水期☑；平水期□

所在区域的 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生物入侵□；污染危害□；
其他☑生态问题

评价内容
植被/植物群落☑；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重要物

种☑；生态敏感区☑；其他□

生态影响

预测与评

价

评价方法 定性□；定性和定量☑

评价内容
植被/植物群落☑；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重要物

种☑；生态敏感区☑；生物入侵风险□；其他□

生态保护

对策措施

对策措施 避让☑；减缓☑；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科研□；其他□

生态监测计

划
全生命周期□；长期跟踪☑；常规□；无□

环境管理 环境监理☑；环境影响后评价□；其他□
评价结论 生态影响 可行☑；不可行□
注：“□”为勾选项，可√；“（）”为内容填写项。



附表 11
环境风险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风

险

调

查

危险物质
名称

存在总量/t

环境敏感性

大气
500m范围内人口数 人 5km范围内人口数 人

每公里管段周边 200m范围内人口数（最大） 人

地表水

地表水功能

敏感性
F1 □ F2 □ F3 □

环境敏感目

标分级
S1 □ S2 □ S3 □

地下水

地下水功能

敏感性
G1 □ G2 □ G3 □

包气带防污

性能
D1 □ D2 □ D3 □

物质及工艺系统

危险性

Q值 Q＜1 □ 1≤Q＜10 □ 10≤Q＜100 □ Q＞100 □
M值 M1 □ M2 □ M3 □ M4 □
P值 P1 □ P2 □ P3 □ P4 □

环境敏感

程度

大气 E1 □ E2 □ E3 □
地表水 E1 □ E2 □ E3 □
地下水 E1 □ E2 □ E3 □

环境风险潜势 Ⅳ+ □ Ⅳ □ Ⅲ □ Ⅱ □ I □
评价等级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简单分析 ☑

风

险

识

别

物质危险性 有毒有害 ☑ 易燃易爆 ☑

环境风险类

型
泄漏 ☑ 火灾、爆炸引发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 ☑

影响途径 大气 ☑ 地表水 ☑ 地下水 ☑

事故情形分析 源强设定方法 计算法 □ 经验估算法 □ 其他估算法 □

风险

预测

与

评价

大气

预测模型 SLAB □ AFTOX □ 其他 □

预测结果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影响范围 / m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影响范围 / m

地表水 最近环境敏感目标 / ，到达时间 / h

地下水
下游厂区边界到达时间 / d

最近环境敏感目标 / ，到达时间 / d

重点风险防范措施

跨河桥梁共设置 26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采用加强型防撞护栏设计。其中

跨越榕江苗山侗水风景名胜区范围的八吉溪大桥、跨越 II类水体孙览河特大

桥、跨越从江风景名胜区范围的平正河特大桥、跨越宰章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汇水区的五导溪 1号大桥、五导溪 2号大桥、五导溪中桥、跨越 II类水

体的都柳江大桥在桥两侧各出口处连接一组应急收集处理池，应急收集处理

池内配管连通危化品事故收集池（40m3），应急收集处理池设于桥下永久占

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沟〉、应急收集处理

池均应做连续防渗处理，起到沉淀过滤、危化品事故收集作用。

评价结论与建议

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环境风险可防控。

当发生事故时，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

施，降低对外环境的影响程度；必要时，应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对事故影响范

围内下风向的人群进行疏散和撤离，避免人员伤亡。

注：“□”为勾选项，“ ”为填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