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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省道S103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公路全长

46.5km，为高速公路，路线起点位于准格尔旗城壕（黄河大桥，起点桩号为K79+400），

终点位于准格尔旗大饭铺收费站（终点桩号为K125+900），基本呈南北走向。建设内

容包括：桥涵与路基宽度一致，为24.5m，双向四车道；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3处，分

离式立交1处，设置特大桥1座，大桥8座，涵洞70道，通道10道，天桥2座，上跨桥3

处，收费站2处、办公生活区2处，无服务区；工程建设实际总投资为166713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2241.4万元，占总投资的1.34%。工程于2004年5月开工建设，2006年12

月建成投入运行。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的通

知》、《鄂尔多斯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鄂尔多斯市泰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委托鄂尔多斯市则渊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承担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我

公司接受委托后，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技术规范》（公路）、《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及该公路运行情况，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30 日组织有关技

术人员对公路沿线进行了现场踏堪与资料收集，通过对现场建设情况和环评资料的比

对分析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验收调查与监测方案。并于 2019 年 6 月 25-26 日对公

路沿线敏感点环境噪声做了现场监测，2019 年 6 月 25-26 日对公路收费站锅炉烟气

进行监测，做了公路沿线生态恢复措施、敏感点居民做了现场调查。通过对监测数据

与调查结果的理论分析评估后，编制完成了《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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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编制依据

2.1.1 环境保护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二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第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订版；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实施）及《国务

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2017.10.1 施行国务院第 253

号令；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2 日）；

（9）《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

的通知(环发【2009】150 号)；

（10）《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内

环办【2013】108 号）；

（11）《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28 日）；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公路》(HJ552-2010，环境保护部，

2010.4.1)；

（1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14）《内蒙古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1.2 批复文件及工程资料

（1）《关于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内

发改基础字[2004]319 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2004 年 3 月 17 日；

（2）《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省道 S103 线城壕至东胜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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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内水保[2005]86 号”，2005 年 7 月 27 日（包含城壕至大饭铺

段工程）；

（3）《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关于省道 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段公路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2004 年 5 月 21 日）；

（4）《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委托书》鄂尔多

斯市泰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9 年 3 月；

（5）现场调查资料、现场监测数据及鄂尔多斯市泰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相关数据。

2.2 调查目的

（1）调查因工程建设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比较公路建设前后的环境质量及变化

情况，分析环境现状与环评结论是否相符。对新产生的环境影响问题，提出减缓补救

措施。

（2）调查工程在施工、试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落实设计、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

复所提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存在问题，及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

实情况；调查工程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恢复与污染控制措施，并通过对项目所在地区

域环境现状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价各项环保措施实施的有效性，根据该工程已产生的

实际环境问题及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对已实施但尚

不完善的环保措施提出改进意见。

（3）调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的落实情况和运行效果，调查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

计划的实施情况，收集公路运营后公众意见，提出相应的环境管理要求。

（4）根据环境工程保护执行情况的调查，从技术上论证该公路是否符合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管理条件。

2.3 调查方法

该公路主要采取现场勘察、现场监测及文件资料核实相结合的方法。

（1）原则上按照《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和《建设项目环保竣

工验收技术—生态影响类》的要求执行规定的方法。

（2）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以通过走访咨询沿线相关部门和个人，了解沿线各

相关部门和受访居民对公路施工期造成环境影响的反映，同时了解公众对该公路建设

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的态度与意见，并核查有关施工设计文件以确定施工期对环境的



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 3 ~

影响。

（3）试运营期环境影响调查。建设单位依据实际环境影响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

施和实施效果，调查试运营期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4）环境保护措施调查。以核实有关资料文件内容为主，通过现场调查，核实

环境影响评价和施工设计所提出的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各级环保主管部门批复

的落实情况。

（5）调查试运营期存在的实际环境问题，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需要进一

步改进、完善的环境保护工作。

2.4 调查范围与调查因子

根据公路实际建设情况和实际环境影响情况，结合现场踏勘。确定本工程竣工环

保验收调查范围和调查因子见表2.4-1。

表2.4-1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与调查因子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调查因子

生态环境
公路中心线两侧各1Km范围内；

取、弃土场周围300m范围内。

公路路基占地类型、数量、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情况；

公路边坡防护、排水与绿化工程等；公路两侧所有临时

占地、取、弃土场、拌合站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占

地类型、与公众的距离，采取的恢复措施及恢复效果；

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

声环境

公路中心线两侧各200m范围内

的村庄、单位，重点调查100m

范围以内的敏感点。

等效连续A声级(Leq)

大气环境
收费站生活区锅炉及周围200m

范围。

公路施工过程中减少粉尘、沥青烟气等有害气体污染的

措施及效果；沿线设施的锅炉废气排放情况、烟囱高度，

除尘器的型号、除尘效率、锅炉燃料来源以及是否具备

监测条件等。

水环境
收费站生活垃圾收集池、公路

沿线重要敏感水域。

施工期废水排放情况及采取的防治措施。

公路收费站的生活污水排放情况，排放量、排放特征、

排放去向。公路沿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分布、划定情况，

取水口位置等。跨越或临近敏感水域桥梁桥面径流和危

险品运输事故收集系统设置情况。

续表2.4-1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与调查因子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调查因子

社会环境

公路沿线对居民交通、生产、

生活条件的影响，危险化学品

运输管理制度、风险防范及事

故应急预案等。重点以距公路

两侧各200m范围内为主。

公路建设占地情况，对沿线居民生计方式、生活质量、

通行交往等的影响及文物遗址等。

公路试运营期间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风险防范及

事故应急制度。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发生与处置情况。

公众意见
公路建设和试运营时直接受影

响的沿线居民。

公众对公路建设的一般性意见和基本态度；工程施工期

间是否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明确事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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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影响和解决情况；施工期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采

取的有关环保措施；试运营期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采取

的有关环保措施；调查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及希望采

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调查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

的总体评价。

2.5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执行标准

（1）声环境标准

公路中心线 35m 内乡村居民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4a 类标准，公路红线

35m 外乡村居民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类标准，对于评价范围内的学校、医

院（疗养院、敬老院）等特殊敏感建筑，其室外昼间按 60dB(A)、夜间按 50dB(A)执

行。具体执行标准见表 2.5-1。

表 2.5-1 声环境执行标准

区域
《声环境质量标准》

昼/夜

公路红线 35m 内乡村居民区 4a 类（70/55）

公路红线 35m 外乡村居民区 2 类（60/50）

沿线评价范围内特殊敏感建筑 50dB(A)

（2）大气环境标准

大气环境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生活区锅炉烟

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 2（新建锅炉）标准。

（3）水环境标准

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生活污水执行《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以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

水质（GB/T18920-2002）》）。

（4）固体废弃物执行标准

炉渣等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中有关规定。

（5）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通过人工种植植被，恢复公路沿线扰动地带的植被；采取工程等措施，有效防止

水土流失，恢复当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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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工程建设概况

3.1 公路地理位置与路线走向

本项目路线起点位于黄河大桥（城壕），起点桩号为 K79+400，经大路新区、薛

家湾连接处，终点位于大饭铺收费站，终点桩号为 K125+900，基本呈南北走向。路

线走向见图 3.1-1。

图 3.1-1 路线走向图

3.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与环评符合性见表3.2-1。

表 3.2-1 主要技术指标符合性

指标名称 单位 环评时期 验收调查时期

路线长度 km 46.5 46.5

公路等级 级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设计行车速度 Km/h 80 80

路基宽度 m 24.5 24.5

行车道宽度 m 21 21

最大纵坡 % 3 3

大中桥桥面总宽度 m 24.5 24.5

桥涵设计负荷 级 一级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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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程建设规模与内容

本公路为高速公路，新建大桥7座，涵洞40道，无拱涵，桥涵与路基宽度一致，

为24.5m，双向四车道；

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3处，分离式立交1处，设置特大桥1座，大桥8座，涵洞70

道，通道10道，天桥2座，上跨桥3处，收费站2处、办公生活区2处，无服务区；

本公路共设置 8处取弃土场，其中取土场 1处，弃土场 7处；对施工便道及施工

营地采取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进行生态恢复。工程实际动用总土石方量为621.1万m3；

总挖方量为564.86万 m3，其中弃方量为193.21万 m3，利用方为373.66万m3；填方量为

420.9万m3，工程借方为47.24万m3。本工程总占地236.93hm2，其中永久占地113.93hm2、

临时占 123hm2。

实际建设规模见表3.2-2。

表 3.2-2 工程建设内容
序号 项目 单位 环评时期 实际建成情况

1 起止桩号 KM K79+400，K125+900 一致

2 路线长度 Km 46.5 一致

3 永久征地 hm2 323.1 一致

4 临时占地 hm2 123 一致

5 涵洞 道 40 一致

6 特大桥 座 1 一致

7 大桥 座 6 一致

8 通道 道 10 一致

9 天桥 座 2 一致

10 路面宽度 m 21 一致

11 路基宽度 m 24.5 一致

12 施工便道 hm2 42.7 一致

13 取土场 处 2 一致

14 弃土场 处 7 一致

15 预制场 处 4 一致

16 拌合站 处 3 一致

17 互通式立交 处 3 一致

18 分离式立交 处 1 一致

19 主线收费站 处 2 一致

20 互通收费站 处 1（与G109线共用） 一致

21 路基土石方 m3 —— 一致

22 路基排水及防护 m3 排水：126587m3

防护：506350m2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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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路沿线服务设施

大饭铺收费站及生活区建设情况：大饭铺收费站及生活区依托G109线的生活服务

设施。（该办公生活区于201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以（鄂环监[2016]110

号文）出具了竣工环保验收通过的意见。

薛家湾收费站及生活区建设情况：站场内锅炉房面积为30m2，站场锅炉房内设有

一台CWSG-0.18型供暖锅炉，配备布袋除尘器1个、脱硫塔1台；本收费站站场水泥硬

化面积为2480m2；站场四周绿化依托周边原有地貌（植被覆盖度较好）；本站场内设

置了一座40m3的化粪池，站场内的生活污水先排至化粪池内暂存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站场内设有生活垃圾箱，收集的生活垃圾堆放在围墙内

后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

大路收费站及生活区建设情况：站场内锅炉房面积为30m2，站场锅炉房内设有一

台设有一台CWSG-0.35型供暖锅炉,配备布袋除尘器1个，脱硫塔1台；本收费站站场免

烧砖硬化那面积为8500m2，站场四周绿化依托周边原有地貌（植被覆盖度较好）；本

站场内设置了一座40m3的化粪池，站场内的生活污水先排至化粪池内暂存后由准格尔

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站场内设有生活垃圾箱，收集的生活垃圾堆

放在围墙内后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

3.5 公路沿线工程量情况

工程实际动用总土石方量为621.1 万 m3；总挖方量为564.86 万 m3，其中弃方量为

193.21万 m3，利用方为373.66万m3；填方量为420.9万m3，工程借方为47.24万 m3。本

工程总占地 236.93hm2，其中永久占地 113.93hm2、临时占 123hm2。

3.6 公路沿线拆迁情况

本项目线路两侧 30m 范围内的居住户进行征地后，由准格尔旗政府已进行安置补

偿。

3.7 环保投资

该公路实际总投资为16671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241.4 万元，占总投资的1.34%。

具体环保投资详情见表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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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工程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

号

环保工程

类别
环保工程内容 环保投资

（万元）

1 废气处理

薛家湾收费站和大路收费站各设置一台 CWSG-0.18

型供暖锅炉和一台 CWSG-0.35 型供暖锅炉，每台锅

炉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加脱硫塔处理后经 15m 高烟囱

排放。

40

2 废水处理

统一收集，每个收费站生活区各设置 40m3的化粪池

1座，并委托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清运处置。

2.4

3 固废

处理

锅炉炉渣 炉渣统一收集，用于铺设便道（全部炉渣） 0.4

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至生活垃圾池，委托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
1.6

4 生态

措施

工程措施

全线浆砌截留槽、排水沟等 126587m3，全线路基、

边坡浆砌及砖砌防护 506350m2。
2000

沙柳网格、护坡面积为 93265m2。 80

绿化措施

沿线路基两侧绿化植被恢复：种植榆树、松树、沙

棘等乔灌木，播撒草籽总面积 119300m2。薛家湾收

费站种植松树 30 棵，大路收费站生活区种植松树

50 棵，野杏 30 棵。

105

硬化措施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面积 2480m2，大路

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面积 8500m2。
12

5 合计 2241.4

3.8运行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公路沿线车辆实际运行情况见表 3.8-1，车流量实际观测值与环

评预测值比较结果见表 3.8-2。

表 3.8-1 监测期间实际车流量统计结果 单位：标准小客车（辆/日）

路段 监测时间
车流量（辆） 折合成小车

（辆）大车 中车 小车

大路至薛家湾高速出口

附近高架桥两侧
6月25日-6月26日，2天 864 576 912 6096

表 3.8-2 预测与实际交通量对比 单位：标准小客车（辆/日）
年份

路段
2004 年预测值 2020 年预测值 2031 年预测值

验收工况

（占 2004 年环评预测的比例%）

全线 3512 9550 11425 42.39

全线经过大车所占比例为 42.52%，中车所占比列为 18.90%，小车所占比例为

38.58%。实际车流量占 2004 年预测车流量的 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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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报告文件及批复回顾

4.1 环评报告中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1、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未提及。

2、声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施工便道尽可能利用现有公路，如需新建的应远离村镇、学校。

3、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①工程施工尽量少占用土地，减少对原生土地的破坏。

②公路修建除了永久占地，凡是公路施工而受到影响地段加以恢复。

③工程遵循少占农田、少破坏生态环境，路基取土要求采用集中取土填筑。

4、原生植被保护对策

①施工活动尽量减少对原生植被的破坏。

②取、弃土场等要求集中选用，取弃土后尽量进行绿化，确实保护好沿线生态环

境。

③施工期结束后，对拌合场地表废弃物加以集中处理，并要求尽量进行绿化，恢

复植被。

④禁止采挖野生药材、采伐云杉和油松，以及砍伐薪柴，切实保护好沿线地区生

物多样性。

⑤禁止随意放牧畜群等活动。

5、野生动物的保护对策

①施工期，禁止施工人员乱捕乱猎行为。

②在公路高路基地段，有必要设置野生动物通道。

③营运期，来往车辆同行过程中见有大型野生动物如岩羊等穿过路面时，给予鸣

笛，保证野生动物的安全，禁止进行打猎行为。

6、水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未提及。

7、固体废弃物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施工期临时工程所占用场地废弃砂石、预制废件、沥青残渣等进行清理、安全处

置，对各类场地的挖坑、弃土推平、填凹。运营期收费站办公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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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并统一进行处置。

4.2 环评批复

批复见附件：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于 2004 年 5 月 21 日出具《省道 103 线

城壕之大饭铺公路工程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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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环保措施及其批复文件要求的落实情况见表 5-1、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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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建设项目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符合性

生态

环保

要求

生态保护要求：①工程施工尽量少占用土地，减少对原生土地的

破坏。②公路修建除了永久占地，凡是公路施工而受到影响地段

加以恢复。③工程遵循少占农田、少破坏生态环境，路基取土要

求采用集中取土填筑。原生植被保护的要求：①施工活动尽量减

少对原生植被的破坏。②取、弃土场等要求集中选用，取弃土后

尽量进行绿化，确实保护好沿线生态环境。③施工期结束后，对

拌合场地表废弃物加以集中处理，并要求尽量进行绿化，恢复植

被。④禁止采挖野生药材、采伐云杉和油松，以及砍伐薪柴，切

实保护好沿线地区生物多样性。⑤禁止随意放牧畜群等活动。野

生动物的保护要求：①施工期，禁止施工人员乱捕乱猎行为。②

在公路高路基地段，有必要设置野生动物通道。③营运期，来往

车辆同行过程中见有大型野生动物如岩羊等穿过路面时，给予鸣

笛，保证野生动物的安全，禁止进行打猎行为。

施工期道路沿线设置的 1处取土场、7处弃土场、4 处预

制场、3 处拌合站生态植被恢复主要采取人工播撒草籽和

自然恢复。挖方段采取边坡护面墙、挡土墙、截水沟措

施，填方段采取边坡黏土封闭、浆砌片石防护、方格网

防护、边坡急流槽排水。路基边坡混凝土预制块网格内

种草，设置网格沙障，沙障内种植灌草。道路沿线两侧

绿化主要以种植松树、云杉、沙棘和工播撒草籽为主。

在 2 处收费站生活区总硬化面积为 10980m2（其中薛家湾

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 2840m2，大路收费站生活区免

烧砖硬化 8500m2）；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种植松树 30 棵，

大路收费站生活区种植松树 50 棵，野杏 30 棵。

符合要求。临时占

地，各取、弃土场

生态植被恢复情

况较好；预制场和

拌合场均采取平

整场地、种植松

树。

大气

环保

要求

未提及。

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洒水降尘措施、对运送散装含尘物料

的车辆落实了篷布遮盖等降尘措施。在营运期，薛家湾

收费站生活区设有一台 CWSG-0.18 型供暖锅炉，锅炉配

套布袋除尘器，实际除尘效率达到 90%—98.1%，采用单

减法脱硫工艺，实际脱硫效率达到 74.5%—83.9%；大路

收费站生活区设有一台 CWSG-0.35 型供暖锅炉，锅炉配

套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 90.3%—95.2%，采用单减

法脱硫工艺，脱硫效率达到 80.7%—89.1%；2 处收费站

锅 炉 烟 气 达 到 《 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3271-2014）中表 2（新建锅炉）标准后通过烟囱向

大气排放。

符合要求。

水环

保要

求

未提及。

施工中的工程废水尽可能重复利用；施工人员的就餐和

洗涤污水采用集中统一形式进行管理，设置防渗旱厕，

施工结束后均覆土掩埋，不外排；营运期废水统一收集

到化粪池（水泥材质的内壁和池底），定期委托准格尔

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收集处理，不外排。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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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项目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符合性

声 环

保 要

求

施工便道尽可能利用现有公路，如需新建的应远离村镇、学校。
施工便道尽可能利用现有公路，如需新建的应远离村镇、

学校。
符合要求。

固废

环保

要求

施工期临时工程所占用场地废弃砂石、预制废件、沥青残渣等进

行清理、安全处置，对各类场地的挖坑、弃土推平、填凹。运营

期收费站和服务区设置生活垃圾池，集中收集生活垃圾。生活垃

圾定期运送至附近的垃圾处理站。

已对临时工程所占用场地废弃砂石、预制废件、沥青残

渣等进行清理、安全处置，对各类场地的挖坑、弃土采

取推平、填凹措施。运营期 2 处收费站生活区锅炉渣产

生量分别为 3.15t/a、3.6t/a，炉渣统一收集，用于铺设

便道（全部炉渣）2 处收费站生活垃圾产生量分别为

4.32t/a、3.24t/a，分别设置生活垃圾池，生活垃圾定

期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定期清运

处置。

符合要求。

表 5-2 全线收费站场生活区基本情况表

具体情况
生活区生活区名称

薛家湾收费站 大路收费站 大饭铺收费站

劳动定员（人） 24 18

依托 G109 线

大气

环境

影响

及措

施

供暖措施 供暖锅炉 供暖锅炉

有无除尘器、脱硫设

施

布袋除尘器，实际除尘效率达到 90%—98.1%，采

用单减法脱硫工艺，实际脱硫效率达到

74.5%—83.9%

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 90.3%—95.2%，采用单

减法脱硫工艺，脱硫效率达到 80.7%—89.1%

年耗煤量（吨） 63 72

水环

境

影响

及措

施

生活污水产生量（吨

/年）、处理方式

552.96，收集至化粪池，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收集处理。

414.72，收集至化粪池，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收集处理。

化粪池容积个数，总

容积是否做防渗

1个，40m3，砖混结构生活废水收集池，由准格尔

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理。

1个，40m3，砖混结构生活废水收集池，由准格尔

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理。

固废

环境

影响

炉渣产生量

（吨/年）
3.15 3.6

炉渣处理方式 炉渣统一收集，用于铺设便道（全部炉渣） 炉渣统一收集，用于铺设便道（全部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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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措

施

生活垃圾产生量

（吨/年）
4.32 3.24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垃圾箱收集，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清运。

垃圾箱收集，由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清运。

生态

影响

及措

施

硬化措施 免烧砖硬化生活区 2480m2 免烧砖硬化生活区 8500m2

绿化措施 薛家湾收费站种植松树 30 棵
大路收费站生活区种植松树 50 棵，野杏 30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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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竣工验收调查与分析

6.1 大气环境调查与分析

本工程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汽车尾气，汽车尾气基本自然排放，只是通过燃烧国家

规定标准燃料来控制。目前道路沿线主线共有3处收费站，其中一处为依托收费站（大

饭铺收费站为本项目和G109线公用收费站，其配套的办公生活区也是公用，并且该收

费站办公生活区于2016年9月29日，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以（鄂环监[2016]110号文）

出具了通过竣工环保验收通过的意见），另外2处收费站为本项目收费站，分别为薛

家湾收费站、大路收费站。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锅炉房面积为30m2，站场锅炉房内设有一台CWSG-0.18型供

暖锅炉，配备布袋除尘器1个、脱硫塔1台。

大路收费站生活区锅炉房面积为30m2，站场锅炉房内设有一台设有一台CWSG-0.35

型供暖锅炉，配备布袋除尘器 1个，脱硫塔 1台。

根据鄂尔多斯市清蓝环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对本项目 2处收费站供暖锅

炉进行了现场监测，具体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6.1-1 至表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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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类型 固定污染源废气 检测科室 实验室

采样日期 2019.06.25 测定日期 2019.06.25-2019.06.27

检测点位

薛家湾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前

（FQ-01）

薛家湾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后

（FQ-02）

FQ-01-01 FQ-01-02 FQ-01-03 FQ-02-01 FQ-02-02 FQ-02-03

采样时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况体积 vnd(L) 110.9 110.8 110.4 129.1 129.6 129.5

标干流量 Qsnd(Nm3/h) 750 739 700 660 669 663

烟气温度 Ts（℃） 105.2 102.1 98.7 34.8 35.2 34.5

含湿量 Xsw（%） 3.1 3.1 3.1 6.5 6.5 6.5

烟气流速 Vs(m/s) 7.01 6.85 6.43 8.18 8.30 8.21

含氧量 % 15.6 15.2 15.8 15.6 15.6 15.2

烟尘浓度 mg/Nm3 135.26 129.06 144.02 20.14 18.52 20.85

烟尘折算浓度 mg/Nm3 300.57 267.02 332.36 44.75 41.15 43.14

烟尘排放速率 kg/h 0.10 0.10 0.10 0.01 0.01 0.01

除尘效率 % - - - 85.1 84.6 87.0

二氧化硫浓度 C(mg/Nm3) 21 23 19 6 3 4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Nm3 47 48 44 12 8 9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0.02 0.02 0.01 0.00 0.00 0.00

脱硫效率 % - - - 74.5 83.3 79.5

氮氧化物浓度 C(mg/Nm3) 94.6 95.5 107.6 41.5 46.4 40.0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Nm3 210.2 197.6 248.4 92.2 81.0 82.7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0.07 0.07 0.08 0.03 0.02 0.03

参考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 2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烟尘：50mg/m3、SO2：300mg/m3、NOX：300mg/m3）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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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1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类型 固定污染源废气 检测科室 实验室

采样日期 2019.06.26 测定日期 2019.06.26-2019.06.27

检测点位

薛家湾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前

（FQ-01）

薛家湾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后

（FQ-02）

FQ-01-01 FQ-01-02 FQ-01-03 FQ-02-01 FQ-02-02 FQ-02-03

采样时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况体积 vnd(L) 102.2 102.5 102.3 128.6 128.7 128.5

标干流量 Qsnd(Nm3/h) 709 756 737 603 615 597

烟气温度 Ts（℃） 129.1 129.5 128.8 35.1 35.4 35.2

含湿量 Xsw（%） 2.9 2.9 2.9 6.9 6.9 6.9

烟气流速 Vs(m/s) 7.04 7.52 7.31 7.52 7.68 7.45

含氧量 % 10.4 10.7 10.8 11.7 11.6 11.6

烟尘浓度 mg/Nm3 60.67 47.81 50.83 23.33 21.76 21.01

烟尘折算浓度 mg/Nm3 68.68 55.70 59.80 30.10 27.77 26.82

烟尘排放速率 kg/h 0.04 0.04 0.04 0.01 0.01 0.01

除尘效率 % - - - 56.2 50.1 55.2

二氧化硫浓度 C(mg/Nm3) 212 193 207 35 28 31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Nm3 240 224 244 46 36 40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0.15 0.15 0.15 0.02 0.02 0.02

脱硫效率 % - - - 80.8 83.9 83.6

氮氧化物浓度 C(mg/Nm3) 224.8 182.0 183.5 54.2 51.1 54.6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Nm3 253.8 212.0 215.9 70.0 65.2 69.7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0.15 0.14 0.14 0.03 0.03 0.03

参考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 2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烟尘：50mg/m3、SO2：300mg/m3、NOX：300mg/m3）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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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1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类型 固定污染源废气 检测科室 实验室

采样日期 2019.06.25 测定日期 2019.06.25-2019.06.27

检测点位

大路新区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

前（FQ-03）

大路新区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

后（FQ-04）

FQ-01-01 FQ-01-02 FQ-01-03 FQ-02-01 FQ-02-02 FQ-02-03

采样时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况体积 vnd(L) 119.2 119.5 120.3 129.4 129.2 129.0

标干流量 Qsnd(Nm3/h) 1364 1466 1577 1017 992 979

烟气温度 Ts（℃） 80.2 78.1 71.1 36.2 35.8 35.7

含湿量 Xsw（%） 2.9 2.9 2.9 6.9 6.9 6.9

烟气流速 Vs(m/s) 11.83 12.64 13.33 12.68 12.35 12.18

含氧量 % 10.7 11.2 11.7 10.8 10.9 10.8

烟尘浓度 mg/Nm3 101.51 97.07 103.08 21.64 22.45 20.16

烟尘折算浓度 mg/Nm3 118.26 118.86 133.00 25.46 26.67 23.71

烟尘排放速率 kg/h 0.14 0.14 0.16 0.02 0.02 0.02

除尘效率 % - - - 78.5 77.6 82.2

二氧化硫浓度 C(mg/Nm3) 76 68 87 14 9 12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Nm3 88 84 112 17 11 15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0.10 0.10 0.14 0.01 0.01 0.01

脱硫效率 % - - - 80.7 86.9 86.6

氮氧化物浓度 C(mg/Nm3) 66.8 65.2 71.9 31.1 26.0 24.0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Nm3 77.8 79.9 92.7 36.6 30.9 28.2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0.09 0.10 0.11 0.03 0.03 0.02

参考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 2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烟尘：50mg/m3、SO2：300mg/m3、NOX：300mg/m3）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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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1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类型 固定污染源废气 检测科室 实验室

采样日期 2019.06.26 测定日期 2019.06.26-2019.06.27

检测点位

大路新区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

前（FQ-03）

大路新区收费站燃煤锅炉脱硫除尘

后（FQ-04）

FQ-01-01 FQ-01-02 FQ-01-03 FQ-02-01 FQ-02-02 FQ-02-03

采样时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况体积 vnd(L) 106.5 106.2 106.3 130.2 130.5 130.6

标干流量 Qsnd(Nm3/h) 1535 1416 1483 1003 1009 1014

烟气温度 Ts（℃） 113.9 114.2 114.1 35.6 35.2 35.4

含湿量 Xsw（%） 3.1 3.1 3.1 5.9 5.9 5.9

烟气流速 Vs(m/s) 14.64 13.51 14.15 12.36 12.41 12.48

含氧量 % 10.3 9.1 9.6 10.3 10.2 10.6

烟尘浓度 mg/Nm3 80.75 77.21 78.08 22.27 21.46 24.50

烟尘折算浓度 mg/Nm3 90.56 77.86 82.19 24.98 23.84 28.27

烟尘排放速率 kg/h 0.12 0.11 0.12 0.02 0.02 0.02

除尘效率 % - - - 72.4 69.4 65.6

二氧化硫浓度 C(mg/Nm3) 293 266 274 32 29 34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Nm3 329 269 289 36 33 39

二氧化硫排放速率 kg/h 0.45 0.38 0.41 0.03 0.03 0.03

脱硫效率 % - - - 89.1 87.7 86.5

氮氧化物浓度 C(mg/Nm3) 184.5 185.1 241.8 68.0 65.5 73.2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Nm3 206.9 186.7 254.5 76.2 72.7 84.5

氮氧化物排放速率 kg/h 0.28 0.26 0.36 0.07 0.07 0.07

参考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 2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烟尘：50mg/m3、SO2：300mg/m3、NOX：300mg/m3）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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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结果可看出一下结果：

（1）薛家湾收费站锅炉脱硫除尘前烟尘最大排放浓度为 332.36mg/m3、SO2最大排

放浓度为 244mg/m3、NOx 最大排放浓度为 253.8mg/m3；薛家湾收费站锅炉脱硫除尘后

烟尘最大排放浓度为 10.33mg/m3、SO2最大排放浓度为 40mg/m3、NOx 最大排放浓度为

92.2mg/m3，除尘效率为 90%—98.1%，脱硫效率为 74.5%—83.9%。

（2）大路收费站锅炉脱硫除尘前烟尘最大排放浓度为 133mg/m3、SO2最大排放浓

度为 329mg/m3、NOx最大排放浓度为 254.5mg/m3；大路收费站锅炉脱硫除尘后烟尘最

大排放浓度为7.27mg/m3、SO2最大排放浓度为39mg/m3、NOx最大排放浓度为84.5mg/m3，

除尘效率为 90.3%—95.2%，脱硫效率为 80.7%—89.1%。

因此，本项目所涉及收费站 2台锅炉烟尘、SO2、NOx排放浓度均达到《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 1在用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要求（烟尘：80mg/m3、

SO2：400mg/m3、NOx：400mg/m3）。

6.2 水环境调查与分析

本项目 2处办公生活产生区生活废水，薛家湾收费站办公人员 24 人，生活废水产

生量为 552.96m3/a，统一收集至化粪池后委托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

运；大路收费站办公人员 18 人，生活废水产生量为 414.72m3/a，统一收集至化粪池

后委托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6.3 水土保持与生态恢复调查与分析

1、路基及边坡防护

现场调查公路沿线修建浆砌截留槽、排水沟等 126587m3，路基、边坡浆砌及砖砌

防护 506350m2。具体情况见附图。

2、取土场、弃土场恢复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共设了 1 处取土场和 7 处弃土场。占地面积约为 51568m2，取弃土

场进行场地平整、回填等工程措施，并种植松树等植物，植被恢复状况良好，植被恢

复情况见附图。

3、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全线设置的 4 处预制场、3 处拌合站进行场地平整、回填等工程措施，同时采取

人工播撒草籽和自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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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化情况

沿线路基两侧采取种种植榆树、松树、沙棘等乔灌木，播撒草籽总面积 119300m2。

薛家湾收费站种植松树 30 棵，大路收费站生活区种植松树 50 棵，野杏 30 棵。

5、生活区（站场）硬化措施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面积 2480m2，大路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面积

8500m2。

6.4 声环境调查与分析

6.4.1 声环境调查与分析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公路》(HJ552-2010)相关规定，调

查对象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范围内居民环境噪声敏感点，经过实地调查，公路

中心线两侧各 200m 范围内共有居民敏感点 65 处，共 120 户，按照技术规范在公路中

心线两侧各 35m 范围内选 3个点、35m 至 50m 范围内选 1个点、50m 至 70m 范围内选

5个点、70m 至 200m 范围内选 3个点进行布点监测。监测因子、监测点位、频次见表

6.4-1，分析方法来源及检出限见表 6.4-2，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6.4-3 至表 6.4-4。

表 6.4-1 污染因子、监测点位、频次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距离（m） 监测频次

噪声 K0+780（城壕村） 33

连续监测 2 天，每

天昼间夜间各 2

次，每次监测 20

分钟

噪声 K0+780（城壕村） 76

噪声 K0+780（居民） 120

噪声 K1+83（居民） 86

噪声 K6+283（居民） 58

噪声 K7+003（居民） 70

噪声 K12+619（居民） 69

噪声 K34+310——K34+375（居民） 32

噪声 K34+310——K34+375（居民） 54

噪声 K37+971（居民） 39

噪声 K38+971（居民） 61

噪声 K45+220（居民） 72

噪声 终点（大饭铺收费站）处 25

表 6.4-2 分析方法来源及检出限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及来源 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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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一

表 6.4.3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敏感点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点位 ZS-01（K0+780）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33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08:00 晴 1.5 18 51.3

夜间 22:02 晴 0.9 7 49.1

2019.6.26
昼间 07:34 晴 2.2 12 52.9

夜间 22:00 晴 1.3 9 45.6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

检测点位 ZS-02（K0+780）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76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08:27 晴 1.2 18 56.2

夜间 22:28 晴 1.0 7 49.2

2019.6.26
昼间 07:56 晴 2.3 12 52.4

夜间 22:30 晴 1.2 9 48.8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检测点位 ZS-03（K0+780）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120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08:50 晴 1.3 17 50.4

夜间 22:55 晴 0.9 8 48.5

2019.6.26
昼间 08:32 晴 2.4 13 52.6

夜间 22:52 晴 1.1 9 48.6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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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续表 4.2.3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敏感点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点位 ZS-04（K1+83）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86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09:15 晴 1.6 18 49.4

夜间 23:17 晴 1.1 7 48.8

2019.6.26
昼间 08:58 晴 2.1 12 52.0

夜间 23:27 晴 1.3 9 45.0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检测点位 ZS-05（K6+283）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58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09:26 晴 1.7 18 51.0

夜间 23:45 晴 1.0 7 42.5

2019.6.26
昼间 09:34 晴 2.3 12 51.7

夜间 23:57 晴 1.1 9 47.2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检测点位 ZS-06（K7+003）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70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09:51 晴 1.6 18 52.8

夜间 00:18 晴 0.8 7 47.2

2019.6.26
昼间 09:59 晴 2.2 12 52.7

夜间 00:28 晴 1.0 9 47.3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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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续表 4.2.3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敏感点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点位 ZS-07（K12+619）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69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0:15 晴 1.8 9 53.1

夜间 00:55 晴 1.3 4 47.6

2019.6.26
昼间 10:32 晴 2.2 8 51.6

夜间 00:54 晴 1.2 4 46.0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检测点位 ZS-08（K34+310——K34+375）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32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0:30 晴 1.8 9 51.7

夜间 01:44 晴 0.9 4 47.6

2019.6.26
昼间 10:59 晴 2.3 8 51.8

夜间 01:23 晴 1.0 4 47.5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

检测点位 ZS-09（K34+310——K34+375）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54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0:55 晴 1.6 9 50.8

夜间 02:12 晴 0.8 4 47.6

2019.6.26
昼间 11:30 晴 2.3 8 50.9

夜间 01:57 晴 1.2 4 46.8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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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续表 4.2.3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敏感点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点位 ZS-10（K37+971）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39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1:20 晴 1.6 9 51.9

夜间 02:46 晴 1.1 4 48.3

2019.6.26
昼间 11:56 晴 2.3 8 51.2

夜间 02:30 晴 1.0 4 47.0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检测点位 ZS-11（K38+971）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61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1:45 晴 1.8 9 53.6

夜间 03:05 晴 1.0 4 47.3

2019.6.26
昼间 12:31 晴 2.4 8 53.5

夜间 02:54 晴 1.2 4 47.5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检测点位 ZS-12（K45+220）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72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2:11 晴 1.8 9 50.8

夜间 03:40 晴 1.0 4 42.8

2019.6.26
昼间 12:55 晴 2.3 8 50.8

夜间 03:29 晴 1.1 4 47.3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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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续表 4.2.3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敏感点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点位 ZS-13（终点（收费站）处）

检测点据中心线距离（m） 25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日期 检测时段 检测时间 天气状况 风速 车流量（辆）
检测结果 Lep

（dB（A））

2019.6.25
昼间 12:35 晴 1.7 9 51.8

夜间 04:19 晴 0.9 4 42.6

2019.6.26
昼间 13:34 晴 2.3 8 53.9

夜间 04:18 晴 1.0 4 46.8

参考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

备注 -

统计结果显示：对距离道路两侧距路中心线 200m 范围内有代表性 13 个声环境敏

感点噪声监测结果显示，公路中心线两侧 35m 范围内的 3个监测点，即（K0+780）、

（K34+310—K34+375）、终点（大饭铺收费站）处昼间噪声值 51dB(A)-63.7dB(A)之

间，夜间噪声值 43.1dB(A)-48.8dB(A)之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4a 类标准限值要求；其余的公路中心线两侧 35m 至 200m 范围地

11 个点昼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

求。

6.4.2 交通噪声衰减规律调查与分析

本次验收调查在公路路线平直、地势平坦开阔、无障碍、不受人为干扰地段，分

别在距公路中心线 20m、40m、60m、80m、120m 处布设五个监测点，同时进行环境噪

声的监测。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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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衰减断面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断面 沟门村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结果 Lep 单位：dB（A）

测点据红线距离 20m 40m 60m 80m 120m
车流量

（辆）

2019.6.25

昼间

Leq：55.5 Leq：52.8 Leq：48.8 Leq：46.8 Leq：43.8 大：6

L90：54.8 L90：52.0 L90：48.4 L90：46.0 L90：42.8 中：4

L50：55.4 L50：52.8 L50：48.8 L50：46.4 L50：43.8 小：8

L10：56.0 L10：53.4 L10：49.2 L10：47.6 L10：44.4 -

夜间

Leq：48.3 Leq：47.8 Leq：48.5 Leq：45.9 Leq：41.7 大：5

L90：47.4 L90：47.2 L90：46.0 L90：44.6 L90：40.8 中：4

L50：48.0 L50：47.8 L50：48.8 L50：45.2 L50：41.4 小：2

L10：50.0 L10：48.4 L10：49.8 L10：46.4 L10：41.0 -

2019.6.26

昼间

Leq：54.0 Leq：51.9 Leq：50.1 Leq：45.3 Leq：45.7 大：4

L90：49.2 L90：50.8 L90：45.0 L90：42.6 L90：44.4 中：5

L50：53.2 L50：51.8 L50：49.2 L50：44.6 L50：45.4 小：7

L10：57.4 L10：53.2 L10：52.4 L10：47.8 L10：46.8 -

夜间

Leq：48.3 Leq：48.5 Leq：46.4 Leq：45.9 Leq：43.1 大：3

L90：47.0 L90：47.8 L90：45.0 L90：45.0 L90：40.6 中：2

L50：47.8 L50：48.2 L50：45.8 L50：45.6 L50：42.2 小：6

L10：49.0 L10：49.4 L10：48.0 L10：47.2 L10：45.4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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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4-4 噪声检测结果表

检测科室 实验室 样品类型 衰减断面噪声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时间 20min

检测断面 大路至薛家湾高速出口附近高架桥两侧 干线长（km） 46.5 路宽（m） 24.5

检测结果 Lep 单位：dB（A）

测点据红线距离 20m 40m 60m 80m 120m
车流量

（辆）

2019.6.25

昼间

Leq：53.8 Leq：50.0 Leq：47.5 Leq：47.6 Leq：46.3 大：5

L90：52.0 L90：48.8 L90：47.2 L90：46.2 L90：44.6 中：3

L50：52.8 L50：50.0 L50：47.4 L50：46.8 L50：45.8 小：7

L10：56.0 L10：51.2 L10：47.8 L10：49.8 L10：48.0 -

夜间

Leq：42.6 Leq：42.5 Leq：48.9 Leq：45.3 Leq：42.8 大：4

L90：41.4 L90：41.0 L90：48.4 L90：44.6 L90：42.0 中：3

L50：41.8 L50：42.2 L50：49.0 L50：45.2 L50：42.4 小：3

L10：43.2 L10：43.6 L10：49.4 L10：46.0 L10：43.6 -

2019.6.26

昼间

Leq：50.9 Leq：49.2 Leq：47.9 Leq：45.0 Leq：44.9 大：4

L90：45.8 L90：46.4 L90：46.6 L90：42.4 L90：40.8 中：6

L50：50.0 L50：48.8 L50：47.4 L50：43.8 L50：42.4 小：8

L10：53.8 L10：51.2 L10：48.6 L10：46.0 L10：45.6 -

夜间

Leq：48.6 Leq：47.8 Leq：48.1 Leq：46.3 Leq：41.6 大：4

L90：46.4 L90：46.0 L90：46.4 L90：45.8 L90：41.0 中：2

L50：47.4 L50：48.0 L50：47.6 L50：46.2 L50：41.6 小：7

L10：51.8 L10：49.6 L10：45.5 L10：46.8 L10：42.4 -

备注 -

监测结果表明，在现有车流量条件下，噪声值从 20m 到 40m，昼间的衰减量为 2.4

—3dB(A)；夜间的衰减量为 6.6-13.2 dB(A)。

从 20m 到 60m，昼间的衰减量为 1-8.3dB(A)；夜间的衰减量为 4.6-10.2dB(A)。

从 20m 到 80m，昼间的衰减量为 3.8-16dB(A)；夜间的衰减量为 8.6-10dB(A)。

从 20m 到 120m ， 昼 间 的 衰 减 量 为 5.6-15.2dB(A) ； 夜 间 的 衰 减 量 为

11.1-14.5dB(A)。

噪声衰减规律是一致，即随着距离的增加，昼、夜噪声值均在逐级递减。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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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流量条件下，噪声值从 20m 到 40m，昼间的衰减量为 2.4—3dB(A)；夜间的衰减量

为 6.6-13.2 dB(A)；从 20m 到 60m，从 20m 到 60m，昼间的衰减量为 1-8.3dB(A)；夜

间的衰减量为 4.6-10.2dB(A)；从 20m 到 80m，昼间的衰减量为 3.8-16dB(A)；夜间

的衰减量为 8.6-10dB(A)；从 20m 到 120m，昼间的衰减量为 5.6-15.2dB(A)；夜间的

衰减量为 11.1-14.5dB(A)。

由此可知随着衰减距离的增加，噪声衰减幅度降低。沟门村昼间衰减断面最远监

测点(120m)与最近监测点(20m)噪声最大衰减量为 15.2dB，夜间最远监测点(120m)与

最近监测点(20m)噪声最大衰减量为 14.5dB。由此看出昼间噪声衰减量要大于夜间噪

声衰减量。

6.5 社会环境调查与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与资料分析，公路沿线无自然生态、野生动植物和重点文物保护区。

6.6 总量核实

本项目共设 2 处收费站。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配备一台 CWSG-0.18 型供暖锅炉,

配备布袋除尘器 1个、脱硫塔 1台。大路收费站生活区设有一台 CWSG-0.35 型供暖锅

炉,配备布袋除尘器 1个，脱硫塔 1台；

薛家湾收费站: SO2排放量=0.02kg/h×24h×180d÷1000=0.086t/a；NOX排放量

=0.03kg/h×24h×180d÷1000=0.13t/a。

大路收费站: SO2 排放量=0.02kg/h×24h×180d÷1000=0.086t/a；NOX 排放量

=0.05kg/h×24h×180d÷1000=0.22t/a。

根据总量计算结果得出，本项目 2 处收费站供热锅炉 SO2 排放量为 0.2t/a

（0.172t/a），NOX排放量为 0.3t/a（0.35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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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众意见调查

7.1 调查目的

公路工程的修建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对沿线

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沿线进行公众参与调查工作，能够了

解公路施工期和运营期受影响区域居民的意见与要求，了解公路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社会、环境影响问题及目前可能的遗留的环境问题，核查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环保

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弥补公路设计、建设过程中的不足，以便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

程的环境保护工作。

7.2 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采取分发调查表的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公路沿线受影响区域

内居民及司乘人员。居民调查内容见表 7.2-1，司乘人员调查内容见表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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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公路沿线居民调查表

工程概

况

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全长 46.5km，本项目路线起点城壕（黄河

大桥（桩号为 K79+400），终点为准格尔旗大饭铺收费站（桩号为 K125+900）；基本

呈南北走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大桥 7 座，涵洞 40 道，无拱涵，桥涵与路基宽度

一致，为 24.5m，双向四车道；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 3处，分离式立交 1处，设置特

大桥 1座，大桥 8 座，涵洞 70 道，通道 10 道，天桥 2座，上跨桥 3处，收费站 2 处、

办公生活区2处，无服务区；工程建设实际总投资为16671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241.4

万元，占总投资的 1.34%。工程于 2004 年 5 月开工建设，2006 年 12 月建成投运。

2004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省道 S103 城壕至大饭铺

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04 年 5 月 21 日，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审

批意见。

基本情

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 化 程

度

与本项目的关系 拆迁户（） 征地户（）

无 直

接 联

系（）

单位或住址 职务 职业

基本态

度

修建该公路是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

发展
有利（） 不利（） 不知道（）

施工期

施工期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噪声（） 灰尘（）
灌溉泄洪

（）

其 他

（）

居民区附近 150 米内，是否曾设有料

场或搅拌站
有（） 没有（） 没注意（）

夜间 22：00 至早晨 6：00 时段内，是

否有使用高噪声机械施工现象
常有（） 偶尔有() 没有（）

公路临时占地是否采取了复垦、恢复

等措施
是（） 否（）

占压农业水利设施时，是否采取了临

时应急措施
是（） 否（）

取土场、弃土场是否采取了利用、恢

复等措施
是（） 否（）

试运营

期

公路建成后对你影响较大的是 噪声（） 汽车尾气（） 灰尘（）
其 他

（）

公路建设后的通行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附近通道内是否有积水现象 经常有（） 偶尔有（） 没有()

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影响 绿化（） 声屏障（） 限速（）
其 他

（）

您对本公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无 所

谓（）

其他意见和建议：

注：请您在选择的答案后的括号内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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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公路沿线司乘人员调查表

工

程

概

况

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全长 46.5km，本项目路线起点城壕（黄河大桥（桩

号为 K79+400），终点为准格尔旗大饭铺收费站（桩号为 K125+900）；基本呈南北走向。建

设内容包括：新建大桥 7座，涵洞 40 道，无拱涵，桥涵与路基宽度一致，为 24.5m，双向四

车道；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 3 处，分离式立交 1 处，设置特大桥 1 座，大桥 8 座，涵洞 70

道，通道 10 道，天桥 2 座，上跨桥 3 处，收费站 2 处、办公生活区 2 处，无服务区；工程

建设实际总投资为 16671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241.4 万元，占总投资的 1.34%。工程于 2004

年 5 月开工建设，2006 年 12 月建成投运。

2004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省道 S103 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04 年 5 月 21 日，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审批意见。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单位或住址 职务 职业

修建公路是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

济发展
有利于（） 不利（） 不知道（）

对该公路试运营期间环保工作的

意见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无所谓（）

对沿线公路绿化情况的感觉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公路试营运过程中主要的环境问

题
噪声（）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出行不便

（）

公路汽车尾气排放 严重（） 一般（） 不严重（）

公路运行车辆堵塞情况 严重（） 一般（） 不严重（）

公路上噪声影响的感觉情况 严重（） 一般（） 不严重（）

局部路段是否有限速标志 有（） 没有（） 没注意（）

学校或居民区附近是否有禁鸣标

志
有（） 没有（） 没注意（）

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噪声影响 声屏障（） 绿化（） 搬迁（）

对公路建成后的通行感觉情况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运输危险品时，公路管理部门和

其他部门是否对您有限制或要

求。

有（） 没有（） 不知道（）

对公路工程基本设施满意度如何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你对公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

体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其他意见和建议：

7.3 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本次调查对公路沿线中心线两侧各 200 米范围内居民发放调查表 50 份，回收

50 份，回收率 100%。通过对沿线公众意见的分析可知：

（1）100.0%受访者都认为修建该公路是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施工期的

主要环境影响为噪声与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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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建成后影响最大噪声、汽车尾气及扬尘。

（3）对该公路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中，9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10%的

受访者表示基本满意。

2.司乘人员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本次司乘人员调查共发放调查表 50 份，收回 50 份，回收率为 100%。

100.0%的受访者认为修建本公路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公路工程环境保护

工作的总体评价，96.0%的受访者认为满意，4.0%的受访者认为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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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保管理调查

8.1 环保管理制度与机构调查

建设单位没有针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没有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8.2 危险品运输风险防范措施调查

公路自投入运营以来，尚未发生过危险品运输造成的污染事故。建设单位成立了

危险品运输事故应急领导机构，已编制《省道 S103 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项目环境

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备案号为：

150622-2019-06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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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9.1 验收调查结论

9.1.1大气环境调查结论

本工程2处新建收费站各设置1台燃煤锅炉，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锅炉房面积为

30m2，站场锅炉房内设有一台CWSG-0.18型供暖锅炉，配备布袋除尘器1个、脱硫塔1

台。大路收费站公生活区内锅炉房面积为30m2，站场锅炉房内设有一台设有一台

CWSG-0.35型供暖锅炉,配备布袋除尘器1个，脱硫塔1台。

根据鄂尔多斯市清蓝环保有限公司对锅炉烟气监测结果看，项目所涉及收费站 2

台锅炉烟尘、SO2、NOx排放浓度均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中表 1在用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要求（烟尘：80mg/m3、SO2：400mg/m3、NOx：400mg/m3）。

9.1.2水环境调查结论

本项目 2处办公生活产生区生活废水，薛家湾收费站办公人员 24 人，生活废水产

生量为 552.96 m3/a，统一收集至化粪池后委托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清运；大路收费站办公人员 18 人，生活废水产生量为 414.72 m3/a，统一收集至化粪

池后委托准格尔旗文清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9.1.3水土保持与生态恢复调查结论

1、路基及边坡防护

现场调查公路沿线修建浆砌截留槽、排水沟等 126587m3，路基、边坡浆砌及砖砌

防护 506350m2。具体情况见附图。

2、取土场、弃土场恢复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共设了 1 处取土场和 7 处弃土场。占地面积约为 51568m2，取弃土

场进行场地平整、回填等工程措施，并种植松树等植物，植被恢复状况良好，植被恢

复情况见附图。

3、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全线设置的 4 处预制场、3 处拌合站进行场地平整、回填等工程措施，同时采取

人工播撒草籽和自然恢复。

4、绿化情况

沿线路基两侧采取种种植榆树、松树、沙棘等乔灌木，播撒草籽总面积 119300m2。

薛家湾收费站种植松树 30 棵，大路收费站生活区种植松树 50 棵，野杏 30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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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区（站场）硬化措施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面积 2480m2，大路收费站生活区免烧砖硬化面积

8500m2。

9.1.4声环境调查结论

对距离道路两侧距路中心线200m范围内有代表性13个声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结

果显示，公路中心线两侧35m范围内的3个监测点，即（K0+780）、（K34+310—K34+375）、

终点（大饭铺收费站）处昼间噪声值 51dB(A)-63.7dB(A)之间，夜间噪声值

43.1dB(A)-48.8dB(A)之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 类标准限值要求；其余的公路中心线两侧 35m 至 200m 范围地 11 个点噪声监测值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在现有车流量条件下，噪声值从 20m 到 40m，昼间的衰减量为 2.4

—3dB(A)；夜间的衰减量为 6.6-13.2 dB(A)。

从 20m 到 60m，昼间的衰减量为 1-8.3dB(A)；夜间的衰减量为 4.6-10.2dB(A)。

从 20m 到 80m，昼间的衰减量为 3.8-16dB(A)；夜间的衰减量为 8.6-10dB(A)。

从 20m 到 120m ， 昼 间 的 衰 减 量 为 5.6-15.2dB(A) ； 夜 间 的 衰 减 量 为

11.1-14.5dB(A)。

噪声衰减规律是一致，即随着距离的增加，昼、夜噪声值均在逐级递减。在现有

车流量条件下，噪声值从 20m 到 40m，昼间的衰减量为 2.4—3dB(A)；夜间的衰减量

为 6.6-13.2 dB(A)；从 20m 到 60m，从 20m 到 60m，昼间的衰减量为 1-8.3dB(A)；夜

间的衰减量为 4.6-10.2dB(A)；从 20m 到 80m，昼间的衰减量为 3.8-16dB(A)；夜间

的衰减量为 8.6-10dB(A)；从 20m 到 120m，昼间的衰减量为 5.6-15.2dB(A)；夜间的

衰减量为 11.1-14.5dB(A)。

由此可知随着衰减距离的增加，噪声衰减幅度降低。沟门村昼间衰减断面最远监

测点(120m)与最近监测点(20m)噪声最大衰减量为 15.2dB，夜间最远监测点(120m)与

最近监测点(20m)噪声最大衰减量为 14.5dB。由此看出昼间噪声衰减量要大于夜间噪

声衰减量。

9.1.5社会环境调查结论

公路沿线无自然生态、野生动植物和重点文物保护区。

9.1.6总量核实调查结论

本项目共设 2处收费站。根据总量计算结果得出，本项目 2处收费站供热锅炉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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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为 0.2t/a（0.172t/a），NOX排放量为 0.3t/a（0.35t/a）

9.2 建议

1.继续加强公路沿线扰动带的植被恢复及养护工作。

2.对沿线受噪声影响的环境敏感点要采取加装隔声窗等降噪措施。

3.完善环境管理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及危险品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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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鄂尔多斯市清蓝环保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石媛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省道 S103 线城壕至大饭铺公路工程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G54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

度/纬度设计生产能力 全长 46.5km 实际生产能力 全长 46.5km 环评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内发改基础字[2004]319 号 环评文件类型

开工日期 2004/5/1 竣工日期 2006/12/1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鄂尔多斯市正恩环保设备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

号
验收单位 鄂尔多斯市清蓝环保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

单位
鄂尔多斯市清蓝环保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70 环保投资总概

算（万元）

42.5 所占比例（%） 60.7

实际总投资（万元） 166713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2241 所占比例（%） 1.34

废水治理（万元） 2.4 废气治理（万元） 40 噪声治理（万元） 1 固体废物治理

（万元）

2 绿化及生态（万元） 2185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

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8640

运营单位 鄂尔多斯市泰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2019 年 6 月 25-26 日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

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 0.0000 ————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化学需氧量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氨氮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石油类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废气 ———— ———— ———— 0.0000 ———— ———— 0.0000 ———— ———— 0.0000

二氧化硫 0 40.0,39.0 300 0.0000 0.0000 0.172 0.2 0.2 +0.2

烟尘 0 10.33，7.27 5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工业粉尘 0 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氮氧化物 0 92.2，84.5 300 0.0000 0.0000 0.35 0.3 0.3 +0.3

工业固体废物 ————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与项目有关的
其他特征污染

物

生活垃圾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吨/
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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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项目起点（城壕，黄河大桥） 项目终点大饭铺收费站（依托 G109 线）

薛家湾收费站 大路收费站生活区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 大饭铺收费站站场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锅炉 大路湾收费站生活区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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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场生态恢复情况 弃土场生态恢复情况

取土场生态恢复情况 取土场生态恢复情况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区硬化措施 大路收费站生活区硬化措施

薛家湾收费站生活垃圾收集池 大路收费站生活垃圾收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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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收集池 生活污水清运车

边坡防护及排水沟 挡土墙及

混凝土护坡 导流槽及排水沟

边坡砌块防护 种植松树等植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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