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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临渭区箭峪水库灌溉管理处

临渭区箭峪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技术咨询会专家组意见

2024 年 5 月 25 日，渭南市生态环境局临渭分局在渭南市组织召开临渭区箭峪水库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技术咨询会。参加会议

的有渭南市临渭区水务局（建设单位）、西安瑞诚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等单位

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共 9人，会议由 3 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名单附后）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情况的介绍和环评单位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的汇报，

经过讨论和评议，形成报告表技术咨询会专家组意见如下：

1 工程概况

（1）基本情况

临渭区箭峪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位于渭南市临渭区桥南镇，新建输配水

管道 10 条总长 27.44km，干、支管沿线建筑物 691 座，管线标志桩 572 个，界桩 1154 个。

其中铺设干管 1条长 1.23km（桩号 12+700⁓ 13+930），新建管道建筑物 63 座，管线标志桩

25 个，界桩 52 个；铺设支管 9条总长 26.21km，管道建筑物 628 座，管线标志桩 547 个，

界桩 1102 个；信息化建设 1项（包括：建设灌区信息中心，补充完善采集监控体系，补充

完善通信系统，扩展硬件平台，完善灌区应用系统）；干支管生态绿化。根据渭南市临渭区

水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项目初步设计中批复的其中 1 条 1.91km 的支管及其附属建筑物

47 座，管线标志桩 20 个，界桩 42 个不再建设。项目组成表见表 1。

表 1 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及规模

主体

工程

管道工程
新建输配水管道 10条总长 27.44km，其中铺设干管 1条长 1.23km，铺设支管 9条

长 26.21km，干支管设计流量均小于 5m3/s，管材工作压力选用 1.0MPa。

管道

建筑物

管道

建筑物

干、支管沿线管道建筑物 691座。其中干管建筑物 63座，支管建筑

物 628座，管道建筑物包括检修阀井、减压井、排气阀井、分水阀

井等。

干、支管管

线标志桩、

界桩

管线标志桩 572 个，界桩 1154 个，采用成型玻璃钢标志桩，埋深

600mm,桩体为白色，桩帽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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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信息

中心

采集监控

体系

包括箭峪水库库尾增设地表水监测站点 1处、灌区增设气象信息采

集系统 2处，输水管道增设水量水压自动化观测 15套。

通信系统 建设光纤通信传输网络和无线通信传输网络各 1项。

建设软件系

统并对现有

系统升级

硬件平台
建设软件平台、高性能计算系统、灾备中心及网络安

全防护各 1项。

灌区应用

系统

对现有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管理平台、

灌区应用系统等进行完善升级。

辅助

工程

施工营地

项目不单独设置施工营地，因项目施工区域临近村庄，施工单位租用就近村庄的

房屋作为施工营地，用于施工机械的停放、施工工具的存放及施工人员生活，无

额外占地。

施工便道 项目管道主要布置于现有乡村道路旁，不再另设施工便道。

商混与

钢筋加工

项目为管道铺设，在修建闸阀井、减压井等各类井时需要铺设少量的钢筋。根据

初步设计可知，各井布置好钢筋后，由商混车统一浇筑混凝土，无现场搅拌混凝

土的场地。

生态绿化

本项目管道主要沿农村道路旁铺设，施工作业范围内占用的临时占地类型主要为

耕地和园地，施工结束后耕地和园地恢复种植，无需额外绿化。1.23km干管种植

易成活的浅根植被，防止根系破坏管道。

公用

工程

供水 生活用水使用租用村民房屋中的自来水。

供电 施工电源以农网系统供电为主，备用柴油发电机。

排水
施工期车辆设备的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生产，不外排；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依托租用房屋中的旱厕，定期清掏。

环保

工程

废气
施工扬尘采取洒水抑尘，覆盖粉状物料，避免大风天气施工的措施。施工机械和

运输车辆的尾气，要求施工单位按规定使用达到相应排放标准的机械和车辆。

废水
施工期车辆设备的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生产，不外排；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依托租用房屋中的旱厕，定期清掏。

噪声
主要为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采取合理布局、远离居民、维护保养好施工机械使

其正常运转，减小噪声的影响，禁止夜间施工的措施。

固废 施工弃土沿线平铺，不设弃土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统一交环卫部门处理。

生态

本项目在沿现有农村道路旁建设，不再单独设置施工便道，施工单位也不额外建

设施工营地，项目施工区域临近村庄，施工单位租用就近村庄的房屋作为施工营

地，减少临时占地的面积。项目在原有土渠的基础上建设，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

围，减少对施工作业范围外植被和土壤的干扰，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耕种，移栽

植被，减小生态的影响。

临时

工程

4m 宽的施工作业带，占地类型为耕地、园地及林地，占地规模为 165亩，管道铺设完成后恢复

耕种和移栽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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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地情况

本次在原有土渠修建（现状已填埋耕种），因此不存在永久占地，仅在施工期间有临时

占地，临时占地为 4m 宽的施工作业带，占地类型为耕地、园地及林地，占地规模为 165 亩，

管道铺设完成后恢复耕种。项目管道主要布置于现有乡村道路红线一侧，不再另设施工便

道。项目不单独设置施工营地，因项目施工区域临近村庄，施工单位租用就近村庄的房屋

作为施工营地，用于施工机械的停放、施工工具的存放及施工人员生活，无额外占地。

2 环境质量现状和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2.1 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于2024年 1月19日发布的《2023年 12月及1⁓12月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状况》，渭南市临渭区处于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不达标因子为 PM10、PM2.5，PM10

超标率14.29%，PM2.5超标率37.14%，其余基本因子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及其 2018 年修改单二级标准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沿线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类标准。

2.2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评价区域内占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重要生态敏感区，

也不涉及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原始天林、重要湿地等特殊生态敏感区。主

要环境保护目标表 2。

表 2 工程沿线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名称 经度 纬度
保护

对象
规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

方位

距离

/m

郭庄 109.61365 34.48336 居民 42 户

声环境 二类区

东北 26

木张村 109.59881 34.46583 居民 83 户 南北 5

阿杆村 109.59248 34.46559 居民 224 户 北 12

闵家村 109.58133 34.46586 居民 195 户 北 6

窟沱堡 109.57489 34.46467 居民 53 户 北 8

胜利村 109.57252 34.46424 居民 89 户 西 25

明星村 109.58816 34.44260 居民 45 户 北 122

郭堡村 109.59317 34.44056 居民 146 户 南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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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经度 纬度
保护

对象
规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

区

相对

方位

距离

/m

肖村 109.57901 34.44073 居民 37 户 西南 163

小官堡村 109.58968 34.42617 居民 48 户 北 8

南梁村 109.55602 34.43056 居民 56 户 南 5

北梁村 109.55182 34.43422 居民 41 户 北 5

新城村 109.54688 34.43470 居民 48 户 北 7

仁村 109.59370 34.41176 居民 26 户 北 128

徐西堡 109.58102 34.41705 居民 168 户 南北 6

昌李村 109.60983 34.36190 居民 31 户 东西 5

孙家底 109.61165 34.35563 居民 28 户 西 6

黑张口 109.61341 34.35024 居民 54 户 东西 5

线王村 109.56720 34.40426 居民 42 户 北 18

田村寺村 109.56574 34.40408 居民 23 户 西 138

三兴村 109.56800 34.38311 居民 49 户 西 5

高家村 109.56800 34.38311 居民 49 户 东 6

尚家村 109.57611 34.36787 居民 238 户 南北 5

张家斜 109.58190 34.36217 居民 42 户 东 175

上务头子 109.58447 34.35875 居民 35 户 东 107

3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主要环境影响

3.1 施工期生态影响分析

（1）对土地占地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主要布置于现有乡村道路红线一侧，不再单独设置施工便道，减少占地面积并

且施工单位也不额外建设施工营地，项目施工区域临近村庄，施工单位租用就近村庄的房

屋作为施工营地，用于施工机械的停放、施工工具的存放及施工人员生活。

项目将施工作业带控制在 4m，临时占地将会扰动、破坏地表植被，会在短期内造成土

地利用形式的改变，破坏地表植被，对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产生短期影响，工程结束后该

影响将随着恢复措施的实施而消失。

（2）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施工人员的践踏和施工机械的碾压，将改变土壤的坚实度、通气性，对土壤的机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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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质有所影响。施工弃方在沿线如果不合理的堆放，不仅会扩大占用土地的面积而且使

地表高有机质的表层壤土被掩盖，不仅影响景观而且对地表植被恢复造成难度，同时产生

新的水土流失。

在施工中植被破坏后，地面裸露，表土的温度在太阳直接照射一下升高，加速表土有

机质的分解，而植被破坏后，土壤得不到植物残落的补充，有机质和养分含量将逐步下降，

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和植被恢复。此外，生态治理的临时占地，使这些土地短期内丧失原有

的生态功能。因此要求在施工中注意尽量维护土壤现状，以有利于植被重建和生态恢复。

（3）对植被及水土流失的影响分析

拟建项目施工时，将清除场地内的部分植被，评价区内拟建项目区范围内小范围植被

覆盖率急剧下降。从影响的种类看，这些植物都是广布种，栽培植被以小麦、玉米及油菜

等为主，果园以苹果树、葡萄树为主，林地以山杨林、刺槐林等为主，没有稀有种。因此，

工程施工对植物的影响只引起数量的减少，不会造成物种的灭绝。从对区域生态影响分析，

这种影响是局部的，不会带来区域生态问题。

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开挖回填等施工临时占压形成一定面积的裸露地表，损坏原有地表

植被，破坏原有的表层土体结构，使表层土质变得疏松，致使抗蚀能力减弱，产生不稳定

的土体，在降雨、风和重力作用下，易引起不同程度的侵蚀；施工临时设施占用、扰动地

表，损坏原有的水土保持设施，降低了原有的水土保持设施的功能；施工建设过程中，大

量的土、石方的搬运亦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在水力、风力的作用下，土壤中营养元素随

水流、风沙而流失，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物理粘粒减少，造成土壤肥力减退。在施工过程

中，如不及时采取防治措施，遇到强度较大的降雨和大风，极易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4）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分析

项目所在区域主要为农田生态系统，受人类的干扰，评价区中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较

少，现存的野生动物主要有田鼠、麻雀及野兔等，均为适应农耕地和居民点栖息的种类，

种属单调，无保护类物种，因此项目的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较小。

3.2 施工期污染影响分析

（1）环境空气

施工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基础开挖、管道施工、渣土堆放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

尘；各类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所排放的废气及钢筋焊接过程中的焊烟。施工单位应严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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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明施工规定，建议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大风天禁止施工作业，同时散体材料装卸必须采取防风遮挡等措施。

未铺设的施工作业带在干燥天气及大风条件下极易起扬尘，因此 要求及时洒水降尘，

最大限度地减少起尘量；同时对施工作业带进行定期养护、清扫，确保路况良好。

对临时堆放的土方，采取防护措施，如加盖保护网、四周设置围档、喷淋保湿等，防

止扬尘污染。

车辆及施工机械在施工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扰动原始地面、碾压周围地区的植被，不得

随意开辟便道，严禁车辆下道行驶，对施工集中区进行喷洒作业，以减少大气中扬尘来源。

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实施分段作业，避免长距离施工 ，采用工程措施与绿化措施相结

合的生态保护措施，防止和减轻施工期的扬尘污染。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防治扬尘污染的责任；施工

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并安排专人负责施工过程中的环保管理

工作。

（2）水环境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包括砂浆拌合废水和车辆、机械冲洗废水）、管道试压废

水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项目施工人员均为附近村民，施工营地租用附近村庄的房屋，生

活污水进入旱厕定期清掏；施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泥沙、SS，经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

外排；管道试压水为箭峪水库中的水，试压完毕后废水用于附近农田灌溉，对环境无影响。

（3）声环境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采取噪声控制措施：优化施工方案，合理

安排工期及时间，将施工噪声危害降到最低程度；距离防护措施是噪声控制；淘汰高噪声

施工机械，推广使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并及时对动力机械、设备定期检修、养护。运载

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路线进行运输，运输线路应该尽量避开居民

点等环境敏感点。

（4）固体废物

施工弃土：工程施工期间将动用一定量的土方，施工期的土石方全部就地平衡。按照

经济优化的原则，填埋所需土方利用附近挖方，尽量达到开挖土料利用量和建筑工程量的

平衡，减少废弃土石方工程量。本项目不单独设置取、弃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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