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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4月 12日，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九龙江流域（芗

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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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

程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位于九龙江北溪、九龙江

西溪及西溪水源地保护区周边汇水区域，主要建设生态缓冲带建设工程、河滩湿地

建设工程、农村陂塘生态环境提升工程、微污染支渠水质改善工程、香蕉海水质提

升及生态修复工程和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 2月 21日，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漳州市芗城区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漳芗发改审〔2021〕14号）及漳州市芗城区水利局与漳州市芗城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初步

设计报告的批复》（漳芗水利〔2022〕58号）。

项目于 2022年 5月 10日委托漳州博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2年 10月 8日获得漳州市芗城生态环境局审批（漳芗环评审

〔2022〕书 3号）。

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 月委托漳州市新东方生态工

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编制单位于 2022年 10月完成了《九龙江流域（芗

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于 2022

年 10月 21日获得漳州市芗城区水利局关于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

态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漳芗水利〔202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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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于 2023

年进行调整，调整后于 2023年 5月 11日获得《关于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

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漳芗水利〔2023〕54号）。

项目于 2022 年 9月 30日开工建设，并于 2023年 12月 17日工程竣工并通过

验收。

2024年 7月，建设单位委托河南省中工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九龙

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的工作，

并于 2024年 8月编写完成了《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河南省中工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8

月），并于 2024年 8月 23日获得《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于 2024

年 10月 14日获得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24892.17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16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0.6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主要为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验

收内容包括：生态缓冲带建设工程、河滩湿地建设工程、农村陂塘生态环境提升工

程、微污染支渠水质改善工程、香蕉海水质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和水源保护区规范

化建设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

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

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

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

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综上分析，本项目不存在重大的变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环保措施基

本得到落实，有关环保设施已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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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施工期

（一）废水

项目施工期对水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作业产生的生产废水，基坑水、试压废水、

泥浆水，淤泥渗滤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对受纳水体造成的影响。

（1）施工生产废水产生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施工生产废水主要来自临时施工场地，包括施工机械和车辆的冲洗废水

以及混凝土养护等，其中施工机械和车辆的冲洗废水是主要部分，主要污染物为含

有高浓度的泥沙悬浮物和较高浓度的石油类物质。项目在施工场地设置小型的隔油

沉淀池，主要处理含油废水。施工生产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沉淀池沉淀后均循

环使用或用于施工的洒水降尘作业，不直接进入地表水体。

（2）基坑水、试压废水、泥浆水

基础开挖产生的基坑水、管道密闭性试压废水、钻孔施工过程产生的泥浆水，

主要污染物为SS，水质简单，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汽车冲洗及施工场地的洒

水降尘，不排放，不会对周边水体造成影响。

（3）淤泥渗滤水

淤泥渗滤水主要由淤泥堆放过程中产生。本项目清淤后湿淤泥先置于河道内晾

晒干化后再外运至淤泥临时堆放场，外运淤泥含水率约45%，在污泥堆放过程中，正

常情况不会有淤泥渗水排出，水份主要蒸发到空气中，但是遇雨天可能会有少量雨

水渗入淤泥，从而产生渗滤水。项目淤泥堆放过程中采取土工布等临时遮盖措施，

雨水渗入量不大，淤泥渗滤水产生量不大。淤泥渗滤水主要污染物为SS，由于泥沙

的沉降速度较大，泥浆水经过30分钟的静沉后，悬浮物含量可降低至50mg/L左右，

经沉淀处理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后用于施工场

地或施工便道洒水抑尘，多余的排至区域市政污水管网，不会对外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

（4）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产生及处理情况

该工程未设置施工人员住宿营地，施工人员分散租住周边的村庄，其产生的生

活污水由各租住地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项目施工期废水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二）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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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期废气污染源主要有淤泥恶臭、施工扬尘，以及施工机械、车辆燃油

废气等。在项目施工期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切实按照要求采取了相关的防治

环境空气污染的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1 合理安排施工现场，施工场区设置警示牌和围栏，散装物料运输、临时存

放和装卸过程中，采取防风遮挡措施，严禁运载车辆超载。

2 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进行定期检修与保养，确保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始终

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量，确保施工机械废气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加强大型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管理，执行定期检查维护制度；

3 对施工场地定期（一般晴朗天气每天早（7：30-8：30）、中（12：00-13：

00）、晚（17：30-19：00）各洒水一次，当遇特别干燥的天气，且风速大于3级时应

每隔2小时洒水一次）洒水抑尘，最大限度地减少起尘量。

4 运送土石方和建筑原料的车辆实行密闭运输，装载的物料、渣土高度不超

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用苫布遮盖或者采用密闭车斗，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

沿以下15cm，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发生遗撒或泄漏。

5 施工现场设置高度不小于2.5m的封闭围挡，每隔1.5m设置一个小型喷头，

对土方施工区域进行喷淋或施放水炮进行压尘，避免臭气直接扩散到岸边。

6 挖出的土方进行妥善堆放并及时及时进行利用，对作业面和材料、建筑垃

圾等堆放场地定期洒水，使其保持一定的湿度，以减少扬尘量，同时注意堆料的保

护，加盖篷布进行密封保存。

7 清淤产生的淤泥临时堆放于河道内晾晒干化，晾晒位置选取在远离周边敏

感目标，定期喷洒除臭植物液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臭气扩散对周边居民影响。

8 淤泥采用密闭性较好的自卸卡车运输，在车身铺设聚氯乙烯薄膜等进行防

渗漏处理，淤泥运输避开居民密集区，严格控制淤泥运输时间，避开交通繁忙时间，

避免淤泥运输车辆在路上停留时间太长。

9 淤泥临时堆放场远离敏感点，在淤泥临时堆放场四周建设围挡，配备临时

遮盖设施，定期对淤泥喷洒除臭植物液，最大限度减少臭气扩散对周边居民影响。

项目施工期废气对周围的影响较小。

（三）噪声

在项目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切实按照要求采取了相关的声环境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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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①合理安排施工现场，施工场区设置警示牌和围栏。

②合理安排工期，避免噪声大的施工机械在同一区域内同时使用，并加强机械

的维护保养，保证机械在良好的条件下使用。

③不在夜间（22：00-凌晨6：00）和中午（12：00-14：00）使用高噪声设备，

不在夜间工作，避免扰民事件发生。

④施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物料的运输时间，车辆在经过各敏感点路段时减速慢

行、禁止鸣笛。

⑤施工过程中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而使噪声增强现

象的发生；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减小施工作业中非正常噪声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项目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的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河道垃圾、施工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项目施工期河道垃圾及其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九

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河南

省中工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8月），本项目建设期间土石方总挖

方量 72.3349万 m3（其中①剥离表土 6.4737万 m3，②土石方开挖 36.2905万 m3，

③清淤 29.571 万 m3）；回填总量 72.3349 万 m3（其中①剥离表土回填 6.4737 万

m3，②土石方回填 36.2905万 m3，③清淤回填 29.571万 m3）。开挖土方均用于场

地低洼处回填使用，淤泥用于生态岛微地形的构筑或运至异位湿地建设工程回填利

用，自身挖方能够满足回填需求。

施工期间施工机械和车辆日常检修和维护均在专门机械维修厂进行，施工期间

不自行检修和维护机械及车辆，因此不产生废机油以及擦拭产生的废弃含油抹布及

手套。施工期未发生垃圾随意丢弃，污染生活区空气、美化，蚊蝇滋生、引发疾病

的情况。

（五）生态影响

1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清除了占地范围内的植被，对被占用土地原有的地表植

被造成不可逆的破坏。根据环评阶段调查，项目区域原有植被种类单一，植物群落



6

结构简单，地表植被均是本地区常见植被，不涉及有保护价值的珍惜物种。因此对

原有植被的清表不会对区域植被的多样性产生大的影响。本项目为河湖整治项目，

清表及土方填筑完成后，建设单位对建设范围内的生态缓冲带植被、湿地植被等均

进行了合理的设计，植被层次及种类均较原有植被丰富，同时更为美观、有序，且

丰富了植物群落结构及其生物多样性。因此，项目建设对植被破坏造成的损失较小。

2 由于项目区域人为活动非常频繁，项目区域主要动物以适应农耕地和居民

点栖息的种类为主，不存在珍稀野生动物，项目施工期会对项目区栖息的动物如鼠

类、昆虫类、鸟类产生惊扰，使其远离项目区，但不会对项目区动物物种多样性和

数量产生影响，此外施工范围小，工程建设对动物影响的范围不大且影响时间短，

是暂时的，其影响程度是可以接受。

3 项目不改变内河的水文情势，不改变鱼类繁殖和生长所需的水温、水流条

件，不阻断鱼类索饵和洄游的通道，清淤作业等涉水工程会暂时影响到施工段河道

水生生态系统，改变局部地形，随着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加上施工结束后上游

生物的不断补充以及工程施工后采取的投放节肢动物和瓣鳃类、腹足类底栖动物水

生生物修复措施，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鱼类等水生生物很快可得到恢复。

4 根据《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河南省中工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8月）施工期未发生重大水

土流失事件，未对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根据现场踏勘情况，现场

无裸露地块等，项目试运营期水土保持各项工程运行正常，防治效果明显。

综上，项目生态环境符合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要求。

3.2 运营期

（一）废水

项目本项目建成后无废水产生。

（二）废气

项目运营期主要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截污泵站恶臭。项目现阶段建设有 2套一体

化设备及其提升泵站、1套提升泵站，污水泵站运行会有恶臭产生，其主要污染物

是 NH3、H2S，项目采用生物除臭（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污染防治措施对恶臭进

行处理；定期维护污水提升泵站，加强运行管理，控制泵站的臭气产生量。

（三）噪声

项目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截污工程的提升泵、超磁处理系统等运行产生的噪



7

声。项目运营期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基础底座安装减振垫；合理布局，加强

泵站维护管理等措施进行降噪。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建成后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污水提升泵站栅渣、湿地植物收割残体、氧

化塘底泥、废旧过滤净化物质。项目污水提升泵站栅渣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处置；湿地植物收割残体产生后收集委托农户将其就近清运至项目周边农田

作为农肥使用；氧化塘底泥目前尚未产生，待产生后委托农户将其就近清运至项目

周边农田作为农肥使用；废旧过滤净化物质目前尚未更换，尚未产生，待产生后收

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五）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施工期、运营期管理计划中提出的环保要求。运行期，项

目运行管理单位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对溪

里溪异位净化湿地出水、低排干渠异位湿地出水进行检测。同时，根据工程特点，

为了解项目项目地表水水质、废气排放情况、场界噪声的影响，建设单位委托漳州

海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19日~20日、2025年 3月 21日~22日、2025

年 3月 24日~26日分别对低排水渠、低排干渠异位湿地出水、天宝镇中排水渠、溪

里溪异位净化湿地出水、香蕉海水域断面、九龙江西溪芗城段上下游、九龙江北溪

芗城段上下游地表水水质，运营期污水提升泵站场界周边恶臭污染物，截污工程的

提升泵、超磁处理系统场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综上，项目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基本

落实到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大气环境

项目运营期主要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截污泵站恶臭。项目现阶段建设有 2套一体

化设备及其提升泵站、1套提升泵站，污水泵站运行会有恶臭产生，其主要污染物

是 NH3、H2S，项目采用生物除臭（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污染防治措施对恶臭进

行处理；定期维护污水提升泵站，加强运行管理，控制泵站的臭气产生量。

为了解提升泵站无组织恶臭污染物排放情况，漳州海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19日~20日、2025年 3月 24日~26日的漳州海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

3个提升泵站（①溪里溪提升泵站及一体化设施；②金康支流提升泵站及一体化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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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③珠北溪截污泵站）周边场界无组织氨、硫化氢、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项目溪里溪提升泵站及一体化设施周边场界氨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为

0.20mg/m3，硫化氢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为 0.001mg/m3，臭气浓度无组织监测浓度

＜10；项目金康支流提升泵站及一体化净化设备周边场界氨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为

0.41mg/m3，硫化氢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为 0.001mg/m3，臭气浓度无组织监测浓度

＜10；项目珠北溪截污泵站周边场界氨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为 0.16mg/m3，硫化氢

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为 0.001mg/m3，臭气浓度无组织监测浓度＜10；项目提升泵站

场界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无组织最大监测浓度均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厂界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限值要求。综上，项目大气环境符合环境

保护竣工验收的要求。

2．声环境

项目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截污工程的提升泵、超磁处理系统等运行产生的噪

声。项目运营期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基础底座安装减振垫；合理布局，加强

泵站维护管理等措施进行降噪。

为了解项目噪声情况，漳州海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19日~20日

对截污工程的提升泵、超磁处理系统场界的噪声进行了检测。根据监测结果可知，

项目 3个泵站（①溪里溪提升泵站及一体化设施；②金康支流提升泵站及一体化净

化设备；③珠北溪截污泵站）周边场界噪声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项目声环境满足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要求。

五、工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为了解项目实施后水环境质量情况，委托漳州海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月 21日~22日对低排水渠、低排干渠异位湿地出水、天宝镇中排水渠、溪里溪

异位净化湿地出水、香蕉海水域断面、九龙江西溪芗城段上下游、九龙江北溪芗城

段上下游地表水水质进行了监测。根据 2025年 3月 21日~22日监测结果显示，项

目建设后项目天宝镇低排水渠、天宝镇中排水渠、香蕉海水域断面水环境质量能够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水质标准；低排干渠异位湿地

出水、溪里溪异位净化湿地出水水环境质量均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类水质标准；九龙江西溪芗城段上下游、九龙江北溪芗城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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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水环境质量均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

准。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九龙江流域（芗城段）水

源地保护与生态带建设工程项目较好的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制度、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以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在设计、施工、试运营期采取了行之

有效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主要环境保

护措施基本得到落实。综上，项目基本符合工程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条件，验收组同

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详见签到表

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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