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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段）（以下简

称“拟建公路”）是《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 年）》（鲁政字

（2023）204 号）中普通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威海中心城区与东部区域联系

的主要通道。由于现状 S302 成威线止于经区，未能向西串联环翠主城区和高区，

随着经济社会、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区存在路网衔接不畅、交通拥堵等问题，为

进一步加强 S302 及周边路网连通，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强化与高速公路、高

铁、机场等运输方式的衔接，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将终点调整至环翠区张

村镇。本项目的实施，将 S302 成威线终点由现状终点延伸至规划终点，实现与区

域内多条干线道路的有效衔接，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改善交通环境，发挥路

网整体效益，提高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强化高区、环翠区及经区间快速连

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拟建公路起自 S201 威东线（环山路）望岛互通，向西南新建，经华夏山海城

北，设置阮家口隧道下穿里口山，于阮家口村东北与 S202 设置阮家口互通，转

向西改造利用 S202 威青线，于贝草夼村南侧与凤凰山路设置贝草夼互通，于义

和村西北与 S202 设置义和互通后转向北新建，设置义和隧道下穿艾山，沿昆仑路

南侧布线转向东北，于姜南庄南侧与昌华路设置里口山互通，向东北跨张村河、

经福德庄村东南后路线转向北，设置柳沟隧道下穿老虎山后，改造现有 S201 威东

线柳沟互通到达终点。 
1. 项目建设特点 
（1）工程特点 
拟建公路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和经区，路线全长 18.229km，设桥梁 1631m/7 座，

涵洞 21 道，互通式交叉 6 处，沿线设施 1 处，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 33m。改造利用 S202 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建设，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 32m。 
拟建公路永久占地 153.34hm2，总挖方 322.82 万 m3，总填方 208.93 万 m3，无

借方，余方 114.45 万 m3，余方由地方政府接收，用于其他项目综合利用，不设取

土场、弃渣场。 
（2）环境特点 
① 生态环境 
项目区植被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暖温带落叶阔

叶林地带——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亚地带——胶东丘陵栽培植被。拟建公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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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植被类型有针叶林、阔叶林和灌草丛，包括赤松林、黑松林、麻栎林等森林

植被，林下主要有胡枝子、绣线菊、照山白、盐麸木、荆条、酸枣、白羊草、黄

背草及其他禾草灌草丛。 
拟建公路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项目沿线可

能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5 种，即梅花鹿、小灵猫、中华秋沙鸭、金雕、

黑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15 种，即乌龟、鸢、苍鹰、雀鹰、普通鵟、红隼、

红脚隼、领角鸮、雕鸮、斑头鸺鹠、纵纹腹小鸮、长耳鸮、豹猫、狼；省级重点

保护动物有 9 种，具体如下：两栖动物有 2 种，即黑斑蛙、东方铃蟾；爬行动物

有 1 种，即北草蜥；鸟类有 4 种，即白鹭、环颈雉、啄木鸟（部分）、百灵（部

分）；兽类有 2 种，即黄鼬、狐狸。上述野生保护动物可能分布于项目 K8~K11、
K17~K18、K23~终点路段等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区域。项目沿线未发现珍稀野生保

护植物和古树名木分布。 
② 水环境 
拟建公路跨越的水体主要有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福德庄河、姜南庄水库、

张村河等，不涉及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取水口。 
本项目主线K11+150~K11+200路段以北观大桥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

地保护范围，供水类型为分散式，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18m。义和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桥梁穿越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供水类

型为分散式，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28m。义和互通匝道 BK0+820~BK0+845
路路段临近另一处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62m。

K22+100~K22+300 路段临近福德庄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供水类型为集中式，路线

与二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8m，与一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09m，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324m。监测表明，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水井水质各监测

指标均可达到相应执行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③ 声环境 
拟建公路沿线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19 处，包括：3 处学校和 16 处居

民点。监测表明，12 处环境敏感点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 

④ 环境空气 
拟建公路设置隧道 3 座，评价范围内环境空气敏感点 1 处，根据威海市 2024

年生态环境质量公报，项目区六项环境空气污染物平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 2018 年修改单中二级标准的要求，属于环境空气质

量达标区。 
（3）环境影响特点 
拟建公路路线较短、占地面积较小，工程扰动原地貌与植被的面积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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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用耕地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影响和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较小，

公路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环境可能不

利影响，为进一步降低影响，应按相关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强化景观设计，加强

水土保持。 
拟建公路跨越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南庄水库、张村河等，

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施

工期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和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对沿线水体和水源保护区水质有一

定影响，应采取加强防撞护栏设计，设置防渗边沟、防渗事故应急池、桥面径流

收集系统、警示标志、危化品运输车辆绕行标志及监控设施等措施。 
拟建公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点 19 处，施工期施工噪声和运营期交通噪声将对沿

线敏感点的声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应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设置声屏障、限速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2.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

拟建公路局部新建路段涉及环境敏感区，且为一级公路，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为做好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2025 年 1 年 10 日，威海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

托我单位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内部质量管理规定的要求，我单位成立了由生态、水保、噪声、水、大

气等人员组成的环境影响评价组，在威海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大力协助下，对

拟建公路沿线进行了实地踏勘、资料收集，走访了项目沿线地区各级相关部门，

充分调查了沿线环境现状，识别环境影响、筛选评价因子、确定评价重点和工作

等级、评价范围，委托山东奥斯瑞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环境现状监测。在

以上工作基础上，我公司于 2025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

段改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拟建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评价单位得到了威海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及威海市各级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林业、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个人的

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3. 分析判定相关情况 
拟建公路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山东

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5 年）》、《威海市普通国省道“十四五”

发展规划》、《威海市综合立体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 年）》、《威海市

环翠行政辖区十街道国土空间规划》等沿线城镇规划等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

符合《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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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20-2035）》、《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6-2025）》等相关要求。 
4. 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 
拟建公路的建设造成土地利用类型改变、植被破坏、野生动物阻隔及生物量

损失，对区域内植物资源和动物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会产生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 
（2）水环境 
拟建公路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对沿线水体水质可能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营运期危化品泄漏对跨越水体及水源地保护范围等路段可能会产生环境

风险影响。 
（3）声环境 
拟建公路沿线有 19 处声环境敏感点，施工期及营运期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正

常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4）环境空气 
拟建公路沿线有 1 处环境空气敏感点，施工期 TSP 及运营期 NO2 和 CO 等污

染物将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5.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 
拟建公路是《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 年）》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建设将强化高区、环翠区及经区间快速连接，改善交通环境，发挥路

网整体效益，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拟建公路的建设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山东及威海市公路网规划、沿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符合《威

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拟建公路局部路段穿经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

线等生态敏感区以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

地保护范围，工程建设将会对生态敏感区内的生态环境以及水源地产生一定的影

响，但其影响可通过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得以缓解，并降低到可接受范围。拟建公

路的建设将会对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水环境、声环境以及居民生活质量产生一

定的不利影响，但只要认真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减缓措施，真正落实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并能为环境所接受。

因此，评价认为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拟建公路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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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建设项目特点 

1.1.1 地理位置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扩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段）位于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推荐方案起于望岛互通立交，终点

位于张村镇东南侧柳沟立交处，路线全长 18.229km。详见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工程特性 

拟建公路主要工程特性见表 1.1-1。 
表 1.1-1  拟建公路主要工程特性表 

项目名称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扩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段） 
建设地点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 
路线全长 18.229km，其中新建路段长 11.387km，利用 S202 路段长

6.842km，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km/h，新建

段路基宽度 33m，利用 S202 段路基宽度 32m。 
建设性质 改扩建 
永久占地 153.34hm2 

工程估算总投资 262385.1 万元 

建设工期 计划于 2025 年 10 月开工建设（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下发的开工令为

准），2028 年 10 月建成通车，工期 36 个月 
建设单位 威海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1.3 项目建设意义 

1.本项目的建设是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的需要； 
2.本项目的建设是改善交通出行环境的迫切需要； 
3.本项目的建设是提升路网综合效益的现实需要； 
4.本项目的建设是强化城区快速联动的战略需要； 
5.本项目的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要。 

1.2 评价原则和目的 

1.2.1 评价原则 

1.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力求做到工作

深入、内容完备、数据准确、论据充分、措施具体，使评价成果具有科学性、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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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坚持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及危害

给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3. 通过类比分析和实地考察，提出最可靠、最经济、操作性强的环境保护措

施。 
4. 坚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做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1.2.2 评价目的 

通过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拟达到如下目的： 
1. 通过对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评价，了解区域主要环境问题，从环

境保护角度论证公路选线的环境可行性。 
2. 通过对公路沿线环境现状调查研究，采用模型模拟、类比调查、遥感解译

等技术手段，针对拟建公路的设计、施工和营运各阶段，预测评价公路建设可能

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影响范围和程度，从而分析选线的环境可行性，为

公路设计、施工、运营过程中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3. 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将环保措施、对策建议和评价结论

反馈于工程设计和施工，为优化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以求避免或最大限度地

减缓工程建设导致的负面环境影响，达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目的。 
4. 对公路施工期、营运期环境管理提出实施计划，并为沿线经济发展、城镇

建设和环境规划提供辅助信息和科学依据。 

1.3 编制依据 

1.3.1 国家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实施时间 2015.01.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8.12.2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8.12.2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8.01.0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8.10.2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实施时间 2020.09.0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实施时间 2020.01.01）；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时间 2011.03.01）；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7.11.0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3.01.0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订实施时间 2020.07.01）；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实施时间 202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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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9.04.23）；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实施时间 2021.04.29）；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实施时间 2022.06.01）；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实施时间 2022.06.05）； 
18.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修订实施时间 2011.01.08）；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修订实施时间 2018.03.19）；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修订实施时间 2018.03.19）；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实施时间 2017.07.16）；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修正实施时间 2012.07.01）；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时间 2007.11.01）； 
24.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时间 2013.12.07）； 
25.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时间 2021.01.24）； 
26. 《地下水管理条例》（实施时间 2021.12.01）； 
27. 《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实施时间 2016.02.06）。 

1.3.2 地方性法规 

1.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11 月 30 日修订）； 
2.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1 月 30 日修订）； 
3. 《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4. 《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 月 23 日修订）； 
5. 《山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6. 《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8 年 1 月 24 日修订）； 
7. 《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7 年 5 月 19 日修订）； 
8. 《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2013 年 11 月 29 日修订）； 
9. 《山东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4 年 5 月 27 日）； 
10. 《山东省高速公路条例》(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1. 《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12.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1 月 23 日修订）； 
13.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2018年 1月 23日

修订）； 
14. 《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2019 年 12 月 16 日）； 
15. 《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8 年 1 月 24 日修订）； 
16. 《山东省湿地保护办法》（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3.3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通知》（国发[2000]38 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jIxNTc5Nw==&mid=2247623256&idx=2&sn=af1b527a008ad79f988ec52eaeb28ad4&chksm=e894e7c2dfe36ed4dd904d3e1149b0b1827d94793d6a8019cd76fe9c81d75fc5d4f55e1d8187&mpshare=1&scene=1&srcid=1225zQP7kS2vRErNA7CSOi4d&sharer_sharetime=1640404355000&sharer_shareid=82251ac61cc27a5f21334965c934d253&key=989b87583a3e3be3cc06f598c9ec2c007c13e3f37e9e6e30347381204ee1b83f747e2c7ebf2cb8704bb7437c6dc74ac50264ab9ec575480c5850f64ac21f7f4e71783874e97baf43bc908a284a9975759dfbe06fdf001eaa28066d9b215c8373a712e0ced0c0ffe8d0b89c6cf07681148061429a7f3ea81475bb2bc146103294&ascene=1&uin=MTYxODUzMzUwMQ==&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4051b&lang=zh_CN&exportkey=AyMhGHzPMKRKj79PIwlubhM=&pass_ticket=tEK85uIHXt4CIHi8/yD6XiObz5fSC7z0lVId8MTju0KqS+6Z50rguVywUHvtZeJ0&wx_header=0&fontge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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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26）； 
2.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2015.04.02）； 
3.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

2013.09.10）；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2016.05.28）； 
5. 《关于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大气[2023]1 号，

2013.01.03）；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保护部令第 44 号，  

2021.01.01）； 
7.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保护部令第 4 号，2019.01.01）； 
8. 《关于印发<“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环环评[2022]26 号，2022.04.01） 
9. 《关于公路、铁路（含轻轨）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噪声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3]94 号，2003.05.27）； 
10. 《关于在公路建设中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若干意见》（交公路发

[2004]164 号，2004.04.06）； 
11. 《关于进一步加强山区公路建设中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导意见》

（交公路发[2005]441 号，2005.09.23）； 
12. 《关于加强公路规划和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84 号，

2007.12.01）； 
13.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规划建设和环评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通

知》（交办规划函[2025]227 号，2025.01.26）； 
14. 《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交公路发[2009]226 号，2009.05.12）； 
15.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 [2007]37 号，

2007.03.15）； 
16. 《关于划分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公告 2006 年第 2 号，2006.04.29）； 
17.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

[2012]77 号，2012.07.03）； 
18. 《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2012.08.07）； 
19. 《关于发布<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环发[2010]7 号，

20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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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环

发[2010]144 号，2010.12.15）； 
2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8.07.16）； 
2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48 号，2019.10.24）； 
23.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

2024.02.01）； 
24. 《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批复》（国函[2016]161 号，2016.09.28）； 
25. 《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63 号，

2010.12.28）； 
26. 《关于印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的通知》（国函[2013]129 号，

2013.12.02）； 
27.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50

号，2018.04.15）； 
28.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

作的函》（自然资办函[2019]1125 号 ，2019.06.29）； 
29.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2022.08.16）； 
30. 《关于规范火电等七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通知—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试行）》（环办 [2015]112 号，

2015.12.18）； 
31. 《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环规

生态[2022]2 号，2022.12.27）； 
3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

知》（林资规[2021]5 号，2021.09.13）； 
33. 《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环规财[2018]86 号，2018.08.30）； 
34. 《国家林业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国家级

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林资发[2017]34 号，2017.05.08）； 
35.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2021.02.01）； 
36.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15 号 ，2021.09.08）； 
37.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环境保护部 中国科学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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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015 年第 32 号，2015.05.20）； 
38.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生态山东的决定》（鲁发

[2011]22 号）； 
39. 《山东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规划纲要》（鲁政发[2001]100 号）； 
40.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政发

[2006]66 号）； 
4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鲁

政发[2021]12 号）； 
42.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三同时”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2006]60 号）； 
43.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 年）的批复》

（鲁政字[2016]173 号）； 
44.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的通

知》（鲁自然资字[2021]219 号）； 
45.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临时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

自然资规[2023]1 号）； 
46.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交通运输建设工程施工扬尘防治导

则>的通知》； 
47. 《山东省城市建筑渣土管理“十个必须”》（鲁建城字[2014]58 号）； 
48.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环发[2018]124 号）； 
49. 《关于印发山东省扬尘综合整治方案的通知》（鲁环发[2019]112 号）； 
50. 《关于印发<山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

（鲁环发[2021]2 号）； 
51.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

（试行）>的通知》（鲁环发[2023]11 号）； 
52.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鲁环字

[2021]192 号）； 
53. 《山东省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山东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山东省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山东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鲁环委办[2021]30
号）； 

54.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的通知》（威政字[2021]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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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技术标准及规范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环境空气》（HJ 2.2-2018）；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 
8.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10.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 
1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1.3.5 主要技术文件及资料 

1.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山东省交

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2024.07）； 
2.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山东省交

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4.02）； 
3.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路

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5.06）； 
4. 《威海市水功能区划》（威海市水利局，2015.02）； 
5. 《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 年）》（鲁政字（2023）204

号）； 
6. 《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30）》； 
7. 《山东省普通省道路线调整方案（2015-2030 年）》； 
8.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 威海市

环翠区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2021.11）； 
9.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6-2025 年》（威海市环翠区林业

局，2016.04）； 
10. 《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

限公，2021.10）； 
11. 《威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威海市人民政府，2016.09）； 
12. 《威海市环翠行政辖区十街道（中心城区外）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威海市人民政府，2024.08）； 
13. 《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威海市人民政府，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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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路线方案的意见》（威海

市生态环境局环翠分局，2025.03.25）； 
15.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

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 
16.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实施

评估分析报告》； 
17.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占用威海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景观影响评价及生态恢复方案》； 
18.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影

响专题报告》； 
19.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段）环

境现状监测报告》。 

1.3.6 委托文件 

中标通知书（威海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4 评价内容及评价工作重点 

1.4.1 评价工作内容 

根据本项目路线布设情况及外业踏勘、调研成果，确定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工程分析 
根据施工图设计成果综述工程概况，进行工程污染源分析，并对施工期及营

运期主要环境污染排放源强进行分析。 
2.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包括对土地利用、农业生态、水生生态、植被损失及恢复、野生保护动植物、

生态敏感区的影响评价。着重于对沿线经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

林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及工程占用植被和生态公益

林的影响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影响分析。 
3.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在调查和分析评价范围内张村河、贝草夼水库等地表水质量现状，预测和评

价路线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水环境功能区划、水环境保护目标可能造成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上可行、操作性较强的水环境保护措施，以期实现污水

达标排放，以及营运期沿线服务设施生活污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4.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调查项目区地下水赋存状况。本项目建设不包括服务区加油站，因此本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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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仅对地下水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5. 环境风险分析 
以公路穿经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等路段为重

点，对工程营运期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环境风险事故的处

置及应急计划。 
6. 声环境影响评价 
在现状监测和评价的基础上，按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对公路声环境质量现

状进行评价，分析、预测工程对沿线声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治和减缓

措施，为施工期和营运期噪声治理工程和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7.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在对公路沿线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简要分析汽车尾气对沿

线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8. 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简要分析施工期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施工建筑垃圾及营运期沿线设施生活

垃圾、含油固体废物等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9. 环境保护措施及技术经济论证 
根据预测评价结果，提出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 
10. 局部路线方案环境保护比选 
从环境保护角度对工程各局部替代方案进行比选。 
通过预测分析与评价，并参考初步设计研究成果，对工程沿线的路线方案进

行分析和比选，并提出优化建议。 
11.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从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方面对拟建公路进行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2. 环境保护管理计划和监测计划 
给出公路工程施工期、营运期的环境保护管理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及环境监

督、环境管理计划，重点制定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方案并强化其可操作性。提出

施工期、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等。 

1.4.2 评价工作重点 

本评价工作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工程建设对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

线的影响评价，以及施工期工程占地、占用生态公益林、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评

价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2. 以营运期交通噪声影响评价为重点的声环境影响评价； 
3. 以工程建设对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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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重点的水环境影响评价； 
4. 以营运期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对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义和村地下

水型水源地及敏感水体影响为重点的环境风险分析。 

1.5 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 

1.5.1 评价工作等级 

依据公路特点和沿线环境特征，本项目各专题评价工作等级见表 1.5-1。 
 

表 1.5-1  拟建公路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及依据 
环境要素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根据导则 7.1.1b，项目涉及威海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路段评价等级为

二级 二级 
根据导则 7.1.1c，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路

段评价等级为二级 
生态环境 

三级 

拟建公路属于大型线

性工程，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

（HJ1358-2024），采

取分段确定评价等级 根据导则 7.1.1d，项目沿线未穿越生态敏感

区路段评价等级确定为三级 

声环境 一级 

本项目属大型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噪声级

增高达 5dB(A)以上，且受影响的人口数量显著增多，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和《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确定评价等级为一级 

环境空气 简单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
环境空气不必进行评价等级判定，依据以往经验对项目施工和运

营产生环境空气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地表水 
环境 

水污染影响 
三级 B 

公路沿线施工期产生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均收集后统一处置，

不外排，排放方式为间接排放；营运期管理站设置污水处理站，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回用池，用于绿化、降尘等，不外排。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2.3-2018），并参

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确

定评价等级为三级 B。 

地下水 
环境 简单分析 

本项目不包括加油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

项目》（HJ1358-2024），地下水环境不必进行评价等级判定，考虑

到项目穿越 2 处地下水源地，本次主要针对地下水源地开展影响

分析和环境风险分析。 

环境风险 简单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
环境风险不必进行评价等级判定，结合《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

技术导则》（HJ 169-2018），仅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进

行简要分析。 
 

1.5.2 评价范围 

根据评价工作等级及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特点和各路段的自然环境特征，结

合评价单位以往从事公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类比监测的实践经验，确定本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见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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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览表 
序号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1 生态环境 

拟建公路经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山东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以及生态保

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路段，评价范围为路线穿越路段向两端外延 1km、中

心线两侧各 1km 以内的区域，涉及野生动物评价范围扩大到其活动栖息

地；其余未涉及环境敏感区路段评价范围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300m 以内

的区域；施工生产生活区等临时工程周边 200m 范围；水生生态评价范围

同地表水环境评价范围 

2 声环境 

根据导则，一般以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以内为评价范围，噪声贡献值到

200 m 处，仍不能满足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值时，应将评价范围扩大到

运营中期噪声贡献值满足标准值的距离。依据 4.4.2 节预测结果，贝草夼

互通~义和互通路段为距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78.7m，义和互通~里口山互通

路段为距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63.3m，里口山互通~柳沟互通路段为距公路

中心线两侧各 264.2m。其他路段为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范围。 
3 环境空气 按导则要求，不必设置环境空气影响评价范围 

4 地表水 
环境 

拟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以内的范围，跨水体桥（涵）位上游

200m、下游 1000m 以内的范围。 

5 地下水 
环境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和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

范围和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6 环境风险 按导则要求，不必设置环境风险影响评价范围。 

1.6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项目特点、沿线环境特征，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各阶段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情况见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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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拟建公路环境影响要素识别矩阵 
施工期 运营期 

施工行为或 
工程内容 
 

环境要素 
占地 拆迁

安置 

土

石 
方 

路

基 
路

面 

隧

道 
工

程 

桥

涵 
工

程 

材

料 
运

输 

机

械 
作

业 

施工 
场地 

环保

工程 
运输 
行驶 养护 服务

设施 
桥涵

边沟 

陆地植被          □  □   

野生动物          □ ■ □   
水生生物          □ ■ □  □ 
水土保持          □  □  □ 
农业生态          □     
土壤          □ ■    
景观          □  □   

生态

环境 

土地利用

与开发 
          □  □  

水环境          □  □  □ 
声环境          □  □   
环境空气          □  □   
固体废物          □  □   

城镇规划           □    
交通运输           □  □  其他 
基础设施           □    

注：□/○：长期/短期有利影响；■/●：长期/短期不利影响；空白：相互作用不明显。 
根据对项目特点、沿线环境特征、工程的环境影响要素分析和识别，筛选出

主要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见表 1.6-2 和表 1.6-3。 
表 1.6-2  拟建公路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影响

时期 
受影响对

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物种 
分布范围、种

群数量、种群

结构、行为等 

路基、路面施工对植物物种的

分布范围的占用，工程施工、

运行导致个体直接死亡，生境

面积和质量下降导致个体死

亡、造成种群数量的减少，影

响种群结构，施工活动对野生

动物行为产生干扰 

短期、可逆 强 

生境 生境面积、质

量、连通性等 

临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

破坏或丧失，种群数量下降或

种群生存能力降低对质量的影

响 

短期、不可逆 强 
施工

期 

生物群落 物种组成、群

落结构等 

路基、路面施工对土地占用造

成的直接生态影响：包括临

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破

坏或丧失；工程施工、运行导

致个体直接死亡；施工活动对

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干扰 

短期、可逆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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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6-2  拟建公路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影响

时期 
受影响对

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度、

生产力、生物

量、生态系统

功能等 

土地占用对农林业生产、土壤

及地貌的影响，对植被覆盖

度、生产力及生物量的影响 
短期、可逆 强 

生物多样

性 

物种丰富度、

均匀度、优势

度等 

生态公益林占用、工程占地区

开挖、建设等会扰动地表，破

坏地表植物及植被，弃渣场、

料场、临时施工场地平整、临

时施工便道修筑等工程行为，

使土壤裸露、地表扰动对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跨河桥梁施工

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短期、可逆 强 

生态敏感

区 

主要保护对

象、生态功能

等 

施工扰动、桥梁基础施工等对

敏感区内生物多样性、生态系

统等生态功能的影响 
短期、可逆 强 

施工

期 

自然景观 景观多样性、

完整性等 
路基开挖施工等对自然景观的

破坏 短期、可逆 强 

运营

期 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度、

生产力、生物

量、生态系统

功能等 

营运期对陆生动物的影响主要

为交通噪声和夜间车辆行驶时

灯光对动物的栖息和繁殖有一

定的不利影响。公路建成后，

永久占地内的林地植被将完全

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路面及

其辅助设施，对林地的群落结

构的影响，对植被生产力、生

物量的影响 

长期、不可逆 弱 

生态敏感

区 

主要保护对

象、生态功能

等 

营运期公路噪声、阻隔效应及

跨河桥梁环境事故风险等，对

敏感区内生物多样性、生态系

统等生态功能的影响 

长期、不可逆 弱 
运营

期 

自然景观 
路面等永久占

地会使占地区

原有景观改变 

路面等永久占地会使占地区原

有景观改变，代之以人为景

观，对自然景观产生影响 
长期、不可逆 弱 

注 1：应按施工期、运行期以及服务期满后（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等不同阶段进行工程分

析和评价因子筛选。 
注 2：影响性质主要包括长期与短期、可逆与不可逆生态影响。 
注 3：影响方式可分为直接、间接、累积生态影响，可依据以下内容进行判断： 
a） 直接生态影响：临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破坏或丧失；工程施工、运行导致个体直

接死亡；物种迁徙（或洄游）、扩散、种群交流受到阻隔；施工活动以及运行期噪声、振动、

灯光等对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干扰；工程建设改变河流、湖泊等水体天然状态等； 
b） 间接生态影响：水文情势变化导致生境条件、水生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地下水水位、土

壤理化特性变化导致动植物群落发生变化；生境面积和质量下降导致个体死亡、种群数量下

降或种群生存能力降低；资源减少及分布变化导致种群结构或种群动态发生变化；因阻隔影

响造成种群间基因交流减少，导致小种群灭绝风险增加；滞后效应（例如，由于关键种的消

失使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发生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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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累积生态影响：整个区域生境的逐渐丧失和破碎化；在景观尺度上生境的多样性减少；

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等。 
注 4：影响程度可分为强、中、弱、无四个等级，可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初步判断： 
a） 强：生境受到严重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显著影响；野生动植物难以栖息繁衍（或

生长繁殖），物种种类明显减少，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种群结构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显著

下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难以维持；自然景观、自然遗迹

受到永久性破坏；生态修复难度较大； 
b） 中：生境受到一定程度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

（或生长繁殖）受到一定程度干扰，物种种类减少，种群数量下降，种群结构改变；生物多

样性有所下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干扰；

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受到暂时性影响；通过采取一定措施上述不利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

生态修复难度一般； 
c） 弱：生境受到暂时性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变化不大；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

殖）受到暂时性干扰，物种种类、种群数量、种群结构变化不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基本维持现状；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基本未受到破坏；在干扰

消失后可以修复或自然恢复； 
d） 无：生境未受到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未受到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

未受到影响；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现状；自然景观、

自然遗迹未受到破坏。 
 

表 1.6-3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环境要素 现状评价 施工期 营运期 

地表水 
环境 

pH 值、NH3-N、TP、
COD、BOD5、石油类、

SS、CODMn、溶解氧 

施工产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pH 值、SS、石油类、COD、

BOD5、NH3-N 等 

路（桥）面径流水和沿

线设施的生活污水：动

植物油、COD、

BOD5、pH 值、SS、
NH3-N 等 

地下水 
环境 

pH 值、总硬度、挥发

酚、氨氮、亚硝酸盐、总

大肠菌群等 

施工生产废水、生活污水：

pH 值、SS、石油类、动植物

油、COD、BOD5、NH3-N 等 

路（桥）面径流水：

SS、石油类 BOD5、危

化品等 
声环境 等效 A 声级 LAeq 等效 A 声级 LAeq 等效 A 声级 LAeq 
环境空气 TSP、PM10、NO2、CO TSP、沥青烟、苯并[]芘 汽车尾气：NOX、CO 

固体废物 -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土石方

弃渣 生活垃圾 

 

1.7 环境保护目标 

1.7.1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公路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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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本项目主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敏感

目标 敏感目标特征 相关关系 主要影响

及时段 

自然

植被 

沿线主要自然植被类型有

针叶林、阔叶林和灌草

丛，包括赤松林、黑松

林、麻栎林等森林植被，

林下主要有胡枝子、绣线

菊、照山白、盐麸木、荆

条、酸枣、白羊草、黄背

草及其他禾草灌草丛。 

拟建公路永久占用林地约 50.86hm2 

土地占用

将造成植

被的损

失，影响

时段为施

工期 

生态

公益

林 

沿线树种以赤松、黑松和

栎类为主，主要为水土保

持林及水源涵养林。 

本项目不占用一级生态公益林，占用

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27.7834hm2，其

中占用国家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3.4896 hm2，均为国家二级公益林；占

用市级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19.317 
hm2；占用商品林总面积为 4.9768 

hm2。生态公益林主要分布在

K8~K11、K17~K18、K21~K22 和

K23~终点路段。 

土地占用

将造成公

益林的损

失，影响

时段为施

工期 

耕

地、

基本

农田 

沿线地区农耕历史悠久，

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

麦、玉米等。 

拟建公路永久占用耕地 37.27 hm2，其

中占用旱地 29.86 hm2，菜地

7.41hm2，不占用水田，不占用基本农

田。 

土地占用

造成耕地

的减少，

影响时段

为施工期 

珍稀

野生

保护

动植

物 

项目沿线可能分布有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5
种，即梅花鹿、小灵猫、

中华秋沙鸭、金雕、黑

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有 15 种，即乌龟、鸢、

苍鹰、雀鹰、普通鵟、红

隼、红脚隼、领角鸮、雕

鸮、斑头鸺鹠、纵纹腹小

鸮、长耳鸮、豹猫、狼；

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9
种，具体如下：两栖动物

有 2 种，即黑斑蛙、东方

铃蟾；爬行动物有 1 种，

即北草蜥；鸟类有 4 种，

即白鹭、环颈雉、啄木鸟

（部分）、百灵（部分）；

兽类有 2 种，即黄鼬、狐

狸。 

拟建公路沿线未发现珍稀野生保护植

物和古树名木分布； 拟建公路

K8~K11、K17~K18、K23~终点路段等

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区域可能分布有国

家级和省级野生保护动物。 

项目施工

和运营对

沿线野生

保护动物

的生存环

境可能会

产生一定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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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7-1  本项目主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敏感

目标 敏感目标特征 相关关系 主要影响及

时段 

珍稀

野生

保护

动物 

项目沿线可能分布有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有 5 种，即梅花鹿、

小灵猫、中华秋沙鸭、金雕、黑

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15 种，即乌龟、鸢、苍鹰、雀

鹰、普通鵟、红隼、红脚隼、领

角鸮、雕鸮、斑头鸺鹠、纵纹腹

小鸮、长耳鸮、豹猫、狼；省级

重点保护动物有 9 种，具体如

下：两栖动物有 2 种，即黑斑

蛙、东方铃蟾；爬行动物有 1
种，即北草蜥；鸟类有 4 种，即

白鹭、环颈雉、啄木鸟（部

分）、百灵（部分）；兽类有 2
种，即黄鼬、狐狸。 

国家级和省级野生保护动物可

能分布于 K8~K11、K17~K18、
K23~终点路段等植被覆盖率较

高的区域。 

项目施工和

运营对沿线

野生保护动

物的生存环

境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影

响 

威海

市里

口山

风景

名胜

区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是山东

省人民政府于 2004 年审定公布

的省级风景名胜区。2022 年 2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鲁政

字〔2022〕5 号）的《威海市里

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威海市里口

山风景名胜区包括里口山景区、

北玉皇山景区和中间连接绿廊组

成，总面积 6902 hm2。范围边界

东至环山路、嵩山路，西至里口

山环山消防通道、天目路，北至

高区里口山山体林缘线，南至环

翠区边界。 

拟建公路在

K8+000~K10+000、
K17+100~K18+100、

K23+300~K24+200 路段 4.0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三级保护区， 
K10+000~K17+100、

K18+100~K23+300 路段穿越威

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

护地带。工程型式主要包括望

岛互通立交至阮家口互通立交

段新建路基，阮家口互通立

交，贝草夼互通立交，义和互

通立交和柳沟互通立交，以及

路基、桥梁、隧道工程用地、

通道用地等，不涉及核心景

区。具体见 5.1.1 节 

施工期：施

工对地表的

扰动、水土

流失、施工

扬尘、噪声

等对景区景

观、动植物

资源的影

响；营运

期：公路阻

隔及景观的

影响 

双岛

国家

森林

公园 

1993 年，由原林业部造批字

(1993)89 号文批准设立双岛国

家级森林公园。2000 年，经国

家林业局林场发(2000)610 号文

件批准，将环翠区张村镇里口山

划归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面积扩

大为 2477.3  hm2。 

拟建公路 K23+300~K24+200 路

段约 0.90km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

公园，望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

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均

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涉及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长 
205.84m，为生态保育区（不涉

及永久占地），具体见 5.1.2
节。 

施工期：施

工对地表的

扰动、水土

流失、施工

扬尘、噪声

等对森林公

园景观、动

植物资源的

影响；营运

期：公路阻

隔及景观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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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7-1  本项目主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敏感

目标 敏感目标特征 相关关系 主要影响及

时段 

生态

保护

红线 

自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

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

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源办

函〔2022〕2207 号），山东省于 
2022 年 10 月启用三区三线矢

量数据成果，作为建设项目用地

用海依据。 
 

本项目用地不压占生态保护红

线，但局部路段涉及胶东丘陵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

（红线编码：371002120190、
371002120228、
371002120218、
371002120245、

371002120216），穿越生态保护

红线总长度为 814.53m，红线类

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其中新

建阮家口隧道涉及穿越约

235.93 m，义和隧道涉及穿越约

61.85 m，柳沟隧道涉及穿越约

516.75m。具体见 4.1.12 节。 

施工期对生

态保护红线

的占用影响 

 

1.7.2 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跨越的主要地表水体包括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南庄

水库、张村河等地表水体，具体见表 1.7-2。 
 

表 1.7-2  拟建公路沿线跨越的主要地表水体情况一览表 
序号 保护目标 目标特征 相关关系 主要影响及时段 

1 望岛河 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中 III 类标准 
FLK1+162 辅道桥

跨越 

2 贝草夼水库 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中 III 类标准 
K12+450 以贝草夼

大桥跨越 

3 羊亭河支流 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中 III 类标准 
K14+550 以朱家圈

大桥跨越 

4 姜南庄水库 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中 III 类标准 

5 张村河 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中 III 类标准 

K22+100 以张村河

大桥跨越 

施工生产废水排

放对水质的影

响，营运期风险

运输事故对水质

的影响。 

 

1.7.3 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穿越地下水型水源地 2 处，分别为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羊亭

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详见

表 1.7-3 和图 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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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3  本项目沿线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序

号 保护目标 目标特征 相关关系 水质

目标 
主要影响 
及时段 

1 
羊亭镇北观

地下水型水

源地 

以水井为中心，半径

30m 范围被划定为保

护范围，水源类型为

地下水型，服务人口

约 600 人，供水类型

为分散式。该项目穿

越保护范围。 

K11+150~K11+200 路段以北观

大桥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

水源地保护范围，桥梁中心线与

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18m，具体见

3.4.2 节。 

Ⅲ类 

营运期风险运

输事故对水源

地水质的影

响。 

2 
羊亭镇义和

村地下水型

水源地 

以水井为中心，半径

30m 范围被划定为保

护范围，水源类型为

地下水型，服务人口

约 648 人，供水类型

为分散式。该项目穿

越一处水井的保护范

围，并临近一处水井

的保护范围。 

义 和 互 通 匝 道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

桥梁穿越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

地保护范围上游，匝道桥中心线

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28m；

BK0+820~ BK0+845路段临近羊

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路

段工程形式为路基，与取水口最

近距离 62m 

Ⅲ类 

营运期风险运

输事故对水源

地水质的影

响。 

3 

张村镇福德

庄地下水型

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为以水井

为中心，半径 30m
范围；二级保护区为

以水井为中心，半径

300m 范围，里口山

路南。服务人口约为

1130 人，水源类型

为地下水型，供水类

型为集中式。该项目

临近二级保护区。 

K22+100~K22+300 路段临近张

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下游，路段工程形式为

桥梁，与二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8m，与一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09m，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324m 

Ⅲ类 

营运期风险运

输事故对水源

地水质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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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本项目与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位置关系 

 

 
图 1.7-2 本项目与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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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本项目与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区位置关系图 

 

1.7.4 声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沿线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保护目标 19 处，包括：3 处学校和 16 处居

民点，具体见表 1.7-4。 

1.7.5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拟建公路沿线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1 处，详见表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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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4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评价范围内户数

(户) 序

号 
路段 桩号 名称 

行政

区划 
方

位 
距路

中(m) 
距边

界(m) 

单侧

红线

宽度

(m) 

预测点

地面高-
路基地

面高(m) 

路基填

挖高度

或桥高

(m) 

工程

形式 

声环

境功

能区 

声环境

功能区

分界线

(m) 
4a 类

/4b 类 
1 类/2
类/3 类 

环境特征 平片图 照片 

1 
望岛

互通

辅道 

FLK0+130 
~ 

FLK0+410 
盛悦府 

环翠

区 
路

右 
43 24 19 -11 +1.5 路基 

4a 类

/1 类 
74 126 1071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目前 6 栋楼房（在建），1
栋 22 层，5 栋 21 层，共 1197
户，首排 4 栋，钢筋混凝土结

构，首排 3 栋，侧向公路。主

要噪声源为现有环山路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2 
望岛

互通

辅道 

FLK0+430 
~ 

FLK0+530 

望岛幼

儿园 
环翠

区 
路

右 
194 186 8 -16 +1.8 路基 1 类 63 / 

1 栋 4
层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1 栋 4 层教学楼，学生 457
人，教师 71 人，正向公路。主

要噪声源为现有环山路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3 
望岛

互通

辅道 

FLK0+550 
~ 

FLK0+700 

望岛 
小学 

环翠

区 
路

右 
190 175 15 -20 +1.5 路基 1 类 70 / 

1 栋 5
层，1
栋 3 层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1 栋 5 层教学办公楼，1~4
层为教学楼，5 层办公室，顶层

教师宿舍；1 栋 3 层少年宫，1
栋室内运动场；1~6 年级，学生

2300 人，教师 150 人，正向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环山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4 
望岛

互通

辅道 

FLK1+200 
~ 

FLK1+480 

望岛 
名都 

环翠

区 
路

右 
68 48 20 -2 +6.5 路基 

4a 类

/1 类 
75 72 608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14 栋楼房，7 栋 6 层，7
栋 12 层，共 680 户，钢筋混凝

土结构，首排 6 栋，侧向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环山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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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7-4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评价范围内户数

(户) 序

号 
路段 桩号 名称 

行政

区划 
方

位 
距路

中(m) 
距边

界(m) 

单侧

红线

宽度

(m) 

预测点

地面高-
路基地

面高(m) 

路基填

挖高度

或桥高

(m) 

工程

形式 

声环

境功

能区 

声环境

功能区

分界线

(m) 
4a 类

/4b 类 
1 类/2
类/3 类 

环境特征 平片图 照片 

5 
望岛

互通

辅道 

FLK1+520 
~ 

FLK1+800 

望府 
公馆 

环翠

区 
路

右 
40 32 8 +4 -0.8 路基 

4a 类

/1 类 
63 792 1584 

工程形式为挖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2 栋 35 层，7 栋 33 层楼

房，共 2376 户，钢筋混凝土结

构，首排 3 栋，侧向公路。主

要噪声源为现有环山路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6 
望岛

互通

辅道 

K12+176 
~ 

K12+470 

明海望

府大院 
环翠

区 
路

右 

距本

项目

91；
距桃

威铁

路 50 

距本

项目

78；
距桃

威铁

路 18 

本项

目

13；
桃威

铁路

32 

-9 -4.8 路基 
4b 类

/1 类 
87 28 118 

工程形式为挖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33 栋 3 层楼房，共 146
户，钢筋混凝土结构，首排 3
栋，正向公路。主要噪声源为

现有环山路、桃威铁路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K6+650 
~ 

K6+880 
106 77 -7.5 

7 

望岛

互通~
阮家

口互

通 
K6+880 

~ 
K7+000 

牡丹 
花园 

环翠

区 
路

左 

91 62 

29 -10 

+7.9 

路基 2 类 69 / 1524 

工程形式为挖方路基、填方路

基。评价范围内 15 栋楼房，13
栋 17 层，3 栋 12 层，共 1524
户，钢筋混凝土结构，首排 7
栋，714 户，正向公路。主要噪

声源为社会生活噪声 

  

8 

望岛

互通~
阮家

口互

通 

K7+010 
~ 

K7+500 

华夏山

海城海

棠花园 

环翠

区 
路

左 
99 67 32 -6 +8.4 路基 2 类 72 / 822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14 栋楼房，12 栋 10 层，

2 栋 17 层，共 822 户，钢筋混

凝土结构，首排 7 栋，342 户，

正向公路。主要噪声源为社会

生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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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7-4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评价范围内户数

(户) 序

号 
路段 桩号 名称 

行政

区划 
方

位 
距路

中(m) 
距边

界(m) 

单侧

红线

宽度

(m) 

预测点

地面高-
路基地

面高(m) 

路基填

挖高度

或桥高

(m) 

工程

形式 

声环

境功

能区 

声环境

功能区

分界线

(m) 
4a 类

/4b 类 
1 类/2
类/3 类 

环境特征 平片图 照片 

9 

望岛

互通~
阮家

口互

通 

K7+500 
~ 

K7+650 

中南 
熙悦 

环翠

区 
路

左 
130 95 35 -9 +8.9 路基 2 类 75 / 204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3 栋 17 层楼房，共 204
户，钢筋混凝土结构，首排 1
栋，68 户，背向公路。主要噪

声源为社会生活噪声 

  

10 

阮家

口互

通~贝
草夼

互通 

CK0+380 
~ 

CK0+500 

阮家 
口村 

环翠

区 
路

左 

距主

线

113，
距匝

道 58 

距主

线

99，
距匝

道 42 

主线

14；
匝道

16 

-17 +3.6 路基 3 类 41 / 40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40 户，1 层房屋，砖混结

构，首排 1 户，背、侧向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S202 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11 

阮家

口互

通~贝
草夼

互通 

K11+200 
~ 

K11+600 
北观村 

环翠

区 
路

左 
36 19 17 -10 +4.5 桥梁 

4a 类

/3 类 
42 1 83 

工程形式为桥梁。评价范围内

84 户，1 层房屋，砖混结构，

首排 1 户，背向公路。主要噪

声源为现有 S202 交通噪声和社

会生活噪声 

  

12 

阮家

口互

通~贝
草夼

互通 

K14+200 
~ 

K14+600 
朱家圈 

环翠

区 
路

左 
48 32 17 0 +10 

路基/
桥梁 

4a 类

/1 类 
72 5 60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桥梁。

评价范围内 65 户，1 层房屋，

砖混结构，首排 1 户，背向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S202 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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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7-4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评价范围内户数

(户) 序

号 
路段 桩号 名称 

行政

区划 
方

位 
距路

中(m) 
距边

界(m) 

单侧

红线

宽度

(m) 

预测点

地面高-
路基地

面高(m) 

路基填

挖高度

或桥高

(m) 

工程

形式 

声环

境功

能区 

声环境

功能区

分界线

(m) 
4a 类

/4b 类 
1 类/2
类/3 类 

环境特征 平片图 照片 

13 

贝草

夼互

通~义
和互

通 

K16+000 
~ 

K16+200 

大北 
山村 

环翠

区 
路

右 
68 51 17 0 +12 桥梁 

4a 类

/1 类 
72 3 42 

工程形式为桥梁。评价范围内

45 户，1 层房屋，砖混结构，

首排 3 户，正向公路。主要噪

声源为现有 S202 交通噪声和社

会生活噪声 

  

14 

贝草

夼互

通~义
和互

通 

K16+180 
~ 

K16+550 
义和村 

环翠

区 
路

左 

距主

线

50，
距匝

道 25 

距主

线

34，
距匝

道 10 

主线

16，
匝道

15 

0 +6 路基 
4a 类

/1 类 
70 30 92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桥梁。

评价范围内 122 户，1~2 层房

屋，砖混结构，首排 5 户，背

向公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S202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15 

义和

互通~
里口

山互

通 

K19+720 
~ 

K19+940 

福泰 
小学 

环翠

区 
路

左 

距本

项目

100，
距昆

仑路

43 

距本

项目

70，
距昆

仑路

35m 

本项

目

30；
昆仑

路 8 

-4 +6.5 路基 1 类 63 / 
4 栋 4
层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4 栋 4 层教学楼，1~5 年

级，学生 2200 人，教师 120
人，有住宿。教学楼正对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昆仑路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16 

义和

互通~
里口

山互

通 

K19+980 
~ 

K20+200 

一品南

山一期 
环翠

区 
路

左 

距本

项目

82，
距昆

仑路

25 

距本

项目

40，
距昆

仑路

17m 

本项

目

43；
昆仑

路 8 

-4 +6.7 路基 
4a 类

/1 类 
117 144 432 

工程形式为填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16 栋，共 576 户，6 层楼

房，钢筋混凝土结构，首排 4
栋，正向公路。主要噪声源为

现有昆仑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

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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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7-4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评价范围内户数

(户) 序

号 
路段 桩号 名称 

行政

区划 
方

位 
距路

中(m) 
距边

界(m) 

单侧

红线

宽度

(m) 

预测点

地面高-
路基地

面高(m) 

路基填

挖高度

或桥高

(m) 

工程

形式 

声环

境功

能区 

声环境

功能区

分界线

(m) 
4a 类

/4b 类 
1 类/2
类/3 类 

环境特征 平片图 照片 

17 

义和

互通~
里口

山互

通 

K20+580 
~ 

K20+920 

一品南

山三期 
环翠

区 
路

左 

距本

项目

80，
距昆

仑路

28，
距昌

华路

71 

距本

项目

53，
距昆

仑路

20，
距昌

华路

58 

本项

目

33；
昆仑

路

8；
昌华

路 13 

-13 -10.8 路基 
4a 类

/1 类 
117 216 646 

工程形式为挖方路基。评价范

围内 12 栋，共 862 户，4 栋 9
层楼房，8 栋 17 层楼房，钢筋

混凝土结构，首排 4 栋，正向

公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

活噪声 

  

18 

义和

互通~
里口

山互

通 

K21+000 
~ 

K21+150 

嘉祥 
景苑 

环翠

区 
路

左 

距本

项目

162，
距昆

仑路

25，
距昌

华路

49 

距主

线

145，
距昆

仑路

17，
距昌

华路

边界

36 

本项

目

17；
昆仑

路

8；
昌华

路 13 

-2 +15.3 桥梁 
4a 类

/1 类 
63 120 120 

工程形式为桥梁。评价范围内

7 栋 6 层楼房，共 240 户，钢筋

混凝土结构，首排 3 栋，正向

公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

活噪声 

  

19 

里口

山互

通~柳
沟互

通 

K22+750 
~ 

K23+200 
福德庄 

环翠

区 
路

左 
72 55 17 -2 +7.6 

桥梁/
路基 

4a 类

/1 类 
72 2 240 

工程形式为桥梁、填方路基。

评价范围内主要为 1 层房屋，1
栋 6 层房屋，距路中心 147m，

评价范围内共 242 户，砖混结

构，首排 3 栋，48 户，侧向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社会生

活噪声   
注：声环境功能区分界线是指 4 类区边界线与本项目路中心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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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5  本项目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桩号 工程形式 保护目标名称 所属行政区 与隧道口距离(m) 大气功能区划 位置关系图 

1 DK1+250~DK1+300 柳沟隧道 福德庄 环翠区 141 无环境功能区

划，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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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沿线设施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拟建公路沿线设施周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见表 1.7-6。 
 

表 1.7-6  拟建公路沿线设施环境保护目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桩号 声环境、环境空气 水环境 是否涉及 
生态敏感区 

桥隧监控通信站 
1 

桥隧养护管理站 
K12+300 周边 200m 内无保护

目标 
距贝草夼水

库 36m 

2 隧道变电所及泵房 K17+950 周边 200m 内无保护目标 

3 隧道变电所 BK0+450 周边 200m 内无保护目标 

4 隧道泵房 DK1+150 周边 200m 内无保护目标 

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外围

保护地带 

 

1.7.7 临时工程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拟建公路沿线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见表 1.7-7。 
1.7-7 临时工程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序

号 名称 桩号 声环境、环境空气 水环境 是否涉及 
生态敏感区 

是否涉及 
生态保护红

线 

1 
混凝土拌合站、预

制梁场、钢筋加工

厂 
K5+900 无环境保护目标 无水环境保

护目标 

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外围

保护地带 
否 

2 
混凝土拌合站、预

制梁场、钢筋加工

厂 
K21+200 200m 范围内 200 户 距张村河

146m 

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外围

保护地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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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环境功能区划及评价执行标准 

1.8.1 地表水环境评价标准 

1. 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跨越的主要地表水体包括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南庄

水库、张村河等地表水体，上述河流尚无水环境功能区划。 
2. 水环境评价标准 
本项目跨越河流尚无水环境功能区划，参照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3. 污水排放 
施工期施工生产废水采用沉淀池进行集中处理后回用，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

处理，定期委托清运，不外排。营运期沿线设施设有污水处理设备，生活污水处

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标准后，全部用

于冲厕、道路清扫、绿化等，不外排。 
对应于上述标准的各评价因子标准限值参见表 1.8-1~表 1.8-2。 
 

表 1.8-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摘录）  单位：mg/L，pH 值除外 

评价标准 pH CODCr BOD5 NH3-N 总磷 SS* 石油类 高锰酸

盐指数 DO 

Ⅲ类 6~9 ≤20 ≤4 ≤1.0 ≤0.2 
(库 0.05) ≤30 ≤0.05 ≤6 ≥5 

注：SS 参照执行《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2020 年 5 月 7 日废止） 
 

表 1.8-2  废水执行标准限值（摘录）       单位：mg/L（pH、色度除外） 

标准 pH BOD5 氨氮 溶解氧 
阴离子

表面活

性剂 
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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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10 ≤8 ≥2.0 ≤0.5 ≤30 

 

1.8.2 地下水环境评价标准 

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Ⅲ类标准，各评价因子标准限

值参见表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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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3  地下水质量标准（摘录） 

项目 pH 色度 浑浊度 总硬度 
(mg/L) 硫酸盐(mg/L) 氯化物

(mg/L) 
III 类 6.5~8.5 ≤15 ≤3 ≤450 ≤250 ≤250 

项目 溶解性总固体
(mg/L) 硝酸盐(mg/L) 亚硝酸盐 

(mg/ L) 
菌落总数 
(CFU/mL) 

总大肠杆菌
(MPNb/100mL) 

耗氧量 
(mg/L) 

III 类 ≤1000 ≤20 ≤1.00 ≤100 ≤3.0 ≤3.0 
项目 铁(mg/L) 铅(mg/L) 镉(mg/L) 汞(mg/L) 氨氮(mg/ L) 锰(mg/L) 
III 类 ≤0.30 ≤0.01 ≤0.005 ≤0.001 ≤0.50 ≤0.10 

1.8.3 声环境评价标准 

1.声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威政发

[2024]24 号），拟建公路沿线为 1 类、2 类、3 类、4a 类、4b 类功能区，评价范围

内现有交通干线两侧红线外一定范围以内（相邻区域为 1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55m；相邻区域为 2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40m；相邻区域为 3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25m）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以外区域执相关

功能区标准。铁路干线两侧红线外一定范围以内（相邻区域为 1 类声功能区，距

离为 55m；相邻区域为 2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40m；相邻区域为 3 类声功能区，

距离为 25m）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 类标准，以外区域

执相关功能区标准。 
2.声环境评价标准 
（1）施工期 
施工噪声影响评价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限值参见表 1.8-4。 
表 1.8-4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摘录）  单位：dB（A） 

昼  间 夜  间 
70 55 

注：夜间噪声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5dB。 
 

（3）营运期 
评价范围内拟建公路及现有交通干线两侧红线外一定范围以内（相邻区域为 1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55m；相邻区域为 2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40m；相邻区域为 3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25m）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

准，以外区域执相关功能区标准。拟建公路及铁路干线两侧红线外一定范围以内

（相邻区域为 1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55m；相邻区域为 2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40m；相邻区域为 3 类声功能区，距离为 25m）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b 类标准，以外区域执相关功能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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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划见图 1.8-1，采用的标准限值见表 1.8-5。 
 

 
1.8-1 本项目与威海市声环境功能区示意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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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5  声环境质量标准（摘录） 
等效声级 LAeq(dB) 

类别 
昼 间 夜 间 

4b 类 70 60 
4a 类 70 55 
3 类 65 55 
2 类 60 50 
1 类 55 45 

 

1.8.4 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1. 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拟建公路沿线尚未进行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2. 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 
拟建公路沿线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双岛森林公园路段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及其 2018 年修改单，其余路段执

行二级标准。 
（2）废气排放 
① 施工期 
施工期拟建公路沿线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双岛国家森

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路段严禁设置大气污染物集中排放设施，其余路段施工期大

气污染物集中排放源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

标准，无组织排放源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

放标准；水泥混凝土拌合站及预制场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中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沥青拌和站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 
② 营运期 
营运期沿线设施餐饮油烟排放标准执行《山东省饮食油烟排放标准》(DB 

37/597-2006)标准。 
上述采用标准的限值参见表 1.8-7~表 1.8-10。 

表 1.8-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摘录）  单位：mg/m3 
评价标准 NO2 SO2 CO O3 PM10 PM2.5 TSP 

24 小时平均 0.08 0.05 4 0.10* 0.05 0.035 0.12 
一级 

1 小时平均 0.20 0.15 10 0.16 / / / 
24 小时平均 0.08 0.15 4 0.16* 0.15 0.075 0.3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 

1 小时平均 0.20 0.50 10 0.20 / / / 
注：O3为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1312/W0201312313702295868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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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摘录）  单位：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排气筒高度

（m） 二级 监控点 浓度 

沥青烟 
建筑搅拌：

75，熔炼、浸

涂：40 
15~80 0.18~10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

排放 

颗粒物 120 15~60 3.5~85 周界外浓度最

高点 1.0 

苯并[a]
芘 0.30×10-3 15~60 0.05×10-3~1.1×10-3 周界外浓度最

高点 8×10-6 

 
表 1.8-9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摘录  （单位：mg/m3） 

排放浓度 
排放源 污染物 

排气筒 无组织排放 
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 

泥制品生产 颗粒物 10（特别排放限值） 0.5 

 
表 1.8-10  《山东省饮食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摘录）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饮食油烟 中型：1.2 

 

1.8.5 固体废物评价标准 

一般固体废物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23）。 

1.9 评价预测年限 

评价时段综合考虑设计期、施工期和营运期，并参照初步设计文件中交通量

预测年限，分别选择 2028 年、2034 年、2042 年代表营运近、中、远期进行预测

评价。 
施工期评价年限为施工期间，为 2025 年 10 月~2028 年 10 月，施工期 36 个月。 

1.10 评价方法 

拟建公路为大型线形开发建设项目，具有路线长、敏感点多和影响面广等特

点。拟建公路沿线实地调研、踏勘结果表明：拟建公路除少数路段环境敏感程度

较高外，其余多数路段沿线环境状况基本相似。因此，本评价采用“以点和代表性

区段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的评价方法。 
1. 根据路段预测交通量、工程、地形、气象等环境特征划分，有针对性地进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1312/W0201312313702295868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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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评价； 
2. 营运期声环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主要采用模式预测法进行计算、分析； 
3. 生态环境评价采用调查、类比分析和模式预测相结合的方法； 
4. 水环境采用现状监测、类比分析和模式预测相结合的方法； 
5. 营运期危险品运输环境风险分析采用概率分析和敏感地段水环境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 
6. 对于局部线路方案的环境保护比选方案，主要采用列表方式对工程的主要

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1.11 评价工作程序 

本评价工作程序见图 1.11-1。 

 
图 1.11-1  评价工作程序图 

否

是

项目选址选线与相关法律政策规划和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符合性分析

开展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进行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收集工程相关资料、识别环境影响、明

确环境保护目标确定评价等级、范围和

标准

第
一
阶
段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第
三
阶
段

对具备工程可行性的局部替代方案

进行环境比选分析

提出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

制定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

第
二
阶
段

选址选线符合相

关要求
优化选址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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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及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2.1 选址选线方案环境比选 

工可阶段，设计单位根据相关设计规范、地勘结果及环境保护要求等对拟建

公路局部线位进行了充分比选，并提出了相应的推荐方案，施工图设计阶段依据

推荐方案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和详细设计。鉴于本报告依据施工图设计阶段开展评

价，本节将对工可阶段主要路线方案比选的情况进行回顾性评价。 

2.1.1 走廊带方案布设情况 

根据 S302 现状终点与规划终点的相对位置，结合区域路网布局、城镇开发

边界及沿线景区分布等关键因素，拟定四条路径方案进行比选分析，路线方案示

意见图 2.1-1。 

 
图 2.1-1 路线方案示意图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2 工程概况及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5 -

方案一：自 S302 现状终点向西，通过改造利用齐鲁大道至嵩山路，路线转

向北，利用 S201 威东线至规划终点科技路处。该方案仅需对长约 2 公里的齐鲁

大道进行改造利用，其余路段与 S201 共线，可直接利用，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

较小。但该方案未能形成新的纾解通道，高区、环翠主城区与经区间仍需通过现

状环山快速路联系，区域路网布局不尽合理；同时，由于与 S201 共线路段较长，

现状 S201 科技路至望岛段现状交通量较大，会导致远期环山路服务水平下降明

显。 
方案二：自 S302 现状终点向西改造利用齐鲁大道至 S201（嵩山路），向北

利用 S201 至望岛立交，转向西南新建，与 S202 衔接后转向西利用 S202 至义和

村，路线转向北继续新建，沿昆仑路布线，至规划终点科技路处。该路线方案除

改造利用齐鲁大道和 S202，新建段约 11.3 公里，且需设置多座互通立交和隧道，

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较大。由于该方案能够串联沿线多条干线道路，并形成闭环

的环山路，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发挥路网整体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方案三：自 S302 现状终点向西改造利用齐鲁大道至 S201（嵩山路），继续

向西新建，穿越威海华夏城经区，与 S202 衔接后转向西利用 S202 至义和村，

路线转向北继续新建，沿昆仑路布线，至规划终点科技路处。该方案线形顺适，

最符合 S302 的总体走向。但该方案穿越华夏城景区（5A 级），不符合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且项目功能与区域产业定位不符，近期不具备可行性；同时受区域

地形制约，该方案穿越华夏城经区段需设置约 1.8 公里的隧道和 800 余米的大桥，

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较大。 
方案四：自 S302 现状终点向西，与 G228 丹东线共线至羊亭立交，路线转

向北改建利用 S202 至义和村，路线转向北继续新建，沿昆仑路布线，至规划终

点科技路处。该方案借助 G228 及 S202 路径，新建段里程较短，整体工程规模

相对较小。但与 G228 共线的珠海路至羊亭立交段、S202 羊亭立交至阮家口段均

为双向四车道，需对其进行加宽改建，而上述路段均位于城市建成区内加宽改建

实施难度较大。 
综合上述四个方案分析，方案一与 S201 共线里程较长，且未能形成新的分

流通道，不利于区域路网布局的完善；方案三穿越华夏城景区（5A 级），不符合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近期不具备可行性；方案二与方案四运营里程基本一致，

但方案四利用的 G228、S202 加宽改建实施难度大；方案二改造利用的齐鲁大道

在既有断面或红线内均可完成，实施难度相对较小，且可实现 S201 和 S202 的

联网，在实现 S302 的功能基础上可分流 S201 部分交通，缓解城市内部交通压

力。结合本项目主要集散的功能定位及实施可能性，推荐采用方案二按照 S302
西延路段进行建设，并对于方案二和方案三在华夏城景区路段进行详细的比选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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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工程比选 

结合前述路线布设分析，拟定一个全线贯通的 K 线方案及一处局部比较段

进行方案比选。路线方案示意图见图 2.1-2。 

 
图 2.1-2 推荐线与比较线路线走向示意图 

比选方案主要工程比选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比选方案主要工程比选表 

序号 指标（单位） A1 方案 AK 方案 

1 路线全长（km） 4.022 
7.828（含利用 S201 段

4.053 公里） 
2 新建段长度（km） 4.022 3.775 
3 路线增长系数 1.055 2.058 
4 最小平曲线半径（m/处） 1500 m /1 处 300 m /1 处 
5 纵断面最小凹曲线半径（m/处） 15000 m /1 处 4500 m /2 处 
6 纵断面最小凸曲线半径（m/处） 20000 m /1 处 3200 m /1 处 
7 最大纵坡（%） 2.9% 3.79% 
8 最小坡长（米） 600 205 
9 路基土石方（1000m3） 592.9 1208.9 
10 路基排水防护（100m3） 58.1 226.66 
11 路面（1000m2） 44.0 89.8 

12 桥梁 
大桥：847m/1 座 
小桥：24m/1 座 

中桥：244m/4 座 

AK 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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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涵洞（道） 2 8 

 
续 表 2.1-1 比选方案主要工程比选表 

序号 指标（单位） A1 方案 AK 方案 
14 通道（道） 2 1 
15 天桥（座） - 1 
16 互通立交（处） 1 2 
17 平面交叉（处） 1 - 
18 隧道（m/座） 1810m/1 座 490m/1 座 
19 永久占地（hm2） 30.4487 33.9970 
20 建安费（万元） 69383.65 59156.13 

 
1.工程规模 
AK 方案路线全长 7.828km，其中利用 S201 段 4.053 km，新建段长 3.775 

km。设中桥 244m/4 座；互通立交 2 处；隧道 490m/1 座；建安费 59156.13 万元，

平均每公里建安费 15670.50 万元。 
A1 比较段路线全长 4.022km，全部新建。设大桥 847m/1 座；互通立交 1 处；

平面交叉 1 处；隧道 1810 m /1 座；建安费 69383.65 万元，平均每公里建安费

17251.03 万元。 
从工程规模及投资方面看，AK 方案通过短隧道+分散式中桥的组合，避免 A1

方案的集中式长大隧道（1810 m）与大桥（847 m）带来的地质风险，更适应破

碎地形。土石方量虽高，但反应灵活布线，规避深挖高填。A1 方案受区域地形

因素制约，设置一座 1.8 公里的长隧道及 800 余米的大桥，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

相对较大。推荐 AK 线方案。 
2. 土地资源利用 
AK 方案总占地 33.997hm2，单位公里占地 4.34 hm2/km；A1 方案总占地

30.4487 hm2，单位公里占地 7.57 hm2/km。AK 方案土地集约效率提升 42.7%。推

荐 AK 线方案。 
3. 征拆协调与社会影响 
AK 方案路线增长系数 2.058，A1 方案路线增长系数仅 1.055，AK 方案通过

高绕避性减少敏感点影响，征拆实施更可控。推荐 AK 线方案。 
4. 路网服务功能 
AK 方案设互通立交 2 处+涵洞 8 道+天桥 1 座，服务覆盖更广；A1 方案仅

互通立交 1 处+涵洞 2 道，无专用人行设施。AK 方案交通衔接与安全保障能力

全面提升。推荐 AK 线方案。 
综上，AK 方案具有整合既有路网、集约用地等优势，实现降本、提质、增

效的统筹优化，故推荐 AK 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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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环境比选 

比选方案工程环境保护比选见表 2.1-2。 
表 2.1-2 比选方案主要环境保护比选表 

项目 A1 方案 AK 方案 对比结论 

生态敏

感区 

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三级保护区（华夏城景

区），方案不符合风景名

胜区规划，破坏景区生

态连续性，与景观不协

调。 

方案绕避景区边界，布线

选址位于预留走廊，符合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AK 方案符合

法规刚性约

束 

土地资

源消耗

强度 
30.4487 33.997（包括 S201 路段） 

相比 A1 方

案，AK 方案

土地节约度

增加 42.7%，

资源效率更

优 

景观协

调性 

隧道洞口及大桥桥墩，

与景区视觉突兀点，与

景区“山-海-城”景观意象

冲突 

短隧道与中桥组合更融合

丘陵地貌，视觉干扰较小 
AK 方案景观

融合度高 

生态

环境 

水土 
保持 

1.8km 隧道施工导致山

体水系割裂，排水防护

工程不足，水土流失风

险等级高 

短隧道（490m）减少生态

扰动，排水防护工程规模

为 A1 方案的 3.9 倍，径流

调控能力满足百年一遇标

准 

AK 方案减少

土地扰动，

降低水土流

失风险 

声环境 5 处保护目标 5 处保护目标 方案相当 
水环境 无敏感水体 无敏感水体 方案相当 

国土空

间规划

符合性 

采用规划齐鲁大道西延

线位（城市道路性质），

与 S302 省道功能定位不

符，不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对干线公路的布局要

求 

完全采用国土空间规划预

留 S302 线位（环山快速

路东环段），符合省级干线

公路规划定位 

AK 方案具有

显著优势 
社会

环境 

区域路

网衔接

效能 

仅通过 1 处互通立交衔

接嵩山快速路，无法实

现环山快速路闭环，远

期需二次改造 

实现环山快速路闭环，并

通过 2 处互通立交衔接

S201、规划临港快速路，

形成“一环四联”路网骨架 

AK 方案支撑

规划路网战

略 

推荐

意见 
AK 线方案 

1.生态环境 
（1）A1 方案直接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华夏城 5A 级景区），

不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破坏景区生态连续性，与景观不协调。AK 方案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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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景区边界，保护其生态区完整性。 
（2）水土流失：隧道开挖扰动山体水系，排水防护工程规模（58.1 百 m³）

不足，水土流失风险较高。AK 方案 490m 短隧道暗挖施工结合 226.66 百 m³排水

防护工程，确保百年一遇径流调控能力，降低水土流失风险。 
（3）景观视觉冲突：大桥桥墩及隧道洞口形成突兀地标，破坏"山-海-城"景

观意象。  
2.声环境与水环境对比  
（1）声环境：两方案均涉及 5 处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影响范围与防控措

施相当，无显著差异。  
（2）水环境：两方案线位均未跨越敏感水体，施工期污水处置与运营期路

面径流控制标准一致。 
3.社会环境与规划符合性  
（1）功能定位错位：A1 方案采用齐鲁大道西延城市道路线位，与 S302 省

级干线公路功能不符，违反国土空间规划交通廊道控制要求；AK 方案完全采用

国土空间规划预留的 S302 线位（环山快速路东环段），落实省级干线公路功能。 
（2）路网效能缺陷：A1 方案仅设 1 处互通立交，无法实现环山快速路闭环，

导致中心城区至临港开发区绕行增加 9km；AK 方案通过双互通立交实现环山快

速路闭环，衔接 S201 与规划临港快速路，使中心城区至新机场通行时间缩短进

一步缩短； 

2.1.4 比选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A1 比较段虽然在线形上更加符合 S302 总体走向，但考虑

威海市快速路网布局及项目实施的紧迫性方面看，AK 方案对现阶段快速路网的

布局更加有利，且环境影响较小，威海市政府层面更倾向于尽早实现环山快速路

的闭环，结合地方意见，报告推荐 AK 方案。 

2.2 工程内容 

2.2.1 工程基本情况 

1. 工程名称：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扩建工程（望岛互通~柳沟

互通段） 
2. 建设性质：改扩建 
3. 建设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经区 
4. 公路技术等级：一级公路 
5. 建设里程：18.229km 
6. 计划建设工期：2025 年 10 月~202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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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投资：262385.1 万元 
8. 主要工程组成及工程数量 
拟建公路主线全长 18.229km，设桥梁 1631m/7 座，涵洞 21 道，互通式交叉

6 处，沿线设施 1 处。主要工程组成及工程数量详见表 2.2-1。 

表 2.2-1  拟建公路主要工程组成及工程数量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数量 
1 长度 km 18.229  
2 桥梁 m/座 1631/7 
3 隧道 m/座 1887.75m/3 座 
4 涵洞 道 21 
5 互通式交叉 处 6 
6 沿线设施 处 1 
7 永久占地 hm2 153.34 

临时占地 hm2 8.68 
8 临时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 处 2 
挖方 万 m3 322.82 

9 工程土石方 
填方 万 m3 208.93 

10 声屏障 延 m 4560 
11 径流收集系统 m 2580 
12 拆迁建筑物 m2 6171.71 
13 投资估算 万元 262385.1 

2.2.2 主要技术标准 

本项目公路新建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km/h，
路基宽度 33m。改造利用 S202 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 32m。详见表 2.2-2。 
表 2.2-2  本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表 

指标值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新建段 S202（改造利用段） 
1 技术等级 - 一级公路 一级公路 
2 车道数量 道 6 6 
3 设计速度 km/h 80 80 

整体式 33 32 
4 路基宽度 

分离式 
m 

16.5 / 
5 行车道宽度 m 3.75 3.75 
6 硬路肩宽度 m 3.0 2.5 
7 平曲线最小半径 m 700 700 

凸型 m 6500 6500 
8 

竖曲线最小

半径 凹型 m 6500 6500 
9 最大纵坡 %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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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2-2  本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表 

指标值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新建段 S202（改造利用段） 
10 最小坡长 m 330 460 

大、中桥 - 1/100 1/100 
11 

设计洪水

频率 路基、小桥涵 - 1/100 1/100 
12 桥涵荷载等级 - 公路-I 级 公路-I 级 

 

2.2.3 路线走向及主要控制点 

推荐路线方案：路线起自 S201 威东线（环山路）望岛互通，向西南新建，

经华夏山海城北，设置阮家口隧道下穿里口山，于阮家口村东北与 S202 设置阮

家口互通，转向西改造利用 S202 威青线，于贝草夼村南侧与凤凰山路设置贝草

夼互通，于义和村西北与 S202 设置义和互通后转向北新建，设置义和隧道下穿

艾山，沿昆仑路南侧布线转向东北，于姜南庄南侧与昌华路设置里口山互通，向

东北跨张村河、经福德庄村东南后路线转向北，设置柳沟隧道下穿老虎山后，改

造现有 S201 威东线柳沟互通到达终点。本项目路线方案示意图见附图 1。 
本项目沿线主要控制点为：望岛立交、阮家口、贝草夼、义和村、昆仑路、

钟山路、姜南庄水库、张村河、福德庄村、柳沟立交（终点）。 

2.2.4 主要工程技术方案 

2.2.4.1 路基工程 

1. 路基标准横断面 
本项目新建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整体式路基宽度为 33m，

断面组成为：0.75m 土路肩+3.0m 硬路肩+3×3.75m 行车道+3m 中间带（0.5m 左

侧路缘带+2中央分隔带+0.5m 左侧路缘带）+3×3.75m行车道+3.0m硬路肩+0.75m
土路肩。分离式路基宽度为 16.5m，断面组成为：0.75m 土路肩+3.0m 硬路肩

+3×3.75m 行车道+0.75m 硬路肩+0.75m 土路肩。 
改造利用段 S202 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为 32m，断面组成为：

0.75m（土路肩）+2.5m（右侧硬路肩）+3×3.75m（行车道）+0.5m（左侧路缘带）

+2.0m（中央分隔带）+0.5m（左侧路缘带）+3×3.75m（行车道）+2.5m（右侧硬

路肩）+0.75m（土路肩）。 
本项目路基横断面见图 2.2-1~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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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项目新建路段路基横断面图（整体式路基-填方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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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本项目新建路段路基横断面图（整体式路基-挖方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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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本项目新建路段路基横断面图（分离式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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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S202 改造利用段路基横断面图（填方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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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S202 改造利用段路基横断面图（挖方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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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方路基边坡及防护 
① 边坡坡率 
填高小于 8m 时，设置一级边坡，坡率 1：1.5；填高大于 8m 时，设置两级边

坡，上部一级边坡高 8m，坡率 1：1.5，下部二级边坡坡率 1：1.75。 
② 护坡道：边坡护坡道宽 1m，均设外倾横坡 4%。 
③ 边坡防护：路基防护采用生物防护与工程防护相结合的防护形式，达到固

坡和营造高速公路绿色走廊的双重目的。对边坡高度小于 4m 的路段，采用喷播

植草（含灌木籽）防护；对边坡高度大于 4m 的路段，采用坡面排水较顺畅的预制

混凝土拱形骨架护坡防护。 
3. 挖方路基及防护 
① 边坡设一级或多级平台，各级边坡高度一般为 8~10m。 
② 边坡坡率：对于土质挖方边坡，边坡坡率取 1：1~1：1.25；对于坡积层较

厚或岩石裂隙发育，强度低，爆破后多呈碎石土状的全风化层，一般采用 1：
1~1：1.25；强风化的岩石挖方边坡采用 1：0.75~1：1，破碎程度较严重时采用 1：
1。对于边坡稳定性较差路段，通过安全稳定性分析计算以及工程类比方法综合确

定其坡率。 
③ 边坡分级高度：边坡设一级或多级平台，各级边坡高度一般为 8~10m。。 
④ 碎落台：碎落台宽 1.0m，设外倾横坡 4%。 
⑤ 边坡平台：宽度为 2.0m，设外倾横坡 3%。 
⑥ 边坡防护 
a.对于最大挖方高度仅为一级且单级挖方高度 H 小于等于 3.5m 的稳定的土

质边坡或最上一级的挖方高度小于等于 3.5m 的稳定的土质边坡，采用在边坡上喷

播植草（含灌木籽）绿化防护；对于最大挖方高度大于一级且单级挖方边坡高度 H
大于 3.5m 的土质稳定边坡，采用浆砌拱形骨架护坡，骨架内喷播植草（含灌木籽）

绿化。 
b.对于石质挖方边坡，在碎落台和边坡平台种植小黑松、紫穗槐、连翘等，在

隔离栅内侧种植五叶地锦、蔷薇等植物。对于岩体破碎的岩质边坡，采用主动防

护网+攀爬植物的防护形式，对于岩体较为完整的岩质边坡，采用客土喷播等防护

形式。 
对于深挖方边坡，稳定性不足或岩体破碎存在浅层滑动时，采用锚杆格子梁

进行防护；对于岩体存在深层滑裂、坍塌时，采用锚索格子梁进行防护。 
c.对于边坡开挖后，边坡较高且自然山体有向公路边坡滚石、落石风险的，在

最上一级边坡平台设置被动防护网。 
4. 路基排水 
路基排水包括：边沟、截水沟、蒸发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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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堤边沟 
路堤边沟断面形式为梯形，底宽 60cm，最小深度 60cm，内外侧边坡坡率均

为 1：1.25。本项目边沟主要考虑以砼预制块为主。 
②路堑边沟 
路堑边沟常见得有暗埋式边沟、盖板边沟、矩形明沟及预制边沟等四种形式。

由于浆砌片石边沟+预制盖板边沟施工简单，施工质量容易保证、防冲刷能力强、

养护方便等优点，全线路堑边沟推浆砌片石+预制盖板边沟方案。路堑上游坡口外

设截水沟，坡面设流水槽；路堑边沟下设碎石盲沟，以排泄路堑渗水。 
5. 路面排水 
①一般路段排水 
路面排水采用立缘石集中排水方案。立缘石采用花岗岩路缘石。 
在路面边部设置立缘石，每隔 24m 在立缘石开口并设置 C35 预制混凝土急流

槽，汇集路面水后，通过设在边坡上的 C35 预制混凝土泄水槽将水排至路侧水域

或排水边沟中。超高段低侧、凹曲线底部、结构物端头低处等可适当加密泄水槽，

以加快路面水排出。 
②超高路段路面排水 
采用在中央分隔带内设置纵向排水明沟的方案。平曲线外侧路面水排入中央

分隔带纵向排水沟，一般每 36m 设一处集水井，将水汇集后由横向玻璃钢夹砂管

排出，横向排水管直径为 30cm。凹曲线底部必须设置集水井与横向排水管。 
③中央分隔带排水 
采用凸缘石+绿化，中央分隔带植草和灌木，分隔带内渗水由盲沟和横向排水

管排出。 
中央分隔带采用纵向碎石盲沟、纵向 PVC-U 管和横向 PVC-U 排出渗水的方

案。在盲沟沟底及侧壁、中央分隔带土基表面以及中央分隔带路面结构外侧，铺

设防渗土工布。盲沟顶面铺设一层反滤土工布，以防止中央分隔带填土污染碎石

盲沟而降低其透水功能。中央分隔带纵向每间隔 48m 左右，设置一道横向 PVC-U 
排水管，将中央分隔带中的下渗水排至路基以外，PVC-U 外包裹 C20 混凝土 

④路面内部排水 
大气降水在路面上形成径流，其中绝大部分通过路面表面分散排除，为防止

少量下渗雨水浸湿路面基层和土基而造成路面基层和土基强度的降低，在水稳碎

石基层顶面铺设下封层，并在路面结构外侧边缘设置路面边缘排水系统。 
6. 高填深挖路段 
拟建公路无高填路段，深挖路段详见表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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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拟建公路深挖路段一览表 

起讫桩号 长度（m） 最大边坡高度

（m） 
K6+118~K6+943 右 825 63 

 
7. 特殊路基处理 
拟建公路沿线不良地质主要有人工填土、软土等。根据实际每个工点的地质

情况，分别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确保路基的安全、稳定，具体见表 2.2-4、2.2-
5。 

 
表 2.2-4  拟建公路特殊路基路段（软土）分布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处理措施 
序

号 起讫桩号 位

置 
类

型 
长度
(m) 

宽度
(m) 

淤泥

厚(m) 挖淤泥

（m3） 

碎石 
垫层

（m3） 

换填 
石渣

（m3） 

土工 
格栅

（m2） 

抛石

（m3） 

1 K7+200~K7+220 右

侧 
水

塘 20.0 12.0 2.0  72  240 1400 

2 K7+216~K7+230 占

压 
水

塘 5.0 20.0 2.0 200  550   

3 K7+435~K7+500 占

压 
水

塘 30.0 45.0 0.8 1080  6063   

4 K8+270 ~K8+280 占

压 
水

塘 10.0 20.0 0.8 160  726   

5 ZK8+395~ZK8+430 占

压 
水

塘 35.0 25.0 1.0  262.5  875 3780 

6 YK17+985~YK18+000 右

侧 
水

塘 10.0 5.0 0.5  15  50  

7 ZK18+180~ZK18+190 占

压 
水

塘 10.0 10.0 0.5 50  300  175 

8 K18+745~ K18+770 占

压 
水

塘 25.0 12.0 1.0  90  300  

9 K19+265~ K19+400 右

侧 
水

塘 135.0 38.0 1.0  1539  5130 1400 

10 K19+480~K19+505 占

压 
水

塘 30.0 35.0 0.5  315  1050 29700 

11 K19+960 ~K19+980 占

压 
水

沟 15.0 30.0 2.0 900  2400  2775 

12 柳沟互通 C 匝道
K1+390~K1+430 

占

压 
水

塘 25.0  25.0  0.5  312.5  　 3037.5  　  

13 望岛互通 D 匝道
DK0+495~DK0+510 

占

压 
水

塘 10.0  15.0  0.5  75.0  45.0  510.0  　 　 

14 望岛互通 G 匝道
GK0+470~GK0+485 

占

压 
水

塘 15.0  10.0  0.5  75.0  45.0  720.0  　 　 

15 望岛互通 G 匝道
GK0+570~GK0+620 

占

压 
水

塘 50.0  10.0  0.5  250.0  15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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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阮家口互通 A 匝道
AK0+000~AK0+075 

右

侧 
水

塘 75 30.0  1.0  　 675.0  　 2250.0  10800.0  

续 表 2.2-4  拟建公路特殊路基路段（软土）分布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处理措施 

序

号 起讫桩号 位

置 
类

型 
长度
(m) 

宽度
(m) 

淤泥

厚(m) 挖淤泥

（m3） 

碎石 
垫层

（m3） 

换填 
石渣

（m3） 

土工 
格栅

（m2） 

抛石

（m3） 

17 阮家口互通 A 匝道
AK0+410~AK0+496 

左

侧 
水

塘 86.0  15.0  1.0  　 387.0  　 1290.0  5848.0  

18 阮家口互通 C 匝道
CK0+240~CK0+245 

占

压 
水

塘 5.0  20.0  1.0  100.0  　 330.0  　 　 

19 阮家口互通 D 匝道
DK0+550~DK0+610 

左

侧 
水

塘 60.0  5.0  1.0  　 90.0  　 300.0  1680.0  

20 贝草夼互通 A 匝道
AK0+010~AK0+050 

左

侧 
水

塘 40.0  12.0  0.5  　 144.0  　 480.0  1960.0  

21 贝草夼互通被交路
CRK0+120~CRK0+160 

右

侧 
水

库 40.0  10.0  1.0  　 120.0  　 400.0  1920.0  

22 贝草夼互通被交路
CRK0+160~CRK0+240 

右

侧 
水

库 80.0  13.0  1.0  　 312.0  　 1040.0  4800.0  

23 贝草夼互通被交路
CRK0+240~CRK0+300 

右

侧 
水

库 60.0  16.0  1.0  　 288.0  　 960.0  4320.0  

24 贝草夼互通被交路
CRK0+410~CRK0+450 

左

侧 
水

库 40.0  6.0  1.0  　 72.0  　 240.0  1280.0  

软土合计 911.0 439.0 23.4 3252.5 4621.5 16496.5 14605.0 72323.0 
 

表 2.2-5  拟建公路特殊路基路段（人工填土）分布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工程项目及相关数量 

序

号 起讫桩号 长度 位置 宽度 
（m） 

人工

填土

平均

厚度    
（m） 

减震沟

（开挖

土方）

（m3） 

开挖 
土方

（m3） 

回填 
土方

（m3） 

1 K12+565~K12+685 120.0  左侧 17.0  2.0  180.0  　 　 

2 贝草夼互通 A 匝道
AK0+540~AK0+579.5 39.5  两侧 50.0  2.5  59.3  　 　 

3 贝草夼互通 B 匝道
BK0+000~BK0+020 20.0  两侧 60.0  3.0  30.0  　 　 

4 贝草夼互通 B 匝道
BK0+020~BK0+100 80.0  两侧 35.0  11.0  120.0  30800.0  30800.0  

5 贝草夼互通 B 匝道
BK0+100~BK0+200 100.0  两侧 60.0  5.0  150.0  　 　 

6 贝草夼互通 B 匝道
BK0+200~BK0+240 40.0  两侧 35.0  9.0  60.0  12600.0  12600.0  

人工填土合计 399.5    32.5  599.3  43400.0  43400.0  

 
8 改路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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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改路、改沟工程建表 2.2-6 和 2.2-7。 
表 2.2-6 本项目改路工程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分布路段桩号 长度（m） 
1 K6+980 185.7 
2 K7+100～K7+300 354.3 
3 K7+540 191.6 
4 K7+550～K7+800 330.4 
5 K7+837 91.4 
6 K8+460 82.6 
7 K8+522 245.8 
8 K18+027 163.2 
9 K18+150-18+250 82.0 
10 K18+300-18+620 328.1 
11 K18+619 120.0 
12 K19+560 73.3 
13 K20+253 452.5 
14 K21+900 160.0 
15 里口山 AK0+170 84.1 
16 里口山 AK0+200 164.6 
17 里口山 DK0+100 98.3 
18 柳沟 AK1+360 142.4 
19 柳沟 DK0+600 240.0 
20 柳沟 K22+900～K23+130 340.1 
21 柳沟 K23+140～K23+290 152.2 
22 望岛 K5+700 80.2 
23 望岛 K6+350 207.3 
24 阮家口 BK0+200-BK0+350 131.4 
25 阮家口 BK0+600～BK0+680 65.4 
26 阮家口 K10+960 桥下 102.5 
27 阮家口 DK0+400-DK0+600 192.1 
28 贝草夼 DK0+220 80.8 
29 贝草夼 EK0+100 158.9 
30 义和 AK0+300-750 612.7 
31 义和 DK0+050 261.7 
32 义和 DK0+207 116.1 
33 

改路工程 

义和 DK0+250 67.9 
合计 6159.6 

 
表 2.2-7 本项目改沟工程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分布路段桩号 长度(m) 

1 望岛互通 GG1K0+000-
GG1K0+061.530 61.5 

2 望岛互通 GG2K0+000-
GG2K0+065.083 65.1 

3 

改移沟渠 

阮家口互通 GG3K0+000-
GG3K0+019.119 19.1 

合计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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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路面工程 

① 新建路段路面结构 
4cm SBS 改性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 SMA-13 
6cm SBS 改性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AC-20C  
18cm 水泥稳定碎石上基层  
18cm 水泥稳定碎石下基层  
18cm 水泥稳定风化砂（掺 30%碎石） 
路面总厚度为 64cm。 
② S202 改造利用段路面结构 
S202 原路面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其路面结构为： 
4cm 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上层面（AC-13） 
6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下层面（AC-20） 
18cm 水泥稳定碎石上基层 
18cm 水泥稳定碎石上基层  
18cm 水泥稳定土（掺碎石） 
本项目完全利用 S202 路段，对局部病害进行局部处理后，再加铺罩面 4cm SBS

改性沥青玛蹄脂碎石（SMA-13）。 

2.2.4.3 桥涵工程 

1. 技术标准 
① 汽车荷载等级：公路-Ⅰ级。 
② 设计行车速度：80km/h。 
③ 本项目大、中桥桥梁总宽度 32.5m，小桥桥梁总宽度 32.5m。 
④ 设计洪水频率：大中桥、小桥、涵洞 1/100。 
⑤ 地震烈度：基本烈度为 VIII 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按 VIII 设防。 
2. 桥涵布置 
全线设置大桥 1371m/3 座（利用 394m/2 座，新建 977m/1 座），中桥 218m/3

座（新建），小桥 24m/1 座（改造利用），涵洞 21 道（利用 9 道，新建 12 道）。拟

建公路沿线主要桥梁设置见表 2.4-4。 
3. 典型桥梁-张村河大桥 
①总体布置 
桥型总体布置：本桥跨径组合为左幅 15×30+5×25+2×30+25+5×30+4×

25+2×30+25m，右幅 14×30+5×25+2×30+25+5×30+4×25+2×30+25m。上部结

构形式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现浇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墩采用柱式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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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台采用柱式台、肋板台，基础采用桩基础。由于路线和张村河夹角较小，为减

小阻水比，水中桥墩采用框架墩，使墩柱在水中平行于水流方向位于同一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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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拟建公路沿线主要桥梁设置一览表 
结构类型 

下部构造 序

号 
中心桩

号 河名或桥名 孔数及孔径 
(孔-m) 

桥长

（m） 上部构造 
墩及基础 台及基础 

跨越 
水体 

涉水

桥墩

（组

） 

备注 

1 K11+157 北观大桥 6-30 187.08 预应力混凝土箱

梁 柱式墩 肋板台 / / 维修

利用 

2 K14+608 朱家圈大桥 8-25 207.08 预应力混凝土箱

梁 柱式墩 肋板台 / / 维修

利用 

3 K22+377 张村河大桥 

左幅 15-30+5-25+2-
30+25+5-30+4-25+2-

30+25；右幅 14-30+5-
25+2-30+25+5-30+4-

25+2-30+25  

1002/972 预应力混凝土箱

梁 柱式墩 柱式台/肋板

台 

张村

河、

姜南

庄水

库 

9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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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隧道工程 

1. 技术标准 
公路等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 
设计速度：80km/h（柳沟隧道 50 km/h）； 
设计荷载：公路-I 级； 
隧道路面横坡：单向坡 2% (正常路拱)； 
隧道内最大纵坡：0.3%≤i≤3%。 
2. 隧道建筑限界 
建筑限界净宽：14.0m（小净距隧道）； 
建筑限界净高：5.0m。 

 
图 2.2-6  本项目隧道限界图 

 
3. 隧道衬砌内轮廓 
① 主洞衬砌内轮廓（设计时速 80km/h）； 

  
        隧道主洞建筑限界及内轮廓                       人行横洞内轮廓及建筑限界   

 
图 2.2-7  拟建公路隧道衬砌内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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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主洞推荐采用三心圆曲墙式断面方案：推荐线采用 r1=7.930m、r2=5.80m 
的三心圆衬砌断面，内轮廓净空宽度 14.863m、净空高度 10.020m。 

② 横洞内轮廓 
人行横通道推荐采用单心圆直墙式断面方案：采用拱顶为 r1=1.40m 圆弧、边

墙为直墙的衬砌断面，内轮廓净空宽度 2.20m、净空高度 3.134m。 
4. 通风 
本项目 3 处隧道为中、短隧道，均采用自然通风。 
5. 隧道设置情况 
本项目共设置隧道 1887.75m/3 座，其中中隧道 1448.25m/2 座，短隧道 439.5m/1

座，具体见表 2.2-9。 
表 2.2-9  拟建公路沿线隧道工程一览表 

洞门形式 序

号 
隧道 
名称 

布置 
方式 桩号 长度

(m) 进口 出口 
照明

方式 
通风

方式 
ZK8+831~ZK9+250 419 

1 阮家口

隧道 
分离式

短隧道 K8+800~K9+260 460 端墙式 端墙式 光电

照明 
自然

通风 
ZK17+065~ZK17+890 825 

2 义和 
隧道 

分离式

中隧道 K17+055~K17+893 838 端墙式 削竹式 光电

照明 
机械

通风 
AK0+566~AK1+120 554 端墙式 端墙式 
BK0+495~BK1+118 623 端墙式 端墙式 
CK0+523~CK1+235 712 端墙式 端墙式 

3 柳沟 
隧道 

分离式

中隧道 
DK0+552~DK1+130 578 端墙式 端墙式 

光电

照明 
自然

通风 

 

2.2.4.5 交叉工程 

本项目全线设置互通立交 6 处（新建 4 处，改建 2 处），分离立交 1 座（新

建）、通道 13 道。互通立交工程设置见表 2.2-10。 
表 2.2-10  本项目互通立交一览表 

序号 互通名称 交叉桩号 互通型式 交叉方式 被交路名称及等级 

1 望岛互通 K5+978 混合式 匝道下穿主线 S201 

2 阮家口互通 K9+772 T 形 匝道上跨/下穿被交路 S202 

3 贝草夼互通 K12+521 部分苜蓿叶形 主线上跨被交路 凤凰山路 

4 义和互通 K16+614 T 形 匝道上跨被交路 S202 

5 里口山互通 K21+048 单喇叭形 匝道下穿主线 昌华路 

6 柳沟互通 K24+208 T 形 匝道上跨/下穿被交路 S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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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6 沿线设施 

本项目设置桥隧养护管理站（桥隧监控通信站）1 处，隧道变电所及泵房 3 处。

本项目沿线设施设置情况见表 2.2-11。仅桥隧养护管理站（桥隧监控通信站）设有

生活区，隧道泵房及变电所仅用于隧道排水、供电等设备运行场所，不设置生活

区。 
表 2.2-11  本项目沿线设施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桩号 占地面积(hm2) 

桥隧监控通信站 
1 

桥隧养护管理站 
K12+300 0.85 

2 隧道变电所及泵房 K17+950 0.08 
3 隧道变电所 BK0+450 0.08 
4 隧道泵房 DK1+150 0.08 

合计 1.09 
 

2.2.5 工程占地及拆迁情况 

1. 工程永久占地 
拟建公路永久占用各类土地 153.34 hm2，其中耕地 37.27hm2，园地 16.89 hm2，

林地 50.86 hm2，草地 3.69 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6 hm2，交通运输用地 39.52 
hm2，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19 hm2，其他土地 2.32 hm2，具体见表 2.2-12。 

2. 工程临时用地 
拟建公路临时工程占用各类土地 8.68 hm2，其中耕地 1.11 hm2，园地 1.39 

hm2，林地 2.23 hm2，交通运输用地 0.83 hm2，其他土地 3.12 hm2，具体见表 2.2-
12~2.2-13。 

3. 工程拆迁及专项设施改建情况 
拟建公路全线需拆迁各类建筑物 6171.71m2，拆迁通讯电杆 23 根，电力电杆 66

根，通讯电线 885m，电力电线 58080m。 
拟建公路全线涉及改路 6159.6m、改移沟渠 145.7m，占地 5.6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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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2 本项目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数量一览表（hm2） 

工程单元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 其他土地 合计 

路基工程 13.37 7.64 11.71 0.04 0 34.72 0.05 0.25 67.78 
桥涵工程 0.63 0.07 0.5 　 1.87 0.3 　 0.24 3.62 
互通立交 23.13 9.18 37.98 3.65 0.73 4.5 0.14 1.55 80.85 
沿线设施 0.14 　 0.67 　 　 　 　 0.28 1.09 
小计 37.27 16.89 50.86 3.69 2.6 39.52 0.19 2.32 153.34 

 
表 2.2-13 本项目临时占地数量一览表（hm2） 

工程单元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

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其他土地 合计 

专项设施改建 1.11 1.39 2.23 　 　 0.83 　 　 5.5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3.12 3.12 

小计 1.11 1.39 2.23 0 0 0.83 0 3.12 8.68 
合计 38.38 18.28 53.09 3.69 2.6 40.35 0.19 5.44 1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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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路基土石方数量 

2.2.6.1 土石方平衡 

根据拟建公路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土石方（不含表土）挖方量 322.82 万

m3、填方量 208.93 万 m3，本项目填方全部来源于挖方，无借方，余方 114.45 万

m3，其中：老路铣刨料 3.62 万 m3进行降级使用，用于本工程下面层及改移工程等；

其余 110.27 万 m3土石方全部由地方政府接收，用于其他项目综合利用，土石方平

衡情况见表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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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3  拟建公路土石方汇总表 
挖方 填方 本桩利用 调入 调出 余方 

综合利用 废弃

方 
序号 项目 位置桩号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钻渣 土方 石方 淤泥 来源 土方 石方 淤泥 去向 本项

目骨

料 

其他

项目 　 

路基
1 

K9+771~K16
+313（改建

段） 
　 　 16766  　 　 16766  　 　 　 　 　 0  　 　 　 　 　 　 　 　 　 　 　 16766  　 　 

路基
2 

K5+979~K9+
771（新建

段） 
51338  162898  　 　 　 214236  194263  216184  　 　 　 410447  48187  134332  　 146076  81852  　 

互通

1：土
146076
、石
81852 

3151  28566  　 

互通

2：土

3151、
石

28566 

0  　 　 

路基
3 

K16+313~K2
4+208（新建

段） 
49003  211516  　 　 　 260520  53279  622080  　 　 　 675359  49003  211516  　 4275  410564  　 

隧道

2：石
266791
；隧道

3：土

4275、
石

134355
；互通

6：石

9418； 

　 　 　 　 0  　 　 

路基
4 清淤换填 　 　 　 　 2390  2390  　 51563  　 　 　 51563  　 　 　 　 51563  　 

路基

5：石

12854、
隧道

3：
38709 

　 　 2390  　 0  　 　 

路基
5 拆迁垃圾 　 12854  　 　 　 12854  　 　 　 　 　 0  　 　 　 　 　 　 　 　 12854  　 

路基

3：石
12854 

0  　 　 

路基
6 

坡脚绿化回

填 　 　 　 　 　 0  　 　 　 　 2390  2390  　 　 　 　 　 2390  　 　 　 　 　 0  　 　 

　 

路基

工程 

小计 100342  387268  16766  0  2390  506766  247542  889827  0  0  2390  1139759  97190  345848  0  150351  543979  2390  0  3151  41420  2390  0  16766  0  0  

互通
1 

望岛互通

（K5+978） 182595  1034706  4346  　 　 1221647  36519  41908  　 　 　 78427  36519  41908  　 　 　 　 　 146076  123186  　 

路基

2：土
146076
、石

81852；
互通

7：石
41334 

87395
8  　 　 

互通
2 

互通

立交

工程 

阮家口互通
(K9+754) 35130  77146  7292  　 　 119567  40805  194722  　 　 　 235527  35130  77146  　 5676  117576  　 

路基

2：土

3151、
石

28566；
隧道

1：土

2525、
石

89010 

　 　 　 　 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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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2-13  拟建公路土石方汇总表 
挖方 填方 本桩利用 调入 调出 余方 

综合利用 废弃

方 
序号 项目 位置桩号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钻渣 土方 石方 淤泥 来源 土方 石方 淤泥 去向 本项

目骨

料 

其他

项目 　 

互通
3 

贝草夼互通
(K12+484) 11602  50841  3221  　 　 65663  16088  113410  　 　 　 129498  11602  50841  　 4486  62570  　 

隧道

1：石

61129； 
隧道

2：土

4486，
石 1441 

　 　 　 　 3221  　 　 

互通
4 

义和互通
(K16+578) 3592  40601  4004  　 　 48197  3592  58205  　 　 　 61797  3592  40601  　 0  17604  　 

隧道

2：石
17604 

　 　 　 　 4004  　 　 

互通
5 

里口山互通
(K21+317) 2773  52693  　 　 　 55466  76081  103373  　 　 　 179454  2773  52693  　 73308  50680  　 

互通

6：石
50680 

　 　 　 　 0  　 　 

互通
6 

柳沟互通
(K24+208) 163165  183560  　 　 　 346725  89857  19582  　 　 　 109439  89857  19582  　 　 　 　 　 73308  60098  　 

互通

5：土

73308、
石

50680；
路基

3：石
9418 

10388
0  　 　 

互通
7 清淤换填 　 　 　 　 813  813  　 41334  　 　 　 41334  　 　 　 　 41334  　 

互通

1：石
41334 

　 　 813  　 0  　 　 

互通
8 

坡脚绿化回

填 　 　 　 　 　 0  　 　 　 　 813  813  　 　 　 　 　 813  　 　 　 　 　 0  　 　 

　 

互通

立交

工程 

小计 398857  1439547  18863  0  813  1858079  262943  572533  0  0  813  836288  17947
3  282770  0  83470  289764  813  0  219384  183284  813  0  99235

5  0  0  

隧道
1 

K8+800～
K9+260 阮家

口隧道 
2525  156838  　 　 　 159362  　 　 　 　 　 0  0  0  　 　 　 　 　 2525  150139  　 

互通

2：土

2525、
石

89010；
互通

3：石
61129 

6699  　 　 

隧道
2 

隧道

工程 

K17+055～
K17+893 义

和隧道 
4486  285836  　 　 　 290322  　 　 　 　 　 0  0  0  　 　 　 　 　 4486  285836  　 

互通

3：土

4486、
石

1441；
互通

4：石

17604；
路基

3：石
2667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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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2-13  拟建公路土石方汇总表 
挖方 填方 本桩利用 调入 调出 余方 

综合利用 废弃

方 
序号 项目 位置桩号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钻渣 土方 石方 淤泥 来源 土方 石方 淤泥 去向 本项

目骨

料 

其他

项目 　 

隧道
3 柳沟隧道 4275  288788  　 　 　 293063  　 　 　 　 　 0  0  0  　 　 　 　 　 4275  173064  　 

路基

3：土

4275、
石：

134355
；路基

4：石
38709 

11572
4  　 　 

　 

隧道

工程 

小计 11286  731461  0  0  0  7427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286  609039  0  0  12242
2  0  0  

桥梁
2 

K7+850 华夏

中桥 107  71  　 739  　 917  107  71  　 739  　 917  107  71  739  　 　 　 　 　 　 　 　 0  　 　 

桥梁
3 

K11+157 北

观大桥 　 　 224  　 　 224  　 　 　 　 　 0  　 　 　 　 　 　 　 　 　 　 　 224  　 　 

桥梁
4 

K14+608 朱

家圈大桥 　 　 248  　 　 248  　 　 　 　 　 0  　 　 　 　 　 　 　 　 　 　 　 248  　 　 

桥梁
5 

K19+563 中

桥 424  282  　 1832  　 2538  424  282  　 1832  　 2538  424  282  1832  　 　 　 　 　 　 　 　 0  　 　 

桥梁
6 

K20+233 中

桥 361  240  　 1685  　 2286  361  240  　 1685  　 2286  361  240  1685  　 　 　 　 　 　 　 　 0  　 　 

桥梁
7 

桥涵

工程 

K22+362 张

村河大桥 950  634  　 8796  　 10380  950  634  　 8796  　 10380  950  634  8796  　 　 　 　 　 　 　 　 0  　 　 

　 　 小计 1841  1227  473  13052  0  16593  1841  1227  0  13052  0  16121  1841  1227  13052  0  0  0  0  0  0  0  0  473  0  0  

设施
1 

桥隧监控通

信站、桥隧

养护管理站 
10236  6142  　 　 　 16378  10236  6142  　 　 　 16378  10236  6142  　 　 　 　 　 　 　 　 　 0  　 　 

　 

沿线

设施 
小计 10236  6142  0  0  0  16378  10236  6142  0  0  0  16378  10236  61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改移
1 改路工程 49317  18809  　 　 　 68126  49317  11904  　 　 　 61221  49317  11904  　 　 　 　 　 　 　 　 　 6905  　 　 

改移
2 改沟工程 3306  584  　 　 　 3890  　 　 　 　 　 0  　 　 　 　 　 　 　 3306  584  　 　 0  　 　 

改移
3 

改路坡脚路

绿化 　 　 　 　 　 0  3306  584  　 　 　 3890  　 　 　 3306  584  　 　 　 　 　 　 　 　 　 

　 

专项

设施

改建 

小计 52623  19393  0  0  0  72016  52623  12488  0  0  0  65111  49317  11904  0  3306  584  0  0  3306  584  0  0  6905  0  0  

生产
1 

施工

生产

生活

区 

施工生产生

活区 9360  6240  　 　 　 15600  9360  6240  　 　 　 15600  9360  6240  　 　 　 　 　 　 　 　 　 　 　 　 

　 　 小计 9360  6240  0  0  0  15600  9360  6240  0  0  0  15600  9360  62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路基

工程 　 100342  387268  16766  0  2390  506766  247542  889827  0  0  2390  1139759  97190  345848  0  150351  543979  2390  0  3151  41420  2390  0  16766  0  0  

2  交叉

工程 　 398857  1439547  18863  0  813  1858079  262943  572533  0  0  813  836288  17947
3  282770  0  83470  289764  813  0  219384  183284  813  0  99235

5  0  0  

3  隧道

工程 　 11286  731461  0  0  0  7427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286  609039  0  0  12242
2  0  0  

4  桥涵

工程 　 1841  1227  473  13052  0  16593  1841  1227  0  13052  0  16121  1841  1227  13052  0  0  0  0  0  0  0  0  473  0  0  

5  沿线

设施 　 10236  6142  0  0  0  16378  10236  6142  0  0  0  16378  10236  61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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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2-13  拟建公路土石方汇总表 
挖方 填方 本桩利用 调入 调出 余方 

综合利用 废弃

方 
序号 项目 位置桩号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铣刨料 钻渣 淤泥 小计 土方 石方 钻渣 土方 石方 淤泥 来源 土方 石方 淤泥 去向 本项

目骨

料 

其他

项目 　 

6  
专项

设施

改建 
　 52623  19393  0  0  0  72016  52623  12488  0  0  0  65111  49317  11904  0  3306  584  0  0  3306  584  0  0  6905  0  0  

7  

施工

生产

生活

区 

　 9360  6240  0  0  0  15600  9360  6240  0  0  0  15600  9360  62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合计 　 584544  2591278  36102  13052  3203  3228179  584544  1488457  0  13052  3203  2089256  34741
7  654132  13052  237127  834327  3203  0  237127  834327  3203  0  11389

2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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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 表土平衡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拟建公路共计剥离表土 22.32 万 m3，施工结束后剥离表

土全部回覆，表土平衡情况见表 2.2-14。 

表 2.2-14  拟建公路表土平衡一览表 

表土剥离 覆土量（万 m3） 调出利用 
工程单元 

（万 m3） 总量 利用方 调入方 （万 m3） 
路基工程 6.55  5.073 5.07  　 1.48  
桥涵工程 0.24  0 　 　 0.24  
隧道工程 0.00  0.30  　 0.30  　 
互通立交 14.42  14.42  14.42  　 　 
沿线设施 0.16  0.13 0.16  -0.03  　 

专项设施改建 0.95  0.84  0.84  　 0.11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0  1.56 　 1.56  　 

合计 22.32  22.32  20.49  1.83  1.83  
 

2.2.7 取土场、弃渣场设置 

2.2.7.1 取土场、弃渣场设置 

根据拟建公路初步设计文件及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不设取土场，挖方均回

填路基。根本项目不设弃土场，弃方由地方政府接收，用于其他项目综合利用。 

2.2.7.2 临时堆土场 

根据拟建公路初步设计文件及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设临时堆土场 13 处，占

地面积 5.58hm2，堆土数量 22.32 万 m3，临时堆土场设置情况见表 2.2-15。 

表 2.2-15 临时堆土场布设情况一览表 

编号 名称 位置 堆土数量

(万 m3) 
占地面积

（hm2） 备注 

1 临时堆土区 柳沟隧道出口 1.63 0.41 柳沟隧道出口分离路基

中间空地 

2 临时堆土区 阮家口隧道进口 1.48 0.37 阮家口隧道进口分离路

基中间空地 

3 临时堆土区 阮家口隧道出口 1.32 0.33 阮家口隧道出口分离路

基中间空地 

4 临时堆土区 义和隧道出口 1.78 0.45 义和隧道出口分离路基

中间空地 
5 临时堆土区 望岛互通 3.56 0.89 望岛互通匝道圈 
6 临时堆土区 阮家口互通 2.38 0.60 阮家口互通匝道圈 
7 临时堆土区 贝草夼互通 1.98 0.50 贝草夼互通匝道圈 
8 临时堆土区 义和互通 2.15 0.54 义和互通匝道圈 
9 临时堆土区 里口山互通 2.23 0.56 里口山互通匝道圈 
10 临时堆土区 柳沟互通 2.12 0.53 柳沟互通匝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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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2-15 临时堆土场布设情况一览表 

编号 名称 位置 堆土数量

(万 m3) 
占地面积

（hm2） 备注 

11 临时堆土区 沿线设施 0.13 0.03 沿线设施 
12 临时堆土区 K5+900 施工场地 0.78 0.20 施工场地内 
13 临时堆土区 K21+200 施工场地 0.78 0.20 施工场地内 

合计 22.32 5.58  

2.2.7.3 筑路材料及运输条件 

1.筑路材料 
（1）石料 
玄武岩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小门家镇会文村，该村石料厂主要生

产 0-0.3cm、0.3-0.5cm、0.5-1.0cm、1.0-1.5cm、石粉、石屑、碎石、道渣等规格的

玄武岩产品；岩石呈块状结构，石料结构均匀一致，坚硬致密。拟采用该料场用

于路面上面层及需要高强度混凝土构造物的建设。运距约 123 公里，交通便利，

运输条件好。 
石灰岩主要采用九韵（烟台）建材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石料，厂址位于山东省

烟台市莱阳市山前店镇东岔河村，主要生产经营多种规格的石灰岩类产品，并伴

有石粉、片块石；岩石呈块状结构，石料结构均一，坚硬致密，储量丰富，分布

广泛，质量好，可满足工程使用要求。拟采用该料场用于路面上、下面层的建设。

运距约 112km，交通便利，运输条件好。 
花岗岩主要采用威海市永川石子加工厂所生产的石料，厂址位于威海市临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汪疃镇孙家沟村，主要生产经营各规格花岗岩碎石、石屑、机制

砂等产品；岩石呈块状结构，石料储量丰富，质地均匀，可按需调节加工，满足

工程使用要求。拟采用该料场用于路面基层骨料及桥隧构造物的建设。运距约10km，

运距优势明显。 
（2）片石、块石 
片石、块石主要分布于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主要生产 5-10cm、10-20cm、20-

30cm 等规格的产品；所生产的片石厚度较适中，块石形状较规则，岩石表面均较

平整。拟采用该料场用于路基边坡防护及高强度混凝土构造物及防护工程的建设。

运距约 35 公里，交通便利，运输条件好。 
（3）砂料 
砂料拟采用烟台市福山区润安锦泰建筑建材厂生产的河砂；砂料较洁净、无

明显风化且细度适中，该料场整体备料充足，质量可靠。材料可通过国省道运至

工地，运距约 93km，运输条件便利。拟采用该料场用于路基防护排水、路面细集

料和桥涵构造物等。 
（4）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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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及烟台市盛产水泥，市场供应充足，交通运输方便，可择优就近选用，

少量优质高标号水泥可由外地购入。 
（5）钢材、木材、沥青 
省内沥青生产厂家较多，济南、滨州、东营、淄博均为山东省沥青主产地，

现有多家生产沥青的企业，可满足工程需要，筑路所用大部分沥青均可就近购入，

少量省内不生产的优质沥青可由省外或国外购进。 
省内钢材的生产供应充分，可直接从济南、潍坊、莱芜、临沂等地区钢铁企

业采购，规格种类齐全，品质优良且供应量充足，能够保证项目采购要求。 
木材本地产量较小，但市场供应充足，能够满足工程用量需求。 
2.运输条件 
本项目所经区域交通发达，干线公路有 S302 成威线、S201 威东线、S202 威

青线等及县乡道路，路况较好，为施工队伍、施工机械的进场、转移和地方性材

料及外购材料的运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筑路材料的运输以汽车为主，拖拉

机为辅。 

2.2.8 施工组织及施工方案 

2.2.8.1 工期安排 

根据初步设计文件，拟建公路计划于 2025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28 年 10 月建

成通车，工期 36 个月。 
表 2.2-16 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表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1~12 1~12 1~12 1~12 年份月份 
工程项目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施工准备 

         
 

   
    

              
路基工程 

              
    

          
桥涵工程   

 
           

   

          
隧道工程   

 

          
    

          
互通立交   

  
          

   

       
路面工程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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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 施工生产生活区 

拟建公路全线共设置各类施工生产生活区 2 处，包括施工生活区、预制场、

拌合站、钢筋加工场等，新增临时占地 3.12hm2。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情况见表

2.2-17。 
表 2.2-17  施工生产生活区布设情况一览表 

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序号 位置及桩号 

其他土地（裸地） 
1 K5+900 左侧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加工厂 1.57 

2 K21+200 左侧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加工厂 1.55 

合计 3.12 

 

2.2.8.3 施工便道 

根据拟建公路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水土保持方案，拟建公路不新建施工便道，

运输车辆多利用现有村道、S202、S201 等。 

2.2.8.4 重点工程施工方案及施工工艺 

1. 施工组织 
制约拟建公路施工工期、工程质量和造价的主要环节是桥梁工程，其次是路

基、路面、涵洞、通道及沿线设施工程等。工程进度安排主要依据拟建公路各分

项工程的特点，以及项目沿线的自然条件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公路的主要施工时序按“先难后易、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拟建公路首先

开始路基工程、桥梁工程、涵洞工程和交叉工程，最后完成路面铺筑、环保工程、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 
施工时序为：施工便道→清表→路基土石方填筑→桥梁→截排水施工→基层→

路面→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工程施工。 
可按工程进度计划分期分批进入施工现场，并随工程进展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2. 主要工程单元施工工艺 
（1）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以机械施工为主，适当配合人力施工的施工方案，在硬岩部位的开

挖方案采用台阶式爆破法，为了使挖方作为填方，计划的爆破模式要考虑边坡稳

定和填料最大粒径的限制。对挖方与填方的过渡地段，为了防止竣工后产生错台

以至造成路面破坏，应按规定采取必要的施工措施。 
路基土石方工程建议以机械为主辅以人工施工，挖方路段应尽量布置多个作

业面以推土机或挖掘机作业，配以装载机和自卸翻斗车运至填方路段填筑路堤或

弃于废土场，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专业队伍，也可采用铲运机进行连续挖运作业；

填方路段则以装载机械或推土机伴以人工找平，能采用平地机找平更好，碾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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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高填路堤施工必须严格按施工技术规范要求执行，分层填筑、分层压实，施

工过程中须加强施工管理、严格工序控制，以确保施工质量。作业中应根据具体

情况，注意调整各种机械的配套，避免发生窝工现象。路基雨季施工应采取切实

可行的雨季施工措施，确保路基施工质量。 
路基防护工程与路基土方工程施工一并进行，尽量在雨季形成路基排水系统，

以减少或防止雨水对已成路基土方或路面基层的冲刷、浸泡、降低土路和路面基

层的强度。 
填筑路基和挖方路基的施工工艺分别见图 2.2-8 和图 2.2-9。 
 

 
图 2.2-8  填筑路基施工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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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路堑开挖施工工艺流程 

 
（2）路面工程 
拟建公路路面工程施工建议选用大型拌合摊铺设备，确保路面施工质量。在

施工中要严格按照路面面层、基层施工技术规范执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

在当年雨季前完成计划路段的基层、底基层施工。 
为确保路面工程的平整度和质量，建议路面各结构层全部由专业队伍承担，

底基层、基层均采用机械拌合，摊铺机分层摊铺，压路机压实；各面层采用洒布

机喷洒透层油，摊铺机配以自卸车连续摊铺沥青拌和料，压路机碾压密实成型，

各种拌和材料由所设置的集中拌合站以机械拌合提供。 
（3）桥梁工程 
全线桥梁上部构造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板、梁，施工方法以

预制装配为主，可利用架桥机或门式吊机架设。简支板、梁式上部构造建议可向

专业化预制厂定购、工厂化集中预制或工地集中预制等，运至工点安装。连续板

（梁）上部构造，一般采取搭架现浇施工或砌筑。桥梁施工工序为：平整施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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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区→基础施工→上部构造施工。 
本项目桥梁桥墩主要采用柱式墩、门架墩、薄壁墩等，桥台主要采用柱式台、

肋板台等。桥梁墩、台的施工工艺流程参见图 2.2-10。 

 
图 2.2-10  桥梁墩台施工工艺流程 

 
本项目桥梁墩、台的基础型式主要采用钻孔灌注桩或挖孔桩基础，其工艺流

程见图 2.2-11 和图 2.2-12。基坑开挖可以采用人工开挖，也可以采用挖掘机、推土

机、装载机等机械进行开挖。雨季施工应在基坑外设临时截水沟或排水沟，防止

雨水进入基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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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  桥梁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流程 

 
图 2.2-12  挖孔桩基础施工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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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在水中的基础（钻孔灌注桩）施工前要进行围堰。水中围堰高度要求高

出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 0.5~0.7m。围堰外形考虑河流断面被压缩后，流

速增大引起水流对围堰、河床的集中冲刷等因素，并满足堰身强度和稳定的要求。

围堰要求防水严密，减少渗漏。钻桩前挖好沉淀池，灌桩出浆进入沉淀池进行土

石的沉淀，沉淀后的泥浆循环利用，并定期清理沉淀池，清出的沉淀物运至弃渣

场集中处置，具体见图 2.2-13。 
基础施工出渣清运至就近的临时堆土场进行临时存放。桥梁施工结束后及时

清运建筑垃圾，并对场地进行平整。桥梁施工的清基、回填等产生的土石方和建

筑垃圾严禁倒入河道中或随意乱丢乱弃，严禁渣体入河。 
钻孔时泥浆流程为： 

出浆 沉沙池沉淀 泥浆回用

沉淀物 定期清运
 

图 2.2-13  钻孔泥浆流程图 
 
（4）隧道工程 
本项目公路全线设隧道 3 座，隧道施工工序为：施工测量→修筑洞外环向截

水沟→洞口明洞开挖、边仰坡防护（边开挖边支护）→洞口施工→超前支护（洞

口段及 V 级围岩地段）→洞身打眼装药放炮→通风→出碴→初期支护→监控量测→
施作防水层→二次衬砌浇注→水沟、电缆沟施作→洞内路面施工→隧道内装及机

电设施安装。 
本项目隧道依据新奥法设计施工原则，开挖采用光面爆破或预裂爆破，以减

少对围岩的扰动；尽量利用围岩的自承能力，充分发挥围岩自身的承载力；及时

施作初期支护喷射混凝土，以控制围岩变形，同时延缓围岩风化，改善围岩的承

载条件；支护断面及早闭合，有效发挥支护体系的作用；二次衬砌原则上在围岩

与初期支护变形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浇筑；尽量使隧道断面周边轮廓圆顺，避免棱

角突变处应力集中；施工中加强围岩与支护的动态观察、监测。 
根据我国公路隧道常用工法和建设经验，可双向开挖，隧道出渣应尽最大可

能回收利用，经实验室实验后可做路基或加工后做混凝土骨料。 
（5）预制场 
本项目施工期将在预制场内进行预制梁和预制构件的生产，其主要生产工艺

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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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4  预制场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各工序流程及产污节点简述如下： 
① 钢筋加工：根据一定的尺寸要求将钢筋截断，然后折弯、焊接等，该过程

会产生噪声、烟尘及废料。 
② 模板安装：该工序有安装噪声产生。 
③ 混凝土浇筑：采用龙门吊配合料斗运送混凝土入模、振捣，浇筑完成后对

预制板顶面抹面拉毛，该过程有噪声产生。 
④ 模板拆除：拆模时，通过龙门吊配合千斤顶将模板拆除，该过程有噪声产

生，有少量废渣产生。 
⑤ 养护：预制板养生采用覆盖土工布配合喷淋系统进行养生，该工序有废水

产生。 
（6）水泥混凝土拌合站 
水泥混凝土拌合站生产工艺较为简单，所有工序均为物理过程。生产时首先

将各种原料进行计量配送，然后依次进行重量配料、强制配料，最后通过计量泵

送入混凝土车，送至邻近施工路段。水泥混凝土拌合站工艺流程见图 2.2-15。 
进入混凝土搅拌机的水泥、碎石及砂子经搅拌得到水泥混合土成品，该过程

采用的是全自动控制系统，整个生产过程除了进料和出料工序，其他工序均采用

密闭操作。该工序主要会产生粉尘和噪声。 

钢筋加工

模板安装

混凝土浇筑

模板拆除

养护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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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5  水泥混凝土拌合站工艺流程 

 
（7）沥青拌合站 
拟建公路为沥青路面，施工期将设置沥青拌合站，其一般流程可分为骨料预

处理和沥青预处理，而后进入拌缸拌和后即为成品，主要施工工序为：骨料入厂—
—骨料干燥加工——骨料筛分贮存——沥青加热——沥青搅拌缸搅拌——成品出

料。沥青拌合站工艺流程见 2.2-16。 

 
图 2.2-16  沥青拌合站工艺流程 

 
① 骨料预处理流程：满足产品规格需要的骨料运入配料斗，通过皮带机送入

干燥筒，加热后的骨料经通过骨料提升机送到粒度检控系统内进行振动筛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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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粒度要求的骨料经计量后进入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少数粒度不合规格的骨料被

分离后由专门出口排出，由石料供应商回收破碎后重新利用。干燥筒、粒度控制

筛为密闭工作，干燥及筛选过程产生的粉尘由配套的二级除尘装置。该工序主要

会产生粉尘和噪声。 
②  沥青预处理流程：将沥青储罐中的沥青间接加热融化，使其保温至

160~180℃。生产时沥青由沥青泵输送到沥青计量器，按一定配合划分重量后通过

专门管道送入拌和站的拌缸内与骨料混合并进行拌和。该工序主要会产生沥青烟。 
③ 进入沥青搅拌缸的沥青、骨料及其他配料经搅拌得到沥青混合料成品，该

过程采用的是全自动控制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有效的减少物料的跑、冒、漏

等及其他由于生产设备不先进带来的环保问题，整个生产过程除了进料和出料工

序，其他工序均采用密闭操作。该工序主要会产生沥青烟和噪声。 

2.2.9 交通量预测 

2.2.9.1 交通量预测成果 

根据本项目工可交通量预测成果，本项目营运期各特征年平均日交通量（折

合标准小客车）的预测结果参见表2.2-18，各特征年绝对交通量预测结果见表2.2-19。 
 

表 2.2-18  拟建公路交通量预测结果（单位：pcu/日） 
                          预测特征年 

路段 2028 年 2034 年 2042 年 

望岛互通~阮家口互通 31287 32950 38170 
阮家口互通~贝草夼互通 33328 42935 52539 
贝草夼互通~义和互通 29881 39288 48288 
义和互通~里口山互通 26083 34287 42078 
里口山互通~柳沟互通 26294 34548 42396 

全线平均 35091 37602 49785 
 

表 2.2-19  拟建公路绝对交通量预测结果（单位：辆/日） 
                        预测特征年 

路段 2028 年 2034 年 2042 年 

望岛互通~阮家口互通 23524  24543 28288 
阮家口互通~贝草夼互通 25059  31980 38937 
贝草夼互通~义和互通 22467  29264 35786 
义和互通~里口山互通 19611  25539 31184 
里口山互通~柳沟互通 19770  25734 31420 

全线平均 26384 28008 36896 
  

2.2.9.2 相关交通特性分析 

1. 车型比 
本项目各特征年车型比预测结果见表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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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0  本项目各特征年车型比预测结果（绝对数） 
大型车 车型 

预测特征年 小型车 中型车 
大货 汽车列车 

2028 年 79.00% 9.30% 4.50% 7.20% 
2034 年 79.18% 8.58% 4.50% 7.74% 
2042 年 79.30% 8.08% 4.64% 7.98% 

  
2. 昼夜比系数 
根据工可交通量预测结果，该区域昼间 16 小时系数为 0.9（6:00～22:00）。 

2.2.10 工程投资及资金筹措 

根据初步设计概算，拟建公路投资总估算 262385.1 万元。 

2.3 工程环境影响及污染源强分析 

2.3.1 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公路工程对沿线环境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与工程建设各个阶段的实际进展密切

相关，不同的工程行为对环境各要素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根据工程特点，可按照

勘察设计期、施工期和营运期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1. 勘察设计期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路线走向与总体布局方案的选择，其本身不会产生环境

污染与生态破坏，但直接决定了施工期和营运期对环境的影响。本阶段潜在的主

要环境影响如下： 
本项目路线的走向方案与沿线公路网规划及城镇总体规划的协调性分析。拟

建公路的布设可能会影响到山东省公路网规划、威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威海

市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资源开发规划、工程附近区域的人群生活质量等。 
本项目路线不可避免经过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

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等环境敏感区，可能会对沿线敏感区野生动植物、保护

规划协调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本项目路线不可避免经过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和义和村地下

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可能对饮用水源的水质、供水、保护规划协调性等产生不

利影响。 
本项目线位的布设涉及耕地、林地等土地类型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占用问题，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地农林业生产，并可能对区域植被覆盖度、生物量、动

植物种以及区域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影响。 
本项目路线方案及设计对交通环境、国土资源利用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项目互通立交、桥梁和服务设施的设计直接涉及与周围景观协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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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路线位布设关系到居民的征地拆迁问题，从而影响沿线居民的工农业

生产和生活质量。 
本项目线位布设及设计方案选择会影响河流水文、农田灌溉水利设施、防洪

以及路线两侧居民通行交往等。 
2. 施工期 
① 路基、路面 
路基工程开挖与填筑将破坏地表原有植被，形成的裸露地表和边坡在风蚀的

作用下，将产生水土流失，影响生态环境；在天气干旱时，又容易引起扬尘，对

附近环境空气质量产生影响。路面工程底基层施工过程中，水泥稳定砂砾基层摊

铺容易产生粉尘污染。拟建公路路基、路面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对施工区域

附近的地下水产生一定影响。 
路基、路面施工时将使用多种大中型机械设备，施工机械噪声具有噪声值高、

无规则的特点，往往会对施工场地附近的村庄、学校等声环境敏感点产生较大的

影响，同时将会破坏沿线动物的生存环境，迫使其远离原有地域，从而导致项目

沿线的动物数量下降。 
工程占地对当地农林业生产产生一定影响。拟建公路拆迁房屋将在一定程度

和时间内对拆迁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质量产生影响。 
拟建公路永久占用各类土地 153.34hm2，其中耕地 37.27hm2，园地 16.89hm2，

林地50.86hm2，草地3.69 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6hm2，交通运输用地39.52hm2，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19hm2，其他用地 2.32hm2。总体而言，工程占地对当地农林

业生产产生一定影响。拟建公路需拆迁各类建筑物 6171.71m2，将在一定程度和时

间内对拆迁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质量产生影响。 
② 桥涵工程 
桥梁施工阶段将产生一定量的生产废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SS 和石油类）、废

弃泥浆和泄露的混凝土，都将对水体的水质和沿线农业灌溉产生影响；桥梁施工

时产生的施工机械噪声会对项目沿线的声环境敏感点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将会

导致项目沿线的动物数量有所减少；桥梁基础施工会对水环境和水生生态环境及

水生动物产生影响；桥墩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渣和废泥运输和储存不当会对河流

水质、水生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③ 隧道工程 
隧道施工中，洞口的开挖将破坏原有植被，在风雨的作用下，极易形成水土

流失；隧道施工中产生的施工废水和施工涌水中往往 SS、石油类含量较高，直接

排放可能会对下游地表水体水质产生一定影响；隧道如果穿越地下含水层，将可

能造成大量的施工涌水，甚至可能造成含水层的疏干，对地下水造成影响，可能

影响山上植被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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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临时工程 
弃渣场、临时堆土场以及预制场、拌合站、施工便道等施工期临时工程也将

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由于项目区地形地貌的限制，施工期临时工程不可避免将

占用部分耕地和林地。因此，施工期工程临时用地也将对当地耕地资源和农林业

生产产生短期影响。 
施工期施工和生活废水排放、施工材料的堆放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临时工

程的设置将对沿线自然植被产生一定影响，土石方施工会导致一定量的水土流失。 
项目施工人员的施工、生活活动及施工机械噪声等将会迫使征地区域的兽类

和爬行动物离开原来的领域，一部分鸟类也将远离原来的觅食地。 
3. 营运期 
① 生态环境影响 
营运期随着绿化工程的实施和临时占地的恢复，提高了项目区植被覆盖度，

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本项目设置的管理站等沿线设施的工作人员将产生废纸、废塑料袋、盒、烟

蒂等生活垃圾，若这部分生活垃圾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将对周边的自然环境产生

一定的影响。 
工程建成后，随着植被的逐渐恢复、生态环境的好转、人为干扰的减少，对

沿线动物生存环境和觅食活动的影响较小。 
② 声环境影响 
工程建成后，交通量会显著增长，交通噪声将对临近公路居民的生活和生产

造成一定影响。 
③ 水环境影响 
拟建公路建成运营后，随着交通量的逐年增加，沉降在路面上的机动车尾气

排放物、汽车泄漏的油类以及散落在路面上的其它有害物质也会逐年增加。上述

污染物一旦随降水径流进入沿线水体，将对水体的水质产生一定影响。 
本项目设置的管理站等沿线设施会产生少量的生活污水，上述污染物一旦进

入沿线水体，将对水体的水质产生一定影响。 
路（桥）面径流渗入地下，可能会对附近的地下水产生一定影响；项目沿线

服务设施生活污水渗入地下，将对地下水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④ 环境空气影响 
营运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污染物和沿线设施排放的餐饮

油烟，汽车尾气中所含的多种污染物，如 NOX、CO 等物质会产生环境空气污染。 
⑤ 风险影响 
突发性交通事故会影响公路的正常运营和安全，危险品运输车辆事故易引发

水污染、环境空气、土壤污染等事件，一旦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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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和义和村地下

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段及跨河路段发生，可能会对敏感区的生态环境、水源地

水质和饮水安全等产生影响。 
⑥ 各类环境工程和土地复垦措施的实施将恢复植被或采取利于植被恢复措

施、改善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汽车尾气、交通噪声、生活污

水、固体废物等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居民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 
⑦ 公路的通车运营，对促进沿线旅游资源的开发、交通通行便利以及地方经

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3.2 环境污染源强分析 

1. 水污染源强分析 
（1）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根据以往施工经验，施工人员平均每人每天生活用水量按 100L 计，污水排放

系数取 0.9，则按下述公式计算可得每个施工人员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 
生活污水量： 

  
式中： 

QS ── 每人每天生活污水排放量(t/人·d)； 
k ── 生活污水排放系数(0.6~0.9)，取 0.9； 
q1 ── 每人每天生活用水量定额(L/人·d)。 

根据上式计算得到施工人员每人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量为 0.09t。本项目拟设

置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平均每处施工及管理人员按 100 人计算，则每个施工生

产生活区施工人员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 9.0t，整个工程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约

18t。据调查，施工营地生活污水主要是施工人员就餐和洗涤产生的污水及粪便水

（旱厕），主要含动植物油脂、食物残渣、洗涤剂等多种有机物，其成分及其浓度

详见表 2.3-1。 
表 2.3-1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成分及浓度 

主要污染物 BOD5 COD 氨氮 SS 石油类 动植物

油 
浓度（mg/L） 200~250 400~500 40~140 500~600 2~10 15~40 

 
（2）桥梁施工废水 
桥墩基础、墩身及临时支撑等水下构筑物的施工产生的 SS、石油类等对水体

水质产生短暂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大，根据对公路桥梁施工现场的调查，桥墩

施工工艺和污染物排放节点分析如下： 

1000/)( 1qk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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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施工节点污染物产生以及污染防治措施说明： 
a. 扰动河床产生 SS，时间短暂，大量悬浮物在钢管围堰内，最大影响范围一

般在 150m 范围内，随着距离加大，影响将逐渐减轻。工程结束影响消失，以下其

它污染节点情况也是同样，但该部分 SS 产生量定量分析有一定的难度； 
b. 基坑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和少量石油类，积水一般抽出在堤外设置的

多级沉淀池处理后，排入水体。该部分废水的产生量与管桩下压的深度、管桩体

积和施工抽水工况等因素有关。根据对公路工程大桥桥梁施工类比分析，管桩下

压管内水体稳定后抽排出来的 SS 发生量见表 2.3-2。 
表 2.3-2  桥墩施工期 SS 的排放量估算 

产生排放速度或浓度 
主要施工工艺 无防护措施 

（一般围堰防护） 
有防护措施 

（钢管围堰防护） 
备注 

水下开挖 1.33 kg/s 0.40 kg/s 最大排水量按 1000m3/h 计，钢护筒防

护 

钻孔 0.31 kg/s 0.10 kg/s 钢护筒防护，及时运走钻孔产生的浮

渣 

钻渣沉淀池 500~1000 mg/L <60 mg/L 防护措施为堤外渣场沉淀池或容器盛

装 
 
c. 钻孔过程产生的钻渣（底泥）水分含量较少，运至岸上指定弃渣点排放，

整个过程对水质影响较小。 
d. 工序（d~i）的污染物主要是 SS 和石油类，污染物产生量相对比前面工序

要小得多，做好防护措施后影响较轻。 
（3） 隧道施工期废水及污染防治措施 
隧道施工过程中的废水来源主要有：隧道穿越不良地质单元时产生的隧道涌

水，施工设备如钻机等产生的废水，隧道爆破后用于降尘的水，喷射水泥砂浆从

中渗出的水以及基岩裂隙水等。 
根据设计文件，当隧道通过潜水含水体且埋藏深度较浅时，采用降水入渗法

预测隧道正常涌水量： 
涌水量计算公式： 

Qs=2.74a×W×A 
式中：a—为降水入渗系数； 

W—为年均降水量（mm）； 
A—为隧道通过含水体地段的集水面积（km2）。 

根据类比同类公路隧道涌水防治技术，主要是利用超前地质预报的手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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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子面前方的赋水情况，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堵水方案，尽量降低掌子面的涌

水量。隧道施工涌水量大，采取“防-排-截-堵”的处治措施，隧道施工中对于涌

水、突水应按“止水为主，引排为辅助”的原则进行处理，利用超前钻孔提前预

测前方水体，进行超前勘探，提前发现提前处理。超前钻探发现裂隙水、孔隙水

时，采用超前小导管注浆法堵水、止水或超前固岩注浆法堵水，对围岩较为破碎

且富水地段，采用周边注浆、径向注浆或全帷幕注浆等措施进行封堵，利用浆液

中的固相物质在沉积和水化结晶双重作用下，将裂隙粘结愈合，从而有效地控制

因隧道施工造成的地下水流失，在保证施工期及运营期结构安全的同时，最大限

度的保护隧址区生态环境。 
由于设计阶段地质勘察资料中的隧道涌水量预测值为整座隧道完全贯通情况

下的隧道涌水量，而实际施工时，长、特长隧道是从两端洞口向中间逐渐掘进，

故施工期间每天的实际涌水量应小于地质勘察资料中的隧道涌水量预测值。此外，

隧道施工过程中分段进行超前地质预报，预测掌子面前方地下水赋水情况，对可

能发生的涌突水量较大的段落采取预注浆封堵措施，尽量减少涌突水量。综合以

上多方面原因，隧道施工期间废水估算量见表 2.3-3，隧道施工相关废水水质监测

结果见表 2.3-4。 
表 2.3-3  隧道涌水量计算结果 

序号 隧道名称 布置方式 桩号 长度（m） 涌水量 
ZK8+831~ZK9+250 419 82.11 1 阮家口隧道 分离式短隧道 K8+800~K9+260 460 82.15 

ZK17+065~ZK17+890 825 118.8 2 义合隧道 分离式中隧道 K17+055~K17+893 838 120.7 
AK0+566~AK1+120 554 78.81 
BK0+495~BK1+118 623 89.75 
CK0+523~CK1+235 712 102.57 3 柳沟 

隧道 分离式中隧道 

DK0+552~DK1+130 578 83.26 
 

表 2.3-4  隧道施工期废水水质监测结果 
项目 

编号 
废水流量 
（m3/h） pH COD 

（mg/L） 
SS 

（mg/L） 
NH3-N 

（mg/L） 
TN 

（mg/L） 
石油类 

（mg/L） 
0 - 6.5 7.3 未检出 0.23 0.62 未检出 
1 220 9.2 54.7 341 2.89 6.15 9.52 
2 400 10.1 63.4 513 3.47 7.32 10.12 
3 280 9.8 57.3 445 3.35 6.58 9.87 
4 14 8.7 23.9 19 1.34 2.65 5.84 
5 3 8.6 17.8 12 1.25 2.04 2.31 

注：① 0 号样品为隧道施工现场受纳水体上游水质情况，1、2、3 号样品为隧道正常施工时

的废水水质，4 号为隧道内发生岩爆，施工停止时隧道排水系统的出水；5 号样品是在施工

完全停止 2 天后的监测结果。② 数据来源于《某隧道施工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任

伟，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科技信息，2005 年第 3 期。 
 
可见，隧道施工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是 SS、石油类，对环境有不利影响，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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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及其废水应配备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设置沉沙池、沉淀池、隔油池等使污

水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 
（4）预制场、拌和站等生产废水 
预制场、拌合站等施工生产废水主要是施工机械的冲洗废水和混凝土预制养

护废水，一般一处场地的生产废水量（冲洗废水）少于 1t/天，其主要污染物为

SS，浓度可达到 3000~5000mg/L。拌合站与预制场应设置沉淀池对施工生产废水

进行酸碱中和（调节 pH 值）、絮凝、沉淀处理，上清液用作施工场地洒水，沉淀

池定期进行清理，沉淀物运至弃渣场进行处置。 
（5） 建筑材料堆放场雨季冲刷污水 
各施工生产区建筑材料堆放场雨季由于雨水冲刷产生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SS，经场地周边导排渠导入沉淀池处理后外排。 
（6） 运营期沿线设施生活污水源强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及山东省已建以及公路的相关

类比资料，公路营运期沿线设施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生活污水排放量按每人每天生

活用水量为 120L 计，污水排放系数为 0.9，即沿线设施工作人员人均生活污水量

按 108L/d 计。沿线设施估算工作人员共计 50 人，每日产生生活污水量约 5.40t。
各沿线设施生活污水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2.3-5。根据类比调查，沿线设施未经处

理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浓度见表 2.3-6。 
表 2.3-5  沿线设施生活污水产生情况表 

名称 桩号 人数（人） 污水产生量（t/d） 
桥隧监控通信站 
桥隧养护管理站 

K12+300 工作人员 50 5.4 

 
表 2.3-6  沿线设施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浓度  单位：mg/L 

指标（mg/L，pH 除外） 
沿线设施 

pH SS CODCr BOD5 氨氮 石油类 动植物油 
管理中心、

收费站等 6.5~9.0 500~600 400~500 200~250 40~140 2~10 15~40 

服务区 6.5~9.0 500~600 800~1200 400~600 40~140 2~10 15~40 
注：指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浓度。 

 
（7） 桥面径流污染物及源强分析 
公路桥面径流污染物主要是悬浮物、石油类和有机物，污染物浓度受限于多

种因素，如车流量、车辆类型、降雨强度、灰尘沉降量和前期干旱时间等等，因

此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根据华南所对高速公路路面径流污染情况试验有关

资料，在车流量和降雨量已知情况下，降雨历时 1h，降雨强度为 81.6mm，在 1h
内按不同时间采集水样，测定结果见表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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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桥面径流中污染物浓度测定值 
项目 5~20min 20~40min 40~60min 平均值 
pH 6.0~6.8 6.0~6.8 6.0~6.8 6.4 

SS(mg/L) 231.42~158.52 158.52~90.36 90.36~18.71 125 
BOD5(mg/L) 6.34~6.30 6.30~4.15 4.15~1.26 4.3 
石油类(mg/L) 21.22~12.62 12.62~0.53 0.53~0.04 11.25 

从表中可以看出，降雨对公路附近河流造成的影响主要是降雨初期 1h 内形成

的路面径流。降雨初期到形成桥面径流的 30min 内，雨水中的悬浮物和石油类物

质的浓度比较高，30min 后其浓度随降雨历时的延长下降较快，雨水中生化需氧量

随降雨历时的延长下降速度稍慢，pH 值相对较稳定，降雨历时 40min 后，路（桥）

面基本被冲洗干净。总体上看，降雨对公路附近河流造成影响的主要是降雨初期 1h
内形成的路面径流。 

2. 噪声污染源强分析 
（1）施工期噪声源强 
① 施工机械噪声源强 
公路施工主要使用的机械有挖掘机、筑路机、搅拌机、装载机等，还有其它

施工机械，如空压机、汽锤等，但均为短期使用，此外还有运输车辆等。公路主

要施工机械施工噪声源强见表 2.3-8~表 2.3-9。 
表 2.3-8  工程机械噪声源强 

序号 机械类型 距离声源 5m 
[dB(A)] 

距离声源 10m 
[dB(A)] 

1 液压挖掘机 82～90 78～86 
2 电动挖掘机 80～86 75～83 
3 轮式装载机 90～95 85～91 
4 推土机 83～88 80～85 
5 移动式发电机 95～102 90～98 
6 各类压路机 80～90 76～86 
7 木工电锯 93～99 90～95 
8 电锤 100～105 95～99 
9 振动夯锤 92～100 86～94 
10 打桩机 100～110 95～105 
11 静力压桩机 70～75 68～73 
12 风镐 88～92 83～87 
13 混凝土输送泵 88～95 84～90 
14 商砼搅拌车 85～90 82～84 
15 混凝土振捣器 80～88 75～84 
16 云石机、角磨机 90～96 84～90 
17 空压机 88～92 83～88 
18 平地机 90 84 
19 钻孔机 74 68 
20 吊车 74 68 
21 运输车辆 9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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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沥青混凝土搅拌机噪声源强 

序号 搅拌机型号 测点距施工机械距离 
(m) 

最大声级 Lmax 
[dB(A)] 

1 Parker LB1000 型（英国） 2 88 
2 LB30 型（西筑） 2 90 
3 LB2.5 型（西筑） 2 84 
4 MARINI（意大利） 2 90 

注：以上数据是工程机械满负荷运转时测试的结果。 

 
② 隧道爆破噪声源强 
根据山东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经验，隧道施工一般采用钻爆法，隧道洞口与洞

身爆破施工产生的噪声与振动对洞口附近的敏感点有一定影响。隧道爆破产生的

爆破振动效应、爆破噪声和冲击波是隧道施工过程中噪声和振动的主要来源。爆

破噪声是一种脉冲噪声，其声压级远高于一般的噪声。《爆破安全规程》（GB6722-
2014）对 2 类区爆破噪声的控制标准为昼间 100dB(A)、夜间 80dB(A)，而大爆破

时所产生的脉冲噪声峰压级高达 170~190dB(A)，且随着距离的衰减较慢，对距离

隧道洞口 200m 范围内的敏感点的噪声影响较大。 
（2） 营运期噪声源强 
① 绝对交通量 
本项目各特征年绝对交通量预测结果见表 2.2-18，各车型小时交通量计算结果

见表 2.3-10。 
表 2.3-10  营运期各类型车小时交通量  单位：辆/h 

路段 特征年 时段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汽车列车 总计 
昼间 1045  123  60  95  1323  

近期 
夜间 232  27  13  21  294  
昼间 1093  118  62  107  1381  

中期 
夜间 243  26  14  24  307  
昼间 1262  129  74  127  1591  

望岛互通~阮
家口互通 

远期 
夜间 280  29  16  28  354  
昼间 1114  131  63  101  1410  

近期 
夜间 247  29  14  23  313  
昼间 1424  154  81  139  1799  

中期 
夜间 317  34  18  31  400  
昼间 1737  177  102  175  2190  

阮家口互通~
贝草夼互通 

远期 
夜间 280  29  16  28  354  
昼间 998  118  57  91  1264  

近期 
夜间 222  26  13  20  281  
昼间 1303  141  74  127  1646  

中期 
夜间 290  31  16  28  366  
昼间 1596  163  93  161  2013  

贝草夼互通~
义和互通 

远期 
夜间 355  36  21  36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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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3-10  营运期各类型车小时交通量  单位：辆/h 
路段 特征年 时段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汽车列车 总计 

昼间 871  103  50  79  1103  
近期 

夜间 194  23  11  18  245  
昼间 1137  123  65  111  1437  

中期 
夜间 253  27  14  25  319  
昼间 1391  142  81  140  1754  

义和互通~里
口山互通 

远期 
夜间 309  31  18  31  390  
昼间 879  103  50  80  1112  

近期 
夜间 195  23  11  18  247  
昼间 1146  124  65  112  1448  

中期 
夜间 255  28  14  25  322  
昼间 1402  143  82  141  1767  

里口山互通~
柳沟互通 

远期 
夜间 311  32  18  31  393  

 
② 运营各期不同路段昼、夜各代表车型平均车速 
拟建公路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车速为 80km/h，双向六车道，小型车占

比为 79.0%~79.3%，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
“当小型车比例小于 45%或大于 75%时，平均车速可采用类比调查的方式确定”。

根据调查与本项目邻近的环山路、S201、S202 等公路各车型的平均车速，确定本

项目的平均车速，平均车速见表 2.3-11。 
表 2.3-11 本项目平均车速    单位:km/h 

路段 时段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昼间 76 58.5 58.5 

全线 
夜间 76 58.5 58.5 

 
本项目小车预测平均车速为 76km/h，中车为 58.5km/h，大车为 58.5km/h。 
③ 交通噪声单车排放源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各类型车在

距离行车线 7.5m 处参照点的平均辐射噪声级(�0�)i 按下列公式计算： 
大型车(�0�)l=22.0+36.32lgvl（适用车速范围：48km/h～90km/h） 
中型车(�0�)m=8.8+40.48lgvm（适用车速范围：53km/h～100km/h） 
小型车(�0�)s=12.6+34.73lgvs（适用车速范围：63km/h～140km/h） 
式中：(�0�)l——大型车在参照点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dB(A)； 

(�0�)m——中型车在参照点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dB(A)； 

(�0�)s——小型车在参照点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dB(A)； 
vl——大型车的平均速度，km/h； 
vm——中型车的平均速度，km/h； 
vs——小型车的平均速度，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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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公式计算得本项目各类型车在距离行车线 7.5m 处参照点的平均辐射噪

声级(�0�)i 结果见表 2.3-12。 
表 2.3-12 本项目各类型车交通噪声 

平均车速（km/h） 辐射声级 dB（A） 
路段 时段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昼间 76 58.5 58.5 77.92 80.33 86.18 

全线 
夜间 76 58.5 58.5 77.92 80.33 86.18 

 
3. 主要大气污染源强 
（1） 施工期废气 
拟建公路施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有：运输车辆引起的道路扬尘；建筑材料

的装卸、运输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粉尘和扬尘；拌和施工引起的扬尘；施工

机械燃油排放的废气及沥青熬炼、摊铺时的烟气等。施工期大气污染源对沿线敏

感点的影响是阶段性的，具有临时性的特点。 
① 扬尘污染 
a. 扬尘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开放或封闭不严的灰土拌和、储料场、材料运输过

程中的漏撒，临时道路及未铺装道路路面起尘等，根据相关公路施工期监测数据

类比分析，其主要扬尘源强见表 2.3-13。 
表 2.3-13  某高速公路施工期环境空气监测数据 

施工类型 主要施工机械 距公路边

界（m） 
PM10日均值

（mg/Nm3） 
TSP 日均值

（mg/Nm3） 

路面施工 
装载机 3 台、推土机 1
台、大型运输车辆 20 台/

天 
20 0.12~0.24 0.27~0.53 

桥梁浇筑、桥台修

建、爆破 

发电机 2 台、搅拌机 2
台、拖拉机 2 台、振动器

2 台、起重机 1 台、运土

车 30~40 台/天 

100 0.139~0.212 0.232~0.272 

桥梁浇筑 发电机 1 台、搅拌机 1
台、升降机 1 台 20 0.089~0.105 0.171~0.276 

桥台修建 运土车 30~40 台/天 110 0.09~0.11 0.20~0.21 

路基平整 发电机 1 台、4 台运土车

40~50 台/天 30 0.10~0.11 0.20~0.22 

平整路面 
装载机 1 台、压路机 2

台、推土机 1 台、运土车

40~60 台/天 
40 0.11~0.12 0.22~0.23 

边坡修整、护栏施

工 挖掘机 1 台、装载车 3 台 20 0.05~0.11 0.12~0.13 

路面清整、路标施

工 
高压清洗车 1 台、沥青铺

路车 1 台 20 0.10~0.12 0.18~0.19 

 
b. 根据监测调查，建筑物拆除，在距源强 1m 处、20m 处、50m 处的扬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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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 11.03mg/m3、2.89mg/m3、1.15mg/m3。 
c. 预制场、拌和站扬尘源强以京津塘高速公路施工期灰土拌合场扬尘作为类

比，其监测结果见表 2.3-14。 
 

表 2.3-14  京津塘高速公路施工期拌和场扬尘监测结果 

监测地点 灰土拌合方式 风速

（m/s） 
下风向距离

（m） 
TSP 浓度

（mg/Nm3） 超标倍数 

50 0.389 0.3 
100 - - 某立交匝道上 路拌 0.9 
150 0.271 达标 
50 8.849 28.5 
100 1.703 4.7 某拌合站 集中拌和 
150 0.483 0.6 
中心 9.840 31.8 
100 1.970 5.6 
150 0.540 0.8 某拌合站 集中拌和 

1.2 

对照点 0.400 0.3 
注：对照点位于拌合站上风向 200m 处。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站拌下风向TSP浓度明显高于路拌。路拌在下风向150m

处 TSP 浓度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而站拌即

使在下风向 150m 处 TSP 浓度也高于二级标准，特别是在近距离处，TSP 浓度很

高，超标达 31 倍。 
② 沥青拌和站烟气排放源强 
拟建公路拟自设水泥混凝土和沥青砼拌和站，在沥青砼拌和过程中有少量粉

尘、沥青烟气污染物外排，在水泥混凝土拌和过程中有少量粉尘污染物外排。 
粉尘包括原料堆场、搅拌机楼逸出的无组织排放粉尘以及沥青储罐打料时产

生的有组织排放粉尘。随着公路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公路建设均采用设有

除尘设备的封闭式场拌工艺，料场、皮带机通廊以及搅拌机楼均采用全封闭设计，

且搅拌机楼设有二级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98%），粉尘排放浓度相对较低，能

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mg/m3）

要求。沥青烟气主要产生于沥青加热、搅拌过程中，主要为多环烃类混合物，以

苯并[a]吡为代表性污染物。拟建公路沥青拌和站搅拌机楼采用全封闭设计，并设

有沥青烟回收装置，采用风机将产生的沥青烟导入沥青砼拌和站的燃烧器中燃烧，

外排沥青烟很少，沥青烟处理效率可达 99.5%以上，能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75mg/m3）要求。 
拌和后的沥青混凝土采用带有无热源或高温容器的全封闭沥青运输车辆将沥

青运至铺浇工地进行摊铺，沿途基本无沥青烟气逸散。沥青混凝土摊铺过程中，

会有少量沥青烟气产生。采取相应防护和规避措施即可，如铺设时避开居民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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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设置警告标识要求避让等。因摊铺时间较短，摊铺结束后影响即消失，

总的影响程度较小。 
③ 水泥混凝土搅拌站粉尘 
目前施工中一般用湿法搅拌混凝土，采用全封闭厂拌方式，选用具有二次除

尘含密封装置的搅拌机，可有效减小混凝土搅拌过程中的扬尘。水泥、石灰和粉

煤灰等散体材料采取罐装存储，可避免风起扬尘。 
（2） 营运期汽车尾气源强 
公路建成通车后，汽车尾气成为影响沿线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行驶

车辆单车排放的汽车尾气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汽车尾气污染物可模拟为一条

连续排放的线性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的大小与交通量的大小密切相关，同时又

取决于车辆类型和运行车况。 
气态污染物排放源源强按下式计算（参考《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JTGB03—2006》）： 

 
式中：Qj ——行驶汽车在一定车速下排放的 j 种污染物源强，mg/（m·s）； 

Ai—— i 型车预测年的小时交通量，辆/h； 
B —— NOx 排放量换算成 NO2 排放量的校正系数； 
Eij——单车排放系数，即 i 种车型在一定车速下单车排放的 j 种污染物

量，mg/（辆·m）。 
表 2.3-15   车辆单车排放因子推荐值     单位：g/km·辆 

平均车速（km/h） 40 50 60 70 80 90 100 
CO 39.00 31.34 23.68 17.90 14.76 10.24 7.72 

小型车 NO2 1.17 1.77 2.37 2.96 3.71 3.85 3.99 
CO 34.17 30.18 26.19 24.76 25.47 28.55 34.78 

中型车 NO2 4.50 5.40 6.30 7.20 8.30 8.80 9.30 
CO 6.56 5.52 4.48 4.10 4.01 4.23 4.77 

大型车 NO2 10.40 10.44 10.48 11.1 14.71 15.64 18.38 
 
通过上述源强公式可计算出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源强。本评价所选取的预测评

价因子为 NO2和 CO，考虑到汽车制造业科技进步和环保型高标号无铅汽油推广应

用等因素，运营期的公路污染物源强修正参数取 0.8。 
 

表 2.3-16  气态污染物排放源强  单位：mg/（s·m） 
路段 项目 近期 中期 远期 

CO 3.18  3.29  3.77  
望岛互通~阮家口互通 NO2 1.03  1.08  1.25  

CO 3.36  4.29  5.19  
阮家口互通~贝草夼互通 NO2 1.09  1.4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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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3-16  气态污染物排放源强  单位：mg/（s·m） 
路段 项目 近期 中期 远期 

CO 3.59  3.92  4.77  
贝草夼互通~义和互通 NO2 1.17  1.29  1.58  

CO 3.14  3.42  4.15  
义和互通~里口山互通 NO2 1.02  1.13  1.38  

CO 3.16  3.45  4.19  
里口山互通~柳沟互通 NO2 1.03  1.13  1.39  

 
本项目营运近期 NO2 日均排放量大约为 1.02～1.17mg/m∙s，营运中期 NO2 日

均排放量大约为 1.08～1.41mg/m∙s，营运远期 NO2 日均排放量大约为 1.25～
1.72mg/m∙s；营运近期 CO 日均排放量大约为 3.14～3.59mg/m∙s，营运中期 CO 日

均排放量大约为 3.29～4.29mg/m∙s，营运远期 CO 日均排放量大约为 3.77～
5.19mg/m∙s。本项目 CO 和 NO2 排放源强较低，对环境影响不显著。 

（3） 隧道口污染源 
公路隧道是一个相对狭小而封闭的空间，汽车尾气在其中扩散缓慢，存在污

染物的积累，通常在隧道进口处较低，随汽车进入隧道而逐渐增加，污染物浓度

的梯度与隧道内的风速和车流量有关，如不采取任何措施，隧道出口处可能会形

成一个高污染区域。 
根据同三线宁波段麻岙岭隧道出口环境空气监测数据类比分析，距离隧道出

口 下 风 向 35m 处 CO 、 NO2 的 24 小 时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3.15~3.21mg/m3 、

0.052~0.078mg/m3，1 小时平均值分别为 1.90~4.72mg/m3和 0.062~0.133mg/m3；隧

道出口下风向 135m 处 CO、NO2 的 24 小时平均值分别为 1.74~1.85mg/m3、

0.032~0.033mg/m3，1 小时平均值分别为 1.75~2.39mg/m3和 0.022~0.085mg/m3。隧

道出口下风向 35m 处的环境空气质量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级和二级标

准，距离隧道出口下风向 135m 以外的敏感点，受到的影响更小。同时由于污染物

的积累效应，隧道进口至出口处污染物浓度将呈现梯度分布，相比隧道出口，进

口处污染物的浓度相对更低。 
（4） 沿线设施污染源 
拟建公路沿线拟设桥隧养护管理站（桥隧监控通信站）1 处，管理站设置生活

区，不设取暖锅炉，饮水、洗澡等生活用水加热采用电热水器。因此，沿线服务

设施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是餐饮油烟。 
根据相关数据，餐饮的油烟在无处理设施时可达 6.5mg/m3，经油烟净化设备

处理后小于 1.2mg/m3（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中型为 90%），达到《山东省饮食油

烟排放标准》(DB 37/597-2006)排放要求。 
4. 固体废物源强 
① 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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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及土石方弃渣。 
施工期建筑垃圾可用于临时设施的场地平整及周边地区建筑施工综合利用等。

拟建公路拟设置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平均每处施工及管理人员按 100 人计算，

施工人员每人每天约产生 0.5kg 固体废物垃圾，则施工期每天产生的固体废物垃圾

约 0.1t。 
② 营运期 
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沿线服务设施的生活垃圾。 
根据经验数据估算，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约产生 1kg 生活垃圾及 0.18kg 餐厨垃

圾，沿线设施每天产生的固体废物估算总量约为 0.059t/d。 
5. 生态影响源 
（1） 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生态影响源主要有工程占地、隧洞工程施工、水土流失、人为

活动干扰及施工期施工活动产生的废水、废气、弃渣、扬尘、噪声及振动等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① 施工占地：本项目永久占地面积 153.34hm2，临时占地 8.68hm2，施工占地

扰动原地表，会改变占地区土地利用现状，植物个体损失，沿线尤其是使得威海

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等敏感区内植被生物量减少，动物及水

生生物生境破坏，沿线景观受到一定影响。 
影响对象：生态系统、动植物多样性及其栖息地、自然景观。 
② 隧洞工程施工：本项目布置有隧洞 3 座，隧洞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

为隧洞口区施工破坏占地区域动植物多样性及生境，对景观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隧洞开挖可能会间接影响地表植物生命活动，隧洞施工产生的弃渣、废水、固废

等可能会影响周边动植物多样性及其生境。 
影响对象：动植物多样性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自然景观。 
③ 水土流失：施工期工程占地区开挖、建设等会扰动地表，破坏地表植物及

植被，使其失去固土防冲的能力，易诱发水土流失。弃渣场、施工生活生产区等

场地平整、临时施工便道修筑等工程行为，使土壤裸露、地表扰动、局部地貌改

变、原稳定体失衡，易产生水蚀，会对区域环境将产生不利影响。 
影响对象：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其栖息地、自然景观。 
④ 施工活动：工程施工活动中人为干扰及施工活动产生的废水、固废、扬尘、

噪声、振动等会对沿线尤其是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等敏

感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⑤ 人为干扰：施工期沿线尤其是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

园等敏感区路段施工人员增多，施工人员活动会破坏施工区及周边植物资源，使

植物个体损失，植被生物量减少，动物生境面积减少。同时人为干扰还会驱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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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及周边动物，施工活动会对沿线景观产生不利影响。 
影响对象：植物及植被、动物、景观等。 
⑥ 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废水排放会破坏地

表及水域环境，影响动植物正常生命活动。 
影响对象：动植物生境等。 
⑦ 固废：施工期固废主要包括拆迁活动、主体工程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施

工人员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等。施工产生的固废会影响区域动植物多样性及其生

境，对区域景观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影响对象：动物植物多样性及其生境、景观等。 
⑧ 扬尘：本项目扬尘主要来自堆土场、施工现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区域，

施工作业、车辆运输等产生扬尘会影响施工区周边动植物及其生境。 
影响对象：动植物及其生境等。 
⑨ 噪声、振动：施工期噪声和振动主要来自交通运输、材料加工及施工区开

挖、钻孔、爆破等施工活动，主要有施工机械噪声、车辆运输噪声、隧道爆破等

产生的噪声和振动。施工噪声和振动对施工区附近动物具有驱散作用。 
影响对象：动物分布等。 
（2） 营运期 
本项目运营期生态影响源主要有人为干扰、交通噪声、阻隔等。 
① 噪声：营运期车辆运输会产生噪声，会驱散附近动物。 
影响对象：动物分布等。 
② 阻隔：营运期公路会对动植物生境的产生切割、破碎和阻隔影响。 
影响对象：动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景观等。 
③ 景观影响：本项目永久占地会使占地区原有景观改变，代之以人为景观，

对沿线自然景观会产生不利影响。 
影响对象：土地类型、景观等。 

2.4 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2.4.1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2023 年修订），改扩建工程为“第
一类鼓励类”中的“二十四 公路及道路运输，1、国省干线改造升级”，属于鼓励类

项目，已取得了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S302 成

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4]267 号），

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的要求。 

2.4.2 路网符合性分析 



2 工程概况及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 92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4.2.1 与《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在公路网方面，实施普通

国省道品质提升工程，重点推进畅通省界路、提升低等级路段（三级及以下）、改

造瓶颈路等任务，目标到 2025 年普通国省道二级及以上占比达到 97%；在大通道

构建方面，将“沿海通道”（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日照）列为“五纵”综合

运输通道之一，强调其对连接京津冀、长三角和东北地区及串联海洋强省的重要

性，并明确建设荣乌高速文登至双岛段等工程；在区域发展方面，着力打造胶东

经济圈“1 小时交通圈”，构建以青岛为核心、完善青岛至烟台、青岛至威海等放射

状通道的“扇形”综合交通骨架。 
拟建公路为一级公路，是落实“提升低等级路”、“改造瓶颈路”和“普通国省道

二级及以上占比达 97%”目标的具体行动；项目位于威海市环翠区、经区，正处于

省级骨干“沿海通道”的关键节点，其建设将直接增强该通道在威海段的通行能力和

服务水平；项目的建设将连接区域路网，有效强化了威海核心区与周边城镇（如

张村镇）及烟台、青岛方向的联系效率，对构建“青岛-威海”通道、支撑“胶东 1 小

时交通圈”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本项目符合《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2.4.2.2 与《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5 年）》符合性分析 

根据《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5 年）》，“规划”明确构

建“五纵综合通道”，其中“东部沿海通道”（烟台-威海-青岛-日照）是连接京津冀、

长三角及东北地区的战略走廊，要求重点建设荣乌高速文登至双岛段等工程，强

化沿海港口群联动。公路网层面，“规划”提出“九纵五横一环七射多连”高速公路

布局，要求新增 700 公里高速公路，实现 “县县双高速”覆盖，并推进普通国省道

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区域协同方面，“规划”着力打造 “胶东 1 小时交通圈”，完

善“青岛-威海”放射状通道。 
S302 成威线改扩建工程位于威海环翠区、经区是东部沿海通道核心段， S302

省道为一级公路，直接支撑“荣乌高速文登至双岛段配套路网”建设，提升通道通行

能力；S302 的建设强化区域联通，有效缩短威海主城区与张村镇、烟台方向的通

行时效，支撑“胶东 1 小时交通圈”构建；S302 的建设全面助推山东省“九纵五横”
路网优化和区域一体化战略落地。 

综上，本项目符合《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5 年）》。 

2.4.2.3 与《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 年）》符合性分析 

《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 年）》明确构建“一轴两廊十通

道”主骨架，其中沿海通道作为国家京津冀-长三角主轴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威海、

青岛等海洋强省核心城市，强化与东北地区及黄河流域的陆海联动。“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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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扇形”胶东半岛城市片区交通网主骨架，以青岛为中心辐射威海、烟台等市，

通过“一环七射”高速铁路和“三环十射”高速公路布局实现胶东 1 小时交通圈。 
S302 成威线位于威海市环翠区、经区，直接嵌入省级“沿海通道”主骨架，通

过串联望岛立交、柳沟互通等节点强化胶东半岛“扇形”路网结构，支撑青岛-威海 1
小时通勤圈目标；项目按一级公路标准改扩建，通过隧道等集约化设计减少生态

扰动，响应路网扩容和绿色集约要求；项目设置多处互通立交衔接 S201、S202 等

干线，实现皇冠街道、张村镇等城镇节点快速通达，满足“乡镇 30 分钟上高速”的
覆盖目标。 

综上，项目在战略定位、路网结构、生态集约、城乡覆盖及实施时序上全面

对接省级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目标，是推动胶东半岛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实践。 

2.4.2.4 与《威海市普通国省道“十四五”发展规划》符合性分析 

《威海市普通国省道“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建设“精致公路”为

总目标，构建“八纵六横一环”路网升级体系。“规划”要求一级公路占比提升至

50%以上，重点消除低等级路段和穿城拥堵瓶颈；部署新改建项目 491 公里，优先

解决断头路和穿城路段；同步发展旅游公路、升级“智安公路”系统，并严守资源约

束，推广绿色技术以建设生态型公路。 
本项目全线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直接提升一级公路占比，彻底解决原穿城

路段拥堵问题；作为规划储备库同类项目，与 S207 乳山绕城段形成协同效应，串

联里口山等景区节点，支撑 G228 旅游公路“山海联动”战略；利用既有线位改建实

现集约用地，投资 26.2 亿元精准匹配规划资金框架，全面践行绿色公路标准。 
本项目通过提升一级公路标准、解决穿城路段拥堵、串联景区节点支撑旅游

公路战略，并严控投资与用地，符合威海市“十四五”规划建设“精致公路”和

优化“八纵六横一环”路网的核心目标。 

2.4.2.5 与《威海市综合立体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 年）》符合性分析 

《威海市综合立体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 年）》以建设“精致交

通开路先锋”为统领，明确构建“1123 交通圈”（市域 1 小时通勤、胶东经济圈 2
小时通达、全国及日韩 3 小时覆盖），布局“两横两纵”综合运输通道（横向串联

沿海经济带与济威发展轴，纵向贯通辽中南至长三角、京沪广海上走廊）。规划系

统性推进“八纵六横一环”干线公路网建设（总规模 1241 公里），重点提升一级公

路占比至 88%，强化穿城路段改造与景区节点衔接；同步打造“千里山海自驾旅

游公路”品牌，推动交旅深度融合；近中期（2024-2030 年）优先实施 55 个重点

项目，包括 S302 成威线快速化改造、G228 乳山口大桥等关键工程，全面支撑“快

进慢游”网络与多式联运枢纽体系建设。 
本项目全线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提升路网技术等级，精准响应“八纵六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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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路网中横一通道（荣成至牟平高速走廊）的扩容需求；通过消除经济区老

集村等穿城路段拥堵瓶颈，显著优化高峰通行效率，同步串联里口山、姜南庄水

库等规划景区节点，与 G228 丹东线旅游示范工程形成“山海联动”，深度契合“千

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品牌定位；作为规划储备库项目，与近中期重点工程同步

推进，投资规模严格匹配规划资金框架，并通过集约利用既有线位改建，全面践

行土地节约与绿色公路理念，实现从目标定位到实施路径的全维度契合。 
综上，本项目符合《威海市综合立体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 年）》。 

2.4.3 城镇规划协调性分析 

1. 威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根据《威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为 “一带多

核、一主三副、一轴多组团”，重点发展方向为 “南北对接，西优东拓”，其中张

村组团定位为高科技产业及居住商贸功能区。市域交通体系规划 “一环六横十纵”

干线公路网， S302 省道属于“六横”之一，承担东西向城镇联系及烟台方向交通

功能。生态保护方面，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为禁止建设区，山体隧道需避让生态绿

核，河湖两侧需控制防护绿带（张村河≥15m，五渚河≥20-30m）。海岸带划分为

生态、生活、生产岸线，双岛湾—小石岛岸段需严格保护湿地及防护林。 
本项目（S302 改扩建工程）起于望岛互通（经区），终于柳沟互通（张村镇），

途径张村组团，通过改造既有 S202 并向北新建路段，强化南北发展轴，符合总规

“一轴多组团”空间布局及“南北对接”发展方向。作为 S302 干线公路改扩建，

项目直接支撑总规“六横”路网的东西向交通功能。路线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和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时，将落实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的保护要求；跨张村河路

段预留≥15m 绿带，符合河湖管控规定。终点未占用海岸线，符合生态岸线保护

原则。项目中设施多处互通立交，有效服务组团产业与交通枢纽需求，与总规用

地功能协同一致。 
总体来看，本项目符合《威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2.《威海市环翠行政辖区十街道国土空间规划》  
根据《威海市环翠行政辖区十街道部分区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落实全域空间布局目标指标（如耕地保有量 169.77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67.84 公顷、生态保护红线 2999.08 公顷），并细分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和海

洋发展区等 14 类二级规划分区，以优化用地结构。同时，强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重点分布在嵩山街道和老虎山北侧），实施耕地后备资源整治（如玉皇山

地区土地综合整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覆盖里口山、棉花山等山体）和自然保

护地（如威海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加强林地保护与造林绿化（新增空间 5.19 公

顷）。此外，规划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如水资源保有量≥87.53 公顷、矿产资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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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开发），并专项支撑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新建供水水池和变电站）和村庄建设

（嵩山街道划定为乡村发展区，明确农村住房、公共服务等通则），通过规划单元

传导（1 处村庄编制单元和 5 处郊野单元）和实施保障机制（监测评估和用地政

策），确保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 
在空间布局上，项目位于规划区内的环翠区、经区，完全匹配规划范围要求，

并通过路线控制点与规划分区协调，避免城镇无序扩张；在资源保护方面，项目

选线严格遵守水域空间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求，确保桥梁工程不压缩水

域，并通过精准用地设计规避基本农田占用；生态保护上，项目以隧道工程形式

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同步制定施工期生态修复方案，符合生态修复要求；项

目直接响应规划近期建设的 S302 成威线新改建工程，强化对外交通衔接，并与嵩

山街道村庄建设边界匹配，避免影响村庄管控；项目支撑区域路网优化，符合交

通设施规划，同时纳入地质灾害评估，保障救援通道畅通，体现规划实施保障机

制。 
拟建公路完全符合《威海市环翠行政辖区十街道部分区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 年）》的要求，路线布局严格遵循规划划定的空间范围与分区管控，资源保护

（耕地、水域、生态红线）落实约束性指标，且专项设计（如交通衔接、村庄边

界协调）直接响应规划近期建设任务与乡村发展要求。 

2.4.4 与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协调性分析 

威海市环翠区作为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需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重点

发展高端制造与海洋经济，同时严守 21%的开发强度警戒线，保障生态空间规模；

强调构建以胶东半岛中部生态脊为核心的片状生态网络，严格保护里口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等禁止开发区域（核心区严禁建设、缓冲区限制活动），维护张村河等水

系林网完整性，落实农田、路域、水系“三网合一”绿化工程；要求新建基础设

施避让生态敏感区，对必要的隧道、桥梁工程实施生态修复补偿，支撑区域产业

联动与港口集疏运效能提升。 
本项目通过多处互通立交等节点优化区域路网，强化威海港与张村镇产业区

联动，直接服务蓝色经济区高端产业布局；以 60%路段改造既有 S202 线、新增用

地集中于隧道出入口的方式集约利用空间，严守开发强度限制，并通过阮家口等

三座隧道下穿山地最大限度减少地表生态扰动，维护生态脊完整性；同步实施张

村河桥梁钢围堰防污染及林地异地补植等修复措施，恢复水系林网功能，其路网

衔接设计及生态边坡技术全面落实“三网合一”绿化要求，契合优化开发区“产

业升级、空间高效、生态优先”的核心目标。 
综上，本项目建设符合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总体上符合《山东省

主体功能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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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性分析 

1. “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1）生态保护红线 
① 拟建公路与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 
2022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浙江等省（市）

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

〔2022〕2080 号》，正式启用山东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用海

组卷报批的依据。 
根据最新的威海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项目用地不压占生态保护红线，

但局部路段涉及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红线编码：371002120190、
371002120228、371002120218、371002120245、371002120216），穿越生态保护红

线总长度为 814.53m，红线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其中新建阮家口隧道涉及穿越

约 235.93 m，义和隧道涉及穿越约 61.85 m，柳沟隧道涉及穿越约 516.75m。 
项目与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见表 5.3-1 和图 5.3-1~5.3-4。 
② 拟建公路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性分析及环境影响 
根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

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对生

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鲁自然资发〔2023〕1 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有限人为活动不涉

及新增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的，应严格控制活动强度和规模，避免对生态功能造成

破坏。其中，无具体建设活动的，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做好管理；有具体建设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审查，征求生态环境、林业、海洋等

相关部门意见，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作为

相关活动开展的依据。本项目属于“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

划的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

动；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拟建公路已列入《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库，

纳入《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市域重点建设项目一览表，符

合《威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有关要求。2024 年 7 月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出具了项目建议书审核意见，项目由

“S302 成威线北虎口至科技路段新改建工程”重新命名为：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

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段）。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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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拟占用林地、湿地、风景名

胜区、自然保护地等征求意见的函>的复函》，项目选址符合要求。 
本项目属于有限人为活动不涉及新增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的，应严格控制活动

强度和规模，避免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其中，无具体建设活动的，由相关部门

按规定做好管理；有具体建设活动的，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审

查，征求生态环境、林业、海洋等相关部门意见，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

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作为相关活动开展的依据。本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的工程为隧道工程，属于有限人为活动不涉及新增用地的交通类项目。 
建设单位已组织编制《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符合生态保

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后续将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上报，按照《山

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鲁自然

资发〔2023〕1 号）有关要求，出具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

限人为活动认定意见，并取得自然资源部关于本项目的用地批复。 
综上，拟建公路属于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重大民生工程，为必须且无法避让

生态红线、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生态功能不造

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符合《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的相

关规定。 
③ 拟建公路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影响 
根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和《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鲁自然资发（2023）1 号）等文件要求，

属于“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

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

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受工程建设、运行的特点、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

影响，本项目将对红线区内环境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的损坏和干扰，主要体现在

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水、气、固体废弃物等因素的影响。通过严格

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布置施工营地等临时场所、不得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等硬性要求，实施以工程环保措施、植物恢复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防治措施等，

防止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及时进行绿化工程，工程对涉及的红线区不利影响将会

进一步降低。 
（2）环境质量底线 
拟建公路沿线现状监测结果显示，噪声、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值均满足相关

质量标准。本项目施工期间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垃圾等污染物经过采取合

理可行的环保措施后，均可做到达标合理处置；营运期对沿线设施产生污水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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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生化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对预测超标的声环境敏感点采取

设置声屏障、限速等降噪措施，本项目采取以上环保措施后将对沿线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程度；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均满足环境管控、污染物排

放控制等要求，与环境质量现状和相关规划、功能区划要求是相符合的。总体而

言，项目建设和营运基本不会改变区域环境功能现状，满足当地环境管控、污染

物排放控制等要求。因此，本项目符合项目当地的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3）资源利用上线 
本项目作为生态类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属于高耗能、耗水、重污染类项

目，对水资源的需求相对区域水资源总量来说总体较少，不会对当地水资源利用

产生影响。项目占土地已办理用地预审，符合用地规划，占区域土地资源总量较

小；项目建设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失量较小，通过采取生态修复及补偿措施后，对

沿线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不大。因此，本项目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拟建公路作为线性基础设施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核心景区等法定禁止类区域内的建设，不属于落后产能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中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项

目。 
2.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性分析 
根据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本项目涉及优先管控单元

和重点控制单元。与威海市市级及各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

性分析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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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本项目与威海市“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三线一单”具体要求 

类别 对应管控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空间布局约束 

1.9 按照耕地生态红线，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

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

其面积不减少、环境质量不下降。 
1.13 山地保护范围内，禁止新建、改建或者扩建

度假村、酒店、商品房等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

非公共事业用途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 

本项目不占用基本农田，路线走向对沿线基

本农田区域进行了避让。严格履行耕地“占

补平衡”。 

本项目为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用途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2.5 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进

口二手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发动机应达到国家现

行的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要求。禁止

超标排放工程机械使用，消除冒黑烟现象 
2.9 严格执行《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实施废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 

施工期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国三排放标准

得机械，满足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

标准；施工期不使用超标排放的工程机械。 
施工期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营运期生

活污水处理后回用。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3.13 对穿越水源保护区的县道以上的道路和桥

梁，应设置防撞护栏、事故导流槽和应急池并实

施管理维护； 

穿越水源地路段和跨越 III 类以上水体路段

设置径流收集设施和防撞护栏。 符合 

市级管

控清单 

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4.2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必须制订节水措施 
4.6 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确需开采地下水的，

应当经过科学论证，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并限制

取水量。 

施工期使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施工用

水来自于自来水。 符合 

空间布局

约束 

1.生态保护红线内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

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

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土地用途。 

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采用隧道形式下穿

生态保护红线，对生态保护红线有一定影响，

但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规划总体预留线位，

并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采取相应的保护措

施，属于允许建设项目。 

符合 

环境管

控单元

分类、

编码、

名称 

各区管

控清单 

嵩山街道
ZH371002

10004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工业企业严格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排放要求。 
施工期临时场地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排放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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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4-1  本项目与威海市“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三线一单”具体要求 

类别 对应管控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环境风险

防控 

1.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根据预警

发布，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应急减排

措施。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施工场地按要求执行相

应措施。 符合 嵩山街道
ZH371002

10004 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 
2.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实现清洁能源逐步替代散

煤。 施工期冬季取暖采用电能源。 符合 

空间布局

约束 

1.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

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

活动，严禁任意改变土地用途。 

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以隧道形式下穿生

态保护红线区，施工和运营时采取相应的环

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符合生态保护红线

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不会伤害生态保护红

线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符合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工业企业严格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排放要求。 
施工期临时场地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排放要求 符合 

环境风险

防控 

1.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根据预警

发布，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应急减排

措施。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施工场地按要求执行相

应措施。 符合 

张村镇
ZH371002

10007 

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 

2.因地制宜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实现清洁能源逐

步替代散煤。 
3.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制订节约用

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 

施工期使用天然气和电能源。运营期沿线设

施取暖、热水均使用电能源。用水来自于沿

线市政管网的自来水。 
符合 

环境管

控单元

分类、

编码、

名称 

各区管

控清单 

羊亭镇
ZH371002

10008 

空间布局

约束 

1.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

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

活动，严禁任意改变土地用途。 
 

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因项目技术设计等

因素限制不可避让的下穿生态保护红线区，

施工和运营时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和生态

恢复措施，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

为活动，不会伤害生态保护红线区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功能。 

符合 

 
 



2 工程概况及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101 -

续 表 2.4-1  本项目与威海市“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三线一单”具体要求 

类别 对应管控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污染物排

放管控 

2.严格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DB37/2376-2019）排放要求。严格落实

城市扬尘污染防治各项措施。 
3.对直排环境的企业外排水，严格执行《流域水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5 部分：半岛流域》排放

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网辐射范围内的排污企

业要全部入网，严禁直排污水。 

施工期临时场地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排放要求，落实扬

尘防治措施。 
施工期，施工场地生产废水不外排，运营期

沿线设施设置污水处理设备，污水经处理后

进入回用池，用于场地绿化或洒水降尘 

符合 

环境风险

防控 

1.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根据预警

发布，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应急减排

措施。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施工场地按要求执行相

应措施。 符合 

羊亭镇
ZH371002

10008 

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 

3.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实现清洁能源逐步替代散

煤。 
4.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制订节约用

水措施方案。 

施工期使用天然气和电能源。运营期沿线设

施取暖、热水均使用电能源。用水来自于沿

线市政管网的自来水。 
符合 

空间布局

约束 

1.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

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

活动，严禁任意改变土地用途。 
本项目在竹岛街道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 符合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工业企业严格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排放要求。

严格落实城市扬尘污染防治各项措施。 

施工期临时场地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排放要求 符合 

环境风险

防控 

1.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根据预警

发布，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应急减排

措施。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施工场地按要求执行相

应措施。 符合 

环境管

控单元

分类、

编码、

名称 

各区管

控清单 

竹岛街道
ZH371002

20010 

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施工期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国三排放标准

得机械，满足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

标准；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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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立了“精致城市·幸福威海”的主线，构建了“中

心引领、环海发展”的城镇开发格局，环翠区作为市域中心是提升能级的重点区

域。规划强化陆海统筹、生态优先和集约发展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含昆嵛

山生态屏障及延伸的里口山等生态绿核）、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占市域 10.65%，

重点保护文登中部平原等优质耕地）和城镇开发边界（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三条控制线。在交通体系方面，规划构建了“一环四联六纵四横”的市辖区快速

通道体系和“十纵六横一环”的干线公路网，旨在完善国省道布局，提升中心城

区路网密度（目标≥8.05km/km²）和通行效率，支撑“中部产业隆起轴”发展及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同时，规划强调对里口山等重要山体、河湖（如张

村河）及水源地（如姜南庄水库）的严格保护，要求在建设中落实生态修复、水

土保持，减少对自然地形地貌的破坏，并注重历史文化资源（如传统村落风貌）

的保护。 
本项目位于环翠区核心发展轴线上，连接皇冠街道与张村镇，直接服务于《规

划》明确的“中心引领”战略，强化了市域中心的内部交通联系。项目性质与交

通网络目标一致，作为一级公路标准的省道（S302）改扩建工程，其提升正是落

实《规划》提出的“十纵六横一环”干线公路网完善要求的关键举措，建成后将

显著提升该区域路网密度和通行能力，支撑“中部产业隆起轴”发展及城区生活

圈建设。项目路线设计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采用隧道下穿生态敏感区，最

大程度减少对山体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符合生态保护要求；对路线穿越的贝草夼、

义和村等区域，严格履行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用地策略符合集约导向，部分路

段改造利用现有 S202 线位，体现了《规划》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的原则。项目

注重环境协调，跨张村河路段的设计严格遵循河湖蓝线管控和水源保护要求，福

德庄村等区域施工也将避让并保护传统村落风貌。 
总体来看，本项目的实施在空间布局、功能定位、生态保护、用地策略和设

施标准等方面均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约束性要求和发展导向。 

2.4.7 与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中第九条，严格控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工程

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

林木采伐手续；《山东省省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办法》中第十八条严格控制勘查、开

采矿藏和工程建设占用省级公益林地。确需占用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及有关规定办理占用林地手续，按照增减平衡的原则补进省级公益林。

涉及公益林采伐的，按照“采一补二”的要求，必须采伐的面积或株数要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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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造林区域内予以科学补种。 
项目仅占用国家二级生态公益林及地方公益林，不占用一级国家生态公益林，

临时用地未占用公益林，未在公益林地进行采石、取土等施工。按照《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已委托相关资质单位编制建设

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取得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后，拟建公

路是符合《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山东省省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办法》中相

关规定的。 

2.4.8 生态敏感区相关法规符合性分析 

2.4.8.1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位于威海市城区西南 5
公里。以里口山为名，是环翠区旅游度假区的一部分。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是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04 年审定公布的省级风景名胜区。2022 年 2 月经山东省人

民政府批复（鲁政字（2022）5 号）的《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包括里口山景区、北玉皇山景区和中间连接绿廊组

成，总面积 69.02 平方公里。范围边界东至环山路、嵩山路，西至里口山环山消防

通道、天目路，北至高区里口山山体林缘线，南至环翠区边界。 
根据《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拟建公路在

K8+000~K10+000、K17+100~K18+100、K23+300~K24+200 路段 4.0km 穿越威海

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K5+000~K8+000、K10+000~K17+100、
K18+100~K23+300 路段约 20.3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 

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及威海市林业局意见等

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已委托编制建设单位已委托编制《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

村镇段改建工程占用威海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景观影响评价及生态恢复方案》，后续

将依程序取得风景名胜区的核准批复。评价认为项目建成后不会对沿线生态完整

性和区域景观整体性产生明显的影响，对重要的生物资源也不会产生明显不良影

响，除基本的运营维护外，基本不会对风景名胜区产生干扰。 
本项目符合《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属于里口山

风景名胜区重要对外交通通道，已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
2035 年)》道路交通规划图中示意上图，线性与本次上报方案走向一致。本项目的

建设可为景区提供快速、安全的出行通道，设置的里口山互通能够实现与景区的

交通转换，对于促进景区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与《风景名胜区条例》

符合性分析见表 2.4-2，与《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符合性分析见表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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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与《风景名胜区条例》符合性分析 

条例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第二十二条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

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的风景名胜区范围、性质、保护

目标、生态资源保护措施、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开发利用

强度以及风景名胜区的功能结构、空间布局、游客容量进

行修改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对其他内容进行修改

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修改风景名胜区规划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本项目符合风景名胜

区总体 
规划 

符合 

第二十六条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一）开

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损坏景观、植被和地

形地貌的活动；（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三）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

划、涂污；（四）乱扔垃圾。 

本项目重要交通基础

设施，不属于条例规

定禁止从事的活动 
符合 

第二十七条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

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

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

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本项目仅涉及三级保

护区，不涉及核心景

区 
符合 

第二十九条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二）举办大

型游乐等活动；（三）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

动；（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本项目重要交通基础

设施，不属于条例规

定禁止从事的活动 
符合 

第三十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

规划，并与景观相协调，不得损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

游览。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好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形

地貌。 

本项目符合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 
属于重大民生保障项

目，公路在施工过程

中采取严格生态保护

和污染防治措施，不

影响主体功能定位 

符合 

 
表 2.4-3 与《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符合性分析 

条例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第二十四条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

和地形地貌的行为；（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三）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

涂污；（四）携带火种进入核心景区，在禁火期、禁火区内吸

烟、点火、烧香、燃放烟花爆竹或者孔明灯等；（五）乱扔垃

圾；（六）其他破坏风景名胜资源的行为。 

本项目重要交通

基础设施，不属

于条例规定禁止

从事的活动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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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4-3 与《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符合性分析 

条例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第二十五条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

类开发区或者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

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在风景名胜

区设立前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本项目仅涉及三

级保护区，不涉

及核心景区 
符合 

第二十八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规

划。建设项目的选址、布局和建筑物的造型、风格、色调、高

度、体量等应当与周围景观、文物古迹和生态环境相协调。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制

定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围景

物、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形地貌。 

本项目属于区域

交通项目，在施

工过程中根据相

关规划的工程用

地进行实施，并

严格执行水土保

持方案，不影响

主体功能定位 

符合 

第二十九条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

批准：（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二）举办大型游乐、演艺

等活动；（三）从事影视拍摄活动；（四）刻字立碑、设立雕塑、

捶拓碑碣石刻；（五）采伐树木、挖掘树桩（根）、放牧、采集

药材和动植物标本；（六）引入外来物种；（七）改变水资源、

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动；（八）其他可能对风景名胜资源造成

不利影响的活动。 

本项目重要交通

基础设施，不属

于条例规定禁止

从事的活动 

符合 

 

2.4.8.2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 

山东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境内，紧邻威海市城区，是城市的

中央绿核，该森林公园是在国有双岛林场的基础上建立的。双岛林场始建于 1959
年，总面积 477.3 hm2，大部分为活海防护林。1993 年，由原林业部造批字(1993)89 
号文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0 年，经国家林业局林场发(2000)610 号文件批准，

将环翠区张村镇里口山划归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面积扩大为 2477.3 hm2。公园由双

岛林场片区和里口山片区组成，包括张村镇、竹岛办事处的里口山系主体部分及

双岛林场的全部，其森林资源除国有双岛林场 477.3 hm2 松林外，其余为集体林。

双岛林场片区位于威海市中心西南 10.5km 处，北接黄海，隔海与大连遥相对峙，

东与中央电视台影视文化城相邻；里口山片区距离威海市中心西南 4.5km 处，东

隔海与刘公岛相望，南与华夏城相邻，两片区相距 5km。 
拟建公路 K23+300~K24+200 路段约 0.90km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具体包

括望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

（均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涉及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长 205.84m，为生态保

育区（不涉及永久占地）。建设单位已委托编制《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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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改建工程占用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景观影响评价及生态恢复方案》，评价认为项目

建成后不会对沿线生态完整性和区域景观整体性产生明显的影响，对重要的生物

资源也不会产生明显不良影响，除基本的运营维护外，基本不会对风景名胜区产

生干扰。 
拟建公路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6-2025）》中对外交通规划的公

路建设基础工程，其建设有利于完善森林公园对外交通路网结构，有利于森林公

园规划的实施，拟建公路总体上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6-2025）》相

协调。 
根据《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条，严格保护国家级自然公

园内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域、生物等珍贵自然资源，以及自然

遗迹、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等人文景观。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开展相关活动和设

施建设，不得擅自改变其自然状态和历史风貌。禁止擅自在国家级自然公园内从

事采矿、房地产、开发区、高尔夫球场、风力光伏电场等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开发

活动。禁止违规侵占国家级自然公园，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及其他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等污染生态环

境的行为。拟建公路穿越森林公园一般游憩区和生态保育区（不涉及永久占地），

未穿越其核心景观区，对森林公园的景观资源和生态影响程度属中低度影响，同

时本项目将按本报告要求对采取响应的生态、景观保护和恢复措施，将对森林公

园的影响降到最低。建设单位将已按照相关要求，正在办理项目林地占用审批手

续。综上，拟建公路的建设符合《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2.4.9 与饮用水水源地相关法规的相符性分析 

拟建公路评价范围内涉及 3 处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穿越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

型水源地、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等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

庄集中式地下水型水源地。项目主线 K11+150~K11+200 路段以北观大桥穿越羊亭

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18m。义和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桥梁穿越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

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28m。义和互通匝道 BK0+820~BK0+845 路路段临近另一处义

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62m。K22+100~K22+300
路段临近福德庄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路线与二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8m，与一级保

护区最近距离 309m，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324m。 
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符性分析 
拟建公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符性分析详见表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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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  拟建公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符性 
序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 符合性分析 

1 

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拟建公路施工期污水进行处理后回用，

禁止排入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张村镇福

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运营期污水经处

理达标后回用，回用不完的排入边沟，

在进入周边溪沟。符合第三十九条的要

求。 

2 

第六十五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拟建公路施工期禁止在水源保护区路段

设置施工营地、拌和站、预制场等临时

工程，施工区域设置防渗型边沟等措施；

运营期设置防撞护栏、防渗边沟、防渗

事故应急池、桥面径流收集系统、警示

标志、危化品运输车辆绕行标志及监控

设施。拟建公路运营期未在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内设置服务设施。不会向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排放污染物。符合第六

十五条的要求。 

3 

第六十六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

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

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

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

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拟建公路施工期禁止在水源保护区路段

设置施工营地、拌和站、预制场等临时

工程，施工区域设置防渗型边沟等措施；

运营期设置防撞护栏、防渗边沟、防渗

事故应急池、桥面径流收集系统、警示

标志、危化品运输车辆绕行标志及监控

设施。拟建公路运营期未在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内设置服务设施，不会向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排放污染物。符合第六

十六条的要求。 

4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内从

事下列活动： 
（一）利用污水灌溉；（二）利用含有毒

污染物的污泥作肥料；（三）使用剧毒和

高残留农药；（四）利用储水层孔隙、裂

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

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等。 

拟建公路不涉及上述禁止类活动。 

5 

第七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规定，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

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拟建公路运营单位负责公路运营突发水

污染事故的处置和配合工作。符合第七

十六条的要求。 

6 

第七十七条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

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

演练。 

拟建公路运营期运营单位编制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并定期

进行应急演练。符合第七十七条的要求。 

7 

第七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事故或者

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

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

急方案，采取隔离等应急措施，防止水

拟建公路运营单位运营期对于危化品运

输进行重点监控，发生事故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事故

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环境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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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进入水体，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报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报告

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

抄送有关部门。 

门报告。符合第七十八条的要求。 

 
由上表可知，拟建公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2.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相符性 
拟建公路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修正）的相符性分

析详见表 2.4-8。 
表 2.4-8  拟建公路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相符性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相符性分析 

饮用水地下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

列规定： 
一、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与取水设施无关的建筑

物；禁止从事农牧业活动；禁止倾倒、堆放工业废渣

及城市垃圾、粪便和其它有害废弃物；禁止输送污水

的渠道、管道及输油管道通过本区；禁止建设油库；

禁止建立墓地。 
二、二级保护区内。（一）对于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水源

地禁止建设化工、电镀、皮革、造纸、制浆、冶炼、

放射性、印染、染料、炼焦、炼油及其它有严重污染

的企业，已建成的要限期治理，转产或搬迁；禁止设

置城市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堆放场和

转运站，已有的上述场站要限期搬迁；禁止利用未经

净化的污水灌溉农田，已有的污灌农田要限期改用清

水灌溉；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堆

放场所必须有防雨、防渗措施。（二）对于承压含水层

地下水水源地禁止承压水和潜水的混合开采，作好潜

水的止水措施。 

拟建公路穿越 2 处地下水型饮用水

水源地，分别为羊亭镇义和村地下

水型水源地和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

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

型水源地。本项目不属于化工、电

镀、皮革、造纸等有严重污染的企

业，不涉及废弃物堆放场、转运站、

有毒有害矿产品等，不开采地下水。

拟建公路施工期禁止在水源保护区

路段设置施工营地、拌和站、预制

场等临时工程，施工区域设置防渗

型边沟等措施；运营期设置防撞护

栏、防渗边沟、防渗事故应急池、

桥面径流收集系统、警示标志、危

化品运输车辆绕行标志及监控设施。

不会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内排

放污染物。符合该条规定。 

 
由上表可知，拟建公路符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修正）的相关要求。 

2.5 既有公路主要环保问题及以新带老方案 

2.5.1 现有工程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及环境影响情况 

1. 生态环境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现有公路已运行多年，临时用地及施工创伤面早已恢复原貌，

公路边坡防护采取了工程护坡、植被护坡及综合护坡等形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总体较小。 
2.大气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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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的汽车尾气可能对环境空气产生一定的污染。 
3.声环境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监测结果，阮家口村、北关村、朱家圈村等敏感点环境现

状监测昼间51.3~54.2dB，夜间41.3~44.6dB，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相应限值要求，并且已采取隔声窗措施，项目对沿线敏感点影响较小。 

2.5.2 “以新带老”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及解决方案 

现有工程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交通噪声污染、环境风险等问题。 
1. 交通噪声污染 
经本次环境评价声环境现状监测，S301 路段沿线敏感点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限值要求，现有 S301 交通噪声

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较小。 
本次改扩建工程对预测超标的朱家圈、大北山村和义和村 3 处声环境敏感点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声屏障（长 1170 延 m，高 5m）3 处等以新带老降噪措施，对

现有工程产生的交通噪声予以缓解。 
2. 环境风险 
本次改扩建工程对穿越的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

型水源地路段强化防撞护栏设计、设置限速标志、设置警示牌，并在水源地路段

设置桥（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和应急收集池，以降低上述路段危险品运输带来的

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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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自然环境概况 

3.1.1 地形、地貌 

本项目全线位于威海市环翠区，环翠区地处胶东丘陵的东北边缘，平均海拔

70-100m，属于低山丘陵区，地势总的趋势是中部和东南部较高、西部和西北部

较低，低山丘陵与平原低地相间出现，地形起伏较大。 

  
图 3.1-1  拟建公路沿线地貌类型照片 

3.1.2 地质、地震 

1. 地层岩性 
路线所经区域位于胶东隆起区，构造复杂。基底长期隆起，出露的地层主要

为古老的变质岩层。分布最广的为太古界一下元古界胶东群，在断陷盆地中分布

少量的中生界地层。岩浆活动强烈，以元古代岩浆岩活动尤甚，分布广泛。 
太古界一下元古界胶东群主要分布在胶东隆起的胶北隆起区。路线所经区域

的特征是断裂本身具有刚性、多裂隙、岩浆活动强烈、震源浅、频率高、强度小、

自身表现为整体活动特点，属于相对稳定地带，沿河流下游构成较宽广的河口、

河谷平原，大部分地区为沿水系分布的砂、砾石层和残坡积物。 
2. 地质构造 
项目区位于山东省胶北断块隆起的东端，其南侧与胶莱凹陷的东部边缘接壤。

境内出露地层自老至新有太古界的胶东群、中生界白垩系青山群及新生界第四系。

褶皱构造栖霞复式背斜延至境内，且由近东西方向向北弯转为北东走向，是古老

的基底构造。断裂构造有近南北向的双岛断裂，北北走向的金牛山断裂和母猪河

断裂，北西向的望岛断裂、海埠神道口断裂、俚岛海西头断裂。岩浆岩主要有中

生代燕山早期的昆嵛山岩体和文登岩体及晚期的石岛岩体、韦德山岩体和龙须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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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 
3. 地震 
在全国地震区的划分上，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

中，拟建项目所经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系数为 0.10，对应地震基本烈度 VII 度，

桥梁抗震措施等级采用三级。 

3.1.3 气候 

拟建项目位于环翠区、经区，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属于中纬度地区，路线

所经地区内气候特点受季风影响显著，四季分明，冷热干湿界限明显，具有显著

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四季变化和季风进退都较明显。与同纬度的内陆地区相比，

具有雨水丰富、年温适中、气候温和的特点。另外，受海洋的调节作用，又具有

春冷、夏凉、秋暖、冬温，昼夜温差小、无霜期长、大风多和湿度大等海洋性气

候特点。项目沿线地区年平均气温 11.1℃~11.2℃，年际降水在 800 毫米以上，

年平均相对湿度 70%左右，年主导风向以北到西北风为主，其次为南到西南风。 

3.1.4 河流、水文 

1. 地表水 
项目区河流属半岛边沿水系，为季风区雨源型河流，河床比降大、源短流急、

暴涨暴落，径流量受季节影响差异较大，枯水季节多断流。与拟建项目相关的河

流主要为张村河、望岛河和羊亭河支流等，详见图 3.1-2。 
①望岛河在威海城区中部，竹岛街道办事处境内。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仙

姑顶山中，向东南经望岛村，东流入海，故以望岛为名。流域面积约 8 平方公

里，全长 5.3 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201 万立方米。 
②羊亭河发源于北玉皇庙，流经王家河、北江瞳、曲家河、鲁东、中阳、羊

亭、北小城、港头、大西庄，于孙家滩西入双岛湾。其中王家河至沈阳路段位于

环翠区境内。主河道长 12 公里，流域面积 59 平方公里。 
③张村河位于威海城区中部偏西张村镇境内，故以张村为名。属季节性河道，

有三个源头，分别发源于佛顶、仙姑顶、邓家寨诸山，在福德庄村南汇合后，经

姜南庄、张村西流至皂西台南入海。流域面积 25 平方公里，全长 9 公里，河床

宽约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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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拟建公路沿线主要水系分布图 

2. 地下水 
依据场区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理性质、水力特征等，拟建项目路线所经区

域沿线地下水的化学性质以变质岩、岩浆岩为主的基岩裂隙水。地下水受地形、

地貌、地层构造，岩性分布等水文地质条件的制约，富水程度有明显的差异，路

线所经地带、丘陵地形起伏，冲沟发育呈树枝状分布，为降水和地下水排泄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因而入渗少，对土壤水分补给时间短、范围小，土壤湿度较小，

除个别低平地段外，基本呈稍湿干燥状态，地下水资源主要靠降水补给。 

3.2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2.1 项目所在地生态功能区划 

1. 评价范围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的定位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15 年修编）》的范围为我国内地 31 个省级行政单

位的陆域，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包括 3 大类、9 个类型和 242 个生态功能区。全国生

态功能区中生态调节功能区 148 个、产品提供功能区 63 个，人居保障功能区 31
个。 

本项目评价范围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体系中属于生态调节功能大类中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本项目与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系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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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威海市生态功能区划图 

 
该类型区的主要生态问题：人口增加以及农业和城镇扩张，交通、水电水利

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过度放牧、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等，导

致生物资源退化，以及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栖息地破碎化

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部分野生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 
该类型区生态保护的主要方向：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评估生物

多样性保护状况、受威胁原因。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乱采、乱猎。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限制或禁止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

生产方式，如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道路建设等。防止生态建

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禁止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功

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以生物多样性重要功能

区为基础，完善自然保护区体系与保护区群的建设。 
2. 评价范围在《山东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的定位 
根据《山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及《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

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 号），拟建公路所在的威海市

环翠区、经区属于山东半岛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中的胶东半岛国家级优化开发区

域。该区域具有完备的产业发展基础和配套能力，是全国重要的船舶、电子信息、

家电、造纸、化工、医药和食品加工集聚区，海洋产业、生态经济比较发，是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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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的功能定位：黄河中下游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陆海交通走廊，

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先进制造、高新技术和海洋经济等高端产业聚集区，全国重要

的特色产业基地和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东北亚地区国际航运中心。 
3. 评价范围在《山东省生态功能区划》中的定位 
根据《山东省生态功能区划》，山东省生态功能区划系统，从高级到低级分

为生态区—生态亚区—生态功能区 3 个等级。全省划分为辽东-山东丘陵落叶阔

叶林生态区、华北平原农业生态区和近海海域海洋生态区共 3 个生态区、9 个生

态亚区，34 个生态功能区（陆域 28 个，近海海域 6 个）。 
本项目评价区所在区域位于辽东-山东丘陵落叶阔叶林生态区—胶东半岛低

山丘陵农业-森林-渔业生态亚区—文荣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

本项目与山东省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系见图 3.2-2。 

 
图 3.2-2  山东省生态功能区划图 

 
4. 评价范围在《威海市生态功能区划》中的定位 
根据《威海生态示范市建设总体规划》，威海市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生态功能

区，即滨海丘陵区、内陆低山丘陵区、近海海域和主要岛屿区，本项目位于“滨

海丘陵区”，本项目与威海市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系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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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本项目与威海市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 

 
滨海丘陵区海洋资源较为丰富，是威海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加之水陆交

通方便，具有发展渔业、滩涂养殖业、海产加工业及对外贸易的优越条件。该区

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富集区和开发区。地貌上多为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条件

较差，水资源贫乏，农业劳动力不足，涝、洪、风、沙、盐碱及干热风对农业生

产危害较大。生态保护和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任务是：重点发展制造业、海洋捕捞

业与加工业以及为其服务的乡镇村办企业。合理开发利用岸线资源，并加强沿海

防护林和旅游风景林带的建设，重点建设、完善和保护防护林体系，严格保护现

有海滨松林，补植完善沿海防护林带和农田林网，形成完整的防护林体系。农业

应向集约化、规模经营化方向发展。 

3.2.2 生态现状调查方法 

3.2.2.1 基础资料收集 

收集整理项目涉及区域现有生物多样性资料，包括山东省林业、农业等部门

提供的相关资料，报告编写的过程中，同时参考了《中国植物志》《山东植物志》，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威海林木种质资源图鉴》《威海古树志》《山东动物志•

两栖纲》，《山东动物志•爬行纲》，《山东动物志•鸟纲•雀形目》等专业著作及相

关科研论文。 

3.2.2.2 陆生生物资源调查 

1. GPS 地面类型及植被调查取样 
GPS 样点是卫星遥感影像判读各种景观类型的基础，根据室内判读的植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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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图，现场核实判读的正误率，并对每个 GPS 取样点做如下记录： 
① 读出测点的海拔值和经纬度； 
② 记录样点植被类型，以群系为单位，同时记录坡向、坡度； 
③ 记录样点优势植物以及观察动物活动的情况； 
④ 拍摄典型植被外貌与结构特征。 
2. 植被和陆生植物调查 
在对评价区陆生生物资源历年资料检索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工程方案确定路

线走向及考察时间，进行现场调查。实地调查采取样线调查与样方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确定评价区的植物种类、植被类型及珍稀濒危植物的生存状况等，对珍稀

濒危植物调查采取野外调查、民间访问和市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有疑问

植物和经济植物采集凭证标本并拍摄照片。 
（1） 考察路线选取 
考察时沿拟建高速公路路线及枢纽和辅建设施进行调查，通常采用样线调查

与样方调查的方式进行，即在调查范围内按不同方向沿路、农田、林地等选择几

条具有代表性的线路进行调查，沿途记载植物种类、采集标本、观察生境等；对

集中分布的植物群落进行样方调查。 
（2） 样方布点原则 
植被调查取样的目的是要通过样方的研究准确地推测评价区植被的总体，所

选取的样方具有代表性，能通过尽可能少的抽样获得较为准确的有关总体的特征。

在对评价区的植被进行样方调查中，采取的原则是： 
①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对涉及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敏感区生态评价等级不同，对每种群落类型设置不同数量的样方数

量，同时尽量在重点施工区域（如施工道路、高挖低填区域等）以及植被良好的

区域设置样点，并考虑评价区布点的均匀性。 
② 所选取的样点植被为评价区分布比较普遍的类型。 
③ 样点的设置避免对同一种植被进行重复设点，对特别重要的植被内植物

变化较大的情况，可进行增加设点。 
④ 尽量避免非取样误差：避免选择路边易到之处；两人以上进行观察记录，

消除主观因素。 
以上原则保证了样点的布置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中的植被应包括评价区分

布最普遍、最主要的植被类型。 
（3） 样方调查方法 
样方调查采用样地记录法，乔木群落样方面积为 20m×20m，灌木样方为 5m

×5m，草本样方为 5m×5m 或 1m×1m，记录样方的调查时间、调查及记录人、

位置（GPS 坐标）、群落类型、面积、编号、地形地貌特征、干扰状况、群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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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构、层次及各自的总盖度等信息，再详细调查群落的各层次。根据实地调

查情况编写若干个样方调查表。 
（4） 样方调查合理性分析 
根据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植被类型图及工程布置情况，对评价区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点位分布在工程不同区域及生态敏感区，重点设置在工程直接影响区及

工程桥梁跨越的河流。根据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图，评价区村落分布较为密集农

耕历史悠久，人为活动频繁，土地利用现状以耕地、林地为主，根据植被类型图

及样方调查表，各个样方点位植被类型涵盖评价区所有植被类型即针叶林、阔叶

林、灌丛、灌草丛、水生沼泽植被等。样方调查点位均匀分布在拟建公路沿线，

且枢纽互通、沿线设施等重点工程影响区均有设置。因此，本次样方调查点位设

置兼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原则，样方设置基本合理。本项目在经过生态保护红

线、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路段评价等级为二级、其他路

段评价等级为三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设

置样方调查自然植被现状时，应按群落类型设置样方数量并根据群落特征合理设

定样方的位置和面积；评价等级为二级的路段每类群落设置样方不少于 3 个。本

次现场调查区域涉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和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重叠区域，

调查范围内分布有自然植被（包括针叶林、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及草丛群落），

还存在大面积人工栽培的园地和耕地（主要为果树和玉米等农作物）。 
基于现场情况，在样方设置方面：对各类自然植被群落，严格遵循导则要求，

按群落类型分别设置 3~5 个调查样方；对人工植被（各类果树及玉米栽培地），

考虑其均质性特点，各设置 1 个代表性样方进行说明。综上，本次调查的样方设

置方案，特别是自然植被群落的样方数量配置，完全满足技术导则的相关规定要

求。 
点位分布：本次植被样方调查选取的样方点位均位于项目生态评价范围内，

并根据项目的长度均匀分布样方点位，同时根据现场调查以及收集的资料，选取

了评价范围内分布较普遍的类型，根据植被类型的重要程度，对评价范围内重要

的生态敏感区内适当增加了样方点位。 
典型性：根据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植被类型图及工程布置情况，专题编制

单位和项目评价组分别在 2024 年 9 月和 2025 年 4 月，集中对评价区进行调查，

调查点位分布在工程不同区域，重点设置在工程永久用地范围，拟建项目涉及敏

感区范围以及评价区内不同海拔、坡度、坡向区域内植被。 
代表性：所选取调查的植被点位为评价区分布比较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植被

类型。此次设置的样方涵盖了工程重点施工区域、评价区内不同海拔、坡度、坡

向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设置的样方涵盖了评价区内针叶林、阔叶林、灌

草丛、经济林植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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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项目区海拔高度在 30m~300m，且多数路段均有道路通达，本次

设置的样方均可到达，现场实地调查具有可操作性。 
符合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拟建公路

经过生态保护红线、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路段的评价等

级为二级。由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与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部分路段空间位置

具有高度重叠，因此在生态敏感区评价范围内共设植被群落调查样方 20 个，主

要自然植被类型为赤松群落、黑松群落、板栗群落、黑松-栎类混交林群落、芒

草群落、葎草群落、蒿类群落、狗尾草群落。沿线样方设置数量基本满足导则要

求。 
调查时间合理性：本次植被样方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9 月和 2025 年 4 月，是

植物生长较为旺盛时期，能够较为全面统计植物物种高度、盖度等基本信息情况，

调查数据及结果较为详实可信，调查时间较为合理。 
综上，本次现场样方布设基本合理。 
（5） 调查点位 
根据工程设计确定的路线走向及不同地貌特征，对公路全线的各类生态、野

生动植物资源、各植被类型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9 月和 2025
年 4 月，主要调查地点包括：AK0+000 落花生、K24+000 板栗林、K23+750 松

栎混交林（黑松、赤松-麻栎针阔叶混交林）、K23+750 蒿类、K7+400 赤松林、

K7+200 无花果、K23+750 桃、李、K8+050 玉米、K8+400 松栎混交林（黑松-麻
栎针阔叶混交林）、K8+900 麻栎林、K11+800 樱桃林、K12+800 柿子林、K13+100
芒草、K12+500 番薯、K14+000 葎草、K14+500 桃、K15+200 狗尾草、K17+150
玉米、K17+705 松栎混交林（赤松-麻栎针阔叶混交林）、K18+800 松栎混交林

（赤松-麻栎针阔叶混交林）等上述样方位于生态敏感区范围内，其余样方位于

路线两侧评价范围内。拟建公路样方布设具体情况见表 3.2-1，样方调查表见表

3.2-1，样方布设情况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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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序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1 Y1 
AK0+000 

（位于敏感区范围内） 
经度：122°3′21″E 
纬度：37°29′08″N 

落花生 

  

2 Y2 
K24+000 

（位于敏感区范围内） 
经度：122°2′51″E 
纬度：37°28′55″N 

板栗林 

  

3 Y3 
K23+750 

（位于敏感区范围内） 
经度：122°3′09″E 
纬度：37°28′44″N 

松栎混交林 
（黑松、赤松-麻栎针阔

叶混交林） 

  
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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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4 Y4 
K23+75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3′46″E 
纬度：37°28′44″N 

蒿类 

  

5 Y5 
K7+4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6′16″E 
纬度：37°26′30″N 

赤松林 

  

6 Y6 
K7+2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6′24″E 
纬度：37°26′20″N 

无花果 

  

续 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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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7 Y7 
K23+75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6′02″E 
纬度：37°26′14″N 

桃、李 

  

8 Y8 
K8+05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5′55″E 
纬度：37°26′02″N 

玉米 

  

9 Y9 
K8+4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6′02″E 
纬度：37°25′24″N 

松栎混交林 
（黑松-麻栎针

阔叶混交林） 

  

续 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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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10 Y10 
K8+9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4′12″E 
纬度：37°26′18″N 

麻栎林 

  

11 Y11 
K11+8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3′41″E 
纬度：37°26′08″N 

樱桃林 

  

12 Y12 
K12+8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3′23″E 
纬度：37°26′36″N 

柿子林 

  

续 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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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13 Y13 
K13+1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3′38″E 
纬度：37°27′01″N 

芒草 

  

14 Y14 
K12+5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2′53″E 
纬度：37°26′31″N 

番薯 

  

15 Y15 
K14+0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2′39″E 
纬度：37°26′38″N 

葎草 

  

 
续 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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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16 Y16 
K14+5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1′53″E 
纬度：37°26′46″N 

桃 

  

17 Y17 
K15+2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1′38″E 
纬度：37°26′58″N 

狗尾草 

  

18 Y18 
K17+15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0′54″E 
纬度：37°26′26″N 

玉米 

  

 
续 表 3.2-1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分布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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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方名称 桩号 经纬度 植被状况 位置示意图 现场照片 

19 Y19 
K17+705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0′39″E 
纬度：37°26′19″N 

松栎混交林 
（赤松-麻栎针

阔叶混交林） 

  

20 Y20 
K18+800 

（位于敏感区

范围内） 

经度：122°1′09″E 
纬度：37°27′23″N 

松栎混交林（赤

松-麻栎针阔叶

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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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陆生动物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确定评价区内动物的种类、资源状况及生存状况，尤其是重

点保护动物。调查方法主要有资料搜集法、现场调查法及座谈法。 
（1）查阅资料 
查阅当地相关科学研究和野外调查资料。比照相应的地理纬度和海拔高度，

结合生境，核查和收集当地及相邻地区的动物资源的资料。本次调查参考了《山

东省两栖动物区系与地理区划》、《山东省爬行动物区系与地理区划》、《山东鸟

类名录》、《山东省重点保护兽类种类及分布》等系列论文及当地的区、县市志和

林业志等书籍，再结合本次进行的野外考察以及对当地村民和林业工作者的访问，

以及《威海市里山口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确认

评价范围内的野生动物种类及资源现状。 
（2）实地调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及《生物多样性观

测技术导则》的相关要求对于不同的陆生脊椎动物，通常会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 
两栖类、爬行类主要以样线法为主，辅以样方法对区域内类群进行调查。样

线法是在每个观测样地选择至少 2~3 条样线，每条样线根据不同生境设置不同长

度，在山区，一般 20~100m 为一条样线，在较为开阔的平原区域，一般 500~1000m
为一条样线，样线宽度一般为 2~6m。在按照样线行进期间记录物种和个体数量。

样方法是在样地随机或均匀的设置一定数量的样方，一个样地内设置3~5个样方。

样方尽量涵盖样地内的不同类型的生境，样方面积一般在 5m×5m、10m×10m
或 20m×20m。记录样方内见到的所有两栖爬行动物种类和个体数量。 

鸟类主要采用样线法与样点法，根据生境类型及其面积的大小设计样线或样

点，抽样强度高于 2%。样线法是沿着预先设计的一定路线，观测者沿着固定的

线路行走，并记录沿途所见到的所有鸟类，一般样线长度在 1km~3km 为宜。样

点法是变形的样线法，即观测者行走速度为 0，适合于崎岖的山地以及片段化的

生境。样点法是以一个中心点为圆心，调查周围能见距离内的鸟类数量与种类。 
兽类的调查方法主要采用总体计数法、样方法和捕获法，以样方法为主。总

体计数是在调查区域内通过肉眼观测兽类；样方法设置一个500m×500m的样方，

观测样方内兽类或者其活动痕迹如粪便、卧迹、足迹链、尿迹等。捕获法适用于

小型兽类如鼠类种群的统计。 
但是由于评价区特殊的地貌形态，上述调查方法并不完全适宜。因此，根据

动物物种资源调查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保护性原则以及安全性原则并结

合评价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我们实际调查过程中主要选择样线法进行调查。评价

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区域各种主要生境进行了实地调查，包括针叶林、阔叶林、

灌丛、灌草丛、农田、居民区和水域等生境。样线宽度综合考虑陆生野生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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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类型、透视度、陆生野生动物安全距离等因素，根据布设样线所涉及生境

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对山谷地带的森林生态系统样线宽度为单侧宽度不大于

25m 为宜；对涉及视野相对较好的草地生态系统样线宽度为单侧宽度不大于

125m 为宜；对于山脚平原地带等较为宽阔的区域，在现场调查时一般单侧样线

宽度为 500m。实际调查过程中对于在部分调查宽度外的动物个体，只要在视野

范围内出现，通常也进行现场记录。 
（3）访问调查 
在评价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访问调查，与当地有野外经验的农民进行访问和

座谈，与当地林业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交谈，了解当地动物的分布及数量情况。 
综合实地调查、访问调查和资料汇总，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评价

范围内的动物物种、种群数量和分布资料，为评价和保护当地动物提供科学的依

据。 

3.2.2.3 水生生物资源调查 

水生生物野外调查方法主要依据《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内陆水域渔业

自然资源调查手册》，同时参照 SL219-2013《水环境监测规范》进行。 
1. 浮游植物 
定性标本采集：小型浮游生物用 25 号浮游生物网，大型浮游生物用 13 号浮

游生物网，在表层至 0.5m 深处以 20～30cm/s 的速度作“∞”形循回缓慢拖动

1～3min，或在水中沿表层托虑 1.5～5.0m3 水。 
定量标本采集：小型浮游生物用有机玻璃采水器分别于表层 0.5m 水深处取

水样 1L。大型浮游生物因数量稀少，每个采样点采水样 1L，用 25 号浮游生物

网过滤，收集水样装入玻璃瓶中。 
标本处理：水样采集之后，立即加固定液固定。对藻类、原生动物和轮虫水

样，每升加入 15mL 左右的鲁哥氏液固定，对枝角类和桡足类水样，按 100mL
水样加 4～5mL 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后，样品带回实验室保存。从野外采集并

经固定的水样，带回实验室后必须进一步浓缩，1000mL 的水样直接静止沉淀 24h
后，用虹吸管小心抽调上清液，余下 20～25mL 沉淀物转入 30ml 容量瓶中。 

标本鉴定：定性标本，在显微镜下，用目镜测微尺测量大小，根据其大小、

形态、内含物参照藻类分类标准（参考胡鸿钧等《中国淡水藻类：系统、分类及

生态》）定出属种，一般确定到属。定量标本，一般采用 0.1mL 计数框，10×40
高倍显微镜下分格斜线扫描计数。具体操作如下：用 0.1mL 定量吸管吸取摇匀

后的样品液，放 0.1mL 浮游生物计数框中在显微镜下计数，并参照章宗涉等《淡

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等统计到种的细胞数，然后换算成每升含量。室内先将样

品定量为 30mL，摇匀后吸取 0.1mL 样品置于 0.1mL 计数框内，在显微镜下按视

野法计数，数量特别少时全片计数，每个样品计数 2 次，取其平均值，每次计数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128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结果与平均值之差应在 15%以内，否则增加计数次数。 
每升水样中浮游植物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一升水样中浮游植物的数量（ind./L）； 
      Cs——计数框的面积（mm2）； 
      Fs——视野面积（mm2）； 
      Fn——每片计数过的视野数； 
      V——一升水样经浓缩后的体积（mL）； 
      v——计数框的容积（mL）； 
      Pn——计数所得个数（ind.）。 
浮游植物生物量的计算采用体积换算法。根据浮游植物的体形，按最近似的

几何形测量其体积，形状特殊的种类分解为几个部分测量，然后结果相加。 
2. 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采样的断面、时间和环境记录与浮游植物相同。浮游动物的计数分

为原生动物、轮虫和枝角类与桡足类的计数。原生动物和轮虫浮游植物定量样品

进行计数，原生动物计数是从浓缩的 30mL 样品中取 0.1mL，置于 0.1mL 的计数

框中，全片计数，每个样品计数 2 片；轮虫是从浓缩的 30mL 样品中取 1mL，置

于 1mL 的计数框中，全片计数，每个样品计数 2 片。同一样品的计数结果与均

值之差不得高 15%，否则增加计数次数。枝角类和桡足类的计数是用 1mL 计数

框，将 10L 水过滤后的浮游动物定量样品分若干次全部计数。 
单位水体浮游动物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N＝  

式中：N——一升水样中浮游动物的数量（ind/L）； 
v——样品浓缩后的体积（L）； 
V——采样体积（L）； 
C——计数样品体积（mL）； 
n——计数所获得的个数（ind.）； 

显微镜下检测各类浮游动物的种类、数量、大小，原生动物和轮虫生物量的

计算采用体积换算法。根据不同种类的体形，按最近似的几何形测量其体积。枝

角类和桡足类生物量的计算采用测量不同种类的体长，用回归方程式求体重进行。 
3. 底栖无脊椎动物 
底栖动物的调查与浮游动物调查同时进行。底栖动物分三大类：水生昆虫、

寡毛类、软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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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采样：用 D 型手抄网、手捡等方法在岸边及浅水区采集定性样品，采

用抄网采样时，应尽可能在各种生境采样。 
定量采样：底栖动物定量采集用 1/16m2 改良彼得森采泥器，每个断面采 2

次，将采得的泥样用 60 目尼龙筛在水中轻轻摇荡，洗去污泥，筛选出各类标本。

将每个断面采集的底栖无脊椎动物样品，按采集编号进行整理鉴定。鉴定到属或

种后，分种逐一进行种类数量统计，并用精度为 0.01g 的电子天平称重，称重前

需将标本放吸水纸上，吸去虫体体表的水分。最后算出以 m3 为单位的种类密度

及生物量。 
4. 鱼类 
鱼类区系组成：鱼类调查以区域调查为主，对调查范围内的鱼类资源进行调

查。采取捕捞和走访相结合的方法，采集鱼类标本、收集资料、进行记录，标本

用福尔马林固定保存。通过对标本的分类鉴定，资料的分析整理，编制出鱼类种

类组成名录。 
鱼类资源现状：鱼类资源量的调查采取捕捞渔获物统计分析结合现场调查取

样进行。采用访问调查和统计表调查方法，调查资源量和渔获量。向渔业主管部

门和渔政管理部门及渔民调查了解渔业资源现状以及鱼类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对渔获物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判断鱼类资源状况。 
鱼类生物学：鱼类标本尽量现场鉴定，进行生物学基础数据测定，并取鳞片

等作为鉴定年龄的材料。必要时检查性别，取性腺鉴别成熟度。部分标本用 5%
的甲醛溶液固定保存。现场解剖获取食性和性腺样品，食性样品用甲醛溶液固定，

性腺样品用波恩氏液固定。 
鱼类“三场”：集成现有成果，走访沿江居民和主要捕捞人员，了解不同季

节鱼类主要集中地和鱼类种群组成，结合鱼类生物学特性和水文学特征，分析鱼

类“三场”分布情况，并通过有经验的捕捞人员进行验证。 
5. 水生维管束植物采集 
在样地和样带上，深水区用 0.2m2 的采草器采样，浅水处采用收割法采样，

截取 2m×2m 样方面积，记录样地内物种组成和盖度，统计生物量。定性样品整

株采集，包括植株的根、茎、叶、花和果实，样品力求完整，按自然状态固定在

压榨纸中，压干保存后，带回实验室鉴定种类。 

3.2.2.4 主要评价方法 

1. 生态制图 
采用 RS、GPS 和 GIS 相结合的地理信息技术，采用计算机自动提取与人工

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完成拟建高速公路沿线的植被类型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等图件的制图工作，并基于分类图斑进行景观异质性分析，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

定性和定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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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感信息获取地面覆盖类型，必须在地面实地调查和历史植被调查的基础

上，进行综合判读和结果的精度评价，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并最终对分类结果

赋予其生态学含义。本报告采用美国 NASA 最新发射的 Landsat8 卫星 OLI 数据

（该卫星于 2013 年 2 月 11 日成功发射，搭载了空间分辨率为 15m 的全色波段

和 30m 的多光谱波段）。 
表 3.2-2   Landsat8 OLI 数据参数列表 

波段名称 波段(μm) 空间分辨率(m) 
Band1 Coastal 0.433–0.453 30 

Band2 Blue 0.450–0.515 30 
Band3 Green 0.525–0.600 30 
Band4 Red 0.630–0.680 30 
Band5 NIR 0.845–0.885 30 

Band6 SWIR 1 1.560–1.660 30 
Band7 SWIR 2 2.100–2.300 30 

Band8 Pan 0.500–0.680 15 
Band9 Cirrus 1.360–1.390 30 

 
表 3.2-3   本项目所用数据列表 

数据类型 景幅号 成像时间 分辨率（m） 数据质量说明 
Landsat8 

OLI 
LC81230402020296LGN00 2020.10.22 30 云量 0.02% 

Landsat8 
OLI 

LC81230412020296LGN00 2020.10.22 30 云量 0.03% 

 
Landsat8 的 OLI 遥感数据是 2020 年秋季获取，图像上的云层覆盖很少，质

量好，以反映地面植被特征的 6、5、4 波段合成模拟真彩色卫星遥感影像，其中

植被影像主要反映为绿色。植被类型不同，色彩和色调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可

区分出植被亚型以上的植被类型以及农田、裸地等地面类型。此外，植被类型的

确定需结合不同植被类型分布的生态学规律，不单纯依靠色彩进行划分，对监督

分类产生的植被初图，结合地面的 GPS 样点和等高线、坡度、坡向等信息，对

植被图进行目视解译校正，得到符合精度要求的植被图。在植被图的基础上，根

据现场调查情况来看，进一步结合现有调查资料对相关地类进行合并，得到土地

利用类型图。 
遥感制图成果的图幅整饰与地名叠加采用 ArcGIS 软件；GIS 数据制作及缓

冲区分析的软件平台为 ArcGIS10.2，遥感数字图像处理软件采用 ENVI5.1。景观

生态体系格局的变化评价采用景观生态学统计软件 Fragstats。项目具体的工作流

程与技术路线详见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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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本项目遥感生态环境评价技术路线图 

 
2. 生物量测定与估算 
重点测定评价区内分布面积广的植被类型生物量，其余类型参考国内外有关

生物量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估算出评价区植被类型

的生物量。 
森林生物量的估算采取借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专家建立的我国

森林生物量的基本参数，同时借用中山大学学者在我国南方地区所进行的森林生

物量测定中增加的灌木草本层生物量之补充，结合现场实测结果来确定本评价区

域森林群落生物量的基数；灌丛和灌草生物量采用收获法测定；农田植被的生物

量采用当地农作物生物量，综合考虑本项目内作物产量来估算其实际生物量。 
群落平均净生产力参考国内有关资料，根据该项目生态评价范围各类植被的

现状调查数据，以森林、灌丛、灌草丛等的生物量、耕地的近年平均粮食产量等

参数来推算出评价区域区的植被类型生物生产力。 
3. 生态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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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状植被和土地利用类型分析，确定景观要素、基质和廊道，以及斑块

类型，类斑数量、纹理规模等反映景观质量和特征的参数，分析景观格局、多样

性、优势度等特征，以评价景观与生态环境质量，预测分析评价区的景观变化。 
植物影响的预测方法：在获得植物现状资料之后，根据项目分区和分时段进

行分析。预测包括两个部分，即施工期对植物的影响和运营期对植物的影响。施

工期对植物的影响包括道路施工区域（如路基开挖、枢纽建设、服务区、管护区、

施工道路等）的影响；工程运营期对植物影响的预测包括事故风险对植物的影响

等。 
动物影响的预测：根据动物栖息地环境及植被变化趋势，采用生态机理分析

方法预测。 

3.2.3 生态系统现状 

根据对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的分析，结合植物群落分布调查，按照《全国生

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HJ 1166-2021）对

评价区的生态系统划分，可分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和城镇生态系统共五大类。根据遥感解译数据，评价区各生态系统

类型及面积见表 3.2-4，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见图 3.2-5，项目沿线生态系统类型

分布详见附图 22。 
表 3.2-4  评价区各生态系统面积及比例统计表 

代码 生态系统分类 面积 hm2 比例 
1 森林生态系统 1164.49 36.33% 
2 草地生态系统 380.41 11.87% 
3 湿地生态系统 633.83 19.78% 
4 农田生态系统 65.21 2.03% 
5 城镇生态系统 961.23 29.99% 

合计 3205.17 100.00% 

 

  

森林生态系统 草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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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 

 

城镇生态系统 
图 3.2-5 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图 

 
由表 3.2-4 可以看出，本项目评价区自然环境良好，区域生态系统以森林生

态系统为主，面积为 1164.49hm2，占总面积比例为 36.33%。 

3.2.3.1 森林生态系统 

价区内森林生态系统面积为 1164.49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36.33%，是评

价区内最大的生态系统。沿线区域原生植被消耗殆尽，现状植被以人工植被、次

生植被占优势，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针叶林、栎类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建群

种主要有赤松、黑松、栎类等森林植被，林下主要由各类树种的幼苗和野蔷薇、

映山红、荆条、棉槐、胡枝子等组成的灌木林，以及由黄背草、白羊草、蒿类

（艾蒿、白蒿等）、芒草、葎草、狗尾草等组成的草丛。评价区森林生态系统在

沿线均有分布，主要在 K8~K11、K17~K18、K21~K22 和 K23~终点路段附近集

中分布。 
1. 生态系统结构 
（1）植物现状 
评价区内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由针叶林、阔叶林及针阔叶混交林组成。针叶林

主要分布在丘陵地带，常见有赤松、黑松等，阔叶林主要为栎类。 
（2）动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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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是各种动物的良好避难所，也是评价区内野生动物的主要活动

场所。拟建项目森林生态系统主要分布于威海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和双岛国家森林

公园范围内，分布的常见鸟类主要有苍鹰、鹌鹑、石鸡、岩鸽、灰斑鸠、大杜鹃、

戴胜、普通翠鸟、白腰雨燕、小云雀、家燕、黑卷尾、虎纹伯劳、黑枕黄鹂、灰

喜鹊、黄眉柳莺、大山雀、麻雀、暗绿绣眼等，常见哺乳类主要有草兔、黄鼬、

狐、刺 猬、田鼠、仓鼠等。 
2. 生态系统的功能 
森林生态系统有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环境

空气等 5 个功能。森林生态系统是森林生物与环境之间、森林生物之间相互作用，

并产生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统一体系。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结构多样性、食物链、食物网以及功能过程多样性等，形成了分化、分层、分支

和交汇的复杂的网络特征。 
评价区内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占总评价区的 36.33%，森林不仅能够为人类提

供大量的林业产品，而且在维持生物圈的稳定、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每天都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出大量的氧，

这对于维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氧含量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森林在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2.3.2 草地生态系统 

评价区草地生态系统面积为 380.41hm2，占总面积的 11.87%。区域草地生态

系统主要分布在林缘、农田生态系统边缘以及镶嵌于城镇生态系统中。 
1. 生态系统结构 
（1）植被现状 
评价区草地生态系统内植被多以草丛为主，常见的草丛群落有五节芒、芒、

蒿、茅草、羊草、狗尾草等。 
（2）动物现状 
草地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多分布在林缘、路边及水域边，主要为鸟类、鼠类

等。 
2. 生态系统的功能 
草地生态系统是地球三大陆地生态系统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净初级物资生

产、碳蓄积极碳汇、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产

品和服务功能，意义重大。 

3.2.3.3 湿地生态系统 

评价范围内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为 65.21hm2，占评价范围总面积的 2.03%。本

项目沿线河流属沿海边缘水系，多为季节性间歇河。枯水季节除几条主要河流的

中下游有少量径流外余皆为涓涓细流。一旦降暴雨，洪水汹涌，其特点是源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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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涨快退速。项目区属羊亭河流域，所经地带河流均较小，洪水期主要集中在

夏季。项目区涉及的主要河流包括羊亭河支流、张村河宅库河、海峰河、港头河、

望岛河。 
1. 生态系统结构 
评价区内湿地生态系统受区域气候、地形的影响，河流生态系统较为单一。

河道内植被稀疏，种类贫乏，主要有碱蒿、茅草等，河流水生生物鱼、虾、螃蟹

等物种较为稀少。 
2. 生态系统功能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

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被人们誉为“自然之肾”。它不但拥有丰富

的资源，还具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环境效益。湿地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水文

状况并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降解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其生物群落由水生和陆生种类组成，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与

演变活跃，具有较高的生态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3.2.3.4 农田生态系统 

评价区内农田生态系统面积为 633.83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19.78%，在评

价区内分布较多。根据现场调查及卫片解译结果发现，农田生态系统在项目沿线

均有分布，其中 K10+000~K18+000 分布较为集中。 
农田生态系统是指人类在以作物为中心的农田中，利用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

间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合理的生态结构和高效生态机能，进行能

量转化和物质循环，并按人类社会需要进行物质生产的综合体。它是农业生态系

统中的一个主要亚系统，是一种被人类驯化了的生态系统。 
1. 生态系统的结构 
该系统在评价区分布较广，植被类型简单，以农业植被为主，主要的农作物

有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杨、榆、桃、梨、苹果、山楂、枣、葡萄等经济

林木。动物主要为农田中的土壤动物和各种鸟类。 
2. 生态系统的功能 
评价区内农田生态系统面积占总评价区的 19.78%，是评价区内较大的生态

系统。农田生态系统通过由生物与环境构成的有序结构，可以把环境中的能量、

物质、信息和价值资源，转变成人类需要的产品。农田生态系统具有能量转换功

能、物质转换功能、信息转换功能和价值转换功能，在这种转换之中形成相应的

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和价值流。此外，农田生态系统也具有大气调节、环境

净化、土壤保持、养分循环、水分调节、传粉播种、病虫害控制、生物多样性及

基因资源以及餐饮、娱乐、文化等功能。 

3.2.3.5 城镇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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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线路经过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经区，城镇生态系统面积为961.23hm2，

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29.99%，是受人类干扰最强烈的景观组成部分，为人造生态系

统，主要包括评价区内的村庄居民点、工矿企业、道路等人工建筑。该生态系统以

居住和经济生产为主体，呈小块状独立分布于评价区内，各级公路是其主要的联

系通道，该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是相对独立分布、居住人群密集、工业经济活动

较发达、整体生产力水平较高，是一个高度复合的人工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

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存在明显差别。 
1. 生态系统的结构 
（1）植物现状 
城镇/村落生态系统在评价区内呈块状零星分布，该类生态系统内动植物种

类贫乏，多零散分布。常见植物为人工栽种绿化植物，如栎类、杨树以及常见景

观树种等。 
（2）动物现状 
动物种类主要为与人类伴居的种类，如鸟类和鼠类等。 
2. 生态系统的功能 
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概括为三个，分别为生产，为社会提供物资和信息

产品；二是生活(消费)功能，城市具有利用域内外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及其他

资源，生产出各类“产品”(包括各类物质性及精神性产品)，既为市民提供方便

的生活条件和舒适的栖息环境的能力；三是还原(调节)功能，城市具备的消除和

缓冲自身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能力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不良变化时能尽快恢复原

状，既保证城市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能力。 
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来实现，主要的特征是：以

人为核心，对外部的强烈依赖性和密集的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资金流等。

人类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大量废物，由于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

和再利用，必须输送到其他生态系统中去，城镇生态系统对其他生态系统具有很

大的依赖性，因而也是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 

3.2.4 陆生植物现状  

3.2.4.1 植被区系及植被多样性 

根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评价区属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

森林植物亚区，华北地区的辽东、山东半岛亚地区。本区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温带落叶林和寒温带针叶林区系为主。 
通过现场对评价区范围内的植物种类的实地调查，结合《中国植物志》、《山

东植物志》、《山东植被》和多篇已正式发表的关于评价区植物区系的科研论文统

计本区域维管束植物种类组成，确定评价区范围内主要维管束植物名录，见附表

2。评价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70 科 457 种(包括中下等级和部分人工引种栽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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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植被现状 

1. 植被区划 
项目区植被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暖温带落叶

阔叶林地带——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亚地带——胶东丘陵栽培植被。 
2. 主要植被类型 
在样方调查的基础上，参考现有的资料和文献，根据群落的特征，将各种植

物群落，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点，按照吴征镒等《中国植被》、《山东植被》

划分出拟建项目评价区域不同的植被类型。其中，评价区域的自然植被共划分为

3 个等级，包括了 3 个植被型组、3 个植被型、16 个群落。人工植被划分为 2 个

类型，其中经济林类包括了 1 类、4 种林型，农田植被包括了 1 类、1 种组合。

评价范围内以赤松林、黑松林、麻栎林及针阔叶混交林为主，占绝对优势，林下

主要有胡枝子、绣线菊、照山白、盐麸木、荆条、酸枣、白羊草、黄背草及其他

禾草灌草丛。 
据调查，并参照有关资料，评价区内野生经济植物 70 科 248 种，如车前草、

地黄、天麻、黄芩、半夏等；野生牧草 12 科 92 种，如马唐、黄背草、白茅草等；

木本植物 70 科 457 种，其中乔木 315 种，如黑松、臭椿、刺槐、麻栎、法桐、

苹果、银杏、板栗等；灌木 112 种，如紫穗槐、胡枝子等；藤本 30 种，如葛藤、

紫藤、蔓荆、爬墙虎等。通过实地考察、抽样调查并结合地理信息数据分析技术，

评价区内主要树种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布带：山区上部主要是赤松与麻栎混交林；

山中部主要是松、刺、栎等树种及落叶松组成的混交林；山下部主要分布水果、

干果林。灌草植被主要有野蔷薇、映山红、荆条、棉槐、胡枝子、蒿类、茅草、

羊胡子草、画眉草、野谷草、蕨类、山菊花、地柏等。 
表 3.2-5  评价区主要植被类型表 

植被系列 植被型组 植被型 群      系 分布区域 
赤松林(有赤松纯林、赤松+阔叶树混交林、赤

松+其他针叶树混交林 3 个亚群系) 针叶林 
I 温性

针叶林 
黑松林(有黑松纯林、黑松混交林 2 个亚群系) 
麻栎林(有麻栎纯林、麻栎混交林 2 个亚群系)  

阔叶林 
Ⅱ落叶

阔叶林 其他栎林 

沿线均有

分布，为

人工飞播

林 

黄背草 Themeda triandra 
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m  

艾蒿 Artemisia argyi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矮丛薹草 Carex callitrichos var. nana 

自
然
植
被 

灌丛和灌

草丛 
Ⅲ草丛 

求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 

零星分散

分布于林

地、农田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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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2-5  评价区主要植被类型表 

植被系列 植被型组 植被型 群      系 分布区域 
苹果 Malus pumila 
梨 Pyrus sorotina 

桃 Amygdalus persica 
经济林 

IV 落

叶经济

林 
杏 Prunus armeniaca 

人
工
植
被 

农田植被 
Ⅴ旱地

作物 
玉米、小麦为主的作物组合 

集中分布

于

K10+000
~K18+00

0 路段 

 
3. 主要植被类型描述 
（1）针叶林 
暖性常绿针叶林 
暖性常绿针叶林在本评价区分布广泛，其建群种主要为的赤松林和黑松林。 
1) 赤松林 
赤松林是山东省地带性的针叶林之一，也是全省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资源

最丰富的天然森林群落。赤松树干挺拔、树皮红色，树形美观，是用材、观赏、

绿化和造林的常用树种。本项目中赤松林群系包括赤松纯林、赤松+阔叶树混交

林、赤松+其他针叶树混交林 3 个亚群系。 
赤松(Pinus densiflora)是阳性针叶树种，适于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自然分

布范围是沿海地区，在沿海地区生长发育良好。从垂直分布上看，在山东半岛，

它可以分布到海拔 900m 左右；在鲁中南山地，在海拔 700m 上下也能正常生长

发育。但无论在山东半岛还是鲁中南，均以海拔 500m 以下最适其生长。赤松的

更新需要充足的光照。根据资料表明，在赤松林采伐迹地或郁闭度较小的成年林

中，赤松的自然更新能力极强，更新苗很常见；而在郁闭度大的林分中，赤松的

更新受到限制或完全不能更新，在林窗之外的密闭处，几乎见不到更新苗。 
在天然的成年赤松林或赤松+阔叶树混交林中，赤松林的种类组成较复杂。

根据本项目收集的资料及现场调查情况，评价范围内赤松林群落组成如下： 
① 乔木层 
在赤松纯林中，乔木层由赤松组成，偶见栎类等，在混交林中可见到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槲树(Quercus dentata)、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水榆花楸(Sorbus alnifolia)、刺楸(Kalopanax septemlobus)、
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等阔叶树。在人工混交林中则有黑松(Pinus thunbergii)、
油松(Pinus tabuliformis)及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等。 

② 灌木层 
发育良好的赤松林下灌木层的种类较复杂，尤其在中厚层土上种类更为丰富。

较常见的种类有二色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兴安胡枝子(Lespedeza davu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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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胡枝子(Lespedeza tomentosa)、三裂绣线菊(Spiraeatilobatg)、华北绣线菊(s, 
fitschiana) 、 山 槐 (Albizia kalkora) 、 花 木 蓝 (Indieofera kirilowii) 、 郁 李

(Prunusjaponica)、扁担杆(Grewia biloba)、卫矛(Euonymus alatus)、连翘(Forsythia 
suspensa)、照山白(Rhododendron micranthum)、盐麸木(Rhus chinensis)、荆条(Vitex 
negundo var. heterophylla) 、 酸 枣 (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 、 锦 鸡 儿

(Caraganaalata sinica)、柘树(Maclura tricuspidata)、百里香(Thymus mongolicus)等。

常见的藤本植物有南蛇藤(Celastrusorbiculaus)、葛(Pueraria lobate)、菝(Smilax 
china)、木防己(Cocculus orbiculatus)、木通(Akebic quinate)、猕猴桃属 1 种(Actinidia 
sp.)等。 

③ 草本层 
组成草本层的植物也较丰富，优势的种类有黄背草(Themeda triandra)、野古

草(Arundinella hirta)、结缕草(Zoysia japonica)、地榆(Sanguisorbaofeinalis)、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唐松草 (Thalictruaquilegifolium var.sibiricum) 、委陵菜

(Potentilla chinensis) 、 大 油 芒 (Spodiopogon sibiricus) 、 荻 (Miscanthus 
sacchariforus)、隐子草(Cleistogenes serotine)，以及薹草属数种(Carex spp.)、蒿属

数种(Artemisia spp.)。其他常见种类还有白羊草(Bothriochloa ischaemum)、从生隐

子草(Cleistogense caespitosa)、桔梗(Platycodongrandiforus)、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瓦松(Orostachysfmbriata)等。 

2) 黑松林 
黑松种植较为广泛，在山东沿海的防护林中主要林分都是黑松林。 
区域内黑松林为人工飞播，乔木层大部分以黑松林为纯林，且多为单层林，

结构简单，局部地方也有形成异种复层林，沿线分布广泛。本项目中黑松林群系

包括有黑松纯林、黑松混交林 2 个亚群系。根据本项目收集的资料及现场调查情

况，评价范围内黑松林群落组成如下： 
① 乔木层 
在黑松(Pinus thunbergii)纯林中，乔木层由黑松组成，在混交林中可见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
油松(Pinus tabuliformis)、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等。 

② 灌木层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等。 
③ 草本层 
野青茅(Deyeuxia pyramidalis)、黄瓜菜(Crepidiastrum denticulatum)、败酱

(Patriniascabiosifolia)、西来稗(Echinochloa crus-galli var. zelayensis)、北京隐子草

(Cleistogenes hancei)、牡蒿(Artemisiajaponica)、中华苦荬菜(Ixeris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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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ginella tamariscina) 、 长 蕊 石 头 花 (Gypsophila oldhamiana) 、 糠 稷

(Panicumbisulcatum) 、 桔 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 野 艾 蒿 (Artemisia 
lavandulifolia)、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细柄草(Capillipedium parviflorum)、早开

堇菜 (Viola prionantha) 、鼠尾粟 (Sporobolus fertilis) 、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m)、黄背草(Themeda triandra)等。 

（2）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山东省的阔叶林为典型的落叶阔叶林，构成群落的建群种和优势种的主要科

有壳斗科、桦木科、槭树科、杨柳科、榆科、豆科等。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由

麻栎、栓皮栎、槲栎、槲树等组成群落上层，原始的落叶阔叶林已不复存在，灾

难在存在的都是次生天然林和人工林，次生天然林多为杂木林，面积很小。 
3) 麻栎林 
麻栎是本项目落叶栎林中分别面积最大，分布范围最广的，且常与其他落阔

叶林和针叶林形成混交林。本项目中麻栎林群系包括有麻栎纯林、麻栎混交林 2
个亚群系。根据本项目收集的资料及现场调查情况，评价范围内麻栎林群落组成

如下： 
① 乔木层 
除麻栎纯林外，麻栎常与其他阔叶树种刺槐、槲树(Quercus dentata)、栓皮

栎、枹栎(Quercus serrata)、五角槭(Acer pictuam subsp.mono)、黄连木、臭椿，以

及常绿针叶树种侧柏、赤松、油松、黑松、日本落叶松(Larix kaempferi)多形成混

交林。 
② 灌木层 
灌木层物种以荆条、牛叠肚(Rubuerataegifolius)、鸡麻(Rhodotyposscandens)、

盐麸木、合欢(Albiziajulibrissin)、野蔷薇、野花椒(Zanithoxylum simulans)、一叶

萩(Flueggea sufuticosa)、胡枝子、卫矛等为主。 
③ 草本层 
麻栎林下的草本层优势物种以禾本科、菊科、莎草科等的物种为主。包括矮

丛薹草(Carex callitrichos var. nana)、野古草(Arundinella hirta)、橘草(Cymbopogon 
goeringii)、求米草（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低矮薹草(Carex humilis)、垂序

商陆(Phytolacca americana)、酸模叶蓼(Persicarialapathifolia)、野青茅(Deyeuxia 
kokonorica)、芒(Miscanthussinensis)、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等物种占优势。禾本

科的求米草、矮丛薹草是草本层分布较广的物种。 
（3）灌草丛 
III. 灌草丛 
4) 黄背草灌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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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背草是禾本科，菅属多年生簇生草本植物。秆高可达 1.5m，中国除新疆、

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以外几均有分布；日本、朝鲜等地亦有分布。生长在海拔 80-
2700m 的干燥山坡、草地、路旁、林缘等处。黄背草具有相当的保持水土的效能，

是瘠薄、荒坡、生长力很强的草种。黄背草须根很多，植株繁茂，对增加覆盖，

固土蓄水，都有较好的作用。在荒坡上有生长黄背草植物群落的地方，看不到冲

刷现象。黄背草灌草丛在评价区分布广泛，盖度 70%~80%，优势种为黄背草，

伴生灌木和草本，灌木有荆条、酸枣、胡枝子等；草本有黄背草、野古草、隐子

草、结缕草等。 
5) 白羊草灌草丛 
白羊草是禾本科孔颖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白羊草产于中国南北各省区，两

半球温暖地区也有分布。生于海拔 500-1000m 的山坡草地和荒地，为低山阳坡

优势植物，耐干旱、耐盐碱、耐牧、休眠期耐火烧，侵入性强、种子生产能力高，

性喜温暖和湿度中等的沙壤土环境。白羊草灌草丛在评价区分布广泛，盖度

70%~80%，优势种为白羊草，伴生灌木和草本，灌木有荆条、酸枣、胡枝子、

百里香等；草本有白羊草、黄背草、野古草、隐子草、结缕草、米口袋等。 
6) 艾蒿灌草丛 
艾是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或略成半灌木状植物。主根明显，略粗长，侧根多，

地下根状茎横卧；艾的自然分布广泛，遍及中国各地，俄罗斯、蒙古、朝鲜、日

本等地。其大多生于低海拔至中海拔地区的荒地、路旁河边及山坡等地。艾在野

外有很多同属的植物，并且长得相似，人们常常会弄混淆艾、南艾蒿、野艾蒿、

中亚苦蒿，于是也将其统称为“艾蒿”。艾蒿灌草丛在评价区分布广泛，盖度

60%~80%，优势种为艾蒿，伴生多种蒿类植物。 
7) 葎草灌草丛 
葎草是大麻科葎草属的缠绕草本植物，别名勒草、葛勒子秧、拉拉藤等。葎

草为缠绕草本，茎、枝、叶柄均具倒钩刺。在中国除新疆、青海外，南北各省区

均有分布。葎草主要生长在海拔 500-1500m 的沟边、路旁、荒地、田边、林地、

草地、果园、沙荒地、住宅附近及垃圾堆等处。葎草适应生态幅较宽，可适应

5.7-22℃的年均温范围、350-1400mm 的年降水量以及 PH 值 4.0-8.5 的土壤环境。

葎草灌草丛在评价区分布广泛，盖度 80%~90%，优势种为葎草，伴生灌木和草

本，灌木有荆条、酸枣、胡枝子、百里香、大果榆等；草本有翻白草、荩草、黄

背草、野古草、隐子草、结缕草等。 
8) 狗尾草草丛 
狗尾草是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因其形似狗尾巴得名。狗尾草为

旱地作物常见的一种晚春性杂草，以种子繁殖，种子可借风、流水与粪肥传播，

经越冬休眠后萌发，原产欧亚大陆的温带和暖温带地区，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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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温带和热带地区，因喜长于温暖湿润气候区，故以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砂

质壤土及粘壤土为宜。狗尾草主要分布于农田附近，与其他禾本科植物构成群落，

盖度为 70%~80%。 
9) 矮丛薹草灌草丛 
矮丛薹草是莎草科、薹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长，匍匐或斜生。分布

于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生长在海拔 50-1000m 的石质山坡、

荒山、松树与柞树混交林或油松林下。矮丛薹草灌草丛在评价区林地附近分布，

盖度 60%~80%，优势种为矮丛薹草，伴生灌木和草本，灌木有绣线菊、荆条、

酸枣、胡枝子、连翘等；草本有白莲蒿、翻白草、野古草、隐子草、结缕草等。 
10) 求米草灌草丛 
求米草是禾本科、求米草属植物，多年生草本。在中国广泛分布于南北各省

区，常生长于海拔 740-2000m 的山坡疏林下。求米草灌草丛在评价区分布广泛，

盖度 70%~80%，优势种为求米草，伴生灌木和草本，灌木有毛叶丁香、荆条、

酸枣、胡枝子等；草本有野青茅、野古草、结缕草等。 
IV. 经济林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经济林主要为苹果(Malus pumila)、梨(Pyrus sorotina)、桃

(Amygdalus persica)、杏(Prunus armeniaca)等沿线均有分布。 
V．旱作农田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旱作农田包括小麦、玉米等。 
4. 评价区内植被分布特征 
评价区位于山东省东威海市环翠区、经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评价区海拔

高程在 0~150m 左右，其中 K8~K11、K17~K18、K23~终点路段海拔教高，为 100m
以上。评价区水平分布主要受到人为活动、地形地貌、土壤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评价区 K10+000~K18+000 段农田分布较多，该部分海拔在 100m 以下，植被受

人为干扰较大，现状植被次生性较强，植被多以经济林、灌草丛为主，常见的群

落有黄背草、白羊草等。K8~K11、K17~K18、K23~终点路段有较集中的低山地

区，该部分海拔 100~150m，主要为林地和灌草丛，植被以针叶林、阔叶林和灌

草丛为主，主要分布有赤松林、黑松林、麻栎林等森林植被，林下主要有胡枝子、

绣线菊、照山白、盐麸木、荆条、酸枣、白羊草、黄背草及其他禾草灌草丛。 

3.2.4.3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 

1.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山东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山

东稀有濒危保护植物》等资料，山东省主要珍稀濒危植物有 86 种，其中一类保

护植物 15 种（已列为或即将列为国家级保护植物），二类保护植物 26 种（建议

为省级重点保护植物），三类保护植物 35 种（建议为省级一般保护植物），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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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照查询，评价区没有分布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 
拟建公路沿线村落分布较多，区内农耕历史较长，人为活动频繁，不属于人

类干扰较少的典型山区，各大山区的珍稀濒危物种不会分布在评价区内，现场调

查中在评价区内也没有发现上述物种。结合访问调查及现场实地调查，项目沿线

未发现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 
2. 古树名木 
根据向拟建项目所在的威海市林业局收集的古树名木及其分布资料，以及对

附近村民进行访问调查，结合现场实地调查结果，拟建公路沿线评价范围内未发

现有古树名木分布。 

3.2.4.4 生态公益林  

项目占用威海市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中的林地 27.7834hm2，包括商品

林 4.9768 hm2、市级公益林 19.317 hm2、国家级公益林 3.4896 hm2；其中新申请

用地占用 24.8645 hm2，商品林 4.082 hm2、市级公益林 17.3425 hm2、国家级公益

林 3.44 hm2，均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外（考虑到省自然资源厅即将更新森林资源管

理一张图，占用林地具体情况以该项目申请办理林地手续时的落图数据为准）。

拟建公路占用生态公益林情况见表 3.2-6，项目与沿线生态公益林位置关系详见

附图 27。   
表 3.2-6  拟建项目占用生态公益林情况一览表（hm2） 

分类 总占用 新申请用地占用 临时用地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内占用 

国家公益林 3.4896 3.44 0 0 
市级公益林 19.317 17.3425 0 0 
商品林 4.9768 4.0820 0 0 
合计 27.7834 24.8645 0 0 

3.2.4.5 外来入侵植物 

依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一批，2003 年）、《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第二批，2010 年）、《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三批，2014 年），《中国

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四批，2016 年）等资料，通过现场调查，评价区范围内

没有外来入侵物种。 

3.2.5 陆生动物现状 

根据工程特点，选择典型生境，采用样线法、样方法对评价区内陆生野生动

物进行了外业调查，并在沿线村庄进行了座谈访问，在此基础上查阅并参考《山

东省的爬行动物区系》、《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中国爬行动物图鉴》、《中

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中国兽类野外手册》等著作以及关于本地

区脊椎动物类的相关文献资料《山东省两栖动物调查及区系分析》、《山东省野生

动物资源概况》、《山东爬行动物区系与地理区划》、《山东鸟类初步调查非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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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山东鸟类初步调查雀形目》等，对评价区的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得出综合结

论。 

3.2.5.1 评价区动物地理区划 

根据《中国动物地理》，本工程评价区所在区域动物区划属于东洋界-东北区

-华北亚区。在区系组成上属于暖温带华北型动物区系为主，兼具滨海湿地候鸟

迁徙通道特征。 

3.2.5.2 评价区陆生动物多样性现状 

根据本项目特点，设置动物调查样线共 3 条，均位于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

区和双岛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通过实地考察及对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评价区

范围内受人类活动以及项目区已有公路影响，评价区野生动物适应生境较少，主

要位于敏感区核心地区。根据收集资料显示，评价区内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5 种，分别是梅花鹿、小灵猫、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15 种，包括鸳鸯、苍鹰等；有山东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9 种，包

括狐狸、黄鼬等。上述野生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 K8~K11、K17~K18、K23~终点

路段等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区域。项目评价范围内野生动物调查结果见表 3.2-7。 
1. 两栖爬行类 
（1） 物种组成 
本项目区范围内共统计有两栖类动物 1 目 4 科 5 种，隶属于两栖类无尾目 4

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种，即乌龟，山东省重点保护动物 2 种，即黑斑蛙、东

方铃蟾。 
本项目区范围内共统计有爬行类动物 2 目 5 科 9 种，其中龟鳖目 2 科 2 种，

有鳞目蜥蜴亚目 2 科 3 种，蛇亚目 1 科 3 种。无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山东省重

点保护动物 1 种，即北草蜥。 
（2） 数量优势种和生态分布 
① 丘岗农田区 
该区域以居民点附近的农田为主要生境，优势种包括大蟾蜍、黑斑蛙、北方

狭口蛙、东方铃蟾；壁虎、红点锦蛇、虎斑游蛇、黄脊游蛇等。其中，大蟾蜍在

农宅附近及菜地分布较多；黑斑蛙在农田水域中较为常见；红点锦蛇和黄脊游蛇

数量较多，为优势种，常活动于农田边缘及灌丛中。 
② 针叶林、落叶阔叶混交林及其他植被群落 
该区域两栖爬行动物物种较少，以北方狭口蛙、东方铃蟾、蝮蛇等为常见种。

溪流水域附近的两栖类以黑斑蛙和东方铃蟾为主，而林下阴湿环境中蝮蛇和草蜥

较为活跃。 
（3）两栖动物生态类型 
从生态类群来看，本区域以内陆水域为主，本区域两栖动物的生态类型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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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几种类型。 
① 静水型 
这类两栖动物栖息于静水环境，尤其在繁殖季节，成体聚集于池塘、水洼等

静水水域附近，产卵于静水中，蝌蚪也在其中发育。本区域的静水型种类包括黑

斑蛙和北方狭口蛙，主要分布于公园内的池塘及季节性积水区。 
② 流水型 
以常年流水的山溪或河流为栖息地的类群，在本区域较少，东方铃蟾可适应

缓流水域，偶尔见于溪流边缘。 
③ 树栖型 
树栖型两栖动物在本区域不占优势，但北方狭口蛙偶尔栖息于低矮灌丛或近

水植被中，繁殖期仍依赖静水环境产卵。 
2. 鸟类 
（1） 鸟类物种多样性分析 
评价范围的鸟类有 250 多种，隶属于 13 目 31 科，其中以旅鸟为主，占 70%

以上，候鸟和留鸟种类较少。常见的鸟类 有麻雀、黄鹂、斑鸠、八哥、百灵、

燕子、乌鸦、布谷鸟、啄木鸟、猫头鹰、野鸡、布鸽等。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

类 3 种，分别是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12 种，即鸢、苍

鹰、雀鹰、普通鵟、红隼、红脚隼、领角鸮、雕鸮、斑头鸺鹠、纵纹腹小鸮、长

耳鸮；山东省重点保护鸟类 4 种，包括白鹭、环颈雉、啄木鸟（部分）、百灵（部

分）。 
（2） 鸟类生态类群 
鸟类栖息和取食等各种活动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的种群

也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的鸟类群。该地区有以下主要鸟类群： 
① 针叶林型鸟类群落 
这一群落鸟类较少。有苍鹰、红隼等。鸟群落密度大大少于其他群落，主要

分布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周边针叶林。 
② 阔叶林和混交林鸟类群 
该鸟类群主要分布于沿线均有分布，其代表种类有：斑头鸺鹠、画眉等。 
③ 湿地鸟类群 
该鸟类群主要分布于沿线河流、水库附近，其代表种类有：鸳鸯等。 
④ 农田村落鸟类群 
主要分布在居民农田区，虽然耕作强度较大，人类活动也较为频繁，但是由

于食源较为丰富，许多鸟类仍然大量栖息于此，其代表种类有：家燕、八哥、灰

喜鹊、喜鹊、家麻雀、山麻雀等。 
3.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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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评价范围内兽类共有 6 目 8 科 13 种，主要品种有梅花鹿、狐狸（赤狐）、

豹猫、刺猬、蝙蝠、草兔、黄鼠狼、獾、狼、大仓鼠等。项目沿线受人类活动影

响较大，大中型的食草动物明显减少，仅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

森林公园有梅花鹿分布，小型食草动物种类较多。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兽类 2 种，

即梅花鹿、小灵猫，主要分布在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一带；国家二级保护兽类，即

豹猫、狼；省级重点保护兽类 2 种，分别是狐狸、黄鼬。 
沿线啮齿目动物是该区域内种类最多的兽类，其中鼠科部分种类具有家野两

栖的习性，部分种类是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的传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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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  项目评价范围内野生动物调查表 

物种名 拉丁名 目 科 区系 保护等级 IUCN 分布情况 

大蟾蜍 Bufo gargarizans 无尾目 蟾蜍科 古北界 无 LC 广泛分布 

黑斑蛙 Pelophylax nigromaculatus 无尾目 蛙科 古北界 省级 LC 湿地、农田 

北方狭口蛙 Kaloula borealis 无尾目 姬蛙科 古北界 无 LC 林地、灌丛 

泽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 无尾目 蛙科 广布种 无 LC 林地、灌丛 

饰纹姬蛙 Microhyla ornata 无尾目 姬蛙科 东洋界 无 LC 林地、灌丛 

东方铃蟾 Bombina orientalis 无尾目 铃蟾科 古北界 省级 LC 溪流、池塘 

中华鳖 Pelodiscus sinensis 龟鳖目 鳖科 广布种 无 VU 溪流、池塘 

乌龟 Mauremys reevesii 龟鳖目 龟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EN 溪流、池塘 

多疣壁虎 Gekko japonicus 有鳞目 壁虎科 古北界 无 LC 林缘、草地 

赤链蛇 Lycodon rufozonatus 有鳞目 游蛇科 古北界 无 LC 湿地、灌丛 

壁虎 Gekko japonicus 有鳞目 壁虎科 古北界 无 LC 建筑物、石缝 

红点锦蛇 Elaphe rufodorsata 有鳞目 游蛇科 古北界 无 LC 湿地、灌丛 

虎斑游蛇 Rhabdophis tigrinus 有鳞目 游蛇科 古北界 无 LC 近水区域 

黄脊游蛇 Hierophis spinalis 有鳞目 游蛇科 古北界 无 LC 林缘、草地 

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有鳞目 蜥蜴科 古北界 省级 LC 灌丛、草地 

鵰鸮 Bubo bubo 鸮形目 鸱鸮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山地森林 

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鸮形目 鸱鸮科 东洋界 国家二级 LC 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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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2-7  项目评价范围内野生动物调查表 

物种名 拉丁名 目 科 区系 保护等级 IUCN 分布情况 

纵纹腹小鸮 Athene noctua  鸮形目 鸱鸮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低山灌丛 

长耳鸮 Asio otus 鸮形目 鸱鸮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针阔混交林 

领角鸮 Otus lettia 鸮形目 鸱鸮科 东洋界 国家二级 LC 次生林 

中华秋沙鸭 Mergus squamatus 雁形目 鸭科 古北界 国家一级 EN 河流、水库 

鸳鸯 Aix galericulata 雁形目 鸭科 东洋界 国家二级 LC 森林溪流 

蝙蝠（中华鼠耳蝠）| Myotis chinensis 翼手目 蝙蝠科 古北界 无 LC 洞穴、建筑 

金雕 Aquila chrysaetos 鹰形目 鹰科 古北界 国家一级 LC 高山、森林 

鸢（黑鸢） Milvus migrans 鹰形目 鹰科 广布种 国家二级 LC 开阔林地、水域 

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 鹰形目 鹰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森林 

雀鹰 Accipiter.virgatus 鹰形目 鹰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林缘、灌丛 

普通鵟 Buteo japonicus 鹰形目 鹰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开阔山地 

红脚隼 Falco amurensis 隼形目 隼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开阔地、迁徙途经 

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隼形目 隼科 广布种 国家二级 LC 农田、荒地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鹈形目 鹭科 广布种 省级 LC  

夜鹭 Nycticorax nycticorax 鹈形目 鹭科 广布种 国家三有 LC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佛法僧目 翠鸟科 广布种 无 LC  

珠颈斑鸠 Spilopelia chinensis 鸽形目 鸠鸽科 东洋界 无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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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2-7  项目评价范围内野生动物调查表 

物种名 拉丁名 目 科 区系 保护等级 IUCN 分布情况 

黑鹳 Ciconia nigra 鹳形目 鹳科 古北界 国家一级 LC 湿地 

黑水鸡 Gallinula chloropus 鹤形目 秧鸡科 广布种 国家三有 LC  

环颈雉 Phasianus colchicus 鸡形目 雉科 古北界 
省级、国

家三有 
LC  

布谷鸟 Cuculus canorus 鹃形目 杜鹃科 广布种 无 LC 林地 

啄木鸟 Dendrocopos spp. 鴷形目 啄木鸟科 古北界 部分省级 LC 森林 

麻雀 Passer montanus 雀形目 雀科 广布种 无 LC 居民区、农田 

黄鹂 Oriolus chinensis 雀形目 黄鹂科 东洋界 无 LC 森林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雀形目 椋鸟科 东洋界 无 LC 低地灌丛 

百灵 Melanocorypha spp. 雀形目 百灵科 古北界 部分省级 LC 草原、荒地 

家燕 Hirundo rustica 雀形目 燕科 广布种 无 LC 民居、农田 

乌鸦 Corvus spp. 雀形目 鸦科 广布种 无 LC 森林、城市 

喜鹊 Pica pica 雀形目 鸦科 古北界 无 LC  

野猪 Sus scrofa 偶蹄目 猪科 广布种 国家三有 LC 森林 

梅花鹿 Cervus nippon 偶蹄目 鹿科 古北界 国家一级 VU 森林 

狐狸（赤狐） Vulpes vulpes 食肉目 犬科 古北界 省级 LC 林地、农田 

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食肉目 猫科 东洋界 国家二级 LC 森林、灌丛 

黄鼠狼（黄鼬） Mustela sibirica 食肉目 鼬科 古北界 省级 LC 农田、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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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2-7  项目评价范围内野生动物调查表 

物种名 拉丁名 目 科 区系 保护等级 IUCN 分布情况 

獾（狗獾） Meles leucurus 食肉目 鼬科 古北界 无 LC 林地、荒地 

狼 Canis lupus 食肉目 犬科 古北界 国家二级 LC 山区（罕见） 

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食肉目 灵猫科 东洋界 国家一级 UV 森林 

草兔 Lepus capensis 兔形目 兔科 古北界 无 LC 草地、农田 

刺猬 Erinaceus amurensis 猬形目 猬科 古北界 无 LC 灌丛、农田 

大仓鼠 Tscherskia triton 啮齿目 仓鼠科 古北界 无 LC 农田、荒地 

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inhoei 啮齿目 松鼠科 东洋界 国家三有 LC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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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情况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山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项目评价范围内脊椎动物中，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有 5 种，即梅花鹿、小灵猫、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有 15 种，即乌龟、鸢、苍鹰、雀鹰、普通鵟、红隼、红脚隼、领

角鸮、雕鸮、斑头鸺鹠、纵纹腹小鸮、长耳鸮、豹猫、狼；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9 种，具体如下：两栖动物有 2 种，即黑斑蛙、东方铃蟾；爬行动物有 1 种，即

北草蜥；鸟类有 4 种，即白鹭、环颈雉、啄木鸟（部分）、百灵（部分）；兽类有

2 种，即黄鼬、狐狸。《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濒危（EN）野生动物有 1
种，即中华秋沙鸭；无极危（CR）、近危（NT）野生动物；易危（VU）野生动

物有 1 种，即小灵猫。 
项目评价范围内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查结果表 3.2-8，其中省级保护动物是

项目区域广布种，分布较为广泛，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致分布详

见附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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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拟建公路沿线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情况表 

序

号 
物种名称（中文名/拉丁名） 保护级别 

濒危

等级 
特有种

(是/否) 
分布及数量 资料来源 

工程是否占

用栖息地 

1 中华秋沙鸭 Mergus squamatus 国家一级 EN 否 
越冬期栖息于山间河流、水库湖泊中，每年 4 月沿山谷

河流到达山区针、阔混交林带。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 金雕 Aquila chrysaetos 国家一级 LC 否 主要栖息在山地森林和草原地带 历史调查资料 否 
3 黑鹳 Ciconia nigra 国家一级 LC 否 主要栖息于大型湖泊、沼泽和河流附近 历史调查资料 否 
4 梅花鹿 Cervus nippon 国家一级 LC 否 主要栖息地包括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 历史调查资料 否 
5 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国家一级 VU 否 主要栖息于森林中 历史调查资料 否 
6 鸢 Milvus kprschun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开放的森林、林地、草地、农田、湿地 历史调查资料 否 

7 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不同海拔高度的针叶林、混交林和阔叶林等森林

地带，也见于山地平原和丘陵地带的疏林和小块林内。 
历史调查资料 否 

8 雀鹰 Accipiter.virgatus 国家二级 LC 否 
常单独或成对在林缘和丛林边等较为空旷处活动和觅

食，以各种小鸟为食，也吃蜥蜴，蝗虫、蚱蜢、甲虫以

及其他昆虫和小型鼠类 
历史调查资料 否 

9 红脚隼 Falco amurensis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开阔的平原与低山一带，常在田园、果园及树丛

间活动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0 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国家二级 LC 否 
主要分布于栖息于沿线山地森林，物种分布广泛，但数

量稀少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1 鵰鸮 Bubo bubo 国家二级 LC 否 
雕鸮主要栖息于山地森林、平原、荒野、林缘灌丛、疏

林，以及裸露的高山和峭壁等环境中。以农田鼠、野兔

及雉类为食，有时也吃蛙、蛇和蜥蜴等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2 
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国家二级 LC 否 

主要栖息于从平原、低山丘陵到中山地带的阔叶林、混

交林、次生林和林缘，物种分布广泛，但数量稀少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3 纵纹腹小鸮 Athene noctua  国家二级 LC 否 
主要栖息于丘陵、草原和平原的农田地区，昼夜皆活

动，早晨和黄昏时较活跃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4 长耳鸮 Asio otus 国家二级 LC 否 主要分布于山地林缘、沼泽、灌草丛 历史调查资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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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2-8  拟建公路沿线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情况表 

序

号 
物种名称（中文名/拉丁名） 保护级别 

濒危

等级 
特有种 
(是/否) 

分布及数量 资料来源 
工程是否占

用栖息地 

15 鸳鸯 Aix galericulata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山地的河谷、溪流；常见于阔叶林和针阔混交

林的沼泽、芦苇塘及湖泊等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6 普通鵟 Buteo japonicus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山地森林和林缘地带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7 领角鸮 Otus lettia 国家二级 LC 否 
领角鸮栖息于森林、灌木丛、次生森林，以及开阔的

乡村和城镇周围的树林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8 乌龟 Mauremys reevesii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溪流、池塘 历史调查资料 否 
19 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森林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0 狼 Canis lupus 国家二级 LC 否 栖息于山地森林（罕见）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1 
黑斑蛙 Pelophylax 

nigromaculatus 
省级 LC 否 栖息于湿地、农田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2 东方铃蟾 Bombina orientalis 省级 LC 否 栖息于溪流、池塘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3 
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省级 LC 否 栖息于灌丛、草地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4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省级 LC 否 栖息于湿地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5 环颈雉 Phasianus colchicus 省级 LC 否 栖息于山地森林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6 啄木鸟 Dendrocopos spp. 省级 LC 否 栖息于森林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7 百灵 Melanocorypha spp. 省级 LC 否 栖息于森林、草地 历史调查资料 否 

28 黄鼬 Mustela sibirica 省级 LC 否 栖息于农田、灌丛 
历史调查资

料、现场调查 
否 

29 狐狸 Vulpes vulpes 省级 LC 否 栖息于林地、农田 历史调查资料 否 

注： IUCN 将物种分为不同的等级，以显示其濒危的状况，分别为极危（CR）、濒危（EN）、易危（VU）、近危（NT）、无危（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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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水生生物现状 

3.2.6.1 水生采样点设置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河流和水库为张村河、望岛河、羊亭河支流、贝草夼水库

和姜南庄水库等。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当工

程穿越河流、湖泊、水库或湿地等重要生境且有涉水施工时，应开展水生生态现

状调查。为了较为全面评价工程影响范围内水域的水生生物现状，根据代表性、

整体性原则，项目组于 2025 年 4 月对施工涉及的 K22+377 张村河、姜南庄水库进

行了现场调查，现场调查照片见图 3.2-6，并对项目跨越的水体处进行了水生生物

调查，即在上述桥位处布设采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图 3.2-6  水生生物采样点环境现状 

3.2.6.2 浮游植物 

1. 种类组成 
现场调查的结果见表 3.2-9~3.2-10，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评价区各样点浮游藻

类植物共 4 门 13 种（属），其中硅藻门和蓝藻门的种类最多，均为 5 种（属），各

占 38.46%；裸藻门各 2 种（属），占 15.38%；甲藻门 1 种，占 7.69%。总体上来

看，评价区水域内浮游植物以硅藻和蓝藻为主。各采样点常见的藻类有硅藻门的

放射舟形藻(Navicula radiosa)、微绿舟形藻(Navicula viridula)、简单舟形藻(Navicula 
simplex)、系带舟形藻(Navicula cincta)、卡里舟形藻(Navicula carinifera)；蓝藻门的

颤藻(Oscillatoria sp.)、细小平裂藻(Merismopedia minima)、惠氏微囊藻(Microcystis 
wesenbergii)、绿色微囊藻(Microcystis viridis)、小形色球藻(Chroococcus minor)；裸
藻门的裸藻 (Euglena sp.) 、囊裸藻 (Trachelomonas sp.) 和甲藻门的裸甲藻

(Gymnodinium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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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评价区浮游植物调查表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学名 门 分布情况 

1 放射舟形藻 Navicula radiosa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 

张村河（++）、姜南庄

水库（+） 

2 微绿舟形藻 Navicula viridula 硅藻门 姜南庄水库（+++） 
3 简单舟形藻 Navicula simplex 硅藻门 张村河（++） 
4 系带舟形藻 Navicula cincta 硅藻门 张村河（+） 
5 卡里舟形藻 Navicula carinifera 硅藻门 张村河（++） 

6 颤藻 Oscillatoria sp. 
蓝藻门

（Cyanophyta） 
姜南庄水库（+） 

7 细小平裂藻 Merismopedia minima 蓝藻门 姜南庄水库（+++） 
8 惠氏微囊藻 Microcystis wesenbergii 蓝藻门 张村河（++） 
9 绿色微囊藻 Microcystis viridis 蓝藻门 张村河（++） 
10 小形色球藻 Chroococcus minor 蓝藻门 张村河（++） 

11 裸藻 Euglena sp. 
裸藻门

（Euglenophyta） 
姜南庄水库（+） 

12 囊裸藻 Trachelomonas sp. 裸藻门 张村河（+） 

13 裸甲藻 Gymnodinium sp. 
甲藻门

（Pyrrophyta） 
姜南庄水库（+） 

 
表 3.2-10   各门藻类种类数及所占比例 

 硅藻门 蓝藻门 裸藻门 甲藻门 总计 
种类数 5 5 2 1 13 

比例（%） 38.46 38.46 15.38 7.69 100 

2. 密度和生物量 
浮游植物密度和生物量变化趋势相同，浮游植物密度范围为0.746×105 ind./L～

1.34×105ind./L，均值为 1.04×105ind./L。沿线河流浮游植物生物量平均值为

0.314mg/L，具体见表 3.2-11。 

表 3.2-11   评价区浮游植物密度（×104ind./L）和生物量（mg/L） 

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密度 13.40 7.46 
生物量 0.482 0.145 

 
3.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中生物组成和结构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反映生物群落

的组织化水平，而且可以通过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反映群落的本质属性。浮游植物

生物多样性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计算公式，调查水域各断面浮游植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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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见表 3.2-12。 
生物多样性指数主要反映生态系统中生物的丰富度和均匀度。Hˊ值在 0.0~1.0

范围内，研究水体受重度污染；Hˊ值在 1.0~2.0 范围内，研究水体受中度污染；Hˊ
值在 2.0~3.0 范围内，研究水体受轻度污染；Hˊ值在 3.0 以上，研究水体为清洁。 

采样点的浮游植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一般，均在 1~2 以内，表明这 2 个采样

点的浮游植物种类丰富度一般。 

表 3.2-12  评价区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指数 

采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平均值 

生物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 

1.34 1.88 1.61 

 

3.2.6.3 浮游动物 

1. 种类组成 
现场调查的结果见表 3.2-13~3.2-14，根据调查结果可知，评价区水域内浮游

动物共 23 种（属）。其中，原生动物 8 种（属），占浮游动物种类的 33.33%；轮虫

11 种，占 45.83%；枝角类 2 种，占浮游动物种类的 8.33%；桡足类 3（属），占

12.50%。 
原生动物常见优势类群为冠砂壳虫(Difflugia corona)；轮虫类的常见种类为萼

花臂尾轮虫(Brachionus calyciflorus)、曲腿龟甲轮虫(Keratella valga)、角突臂尾轮

虫(Brachionus angularis)；枝角类常见种类为长肢秀水溞(Diaphanosoma leuchtenber 
gianum)；桡足类常见种类为中华哲水蚤(Calanus sinicus)、无节幼体(Nauplius)。 

 
表 3.2-13  评价区浮游动物名录 

物种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Ⅰ原生动物 Protozoa   
1 冠砂壳虫 Difflugia corona + ++ 
2 湖沼砂壳虫 Difflugua limnetica ++ ++ 
3 盖厢壳虫 Pyxidicula operculata  ++ 
4 钟虫属 Vorticellasp. + ++ 
5 小旋口虫 Spirostomum minus  + 
6 杯状似铃壳虫 Tintinnopsis crafera +  
7 大弹跳虫 Halteria grandinella   
8 瓶累枝虫 Epistylis urceolata + + 
Ⅱ轮虫 Rotatoria   
1.轮虫 Rotifer sp. +  
2.萼花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lyciflor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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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2-13  评价区浮游动物名录 

物种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3.曲腿龟甲轮虫 Keratella valga ++  
4.角突臂尾轮虫 Brachionus angularis + ++ 
5.壶状臂尾轮虫 Brachionus urceus + + 
6.螺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cochlearis  + 
7.暗小异尾轮虫 Trichocerca pusilla + + 
8.针簇多肢轮虫 Polyarthra trigla  +++ 
9.裂痕龟纹轮虫 Anuraeopsis fissa + ++ 
10.爱德里狭甲轮虫 Colurella adriatica  + 
11.唇形叶轮虫 Notholca labis +  
Ⅲ枝角类 Cladocera   
1.长额象鼻溞 Bosminalongirostris +  
2.长肢秀水溞 Diaphanosoma leuchtenber gianum ++ + 
Ⅳ桡足类 Copepoda   
1.无节幼体 Nauplius + + 
2.剑水蚤 Cyclopoida sp. + + 
3.中华哲水蚤 Calanus sinicus + + 

 
表 3.2-14  各种浮游动物种类数及所占比例 

 原生动物 轮虫 枝角类 桡足类 总计 
种类数 8 11 2 3 24 

比例（%） 33.33 45.83 8.33 12.50 100 

2. 密度和生物量 
从浮游动物密度、生物量以张村河采样点最高，分别为 203ind./L、

0.205mg/L；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以姜南庄水库采样点最低，分别为 40ind./L、
0.086mg/L。采样点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别为 121.5L、0.146，具体见表

3.2-15。 
 

表 3.2-15  评价区水体浮游动物密度（ind./L）和生物量（mg/L） 

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密度 203 40 
生物量 0.205 0.086 

 
3.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中生物组成和结构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反映生物群落

的组织化水平，而且可以通过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反映群落的本质属性。浮游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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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计算公式，调查水域各断面浮游动物多样性

指数见表 3.2-16。 
生物多样性指数主要反映生态系统中生物的丰富度和均匀度。2 个采样点的浮

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一般，均在 1-2 以内，表明这 2 个采样点的浮游动物种类

较为丰富而且各种类数量较均匀。 

表 3.2-16 评价区浮游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shannon 指数 Hˊ） 

采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平均值 生物多样性指数 Shannon-

Wiener 
1.32 1.56 1.44 

3.2.6.4 底栖动物 

1. 种类组成 
评价区统计出底栖动物共 31 种。其中，环节动物 3 种，占 9.68%；软体动物 11

种，占 35.48%；节肢动物 17 种，占 54.84%。以海摇蚊属和霍普水丝蚓、钩虾为

优势类群，具体见表 3.2-17~表 3.2-18。 
表 3.2-17  评价区底栖动物名录 

名称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一、环节动物门 Annelida   
1.水蛭 Whitmania pigra + + 
2.苏氏尾鳃蚓 Branchiura sowerbyi + + 
3.霍甫水丝蚓 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  
二、软体动物门 MOLLUSC   
1.短沟蜷 Semisulcospira sp. + + 
2.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  
3.球蚬 Sphaerium sp. + + 
4.梨形环棱螺 Bellamya purificata + + 
5.光滑狭口螺 Stenothyra glabra + + 
6.卵萝卜螺 Radix ovata + + 
7.矛形楔蚌 Cuneopsis celiiformis + + 
8.洞穴丽蚌 L. caveata + + 
9.失衡丽蚌 L. toruosa  + 
10.背角无齿蚌 Anodonta woodiana + + 
11.高顶鳞皮蚌 Lepidodesma languilati + + 
三、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1.短石蛾属 Brachycentrus sp. + + 
2.隐摇蚊 Cryptochironomus sp. + + 
3.摇蚊 Tendipus sp.  + 
4.羽摇蚊 Chironomus plumos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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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摇蚊 Microchironomus sp. + + 
6.前突摇蚊 Pelopia sp.  + 

 
续 表 3.2-17  评价区底栖动物名录 

名称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7.直突摇蚊 Orthocladius sp. +  
8.箭蜓 Gomphidae spp.  + 
9.豉甲 Dineutus sp.  + 
10.蜉蝣 Ephemeridae sp. + + 
11.扁蜉 Heptageniidaesp.  + 
12.四节蜉 Baetidae sp. +  
13.纹石蚕 Hydropsyche sp.  + 
14.柔裳蜉属 Habrophlebiodes  + 
15.钩虾 Gammarid sp. + ++ 
16.沼虾 Macrobrachium sp.  + 
17.长臂虾属 Palaemon sp. + + 

 
表 3.2-18  底栖生物种类数及所占比例 

 环节动物门 软体动物门 节肢动物门 总计 

种类数 3 11 17 31 

比例（%） 9.68 35.48 54.84 100 

 
2. 密度和生物量 
底栖动物平均密度约 62.73ind./m2，平均生物量约 27.75g/m2，生物量趋势与密

度趋势一致，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以张村河为最高，分别为 75.62ind./m2 和

34.95g/ m2。各采样点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见表 3.4-19。 
表 3.2-19 底栖动物密度（ind./m2）和生物量（g/ m2） 

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密度 75.62 49.83 
生物量 34.95 20.54 

 
3.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中生物组成和结构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反映生物群落

的组织化水平，而且可以通过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反映群落的本质属性。底栖动物

多样性采用Shannon-Wiener 指数计算公式，调查水域各断面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主要反映生态系统中生物的丰富度和均匀度。根据现场调查

结果和资料收集情况，拟建项目评价范围内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较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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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丰富。 
 
 

表 3.2-20  评价区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shannon 指数 Hˊ） 

采样点 

张村河 姜南庄水库 
平均值 生物多样性指数 Shannon-

Wiener 
0.68 0.76 0.68 

 

3.2.6.5 水生维管束植物 

根据现场调查，沿线水生维管束植物主要包括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浮叶植

物、漂浮植物等。其中沉水植物包括有金鱼藻、黑藻、大叶藻等；挺水植物有菰、

芦苇等；浮叶植物有荇菜、水鳖等；漂浮植物有浮萍等，主要分布于张村河附近。

工程区常水位以下水生植物稀少，部分苦草、黑藻等沉水植物，常水位线上分布

较多的湿生植物，如芦苇等。 

3.2.6.6 水生动物现状 

1. 区域水系鱼类群落结构与资源现状评价 
根据山东省鱼类资源调查结果，共采集到野生鱼类 153 种，分别隶属于于 15

个目 31 个科，其中鲟形目 2 科 3 种，占 2.0%；鲱形目 2 科 4 种，占 2.6%；鲑形

目 4 科 10 种，占 6.5%；鳗鲡目 1 科 1 种，占 0.7%；鲤形目 2 科 79 种，占 51.6%；

鲶形目 2 科 8 种，占 5.2%；鳉形目 1 科 1 种，占 0.7%；合针鱼 1 科 4 种，占 
2.6%；鲻形目 1 科 2 种，占 1.3%；刺鱼目 1 科 1 种，占 0.7%；合鳃目 1 科 1
种，占 0.7%；鲈形目 8 科 26 种，占 17.0%；鲉形目 2 科 2 种，占 1.3%；鲽形目 4
科 11 种，占 7.2%。鲀形目 1 科 4 种，占 2.6%。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山东省野生

淡水鱼类物种数量最多为鲤形目，共 2 科 79 种，占全省淡水鱼类总数的 51.6%；

其次为鲈形目，共 8 科 26 种，占全省淡水鱼类总数的 17%。在 153 种淡水鱼中，

鲤鱼(Cyprinus carpio)、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rix)、草鱼(Ctennopharyngodon 
idellus)和鳙鱼(Arjstjchtys nobilis)分布最为广泛。在项目所在区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经区共有野生鱼类物种 19 种，多为鲤形目鱼类。根据现场调查结果，项目区内野

生鱼类种类较少，以鲤鱼、鲢鱼、草鱼和鳙鱼为主，见表 3.2-21。 
 

表 3.2-21   山东省淡水鱼类资源现状调查名录 

目 科 种 
单元

个数 
鲟形目

Acipenseriformes(3) 
鲟科(Acipenseridae) 达氏鲟(Acipenser bryanu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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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鳇鱼(Huso dauricus) 2 

 匙吻鲟科

(Polyodontidae) 
白鲟(Psephurus gladius) 2 

  寿南青鳞鱼(Harengula  lunasi) 11 

续 表 3.2-21   山东省淡水鱼类资源现状调查名录 

目 科 种 
单元

个数 

鲱形目

Clupeiformes(4) 
鲱科(Clupeidae) 鰶(Clupanodon punctatus) 10 

  凤尾鲚(Coilia ectenes mystus) 17 

 鳀科(Engraulidae) 刀鲚(Coilia ectenes) 18 

鲑形目

Salmoniformes(10) 
鲑科(Salmonidae) 秦岭细鳞鱼(Brachymystax  lenok) 1 

 香鱼科(Plecoglossidae) 香鱼(Plecoglossus altivelis) 1 

 银鱼科(Salangidae) 
长江银鱼(Hemisalanx 

brachyrostralis) 
6 

  大银鱼(Protosalanx  hyalocranius) 44 
    

  太湖短吻银鱼(Neosalanx  
tangkahkeii  taihuensis) 

20 

  银鱼(Hemisalanx Prognathus) 32 
  长臀银鱼(Salanx  longialanis) 2 
  尖头银鱼(Salanx  aiaticeps) 1 
 胡瓜鱼科(Osmeridae) 池沼公鱼(Hypomesus olidus) 15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1) 
鳗鲡科(Anguillidae) 鳗鲡(Anguilla japonica) 13 

鲤形目 
Cypriniformes(79) 

鲤科(Cyprinidae) 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 55 

  草鱼(Ctennopharyngodon idellus) 106 
  中华细鲫(Aphyocypris chinensis) 20 
  鳡鱼(Elopichtys bambusa) 24 

  马口鱼(Opsariichthys uncirostris 
bidens) 

29 

  南方马口鱼(Opsriichtys bidens) 9 
  赤眼鳟(Squaliobarbus.curriculus) 50 
  鳤鱼(Ochetobius elongatus) 5 
  寡鳞飘鱼(Parapelecus  engraulis) 3 
  似鮫鱼(Toxabramis swinhoni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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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氏餐条(Hemiculter bleekeri 
bleekeri) 

29 

  餐条(Hemiculter leucisculus) 70 

 
续 表 3.2-21   山东省淡水鱼类资源现状调查名录 

目 科 种 
单元

个数 

  翘嘴红鲌(Erythroculter 
ilishaetormis) 

88 

  蒙古红鲌(Erythroculter mongolicus) 27 
  青梢红鲌(Erythroculter.dabryi) 3 
  戴氏红鲌(Erythroculter dabryi) 3 

  尖头红鲌(Erythroculter 
oxycephalus) 

5 

  红鳍鲌(Culter erythropterus) 25 
  长春鳊(Parabamis  pekinensis) 34 
  鲫鱼(Carassius auratus) 97 
  鲤鱼(Cyprinus carpio) 108 
  鳙鱼(Arjstjchtys  nobilis) 103 
  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rix) 107 
  黑龙江鳑鮍(Rhodeus sericeus) 15 

  短须刺鳑鮍(Acanthorhodeus  
barbatulus) 

10 

  大鳍刺鳑鮍(Acanthorhodeus 
macropterus) 

22 

  越南鳑鮍(Acanthorhodeus 
tonkinensis) 

2 

  兴凯刺鳑鮍(Rhodeus sericeus) 2 

  斑条刺鳑鮍(Acanthorhodeus  
taenianalis) 

3 

  黑鳍鳈(Sarcocheilichthys nigripinnis 
nigripinnis) 

3 

  短须颌须鮈(Gnathopogon imberbis) 1 

  点纹颌须鮈(Gnathopogon 
wolterstorffi) 

1 

  多纹颌须鮈(Gnathopogon  
polytaenia) 

1 

  银色颌须鮈(Gnathopogon 
argentatus) 

1 

  中间颌须鮈(Gnathopogon 
intermediu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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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颌须鮈(Gnathopogon sihuensis) 2 
  似铜鮈(Gobio coriparoides) 1 
  黄河鮈(Gobio huanhensjs) 1 
  蛇鮈(Saurogobio  dabryi) 10 

续 表 3.2-21   山东省淡水鱼类资源现状调查名录 

目 科 种 
单元

个数 
  长蛇鮈(Saurogobio dumerili) 3 

  光唇蛇鮈(Saurogobio  
gymnocheilus) 

2 

  平口鮈(Ladisiavia  taczanowski) 1 
  特氏蛇鮈(Saurogobio  drakei) 2 
  似鮈(Pseudogobio vaillanti vaillanti) 1 
  铜鱼(Coreius heterodon) 8 
  北方铜鱼(Coreius septentrionalis) 2 
  棒花鱼(Abbottina rivularis) 58 

  多鳞铲颌鱼(Varicorhinus  
macolepis) 

8 

 鳅科(Cobitidae) 
平鳍鳅鮀(Gobiobotia  

homalopteroidea) 
1 

  宜昌鳅鮀(Gobiobotia  ichangensis) 3 
  短吻鳅鮀(Gobiobotia brevirostri) 12 
  花鳅(Cobits taenia) 33 
  伍氏沙鳅(Botia  wui) 5 
  沙鳅(Botia sp.) 10 
  中间沙鳅(Botia  intermedia) 4 
  黄沙鳅(Botia xanthi) 8 
  大鳞泥鳅(Misgurnus mizolepis) 21 
  须鼻鳅(Lefua costata) 11 
  泥鳅(Misgurnus angullicaudatus) 97 

鲶形目

Siluriformes(8) 
鮠科(Bagridae) 黄颡鱼(Pseudobagrus fulvidrac) 97 

  光泽黄颡鱼(Pseudobagrus nitidus) 12 
  乌苏里鮠(Leiocassis ussuriensis) 3 
  短尾鮠(Leiocassis brericaudatua) 1 
  鮠(Leiocassis sp.) 6 
  纵带鮠(Leiocassis argentivittatev) 1 
  开封鮠(Leiocassis kaifenensis) 2 
 鲶科(Ageneiosidae) 鲶鱼(Parasilurus asotus) 90 

鳉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
鳉科 

(Cyprinodontidae) 
青鳉(Oryzias latipe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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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针鱼目

Beloniformes(4) 
针鱼科(Belonidae) 鱵鱼(Hemirhamphus kurumeus) 22 

  细鳞鱵鱼(Hemirhamphus sajori) 2 

续 表 3.2-21   山东省淡水鱼类资源现状调查名录 

目 科 种 
单元

个数 
  尖嘴颌针鱼(Tylosurus anastomella) 10 

  间鳞鱵鱼(Hemirhamphus 
imtemedius) 

1 

鲻形目

Mugiliformes(2) 
鲻科(Mugilidae) 鲻鱼(Megil cepnatus) 11 

  梭鱼(Megil so-iuy) 19 
刺鱼目

Gasterosteiformes(1) 
刺鱼科(Gasterosteidae) 中华多刺鱼(Pungitius sinensis) 17 

合鳃目

Synbranchiformes(1) 
合鳃科

( Symbranchidae) 
黄鳝(Monopterus albus) 83 

 鮨科(Serranidae) 鳜(Siniperca chuatsi) 53 
  大眼鳜(Siniperca kneri) 16 
  斑鳜(Siniperca scherzeri) 7 
  翘嘴鳜(Siniperea chuatsi) 24 
  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us) 26 
  棘头梅童鱼(Collichtys lucidus) 18 

鲈形目

Perciformes(26) 
鰕虎科(Gobiidae) 

波氏栉鰕虎鱼(Ctenogobius 
cliffordpopei) 

24 

  栉鰕虎鱼(Ctenogebius giurinus) 25 

  红狼牙鰕虎(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 

23 

  蝌蚪鰕虎鱼(Lophiogbius 
ocellicauda) 

23 

  纹缟鰕虎鱼(Tridentiger 
trigonocephalus) 

17 

  叉齿鰕虎鱼(Tridentiger obscurus) 16 
  钟馗鰕虎鱼(Triaenopogon barbatus) 16 

  长尾复鰕虎鱼(Synechogobius 
ommaturus) 

23 

  尖尾鰕虎鱼(Chaeturichtys 
stigmatias) 

23 

  白鰕虎鱼(Aboma lactipes) 23 
  吻鰕虎鱼(Rhinogobius giurinus) 33 
  鰕虎鱼(Rhirogobius s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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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尾刺鰕虎鱼(Acanthogobius hasta) 29 

  刺鰕虎鱼(Acanthogobius 
flavimanus) 

16 

 
续 表 3.2-21   山东省淡水鱼类资源现状调查名录 

目 科 种 
单元

个数 

 弹涂鱼科

(Periophthalmidae) 
弹塗鱼(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 17 

 鲳科(Stromateidae) 银鲳鱼(Pamspus argenteus) 17 
 攀鲈科(Anabantidae) 圆尾斗鱼(Macropodus chinensis) 43 
 鳢科(Channidae) 乌鳢(Ophipcephalus argus) 95 
 塘鳢科 Eleotridae) 黄鱼幼(Hypseleotris swinbonis) 10 

 刺鳅科

(Mastacembelidae) 
刺鳅(Mestacembelus aculeatus) 34 

 鲬科(Platycephalidae) 鯒(Platycephalus indicus) 9 
 科(Cottidae) 松花鲈(Trachidermus fasciatus) 3 

鲽形目

Pleuronectiformes(11
) 

鲽科(Pleuronectidae) 高眼鲽(Cleisthenes) 1 

 鳎科(Soleidae) 斑条鳎(Zebrias zebra) 11 
 舌鳎科(Cynoglossidae) 窄体舌鳎(Cynoglossus gracilis) 18 
  三线舌鳎(Cynoglossus trigrammus) 11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ris) 18 
  焦氐舌鳎(Cynoglossus joyneri) 18 
  短吻舌鳎(Cynoglossus abbrevatus) 10 

鲀形目

Tetraodontiformes(4) 
鲀科(Tetraodontidae) 弓斑东方鲀(Fugu  ocellatus) 10 

  暗色东方鲀(Fugu obscurus) 11 
  红鳍东方鲀(Fugu rubripes) 10 
  星点东方鲀(Fugu  niphoble) 12 

 
2. 项目跨越河流特有、重点保护水生生物现状 
结合资料及现场调查，以及向当地渔业渔政部门了解，本项目沿线无特有、

重点保护水生生物。 
3. 鱼类“三场一通道”调查 
根据资料及现场调查，以及向当地渔业渔政部门了解，项目桥梁跨越处无鱼

类“三场一通道”分布。 

3.2.7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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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海市环翠区区土地利用现状 
按照威海市统一部署，2018 年 3 月，威海市环翠区启动第三次国土调查（以

下简称“三调”），以国家下发的调查控制界线为调查区域，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为标准时点汇总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拟建项目沿线所在

的环翠区现状土地，主要地类数据如下： 
（1）耕地 5239.76 hm2（7.86 万亩）。其中，水浇地 594.57 hm2（0.89 万亩），

占 11.35%；旱地 4645.19 hm2（6.97 万亩），占 88.65%。位于 2 度以下坡度（含 2
度）的耕地 1081.24 hm2（1.62 万亩），占全区耕地的 20.64%；位于 2—6 度坡度

（含 6 度）的耕地 1189.44 hm2（1.78 万亩），占 22.70%；位于 6—15 度坡度（含

15 度）的耕地 2863.51 hm2（4.30 万亩），占 54.65%；位于坡度 15—25 度坡度（含

25 度）的耕地 104.80 hm2（0.16 万亩），占 2.00%；位于 25 度以上坡度的耕地 0.77 
hm2（不足 0.01 万亩），占 0.01%。 

（2）园地 5182.13 hm2（7.78 万亩）。其中，果园 5124.08 hm2（7.69 万亩），

占 98.88%；茶园 4.53 hm2（0.01 万亩），占 0.09%；其他园地 53.52 hm2（0.08 万

亩），占 1.03%。 
（3）林地 14841.22 hm2（22.26 万亩）。其中，乔木林地 11025.82 hm2（16.54

万亩），占 74.29%；竹林地 1.08 hm2（不足 0.01 万亩）占比不足 0.01%；灌木林地

638.20 hm2（0.96 万亩），占 4.30%；其他林地 3176.12 hm2（4.76 万亩），占 21.40%。 
（4）草地全为其他草地，面积 515.24 hm2（0.77 万亩）。 
（5）湿地 339.90 hm2（0.51 万亩）。其中，沿海滩涂 336.28 hm2（0.50 万亩），

占 98.93%；内陆滩涂 3.62 hm2（0.01 万亩），占 1.07%。 
（6）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8142.68 hm2（12.21万亩）。其中，城市用地 2657.51 hm2

（3.99 万亩），占 32.64%；建制镇用地 2319.64 hm2（3.48 万亩），占 28.49%；村

庄用地 2935.69 hm2（4.40 万亩），占 36.05%；采矿用地 76.72 hm2（0.11 万亩），

占 0.94%；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153.12 hm2（0.23 万亩），占 1.88%。 
（7）交通运输用地 1242.19 hm2（1.86 万亩）。其中，铁路用地 43.07 hm2

（0.06 万亩），占 3.47%；公路用地 681.93 hm2（1.02 万亩），占 54.90%；农村道

路 458.39 hm2（0.69 万亩），占 36.90%；其他交通用地 58.80 hm2（0.09 万亩），占

4.73%。 
（8）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405.50 hm2（2.11万亩）。其中，河流水面 304.44 hm2

（0.46 万亩），占 21.66%；水库水面 558.40 hm2（0.84 万亩），占 39.73%；坑塘水

面 374.95 hm2（0.56 万亩），占 26.68%；沟渠 114.83 hm2（0.17 万亩），占 8.17%；

水工建筑用地 52.88 hm2（0.08 万亩），占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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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  威海市环翠区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土地利用分类 面积（hm2） 占总占地面积的比例（%） 

耕 地 5239.76 14.20 

园 地 5182.13 14.04 

林 地 14841.22 40.21 

草 地 515.24 1.40 

农用地 

小 计 25778.35 69.84 

湿地 339.90 0.92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405.50 3.81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8142.68 22.06 

交通运输用地 1242.19 3.37 

合计 36908.62 100 

 
2. 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评价 
本项目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是在卫片解译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资料，

运用景观法（即以植被作为主导因素），并结合土壤、地貌等因子进行综合分析后

对土地进行分类，将土地利用格局的拼块类型分为林地、园地、草地、耕地、水

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建设用地及其他用地共 7 种类型。 
根据评价区卫星影像图片解译，评价区土地总面积为 3317.42 hm2，其中林地

575.73 hm2，占总面积的 17.35%；园地 588.76 hm2，占总面积的 17.75%；草地

380.41 hm2，占总面积的 11.47%；耕地 633.83 hm2，占总面积的 19.11%；建设用

地 961.23 hm2，占总面积的 28.98%；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65.21 hm2，占总面积的

1.97%；其他用地 112.25 hm2，占总面积的 3.38%。可见，评价区土地利用类型以

建设用地及耕地为主，林地和园地面积相当，其他类型面积较小。评价区土地利

用现状见表 3.2-23。  
表 3.2-23   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hm2） 占评价范围（%） 
林地 575.73 17.35% 
园地 588.76 17.75% 
草地 380.41 11.47% 
耕地 633.83 19.11% 

建设用地 961.23 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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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65.21 1.97% 
其他用地 112.25 3.38% 
总计 3317.4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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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农业生态现状评价 

1. 区域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拟建项目沿线土地利用现状，农用地占威海市环翠区土地利用面积比例

最大为 65%，沿线评价区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详见附图 26。 
2. 耕地资源和基本农田保护 
项目经过区为丘陵区，沿线威海市环翠区人均耕地较少，仅为 0.0109 hm2/人，

基本农田保护率均在 95.14%以上。沿线耕地资源具体情况见表 3.2-24。 
 

表 3.2-24  沿线耕地、基本农田情况统计表 

行政区划 
耕地面积

（hm2） 
基本农田 
（hm2） 

人口（万

人） 
人均耕地面

积(hm2/人) 
基本农田保

护率 
威海市环翠区 5239.76 4984.96 48.25 0.0109 95.14% 

3.2.9 生态质量现状 

3.2.9.1 自然体系生物量现状 

根据评价区各类土地的现状调查数据，以林地、园地、草地等的生物量及耕

地的近年平均粮食产量等参数来推算其实际生物量。评价区自然体系生物量现状

见表 3.2-25。 
表 3.2-25  评价区各生态类型的生物量 

生态类

型 
代表植物 

面积

（hm2） 
平均生物量

（t/hm2） 
生物量

（t） 
占总生物量

（%） 

林地 
赤松、黑松、麻栎及针阔

叶混交林等 
575.73 43.55 25073.04 54.65 

园地 
桃、梨、苹果、山楂、

枣、葡萄等 
588.76 8 4710.08 10.27 

草地 
蒿类、茅草、羊胡子草、

画眉草、野谷草 
380.41 5 1902.03 4.15 

农田栽

培植被 
小麦、玉米等 633.83 22.4 14197.88 30.94 

总计 2178.73 － 45883.03 100.00 

注：1、各植被类型平均生物量数据来源于：1）《我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方精

云等，1996）；2）《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冯宗炜等，1999）；3）《中国森

林生物量与生产力的研究》（肖兴威，2005）；4）《中国森林植被净生产量及平均生产力动态

变化分析》（林业科学研究，2014）；5）《中国不同植被类型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特征》（陈雅

敏等，2012）等文献。 

由上表可知，评价区植被总生物量为 45883.03t，其林地生物量最多，占评价

区总生物量的 54.65%，其次为农田栽培植被，园地和草丛的生物量较少，说明林

地是评价区的主要生态类型，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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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 景观生态体系质量现状 

景观生态系统的质量现状由评价范围内自然环境，各种生物以及人类社会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来决定。从景观生态学结构与功能相匹配的理论来说，结构是

否合理决定了景观功能的优劣，在组成景观生态系统的各类组分中，模地是景观

的背景区域，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景观的性质，对景观的动态起着主导作用。

模地采用传统的生态学方法来确定，即计算组成景观的各类斑块的优势度值（Do），
优势度值大的就是模地。 

优势度值（Do）={(Rd+Rf)/2+Lp}/2×100 
密度（Rd）＝嵌块 i 的数目/嵌块总数×100 
频度（Rf）＝嵌块 i 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100 
景观比例（Lp）=嵌块 i 的面积/样地总面积×100 
运用上述参数计算本项目生态评价范围各类拼块优势度值，其结果见表3.2-26。 

表 3.2-26  评价区各类斑块优势度值表 

景观类型 密度(Rd/%) 频度(Rf%) 景观比例(Lp%) 优势度(Do%) 

林地 34.92  64.63  45.08  47.43  
草地 0.50  19.51  0.28  5.14  
耕地 57.62  7.32  51.56  42.01  
水域 2.02  7.32  0.94  2.81  

建设用地 4.93  1.22  2.14  2.61  

由上表可知：1）评价区林地、草地、耕地、水域等景观类型均有分布，说明

了评价区内的生态系统在该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了集农、林等人工综合的

生态系统；2）评价区各斑块类型中，林地的优势度 Do 最高，说明林地是评价区

内的模地，是本区域内对景观具有控制作用的生态体系部分，所以区域景观生态

体系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抗干扰能力，系统调控环境质量能力较强；3）评价区

内耕地、草地等干扰斑块优势度 Do 较高，说明了评价区环境受人为干扰较严重。 

3.2.10 生态敏感区分布情况 

经现场调查及识别相关资料，拟建公路沿线涉及的生态敏感区有 3 处，分别

为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红线。本项目周边生

态敏感区分布情况见表 3.2-27、附图 29，生态敏感区的现状情况详见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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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7  本项目周边生态敏感区分布情况表 

序

号 

生态敏

感区名

称 

级

别 
主要保护

对象 
批建 
时间 

与本项目的位置关系 

1 

威海市

里口山

风景名

胜区 

省

级 

风景名胜

区的风景

资源及其

生态环境 

2004 年 

本项目占用路段为望岛互通立交至阮家口互通立交段新建

路基，阮家口互通立交，贝草夼互通立交，义和互通立交

和柳沟互通立交，以及路基、桥梁、隧道工程用地、通道

用地等，均位于三级保护区内。 

2 
双岛国

家森林

公园 

国

家

级 

森林公园

动植物资

源 
1993 年 

本项目望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

区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

涉及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长 205.84m，为生态保育区

（不涉及永久占地） 

3 
生态保

护红线 
 - 2022 年 

本项目用地不压占生态保护红线，但局部路段涉及胶东丘

陵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以隧道形式穿越生态保

护红线总长度为 814.53m 

3.3 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3.1 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 

1. 水污染源调查 
经调查，拟建公路评价范围内无工业污水排放源，生活污染源主要是居民的

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 
2. 水环境功能区划 
拟建公路跨越的水体主要有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南庄水库、

张村河等。上述水体无水环境功能区划，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水质标准，具体详见第一章 1.7.2 节。 

3. 水源保护区调查 
评价范围内不涉及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取水口。 

3.3.2 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 

1. 水质现状监测 
（1）监测布点 
为了解项目沿线地表水体环境现状，本次环评对沿线主要水体的水质现状进

行了布点监测，共设置监测点位 2 处，具体见表 3.3-1 和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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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水质现状监测点位一览表 

序号 桩号 水体 监测布点 

1 K12+470 贝草夼大桥 贝草夼水库 
跨水库桥位处设 1 个取样垂线，水面下

0.5m 深处设置 1 个取样点 

2 K23+100 张村河大桥 张村河 
拟建桥位下游 200m 处设一个取样断面，

在取样断面上距岸边三分之一水面宽

处，设一条取样垂线。 

 
（2）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 
拟建公路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见表 3.3-2。 

表 3.3-2  水质监测项目及方法表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最低检出限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1147-2020 
DZB-712 

便携式多参数仪 
/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 
温度计测定法》GB 13195-1991 

DZB-712 
便携式多参数仪 

/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 535-2009 
721 

可见分光光度 
0.025mg/L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 

11901-1989 

GZX-9070MBE 
电热鼓风干燥箱

FA2204N 
电子天平 

4mg/L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

法》HJ 828-2017 
TC-12 型 

COD 恒温加热器 
4mg/L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

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2009 
JPSJ-605F 

溶解氧测定仪 
0.5mg/L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2009 
JPSJ-605F 

溶解氧测定仪 
/ 

高锰酸盐 
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滴定管 0.125 mg/L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mg/L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

法》HJ 970-2018 
752 

紫外光栅分光光度计 
0.01mg/L 

 
（3）监测时间、频率 
本次评价委托山东奥斯瑞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6 日~9 日对沿线

水体进行了水质现状监测。连续监测 3 天，每天取样 1 次。 
（4）监测结果 
拟建公路沿线水体水质现状监测结果详见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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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拟建公路沿线水体水质监测结果 

检测项目(mg/L) 
采样点 采样时间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 
化学需氧量 总磷 悬浮物 氨氮 石油类 

高锰酸盐

指数 
2025/5/6 9.3 7.3 5.7 3.6 14 0.13 17 0.15 0.04 4.77 
2025/5/7 8.2 7.2 5.4 3.4 15 0.1 16 0.166 0.03 5.05 

张村河拟

建桥位下

游 200m 处 2025/5/8 9.6 7.4 5.9 3.2 14 0.11 18 0.157 0.03 5.09 
2025/5/6 9.8 7.3 6.2 2.4 11 0.01 13 0.159 0.04 4.57 
2025/5/7 9.8 7.3 6.1 2.9 12 0.01 14 0.176 0.04 4.65 

贝草夼水

库跨水库

桥位处 2025/5/8 9.7 7.3 6 3.2 12 0.02 15 0.171 0.04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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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质现状评价 
（1） 评价方法 
本次监测的沿线水体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

质标准；悬浮物参照执行水利部《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相应标准。 
水质现状评价采用标准指数法： 

 
式中：Si，j —标准指数； 

Ci，j —i 污染物在 j 断面的实测值，mg/L； 
Cs，i —i 污染物的评价标准限值，mg/L。 

pH 值单项水质参数计算方法： 

 
式中：SpH，j — pH 值的标准指数； 

pHj — pH 实测值； 
pHsd — 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下限值； 
pHsu — 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上限值。 

DO 单项水质参数计算方法： 

 

                          

式中：SDO,j―DO 的标准指数； 
DOf―某水温、气压条件下的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DOj—现状监测结果，mg/L； 
DOs—评价标准规定的值，mg/L； 
T—水温(℃)。 

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1.0，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规定的水质标准。 
（2） 执行标准及评价分析 
拟建公路所跨水体水质标准指数及水质达标分析见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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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拟建公路沿线水体水质标准指数 

检测项目标准指数 
采样点 采样时间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 
化学需氧量 总磷 悬浮物 氨氮 石油类 

高锰酸盐

指数 
2025/5/6 0.15  0.88  0.90  0.70  0.65  0.57  0.15  0.80  0.80  
2025/5/7 0.10  0.93  0.85  0.75  0.50  0.53  0.17  0.60  0.84  

张村河拟建

桥位下游

200m 处 2025/5/8 0.20  0.85  0.80  0.70  0.55  0.60  0.16  0.60  0.85  
2025/5/6 0.15  0.81  0.60  0.55  0.20  0.43  0.16  0.80  0.76  
2025/5/7 0.15  0.82  0.73  0.60  0.20  0.47  0.18  0.80  0.78  

贝草夼水库

跨水库桥位

处 2025/5/8 0.15  0.83  0.80  0.60  0.40  0.50  0.17  0.80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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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评价 
根据表 3.3-4，各项水质指标标准指数均小于 1，SS 满足《地表水资源质量标

准》（SL63-94）Ⅲ类标准，其余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表明沿线水质现状较好。 

3.4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4.1 项目区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本项目区的地质勘察资料，场区及附近无活动断裂分布，地质构造较简

单，无断层穿过。地下水由上部土层孔隙潜水和深部基岩裂隙水组成，含水量均

较小，其补给来源主要靠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但该区夏季易受暴雨，冬季易受

暴雪侵袭。根据调查，基岩风化裂隙水埋藏较深，一般超过 20m 深，无固定长水

位，勘察期间枯水季，未发现地下水。 

3.4.2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调查 

经调查，拟建公路评价范围内涉及 3 处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穿越羊亭镇义

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

水源地。根据《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与本项目相关的

水源地基本情况见表 3.4-1。 
表 3.4-1   水源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在 
乡镇 

村庄 
名称 水源地名称 水源

类型 
供水 
类型 

服务

人口

(人) 
取水口经纬度 保护范围 与本项

目关系 

1 环翠区

张村镇 福德庄 
张村镇福德庄

地下水型水源

地 

地下

水型 集中式 1130 122°3'5.11"Ε 
37°28'24.63"N 

一级保护区

以水井为中

心，半径 
30m 范围；

二级保护区

以水井为中

心，半径 
300m 范

围，里口山

路南 

临近二

级保护

区 

122°1'18.27"E 
37°26'19.53"N 

穿越保

护范围 
2 环翠区

羊亭镇 羊亭 
羊亭镇义和村

地下水型水源

地（两口井） 

地下

水型 分散式 648 
122°1'28.65"E 
37°26'20.44"N 

以水井为中

心，半径

30m 范围 临近保

护范围 

3 环翠区

羊亭镇 羊亭 羊亭镇北观地

下水型水源地 
地下

水型 分散式 600 122°5'1.32"E 
37°25'49.80"N 

以水井为中

心，半径

30m 范围 

穿越保

护范围 

 
1.水源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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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线K11+150~K11+200路段以北观大桥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

地保护范围，该水源地以水井为中心，半径 30m 范围被划定为保护范围，水源类

型为地下水型，服务人口约 600 人，供水类型为分散式，该项目穿越保护范围，

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18m。义和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桥

梁穿越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28m。义和互

通匝道 BK0+820~BK0+845 路路段临近另一处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

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62m。羊亭镇义合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以水井为中心，半

径 30m 范围被划定为保护范围，水源类型为地下水型，服务人口约 648 人，供水

类型为分散式，该项目穿越一处水井的保护范围，并临近一处水井的保护范围。

K22+100~K22+300 路段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路线与二

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8m，与一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09m，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324m，

该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为以水井为中心，半径 30m 范围；二级保护区为以水井为中

心，半径 300m 范围，里口山路南。服务人口约为 1130 人，水源类型为地下水型，

供水类型为集中式。该项目临近二级保护区。本项目与水源地位置关系见图 1.7-1~
图 1.7-3。 

2.水源地水文地质情况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的地下水类型属

于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基岩裂隙，地貌上属丘陵地貌单元，地形较起伏，为

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残坡积地层，灰黄色、红棕色含砾砂质黏土、含砾砂、砂

砾层，厚度 2m～8m。 
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地貌上

属山前平原地貌单元，地形较平坦，为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主要由灰黄色黏

质砂土或砂质黏土夹砂、砾、碎石透镜体，厚度 8m～15m。 

3.4.3 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与评价 

为了了解区域地下水质状况及地下水源保护区的水质现状，委托山东奥斯瑞

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监测点位为羊亭镇北观地下水

型水源地水井、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水井。 
1. 监测点位 
本次对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水井、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水井

进行了布点监测，见表 3.4-2 和附图 3。 

表 3.4-2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序号 桩号 监测点位 布点数目 

1 K11+110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水井 1 
2 K16+430 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水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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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项目及检测方法 
pH、氨氮(NH3-N)、硝酸盐（NO3-）、亚硝酸盐（NO2-）、挥发性酚、氰化物

（CN-）、砷(As)、汞（Hg）、六价铬(Cr 6+)、总硬度、铅（Pb）、氟化物（F-）、镉

(Cd)、铁（Fe）、锰（Mn）、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CODMn 法）、硫酸盐（SO4
2-）、

氯化物（Cl-）、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检测方法见表 3.4-3。 
 

表 3.4-3  地下水监测项目及检测方法表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仪器 检出限 

pH 水质 pH 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DZB-712 
便携式多参数仪 / 

亚硝酸盐

（以 N
计）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属

指标（12.1 重氮偶合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2023 

721 
可见分光光度 0.001 mg/L 

六价铬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6 部分：金属和类金

属指标（13.1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23 

721 
可见分光光度 0.004 mg/L 

总硬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4 部分：感官性状和

物理指标（10.1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 
GB/T 5750.4-2023 

滴定管 1.0 mg/L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721 
可见分光光度 0.0003mg/L 

氟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

属指标（6.2 离子色谱法） GB/T 5750.5-2023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2009 

721 
可见分光光度 0.025 mg/L 

氯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

属指标（5.2 离子色谱法） GB/T 5750.5-2023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 

氰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属

指标（7.1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23 

721 
可见分光光度 0.002 mg/L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AFS-830 
原子荧光光度计 0.04 μg/L 

溶解性总

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4 部分：感官性状和

物理指标（11.1 称量法） GB/T 5750.4-2023 
GZX-9070MBE 
电热鼓风干燥箱 / 

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AFS-830 
原子荧光光度计 0.3 μg/L 

硝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

属指标 （8.3 离子色谱法） GB/T 5750.5-2023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 

硫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

属指标（4.2 离子色谱法） GB/T 5750.5-2023 
CIC-D100 
离子色谱仪 / 

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7 部分：有机物综

合指标 （4.1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GB/T 
5750.7-2023 

HH-8 
数显恒温水浴锅 0.05 mg/L 

铁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1989 

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3 mg/L 

铅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GB/T 7475-1987 
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0 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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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4-3  地下水监测项目及检测方法表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仪器 检出限 

锰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1989 

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1 mg/L 

镉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GB/T 7475-1987 
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ug/L 

 
3. 监测频率 
取样监测 1 次。 
4. 监测结果 
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3.4-4。 

表 3.4-4  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结果一览表 

点位名称 检测项目(频次) 检测结果 单位 Ⅲ类 
标准值 达标情况 

pH 值 7.8 无量纲 6.5~8.5 达标 
亚硝酸盐（以 N 计） 未检出 mg/L ≤1.0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mg/L ≤0.05 达标 
总硬度 283 mg/L ≤450 达标 
挥发酚 未检出 mg/L ≤0.002 达标 
氟化物 0.191 mg/L ≤1.0 达标 
氨氮 0.069 mg/L ≤0.5 达标 
氯化物 72.6 mg/L ≤250 达标 
氰化物 未检出 mg/L ≤0.05 达标 
汞 未检出 μg/L ≤0.001 达标 

溶解性总固体 524 mg /L ≤1000 达标 
砷 0.3L μg/L ≤0.01 达标 

硝酸盐 15.3 mg/L ≤20.0 达标 
硫酸盐 85 mg/L ≤250 达标 
耗氧量 0.73 mg/L ≤3.0 达标 
铁 未检出 mg/L ≤0.3 达标 
铅 未检出 μg/L ≤0.01 达标 
锰 未检出 mg/L ≤0.1 达标 
镉 未检出 μg/L ≤0.005 达标 

总大肠菌群 未检出 MPN/100ml ≤3.0 达标 

羊亭镇义

和村地下

水型水源

地 

菌落总数 66 CFU/ml ≤100 达标 
pH 值 7.7 无量纲 6.5~8.5 达标 

亚硝酸盐 未检出 mg/L ≤1.00 达标 
六价铬 未检出 mg/L ≤0.05 达标 
总硬度 209 mg/L ≤450 达标 
挥发酚 未检出 mg/L ≤0.002 达标 
氟化物 0.4 mg/L ≤1.0 达标 
氨氮 0.037 mg/L ≤0.5 达标 
氯化物 33.8 mg/L ≤250 达标 
氰化物 未检出 mg/L ≤0.05 达标 

羊亭镇北

观地下水

型水源地 

汞 未检出 μg/L ≤0.00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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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4-4  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结果一览表 

点位名称 检测项目(频次) 检测结果 单位 Ⅲ类 
标准值 达标情况 

溶解性总固体 444 mg /L ≤1000 达标 
砷 未检出 μg/L ≤0.01 达标 

硝酸盐 5.98 mg/L ≤20.0 达标 
硫酸盐 36.4 mg/L ≤250 达标 
耗氧量 未检出 mg/L ≤3.0 达标 
铁 未检出 mg/L ≤0.3 达标 
铅 未检出 μg/L ≤0.01 达标 
锰 未检出 mg/L ≤0.1 达标 
镉 未检出 μg/L ≤0.005 达标 

总大肠菌群 未检出 MPN/100ml ≤3.0 达标 

羊亭镇北

观地下水

型水源地 

菌落总数 53 CFU/ml ≤100 达标 
 
5. 评价方法 
地下水质量采用单指标评价，按指标值所在的限值范围确定地下水质量类别，

指标限值相同时，从优不从劣。 
6. 现状评价 
地下水现状评价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从

表中可以看出，各监测指标均可达到Ⅲ类标准。 

3.5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5.1 声环境现状调查 

1. 评价范围声功能区划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威政发

[2024]24 号），规划范围内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

能区，铁路交通用地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区域划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工业生产、

仓储物流用地区域执行 3 类标准，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执行 1 类标准，其他区域

执行 2 类标准。项目沿线声环境功能区划详见表 1.7.4 小节。 
2. 拟建公路沿线主要噪声污染源 
沿线主要噪声源主要为现有交通噪声和居民生活噪声，其中交通噪声为影响

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的主要污染源。本项目所在区域的主要交通干道有环山路、

桃威铁路、S202、昆仑路、昌华路等。 
拟建公路沿线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保护目标 19 处，包括：3 处学校和 16 处

居民点。详见表 1.7-4。 

3.5.2 环境噪声现状监测 

1.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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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布点 
根据本项目所经区域的环境特征、噪声污染源和噪声敏感目标现状情况，本

着“以点和代表性区段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的评价原则，对项目沿线 12 处

代表性声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现状监测。 
① 布点原则 
本项目声环境现状监测布点原则为： 
a. 距路不同距离分别布设监测点，位于现有环山路、S202、昆仑路、昌华路

等交通干线两侧的红线外 55m 以内的 4a 类区，55m 以外的 1 类区分别布设；位于

现有桃威铁路两侧的红线外 55m 以内的 4b 类区，55m 以外的 1 类区分别布设； 
S302 两侧的红线外 25m 以内的 4a 类区，25m 以外的 3 类区分别布设。 

b. 不同敏感点类型分别布设敏感点。考虑村庄、学校等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划。 
c. 分仅受本项目交通噪声影响和同时受本项目、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影响的特

征选取布点，同步测定环境噪声现状值和本底值。 
d. 对临近铁路的敏感点进行监测，监测铁路噪声对其影响程度。 
e. 对沿线现有的交通干线布设交通噪声断面监测点。 
② 敏感点监测布点 
敏感点监测点位见表 3.5-1 和附图 3。 

 
表 3.5-1  声环境现状监测点位表 

序

号 
敏感点 
桩号 

监测 
点位 

方

位 
测点 
类型 

噪声

类型 布点位置 

1 K5+450~
K5+500 

望岛幼儿

园 右 学校 环境

噪声 

临现有环山路第一排教学楼 2 层、4 层窗前 1m，

高度 4.2m、10.2m。按大、中、小型车，记录现

有环山路交通量。 

2 K5+550~
K5+700 

望岛 
小学 右 学校 环境

噪声 

临现有环山路第一排教学楼 1 层、3 层、5 层窗

前 1m，高度 1.2m、7.2m、13.2m。同步监测，并

按大、中、小型车，记录现有环山路交通量。 

3 K5+700~
K5+900 望府公馆 右 居民点 环境

噪声 

临现有环山路辅道第一排房 1 层、3 层、5 层、7
层、12 层、17 层、27 层、35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13.2m、19.2m、34.2m、49.2m、

79.2m、103.2m。同步监测，并按大、中、小型

车，记录现有环山路辅道交通量。 

环境

噪声 

临现有桃威铁路第一排房 1 层、3 层窗前 1m，高

度 1.2m、7.2m。临现有桃威铁路边界 55m 外第

一排房 1 层、3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

选择有火车通过且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时连续

监测 1h，同时记录火车通过的时间和频次。 4 
CRK12+3
00~CRK1

2+780 

明海望府

大院 右 居民点 

背景

噪声 

远离现有环山线 300m 外临近现有桃威铁路第一

排房 1 层、3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远

离现有环山线 300m 外、距现有桃威铁路边界

55m 外，1 层、3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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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5-1  声环境现状监测点位表 
序

号 
敏感点 
桩号 

监测 
点位 

方

位 
测点 
类型 

噪声

类型 布点位置 

5 K7+010~
K7+500 

华夏山海

城海棠花

园 
左 居民点 环境

噪声 

临拟建公路第一排房 1 层、3 层、5 层、7 层、10
层、15 层、17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

13.2m、19.2m、28.2m、43.2m、49.2m。 

环境

噪声 

临现有 S202 公路第一排房 1 层窗前 1m，高度

1.2m。 
临现有 S202 公路边界 25m 外第一排房 1 层窗前

1m，高度 1.2m。同步监测，并按大、中、小型

车，记录现有 S202 交通量。 
6 K11+200~

K11+600 北观村 左 居民点 

背景

噪声 
远离现有 S202 公路 90m 外，1 层窗前 1m，高度

1.2m。 

环境

噪声 

临现有 S202 公路第一排房 1 层窗前 1m，高度

1.2m。 
临现有 S202 公路边界 55m 外第一排房 1 层窗前

1m，高度 1.2m。同步监测，并按大、中、小型

车，记录现有 S202 交通量。 
7 K14+200~

K14+600 朱家圈 左 居民点 

背景

噪声 
远离现有 S202 公路 265m 外，1 层窗前 1m，高

度 1.2m。 

环境

噪声 

临现有 S202 公路第一排房 1 层窗前 1m，高度

1.2m。 
临现有 S202 公路边界 55m 外第一排房 1 层窗前

1m，高度 1.2m。同步监测，并按大、中、小型

车，记录现有 S202 交通量。 
8 K16+180~

K16+550 义和村 左 居民点 

背景

噪声 
远离现有 S202 公路 265m 外，1 层窗前 1m，高

度 1.2m。 

9 K19+720~
K19+940 福泰小学 左 学校 环境

噪声 
临拟建公路和现有昆仑路第一排教学楼 2 层、4
层窗前 1m，高度 4.2m、10.2m。 

10 K20+580~
K20+920 

一品南山

三期 左 居民点 环境

噪声 

临拟建公路和现有昆仑路、昌华路第一排房 1 层、

3 层、5 层、9 层、12 层、17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13.2m、25.2m、34.2m、49.2m。 
临现有昆仑路、昌华路边界 55m外第一排房 1层、

3 层、5 层、9 层、12 层、17 层窗前 1m，高度

1.2m、7.2m、13.2m、25.2m、34.2m、49.2m。 

11 K21+000~
K21+150 嘉祥景苑 左 居民点 环境

噪声 

临拟建公路和现有昆仑路、昌华路第一排房 2 层、

4 层、6 层窗前 1m，高度 4.2m、10.2m、16.2m。 
临现有昆仑路、昌华路边界 55m外第一排房 2层、

4 层、6 层窗前 1m，高度 4.2m、10.2m、16.2m。 

12 K22+750~
K23+200 福德庄 左 居民点 环境

噪声 
临拟建公路第一排房 2 层、4 层、6 层窗前 1m，

高度 4.2m、10.2m、16.2m。 
 
（2）监测项目 
每组 L10、L50、L90、LAeq、S.D.值。 
（3）监测频次 
各噪声测点连续测 2 天，每天昼间和夜间各测 1 次，每次监测时间不少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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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昼间监测时段为 6:00～22:00，夜间监测时段为 22:00～次日 6:00。 
（4）监测方法 
具体测量时间、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测量方法均按照国标《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有关规定进行。监测同时记录监测点主要噪声源和周围环

境特征、车流量等。 
（5）监测仪器：AWA6228 多功能声级计。 
2.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 
（1）监测布点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点布设情况见表 3.5-2 所示。 
（2） 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3） 监测方法：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

噪声断面中 5 个监测点同步监测，监测同时记录车流量（按大、中、小型车分类

统计，车型分类标准见表 2）。 
（4） 监测频次：监测 2 天，昼间监测 1 次，夜间监测 1 次，每次监测 20 分

钟。 
表 3.5-2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点位 

序号 桩号 监测点位 方位 测点

类型 
噪声

类型 布点位置 

1 K13+800 既有 S202 左侧 公路 交通

噪声 
距现有 S202 中心线 20m、40m、60m、

80m、120m 设监测断面，高度 1.2m 
 
3. 交通噪声 24 小时连续监测 
（1）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2）监测点位：拟建公路 K13+800 处、既有 S202 左侧噪声断面中距离路中

心线 40m 处，高度 1.2m。 
（3）监测方法：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

监测同时记录车流量，按大、中、小型车分类统计，车型分类标准见表 2。 
（4）监测频次：24 小时连续监测，监测 1 天。 

3.5.3 环境噪声现状分析与评价 

2025 年 5 月，山东奥斯瑞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沿线声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 
1. 敏感点环境噪声现状评价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见表 3.5-3。 
由表 3.5-3 可知，本项目沿线所布设的 12 处环境噪声监测点中，所有敏感点

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 
综上所述，项目沿线声环境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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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 
检测

结果
dB

（A） 

车流量 
（辆/20min） 序

号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

时间 

LAeq 大 中 小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昼间 51.4  11 6 27 55 达标 
05.06 

夜间 41.3  4 1 8 45 达标 
昼间 51.8  12 8 31 55 达标 

2 层 
05.07 

夜间 41.8  5 2 10 45 达标 
昼间 53.1  11 6 27 55 达标 

05.06 
夜间 42.9  4 1 8 45 达标 
昼间 52.5  12 8 31 55 达标 

1 望岛幼儿园 

4 层 
05.07 

夜间 42.4  5 2 10 45 达标 
昼间 51.2  11 6 27 55 达标 

05.06 
夜间 39.6  4 1 8 45 达标 
昼间 49.6  12 8 31 55 达标 

1 层 
05.07 

夜间 40.2  5 2 10 45 达标 
昼间 52.1  11 6 27 55 达标 

05.06 
夜间 41.1  4 1 8 45 达标 
昼间 51.0  12 8 31 55 达标 

3 层 
05.07 

夜间 41.6  5 2 10 45 达标 
昼间 53.7  11 6 27 55 达标 

05.06 
夜间 44.0  4 1 8 45 达标 
昼间 53.1  12 8 31 55 达标 

2 望岛小学 

5 层 
05.07 

夜间 43.2  5 2 10 45 达标 
昼间 52.1  3 1 6 55 达标 

07.01 
夜间 41.7  0 2 4 45 达标 
昼间 51.7  4 2 11 55 达标 

1 层 
07.02 

夜间 41.6  0 2 6 45 达标 
昼间 53.2  3 2 5 55 达标 

07.01 
夜间 43.1  0 1 6 45 达标 
昼间 53.1  3 2 10 55 达标 

3 层 
07.02 

夜间 42.8  0 1 7 45 达标 
昼间 53.2  3 2 5 55 达标 

07.01 
夜间 43.2  0 1 6 45 达标 
昼间 53.4  3 2 10 55 达标 

5 层 
07.02 

夜间 43.2  0 1 7 45 达标 
昼间 52.4  3 1 6 55 达标 

07.01 
夜间 42.0  0 2 4 45 达标 
昼间 52.2  4 2 11 55 达标 

7 层 
07.02 

夜间 41.9  0 2 6 45 达标 
昼间 53.4  4 1 6 55 达标 

07.01 
夜间 43.3  0 2 4 45 达标 
昼间 53.4  2 1 9 55 达标 

3 望府公馆 

12 层 
07.02 

夜间 43.3  0 2 7 4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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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5-3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 
检测

结果
dB

（A） 

车流量 
（辆/20min） 序

号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

时间 

LAeq 大 中 小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昼间 52.6  2 1 5 55 达标 
07.01 

夜间 42.3  0 2 5 45 达标 
昼间 52.3  3 1 10 55 达标 

17 层 
07.02 

夜间 42.2  0 1 8 45 达标 
昼间 52.7  2 1 5 55 达标 

07.01 
夜间 42.5  0 2 5 45 达标 
昼间 52.6  3 1 10 55 达标 

27 层 
07.02 

夜间 42.6  0 1 8 45 达标 
昼间 53.4  4 1 6 55 达标 

07.01 
夜间 43.3  0 2 4 45 达标 
昼间 53.3  2 1 9 55 达标 

3 望府公馆 

35 层 
07.02 

夜间 43.1  0 2 7 45 达标 
昼间 53.1  6 / / 70 达标 

05.06 
夜间 43.2  0 / / 60 达标 
昼间 52.0  7 / / 70 达标 

1 层 
05.07 

夜间 43.2  0 / / 60 达标 
昼间 54.6  6 / / 70 达标 

05.06 
夜间 44.6  0 / / 60 达标 
昼间 54.7  7 / / 70 达标 

临现有桃威

铁路第一排 

3 层 
05.07 

夜间 44.7  0 / / 60 达标 
昼间 52.1  6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3.0  0 / / 45 达标 
昼间 52.0  7 / / 55 达标 

1 层 
05.07 

夜间 43.3  0 / / 45 达标 
昼间 53.8  6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3.7  0 / / 45 达标 
昼间 53.1  7 / / 55 达标 

临现有桃威

铁路边界

55m 外第一

排 
3 层 

05.07 
夜间 42.6  0 / / 45 达标 
昼间 51.3  / / / 70 达标 

05.06 
夜间 41.5  / / / 60 达标 
夜间 40.9  / / / 60 达标 

1 层 
05.07 

昼间 50.7  / / / 70 达标 
昼间 53.6  / / / 70 达标 

05.06 
夜间 38.8  / / / 60 达标 
夜间 43.1  / / / 60 达标 

远离现有环

山路 300m 临

近现有桃威

铁路第一排

房 3 层 
05.07 

昼间 52.9  / / / 70 达标 
昼间 50.4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39.7  / / / 45 达标 
昼间 50.3  / / / 55 达标 

4 
明海

望府

大院 

远离现有环

山路 300m 临

现有桃威铁

路边界 55m
外第一排 

1 层 
05.07 

夜间 39.8  / / / 4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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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5-3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 
检测

结果
dB

（A） 

车流量 
（辆/20min） 序

号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

时间 

LAeq 大 中 小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昼间 51.6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1.7  / / / 45 达标 
昼间 51.8  / / / 55 达标 4 

明海

望府

大院 

远离现有环

山路 300m 临

现有桃威铁

路边界 55m
外第一排 

3 层 
05.07 

夜间 42.1  / / / 45 达标 

昼间 50.9  / / / 60 达标 
05.06 

夜间 41.0  / / / 50 达标 
昼间 51.2  / / / 60 达标 

1 层 
05.07 

夜间 40.7  / / / 50 达标 
昼间 51.7  / / / 60 达标 

05.06 
夜间 41.5  / / / 50 达标 
昼间 51.5  / / / 60 达标 

3 层 
05.07 

夜间 41.5  / / / 50 达标 
昼间 52.2  / / / 60 达标 

05.06 
夜间 42.2  / / / 50 达标 
昼间 52.3  / / / 60 达标 

5 层 
05.07 

夜间 42.2  / / / 50 达标 
昼间 53.0  / / / 60 达标 

05.06 
夜间 42.6  / / / 50 达标 
昼间 52.6  / / / 60 达标 

7 层 
05.07 

夜间 42.9  / / / 50 达标 
昼间 53.8  / / / 60 达标 

05.07 
夜间 43.6  / / / 50 达标 
昼间 53.0  / / / 60 达标 

10 层 
05.06 

夜间 42.7  / / / 50 达标 
昼间 52.7  / / / 60 达标 

05.07 
夜间 42.8  / / / 50 达标 
昼间 53.1  / / / 60 达标 

15 层 
05.06 

夜间 43.0  / / / 50 达标 
昼间 53.9  / / / 60 达标 

05.06 
夜间 44.2  / / / 50 达标 
昼间 54.0  / / / 60 达标 

5 华夏山海城海棠花园 

17 层 
05.07 

夜间 43.7  / / / 50 达标 
昼间 53.8  20 4 15 70 达标 

05.06 
夜间 44.0  3 3 11 55 达标 
昼间 54.2  18 7 22 70 达标 

临现有 S202 公路第

一排房  
05.07 

夜间 44.0  4 2 14 55 达标 
昼间 53.2  18 7 22 65 达标 

05.07 
夜间 43.2  4 2 14 55 达标 
昼间 53.4  20 4 15 65 达标 

6 北观

村 
临现有 S202 公路边

界 25m 外第一排房  
05.06 

夜间 43.2  3 3 11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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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5-3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 
检测

结果
dB

（A） 

车流量 
（辆/20min） 序

号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

时间 

LAeq 大 中 小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昼间 51.5  / / / 65 达标 
05.07 

夜间 42.4  / / / 55 达标 
昼间 52.3  / / / 65 达标 

6 北观

村 
远离现有 S202 公路 

90m 外第一排房  
05.06 

夜间 42.0  / / / 55 达标 
昼间 53.6  16 9 25 70 达标 

05.06 
夜间 44.1  6 6 12 55 达标 
昼间 53.8  14 8 31 70 达标 

临现有 S202 公路第

一排房 
05.07 

夜间 44.2  4 2 13 55 达标 
昼间 53.5  14 8 31 55 达标 

05.07 
夜间 43.4  4 2 13 45 达标 
昼间 53.1  16 9 25 55 达标 

临现有 S202 公路边

界 55m 外第一排房 
05.06 

夜间 43.3  6 6 12 45 达标 
昼间 51.8  / / / 55 达标 

05.07 
夜间 42.5  / / / 45 达标 
昼间 51.7  / / / 55 达标 

7 朱家

圈 

远离现有 S202 公路 
265m 外第一排房 

05.06 
夜间 42.0  / / / 45 达标 
昼间 53.5  17 6 27 70 达标 

05.06 
夜间 44.4  6 4 10 55 达标 
昼间 53.7  14 5 32 70 达标 

临现有 S202 公路第

一排房 
05.07 

夜间 44.6  5 2 15 55 达标 
昼间 52.9  17 6 27 55 达标 

05.06 
夜间 42.6  6 4 10 45 达标 
昼间 52.8  14 5 32 55 达标 

临现有 S202 公路边

界 55m 外第一排房 
05.07 

夜间 42.2  5 2 15 45 达标 
昼间 51.9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1.3  / / / 45 达标 
昼间 51.3  / / / 55 达标 

8 义和

村 

远离现有 S202 公路 
265m 第一排房 

05.07 
夜间 41.3  / / / 45 达标 
昼间 52.1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0.9  / / / 45 达标 
昼间 51.4  / / / 55 达标 

2 层 
05.07 

夜间 40.9  / / / 45 达标 
昼间 54.0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2.8  / / / 45 达标 
昼间 53.8  / / / 55 达标 

9 福泰小学 

4 层 
05.07 

夜间 43.1  / / / 45 达标 
昼间 49.0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0.3  / / / 55 达标 
昼间 48.7  / / / 70 达标 

10 
一品

南山

三期 

临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

第一排房 
1 层 

05.09 
夜间 39.6  / / /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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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5-3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 
检测

结果
dB

（A） 

车流量 
（辆/20min） 序

号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

时间 

LAeq 大 中 小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昼间 49.8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0.9  / / / 55 达标 
昼间 49.7  / / / 70 达标 

3 层 
05.09 

夜间 40.7  / / / 55 达标 
昼间 50.2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1.6  / / / 55 达标 
昼间 50.0  / / / 70 达标 

5 层 
05.09 

夜间 41.7  / / / 55 达标 
昼间 51.9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2.3  / / / 55 达标 
昼间 51.6  / / / 70 达标 

9 层 
05.09 

夜间 42.1  / / / 55 达标 
昼间 51.7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3.1  / / / 55 达标 
昼间 52.4  / / / 70 达标 

12 层 
05.09 

夜间 42.7  / / / 55 达标 
昼间 53.7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3.8  / / / 55 达标 
昼间 52.2  / / / 70 达标 

临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

第一排房 

17 层 
05.09 

夜间 43.5  / / / 55 达标 
昼间 48.3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38.9  / / / 45 达标 
昼间 48.8  / / / 55 达标 

1 层 
05.09 

夜间 38.9  / / / 45 达标 
昼间 48.8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39.2  / / / 45 达标 
昼间 49.0  / / / 55 达标 

3 层 
05.09 

夜间 39.4  / / / 45 达标 
昼间 49.4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39.6  / / / 45 达标 
昼间 50.0  / / / 55 达标 

5 层 
05.09 

夜间 40.0  / / / 45 达标 
昼间 50.7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40.8  / / / 45 达标 
昼间 50.9  / / / 55 达标 

9 层 
05.09 

夜间 41.0  / / / 45 达标 
昼间 51.1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41.8  / / / 45 达标 
昼间 51.3  / / / 55 达标 

10 
一品

南山

三期 

临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

边界 55m 外
第一排房 

12 层 
05.09 

夜间 41.9  / / / 4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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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5-3 本项目沿线各敏感点噪声现状监测结果和达标情况 
检测

结果
dB

（A） 

车流量 
（辆/20min） 序

号 点位 检测 
日期 

检测

时间 

LAeq 大 中 小 

评价

标准 
达标

情况 

昼间 52.0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43.2  / / / 45 达标 
昼间 51.9  / / / 55 达标 

10 
一品

南山

三期 

临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

边界 55m 外
第一排房 

17 层 
05.09 

夜间 43.4  / / / 45 达标 
昼间 50.2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39.4  / / / 55 达标 
昼间 49.6  / / / 70 达标 

2 层 
05.09 

夜间 38.5  / / / 55 达标 
昼间 50.9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0.3  / / / 55 达标 
昼间 50.5  / / / 70 达标 

4 层 
05.09 

夜间 39.8  / / / 55 达标 
昼间 51.6  / / / 70 达标 

05.08 
夜间 42.2  / / / 55 达标 
昼间 51.8  / / / 70 达标 

临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

第一排房 

6 层 
05.09 

夜间 43.0  / / / 55 达标 
昼间 48.2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38.6  / / / 45 达标 
昼间 49.1  / / / 55 达标 

2 层 
05.09 

夜间 38.2  / / / 45 达标 
昼间 48.9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38.7  / / / 45 达标 
昼间 49.0  / / / 55 达标 

4 层 
05.09 

夜间 39.0  / / / 45 达标 
昼间 50.2  / / / 55 达标 

05.08 
夜间 40.6  / / / 45 达标 
昼间 50.4  / / / 55 达标 

11 嘉祥

景苑 

临现有昆仑

路，昌华路

边界 55m 外
第一排房 

6 层 
05.09 

夜间 41.1  / / / 45 达标 
昼间 50.9  / / / 55 达标 

05.07 
夜间 40.4  / / / 45 达标 
昼间 51.7  / / / 55 达标 

2 层 
05.06 

夜间 41.4  / / / 45 达标 
昼间 51.9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2.2  / / / 45 达标 
昼间 51.9  / / / 55 达标 

4 层 
05.07 

夜间 42.0  / / / 45 达标 
昼间 53.6  / / / 55 达标 

05.06 
夜间 44.5  / / / 45 达标 
昼间 53.0  / / / 55 达标 

12 福德庄 

6 层 
05.07 

夜间 42.8  / / / 4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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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结果见表3.5-4。监测断面交通噪声衰减示意图见图3.5-

1。 
 

表 3.5-4  本项目沿线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值 LAeq（dB）/ 

距路中心线距离 
车流量 

（20min/辆）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20m 40m 60m 80m 120m 大 中 小 

昼间 55.8 53.8 52.6 51.4 49.3 14 9 33 
05.06 

夜间 46.3 44.8 43.1 41.1 39.2 4 3 15 
昼间 56.8 54.6 53.4 51.8 50.1 15 5 35 

S202 
K13+800 
左侧 05.07 

夜间 47.0 44.7 43.3 41.7 39.9 6 8 15 

 
 

 
图 3.5-1 S202 K13+800 交通噪声断面监测衰减示意图 

从交通噪声断面监测结果可以看出， S202 的交通噪声监测值基本随距路中

心线的增加呈明显的递减趋势。 
S202 交通噪声，按 4a 类标准，昼间、夜间距路中心线 20m 处均达标；按 1

类标准，昼间、夜间距路中心线 40m 处均达标。 
3. 交通噪声 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 
交通噪声 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见表 3.5-5，监测结果示意图见图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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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5 S202 交通噪声 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 
采样时间和检测结果 dB（A） 

2025.05.09 
测量时段公路车流量 1h/辆 

采样点位 采样时间段 
Leq 

大车 中车 小车 
00:00-01:00 44.0  21 4 9 
01:00-02:00 43.4  14 7 10 
02:00-03:00 43.7  18 9 3 
03:00-04:00 44.1  21 2 6 
04:00-05:00 42.9  13 7 7 
05:00-06:00 46.2  32 22 11 
06:00-07:00 52.6  60 34 16 
07:00-08:00 54.7  78 21 54 
08:00-09:00 55.3  73 27 49 
09:00-10:00 54.7  81 15 61 
10:00-11:00 54.3  62 24 77 
11:00-12:00 55.6  86 37 58 
12:00-13:00 55.0  77 29 79 
13:00-14:00 54.5  66 23 83 
14:00-15:00 54.3  79 12 45 
15:00-16:00 55.0  64 32 73 
16:00-17:00 55.2  72 29 67 
17:00-18:00 56.3  84 19 79 
18:00-19:00 55.6  87 34 89 
19:00-20:00 56.4  67 25 68 
20:00-21:00 55.7  78 29 49 
21:00-22:00 55.6  69 35 37 
22:00-23:00 46.7  31 17 12 

S202 
K13+800 
左侧 

23:00-24:00 43.1  17 9 3 
 

 
图 3.5-2 S202 K13+800 24 小时交通噪声监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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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4 小时交通噪声监测结果可以看出，S202 距路中心线 40m 处交通噪声昼

间值为 52.6~56.4dB ，夜间值为 42.9~46.7dB ，昼间（ 6:00~22:00 ）和夜间

（22:00~6:00）噪声峰值分别出现在交通高峰时刻的 19:00~20:00 和 22:00~23:00 期

间。 
S202 公路交通噪声随时间的变化一般规律为：交通噪声与交通量间呈现较为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噪声随交通量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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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环境空气现状评价 

1.现状调查 
拟建公路所经区域为空旷区域和居住点，环境空气质量保持自然状况。评价

范围内无大型固定污染源，现有环境空气污染源主要来自道路汽车尾气、二次扬

尘、人群生产生活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总悬浮颗粒物等，但排放量均较小。 
2.环境功能区划及保护目标 
拟建公路沿线尚未进行环境空气功能区划，拟建公路沿线执行《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及其 2018 年修改单。 
拟建公路沿线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1 处，详见表 1.7-6。 
3.达标区判定 
根据威海市 2024 年生态环境质量公报，项目区空气质量达标情况见表 3.6-

1。 
表 3.6-1  项目区大气污染物年均浓度情况 

行政区 
评价

因子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限值

(μg/m3) 
占标

率(%) 
达标

情况 
SO2 年平均 6 60 10.0 达标 
NO2 年平均 15 40 37.5 达标 
CO 24h 的第 95 百分位数 700 4000 17.5 达标 

O3 
最大 8h 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

数 
146 160 91.3 达标 

PM2.5 年平均 19 35 54.3 达标 

威海市 

PM10 年平均 36 70 51.4 达标 

 
由表可知，2024 年度项目区六项环境空气污染物平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 2018 年修改单中二级标准的要求，属于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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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4.1.1 对区域主要生态系统的影响 

本项目沿线生态系统由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组成，具体包括森林生

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和城镇生态系统，面积变

化见表 4.1-1。典型自然生态系统有森林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工程永久占

地面积 153.34hm2，由于项目施工，将导致永久占地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城

镇生态系统。 
表 4.1-1  工程建设前后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变化 

现状 建设后 变化值 
生态系统

类型 
面积 

（hm2） 
面积占比

（%） 
面积 

（hm2） 
面积占比

（%） 
面积 

（hm2） 
面积占比

（%） 
森林生态

系统 
1164.49  36.33% 1096.74  33.46% -67.75 2.11% 

草地生态

系统 
380.41 11.87% 376.72  11.75% -3.69 0.12% 

湿地生态

系统 
633.83 19.78% 596.56  18.61% -37.27 1.16% 

农田生态

系统 
65.21 2.03% 62.61  1.95% -2.6 0.08% 

城镇生态

系统 
961.23 29.99% 1072.54  33.46% 39.71 1.24% 

 

4.1.1.1 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森林生态系统作为项目评价区内最大的生态系统，面积为 1164.49 hm2，占

评价区生态系统总面积的 36.33%。生态系统中原生植被基本消耗殆尽，现状植

被以人工植被、次生植被占优势，工程施工建设及施工人为活动将会对评价区内

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不利的影响。 
1. 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切割影响 
公路修建以后将产生“廊道效应”，所谓“廊道效应”是指：道路的分割使景观

破碎，将自然景观切割成孤立的块状。拟建公路建成后会分割了土地生物的活动

领地和范围，影响生物的生存环境，使得该地域的生物与外界缺乏物质和遗传信

息的交流。破碎的森林对干扰的抵抗性低下，受影响后植物种群数量减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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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森林区域因道路的开通而增加了光透度，减少了湿度，进而改变了植被

的结构，特别是林下植被的组成。公路建设造成的永久性路堑和路堤使森林生态

系统面积减少，改变了动物的生存环境，这将会影响到一些动物的分布和数量。 
本工程沿线区域有村村通、县道、省道等已有道路分布，临近已有道路及村

落附近受人为干扰严重，森林生态系统零散分布，线路对其切割作用影响较小；

在植被状况较好路段主要以隧道、桥梁穿越，将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切割作用减到

最小。 
2.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施工占地和施工活动将造成区域内部分植物资源的破坏，进

而产生的生境的变化、施工噪声、灯光和人为干扰将对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动物造

成惊扰和驱赶，这种影响在 K8~K11、K17~K18、K21~K22 和 K23~终点路段等

生境良好的穿越路段表现得更为明显。公路的开通运营也使得沿线地区的人流和

物流强度增加、速度加快，同时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人为活动的加剧对沿

线动植物的生存也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3. 对生态系统主要功能的影响 
森林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有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

净化环境空气、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游憩。拟建公路永久征用森林

生态系统面积为 67.75 hm2，占评价区生态系统的 2.11%，对评价区森林生态系

统面积的占用相对较少。且由于占用的森林生态系统中各植被类型及植物物种均

为区域常见类型，且占用森林生态系统较为分散，工程实施后，沿线的绿化、水

保的植物措施等也会恢复部分森林植被，因此，总体而言，本项目的建设不会造

成评价区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的改变，也不会对其功能造成显著影响。 

4.1.1.2 对灌丛/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根据工程布置，本工程评价范围内草地生态系统面积为 380.41hm2，占评价

区生态系统的 11.87%。本项目建设将永久征用草地 3.69hm2，占评价区生态系统

面积的 0.12%。工程施工建设及施工人为活动将会对评价区内草地生态系统造成

不利的影响。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占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内植被以草丛为主，常

见的群落五节芒、芒、蒿、茅草等，受工程影响的草地生态系统内植被类型较单

一，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较简单，草地生态系统内植物多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

其生命力强、生长速度快、适应性范围广、竞争力强，种子产量多，萌发率高，

因此施工建设、施工活动等对评价区草地生态系统影响较小，且随着施工结束，

临时占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将得到恢复，工程施工运营对草地生态系统影响较小。 

4.1.1.3 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拟建公路永久征用水域面积为 2.60 hm2，占评价区生态系统面积的 0.08%，

评价范围内水系包括羊亭河、宅库河、海峰河、港头河、望岛河、寨子河等，均



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 196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为城区河道。施工期，桥梁建设的占地对水体产生直接影响，将扰动水体，造成

水体悬浮物增加；施工过程中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等对水质和湿地环境的污染，

从而对湿地动物栖息环境造成破坏。噪声、灯光等会对湿地中野生动物的正常栖

息、繁殖的干扰，将降低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此外，施工期产生的污水

如直接排放将影响附近河流的水质，降低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运行期，公路运营后，其影响主要为噪声、灯光等影响。公路建成运营后产

生的噪声、灯光会导致河流的鱼类造成惊扰，可能影响其正常活动。但公路噪声

属于流动影响源，车辆运行速度较快，随着后期措施的实施，运行期噪声、灯光

等影响会逐渐减轻。 

4.1.1.4 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农田生态系统是评价区较大的生态系统类型，评价区农田生态系统面积为

633.83 hm2，占总面积的 19.78%。拟建公路永久征用耕地面积为 37.27 hm2，占

评价区生态系统总面积的 1.16%。 
1.对农业用地的影响 
工程施工占地对农业植被造成的直接损失，将导致评价区农作物分布面积减

少，农作物总产量降低。除永久征用农业用地使评价区农业用地面积减少外，临

时占地及施工活动等也将对评价区内农业用地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工程施工期，

施工营地机械的占压、施工道路车辆的运输会改变耕作层的性质，破坏土壤结构，

改变土体质地，使施工期占压耕地不能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但临时占地对耕地

的影响是暂时的，仅限于施工期和恢复期，待施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将全部整地

后归还当地居民，恢复原来使用功能。 
2.施工期对农灌水体、土壤和农作物的影响 
本公路的建设，将侵占、隔断一部分自然沟和水渠的灌溉格局。施工时若路

基两侧不同时开挖临时边沟，则易造成两侧农田的冲刷及沿线灌溉沟渠淤积；施

工材料堆场和粉状施工材料运输中如果不采取临时防护措施，也可能会被风吹或

者被雨水冲入附近水体和农田。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沿线水体和土壤产生影响。

特别是石灰和水泥等材料一旦进入水体会改变水体 pH 值，进入土壤会使土壤板

结，同时也改变土壤的 pH 值，造成土壤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可通过优化设计在跨越沟渠段多采用旱桥形式跨过，减少对自然沟和水渠灌溉功

能的影响。 
3.废气、粉尘对农作物的影响 
废气主要来源于运行期中燃油机械的尾气，其主要污染物为 SO2、NO2、CO

等。废气对农作物的影响主要是在叶脉间或边缘出现不规则水渍状伤害，导致叶

片逐渐坏死，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加速植物死亡。但是施工车辆尾气属移动

线源排放，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低，对农作物的影响较小。评价范围内广泛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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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杨、榆、桃、梨、苹果、山楂、枣、葡萄等经济林

木，汽车排放的废气及带动的灰尘，将使它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特别是灰尘

沉积在植物的叶子表面，会对植物的光合及呼吸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工

程建设后，应在公路两侧设置一定宽度的防护林，比如当地广泛种植的赤松、黑

松、栎类等，保护小麦、玉米以及经济林木的生长环境。 

4.1.1.5 对城镇生态系统的影响 

拟建线路穿越了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经区，评价区内城镇生态系统面积为

961.23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29.99%。拟建项目建设将导致评价范围内其他生

态系统转换为城镇生态系统。 
施工期，施工噪声影响生活在居民区的动物及运输砂石料车辆来往产生的扬

尘影响居民区周围绿化植被的生长。本项目工程量较小，施工周期较短，主要施

工时间在白天，工程施工产生的噪音对居民区的动物影响较小；运输砂石料车辆

数量较少，评价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遇降雨即把叶片上的尘土冲洗掉，因此，

扬尘的影响主要在旱季。 
本工程建设后，评价区交通得到改善，区域内经济将得到更好的发展，城镇

化速度加快，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周边城镇生态系统的发展。 

4.1.2 对陆生植物的影响分析 

1. 植被生物量损失 
本项目对沿线植被的影响采用生物量来评价，该指标是评价植被变化的重要

依据。群落类型不同，其生物量测定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工程建设完成后评价范围的植被类型面积和生物量发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

见表 4.1-2。 
表 4.1-2  本项目用地导致的植被生物量损失估算 

地块 项目 林地 园地 草地 农田栽培植被 合计 
平均生物量（t/hm2） 47.20 43.55 8.00 5.00 22.40 

面积（hm2） 575.73 588.76 380.41 633.83 2178.73 
评价范围 

生物量（t） 25073.04 4710.08 1902.03 14197.88 45883.03 
面积（hm2） 50.86 16.89 3.69 37.27 108.70 

永久占地 
生物量（t） 2214.95 135.12 18.40 834.85 3203.32 
面积（hm2） 2.23 1.39 0.00 1.11 4.73 

临时占地 
生物量（t） 97.12 11.12 0.00 24.86 133.10 

本项目建设将造成评价范围内永久和临时生物量损失分别为 3203.32t 和
133.10t，分别占评价范围内总生物量的 6.98%和 0.29%。总的来看，工程建设对

评价范围植被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整个评价区内自然生态系统体系来说属于

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高速公路建设使植被生物量减少和丧失是公路工程产生的主要负面影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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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之公路占地大部分被填筑为路基，该类型所占用的植被生物量是无法恢复

的。如何通过采取严格的施工管理和植被恢复措施，尽可能降低生物量的损失量，

是本项目建设中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本项目建成后，除公路路面、建筑物及硬化防护措施外，对路基边坡、中央

分隔带、互通立交区等用地，都将进行植被恢复。同时，在施工结束后也将对施

工临时用地进行复耕或恢复植被。以上措施可有效减缓公路占地对植被产生的影

响。 
2. 工程占地对植物及植被的影响 
根据调查，沿线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特点是：大部分为山地、农田、河流，原

生植被消耗殆尽，现状植被以人工植被、次生植被及水生植被占优势，广布种较

多，特有种属少，植物区系成分以温带性质为主。沿线植被以赤松、黑松、栎类、

杨树等特征种和适生种为主。 
由于本项目沿线群落植物种类均为区域常见和广布种，且沿线绝大部分地区

为农业生态区和林业生态区，而林业生态区中以次生林和人工林占优势，植被的

次生性较强，因此工程施工对沿线植物群落的影响相对较小。施工结束后，人为

和机械干扰因素消失，区域植被得以逐渐恢复和重建，进行生态恢复，构建区内

生态结构完整的植物种群，降低对沿线植被覆盖度的影响。 
（1） 临时占地的影响 
工程临时占地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以及专项设施改建等，临时占地沿公路两

侧布设，除农田外，主要会被占用的自然植被有赤松、黑松、栎类等评价区内常

见的植被群落。这些施工临时占地将对植被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导致区域植物

数量及生物量的相对减少，使群落的生物多样性降低，场地平整、土石方填挖等

会破坏原有植被，造成生物量损失。临时占地对这些地表植被造成了一定破坏，

根据水保方案：各类型临时占地均进行后期植被恢复或土地复耕，恢复其土地利

用功能。施工结束后即对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这种不利影响是暂时的，可恢

复的。随着生态恢复措施的落实，植被景观恢复预计将会有明显的效果，进一步

消减临时占地对植被造成的不利影响。 
施工临时占地所破坏的植被主要为人工植被和次生植被，其损失不会对沿线

植物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随着施工完成后，取土场、弃渣场、临时堆土场、施

工生产生活区及施工便道等绿化措施的实施，将导致评价区的植被面积有所恢复。

但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将施工区的多余土方及时运输到临时堆土场内，防止对

线路两侧植被的占用，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施工结束后，临时占用地的植被

类型可依靠人工恢复还原到现有的质量水平 。 
（2）永久占地的影响 
本公路为涉及完全利用、改建、新建路段，工程永久占地约 153.34 hm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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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用林地面积为 50.86hm2，占用园地面积为 16.89 hm2，占用草地 3.69 hm2 ，
占用农作物面积为 37.27 hm2。工程占用的林地包括赤松林、黑松林、麻栎林及

针阔叶混交林，灌草丛主要为黄背草、白羊草及其他禾草，农作物主要有小麦、

玉米等，经济林主要为杨、榆、桃、梨、苹果、山楂、枣、葡萄等经济林木。可

见，受工程建设影响的植被以人工植被和次生植被为主。永久占地造成的植被生

物量损失为 3203.32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6.98%，工程建设造成的生物量损失

较小，不会对评价区植被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 
3. 施工活动对植物及植被的影响 
拟建公路施工期由于机械碾压、施工人员践踏等，施工作业周围的植被将遭

到破坏。施工期机械运输、施工人员活动等产生大量的扬尘，这些大量的扬尘沉

积在植物叶的表层，不但影响其外观，而且妨碍光合作用，进而影响其生长发育

及正常的繁殖。临时用地是短期的、可恢复的，施工人员在施工结束后将撤出临

时占地区域，应及时将对临时占地进行绿化，由于没有人为干扰以及植物本身的

特性，区域植被能够恢复到施工前状态，因此，施工活动的影响是暂时的。 
4. 隧道施工的影响 
本工程设置隧道 1900m/3 座，均为新建，分别为 K8+945 处的阮家口隧道、

K17+495 处的义和隧道和 K23+690 处的柳沟隧道（主洞和匝道）。 
（1）地下水文的变化对其上方植被的影响 
隧道工程施工最主要的影响反映在对水文系统的扰动带来的水文循环改变。

主要表现为隧道排/涌水、形成地下疏干漏斗、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资源减少

以及地下水流动方向改变。隧道开挖可能会破坏影响区域的地下水系，一个山体

的地下水系经过长期演变逐渐稳定，有其自身的水流规律，隧道的出现必将改变

地下水流赋存状况，并成为地下水排出的天然通道，造成地下水的大量流失。并

且隧道施工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水文地质的难以预料或调查不够清楚，打穿地下

含水层，造成掘进过程中的涌水现象，从而对工程区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隧道

或竖井如果穿越地下含水层，将可能造成大量的施工涌水，甚至可能造成含水层

的疏干。这些水文系统的改变将对地表植被的生长带来不利影响。 
实际隧洞施工过程中，隧洞涌水会及时进行处理，处理后地下水水位降幅可

控制在 0.1 m（该值在天然的水位波动范围内）以内。由于地表植被根系范围 1-
10m，土壤具有一定的蓄水能力，评价区植物生长所需水源主要为天然降水，因

此，隧洞涌水及地下水水位的下降不会影响隧洞上方地表植被的生长。运行期，

隧洞经过支护和衬砌，涌水量很小，不会影响隧道上方植物的正常生长。 
（2）隧道口的开挖和弃渣造成植被损失 
隧道工程对植被的破坏直接表现在隧道洞口的开挖过程中会砍伐山体植被，

使原有的自然植被破坏，变为固化的墙体，导致生物量有所减少，但是这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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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极小。 
此外，隧道工程出渣量较大，若不及时运走利用，将形成临时地堆放渣场，

临时压覆地表植被，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隧道出渣应及时清运利用，无法

及时运出时应尽量利用路基永久占地作为临时堆放场所，避免造成过多的植被破

坏。 
（3）植物根系破坏对植物的影响 
隧道均处于低山丘陵地带，评价区位于降雨量较多地区，植物根系相对较浅，

隧道穿越评价区区域上的植被主要为赤松林、黑松林、栎类林等，这些植物的根

系均不过十多米，所以隧道穿越评价区路段的隧道开挖，除在评价范围内的隧道

口上方的植物根系，可能会受隧道开挖的直接破坏外，对评价区其他区域地表植

被根系无直接影响。 
5. 水土流失及污染物对植物及植被的影响 
拟建公路经过的区域主要是低缓丘陵，以人工植被为主，群落组成较为单一，

因此受到雨水冲击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植物根系由于水土流失而被雨水冲刷，易

造成植物死亡。 
在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车辆排放的含油废水和由于施工所造成

的悬浮物增加都会对水域造成的污染，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Cr、石油类和 SS。
水质污染将对水生植被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附着在植物体上影响其光合作用；其

还可能渗入土壤，影响土壤中的元素组成，进而影响其正常的生长发育。此外，

本项目共设置大桥 1371m/3 座（利用 394m/2 座，新建 977m/1 座），中桥 218m/3
座（新建），小桥 24m/1 座（改造利用），涵洞 21 道（利用 9 道，新建 12 道）。

桥梁水下施工将对水生植物产生直接影响，但由于水下施工多在枯水期进行钢围

堰施工，受工程影响范围有限，K22+377 张村河大桥有涉水桥墩共 9 组，数量较

少且分散，因此工程施工及占地对水生植物影响较小。 
6. 外来入侵种对植物及植被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沿线未发现有外来入侵植物，因此不会对当地植

被造成负面影响。 
本工程为线性工程，施工期全线人流、车流量加大，人员出入及材料的运输

等传播途径可能带来一些外来物种，外来物种在一定范围内若形成优势群落，将

对土著物种产生一定的排斥，使区域内植被类型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施工过

程中注意避免引入外来物种。 
7. 对珍稀保护植物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沿线评价范围内未发现有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植物以及古树名木

等。因此不会对珍稀保护植物造成负面影响。 
8. 对生态公益林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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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占用生态公益林情况见表 4.1-3。 
表 4.1-3  本项目沿线公益林面积情况  单位：hm2 

分类 总占用 新申请用地占用 临时用地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内占用 

国家公益林 3.4896 3.44 0 0 
市级公益林 19.317 17.3425 0 0 
商品林 4.9768 4.0820 0 0 
合计 27.7834 24.8645 0 0 

根据与山东省威海市林业部门对接，查明本项目不占用一级生态公益林，占

用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27.7834 hm2，其中占用国家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3.4896 
hm2，均为国家二级公益林；占用市级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19.317 hm2；占用商

品林总面积为 4.9768 hm2。生态公益林主要分布在 K8~K11、K17~K18、K21~K22
和 K23~终点路段。树种以赤松、黑松和栎类为主，主要为水土保持林及水源涵

养林。 
生态公益林是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为目的而区划保护的森林。本项目以狭长的线性穿过生态公益林，公路布线已避

让公益林集中连片分布区域，工程占用面积相对较小。所占用的树种主要为赤松、

黑松和麻栎林等地方生态公益林的最常见树种，其主要作用为水土保持和水源涵

养等，不会破坏整片生态公益林的水源涵养功能，也不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显著

影响，亦不会破坏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此外，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征占生态公益林的用地

审批和林木采伐审批手续。根据国家对占用生态公益林的要求，当地主管部门应

实行“占一补二”政策，即征占用多少就要进行相同数量、质量的补划，减少工程

对生态公益林的影响。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于沿线生态公益林的影响较小。 
9. 其他因素 
工程施工期由于机械运输、施工人员活动等产生大量的扬尘，这些大量的扬

尘沉积在植物叶的表层，不但影响其外观，而且妨碍光合作用，进而影响其生长

发育及正常的繁殖。 
综上所述，受工程影响区域的植被以人工植被为主，且次生植被比例很大，

天然植被类型极少，构成植被的植物成分较为贫乏，植被结构较为简单。施工沿

线具有多年形成的较稳定的农田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工程影响范围内地表

植被的损失将对现有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导致原生植被的逆行演替。 
10. 营运期对植物资源的影响 
（1）森林边缘效应的影响 
公路建成后，永久占地内的林地植被将完全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路面及其

辅助设施，形成建筑用地类型。由于将原来整片的林地要修出一条带状空地，使

森林群落产生林缘效应，从森林边缘向林内，光辐射、温度、湿度、风等因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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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改变，而这种小气候的变化会导致森林边缘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沿林

缘—林内的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一般研究认为，边缘对小气候的影响可从林缘

延伸至林内 15~60m 处。另外由于皆伐地的彻底暴露，林外的空地经常由外来种

控制，外来种有入侵边缘的趋势。而且，干扰越大，越利于其入侵，外来种的大

量涌入甚至能影响小片断内原来的群落结构。 
可以预见：由于森林边缘效应，在公路隔离栅外大约 60m 范围的林内，群

落物种组成和结构产生一定的变化，林下耐荫的常绿灌木以及草本将会逐渐被阳

生或半阳生植物所替代，而林缘外侧的空地将会被强阳生的灌木和杂草占据。 
（2）外来物种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外来物种是指借助于外力作用而越过不可自然逾越的空间障碍，在原产地之

外的新栖息地生长繁殖并建立稳定种群的物种。外来物种一旦在新栖息地占优势，

就会成为当地优势种。 
公路修建产生的外来种主要是人为因素带来的，如工程人员进出，工程建筑

材料及其车辆的进入等人群活动频繁的区域，人们将会有意无意的带进外来物种。

在营运期间，本项目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和养护工区等处外来物种易于传播。

外来物种对区域内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点： 
①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外来物种的入侵可导致生境片断化（habitat 

fragmentation）（大而连续的生境变成空间上相对隔离的小生境），当种群被分割

成不同数目的小种群后，种群的杂合度和等位基因多样性迅速降低，引起遗传多

样性的丧失。随着生境片段化，残存的次生植被常被入侵种分割、包围和渗透，

使本土生物种群进一步破碎化。 
② 对景观多样性的影响——外来物种入侵是一种严重的干扰类型，较大程

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景观面貌和景观生态过程，破坏了原有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公路修建产生的外来物种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若能严格控制人员活动频繁

区域外来物种的进出，加强这些地方的监督管理，可减小外来物种对区域内生态

环境的影响。 

4.1.3 对陆生动物的影响预测和分析 

拟建线路对陆生动物的影响可从影响的时间上分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影响，

按影响因子来分，施工期主要包括占地、噪声、震动、扬尘、施工废水、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人类活动；运营期包括车辆通行、车辆噪声、灯光、尾气、阻隔

等。拟建工程对陆生动物各类群主要影响因子及影响程度见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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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拟建公路对动物各主要类群的主要影响因子一览表 

施工期 运营期 
影响 
因子 

动物 
类群 

占

地 
施工

噪声 
震

动 
扬

尘 

施工

废水 
生活

污水 

生活

垃圾 
人类

活动 
车辆

通行 
车辆

噪声 
灯

光 
尾

气 
阻

隔 

两栖类 ◎ ○ ○ ○ ● ○ ◎ ● ○ ○ ○ ◎ 
爬行类 ◎ ○ ○ ○ ◎ ◎ ◎ ● ○ ○ ○ ◎ 
鸟类 ○ ● ◎ ◎ ◎ ○ ◎ ◎ ◎ ◎ ○ ― 
兽类 ○ ◎ ◎ ○ ○ ◎ ◎ ◎ ○ ◎ ○ ◎ 

 
1. 施工期对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影响 
施工期间，对动物的影响主要包括：工程临时及永久占地占用动物生境；施

工过程中各种噪声、震动对动物栖息和繁殖的干扰；施工产生的扬尘、废水以及

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对动物生境的破坏及对部分啮齿目分布格局的

影响；人类活动对动物的干扰等。 
（1）对两栖类的影响 
两栖类动物对水存在很大的依赖性。它们分布于评价范围内的河流、池塘等

及其周边区域。工程施工期对其影响因素主要有：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对其生境

水体的污染；施工占地对其生境的占用与破坏；施工噪声对其求偶的影响；震动、

扬尘、和人类活动对其的干扰等。其中对其影响较明显的有施工废水及占地、生

活污水和人类活动。 
施工期基础设施及大桥的建设将会导致水质、水体酸碱度的变化及水域附近

的环境破坏，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若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到附近水体中，

会导致两栖类的生活环境恶化，破坏两栖类体表内外的渗透压平衡、酸碱度平衡，

影响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及蛙卵的孵化率，导致两栖类栖息地缩小和种群及

数量的减少。本工程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桥梁涉水施工，其针对桥墩的施工过程，

建议钻孔、清孔、灌注等工序均在围堰内进行，围堰将施工环境与水域内外分隔，

若做好施工管理和环境监理工作，则桥梁基础施工对水体水质的影响较小。因此，

本工程施工废水对两栖类生境影响较为有限。施工结束后，该影响将消失。 
临时及永久占地将占用两栖类的生境，使其生境面积缩小，种群数量下降，

评价区内以居民点附近农田为主要生境的两栖类动物，主要在评价范围内离水源

不远的农田、草坡、树林中活动，工程施工期临时及永久占地将占用其部分生境，

迫使其迁移至替代生境。根据现场调查，评价区内及其附近区域内有大面积的替

代生境，可以供这些两栖动物转移。施工活动结束后，随着水土保持工程的开展，

植被的恢复，临时占地处的两栖类生存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恢复，原先在该处生存

的两栖类将会逐渐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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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中的蛙类主要是通过鸣声求偶，施工噪声可能导致个体重复的抵抗和

避开噪声造成额外的能量消耗，进而丧失交配的机会，对蛙类繁衍具有一定的影

响。蛙类求偶繁殖时间主要在四月中下旬的晚上和凌晨，工程施工为白天施工，

因此施工噪声对其繁殖几乎无影响。 
人类活动对两栖类的影响有生活污水与垃圾、人为捕杀，其中主要是人为捕

杀。若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与垃圾随意处理，将使两栖类动物的生境污染，迫使

其寻找替代生境。施工人员对两栖动物的捕杀将会造成部分个体死亡，使数量较

少的种群消失。这些影响可通过宣传教育与惩罚等措施加以避免。 
除此之外施工震动、扬尘等也会对其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过大的震动将引

起两栖类动物过激的应激反应，从而导致其死亡。扬尘附着在施工区域附近植物

上将破坏陆栖型和树栖型两栖类的生境，迫使其迁移至其他替代生境。可以通过

采用合适的施工设备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产生的震动和扬尘，从而避免或消除震

动和扬尘对两栖类的不利影响。 
（2）对爬行类的影响 
爬行类动物对水的依赖性没有两栖类动物高，但其生存方式多样。工程施工

期对其影响主要有：施工占地对其生境的占用，施工废水、生活污水与垃圾对其

生境的污染，施工噪声、震动对其捕食的干扰；扬尘对其生境的破坏；人类活动

对其的干扰等。其中对其影响较明显的有施工占地与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与垃圾、施工人员的人为活动干扰。 
评价区内以居民点附近农田为主要生境的爬行类动物有较少，主要为以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及其他植被群落为主要生境的爬行类动物为主。它们主要在评价

区水域或水域周边的林地、灌草丛中生活。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会对其生境造成

一定的污染，这种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对废水和污水的净化处理消除。另外对水依

赖性不高的灌丛石隙型和住宅型爬行类动物主要在评价区的居住地、岩缝、灌草

丛、草地活动，施工废水与生活污水对其直接的影响不大。 
施工时的临时及永久占地将占用爬行类动物的生境，将迫使其转移至附近的

替代生境中。由于工程影响区域附近相似生境较多，爬行类可以顺利迁移，且临

时占地植被恢复后，其可重新回到原来的栖息地生活。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若随意丢弃，将对爬行类产生一定影响。

生活垃圾的丢弃将吸引昆虫和鼠类的聚集，以昆虫和鼠类为食物的爬行类较多，

会使这些爬行类聚集在这些区域，对其分布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破坏区域内栖息

者的自然属性，同时可能会造成传染病的传播。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对施工人员宣

传教育加以避免。 
与两栖类类似，爬行类中也有一些种类经济价值较高，可能遭到施工人员的

捕杀，造成该区域内种群数量的减少，如中华鳖、乌龟等。这种影响可通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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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惩罚制度与宣传教育的方式加以避免。 
施工噪声、震动会干扰爬行类种中的蛇类捕食。蛇类主要以啮齿类动物为食，

其内耳和耳骨发达，贴地能够感受猎物移动产生的震动进而捕食。施工产生的噪

声不仅会使评价区内的啮齿类动物远离该区域，施工产生的震动也会对其捕食造

成一定的干扰，迫使其迁移至其他替代生境，对蛇类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施工期

结束后影响会随之消失。 
此外，施工扬尘附着在施工区旁的植物上会对灌丛石隙型和林栖傍水型爬行

类的生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可通过改良施工工艺和采取喷水等措施来降低扬尘对

爬行类的影响。 
（3）对鸟类的影响 
鸟类善于飞翔，其特点是感官敏锐、迁移能力强，同时其生活类型也多种多

样，有生活于水域中或水域附近的游禽及涉禽，生活于林中的猛禽、攀禽和鸣禽，

生活于灌丛、草丛或农田中的陆禽等。工程施工期对其影响主要有：施工噪声、

震动对其的驱赶；扬尘对其生境的污染；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对其生境的污染；

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占地、生活垃圾对其的影响等。其中除了占地及生活垃圾

对其影响较小外，其他影响均较为明显。 
鸟类的感官非常灵敏，对噪声和震动反应较为敏感。其中施工机械和运输车

辆产生的噪声持续时间较长，会干扰鸟类的求偶与休息行为，将使得声源附近栖

息的鸟类迁移到影响范围以外生活。爆破产生的噪声虽然耗时短，但其具有突发

性，声源强，声级大等特点，还伴随着强烈的震动，除对鸟类有驱赶作用以外，

可能会对处于繁殖期及迁徙期间的鸟类产生过度惊吓而引起过激的应激反应，从

而影响其正常的生理状态，如影响其繁殖率等。由于鸟类的迁移能力强，评价区

内鸟类适宜生境较多，且噪声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失，同时，本

项目跨越农田路段分布一些农田草丛鸟类群，该地带虽然人类活动较为频繁，但

是由于食源较为丰富，许多鸟类仍然栖息于此。因此，合理安排施工次序、季节、

时间，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噪声对鸟类的影响不大。 
混凝土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与尾气、土

石方开挖产生的粉尘等将对工程影响区造成一定的空气污染，受污染地区将不适

合鸟类生存，在此生存的鸟类会迁移他处，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可逆的，随着

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鸟类的视觉极其敏锐，施工期由于进驻的施工人员人数较多，施工人员的活

动将对鸟类造成一定驱赶作用，但与噪声的影响类似，由于评价区内鸟类适宜生

境较多，且影响是暂时的，这种影响不大。另外，鸟类中部分种类观赏价值和经

济价值较高，如苍鹰、戴胜、普通翠鸟、黑枕黄鹂、石鸡、岩鸽等，可能会遭到

施工人员的捕捉或捕杀、甚至会误杀保护鸟类，这些施工活动可能造成鸟卵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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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死亡或种群数量减少，这些影响在鸟类的繁殖期会更加明显。但这种影响是

暂时，同样也可通过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与宣传等方式加以避免。 
施工期间工程永久及临时占地将占用部分鸟类生境，迫使其向占地区域以外

迁移，鸟类迁移能力强，可避免工程施工对其栖息和觅食的影响，从而造成鸟类

领地改变和领地竞争，鸟类分布格局和种群结构将发生一定改变，区域鸟类分布

密度会暂时降低。但由于周边替代生境多，工程施工影响具有暂时性和局部性，

且对于临时占地处，随着工程的结束，临时占地处的植被恢复，受占地影响而迁

移的这些鸟类可以重新回到原生境生活，这种影响将会终止。除此之外施工人员

的生活垃圾的堆放会使一些鸟类聚集，如麻雀、灰喜鹊，造成该区域内鸟类分布

格局的改变，对鸟类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施工结束后，人为和机械干扰

因素消失，区域植被得以逐渐恢复和重建，栖息地功能得以恢复，鸟类活动也将

逐步形成新的平衡格局。 
（4）对兽类的影响 
兽类感官非常敏锐、迁移能力较强，对人类活动的敏感程度较鸟类更甚。其

生活类型也是多种多样，有筑巢于地下但主要在地面觅食的半地下生活型，主要

在地面觅食活动的地面生活型，活动于林中的树栖型和在人类居民点或岩洞中生

活的岩洞栖息型等。工程施工期对其影响主要有，施工噪声、震动对其的驱赶，

生活垃圾对其觅食和分布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占地、扬尘、施工废水

和生活污水对其的影响等。其中施工噪声、震动、生活垃圾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较

为明显。 
与鸟类类似，兽类的感官也非常敏锐，其中对噪声、震动非常敏感，且相当

一部分种类为夜行性，噪声和震动对其的影响主要为限制其活动范围，使部分种

类觅食时不敢靠近施工区域。由于该区域替代生境多，则其影响相对较小。待施

工结束后，这些影响将随之消失。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若不经处理随意丢弃，将会招引鼠类及

昆虫类。一方面，鼠类聚集；另一方面，昆虫的增多会吸引其捕食者如蛙类等，

进而使以蛙类和鼠类为食的蛇类等也向生活垃圾丢弃处集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会导致鼠类数量和分布格局的改变，同时鼠类的聚集也会导致传染病的传播，危

害施工人员及当地居民健康。 
多数兽类对人类的活动较为敏感，施工期施工人员大量进驻将对区域内兽类

的数量和种类组成造成一定影响，一方面，对傍人生活的兽类，如鼠科、部分鼬

科兽类等，提供了食物来源和庇护所，使这些兽类数量增多；另一方面，其他兽

类，其中特别是树栖型和地面生活型的种类如松鼠科等种类惧怕人类，将造成施

工区域内及周边这些种类数量减少或消失。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将改变施工区域内

栖息者的自然属性。另外，评价区分布的兽类中，黄鼬、狐狸等有较高的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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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若不进行有效管理可能遭到施工人员的捕杀，同样可通过宣传教育和设置奖

惩来加以避免。 
拟建工程施工期间会占用较多林地，使林地中生活的兽类生境有一定缩减。

兽类繁殖一般在植被较好的山地中。施工作业对其活动、觅食都有一定影响。但

是在拟建公路的周边有许多兽类的替代生境，且兽类的活动能力较强，适应力较

强，可以比较容易地在评价区周围找到替代生境，施工活动不会对其有大的影响。 
扬尘、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对兽类的活动也有一定不利的影响，

但影响不明显。 
（5）动物生境连通性及破碎化程度变化的影响 
由于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可能对动物生境连通性造成破坏，动物为寻找适宜

生境，需迁徙他处。 
施工期间，由于路基的铺设，临时公路的修建，辅助建筑物的搭建，原材料

的堆放和人为干扰活动的增加等方面的影响，将使有些动物的栖息地和活动范围

被破坏和缩小。伴随着生境的丧失，动物被迫寻找新的生活环境，这样便会加剧

种间竞争。生境片段化对动物产生的影响是缓慢而严重的。对于一些湿地鸟类而

言，喜在浅水中觅食，多数种类在水域附近的草丛、灌丛或高大乔木上营巢繁殖，

在施工过程中，虽然工程跨越水域多是采用桥梁建设，但施工机械的噪声以及爆

破工程等活动不可避免会对湿地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湿地鸟类向邻近地区迁移，

公路两侧鸟类种群的数量会降低。多数鸟类具有趋光性，如果在有雾的夜间施工，

由于灯光影响，大量飞行中的鸟类必定趋光而来，不仅影响施工，而且极有可能

造成鸟类受伤甚至死亡。对于部分灌丛、草丛中栖息的鸡形目的鸟类如鹌鹑和各

种鼠类，其栖息地将会被小部分破坏，但它们都具有一定迁移能力，食物来源也

呈多样化趋势，所以工程不会对它们的栖息造成巨大的威胁。 
2. 营运期对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影响 
公路建成后，运营期对动物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车辆通行对动物的

影响；车辆产生的噪声对动物的影响；灯光对动物的影响；汽车尾气排放对动物

的影响；公路阻隔对动物的影响。 
（1） 车辆通行对动物的影响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较快，部分野生动物视觉不敏锐、行动反应

能力低，当这类动物出现在公路路面上时，会因车速快、躲避不及时等因素直接

造成动物个体死亡。由于高速公路为全封闭式，且路基有一定的高度，路边具有

防护栏，行动迟缓、迁移能力不强的两栖类，以及大型兽类难以翻过路基和防护

栏到达公路路面上，因此对两栖动物和大型兽类的影响不大。虽然兽类中的小型

动物有到达高速路面的能力，但是由于其生性敏感，惧怕人类，所以其一般不会

出现在公路上，对小型兽类的影响不大，因此车辆碾压致死的主要影响对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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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爬行类。鸟类虽然视觉敏锐、行动能力强，但是公路防护措施不能阻止其进入

高速公路路面上方，且评价区鸟类数量众多，时长低飞，易发生车辆撞鸟事故。

总的来看，车辆的通行对鸟类和爬行类的影响最大。 
（2）车辆产生的噪声对动物的影响 
车辆的高速行驶，车辆的鸣笛会产生噪声。对公路两侧生活的动物产生一定

影响，主要是驱赶的影响，迫使其迁移他处，缩小其生境范围。大多数动物对噪

声较为敏感，鸟类对噪声最为敏感，兽类次之，相对来说噪声对鸟类和兽类影响

程度最大。车辆高速行驶产生的噪声持续时间长、声音源小、没有突发性，且高

速公路边植被覆盖度高，能够对噪声起到很好的消减作用。野生动物会对长期而

无害的噪声有一定适应性，公路运营一段时间后，噪声对野生动物的驱赶会慢慢

减弱，部分野生动物会回到原来栖息地。但是车辆在行进过程中突然鸣笛产生的

噪声会惊吓到野生动物，并且一般野生动物无法适应，可在野生动物集中出没区

设立禁止鸣笛警示牌以减少对其的影响。 
（3） 灯光对动物的影响 
车辆夜间行驶时的灯光较为醒目。灯光对于陆生动物来说是人类活动的直接

信号，会直接干扰它们的正常活动，以对视觉敏锐的鸟类和兽类影响最为突出。

另外灯光对某些夜行性动物的生活节律有一定影响，如蝙蝠科动物等。对于蝙蝠

科等夜行性动物，强烈的灯光会干扰其夜间的摄食活动，迫使他们远离灯光区域。

灯光也会对夜行的两栖类和爬行类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影响力度不强。 
从影响范围上看，由于拟建公路为全封闭公路，灯光的干扰只是在有限时间

和空间范围内，随着灯光对动物长期的刺激，会使大部分动物产生适应性。经过

长期的运营，这些灯光对动物产生的不利影响将有所缓解。 
（4） 汽车尾气排放对动物的影响 
公路建成后，车辆行驶时的尾气对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污染，增加了动物的

生存压力，迫使动物寻找其他的活动和栖息场所。由于尾气影响范围主要局限在

公路两侧一定距离内，且公路两侧植被丰富，能够对汽车尾气起到很好的净化，

因此尾气排放对动物影响较小。 
（5）公路阻隔对动物的影响 
公路作为一种线性结构，建成后形成了一道屏障，使得动物栖息地破碎化，

并对两侧的动物形成了阻隔，并且产生明显的公路廊道效应，对部分陆生动物的

活动区域、迁徙路径、栖食区域、觅食范围、求偶繁殖等会产生一定的限制。由

于大部分鸟类飞翔能力强，因此影响对象以两栖类、爬行类、兽类和陆栖型鸟类

为主。 
动物通道是两栖类、爬行类、兽类和陆栖型鸟类穿越高速公路唯一可行的办

法，也是解决高速公路阻隔效应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动物通道从形式上分为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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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下通道、隧道等。公路在通过低洼地区时可顺势架桥，从而保证下部陆地空

间的连通，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通道形式。路下式通道跨度大占地少，道路两侧

环境的连贯性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低，尤其是高架桥的这种作用更为突

出。当公路经过湿地、河流等时，为保护该区域内的两栖类、爬行类，可设置涵

洞以降低对它们自由迁徙的影响。涵洞式通道一般还具有过水功能，两栖类动物

可在雨季来临时利用涵洞，而爬行类动物则在干旱时将此类涵洞作为通道使用。

涵洞式通道造价较低，且底部易于进行植被恢复，适用于多种动物的通行。隧道

也是一种保护动物的形式，其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动物栖息地受到影响而选择将交

通车辆从隧道穿过。 
本项目 K8~K11、K17~K18、K21~K22 和 K23~终点路段占用林地较多，主

要对森林动物中的小型兽类的影响较大。本项目所设的桥梁、涵洞从数量和长度

上讲基本满足野生动物的通道的需要。桥梁下方的空间和涵洞作为下通道可满足

两爬类、兽类和陆栖息鸟类通过的需要。鉴于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的敏感性及其

生活习性的特殊性，为提高动物通道的使用性，对这些通道还应做好生态绿化等

保护措施帮助野生动物尽快适应环境的变化。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可减少对野

生动物的阻隔的影响。 

4.1.4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预测和分析 

本项目跨越羊亭河、宅库河、海峰河、港头河、望岛河、寨子河等，均为城

区河道，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包括大桥施工引起的河床

扰动、悬浮泥沙和水下施工噪声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等。 
1. 施工期影响 
评价区地表水系较发达，均为城区河道，本项目主要跨越的水体为张村河和

姜南庄水库。 
本项目全线设置大桥 1371m/3 座（利用 394m/2 座，新建 977m/1 座），中桥

218m/3 座（新建），小桥 24m/1 座（改造利用），涵洞 21 道（利用 9 道，新建 12
道）。本节主要分析存在设有水下桥墩的大桥工程和其余跨越无涉水桥墩的桥梁

工程对水生生物的影响。设有水下桥墩的桥梁施工期的主要影响除了工程施工扰

动造成评价区水域悬浮物浓度增加、水质污染外，还有桥墩对河道底质占用的影

响等；其余无涉水桥墩，施工期本项目对水体主要是间接影响，包括由于工程施

工扰动使得评价区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增加、水质污染以及施工活动的干扰等。运

营期的影响则主要来源于路面径流、行驶车辆产生的光照、噪声等。 
本项目存在涉水桥墩的桥梁为 K22+377 处的张村河大桥，水中共设置 9 组

桥墩，该桥梁为新建桥梁，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其余桥梁均为跨越无涉水

桥墩的桥梁工程，其中 2 座大桥、1 座小桥，均为对现有桥梁的维修利用，3 座

新建中桥无涉水桥墩，对水生生态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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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造成的河床扰动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围堰或钢管桩入水定位时会对河床造成扰动，将造成施工占用区

域范围内水生植物资源和部分移动能力不强的底栖动物的损失。对于该部分影响

将在施工完成后消失，底栖生物重新分布并逐渐得以恢复。因此施工造成的河床

扰动对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密度、种群结构等，预期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同时桥基础建立后，将改变桩位上下游原有的水动力特征，进而会对周边一

定范围内的河床和生态特征产生影响，这些都会造成鱼类饵料资源的一定损失。

但是，考虑到桥桩基础占用区域相对于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来说范围还是很有限

的，因此基础施工占用区域对沿线河流水生生物和鱼类饵料资源的损失影响较小。 
（2）施工悬浮物影响 
钻孔、灌注等工序均在围堰或钢管桩内进行，而围堰或管桩已将河流水域内

外分隔，即围堰内的局部水体与围堰外水体是被围堰分隔的，且施工过程中掏渣、

抽浆等清孔方法清除的废渣按行业规范规定是运到岸上指定地点堆放的，禁止向

沿线河流中抛弃的。虽然仍会有少量废渣泄漏到河中，但其对河流水质的影响是

微乎其微的。 
（3）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桥梁、施工便道等临水工程的施工，可能引起水土流失导致附近水体悬浮物

增加，施工机械机修及工作时油污跑冒滴漏产生的含油污水等的排放将会对桥梁

跨越水域的水质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桥梁附近临时堆放的施工材料，若由于保

管不善或受暴雨冲刷将会进入水体；这些路段路面开挖后的临时弃土弃渣，在雨

水冲刷下形成路面径流也会进入水体；导致水体浑浊，改变水的酸碱度，破坏浮

游生物的生长环境。 
涉水桥墩施工过程中的钢围堰沉底和抽水过程会扰动局部底泥，产生底泥悬

浮，导致水体透明度下降，浮游植物光合作用降低，影响到浮游生物的生长。但

施工结束后，扰动的底泥由于自身的重力以及河水的流动不断沉降、稀释，因此

拟建大桥工程对沿线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浮游生物的影响有限。 
拟建项目中的涉水桥梁，多为一跨跨越，这些桥梁未设置水下桥墩，部分是

对原有桥梁的维修利用，未直接占用天然水域，对浮游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较小。

且评价区的浮游生物具有普生性，水体具有一定自净能力，因此只要加强桥梁建

设、施工生产生活区以及其他施工区域的管理，拟建项目对沿线河流浮游生物的

影响有限。 
（4）对底栖动物的影响 
底栖动物是长期在水域底部泥沙中，石块或其他水底物体上生活的动物。自

然水体中底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与底层杂食性鱼类有着极大的关系。 
拟建公路中仅有 1 座桥梁设有水下桥墩，即 K22+377 处的张村河大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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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下桥墩 9 组，桥墩施工对施工区域内底栖动物较大的影响是将会直接伤害到

底栖动物，施工区域的底栖动物大部分都会死亡；同时也直接改变了其栖息环境，

施工所产生的悬浮物也会影响到附近水域底栖动物的呼吸、摄食等生命活动，从

而对该河段底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产生影响。 
现场调查表明，评价区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均较少，且为常见种类，且拟建

公路跨越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的桥梁涉水桥墩面积不大，涉水工程对底栖动物的

影响有限，施工结束后，随着河底底泥的逐渐稳定，周围的底栖动物会逐渐占据

受损的生境。 
总体而言，拟建项目建设对桥梁跨越处的底栖动物会产生一定影响，评价区

底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且都为常见种，因此影响有限。且在施工结束后，

随着河底底泥的逐渐稳定，周围的底栖动物会逐渐占据受损的生境，物种数量和

生物量都会有一个缓慢回升的过程。其余无涉水桥墩的桥梁建设对底栖动物的影

响比较轻微。 
（5）对水生维管植物的影响 
桥梁工程的临水施工会造成施工范围内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直接损失，而且施

工产生泥沙和污水若不慎流入水中，会使悬浮物会浓度增加，对附近和下游水体

的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长产生影响。在泥沙型浑浊水体中，由于泥沙对光的吸收、

散射等作用，导致水体中入射光衰减。水下光照不足，制约了沉水植物的生长。

附着在沉水植物体表的泥沙，不仅影响沉水植物对光的利用，而且影响植物的正

常生理活动。在富含泥和河悬浮物的水域中，不但悬浮在水体中的泥沙颗粒会减

弱水下有效光强，而且泥沙和水体中其他悬浮颗粒沉积在叶片表面上后，会进一

步削减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的光，并可能导致沉水植物与水体间气体交换和营养物

质交换的改变。拟建公路跨越河段沿岸水生植物均为常见种，数量很少，且均为

常见种。因此工程造成的水生维管束植物的损失较小，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

较小。 
（6）对鱼类的影响 
① 悬浮物对鱼类的影响 
涉水桥梁的水下桥墩施工采用钢围堰方式施工，钢围堰沉底和抽水过程会扰

动底泥，产生的悬浮泥沙会对鱼卵、仔稚鱼和幼体会造成伤害，主要表现为影响

胚胎发育、堵塞生物的腮部造成窒息死亡，悬浮物沉积造成水体缺氧而导致死亡

等。通常认为，成年鱼类的活动能力较强，在悬浮泥沙浓度超过 10mg/L 的范围

内成鱼可以回避，施工作业对其的影响更多表现为“驱散效应”。 
评价区内鱼类主要分布在张村河等水域，由于施工区水域面积大，自身净化

能力较强，不会形成污染带，鱼类也会本能避开浑浊水域。因此，施工阶段不会

对作业河段的鱼类带来较大的影响，其主要影响是改变了鱼类的暂时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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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导致鱼类资源量的明显变化。随着施工期的结束，不利影响也即消失。 
② 施工噪声对鱼类的影响 
桥梁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开挖、钻孔、砂石料粉碎、混凝土浇筑等施工

活动中的施工机械运行、车辆运输和机械加工修配等。施工作业机械种类较多，

路基填筑有推土机、压路机、装载机、平地机等；公路面层施工时有铲运机、平

地机、推铺机等。这些机械运行时在噪声较大，联合作业时叠加影响更加突出。

施工期船舶及施工噪声将是重要的水下噪声源。施工噪音对施工区鱼类产生惊吓

效果，不会对鱼类造成明显的伤害或导致其死亡。但是在持续噪音刺激下，一些

种类的个体会出现行为紊乱，从而妨碍其正常索饵。拟建公路涉水桥墩桥梁建设

中，其水下作业产生的噪声会影响到鱼类的正常生活。而其他一跨而过或对原有

桥梁维修利用的桥梁工程，在河流区域无水下作业，施工噪声对鱼类的影响主要

是造成鱼类回避。 
③ 路面径流、施工废水等的影响 
拟建项目的施工材料、弃渣等不当堆放以及生活废渣废水不经处理排入河中，

将会对其中鱼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施工期间废水主要来自生产和生活，包括

砂石料加工冲洗废水、混凝土拌和废水、施工机械冲洗喷淋含油废水、生活污水

等；污染物以 SS（悬浮物）为主，废水量以砂石料加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居多。

施工期因水质污染对鱼类有一定不利影响。 
④ 施工人员对鱼类的影响 
施工期，施工人员业余时间可能存在的炸鱼、电鱼等非法活动；施工期间施

工人员集中会增加对当地渔产品的需求，从而导致工程附近鱼类资源的消耗。因

此必须加强管理，避免施工人员对鱼类的滥捕现象，避免使鱼类资源受到人为影

响。 
⑤ 施工对鱼类重要生境的影响 
对产卵场的影响：大桥工程施工产生的水质变化、悬浮物浓度提高、施工噪

声等会影响鱼类繁殖行为和效果，有些个体或种类会产生生理反应，如受惊扰或

水质变化因素刺激产生的应激反应等，对性腺发育不利，或产卵不能发生导致产

卵行为紊乱，而对繁殖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水质变化、悬浮物浓度提高会影

响卵苗的存活率、孵化率，对鱼苗的觅食行为和生长发育均存在不利影响。根据

现场调查，拟建项目主要大桥跨越处及附近水域无鱼类产卵场分布。 
对索饵场的影响：桥梁施工过程中将使索饵场区域的悬浮物增加，水质遭受

破坏，岸边水生维管植物也将受到破坏，从而使该区域索饵场暂时丧失索饵功能。

现场调查显示，拟建项目主要大桥跨越处及附近水域无鱼类索饵场分布。 
对越冬场的影响：桥墩的施工将造成鱼类越冬场水质和生境发生变化。施工

结束一段时间后，水质即可通过水体的自身净化和底泥的沉淀得到恢复，但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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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永久占用部分鱼类越冬场，破坏其生境，减少越冬场的面积。现场调查显示，

拟建项目主要大桥跨越处及附近水域无鱼类越冬场分布，且评价区鱼类越冬场分

布较广泛，施工区的鱼类可转入附近越冬场进行越冬，故工程施工对鱼类越冬场

的影响较小。 
2. 运营期 
拟建项目营运期对附近水域产生的污染主要表现为路面径流、车辆行驶产生

的噪音及夜间光照等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1）路面径流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路面径流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本项目运营期对水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于桥面

沉积物被雨水径流冲刷进入水体造成的水质污染。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各种类

型车辆排放尾气中所携带的污染物在路面沉积、车辆制动时散落的污染物及车辆

运行工况不佳时泄漏的油料等，都会随降雨产生的路面径流进入道路的排水系统

并最终进入地表水体，其主要的污染物有：石油类、有机物和悬浮物等，这些污

染物可能对评价区的水体产生一定的污染，从而影响鱼类等水生生物栖息环境。

在工程设计中，路面径流通过排水沟和沉淀池，水中的悬浮物、泥沙等经过降解

或沉积，其浓度减小。总的来说，路面径流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不大。 
（2）噪声及光照的影响 
营运期汽车带来的噪声及夜间行车的光照，公路沿线人为活动的增加，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线路沿线水域中的鱼类和部分底栖动物的正常栖息环境，对其有

驱赶作用，使公路附近鱼类的数量明显少于其它地区。但由于公路所涉及水域相

对于整个河流而言面积比较小，所以对水生生物影响不大。 
综上所述，工程在一定范围内会对水生生物造成不利影响，但不会造成质的

影响，仅在局部地区有较小的不利影响。如果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能使其影响

降低到更低的程度。 

4.1.5 占地合理性及节约用地分析 

1.工程永久占地对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的影响 
根据对遥感影像的解译结果，本项目评价范围土地总面积 3317.42hm2，公

路征地后，评价范围内各地类数量、比例变化情况及工程占地占评价范围相应地

类面积的比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由于公路建设使得林地、园地、草地、耕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等的斑块数量和面积有所减少，而由于修建工程

实施使得公路用地斑块有所增加。工程建设前后评价区各类面积的变化具体见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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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本项目征地前后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情况统计 

土地利用类

型 
现状面积

（hm2） 
比例 
（%） 

征地面积

（hm2） 

占原面

积比例

（%） 

征地后面积

（hm2） 

征地后占土

地总面积比

例（%） 
林地 575.73 17.35% 50.86  8.83% 524.87 15.82% 
园地 588.76 17.75% 16.89 2.87% 571.87 17.24% 
草地 380.41 11.47% 3.69  0.97% 376.72 11.36% 
耕地 633.83 19.11% 37.27 5.88% 596.56 17.98% 

建设用地 961.23 28.98% 39.71  4.13% 1074.86  32.40%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65.21 1.97% 2.60  3.99% 62.61 1.89% 

其他用地 112.25 3.38% 2.32  2.07% 109.93 3.31% 
合计 3317.42 100.00% 153.34  28.74% 3317.42 1.00 

 
从表 4.1-5 中可以看出： 
①本项目永久占用的耕地占评价范围内耕地总面积的 5.88%。公路征地后，

使得耕地在评价范围内土地总面积中的比例下降了 1.12 个百分点。公路建设将

直接造成路两侧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加剧对区域耕地资源的压力，暂时影响农

用地总量平衡，对被征占农地农户的生产生活也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②公路永久占地中，林地占有较大的份额，占评价范围内林地总面积的

8.83%。公路征地后评价范围内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下降了 1.53 个百分点。

公路建设将造成林地面积的减少，影响林地结构组成，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③本项目占用的园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数量相对较少，

所以征地前后对评价范围内草园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的比

例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分别只下降了 0.51、0.11、0.08 和 0.08 个百分点。 
④公路的建设将直接导致大面积的土地由非建设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从而

使得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所占比例显著增加，由征地前的 28.98%增加到

征地后的 32.40%，增幅达 3.43 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本项目工程永久占用的林地、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较大，占评价

范围内林地、建设用地和耕地总量的比例较高，公路建设将对评价范围内林地、

耕地的利用将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工程建设对项目走廊带内的土地利用结构也

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林地、耕地及其他地类的建设用地化。 
2.工程临时用地合理性分析 
① 用地数量合理性分析 
拟建公路临时用地共计 8.68hm2，约占本项目总占用土地（162.02 hm2）的

5.36%，与山东省同类等级公路建设临时用地所占比例相当。  
②用地类型合理性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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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工程临时占地主要包括弃渣场、临时堆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

便道以及专项设施改建等临时设施用地。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临时

占地面积 8.68 hm2，其中耕地 1.11 hm2，园地 1.39 hm2，林地 2.23 hm2，建设用

地 0.83 hm2，其他用地 3.12 hm2，具体见表 2.6-2。 
临时用地占地类型以其他土地和林地为主（分别占临时用地总量的 35.94%

和 25.69%），占用园地和耕地较少（分别占临时用地总量的 16.01%和 12.79%），

不涉及基本农田。对于占用林地，施工结束后通过采取植被恢复的措施，基本可

以恢复原有功能；对于占用园地，施工结束后通过采用植灌草恢复的措施，基本

可以恢复原有功能；对于占用耕地，施工结束后通过采取复耕措施，可减轻对农

业经济的影响。 

4.1.6 工程占地对沿线农业的影响 

1. 对耕地的影响分析 
根据设计文件，本项目永久占用耕地 37.27 hm2，不占用基本农田，沿线土

地利用现状及表 4.1-6 分析，耕地及基本农田被占用将直接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

少，农作物减产。本项目建设占用耕地，可能加剧对剩余耕地的压力，特别是对

沿线农业生产以及耕地被占农户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此外，公

路建成营运后所具有的城镇化效应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项目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应根据《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

相关规定，对占用的耕地进行补偿，并由土地主管部门根据“占多少，垦多少”的
原则开垦与所占耕地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建设单位对工程占用的耕地，按规定

交纳征用该土地的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2. 对沿线农业生产的影响 
本项目所在地区人口较密集，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属于当地粮食蔬菜高产区

域，土地开发利用率较高，后备农业土地资源较为紧缺。因此，公路永久性占地

将对沿线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本项目将永久占用耕地 37.27 
hm2，其中占用旱地 29.86 hm2，菜地 7.41 hm2，不占用水田。本项目建设导致的

沿线地区主要粮食产量损失统计结果见表 4.1-6。 
表 4.1-6  本项目永久性占地导致粮食损失统计表 

地区 
占地 
类型 

工程占地 
(hm2) 

单产 
(kg/hm2·a) 

年产量 
损失(t) 

施工期产 
量损失(t) 

营运期产 
量损失(t) 

水田 - 10250 - - - 
威海市环翠区 

旱地 29.86 6600 197.08 591.23 2956.14 

  
耕地被占用将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公路建设占用农田，

可能加剧对剩余耕地的压力，特别是对沿途各乡、镇的农业生产以及耕地被占农

户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此外，公路建成营运后所具有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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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由表 4.1-6 中计算结果可知，

由于工程永久占地导致的每年粮食产量损失约为 197.08t。3 年施工期主要农作物

损失量为 591.23t，15 年营运期的总损失为 2956.14t。被占用耕地丧失了原有的

农业产出能力，从而对当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 
因此，为了尽量减少因公路占地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在工程

设计中应结合当地的发展规划进一步优化线型，以减少占用耕地数量，合理利用

土地资源。公路工程是线形构筑物，占地仅为直接影响区很少的一部分，对于县

域土地平衡影响很小，但对于土地的承包人影响较大，可通过当地政府进行土地

调整或利用土地占地补偿费，开发新产业来缓解由此造成不利影响。 
3. 对基本农田的影响 
通过将项目用地范围线与威海市环翠区、经区境内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库

进行套合分析，项目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因此项目建设不会对基本农田造成影

响。 

4.1.7 临时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1.7.1 主体工程土石方平衡合理性分析评价 

1. 工程土石方平衡分析 
根据拟建公路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土石方（不含表土）挖方量 322.82 万

m3、填方量 208.93 万 m3，本项目填方全部来源于挖方，无借方，余方 114.45
万 m3，其中：老路铣刨料 3.62 万 m3 进行降级使用，用于本工程下面层及改移

工程等；其余 110.27 万 m3土石方全部由地方政府接收，用于其他项目综合利用，

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2.2-13。 
从调配节点和运距方面分析，拟建公路土石方调配优先在新旧路基、互通立

交、隧道工程、桥涵工程等为节点进行，运距大多控制在 5km 以内。但是对于

环境敏感区路段、处理余方较为困难的路段、或挖方（余方）和填方（借方）路

段明显交错的路段，土石方调运距离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经上述分析，拟建公路土石方挖、填、弃数量合理，符合最优化原则，土石

方调运基本符合节点适宜、时序可行、运距合理的原则，整个土石方平衡有利于

减少取弃土方和临时占地数量。综上所述，拟建公路土石方平衡基本合理。 
2. 弃渣综合利用情况分析 
拟建公路通过优化路线方案与竖向布置、桥梁、互通、沿线设施等构造物布

设，减少开挖量，尽量挖填平衡，结合绿化、美化环境的需求和保证工程安全的

需要，增加工程自身土石余方消纳能力，加强综合利用。 
根据主体设计，结合土石方平衡及物料需求情况，工程所需土方，充分利用

本项目开挖回填，能够满足项目需要。砂石料均采用外购方式，无需设置取土

（石、砂）场，不新增占地；弃渣由政府接收综合利用，无需设置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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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剥离表土与平衡利用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拟建公路共计剥离表土 22.32 万 m3，施工结束后剥离

表土全部回覆，表土平衡情况见表 2.2-14。 
拟建公路表土调运遵循就近原则，以大型桥隧、自然大河山体为节点，避免

跨大河翻大山调运，运距多控制在 5km 以内。剥离的表土以后期回覆位置为依

据，优先运至规划回覆区域堆放，受场地大小、地形、施工等限制，其次运至回

覆位置附近合适区域存放，尽量使表土一次到位，避免重复调运。在施工时序方

面，路基、互通边坡等区域可采取主体施工完成一片、表土回覆一片等施工方式，

实现表土剥离与回覆的动态衔接。基本符合“节点适宜、运距合理、时序可行”

的原则。 
拟建公路表土平衡调运考虑了表土剥离的部位及可行性、考虑了剥离位置与

存放位置、回覆位置之间的运距因素，总体来说，拟建公路剥离表土与平衡利用

基本合理。 

4.1.7.2 临时用地设置情况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临时用地设置情况如下： 
1. 施工便道 
经与主体设计沟通，拟建公路沿线交通较为便捷，施工便道利用现有道路或

布设在永久征地范围内（详见第二章表 2.2.8），不新增临时用地。结合当地公路

施工经验和项目区情况分析，符合节约用地和水土保持要求。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主体初步设计拟定了混凝土拌合站、预制梁场、钢筋加工场等施工生

产生活区，共计 2 处（详见第二章表 2.2.8），临时占地 3.12hm2，占用裸地。评

价认为，施工生产生活区布设位置、数量、占地基本合理，能够满足施工要求。 
3. 取土（石、砂）场 
根据主体设计，结合土石方平衡及物料需求情况，工程所需土方，充分利用

本项目开挖回填，能够满足项目需要。结合项目区地形条件、筑路材料质量要求

与供应情况等，砂石料均采用外购方式。本项目无需设置取土（石、砂）场，不

新增占地，符合节约用地和水土保持要求。 
4. 弃渣场 
本项目弃渣由政府接收综合利用，无需设置弃渣场，符合节约用地和水土保

持要求。 
5. 临时堆土场 
本项目临时堆土充分利用路基工程、互通立交、沿线设施、施工生产生活区

的空闲区域，无需新增占地。评价认为，临时堆土场布设合理，能够满足施工要

求和节约用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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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综上所述，主体设计临时工程布设的数量、占地、等均可以满足施工要求和

节约用地要求，占地基本合理。 

4.1.7.3 施工生产生活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水土保持方案，拟建公路拟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共计

2 处，分别为 K5+900 左侧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加工厂和 K21+200 左

侧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加工厂。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新增临时占地

3.12hm2，占地类型裸地，均位于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具体

见 2.2.8 节。 
1. 施工生产生活区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的不可避让性

分析 
（1） 地理条件限制 
隧道分布：拟建公路共设置有 3 座隧道，分别位于 K8+800~K9+260（阮家

口隧道）、K17+055~K17+893（义和隧道）、AK0+566~AK1+120（柳沟隧道），

跨度较大，约 21km。本项目沿线分布有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

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工程设计采用隧道工程无害化穿越上述敏感区，由于隧道

工程施工需集中设置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加工厂等大型临时设施，以

满足材料供应和施工效率要求。因此本项目根据地理条件和生态敏感区位置集中

设置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基本满足施工要求。 
K5+900：位于望岛互通附近，主要供应阮家口隧道施工需求，运距约 3km，

符合常规施工半径。 
K21+200：兼顾供应义合隧道和柳沟隧道施工需求，减少材料运输距离。 
若将上述施工生产生活区移出外围保护地带，将大幅增加运输成本，运距超

15km，将增加对沿线动植物及扬尘、噪音污染风险。 
（2）施工技术要求 
临时设施规模：预制梁场、拌和站需大面积硬化场地，裸地选址可减少生态

破坏。 
（3）环境敏感性规避 
① 本项目施工生产生活区选址避开了沿线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

国家森林公园和生态保护红线等沿线敏感区范围，无珍稀保护植物种分布。选址

已征得威海市环翠区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意见，同意 2 处施工生产生

活区设置于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 
② 裸地选址：优先利用原有裸地，减少了对林地、耕地的占用，减少植被

破坏和水土流失。 
③ 由于本项目沿线河流为望岛河、张村河、福德庄河等，均为城区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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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生活污水将可能通过周边沟渠最终汇入上述水体，施工场地在施工期间应加

强管理，禁止各种废水排入以上水体。  
④ 沿线施工场地下风向 200m 范围无居民点分布。 
总体来看，本项目拟设置的施工生产生活区避开了沿线环境敏感区，进行了

集中设置，基本可满足施工需求，设置基本合理，本项目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避

让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方案不具可行性。 
2. 施工生产生活区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沿线拟设置的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① 占用裸地，导致植被破坏和生产力下降；； 
② 施工粉尘及往来运输车辆起尘对周边环境空气有一定影响； 
③ 施工场地清洗水、作业区地面冲洗水和生活污水对水环境有一定影响； 
④ 搅拌机、运输车辆、水泵、物料传输装置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噪声影响； 
⑤ 施工场地废弃的砂石料、废弃的混凝土，各类废水产生的沉淀物以及施

工人员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影响。 
⑥ 施工扰动，导致影响周边景观。 
施工期的影响总体上为短期影响，在施工结束后，通过对施工生产生活区采

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和植被恢复措施，可降低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3. 施工生产生活区恢复措施及合理性、适宜性分析 
拟建公路拟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 2 处，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沿线环境，施工

后期恢复方向应与原有地类保持一致。 
施工前，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设置土质临时排水沟。对占地范围内土壤肥力

较好的区域进行表土剥离，于各自区域临时存放，并采用临时挡墙、撒播草籽的

方式对表土进行临时防护。施工结束后，对全部施工生产生活区进行土地整治、

回覆表土。施工生产生活区采用种植黄花槐、撒播草籽狗牙根等方式进行植被恢

复。通过以上工程措施、植被恢复措施，可将施工生产生活区对环境的影响降至

最低。总体来看，施工生产生活区恢复措施是较为合理和适宜的。 

4.1.7.4 施工便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设计文件和水土保持方案，拟建公路沿线交通较为便捷，施工便道利用

现有道路或布设在永久征地范围内，无新增临时用地。 
1. 施工便道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① 对植被的影响   
拟建项目施工便道完全利用现有道路或永久征地范围，不新增临时用地，则

对周边原生植被的直接破坏较小，可避免砍伐新增林地或草地。施工车辆碾压可

能导致便道两侧局部植被损伤，需规范行车范围，避免扩大扰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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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土壤的影响   
频繁车辆通行可能压实土壤，降低渗透性，雨季易形成地表径流，造成水土

流失风险，需设置排水沟或植草防护。车辆油污或建筑材料泄漏可能污染土壤，

需加强管理及应急措施。   
③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噪声和人类活动可能驱赶周边野生动物，尤其在繁殖期或迁徙季节，建议避

开敏感时段施工。  
④ 对水文的影响   
地表水扰动：若便道邻近水体，需防范泥沙流入河道，避免造成地表水扰动，

影响水质，必要时设置沉淀池。  
⑤ 其他影响   
外来物种入侵：施工车辆可能携带外来植物种子，需加强车辆清洗。临时便

道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协调性，完工后需及时恢复原貌。 
2. 施工便道恢复措施及合理性、适宜性分析 
在严格限制施工范围、落实环保措施，如防尘、排水、限速等的前提下，施

工结束后，对于利用的现有道路的，进行路面清理、压实、修复破损路段，确保

恢复至施工前通行标准；对于纳入永久设施的，若施工便道与规划公路路基等永

久设施重合，则直接保留并升级为正式道路，避免重复建设；对互通立交区、沿

线设施区内的便道，可结合永久排水系统、绿化带等统筹优化，提升土地利用效

率。通过以上工程措施，可将施工便道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总体来看，施工

便道恢复措施是较为合理和适宜的。 

4.1.7.5 临时堆土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设计文件和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表土剥离总量 22.32 万 m³，剥离的

表土结合后期回覆利用位置和就近堆放原则，选择适宜的堆放地点，后期用于路

基、隧道、专项设施改建的表土，临时堆存在路基工程区、互通立交区、沿线设

施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放各自回覆的表土，全线设置临时堆表土区 13 处，

不新增占地。 
1. 临时堆土场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①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结构破坏：表土剥离后若堆放不当（如过高、无防护），可能因雨水冲

刷或风力侵蚀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影响后期回覆利用效果。   
 压实风险：机械作业及车辆碾压可能导致堆放区土壤板结，降低其透水性

和肥力，需控制堆土高度并避免长期堆放。   
②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临时堆土若未及时覆盖或拦挡，遇强降雨易引发水土流失，导致泥沙进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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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水体或农田，造成裸露表土侵蚀危害。  
③ 对植被的影响   
临时堆土场将在施工期内占用原地表植被，通过严格限制工程征地范围，可

避免新增生态破坏。 
④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栖息地干扰：堆土作业噪声及人类活动可能短暂驱离小型动物，但影响范围

有限，拟建项目设置的 13 处堆土区位于永久占地范围内，减少了对沿线野生动

物栖息地的干扰。  
⑤ 对水文环境的影响   
堆土区若临近河流或沟渠，水土流失可能携带悬浮物进入水体，造成对地表

水污染风险，影响水质。拟建项目堆土场应远离敏感水体，并设置截排水设施。  
⑥ 景观影响   
视觉污染：临时堆土可能破坏沿线自然景观协调性，需通过规整堆放形态、

覆盖绿网或种植速生植被减少影响。 
2. 临时堆土场恢复措施及合理性、适宜性分析 
根据拟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临时堆土场采用以下防治恢复措施： 
① 表土临时防护 
表土堆放高度约 4m，采用编织袋装土作临时挡墙，拦挡在集中堆放的表层

土外围，顶面坡面撒播草籽进行防护，以防止散土随地表径流流失。临时挡墙采

用梯形断面，断面尺寸采用 1.5m（下底）×0.5m（上底）×1.0m（高）。施工场

地表土堆放需设装土编织袋临时挡墙 2352m，撒播草籽面积 2.17hm2，草种选择

狗牙根。 
② 淤泥晾晒临时防护 
淤泥临时堆放晾晒场地 2 处，总占地面积为 0.64hm²；淤泥晾晒前，在场地

四周布设袋装土挡墙（梯形断面，底宽 1.0m，顶宽 0.5m，高 0.5m）进行拦挡，

共计布设装土编织袋临时挡墙 450m，编织袋填土 169m³。严格按水保方案的措

施，包括分层堆放、及时防护、限制堆放时间的情况下，临时堆土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较小。 
通过以上工程措施、植被恢复措施，可将临时堆土场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总体来看，临时堆土场恢复措施是较为合理和适宜的。 

4.1.8 隧道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沿线设置隧道 1887.75m/3 座，均为新建，分别为 K8+945 处的阮家

口隧道、K17+495 处的义和隧道和 K23+690 处的柳沟隧道（主洞和匝道），隧道

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隧道洞口开挖直接造成的植被破坏、施工弃渣

等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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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隧道施工对洞口及山体上方地表植被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拟建公路沿线隧道洞口及山体上方地表植被主要以灌草丛植

被为主，是常绿阔叶林受人为干扰严重发育而来的。灌木层主要分布有野牡丹等

速生物种，草本以茅草为主，盖度一般可达 80%以上。隧道埋深大于上层植被的

根系长度，隧道开挖过程中，对地表植被的主要影响集中在隧道进出口附近，隧

道口及山体上方植被以当地常见的适宜于山地生长的灌草丛群落，不会触及到上

层植被根系，对上层植被不会造成严重破坏，对于植物生长状态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隧道埋深对上层植物植被的影响很小。 
隧道施工主要影响的植被为当地常见的广布种，无狭域种或珍稀濒危植物种

分布。因此，隧道的施工对区域植物物种多样性基本没有影响，施工影响仅限于

一部分生物量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洞口开挖作业面，

避免超挖，同时做好隧道洞口下方的临时拦挡措施，避免隧道出渣顺坡而下破坏

下方植被和农田。 
隧道施工结束后，根据立地条件，选择乡土植物种，及时对隧道洞口施工区

进行恢复，可有效减少隧道开挖和建设对隧道施工区域植被和景观的破坏。 
2. 隧道施工对上部区域植被的影响分析 
根据对本项目所在地现有公路沿线隧道上部植被生长情况的调查结果，隧道

上部区域植被生长良好，未发生因地下水疏干而导致隧道顶部植被破坏的情况。

若施工过程中打穿的含水层为植被赖以生存的水源，造成植被生长用水大量流失，

可能造成山顶植被因水分不足而死亡，严重时造成隧道上方生态环境破坏。 
从本项目植被现状调查与评价结果可知，拟建公路沿线隧道上方植被主要为

项目区较为常见的野牡丹、茅草等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即拟建公路沿线各隧道

顶部植被均以次生性强的灌草丛为主，这些植被类型对地下水的微小变动不敏感，

且这些植被在区域内分布较为广泛。 
隧道开挖放炮时，施工爆破使大量粉尘聚集在附近区域植物的叶面上，但工

程所在地区雨水较多，遇降雨即可把叶片上的尘土冲洗，故影响不大。项目隧道

施工通常采用边掘进边支护的施工工艺，可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因地

下水疏干而导致隧道上部区域植被死亡情况的发生。同时，通过采取一定措施，

可将施工期间产生的噪声、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弃物等造成的影响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且项目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施工的结束而得以消除。因此，

不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 隧道弃渣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设计阶段优化了土石方平衡，根据对 K8+945 处的阮家口隧道、

K17+495 处的义和隧道和 K23+690 处的柳沟隧道（主洞和匝道）所处路段，对

隧道出渣进行了充分利用，部分出渣需要进入弃渣场处置。对于排出的施工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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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端洞口修建隔油沉淀池，废水经处理后进行回用或达标排放（具体见 4.2.1
节）。渣场上游有一定面积的集水区，遇暴雨天气，降雨及地表径流冲刷极易引

起水土流失，甚至形成灾害，流失的渣土进入河道、农田将对河流行洪、农田质

量产生极大影响。因此，下一阶段设计中应加强隧道弃渣场拦挡和防护工程设计，

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弃渣施工的监控和管理，确保隧道弃渣进入指定弃渣场，坚持

“先挡后弃”的原则，降低隧道弃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 隧道施工对地下含水层的破坏及引发的环境问题 
隧道开挖将可能破坏区域内的地下水系，一个山脉的地下水系经过长期演变

逐渐稳定，有其自身的水流规律，隧道的出现必将改变地下水流赋存状况，并成

为地下水排出的天然通道，造成地下水的大量流失。拟建公路对 K8+945 处的阮

家口隧道、K17+495 处的义和隧道和 K23+690 处的柳沟隧道（主洞和匝道），根

据设计阶段地质勘探结果，路线所经区域位于胶东隆起区，构造复杂。基底长期

隆起，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古老的变质岩层。隧道开挖上述区域时，涌水量较少。

公路隧道施工通常采用边掘进边支护的施工工艺，本项目中当隧道通过浅埋、破

碎带以及自稳性较差的软弱地层时，应采取必要超前支护，对围岩进行临时支护

或加固，以保证隧道施工安全，同时可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因地下水

疏干而导致隧道上部区域植被死亡情况的发生。加之项目区属大陆性气候，年际

降水在 800mm 以上，地区分布比较均匀，但年际内变幅大，自北向南呈递增趋

势，雨量充沛，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多为大气降水，降雨对植被的生态用水也有相

当大的补给。总体上看，在采取了相应的支护、堵漏措施后隧道上方植被因短暂

缺水而死亡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为降低隧道施工对地下水和及周边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建议在设计阶段

应对隧道区域的地下水分布、类型、含水量、补给方式和渗流方向进行详细勘察，

分析论证隧道开挖地下水可能涌出的位置和程度，并制定周密的漏水、涌水防治

方案，方案应贯彻“以堵为主”的治理理念。 
综上所述，隧道施工对周边植被、弃渣及地下水等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短

期、局部、可恢复的，通过合理施工管理和生态修复措施，可有效降低生态破坏

风险。 

4.1.9 评价区生态完整性的影响评价 

4.1.9.1 评价区生物量的变化 

拟建项目建设过程中，将造成评价区的生态类型面积和生物量发生变化，永

久占地和临时用地带来的具体变化情况见表 4.1-7 和 4.1-8。永久征地将完全损毁

原有的植被类型，植被生物量将发生变化，生物量总损失为 3203.32t，占评价区

总生物量的 6.98%。通过遥感卫片和典型样方生物量估算，林地损失量最大，为

2214.95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4.83%；其次为农作物，损失量为 834.85t，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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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区总生物量的 1.82%；园地损失量为 135.12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0.29%；草

地损失量最少，为 18.40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0.04%。随工程施工的结束，公

路永久征地区的植被由人工基底性质的建设用地所取代，造成植被生物量不可逆

的降低。临时用地植被生物量在拟建项目施工期会发生生物量变化，施工期生物

量总损失为 133.10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0.29%。林地损失量最大，为 97.12t，
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0.21%；其次为农作物，损失量为 24.68t，占评价区总生物

量的 0.05%；园地损失量为 11.12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0.02%。由于施工结束

后，通过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临时用地的植被生物量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恢复，同时也需要采取一定的人工抚育措施。 

表 4.1-7  公路永久占地带来的生物量变化表 

植被类型 面积(hm2) 
平均生物

量(t/hm2) 
损失生物

量(t) 
评价范围总

生物量(t) 
占总生物量比

例(%) 
林地 50.86  43.55 2214.95 25073.04 4.83% 
园地 16.89 8 135.12 4710.08 0.29% 
草地 3.69  5 18.40 1902.03 0.04% 

农田栽培植

被 
37.27 22.4 834.85 14197.88 1.82% 

总计 108.71 － 3203.32 45883.03 6.98% 

 
 
 
 
 

表 4.1-8  公路临时用地带来的生物量变化表 

植被类型 面积(hm2) 
平均生物

量(t/hm2) 
损失生物

量(t) 
评价范围总

生物量(t) 
占总生物量比

例(%) 

林地 2.23 43.55 97.12 25073.04 0.21% 
园地 1.39 8 11.12 4710.08 0.02% 

农田栽培植被 1.11 22.4 24.86 14197.88 0.05% 
总计 4.73 - 133.10 45883.03 0.29% 

 

4.1.9.2 景观生态体系质量综合评价 

1. 恢复稳定性分析 
自然系统的恢复稳定性，是根据植被净生产力的多少度量的。如果植被净生

产力高，则其恢复稳定性强，反之则弱。项目实施后，土地利用类型中除建筑用

地外，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然而由于本项目占用评价区面积很小，不会对

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2. 阻抗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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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观异质性变化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评价区内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对区域自然体系生态

完整性的影响由路基占地引起，建筑用地面积增加，其他地类即林地、园地、草

地、耕地、水域和其他用地则相应减少，整个评价区的绿地面积减少，导致区域

自然生态体系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的发生改变，对本区域生态完整性具有一定影

响。 
（2）阻抗稳定性分析 
自然系统的阻抗稳定性是由系统中生物组分异质性的高低决定的。异质性是

指一个区域里（景观或生态系统）对一个种或更高级的生物组织的存在起决定作

用的资源（或某种性质）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变异程度（或强度）。由于异质性的

组分具有不同的生态位，给动物物种和植物物种的栖息、移动以及抵御内外干扰

提供了复杂和微妙的相应利用关系。另一方面，异质化程度高的自然系统，当某

一斑块形成干扰源时，相邻的异质性组分就成为了干扰的阻断，从而达到增强生

态体系抗御内外干扰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体系生态稳定性。 
项目建成后，受占地影响最大的是林地和耕地，但相对于评价区的林地和耕

地来说，占用面积的仅较小，因而对于评价区的生物组分异质性影响极小。 
3. 景观生态体系质量综合评价 
工程实施后的各土地类型优势度值计算结果见表 4.1-9。从表中可以看出，

公路工程兴建后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部分变化，其中建筑用地拼块因公路的修建

使其重要性提高，其优势度值由公路建成前的 2.61%上升到 20.48%，其他拼块

的优势度值相应减少，但减少的幅度较小。耕地的优势度值从 42.01%降低到

32.20%；草地其优势度值从 5.14%降低至 4.22%；水域的优势度值从 2.81%减少

到 1.85%。作为林地其优势度值从 47.43%降低至 41.26%；但仍然远远高于其他

拼块的优势度值，仍然作为评价区内的模地。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所造成的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将对评价区自然

体系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 
 

表 4.1-9  工程实施前后主要拼块类型优势度值 

Rd（%） Rf（%） Lp（%） Do（%） 
拼块类型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林地 34.92  34.32  64.63  54.88  45.08  37.91  47.43  41.26  
草地 0.50  0.50  19.51  15.85  0.28  0.26  5.14  4.22  
耕地 57.62  56.21  7.32  3.66  51.56  34.47  42.01  32.20  
水域 2.02  2.02  7.32  3.66  0.94  0.86  2.81  1.85  

建设用地 4.93  6.96  1.22  21.95  2.14  26.51  2.61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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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与区域生态功能区划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山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及《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

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 号），拟建公路所在的威海市

环翠区属于山东半岛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中的胶东半岛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该

区域具有完备的产业发展基础和配套能力，是全国重要的船舶、电子信息、家电、

造纸、化工、医药和食品加工集聚区，海洋产业、生态经济比较发，是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该区域的功能定位：黄河中下游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

门户和陆海交通走廊，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先进制造、高新技术和海洋经济等高端

产业聚集区，全国重要的特色产业基地和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东北亚地区国际

航运中心。 
本项目属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属于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产业，

避开了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

等禁止类区域，同时工程方案上将尽可能采取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优化方案。

本项目已经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和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做好水土保持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后，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可以

得到恢复和改善。 
综上，本项目建设符合生态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总体上符合《山

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4.1.11 高填深挖及不良地质路段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线位尽量沿地形坡度相对较为平缓的地形布设，遵从了自然地形地势

起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填深挖路段，大大降低了土石方填挖工程量，避免了

“裁弯取直”的错误观念和现象。由于路线总体处于丘陵阶地区，在地形起伏相

对较大的山间布线时，主体设计采取了“以桥代路、以隧代挖、移挖作填”等设

计手法，尽量减少高填深挖。 
本项目不存在高填路段，最大填高多控制在 12m 以内，但受地形地貌和工

程条件限制，本项目存在深挖路段 1 处，位于望岛互通，最大挖方边坡高度

63m。深挖路段对沿线生态环境主要产生以下影响：施工期形成较高裸露边坡，

易发生水土流失；破坏山体稳定性，存在塌方风险；对周围视觉景观的影响。 
深挖路段受地质条件、埋深不足等因素影响，无法采用隧道方案通过。主体

设计对深挖边坡采取了分级开挖、放缓边坡、骨架喷播植草护坡、客土喷播、主

动防护网+攀爬植物、锚杆锚索格子梁等措施，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同时，减缓了

高边坡开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设计文件对深挖边坡提出了挡墙支护、锚杆锚索、防护网等高边坡特殊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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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同时，边坡设置了完善的截、排水工程，设置了涵洞排水，防止上方汇水

对边坡的直接冲刷。这些护坡、排水工程，一方面有效保证了边坡的稳定性，同

时，也减缓了高边坡开挖填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考虑到交通工程本身的特点，

深挖路段对沿线土地、植被造成的破坏，可通过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路基防护措

施、增加边坡植被恢复方式的多样性等切实可行的后续防护措施得以补偿，使高

填深挖路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环境可以接受的水平。 

4.1.12 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分析 

本次评价对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和生态保护红线等

生态敏感区的影响预测与分析详见第 5 章。 

4.2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2.1 施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拟建公路施工期对沿线地表水体的影响主要包括跨河桥梁施工、施工营地生

活污水、预制厂及拌和站生产废水排放以及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对水体的影响等。 
1. 桥梁施工作业对水环境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存在涉水桥墩的桥梁为：K22+377 张村河大桥，具体见表 2.4-4。

以上桥梁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 
水上桥梁施工工序为：搭建施工平台→基础施工→桥梁上部构造施工。桥梁

施工过程中，对地表水体水质可能造成影响的环节主要包括：施工扰动河床引起

局部水体中泥砂等悬浮物的增加，钻孔作业中钻渣（或泥浆）的泄漏。 
（1）河床扰动的影响 
拟建公路桥梁水下基础的施工均采用钻孔灌注桩施工，通常采用钢管桩施工

平台、双壁钢围堰平台等固定式平台。按照公路桥梁施工规范，水中围堰高度要

求高出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0.5~0.7m。围堰外形考虑河流断面被压缩后，

流速增大引起水流对围堰、河床的集中冲刷等因素，并满足堰身强度和稳定的要

求。围堰要求防水严密，减少渗漏。在围堰沉水、着床的几个小时内，可能会扰

动河床，使少量底泥发生悬浮，悬浮的底泥物质在水流扩散等因素的作用下，在

一定范围内将导致水质泥沙含量增大，水体混浊度相应增加。根据对多个类似工

程围堰的监测资料进行类比分析，预测围堰或钢套筒着床可能造成 SS 最大增量

约 2000mg/L，在施工期水文条件下，悬浮物沉降速度较快，一般悬浮物随流扩

散 100~200m 即接近水域悬浮物背景浓度。 
除此之外，其余钻孔等工序均是在围堰中施工，与河流隔开，钻孔时不再扰

动围堰（钢套筒）外河床，也基本不会引起围堰外底层泥沙的悬浮。 
（2） 钻渣（泥浆）、弃土弃渣对水体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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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基础施工对水体影响最大的潜在污染物是钻渣。灌注桩施工，灌桩出浆

排入沉砂池进行土石的沉淀，沉淀后的泥浆循环利用，沉淀下来的土石即为钻渣，

需要定期清理，拟建公路桥梁基础较深，施工出渣量较大，若随意排放将造成施

工下游河道的淤塞及水质降低，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规定，将钻渣运至指

定的临时堆土场存放并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运送存放过程必须有环保监理人员

监督，不允许随意丢弃钻渣，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水体水质，防止钻渣堆弃

对防洪的不利影响。根据关于河道清淤工程中泥沙泄漏对水环境影响的研究文献，

距离排污口（挖沙处）50m 处，河水中 SS 浓度增值最大为 196.84mg/L，远远超

过《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中的三级标准限值，SS 浓度增值>10mg/L
的影响最大长度为 750m，增值>1mg/L 的影响最大长度为 1700m。一般来说，只

要严格管理，桥梁基础施工中钻渣（泥浆）的泄漏源强远小于河道清淤工程中的

泥沙泄漏源强，因此，拟建公路桥梁基础施工中钻渣（泥浆）泄漏对沿线水体水

质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 
但是，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桥梁基础施工大约需要 3 个月左右的时间，污染影

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施工中应加强管理和设备检修，尽量避免钻渣（泥浆）

泄漏对沿线地表水体水质造成影响。 
此外，弃土弃渣若保管不善或受暴雨冲刷等原因进入水体，将会引起水体污

染。因此，在桥梁施工期间，项目沿线弃土弃渣堆放应设置在河堤外围，远离水

体，并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径流冲刷。 
（3）基坑废水影响分析 
在进行跨河桥梁施工时，基坑会产生大量废水，应首先利用潜水泵进行抽取，

由船舶运输至岸上设置的临时存储池进行充分静置、沉淀，上清液用作施工场地

洒水抑尘，底部泥浆进行干化脱水处理，运至最近的临时堆土场堆存。通过采取

以上措施，基坑废水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2. 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路基的填筑以及各种筑路材料的运输等，均会引起扬尘，施工产生的粉尘影

响是难免的，而这些尘埃会随风飘落到路侧的水体中，尤其是靠路较近的水体，

将会对水体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一些施工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物质等在其堆放处若保管不善，

被雨水冲刷而进入水体也将产生水环境污染。因此在施工中应根据不同筑路材料

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加强保护管理措施，尽量减小其对水环境的影响。 
3. 预制构件场混凝土搅拌废水影响分析 
预制构件场和拌合站用于制作桥涵所需的各种规格的预制构件及路面工程

基层水泥稳定碎石的拌和，在搅拌混凝土的生产过程及制作预制构件时会有废水

产生，其中又以混凝土转筒和料罐的冲洗废水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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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生产废水的排放具有悬浮物浓度高、水量小、间歇集中排放等特点。

根据有关资料，混凝土转筒和料罐每次冲洗生产的污水量约 0.5m3，浓度可达

5000mg/L，pH 值在 12 左右，废水污染物浓度远超过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一级排放标准相应限值的要求，需进行絮凝、沉淀等相应的处理措施后进行排放。

因此，混凝土拌合站与预制场应设置沉淀池，施工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上清液

用作施工场地洒水，沉淀池定期进行清理，沉淀物运至弃渣场进行处置。 
4. 隧道施工对水环境的影响 
隧道施工生产废水的排放具有悬浮物浓度高、水量小、间歇集中排放等特点，

其主要污染物及浓度范围见第 2 章表 2.3-4，可见隧道施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
和油类。 

隧道施工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水文地质的难以预料或调查不够清楚，打穿地

下含水层，造成掘进过程中的涌水现象。隧道涌水的污染物种类及浓度取决于隧

址区周边地下水质情况，根据沿线水文地质勘查调查结果，拟建公路隧道隧址区

周边地下水未受严重污染，水质较好，一般来说隧道涌水进入地表水体后对其水

质影响不大；但当含水层水头较高，涌水量较大，且排放强度较高时，大量的涌

水将可能挟带开挖施工产生的废渣由隧道洞口沿坡面下泄，会导致地表水体的悬

浮物浓度增高，同时可能会造成下游沟渠和河道的淤塞压埋，对项目区的水利行

洪造成一定的影响。拟建公路隧道洞口周边主要地表水体分布情况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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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沿线隧道洞口周边主要地表水体分布情况表 

序

号 
隧道 
名称 

桩号 
长度

(m) 
周边水体 

ZK8+831~ZK9+250 419 
1 

阮家口

隧道 K8+800~K9+260 460 
自然沟渠，进出口处附近无敏感水

体 
ZK17+065~ZK17+890 825 

2 
义和 
隧道 K17+055~K17+893 838 

自然沟渠，进出口处附近无敏感水

体 
AK0+566~AK1+120 554 
BK0+495~BK1+118 623 
CK0+523~CK1+235 712 

3 
柳沟 
隧道 

DK0+552~DK1+130 578 

自然沟渠，进出口处附近无敏感水

体 

 
从表中可以看出，沿线隧道施工废水将进入周边自然沟渠，最终可能汇入地

表水体，隧道进出口附近虽无敏感水体，但考虑到隧道施工废水污染物浓度较高，

若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将对附近水体水质形成污染，因此应对隧道施工出水应

进行处理。 
隧道施工废水处理流程如下：首先进行中和处理调节 pH 值，然后利用地形

修建隔油沉淀池去除泥浆等杂质，沉淀池底部的泥浆定时清运，施工废水处理后

尽量回用于施工洒水降尘、混凝土拌合、养生及场地冲洗等施工用水，严禁随意

排放，具体见水环境污染防治章节。 
5. 生活污水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各施工营地，由于各施工营地使用期长，施工

人员相对集中稳定，产生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周边水体会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本项目拟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约 2 处，类比同类工程施工经验，以及设计单

位提供的资料分析，平均每处施工及管理人员按 100 人计算，则每个施工生产生

活区施工人员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9.0t，整个工程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量约18t。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量估算见表 4.2-2。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成分及浓度见 2.3.2 节。 

表 4.2-2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放估算表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kg/d） 
施工人数 

用水定额 
（L/人·d） 

K 
各施工营地污

水排放量

（t/d） SS COD 氨氮 动植物油 

100 人/处 100 0.9 9.0 5.40 4.50 1.26 0.36 

  
由表 4.2-2 可以看出，工程生产生活区的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超过了《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中的相应指标，污水直接排放会对周边水环境造成一定

的影响。 
拟建公路各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水体情况见表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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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拟建公路沿线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主要地表水体分布情况表 

序号 位置 名称 水环境 

1 K5+900 
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

加工厂 
距望岛河约 124m 

2 K21+200 
混凝土拌和站、预制梁场、钢筋

加工厂 
距张村河约 146m 

 
由上可见，沿线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中有 2 处周边分别有望岛河和张村河地

表水体，施工生活污水将可能通过周边沟渠最终汇入上述水体。根据 2.11.2 节分

析，施工生活污水其主要污染物 COD、SS、氨氮、动植物油等浓度超过《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若不经处理任意排放将对沿线水环境造成污染。  
为减少生活污水对水环境的影响，建议施工场地设置化粪池对污水进行集中

处理后定期进行清掏。在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生活污水不会对沿线水体产生较

大影响。 

4.2.2 营运期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拟建公路营运期地表水环境影响主要包括路（桥）面径流的影响和沿线设施

生活污水排放的影响。 
营运期路（桥）面径流为分散式面源污染影响，无集中排放口，且排放较分

散，由表 2.11-6 路（桥）面径流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和石油类，其中 SS 为 125 
mg/L、石油类为 11.25 mg/L，污染物通过沿线边沟、植被、土壤的吸附，以及汇

入沟渠后自净作用的降解，污染负荷总体较小。同时由于拟建公路

K11+100~K11+250、义和互通 B 匝道 BK0+500~BK0+800 位于羊亭镇北观地下

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路段设置有路（桥）面收集系统和收

集池，进一步降低了路（桥）面对沿线水环境的影响。 
根据第二章 2.11 节的污染分析，各站点工作人员人均生活污水量按 108L/d

计，流动人口人均生活污水量按 9L/d 计，则服务设施生活污水总量为 5.40t/d，
隧道变电所及泵房不排放生活污水。各沿线服务设施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中主要

污染物浓度见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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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沿线服务设施生活污水产生情况表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t/a） 
序号 名称 桩号 

人数

（人） 

污水产

生量

（t/d） SS COD 氨氮 
动植

物油 

周边

水体 

1 

桥隧

监控

通信

站

（桥

隧养

护管

理

站） 

K12+300 
工作人

员 50 
5.40 1.084 0.887 0.177 0.059 

距离

周边

贝草

夼水

库约

50m 

2 

义合

隧道

变电

所及

泵房 

K17+980 
工作人

员 2 
/ / / / / / 

沿

线 
设

施 

3 

柳沟

隧道

变电

所及

泵房 

K23+320 
工作人

员 2 
/ / / / / / 

总计 
工作人

员 54 
5.40 1.084 0.887 0.177 0.059  

 
由表 4.2-4 可知，拟建公路沿线桥隧监控通信站和桥隧养护管理站隧等服务

设施每日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5.40t/d，隧道变电所及泵房不排放生活污水，主要污

染物中 SS 排放量约 1.084t/a，COD 排放量约 0.887t/a，氨氮排放量约 0.177t/a，
动植物油放量约0.059t/a。沿线设施产生的污水不多，但很分散，主要污染物COD、

SS、氨氮、动植物油等浓度将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

一级排放标准。对于此部分生活污水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排放，将可能通过周边沟

渠最终汇入附近水体，从而对上述水体产生明显影响。 
因此，本报告提出对沿线桥隧监控通信站（桥隧养护管理站）等服务设施采

用二级接触氧化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服务站点生活污水。因桥隧监控通信站

（桥隧养护管理站）邻近贝草夼水库，该站点污水经处理达标后首先用于场区绿

化、养护、冲厕等回用，回用不完的可以通过边沟引至周边的水库或沟渠排放，

终汇入附近贝草夼水库等受纳水体（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中 III 类标准）。沿线设施生活污水在处理达标的情况后进入回用水池会用，

不会对沿线水体水质产生明显不利影响，详见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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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4.3.1 施工期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1. 隧道施工对地下水的影响 
拟建公路沿线设置隧道 1887.75m/3 座。其中，中隧道 1448.25m/2 座。短隧

道 439.5m/1 座。根据工程设计阶段地质勘探结果，隧道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为

基岩裂隙水，地下水补给来源为以大气降水入渗补给为主，部分为孔隙水下渗补

给，隧道围岩大部分为强～中风化板岩，总体上讲透水性较弱，含水量较小，隧

道开挖后主要产生滴状水流，但裂隙发育的强风化板岩及局部由于差异风化等原

因发育的破碎带附近透水性较强，隧道开挖至这些部位时会产生一定的涌水。 
隧道施工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为隧道施工废水入渗地下水、施工涌水导

致的地下水水位下降带来的环境问题等。 
（1）隧道施工废水入渗地下水的影响 
隧道施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施工废水。从第 2.3 节中隧道施工废水排

放源强分析可以看出，隧道施工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和石油类。结合隧道所

处地带的水文地质条件，隧道所在山体主要为石质山体，基岩多为风化板岩，地

质构造总体上较稳定，围岩大部分为强～中风化岩石，总体上透水性较弱，含水

量较小，隧道开挖对地下水影响不大，但局部风化岩体张开的裂隙、破碎的石英

脉和断层破碎带内，这些部位的岩体透水性较强，隧道施工废水若处置不慎，将

可能会渗入地下，影响地下水水质。 
对于隧道施工产生的施工污水，应设置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尽量回用于施工场

地降尘及施工用水等（具体见 4.2.1 节）。 
（2）隧道涌水对地下水的影响 
隧道开挖可能破坏区域内的地下水系，改变地下水流赋存状况，并成为地下

水排出的天然通道，造成隧址影响区域地下水的大量流失，这些排出的地下水再

度进入地下，可能会影响汇入区的地下水水质。而且，隧道施工过程中，可能会

由于水文地质的难以预料或调查不够清楚，打穿地下含水层，造成掘进过程中的

涌水现象，隧道涌水与隧道施工废水混合后再度进入地下，可能会影响汇入区的

地下水水质。 
经现场调查，拟建公路隧道上方无地下饮用水源取水口分布，隧道施工基本

不会对沿线居民饮用水源产生影响。 
经现场调查，拟建公路隧道上方植被主要为项目区较为常见的马尾松、麻栎、

胡枝子、狗牙根等自然植被，施工对隧道上方植被的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① 含水层水量较小，水头较低时，涌水量较少，强度不大，可采用封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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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处理，一般影响不大。 
② 但如果打穿的含水层为隧道山体上部植被赖以生存的水源，且涌水后又

难以封堵时，将可能造成植被生长用水大量流失，从而可能造成山顶植被因水分

不足而死亡，严重时造成隧道上方生态环境破坏。公路隧道施工通常采用边掘进

边支护的施工工艺，可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因地下水疏干而导致隧道

上部区域植被死亡情况的发生。加之项目区位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雨

量充沛区，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多为大气降水，降雨对植被的生态用水也有相当大

的补给。总体上看，在采取了相应的支护、堵漏措施后隧道上方植被因短暂缺水

而死亡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为降低隧道施工对地下水的影响，避免因施工不慎而形成地下水漏斗和

涌水现象，建议下阶段加强隧道的水文地质勘探工作，摸清隧址区及周边地下水

分布、类型、含水量、补给方式和渗流方向等情况，分析论证因隧道开挖地下水

可能涌出的位置和程度，并制定周密的漏水、涌水防治方案。施工时应采取超前

探水查明前方地下水的分布与水量后，辅以预注浆疏水和堵水措施，将地下水尽

可能封堵在围岩外，避免出现大量涌水现象，且隧道施工程中需采取防渗帷幕、

防渗墙等工程，堵截外围地下水的补给，截断进入隧道的地下水通道，防止了地

下水流场的变换。 
2. 路基施工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拟建公路各路基区段表层分布有素填土或杂填土，地质条件较好。场区素填

土层厚度变化较大，分布范围较广，公路沿线均有分布，含少量中细砂和碎石，

厚度一般为 0.4～1.5m，局部深度较大，以下为粉质黏土或强风化二长花岗片麻

岩。据研究资料（刘长礼，2006），天然粘性土渗透系数在 10E-4 量级左右，且

粘土层厚度达到为 1.5m 时，COD 等有机污染便能被吸附过滤到安全水平。考虑

到拟建公路路基段上覆土层的渗透性较差，具有一定的防污性能，在路基路段施

工期间，只要做好废污水的收集处理，对沿线地下水水质不会产生影响；即使有

一定量的污水排放，对易产生集水的低洼区域地下水水质带来污染影响也很小。 
3. 桥梁施工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桥梁施工对地下水的影响主要来自桥墩钻孔灌注桩基础时用于护壁的泥浆。

泥浆接触地下环境可能通过深层岩溶水补给孔隙污染岩溶水。因此，桥梁桩基钻

孔施工过程中工应尽量采取环保泥浆护壁，或采取封闭施工，尽量减小钻孔施工

与周围地下环境的接触面积，减少泥浆等污染物进入地下环境污染地下水。 
4. 淋渗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分析 
施工过程中若桥梁钻渣处置不当，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管理不严，施工

机械设备漏油、机械维修过程中的残油等可能污染地下水。鉴于项目区地下水补

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建筑材料堆放场地产生的少量淋渗水经土壤的吸附自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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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含水层的水质影响很小。尽管如此，为防止油料等物质不慎泄露对堆放场

地附近的地下水环境带来影响，可在建筑材料堆放地设置一定的防渗区域，专门

存放油料及化学品物质。 

4.3.2 营运期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路（桥）面径流对地下水水质的影

响，桥隧监控中心等沿线设施排放的污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1. 路（桥）面径流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本工程通车营运后，路面径流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是路面径流中的污染

物如 SS、石油类等，按最不利情况下降雨初期 1h 内形成的路面径流中主要污染

物的浓度分别为 SS：125mg/L、石油类：11.25 mg/L。这些污染物一旦随降水径

流进入周围水体，对地下水的水质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路面径流中上述污染物

一般是在降雨初期浓度较高，在降雨一般时期后污染物浓度逐渐降低。由于 SS
本身为泥沙类物质，污染较小，土壤层对其的天然阻滞作用较强，对地下水含水

层的影响很小。根据相关研究，由于土壤层的吸附作用，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运移

过程中一般被吸附净化，石油类污染物主要积聚在土壤表层 80cm 以内，而拟建

公路沿线的地下水水位埋深多都在 1.8m 以上，因此路面径流中的石油类污染物

对地下水含水层的水质影响较小。 
2. 沿线设施污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拟建公路营运期将产生生活污水的沿线设施站点有 1 处，经预测每日生活污

水排放量约 5.40t，污染物成分简单，且采用二级接触氧化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集

中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回用，污水处理

设施均有防渗措施，污染物不会直接渗入地下。综上可见，本项目沿线设施污水

对地下水的影响很小。 

4.3.3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评价范围内涉及 3 处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穿越羊亭镇义和村地

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 
1.对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1）拟建公路与水源地的位置关系  
拟建公路义和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桥梁穿越义和村地

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取水井最近距离约 28m。义和互通匝道

BK0+820~BK0+845 路路段临近另一处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

取水口最近距离 62m。 
（2）行政许可 
拟建公路穿越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方案已征得威海市生

态环境局环翠分局的同意意见（《关于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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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案的意见》）。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对本项目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施工期间

要加强水污染防治管理，避免对饮用水源地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根据《威海市

环翠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要求，须设立对应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交通警示牌，警示车辆、行人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需谨慎驾驶或谨慎行

为，同时采取相关措施减少公路运输对水源地可能造成的影响。 
（3）施工期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① 桥梁施工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考虑到该段路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桥梁穿越义和村地下水型水

源地保护范围，BK0+820~BK0+845 路路段临近另一处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

护范围，桥梁施工对水源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 
a. 桥墩钻孔灌注桩基础时用于护壁的含油泥浆可能进入地下，影响地下水

水质。 
b. 桥梁施工机械设备漏油、机械设备维修过程中的残油，若渗入地下，将

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一定的油污染，污染水质。 
c. 施工时物料、油料堆放管理不善，渗入地下，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

污染。 
d. 桥梁施工废水若随意排放，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污染。 
e. 混凝土浇筑、养护过程施工废水，随意排放，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

污染。 
因此，桥梁桩基钻孔施工过程中工应采取清水护壁，或采取封闭施工，尽量

减小钻孔施工与周围地下环境的接触面积，减少泥浆等污染物进入地下环境污染

地下水。同时对施工废水进行收集回用，不得外排。在采取以上措施以后，桥梁

施工对沿线地下水的影响较小。 
②对水源供水的影响 
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地下水类型属于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基岩

裂隙，地貌上属丘陵地貌单元，地形较起伏，为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残坡积地

层，灰黄色、红棕色含砾砂质黏土、含砾砂、砂砾层，厚度 2m～8m。拟建公路

以匝道桥梁的形式穿越该水源地，桥梁桩基埋深为 9-10m，其余基本在地表施工。

沿线地下水位埋深一般都在 10m 以上，不会扰动地下水水位，对现状地下水水

位和水量不会造成不利影响，拟建公路施工基本不会对水源地的水源供给产生影

响。 
③淋渗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分析 
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管理不严，建筑材料堆放场地产生的少量淋渗水可

能会渗入地下，地水水源水质造成影响。因此建议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设置

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场，同时为防止其他区域物料、油料、化学品等物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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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泄露对堆放场地附近的地下水环境带来影响，可在建筑材料堆放地设置一定的

防渗区域，专门存放油料及化学品物质。 
（4）营运期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通车营运后，路（桥）面径流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是桥面径流

中的污染物如 SS、石油类等，按最不利情况下降雨初期 1h 内形成的路面径流中

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分别为 SS：125mg/L、石油类：11.25 mg/L。这些污染物一旦

随降水渗入地下，对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拟建公路穿越地下水源保护区路段如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危化品通过土壤

下渗进入水源保护区的可能性较大，对水源地的影响相对较大。详见本报告书第

6 章环境风险章节。 
因此，建议应对本项目穿越的该水源地路段设置完善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

收集池，对初期降雨径流及事故径流进行有效收集，详见地 7 章环境保护措施章

节。通过采取径流收集等措施，加之地表和土壤包气带的吸附自净作用，可将本

项目桥面径流对饮用水源地产生影响降到最低。 
2.对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1）拟建公路与水源地的位置关系  
本项目主线 K11+150~K11+200 路段以北观大桥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

源地保护范围，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18m。 
（2）行政许可 
拟建公路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方案已征得威海市生态

环境局环翠分局的同意意见（《关于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路

线方案的意见》）。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对本项目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施工期间

要加强水污染防治管理，避免对饮用水源地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根据《威海市

环翠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要求，须设立对应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交通警示牌，警示车辆、行人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需谨慎驾驶或谨慎行

为，同时采取相关措施减少公路运输对水源地可能造成的影响。 
（3）施工期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①桥梁施工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考虑到该段路 K11+150~K11+200 路段以北观大桥（维修利用）穿越羊亭镇

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桥梁施工对水源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 
a. 桥墩钻孔灌注桩基础时用于护壁的含油泥浆可能进入地下，影响地下水

水质。 
b. 桥梁施工机械设备漏油、机械设备维修过程中的残油，若渗入地下，将

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一定的油污染，污染水质。 
c. 施工时物料、油料堆放管理不善，渗入地下，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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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d. 桥梁施工废水若随意排放，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污染。 
e. 混凝土浇筑、养护过程施工废水，随意排放，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

污染。 
因此，桥梁桩基钻孔施工过程中工应采取清水护壁，或采取封闭施工，尽量

减小钻孔施工与周围地下环境的接触面积，减少泥浆等污染物进入地下环境污染

地下水。同时对施工废水进行收集回用，不得外排。在采取以上措施以后，桥梁

施工对沿线地下水的影响较小。 
②对水源供水的影响 
拟建公路以桥梁的形式穿越该水源地，对北观大桥进行维修利用，基本在地

表施工。沿线地下水位埋深一般都在 10m 以上，不会扰动地下水水位，对现状

地下水水位和水量不会造成不利影响，拟建公路施工基本不会对水源地的水源供

给产生影响。 
③淋渗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分析 
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管理不严，建筑材料堆放场地产生的少量淋渗水可

能会渗入地下，地水水源水质造成影响。因此建议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设置

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场，同时为防止其他区域物料、油料、化学品等物质不

慎泄露对堆放场地附近的地下水环境带来影响，可在建筑材料堆放地设置一定的

防渗区域，专门存放油料及化学品物质。 
（4）营运期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通车营运后，路（桥）面径流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是桥面径流

中的污染物如 SS、石油类等，按最不利情况下降雨初期 1h 内形成的路面径流中

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分别为 SS：125mg/L、石油类：11.25 mg/L。这些污染物一旦

随降水渗入地下，对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拟建公路穿越地下水源保护区路段如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危化品通过土壤

下渗进入水源保护区的可能性较大，对水源地的影响相对较大。详见本报告书第

6 章环境风险章节。 
因此，建议应对本项目穿越的水源地路段设置完善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收

集池，对初期降雨径流及事故径流进行有效收集，详见第 7 章环境保护措施章节。

通过采取径流收集等措施，加之地表和土壤包气带的吸附自净作用，可将本项目

桥面径流对饮用水源地产生影响降到最低。 
3.对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1）拟建公路与水源地的位置关系  
拟建公路 K22+100~K22+300 路段临近福德庄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临近路段

为新建张村河大桥，路线与二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8m，与一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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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m，与取水井最近距离 324m。张村镇福德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位于空置的

设备用房院内，院外为农田、 闲置民居、植物园、里口山路等。 
（2）施工期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①桥梁施工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拟建公路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桥梁施工对水源地的

影响主要来源于： 
a. 桥墩钻孔灌注桩基础时用于护壁的含油泥浆可能进入地下，影响地下水

水质。 
b. 桥梁施工机械设备漏油、机械设备维修过程中的残油，若渗入地下，将

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一定的油污染，污染水质。 
c. 施工时物料、油料堆放管理不善，渗入地下，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

污染。 
d. 桥梁施工废水若随意排放，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污染。 
e. 混凝土浇筑、养护过程施工废水，随意排放，将会对地下水体水质造成

污染。 
因此，桥梁桩基钻孔施工过程中工应采取清水护壁，或采取封闭施工，尽量

减小钻孔施工与周围地下环境的接触面积，减少泥浆等污染物进入地下环境污染

地下水。同时对施工废水进行收集回用，不得外排。在采取以上措施以后，桥梁

施工对沿线地下水的影响较小。 
②对水源供水的影响 
拟建公路不穿越该水源地，施工基本不会对水源地的水源供给产生影响。 
③淋渗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分析 
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管理不严，建筑材料堆放场地产生的少量淋渗水可

能会渗入地下，地水水源水质造成影响。因此建议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设置

物料、油料、化学品堆放场，同时为防止其他区域物料、油料、化学品等物质不

慎泄露对堆放场地附近的地下水环境带来影响，可在建筑材料堆放地设置一定的

防渗区域，专门存放油料及化学品物质。 
（4）营运期对饮用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通车营运后，路（桥）面径流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是桥面径流

中的污染物如 SS、石油类等，按最不利情况下降雨初期 1h 内形成的路面径流中

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分别为 SS：125mg/L、石油类：11.25 mg/L。这些污染物一旦

随降水渗入地下，对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拟建公路穿越地下水源保护区路段如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危化品通过土壤

下渗进入水源保护区的可能性较大，对水源地的影响相对较大。详见本报告书第

6 章环境风险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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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应对本项目穿越的水源地路段设置完善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收

集池，对初期降雨径流及事故径流进行有效收集，详见第 7 章环境保护措施章节。

通过采取径流收集等措施，加之地表和土壤包气带的吸附自净作用，可将本项目

桥面径流对饮用水源地产生影响降到最低。 

4.4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4.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1. 施工期噪声污染源及其特点 
本项目建设工期历时 3 年，项目工程浩繁，施工中将使用多种大中型设备进

行机械化施工作业。施工机械噪声的特点是：噪声值高，而且无规则，往往会对

施工场地附近的居民点、学校等声环境敏感点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公路工程

施工所产生的施工机械噪声必须十分重视。 
道路施工噪声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① 施工机械种类繁多，不同的施工阶段有不同的施工机械，同一施工阶段

投入的施工机械也有多有少，导致了施工噪声的随意性和无规律性。 
②不同设备的噪声源特性不同，其中有些设备噪声呈振动式的、突发的及脉

冲特性的，对人的影响较大；有些设备（如搅拌机）频率低沉，不易衰减，易使

人感觉烦躁；施工机械的噪声均较大，但它们之间声级相差仍很大，有些设备的

运行噪声可高达 90dB 左右。 
③施工噪声源与一般的固定噪声源及流动噪声源有所不同，施工机械往往都

是暴露在室外的，而且它们会在某段时间内在一定的小范围内移动，这与固定噪

声源相比增加了这段时间内的噪声污染范围，但与流动噪声源相比施工噪声污染

还是在局部范围内的。施工机械噪声可视为点声源。 
2. 施工期不同施工阶段施工噪声源分析 
根据公路施工特点，可以把施工阶段分为四个阶段，即工程前期拆迁、基础

施工、路面施工、交通工程施工。 
① 工程前期拆迁：主要为原有路面的拆除以及建筑物拆迁、场地平整等，

主要施工机械有挖掘机、推土机、风镐、平地机等。 
② 基础施工：这一工序是公路耗时最长、所用施工机械最多、噪声最强的

阶段，主要包括路基施工、桥梁施工、隧道施工等方面： 
a 路基施工：主要包括地基处理、路基平整、挖填土方、逐层压实等工程，

所使用的施工机械主要为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平地机等； 
b 桥梁施工：主要为桥梁基础施工及结构施工，所使用的施工机械主要为打

桩机、灰土搅拌机、起吊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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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隧道施工：主要为开挖、支护、出渣等工程，所使用的施工机械主要为

风镐、液压挖掘机、混凝土输送泵、空压机、平地机等 
③ 路面施工：这一工序继路基施工结束后开展，主要是对全线摊铺沥青，

用到的施工机械主要是大型沥青摊铺机，根据国内对公路施工期进行的一些噪声

监测，该阶段公路施工噪声相对路基施工段较小。 
④ 交通工程施工：这一工序主要是对公路的交通通讯设施进行安装、标志

标线进行完善，该工序基本不用大型施工机械，因此噪声的影响轻微。 
综上所述，公路基础施工阶段是噪声影响最大的阶段，在基础施工作业过程

中，伴有建筑材料的运输车辆所带来的噪声，建材运输时，运输道路会不避免的

选择一些敏感点附近的现有道路，这些运输车辆发出的噪声会对沿线声环境敏感

点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施工噪声源的源强与分布 
（1） 噪声源强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主要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类比分析。公路施工经常使用

的机械有运输车辆、筑路机、大型搅拌机、钻孔打桩机等，其它施工机械如空压

机、汽锤等均为短期使用。 
（2） 噪声源分布 
① 噪声源强 
公路施工主要使用的机械有挖掘机、筑路机、搅拌机、装载机等，还有其它

施工机械，如空压机、汽锤等，但均为短期使用，此外还有运输车辆等。公路主

要施工机械施工噪声源强见表 2.11-7~表 2.11-8。 
② 噪声源分布 
根据拟建公路工程的施工特点，结合施工组织的情况，拟建公路各施工环节

主要施工机械使用情况见表 4.4-1。 
 

表 4.4-1  拟建公路施工主要施工机械一览表 

施工环节 施工机械 
挖掘机 
推土机 
风镐 
平地机 

工程前期拆迁 

运输车辆 
静式压桩机 
钻孔机 
吊车 

桥梁施工 

运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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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1  拟建公路施工主要施工机械一览表 

施工环节 施工机械 
拌合机 
运输车辆 大临场地施工 

云石机、角磨机 
推土机 
挖掘机 
平地机 
压路机 

路基填筑 

运输车辆 
空压机 

隧道施工 
运输车辆 
摊铺机 

路面施工 
运输车辆 

 
4. 施工噪声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式 
施工噪声可近似视为点声源处理，根据点声源噪声衰减模式，估算出离声源

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预测模式如下： 

i
i 0

0

20lg rL L
r

 
   

   

式中：Li——预测点处的声压级，dB(A)； 
Lo——参照点处的声压级，dB(A)，参照表 2.4-1~表 2.4-2 确定； 
ri——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m； 
r0——参照点距声源的距离，m。 

对于多台施工机械对同一保护目标的影响，应进行声级叠加，按如下公式计

算： 

i0.110 lg 10 LL    

式中：L——多台施工机械在保护目标处叠加的声压级，dB(A)； 
Li——第 i 台施工机械在保护目标处的声压级，dB(A)。 

5. 施工噪声影响范围计算和分析 
根据前述的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式，对施工过程中各种设备噪声影响范围进行

计算，得到表 4.4-2 的预测结果，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敏感点分布情况见表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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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公路施工设备噪声的影响范围 

距场界不同距离（m） 标准值（dB） 
施工环节 

5m 10m 20 40 60 80 100 150 200 70 55 
工程前期拆迁 97.2  91.1  85.1 79.1 75.6 73.1 71.1 67.6 65.1 114.1 641.9 

隧道施工 94.1  88.1  82.1  76.1  72.5  70.0  68.1  64.6  62.1  80.3  451.8  

路基施工 96.7  90.6  84.6  78.6  75.1  72.6  70.6  67.1  64.6  107.6  605.3  
桥梁施工 90.3  84.3  78.3  72.3  68.8  66.3  64.3  60.8  58.3  52.0  292.4  

大临场地施工 97.0  90.9  84.9  78.9  75.4  72.9  70.9  67.4  64.9  111.6  627.3  
路面施工 91.8  85.7  79.7  73.7  70.2  67.7  65.7  62.2  59.7  61.2  344.3  

 
由上表可以看出，施工噪声因不同的施工场地影响的范围相差很大，昼夜施

工场界噪声限值标准不同，夜间施工噪声的影响范围要比白天大得多。 
施工噪声将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噪声影响白天将主要出

现在距施工场地 115m 范围内，夜间将主要出现在距施工场地 642m 范围内。从

推算的结果看，噪声污染最严重的是前期拆迁、大临场地施工、路基施工环节。

因此，做好上述时期施工期的噪声防护和治理工作十分重要。 
拟建公路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 19 处，施工场地附近声环境保护目标 1 处，

施工期其环境噪声值出现超标现象，其超标量与影响范围将随着使用的设备种类

及数量、施工过程不同而出现波动。拟建公路建设时间较短，且对固定路段而言

施工时间更短得多，在采取相应的噪声治理措施后，短暂的噪声影响是可接受的。

另外，前面的受影响人口是以高噪声的施工机械推算的，一般的施工机械影响范

围较小，因此实际施工噪声的影响程度应比推算值低一些。 
施工期除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影响外，隧道口施工爆破也会对周边产生影响。

爆破噪声的特点表现为无规则的突发噪声，噪声大但持续时间短，隧道口路段施

工所产生的爆破噪声也必须得到重视。《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对 1 类

区爆破噪声的控制标准为昼间 90dB(A)、夜间 70dB(A)，而大爆破时所产生的脉

冲噪声峰压级高达 170~190dB(A)，且随着距离的衰减较慢，对距离隧道洞口附

近的声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隧道口进行的爆破施工作业，应优先采用先进

的爆破工艺和尽量控制单孔装药量，同时禁止在夜间进行爆破作业。拟建公路隧

道口附近有 1 处声环境敏感点，通过这些措施，隧道施工的爆破噪声可得到有效

控制，其对沿线声环境的影响是短暂的且是可以接受的。 
总体上看，公路施工噪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污染行为，影响时间短，

建设施工单位应合理地安排施工进度和时间，文明施工、环保施工，并采取必要

的噪声控制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4.4.2 营运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1. 公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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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特点、沿线的环境特征，以及工程设计的交通量等因素，本评价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的公路噪声预测模式以

及类比估算模式进行预测。地面任何一点的环境噪声是指线声源传至该点时的噪

声能量与该点环境噪声能量的叠加。 
（1）第 i 类车等效声级的预测模型： 

 Aeq 0( ) 10lg 10lg 16i
i E i

i

NL h L L L
VT




             
  

距离

 
式中：Leq(h)i ——第 i 类车的小时等效声级，dB(A)； 

 iOEL ——第 i 类车速度为 Vi，km/h；水平距离为 7.5m 处的能量平均

A 声级，dB； 
Ni —— 昼、夜间通过某预测点的第 i 类车平均小时车流量，辆/h； 
Vi ——第 i 类车的平均车速，km/h； 
T ——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1h； 

距离L ——距离衰减量，dB(A)； 

r——从车道中心线到预测点的距离，m；上式适用于 r＞7.5m 预测点

的噪声预测； 
θ——预测点到有限长路段两端的张角，弧度，见图 4.4-1。当路段与

噪声接受点之间水平方向无任何遮挡时，θ可取 180
170π

 ；当路段与噪声接受点之

间水平方向有遮挡时，θ为预测点与两侧遮挡点连线组成的夹角。 
∆L——由其它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图 4.4-1 预测点到有限长路段两端的张角 

距离L
按下列公式计算 

max

max

7.510lg( ) ( 300 / h)

7.515lg( ) ( 300 / h)

N
rL

N
r


  



距离

≥ 辆

＜ 辆
  

式中：∆L 距离——距离衰减量，dB(A)； 
r ——从车道中心线到预测点的距离，m； 
Nmax——最大平均小时车流量，辆/h，同一个公路建设项目采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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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取公路运营期各代表年份、各路段平均小时车流量中的最大值。 
本项目最大平均小时车流量 Nmax≥300 辆 /h，因此统一采用∆L 距离

=10lg(7.5/r)。 
∆L 按下列公式计算： 

∆L=∆L1－∆L2 
式中：∆L——由其它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L1——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L2——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dB(A)。 

∆L1 按下列公式计算： 
∆L1=∆L 坡度＋∆L 路面 

式中：∆L1——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L 坡度——公路纵坡引起的修正量，dB(A)； 
∆L 路面——公路路面类型引起的修正量，dB(A)。 

∆L2 按下式计算： 
∆L2=Agr＋Abar＋Afol＋Aatm 

式中：∆L2——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dB(A) ； 
Agr——地面吸收引起的衰减量，dB(A)； 
Aba——遮挡物引起的衰减量，dB(A)； 
Afol——绿化林带引起的衰减量，dB(A)； 
Aatm——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量，dB(A)。 

（2）噪声贡献值 
Aeql Aeqm Aeqs0.1 0.1 0.1

Aeqg 10 lg 10 10 10L L LL    
   

式中：LAeqg——公路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噪声贡献值，dB(A)； 
LAeql——大型车的噪声贡献值，dB(A)； 
LAeqm——中型车的噪声贡献值，dB(A)； 
LAeqs——小型车的噪声贡献值，dB(A)。 

（3）噪声预测值 
Aeqg Aeqb0.1 0.1

Aeq 10lg 10 10L LL      
式中：LAeq——预测点的噪声预测值，dB(A)； 

LAeqg——预测点的噪声贡献值，dB(A)； 
LAeqb——预测点的背景噪声值，dB(A)。 

2. 修正量和衰减量的计算 
（1）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ΔL1） 
① 纵坡修正量（ΔL 坡度） 



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 246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纵坡修正量 ΔL 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大型车：ΔL 坡度=98×β dB(A)                      
中型车：ΔL 坡度=73×β dB(A)                             
小型车：ΔL 坡度=50×β dB(A)                           
式中：β——公路纵坡坡度，%。 
② 路面修正量（ΔL 路面） 
不同路面的噪声修正量见表 4.4-3。 

表 4.4-3  常见路面噪声修正量  单位：dB（A） 

不同行驶速度修正量[dB (A)] 
路面类型 

30 (km/h) 40 (km/h) ≥50 (km/h) 
普通沥青混凝土 0 0 0 
普通水泥混凝土 +1.0 +1.5 +2.0 

低噪声路面 
单层低噪声路面对应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或普通水泥混凝土路面，可

做-1 dB(A)～-3 dB(A)修正（设计车速较高时，取较大修正量），多层

或其他新型低噪声路面修正量可根据工程验证的研究成果适当增加。 

本项目为 SMA-13 路面，结合相关研究结果取-3.0。 
（2） 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ΔL2) 
① 遮挡物引起的衰减量（Abar） 
遮挡物引起的衰减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Abar =∆L 建筑物＋∆L 声影区 
式中：Abar——遮挡物引起的衰减量，dB(A)； 

∆L 建筑物——建筑物引起的衰减量，dB(A)； 
∆L 声影区——路堤和路堑引起的衰减量，dB(A)。 

a. 建筑物引起的衰减量(∆L 建筑物) 
建筑物引起的衰减量可参照 GB/T17247.2 附录 A3 计算，在沿公路第一排房

屋声影区范围内，可按图 4.4-2 和表 4.4-4 近似计算。 
 

 
 
 
 
 
 
 
 

注 1：第一排房屋面积 S=S1+S2+……+Sn 
注 2：S0为接受点对房屋张角至行车线三角形的面积 

图 4.4-2 建筑物引起的衰减量计算示意图 
 

行车线

接受点

S
1

S
2

S
3

S
n

第一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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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建筑物引起的衰减量估算值 

S/S0 衰减量∆L 建筑物[dB(A)] 
40%～60% 3 
70%～90% 5 

以后每增加一排房屋 
1.5 

最大衰减量≤10 
注：仅适用于平路堤路侧的建筑物。 

 
b. 路堤或路堑引起的衰减量(∆L 声影区) 
当预测点位于声影区时，∆L 声影区按下列公式计算： 

2

1

2

2

3 (1 ) 2010lg( ) ( = 1 )
3(1 )4 tan

(1 )

3 ( 1) 2010lg( ) ( = 1 )
32ln( ( 1))

t Nt
t
tL

t Nt
t t







 



   
 
  

声影区

当 ≤ 时

当 ＞时

 

式中：N——菲涅尔数，按下式计算： 


2

N
 

式中：δ——声程差，m，按图 4.4-3 计算，δ＝a＋b－c。 
λ——声波波长，m。 

 
图 4.4-3  声程差 δ 计算示意图 

当预测点处于声影区以外区域（声照区）时，∆L 声影区＝0 
② Aatm、Agr、Afol衰减项的计算。 
a. 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量（Aatm） 
按以下公式计算： 

注：声源点离路 1.0m
接受点离地面 1.2 m
声源点在公路中央

接受点
声影区

路基

噪声源



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 248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0
)( o

atm
rraA 


 

式中：Aatm——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量，dB(A)； 
α——与温度、湿度和声波频率有关的大气吸收衰减系数，查表 4.4-5

可得。项目区地处威海市境内，根据有关材料，常年平均气温为 13.2℃，年平均

湿度 63.7%。 
r——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m； 
r0——参照点距声源的距离，m。 

表 4.4-5  倍频带噪声的大气吸收衰减系数 α 

大气吸收衰减系数 α，dB/km 
倍频带中心频率 Hz 

温度 
℃ 

相对湿度 
%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0 70 0.1 0.4 1.0 1.9 3.7 9.7 32.8 117.0 
20 70 0.1 0.3 1.1 2.8 5.0 9.0 22.9 76.6 
30 70 0.1 0.3 1.0 3.1 7.4 12.7 23.1 59.3 
15 20 0.3 0.6 1.2 2.7 8.2 28.2 28.8 202.0 
15 50 0.1 0.5 1.2 2.2 4.2 10.8 36.2 129.0 
15 80 0.1 0.3 1.1 2.4 4.1 8.3 23.7 82.8 

b. 地面效应衰减（Agr） 
地面吸收引起的衰减量可用下公式计算： 





  )300(17)2(8.4

rr
hA m

gr
 

式中：Agr——地面吸收引起的衰减量，dB(A)； 
r——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m； 
hm——传播路径的平均离地高度，m；可按图 4.4-4 计算，hm=F/r，F

为阴影面积，m2。 
若 Agr 计算出负值，则 Agr 可取 0，其它情况可参照 GB/T17247.2 计算。 

 
图 4.4-4  估计平均高度 hm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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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绿化林带引起的衰减（Afol） 
通常密植林带的平均衰减量用表 4.4-6 估算： 

表 4.4-6  倍频带噪声通过密叶传播时产生的衰减 

倍频带中心频率/HZ 
项目 

传播距离 
df/m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衰减/dB 10≤df<20 0 0 1 1 1 1 2 3 
衰减系数/（dB/m） 20≤df<200 0.02 0.03 0.04 0.05 0.06 0.08 0.09 0.12 

 
3. 噪声预测参数及衰减量 
本评价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推荐

的公路噪声预测模式，由此可知，噪声预测参数及衰减量主要有  iOEL 、Ni、Vi、

T、r、ΔL 等，本项目噪声预测主要参数及衰减量选取情况见表 4.4-7。 
 

表 4.4-7  本项目噪声预测主要参数及衰减量一览表 

序

号 
主要参数 参数意义 选取值 说明 

1  iOEL  

第 i 类车的参考

能量平均辐射声

级 dB(A) 
见表 2.11-11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

建设项目》（HJ1358-2024）提供的

计算公式 

2 Ni 

指定的时间 T 内
通过某预测点的

第 i 类车流量，

辆/小时 

见表 2.3-5 
根据项目工程设计报告提供的预测

交通量和车种比计算 

3 Vi 
第 i 类车的行驶

速度 
见表 2.3-14 

本项目小车预测平均车速为

76km/h，中车为 58.5km/h，大车为

58.5km/h 

4 T 
计算等效声级的

时间 h 
1 预测模式要求 

5 r 
车道中心线到预

测点的距离 

r=预测点到

路中心线距

离-各车道中

心线到路中

心线距离 

各车道中心线到路中心线距离根据

路基标准横断面图计算得出 

ΔL 坡

度 
公路纵坡修正量

dB(A) 
见 4.4.2 节 

大型车：ΔL 坡度=98×β dB(A) 
中型车：ΔL 坡度=73×β dB(A) 
小型车：ΔL 坡度=50×β dB(A) 6 ΔL1 

ΔL 路

面 
路面引起的修正

量 dB(A) 
-3.0 

本项目为 SMA-13 路面，结合相关

研究结果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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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7  本项目噪声预测主要参数及衰减量一览表 

序

号 
主要参数 参数意义 选取值 说明 

7 Aatm 空气吸收衰减量 见 4.4.2 节 

a 为声波频率、温度和湿度的函数，

根据建设项目所处区域常年平均气

温和湿度，本项目空气吸收系数取

为 1.9 

8 Agr 地面效应衰减量 见图 4.4-4 
公式中的 r 和 hm 值分别对应声环境

敏感目标表 1.7-6 中的“距路中心线

距离”和“两地面高差” 

9 

ΔL2 

Abar 障碍物衰减量 见图 4.4-3 
本项目障碍物衰减仅考虑声影区衰

减量，通过计算各敏感点的声程差

δ，再由图 4.4-3 计算出 Abar 

 
4. 噪声预测评价 
根据前面的预测方法、预测模式和设定参数，对本项目的交通噪声进行预测

计算。预测内容包括：交通噪声在不同营运期、不同时间段、距路边不同距离的

影响预测，以及沿线敏感点环境噪声预测。 
（1）营运各期、不同时段、距路边不同距离的交通噪声预测 
由于本项目纵面线形变化较大，路面与地面之间的高差不断变化，本报告书

中，出于预测的可行性考虑，预测基于每个路段零路基高度（较为不利的情况）

这一假定，不考虑各个修正值，预测点高度取距地面 1.2m，本项目营运期昼间、

夜间交通噪声贡献值见表 4.4-8，各路段各期针对不同标准的达标距离见表 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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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本项目营运期昼间、夜间交通噪声贡献值 

距路中不同距离(m) 
路段 营运期间 时段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200 
昼间 66.5  64.3  62.8  61.6  59.9  57.7  56.3  54.1  52.4  

初期 
夜间 60.0  57.7  56.2  55.1  53.3  51.2  49.7  47.5  45.9  
昼间 66.8  64.5  63.0  61.9  60.1  58.0  56.5  54.3  52.7  

中期 
夜间 60.3  58.0  56.5  55.3  53.6  51.5  50.0  47.8  46.1  
昼间 67.5  65.2  63.7  62.5  60.8  58.7  57.2  55.0  53.3  

望岛互通~阮家口

互通 

远期 
夜间 60.9  58.7  57.1  56.0  54.2  52.1  50.7  48.5  46.8  
昼间 66.7  64.5  63.0  61.8  60.1  58.2  56.7  54.5  52.8  

初期 
夜间 60.2  58.0  56.5  55.3  53.6  51.7  50.1  47.9  46.2  
昼间 67.9  65.6  64.1  63.0  61.2  59.3  57.8  55.6  53.9  

中期 
夜间 61.3  59.1  57.6  56.4  54.7  52.8  51.3  49.1  47.4  
昼间 68.8  66.5  65.0  63.9  62.1  60.2  58.7  56.5  54.8  

阮家口互通~贝草

夼互通 

远期 
夜间 62.2  60.0  58.5  57.4  55.6  53.7  52.2  50.0  48.3  
昼间 66.3  64.0  62.5  61.4  59.6  57.7  56.2  54.0  52.3  

初期 
夜间 59.7  57.5  56.0  54.8  53.1  51.2  49.7  47.5  45.8  
昼间 67.5  65.3  63.7  62.6  60.8  58.9  57.4  55.2  53.5  

中期 
夜间 61.0  58.7  57.2  56.1  54.3  52.4  50.9  48.7  47.0  
昼间 68.4  66.2  64.7  63.5  61.8  59.9  58.4  56.1  54.5  

贝草夼互通~义和

互通 

远期 
夜间 61.9  59.6  58.1  57.0  55.2  53.3  51.8  49.6  47.9  
昼间 65.7  63.5  62.0  60.8  59.1  57.0  55.5  53.3  51.6  

初期 
夜间 59.2  56.9  55.4  54.3  52.5  50.4  48.9  46.8  45.1  
昼间 67.0  64.7  63.2  62.0  60.3  58.2  56.7  54.5  52.8  

义和互通~里口山

互通 
中期 

夜间 60.4  58.2  56.6  55.5  53.8  51.6  50.2  48.0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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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8  本项目营运期昼间、夜间交通噪声贡献值 

距路中不同距离(m) 
路段 营运期间 时段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200 
昼间 67.9  65.6  64.1  62.9  61.2  59.1  57.6  55.4  53.8  义和互通~里口山

互通 
远期 

夜间 61.3  59.1  57.6  56.4  54.7  52.6  51.1  48.9  47.2  
昼间 65.8  63.5  62.0  60.8  59.1  57.0  55.5  53.3  51.7  

初期 
夜间 59.2  57.0  55.5  54.3  52.6  50.5  49.0  46.8  45.1  
昼间 67.0  64.7  63.2  62.1  60.3  58.2  56.7  54.5  52.9  

中期 
夜间 60.5  58.2  56.7  55.5  53.8  51.7  50.2  48.0  46.3  
昼间 67.9  65.6  64.1  63.0  61.2  59.1  57.6  55.5  53.8  

里口山互通~柳沟

互通 

远期 
夜间 61.4  59.1  57.6  56.4  54.7  52.6  51.1  48.9  47.3  

 
表 4.4-9  本项目营运期昼间、夜间达标距离一览表 

达标距离(m) 
按 4a 类标准 按 3 类标准 按 2 类标准 按 1 类标准 路段 营运期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近期 22.6 60.8 / / 78.3 116.4 / / 
中期 23.2 63.7 / / 81.1 119.9 / / 

望岛互通~阮
家口互通 

远期 24.6 71.4 / / 87.4 132.0 / / 
近期 22.9 63.6 37.8 63.6 / / / / 
中期 25.3 76.6 44.2 76.6 / / / / 

阮家口互通~
贝草夼互通 

远期 27.3 86.4 50.3 86.4 / / / / 
近期 21.8 58.6 / / / / 141.8 218.3 
中期 24.5 72.2 / / / / 165.0 247.3 

贝草夼互通~
义和互通 

远期 26.5 82.5 / / / / 187.0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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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9  本项目营运期昼间、夜间达标距离一览表 

达标距离(m) 
按 4a 类标准 按 3 类标准 按 2 类标准 按 1 类标准 路段 营运期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近期 21.0 53.7 / / / / 128.6 202.0 
中期 23.5 65.7 / / / / 151.0 231.3 

义和互通~里
口山互通 

远期 25.5 76.2 / / / / 170.2 253.4 
近期 21.0 54 / / / / 129.2 202.9 
中期 23.6 66.1 / / / / 151.6 232.1 

里口山互通~
柳沟互通 

远期 25.6 76.6 / / / / 171.0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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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预测结果可见： 
① 望岛互通~阮家口互通，按 4a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

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2.6m、23.2m、和 24.6m；夜间近、中、远期达标距离分

别为距路中心线 60.8m、63.7m 和 71.4m。按 2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

昼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78.3m、81.1m、和 87.4m；夜间近、中、远期达

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116.4m、119.9m 和 132.0m。 
② 阮家口互通~贝草夼互通，按 4a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

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2.9m、25.3m、和 27.3m；夜间近、中、远期达标距离

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63.6m、76.6m 和 86.4m。按 3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

期昼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37.8m、44.2m、和 50.3m；夜间近、中、远期

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63.6m、76.6m 和 86.4m。 
③ 贝草夼互通~义和互通，按 4a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

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1.8m、24.5m、和 26.5m；夜间近、中、远期达标距离分

别为距路中心线 58.6m、72.2m 和 82.5m。按 1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

昼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141.8m、165.0m、和 187.0m；夜间近、中、远

期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18.3m、247.3m 和 269.2m。 
④ 义和互通~里口山互通，按 4a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

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1.0m、23.5m、和 25.5m；夜间近、中、远期达标距离分

别为距路中心线 53.7m、65.7m 和 76.2m。按 1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

昼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128.6m、151.0m、和 170.2m；夜间近、中、远

期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02.0m、231.3m 和 253.4m。 
⑤ 里口山互通~柳沟互通，按 4a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

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1.0m、23.6m、和 25.6m；夜间近、中、远期达标距离分

别为距路中心线 54m、66.1m 和 76.6m。按 1 类标准，昼间营运近、中、远期昼

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129.2m、151.6m、和 171.0m；夜间近、中、远期

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02.9m、232.1m 和 254.2m。 
⑥ 各路段近路区域环境噪声受本项目交通噪声影响呈明显的衰减趋势。 
⑦ 相对于昼间噪声达标距离，夜间噪声达标距离有一个骤增的现象，各路

段夜间达标距离远大于昼间的达标距离，说明本项目夜间交通噪声影响大于昼间。 
（2） 敏感点环境噪声影响预测与评价 
敏感点环境噪声预测应考虑其所处的路段及所对应的地面覆盖状况、道路结

构、路堤或路堑高度、公路有限长声源、地形地物等因素修正，由交通噪声预测

值迭加相应的声环境背景值得到。各声环境敏感点背景噪声值及代表性分析情况

见表 4.4-10。本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营运期环境噪声预测结果及声级增量分析

情况见表 4.4-11，营运中期超标敏感点统计详见表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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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0  敏感点背景噪声选取及代表性分析情况表 

背景值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昼间 夜间 
可代表点位 监测点位代表性分析 

2 层 51.6  41.6  
1 望岛幼儿园 

4 层 52.8  42.7  
- - 

1 层 50.4  39.9  
3 层 51.6  41.4  2 望岛小学 
5 层 53.4  43.6  

- - 

1 层 51.9  41.7  
3 层 53.2  43.0  
5 层 53.3  43.2  
7 层 52.3  42.0  
12 层 53.4  43.3  
17 层 52.5  42.3  
27 层 52.7  42.6  

3 望府公馆 

35 层 53.4  43.2  

盛悦府、望

岛名都 

敏感点处于同一路段，

声环境特征相似，主要

噪声源为现有环山路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

声，包含环山路交通噪

声的环境监测值即为背

景噪声 

1 层 52.6  43.2  
3 层 54.7  44.7  
1 层 52.1  43.2  

4 明海望府大院 

3 层 53.5  43.2  

- - 

1 层 51.1  40.9  
3 层 51.6  41.5  
5 层 52.3  42.2  
7 层 52.8  42.8  
10 层 53.4  43.2  
15 层 52.9  42.9  

5 
华夏山海城海

棠花园 

17 层 54.0  44.0  

牡丹花园、

中南熙悦 

敏感点处于同一路段，

声环境特征相似，主要

噪声源为社会生活噪

声，环境监测值即为背

景噪声 

6 北观村 1 层 51.9  42.2  阮家口 

敏感点处于同一路段，

声环境特征相似，主要

噪声源为 S202 交通噪声

和社会生活噪声，远离

S202 的环境监测值即为

背景噪声 

7 朱家圈 1 层 51.8  42.3  大北山村 

敏感点处于同一路段，

声环境特征相似，主要

噪声源为 S202 交通噪声

和社会生活噪声，远离

S202 的环境监测值即为

背景噪声 
8 义和村 1 层 51.6  41.3  - - 

2 层 51.8  40.9  
9 福泰小学 

4 层 53.9  4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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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10  敏感点背景噪声选取及代表性分析情况表 

背景值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昼间 夜间 
可代表点位 监测点位代表性分析 

1 层 48.9  40.0  
3 层 49.8  40.8  
5 层 50.1  41.7  
9 层 51.8  42.2  
12 层 52.1  42.9  
17 层 53.0  43.7  
1 层 48.6  38.9  
3 层 48.9  39.3  
5 层 49.7  39.8  
9 层 50.8  40.9  
12 层 51.2  41.9  

10 一品南山三期 

17 层 52.0  43.3  

一品南山一

期 

敏感点处于同一路段，

声环境特征相似，主要

噪声源为昆仑路交通噪

声社会生活噪声，环境

监测值即为背景噪声 

2 层 49.9  39.0  
4 层 50.7  40.1  
6 层 51.7  42.6  
2 层 48.7  38.4  
4 层 49.0  38.9  

11 嘉祥景苑 

6 层 50.3  40.9  

- - 

2 层 51.3  40.9  
4 层 51.9  42.1  12 福德庄 
6 层 53.3  4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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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交通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交通噪声预测值(dB) 环境噪声预测值(dB) 超标量(dB) 噪声增加量(dB)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背景噪声 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距路

中心

(m) 

路基高

(m) 

预测

点高

(m)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评价

标准 
昼间 夜间 

-6.8 34.8  28.2  35.7  29.1  36.8  30.3  52.0  41.9  52.0  41.9  52.0  42.0        0.1  0.2  0.1  0.2  0.1  0.3  4a 类 51.9  41.7  
-0.8 40.3  33.8  41.2  34.7  42.4  35.9  53.4  43.5  53.5  43.6  53.5  43.8        0.2  0.5  0.3  0.6  0.3  0.8  4a 类 53.2  43.0  
5.2 46.0  39.4  46.9  40.3  48.0  41.5  54.0  44.7  54.2  45.0  54.4  45.4        0.7  1.5  0.9  1.8  1.1  2.2  4a 类 53.3  43.2  
11.2 52.8  46.3  53.7  47.2  54.9  48.4  55.6  47.7  56.1  48.3  56.8  49.3        3.3  5.7  3.8  6.3  4.5  7.3  4a 类 52.3  42.0  
23.2 52.6  46.1  53.5  47.0  54.7  48.2  56.0  47.9  56.5  48.5  57.1  49.4        2.6  4.6  3.1  5.2  3.7  6.1  4a 类 53.4  43.3  
38.2 51.6  45.1  52.5  46.0  53.7  47.2  55.1  46.9  55.5  47.5  56.1  48.4        2.6  4.6  3.0  5.2  3.6  6.1  4a 类 52.5  42.3  

43 

53.2 50.2  43.7  51.1  44.6  52.3  45.7  54.6  46.2  55.0  46.7  55.5  47.5        1.9  3.6  2.3  4.1  2.8  4.9  4a 类 52.7  42.6  
-6.8 35.6  29.1  36.5  30.0  37.7  31.2  52.0  41.9  52.0  42.0  52.1  42.1        0.1  0.2  0.1  0.3  0.2  0.4  1 类 51.9  41.7  
-0.8 38.5  31.9  39.4  32.8  40.5  34.0  53.3  43.3  53.4  43.4  53.4  43.5        0.1  0.3  0.2  0.4  0.2  0.5  1 类 53.2  43.0  
5.2 41.0  34.5  41.9  35.4  43.1  36.6  53.5  43.7  53.6  43.9  53.7  44.1        0.2  0.5  0.3  0.7  0.4  0.9  1 类 53.3  43.2  
11.2 46.8  40.3  47.7  41.2  48.9  42.4  53.4  44.2  53.6  44.6  53.9  45.2       0.2  1.1  2.2  1.3  2.6  1.6  3.2  1 类 52.3  42.0  
23.2 48.1  41.6  49.0  42.5  50.2  43.6  54.5  45.5  54.7  45.9  55.1  46.5   0.5   0.9  0.1  1.5  1.1  2.2  1.3  2.6  1.7  3.2  1 类 53.4  43.3  
38.2 47.7  41.2  48.6  42.1  49.8  43.2  53.7  44.8  54.0  45.2  54.4  45.8     0.2   0.8  1.2  2.5  1.5  2.9  1.9  3.5  1 类 52.5  42.3  

1 盛悦府 

74 

+1.5 

53.2 47.1  40.5  48.0  41.4  49.1  42.6  53.7  44.7  54.0  45.1  54.3  45.6     0.1   0.6  1.0  2.1  1.3  2.5  1.6  3.0  1 类 52.7  42.6  

-11.8 30.3  23.8  31.2  24.7  32.4  25.8  51.6  41.7  51.6  41.7  51.7  41.7  　 　 　 　 　 　 0.0  0.1  0.0  0.1  0.1  0.1  1 类 51.6  41.6  
2 

望岛幼

儿园 
194 +1.8 

-5.8 31.2  24.7  32.1  25.6  33.3  26.8  52.8  42.8  52.8  42.8  52.8  42.8  　 　 　 　 　 　 0.0  0.1  0.0  0.1  0.0  0.1  1 类 52.8  42.7  

-18.8 29.4  22.8  30.3  23.7  31.4  24.9  50.4  40.0  50.4  40.0  50.5  40.0  　 　 　 　 　 　 0.0  0.1  0.0  0.1  0.1  0.1  1 类 50.4  39.9  
-12.8 30.2  23.7  31.1  24.6  32.3  25.8  51.6  41.5  51.6  41.5  51.7  41.5  　 　 　 　 　 　 0.0  0.1  0.0  0.1  0.1  0.1  1 类 51.6  41.4  3 

望岛小

学 
190 +1.5 

-6.8 30.9  24.4  31.8  25.3  33.0  26.5  53.4  43.7  53.4  43.7  53.4  43.7  　 　 　 　 　 　 0.0  0.1  0.0  0.1  0.0  0.1  1 类 53.4  43.6  
2.2 42.5  36.0  43.4  36.9  44.6  38.0  52.4  42.7  52.5  42.9  52.6  43.3        0.5  1.0  0.6  1.2  0.7  1.6  4a 类 51.9  41.7  
8.2 47.9  41.4  48.8  42.3  50.0  43.5  54.3  45.3  54.5  45.7  54.9  46.2        1.1  2.3  1.3  2.7  1.7  3.2  4a 类 53.2  43.0  
14.2 48.5  42.0  49.4  42.9  50.6  44.0  54.5  45.6  54.8  46.0  55.2  46.6        1.2  2.4  1.5  2.8  1.9  3.4  4a 类 53.3  43.2  
20.2 48.4  41.9  49.3  42.8  50.5  44.0  53.8  44.9  54.1  45.4  54.5  46.1        1.5  2.9  1.8  3.4  2.2  4.1  4a 类 52.3  42.0  

68 

32.2 48.1  41.5  49.0  42.4  50.1  43.6  54.5  45.5  54.7  45.9  55.1  46.5        1.1  2.2  1.3  2.6  1.7  3.2  4a 类 53.4  43.3  
2.2 41.9  35.4  42.8  36.3  44.0  37.4  52.3  42.6  52.4  42.8  52.5  43.1        0.4  0.9  0.5  1.1  0.6  1.4  1 类 51.9  41.7  
8.2 46.7  40.1  47.6  41.0  48.7  42.2  54.1  44.8  54.2  45.1  54.5  45.6     0.1   0.6  0.9  1.8  1.0  2.1  1.3  2.6  1 类 53.2  43.0  
14.2 47.6  41.1  48.5  42.0  49.7  43.2  54.3  45.3  54.6  45.7  54.9  46.2   0.3   0.7   1.2  1.0  2.1  1.3  2.5  1.6  3.0  1 类 53.3  43.2  
20.2 47.6  41.0  48.5  41.9  49.6  43.1  53.6  44.6  53.8  45.0  54.2  45.6     0.0   0.6  1.3  2.6  1.5  3.0  1.9  3.6  1 类 52.3  42.0  

4 
望岛名

都 

75 

+6.5 

32.2 47.3  40.7  48.2  41.6  49.3  42.8  54.3  45.2  54.5  45.6  54.8  46.1   0.2   0.6   1.1  0.9  1.9  1.1  2.3  1.4  2.8  1 类 53.4  43.3  
5.2 51.0  44.4  51.9  45.3  53.0  46.5  54.5  46.3  54.9  46.9  55.5  47.7        2.6  4.6  3.0  5.2  3.6  6.0  4a 类 51.9  41.7  
11.2 51.5  45.0  52.4  45.9  53.6  47.0  55.4  47.1  55.8  47.7  56.4  48.5        2.2  4.1  2.6  4.7  3.2  5.5  4a 类 53.2  43.0  
17.2 51.0  44.5  51.9  45.4  53.1  46.6  55.3  46.9  55.7  47.4  56.2  48.2        2.0  3.7  2.4  4.2  2.9  5.0  4a 类 53.3  43.2  
23.2 50.5  43.9  51.4  44.8  52.5  46.0  54.5  46.1  54.9  46.6  55.4  47.4        2.2  4.1  2.6  4.6  3.1  5.4  4a 类 52.3  42.0  
38.2 48.8  42.3  49.7  43.2  50.9  44.4  54.7  45.8  55.0  46.3  55.3  46.9        1.3  2.5  1.6  3.0  1.9  3.6  4a 类 53.4  43.3  

5 
望府公

馆 
40 -0.8 

53.2 47.2  40.7  48.1  41.6  49.3  42.8  53.6  44.6  53.9  45.0  54.2  45.6        1.1  2.3  1.4  2.7  1.7  3.3  4a 类 52.5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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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11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交通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交通噪声预测值(dB) 环境噪声预测值(dB) 超标量(dB) 噪声增加量(dB)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背景噪声 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距路

中心

(m) 

路基高

(m) 

预测

点高

(m)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评价

标准 
昼间 夜间 

83.2 44.4  37.9  45.3  38.8  46.5  40.0  53.3  43.9  53.4  44.1  53.6  44.5        0.6  1.3  0.7  1.5  0.9  1.9  4a 类 52.7  42.6  
40 

107.2 42.6  36.0  43.5  36.9  44.6  38.1  53.7  44.0  53.8  44.1  53.9  44.4        0.3  0.8  0.4  0.9  0.5  1.2  4a 类 53.4  43.2  
5.2 45.3  38.8  46.2  39.7  47.4  40.9  52.8  43.5  52.9  43.8  53.2  44.3        0.9  1.8  1.0  2.1  1.3  2.6  1 类 51.9  41.7  
11.2 47.2  40.6  48.1  41.5  49.2  42.7  54.2  45.0  54.4  45.3  54.7  45.9     0.3   0.9  1.0  2.0  1.2  2.3  1.5  2.9  1 类 53.2  43.0  
17.2 47.7  41.1  48.6  42.0  49.7  43.2  54.4  45.3  54.6  45.7  54.9  46.2   0.3   0.7   1.2  1.1  2.1  1.3  2.5  1.6  3.0  1 类 53.3  43.2  
23.2 47.4  40.9  48.3  41.8  49.5  42.9  53.5  44.5  53.8  44.9  54.1  45.5       0.5  1.2  2.5  1.5  2.9  1.8  3.5  1 类 52.3  42.0  
38.2 46.5  40.0  47.4  40.9  48.6  42.1  54.2  45.0  54.4  45.3  54.6  45.7     0.3   0.7  0.8  1.7  1.0  2.0  1.2  2.4  1 类 53.4  43.3  
53.2 45.5  39.0  46.4  39.9  47.6  41.0  53.3  44.0  53.5  44.3  53.7  44.7        0.8  1.7  1.0  2.0  1.2  2.4  1 类 52.5  42.3  
83.2 43.4  36.9  44.3  37.8  45.5  38.9  53.2  43.6  53.3  43.8  53.5  44.2        0.5  1.0  0.6  1.2  0.8  1.6  1 类 52.7  42.6  

5 
望府公

馆 
63 

-0.8 

107.2 41.9  35.3  42.8  36.2  43.9  37.4  53.7  43.9  53.8  44.0  53.9  44.2        0.3  0.7  0.4  0.8  0.5  1.0  1 类 53.4  43.2  
-7.8 25.2  18.7  26.1  19.6  27.3  20.7  52.6  43.2  52.6  43.2  52.6  43.2  　 　 　 　 　 　 0.0  0.0  0.0  0.0  0.0  0.0  4b 类 52.6  43.2  

91 
-1.8 27.1  20.6  28.0  21.5  29.2  22.7  54.7  44.7  54.7  44.7  54.7  44.7  　 　 　 　 　 　 0.0  0.0  0.0  0.0  0.0  0.0  4b 类 54.7  44.7  
-7.8 24.7  18.1  25.6  19.0  26.7  20.2  52.1  43.2  52.1  43.2  52.1  43.2  　 　 　 　 　 　 0.0  0.0  0.0  0.0  0.0  0.0  1 类 52.1  43.2  

6 
明海望

府大院 
100 

-4.8 

-1.8 26.4  19.9  27.3  20.8  28.5  22.0  53.5  43.2  53.5  43.2  53.5  43.2  　 　 　 　 　 　 0.0  0.0  0.0  0.0  0.0  0.0  1 类 53.5  43.2  
-8.8 35.1  28.6  35.3  28.8  36.0  29.5  51.2  41.1  51.2  41.2  51.2  41.2  　 　 　 　 　 　 0.1  0.2  0.1  0.3  0.1  0.3  2 类 51.1  40.9  
-2.8 36.9  30.4  37.1  30.6  37.8  31.3  51.7  41.8  51.8  41.8  51.8  41.9  　 　 　 　 　 　 0.1  0.3  0.2  0.3  0.2  0.4  2 类 51.6  41.5  
3.2 38.8  32.3  39.1  32.5  39.7  33.2  52.5  42.6  52.5  42.6  52.5  42.7  　 　 　 　 　 　 0.2  0.4  0.2  0.4  0.2  0.5  2 类 52.3  42.2  
9.2 40.9  34.4  41.2  34.6  41.8  35.3  53.1  43.4  53.1  43.4  53.1  43.5  　 　 　 　 　 　 0.3  0.6  0.3  0.6  0.3  0.7  2 类 52.8  42.8  
18.2 44.4  37.9  44.7  38.1  45.3  38.8  53.9  44.3  53.9  44.4  54.0  44.5  　 　 　 　 　 　 0.5  1.1  0.5  1.2  0.6  1.3  2 类 53.4  43.2  
33.2 51.6  45.1  51.9  45.4  52.6  46.0  55.3  47.2  55.4  47.3  55.7  47.8  　 　 　 　 　 　 2.4  4.3  2.5  4.4  2.8  4.9  2 类 52.9  42.9  

105 -7.5 

39.2 52.8  46.3  53.1  46.5  53.7  47.2  56.5  48.3  56.6  48.5  56.9  48.9  　 　 　 　 　 　 2.5  4.3  2.6  4.5  2.9  4.9  2 类 54.0  44.0  
-8.8 41.4  34.9  41.7  35.1  42.3  35.8  51.5  41.9  51.6  41.9  51.6  42.1  　 　 　 　 　 　 0.4  1.0  0.5  1.0  0.5  1.2  2 类 51.1  40.9  
-2.8 44.3  37.8  44.6  38.0  45.2  38.7  52.3  43.0  52.4  43.1  52.5  43.3  　 　 　 　 　 　 0.7  1.5  0.8  1.6  0.9  1.8  2 类 51.6  41.5  
3.2 47.8  41.3  48.1  41.6  48.8  42.2  53.6  44.8  53.7  44.9  53.9  45.2  　 　 　 　 　 　 1.3  2.6  1.4  2.7  1.6  3.0  2 类 52.3  42.2  
9.2 51.4  44.9  51.7  45.1  52.3  45.8  55.2  47.0  55.3  47.1  55.6  47.6  　 　 　 　 　 　 2.4  4.2  2.5  4.3  2.8  4.8  2 类 52.8  42.8  
18.2 56.5  50.0  56.8  50.2  57.4  50.9  58.2  50.8  58.4  51.0  58.9  51.6  　 0.8  　 1.0  　 1.6  4.8  7.6  5.0  7.8  5.5  8.4  2 类 53.4  43.2  
33.2 59.1  52.6  59.4  52.8  60.0  53.5  60.0  53.0  60.3  53.3  60.8  53.9  　 3.0  0.3  3.3  0.8  3.9  7.1  10.1  7.4  10.4  7.9  11.0  2 类 52.9  42.9  

7 
牡丹花

园 

91 +7.9 

39.2 59.0  52.5  59.3  52.7  59.9  53.4  60.2  53.1  60.4  53.3  60.9  53.9  0.2  3.1  0.4  3.3  0.9  3.9  6.2  9.1  6.4  9.3  6.9  9.9  2 类 54.0  44.0  
-4.8 44.6  38.1  44.9  38.3  45.5  39.0  52.0  42.7  52.0  42.8  52.2  43.1  　 　 　 　 　 　 0.9  1.8  0.9  1.9  1.1  2.2  2 类 51.1  40.9  
1.2 47.9  41.4  48.2  41.6  48.8  42.3  53.1  44.4  53.2  44.6  53.4  44.9  　 　 　 　 　 　 1.5  2.9  1.6  3.1  1.8  3.4  2 类 51.6  41.5  
7.2 51.0  44.5  51.3  44.8  52.0  45.4  54.7  46.5  54.8  46.7  55.1  47.1  　 　 　 　 　 　 2.4  4.3  2.5  4.5  2.8  4.9  2 类 52.3  42.2  
13.2 53.4  46.9  53.7  47.1  54.3  47.8  56.1  48.3  56.3  48.5  56.7  49.0  　 　 　 　 　 　 3.3  5.5  3.5  5.7  3.9  6.2  2 类 52.8  42.8  
22.2 58.5  52.0  58.8  52.2  59.4  52.9  59.7  52.5  59.9  52.7  60.4  53.3  　 2.5  　 2.7  0.4  3.3  6.3  9.3  6.5  9.5  7.0  10.1  2 类 53.4  43.2  
37.2 58.3  51.8  58.6  52.0  59.2  52.7  59.4  52.3  59.6  52.5  60.2  53.1  　 2.3  　 2.5  0.2  3.1  6.5  9.4  6.7  9.6  7.3  10.2  2 类 52.9  42.9  

8 
华夏山

海城海

棠花园 
99 +8.4 

43.2 58.2  51.7  58.5  51.9  59.1  52.6  59.6  52.4  59.8  52.6  60.3  53.2  　 2.4  　 2.6  0.3  3.2  5.6  8.4  5.8  8.6  6.3  9.2  2 类 54.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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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11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交通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交通噪声预测值(dB) 环境噪声预测值(dB) 超标量(dB) 噪声增加量(dB)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背景噪声 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距路

中心

(m) 

路基高

(m) 

预测

点高

(m)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评价

标准 
昼间 夜间 

-7.8 42.6  36.0  42.8  36.3  43.5  37.0  51.7  42.1  51.7  42.2  51.8  42.4  　 　 　 　 　 　 0.6  1.2  0.6  1.3  0.7  1.5  2 类 51.1  40.9  
-1.8 45.0  38.5  45.3  38.8  46.0  39.4  52.5  43.3  52.5  43.4  52.6  43.6  　 　 　 　 　 　 0.9  1.8  0.9  1.9  1.0  2.1  2 类 51.6  41.5  
4.2 47.6  41.1  47.9  41.3  48.5  42.0  53.6  44.7  53.6  44.8  53.8  45.1  　 　 　 　 　 　 1.3  2.5  1.3  2.6  1.5  2.9  2 类 52.3  42.2  
10.2 49.5  43.0  49.7  43.2  50.4  43.9  54.5  45.9  54.5  46.0  54.8  46.4  　 　 　 　 　 　 1.7  3.1  1.7  3.2  2.0  3.6  2 类 52.8  42.8  
19.2 54.5  48.0  54.8  48.2  55.4  48.9  57.0  49.2  57.2  49.4  57.6  49.9  　 　 　 　 　 　 3.6  6.0  3.8  6.2  4.2  6.7  2 类 53.4  43.2  
34.2 56.8  50.3  57.1  50.5  57.7  51.2  58.3  51.0  58.5  51.2  59.0  51.8  　 1.0  　 1.2  　 1.8  5.4  8.1  5.6  8.3  6.1  8.9  2 类 52.9  42.9  

9 
中南熙

悦 
130 8.9 

40.2 56.7  50.2  57.0  50.5  57.7  51.1  58.6  51.1  58.8  51.3  59.2  51.9  　 1.1  　 1.3  　 1.9  4.6  7.1  4.8  7.3  5.2  7.9  2 类 54.0  44.0  

10 
阮家口

村 
113 +3.6 -15.8 38.7  32.2  39.8  33.3  40.8  34.2  52.1  42.6  52.2  42.7  52.2  42.8  　 　 　 　 　 　 0.2  0.4  0.3  0.5  0.3  0.6  3 类 51.9  42.2  

36 -8.8 41.7  35.2  42.8  36.3  43.7  37.2  52.3  43.0  52.4  43.2  52.5  43.4  　 　 　 　 　 　 0.4  0.8  0.5  1.0  0.6  1.2  4a 类 51.9  42.2  
11 北观村 

72 
+4.5 

-8.8 43.0  36.4  44.1  37.6  45.0  38.5  52.4  43.2  52.6  43.5  52.7  43.7  　 　 　 　 　 　 0.5  1.0  0.7  1.3  0.8  1.5  3 类 51.9  42.2  
48 1.2 52.2  45.7  53.4  46.9  54.3  47.8  55.0  47.3  55.7  48.2  56.3  48.9  　 　 　 　 　 　 3.2  5.0  3.9  5.9  4.5  6.6  4a 类 51.8  42.3  

12 朱家圈 
72 

+10 
1.2 51.8  45.3  53.0  46.5  54.0  47.4  54.8  47.1  55.5  47.9  56.0  48.6  　 2.1  0.5  2.9  1.0  3.6  3.0  4.8  3.7  5.6  4.2  6.3  1 类 51.8  42.3  

68 1.2 52.0  45.4  53.2  46.7  54.1  47.6  54.9  47.2  55.6  48.0  56.1  48.7  　 　 　 　 　 　 3.1  4.9  3.8  5.7  4.3  6.4  4a 类 51.8  42.3  
13 

大北山

村 72 
+12 

1.2 51.8  45.2  53.0  46.5  53.9  47.4  54.8  47.0  55.4  47.9  56.0  48.6  　 2.0  0.4  2.9  1.0  3.6  3.0  4.7  3.6  5.6  4.2  6.3  1 类 51.8  42.3  
50 4.2 57.5  51.0  58.8  52.2  59.7  53.2  58.5  51.4  59.5  52.6  60.3  53.4  　 　 　 　 　 　 6.9  10.1  7.9  11.3  8.7  12.1  4a 类 51.6  41.3  

14 义和村 
71 

+6 
4.2 54.6  48.1  55.8  49.3  56.7  50.2  56.4  48.9  57.2  49.9  57.9  50.7  1.4  3.9  2.2  4.9  2.9  5.7  4.8  7.6  5.6  8.6  6.3  9.4  1 类 51.6  41.3  
0.2 46.4  39.8  47.6  41.1  48.5  42.0  52.9  43.4  53.2  44.0  53.5  44.5  　 　 　 　 　 　 1.1  2.5  1.4  3.1  1.7  3.6  1 类 51.8  40.9  

15 
福泰小

学 
100 +6.5 

6.2 48.6  42.1  49.8  43.3  50.7  44.2  55.0  45.6  55.3  46.1  55.6  46.6  0.0  0.6  0.3  1.1  0.6  1.6  1.1  2.6  1.4  3.1  1.7  3.6  1 类 53.9  43.0  
0.2 49.1  42.6  50.3  43.8  51.3  44.7  52.0  44.5  52.7  45.3  53.3  46.0  　 　 　 　 　 　 3.1  4.5  3.8  5.3  4.4  6.0  4a 类 48.9  40.0  
6.2 52.6  46.0  53.8  47.3  54.7  48.2  54.4  47.2  55.3  48.2  55.9  48.9  　 　 　 　 　 　 4.6  6.4  5.5  7.4  6.1  8.1  4a 类 49.8  40.8  82 
12.2 58.9  52.4  60.1  53.6  61.0  54.5  59.4  52.7  60.5  53.9  61.4  54.7  　 　 　 　 　 　 9.3  11.0  10.4  12.2  11.3  13.0  4a 类 50.1  41.7  
0.2 47.5  40.9  48.7  42.1  49.6  43.1  51.1  43.0  51.6  43.8  52.1  44.5  　 　 　 　 　 　 2.5  4.1  3.0  4.9  3.5  5.6  1 类 48.6  38.9  
6.2 49.0  42.5  50.3  43.7  51.2  44.6  52.0  44.2  52.6  45.1  53.2  45.8  　 　 　 0.1  　 0.8  3.1  4.9  3.7  5.8  4.3  6.5  1 类 48.9  39.3  

16 
一品南

山一期 
120 

+6.7 

12.2 54.2  47.6  55.4  48.9  56.3  49.8  55.5  48.3  56.4  49.4  57.2  50.2  0.5  3.3  1.4  4.4  2.2  5.2  5.8  8.5  6.7  9.6  7.5  10.4  1 类 49.7  39.8  
-11.8 33.9  27.3  35.1  28.5  36.0  29.5  49.0  40.2  49.1  40.3  49.1  40.4  　 　 　 　 　 　 0.1  0.2  0.2  0.3  0.2  0.4  4a 类 48.9  40.0  
-5.8 35.3  28.8  36.5  30.0  37.4  30.9  50.0  41.1  50.0  41.1  50.0  41.2  　 　 　 　 　 　 0.2  0.3  0.2  0.3  0.2  0.4  4a 类 49.8  40.8  
0.2 37.3  30.8  38.5  32.0  39.4  32.9  50.3  42.0  50.4  42.1  50.5  42.2  　 　 　 　 　 　 0.2  0.3  0.3  0.4  0.4  0.5  4a 类 50.1  41.7  
12.2 41.8  35.2  43.0  36.4  43.9  37.4  52.2  43.0  52.3  43.2  52.5  43.4  　 　 　 　 　 　 0.4  0.8  0.5  1.0  0.7  1.2  4a 类 51.8  42.2  
21.2 45.7  39.1  46.9  40.4  47.8  41.3  53.0  44.4  53.2  44.8  53.5  45.2  　 　 　 　 　 　 0.9  1.5  1.1  1.9  1.4  2.3  4a 类 52.1  42.9  

80 

36.2 52.9  46.4  54.1  47.6  55.1  48.5  56.0  48.3  56.6  49.1  57.2  49.8  　 　 　 　 　 　 3.0  4.6  3.6  5.4  4.2  6.1  4a 类 53.0  43.7  
-11.8 30.3  23.8  31.6  25.0  32.5  25.9  48.7  39.0  48.7  39.1  48.7  39.1  　 　 　 　 　 　 0.1  0.1  0.1  0.2  0.1  0.2  1 类 48.6  38.9  
-5.8 31.5  25.0  32.7  26.2  33.6  27.1  49.0  39.5  49.0  39.5  49.0  39.6  　 　 　 　 　 　 0.1  0.2  0.1  0.2  0.1  0.3  1 类 48.9  39.3  
0.2 32.7  26.1  33.9  27.4  34.8  28.3  49.8  40.0  49.8  40.0  49.8  40.1  　 　 　 　 　 　 0.1  0.2  0.1  0.2  0.1  0.3  1 类 49.7  39.8  
12.2 35.2  28.6  36.4  29.9  37.3  30.8  50.9  41.2  51.0  41.2  51.0  41.3  　 　 　 　 　 　 0.1  0.3  0.2  0.3  0.2  0.4  1 类 50.8  40.9  

17 
一品南

山三期 

146 

-10.8 

21.2 37.1  30.6  38.4  31.8  39.3  32.7  51.4  42.2  51.4  42.3  51.5  42.4  　 　 　 　 　 　 0.2  0.3  0.2  0.4  0.3  0.5  1 类 51.2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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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4-11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交通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交通噪声预测值(dB) 环境噪声预测值(dB) 超标量(dB) 噪声增加量(dB)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背景噪声 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距路

中心

(m) 

路基高

(m) 

预测

点高

(m)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评价

标准 
昼间 夜间 

17 
一品南

山三期 
146 -10.8 36.2 40.7  34.2  41.9  35.4  42.8  36.3  52.3  43.8  52.4  44.0  52.5  44.1  　 　 　 　 　 　 0.3  0.5  0.4  0.7  0.5  0.8  1 类 52.0  43.3  

2.2 45.8  39.3  47.0  40.5  48.0  41.4  51.3  42.2  51.7  42.8  52.0  43.4  　 　 　 　 　 　 1.4  3.2  1.8  3.8  2.1  4.4  4a 类 49.9  39.0  
8.2 47.1  40.6  48.3  41.8  49.2  42.7  52.3  43.3  52.7  44.0  53.0  44.6  　 　 　 　 　 　 1.6  3.2  2.0  3.9  2.3  4.5  4a 类 50.7  40.1  162 
14.2 48.5  42.0  49.8  43.2  50.7  44.1  53.4  45.3  53.8  45.9  54.2  46.5  　 　 　 　 　 　 1.7  2.7  2.1  3.3  2.5  3.9  4a 类 51.7  42.6  
2.2 43.1  36.6  44.3  37.8  45.2  38.7  49.8  40.6  50.1  41.1  50.3  41.6  　 　 　 　 　 　 1.1  2.2  1.4  2.7  1.6  3.2  1 类 48.7  38.4  
8.2 43.8  37.2  45.0  38.5  45.9  39.4  50.1  41.2  50.5  41.7  50.7  42.2  　 　 　 　 　 　 1.1  2.3  1.5  2.8  1.7  3.3  1 类 49.0  38.9  

18 
嘉祥景

苑 
222 

+15.3 

14.2 45.2  38.7  46.4  39.9  47.3  40.8  51.5  42.9  51.8  43.4  52.1  43.9  　 　 　 　 　 　 1.2  2.0  1.5  2.5  1.8  3.0  1 类 50.3  40.9  
2.2 43.5  36.9  44.7  38.2  45.6  39.1  52.0  42.4  52.2  42.8  52.3  43.1  　 　 　 　 　 　 0.7  1.5  0.9  1.9  1.0  2.2  1 类 51.3  40.9  
8.2 45.4  38.9  46.7  40.1  47.6  41.0  52.8  43.8  53.0  44.2  53.3  44.6  　 　 　 　 　 　 0.9  1.7  1.1  2.1  1.4  2.5  1 类 51.9  42.1  147 
14.2 49.8  43.3  51.0  44.5  51.9  45.4  54.9  46.5  55.3  47.1  55.7  47.6  　 1.5  0.3  2.1  0.7  2.6  1.6  2.8  2.0  3.4  2.4  3.9  1 类 53.3  43.7  

19 福德庄 

72 

+7.6 

-0.8 47.1  40.6  48.3  41.8  49.3  42.7  52.7  43.8  53.1  44.4  53.4  44.9  　 　 　 　 　 　 1.4  2.9  1.8  3.5  2.1  4.0  1 类 51.3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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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2  本项目一般路段沿线营运中期超标敏感点统计 

营运中期超

标量 序

号 
敏感点名

称 

距路

中
(m) 

路基

高度
(m) 

预测点地面

高-路基地

面高(m) 

预测点

高(m) 
昼间 夜间 

评价

标准 受影响户数 

23.2 　 0.9  1 类 
38.2 　 0.2  1 类 1 盛悦府 74 1.5 -11 
53.2  0.1  1 类 

720 

8.2 　 0.1 1 类 
14.2 　 0.7  1 类 2 望岛名都 75 6.5 -2 
32.2 　 0.6  1 类 

578 

11.2 　 0.3  1 类 
17.2 　 0.7  1 类 3 望府公馆 63 -0.8 +4 
38.2 　 0.3  1 类 

1500 

18.2 　 1.0  2 类 
33.2 0.3  3.3  2 类 4 牡丹花园 91 7.9 -10 
39.2 0.4  3.3  2 类 

384 

22.2 　 2.7  2 类 
37.2 　 2.5  2 类 5 

华夏山海

城海棠花

园 
99 8.4 -6 

43.2 　 2.6  2 类 
192 

34.2 　 1.2  2 类 
6 中南熙悦 130 8.9 -9 

40.2 　 1.3  2 类 
108 

7 朱家圈 72 10 0 1.2 0.5  2.9  1 类 60 
8 大北山村 72 12 0 1.2 0.4  2.9  1 类 42 
9 义和村 71 6 0 4.2 2.2  4.9  1 类 92 
10 福泰小学 100 6.5 -4 6.2 0.3  1.1  1 类 4 栋 4 层 

6.2 　 0.1  1 类 
11 一品南山

一期 120 6.7 -4 
12.2 1.4  4.4  1 类 

216 

12 福德庄 147 7.6 -2 14.2 0.3  2.1  1 类 36 
 
根据敏感点预测结果分析得出： 
① 沿线 16 处村庄敏感点中，营运近、中、远期昼间分别有 5 处、8 处和 9

处超标，超标量分别为：0.1~1.4dB、0.2~2.2dB、0.1~2.9dB；营运近、中、远期夜

间均有 11 处超标，超标量分别为：0.1~3.9dB、0.1~4.9dB、0.5~5.7dB。 
② 沿线 3 处学校中，望岛幼儿园、望岛小学营运近、中、远期昼间夜间均达

标；福泰小学营运近期昼间达标，中、远期昼间超标，超标量为 0.3dB 和 0.6dB；
福泰小学营运近、中、远期夜间均超标，超标量分别为：0.6dB、1.1dB、1.6dB。 

③ 敏感点超标原因主要有： 
a. 大部分敏感点距离拟建公路较近； 
b. 车流量较大； 
（3） 敏感路段环境噪声影响评价 
① 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路段交通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 FLK0+430~FLK0+700 路段临近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路段，规划用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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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用地用地，该路段平均路基高 1.5m，预测点高度为 1.2m 时，路侧营运近、中、

远期交通噪声平面等声级曲线见图 4.4-7~4.4-12，路侧营运近、中、远期纵向等声

级曲线见图 4.4-13~4.4-18。 

 
图 4.4-7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近期昼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8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近期夜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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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中期昼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10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中期夜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 264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图 4.4-11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远期昼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12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远期夜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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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3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近期昼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14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近期夜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15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中期昼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16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中期夜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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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7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远期昼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18  FLK0+430~FLK0+700 路段营运远期夜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对于 FLK0+430~FLK0+700 路段，针对 4a 类标准，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

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6.0m、7.8m 和 10.2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23.2m、25.0m 和 27.4m；针对 1 类标准，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距离分别为

距路中心线 45.5m、51.1m 和 59.8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73.0m、81.9m
和 95.8m. 

根据预测结果，建议 FLK0+430~FLK0+700 路段临近教育用地路段沿线区域

在未采取降噪措施的情况下，本项目两侧距路中心线 96m 以内区域的临路第一排

房屋不宜作为学校、医院等特殊敏感建筑规划建设用地。 
② 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路段交通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 K6+600~K7+600 路段临近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规划用地为居住用地，

该路段平均路基高 5.0m，地势平坦，预测点高度为 1.2m 时，路侧营运近、中、远

期交通噪声平面等声级曲线见图 4.4-19~4.4-24，路侧营运近、中、远期纵向等声

级曲线见图 4.4-25~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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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9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近期昼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20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近期夜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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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1  K6+600~K7+600 路段营运中期昼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22  K6+600~K7+600 路段营运中期夜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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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3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远期昼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24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远期夜间平面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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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5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近期昼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26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近期夜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27  K6+600~K7+600 路段营运中期昼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28  K6+600~K7+600 路段营运中期夜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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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9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远期昼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图 4.4-30  K6+600~K7+600 路段营运远期夜间纵向等声级曲线图 

 
对于 K6+600~K7+600 路段，针对 4a 类标准，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距

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18.5m、19.1m 和 33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44.8m、46.6m 和 51.4m；针对 2 类标准，营运近、中、远期昼间达标距离分别为

距路中心线 57.4m、59.6m 和 66.9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为距路中心线 92.6m、95.0m
和 102.1m。 

根据预测结果，建议 K6+600~K7+600 穿越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路段沿线区域在

未采取降噪措施的情况下，本项目两侧距路中心线 103m 以内区域的临路第一排房

屋不宜作为学校、医院等特殊敏感建筑规划建设用地。 

4.5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评价 

4.5.1 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拟建公路建设过程中，将进行大量的土石方填挖、筑路材料的运输及拌和、

沥青熬炼、摊铺等作业工作。根据初步设计，拟建公路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因此，施工期的主要环境空气污染物是 TSP，其次为沥青熬炼、摊铺时的烟气和

动力机械排出的尾气污染物，其中尤以 TSP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为突出。 
1. TSP 的影响分析 
TSP 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开放或封闭不严的灰土拌和、制梁场、储料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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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过程中的漏撒，临时道路及未铺装道路路面起尘等。 
（1）灰土拌和产生的尘污染 
灰土拌和施工工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路拌和站拌，两种拌和方式都会造

成许多粉尘产生。路拌引起的粉尘污染的特点是随施工地点的迁移而移动，污染

面较窄，但受污染纵向范围较大，影响范围一般集中在下风向 50m 的条带范围内，

且灰土中的石灰成分可能会对路旁农作物的表面形成灼伤；而站拌引起的粉尘污

染则集中在拌合站周围，对拌合站附近影响表现为量大而面广，其影响范围可达

下风向 150m。 
根据以往高速公路施工经验，底基层一般采用路拌法施工，基层采用厂拌和

摊铺机施工。考虑到拟建公路主要路基填筑作业将在 28 个月内完成的实际情况，

其路基填筑作业可能会对路线两侧 50m 内的村庄和拌合站周围 150m 范围内的村

庄造成粉尘污染，而拟建公路沿线敏感点均距公路较近，沿线有 16 处大气敏感点

位于距路中心 150m 范围内，因此灰土拌和产生的尘污染将会对这些敏感点等造成

一定的影响。拟建公路施工期应加强施工管理，加强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对沿线

敏感点的粉尘污染。 
（2） 混凝土拌和扬尘 
目前施工中一般用湿法搅拌混凝土，采用混凝土搅拌机（楼）厂拌方式，选

用具有二次除尘含密封装置的搅拌机，可有效减小混凝土搅拌过程中的扬尘。而

石灰和粉煤灰等散体材料进行堆放安置时，如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在风力作用下

易发生扬尘，对其存放应做好防护工作。通过洒水、蓬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

防止风吹扬尘。 
拟建公路路面基层及大桥桥面施工过程中需要设立水泥混凝土拌合站，其具

体位置将在施工组织设计时确定。根据有关测试成果，在水泥混凝土拌合站下风

向 50m 处 大 气 中 TSP 浓 度 8.849mg/m3 ， 100m 处 1.703mg/m3 ， 150m 处

0.483mg/m3，在 200m 外基本上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要求。按上述监测

数据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衡量，并考虑到项目区威海市环翠区、经区常年主

导风向为 NNW，因此应将拌合站分别设置在主导风下风向（即敏感点 SSE 方向）

200m 之外。 
拟建公路设计阶段初步拟定了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下风向 200 以外均

无村庄、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满足拌合站选址要求。同时拌合站应采用密

闭拌和，配料机、上料仓、搅拌设备及输送设施等必须配备降尘防尘装备，具体

措施见 7.2.5 节。 
（3） 散体材料储料场 
石灰等散体材料储料场在风力作用下也易发生扬尘，其扬尘基本上集中在下

风向 50m 条带范围内，考虑到其对人体和植物的有害作用，对其存放应做好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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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过采取洒水、蓬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风吹扬尘。 
砂、石设置专用池槽进行堆放，控制进料数量，做到随到随用，不大量囤积。

堆放时做到堆积方正、底脚整齐干净，并将周边及上方拍平压实，然后用密目网

罩进行覆盖。砂石料如过于干燥，应及时进行洒水。袋装混凝土、石灰等物料必

须在密闭场地进行堆放，进场后及时场地周边洒水湿润，定时由专人对堆放场地

进行清扫。其他易飞扬物、细颗散体材料，必须进行严密的遮盖或存放在不透风

的仓库内，运输车辆要有防止泄漏、飞扬装置，卸料时采取集中码放措施，以减

少污染。 
（4） 散体材料运输 
在施工中，材料的运输也将给沿线环境空气造成尘污染，施工期车辆运输扬

尘类比监测结果见表 4.5-1。 
表 4.5-1  施工期车辆扬尘监测结果 

尘污染源 采样点距离(m) 监测结果(mg/m3) 备注 
50 11.652 铺设水泥稳定 

类路面基层时 100 9.694 
运输车辆扬尘 150 5.039 

采样点设于下风向，结

果为瞬时值 

 
类比监测数据可知，施工期车辆运输扬尘在施工沿线地区所造成的污染较重，

且影响范围较大，石灰和粉煤灰等散体物质运输极易引起粉尘污染，其影响范围

可达下风向 150m（在下风向 150m，TSP 污染仍可能超过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的 4 倍之多）。扬尘属于粒径较小的降尘（10~20μg），在未铺装道路表面（泥土），

粒径分布小于 5μg 的粉尘占 8%，5~10μg 的占 24%，大于 30μg 的占 68%。因此，

临时道路、施工便道和正在施工的道路极易起尘。为减少起尘量，建议在人口稠

密集中的地区采取经常洒水降尘措施。据资料介绍，通过洒水可有效地减少起尘

量达 70%。 
综上所述，施工期对环境空气的污染，随着气象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对运输散体物质车辆必须严加管理，采取用篷布盖严或加水防护措施，并加强施

工计划、管理手段。 
（5）施工便道 
项目施工中，施工道路多会利用已有的乡村道路和地方道路，车辆行驶时，

车轮碾压会卷吸路面沉积粉尘形成扬尘污染。为减少起尘量，有效地降低其对周

边居民正常生活和单位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应采取定期洒水降尘

措施。 
（6） 施工现场扬尘 
在修筑路面时，未完成路面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扬尘影响，主要是由于路面

的初期开挖及填方过程中由于路面土壤的暴露，在有风天气产生的扬尘影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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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施工进程的不同，其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由于扬尘影响情况的不确

定性，类比连霍公路对施工现场进行的扬尘影响情况的监测结果分析本次工程公

路施工现场的扬尘污染情况。具体见表 4.5-2。 
 
 

表 4.5-2  连霍公路施工期扬尘类比调查统计表 

监测时段 监测场地 TSP 日均浓度范围(mg/Nm3) 监测点位置 
六标段 0.11～1.94 

七标段 0.10～1.62 

八标段 0.36～1.06 

九标段 0.34～2.83 

十标段 0.26～2.97 

施工场界下风向 
路面施工、边

坡防护和护栏

施工阶段等后

期施工 

对照点 0.26～0.97 远离施工现场 

 
由表 4.5-2 可以看出，在公路路面施工阶段，施工现场下风向环境空气中 TSP

日均浓度范围在 0.10～2.97mg/Nm3，对照点的 TSP 日均浓度范围为 0.26～
0.97mg/Nm3。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公路施工阶段施工扬尘对施工场界下风

向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拟建项目施工期对公路两旁的居民有一定不利影响，必须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对周围居民点的影响。通过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固尘，

可以有效的减少起尘量，进一步减轻对周围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2. 沥青烟和苯并[a]芘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期间的沥青熬制、搅拌和摊铺等作业过

程中将会有沥青烟排出，主要为多环烃类混合物，以苯并[a]芘为代表性污染物。 
根据京郊大羊坊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类比监测结果表明，在下风向 100m 处，沥

青搅拌站周围的环境空气中沥青烟的浓度在 1.16~1.29 mg/m3 范围内，比对照点浓

度略高。沥青拌和的影响范围一般为 100m 以内。搅拌机排气筒监测结果表明沥青

烟排放平均浓度、排放量也基本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96）要求。 

拟建公路所设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下风向 200m 范围内均无村庄、学校及医院

等环境空气敏感点，可满足拌合站选址要求。同时拌合站内沥青的存放、加热、

使用均应在密闭环境下完成，选用密封性能较好的沥青拌和设备，并设置除尘装

置。 
拌和后的沥青混凝土采用无热源或高温容器的密闭沥青运输车辆将沥青运至

铺浇工地进行摊铺，沿途基本不会产生沥青烟气逸散。沥青混凝土的铺设过程中

仅产生少量沥青烟，对空气环境有暂时影响，但影响较小。根据同类工程的调查

资料表明，沥青摊铺烟气在下风向 50m 外苯并[a]芘低于 0.00001mg/m3（标准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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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μg/m3）。同时为减少沥青烟气对施工操作人员及周边居民的影响，施工操作

人员应注意加强自身的安全健康防护；当公路建设工地靠近村庄居民点时，应尽

量避免风向面对环境敏感点的时段，避开居民出入高峰期，采取设置警告标识要

求避让等相应防护措施，并尽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缩短施工时间，以免对人群

健康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沥青摊铺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且时间较短，这种短

期影响随着施工的结束而结束。 

4.5.2 营运期环境空气影响预测评价 

1. 一般路段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一般来讲，敏感点受汽车尾气中的 CO 和 NO2 污染的程度与汽车尾气排放量、

气象条件有关，同时还与敏感点同路之间水平距离有较大关系，即交通量越大，

污染物排放量越大；相对距离路越近，污染物浓度越高；风速越小，越不利于扩

散，污染物浓度越高；敏感建筑处在道路下风向时，其影响程度越大。 
公路为开放式的广域扩散空间，且单辆汽车为移动式污染源，整个公路可看

作很长路段的线状污染源，汽车尾气相对于长路段来说，扩散至公路两侧一定距

离的敏感点处的 CO 和 NO2 浓度较低，一般在公路两侧 20m 处均可达到《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汽车尾气对路侧敏感点的影响很小。拟

建公路评价范围内各敏感点一般位于路侧 20m 以外，因此运营期汽车尾气 CO 和

NO2 对沿线敏感点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2. 隧道口处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本项目推荐路线方案设置隧道 1887.75m/3 座，经调查，柳沟隧道口 200m 范

围内有 1 处环境空气敏感点分布。 
拟建公路隧道口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可选用同三线西坞~新屋段麻岙岭隧道外

监测结果作为类比数据。拟建公路隧道区域与类比工程均位于农村地区，所处地

形相近，隧道周围大气污染气象条件也近似。监测中统计的交通量与拟建公路营

运近期预测交通量相差不大。因此，本评价认为，类比项目的（同三线西坞~新屋

段麻岙岭隧道）监测数据基本可以代表被类比项目的情况。麻岙岭隧道隧道出口

处的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见表 4.5-3。 
表 4.5-3  麻岙岭隧道隧道出口处环境空气监测结果 

小时平均值 日均值 
点位 监测因子 

浓度范围(mg/m3) 超标率(％) 浓度范围(mg/m3) 超标率(％) 
隧道出口处 35m NO2 0.062~0.133 0 0.052~0.078 0 
隧道出口处

135m NO2 0.022~0.085 0 0.032~0.033 0 

隧道出口处 35m CO 1.90~4.72 0 3.15~3.21 0 
隧道出口处

135m CO 1.75~2.39 0 1.74~1.85 0 

注：麻岙岭测点风向均为隧道口下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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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5-3 监测结果可以看出：距离隧道口下风向 35m 处的环境空气质量可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虽然隧道口外环境空气质量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遇到逆温或静风等

不利气象条件时，污染程度会加重。随着交通量的增加，隧道口排出的废气对周

围的影响会加剧。建议对柳沟隧道加强机械通风设计，并在隧道洞口密植乔木，

净化空气，降低隧道洞口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3. 沿线设施餐饮油烟排放影响评价 
拟建公路共设置桥隧养护管理站 1 处（与桥隧监控通信站合建），设置生活区。 
沿线服务设施均不设取暖锅炉，饮水、洗澡等生活用水加热采用电热水器。

为工作人员的就餐需要，沿线设施设有厨房，因此沿线设施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是

餐饮油烟。餐饮的油烟在无处理设施时可达 6.5mg/m3，经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小

于 1.2mg/m3（中型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为 90%），达到《山东省饮食油烟排放标

准》(DB 37/597-2006)排放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4.6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4.6.1 施工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1. 施工期生活垃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将产生一定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根据 2.12.2 节估算，

本项目施工期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 0.1t。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

侵占土地，破坏地貌和植被；其次是渗滤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三是污染地表水，

造成河道淤积、堵塞及地表水污染，后果也很严重；四是污染大气，固体废物中

含有大量的粉尘等其它细小颗粒物，污染空气，并进而危害人的健康；五是影响

所在地居民点景观。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若不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固体废物、生活垃

圾将会给自然环境和人群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 
2. 施工场地建筑垃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公路施工场地的建筑垃圾主要是指剩余的筑路材料，包括石料、砂、石灰、

水泥、钢材、木料、预制构件等。上述筑路材料均是按施工进度有计划购置的，

但公路项目工程量大，难免有少量的筑路材料余留，放置在工棚里或露天堆放、

杂乱无序，从宏观上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造成视觉污染。若石灰或水泥随雨水

渗入地下，将使土壤板结、pH 值升高，同时还会污染地下水，使该块土地失去生

产能力，浪费了珍贵的土地资源。 
为降低和消除上述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首先是按计划和施工的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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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尽量减少余下的物料。一旦有余下的材料，将其有序地存放好，妥善

保管，可供周边地区修补乡村道路或建筑使用，这样就可减轻建筑垃圾对环境的

影响。 
总体上看，拟建公路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能得到有效治理，施工期固体

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4.6.2 营运期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建成通车后，当地交通更为便捷，给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但同时交通垃圾，如纸屑、果皮、塑料用具等废弃物也对沿线周边环

境产生不利影响，即增加了公路养护的负担，又破坏了路域景观的观赏性。 
拟建公路沿线共设置沿线设施站址 1 处，根据 2.3.2 节估算，沿线设施每天产

生的固体废物估算总量约为 0.059t/d。公路通车后，沿线设施的工作人员将产生废

纸、废塑料袋、盒、烟蒂及餐厨垃圾等生活垃圾，如果这部分固体废物未能得到

妥善处理，将对周边的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建议营运期加强上路车辆和人员的宣传和管理，减少路面垃圾排放量，同时

定期对路面进行清扫。此外，沿线设施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运至附

近城镇垃圾处理场处置。 
总体上看，拟建公路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能得到有效治理，对环境的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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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5.1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拟建公路涉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建设单位已委托编制《S302 成威

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占用威海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景观影响评价及生

态恢复方案》，本次评价在该报告相关成果基础上进行。 

5.1.1 风景名胜区基本情况 

1. 基本概况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位于威海市城区西南 5 

公里。以里口山为名，是环翠区旅游度假区的一部分。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是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04 年审定公布的省级风景名胜区。2022 年 2 月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复（鲁政字〔2022〕5 号）的《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包括里口山景区、北玉皇山景区和

中间连接绿廊组成，总面积 6902hm2。范围边界东至环山路、嵩山路，西至里口

山环山消防通道、天目路，北至高区里口山山体林缘线，南至环翠区边界。 
风景名胜区以独特的峰岭森林、礁石海岸、金沙碧海以及祠庙文化、传统民

居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为特色。 
2. 资源分级保护 
依据风景资源价值，等级及保护利用程度不同，将风景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并在景区外围设置外围保护地带。风景名胜区实施分

级控制保护，并对一、二级保护区实施重点保护控制。 
（1）一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主要为一、二级景源周边范围以及具有典型性景观的区域，一级

保护区范围与核心景区范围一致，面积为 1395 hm2，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20.21%。

一级保护区内除必需的直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外，严禁建设与风景游赏

和保护无关的设施，不得安排旅宿床位，减少居民点、居民数量与建设量，应禁

止对外交通、严格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一级保护区内只宜开展观光游览、生态旅游活动。除必要的游赏道路和必需

的游览服务设施外，严格禁止建设宾馆、招待所、度假村、培训中心、疗养院、

游乐园以及其他与风景保护无关的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逐步迁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保护规定，

严格保护景观单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人为破坏和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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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扰活动。重点保护对象——里口山峰岭地貌、北玉皇山峰岭地貌、赤松麻

栎林等山体植被，实行绝对保护，建立遥感监测系统，实施严格保护动态监测。

严格控制外来机动交通进入保护区；加强环境绿化，保持景观的自然状态，严格

控制游人容量，杜绝城市化、商业化、人工化。逐步搬迁保护区内的农村居民点，

净化风景区的游赏空间。 
（2）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范围是风景区范围内一级保护区周边与一级保护区山体同脉相

连的山地和延展的山麓平地区域，其风景名胜资源较少、景观价值一般、自然生

态价值较高。二级保护区是风景区游览环境的组成部分，衔接一级保护区与三级

保护区，面积 1900 hm2，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27.75%。二级保护区应恢复生态与

景观环境，限制各类建设和人为活动，可安排直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

应严格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严格限制居民点的加建、扩建，应限制游览

性交通以外的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严禁破坏区内的山体、水体、植物被等各种景观元素，保持典型景观格局的

完整；控制并减少区内居民点，除少量的景观建筑外，严格控制与风景游赏无关

的建设，保护景观的自然特征。加强风景林建设，提高林木覆盖率，创造良好生

态环境。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控制机动车辆对本区的影响。加强游览组织，控制

游客容量，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安排少量服务设施，但必须按程序严格审批。 
（3）三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的范围是分布在一、二级保护区外围，现状村庄用地和旅游服务

设施较为集中的地区，三级保护区面积为 3592 hm2，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52.04%。

在三级保护区内，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形态。根据不同区域的主导功能合

理安排旅游服务设施和相关建设，区内建设应控制建设功能、建设强度、建筑高

度和形式等，与风景环境相协调。 
严格禁止开山采石，加大封山育林和荒山绿化力度，逐渐消除裸露土层。旅

游服务建筑选址、形式、体量、规模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并履行法定的报建审

批程序。建筑形式应突出风景建筑特色，宜小、宜散、宜隐，以乡土民居建筑风

格为主，使用乡土材料，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以能满足游客的需要为准，严禁

超标准、超范围建设。 
（4）外围保护地带 
将风景区范围以外的一定区域作为风景区的外围保护地带，主要包括风景区

山体余脉及与城区相邻区域的范围，面积约 5433hm2。 
具体范围为：西至沈阳南路、沈阳中路、羊亭镇城镇开发边界，北至环山路、

顺河街，南至环翠区边界，东至统一南路、塔山中路、嵩山路。外围保护地带严

禁破坏山体、植被和动物栖息环境，禁止开展污染环境的各项建设，城乡建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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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应与风景环境协调，消除干扰或破坏风景区资源环境的因素。保护山体的完整，

加强绿化与植被抚育，控制建设，不得开山采石破坏山体，对已破坏的山体应进

行抚育恢复，改善景观风貌，不得开展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工程建设与生产活

动。与风景区相邻的城区部分，应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及建筑风

格，建筑风格与风景区环境相协调。风景区外围保护地带可保持其原行政管理和

隶属关系不变。待规划批准后，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中提出的风景区外围保

护控制地带的环境保护要求交由当地乡（镇）管理机关具体实施。 
3. 主要风景资源 
风景区独特的峰岭森林、祠庙文化、传统民居形成了特色突出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 
壮观的峰岭景观 
里口山景区山体群峰拱卫，主峰海拔 418.2m，气势雄浑，峰峦层叠，满山

怪石嶙嶙，寺庙林立，松柞苍郁，花草满坡，风景奇胜，山形切割强烈又蜿蜒盘

曲。山色近则碧绿，中则蔚蓝，远则烟白。山内山峰连绵起伏，著名山峰有黄罗

顶、佛顶、大青顶、金钱顶、仙姑顶、老孤庙顶、邓家寨。主峰老孤庙顶，耸立

于群峰之中，西北有佛顶。东北有硬鹰嘴和仙姑顶，东南有邓家寨，西南有老里

夼。峰顶的观景地位优越，佛顶、大青顶、邓家寨三处山峰是最佳的城市观景平

台，大青顶视野开阔，是观威海的全景平台可以俯瞰威海城市美景，也可观赏海

上日出日森林覆盖率高，植物种群丰富，自然风光优美。 
悠久的祠庙文化  
里口山景区祠庙景点众多，遗迹有艾山庙、玉皇庙、李龙王庙、布袋庵、佛

顶、广福寺、仙姑庙、仙姑顶、老姑庙、北观等。里口山庙宇如林，香火鼎盛，

有着祈福文化的悠久传统。历史上的艾山庙远近闻名，现在的仙姑顶、广福寺声

名远扬，吸引着四面八方前来祈福的人士。此外，里口山内还有如玉皇庙、李龙

王庙遗址等祈雨的庙宇遗址，是里口山与居民生活密切联系的印证。在艾山庙遗

址下方曾经是有名的庙会场所，李龙王庙会遗址是里口山民俗文化的代表，还包

括农民起义遗址以及较大姓氏的家祠及墓地等，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 
闲适的传统民居 
王家疃古村落，在仙姑顶游览区西坡，绵延千里，顺后里口河两岸有农民住

宅 100 余幢，这里的建筑别具特色：石墙、青瓦、依山临水而建。间或有几座海

草房，静的水，幽的巷，青石板铺就的干净小路，薄雾晨曦中，远山若隐若现，

相依相偎，没有院墙。出门望见的不是青山如黛，便是涓涓溪水，每家每户都种

有果树，形成富有特色的胶东山区民居。 
4. 保护目标 
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地形地貌进行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维护景观完整性。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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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风景名胜区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重点保护其特有的 物种资源和古树名木，

保护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和 生态进程的延续性不被破坏。对

风景名胜区的风景名胜资源进行全面有效地保护，避免对景源的破坏和影响。保

护风景名胜区内良好的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控制建设活动 对风景名胜区大气

环境、水资源、声环境的影响，并对风景名胜区环 境质量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

保护风景名胜区的土壤，减少风景名胜区内的水土流失。协调风景区与周边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确保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5.1.2 拟建公路与风景名胜区的相关关系 

拟建公路在 K8+000~K10+000、K17+100~K18+100、K23+300~K24+200 路

段 4.0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K5+000~K8+000、
K10+000~K17+100、K18+100~K23+300 路段约 17.3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

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工程型式为隧道、桥梁、路基和通道，不涉及核心景区。拟

建公路与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位置关系见表 5.1-1 和附图 32。 
拟建公路占用威海里口山地方级风景名胜区 42.793hm2，其中新申请用地占

用 26.2642 hm2。《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于 2022 年

1 月经省政府批复，因此项目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按批复范围进行表述。本项

目符合《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属于里口山风景名

胜区重要对外交通通道，已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道路交通规划图中示意上图，线性与本次上报方案走向一致。本项目的建

设可为景区提供快速、安全的出行通道，设置的里口山互通能够实现与景区的交

通转换，对于促进景区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占用路段为望岛互通立交

至阮家口互通立交段新建路基，阮家口互通立交贝草夼互通立交，义和互通立交

和柳沟互通立交，以及路基、桥梁、隧道工程用地、通道用地等，均位于三级保

护区内。 
 

表 5.1-1  拟建公路与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相关关系一览表 

序

号 
桩号 工程型式 

长度

（km） 
景区名称 

1 其他路段为路基 2.752 三级保护区 
3 K8+835~K9+260 阮家口隧道 0.425 三级保护区 
4 

K8+000~K10+000、
K17+100~K18+100、
K23+300~K24+200  K17+100~K17+923 义和隧道 0.823 三级保护区 

路基 2.752 - 
按工程形式小计 

隧道 1.248 - 

 

5.1.3 拟建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5.1.3.1 评价范围和评价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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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生态影响评价能够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动的直接

影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本次评价工作范围依据评价项目对生态因子的影响方

式、影响程度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确定。在对项目进行生

态影响专题评价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确定本次生

态影响评价范围为项目穿越风景名胜区路段两端外延 1km、中心线向两侧外延

1km 区域，工程与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重叠 42.793hm2，长度约 8.19km，评价区总

面积 1922.9642hm2。详见项目评价区范围图。 
本评价对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5.1.3.2 区域景观总体概况 

1. 自然景观 
（1）山岳景观 
乳山-威海复背斜，为胶东地区古老的构造型式，是一个规模较大强烈构造

带，对胶东地区东部的构造具有骨架定型作用。威海市处于复背斜的北端，背斜

轴大致自乳山市台依，向北东经昆嵛山主峰、汪疃、羊亭，在田村倾没，轴向北

东。胶东岩群第二岩组第一岩段（黑云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偶夹大理岩）

组成核部，第二、三岩段构成两翼。由于受多次岩浆活动的影响，其褶皱形态受

到严重破坏。威海北部为一单斜构造层。复背斜构造带是一长期隆起区。它制约

着地貌形态的变化。里口山脉处于背斜的轴部，是区内地势最高、切割强烈的低

山丘陵区，海拔 400m 以上的高峰老孤庙顶与佛顶均与复背斜的轴部相吻合，形

成里口山山体高耸，沟壑深狭的低山地形，并形成天然分水岭，多呈陡峭的尖脊

山。主峰佛顶海拔 417.8m，是里口山最高峰，峰顶开阔，气势雄伟，古人视为

风水宝地，并留下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第二高峰老孤庙顶海拔 417.5m，险奇

入胜，山顶有一老庙旧址。仙姑顶位于里口山系东部，海拔 375m，与佛顶、老

孤庙顶呈三角鼎立之势。这里奇峰耸立，怪石嶙峋，丛林茂密，花奇草异。里口

山东西两面临海，游客站在山顶，东望可见刘公岛全貌，忠魂碑如在眼前，整个

威海港湾尽收眼底。西眺海天碧蓝，山水如画，胸怀博大，美不胜收。 
（2）水体景观 
公园西部和北部临海，海岸长达 5.5km。公园切割绿荫浓郁的森林，形成青

山环抱、幽谷秀水的水体景观。 
（3）森林景观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森林景观，是坚持人工造林与长期封山育林相结合而留下

的绿荫如翠的森林，形成比较稳定的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达到 93%以上。 
海滩松树景观林：黑松景观林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通过人工造林建

造形成的森林景观。松树胸径一般为 10cm-20cm，树高在 5-10m 之间，且林相

整齐，四季常青，风韵高雅，构成景区绿色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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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栎混交林：主要分布于里口山的上、中部，主要树种有赤松、麻栎、刺槐

等。另外还有后来引进的水杉、杉木、落叶松、华山松、五角枫、朴树、朴树、

黄连木、雪柳等树种。树种混交比列不一，大多为松栎混交，占整个混交林的

85%。林下灌草多，常见有杜鹃、野蔷薇、迎春、山菊花等。林内四季色相相明

显，景观宜人。 
果树景观林：多分布在山下部平缓山麓，主要树种有桃（蟠桃）、苹果、梨、

杏等，山中部有少量板栗。面积约 400hm2，占园区总面积的 16%。里口山自古

便以盛产水果而闻名，里口山的蟠桃更是享誉国内外。由于小地形、小气候及质

地原因，同样品种的水果，里口山的产品别有风味。 
2.人文景观 
人文景观主要有仙姑庙、胶东民居等。其中仙姑顶是仙姑顶景区的标志性建

筑；胶东民居在仙姑顶景区西坡，绵延千米，顺后里口河两岸建设的农民住宅 100
余幢，或泥石砌墙、茅草盖顶的古老草房，或红砖瓦建设的新房，户户打机井，

烧火炕，院内果树浓荫蔽日，形成富有特色的胶东山区区民。 
3. 评价区景观概况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共 78 处景观单元，南部评价区景源分布有自然景

源艾山、火焰顶、桃子山，人文景源有玉皇庙、艾山庙；北部评价区分布有自然

景源老虎山和黄罗顶。 

5.1.3.3 植被及植物多样性调查 

1. 区域植被总体概况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在中国植物分布区上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

植物亚区，华北地区的辽东、山东半岛亚地区。植被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暖温

带落叶阔叶林区域——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亚地带

——胶东丘陵栽培植被。植被类型可划分为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 3 种类

型。里口山内森林以赤松林、麻栎林混交林为主，占绝对优势，还分布有刺槐林、

臭椿林、刺楸林、古树名木等，植物资源丰富多样。评价区植被类型图见图 5.1-
1。 

据调查，并参照有关资料，里口山内野生经济植物 70 科 248 种，如车前草、

地黄、天麻、黄芩、半夏等；野生牧草 12 科 92 种，如马唐、黄背草、白茅草等；

木本植物 70 科 457 种，其中乔木 315 种，如黑松、臭椿、刺槐、麻栎、法桐、

苹果、银杏、板栗等；灌木 112 种，如紫穗槐、胡枝子等；藤本 30 种，如葛藤、

紫藤、蔓荆、爬墙虎等。通过实地考察、抽样调查并结合地理信息数据分析技术，

评价区内主要树种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布带：山区上部主要是赤松与麻栎混交林；

山中部主要是松、刺、栎等树种及落叶松组成的混交林和柞岚；山下部主要分布

水果、干果林。灌草植被主要有野蔷薇、映山红、荆条、棉槐、胡枝子、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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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羊胡子草、画眉草、野谷草、蕨类、山菊花、地柏等。 

 
图 5.1-1  评价区植被类型图 

2. 样方调查结果 
调查沿线共设置调查样方 20 个，对评价范围的陆生植物进行了调查，样方

点分布详见图 5.1-2。 

 
图 5.1-2  风景名胜区评价范围内样方分布图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285 - 

 

5.1.3.4 动物及动物多样性调查 

1. 区域动物总体概况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内陆生野生哺乳动物有野兔、黄鼬、狐、獾、貉、刺猬、

蝙蝠、鼹鼠、田鼠、仓鼠等。鸟类约 250 种，其中候鸟、旅鸟占 70%以上，留鸟

种类较少。被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一级的有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 3 种，

二级的有鸳鸯、灰鹤、苍鹰等 12 种；其余鸟类及狐狸、豹猫、獾、黄鼬、刺猬

等被列入山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评价区动物概况 
通过实地考察并参考相关资料，评价区内常见鸟类主要有：苍鹰、鹌鹑、石

鸡、岩鸽、普通翠鸟家燕、喜鹊、麻雀等。常见哺乳类主要有草兔、黄鼬、狐、

刺猬、田鼠、仓鼠等。 

5.1.3.5 湿地调查 

1. 区域湿地总体概况 
项目沿线河流属沿海边缘水系，多为季节性间歇河。枯水季节除几条主要河

流的中下游有少量径流外余皆为涓涓细流。一旦降暴雨，则洪水汹涌，其特点是

源高流短，涨快退速。项目区属羊亭河流域，所经地带河流均较小，洪水期主要

集中在夏季。域内水库有力地控制了水土流失，蓄水保源，节流削峰，减轻了洪

涝灾害，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用水，对土壤水分补充起重要作用。

对靠近路线的河流和水库要考虑安全距离，保护生态环境。项目区涉及的主要河

流包括羊亭河、宅库河、海峰河、港头河、望岛河、寨子河等，均为城区河道。

规划区域内河床狭窄，主干流上游河宽多为 3～5m 左右的山沟，下游段河道宽

度一般为 10～70m 左右。 
2. 评价区湿地概况 
与评价区直接相关的河流主要为张村河、宅库河。张村河属季节性河流，有

三个源头，分别发源于佛顶、仙姑顶、邓家寨诸山，主要为东西向流动，福德庄

村南汇合后，经姜南庄、张村西流至黄埠港入海。全长 9.6km，流域面积

3000hm2，年平均径流量 605 万 m3。宅库河在威海城区中部，嵩山街道办事处境

内。属季节性河流。因发源于宅库村而得名，经由宅库村向东南，东流入海。流

域面积约 850hm2，全长 5.3km。 

5.1.3.6 土地利用调查 

根据遥感解译和现状调查，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将评价区分为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 12 种

地类。评价区土地总面积 1922.9642hm2，其中耕地面积 103.1450 hm2，占评价区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 286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面积的 5.36%，园地面积 228.0745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11.86%，林地面积

1414.0152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73.53%，草地面积 18.4520 hm2，占评价区总

面积 0.96%，商服用地面积 0.6580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 0.03%，工矿仓储用地

19.9439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 1.04%，住宅用地面积 5.5360 hm2，占评价区总面

积 0.29%，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0.3155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 0.02%，

特殊用地面积 7.2398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 0.38%，交通运输用地 77.1359 hm2，

占评价区总面积 4.01%，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33.3862 hm2，占评价区总面

积 1.74%，其他土地用地面积 15.0622 hm2，占评价区总面积 0.78%。风景名胜区

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见表 5.1-2。 
表 5.1-2  风景名胜区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 

地类 评价区内面积（hm2） 占比 
耕地 103.1450 5.36% 

园地 228.0745 11.86% 

林地 1414.0152 73.53% 

草地 18.4520 0.96% 

商服用地 0.6580 0.03% 

工矿仓储用地 19.9439 1.04% 

住宅用地 5.5360 0.2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3155 0.02% 

特殊用地 7.2398 0.38% 

交通运输用地 77.1359 4.0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3.3862 1.74% 

其他土地 15.0622 0.78% 

合计 1922.964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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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风景名胜区评价范围内水系分布图 

 
图 5.1-4 风景名胜区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图 

5.1.3.7 水土流失调查 

本项目主体工程建设位于威海市市区，建设场地为胶东丘陵区，水土流失主

要为水力侵蚀，以轻度侵蚀为主。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 288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和《关于发布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鲁水保字〔2016〕1 号），本项

目属山东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

强度为轻度。经现场查勘并向专家咨询，项目设区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平原区

800t/（km2·a）、丘陵区 1200t（/km2·a）。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通知》（办水

保〔2012〕512 号），本项目为北方土石山区（北方山地丘陵区）胶东半岛丘陵

蓄水保土区，根据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为 200t/(km2·a)。 

5.1.4 拟建公路穿越风景名胜区不可避让性分析 

5.1.4.1 工程整体避让风景名胜区的可行性 

拟建公路总体为东西走向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东西宽约 5 公里，

南北长约 8 公里，地处胶东低山丘陵区，地形复杂。拟建公路若完全避让风景名

胜区，有两种避让方案，路线方案向北侧或南侧避让，具体见图 5.1-5。 

 
图 5.1-5  拟建公路路线方案向北、南侧避让风景名胜区示意图 

1.北侧偏移方案环境影响分析 
北侧偏移方案将路线向北移动约 10km，能完全避开风景名胜区，但会经过

次生林区和部分农田生态系统。该区域植被类型以人工林和灌木为主，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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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中等。根据现场调查，向北侧偏移将脱离现有路线方案走廊带，开辟新走

廊带，将对沿线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干扰，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产生影响。水土流失

风险方面，北侧地形坡度 15-25 度，土壤侵蚀模数约 2500t/km²·a，需采取高标

准防护措施。水文影响评估显示，方案将跨越 2 条季节性溪流，可能改变局部水

文情势，需设置足够跨径的桥梁和生态化河岸处理。 
2.南侧偏移方案环境影响分析 
南侧偏移方案将路线向南移动约 600-900m，能完全避开风景名胜区，主要

经过低丘缓坡地带和部分果园。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低，但存在少量湿地

资源。南侧方案将占用较多湿地。地形上南侧坡度较缓(8-15 度)，但存在 3 处地

质不稳定段，需进行边坡加固，工程扰动可能引发局部滑坡风险。南侧方案涉及

1 处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边缘，最近距离 150m，施工期和运营期将增大对水源

地水质的影响，同时南侧偏移绕行方案无法利用现有道路走廊，将新增穿越河流

水系，可能改变流域水文连通性，对下游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累积影响。景观视觉

影响评估显示，南侧方案在 2 个观景台视线范围内可见，但通过绿化遮蔽可降低

视觉突兀度。 
无论是选择北侧或南侧偏移方案，都无法利用现有道路走廊带，将增加路线

长度，增大大桥和隧道工程量，对沿线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影响。综上所述，拟建

公路避让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方案不具可行性。 

5.1.4.2 风景名胜区路段局部线位比选 

根据里口山总体规划，本着“减少占地、降低造价”的原则，对项目穿越里

口山风景名胜区段进行比选。项目的路线在推荐的起、终点基础上，综合考虑项

目的功能、现有规划路网布局、现有规划的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城市规划等因

素的基础上拟定，使拟建项目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项目采用线性工程分段比选，

分别在在起点-阮家口互通立交段与柳沟隧道段两处设置比选方案。 
1.起点-阮家口互通立交段比选方案 
（1）方案概述 
方案一（AK 比较段）：路线自齐鲁大道与嵩山路交叉处向北利用 S201 至望

岛立交，路线转向西南新建，经华夏山海城北，于阮家口村东北接 S202 到达终

点。全长 7.828km，其中完全利用 S201 段 4.053km（只计算营运里程，不计列

工程量及费用），新建段长 3.775 km。 
方案二（A1 比较段）：路线自齐鲁大道与嵩山路交叉处向北利用 S201 至望

岛立交，路线转向西南新建，经华夏山海城北，于阮家口村东北接 S202 到达终

点。A1 方案路线全长 20.374 km，其中 A1 比较段路线全长 4.022 km，全部新建。

A1、AK 线路线方案布设具体见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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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a  A1、AK 路线比选方案布设示意图 

 
图 5.1-6b  采用 AK 方案时 S302 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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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c  采用 A1 方案时 S302 走向示意图 

 
（2） 方案优缺点分析 
①S302 总体线性方面： 
当采用 AK 方案时，S302 与 S201 共线至望岛立交，之后转向西南新建环山

快速路东环段，与 S202 衔接后接环山快速路南环段，S302 整体走向如图所示，

线形较为扭曲；而 A1 比较段采用规划齐鲁大道西延线位，S302 整体线形顺直。

从国省道路线走向方面看，A1 方案在远期更加符合 S302 总体走向。 
② 构建城市快速路路网方面： 
《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提出，构建快捷畅达的道路网

络，市辖区规划“一环四联六纵四横”的快速通道体系，总里程约 325km，合理

利用干线公路资源，与快速路共同发挥快速通道作用，服务跨区客货运输。从威

海市层面分析，环山快速路即为“一环”，该环线作为威海市中心城区最重要的

一条快速路，串联了里口山外围重要的交通源及经济增长点，并且承担了中心城

区向外围组团疏解交通的功能；按照规划，从环山快速路南环段将引出一条南北

向快速路至临港开发区，并辐射威海新机场，实现中心城区与临港开发区和新机

场片区的快速通达。 
AK 方案采用了预留的环山快速路东环段，其建设可实现环山快速路的闭环；

另一方面，自改造利用的 S202 路段设置互通立交与规划快速路衔接，从而可实

现中心城区向临港及新机场的顺畅联通，有利于实现威海市干线公路与快速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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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衔接，将路网效益发挥到最大。 
A1 方案为规划预留的齐鲁大道西延，该线位在威海市国空规划中亦为快速

路，其建设可实现与环山快速路南环段、嵩山快速路的衔接，但无法在短期内实

现与环山快速路东环段的衔接，中心城区向临港及新机场方向出行将存在绕行，

在威海市快速路路网布局方面，该方案的紧迫性要稍弱于 AK 方案。 
③ 项目实施难易程度 
AK 线方案自望岛立交段向西南新建接 S202，除设置 490m 的阮家口隧道及

改建望岛立交外，工程规模相对较小；且该方案沿华夏城片区外围布设，不会对

华夏城景区及周边地块造成分割，项目推进实施相对容易。 
A1 比较段受华夏城景区规划及周围地形因素制约，需采用隧道形式穿越华

夏城景区（5A），隧道长度 1810m，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较大，不符合景区规划，

且项目功能与区域产业定位不符，近期不具备可行性，下阶段项目推进实施相对

困难。 
④ 工程规模及造价方面 
从工程规模及投资方面看，A1 方案受区域地形因素制约，设置一座 1.8km

的长隧道及 800 余米的大桥，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相对较大。 
⑤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从与相关规划符合性方面分析，AK 线方案为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的 S302

线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交通专项规划；A1 比较段采用了规划齐鲁大道西延

线位，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齐鲁大道西延段规划为城市道路，与 S302 整体功能

定位符合性稍差。从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方面看，AK 线方案优于 A1 比较段。 
⑥ 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情况 
项目各比选方案均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其中 AK 段涉及占用里口山风景

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共 22.519hm2（新申请用地 17.2792 hm2），涉及隧道穿越里口

山风景名胜区共 466m；A1 段涉及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共 18.2088 
hm2（新申请用地 12.969 hm2），涉及隧道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共 476m。 

⑦ 路径选择 
根据拟建公路与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位置关系，上述两段比选方案均无法避

免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293 - 

表 5.1-3 方案对选表 

方案 线路长度 
（km） 

优缺点分析 

1、较多的利用原有道路，但线性较为扭曲。 
 2、更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预留的 S302 的线位，可以与规划

快速路衔接，利于实现威海市干线公路与快速路的有效衔接，将路网效

益发挥到最大。 

3、方案建设工程规模较小。 

4、方案沿华夏城片区外围布设，对华夏城景区及周边影响较小。 

方案一 
（AK） 

7.828 

5、项目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面积较大，其中新申请用地占用 17.2792 
hm2 1、整体线形更为顺直，更符合远期 S302 的总体走向。 
2、也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但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与环山快速路

东环段的衔接，方案的紧迫性较低。 
 3、项目需要建设长 1810m 的长隧道，整体工程规模和投资较大。 

4、方案需要以隧道形式穿越华夏城景区，且不符合景区规划。 

方案二 
（A1） 

4.022 

5、项目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面积比方案一稍小，其中新申请用地占用

12.969 hm2。 

 
综上所述，虽然方案一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面积较大，但更符合建设城市

快速路网和威海市规划的要求，工程规模小、造价低，更易实施，且方案二需设

置一座 1.8km 的长隧道，整体工程规模及投资相对较大，隧道穿越生态红线距离

较长，与华夏城 5A 级景区过近，有不利影响，本次选取方案一。 
2.柳沟隧道段比选方案 
（1）方案概述 
方案一路线自里口山互通立交向东，避让村庄、厂区等，而后通过隧道穿越

山体，至柳沟互通立交。该方案比较线路长 3.15km，其中隧道 1 座长 660m，穿

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约 494m。 
方案二路线自里口山互通立交向北，沿现状道路通行，而后通过隧道穿越山

体，至柳沟互通立交。该方案比较线路长 2.3km，其中隧道 1 座长 320m，穿越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约 3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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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柳沟隧道比选方案示意图 

（2）方案优缺点分析 
① 重点工程条件分析 
本段线路重点工程主要以隧道工程为主，其中方案一隧道共1座，全长660m；

方案二隧道共 1 座，全长 320m。方案二较方案一隧道总长度较短，工程实施难

度较小，工程条件较好。 
方案一隧道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长 494m，方案二隧道穿越里

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长 325m，方案二较方案一穿越长度更短，对里口山

风景名胜区生态影响更小。 
② 对特殊用地影响分析 
方案二西侧有一处特殊用地和一处雷达站，均为特殊用地区，线路距该地区

较近，对区域设施有不利影响，且项目实施阻碍较大；方案一涉及考虑了特殊用

地的邻避要求，虽然增加整体线路长度和隧道长度，但是减少了对特殊用地区的

影响。 
③ 对生态敏感区影响分析 
方案一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共 0.5977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位于三级保

护区内，涉及隧道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长 494m，不涉及其他自然

保护地、文化遗产、水源保护地等其他生态敏感区。 
方案二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共 0.3607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位于三级保

护区内，涉及隧道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长 325m，不涉及其他自然

保护地、文化遗产、水源保护地等其他生态敏感区。较方案一穿越长度略长，对

生态影响较大。 
④ 对城市规划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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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威海市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部署要求，拟建公路对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及

缓解现有 S201 的交通压力有重要意义，本项目已列入《山东省“十四五”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库，纳入《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市域重点建设项目一览表。方案一线路与规划预留线路基本一致，与规划

的符合性较好。 
⑤ 线路长度及工程投资分析 
方案一较方案二线路长度长约 0.85km，造价略高。方案一需拆迁一座福德

庄燃气站和部分农业设施大棚，方案二需拆除 4 座工业厂房，拆迁量相当。 
⑥ 路径选择 

表 5.1-4 方案对选表 

方案 线路长度 
（km） 

优缺点分析 

方案一 3.15 

1.方案更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留线位，但线性较为扭曲。 
2.方案考虑了特殊用地的邻避要求，对特殊用地区进行了合理避让。 
3.方案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共 0.5977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涉

及隧道 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494m，对风景名胜区有一定影响。 
4.方案建设工程较方案二较大，造价略高。 

方案二 2.3 

1.方案整体线形更为顺直，但与规划预留线位偏差较大，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 
2.方案距特殊用地较近，产生不利影响，实施阻碍大。 
3.方案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共 0.3607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涉

及隧道 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325m，对风景名胜区影响相对较小。 
4.方案建设工程造价低于方案一。 

 
根据拟建公路与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位置关系，上述两段比选方案均无法避

免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柳沟隧道路段主要受特殊用地影响较大，方案一与特殊用地区有山体相隔，

距离超过 1km，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方案一虽然长度较长，造价相对较高，但与规划预留线位一致，且

对特殊用地影响较小，满足邻避要求，本次选取方案一。 
结论 
拟建公路新建路段长 11.43km，改建路段长 6.8km。S302 线路建设符合里口

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且部分原有路段已纳入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保护范围，主

要位于 S202 改建段，因此改建路段占用风景名胜区有必然性。 
本项目路线较长，里口山风景名胜区覆盖区域较广，新建路段中柳沟隧道入

口、义和立交、阮家口隧道出入口等不可避免的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工程走

线难以绕避。因此项目改建不可避免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具有不可避让性。 

5.1.5 拟建公路对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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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项目对风景名胜资源影响分析 

本项目主要涉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南侧三级保护区，其中阮家口隧道以隧道

形式小面积穿越二级保护区；里口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共 78 处景观单元，南部

评价区景源分布有自然景源艾山、火焰顶、桃子山，人文景源有玉皇庙、艾山庙；

北部评价区分布有自然景源老虎山和黄罗顶。山、火焰顶、桃子山、老虎山和黄

罗顶属于山景类别，大青顶属于山景类别；玉皇庙、艾山庙属于纪念建筑。拟建

公路破坏的是局部地表的地貌特征，位于景区外围地带，对山景景源影像较小。

工程距离玉皇庙较远，在艾山下方以义和隧道形式穿越，隧道开挖处距离山顶建

筑距离较远，总体影响较小。 
拟建公路地表段距离山景景源约 0.4-1 公里，路基、隧道、桥梁和互通工程

对沿线原本连续的自然景观环境形成切割，使其原本的空间连续性被破坏，但由

于采用了隧道贯通的方式，在义和隧道和柳沟隧道处未对里口山的森林景观造成

明显影响，仅在隧道出入口留有人工印迹。在义和互通立交、贝草夼互通立交和

阮家口互通立交处，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项目建成后可以充分利用周围环境

的风景资源来实施绿化美化，将人工构造物融合于自然环境中，达到视觉上的和

谐﹑舒适和优美。 

 
图 5.1-8  拟建公路与风景区风景资源位置关系图 

5.1.5.2 项目对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主要环节包括：场地平整、

隧道施工(新奥法施工)、桥涵施工(分桩基础施工、基坑施工、承台混凝土施工、

墩台身施工)、施工材料运输、施工机械运作等。施工期间，各项施工活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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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将对项目所在地周围环境及动植物造成一定的破坏和影响，主要包括植被损毁、

废气、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废污水等污染因素对周围环境及动植物的暂时影

响。其中以扬尘和施工噪声的影响最为突出。 
运营期对风景名胜区的产生影响的主要环节包括：汽车运行产生的噪声、震

动影响。 
1. 施工期环境质量影响评价 
（1）对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期施工过程中因挖掘、填筑、搅拌、装卸等而产生的灰尘，沥青加热产

生的油气，施工机械产生的尾气对大气产生不良影响；运营期燃料油由于燃料油

燃烧或燃烧不充分而产生的 CO2 和 NOx 及燃料添加剂（如铅）对大气产生不良

影响。建设期对灰尘可采取洒水和避免大风天气作业，对沥青混合料可采取远离

居民区的厂拌方式来减少污染，应尽量避免使用尾气污染严重的机械施工，同时

注意施工安排，尽量减少大气污染；运营期严禁陈旧、车况不好、尾气排放不达

标车辆上路并推广使用高标号、无铅汽油。 
（2）对水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隧道施工废水、桥梁等工程施工废水、生

活废水、车辆冲洗废水、施工材料进入水体等。阮家口互通立交涉及一处坑塘地

表水，废水可能污染其地表水；另外隧道开挖可能发生涌水现象，造成地下水资

源漏失，经调查本工程隧道顶部无居民，不会对居民饮水产生影响。 
① 隧道施工废水 
隧道每个施工断面施工时产生的高浊度施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并

含少量石油类。隧道施工时，隧道出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固体废弃物。同时施

工机械的跑、冒、滴、漏等导致施工废水中含石油类隧道洞口开挖及弃渣将产生

水土流失。本工程隧道污水产生的施工排水采用隔油、沉砂、沉淀处理后达标排

放或回用。 
② 桥梁施工废水阮家口互通立交涉及水体，桥墩周围基础开挖拟产生弃渣，

采用钻孔桩等施工，钻孔阶段拟产生泥浆废水，通过将泥浆抽到沉浆池沉淀，泥

浆回用，渣体干化后运至弃渣场堆放，防止对水体产生污染。 
③ 其它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施工材料进入水体等，主要

污染物为 SS 固体废弃物等；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少量

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含油生产废水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维修，主要污染物为石

油类等；施工材料洒落或被雨水冲失等。 
上述污水若处理不当随流入地表水体，致使地表水体 pH 值、悬浮物浓度升

高，同时改变水化学成分，可能造成水体不同程度的污染。 
④ 对地下水影响结合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和野外实地调查分析：线路隧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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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于地下水的垂直渗流带。隧道建设对地下水垂直渗流路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不会切断地下水循环途径，亦不会导致地下水的流失。 
隧道施工期排出地下水，其影响范围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不同而不等，不同

岩性排水量不同，不同构造有利的部位富水性不同，在断裂带或构造裂隙发育密

集带，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大。 
为减少隧道施工排水对地下水的影响，施工过程中要优化施工组织对隧道施

工排出的地下水进行收集处理，水质达标后优先考虑就地回灌，减少工程建设对

地下水的影响。 
（3）对声环境的影响 
施工期由于挖掘、搅拌及施工机械运作、打桩、钢筋切割等施工行为引起的

振动效应、噪声对周围声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包括装载

车、挖掘机、推土机等是最主要的施工噪声源。大型临时施工设施是不可忽视的

噪声源，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将向外界辐射噪声，以敲击碰撞等间歇性噪声为主。 
施工期振动主要来源于各种施工机械、重型运输车辆等施工产生的振动。上

述施工中产生的振动效应、噪声对森林公园的声环境暂时产生不利的影响。钻爆

法是开挖隧道的主要方式之一，爆破振动效应和冲击波超压以及由此产生的噪声

是隧道施工过程中振动、噪声的主要来源，其影响范围与爆破方式、装药量、地

质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隧道埋置均较深，隧道隔声效果显著，隧道区间内

的爆破声对外环境影响轻微。工程爆破施工的噪声影响主要来自于隧道进出洞口

时的露天爆破。爆破噪声由不同强度和频率的声音组合而成，属于非线性、非平

稳脉冲性号，强度要比平稳噪声高，爆破噪声虽然具有能量较大的特点，但持续

时间短，且本工程爆破面均位于山地，周围山体可有效阻噪声的传播，在严格控

制爆破施工时间和炸药用量后可有效减缓爆破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废料，施工废料主要包括碎砖混凝土、砂

浆、桩头、包装材料等，施工期定期对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施工结束后及时清

运出森林公园外处理。 
（5）土地利用影响：本工程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内地表占地区域地类为旱地、

果园、农村道路、林地和草地，施工期场地清理将清除地表原有植被，改变原有

土地的使用功能，地类由旱地、果园、农村道路、林地和草地变为公路用地。 
⑥水土流失影响：工程施工期场地平整、修筑桥梁等工程活动，将导致地表

植被破坏，使土壤裸露，易诱发水土流失。项目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面积较小，

产生的水土流失较少。随着主体工程的竣工，施工场地的使用功能也改变，周边

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其水土流失的影响因子也将得到控制和消除。 
2. 运营期环境质量影响评价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299 - 

穿越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段建设内容为隧道及路基，运营期产生的影响主要为

汽车噪声、震动影响。公路噪声主要是汽车运行过程中噪声，汽车轮胎噪声、鸣

笛噪声等。 
本线振动的产生是源于车轮与路面摩擦，振动通过路基地面传播到建筑物，

引起建筑物的振动，对居民住宅产生影响。 
工程设计采用无缝线路，全封闭线路，对噪声超标的敏感点拟采取声屏障、

隔声窗等降噪措施。综合分析，项目隧道和桥梁建设区域位于森林公园边缘，该

地段建有道路，人类活动频繁。经调查现场动物为麻雀、喜鹊等常见种，周围类

似生境广泛，运营期可逐渐适应公路运行产生的噪声。 

5.1.5.3 项目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影响分析 

1. 隧道段施工期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从隧道埋深、隧道涌水及环境因子三个方面来分析施工期项目建设对保护区

植物植被的影响。根据研究，木本植物的根系可分为主根、侧根和须根。隧道穿

越区主要为灌草丛植被，是常绿阔叶林受人为干扰严重发育而来的。灌木层主要

分布有野牡丹等速生物种，草本以茅草为主，盖度一般可达 80%以上。隧道埋深

大于上层植被的根系长度，隧道开挖过程中，不会触及到上层植被根系，对上层

植被不会造成严重破坏，对于植物生长状态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隧道埋深对上层

植物植被的影响很小。 
只有在地下水潜水面较高，植物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上升毛细管水的补充，

或植物根系可直达潜水层的情况下，植物才能够正常地生息繁衍。隧道开挖后，

由于其集水和汇水作用，地下水不断排入隧道中，打破了原有的水文动态平衡。

因此，施工前对隧道区域地下水分布、类型等进行详细勘察，分析论证因隧道开

挖地下水可能涌出的位置和程度，并制定周密的漏水、涌水防治方案。施工过程

中，做到对地下水涌水、突水的超前预报，根据高速公路对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地下水防治原则，对洞室涌水进行处理，保证施工安全。 
隧道开挖放炮时，施工爆破使大量粉尘聚集在附近区域植物的叶面上，但工

程所在地区雨水较多，遇降雨即可把叶片上的尘土冲洗，故影响不大。同时，通

过采取一定措施，可将施工期间产生的噪声、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弃物等

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且项目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施工的结束

而得以消除。因此，不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2. 隧道段运营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以隧道形式穿越风景区，全封闭运营，运营期不会产生林缘效应。隧道工程

易引起水土流失现象，改变周边土层结构，进而造成坡地的失稳和坍塌，特别是

隧道口处，如遇暴雨冲刷，容易引起滑坡而对植物生境造成破坏。此外，运营期

的交通车辆作为物种传播的介质，亦会对保护区生物安全造成一定压力。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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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入侵植物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交通运输，车辆经过保护区路段时，易将

外来物种带进该区域。因此运营期要注意加强种苗检疫和种源把控。 
整体上，工程以隧道形式穿越保护区，不破坏地表植物植被，隧道埋深对上

层植被影响较小，工程建设引发环境因子改变可随施工结束而得以消除。因此，

工程建设不会对保护区的植物植被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 地表段施工期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地表施工工程的各种施工活动会对植被生态带来一定影响。施工期造成了一

定范围内植被的破坏。施工占地面积相对于里口山保护区的总面积来说，占地非

常小，对整个里口山保护区植被影响不大；临时可逆影响主要是指施工过程影响，

施工栈道布设，这种影响在施工完成之后可采取措施进行植被生态重建和恢复。 
施工过程有较多的人流和车流进入，如果施工管理不善，对施工场地周围的

植被破坏较大，甚至导致其消失。项目施工过程中，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施工

过程洒落的石灰和水泥，会对周围植物的生长带来直接的影响。这些尘土降落到

植物的叶面上，会堵塞毛孔，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使之生长减缓甚至死去。石

灰和水泥若被雨水冲刷渗入地下，会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植物根系对水分和矿物

质的吸收。另外，原材料的堆放、车辆漏油，还会污染土壤，间接影响植物的生

长。虽然随着施工的结束不再产生扬尘，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这些影响并不会

随施工的结束而得到解决，它们的影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因此施工过程中，

处理好原材料和废弃料的处理，对于运输车辆，也要尽量走固定的路线，将影响

减小到最少范围。 
4. 地表段运营期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当道路改建完成后，项目必然会对区域内占用地表的植被造成影响，而这些

影响是难以完全恢复的，原有的植被资源被公路项目的施工占地所取代，区域用

地类型发生改变。因其原有的植被结构和植被类型已形成一个整体，项目改建工

程将其分割成条形空地，进而对生态环境以及区域内植被生长的光辐射、温度等

自然条件都会造成影响，同时处于边缘的植物会受到这种小气候的变异的影响，

进而植被内部产生不同的程度的转化，同时，受到影响的物种还包括生活在沿边

缘地区的动物和微生物等，其生活环境的变化也对其日常生活习性产生改变。 
通常理论认为，由于公路建设的占用而导致的小气候变化，对边缘的影响范

围应延伸至内部 15~60m，上述影响区域内，生长植物多为灌丛和草丛、靠近公

路的次生林和草本层也以阳生植物为主。 

5.1.5.4 项目对自然景观影响分析 

1. 景观格局影响分析 
由于项目占地面积有限，它的存在不会改变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中丘陵所构成

的自然景观主体，其对景观主体的异质性影响十分有限，因此，拟建项目建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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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景观格局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看，拟

建项目切割山体、填筑平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内局部的微

地貌形态，同时，割裂并碎化了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现有土地利用的整体态势，使

项目区的景观态势与现状景观格局的异质性程度加大。对此，应结合水土保持方

面的工程和生物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异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力求使拟建

项目与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景观格局整体上一致，微观上基本一致。 
2. 景观结构完整性影响分析 
本项目切割了原有的风景名胜区景观面貌，使其空间的完整性、连续性和自

然性被破坏，此种影响是永久性的。本项目的建设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结构的完

整性有一定的影响。减缓影响的方法主要在于加强项目区的绿化工作，在现有景

观与项目区之间形成绿色通道，既可以掩饰项目区在色彩、质感上的不协调，又

可以起到点缀、缓冲和美化的作用，使项目区尽量与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相协

调。 
3. 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功能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会促进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的改善和当地经济的发展。项目位于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仅占用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少量土地，不会影响里口山

风景名胜区原有的整体生态功能，但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的变化如人员的增加、

人类活动量的急剧增加和污染物的排放会对毗邻的森林区域造成环境压力。因此，

在建设该项目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尽量减小项目建设和运营对里口山风

景名胜区的影响。 

5.1.5.5 项目对环境风险预测分析 

1. 隧道涌水 
线路总体走向为南北向，地势中间高两段低，区域地貌属鲁东低山丘陵较稳

定区，区域构造影响以构造风化剥蚀为主，工程地质条件良好，风化层较厚。项

目涉及森林公园段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为隧道涌水对地下工程造成危害，或因排

泄不畅，形成地面积水、冒水对路基和其它地面工程造成危害。施工中除可能遭

遇不同程度的涌水、突水、突泥灾害；隧道遇突水、突泥等灾害性一定要作好超

前地质预报，并在预报的基础上做好应急预案并采用顺坡排水施工。 
2. 危岩落石 
另外项目部分区域存在危岩落石风险，主要位于柳沟隧道进出口部分和望岛

互通立交段路基边坡，森林公园内虽不设置隧道进出口，但洞口紧邻森林公园。

项目区部分危岩落石处于临界稳定状态，在降雨形成的面流对其基底的冲刷下，

可能失稳滚落，造成危害。隧道洞口区域危及洞口安全的危石、落石等均应清除，

或采取稳妥可靠的防护措施，同时应加强落石监测，以保证隧道的施工和营运安

全。柳沟隧道洞口永久用地范围以外需要清除隧道洞口洞顶松动的危岩落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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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格型号凝土对部分危岩落石进行嵌补或支顶，并在隧道洞口上方设置被动防

护网。 
3. 缓倾岩层引起隧顶掉块坍塌、隧底及路堑基底隆起问题 
岩层受构造影响，节理发育，岩体多被切割成块体状。施工前应进行工程地

质勘察，查明隧道拱部岩层、隧底及路堑岩层。隧道开挖后，拱顶易产生掉块、

坍塌，局部浅埋段甚至可能产生塌顶；对缓倾岩层地段，岩体在应力、地下水以

及自身膨胀性等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路堑挖方基底及隧道基底上拱，施工期应做好

防护措施。 

5.1.5.6 项目对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根据公路穿越方式和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特点，按照《环境影响技术评

价-生态影响》(HJ19-2022)和《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等，针

对项目建设施工期和运营期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造成的生态系统影响，主要从项

目建设对土地资源﹑植物及植被﹑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森林风景资源、生态系

统及其生态因子等影响进行分析。 
1. 对土地资源影响分析 
拟建公路永久占用各类土地 153.34 hm2，占用林地 50.86 hm2，项目建设将会

减少林地面积，增加交通运输用地面积。项目所在区域属于丘陵区，水土保持状

况良好，不属于泥石流易发区和崩塌滑坡危险区域。根据施工布局，路基边坡采

用了喷播植草防护﹑挡土墙、抗防滑桩等防护措施，因此造成水土流失的风险较

低。 
2. 植被影响分析 
据实地调查统计，评价区内的植物主要以松、刺、栎、干果林等常见林种为

主，调查过程中未记录到珍稀濒危野生保护植物及古树名木。工程施工占地区域

植被类型以灌草丛和针阔混交林为主，主要植被群落中树种均为常见种，在风景

名胜区周边广泛分布。项目建设在施工期工程占地会损毁部分区域植被，但工程

永久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对植被的破坏处于较低水平，不会对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植被组成及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3. 野生动物影响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与资料检索分析，评价区共记录到野生动物 25 种，主要以鸟

类和哺乳类为主。项目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活动对区域内野生

动物造成的干扰和栖息地破坏两个方面。由于工程占地面积较小，且所穿越的里

口山风景名胜区边缘地带的物种多样性水平较低，其物种多为常见物种，在里口

山风景名胜区内广泛分布且迁移性较强，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有动物繁殖地。因此，

工程对野生动物的干扰及其栖息地的破坏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4. 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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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环境质量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为 A 级，大气质量、地面

水质量、土壤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日平均噪声低于 50dB。在项目施工和

运营期，里口山风景名胜区部分区域的大气环境、声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质

量均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施工区域推行 ISO14001 环境标准，并采取了适当的降

噪防尘措施，对主要生态因子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均可控﹔工程占地区域主要涉及

的生态系统类型为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灌草丛生态系统，

工程分割了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北部区域，会损毁局部区域的地表植被，可能导致

区域水土保持功能降低，不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但由于工程占地涉及生态系统

类型较少且占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同类型生态系统的比例较低，不会对该里口山风

景名胜区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造成较明显的影响。 
5. 对风景资源影响分析 
据调查，评价区内的风景资源类型主要以低地丘陵为主的地文资源和以常见

动植物为主的生物资源，均为一般风景资源，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工程占地

会减少区域地文及生物风景资源的面积，并降低部分区域风景资源质量。但所涉

及区域位于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北侧边缘外围生态控制区，未规划任何旅游开发项

目，无主要景点和旅游设施分布，因此对该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风景资源的影响

较小。 

5.1.6 风景名胜区路段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 

5.1.6.1 建设方案优化措施 

1. 合理安排项目在规划设计时充分听取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

优化设计尽量减少项目的环境影响。 
2. 严控施工范围，禁止越界施工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必须与有关管理部

门取得联系，协调有关施工场地、施工营地等问题，应严格限定在项目用地线内

施工，将项目实施对风景名胜区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确保施工人员不越界施工，

尽量减少破坏原有土体结构，降低水土流失程度。 
3. 临时设施设置 
临时道路利用现有道路交通，输送施工材料。不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置与项目

无关的其他临时设施，不经处理的污水、固体废物禁止外排，避免水质污染。 

5.1.6.2 施工期保护措施 

1.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扬尘防治措施 
① 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② 施工现场的主要出入口、主要道路及材料堆放区的地面应当按照规定作

硬化处理，其他裸露的场地应当采取覆盖、固化、洒水、绿化等措施。建筑土方、

工程渣土等要及时清运，场内暂时集中堆放的应当采用密封式防尘网遮盖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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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能开工建设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③ 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件、料具应当按总平面布局分类、整齐码放，

对易产生扬尘的大堆物料，能洒水的应当按时酒水压尘，不能洒水的应当采取覆

盖等措施。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当在库房或密闭容器内存放或

采取覆盖等措施，严禁露天放置；搬运时应有降尘措施;余料及时回收。 
④ 土方平整等易产生粉尘的作业时，必须采用围挡隔离、喷淋、洒水、喷

雾等降尘措施。 
⑤ 施工现场主出入口应当设置洗车台和冲洗设施。混凝土、渣土和城市垃

圾车辆应当采取预防渗漏措施，避免在运输中滴、撒、漏。 
⑥ 运输车辆应完好，不应装载过满，并尽量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沿

途抛酒，并及时清扫散落在地面上的泥土和建筑材料，冲洗轮胎，定时洒水，以

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⑦ 气象部门发布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应当停止土石方挖掘、

平整土地、换土、原土过筛等作业。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减扬尘的产生量，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不大，且只在施工期产生，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2）施工机械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 载重卡车设备选型时优先选择符合最新排放标准的卡车，减少大气环境

污染。 
② 合理调度进出工地的车辆，避免堵塞，减少汽车息速行驶时尾气的排放。 
③ 在燃柴油机械的燃料中添加助燃剂，使用合格的燃油，使燃料油燃烧充

分，降低尾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④ 在整个施工期加强对汽车的维修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通过以

上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减施工机械废气污染，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

且只在施工期产生，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2. 水环境保护措施 
（1）禁止向附近随意倾倒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处理后，可用于施工场地洒

水抑尘。 
（2）施工冲洗废水经收集沟进入隔油沉淀池，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得

排入地表水体，以免对水体造成影响。尽量选用先进的设备、机械以有效地减少

跑、冒、滴、漏的数量及机械维修次数，从而减少含油污水的产生量。在不可避

免的跑、冒、滴、漏过程中尽量采用固态吸油材料棉纱，将废油收集转化到固态

物质中，避免产生过多的含油污水，对渗漏到土壤的油污应及时利用刮削装置收

集封存，运至有资质的处理场集中处理。 
（3）隧道施工废水经混凝、沉淀、过滤、吸附处理后循环利用：采取全过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05 - 

程的现场环境监控，以及时掌握地下水、围护结构与支撑体系的工作状态信息；

通过对监测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及时确定采取相应的施工措施，确保工程安全。

隧道防排水采取“防、排、截、堵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项目施

工在隧道施工口处设置废水收集池，将隧道施工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于地面抑尘

或其他用水工段。 
3. 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对风景名胜区内野生动

物有一定影响，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

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同

时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更好的运转，以便从根本上降低噪声

源强。 
（2）强烈的施工噪声长期作用于人体，会诱发多种疾病并引起噪声性耳聋。

为了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辐射高强噪声

的施工机械，减少工人接触高噪音的时间，同时注意保养机械，使机械维持其最

低声级水平。 
（3）在声环境敏感区段，充分考虑大型装载机等高噪声机具的源强和作业

特点，必要时直接采用有效设计的隔声围挡或隔声工棚，将隔声措施落到实处。 
（4）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尽量不进行

施工或安排低噪声施工作业。 
（5）爆破施工中应采取采用毫秒延期雷管微差爆破减振降噪技术，选取合

理的段间隔时差，严格控制最大的一段炸药量，合理安排起爆顺序，以确保地面

设施安全。 
5. 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注意集中暂存，并及时交付各辖区当地环卫部门进行处置，

土石方在场区内尽量平衡布置。 

5.1.6.3 运营期保护措施 

1.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路边植树绿化对于公路项目而言，最有效的减轻汽车尾气污染的方法

是加强公路自身的绿化，采用一些具有良好空气净化作用的植物作为两侧的绿化

带以吸收尾气，保护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因此，建议在公路路基两侧用地范围内

酌情安排绿化林带。这样既可以净化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衰减大气中

TSP，又可以美化环境和改善公路沿线景观。 
（2）道路日常管护加强道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减

少塞车现象。 
（3）道路运输监管加强运输散装物资如煤、水泥、砂石材料及简易包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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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农药等车辆的管理，在公路入口处进行检查，运送上述物品需加盖蓬布。 
2. 水环境保护措施 
运行期监测地下水水位情况，运营期第一年每半年监测一次，第二年后每年

监测一次，避免环境水文问题的发生。为防止公路运营对地下水的污染，建议设

专职或兼职施工环保管理人员及兼职环保监理工程师以加强具体的环保措施的

制定和执行，做到预防为主，对阮家口互通立交涉及的坑塘定期进行水质检测，

防止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3. 声环境保护措施 
绿色通道建设规划绿化带不仅给乘车者和线路两侧的民众带来良好的视觉

感受和心理作用，对公路沿线视觉景观起到良好效果，对两侧环境噪声控制也起

到积极作用。建议结合工程和环境条件尽可能扩大绿化林带的宽度，力求体现工

程降噪措施的绿色理念，并达到工程与自然景观的协调。 
跟踪监测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建议建设单位对沿线的噪声、振动敏感目标进

行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噪声、振动敏感目标超标，建设单位应积极加以整改。 
4. 水土保持的修复 
（1）隧道工程充分考虑对周边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的影响，结合生态景观、

环境保护要求，按照“早进洞、晚出洞”的总体原则设置隧道，路线全线有填方

也有挖方，坡面防护根据边坡高度、填料种类并结合路面排水情况分别采用植物

护坡、浆砌片石拱形骨架护坡、菱形骨架护坡。 
（2）合理安排各项环保与水保工程施工。路堤、路堑边坡防护工程，边沟、

侧沟、天沟等排水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施工，及时防护，线路及站场绿化在

土石方工程基本结束后，均立即安排进行。 
（3）在风景名胜区地形陡峻地段和不良地质地段，设置挡护工程。路堑边

坡设浆砌片石坡面防护、浆砌片石拱型骨架防护或种草、种紫穗槐等工程、植物

防护，以防水土流失。 
（4）施工便道的恢复情况。在运输砂石、水泥等容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

时，采用密封车辆运输。施工便道尽量利用既有便道，新辟便道路面应铺设碎石

加强，施工车辆不能离道任意行使，施工完成后对临时便道陆续恢复植被覆盖。 
（5）工程开挖使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在充分考虑边坡稳定的前提下，运营

期路基防护采取生物防护、自然景观为主，工程防护为辅。排水方式据路段的实

际情况，综合运用人行道透水铺装、透水路肩、植草或者干砌排水沟、分离式路

基路段设置下沉式中央绿化带等工程措施，在将路面的雨水通过低影响开发设施

使其在雨水径流量控制、面源污染控制和排水防涝方面取得效果。 
5.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对隧道洞口及时进行挡护，隧道弃渣及时运至弃渣场并采取挡渣墙截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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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及植物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6. 生物多样性修复 
（1）运营期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宣传教育，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2）运营期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建设期末完成植被恢复工程。 
（3）路基、边坡、护坡道等用地范围进行绿化；在路界外两侧适宜范围内

营造林地、草地，形成绿色公路走廊；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进行绿化，植树造林的

树种首选当地乔灌种类，精选优良草种，辅以喷播、复膜等技术，使道路两侧迅

速恢复地表植被。 
（4）建设期间，对两栖、爬行动物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它们会迁移到非

施工区，对其生存不会造成威胁。施工区域的鸟类和兽类由于受到施工噪声的惊

吓，也将远离原来的栖息地。运营期植被恢复，动物也将慢慢迁回原来的领域活

动。 
7. 生态景观修复 
运营期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景观资源、视觉环境等因素，注意开发和保护

自然资源中的景观主题。结合沿线旅游景点分布，依山傍海，与沿线旅游景点、

景区规划充分融合，将威海高区、市区和经区连成一条美丽的风景线，实现“路、

景、产”融合发展，打造出一条旅游产业带。 

5.1.6.4 植被保护措施 

1. 施工期植被保护措施 
（1）施工前应明确施工范围，不仅应考虑方便施工而任意破坏的植被对占

地范围内的表层土体进行剥离，还要做好堆放并覆盖，用于工程完工后的植被恢

复。施工时严格控制占地范围和桥梁作业面，避免超挖破坏风景名胜区内植被，

减少对生态的破坏。禁止引种带有病虫害的植物，禁止引种外来入侵物种。 
（2）合理规划施工场地，固定行车路线，限制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尽量

少扰动地表、少破坏植被，不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置取、弃土场。 
2. 运营期植被保护措施 
（1）根据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充分依靠自然力量，坚持自然修复与人工

修复相结合，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提高植被恢复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创造自然恢复的基础条件，顺应自然演替恢复重建与当地生态景观协调的乡土植

被群落，积极恢复因建设造成的自然生态损失的平衡。 
（2）隧道护坡采用草灌结合方式，重点选用具有生长密集、覆盖性良好、

抗风生物特性的匍匐型灌木。 
（3）紧邻生态敏感区的隧道洞口、桥梁景观应进行专项设计。 
（4）高陡石质边坡采用植物防护时应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5）在不影响边坡稳定的情况下，适宜绿化的桥台锥体边坡坡脚应裁植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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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植物或直立灌木进行绿化装饰，弱化硬质界面，丰富景观效果。 
（6）有绿化条件的桥下、荒地桥梁范围及隧道边仰坡，坚持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宜荒则荒，采用种植小灌木、喷播植草等绿化措施。原则上选择耐干旱灌

草植物，采取客土、施肥等养护措施。 
（7）桥梁架设后由于桥下不再适宜种植乔木，可以采取异地植树方式补偿

乔木损失面积。按照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要求选取植树位置及树种。苗木以实生

苗木为主，色泽正常，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木质化程度高、径高比

例适当、根系完整苗木。根据补植地块立地条件，苗木选择容器苗或带土球移植

苗。 
（8）日常巡护时工作人员需注意森林防火。 

5.1.6.5 动物保护措施 

1. 施工期动物保护措施 
在风景名胜区内施工应优化施工方案，抓紧施工进度，尽量缩短在风景名胜

区内的施工作业时间，尽量避免高噪声作业方式，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开工前，在工地及周边设立爱护野生动物和自然植被的宣传牌，并对承包商

进行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工作。严格规范施工队伍的行为，禁止

非法猎捕和破坏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防治高噪声施工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2. 运营期动物保护措施 
沿途设置温馨提示标牌，提醒进入风景名胜区范围的人员注意行为举止，注

意避让野生动物。 
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对当地居民进行野生动物教育宣传工作，避

免人为伤害或干扰动物的事件发生。 

5.1.6.6 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1. 施工期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1）为保证隧道施工安全、优化设计、实现信息化施工，隧道施工期间应

按照《公路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技术规程》（T/CECSG：F64-04—2021）规定进行

超前地质工作，将其纳入正常施工工序进行管理。通过超前地质预测预报工作，

核实和预测掌子面前方的地质条件，以便及时调整工程措施避免施工突发灾害的

发生，确保施工及结构安全。 
（2）位于沟槽、封闭洼地等地段以及可能受降雨或洪水影响的洞口，应结

合洞口地形条件、施工场地布置做好截排水系统，并做好防洪预案制定可靠的防

洪措施。 
（3）隧道洞口区域危及洞口安全的危石、落石等均应清除，或采取稳妥可

靠的防护措施，同时应加强落石监测，以保证隧道的施工和营运安全。如需要清

除隧道洞口洞顶松动的危岩落石，采用规格型号混凝土对部分危岩落石进行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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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支顶，并在隧道洞口上方设置被动防护网。 
（4）施工开挖过程中，严格控制爆破，尽量减少对围岩的扰动，保证开挖

成形质量，改善衬砌工作环境，软弱围岩应按照“短开挖、弱爆破强支护、快封

闭、勤量测”的原则进行施工。 
（5）坚持“随挖随护和先喷后锚”的原则，喷锚或钢架支护必须紧跟开挖

工作面，应在爆破、通风和凿顶排危后及时施工初喷混凝土，尽快封闭围岩，控

制围岩的初期变形，然后再挂钢筋网或架立钢架后挂设钢筋网(对设置钢架地段，

应先架设钢架，再挂钢筋网)，及时施作锚杆后复喷砼达到设计厚度。锚杆安装

时必须设置垫板，若锚头露出于复喷混凝土表面，应采用喷射砼或水泥砂浆对猫

头进行封闭处理，避免刺破防水层。喷锚作业期间，应有人随时观察围岩变化情

况。 
（6）采用浅埋隧洞模式考虑相关荷载，进行支护设计；采用信息化施工，

加强隧洞施工期间超前地质预报监测工作，进行动态设计，裂隙发育区及岩体破

碎程度高的区域宜加强支护强度。围岩稳定性较差地段，开挖前应严格按照设计

要求施工作好超前支护，洞身节理裂隙发育、岩层缓倾地段，洞内施工时易产生

拱顶掉块、坍方等，施工期间需及时进行初期支护。 
（7）加强隧洞施工期间超前水文地质调查与监测工作，查明隧址区域范围

内水文地质情况，防止隧洞掘进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突泥、突水灾害；由于降雨地

表补给会出现渗漏水现象，考虑岩体的阻水性和连通性，在接触破碎带和节理裂

隙密集带位置富水性高，应重视隧洞防排水设计，尤其隧道穿越岩体接触破碎带

和节理裂隙密集带位置应加强防水措施。 
（8）施工期间，应开展地表沟谷变形及地表水监测，查明地表与隧道的水

力联系，以进一步评估其对隧道建设的相互影响。施工期间揭示构造发育地段，

当水量难以确定时，应暂缓该段及附近二次衬砌的施作，根据水文地质情况，合

理确定该段的结构及排水措施。二次衬砌已施工地段，施工期间应加强泄水孔、

盲管等排水设施的工作状态监测，特别是施工开挖揭示或探测发育节理裂隙密集

带、地下水发育段等地段。若出现带压泄水时，应分析原因进行泄压处理；若出

现泄水孔、盲管不出水，应查明原因，如有淤堵，应进行疏通。 
（9）建立施工期间安全应急预案，应设置专职安全员，并加强施工组织协

调，各作业区信息应通畅，并与洞外生产组织调度中心保证联络畅通。洞内应设

置应急照明设施以及紧急疏散标识，按《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3660-
2020）要求设置救援设施。 

2. 运营期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1）隧道竣工后，加强突水风险段的水量水压监测，并将风险点竣工资料

整理成册移交运营单位作为运营管理的风险点予以重点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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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路隧道设计规范第一册土建工程》文的相关要求，公路隧道

防排水设计应遵循“防、排、截、堵相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妥善

处理地表水、地下水，洞内外防排水系统应完整通畅。 
（3）制定紧急事故的抢险预案，增强员工安全意识，组织人员进行突发事

件处置演练。 
（4）运营期间加强洞口巡查巡检，加强洞口地表、坡面稳定排查、危岩落

石清理。 
（5）加强正洞运营期间排水辅助坑道的截排水系统巡检、维护， 
（6）加强隧道地表影响范围安全防护监管，严谨建造可能影响隧道结构安

全的其他设施。 
（7）加强运营期隧道残余风险管理，对运营阶段结构开裂、渗漏水、隧底

变形等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管理。 
（8）建立隧道智能运营系统，包括隧道衬砌结构智能监测(包含衬砌变形、

基底变形等)、洞口边仰坡防异物监测系统、运营环境智能监测功能，以实现本

线复杂地质环境下超长深埋隧道的运营管理信息化、实时化。 

5.1.6.7 管理措施 

1. 做好日常巡护运营期日常巡护重点为项目影响区域，合理增加巡护频率。

每年的 10 月至翌年 4 月日常巡护频率适当加密，以加强保护动物集中栖息地。 
2. 加强宣传广泛宣传风景名胜区的功能和作用，普及资源保护和相关法律

知识，提高全社会的风景名胜区保护意识。 

5.1.7 拟建公路对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的影响评价结论 

拟建公路在 K8+000~K10+000、K17+100~K18+100、K23+300~K24+200 路

段 4.0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K10+000~K17+100、
K18+100~K23+300 路段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工程型式

为隧道、桥梁、路基和通道，不涉及核心景区。本项目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其建设对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和景观环境影响可控，在采取相应的预防或减轻不

利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后，可以将负面影响程度减小到最低。 

5.2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 

拟建公路涉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单位已委托编制《S302 成威线皇冠

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占用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景观影响评价及生态恢复方案》，

本次评价在该报告相关成果基础上进行。 

5.2.1 森林公园基本情况 

1. 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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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境内，紧邻威海市城区，是城市的

中央绿核，该森林公园是在国有双岛林场的基础上建立的。双岛林场始建于 1959
年，总面积 477.3 hm2，大部分为活海防护林。1993 年，由原林业部造批字(1993)89 
号文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0 年，经国家林业局林场发(2000)610 号文件批

准，将环翠区张村镇里口山划归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面积扩大为 2477.3 hm2。公

园由双岛林场片区和里口山片区组成，包括张村镇、竹岛办事处的里口山系主体

部分及双岛林场的全部，其森林资源除国有双岛林场 477.3 hm2 松林外，其余为

集体林。双岛林场片区位于威海市中心西南 10.5km 处，北接黄海，隔海与大连

遥相对峙，东与中央电视台影视文化城相邻；里口山片区距离威海市中心西南

4.5km 处，东隔海与刘公岛相望，南与华夏城相邻，两片区相距 5km。 
2. 公园范围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用地范围为张村镇、竹岛办事处的里口山系主体部分及

双岛林场的全部，总面积 2477.3 hm2。其森林资源除国有双岛林场 477.3 hm2 松

林外，其余为集体林。公园分双岛林场和里口山两个片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21°57′48″~122°07′48″，北纬 37°26′21″~37°29′27″。 
双 岛 林 场 片 区 ：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21°57′48″~122°00′08″ ， 北 纬

37°28′08″~37°29′27″，规划面积 477.3 hm2。四至范围与国有双岛林场范围一致，

为：张村河入海口西岸（沿西岸至）金海路翠微路交叉口（沿翠微路至）环翠路

（沿环翠路至）珠江街（沿珠江街至）千山路（沿千山路至）双岛林场西岸（沿

双岛林场至）海岸线（沿海岸线往东至）张村河入海口西岸。 
里 口 山 片 区 ：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22°01′07″~122°07′48″ ， 北 纬

37°26′21″~37°29′04″，规划面积 2000 hm2。四至范围为：福德庄村北林缘（沿林

缘往西至）老虎山山顶（沿老虎山山脊线往东南至）佛顶（沿佛顶山脊线往东南

至）环山路（沿环山路至）仙姑顶入口（沿环山路至）望岛小学西侧林缘（沿山

脊线至）邓家寨（沿山脊线往西至）桃子山（沿山脊线往西北至）海拔 265m 山

顶（沿山脊线往西北至）火焰顶（沿山脊线往西北至）林缘（沿林缘往东至）广

福路与里口山路交叉口（沿里口山路精而美包装厂北侧林缘往西北至）福德庄村

林缘。 
3. 森林风景资源 
①优质沙滩“滩平水清” 
森林公园双岛林场片区北部海滩具有“滩平水清”的天然优势，沙滩柔软平

整，海水无污染，透明度高，符合国际一级沙滩标准，是一个天然的海水浴场。

但是由于海产养殖的影响，岸滩被占用，严重制约了该片区生态旅游的发展。 
②森林清幽野朴 
森林公园内森林茂密，草木茂盛，有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混交林、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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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植物景观，森林幽谷中溪水山泉清澈无染，林径通幽。清幽的森林之中又有

野朴意趣，鸟类、野兔、野鹿等野生动物在森林中尽情游走，自然风貌，生机盎

然。但是由于 2014 年森林火灾的影响，里口山片区大面积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

森林景观质量下降，导致森林吸引度降低。 
③山水灵秀多姿 
森林公园内峰岭连绵、峡谷纵横，灵秀超逸。仙姑顶山顶松林叠翠，仙姑的

传说使仙姑顶名声远播；老孤庙顶峰突剑拔、横空倚天，险奇入胜；佛顶山峰呈

圆形，高耸入云，峰顶开阔，气势宏伟，古人视为风水宝地，并留下脍炙人口的

美丽传说；邓家寨三峰鼎立，山内宽敞，可屯数千众；硬鹰嘴山峰陡峭，岩壁裸

露，顶峰岩石，恰似坚硬的鹰嘴；布袋庵相传古时有“布袋和尚”在此修炼；牛

仙山怪石嶙嶙，松柞苍郁，花草满坡，风景奇胜。 
森林公园水体有张村河、望岛河和里口山水库等。溪水、库塘清澈，两岸水

草丛生，森林茂密，鸟语花香。 
文化厚重多样 
公园内文化气息浓厚，仙姑庙、观音殿、广福寺等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在这

里既可感庙堂之肃然庄重，又可享自然的恬适野趣，游历其中，让人顿生物我两

忘之感；王家疃、刘家疃等乡风淳朴，民俗文化厚重，好客乡村发展迅速；仙姑

顶景区以福文化为底蕴，以仙姑文化为主题，以玉文化为特色，致力于打造全国

玉石总量最多、单体玉雕最大的旅游景区。 
4. 森林公园分区 
① 核心景观区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景观区分为两大区域： 
一是双岛林场片区的黑松林，位于荣乌高速、青威烟荣城际铁路、环翠路之

间的区域，面积 91.09 hm2。该区域黑松林长势茂盛，树龄 30~50 年，林龄长，

立地条件差，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和观赏价值。 
二是里口山片区部分，老孤庙顶周边火烧后保留完好的赤松麻栎混交林景观

以及国家级登山建设步道山脊线西侧区域，面积 790.34 hm2。为里口山片区受火

灾影响较小的区域，该区域植物景观保留较好，生物多样性丰富，且海拔高、坡

度大、生态敏感度高，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和观赏价值。 
在核心景观区，除了必要的保护、解说、游览、休憩和安全、环卫、景区管

护站等设施以外，不得规划建设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设施。 
核心区四至范围（双岛林场片区）：从世昌大道与张村河西岸交叉口开始，

沿张村河西岸向南至翠微路与金海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青威烟荣城际铁路向西

南至翠微路与青威烟荣城际铁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翠微路向北至翠微路与世昌

大道交叉口，从交叉口沿世昌大道向东至世昌大道与张村河西岸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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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从公园入口北侧赤松林缘开始，沿林缘向

东北至王家疃村北车行道拐弯处，从拐弯处沿车行道北侧林缘向东南至森林树屋

东侧林缘，沿林缘向西至昌华制品厂东侧赤松林缘，沿赤松林缘向南至撒马沟，

从撒马沟沿山谷向南至张家疃西侧林缘，沿林缘向东北至登家寨，从登家寨沿山

脊线向北至仙姑顶，从仙姑顶沿山脊线向东北至环翠防护第六中队，从防火中队

向西北沿城际铁路至抱山泉水库大堤，从大堤向西北沿山脊线至佛顶，从佛顶沿

山脊线向西至福德庄通往环山路道路与登山健身步道交叉口，从交叉口向西南沿

林缘至福德庄东侧林缘，沿林缘向南至公园入口北侧赤松林缘。 
② 一般游憩区 
公园一般游憩区分为六大区域： 
一是双岛林场片区，荣乌高速以北、环翠路以东至海岸线，面积为187.39hm2。

该区域为黑松林、海滩养殖场以及海滩，海拔低、生态敏感度低、人为活动较为

频繁。规划拆除海滩养殖场，建设天然海水浴场，同时利用林下空间开展生态旅

游。 
二是双岛林场片区，环翠路、青烟威荣城际铁路之间的区域，面积为

96.98hm2。现有黑松林、苗圃和水塘，该区域海拔低、生态敏感度低、人为活动

较为频繁。规划对其进行改造建设，科学再利用。 
三是里口山片区，福德庄村东侧山谷，面积 16.34 hm2。该区域森林植被较

好，海拔低、坡度小、生态敏感度低、人为活动较为频繁，有几个采石坑需要治

理。 
四是里口山片区，广福寺、王家疃所在山谷，面积 60.6 hm2。该区域民居特

色显著，乡风淳朴，宗教文化气息浓厚，文化遗址遗迹较多，人为活动较多，生

态敏感度低，适宜开展生态旅游。 
五是里口山片区，里口山路两侧山谷，面积 201 hm2。该区域水库、溪流清

澈，湿地植物丰富，里口山水库周边种植多品种果树，适宜开展生态旅游。 
六是里口山片区，位于仙姑顶以下至仙姑顶入口环山路，面积 102.65 hm2。

该区域受火灾的影响，植被破坏严重，宗教文化气息浓厚，是全国玉石总量最多、

单体玉雕最大的景区。 
一般游憩区内可以规划少量旅游公路、停车场、宣教设施、娱乐设施、景区

管护站及小规模的餐饮点、购物亭等。 
一般游憩区四至范围（双岛林场片区 1）：从世昌大道与张村河西岸交叉口

开始，沿河西岸向北至入海口，沿海岸线向西至双岛湾入海口，从入海口向南沿

公园边界至环翠路，沿环翠路向北至高速公路北侧防火路，沿防火路向西至海神

路，沿海神路向北至海神路与金海路交叉口，沿金海路向东至环翠路与金海路交

叉口，从交叉口沿环翠路向南至世昌大道与环翠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世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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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至世昌大道与张村河西岸交叉口。 
一般游憩区四至范围（双岛林场片区 2）：从林场职工宿舍道路与环翠路交

叉口开始，沿环翠路向东至翠蔚路与环翠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翠蔚路向北至翠

蔚路与青威烟荣城际铁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青威烟荣城际铁路向西至翠微路与

青威烟荣城际铁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停车场北侧道路向东至林场职工宿舍北侧

林缘，沿林缘向南至林场职工宿舍道路与环翠路交叉口。 
一般游憩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1）：从福德庄东侧公园次入口开始，沿

道路北侧林缘向东至田园创客东侧林缘，从林缘等高线向东至福德庄通往环山路

道路与登山健身步道交叉口，从交叉口沿林缘向西至福德庄东侧公园次入口。 
一般游憩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2）：从昌华纸厂北侧林缘开始，沿赤松

林缘向东、向北至王家疃村北车行道拐弯处，从拐弯处向西南沿村西侧林缘至村

庄内道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车行道向东 750m，沿道路南侧林缘向西至公园主

入口东侧赤松林缘，沿赤松林缘向南至撒马沟，从撒马沟向西北沿赤松林缘至公

园主入口南侧赤松林缘，从林缘沿张村河向北至公园入口道路，沿入口车行道向

东南至里口水库大堤，沿大堤向北至山缘美庐北侧林缘，沿姜家疃、刘家疃村东

侧林缘向至至昌华纸厂北侧林缘。 
一般游憩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3）：从慈圣寺道路入口开始，沿道路东

侧林缘向经过土地庙、龙王庙、定龙塔至仙姑庙北侧林缘，从仙姑庙北侧林缘向

南沿仙姑庙西侧车行道至如意湖北侧黑松林缘，沿黑松林缘向南至卢马水库西侧

黑松林缘，沿林缘向东南至环山路西侧林缘，沿林缘向东至环山路，沿环山路向

北游客中心北侧林缘，沿林缘向北至五行门，从五行门向东至慈圣寺道路入口。 
③管理服务区 
公园的管理服务区主要分为 8 块区域和 2 处管理服务小区： 
一是双岛林场片区，环翠路与青烟威荣城际铁路之间西侧区域，面积为 12.67 

hm2。现为场部和空地，规划利用空地，建设入口大门、游客集散中心、生态停

车场等管理服务设施。 
四至范围：从环翠路与青威烟荣城际铁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停车场北侧道

路向东至林场职工宿舍北侧林缘，沿林缘向南至林场职工宿舍道路与环翠路交叉

口，从交叉口沿环翠路向西、向北至环翠路与青威烟荣城际铁路交叉口。 
二是双岛林场片区，森林木屋片区，面积 8.5 hm2。 
四至范围：从森林木屋入口停车场开始，沿道路向西至森林木屋环路交叉口，

从交叉口沿森林木屋环形道路至森林木屋入口停车场。 
三是双岛林场片区，汽车营地片区，面积 10.5 hm2。 
四至范围：从世昌大道高架桥下道路与金海路交叉口开始，沿道路向东、向

北至金海路，沿金海路向西至汽车营地入口道路，沿入口道路向南至世昌大道高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15 - 

架桥下道路与金海路交叉口。 
四是里口山片区，位于里口山路与广福路交叉口，面积 48.2 hm2。现有经济

林和小型停车场 1 处，规划建设入口标示、游客中心、大型生态停车场等接待服

务设施，营造入口景观。 
四至范围：从里口山路与广福路交叉口开始，沿广福路向北至生态停车场北

侧果树林缘，沿果树林缘向南至山缘美庐北侧果树林缘，沿林缘向南至防火物资

储备库南侧道路，沿道路向南至水库南侧小路，沿小路向北至里口山路，沿里口

山路向北至里口山路与广福路交叉口。 
五是里口山片区，位于广福路北侧，包括养生山庄、民俗村落、广福寺和登

山驿站等，为该片区的管理服务中心，总面积 115.6 hm2。 
四至范围：从王家疃村入口停车场开始，沿停车场北侧林缘向东至森林树屋

北侧林缘，沿林缘向南至广福路，沿广福路向西至王家疃村入口停车场。 
六是里口山片区，位于福德庄南侧车行道最东端，包括田园创客和登山驿站，

总面积 2.2 hm2。 
四至范围：从福德庄南侧车行道与通往田园创客的道路交叉口开始，向北、

向东沿林缘至登山驿站东侧林缘，沿林缘向南至福德庄南侧车行道与登山健身步

道交叉口，沿福德庄南侧车行道向西至福德庄南侧车行道与通往田园创客的道路

交叉口。 
七是里口山片区，位于仙姑顶路与环山路交叉口，面积 5.07 hm2。现有管理

中心用房、生态停车场。规划整饬周边环境，提升管理服务设施档次。 
四至范围：从仙姑顶路与环山路交叉口开始，沿环山路至游客中心南侧林缘，

沿林缘向西至游客中心西侧林缘，沿林缘向北至如意湖南岸，从南岸沿林缘向东

至五行门，从五行门向东至环山路，沿环山向南至生态停车场南侧林缘，沿林缘

向西至仙姑顶路与环山路交叉口。 
八是里口山片区，位于环山路通往卢马水库道路北侧，包括五行庄园和玉文

化体验基地，面积 2.5 hm2。 
四至范围：从五行庄园东侧林缘开始，沿林缘向南至道路，沿道路向西至卢

马水库大堤南端，沿大堤向北至大堤北侧道路，沿道路向西至玉文化体验基地西

侧林缘，沿林缘向北至玉文化体验基地北侧林缘，沿林缘向东、向南至五行庄园

东侧林缘。 
科研楼：位于跑马场北侧 150m 处，原有建筑，建筑面积 1200 m2，其中左

侧的 300 m2 作为生物防治和防火瞭望使用，右侧的 800 m2 规划作为住宿接待使

用。 
四至范围：从科研楼南墙开始，沿墙体向东至科研楼东墙，沿东墙向北至科

研楼北墙，沿北墙向西至科研楼西墙，沿西墙向南至科研楼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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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驿栈：撒马沟山谷内原有几处废弃建筑，面积约 1000 m2，规划将其改

造为山里驿栈，为游客提供餐饮、休憩服务。 
四至范围：从驿栈南墙开始，沿墙体向东至东墙，沿东墙向北至北墙，沿北

墙向西至西墙，沿西墙向南至南墙。 
④生态保育区 
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包括四大区域： 
一是双岛林场片区，环翠路西侧黑松林，面积 70.05 hm2，该区域黑松林林

龄长，生长茂盛，立地条件差，生态敏感度高，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 
生态保育区四至范围（双岛林场片区）：从环翠路与金海路交叉口开始，沿

环翠路向南至防火道路与环翠路交叉口，从交叉口开始沿防火道路向西至海神路，

沿海神路向北至海神路与金海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金海路向东至环翠路与金海

路交叉口。 
二是里口山片区，福德庄北侧赤松麻栎混交林景观，面积 90.66 hm2。该区

域森林植被茂盛，海拔高、林龄长，生态敏感度高，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 
生态保育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1）：从福德庄村北林缘开始，沿林缘往

西至老虎山山顶，沿老虎山山脊线往东北至佛顶，从佛顶向南沿山谷至田园创客

北侧林缘，沿林缘向西南至福德庄村北林缘。 
三是里口山片区，仙姑顶周边火烧迹地，面积 284.3 hm2。该区域受火灾影

响大，植被受损严重，亟需植被恢复。 
生态保育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2）：从慈圣寺道路入口开始，沿环山路

向东、向北至环山路与统一南路交叉口，从交叉口沿林缘向西北至环翠防护第六

中队，从防火中队向西沿山脊线至仙姑庙北侧林缘，从林缘沿仙姑庙东侧车行道

经过土地庙、龙王庙、定龙塔至慈圣寺道路入口。 
生态保育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3）：从仙姑庙北侧林缘开始，沿山脊线

向西、向南经海拔 331m 山顶至邓家寨，从邓家寨沿山脊线向东至环山路西侧林

缘，沿林缘向西北至如意湖北侧黑松林缘，沿黑松林缘向北至如意湖北侧车行道，

沿车行道西侧林缘向北至仙姑庙北侧林缘。 
四是里口山片区，里口山水库西侧、南侧赤松麻栎混交林景观，面积 403.49 

hm2。该区域森林植被茂盛，海拔高、林龄长，生态敏感度高，具有很高的保护

价值。 
生态保育区四至范围（里口山片区 4）：从公园主入口南侧针阔混交林林缘

开始，沿林缘向西至昆仑路（威海泰华纺织）南侧林缘，从林缘沿山脊线向南至

火焰顶，从火焰顶沿山脊线向东南至海拔 265m 山顶，从山顶沿山脊线向东至桃

子山，从桃子山沿山脊线向东至张家疃西侧林缘，从林缘向西北沿林缘至公园主

入口南侧针阔混交林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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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内生态保育区以生态保育为主，基本不进行开发建设，不对游客开放。 

表 5.2-1  公园功能分区总览表 

分区 面积（hm2） 面积比例（%） 
管理服务区 205.46 8.29% 

一般游憩区 664.96 26.84% 

核心景观区 881.43 35.58% 

生态保育区 725.45 29.28% 

合计 2477.3 100.00% 

(5) 重点保护对象 
森林风景资源包括森林公园内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形成的自然景观资源

和人文景观资源，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包括： 
① 自然景观资源 
森林景观资源 
公园内的赤松麻栎混交林、沿海黑松林和刺槐林等森林植被资源；蟠桃、板

栗、苹果、梨等经济林资源。 
峰岭洞穴景观 
公园内的佛顶、老孤庙顶、仙姑顶、邓家寨、双岛烟墩山、桃子山等峰岭景

观；仙姑洞、吕祖洞等天然洞穴景观。 
溪流库潭景观 
张村河、望岛河的溪流景观，里口山水库、孟家瞳水库、卢马水库、双岛林

场水塘等库潭景观。 
天然海滩 
双岛林场片区天然优质海滩资源。 
②人文景观资源 
公园内的仙姑庙、土地庙、观音殿、海神庙、露台灯塔、广福寺、慈圣寺等

遗址遗迹以及王家疃民俗村落，仙姑传说、龙王庙传说、女儿湖传说、布袋和尚

传说、牛仙飞升传说等故事传说。 

5.2.2 拟建公路与森林公园的相关关系 

拟建公路共计两处涉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分别为望岛互通西南

改移道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 0.8253hm2，其中一般休憩区 0.8212 
hm2，生态保育区 0.0041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涉及穿越双岛国家森

林公园长 704m，平均长度为 176m，均为里口山片区生态保育区（不涉及永久占

地）。 
拟建项目仅占用森林公园面积的 0.024%，占地比例较小。拟建公路与双岛

国家森林公园位置关系见表 5.2-2 和附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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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符合《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属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重要对

外交通通道。本项目的建设可为森林公园提供快速、安全的出行通道，设置的望

岛互通能够实现与森林公园的交通转换，对于促进森林公园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表 5.2-2  拟建公路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相关关系一览表 

分区 
公园面积

（hm2） 
项目占用情况 

项目占地占公园

面积比例 
备注 

管理服务区 205.46 - - - 

一般游憩区 664.96 0.6051 0.024% 
望岛互通立交辅

路 
核心景观区 881.43 - - - 

生态保育区 725.45 - - 
柳沟隧道（不涉

及占地） 
合计 2477.3 0.6051 0.024% - 

 

5.2.3 拟建公路沿线风景资源和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5.2.3.1 评价范围和评价时段 

为使生态影响评价能够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动的直接

影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本次评价工作范围依据评价项目对生态因子的影响方

式、影响程度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确定。在对项目进行生

态影响专题评价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确定本次生

态影响评价范围为项目穿越森林公园路段两端外延 1km 范围，评价区总面积

399.31hm2。详见项目评价区范围图。 
本评价对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5.2.3.2 区域景观总体概况 

按照《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18005-1999)，公园旅游

资源共分为地文、水文、生物、人文和天象 5 个资源大类。 
(1) 地文景观 
峰岭景观 
公园地形属浅切割的侵蚀构造地形，切割深度大约 250m，形成山体高耸起

伏，沟壑深狭纵横的山地地形。山峰陡峭，群峰连绵，地形复杂。公园内主要山

体有仙姑顶、佛顶、老孤庙顶、邓家寨、双岛烟墩山、桃子山、老虎山等。 
仙姑顶：海拔 375m，传说仙姑居于此山，山顶建有仙姑庙，山顶松林叠翠。

仙姑的传说使仙姑顶名声远播，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自此，八方香

客祈福，年复一年；四海道家造访参谒，寒暑不断。 
老孤庙顶：海拔 417.5m，峰突剑拔、横空倚天，险奇入胜，山顶有一老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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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老孤庙顶与佛顶均与复背斜的轴部相吻合，形成里口山山体高耸、沟壑深

狭的低山地形，并形成天然分水岭，多呈陡峭的尖脊山，沟谷狭窄，巍峨壮观。 
佛顶：位于老孤庙顶西北、李家夼西南侧，海拨 417.8m，山峰呈圆形，高

耸入云。西北支脉绵延迄海，有宁家顶、祈雨顶、周家顶诸山，正西支脉有老虎

山等。是里口山最高峰，峰顶开阔，气势宏伟，古人视为风水宝地，从广福寺远

远望去就像一尊卧佛，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 
邓家寨：是威海市里口山脉的组成峰顶之一，位于经区西面华夏山海城的北

坡上，海拔 404.1m。邓家寨在威海城区的南部，在张村、羊亭、竹岛、西苑四

镇（街道办事处）交界处，康熙《威海卫志》云：邓家寨三峰鼎立，山内宽敞，

可屯数千众，明正德年间（1506~1521 年）邓心可据山之巅，抗御官而得名。 
桃子山：位于贝草夼村东北，海拔 336m，因山下种满桃树而出名。 
老虎山：位于福德庄村北，东西走向，海拔 176.1m，传说古时山上曾有老

虎出没。老虎山山顶处，形似虎头；向下冲出的一条石岭，犹如虎的腿和爪子，

人称“老虎爪”。 
布袋庵：硬鹰嘴东北为布袋庵，相传古时有“布袋和尚”在此修炼。山顶有

石洞、石塔遗迹；正东麟角口，两峰对峙，仅可容一人通过。 
牛仙山：位于里口山西北。据《威海卫志》记载：“相传仙子炼丹既服，有

打场牛闻余香，曳滚而入，触鼎舐汁，仙子遂骑牛上升”。故名“牛仙山”。西北

有小西天，山陡难登，谓“三摩净地”。怪石嶙嶙，松柞苍郁，花草满坡，风景

奇胜。 
双岛烟墩山：位于西山村的北侧，海拔 140m，山上是茂密的黑松林，登山

山顶可以眺望黄海美景。 
双岛林场沙丘地貌：双岛林场片区为沿海滩涂，整体地形起伏不大，近观地

形起伏明显，为山丘地貌，相比平原地貌，有利于森林生态旅游的开展和景观地

形的营造。 
洞穴景观 
公园内主要有仙姑洞、吕祖洞等自然洞穴。 
仙姑洞：仙姑洞是一天然洞窟，洞口高 2.4m，宽 1.2m，进深 2.0m，洞内供

奉仙姑神像。传说仙姑洞得仙姑护佑，灵气逼人，避豺狼，远虎豹，福气润泽，

乡人多在此避难。 
吕祖洞：天然洞窟，洞口高 2.1m，宽 1.8m，进深 2.5m，传说吕洞宾成仙之

前曾居于此处。后来吕洞宾成仙，附近百姓便将其供奉起来，称为吕祖洞，敬奉

祈福。 
(2) 水文景观 
海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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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西部和北部邻海，海岸长达 5.5km。沙滩柔软平整，海水清澈，无污染，

透明度高，达到乔戈拉斯一级海滩标准，是观光、游泳的好地方。与周边日照大

沙洼海水浴场相比，这里的沙滩含沙量高，沙质细腻，白净；与威海高新区海水

浴场相比，这里的沙滩地势平坦，沙质柔软，更适于建设高标准沙滩浴场。 
溪流景观 
张村河：有三个源头，分别发源于佛顶、仙姑顶、邓家寨诸山。在福德庄村

南汇合后，经姜南庄、张村西流至黄埠港入海。流域面积 30 km2，全长 9.6km，

河床宽约 30m，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605 万 m3。森林公园内溪流为张村河上游

段，水质清澈，河流两岸部分地段已经建设成为滨河公园，流经公园内干流及支

流长度约 5.76km。 
望岛河：在威海城区中部，竹岛街道办事处境内，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仙

姑顶山中，向东南经望岛村，东流入海，故以望岛为名。流域面积约 8 km2，全

长 5.3km。森林公园内溪流为望岛河上游，流经公园内干流及支流长度约

1.15km。 
库潭景观 
公园内水库主要有里口山水库、孟家瞳水库和、卢马水库和抱山泉水库。 
里口山水库：位于里口山系西侧，库域面积 15.7 hm2，分为上下两阶，分别

为 2.2 hm2和 13.5 hm2，号称威海的日月潭。水库大坝长 375m，宽 12m。夏日流

水潺潺，秋日水光山色，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群山之中，在里口山可以体验别样

的水之韵。 
孟家瞳水库：位于仙姑顶景区入口处，库域面积 4.8 hm2。由两个湖面组成，

现被更名为如意湖。水质清澈，沿湖修建了木栈道、观景平台和亭廊。 
卢马水库：位于孟家瞳水库南侧，环山路西侧，库域面积 2.9 hm2，水库大

坝长 200m，宽 15m。水库周边森林植被茂密，环境清幽。 
抱山泉水库：位于环山路西侧，库域面积 1.1 hm2，水库大坝长 120m，宽

13m。水库西北有一座公墓。 
双岛林场水塘：双岛林场片区有水塘 5 处，面积 3600~30000 m2不等，丰水

季节水塘内为淡水，干旱季节海水倒灌，水塘内为咸淡水。 
泉水景观 
跪泉：王家疃广福寺附近有一湾泉水，人称跪泉，每日流量 8 m2。因为其地

势在一个山间的狭凹之处，一次只能容一个人跪下去引水而得名。水清甜，天越

干水越旺，天越闷热，水越清凉。 
仙姑泉：位于仙姑庙内，源于地下 120m 深的花岗岩石缝，富含锶、钙、锂、

镁、偏硅酸等微量元素，每日流量 12 m3。传说有一对夫妻婚后多年无子，后上

仙姑顶拜神求子，在仙姑泉旁饮用泉水，回家后不久便怀孕生子。此泉被传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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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姑赐于人间的神水，仙姑泉由此而得名。 
(3) 生物景观 
① 森林植被景观 
公园内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分为针叶林群落景观、针阔混交林群落景观、落叶

阔叶林群落景观、灌草丛群落景观。 
针叶林群落景观：公园内针叶林总面积为 1290.1 hm2，主要为赤松林、黑松

林群系，黑松林主要分布在双岛林场，赤松林主要分布在里口山和仙姑顶山体的

中上部，构成森林公园的常绿基调。 
针阔混交林景观：公园针阔混交林面积 485.54 hm2，主要分布于里口山的上、

中部，主要树种有赤松、麻栎、刺槐等。另外还有后来引进的水杉、杉木、落叶

松、华山松、五角枫、朴树、黄连木、雪柳等树种。还有楸树、水榆花楸、刺楸

等乡土树种。树种混交比例不一，大多为松栎混交，占整个混交林的 85%。林下

灌草多，常见有杜鹃、野蔷薇、迎春、野茉莉、山菊花等。林内四季色相明显。

春夏之交山花烂漫，争奇斗艳，槐花如雪，生机盎然；金秋之际，栎树叶黄，枫

叶变红，黄绿红相间，色调丰富，景观宜人。 
落叶阔叶林群落景观：公园内落叶阔叶林总面积为 372.20 hm2，主要以刺槐

纯林、麻栎纯林为主，以刺槐纯林、麻栎纯林为主，经济林主要分布在里口山山

体下部，树种主要是桃（蟠桃）、苹果、梨、板栗等。落叶松、水杉、杜仲、板

栗、紫穗槐、竹子等有小面积分布。落叶阔叶林群落景观季相变化明显，在针叶

林群落常绿基调的衬托下更显勃勃生机。 
灌草丛群落景观：灌草植被丰富，主要有野蔷薇、映山红、荆条、紫穗槐、

胡枝子、蒿类、茅草、羊胡子草、画眉草、野谷草、蕨类、山菊花、地柏等。药

用植物繁多，如黄芩、桔梗、苍术、紫金龙、丹参、防风、半夏、灵芝、何首乌

等，达百余种。 
②森林植物景观 
公园内主要森林植物为赤松林、黑松林、麻栎林、刺槐林、经济林等。 
赤松林：多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松毛虫危害后形成的次生林，主要分布里口山

山体中上部，原有面积 775 hm2，树龄 3~50 年不等，胸径在 15~20cm，树高

7~10m，冠幅 5~8m。赤松林四季常绿，单株造型优美，许多平顶松形成天然“盆

景松”，景观价值极高。2014 年火灾过后，主要过火区赤松已枯死，开始着生霉

菌，需要清理后重新造林。现有赤松林面积 685.7 hm2。 
黑松林：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通过人工造林建造形成的森林景观，

面积 495 hm2。松树胸径一般为 15cm~25cm，树高在 8~15m 之间，且林相整齐，

四季常青，风韵高雅，构成景区绿色基调。 
刺槐林：公园内刺槐林面积 150 hm2，主要分布在，乔木层通常只有刺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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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高多为 8~12m，胸径 15~30cm，平均冠幅为 3m。刺槐春季开花时节，满

山清香，引来蜂蝶飞舞，生机盎然。2014 年火灾对刺槐基本无影响。 
麻栎林：主要是与赤松林混交，原有面积 85.2 hm2，主要分布在里口山、仙

姑顶的山体上部，树龄 30-50 年，胸径 10~30cm，树高 5~10m。2014 年火灾过

后，麻栎林受到严重破坏。 
经济林：多分布在山下部平缓山麓，主要树种有桃（蟠桃）、苹果、梨、杏

等，面积约 137 hm2。里口山自古便以盛产水果而闻名，里口山的蟠桃更是响誉

国内外。其中桃 10 hm2，苹果 110 hm2，杏 4 hm2，其他果树面积 13 hm2。 
③ 古树名木景观 
古龙爪槐：位于张村镇王家疃村南庙，海拔 64m，树高 10m，枝下高 2.2m，

胸径 61cm，冠幅 10×9m，生长旺盛，树龄约 500 年。 
古大叶朴：位于张村镇王家疃村崖子地南街 36 号，海拔 76m，树高 20m，

枝下高 3m，胸径 57.5cm，冠幅 8×8m，生长旺盛，树龄约 160 多年。 
古国槐：位于张村镇刘家疃村南街，海拔 36m，树高 15m，枝下高 2.5m，

胸径 62 cm，冠幅 14×14m，生长旺盛，树龄约 100 多年。 
古侧柏：位于福德庄村东夼果园，海拔 39m，树高 8m，枝下高 2m，胸径 24 

cm，冠幅 2×2m，树龄约 100 多年，树形挺拔，姿态雄伟。 
古楸树群：位于张村镇王家疃村八岔夼广福寺前，共 6 株，海拔 120m，其

中最大一株树高 20m，枝下高 10m，胸径 61 cm，冠幅 4×5m，生长旺盛，树龄

约 200 多年。 
古板栗：位于张村镇王家疃村南夼，品种为红光板栗，海拔 162m，树高

15m，枝下高 3m，胸径 67 cm，冠幅 12×12m，生长旺盛，树龄约 150 多年，现

仍结果。 
古柿树群：位于张村镇王家疃村三叉口内，海拔 142m，树龄百年以上的有 89

棵，其中最大一株树高 15m，枝下高 1.2m，胸径 57.5 cm，冠幅 11×9m，生长

旺盛，树龄约 200 多年，次柿树群一直处于自然野生状态，数量之大，实属罕见。 
④野生动物景观 
森林公园植被覆盖率高，公园海域广阔，森林茂密，野生动物较为丰富。据

资料统计，公园陆生野生哺乳动物有梅花鹿、狐狸、豹猫、獾、黄鼬、刺猬、野

兔、蝙蝠等。鸟类已查到 250 种，其中候鸟、旅鸟占 70%以上，留鸟种类较少。

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一级的有梅花鹿、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 4 种，二级

的有鸳鸯、苍鹰等 12 种；其余鸟类及狐狸、豹猫、獾、黄鼬、刺猬等列入山东

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人文资源景观 
①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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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遗址 
仙姑庙：仙姑庙座落在巍峰山的最高峰，海拔 375m 的仙姑顶上。仙姑庙的

正殿供奉的就是仙姑。因为仙姑的善行感动了百姓，所以为她修建了仙姑庙，她

就在这里保佑百姓、赐福苍生。仙姑庙修建之后，香火不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

中，它几经重建，碑记和传说中有详细描述。最早的仙姑庙规模比较小。民间传

说是“方八尺”的中国一种古老的格局。到了清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乡邻

们对仙姑庙进行了一次重修，庙宇的规模有所扩大，为郭仙姑重塑金身。仙姑庙

的西殿供奉的是财神赵公明。相传，姜子牙封神，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乙龙虎

玄坛真君，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和利市仙官等，统管人世间一切

金银财宝。财神爷赵公明是家喻户晓之神，逢年农历正月初五及七月二十二全世

界约有四分之一之人要祭祀财神爷。随着仙姑庙的修复，又先后恢复和修建了

“土地庙”、“观音殿”、“仙人桥”、“仙姑洞”、“吕祖洞”、“石塔”、“牌坊”等建

筑。 
观音殿：观音殿始建于 1994 年，殿内供奉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普渡众生：

瓶中甘露常遍洒，手内杨枝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 
土地庙：仙姑顶名胜风景区内土地庙供奉土地公、土地母，相传是仙姑的老

管家，负责看管仙姑顶附近土地，其神诞为二月二，每年春天来此祭祀土地神，

五谷丰登，姻缘丰润。玉雕土地公、土地母净高 1.6m，玉雕总重约 16 吨。 
龙王庙：传说仙姑顶上的龙吐泉经东海龙王点化后，声名大震，龙王闻此故

地重游，被当地百姓认出，遂承诺只要修建龙王庙就保地方风调雨顺。龙王庙建

好后，果真应验，方圆百里风调雨顺。 
定龙塔：据传，龙王庙建好后东海龙王曾回仙姑顶巡察云游，当地百姓在龙

王庙附近建一供龙王休息凉亭，祈望龙王能常此巡游，福泽保佑当地百姓，名为

定龙塔。 
应验塔、聚仙亭：相传，八仙东游之后疲惫不堪，来到吕洞宾曾经到过的仙

姑顶休整，怎奈当初吕洞宾居住洞窟太小容不下众仙，吕洞宾把他们领到山顶一

大块岩石上休息。仙姑庙建成后，在此修建了应验塔和聚仙亭，供游客登山休息

乘凉，意在此沾八仙之气。 
青龙桥：相传，黄海龙王小儿子饮用仙姑顶泉水后，能腾云驾雾，翱翔天宇，

黄海龙王也感觉这里泉水清醇甘冽，饮后唇齿留芳，沁人心脾，为答谢仙姑，方

便众生，龙王之子便在泉水之上架起这座小桥。 
神龟：相传，仙姑喂养了一只海龟，平时外出，海龟就趴在山脚看门，500

多年后安详老去。后人根据这一传说，雕刻了这尊海龟。龟是灵气之物，《庄子

秋水》有“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民间传说甚广。 
慈圣寺：位于仙姑顶东侧半山腰上，为一进院落，中间为大殿，供奉的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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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佛祖，东西偏殿为居士居住和用膳的地方。 
董氏山园遗址：早在明代，里口山里有一座董氏山园，这座山园由成化年间

袭卫指挥裣事、董氏五世所建，以后代代有所扩增。清代，董氏十代孙董祚昌、

董祚远、董祚丰等续建而成规模。《威海卫志》（清乾隆本）记载：（明）董指挥

建兰若于此，饶台榭林木之胜，雍正四年庠生董渊重修"。据记载，山院园门西

南，门庭高耸，朱漆大门可容五人并进。园内假山怪石，精巧布置；奇花异卉，

流彩溢香；灌乔树木，浓荫蔽日。山泉奔跃玉石辘之间，鸟鸣宛转于密林枝头。

花树丛中，则有亭、台、楼、阁、池、洞等错落其间。发香庵、八角楼、蟠桃宫、

奎星楼、降魔殿、长春洞、翠虚洞、慈悲池、双翼亭、奉国祠、来西阁、乐真亭、

志善亭、火德殿、地藏宫、白衣亭、佛眼池、观音堂、土地祠、明威庄、含虚园

等 20 处精巧、宏丽的建筑逶迤掩映于浓绿丛中。董祚昌在其《山园记》中写道："
四面山合，一径斜穿，飞峙流泉，鸟啼花落，四时堪怡，不亚武陵桃园"。园内

建筑以八角楼最有名。八角楼，因楼身呈八角而得名。楼为两层，按东西南北置

四门，皆饰红漆；余四面各开窗户，风格别具。屋檐雕绘，屋脊塑有龙兽，墙壁

上有阎罗浮雕。在阁楼上，凭轩可远眺云峰，近视万紫千红。楼前植山楂树，两

支高过人的汉白玉石碑分立楼门两旁，系清同治年间所建。左碑刻有董祚昌的

《山园记》，右碑刻有董祚远的《地僻诗》。碑后还有较小的石碑，因风雨剥蚀，

碑文漫灭难辨。园西南有参天柿树，系二百年前的老树，秋后仍是累累硕果。后

因文革被毁坏殆尽，仅剩残石破柱。 
广福寺：由威海市佛教协会投资兴建，兴建于 2008 年 9 月，占地 50 余亩。

广福寺坐北朝南，北高南低，高差在 36m 左右，以广场—山门—天王殿—大雄

宝殿—念佛堂、法堂、藏经楼为主轴线，轴线对称，层次分明，布局严谨。整个

寺院按清式古建筑群风格设计，分为广场、寺庙区主院、讲学中心、僧房、居士

区、斋房等。广福寺周围水涧溪流、古柏苍翠、鸟语花香，在这里既可感庙堂之

肃然庄重，又可享自然的恬适野趣，游历其中，让人顿生物我两忘之感。 
海神庙：位于双岛林场景区西北部，此处树木高大挺拔，生长茂盛，松涛澎

湃，鸟语花香，好象置身原始森林之中。古时，周围渔民在此建海神庙以求龙王

赐福，保一方平安。后因风沙淹没及人为破坏，只剩下遗迹。1992 年，当地政

府和广大渔民又在此重修海神庙，后因资金短缺等原因中途停顿。 
露台灯塔：位于双岛林场景区西北角，高高耸立凸于海水之中。该处是双岛

林场海岸唯一的一段岩石海岸，旧时在此修建灯塔，为过往船只引航。 
王家疃古村落：在仙姑顶景区西坡，绵延千米，顺后里口河两岸有农民住宅

100 余幢，这里的建筑别具特色：石墙、青瓦、依山临水而建。间或有几座海草

房，静的水，幽的巷，青石板铺就的干净小路，薄雾晨曦中，远山若隐若现，相

依相偎……没有院墙，出门望见的不是青山如黛，便是涓涓溪水，每家每户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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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果树，形成富有特色的胶东山区民居。广福寺建成以后，更是吸引了远近的香

客慕名而来。 
碑碣石刻 
仙姑庙庙碑：庙内存两块庙碑，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 1007 年）设立，距

今一千多年历史，碑文由张维书写，汉辽两种文字篆刻而成，是威海地区发现最

早的古老庙碑。 
董氏山园石碑：系清同治年间所建，汉白玉石碑，分立楼门两旁，左碑刻有

董祚昌的《山园记》，右碑刻有董祚远的《地僻诗》。碑后还有较小的石碑，因风

雨剥蚀，碑文漫灭难辨。 
② 民俗风情 
民俗风情主要有仙姑庙会、广福寺庙会、蟠桃采摘节、谷雨节等。 
仙姑庙会：农历三月十五日是仙姑的生日。按照传统习俗先到巍峰山山顶的

仙姑庙迎接仙姑的灵气再到半山腰的仙姑神殿迎请仙姑神像下山巡视送福。众多

游人群众参与民俗表演，锣鼓喧天，划旱船、扭秧歌、舞龙、打腰鼓等活动热闹

非凡，表演太极拳，柔力球让人目不暇接，祈愿风调雨顺、国富民康，保佑百姓

消灾得福。 
寒衣节仙姑顶祭祖祈福庙会：每年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30 日在仙姑顶举行。

寒衣节与春季的清明节一样均为祭祖祈福的重要日子。广大信众和各界人士到千

年道场仙姑顶参加寒衣节祭祖祈福庙会，祭奠祖先、福佑子孙、祈福国泰民安。 
广福寺庙会：广福寺每月初一、十五供佛法会，每年举办一届授菩萨戒，每

周一放香。 
果品采摘节：每年定期举办“蟠桃采摘节”、“山杏采摘节”等果品采摘节。 
谷雨节：谷雨，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的 4 月 19. 20 日或 21 日。因

为气候关系，每年此时我国长江以北沿海地区桃花盛开，春汛水暖，百鱼上岸，

休息了一冬的渔民开始整网打渔。为了预祝丰收，最主要是为了祈求平安，这一

天，人们虔诚地向海神献祭，并举行盛大的仪式，成为渔家的狂欢节。 
③ 史事传说 
森林公园悠久的历史积淀了许多史事传说，主要有仙姑搬家传说、仙姑显圣

传说、仙桃显灵传说、石猴显灵传说、李龙王传说、佛顶传说、仙姑附体传说、

龙王庙传说、王家疃的传说、女儿湖传说、布袋和尚传说、牛仙飞升传说等。 
④旅游商品  
旅游商品主要有仙姑景区系列玉产品，里口山蟠桃、杏、梨、枣、无花果、

苹果、柿子、山楂等系列果品。 
(5) 天象景观 
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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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是公园特有自然奇观之一，多在夏秋两季出现。云海奇观出现时，站在

佛顶之上，举目四望，周围的群山被白云浓雾吞没，或留有几座山头露出云端，

犹如广阔无垠的海洋。这种自然奇观，一般出现在夏天，逢雨后初晴，出现白云

平铺万里，犹如一个云的海洋，微风吹去，云海浮波。风若大，亦会出现波涛汹

涌的壮阔景象。 
日出 
在公园内佛顶、老孤庙顶、烟墩山等山顶上可观海上日出，观日出时间四季

各不同，大约都在早晨 4 点半至 6 点之间，日出时但见东方先由青灰色转为灰白，

又由灰白转为淡红，接着见东方一区宇内，斑斓瑰丽，直到一轮红日由一汪澄亮

的水中喷薄而出。此时，霞光万道，光华夺目，万山镀金，层林尽染，四周的山

峦缭绕着淡淡的雾霭，在晨光照射下，犹如“海岛仙洲”，真是美妙绝伦。正像

明代诗人王雅量诗中所写：“绝顶红轮耀，中腰白雾昏。” 
晚霞夕照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若漫步仙姑顶、佛顶、老孤庙顶之上，天高气爽，仰望

西天，朵朵残云如峰似峦，一道道金光穿云破雾，直泻人间。在夕阳的映照下，

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烂的亮边，时而闪烁着奇珍异宝殿的光辉。那五颜六

色的云朵，巧夺天工，奇异莫测，如果云海在此时出现，满天的霞光则全部映照

在“大海”中，那壮丽的景色、大自然生动的情趣，就更加令人陶醉了。 
雾凇 
雾凇多出现在在初冬或初春，此时，山顶气温较低，当暖温气流缓缓过山时

便立刻凝为雾，雾之所触所及迅速冻结为冰粒，层层相复，白色的茸茸冰层，使

山顶变成银装素裹的世界，玉树琼花，一片晶莹。 

5.2.3.3 植被及植物多样性调查 

(1) 区域植被总体概况 
森林公园在中国植物分布区上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华北地区的辽东、山东半岛亚地区。植被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区域——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亚地带——胶东丘

陵栽培植被。植被类型可划分为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 3 种类型。 
植被分布现状 
公园内森林以赤松林、黑松林、麻栎林为主，占绝对优势，形成公园的基调，

景色壮观。 
双岛林场片区：以黑松林为主，分布有小面积的经济林。 
里口山片区：山体中上部以赤松麻栎混交林为主，构成森林公园的常绿基调。

经济林主要分布在里口山山体下部，树种主要是桃（蟠桃）、苹果、梨、板栗等。

落叶松、水杉、杜仲、板栗、紫穗槐、竹子等有小面积分布。灌草植被丰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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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野蔷薇、映山红、荆条、紫穗槐、胡枝子、蒿类、茅草、羊胡子草、画眉草、

野谷草、蕨类、山菊花、地柏等。药用植物繁多，如黄芩、桔梗、苍术、紫金龙、

丹参、防风、半夏、灵芝、何首乌等，达百余种。 
(2) 样方调查结果 
敏感区调查沿线共设置调查样方 20 个，其中森林公园范围内共计 3 个，满

足对森林公园内的陆生植物的调查要求，样方点分布见附图。 

5.2.3.4 动物及动物多样性调查 

公园海域广阔，浅海和潮间带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据资料统计，公园有动物

647 种，动物中，鱼类主要有大黄鱼、小黄鱼、梭鱼、鲻鱼、鲈鱼、鲅鱼、青鳞

鱼、太平洋鲱鱼、鲳鱼、黄姑、比目鱼等 100 余种；虾蟹类主要有鹰爪虾、对虾、

毛虾、脊尾白虾、三疣梭子蟹等；贝类主要有栉孔扇贝、鲍鱼、泥蚶、菲律宾蛤

仔、文蛤、毛蚶、魁蚶、牡蛎、中国蛤蜊、四角蛤蜊、贻贝、青蛤等；棘皮类中

有刺参、海蜇、马粪海胆、海星等。 
陆生野生哺乳动物有梅花鹿、狐狸、豹猫、獾、黄鼬、刺猬、野兔、蝙蝠等。

鸟类已查到 250 种，其中候鸟、旅鸟占 70%以上，留鸟种类较少。列入国家保护

的野生动物一级的有梅花鹿、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 4 种，二级的有鸳鸯、苍

鹰等 12 种；其余鸟类及狐狸、豹猫、獾、黄鼬、刺猬等列入山东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5.2.3.5 湿地调查 

(1)区域湿地总体概况 
项目沿线河流属沿海边缘水系，多为季节性间歇河。枯水季节除几条主要河

流的中下游有少量径流外余皆为涓涓细流。一旦降暴雨，则洪水汹涌，其特点是

源高流短，涨快退速。项目区属羊亭河流域，所经地带河流均较小，洪水期主要

集中在夏季。域内水库有力地控制了水土流失，蓄水保源，节流削峰，减轻了洪

涝灾害，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用水，对土壤水分补充起重要作用。

对靠近路线的河流和水库要考虑安全距离，保护生态环境。项目区涉及的主要河

流包括羊亭河、宅库河、海峰河、港头河、望岛河、寨子河等，均为城区河道。

规划区域内河床狭窄，主干流上游河宽多为 3～5m 左右的山沟，下游段河道宽

度一般为 10～70m 左右。 
(2)评价区湿地概况 
与评价区直接相关的河流主要为张村河。张村河属季节性河流，有三个源头，

分别发源于佛顶、仙姑顶、邓家寨诸山，主要为东西向流动，福德庄村南汇合后，

经姜南庄、张村西流至黄埠港入海。全长 9.6km，流域面积 3000hm2，年平均径

流量 605 万 m3。 

5.2.3.6 土地利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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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规划面积 2477.3 hm2，用地现状以林地为主，兼有水域及湿地、建

设用地和其它用地，其中，林地 2211.2 hm2，其中未成造（火烧迹地新造林）面

积 326 hm2，水域及湿地 85.84 hm2，建设用地 82.36 hm2，其他用地（裸岩、采

石坑、滩涂、荒地等）97.9 hm2。森林公园规划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见表 5.2-2。 
在 2211.2 hm2 林地中，公益林面积 2145.2 hm2，其中国家级重点公益林

2120.2 hm2，一般公益林面积 25 hm2。 

表 5.2-3  森林公园规划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 

名称 林地 建设用地 水域及湿地 其他用地 合计 
面积 2211.2 82.36 85.84 97.9 2477.3 

比例 89.26% 3.32% 3.47% 3.95% 100.00% 

5.2.3.7 水土流失调查 

本项目主体工程建设位于威海市市区，建设场地为胶东丘陵区，水土流失主

要为水力侵蚀，以轻度侵蚀为主。水土流失情况与风景名胜区评价范围内一致，

详见 5.1.3.7 节。 

5.2.4 拟建公路穿越森林公园不可避让性分析 

1. 工程整体避让森林公园的可行性 
拟建公路总体为东西走向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拟建公路若完全避让森林

公园，有一种避让方案，路线方案向西侧避让，具体见图 5.2-1。 

 
图 5.2-1  拟建公路路线方案向西侧避让森林公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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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避让双岛国家森林公园而向西侧偏移，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将

显著增加工程成本；西侧涉及密集居民区或重要设施，拆迁成本高，社会影响大；

偏移后路线长度增加，降低通行效率，不符合干线公路的快捷性原则；新建路线

另选走廊带将延长工期，加大对森林公园造成的生态破坏；且本项目在森林公园

路段已进行优化设计，为尽量减少对森林公园的占用，以隧道形式穿越，即采取

相应的无害化穿越措施，仅望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

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通过采取生态修复措施可降低对森林公园的生态影响。 
综上所述，拟建公路完全避让森林公园方案不具可行性。 
2. 森林公园路段局部线位比选 
由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与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空间位置具有高度重叠，

本路线穿越森林公园路段同时穿越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局部线位比选方案详见

5.1.4.2。 
3. 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双岛国家森林公园规划要求，部分原有路段已纳入森林公园

保护范围，本项目以阮家口隧道穿越森林公园范围，工程走线难以绕避。因此项

目改建不可避免穿越森林公园，具有不可避让性。 

5.2.5 拟建公路对森林公园的环境影响分析 

5.2.5.1 项目对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森林公园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主要环节包括：场地平整、隧道施工

(新奥法施工)、施工材料运输、施工机械运作等。施工期间，各项施工活动、运

输将对项目所在地周围环境及动植物造成一定的破坏和影响，主要包括植被损毁、

废气、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废污水等污染因素对周围环境及动植物的暂时影

响。其中以扬尘和施工噪声的影响最为突出。 
运营期对森林公园的产生影响的主要环节包括：汽车运行产生的噪声、震动

影响。 
(1) 施工期环境质量影响评价 
① 对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期施工过程中因挖掘、填筑、搅拌、装卸等而产生的灰尘，沥青加热产

生的油气，施工机械产生的尾气对大气产生不良影响；运营期燃料油由于燃料油

燃烧或燃烧不充分而产生的 CO2 和 NOx 及燃料添加剂（如铅）对大气产生不良

影响。建设期对灰尘可采取洒水和避免大风天气作业，对沥青混合料可采取远离

居民区的厂拌方式来减少污染，应尽量避免使用尾气污染严重的机械施工，同时

注意施工安排，尽量减少大气污染；运营期严禁陈旧、车况不好、尾气排放不达

标车辆上路并推广使用高标号、无铅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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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水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隧道施工废水、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

施工材料进入水体等。隧道开挖可能发生涌水现象，造成地下水资源漏失，经调

查本工程隧道顶部无居民，不会对居民饮水产生影响。 
a. 隧道施工废水 
隧道每个施工断面施工时产生的高浊度施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并

含少量石油类。隧道施工时，隧道出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固体废弃物。同时施

工机械的跑、冒、滴、漏等导致施工废水中含石油类隧道洞口开挖及弃渣将产生

水土流失。本工程隧道污水产生的施工排水采用隔油、沉砂、沉淀处理后达标排

放或回用。 
b. 其它废水 
主要为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施工材料进入水体等，主要污染物为 SS

固体废弃物等；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少量生活废水和车

辆冲洗；含油生产废水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维修，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等；施工

材料洒落或被雨水冲失等。 
上述污水若处理不当随流入地表水体，致使地表水体 pH 值、悬浮物浓度升

高，同时改变水化学成分，可能造成水体不同程度的污染。 
c.对地下水影响结合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和野外实地调查分析：线路隧道大多

处于地下水的垂直渗流带。隧道建设对地下水垂直渗流路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不会切断地下水循环途径，亦不会导致地下水的流失。 
隧道施工期排出地下水，其影响范围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不同而不等，不同

岩性排水量不同，不同构造有利的部位富水性不同，在断裂带或构造裂隙发育密

集带，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大。 
为减少隧道施工排水对地下水的影响，施工过程中要优化施工组织对隧道施

工排出的地下水进行收集处理，水质达标后优先考虑就地回灌，减少工程建设对

地下水的影响。 
③ 对声环境的影响 
施工期由于挖掘、搅拌及施工机械运作、打桩、钢筋切割等施工行为引起的

振动效应、噪声对周围声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包括装载

车、挖掘机、推土机等是最主要的施工噪声源。大型临时施工设施是不可忽视的

噪声源，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将向外界辐射噪声，以敲击碰撞等间歇性噪声为主。 
施工期振动主要来源于各种施工机械、重型运输车辆等施工产生的振动。上

述施工中产生的振动效应、噪声对森林公园的声环境暂时产生不利的影响。钻爆

法是开挖隧道的主要方式之一，爆破振动效应和冲击波超压以及由此产生的噪声

是隧道施工过程中振动、噪声的主要来源，其影响范围与爆破方式、装药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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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隧道埋置较深，隧道隔声效果显著，隧道区间内的

爆破声对外环境影响轻微。工程爆破施工的噪声影响主要来自于隧道进出洞口时

的露天爆破。爆破噪声由不同强度和频率的声音组合而成，属于非线性、非平稳

脉冲性号，强度要比平稳噪声高，爆破噪声虽然具有能量较大的特点，但持续时

间短，且本工程爆破面均位于山地，周围山体可有效阻噪声的传播，在严格控制

爆破施工时间和炸药用量后可有效减缓爆破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④ 固体废弃物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废料，施工废料主要包括碎砖混凝土、砂

浆、桩头、包装材料等，施工期定期对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施工结束后及时清

运出森林公园外处理。 
⑤ 土地利用影响 
本项目在森林公园范围内以柳沟隧道形式穿越，不涉及占地，仅望岛互通立

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施工期场地清

理将清除地表原有植被，改变原有土地的使用功能，变为公路用地。 
⑥ 水土流失影响 
工程施工期场地平整等工程活动，将导致地表植被破坏，使土壤裸露，易诱

发水土流失。项目占用森林公园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占用面积较小，仅为

森林公园面积的 0.024%，产生的水土流失较少。随着主体工程的竣工，施工场

地的使用功能也改变，周边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其水土流失的影响因子也将得到

控制和消除。 
(2) 运营期环境质量影响评价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段建设内容为隧道及路基，运营期产生的影响主要为

汽车噪声、震动影响。公路噪声主要是汽车运行过程中噪声，汽车轮胎噪声、鸣

笛噪声等。 
本线振动的产生是源于车轮与路面摩擦，振动通过路基地面传播到建筑物，

引起建筑物的振动，对居民住宅产生影响。 
工程设计采用无缝线路，全封闭线路，对噪声超标的敏感点拟采取声屏障、

隔声窗等降噪措施。综合分析，项目隧道和桥梁建设区域位于森林公园边缘，该

地段建有道路，人类活动频繁。经调查现场动物为麻雀、喜鹊等常见种，周围类

似生境广泛，运营期可逐渐适应公路运行产生的噪声。 

5.2.5.2 项目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影响分析 

(1) 隧道段施工期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从隧道埋深、隧道涌水及环境因子三个方面来分析施工期项目建设对保护区

植物植被的影响。根据研究，木本植物的根系可分为主根、侧根和须根。隧道穿

越区主要为灌草丛植被，是常绿阔叶林受人为干扰严重发育而来的。灌木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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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有野牡丹等速生物种，草本以茅草为主，盖度一般可达 80%以上。隧道埋深

大于上层植被的根系长度，隧道开挖过程中，不会触及到上层植被根系，对上层

植被不会造成严重破坏，对于植物生长状态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隧道埋深对上层

植物植被的影响很小。 
只有在地下水潜水面较高，植物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上升毛细管水的补充，

或植物根系可直达潜水层的情况下，植物才能够正常地生息繁衍。隧道开挖后，

由于其集水和汇水作用，地下水不断排入隧道中，打破了原有的水文动态平衡。

因此，施工前对隧道区域地下水分布、类型等进行详细勘察，分析论证因隧道开

挖地下水可能涌出的位置和程度，并制定周密的漏水、涌水防治方案。施工过程

中，做到对地下水涌水、突水的超前预报，根据高速公路对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地下水防治原则，对洞室涌水进行处理，保证施工安全。 
隧道开挖放炮时，施工爆破使大量粉尘聚集在附近区域植物的叶面上，但工

程所在地区雨水较多，遇降雨即可把叶片上的尘土冲洗，故影响不大。同时，通

过采取一定措施，可将施工期间产生的噪声、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弃物等

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且项目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施工的结束

而得以消除。因此，不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2) 隧道段运营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以隧道形式穿越风景区，全封闭运营，运营期不会产生林缘效应。隧道工程

易引起水土流失现象，改变周边土层结构，进而造成坡地的失稳和坍塌，特别是

隧道口处，如遇暴雨冲刷，容易引起滑坡而对植物生境造成破坏。此外，运营期

的交通车辆作为物种传播的介质，亦会对保护区生物安全造成一定压力。研究表

明，入侵植物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交通运输，车辆经过保护区路段时，易将

外来物种带进该区域。因此运营期要注意加强种苗检疫和种源把控。 
整体上，工程以隧道形式穿越保护区，不破坏地表植物植被，隧道埋深对上

层植被影响较小，工程建设引发环境因子改变可随施工结束而得以消除。因此，

工程建设不会对保护区的植物植被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 地表段施工期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地表施工工程的各种施工活动会对植被生态带来一定影响。施工期造成了一

定范围内植被的破坏。施工占地面积相对于里口山保护区的总面积来说，占地非

常小，对整个里口山保护区植被影响不大；临时可逆影响主要是指施工过程影响，

施工栈道布设，这种影响在施工完成之后可采取措施进行植被生态重建和恢复。 
施工过程有较多的人流和车流进入，如果施工管理不善，对施工场地周围的

植被破坏较大，甚至导致其消失。项目施工过程中，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施工

过程洒落的石灰和水泥，会对周围植物的生长带来直接的影响。这些尘土降落到

植物的叶面上，会堵塞毛孔，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使之生长减缓甚至死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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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和水泥若被雨水冲刷渗入地下，会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植物根系对水分和矿物

质的吸收。另外，原材料的堆放、车辆漏油，还会污染土壤，间接影响植物的生

长。虽然随着施工的结束不再产生扬尘，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这些影响并不会

随施工的结束而得到解决，它们的影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因此施工过程中，

处理好原材料和废弃料的处理，对于运输车辆，也要尽量走固定的路线，将影响

减小到最少范围。 
(4) 地表段运营期对植被及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当道路改建完成后，项目必然会对区域内占用地表的植被造成影响，而这些

影响是难以完全恢复的，原有的植被资源被公路项目的施工占地所取代，区域用

地类型发生改变。因其原有的植被结构和植被类型已形成一个整体，项目改建工

程将其分割成条形空地，进而对生态环境以及区域内植被生长的光辐射、温度等

自然条件都会造成影响，同时处于边缘的植物会受到这种小气候的变异的影响，

进而植被内部产生不同的程度的转化，同时，受到影响的物种还包括生活在沿边

缘地区的动物和微生物等，其生活环境的变化也对其日常生活习性产生改变。 
通常理论认为，由于公路建设的占用而导致的小气候变化，对边缘的影响范

围应延伸至内部 15~60m，上述影响区域内，生长植物多为灌丛和草丛、靠近公

路的次生林和草本层也以阳生植物为主。 

5.2.5.3 项目对自然景观影响分析 

(1) 景观格局影响分析 
由于项目占地面积有限，它的存在不会改变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中丘陵所构成

的自然景观主体，其对景观主体的异质性影响十分有限，因此，拟建项目建设不

会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景观格局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看，拟

建项目切割山体、填筑平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内局部的微

地貌形态，同时，割裂并碎化了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现有土地利用的整体态势，使

项目区的景观态势与现状景观格局的异质性程度加大。对此，应结合水土保持方

面的工程和生物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异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力求使拟建

项目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景观格局整体上一致，微观上基本一致。 
(2) 景观结构完整性影响分析 
本项目切割了原有的森林公园景观面貌，使其空间的完整性、连续性和自然

性被破坏，此种影响是永久性的。本项目的建设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结构的完整

性有一定的影响。减缓影响的方法主要在于加强项目区的绿化工作，在现有景观

与项目区之间形成绿色通道，既可以掩饰项目区在色彩、质感上的不协调，又可

以起到点缀、缓冲和美化的作用，使项目区尽量与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景观相协调。 
(3) 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功能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会促进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的改善和当地经济的发展。项目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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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外围，仅占用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少量土地，不会影响双岛国

家森林公园原有的整体生态功能，但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的变化如人员的增加、

人类活动量的急剧增加和污染物的排放会对毗邻的森林区域造成环境压力。因此，

在建设该项目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尽量减小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双岛国家

森林公园的影响。 

5.2.5.4 项目对环境风险预测分析 

(1) 隧道涌水 
线路总体走向为南北向，地势中间高两段低，区域地貌属鲁东低山丘陵较稳

定区，区域构造影响以构造风化剥蚀为主，工程地质条件良好，风化层较厚。项

目涉及森林公园段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为隧道涌水对地下工程造成危害，或因排

泄不畅，形成地面积水、冒水对路基和其它地面工程造成危害。施工中除可能遭

遇不同程度的涌水、突水、突泥灾害；隧道遇突水、突泥等灾害性一定要作好超

前地质预报，并在预报的基础上做好应急预案并采用顺坡排水施工。 
(2) 危岩落石 
另外项目部分区域存在危岩落石风险，主要位于柳沟隧道进出口部分和望岛

互通立交段路基边坡，森林公园内虽不设置隧道进出口，但洞口紧邻森林公园。

项目区部分危岩落石处于临界稳定状态，在降雨形成的面流对其基底的冲刷下，

可能失稳滚落，造成危害。隧道洞口区域危及洞口安全的危石、落石等均应清除，

或采取稳妥可靠的防护措施，同时应加强落石监测，以保证隧道的施工和营运安

全。柳沟隧道洞口永久用地范围以外需要清除隧道洞口洞顶松动的危岩落石，采

用规格型号凝土对部分危岩落石进行嵌补或支顶，并在隧道洞口上方设置被动防

护网。 
(3) 缓倾岩层引起隧顶掉块坍塌、隧底及路堑基底隆起问题 
岩层受构造影响，节理发育，岩体多被切割成块体状。施工前应进行工程地

质勘察，查明隧道拱部岩层、隧底及路堑岩层。隧道开挖后，拱顶易产生掉块、

坍塌，局部浅埋段甚至可能产生塌顶；对缓倾岩层地段，岩体在应力、地下水以

及自身膨胀性等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路堑挖方基底及隧道基底上拱，施工期应做好

防护措施。 

5.2.5.5 项目对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根据公路穿越方式和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特点，按照《环境影响技术评

价-生态影响》(HJ19-2022)和《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等，针

对项目建设施工期和运营期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造成的生态系统影响，主要从项

目建设对土地资源﹑植物及植被﹑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森林风景资源、生态系

统及其生态因子等影响进行分析。 
(1) 对土地资源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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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公路永久占用各类土地 153.34 hm2，占用林地 50.86 hm2，项目建设将会

减少林地面积，增加交通运输用地面积。项目所在区域属于丘陵区，水土保持状

况良好，不属于泥石流易发区和崩塌滑坡危险区域。根据施工布局，路基边坡采

用了喷播植草防护﹑挡土墙、抗防滑桩等防护措施，因此造成水土流失的风险较

低。 
(2) 植被影响分析 
据实地调查统计，评价区内的植物主要以松、刺、栎、干果林等常见林种为

主，调查过程中未记录到珍稀濒危野生保护植物及古树名木。工程施工占地区域

植被类型以灌草丛和针阔混交林为主，主要植被群落中树种均为常见种，在森林

公园周边广泛分布。项目建设在施工期工程占地会损毁部分区域植被，但工程永

久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对植被的破坏处于较低水平，不会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植

被组成及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3) 野生动物影响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与资料检索分析，评价区共记录到野生动物 25 种，主要以鸟

类和哺乳类为主。项目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活动对区域内野生

动物造成的干扰和栖息地破坏两个方面。由于工程占地面积较小，且所穿越的双

岛国家森林公园边缘地带的物种多样性水平较低，其物种多为常见物种，在双岛

国家森林公园内广泛分布且迁移性较强，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有动物繁殖地。因此，

工程对野生动物的干扰及其栖息地的破坏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4) 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环境质量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为 A 级，大气质量、地面

水质量、土壤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日平均噪声低于 50dB。在项目施工和

运营期，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部分区域的大气环境、声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质

量均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施工区域推行 ISO14001 环境标准，并采取了适当的降

噪防尘措施，对主要生态因子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均可控﹔工程占地区域主要涉及

的生态系统类型为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灌草丛生态系统，

工程分割了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北部区域，会损毁局部区域的地表植被，可能导致

区域水土保持功能降低，不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但由于工程占地涉及生态系统

类型较少且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同类型生态系统的比例较低，不会对该双岛国家

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造成较明显的影响。 

5.2.6 森林公园路段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 

5.2.6.1 建设方案优化措施 

(1) 合理安排项目在规划设计时充分听取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

优化设计尽量减少项目的环境影响。 
(2) 严控施工范围，禁止越界施工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必须与有关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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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取得联系，协调有关施工场地、施工营地等问题，应严格限定在项目用地线内

施工，将项目实施对森林公园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确保施工人员不越界施工，

尽量减少破坏原有土体结构，降低水土流失程度。 
(3) 临时设施设置 
临时道路利用现有道路交通，输送施工材料。不在森林公园内设置与项目无

关的其他临时设施，不经处理的污水、固体废物禁止外排，避免水质污染。 

5.2.6.2 施工期保护措施 

(1)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扬尘防治措施 
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施工现场的主要出入口、主要道路及材料堆放区的地面应当按照规定作硬化

处理，其他裸露的场地应当采取覆盖、固化、洒水、绿化等措施。建筑土方、工

程渣土等要及时清运，场内暂时集中堆放的应当采用密封式防尘网遮盖等措施。

暂不能开工建设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件、料具应当按总平面布局分类、整齐码放，对易

产生扬尘的大堆物料，能洒水的应当按时酒水压尘，不能洒水的应当采取覆盖等

措施。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当在库房或密闭容器内存放或采取

覆盖等措施，严禁露天放置；搬运时应有降尘措施;余料及时回收。 
土方平整等易产生粉尘的作业时，必须采用围挡隔离、喷淋、洒水、喷雾等

降尘措施。 
施工现场主出入口应当设置洗车台和冲洗设施。混凝土、渣土和城市垃圾车

辆应当采取预防渗漏措施，避免在运输中滴、撒、漏。 
运输车辆应完好，不应装载过满，并尽量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沿途抛

酒，并及时清扫散落在地面上的泥土和建筑材料，冲洗轮胎，定时洒水，以减少

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气象部门发布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应当停止土石方挖掘、平整

土地、换土、原土过筛等作业。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减扬尘的产生量，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不大，且只在施工期产生，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施工机械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载重卡车设备选型时优先选择符合最新排放标准的卡车，减少大气环境污染。 
合理调度进出工地的车辆，避免堵塞，减少汽车息速行驶时尾气的排放。 
在燃柴油机械的燃料中添加助燃剂，使用合格的燃油，使燃料油燃烧充分，

降低尾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在整个施工期加强对汽车的维修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通过以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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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减施工机械废气污染，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且只

在施工期产生，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2) 水环境保护措施 
禁止向附近随意倾倒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处理后，可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施工冲洗废水经收集沟进入隔油沉淀池，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得排入地

表水体，以免对水体造成影响。尽量选用先进的设备、机械以有效地减少跑、冒、

滴、漏的数量及机械维修次数，从而减少含油污水的产生量。在不可避免的跑、

冒、滴、漏过程中尽量采用固态吸油材料棉纱，将废油收集转化到固态物质中，

避免产生过多的含油污水，对渗漏到土壤的油污应及时利用刮削装置收集封存，

运至有资质的处理场集中处理。 
隧道施工废水经混凝、沉淀、过滤、吸附处理后循环利用：采取全过程的现

场环境监控，以及时掌握地下水、围护结构与支撑体系的工作状态信息；通过对

监测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及时确定采取相应的施工措施，确保工程安全。隧道防

排水采取“防、排、截、堵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项目施工在隧

道施工口处设置废水收集池，将隧道施工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于地面抑尘或其他

用水工段。 
(3) 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对森林公园内野生动物有一定

影响，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量选用低

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同时加强各

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更好的运转，以便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强烈的施工噪声长期作用于人体，会诱发多种疾病并引起噪声性耳聋。为了

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辐射高强噪声的施

工机械，减少工人接触高噪音的时间，同时注意保养机械，使机械维持其最低声

级水平。 
在声环境敏感区段，充分考虑大型装载机等高噪声机具的源强和作业特点，

必要时直接采用有效设计的隔声围挡或隔声工棚，将隔声措施落到实处。 
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尽量不进行施工或

安排低噪声施工作业。 
爆破施工中应采取采用毫秒延期雷管微差爆破减振降噪技术，选取合理的段

间隔时差，严格控制最大的一段炸药量，合理安排起爆顺序，以确保地面设施安

全。 
(4) 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注意集中暂存，并及时交付各辖区当地环卫部门进行处置，

土石方在场区内尽量平衡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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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3 运营期保护措施 

(1)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路边植树绿化对于公路项目而言，最有效的减轻汽车尾气污染的方法是加强

公路自身的绿化，采用一些具有良好空气净化作用的植物作为两侧的绿化带以吸

收尾气，保护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因此，建议在公路路基两侧用地范围内酌情安

排绿化林带。这样既可以净化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衰减大气中 TSP，又可

以美化环境和改善公路沿线景观。 
道路日常管护加强道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减少塞车

现象。 
道路运输监管加强运输散装物资如煤、水泥、砂石材料及简易包装的化肥、

农药等车辆的管理，在公路入口处进行检查，运送上述物品需加盖蓬布。4.高新

技术研发加强环保重视程度，加大环保科研投入。技术的进步和清洁能源的广泛

应用，未来机动车辆单车污染物排放量将可能大大降低。 
(2) 水环境保护措施 
运行期监测地下水水位情况，运营期第一年每半年监测一次，第二年后每年

监测一次，避免环境水文问题的发生。为防止公路运营对地下水的污染，建议设

专职或兼职施工环保管理人员及兼职环保监理工程师以加强具体的环保措施的

制定和执行，做到预防为主，对阮家口互通立交涉及的坑塘定期进行水质检测，

防止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3) 声环境保护措施 
绿色通道建设规划绿化带不仅给乘车者和线路两侧的民众带来良好的视觉

感受和心理作用，对公路沿线视觉景观起到良好效果，对两侧环境噪声控制也起

到积极作用。建议结合工程和环境条件尽可能扩大绿化林带的宽度，力求体现工

程降噪措施的绿色理念，并达到工程与自然景观的协调。 
跟踪监测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建议建设单位对沿线的噪声、振动敏感目标进

行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噪声、振动敏感目标超标，建设单位应积极加以整改。 
(4) 水土保持的修复 
隧道工程充分考虑对周边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的影响，结合生态景观、环境

保护要求，按照“早进洞、晚出洞”的总体原则设置隧道，路线全线有填方也有

挖方，坡面防护根据边坡高度、填料种类并结合路面排水情况分别采用植物护坡、

浆砌片石拱形骨架护坡、菱形骨架护坡。 
合理安排各项环保与水保工程施工。路堤、路堑边坡防护工程，边沟、侧沟、

天沟等排水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施工，及时防护，线路及站场绿化在土石方

工程基本结束后，均立即安排进行。 
在森林公园地形陡峻地段和不良地质地段，设置挡护工程。路堑边坡设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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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石坡面防护、浆砌片石拱型骨架防护或种草、种紫穗槐等工程、植物防护，以

防水土流失。 
施工便道的恢复情况。在运输砂石、水泥等容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时，采

用密封车辆运输。施工便道尽量利用既有便道，新辟便道路面应铺设碎石加强，

施工车辆不能离道任意行使，施工完成后对临时便道陆续恢复植被覆盖。 
工程开挖使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在充分考虑边坡稳定的前提下，运营期路基

防护采取生物防护、自然景观为主，工程防护为辅。排水方式据路段的实际情况，

综合运用人行道透水铺装、透水路肩、植草或者干砌排水沟、分离式路基路段设

置下沉式中央绿化带等工程措施，在将路面的雨水通过低影响开发设施使其在雨

水径流量控制、面源污染控制和排水防涝方面取得效果。 
(5)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对隧道洞口及时进行挡护，隧道弃渣及时运至弃渣场并采取挡渣墙截排水沟

等工程及植物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6) 生物多样性修复 
运营期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宣传教育，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运营期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建设期末完成植被恢复工程。 
路基、边坡、护坡道等用地范围进行绿化；在路界外两侧适宜范围内营造林

地、草地，形成绿色公路走廊；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进行绿化，植树造林的树种首

选当地乔灌种类，精选优良草种，辅以喷播、复膜等技术，使道路两侧迅速恢复

地表植被。 
建设期间，对两栖、爬行动物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它们会迁移到非施工区，

对其生存不会造成威胁。施工区域的鸟类和兽类由于受到施工噪声的惊吓，也将

远离原来的栖息地。运营期植被恢复，动物也将慢慢迁回原来的领域活动。 
(7) 生态景观修复 
运营期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景观资源、视觉环境等因素，注意开发和保护

自然资源中的景观主题。结合沿线旅游景点分布，依山傍海，与沿线旅游景点、

景区规划充分融合，将威海高区、市区和经区连成一条美丽的风景线，实现“路、

景、产”融合发展，打造出一条旅游产业带。 

5.2.6.4 植被保护措施 

(1) 施工期植被保护措施 
施工前应明确施工范围，不仅应考虑方便施工而任意破坏的植被对占地范围

内的表层土体进行剥离，还要做好堆放并覆盖，用于工程完工后的植被恢复。施

工时严格控制占地范围和桥梁作业面，避免超挖破坏森林公园内植被，减少对生

态的破坏。禁止引种带有病虫害的植物，禁止引种外来入侵物种。 
合理规划施工场地，固定行车路线，限制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尽量少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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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少破坏植被，不在森林公园内设置取、弃土场。 
(2) 运营期植被保护措施 
根据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充分依靠自然力量，坚持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

结合，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提高植被恢复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创造

自然恢复的基础条件，顺应自然演替恢复重建与当地生态景观协调的乡土植被群

落，积极恢复因建设造成的自然生态损失的平衡。 
隧道护坡采用草灌结合方式，重点选用具有生长密集、覆盖性良好、抗风生

物特性的匍匐型灌木。 
紧邻生态敏感区的隧道洞口、桥梁景观应进行专项设计。 
高陡石质边坡采用植物防护时应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在不影响边坡稳定的情况下，适宜绿化的桥台锥体边坡坡脚应裁植攀援植物

或直立灌木进行绿化装饰，弱化硬质界面，丰富景观效果。 
有绿化条件的隧道边仰坡，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采用种植小

灌木、喷播植草等绿化措施。原则上选择耐干旱灌草植物，采取客土、施肥等养

护措施。 
按照森林公园管理部门要求选取植树位置及树种。苗木以实生苗木为主，色

泽正常，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木质化程度高、径高比例适当、根系

完整苗木。根据补植地块立地条件，苗木选择容器苗或带土球移植苗。 
日常巡护时工作人员需注意森林防火。 

5.2.6.5 动物保护措施 

(1) 施工期动物保护措施 
在森林公园内施工应优化施工方案，抓紧施工进度，尽量缩短在森林公园内

的施工作业时间，尽量避免高噪声作业方式，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开工前，在工地及周边设立爱护野生动物和自然植被的宣传牌，并对承包商

进行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工作。严格规范施工队伍的行为，禁止

非法猎捕和破坏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防治高噪声施工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2) 运营期动物保护措施 
沿途设置温馨提示标牌，提醒进入森林公园范围的人员注意行为举止，注意

避让野生动物。 
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对当地居民进行野生动物教育宣传工作，避

免人为伤害或干扰动物的事件发生。 

5.2.6.6 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1) 施工期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为保证隧道施工安全、优化设计、实现信息化施工，隧道施工期间应按照

《公路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技术规程》（T/CECSG：F64-04—2021）规定进行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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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将其纳入正常施工工序进行管理。通过超前地质预测预报工作，核实

和预测掌子面前方的地质条件，以便及时调整工程措施避免施工突发灾害的发生，

确保施工及结构安全。 
位于沟槽、封闭洼地等地段以及可能受降雨或洪水影响的洞口，应结合洞口

地形条件、施工场地布置做好截排水系统，并做好防洪预案制定可靠的防洪措施。 
隧道洞口区域危及洞口安全的危石、落石等均应清除，或采取稳妥可靠的防

护措施，同时应加强落石监测，以保证隧道的施工和营运安全。如需要清除隧道

洞口洞顶松动的危岩落石，采用规格型号混凝土对部分危岩落石进行嵌补或支顶，

并在隧道洞口上方设置被动防护网。 
施工开挖过程中，严格控制爆破，尽量减少对围岩的扰动，保证开挖成形质

量，改善衬砌工作环境，软弱围岩应按照“短开挖、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勤

量测”的原则进行施工。 
坚持“随挖随护和先喷后锚”的原则，喷锚或钢架支护必须紧跟开挖工作面，

应在爆破、通风和凿顶排危后及时施工初喷混凝土，尽快封闭围岩，控制围岩的

初期变形，然后再挂钢筋网或架立钢架后挂设钢筋网(对设置钢架地段，应先架

设钢架，再挂钢筋网)，及时施作锚杆后复喷砼达到设计厚度。锚杆安装时必须

设置垫板，若锚头露出于复喷混凝土表面，应采用喷射砼或水泥砂浆对猫头进行

封闭处理，避免刺破防水层。喷锚作业期间，应有人随时观察围岩变化情况。 
采用浅埋隧洞模式考虑相关荷载，进行支护设计；采用信息化施工，加强隧

洞施工期间超前地质预报监测工作，进行动态设计，裂隙发育区及岩体破碎程度

高的区域宜加强支护强度。围岩稳定性较差地段，开挖前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

工作好超前支护，洞身节理裂隙发育、岩层缓倾地段，洞内施工时易产生拱顶掉

块、坍方等，施工期间需及时进行初期支护。 
加强隧洞施工期间超前水文地质调查与监测工作，查明隧址区域范围内水文

地质情况，防止隧洞掘进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突泥、突水灾害；由于降雨地表补给

会出现渗漏水现象，考虑岩体的阻水性和连通性，在接触破碎带和节理裂隙密集

带位置富水性高，应重视隧洞防排水设计，尤其隧道穿越岩体接触破碎带和节理

裂隙密集带位置应加强防水措施。 
施工期间，应开展地表沟谷变形及地表水监测，查明地表与隧道的水力联系，

以进一步评估其对隧道建设的相互影响。施工期间揭示构造发育地段，当水量难

以确定时，应暂缓该段及附近二次衬砌的施作，根据水文地质情况，合理确定该

段的结构及排水措施。二次衬砌已施工地段，施工期间应加强泄水孔、盲管等排

水设施的工作状态监测，特别是施工开挖揭示或探测发育节理裂隙密集带、地下

水发育段等地段。若出现带压泄水时，应分析原因进行泄压处理；若出现泄水孔、

盲管不出水，应查明原因，如有淤堵，应进行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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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施工期间安全应急预案，应设置专职安全员，并加强施工组织协调，各

作业区信息应通畅，并与洞外生产组织调度中心保证联络畅通。洞内应设置应急

照明设施以及紧急疏散标识，按《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3660-2020）
要求设置救援设施。 

(2) 运营期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隧道竣工后，加强突水风险段的水量水压监测，并将风险点竣工资料整理成

册移交运营单位作为运营管理的风险点予以重点监控。 
根据《公路隧道设计规范第一册土建工程》文的相关要求，公路隧道防排水

设计应遵循“防、排、截、堵相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妥善处理地

表水、地下水，洞内外防排水系统应完整通畅。 
制定紧急事故的抢险预案，增强员工安全意识，组织人员进行突发事件处置

演练。 
运营期间加强洞口巡查巡检，加强洞口地表、坡面稳定排查、危岩落石清理。 
加强正洞运营期间排水辅助坑道的截排水系统巡检、维护， 
加强隧道地表影响范围安全防护监管，严谨建造可能影响隧道结构安全的其

他设施。 
加强运营期隧道残余风险管理，对运营阶段结构开裂、渗漏水、隧底变形等

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管理。 
建立隧道智能运营系统，包括隧道衬砌结构智能监测(包含衬砌变形、基底

变形等)、洞口边仰坡防异物监测系统、运营环境智能监测功能，以实现本线复

杂地质环境下超长深埋隧道的运营管理信息化、实时化。 

5.2.6.7 管理措施 

(1) 做好日常巡护运营期日常巡护重点为项目影响区域，合理增加巡护频率。

每年的 10 月至翌年 4 月日常巡护频率适当加密，以加强保护动物集中栖息地。 
(2) 加强宣传广泛宣传森林公园的功能和作用，普及资源保护和相关法律知

识，提高全社会的森林公园保护意识。 

5.2.7 拟建公路对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的影响评价结论 

拟建公路 K23+300~K24+200 路段约 0.90km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具体

包括望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均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涉及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长 205.84m，为

生态保育区（不涉及永久占地）。拟建项目仅占用森林公园面积的 0.024%，占地

比例较小。本项目符合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其建设对森林公园资源生态和景观环

境影响可控，在采取相应的预防或减轻不利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后，可以将负面影

响程度减小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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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态保护红线 

5.3.1 项目所在行政区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出，按照生态功 能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 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

严格保护的区域。优先将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

固沙、海岸防护等功能的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以及生态极敏感脆弱的水土流失、

沙漠化、石漠化、海岸侵蚀等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其他经评估目前虽然不能

确定但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自然保护地进行调

整优化，评估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地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发生调整的，

生态保护红线相应调整。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 线”划定成

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源办函〔2022〕2207 号），山

东省于 2022 年 10 月启用三区三线矢量数据成果，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 

5.3.2 拟建公路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 

根据最新的威海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项目用地不压占生态保护红线，

但局部路段涉及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红线编码：

371002120190、371002120228、371002120218、371002120245、371002120216），
穿越生态保护红线总长度为 814.53m，红线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其中新建阮

家口隧道涉及穿越约 235.93 m，义和隧道涉及穿越约 61.85 m，柳沟隧道涉及穿

越约 516.75m。 
项目与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见表 5.3-1 和图 5.3-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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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情况表 

区县 红线编码 红线名称 红线类型 主要建设内容 
穿越长度

（m） 

环翠区 371002120190 
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 
生物多样性维护 阮家口隧道 235.93 

环翠区 371002120228 
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 
生物多样性维护 义和隧道 61.85 

环翠区 371002120218 
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 
生物多样性维护 柳沟隧道 48.69 

环翠区 371002120245 
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 
生物多样性维护 柳沟隧道 205.84 

环翠区 371002120216 
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 
生物多样性维护 柳沟隧道 262.22 

合计 814.53 

 

 
图 5.3-1 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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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阮家口隧道与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图 5.3-3  义和隧道与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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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柳沟隧道与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5.3.3 拟建公路涉及自然保护地概况 

项目部分路段涉及自然保护地，但均不涉及自然保护地的核心区。其中涉及

优化前自然保护地的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1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双岛国家森林公

园 1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共涉及 43.3983 hm2；涉及优化后自然保护地的里口山

风景名胜区 1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涉及一般控制区共 42.7932 hm2。 
拟建路线涉及自然保护地情况见表 5.3-2 和图 5.3-5、图 5.3-6。 

表 5.3-2  项目与自然保护地情况 

分类 
总涉及面积

（hm2） 
新申请用地设

计面积（hm2）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缓冲区） 42.793 26.2642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一般休憩

区） 
0.6051 0.6051 优化前自然保护地 

小计 43.398 26.8693 

优化后自然保护地 
里口山地方级风景名胜区（一般

控制区） 
42.793 26.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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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项目与优化前自然保护地关系图 

 
图 5.3-6  项目与优化后自然保护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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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拟建公路穿越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性分析 

5.3.4.1 拟建公路穿越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性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

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对

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鲁自然资发〔2023〕1 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有限人为活动不

涉及新增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的，应严格控制活动强度和规模，避免对生态功能造

成破坏。其中，无具体建设活动的，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做好管理；有具体建设活

动的，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审查，征求生态环境、林业、海洋

等相关部门意见，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

作为相关活动开展的依据。本项目属于“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

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

等活动；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拟建公路已列入《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库，

纳入《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市域重点建设项目一览表，符

合《威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有关要求。2024 年 7 月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出具了项目建议书审核意见，项目

由“S302 成威线北虎口至科技路段新改建工程”重新命名为：S302 成威线皇冠

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望岛互通至柳沟互通段）。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出具了《对<关于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拟占用林地、湿地、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等征求意见的函>的复函》，项目选址符合要求。 
本项目属于有限人为活动不涉及新增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的，应严格控制活动

强度和规模，避免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其中，无具体建设活动的，由相关部门

按规定做好管理；有具体建设活动的，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审

查，征求生态环境、林业、海洋等相关部门意见，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

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作为相关活动开展的依据。本项目涉及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工程为隧道工程，属于有限人为活动不涉及新增用地的交通类项目。 
建设单位已组织编制《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建工程符合生态

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后续将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上报，按照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鲁

自然资发〔2023〕1 号）有关要求，出具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生态保护红线内

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认定意见，并取得自然资源部关于本项目的用地批复。 
综上，拟建公路属于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重大民生工程，为必须且无法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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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红线、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生态功能不造

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符合《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的

相关规定。 

5.3.4.2 拟建公路穿越生态保护红线路线方案比选 

根据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项目本着“减少占

地、降低造价”的原则，结合可研性论证评价，对项目穿越“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不可避让性比选分析。项目的路线在设

计基础上，充分考虑地形地貌、 项目的功能、现有及规划路网布局、现有及规

划的基础设施、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规划等因素后拟定，使拟

建项目最大限 度地避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项目中的阮家口隧道、义和隧道、

里口 山隧道涉及下穿生态保护红线，其中义和隧道选址相对唯一性，华夏隧道

和柳沟隧道需分别设置比选方案。 
1. 义和隧道选址方案相对唯一性  
山东省“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在划定时预留区域避让义和隧道项目建设，

后因项目技术设计等因素限制不可避让的下穿生态保护红线区，因此义和隧道方

案具有相对唯一性。义和隧道长度约 0.95km，东侧下穿生态保护红线区长度约

60m、宽度约 17m、面积约 200m2，施工和运行时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

复措施，符 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不会伤害生态保护红线区生

物 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图 5.3-7 义和隧道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位置示意图 

2. 阮家口隧道比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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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路线自阮家口互通立交向北，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等，而后通过隧道

穿越山体，至华夏路基。该方案线路长约 1.5km，其中隧道 1 座长度约 450m，

穿越生态保护红线长度约 230m、宽约 80m、面积约 1.41hm2。 
方案二：路线自阮家口互通立交向东，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而后通过隧道

穿越山体，绕至华夏路基。该方案线路长度约 2.2km，其中隧道 1 座长度约

200m，不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约 0.91hm2。 

 
图 5.3-8  阮家口隧道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位置示意图 

 
表 5.3-3  方案对选表 

方案 
路线长

度(km) 
优缺点分析 

方案一 1.5 

1.方案更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留线位，路线较顺直短，

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征收土地面积较少。2.方案考虑了殡葬用地、

设施农用地等的邻避要求，对特殊用地区进 行了合理避让。3.方
案涉及新建隧道长约 450m，其中下穿生态保护红线长约 230m，对

生态红线有一定影响。4.方案建设工程比方案二较小，造价略低。 

方案二 2.2 

1.方案整体线形交扭曲，与规划预留线位偏差较大，且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占耕地较多，征收土地面积较多。2.方案占用殡葬用地，

与多个高压线路穿越 3 次，实施阻碍大。3.方案穿越坑塘和北葛拉

水库，建设工程造价较高。3.方案涉及隧道长约 200m，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约 0.91hm2，对生态 红线无影响。4.方案建设工程造价明

显高于方案一。 

 
综合线路总体走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构建城市快速路网、占用生态保护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51 - 

红线、实施难易程度、殡葬用地、工程造价等因素，选择推荐方案一。虽然方案

一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但更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留线位，路线较顺直

较短，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征收 土地面积较少。且方案二需占用殡葬用地，

与多个高压线路穿越 3 次， 
实施阻碍大；穿越坑塘和北葛拉水库，建设工程造价较高；需新建 1 个长约

200m 隧道，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约 0.91hm2，工程造价较高。 
3. 柳沟隧道比选方案  
方案一：路线自里口山互通立交向东，避让村庄、厂区等，而后通过隧道穿

越山体，至柳沟互通立交。该方案线路长度约 3.15km，其中隧道 1 座长度约

650m，下穿越生态保护红线长度约 250m、宽约 160m、面积约 4.12hm2。  
方案二：路线自里口山互通立交向北，沿现状道路通行，而后通过隧道穿越

山体，至柳沟互通立交。该方案线路长度约 2.5km，其中隧道 1 座长度约 670m，

穿越生态保护红线长度约 330m、宽约 160m、面积约 5.67hm2。 

 
图 5.3-9  柳沟隧道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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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方案对选表 

方案 
路线长

度(km) 
优缺点分析 

方案一 3.15 

1.方案更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留线位，但线性较为扭曲

且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2.方案考虑了建筑物的邻避要求，对村庄等进行了合理避让。 
3.方案涉及新建隧道长约 650 米，其中下穿生态保护红线长约 250
米 对生态红线有一定影响。  
4.方案建设工程比方案二较小，造价略低。 

方案二 2.5 

1.方案整体线形更为顺直，但与规划预留线位偏差较大，不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  
2.方案穿越厂房等建筑物较多，实施阻碍大。 
3.方案涉及新建隧道长约 670 米，其中下穿生态保护红线长约 330
米 对生态红线有一定影响。 
4.方案建设工程造价明显高于方案一。 

 
综合线路总体走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构建城市快速路网、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实施难易程度、工程造价等因素，选择推荐方案一。虽然方案一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但更符合威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留线位，对村庄等建筑物进行了

避让，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工程造 价略低。方案二与规划预留线位偏差较大，

穿越厂房等建筑物较多，实施阻碍大；需新建 1 个长约 670m 隧道，工程造价较

高。 

5.3.5 拟建公路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环境影响分析 

5.3.5.1 施工期 

施工期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主要为隧道施工(新奥法施工)、施工材料运输、

施工机械运作等，各项施工活动、运输将对项目所在地 周围环境及动植物造成

一定的破坏和影响，主要包括废气、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废污水等污染因素

对周围环境的暂时影响，其中以扬尘和施工噪声的影响最为突出。 
1.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因挖掘、填筑、搅拌、装卸等而产生的灰尘，沥青加热产生的油

气，施工机械产生的尾气对大气产生不良影响；建设期对灰尘可采取洒水和避免

大风天气作业，对沥青混合料可采取远离居民区的厂拌方式来减少污染，应尽量

避免使用尾气污染严重的机械施工，同时注意施工安排，尽量减少大气污染。 
2. 对水环境的影响 
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隧道施工废水、桥梁等工程施工废水、 生活废

水、车辆冲洗废水、施工材料进入水体等。隧道开挖可能发生 涌水现象，造成

地下水资源漏失，经调查本工程隧道顶部无居民，不会对居民饮水产生影响。 
（1）施工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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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每个施工断面施工时产生的高浊度施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并

含少量石油类。隧道施工时，隧道出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固体废弃物。同时

施工机械的跑、冒、滴、漏等导致施工废水中含石油类，隧道洞口开挖及弃渣将

产生水土流失。 
本工程隧道污水产生的施工排水采用隔油、沉砂、沉淀处理后达 标排放或

回用。 
（2）其它废水  
主要为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施工材料进入水体等，主要污染物为 SS

固体废弃物等；生活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少量生活废水和车

辆冲洗；含油生产废水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维修，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等；施工

材料洒落或被雨水冲失等。 
上述污水若处理不当随流入地表水体，致使地表水体 pH 值、悬浮物浓度升

高，同时改变水化学成分，可能造成水体不同程度的污染。 
3. 对地下水影响  
结合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和野外实地调查分析，线路隧道大多处于地下水的垂

直渗流带。隧道建设对地下水垂直渗流路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切断地下

水循环途径，亦不会导致地下水的流失。 
隧道施工期排出地下水，其影响范围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不同而不等，不同

岩性排水量不同，不同构造有利的部位富水性不同，在断裂带或构造裂隙发育密

集带，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大。 
为减少隧道施工排水对地下水的影响，施工过程中要优化施工组织对隧道施

工排出的地下水进行收集处理，水质达标后优先考虑就地回灌，减少工程建设对

地下水的影响。 
4. 对声环境的影响  
由于挖掘、搅拌及施工机械运作、打桩、钢筋切割等施工行为引起的振动效

应、噪声对周围声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包括装载车、挖

掘机、推土机等是最主要的施工噪声源。大型临时施工设施是不可忽视的噪声源，

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将向外界辐射噪声，以敲击碰撞等间歇性噪声为主。 
施工期振动主要来源于各种施工机械、重型运输车辆等施工产生。上述施工

中产生的振动效应、噪声对声环境暂时产生不利的影响。 
钻爆法是开挖隧道的主要方式之一，爆破振动效应和冲击波超压以及由此产

生的噪声是隧道施工过程中振动、噪声的主要来源，其影响范围与爆破方式、装

药量、地质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隧道埋置均较深，隧道隔声效果显著，隧

道区间内的爆破声对外环境影响轻微。工程爆破施工的噪声影响主要来自于隧道

进出洞口时的露天爆破。爆破噪声由不同强度和频率的声音组合而成，属于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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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非平稳脉冲性号，强度要比平稳噪声高，爆破噪声虽然具有能量较大的特点，

但持续时间短，且本工程爆破面均位于山地，周围山体可有效阻噪声的传播，在

严格控制爆破施工时间和炸药用量后可有效减缓爆破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施工噪声影响属于短期影响，各种施工机械单机噪声相对较高，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大，限于目前的机械设备水平，施工期噪声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防治主要是

以管理为主。 
5. 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施工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废料，施工废料主要包括碎砖混凝土、砂浆、桩

头、包装材料等，施工期定期对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施工结束后及时清运出生

态保护红线外处理，固体废弃物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6. 对动植物的影响  
从隧道埋深、隧道涌水及环境因子三个方面来分析施工期项目建设对保护区

植物植被的影响。根据研究，木本植物的根系可分为主根、侧根和须根。隧道穿

越区主要为灌草丛植被，是常绿阔叶林受人为干扰严重发育而来的。灌木层主要

分布有野牡丹等速生物种，草本以茅草为主，盖度一般可达 80%以上。隧道埋深

大于上层植被的根系长度，隧道开挖过程中，不会触及到上层植被根系，对上层

植被不会造成严重破坏，对于植物生长状态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隧道埋深对上层

植物植被的影响很小。 
只有在地下水潜水面较高，植物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上升毛细管水的补充，

或植物根系可直达潜水层的情况下，植物才能够正常地生息繁衍。隧道开挖后，

由于其集水和汇水作用，地下水不断排入隧道中，打破了原有的水文动态平衡。

因此，施工前对隧道区域地下水分布、类型等进行详细勘察，分析论证因隧道开

挖地下水可能涌出的位置和程度，并制定周密的漏水、涌水防治方案。施工过程

中，做到对地下水涌水、突水的超前预报，根据高速公路对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地下水防治原则，对洞室涌水进行处理，保证施工安全。 
隧道开挖放炮时，施工爆破使大量粉尘聚集在附近区域植物的叶面上，但工

程所在地区雨水较多，遇降雨即可把叶片上的尘土冲洗，故影响不大。同时，通

过采取一定措施，可将施工期间产生的噪声、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弃物等

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且项目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施工的结束

而得以消除。因此，不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7. 工程施工对森林防火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建设时施工人员将会进去施工区，可能由于机械故障及人为原因

造成森林火灾，施工人员及工作人员应进行森林防火培训后上岗，作业设备应配

备移动式灭火器，禁止用及带入火种火，施工人员禁止抽烟，设置森林防火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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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加强日常巡查，避免发生森林火灾，一旦发生火情，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

对火场的有效控制。 
8. 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区环境质量总体较好，空气质量为 A 级，大气质量、地面水

质量、土壤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日平均噪声低于 50dB。在项目施工和运

营期，部分区域的大气环境、声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质量均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施工区域推行 ISO14001 环境标准，并采取了适当的降噪防尘措施，对主要生

态因子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均可控﹔工程占地区域主要涉及的生态系统类型为常

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灌草丛生态系统，可能会损毁局部区

域的地表植被，可致区域水土保持功能降低，不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但由于工

程占地涉及生态系统类型较少且占生态保护红线区同类型生态系统的比例较低，

不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造成较明显的影响。 
9. 环境风险预测分析 
（1）隧道涌水  
区域地貌属鲁东低山丘陵较稳定区，区域构造影响以构造风化剥蚀为主，工

程地质条件良好，风化层较厚。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段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为

隧道涌水对地下工程造成危害，或因排泄不畅，形成地面积水、冒水对路基和其

它地面工程造成危害。施工中除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涌水、突水、突泥灾害；隧

道遇突水、突泥等灾害性一定要作好超前地质预报，并在预报的基础上做好应急

预案并采用顺坡排水施工。 
（2）危岩落石  
项目部分区域可能存在危岩落石风险，主要位于隧道进出口及其边坡，生态

保护红线内虽不设置隧道进出口，但洞口紧邻生态保护红线区。项目区部分危岩

落石处于临界稳定状态，在降雨形成的面流对其基底的冲刷下，可能失稳滚落，

造成危害。隧道洞口区域危及洞口安全的危石、落石等均应清除，或采取稳妥可

靠的防护措施，同时应加强落石监测，以保证隧道的施工和营运安全。隧道洞口

永久用地范围以外需要清除隧道洞口洞顶松动的危岩落石，采用规格型号凝土对

部分危岩落石进行嵌补或支顶，并在隧道洞口上方设置被动防护网。 
（3）缓倾岩层引起隧顶掉块坍塌、隧底及路堑基底隆起问题 
岩层受构造影响，节理发育，岩体多被切割成块体状。施工前应进行工程地

质勘察，查明隧道拱部岩层、隧底及路堑岩层。隧道开挖后，拱顶易产生掉块、

坍塌，局部浅埋段甚至可能产生塌顶；对缓倾岩层地段，岩体在应力、地下水以

及自身膨胀性等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路堑挖方基底及隧道基底上拱，施工期应做好

防护措施。 

5.3.5.2 运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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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对生态保护红线产生影响的主要包括：汽车运行产生的尾气、噪声和

震动等影响。 
1.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燃料油由于燃料油燃烧或燃烧不充分而产生的 CO2 和 NOx 及燃料添

加剂（如铅）对大气产生不良影响。运营期严禁陈旧、车况不好、尾气排放不达

标车辆上路并推广使用高标号、无铅汽油。 
2.对水环境的影响运营期车辆行驶时油箱的跑、冒、滴、漏等导致车辆用油

随雨水进去地表水中，应加强预防和监测。 
3.对声环境的影响 
公路噪声主要是汽车运行过程中噪声，汽车轮胎噪声、鸣笛噪声等。本线振

动的产生是源于车轮与路面摩擦，振动通过路基地面传播到建筑物，引起建筑物

的振动，对居民住宅产生影响。 
工程设计采用无缝线路，全封闭线路，对噪声超标的敏感点拟采取声屏障、

隔声窗等降噪措施。综合分析，项目隧道和桥梁建设区域位于森林公园边缘，该

地段建有道路，人类活动频繁。经调查现场动物为麻雀、喜鹊等常见种，周围类

似生境广泛，运营期可逐渐适应公路运行产生的噪声。 
3.对动植物的影响 
以隧道形式穿越风景区，全封闭运营，运营期不会产生林缘效应。 
隧道工程易引起水土流失现象，改变周边土层结构，进而造成坡地的失稳和

坍塌，特别是隧道口处，如遇暴雨冲刷，容易引起滑坡而对植物生境造成破坏。

此外，运营期的交通车辆作为物种传播的介质，亦会对保护区生物安全造成一定

压力。研究表明，入侵植物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交通运输，车辆经过保护区

路段时，易将外来物种带进该区域。因此运营期要注意加强种苗检疫和种源把控。 
整体上，工程以隧道形式穿越保护区，不破坏地表植物植被，隧道埋深对上

层植被影响较小，工程建设引发环境因子改变可随施工结束而得以消除。因此，

工程建设不会对保护区的植被造成不可逆影响。 

5.3.6 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 

5.3.6.1 施工期保护措施 

1.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扬尘防治措施 
①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②施工现场的主要出入口、主要道路及材料堆放区的地面应当按照规定作硬

化处理，其他裸露的场地应当采取覆盖、固化、洒水、绿化等措施。建筑土方、

工程渣土等要及时清运，场内暂时集中堆放的应当采用密封式防尘网遮盖等措施。

暂不能开工建设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5 生态敏感区环境影响评价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57 - 

③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件、料具应当按总平面布局分类、整齐码放，对

易产生扬尘的大堆物料，能洒水的应当按时酒水压尘，不能洒水的应当采取覆盖

等措施。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当在库房或密闭容器内存放或采

取覆盖等措施，严禁露天放置；搬运时应有降尘措施;余料及时回收。 
④土方平整等易产生粉尘的作业时，必须采用围挡隔离、喷淋、洒水、喷雾

等降尘措施。 
⑤施工现场主出入口应当设置洗车台和冲洗设施。混凝土、渣土和城市垃圾

车辆应当采取预防渗漏措施，避免在运输中滴、撒、漏。 
⑥运输车辆应完好，不应装载过满，并尽量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沿途

抛撒，并及时清扫散落在地面上的泥土和建筑材料，冲洗轮胎，定时洒水，以减

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⑦气象部门发布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应当停止土石方挖掘、平

整土地、换土、原土过筛等作业。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减扬尘的产生量，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不大，且只在施工期产生，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2）施工机械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载重卡车设备选型时优先选择符合最新排放标准的卡车，减少大气环境污

染。 
②合理调度进出工地的车辆，避免堵塞，减少汽车息速行驶时尾气的排放。 
③在燃柴油机械的燃料中添加助燃剂，使用合格的燃油，使燃料油燃烧充分，

降低尾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④在整个施工期加强对汽车的维修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通过以上

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减施工机械废气污染，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且

只在施工期产生，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2.水环境保护措施 
禁止向附近随意倾倒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处理后，可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施工冲洗废水经收集沟进入隔油沉淀池，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得排入地

表水体，以免对水体造成影响。尽量选用先进的设备、机械以有效地减少跑、冒、

滴、漏的数量及机械维修次数，从而减少含油污水的产生量。在不可避免的跑、

冒、滴、漏过程中尽量采用固态吸油材料棉纱，将废油收集转化到固态物质中，

避免产生过多的含油污水，对渗漏到土壤的油污应及时利用刮削装置收集封存，

运至有资质的处理场集中处理。 
隧道施工废水经混凝、沉淀、过滤、吸附处理后循环利用：采取全过程的现

场环境监控，以及时掌握地下水、围护结构与支撑体系的工作状态信息；通过对

监测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及时确定采取相应的施工措施，确保工程安全。隧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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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采取“防、排、截、堵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项目施工在隧

道施工口处设置废水收集池，将隧道施工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于地面抑尘或其他

用水工段。 
3.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对生态保护红线内野生

动物有一定影响，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

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

同时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更好的运转，以便从根本上降低噪

声源强。 
（2）强烈的施工噪声长期作用于人体，会诱发多种疾病并引起噪声性耳聋。

为了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辐射高强噪声

的施工机械，减少工人接触高噪音的时间，同时注意保养机械，使机械维持其最

低声级水平。 
（3）在声环境敏感区段，充分考虑大型装载机等高噪声机具的源强和作业

特点，必要时直接采用有效设计的隔声围挡或隔声工棚，将隔声措施落到实处。 
（4）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尽量不进行

施工或安排低噪声施工作业。 
（5）爆破施工中应采取采用毫秒延期雷管微差爆破减振降噪技术，选取合

理的段间隔时差，严格控制最大的一段炸药量，合理安排起爆顺序，以确保地面

设施安全。 
4.固体废物处理措施施工期固体废物注意集中暂存，并及时交付各辖区当地

环卫部门进行处置，土石方在场区内尽量平衡布置。 

5.3.6.2 运营期保护措施 

1.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路边植树绿化对于公路项目而言，最有效的减轻汽车尾气污染的方法

是加强公路自身的绿化，采用一些具有良好空气净化作用的植物作为两侧的绿化

带以吸收尾气，保护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因此，建议在隧道口两侧用地范围内酌

情安排绿化林带。这样既可以净化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衰减大气中 TSP，
又可以美化环境和改善公路沿线景观。 

（2）道路日常管护加强道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减

少塞车现象。 
（3）道路运输监管加强运输散装物资如煤、水泥、砂石材料及简易包装的

化肥、农药等车辆的管理，建议在隧道入口处进行检查，运送上述物品需加盖蓬

布。 
（4）高新技术研发加强环保重视程度，加大环保科研投入。技术的进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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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未来机动车辆单车污染物排放量将可能大大降低。 
2.水环境保护措施 
运行期监测地下水水位情况，运营期第一年每半年监测一次，第二年后每年

监测一次，避免环境水文问题的发生。为防止公路运营对地下水的污染，建议设

专职或兼职施工环保管理人员及兼职环保监理工程师以加强具体的环保措施的

制定和执行，做到预防为主，对阮家口互通立交涉及的坑塘定期进行水质检测，

防止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3.声环境保护措施 
（1）绿色通道建设规划绿化带不仅给乘车者和线路两侧的民众带来良好的

视觉感受和心理作用，对公路沿线视觉景观起到良好效果，对隧道口两侧环境噪

声控制也起到积极作用。建议结合工程和环境条件尽可能扩大绿化林带的宽度，

力求体现工程降噪措施的绿色理念，并达到工程与自然景观的协调。 
（2）跟踪监测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建议建设单位对沿线的噪声、振动敏感

目标进行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噪声、振动敏感目标超标，建设单位应积极加以整

改。 
4.水土保持的修复 
（1）隧道工程充分考虑对周边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的影响，结合生态景观、

环境保护要求，按照“早进洞、晚出洞”的总体原则设置隧道，路线全线有填方

也有挖方，坡面防护根据边坡高度、填料种类并结合路面排水情况分别采用植物

护坡、浆砌片石拱形骨架护坡、菱形骨架护坡。 
（2）合理安排各项环保与水保工程施工。隧道出入口边坡防护工程，边沟、

侧沟、天沟等排水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施工，及时防护，线路及站场绿化在

土石方工程基本结束后，均立即安排进行。 
（3）在地形陡峻地段和不良地质地段，设置挡护工程。隧道出入口边坡设

浆砌片石坡面防护、浆砌片石拱型骨架防护或种草、种紫穗槐等工程、植物防护，

以防水土流失。 
（4）施工便道的恢复情况。在运输砂石、水泥等容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

时，采用密封车辆运输。施工便道尽量利用既有便道，新辟便道路面应铺设碎石

加强，施工车辆不能离道任意行使，施工完成后对临时便道陆续恢复植被覆盖。 
（5）工程开挖使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在充分考虑边坡稳定的前提下，运营

期隧道出入口防护采取生物防护、自然景观为主，工程防护为辅。排水方式据路

段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人行道透水铺装、透水路肩、植草或者干砌排水沟、分

离式路基路段设置下沉式中央绿化带等工程措施，在将路面的雨水通过低影响开

发设施使其在雨水径流量控制、面源污染控制和排水防涝方面取得效果。 
5.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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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隧道洞口及时进行挡护，隧道弃渣及时运至弃渣场并采取挡渣墙截排水沟

等工程及植物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6.生物多样性修复 
（1）运营期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宣传教育，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2）运营期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建设期末完成植被恢复工程。 
（3）隧道出入口进行绿化；在路界外两侧适宜范围内营造林地、草地，形

成绿色公路走廊；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进行绿化，植树造林的树种首选当地乔灌种

类，精选优良草种，辅以喷播、复膜等技术，使道路两侧迅速恢复地表植被。 
（4）建设期间，对两栖、爬行动物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它们会迁移到非

施工区，对其生存不会造成威胁。施工区域的鸟类和兽类由于受到施工噪声的惊

吓，也将远离原来的栖息地。运营期植被恢复，动物也将慢慢迁回原来的领域活

动。 
7.生态景观修复 
运营期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景观资源、视觉环境等因素，注意开发和保护

自然资源中的景观主题。结合沿线旅游景点分布，依山傍海，与沿线旅游景点、

景区规划充分融合，将威海高区、市区和经区连成一条美丽的风景线，实现“路、

景、产”融合发展，打造出一条旅游产业带。 

5.3.7 拟建公路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用地不压占生态保护红线，但局部路段涉及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红线编码：371002120190、371002120228、371002120218、
371002120245、371002120216），穿越生态保护红线总长度为 814.53m，红线类

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其中新建阮家口隧道涉及穿越约 235.93m，义和隧道涉及

穿越约 61.85m，柳沟隧道涉及穿越约 516.75m。本项目将对红线区内环境不可避

免地带来一定的损坏和干扰，主要体现在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产生的噪声、水、气、

固体废弃物等因素的影响。通过严格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布置施工营地等临时场

所、不得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等硬性要求，实施以工程环保措施、植物恢复措

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防治措施等，防止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及时进行绿化工程，工

程对涉及的红线区不利影响将会进一步降低。 
 
 
 
 
 



6 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分析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61 - 

6 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分析 

6.1 危险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识别 

拟建公路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事故对沿线水体水质、环

境空气、居民区等敏感点的影响，沿线区域资源丰富，通过公路运输的危险品运

输种类较多，主要为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液态有机原料、毒性大及腐蚀性强

的物品、放射性物品以及其它有毒有害物质。沿线主要风险对象及风险路段分布

情况见 6.1-1。本项目穿越地下水型水源地 2 处，分别为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

地和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K22+377 张村河大桥跨越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均为未规划水环境功能，执

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 
表 6.1-1  拟建公路沿线主要风险路段及风险对象分布情况表 

序号 风险对象 风险路段 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1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

源地 
K11+150~K11+200 路段 拟建路段跨越该水源地 

2 
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

水源地 
义合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BK0+820~BK0+845 路段 

BK0+560~BK0+580 路段

跨越该水源地，

BK0+820~BK0+845 路段

临近该水源地 

3 
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K22+100~K22+300 路段  

拟建路段邻近该水源

地，最近距离 38m 

4 张村河、姜南庄水库 K22+377 张村河大桥 
跨越张村河、姜南庄水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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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泄漏物一旦进入上述环境敏感区，将对其下游水质形成污染影响，

并威胁特有水生生物及鱼类栖息环境和下游居民饮用水安全。本次参照山东省一

般公路的事故概率情况来预测拟建公路建成后，公路上危化品运输交通事故概率，

简要分析其危险性，并提出运输管理措施及应急预案建议。 

6.2 危险品运输事故风险值预测 

6.2.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交通事故概率计算 

对拟建公路的危险品运输风险分析，以山东省危化品运输及其交通事故情况

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计算分析，预测拟建公路危化品运输交通事故概率，尤其

是在拟建公路跨敏感区桥梁路段发生事故的概率，简要分析其危险性，并提出运

输管理及应急措施建议。鉴于目前尚缺乏危化品运输风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量

的相关统计数值，故本次风险分析，仅以交通事故概率替代，并以运输事故防范

措施和水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分析为重点。 
1. 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概率计算 
（1） 计算公式 
拟建公路建成通车后的危化品运输车辆的交通事故概率估算主要依据山东省

的现有交通量、交通事故率、从事危险品运输车辆所占比重、预测年交通量和考

核路段长度等参数。 
在拟建公路某预测年全路段或其跨越敏感区段，危险品运输车辆可能发生交

通事故次数，即概率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P——预测年敏感路段发生危险品风险事故的概率（次/年）； 
Q1——该地区目前车辆相撞翻车等重大交通事故概率，次/百万车•km； 
Q2——预测年的年绝对交通量，百万辆/年； 
Q3——公路上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Q4——货车占交通量的比例（%）； 
Q5——危险品车辆占货车的比例（%）； 
Q6——敏感路段长度，km。 
（2） 各参数的确定 
Q1——参照 S202、S301 等公路交通事故发生频率，取值 0.3 次/百万辆·km. 
Q2——参照本项目的交通量预测结果（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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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一般公路事故率取 75%。 
Q4——据本项目工可预测资料，货车占交通量的比例 20.6%。 
Q5——根据交通调查资料，运输石油、化工原料及化肥农药车辆占整个货运

车辆的 3.81%。 
Q6——根据预测路段长度而定。 
（3） 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概率 
经计算，各特征年（预测年）各敏感路段危化品车辆交通事故概率参见表 6.2-

1。 
表 6.2-1  各敏感路段危化品运输车辆事故概率 

P（单位：起/年） 序

号 
风险对象 风险路段 

长度 
(m) 2028 年 2034 年 2042 年 

1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

水源地 
K11+150~K11+200 路段 180 0.00080 0.00103 0.00125 

2 
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

型水源地 

义合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

BK0+820~BK0+845 路段 
80 0.00067 0.00074 0.00090 

3 
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

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K22+100~K22+300 路段  200 0.00301 0.00332 0.00405 

4 张村河、姜南庄水库 K22+377 张村河大桥 1030 0.01470 0.01620 0.01979 

注：敏感区多个桥梁跨越时按跨越总长度计算概率。 

6.2.2 危险品货物运输风险简要分析 

从表 6.2-1 中的计算数据及分析可见：当拟建公路通车后，各敏感路段初、中、

远期每年发生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分别小于为 0.01470 起/年、0.01620 起/年和

0.01979 起/年。 
一般来说，交通事故中一般事故和轻微事故占大多数，重大事故和特大恶性

事故所占比例很小。就危化品运输的交通事故而言，出于交通事故原因引起的爆

炸、火灾之类的情况发生概率很小，尤其在跨河桥段发生的概率更小，其脱离路

面而掉入河中的可能性极低。 
然而，计算结果表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不为零，所以

不能排除重大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发生，亦即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拟建公路上

万一出现交通事故而严重污染环境，如有毒气体的扩散等可能性仍存在。所以，

为防止危险品运输的污染风险，必需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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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危险品运输事故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分析 

本次评价以拟建公路K22+100~K22+300邻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路段油类运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对水源保护区可能造成的影响为例进

行预测分析。 
拟建公路距离下游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取水口的距离为

324m，路段危险品运输事故最大发生概率分别如下：近期 0.00301 起/年，中期

0.00332 起/年，远期 0.00405 起/年。运营期交通运输风险事故发生率虽然较低，一

旦发生事故将造成急性污染事故，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极大，因此需要制定严格

防控措施、降低风险事故发生。 
营运期交通运输事故将造成危化品泄漏等方面的急性污染事故。项目沿线表

层土壤厚度一般在 0.5~2m 之间，渗透系数一般在 6.0×10⁻5 cm/s，具有一定的防污

性能。水源地水井水位埋深约 90～150m，一般情况下危化品泄漏物入渗地下，向

下游扩散，污染物扩散至水源井的时间约 15d 左右。但若污染物一旦泄露，救援

不及时，会对水井周边的水源保护区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考虑

到地下污染修复的时间较长，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对水源地供水安全造成直接影

响。 
综上，拟建公路有足够的时间对危害品发生事故进行处理，以避免对水源保

护区产生影响。为了确保饮用水源的安全，拟建公路采取设置警示标志和危化品

绕行措施，杜绝了危化品事故泄露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同时通过优化平纵设计、

设置径流收集系统和收集池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将发生其他运输风险事故的

泄漏物进行截留、收集，影响基本控制在公路路界范围内，将对水源保护区的影

响减至最低，其影响总体是可控的。同时，拟建公路应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在极

端情况下危化品运输车辆发生事故泄漏后，第一时间采取应急防范措施。 

6.4 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6.4.1 项目所在区危险品运输事故处理管理制度发展情况 

拟建公路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经区境内，推荐方案起点位于望岛互通

立交，终点位于张村镇东南侧柳沟立交处。 
山东省已形成了从省到市上下联动、各部门紧密配合的危险品事故应急救援

体系。与拟建公路有关的应急预案包括《山东省危险化学品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山东省人民政

府）、《威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威海市人民政府）、《威海市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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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威海市人民政府）、《威海市环翠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等均已制定实施，并在各级应急预案指导下，成

立了应急管理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应急预案演练。 

6.4.2 工程措施 

1. 强化防撞护栏设计 
强化公路穿越的 K11+150~K11+200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

BK0+560~BK0+580/BK0+820~BK0+845 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以及临近

K22+100~K22+300 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K22+377 张村河大

桥跨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路段防撞护栏设计，参照《公路交通安全设计规范》（JTG 
D81-2017），建议沿线跨河路段及主线穿越环境敏感区路段防撞等级不低于 SA 级。 

2. 设置警示标志 
建议在公路穿越的 2 除水源地、临近 1 处水源地路段以及跨河路段两端设置

限速标志、设置警示牌，提醒司机进入敏感路段，谨慎驾驶。同时应设置标明应

急救援方式和电话的标牌，一旦发生危险能及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3. 桥面径流收集措施 
参照《关于加强公路规划和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84号）

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建议对 K11+150~K11+200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

BK0+560~BK0+580/BK0+820~BK0+845 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以及临近

K22+100~K22+300 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K22+377 张村河大

桥跨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路段设置桥（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和应急收集池。 
a. 桥（路）面径流设置原则 
公路穿越的上述桥涵、路基均设置径流收集系统。桥梁在两侧设置 PVC 排水

管，径流收集后排入应急收集池；涵洞在两侧设置导流排水沟，径流收集后排入

应急收集池；路基段两侧设置应急收集池，边沟应做防渗处理，路面径流通过路

基边沟进入两侧应急收集池。 
应急收集池设于桥梁下或路基两侧永久用地范围内，涵洞在排水沟低处设置。

收集池均应做防渗处理，起到沉淀、蓄毒作用，且需用铁板或钢筋混凝土板封顶，

在事故情况下可将以上路段事故径流进行截留。收集池尺寸按路段所处区域极大

暴雨量强度的 20min 雨量进行设计，且收集池最少不能小于一个罐车体积 50m3。

日常保持空置状态，正常情况下降雨径流经收集处理后可回用于公路绿化、养护

或通过排水沟排入周边沟渠；发生危化品事故时事故废水收集后必须及时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径流收集池容积设计公式如下： 
Q=A×H×φ×10-3 

式中：Q——收集池容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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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汇水面积(m2)； 
H——径流收集期间降雨量，按极大暴雨量强度的 20min 降雨量计算

(mm)； 
φ——径流系数，取 0.9。 

c. 典型路段桥（路）面径流设计方案 
根据沿线气象局资料，项目区记录的 20min 最大降雨量约为 45mm。经估算，

拟建公路共需设置收集池总容积 2191.39m3，其中桥面径流收集池总容积

2191.39m3 ，设置 PVC 管道，双向长度总计为 2580m 。其中，拟建公路

BK0+820~BK0+845 路段临近一处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该路段经防渗边

沟，进入油水分离池。径流收集设计情况具体见表 6.4-1~6.4-2。 
表 6.4-1  拟建公路径流收集系统设置情况一览表 

桩号范围 工程名称 
长度 
（m） 

径流收 
集面积 
（m2） 

需收集 
径流量 
（m3） 

径流收集系

统设置措施 
径流排放

去向 

K11+150~K11+200 
羊亭镇北观地

下水型水源地 
180 5940 240.57 

按纵坡方

向，桥梁下

方设置总容

积不低于

240.57m3的

应急收集

池，在桥梁

两侧护栏外

底部设置

PVC 管道，

双向长度

360m 

义合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

BK0+820~BK0+845
路段 

羊亭镇义和村

地下水型水源

地 
80 2640 106.92 

按纵坡方

向，桥梁下

方设置总容

积不低于

106.92m3的

应急收集

池，在桥梁

两侧护栏外

底部设置

PVC 管道，

双向长度

160m; 

日常降雨

径流经收

集池收集

处理后可

回用于公

路绿化、

养护或通

过排水沟

排入周边

沟渠；事

故状态下

事故废水

在收集池

截留，必

须由有资

质的单位

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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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6.4-1  拟建公路径流收集系统设置情况一览表 

桩号范围 工程名称 
长度 
（m） 

径流收 
集面积 
（m2） 

需收集 
径流量 
（m3） 

径流收集系

统设置措施 
径流排放

去向 

K22+100~K22+300 路

段 

张村镇福德庄

地下水型水源

地二级保护区 
200 6600 267.30 

本项目张村

河大桥临近

该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不单独计算 

K22+377  张村河大桥 1030 33990 1376.6 

按纵坡方

向，桥梁下

方设置总容

积不低于

1376.6m3的

应急收集

池，在桥梁

两侧护栏外

底部设置

PVC 管道，

双向长度

2060m 

日常降雨

径流经收

集池收集

处理后可

回用于公

路绿化、

养护或通

过排水沟

排入周边

沟渠；事

故状态下

事故废水

在收集池

截留，必

须由有资

质的单位

统一处理 

注：1.分离式桥梁跨河处两幅桥面均应设置径流收集系统；2. 径流收集系统应由专业环保设

计和结构设计单位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专业设计，以满足环保要求。 

 
表 6.4-2  拟建公路应急事故容积 

桩号范围 工程名称 长度（m） 桥面径流（m3） 
应急事故池容积

（m3） 

K11+150~K11+200 
羊亭镇北观地下

水型水源地 
180 240.57 290.57 

义合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

BK0+820~BK0+845
路段 

羊亭镇义和村地

下水型水源地 
80 106.92 156.92 

K22+100~K22+300
路段 

张村镇福德庄地

下水型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200 267.30 317.30 

K22+377 张村河大桥 1030 1376.6 1426.60 

 
(4) 在临近以上敏感区的桥隧监控通信站（桥隧养护管理站）等沿线设施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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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危险品事故应急物资，一旦发生危险品运输事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

处理。具体应急物资设置参见表 6.4-3。 
 

表 6.4-3  沿线设施应急物资设置一览表 

序号 应急设备和器材 
1 手提式灭火器 
2 推车式灭火器 
3 防毒面具、防护服 
4 应急救护车 
5 降毒解毒药剂 
6 其它应急器材（担架、急救箱、清扫与回收设备等） 
7 吸油毡 
8 围油栏 
9 收油机（10t/h） 

 

6.4.3 预防管理措施 

防范危险品运输风险事故的最主要措施是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部门颁布的

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规，结合公路运输实际，具体措施如下： 
1. 将拟建公路营运期危险化学品运输应急救援工作纳入沿线地市现有应急救

援体系。 
2. 加强对从事危险货物运输业主、驾驶员及押运员的安全教育和运输车辆的

安全检查，使从业人员具有高度责任感，使车辆处于完好的技术状态。 
3. 危险品运输车辆在进入公路前，应向当地公路运输管理部门领取申报表。

申报表主要报告项目有危险货物运输执照号码、货物品种、等级和编号、收发货

人姓名、联系方式、装卸地点、货物特性等。危险品运输车辆一般应安排在交通

量较少时段通行，在气候不好的条件下应禁止其上路，从而加强对运输危险品的

车辆进行有效管理。 
4. 山东省境内公路每日凌晨 0 时至 6 时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0 时前

已驶入的危化品车辆应就近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同时，遇到恶劣天气或重

大节日、重要活动时，山东将全天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公路。 
5. 实行危险品运输车辆的检查制度，对申报运输危险品的车辆进行“准运证”、

“驾驶员证”、“押运员证”和危险品运输行车路单（以下简称“三证一单”）检查，“三
证一单”不全的车辆将不允许驶上公路。除证件检查外，必要时应对运输危险品的

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如《压力容器使用证》的有效性及检验合格证等。 
6. 交通、公安、生态环境部门要相互配合，提高快速反应、处置能力，要改

善和提高相应的装备水平。 



6 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分析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69 - 

6.4.4 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拟建公路可以参照山东省已建公路执行的危险品事故应急预案，同时建议在

原有危险品安全运输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更加完善通畅的信

息网络，将市、县（区）、乡镇的事故应急预案、企业危险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公路

事故应急预案相衔接，完善地区公路事故应急预案和监测体系，在危险品突发事

故发生后及时扑救，减小或避免危险品事故发生时对周围环境和居民造成的不利

影响。建议在已有的公路监控通信系统的基础上，增加环境保护的指挥功能。拟

建公路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控制指挥系统参见图 6.4-1。 



6 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分析

- 370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图 6.4-1  拟建公路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控制指挥系统示意图 

公路管理中心

公路监控通信中心(信息处理)

公众信息

紧急电话

车辆检测

(交通量、速度等)

巡逻车或

排障车

(现场情况)

各相关公路

交通情况

(天气情况)

气象检测器

(气象台)

市政道路养护

中心
(路况施工)

道路化学危险品运输事故

协调小组

(信息处理)

生态环境部

门

车主单位 医院 消防队 交警大队

危险货物泄漏事故

现场控制与处置

出动   出动

现场勘察确定污染

源及控制(通知、报

告)、技术调查(采样

监测、技术鉴定)、
危险货物视需过载

应

急

预

案

(信息提供)

可变限速标

志

大型可变情报

板

(控制命令)

(天气、交通状况、控制命令)

交通事故现场处理

消防、伤员救护、

保护现场、事故处

理、排除阻塞、恢

复交通、故障车援

助、散落物排除、

交通设施维修

日常工作

联络

出动 出动

出动

相邻公路监

控、通信、

收费中心

监控中心

通知

报告

威海市生

态环境局

及相关分

局

报

告

通知



6 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分析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371 - 

拟建公路应急预案包括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和制度、应急工作规程和处置原

则等。组织机构由威海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和生态环境局及相关分局分管领导

分别联合成立道路化学危险品运输事故协调小组，负责组织协调道路危险品运输

事故的抢救和处理工作。工作职责主要有研究制订拟建公路道路化学危险品运输

安全措施和政策，建立辖区内化学危险品运输业户和车辆、人员档案，定期开展

对道路化学危险品运输业户的安全检查，并定期召开协调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通

报道路化学品运输事故情况，定期组织道路化学品运输业户负责人、驾驶员、押

运员、装卸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开展应急预案的演练，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提高沿线群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做好道路化学危险品运输事故

的统计与上报工作等。 
(1) 应急工作规程及处置原则 
① 一旦事故发生，任何发现人员应及时向拟建公路化学危险品运输事故协

调小组报告。 
② 协调小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通知就近的公路巡警前往事故地点控

制现场。同时，通知就近的地方消防部门派消防车辆和人员前往救援。 
③ 如果危险品为固态，可清扫处置，并对事故记录备案。 
④ 如果危险品为气态且有剧毒，消防人员应戴防毒面具进行处理；在危险

品逸漏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需立即通知生态环境部门、公安部门，必要时对沿线

处于污染范围内的人员进行疏离，避免发生人员中毒伤亡。 
(2) 应急处理意见 
拟建公路危险化学品车辆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① 指导思想和原则 
应充分贯彻“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树立“预防为主、快

速反应、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的处置原则。 
② 危险目标 
明确拟建公路危险化学品运输种类、特性及污染的特点。 
③ 组织机构、人员及职责 
建立以公路营运管理部门为主体，威海市及沿线相关区（市）交警、消防、

生态环境、气象、交通运输、安监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危险化学品车辆事故应急处

置组织机构，明确各有关人员的分工与职责，并确定有效的联系方式。其中： 
路政部门：承接事故报告，负责事故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工作，禁

止无关车辆进入危险区域，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负责制定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

警戒预案。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车辆疏散撤离，对人员撤离区域进

行治安管理，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威海市及沿线相关区（市）消防大队：负责事故现场扑灭火灾，控制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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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有关设备容器的冷却。事故得到控制后负责洗消工作；组

织伤员的搜救。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及沿线相关区（市）分局：负责污染事故监测与环境危害

控制。负责事故现场及测定环境危害的成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

响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事故得到控制后指导现场遗留危

险物质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消除。负责调查重大危险化学品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

件。 
威海市及沿线相关区（市）气象局：负责为事故现场提供风向、风速、温度、

气压、湿度、雨量等气象资料。 
① 现场处置专业组的建立及职责 
根据事故实际情况，成立危险源控制组、伤员抢救组、灭火救援组、安全疏

散组、安全警戒组、物资供应组、环境监测组以及专家咨询组等处置专业组，并

明确相应职责。其中： 
危险源控制组：负责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危险源，并根

据危险化学品的性质立即组织专用的防护用品及专用工具等。该组由消防支队组

成，人员由消防队伍、企业义务消防抢险队伍和专家组成。 
伤员抢救组：负责在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内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

员进行紧急救治并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灭火救援组：负责现场灭火、现场伤员的搜救、设备容器的冷却、抢救伤员

及事故后对被污染区域的洗消工作。 
安全疏散组：负责对现场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人员疏散及周围物资转

移等工作。 
安全警戒组：负责布置安全警戒，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在人

员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 
物资供应组：负责组织抢险物资的供应，组织车辆运送抢险物资。 
环境监测组：负责对大气、土壤等进行环境即时监测，确定危险物质的成分

及浓度，确定污染区域范围，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制定环境修复方

案并组织实施。由环境监测及化学品检测机构组成。 
专家咨询组：负责对事故应急救援提出应急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为现场指

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咨询。 
②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措施 
针对拟建公路运输的各种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制定相应的事故处置措施。 
③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区域划分 
针对拟建公路运输的各种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和污染特性，明确事故现场危

险区域、保护区域、安全区域的划分，并以挂图的形式张贴于醒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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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事故应急设施、设备及药剂 
针对拟建公路运输的各种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和污染特性，配备应急处置的

设施、设备和药剂。 
⑤ 应急处置单位、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明确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单位、人员名单和有效联系方式，以便事故发生时

及时处置。 

6.4.5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及程序 

(1) 确定污染范围 
事件发生后，通讯联络组及时联系事发路段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请求做

好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及时查明泄漏源的种类、数量和扩散区域。明确污染边

界，确定警戒区域。 
(2) 划定紧急隔离带 
治安警戒组人员协助交警部门根据现场侦检情况、应急监测数据确定警戒区

域。将警戒区域划分为重危区、中危区、轻危区和安全区，并设立警戒标志，在

安全区视情况设立隔离带；道路设置进出口，严格控制各区域进出人员、车辆、

物资，并进行安全检查、逐一登记。同时，根据风向选择上风的位置进行人员疏

散，并利用通风系统选择合适方向及时换气，避免或减少人员中毒。 
如事故发生在隧道、桥梁等特殊地段时，则立即中断交通，配合交警部门进

行交通管制。引导受困司乘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指挥隧道内滞留车辆及后续车

辆靠边停放，以保证救援车辆的畅通无阻，禁止无关车辆进入。 
(3) 泄漏控制 
现场抢险组人员到达事件现场，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做好自我保护后

积极协助交警、消防等部门人员采用抢修设备与消除污染相组合的方法控制污染

源。抢修设备旨在控制污染源，抢修愈早受污染面积愈小。在抢修区域，直接对

泄漏点或泄漏部位洗消，构成空间除污网，为抢修设备起掩护作用。 
根据现场泄漏情况，研究制定堵漏方案，并严格按照堵漏方案实施；若易燃

气体泄漏，所有堵漏行动必须采取防爆措施，确保安全；封闭前置阀门，切断泄

漏源；根据泄漏对象，对不溶于水的液化气体，可向罐内适量注水，抬高液位，

形成水垫层，缓解险情，配合堵漏。根据泄漏情况采用针对性的材料封堵，截断

有毒物质外逸造成污染。常用堵漏方法如下表 6.4-3 所示。 
  

 



6 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分析

- 374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表 6.4-3  常见堵漏方法 

部位 形式 方法 
砂眼 螺丝加粘合剂旋进堵漏 

缝隙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电磁式堵漏工具组、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

湿润绷带冷凝法或堵漏夹具、金属堵漏锥堵漏 

孔洞 
使用各种木楔、堵漏夹具、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金属墙漏锥堵

漏 
罐体 

裂口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电磁式堵漏工具组、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

堵漏 
砂眼 螺丝加粘合剂旋进堵漏 

缝隙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金属封管套管、电磁式堵漏工具组、湿润绷带冷凝法或

堵漏夹具 
孔洞 使用各种木楔、堵漏夹具堵漏、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 

管道 

裂口 
使用外封式堵漏袋、电磁式堵漏工具组、粘贴式堵漏密封胶（适用于高压）

堵漏 
阀门 - 使用阀门堵漏工具组、注进式堵漏胶、堵漏夹具堵漏 
法兰 - 使用专用法兰夹具、注进式堵漏胶堵漏 

  
(4) 泄漏物收集 
同时，现场抢险组在佩戴好个人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根据泄漏物流动情况积极

协助外援单位在边沟等地使用砂土实施堵截；或根据现场地形修筑围堤拦或挖掘

沟槽堵截、收容泄漏物。常用的围堤有环形、直线型、V 型等。 
如果泄漏发生在平地上，则在泄漏点的周围修筑环形堤。泄漏发生在斜坡上，

则在泄漏物流动的下方修筑 V 型堤。泄漏物沿一个方向流动，则在其流动的下

方挖掘沟槽。如果泄漏物是四散而流，则在泄漏点周围挖掘环形沟槽。修筑围堤、

挖掘沟槽的地点既要离泄漏点足够远，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在泄漏物到达前修好围

堰、挖好沟槽；又要避免离泄漏点太远，使污染区域扩大。如果泄漏物是易燃物，

操作时注意避免发生火灾。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泄漏罐体内的物质利用防爆泵进行倒罐处理。 
(5) 泄漏物处置 
① 气态污染物 
通风驱散。对于泄漏扩散的有毒空气，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排风设施

等驱散现场有毒物质。 
喷雾稀释。由于向空中喷洒水雾，能引起空气和水汽的对流，因此，喷雾状

水能有效地降低空气中泄漏物质的浓度。通常根据到达现场的消防力量，组织一

定数量的喷雾水枪排成一排或数排，从现场的某一处或几处，沿着由上风到下风

向的方向，向有毒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同时可根据气体性

质，在水中加入酸或碱液进行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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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放空。在易燃的有毒气体泄漏事故现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取点燃、

放空的工艺措施来减少和降低气体的浓度。 
此外，现场消除污染时，可根据泄漏物品性质在消防水中加入适当比例的洗

消药剂，在上风向喷水雾洗消，控制污染区域；同时，现场抢险组人员及时组织

人员在液体流向低位修筑围堰或临时事故应急池，收集并暂存洗消废液，后进行

无害化处理。 
② 液体污染物 
覆盖。对于液体泄漏，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可用泡沫、泥土或

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或者采用低

温冷却来降低泄漏物的蒸发。 
吸附。吸附就是固体吸附剂吸附液体而固化的过程，因此，吸附也被认为是

一个固化的过程。所有的陆地泄漏和某些有机物的水中泄漏都可用吸附法处理。

吸附法处理泄漏物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吸附剂。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炭、天然

有机吸附剂、天然无极吸附剂、合成吸附剂等。 
中和。泄漏量小时，可采用酸碱中和材料对泄漏物进行中和；对于泄入水体

的酸、碱或泄入水体后能生成酸、碱的物质，也可考虑用中和法处理。对于陆地

泄漏物，如果反应能控制，用强酸、强碱中和；对于水体泄漏物，使用弱酸、弱

碱中和。常用的弱酸有醋酸、磷酸二氢钠，有时可用气态二氧化碳。磷酸二氢钠

几乎能用于所有的碱泄漏，当氨泄入水中时，可以用气态二氧化碳处理。 
固化。通过加入能与泄漏物发生化学反应的固化剂或稳定剂使泄漏物转化成

稳定形势，以便于处理、运输和处置。有的泄漏物变成稳定形式后，由原来的有

害变成了无害，可原地堆放不需进一步处理；有的泄漏物变成稳定形式后仍然有

害，必须运至废物处理场所进一步处置或在专用废弃场所掩埋。常用的固化剂有

水泥、凝胶、石灰。 
③ 固态污染物 
易爆品。水浸湿后，用不产生火花的木质工具小心扫起，进行无害化处理。 
剧毒品。穿着全密闭防化服并配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氧气呼吸器），避免

扬尘，小心扫起收集后做无害化处理。 
一般物品。少量物品泄漏，小心扫起，收集于专用密封桶或干净、有盖的容

器中；对与水反应或溶于水的物品可视情况直接使用大量水稀释，污水统一收集

并无害化处理。大量物品泄漏，先用塑料布、帆布等覆盖，减少飞散，然后尽可

能回收，恢复原状，若安全回收有困难，则收集后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强降雨天气下，及时采用防雨布将洒落物品苫盖，避免洒落物品遇水造成次

生污染。 
(6) 现场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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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处置过程中若有人员受伤，医疗救护组立即采取如下措施对伤者进行急

救： 
a. 迅速将遇险者救离危险区域； 
b. 留意呼吸道（戴防毒面具、面罩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和皮肤（穿防护

服）的防护； 
c. 对昏迷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体外心脏挤压，采取心肺复苏措施，并输

氧； 
d. 脱掉污染服装；皮肤及眼污染用净水彻底冲洗；对易损伤呼吸道及粘膜

的化合物留意呼吸道是否通畅，防止窒息或阻塞；对消化道服进者立即催吐； 
e. 严重者送医院观察治疗。 
(7) 污染洗消 
事件解除后，利用喷洒洗消液、抛洒粉状消毒剂等方式消除气态污染物。一

般在气态污染物泄漏事故救援现场可采用三种洗消方式： 
源头洗消：在事故发生初期，对事故发生点、设备洗消，将污染源严密控制

在最小范围内。 
隔离洗消：当污染蔓延时，对下风向暴露的设备、建筑物等喷洒洗消液，抛

撒粉状消毒剂，形成保护层，污染降落物流经时即可产生反应，减低甚至消除危

害。 
延伸洗消：在控制住污染源后，从事故发生地开始向下风方向对污染区逐次

推进全面而彻底的洗消。 

6.5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本项目环境风险事故主要是运输危险品车辆在水域和陆域路段发生事故导

致危化品进入水源地及沿线河流。 
通过分析认为，一旦发生风险事故，拟建公路穿越的地下水型水源地 2 处，

分别为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

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K22+377 张村河大桥跨越张村河和姜南庄水

库路段可能受到污染，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环境安全保障不容忽视。在采取本

报告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的同时，应根据沿线应急管理部门已有应急预案进行应

急体系建设和风险防范，完善应急管理制度，加强应急演练，最大程度降低极端

情况下危化品车辆事故带来的环境影响，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拟建公路环境风险

基本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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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技术经济论证 

7.1 设计阶段环境保护措施 

7.1.1 设计阶段已采取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 结合当地生态、自然人文景观、环境敏感区实际情况进行路线方案布设，

避让了文物古迹、矿产资源、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居民点等。 
2. 路线走向注重与当地规划相协调，做到经济技术指标高、平纵面线形美

观顺畅、工程量小、投资经济、对沿线环境影响小。 
3. 在路基设计中力求挖填平衡，避免大填大挖，土石方充分调配利用；路

基路面防护与排水工程设计合理、全面。采用先进、技术可行的防护工艺。 
4. 在不过大增加工程量的前提下，尽量采用较高的技术指标，尽量少占耕

地、林地，通过居民区路段注意与周围环境自然景观协调，适当照顾美观，尽量

减少拆迁量。 
5. 桥涵的设置尽量与原有水系及水利设施保持协调，设计标准满足行洪、

灌溉要求。 
6. 避免在水源地保护范围内设置生活区等排放污染的设施，以及预制场、

拌合站、施工营地等临时施工生产生活区。 

7.1.2 生态环境与景观保护措施 

1. 耕地保护措施 
（1）建设单位对工程占用的耕地，按规定交纳征用该土地的耕地开垦费，

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2）耕地补偿款由项目组织机构一次性拨付给当地县乡政府统一安排，没

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必须按照规定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确定

的部门缴纳或者补足涉及基本农田保护耕地造地费。 
（3）严禁在基本农田范围内设置临时工程。 
2. 临时堆土场选址要求及防治措施 
（1）临时堆土场优化设置建议 
根据拟建公路水保方案，表土剥离情况布设了 13 处临时堆放场地，占地面

积 5.58hm2，均位于永久占地范围内，均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生态敏感区。 
（2）临时堆土场变更选址要求 
①临时堆土场选址应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

2008）的要求，禁止在对重要基础设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全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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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的区域布设。 
②对临时堆土场设置的设计中，应从“以（利用）弃代借”的方式，合理配置

堆土量。 
③临时堆土场严禁设置在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

态保护红线及沿线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范围内，严禁设置在基本农田内。 
④尽量避免将临时堆土场设置在水田或成片林地内，尽量选择在荒地区域内，

同时也不得设置在滑坡、崩塌、软土等不良地质临近区域。对临时堆土场周围设

置挡墙等拦挡措施，减少对周围耕地的影响。 
⑤不宜在临河、临库塘的陡坡设置临时堆土场，严禁临时堆土场挤占河道，

影响河道行洪。 
⑥严禁在冲沟设置临时堆土场。 
（3）临时堆土场防治措施 
在施工结束后，临时堆土场用于后续施工，因此无需设置植被恢复措施。 
3. 土地及耕地节约措施 
（1）施工便道、施工场地及工程中的一些临时性料、渣堆放用地等临时工

程占地应合理规划，尽量利用互通立交以及路基等构筑物永久占地进行布设，以

减少施工期临时工程设施用地。 
（2）严格执行土地占用法规和规范要求，建议施工图设计阶段，从优化线

型、路桥工程方案选择等方面考虑，尽量减少占用土地，尽量避让基本农田和主

要经济作物区，减少占用耕地及林地数量，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4. 保护熟土及土地复垦 
拟建公路预计永久占用耕地 37.27hm2，占总占地面积的 22.74%；占用林地

50.86 hm2，占总占地面积的31.03%；占用园地16.89 hm2，占总占地面积的10.31%；

占用草地 3.69 hm2，占总占地面积的 2.25%。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明确对于工程

征地内原土地类别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土地的原始表土层进行剥离，并

运送到附近的立交区、沿线设施、表土堆置区等进行临时存放，以备工程后期用

作公路绿化及临时工程复垦用土。 
5. 植物资源及植被保护和植被恢复 
（1）下阶段设计中，应注重沿线植被的保护工作，尽量减少因路基填筑占

压和开挖砍伐对植被的破坏。 
（2）在下阶段设计中，应结合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的生态环境规划建设的

要求，对所有因工程开挖的临时场地提出植被恢复方案，尽量采取乡土树草种进

行植被恢复，其中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结束后，需进行土地整治、回覆表土，

采用种植大叶黄杨、撒播草籽狗牙根等方式进行植被恢复。从而尽量降低对环境

的人为破坏及新增的水土流失危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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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公益林保护措施 
（1）对公路占用的生态公益林，需按相关规定办理用地审核、林木采伐审

批手续。其中工程占用的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应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 
（2）根据国家对占用生态公益林的要求，建议当地主管部门实行“占一补二”

政策，即征占用多少就要补划相同数量、质量的重点生态公益林，减小工程对生

态公益林地影响。 
（3）对公路占用的生态公益林，建设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山东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用地单位或个人应当按该办法规定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预缴森林植被恢复

费。 
7. 生态敏感区 
（1）进一步优化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

红线等生态敏感区路段线位，减少对各生态敏感区环境的影响；加强景观设计使

公路内部景观融入外部景观，降低对周围景观环境的影响。 
（2）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

敏感区路段绿化设计应体现生态敏感区特色，护坡植物选择坚持“适地适树”、 
“以乡土树种草种为主，严禁引种外来物种”；淡化人工痕迹，使施工场地和出入

土点景观融入周围景观，协调一致；生态恢复以区内生态结构完整的天然群落构

建植物种群。 
（3）生态敏感区范围内严禁设置临时堆土场、预制场、拌合站、施工营地

等临时工程。 
（4）为尽可能保护好沿线植被和土壤，可以不需要提前破坏的植被都不随

意破坏、不需挖除的土壤都尽可能保护，保持原生境。 
（5）优化工程布局和施工方案，减少由于工程建设带来的生境破碎、隔离。 

7.1.3 水环境保护措施 

1. 涉及水源地路段，深入开展项目建设与营运对水源地的影响分析，制定

详细的应急措施，并设置限速标志、警示牌、应急监控设施、危险品运输事故应

急收集系统和防渗应急收集池，并对穿越路段护栏进行强化设计。 
2. 建议下阶段对桥（路）面径流收集系统集水管和应急池加强设计，应急

池应可容纳跨河桥梁或路基段危化品运输车辆事故情况下的所有径流，且须兼有

沉淀、隔油和蓄毒作用。应急池收集的雨水经沉淀处理后直接外排，收集的危险

化学品污水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 
3. 为防止车辆失控掉入沿线河流造成河流水质污染，应对下游存在水源保

护区的路段护栏进行强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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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完善涵洞设计，凡是被路基侵占、隔断的灌溉渠道，必须采取补救

措施，在不压缩原有河沟泄水断面，不影响原灌溉水渠的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改移，

并应保证先通后拆。 

7.1.4 声环境和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1. 进一步优化调整局部路线设计方案，使路线远离声、气环境敏感点。 
2. 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和原则，对营运期预测超标的敏

感点进行降噪措施设计，针对不同的敏感点分别采取声屏障等降噪措施，并进行

技术经济论证。 
3. 合理设计材料运输路线，尽量远离居民区，避免扬尘、噪声等影响居民。 
4. 加强公路所经敏感点路段路界内的绿化设计，尽量提高绿化高度和密度，

使其在具有美化路域景观的同时，兼具降噪功能。 

7.1.5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 拟建公路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

地及临近的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路段两侧应加强防撞护栏、

防渗边沟、防渗事故应急池设计；水源地两端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司机谨慎驾驶；

在穿越水源保护区路段设置危化品运输车辆禁止在水源保护区路段通行标志和

绕行提醒标志，提醒司机绕行；水源地路段设置监控设施，对车辆运行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 
2. 所设置的事故应急池四周及顶部采用铁丝网进行防护，并设立安全标识。

应急池应可容纳对应路段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事故情况下的所有桥面径流，且必

须兼有沉淀、隔油等作用，收集的危险化学品污水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

理，禁止外排入沿线水体。 
3. 在进一步对沿线居民点分布、居民出行方式与习惯及基础设施等进行详

细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征求地方政府和沿线居民的意见，合理布设分立式立交、

通道、天桥等构筑物，以便于两侧居民出行和交往，尽可能地减少对现有公路、

铁路、农田水利设施和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干扰问题。 
4. 项目征用土地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与规定做好经济补偿工作，临时用

土地补偿款应直接发至被征用土地农户，以补偿临时经济收入的减少。 

7.2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 

7.2.1 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 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工作 
施工进场前，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工地及

周边地区，设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科普性宣传牌，包括生态保护的科普知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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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规、拟采用的生态保护措施及意义等。此外，为了加强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

及实施力度，建议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协商制订相应环境保护奖惩制度，明

确环保职责，提高施工主体的环保主人翁责任感。 
(2) 植被保护和恢复措施 
① 开工前，对施工范围临时设施的规划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既少占农田、

林地，又方便施工。 
② 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确定征占地范围，进行地表植被的清理工作。严格执

行划界施工，禁止对征地范围之外的植被造成破坏。严格控制路基开挖，避免超

挖破坏周围植被。 
③ 拟建公路未设置取土（料）场，路基施工和弃渣施工前，应将占用农用

地的表土层（其中耕地、林地、园地约 20cm，草地 15cm，即土壤耕作层）剥离，

并在临时用地范围内适当位置进行集中堆放，并采取临时拦挡和覆盖措施，防止

雨淋造成养分流失，以便用于后期的绿化和土地复垦。 
④ 严格控制路基开挖施工作业面，避免超挖破坏周围植被。 
⑤ 工程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设计规定的取土场、临时堆土场进行取土、

堆土作业，不允许将堆土随处乱排，更不允许排入沿线沟渠。 
⑥ 施工工区等临时建筑尽可能采用成品或简易拼装方式，尽量减轻对土壤

及植被的破坏。 
⑦ 路线经过良田路段，应尽量收缩路基边坡，以减少占用耕地，对于坡面

工程及时采取工程或植物防护措施加以防护，以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⑧ 凡因公路施工破坏植被而裸露的土地（包括路界内外）应在施工结束后

立即整治利用，恢复植被或造田还耕。 
⑨ 沿线涉及生态公益林的路段，占用的主要为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应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严禁乱砍树木。 
⑩ 倡导绿色施工，对施工期的环境保护作出具体规定，并将拟建公路的绿

色施工、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有关措施、条款纳入招标文件，保证在施工中贯彻

落实。通过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3) 临时工程用地设置要求及恢复措施 
①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敏

感区，基本农田，生态公益林以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范围内禁止设置取土

场、弃渣场、临时堆土场、预制场、拌合站、施工营地等临时施工场地。施工场

地应避免设在耕地集中区内，施工便道亦应避让耕地集中区，禁止从中间穿越，

严禁在基本农田范围内设置各类临时工程。 
② 临时堆土场、预制场、拌合站等施工场地应按要求尽量集中设置于永久

用地范围内，避免设在耕地集中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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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桥梁构件预制场、灰土拌和场、沥青搅拌站和建材堆放场等临时用地应

尽可能地布设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④ 施工营地应尽可能地租用当地民房或公共房屋，或集中布设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以减少临时性用地。 
⑤ 临时堆土场施工前设置相应的防护及排水设施，周边设置围挡措施，表

土按照要求层层堆置、逐层碾压，并经常洒水，覆盖篷布，施工后期及时将表土

回覆用于生态恢复。 
⑥ 临时用地应尽量缩短使用时间，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并恢复土地原有

的功能。 
⑦ 严格控制各类临时用地的数量，其面积不应大于设计给定的面积，禁止

随意的超标占地。划定施工红线，尽量减少对植被的破坏，施工后期应及时清除

地面废弃料，并及时根据占地类型进行生态恢复。 
(4) 土地资源及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① 针对推荐的线路走向方案，应结合沿线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贯彻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从线路平纵断面设计，路基、桥梁和隧道工程设置，

互通工程和施工组织等综合考虑，进行反复地优化设计，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土地规划的分割及对农田的占用。 
② 线路方案尽量并行项目区既有交通干线，减少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分

割。线路、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尽量靠近现有道路，充分利用已有交通通道，以减

少施工便道等的设置，从而减少新增占地。 
③ 工程中应合理采取隧道、桥梁的形式节约用地。尽量避开农田和林地，

有效的减少工程永久占地；对于林地和农田集中分布区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尽量

采取桥梁经过。 
④ 高填深挖路基设挡墙等支挡结构减少刷坡占地，特别是在农田地段，采

用坡脚墙收坡，既能保证路基的稳定，又可减少用地。 
⑤ 工程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农作物收获时间，如在农作物收割之后开始施工，

可减少经济损失。 
⑥ 临时工程优先考虑永临结合，尽量利用既有场地或互通工程区内的永久

征地，减少新占地。临时占地尽量避开林地和农业用地，临时用地在工程完后应

尽快根据当地的实际自然条件进行植被恢复，边使用，边平整，边绿化，边复垦。 
⑦ 对于占用的农业用地，在施工中应保存表层的土壤，分层堆放，用于新

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对于临时占用的农业土地，施工结

束后，要采取土壤恢复措施，如种植绿肥作物等增强土壤肥力。 
(5) 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要求 
① 施工前组织进行沿线陆生野生保护动植物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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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禁止施工人员随意破坏植被和猎捕野生动物。

建议施工单位与林业部分配合在施工营地内张贴项目区国家及山东省重点野生

保护动物宣传画及材料，禁止施工人员随意破坏植被和猎捕野生动物；施工中一

旦发现以上野生保护动物，应立即通知当地林业部门。 
③ 调查工程施工时段和方式，减少对动物的影响。防治施工噪声对野生动

物的惊扰。野生鸟类和兽类大多是晨、昏（早晨、黄昏）或夜间外出觅食，正午

是鸟类休息时间。为了减少工程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应做好施工方式、

数量、时间的计划，并力求避免在晨昏和正午施工等。 
④ 尽量减少对林地的占用，对林地的占用将会直接影响到林栖鸟类的小生

境、隐蔽场所和觅食场所，在项目区占用林地，会使林栖鸟类的种类减少，会使

得林栖鸟类的种群数量平均下降。 
⑤ 施工过程中在野生保护鸟类分布较多的路段及野生保护兽类可能出没的

区域，各施工单位应加强宣传教育，并设置保护鸟类、兽类的告示牌、警告牌等，

严禁捕杀野生保护动物。并须安排专门人员负责项目区施工中的动物多样性保护

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⑥ 防治动物生境污染 
人类的活动增加，会给环境污染带来新的隐患。必须加强管理，减少污染，

保护水禽，防止破坏新的景观。另外，喜打洞动物对公路有潜在威胁，要注意清

除工程隐患。一般溪流、小河水域中分布的水生生物都是附近其它相似环境中分

布比较普遍的种类，工程建成后环境的改变会造成局部水域某些水生生物种群的

减少，但物种资源不会遭到严重破坏，也不会影响到物种的保存。 
从保护生态与环境的角度出发，建议拟建公路开发建设前，尽量做好施工规

划前期工作。加强施工人员的各类卫生管理（如个人卫生、粪便和生活污水），

避免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减少水体污染；保护水生生物的物种多样性；做好工

程完工后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以尽量减少植被破坏及对水土流失、水质和水生

生物的不利影响；要重视对非评价范围区域的人、畜和工程施工人员毒蛇咬伤防

治和防疫工作。 
⑦ 林区边缘采用加密绿化带，防止灯光和噪声对动物的不利影响，在桥下

植被的自然景观的恢复，有利于动物适应新的生境。 
⑧ 对本次调查未发现古树名木和野生保护植物，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

古树名木及野生保护植物，应暂时停工并及时与当地林业部门取得联系，在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就地保护或移植等保护措施。 
(7) 水生生物保护要求 
① 优化施工方案。在施工时，应避免在河流附近堆放施工材料，运输建筑

材料时要采取遮盖防尘等措施。桥梁施工前，应科学合理规划，加快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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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水边施工时间，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尽量减小对水生生境的影响。同时，

对于相隔较近的桥梁，在施工时间上进行合理安排，避免受影响河段的悬浮物浓

度过高。 
② 防治水体污染。落实文明施工原则，不乱排施工废水。施工废水需经隔

油池、沉淀池处理后，上清液回用，不外排。 
③ 合理组织施工程序和施工机械，严格按照道路施工规范进行排水设计和

施工，对施工人员作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④ 加强对施工队伍的管理，严格各项规章制度，教育施工人员注意保护环

境、提高环保意识，及时检查施工机械，防止跑冒滴漏油等现象。施工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按照施工方案堆放，避免直接丢入水体。 
⑤ 大桥施工和管理单位应该对职工加强安全意识教育，贯彻落实各项安全

规章制度，定期检查安全设施，设置专门的安全机构。在施工现场配备足够的安

全、应急装备，预防出现水生生物伤害、油污和化学原料泄漏事故。 
(8) 高填深挖路段 
① 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在雨季来临之前，将开挖、回填、弃方的边坡处理

完毕。 
② 在保证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对深挖边坡采取挡墙支护、锚杆锚索、防护网

等防护措施，同时，边坡设置完善的截、排水工程，设置涵洞排水，防止上方汇

水对边坡的直接冲刷。 
③ 加强施工管理，施工监理和监测人员定期对深挖路段进行监督检查，确

保施工期间的临时排水、临时防护和临时苫盖措施完善，不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 
④ 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对高填深挖路段按设计要求进行工程和植物相

结合的防护措施，主要包括分级开挖、放缓边坡、骨架喷播植草护坡、客土喷播、

主动防护网+攀爬植物、锚杆锚索格子梁等措施。 
⑤ 对软土及崩塌、岩溶等主要不良地质路段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治，其中软

土路段采用清淤换填措施，崩塌采用清除滑坡体、抗滑桩及抗滑桩+反压护道等

防治措施，岩溶路段采用干砌片石填塞、片石回填或钢筋混凝土盖板等防治措施。

同时加强施工期间不良地质的监测和监理，在保证路基安全、稳定的基础上，消

除环境隐患。 
⑥ 深挖路段做到土石方工程挖填平衡，深挖不乱弃土，以减少施工期造成

水土流失。 
(9) 生态公益林的保护措施 
① 优化工程布置，尽量优化线路走向，使其避绕区域生态公益林，如无法

避让时，应尽量以隧洞形式穿越，减少工程占地等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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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应当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制止破坏林地、林木的行为、清除可能

的火灾隐患，做好病虫害预防工作，对发生严重的病虫害、火灾或其他自然灾害，

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措施进行防治。 
③ 施工期应采取标语、广播、电视、讲座等形式，广泛开展生态公益林区

划分布、管护要求、环境道德、生态意识、生态保护知识及森林效能等方面的宣

传教育。建立生态公益林范围界限标志。 
④ 在施工期应加强施工管理，保护植物的生境条件，杜绝对征地范围以外

的林地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施工结束后，应以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对临

时占地范围内的公益林植被进行恢复。 
⑤ 施工结束后应结合区域公益林规划，对工程占用的公益林进行异地补偿。 
(10) 实施施工监理等管理措施 
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对于施工期生态保护具有事半功倍的效用，施工监理是

施工期最好的管理措施。在整个施工期内，采用巡检监理的方式，检查生态保护

措施的落实及施工人员的生态保护行为。 
(11)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①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严禁随意抛弃，需设置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并及时清

运至专门的垃圾处理场。严禁将生活垃圾倾倒在生活营地和河流岸边。 
② 建筑垃圾尽量回用，若不能回用，及时清运至临时堆土场安全处置；钻

渣运送至沿线设置的临时堆土场妥善堆放。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固

体废物。 
③ 施工机械的机修油污集中处理，揩擦有油污的固体废弃物等不得随地乱

扔，应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12) 生态敏感区路段 
拟建公路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敏感区路段除落实

以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外，还需采取以下措施： 
① 在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敏感区路段施工，应严格划

定施工区域。 
② 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以及各种设备应按规定的路线行驶，开展施工作业，

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和破坏周围林地植被，占用林地时，要先调查后占用。 
③ 路基施工中，应做好场地平整工作，并及时种植树木、草皮，做好排水

设施，减少水土流失。做好水土流失的临时防护，尽量减少雨季施工。 
④ 对必须要毁坏的树木，予以经济补偿或者易地种植，种植地通常可选择

在公路沿线两侧。施工现场禁止吸烟及私自动用明火，同时需制定森林防火应急

预案，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⑤ 尽可能减少对施工区周边岸线植被的破坏：施工时注意保护大桥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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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植被，施工后在附近补种一定数量的本地乔木并减少人为活动的痕迹，使杂草、

灌木尽早恢复其自然景观，会更加有利于动物通行。 
⑥ 完善生态影响的恢复和补偿措施：施工过程中，要做好对评价区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要进行宣传与管理，制约其行为，杜绝私自毁

损的野蛮施工行为发生。工程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便道、施工场地等临时

占地进行植被恢复。施工区植被恢复除考虑边坡防护、水土保持外，还应适当考

虑景观及环保作用，使水保、绿化、美化、环保有机结合为一体。 
⑦ 生态影响的管理等措施：工程建设施工期、运营期都应进行生态影响的

监测或调查。在施工期，主要对永久占地区和临时占地区进行监测；运营期主要

监测生境的变化，植被的变化，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

变化。通过监测，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在工程管理机构，应设置生态环境管

理人员，建立各种管理及报告制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提高施工人员和管

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动态监测和完善管理，使生态向良性或有利方向发

展。 
⑧ 提高施工人员的保护意识，严禁捕杀、毒杀和高价诱使他人捕杀、毒杀

野生动物。施工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严禁在国家

湿地公园内及其周边捕杀、毒杀和高价诱使他人捕杀、毒杀野生动物。 
⑨ 防止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野生鸟类和兽类大多是晨、昏（早晨、

黄昏）或夜间外出觅食，正午是鸟类休息时间。为了减少工程施工噪声对野生动

物的惊扰，应做好施工方式、施工强度、施工时间的计划，并力求避免在晨昏和

正午施工。 
⑩ 加强对鸟类的保护。候鸟迁徙期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在此期间禁止在

夜间尤其是在有雾夜间的施工作业；避免在候鸟迁徙高峰期间进行工程施工，以

免噪声对迁徙鸟的种类、数量造成影响；施工运输车辆应减速慢行，夜间避免使

用强光，以避免鸟车相撞等意外发生；加强施工人员爱鸟护鸟的宣传教育工作，

制定相关规定和监管制度，严禁捕杀、毒杀鸟类和对鸟类造成伤害的一切活动。 
⑪ 切实加强对水环境的保护，避免沿线局部水域发生富营养化，把对水生

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施工期施工垃圾和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入

附近水体，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由施工车辆送专门垃圾场，施工用料的堆放应远

离水源和其他水体，选择暴雨径流难以冲刷的地方，禁止施工用料堆放在水体附

近，影响水质，各类材料应备有防雨遮雨设施；工程建设中的临时堆土区，要按

照水土保持的要求，对其进行防护；在邻近水体施工时，禁止将污水、垃圾、废

油等污染物抛入水体，应收集后和工地上的其它污染物一并处理；施工挖出的淤

泥、渣土等不得抛入水体中；施工过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施工过

程对水质的污染，施工营地尽量远离水体，防止生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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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好现有鱼类资源，禁止施工人员下河捕鱼或毒杀鱼类等行为。 
⑫ 施工后期应加强生态敏感区路段沿线施工迹地的生态防护和恢复，结合

区域规划及周边景观特点，进行生态恢复。按设计要求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各项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完成后应按公路绿化设计的要求，完成保护区路

段征地范围内绿化工作。道路边坡防护应尽量采取植物措施，科学合理地实行草

与灌木、乔木相结合的立体绿化格局。宜采用乡土树草种，严禁使用外来物种。 
⑬ 认真落实水保、防护等保护措施，及各敏感区专题报告、本报告中提出

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⑭ 施工期间接受生态敏感区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按监测计划（具

体见 9.2 节）开展施工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7.2.2 施工期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1. 施工管理措施 
① 开展施工场所和营地的水环境保护教育，让施工人员理解水体和水源保

护的重要性，提倡文明施工，保护水环境。 
②工程承包合同中应明确筑路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等）的运输过程

中防止洒漏条款，堆放场地不得设在沿线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

南庄水库、张村河等河流水系以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

下水型水源地及项目临近的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源准保

护区附近，避免筑路材料随雨水冲入水体，造成地表水体污染；上述水体河岸两

侧 200m 范围内及水源地汇水范围内禁止设置取土场、弃渣场、临时堆土场、预

制场、拌合站、施工营地等临时施工场地；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及各类固体废物

等严禁排入上述区域。 
③ 施工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等有害物质堆放场地应设围挡措施，并

加蓬布覆盖以减少雨水冲刷造成污染。 
④ 临河路段施工应设置必要的围挡措施，防止废渣和其他废弃物进入水体。 
⑤ 施工取水应在规定的指定地点集中取水，不得随意在沿线水体及水源地

取水口取水。 
⑥ 施工建筑材料运输应尽量远离沿线水体及水源地，并采用密闭运输。 
⑦ 禁止在河道两岸及地表水体清洗含油机械，防止含油废水进入河流。 
⑧ 保持施工场地整洁，对施工机械和设备进行定期检修，避免油类、泥浆

等进入水环境。 
2. 桥梁施工保护措施 
（1） 拟建公路桥梁基础主要采用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桥梁基础施工时，

应将开挖出的渣土或钻孔桩挖出的渣土运出河流两岸汇水范围外堆放，并设置必

要的拦挡措施，坚持先挡后弃原则，严禁向水域弃土（渣）。钻渣应按照以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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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处理： 
① 钻渣处理 
a. 桩基施工的钻渣由渣土运输车运输弃渣场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污染和

破坏。 
b. 钻渣运输过程中做好覆盖和防渗漏措施，禁止沿线撒漏钻渣，禁止钻渣

运输过程中渗漏泥浆。 
c. 施工现场撒漏的钻渣安排专人及时清理，保持现场清洁。 
② 泥浆处理 
a. 桩基施工过程中，泥浆在不同桩孔内循环使用。 
b. 单个承台全部桩基施工完成后，桩基泥浆停止循环，回收至储浆池内。

由泥浆运输车运至弃渣场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泥浆循环系统详见

图 7.2-1。 
c. 泥浆外运过程中做好防渗漏措施，禁止沿线撒漏泥浆而对环境造成污染。 
  
 

 
图 7.2-1  泥浆循环系统示意图 

（3）对收集的浸油废料采取打包密封后，连同施工营地其它危险固体废物

一起，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4）跨河桥梁桩基础工程应选在枯水期施工。临河桥墩施工应设置围挡或

筑坝封闭施工环境，钻渣泥浆集中收集处理。严禁将桩基钻孔出渣及施工废弃物

排入地表水体，桥墩施工区附近设置必要的排水沟用以疏导施工废水，排水沟土

质边坡及时夯实。 
（5）施工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等有害物质堆放场地应设围挡措施，

并加蓬布覆盖以减少雨水冲刷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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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临河路段施工应设置必要的围挡措施，防止废渣和其他废弃物进入水

体。 
3. 施工废污水防治措施 
① 施工废水不得直接排入沿线水体中，本项目拟对施工废水采用自然沉降

法进行处理。在各跨河桥涵、隧道两端及各施工工区各设一座隔油沉淀池，施工

生产废水由隔油沉淀池收集处理，经酸碱中和、隔油、沉淀等处理后，主要污染

物 SS 去除率控制到 80%，pH 值调节至中性或弱酸性，油类等其它污染物浓度

减小。跨河桥梁、各施工工区及隧道施工废水量总体不大，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循

环回用于施工洒水降尘、混凝土拌合、养生及场地冲洗等施工用水。对桥坡隧道

（进出口）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尽量回用，未能利用的尾水排入附近自然沟渠，以

有效控制施工废水超标排放造成当地的水质污染影响问题。沉淀池底部的泥浆经

干化后运至指定的弃渣场处理。隔油沉淀池均要采取压实基础+人工防渗层+混
凝土层的结构来建设。施工废水处理工艺流程见 7.2-2 和 7.2-3。 

 
 
 
 
 

图 7.2-2  施工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图 7.2-3  沉淀池（三级）工艺流程图 

② 施工人员的就餐和洗涤采用集中管理，如集中就餐、洗涤等，尽量减少

产生生活污水的数量。洗涤过程中控制洗涤剂的用量，采用先用餐巾纸擦试后再

用热水或其它方法替代洗涤剂的使用，以减少污水中洗涤剂的含量。 
③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应集中处理，不得直接排入河流水体。在

施工营地附近设化粪池，将粪便污水和餐饮洗涤污水分别收集，粪便经处理后用

于肥田，餐饮洗涤污水收集在化粪池中处理。化粪池定期进行清掏，施工结束后

将化粪池覆土掩埋。生活垃圾设集中堆放场，并定期清理。 
④ 尽量选用先进的设备、机械，以有效地减少跑、冒、滴、漏的数量及机

隔油沉淀池

施工废水 调节池 隔油池 沉淀池
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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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维修次数，从而减少含油污水的产生量。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尽

量集中于各路段处的维修点进行，以方便含油污水的收集。在不可避免的跑、冒、

滴、漏过程中，采用固态吸油材料（如棉纱、木屑、吸油纸等）将废油收集转化

到固态物质中，避免产生过多的含油污水，对渗漏到土壤的油污应及时利用刮削

装置收集封存，运至垃圾场集中处理。 
⑤ 施工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等有害物质堆放场地应设围挡措施，并

加蓬布覆盖以减少雨水冲刷造成污染；临河路段施工应设置必要的围挡措施，防

止废渣和其他废弃物进入水体。 
4. 环境敏感区保护措施 
① 施工期间应加强对沿线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南庄水库、

张村河等河流水系以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

地及项目临近的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源准保护区路段污

水的处置，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不得排入上述水体；跨河桥梁基础工程应选

在枯水期施工；临河桥墩设置围挡或筑坝封闭施工环境，钻渣泥浆集中收集处理

后，运至指定的弃渣场，严禁排入上述水体；在跨河桥梁处设一座隔油沉淀池，

对施工生产废水进行处理（具体见图 7.2-2 和图 7.2-3），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循环

回用于施工洒水降尘、混凝土拌合、养生及场地冲洗等施工用水，不排入上述水

体。 
②编制拟建公路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

及项目临近的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源准保护区等环境敏

感路段施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施工期间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应立即停止

施工，及时启动风险应急预案，实施风险防范措施。 
③ 施工期开展跨越沿线敏感水体的水质监测，详见环境监测计划。 

7.2.3 施工期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1.下阶段加强隧道的水文地质勘探工作，摸清隧址区及周边地下水分布、类

型、含水量、补给方式和渗流方向等情况，分析论证因隧道开挖地下水可能涌出

的位置和程度，并制定周密的漏水、涌水防治方案。 
2.施工时应采取超前探水查明前方地下水的分布与水量后，辅以预注浆疏水

和堵水措施，将地下水尽可能封堵在围岩外，避免出现大量涌水现象，且隧道施

工过程中需采取防渗帷幕、防渗墙等工程，堵截外围地下水的补给，截断进入隧

道的地下水通道，防止了地下水流场的变换。 
3.施工期间加强隧道上方植被生长状况的调查，若发现植被生长受影响时应

立即停止路段施工，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方可施工。 
4.为防止隧道涌水直接排放影响地表水水质，应在隧道口设置隔油沉淀池，

一旦出现隧道涌水，应将涌水导排至隧道口的隔油沉淀池，经隔油沉淀后，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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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尘洒水。 
5.桥梁桩基钻孔施工过程中工应尽量采取环保泥浆护壁，或采取封闭施工， 
6.尽量减小钻孔施工与周围地下环境的接触面积，减少泥浆等污染物进入地

下环境污染地下水。 
7.在建筑材料堆放地设置一定的防渗区域，专门存放油料及化学品物质。 
8.水源保护区路段保护措施 
（1）穿越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临

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路段，不得设置拌和站、预制场、施工营地、取

土场、弃渣场等临时工程。 
（2）施工活动应远离水源保护区内取水井，施工用水不得直接取用保护区

内水井用水。 
（3）严格控制施工场界，设置施工红线，施工活动不得超过施工红线。 
（4）施工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及各类固体废物等严禁排入水源地保护区

内。 
（5）加强与水源保护区主管部门的沟通协商，建设单位委托水源地主管部

门对水源地水质进行跟踪监测，在常规监测基础上增加监测频次（每季度 1 次），

若发现水位或水质发生突变，应立即停止路段施工，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后方可施工，监测方案见表 8.2-1。 

7.2.4 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 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量选用

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固定强噪

声源应考虑加装隔音罩（如发电车等），同时应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保持其良好的运转，以便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2. 为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辐射高

强噪声的施工机械，减少接触高噪声的时间。对距辐射高强噪声源较近的施工人

员，除采取戴保护耳塞或头盔等劳保措施外，还应适当缩短其劳动时间。 
3. 筑路机械施工的噪声具有突发、无规则、不连续、高强度等特点。据调

查，施工现场噪声有时高达 90dB，一般可采取施工方法变动措施加以缓解。如

噪声源强大的作业可放在昼间（06:00～22:00）进行或对各种施工机械操作时间

作适当调整。为减少施工期间的材料运输、敲击、人的喊叫等施工活动声源，要

求承包商通过文明施工、加强有效管理加以缓解。 
4. 为减少施工机械对居民区的影响，在夜间 22:00 至次日 06:00 期间，距离

居民区 642m 以内的施工现场，将停止使用噪声较大的施工机具。对于必须连续

作业的工地，施工单位需主动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沟通，按照规定程序申领夜间

施工许可证，并积极发布公告，以争取居民的最大理解和支持。同时，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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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前开展宣传工作，针对距施工厂界 50m 范围内、噪声影响较大的敏感点，

应安装移动声屏障，减轻噪声对居民的影响；对其他噪声敏感建筑应加强监测，

视监测结果采取移动式或临时声屏障等防噪措施，以降低施工噪声的影响。 
5. 防治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野生鸟类和兽类大多是晨、昏（早晨、

黄昏）或夜间外出觅食，正午是鸟类休息时间，为了减少工程施工噪声对野生动

物的惊扰，应做好施工方式、数量、时间的计划，并力求避免在晨昏、正午和夜

间等时段进行高噪声施工。 
6. 隧道施工中应采取因地制宜采取减小爆破进尺、减小炮眼装药密度、光

面爆破和预裂爆破等减震措施，必要时可采取预切槽、隔断桩等隔振、降噪措施。 
7. 施工便道尽量利用现有县乡道路，大型集中居民点附近的施工便道夜间

应停止材料运输作业。 
8. 建设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标明张布通告和投诉电话，建设单

位在接到报案后应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取得联系，以便及时处理各种环境纠纷。 
 

7.2.5 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1. 工程沿线灰土拌和是施工作业中最大的流动污染源，在地面风速较大时

应采取洒水降尘措施。 
2. 土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临时存放和装卸过程中，应采取防

风遮挡措施或降尘措施；运输道路定期洒水，缩短扬尘污染的时段和污染范围，

最大限度地减少起尘量，污水禁止随意排放；同时对运输道路进行定期养护、清

扫，保证其良好的路况。 
3. 施工材料如油料、化学品等有害物质堆放场地应设围挡措施，并加蓬布

覆盖；土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临时存放和装卸过程中，应采取防风

遮挡措施或降尘措施；施工运输车辆在运输散状物料时应加盖篷布，防止物料遗

撒和扬尘。 
4. 拟建公路施工剥离的表土层应在永久用地范围内适当位置进行集中堆放，

并采取临时拦挡和覆盖措施，防止风吹造成扬尘，并应定期洒水，防止尘土飞扬。 
5. 拟建公路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遮盖和定期洒水等防尘措施；场地车辆

出入口要建设水冲洗装置，防止车辆带土上路；土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物料运

输、临时存放和装卸过程中，应采取防风遮挡措施或降尘措施。 
6. 拟建公路灰土拌合及混凝土拌合均采用站拌工艺，影响主要集中在装卸

料、堆料及拌合过程中，土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临时存放和装卸过

程中，应采取防风遮挡措施或降尘措施；拌合站区域地面硬化，搭设防护棚进行

封闭管理；配料机、上料仓及输送设施等，必须配备降尘防尘装备；拌和设备采

用封闭措施，并加装二级除尘装置；拌合站应设置在居民点下风方 200m 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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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砂、石设置专用池槽进行堆放，控制进料数量，做到随到随用，不大量

囤积。堆放时做到堆积方正、底脚整齐干净，并将周边及上方拍平压实，然后用

密目网罩进行覆盖。砂石料如过于干燥，应及时进行洒水。袋装混凝土、石灰等

物料必须在密闭场地进行堆放，进场后及时场地周边洒水湿润，定时由专人对堆

放场地进行清扫。其他易飞扬物、细颗散体材料，必须进行严密的遮盖或存放在

不透风的仓库内，运输车辆要有防止泄漏、飞扬装置，卸料时采取集中码放措施，

以减少污染。 
8. 拌和站烟气污染防治措施（沥青烟和α-苯并芘防治措施） 
（1）为减小沥青铺滩时产生的沥青烟对周边环境空气的污染，在沥青铺滩

时建议选择铺滩时段为昼间，气象参数选择为晴天并具有二级以上风速，以便于

沥青铺滩时产生的烟气能够迅速扩散、稀释与转移。 
（2）选用具有密封除尘装置的沥青拌和设备，根据施工需要采用满足环保

要求相应型号的沥青混凝土拌和设备，拌和设备应具备性能可靠，封闭性能好等

特点。要求对沥青搅拌站的操作人员实行防尘防护，为其配备口罩、风镜等，加

强劳动保护，使其身体伤害减至最小程度。 
（3）沥青混搅拌站的选址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避开居民集中区等环境

敏感点，并选在距离居民区 200m 外的下风向处。 
（4）要求沥青拌合作业机械有良好的密封性和除尘装置，除尘系统采用“旋

风除尘+布袋除尘”二级除尘工艺，要求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相

关标准要求。同时加强对拌合设备及其配套环保设施的保养维护，以保证环保设

施能有效运行。 
（5）施工中采用温拌沥青、密闭搅拌。沥青拌合站加热热源为轻质柴油，

禁止使用燃煤。沥青储罐应做好封闭措施，防止产生跑、冒、滴、漏现象，并做

好防腐防渗措施。 
9. 灰土拌和、桥梁工程等集中作业场地和未铺装的施工便道在无雨日、大

风条件下极易起尘，因此要求对施工场地定期洒水，缩短扬尘污染的时段和污染

范围，最大限度地减少起尘量。同时对施工便道进行定期养护、清扫，保证其良

好的路况。 
10. 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确保其废

气排放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11. 施工过程中受环境空气污染的最为严重的是施工人员，施工单位应着重

对施工人员采取防护和劳动保护措施，如缩短工作时间和发放防尘口罩等。 
12. 施工营地餐饮应按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规定，使用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13. 施工期间，当地生态环境局应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严格落实各项降尘措施，减轻扬尘污染，减少各种环境纠纷。建设单位应责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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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标明张布通告和投诉电话，建设单位在接到报案后应及时与当

地环保部门取得联系，以便及时处理由扬尘引起的扰民事件。 

7.2.6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1. 工程挖方应进行及时填筑利用，严禁随意堆放。 
2. 拆迁建筑垃圾经处理后，利用于场地平整或路基填料，利用不完的由地

方用地当地团场或乡镇道路的填筑、修补及施工建设使用。 
3.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严禁随意抛弃，需设置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并

及时清运。 
3. 施工剩余的筑路材料，将其有序地存放好，妥善保管，可供周边地区修

补乡村道路或建筑使用。 
4. 施工机械的机修油污集中处理，揩擦有油污的固体废弃物等不得随地乱

扔，应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5. 加强运输管理，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7.3 营运期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 

7.3.1 营运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 

(1) 加强管理，确保正常运行 
① 施工后期应加强对绿化植物的管理与养护，以达到恢复植被、保护路基，

以及减少土壤侵蚀的目的。 
② 加强营运期管理，保证各项工程设施完好和确保安全生产是生态保护最

基本的措施。建议开展相关环保培训和认证，以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杜绝环境事

故。 
(2) 生态敏感区 
① 在“适地适树、适地适草”、“以乡土树种草种为主，严禁引种外来物种”

的原则下，树种、草种的选择当地优良的乡土树种和草种为主，及时实施绿化美

化工程，并加强对绿化植物的管理与养护，保证绿化栽植的成活率。 
② 设置宣传标牌，在沿途设计环保卫生装置，禁止上路司乘人员扔、撒杂

物及垃圾，污染环境。 
③ 进入生态敏感区路段设置限速标志、警示牌，提醒司机进入敏感路段，

谨慎驾驶。同时应设置标明应急救援方式和电话的标牌，一旦发生危险能及时与

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④ 生态敏感区路段设置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宣传栏，加大宣传力度，防微杜 
渐。 
⑤ 加强生态敏感区路段动植物资源监测，及时采取生态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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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① 公路管理及养护部门应加强管理和宣传教育，确保公路绿化林带不受破

坏。主体工程完后，应对工程裸地进行植被恢复，优先采用乡土植物品种。 
② 生态环境监测：运营期主要监测生境的变化，植被的变化，野生动物的

种群、数量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变化。 

7.3.2 营运期水环境保护措施 

1. 沿线服务设施污水处理措施 
拟建公路全线共设置桥隧养护管理站（桥隧监控通信站）1 处，隧道变电所

及泵房 2处。根据 2.11节和 4.2节分析沿线服务设施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产生量不多，但很分散，污染物主要为有机污染物，COD、BOD5 等含量均较高，

不应忽视，如不经处理达标排放很可能会污染周围水体。 
桥隧养护管理站（桥隧监控通信站）生活污水中污染物主要为有机污染物，

BOD5 含量较高，根据多方面综合比较，建议采用二级接触氧化法进行处理，处

理效率可达 80%。污水先经过隔油池、化粪池处理，然后排入调节池调节水量、

水质，再进入污水处理设备进行生化处理，确保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排放标准，后续污水处理达标后，回用于场区绿化、养护、

冲厕等，回用不完的排入边沟，在进入周边溪沟（未规划水体功能，执行Ⅲ类标

准），具体见表 7.3-1。 
拟建公路沿线服务设施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7.3-1，污水处理设施设置情

况见表 7.3-1。 

  
图 7.3-1  二级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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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拟建公路沿线设施污水处理措施 

序

号 
名称 

污水量 
（t/d） 

污水处理设施 排放去向 

1 
桥隧监控通信站

（桥隧养护管理

站） 
5.40 

10t/d 二级生化

处理装置 1 套 

处理达标后，首先回用于场区绿

化、养护、冲厕等，回用不完的

排入边沟，在进入周边溪沟（未

规划水体功能，执行Ⅲ类标准） 

2 
义合隧道变电所

及泵房 
/ / 不排放生活污水 

3 
柳沟隧道变电所

及泵房 
/ 

/ 
不排放生活污水 

 
2. 废水处理措施的达标可行性、经济技术可行性及可靠性分析 
根据山东省相关高速公路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高速公路沿线服务设施生

活污水经二级接触氧化法处理后，出水水质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要求，且本次环评提出的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

模可满足沿线污水的处理需求。从投资来看，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的费用约

为 0.6 元/t，低于生态湿地处理系统以及 MBR 法等。综上，本次提出的污水处理

措施是可行的。 
3. 沿线设施污水排放方案环境合理性分析 
拟建公路沿线桥隧监控通信站（桥隧养护管理站）位于农村路段，污水建议

按照本报告提出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出水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处理后的尾水尽量回用，回用不完的通过边沟引至

周边的沟渠，最终汇入附近河流。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本项目污水未排入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沿线设施生活污水在处理达标的情况下排放，不会对沿线水

体水质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目前，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已经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

服务区、收费站等设施污水处理，其工艺成熟，在运营期加强维护和管理的情况

下，可保证污水达标排放。 
综上所述，营运期桥隧监控通信站等沿线设施产生的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尾

水回用或排放，对沿线水体不利影响较小。 
4. 污水设施运行及管理要求 
在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及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和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只有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使污水处理系统运行良好，达到净化水质的目

的，满足相关管理要求。因此，对拟建公路沿线设施运行及管理提出如下要求： 
① 建议与污水处理设施供应商签订协议，委托设备生产厂家负责营运期的

后续服务工作。 
② 为准确控制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建议营运管理单位配备一个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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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化验技术的管理人员，定期将处理后污水送至有监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以便及时掌握污水处理设备出水（尾水）的水质情况，并应建立污水处理台帐。 
5. 环境风险敏感路段环境保护措施 
拟建公路环境风险敏感路段为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

村地下水型水源地及项目临近的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源

准保护区及桥梁跨河路段。 
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从应急管理的角度，防止紧急污染事件或事故的发

生，主要措施有： 
① 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在经过上述敏感路段，必须向相关管理部门通报，

经批准和采取一定措施后，方可驶入。危险运输品车辆行驶过程中，严格监控；

暴雨或阴雨天应禁止运输危险品的车辆上路行驶；应做好防止危险品泄漏的沙袋

等应急物资的储备。 
② 普通运输车辆在桥梁上抛锚，应立即牵引拽走；严禁在桥上停靠或维修。 
上述敏感路段加高加固防撞设计，设置限速标志、设置警示牌，提醒司机进

入敏感路段，谨慎驾驶，同时应设置标明应急救援方式和电话的标牌，一旦发生

危险能及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穿越 K11+150~K11+200 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

水源地路段，义合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及 BK0+820~BK0+845 羊亭镇义

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路段，K22+100~K22+300 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

地二级保护区路段，K22+377 张村河大桥跨越张村河及姜南庄水库路段设置桥

（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和应急收集池，具体见 6.4.2 节。 
③在桥隧监控通信站等沿线设施储备足够的危险品事故应急物资，并设置沙

袋等以紧急用于封堵桥梁排水孔，一旦发生危险品运输事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进行处理。 
④加强公路排水设施的管理，维持经常性的巡查和养护；对径流收集系统和

应急收集池进行维护，收集池保持空池状态，确保事故情形下有足够的容积容纳

事故废水，杜绝事故废水直接溢流至周边排水沟。 
6. 其他措施 
① 对一般路段而言，严禁各种泄漏、散装、超载的车辆上路运行，以防止

公路散失货物造成沿线水田、鱼塘、溪流等水体的污染。 
② 在各服务及管理设施的机械堆放场地四周设置截水沟，防止在雨天机械

油污随雨水冲刷进入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并将截水沟收集的污水统一由该处设置

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7.3.3 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 声环境保护措施配置原则 
本项目在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同时，将对周边环境增加新的噪声污染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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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沿线环境敏感点产生交通噪声污染。 
防治道路交通噪声的具体措施为：第一、做好规划设计工作，包括路线的规

划设计，尽可能将线路远离噪声敏感点。规划居民住宅区、学校等噪声敏感目标

时，也应使其远离交通干道；第二，采取工程措施控制和降低交通噪声的危害，

如公路两侧加设声屏障、种植绿化林带降噪或对建筑物做吸隔声处理等，如：调

整公路线位、建声屏障、居民住宅环保搬迁、隔声窗、绿化降噪及修建围墙等。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7

号)文要求：该技术政策规定了合理规划布局、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

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加强交通噪声管理五个方面的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

原则和方法。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在技术经济可行条件下，优先考虑对噪声源

和传声途径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实施噪声主动控制。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采

取间隔必要的距离、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等有效措施，以使室外声环

境质量达《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如通过技术经济论证，

认为不宜对交通噪声实施主动控制的，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

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护措施，保证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在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内宜进行绿化或作为交通服务设施、仓储物流设施等非噪声敏感性应用。如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有噪声敏感建筑物存在，宜采取声屏障、建筑物防护等有效地噪

声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保护，有条件的可进行搬迁或置换。声屏障的位置、高度、

长度、材料、形状等是声屏障设计的重要内容，应根据噪声源特性、噪声衰减要

求、声屏障与噪声源及受声点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考虑道路结构形、气候特点、

周围环境协调性、安全性、经济性等因素进行专业化设计。 
如采取室外达标的技术手段不可行，应考虑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被动防护

措施（如隔声门窗、通风消声窗等），对室内声环境质量进行合理保护。对噪声

敏感建筑物采取被动防护措施，建筑设计单位应依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50118-2010）等有关规范文件要求，使室内声环境质量达到有关标准要求，

同时宜合理考虑当地气候特点对通风的要求。 
针对本项目的具体建设情况和环境特点以及以上政策法规的要求，本评价提

出以下声环境保护原则： 
（1）对于营运中期环境噪声预测结果超标的敏感点均采取一定的工程降噪

措施，根据主动控制的原则，优先采取声屏障的降噪措施。 
（2）严格执行限速和禁止超载等交通规则，在通过沿线学校及人口密度较

大的村镇附近设置禁鸣标志，以减少交通噪声扰民问题。 
（3）加强本项目沿线的声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工作，对可能受到较严重污

染的敏感点实行环境噪声定期监测制度，根据因交通量增大引起的声环境污染程

度，及时采取相应的减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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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沿线区域在未采取降噪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公路两侧距路中心

线 270m 以内区域的临路第一排房屋不宜作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特殊敏感

建筑规划建设用地。如确需建设，建设方应根据噪声超标情况自行采取降噪措施。 
（5）经常养护路面，保证本项目的良好路况。 
2. 敏感点声环境保护措施 
本报告中根据目前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及研究结果，对路侧超标敏感点提出建

议的防护措施。建议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门的防噪设计。

根据声环境保护原则，结合超标敏感点的环境特征，建议的声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营运中期环境噪声预测值超标的敏感点防噪措施。 
为使公路沿线两侧居民和学校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根据

敏感点噪声预测超标情况、位置、规模、当地条件以及工程特点来采取相应的噪

声防治措施。一般来说，可供选择的声环境保护措施有：调整公路线位、建声屏

障、隔声窗、低噪声路面、居民住宅环保搬迁、绿化降噪等。各种措施方案比选

和降噪效果分析见表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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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公路交通噪声防治对策及措施 

防治措施 优点 缺点 防治效果 实施费用 

声屏障 

节约土地、简单、

实用、可行、有

效、一次性投资

小，易在公路建设

中实施 

距离公路路中心

100m 以内的敏感点

防噪效果好，造价

较高；影响行车安

全。 

声屏障设计应由专业环

保设计和结构设计单位

承担，且首先应做好声

屏障声学设计，即合理

设计声屏障位置、高

度、长度、插入损失

值、声学材料等。直立

式声屏障一般可降低噪

声 8~10dB。 

2000 元～

4000 元/延米 

建筑物隔声 

可用于公共建筑

物，或者噪声污染

特别严重，建筑结

构较好的建筑物 

需解决通风问题 

根据实际采用经验，在

窗户全关闭的情况下，

室内噪声可降低

25dB，可大大减轻交通

噪声对村庄和学校的干

扰 

500 元/m2，

每扇窗约

1000 元，每

户按 10 扇

计，每户约

需 1 万元 

低噪声路面 
经济合理、保持环

境原有风貌、行车

安全、行车舒适 

耐久性差、空隙易

堵塞造成减噪效果

降低 
可降低噪声 3dB 

比非减噪路

面造价约高

20% 
调整建筑物 
使用功能 

可缓解噪声吵闹问

题 
实用性差，而且很

难实施 
难以估量 难以估算 

搬迁 

具有可永久性“解
决”噪声污染问题

的优点，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显著 

考虑重新征用土地

进行开发建设，综

合投资巨大，同时

实施搬迁也会产生

新的环境问题 

可彻底解决噪声扰民问

题 
按 200 万元/

户计 

栽植绿化林

带 

防噪、防尘、水土

保持、改善生态环

境和美化环境等综

合功能对人的心理

作用良好 

占地较多，公路建

设部门要面临购买

土地及解决林带结

构和宽度问题，一

般对绿化林带的降

噪功能不可估计过

高 

与林带的宽度、高度、

位置、配置方式以及植

物种类有密切关系，密

植林带 10m 时可降噪

1dB，加宽林带宽度最

多可降低噪声 10dB 

苗木购置费

和养护费用

10 元/m2 

限速 
经济合理、易于实

施，一次性投资

小。 
行车舒适度降低 

与交通量、设计车速、

敏感点距公路距离等参

数有关，车速超过

60km/h 时，降低车速

10km/h，路侧一般可降

低噪声约 1~2dB。 

限速标志牌

1 万元/个。 

 
（2） 根据声环境保护原则及第四章中的预测结果，结合超标敏感点的环境

特征，建议对沿线营运中期因受本项目交通噪声影响预测结果超标的 12 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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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出以下降噪措施，详见表 7.3-3。 
从表中可看出，本项目沿线降噪措施投资共 1816.5 万元，包括：声屏障（长

1140 延米，高 4m 折角式）+限速标志牌（4 块）3 处，费用 441 万元；声屏障

（长 1340 延米，高 4m 折角式）4 处，费用 469 万元；声屏障（长 590 延米，

高 5m 直立式）1 处，费用 236 万元；声屏障（长 1490 延米，高 5m 折角式）4
处，费用 670.5 万元。本项目全线采用 SMA-13 低噪声路面，低噪声路面投资均

计入主体工程投资，本评价不单独计列。 
 
 



7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技术经济论证

- 402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表 7.3-3  本项目一般路段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降噪措施一览表 

运营中期环境噪声昼

间/夜间最大预测值 
运营中期昼间/夜间最

大超标量（dB） 
评价范围内户数 

序号 桩号 
敏感点 
名称 

方位 
距路中

(m) 

路基

高度

(m) 

预测点

地面-路
基地面

(m) 
4a 类 1 类/2 类 4a 类 1 类/2 类 4a 类 1 类/2 类 

降噪措施方案比选 推荐措施 
降噪 
效果 

投资 
估算 

(万元) 

1 
FLK0+130 

~FLK0+410 
盛悦府 路右 49 +1.5 -11 56.5/48.5 54.7/45.9 -/- -/0.9 126 1071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1197
户，投资 1197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右设置 38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3500 元/m，共投资 133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

且为高层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2dB 以上，同时设置限速标志牌 2 块，严格限制车速，

投资 2 万元。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限
速标志牌 

声屏障

可降噪

2dB 以

上，达

标 

135 

2 
FLK1+200 

~FLK1+480 
望岛名都 路右 68 +6.5 -2 54.8/46.0 54.6/45.7 -/- -/0.7 72 608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680
户，投资 680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右设置 38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3500 元/m，共投资 133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

且为高层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2dB 以上，同时设置限速标志牌 2 块，严格限制车速，

投资 2 万元。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限
速标志牌 

声屏障

可降噪

2dB 以

上，达

标 

135 

3 
FLK1+520 

~FLK1+800 
望府公馆 路右 40 -0.8 4 55.8/47.7 54.6/45.7 -/- -/0.7 792 1584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2376
户，投资 2376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右设置 38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4500 元/m，共投资 171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

且为高层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2dB 以上，同时设置限速标志牌，严格限制车速（与望

岛名都路段共同设置 2 块限速标志牌）。推荐方案：方案

二 

声屏障+限
速标志牌 

声屏障

可降噪

2dB 以

上，达

标 

171 

4 
K6+880~K7

+000 
牡丹花园 路左 91 +7.9 -10 / 60.4/53.3 -/- 0.4/3.3 / 1524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1524
户，投资 1524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22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3500 元/m，共投资 77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

且为高层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4dB 以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4dB 以

上，达

标 

77 

5 
K7+010~K7

+500 

华夏山海

城海棠花

园 
路左 99 +8.4 -6 / 59.9/52.7 -/- -/2.7 / 822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822
户，投资 822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590m（长）×5m（高）声屏障，4000
元/m，共投资 236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且为高层

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4dB 以

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4dB 以

上，达

标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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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7.3-3  本项目一般路段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降噪措施一览表 

运营中期环境噪声昼

间/夜间最大预测值 
运营中期昼间/夜间最

大超标量（dB） 
评价范围内户数 

序号 桩号 
敏感点 
名称 

方位 
距路中

(m) 

路基

高度

(m) 

预测点

地面-路
基地面

(m) 
4a 类 1 类/2 类 4a 类 1 类/2 类 4a 类 1 类/2 类 

降噪措施方案比选 推荐措施 
降噪 
效果 

投资 
估算 

(万元) 

6 
K7+500~K7

+650 
中南熙悦 路左 130 +8.9 -9 / 58.8/51.3 -/- -/1.3 / 204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204
户，投资 204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25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3500 元/m，共投资 87.5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

且为高层小区，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2dB 以上。

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2dB 以

上，达

标 

87.5 

7 
K14+200~K

14+600 
朱家圈 路左 48 +10.0 0 55.7/48.2 55.5/47.9 -/- 0.5/2.9 5 60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65 户，

投资 65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500m（长）×5m（高）折角式声屏

障，4500 元/m，共投资 225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

中，且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6dB 以

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6dB 以

上，达

标 

225 

8 
K16+000~K

16+200 
大北山村 路右 68 +12 0 55.6/48.0 55.4/47.9 -/- 0.4/2.9 3 42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45 户，

投资 45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右设置 300m（长）×5m（高）折角式声屏

障，4500 元/m，共投资 135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

中，且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6dB 以

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6dB 以

上，达

标 

135 

9 
K16+180~K

16+550 
义和村 路左 50 +6 0 59.5/52.6 57.2/49.9 -/- 2.2/4.9 30 92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122
户，投资 122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370m（长）×5m（高）折角式声屏

障，4500 元/m，共投资 166.5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

中，且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6dB 以

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6dB 以

上，达

标 

166.5 

10 
K19+720~K

19+940 
福泰小学 路左 100 +6.5 -4 / 55.3/46.1 -/- 0.3/1.1 / 4 栋 4 层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投资 40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320m（长）×5m（高）折角式声屏

障，4500 元/m，共投资 144 万元；声屏障降噪效果好，

且跟更易实施，可降噪 2dB 以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2dB 以

上，达

标 

144 

11 
K19+980~K

20+200 
一品南山

一期 
路左 82 +6.7 -4 60.5/53.9 56.4/49.4 -/- 1.4/4.4 144 432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576
户，投资 576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32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3500 元/m，共投资 112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中

且为高层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噪

6dB 以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6dB 以

上，达

标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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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7.3-3  本项目一般路段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降噪措施一览表 

运营中期环境噪声昼

间/夜间最大预测值 
运营中期昼间/夜间最

大超标量（dB） 
评价范围内户数 

序号 桩号 
敏感点 
名称 

方位 
距路中

(m) 

路基

高度

(m) 

预测点

地面-路
基地面

(m) 
4a 类 1 类/2 类 4a 类 1 类/2 类 4a 类 1 类/2 类 

降噪措施方案比选 推荐措施 
降噪 
效果 

投资 
估算 

(万元) 

12 
K22+750~K

23+200 
福德庄 路左 72 +7.6 -2 / 55.3/47.1 -/- 0.3/2.1 2 240 

方案一：安装通风隔声窗，按每户 1 万元计，共 242
户，投资 242 万元。隔声量 25dB 

方案二：路左设置 550m（长）×4m（高）折角式声屏

障，3500 元/m，共投资 192.5 万元；居民点房屋分布集

中且为高层小区，距路较近，声屏障降噪效果好，可降

噪 3dB 以上。推荐方案：方案二 

声屏障 

声屏障

可降噪

3dB 以

上，达

标 

192.5 

合计 
声屏障（1140 延米）+限速标志牌（4 块），3 处，费用

441 万元；声屏障（3200 延米）9 处，费用 1375.5 万

元。 
　 　 1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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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合理性分析 
① 声屏障 
相对于其他措施，声屏障具有容易实施，操作性强，不会干扰居民的正常生

活的优点，是评价首选的降噪措施。 
对于本项目而言声屏障适合于具备如下几种情况的敏感点：a. 路基或桥梁与

敏感点房屋有一定高差；b. 敏感点房屋分布较密集且距公路较近。 
声屏障选材要求：声屏障设计和建设单位优先选用金属复合板等材料以加强

声屏障与沿线景观的协调性。下阶段设计单位进行工程声屏障设计时应严格遵照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90-2004）、《公路

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要求，选择合理的声屏障结构形式具体设置

位置。声屏障安装应与地面紧密结合，不留缝隙，防止声波由空洞、缝隙产生衍

射传播而降低声屏障的隔声效果。 
本次声屏障的设置将根据敏感点噪声预测结果及环境敏感点特点等因素选取。

根据本工程特点、噪声预测超标量及声屏障不同结构形式，评价建议对本工程超

标的敏感点采用金属和复合材料机构、顶端为弧形的声屏障来进行降噪，声屏障

长度及高度由敏感点超标情况、周边地形等因素选取，主要采用 4～5m。 
② 低噪声路面 
低噪声路面是从降低路面/轮胎噪声源头来减少噪声污染，主要形式有多孔性

路面、密实性路面、超薄沥青磨耗层和多孔弹性路面。低噪声沥青路面是在普通

的沥青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层上铺筑一层具有很高空隙率的沥青混合料，

空隙率通常在 15～25%之间。由于有互通的空隙结构的吸声作用，这种路面与普

通的沥青路面相比可降低噪声 3dB(A)。 
本项目采取的声环境保护措施合理性分析见表 7.3-4。 

表 7.3-4  声环境保护措施合理性分析一览表 
推荐措施类型 数量(处) 降噪效果 采取降噪措施的原则 

声屏障+限速标

志牌 3 室外达标 

优先采取声源、传播途径等主动降噪措施，敏感

点距路线相对较近，分布较集中，超标量相对较

小的声屏障降噪效果较好；敏感点多为高层，严

格限制车速，其室外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的相关要求。 

声屏障 9 室外达标 

优先采取主动控制，敏感点距路线相对较近，分

布较集中，超标量相对较小，声屏障降噪效果较

好，确保其室外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的相关要求。 
 

7.3.4 营运期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1. 营运期加强公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公路良好运营状态，有效减少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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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和机动车怠速时间。 
2. 建议结合当地生态建设等规划，在靠近公路两侧，尤其是敏感点附近多种

植乔、灌木，即可以净化吸收机动车尾气中的污染物、道路粉尘，又可以美化环

境，改善路容。 
3. 建议规划部门在制定和审批城镇建设规划时，对在公路附近建设住宅、学

校、医院等加以限制。 
4. 实施上路车辆的达标管理制度，对于排放不达标的车辆不允许其上路。 
5. 对沿线设施的食堂加装油烟净化装置；排放废气的管道应有一定的高度，

以利废气扩散。同时，排气筒出口朝向应避开易受影响的建筑物，油烟废气排放

应执行《山东省饮食油烟排放标准》(DB 37/597-2006)标准，达标排放。 
6. 在隧道进出口密植林木，净化空气。 

7.3.5 营运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1. 沿线的固体废弃物按路段承包，每天进行清理。沿线设施应设垃圾桶收集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应定期运附近城镇垃圾处理场处理。 
2. 强化公路沿线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的监督工作，严禁过往车辆乱扔方便袋、

饮料罐等固体垃圾。运输含尘物料的汽车要求加盖蓬布。 
3. 公路沿线（特别是生态敏感区和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路段）设置环保标

志或宣传牌，禁止行车过程随意丢弃垃圾，保护公路沿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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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保护管理及监测计划 

8.1 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8.1.1 环境保护管理目的 

环境管理计划可划分为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以及营运期环

境管理计划，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一般包括管理机构、监督机构和监测机构。 
通过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以达到如下目的： 
1. 使拟建公路的建设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和

同步实施的“三同时”原则，为环保措施的落实及监督、为项目环境保护审批及环

境保护竣工验收提供依据。 
2. 通过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将拟建公路对沿线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减少

至最低程度，使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得以协调发展。 

8.1.2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及职责 

拟建公路可研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营运阶段的环境管理体系见图

8.1-1，各级环境管理机构在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责见表 8.1-1。 
 
 
 
 
 
 
 
 
 
 
 
 
 
 
 

图 8.1-1  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示意图 
 

营运期设计期 施工期

设计

单位

环评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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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环境

监理

单位

环境

监测

机构

各沿

线设

施环

保人

员

威海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威海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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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  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项目阶

段 
管理、执行单位 工作职责 

具体负责山东省内包括拟建公路在内的所有交通建设项目

的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计划；

联系建设单位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环境管理工作；指导建设

单位执行各项环保管理措施 
可研阶

段 

威海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 
威海公路勘察设计

院 委托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拟建公路环境影

响评价，编制环评报告书 
协调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建议在设计中的落实工作，

环保设计审查等 
设计阶

段 

威海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 
威海公路勘察设计

院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 
环保工程设计单位 

委托环保设计单位进行绿化工程、降噪工程、沿线设施污

水处理工程、桥面径流收集系统等环保工程的设计工作 

负责拟建公路施工期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与各项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编制拟建公路施工期、营运期的环境保护规划

及行动计划，监督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的落实情况，组织实施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 
施工期成立环保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

工作 
委托监理公司进行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工程环境监

理纳入工程监理开展 

施工期 

建设单位 
 

环境监测机构 
 

承包商 

委托监测单位承担拟建公路沿线施工期的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 
组织制定和实施污染事故的应急计划和处理计划，进行环

保统计工作；组织实施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负责环保设

备的使用维护 
营运期设立环保科，负责营运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营运期 运营单位 

委托监测单位承担拟建公路沿线营运期的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 

 

8.1.3 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为使拟建公路环境问题能及时得到落实，特制定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见表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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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  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环境问题 减缓措施 实施机构 负责机构 

可行性研究阶段 
公路 
走廊带 

工程可行性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阶段 

选线 

路线方案选择应得到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认可； 
路线方案应尽可能减少占地拆迁，尤其是减少对水田的占

用，适当避绕大型村庄及学校等敏感点； 
路线应尽可能避免城市、乡镇和其它环境敏感位置； 
路线应尽可能避绕生态敏感区，确实无法避绕时需进行线

位的工程和环保比选论证； 
路线尽可能避让区域水源保护区。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土壤侵蚀 
公路绿化工程设计； 
路基边坡防护工程、排水工程设计； 
不良地质路段特殊设计。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空气污染 
拌合站、临时堆土场等选址尽量远离居民集中区，并考虑

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扬尘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噪声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噪声超标的环境敏感点采取拆迁、

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措施，减少营运期交通噪声影响。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征地拆迁

安置 
制定征地拆迁安置行动计划。 

建设单位 
地方政府 

建设单位 

景观保护 对全线开展景观设计；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水污染 
路（桥）面径流收集系统设计； 
沿线设施污水处理设施设计。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风险事故 
公路两侧设置紧急电话； 
公路两侧设置限速警示标牌、防撞护栏、应急监控等。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施工营地/
施工便道 

施工营地尽量租用当地村庄房屋，以减少对土地的占用； 
施工便道尽量利用已有道路，新建施工便道尽量远离城镇

及大型村庄。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耕地保护 
路线穿越农田集中分布区时，采取收缩边坡、路基改桥或

采用挡墙路基方式，以减少占用农田。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空气污染 

在干旱季节应采用洒水措施，以降低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浓

度，特别是靠近居民点和学校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的地方； 
料堆和储料场远离居民区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200m 以外，

并须对其进行遮盖或洒水以防止扬尘污染。运送建筑材料

的货车须用帆布遮盖，以减少撒落； 
搅拌设备需良好密封并安装除尘装置，对操作者配备劳动

保护措施； 
施工现场及主要运料道路在无雨的天气定期洒水，防止尘

土飞扬。 

承包商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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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8.1-2  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环境问题 减缓措施 实施机构 负责机构 
设计阶段 

土壤侵蚀/
水污染 

路基完工三个月内在边坡和拟建公路可绿化处植树种草。

如现有的灌溉或排水系统已损坏，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修复

或重建； 
在建造永久性的排水系统前须建造用于灌溉和排水的临时

性沟渠或水管； 
须采取合理措施，如沉淀池防止向河流和灌溉水渠直接排

放建筑污水； 
采用沉井或围堰施工方法防止桥梁施工污染河水，以及施

工垃圾等掉入河中污染水质；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要集中处理，不得直接排入

水体；生活污水设置化粪池集中处置，生活垃圾设集中堆

放场； 
泄漏的机械油料或废油料严禁倾倒进入水体，应加强环境

管理，开展环保教育，防患于未然； 
施工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不应堆放在民用水井及河

流水体附近，应远离河流，并应备有临时遮挡的帆布，防

止大风暴雨冲刷而进入水体。 

承包商 监理单位 

土壤侵蚀/
水污染 

路基工程施工过程中，设置临时水土保持设施，并做好施

工营地、施工便道、取土场、临时堆土场等临时设施的水

保工作； 
砂石料外购时，施工单位应向合法砂石料场购买，在外购

合同中明确砂石料场的水土保持责任由出卖方负责，合同

款包含水土流失防治费用。 

承包商 监理单位 

施工期 

噪声 

严格执行工业企业噪声标准以防止建筑工人受噪声侵害，

靠近强声源的工人配带耳塞和头盔，并限制工作时间； 
150m 内有居民区的施工场所，禁止夜间（22:00~6:00）

进行嘈杂的施工工作，严禁夜间打桩作业； 
加强对机械和车辆的维修以使它们保持较低的噪声； 

主体工程竣工通车前，建设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 

承包商 监理单位 

  



8 环境保护管理及监测计划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411 -

续 表 8.1-2  拟建公路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环境问题 减缓措施 实施机构 负责机构 
施工期 

生态资源 
保护 

施工过程中，在可能产生雨水地面径流处开挖路基时，应

设置临时性沉淀池，以拦截泥沙。待路建成涵管铺设完毕，

绿化或还耕； 
临时占地应尽可能缩减，尽量少占水田； 
筑路与绿化、护坡、修排水沟应同时施工同时交工验收； 
对施工临时占地，应将原有土地表层耕作的熟土于一旁堆

放，并采取临时拦渣坎拦挡表土，遇降雨时对表土采用覆

盖措施，待施工完毕将这些熟土再推平，恢复土地表层以

利于生物的多样化；  
杜绝任意从路边农田取土，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取土； 
对工程永久征地范围内保护类植物种进行移栽； 
对工人加强教育，禁止滥砍乱伐； 
将生态保护方案计入招标和合同条款，作为选用施工单位

和对其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 

承包商 监理单位 

施工驻地 

在施工驻地应设置垃圾箱和卫生处理设施。箱内的垃圾和

卫生处理坑的粪水、生活污水、施工机械产生的油污水不

可直接排入水体中，应集中定期处理，达标排放。饮用水

须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防止生活污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水

体。 

承包商 监理单位 

环境监测 按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进行。 
环境监测

机构 
建设单位 

工程环境

监理 
按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计划进行，纳入工程监理范畴。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营运期 

噪声 
根据公路营运后噪声监测结果，对噪声超标严重的敏感点

采取合适的降噪措施，以减缓影响。 
营运单位 营运单位 

空气污染 
公路两侧尤其是敏感点附近加强乔灌木植物种植密度，以

净化和吸收车辆尾气污染物。 
营运单位 营运单位 

危化品运

输 

建立危化品运输车辆事故风险应急预案； 
高速公路交警将为运输危化品的车辆指定专门的行车路

线和停车点； 
危化品运输车辆必须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证件。 

营运单位 
交警支队 

营运单位 

水质污染 
沿线设施设置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清理。 

营运单位 营运单位 

环境监测 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监测标准、方法执行。 
环境监测

机构 
营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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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环境保护计划的执行 

环境保护计划的制定主要是为了落实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所提出的环境保护

措施及建议；对项目的实施（设计、施工）期间的监督和营运期的监测等工作提

出要求。 
1. 设计阶段 
设计单位应将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到施工图设计中；建设单

位、生态环境部门应负责环保措施的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工作，并接受当地生态环

境部门监督。 
2. 招、投标阶段 
建设单位按环评报告书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制定建设期环境保护

实施行动计划和管理办法，并将其编入招标文件和承包项目的合同中；施工单位

在投标书中应含有包括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的内容，在中标的合同中应有环境影

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的相应条文。 
3. 施工期 
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实施工程的环境保

护行动计划，及时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接受环保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

导。 
建设单位还应要求各施工监理机构配备具有一定的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的

工作人员，负责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与监督，重点是取土场作业、景观及植被的保

护、施工噪声和粉尘污染。 
施工单位应接受建设单位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并按中标书、

施工合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措施，各施工单位至少应配备一名专职环

保员，具体监督、管理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 
在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组织全面检查工程环保措施落实和施工现场的环

境恢复情况，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撤出临时占用场地，拆除临时设施，恢复被破坏

的土地和植被。 
4. 营运期 
营运期的环保管理、监测和需补充的环境保护工程措施等由拟建公路工程营

运管理部门予以实施。 

8.2 环境监测计划 

8.2.1 制定目的及原则 

制订环境监测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执行情况，根据监

测结果适时调整环境保护计划，为环保措施的实施时间和周期提供依据，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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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保竣工验收提供依据。制订的原则是根据预测的各个时期的主要环境影响及

可能超标的路段和超标量而确定（重点是主要敏感点、段）。 

8.2.2 环境监测项目 

1. 施工期 
施工期主要监测项目是施工期沿线望岛河、贝草夼水库、张村河等地表水体

的水质，TSP、PM10，施工噪声，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及临时

用地生态等。 
生态敏感区监测内容：植物资源生长状况、区系组成及特点，主要植被类型

及分布；植被物种及其所占比例、面积、物候期、株高、优势度、覆盖度、天然

更新状况；兽类、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的物种分布、数量及出现频等。 
2. 营运期 
营运期监测项目主要是敏感点的环境噪声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以及沿线设

施的污水排放口水质浓度监测，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监测

及保护措施有效性监测等。 

8.2.3 环境监测机构 

监测工作由建设单位委托有监测资质的单位承担。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与监

测单位签订有关施工期监测合同，在项目交付使用前与监测单位签订有关营运期

监测合同。 

8.2.4 环境监测计划 

拟建公路环境监测计划详见表 8.2-1。 

8.2.5 环境监测经费 

1. 环境空气 
施工期监测费用为 3 万元（每年 1 万元，3 年）；营运期 30 万元（每年 2 万

元，按 15 年计），以上合计为 33 万元。 
2. 环境噪声 
施工期监测费用为 15 万元（每年 5 万元，3 年）；营运期监测费用 30 万元

（每年 2 万元，按 15 年计）。以上合计为 45 万元。 
3. 地表水环境 
施工期监测费用为 6 万元（每年 2 万元，3 年）；营运期监测费用 15 万元

（每年 1 万元，按 15 年计）；以上合计为 21 万元。 
4. 生态环境 
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施工期及运营期监测费用纳入各自生

态保护措施总费用计列。 
执行拟建公路监测经费所需的监测费用共计 99 万元。具体监测实施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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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在实施、营运过程中，点位有可能变更调整，应以负责实施机构与地方

环境监测单位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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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

因子 阶段 监测地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时间 实施 
机构 

负责 
机构 监督机构 

施工期 施工场地附近的村庄敏感点

（嘉祥景苑、福德庄） TSP、PM10 

1 次/季度或随机抽

样监测（确保路基

开挖、桥桩施工、

路基填筑、路基摊

平碾压、路面施工

等每个施工工序 2
次以上） 

3 天/次，每天保证

12 小时采样时间 
环境

空气 

运营期 
福德庄（隧道口、双岛国家森

林公园）、义和村（里口山风

景名胜区） 
CO、NO2 

2 次/年（春季和冬

季） 
3 天/次，24 小时连

续监测 

施工期 
施工场地附近的村庄敏感点

（福德庄、望岛小学、望岛名

都） 
施工场界噪声 

1 次/月，必要时随

机抽样监测（确保

路基开挖、桥桩施

工、路基填筑、路

基摊平碾压、路面

施工等每个施工工

序 2 次以上） 

2 天/次，每天昼、

夜间各监测 1 次 
环境

噪声 

营运期 望府公馆、望岛小学、海棠花

园、一品南山三期、福德庄 环境噪声 1 次/年 
2 天/次，每天昼

间、夜间各监测 1
次 

施工期 贝草夼大桥、张村河大桥桥位

下游 200m  pH 值、SS、石油类、COD 桩基础施工期间，1
次/月 采水样 3 天/次 地表

水环

境 营运期 桥隧监控中心 pH 值、BOD5、油脂、COD、氨氮、
SS 

达标排放，每年随

机抽查监测 2 次 采水样 2 天/次 

有资质

的监测

单位 

建设

单位 
 
 

运营

单位 

山东省生

态环境厅 
 

威海市生

态环境局 
 

环翠区生

态环境分

局、经区

生态环境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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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环境监测报告制度 

拟建公路环境监测报告制度如图 8.2-1 所示。 

 
 

图 8.2-1  监测报告程序示意图 
每次监测工作结束后，监测单位应提交监测报告，并按程序逐级上报。在施

工期应有月报、季报和年报，在营运期应有季报和年报。若遇有突发性事故发生

时，必须立即上报。 

8.3 工程环境监理计划 

根据《关于加强公路规划和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环发[2007]184 号）、《关于在公路水运工程建设监理中增加施工安全监理和施

工环保监理内容的通知》（交质监发[2007]158 号）中的有关规定，工程的环境监理

工作应作为工程监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工程监理管理体系。工程环境监理保

护生态保护、水土保持、污染物防治等环境保护方面。建议环境监理工作选择有

环境保护工作经验的专业单位承担，做好工程环境监理工作。 

8.3.1 环境监理的一般程序 

1.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保护性质主管部门批复的要求，编

制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方案； 
2.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实施方案，落实现场环境监理工作； 
3. 组织完成阶段性环境监理工作，定期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监理季度报

告和年度报告，在工程主要施工阶段应提交环境监理专题报告； 
4. 环境监理业务实施完成后，监理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环境监理报告，

并按照规范移交环境监理档案资料。 

8.3.2 工程环境监理的组织与实施 

1. 工程环境监理单位和人员的资质 
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工程监理资质并经山东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认定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建设单位或运营单位

环境监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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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单位承担工程环境监理单位，工程环境监理单位和人员的资质按照交通部关

于工程监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工程招标、合同等文件的管理 
建设单位应依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设计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制定施工期

环境监理计划，并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和监理合同中

明确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的环境保护责任和目标任务。 
3. 工程环境监理的原则要求 
（1）建设单位必须将环境监理纳入工程建设管理体系，积极开展工程环境监

理工作。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前，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工程环境监理单位，并委

托开展工程环境监理，环境监理费用纳入工程总预算。 
（2）正式实施工程环境监理前，项目建设单位应与环境监理单位签订环境监

理合同。合同中应包括全面实施施工期环境保护设施监理、生态保护措施监理和

环境保护达标排放监理的条款，明确项目建设单位和环境监理单位的环境保护责

任及义务。 
（3）环境监理单位须向建设项目现场派驻环境监理人员，具体负责环境监理

合同的实施。建设项目现场环境监理的机构设置、组织形式和组成人员，应根据

环境监理工作的内容、服务期限及工程类别、规模、技术复杂程度、工程环境因

素等内容确定。 
（4）环境监理单位应与签订监理合同十天内，将建设项目现场环境监理机构

的组织形式、组成人员，以书面形式通知项目建设单位，同时报负责项目审批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5）建设单位应根据环境监理合同的约定，提供满足环境监理需要的工作条

件，积极配合环境监理单位开展工作。 
（6）环境监理单位应公开、公正、独立的开展环境监理工作，维护建设项目

单位的合法权益，保证建设项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施工期环境管理计划得到落

实。 
4. 工程环境监理阶段的划分 
结合主体工程监理阶段划分，本工程环境监理阶段分为施工准备阶段、施工

阶段以及交工验收与缺陷责任期三个阶段。 
施工准备阶段：从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总监发合同工程开工之日。 
施工阶段：合同工期开始日至竣工验收日止。 
交工验收至缺陷责任期：交工验收是指从监理工程师收到施工单位提交的合

同工程交工验收申请之日起到交工验收签发合同工程交工证书止；缺陷责任期是

指合同工程交工证书签发之日起到施工单位获得合同工程缺陷责任终止证书之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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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工程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的工作内容 

工程环境监理内容主要包括环保达标监理和环保工程监理。环保达标监理是

使主体工程的施工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噪声、废气、污水等排放应达到有关

的标准等；环保工程监理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水环境、声环境的保护

措施。施工期环境监理主要内容见表 8.3-1。 
表 8.3-1  拟建公路环保达标监理重点及内容 

单位工程 监理地点 监理方法 监理重点及内容 

路基工程 

耕地集中

分布路

段、声环

境敏感路

段 

旁站 
现场监测 
巡视 

现场旁站监督检查路基开挖与填筑作业范围控制情况与耕地、

植被保护措施； 
检查是否剥离表土层并合理堆放，是否有排水设施； 
监督发现保护植物的处置过程； 
现场抽测声环境敏感路段的场界噪声达标情况； 
检查临时水保措施的实施情况； 
巡视检查土石方的调运情况，弃渣是否进入指定弃渣场； 
检查施工中的临时排水设施，施工废水不得排入自然水体； 
监督旱季洒水措施的实施情况； 
检查施工过程中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是否进行处理，禁止

直接排入沿线地表河流水体。 

路面工程 
沿线敏感

区域施工

路段 

旁站 
现场监测 
巡视 

现场抽测声环境敏感路段的场界噪声达标情况； 
监督旱季洒水措施的实施情况； 
检查石灰、粉煤灰等路用粉状材料运输和堆放的遮盖措施，

其混合料拌和情况。 
检查施工过程中的生产废水有无排入沿线河流水体。 

桥梁工程 跨河桥梁 
旁站 

现场监测 
巡视 

现场抽测声环境敏感路段的场界噪声达标情况，巡视检查夜

间是否有打桩作业； 
抽测施工生产废水的水质达标情况，检查沉淀池的设置以及

运转情况； 
检查钻孔灌注桩施工中产生的泥浆的处置情况，孔中污水不

得直接排入水体中；旁站监督混凝土的灌注施工，溢出的泥

浆应引流至适当地点处理； 
检查基础开挖产生的废方及泥浆是否运至指定地点堆放，是

否有随意丢弃河流中或岸边的现象； 
检查监督施工单位不得向沿线地表水体排放生活和生产污水； 
检查监督施工期间不发生伤害水生野生动物的情况。 

隧道工程 沿线 3 座

隧道 

旁站 
现场监测 
巡视 

现场抽测声环境敏感路段的场界噪声达标情况； 
检查隧道开挖作业面，是否有超挖现象； 
检查隧道开挖产生的废方及泥浆是否运至指定地点堆放； 
检查隧道内是否设置有足够的排风设施，施工人员应配防护

用具，以降低作业粉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影响； 
检查隧道施工过程中是否出现涌水现象； 
抽测施工生产废水的水质达标情况，检查隔油沉淀池的设置

以及运转情况。 
 
 

续 表 8.3-1  拟建公路环保达标监理重点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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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 监理地点 监理方法 监理重点及内容 

施工营

地、拌合

站以及临

时材料堆

放场等 

全路段 现场监测 
巡视 

审批施工营地的选址及占地规模； 
检查施工营地产生生活污水是否达到排放标准、有关要求及

处理设施建设情况； 
审批拌合站的选址及占地规模； 
检查沥青拌合站下风向 200m 内是否有集中居民点； 
现场监测拌合站大气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检查拌合设备是否采用了密封作业和除尘设备； 
严格控制施工道路修筑边界； 
检查监督旱季施工定期洒水情况； 
现场抽测施工便道两侧敏感点噪声达标情况； 
检查材料仓库和临时材料堆放场的防止物料散漏污染措施； 
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及生态敏感区范围内设置施工场地、施工

营地、堆料场等。 

其他 全路段 现场监测 
巡视 

施工人员是否随意猎捕野生动物； 
公路施工时段是否避开野生动物的觅食和休息时间。 

 
施工场地的选定和改变，需要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共同

到现场勘察，并备案，施工单位禁止随意变动和扩大使用面积。同时环境监理应

编制宣传材料下发到施工单位，使他们理解环保的重要性和具体的工作程序、工

作方法。在工程开工前，对参与工程建设的职工、民工进行环保知识培训。对过

往车辆的驾驶员、乘坐人员进行环保宣传，保护公路沿线的生态环境。 

8.3.4 工程环境监理机构 

工程环境监理作为工程监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体系。

工程环境监理工作由总监办（兼环监办）负责组织实施。 
现场环境监理工程师由驻地办的路基、路面、桥梁、交通工程以及试验专业

监理工程师兼任，经参加由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的环境监理工程师培训合格后上

岗。 

8.3.5 建设施工环保档案 

工程建设和运营单位应监理规范的工程施工环保档案。在现有的基础上，应

用现代管理的理论、技术、方法，对环保档案实行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和服务质量。环保档案工作者应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概括组织信息能力，

需要熟悉环保工作法律法规，掌握一定的环保专业知识。环保档案工作规范化建

设，抓好档案主动形成关，抓好专题项目档案建设。环保档案管理现代化，以自

动化设备和高新技术替代传统工作方式。在日常工作中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实

现环保档案存储、检索、利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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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为保证本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议得到落实，切实加强拟建公路

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在项目建设完工后应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

要点见表 8.4-1。 

8.5 人员培训计划 

施工期环保培训分为建设单位环境管理人员培训、施工单位环保人员培训以

及环境监理工程师上岗培训等三部分，营运期培训主要为该公路运营公司环保专

职人员培训，包括环保设施操作运行管理培训、绿化养护管理培训以及营运期危

险品车辆事故应急预案培训等。 
表 8.4-1  拟建公路环保验收一览表 

项目 环评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 环保验收主要内容 

生态

环境

保护 

(1) 施工期设置环境保护标示牌。施工人员不得捕杀野

生动物，在公路施工过程中如遇到应及时把它们转移到

远离公路的地方放生或及时通知林业部门；沿线有野生

保护动物分布路段，应张贴野生保护动物宣传画及材料，

提醒施工人员。 
(2) 公路两侧边坡及中央分隔带绿化，工程开挖裸露面

要及时恢复植被。 
(3) 边坡采用植物与工程措施进行防护，防止水土流失。 
(4) 临时工程选址应符合本报告提出的选址要求，施工

结束后及时对各类临时占地进行土地整治，恢复植被。 
(5) 施工人员集中居住地的生活垃圾等应集中处理。 
(6)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严禁新设临时工程。施工场地应避

免设在耕地集中区内，施工便道应避让耕地集中区，禁

止从中间穿越。 
(7) 加强生态敏感区路段生态恢复。 
(8)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开展

生态环境监测。 
 

(1) 环境保护标示牌设置情况。

不发生野生保护动物随意捕杀

的情况。 
(2) 中央分隔带、互通立交、路

基边坡等裸露位置在施工结束

后，及时绿化、恢复。 
(3) 沿线排水及边坡防护工程

采取的措施及效果，水土流失

治理情况。 
(4) 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边坡

等施工迹地恢复措施和效果。 
(5)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是否按

要求处置。 
(6) 是否在生态敏感区和基本

农田设置临时工程。 
(7) 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

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

红线等敏感区采取的生态保护

措施。 
(8) 生态环境监测开展情况。 
 

声环

境保

护 

(1) 合理安排施工场地。 
(2) 在居民集中点施工时间尽量安排在昼间，严禁夜间

施工。 
(3) 施工机械噪声将对操作人员及施工人员造成严重影

响，建议控制工人工作时间，或采取防护个人措施。 
(4) 对营运中期噪声预测超标的 12 处敏感点采取声屏

障等降噪措施。 

(1) 施工场地附近是否有集中

的居民点。 
(2) 居民点附近的施工场地是

否存在夜间施工现象。 
(3) 施工期噪声扰民情况及营

运期沿线村庄噪声超标情况及

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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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8.4-1  拟建公路环保验收一览表 
项目 环评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 环保验收主要内容 

水环

境保

护 

(1) 在施工营地设化粪池，将粪便污水和餐饮洗涤等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施工废水处理达标后回用。 
(2) 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

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路段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应急收集池，径流

经防渗边沟或集水管收集至收集池。 
(3) 穿越生态敏感区、水源准保护区路段及跨越水源保

护区上游河段桥梁两端设置防撞护栏、限速标志、警示

牌。 
(4) 沿线各服务设施污水采用二级接触氧化法进行处理，

共计 1 套污水处理设施（桥隧监控通信站），污水处理

后回用池回用，不外排。 

(1) 施工生活和生产废水处理

措施、回用及达标排放情况。 
(2) 敏感路段径流收集措施及

应急收集池设置情况。 
(3) 敏感路段防撞护栏、警示标

志及防抛网设置情况。 
(4)桥隧监控通信站等沿线 1 处

场址采取的污水处理措施及达

标排放情况。 

环 境

空 气

保护 

(1)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双岛森林公园等环境

敏感区范围内严禁设置拌合站等大气污染排放设施 
(2) 施工场地、运输道路定期洒水降尘。 
(3) 土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临时存放和装

卸过程中，应采取防风遮挡措施或降尘措施，拌和设备

应进行较好的密封，并加装二级除尘装置。 
(4) 沿线设施餐厅配备油烟过滤器。 
(5) 隧道口密植林木，营运期加强公路管理及路面养护。 

(1) 拌合站选址是否合理。 
(2) 施工场地和施工便道是否

定期洒水。 
(3) 物料运输所采取的大气污

染防治措施的情况，拌和设备

除尘设施设置情况。 
(3) 沿线服务设施油烟过滤器

设置情况及处理效果。 
(4) 隧道口植被情况，公路养护

状况。 

风 险

防 范

措施 

(1) 突发性环境污染应急救援预案。 
(2) 对运输危险品的车辆按照危险品运输管理措施进行

严格的检查、管理，防止发生事故泄漏对沿线水体造成

污染。 
(3) 穿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

下水型，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路段设置限速标志、警示牌、防撞护栏、桥面径流收集

系统及应急收集池。 
(4) 桥隧监控通信站等沿线设施配备应急器材。 

(1) 是否制定了突发性环境污

染应急救援预案。 
(2) 危险品运输管控措施是否

合理。 
(3) 环境敏感区限速警示标志

及防抛网设置情况。限速标志、

警示牌、防撞护栏、路（桥）

面径流收集系统及应急收集池

等设置情况。 
(4) 应急器材配备情况。 

其他 

建立有效的施工期环境监控机制，积极开展工程环境

监理工作。要对施工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知识的培训，

进一步明确有关各方环境保护的责任，提高文明施工

意识。 

施工期环境监理、监测工作执

行情况调查。 

 



9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 422 -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公路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涉及面广，内容繁多，包括对项目沿线地

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交通运输环境等多方面的分析与评述。拟建公路的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着重论述拟建公路工

程建成投入营运后的综合效益，并对该项目的环保投资费用做出初步估算。 

9.1 国民经济效益分析 

拟建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民经济评价结果表明：拟建公路经济净现

值（ENPV）63354 万元，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0.5%，效益费用比 1.32，说明拟

建公路经济效益较好。根据经济敏感性分析，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 

9.2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9.2.1 环境经济效益分析 

1. 社会经济效益简析 
拟建公路作为基础设施，本身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将

带动相关产业（如建材业、筑路机械业、运输业）的发展，扩大内需、启动市场、

增加就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节约能源，从而改善区域汽车尾气排放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的

需求日益加大，机动车数量与日俱增。而机动车增加，必然导致汽油、柴油等燃

料消耗量增加，进而加重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 
拟建公路建成后不但有效缓解周边干线公路的交通压力，保障行车安全，提

升区域经济走廊带总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改善行车条件，将从根本上改变项

目区域的交通状况，降低交通类环境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缓解区域的汽车尾气

对环境空气的污染程度。 
3. 改善路网交通条件，减少项目影响区村镇敏感点的交通噪声污染 
拟建公路投入运营后，原有低等级公路上的交通量将被诱增到拟建公路上来，

原有道路的交通状况也随之改善，从而使沿线城镇的声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这

一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很难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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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环境影响损失分析 

拟建公路工程建设征用了耕地、林地等土地资源，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损失。

进而，被征用的这些环境资源由于工程的破坏必然失去其生态功能，损失其生态

价值。 
1. 环境资源的损失 
拟建公路建设造成的环境资源损失主要是沿线土地的占用和植被的破坏。根

据初步设计资料，拟建公路永久占用各类土地 153.34hm2，其中耕地 37.27 hm2，

园地 16.89 hm2，林地 50.86 hm2，草地 3.69 hm2，拟建公路的建设将直接造成这

些土地资源及植被的长时间损失（施工期 3 年，营运期 15 年，共 18 年）。 
2. 生态价值损失分析 
对于生态价值，目前还没有很成熟的理论及计算方法。也有不少专家进行了

研究和探讨。比如说林地的生态价值（效益）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公益效益两大

方面：经济效益即木材生产效益，公益效益主要包括森林的水源涵养效益、固土

保肥效益、森林改良土壤效益、森林净化大气效益、林地景观效益等。另外公路

施工噪声、扬尘、水土流失及营运后的交通噪声、汽车尾气、污水排放等造成沿

线环境质量下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如果把这些无形的生态价值用

经济学方法进行量化，其数值之大往往是人们不能够接受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舒适性服务的需求，即对环境价值的

重视程度就会迅速提高，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也会日益显现和积累。 

9.2.3 环境影响损益分析 

对受本项工程有影响的主要环境因素，分别采用补偿法、专家打分法等分析

方法对本公路的环境损益进行了定性分析，其结果见表 9.2-1。 
环境损益分析结果表明，本公路环境正效益分别是负效益的 2.1 倍，说明本

公路所产生的环境经济的正效益占主导地位。从环保角度来看该项目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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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1  拟建公路环境影响的经济效益分析表 

序号 环境要素 影响、措施及投资 效益 备注 

1 
环境空气 
声环境 

本公路沿线声、气环境质量下降                
城镇及现有公路两侧声、气环境好转        

0 

2 水质 影响不大 -1 

3 人群健康 无显著不利影响，交通方便有利于就医 +1 

4 动物 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影响较小 -1 

5 植物 
占用沿线植被，但各种绿化工程，增加植被覆盖

度，无显著的不利影响 
-1 

6 旅游资源 无显著的不利影响，有利于资源开发 +2 

7 矿产 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1 

8 农业 占地影响农业生产，但加速地区间的物流交换 -1 

9 城镇规划 与沿线城市总体规划、路网规划等相协调 +2 

10 景观绿化美化 增加环保投资，改善沿线环境质量 +2 

11 水土保持 
无显著的不利影响，但增加防护、排水工程及环保

措施 
-1 

12 拆迁安置 拆迁货币补偿 -1 

13 土地价值 使沿线地区土地升值 +1 

14 直接社会效益 
缩短里程、节约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降低油耗、

提高安全性等 5 种效益 
+3 

15 间接社会效益 
体现社会共同进步、公平原则，改善投资环境、促

进经济发展、增强环境意识 
+3 

16 环保措施 增加工程投资 -1 

合计 正效益：(+15)；负效益：(-7)；正效益/负效益＝2.1 +9 

按影响程

度由小到

大分别打

1、2、3
分；“+”
正效益；

“-”负效

益 

 

9.3 环境工程投资估算及其效益分析 

9.3.1 环保措施一次性投资估算 

根据拟建公路沿线的环境特点以及本报告书中提出的设计、施工和营运三个

时段应采取的环保措施及建议，拟建公路的一次性环保投资详见表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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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1  环境保护投资清单 

环境

要素 
环保设施名称 数量 

金额 
(万元) 

效果 进度 

施工营地化粪池 2 个 2  
减缓施工期生活污水污

染 

施工期

（2025~2028
年）实施 

施工场地及跨河

桥涵、隧道生产

废水处理 
6 处 6 

减缓施工期生产污水污

染 

施工期

（2025~2028
年）实施 

污水处

理设施 
10t 1 套 50 

减缓营运期生活污水污

染 

施工后期

（2028 年）

实施 

径流收集系统 

径流收集系统 3
处，均为桥面径流

收集系统。收集池

总容积 1991.39m3；

防渗排水沟 380m；

桥梁两侧护栏外底

部 PVC 管道 2580m 

315 
减缓营运期危化品运输

风险 

施工期

（2025~2028
年）实施 

应急器材 1 处 8 
减缓营运期危化品运输

风险 

施工后期

（2028 年）

实施 

水环

境 

警示牌 6 块 3 
减缓营运期危化品运输

风险 

施工后期

（2028 年）

实施 

洒水车 1 辆 20 
减缓施工粉尘率 70%

以上 

施工期

（2025~2028
年）实施 

洒水车 1 辆 60 
减缓营运期灰尘率

70%以上 
营运期实施 

路面清扫车 1 辆 30 减少营运期路面积尘 营运期实施 

环境

空气 

油烟过滤器 1 处 5 
油烟去除率中型 75%

以上 

施工后期

（2028 年）

实施 

固废 垃圾车 共计 1 辆 30 
将沿线设施垃圾运往指

定地点处理 
营运期实施 

声屏障+限速标

志牌 
3 处 441 声环境达标 声环

境 
声屏障 9 处 1375.5 声环境达标 

施工期或营运

期(2024~2028
实施 

生态

环境 
施工期环境保护

标示牌 
共计 2 块 2 

提醒施工人员，注意野

生保护动植物保护 
施工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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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9.3-1  环境保护投资清单 

环境

要素 
环保设施名称 数量 

金额 
(万元) 

效果 进度 

施工期环境保护标

示牌 6 块；营运期

环境保护标示牌 6
块  

6 
威海市里口山风

景名胜区 
其他生态减缓影响

措施 
318.70 

减缓对风景名胜区的影

响 
施工期和营运

期实施 

施工期环境保护标

示牌 2 块；营运期

环境保护标示牌 2
块  

2 
双岛国家森林公

园 
其他生态减缓影响

措施 
205.20 

减缓对森林公园的影响 
施工期和营运

期实施 

生态

环境 

生态保护红线路

段 
减缓及补偿措施 580.44 

生态保护红线路段环境

减缓措施及生态补偿 
施工期和营运

初期实施 
绿化及临时用地恢复措

施 
- 1887.28 生态恢复 施工后实施 

环境保护工程设计 - 50 确保环境工程质量 
工程开工前实

施 

环境监测 - 99 
发挥其施工期和营运期

的监控作用 
施工期和营运

期实施 

工程环境监理费用 - 100 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 
施工期

（2025~2028
年）实施 

人员培训 - 30 
提高环保意识和环境管

理水平 
2025 年实施 

宣传教育 - 10 提高环保意识 2025 年实施 

环境保护管理 - 30 
保证各项环保措施的落

实和执行 
施工期和营运

期落实 

环保竣工验收调查费用 - 20 
检验环评提出的环保措

施落实情况，为营运期

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2028 年实施 

新增环保费用合计 - 5686.12 - - 

 
由表 10.3-1 可见，拟建公路一次性环境保护投资需 5686.12 万元，全部费用

占工程总投资 262385.1 万元的 2.17%。 

9.3.2 环保投资的效益简析 

1. 直接效益 
拟建公路在施工和运营期间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和交通噪声辐射会对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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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给项目沿线区域

带来的环境问题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因此，采取操作性强的、切实可行的环保

措施后，每年所挽回的经济损失，亦即环保投资的直接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目

前很难用具体货币形式来衡量。只能对若不采取措施时，因公路建设而导致的生

态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和环境空气质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对沿线人体健康、生活

质量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经济损失作粗略计算或定性分析用以反馈环保投资

的直接经济效益。 
2. 间接效益 
在实施有效的环保措施后，会产生以下间接效益：保证沿线居民的生活质量

和正常生活秩序，维持居民的环境心理健康和减轻居民的烦躁情绪，减少社会不

稳定的诱发因素等。所有这些间接效益在目前很难用货币形式来度量，但可以肯

定的是，它是环保投资所获取的社会效益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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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价结论 

10.1 项目概况 

S302 成威线皇冠街道至张村镇段改扩建工程（望岛互通~柳沟互通段）位于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荐方案起于环山线望岛互通，终点位

于张村镇柳沟互通。拟建公路全长 18.229km，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新建段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 33m，利用 S202 路段计速度 80km/h，
路基宽度 32m。 

拟建公路设置桥梁 1631m/7 座，隧道 1887.75m/3 座座，涵洞 21 道，互通式

交叉 6 处，沿线设施 1 处 
拟建公路挖方 322.82 万 m3，填方 208.93 万 m3，无借方，余方 114.45 万

m3；全线永久占地 153.34hm2，临时占地 8.68hm2，拆迁建筑物 6171.71m2。 
拟建公路估算总投资 262385.1 万元。工程计划于 2025 年 10 月开工建设（实

际开工日期以监理下发的开工令为准），2028 年 10 月建成通车，工期 36 个月。 

10.2 环境现状 

10.2.1 生态环境 

1. 根据《山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及《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

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 号），拟建公路所在的威

海市环翠区、经区属于山东半岛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中的胶东半岛国家级优化开

发区域。项目区不涉及禁止开发区域。 
2. 根据《中国植被》，项目区植被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区域——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亚地带——胶东丘陵

栽培植被。拟建公路沿线自然植被类型有针叶林、阔叶林和灌草丛，包括赤松林、

黑松林、麻栎林等森林植被，林下主要有胡枝子、绣线菊、照山白、盐麸木、荆

条、酸枣、白羊草、黄背草及其他禾草灌草丛。 
3. 项目沿线未发现珍稀野生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分布。 
4. 项目沿线可能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5 种，即梅花鹿、小灵猫、

中华秋沙鸭、金雕、黑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15 种，即乌龟、鸢、苍鹰、

雀鹰、普通鵟、红隼、红脚隼、领角鸮、雕鸮、斑头鸺鹠、纵纹腹小鸮、长耳鸮、

豹猫、狼；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9 种，具体如下：两栖动物有 2 种，即黑斑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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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铃蟾；爬行动物有 1 种，即北草蜥；鸟类有 4 种，即白鹭、环颈雉、啄木鸟

（部分）、百灵（部分）；兽类有 2 种，即黄鼬、狐狸。上述野生保护动物可能分

布于项目 K8~K11、K17~K18、K23~终点路段等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区域。 
5. 拟建公路在 K8+000~K10+000、K17+100~K18+100、K23+300~K24+200

路段 4.0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K10+000~K17+100、
K18+100~K23+300 路段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工程型式

主要包括望岛互通立交至阮家口互通立交段新建路基，阮家口互通立交，贝草夼

互通立交，义和互通立交和柳沟互通立交，以及路基、桥梁、隧道工程用地、通

道用地等，不涉及核心景区。 
6. 拟建公路 K23+300~K24+200 路段约 0.90km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望

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一般休憩区 0.6051 hm2（均

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涉及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长 205.84m，为生态保育

区（不涉及永久占地）。 
7. 本项目用地不压占生态保护红线，但局部路段涉及胶东丘陵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红线编码：371002120190、371002120228、371002120218、
371002120245、371002120216），穿越生态保护红线总长度为 814.53m，红线类

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其中新建阮家口隧道涉及穿越约 235.93 m，义和隧道涉及

穿越约 61.85 m，柳沟隧道涉及穿越约 516.75m。 

10.2.2 地表水环境 

1. 拟建公路跨越的水体主要有望岛河、贝草夼水库、羊亭河支流、姜南庄

水库、张村河等。上述水体无水环境功能区划，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经调查，拟建公路评价范围内无工业污水排放

源，生活污染源主要是居民的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 
2.经调查，拟建公路评价范围内涉及 3 处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穿越羊亭镇

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

型水源地。 
3.根据 2025 年 5 月 6 日~9 日对沿线水体水质的现状监测结果，各监测指标

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水质现状较好。 
4. 根据 2025 年 5 月 8 日对本项目穿越的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羊

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进行现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现状评价执行《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从监测结果得出，各监测指标均可

达到Ⅲ类标准。 

10.2.3 地下水环境 

1. 按含水岩组岩性、地下水类型及富水特征，划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

含水层、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层、构造裂隙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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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现场调查及咨询，本项目主线 K11+150~K11+200 路段以北观大桥穿

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供水类型为分散式，路线与取水口最近

距离约 18m。义和互通匝道 BK0+560~BK0+580 路段以匝道桥梁穿越义和村地下

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供水类型为分散式，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28m。义和

互通匝道 BK0+820~BK0+845 路路段临近另一处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

围，路线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62m。K22+100~K22+300 路段临近福德庄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供水类型为集中式，路线与二级保护区最近距离 38m，与一级保护区

最近距离 309m，与取水口最近距离 324m。 

10.2.4 声环境 

1. 本项目沿线两侧评价范围内主要为农村地区，沿线主要噪声源主要为现

有交通噪声和居民生活噪声，其中交通噪声为影响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的主要污

染源。本项目所在区域的主要交通干道有环山路、桃威铁路、S202、昆仑路、昌

华路等。 
2. 本项目沿线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19 处，包括：3 处学校和 16 处

居民点。  
3. 本项目沿线所布设的 12 处环境噪声监测点中，所有敏感点均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 
4. 从交通噪声断面监测结果可以看出， S202 的交通噪声监测值基本随距

路中心线的增加呈明显的递减趋势。S202 交通噪声，按 4a 类标准，昼间、夜间

距路中心线 20m 处均达标；按 1 类标准，昼间、夜间距路中心线 40m 处均达标。 
5. 从 24 小时交通噪声监测结果可以看出，S202 距路中心线 40m 处交通噪

声昼间值为 52.6~56.4dB，夜间值为 42.9~46.7dB，昼间（6:00~22:00）和夜间

（22:00~6:00）噪声峰值分别出现在交通高峰时刻的 19:00~20:00 和 22:00~23:00
期间。交通噪声与交通量间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噪声随交通量的增加而

增加。 

10.2.5 环境空气 

拟建公路所经区域为空旷区域和居住点，环境空气质量保持自然状况。评价

范围内无大型固定污染源，现有环境空气污染源主要来自道路汽车尾气、二次扬

尘、人群生产生活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总悬浮颗粒物等，但排放量均较小。 
根据威海市 2024 年生态环境质量公报，项目区六项环境空气污染物平均浓

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 2018 年修改单中二级标准

的要求，属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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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0.3.1 生态环境 

1. 本项目建设将造成评价范围内永久和临时生物量损失分别为 3203.32t 和
133.10t，分别占评价范围内总生物量的 6.98%和 0.29%。总的来看，工程建设对

评价范围植被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整个评价区内自然生态系统体系来说属于

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2. 本项目不占用一级生态公益林，占用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27.7834 hm2，

其中占用国家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3.4896hm2，均为国家二级公益林；占用市级

生态公益林总面积为 19.317 hm2；占用商品林总面积为 4.9768 hm2。生态公益林

主要分布在 K8~K11、K17~K18、K21~K22 和 K23~终点路段。树种以赤松、黑

松和栎类为主，主要为水土保持林及水源涵养林。拟建公路占用生态公益林为沿

线最常见树种，且占比较小，不会破坏整片生态公益林的水源涵养功能，也不会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显著影响，亦不会破坏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工程占用的生态公益林，应办理征占生态公益林的用地审批和林木采伐审批手续，

当地主管部门应实行“占一补二”政策。因此，拟建公路的建设对于沿线生态公

益林的影响较小。 
3. 项目沿线未发现珍稀野生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分布。对本次调查中未发

现的古树名木和野生保护植物，必须根据情况采取避让、移栽或围栏保护等措施，

不得随意破坏；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其它古树名木，应暂时停工并及时与当

地林业部门取得联系，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就地保护或移植等保护措施。只

要保护措施得力，可以将公路建设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的影响降至最

低。 
4. 拟建公路施工对动物种类多样性和种群数量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也不会

导致动物多样性降低，虽然拟建公路的建设会对沿线动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一定的

干扰，但是对其生存及种群数量、种类影响很小。工程建成后，随着植被的逐渐

恢复，生态环境的好转，人为干扰逐渐减少，许多外迁的动物会陆续回到原来的

栖息地。 
5. 本项目将永久占用耕地37.27 hm2，其中占用旱地29.86 hm2，菜地7.41 hm2，

不占用水田。永久占地导致的每年粮食产量损失约为 197.08t。3 年施工期主要农

作物损失量为 591.23t，15 年营运期的总损失为 2956.14t。被占用耕地丧失了原

有的农业产出能力，从而对当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但可以通过

土地调整或占地补偿得到缓解。 
6. 拟建公路沿线设施工生产生活区 2 处，临时占地 3.12 hm2。施工便道利用

现有道路或布设在永久征地范围内，不新增临时用地。临时堆土充分利用路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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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互通立交、沿线设施、施工生产生活区的空闲区域，无需新增占地。沿线所

设施工生产生活区避开了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

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临时工程选址基本合理。临时工程后期恢复方向应与原有

地类保持一致，分别采用植灌、草进行植被恢复或覆盖耕植土进行复耕，恢复措

施是较为合理和适宜的。 
7. 生态敏感区 
（1）拟建公路在 K8+000~K10+000、K17+100~K18+100、K23+300~K24+200

路段 4.0km 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K10+000~K17+100、
K18+100~K23+300 路段穿越威海市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工程型式

主要包括望岛互通立交至阮家口互通立交段新建路基，阮家口互通立交，贝草夼

互通立交，义和互通立交和柳沟互通立交，以及路基、桥梁、隧道工程用地、通

道用地等，不涉及核心景区。本项目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其建设对景区资

源和景观环境影响可控，在采取相应的预防或减轻不利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后，可

以将负面影响程度减小到最低。 
（2）拟建公路 K23+300~K24+200 路段约 0.90km 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

望岛互通立交辅路压占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片区一般休憩区 0.6051hm2（均

为新申请用地），柳沟隧道涉及穿越双岛国家森林公园长 205.84m，为生态保育

区（不涉及永久占地）。本项目符合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其建设对森林公园资源

生态和景观环境影响可控，在采取相应的预防或减轻不利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后，

可以将负面影响程度减小到最低。 

10.3.2 地表水环境 

1. 拟建公路施工期对沿线地表水体的影响主要包括跨河桥涵施工、施工营

地生活污水、预制厂及拌合站生产废水排放以及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对水体的影

响。 
2. 拟建公路涉水桥梁基础采取钻孔灌注桩的方式施工，桥涵施工机械油污

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堆放在水体附近的施工材料由于管理不慎被径流冲刷或

由于风吹起尘进入水体等施工活动将对水体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施工场

地生产生活废水、隧道施工废水等若不经处理任意排放将对沿线水环境造成污染。

建议对施工废水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生活污水设置化粪池，污水集中处理后

定期进行清掏。 
3. 拟建公路沿线桥隧监控通信站等服务设施每日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5.40t/d，

沿线服务设施产生的污水不多，但很分散，主要污染物 COD、SS、氨氮、动植

物油等浓度将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

对于此部分生活污水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排放，将会对周边水体产生明显影响。建

议沿线桥隧监控通信站等服务设施采用二级接触氧化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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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站点生活污水，污水经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 

10.3.3 地下水环境 

1. 施工期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包括：隧道施工废水入渗地下水、隧道

涌水与施工废水混合入渗地下水及隧道注浆防渗材料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路基、

桥梁施工废水对地下水水质影响；建筑材料堆放场地产生的少量淋渗水对地下水

水质的影响。分析表明，以上施工过程在采取相应措施后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较小。 
2. 营运期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主要是桥面径流中的污染物如 SS、石油类等。

地下水源保护区路段如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危化品通过土壤下渗进入水源保护

区的可能性较大，对水源地的影响相对较大，建议应对本项目穿越和临近水源地

路段设置完善的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收集池，对初期降雨径流及事故径流进行有

效收集。 

10.3.4 声环境 

1. 施工噪声将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噪声影响白天将主

要出现在距施工场地 115m 范围内，夜间将主要出现在距施工场地 642m 范围内。 
2. 沿线 16 处村庄敏感点中，营运近、中、远期昼间分别有 5 处、8 处和 9

处超标，超标量分别为：0.1~1.4dB、0.2~2.2dB、0.1~2.9dB；营运近、中、远期

夜间均有 11 处超标，超标量分别为：0.1~3.9dB、0.1~4.9dB、0.5~5.7dB。沿线 3
处学校中，望岛幼儿园、望岛小学营运近、中、远期昼间夜间均达标；福泰小学

营运近期昼间达标，中、远期昼间超标，超标量为 0.3dB 和 0.6dB；福泰小学营

运近、中、远期夜间均超标，超标量分别为：0.6dB、1.1dB、1.6dB。 
3. 根据预测结果，建议 FLK0+430~FLK0+700 穿越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路段

两侧距路中心线 96 以内区域、K6+600~K7+600 穿越威海市总体规划区路段两侧

距路中心线 103m 以内区域的临路第一排房屋不宜作为学校、医院等特殊敏感建

筑规划建设用地。 
4. 本项目沿线降噪措施投资共 1816.5 万元，包括：声屏障（长 1140 延米，

高 4m 折角式）+限速标志牌（4 块）3 处，费用 441 万元；声屏障（长 1340 延

米，高 4m 折角式）4 处，费用 469 万元；声屏障（长 590 延米，高 5m 直立式）1
处，费用 236 万元；声屏障（长 1490 延米，高 5m 折角式）4 处，费用 670.5 万

元。本项目全线采用 SMA-13 低噪声路面，低噪声路面投资均计入主体工程投资，

本评价不单独计列。 

10.3.5 环境空气 

1. 施工期的主要污染物为 TSP 和沥青烟，将对沿线环境空气质量产生一定

的不利影响，但影响范围相对较小，而且主要是短期影响。在采取相应措施后，

这种短期影响能够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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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期里口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严禁设

置拌合站等大气污染源。料场、混凝土拌合站、沥青拌合站应设置在威海市主导

风下风向 200m 之外；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拌合站采

取全封闭作业；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栏、遮盖等防尘措施，大风天气使用防尘网，

运输车辆设置冲洗点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施工场地和施工道路实时洒水，在大

风日加大洒水量和洒水次数；材料堆场应做好严密遮盖；材料运输车辆应篷布覆

盖；施工便道进行定期养护、清扫，保证其良好的路况。在采取以上防护措施后，

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能够得到控制。 
3. 拟建公路运营期汽车尾气将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

加强沿线路域绿化，净化汽车尾气和道路粉尘。沿线设施食堂加装油烟净化装置。 

10.4 环境风险评价 

1. 本项目沿线环境风险保护目标包括：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和羊亭

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等 2 处地下水型水源地；临近张村镇福德庄地下水型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张村河和姜南庄水库。 
2. 根据计算，拟建公路通车后，各敏感路段初、中、远期每年发生危化品

运输车辆交通事故分别小于为 0.01470 起/年、0.01620 起/年和 0.01979 起/年，跨

河路段和环境敏感区路段事故发生率更低。但也不能排除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

本项目上出现交通事故而严重污染环境的可能。为防止危险品运输的污染风险，

必需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3. 公路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进入公路的危险品运输车辆的检查和管理，加强

公路运输环境风险管理，做好营运期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和发生事故后的应急措施

及应急预案。 
4. 强化穿越环境敏感区路段以及跨河路段防撞护栏设计，并在上述路段两

端设置限速标志、设置警示牌，提醒司机进入敏感路段，谨慎驾驶。 
5. 对公路穿越的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羊亭镇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

地路段和跨越张村河等路段设置路（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应急收集池，避免危

险运输品事故风险对沿线水环境的不利影响。 

10.5 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按要求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1. 拟建公路公众参与工作如下： 
第一阶段：2025 年 1 月 17 日，拟建公路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在威海市交通

运输局网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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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结论 
拟建公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公路环境影响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0.6 环保投资 

拟建公路一次性环境保护投资需 5686.12 万元，全部费用占工程总投资

262385.1 万元的 2.17%。 

10.7 综合结论 

拟建公路是《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2035 年）》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建设将强化高区、环翠区及经区间快速连接，改善交通环境，发挥路

网整体效益，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拟建公路的建设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山东及威海市公路网规划、沿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符合

《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拟建公路局部路段穿经里口山风景名胜区、双岛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

线等生态敏感区以及羊亭镇北观地下水型水源地保护范围、义和村地下水型水源

地保护范围，工程建设将会对生态敏感区内的生态环境以及水源地产生一定的影

响，但其影响可通过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得以缓解，并降低到可接受范围。拟建公

路的建设将会对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水环境、声环境以及居民生活质量产生一

定的不利影响，但只要认真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减缓措施，真正落实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并能为环境所接受。

因此，评价认为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拟建公路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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