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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13 临德线陵城区绕城段改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8月 31日，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特邀 3名专家成立了验

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对“G513临德线陵城区绕城段改建工程”进行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参加验收会的有建设单位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验收

报告监测及编制单位—山东德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在听取了建设单

位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建设及环保执行情况的汇报，经现场踏勘、

检查、会议质询、评议，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G513临德线陵城区绕城段改建工程位于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南，起于

陵城区李百都村南，与现 G513 相接，路线终点位于现 G513 与 S516 交

叉口处。项目全长 14.159km（其中新建段长 11.953 公里，补强段长 2.206

公里）；道路的设计标准为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所接

G513 相关路段路基宽度 40 米，路面宽度 30 米；所接 S516 相关路段路

基宽度 35.6 米，路面宽度 24 米。

工程实际总投资 45717万元，环保投资 677.3万元，环保投资占工程总

投资的比例为 1.48%。

2017年 8 月 8日陵城区环境保护局以陵环报告书[2017]5 号对《G513

临德线陵城区绕城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做出了批复，工程于 2021

年 12月建成通车试运营。

本次验收范围：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对项目运营期间进行整体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1、工程规模变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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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阶段车道数为 4 车道，设计车速为 80km/h，线路长度为 14.159km；

验收阶段 车道数为 4 车道，设计车速为 80km/h，线路长度为 14.159km。

验收阶段相比环评阶段，车道数、设计车速、线路长度均未发生变化。故

在工程规模方面，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2、工程地点变动调查

（1）实际路线与环评路线相比，没有横向位移超出 200m 范围的路段。

（2）通过与环评阶段工程情况相比较，实际线位未出现新的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也未出现新的城市规

划区和建成区。

（4）环评阶段有敏感点 4 处，均为村庄，分别为西高家村、张举人

村、张集村、孙家洼村；验收阶段与环评一致，共有敏感点 4处。

综上所述，在工程地点方面，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3、工程生产工艺变动调查

本项目环评设计阶段沿线经过德州市陵城区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代码 SD-14-B3-05；本项目验收时根据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州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德政字[2021]19号）和德州市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 2022年度更新内容>的通知》（德环委办字[2023]8号）可知，陵城区

范围内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为丁东水库（YS3714031110005）和马颊河

（YS3714031110006），因此验收时本项目沿线不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同

时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

区等，工程未设置服务区。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及对比环评资料可知，施工

方案严格按照 要求进行。

综上所述，在工程生产工艺方面，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4、环境保护措施变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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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涉及具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桥梁。通

过监测数据可知，沿线各敏感点噪声均能达标，公路造成的噪声影响较小，

未产生重大环境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结束后，已对项目临时占地进行了生态恢复，并进行了绿化。

（2）施工结束后，已加强沿线绿化，重建人工生态系统。

（3）施工结束后，恢复了地表植被。

（4）随着施工结束，逐步恢复了周边景观。

2、水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场泥浆水通过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搅拌工序，不外排；

（2）桥梁施工选择在枯水期进行；

（3）桥梁施工泥浆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场洒水降尘，不外排；

（4）桥梁施工选取先进的设备、机械，有效减少了含油污水的产生；

（5）跨河桥梁施工作业中的残、废油分别存放回收，委托处置。保养

机具的油抹布存放后由环卫部门收集；

（6）施工筑路材料如黄沙、土方、油料和化学品等物质严格禁止在地

表水体内堆放设置；

（7）施工材料的临时堆放点远离地表水体，且备有临时遮挡的帆布，

合理安排用料以减少堆放时间，废弃后做到及时清运；

（8）施工期间，禁止在地表水体两侧 100m 范围内设立施工机械清洗

场地；

（9）施工人员的就餐和洗涤采用集中统一形式进行管理，尽量减少生

活污水量。并在施工工地现场设置简易的防渗化粪池，由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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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严格做到禁止利用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回填沟、坑等，对现场垃

圾堆放做好防渗处理，避免因雨淋或渗滤液渗漏引起地下水污染。对于施

工中产生少量的泥浆水，修建了沉淀池将生产废水沉淀，经沉淀后的废水

可回用于施工场地，不外排。

（11）营运期定期组织人员对桥面进行清洁，降低地表水污染风险；

所有桥梁均设置有排水系统，雨期可实现雨水顺利排放。

3、噪声保护措施

（1）施工现场合理布局，最大限度利用现有声屏障，如树林、灌木丛

等，降低噪声影响；

（2）施工时间做到合理安排，特别是合理安排夜间施工时间，减少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

（3）制定了运输车辆运输管理规章，规定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

（4）施工选用低噪声机械和工艺，从源头减少噪声污染；

（5）制定了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定；

（6）加强营运期道路巡视和监管，及时对破损路面进行修护，减少路

面颠簸；

（7）本工程设置了区间测速，可以有效降低汽车运行噪声。

4、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1）施工期施工场所已做好不低于 2.5m的围挡措施，并对施工场所

持续洒水降尘，物料运输车用篷布覆盖。

（2）施工场内运输道路定期清扫、冲洗，降低扬尘污染，运输车辆在

进出施工场地和敏感点路段低速行驶。

（3）易起尘物料用抑尘设施覆盖，避免露天存放。

（4）施工期沥青材料均外购，有效减少沥青烟的污染。

（5）营运期组织人员，定期进行道路清洁洒水，减少了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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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路沿线做好了绿化，可有效吸收汽车尾气，减少污染。

5、环境风险保护措施

（1）加强本路段的危险品运输管理登记制度，并制定处理意外危险品

泄漏事故的应急计划，使其环境风险的影响和危害降至最低。

（2）加强运输危险品车辆的质量及运行状态检查，特别是安全防范措

施的检查，消灭事故隐患。

（3）对有害化学物品和危险品的运输，应持交通部门颁发的准运证、

驾驶证和押车证（即三证），并根据交通部规定，所有运输危险品的车辆

应有统一的危险品标志。

（4）教育司乘人员，若发生交通事故，出现危险品外泄、燃烧、爆炸

等污染危害，驾驶员必须及时就近向有关交通、公安及环保部门报告，以

便按规定要求，采取相应的救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消除危害。

（5）各跨河大桥设置防撞护栏，以减少发生运输车辆风险事故以及货

物落入河中的几率。

（6）各大桥的伸缩缝要求密闭，禁止危险液通过伸缩缝流入沿线河流

内。

（7）建设单位在桥上设立监控系统，并设置紧急报警电话一览表，注

明相应公路管理部门、公安消防、环保部门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如发

生特大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立即向领导小组汇报并启动应急救援预

案。

四、监测结果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在张集村上风向、距公路中心线 40m位置设置了一个监

测点位进行了 NO2监测，采样期间运行负荷满足监测要求，NO2的最大小

时浓度为 0.024mg/m3，最大日均浓度为 0.021mg/m3，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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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2、地表水

项目地表水监测点位设置在设置在笃马河、赵王河、凤凰公路河，监

测项目为 pH、化学需氧量、BOD5、SS、氨氮、石油类 。经现状监测，笃

马河 pH 值为 8.0-8.3，化学需氧量为 16-18mg/L，五日生化需氧量为

3.5-3.9mg/L，氨氮为 0.417-0.45mg/L，石油类<0.01mg/L，悬浮物为 11-19mg/L，

污染物浓度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要

求（其中悬浮物满足《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94）中的四级标准值，

下同）；赵王河 pH值为 8.0-8.3，化学需氧量为 23-25mg/L，五日生化需氧

量为 5.9-6.4mg/L，氨氮为 1.48-1.72mg/L，石油类<0.01mg/L，悬浮物为

14mg/L，污染物浓度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

类标准要求；凤凰公路河 pH值为 8.1-8.3，化学需氧量为 33-35mg/L，五日

生化需氧量为 7.2-7.6mg/L，氨氮为 0.482-0.565mg/L，石油类<0.01mg/L，

悬浮物为 12-17mg/L，污染物浓度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要求。

3、噪声

（1）验收调查期间，在现状交通量下，路段 24h交通噪声监测结果为

45~61dB（A）。

（2）衰减断面 1#昼间距路中心线 20m、40m、 60m、80m、120m处，

噪声最大值为 66dB（A）、62dB（A）、58dB（A）、57dB（A）、53dB

（A），夜间距路中心线 20m、40m、 60m、80m、120m处，噪声最大值

为 53dB（A）、52dB（A）、48dB（A）、46dB（A）、45dB（A）；

衰减断面 2#昼间距路中心线 20m、40m、 60m、80m、120m处，噪声

最大值为 66dB（A）、62dB（A）、57dB（A）、56dB（A）、54dB（A），

夜间距路中心线 20m、40m、 60m、80m、120m处，噪声最大值为 5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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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dB（A）、46dB（A）、45dB（A）、43dB（A）。

衰减断面距路中心线 20m、40m 处，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60m、80m、120m

处，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

准。

（3）声环境敏感点昼、夜间监测值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的 2类标准要求

4、生态环境恢复效果

（1）本工程总占地为项目总占地 72.4601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53.9997

公顷，临时占地 18.4604公顷。永久占地中占用耕地 43.1561 公顷、林地

3.8370公顷、其他用地 7.0066 公顷。工程占用对沿线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轻

微，不会对沿线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工程占用

耕地土地对沿线土地利用格局及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已通过

土地调整、征地补偿等措施得到缓解。

（2）本工程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生产区布置、临时堆土区占地等，是

与主体工程在施工期间相配套的工程。临时工程占地短期内将影响沿线土

地的现状利用性质，施工结束后一般即可恢复原有用地的利用性质，环境

影响具有阶段性和短期性。

本工程不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人员全部来源于附近村庄；同时不设置

取土场，所需土方均为购买，同时不设置弃土场。

（3）公路设置了完善了边坡防护和排水工程，工程防护与生态防护相

结合，对公路进行了全面的绿化，沿线绿化效果较好，造成的水土流失轻

微。总之，本工程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文件相关生态环保措施，本公

路对沿线生态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与环评阶段预测情况基本一致。

五、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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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评批复要求的有关污染治理设

施及措施，工程立项、环评等手续齐全，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做到了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档案资料较齐全，规章制度基本健全，

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验收组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建议及要求

1、在运营期间，应根据营运期声环境监测计划，加强声环境敏感点噪

声跟踪监测，预留降噪措施资金，根据监测结果适时完善噪声防治措施。

2、落实应急预案的各项要求，防止危险品运输事故造成的水体污染。

3、加强桥面径流收集系统与路段事故池的日常管理，避免发生水污染

事故。

七、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信息、验收负责人名单附后。

验 收 组

202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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