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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工程总体情况 

工程名称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铜川供电公司 

法人代表 李智勇 联系人 李迎华 

通讯地址 铜川市新区咸丰路 21 号 

联系电话 ××× 传真 / 邮编 ××× 

建设地点 ××× 

工程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D4420 电力供应 

环境影响 

报告表名称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西安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控制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 

单位 
铜川易源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部门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 文号 

铜环批复 

〔2019〕72 号 
时间 2019.3.11 

工程核准 

部门 
铜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号 

铜发改审批 

〔2018〕615 号 
时间 2018.12.28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文号 

陕电建设 

〔2019〕45 号 
时间 2019.5.23 

环境保护设

施设计单位 
铜川易源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

施施工单位 
铜川易源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 新疆成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陕西诚德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保护设

施监测单位 
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6215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40 

环境保护

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 

0.64 

实际总投资

（万元） 
5914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40 0.68 

环评主体工

程规模 

新建榆舍 110kV 光伏升压站～南古 110kV 光伏升

压站 110kV 线路：新建 110kV 线路路径长度约 34km；

新建南古 110kV 光伏升压站～东塬变 110kV 线路：新

建 110kV 线路路径长度约 20.89km；东塬 330kV 变电

站 110kV 间隔扩建工程：扩建 1 回 110kV 间隔。 

工程

开工

日期 

2019 年

4 月 

实际主体工

程规模 

建设榆舍 110kV 光伏升压站～南古 110kV 光伏升

压站 110kV 线路（现为 110kV 舍西线）：110kV 线路

路径长度约 30km；建设南古 110kV 光伏升压站～东塬

变 110kV 线路（现为 110kV 西东线）：110kV 线路路

径长度约 23.125km；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

建工程：扩建 1 回 110kV 间隔。 

投入

运行

日期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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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 

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相一致，同时根据建

设项目内容，以及运行后的实际影响情况进行调整，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调查范围 

调查因子 验收阶段调查范围（与环评一致） 

电磁环境 11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m 带状区域 

声环境 11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m 带状区域 

生态环境 110kV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0m 带状区域 
 

环境

监测

因子 

（1）电磁环境：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声环境： 

等效连续 A 声级。 

环境 

敏感 

目标 

经现场踏勘及调查，结合《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

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工程调查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 

验收阶段电磁环境、声环境保护目标有6处。调查范围内的主要环境保护目

标见表2-2。环境保护目标与工程位置关系图见图2-1～图2-6。根据验收监测报

告，环境保护目标处电磁环境及声环境监测结果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表 2-2 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序号 保护目标 行政归属 
与工程关系 

（方位、距离） 
功能、房型、房高 

环境保护目标—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以及噪声影响类 

1 ××× ××× 距线路西南侧约 15m 
居住，调查范围内有7

户，一层平顶约5m 

2 ××× ××× 距线路西北侧约 3m 
居住，调查范围内有4

户，一层平顶约3m 

3 ××× ××× 距线路西北侧约 13m 
居住，调查范围内有1

户，一层平顶约3m 

4 ××× ××× 距线路东南侧约 11m 
居住，调查范围内有1

户，一层平顶约3m 

5 ××× ××× 距线路西南侧约 7m 
居住，调查范围内有4

户，一层尖顶约4m 

6 ××× ××× 距线路西侧约 17m 
居住，调查范围内有1

户，一层尖顶约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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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屽村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2-2  候家峁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2-3  墙下塬村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2-4  韩塬村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2-5  柏庙村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 2-6  寇村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调查 

重点 

（1）核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2）调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3）环境保护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4）环评文件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因子达标情况； 

（5）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

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有效性； 

（6）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7）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实际存在的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8）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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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环

境标准 

本次验收调查的标准以环评阶段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进行验收。根据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本工程验收调查的电磁环境标准执

行情况见表 3-1。 

表 3-1 电磁环境标准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执行标准 执行标准 标准值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4000V/m 与环评一致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架空输电线路下的耕地、园地、

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

面、道路等场所，电场强度控

制限值为 10kV/m 

与环评一致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为 100μT 与环评一致 

 

 

 

 

声环境

标准 

本次验收调查的标准以环评阶段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进行验收。根据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本工程验收调查的声环境标准执行情

况见表 3-2。 

表 3-2 声环境标准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执行标准 执行标准 标准值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 类，2 类，临近

交通干线两侧 4a 类 

1 类  昼间 55dB(A) 

      夜间 45dB(A) 

2 类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4a 类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与环评一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2 类 

2 类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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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工程概况 

工程

地理

位置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110kV送出工程位于×××

境内。本工程的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4-1。 

图4-1 本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1、榆舍110kV光伏升压站～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110kV线路工程 

线路始于榆舍110kV光伏升压站，止于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110kV单回架空线路

路径长度约30km，架空导线采用JL/G1A-300/40和JL/G1A-300/70钢芯铝绞线，建设杆塔

共计96基。位于×××境内。 

2、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东塬变110kV线路工程 

线路始于南古110kV光伏生压站，止于东塬330kV变电站，110kV单回架空线路路径

长度约23km，架空导线采用JL/G1A-300/40钢芯铝绞线，110kV单回电缆线路路径长度约

0.125km，电缆采用ZC-YJLW03-64/110-1×1600mm
2单芯铜导体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聚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建设杆塔共计65基。线路位于×××。 

3、东塬33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 

东塬330kV变电站扩建1回间隔，110kV保持原双母线单分段接线，配电装置保持原

户外半高型软母线单列布置，工程在变电站围墙内预留位置进行，不新增占地。 

工程占地及输电线路路径 

1、工程占地 

本工程占地2.31hm
2，包括永久占地0.83hm

2，临时占地1.48hm
2。 

2、输电线路路径 

（1）新建榆舍110kV光伏升压站～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110kV线路工程 

线路由榆舍110kV光伏升压站向南出线后，向东南至×××南侧后，向西南经×××附近

沿富县～西安北750kV线路东侧向南走线，经×××南侧后，向南进入南古110kV光伏升压

站。榆舍～南古110kV线路路径图见图4-2，榆舍～南古110kV线路沿线照片见图4-3。 

（2）新建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东塬变110kV线路工程 

线路由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向南出线后，向西南经过×××，在×××南侧附近钻过富

县～西安北750kV线路，向西南经过×××附近向西至河里，向南至×××南侧后向东走线，

进入东塬330kV变电站。南古～东塬110kV线路路径图见图4-4，南古～东塬110kV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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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照片见图4-5。 

图 4-2 榆舍～南古 110kV 线路路径示意图 

图 4-3 榆舍～南古 110kV 线路沿线照片 

图 4-4 南古～东塬 110kV 线路路径示意图 

图 4-5 南古～东塬 110kV 线路沿线照片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总投资59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万元，占总投资的0.68%，

主要用于沿线植被恢复、场地平整等。 

工程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环办辐射〔2016〕84 号《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工程重大变动清单对照表见表 4-1。 

表 4-1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对照表 

序号 项目 原环评方案 实际建设方案 变动结果 

1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110KV 未变动 

2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

过原路经长度的 30% 
54.89km 53.125km 减少 1.765km 

3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的累计长度超过原

路径长度的 30%。 

/ / / 

4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

等发生变化，导致进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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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因输变电线路工程路径、

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新

增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 / / 

6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

架空线路。 
架空、电缆 架空、电缆 未变动 

7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

为多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

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单回架设 单回架设 未变动 

存在差异： 

（1）验收阶段线路路径长度约 53.125km，环评阶段线路路径长度约 54.89km。验

收阶段路径长度较环评阶段减少 1.765km。 

（2）环评提及的“南古 110kV 光伏升压站”，现更名为“西塔 110kV 光伏升压站”。 

综上所述，工程未发生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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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由西安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控制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编制完成，本次摘

录报告表中结论。 

1 电磁环境 

根据类比对象110kV稠小线和理论计算，可知线路运行期的电磁环境能够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2 声环境 

根据类比对象110kV稠小线，可知线路运行期的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声环境也能够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3 水环境 

输电线路运行期无废、污水产生，对所在区域水环境基本不产生影响。 

4 固体废物 

输电线路运行期无固体废物产生。 

5 生态环境 

本工程线路位于×××境内。线路工程施工较为分散，工程塔基开挖的土方就地堆放，

用于升高基础，平整后种植草木恢复植被。同时线路工程施工量较小，只要采取适当的

工程措施和施工措施，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工程运行期，主要环境影响因素为电磁和

噪声，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很小。 

6 结论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110kV送出工程符合国家《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的“电网改造及建设”项目的投资政策，也与

铜川电网规划相符。在采取一系列环保措施后，本工程将对环境影响降到最小，因此从

环境角度考虑，建设项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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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以“铜环批复〔2019〕72 号”文《关于铜川

“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对工程予以批复，相关内容如下： 

一、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工程位于×××。

工程内容：东塬 330kV 变电站扩建 1 回 110kV 出线间隔，无土建工程量；新建单回架

空输电线路路径长度约 54.7km，电缆路径长度约 0.19km，全线共用 177 基。工程总投

资 621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64%。 

二、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工程建设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地点、规模和拟

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可作为工程实施的依据。 

三、该项目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并确保环保投资到位。 

（二）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 

（三）施工期要严格落实铜川市关于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的“六要四禁止”要求；

施工废水集中收集，综合利用；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防止噪声扰民，夜间施工按有关

规定执行；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 

（四）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由王益区、印台区及宜君县环保局负责。建成

后向我局提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申请，其他污染防治设施的竣工环保

验收由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公示，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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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表6-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阶 

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未采取措施原因 

前

期 

生态

影响 

①输电线路选择合理塔型，根据各塔

基地形地质选用基础形式，减少基面、基

坑开挖，尽可能少影响周围植被。 

②杆塔定位时，尽量选择荒地，植被

生长较少区域，减少对农田的占用，减少

对植被的破坏。 

已落实 

①已合理选用塔型，已根据不同地形地

质选用了合适的基础形式，减少了开挖，减

少了对周围植被的影响。 

②杆塔定位时，已尽量避开了植被生长

多的区域，尽量避开了对农田的占用，对植

被的破坏很少。 

污染

影响 

电磁环境：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线

高要求进行建设。设计时应进一步优化线

路路径，确保线路经过区域能满足环评及

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声环境：选用合格的低噪声导线。设

计时应进一步优化线路路径，确保线路经

过区域能满足环评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规

范的要求 

 

已落实 

电磁环境：工程建设均已按照报告表中

线路要求建设，影响很小。工程的电磁环境

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声环境：架空导线已采用JL/G1A-300/40

和 JL/G1A-300/70钢芯铝绞线，电缆已选

ZC-YJLW03-64/110-1×1600mm
2单芯铜导体

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环境保护目标处及输电线路声环境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标

准限值要求。 

 

社会

影响 
听取政府、规划部门意见。 

已落实 

工程前期已取得政府、规划部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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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①施工时牵张场应尽可能利用较为

平坦的地形布置，减少植被破坏。 

②施工便道尽量利用现有形成的通

道设置，杆塔、导线等施工材料尽可能布

置于植被较稀疏的地方。 

③对于临时占地所破坏的植被，应在

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人员对绿地及耕地

践踏，减少树木砍伐。 

④线路施工结束后塔基周围及时进

行植被恢复。 

⑤禁止向附近水体倾倒固体废弃物

及排放生活污水等其它可能影响地表水

的废弃物在线路附近水体内。线路跨越河

流选择一档跨越，禁止在河堤立塔。 

已落实 

①已合理布设了牵张场，对植被的破坏

降到最小。 

②施工便道已尽可能利用了现有的通

道，施工材料已合理堆放在植被较少的地方，

现周围环境已恢复。 

③施工过程中已减少了对植被和耕地的

践踏和树木的砍伐，现植被已恢复。 

④施工结束后已及时进行了塔基植被恢

复，工程沿线植被已基本恢复。 

⑤施工过程中未向线路附近水体倾倒固

体废弃物及排放生活污水等。线路跨越河流

一档跨越，未在河中立塔。 

污染

影响 

声环境：①线路施工单位所选取的施

工机械、设备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中规定

的噪声限值。②合理布置牵张场地，合理

安排施工时间，在居民附近施工时应避免

午休及夜间施工。③运输车辆经过居民区

时减缓行驶速度及少鸣笛。 

水环境：①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含油

设施的管理，避免油类物质进入附近水

体，同时严禁在水体附近冲洗含油器械和

车辆。②线路施工人员可就近租用当地民

房或工屋，生活污水可经当地居民的厕所

收集处理。③线路施工过程中，禁止在工

程涉及的河流保护区范围内堆放、填埋、

倾倒工业废物、生活垃圾等其它可能影响

河水的废弃物。 

固体废物：①塔基施工产生的多余土

方应在塔基内进行平整。②施工人员的生

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进行统一清运处

理。 

大气环境：①在塔基施工现场周围设

置临时围栏，控制施工作业面积；在塔基

开挖时，应对临时堆放的土石方进行遮

盖，塔基施工完毕及时进行回填处理。②

输电线路施工过程中加强运输车辆的管

理，经过居民区时的车辆进行限速，并采

取密封，遮盖措施。③在较大风速（4 级

以上）时，应停止施工。④施工应避开雨

季，避免水土流失。 

已落实 

声环境：①施工所用的施工机械、设备

符合规定。②已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无夜间

施工现象，施工时已避开居民午休时间。③

运输车辆在经过居民区时已进行减速和减少

鸣笛。 

水环境：①施工过程中未发现油类物质

进入附近水体，没有在水体附近冲洗含油器

械和车辆。②线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利用就

近民房厕所收集处理，不会对周边水环境造

成影响。③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在河流保护

区范围内堆放、填埋、倾倒工业废物、生活

垃圾等。 

固体废物：①塔基施工产生的土方已进

行平整。②施工期垃圾无乱堆乱放，施工人

员的生活垃圾已集中收集，并统一清运处理。 

大气环境：①施工现场已设置围栏，减

少扬尘扩散；堆放的土石方已进行遮盖，施

工结束进行塔基平整。②运输车辆运输时已

进行密封、遮盖，过居民区时已进行适当减

速。③未在大风期间施工。④雨季未进行现

场施工。 

社会

影响 
/ 

本工程不涉及生态敏感区，也不涉及文

物等；施工期间没有接到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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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行 

期 

生态

影响 
/ 

工程塔基周围已平整，工程区域生态已

恢复。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建工

程在变电站围墙内位置进行，不新增占地，

对生态无影响。 

污染

影响 

声环境：加强运行管理，选用低噪声

导线，运行期噪声符合国家相应标准。 

 

电磁环境：加强运行管理，运行期电

磁影响符合国家相应标准。 

已落实 

声环境：建设单位已将该项目列入环保

监督计划，定期进行监测；运行期噪声符合

国家相应标准。 

 

电磁环境：建设单位已将该项目列入环

保监督计划，定期进行监测；运行期电磁影

响符合国家相应标准。 

社会

影响 
/ / 

 

 

6-2 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文件中的要求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未采取措施原因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并确

保环保投资到位。 

已落实 

项目建设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

度；环保投资已落实。 

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

求，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 

已落实 

已落实各项措施，监测结果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要求。 

施工期要严格落实铜川市关于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控制的“六要四禁止”要求；施工废水集中收集，综

合利用；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防止噪声扰民，夜间

施工按有关规定执行；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处置。 

已落实 

施工期扬尘已按照要求进行控制；线路

施工期污水由居民厕所收集处理；已合理选

用施工机械，无夜间施工现象；建筑垃圾与

生活垃圾已分类收集，清运处理。 

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由印台区环保局负

责。建成后向我局提交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竣工环保验收申请，其他污染防治设施的竣工环保验

收由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已落实 

建设单位正按规定程序办理环境保护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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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频次 

各监测点位测量一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 

（2）监测布点 

①变电站 

厂界：监测点应选择在无进出线或远离进出线（距离边导线地面投影不少于

20m）的围墙外且距离围墙5m处布置，探头距地面1.5m高度处。 

②输电线路 

断面展开：以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沿横断面方向进行，

监测点间距一般为5m，顺序测至距离边导线对地投影外50m处为止。在测量最大值

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应不大于1m。 

③环境保护目标 

在工程周围各环境保护目标处布设，探头距地面1.5m高度处。 

工程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7-1～图7-9。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 

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2）监测时间 

2019年11月3日～4日。 

（3）监测环境条件 

监测条件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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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监测条件一览表 

项目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 

东塬 330kV 变电站 晴 7.2～16.8℃ 44.8～49.6% 0.4～0.6m/s 

××× 晴 7.2～17.2℃ 44.8～49.6% 0.4～0.6m/s 

××× 晴 7.1～17.0℃ 45.0～49.5% 0.2～0.4m/s 

××× 晴 7.2～16.7℃ 45.2～49.7% 0.4～0.8m/s 

××× 晴 7.2～16.6℃ 45.2～49.8% 0.4～0.8m/s 

××× 晴 6.8～13.8℃ 45.1～50.6% 0.2～0.4m/s 

××× 晴 7.1～14.4℃ 45.3～50.4% 0.4～0.6m/s 

南古 110kV 光伏升压站 晴 7.4～15.3℃ 45.4～50.2% 0.2～0.4m/s 

榆舍 110kV 光伏生压站 晴 7.8～15.8℃ 45.7～49.9% 0.4～0.6m/s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见表 7-2。 

表 7-2 监测仪器一览表 

名称 测量范围 仪器编号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至 

SEM-600 

电磁辐射分析仪 

电场：5mV/m～100kV/m 

磁场：0.1nT～10mT 

主机：S-0177/ 

探头：G-0177 

CEPRI-DC（JZ）
-2019-008 

2020 年 

3 月 18 日 

（2）监测工况 

监测期间工况见表 7-3。 

表 7-3 监测期间工况一览表 

项目 

数值 

P 有功功率 

（MW） 

Q 无功功率 

（MVar） 

电流 

（A） 

电压 

（kV） 

舍西线 -4.56 -3.67 74.35 117.28 

西东线 -18.68 -16.34 146.73 1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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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见表7-4，表7-5，表7-6，表7-7。 

表 7-4 变电站、升压站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工频电场强

度（V/m） 

标准限

值（V/m） 

工频磁感应

强度（µT） 

标准限

值（µT） 

1 东塬 330kV 变 110kV 间隔扩建处 332.81 

4000 

2.559 

100 2 南古 110kV 光伏升压站出线处 483.72 1.404 

3 榆舍 110kV 光伏升压站出线处 240.81 0.119 

表 7-5 环境保护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工频电场

强度（V/m） 

标准限

值（V/m） 

工频磁感应

强度（µT） 

标准限

值（µT） 

4 ××× 336.18 

4000 

1.633 

100 

5 ××× 178.74 1.964 

6 ××× 30.38 0.811 

7 ××× 452.69 1.062 

8 ××× 118.05 1.524 

9 ××× 62.50 1.075 

表 7-6 110kV 西东线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µT） 

1 距中心线地面投影 0m 262.07 1.732 

2 6m 303.73 1.532 

3 7m 307.26 1.494 

4 8m 304.30 1.452 

5 距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5m 258.88 1.426 

6 10m 215.67 1.170 

7 15m 165.65 1.045 

8 20m 103.91 0.885 

9 25m 44.26 0.701 

10 30m 32.24 0.547 

11 35m 23.21 0.459 

12 40m 18.58 0.396 

13 45m 15.97 0.352 

14 50m 13.70 0.297 

注：西东线 3 号～4 号塔之间向东展开，线高 22m。 

 

 



 

15 

表 7-7 110kV 舍西线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µT） 

1 距中心线地面投影 0m 326.07 0.643 

2 6m 386.14 0.517 

3 7m 391.25 0.428 

4 8m 387.64 0.346 

5 距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5m 336.87 0.262 

6 10m 297.36 0.198 

7 15m 248.44 0.157 

8 20m 187.73 0.138 

9 25m 124.35 0.120 

10 30m 89.42 0.112 

11 35m 43.66 0.095 

12 40m 32.47 0.088 

13 45m 24.78 0.082 

14 50m 20.38 0.077 

注：舍西线 34 号～35 号塔之间向东展开，线高 18m。 

由表7-4，表7-5，表7-6，表7-7可知，变电站、升压站厂界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

为240.81～483.72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0.119～2.559μT；环境保护目标处

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30.38～452.69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0.811～

1.964μT。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的限值要求。110kV西东线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

监测值为13.70～307.26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0.297～1.732μT；110kV舍西

线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20.38～391.25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

0.077～0.643μT。输电线路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随着距离的增

加呈衰减趋势。 

声

环

境

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dB(A)）。 

（2）监测频次 

昼、夜间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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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可听噪声测量方法》（DL/T 501-2017）。 

（2）监测布点 

①变电站 

厂界：在变电站厂界外1m设置1个测点，传声器高于地面或围墙1.2m以上。昼、

夜各监测1次，每个测点持续监测1min。 

②输电线路 

断面展开：路径在导线档距中央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面方向上，测点分别位于

架空输电线路中心线、中心线与边导线之间、边导线下方以及距边导线的垂直投影

距离10m、20m、30m、40m、和50m等处，距地面高1.2m以上，昼、夜各监测1次。 

③环境保护目标 

在工程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处，传声器高于地面1.2m以上。昼、夜各监测1次，

每个测点持续监测1min。 

工程监测点位示意图见7-1～图7-9。 

（3）监测单位、监测时间 

同电磁环境监测。 

（4）监测环境条件 

同电磁环境监测。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见表7-8。 

表 7-8 监测仪器一览表 

名称 测量范围 仪器编号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至 

AWA5688 型 

声级计 
20～140dB 00308850 ZS20191833J 

2020 年 

8 月 21 日 

（2）监测工况 

监测期间工况见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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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见表7-9，表7-10，表7-11，表7-12。 

表 7-9 变电站、升压站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序号 点位描述 昼间 夜间 
标准限值 

昼间 夜间 

1 东塬 330kV 变 110kV 间隔扩建处 42.6 37.7 

60 50 2 南古 110kV 光伏升压站出线处 44.9 38.6 

3 榆舍 110kV 光伏升压站出线处 44.6 38.4 

表 7-10 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序号 点位描述 昼间 夜间 
标准限值 

昼间 夜间 

4 ××× 41.8 37.4 

55 45 

5 ××× 40.9 36.8 

6 ××× 41.2 37.1 

7 ××× 40.0 36.4 

8 ××× 40.5 36.3 

9 ××× 38.1 35.7 

表 7-11 110kV 西东线断面展开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序号 点位描述 
测量值 

昼间 夜间 

1 中心线下地面投影 40.9 36.8 

2 中心线与边导线之间地面投影 42.0 36.7 

3 边导线下地面投影 42.1 36.7 

4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10m 41.8 36.5 

5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20m 39.8 36.3 

6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30m 39.5 36.1 

7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40m 40.6 36.4 

8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50m 39.3 36.1 

注：西东线 3 号～4 号塔之间向东展开，线高 22m。 

表 7-12 110kV 舍西线断面展开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序号 点位描述 
测量值 

昼间 夜间 

1 中心线下地面投影 41.6 37.1 

2 中心线与边导线之间地面投影 40.9 36.8 

3 边导线下地面投影 40.3 36.6 

4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10m 40.4 36.5 

5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20m 40.6 36.5 

6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30m 40.4 36.3 

7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40m 39.3 36.4 

8 边导线外地面投影 50m 39.5 36.2 

注：舍西线 34 号～35 号塔之间向东展开，线高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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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9可知，变电站、升压站厂界噪声监测值昼间为42.6～44.9dB(A)，夜间

为37.7～38.6dB(A)，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由表7-10可知，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监测值昼间为38.1～41.8dB(A)，夜间为

35.7～37.4dB(A)，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1类标准限

值要求。 

由表7-11，表7-12可知，110kV西东线断面展开噪声监测值昼间为39.3～

42.1dB(A)，夜间为36.1～36.8dB(A)；110kV舍西线断面展开噪声监测值昼间为39.3～

41.6dB(A)，夜间为36.2～37.1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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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通过现场调查确认：本工程实施了环评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生态保护措施，经现场检查，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已基本消除，输电线路

沿线的生态恢复措施已经得到落实，做到了与周围生态环境相协调。 

污染

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场地有进行围挡、遮盖等措施，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有进行相应

措施处理，工期短，范围小，现场调查已恢复。 

（2）水环境影响调查 

线路施工时未在河流保护区范围内堆放、填埋、倾倒工业废物、生活

垃圾等，跨越河流采用一档跨越，线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利用就近民房厕

所收集处理，不会对周边水环境造成影响。 

（3）噪声影响调查 

经现场调查，已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时已避开居民午休时间，无

夜间施工现象，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小。 

（4）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施工期无施工垃圾乱堆乱放现象，施工结束后施工垃圾已及时处理 

社会

影响 

根据调查，不涉及生态敏感区，也不涉及文物等；施工期未发生施工

扰民，未接到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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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行

期 

生态

影响 

工程塔基周围已平整，工程区域生态已恢复，运行期对工程区域生态

基本无影响。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建工程在变电站原预留位

置进行，不新增占地，对生态环境无影响。 

污染

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变电站厂界及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

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的限值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限值要求。

监测结果见附件 4。 

（2）声环境影响调查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也满足

2 类、4a 类标准限值要求。监测结果见附件 4。 

（3）水环境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污水，不会对当地的水体产生影响。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建工程污水处理依托站内原有设施。 

（4）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本工程运行期不产生废气，对环境空气无影响。 

（5）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物。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

建工程固废处理依托站内原有设施。 

社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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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1）施工期 

建设单位设置了环境管理机构，安排了环保人员，具体负责落实环保措施，协调各

有关部门之间的环保工作和处理工程施工中出现的环保问题。 

施工单位安排了兼职环保人员，具体执行有关环保措施，并接受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2）运行期 

建设单位设置了环境管理机构，安排了环保人员，具体负责运行期环保措施。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1）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环境监测计划规定，工程正式开始运行后按要求进行监

测，由建设单位委托有监测资质的单位负责定期对电磁环境进行监测，及时掌握工程的

电磁环境状况。 

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由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对工程的电磁环境和

噪声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本工程环境监测计划实施情况见表 9-1。 

表 9-1 运行期监测实施情况 

序号 名称 内容 

1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点位布设 变电站厂界、输电线路沿线及其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处 

2 监测项目 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 

3 监测方法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HJ 681-2013） 

4 
监测频次

和时间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 

5 

噪声 

点位布设 变电站厂界、输电线路沿线及其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处 

6 监测项目 昼间、夜间等效连续 A 声级 

7 监测方法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可听噪声测量方法》（DL/T 501-2017） 

8 
监测频次

和时间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审批手续齐全，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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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其批复等资料均已成册存档。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该工程的运维管理工作由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铜川供电公司管理。从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项目核准到运行生产阶段，工程的建设认真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和“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设置了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管理规章制度较完善，环境

监测计划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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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11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

现状调查，对有关技术文件、报告的分析，对工程环保执行情况、环境保护措施的重点

调查与监测，以及对生态影响的分析与评价，从环境角度对工程提出如下调查结论和建

议： 

1.1 工程基本情况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110kV送出工程位于×××。 

1、榆舍110kV光伏升压站～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110kV线路工程 

线路始于榆舍110kV光伏升压站，止于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110kV单回架空线路

路径长度约30km，架空导线采用JL/G1A-300/40和JL/G1A-300/70钢芯铝绞线，建设杆塔

共计96基。 

2、南古110kV光伏升压站～东塬变110kV线路工程 

线路始于南古110kV光伏生压站，止于东塬330kV变电站，110kV单回架空线路路径

长度约23km，架空导线采用JL/G1A-300/40钢芯铝绞线，110kV单回电缆线路路径长度约

0.125km，电缆采用ZC-YJLW03-64/110-1×1600mm
2单芯铜导体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聚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建设杆塔共计65基。 

工程总投资59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万元，占总投资的0.68% 

1.2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中对本工程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已

在工程实际建设和运行期得到基本落实。 

1.3 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1）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在设计的过程中，在考虑项目可能的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对各种环境影响提

出了相关对策并落实到工程设计之中。 

建设单位针对施工期的各类环境影响分别采取了防治措施。通过验收调查可知，

建设单位对工程采取生态恢复效果良好。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现场调查确认：本工程实施了环评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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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已基本消除，工程周围生态恢复良好，做到了与周围生态环境

相协调。 

（3）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变电站、升压站厂界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 240.81～483.72V/m，工频磁感应强度

监测值为 0.119～2.559μT；环境保护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 30.38～452.69V/m，

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 0.811～1.964μT。监测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限值要求。110kV 西

东线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 13.70～307.26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

0.297～1.732μT；110kV 舍西线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为 20.38～391.25V/m，工

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为 0.077～0.643μT。输电线路断面展开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

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 

（4）声环境影响调查 

变电站、升压站厂界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2.6～44.9dB(A)，夜间为 37.7～38.6dB(A)，

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要

求。 

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38.1～41.8dB(A)，夜间为 35.7～37.4dB(A)，监

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 

110kV 西东线断面展开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39.3～42.1dB(A)，夜间为 36.1～

36.8dB(A)；110kV 舍西线断面展开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39.3～41.6dB(A)，夜间为 36.2～

37.1dB(A)。 

（5）水环境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污水，不会对当地的水体产生影响。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建工程污水处理依托站内原有设施。 

（6）其他环境影响调查 

本工程运行期不产生废气，对环境空气无影响。 

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物。东塬 330kV 变电站 110kV 间隔扩建工程固废处

理依托站内原有设施。 

1.4 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设有兼职环保人员来负责本工程运行后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了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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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与环境监测方案。及时掌握工程附近的电磁环境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管理上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 

1.5 验收建议 

铜川“光伏领跑者技术基地”榆舍、南古光伏电站110kV送出工程在设计、施工和

运行期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

施和生态保护措施，输电线路及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处环境监测数据均满足相关标准及限

值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13号）的

有关规定，该工程具备环保验收的条件。建议该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