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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总结论

10.1 工程概况

漳平市永溪（三班岬）二级水电站工程位于漳平市吾祠乡，原称三班岬水电站，于

1981 年建成并投产，原坝址以上集雨面积 37 km2，利用发电水头 51 米，引水渠道长

2.0km，引水隧洞长 200m，压力管道长 125m，引用流量 0.85 m3/s，装机容量 300

（1×100+1×200）kw，年平均发电量 100万 kW·h左右。由于受早期多方条件制约，原

三班岬水电站装机容量偏小，且水工建筑、机电设备均已严重老化，造成水能资源的巨

大浪费。

为了提高机组发电效益，充分利用水能资源，漳平市永溪水电有限公司于 2007年

对原三班岬水电站进行全面技改扩建。在原坝址下游 2.1km 处建设了一高 27m 左右的

砌石拱坝，在坝址右岸上游 70m处开挖一长 388m的有压隧洞至原厂房发电。技改后的

永溪(三班岬)二级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1600kW，属混合式引水式电站。

本项目于 2007年技改，2008年开始投产发电，目前运行正常。

10.2 环境现状

（1）地表水环境

根据现状监测，深坑井溪各断面各因子 Si均小于 1，因此工程所在流域深坑井溪水

质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

（2）声环境

根据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各侧厂界监测点位均能达到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

标准》1类标准。

（3）大气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区域内各监测点位常规指标 SO2、NO2和 PM10的日平均浓度和

小时平均浓度均优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评价区域大气环

境质量现状良好，具有一定的大气环境容量。

（3）土壤环境

土壤监测结果表明，区域土壤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故区域土

壤环境现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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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环境

评价范围内目前没有发现国家珍稀濒危的野生鱼类等生物资源分布，亦未发现涉及

有主要敏感生物生境如索饵场、产卵场、越冬场等三场分布。评价范围内水生植物为一

般植物，未发现国际级保护的水生植物。评价范围内植被类型为河岸防护林以及人工栽

种的经济树种、用材树种。项目未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根据现

状调查，评价区生态环境较少受到破坏，生态系统结构尚完整，功能尚好，一般干扰下

可恢复，生态问题不显著。

10.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工作，进入正常运行期，因此不再存在施工期影响。

10.3.1 水环境影响

（1）区域水资源影响

本工程以发电为主，为引水式电站，取用水方式比较简单，取水并利用又全部排回

河道，本身并不消耗水量，因此项目运行对区域水质无影响。

（2）对水温的影响

永溪（三班岬）二级水电站水库总库容为 93.7 万 m3，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3223 万

m3，水库水温分布类型判别 a=34.4，水温结构为完全混合型水库，库区水体水温分层不

明显。从现状监测来看，项目水库水文与电站厂房出水口水温及库区下游水体水温均高

度一致，因此本项目不存在库底低温水对下游的影响。

（3）水库水质影响及富营养化分析

水电站建设后，由于在河道上筑坝建水库，改变了原有水体特征，建库后库区内的

水体介于河流和湖泊之间，导致水体污染物聚集形态和水体自净方式发生变化，使库区

内水体的污染物浓度发生变化。从水质实测结果来看，评价河段内各水质参数的标准指

数在 0.07~0.73，其中总磷和总氮的标准指数在 0.05~0.16，说明本项目评价河段水质没

有受到有机污染。

本项目水库目前处于中营养化水平，库区富营养化水平相较于库区回水末端差别不

大。主要污染因子为 SS，透明度较低，根据现场调查了解以及本报告书前述分析，库

区处于中度富营养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①库区蓄水初期未进行规范的清库，导致淹没区植被和土壤在库区水体中释放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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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盐，形成污染。

②库区上游的居民点产生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库区上游河流，这些污染物

最终进入库区，形成污染。

（4）对下游水质的影响

电站运营期间有少量生活污水和厂房设备检修废水。本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约

228.6/a，项目检修机械次数为 1次/年，则每次检修含油废水排放量约为 4m3/次。

据现场调查，检修废水收集于集水井内，收集池内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本

评价建议集水井出口设置油水分离器，经油水分离后的废水与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

一起用于林地浇灌，油水分离后产生的废油、含油污泥属危险废物，与检修过程产生的

废机油统一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由于废水处理后不排入水体，对溪水水质无

影响。

另外，本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应建设容积不小于 21m3的生活污水储液池，并具有防

渗透作用，能够满足本项目 30天累计的生活污水排放量要求。

（5）对减水河段生态及下游用水的影响

本项目应保证坝址下游最小下泄生态流量，本项目最小下泄生态需水量为

0.102m3/s。为了保证坝址下游最小下泄生态流量，本项目已安装闸门下泄流量系统，并

配置在线传输装置，使最小下泄流量与漳平市环境保护局监控中心联网，实行实时传送

数据。

（6）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位于漳平市吾祠乡深坑井溪，不属于地下水环境敏感地区；项目运营期生活

用水均取自山涧水，不取用地下水，不会对区域地下水的水位、水量产生影响；且根据

咨询了解，本项目已运营多年，未产生水库库区沼泽化问题。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

管道均进行了水泥防渗处理，且项目厂区已铺设水泥硬化地面，采取上述防渗措施后，

项目运营期废水对地下水影响不大。

10.3.2 生态环境影响

（1）陆生生物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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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工程永久占地包括水电站厂坝区占地、引水系统占地、永久道路占地等，总

占地面积 5.1亩。水库淹没会改变土地使用功能，陆生植物由于淹没而消失，动植物生

境也会发生变化。

本项目已运营多年，项目周边动植物生境早已形成，施工期的临时用地已基本恢复

地表植被，陆生生物没有出现退化的现象。

（2）水生生物变化分析

电站水库蓄水运行，水位抬高，库区上游由原来的溪流环境改变为蓄水性缓流型水

库，坝址下游形成减脱水河段，改变了库区与坝址下游水文情势及环境水文条件。本项

目大坝已运营多年，库区上游已形成蓄水性缓流型水库环境，大坝下游形成减脱水河段，

库区及坝址下游水文情势及环境水文条件早已稳定。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询问当地村民

可知，项目大坝下游的鱼类主要有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等占优势，项目水域水生生

态没有退化。

在电站运营期间，为避免下游在需水期间出现断流，必须保证下游河道一定的生态

用水量。本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应在保证最小生态用水的前提下进行发电。

为了保护库周植被，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保证库区水质良好，防止库水富营

养化，应加强库周环境管理，禁止在库周及上游地区处理生活垃圾和圈养畜禽，禁止在

库周及上游地区兴建对水质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工矿企业。工程需科学运用雨情水情信

息，合理安排水电站发电计划，提高水能利用率，在确保流域生活、生态用水需求的情

况下发电，则对下游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10.3.3 声环境和固体废物影响

（1）声环境

本项目已建成运营多年，项目在运营过程产生的噪声主要是水轮发电设备运转噪

声。根据环境噪声现状监测数据可知，项目各场界昼、夜间声环境均能达到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1 类标准。项目周围 200m 内没有集中居住的居

民，因此，项目噪声对周边影响不大。

（2）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间的弃渣场目前已得到较好的植被恢复，不再存在环境影响。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坝前浮渣、废机油、隔油

废油、含油污泥、生活垃圾、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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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主要为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68t/a，发电站

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池，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②坝前浮渣

根据电站运营管理方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库区产生的浮渣量(干渣)约为 1.56t/a ，拦

河坝前浮渣量约 0.5t/d，目前主要通过人工清捞的方式处理，清理后堆置于生活垃圾收

集池，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③废弃机油

本项目现有工程运营过程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包括润滑油（齿轮油和变压器油），

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废机油，属危险废物。根据业主提供资料，本项目电站设备检修时废

机油的产生量约为 250kg/a，在厂内临时存放点集中收集后，委托福建龙岩力浩新能源

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④淤泥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本项目库区和压力前池淤泥产生量约为 4.0t/a，淤泥中的成分

以泥沙和有机物为主，因此本项目淤泥直接用作周边绿化覆土，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⑤浮油、含油污泥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项目检修机械次数为 1 次/年，每次检修含油废水排放量约为

4m3/次，本评价要求含油废水经油水分离器进行处理。因此，本项目油水分离后会产生

浮油、含油污泥。类比其它厂家的废油量，本项目产生浮油、含油污泥量约 0.06kg/次。

本评价要求浮油、污泥集中收集后，与废机油一同委托福建龙岩力浩新能源有限公司进

行处理。

10.3.4 总量控制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林地浇灌，含油废水经油

水分离后与生活污水一起林地浇灌，不外排；项目无废气的排放；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

处置，外排量为零，因此本项目没有需要控制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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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环保措施和竣工验收

项目目前已运行多年，应在本环评报告书由当地环保管理部门批复后，根据环评报

告书和批复要求补充建设环保和生态保护措施，并尽快向环保主管部门申请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

项目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及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主要内容见表 9-2。

10.5 建议

（1）为提高库区周边一重山的植被覆盖率及水源涵养能力，建议对以马尾松、杉

木林等为优势种的针叶林的林分进行改造，通过择伐、在林间或林缘种植壳斗科、山茶

科、樟科、木兰科、冬青科等植物的适生树种，使树种中阔叶树、幼龄树的比例增大，

从而使群落结构层次复杂化、植物种类的多样化，使适宜区段的针叶（马尾松）林形成

松、阔异龄复层混交林，并最终向常绿阔叶林进展演替，以提高库区植被的水源涵养能

力和生态效益。

（2）禁止在库区内从事网箱养鱼或家禽养殖等活动。在条件许可时电站可向当地

环保管理部门申请开展流域整治活动，减少入库的有机质和营养盐数量，逐步降低库区

的富营养化水平，确保库区水体达到要求的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级

标准。

10.6 总结论

漳平市永溪（三班岬）二级水电站工程位于漳平市吾祠乡，属于深坑井溪，为九龙

江北溪的一条支流，项目建设符合福建省九龙江流域综合规划，工程建设产生的环境问

题，在采取本报告提出的各种环保和生态保护措施后，可使环境影响降低到可接受的程

度。本工程的兴建不存在重要的环境制约因素，在认真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

护对策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