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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9.1 环境管理

9.1.1 环境管理目的

按国家、省、市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落实有关环保责任，主要是加强对项目的建设期和运行期的环境管理，达到环

境保护的目的。由于本项目已技改完成并投产，故本次环评主要考虑项目运营期的环境

管理。

环境管理是工程管理的一部分，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本项目

环境管理目的在于保证工程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顺利实施，使工程运行产生的不利环境

影响得到减免，以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相协调。

9.1.2 环境管理目标

通过严格的环境管理，可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使本项目在运营

期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努力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统一，实现环境管理的目标如下：

（1）保护水库大坝、电厂等建筑物安全与延长使用年限，保护电厂正常运行生产。

（2）运营期建设一个库区水体生态平衡、环境优美的管理区。

（3）保证各项环保措施按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环境保护设计的要求

实施，使各项环保设施正常、有效运行，最大限度的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4）预防污染事故发生，保证各类污染物合理处置，使工程区及其附近的水环境、

环境空气和声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标准。

9.1.3 环境管理原则

（1）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本工程在运营过程中，环境管理要预先采取防范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

现象发生，并把预防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原则。

（2）分级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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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运营过程应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而在内部则实行分级管理

制，层层负责，责任明确。

（3）相对独立性原则

环境管理是工程管理的一部分，需要满足整个工程管理的要求。但同时环境管理又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必须依据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工程

进行监督管理，协调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4）针对性原则

项目运营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环境问题，应通过建立合理的环

境管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针对性地解决出现的问题。

9.1.4 环境管理机构与职责

运营期建议在项目管理机构中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环境管理人员，负责运营期的环

境管理计划。机构的职责：

（1）根据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确定项目运营期环境保护方针

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2）负责落实环保经费及环境监测工作的正常实施，做好环境信息统计和数据管

理；

（3）监控运行环保措施，协调处理运行期工程影响区出现的各项环境问题。

（4）执行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规定，做好环保设施管理和维护工作。建

立并管理好环保设施的档案工作，保证环保设施按照设计要求运行；加强管理，杜绝擅

自拆除和闲置不用的现象发生，做好环保设施及设备的利用率和完好率。

（5）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对污染水体突发性事故的应急处理。

（6）负责水电站的环境监测和发布水质监测公报。

（7）清除污染，改善环境。认真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项目所在区域的

绿化工作。

（8）组织并抓好本项目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抓好本项目范围内的重点环保

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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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环境管理体系

本项目环境管理分为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两部分。

（1）外部管理是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按照工程需达到的环境标准与要求，依法对工程建设、运营阶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

及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等活动。

（2）内部管理是指建设单位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

贯彻环境保护标准，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并对工程的过程按环保要求进行管理。

9.1.6 环境管理制度

（1）环境保护责任制

在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中，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明确环境管理机构的环境保护责任。

（2）分级管理制度

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将环境保护列入项目运行管理内容，将环境保护职责落实到

各生产岗位和部门。

（3）监测和报告制度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部门获取项目区环境质量信息的重要手段，是进行环境管理的

主要依据。建议委托当地具备相应监测资质的单位，对项目区及周围的环境质量按环境

监控计划要求进行定期监测，并对监测成果定期编制环境质量报告。同时，应根据环境

质量监测成果，对环保措施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所确定的标准和省、

地市确定的功能区划要求。

（4）制定对突发事故的处理措施

项目运营期，应针对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按相关规定报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根据预案要求进行人员培训、管理和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演练。

（5）报告制度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对于引起周边环境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及时报相关环保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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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是实施有效的环境管理的前提。为确保环境质量和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

应制定环境监测计划。从保护环境出发，根据本建设项目的特点，尤其是所存在的不利

环境问题，以及相应的环保措施，制定一套完善的环境监测制度和监测计划，其目的是

要监测本建设项目在运行期间的各种环境因素，应用监测得到的反馈信息，及时发现运

营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及时修正原设计中环保措施的不足，使出现的环境问

题能得到及时解决，防止环境质量下降，保障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9.2.1 环境监测机构

由于受人员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本项目环境监测工作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当地有资

质的监测单位进行监测。若发现问题，应及时找出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污染，并

上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9.2.2 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

9.2.2.1 水质监测

项目运营期环境监控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污染事故发生，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1）水质监测

监测目的：掌握电站运行期间，不同季节不同库区水位情况下，水库及发电泄放水

的水质状况及其影响。

监测项目：水温、pH、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叶绿素 a、透

明度等。

监测断面：库区、坝下减水段、发电厂房尾水下游。

监测频次：每年丰平枯水期各 1 次，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适当增加水质监测的频

次。

（2）水生生物

监测断面：同水质监测。

监测频次：每年的丰、平、枯期各一次。

监测项目：鱼类、浮游动物、浮游植物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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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永溪（三班岬）二级电站尚未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应根据本报告书要求委托当

地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定期进行当地环境质量监测。

本项目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详见表 9-1。

表 9-1 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监控负责单位 监测频次 监测站点

水质

水温、pH、悬浮物、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总

氮、总磷、叶绿素 a、
透明度等

委托专业机构

每年丰平枯水

期各 1 次，根据

实际情况，考虑

适当增加水质

监测的频次

库区、坝下减水

段、发电厂房尾

水下游

水生生物
鱼类、浮游动物、浮游

植物数量和种类
委托专业机构

每年的丰、平、

枯期各一次

库区、坝下减水

段、发电厂房尾

水下游

固体废

物处置

生活垃圾 收集、贮存及处置情况

收集、贮存及

处置情况 每季度一次

生活、拦渣、检

修废弃机油、浮

油、含油污泥收

集点

坝前浮渣、

淤泥
收集、贮存及处置情况

检修废弃

机油
收集、贮存及处置情况

浮油、含油

污泥
收集、贮存及处置情况

环境资料管理 －
电站环境管理

机构
－ －

9.2.2.2 洪水监测

建立洪水预测报系统，城区可通过广播、电话、电视传递洪水消息。尽快建立自动

测报系统，购买先进测报设备，加强雨情预测预报，进行适时洪水信息传递，确保通讯

线路畅通无阻，做好防汛的各种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洪灾损失。

9.2.3 监测上报制度

（1）每次监测都应有完整的记录。监测数据应及时整理、统计，并应做好监测资

料的归档工作。

（2）监测时发现有异常现象应及时向公司环境管理部门反映。

（3）监测结果要定期接受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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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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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见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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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竣工环保验收一览表

类别 名称 环保措施 验收依据 验收或管理要求

生态

环境

厂区 绿化、美化 — 绿化率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生态流量 闸门下泄流量系统
安装了闸门下泄流量系统，以

及坝区下游无断流现象
最小泄流量不小 0.102m³/s

水环

境

工作人员生活污水和检

修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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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排放

声环

境
噪声 建筑隔声；定期维护、保养设备；加强职工环保教育。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

准》1类标准
厂界声环境达标

固体

废物

坝前浮渣
设置了垃圾收集池，浮渣定期打捞后运往垃圾收集池，

与生活垃圾一同清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
清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 零排放

废油（危废） 贮存于厂内专用贮存间，专用贮存间应做好防渗、防泄

漏（如贮存区四周建设防泄漏围堰）和应急收集措施，

并委托龙岩市泰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01）

按要求设置专用贮存间，并委

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

理
浮油、含油污泥（危废）

库区、前池淤泥 用作园林绿化覆土 — 零排放

工作人员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收集池，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附近村庄垃圾

收集点
清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 零排放

环境

管理

管理机构、管理制度

设有专门的环境管理人员，研究、制定有关环保事宜，

按环境管理工作计划表中要求统筹项目区的环境管理

工作，实行监督管理

— 验收检查落实情况

环境监测

制定一套完善的环境监测制度和监测计划，并严格执

行，对监测数据进行档案管理和分析，存档监测数据必

需具有准确性、精密性、完整性、代表性和可比性。

— 验收检查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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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总量控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目标控制，即区域排污量在一定时期内不得

突破分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因此，本项目的总量控制应以区域总量不突破为前提，通

过对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控制途径分析，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污染物进入环境，以

确保项目所在地的环境质量目标能得到实现，达到本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三统一，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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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