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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山东泰安肥城 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线路送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 

法人代表/授权代表 李其莹 联系人 许玉伟 

通讯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 201号 

联系电话 0538-6502507 传真 / 邮政编码 271000 

建设地点 110kV输电线路路径位于泰安市肥城市境内。 

项目建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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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泰安肥城220kV林庄变电站110kV线路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山东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泰安腾飞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泰安市生态环境

局肥城分局 
文号 

泰肥环辐表审

[2020]1号 
时间 

2020年 6月

23日 

建设项目 

核准部门 

泰安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 
文号 

泰审批投资

[2020]58号 
时间 

2020年 4月

30日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 
文号 

鲁电建设

[2021]109号 
时间 

2021年 2月

8日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泰安腾飞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泰安腾飞实业有限公司肥城分公司 

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单位 
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6005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40 环境保护

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0.67% 

实际总投资 

（万元） 
5652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4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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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环评阶段项目 

建设内容 

线路：全长 33.8km，其中 110kV双回架空

线路 29.9km，110kV 双回电缆线路

0.27km，110kV单回架空线路 3.6km 

项目 

开工日期 

2021年 5

月 27日 

项目实际 

建设内容 

线路：全长 37.08km，其中 110kV 双回架

空线路 32.84km，110kV双回电缆线

路 0.3km，110kV 单回架空线路

3.94km 

环境保护

设施投入

调试日期 

2022年 4

月 30日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2020 年 4 月 30 日，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泰审批投资

[2020]58 号文件对山东泰安肥城 220kV 林庄变电站 110kV 线路送出

工程进行核准。 

2018 年 4 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委托山东博瑞

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东泰安肥城 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

线路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6月 23日，泰安市生态环

境局肥城分局以泰肥环辐表审[2020]1 号文件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表进行批复。 

2021 年 2 月 8 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以鲁电建设[2021]109

号文件对本工程初设文件进行了批复。 

2021年 5 月 27日，本工程 110kV输电线路开工建设，其中泰安

腾飞实业有限公司肥城分公司负责施工，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负责监理；2022 年 4 月 30 日，110kV输电线路建成投入调试

运行。 

2022 年 6 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委托山东鼎嘉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我单位于 2022年 7月对

本工程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实施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 110kV 输电

线路正常运行，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山东泰安肥城 220kV 林庄变电

站 10kV线路送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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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致。本工程调查项目和调查范围见表 2-1。 

表 2-1  调查项目和调查范围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110kV 输电线路 

电磁环境 
110kV架空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m范围内 

地下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 

声环境 110kV架空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m范围内 

生态环境 
110kV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0m带状区域 

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300m内的带状区域 
 

环境监测因子 

表 2-2  环境监测因子 

调查对象 环境监测因子 监测指标及单位 

110kV 输电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场 工频磁感应强度，µT 

环境噪声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dB（A） 
 

环境敏感目标 

在查阅山东泰安肥城 220kV 林庄变电站 110kV 线路送出工程环评文件等相关资料的基础

上，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 705-2020）对环境敏感目标的

界定，通过现场实地勘察，确定该工程输电线路周围电磁环境、声环境调查范围内共存在 18

处环境敏感目标，其中 4 处为线路偏移后新增，1 处为环评后新建,6 处为环评未提及，10 处

与环评基本一致；另有 8处长期无人员活动的建筑，本次列为关注点。生态环境调查范围内无

生态敏感目标。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情况详见表 2-3，关注点情况详见表 2-4，主要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

况见图 2-1，关注点现场情况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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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表 2-3  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环境敏感目标对照表 

项目 

内容 

环评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 验收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 

备注 
名称 最近位置关系 

序

号 
名称 功能 分布 

数

量 

建筑物 

楼层 

高

度 
与项目相对位置 

导线对

地高度 

110kV输

电线路 

肥桃路北民房 边导线南侧 15m 经现场勘查，环境敏感目标不位于调查范围内 

肥桃路北看护房 边导线线南侧 8m 1 看护房 3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5m 

110kV安园线 83号～84号 

(110kV安米线 83号～84号)

塔间线路南侧 25m 

30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桃源镇西看护房 边导线西侧 10m 2 看护房 4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m 

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

(110kV安米线 76号～77号)

塔间线路西侧 16m 

30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 / 3 废品收购站 商业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

(110kV安米线 76号～77号)

塔间线路跨越 

28m 环评后新建 

/ / 4 看护房 5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m 

110kV安园线 73号～74号

(110kV安米线 73号～74号)

塔间线路南侧 4m 

22m 环评未提及 

/ / 5 门头房 商业 集中 2座 三层平顶 9m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

(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1m、15m 

23m 
线路偏移后

新增 

山东高速料场门

岗 
边导线南侧 27m 经现场勘查，环境敏感目标不位于调查范围内 

桃源镇南民房 边导线北侧 27m 6 民房 1（民房 2） 居住 零星 2座 单层平顶 3.5m 

110kV安园线 71号～73号

(110kV安米线 71号～73号)

塔间线路南侧 19m、 

塔间线路东北侧 19m 

29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仁贵山村西南民

房 
跨越 7 民房 3 居住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5

m 

110kV安园线 66号～67号

(110kV安米线 66号～67号)

塔间线路西侧 29m 

26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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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续表 2-3  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环境敏感目标对照表 

项目 

内容 

环评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 验收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 

备注 
名称 最近位置关系 

序

号 
名称 功能 分布 

数

量 

建筑物 

楼层 

高

度 
与项目相对位置 

导线对

地高度 

110kV输

电线路 

/ / 8 民房 4 居住 零星 1座 双层平顶 6m 

110kV安园线 66号～67号

(110kV安米线 66号～67号)

塔间线路东侧 19m 

24m 
线路偏移后

新增 

/ / 9 看护房 6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m 

110kV安园线 64号～65号

(110kV安米线 64号～65号)

塔间线路西南侧 28m 

20m 
线路偏移后

新增 

/ / 10 看护房 7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58号～59号

(110kV安米线 58号～59号)

塔间线路跨越 

17m 环评未提及 

工业一路北看护

房 
边导线西侧 2m 11 民房 5 居住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m 

110kV安园线 51号～52号

(110kV安米线 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11m 

24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工业一路南看护

房 
跨越 12 民房 6 居住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m 

110kV安园线 51号～52号

(110kV安米线 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6m 

24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北尚任村西北民

房 
边导线西侧 12m 13 看护房 8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5m 

110kV安园线 49号～50号

(110kV安米线 49号～50号)

塔间线路西侧 23m 

20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北尚任村西看护

房 
边导线东侧 22m 经现场勘查，环境敏感目标不位于调查范围内 

北尚任村西民房 边导线西侧 25m 14 民房 7 居住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5m 

110kV安园线 45号～46号

(110kV安米线 45号～46号)

塔间线路西侧 26m 

29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尚任屯村南养殖

看护房 
边导线西侧 20m 15 看护房 9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尖顶 3m 

110kV安园线 37号～38号

(110kV安米线 37号～38号)

塔间线路跨越 

18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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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续表 2-3  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环境敏感目标对照表 

项目 

内容 

环评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 验收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 

备注 
名称 最近位置关系 

序

号 
名称 功能 分布 

数

量 

建筑物 

楼层 

高

度 
与项目相对位置 

导线对

地高度 

110kV输

电线路 

/ / 16 养殖场 养殖 零星 1座 单层尖顶 3m 

110kV安园线 22号～23号

(110kV安米线 22号～2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9m 

27m 
线路偏移后

新增 

东徐村南民房 边导线南侧 2m 经现场勘查，环境敏感目标不位于调查范围内 

王边路北、104省

道西看护房 
跨越 17 看护房 13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5m 

110kV安新线 26号～27号

(110kV安阳线 26号～27号)

塔间线路跨越 

35m 
与环评基本

一致 

/ / 18 民房 8 居住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5m 

110kV双村站～110kV安阳

双支线 03号 

塔间线路西侧 27m 

9m 环评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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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表 2-4  验收阶段关注点明细表 

序号 名称 功能 分布 数量 建筑物楼层 高度 与项目相对位置 导线对地高度 

1 看护房 1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塔间线路北侧 29m 33m 

2 看护房 2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3m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塔间线路北侧 23m 28m 

3 工厂 工业 零星 1座 单层尖顶 5m 110kV安园线 47号～48号(110kV安米线 47号～48号)塔间线路东侧 30m 21m 

4 看护房 10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17号～18号(110kV安米线 17号～18号)塔间线路北侧 26m 23m 

5 护林防火检查站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16号～16号(110kV安米线 15号～16号)塔间线路跨越 20m 

6 工具房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12号～13号(110kV安米线 12号～13号)塔间线路南侧 6m 32m 

7 看护房 11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10号～11号(110kV安米线 10号～11号)塔间线路南侧 6m 31m 

8 看护房 12 看护 零星 1座 单层平顶 2.5m 110kV安园线 04号～05号(110kV安米线 04号～05号)塔间线路跨越 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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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1.110kV安园线 83号～84号（110kV安米线 83号～84号） 

塔间线路南侧 25m看护房 3 

2.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110kV安米线 76号～77号） 

塔间线路西侧 16m看护房 4 

  
3.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110kV安米线 76号～77号） 

塔间线路跨越废品收购站 

4.110kV安园线 73号～74号（110kV安米线 73号～74号） 

塔间线路南侧 4m看护房 5 

  
5-1.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1m门头房 

5-2.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5m门头房 

  
6-1.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南侧 19m民房 1 
6-2.110kV安园线 71号～72号（110kV安米线 71号～72号） 

塔间线路东北侧 19m民房 2 

图 2-1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9 

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7.110kV安园线 66号～67号（110kV安米线 66号～67号） 

塔间线路西侧 29m民房 3 

8.110kV安园线 66号～67号（110kV安米线 66号～67号） 

塔间线路东侧 19m民房 4 

  
9.110kV安园线 64号～65号（110kV安米线 64号～65号） 

塔间线路西南侧 28m看护房 6 

10.110kV安园线 58号～59号（110kV安米线 58号～59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7 

  
11.110kV安园线 51号～52号（110kV安米线 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11m民房 5 

12.110kV安园线 51号～52号（110kV安米线 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6m民房 6 

  
13.110kV安园线 49号～50号（110kV安米线 49号～50号） 

塔间线路西侧 23m看护房 8 
14.110kV安园线 45号～46号（110kV安米线 45号～46号） 

塔间线路西侧 26m民房 7 

图 2-1（续）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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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15.110kV安园线 37号～38号（110kV安米线 37号～38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9 

16.110kV安园线 22号～23号（110kV安米线 22号～2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9m养殖场 

  
17.110kV安新线 26号～27号（110kV安阳线 26号～27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13 
18.110kV双村站～110kV安阳双支线 03号 

塔间线路西侧 27m民房 8 

图 2-1（续）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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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1.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 

塔间线路北侧 29m看护房 1 
2.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 

塔间线路北侧 23m看护房 2 

  
3.110kV安园线 47号～48号（110kV安米线 47号～48号） 

塔间线路东侧 30m工厂 

4.110kV安园线 17号～18号（110kV安米线 17号～18号） 

塔间线路北侧 26m看护房 10 

  
5.110kV安园线 16号～16号（110kV安米线 15号～16号） 

塔间线路跨越护林防火检查站 

6.110kV安园线 12号～13号（110kV安米线 12号～13号） 

塔间线路南侧 6m工具房 

  
7.110kV安园线 10号～11号（110kV安米线 10号～11号） 

塔间线路南侧 6m看护房 11 

8.110kV安园线 04号～05号（110kV安米线 04号～05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12 

图 2-2  本工程关注点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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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重点 

1、项目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建设内容； 

2、核实实际建设内容、方案设计变更情况和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3、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保

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护措施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6、环境质量和环境监测因子达标情况；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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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环境标准 

电磁环境验收标准与环评标准一致，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具体

标准限值见表 3-1。 

表 3-1  电磁环境标准限值 

项目 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

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

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声环境标准 

声环境验收标准与环评标准一致，验收标准见表 3-2。 

表 3-2  声环境标准限值 

监测因子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环境噪声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2类标准） 

昼间 70dB(A)、夜间 55dB(A)（4a类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其他标准和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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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 

本工程输电线路路径位于泰安市肥城市境内，经现场勘查，本工程线路路径处主要为农

田、大棚及水库。 

线路所在地理位置示意见附图 1，线路周围现场照片见图 4-1。 

  

110kV安园线、110kV安米线π接位置 110kV安园线、110kV安米线同塔双回架空线路路径 

  
110kV安园线、110kV安米线双回电缆线路路径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双回电缆线路路径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同塔双回架空线路路径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π接位置 

图 4-1  本工程输电线路周围现场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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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110kV安阳线单回架空线路路径 110kV安阳双支线单回架空线路路径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同塔双回架空线“一档跨越”

尚庄炉水库，距水面 35m 
110kV安园线 76号(110kV安米线 76号)塔基底部恢复情况 

  
110kV安新线 11号(110kV安阳线 11号)塔基底部恢复情况 110kV安新线 31号塔基底部恢复情况 

  

110kV安阳线 31号塔基底部恢复情况 110kV安阳双支线 01号塔基底部恢复情况 

图 4-1（续） 本工程输电线路周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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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工程内容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110kV输电线路，110kV输电线路为110kV安园线、110kV安米线、110kV

安新线、110kV安阳线及110kV安阳双支线。 

2.工程规模 

环评规模：全长 33.8km，其中 110kV双回架空线路 29.9km，110kV双回电缆线路 0.27km，

110kV单回架空线路 3.6km。 

验收规模：全长全长 37.08km，其中 110kV 双回架空线路 32.84km，110kV 双回电缆线路

0.3km，110kV单回架空线路 3.94km。验收监测期间 110kV输电线路正常运行。 

本工程规模详见表 4-1。 

表 4-1  工程规模 

工程名称 项目组成 环评规模 验收规模 

山东泰安

肥城 220kV

林庄变电

站 110kV线

路送出工

程 

110kV 

输电线路 

110kV输电线路全长 33.8km，其中

110kV双回架空线路 29.9km，110kV 双

回电缆线路 0.27km，110kV单回架空线

路 3.6km。 

本工程由两个工程组成。（1）110kV

桃米 I线π接林庄站 110kV线路工程，

全长 23.1km，其中双回架空线路长

23km，双回电缆线路长 0.1km；（2）林

庄-新城、林庄-汶阳 T接双村线路工程，

全长 10.67km，其中双回架空线路长

6.9km、双回电缆线路长 0.17km、单回

架空线路长 3.6km 

110kV输电线路全长 37.08km，

其中 110kV双回架空线路 32.84km，

110kV双回电缆线路 0.3km，110kV

单回架空线路 3.94km。 

本工程由两部分组成。（1）110kV

安园线、110kV安米线同塔双回架空

线路，110kV安园线单回架空线路，

110kV安米线单回架空线路及 110kV

安园线，110kV安米线双回电缆线

路，全长 25.61km，其中同塔双回架

空线路 25.18km，单回架空线路

0.28km，双回电缆线路 0.15km；（2）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同塔双

回架空线路，110kV安新线单回架空

线路，110kV安阳线单回架空线路，

110kV安阳双支线单回架空线路及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双回电

缆线路，全长 11.47km，其中同塔双

回架空线路 7.66km，单回架空线路

3.66km，双回电缆线路 0.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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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占地及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 

1.输电线路路径 

本工程输电线路建设内容及线路路径见表 4-2。线路路径周边关系影像见附图 2，环评阶

段线路路径见附图 3。 

表 4-2  输电线路建设内容及线路路径 

线路 

名称 线路长度 线路路径 导线型号 
布设 

方式 

110kV 安

园线、

110kV 安

米线同塔

双回架空

线路，

110kV 安

园线单回

架空线

路，110kV

安米线单

回架空线

路及

110kV 安

园线、

110kV 安

米线双回

电缆线路 

110kV输电

线路全长

25.61km，

其中同塔

双回架空

线路

25.18km，

单回架空

线路

0.28km，双

回电缆线

路 0.15km 

本工程自 220kV 安临站站

北侧电缆出线，左转于变电站西

北侧转为同塔双回架空线路向

西架设跨越牛孙路，架设至牛孙

路西侧 320m 处，左转向西南方

向架设至王边路北侧 65m处，右

转沿王边路北侧向西架设至长

山南麓，向左转向避开山体后跨

越王边路向西架设至东徐村西

北侧、东麻路东南侧 20m处，右

转向北架设至王边路西南侧 70m

处，左转沿王边路南侧向西北方

向架设至南尚东村北侧 135m

处，左转向西架设至尚仁屯水库

南侧 340m 处，右转向北架设至

涝洼村西侧 90m处，左转向西北

方向架设至桃园立交南侧 1000m

处，右转向北架设至仁贵山村西

侧 80m处，左转向西北方向跨越

青兰高速架设至，桃园路东侧

165m 处，左转跨越桃园路，架

设至桃园路东侧 660m 处，右转

向北架设至泰肥一级公路南侧

70m处，右转向东北方向架设，

跨越泰肥一级公路后右转沿泰

肥一级公路北侧向东架设至泰

梁线西侧 250m处π接位置。 

架空线路导线采用

JL/G1A-300-24/7(LGJ-300/40)

型钢芯铝绞线，电缆采用

ZC-YJLW03-64/110-1×630型

交联聚氯乙烯电缆 

架空杆塔

共 88基；

电缆线路

以电缆隧

道敷设 

110kV 安

阳双支线

单回架空

线路 

110kV单回

架空线路

全长

0.35km 

本工程自泰商线北侧 470m

处（110kV 安阳线 72号塔）T接

出线，向东南方向架设至双村站

北侧，架空线路进站。 

架空线路导线采用

JL/G1A-300-24/7(LGJ-300/40)

型钢芯铝绞线 

架空杆塔

共 3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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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续表 4-2  输电线路建设内容及线路路径 

线路 

名称 线路长度 线路路径 导线型号 
布设 

方式 

110kV 安新

线、110kV

安阳线同塔

双回架空线

路，110kV

安新线单回

架空线路，

110kV安阳

线单回架空

线路及

110kV 安新

线、110kV

安阳线双回

电缆线路 

110kV输电

线路全长

11.12km，其

中同塔双回

架空线路

7.66km，单

回架空线路

3.31km，双

回电缆线路

0.15km 

本工程自 220kV 安临站站北侧电

缆出线，左转于安临站站东北侧转为双

回架空线路，向东架设至孟家村北侧

220m处，左转向东北方向架设 1基塔，

右转向东架设“一档跨越”尚庄炉水库，

向东架设至济微线东侧 270m处，转为

单回架空线路；110kV安新线单回架空

线路左转向北架设 2 基塔接入原有架

空线路；110kV安阳线单回架空线路右

转向南架设 2 基塔接入原有架空线路，

于钓鱼台村东侧 540m处新立 110kV安

阳线 86号塔，向东架设至升家庄村西

侧 370m处，右转向南架设 1基塔，接

入原有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导线采用

JL/G1A-300-24/7(LG

J-300/40)型钢芯铝

绞线，电缆采用

ZC-YJLW03-64/110-1

×630型交联聚氯乙

烯电缆 

架空杆塔共

40基；电缆

线路以电缆

隧道敷设 

2.本工程与生态红线区位置关系 

根据《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本工程输电线路调查范围不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区。 

本工程与生态保护红线区的位置关系见附图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山东泰安肥城 220kV 林庄变电站 110kV 线路送出工程的工程概算总投资 6005 万元，其中

环保投资 40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 0.67%；实际总投资 565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 万元，环

保投资比例 0.71%。本工程环保投资主要用于场地复原、电缆沟地面恢复、塔基复垦及绿化等

方面。 

本工程环保投资情况见表 4-3。 

表 4-3  本工程环保投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费用项目 投资费用（万元） 

1 场地复原、电缆沟地面恢复、塔基复垦及绿化 40 

合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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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通过查阅工程设计、施工资料和相关协议、文件，结合现场踏勘，本工程输电线路架设方

式与环评基本一致，输电线路路径、线路长度、环境敏感目标数量有所变动。本工程变动情况

具体见表 4-4。 

表 4-4  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项目 
变动 

内容 
环评时 验收时 

变动 

性质 

110kV

输电线

路 

线路

路径 

110kV桃米I线π接林庄站

110kV线路从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侧第3、4间隔双回电缆出线

至变电站东北侧电缆终端塔J1，电

缆转架空向西架设至J2。线路在J2

左转，向南架设至王边路北侧的

J3，然后右转沿王边路北侧继续向

西架设至长山南侧J4。然后线路右

转跨越王边路至东徐村南侧J5。然

后沿王边路南侧向西架设至尚任

屯村西侧的J10，J10线路右转向北

架设至北尚任村北侧的J12，线路

继续向北架设至玉皇庙村西侧的

J13，然后左转架设至大山洼村北

侧的J14。线路右转继续向北架设

至龙岗村南侧的J15，线路左转架

设至桃园镇西南侧J16,然后右转，

向北架设至后韩庄东侧J17，右转

架设至肥桃路北侧的J18，期间跨

越肥桃路。然后线路右转，沿桃园

路北侧向东架设至桃源镇北侧

J19，π接桃米Ⅰ线。 

林庄-新城线路于孟家村北侧

170m处自西向东架设。 

在110kV凤新线#35塔与36#塔

之间新立一基T接塔T1。然后T1向

北架设至T2。T2左转至110kV彩云

双支线#90北侧设立T3，拆除原

110kV彩云双支线#85-双村站段线

路使用拉线封存110kV彩云双支线

于#85。T3利用原110kV彩云双支线

进站间隔接入110kV双村站。 

110kV安园线、110kV安米线同

塔双回架空线路自220kV安临站站

北侧电缆出线，左转于变电站西北

侧转为同塔双回架空线路向西架

设，跨越牛孙路至牛孙路西侧320m

处，左转向西南方向架设至王边路

北侧65m处，右转沿王边路北侧向西

架设至长山南麓，向左转向避开山

体后跨越王边路向西架设至东徐村

西北侧、东麻路东南侧20m处，右转

向北架设至王边路西南侧70m处，左

转沿王边路南侧向西北方向架设至

南尚东村北侧135m处，左转向西架

设至尚仁屯水库南侧340m处，右转

向北架设至涝洼村西侧90m处，左转

向西北方向架设至桃园立交南侧

1000m处，右转向北架设至仁贵山村

西侧80m处，左转向西北方向跨越青

兰高速架设至，桃园路东侧165m处，

左转跨越桃园路，架设至桃园路东

侧660m处，右转向北架设至泰肥一

级公路南侧70m处，右转向东北方向

架设，跨越泰肥一级公路后右转沿

泰肥一级公路北侧向东架设至泰梁

线西侧250m处π接位置。 

110kV安新线、110kV安阳线同

塔双回架空线路于孟家村北侧220m

处，左转向东北方向架设1基塔，右

转向东架设。 

110kV安阳双支线单回架空线

路自泰商线北侧470m处（110kV安阳

线72号塔）T接出线，向东南方向架

设至双村站北侧，架空线路进站。 

变动路径最大

位移 310m，未

超过 500m，属

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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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续表 4-4  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项目 
变动 

内容 
环评时 验收时 变动性质 

110kV

输电线

路 

路径

长度 

全长33.8km，其中110kV双回架

空线路29.9km，110kV双回电缆

线路0.27km，110kV单回架空线

路3.6km 

全长37.08km，其中110kV双回

架空线路32.84km，110kV双回

电缆线路0.3km，110kV单回架

空线路3.94km 

线路路径长度增加

3.28km，占原路径长

度的 11%，未超过

30%，属一般变动 

环境敏

感目标 
数量 14处 

18处，其中4处为线路偏移后新

增，1处为环评后新建,3处为环

评未提及，10处与环评基本一

致；环评阶段识别的5处环境敏

感目标中4处因线路路径调整

不位于本次验收调查范围内 

因线路路径调整，导

致新增环境敏感目

标 4处，占原环评阶

段环境敏感目标数

量的 28.6%，未超过

30%，属一般变动 

根据上表中变动情况，对照《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环办辐射[2016]84号)，本工程仅涉及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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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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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程概况及合理性分析 

为满足肥城市西南部用电负荷增长和新能源并网的需要，加强和改善电网结构，提高供电

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新建220kV林庄变电站110kV线路送出工程。本工程共分为110kV桃米I线π

接林庄站110kV线路工程和林庄-新城、林庄-汶阳T接双村110kV线路工程。本工程自林庄220kV

变电站110kV间隔出线4回，新建线路长度共33.8km，其中双回架空线路29.9km，双回电缆线路

0.27km，单回架空线路3.6km。线路全线位于泰安市肥城市境内。 

本工程110kV拟建线路沿线地形主要为海拔小于1000m的平地，交通条件一般，线路走廊较

开阔，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满足要求。本工程拟建线路附近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

水源保护区等，无重要无线通讯设施、机场等。本工程线路路径符合规划要求，已取得当地相

关部门批复同意。本工程符合山东电网建设规划，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中的鼓励类项目“电网改造与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因此，本工程的建设是合理的。 

2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肥桃路北民房、肥桃路北看护房、桃源镇西看护房

等14处。 

3环境质量现状 

（1）拟建线路走廊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kV/m、100μT。环境保护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

频磁感应强度分别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kV/m、100μT。 

（2）拟建输电线路附近检测点的声环境检测值昼间为43～52dB(A)、夜间为40～43dB(A)，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4a类标准要求。环境保护目标的声环境检测值昼

间为44～54dB(A)、夜间为41～48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4a类。 

4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 

（1）在选线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尽量避开村庄、居民区等环境保护目标。 

（2）合理选择导线截面和相导线结构，降低线路噪声水平。 

（3）施工期在采取适当喷水、对易起尘的建筑材料加盖蓬布等措施后，可有效抑制扬尘。 

（4）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产生在施工期，对施工场地采取围挡、遮盖等措施，开

挖时表层土、深层土分别堆放与回填。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植被，做好工程后的生态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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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5）线路跨（钻）越电力管线、通讯管线、公路、铁路、树木等时，严格按照《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进行跨（钻）越。 

5 环境影响评价 

5.1 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1）电磁环境类比监测结论 

类比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110kV同塔双回线路运行后，在距地面1.5m处，在导线最大弧

垂处以线路中心线地面投影点为起点至中心线外55m范围内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1017V/m、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0.963μT，分别小于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在经过耕地、园地、道路等场所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均小于10kV/m的控制限值。本工程110kV

同塔双回线路运行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标准要求。 

类比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110kV地下双回电缆线路正常运行后，在距地面1.5m处，以电

缆线路中心正上方的地面为起点至中心线外6m范围内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3.698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1.307μT，分别小于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本工程110kV

地下双回电缆线路运行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标准要求。 

类比检测结果表明，本工程110kV单回架空线路运行后，在距地面1.5m处，在导线最大弧

垂处以线路中心线地面投影点为起点至中心线外55m范围内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867.3V/m、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0.405μT，分别小于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在经过耕地、园地、道路等场所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均小于10kV/m的控制限值。本工程110kV

单回架空线路运行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标准要求。 

（2）电磁环境理论计算结论 

根据理论计算，本工程110kV同塔双回线路运行后，线路下距地面1.5m 处工频电场强度最

大值为1334V/m（距线路中心线投影0m处），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3.893μT（距线路中心

线投影3m处），分别小于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输电线路经过耕地、园地、道

路等场所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均小于10kV/m的控制限值。本工程110kV同塔双回线路运行后，

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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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根据理论计算，本工程110kV单回架空线路运行后，线路下在距地面1.5m处工频电场强度

最大值为905.2V/m（距线路中心线投影4m处）；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4.494μT（距线路中

心线投影0m处），分别小于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在经过耕地、园地、道路等

场所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均小于10kV/m的控制限值。本工程110kV单回架空线路运行后，产

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要

求。 

5.2线路沿线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处的电磁环境预测 

根据理论计算结果，线路沿线环保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42.3～1334V/m、工频磁感应

强度为0.259～3.7411μT，分别小于4kV/m、100μT，电磁环境影响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要求。 

5.3 声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110kV王铁货线和110kV王铁客线同塔双回线路衰减断面检测结果可知，在以线路中心

地面投影为起点至线路边导线外30m产生的噪声昼间为41～42dB(A)、夜间为40～41dB(A)，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通过对110kV输电线路类比

检测可以预计，本工程110kV输电线路运行产生的噪声对评价范围内的声环境影响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和4a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根据110kV文宁线单回线路衰减断面检测结果可知，在以线路中心地面投影为起点至线路

边导线外30m产生的噪声昼间为41～42dB(A)、夜间为39～41dB(A)，分别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通过对110kV输电线路类比检测可以预计，本工

程110kV输电线路运行产生的噪声对评价范围内的声环境影响分别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通过对110kV输电线路类比检测可以预计，本工程110kV输电线路运行产生的噪声对评价范

围内的声环境影响分别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及4a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4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拟建线路走廊沿线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无珍稀植物和国家、地方保护动物。

工程建设对当地植被及生态系统的影响轻微。 

输变电线路工程建设特点为“点-（架空）线”，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塔基及电缆沟等位

置上，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施工带来的水土保持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建设对

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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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通过采取定期洒水、施工区设立沉淀池、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生活垃圾定期清运 

等措施，减小施工期扬尘、废水、噪声、固废等环境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是小范围和短暂的。随着施工期的结束，对环境的影响也逐步

消失。 

6 环境风险分析 

本工程将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措施，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本工程运行后潜在的环境风险

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所述，本工程的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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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意见 

2020 年 6 月 23 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以泰肥环辐表审[2020]1 号文件对《山东

泰安肥城 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线路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了审批（审批意见

见附件 2）。具体如下： 

一、噪声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新建 220kV林庄变电站 llOkV线路送出工程在建设、运行时应在设备选型上按照国家有关

规范执行，严格执行设计标准、规程、优化设计方案，选取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变电站内设

施，采取有效消声降噪措施。 

二、施工期间的扬尘污染防治 

新建 220kV林庄变电站 llOkV线路送出工程施工期间会产生大量扬尘，材料的运输和堆放

也会产生扬尘，施工期间必须对于燥的作业路面进行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防

止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三、电磁环境 

工程应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环保措施，架空线路建设时线路应采用提高导

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方式，线路如经过敏感目标，须按报告表要求采

取相应措施，确保线路附近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在可控范围之内，部分线路可采用电缆敷

设，利用屏蔽作用以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废水及危险废物处置 

新建 220kV林庄变电站 llOkV线路送出工程在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垃圾应集中收集，定

期送垃圾处理厂处置。如出现报废的蓄电池和变压器油及含油废水应按危险废物处置，实行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并送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五、环境风险应急措施 

及时发现隐患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你公司应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建立事故预警

应急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七、机构设置及环境管理 

你公司应设立专门环保管理机构，安排专职管理人员对本公司项目施工及运行期间的环境

保护工作进行管理，及时掌握工程附近的电磁辐射环境状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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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

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相关要求未落实的原因 

前

期 

生态

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本工程选址选线时，附近无风景名胜

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2.选址选线时，尽可能靠近道路，改善交

通条件，方便施工和运行，缩短临时施工道路

和牵张场地的长度，减少扰动地表、损坏水土

保持设施的面积。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1.本工程输电线路路径避开了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敏感

区域。不涉及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区，对周边

生态环境影响轻微。 

2.本工程架空线路立塔位置临近现有

道路，缩短了临时施工道路的长度，减少了

扰动地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面积。 

污染

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在选线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尽量避

开村庄、居民区等环境保护目标。 

2.合理选择导线截面和相导线结构，降低

线路噪声水平。 

环评批复要求： 

严格执行设计标准、规程、优化设计方案，

选取低噪声设备。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1.本工程输电线路选线符合肥城市规

划要求，尽量避开了村庄、学校、医院等环

境敏感目标，并采取了塔基加高等措施，经

检测，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磁场强度满

足相应标准要求。 

2.合理选择了导线截面和相导线结构，

经检测，线路噪声水平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本工程“一档跨越”尚庄炉水库输电线

路距水面 35m，线路跨越高速公路及城市主

干道高度均符合规程要求。选用了低噪声机

械设备，并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保养。经核实，

线路“一档跨越”尚庄炉水库水体主要为工农

业用水和城区生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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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

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环

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相关要求未落实的原因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制定合理的施工工期，避开雨季施工时大

挖大填。所有废水、雨水有组织的排放以减少水

土流失。对土建施工场地采取围挡、遮盖的措施，

避免由于风、雨天气可能造成的风蚀和水蚀。 

2.合理组织施工，尽量减少占用临时施工用

地；塔基及电缆开挖过程中，严格按设计的塔基

基础占地面积、基础型式等要求开挖，尽量缩小

施工作业范围，材料堆放要有序，注意保护周围

的植被；尽量减小开挖范围，避免不必要的开挖

和过多的原状土破坏。 

3.施工临时道路临时固化措施应在施工结

束后清理干净，牵张场选择在交通条件好、场地

开阔、地势平缓的地块，以满足施工设备、线材

运输等要求。牵张场可采取直接铺设钢板的方

式，以减少牵张场地水土流失。施工完毕后，及

时清理施工场地，进行翻松征地，恢复其原有土

地用途。 

4.工程完工后立即对铁塔、电缆沟坑基填平

并夯实。 

5.工程在跨越河流施工时采用一档跨越，并

应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和工人活动区域，严禁将施

工废水直接排入附近地表水体。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1.制定了合理的施工工期，避开了雨

季大挖大填施工。对土建施工场地采取了

围挡、遮盖的措施，避免了由于风、雨天

气可能造成的风蚀和水蚀。 

2.合理组织了施工，减少了占用临时

施工用地，电缆隧道及塔基开挖过程中，

严格按设计的基础占地面积、基础型式等

要求开挖，尽量缩小了占用耕地、农田范

围，避免了不必要的开挖和对原土的破坏。 

3.施工结束后临时道路固化措施已清

理干净，并进行了复耕处理。施工完毕后，

及时清理了施工场地，恢复了原有土地用

途，施工期牵张场于施工完毕后已进行复

耕处理，恢复了原有土地用途，水土流失

影响较小。 

4.本工程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施工场

地，对基础周边及电缆隧道地面进行了填

平夯实处理。 

5.本工程输电线路“一档跨越”尚庄

炉水库，距水面35m，严格控制了施工范围

和工人活动区域，未向附近地表水体排放

施工废水。 

施

工

期 

污染

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施工单位应文明施工，对施工区干燥的作

业面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将施

工扬尘的影响减至最低。建筑渣土、砂石、垃圾

等易撒漏物质应采取密闭式运输车辆运输，防治

造成建筑垃圾飞扬、泄漏、撒落污染道路；运载

土方的车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路段行

驶，并在指定的地点倾倒，避免扬尘污染。运输

车辆在施工现场车速限制在20km/h以下。运输车

辆在驶出施工工地前，必须将泥沙清理干净，防

止道路扬尘的产生。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管理，

合理装卸，规范操作。在施工场地设置围挡，以

减少施工扬尘的产生。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1.施工单位文明施工，通过对干燥的

作业面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

度，减少扬尘量。运输沙土等易起尘的建

筑材料时加盖了蓬布，防止撒落而形成尘

源。运载土方的车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

指定路段行驶，并在指定的地点倾倒，避

免了扬尘污染。将运输车辆在施工现场车

速限制在 20km/h以下，运输车辆在驶出施

工工地前，将沙泥清除干净，防止道路扬

尘的产生。材料转运过程中合理装卸，规

范操作。在施工场地设置了围挡，减少了

施工扬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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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

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相关要求未落实的原因 

施

工

期 

污染

影响 

2.施工单位应采用噪声水平满足国家相

应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尽量选用低噪声机

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的设备。加强施工机

械的维护保养，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

高效率的良好工作状态。在施工场地设置围

挡，减小施工噪声对外界影响。合理安排施

工时间和工序，高噪声施工机械避免夜间施

工。电动机、水泵、电刨、搅拌机等强噪声

设备必要时安置于单独的工棚内。 

3.在施工区设立临时简易储水池，将设

备清洗、进出车辆清洗和建筑结构养护废水

集中，经沉砂处理后回用，沉淀物定期清运，

严禁将施工废水直接排入附近地表水体或随

意倾倒。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当地居民房屋，

居住时间较短，产生的生活污水量很少，施

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纳入当地居民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 

4.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应

集中堆放、定期清运、集中处理。施工时产

生的一般建筑垃圾首先考虑回用，不能回用

的应运至指定弃渣处置点。本工程拆除的现

有架空导线、杆塔等由建设单位进行回收综

合利用或报废退役处理。 

环评批复要求： 

1.新建 220kV 林庄变电站 llOkV 线路送

出工程施工期间会产生大量扬尘，材料的运

输和堆放也会产生扬尘，施工期间必须对于

燥的作业路面进行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

一定的湿度，防止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产生

影响。 

2.新建 220kV 林庄变电站 llOkV 线路送

出工程在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垃圾应集中

收集，定期送垃圾处理厂处置。 

2.本工程在施工期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

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

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作状态。在施工场

地设置了围挡，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打桩

和混凝土浇注等高噪声施工作业安排在白天

进行，电动机、水泵、电刨、搅拌机等强噪声

设备必要时安置于单独的工棚内。工程施工带

来的噪声影响较小。 

3.施工废水集中收集回用，未将施工废水

直接排入附近地表水体或随意倾倒。施工单位

为泰安腾飞实业有限公司肥城分公司，施工人

员多为肥城当地人员，外地人员就近租用当地

居民房屋，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当地居民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安临站站站内及站外西南侧均

设置了厕所，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由当地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4.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集

中堆放、定期清运、集中处理。施工时产生的

一般建筑垃圾运输至指定弃渣处置点。泰安供

电公司对本工程拆除的现有架空导线、杆塔等

统一进行了回收综合利用或报废退役处理。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1.本工程施工期间通过对干燥的作业面

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减少扬

尘量，施工工地周围设置了连续封闭围挡，物

料堆、回填土堆、建筑垃圾暂存等易起尘场所

密闭蓬盖，施工现场定期清扫和洒水等措施，

做好了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2.本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垃圾均集

中收集，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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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相关要求未落实的原因 

环境

保护

设施

调试

期 

生态

影响 
/ / 

污染

影响 

环评批复要求： 

1.工程应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等环保措施，线路如经过敏感目标，须

按报告表要求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线路附近

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在可控范围之内，

部分线路可采用电缆敷设，利用屏蔽作用以

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及时发现隐患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你公司应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建立

事故预警应急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应急措

施，确保环境安全。 

3.你公司应设立专门环保管理机构，安

排专职管理人员对本公司项目施工及运行

期问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管理，及时掌握工

程附近的电磁辐射环境状况，及时发现安全

隐患，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1.本工程输电线路严格落实了防治工频

电场、工频磁场的相应环保措施，线路经过环

境敏感目标时进行了加高处理，部分输电线路

采用了电缆敷设，经现场监测，本工程输电线

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均不

超过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均不超过 100

μT。 

2.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制

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有效进行了实施。 

3.建设单位制定了环保管理和监测制度，

并定期开展监测工作，确保各项污染因子达到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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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

环境

监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监测频次：在工程正常运行工况下测量一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监测布点及测量方法依据《工频电场测量》（GB/T12720-1991）、《交流输变电

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和《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路、变电站

工频电场和磁场测量方法》（DL/T988-2005），详见表 7-1。本工程输电线路、环境

敏感目标及关注点处监测布点见附图 2。 

表 7-1  监测项目及监测布点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110kV 

输电线

路 

工频电

场、工频

磁场 

本工程线路架设方式采用双回电缆线路、双回架空线路、单回架空线路共

三种方式，本次对以下三类线路进行监测； 

（1）于 110kV安阳双支线 02号～03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

高度 13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向西南方向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

个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外 55m，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

不大于 1m，衰减断面共布设 17个监测点（A1-1～A1-17）； 

（2）于 110kV安园线 84 号～85号(110kV 安米线 84号～85 号)塔间线路

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20m）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

为起点向北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外 55m，在测

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不大于 1m，衰减断面共布设 17 个监测

点（A2-1～A2-17）； 

（3）于 110kV安新线 14 号～15号(110kV 安阳线 14号～15 号)塔间线路

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30m）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

为起点向北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外 55m，在测

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不大于 1m，衰减断面共布设 17 个监测

点（A3-1～A3-17）； 

（4）于 110kV安新线 30号～31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布设一个监测点（A4）； 

（5）于 110kV安阳线 87号～88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向南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个监测点，

测到中相导线外 55m，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不大于 1m，

衰减断面共布设 17个监测点（A5-1～A5-17）； 

（6）于 110kV安园线 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19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布设一个监测点（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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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

环境

监测 

续表 7-1  监测项目及监测布点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110kV 

输电线

路 工频电

场、工频

磁场 

（7）于 110kV安米线 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20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布设一个监测点（A7）； 

（8）于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中心正上方地面为起点向西北布

设，每间隔 1m 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电缆隧道边缘外 5m，衰减断面共布

设 7个监测点（A8-1～A8-7）； 

（9）于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中心正上方地面为起点向东北布

设，每间隔 1m 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电缆隧道边缘外 5m，衰减断面共布

设 7个监测点（A9-1～A9-7）。 

环境敏

感目标

及关注

点 

于输电线路周围各环境敏感目标及关注点处共布设 28 个监测点（B1～

B28）。 

注：1.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5m处； 

2.110kV安新线 30号～31 号塔间线路受周围其他架空线路影响，不具备衰减断面监测条件。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验收监测单位：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监测时间：2022年 7 月 7日、2022年 7月 8 日。 

电磁环境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见表 7-2。 

表 7-2  电磁环境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 

日期 监测时段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m/s) 

2022 年 7月 7日 11:00～19:40 晴 28.6～30.1 62.3～65.9 1.2～1.5 

2022 年 7月 7日 22:00～01:50 晴 23.4～26.3 72.1～75.6 1.3～1.6 

2022 年 7月 8日 17:30～20:50 晴 29.4～32.1 65.3～68.1 1.4～1.9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仪器基本信息及性能指标见表7-3、表7-4。 

表 7-3  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监测仪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仪器校准 

证书编号 

仪器校准 

单位 
校准有效期至 

电磁辐射 

分析仪 
SEM-600/LF-04 A-2205-08 J22X03313 

中国泰尔实

验室 

2023年 

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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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监测 

表 7-4  仪器性能指标 

仪器名称 性能参数 

电磁环境 

分析仪 

频率范围：1Hz～400kHz，绝对误差：＜5% 

电场测量范围：0.01V/m～100kV/m； 磁场测量范围：1nT～10mT； 

使用条件：环境温度 -10℃～+60℃，相对湿度 5～95%（无冷凝） 

2.监测期间工程运行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本工程输电线路昼间、夜间运行工况见表 7-5。 

表 7-5  监测期间本工程运行工况 

名称 电压（kV） 电流(A) 有功功率(MW) 

110kV安园线 112.3～113.6 0.1～0.2 0.01～0.02 

110kV安米线 112.4～113.8 139.1～143.1 25.5～27.1 

110kV安阳线 112.1～113.6 32.9～33.6 2.5～3.2 

110kV安新线 112.8～113.9 58.9～59.6 11.1～13.2 

110kV安阳双支线 112.1～113.0 33.9～34.6 2.5～3.3 
 

监测结果分析 

本工程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6。 

表 7-6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点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A1-1 

110kV安阳双支线 02号～03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

处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以下简称“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1772.6 0.2257  

A1-2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1m处 1805.9 0.2224  

A1-3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2m处 1993.7 0.2153  

A1-4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3m处 1915.8 0.2048  

A1-5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4m处 1884.9 0.1936  

A1-6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5m处 1778.8 0.1731  

A1-7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6m处 1369.2 0.1455  

A1-8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10m处 956.21 0.1149  

A1-9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15m处 757.49 0.1007  

A1-10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20m处 585.17 0.0861  

A1-11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25m处 406.67 0.0637  

A1-12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30m处 265.42 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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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监测 

续表 7-6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点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A1-13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35m处 180.96  0.0495  

A1-14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40m处 149.74  0.0449  

A1-15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45m处 98.83  0.0410  

A1-16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50m处 90.00  0.0372  

A1-17 安阳双支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南 55m处 59.41  0.0256  

A2-1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

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

地投影点(以下简称“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

影点”) 

590.63  0.2571  

A2-2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1m处 599.95  0.2470  

A2-3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2m处 611.19  0.2433  

A2-4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3m处 594.73  0.2380  

A2-5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4m处 562.55  0.2273  

A2-6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5m处 531.46  0.2191  

A2-7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6m处 439.19  0.2035  

A2-8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10m处 410.49  0.1773  

A2-9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15m处 261.01  0.1416  

A2-10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20m处 131.94  0.1140  

A2-11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25m处 68.62  0.0962  

A2-12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30m处 31.23  0.0850  

A2-13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35m处 21.25  0.0740  

A2-14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40m处 18.26  0.0629  

A2-15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45m处 15.16  0.0436  

A2-16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50m处 10.25  0.0369  

A2-17 安园线、安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55m处 6.31 0.0295  

A3-1 

110kV安新线 14号～15号(110kV安阳线 14号～15号)

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

地投影点(以下简称“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

影点”) 

433.20  0.1441  

A3-2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1m处 459.10  0.1269  

A3-3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2m处 479.14  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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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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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6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点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A3-4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3m处 426.41  0.1035  

A3-5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4m处 395.53  0.0899  

A3-6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5m处 367.14  0.0840  

A3-7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6m处 359.78  0.0742  

A3-8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10m处 349.44  0.0545  

A3-9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北 15m处 318.46  0.0446  

A3-10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20m处 252.41  0.0339  

A3-11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25m处 194.09  0.0257  

A3-12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30m处 133.26  0.0228  

A3-13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35m处 98.61  0.0230  

A3-14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40m处 88.94  0.0176  

A3-15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45m处 59.73  0.0178  

A3-16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50m处 41.11  0.0135  

A3-17 安新线、安阳线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北 55m处 18.04  0.0099  

A4 
110kV安新线 30号～31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

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1135.8  0.3232  

A5-1 

110kV安阳线 87号～88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

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以下简称“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933.94  0.1840  

A5-2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1m处 963.45  0.1973  

A5-3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2m处 975.38  0.1836  

A5-4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3m处 934.35  0.1757  

A5-5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4m处 885.00  0.1627  

A5-6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5m处 869.44  0.1530  

A5-7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6m处 836.18  0.1242  

A5-8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10m处 610.54  0.0978  

A5-9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15m处 446.60  0.0837  

A5-10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20m处 279.58  0.0645  

A5-11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25m处 192.16  0.0440  

A5-12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30m处 129.90  0.0270  

A5-13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35m处 81.27  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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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6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点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A5-14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40m处 50.45  0.0140  

A5-15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45m处 19.88  0.0102  

A5-16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50m处 13.15  0.0057  

A5-17 安阳线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 55m处 8.15  0.0054  

A6 
110kV 安园线 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375.78  0.0545  

A7 
110kV 安米线 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194.67  0.2663  

A8-1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中心正上方 138.55  0.1548  

A8-2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西北侧边缘处 147.50  0.1150  

A8-3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西北侧边缘外 1m 152.57  0.0744  

A8-4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西北侧边缘外 2m 158.45  0.0447  

A8-5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西北侧边缘外 3m 165.81  0.0419  

A8-6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西北侧边缘外 4m 169.29  0.0350  

A8-7 110kV 安新线、安阳线电缆隧道西北侧边缘外 5m 163.89  0.0322  

A9-1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中心正上方 162.40  0.8328  

A9-2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东北侧边缘处 151.17  0.7031  

A9-3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东北侧边缘外 1m 153.07  0.5023  

A9-4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东北侧边缘外 2m 161.31  0.2956  

A9-5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东北侧边缘外 3m 153.54  0.1949  

A9-6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东北侧边缘外 4m 145.52  0.1448  

A9-7 110kV 安园线、安米线电缆隧道东北侧边缘外 5m 149.41  0.1147  

B1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84号～85号)

塔间线路北侧 29m处看护房 1 
28.50  0.0751  

B2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84号～85号)

塔间线路北侧 23m处看护房 2 
47.86  0.0840  

B3 
110kV安园线 83号～84号(110kV安米线83号～84号)

塔间线路南侧 25m处看护房 3 
12.33  0.0749  

B4 
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110kV安米线76号～77号)

塔间线路西侧 16m处看护房 4 
4.12 0.0926  

B5 
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110kV安米线76号～77号)

塔间线路跨越废品收购站 
275.30  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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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6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点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B6 
110kV安园线 73号～74号(110kV安米线73号～74号)

塔间线路南侧 4m处看护房 5 
241.42 0.2250 

B7-1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1m处门头房 1(一楼) 
68.00 0.1720 

B7-2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1m处门头房 1（三楼） 
11.28  0.1550  

B8-1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5m处门头房 2(一楼) 
3.99  0.0931  

B8-2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5m处门头房 2(二楼) 
0.39  0.0672  

B9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72号～73号)

塔间线路南侧 19m处民房 1 
89.80  0.1317  

B10 
110kV安园线 71号～72号(110kV安米线71号～72号)

塔间线路东北侧 19m处民房 2 
91.12  0.1353  

B11 
110kV安园线 66号～67号(110kV安米线66号～67号)

塔间线路西侧 29m处民房 3 
18.21  0.2967  

B12 
110kV安园线 66号～67号(110kV安米线66号～67号)

塔间线路东侧 19m处民房 4 
3.15  0.0869  

B13 
110kV安园线 64号～65号(110kV安米线64号～65号)

塔间线路西南侧 28m处看护房 6 
3.34 0.0722  

B14 
110kV安园线 58号～59号(110kV安米线58号～59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7 
367.44  0.3824  

B15 
110kV安园线 51号～52号(110kV安米线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11m处民房 5 
42.84  0.4651  

B16 
110kV安园线 51号～52号(110kV安米线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6m处民房 6 
142.70  0.2898  

B17 
110kV安园线 49号～50号(110kV安米线49号～50号)

塔间线路西侧 23m处看护房 8 
51.86  0.1232  

B18 
110kV安园线 47号～48号(110kV安米线47号～48号)

塔间线路东侧 30m处工厂 
46.84  0.1258  

B19 
110kV安园线 45号～46号(110kV安米线45号～46号)

塔间线路西侧 26m处民房 7 
5.23  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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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6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监测点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

度（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B20 
110kV安园线 37号～38号(110kV安米线37号～38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9 
433.73  0.3432  

B21 
110kV安园线 22号～23号(110kV安米线22号～2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9m处养殖场 
3.78  0.0816  

B22 
110kV安园线 17号～18号(110kV安米线17号～18号)

塔间线路北侧 26m处看护房 10 
154.19  0.1615  

B23 
110kV安园线 16号～16号(110kV安米线15号～16号)

塔间线路跨越护林防火检查站 
311.55  0.2167  

B24 
110kV安园线 12号～13号(110kV安米线12号～13号)

塔间线路南侧 6m处工具房 
317.38  0.1166  

B25 
110kV安园线 10号～11号(110kV安米线10号～11号)

塔间线路南侧 6m处看护房 11 
14.32  0.1412  

B26 
110kV安园线 04号～05号(110kV安米线04号～05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12 
476.02  0.1587  

B27 
110kV安新线 26号～27号(110kV安阳线26号～27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13 
32.77 0.0738 

B28 
110kV 双村站～110kV安阳双支线 03号 

塔间线路西侧 27m民房 8 
5.53 0.0461 

根据表 7-6监测结果，本工程输电线路周围工频电场强度为 6.31V/m～1993.7V/m，

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54μT～0.8238μT；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39V/m～476.02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461μT～0.4651μT，均满足验收标准《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4000V/m、工

频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100μT）。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附录 C 和附录 D 中的高压

交流输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电磁场强度的计算模式，在线路运行电压恒定，导线截面积

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频电场不会发生变化，工频磁场与运行电流成正比关系。本

工程监测期间，输电线路运行电压与设计电压基本一致，因此工频电场强度监测结果

可说明输电线路工频电场满足标准限值要求；根据本次监测结果，线路工频磁场监测

最大值为 0.4651µT，仅占公众曝露标准限值 100µT 的 0.4651%，工频磁感应强度值较

小。因此，在线路电流满负荷运行期，其工频磁感应强度也将小于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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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监测 

综上所述，在 110kV 输电线路满负荷情况下，其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可满足验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限值要求。 
 

  
110kV安阳双支线 02号～03号 
塔间线路监测位置，向西南衰减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
塔间线路监测位置，向北衰减 

  
110kV安新线 14号～15号(110kV安阳线 14号～15号)

塔间线路监测位置，向北衰减 
110kV安阳线 87号～88号 

塔间线路监测位置，向南衰减 

  
1110kV安新线、安阳线双回回电缆线路监测位置， 

向西北衰减 

110kV安园线、安米线双回电缆线路监测位置， 

向东北衰减 

图 7-1  本工程验收监测现场 

线高 15m 

线高 20m 线高 13m 

线高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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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声环

境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环境噪声。 

监测频次：昼间和夜间各监测 1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监测布点及测量方法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详见表 7-7。 

输电线路、环境敏感目标及关注点处监测布点见附图 2。 

表 7-7  监测项目及监测布点 

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110kV 

输电线路 
环境噪声 

（1）于 110kV安阳双支线 02号～03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

地面高度 13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向西南方向布设，每间隔

5m 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外 55m，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

监测点的距离不大于 1m，衰减断面共布设 17个监测点（a1）； 

（2）于 110kV 安园线 84 号～85 号(110kV 安米线 84 号～85 号)塔间

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20m）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

地投影点为起点向北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

外 55m，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不大于 1m，衰减断面

共布设 17个监测点（a2）； 

（3）于 110kV 安新线 14 号～15 号(110kV 安阳线 14 号～15 号)塔间

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30m）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

地投影点为起点向北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

外 55m，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不大于 1m，衰减断面

共布设 17个监测点（a3）； 

（4）于 110kV安新线 30号～31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

高度 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布设一个监测点（a4）； 

（5）于 110kV安阳线 87号～88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

高度 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向南布设，每间隔 5m布设一个

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外 55m，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

离不大于 1m，衰减断面共布设 17个监测点（a5）； 

（6）于 110kV安园线 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

高度 19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布设一个监测点（a6）； 

（7）于 110kV安米线 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

高度 20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布设一个监测点（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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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

境监

测 

续表 7-7  监测项目及监测布点 

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环境敏感

目标及关

注点 

环境噪声 
于输电线路周围各环境敏感目标及关注点处各布设 1 个监测点（b1～

b28）。 

注：监测点测量高度为距地面 1.2m处。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验收监测单位：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监测时间：2022年 7 月 7日、2022年 7月 8 日 

声环境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见表 7-8。 

表 7-8  噪声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 

日期 监测时段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m/s) 

2022 年 7月 7日 11:00～19:40 晴 28.6～30.1 62.3～65.9 1.2～1.5 

2022 年 7月 7日 22:00～01:50 晴 23.4～26.3 72.1～75.6 1.3～1.6 

2022 年 7月 8日 17:30～20:50 晴 29.4～32.1 65.3～68.1 1.4～1.9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噪声监测仪器基本信息及性能指标见表7-9、表7-10。 

表 7-9  噪声监测仪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生产

商 
仪器编号 

仪器检定 

证书编号 

仪器检定 

单位 

检定 

有效期限至 

多功能声级

计/声校准器 

AWA6228+/ 

AWA6221A 

杭州 

爱华 

A-1804-05/ 

A-1804-06 

F11-20220928/ 

F11-20220868 

山东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 

2023.5.9/ 

2023.5.10 

表 7-10  仪器性能指标 

仪器名称 性能参数 

多功能声级计 

频率响应：10Hz～20kHz； 

量程：20dB（A）～132dB（A），30dB（A）～142dB（A）。 

使用条件：工作温度-15℃～55℃，相对湿度 20%～90% 

声校准器 
声压级：94dB±0.3dB 及 114dB±0.3dB(以 2×10

-5
为参考) 

频率：1000Hz±1%，谐波失真：≤1% 

2.监测期间工程运行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本工程涉及输电线路运行工况见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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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

境监

测 

监测结果分析 

本工程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7-11。 

表 7-11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测点位置 昼间噪声 夜间噪声 

a1 
110kV安阳双支线02号～03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

对应两杆塔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50.0 40.0 

a2 
110kV 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塔间

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 
50.5 45.6 

a3 
110kV 安新线 14号～15号(110kV安阳线 14号～15号)塔间

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 
51.6 43.2 

a4 
110kV安新线30号～31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

两杆塔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49.1 42.7 

a5 
110kV安阳线87号～88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

两杆塔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46.2 44.8 

a6 
110kV安园线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

两杆塔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48.3 42.8 

a7 
110kV安米线86号～87号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

两杆塔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49.3 46.1 

b1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 

塔间线路北侧 29m处看护房 1 
50.1 45.1 

b2 
110kV安园线 84号～85号(110kV安米线 84号～85号) 

塔间线路北侧 23m处看护房 2 
51.3 47.8 

b3 
110kV安园线 83号～84号(110kV安米线 83号～84号) 

塔间线路南侧 25m处看护房 3 
53.9 46.3 

b4 
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110kV安米线 76号～77号) 

塔间线路西侧 16m处看护房 4 
43.6 39.4 

b5 
110kV安园线 76号～77号(110kV安米线 76号～77号) 

塔间线路跨越废品收购站 
49.0 39.4 

b6 
110kV安园线 73号～74号(110kV安米线 73号～74号) 

塔间线路南侧 4m处看护房 5 
48.4 42.6 

b7-1 
110kV 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1m处门头房 1(一楼) 
54.9 46.7 

b7-2 
110kV 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1m处门头房 1（三楼） 
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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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

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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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11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测点位置 昼间噪声 夜间噪声 

b8-1 
110kV 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5m处门头房 2(一楼) 
55.3 46.6 

b8-2 
110kV 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5m处门头房 2(二楼) 
46.4 - 

b9 
110kV安园线 72号～73号(110kV安米线 72号～73号) 

塔间线路南侧 19m处民房 1 
47.5 45.2 

b10 
110kV 安园线 71号～72号(110kV安米线 71号～72号) 

塔间线路东北侧 19m处民房 2 
49.6 45.0 

b11 
110kV 安园线 66号～67号(110kV安米线 66号～67号) 

塔间线路西侧 29m处民房 3 
52.4 38.1 

b12 
110kV 安园线 66号～67号(110kV安米线 66号～67号) 

塔间线路东侧 19m处民房 4 
47.5 40.8 

b13 
110kV 安园线 64号～65号(110kV安米线 64号～65号) 

塔间线路西南侧 28m处看护房 6 
44.3 43.6 

b14 
110kV 安园线 58号～59号(110kV安米线 58号～59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7 
39.8 38.7 

b15 
110kV 安园线 51号～52号(110kV安米线 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11m处民房 5 
50.6 40.3 

b16 
110kV 安园线 51号～52号(110kV安米线 51号～52号) 

塔间线路西侧 6m处民房 6 
48.3 40.8 

b17 
110kV 安园线 49号～50号(110kV安米线 49号～50号) 

塔间线路西侧 23m处看护房 8 
46.3 39.1 

b18 
110kV 安园线 47号～48号(110kV安米线 47号～48号) 

塔间线路东侧 30m处工厂 
44.5 41.9 

b19 
110kV 安园线 45号～46号(110kV安米线 45号～46号) 

塔间线路西侧 26m处民房 7 
42.3 40.9 

b20 
110kV 安园线 37号～38号(110kV安米线 37号～38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9 
40.4 39.3 

b21 
110kV 安园线 22号～23号(110kV安米线 22号～23号) 

塔间线路北侧 19m处养殖场 
48.8 43.8 

b22 
110kV 安园线 17号～18号(110kV安米线 17号～18号) 

塔间线路北侧 26m处看护房 10 
56.5 39.4 

b23 
110kV 安园线 16号～16号(110kV安米线 15号～16号) 

塔间线路跨越护林防火检查站 
52.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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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11  输电线路及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测点位置 昼间噪声 夜间噪声 

b24 
110kV 安园线 12号～13号(110kV安米线 12号～13号) 

塔间线路南侧 6m处工具房 
48.9 40.1 

b25 
110kV 安园线 10号～11号(110kV安米线 10号～11号) 

塔间线路南侧 6m处看护房 11 
45.6 45.2 

b26 
110kV 安园线 04号～05号(110kV安米线 04号～05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12 
47.1 45.1 

b27 
110kV 安新线 26号～27号(110kV安阳线 26号～27号) 

塔间线路跨越看护房 13 
54.7 44.0 

b28 
110kV双村站～110kV安阳双支线 03号 

塔间线路西侧 27m民房 8 
57.1 44.0 

根据表 7-11监测结果，本工程输电线路周围环境噪声昼间为 46.2dB（A）～51.6dB

（A），夜间为 40.0dB（A）～46.1dB（A））；各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噪声昼间为 40.4dB

（A）～57.1dB（A），夜间为 38.1dB（A）～47.8dB（A），均满足验收标准《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昼间为 60dB（A），夜间为

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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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 

生态影响 

1.野生动物影响 

本工程位于泰安市肥城市境内，输电线路沿线主要为农田、大棚及水库，施工过程中，

可能会对工程周围的野生动物带来局部的、暂时的影响。施工结束后，通过及时对临时占地进

行恢复，这种影响亦随之降低。 

2.植被、农业作物影响 

本工程线路的架设主要为空间线性方式，施工时对局部区域植被产生影响，施工完成后

挖方全部用于回填，并根据线路路径周围现状进行复植绿化，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生态影响。 

3.水土流失影响 

本工程施工中由于电缆隧道及塔基开挖、回填造成土体扰动，施工便道的建设、施工机械、

车辆及人员践踏会对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产生破环，造成水土流失隐患。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

临时占地进行了恢复，从现场调查来看，线路隧道、塔基周围无弃土，植被恢复效果良好。 

通过现场调查，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未造成明显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污染影响 

1.声环境影响调查 

本工程在施工期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打桩和混凝土浇注等高噪

声施工作业安排在白天进行，因此工程施工带来的噪声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时，临时用水及排水设施全面规划，线路在跨越水库等水体时，施工场地远离水

体；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纳入当地污水处理系统，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3.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本工程施工现场设置了临时垃圾收集箱，对施工建筑垃圾与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

集，并及时进行了清运，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扬尘影响分析 

施工时，对干燥的作业面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减少了扬尘量。运输车辆在运

输沙土等易起尘的建筑材料时加盖蓬布，车辆在驶出施工工地前，将沙泥清除干净，扬尘对环

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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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生态影响 

输电线路沿线已按原有土地类型进行了恢复，本工程线路跨越水库时采取“一档跨越”方

式，以减少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建设完毕后，对塔基基坑和电缆沟表面

填平并夯实，对其进行绿化或复植。工程运行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污染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我公司对本工程实际运行工况下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工

程调查范围内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2.声环境影响调查 

我公司对本工程实际运行工况下的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输电线路周围及各环

境敏感目标处的环境噪声均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3.水环境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水。 

4.一般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固体废物。 

5.危险废物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危险废物。 

6.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调查 

（1）导线与电力线路、通讯线、树林等跨越物之间留有足够净空，确保在出现设计气象

条件（大风、覆冰）时，不会出现短路和倒塔现象。 

（2）输电线路路径选择时避开了不良地质现象，确保在发生地质灾害时不会出现倒塔现

象。 

（3）输电线路安装了继电保护装置，当出现倒塔或短路时能够及时断电。 

（4）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制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工作。 



 

46 

表9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1.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施工期的环境管理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负责。施工单位为泰安腾飞实

业有限公司肥城分公司，监理单位为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运行期环境保护工作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建设部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标准，负责编制

公司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规划和年度计划。 

（2）组织本公司电网建设项目投运后环保验收相关工程竣工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时开

展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并配合竣工环保验收单位，组织实施本公司电网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工作。 

（3）负责本公司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统计工作，按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报送统

计数据。 

（4）负责建立本公司污染源分布情况档案、污染源污染因子监测技术档案和环保设施技

术档案等。负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事件进行初步调查处理。 

（5）负责环境保护宣传和标准宣贯工作，提高职工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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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投产后，在工程正常运行工况条件下，应对工程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进行一

次监测。本次验收落实了监测计划。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工程选址、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技术资料与环

境保护档案资料齐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应急预案比较完善，环保监督管理机构健全，环

境保护设施运转正常，定期进行了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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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1.环境管理制度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制定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电网公司环境

保护技术监督规定》、《国家电网公司环境保护监督规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网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制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施细则》，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制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遵照执行。 

2.运营期环境管理 

运营期环境管理具体由各工区负责，管理工作主要有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

保环保设施正常工作；做好应急准备和应急演练。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对全公司内环保工作进

行检督管理和考核。 

综上所述，该工程环境管理制度较完善，管理较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要求的管理

措施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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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山东泰安肥城 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线路送出工程环评报告表于 2020年 6月 23日由泰

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以泰肥环辐表审[2020]1 号文件审批通过，本工程验收内容为 110kV

输电线路，包括 110kV 虹牵线、110kV 历牵线。输电线路路径位于泰安市肥城市境内，全长

23.7km，其中电缆线路 16.24km，单回架空线路 7.46km。通过对该工程的现场调查及监测，得

出以下结论： 

1.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电磁污染防治措施、噪声污染防治

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等已按照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的要求予以落实。 

2.环境敏感目标情况 

通过现场实地勘察，本工程电磁环境、声环境调查范围内存在 18 处环境敏感目标，生态

环境调查范围内无生态环境敏感目标。 

3.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输电线路架设方式与环评阶段建设内容基本一致，线路路径、线路长度、环境敏感

目标数量有所变动。对照《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辐射[2016]84号)，均属于一般变动。 

4.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工程输电线路调查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施工期生态影响已消失，且运行期间对

地区生态环境影响轻微，本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5.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输电线路周围工频电场强度为 6.31V/m～1993.7V/m，工频磁感

应强度为 0.0054μT～0.8238μT；各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39V/m～476.02V/m，

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461μT～0.4651μT，均满足验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限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 100

μT）。经分析，本工程在设计最大输送功率情况下，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可满足标准限值要求。 

6.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并加强了施工机械的维修保养；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

高噪声施工作业安排在白天进行，工程施工带来噪声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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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运行期，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输电线路周围环境噪声昼间为 46.2dB（A）～51.6dB（A），

夜间为 40.0dB（A）～46.1dB（A））；各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噪声昼间为 40.4dB（A）～57.1dB

（A），夜间为 38.1dB（A）～47.8dB（A），均满足验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昼间为 60dB（A），夜间为 50dB（A））。 

7.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施工人员产生少量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收集，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工

程施工带来的废水影响较小。 

运行期，输电线路正常运行时不产生废水。 

8.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设置临时垃圾收集箱，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与施工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施工垃圾运至制定地点倾倒。工程施工带来的固体废物影响较小。 

运行期，输电线路正常运行时不产生固体废物。 

9.危险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运行期，输电线路正常运行时不产生危险废物。 

10.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执行情况 

工程选址、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审批手续完备，环境保护规章

制度、应急预案比较完善，环保监督管理机构健全，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正常。验收阶段监测计

划已落实。 

综上所述，通过对山东泰安肥城 220kV 林庄变电站 110kV 线路送出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及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调查可知，该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基本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管理的规定，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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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建议 

1.加强档案管理，相关技术资料与环保档案等实行集中存放或成册存放； 

2.加强有关电力法律法规及输变电工程常识的宣传力度和深度； 

3.加强进入生态保护红线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输电线路日常维护管理，完善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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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泰安肥城 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线路送出工程环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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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磁环境、声环境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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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fi#illt: 72.1%-75.6"• *<!I{.: If, )11.:it: 1.3m/s-1.6m/s. 

7fi81:l: -l-liiJ(17:30-20:oo): il.lt: 29.4'C-32.rc, tmxHilt: 

~iJlt£J: 
{5(~-Jt(¼ 

65.3%-68.1%, ~~: •• M: l.4m/s-:-1.9m/s. 

-ll:._4: ~ tilt~Jtj)--tfr-d l l)J~~#Ait Jlfi&i!f.~ 
iA:4-:1l-f} SBM-600/LF-04 AWA6228+ AWA6221A 

il:4-S% A-22.05-08 A-1804-05 A-18 04-06 

~•te:111: 1Hz-

400kHz, ~;filitk: 11;!;,knli,, ~ 
?Yi¥ "l"J }.l'L: 1 OHz -

< 5% 
20kHz; ? JI~: 94dB ± 

t~iJJ11:fe: IJl: · 
i:t¥: 20dB(A) - 0.3dBffi'.114dB± 

0. Ol V/m- l OOkV/m; 
, 

11
,,, -r . 132dB (A) , 30dB 0. 3dB (W, 2 " 10-; Ji) 

iJJ~:1-fe:!E -~iJli:m:r~\E. (A)-142dB(A). ~~) 
lnT-1 OmT· 

t3e.:il~Jt 
if1i 

t3e.:il~Jt 
i1~~% 

t3e.:il~Jt 
*~~i. 

1tftl~14': ~:l,!jllJt 1tftl~14: I1tJi M*: lOOOHz ± 1%, 
J.1t-1s'C -ss-c, tm 11il'ilt~j;.: 0% 

-lO'C -+60'C, tV, 
',la! ""' % ( z -A 1t1ilt 20% - 90% 
1!ll'.!)l 5 - 95 h;T 

$k) 

J22X03313 Fll-20220928 Fll- 20220868 

20231¥- 05 fl 25 El 20231¥- 05 fl 09 S 20231¥- 05 fl 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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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Jis:Ji~}Htiit½ [20221 197 % 

1. « i ~ ~)ld,,Ht » (GB/112720-1991); 

2. «~~•ttiat•~~-~~*(~fil» ( HJ681-2013); 

{½5,,jtt{:iij- 3. (<~tf. ~~~~*~#U~-, f tir.;l; iil!J\ t;tffe.r~~~~Ht::ini)> 
( DL/1988-20 0 5 ) ; 

4. (( pf ~~$it ,fffe}j.)) ( GB3 096-2 008 ) • 

~m~w#~th0~**~t¾~~~. w#.lr'il $~~%5"1 

~~N_lj} ~ **ttl *~tlk.•5,,j~>J<_, ntL***re~ 22okv M--1±.t 
ftfllf ~ tl llfl t ir.;l; 11 OkV i{ ~llilli l~l:i1.t:fi ~.l~~-(;lj1;if' ~ 4!z•5Y!t 

~)~lj ~ *ffi_~j~lj~ #,_ l!j _ll_l,_iE_j(_~ 3 - 2 2 Jn; 

~~.1tJY!1rn~ g- xiEx• 23 :m. 

-3:, f .:t ,ft 
tJI t~ 1P}Jl}J~ 

(kV) (A) (MW) 

llOkV *lzfili{ 112. 3 - 113. 6 0. 1 - 0. 2 0. 01 - 0. 02 

~ fi _L?R_. 11 OkV * *i{ 112.4-113.8 139. 1 -143. 1 25.5-27.1 

llOkV *~lH{ 112.1-113.6 32. 9 - 33. 6 2. 5 - 3. 2 

11 OkV *~i{ 112.8-113.9 58.9-59.6 11. 1 - 13. 2 

11 Ok V * ~8 J,x_j:_ i{ 112. 1 -113. 0 33. 9 - 34. 6 2. 5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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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i M Jli~i~* 
Jli~j~* 

Jt% i!i 1-'-;Jtb~ '"' ~ I Ml t ~ 5£ .IM)~j~Ji 
Jt (V/m) 5!/t ( µ T) 

110kV 92~!3.XX.Xft 02 % - 03 %:¼t[i1Jft)l}5Jll.¥ 
1. 7726 Al-1 A~ftI~~ffi~ft~~&SAC~TOO# (kV /m) 0. 22 57 

"9211E.xx.:tft~ffi~ft;t±&&S,\\V') 

Al-2 9211E.xx.:tft~ffi~ft~~&SAffmlm~ 
1. 8059 

0.2224 (kV/ m) 

Al-3 92flE.xx.:tft~ffi~ft~~&SAffm2m~ 
1. 9937 

0.2153 (kV /m) 

Al-4 9211E.xx.:tft~ffi~ft~~&SAffm3m~ 
1. 9158 I 0, 2 048 (kV/m) 

Al-5 92 flE .xx.j: ft~ ffi ~ ft;f±&&S ,#. ff m 4m ~ 
1. 88 49 I 0. 19 36 
(kV/m) 

Al-6 92~.xx.j:ft~ffi~ft~~&•Asm~ 
1. 7788 

0. 1731 
(kV/m) 

I 
-

Al -7 9211E.xx.j:ft~ffi~ft~~&SAffm6m~ 
1. 3692 

0. 14 5 5 (kV/m) 
Al-8 9211E.xx.:tft~ffi~ft~~&SAffml~~ 9 5 6. 21 0. 1149 
Al-9 92 llE .xx.:t ft~ ffi ~ ft;t±&&S A ff m 15m ~ 7 5 7. 49 0. 10 07 
Al-10 9211E.xx.:tft~ffi~ft~~&SAffm2~~ 58 5. 17 I 0. 0861 I 

Al-11 92flEJx.j:.'i~ffi-4t.'iJfl1!d!(~,\\i. ~- 25m ft I 4 06. 67 I 0. 063 7 
Al-12 9211E.xx.:tft~ffi~ft~~&SAffm3~~ 2 6 5. 42 0. 0562 
Al-13 9211B .xx.:tft ~ffi~ft;tli!i.&S ,#, ff m 35m ~ 18 0. 96 0. 049 5 
A1-14 I 9211E.xx.:tft~ffi~ft;t±&&S,\\i.ffm 40m~ 149. 7 4 0. 0449 
Al-15 92 flE .xx.:tft ~ ffi ~ft;t±&&S ,#, ff m 45m ~ 98. 83 0. 0410 
Al-16 92flE.xx.j:&~ffi~ft~~&SAffm5~~ 90. 00 0. 0372 -
Al-17 9211E.xx.:tft~ffi~ftxt±&&S,#,Wm 55m~ 59. 41 0. 02 5 6 

- --
ll0kV ~(mft 84 %-85 %(110kV ~*ft 84 

A2- 1 % ~ 85 %) :¼ti'sJft)l}5Jll.½Af~1iI~,ttJ!e"Jt 5 9 0. 6 3 0. 2 5 71 I 

btrfW#-:¼t~ JUtft;t±&&S ,#. C~ TOO~ "92
1 ~ft. 92*ft~~~ft~~&SA") 

I 

A2-2 92~ft.92*ft~~~ft~~&9A~lm~ 599. 95 0. 24 70 
A2-3 92~ft-92*ft~~~ft~~&9A~2m~ 611. 19 0. 2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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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 1 it~.$.Ut.~ilil~~* 
.l\[i>i1~* -

ff% ,'?., 11Wi:it .I.~ it3isl 
.I.!J9j~~ 

$ ~Jet JJ.. (Y Im) 
( µ T) 

A2-4 ~-•· ~*B+:9citM~-&•k:~3m* 594. 7 3 0. 2 380 
A2-5 ~--·~*Mt:9citft~-&•k:~~* 562. 5 5 0. 2273 
A2-6 ~@tt. ~*B+:9c~-~-&5k:~sm* 531. 46 0. 2191 
A2-7 ~oott. ~*•+:9cit&~~&•k:~6m* 439. 19 0.2035 
A2- 8 :?2@~. ~·*•o/:9c:i!~.xt±t/!.ft!1k:~~ lOmjt 410. 49 0. 1 773 
A2-9 ~@ti. **B+:9cit&;tJl!!&•k:~t ism* 261. 01 I 0. 1416 
A2-10 :?2~&. ~*B + *l!&~Jl!!&~ idr. 20m * 131. 94 0. 1140 -A2-ll ~ l~Hi, ~ ;iit.;! If ;;it.it~J-t:lt!!.&~ ;.Ut 2 Sm~ 68. 62 0. 0962 
A2-12 *@!&, 5Z·*ti + *it~;t:ltMi• A~t 30m * 31. 23 0. 0850 -
A2-13 *[~Hi, **ti+ *iHl;J:l:1!dl~ ;.Ur. 3 Sm * 21. 25 0. 0740 
A2-14 ~®•· **•tf~l!-.xt!tl!.ft.,P.,~t 40m * 18. 26 0. 0629 
A2-15 ~@-, **titf:9ci!&.xt!tl!.V.:.idt 45m * 15. 16 0. 0436 
A2-16 ~@ti. ~*titf:9cit.•.xt±~=i!U~.r.,~r. som * 10. 25 0. 0369 
A2-17 *®ti . **titf:9ci! • .xt.!m&~,1;Ut 55m * 6. 31 0. 0295 -

110kV ~!Jrti 14 %-15 % (llOkV *flE§ 14 

A3-l % - 1 s % ) 4 fllJ ~J'Hli.\ ilhl-f!t 1ft :if.* tll Je M t,z 433. 20 0. 14 41 
m#4t:9cit•~.!m&•k:c~T-#"*M 

tl. *llEtllfl:9cl!~JtJl!!tt•#.,") -
A3-2 ~--• *llE•+*it&~Jl!!&Sk:~Im* 459. 10 0. 1269 
A3-3 *M&. *llE•+*it&~Jl!!ttSk:~2m* 479. 14 0. 1114 
A3-4 ~---~llE•+*it•~~tt•A~~* 426. 41 0. 1035 -
A3-5 ~-•· ~llE&+:9cit&~~&•k:~4m~ 39 5. 5 3 0. 0899 --
A3-6 ~--• *llE§tf*it§~~ft5k:~Sm~ 36 7. 14 0. 0840 
A3-7 ~ffi§. ~llE&tf:9citti.xt±t!!.&5,r.,~t 6m ~ ~ 359. 78 0. 07 42 - -
A3-8 ~-ti. ~~EHilf'*l!&.xt!tl!.ft~.1;Ut lOm* 349. 44 0. 05 45 -

I A3- 9 ~f!ff•. ~llEti+:ifcit•M±ll!.&•~t 1sm* 318. 46 I 0. 0446 
l .u-1 o *••, ~f!B t,ll If' :9cl!&.xt±l!!&• ,~ ~t 2 Om Jl: 252. 41 0. 0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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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1 t~~ M .1\{UJlHt * 
.IIU!ll~* 

ff% ,#, 1.ui:it .I~t:fw~§, 
.Iil}li~~ 

~HMlt /1 (Vim) 
( µ T) 

A3- ll ~-fer r!t, ~ llB ti tf Jot~ :xt:l{l!AU); 1.U~ 2 Sm .51t 194. 09 0. 02 57 

A3-12 ~••-~llB•t:!k::itan-••4~3~7-t: 133. 26 0. 0228 

A3-13 ~fer t&, ~ ~El ti If :!k::it.Jt~ftJ; #,,~~ 35m j1J:: 98. 61 0. 02 30 

A3-14 · ~•~-~~•9"~:it•n~tt•~~4~7-t: I 88. 94 0. 0176 

A3-15 ~ !Ir !i , ~ llB • 9" :!k: :it ti Jt :It!!. & • ,#, ~ t 4 s m jl: 59. 73 0. 0178 

A3-16 ~tti•, ~llB • If Jt~i.lJt.ti!i.tt~ ,.ut 50m 7-t: 41. 11 0. 0135 

A3- l 7 ~ tfr !& , ~ lll:l !& 9'1 * :it tl :xt :/tlJi ft~ #., ~t 5 5 m 51t 18. 04 0. 0099 

ll0kV ~-- 30 %- 31 %~fiJt.lliU\\~:fftJj 1. 1358 
A4 

fri.~ 't' tE ~ ~n.±l!I.,&~ #.- 0. 32 32 

I (kV/m) I 

ll0kV ~llBti 87 %- 88 %~fiJ.J}W.~J\lf~ 
AS-1 1i Jl jl: If :i1l ~ • Ji!& tt. • #., 933. 94 0. 1840 

C~~M•~~llB•it-~~-~~&•A" ) 

T o .1913 AS- 2 ~llB-i:p#l~&~~&BAmlmjt 963.45 

A5-3 I :ti-iiB tj. 4' ffi ~ ~Jf Jt!d!t:~ .~ m 2m jl: 975. 38 0. 18 36 

AS-4 ~ llB. i:p #J ~ tiJt!tt9::• ,#, m· 3m 7-t: 9 34. 35 0. 1757 

AS-5 :tt ~s t& 9" :#J -\Hi ,t .±&ft• ,#, m 4 m 7-t: 885. 00 0. 1627 

AS-6 ~llBt&t:#J••~~tt•Amsmjl: 869. 44 0. 15 30 I 
' A5-7 I ~ IIB ti tJ1 -~ §:xt±~tt~ ,#, m 6m 7-t: 8 36. 18 0. 1242 

AS-8 ~IIB&tfffl~&~~--4ml~jl: I 610. 54 0. 0978 J 
AS- 9 ~ 11B t.l If #1 ~ ti :xt :It!!. ft. e ffi 1 5 m jt 446. 60 0. 0837 I 

AS- 10 ~IIB&t~*·~~--e~2~7-t: I 279. 58 0. 06 45 

AS- 11 ,__ ~ llB ti If tl=J ~ti.Ji-ft~#,, m 2 Sm 7-t: 192. 16 0. 0440 

AS-12 ; ~~~tf-~~~~&•~-3~~ 129. 90 0. 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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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1 t~ffiAf %1:~Ht* 
.l\~jJ!Hi* 

Pf% A ffdfiit .I !iJli t:liJ ~i I .I~~ ~El 
/J. (V /m) 51/J. ( µ T) 

AS-13 *Ila !l If ti ~!i~t:lt!!.~• ,#, wJ 35m ;t: 81. 27 0. 0218 

A5-14 *lllJ.i:p#J~•~:lt!!.~WAwJ4~;t: 50. 45 0. 0140 

A5-15 *lllJ!ii:p#J~!.ll~t:lt!!.~•Am 45m;t: 19. 88 0. 0102 

A5-16 ~lllJ-t#J~-~:lt!!.&•Am5~~ 13. 15 0. 005 7 

AS-17 *lllHi.9'#1~-~t:lt!!.~J.JA ifJ 55m ~ 8. 15 0. 0054 

I llOkV *®• 86 % - 87 %~fsJ.Jtilll.½/it 
I A6 37 5. 7 8 0. 0545 

i~ 1fL I~ it' #J ~ !l ~t:IM!!: • ,i\\ 

A7 
llOkV :t-*!i 86 % - 87 %~1'ii1!i~W.¥-l. 194.67 0.2663 

11t1ftli~ 9" #J ~•~-~~ lK 
A8- 1 11 Ok V :tf *., :?2 lllJ @, t f)l: /,fi@: !fl I\J' if. J: ::lf 138. 5 5 0. 1548 - -

I I llOkV :t-fr;l, :t-~a•tm~:ii! 
A8-2 147. 50 0. 115 0 

w~t fJ:lt~;t: 

A8- 3 
llOkV ~tlf!i, *~B!~t~~:it 152. 57 0. 0744 

W~tfl:iil.tt1~ lm 

A8- 4 
llOkV *fri~, :t-JlfJ•tm:~:i!\: 

W ~t ~ :it#!;~ 2m I 
158. 45 0. 044 7 

A8-5 
llOkV :?2t'f., :tHEJ;lti~iat:it 165. 81 0. 0419 

mi ~t ~ :it!f: 7~ 3m 

A8-6 
llOkY :tffr., :?2JlfJ!lt~~:it 

169. 29 0. 0350 
iN ~t ~ :iizJ.t: 7~ 4 m 

I 
·-

A8- 7 
llOkV *.t'f., *jlfJ!~tm;~~ 163. 89 0. 0322 

W ~tfJ!!l :iil./!7~ Sm I 
A9- 1 , llOkV * l!Hi , :tf*!iri@t~:iti:j:i1"'.iE_.c$' 162. 40 0. 8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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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tl1Ui~ [ 20221 197 ~ 

A9-2 

p 
~ 
I A9-5 

A9-6 

llOkV J<-~~- ~ -~Uiet!.~11{:it 

* ~~ 1)1 :it t! * 
llOkV ~~~- ~*~!@.~~:rt! 

.IIUPlt5* - - ---
J:.~t.tJ,51 i~~~s 
fl. (Vim) Silt ( µ T) 

151. 17 0. 7031 

15 3. 07 0. 5023 

0. 2956 

0. 1949 

I 
0. 1448 

149. 41 l 0. 1147 

28 . 50 0. 07 51 

47. 86 0. 0840 

12. 33 0. 0749 

--

4. 12 0. 0926 

275. 30 0. 164 3 

241. 42 0. 2250 

68. 00 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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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M .1\Ull~* 
.l\[59Jlj~* 

it% ,#, f:!LtiJt. I. !,Ji t ii 51 I./f9j~~$. 

lf_ (V /m) ~ilt ( µ T) 

llOkV ~ !211!!\ 72 % - 73 % (llOkY ~;',!Ui 72 

B7-2 % - 73 %) ~fiiHi~~l'..-00 llm ~fl *»i" 1 11. 28 0. 1550 

( ~~) 

11 OkV ~~ !& 72 % - 7 3 % (11 OkV *3fHl 72 

B8- 1 %- 73 %)~fiiHi~~t~ 15m ?tf1*/%- 2 3. 99 0. 0931 

I (-~) I 
i 110kV *!@ii 72 % - 73 % (llOkV ~*~ 72 

B8-2 % - 7 3 % ) ~ fii] ~~~~-00 15m * f1 ~ * 2 0. 39 0. 0672 

(.:::.~) 

B9 
l l OkV ~!@ii 72 "5. - 73 % (llOkV *?ftii 72 

89. 80 0. 1317 
% - 73 %)~fiiJ~~iw1Jll 19m ~~* 1 

B10 
11 OkV ~ l~H!\. 71 % - 72 % (11 OkV **ti 71 

I % - n %) ~ riiJ!&li'i*~t.~ 19m *~* 2 
91. 12 0. 135 3 

B11 
llOkV ~lz1H\l 66 % - 67 % (llOkV ·3t;!di 66 

18. 21 0. 2967 
%-67-l})~fli]~~@-@lj 29m?t~* 3 

B12 
llOkV jf@ti 66 % -67 % (llOkV ~*~ 66 

3. 15 0. 0869 
% - 67 %) ~fli] ~li'i*fJ 19m ~ ~»} 4 

B13 
11 OkV *@~ 64 % - 65 % (llOkV ~*ti 64 

3. 34 0. 0722 
% - 65 %) ~fiiJ~Jli@iiJJ 28m fbi-if' »J- 6 

110kV *®~ 58 % - 59 % (llOkV :t:-*!& 58 I 
B14 367. 44 0. 382 4 

t 

% - 59 % ) ~ fli] ~rt~ ~t-t" )% 7 

llOkV *®ii 51 % - 52 ~ -(llOkV ~*~ 51 
42.84 0. 4651 B15 

% - 52 %) ~l'iiJ~~WfflJ llm ~~»J- 5 

B16 
llOkV *®ti 51 % - 52 % (llOkV **~ 51 

142. 7 0 0. 2898 
I % - 5 2 % ) ~ ['Ii] ~if} ej ~j 6m jt ~ * 6 

I B17 
llOkV *0i¥l 49 %-50 % (110kV ;t-*~ 49 I 

% - 50 %) ~l'iiJti~Wfl 23m ~~¥ »J- 8 
51. 86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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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t~,:w;~ [2022] 197 % 

~*1 it iiHiUt .llUlHt * 
I -

.Iii~~#* 
ft% I ,!, 1.'-~if_ .I. /ij;j t :lb ~I .I.~ilt~.m '"" ~ 

I )jf_ (V /m) ~£Lt ( µ T) 

B18 
I 110kV ~l~H~ 47 % - 48 % (llOkV ~-*~ 47 i 

% - 48 %) :Jtfii] ~!'}*1Jlil 30m ;J:ir 
46. 84 Q_ 12 5 8 

819 
llOkV ~II§~ 45 % - 46 % (llOkV ~*~ 45 

1 

5.23 0. 0950 
% - 46 % ) ~friJ ~ !'}@1ll!J 26m 3H~. »J- 7 I 

llOkV ~l~H.li. 37 % - 38 ~- (llOkV **~ 37 
I 

820 433. 7 3 0. 34 32 
I %- 38 %) ~f;Jt¾.~!t!1!~i'=',~ 9 I 

B21 
llOkV ~0Hi 22 %- 23 % Cl10kV **ti 22 I 

3. 78 0. 0816 
,___ I % - 23 %) ~ fiiJ tUt~~fJltl 19m ;J:~~lil -

822 
11 Ok V ~ ffiH\ 17 % - 18 % (11 OkV ~*ti 17 

% -18 %) JtfiiJtHt~~i)!!J 26m ft.ft if'»} 10 I 154. 19 0. 1615 

- -
823 

llOkV ~@t.ll 16 ~ -16 % (llOkV ~*m 15 

% - 16 %) ~ fiiJ ~-~~ :Jf'*~ k-#:~M 
311. 55 0. 2167 

824 
l lOkV ~IZ!H.i 12 % -13 % (lIOkV ~*~ 12 

% -13 %) ».t-f!il~~mfJ 6m ji:.IJl.»} 
317. 38 0. 1166 

825 
llOkV ~-l2!H.li. 10 % -11 % (llOkV ~*!& 10 

\y - 11 5") ~fii] ~b'im~ 6m jrl~tp gj 11 
14. 32 0. 1412 

826 
llOkV *~~ 04 % - OS% (llOkV ~*-ti 04 

% - 05 % ) ~iii] ~~~~~if'»} 12 
4 7 6. 02 0. 158 7 

827 
llOkV ~ift~ 26 % - 27 % (llOkV ~fl3 ti 26 

32. 77 0. 07 38 
% - 21 %) ~l'aJtUt~~-'ffl"{f »} 13 

- ~ OkV ~,H~ - llOkV ~IIEJ~:tt\ 03 %~fiaj 
5. 53 0. 0461 828 

tU}@1J!1J 27m R.»J- 8 I 
~ 

it: IJOkV ~~~ 30 %~31 -l}s/l=fiiJ!Hi~fiiJIJJ,)tft!!.~~~~~•j,J, ;f:li¼*~rltiiw .ll/UJ.I]*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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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2 lf~~j! l;!~ #ff* -~ 

.~1i &ii 

45. 6 

43. 2 

44.8 

42.8 

49 . 3 46. 1 

50. 1 45. 1 

~1 4 7. 8 

46. 3 

43. 6 39. 4 

49. 0 3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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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fi4l~tt [2022 1 197 % 

~¾2 lf~~Jf !MU.MH!* 

~% R,, 1iMiif. 1\tjpl]J M° * ( dB (A) ) 
,§'- ~ 

b7-2 
llOkV:t-~ti 72%-73% (llOkV:t-*t\ 72%-

,1£ n 

73 %) ~ fiiJ~~~t~J llm ?l:fHI,»} 1 ( .::.~) 
"TV. 7 

b8- 1 
llOkV :t-@~ 72 % - 73 % (llOkV :t-*ti 72 % -

55. 3 46. 6 
7 3 % ) ~ fiiJ ~~~~1Y!!] 15m j(t fl;;',!_»} 2 (-~) 

b8-2 
llOkV:t- l&lti 72%-73~· (lIOkV:t-;!Ui 72%-

46. 4 -
73 %) ~1'iJti.~~t-&1J 1sm J(tfl ::'k,% 2 (-=-fl) 

b9 
llOkV:t-~tj, 72 % - 73% (llOkV :t-*~ 72 % --

47. 5 45. 2 
73 %) ~ fiiJtUi;wiJJ!J 19m jt~~ l - ~ 

blO 
llOkV :t-~ti 71 % - 72 % (llOkV :t-*~ 71 % -

49. 6 45. 0 
72 %) ~fiJtl~*~~t!!l 19m ?!:~! 2 

bll 
11 OkV :t-@ ~ 66 % - 67 % (11 OkV :t-*~ 66 % -

52. 4 38. 1 
67 %)~fiiJ tllt}W~ 29mjt~»} 3 

bl2 
11 OkV :t-~ ti 66 % - 67 % (11 OkV :t-*t& 66 % -

4 7. 5 40. 8 
67 %) ~ fii]~~*~ 1901 jt~»} 4 

bl3 
llOkV :t- lziH& 64 % - 65 % (llOkV :t-*~ 64 %-

44. 3 43. 6 
65 %) ~fPJ~~ Wmflm 28m J(t,iiP »} 6 

bl4 
llOkV :k~!i 58 % - 59 % (iiOkV :k}tdl 58 % - 1 

s9 %) ~fi3Jtl~~~•¥ m, 1 
39. 8 38. 7 

bl 5 
11OkV1i;-~~51 % - 52 % (11 OkV **~ 51 % -

50. 6 40. 3 
52 %)~fiiJftJtE§fj llmjc~»} 5 I 

11 OkV ~ lij t& 51 % - 52 % (11 OkV * *~ 51 -~ - I 

bl6 48. 3 40. 8 
52 %)~fiiJ~JliWfJ 6m,1(t~,l 6 1 -I 11 OkV ~ lij t~ 49 % - 50 % (llOkV :t-*ti 49 % -

bl? 
50 %) ~I'll] ~~Wt) 23m jl:-'i:tf m- s I 46. 3 39. I 

I 

11 OkV :t-@ti 4 7 % - 48 % (11 OkV :t, *~ 4 7 -~ -
b18 44. 5 I 41. 9 

48 %)~friJ~~*~ 30m,1(t.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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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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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建设项

目 

项目名称 山东泰安肥城 220kV林庄变电站 110kV线路送出工程 项目代码 —   

行业类别 D4420 电力供应 建设性质      

设计生产能力 
线路：全长 33.8km，其中 110kV双回架空线路 29.9km，110kV 双回

电缆线路 0.27km，110kV 单回架空线路 3.6km。 
实际生产能力 

线路：全长 37.08km，其中 110kV双

架空线路 32.84km，110kV双回

缆线路 0.3km，110kV单回架空

路 3.94km。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 审批文号 泰肥环辐表审[2020]1 号   

开工日期 2021年 5月 27日 竣工日期 2022年 4月 30日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泰安腾飞设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泰安腾飞实业有限公司肥城分公司   

验收单位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 监测单位 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万元） 6005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40   

实际总投资（万元） 5652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40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 

（万元） 
0 

噪声治理

（万元） 
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运营单位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370900866407119Y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工
业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

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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