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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山东烟台龙口黄驿（黄山）110kV 输变电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法人代表/授权代表 赵生传 联系人 李豪 

通讯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 158 号 

联系电话 0535-3052508 传真 / 邮政编码 264001 

建设地点 
110kV黄驿站位于烟台市龙口市黄山馆镇泊张村X060县道东北侧40m；

110kV输电线路位于龙口市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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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烟台胜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烟台东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 

文 

号 

烟环辐表审

[2020]22 号 
时 间 

2020 年 8

月 24 日 

建设项目 

核准部门 

烟台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 

文 

号 

烟审批投

[2020]71 号 
时 间 

2020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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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号 
时 间 

2021 年 3

月 5 日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烟台东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烟台东源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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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30 环境保护

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0.46% 

实际总投资 

（万元） 
4398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30 0.68% 



 

 2

续表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环评阶段项目 

建设内容 

主变：3×63MVA（规划） 

      2×63MVA（本期）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0.6km,

其中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1km 

项目 

开工日期 

2021 年 9

月 15 日 

项目实际 

建设内容 

主变：2×63MVA（#1 主变、#2 主变）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全长 0.55km，包括

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05km 

环境保护

设施投入

调试日期 

2022 年 8

月 10 日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2020 年 5 月 29 日，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烟审批投

[2020]71 号”文件对本工程进行了核准。 

2020 年 6 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委托烟台胜

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 年 8 月 24 日，烟台市生态环境局以“烟

环辐表审[2020]22 号”文件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 

2021年 3月 5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以“鲁电建设[2021]156

号”文件对本工程初设进行了审批。 

2021 年 9 月 15 日，本工程开工建设，施工单位为烟台东源送

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为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2022 年 8 月 10 日建成投入调试运行。 

2022 年 5 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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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我单位于 2022

年 9 月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实施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山东烟台

龙口黄驿（黄山）110kV 输变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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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驿站 

电磁环境 变电站围墙外 30m 范围内 

声环境 
变电站厂界噪声：厂界外 1m 处 

环境噪声：围墙外 30m 范围内 

生态环境 变电站围墙外 500m 范围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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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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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及地下电缆管廊两侧各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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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驿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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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界噪声、环境噪声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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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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敏感目标 

在查阅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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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电磁及声环境调查范围内共存在 1处环境敏感目标，为环评后新建。 

根据《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 年），本工程生态调查范围内无生态敏感

目标。 

本工程电磁、声环境敏感目标情况具体见表 2-3，电磁、声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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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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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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看护房 看护 分散 

1处 

（约3间） 
单层平顶 2.5m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

110kV 马驿线 35#（庄驿线 108#）塔间

线路东北侧 10m 

25m 环评后新建 

 

 

 

 

1.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107#）～110kV 马驿线 35#（庄驿线 108#）塔间线路东北侧10m看护房 

图 2-1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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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界噪声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2 类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环境噪声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2 类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其他标准和要求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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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 

1.变电站地理位置 

110kV黄驿站位于烟台市龙口市黄山馆镇泊张村X060县路东北侧40m；经现场勘查，110kV

输电线路于变电站东侧电缆进站，站址北侧、东侧、西侧均为农田，南侧为进站道路、空地、

绿化带及道路（X060 县道）。 

110kV黄驿站所在地理位置见附图1，周边影像关系见附图2。站址周围现场照片见图4-1。 

  

1.变电站北侧农田 2.变电站东侧农田及 110kV 进线 

  

3.变电站南侧空地及绿化带 4.变电站西侧农田 

图 4-1 本工程变电站周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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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2.线路地理位置 

本工程输电线路路径位于烟台市龙口市境内，经现场勘查，本工程线路路径处主要为农

田、树木及铁路等。 

线路所在地理位置示意见附图 1，线路路径及周边影像关系见附图 3，线路周围现场照片

见图 4-2。 

  

1.本工程 110kV 电缆线路路径及上塔位置 2.本工程 110kV 架空线路路径 1 

 

/ 

3.本工程 110kV 架空线路路径 1（跨越铁路位置） / 

图 4-2 本工程输电线路周围现场照片 

大莱龙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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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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110kV黄驿站和110kV输电线路，其中110kV黄驿站主变容量为2×

63MVA，110kV输电线路为110kV马驿线（110kV黄驿站～110kV马驿线32#塔）、110kV庄驿线（110kV

黄驿站～110kV庄驿线105#塔）。 

2.工程规模 

环评规模：110kV 黄驿站规划安装 3台 63MVA 主变，本期安装 2台 63MVA 主变，电压等级

为 110/10kV，110kV 进线 2回；总体布置为主变户外布置、110kV 配电装置户内 GIS 布置。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0.6km，包括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1km。 

验收规模：110kV 黄驿站现安装有 2台 63MVA 主变（#1 主变、#2 主变），110kV 进线 2回，

总体布置为主变户外布置、110kV 配电装置户内 GIS 布置。110kV 输电线路全长 0.55km，包括

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0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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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规模 本期规模 

山东烟台

龙口黄山

（黄驿）

110kV 输

变电工程 

110kV 黄驿站 
3×63MVA  

110kV 进线 2回 

2×63MVA 

110kV 进线 2回 

2×63MVA（#1 主变、#2 主变） 

110kV 进线 2回 

110kV 输电 

线路 

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0.6km，包括

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1km 

110kV 输电线路全长 0.55km，包括

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

路 0.0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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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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占地情况及主变相关参数 

本工程 110kV 黄驿站占地情况及总体布置方式见表 4-2。站内 2台主变压器型号相同，基

本信息见表 4-3。 

表 4-2  变电站占地情况及总平面布置方式 

项目 内容 环评规模 本次验收规模 

110kV黄

驿站 

总占地面积 
围墙内 3523.5m

2
 

（东西长 87m，南北宽 40.5m） 

围墙内 3523.5m
2
 

（东西长 87m，南北宽 40.5m） 

总体布置方式 
主变户外布置、110kV 配电装置户

内 GIS 布置 

主变户外布置、110kV 配电装置户内

GIS 布置 

表 4-3  #1 主变压器、#2 主变压器基本信息表 

名称 电力变压器 冷却方式 ONAN 

型号 SSZ-63000/110 总重量 88.1t 

额定容量 63000/63000kVA 油重量 18.9t 

额定电压 110/10.5kV 供应商 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 

2.变电站总平面布置 

110kV 黄驿站大门位于站址南侧靠西位置，朝向向南，站内主体建筑为一座单层配电装置

楼，位于站内中间位置，“凹”型设计，楼内布置有电容器室、10kV 高压室、主控室、蓄电

池室、110kV 配电装置室等；配电装置楼北侧为主变区域，户外布置，自东向西依次为#1 主变、

#2 主变、#3 主变预留位置，各主变之间设置有防火墙，每台主变下方均设置有贮油坑，有效

容积 15m3/个；站内西侧自南向北依次布置有辅助用房（包含卫生间）、消防水泵房、消防水

池、事故油池，事故油池有效容积 28m3；#3 主变预留位置西侧设置一处消防棚；辅助用房西

侧设置一处化粪池。站内变压系统采用计算机系统对变电站进行监测和控制，无人值守设计；站

内设有硬化道路，便于设备运输、吊装、检修及运行巡视，并通过进站道路与站外道路相连；

变电站整体布局合理。 

110kV黄驿站总平面布置见附图4，站内现场照片见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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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1.110kV 黄驿站大门 2.#1 主变压器 

  

3.#1 主变压器铭牌 4.#2 主变压器 

  

5.#2 主变压器铭牌 6.#3 主变预留位置 

  

7.辅助用房 8.消防水泵房 

图 4-3  110kV 黄驿站内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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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9.110kV 配电装置 GIS 10.电容器室 

  

11.蓄电池 12.主控室 

  

13.10kV 高压室 14.消防棚 

续图 4-3  110kV 黄驿站内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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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3.输电线路路径 

本工程输电线路建设内容及线路路径见表 4-4。线路路径及周边关系影像图见附图 3，环

评阶段路径见附图 5。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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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电

线路（110kV

马驿线、

110kV 庄驿

线） 

110kV输电线路

全长 0.55km，

包括双回架空

线路 0.5km，双

回电缆线路

0.05km 

线路分别在 110kV 马驿线 32#塔、

110kV 庄驿线 105#塔位置π接 1 回线

路，至110kV马驿线33#（庄驿线106#）

塔位置后同塔双回架设，向西北方向

跨过大莱龙铁路后，沿 X060 县道北侧

继续向西北方向架设至黄驿站西南侧

后，下塔改电缆敷设，向西北敷设至

黄驿站西侧偏北位置左转，进入110kV

黄驿站 

架空线路采用

JL/LB20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 

电缆线路采用

ZC-YJLW02-64/110

kV-1×630mm
2
型电

力电缆 

架空线路

采用角钢

塔（3 基）， 

电缆线路

采用电缆

排管敷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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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山东烟台龙口黄驿（黄山）110kV 输变电工程工程概算总投资 645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 0.46%；实际总投资 439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

0.68%。本工程环保投资主要用于噪声治理、新建贮油坑、事故油池、化粪池、场地复原、塔

基复垦、电缆管廊填平及绿化等方面。 

本工程环保投资情况具体见表 4-5。 

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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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减震、机房隔音 3 

2 贮油坑、事故油池 12 

3 化粪池 5 

4 场地复原、塔基复垦、电缆管廊填平及绿化 10 

合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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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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变电站站址、主

变规模、布置方式、110kV 输电线路架设方式等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本期建设内容一致，110kV

输电线路路径、路径长度、环境敏感目标数量等有所变动。 

本工程变动情况见表 4-6，本工程输电线路径与环评阶段输电线线路路径对比见附图 3。  

表 4-6 工程变更情况一览表 

项目 变更内容 环评时 验收时 变更性质 

110kV

输电

线路 

线路路径 

本工程自石黄线北侧、大莱龙

铁路东侧的π接铁塔起，跨越

大莱龙铁路后，沿石黄线北侧

绿化带向西前行接入黄山变

电站止 

线路π接位置向南位移

约 100m；双回线路路径

向北微调，最大横向位

移约为 50m，具体见附图

3 

线路路径向北横向最

大位移约 100m，未超

500m，属一般变动 

路径长度 

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0.6

km,其中双回架空线路 0.5km

，双回电缆线路 0.1km 

110kV 输电线路全长

0.55km，包括双回架空

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

路 0.05km 

因路径变动，线路路径

长度缩短 0.05km，属

一般变动 

环境敏感目标

数量 
0处 1 处，环评后新建 

未因线路路径发生变

化，导致新增环境敏感

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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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及项目合理性分析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拟投资 6452 万元于龙口市新建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本期工程包含 110kV 黄山变电站及 110kV 线路。 

黄山变电站站址位于龙口市黄山馆镇泊张村 X060 县路的北侧 40m。进站道路从站区南侧

X060 县道引接，长度约 53m。站区围墙东西方向长 87m，南北方向宽 40.5m，围墙内占地面积

3523.5m
2，线路位于龙口市境内。 

本工程变电站规划建设 3×63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等级 110/10kV，110kV 进线 2回，

内桥接线；10kV 出线 42 回，单母线三分段接线；无功补偿容量 3×（4800+4800）kvar，串联

5%电抗器。 

本期安装 2×63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等级 110/10kV，110kV 进线 2 回，内桥接线；

10kV 出线 28 回，单母线分段接线；无功补偿容量 2×（4800+4800）kvar，串联 5%电抗器。 

本工程新建双回架空线路长度 2×0.5km，导线采用 JL/LB20A-300/40 铝包钢芯铝绞线；

双回电缆线路长度 2×0.1km，新建电缆采用 ZC-YJLW02-64/110-1×630。地线选用 2 根

OPGW-90-48 芯光缆。 

本工程 110kV 变电站和 110kV 线路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

鼓励类项目“四、电力 10.电网改造与建设，增量配电网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山东电网“十三五”规划和烟台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本工程符合电网规划要

求。 

本工程变电站和线路已尽量远离居民区等环境保护目标，变电站和线路所在地及附近无风

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机场等，无重要无线通讯设施、无重点国家水土流失监测站点。 

龙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龙口 110kV 输变电工程站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关情况的

说明》、《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龙口市诸由观镇等镇（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的批

复》（烟政土[2019]19 号），本工程拟选址范围符合《龙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本项目不在《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规定的红线内，符合《山东省生

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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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2、环境质量现状 

本工程拟建变电站站址工频电场强度为 4.655～5.653V/m、磁感应强度为 0.036～0.039 

µT，分别小于 4kV/m（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和 100μT 的标准限值。 

110kV 线路沿线空地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4.873～6.019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38～ 

0.042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 

本工程拟建变电站站址现状噪声昼间为 44.2～49.8dB(A)，夜间噪声为 41.1～45.6dB(A)，

双回架空段空地处现状噪声昼间为 50.1～51.2dB(A)，夜间噪声为 47.8～47.9dB(A)，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昼间 60dB(A)、夜间 50dB(A)）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3、主要环保措施、对策 

（1）设备招标时，63MVA 的主变噪声源强数值不大于 60dB(A)，站内通过合理布置，利用

建筑物等的阻隔及距离衰减减小噪声、电磁场的影响。 

（2）设置事故油池，避免事故油泄漏对环境造成影响。 

（3）及时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转移合同，待产生废变压器油、废旧铅酸蓄电池后及时

予以转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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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扬尘、噪声、污水、建筑和生活垃圾等，在采取相应措

施后，施工期对外界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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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5.1电磁环境 

（1）变电站 

类比监测结果表明，变电站围墙外电场强度小于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小于 100µT 的标

准限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 

（2）输电线路 

1）架空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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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类比和理论预测可知本项目 110kV 双回架空线路运行后，线路距地面 1.5m 处，以线

路中心线地面投影点为原点至中心线外 50m 范围内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 4kV/m 和 10kV/m

（架空输电线路下的耕地、园地、畜禽饲养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磁感应强度小于 100µT 的

标准限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原

地、畜禽饲养地、道路等场所，其频率 50Hz 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制为 10kV/m。 

2）电缆 

根据类比监测结果，110kV 电缆线路正常运行时，线路周围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能够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小于 4kV/m、100μT 标准限值。 

5.2声环境影响分析 

经预测分析，本工程变电站按规划规模运行后，3台主变压器同时运行时，对北厂界的影

响最大，贡献值为 44.0dB(A)，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的要求。 

110kV 输电线路运行后，沿线对评价范围内的居民住宅等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声环境影响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5.3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为无人值守，日常运行过程中无废水产生，输电线路运行期无废水产生。少

量临时检修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委托清运，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5.4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工程主要固废为检修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旧铅酸蓄电池和废变压器油。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定期清理，退出运行的蓄电池（HW49 900-044-49），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

单位统一处置。 

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HW08 900-220-08）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 

报废的变压器（不含废变压器油）作为废旧物资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废旧物资处置管理办

法处置；输电线路运行期无固体废物产生。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5.5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线路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塔基不占用基本农田，无珍稀植物和国

家、地方保护动物。电缆沟施工完毕后利用预先分离的表层熟土对地面进行复耕处理；架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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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架设完毕后，对塔基基坑填平并夯实，对处于农田区域进行复耕。通过诸多控制措施，本工

程的建设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6、环境风险分析 

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依据国家应急管理和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国网公司编制了

《国网烟台供电公司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SGCC-SD-YT-ZT-01），可将风险事故降到较低

的水平，其环境风险影响可以接受。 

7、环境管理与监测 

根据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环境管理要求，建设单位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必要时委托有资质

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监测。 

综上，本项目运营后，只要在运营过程中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保证各种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其环境影响是有保证的。 

因此，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从环境保护角度讲，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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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意见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以烟环辐表审[2020]22 号文件对《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审批意见具体见附件 2），内容如下： 

一、项目主要内容 

黄山变电站站址位于龙口市黄山馆镇泊张村 X060 县路的北侧 40m。进站道路从站区南侧

X060 县道引接，长度约 53m。站区围墙东西方向长 87m，南北方向宽 40.5m，围墙内占地面积

3523.5m²。本工程变电站规划建设 3×63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等级 110/10kV，110kV 进

线 2回，内桥接线；10kV 出线 42 回，单母线三分段接线；无功补偿容量 3×（4800+4800）kvar，

串联 5%电抗器。本期安装 2×63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等级 110/10kV，110kV 进线 2回，

内桥接线；10kV 出线 28 回，单母线分段接线；无功补偿容量 2×（4800+4800）kvar，串联

5%电抗器。 

工程新建双回架空线路长度 2×0.5km，自石黄线北侧、大莱龙铁路东侧的π接铁塔起，

跨越大莱龙铁路后，沿石黄线北侧绿化带向西前行接入黄山变电站止。黄山站的 2回 110kV 进

线分别来自 220kV 蚕庄站、220kV 北马站的 110kV 母线。导线采用 JL/LB20A-300/40 铝包钢芯

铝绞线；双回电缆线路长度 2×0.1km，新建电缆采用 ZC-YJLW02-64/110-1×630。 

项目总投资 645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 万元。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做好施工期扬尘、噪声、废水、固体废物等的污染防治措施；严格避让生态红线区，

禁止在生态红线区内施工。 

1.控制施工运输车辆车速、载重，并采取定期增湿和对易起尘的建筑材料加盖蓬布等措施，

以减少施工扬尘量。 

2.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尽量减少夜间施工，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3.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废水应处理后回用；生活污水应集中收集、清运，不得随意排放。 

4.施工时产生的建筑垃圾应清运至指定场所；土石方应全部回填或用于土地平整，无弃土；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堆放，定期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集中处理。 

5.落实施工期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制定合理的施工工期，以减少对地表扰

动和植被破坏；线路经过树林时，通过采取高跨的方式以减少树木砍伐量，从而减轻对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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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境的破坏。线路跨越高度严格按照规程要求设计。线路跨越果园时，需设置临时支撑架，尽量

减少导线架设时的破坏。 

（二）严格落实电磁辐射防治措施，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标处的电磁辐射水平

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 

线路架设应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中的要求，

线路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弧垂对地高度应不小于 7m；经过非居民区时，导线弧垂对地高度应

不小于 6m。线路附近离地 1.5m 高度处工频电场强度超过 4kV/m 或磁感应强度超过 100μT 的

范围内，不得有居住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 

（三）选用低噪声设备，该项目运行后，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四）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收集和处置措施，贮油坑防渗应满足《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退出运行的蓄电池（HW49 900-044-49)，委托

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HW08 900-220-08）属

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报废的变压器（不含废变压器油）作

为废旧物资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废旧物资处置管理办法处置。 

（五)输电线路跨越房屋的，要事前征求产权人的意见，并将环评结论及审批意见告知被

跨越房屋的产权人。 

（六）制定并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预案的演练。 

（七)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

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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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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址、选线时，充分考虑当地规划

要求，站址及输电线路远离居民区等环

境保护目标，尽量避开风景名胜区、自

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在站址、线路路路径规划时，已充分考虑

了当地规划和环境要求，线路已尽量避开了居

民区等。已避开了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

生态敏感区。 

污染

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设备招标时，63MVA 的主变噪声

源强数值不大于 60dB(A)，站内通过合

理布置，利用建筑物等的阻隔及距离衰

减减小噪声、电磁场的影响。 

2.设置事故油池，避免事故油泄漏

对环境造成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1.在设备招标时，已对主变等高噪音设备

提出了噪声限值要求。本工程配电装置楼“凹”

型设计，主变设置于配电装置楼北侧“凹”型

内，各主变之间设置有防火墙，有效地利用了

距离的衰减和墙壁的隔阻，降低了对厂界噪声、

电磁场的影响。 

2.变电站内设置贮油坑、事故油池，事故

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及含油废水（HW08）

经贮油坑汇集至事故油池内暂存，不会对周围

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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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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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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施工

后的生态恢复工作。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施工期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控制

施工范围、制定合理的施工工期，以减少

对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线路经过树林

时，通过采取高跨的方式以减少树木砍伐

量，从而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线路跨

越高度严格按照规程要求设计。线路跨越

果园时，需设置临时支撑架，尽量减少导

线架设时的破坏。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施工开挖时尽量减小了开挖范围，开挖时

表层土与深层土分别堆放；严格控制施工范围，

对施工场地采取围挡、遮盖等措施，本工程线

路路径较短，路径沿线主要为农田、果树等，

在穿越树木时，采取了高架的方式，从而减少

树木砍伐量。杆塔架设、电缆管廊建设完毕后，

按深层土在下、表层土在上的顺序回填，开挖

土石方量全部用于回填，土石方量基本平衡；

施工后对临时占道、牵张场、塔基周围、电缆

管廊地面处均已进行了恢复。工程建设过程中

未造成明显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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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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施工阶段物料采取遮盖、围挡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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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辆在施工现场车速限制在

20km/h以下，运输沙土等易起尘的建筑材料时应

加盖篷布，并严格禁止超载运输，防止撒落而形

成尘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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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施工时，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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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

工时间和工序，高噪声施工机械避免夜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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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经沉淀处理上清液用于喷洒抑尘，沉淀物定期清

运，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

污水排入化粪池，外运沤肥。 

4.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

堆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建筑垃圾应

运至指定地点倾倒。 

环评批复要求： 

做好施工期扬尘、噪声、废水、固体废物等

的污染防治措施。严格避让生态红线区，禁止在

生态红线区内施工。 

1.控制施工运输车辆、载重，并采取定期增

湿和对易起尘的建筑材料加盖篷布等措施，以减

少施工扬尘量。 

2.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维

修、管理。尽量减少夜间施工，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的要求（昼间 70dB（A），夜

间 55dB（A））。 

3.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废水应处理后回用；

生活污水应集中收集、清运，不得随意排放。 

4.施工时产生的建筑垃圾应清运至指定场

所；土石方应全部回填或用于土地平整，无弃土；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堆放，定期由环

卫部门进行清运、集中处理。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

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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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运输车辆在施工现场车速，运

输沙土等易起尘的建筑材料时应加盖

蓬布，并严格禁止超载运输，防止撒落

而形成尘源。运输车辆在驶出施工工地

前，必须将沙泥清除干净，防止道路扬

尘的产生。 

2.施工时选用了低噪声的机械设

备，日常进行了维护保养。施工期间分

时段进行施工，降低了施工噪声对环境

的影响。 

3.施工区设立沉淀池，施工废水经

充分停留后，上清液用作施工场地洒水

用，淤泥妥善堆放。输电线路施工时为

移动式施工方式，施工人员停留时间较

短，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周围居民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施工生活区设置临时旱

厕，清运沤肥，不外排。 

4.施工期间，输电线路施工现场及

生活区均设置临时垃圾收集箱，产生的

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建筑垃圾运至指定地点倾

倒，土石方全部回填或用于土地平整，

无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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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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工程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阶段基本不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污染

影响 

环境报告表要求： 

及时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转移合同，

待产生废变压器油、废旧铅酸蓄电池后及时

予以转移处置。 

环评批复要求： 

1.严格落实电磁辐射防治措施。本项目

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标处的电磁辐射

水 平 应 满 足 《 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

（GB8702-2014）的要求。 

线路架设应满足《110kV～750kV 架空

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中的

要求，线路经过居民区时，导线弧垂对地高

度应不小于 7m；经过非居民区时，导线弧

垂对地高度应不小于 6m。线路附近离地

1.5m 高度处工频电场强度超过 4kV/m 或磁

感应强度超过 100μT 的范围内，不得有居

住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 

2.选用低噪声设备，该项目运行后，厂

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

标准要求。 

环境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经核实，本工程投运时间较短，且运行过

程中未产生过危险废物。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烟台供电公司制定有相关管理制度，待产生危

险废物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执行。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1.经现场监测，本工程变电站周围、线路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要求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

度分别控制在 4000V/m、100μT 内的标准；架

空线路经过耕地、道路等场所的，线下工频电

场强度均小于 10kV/m 的控制限值。线路建设

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50545-2010）中的要求。 

2.在设备招标时，已对主变等高噪音设备

提出了噪声限值要求。本工程正常运行时，经

现场监测，本工程变电站四周墙外 1m 处的厂

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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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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

影响 

环评批复要求： 

3.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

收集和处置措施，贮油坑防渗应满足《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要求；退出运行的蓄电池（HW49 900-044-49)，

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

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HW08 

900-220-08）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险废

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报废的变压器

（不含废变压器油）作为废旧物资按照国家

电网公司废旧物资处置管理办法处置。 

4.制定并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

预案的演练。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3.建设单位制定有相关危险废物的收

集和处置管理制度，贮油坑和事故油池底部

及四周均使用抗渗等级为 P6 的防水混凝土

浇筑，渗透系数＜10
-10
cm/s，可满足《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修改单的要求。退运后的废铅蓄电池（

HW31）及事故状态产生的废变压器油（HW08

）均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统一处置。

待产生废变压器（不含废变压器油）时按照

国家电网公司废旧物资处置管理办法处置。 

4.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制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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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事故油池 2.贮油坑 

  

3.SF6报警装置 4.化粪池 

   

5.塔基位置恢复情况 6.电缆位置恢复情况（照片拍摄时正值秋耕季节） 

   

7.警示标示（架空线路） 8.警示标志（电缆线路） 

图 6-1  本工程安全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现场照片 

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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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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监测布点见附图 2、

附图 3。 

表 7-1 监测项目及监测布点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110kV 变

电站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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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 处布置监测点（A1～A4） 

110kV 输

电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1.于本工程 110kV 黄驿站～110kV 马驿线 35#（庄驿线 108#）塔间电缆

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为起点，向东北方向布设，每间隔 1m 布设

一个监测点，测至电缆管廊边缘外 5m，衰减断面共布设 7 个监测点

（B1-1～B1-7）； 

2.于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110kV 马驿线 35#（庄驿线 108#）

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约 19m）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处

向东北方向布设，每间隔 5m 布设一个监测点，测到中央连线对地投影

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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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B2-17）； 

3.因受周围线路影响，分别于 110kV 马驿线 32#～33#塔间线路弧垂最

低位置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处、110kV 庄驿线 105#～106#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位置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处各布设 1 个监测点位（B3、B4） 

环境敏感

目标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于环境敏感目标处距本工程最近位置处布设 1个监测点（C1） 

注：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5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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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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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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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段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m/s) 

17:25～18:40 晴 28.9～29.3 38.7～40.5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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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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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2205-08 J22X03313 

中国泰尔实

验室 

2023年5月25

日 

表7-4  仪器性能指标 

仪器名称 性能参数 

电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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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主变、输电线路运行工况见表 7-5。 

表 7-5  监测期间本工程运行工况 

主变、线路名称 电压（kV） 电流(A) 有功功率(MW) 

#1 主变 110.2～114.6 0～0.02 0～0.02 

#2 主变 110.1～113.4 0～0.01 0～0.01 

110kV 马驿线 110.2～114.6 0～0.02 0～0.01 

110kV 庄驿线 110.1～113.4 0～0.01 0～0.01 

注：本工程主变及 110kV 输电线路处于热备用状态。 

 

I I I I I I 



 

30 

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

环境

监测 

监测结果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周围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6；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

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7-7。 

表 7-6  变电站周围工频电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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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5m 处 16.01  0.0181  

A2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5m 处 24.24  0.0173  

A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5m 处 14.71  0.0171  

A4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5m 处 1.218 0.0187  

注：1.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5m 处； 

2.变电站北侧受周围植被影响，变电站东侧、西侧、南侧受周围线路影响；均不具备衰减断

面监测条件。 

表 7-7  输电线路周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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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110kV 黄驿站～110kV 马驿线 35#（庄驿线 108#）塔

间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 
108.39  0.0331  

B1-2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处 95.52  0.0288  

B1-3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东北侧 1m 77.01  0.0228  

B1-4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东北侧 2m 63.05  0.0190  

B1-5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东北侧 3m 46.54  0.0171  

B1-6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东北侧 4m 33.09  0.0148  

B1-7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东北侧 5m 20.19  0.0132  

B2-1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110kV 马驿线 35#

（庄驿线 108#）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央连线

对地投影点（以下简称“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 

1033.0 0.0163  

B2-2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1m 1227.9 0.0160  

B2-3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2m 1257.7 0.0163  

B2-4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3m 1205.5 0.0158  

B2-5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4m 1113.0 0.0148  

B2-6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5m 1028.4 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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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

环境

监测 

续表 7-7 输电线路周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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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7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6m 993.94  0.0141  

B2-8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10m 892.69  0.0146  

B2-9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15m 725.72  0.0133  

B2-10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20m 457.27  0.0129  

B2-11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25m 281.73  0.0126  

B2-12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30m 167.09  0.0122  

B2-13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35m 108.66  0.0123  

B2-14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40m 65.23  0.0099  

B2-15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45m 38.63  0.0105  

B2-16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50m 29.92  0.0115  

B2-17 中央连线对地投影点东北侧 55m 22.03  0.0101  

B3 
110kV马驿线32#～3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中相导线

对地投影点处 
588.21  0.0197  

B4 
110kV庄驿线105#～1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中相导

线对地投影点处 
117.51  0.0195  

C1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110kV 马驿线 35#

（庄驿线 108#）塔间线路东北侧 10m 看护房 
330.88  0.0169  

根据表 7-6～表 7-7 监测结果，本工程变电站周围工频电场强度为 1.218V/m～

24.24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71μT～0.0187μT；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

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20.19V/m～1257.7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99μT～0.0331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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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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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磁

环

境

监

测 

验收监测期间，本工程工况负荷情况趋于稳定，未出现较大波动。本工程变电站实际

运行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等级，监测结果能代表正常运行时变电站周边的工频电场强度水

平。但验收监测期间变电站实际运行电流、有功功率未达到额定负荷。当变电站电流满负

荷运行时，工频磁感应强度会略有增加。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工程厂界工频磁感应强度

最大为 0.0187μT，仅占公众曝露标准限值 100μT 的 0.0187%，工频磁感应强度值较小，

结合以往其它已运行的同等规模输变电工程，在达到额定负荷时，变电站周围工频磁感应

强度均未超出标准限值。因此，在本工程变电站电流满负荷运行期，其工频磁感应强度也

将小于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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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1µT，仅

占公众曝露标准限值 100µT 的 0.0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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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在设计最大输送功率情况下，变电站、输电线路周围工频电场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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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1 监测位置，向东北侧衰减 2.B2 监测位置，向东北侧衰减 

图 7-1 本工程验收监测现场 

 

东北 
线高 19m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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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厂界噪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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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详见表 7-8。监测布点见附图 2、附图 3。 

表 7-8  监测项目及监测布点 

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 

110kV 变电站 厂界噪声 于变电站四周围墙外 1m 处各布设 1个监测点（a1～a4） 

110kV 输电线路 环境噪声 

分别于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110kV 马驿线 35#

（庄驿线 108#）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央连线对地投影

点处、110kV 马驿线 32#～3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中相导线

对地投影点处、110kV 庄驿线 105#～1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

置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处各布设 1个监测点位（b1、b2、b3） 

环境敏感目标 环境噪声 
于环境敏感目标距离本工程最近位置处布设 1个监测点位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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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 

声环境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见表 7-9。 

表 7-9  声环境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 

监测时段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m/s) 

17:25～18:40 晴 28.9～29.3 38.7～40.5 1.3～1.6 

22:00～23:50 晴 21.1～21.6 64.7～65.1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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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

境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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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和表7-11。 

表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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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 

A-2022-04 

F11-20220824/ 

F11-20220788 

山东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 

2023.4.14/ 

2023.4.21 

表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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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涉及主变、输电线路运行工况见表7-5。 

监测结果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周围噪声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7-12，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

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7-13。 

表 7-12  变电站周围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测点位置 昼间噪声 夜间噪声 

a1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1m 处 48.9 43.5 

a2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1m 处 52.2 44.6 

a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m 处 54.3 46.2 

a4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1m 处 52.6 45.1 

注：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2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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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环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测点位置 昼间噪声 夜间噪声 

b1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110kV 马驿线 35#

（庄驿线 108#）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央连线对

地投影点 

50.7 44.6 

b2 
110kV 马驿线 32#～3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中相导

线对地投影点处 
51.3 45.5 

b3 
110kV 庄驿线 105#～1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中相

导线对地投影点处 
54.9 47.0 

c1 
110kV 马驿线 34#（庄驿线 107#）～110kV 马驿线 35#

（庄驿线 108#）塔间线路东北侧 10m 看护房 
51.8 45.5 

注：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2m 处。 

根据表7-12的监测结果，本工程变电站四周厂界噪声昼间为48.9dB（A）～54.3dB

（A），夜间为43.5dB（A）～46.2dB（A），均满足验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昼间为50.7～54.9dB（A），夜间为44.6～47.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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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位于烟台市龙口市境内，变电站所在地和输电线路沿线主要为农田、树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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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变电站占地面积较小，线路的架设主要为架空及电缆敷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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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减少

对周围环境的生态影响。 

3.水土流失影响 

本工程施工中由于变电站建设、塔基及电缆管廊开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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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周围进行了清理与平整，线路

塔基、电缆管廊地面周围无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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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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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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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的沉淀池，施工废水经

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输电线路施工时为移动式施工方式，施工人员停留时间较短，产

生的生活污水纳入当地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施工生活区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收

集后，清运沤肥，不外排，对周围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3.扬尘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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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线路施工现场及生活区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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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集中堆放，分类收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后定期送垃圾处理场处置，建筑垃圾运送至

指定地点处置，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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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生态影响 

变电站内地面已硬化处理，变电站周围及输电线路沿线已按原有土地类型进行了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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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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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厂界噪声、输

电线路周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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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水，日常运检过程中，变电站巡检人员产生的生活污

水经站内卫生间、化粪池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本工程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固体废物，日常运检过程中，变电站巡检人员产生的生

活垃圾集中堆放于垃圾收集箱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5.危险废物影响调查 

建设单位已制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在废铅蓄电池（HW31）及检修、事故状态下的废变压

器油和含油废物（HW08）等危险废物产生时，由具备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规范处置。 

6.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调查 

（1）变电站内设置了完备的防止过载的自动保护系统及良好的接地，当雷电或短路等导致

线路和变电站设备出现过电压或过电流现象时，自动保护系统会立即断电，防止发生连带事故。 

（2）变电站内设有消火栓，并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及设置消防砂池作为主变消防设施，

以保障变电站安全运行；电缆采用阻燃型电力电缆，敷设电缆时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 

（3）变电站内设有贮油坑和事故油池,设置有油水分离装置。根据建设单位资料及现场

勘查，主变下方均建有贮油坑，各有效容积均约 15m3，站内事故油池有效容积约 28m3，主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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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漏油事故时，废油经贮油坑汇集至事故油池内暂存，最终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

处置，不外排。本工程 2 台主变内部油量均为 18.9t，按照 0.895t/m3进行计算，折合单台体

积约 21.12m
3，贮油坑、事故油池容积可满足《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50229-2019）中贮油坑容积按油量 20%设计、总事故油池容量按最大的一台设备确定的

要求。此外，站内贮油坑和事故油池底部及四周均使用抗渗等级为 P6 的防水混凝土浇筑，渗

透系数＜10
-10cm/s，可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

求。 

（4）110kV 配电装置 GIS 室内设有通风系统和 SF6气体泄露报警仪。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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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制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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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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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为烟台东源送

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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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供电公司建设部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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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协调收集本公司电网建设项目环评资料，配合公司发展策划部实施本公司电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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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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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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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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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磁场和噪声定期进

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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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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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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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硫气

体回收处理工作意见》、《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网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等管理制度，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制定了《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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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监督管理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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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龙口黄驿（黄山）110kV 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由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以“烟环辐表审[2020]22 号”文件审批通过。本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110kV

黄驿站和 110kV 输电线路，其中，110kV 黄驿站位于烟台市龙口市黄山馆镇泊张村 X060 县

路东北侧 40m，站内安装有 2 台 63MVA 主变（#1 主变、#2 主变），总体布置为主变户外布

置、110kV 配电装置户内 GIS 布置；110kV 输电线路包括 110kV 马驿线（110kV 黄驿站～110kV

马驿线 32#塔）、110kV 庄驿线（110kV 黄驿站～110kV 庄驿线 105#塔），线路路径位于烟

台市龙口市境内，110kV 输电线路全长 0.55km，包括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05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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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电磁及声环境范围内存在 1处环境敏感目标；生态环境调查

范围内无生态敏感目标。 

3.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变电站站址、主变规模、布置方式、110kV 输电线路架设方式等建设内容与环评

阶段本期建设内容一致，110kV 输电线路路径、路径长度、环境敏感目标数量等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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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产生的生态影响已消失，且

运行期间对地区生态环境影响轻微，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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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变电站周围工频电场强度为 1.218V/m～24.24V/m，工

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71μT～0.0187μT；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20.19V/m～1257.7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99μT～0.0331μ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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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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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强度控制限值 100μT）。经分析，本工程在设计最大输送功率情况下，变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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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期，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本工程变电站四周厂界噪声昼间为 48.9dB（A）～54.3dB

（A），夜间为 43.5dB（A）～46.2dB（A），均满足验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输电线

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昼间为 50.7～54.9dB（A），夜间为 44.6～47.0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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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的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施工人

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收集后，清运沤肥，不外排，对周围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水，日常运检过程中，巡检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站

内化粪池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外排；本工程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8.固体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施工区设置了临时垃圾收集箱，对施工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

集，及时进行了清运。 

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固体废物，日常运检过程中，巡检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集中堆放于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本工程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 

9.危险废物影响调查结论 

变电站内建设有事故油池、贮油坑，可有效收集检修、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和含

油废物（HW08），交由具备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规范处置；制定有废铅蓄电池相关管理规

章制度，对退运废铅蓄电池（HW31）进行规范处置，交由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规

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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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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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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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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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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烟台龙口黄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环评批复文件 

 

~lf~;fi5f7 (2020] 22% 
il,Ti]f % , JtOO l#J w ~~ t}J ¾a] ;/:0 ~1# Jt¾a] (( w *m ~ ;lt tJ jr w 11 0kV ~t t 

.I. ,ri ~ :!_t JJ 01"1 fR % ;tit)) tll: i. :Im T : 
- , :1~a1 i. t: ~ $ 

~1~~•w~~t~mt~*~*•t:,~•~t••~~it~att,OOl#Jw 
*~' Jt}J ¾aJ m ~1# tf!. 1/}a] W. f-}t tJ $t#r~ W *;/:0 ~ ;lt P jr W 1 l0kV ~~ tf!..I.{i. 

1t wt t ~ ~ !.tl:1ft -t.:lt o rJ=r :f w ,tg{Ji JEI *# X060 ¾ ~~ ~tfu 40m. lt!:M:at~A 
M~mfu X060 ¾:at31*, *lt~ 53m. M~IE:l~*W.1iitD* 87m, m~t.1ifti1Jt 40. Sm, 
IE:lffi-~ ~:liroi-tf: 3523. Sm2. *.I..rit rt!.M::tJil{1J~i1 3 x 63MVA 1,r~-lf.]l[~J.I-3, Jtl[ 
tf.Rll0/l0kV, 110kVJt!:ti2@J, ~;fff:*ti; 10kVtll§42@J, $-S-&~71'"&*&; 
x:wiH1$:i 3 x ( 4800+4800) kvar, 1$ ~ S%itt/f.-3. *•:tt~ 2 x 63MVA 1,f~-lf.11[ 

~1£-3, tK~f.Rl l0/l0kV, 110kVllHi2@J, ~;fff:*~; 10kVtll tl28@J, $-S-ti 
71'"&*&; x:wiH1$:i 2 x ( 4800+4800) kvar, 1$ ~ S%itt/f.-3 . 

.I.,ri!ifr~J,x_@J*~&~*lt 2 x 0. 5km, § .::pjr§~tfu, **.:lt~~*1)1u~ TT* 
i;ic~~, ~,ijd-;.:*;lt~~)§-, ~.::Pj'Hi~tfu ts}1t* ftiJ WrYir.fi*A:i wt it~ .u:.. :f w 
:/Ii5~2@1110kVJt!:ti71'"1itl*@ 220kV;J-}±:iri5, 220kV~t.!JJ:/Ii5~110kV-S-§ . .!=r§*ffl 

JL/LB20A-300/401,g1Q,~~~~ti; J,x_@J tfi&~*lt 2 x 0.1km, t#r~tm*m 

ZC-YJLW02-6 4/110-1 x 630. 

~ § .~-:N:* 6452 Eic, Jt.cp~fJi'-:N:jt[- 30 Eic. 

=- ~§~t&~.ficp&t~M%if-J.I.~ 
C - ) 1*%~.I.W]~~- ~pr, }!;,Jc ~~J!#J~if-J%~Pi1~#t~; F#-i!il1. 

~tr§~, -.u:.~1.~tr&~~~.I.. 
1. ~$tl~.I.~~$Wii$:i!, ~-, #*JixJtWJ~1l~Jt~~~~~gji:#~;)JP¾.il: 

;ipf:Jt~, 1;1,,;.;-~1.tm~it. 

2. *m1i~pr~1.11-tr-, ;JJP5!~1.;tr1,~~~1~- itl.I. n--:i•Y-rtr~~.I., ~1. 

:!h ~~:!f ~p~ ~ ~ «Jtgji:~.I.:!h~~:!f ~pr~~~#>ft» ( GB 12523-2 011 ) ~ J:.;Jt. 

3. ~ 1. • r~ f'° 1. ~ ~ 1. I! 7k s j(t J.I J§- @] m ; 1. ~ % 7k s • cp i&• , nit iE , .:f 1-!'J- Ill! 
t-~~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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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M1.~•¥ttt~.F~~~~.I.~IE- ~~½l.I~~.I..I.WJ, lV-• 
Y Jt:li¾tt#~tm.1it•:l;f; ti~il:i±vt#-~, :im.:i±**~~~JI j:_ 1;1,•y:W**1~•, 
fA.rm~~Jt1.~~:!_t~~:l;f. &~~~~ltF ~W!#HJilttJ:3Jti1it. ti~lt~*~ ~, 
WtI~~~--, n--t•Y.!=r&*t~~-: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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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9:_Jf,z ~ Jt ((11 OkV - 7 5 OkV * ~ 4wJ" t ~-i9:.it~ ~)) ( GB 5 0545-2 010)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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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HW08 900-220-08) )lf-fe;~-~' ~tt1ffe;~-~~'f_1f~~-1.ft;}t-~i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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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t~~IJ:~-~~~*' ~lf!.tlm~**~U~¾H-~ffi.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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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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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 IMt½•~- i•••s•J1-lF~-%- I~¾~r•lF~-% 
~~~~ OO~ili*~~h¾~~~~~¾~ 

0535-3052508 

2022.1j=-9 Jj 1EJ 

~,r,ip,1, .1= 11 0kV Jt° .ff:-iGfft. -f ;It t:l rlf Jt- ilitiH,i 78 *# X060 -!!:-• * ~~~ 40m; 11 0kV 
"'~ ,m ~ ,r.r. ~ t ~ lrt1ft -f ;It P rp ~ ~ 

2022 .1f- 9 }J 8 S 

9}1 8 El: ~fiiJ (17:25-18: 40): 1!J1: 28.9'C-29. 3'C, ;jtJ;(f)IJ1: 
J1,4f:.11f 38.7%-40. 5%, ~"; ~, JxL:it : l . 3m/s-l.6m/s. 

lF 9}J 8 E: ~riiJ (22:00-22:50) : jJ./1: 21.l'C-21.6·c, -#lJt ~/1: 

~~ttt: 
151..~½ 

64. 7%-65. 1%, ~8(. : !If, Jxl:it: l.4m/s-l.7m/s . 

i~½-t~ t•~M~:tJr,(5( i:0~~%~-tt %tt>ft.ff. 

-l.~ ½!S! % SEM-6 00/LF- 0l AWA6228+ 

A-2204-03 

AWA622 1A 

A-2204-04 if½~% A-2205-08 

i,jli¢~00: 1Hz-

400kHz, ~;(f13(:!:: M$-"lliJm.: lOHz - pf J.Ir&: 94dB ± 

< 5% 2 Ok Hz; 0. 3dB 2k. ll 4dB ± 
t.tk!5Jl~ir~IE : :I"~: 20dB (A) - 0. JdB(~ 2 x 10·• 

JJlUr~IE ~-OlV/m~OOkV/m; 132dB (A), 30dB ;b~;f) 
~.fk!miJ-t"n:,11! : lnT- (A) -142dB(~} • • $ : lOOOHz± 

lOmT; 1t)fJ~#:I1f,mltl°L ~J;1;~>1,..t- < 
~Jf.1~14'-: lf:!t1IJ1-15·c - 55'C, #1,t ,., li)Jl)l7'.*· 

-1 o·c - +6o·c, #!Jt 1111 20%- 90% l% 
91)! 5 - 95%( ;t*~ l 

-t5t >ft/ #l ;t 9'100~$~.gt'.¥_ ili ~~-tt:t iliiJ1!i'it:t 
~fft. #~~~~ t4~:qf~~ 

tt>ft/~;t 
J22X03313 Pl 1-20220824 Pll-20220788 

il~tla% 
tc.>ft/{t;t 

20231f- s A 25 El 202J1f-4 A 14 a 20231f- 4}] 21 a 
f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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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IH&tt ( 2022 1 261 % 

1. ((I.#i, t:l:h!YJLf-» ( CB/Tl2720-1991) ; 

2. «3t~~xtit¥.t~lf.!Jt%i:~tt5¼ <i.t.fr) » <HJ681-2013); 

3. «~Ef3t~*~*t~lffl.- xtfI6I.!J:j1tJ-b~~:lhi)W:l"~)t:» 

( DL/T988-2005) ; 

4. (<Jilf:!t)m":ft#>/!» ( GB3096-2008) ; 

5. ((I. jk¾jkr ~1f:l_t~_%-t4~~#>/!)) ( CB12348- 2008) • 

~OO~ili*•th¾ijfflt~t¾ij§~. ili*l&lf~tt• 
~~¾ij••~*•~&••~~. ~w*Mt~c••<•w) 

~ff: lj iJI. DA 11 0kV flff ! t I.fl:iitfi~I.lf:!Jt~ :Ji' ittt& %i:$1L 

:EfiI.~ 

%i: i.1!1 ~ *& %i: ~! ;ip ,~ l!l Ji!. iE x • 3 - 7 pr ; 

~~~•ffl~&~•%i:•R~~iEx•sw. 

i.x&~lri4'# lf!.J.l (kV) tit (A) 

#1 i:.t 110.2-114.6 0 - 0. 02 

#2 i:.x 11 0. 1 - 113. 4 0 - 0. 01 

llOkV ~ff~ 110.2-114.6 0 - 0. 02 

1 I OkV /1.ff;~ 110. 1 -113. 4 0 - 0. 01 

-1-f :i:}J :rjJ ¢ (MW) 

0 - 0. 02 

0 - 0. 01 

0 - 0. 01 

0 - 0. 0 l 

~~-••M: M~ . -~- ~~<~Il, #A«tt•~~-(~A)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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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t Y,tlJ 00 t :fit tUt .1\UlHt * 
I .ll{UJlH!* 

ft% ,#,11~:i! .I. i,'y! t .Ji, ~I I .I. /ljj iii ~ $. 
Jt (V/m) Iillt ( µ T) 

Al !tY!~r;(~llJOO:!ir?r 5m 7t 16. 01 0. 0181 

A2 x t :iri5 ~ 1l!!l rE :lif ?r sm jt 24. 24 o. 017 3 
t A3 ! t :iri5 wHfl!J IE :r~Hr Sm 7t 14. 71 0. 0171 
I 

A4 x t :iri5 W1l!!l IE ~11- 5m ,t 1. 218 0. 0187 

ii: I. Jjfjiljlt_~jJje:!il?,iro 1. Sm~; 

2. i$.Y&"Jt~~jijlJJ.fi!U~'fol. i!i!.Y6ffiffe!l. W~- Jw1).l)~ftJlll~~¥;~; ;!tg,T-fl-4--tt 
~~ii .\\Ul¾14'-. 

I *2 tt~•ooi~¼~r•~~•%••~• i---
I 

ft% ,1Uitiii 
.I\UJ!J ~ * ( dB (A) ) 

r ~ ~ 
al I :t t :iri5 ~~~ IE :Ii 11- 1 m 7t I 48. 9 43. 5 r 

a2 I :ttM~1)l!l!E:li1r lm ?l:: I 
-

52. 2 44. 6 -
a3 I ~ t Mm 1)llJ IE :liHr lm 7t I 54. 3 46. 2 -- -
a4 

I :tt.vt~IJ!E~tr lm 7t 52. 6 45. 1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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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3 ~ rt ;U~·ffil 00 rtf&t~ M .\\Ul'Ht Jli!: 

I ft-v 
.\\Ul~~* 

A 1ft!l.ii:ll I.~ rt:!iJ~j\ I.~:ij{~J& 

,___ -- J.! (V/mL_ 51/.t ( µ T) 

81-1 l lOkV Jit.ff.Y5 - llOkV 11;.ff:~ 35# ( J!..!Jt;i 
108. 39 0. 0331 

1 0 8 # ) ~ faJ ~jf ti 1' 1f $ 9" I~' j£ J:. ~ Jt!!. ffii ?C 
81-2 llOkV ..t)iW tm;ft~<t$:it.i&:?l: 95. 52 0. 0288 

B1-3 11 OkV ..t)i @I ltijl;i,f}f $:it!t.:t-~t1l1!) lm 7 7. 01 0. 0228 -
81-4 llOkV .fWrtm:tlf}f$jJ]Jj*~t1)1!) 2m 63. 05 0. 0190 
B1-5 11 Ok V $ IE ~JIJH&-'if $ :lilJi _:t-~t 1l1!l 3m 46. 54 0. 0171 
B1 -6 11 OkV ~ ~ lt~tli.~f ffiii:iJLJ!.:t-4t~ 4m 33. 09 0. 0148 

B1-7 llOkV ..t)i@) lt~;if}f m:it~*~t.~ Sm 20. 19 0. 0132 
I 

11 OkV 11; *ti 34# ( J!.*;i 107#) -11 OkV 11; 
I 

B2- 1 
.ljfft 35# ( l±,$;i 108#) ~faJ;i~~~!.l.1~ l. 0330 o. 0163 
~~?t+~:i1;i~:!t!!.aSA(~~•••+ (kV /m) 

~:ltft~±jga• ;~,, ) 

B2-2 9" ~:i1ft;xf:l{l!,t9,:. ,#,*4tj!) lm 
1. 2279 

0. 0160 
(kV /m) -

82-3 9" ~:ltft.:xHttt• .~, *4t.j!j 2m 
1. 2577 

(kV /m) 
0. 0163 

B2-4 + ~:itti.:xt:ltttJJ A*4t.j!) 3m 
1. 2055 

(kV /m) 
0. 0158 

- +-

B2-5 9" ;slt:it;iJt:!t!!.tt• R.,*~t,1)J 4m 
1. 1130 

I (kV /m) 
o. 0148 

B2-6 I 9" ;slt:lt;i.xHi!!.tt~ A *~tfJ Sm 
1. 0284 

(kV /m) 
0. 0160 

B2-7 !f~:it;i.xf:li!!Al!:JJ,#,*~t1)11J 6m 99 3. 94 0. OJ 41 

B2- 8 9" ;slt:lt;i~:!t!!.tif; .~ *~t-9m 1 Om 892. 69 0. 0146 -- --
82-9 9" ;slt:i1 tl ;xf ±jgtt~ ,f., * ~t1)li] 15m 725. 72 0. 0133 

82-10 9" ;slt:iUi.:xt~tt• .~, .:t-~t1Jll 2 Om 4 57. 2 7 0. 0129 

B2- 11 9"~:i1ft.:xt~tt•.#,.:t-~tfj 25m 281. 73 0. 0126 
B2-12 9";:slt:i!;i.:xtJ&tt:m,#,.:t-~tfJ 30m 167. 09 0. 0122 

82- 13 9" ~ it ti .xt ±jg ti :m ,#, _:t- ~t 'fli!'j 3 5 m 108. 66 0. 012 3 - ,__ 
B2- 14 rt, ;sttitft.:xt±4gtt• ,#,Jl'dt1)J 40m 65.23 0. 0099 

82-1s I it=' ;sttitft.:xt:lttiS ,#,.:t-~t~ 45m 38. 63 0. 0105 

B2-16 9" ;slt:itt.i :xt:li!i.ti f; ,I'¥, :f-4t.~ 5 Om 
'--

29. 92 0. 0115 

B2-17 If ~i!Ji,xf:li!i,t9,:J} ,P., *4t~ 55m I 22, 03 0.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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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IX (V /m) Y!/X ( µ T) I 

B3 
1 11 OkV Jl;ff:~ 32# ~ 33#:ltt fPj ~liHJMg·J\l-f~ift 

588. 21 0. 0197 
I 

I: rJ:r ffi ~ ~Jt¾i!!.t9:J;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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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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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69 

I :tr¥'~ 

F 
If% 

*4 flt t ~ ~ %J l!l lr-~ 'i ,% .l1Ul9 !t * 
,"?-:(fL #i ~ ~jJ!1!t* ( dB (A) ) 

,§. ~ 
11 Ok V lb ff:~ 34# ( ..tt.!tf~ 107# ) ~ 11 OkV lb 

bl ff:tl 35# < ..tt!lfti 108#) ~faJ~~~¥:(t-f~ 50. 7 44. 6 I 

{iii~ tf:' :,it.itti}(f:lll!Ai~ ,I?,, I 

b2 

1 
11 OkV ~ff~ 32# ~ 33#itfii.l ~~~¥:G:1~{ft 

_ . }( " '" I 

51. 3 45. 5 

b3 
llOkV Lt*~ 105# -106#~fijt_ill}Ml.*:Jil-fff; 

54. 9 47. 0 
ifr.11 rJ:r #I~ ilJf :ljgf:lc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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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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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经 办 人 （签字）： 

建设项

目 

项目名称 山东烟台龙口黄驿（黄山）110kV 输变电工程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110kV 黄驿站位于烟台市龙口市黄山

馆镇泊张村 X060 县道东北侧 40m；

110kV 输电线路位于龙口市境内 

行业类别 D4420 电力供应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设计生产能力 

主变：3×63MVA（规划） 

      2×63MVA（本期）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0.6km,其中双回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

路 0.1km 

实际生产能力 

主变：2×63MVA（#1 主变、#2 主变）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全长 0.55km，包括双回

架空线路 0.5km，双回电缆线路 0.05km 

环评单位 烟台胜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烟环辐表审[2020]22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1 年 9 月 15 日 竣工日期 2022 年 8 月 10 日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烟台东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烟台东源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监测单位 山东鼎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正常工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 6452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30 所占比例（%） 0.46 

实际总投资（万元） 4398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0 所占比例（%） 0.68 

废水治理（万元） 5 废气治理（万元） 0 
噪声治理（万

元） 
3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2 绿化及生态（万元） 10 其他（万元） 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360 天 

运营单位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3706001650117014 验收时间 2022 年 9 月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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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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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固体废物             

与本项目

有关的其

他特征污

染物 

工频电场  ＜4000V/m 4000V/m          

工频磁场  ＜100μT 100μT          

噪声（dB（A））  
昼间：＜60 

夜间：＜50 

昼间：60 

夜间：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