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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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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双站位于山东省莱州市程郭镇沙埠庄村南约820m，海莱线

（S306省道）南侧75m，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西

侧；110kV输电线路位于莱州市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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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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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 
时 间 

2020 年 1

月 20 日 

建设项目 

核准部门 

莱州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 

文 

号 

莱审批字

[2019]88 号 
时 间 

2019 年 11

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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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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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9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3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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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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变：3×50MVA（规划） 

      2×50MVA（本期） 

线路：110kV输电线路路径全长17.15km,

其中单回架空线路 16.86km，单回电缆线

路 0.16km，双回电缆线路 0.13km 

项目 

开工日期 

2021 年 9

月 17 日 

项目实际 

建设内容 

主变：2×50MVA（#1主变、#2主变）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17.46km，

包括单回架空线路 16.54km，单回电缆线

路 0.88km，双回电缆线路 0.04km 

环境保护

设施投入

调试日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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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110kV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9 年 11 月 04 日，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莱审批字

[2019]88 号”文件对本工程进行了核准。 

2020 年 1 月 20 日，烟台市生态环境局以“烟环辐表审[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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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本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21 年 9 月 17 日，本工程开工建设，施工单位为山东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山东弘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2022 年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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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实施监测，在此

基础上编制了《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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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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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电线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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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双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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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敏感目标 

在查阅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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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处环境敏感目标，其中 25 处为

环评阶段已识别、11 处为环评未提及、3处为环评后新建、11 处为线路路径位移导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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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10kV 变

电站 

六和饲料 
站址东

侧约 20m 
1 

新希望六和饲料股

份有限公司莱州分

公司 

生产、

办公 

分

散 

1

处 
单层平顶 4m 变电站东侧 15m /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冷藏库 
站址南

侧约 30m 
冷藏库及办公楼距变电站南侧最近为 33m，超出调查范围 / 

东一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 

站址西

侧约 28m 
2 

东一粉末冶金有限

公司 

生产、

办公 

分

散 

2

处 

1处单层厂房，1

处2层办公楼 

5m～

6m 
变电站西侧29m /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沙埠庄果园

看护房 1 

站址北

侧约 20m 
已拆除 / 

110kV 输

电线路 

沙埠庄果园

看护房 6 

线路西

侧 4m 
3 沙埠庄看护房 1 

看护、

商业 

集

中 

1

处 
单层平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线下 
15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沙埠庄果园

看护房 7 

线路东

侧 17m 
4 沙埠庄果园看护房 2 看护 

集

中 

1

处 
单层平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东侧

17m 

15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沙埠庄看护

房 7 
跨越 5 沙埠庄看护房 3 看护 

集

中 

1

处 
单层尖顶 3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5#～36#塔间线路线下 
17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 / 6 板房 1 看护 
集

中 

1

处 
单层平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4#～35#塔间线路北侧

20m 

17m EH、N 
环评后新

建 

沙埠庄看护

房 6 

线路西

北侧 3m 
已拆除 / 

沙埠庄果园

看护房 5 

线路北

侧 12m 
7 沙埠庄看护房 4 看护 

集

中 

1

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3#～34#塔间线路线下 
16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 / 8 沙埠庄看护房 5 看护 
集

中 

1

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线下 
13m EH、N 

线路路径

位移后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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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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10kV 输

电线路 

沙埠庄看护房 5 线路东南侧 15m 线路路径位移，导致不在调查范围内 /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4 
线路东南侧 19m 已拆除 / 

/ / 9 
沙埠庄看护

房 6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

塔间线路北侧 25m 
20m EH、N 

线路路径位

移后新增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3 
新路西北侧 26m 10 

沙埠庄看护

房 7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

塔间线路南侧 7.5m 
19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2 
跨越 11 

沙埠庄果园

看护房 8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8#～29#

塔间线路东侧 7m 
17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 / 12 
沙埠庄看护

房 9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平顶 
2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7#～28#

塔间线路西侧 8m 
18m EH、N 环评未提及 

/ / 13 
沙埠庄看护

房 10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平顶 
2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7#～28#

塔间线路东侧 11m 
18m EH、N 环评未提及 

/ / 14 
沙埠庄看护

房 11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平顶 
2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6#～27#

塔间线路西侧 12m 
20m EH、N 环评未提及 

/ / 15 
沙埠庄看护

房 12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平顶 
2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3#～24#

塔间线路线下 
16m EH、N 环评未提及 

石东村看护房 4 线路东北侧 5m 已闲置（废弃） / 

石柱村看护房 3 线路西侧 24m 16 
石柱村看护

房 13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1#～22#

塔间线路线下 
20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石柱村仓储房 线路东侧 13m 17 
石柱村看护

房 14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

平顶 
2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1#～22#

塔间线路东侧 19.5m 
20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 / 18 
石柱村看护

房 15 

看

护 

集

中 

1处（2

间） 

单层

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0#～21#

塔间线路西侧 9m 
17m 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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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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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10kV 输

电线路 

/ / 19 
石柱村看护房

16 
看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0#～

21#塔间线路东侧 8m 
17m EH、N 

环评未提

及 

/ / 20 
石柱村看护房

17 
看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部分平顶 

2m～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7#～

18#塔间线路西侧 26.5m 
17m EH、N 

环评未提

及 

/ / 21 
战家洼村养殖看

护房 18 
看护 

集

中 

1处（约 4

间） 
单层尖顶 

2.5m～

3.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0#～

11#塔间线路西侧 13.5m 
19m EH、N 

线路路径

位移后新

增 

后曹家埠

看护房 1 

线路南

侧 12m 
22 

后曹家埠村 

看护房 19 
看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6#～

7#塔间线路北侧 2m 
20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后曹家埠

看护房 2 

线路东

北侧 28m 
线路路径位移，导致不在调查范围内 / 

/ 

麻后村养

殖看护房

1 

/ 

线路南

侧 5m 

23 

麻后村养殖看护

房 20 
看护 

分

散 

3处（约 4

间） 
单层尖顶 3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5#～

6#塔间线路南侧 7m 
19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红旗扬水站 看护 

分

散 
1处 单层尖顶 3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5#～

6#塔间线路线下 
19m EH、N 

/ / 24 
莱州金滨硅唯粉

有限公司厂房 
生产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5m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

4#塔间线路南侧 18m 
18m EH、N 

环评未提

及 

沙埠庄果

园看护房

8 

线路西

侧 12m 
25 

沙埠庄看护房

21 

看护、

居住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9#～

10#塔间线路线下 
17m EH、N 

与环评基

本一致 

/ / 

26 

沙埠庄果园看护

房 22-1 
看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三元线 61支 8#～9#

塔间线路南侧 15m 
21m 

EH、N 

线路路径

位移后新

增 

/ / 
沙埠庄果园看护

房 22-2 
看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支 8#～9#

塔间线路南侧 30m 
19m 

/ / 
沙埠庄果园看护

房 22-3 
看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三元线 61支 8#～9#

塔间线路南侧 16m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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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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10kV 输电

线路 

/ / 

26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22-4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8#～9#塔间

线路南侧 23m 
21m 

EH、N 
线路路径位移

后新增 

/ /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22-5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8#～9#塔间

线路南侧 21m 
20m 

/ /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22-6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8#～9#塔间

线路南侧 24.5m 
22m 

/ /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22-7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7#～8#塔间

线路南侧 30m 
21m 

沙埠庄果园看

护房 9 

线路东侧

20m 
线路路径位移，导致不在调查范围内 / 

/ / 27 
蒋家村果园看

护房 23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

线路西侧 15m 
19m EH、N 

线路路径位移

后新增 

伍佛蒋家村果

园看护房 10 

线路东侧

13m 
线路路径位移，导致不在调查范围内 / 

伍佛蒋家村果

园看护房 11 

线路西侧

8m 
28 

蒋家村看护房

24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

线路东侧 16m 
18m EH、N 

与环评基本一

致 

伍佛蒋家村果

园看护房 13 

线路南侧

28m 
29 

蒋家村看护房

25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

线路线下 
20m EH、N 

与环评基本一

致 

伍佛蒋家村果

园看护房 12 

线路南侧

26m 
30 

蒋家村果园看

护房 26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

线路东侧 6.5m 
20m EH、N 

与环评基本一

致 

伍佛蒋家村果

园看护房 14 

线路南侧

18m 
31 

蒋家村果园看

护房 27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

顶 
2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

线路北侧 16.5m 
21m EH、N 

与环评基本一

致 

/ / 32 
蒋家村果园看

护房 28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

线路南侧 5m 
21m EH、N 

线路路径位移

后新增 

伍佛蒋家村养

殖看护房 2 

线路西侧

11m 
33 

蒋家村养殖看

护房 29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5m 110kV三元线61支4#塔北侧23m 26m 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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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10kV输电

线路 

伍佛蒋家村

民房 1 

线路东

侧 14m 
线路路径位移，导致不在调查范围内 / 

/ / 34 
蒋家村看护

房 30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三元线61支2#～3#

塔间线路西侧 5.5m 
42m EH、N 

线路路径位

移后新增 

伍佛蒋家村

民房 2 

线路西

侧 16m 
35 

蒋家村看护

房 31 

看

护 

分

散 

1处（约 4

间） 

单层尖顶2处，单

层平顶2处 
2m～3m 

110kV三元线61支2#～3#

塔间线路东侧 23m 
42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 / 36 
蒋家村看护

房 32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三元线61支2#～3#

塔间线路东侧 10m 
37m EH、N 

线路路径位

移后新增 

/ / 37 
蒋家村看护

房 33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三元线61支1#～2#

塔间线路西侧 1m 
33m EH、N 

线路路径位

移后新增 

/ / 38 
蒋家村看护

房 34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三元线61支1#～2#

塔间线路东侧 24m 
25m EH、N 

线路路径位

移后新增 

/ / 39 
蒋家村看护

房 35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左线 61#～

62#塔间线路北侧 17m 
21m EH、N 环评未提及 

/ / 40 
莱州日晟食

品厂房 

生

产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5m 

110kV 三元线左线 63#～

64#塔间线路线下 
16m EH、N 

线路路径位

移后新增 

伍佛蒋家村

民房 3 

线路南

侧 18m 
41 

蒋家村民房

1 

居

住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3m 

110kV 三元线 60#～61#塔

间线路南侧 25m 
20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伍佛蒋家村

看护房 8 

线路北

侧 7m 
42 

蒋家村看护

房 36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60#～61#塔

间线路线下 
22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西武官村养

殖看护房 3 

线路西

北侧23m 
43 

西武官村养

殖看护房37 

看

护 

分

散 

1处（约 4

间） 
单层尖顶 

2.5m～

3.5m 

110kV 三元线 55#～56#塔

间线路东北侧 29m 
19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西武官村养

殖看护房 4 

线路南

侧 1m 
44 

西武官村看

护房 38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3m 

110kV 三元线 52#～53#塔

间线路东北侧 30m 
15m EH、N 

与环评基本

一致 

西武官村养

殖看护房 5 
跨越 45 

西武官村养

殖看护房39 

看

护 

分

散 
5处 单层尖顶 2.5～3m 

110kV 三元线 50#～51#塔

间线路线下 
18m 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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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10kV 输电

线路 

/ / 46 板房 2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三元线 48#～49#塔

间线路线下 
15m EH、N 

环评后新

建 

/ / 47 
洪沟头村果园

看护房 40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47#～48#塔

间线路东南侧 18m 
18m EH、N 

环评未提

及 

/ / 48 
洪沟头村果园

看护房 41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尖顶 2.5m 

110kV 三元线 47#～48#塔

间线路东南侧 14m 
17m EH、N 

环评未提

及 

/ / 49 板房 3 
看

护 

集

中 
1处 单层平顶 2m 

110kV 宿城线 48 支 5#塔西

侧 6m 
27m EH、N 

环评后新

建 

安邦臻

园小区 
跨越 50 

祥顺装卸搬运

公司 

经

营 

分

散 

1处（约 2

间） 

单层平顶1处，单

层尖顶1处 

2m～

2.5m 
110kV宿城线电缆线路穿越 / EH 

与环评基

本一致 

果园看

护房 15 

线路东侧

25m 
实际为电缆敷设，不在调查范围内 / 

养殖看

护房 6 

线路东侧

8m 
实际为电缆敷设，不在调查范围内 / 

注：1.上表中与项目相对位置关系均为距离最近位置； 

2.上表中“EH”指电磁环境敏感目标，“N”指声环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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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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东侧 15m 

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 
2.变电站西侧29m东一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3.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 
4.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东侧 17m 

果园看护房 2 

  

5.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5#～36#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3 6.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4#～35#塔间线路北侧 20m 板房 1 

  

7.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3#～34#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4 8.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5 

图 2-1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续

9.110kV 宿麻

11.110kV宿麻

13.110kV宿麻

15.110kV 宿

续表2  调

麻线 013支 32#

麻线013支28#～

麻线013支27#

宿麻线 013 支 2

调查范围

#～33#塔间线路

～29#塔间线路东

#～28#塔间线路

23#～24#塔间线

续图

围、环境

 

路北侧 25m 看护

 

东侧7m果园看护

 

路东侧11m看护

 

线路线下看护房

图 2-1 本工

11 

境监测因子

护房 6 
10.11

护房8 12.11

房10 14.1

房 12 16.1

程环境敏感

子、敏感

0kV 宿麻线 01

10kV 宿麻线 01

10kV宿麻线01

110kV 宿麻线 0

感目标现场

感目标、

3 支 32#～33#

7 

13 支 27#～28#

3支26#～27#塔

013 支 21#～22

场情况 

调查重点

#塔间线路南侧

#塔间线路西侧

塔间线路西侧1

2#塔间线路线下

点 

 

侧 7.5m 看护房

 

侧 8m 看护房 9 

 

2m看护房11 

 

下看护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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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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0kV宿麻线013支21#～22#塔间线路东侧19.5m看护房14 18.110kV宿麻线013支20#～21#塔间线路西侧9m看护房15 

  

19.110kV宿麻线013支20#～21#塔间线路东侧8m看护房16 20.110kV宿麻线013支17#～18#塔间线路西侧26.5m看护房17 

  

21.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0#～11#塔间线路西侧 13.5m 

养殖看护房 18 
22.110kV 宿麻线 013 支 6#～7#塔间线路北侧 2m 看护房 19 

  

23-1.110kV宿麻线013支5#～6#塔间线路南侧7m养殖看护房20 23-2.110kV宿麻线013支5#～6#塔间线路南侧7m养殖看护房20 

续图 2-1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续

23-3.110kV

25.110kV 三

26-2.110kV三

26-4.110kV三

续表2  调

宿麻线 013 支

三元线 61 支 9

三元线61支8#～

三元线61支8#

房

调查范围

5#～6#塔间线

9#～10#塔间线

～9#塔间线路南侧

#～9#塔间线路

房 22-4 

续图

围、环境

 

线路线下红旗扬

 

线路线下看护房

 

侧30m果园看护房

 

路南侧23m果园

图 2-1 本工

13 

境监测因子

扬水站 
24.11

房 21 
2

房22-2 26-3.1

园看护 26-5.

程环境敏感

子、敏感

0kV宿麻线01

6-1. 110kV 三

110kV三元线61

110kV 三元线

感目标现场

感目标、

3支3#～4#塔间

唯粉有限公司

三元线 61 支 8#

果园看护房

支8#～9#塔间线

61 支 8#～9#塔

房 22-5

场情况 

调查重点

间线路南侧18

司厂房 

#～9#塔间线路

房 22-1 

线路南侧16m果

塔间线路南侧

5 

点 

 

8m莱州金滨硅

 

路南侧 15m 

 

果园看护房22-3 

 

21m 果园看护



 

续

26-6.110

27.110kV三元

29.110kV

31.110kV三元

续表2  调

0kV 三元线 61 支

果园看

元线61支6#～

V三元线61支

元线61支5#～6

调查范围

支 8#～9#塔间

看护房 22-6 

～7#塔间线路西侧

6#～7#塔间线路

6#塔间线路北侧

续图

围、环境

 

间线路南侧 24.5

 

侧15m果园看护

 

路线下看护房25

 

16.5m果园看护

图 2-1 本工

14 

境监测因子

5m 2

护房23 28.1

5 30.11

护房27 32.1

程环境敏感

子、敏感

26-7.110kV 三

10kV 三元线 6

0kV三元线61支

10kV三元线61

感目标现场

感目标、

元线 61 支 7#～

果园看护房

61 支 6#～7#塔

支6#～7#塔间线

支5#～6#塔间

场情况 

调查重点

～8#塔间线路南

房 22-7 

塔间线路东侧 16

线路东侧6.5m果

间线路南侧5m果

点 

 

南侧 30m 

 

6m 看护房 24 

 

果园看护房26 

 

果园看护房28 



 

续

33.110kV

35.110kV 三

37.110kV 三

39.110kV 三元

续表2  调

V 三元线 61 支

三元线 61 支 2#～

三元线 61 支 1#

元线左线 61#～

调查范围

支 4#塔北侧 23m

～3#塔间线路东

#～2#塔间线路

～62#塔间线路

续图

围、环境

 

m 养殖看护房 2

 

东侧 23m 看护房

 

路西侧 1m 看护房

 

路北侧 17m看护

图 2-1 本工

15 

境监测因子

29 34.11

房 31 36.1

房 33 38.1

护房 35 

程环境敏感

子、敏感

10kV 三元线 61

10kV 三元线 6

10kV 三元线 6

40.110kV 三

感目标现场

感目标、

1 支 2#～3#塔间

61 支 2#～3#塔

61 支 1#～2#塔

三元线左线 63#

莱州日晟食品

场情况 

调查重点

间线路西侧 5.

塔间线路东侧 10

塔间线路东侧 24

～64#塔间线路

品厂房 

点 

 

5m 看护房 30 

 

0m 看护房 32 

 

4m 看护房 34 

 

路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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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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0kV 三元线 60#～61#塔间线路南侧 25m 民房 1 42.110kV 三元线 60#～61#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36 

  

43.110kV三元线55#～56#塔间线路东北侧29m养殖看护房37 44.110kV 三元线 52#～53#塔间线路东北侧 30m 看护房 38 

  

45-1. 110kV 三元线 50#～51#塔间线路线下养殖看护房 39 45-2.110kV 三元线 50#～51#塔间线路线下养殖看护房 39 

  

46.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线下板房 2 
47.110kV 三元线 47#～48#塔间线路东南侧 18m 果园看护房

40 

续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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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10kV 三元线 47#～48#塔间线路东南侧 14m 果园看护房

41 
49.110kV 宿城线 48 支 5#塔西侧 6m 板房 3 

 

/ 

50.110kV 宿城线电缆线路穿越祥顺装卸搬运公司 / 

续图 2-1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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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环路、海莱线（S306 省道）周边评价

范围内：昼间 70dB(A)，夜间 55dB(A)（4a

类标准） 

其它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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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双站位于山东省莱州市程郭镇沙埠庄村南约 820m，海莱线（S306 省道）南侧 75m，

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西侧；经现场勘查，110kV 输电线路于变电站东侧电

缆进站，变电站北侧为进站道路及空地，东侧为空地及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分

公司，南侧为空地，西侧为空地、道路及东一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10kV蒋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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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北侧进站道路及空地 
2.变电站东侧空地及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分

公司 

   

3.变电站南侧空地 4.变电站西侧空地、道路及东一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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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市境内，经现场勘查，本工程线路路径处主要为农

田、河流及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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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单回架空线路路径（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本工程单回架空线路路径（110kV 三元线） 

  

3.本工程单回电缆线路路径（110kV 宿城线 48 支） 4.本工程单回电缆线路路径（110kV 宿麻线 013 支） 

图 4-2 本工程输电线路周围现场照片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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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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双站和110kV输电线路，其中110kV蒋双站主变容量为2×

50MVA，110kV输电线路为110kV宿麻线013支、110kV三元线、110kV三元线61支、110kV宿城线

48支。 

2.工程规模 

环评规模：110kV 蒋双站规划安装 3台 50MVA 主变，本期安装 2台 50MVA 主变，电压等级

为 110/35/10kV，110kV 规划东侧电缆进线 4回，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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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km，包括单回架空线路 16.86km，单

回电缆线路 0.16km，双回电缆线路 0.13km。 

验收规模：110kV 蒋双站现安装有 2 台 50MVA 主变（#1 主变、#2 主变），电压等级为

110/35/10kV，110kV 东侧电缆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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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km，包括单回架空线路 16.54km，单回电缆线路 0.88km，

双回电缆线路 0.0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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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蒋双

（高郭庄）

110kV 输

变电工程 

110kV 蒋双站 
3×50MVA  

110kV 进线 4回 

2×50MVA 

110kV 进线 2回 

2×50MVA（#1 主变、#2 主变） 

110kV 进线 2回 

110kV 输电 

线路 

线路路径全长 17.15km，包括单回架空

线路 16.86km，单回电缆线路 0.16km，

双回电缆线路 0.13km 

线路路径全长 17.46km，包括单回

架空线路 16.54km，单回电缆线路

0.88km，双回电缆线路 0.0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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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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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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双站 

总占地面积 
围墙内 4230m

2
 

（南北长 94m，东西宽 45m） 

围墙内 4230m
2
 

（南北长 94m，东西宽 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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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载调压电力变压器 冷却方式 ONAN 

型号 SSZ11-50000/110 总重量 88600kg 

额定容量 50000/50000/50000kVA 油重量 18300kg 

额定电压 
（110±8×1.25%）/（38.5±2×

2.5%）/10.5kV 
供应商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2.变电站总平面布置 

110kV 蒋双站大门位于站址西北角，朝向向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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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内布置有蓄电池室、安全工具间、二次设备室、110kV 配

电装置（GIS）室、35kV/10kV 配电装置室、电容器室；配电装置楼西侧为主变区域，户外布

置，自北向南依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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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m3/个；站内北侧设置有辅助用房（包含卫生间）、水泵

房、消防水池，辅助用房南侧设置一处化粪池；站内西南角设置一处事故油池，有效容积 22.5m3；

#3 主变预留位置南侧设置一处消防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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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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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双站大门 2.#1 主变 

  

3.#1 主变铭牌 4.#2 主变 

  

5.#2 主变铭牌 6.#3 主变预留位 

  

7.110kV 配电装置 GIS 8.35kV、10kV 高压室内 

图 4-3  110kV 蒋双站内现场照片 



 

24 

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9.接地变 10.电容器  

  

11.消防棚 12.蓄电池 

续图 4-3  110kV 蒋双站内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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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3.输电线路路径 

本工程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17.46km，包括单回架空线路 16.54km，单回电缆线路 0.88km，

双回电缆线路 0.0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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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路径 导线型号 布设方式 

110k

V 输

电线

路 

路宿

站～麻

前站 T

接蒋双

站

110kV

线路工

程 

单回架空线

路 9.20km，

单回电缆线

路 0.15km， 

双回电缆线

路 0.04km 

线路自原有架空线路（同塔双回）北侧

线路（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塔）T接

一回线路下塔，电缆敷设向南钻越 2条

220kV 同塔双回架空线路后，至 110kV

宿麻线 013 号支 3#塔，电缆上塔，改架

空架设向东至 7#塔位置，右转向东南架

设，跨越老母猪河后继续向东南架设至

15#塔位置后，右转向南再次跨越老母

猪河，沿战家洼村东侧向南，至是石柱

栏村西北侧（22#塔）后，小幅左转继

续向东南架设至北菊寺村与沙埠庄村

之间（31#塔），右转向西南方向架设，

至沙埠庄村南侧（35#塔）后右转，沿

道路东侧向南架设，跨越海莱线（S306

省道）至 110kV 蒋双站北侧（37#塔），

改电缆线路向南排管敷设，于蒋双站东

北角位置与本工程110k三元线61支双

回电缆敷设至蒋双站东侧，左转接入

110kV 蒋双站 

架空线路采

用

JL/G1A-300

/40 型钢芯

铝绞线； 

电缆线路采

用

ZC-Z-YJLW0

2-64/110kV

-1×630mm2

型电力电缆 

架空

线路

采用

角钢

塔、钢

管杆， 

电缆

线路

采用

电缆

排管

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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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续表 4-4 输电线路建设内容及线路路径 

线路名称 线路路径 导线型号 布设方式 

110k

V 输

电线

路 

坊北站～

三元站 T

接蒋双站

110kV 线

路工程 

（110kV

三元线、

110kV 三

元 61 支） 

单回架空

线路

6.8km，单

回电缆线

路 0.06km 

（与 110k

宿麻线双

回电缆敷

设路径长

度已在路

宿站～麻

前站 T接

蒋双站

110kV 线

路工程描

述） 

线路自原有架空线路（同塔四回）向东接

入 1回至三元线 45#塔位置，单回架空跨

越东庄 1水库向东北方向架设，至西武官

村北侧（54#塔）右转，向东架设 1基塔后

右转至西武官村东北角（56#塔）左转，向

西架设跨越苏郭河至蒋家村南侧（61#塔）

位置，三元线 T接 1回线路向东北架设后，

继续向东架设至 X096 县道西侧（62#塔），

左转向北架设 1基塔后右转跨越 X096 线

道，向东接入原有线路； 

自三元线 61#号塔 T接 1回线路向东北架

设至蒋家村东侧（61 支 4#塔）右转，跨过

X096 县道向西至 61 支 6#塔位置左转，跨

越海莱线（S306 省道）后右转，向东至 61

支 9#塔位置右转，再次跨越海莱线（S306

省道）至 110kV 蒋双站北侧（61 支 10#塔），

改电缆线路向南排管敷设，于蒋双站东北

角位置与本工程 110k 宿麻线双回电缆敷

设至蒋双站东侧，左转接入 110kV 蒋双站 

架空线

路采用

JL/G1A-

300/40

型钢芯

铝绞线； 

电缆线

路采用

ZC-Z-YJ

LW02-64

/110kV-

1×

630mm2型

电力电

缆 

架空

线路

采用

角钢

塔、钢

管杆， 

电缆

线路

采用

电缆

排管

敷设 

路宿站～

掖城站 T

接坊北站

110kV 线

路工程

（110kV） 

单回架空

线路

0.54km，

单回电缆

线路

0.67km 

线路自原有线路（110kV 宿城线 48#塔）T

接 1回线路，沿北苑路南侧向东电缆排管

敷设至 110kV 宿城线 48 支 1#塔，上塔改

单回架空线路，沿东环路西侧向南架设至

东方北村东侧（5#塔）位置，下塔改电缆

排管敷设，继续向南至 110kV 坊北站东侧，

利用原三元线电缆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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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建设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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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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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 万元，环保投资

比例 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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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 化粪池 2 

4 场地复原、塔基复垦、电缆管廊填平及绿化 15 

合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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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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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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宿站～

麻前站 T

接蒋双站

110kV 线

路工程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在 110kV 宿宝线#12 塔与#13 塔之

间新设双回终端塔 1 基，电缆下地沿村间

水泥路西侧农田内电力排管向南敷设 80

米，穿越 2 条同塔双回 220kV 线路（220kV

蚕路一、二线和 220kV 光路一、二线）。 

2）电缆穿越 220kV 蚕路一、二线和

220kV 光路一、二线后改为架空线路，平

行 220kV 光路一、二线南侧向东南方向架

设。 

3）新建单回 110kV 线路平行 220kV 光

路一、二线南侧架设至 220kVV 光路一、

二线#52 塔与#53 塔之间转向西南架设后

转向正南方向，悬垂串双联跨越 S306 省

道，在 110kV 蒋双（高郭庄）站北侧新建

单回终端塔，电缆下地沿电力排管进入新

建 110kV 蒋双（高郭庄）站 

①线路 T接位置

向东位移约

170m；自 3#塔至

7#塔间线路向

南最大位移约

20m； 

②线路自 7#塔

至 15#塔间线路

路径向西最大

位移约 100m； 

③线路自 31#塔

至 35#塔间线路

路径向南最大

位移约 50m； 

具体线路走向

描述见表 4-4，

与环评阶段对

比见附图 3（a） 

线路路径横

向最大位移

约 170m，未

超 500m，属

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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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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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北站～三

元站 T 接蒋

双站 110kV

线路工程 

（110kV 三

元线、110kV

三元线 61

支） 

1）由 110kV 宿城线#40 塔 T 接

（此角钢塔为同塔四回终端塔），

在 110kV 宿城线#40.1 塔南侧新设

终端塔 1 基，跨越东环路后平行现

110kV 三元线向东北方向架设，

110kV 宿城线 40 塔～宿城站 40.1

塔拆除导线后，宿城线 40.1 塔打反

向拉线。 

2）新建线路平行 110kV 三元线

向东南架设至西武官村北侧，向南

转向后向正东方向架设至 X096 县

道西侧。 

3）线路架设至 X096 县道西侧后

沿 X096 县道西侧向正北方向架设，

在伍佛蒋家村东侧转向东后向北，

悬垂穿双联跨越 S306 省道 1 次。 

4）线路跨越 S306 省道后向东架

设至新建蒋双（高郭庄）站北侧再

次跨越 S306 省道后在蒋双（高郭

庄）站外新设单回终端塔 1 基，电

缆下地沿 T 接 110kV 宿平线在站外

新建电力排管进入新建 110kV 蒋双

（高郭庄）站 

为完善其它线路

供电，该线路工程

于蒋家村南侧至

110kV 蒋双站线路

部分进行改接，导

致路径发生位移，

其中最大横向位

移约为 240m； 

具体线路路径走

向描述见表 4-4，

与环评阶段对比

见附图 3（b） 

线路路径横向

最大位移约

240m，未超

500m，属一般变

动 

路宿站～掖

城站 T 接坊

北站 110kV

线路工程 

（110kV 宿

城线 48 支） 

由 110kV 宿城线#47 塔 T 接

（110kV 宿城线#47 塔为单回 T 接

塔）平行 110kV 掖达线（同塔四回

线路）向南至 110kV 坊北站进线隧

道北侧新建终端塔 

线路自 110kV 宿

城线 T 接位置向

西位移约 100m； 

具体线路路径走

向描述见表 4-4，

与环评阶段对比

见附图 3（b） 

线路路径横向

最大位移约

100m，未超

500m，属一般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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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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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长度 

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

长 17.15km，包括单回架

空线路 16.86km，单回电

缆线路 0.16km，双回电

缆线路 0.13km 

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17.46km，包括单回架空线路

16.54km，单回电缆线路

0.88km，双回电缆线路 0.04km 

线路增加 0.31km，

占环评阶段路径长

度（17.15km）的

1.81%，未超 30%，

属一般变动 

架设方式 

由 110kV 宿城线#47 塔 T

接（110kV 宿城线#47 塔

为单回 T 接塔）平行 11

0kV 掖达线（同塔四回线

路）向南至 110kV 坊北

站进线隧道北侧新建终

端塔 

线路自原有线路（110kV 宿城

线 48#塔）T接 1 回线路，沿北

苑路南侧向东电缆排管敷设至

110kV 宿城线 48 支 1#塔，上塔

改单回架空线路，沿东环路西

侧向南架设至东方北村东侧

（5#塔）位置，下塔改电缆排

管敷设，继续向南至 110kV 坊

北站东侧，利用原三元线电缆

进站 

部分架空线路改电

缆敷设，属一般变

动 

环境敏感目标 37 处 

50 处 

（25 处环评阶段已识别、4 处

已拆除或废弃，8 处不在调查

范围、11 处环评未提及、3 处

环评后新建、11 处因线路路径

位移导致新增），具体见表 2-3 

因线路路径变动，

导致新增环境敏感

目标 11 处，占原环

评阶段环境敏感目

标数量（37 处）的

29.7%，未超 30%，

属一般变动 

根据上表中变更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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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于莱州市新建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

郭庄）110kV 输变电工程。本期工程包含 110kV 蒋双（高郭庄）站及 110kV 线路。 

蒋双（高郭庄）110kV 变电站位于山东省莱州市程郭镇沙埠庄村南约 800m，六和饲料厂西

侧约 10m，省道 S306 南侧约 74m 处。110kV 蒋双（高郭庄）占地面积 4230m
2。本工程变电站规

划建设 3台 50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总容量为 150MVA。项目分期建设，本期安装 2台 50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电压等级 110/35/10kV，110kV 规划电缆出线 4回，单母线分段接线，本期

电缆出线 2回；35kV 出线远期电缆出线 9回，单母线三分段接线；本期电缆出线 6回；10kV

出线远期电缆出线 24 回，单母线三分段接线；本期电缆出线 16 回。无功补偿容量远期配置 3

×（4800+3600）kvar 电容器，本期配置 2×（4800+3600）kvar 电容器。本次评价按照变电

站规划规模（建设 3台 50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进行评价。 

110kV 线路包括三部分，分别为路宿～麻前 T接蒋双变（高郭庄）110kV 线路工程；坊北～

三元 T接蒋双变（高郭庄）110kV 线路工程；路宿～掖城 T接坊北变 110kV 线路工程。 

（1）路宿～麻前 T接蒋双变（高郭庄）110kV 线路工程 

1）在 110kV 宿宝线#12 塔与#13 塔之间新设双回终端塔 1基，电缆下地沿村间水泥路西侧

农田内电力排管向南敷设 80 米，穿越 2条同塔双回 220kV 线路（220kV 蚕路一、二线和 220kV

光路一、二线）。 

2）电缆穿越 220kV 蚕路一、二线和 220kV 光路一、二线后改为架空线路，平行 220kV 光

路一、二线南侧向东南方向架设。 

3）新建单回 110kV 线路平行 220kV 光路一、二线南侧架设至 220kVV 光路一、二线#52 塔

与#53 塔之间转向西南架设后转向正南方向，悬垂串双联跨越 S306 省道，在 110kV 蒋双（高

郭庄）站北侧新建单回终端塔，电缆下地沿电力排管进入新建 110kV 蒋双（高郭庄）站。 

线路总长 9.53km，其中单回架空线路长 9.26km，导线采用 JL/G1A-300/40 钢芯铝绞线，

地线采用 2根 24 芯 OPGW-90 光缆，角钢塔架设。单回电缆线路长 0.08+0.06km，双回电缆线

路长 2×0.13km，采用 ZC-Z-YJLW02-64/110-1×630 电力电缆，排管敷设。 

（2）坊北～三元 T接蒋双变（高郭庄）110kV 线路工程 

1）由 110kV 宿城线#40 塔 T 接（此角钢塔为同塔四回终端塔），在 110kV 宿城线#40.1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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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新设终端塔 1基，跨越东环路后平行现 110kV 三元线向东北方向架设，110kV 宿城线 40

塔～宿城站 40.1 塔拆除导线后，宿城线 40.1 塔打反向拉线。 

2）新建线路平行 110kV 三元线向东南架设至西武官村北侧，向南转向避让工厂 1处和液

化气站 1处（液化气站储量为 100m3）后向正东方向架设至 X096 县道西侧。 

3）线路架设至 X096 县道西侧后沿 X096 县道西侧向正北方向架设，在伍佛蒋家村东侧转

向东后向北，悬垂穿双联跨越 S306 省道 1次，避让加油站 1座和厂房 1处。 

4）线路跨越 S306 省道后向东架设至新建蒋双（高郭庄）站北侧再次跨越 S306 省道后在

蒋双（高郭庄）站外新设单回终端塔 1基，电缆下地沿 T接 110kV 宿平线在站外新建电力排管

进入新建 110kV 蒋双（高郭庄）站。 

线路总长约 6.65km，其中单回架空线路长 6.5km，导线采用 JL/G1A-300/40 钢芯铝绞线，

地线采用 2根 24 芯 OPGW-90 光缆，角钢塔架设。单回电缆线路长约 0.02km，双回电缆长度 2

×0.13km，采用 ZC-Z-YJLW02-64/110-1×630 电力电缆，采用排管敷设。 

（3）路宿～掖城 T接坊北变 110kV 线路工程 

由 110kV 宿城线#47 塔 T 接（110kV 宿城线#47 塔为单回 T接塔）平行 110kV 掖达线（同

塔四回线路）向南至 110kV 坊北站进线隧道北侧新建终端塔，将原 T接 110kV 三元线的电缆改

接至新设终端塔，使用原电缆进线。 

线路总长约 1.1km，其中单回架空线路长 1.1m，导线采用 JL/G1A-300/40 钢芯铝绞线，地

线采用 2根 24 芯 OPGW-90 光缆，本单体工程全程位于绿化带内所以选用钢管杆架设。变电站

进线采用 ZC-Z-YJLW02-64/110-1×630 电力电缆，使用原电缆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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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避让的环保目标严格按

照设计规范跨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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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选线符合规划要求，已取得当地规划部门

原则同意文件，符合城市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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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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质量现状 

本工程拟建变电站站址和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工频电场强度为4.189～12.34V/m、磁感应强

度为0.017～0.131µT，分别小于4kV/m（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和100μT的标准限值。110kV线路

沿线空地和敏感保护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4.220～485.2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018～

1.520μ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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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现状噪声昼间为50.6～55.8dB(A)，夜间噪声

为42.1～45.6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昼间65dB(A)、夜间55dB(A)）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110kV输电线路位于2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周围环境现状噪声昼间噪声值为38.5～

42.5dB(A)，夜间噪声为37.2～39.4dB(A)，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输电线路位于4a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周围

环境敏感点昼间噪声值为56.8～63.7dB(A)，夜间噪声为45.5～48.6dB(A)，噪声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 

3、主要环保措施、对策 

（1）设备招标时，50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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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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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监测结果表明，变电站围墙外电场强度小于 4kV/m（公众曝露控制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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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类比和理论预测可知本项目 110kV 单回架空线路运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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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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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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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敏感点处 

根据理论计算结果，本工程 110kV 架空线路运行后在其评价范围内环境环保目标处产生的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 4kV/m

（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和 10kV/m（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畜禽饲养

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00μT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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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厂界的影

响最大，贡献值为 34.94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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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和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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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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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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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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生态红线影响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和线路已避开生态保护红线区。施工期对经过的保护区不会产生污染，同

时运行期没有废水、固废排放。因此，本工程变电站和线路对生态保护目标基本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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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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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文件对《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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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2523-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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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砍伐林地，跨越公益林段线路须升高杆塔，工程建设使用林地的须依

归办理征占用林地许可；跨越引黄调水渠施工时须严格执行《山东省胶东调水条例》及相关管

理站的要求，不在水渠中立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其他各项生态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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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8702-2014）的要求。 

线路架设应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 50545-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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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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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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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597-2001）要求；废铅酸蓄电池和废变压器油应有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严禁擅自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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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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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项目未取得规划等部门同意意见、并按规定办理使用林地审核手续之前，不得开工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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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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址及输电线路尽量远离居民区等

环境保护目标。 

环评批复要求：  

项目未取得规划等部门同意意见、

并按规定办理使用林地审核手续之前，

不得开工建设。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在站址及线路路路径规划时，已充分考虑

了当地规划和环境要求，线路已尽量避开了居

民区等环境保护目标。 

环评批复要求： 

本工程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开工建设，开

工前已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核意见，具体见附件。 

污染

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1.设备招标时，50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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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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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内设置有事故油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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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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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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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砍伐林

地，跨越公益林段线路须升高杆塔，工程

建设使用林地的须依归办理征占用林地

许可；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其他各项生态保

护措施。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本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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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大开挖，维持其原有地形、地貌，

减少对周围植被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树木砍伐，对部分危害线路

运行的树木、植被进行去顶、修枝，减少了不

必要的林木砍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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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后对电缆管廊地面处及架空线路塔基

周围均已进行了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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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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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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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扬尘量。限制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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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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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施工噪声的管理，做到预防为主，文明

施工，最大程度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依法

限制夜间施工，如因工艺特殊情况要求，需在夜间施工

而可能对周边居民产生环境噪声污染时，应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取得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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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用，沉淀物定期清运。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由

附近村民清运沤肥，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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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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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生态调查范围内不涉及

生态红线区。经核实，本工程施工

过程中对扬尘、噪声、废水、固体

废物等的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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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夜间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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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及时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转移合同，

待产生废变压器油、废铅蓄电池后及时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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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弧垂对地高度应不小于 7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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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uT 的范围内，

不得有居住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 

2.选择低噪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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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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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B 

18597-2001）要求；废铅酸蓄电池和废变压

器油应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置，严禁擅自外排。 

4.输电线路跨越房屋的，要事前征求产

权人的意见，并将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审批

意见告知被跨越房屋的产权人。 

5.制定并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

预案的演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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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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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架设

均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

范》（GB50545-2010）中的要求。 

2.设备招标时，已对主变等高噪声设备提

出了噪声限值要求，本工程正常运行时，经现

场监测，变电站四周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的要求。 

3.各主变下方设置由贮油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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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运的废蓄电池及事故状态产生的废变

压器油及含油废水，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规范处置，不私自外排。 

4.本工程线路涉及跨越房屋的，均已征求

产权人的同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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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制定有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公众沟通和

科普宣传，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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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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基周边恢复情况 6.电缆位置恢复情况 

 

/ 

7.警示标志 / 

图 6-1  本工程安全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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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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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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具备监测条件的变电站围墙周围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监测最大值

处为起点（A3-1），在垂直于围墙的方向上布置，监测点位间距为 5m，

顺序测至距离围墙 30m 处为止（A3-2～A3-6） 

110kV 输

电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1.于本工程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为起点，向南布

设，测至电缆管廊边缘外 5m 处，衰减断面共布设 7 个监测点（C1-1～

C1-7）； 

2.受周围线路影响，于本工程 110kV 宿麻线 13 支单回电缆线路管廊中

心正上方地面处布设 1个监测点位（C2）； 

3.于本工程 110kV 宿麻线 13 支 05#～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

地面高度约 19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向南布设，每间隔 5m 布设一个

监测点，测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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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C3-17）； 

4.受周围线路影响，110kV 三元线 61 支单回电缆线路路径不具备衰减

断面监测条件，于 110kV 三元线 61 支单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

面处布设 1个监测点（C4）； 

5.于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

约 19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向南布设，每间隔 5m 布设一个监测点，

测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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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1～C5-17）； 

6.于 1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约

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向东南布设，每间隔 5m 布设一个监测点，测

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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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C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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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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城线 48 支 02#～0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

度约 2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向西布设，每间隔 5m 布设一个监测

点，测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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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1～C7-17）； 

8.于 110kV 宿城线 48 支单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为起点，

向西布设，测至电缆管廊边缘外 5m 处，衰减断面共布设 7个监测点

（C8-1～C8-7） 

环境敏感

目标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于各环境敏感目标处距本工程最近位置处各布设 1 个监测点（B1～B2、

D1～D48） 

注：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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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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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月 13 日 16:20～19:00 晴 17.2～18.5 45.2～50.3 1.1～1.3 

2022 年 10 月 14 日 12:13～19:30 晴 17.6～19.5 39.8～50.2 1.2～1.4 

2022 年 10 月 15 日 12:20～18:30 晴 18.5～22.4 34.7～52.9 1.3～1.5 

2022 年 10 月 16 日 08:00～12:00 晴 15.1～18.7 35.7～43.6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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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

环境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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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6.9 22.3～22.6 4.1～4.4 

#2 主变 110～116.1 11.0～11.3 2.1～2.2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10～116.9 22.2～23.2 4.1～4.6 

110kV 三元线 110～116.1 8.2～8.5 1.3～1.8 

110kV 三元线 61 支 110～116.1 8.2～8.4 1.4～1.7 

110kV 宿城线 48 支 110～114.6 95.4～102.8 19.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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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

环境

监测 

监测结果分析 

本工程变电站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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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5m 处 29.14 0.0923 

A2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5m 处 1.299 0.0224 

A3-1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5m 处 24.82 0.0372 

A4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5m 处 12.10 0.0738 

A3-2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0m 处 19.88 0.0310 

A3-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5m 处 16.20 0.0240 

A3-4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20m 处 11.02 0.0204 

A3-5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25m 处 5.251 0.0142 

A3-6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30m 处 2.064 0.0125 

B1 
变电站东侧 15m 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

分公司 
0.800 0.0183 

B2 变电站西侧 29m 东一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424 0.0323 

注：1.测量高度为距地面 1.5m 处； 

2.变电站北侧受周围架空线路影响，不具备衰减断面条件，变电站南侧受厂区限制，只能衰

减变电站围墙外 30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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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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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 2.842 0.1243 

C1-2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处 1.509 0.1129 

C1-3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南侧 1m 1.405 0.0945 

C1-4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南侧 2m 1.334 0.0640 

C1-5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南侧 3m 1.257 0.0433 

C1-6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南侧 4m 1.231 0.0314 

C1-7 110kV 双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南侧 5m 1.220 0.0260 

C2 110kV 宿麻线 13 支单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 72.35 0.1789 

C3-1 
110kV 宿麻线 13 支 05#～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

线对地投影点（以下简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357.40 0.3860 

C3-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1m 345.34 0.3552 

C3-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2m 341.53 0.3345 

C3-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3m 333.56 0.3161 

C3-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4m 326.88 0.2975 

C3-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5m 321.92 0.2854 

C3-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6m 313.96 0.2668 

C3-8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10m 268.82 0.2145 

C3-9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15m 208.16 0.2891 

C3-10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20m 147.69 0.1420 

C3-11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25m 95.44 0.1132 

C3-1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30m 70.71 0.0965 

C3-1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35m 45.37 0.0764 

C3-1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40m 29.65 0.0552 

C3-1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45m 14.01 0.0322 

C3-1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50m 4.99 0.0216 

C3-1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55m 2.003 0.0103 

C4 110kV 三元线 61 支单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 41.14 0.0835 

C5-1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

对地投影点（以下简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525.82 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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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续表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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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1m 528.95 0.0325 

C5-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2m 547.68 0.0384 

C5-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3m 568.89 0.0364 

C5-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4m 563.03 0.0342 

C5-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5m 551.00 0.0330 

C5-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6m 539.35 0.0311 

C5-8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10m 473.70 0.0276 

C5-9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15m 421.82 0.0239 

C5-10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20m 344.60 0.0218 

C5-11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25m 262.17 0.0183 

C5-1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30m 193.48 0.0173 

C5-1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35m 142.78 0.0169 

C5-1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40m 95.65 0.0155 

C5-1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45m 48.41 0.0129 

C5-1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50m 17.10 0.0109 

C5-1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南侧 55m 6.297 0.0100 

C6-1 
1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对

地投影点（以下简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438.62 0.0722 

C6-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1m 447.25 0.0746 

C6-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2m 428.77 0.0719 

C6-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3m 416.14 0.0707 

C6-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4m 396.30 0.0681 

C6-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5m 384.68 0.0641 

C6-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6m 364.17 0.0611 

C6-8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10m 308.20 0.0554 

C6-9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15m 252.66 0.0472 

C6-10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20m 193.36 0.0417 

C6-11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25m 125.92 0.0359 

C6-1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30m 83.56 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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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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35m 65.63 0.0266 

C6-1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40m 41.44 0.0224 

C6-1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45m 25.26 0.0156 

C6-1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50m 10.53 0.0124 

C6-1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东南侧 55m 3.654 0.0100 

C7-1 
110kV 宿城线 48 支 02#～0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

线对地投影点（以下简称“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110.15 0.2363 

C7-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1m 116.35 0.2483 

C7-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2m 127.95 0.2531 

C7-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3m 138.82 0.2482 

C7-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4m 147.39 0.2334 

C7-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5m 161.14 0.2239 

C7-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6m 157.32 0.2056 

C7-8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10m 129.85 0.1646 

C7-9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15m 108.27 0.1517 

C7-10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20m 87.53 0.1176 

C7-11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25m 74.96 0.0983 

C7-12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30m 49.25 0.0732 

C7-13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35m 33.66 0.0636 

C7-14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40m 25.92 0.0434 

C7-15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45m 12.96 0.0312 

C7-16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50m 4.226 0.0219 

C7-17 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西侧 55m 1.231 0.0117 

C8-1 110kV 宿城线 48 支单回电缆线路管廊中心正上方地面处 7.318 0.1980 

C8-2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处 6.772 0.1728 

C8-3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西侧 1m 5.980 0.1337 

C8-4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西侧 2m 5.103 0.1121 

C8-5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西侧 3m 3.602 0.0775 

C8-6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西侧 4m 2.836 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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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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7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管廊边缘西侧 5m 1.870 0.0310 

D1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 234.74 0.1344 

D2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东侧 17m 果园看护房 2 71.39 0.0467 

D3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5#～36#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3 127.75 0.0226 

D4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4#～35#塔间线路北侧 20m 板房 1 50.50 0.0197 

D5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3#～34#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4 153.54 0.0239 

D6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5 424.93 0.0281 

D7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北侧 25m 看护房 6 69.33 0.0221 

D8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南侧 7.5m 看护房 7 45.57 0.0211 

D9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8#～29#塔间线路东侧 7m 果园看护房 8 707.14 0.6361 

D10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7#～28#塔间线路西侧 8m 看护房 9 348.62 0.2950 

D11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7#～28#塔间线路东侧 11m 看护房 10 1339.2 1.1364 

D12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6#～27#塔间线路西侧 12m 看护房 11 174.90 0.1954 

D13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3#～24#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2 446.23 0.5545 

D14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1#～22#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3 197.75 0.2865 

D15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1#～22#塔间线路东侧 19.5m 看护房 14 1555.0 2.2469 

D16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0#～21#塔间线路西侧 9m 看护房 15 117.84 0.1749 

D17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0#～21#塔间线路东侧 8m 看护房 16 439.66 0.7328 

D18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7#～18#塔间线路西侧 26.5m 看护房 17 98.34 0.0926 

D19 
110kV宿麻线013支 10#～11#塔间线路西侧13.5m养殖看护房

18 
104.69 0.0738 

D20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6#～7#塔间线路北侧 2m 看护房 19 157.35 0.6547 

D21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5#～6#塔间线路线下养殖看护房 20 及红

旗扬水站 
219.02 0.5479 

D22 
110kV宿麻线013支 3#～4#塔间线路南侧18m莱州金滨硅唯粉

有限公司厂房 
94.39 0.0936 

D23 110kV 三元线 61 支 9#～10#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21 76.58 0.0453 

D24 110kV 三元线 61 支 8#～9#塔间线路南侧 16m 果园看护房 22 235.80 0.0308 

D25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西侧 15m 果园看护房 23 142.69 0.1105 

D26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东侧 16m 看护房 24 49.76 0.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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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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7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25 367.94 0.0316 

D28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东侧 6.5m 果园看护房 26 254.25 0.0310 

D29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北侧 16.5m 果园看护房 27 103.55 0.0270 

D30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南侧 5m 果园看护房 28 281.74 0.0292 

D31 110kV 三元线 61 支 4#塔北侧 23m 养殖看护房 29 26.92 0.0230 

D32 110kV 三元线 61 支 2#～3#塔间线路西侧 5.5m 看护房 30 14.95 0.4032 

D33 110kV 三元线 61 支 2#～3#塔间线路东侧 23m 看护房 31 37.66 0.1233 

D34 110kV 三元线 61 支 2#～3#塔间线路东侧 10m 看护房 32 50.64 0.0561 

D35 110kV 三元线 61 支 1#～2#塔间线路西侧 1m 看护房 33 25.60 0.0246 

D36 110kV 三元线 61 支 1#～2#塔间线路东侧 24m 看护房 34 31.26 0.0192 

D37 110kV 三元线左线 61#～62#塔间线路北侧 17m 看护房 35 60.06 0.0211 

D38 110kV 三元线左线 63#～64#塔间线路线下莱州日晟食品厂房 230.79 0.0674 

D39 110kV 三元线 60#～61#塔间线路南侧 25m 民房 1 155.48 0.0250 

D40 110kV 三元线 60#～61#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36 160.05 0.0341 

D41 110kV 三元线 55#～56#塔间线路东北侧 29m 养殖看护房 37 43.40 0.0243 

D42 110kV 三元线 52#～53#塔间线路东北侧 30m 看护房 38 3.579 0.0471 

D43 110kV 三元线 50#～51#塔间线路线下养殖看护房 39 107.64 0.0606 

D44 1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线下板房 2 253.61 0.0664 

D45 110kV 三元线 47#～48#塔间线路东南侧 18m 果园看护房 40 60.73 0.0279 

D46 110kV 三元线 47#～48#塔间线路东南侧 14m 果园看护房 41 80.89 0.0276 

D47 110kV 宿城线 48 支 5#塔西侧 6m 板房 3 245.62 1.2842 

D48 110kV 宿城线电缆线路穿越祥顺装卸搬运公司 8.052 0.3175 

注：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5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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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V/m～6.68V/m，

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125μT～0.00923μT；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

为 0.800V/m～1.424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83μT～0.0323μT；输电线路周围及环

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1.22V/m～1555.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00μT～

2.2469μ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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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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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23μT，仅占公众曝露标准限值 100μT 的 0.0923%，工频磁感应强度值较小，

结合以往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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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9µT，仅

占公众曝露标准限值 100µT 的 2.2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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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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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3 监测位置，向南衰减 2.C2 监测位置，向南衰减 

   

3.C3 监测位置，向南衰减 4.C5 监测点位，向南衰减 

  

5.C6 监测点位，向东南衰减 6.C7 监测点位，向西衰减 

 

/ 

7.C8 监测点位，向西衰减 / 

图 7-1 本工程验收监测现场 

南 

线高 19m 

南 

南 

线高 19m 

南 

线高 15m 

东南 

西 

线高 21.5m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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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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于本工程 110kV 宿麻线 13支 05#～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

位置处（距地面高度约 19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110kV 三

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约

19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1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

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面高度约 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

110kV 宿城线 48 支 02#～0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距地

面高度约 21.5m）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处各布设 1 个监测点

（c1、c2、c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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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布设 1 个监测点位

（b1～b2、d1～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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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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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月 13 日 
16:20～19:00 晴 17.2～18.5 45.2～50.3 1.1～1.3 

22:00～23:55 晴 14.4～15.8 46.4～59.5 1.0～1.1 

2022 年 10 月 14 日 12:13～19:30 晴 17.6～19.5 39.8～50.2 1.2～1.4 

2022 年 10 月 14 日～15 日 22:00～01:30 晴 13.2～14.9 60.3～67.6 1.0～1.2 

2022 年 10 月 15 日 12:20～18:30 晴 18.5～22.4 34.7～52.9 1.3～1.5 

2022 年 10 月 15 日～16 日 22:00～01:00 晴 15.6～16.9 64.2～71.3 1.0～1.3 

2022 年 10 月 16 日 08:00～12:00 晴 15.1～18.7 35.7～43.6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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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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03/ 

A-2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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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变电站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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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电站周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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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限值 

a1 变电站北侧围墙外 1m 处 54.1 46.2 昼间 60，夜间 50 

a2 变电站东侧围墙外 1m 处 54.3 47.1 昼间 60，夜间 50 

a3 变电站南侧围墙外 1m 处 52.2 46.2 昼间 60，夜间 50 

a4 变电站西侧围墙外 1m 处 51.4 45.7 昼间 60，夜间 50 

b1 
变电站东侧15m新希望六和饲料股

份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 
54.8 47.5 昼间 60，夜间 50 

b2 
变电站西侧 29m 

东一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51.2 45.0 昼间 60，夜间 50 

注：a2、a4 监测时，测量高度高于围墙 0.5m 以上，其余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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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限值 

c1 
110kV 宿麻线 13 支 05#～0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

导线对地投影点 
49.2 44.6 

昼间 60，夜

间 50 

c2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

线对地投影点 
44.7 41.8 

昼间 60，夜

间 50 

c3 
1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对

地投影点 
43.9 40.5 

昼间 60，夜

间 50 

c4 
110kV 宿城线 48 支 02#～03#塔间线路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

导线对地投影点 
52.5 44.0 

昼间 60，夜

间 50 

d1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6#～37#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 49.6 46.0 
昼间 70，夜

间 55 

d2 110kV宿麻线013支36#～37#塔间线路东侧17m果园看护房2 53.2 47.2 
昼间 70，夜

间 55 

d3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5#～36#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3 42.2 39.8 
昼间 60，夜

间 50 

d4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4#～35#塔间线路北侧 20m 板房 1 44.6 40.7 
昼间 60，夜

间 50 

d5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3#～34#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4 44.1 41.0 
昼间 60，夜

间 50 

d6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5 41.6 39.5 
昼间 60，夜

间 50 

d7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北侧 25m 看护房 6 41.5 38.8 
昼间 60，夜

间 50 

d8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2#～33#塔间线路南侧 7.5m 看护房 7 41.8 39.5 
昼间 60，夜

间 50 

d9 110kV宿麻线013支 28#～29#塔间线路东侧7m果园看护房8 45.7 42.8 
昼间 60，夜

间 50 

d10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7#～28#塔间线路西侧 8m 看护房 9 45.3 42.9 
昼间 60，夜

间 50 

d11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7#～28#塔间线路东侧 11m 看护房 10 45.6 42.9 
昼间 60，夜

间 50 

d12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6#～27#塔间线路西侧 12m 看护房 11 45.1 42.7 
昼间 60，夜

间 50 

d13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3#～24#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2 43.4 39.8 
昼间 60，夜

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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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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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限值 

d14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1#～22#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13 46.3 43.0 
昼间 60，夜

间 50 

d15 110kV宿麻线013支 21#～22#塔间线路东侧19.5m看护房14 47.4 43.4 
昼间 60，夜

间 50 

d16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0#～21#塔间线路西侧 9m 看护房 15 46.9 42.8 
昼间 60，夜

间 50 

d17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20#～21#塔间线路东侧 8m 看护房 16 47.9 43.0 
昼间 60，夜

间 50 

d18 110kV宿麻线013支 17#～18#塔间线路西侧26.5m看护房17 47.8 42.1 
昼间 60，夜

间 50 

d19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10#～11#塔间线路西侧 13.5m 养殖看护

房 18 
50.0 43.9 

昼间 60，夜

间 50 

d20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6#～7#塔间线路北侧 2m 看护房 19 47.9 43.7 
昼间 60，夜

间 50 

d21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5#～6#塔间线路线下养殖看护房 20 及

红旗扬水站 
48.6 44.1 

昼间 60，夜

间 50 

d22 
110kV 宿麻线 013 支 3#～4#塔间线路南侧 18m 莱州金滨硅唯

粉有限公司厂房 
50.0 42.9 

昼间 60，夜

间 50 

d23 110kV 三元线 61 支 9#～10#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21 53.3 46.9 
昼间 70，夜

间 55 

d24 110kV 三元线 61 支 8#～9#塔间线路南侧 16m 果园看护房 22 51.4 46.2 
昼间 60，夜

间 50 

d25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西侧 15m 果园看护房 23 52.2 45.5 
昼间 60，夜

间 50 

d26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东侧 16m 看护房 24 52.6 45.6 
昼间 70，夜

间 55 

d27 110kV 三元线 61 支 6#～7#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25 43.8 42.6 
昼间 60，夜

间 50 

d28 110kV三元线61支 6#～7#塔间线路东侧6.5m果园看护房26 43.5 42.1 
昼间 60，夜

间 50 

d29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北侧 16.5m 果园看护房

27 
47.9 42.4 

昼间 60，夜

间 50 

d30 110kV 三元线 61 支 5#～6#塔间线路南侧 5m 果园看护房 28 45.8 41.8 
昼间 60，夜

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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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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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限值 

d31 110kV 三元线 61 支 4#塔北侧 23m 养殖看护房 29 48.7 42.9 
昼间 60，夜

间 50 

d32 110kV 三元线 61 支 2#～3#塔间线路西侧 5.5m 看护房 30 42.1 39.3 
昼间 60，夜

间 50 

d33 110kV 三元线 61 支 2#～3#塔间线路东侧 23m 看护房 31 42.8 39.6 
昼间 60，夜

间 50 

d34 110kV 三元线 61 支 2#～3#塔间线路东侧 10m 看护房 32 42.4 39.3 
昼间 60，夜

间 50 

d35 110kV 三元线 61 支 1#～2#塔间线路西侧 1m 看护房 33 47.8 43.1 
昼间 60，夜

间 50 

d36 110kV 三元线 61 支 1#～2#塔间线路东侧 24m 看护房 34 45.2 41.3 
昼间 60，夜

间 50 

d37 110kV 三元线左线 61#～62#塔间线路北侧 17m 看护房 35 44.7 41.0 
昼间 60，夜

间 50 

d38 110kV 三元线左线 63#～64#塔间线路线下莱州日晟食品厂房 50.1 45.2 
昼间 60，夜

间 50 

d39 110kV 三元线 60#～61#塔间线路南侧 25m 民房 1 44.5 40.5 
昼间 60，夜

间 50 

d40 110kV 三元线 60#～61#塔间线路线下看护房 36 43.6 39.4 
昼间 60，夜

间 50 

d41 110kV 三元线 55#～56#塔间线路东北侧 29m 养殖看护房 37 43.0 41.0 
昼间 60，夜

间 50 

d42 110kV 三元线 52#～53#塔间线路东北侧 30m 看护房 38 44.9 40.0 
昼间 60，夜

间 50 

d43 110kV 三元线 50#～51#塔间线路线下养殖看护房 39 50.2 43.5 
昼间 60，夜

间 50 

d44 110kV 三元线 48#～49#塔间线路线下板房 2 43.4 40.0 
昼间 60，夜

间 50 

d45 110kV 三元线 47#～48#塔间线路东南侧 18m 果园看护房 40 44.0 39.7 
昼间 60，夜

间 50 

d46 110kV 三元线 47#～48#塔间线路东南侧 14m 果园看护房 41 44.1 39.8 
昼间 60，夜

间 50 

d47 110kV 宿城线 48 支 5#塔西侧 6m 板房 3 52.0 44.9 
昼间 70，夜

间 55 

注：测量高度均为距地面 1.2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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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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dB（A）～54.3dB

（A），夜间为45.7dB（A）～47.1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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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昼间为51.2～54.8dB（A），夜间为45.0～47.5dB（A）；

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昼间为41.5～53.3dB（A），夜间为38.8～47.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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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4a类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昼间为70dB

（A），夜间为55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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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位于烟台市莱州市境内，变电站所在地和输电线路沿线主要为农田、河流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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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续表 8  环境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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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m3，站内事故油池有效容积约 22.5m3，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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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漏油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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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t，按照 0.895t/m3进行计算，折合单台

体积约 20.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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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为山东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山东弘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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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110kV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0年1月20日由烟

台市生态环境局以“烟环辐表审[2020]3号”文件审批通过。本工程验收内容包括110kV蒋双

站和110kV输电线路，其中，110kV蒋双站位于山东省莱州市程郭镇沙埠庄村南约820m，海莱

线（S306省道）南侧75m，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西侧，站内安装有2台50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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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麻线013支、110kV三元线、110kV三元线61支、110kV宿城线48支，均

位于烟台市莱州市境内，110kV输电线路路径全长17.46km，包括单回架空线路16.54km，单

回电缆线路0.88km，双回电缆线路0.04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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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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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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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调查范围无生态敏感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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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V/m～6.68V/m，工频

磁感应强度为 0.0.0125μT～0.00923μT；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0.800V/m～1.424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83μT～0.0323μT；输电线路周围及环境敏

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1.22V/m～1555.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100μT～2.2469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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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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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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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dB（A）～54.3dB

（A），夜间为 45.7dB（A）～47.1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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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

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昼间为 51.2～54.8dB（A），夜间为 45.0～47.5dB（A）；输电线路

周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昼间为 41.5～53.3dB（A），夜间为 38.8～47.2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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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4a 类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昼间为 70dB（A），夜间为 55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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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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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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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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110kV 输变电工程环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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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莱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本工程审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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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磁环境、声环境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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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7 ~, -#i .fi' a ,1 .iii, J9: §., ,e; 1/s !Ii 1)1) 6m 364. 17 I 0. 0611 

C6-8 9' ,i!I -\';--~ M ~ ~ ~ ;\\ ~ ~ 1)!I I Om 308. 20 0.0554 
-

_c6_-_9 ___ "'_ ,j!J_· _-lr-_~_-J<J_· Jt_ JJc_~_• Ai.._ .J1:_,_ifl_fl_l 1_5_m ___ 2s_2_. 66 I o. 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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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2 llOkV fli it!&JI} /ill lJl ~-m~# llHWlli ~ 

.ti!l!/6 of; 

/If ·'i} J.i-{ttl/Hl' .:i: ~ rt!, :\f, ~ I .I. li9! ..lt ~ /2! 

,lt (V/m) ~Ir ( µ T) 

C6-10 'P lll ~ t,.J(?li!\iil: ~ ,Ii. :t< 1'l qj 20m 193.36 0.0417 
-

C6-l 1 tf' ;ta~ iJttt Ji!i.l!I:~ A :tis~ f,llJ 25m 125.92 0.0359 

C6-12 '1' ;/I! ~~Jf !i!!,t't~./;.,t< [Vi ii!) 30m 83. 56 0. 0321 --
C6-13 If' f!i-l:Hii,;,t,&~:ffa ,li,;,1( ~ -I'll 35m 65.63 0.0266 

C6 14 '1' :fa .\l' ~,t li!\ iil: ~ .a * if/ fjf 40m 4J. 14 0. 0224 

C6- J.5 tf' ~-!l< ~.n .!&14/:JJ ;.!i;>t--m 1ll 45m 25.26 0.0156 
-

C6-16 'i' ;i;i -l'Hln±dl l!I:~ A>f-lfi 1'! 50.n 10.53 0. 01 24 

C6 17 'F -lll ~ I&~ ,tl;tt ~ k: Jt; ~ 1li 55m 3.654 0. 0100 

llOkV 'Iii~~ 18j: 02~·-0JIIJ.itf,J~.fHll* 

C7- l ,'il 1\!; fg_. ~ ( .i[ if, \Iii~~ Ja!J 21. 5ttl) 'f' ;f1l ~ 
110. 15 0.2363 tii.M .l&~§;i.#- o;.tT-OO* .. or :/tl.ftaJ.ti&Af 

fj,~" ) - --
C7- 2 'f' ;/!J ~ !&.# Ji! iil: ~ ,/;. a 11!1 Im 116.35 0. 2483 --
C7-3 'f ,l!l ii!'- !Jl,;,t Jtiit ~ ,?!. W 1i!J 2m 127.95 0. 2531 

C7- 4 0 ;i!:i-l;<.!Jt:<t:t.iit~.li."e9i@J 3m 138.82 0. 2482 
--

C7-5 'i' ;/!J ~ iJl,;<J:Jtj)ifJ ,/;. W 1lll 4rn 147.39 0. 2334 
--

C7-6 Lh- -ill .Ii' ~J1J-Jf!.iil:~ .Ii. Tu" 1~1 5m 161. 14 0. 2239 

C7-7 9 'Ill ~lli-i .1ftA9:\15 .# 'i9 flll 6m 157.32 0.2056 

C7-8 9 -IS .fi'-~ J1J-Je. iJ!: ~ ,I\". W i@J 1 Om 129.85 0. 1646 -
C7- 9 'f' :ffi ~ i!( ;it .lE ~ :1.> ·"' W ~ 15m 108.27 0.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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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 2 lWk•~---ffl~rta• Ma••· 
Jlil:J;II~ * 

Ji'% /i.-mlil ~ x~ it!.:lh!J. -=~• $,.:Z 

£ (V/m) 5ll.R( ( 11 T) 

C7- 10 4' ;l!l-lH& 1-l' !& i9: 5'J A 1§ 1\fl 20m 87. 53 0. 1176 

C7-ll 'f' *B -lt a M .ii!\ i9: ft ,I;. 5 11!1 2501 74.96 0. 0983 

C7- 12 •I' iB ~ !.'Ui !& i9: lj .ll i!'.i 1~l 30m 49.25 0. 0732 
r- -

C7-13 '1' ill .ij'- t&. Jt1 :Ii!. tt ft ;!K i!i 1)1J 3 Sm 33. 66 0.0636 

" 
C7- L4 'l',lil~~Jttli'!.~~.~W1itl 40m 25. 92 0.0434 

C7- 15 'f' ;ta.f;-t&, M:11; li<ff ,e. i§ 1)!1 45m 12.96 0.0312 - -
C7- 16 '? _,tij~ aJtt !ii.Ix~ Ii. W '(\lJ 50m 1. 226 0. 0219 

C7 17 1' .,t§ ~ !Ji ,:Hfu tl-~ E: i'i /!ii 56m l. 231 0. 0117 

C8-l I l0kV Zr, ;\W.~ 48 _j: ~ W rt!,~~.13-t' JI(, •l'-v .iE 
7. 318 0. 1980 J: ;5" !11! ilii ?t 

CS-2 I IOkV 1'-00<i!,!,l.~'f~:l/1.~?t. 6. 772 0. I 728 

C8-3 11 Ok V ly. @l •~JX /!! D} 'Ir ]1$ :ii!. I.It i:li j)!J I m 5. 980 0. 1337 

C8-4 I I Ok V .!ft Ill ~ ll •• ? .ti} lil. e!i. 2m 5. 103 0. 1121 

C8-5 JlOkV ~@I 11!,!.l/J!f.~ ~ /iji')JUJi~I 3m 3. 602 0.0775 
-

CS-6 11•v•w••••••-•w•~ 2. 836 0. 0567 -
C8-7 l l0k\i !f-iel ii!.~!& ~'ii' 1lil:r/!ilti!i i) I Sm l. 870 0.0310 

01 
II0kV -11i 14. 013 :t 3611~37#~ f•j i&Jiif ~:F 

231. 74 0. 1311 ~JI'> u, I 

D2 
llOkV -11i j!{~ 013 ;,t 3611~37#~ fiJf£,~~1)!J 

71. 39 0. 0467 
17m ;fomJ~t"'ot 2 -

D3 
llOkV ~~f& 013 j: 35#~36#~f•jfkl!}fk T-

127. 75 0.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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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F-i!N~m~ c 20221 291 % 

04 

D5 

D6 

07 

D8 

09 

010 

D11 

D12 

013 

2 ll Ok V iii I\!, !/1. Ji'~ ill 'l!. ;jf 

.a{i~lf 

Ot3 j_ 34ij~35#~f•l l&.~~~(li 
20m~.% l 

. 013 :t 33#~34#l/t (-J !ll.~.!11. r llOkV -"li J/Ult 
i!Hr u; 4 

11 OkV ~~!!I. 013 -X 32~-·33#.itj:/tlJ~.iH&.T-
~~&5 

· 013):. 32#~33##i-f-J!!i..1§.~UJ!l 
25m ifjf ~ 6 

1 IOkV 'fo5' Jl'!-!!i. . 013 ;i(: 32Ji·~3311>f. fPJ i\i.}} il'i 1)!1 
7. 5m 'i::Ji' it 7 

'013 :t 2811~29~~,,i~~:t-ll!! 
7mJl<~;f:Ji'~ 8 
013 :t 27#~2Bll~f-J ~a.; W19 

Sm ~ ii' ti, 9 
. 013 ;i(: 27~~28#~ [•J!!i.~Jf-{l!J 11 OkV ~ J/1: !ll, 

llru ;f ¾P »; lO 
' 013 ;i(: 26~~27#t{; f-J.t&..fi 191)j llOkV~ J!Hl 

l2m!ii'l?$11 
. 013 'Ji:. 23~·-2411Ji!: /•i!!i.~~T-llOkV f(i Jl!.i\i. 

;'If :!I'D} 12 
OJ - 2 #~22# ; f l' Ol<l llOkV ~~it 3.R l itrn!!i.~ili. 

ill'ti"lli 13 

,. /j; 14 

#~2l~ltf-l ~~ ~ ~l 
016 

llOkV :{ii ~tli 013 ,:t 20 
9m ~j,P ,j l5 

D17 

D18 
'---

#~ 21#~ fS:.!Jt~ )t( fllj llOkV :rn; lt!)t 0 13 '}(. 20 
8m.f1' 

llOkViiiJ/1.6,0t~X 17 
26. 5m ~f" 

of 16 
#~ 18#i!'. f•1 ~J!il. W 1lll 

$ 17 

,,ijl,.,;l!l 

l!i:lJ!I rt Jf-

I. ~ 1\1. Ji; l! 

Jl (1'/ m) 

50.50 

153. 51 

424.93 

69.33 

45.57 

707. 14 

348.62 

I. 3392 
(kV/m) 

174. 90 

446.23 

197, 75 

1. 5550 
(kV/m) 

I l 7. 81 

439. 66 

98.34 

J:~;Ji~~ 

~Jl'. ( µ T) 

0. 0197 

0. 0239 

0. 0281 

0.0221 

0. 021 1 

0.6361 

0. 2950 

l. 1364 

0. 1954 

0.5545 

0.2865 

2 2469 

0. 1749 

0. 7328 

0.0926 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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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2 I IO kV lt I@. ik $ A1 1JJ it!, .it~ M JI[ jj #1 ,"It 

l!iiJ1i! * 
_ij:-1} .#.fM!Ht I $Ji rtlb ~ 1 .:r. IJi>il: $ Ji\! 

If (V/m) 5111 ( ~ n 
D19 

! !OkV iii'$~ 013 J: IO#~ JU~ iol t,,~ Will 
104. 69 0.0738 

13. 5m ~?1i~'.I' .II;· 18 I 
020 l !OkV * Jlf.!.:l. 013 k6#~7~~f"1 fl~ ~t 1)!J 2m 

157, 35 0. 6547 .iill' ~ 19 
1 !OkV ,:/1 JiH~ 013 X 5#~6#l& f-l f/l;;iH,Jl T-~ -

D21 J1>iii' ~- 20 JlllM!fkJic;,i 
219. 02 0. 5479 

D22 
I l OkV 1!i ~ ~ 013 Ji:. 311~4#1@. fol if~ iw f,ll 

94. 39 0.0936 
18m *Jlll¾ir..;!e~~'H P(H} liJ,r of 

D23 
llOkV ":it~ 61 ;i( 9ij~ lOttl\l: iolJ ~~ ~ 7< ~ 

76, 58 0, 0453 
jp~ 21 - llOkV .=.ii;~ 61 J: 8#~9ii~ fol ~!/3, 'ifi 1lll 16m 

D21 235. 80 0.0308 AH!f;lii•~ 22 

025 
llOkV .::.:it~ 6 i ;t 6#~ i#lt (i;:!.'/. ,lg, fil /ftj 15m 

142.69 0. Il05 .Jll ill ;if t" 01 23 

D26 
l lOkV .=.ft~ 61 ;t 6~~7#,if fiil t,,~ :ir-ll!l 16m 

49, 76 0. 1379 ;f~», 24 

027 
l!OkV .=.;t r;!\ 61 ;i( 6~~7#~f,Jf&.~f&.T-.!§' 

367, 94 0.0316 ¾/'.li} 25 

D28 
l!OkV .'=. ii;~ 61 Ji:. 6#-7#Ji,'fo.Jfllo~;l<'l)J 

254 . 25 0.0310 
6. Sin :ll'< f&I i!r {F of 26 

029 
llOkV "' ii. !'&. 61 Ji: 5#~6ijl!,fiJ~~~t1ll 

103.55 0. 0270 
16. 511, JIHii-il' ;I/'~ 27 

030 
l lOkV 5..il:,~ 61 j: 5#~6#.li fiH\\l13 Wii\!J 5m 

281. 74 0.0292 JIH'!l :fdP 01 28 -
03] l!OkV .::::~~ 61 ;t 4#~~tiltl 23m !ffi~t> I 

~29 
26.92 0. 0230 

l lOkV .=.;t!;il; 61 j(_ 2#~3~Ji/: f•l ~~ iN fill ' 032 
5. 5m .1r l,P ,i 30 

14.95 0, 4032 

1)33 
l!OkV 5.;itl/t 61 ,;\: 211:_,3#4 (~ !l\.1½*1l!l 23m I 

37.66 0. 1233 
~W',%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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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ti~m-tk c20221 291 ~ 

-
f:t* 2 1 1 OkV 141 lj,,!ltl} ~ fi ll!,-11\ tUHHi:tJ it !fl 

J.i:;Jl/ i;i * 
ff% ,~fr~;& J'.~)l ii!,~~ J: ~-llt 1$ &' 

/!(V/m) 'i.i.OC ( u T) 

034 
I JO kV 2. ftft 61 ;t 2#~3irl!I: ioi:i tJt.11.} Adlil ! Om 

50.64 0.0561 ~t" iR 32 

D35 
I IOkV EJL~ 61 ;t !#~2#l!l: i•J ~~ 'i!iflll Im 

25. 60 0. 0246 
i'l/'Qi-33 

D36 
UOkV EJL~ 61 ;t 11!~2#Jii: fiil ~J/l *1~l 21m 

31. 26 0. 0192 
~:jf'~ 34 

D37 
llOkV 2.3(;ft~!,_ 61~~62#4fa.l!:i.ll.}~t1l!l . 

- 60. ~ 02;;-
17m ;t :lP bi 35 

D38 
llOkV Eft~ti: I&, 63#~64#-lli-foi !lJl;!),"F * 

_:_30.± 0674 /llB.i*Srtt . -
D39 

llOkV -=-.ii::~ 60#~61#'4-filf!t~ifi'M 25m ~ 
155. 48 0 . 0250 Q} l 

040 
l!Okl' .:'.,i:,~ 60#~61#Jit[-l ~>9-$,\l, T-;i lF J.i;-

160.05 0. 0341 
' ;15 

041 
! 10kV 2.ft~ 55#~56#l,i:fii]~~t,(4tgJ 29m 

43.40 0. 0243 
~1.[,ff;jp ,!o- 37 

D42 
llOk\' ::.;it~ 52#~53#.l\'f. f•J ~,ii} .Jt-~t ii! 30m 

3.579 0.0471 if :IP lt- 38 ' 
D43 

110k V .::.,ii; i, 50#·-51#!; 1-l /j\~ ~ T-11cf1-¥ 
107. 64 0 .0606 ?i'& 39 

D44 JlOkV .=. 7i:,!li, 48#~49ijlj, f;:J i¼,flHJ\ l'fL!i, 2 253. 61 0 . 0664 
-

1)45 
llOkV .':.ji;/&.17#~4811~ fii]~ht-Jr-wi'ill 18m 

60. 73 0. 0279 
*li1l>¥rv'& 40 

046 
11 OkV 2. ft~ 47#~48#~ f,J !& ~ .Jt-~ ill 14m 

80.89 0. 0276 ,'!U~~il" ~ 41 

047 J IOkV '1ri l;/);~ 48 ,:t 5~llJ:iii1)tJ 6m «m 3 2,15.62 I. 2842 

U48 
1 I OkV 'fir~!& '1!,f!/&;}~ ~#JU'l£~t,R~1). 

8.052 0. 317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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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s I/!' il!.M Jill 00 ~.% iU!H.H!t 

~:l!l.!,H~. (dB(A) ) 
Ji'-'5' A fft~:ii 

~ ~ 

a l ~ lti~ ~t \ll lill-$ :ii- Im M: 54. l 46. 2 _.. 
a2 '.JI: ~M*gllJl~M- Im ?l:. I 54. 3 47. I 

a3 '.JI: itM~ OO IElifl- Im ?t 52.2 46. 2 

a4 '.JI: ii!, ;i;!; @ !JI iJI Ji! ?I- l m ?l: 51. 4 45. 7 

bl ~·-•~1~•••*~-~--~~·li]· 51.8 47.5 
I-

Jij¾¾ liJ 
-i-- -

b2 I/!' li!.M 'i!i QI 29rn ;;l(-$.t ;t0/3¾-lr PR 1~ eJ 51. 2 45. 0 

-
* 4 llOkV 11\'t~~JIJ!5Jll-J!~j; .!.ii!l1~Ji'< 

11\:~Hli~ (dB(A)) 
If% k:-&li\H! 

I ,ii, ~ 

cl 
I LOk\l 1'11 Jll'. fi 13 j: 05~~06~~ f,ij ~ !lHil ¾ill: {lf,ft 

49.2 44.6 RM: 'f-lil -Ii' !4.n:lt~~ k: 

c2 
ILOk\l .::.:ii;~ 61 j[_ sn~6#i; fij tt,l'BI\ ~,it (lf,f;l:.£ . 

44. 7 41. 8 ft 'f -l!i ~ ~ ~ .!t. iR: IP . ii, 

c3 
llOkV .::..it!\ 48#~49#.IJ foll ~~ii!, ~Jtif!;fi .'i?t 

43.9 10, 5 
'f'*ij-i~~ Jt!,~!lj,~ -

c4 
J iOkV-ls'lJIHl.48~02~~03#;!ffii)!l.iHU,1Hlilt0 1 ,.

2 5 44.0 J'. #. 14' *~ -IH~ J1 liJ;. i9: §J .~ ,> • 

di llOkV .ZiHHl 013 j: 36#~37#18:JS: ft-~ l ' ,,U~ 
49.6 16.0 »r 1 

d2 
1 lOkV l!i J!H:!( 013 Jc: 36~~37~.itf"i ~~~ ~ L7ru 

53. 2 17. 2 * ~fa'¥' m 2 

d3 
llOkV 1'/i ~!i 013 ;t 35#~36#~fiJ ~~ ~ l' ;f lf 

42.2 39. 8 
I £3 

l!OkV ',II~~ 013 ;t 34a~35~4t'1 !Ut~t1ltl 20m 
d4 44.6 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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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 JOkV t,i ,tt,l).$/!J liil'fiJt!i.Jli JlHVl~* 

Jll:~t.LJ (dll(A)) 
Ff a ./Hill!Ht . -.,-

,fi: ~ 

d5 
llOkV 1'§',iUl 013 :it 33~~34#~!ii)ftiir>!tf' 

4,1. 1 41. 0 ~4 

d6 
l IOkV i'ii' .l!Ul 013 ;;t 32#~33#J#: ioJ ~.If,~ f;f!P 

41. 6 39.5 $- 5 

d7 
llOkV t/i ~!/( 013 -Ji. 3211~33~Jlfcii] ~II/Htlli! 25m 

41. 5 38.8 
'---- ~t>"m6 

dB 
llOkV i'ii .IIHli. 013 :it 32ff~33ij.ii fill !!Ut i# 1l!J 7. 5m 

41. 8 39. 5 -'iHF ffii 1 

d9 
llOkV -la*~ 013 ;;t 2.8#~29~~foj !&.~ $ 1117m * 

45. 7 I 42.8 l!l;i-¥' ~ 8 

dl O 
llOkV -!1/ JI[.~ 013 ~ 27#~28U~fi1J ft:it' iiil!J 8m ;If 

45.3 42.9 tf'm- 9 
I LOkV-?aJ!f.ii. 013 -j_ 27#~28#~ lol~~*'l)j ! lm I 

dll i'W' ~ 10 
45.6 42.9 

d!2 
JIOkV-!iii!Ul. 013 ;;t 26~~27#i!l:liiJ~.l(}e§1)!1 J2n, 

45. I 42. 7 .llri.P ~ 1l 

dl3 
l!OkV ~ .l!H&. 013 ;I( 23U~21#Jlf.flll !&~ft r.fiil' 

43.4 39. 8 
»} 12 

dl4 
lJOkV to' .liHJ. OJ 3 ;;t 2111~22#4 iiJ !&,~ ~ r ii':!f" 

46.3 43.0 
~ 13 

dl5 
llOkV -1if li'Ri¼. 013 ;I( 21#~22#,§. [cJ !l~ $ 1l!J 19. :i<n 

17. 4 43.4 :¥.'-lf'~ 14 

dl6 
11 OkV 'II\' Ji ft 013 ;;t 20#~2!#:ii> f,J .f&. ii& il!j1)1j 9m ,f 

46.9 42.8 !>" ffe. 15 

dl7 
llOkV to'~~ 013 '):. 20#~2!#4liJ/&.-~flll 8m ;!f 

47. 9 43.0 I 
1"' ,!\f 16 

dl8 
l lOkV l!L~~ 013 -Ji.. 17#~18#~fo]!J.Jt !!i Oil 26. 5m 

17. 8 42. l ;r;;~~ 17 ' 

d!9 
llOkV 1,' ,'If.I!,. 013 _:it 10#~1 l#if.i"1 tj,_ij. W1Jll 13. 5m 

~J.i!!i'f" }h 18 
50.0 43.9 I 

d20 
llOkV '@' ~~ 013 ;I( 6~·-7#i& f,J i&.A\-~t 1lll 2m ~jf 

17. 9 43. 7 l ,!& 19 



 

92 

tt*4 11 Ok V (1iPl!. ~ Bil JIJ 00 if it ~fr .f.k il!Y ~ i 

it ill!#; ,!It ( dB (A) ) 
Pf~ #.: ilit!li! 

cl- :oc 

d21 
llOkV :(/Jft.i:!l 013 ;t 511~6:ili>io! ~Jt .il r ~?lil! 

48. 6 44. 1 ti" hr 20 .Rf;I~ tJnld,!; 

d22 llOkV !{g~i\013 :}(_ 311~4~~foJi&..ftrl;1llJ 18m* 
50. 0 <l2. 9 ill 1l: ~li!•lHt-ll fiH~ ~ r ~ 

d23 
JlOkV .::. fG!\ 6 L ;;t 9#~ 10#~ fol .i!<,~ tl r ;fr ii' & 

53. 3 46.9 
21 '-

llOkV .':.;t ~ 6 l :i<: 8#~9#lli:/ol ~;!} r,{(J!) 16m * llif 
d24 51. 4 46. 2 Jgi"' ~ 22 

d25 
llOkV .::.:it!&. 61 X 6#~7#~[,J l,.J!I} Wflll l5m ~ i!I 

52. 2 45. 5 ;frt,'~ 23 

d26 
l JOkV .::.;ti&, 6J ;:t 6#~711~f,J !Ji,Bl',J):11)J 16m ;ftp 

52.6 45.6 
'~ 24 -

d27 l lOkV .::. it~ 61 ;t 611~7#1/; fil /&. ~ f¾. r ;f ¥ .$- 25 43. 8 42.6 

d28 
11 OkV .::. Ji;~ 6 l 'Ji:. 6#~ 7;;;i;: fi: !Ji'~ )l( 1)!J 6. Sm ;l!l 

43.5 42. 1 I/ii ;Ii: jf' J,i, 26 

d29 llOkV .=.,;t,.lii, 61 X 5#~6#.li& fi,j ~J!lf ~tflll L6. 5m ~ 
47.9 42.4 li'!f ;fjr Ql- 27 

d30 
l !OkV .::.;ir.~ 61 .i. 5#~6~Jll'.f;;~.i\}li!1)ll 5m.JIHi'l 

45.8 41. 8 _ -fft"!f 28 

d31 llOkV .':.;t~ 61 Y- 4#~~t00 23m ~!1~t" B 29 48. 7 I 12. 9 

d32 
I I Oki' :: ft~ 61 .Jt 2#~3llJ!i: fi.J ~,ij. is1i!! 5. 510 ~ 

42. l 39.3 !P~ 30 

d33 
JJOkV .':.}t !.4. 61 3t 211~3:i~ fi; !Ht Jt- -ool 23m iii' ti' 

42.8 39.6 _& 3L 

d34 
I I0kV .=.:ii:!&. 61 ~ 2U~3n~fiil!i.f&.Jr-1)ll 10m ~jp 

42.4 39. 3 
~ 32 

d35 llOkV E.;t~ 61 X 1#~2ll~liiJ#Ut iiif1l!J Lm ;f!-#' 
47.8 43. l 

$33 

d36 
JJOkV .=.~i& 61 j;_ 1~~ 2#~1il~liJ.A<i•J 24,u ~jp 

45.2 41. 3 Q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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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l0kV !f1 ,j,,~~ Jsl Ql '>Fit ~J" ji:~ ii¥ .!II.: 

ff~· .~~fflit 
J!i:,j!Jri;* (dll(A)} 

~ ~ -
d37 

llOkV .':.Jtt,tti~ 6111~62#.\!t foil ~Ut~t f,ll 17m ,ff- 44. 7 41. 0 
~ Is 35 

d38 
ll0kV "' ;it!il\;/£/il\ 63ff~6'1#~filJ~.m-t&l';t,lll S 

50. L 45. 2 
J& * £ r ff; 

d39 IJ0kV 'c.ft;~60#~6U~fiij~~iil1\!J 25m ~t\l· l 41.5 40.5 

d40 ll0kV ::.it~ 60#~61#.l&foiJ rli.B\H!( T-~to' }.i} 36 43. 6 39. 4 

~v E.iG1l 55t1~56il~fPJd.!l})'f(~t 1\lJ 29m~ft 
43.0 41. 0 !iff'}.i}37 

d
42 

kV .':.;it/£, 52#~53#~[;J~~.:lf.~t1\1J 30n, :i!jt,' 
44.9 40.0 $38 -

d43 
ll0kV .=.Jt/& 50~~51#~[,JJ&,ti&l'~!liifl'il'~ 

50. 2 43. 5 39 

d44 1 IOkV .:::.Jt~ 4S#~4Y"~i•J~iiH~ f,ij(~ l 4~.4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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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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烟台莱州蒋双（高郭庄）110kV 输变电工程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110kV 蒋双站位于山东省莱州市程郭

镇沙埠庄村南约 820m，海莱线（S306

省道）南侧 75m，新希望六和饲料股

份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西侧；110kV

输电线路位于莱州市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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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MVA（规划） 

      2×50MVA（本期）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17.15km,其中单回架空线路 16.86km，单回电

缆线路 0.16km，双回电缆线路 0.13km 

实际生产能力 

主变：2×50MVA（#1主变、#2主变） 

线路：110kV 输电线路路径全长 17.46km，包括

单回架空线路 16.54km，单回电缆线路 0.88km，

双回电缆线路 0.0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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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1 年 9 月 17 日 竣工日期 2022 年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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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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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9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0 所占比例（%） 0.41 

废水治理（万元） 2 废气治理（万元） 0 
噪声治理（万

元） 
3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0 绿化及生态（万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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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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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环路、海莱

线（S306 省

道）周围：昼

间 70，夜间

55； 

其它区域：昼

间 60，夜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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