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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中电工程浙江青田东源镇、万山乡 35MWp复合利用光伏发电项目    

    工程规模：中电工程浙江青田东源镇、万山乡 35MWp 复合利用光伏发电

项目拟建场址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万山乡附近。规划装机容量

为 35MW。 

其中驼龙村区域：占地面积 362 亩，装机容量 14MWp/12.15MW左右。 

驮坑村区域：占地面积 159亩，装机容量 6MWp/5.29MW左右。 

污泥塘区域：占地面积 454亩，装机容量 15MWp/12.54MW左右 

 

工程特点：     中电工程浙江青田东源镇、万山乡 35MWp 复合利用光

伏发电项目，拟建厂址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万乡村附近，整个

光伏场区分为三个区域，均位于青田县东源镇对北方向 10km 左右。 

     东源镇平桥村驮龙自然村光伏区域位于驼龙村东侧 1km 左右，场址

经纬度中心坐标为 28°23′24″N，120°18′30″E 占地面积 362 亩，装机

容量 14MWp/12.15MW 左右。 

     东源镇平溪村驮坑自然村光伏区域位于平溪村东北侧 1km 左右，场

址经纬度中心坐标为 28°22′44″N，120°19′12″E 占地面积 159 亩，装

机容量 6MWp/5.29MW 左右。 

     万山乡乌泥塘村光伏区域位于乌泥塘村北侧 1km 左右，场址经纬度

中心坐标为 28°21′50″N，120°19′59″E 占地面积 454 亩，装机容量

15MWp/12.54MW 左右。 

     新建一 35KV 孵龙开关站，场址位于东源镇平桥村北侧场址经纬度

中心坐标为 28°20′22″N，120°17′04″E，35KV 孵龙开关站站址征地 1.62

亩，租地 3.105 亩。以 1 回 35KV 线路送往附近 110KV 高湖变电站。 

     本工程采用并网形式运行，项目建成后，第一年的上网电量为 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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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KWh,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103.8 小时。 

 

 

    工程地点：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万山乡附近 

    绿色施工领导小组： 

组  长：纪现壮 

组  员：郭俊兴 宋永武  戚 平  张海龙 尤佳聃 

绿色施工原则： 

通过优良的设计和管理，优化生产工艺，采用适用技术、材料和产品。

合理利用和优化资源配置，改变消费方式，减少对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因

地制宜，最大限度利用本地材料与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积极促进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尽可能使用可再生的、清洁的资源和能源。 

 

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设计 

一， 环境保护 

本项目三个光伏区分别位于东源镇平桥村驮龙自然村，东源镇平溪村驮

坑自然村，万山乡乌泥塘村，35kV 开关站位于东源镇平桥村北侧，对照

《浙江省生态保护红线》的初步判断上述区域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及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一.设计依据及设计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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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18091-2015） 

           本项目最终执行的设计标准以批复的环评报告为准 

     二.环境保护目标 

目前三个光伏区区域外延 200m范围内均无居民区，其中距离驮龙自然村

光伏区最近的居民点位于该光伏区西南方向约 300m, 距离驮坑自然村光伏区

最近的居民点位于该光伏区西南方向约 780m,距离乌泥塘村光伏区最近的居

民点位于该光伏区东南方向约450m，本项目开关站周围200m范围内无居民区，

站址南侧为 X205 县道，距离站址最近的居民点为东南方向 270m 处的平桥村。 

本项目环境保护控制目标主要为：控制施工场地扬尘造成的污染，使评

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相关要求。施工期应控制施工机械设备所产生的噪

音对工程所在区域相邻单位的影响，确保噪音满足相关要求。保证不因本项

目的运行而污染项目所在区域水环境，净量减少本项目工程废、污排放，外

排废水达到相关标准。 

三.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期主要产生施工扬尘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施工作业中场地

平整，开挖，回填道路浇筑，材料运输，露天堆放，装卸和搅拌等过程产生

扬尘，如遇干旱无雨季节，加上大风，施工扬尘将更严重。各种施工车辆排

放的废气及行驶扬起的尘土，施工垃圾堆放和清运过程也对局部的大气环境

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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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影响防治措施 

（1）.土石方开挖，骨料破碎等采取湿式作业操作，土方回填后的剩余

土石方及时清运，经快恢复植被，减少扬尘。 

（2）.施工及运输的路面进行硬化和适度频率洒水，限制运输车辆行驶

速度，保证运输石灰，水泥等粉状材料的车辆覆盖篷布，以减少洒落和飞灰。 

（3）.加强施工管理提倡文明施工，避免在大风天施工，尤其是引起地

面大面积扰动的作业。 

（4）.建筑材料堆场以及混凝土搅拌应定点定位设置，避开或保证区域

内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保持一定距离。 

2.噪音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噪音防治措施 

（1）.加强施工噪音的管理，做到预防为主，文明施工，避免夜间施工，

并在施工中采用低噪音设备 

（2）.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和分时段的限制车流量及车速，减少噪音

污染。 

（3）.做好施工人员的个人防护，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施工机械，

减少接触时间并按要求规范操作，使施工机械的噪音维持在最低水平，对在

高噪音设备附近工作的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耳罩等。 

（4）.控制车速，进入现场禁止鸣笛，即可减轻车辆噪音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3．废污水影响分析与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的废水污染源主要是施工费水，生活污水和设备及车辆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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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养护废水及施工机械的清洗废水等施工废水采用临

时简易的收集装置对其进行统一收集沉淀后浇洒路面和绿化。 

（1）.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和管理，禁止未经处理的施工生产废水和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附近水体。 

（2）.工程环境监理单位定期对处理系统的管理运行进行监督检查，及

时掌握废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情况，对不良情况提出整改意见。 

（3）.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和管理，注意施工场地的清洁，及时维护

和修理施工机械，车辆，避免机油跑冒滴漏。 

4.固体废物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间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如不及时处理不仅有碍观瞻，

影响景观，而且再遇大风干燥天气时，将产生扬尘，在气温适宜的条件下则

会滋生蚊虫产生恶臭并传播疾病，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工期在施工期间要坚持对施工废物的及时清理，清运至指定的垃圾场堆

放，是施工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建筑废物在施工完毕后按照《城市

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9号）处理；而生活垃圾安排专制工人收

集并定期委托当地卫生部门统一清运及处置. 

5.施工期由于站内构筑物开挖、场地平整、车辆碾压等活动，破坏地表

植被，使表层土壤松散，暴雨天气容易引起水土流失，对施工区附近的生态

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施工过程中，采用机械施工与人工施工的相结合

的方法，施工点位应根据本项目特点，确定最佳施工工序和施工方法；施工

时，应严格遵守《施工组织措施》，地下电缆沟设施、排水管沟施工应分区、

分片、分段展开，不宜全面铺开；对临时堆场，应采取覆盖维护措施,防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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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大雨造成水土流失。只要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计划，认真执行管理计划即

可减轻施工过程中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 

四．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1.本项目不设置常驻人员，且运行稳定，由于泵项目建设地点特殊，本

项目区域内无供水和排水系统。 

厂区内仅在开关站设有移动式厕所，供巡检人员使用，期间会有少量生

活污水产出，由工作人员定期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处置场所，生活污水不

外排。光伏板区再无长期将雨，表面落有浮沉的情况下会不定期进行冲洗，

冲洗水来自外购自来水或厂区附近池塘水，再冲洗过程中直接流入光伏板下

方，可补充光伏板下方农光互补作物用水。 

本工程无废水外派，光伏区位于山顶位置，周围无河流，对周围水环境

不产生影响。 

2 光伏发电板，配件 

本项目运行时，自然损坏或意外损坏的光伏发电板及配件，集中收集由

生产企业维修并回收处理。 

3 噪音污染 

本项目光伏区的逆变器为箱式逆变器，变压器为箱式变压器，逆变器和

变压器均位于完全密封的钢化箱体结构中，逆变器和变压器传到箱外的噪音

不会高于 55dB（A）；逆变器和变压器均分散布置在光伏站区，其中变压器多

沿场内中央道路铺设，逆变器布置在光伏板附近，设备距离厂区处距离多在

15～100m 之间，经距离衰减后，厂界噪音小于 45dB（A）。另外，本项目开关

站区设有一个三相变压器，变压器放置于预制舱内，经舱体隔音后，在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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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外的噪音不会高于 50dB（A），在经厂房距离衰减，厂界噪音小于 45dB（A）。 

本工程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要求，另外，本工程 200m范围内无居民点，不

会对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产生影响。 

4 电磁影响 

光伏电站 35KV 开关站产生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本工程对电气设备进

行合理布局，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选用具有抗干扰能力的设备，

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选用带屏蔽层的电缆，屏蔽层接地措施有效的降低

无线电干扰和静电感应的影响。营运期对平桥村电磁环境基本无影响。 

5 光印象 

本工程采用 PERC 技术的光伏电池组件，该组件外层透光率高。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18091-2015）的相关规定，在城市快

速路，主干道，立交桥，高架桥两侧 20m 以及以一般道路 10m 以下设立的玻

璃幕墙，因采用反射比小于 0.16 的低辐射玻璃，光伏阵列的反光极少，不会

对附近公路上正在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员及附近居民产生眩晕感，不会影响交

通安全及日常生活。 

五．水土保持 

1 设计依据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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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本项目最终执行的设计标准以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为准。 

2 水土流失原因及防治分区 

工程在建设期间，伴随着基础开挖，安装场地平整，施工道路施工，变

电站建设，临时堆土等施工活动，将扰动原地表，破坏地表形态，损坏植被，

导致地标裸露，土层结构破坏，尤其是项目建设对原有植被和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的破坏等导致区域场址内一定的新增水土流失。根据工程区所处土壤侵

蚀类型、地形地貌、主体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

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等进行分区。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可分为：

厂区、进场道路区、施工场地区，具体的分区以批复的的水土保持方案为准。 

3 水土流失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过程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前期的场地平整，开关站地基开挖、

回填过程造成的土壤扰动及太阳能电池阵列单元支架和通讯线缆的埋设过程

中所产生的水土流失。 

（1）.本拟建项目建设时应减少地表大量堆放弃土，将低风蚀的影响，

保护该区域的植被生长，避免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新水土流失，以及制备的大

量破坏，通过本项目的建设使该区域局部水土保持现状及生态环境进一步得

到改善。 

（2）.在土建施工过程中，厂区内部扰动地表，采取砾石覆盖措施，保

护已扰动的裸露地表，减少施工期的水土流失；运输车辆在施工道路便道的

固定路线行驶，不要随意离开施工道路路面，引起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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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防止临时堆土、砾石料堆放场由于风蚀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堆土场周围进行简易防护，采用彩钢板防护措施。在堆土周围进行部分拦挡，

彩钢板高度为 2m，钢板底部埋入地表以下 0.2m，地标以上的拦挡高度为 1.8m，

挡板外侧采取钢支架支撑措施。另外，在大风天气在场区临时堆土表面覆盖

防尘网，为了临时堆土风蚀产生水土流失对堆土场表面积及时洒水，使表面

自然固化。要求施工时的挖方要及时回填，尽量减少堆土场堆土量。 

（4）.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必须对施工现场场地及施工生活区进行土

地整治，拆除临时建筑物并将建筑垃圾及时运往垃圾场堆放，避免产生新的

水土流失。 

绿色施工管理措施 

    1、 为提高全员绿色施工管理意识，确保施工项目处于受控状态，要求

总包项目部将集中组织全体管理人员认真学习绿色施工管理规程及相关管理

条例。 

    2、 要求总包结合现场施工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施工人员进行教育。

严格控制各分包单位未经培训学习，私自上岗作业。  

    3、监督总包及时与各分包单位签定有关绿色施工的各项管理协议，明确

保双方责任、权力、义务，杜绝由于施工所造成的各项环境污染，确保施工

现场验收合格率 100%。 

    4、 绿色施工领导小组由组长牵头组织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每周对施工现

场、生活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定出时间、定出整改措施、

定责任人及时整改，做到不等不拖、责任到人。小组成员每日均要巡视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责成责任人及时解决，对不能及时解决的立即上报主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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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项目部每月召开一次专题会，对日常绿色施工工作进行总结，对违反

规定不认真执行绿色施工管理规程的单位和责任，利用曝光台通报批评、建

议罚款处理。 

6、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作为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的建筑业，

必须发展绿色建筑，改变当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模式，承

担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本工程施工中，将贯彻“以资源的高

效利用为核心，以环保优先为原则”的指导思想， 

追求高效、低耗、环保，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环保（生态）综合效

益最大化的绿色施工模式，提升现场日常管理水平，确保全年工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