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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坝址位于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右岸为屯昌县境内国营

黄岭农场，左岸为澄迈县红岗林场宝岭，坝址距上游已建松涛水库约 55km，距

下游已建的谷石滩水电站坝址约 22km。其开发任务为以供水和防洪为主，兼顾

灌溉和发电，并为改善枯水年枯期下游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工程采取主坝一次建成、副坝和征地移民分期实施方案，本期建设内容包括

1座主坝、4座副坝、左岸灌区渠首和引水发电系统等。主坝坝型为碾压混凝土

重力坝，从左至右依次布置左岸挡水坝段、表孔溢流坝段、发电引水坝段、右岸

灌溉取水坝段、右岸挡水坝段，坝顶高程 113m，最大坝高 75m，坝顶长 376.5m；

发电厂房布置在发电引水坝段后，布置 3台发电机组，其中 1台单机容量 2.8万

kW、单机额定流量 79.02m3/s，2台单机容量 0.6万 kW、单机额定流量 17.20m3/s。

右岸渠首进水口设计引水流量 13.53m3/s，左岸灌区渠首位于大坝上游左岸 0.7km

处，为引水隧洞型式，设计引水流量 25.78m3/s。灌区渠首、引水发电系统进水

口均采用 8层叠梁门分层取水，进口底板高程均为 65m，单节门高 5.45m。副坝

采用均质土坝和粘土心墙土坝，坝顶高程 113.9m，最大坝高 26.5m，总长 548m，

其中 1#、3#、4#、6#副坝与主体工程一次建成，2#、5#、7#后续实施。在右岸

结合工程管理楼建设 1座鱼类增殖放流站，放流规模为 50万尾/年。

工程“以新带老”补建上游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和在线监测系统、下游

河道疏浚整治及生态修复、补建下游谷石滩、九龙滩两座水电站过鱼设施、拆除

腰子河 3座电站。

2019年 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以《关于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

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9〕142号）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进行了批复。工程于 2019年 12月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工程主坝、1#、3#、

4#、6#副坝、左岸灌区渠首、升鱼机、鱼类增殖站主体工程均已完成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环审〔2019〕142号”《关于海南省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

程蓄水前进行阶段性验收。2022年 4月 13日，验收单位通过公开投标，中标海

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保护专题研究项目，工作内容包括蓄水阶段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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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验收，并于 2022年 4月 21日与建设单位签订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

工程环境保护专题研究项目技术服务合同。

2025年 5月，验收单位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

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本次验收调查主要包括枢纽工程建设区、上游及下

游影响区。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关于“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的要求以及本项目特点，本次《海南省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主要包括环境保

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中提出的除环

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整改工作情况；相关政府部

门承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实施情况；征地移民工程及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公众意见调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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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1.1.1. 设计执行简况

2013年 7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

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2015 年 1月，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基本同意

项目建议书（水总设〔2015〕42号文）并上报水利部。

2019年 5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海南省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年 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

改农经〔2019〕1401号”文下达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

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6年 8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海南省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0年 3月，水利部以“水许可决〔2020〕

10号”文对《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根据

批复要求，编制 4项已建工程“以新带老”环境保护设施专项设计。

2021年 9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水

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将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4项已建工程“以

新带老”环境保护设施纳入。2021年 9月 30日，海南省水务厅以琼水建防〔2021〕

278号对《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

1.1.2. 可研阶段环保设施设计简况

（1）生态流量保障设施

初期蓄水期间，于导流隧洞进口闸门两侧预埋钢管，通过控制阀门来控制放

水量。水库蓄水至生态机组进水口高程后，通过电站进水钢管处预设的旁通管下

放生态基流。营运期通过生态机组和发电机组进水钢管上的旁通管下放生态基

流，生态机组检修时，则通过旁通管下放生态基流。依托水情监测系统对下游生

态基流实时监测。

（2）水环境影响减缓设施

水库营运期管理人员生活污水采用成套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尾水标准后

回用为周边绿地浇灌；生活垃圾集中到垃圾桶内，定期用运渣车清运至垃圾处理

场进行处理；设置水质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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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环境保护设施

采用升鱼机为过鱼设施，集鱼系统布置在坝后厂房尾水之上，包括集鱼槽、

补水槽、集鱼池、承鱼箱和观鱼室；在南渡江右岸，业主营地一侧建设鱼类增殖

站；拟定 3层×10m叠梁门方案分层取水。

（4）移民安置环境保护设施

每个移民家庭修建一个厌氧式沼气池，沼气池上清水用于农田或林草灌溉，

不直接进入地表水体；生活垃圾中的纸类、金属、玻璃和塑料等分拣后统一收集，

进行回收。

（5）施工期污染防治设施

基坑排水采用自然沉淀法处理，砂石料加工废水采用混凝沉淀法处理，拌合

系统冲洗废水采用混凝沉淀法处理；施工生活污水使用WSZ型成套污水处理设

备处理，食堂污水需隔油隔渣处理，施工营区修建一个厕所，厕所旁修建三级厌

氧化粪池；机修含油废水采用隔油沉淀池处理；施工区生活营地设置垃圾桶，能

回收利用的送交废旧物资回收站处理，其余的集中交由环卫部门处置；施工产生

的堆弃渣送到指定渣场。

1.1.3. 环评阶段环保设施设计简况

（1）生态流量保障设施

1）本工程生态流量泄放

工程初期蓄水期，在水库水位蓄至 65.5m之前，通过在导流隧洞进口闸门两

侧预埋两根钢管下放生态流量；水库水位由 65.5m蓄至死水位 76m期间由预埋

两根钢管和生态机组旁通管下放生态流量；水库水位由死水位 76.0m蓄至正常蓄

水位 101m期间由生态机组、生态机组旁通管下泄生态流量。

运行期电站运行时通过生态机组发电方式满足下游生态流量要求。工程坝后

安装 40MW机组（2台单机容量 18.0MW大机组和 1台单机容量 4.0MW生态机

组），当机组全部检修时，利用 1#大机组进水钢管右侧布置的旁通管下放生态

流量。当下游有特殊用水需求时，迈湾坝址通过 3台机组、大机组旁通管、放空

底孔、溢流表孔等泄水设施向下游泄放。利用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实施坝上水位

和坝址下游生态流量的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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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泄放

本工程“以新带老”在松涛大坝右岸处补建一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生态流量

通过生态机组下泄，在生态机组左侧安装一处生态流量旁通管，在两台生态机组

无法正常工作时启用该旁通管，用于泄放生态流量。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设施

同步建设在线监控系统。

（2）分层取水设施

引水发电系统采用分层取水方式，进水口底高程 70m，进口设置 7节叠梁门，

单节高度 5m，利用闸门控制分层取水。

（3）水环境保护设施

运行期对厂房油污水采取设置截水沟、油水分离装置处理，处理后回用；开

关站主变器下设变油坑，并设置总事故油池，产生的废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施工期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利用施工期已建业主营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

用于营区绿化洒水等。在迈湾主库区和库区主要支库库湾以及 4条主要支库汇口

实施在线水质监测。

（4）生态保护设施

建设鱼类增殖放流站，增殖放流海南长臀鮠、鲮、鳊、倒刺鲃、光倒刺鲃、

大鳞鲢、高体鳜等鱼类，放流规模 50万尾/年。选择升鱼机方案进行过鱼。下游

九龙滩、谷石滩水电站补建过鱼设施。库区江段及支库汇口布置人工鱼巢。

（5）施工期环境保护设施

1）施工期水环境保护设施

采用“沉淀＋调节＋DH高效净化器法”对砂石料冲洗废水进行处理，处理后

回用于砂石料系统生产用水，混凝土系统冲洗废水纳入砂石料冲洗废水处理系统

中统一处理；汽车冲洗废水、施工工厂废水等含油废水采用隔油沉淀法处理，处

理后用于绿化或道路洒水；承包商营地和业主营地生活污水采用地埋式一体化设

备处理，出水回用于营地绿化用水及道路浇洒。

2）声环境及环境空气保护设施

对各类施工机械等采取降噪措施，超标住户安置通风隔声窗。砂石料加工系

统采用封闭措施和湿法破碎的低尘工艺、采用全封闭式混凝土搅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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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体废物处理设施

在施工人员生活区、业主营地管理区及施工工厂设置垃圾桶及垃圾收集车，

施工期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定期运往屯昌县生活垃圾处理场处置。施工辅助企业生

产过程中的报废车辆、木材等弃渣统一运送至屯昌县生活垃圾处理场。工程弃渣

及建筑垃圾如混凝土块、弃土等运往弃渣场。施工期机械修配厂、汽车保养站内

的废油、废布等均为危险废物，应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1.1.4. 设计阶段环保设施设计简况

（1）生态流量保障设施

设计阶段进行了优化调整，初期蓄水期间库区水位小于 65m时，通过在库

内放空底孔坝段前搭设临时浮平台，利用 4台 48Sh-22A型水泵抽至放空底孔进

口，经放空底孔下泄。工程运行期利用 1大 2小发电机组泄放生态流量，大机组

单机容量 28.0MW，小机组单机容量 6.0MW。当机组全部检修时，利用 1#大机

组进水钢管右侧布置的旁通管下放生态流量。利用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实施坝上

水位和坝址下游生态流量的在线监测。

（2）分层取水设施

迈湾引水发电系统采用叠梁门分层取水方案，在进口设置 8节叠梁门，门体

总高 43.6m，单节高度 5.45m，利用闸门控制分层取水。

（3）水环境保护设施

厂房油污水经油水分离装置处理后回用，开关站主变器下设主变油坑，并设

置总事故油池，产生的废油由专业单位回收处理。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利用施工期

业主营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营地绿化洒水等。在迈湾水库坝址实

施在线水质监测，以实时掌握其水质动态，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发

生严重的污染事件。

（4）生态保护设施

建设鱼类增殖放流站，增殖站位于大坝上游库区右岸距离坝址约 600m冲沟

附近，占地面积 29亩，鱼类增殖站主要构筑物包括育苗车间 1栋、鱼苗池 4座、

亲鱼池 4座、清水池 2座、办公试验楼 1栋等。设置室内循环水处理系统、实验

仪器设备、交通工具等。增殖站放流规模 50万尾/年，主要放流大鳞鲢（远期）、

海南长臀鮠、高体鳜（远期）、鲮、鳊、倒刺鲃、光倒刺鲃 7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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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鱼设施选用升鱼机，升鱼机布置在坝后发电厂房右侧，由集鱼系统、运鱼

系统、放鱼系统和集控系统组成。集鱼系统布置在坝后厂房尾水之上，包括集鱼

槽、补水槽、集鱼池、承鱼箱和观鱼室。

（5）施工期环境保护设施

1）施工期污废水处理措施

施工期生活污水拟采用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和化粪池进行处理，用于营地内的

景观绿化用水、营地内外公路两侧绿化用水。混凝土拌合站由于废水量相对较小，

采用自然沉淀工艺进行处理，去除大部分悬浮物，沉淀池出水回用于混凝土拌和

系统拌合用水。基坑排水采用自然沉淀法处理，在基坑内开挖沉淀池，坑水静置

2h，尾水回用于抑尘洒水、砂石料冲洗等用水或混凝土拌合用水，污泥定期人工

清除。机修含油废水采用成套油水分离器隔油池处理，尾水回用于施工区、道路

及土石方开挖过程的洒水降尘。砂石料冲洗废水采用“刮砂机+DH 高效旋流器+

板框压滤机”，出水排入清水池回用于生产。洗车废水经隔油沉淀池+二级沉淀池

的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

2）大气环境和声环境保护设施

采取洒水降尘、配置袋式除尘器等措施减少开挖粉尘、交通粉尘的产生，减

轻大气污染物对施工区域附近敏感点的影响。采取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和隔

声屏障等措施防治施工区内外噪声。

3）固体废物处理设施

在施工区设置一定数量的垃圾箱和垃圾收集点，并建立生活垃圾收运系统，

委托环卫部门定时对垃圾进行集中清运，送至屯昌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

减轻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1.2.施工简况

1.2.1. 施工过程简况

2019年 12月导流洞等前期工作开始施工，2021年 5月导流洞工程完工。

2020年 7月开始主体工程施工，2021年 11月底完成大江截流。2023年 10

月 20日完成主坝首仓封顶。

1#副坝于 2022年 4月开工，2024年 4月 16日完工；3#副坝于 2022年 2月

开工，2024年 4月 8日完工；4#副坝于 2022年 3月开工，2024年 4月 14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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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6#副坝于 2022年 7月开工，2024年 4月 17日完工。

左岸灌区渠首于 2021年 2月开工，2023年 1月完工。

右岸灌区渠首于 2022年 2月开工，2024年 1月完工。

升鱼机于 2022年 12月 1 日开工，2022年 12月 12 日升鱼机首仓混凝土浇

筑，2023年 10月 15日封顶。

鱼类增殖放流站于 2022年 7月开工，2023年 5月完工。

截至 2025年 4月底，主坝除坝顶铺装层及路灯、栏杆等附属项目外，其他

已完成；副坝工程已全部完成；厂房主体结构混凝土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装饰

装修施工；左岸渠首工程除边坡处理外，其他已全部完成；升鱼系统主体结构已

全部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道路工程路基已形成，具备通行条件；土料

场、石料场已结束开采，涉及下闸蓄水的临建工程均已拆除；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设备已安装完成；厂房及右岸灌区的进水口、尾水金属结构已安装完成，溢流坝

弧形闸门已安装完成，溢流坝坝顶门机正在安装。

1.2.2. 实施阶段环保设施落实简况

（1）生态流量保障设施

2025年 5月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一期蓄水度汛调度

运用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方案采取“坝下布置临时挡水围堰+坝下水泵临时抽

排”方案，保障初期蓄水期间生态流量按照 10.3m³/s下泄。

根据《下闸蓄水期间生态流量泄放方案》，泄放方案具体为：库水位蓄至生

态泄放管进水口高程 65m 之前，在导流洞出口下游主坝桩号坝下 0+382m 处做

临时挡水围堰，挡水围堰顶高程拟定 56.5m，临时储水面高程约 56.0m。下闸后

采用大流量抽水泵至河道作为生态流量；库水位自生态泄放管进水口高程 65.0m

蓄至溢流堰顶高程 87.0m，采用生态流量旁通管泄放生态流量；库水位在溢流堰

顶高程 87.0m以上，通过生态流量旁通管或溢流堰泄放生态流量。

迈湾水利枢纽运行期通过1大 2小生态机组泄放生态流量。机组全部检修时，

利用 1#大机组进水钢管右侧布置的旁通管下放生态流量。

利用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实施坝上水位和坝址下游生态流量的在线监测。目

前坝下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测设备、坝上站水联网智能遥测终端机、生态流量视频

图像监测设备、毕托巴测流装置均已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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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生态机组

图 1.2-2 生态流量旁通管和毕托巴测流装置

图 1.2-3 坝下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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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坝上站水联网智能遥测终端机

图 1.2-5 生态流量视频图像监测设备

（2）分层取水设施

迈湾水库引水发电系统采用叠梁门分层取水方案，在进口设置 8节叠梁门，

门体总高 43.6m，单节高度 5.45m，利用闸门控制分层取水。目前左岸灌区渠首

叠梁门已安装，发电引水系统、右岸灌区渠首叠梁门拟于工程蓄水前全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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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左岸灌区渠首叠梁门

（3）水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期在业主营地设置冲水厕所+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人员生活污水

经业主营地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营地绿化洒水等，不外排。本工程

已建成主变油坑和总事故油池。

图 1.2-7 业主营地管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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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业主营地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图 1.2-9 主变油坑

工程实施阶段对库区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进行了优化，根据《海南省南渡江迈

湾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图设计图册》（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运行期在迈湾水库库尾、番企河与南渡江汇合口以下约 1km处、南坤河与

南渡江汇合口以下约 1km处、坝址处设置 4处例行监测点位，水库正常运行后

每年 3期，丰、平、枯各 1期。

运行期在迈湾坝址处设置 1处在线水质监测，监测水温、pH、浊度、电导

率、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以实时掌握其水质动态，发现

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发生严重的污染事件。

目前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设备基础已完成，设备已进场，受装修工程等施工影

响暂未安装，拟在正式蓄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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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运行期地表水环境监测平面布置图

（4）生态保护设施

1）鱼类增殖站

鱼类增殖站土建工程目前已建成，位于大坝上游库区右岸距离坝址约 600m

冲沟附近，与管理区同建。占地面积 68.2 亩。并配备有 1 座催产孵化车间、1

座循环水系统车间、4座鱼苗培育池、7座亲鱼池、配电房等设施。

配电间

催产孵化车间

循环水系统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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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鱼类增殖站

2）升鱼机

迈湾升鱼机位于坝后发电厂房右侧，由引鱼系统、集鱼系统、升鱼系统三大

部分组成，主要由进鱼口、集鱼槽、赶鱼栅、集鱼池浮箱、集鱼斗、门机、运鱼

车、抗风扶架、坝顶塔式回转吊等金属结构支持运作。主要过鱼时间为 4 月-8

月。

目前升鱼机和拦鱼电栅已建设完成。

图 1.2-12 升鱼机建设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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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3 赶鱼小车

图 1.2-14 集鱼槽

（5）施工期环境保护设施

1）水环境保护设施

根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及现场查勘，砂石料加工系统处设置了沉淀池+辅

流沉淀桶+回用水池，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经沉淀池+辅流沉淀桶处理后排放回

用水池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污泥采用机械脱水后经晾晒后运往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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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5 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处理措施

混凝土拌和系统处设置了二级沉淀池，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经二级沉淀池处

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污泥经脱水晾晒后运往弃渣场。

本工程在主坝机械修配场处设置排水沟、二级隔油沉淀池、回用水池，经二

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道路和施工场地洒水、绿化。

图 1.2-16 含油废水二级隔油沉淀池+回用水池

建设初期，本工程业主营地采用租赁民房，生活污水依托租赁民房污水处理

系统。业主营地建设后，设置了食堂隔油池、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食

堂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同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化粪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后回用于营地内景观绿化洒水、营地内外两侧绿化用水，不外排。

主营地（施工）设置了隔油池、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食堂污水及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金属结构营地回用水桶，后回用于营地内景观绿化，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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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副坝施工营地设置了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

回用水池，后回用于营地内景观绿化，不外排。

图 1.2-17 隔油池

图 1.2-18 化粪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主营地（右岸）、主营地（金结）、石料场旁副坝施工营地了化粪池和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后回用于营地内景观绿化，不外排。

本工程在 3#副坝、4#副坝处分别设置了三级沉淀池用于处理基坑排水，处

理后排入下游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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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9 三级沉淀池

2）大气和噪声环境保护设施

根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及现场调查，砂石料加工系统采用封闭措施，在第

一、第二、第三筛分车间，中细碎车间，制砂车间共设置 5 套 DMC360-400 脉

冲布袋除尘器，在粗碎车间设置喷淋系统，在道路处设置限速标志，运输车辆采

用密闭运输，视天气每日进行 2-5次洒水降尘并设置台账，有效防治扬尘污染。

混凝土拌和系统采用全封闭形式，设置 7处气箱式脉冲袋收尘器，同时配备喷淋

系统，视天气每日进行 2-5次洒水降尘并设置台账。

本工程施工期取消了棒磨车间，对砂石料加工系统筛分车间溜槽采用全封

闭，筛分车间内衬设置了吸声棉材质，在胶带机处设置隔音罩，交通沿线设置了

限速及禁鸣标志牌，禁止夜间施工。根据施工期声环境监测，环境保护目标黄岭

八队处昼夜声环境均达标，故取消设置通风隔声窗。

图 1.2-20 砂石料加工系统封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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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砂石料加工系统粗碎车间喷淋系统

图 1.2-22 砂石料加工系统除尘器

图 1.2-23 混凝土拌和系统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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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4 洒水车运行

3）固废污染防治设施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弃渣和生活垃圾。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共设 3

处弃渣场，产生弃渣依据就近原则堆放。施工营地设置了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运往屯昌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施工期间在机械修配厂处设置了危废暂存间，用于收集废油、废布等危险废

物，收集后的危险废物委托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海南金百川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责任公司定期清运。

图 1.2-25 生活区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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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6 弃渣清运

图 1.2-27 危废暂存间

4）地下水污染防治设施

本工程在库区垭口地形布置 7座副坝，近期建设 1#、3#、4#、6#副坝，远

期建设 2#、5#、7#副坝，可有效预防水库渗漏问题。初设及实施阶段对上游不

稳地体防护方式进行了优化，考虑到边坡失稳可能对挡水坝影响程度较小，对库

区山体有一定的影响，在此处安装一体化 GNSS防盗观测墩进行安全监测。施工

营地各项污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不会对地下水水质造成影响。

1.3.验收过程简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环审〔2019〕142号”《关于海南省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

程蓄水前进行阶段性验收。2022年 4月 13日，验收单位通过公开投标，中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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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保护专题研究项目，工作内容包括蓄水阶段环

境保护验收，并于 2022年 4月 21日与建设单位签订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

工程环境保护专题研究项目技术服务合同。接受任务后，验收单位及时成立工作

团队，在收集、分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程设计文件及其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对库区、移民安置区等进行调查，及时掌握了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的工程概况、

环境背景、环境保护要求、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状况等，确定了本次阶段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工作的调查范围、验收标准、调查方法、主要工作内容及工作重点等，

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验收调查工作。

验收调查工作期间，验收单位于 2022年 4月立即开始整理工程环保验收要

求，并协助建设单位召开蓄水阶段环保验收推进会；于 2022年 10月进行工程现

场详细调查；于 2022年 5月、2022年 10月、2022年 11月、2023年 2月、2023

年 3 月、2023 年 10 月、2024 年 3 月、2024 年 6 月、2024 年 7 月、2024 年 12

月、2025年 5月多次至工程现场进行环保措施落实调查、环境影响调查并协助

建设单位召开蓄水阶段环保验收推进会。

2025年 5月 23日，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南省海口市组织召开

了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由建

设单位、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设计单位、环境监

测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组成的验收组，进行了现场查勘、

资料查验并听取了关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形成《海南省南渡

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根据会议

讨论结果，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要求，具备蓄水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本项目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验收调

查阶段和验收备案阶段。具体流程见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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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蓄水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

2.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实施情况

2.1.生态调度

环评报告要求要以生态流量优先，进行水库防洪调度及供水、灌溉等兴利调

度。环评批复要求统筹考虑南渡江干流生态和水环境需求，迈湾水库和松涛水库

下泄生态流量，并将流量过程纳入水库调度和发电调度运行方案。

实施阶段，建设单位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海

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松涛水库~迈湾水库生态调度方案》，根据调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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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①每年 11月至次年 5月，松涛水库利用生态机组和生态流量旁通管下泄不小

于 5.2m3/s的生态流量，水量下泄并与沿线支流水量汇合后进入迈湾水库库区，

迈湾水库利用生态机组和大机组下泄不小于 10.3m3/s的生态流量；②每年 6月至

8月，松涛水库利用生态机组和生态流量旁通管下泄不小于 15.6m3/s的生态流量，

水量下泄并与沿线支流水量汇合后进入迈湾水库库区，迈湾水库利用生态机组和

大机组下泄不小于 25.9m3/s的生态流量；③每年 9月至 10月，松涛水库利用生

态机组和生态流量旁通管下泄不小于 15.6m3/s的生态流量，水量下泄并与沿线支

流水量汇合后进入迈湾水库库区，迈湾水库利用生态机组和大机组下泄不小于

20.5m3/s的生态流量；④丰、平、枯及特枯典型年的生态调度集中在每年的 6~7

月，在不影响防洪调度的基础上，迈湾水库利用生态机组和大机组下泄生态流量

过程，峰值流量不小于 75.7m3/s。

2025年 4月 21日，《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松涛水库~迈湾水库

生态调度方案》通过了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的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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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生态调度方案技术咨询专家意见

2025年 5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

湾水利枢纽工程一期蓄水度汛调度运用方案》，并于 2025年 5月通过专家评审。

根据方案内容，一期蓄水遵循的主要原则包括一期蓄水期间迈湾水库生态流量按

10.3m3/s下放，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按 6月~10月 15.6m3/s、11月~翌年 5月 5.20m3/s

下放。已将生态流量过程纳入水库调度和运用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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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一期蓄水度汛调度运用方案专家评审意见

2.2.水温影响减缓措施

环评批复中要求“下阶段结合模型试验，进一步优化迈湾水库叠梁门和松涛

水库分层取水口相关参数。设置库区、坝前及坝下水温监测系统，运行期对水温

进行全面监测”。

设计阶段对叠梁门分层取水进行了进一步深化设计，实施阶段除落实叠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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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取水设施外，布置谷石滩坝前、谷石滩坝下、九龙滩坝前、九龙滩坝下、大

塘河、金江库中、金江坝下、东山坝前、东山坝下、龙塘库尾、腰子河、迈湾库

中、坝址上游 1km共 13个表层水温例行观测断面，并布置迈湾水库坝址、库中

垂向水温在线监测点和迈湾水库坝下表层水温在线监测点。

2.3.水源保护区

环评报告书提出迈湾水库建成后，作为坝址下游的澄迈县、定安县、海口市

和临高金牌港经济开发的供水水源地，地方政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对水源区进行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环评批复中提出“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确保水质安

全”。建设单位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迈湾水利枢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编制工作。2024年 5月 17日，澄

迈县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了技术咨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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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技术咨询意见

2.4.库底清理

环评报告中提出水库蓄水前，应进行库区清理，主要包括建（构）筑物的清

理、卫生清理、林地清理等一般清理及特殊清理。环评批复中要求“进行库底环

保清理，蓄水前应开展阶段环境保护验收，库底环保清理报告应作为主要内容。”

2024年 3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

湾水利枢纽工程库底清理实施方案》，清理范围包括正常蓄水位 101m淹没范围，

涉及加渥河、南坤溪、石古岭沟和贤水河 4条主要支流，涉及屯昌、澄迈、琼中、

儋州 4个县（市），共计 5个村委会 7个村民小组以及县级国有土地；涉及中坤

农场、西达农场、阳江农场 3个国营农场，共计 46个连队。库底清理分别由各

市县政府组织实施，包括澄迈县、儋州市、琼中县、屯昌县，目前均已完成并已

通过库底清理验收。

根据《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阶段移民安置终验报告》：

“经检查，库底清理已基本完成并通过了相关部门的专项验收，满足下闸蓄水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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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库底清理现场实施影像

图 2.4-2 卫生清理实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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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库底清理完成后照片

2.5.过鱼规程

环评批复中要求，在迈湾水库建设升鱼机进行过鱼。下阶段开展过鱼设施专

项设计，进行相关水工模型实验，进一步优化各设施结构和参数，制定过鱼规程，

确保长期有效运行。

初步设计阶段，设计单位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委托珠江水利委员

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开展了过鱼设施专项设计，进行了相关水工模型试验，编

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升鱼机数值模拟研究报告》（2020.01）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工模型和鱼工模型试验研究报告》

（2020.01），进一步优化了各设施结构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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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过鱼设施专项设计报告

实施阶段，根据《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升鱼机系统操作规程》：升鱼机布置在

电站尾水渠右侧。升鱼机按照“无人值守、自动过鱼”为主，辅以“人工分选”的设

计原则，主要由集鱼系统、运鱼系统、放鱼系统及集控系统等四部分组成。

图 2.5-2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升鱼机系统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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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升鱼机过鱼规程示意图

2.6.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2.6.1. 陆生植物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活动不得超越征地范围。施工过程中，对

施工运输车辆采取遮挡措施。临时用地施工活动完成后尽快进行植被恢复。加强

对施工人员的环境教育和宣传；在人员活动较多的集中的施工营地设置环境保护

警示牌。

初设及施工期已优化施工场地，但由于左岸施工需要，有部分施工临时布置

仍位于南渡江左岸，未严格避让左岸次生热带雨林。后续建议建设单位结合水土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32

保持要求种植次生热带雨林树种，及时对左岸进行植被恢复。

2.6.2. 次生热带雨林人工抚育试验

建设单位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先行开展了热带雨林人

工抚育试验，热带雨林人工抚育试验共包含两部分，一是空间尺度代替时间尺度，

原计划 3 个样地优化调整为 12个，调查岭南酸枣+滑桃树+猫尾木、山麻树+黄

桐+翻白叶、鸭脚木+黄桐+大叶山楝等群落类型如何向海南典型的低地热带雨林

群落结构演替；二是结合 2#渣场植被恢复需求，在渣场完成土地整理基础上，

以海南典型的低地热带雨林群落结构为目标，人工种植龙脑香科树种小树，同时

种植桑科、大戟科、桃金娘科、梧桐科及棕榈科等伴生种，栽植树草种近 15种，

栽植面积 18亩。

图 2.6-1 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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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浇灌

图 2.6-3 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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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2#渣场人工抚育试验

2.6.3. 水土保持措施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预防

和治理工程施工区水土流失，对施工生产生活区、上坝道路裸露边坡进行喷播草

籽复绿并加盖密目网、临时道路设置截水沟、排水沟，对施工区域剥离表土进行

集中堆放、拦挡覆盖。

主体工程区、永久办公生活区：施工前对占用原地类为耕、园地等表土资源

较集中的区域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占地范围内一角低洼区域，并进行拦挡和苫

盖，临时堆土周围采用编织袋装土挡护并用彩条布遮盖；根据主体设计实施截、

排水措施及生态混凝土框格草皮护坡等边坡防护措施。

料场区：开采前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山坡坡脚处，采用编织袋装土挡护并

苫盖；平台设置排水沟，外围布置好拦挡措施；施工后期，边坡采用植物护坡，

开采分级平台进行覆土，恢复植被。

弃渣场区：堆渣前剥离表土层，集中至渣场一角堆放，并进行拦挡；坡脚设

碾压堆石体护脚，周边设截排水沟，护脚高度以上放缓边坡分级堆放，边坡植草

护坡；施工结束后及时回覆表土，平整场地进行植被恢复和复耕。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前对占用原地类为耕、园地等表土资源较集中的区域

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占地范围内一角低洼区域，并进行拦挡；施工前在场地周

边布置排水沉沙设施，对局部挖填坡面植草防护；施工结束后平整场地进行植被

恢复和复耕。

交通道路区：施工前对临时用地区域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并进行拦挡；对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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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路段坡脚采取土袋挡墙临时拦挡；永久道路根据主体设计实施截、排水措施及

三维网植草护坡等边坡防护措施；施工临时道路汇水一侧修建简易排水沟，对挖

填边坡植草防护；施工结束后对永久道路栽植行道树绿化美化，对临时道路平整

场地进行植被恢复和复耕。

移民安置区：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并采取临时拦挡措施；施工过程中，在

竖向场地平整前在开挖线上游布设截水沟，填方区域施工前在下游设置临时拦挡

措施；施工结束后，对场地形成的挖填边坡采取植物措施护坡，对场地空地进行

土地整治，回填表土种植乔、灌木等。

专项设施改建区：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并采取临时拦挡和苫盖措施；施工

过程中，在路基工程挖方段开挖线上游设置截水沟，在路基工程填方段设置挡水

埂，对沿线经过农田和临近河道路段布设编织土袋临时拦挡；施工结束后对形成

的挖填边坡采取植物措施护坡，对沿线绿化区域绿化。

2.6.4. 移栽措施

①古树名木和重点保护植物

2020年，海南省林业局委托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淹没区古树名木、珍稀树木和绿化树木调查报告》，对迈湾水利枢纽淹没

区内的古树名木、珍稀树木和绿化树木进行了调查。迈湾淹没区涉及屯昌县、琼

中县、澄迈县，古树名木的移植分别由各市县负责移植。

本项目环评阶段要求移栽的 2株重点保护植物、9株古树，除 1株古树经复

核不在淹没区范围内无需移栽以外，其余已全部完成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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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古树名木、珍稀树木和绿化树木调查报告

表 2.6- 1 古树名木移栽一览表

序号 古树编号 移栽前经纬度 移栽后经纬度 移栽后照片

1 1#野荔枝
N19.428787°
E109.915163°

N19.396325°
E11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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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海南大

风子

N19.412694°
E109.908036°

N19.395939°
E110.072906°

3 3#笔管榕
N19.393456°
E109.928707°

N19.391915°
E109.928821°

4 4#斜叶榕
N19.393770°
E109.928407°

N19.391887°
E109.92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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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垂叶榕
N19.396182°
E109.934192°

N19.407036°
E110.120187°

6 6#垂叶榕
N19.396182°
E109.934192°

N19.425559°
E109.922409°

7 7#垂叶榕
N19.396334°
E109.933957°

N19.396171°
E110.0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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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荔枝
N19.381851°
E109.901279°

N19.406883°
E110.120160°

9 9#荔枝
N19.381193°
E109.901300°

N19.406976°
E110.120146°

10 10#荔枝
N19.344410°
E109.896237°

/ 位于淹没区外，未移植

11
11#高山

榕

N19.410716°
E109.836030°

N19.344297°
E109.89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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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海南新绿神热带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编制《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屯昌段）重点野生保护植物资源调查报告》，

根据其调查结果，工程淹没区（屯昌段）内共发现 5种国家级保护植物，分别为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1种（闽粤苏铁）和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4种（大叶黑桫椤、福

建观音坐莲、海南红豆、普洱茶），共计发现 456 株重点保护植株。

根据海南新绿神热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

（屯昌段）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移植技术方案》，计划将 456株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迁入 2个拟定迁入点：1号迁入地址位于屯昌县西部南坤镇黄竹岭林场

（109.941541°，19.289134°），距离淹没区约 10公里位置，迁入闽粤苏铁 2株、

大叶黑桫椤 1 株、福建观音座莲 425 株、海南红豆 10 株和普洱茶 2株；2 号迁

入地址位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109.503358°，19.517857°），距离淹没区约 50公里，迁入闽粤苏铁 1 株、福

建观音座莲 10株、海南红豆 3株和普洱茶 2株。

根据上述方案文件，移植时间拟定于 2025年 6月完成，重点保护植物苗木

移转、定植应避开高温酷暑天气，于早晨或傍晚时分为宜。

表 2.6- 2 工程淹没区（屯昌段）重点保护植物移栽一览表

序号 重点保护植物种类 国家保护级别 数量/株

1 闽粤苏铁 国家一级 3

2 大叶黑桫椤 国家二级 1

3 福建观音座莲 国家二级 435

4 海南红豆 国家二级 13

5 普洱茶 国家二级 4

总计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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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黑桫椤 福建观音座莲

普洱茶 海南红豆

闽粤苏铁 闽粤苏铁

图 2.6-6 重点保护植物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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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屯昌段）重点野生保护植物资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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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屯昌段）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移植方案

②特色植物

2024年，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迈湾水利枢纽主体工程

的古树名木移栽施工方案》，并将环评阶段要求移栽的 14株滑桃树移栽至进场

道路旁。本项目环评阶段要求移栽的 14株特色植物（滑桃树）已全部完成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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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3 淹没区内滑桃树移栽一览表

植物编号 移栽前经纬度 移栽后经纬度 移栽后照片

滑桃树 1#和 2#
N19.42057307°

E109.8521785°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3#
N19.42080408°

E109.8526231°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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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桃树 4#
N19.42095079°

E109.8556942°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5#和 6#
N19.42104352°

E109.8551327°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7#
N19.42074091°

E109.8549903°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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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桃树 8#
N19.42090998°

E109.8539263°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9#
N19.421077°

E109.8533499°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10#和

11#

N19.42069119°

E109.8524525°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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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桃树 12#
N19.42828341°

E109.9165272°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13#
N19.4278768°

E109.9172657°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滑桃树 14#
N19.37470751°

E109.7886362°

N 19.42272185°

E 109.9256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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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以新带老”环境保护措施

2.7.1. 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设施

环评报告中提出本工程“以新带老”解决松涛水库坝址处生态流量泄放问题，

在松涛大坝右岸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进水口采用分层取水方式，通过生态机

组和生态流量旁通管下泄生态流量，并设置生态流量在线监控系统。环评批复要

求“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机组和生态流量旁通管，汛期 6 月至 10 月下泄不小于

15.6m3/s的生态流量，其余月份下泄不小于 5.2m3/s的生态流量。并同步建设生

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实施阶段，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已被纳入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目前已开工建设，生态流量通过生态机组下泄，两台机组无

法正常工作时启用生态流量旁通管泄放生态流量。汛期（6~10月）最小生态流

量为 15.6m3/s，非汛期（11月~翌年 5月）最小生态流量为 5.2m3/s。工程在电站

尾水下游河道较顺直、规整之处布设超声波雷达液位计、图像采集器进行生态流

量监测。

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已于 2023年 5月 9日开工建设，目前工程

正处于建设中，计划 2025年 12月完成。

图 2.7-1 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进口施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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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 松涛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出口施工影像

2.7.2. 松涛水库坝下河道整治

环评报告中要求对松涛水库坝下松涛水库泄放设施（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电站

发电尾水）至腰子河汇合口约 3km进行林木清理、底泥清淤、河道生态修复。

实施阶段松涛水库坝下河道整治已被纳入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工程对坝下至腰子河汇合口约 2.81km河道进行疏浚整治，清除河道

内林木，清除底泥，采用缓坡浅滩构建技术进行河道生态修复。目前河道整治工

作已基本完成。

图 2.7-3 松涛水库坝下河道整治影像

2.7.3. 松涛水库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环评报告提出松涛水库设置生态流量在线监控系统，监测生态电站发电泄放

流量、生态流量旁通管泄放流量，在线监控系统与省生态环境、水利等行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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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联网。环评批复要求松涛水库同步建设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实施阶段，根据《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松涛水库建设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系统由雷达水位计、视频摄像机、物联采

集终端、无线通讯卡、终端箱、设备支架、太阳能蓄电池组成。

目前工程正处于建设中，计划 2025年 12月完成。

2.7.4. 水温影响减缓措施

环评批复中要求“下阶段结合模型试验，进一步优化迈湾水库叠梁门和松涛

水库分层取水口相关参数；设置库区、坝前及坝下水温监测系统，运行期对水温

进行全面监测”。

实施阶段松涛水库采用孔口分层方案，设置上、中、下三层取水，取水底板

高程分别为 158.50m，168.0m 和 180.0m。进水口顺水流向依次布置拦污栅段、

取水口段和事故闸门段，顺水流向总长 18.7m。

该措施被纳入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目前工程正处于

建设中，计划 2025年 12月完成。

2.7.5. 三座小水电拆除

环评报告书提出：腰子河流域面积较大、河段较长，整体生境适宜性较好。

迈湾水库蓄水前拆除同兴水电站、阳江农场二级水电站和阳江农场一级水电站，

实现河道连通。环评批复提出：拆除阳江农场一级、阳江农场二级和同兴 3座小

水电，不再进行开发利用。

实施阶段，根据鱼类栖息地保护规划，采取开展腰子河 3座小水电的拆除清

退、生境修复、营造鱼类适宜生境、开展腰子河流域环境护理，营造良好的水环

境等措施，对腰子河 42.0km河段开展鱼类栖息地保护。

目前建设单位已完成阳江农场一级、阳江农场二级和同兴 3座小水电拆除，

不再进行开发利用。

2.7.6. 过鱼设施

实施阶段，谷石滩水电站补建鱼道布置于水电站左岸，长度 1047.5m，布置

2个进口，1个出口。进口旁边设有导鱼电栅。鱼道过鱼季节进口设计最低运行

水位为 39.35m，设计最高运行水位为 41.58m。鱼道出口设计运行水位在

52.50m~51.59m 之间，设计最高运行水位为 5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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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鱼道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计划 2025年 8月完成。

九龙滩水电站补建鱼道布置于水电站左岸，长度 1081.5m，宽度 3m，布置

1个进口，3个出口。鱼道过鱼季节鱼道进口设计最低运行水位为 27.28m。鱼道

出口设计运行水位在 41.58m~37.88m 之间，设计最高运行水位为 41.58m。

目前该鱼道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计划 2025年 8月完成。

图 2.7-4 谷石滩鱼道建设影像

图 2.7-5 九龙滩水电站鱼道建设影像

2.7.7. 松涛水库环境影响后评价落实情况

环评报告书提出在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后即尽快组织开展松涛水库环境

影响后评价工作，并在迈湾水库蓄水前（近期 101m方案）完成后评价成果。

实施阶段，2022年 4月建设单位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松涛水库环境影响后评价。2023年 12月，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52

公司编制完成，并于 2023年 12月 7日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技术

咨询，2024年 5月上报至海南省水务厅，并于 2024年 6月 20日通过专家评审。

根据后评价报告，松涛水库建成以后，由于大坝的阻隔及多年未向下游下泄

水量，下游水文情势出现显著变化，松涛大坝、龙塘站年径流量均表现为显著下

降趋势；库区原流水生境发生了彻底改变，水体容量变大，深水区出现水温分层

现象，也将南渡江上游 137km 河段几乎完全与本流域隔绝，对流域水生生态造

成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南渡江水质演变总体保持平稳的态势，没有表现出由于

松涛水库工程建设而呈恶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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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 松涛水库环境影响后评价评审意见

3. 整改工作情况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了环境保护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

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经环境监理检查，现场曾出现过沉淀池水面满溢、部分

道路扬尘较大、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故障等问题，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积极落

实整改意见，通过加快处理水回用、截流导排防止雨水入池、加强洒水降尘频次、

及时安排设备厂家进场维修等措施，已积极整改现场发现的各项环境问题。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期间，自 2021年起，多次接受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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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屯昌县生态环

境局等各级主管部门和集团公司内部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2021年 12月，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并提出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环评事中监管反馈意见。2022 年 9 月，建设单位向生态

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回函，报送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环评事中监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就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回复。

2022年 3月，屯昌县生态环境局针对扬尘防治问题和危废处置问题对海南

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展回头看检查，提出相关整改要求。2022年 3月，

建设单位工程建设管理部及时向屯昌县生态环境局反馈工程整改情况，落实整改

要求。

2022年 10 月，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开展 2022年度环评与排污许可现场调研

检查工作，包括对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等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现场调

研，建设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对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现场调研工作进行了汇报。

2023年 8月、11月，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两

次开展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2024 年 1

月，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回函，报送迈

湾水利枢纽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就落实情况逐一进行

了回复。

2025年 3月，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前往海南省调研海南省南渡江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以新带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建设单位组织相关

部门对调研检查工作进行了汇报，并针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响应，落实

整改要求。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期间高度重视历次监督检查要求，对监

督检查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布置整改计划，对施工单位要求立行立改。积极

落实整改意见，并就落实情况积极向有关部门进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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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7 环保部门执法监督检查及回复文件

4. 相关政府部门承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实施情况

4.1.工程水污染防治规划

环评批复中提出“严格落实《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治规

划》，落实水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制定实施年度计划、明确资金安排，切实推进

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实施。针对目前预测超标的水质因子，制定污染物进一步削减

方案，保障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实施效果。工程近期蓄水前，开展工程水污染防治

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并作为工程投入运行的前提条件”。

2017年 10月，海南省人民政府通过“琼府函〔2017〕160号”文发布《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治规划的批复》，确认海

口市、儋州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澄迈县、屯昌县、临高县、定安县政府是

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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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本工程水污染防治规划的批复

建设单位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工作，

2024年 8月 19日，《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效果

评估》通过专家审查。

根据实施效果评估报告，海口市、儋州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澄迈县、

屯昌县、临高县、定安县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推进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实

施。水源保护方面：目前迈湾已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编制工作，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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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已印发水源保护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设置水质自动监测站；工业污

染防治方面：各市县均落实了排污许可制度、监管重点单位安装自动在线监控系

统，开展集中治理工业聚集区水污染治理工作；节水方面：各市县均建立了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建设高效农业节水工程、提高灌溉系数、建设水资源信息管

理平台等；城镇生活污水方面：各市县基本完成建制镇污水处理工程，并安装进

出水在线监测装置。养殖污染控制方面：依法关闭和搬迁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养

殖户，建设粪污处理设施装置、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等。面源污染方面：开展

农药花费减施与重大病虫害防治、回收农膜和农药包装物、提高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覆盖率、积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水域生态保护方面：各市县积极推进

水环境保护项目建设，基本完成规划要求的水域生态保护工程。

随着水污染防治措施的逐步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采取了水污染防治

措施后，城镇生活污染物、农村生活污染物、工业污染物、畜禽养殖污染物、农

业面源污染物等各项污染物削减量基本能够完成规划削减量的一半以上。《水污

染防治规划》实施后，迈湾水库库区范围内水质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Ⅱ类水质要求，能够满足迈湾水库供水需求（南渡江干流及支

流重点关注断面水质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

质要求），虽新坡水源地以及龙州河有轻微超标，但均能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目前实施了《水污染防治规划》中提出的实施年限为 2020 年的防治措施，

尚有部分措施尚未完成，同时实施年限为 2030 年的防治措施需进一步开展。需

下一步持续开展节水工作、加强工业企业在线监测系统、生产废水处理措施、农

业排水污染治理工程、坎头河、南坤河、西昌河水环境治理工程等水污染防治措

施，进一步加大污染物削减力度，力争在 2030 年满足污染防治指标目标以及污

染物削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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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专家组评审意见

4.2.鱼类栖息地保护

腰子河流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已纳入屯昌水生态“十四五”规划，作为

屯昌“十四五”期间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重点工程项目进行推进实施。2022 年 6

月，屯昌县生态环境局以屯环境发〔2022〕99号文发布《屯昌县生态环境局关

于印发屯昌县“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要求各镇政府及有关单位

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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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关于印发屯昌县“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2022年 4月，建设单位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海

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鱼类栖息地保护规划》，并于 2024年 8月 8日通

过专家评审会议。根据鱼类栖息地保护规划，采取开展腰子河 3座小水电的拆除

清退、生境修复、营造鱼类适宜生境、开展腰子河流域环境护理，营造良好的水

环境等措施，对腰子河 42.0km河段开展鱼类栖息地保护。

目前拆除腰子河 3座电站已纳入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现已完成阳江农场一级、阳江农场二级和同兴 3座小水电拆除，不再进行开发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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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阳江一级电站拆除

图 4.2-3 阳江二级电站拆除

图 4.2-4 同兴电站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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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专家评审意见

5. 征地移民工程及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5.1.征地移民工程情况

本工程征地移民工作分为澄迈县、儋州市、琼中县、屯昌县四个区域，各县

市内的征地移民工作单独验收，目前均已完成移民终验报告并通过验收。

（1）建设征地

环评阶段工程近期方案（正常蓄水位 101m）水库淹没及影响区永久征收土

地总面积 42961.16亩。

设计阶段工程近期方案（正常蓄水位 101m）永久征收土地面积 44802.23亩，

较环评阶段增加了 1841.07亩。

根据《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阶段移民安置终验管理工作

报告》，实施阶段永久征收土地面积为 39064.1亩（不含水域）。对比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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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近期方案（正常蓄水位 101m）永久征收土地面积为 39988.12亩（不含水域），

减少了 924.02亩。

工程建设征地在设计阶段由于统计深度结果偏差，较环评阶段有小幅增加，

实施阶段由于个别建构筑物占地优化、坝型变化使开挖边坡变化、施工布置优化

调整等因素，永久征收土地面积较设计阶段出现了小幅度减少。总体而言，实施

阶段建设永久征地面积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2）移民安置

环评阶段近期方案（正常蓄水位 101m）规划水平年搬迁总人口 4048人，规

划修建居民点 7个。

设计阶段近期方案（正常蓄水位 101m）规划水平年搬迁人口 1169户 4768

人，较环评阶段增加 720人；移民安置点设置 5个，较环评阶段减少 2个。

根据《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阶段移民安置终验报告》，

实施阶段共搬迁淹没影响人口 1137户 4467人，需要搬迁安置的人口已全部搬离

水库淹没影响区。共建设移民安置点 5个，移民房屋已全部建成，集中安置点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完成。对比环评阶段，搬迁人数增加 419人，移民安

置点减少 2个。

人数变化原因主要是经实地复核、张榜公告、调整优化后将部分后续搬迁人

员纳入近期实施对象等因素所致。另外工程根据移民意愿以及距离较近的安置点

进行整合优化，集中安置点数量由环评阶段的 7处调整为 5处。

5.2.移民安置环保措施

实施阶段，本工程共设置 1处农村集中安置点：合水村集中安置点，4处农

场集中安置点：中坤荔枝园、中坤场部、黄岭美马桥、西达南大安置点。其中中

坤石弄花合并至中坤荔枝园、黄岭新村合并至黄岭美马桥安置点。

各移民安置点均设置了化粪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中坤场部安置点生活

污水已纳入市政管网，其他移民安置点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于绿化、农田灌溉等，

不外排。在安置区内设置有垃圾桶，经集中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对集中安置点的空地、道路两侧。房前屋后均进行了绿化，种植草坪、设置

行道树等。改变了安置人员居住地的周边环境，移民生活环境建设比以前有所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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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合水村污水处理设施

图 5.2-2 荔枝园污水处理设施

图 5.2-3 美马桥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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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西达南大污水处理设施

图 5.2-5 中坤场部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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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移民安置区现状

6. 公众意见调查情况

6.1.调查目的与内容

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但同时工程施工对环境也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水利水电》（HJ/T 394-2007）等要求，在本次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

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期间同步开展了公众意见调查工作，以全面、客观地调查

工程施工期对区域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及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了解公众对工程

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本次蓄水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将公众参与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内容，其主要目的在于：

（1）了解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一般性意见和基本态度。

（2）了解工程施工期间是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

（3）调查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

（4）调查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及要求。

（5）了解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6.2.调查对象与方法

依照广泛性与针对性原则，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对象以利益相关公众为主，调

查对象主要为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安置点居民。个人问卷调查方面重点调查

了合水村安置点、西达南大安置点、美马桥安置点（原工程周边黄岭八队已搬迁

至美马桥安置点）、中坤场部安置点、荔枝园安置点，团体调查方面重点走访了

农村集中安置点-合水村安置点和农场集中安置点-西达南大安置点。

公众意见调查主要采用走访、问卷调查等方法。问卷调查，即被调查对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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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表格采取划“√”的方式作回答；此外还有走访调查方式，即被调查者口头

回答问题，从而了解公众对电站所采取环保措施的意见和建议。本次调查共发放

调查表格 36份，收回有效调查答卷 36份，其中个人调查表 34份，团体调查表

2份。

6.3.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分析

（1）公众意见调查表团体调查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共发放团体调查表 2份，收回 2份，回收率 100%，基础信息见表

6.3- 1，统计结果见表 6.3- 2。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被调查的团体中，有 100%的团体认为本工程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50%的团体认为本工程施工期间对环境的主要不利影响是空气污染，另 50%认为

是生态影响；50%的团体认为本工程建设对当地环境无影响，另 50%认为影响较

小；100%的团体认为本工程建设对附近生产、生活用水无影响；100%的团体对

本工程采取的环保措施效果满意；100%的团体认为工程施工期间没有环境污染

风险事故或扰民事件发生；100%的团体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总体满意；各团

体无改善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

表 6.3- 1 公众参与团体调查对象基础信息表

序号 工作单位 电话

1 西达南大安置点 1392666****

2 合水村安置点 1351802****

表 6.3- 2 公众参与团体问卷调查结果表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统计

选项 数量（份） 比例（%）

1、贵单位认为本工程是否有利于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有利 2 100

不利 0 0

不知道 0 0

2、贵单位认为本工程施工期间对环境的

主要不利影响是什么？

水体污染 0 0

空气污染 1 50

环境噪声 0 0

水土流失 0 0

生活垃圾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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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响 1 50

3、贵单位认为本工程建设对当地环境的

影响如何？

无影响 1 50

影响较小 1 50

影响一般 0 0

影响较大 0 0

4、贵单位认为本工程建设对附近生产、

生活用水的不利影响如何？

无影响 2 100

影响较小 0 0

影响一般 0 0

影响较大 0 0

5、贵单位对本工程采取的环保措施效果

是否满意？

满意 2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6、据贵单位所知，工程施工期间有没有

环境污染风险事故或扰民事件发生？

无 2 100

不了解 0 0

发生过 0 0

7、贵单位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总体满

意程度？

满意 2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8、请写出贵单位最关注的环境保护问

题，以及希望进一步改善的环境保护工

作建议。

无

（2）公众意见调查表个人调查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共发放个人调查表 34份，收回 34份，回收率 100%。个人调查意

见基础信息见表 6.3- 3，统计结果见表 6.3- 4、表 6.3- 5。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①94.12%的被调查个体认为本工程建设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或不知

道。

②61.76%的被调查个体认为本项目施工建设对自身没有影响，35.29%的被

调查个体认为影响最大的是农业生产。

③55.88%的被调查个体认为工程施工期间对区域环境没有影响，认为有水体

污染、水土流失、生活垃圾影响的分别占比 17.65%、11.76%、17.65%。

④82.36 %的被调查个体对工程已停止使用的施工场地的生态恢复措施表示

满意或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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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44.12%的被调查个体认为工程需要改善的环保措施为生态保护，44.12%

的被调查个体认为工程需要改善的环保措施为垃圾保护，17.65%的被调查个体认

为工程需要改善的环保措施为水质保护。

⑥100%的被调查个体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综上，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个人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公众对本工程的环

境保护工作持认可态度，同时也认为在生态保护、垃圾保护等方面依然有改善余

地。建议建设单位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环保措施的实施，进一步完善移民安置区

的生活环境，对已停止使用的施工场地及时开展生态恢复工作。

表 6.3- 3 公众参与个人调查对象基础信息表

序号 姓名 住址 联系方式

1 曾育山 西达南大安置区 1387662****

2 李瑞意 西达南大安置区 1301622****

3 钟曹武 西达南大安置区 1821782****

4 邓成实 西达南大安置区 /

5 王成全 西达南大安置区 /

6 王成吉 西达南大安置区 /

7 岳成业 西达南大安置区 /

8 岳唐弟 合水村安置区 1392654****

9 岳朋军 合水村安置区 /

10 岳成招 合水村安置区 /

11 陈晓玲 美马桥安置区 1351802****

12 农秋灵 美马桥安置区 1368755****

13 王和德 美马桥安置区 1397617****

14 赵会心 美马桥安置区 1847710****

15 凌天宝 美马桥安置区 1887692****

16 邱鲁弟 美马桥安置区 1777691****

17 马四团 美马桥安置区 1878992****

18 史超 中坤场部安置区 1512070****

19 谈勇 中坤场部安置区 1397630****

20 夏新科 中坤场部安置区 1397607****

21 谢妙南 中坤场部安置区 1397630****

22 庄海勇 中坤场部安置区 173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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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何荣来 中坤场部安置区 1738466****

24 刘海霞 中坤场部安置区 1330757****

25 韩月光 中坤场部安置区 1510364****

26 王海桂 中坤场部安置区 1808970****

27 蒋宋岳 荔枝园安置区 1370756****

28 刘飞 荔枝园安置区 1887667****

29 刘昂 荔枝园安置区 1520301****

30 谢永忠 荔枝园安置区 1387662****

31 叶大贵 荔枝园安置区 1828978****

32 张家荣 荔枝园安置区 1828981****

33 庞南义 荔枝园安置区 1878956****

34 李云发 荔枝园安置区 1897650****

表 6.3- 4 公众参与个人调查对象统计表

调查对象 数量（个） 百分比（%）

性别
男 30 88.24

女 4 11.76

年龄

20岁以下 0 0.00

20~30岁 1 2.94

30~50岁 12 35.29

50岁以上 21 61.76

民族

汉族 24 70.59

苗族 8 23.53

黎族 1 2.94

壮族 1 2.94

其他 0 0.00

职业

农民 7 20.59

工人 5 14.71

干部 3 8.82

自由职业者 19 55.8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 29.41

初中 17 50.00

高中 6 17.65

大学及以上 1 2.94

调查属性 工程移民 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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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数量（个） 百分比（%）

施工区附近居民 0 0.00

施工人员 0 0.00

其他 0 0.00

表 6.3- 5 个人意见调查结果一览表

序

号
调查项目 数量（个） 百分比（%）

1 您是否了解本工程？

了解 9 26.47

一般 4 11.76

不太了解 21 61.76

2
您认为本工程建设是否

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

有利 16 47.06

不利 2 5.88

不知道 16 47.06

3
本项目施工建设对您影

响最大的是：

施工噪声 0 0.00

施工粉尘 0 0.00

施工废水 1 2.94

农业生产 12 35.29

没有影响 21 61.76

4
工程施工期间对区域环

境影响主要为：

水体污染 6 17.65

空气污染 0 0.00

环境噪声 2 5.88

水土流失 4 11.76

生活垃圾 6 17.65

没有影响 19 55.88

5
您对工程已停止使用的

施工场地的生态恢复措

施是否满意？

满意 14 41.18

基本满意 14 41.18

不满意 6 17.65

不满意，我建议 无

6
您认为工程采取的环保

措施哪些方面需要改

善？

生态保护 15 44.12

粉尘控制 0 0.00

水质保护 6 17.65

噪声防治 0 0.00

景观恢复 2 5.88

垃圾处理 15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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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查项目 数量（个） 百分比（%）

其他 7 20.59

7
您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

作总体满意程度：

满意 14 41.18

基本满意 20 58.82

不满意 0 0.00

不满意，我建议 无

8

请写出您最关注的环境

保护问题，以及希望进

一步改善的环境保护工

作建议：

无

6.4. 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共回收调查表 36份。根据公众意见问卷调查结果，南渡江迈湾水

利枢纽工程周边被调查的公众基本认可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100%的被调查

个体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同时被调查的公众也认为本工

程在生态保护、垃圾处理等方面依然有改善余地。建议建设单位进一步加强生活

垃圾处理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提升移民安置区的生活环境，对已停止使用的施工

场地及时开展生态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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