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环境保护信息公示 
 

一、工程基本信息 

1.1 工程概况 

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甘孜～天府南～成都东、天府南～铜梁 1000 千伏交

流工程）（以下称“本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分别由国网特高压公司华东工

程建设部、国网四川电力、国网重庆电力负责建设管理，国网特高压公司信息环

保部统一管理工程环保水保工作。工程于 2023 年 3 月开工，计划 2024 年 12 月

投入运行。 

本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重庆市，涉及涉及 8 个地级市行政区，16 个

县级行政区。 

本工程项目主要分为变电工程和线路工程。变电工程包括甘孜 1000kV 变电

站新建工程（以下简称甘孜变电站）、天府南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以下简称

天府南变电站）、成都东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以下简称成都东变电站）和铜

梁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以下简称铜梁变电站）四部分；线路工程包括新建

甘孜～天府南 1000kV 线路工程、新建天府南～成都东 1000kV 线路工程、新建

天府南～铜梁 1000kV 线路工程和 500kV 线路迁改工程、500kV 线路迁改工程五

部分，一共九个部分。 

甘孜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 

站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康定市呷巴乡立启

村。本期主要建设内容为：1000kV 主变 2×3000MVA；1000kV 出线 2 回，100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2×600Mvar；500kV 出线 7 回，50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2×

120Mvar。 

（2）天府南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 

站址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镇阳镇两河村。本期主要建设内容为：1000kV

主变 2×3000MVA；1000kV 出线 6 回，100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4×600Mvar；

500kV 出线 4 回。 

（3）成都东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 



站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良安镇全胜社区罗家沟村。本期主要建设内容

为：1000kV 主变 2×3000MVA；1000kV 出线 4 回，100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3×

600Mvar；500kV 出线 6 回。 

（4）铜梁 100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 

站址位于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高碑村。本期主要建设内容为：1000kV 主变

2×3000MVA；1000kV 出线 2 回，100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1×720Mvar；500kV

出线 6 回。 

（5）甘孜-天府南 1000kV 线路工程 

线路总长约 2×303.8km，采用两个单回路架设。甘孜～天府南 1000kV 交流

线路工程从甘孜 1000kV 变电站（立启站址）起，向西北出线后右转向东走线，

到达塘泥坝村附近继续向东走线，在道坡左转至大风湾村后左转后到达松林西侧，

线路左转跨越大渡河后到马桑坡西北侧，来到泸定县干海子，翻过二郎山山顶后

进入雅安市泸定县喇叭河镇继续向东走线到达雅安市天全县茶房头，过了喇叭河

镇后右转向东南方向行进，之后左转至后阳村后向东，后右转沿东南方向走线至

雨城区八步村张家沟，然后左转向东进入望鱼镇北侧，后经过柏香村南侧、新民

村北侧、八角村南侧，然后进入眉山市洪雅县。然后转向东北进入洪川镇，进入

夹江县境内至桂花乡附近，线路继续向东在花桥村南侧转向东跨越岷江，在凤凰

村两侧通过后向东直至天府南站。路径方案长度 2×303.8km，按两个单回路架

设，曲折系数 1.32，海拔高度 300－4750m，地形比例为平地 5.5％、丘陵 22.0％、

一般山地 22.9％、高山 26.6％、峻岭 23.0％。 

甘孜-天府南 1000kV 线路途经四川省甘孜州、雅安市、眉山市、乐山市。 

（6）天府南-成都东 1000kV 线路工程 

线路总长约 2×144.6km，采用同塔双回路架设。天府南～成都东 1000kV 交

流线路工程起于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天府南 1000kV 变电站，向东北走线，避让

周坡镇规划区后进入眉山市；经板桥镇、新店镇进入内江市；经发轮镇、配龙镇

进入资阳市；继续向东北走线，经清水乡、中和镇、保和镇，进入乐至县；经中

天镇、高寺镇、凉水乡、大佛镇至全胜乡西侧，随后向北走线接入成都东 1000kV

变电站。线路总长约 2×144.6km，同塔双回路架设，曲折系数 1.13，海拔高度

300－650m，地形比例为丘陵 68％、一般山地 32％。 



天府南-成都东 1000kV 线路途经四川省乐山市、眉山市、内江市及资阳市。 

（7）天府南-铜梁 1000kV 线路工程 

线路总长约 2×209.2km，采用同塔双回路架设。天府南～铜梁 1000kV 线路

工程从天府南 1000kV 变电站两河站址出线后向东北方向走线，至毛坝场、兰家

沟村、红锋村进入眉山市仁寿县境内；经曹家镇、钟祥镇、始建镇、宝飞镇、藕

塘镇、禄加镇、板桥镇、禾加镇，进入内江市资中县；在资中县境内经罗泉镇、

龙结镇、球溪镇、归德镇转向东北，在大屋基南侧继续向东，途经弥陀村、姚家

老房子、经枣子湾、空洞村，在余家坝转向正东到达油房沟。继续向东前进，过

共和乡、罗家沟、乾龙镇双铃村、横庙乡竹林沟村、高升乡曾家湾村、林凤镇山

林湾、石羊镇安家沟村、杨何湾村、王家坪村、护龙镇吴家沟村进入重庆潼南区，

过新胜镇石坝湾村、店子湾村、板桥村、张家湾村、陈家坝村、花房子村、高碑

村后接入铜梁变。线路总长约 2×209.2km（其中四川境内长度 2×186.5km，重

庆境内长度约 2×22.7km），按同塔双回路架设，曲折系数 1.08，海拔高度 200－

600m，地形比例为丘陵 64.0％、一般山地 33.3％、泥沼 2.7％。 

天府南～铜梁 1000kV 线路途经四川省乐山市、眉山市、内江市、资阳市，

重庆市潼南区、铜梁区。 

（8）500kV 线路改造工程  

本工程 1000kV 线路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西龙镇跨越 500kV 南天～东坡

I、II 线（运行名：天坡 I、II 线），需要改造天坡 II 线，加大天坡 I、II 线间距，

从而实现对这两条 500kV 线路的分别跨越，避免两条线路同时停电，造成较大

影响。改造工程拆除 500kV 天坡 II 线 0.6km，拆除铁塔 2 基，新建 3 基铁塔，

新建线路约 0.7km，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西龙镇蔡漕村。 

（9）220kV 线路改迁工程 

1）220kV 冷临线改迁工程 

由于走廊拥挤，地质条件等因素，本工程走线需占用 220kV 冷临线部分路

径。为确保本线路与已建线路间的施工、运行安全距离，需拆除 220kV 冷临线

6.9km，拆除铁塔 25 基，新建 7.4km，新建铁塔 29 基。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甘

孜州泸定县冷碛镇和雅安市天全县两路乡。 

2）220kV 冷小雅改迁工程 



由于走廊拥挤，地质条件等因素，本工程走线需占用 220kV 冷小雅部分路

径。为确保本线路与已建线路间的施工、运行安全距离，需拆除 220kV 冷小雅线

0.84km，拆除铁塔 5 基，新建 0.82km，新建铁塔 5 基。 

3）220kV 天爱 I 线改迁工程 

拆除 220kV 天爱 I 线 0.7km，拆除铁塔 2 基，新建 1.0km，新建铁塔 4 基。

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余坪镇春风村。 

 
本工程地理位置图 

1.2 参建单位 

本工程共设立了个 8 业主项目部（甘孜站场平、甘孜站土建、天府南站、铜

梁站、川西、川中、川东、重庆），包含 10 家监理单位（变电站 4 家、线路 6 家）、

39 家施工单位（变电 13 家、线路 26 家）。 

本工程参建单位及环水保负责人见下表。 

1. 省公司、建设管理单位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  张  智 
国网特高压公司 
信息环保部 

主任 /  

2  吴  凯 主任助理 /  



3  贾  凡 专责 15807113003  

4  肖  峰 
国网特高压公司 
华东工程建设部 

书记 /  

5  潘宏承 专责 15261870360  

6  蓝健均 
国网四川电力 

建设部 

主任 /  

7  侯国彦 专责 13980073988  

8  周泽宏 
国网重庆电力 

建设部 

副主任 /  

9  王国胜 专责 15025407490  

10  李百根 
国网四川 
建设公司 

分管领导 /  

11  何洋 专责 13683460906  

12  杨永全 
国网重庆 
建设公司 

分管领导 /  

13  张力 专责 17623207004  

 

2. 变电工程 

2.1 甘孜变电站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4  肖  峰 
国网特高压公司业

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 

 

15  潘宏承 环水保专责 15261870360 



16  杨洪 
国网四川电力 

场平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882302548  

17  朱德伟 环水保专责 18919529284  

18  黄凯 
湘电咨询 

监理项目部 

总监 18973125592 

监理项目部 

19  尤虎 环水保专责 18684538085 

20  张晓洪 
国网四川电力送变

电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18828021058 

场平施工 

21  陈博 环水保专责 18382297132 

22  李龙才 

西南电力设计院 

设总 13551049968 

设计 A 

23  余振华 环水保设计 18349268101 

24  张国钦 
四川电力 

设计咨询 

设总 13882232915 

设计 B 

25  葛华 环水保设计 18200568146 

26  贾玉武 
武汉南方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15971462658 

桩基 

27  胡烜 环水保专责 18372182417 

28  袁学知 

湖南送变电 

项目经理 13507314215 

土建 A 

29  何建美 环水保专责 15367289850 

30  管书宇 

河南六建 

项目经理 15333793379 

土建 B 

31  胡耀清 环水保专责 18738651073 



32  李文强 

江西送变电 

项目经理 13687092607 

电气 A 

33  王子卿 环水保专责 15970447462 

 

2.2 天府南变电站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34  李晓华 

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880990449 

 35  王朝波 项目副经理 18781311750 

36  范群松 环水保专责 13808033323 

37  吴串国 
江苏咨询监理项目

部 

总监 18913881030 

监理项目部 

38  陈涛 环水保专责 18913880220 

39  曾鸿 
四川送变电施工项

目部 

项目经理 139 0819 5942 

场平施工 

40  杜陈 环水保专责 191 8139 2538 

41  马勇杰 

华东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916755222 

设计 A 

42  刘培 环水保设计 18301977665 

43  张龙骧 

安徽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856094986 

设计 B 

44  赵飞 环水保设计 13003092692 

45  任昌宙 安徽送变电施工项 项目经理 15156888385 桩基（土建 B） 



46  瞿晓玮 
目部 

环水保专责 18356130343 

47  丁飞龙 
安徽送变电施工项

目部 

项目经理 13856080825 

土建 A 

48  瞿晓玮 环水保专责 18356130343 

49  魏鑫 
甘肃送变电施工项

目部 

项目经理 13919282085 

电气 A 

50  王明辉 环水保专责 13993152595 

 

2.3 成都东变电站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51  刘阳 

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880778472 

 52  冯跃 项目副经理 15882314239 

53  张舸 环水保专责 13980594662 

54  孙浩尹 
国网四川送变电有

限公司 

项目经理 18180902403  

55  张成泽 环水保专责 18282750947  

56  杨仁义 
山东诚信监理项目

部 

总监 18615669229 

监理项目部 

57  刘建明 环水保专责 16652006292 

58  张飞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

集团西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 

 

设总 18092062448 

设计 A 

59  贾海娟 环水保设计 18189101365 



60  王椿丰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 

 

设总 13655163095 

设计 B 

61  王凯洋 环水保设计 15195975128 

62  黄成相 
上海送变电工程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18723285015 

土建 A 

63  苏其卫 环水保专责 18248561360 

64  斯龙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

省水电工程局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17370076086 

土建 B 

65  赵丙泽 环水保专责 17744712552 

66  贾维 

国网四川送变电 

项目经理 13678098990 

电气 A 

67  黄强 环水保专责 13928222426 

 

2.4 铜梁变电站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68  张航 

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508317608 

 

69  李第甲 环水保专责 17784413104 

70  张航 

场平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508317608  

71  李第甲 环水保专责 17784413104  

72  艾东训 
湖北环宇 

监理项目部 

总监 15628856698 

监理项目部 

73  罗庆 环水保专责 15827921205 



74  陈贤超 
重庆送变电 

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883015933 

场平施工 

75  罗丹 环水保专责 15023088960 

76  杨宗 
东北院 

设计项目部 

设总 18686386196 

设计 A 

77  祖健全 环水保设计 18643074838 

78  韩选民 
河南院 

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837117350 

设计 B 

79  刘天 环水保设计 18838268506 

80   

未定标 

项目经理  

桩基 

81   环水保专责  

82  陈贤超 
重庆送变电 

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883015933 

土建 A 

83  徐颖雪 环水保专责 17783859257 

84  廖智伟 
重庆送变电 

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594198898 

电气 A 

85  牟牧 环水保专责 13883382770 

3. 线路工程 

3.1 四川川西段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86  徐洪 

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908083750 
施工包 1-施
工包 15 

87  朱德伟 环水保专责 18919529284 



88  李玮 
山西锦通监理项目

部 

总监 17735152278 
施工包 1-施

工包 6 
89  郭勇 环水保专监 17735152847 

90  冯小巍 
四川赛德监理项目

部 

总监 13981188150 
施工包 7-施
工包 14 

91  汪洋 环水保专监 18627921855 

92  吕广义 
长春国电监理项目

部 

总监 15546668080 

施工包 15 

93  夏鑫 环水保专监 18345497999 

94  佟继春 

四川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981900762 
施工包 1-施

工包 4 
95  

陈晓琳 

尹武君 

环保设计 

水保设计 

17761298417 

18981815732 

96  胡涛 

湖南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5073151431 
施工包 5-施

工包 8 
97  肖冬华 环水保设计 18684850669 

98  李澄宇 

西南设计项目部 

设总 17308100967 
施工包 9-施
工包 11 

99  
蔡宏宇 

 
环水保设计 15902867552 

100  郭瑞 

西北设计项目部 

设总 18192320139 
施工包 12-施
工包 15-1 

101  贾海娟 环水保设计 18189101365 

102  赵新宇 

江苏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5151843916 

施工包 15-2 

103  
战龙龙 

陈诚 
环水保设计 

13512513237 

18260052426 



104  曾小海 

1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881083205 

包 1 四川蜀能 

105  杨骐瑞 环水保专责 15982046536 

106  王仲然 

2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890142171 
包 2 河南送变

电 
107  张浩坤 环水保专责 15729387858 

108  鲍海浚 

3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897588972 
包 3 青海送变

电 
109  何万良 环水保专责 13007728621 

110  李维一 

4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8943140202 
包 4 吉林送变

电 
111  孟令通 环水保专责 15524433757 

112  范涛 

5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070879009 
包 5 江西送变

电 
113  严永鹏 环水保专责 17607965206 

114  曾红刚 

6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797027652 
包 6 湖北送变

电 
115  姜波 环水保专责 13377891986 

116  姚兴博 

7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942369959 
包 7 辽宁送变

电 
117  吕哲 环水保专责 17642088612 

118  张利刚 

8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671509973 
包 8 华东送变

电 
119  章斌 环水保专责 18805538001 



120  杨忠友 

9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880589308 
包 9 四川送变

电 
121  杨志伟 环水保专责 15182820246 

122  唐云 

10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594017314 
包 10 中国电

建重庆工程公

司 123  彭超 环水保专责 18375743273 

124  赵彦林 

11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9934040069 
包 11 甘肃送

变电 
125  邓德斌 环水保专责 19961793989 

126  王明辉 

12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973323190 
包 12 湖南送

变电 
127  孙权 环水保专责 15974226786 

128  胡敏桂 

13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984315427 
包 13 贵州送

变电 
129  翟健 环水保专责 13595186698 

130  刘杰 

14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8135288508 
包 14 山西送

变电 
131  庞国壮 环水保专责 15035853385 

132   

15 标施工项目部 

  

重新招标 

133     

3.2 四川川中段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34  罗国君 

业主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568163336 施工包 16-施
工包 20、施

工包 22-施工

包 23 135  王鸿 环水保专责 15882397803 

136  吕广义 
长春国电监理项目

部 

总监 15546668080 
施工包 16-施

工包 18 
137  夏鑫 环水保专监 18345497999 

138  唐明利 山东诚信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监理

项目部 

总监 18563718003 
施工包 19-施

工包 20 
139  魏相宇 环水保专监 18563718122 

140  张雷 吉林省吉能电力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监

理项目部 

总监 18844768001 
施工包 22-施

工包 23 
141  刘晋孚 环水保专监 15044676005 

142  赵新宇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

设计项目部 

设总 15151843916 
施工包 16-施
工包 17-1 

143  
战龙龙 

陈诚 
环水保设计 

13512513237 

18260052426 

144  马文超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

究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5818888313 
施工包 17-2-
施工包 18 

145  
陈琳韬、朱

家源 
环水保设计 

15622202221、

18603617013 

146  张显峰 
东北电力设计院设

计项目部 

设总 13086807899 
施工包 19-施
工包 20-1 

147  
张延辉 

孙义 
环水保设计 

13578697246 

13514314072 

148  万志方 
中南电力设计院设

计项目部 

设总 13908638475 

施工 20-2 

149  龙菲菲 环水保设计 18792629643 



150  陈玮 环水保设计 13545200486 

151  潘峰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

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588117543 

施工包 23 

152  冯鹤 环水保设计 13732223177 

153  卢建序 环水保设计 15088682141 

154  洪友朋 环水保设计 15924173543 

155  李铭磊 

16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032916677 
包 16 陕西送

变电 
156  赵春芳 环水保专责 18146818802 

157  虎久栋 

17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8309687873 
包 17 宁夏送

变电 
158  黄嘉毅 环水保专责 15809516326 

159  李海威 

18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602851008 
包 18 广东电

网能源发展公

司 160  陈荣凌 环水保专责 15768616402 

161  李延军 

19 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721027067 
包 19 安徽送

变电 
162  夏超 环水保专责 13567382359 

163  李劲云 

20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821647303 
包 20 上海送

变电 
164  万佳敏 环水保专责 18384677841 

165  王正 22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8618200875 
包 22 北京送

变电 



166  赵德宝 环水保专责 13911484100 

167  葛平富 

23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8353186121 
包 23 山东送

变电 
168  范荫顺 环水保专责 18561199236 

 

3.3 四川川东段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69  刘阳 

业主项目部 

项目常务副经理 13880778472 

施工包 21、
施工包 24、

25 
170  黄趾成 项目执行经理 13668176675 

171  张舸 环水保专责 13980594662 

172  唐明利 山东诚信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监理

项目部 

总监 18563718003 

施工包 21   

173  魏相宇 环水保专监 18563718122 

174  徐正兴 重庆渝电工程监理

咨询有限公司监理

项目部 

总监 15909391655 
施工包 24-施

工包 25 
175  胡膑 环水保专监 17823565547 

176  万志方 
中南电力设计院设

计项目部 

设总 13908638475 

施工包 21 

177  
龙菲菲、陈

玮 
环水保设计 

18792629643 、

13545200486 

178  潘峰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

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588117543 

施工包 24 

179  冯鹤 环水保设计 13732223177 



180  卢建序 15088682141 

181  洪友朋 15924173543 

182  王咏 

华东电力设计院设

计项目部 

设总 13817701730 

施工包 25-施
工包 26 

183  王佳裕 

环水保设计 

13512150527 

 

184  李小朴 15901675564 

185  王海 

21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5859000805 

福建送变电 

186  陈锋 环水保专责 13295918098 

187  梁会永 

24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398619959 

河北送变电 

188  陈小雷 环水保专责 15131108497 

189  陈根华 

25 标施工项目部 

项目经理 13505189553 

江苏送变电 

190  姜厚鑫 环水保专责 13701408254 

 

3.4 重庆段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91  姜斌 

业主项目部 

现场项目经理 13638344556 

施工包 26 

192  张力 环水保专责 17623207004 

193  徐正兴 渝电监理项目部 总监 15909391655 施工包 26 



194  胡膑 环水保专监 17823565547 

195  王咏 

华东院设计项目部 

设总 13817701730 

施工包 26 196  李小朴 环水保设计 15901675564 

197  蔡钦 环水保设计 15221015075 

198  何小辉 
重庆送变电施工项

目部 

项目执行经理 13883960330 

施工包 26 

199  王清远 环水保专责 18845786895 

4. 环水保服务单位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备注 

200  凌文州 

西南电力设计院 

副总经理 / 

环保验收 

201  朱俊玮 项目负责人 18200353119 

202  史玉柱 

中南电力设计院 

总工程师 / 

水保验收 203  王  硕 项目负责人 A 15527228513 

204  王则一 项目负责人 B 13886020506 

205  干喆渊 
中国电科院武汉

分院 

主  任 / 
环境监理（牵

头） 
206  陈玉龙 项目负责人 13886004843 

207  张军成 西藏信和监理公 总监 / 
水保监理（牵

头） 



208  赵杰斌 
司 

监理工程师 18004518914 

209  段金虎 
湖北安源环保公

司 

副总经理 / 

环境监测 

210  马乃进 项目负责人 18764078895 

211  谢百成 

东北电力设计院 

副总经理 / 

水保监测 

212  郝玉琢 项目负责人 15304467983 



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实施计划 
本工程环境保护措施将由施工单位具体实施，建设单位、业主项目部、监理

单位、环保服务单位进行监管。 

2.1 声环境 

（1）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运输材料的车辆进入施工现场严禁鸣笛，

装卸材料时应做到轻拿轻放。 

（2）合理布置高噪声施工机械，采用噪声水平满足国家相应标准的施工机

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的设备，控制设备噪声源强，必要时在施工场周围设置围

栏或围墙以减小施工噪声影响。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

业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的证明，并在施工

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同时做好施工运输车辆的路线

规划，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4）加强施工车辆在施工区附近的交通管理，当车辆途经附近居民点时，

限速行驶、不高音鸣号。 

实施时间：工程建设全过程。 

2.2 生态环境 

（1）植被保护措施 

1）避让措施 

① 合理选线和选择建设地点 

② 工程线路在设计时已尽量避开生态敏感区及林分较好的区域，如二郎

山区域、泸定县区域。修建塔基基础平台应尽量利用山头的自然地势和环境，

对山头进行平整时，严格按照施工征地红线进行规范施工，尽量避免对林地造

成多余的破坏，一般应选择在山势较为平缓的山脊顶部建设为宜。 

③ 合理划定施工范围 

④ 合理规划施工便道、牵引场地、材料堆放处等临时场地，合理划定施

工范围和人员、车辆的行走路线，避免对施工范围之外的区域的植被造成碾压



和破坏。 

⑤ 优化工程布置 

根据工程布置情况及现场调查，线路穿越二郎山区域和贡嘎山区域现有已建

设完成的输电线路，本工程在穿越敏感区段与已建工程并行，呈距离较近，目前

上述工程的临时道路、料场及牵张场等区域仍可为本工程利用，在进行临时工程

布置时可根据现场情况加以利用，减少对自然植被的破坏。 

2）减缓措施 

① 合理开挖，保留表层土 

在四川西部林地较为集中区和雅安市以东耕地较为集中分布的区段设置塔

基时，应将表层土与下层土分开，暂时保存表层土用于今后的回填，以恢复土壤

理化性质，利于植被的恢复和农田复耕，临时表土堆场应采取设土袋挡护、拍实、

表层覆盖草垫或苫盖纤维布等临时防护措施。 

② 挡护坡面坡脚，防止水土流失 

评价区大部分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在夏季降水量较大，因此尽量避免在

坡度＞15°以上的山地区域设置杆塔，若的确需要在坡度大于 15°的地区设置杆塔

的区域，施工时应及时在坡脚处设置草袋挡土墙挡护或坡面种植草本植物等防护

措施加以防护，以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③ 施工垃圾及时清理 

对于施工区域及周边存在的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及时

清理，同时由于施工人员、施工车辆及施工材料压占临时占地区而改变其土壤紧

实度，会影响植被的自然生长，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翻耕和植被恢复。 

3）恢复与补偿措施 

① 及时进行植被恢复 

工程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塔基占地区周边、临时占地区附近植被的恢复，采

用当地的土著种，根据当地原生植被类型进行恢复，尽量与周围植被及植物种类

保持协调，对栽种的树木和植被要进行人工深度养护，确保树木、植被的成活率。

在康定市以西区域，植被恢复应以草原杜鹃、香柏、高山杜鹃、沙棘、禾草扥灌

丛和草丛为主，康定市至二郎山区域，植被恢复应以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植物种类选择川滇高山栎、桦木类、柳属、华山松、云南松、杜鹃属等，在二郎



山以东区域，植被恢复应以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植物种类选择马尾松、柏

木、慈竹、毛竹、构树、盐肤木、白茅、五节芒等。 

② 收集表层土充分利用，及时复垦 

对于占用林地、耕地部分的表层土予以收集保存，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松

土、覆盖表层土，尽量还原土壤结构，复耕或选择当地适宜植物及时恢复绿化。 

4）管理措施 

① 积极进行环保宣传，严格管理监督 

工程线施工前应印发环境保护手册，组织专业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环保宣传

教育，施工期严格施工红线，严格行为规范，进行必要的管理监督，禁止破坏植

被的情况发生。 

② 杜绝对野生动物的捕猎 

工程区域涉及川西地区生态状况较好，动植物资源丰富，严禁施工人员施工

过程中捕杀当地野生动物，如有发现交由当地森林公安进行依法处理。 

③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火灾 

在林地分布较为集中的区段，工程建设期更应加强防护，如在施工区及周围

山上竖立防火警示牌，划出可生火范围、巡回检查、搞好消防队伍及设施的建设

等，以预防和杜绝火灾发生。 

④ 预防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和扩散 

评价区东部是四川盆地区域，是历史悠久农耕区，农业生产活动和交通运输

不可避免的造成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和扩散，因此工程施工前应熟悉了解外来入

侵的扩散和传播机制，通过切断其传播途径和控制传播源头来预防外来入侵物种

的扩散。 

使用当地车辆进行施工作业，同时加强检验检疫工作，防止施工过程中因车

辆和人员活动产生入侵物种的扩散和新的外来物种的侵入。 

施工过程中对遇到的外来入侵物种应予以铲除，应在植株种子未成熟前进行，

若植株种子已成熟，在铲除时先用尼龙网袋套住种子部位后进行清除，同时对种

子部位进行烧毁处理，防止种子扩散，造成入侵物种的进一步扩散。 

5）预防病虫害的爆发 

本项目建设可能造成区域食物链/食物网结构破坏，当地病虫害暴发害。对



于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依靠松属木材进行传播的毁灭性流行病，在我国主要以松墨

天牛为传染途径。 

本项目施工前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强调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施工时采用的

木材尽量在本地区进行购买，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到的机器或仪器的底座和

包装箱要避免使用松材，如果不可避免要使用溴甲烷熏蒸或磷化铝进行严格处理，

同时在施工区域加挂天牛诱捕器使用天牛引诱剂诱捕松墨天牛切断传播途径。 

使用当地车辆进行施工作业，加强检验检疫，防止携带传染源的车辆、人员

和施工工具及材料进入评价区，造成病虫害暴发或扩散。 

加强检验和检疫，防止产生新的疫病区与和现有疫病区域松材线虫病爆发。

若有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和爆发，应及时上报地方林业部门。 

（2）动物保护措施 

1）避免措施 

① 优化输电线路路径，综合比选，尽量避开沿线植被较好区域，靠近生

态敏感区施工时，缩短施工时间，降低施工活动对区域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② 提高施工人员的保护意识，严禁捕猎野生动物。施工人员必须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猎杀野生动物，尤其是陆禽、蛙类、

蛇类等易被当成捕捉目标的经济动物。 

③ 在塔基施工和线路架设过程中，施工过程要在征地红线内进行，避免

干扰到征地红线外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 

④ 做好施工污水的回收处理工作，严禁将施工废水随意排放污染野生动

物生境，严禁排入周公河、天全河等水体或动物生境污染环境。 

⑤ 施工材料要堆放在临时占地范围内，尤其是粉状材料与有害材料，运

输时要注意不能被雨水或风吹至水体中，以免对动物的生境造成污染。 

⑥ 施工过程中减少施工噪声，避免对野生动物活动的影响。野生鸟类和

兽类大多是晨昏外出觅食，正午休息。为了减少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合理安排施工方式和时间，避免在晨昏和正午进行噪声较大的施工活动。 

⑦ 施工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日常维修保养，使施工机械保持良好状

态，避免超过正常噪声运转。对高噪声设备，应在其附近加设可移动的简单围

障，以降低其噪声影响。 



⑧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线路跨越的岷江、沱江、关溅河等河流是游禽、

涉禽主要分布区域。由于游禽、涉禽多为迁徙鸟类，在该区域的迁徙高峰期为

每年的 2 月~3 月、11 月~12 月，繁殖期为每年的 5 月~7 月，跨河路段施工应注

意避开其繁殖期及栖息地，可以有效减少对评价区内游禽、涉禽的不利影响。 

2）减缓措施 

① 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幼兽、幼鸟、卵等未发育、未成熟个体，应在林

业局或其他保护部门的专业人员指导下妥善安置。 

② 修建施工道路经过溪流地段要顺溪流设置小型桥梁和涵洞，以确保两

栖和爬行动物通道畅通；牵张场、索道等临时施工占地，应根据实际情况优先

选择现有道路或者闲置空地作为临时占地区。 

③ 工程在丘陵林区段施工时，尤其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等敏感区的山地

林区，应避开大熊猫等大型哺乳动物的繁殖地及繁殖期，避免影响其繁殖。 

④ 为减缓施工队伍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要标明施工活动区，严令禁止

到非施工区域活动，尤其是敏感区内，要严令禁止在施工区外生火、狩猎等。 

⑤ 在敏感区或河流湿地等鸟类聚集区施工时，可将塔杆表面处理成灰暗

色，并在塔杆顶部涂上鸟类飞行易分辨的红白相间警示色，使鸟类在飞行中能

及时规避，降低碰撞塔杆的概率。 

⑥ 塔位有坡度时，应修筑护坡、排水沟；施工场地应恢复自然植被，确

保不发生塌方及水土流失现象。 

⑦ 为避免鸟类飞行与输电线路发生碰撞，应在输电线路上安装绝缘护

套、保护网等措施避免鸟类接触输电线路及线塔。 

⑧ 夜间是两爬和兽类部分物种主要活动觅食的时间，应禁止夜间施工，

减少施工区的灯照时间，降低灯光亮度，降低对施工区外野生动物的光照影

响。 

（3）恢复与补偿措施 

对塔基、施工布置区以及牵张场、索道、施工道路等占地区，应及时做好植

被恢复工作，降低对动物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动物适应新的生境。 



（4）管理措施 

① 大力宣传相关法制法规，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和学习，规范施工人

员行为，降低对动物种群动态的人为干扰。 

② 在项目区内特别是在敏感区林区内设置告示牌和警告牌，提醒大家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环境，加强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教育，严禁捕猎野

生动物和破坏动物生境的行为。 

③ 规范输电线路维护人员的行为，禁止维护人员乱丢生活垃圾，减轻维

护人群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环境的影响。 

④ 加强对主要保护对象影响的监测和补偿，要做好工程对保护对象等的

影响监测评估工作。一旦主要保护对象受到较大的影响后，需结合主要保护对

象的珍稀程度及具体受影响情况，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办法，将其不利影

响降至最低。 

（5）农业生态保护措施 

1）为了保护耕地，下阶段进一步优化塔基设计，减少耕地占地面积。 

2）建议尽量在秋收以后或冬季施工，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3）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管理，不易露天大量堆放，减少水土流失。  

4）车辆运输施工材料时，必须有蓬遮盖，减少粉尘飞扬对耕地的影响。 

5）加强对施工队伍的管理，严格各项规章制度，教育施工人员注意保护环

境、提高环保意识，避免施工机械、人员对施工区外其他农田的破坏。 

6）占用耕地要以边角田地为主，在施工中应保存农业用地表层的土壤，用

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临时占用的农业用地，要在施

工结束后采取土壤恢复措施，如种植绿肥作物等增强土壤肥力。此外，对耕地受

影响的农民应及时规定补偿。 

7）为保持农田的数量平衡，当地政府应负责开垦与所占耕地质量相当的耕

地，做好农田调整、补划工作。占用基本农田时要求业主应按照《基本农田保护

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征地手续，并缴纳耕地开垦费，由当地人民政府按

土地法规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补充划入数

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 



（6）生态敏感区的保护措施 

1）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环保水保管控措施 

1．在自然遗产地和国家公园施工时，应选取声源强度和声功率小的设备，

减缓噪声和震动对动物的影响。 

2．尽量避免晨昏、正午施工，禁止夜间施工，减小施工活动对鸟类正常生

活的影响。 

3．临时施工用地应尽量远离野生保护动物通道，避免惊扰影响其觅食、迁

徙等活动，重视对野生保护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在其通道起迄位置设置宣传牌。 

4. 禁止施工人员滥捕滥猎，野生动物误入施工区域时，施工人员不得恐吓、

驱散，应采取喂食诱导等措施，将其引出施工区。 

5. 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有珍稀保护植物及名木古树时，及时对保护植物进行

挂牌，并立即采取适当避让措施，如无法避让时，应咨询林业相关人员选择适宜

生境进行移栽。 

6. 临时占地植被恢复及林地补偿时，应按原生态的模式种植土著植物，尽快

消除植被开挖对大熊猫自然遗产地和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7．组织施工项目部和施工班组学习《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四

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等管理要求，相关要求纳入敏感区专项施工方案中。 

8．对施工区域枯枝落叶层作为表层土也进行剥离和留存，便于工程后续恢

复。 

9．临时施工场地布置的时候，尽量减少占地和土石方开挖。不在敏感区内

修建硬化水泥地坪等永久建筑，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进行彻底清理，对索道和牵张

场的地锚进行彻底拆除。 

10．加强临时施工场地各类防护措施，装土拦挡采用植生袋，严禁采用编织

袋等易风化的材质。临时苫盖、临时拦挡措施使用结束后进行彻底清理。 

11．大熊猫国家公园应以自然修复结合人工恢复的方案恢复植被，栽种大熊

猫栖息地乡土树种或大熊猫喜食竹种等人工措施。植被恢复方案报送敏感区管理

单位备案。植被恢复施工采用有机肥，禁止使用复合肥等无机肥；植被恢复施工

结束后禁止采用无纺布、塑料薄膜等进行覆盖。 

2）自然保护区环保水保管控措施（周公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天全河珍稀鱼



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1．合理安排施工工序与工期，施工期应尽量避开鱼类繁殖期，避免暴雨频

发季节施工。 

2．雨天禁止开挖施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将水土流失控制在最小程度。 

3．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使施工人员了解到水生生物保护的重要性，施

工过程中禁止捕捞，严禁对水生生物栖息地的人为破坏。 

4．加强施工期管理，减少噪声、震动、固体废弃物对鱼类繁殖、索饵、栖

息等行为的影响 

5.临时堆土应远离水体，严禁将施工废水和固体废物倾倒入水体。 

6．组织施工人员学习《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

例》等敏感区管理，纳入敏感区专项施工方案。 

7．索道施工场地、材料堆放场地等远离河流。临时施工场地加强临时截排

水措施的落实，对临时堆土区域采用彩条布进行苫盖，防治雨水冲刷进入河流。 

8．敏感区周边山地塔基开挖余土要求根据设计要求余土外运的场地，提前

与当地政府沟通确定土方综合利用区域，边开挖边综合外运。对临时堆土、余土

堆放等情况采取植生袋分层分阶梯临时拦挡。堆土和余土堆放表层采用彩条布苫

盖。对已经发生下泻的区域及时进行清理，减少造成二次破坏。 

9．施工结束后对临时施工场地进行土地整治，严格排查堵塞自然冲沟清理、

堵塞公路排水沟等问题；对平整后场地易受到雨水冲刷和积水的区域，开挖好截

排水沟，确保不造成雨水冲刷。 

3）风景名胜区环保水保管控措施（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二郎山省级

风景名胜区） 

1.在每段进山入口处设置宣传牌及警示牌，加强施工人员环保意识。 

2．优先选用现有道路作为施工便道，减少临时占地，现有道路无法满足工

程需要的时候先考虑采取索道代替施工简易道路方案，减少施工扰动和土石方开

挖。 

3. 不得在风景区内开山取石、取土，所有建筑用材必须 

从风景区外运入使用，多余材料应及时运出，涉及余土无法就地平摊的，运

出风景名胜区外处置。 



4．加强对线路及周边山体的植被抚育工程，重点改善折多山、二郎山等景

点的生态环境，降低铁塔、线路等的可视化程度，减弱输电线路对景观视线的影

响。 

5. 加强植物检疫工作，防止施工人员带来外来病虫害危害保护区植物资源

和栖息地环境。 

6. 严禁在景区内野外用火，避免火灾及对植被和生境造成重大破坏。 

7. 组织施工人员学习《风景名胜区条例》、《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敏感

区管理要求，纳入敏感区专项施工方案。 

8.敏感区内临时施工场地布置应紧凑，减少占地使用；索道施工平台和牵张

场施工平台采取分台阶开挖，减少土石方开挖。 

9.裸露场地和堆土采用“绿色”彩条布进行苫盖，采用植生袋进行装土拦挡，

对裸露较长的区域采取临时植草措施。公路两侧的施工场地采取围挡的措施。 

10.施工结束后对开挖施工便道、施工平台等进行回填平整，确保扰动区域全

部具备植被恢复条件。 

4）生态保护红线环保水保管控措施 

1．强化施工阶段的环境管理。监理单位监督工程在生态保护红线建设的生

态保护、地貌植被恢复、环境污染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文物保护、环境管理

及清洁生产等各种方案的有效实施。 

2．施工过程中应确定严格的施工范围，严格控制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人工干

扰范围。在林地内施工，减少人员，少用机械，以最大限度减少对林木的破坏。 

3．做好施工的组织安排工作，减轻损失。应根据当地农业、林业活动特点

组织施工，减轻对农业、林业生产破坏造成的损失。 

4．妥善处理施工期产生的各类污染物，防止其对重点地段的生态环境造成

重大的污染，特别是对河流水体及土壤的影响。 

5．提高工程施工效率，缩短施工时间，穿越生态保护红线段塔基施工采取

集中作业，加快进度，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减轻干扰，基础开挖应执行分层开

挖，分层回填，减少裸地的暴露时间。 

6．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应负责及时清理现场，采用自然恢复结合人工恢

复的方式，撒播草籽优先当地先锋物种，使植被尽快恢复原状，将施工期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7．加强施工队伍职工环境保护思想教育，规范施工人员行为。施工过程不

准乱采乱挖，不准随便破坏动物巢穴，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实施时间：工程建设全过程。 

2.3 水环境 

（1）变电站 

1) 为尽量减少施工期废水对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应采取如下水污染防治

措施： 

2) 对施工场地和施工生活区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分别设置临时污水处理

装置，加强管理，做好防渗处理，防止无组织排放； 

3) 在不影响主设备区施工进度的前提下，合理开展施工组织作业，先行修

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对变电站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4) 将物料、车辆清洗废水、建筑结构养护废水集中，经过沉砂处理循环利

用； 

5) 做好施工场地周围的拦挡措施，尽量避免雨季开挖作业；同时要落实文

明施工原则，不外排施工废水。 

6)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加强自我检查和监督意识，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

应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完善的水环境保护制度。 

（2）输电线路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

理条例》《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加强施工期间人员管理，禁止将

废污水和固体废物倾倒入河流、湖泊等水体。严格落实水质保护、风险防范和

应急管理措施，将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降到最低，确保水源地水质安全。 

2) 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施工营地，各类施工场地要远离水体，并划定

明确的施工范围，不得随意扩大施工范围，禁止侵占河道。 

3) 合理安排工期和施工工序，避免雨季施工。基础施工阶段，开挖过程中

的临时堆土、钻渣等应采取遮盖、铺垫和拦挡措施，防止污染河流水体。 



4) 线路采用一档跨越方式通过水体，不在河流内岸和河道中立塔，不会对

跨越水体构成影响。线路架线时采用牵张放线和无人机放线等先进的展放工

艺，避免涉水施工，空中跨越需预留足够安全作业区。 

5) 施工中临时堆土点应远离跨越的水体，不得在水体附近和河道范围内设

置临时堆土点。 

6) 尽可能集中配置混凝土，在施工现场拌和混凝土，并对砂、石料冲洗废

水经简易沉淀后回用，不外排。 

实施时间：工程建设全过程。 

2.4 大气 

为尽量减少施工期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施工期应采取如下扬尘污染防治

措施： 

施工过程中，应当加强对施工现场和物料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管控

料堆和渣土堆放，防治扬尘污染。 

施工过程中，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运输过程中的土石方等应采用密闭式防

尘布(网)进行苫盖，施工面集中且有条件的地方宜采取洒水降尘等有效措施，减

少易造成大气污染的施工作业。 

变电站应优先建设围墙，施工场地应设置硬质围挡，并在围墙或围挡上方布

设喷雾抑尘系统。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

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施工现场禁止将包装物、可燃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就地焚烧。 

实施时间：工程建设全过程。 

2.5 固体废物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应分类集中收集，并按国家

和地方有关规定定期进行清运处置，施工完成后及时做好迹地清理工作。在农田

和经济作物区施工时，施工临时占地宜采取隔离保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应将混凝

土余料和残渣及时清除，以免影响后期土地功能的恢复。 

本工程迁改线路需拆除原500kV约0.6km，拆除2基铁塔、拆除220kV线路约

8.44km，拆除32基铁塔。相应的线路拆除工程仅拆除上述线路段的地面以上部分，



包括铁塔、导地线和金具（绝缘子、线夹、间隔棒、防振锤等），不拆除塔基基

础，无土石方工程量。拆除的塔材、导线、金具等由建设单位委托相关单位回收

处置。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对迹地进行清理、平整，结合周边的土地利用现状及

时恢复植被。 

实施时间：工程建设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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