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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负责人 陈建壮 联系人 张东升

通讯地址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1006号

联系电话 18599157066 传真 / 邮政

编码
830000

建设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项目性质 改扩建 行业类别
E4812公路工程建

筑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
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生态环境局
文号

巴环评价函

[2022]223
号

时间
2022年9月

21日

施工图设计审批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
文号

新交建管

〔2022〕46
号

时间
2022年 10
月18日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工单位 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监测单位 新疆交投生态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概算（万元） 35496.04 其中：环

境保护投

资（万元）

284 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0.80%

实际总投资（万元） 23458.5677 311 1.33%

设计生产能力 79.296km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23年 3月

实际生产能力 79.296km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3年 10月

调查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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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盐岩路基程

简述（项目立项~试运

行）

2.改建工程概况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路线基本走向自东北

向西南，全长 79.296km，项目全线采用双向两车道，三级

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40km/h。主线段（砂砾石路基）

长度 77.296km，路基宽度 8.5m，路面宽度 7.5m，起点位于

罗布泊镇以南约 120km（S235 线 K510+000）处，终点位

于 S235线 K587+296处，与在建 G0612西和高速罗布泊立

交匝道相接。试验段（盐岩路基）位于罗布泊镇，长度 2.0km，

路基宽度 12m，路面宽度 11m，路面结构均为沥青混凝土

路面。

项目 2022年 9 月 21 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

态环境局以巴环评价函[2022]223号文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告知承诺行政许可决定。项目于 2023年 3月底开工建设，

2023年 10月完工。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2023年 10月，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委托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

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咨询工作。接受

委托后，调查单位组建项目组，详细研究了环境影响报告

表、环评批复、工程设计等相关资料，并对项目及周围环

境状况进行了实地踏勘，对沿线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

全面调查，并于 2023年 11月对本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

了《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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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

查

范

围

本项目竣工验收调查范围与环评报告文件中的评价范围相同，包括建设项

目的所有工程区域、污染源及其生态影响区域。具体验收调查范围如下：

（1）生态环境：本项目占地范围内的区域和公路沿线两侧各 1000m范围

以内的生态环境，公路沿线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侧实验区的植

被、动物情况，以及全部临时占地、护坡工程等实施区域。

（2）声环境：公路中心线两侧 200m以内范围区域。

（3）环境空气：公路中心线两侧 200m范围内区域。

调

查

因

子

（1）主体工程：路线走向、技术指标、工程占地、主要工程量、环保投

资等。

（2）永久占地（占地类型、占地面积、占地数量）、临时占地（占地数

量、恢复措施、恢复效果）、防护工程（工程数量、实施效果）。

（3）生态环境：调查项目建设对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路

段以及沿线其他路段动植物影响情况。

（4）声环境：调查声环境保护目标昼夜间的等效连续 A声级、噪声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5）环境空气：施工扬尘、拌合站废气、汽车尾气等影响情况。

（6）固体废物：调查施工过程产生的弃土石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

固体废物的处置情况。

环

境

敏

感

目

标

1.生态：本项目沿线主要生态保护目标见表 1.1。本项目与罗布泊野骆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3。

表 1.1 本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保护目标 保护内容

1 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

侧实验区，穿越长度 37.346km
2 自然植被 公路沿线植被数量和生物多样性

3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生境

4 阿尔金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
水土流失

2.声环境敏感目标：本项目试验段经过罗布泊哨所站，声环境敏感目标见

表 1.2。
表 1.2 本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保护目标 保护内容

1 罗布泊哨所站 试验段左侧 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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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重

点

根据建设工程的运行对环境影响的特点及区域环境影响的特征，确定本次

环境调查工作的重点内容如下：

（1）对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及设计文件，核实本项目工程建设内

容和建设规模是否与环评一致；

（2）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中

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以及配套环保措施的运行情况及治理

效果；

（3）对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路段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4）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来源、处置措施、排放方式；

（5）对项目从施工期到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进行调查；

（6）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因子达标的情况；

（7）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存在的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以及公路沿

线公众意见调查；

（8）工程环保投资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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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

质量

标准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采用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其批复中确认的标准。

声环境：本项目为三级公路，不属于声环境功能区划、声环境质量标准

中的 4a 类干线公路，验收阶段项目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类标准。

表 3.1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摘录）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适用区域

2类 60 50 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
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污染

物排

放标

准

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

表 3.2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单位：dB（A）
类型 昼间 夜间

施工活动 70 55

施工弃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相关规

定。

总量

控制

指标

本项目为生态影响型项目，根据国家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结合本

项目特点，本项目运营期不涉及国家总量控制“十四五”规划中相关总量控制

要求，因此，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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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地理位置

（附地理位

置图）

本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分为两

段建设，试验段（K388+600~K390+600）位于罗布泊镇，主线段

（K510+000~K587+296）起点位于罗布泊镇以南约 120km 处，终点接

G0612西和高速罗布泊立交。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1.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

羌县境内，路线基本走向为自东北向西南，全长 79.296km，项目全线采用双向两车

道，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40km/h。分两段建设，其中主线段（砂砾石路基）

桩号 K510+000～K587+296，长度 77.296km，路基宽度 8.5m，路面宽度 7.5m。试验

段（盐岩路基）长度 2.0km，桩号 K388+600～K390+600，路基宽度 12m，路面宽度

11m。公路全线设置小桥 19座（完全利用），涵洞 81道，停车带 8处。项目实际总

投资 23458.5677万元，环保投资 31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1.33%。

2.线路走向

路线总体走向自东北向西南，分为两段建设，其中主线段起点位于罗布泊镇以南

约 120km 处 (S235 线 K510+000)，路线终点接在建 G0612 西和高速罗布泊立交

(K587+296)，试验段(K388+600~K390+600)位于罗布泊镇。

主要控制点：罗布泊镇、起点 K510+000、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G0612

线罗布泊互通。

3.路基工程

（1）主线段（砂砾石路基）

本项目 K510+000~K587+296 为砂砾路基，路基宽度 8.5m，路面宽度 7.5m，路

基横断面布置：0.75m 土路肩（硬化 0.25m）+2×3.5m 行车道+0.75m 土路肩（硬化

0.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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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砂砾路段标准横断面图

（2）试验路段（盐岩路基）

本项目K388+600~K390+600为盐岩路基试验路段，路基宽度12m，路面宽度11m，

路基横断面布置：2×3.5m行车道+2×2.0m硬化路肩+2×0.5m土路肩。

图 4-2 盐岩路基试验路段标准横断面图

4.桥涵工程

全线共设小桥 396.26m/19座（全部修复利用），涵洞 81道。

5.路线交叉

本项目共设置 7处平面交叉，其中砂砾路段 5处，盐岩路基试验路段 2处，均采

用加铺转角设计。

6.临时工程

（1）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设置 1处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于 K552+670处，占地面积 3.7hm2。

（2）取弃土场

本项目不设置取弃土场，砂石料向新疆米兰通达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和若羌森航

物资有限公司采购，弃土拉运至第二师三十六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指定的弃土场进行

综合处理。

（3）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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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施工便道 30.5m，宽度 6.5m，占地面积 19.83hm2。

7.土石方情况

本工程土石方挖方总量 18.74万m3，填方 47.42万m3，借方总量 37.60万m3。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变化情况见表 4.1。
表 4.1 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内容对比情况表

项目组成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更情况

主
体
工
程

公路

工程

公 路 全 长 约 79.296km ， 其 中

K388+600~K390+600试验段 2.0km，
K510+000~K587+296 主 线 段

77.296km

公 路 全 长 约 79.296km ， 其 中

K388+600~K390+600 试验段 2.0km，

K510+000~K587+296主线段 77.296km
与环评一

致

配
套
工
程

桥涵

工程

小桥 19座（完全利用） 小桥 19座（完全利用）
与环评一

致

涵洞 76道 涵洞 81道 增加 5道

交 叉 工

程

共 19 处土质便道路口，7 处

采用加铺转角，12 处采用顺

坡土方

共 7 处，均采用加铺转角
减少 12

处

紧 急 停

车 带

本项目设置 8 处紧急停车带，

设置位置均为原有紧急停车

带，停车带减速区段长 40m，

停车区长度 30m，宽 4m

本项目设置 8 处紧急停车带，设

置位置均为原有紧急停车带，停

车带减速区段长 60m，停车区长

度 30m，宽 4m

减速区

增加

20m

交 通 设

施

沿线设置限速、自然保护区等

交通标志牌、混凝土护坡、截

水坝、导流坝

沿线设置限速、自然保护区等标

志牌、混凝土护坡、截水坝、导

流坝

与环评

一致

临
时
工
程

取弃土

场

设置 1 处，位于米兰镇东南侧

6.0km 处， K587+296 路右约

45km，兼做弃土场

砂石料从新疆米兰通达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和若羌森航物资

有限公司外购；弃土运至第二

师三十六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

指定的弃土场进行综合处理

减少取

弃土场 1
处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办 公 用 房 及 生 活 驻 地 租 用

米兰镇 /罗布泊镇现有房屋

为临时用房，现场不设置施

工营地

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处（包括拌

合站、预制场、施工营地），设置

于 K552+670 处

新增施

工生产

生活区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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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便

道
新建 36.9km 新建 30.5km

减少施

工便道

6.4km

环
保
工
程

生

态

环

境

野骆

驼自

然保

护区

设置“增强环保意识，恢复罗布

泊 生 态 ” 标 识 牌 ； 对

K560+000~K561+000 路左、路

右；K570+000~K571+000 路左、

路右；K580+000~K581+000 路

左、路右监测动物活动情况

设置 “增强环保意识，恢复罗布泊

生 态 ” 标 识 牌 ； 对

K560+000~K561+000 路左、路右；

K570+000~K571+000 路左、路右；

K580+000~K581+000 路左、路右

监测动物活动情况

与环评

一致

其 他

路段

K531+000~K532+000 路左、路

右；K532+000~K533+000 路左、

路右监测动物活动情况、植被

生 长 情 况 ；

K535+170~K566+280 路段路基

左侧设置 HDPE 防沙网，总长

745m

K531+000~K532+000 路左、路

右；K532+000~K533+000 路左、

路右监测动物活动情况、植被生

长 情 况 ； K535+170~K566+280
路段路基左侧设置 HDPE 防沙

网，总长 500m

防沙网

减少

245m

声环境 公路沿线设置限速标志牌 公路沿线设置限速标志牌
与环评

一致

固废

处置
8 处停车带各设置一个垃圾桶 8 处停车带各设置一个垃圾桶

与环评

一致

由上表可知，项目总长度与环评阶段一致，试验段路基宽度减少 3m，涵洞增加

了 5道，平面交叉减少 12处，停车带减速区增加 20m。临时工程增加施工生产生活

区 1处，施工便道减少 6.4km，取消取弃土场，变动为从商购砂石料场采购，防沙网

减少 245m。主体工程减少的原因为项目环评是在工可阶段编制，建设施工按照施工

图施工，施工图阶段对主体工程进行优化调整。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原因为米兰镇现

有房屋距离本项目较远，因此增设一处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和取弃土场减少的

原因为公路沿线穿越自然保护区和军事管理区，无法征得临时用地手续；

2.重大变动核查

（1）与重大变动清单核查

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号）中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对照见表 4.2。

表 4.2 项目重大清单对照表

重大变化类别 工程建设方案变化情况
重大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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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车道数增加 2 2
与环评一

致

设计速度增加（km/h） 40km/h 40km/h
与环评一

致

线路长度增加（km）
主线 77.296km，试验段

2km
主线 77.296km，试验段

2km
与环评一

致

地点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

到原线路长度的 30%
及以上

试 验 路 段 为 桩 号

K388+600至 K390+600
罗布泊城镇路段；主线

段 （ K510+000 ～

K587+296）起点位于罗

布泊镇以南约 120km
（S235 线 K510+000）
处，终点位于 S235 线

K587+296 处，与在建

G0612 西和高速罗布泊

立交匝道相接

试 验 路 段 为 桩 号

K388+600 至 K390+600
罗布泊城镇路段；主线

段 （ K510+000 ～

K587+296）起点位于罗

布泊 镇以 南约 120km
（S235 线 K510+000）
处，终点位于 S235 线

K587+296 处，与在建

G0612 西和高速罗布泊

立交匝道相接

与环评一

致

工程线路发生变化导

致评价范围出现新的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或导致出现新的城市

规划区和建成区

项 目 在 路 线

K549+950~K587+296共
计 37.346km 穿越罗布

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南侧实验区

项 目 在 路 线

K549+950~K587+296 共

计 37.346km穿越罗布泊

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侧实验区。调查范

围内未出现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

敏感区，未导致出现新

的城市规划区和建成区

与环评一

致

服务区附属设施发生

变化，导致评价范围

出现新的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

态敏感区，或导致出

现新的城市规划区和

建成区

全线不涉及附属设施 全线未建设附属设施
与环评一

致

特大桥、特长隧道等

发生变化，导致评价

范围出现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

生态敏感区，或导致

出现新的城市规划区

和建成区

全线未涉及特大桥、特

长隧道

全线未涉及特大桥、特

长隧道

与环评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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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动导致新增声

环境敏感点数量累计

达到原敏感点数量的

30%及以上

沿线未涉及声环境保护

目标

在 K388+600~K390+600
段路左侧红线 46m 处罗

布泊哨所站

增加 1处

生产工艺

项目在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

感区内的线位走向和

长度发生变化

项 目 在 路 线

K549+950~K587+296共
计 37.346km 穿过罗布

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南侧实验区

项 目 在 路 线

K549+950~K587+296 共

计 37.346km穿过罗布泊

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侧实验区

与环评一

致

项目在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

感区内的服务区等主

要工程内容，以及施

工方案等发生变化

本项目在生态敏感区内

无服务区等主要工程内

容

本项目在生态敏感区内

无服务区等主要工程内

容

与环评一

致

主要环境保

护措施

取消具有野生动物迁

徙通道功能的桥梁

项目为三级公路，未涉

及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项目为三级公路，未涉

及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与环评一

致

取消具有水源涵养功

能的桥梁

未涉及具有水源涵养功

能的桥梁

未涉及具有水源涵养功

能的桥梁

与环评一

致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等

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弱

化或降低

噪声措施：保护区的路

段设置警示牌，在经过

保护区的路段车辆减少

鸣笛，设置减速标志牌；

风险防范措施：沿线设

置限速标牌及“严禁疲

劳驾驶”等环境风险警

示标识

噪声措施：保护区的路

段设置警示牌，在经过

保护区的路段车辆减少

鸣笛，设置减速标志牌；

风险防范措施：沿线设

置限速标牌及“严禁疲劳

驾驶”等环境风险警示标

识

与环评一

致

本项目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办〔2015〕52号）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对项目情况进行核查分析，本

项目在规模、生产工艺及环保措施上与环评阶段保持一致。在地点上，项目未发生线

路变动，增加敏感目标一处，不属于重大变动，项目建设未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

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3）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核查

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

4号第二章第八条任意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根据核查结

果，具体核查情况见 4.3。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 12 -

表 4.3 本项目与不得通过验收请款对比表

序号 条件内容 项目情况 备注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

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

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部门

决定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并完

成了“三同时”制度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

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要求的

项目为生态型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

物为噪声，项目验收执行标准符合国

家和地方相关标准；项目不涉及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

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

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

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根据重大变动核查，本项目未发生重

大变动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

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本项目未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情况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

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本项目为三级公路项目，为生态型项

目，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

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

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

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

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未进行分期验收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

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

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本项目未收到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处罚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

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

不明确、不合理的

本项目资料完备，未出现重大缺项、

遗漏，验收结论明确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

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不涉及

本项目不

存在此情

形

根据上表分析，本项目不存在第二章中第 8 条关于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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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1）路基施工工艺

路基挖方以挖掘机机械开挖为主，辅以人工修刮平整边坡，多余土石方堆存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暂存。填方作业分层进行，每层松铺系数根据压实设备和填料

根据现场压实试验确定，且在接近该种土类的压实最佳含水量时进行压实。每层

辗压完成后，进行压实度检验，合格后进行下一层填筑。机械开挖路槽至路基

顶面设计标高 30cm以上处停止施工，由人工平整，然后用压路机碾压。路基填

方采用人工配合推土机初平，平地机整平，由边向中先用两轮压路机压实，再用三

轮压路机压实。路基填筑工艺流程见图 4-3。

图 4-3 路基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盐岩路基段位于 K388+600~K390+600段范围，总 2km，根据盐渍土盐渍化程度、

土体盐胀性和路基填料，盐渍土换填为非盐砾类土，并在距路肩不同深度处设置土工

布隔断层，之后完善护坡、截水坝和护坡道。盐渍路基填筑工艺流程见图 4-4。

图 4-4 盐岩路基段路基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2）路面工程施工工艺

主线段（K510+000-K587+296），本段路面结构为 4cm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3C)+透层+20cm 级配砾石+18cm 天然砂砾。路面工程施工采用场站预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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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摊铺，确保路面施工质量。

按照路面基层、面层施工技术规范执行。路面铺装工艺流程见图 4.5。

图 4-5 K510+000-K587+296 段路面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试验段（K388+600~K390+600）修复现有岩盐路基，本段路面结构为 4cm细

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C)+透层+26cm 级配砾石+18cm 天然砂砾+32cm 砾类土。

路面铺设工艺流程见图 4-6。

图 4-6 试验段路面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3）桥涵工程施工工艺

现有各桥梁外观完好，保持原桥梁结构不变，对桥梁结构进行整修后加铺桥面，

不涉及新建桥梁，施工作业不涉水施工。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图（附平面图）

1.工程占地

（1）永久占地

本项目永久占地 110.01hm2，占地类型为公路建设用地、沙地和裸地，公路建设

用地 78.62hm2、沙地和裸地 31.38hm2，全部为若羌县所属。

（2）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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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临时占地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临时占地总面积 23.53hm2，其

中施工生产生活区 3.7hm2，施工便道 19.83hm2，占地类型全部为裸地，场地已全部

进行平整恢复，并已移交临时用地。

2.平面布置

路线总体走向自东北向西南，分为两段建设，其中试验段(K388+600~K390+600)

位于罗布泊镇，主线段起点位于罗布泊镇以南约 120km处(S235线 K510+000)，路线

终点接在建 G0612 西和高速罗布泊立交(K587+296)，主要控制点：罗布泊镇、起点

K510+000、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G0612线罗布泊互通。根据现场调查

及施工图设计资料，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设计内容一致。

项目线路走向图见附图 2。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项目环评总概算投资 35496.04 万元，概算环保投资 284万元，占概算总投资的

0.80%；项目实际总投资 23458.5677万元，环保投资 311万元，占总投资的 1.33%。

表 4.4 环境保护费用估算

序号 投资项目（工程措施）
环评投资（万

元）
实际投资（万

元）

1. 水污染物治理措施

1.1

施工期

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回用 20 30

1.2 环评设计废水依托租
用房屋配套防渗旱厕

实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定期清运，不外

排
10 20

2. 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

2.1

施工期

沥青拌合站全封闭搅拌楼、导热油炉采用天然
气清洁能源

40 40

2.2 混凝土拌合站仓顶设置脉冲式布袋除尘器 20 25

2.3 采取防风遮盖措施，料场筛分设备设置封闭围
挡、洒水降尘

60 60

2.4 用先进施工机械，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购买
品质合格的燃料

20 23

3. 噪声防治

3.1 施工期 机械设备采用减震、降噪措施 10 20

3.2 运营期 设置限速标识牌 30 35

4. 固体废物

4.1 施工期
建筑垃圾清运、土石方回填；施工营地设置垃

圾桶，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40 40

4.2 运营期
紧急停车带设置垃圾桶 8处，设置禁止乱扔垃

圾标志牌
4 10

5. 生态环境保护

5.1 施工期 施工期动物活动情况、植物生长情况监测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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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运营期 运营期动物活动情况、植物生长情况监测 25 /
6. 环境管理

6.1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 4.0
合计 284 311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保控制措施

（1）生态破坏及环境问题

项目在 K545+950~K587+296 段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侧实验

区，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影响，

对 K532+000~K533+000段植被和动物的影响，其他路段主要生态破坏为扰动土壤、

改变原有土地利用方式、引发水土流失。

（2）污染物排放及环保控制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施工废水、施工噪声、施工扬尘、建筑垃

圾以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

与本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及保护措施、污染物排放及环保控制措施详见下表 4.5。

表 4.5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及保护措施一览表

序

号

时

段

环境因

素
生态保护措措施

1

施

工

期

生态环

境

罗布泊野骆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侧实验区

公路 K545+950~K587+296 段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侧实验区，在此段公路两侧布设

HDPE防沙网 2100m

对 K560+000~K561+000 路 左 、 路 右 ；

K570+000~K571+000 路 左 、 路 右 、

K580+000~K581+000 路左、路右监测动物活动

情况进行监测

区域生态系统、动

植物、土地资源、

水土流失、土地利

用类型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施工便道共

需布设限行桩 165.2km；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未对植

被进行砍伐，未随意捕杀野生动物；临时工程已进

行场地平整恢复。施工期对 K531+000~K532+000
路左、路右、K532+000~K533+000 路左、路右

监测动物活动情况、植被生长情况进行监测。

2
大气

污染物
扬尘

对施工便道和项目区进行了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采

用了棚布遮盖，拌合站采取了除尘及烟气治理措施

3 废水
施工废水

和生活污水

施工作业区设置了沉淀池，产生的施工废水经沉淀

池沉淀后回用于道路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定期清运，不外排

4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

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垃圾桶，垃圾收集于垃圾桶，

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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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噪声 施工噪声
施工单位按照要求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未进行

夜间施工

6
运

营

期

生态环

境

罗布泊野骆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

设置“进入保护区”“增强环保意识，恢复罗布泊

生态”标识牌

大气环

境

K549+950~K566
+280 路段

在 K549+950~K566+280 段设置了 745mHDPE
防沙网，有效控制沙尘

7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

在各紧急停车带设置一处垃圾桶，共 8处，设置禁

止乱扔弃物标志牌，安排专人定期清理垃圾桶

8 噪声 交通噪声
定期进行路面的维护和保养，提高路面平整度和良

好路况，设置公路限速标识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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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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体

废物等）

根据 2022年 9月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S235线罗中至若

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阶段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如下：

1.工程概况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

羌县境内，路线基本走向为自东北向西南，全长 79.296km，其中试验段

（K388+600~K390+600）位于罗布泊镇，长度 2.0km，路基宽度 15m；主线段

（K510+000～K587+296）起点位于罗布泊镇以南约 120km（S235线 K510+000）处，

终点位于 S235线 K587+296处，与在建 G0612西和高速罗布泊立交匝道相接，主线

段长度 77.296km，路基宽度 8.5m。全线采用双向两车道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

度 40km/h。

2.环境影响分析及措施

（1）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占地类型主要为沙地和裸地。公路建设占地将导致部分土地利用现状发生改

变，被占用的土地将丧失其原有功能，现有土地上的植被将被破坏，从而使局部微生

态发生变化。公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也有一定的切割和阻断的影

响。本工程建成后，随着路面铺装、公路两侧护坡等工程措施的完成，项目在施工过

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生态破坏得到恢复，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本上

得到控制。

（2）声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

公路沿线无居民学校等噪声敏感目标分布，对机械设备采取减震措施等噪声防治

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施工噪声影响。噪声影响无累积效应，将随着施工期的结

束而消失。

2）运营期

定期进行路面的维护和保养，提高路面平整度和良好路况，完善公路减速标识标

牌，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i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 19 -

（3）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现场扬尘、道路运输扬尘、运输及动力设备运行产

生的燃油废气和沥青铺设过程中产生的沥青烟气。施工期扬尘污染较重，但属于短期

影响，施工结束之后，影响随之消失。施工中采用的沥青混凝土、水稳拌和站、水泥

拌合站技术比较先进，上料全部实现全封闭，粉尘经除尘器处理后满足相关排放要求。

2）运营期

项目未设置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段等附属设施，沿线大气污染物主要为车辆

行驶引起扬尘及汽车尾气。本项目运营后，路况得到极大地改善，汽车行驶造成的扬

尘影响得到了缓解。

（4）水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间，项目工艺添加水直接进入产品，不外排；生产废水主要为搅拌设

备、混凝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和地面冲洗废水。冲洗产生的废水经沉淀后，用于场地

洒水降尘，不外排。

2）运营期

本工程不设置服务区、收费站等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营运期无废水产生。道路周

边无常年河流。项目建成后大气降雨形成的少量地面径流会携带路面石油类、SS等，

通过公路土边沟收集后排放，对地表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公路不设置服务区和收费站等，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沿线车辆司乘人员带来的生活

垃圾，项目在每个紧急停车带处设置一处垃圾收集箱，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交环卫部

门处置。

3.环评总结论

本项目以现状公路走向为基础，综合考虑现状公路情况进行分段改造。根据项目

工程特点，其生态环境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阶段，施工期严格控制作业范围、划定施

工临时占地区域，尽可能减少项目新增占地面积。项目施工作业对局部生态环境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但不会导致整个区域生态系统的改变。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通过采取本

评价及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后，工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得到有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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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补偿。综上所述，拟建项目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本评 价认为项目建设可行。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2022年 9月 21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以巴环评价函[2022]223

号文件《关于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诺行政许可决

定》对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诺行政许可决定，批复内容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审批申请表》《S235线罗中至若

羌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相关材料收悉并受理，现已审理完结。

一、申报情况

（一）你单位自愿采取告知承诺方式申请行政审批，并已经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告知的全部内容，并能满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条件，承诺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的相关义务，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二）提交材料情况

1.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审批申请表(纸质版、电子版 PDF格式原件各 1份);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纸质版、电子版 PDF格式原件各 1份);

（三）你单位承诺按照《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报告表》中所列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

二、在全面落实《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

护和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建设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后，我局同意环境

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三、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

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报我局重新

审核。

四、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

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按规定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向社会公

开验收报告。

五、巴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巴州生态环境局若羌县分局负责该项

目的现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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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

段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

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施

工

期

生态环境

自然保护区内严禁布置施

工场站，施工便道完全利用

G0612现用施工便道，仅进

行路面铺垫后使用，禁止扩

大临时道路范围；路线

K545+950~K587+296穿越

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在路

线两侧红线内设置装土编

织袋临时挡墙，进行临时拦

挡，两侧布设装土编织袋临

时挡墙约91592m

保护区路段施工便道利

用G0612现用施工便道，

在 K545+950~K587+296
穿越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路段两侧设置HDPE
防沙网2100m进行临时

拦挡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本工程临时占地要严格控

制施工作业带宽度，并及时

对其进行平整、恢复

本工程施工临时占地

23.53hm2，项目施工严格

控制施工作业带宽度，

对施工便道设置了限行

桩，已对施工生产生活

区和施工便道进行平

整、恢复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

灌木及其他固沙植物，避

免固沙植物被破坏

未在沙化土地上砍挖

灌 木 及 其 他 固 沙 植

物，未破坏固沙植物。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砂石料场(取土、采沙、石

场)、拌和场和弃渣场等临

时施工场地不得设置在保

护区内；施工结束后对施工

场地进行平整恢复，恢复原

地貌

项目未设置取弃土场，

砂石料从商购料场采

购，施工生产生活区设

置于位于K552+670处，

已平整恢复，与原生地

貌相协调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大气环境

对堆场加强管理，合理安排

堆垛位置，采取加盖蓬布

等遮挡措施；保持密闭式

运输装置完好

对堆场进行加强管理，

对堆场采取篷布遮盖，

运输车辆采取蓬布加

盖措施；保持密闭式运

输装置完好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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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搅拌设置全封闭搅拌

楼，沥青烟气经集气管道收

集烟气净化装置，拌和站场

站周围进行围挡，混凝土拌

合站安装除尘装置，采用全

封闭作业；

沥青拌合站安装烟气净

化装置，混凝土拌合站

安装除尘器，拌和站场

站周围进行围挡，拌合

机械采用封闭式作业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施工便道及主线上可采取

洒水降尘措施，降低施工扬

尘

施工便道及主线上采取

了洒水降尘措施，降低

施工扬尘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水环境

施工人员通过租用米兰

镇 /罗布泊镇当地房屋作

为生活和办公用房，生

活污水全部利用租用房

屋配套旱厕收集处理，

不外排

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

了化粪池，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定期

清运，不外排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施工废水设置临时沉淀

隔油池收集经隔油、沉淀

处理后回循环使用或场

地防尘洒水，不外排

施工废水经三级沉淀

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

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声环境

本项目优先选择噪声低、振

动小、能耗小的先进设备；

定期对机械设备的维护和

保养，运输车辆在利用现有

的道路用于运输施工物资

时，应合理选择运输路线，

并尽量在昼间进行运输，以

减少对运输道路两侧居民

夜间休息的影响

选择了噪声低、振动小、

能耗小的先进设备；定

期对机械设备的维护和

保养，运输车辆在利用

现有的道路用于运输施

工物资时合理选择运输

路线，并在昼间进行运

输，对机械设备采取减

震、降噪等措施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固体废物

弃土暂时堆存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待施工结束后，多

余弃土运至取料坑填方处

理

项目不设置取弃土场，

砂石料从商购料场外

购，弃土拉运至第二师

三十六团城镇管理服务

中心指定弃土场进行综

合处理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施工区域合理设置垃圾收

集箱，收集后送交米兰镇及

罗布泊镇环卫部门处理

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了

垃圾桶，收集后送交米

兰镇及罗布泊镇环卫部

门处理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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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营

期

生态环境

在自然保护区路段设置了

“爱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

动物”、“增强环保意识、恢

复罗布泊生态”标志牌

在自然保护区路段设置

了“爱护自然环境，保护

野生动物”、“增强环保

意识、恢复罗布泊生态”
标志牌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环境空气

公路沿线无服务区、收费站

等集中式大气污染源

公路沿线未设置服务

区、收费站、养护工区

等附属设施，无集中式

大气污染物排放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在K535+170~K566+280路
段路基左侧设置HDPE防
沙网745m

在 K535+170~K566+280
路 段 路 基 左 侧 设 置

HDPE防沙网500m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水环境

公路全线未设服务区、养护

工区、收费站，项目区无地

表水

公路全线未设服务区、

养护工区、收费站，公

路沿线无地表水，公路

沿 线 设 置 了 截 水 坝

890m，导流坝1197m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声环境 完善公路限速标识标牌

公路沿线及声环境敏感

目标处设置了限速标识

标牌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环境风险

在公路全路段合理设置限

速、限重标识，严禁车辆超

速、超载、超车行驶；

沿线设置了限速标志牌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制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环境

风险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

备一支训练有素的事故处

理、环保、消防队伍，同时

要有充分的应急物资储备

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应

急物资

采取的措施

满足环评文

件要求，减轻

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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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1.自然环境

根据《新疆生态功能区划》，新疆的生态功能区划分为生态区、

生态亚区、生态功能 区三级分区系统。本工程涉及生态功能分区为：

Ⅳ塔里木盆地暖温荒漠及绿洲农业生态区、Ⅳ2塔里木盆地南部和东

部沙漠、戈壁及绿洲农业生态亚区65若羌绿洲沙漠化敏感生态功能

区、66罗布泊野骆驼保护生态功能区。

本项目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侧实验区，穿越里

程K549+950~K587+296，穿越长度为37.346km，本项目不设置取弃

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于K552+670处右侧，已完成场地恢复，

并办理移交证明。公路沿线基本为沙地、裸地，人烟稀少，受人类干

扰极小，环境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及可持续发展性，具有一定的

承受干扰的能力及生态完整性。

2.永久占地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改扩建工程，在原有公路上进行改扩建，占地面积为

110.01hm2，占地类型主要为沙地、裸地和公路用地，项目建设对生

态环境影响较小。

3.临时占地影响调查分析

（1）施工生产生活区调查情况

本项目设置一处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公路K552+670右侧，根

据现场调查，施工生产生活区已进行拆除，并平整场地进行了恢复。

表7.1 施工生产生活区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桩号 位置 面积（hm2） 备注

1 施工生产生活区 K552+670 路右 28m 3.7 已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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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生产生活区恢复情况

（2）施工便道调查情况

本项目新建施工便道30.5km，占地19.83hm2，施工过程中对施工

便道设置限行桩，控制行驶边界。施工结束后已进行平整恢复。

施工便道限行桩 施工便道恢复情况

4.植被影响分析

本项目仅K531+000~K533+000段有灌丛植被分布，分布的植被

主要有多枝柽柳、白茎盐生草、芦苇和霸王，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南侧实验区路段及其他路段均无植被分布。项目建设用

地未占用植被分布的土地，根据施工期生态监测，调查此段植被未被

破坏，项目建设未对公路沿线的植被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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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调查情况 植被调查情况

5.动物影响分析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会对沿线的野生动物造成惊扰，根

据施工期生态监测结果，施工期生态监测期间中未发现野骆驼及其他

野 生 动 物 活 动 痕 迹 ， 仅 在 K531+000~K532+000 和

K532+000~K533+000偶有鹅喉羚、塔里木兔、子午沙鼠，公路沿线

野生动物活动的次数极少，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出现偷猎行为，施工车

辆严格限界行驶。项目为三级公路，沿线无任何道路封闭设施，不会

对野生动物同行产生阻隔影响，因此项目建设对动物影响较小。

6.沙尘影响分析

公路沿线K535+220~K583+998段为风沙病害段，施工期，建设

单位在K549+950~K583+998段路基左侧设置防沙网，设置长度

2100m，可有效防止沙尘，降低沙尘对保护区的影响。

防沙网

7.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施工期临时工程、公路建设等施工活动对土壤有所破坏，引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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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土流失，随着施工的结束，实施地面硬化及防护工程有利于减缓

水土流失的影响。

污染影响

1.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扬尘，项目施工时，施工场地有专人

负责主线公路、施工便道以及施工生产生活区进行洒水，临时场站四

周设置了围挡，混凝土拌合站配备除尘器，沥青拌合站配备了烟气净

化装置。场地物料堆放整齐，并用苫布进行了遮盖，运土方和水泥、

砂石等车辆，采取了相应的遮盖和封闭措施（如用苫布），对不慎洒

落的沙土和建筑材料，地面进行了清理。项目施工期间采取了以上防

治措施后，施工过程中对空气环境影响较低。

目前施工已经结束，环境影响已经消除。根据调查，本工程施工

阶段严格执行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无施工遗留

环境问题。

施工便道洒水

2.水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了化粪池和三级沉淀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定期清运，不外排；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

不外排。

施工结束后，环境影响已经消除经现场调查，项目建设过程中没

有施工遗留环境问题。

3.声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单位采取了定期对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等进行维护保养降低

噪声源强、合理布置施工总平面图、未在夜间强噪声设备施工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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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降低了施工对声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在本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

表提出的要求，采取了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将工程的各项环保措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目前施工已经结束，

环境影响已经消除。经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没有扰民事件的发生，

没有施工遗留环境问题。

4.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施工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弃土、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

的生活垃圾，产生的弃土及建筑垃圾拉运至第二师三十六团城镇管理

服务中心指定的弃土场进行综合处理（弃土处置协议见附件），施工

生产生活区设置垃圾桶，收集后送交罗布泊镇环卫部门处理。

运

营

期

生态影响

经现场调查，项目周围无弃土堆放，临时工程场地已全部平整恢

复，项目运营后没有施工遗留环境问题。

根据施工期生态监测，项目沿线偶有塔里木兔、鹅喉羚、子午沙

鼠等野生动物，未见野骆驼活动及其他野生动物活动痕迹。本项目为

三级公路，未设置防撞护栏，公路沿线设置了81道涵洞，19座小桥梁，

项目设置的桥涵可满足小型动物通行，不会对野生动物迁徙产生阻隔

影响。

根据调查，生性怕人的野骆驼多在工程东南侧几十至上百公里外

的阿尔金山及东侧的阿奇克谷地活动，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未对野骆驼

造成影响，项目在公路沿线设置了“爱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增强环保意识、恢复罗布泊生态”标志牌。

自然保护区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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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K535+220~K583+998段设置了745mHDPE防沙网，可有

效控制风沙病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了减少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公路沿线设置了混凝土护坡

1197m、截水坝890m、导流坝修复及改建1197m。采取以上措施后，

该公路运营期的水土流失影响程度将远低于现有公路。

混凝土护坡 截水坝

污染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汽车运输过程中排放的尾气，污染物

以CO、NOx为主。根据现场调查，工程路面修建效果良好，项目场

地空旷，利于汽车尾气扩散，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公路沿线不设置服务区、收费站和养护站，因此运营期无

污水排放。公路沿线无地表水，公路沿线设置了导流坝、截流坝，路

面径流不会造成对地表水影响，项目运营后不会对水环境产生影响。

3.声环境影响分析

验收期间对公路沿线进行噪声监测，根据噪声结果显示，公路沿

线敏感目标罗布泊哨所站噪声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2类区域的标准，公路运营后，对罗布泊哨所站

影响较小。公路运营后，定期对路面进行过维护保养，不会产生明显

的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的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沿线行人及车辆产生的生活

垃圾等。根据现场调查，在公路沿线8个停车带设置了垃圾桶，生活

垃圾收集于垃圾桶，由公路养护单位负责对其两侧进行定期清理。项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 30 -

目沿线设置了“严禁乱扔弃物”标志牌，运营期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

置，对项目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严禁乱扔弃物标志牌 停车带垃圾桶

5.沙尘影响分析

运营期在公路沿线K535+170~K566+280路段路基左侧设置

HDPE防沙网，长度500m，可有效沙尘对环境的影响。

防沙网

6.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为了防止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车辆侧翻导致危化品泄漏

从而对项目区环境造成影响，项目沿线设置了“限速”“谨慎驾驶”

等标志牌，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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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标志牌

社会影响

本工程的建设对于改善若羌县交通，优化公路发展格局，改善区域交

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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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附监测图）

项

目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噪

声

监测点连续监测

2日，每天昼间、

夜间各 2 次，每

次监测 20min 的

等效连续 A 声

级，同时分大、

中、小车型记录

车流量

1#，罗布泊哨所站临路第一排房屋窗前

1m处；2#，衰减断面监测点 565+850
处路左；3#，24h噪声测点 565+300路
左距红线 46m处。

Leq、L10、L50、

L90、Lmax

环境噪声监测期间的车流量统计及监测结果见下表 8.1。
表 8.1 声环境敏感目标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

测

点

位

监测

地点
监测时间

噪声监

测结果

dB（A）

噪 声

标 准

值 dB
（A）

达标

情况

车流量（辆/20min）

大车

（辆）

中车

（辆）

小车

（辆）

1
#

罗布泊

哨所站

临路第

一排房

屋窗前

1m处

11.18. 昼间 15:01 44 60 达标 22 1 12

11.18. 昼间 15:22 46 60 达标 21 0 16

11.19 夜间 03:46 42 50 达标 5 0 1

11.19 夜间 04:08 42 50 达标 4 0 2

11.19 昼间 10:01 46 60 达标 24 1 13

11.19 昼间 10:23 46 60 达标 23 2 12

11.20 夜间 03:43 43 50 达标 4 0 1

11.20 夜间 04:04 42 50 达标 3 0 1

表 8.2 24小时交通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时间

噪声监

测值

LAeq（dB）

车流量（辆/20min）
大型车

（辆）

中型车

（辆）

小型车

（辆）

2023.11.18
-11.19

11:30 53 13 0 6

12:30 53 12 0 8

13:30 52 10 1 7

14:30 51 9 0 6

15:30 51 9 0 7

16:30 52 1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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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53 12 1 8

18:30 52 10 0 8

19:30 52 10 0 6

20:30 51 9 0 5

21:30 50 7 0 7

22:30 49 7 0 5

23:30 49 6 0 6

0:30 48 5 0 4

1:30 47 5 0 3

2:30 45 4 0 2

3:30 44 4 0 1

4:30 44 3 0 1

5:30 43 2 0 0

6:30 45 2 0 0

7:30 47 4 0 2

8:30 49 6 0 5

9:30 50 7 0 8

10:30 52 8 0 7

表 8.3 衰减断面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地点 测量时间
车流量（辆/h）

dB（A）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565+850路
左距离中

心线 20米
处

昼

间

第一次 2 0 2 55

第二次 2 0 2 56

第三次 3 0 2 56

第四次 4 0 1 57

夜

间

第一次 2 0 1 51

第二次 2 0 0 52

第三次 2 0 1 52

第四次 2 0 0 51

565+850路
左距离中

心线 40米

昼

间

第一次 2 0 2 53

第二次 3 0 2 54

第三次 3 0 2 53

第四次 4 0 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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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间

第一次 2 0 1 49

第二次 2 0 0 50

第三次 2 0 1 49

第四次 2 0 0 49

565+850路
左距离中

心线 60米

昼

间

第一次 2 0 2 51

第二次 3 0 2 52

第三次 3 0 2 51

第四次 4 0 1 52

夜

间

第一次 2 0 1 48

第二次 2 0 0 48

第三次 2 0 1 48

第四次 2 0 0 47

565+850路
左距离中

心线 80米

昼

间

第一次 2 0 2 49

第二次 3 0 2 50

第三次 3 0 2 49

第四次 4 0 1 50

夜

间

第一次 2 0 1 47

第二次 2 0 0 46

第三次 2 0 1 46

第四次 2 0 0 46

565+850路
左距离中

心线120米

昼

间

第一次 2 0 2 45

第二次 3 0 2 45

第三次 3 0 2 44

第四次 4 0 1 45

夜

间

第一次 2 0 1 43

第二次 2 0 0 43

第三次 2 0 1 43

第四次 2 0 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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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监测点位示意图

验收期间，对公路沿线噪声进行了监测。由表 8.1中监测数据可知，

公路沿线除衰减断面 20m处的夜间噪声超标外，其余衰减断面、声环境敏

感目标、24h连续噪声在昼、夜间环境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衰减断面 20m处的夜间噪声超标原

因为监测时有大型车辆经过。

项目验收监测点位图见附图 4。

其

他

本工程运营期无其他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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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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1）施工期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制定了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要求施工单位设置相应的环境保

护工作管理机构和网络，确定环境保护责任人，配备专职或兼职环保管理人员，

制定环境保护管理目标。同时，内部各级签订环境保护责任书，进行相应的考核

和奖惩制度，对可能引起环境破坏的施工活动，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并对施

工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负责治理。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建设单位在环保方面做

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最小程度地破坏、最强力度地恢复。

（2）运营期环境管理

根据调查，项目由库尔勒公路管理局阿尔金山分局负责运营期的环境保护工

作，负责协调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并制定相应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基本满

足公路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没有配置环境监测设备和人员，可依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完善

后续监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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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落实情况

本项目穿越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侧实验区，需开展长期跟踪生

态监测，包括施工期(工期 12个月)和运营期(5年)，工程沿线设置 6处监测点，

分 别 在 穿 越 自 然 保 护 区 K560+000~K561+000 、 K570+000~K571+000 、

K580+000~K581+000 路段设 3 处动物活动监测点，在有植被分布的路段即

K530+300~K533+700 两 侧 设 2 处 监 测 植 被 生 长 和 动 物 活 动 ， 在

K535+220~K583+998段监测风沙病害段的防沙措施的防护效果。监测计划见表

9.1。

表 9.1 生态监测计划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备注

1
K560+000~K561+

000 路左右
动物活动情况

一年 1次，每年

6~8月

观测有无大型动

物活动和活动轨迹

(粪便等)

自然保护

区内

2
K570+000~K571+

000 路左右
动物活动情况

一年 1次，每年

6~8月

观测有无大型动

物活动和活动轨迹

(粪便等)

自然保护

区内

3
K580+000~K581+

000 路左右
动物活动情况

一年 1次，每年

6~8月

观测有无大型动

物活动和活动轨迹

(粪便等)

自然保护

区内

4
K531+000~K532+

000 路左右

动物活动情况
一年 1次，每年

6~8月

观测有无大型动

物活动和活动轨迹

(粪便等)
有植被

分布路

段
植被生长情况

施工期观测植被是

否被占用

5
K532+000~K533+

000

动物活动情况
一年 1次，每年

6~8月

观测有无大型动

物活动和活动轨迹

(粪便等)
有植被

分布路

段
植被生长情况

施工期观测植被是

否被占用

6
K535+220~K583+

998
工程防沙措施

一年 1次，每年

6~8月
防沙措施的效果

风沙病

害严重

段

建设单位委托新疆交投生态有限责任公司在施工期对以上路段进行生态监

测，监测情况如下：施工期生态监测点位图见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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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监测

（1）监测因子及频率

施工期在 K549+950~K587+296工程穿越自然保护区路段设 3处监测动物活

动，在 K530+300~K533+700两侧 2处监测动物活动。具体监测内容见表 9.2。

表 9.2 动物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

次
监测地点 监测内容

1
K560+000~K56
1+000路段两侧

动物活动

情况

施工期 2
次，7月、

9月各 1
次

自然保护区

内

有无野骆驼及其他野生

动物活动痕迹

2
K570+000~K57
1+000路段两侧

动物活动

情况

自然保护区

内

有无野骆驼及其他野生

动物活动痕迹

3
K580+000~K58
1+000路段两侧

动物活动

情况

自然保护区

内

有无野骆驼及其他野生

动物活动痕迹

4
K531+000~K53
2+000路段两侧

动物活动

情况

灌丛植被分

布路段

植物生长情况，有无野

骆驼及其他野生动物活

动痕迹

5
K532+000~K53
3+000路段两侧

动物活动

情况

灌丛植被分

布路段

植物生长情况，有无野

骆驼及其他野生动物活

动痕迹

（2）监测内容

本次在 K549+950~K587+296 工程穿越自然保护区路段设 3 条动物监测样

线，在 K530+300~K533+700两侧设置 2条动物监测样线，具体见表 9.3。
表 9.3 第一次野生动物样线调查汇总表

序号 生境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长度

（km
）

海拔区

间（m）
桩号 事件 备注

监测

时间

1
灌草

丛

89.82197251
39.59157929

89.81254250
39.58101259

1.85 806-810
K531+000
~K532+00

0

发现黑顶麻雀

一只，未发现

野骆驼粪便、

足迹

植被分

布路段

7月
20日

2
灌草

丛

89.81281589
39.58291225

89.80421570
39.57504586

1.76 810-815
K532+000
~K533+00

0

发现子午沙鼠

洞穴、未发现

野骆驼粪便、

足迹

植被分

布路段

7月
20日

3
砂石

裸地

89.5351561
39.4214220

89.54645889
39.43122017

1.95 868-872
K560+890
~K563+60

0

未见野骆驼及

其他野生动物

活动轨迹

自然保

护区内

7月
20日

4
砂石

裸地

89.61321905
39.49047927

89.60187079
39.48461124

1.29 848-852
K570+000
~K571+00

未见野骆驼及

其他野生动物

自然保

护区内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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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活动痕迹

5
砂石

裸地

89.73087596
39.52766636

89.73405161
39.51829772

1.09 858-870
K580+000
~K581+00

0

未见野骆驼及

其他野生动物

活动痕迹

自然保

护区内

7月
20日

表 9.4 第二次野生动物样线调查汇总表

序号 生境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长度

（km
）

海拔区

间（m）
桩号 事件 备注

监测

时间

1 灌草

丛
89.82207251
39.59167782

89.81654128
39.58568312 1.5 806-810

K531+000
~K532+00

0

发现鹅喉羚足

迹、塔里木兔

粪便，未发现

野骆驼粪便、

足迹等

植被分

布路段

9月
15日

2 灌草

丛
89.81246785
39.58224585

89.80245821
39.57524685 1.65 810-815

K532+000
~K533+00

0

发现鹅喉羚足

迹、塔里木兔

粪便，未发现

野骆驼粪便、

足迹等

植被分

布路段

9月
15日

3 砂石

裸地
89.53521498
39.42112478

89.54624875
39.43124879 1.8 868-872

K560+890
~K563+60

0

未见野骆驼及

其他野生动物

活动痕迹

自然保

护区内

9月
15日

4 砂石

裸地
89.61321486
39.49021465

89.60133596
39.48432485 1.1 848-852

K570+000
~K571+00

0

未见野骆驼及

其他野生动物

活动痕迹

自然保

护区内

9月
15日

5 砂石

裸地
89.73024850
39.52763148

89.73432549
39.51821485 1.2 858-870

K580+000
~K581+00

0

未见野骆驼及

其他野生动物

活动痕迹

自然保

护区内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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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兔粪便

鹅喉羚足迹

子午沙鼠洞穴

图 9-1 野生动物现场监测照片

（3）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施工期生态监测结果，本项目在 K549+950~K587+296段未发现野骆驼

及其他野生动物活动痕迹，在 K530+300~K533+700监测到了黑顶麻雀，发现了

塔里木兔野生粪便、鹅喉羚足迹及子午沙鼠洞穴。调查范围内的野生动物分布不

均匀，主要分布在 K530+300~K533+700的灌丛地带。鸟类因其活动范围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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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极少，评价区仅作为其偶然的飞行途经地或偶然的捕食区；黑顶麻雀偶然有

少数个体在砾石裸地区捕食，其活动面积大，生境范围广，易于迁移，因此公路

建设对其干扰相对较小，工程沿线也不属于其栖息地和主要活动区。

公路建设对沿线活动和分布的保护动物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这种不良影响

是有限的，既不会造成这些动物在当地种群数量的显著下降，更不会因公路建设

而导致这些动物在当地灭绝。

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发现了鹅喉羚和塔里木兔在公路沿线活动，全线

未发现野骆驼活动痕迹，未发生工作人员对野生动物捕杀情况。施工期间，开展

了工作人员保护野生动物的培训，落实了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

2.植物调查

（1）调查因子及频率

施工期（6~8月）在 K530+300~K533+700 两侧开展植被调查。具体调查内

容见表 9.5。

表 9.5 植被调查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内容

1 K531+000~K532+000路段两侧 植被类型、植被覆

盖度植被生长情

况

施工期 2次，7
月、9月各 1次

施工期观

测植被是

否被占用2 K532+000~K533+000路段两侧

（2）调查内容

本次在 K530+300~K533+700共设置代表性的样地 2个，设置样方 6个，灌

木样方层面积为 10×10m2区域，调查灌木植物，记录灌木层每种植物的名称（种

名、注出学名）、数量、高度、冠幅及盖度等指标；草本层样方面积为 1×1m2

区域，记录每种草本植物的名称（种名、注出学名）、数量、高度及盖度等指标，

具体见表 9.6。

表 9.6 植物群落样方调查点

样地

编号
群落类型名称 样方编号 地理坐标

1 多枝柽柳群系 1-1 E89.80854158 N39.58325980

2 多枝柽柳群系 1-2 E89.80842485 N39.58212589

3 多枝柽柳群系 1-3 E89.80821579 N39.5814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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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芦苇群系 2-1 E89.81292564 N39.58031428

5 芦苇群系 2-2 E89.81551926 N39.58745968

6 芦苇群系 2-3 E89.8168957 N39.58554896

芦苇群系样方调查

多枝柽柳群系样方调查

芦苇现状照片 柽柳现状照片

图 9-2 植被现场监测照片

（3）植被调查结果分析

工程建设路段沿线属于极旱荒漠区，植物均为旱生和盐生种类。现场调查到

的 植 物 仅 共 4 种 ， 包 括 霸 王 Zygophyllumxanthoxylum 、 白 茎 盐 生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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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getonarachnoideus、多枝柽柳 Tamarixramosissima、芦苇 Phragmitesaustralis。

其中芦苇群系覆盖度在 15%~18%，多枝柽柳群系覆盖度在 45%~51%，本项目施

工期在 K530+300~K533+700设置了临时用地限界标，项目临时工程未设置于该

段，施工机械未超边界施工，施工期未发生随意碾压、破坏植被的现场，项目施

工过程中未对 K530+300~K533+700段植被造成影响。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1）本项目在工程建设期间严格落实了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较好地

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委托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编制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2）本项目在施工期开展了生态监测，在环保验收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

对公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罗布泊哨所站进行了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并监测了

24h连续噪声、衰减断面噪声。

（3）建议运营单位开展运营期噪声跟踪监测和运营期生态监测。

综上所示，本项目己有的环境管理制度及监测计划基本可以满足其环境保护

工作要求，建议在运营期间，由专人负责道路的环境管理工作，严格执行相关管

理制度，使环境管理制度做到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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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及建议

（1）项目基本情况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若羌县境内，路线基本走向自东北向西南，全长 79.296km，项目全线采用双

向两车道，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40km/h。主线段（砂砾石路基）长度

77.296km，路基宽度 8.5m，路面宽度 7.5m，起点位于罗布泊镇以南约 120km（S235

线 K510+000）处，终点位于 S235线 K587+296处，与在建 G0612西和高速罗布

泊立交匝道相接。试验段（盐岩路基）位于罗布泊镇，长度 2.0km，路基宽度 12m，

路面宽度 11m，路面结构均为沥青混凝土路面。

2022 年 9 月 21 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以巴环评价函

[2022]223号文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工程由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于 2023年 3 月开工建设，2023年 10月正式通车试运营。项目总

投资 23458.567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1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1.33%。

（2）工程变更情况

工程的规模、路线走向、生产工艺、环保措施等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参照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中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未导致环境影

响显著变化，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同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项目存在暂行办法第八条任何情形之一的，建设单

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根据核查结果，本项目不存在验收不合格情形。

（3）环境保护落实情况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配套建设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经自查不存在《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验收不合格的情况，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

件。

（4）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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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工程永久占地为原有公路建设用地和未利用的沙地和裸地，项目临时

用地均为裸地，项目临时工程已完成平整恢复，恢复后与原地貌相协调。根据施

工期生态监测，施工期在本项目分布的野生动物有塔里木兔、鹅喉羚、子午沙鼠

活动，未发现野骆驼及其他野生动物活动的痕迹，项目为三级公路，未设置防撞

护栏，不会对动物生境造成阻隔，项目建设对公路沿线野生动物影较小。

2）声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施工单位按照要求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临近敏感目标路段夜间未

进行施工。

试运营期通过采取设置限速标志等措施有效地减少了交通噪声对敏感目标

的影响，根据验收噪声监测结果，公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昼、夜间环境噪声

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相应标准，符合建设项目

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3）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施工场地定时洒水，对容易起尘的材料加盖篷布。混凝土拌合站配备

除尘器，沥青拌合站配备了烟气净化装置，且搅拌楼采用封闭式，项目建设和运

营对周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4）水环境影响调查

本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了化粪池和沉淀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定

期清运，不外排。施工期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洒水降尘，不外排。项目不设置服

务区、收费站等附属设施，运营期无废水产生。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5）固体废物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产生的弃土拉运至第二师三十六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指定的弃土

场进行综合处理，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垃圾收集箱，收集后送交米兰镇/罗布泊

镇环卫部门处理。运营期公路沿线行人及车辆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于公路沿线停

车带垃圾桶，定期由公路运营单位清运。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5）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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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营单位做好敏感点噪声跟踪监测，若运营阶段出现室内噪声超标，可

采取切实可行的降噪措施。

2）运营单位做好运营期生态跟踪监测，监测运营期动物活动、植物生长情

况及风沙病害段的防沙措施的防护效果。

综上所述，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总体上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措施，试运营期间公路沿线生态环境较好，污染防治与控制措施效果

较好，符合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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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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填表人(签字)： 周小林 项目经办人(签字 )： 张东升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行业类别 E4721道路和桥梁工程建筑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设 计 生 产 能 力 79.296km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23年3月 实 际生产能力 79.296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3年10月

投资总概算 (万元 ) 35496.04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 284 所占比例 (%) 0.80

环评审批部门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批准文号 巴环评价函[2022]223号 批准时间 2022年9月21日

施 工图 设 计审 批 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批准文号 新交建管〔2022〕46号 批准时间 2022年10月18日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新疆交投生态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总投资 (万元 ) 23458.5677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 311 所占比例 (%) 1.33

废水治理 (万元 ) 50 废气治理(万元) 148 噪声治理

(万元) 55 固废治理(万元) 50 绿化及生态

(万 元 ) 4.00 其它(万元)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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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邮政编码 830000 联系电话 18599157066 环评单位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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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有

关
的
其
它

特
征
污
染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
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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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环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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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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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施工图设计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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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临时用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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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临时用地移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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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砂石料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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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弃土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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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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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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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日期

2023年 11月

本项目

主线段（砂砾石路基）

本项目

试验段（盐岩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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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附图 2：线路走向图
日期

2023年 11月

试验段（K388+600~K390+600）

主线段（K510+000～K587+296）
段

起点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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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协诚交通环

保有限公司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

建设项目

附图 3：本项目与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置关系图

日期

2023年 11月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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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附图 4：验收监测点位图
日期

2023年 11月

图例：

本项目

声环境敏感目标监测点

24h交通噪声监测点

衰减断面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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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协诚交通环保有限公司 S235线罗中至若羌公路建设项目 附图 5：施工期生态监测点位图
日期

2023年 11月

图例：

本项目

动物情况监测点

植物情况监测点

防沙措施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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