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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湖伊家河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 

第 682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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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2023 年 10 月 20 日，沂沭泗水利管理局

防汛机动抢险队在山东省微山县主持召开了“南四湖伊家河节制闸除险加固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四湖伊家河节制闸和老运河节制

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设计单位、环

境监理单位）、淮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环评单位）、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施工期环境监测、验收调查报告编制

单位）、南四湖水利管理局韩庄水利枢纽管理局（运行管理单位）等单位的代

表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察看了工程

现场，检查了环保设施及措施的落实情况，查阅了工程相关资料，听取了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单位、环境监理单位和环境监测单位的汇报，经认真讨

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及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为南四湖伊家河节制闸等加固工程，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韩

庄镇。 

本工程对南四湖伊家河节制闸等工程进行加固，加固内容主要为：拆除

重建闸室及上部启闭机房、排架、工作桥；拆除重建上下游翼墙、下游消力

池以及桥头堡；保留原伊家河节制闸现状上下游护坡，增设一定长度的上游

护底和上下游护坡；保留现状下游浆砌石海漫，并根据现状质量进行适当修

补。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 年 8 月，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完

成《南四湖伊家河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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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微山分局以济环报告表（微山）〔2021〕

36 号对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2021 年 5 月，水利部以水规计〔2021〕150 号文批复了工程可研报告。 

2021 年 12 月，水利部以水许可决〔2021〕78 号文批复了工程初步设计。 

2022 年 2 月开工，2023 年 8 月完工，总工期 18 个月。 

（三）投资情况 

工程批复总投资 2845 万元，环保投资 110 万元，工程实际总投资 2845

万元，环保投资 84.8 万元。 

二、工程变更情况 

上下游护坡结构形式更改为浆砌石结构；下游左岸新建钢筋混凝土挡土

墙；增加上下游安全围挡，长度 259.45m；增加 1 套液控应急操作装置动力单

元；根据工程管理需要增加相应管护设施；交通桥等栏杆形式、工作闸门和

检修闸门略有调整；核减闸门启闭机控制柜 GGDPLC 装置 1 台；部分调整了

施工期临时环保措施。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建设项目重大变更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工程性质、建设地点、规模和主要工程特性指标均未发生重

大变化，工程上述变化属于一般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 

工程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实施在施工期。 

1.生态 

加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禁止施工人员越界施工占地、破坏自

然保护区生境和捕杀野生动物；工程日间施工，设置生态警示牌，明确施工

人员活动范围，严禁倾倒垃圾、污水和弃渣等进入湖中；临时营地以及施工

场地周围设置围栏，并分隔工地和周边居民生活区；剥离表土做好防护措施，

工程建设完毕后，对裸露地表进行复垦并绿化植林；围堰施工前采取适当驱

鱼措施，基坑排水后残留鱼类采取转移放生措施。 

2.废水 

基坑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混凝土养护、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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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地民房，生活废水利用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当地农户清理用于农田施肥，

不外排。 

3.废气 

①施工扬尘：工程采用商砼，加强管理，文明施工，运输车辆封闭运输、

对易起尘物料加盖蓬布等，并在场地定期洒水降尘；现场设置施工围挡，加

强了施工道路管理和养护，及时清理场地路面渣土；施工车辆驶出工地前进

行冲洗；定期利用洒水车对施工现场道路洒水以降低工地扬尘。 

②燃油废气：施工期选用废气排放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械和运输

工具，加强对大型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管理维护。 

4.固废 

①弃土和建筑垃圾：弃土回填于取土区，及时清运；取（弃）土区施工

结束后，堆高不高于原地面并且进行了植被恢复。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不能利用的进行回填或运至弃土场；工程结束后对施工迹地及时进行场地清

理。 

②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5.噪声 

①噪声源控制：项目施工过程中尽量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和工艺，及时保

养和维修机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段。 

②噪声传播途径控制：将高噪声机械设备远离居民点布置；设置声屏障；

车辆穿行居民点时，减速行驶。 

（二）运行期 

对施工区和弃土区采用本土物种进行植被生态恢复。 

四、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工程施工对土地利用、陆生植被、水生生物的影响较小，对临时占地进

行生态恢复，满足环评及其批复的相关要求。 

2.基坑排水经沉淀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生产、抑尘等；施工人员租用当地民

房，生活废水利用化粪池收集处理；工程施工未对区域地表水质产生不利影

响。 
3. 工程采取了一系列降尘、抑尘措施，施工期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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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敏感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声环

境功能区标准限值。 

5.施工期产生的弃土弃渣、生活垃圾均得到妥善处理，未对周围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 

六、验收结论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认真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

制度；调查结果表明，工程采取了多种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效缓解了工程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项目建设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工作组 

2023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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