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河段，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

侧。金沙江从河源至宜宾干流全长3479km，落差约5100m，河道平均坡降1.48‰，

流域面积约50万km²。金沙江干流石鼓镇以上为上游段，石鼓镇～攀枝花市（雅

砻江汇合口）为中游段，攀枝花市（雅砻江汇合口）～宜宾市为下游段。金沙水

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中游末端的攀枝花河段上，该河段范围从观音岩水电站坝址

至乌东德水电站库尾，天然河道长57km，落差38m，平均比降0.69‰。河段内金

沙江由西至东横贯整个攀枝花市区，区间流域面积约13.21万km²。 

金沙水电站上距观音岩水电站坝址28.9km，下距攀枝花中心城区约10.3km，

控制流域面积25.89万km2，多年平均流量1870m3/s，年径流量590亿m3。金沙水

电站正常蓄水位1022m，校核洪水位为1025.30m，相应总库容为1.08亿m3，电站

装机容量560MW，最大坝高66.0m，多年平均发电量为25.07亿kW·h。金沙水电

站的主要开发任务为发电，兼有供水、改善城市水域景观和取水条件，以及对观

音岩水电站的反调节作用等。 

2010年6月，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金沙江金沙水

电站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7月通过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审查；2013

年3月，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金沙江金沙水电站可行

性研究报告（工程部分）》并通过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组织的咨询。

2012年12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以（发改办能源[2012]3663号）文同意金沙水电

站开展前期工作。 

为做好金沙水电站“三通一平”阶段环境保护工作，2013年7月，长江水资源

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三通一平”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同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3]298号）文进行了批复；2014年

10月，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5年1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5]18号）文对项目环评报告书进行了批

复。 

金沙水电站主要建筑物包括混凝土重力坝、泄洪消能建筑物、电站厂房系统、

过鱼建筑物等。2015年3月，电站“三通一平”工程开工建设；2016年8月，金沙水



 

 

电站主体工程核准；2016年9月，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建设；2016年12月实现大江

截流；2017年5月基坑开挖；工程于2020年10月下闸蓄水，2020年11月30日首台

机组发电，2021年10月9日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

及其批复要求，建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与各级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它有关部门积极配合，高度重视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工

作，按照环境环保“三同时”管理要求积极实施《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其批复意见、《金沙江金沙水电站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及

验收意见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工程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2022年4月，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四川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

电建集团成都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院”）签署了“金沙江金沙

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陆生生态调查技术服务合同书”（附件1）。接受任务

后，成都院及时成立验收工作组，在收集、分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程设计文

件及其它材料的基础上，对枢纽工程区、库区、移民安置区进行了现场调查，收

集并研阅了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等有关资料；掌握了工程概况、环境背景、环

境保护要求、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环保措施效果等，调查收集了工程环境监理

相关情况和资料，收集了工程施工期、运行期环境现状监测资料；复核了工程区

环境敏感目标，确定了验收调查范围、验收标准、验收调查重点等；开展了公众

意见调查，认真听取了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和当地群众意见，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于2024年8月编制完成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由于本工程移民安置由建设单位出资，地方政府具体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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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移民安置相关内

容纳入《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以下简称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同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主要内容还包括本

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介绍，部分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实施或

主导的措施一并纳入。 

本材料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生态环境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攀枝花市及云南省华坪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四川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四

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以及项目各参建单位的帮助和

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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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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研阶段 

2010年6月，长江设计公司编制完成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预可行性研究报

告》，同年7月通过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的审查。2011年1月，水电水利规

划设计总院以（水电规[2010]156号）下达了审查意见。 

2015年9月，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

在成都审查通过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2016年3月10日，水

电总院签发了“关于印发《金沙江金沙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函”

（水电规水工[2016]20号）。 

2014年10月，长江水资源保护科研所编制完成《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环境影响

报告书》。2015年1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5]18号）文对项目环评报告

书进行了批复。 

2013年8月，长江设计公司编制完成《金沙江金沙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2014年2月，水利部以（水保函[2014]53号）文进行了批复。 

1.1.2 技施阶段 

枢纽工程方面，编制了多个单项工程技术设计报告，以及相关的招标设计、

施工详图设计等。同时，各标段招标文件及招标设计均包含了环保内容。 

环境保护方面，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中提出了“同步进行环境保护总体

设计、招标设计和技术施工设计”的要求。根据上述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金沙

水电站自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以来开展了环境保护总体设计、鱼道设计、生态

流量在线自动监测系统设计、水生生态保护、陆生生态保护和景观及水土保持设

计等专项设计工作，编制完成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总体设计报告》、

《金沙江金沙水电站鱼道设计研究专题报告》、《.金沙江金沙水电站鱼类生态

习性及鱼道水力学研究报告》、《金沙江金沙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工程设计报告》、

《金沙江金沙水电站坝下生态环保流量监测站实施方案》、《金沙江金沙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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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计划和调度方案》等设计报告。 

1.2 施工简况 

金沙水电站主体工程于2016年9月正式开工，工程开工后，建设单位先后落

实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环保设施施工和投运情况如下： 

电站截流前（2016年12月），金沙水电站鱼类增殖站已于2015年建成，2016

年5月开始运行。 

503施工区布置有1处砂石料加工系统，该系统于2016年4月完建，设计用水

量为650 m³/h，相应废水产生量约为535m³/h，同步配套建设了废水处理系统，采

用“机械絮凝+辐流沉淀池+机械压滤脱水”的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为537 m³/h，废

水经收集处理后全部回用，总体上系统运行良好，出水水质能够满足回用要求。 

2016年2月，中水七局混凝土拌和系统完建，同年4月在拌和楼场地内配套修

建了废水处理设施，采用两级沉淀预处理后接入砂石加工系统废水处理系统进行

处理后综合利用，预处理池内淤泥定期清运至指定弃渣场干化。 

基坑作业时，配套修建了收集池对泥浆进行收集利用，确保泥浆不外排。 

金沙水电站施工区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中水七局砂石标施工营地、中水七局

厂坝标施工营地。其中，砂石标施工营地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于2016年3月开始

运行（处理能力为25m³/h）；2016年底，中水七局厂坝标营地建成，并同步配套

地埋式成套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能力150m³/d）。各生活营地生活污水经隔油池、

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污水水质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8-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或回用于营地绿化养护。 

2018年3月，鱼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蓄水前已完成全部土建工程，装在开

展鱼池内部隔板施工，计划在过鱼季节前完成全部工程建设。 

2020年9月，坝下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站硬件安装完成，正在进行初期调试运

行，预计电站下闸蓄水前，生态流量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可正式投入运行。 

工程各渣场堆渣后，及时采取了拦挡、排水沟等水土保持设施，对施工场地

如业主营地、施工营地、场内公路两侧均采取了绿化及植被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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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过程简况 

2020年4月，四川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院”)开展金沙江金沙水电站蓄水阶段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工作，成都院于2020年9月编制完成《金沙江金沙水电

站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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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四川

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按照《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批复意见（环审[2015]18号文）要求，对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等进行了自查，

并于2020年9月19日在攀枝花市西区业主营地组织召开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蓄水

阶段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组，成员包括：项目建设单位(四川省

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蓄水阶段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及环境监理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主要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四

川二滩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期环境监测单位(四川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鱼类增殖站运行管理单位（武汉中科瑞华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以及3名特邀专家。 

与会代表和专家对项目部分环保设施和措施建设及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查

勘，对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相关资料认真查验，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进展情况、

调查单位关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以及环评、设计、监理、监测等单位的有关

情况介绍，经过认真评议，形成验收意见。验收结论认为“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无重大变动，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间未发生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同意项目通过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1.4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简况 

2024年8月20日在攀枝花市西区业主营地组织召开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组，成员包括：项目建设单位(四川省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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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编制单位及环境监理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

要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四川二滩国际

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环境监测单位(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

岩矿测试中心)、水生生态监测单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鱼类增殖站运

行管理单位（武汉中科瑞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23人以及5名特

邀专家。 

验收组现场查勘了工程部分环保设施和措施建设及落实情况；认真查验了环

境监理工作总结报告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

关于工程进展情况、调查单位关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以及环评、设计、环境

监理、环境监测等单位的相关情况汇报，经过认真评议，形成验收意见。验收结

论认为“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无重大变动，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履行了

环境管理责任，工程和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落实了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批复意见、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总

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金沙江金沙水电站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1.5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在金沙水电站设计期间、施工期间均未收到过公众投诉。 

苗尾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期间同步开展了公众意见调查工作，问卷

调查和实地走访期间，未收到公众投诉。调查结果表明金沙水电站建设改善了当

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且公众基本认同本工程

所采取的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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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

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2.1.1.1 环境管理机构 

(1)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环水保管理组织框架是以四川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能投攀枝花公司”）统一组织和领导的全方位、分层次、系统化、网络格

型的环保水保管理体系；该体系包括能投攀枝花公司、设计、工程监理、环保水

保监理、环保水保监测及所有承包商在内。 

后为完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能投攀枝花公司制定了《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

与水土保持管理办法》并颁布实施，成立了以公司总经理为主任、公司其他领导

和参建单位负责人为副主任、公司各部门和参建单位环保管理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的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公司安全环保移

民部。 

工程技术部是能投攀枝花公司现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落实施工区环保水保

措施。安全环保移民部是能投攀枝花公司环保水保专职管理机构，代表公司履行

环保水保管理职责。 

环境监理单位在能投攀枝花公司安全环保移民部直接领导下，对工程环保事

务进行专业对口管理，具体负责工程建设全过程环保管理工作，督促承包商按照

环保 “三同时”要求，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

施，控制施工期不利环境影响，维护生态环境，促进工程依法依规建设，以满足

环保法律法规要求。 

环境监测单位是能投攀枝花公司委托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负责对工程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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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声等各项环境指标达标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以指导后续环境保护管

理工作。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能投攀枝花公司委托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负责对工程建设

区域内各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因子、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运

行效果、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以指导后续水土保持管理工作。 

工程监理单位是土建工程中相关环保水保措施实施的直接监理单位，具体进

行项目环保水保措施施工进度、质量、投资的控制。监督承包商严格执行合同中

规定的环保水保条款，监督环保水保设施与承包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运行。 

 

图 2.1-1 金沙水电站环境管理体系 

(2) 参建单位 

实施过程中，中水七局厂坝标项目部、砂石标项目部各自制定了日常环境保

护实施细则，明确了各级组织的环保责任和分工，具体总结如下： 

1) 项目部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各标段工程环保水保

全面工作，督促各单位、各级人员履行环保水保职责，贯彻执行工程施工中涉及

的国家及地方政府环保水保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遵守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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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环保水保管理制度。 

2) 项目经理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负全面领导责任，对项目部环境管理体系

全面负责，组织制定和完善环境管理制度，保证环境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所需

的资源，组织、协调项目部环境事故的调查、分析、处理。 

3) 总工程师对项目生产的环保水保技术工作全面负责，及时处理生产中的

环保水保技术问题，参加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分析，审核处置环境保护管理方面

的技术方案和纠正措施。 

4) 安全总监是项目部环境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协助项目经理做好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并对项目环境保护负直接领导责任。 

5) 项目部其他副职协助项目经理做好本项目的环境管理工作，并对分管范

围内的环境管理工作承担直接领导责任。 

6) 综合办公室负责环境方针、目标的教育宣传工作，组织识别、评价办公、

生活区范围的环境因素，负责对办公、生活区水、电、气、煤等资源及有关环境

因素的管理，以及办公生活废弃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 

7) 安全环保管理部负责环境管理制度的编制、发放和修订；负责编制项目

部各部门环境管理职责，确定环保岗位能力需求；负责组织落实全项目部环境因

素辨识、评价与控制工作；负责项目部环境管理体系运行的日常指导、监督、检

查等管理工作； 

8) 专职管理人员加强作业施工现场管理，规范施工作业，防止污染环境，

参与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日常监测工作，配合环保、水保员对环境保护和水土

保持的日常管理工作。 

2.1.1.2 环境管理制度 

四川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公司高度重视工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组建了由公司领导负责，工程建设部监管落实的环境管理体系，各承包商也相应

依据各标段具体环保需求，建立了环境管理机构。各级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中，建

立了环境保护责任制，明确各环境管理机构的环境保护责任。 

同时建立由各参建单位分工负责的环境保护分级管理制度。在施工招标文件、

承包合同中，明确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设施与措施条款，由各施工承包单位负责

组织实施，环境监理联合工程建设监理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建设单位环境保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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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负责定期检查，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通报监理部门，由监理部门督促施工

单位整改。 

金沙水电站环境管理制度统计表 

表 2.1-1 

序号 文件名称 编制单位 

1 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能投攀枝花公司 

2 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违规违约行为处罚实施细则 能投攀枝花公司 

3 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监理规划 环保水保监理部 

4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工作人员办公考勤制度 环保水保监理部 

5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现场车辆管理制度 环保水保监理部 

6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日常工作记录制 环保水保监理部 

7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环保水保现场巡查制 环保水保监理部 

8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环保水保工作例会制 环保水保监理部 

9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职责 环保水保监理部 

10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专业监理工程师岗位职责 环保水保监理部 

11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安全管理制度 环保水保监理部 

12 金沙水电站环保水保监理部环保水保监理部工作目标 环保水保监理部 

13 中水七局金沙水电站厂坝工程项目经理部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中水七局厂坝标 

14 中水七局金沙水电站项目经理部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中水七局砂石标 

2.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在工程施工期间，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工程建设现状，为减少因环

境风险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在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有效处理，减少人

员伤害、降低环境损害风险，四川省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制定了《金沙

江金沙水电站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各参建单位也结合各自实际

情况分别制定了安全生产应急综合和专项应急救援预案。根据施工期监理资料以

及走访相关部门，金沙水电站工程自开工以来未发生环境风险事故。 

2.1.2.1 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为确保电站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故，建设单位成立了应急组织机构，由现场

应急指挥部、应急救援工作组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是负责现场应急工作的临时

指挥中心，是灾害现场应急处置的最高决策指挥机构。 

应急救援工作组由抢险救援组、医疗防疫组、后勤保障组、宣传与信息组、

安置善后组、社会维稳组、事故调查组等7个应急工作组构成各工作组的部门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各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也成立了相应的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设置了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的日常事务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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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应急管理制度 

建设单位先后制定了《重大危险源管理规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管

理办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制度》、《金沙水电站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等管理办法，成立了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把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管

理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加大了应急管理资金投入，落实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资

源，确保了应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2.1.2.3 应急演练 

为提高参建单位应急救援能力，增强应急意识，提高员工防灾、逃灾和自救、

互救能力，建设单位先后组织进行了生产安全突发事故演练、消防灭火应急演练、

触电事故救生演练等，在演练过程中提高了广大生产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2.1.3 环境监测计划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意见制定的监测项目包括水环境监测、大气环境监测、噪

声监测、人群健康监测、移民安置区监测、水土保持监测。 

实际的监测方案与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的监测方案基本一致，监测方案与工程

情况结合较为紧密，针对性较强，能反映工程区环境的基本状况，由专业单位和

满足资质要求的监测单位提交的监测结果可采信。 

工程已实施的监测方案及与环评报告书中监测方案对比 

表 2.1-2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监测时

段及频

次 

与环评报

告书方案

差异 

水 

质 

监 

测 

施 

工 

期 

生产废

水 

左岸混凝土系

统拌和系统冲

洗废水处理末

端 

pH、SS、石油类 

按《地表水和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HJ/T91-2002）要

求执行 

2016年

第四季

度开始

监测，后

续施工

期每季

度监测

一次 

无差异 

砂石料加工系

统废水处理末

端 

pH、SS、石油类 无差异 

钢厂沟施工机

械停放场洗车

废水处理末端 

pH、SS、石油类 未监测 

施工期车

辆维修及

保养主要

依托当地

社会力

量，无含

油废水产

生，故未

开展含油

废水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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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监测时

段及频

次 

与环评报

告书方案

差异 

测。 

生活污

水 

砂石标施工营

地、厂坝标施

工营地生活污

水排放口各布

设一个监测点 

pH、SS、COD、BOD5、TP、

TN、粪大肠菌群共7项 
2016年

第四季

度开始

监测，后

续施工

期每季

度监测

一次 

无差异 

地表水 

金沙电站坝前

3.1km（背景断

面）、503施工

营地下游

1km、荷花池

水厂取水口上

游3km 

pH、SS、石油类、高锰酸

盐指数、COD、BOD5、TP、

TN、粪大肠菌群 

生活饮

用水 

水厂生活用水

出水口 

水温、pH、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氟

化物、挥发酚、总磷、氨氮、

硫酸盐、氯化物、溶解性总

固体、铁、锰、硝酸盐氮、

硒、砷、镉、六价铬、铅、

汞、氰化物、硫化物、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粪

大肠菌群，共26项 

按照《生活饮用水水

质卫生规范》(2001

年)的有关要求执行 

2016年

第四季

度开始

监测，后

续施工

期每季

度监测

一次 

无差异 

运

行

期 

地表水 

观音岩坝址、

大坝上游

200m处、大坝

下游2km处、

塘坝河与金沙

江汇口处、摩

梭河与金沙江

汇口处、巴关

河与金沙江汇

口处、纳拉河

与金沙江汇口

处、仁和河与

金沙江汇口处 

水温、pH、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

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总氮、铜、锌、氟化物、硒、

砷、汞、镉、六价铬、总铬、

铅、总氰化物、挥发酚、石

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硫化物和粪大肠菌群共25

项 

《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和《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水 库 蓄

水 前 1

年、水库

蓄水第2

年、竣工

验 收 后

连续测2

年 

每年丰、

平、枯水

期各监

测1次 

无差异 

格里坪水厂取

水口、陶家渡

水厂取水口、

河门口水厂取

水口、荷花池

水厂取水口、

大渡口水厂取

水口、炳草岗

除上述25项、新增硫酸盐、

氯化物、硝酸盐、铁、锰，

共30项 

水库蓄

水前1年 

水库蓄

水第2年 

竣工验

收后连

续测2年 

每月各

监测1次 

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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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监测时

段及频

次 

与环评报

告书方案

差异 

水厂取水口、

密地小水厂取

水口 

大气

及声

环境

监测 

声环境 

大水井村、攀

钢三小区 

等效A声级 

按《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

规定的方法执行。 

2016年

第四季

度开始

监测，后

续施工

期每季

度监测

一次 

无差异 

大坝左岸施工

开挖区、大坝

右岸施工开挖

区、混凝土拌

合系统、砂石

料加工系统 

2-1＃（进场）

公路 

环境空气 

大水井村、攀

钢三小区 
TSP、PM10、SO2、NO2、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

（GB3095—2012）

和《环境空气监测质

量规范》（试行）的

要求和规定。 

2016年

第四季

度开始

监测，后

续施工

期每季

度监测

一次 

无差异 

砂石料加工系

统、混凝土拌

合系统、大坝

左岸岸头、大

坝右岸岸头 

TSP 

2-1＃（进场）

公路 
TSP、CO、THC、NO2 

生态

系统

监测 

陆生生态 

选择回水末端

塘坝河口、金

沙坝址处，坝

下游2km处设

置3个调查点 

 

陆生植物调查： 

评价区主要植被类型热河

谷植被稀树灌丛植被，以及

针叶林和阔叶林。主要监测

这些植被类型组成中乔木

和灌木的植物种类、种群大

小、种群动态、胸径/冠幅、

盖度、物候期、生长状态、

群落物种多样性等；草本植

物的植物种类、多度、平均

高度、高度物候期、生长状

态、群落物种多样性等内容 

根据《生物多样性观

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

管束植物》

（HJ710.1-2014）确

定的乔木、灌木和草

本植物的观测方法

进行。 

 

水库蓄

水前调

查1次；

蓄水后，

以2年为

1个监测

周期，进

行3期监

测；重点

关注的

珍稀保

护物种

每年观

测1次。 

环评报告

书要求施

工期、蓄

水前各开

展一次，

实际开展

一次调查 

陆生动物调查： 

两栖动物主要监测动物种

类、个体数、生活史阶段、

性别、体长、体重、疾病状

况、分布地点和范围、生境

类型、人为干扰情况等。爬

行动物主要监测生境状况

和受威胁程度、动物群落特

征。鸟类主要监测种群结

构、多样性、珍稀濒危和特

有鸟类资源状况、生境状况

以及迁徙规律。兽类主要监

测动物种类组成、空间分

布、种群动态受威胁程度和

生境状况。 

根据《生物多样性观

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

物》（HJ710.6-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

技术导则 爬行动

物》（HJ710.5-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

技术导则 鸟类》

（HJ710.4-2014）和

《生物多样性观测

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

动物》

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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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监测时

段及频

次 

与环评报

告书方案

差异 

（HJ710.3-2014）确

定的两栖、爬行、鸟

类和兽类的观测方

法进行。 

水生生态 

设观音岩坝

下、金沙坝前、

金沙坝下、三

堆子及支流雅

砻江、塘坝河

共6个断面，调

查位置可根据

具体情况适当

前移或后靠 

水生生态要素监测、鱼类种

群动态及群落组成变化、鱼

类产卵场监测 

/ 

在水库

蓄水后

（截流

后）20年

内监测7

年，即蓄

水第1、

3、5、7、

10、15、

20年进

行监测。 

无差异 

水土保持监测 

枢纽及导流工

程防治区布设

5个，弃渣（存

料）场防治区

布设3个，交通

工程防治区5

个，料场防治

区1个，施工生

产生活区6个，

移民安置及专

项设施复建工

程防治区2个 

降水、地形、地貌和沟道、

水系变化情况，工程占地面

积、扰动地貌和损坏水土保

持设施数量，土石方挖填

量、堆土量等、工程建设水

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

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

等、各类防治措施的数量和

质量，林草措施的成活率、

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

率，工程措施的稳定性、完

好程度和运行情况，以及各

类防治措施的拦渣保土效

果 

根据《水土保持监

测技术规程》

（SL277-2002）的

规定，主要采用地

面监测、调查监测

和巡查监测三种方

法，重点以调查监

测和巡查监测为

主。 

2013年

11月至

2021年

12月，共

计98个

月。 

无差异 

人群健康监测 
施工区人群健

康监测 

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

疟疾 
流行病学调查法 

施工开

始每年

监测一

次 

依托当地

已有卫生

资源开展

调查，满

足环评要

求。 

移民

安置

点监

测 

水环境 

格里坪水厂、

河门口、陶家

渡、煤矸石电

厂等取水口 

pH值、悬浮物、石油类等3

项 

按《地表水和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

（HJ/T91-2002）要

求执行 

每季度

一次 

因饮用水

源保护地

取消，后

续可不再

开展该项

监测工作 

移民人群健

康 
    

纳入当地

卫生防疫

部门 

大气、噪声 

移民专项目实

施区域布设7

个监测点位 

TSP、等效A声级  
每季度

一次 

满足环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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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为生态影响类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防护距离控制

及居民搬迁等问题。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2.3.1 水环境 

施工期已按水环境功能区水质保护要求落实施工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

措施。 

建设单位已实施完成巴关河、摩梭河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协调攀枝花人民政

府完成库区规划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完成沿江沟、巴关河等污染源治理工程。同

时“十三五”期间攀枝花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等指标完

成较好。已配合地方政府加强库区及上游流域农业面源和工业点源污染控制，观

音岩引水工程已于2021年11月30日完工投入运行。 

2.3.2 生态环境 

2.3.2.1 水生生态 

工程实际蓄水期间，最小生态下泄流量不小于480m3/s，运行期通过机组发

电下泄基本满足不低于480~560m3/s的生态流量，当入库流量小于最小下泄生态

流量时，按来流下泄； 

金沙水电站鱼类增殖站2016年5月正式运行，截止目前已开展8次放流活动，

累计放流各类鱼苗约166.027万尾；委托武汉中科公司已开展4次鱼类增殖放流效

果监测工作； 

2018年3月，金沙水电站鱼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21年3月完成鱼道施工，

2021年3月下旬投入运行，截至目前已连续开展4年过鱼效果监测； 

已协调当地政府划定了金沙江干流攀枝花段鱼类栖息地保护河段，已完成金

沙水电站河道生态治理与栖息地修复工程；已完成各项水生生态科学研究；已开

展水库联合生态调度技术研究。 

2.3.2.2 陆生生态 

通过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和管理，严禁破坏施工区外的植被。要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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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内发现珍稀保护动物及植物及时报告环保水保监理部及业主，严禁伤害珍稀

动物及植物。在施工区和保护区河段设立宣传标示牌严格要求施工人员不得随意

进入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禁止施工人员非法猎捕、购买珍稀保护

动物及其制品，以减轻施工对陆生动物的影响。 

2.3.2.3 水土保持 

本工程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2024年8月，建设单位在金沙水电站业主营地组织召开了

金沙江金沙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并通过验收。 

2.3.3 固体废物 

业主营地内设置有垃圾收集设施，与攀枝花市西区生活垃圾处理中心签订了

生活垃圾清运协议，委托其对电站施工区内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建设单位与中

节能（攀枝花）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合同，场地内设置了危废

库。 

2.3.4 环境空气和声环境 

金沙水电站工程施工期砂石骨料加工系统采用封闭作业，对产生扬尘较大的

部位设置喷雾降尘设施，同时加强了施工区的洒水降尘工作。对可能产生扬尘的

物料在运输时用防水布覆盖，加强道路硬化，减少了输送过程中的粉尘。同时，

加强了施工区主要交通道路的清扫工作，对石家沟渣场渣体进行临时覆盖作业。 

工程施工期间，在施工运输道路沿线村庄等敏感区段设立了限速标志，在攀

钢三小区和大水井村设置了隔声屏。 

2.3.5 移民安置 

金沙水电站实际搬迁人口为13户43人，均为县内或村内后靠分散安置，无集

中安置点。各户建房过程中配套建设旱厕，生活中清掏用做农家肥，每户自行设

置垃圾桶，生活垃圾由乡镇或村里组织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及时清运到地方垃圾

处理站。 

搬迁前对移民居民点进行了卫生清理，对有关疾病传染源和传播媒介进行了

杀灭。分散移民供水均依托当地既有饮用水水源，其人群健康防护已纳入当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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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防疫部门统一开展。 

各专项设施复建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废水采取沉淀后回用，对生活污水

采用简易化粪池或依托当地居民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对工程弃渣进行集中堆存，

配套建设了排水沟、边坡支护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设施。 

2.3.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工程施工期针对加油站风险泄露事故、施工废水排放事故等制定了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施工期成立了应急组织机构，编制了《金沙江金沙水电站工程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各参建单位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安全生产应

急综合和专项应急救援预案。 

2.3.7 环境管理状况 

建设单位成立了金沙水电站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健全了电站环境保护工作

的管理与监理体系，统筹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委托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工程施工期环境监理，协助开展环境监督和管理工作；委托四

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承担施工期电站环境监测工作、

委托攀枝花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分站承担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成

都院承担施工期及运行期陆生生态调查工作，委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承担运

行期水生生态调查工作。 

2.3.8 公众意见调查情况 

通过走访调查、问卷开展等方法，金沙水电站工程涉及区域公众对本工程建

设总体上持赞同态度，认为电站建设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且公众基本认同本工程所采取的环保措施。问卷调查和实

地走访期间，未收到公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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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改工作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