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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岛城500千伏线路工程即墨涉段220千伏入地电力管廊建设工程 

项目代码 2302-370215-04-01-628067 

建设单位联系人 尹志 联系方式 0532-66172127 

建设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地理坐标 

（GCJ-02 坐标） 

线路起点：（120 度 36 分 19.712 秒，36 度 32 分 51.113 秒） 

线路终点：（120 度 38 分 24.351 秒，36 度 27 分 36.602 秒）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五十五、核与辐射 

161 输变电工程 

用地（用海）面积

（m2）/长度

（km） 

线路路径长度约
0.73km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

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

填） 

青岛市即墨区发展

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青即发改蓝高新投资

审〔2023〕3 号 

总投资（万元） 6759 环保投资（万元） 45 

环保投资占比

（%） 
0.7% 施工工期 2023/5~2023/8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规划情况 《青岛“十四五”电网规划》（2020年版）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符合《青岛“十四五”电网规划》（2020年版） 

其

他

符

合

性

分

析 

1 产业政策符合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1年本），本项目属于

鼓励类“四、电力、10.电网改造与建设，增量配电网建设”，本项目已核准批复，

符合国家当前产业政策要求。 

2 与“三区三线”符合性分析 

本工程线路不涉及最新的“三区三线”成果。具体见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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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线路不涉及“青政发〔2021〕13号”中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3 与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

知》（青政字[2021]16号）符合性分析 

表 1-1  与青政字[2021]16 号符合性分析 

三线

一单 
相关要求 符合情况 

符

合

性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及 生

态 空

间 

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

空间格局保持基本稳定。 

本项目线路路径不在

《青岛市生态空间图》

的陆域生态红线，项目

的建设不影响生态空

间格局。项目在青岛市

生态空间图的位置见

附图 2。 

符

合 

环 境

质 量

底线 

1、水环境质量底线。以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为原则，到

2025 年，全市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好于Ⅲ类)

比例达到 71.4%，地表水国、省控断面劣Ⅴ类水体消除，

城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到 2035

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持稳定达标，全市重点河流

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2、大气环境质量底线。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保护人体

健康为基本出发点，到 2025 年，PM2.5 底线目标为

30μg/m3；到 2035 年，PM2.5 底线目标为 25μg/m3。 

3、土壤环境风险防控底线。聚焦土壤环境质量改善和风

险管控，到 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左

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到 2035 年，保

持稳定达标，并适量提升。 

4、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底线。以近岸海域水质实现功能区

目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显著提升为原则，到 2025 年，

近岸海域全面消除劣四类海水水质，基本消除四类海水

水质，黄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保持在 98.2%左右;到

2035 年，黄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8.2%以上。 

本项目运行期不涉及

废气、废水排放，对区

域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且根据评价结果，本工

程运行期声环境、电磁

环境满足环境质量底

线的要求。 

符

合 

资 源

利 用

上线 

1、水资源利用上线。衔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用水总量、用水效率等相关要求，落实国家、省关于重点

河流生态水量保障工作有关要求。 

2、能源利用上线。加快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推广利用，提高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严格能源消

耗总量和煤炭消耗量控制要求。 

3、土地资源利用上线。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总量及强度管控要求，确定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人

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等控

制上线目标。 

本项目运行期为供电

区域输送电能，不涉及

生产活动，全部为地下

电缆，项目资源消耗量

相对区域资源利用总

量较小，符合资源利用

上线的要求。 

符

合 

构 建

生 态

环 境

构建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空间管控、水环境分区管控、大

气环境分区管控、土壤环境风险防控等要素分区管控体

系。 

本项目经过即墨区温

泉 街 道

（ZH37021530006）、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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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分 区

管 控

体系 

金 口 镇

（ZH37021530003），

属于一般管控单元。本

项目运行期不涉及废

气、废水、固废排放，

符合管控要求。本项目

在青岛市环境管控单

元中的位置见附图 3。 

生 态

环 境

准 入

清单 

重点管控单元应建立差别化的产业准入条件,优化区域产

业布局,合理规划居住区与工业功能区。加快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与提标改造。强化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内企业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建设和管理,加强倾倒区等区域的海洋

环境监测及风险防范。深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和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严格保护滨海沙

滩、湿地、植被、礁石等自然资源,对受到破坏的海洋生态

进行整治和修复。 

本项目的建设不属于

青岛市市级生态环境

总体准入清单中禁止

类、限制类项目，严格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进

行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建设和管理。 

符

合 

综上，本项目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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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理

位置 
线路：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金口镇境内。 

项目

组成

及规

模 

1 项目组成 

本工程新建 220kV 地下电缆线路包括 220kV 神岙 I、II 线 12-#13 塔线路下

地工程、220kV 岙蒲 I、II 线#4-#5 塔线路下地工程。 

岛城（黄埠岭）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在进行建设中。岛城（黄埠岭）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环评报告书已由青岛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以《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岛城（黄埠岭）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青环辐审[2022]3 号）予以批复；岛城（黄埠岭）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即墨段（变更部分）环评报告书已由青岛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岛城（黄埠岭）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即墨段（变更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青环辐审

[2023]2 号）予以批复；220kV 神岙 I、II 线包含在青岛神山（即墨）500kV 变

电站 220kV 配出工程中，其环评批复文号为“青环辐审[2018]26 号”，验收批复

文号为“青电发展[2021]84 号”；220kV 岙蒲 I、II 线包含在青岛蒲渠（三里庄）

220kV 输变电工程中，其环评批复文号为“青环辐审[2019]61 号”，验收工作正

在进行中。具体见附件。 

2 项目规模 

本工程建设规模见表 2-1。 

表 2-1  本工程建设规模表 

项目 规模 

220kV 神岙 I、II

线 12-#13 塔线路下

地工程 

线路 本段新建电缆线路长度 0.31km 

导线 ZC-YJLW03-1*1600mm²127/220kV交联聚乙烯绝缘铜芯电缆 

敷设

情况 
新建电缆隧道 0.31km，新立电缆终端塔3基 

220kV 岙蒲 I、II

线#4-#5 塔线路下

地工程 

线路 本段新建电缆线路长度 0.42km 

导线 ZC-YJLW03-1*1600mm² 127/220kV交联聚乙烯绝缘铜芯电缆 

敷设

情况 
新建电缆隧道 0.42km，新立电缆终端塔 2 基 

本次环评规模：线路按照本期规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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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

面及

现场

布置 

1 线路概况 

本工程为岛城 500 千伏线路工程即墨涉段 220 千伏入地电力管廊建设工

程，同步建设电力管廊工程和敷设电缆，新建 220kV 地下电缆线路路径长度约

0.73km。 

本工程线路路径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4。 

2 路径方案 

（1）220kV 神岙 I、II 线 12-#13 塔线路下地工程 

在神岙 I、II 线#12 塔大号侧约 36m 处新建双回电缆终端塔#A2，在神岙 I、

II 线#13 塔大号侧约 30m 处新建双回电缆终端塔#A3，#A2-#A3 段架空线路改

为电缆线路，在新建#A2 与神岙 I、II 线#11 塔间新建 1 基双回直线角钢塔#A1。 

本期将 220kV 神岙 I、II 线#12-#13 段架空线路改为电缆线路。拆除双回角

钢塔 2 基，拆除架空线路 0.31km。 

本段新建电缆线路长度 0.31km，新建电缆隧道 0.31km。新建线路位于青岛

即墨区境内，地形为 100%平地，交通条件良好。 

（2）220kV 岙蒲 I、II 线#4-#5 塔线路下地工程 

在岙蒲 I、II 线#4 塔小号侧约 40m 处新建双回电缆终端塔#A1，在岙蒲 I、

II 线#5 塔大号侧约 30m 处新建双回电缆终端塔#A2，将 220kV 岙蒲 I、II 线#4-

#5 段架空线路改为电缆线路。 

本期将 220kV 岙蒲 I、II 线#4-#5 段架空线路改为电缆线路。拆除双回角钢

塔 2 基，拆除架空线路 0.36km。 

本段新建电缆线路长度 0.42km，新建电缆隧道 0.42km。线路位于青岛即墨

区境内，地形为 80%平地，20%丘陵，交通条件良好。 

本工程线路路径示意图见附图 5，线路沿线情况见附图 6。 

3 电缆土建情况 

220kV 神岙 I、II 线 12-#13 塔线路下地工程新建电缆隧道 0.31km；220kV

岙蒲 I、II 线#4-#5 塔线路下地工程新建电缆隧道 0.42km。 

4 电缆型号 

新建电缆线路电缆选取 ZC-YJLW03-1*1600mm² 127/220kV 交联聚乙烯绝

缘铜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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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方案 

1 施工工艺 

①施工道路应就近利用现有道路，在现有道路不能完全到达时，建筑材料

的运输应尽可能减少扰动地表面积。 

②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小基坑开挖范围，避免不必要的开

挖和过多的破坏原状土。 

③开挖尽量保持坑壁成型完好，并做好临时堆土的防护，避免影响周围环

境和破坏植被，基坑开挖后应尽快浇筑混凝土。 

④为减少对地面的扰动，砼施工时砂石料应放在纤维布上，采取下铺上盖

的防护措施。 

⑤基础施工时，分段施工，缩短基坑暴露时间，随挖、随浇、随填。 

⑥导线及铁塔拆除时，按照相关部门的鉴定结果进行报废或入库备用。产

生的建筑垃圾按要求运至指定地点。 

2 施工时序 

①制定合理的施工工期，避开雨季施工时大挖大填。所有废水、雨水有组

织的排放以减少水土流失。对土建施工场地采取围挡、遮盖的措施，避免由于

风、雨天气可能造成的风蚀和水蚀。 

②合理组织施工，尽量减少占用临时施工用地；电缆开挖过程中，尽量缩

小施工作业范围，材料堆放要有序，注意保护周围的植被；尽量减小开挖范

围，避免不必要的开挖和过多的原状土破坏。 

③施工临时道路和材料堆放场地应以尽量少占地为原则，道路临时固化措

施应在施工结束后清理干净，进行翻松征地，恢复其原有土地用途。 

3 建设周期 

2023 年 5 月开始，2023 年 8 月结束，建设周期约 4 个月。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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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环境现状 

1、 环境质量现状 

（1）水环境 

根据《2021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知，2021 年青岛市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全市 20 个国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年度目

标，达到或优于Ⅲ类 10 个，Ⅳ类 10 个。全市 66 个市控及以上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

中，断流 1 个，达到或优于Ⅲ类 36 个，Ⅳ类 22 个，V 类 6 个，劣 V 类 1 个。助水河

等个别河流水质未达到考核目标要求。 

（2）海洋环境 

根据《2021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知，2021 年青岛市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

体良好，海水水质优良面积（一类、二类）比例达到 99.0%，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丁字湾、胶州湾东北部湾顶、大沽河口附近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均为无机氮，其

次为活性磷酸盐。 

（3）大气环境 

根据《2021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知，青岛的空气质量连续两年稳定全面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中向好良好态势。2021 年，PM2.5、PM10、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浓度分别为 28、56、8、30、144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浓

度为 1.1 毫克/立方米，PM2.5、PM10、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同比分别改善 12.5%、

6.7%、3.2%、1.4%和 15.4%，二氧化硫浓度同比持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66，同比

改善 6.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10 天，全省排名第三；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

以来，首次未出现 PM2.5 重污染天。 

（4）辐射、噪声环境 

根据《2021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知，青岛市环境电离辐射水平保持稳定，

环境电磁辐射总体状况较好。青岛市区域环境昼间噪声 53.6 分贝，属“较好”水平，同

比保持稳定；全市道路交通昼间噪声 67.0 分贝，属“好”水平，同比有所改善；全市各

类功能区昼间、夜间噪声全部达标，同比保持稳定。 

（5）土壤环境 

根据《2021 年青岛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知，2021 年青岛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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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发生因耕地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质量超标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未发生疑

似污染地块或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不当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 100%。 

2、 生态环境现状 

即墨区除石质山岭裸露的岩石外，多为人工营造植，绝大部分粮、油、菜、果等作

物各有适种的地片；动物主要有野兔、黄鼠狼、刺猬、狐狸等近 400 余种，分布域内

各地。 

线路沿线地形主要为平地，交通条件良好。线路两侧周边环境主要为农田。 

3、 电磁环境现状 

经现状检测知，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强度为（110.6～1781）V/m；工频磁感应强度

为（0.0761~0.5400）μT，分别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kV/m、100μT。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 24-2020）要求，地下电缆项目不再进

行噪声现状检测和噪声预测评价。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无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1.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本工程线路评价范围内没有电磁、声环境敏感目标。 

2. 生态、水环境敏感区 

本工程线路周围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

区域，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评价标准： 

1.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频率 50Hz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电

场强度为 4kV/m，磁感应强度为 100μT。 

2. 噪声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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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等级 

（1）电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 24-2020），本工程输电线路电缆段为

220kV 地下电缆，电缆段的电磁环境为三级评价。 

（2）生态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22）中 6.1 评价等级判定： 

6.1.1 依据建设项目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和影响程度，评价等级划分为一级、二

级和三级。 

6.1.2 按以下原则确定评价等级： 

a）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时，评价等级为一级； 

b）涉及自然公园时，评价等级二级； 

c）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时，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d）根据 HJ2.3 判断属于水文要素影响型且地表水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建设项目，

生态影响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e）根据 HJ610、HJ964 判断地下水水位或土壤影响范围内分布有天然林、公益林、

湿地等生态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f）当工程占地规模大于 20km2 时（包括永久和临时占用陆域和水域），评价等级不

低于二级；改扩建项目的占地范围以新增占地（包括陆域和水域）确定； 

g）除本条 a）、b）、c）、d）、e）、f）以外的情况，评价等级为三级； 

h）当评价等级判定同时符合上述多种情况时，应采用其中最高的评价等级； 

6.1.3 建设项目涉及经论证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时，可适当上调

评价等级。 

6.1.4 建设项目同时涉及陆生、水生生态影响时，可针对陆生生态、水生生态分别

判定评价等级。 

6.1.5 在矿山开采可能导致矿区土地利用类型明显改变，或拦河闸坝建设可能明显

改变水文情势等情况下，评价等级应上调一级。 

6.1.6 线性工程可分段确定评价等级。线性工程地下穿越或地表跨越生态环境敏感

区，在生态敏感区范围内无永久、临时占地时，评价等级可下调一级。 

本项目不涉及上述规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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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态敏感区；本工程新建线路路径全长 0.73km，工程占地规模小于 20km2。 

综合上述条件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22）中关于

评价等级判定的相关规定，本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 

2 评价因子 

（1）施工期评价因子 

施工扬尘、施工废水、等效 A 声级、施工固体废物、生态影响。 

（2）运行期评价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3 评价范围 

（1）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输电线路：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 

（2）生态 

输电线路：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外各 300m 内的带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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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

期生

态环

境影

响分

析 

1. 生态环境 

线路工程施工期间施工时，在土方开挖、堆放、回填时使土层裸露，

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线路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

护区等，周围无珍稀植物和国家、地方保护动物。项目建设对当地植被

及生态系统的影响轻微。 

2. 噪声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电缆隧道开挖及电缆敷设阶段。施工机械一

般位于露天，噪声传播距离远、影响范围大，是重要的临时性噪声源。

但施工周期较短，主要在农田区域进行施工，预计对周围声影响较小。 

3. 大气 

在整个施工期，扬尘来自于材料运输、装卸等过程，如遇干旱无雨

季节扬尘则较为严重。运输车辆行驶也是施工场地扬尘产生的主要来源。

但施工周期较短，主要在道路区域进行施工，预计对周围的大气影响较

小。 

4. 固体废物 

施工期间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进行统一收集，统

一处置，预计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导线及铁塔拆除时，按照相关部门的鉴定结果进行报废或入库备用。

产生的建筑垃圾按要求运至指定地点。 

5. 废水 

施工期废水包括施工生产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其中生产废水

主要为设备清洗、进出车辆清洗和建筑结构养护等过程产生；生活污水

主要来自于施工人员的生活排水。 

运行

期生

态环

境影

1.线路电磁环境 

根据定性分析知，本工程 220kV 地下电缆运行后，线路评价范围内

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 4000V/m、100μT的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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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分

析  

选线

环境

合理

性分

析 

1 在选线时，已征得当地政府部门的批复意见。 

2 本工程线路评价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饮用

水源保护区等。 

3 本工程线路全部采用地下电缆敷设，降低了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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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

期生

态环

境保

护措

施  

1 生态环境  

在线路区，主要采取的生态措施有：  

①施工期采用表土（熟土）剥离保存、防尘网、运输车辆加盖篷布、

施工便道洒水减少扬尘等临时措施减少水土流失；  

②施工中产生的余土就近集中堆放，待施工完成后熟土可作电缆终端

塔下复植绿化用土，土质较差的弃土可以平铺至线路区地势低洼处自然沉

降，并在其上覆熟土，撒播栽种灌草类，培育临时草皮。  

③线路电缆施工时，尽量减小开挖范围，避免不必要的开挖和过多的

原状土破坏，以利于水土保持。弃土运至指定地点堆放。运送弃土的车辆

应加盖蓬布，并禁止超载运输，防止风吹及撒落而形成扬尘。  

2 噪声  

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并注意维护保养。确需夜间施工时，应征得

当地主管部门的同意。  

3 大气  

对干燥的作业面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减少扬尘量。

将运输车辆在施工现场车速限制在 20km/h 以下，运输建筑材料时应加盖

蓬布，并严格禁止超载运输，防止撒落而形成尘源。运输车辆在驶出施工

工地前，必须将沙泥清除干净，防止道路扬尘的产生。  

4 固体废物  

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堆放，定期清运、集中处理。

施工期设置一定数量的垃圾箱，以便分类收集，以免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  

导线及铁塔拆除时，按照相关部门的鉴定结果进行报废或入库备用。

产生的建筑垃圾按要求运至指定地点。  

5 废水  

在施工区设立临时简易储水池，将设备清洗、进出车辆清洗和建筑结

构养护废水集中，经沉砂处理后回用，沉淀物定期清运；施工废水处理后

回用，废水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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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当地居民房屋，居住时间较短，产生的生活污水量

很少，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纳入当地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运行期

生态环

境保护

措施 

1 电磁环境 

线路全部采用地下电缆敷设，对工频电场有较好的屏蔽作用。 

其他 

1 环境管理与监测 

1.1 施工期环境管理和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项目环境管理和环

境监测计划，其中施工期措施如下： 

（1）施工单位应按建设单位要求制定所采取的环境管理和监督措施； 

（2）本项目工程管理部门应设置专门人员进行检查。 

1.2 运行期环境管理和监督 

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特点，必须在运行主管单位设环境管理部门，配备

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1 人，该部门的职能为： 

（1）制定和实施各项环境监督管理计划； 

（2）建立线路电磁环境影响监测的数据档案，并定期与当地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数据沟通； 

（3）协调配合上级环保主管部门进行的环境调查等活动。 

1.3 环境监测计划 

为建立本工程对环境影响情况的档案，应对线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监

测或调查。监测内容如下： 

（1）监测项目：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2）监测点位：监测断面处。 

（3）监测时间：竣工验收及有投诉情况时。 

环保

投资 

本工程环保投资估算见表 5-1。 

表 5-1 本工程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措施及项目 费用（万元） 

1 植被恢复等措施 30.0 

2 环评、验收、检测等费用 15.0 

合计 45.0 

本期工程估算投资 675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 万元，占总投资的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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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

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行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环境保护措

施 
验收要求 

生态环

境 

①运输车辆加盖篷布、未硬化道路

经常洒水等临时措施。 

②线路电缆施工时，尽量减小施工

范围。 

按要求进

行现场检

查 

项目建设必

须严格执行

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 

按要求进行

现场检查 

电磁环

境 
/ / 

线路全部采

用电缆敷设 

满足《电磁

环境控制限

值》要求 

声环境 

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并注意维

护保养。确需夜间施工时，应征得当

地主管部门的同意。 

按要求进

行现场检

查或现场

检测 

/ / 

大气环

境 

对干燥作业面适当喷水；将运输车

辆在施工现场车速限制在 20km/h以

下；运输建筑材料时应加盖蓬布，并

严格禁止超载运输 

按要求进

行现场检

查 

/ / 

固体废

物 

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

堆放，定期清运、集中处理；施工期设置一

定数量的垃圾箱，以便分类收集。导线及铁

塔拆除时，按照相关部门的鉴定结果进行报

废或入库备用。产生的建筑垃圾按要求运至

指定地点。 

按要求进

行现场检

查 

/ / 

地表水

环境 

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当地居民房屋，居住时间

较短，产生的生活污水量很少，施工人员产

生的生活污水纳入当地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 

按要求进

行现场检

查 

/ / 

环境风

险 
/ / / / 

地下水 / / / / 

振动 / / / / 

环境监

测 
按监管部门要求进行必要的监测。 

按实际情

况进行监

测 

竣工验收及有

投诉情况，于监

测断面处进行

工频电磁场监

测 

按实际进行

监测，判断是

否满足电磁

环境标准。 

其他 

文明施工，减小设备、材料运输对当
地交通等影响。 

工程施工区涉及具有保护价值的文

物和遗迹及时上报。 

按要求进

行现场检

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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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在严格落实本报告表提出的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岛城 500 千伏线路工程

即墨涉段 220 千伏入地电力管廊建设工程的环境影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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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1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由山东宏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线路附近的电磁环境进

行了现状监测。 

1.1 监测仪器及内容 

1.1.1 监测仪器 

主要监测仪器及相关性能指标见表 A-1。 

表 A-1 检测仪器一览表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测量范围 校准证书号 有效期至 

NBM550 场强分析

仪 
JC09-2018 

频率 1Hz～400kHz 

电场 5mV/m～100kV/m 

磁场 0.3nT～10mT 

2023F33-10-

4457137002 
2024.3.9 

1.1. 2 监测方法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监测方法见表 A-2。 

表 A-2 监测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 

1.1.3 监测点布设、监测时间与条件 

本工程监测点位布设、监测时间及条件具体情况见表 A-3，监测布点示意图

见附图 5。 

表 A-3 本工程监测情况表 

监测项目名称 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时间及气象条件 

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 

线路路径空地处布设监

测点位 

2023 年 4 月 10 日：昼间天气：晴，温度：24～

25℃，相对湿度：29～34%，风向：北风，风速：

2.0～2.1m/s 

1.2 项目建设区的电磁环境现状 

1.2.1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本工程的工频电场、磁场现状值见表 A-4。 

 

 

表 A-4 本工程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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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测点描述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1 电缆空地处 1 1781 0.5400 

2 电缆空地处 2 1012 0.2875 

3 电缆空地处 3 884.9 0.2702 

4 电缆空地处 4 173.3 0.0761 

5 电缆空地处 5 202.8 0.0811 

6 电缆空地处 6 110.6 0.1195 

*：附近有运行的 220kV 架空线路。 

经现状检测知，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强度为（110.6～1781）V/m；工频磁感

应强度为（0.0761~0.5400）μT，分别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中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kV/m、100μT。 

2 地下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4.10.3 三级评价的基

本要求，对于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一般采用模式预测的方式。输电线路

为地下电缆时，可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 

本项目电缆线路均采用地下方式进行敷设。输电导线埋藏地下，距离地面不

小于 1.0m，且有密闭的构筑层阻隔，电缆线路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

应强度很小。根据已投入运营的 220kV 输电电缆线路验收公示报告中地下电缆

监测结果可知，位于电缆中心上方的检测数值分别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000V/m、100μT，检测数值主要为当地

的环境背景值。 

由以上定性分析，本工程 220kV 地下电缆线路运行后，线路评价范围内产

生的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中规定的 4000V/m、100μT的标准限值。 

3 结论 

（1）本工程对线路沿线进行了电磁环境现状检测，其工频电场强度、工频

磁感应强度的现状检测结果分别小于 4kV/m、100μT。 

（2）由定性分析，结合现状检测知，本工程地下电缆投运后，其产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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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小于 4kV/m、100μ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 8702-201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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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本工程与生态红线的位置关系图

500kV 岛城线

路工程 

220kV 岙蒲 I、

II线入地工程 

220kV 神岙 I、

II线入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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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与青岛市生态空间的相对位置图 

220kV岙蒲 I、II线下地工程 

220kV神岙 I、II线下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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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在青岛市环境管控单元中的位置图 

220kV岙蒲 I、II线下地工程 

220kV神岙 I、II 线下地工程 



 

24 

 

附图 4 本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220kV岙蒲 I、II线下地工程 

220kV神岙 I、II线下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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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本工程线路路径及检测布点示意图（路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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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本工程线路路径及检测布点示意图（路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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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本工程线路路径及检测布点示意图（220kV神岙I、II线12-#13塔线路下地工程检测示意图）

★ 

电缆空地处 1 

图例 

★工频电场、磁场监测点位 

本工程电缆线路 

★ 

★ 

电缆空地处 2 

电缆空地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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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本工程线路路径及检测布点示意图（220kV岙蒲I、II线#4-#5塔线路下地工程检测示意图）

电缆空地处 6 
★ 

电缆空地处 4 

电缆空地处 5 
★ 

★ 

图例 

★工频电场、磁场监测点位 

本工程电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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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空地处 1 

 

电缆空地处 2 

 

附图 6 本工程线路沿线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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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委托书 

 

 

岛城500千伏线路工程即墨涉段220千伏入地电力管廊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委托书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岛城 500 千伏线路工程即墨涉段 220 千伏入地电力管廊建设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完成，现委托贵公司根据相关环评技术规范

要求，编制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请据此尽快组织人员开展工作。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供电公司 

2023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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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核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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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相关环评批复 

（1）岛城（黄埠岭）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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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岛城（黄埠岭）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即墨段（变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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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岛神山（即墨）500kV 变电站 220kV 配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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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岛蒲渠（三里庄）220kV 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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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相关验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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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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