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贵港至隆安公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 年 10 月 17 日，广西中交贵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贵港市组织召开《广西

贵港至隆安公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施工监

理单位、验收调查监测单位等单位代表和特邀环保技术专家，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

后）。验收工作组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

项目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现场核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的落实情况，查阅相关资

料，听取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验收调查监测单位对验收监测情况的介绍，

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贵港至隆安高速公路起点位于贵港市石龙镇石排村附近梧贵高速公路 K146+836 处，

设石排枢纽互通与梧州至贵港高速公路衔接。路线整体走向由东向西，途经贵港市港北区

庆丰镇、覃塘区、黄练镇、宾阳县黎塘镇、古辣镇、中华镇、武陵镇、宾阳县城南面、思

陇镇、武鸣罗波镇、武鸣县城北面、锣圩镇、隆安县丁当镇，终点位于隆安县那桐镇那门

村北侧，设那桐枢纽互通与坛洛至百色高速公路相接，并与规划的隆安至硕龙高速公路对

接，路线全长 228.036km。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20 km/h，

路基宽度 27.0 m，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置石排、庆丰、贵港北、覃塘、黎塘、广村、

中华、宾阳、思陇、武鸣东、武鸣北、锣圩、丁当、那桐等 14 处互通式立交，其中石排、

广村、武鸣北、那桐 4处为枢纽互通。同步设庆丰、贵港北、覃塘、黎塘、中华、宾阳、

锣圩、丁当等 8条连接线共长 8.12km。其中：贵港北、宾阳连接线采用一级公路标准，

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 25.5m；庆丰、覃塘、黎塘、中华、锣圩、丁当连接线采用

二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60km/h，路基宽度 12.0m。全线设置贵港、黎塘、宾阳、仙湖

共 4处服务区，覃塘、武陵、天马共 3处停车区。

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估算金额为 1774293.2511万元，环保投资 19934.64万元，

占总投资的 1.12%。

建设地点：贵港市桂平市、港北区、覃塘区及南宁市宾阳县、武鸣区、隆安县境内。

起点位于贵港市双井村附近梧贵高速公路 K146+836.753处，起点桩号 K9+909.713，坐标

（109°50′11.3361″E，23°18′10.5092″N），终点在那桐互通北约 7.5km处接上坛百



高速公路，终点桩号为 K238+731.987，坐标（107°50′26.9984″E，23°5′6.6236″N）。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年《广西贵港至隆安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2015年 7月 13日原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桂环审〔2015〕107号批复了《广西贵港至隆安公路环境影

响报告书》，项目于 2016年 12月开工建设，2019年 7月建成通车。

于原环评相比，项目变动情况如下：（1）路线优化后，路线偏移超过 200m路段累计

108.407km，达到原环评里程的 47.65%；（2）实际建成公路穿越 10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实际影响总体较环评阶段变大；（3）因路线变动新增 90处声环境敏感点，新增

声环境敏感点数量累计达到原敏感点数量的 66.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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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公路建设方案与原环评阶段在路

线走向、重要环境敏感区内线位走向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动。因此，本项目重新报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023年 2月，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广西贵港至隆安公路变更环境影响

报告书》，2023年 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以“桂环审〔2023〕95”《关于广西贵

港至隆安公路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予以批复。

2023年 12月，广西中交贵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广西科特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承担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在 2024年 1月~2024年 8月进行了项目竣工验收调

查监测。

在对环境现状监测及现场详细调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广西科特环境

监测有限公司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HJ552-2010）、《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完成

《广西贵港至隆安公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本次验收范围不包含服务区加

油站。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核查，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艺、环保措施均未发生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回顾



1.生态保护措施

本工程设计阶段进行优化，尽量避让基本农田；严格控制施工占地，施工结束后对施

工期临时占地进行了绿化恢复。

2.声环境保护措施

①项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不在夜间安排施工；合理安排施工过程，优化作业方案，

减少高噪声设备在同一区域同时使用。

②施工场地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大多利用征地内空地，临时拌合站等均设有围挡,高

噪声设备远离居民区一侧。

③加强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降低噪音，机械车辆途经居住场所时减速慢

行，不鸣喇叭。

3.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扬尘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期间在施工路段配备有洒水车，通过加强洒水降低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②堆料场、弃渣场扬尘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通过对露天材料及裸露渣场进行遮盖，采取对表土等集中堆放等措施降低扬

尘影响。

③沥青混凝土拌和站污染防治措施

混凝土拌合站扬尘，本项目在生产线的配料机及搅拌机上部配套安装集气罩同时配套

有皮带遮蔽帘，用于收集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投料和搅拌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后经

布袋除尘器处理。原料堆场建设围墙并设置顶棚，同时定期进行洒水抑尘。

沥青混泥土拌合站扬尘，车辆卸砂石产生卸料粉尘，装卸砂石骨料产生的扬尘采用移

动式喷水雾化器对卸料扬尘进行降尘。项目采用沥青混凝土拌合成套设备，该搅拌站物料

的干燥、提升及沥青搅拌缸等设备均为密闭结构设计；进出料方式均采用密闭输送。搅拌

站设有较完备的含尘废气收集系统，对烘干炉、热料仓内、搅拌缸的含尘废气等均进行收

集，经集气管道，废气全部进入脉冲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4.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①涉水桥梁下部施工搭建临时钢栈桥和水上施工平台，边坡设置挡墙，涉水桥墩设置

围堰进行抽水，并搭设钢护筒和钻孔平台进行施工，泥浆抽至泥浆车运至泥浆池晾干后用

于绿化覆土和回填。

②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灌。



③施工期拌合站等生产区的生产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上清液用于施工便道或站

场内路面的洒水降尘。

5.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

公路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来自路基施工中产生的废土石方；另一

部分来自施工垃圾及生活垃圾。

工程启用取土场 36 处，在施工过程中取土场边坡修建临时截排水沟进行临时防护，

取土结束后对场地进行平整，平台及边坡进行绿化，部分交还村民利用。

项目共建设 65 处弃渣场，施工弃渣全部集中堆放至弃渣场内，对弃渣场采取了地面

平整、建设排洪沟和复绿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生态环境恢复良好。

项目施工期生活垃圾均定期进行收集，置于当地卫生填埋场填埋或进行其它无害化处

理。

项目在施工期间没有出现过环境污染事故，也没有公众向地方环保部门就公路建设造

成的环境影响进行投诉。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工程设计阶段进行优化，尽量避让基本农田；施工结束后对施工期临时占地进行了绿

化恢复。本项目根据不同工程区进行绿化专项设计，绿化工程采用喷播草种、液压喷播植

草灌、种植乔灌木、植草护坡、爬山虎等多种方式结合，项目沿线边坡绿化情况良好，营

造了较好的公路沿线景观带。

2.噪声污染防治

在沿线敏感点安装声屏障降低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3.废气污染防治

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主要是公路汽车尾气，在公路两侧进行了绿化设计工程建设，减

缓汽车尾气的影响，汽车尾气自然稀释扩散。

项目服务区开设便利超市及小吃店，小吃店制作的食品主要为蒸煮类食品和用烤箱烧

制的食品，基本无油烟产生，未安装油烟净化措施。

4.废水污染防治

项目主要污水为工作人员生活污水，服务区还包含流动人员生活污水、汽车清洗废水、

加油站含油废水、汽车维修污水等，经配套的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入周边

农灌。



项目全线设置有监控和完善的公路排水设施，在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路段及定子江

大桥附近路段设置有风险防范设施。

5.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阶段养护工人对公路全线进行养护，对运营车辆人员沿公路掉落的垃圾进行

清扫收集和集中处理；服务区、收费站及养护站等服务设施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废弃含油抹布、含油劳保用品未分类收集，属于豁免管理的危险废物，与生活垃圾统

一处理；其他危险废物收集暂存于服务区维修站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已做防风、防雨、防

渗措施，由专人负责管理）并交由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妥善处置。

6.其他环保措施

项目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小组、配置了相应的应急物资。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

2024年 7月验收期间 24h车流量统计，项目车流量已达到环评中期（2026 年）预测

的交通量 75%以上。

（二）声环境监测

项目沿线敏感点共 225 处（其中有 1处敏感点安平村未通车），在验收监测期间，224

处敏感点各时段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5-2008）相应标准限值。

（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验收调查期间哥板山隧道进出口二氧化氮 24小时监测结果符合 GB3095-2012《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浓度限值要求。

（四）水环境监测

验收监测期间，监测的 16处地下水水源地取水口除了总大肠菌群出现 3处超标，细

菌总数出现 7处超标外，其他监测指标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水质标准要求。项目环评阶段沿线地下水水源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监测结果超标，

说明本项目地下水水源地取水口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超标的原因是农业面源污染所致。

与本项目建设运营无关。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在施工期间没有出现过环境污染事故，也没有公众向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就公路建

设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投诉。



项目运营期所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设施运行良好，运营过程产生的各种污染物达标排

放，固体废弃物得到相应的利用和处置，弃土场与取土场的生态恢复效果良好。

六、验收结论

根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结果，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

资料齐全，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制度，已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

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固体废物得到相应处置，

取土场和弃土场生态恢复效果良好。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不大，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建议根据营运期声环境监测计划，加强对营运期敏感点进行跟踪监测，视监测

结果采取相应降噪措施。

（二）加强沿线绿化、声屏障、边坡防护等以及公路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三）加强对穿越水源地路段设置的桥面、路面径流收集系统的巡查工作，管道、池

体出现破损时及时维修、更换，及时放空池内积水或抽运事故污水，确保收集系统发挥防

护作用。

（四）加强日常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工作，运营单位应与当地政府、水利、环保等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应急联动机制，在发生风险事故时及时处理，事故严重程度超出本单位

救援能力时，及时寻求外部支援。

（五）完善服务区污水处理站污水排放口规范化设置，悬挂排污口标志牌；规范服务

区汽车维修危险废物的储存管理和标识牌设置。

附件 广西贵港至隆安公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成员及签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