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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

庆源腾格里 15MW分散式风电项目

建设单位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吴玉虎 联系人 付博

通信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嘉尔嘎勒赛罕镇

联系电话 13171316885 传真 /
邮政编

码
750300

建设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嘉尔嘎勒赛罕镇

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

四十一：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90 陆上

风力发电 4415其他风力

发电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

风庆源腾格里 15MW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内蒙古华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

善盟生态环境局
文号

阿环审表

【2023】8号
时间 2023.4.14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内蒙古绿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10500

其中：环

境保护投

资（万元）

86
环境保护投

资占总投资

比例

0.82%

实际总投资

（万元）
10500

其中：环

境保护投

资（万元）

86
环境保护投

资占总投资

比例

0.82%

环评主体工程

规模
装机容量 15MW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23.8.10

实际主体工程

规模
装机容量 15MW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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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项目立

项—试运行）

2023年 3月，内蒙古华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阿拉

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

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3年 4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以阿环

审表【2023】8号文对《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格里 15MW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予以批复。

2023年 8月 10 日，项目开工建设，2024年 12月试运行。

2024 年 12 月，建设单位正式委托内蒙古绿研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根据国务院第 682 号

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家环境保护部文件国环规

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生态环境部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

类》(HJ/T394-2007)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内蒙古绿研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月对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完成情况进

行了现场踏勘，查阅了相关资料，并编制了《阿拉善腾格里经济

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验收调查监测方案》。根据验收调查监测方案确

定验收监测和调查内容，内蒙古绿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工程

进行了验收调查，根据现场勘察和调查结果，编制了《阿拉善腾

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格

里 15MW分散式风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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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范

围

根据《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

源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确定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范围详见下表。

表 1-1 本项目调查范围

调查内容 环评评价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

噪声
风机周围 200m、施工及检修道路两侧

200m范围内
和环评一致

生态
风机南侧 500m范围内的植被、动物以及

土地利用类型等生态因子
和环评一致

调查因

子

（1）废气：施工期的总悬浮颗粒物；运营期不产生废气。

（2）声环境：连续等效 A 声级。

（3）水环境：本项目运营期无人值守，不产生废水。

（4）固体废物：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日常检修人员产生的含油抹布。

（5）生态环境：生态环境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占地、项目区域的影响、施工

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工程及其效果等。

环境敏

感目标

本项目周边 1km 范围内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无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可

研、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及文物保护单位。风机周围 500m内没有声环境敏

感目标，施工及检修道路两侧 200m 范围内没有大气、声环境敏感目标。具体

本项目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一览表如下：

表 1-2 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保护目

标

相对场

址距离

位置

关系
基本情况 环境功能及目标

大气

环境

施工及检修道路两侧 200m范围内无

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二级

标准

声环境
风机周围 500m、施工及检修道路两

侧 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

生态环境
场区范围内的植被、动物以及土地利

用类型等生态因子

保证土地使用功能，维持区域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生物

多样性，防止产生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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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重点

（1）核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以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2）调查环评提出的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3）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核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

（6）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因子达标情况。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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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落实情况、环境风

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有效性。

（8）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实际存在的及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9）验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污染因子达标情况的预测结果。

（10）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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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次验收调查采用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据本项目

环评及批复文件所确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如标准有更

新或修订，则采用更新或修订后的新标准进行校核。

（1）废气排放标准

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排放、运营期检修道路扬尘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

值。

（2）噪声排放标准

施 工 期 噪 声 执 行 《 建 筑 施 工 场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523-2011）；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3）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有关规定及修改单相关内容，危险废物执行《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有关规范要求。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运营后无人值守，没有生产废水和工艺废气排放，故本项目

运营期不计污染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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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工程概况

项目

名称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项

目

地

理

位

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境内，场址

中心位置距离嘉尔嘎勒赛罕镇约 30km，场址中心坐标为 E105°3′35.918″，

N37°50′46.638″。根据现场调查，风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4-1，风机、箱变拐点坐标

见表 4-2、4-3，集电线路塔中心坐标见表 4-4，本项目依托升压站坐标见表 4-5，项

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表 4-1 风场范围拐点坐标（国家 2000 坐标-3）
序号 X Y
P1 4191370.034 35504164.138
P2 4191370.034 35506985.138
P3 4189361.034 35506985.138
P4 4189361.034 35504164.138

占地面积：567.11hm2

表 4-2 风机拐点坐标（国家 2000坐标-3）
风机

编号
点号 x(m) y(m) 点号 x(m) y(m)

T05

J1 4191116.240 35505086.173 J5 4191094.240 35505095.285
J2 4191109.796 35505079.729 J6 4191100.684 35505101.729
J3 4191100.684 35505079.729 J7 4191109.796 35505101.729
J4 4191094.240 35505086.173 J8 4191116.240 35505095.285

T06

J1 4190523.972 35505274.430 J5 4190501.972 35505283.542
J2 4190517.528 35505267.986 J6 4190508.416 35505289.986
J3 4190508.416 35505267.986 J7 4190517.528 35505289.986
J4 4190501.972 35505274.430 J8 4190523.972 35505283.542

T07

J1 4189728.321 35505629.199 J5 4189706.321 35505638.311
J2 4189721.877 35505622.755 J6 4189712.765 35505644.755
J3 4189712.765 35505622.755 J7 4189721.877 35505644.755
J4 4189706.321 35505629.199 J8 4189728.321 35505638.311

表 4-3 箱变拐点坐标（国家 2000坐标-3）
箱变

编号

点

号
x(m) y(m) 点号 x(m) y(m)

T05
箱变

J1 4191084.240 35505086.979 J3 4191090.240 35505094.479
J2 4191090.240 35505086.979 J4 4191084.240 35505094.479

T06
箱变

J1 4190491.972 35505275.236 J3 4190497.972 35505282.736
J2 4190497.972 35505275.236 J4 4190491.972 35505282.736

T07
箱变

J1 4189713.571 35505612.755 J3 4189721.071 35505618.755
J2 4189721.071 35505612.755 J4 4189713.571 3550561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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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集电线路塔拐点坐标（国家 2000坐标-3）
塔号 X轴 Y轴 塔号 X轴 Y轴

BN1

4189404.549 35505024.447

BN7

4190779.863 35505133.276
4189406.191 35505030.633 4190781.555 35505139.448
4189412.376 35505028.991 4190787.727 35505137.756
4189410.735 35505022.805 4190786.036 35505131.584

BN2

4189616.993 35504976.884

BN8

4191055.579 35505049.671
4189617.776 35504983.236 4191057.382 35505055.811
4189624.128 35504982.453 4191063.523 35505054.008
4189623.345 35504976.101 4191061.719 35505047.867

BN3

4189816.525 35504986.138

B1N1

4189983.880 35505122.503
4189816.525 35504992.538 4189989.897 35505124.683
4189822.925 35504992.538 4189987.718 35505130.700
4189822.925 35504986.138 4189981.700 35505128.521

BN4

4190019.159 35504994.623

B1N2

4189872.084 35505370.624
4190015.591 35504999.937 4189877.679 35505373.731
4190020.905 35505003.504 4189874.572 35505379.326
4190024.472 35504998.190 4189868.977 35505376.219

BN5

4190262.534 35505104.859

B1N3

4189733.377 35505566.240
4190259.767 35505110.630 4189738.612 35505569.922
4190265.538 35505113.397 4189734.930 35505575.157
4190268.305 35505107.626 4189729.695 35505571.475

BN6

4190504.881 35505215.953

/
4190504.799 35505222.352
4190511.199 35505222.433
4190511.280 35505216.034

表 4-5 依托升压站坐标

序号 X Y
P1 4189383.17 35504960.70
P2 4189383.17 35505040.70
P3 4189303.17 35505040.70
P4 4189303.17 355049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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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建

设

项

目

组

成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装机容量 15MW，安装 3台 5.0MW 风电机组，配套建设 3台箱变，集电线路、道路工程等。采用无人值守模式，以单回 35kV 线

路接入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 35kV 侧，最终通过送出线路送至葡萄墩 220kV变电站，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不

包括升压站及送出线路。项目工程建设符合性见表 4-6。

表 4-6 工程符合性一览表
工程名称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主
体
工
程

风电机
组

总装机容量 15MW，安装 3台 5.0MW风电机组，额定电压 0.69kV，
轮毂高度为 90m，风轮直径 165m，风机的塔筒、叶片及机舱由
厂家预制，本项目只进行风机地基浇筑及设备安装。风机基础占

地 0.1203hm2。

总装机容量 15MW，安装 3 台 5.0MW 风电机组，额定电压
0.69kV，轮毂高度为 90m，风轮直径 165m，风机的塔筒、叶片
及机舱由厂家预制，本项目只进行风机地基浇筑及设备安装。
风机基础占地 0.1203hm2。

与环评
一致

箱式变
压器

每个风电机配置一个箱式变压器，每个箱变设计容量为
5300kVA，共计 3 台，占地面积 0.0135hm2。箱式变压器由厂家

预制，本项目只进行箱变地基浇筑及设备安装。

每个风电机配置一个箱式变压器，每个箱变设计容量为
5300kVA，共计 3 台，占地面积 0.0135hm2。箱式变压器由厂家

预制，本项目只进行箱变地基浇筑及设备安装。

与环评
一致

辅
助
工
程

集电
线路

本工程 35kV 集电线路建设 2 回，共连接 3 台风机，均为架空，
设置集电线路塔 11座，占地面积 0.045m2，集电线路总长度

2.374km。集电线路接入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
司 110kv 升压站 35kv 侧。

本工程 35kV 集电线路建设 2 回，共连接 3 台风机，均为架空，
设置集电线路塔 11座，占地面积 0.045m2，集电线路总长度

2.374km。集电线路接入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
司 110kv 升压站 35kv 侧。

与环评
一致

道路工
程

本项目进场道路依托原有乡村道路，长度 0.8km，路面宽 3.5m，
路基宽度 4.0m，天然级配砂砾石路面。
本项目施工道路拟将原有乡村道路拓宽使用，原乡村道路宽
3.5m，本项目拟将道路拓宽至 7.5m 宽，作为施工道路使用，施
工结束后将道路恢复至 3.5m 宽，作为检修道路继续使用，天然
级配砂砾石路面。施工及检修道路共 3 段，全长 2.761km。

本项目进场道路依托原有乡村道路，长度 0.8km，路面宽 3.5m，
路基宽度 4.0m，天然级配砂砾石路面。
本项目施工道路将原有乡村道路拓宽使用，原乡村道路宽 3.5m，
本项目将道路拓宽至 7.5m 宽，作为施工道路使用，施工结束后
已将道路恢复至 3.5m 宽，作为检修道路继续使用，天然级配砂
砾石路面。检修道路共 3 段，全长 2.761km。

与环评
一致

公
用
工
程

供电
本工程施工高峰期用电负荷为 90kW，施工供电可由农村电网引
接，作为施工电源。同时配备 1 台 30kW 的移动式柴油机作为备

用电源，型号 5D-1413。

本工程施工高峰期用电负荷为 90kW，施工供电由农村电网引
接，作为施工电源。同时配备 1 台 30kW 的移动式柴油机作为

备用电源，型号 5D-1413。运营期无生产、生活用电。

与环评
一致

供水
项目施工用水可由罐车从嘉尔嘎勒赛罕镇拉运至施工现场使用，
施工生产区设置 2 辆水车。项目运营后无人值守，无新增排水。

项目施工用水由罐车从嘉尔嘎勒赛罕镇拉运至施工现场使用，
施工生产区设置了 2辆水车。项目运营后无人值守，无新增排

水。

与环评
一致

排水
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运营期无

人值守，不产生生活废水。
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运营期

无人值守，不产生生活废水。
与环评
一致

消防 本项目在风机塔筒处及箱变处各设置 2 个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本项目在风机塔筒处及箱变处各设置 2个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与环评
一致

供热 本项目无需供暖 本项目无需供暖 与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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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临
时
工
程

施工临
时建筑

施工临时建筑区布置在本工程拟建 T06 风机南侧的平坦地带，占
地面积为 0.3hm2，分为施工生产区、材料加工区、仓库及维修区
等。不设置施工生活区，施工人员不在施工现场居住，依托周边

民房。

施工临时建筑区在本工程 T06 风机南侧的平坦地带，占地面积
为 0.3hm2，分为施工生产区、材料加工区、仓库及维修区等。
不设置施工生活区，施工人员不在施工现场居住，依托周边民

房。

与环评
一致

施工检
修道路

本区域场内检修道路起点接原有道路，风电场内道路场地坡度较
小，施工道路设计宽度为 7.5m，长 2.761km，占地 2.071hm2，施
工期全路基宽度路面铺设天然级配砂砾石；风电场施工完成后，
在施工路面的基础上铺 3.5m宽天然级配砂砾石路面作为检修道

路，其余路面恢复为原地貌。

本区域场内检修道路起点接原有道路，风电场内道路场地坡度
较小，施工道路宽度为 7.5m，长 2.761km，占地 2.071hm2，施
工期全路基宽度路面铺设天然级配砂砾石；已在施工路面的基
础上铺 3.5m 宽天然级配砂砾石路面作为检修道路，其余路面恢

复为原地貌。

与环评
一致

吊装平
台

临时建设 3个吊装平台，共占地 0.7665hm2。 临时建设 3 个吊装平台，共占地 0.7665hm2。
与环评
一致

集电线
路塔基
施工区

每个集电线路塔设置一个塔基施工区，共占地 0.065hm2。 每个集电线路塔设置一个塔基施工区，共占地 0.065hm2。
与环评
一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气 检修道路采用 200mm 厚泥结碎石路面，定期洒水抑尘。 检修道路采用 200mm 厚泥结碎石路面，定期洒水抑尘。
与环评
一致

废水

项目场地分散、施工时段废水产生不连续，无法形成径流，均自
然蒸发，施工期基本上没有生产废水的排放。项目不设置施工人
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本项目运营期无人值守，不

产生生活废水。

项目场地分散、施工时段废水产生不连续，无法形成径流，均
自然蒸发，施工期基本上没有生产废水的排放。项目不设置施
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本项目运营期无人值

守，不产生生活废水。

与环评
一致

噪声 风机、箱变等噪声通过使用低噪声设备降噪 风机、箱变等噪声通过使用低噪声设备降噪
与环评
一致

固废

施工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清运至垃圾处理站处置；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含油抹布由维修人员直接带走；废矿物
油依托依托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升压
站危废库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
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阿拉善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 2万千瓦分散
式风电项目新建 1 座 110kv 升压站，位于本项目南侧 200m，本

项目运行前，该升压站及危废库可投入运行，依托可行。

施工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清运至垃圾处理站处
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含油抹布由维修人员直接带走；
废矿物油依托依托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危废库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与环评
一致

生态
保护

施工结束后，对吊装场地、施工道路、施工临时建筑区临时占地
进行植被恢复，植被覆盖度不低于周边环境；运营期及时补种，

植被恢复率不低于现状。

已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合理绿化，进行生态修复，水土流失
治理；运营期临时占地已进行植被恢复，种植沙生针茅和沙柳。
临时占地生态恢复面积为 2.2359hm2，人工种植沙柳枝条约

30000 棵，撒播沙生针茅草籽 160kg。

与环评
一致

环境风
险

在箱式变压器下方布置事故油池，事故油池的容积为 3m3，采取
基础防渗+2mm 的 HDPE 人工防渗膜进行防渗处理，渗透系数

K≤1×10-10cm/s，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已在三个箱式变压器下方布置事故油池，三个事故油池的长×
宽×高均为：5.4m×3.6m×0.45m，容积为 8.748m3，采取基础
防渗+2mm 的 SPU101 单组分聚氨酯防水涂料进行防渗处理，渗
透系数 K≤1×10-10cm/s，验收调查阶段未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事故油
池容积
增加了
5.74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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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本项目工程变动情况主要为事故油池容积增加了 5.748m3。

综上所述，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更。

生产工艺流程（附图）

风电场的生产工艺系统主要是围绕电能的产生和输送过程而设置。产生电能的主要设

备为风力发电机组，包括风轮、机舱、塔架、变压器和基础几部分，风轮由叶片和轮豰组

成。发电原理是：在有风源的地方，叶片在气流外力作用下产生力矩驱动风轮转动，将风

能转化为机械能，通过轮豰将扭矩输入到传动系统（高速齿轮机电机），通过齿轮增速，

经高速轴、联轴节驱动发电机旋转，达到与发电机同步转速时，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

通过变压器及输电设施将电能输送到电网。本项目风力发电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环节见图

4-2。

本工程每台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安装 1台 35kV 箱式变压器，风力发电机与箱式变压器

接线方式采用一机一变单元接线。风力发电机组出口电压为 690V，经箱式变压器就地升

压后输送到场内 35kV 集电线路上（采用 35kV 直埋电缆），汇流后送到阿拉善盟润海吉

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 35kV 侧，最终通过送出线路送至葡萄墩 220kV 变

电站。项目营运期无工艺废气和工艺废水产生，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为噪声。

图 4-1 运营期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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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1.工程占地

本项目风电场范围 567.11hm2，项目总占地面积 3.3813hm2，其中永久占地 0.1788hm2

（其中包括风机基础、箱变基础、集电线路塔等），临时占地 3.2025hm2（其中包括吊装平

台、集电线路塔基施工区、施工及检修道路、施工临时设施占地）。永久占地、临时占地

土地利用类型均为沙地。

表 4-7 工程占地对比表

项目 单位
环评批复

面积

实际占地

面积
备注

永久占

地

风机基础 hm2 0.1203 0.1203

沙地
箱变基础 hm2 0.0135 0.0135

集电线路塔 hm2 0.045 0.045
小计 hm2 0.1788 0.1788

临时占

地

风机吊装平台 hm2 0.7665 0.7665

沙地

集电线路塔基施工区 hm2 0.065 0.065
施工道路及检修道路 hm2 2.071 2.071

施工临时建筑 hm2 0.3 0.3
小计 hm2 3.2025 3.2025

总计 hm2 3.3813 3.3813 未增加

2.项目平面布置

本项目装设 3台单机容量为 5.0MW 的风力发电机组，每台机组配一台箱式变压器。

本项目风场范围北侧有已建道路通过，风场检修道路由此引接。风电场场址为四边形，T05

风机及箱变位于风场北部，T06 风机及配套箱变位于风电场中部，T07 风机及配套箱变位

于风电场南部，风机布置充分利用站区地形地貌，且避免相互干扰。本布置在满足自然条

件和工程特点的前提下，考虑了安全、防火、卫生、运行检修、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各

建筑物之间的联系等各方面因素。场内检修道路与北侧现有道路相连，方便机组的安装与

检修。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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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10500万元，环保投资约为 86 万元，占总投资的 0.82%。具

体环境保护投资明细表见表 4-8。

表 4-8 环境保护投资明细表

类别 实际环保措施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噪声 风机设备隔声、降噪措施。 6
废气 检修道路定期洒水抑尘 5

固废
每台箱式变压器各设置 1座 8.748m3的事故油池，

共 3座。
15

生态

保护

施工结

束后植

被恢复

施工临时建筑区：表土剥离及苫盖保

护、占地范围内土地平整、进行绿化。

吊装场地：表土剥离及苫盖保护、土

地平整、施工结束后进行人工种草的

方式植被回覆。

施工道路：表土剥离及苫盖保护、土

地平整，施工结束后进行人工种草的

方式植被回覆。

48

监测

生态监

测

运营期前 3年进行场区内植被群落、

植被覆盖度、植被恢复措施调查监测。
10

噪声监

测
运营期进行噪声监测 2

合计 86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施工期：施工现场内的土堆、砂石料等已使用密目安全网等材料进行覆盖，确

保封闭严密，固定牢靠；施工期间剥离的表土在施工区域内一侧单独存放，并盖好

苫布；堆放的材料四周设挡墙，施工道路定期洒水抑尘；最大限度地减少粉尘污染。

移动式柴油发电机废气的排放特点为排放量小，且属间断性无组织排放。由于本项

目施工场地开阔，扩散条件良好，且离敏感点较远，所以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2）废水

项目场地分散、施工时段废水产生不连续，无法形成径流，均自然蒸发，施工

期基本上没有生产废水的排放。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

放。

本项目运营期无人值守，不产生生活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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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所采用的挖掘机、

振捣棒、混凝土运输车、推土机、冲击钻、电焊机等的噪声。本项目施工期间施工

机械已设置在场区中央，远离场界，减少高噪音设备的使用。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运营期：本项目风机均选用隔音防振型，变速齿轮箱等减噪型装置，叶片采用

减速叶片等低噪声设备后，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声环境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要求，每台风机周围 500m范围内无声环

境敏感目标。

（4） 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项目产生的废包装物分类收集后由专门人员收集后外售；建筑类垃圾，

包装袋、包装箱、碎木块、废水泥等，对其中可回收利用部分进行回收，其次，不

可回收部分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建筑垃圾已及时清理，避免污

染环境。建设单位已要求施工单位标准施工、规划运输，将固体垃圾分类送往环卫

部门指定地点处理，不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施工营地

设置的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定期运往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

体废物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项目风场内无人值守，日常检修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极少，由检修人

员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风机检修产生的垃圾有

废矿物油、沾染矿物油的抹布。含油抹布为属于豁免清单，全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由检修人员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废矿物油依托依托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

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危废库暂存（此项目已验收投入运行），定期交由有资

质单位处理。

每座箱变下方布置 1个 8.748m3的事故油池，收集事故情况下的变压器油，而后

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事故油池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中的相关规定进行防渗，采取基础防渗+2mm 的 HDPE 人工防渗

膜进行防渗处理，其渗透系数≤10-10cm/s。

（5）生态影响

本项目除风机基础、箱变、集电线路塔占地为永久占地外，其余厂区范围内的

建设均为临时占地。永久占地区域已严格按照土地文件批准的面积来使用，严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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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土地。临时占地在申请的临时占地范围内进行作业。永久占地使得该范围内的土

地性质发生了改变，使该土地上的生物量永久损失，临时占地不改变土地性质，但

减少了区域内的植被量，施工期间对区域土地的扰动以及噪声的干扰，使项目区内

原有野生动物被迫迁徙，区域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项目施工期间已利用场内原

有道路，减少大功率设备的使用量，以减少噪声对区域内野生动物的影响。对于永

久占地进行征地补偿，对于临时占地进行生态恢复。

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完成已将施工道路路面恢复至 3.5m 宽，作为检修道路继续使用。检

修道路两侧已布设沙柳（播种量：30000 颗）网格防护进行固沙，在道路两侧进行覆

土，进行植被恢复，在沙柳网格沙障内种植沙生针矛（播种量：160kg）种植面积为

2.2359hm2。加强风场范围内及集电线路沿线植被现状管理工作，监督工程扰动区域

植被的恢复与再生，及时掌握植被生长状况，做到及时补种植被。

（2）风电机选用隔音防震型，变速齿轮箱为减噪型，叶片用减速叶片等。对风

机进行定期维护，使风机风轮稳定良好运行。尽量减少车辆、人员在风场范围内的

工作活动。

（3）风电场在运营过程中应加强对风机的巡查维护，避免工程事故发生，对施

工期的施工区域进行恢复植被。在进行风机等巡查维护过程中，应严格规范车辆行

驶线路，不得随意碾压植被。

（4）风机安装驱鸟装置，选用橙色、红色等色彩比较亮丽、能反射紫外线的涂

料，在风机叶片前端部分区域涂抹，以吸引鸟类的注意力，提高警觉性避免白天鸟

类撞击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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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评报告表与批复回顾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

庆源腾格里 15MW分散式风电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3.3813hm2（其中永久占地 0.1788hm2，临时占地

3.2025hm2）；

建设规模：装机容量 15MW，安装 3 台 5.0MW 风电机组，配套 3 台箱变，

本项目验收调查期间，2025 年 01 月 02 日上网电量为 3.5221 万

kWh、2025 年 01 月 03 日上网电量为 2.9335万 kWh；

建设单位：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10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6万元，占总投资的 0.82%。

2、与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本项目属风力发电项目，风力发电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重点，是电源结

构调整、节能减排的有效措施之一。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限制和淘汰类项目，项目属于允许类。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

3、 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根据对建设地点

周边环境的分析，周边 500m 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保护目标及地

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周边 500m 范

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根据工程分析，项目不产生废水、废气可达标排放，固

废可得到合理处置，项目对环境影响可接受。综上，项目选址合理。

4、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年平

均浓度限值。项目所在区域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为达标区。

（2）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经调查，本项目周边 50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3）生态环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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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属于限制开发区。本项目风电场所在

区域属于生态功能区划为 V-2-2、腾格里沙漠生态控制生态区。根据调查，评价

区及风场范围土地利用类型包括灌木林地、天然牧草地、其他草地、采矿用地、

农村道路用地、沙地，评价区沙地面积占 66.11%，风场范围内沙地面积占 68.05%。

植被类型以红砂群落、骆驼蓬群落、沙生针茅群落为主等。项目建设地区野生动

物组成比较简单，种类较少，由于评价区本身生境条件较为恶劣，区域内野生动

物的种类不多。内未发现国家珍稀野生动物的繁殖地与栖息地。建设项目区域未

发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

5.1 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结论

（1）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塔基浇筑混凝土全部采用外购商砼，不设置拌合站。项目施工期主要

大气污染源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及车辆产生的废气，其中以扬尘为主要污染源，

主要包括土石方的开挖、堆放以及回填等过程，据行业经验，施工造成的扬尘主

要影响范围为下风向 200m内，本项目施工区下风向 200m范围内无居民居住，

但场区下风向范围内的动植物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本项目移动式柴油发电机作为风力发电机组基础施工补充电源，以适应风力

发电机组基础施工分散的特点。使用的柴油就近外购，不储存，废气主要污染物

是 NOX、CO、HC及烟尘。经计算本项目 1台 30kW 移动式柴油发电机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分别为：CO0.165kg/h、HC+NOx0.225kg/h、烟尘 0.018kg/h。本项目施工

区下风向 200m 范围内无居民居住，但场区下风向范围内的动植物均会受到一定

的影响。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生产废水主要为施工结构阶段混凝土养护排水，施工生产废水中主要

含有少量的悬浮物，全部用于洒水降尘，对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施工人员不在

施工现场居住，依托园区周边民房，不设置施工营地，不产生生活废水。

3）噪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噪声的主要影响范围为施工场地周边 200m范围内的声环境。

施工期使用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振捣棒、混凝土运输车、推土机、冲击钻、电焊

机等的噪声，本项目周边 200m内无声环境敏感目标，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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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主要

为废土、砂石、钢筋等。本项目表土剥离的土方单独收集并保存，暂时堆放于临

时表土堆场，用于今后的植被恢复覆土，以恢复土壤理性；临时堆场设置于各区

临时占地范围内，临时表土堆场采取临时防护措施：设土袋挡护、拍实、表层覆

盖草垫或苫盖纤维布等其它覆盖物，计采用密目网苫盖，堆土边坡坡率 1：0.5。

本项目施工高峰期施工人员平均约 20 人，生活垃圾的发生量按 0.5kg/人·d

计，日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0kg，施工工期 5个月，则施工期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5t。

生活垃圾经施工场区垃圾桶集中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进行统一处理。

5）生态环境影响

1.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本项目占地主要为沙地，小部分区域位于裸土地。本项目永久占地 0.1788hm2，

临时占地 3.2025hm2。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用的土地，撒播耐干旱、多年生草

籽进行恢复。经过一定恢复期后，土地的利用状况不会发生改变，仍可以保持原

有使用功能。

2.对土壤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的机械碾压、人员践踏等活动也会对土壤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增

加土壤紧实度，影响地表水的入渗。同时，施工活动使局部地表植被遭到破坏，

地表裸露，对土壤的理化性质有不利影响。另外，由于施工破坏和机械挖运，使

土地受到扰动，使土壤富集过程受阻，阻断生物与土壤间的物质交换。土壤理化

性质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植被的恢复，因此要求在土方作业过程中土方应分层堆

放、分层回填，注意尽量维持土壤现状。项目的建设将会对施工区域的土壤理化

性质产生一定的影响，本项目采用点状征地，永久占地面积小，对临时占地采取

了松土后植被恢复，不足以对整个区域的土壤理化性质产生影响，不会使区域土

壤理化性质恶化。

3.对植被的影响

风场植被类型主要是以红砂群落、骆驼蓬群落、沙生针茅群落为主。施工过

程中，土石方开挖、回填及堆放、主体及辅助等工程的施工活动均会引起当地植

被的破坏，此外，施工人员的践踏、车辆运输过程中也会破坏地表植被。同时，

永久占地会减少地表植被数量。施工期为了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植被破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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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加强管理，能不碾压的地方不碾压，能不动用的地方不动用，尽量不损坏

植被，最大限度减少对施工作业区周围植被的破坏；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用的

土地，撒播耐干旱、多年生草籽进行恢复。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后，施工期对区域

植被影响较小。

4.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项目区动物种类较少，为当地常见种，如鼠类、蜥蜴类、蛇类、沙鸡、喜鹊

等，项目区域范围内无国家珍稀野生动物。施工期施工人员的活动和机械噪声等

将会对施工区及周围一定范围内野生动物的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

引起野生动物暂时的、局部的迁移，待施工结束这种影响亦将消失。

5.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项目区位于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区域风蚀沙化较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根据水利部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结合《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内

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情况公报》成果和当地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情况分析，

确定项目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1000t/km2·a。原地貌风力侵蚀模数在 4800t/km2·a；

水力侵蚀模数 200t/km2·a，为轻度侵蚀，本项目的水力侵蚀影响可忽略不计。调

查工程建设过程中共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 1368t，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632t。本工

程建设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及植被面积为 3.3813hm2。扰动破坏的土地类型为

沙地。

6.对我区防风治沙工作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气候类型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条件

恶劣，土地沙化严重，风沙灾害频繁，严重地影响了沙区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制约着沙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会对施工场地内的表土形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增加土地

沙化的风险，因此项目建设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防风治沙措施，在施工结束后

应采取生态恢复来弥补临时占地造成的损失，从而降低本项目对我区防风治沙工

作的影响。

7.对生态功能区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影响是施工期造成的水土流失。加强工程区

域施工期及各临时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水土流失量的产生。工程破坏一定

面积的植被，但随着施工期结束后临时用地的植被恢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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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植被的破坏，工程实施不会影响各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发展方向。

（2）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1）废气

风电场是将风能转换为电能，在转换过程中无废气排放。

2）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无人值守，远程通过电子设备查看风机运行情况，不新增劳动

定员，因此，运营期间无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产生。

3）噪声

本项目运行期间，产生噪声的主要是风机。风力发电机组工作过程中在风及

运动部件的激励下，叶片及机组部件会产生较大的噪声，其噪声来源主要包括机

械噪声、结构噪声和空气动力噪声。本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组相距较远，间距在 500m

以上，采用单机容量为 5.0MW 风发力发电机组，风机轮毂高度为 90m，当机组

正常运转时其轮毂处的噪声功率级在 105dB（A）左右。

4）固体废物

项目风场内无人值守，日常检修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极少，由检修人员伴随

生活垃圾携带离场，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本项目风机轴承润滑油更换 2次/年，每次产生量为 10kg/台，年产生废矿物

油 60kg；风机液压油每台每年换 1次，一台风机 15kg/年，年产生废矿物油 45kg；

每台风机每年齿轮发生漏油情况时，漏油量约为 5kg/台，漏了的油无法收集，因

此用抹布擦拭。因此，本风场每年产生废矿物油 105kg，产生含油抹布 15kg。根

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废矿油属于危险废物，需按照危废来管理，

收集后暂存于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升压站危废库暂存

（此项目已验收投入运行），由有资质单位定期拉运处置。含油抹布属于豁免清

单，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由检修人员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风电场工程运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永久占地失去原有的生物

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植被基本完全损失，施工期受到影响的草地未得到完全恢

复，会导致地表植被覆盖度降低，植被结构不稳定。在种植初期进行土地平整会

使土壤疏松，易于发生土壤侵蚀，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随着人工种植植物的发

育生长和植被覆盖度的提高，会使项目区的植物生存环境逐渐变好，使原来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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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或破坏的植物逐渐得到恢复，生态环境呈良性循环。

风电场运行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可能对鸟类造成

的危害，特别是对夜间飞行的鸟类。风电场范围内飞行的鸟类可能会碰撞到风力

发电机的塔架或旋转的叶片上造成伤亡、撞到输电线路死亡；对鸟类繁殖、栖息

和觅食有干扰影响，从而影响区域的鸟群数量。本项目不位于鸟类迁徙通道上，

项目区内鸟类为一些常见类的鸟，大都体型较小，飞行灵活，主要为毛腿沙鸡、

灰喜鹊，加之风力发电机等障碍物目标明显，这些鸟很容易看清而避开，所以它

们发生碰撞风力发电机的机率也很低。

风电场占地面积极大，一般是几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由于风电机

运行过程产生的噪声和光影会对鸟类产生干扰，鸟类会远离风电场。

根据中国候鸟迁徙路线示意图，本项目不在候鸟迁徙通道上，所以风电场对

鸟类迁徒活动影响较小。

（3）综合结论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选址可行。项目釆

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和污染物控制和治理措施，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可得到基本治理，并使工程占地区域内水土流失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污染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对环境影响较小。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要

求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意见

2023 年 4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以阿环审表【2023】8

号文对《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

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批复主要要求如下：

(一)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塔基浇筑混凝土

全部采用外购商砼，不设置拌合站。施工期基础土石方施工、道路填筑、车辆运

输等工序应采取密闭、苦盖、洒水等有效防尘抑尘措施，确保无组织颗粒物排放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相关限值要求。

(二)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生产废水经临时沉

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施工期设置临时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处理。

(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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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标准限值要求；运营期噪声需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废防治措施。运营期废矿物油、废旧蓄电

池等检修垃圾均需按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I2025-2012)《废矿

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要求收集，依托暂存于满足《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规定的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

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危废库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施工期土石方挖、填方需确保平衡，不可随意设置弃土场。

(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施工期剥离表土

要单独堆放，并应采取苫盖措施，后期用于植被恢复。施工期应尽量利用场内原

有道路，严禁扰动、占用已批复以外的范围。施工结束后，应对临时占地区域进

行土地平整，并对表土堆场和临时占地区域，以本地乡土物种通过自然恢复和人

工恢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态恢复，确保植被覆盖率达到施工前水平。运营期应

加强工程区域候鸟迁徙情况的跟踪观察工作，并与林业部门建立候鸟监测、救护

联动机制。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照规定程

序自主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

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 5 年

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我局委托阿盟生态环境局腾格里分局负责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

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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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执行效
果及未采取
措施原因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一、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
1.施工道路：对施工道路两侧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网格尺寸为 1.0×1.0m，选 1～
2年生的沙柳枝条，长度为 0.6m，埋深 0.4 m，单行扦插，株距 4cm。施工结束后，施
工道路路面恢复至 3.5m宽，作为检修道路继续使用。在道路两侧进行覆土，进行植被
恢复，恢复后植被覆盖度不低于周边现状。，种植面积 11044m2。
2.吊装场地：对施工吊装场地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网格尺寸为 1.0×1.0m，选 1～
2年生的沙柳枝条，长度为 0.6m，埋深 0.4 m，单行扦插，株距 4cm。吊装场地内除硬
化区域外，均需进行植被恢复，在沙柳网格沙障内种植沙生针矛，恢复后植被覆盖度不
低于周边现状。种植面积 7665m2。
3.集电线路塔施工区：对集电线路施工区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网格尺寸为
1.0×1.0m，选 1～2年生的沙柳枝条，长度为 0.6m，埋深 0.4 m，单行扦插，株距 4cm。
施工结束后，用施工时剥离表土进行场地的平整恢复，之后进行覆土、植被恢复，在沙
柳网格沙障内种植沙生针矛，恢复后植被覆盖度不低于周边现状。种植面积 650m2。
4. 施工临时建筑区：施工结束后，对施工临时建筑区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网
格尺寸为 1.0×1.0m，选 1～2年生的沙柳枝条，长度为 0.6m，埋深 0.4 m，单行扦插，
株距 4cm。用施工时产生的多余土方进行场地的平整恢复，之后进行覆土、植被恢复，
在沙柳网格沙障内种植沙生针矛，恢复后植被覆盖度不低于周边现状。种植面积
3000m2。
审批文件要求：

施工期剥离表土要单独堆放，并应采取苫盖措施，后期用于植被恢复施工期应尽量
利用场内原有道路，严禁扰动、占用已批复以外的范围施工结束后，应对临时占地区域
进行土地平整，并对表土堆场和临时占地区域，以本地乡土物种通过自然恢复和人工恢
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态恢复，确保植被覆盖率达到施工前水平。

环评报告表落实情况：
一、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调查
1.施工道路：已对施工道路两侧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网
格尺寸为 1.0×1.0m，施工道路路面恢复至 3.5m 宽，作为检修道
路继续使用。已在道路两侧进行覆土，进行植被恢复。种植面积
为 11044m2。
2.吊装场地：已对施工吊装场地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网
格尺寸为 1.0×1.0m。已对吊装场地内进行硬化，已在沙柳网格沙
障内种植沙生针矛，进行植被恢复。种植面积 7665m2。
3.集电线路塔施工区：已对集电线路施工区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
行固沙，网格尺寸为 1.0×1.0m。已进行场地的平整恢复，进行覆
土、植被恢复，在沙柳网格沙障内种植沙生针矛。种植面积 650m2。
4.施工临时建筑区：已对施工临时建筑区布设沙柳网格防护进行
固沙，网格尺寸为 1.0×1.0m，已进行场地的平整恢复，进行覆土、
植被恢复，在沙柳网格沙障内种植沙生针矛。种植面积 3000m2。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临时占地控制在最少、尽
量不破坏原有的地表植被和土壤。合理开挖、存放和利用地表土
壤，施工完毕后对现场进行植被恢复。场内道路和施工便道的规
划及建设进度完整。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施工道路、吊
装场地、集电线路塔施工区、施工临时建筑区物料分别统一堆存，
并用密目网苫盖，堆土边坡坡率 1：0.5；临时占地及永久占地已
种植沙生针茅和沙柳进行平整并恢复，恢复情况较好。

措施均已基
本落实

污染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废气：施工现场内的土堆、砂石料等应使用密目安全网等材料进行覆盖，确保封闭严密，
固定牢靠；施工期间剥离的表土需在施工区域内一侧单独存放，并盖好苫布；堆放的材
料四周设挡墙，施工道路定期洒水抑尘；最大限度地减少粉尘污染。
废水：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
噪声：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所采用的挖掘机、振捣棒、混
凝土运输车、推土机、冲击钻、电焊机等的噪声。本项目施工期间将施工机械尽量设置
在场区中央，远离场界，尽量减少高噪音设备的使用。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选用低噪声
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废包装物分类收集后由专门人员收集后外售；建筑类垃圾，包装
袋、包装箱、碎木块、废水泥等，首先对其中可回收利用部分进行回收，其次，不可回
收部分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建筑垃圾应及时清理，避免污染环境。
建设单位应该要求施工单位标准施工、规划运输，将固体垃圾分类送往环卫部门指定地
点处理，不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施工营地设置的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定期运往当地环卫部门
指定地点。
审批文件要求：

环评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废气：运输车辆加盖苫布、运输道路不定期洒水降尘。
废水：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
噪声：已将施工机械设置在场区中央，远离场界，尽量减少高噪
音设备的使用。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
排施工时间。
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废包装物分类收集后已由专门人员收集后
外售；建筑类垃圾，包装袋、包装箱、碎木块、废水泥等，已分
类送往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施工营地设置的垃圾箱集中收集后，
定期运往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
审批文件要求落实情况：
1.已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塔基
浇筑混凝土全部采用外购商砼，不设置拌合站。施工期基础土石
方施工、道路填筑、车辆运输等工序已采用密目网苫盖，堆土边
坡坡率 1：0.5、施工单位采取洒水等有效防尘抑尘措施，确保无
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措施均已基
本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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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塔基浇筑混凝土全部采用外购
商砼，不设置拌合站。施工期基础土石方施工、道路填筑、车辆运输等工序应采取密闭、
苦盖、洒水等有效防尘抑尘措施，确保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表 2相关限值要求。
2.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生产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
用于洒水降尘；施工期设置临时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处理。
3.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标准限值要求；
4.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废防治措施。施工期土石方挖、填方需确保平衡，不可
随意设置弃土场。

(GB16297-1996)表 2相关限值要求。
2.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
3.已将施工机械设置在场区中央，远离场界，尽量减少高噪音设
备的使用。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
工时间。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的标准限值要求；
4.本项目施工期已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合理开挖、存放和利用地
表土壤，施工道路、吊装场地、集电线路塔施工区、施工临时建
筑区物料分别统一堆存，没有随意设置弃土场。

社会影响 / 根据走访调查，项目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噪声环境影响投诉情况 /

运
行
期

生态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为了减轻项目运营对项目区域的影响，要求建设单位做好如下生态防护工作：
（1）施工完成后尽快落实植被恢复工作，确保恢复植被成活率，降低水土流失概率；
加强风场范围内及集电线路沿线植被现状管理工作，监督工程扰动区域植被的恢复与再
生，及时掌握植被生长状况，做到及时补种植被。
（2）风电机选用隔音防震型，变速齿轮箱为减噪型，叶片用减速叶片等。对风机进行
定期维护，使风机风轮稳定良好运行。尽量减少车辆、人员在风场范围内的工作活动。
（3）风电场在运营过程中应加强对风机的巡查维护，避免工程事故发生，对施工期的
施工区域进行恢复植被。在进行风机等巡查维护过程中，应严格规范车辆行驶线路，不
得随意碾压植被。
（4）风机安装驱鸟装置，选用橙色、红色等色彩比较亮丽、能反射紫外线的涂料，在
风机叶片前端部分区域涂抹，以吸引鸟类的注意力，提高警觉性避免白天鸟类撞击风机。
审批文件要求：
运营期应加强工程区域候鸟迁徙情况的跟踪观察工作，并与林业部门建立候鸟监测、救
护联动机制。

环评报告表落实情况：
（1）施工完成后已落实植被恢复工作，临时占地及永久占地已
种植沙生针茅和沙柳进行平整并恢复，种植面积为 2.2359hm2。
已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加强风场范围内及集电线路沿线植被现
状管理工作，和监督工作，及时补种植被，补种面积为 1hm2。
（2）风电机已选用隔音防震型，变速齿轮箱为减噪型，叶片用
减速叶片等。已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对风机进行定期维护。加
强风机的巡查维护，在进行风机等巡查维护过程中，已严格规范
车辆行驶线路，不得随意碾压植被。
（3）风机已安装驱鸟装置，选用橙色、红色等色彩比较亮丽、
能反射紫外线的涂料，在风机叶片前端部分区域涂抹，以吸引鸟
类的注意力。
审批文件要求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已开展保护鸟类宣传教育，运营期间未发生鸟类异常死
亡事件。

措施均已基
本落实

污染影响

环评报告表要求：
废气：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无废气产生；
废水：本项目运营程中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产生；
噪声：本项目风机均选用隔音防振型，变速齿轮箱等减噪型装置，叶片采用减速叶片等
低噪声设备；
固体废物：项目风场内无人值守，日常检修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极少，由检修人员伴随
生活垃圾携带离场，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运营期产的风机检修垃圾有废矿物油、沾染矿物油的抹布。含油抹布为属于豁免清单，
全过程不按危废管理，由检修人员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废矿物油依托依托阿拉善盟
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危废库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每座箱变下方布置 1个 3m3的事故油池，收集事故情况下的变压器油，而后交由有危废
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事故油池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防渗，采取基础防渗+2mm 的 HDPE人工防渗膜进行防渗处理，其渗
透系数≤10-10cm/s；
审批文件要求：
1. 运营期噪声需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2. 运营期废矿物油、废旧蓄电池等检修垃圾均需按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
范》(HI2025-2012)《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要求收集，依
托暂存于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规定的阿拉善盟润海
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kV升压站危废库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环评报告表要求落实情况：
废气：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无废气产生；
废水：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无废水产生；
噪声：已选用低噪设备、风机合理布置；
固体废物：日常检修垃圾由检修人员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收
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后期箱式变压器废油泄漏于箱式变
压器内下方的事故油池内，已进行防渗处理，危险废物直接由有
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不落地，不进行暂存；
审批文件要求落实情况：
1.已选用低噪设备、风机合理布置，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
2.本项目不产生生活垃圾，日常检修垃圾由检修人员伴随生活垃
圾携带离场，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后期箱式变压器废
油泄漏于箱式变压器内下方的事故油池内，已进行防渗处理，危
险废物直接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不落地，不进行暂存。

措施均已基
本落实

社会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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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

态

影

响

本项目施工期永久占地、临时占地以及人员活动等对植被、动物及其生

境等产生一定影响，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改变。风机基础开挖、安装场地平

整、施工道路施工、临时堆土等施工活动扰动地表，破坏地表形态，损坏植

被，导致地表裸露，土层结构破坏，使场区内新增一定量的水土流失。施工

期间人为活动产生的噪声会干扰鸟类原有生活环境，使场址范围内的鸟类无

法在此觅食、筑巢和繁殖。

项目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采取了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措施，可逐步恢

复土地利用功能。永久占地面积占项目区域面积比例较小，对整个区域土地

利用功能影响较小。由于风电场施工期较短，鸟类可以临时迁移至周围其他

生活环境类似的区域，因此对鸟类影响不大，不会造成鸟类数量的减少。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7月开始对临时占地实施植被恢复措施，本项目临

时占地主要包括施工道路、风机吊装平台、集电线路塔基施工区及施工临时

设施占地，临时占地面积合计 3.2025hm2。本项目将现有道路扩宽至 7.5m

做为施工道路，施工结束后，已将施工道路路面恢复至 3.5m宽，作为检修

道路继续使用，已在道路两侧覆土，进行了植被恢复；对施工吊装场地种植

了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吊装场地内进行了硬化，和植被恢复；对集电线

路施工区种植了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施工结束后，已进行场地的平整恢

复，覆土和植被恢复；对施工临时建筑区种植了沙柳网格防护进行固沙，已

用施工时产生的多余土方进行场地的平整恢复，覆土和植被恢复。临时占地

生态恢复面积为 2.2359hm2，人工种植沙柳枝条 30000棵，撒播沙生针茅草

籽 160kg。根据现场勘察情况，风电场临时占地植被恢复情况较好。项目现

状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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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机（T05） 1#风机（T05）箱式变压器

1#风机（T05）事故油池 2#风机（T06）

2#风机（T06）箱式变压器 2#风机（T06）事故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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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机（T07） 3#风机（T07）箱式变压器和事故油池

集电线路
集电线路

检修道路 施工临时建筑区临时占地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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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道路铁塔临时占地恢复植被 平台道路铁塔临时占地恢复植被

集电线路生态植被恢复 风机周围生态植被恢复

风机塔筒处设置的灭火器 及箱变处设置的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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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影

响

（1）废气排放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的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扬尘主要来自于土方开挖，回填，

建筑材料运输及装卸过程产生的扬尘。施工现场内的土堆、砂石料等已使用

密目安全网等材料进行覆盖；施工期间剥离的表土已在施工区域内一侧单独

存放，并盖好苫布；堆放的材料四周已设挡墙，施工道路定期洒水抑尘；开

挖土石方已及时回填；运输车辆途径居民区限制车速；建筑材料、沙土运输

车辆采用封闭运输。以上措施有效降低了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废水排放及治理措施

建筑施工作业工序产生的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经沉淀后回用，

对环境影响较小。施工单位已做好建筑材料和建筑废料的管理，防止造成二

次污染源。在施工过程中已加强对机械设备的检修，以防止设备漏油现象的

发生。项目不设置施工人员生活区，施工期无生活废水排放。

（3）噪声排放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所采用的挖掘机、振

捣棒、混凝土运输车、推土机、冲击钻、电焊机等的噪声。本项目施工期间

已将施工机械设置在了场区中央，远离场界，减少高噪音设备的使用。施工

机械及运输车辆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期间未发生噪声

环境影响投诉情况。

（4）固体废物排放及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废包装物分类收集后已由专门人员收集后外售；建筑类垃

圾，包装袋、包装箱、碎木块、废水泥等，对其中可回收利用部分进行回收，

其次，不可回收部分已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建筑垃圾已

及时清理，避免污染环境。建设单位已要求施工单位标准施工、规划运输，

将固体垃圾分类送往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未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施工人

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施工营地设置的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定期运往当地环卫

部门指定地点。

社

会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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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调查与污染物监测情况

1、 采样点位、采样频次及工况

2025年 01 月 2日至 3日，内蒙古绿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厂界噪声进行

了布点检测，具体检测内容如下：

表 8-1 噪声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T05 风机厂界四周，共

4 个点位

连续等效 A 声级 昼夜各监测 1 次，连续监测

2 天

2 T06 风机厂界四周，共

4 个点位

连续等效 A 声级 昼夜各监测 1 次，连续监测

2 天

3 T07 风机厂界四周，共

4 个点位

连续等效 A 声级 昼夜各监测 1 次，连续监测

2 天

2、监测结果

表 8-2 厂界噪声检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类型 噪声 检测科室 采样室

检测时长 1min 声源工况 正常

检测项目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检测结果/单位：dB（A）昼间（6：00-22：00）夜间（22：00-6：00）

检测日期 检测点位 昼间 夜间 检测日期 检测点位 昼间 夜间

2025.01.02

T05 风机 200m 处厂界东 36 36

2025.01.03

T05 风机 200m处厂界东 37 36

T05 风机 200m 处厂界南 37 35 T05 风机 200m处厂界南 37 35

T05 风机 200m 处厂界西 37 34 T05 风机 200m处厂界西 38 35

T05 风机 200m 处厂界北 38 34 T05 风机 200m处厂界北 36 35

2025.01.02

T06 风机 200m 处厂界东 36 34

2025.01.03

T06 风机 200m处厂界东 36 33

T06 风机 200m 处厂界南 38 33 T06 风机 200m处厂界南 38 34

T06 风机 200m 处厂界西 39 34 T06 风机 200m处厂界西 38 34

T06 风机 200m 处厂界北 39 33 T06 风机 200m处厂界北 39 32

2025.01.02

T07 风机 200m 处厂界东 40 34

2025.01.03

T07 风机 200m处厂界东 40 35

T07 风机 200m 处厂界南 39 34 T07 风机 200m处厂界南 37 4

T07 风机 200m 处厂界西 38 35 T07 风机 200m处厂界西 37 34

T07 风机 200m 处厂界北 37 35 T07 风机 200m处厂界北 3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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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厂界噪声监测布点图

噪声监测结果：

T05 风机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在 36dB（A）～38dB（A）之间、夜间噪声在 34dB

（A）～36dB（A）之间。T06 风机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在 36dB（A）～39dB（A）之

间、夜间噪声在 32dB（A）～34dB（A）之间。T07 风机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在 37dB

（A）～40dB（A）之间、夜间噪声在 34dB（A）～36dB（A）之间。风机厂界四周

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

值要求，即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3、 监测分析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人员均持有上岗证。

（2）采样和分析均严格执行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分析方法。

（3）监测数据的处理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质量保证手册的规定进行，原始数据严

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4）监测分析所用仪器均在检定有效期内。

4、检测分析方法

表 8-3 噪声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项 目 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型号、名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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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单位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管理制度

本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工程的实际

情况，在项目的立项、施工、竣工等过程中，基本执行了环境管理程序。

本项目由公司工程师负责收集、整理、和建立环保有关法规、法律及全厂运行记

录。成立了环保组织机构并编制环保管理制度，并配有专职人员在建设期及生产运营

期对环境产生污染环节做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6、建设期间和试生产阶段，是否发生了扰民和污染事故

本项目在建设期间未发生过扰民和污染事件，2024年 12月进行了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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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环境管理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施工期：

在项目建设中，建设方在施工期间设有专人负责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对施工中

的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检查是否满足环保要求，并不定期地对施工点进行监督抽查。

施工期间采取的环境管理措施如下：

（1）制定施工环保计划，设专人负责对施工过程中各项环保措施实施的监督

和日常管理。

（2）本项目的施工采取了招投标制，施工招标中对投标单位提出了建设期间

的环保要求。在施工设计文件中详细说明了建设期应注意的环保问题，并在施工中

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设计文件施工，特别是按环保设计要求施工。工程监理单位人

员对施工中各工序进行了不定期抽查和监督检查，施工满足环保要求。

（3）建设单位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了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

境管理专职人员对施工活动进行了全过程监督，认真落实了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同时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4）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设计文件组织施工，确保工程按照

设计文件施工，特别是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文件的要求施工，确保文明施

工，确保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切实有效防止环境污染。

（5）监理单位在施工全过程中安排专职人员进行环境监理，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运行期：

项目竣工投运后，运行单位根据项目工程特点，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项目

建设地区的环境敏感目标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在运行期间需实施以

下环境管理的内容：

（1）定期检查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确保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按照监测计划要求进行监测，及时掌握项目运行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情

况。

（3）对项目运维人员进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加

强环保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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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自身不具备环境监测资质及技术能力，项目委托有资质和技术

能力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工作。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落实情况：

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结合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对本项

目风电场及风场内环境敏感点进行噪声污染监测。

验收后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结合本项

目的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特点，制定本项目污染源监测计划见表 10。
表9-1 项目实施后污染源监测方案

类别 监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执行标准

噪声 风电场四周 等效 A 声级

竣工验收时监测 1 次，

后期结合地方管理要求

安排，对引发纠纷、投

诉的输电线路应及时进

行监测

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2类标准要求

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本项目结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对距离风机 200m处噪声环境敏感点进行了噪声

污染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噪声排放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经过现场调查核实，本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环境管理状况较好，建设单位认真

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及运行期采取的

环境管理措施可行有效。

建议：运行期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日常运维工作，进行常态化管理；按照环境

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要求进行例行监测；建立环境管理档案文件，做好相

关记录、存档工作；对生态系统恢复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必要时补种适宜草种，增

加植被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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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1、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

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3.3813hm2（其中永久占地 0.1788hm2，临时占地 3.2025hm2）；

建设规模：风电场装机容量 15MW，安装 3台 5.0MW 风电机组，配套 3台箱变，

本项目验收调查期间，2025 年 01 月 02 日上网电量为 3.5221万 kWh、

2025年 01 月 03 日上网电量为 2.9335 万 kWh。

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环

境保护措施基本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

3、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1）废气

施工期：施工期现场扬尘采用洒水降尘的方式；施工期材料和土方采用密目网进

行苫盖；混凝土全部采用外购商砼，不设置拌合站。

运营期：本项目现场不设办公区，无生产废气。

（2）废水

施工期生产废水主要为施工结构阶段混凝土养护排水，施工生产废水中主要含有

少量的悬浮物，全部用于洒水降尘，对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施工人员不在施工现场

居住，依托园区周边民房，不设置施工营地，不产生生活废水。

运营期：本项目运营期无人值守，不产生生活废水。

（3）噪声

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所采用的挖掘机、振

捣棒、混凝土运输车、推土机、冲击钻、电焊机等的噪声。本项目施工期间将施工机

械尽量设置在场区中央，远离场界，尽量减少高噪音设备的使用。施工机械及运输车

辆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运营期：本项目风机均选用隔音防振型，变速齿轮箱等减噪型装置，叶片采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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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叶片等低噪声设备。

（4） 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项目产生的废包装物分类收集后由专门人员收集后外售；建筑类垃圾，

包装袋、包装箱、碎木块、废水泥等按照分类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施工营地设置的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定期运往当地环卫部

门指定地点。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项目风场内无人值守，日常检修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极少，由检修人员

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风机检修产生的垃圾有废矿

物油、沾染矿物油的抹布。含油抹布为属于豁免清单，全过程不按危废管理，由检修

人员伴随生活垃圾携带离场；废矿物油依托依托阿拉善盟润海吉泰风力发电技术有限

公司 110kv升压站危废库暂存（此项目已验收投入运行），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每座箱变下方布置 1个 8.748m3的事故油池，收集事故情况下的变压器油，而后交

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事故油池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中的相关规定进行防渗，采取基础防渗+2mm 的 SPU101单组分聚氨

酯防水涂料进行防渗处理，其渗透系数≤10-10cm/s。

（5）生态影响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分别对安装场地和临时场区道路等周边扰动区进行植被恢复，

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现已建设完成，现施工期遗留下的临时建筑尚均已拆除，场地已平整，临

时占地均已进行生态恢复。

4、调查结论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风庆源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

设施及措施，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竣工验收监测结果表明：T05 风机、T06

风机、T07 风机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

工程建设和运行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较小，建议同意该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5、建议

（1）尽快编制本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2）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与管理，确保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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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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风庆源腾格里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孪井滩生态移民示

范区

行业类别 D4415 风力发电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E105°3′35.918″；N37°

50′46.638″

设计生产能力 15MW 实际生产能力 15MW 环评单位
内蒙古华晨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阿环审表【2023】8 号文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3 年 8 月 10 日 竣工日期 2024 年 12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内蒙古绿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5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86 所占比例（%） 0.82

实际总投资 105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86 所占比例（%） 0.82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5 噪声治理（万元） 1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5 绿化及生态（万元） 58
其他（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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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0

运营单位 -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152992MA7JFRC84W 验收时间 2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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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征污染物

注：1、(12)=(6)-(8)-(11),(9)=(4)-(5)-(8)-(1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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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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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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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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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厂区四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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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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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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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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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防渗材料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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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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