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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合肥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

定，2024 年 9 月 20 日，合肥明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合肥市主持召开了明光至巢湖高

速公路合肥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包括合肥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建设单位、运营管理单位合肥明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合肥交投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设计单位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煤炭工业合肥设

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徽省科

兴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贵州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威远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㐀人（名单附后）。验

收工作组对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合肥段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各

相关单位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是《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6—2030 年）》中“纵一”徐

州至杭州高速公路的联络线，已列入《安徽省交通运输“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库。

本着方便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原则，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采取合肥市、滁州市

“分段建设、分段管理”的模式，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仅验收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合

肥段。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合肥段分为肥东、巢湖两段。肥东段路线起于肥东县周寿家

附近，顺接明巢高速明光至定远段终点，向南经陈集、古城、马湖，终点位于小店子东

侧，顺接明巢高速全椒县境内路段起点；巢湖段路线起于栏杆集镇汤河村，顺接明巢高

速全椒县境内路段终点，向南经苏湾、鼓山赵、南李、后汤、西小王、大苏，终于夏阁

镇西侧，设置夏阁西互通接国道 G329。 

本项目路线全长 50.254 公里，全线设大桥 6 座，中、小桥 9 座，分离立交 15 座，

支线上跨桥 13 座；设陈集、马湖、苏湾、夏阁（枢纽）、夏阁西等 5 处互通立交；设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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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收费站 4 处、服务区 2 处（其中马湖服务区缓建）、养护工区 1 处、管理分中心 1 处

等配套设施。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整体式路基宽度 27 米，设计速

度 120 公里/小时，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路基、大、

中、小桥及涵洞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其余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执行。本项目概算总金额 578814.21 万元。 

本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 10 日完工，2022 年 10 月 17 日

通过交工验收。2023 年 6 月 20 日上午，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试运营。 

2 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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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进行核查判定，经对比分析，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

重大变动，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1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本项目沿线调查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涉及国家公益林的，已办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和

《林木采伐许可证》。 

（2）本项目所在区为江淮波状平原区，属于长江冲积平原，项目沿线植被主要为

农作物、道路绿化带植被、人工经济林和野生植物，沿线调查范围内无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和古树名木；项目区域分布有安徽省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查期间，未发现其活

动迹象，未发现其集中栖息地分布。公路沿线设置 114 道涵洞，为野生动物穿越公路提

供了较为安全的通道，减缓了公路对野生动物的阻隔影响，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野生动

物的通行影响。施工期未发现有明显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施工行为。 

（3）本项目绿化工程施工由合肥佳洲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福途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承担，绿化工程包括中央分隔带绿化、边坡绿化、互通立交区绿化和服务区绿化。

本项目采用乔木、灌木、植草等绿化方式，中央分隔带种植蜀桧、紫荆、红花紫薇和木

槿等，公路沿线两侧边坡种植香樟、乌桕、夹竹桃、紫叶李等，并采用三维土工网植草

绿化防护。绿化工程补偿了因公路建设而造成的植被损失，达到了美化公路景观的目的。 

（4）本项目永久占地 357.4233 公顷，其中，永久占用耕地 262.0231 公顷，占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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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的 73.31%。临时占地 129.3733 公顷，主要为施工场站和取土场临时用地，项

目施工结束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并落实移交手续。项目通过采取补偿措施等减小

了项目占地对沿线农业生产的影响。监理单位租赁沿线民房作为监理单位驻地，不涉及

土建等活动，项目施工结束后已归还。 

（5）本项目施工开挖土石方总计 332.86 万 m3，借方取土 592.62 万 m3，填方 925.48

万 m3，无弃方，基本做到土石方挖填平衡，减少了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地表土

剥离后集中堆放，施工结束后用作绿化或复垦用土。 

3.2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通过采取施工场站选址远离居民区、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运输路线、

设置临时声屏障等措施，施工期噪声影响可控，未收到噪声扰民投诉事件。 

（2）本项目验收调查范围内实际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38 处，均为村庄，其中有 32

处声环境敏感点已采取了安装声屏障的降噪措施。根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和评估

结果，在当前车流量状况下，各监测点位昼、夜间的等效声级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中相应的 2 类、4a 类功能区标准。 

3.3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通过施工现场实行围挡封闭，出入口位置配备车辆冲洗设施，施工便道碾压

密实、不起尘，施工现场采取洒水、覆盖、铺装、绿化等降尘措施，有效减缓了施工期

大气污染对沿线区域的影响。 

本项目运营期各管理、服务设施处餐饮设施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并采用电能等清洁

能源，不设锅炉，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行驶车辆汽车尾气中的 NOx，运营管理

单位继续做好公路沿线的绿化和养护工作。绿色植物既可以加固边坡、防止裸露坡面扬

尘，也起到一定的吸尘作用。加强管理，对上路车辆进行检查，禁止车况差、超载、装

卸易撒落、易起尘物料遮盖不严车辆上路。安排养护洒水车辆对公路进行定期/不定期洒

水降尘，降低公路扬尘污染。 

3.4 水污染防治措施 

（1）本项目主线跨越滁河，滁河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Ⅲ类标准。 

（2）施工期注重对沿线地表水体的保护，大型临时施工场站产生的废水经临时沉

砂池沉淀后回用或排放，避免泥浆进入水体；施工机械严格检查，防止“跑、冒、滴、

漏”导致的油污泄漏；跨滁河桥梁桩基采用围堰施工；施工期做好环境监理工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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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未对沿线水体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3）公路沿线建设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包括路堤排水沟、路堑边沟、截水沟、跌

水和急流槽、纵向涵和倒虹吸、渗沟等，消除了随处漫流的现象，路面、桥面径流通过

排水系统主要排入自然沟渠，正常情况下不会对沿线河流水质产生明显不利影响。跨越

滁河段设置了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可最大限度减轻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

对水体的污染影响。 

（4）马湖收费站生活污水排入乡镇污水管网，其余各管理、服务设施处设置了污

水处理设施，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服务区污水处理采用格栅+调节+厌氧+缺氧+好氧

+MBR+除磷+沉淀+消毒工艺，收费站、管理分中心污水处理采用调节+缺氧+MBR+消

毒工艺。经验收监测，跨滁河桥梁上、下游监测断面各监测项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各服务区、收费站、管理分中心污水处理设施出

水口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一级标准。处理后

的生活污水回用于站区厕所冲洗、道路冲洗、绿化浇洒等，多余水排入附近农灌沟渠。 

3.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施工场地内设置施工垃圾暂存点，并及时清运、处置，以减

少和防止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施工期监理单位租赁沿线民房作为监理单位驻地，监

理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和拌合站等

临时场站均为征地后自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公路沿线路面丢弃垃圾和车辆遗撒杂物，以及各收费站、服

务区、养护工区和管理分中心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剩余污泥。公

路沿线路面丢弃垃圾和车辆遗撒杂物由养护单位及时清扫、处置，各配套设施处的生活

垃圾和剩余污泥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3.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合肥明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运营管理单位，运营管理单位制定了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办公室，为常设

机构，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成立现场处置工作小组，快速、有

序、高效地开展应急救援行动，将事故危害降到最低。运营管理单位已将环境应急预案

分别报送合肥市肥东县生态环境分局、合肥市巢湖市生态环境分局备案，公路通车试运

营至今未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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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马湖收费站生活污水排入乡镇污水管网，其余各管理、服务设施处设置了污水处理

设施，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经验收监测，各服务区、收费站、管理分中心污水处理设

施出水口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一级标准。处

理后的生活污水回用于站区厕所冲洗、道路冲洗、绿化浇洒等，多余水排入附近农灌沟

渠。 

根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和评估结果，在当前车流量状况下，各监测点位昼、

夜间的等效声级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的 2 类、4a 类功

能区标准。 

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态、噪声、大气和水等方面。 

本项目永久征地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园地、林地等，施工期路基填筑、桥涵修筑

等工程对沿线土地、水系产生一定程度扰动，但总体上工程建设不会改变建设区域内土

地利用性质及沿线生态景观格局，对区域自然植被系统稳定性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工程临时用地短期内造成地表植被破坏，施工结束后，已及时完成清理、复耕和生态恢

复，生态恢复效果较好。 

本项目的通车运营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造成一定影响，建设单位在沿线声环境敏感

点处安装声屏障，同时在道路两侧进行绿化降噪，降低了噪声的影响。 

本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汽车尾气，通过做好公路沿线的绿化和养护工作，

对沿线环境空气影响较小。各管理、服务设施处餐饮设施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并采用电

能等清洁能源。 

本项目的建设、运营不会对周边水体造成明显不利影响，事故状态下存在环境污染

风险，项目设置了污水处理设施，采取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立了环境应急组织机构，

公路跨越河流段设置减速、警示标牌、防撞混凝土护栏，跨越滁河段设置桥面径流水收

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可有效减缓和防止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事故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影

响，将突发环境事件影响降到最低。 

6 验收结论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并逐一检查确定本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中第八条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工作组认为：本项目基本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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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具备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条件，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7 后续要求 

（1）落实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加强运营期跟踪监测，确保运营期声环境保护目

标噪声达标，必要时加强环保措施。 

（2）加强对沿线污水处理设施、桥面径流收集系统、事故应急池、声屏障和绿化

的维护。 

8 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见附表。 

 

验收工作组 

2024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