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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法人代表 尹昌新 联系人 吴宇佳 

通讯地址 北京市前门西大街 41 号 

联系电话 010-63666038 传真  邮政编码 100031 

建设地点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 

立项审批部门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

及代码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  44 
占地面积 
(平方米) 

5092 
绿化面积

(平方米) 
0 

总投资 

(万元) 
1939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1.03％ 

评价经费 
(万元) 

5 预期投产日期 2015 年 12 月 

工程内容及规模 

1 项目概况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为户外变电站，终期安装 3 台 50MVA 主变，现状安装 2 台 31.5MVA

主变。 

现状永顺 110kV 变电站于 2004 年 11 月 15 日取得了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批

准文号：京环保评价审字[2004]931 号。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总投资约 193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2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1.03％，主要用于设备隔声降噪、施工期环境管理等。项目组成见表 1。 

表 1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1 
变电站主变

扩建工程 

在永顺 110kV 变电站内新增 1 台 50MVA 变压

器（2#变、电压等级 110/10.5kV），并将现有 2
台 31.5MVA 主变（1#变、3#变，电压等级

110/35/10.5kV）更换为 2 台 50MVA 主变（电

压等级 110/10.5kV ）。 

利用站内现有设备基础，不

新增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

2 
扩建间隔工

程 
扩建 110kV 主变进线间隔 1 个。 

利用站内现有设备基础和杆

柱，不新增建设用地和建筑

面积 
 

2 建设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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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地区负荷增长的需要，解决地区用电问题，消除运行安全隐患，优化电网结构，

提高供电可靠性，实施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3 项目位置 

永顺 110kV 变电站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变电站东侧为靶场路（路东为果园），南

侧为空地，西侧为空地，北侧为空地（空地北侧为仓储用房）。本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1、区域

位置见图 2。 

4 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为变电站扩建工程，利用现有设备基础进行建设，不新增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

建设内容为： 

（1）在永顺 110kV 变电站内利用现有基础新增 1 台 50MVA 变压器（2#变、电压等级

110/10.5kV），并将现有 2 台 31.5MVA 主变（1#变、3#变，电压等级 110/35/10.5kV）更换为

2 台 50MVA 主变（电压等级 110/10.5kV ）。 

（2）利用现有的设备基础和杆柱，扩建 110kV 主变进线间隔 1 个。 

5 变电站主要设备 

主变压器选用油浸自冷式有载调压变压器，容量 50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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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北

永顺 110kV 变电站 

0.5 1km0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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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永顺 110kV 变电站区域位置及评价范围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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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永顺 110kV 变电站电气平面布置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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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源、能源消耗量 

5.1 水的消耗 

本项目为变电站改扩建项目，无新增人员，不新增用水量。 

5.2 电的消耗 

本项目变电站电的消耗主要用于照明、空调及通风。 

6.公用工程 

6.1 供水 

本项目变电站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6.2 排水 

本项目为变电站改扩建项目，不新增用水，不新增污水。本项目排水系统采用雨、污

分流排水。雨水经收集后排至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至通州

碧水污水处理厂。 

6.3 供电 

本工程变电站用电由站内提供。 

6.4 空调 

休息室、警卫控制室、值班室、主控室等房间分体空调器，夏季制冷，冬季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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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拟建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本项目为变电站改扩建项目，原有污染主要为现状永顺 110kV 变电站产生的废水、噪

声、固废及电磁等影响。 

1 废水 

永顺110kV变电站为无人值班有人值守变电站，项目用水为警卫人员的生活用水。日用

水量0.3m3/d，年用水量109.5m3/a；日排水量0.24m3/d，年排水量87.6m3/a。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至通州碧水污水处理厂处理。 

2 噪声 

本单位于2014年9月15日对永顺110kV变电站四周进行了噪声现状监测，根据监测结果

可知，永顺110kV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限值，

昼间55B（A），夜间45dB（A）。 

3 固废 

永顺 110kV 变电站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365t/a，由环

卫部门负责收集和处理。 

变电站事故时产生的事故排油，最大排油量约 30t/a。事故排油由厂家回收或由有资质

的单位处置。 

4 电磁环境影响 

本单位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对永顺 110kV 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电磁现状监测，

根据监测可知：工频电场强度现状监测值为 0.000653～0.1771kV/m，满足《500kV 超高压

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的评价标准，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 

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监测值为 0.000037～0.000742mT，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

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应用国际辐

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无线电干扰场强的现状监测值为 34.4～43.4dB(μ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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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 地理位置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端，地处北京长安街延长线东端，是京杭大

运河的北起点、首都北京的东大门。东西宽 36.5 公里，南北长 48 公里，面积 907 平方公里。

西临朝阳区、大兴区，北与顺义区接壤，东隔潮白河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

香河县相连，南和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交界。紧邻北京中央商务区(CBD)，西距国

贸中心 13 公里，北距首都机场 16 公里，东距塘沽港 100 公里，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

之称，是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核心枢纽部位。 

2 水文 

通州区地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洪积平原，地势平坦，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最高

点 27.6 米，最低点仅 8.2 米。其土质多为潮黄土、两合土、沙壤土，土壤肥沃，质地适中。

境内一马平川，多河富水，发展空间广阔。境内分布有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等 13 条河

流，运河蜿蜒，势若游龙；潮白河碧波千顷，渔歌唱晚。三河三路两侧百米绿色通道颇为

壮观，形成天然生态屏障。 

3 气候气象 

通州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爽，冬季寒冷干燥。据通州区气象台1955～2009年资料，本区多年

来平均气温为11.4℃，最高气温为40.3℃，最低气温为零下21.0℃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

610.0mm左右，最大降雨量为1114.2mm(1959年)，最小降雨量为227mm(1999年)。全年降水

量平均80%以上集中在6、7、8、9四个月，其中7、8两月平均占70～80%，7月份降水量最

多，平均达230mm左右，12月份降水量最少。冬季地面下有60～80cm的冻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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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1.行政区划及人口 

通州区辖 4 个街道、10 个镇、1 个乡： 永顺镇、梨园镇、宋庄镇、漷县镇、张家湾镇、

马驹桥镇、西集镇、永乐店镇、潞城镇、台湖镇、于家务乡、中仓街道、新华街道、玉桥

街道、北苑街道。2013 年常住人口为 132.6 万。 

2.社会经济结构 

近年来通州区经济总量始终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2013 年，通州区积极应对内

外部复杂多变环境，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改良，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呈现稳中有进、趋势向

好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走势平稳，投资领域小幅回暖，建筑业形势向好，消费

品市场多点带动。2013 年，通州工业在上年低增速基础上实现较快增长。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658.3 亿元，同比增长 9.4%。1-12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99.6%，

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655.8 亿元，同比增长 10%。其中，实现出

口交货值 52.7 亿元，增长 4.8%。 

全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区现代制造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280 亿元，同比增长 15.6%；

高技术制造业实现总产值 111.3 亿元，增长 30.6%。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值占全

区规上工业的比重分别为 42.5%和 16.9%，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 2.3 和 2.7 个百分点。高耗

能行业增速继续低于全区水平。全区六大高耗能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119 亿元，同比

增长 7.2%，低于全区规上工业增速 2.2 个百分点。 

2013 年，通州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90.8 亿元，同比增长 16.7%，顺利实现全

年投资目标。其中，房地产投资 360.9 亿元，同比增长 21.8%，非房地产开发投资 229.8 亿

元，同比增长 9.6 %。三大产业投资呈“两升一降”态势，即一产实现 39.8 亿元，同比增长

15.7%；二产实现 45.5 亿元，同比下降 9.4%；三产实现 505.5 亿元，同比增长 19.9%。1-12

月，通州区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完成 117.2 亿元，同比增长 13.3%，其中绿化类增幅最明显，

累计完成投资 23.8 亿元，同比增长 55.3%。2013 年全区道路建设投资累计完成 61.1 亿元，

同比增长 8.1%。 

3.教育 

通州区中小学在校生总数 8.2 万余人，在园幼儿 1.4 万余人，教委所属事业单位在职教

职工总数 8 千余人。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77 所，小学 81 所，中学 40 所，职业学校 4

所，高等学校 9 所，特殊教育学校 1 所。乡镇成人学校 11 所。非学历培训机构 4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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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物保护 

截止目前，通州区共有文物古迹 69 项，其中：市文物保护单位 6 项，区文物保护单位

23 项。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没有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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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地下

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为二类，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二级标准。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网站空气质量日报2014年 9月 1日至9月 15日通州新城监测

子站的空气质量日报见表 6。 

表 6     通州新城监测子站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日期 空气污染指数 首要污染物 级 别 空气质量状况 
2014-09-01 147 细颗粒物 2 轻度污染 

2014-09-02 59 二氧化氮 2 良 

2014-09-03 64 二氧化氮、臭氧 2 良 

2014-09-04 104 臭氧 3 轻度污染 

2014-09-05 133 细颗粒物 3 轻度污染 

2014-09-06 176 细颗粒物 4 中度污染 

2014-09-07 211 细颗粒物 5 重度污染 

2014-09-08 48 - 1 优 

2014-09-09 114 臭氧 3 轻度污染 

2014-09-10 117 臭氧 3 轻度污染 

2014-09-11 129 细颗粒物 3 轻度污染 

2014-09-12 100 细颗粒物 2 良 

2014-09-13 100 细颗粒物 2 良 

2014-09-14 74 可吸入颗粒物 2 良 

2014-09-15 58 可吸入颗粒物 2 良 

由表 6 可知，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和臭氧，空气质量状况

为 1天优、6天良、6天轻度污染、1天中度污染、1天重度污染。 

2.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附近地表水体为小中河，属北运河水系，水体功能为 V类。根据北京市环保局

网站 2014 年 8 月河流水质状况公告可知，小中河现状水质类别为 V4 类。 

3.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地下水现状调查资料，全市平原地区地下水优良、良好水质占所有监测井总数的

61.79%；较差水质、极差水质占所有监测井总数的 38.21%。主要污染指标是总硬度、溶

解性总固体和硝酸盐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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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根据《通州区环境噪声声功能区划》可知，本项

目所在未进行规划，本项目位于农村地区，以空地、树林为主，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

（GB12348-2008），本项目所在区域划为 1 类功能区，执行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昼间 55dB（A），夜间 45dB（A）。 

2014 年 9 月 15 日对本项目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监测点位

布设参见图 2，监测结果及执行标准参见表 7。 

表 7    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昼间 dB(A) 夜间 dB(A) 
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值 标准值 监测值 标准值 
▲1 变电站东侧 54.1 43.7 
▲2 变电站南侧 51.8 42.3 
▲3 变电站西侧 51.7 41.4 

变电站 

▲4 变电站北侧 52.5 43.3 
▲5 刘庄出租房（西北） 52.7 43.1 

环境敏感点 
▲6 刘庄出租房（东南） 52.3 

55 

42.6 

45 

 

由表 10 可知，本项目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环境噪声昼间监测值、夜间监测值均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  

5 电磁环境现状 

5.1 监测时间及气象条件 

监测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5 日 10:00～12:00。 

环境条件：晴天，室外温度 25℃，相对湿度 30％，风速 0.5m/s。 

5.2 监测单位及监测仪器 

监测单位：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监测仪器： 

（1）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仪器：采用 PMM8053B 工频电磁场分析仪

进行监测，测量频率范围为 5Hz～100kHz，工频电场强度测量范围为 0.01V/m～100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范围为 1nT～10mT。 

（2）无线电干扰场强值监测仪器：采用北京科环世纪电磁兼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 KH3933 型无线电干扰接收机进行监测。测量频率范围为 150kHz～30MHz，无线电

干扰测量范围为 0dB～120dB(单位为μV/m，用 dB 表示，1μV/m=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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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监测布点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HJ 681-2013）进行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

磁感应强度监测布点。根据《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HJ/T 24-1998）进行无线电干扰场强监测布点。 

现状监测共布设 6 个监测点位，其中变电站布设 4 个监测点位，环境敏感点布设 2

个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参见图 2。 

5.4 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 8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监测结果 

编号 监测点位置 
测试高度

（m） 
工频电场强度

（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mT） 

0 0.001295 0.000654 
▲1 变电站东侧 

1.5 0.002866 0.000742 
0 0.000653 0.000068 

▲2 变电站南侧 
1.5 0.003425 0.000068 
0 0.03873 0.000105 

▲3 变电站西侧 
1.5 0.03106 0.000104 
0 0.1652 0.000151 

变电站 

▲4 变电站北侧 
1.5 0.1771 0.000185 
0 0.004944 0.000037 

▲5 刘庄出租房（西北）
1.5 0.006456 0.000040 
0 0.008534 0.000172 

环境敏感点 
▲6 刘庄出租房（东南）

1.5 0.01013 0.000272 

 

表 9   无线电干扰场强现状监测结果 

编号 监测点位置 
测试高度 
（m） 

测试频率

（MHz）
无线电干扰场强

（dB（μV/m））

▲1 变电站东侧 34.4 
▲2 变电站南侧 37.8 
▲3 变电站西侧 40.7 

变电站 

▲4 变电站北侧 42.9 
▲5 刘庄出租房（西北） 43.4 

环境敏感点 
▲6 刘庄出租房（东南）

2.0 0.5 

41.4 
 

由表 8 可知本项目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处工频电场强度现状值为 0.000653～

0.1771kV/m，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值为 0.000037~0.000742mT，均满足《500kV 超高压送

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暂

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推荐应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

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由表 9 可知，本项目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处无线电干扰场强的现状监测值为 34.4～

43.4dB(μ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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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为确定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对变电站站址区域进行现场调查。现场调查范围为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评价范围，即以变电站站址为中心的半径 500m 范围内的区域。本

项目营运期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保证评价范围内的电磁环境和声环境达标。 

环评单位在评价范围内进行了现状调查，将距离变电站最近的居民区确定为电磁环境

与声环境敏感点。本项目环境敏感点基本情况及保护级别参见表 10，分布情况参见图 2，

现状照片见表 11。 

表 10 本项目环境敏感点及保护级别 

编号 环境敏感点 方位 
最近距

离(m) 
使用
功能

建筑形
式 

保护级别 

▲5 
刘庄出租房

（西北） 
变电站 
西北 

190 居住 平房 

▲6 
刘庄出租房

（东南） 
变电站 
东南 

210 居住 平房 

电磁环境： 
执行《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
范 》 (HJ/T24-1998) 规 定 的 以
4kV/m 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
标准，以 0.1mT 为对公众全天辐
射时的工频磁感应强度评价标
准。 
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规定的 1 类
标准限值，即昼间 55dB（A），
夜间 4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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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照片 

 
变电站 变电站北侧（仓储用房） 

 
变电站西北（刘庄出租房） 变电站东南（刘庄出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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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1.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具体指标参见表12。
表 12   二级标准限值具体指标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二级浓度限值 单位

年平均 60 
24 小时平均 150 1 二氧化硫（SO2） 

1 小时平均 500 
年平均 40 

24 小时平均 80 2 二氧化氮（NO2） 

1 小时平均 200 

µg/m3

24 小时平均 4 
3 一氧化氮（CO） 

1 小时平均 10 
mg/m

3 

日最大8小时平均 160 
4 臭氧（O3） 

1 小时平均 200 
年平均 70 

5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µm）
24 小时平均 150 

年平均 35 
6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2.5µm）

24 小时平均 75 

µg/m3

2.水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Ⅴ类标准限值，具体指标参见表13。 

表 13   地表水Ⅴ类标准限值(单位：mg/L) 

项目 pH DO 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BOD5 NH3-N 石油类

标准限值 6～9 2 40 15 10 2.0 1.0 

3.声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即昼间 55dB(A)、夜间

45dB(A)。 

4.电磁环境评价标准 

工频电场：执行《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

1998)中的推荐值，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 

工频磁场：执行《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

中的推荐值，即推荐应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

强度的评价标准。 

无线电干扰场强：变电站参照《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规

定的，110kV 变电站距厂界外 20m 处、测试频率为 0.5MHz、好天气条件下不大于 46dB(µV/m)。



 18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废水 

生活污水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中排入公共污水

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限值参见表 14。 

表 14   水污染物排综合放标准(单位：mg/L) 

项目 CODCr BOD5  SS 氨氮 
标准限值 500 300 4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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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即昼间70 dB(A)，

夜间 55 dB(A)。 

营运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 1 类限值，即

55dB(A)、45dB(A)。 

3.固体废物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有关规定。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本项目不新增污水，无新增总量。 

变电站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为：CODcr 0.035t/a，氨氮 0.0034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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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变电站工艺流程 

 

 

 

 

 

 

 

 

 

 

 

 

 

 

 

 

 

 

 

 

 

 

 

 

固体废物 
噪声 

110kV 

架空进线 

10kV 

电缆出线 

110kV 

配电装置 

110/10.5kV 

50MVA 主变压器 
10kV 

配电装置 

电磁环境影响 

值班人员 

电磁环境影响 
噪声、事故油 

风机 

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 

噪声 

施 

工 

期 

营 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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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工序： 

1.施工期主要污染工序 

本项目为变电站的主变扩建工程，将新增主变及需更换的主变安装在现有设备基础

上，无土建施工，因此施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仅为运输及设备安装产生的噪声和施工垃

圾等。 

2.营运期主要污染工序 

2.1 生活污水 

本项目为主变扩建工程，不新增人员，无新增污水排放量。生活污水主要为变电站

值守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至通州碧水污水处理

厂。 

2.2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主要为变电站值守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事故时产生的变压器事故排油。

本项目为主变扩建工程，不新增人员，无新增生活垃圾排放量。 

2.3 噪声 

噪声污染源主要来自变电站主变压器运行产生的设备噪声。 

2.4 电磁环境影响 

变电站主变压器及配电装置在运行期间，由于高电压和微弱放电或电晕现象会产生

一定强度的电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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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产生

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单位) 

大 
气 
污 
染 
物 

—— —— —— —— 

水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事故油池 变压器油 30t/a 0 

噪 
 

声 
主变压器 噪声 70dB（A） <45dB（A） 

其 
 

他 

电磁环境影响： 

影响源：主变压器、配电装置 

影响因子：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值 

影响预测：变电站在环境敏感点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可控制在 4kV/m 以下，变电站厂

界外工频磁感应强度可控制在 0.1mT 以下；变电站厂界外 20m 处无线电干扰场强值可以

控制在 46dB(µV/m)以下。 

 

主要生态影响 

本项目在永顺 110kV 变电站内利用现有设备基础进行扩建，不新增建设用地，无土建

施工，，因此不会对变电站周围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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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工程为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新增主变及需更换的主变安装在已有设备基础上，间

隔扩建利用现有设备基础和杆柱，无土建施工，因此施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仅为运输及设

备安装产生的噪声和施工垃圾等。 

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噪声源是运输车辆的交通噪声和设备安装噪声，大多为不连续性噪

声。 

施工期降低施工噪声影响的有效措施如下： 

（1）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养护，避免设备因部件损坏而加大其工

作时的声压级。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进行高噪声施工。 

本项目为变电站的主变扩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设备的安装，因此本项目的施工噪

声影响较小，且时间较短，不会对周围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 施工期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垃圾。 

施工期的施工垃圾主要来源于电气设备、电缆材料等的包装物。 

施工期的施工垃圾可用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工人运送到指定垃圾场消纳处理，不会对

当地的环境现状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施工期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严格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47 号）]，在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后，可最大限

度地降低施工期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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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主变扩建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不新增废水。现状变电站产生的废

水为值守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0.24m3/d，87.6m3/a，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cr、BOD5、SS 及氨氮，

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浓度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中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即 CODcr500mg/L、BOD5 300mg/L、SS 

400mg/L、氨氮 45mg/L。 

本项目生活污水由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至通州碧水污水处理厂。 

2.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主变扩建工程，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不新增生活垃圾。 

变电站每日值班人员 2 人，按每人每天 0.5kg 计，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0.365t/a，由

环卫部门负责收集和处置。 

本项目变压器每次事故时最大排油量为 30t。变电站设有地下事故油池，事故排油由

厂家回收或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3.声环境影响分析 

3.1 变电站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声环境影响主要为变电站主变压器产生的噪声。主变压器位于室外。噪声源

强参见表 15。 

表 15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源强表 

编号 噪声源 位置 
设备源强

dB(A) 
措施 

1 主变压器 室外 70 
选用低噪声设备，主变基础垫衬

减振材料。 

本项目变电站现有 2 台主变，主变声压级与本次新增 2#主变声压级相同，因此本项

目扩建噪声以 2#主变噪声为源强进行预测，预测源强为 70dB(A)。 

主变位于站内中心，与本项目厂界有一定距离，噪声源视为点声源，噪声衰减符合

点声源衰减模式。 

根据建设项目提供的噪声源的声压级，按照在自由场中声压随距离衰减的公式计算：

LP2 = LP1 - 10 Lg(r2/r1)
2 

其中： Lp2 － 距声源 r2 米处的声压级，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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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1 － 距声源 r1 米处的声压级，dB(A)，本次预测 Lp1 取 65dB(A) 

式中：r1 取 1m； 

r2 为主要噪声源距各厂界或环境敏感点等预测点的距离见表 16。 

表 16    噪声源距各厂界的距离 

噪声源 
距东厂界 
（m） 

距南厂界 
（m） 

距西厂界 
（m） 

距北厂界 
（m） 

距刘庄出

租房（m） 

2#主变 42 26 31 37 235 

计算得到的衰减后的声级与预测点处的现状噪声值叠加得到预测值。 

Lp = 10 Lg(10Lp1/10  + 10Lp2/10  ) 

其中：Lp －某点叠加后的总声压级，dB(A) 

              Lp1－预测点处的噪声现状监测值，dB(A) 

Lp2－变电站主要噪声源对预测点的噪声贡献值，dB(A) 

具体预测结果见表 17。 
表 17   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预测点 时间
现状监测值 

dB(A) 
贡献值 
dB(A) 

影响预测值 
dB(A) 

标准限值
dB(A) 

评价结果 

昼间 54.1 54.2 
东侧厂界 

夜间 43.7 
37.5 

44.6 
昼间 51.8 52.2 

南侧厂界 
夜间 41.3 

41.7 
44.5 

昼间 51.7 52.0 
西侧厂界 

夜间 41.4 
40.2 

43.8 
昼间 52.5 52.7 

北侧厂界 
夜间 43.3 

38.6 
43.7 

昼间 52.7 52.7 刘庄出租

房（西北） 夜间 43.1 
22.6 

43.1 

昼间： 
55 dB(A) 
夜间： 
45 dB(A) 

达标 

由表 17 可知，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52.0~54.2 dB(A)，夜间噪声预测值为

43.1～44.6 dB(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关标

准限值要求。环境敏感点处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52.7 dB(A)，夜间噪声预测值为 43.1dB(A)，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4.电磁环境影响预测 

4.1 评价方法 

拟建项目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采用类比测量法方法进行评价。 

根据《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

本项目变电站电磁影响预测评价采用模拟类比测量的方法，即选择建设规模、电压等级、

容量等与本项目类似的已运行的变电站进行电磁环境影响实际测量，用于对本项目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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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电磁环境定量影响的预测。 

4.2 类比监测 

4.2.1类比对象选择 

变电站的电磁环境影响主要由站内各种高压电气设备产生。本项目终期安装 50MVA

有载调压变压器 3 台，为预测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后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选

择了现运行的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作为类比监测对象。 

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变电站现有 4 台容量 50MVA 的有载调压变

压器，主变压器布置方式为全户外，电压等级为 110/35.6/10.5kV，进出线采用电缆形式。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与现运行的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各项指标对比参见表 18。 

表 18  永顺 110kV 变电站和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各项指标对比表 

对比项目 永顺 110kV 变电站 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 

变电所户型 户外 户外 

容量(MVA) 50 50 

电压等级 110/10.5kV 110/36.6/10.5kV 

数量(台) 3 4 
主变压

器 
布置状况(户外/户

内) 
户外地上 户外地上 

电气主接线 架空进出线 电缆进出线 

由上表可知，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与永顺 110kV 变电站同为户外地上变电站，六郎

庄 110kV 变电站电压等级与永顺 110kV 变电站相同，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主变数量比永

顺 110kV 变电站终期规模多一台，因此选择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作为本项目变电站的类

比监测对象是基本合适的。 

4.2.2 类比监测时间及气象条件 

2008 年 12 月 15 日； 

晴天，环境温度 0℃，相对湿度 70%，风力 0m/s。 

4.2.3 类比监测单位及监测仪器 

（1）监测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 

（2）监测仪器：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采用 PMM8053A 工频电磁场分析仪进行监测；无

线电干扰场强值现状采用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生产的 KH3925 型 EMI 测试接收机（接收天

线型号为 ZN30900A）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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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类比监测布点 

根据《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

进行监测布点。 

（1）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布点 

①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电磁环境影响：共布设了 15 个点，分别 4 台主变压器，

110kVGIS 室，10kV 开关室，10kV 接地变，东、南、西、北四个厂界墙内、墙外。测量

15 个厂界处距地 0m 和 1.5m 高度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 

②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在变电站高压进线侧，以变电站北厂界为起点，沿垂直变

电站厂界方向，由南向北测量，测点间距为 5m，测至距离厂界 40m 处为止，40m 外为树

林阻挡。 

（2）无线电干扰场强布点 

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在变电站高压进线侧，以变电站厂界为起点，沿垂直变电站

厂界方向，在测量路径上的 2n m（n=0,1,2,11）及 20m 处测量距地 2.0m 高度的无线电

干扰场强，测量频率为 0.5MHz。 

监测布点见图 4。 

 
图 4  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类比监测位置示意图 

 

 

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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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变电站运行工况 

电磁环境类比监测期间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运行工况参见表 19。 

表 19   监测期间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运行工况 

序号 记录点位 运行工况：电流值（A） 

1 高压侧 110kV 113.63 

2 
1#主变压器 

低压侧 10kV 1216.30 

3 高压侧 110kV 124.80 

4 
2#主变压器 

低压侧 10kV 1334.25 

5 高压侧 110kV 141.52 

6 
3#主变压器 

低压侧 10kV 907.47+596.37 

7 高压侧 110kV 127.9 

8 
4#主变压器 

低压侧 10kV 575.32+801.91 

9 玉郎一 110kV 进线电流 254.00 

10 玉郎二 110kV 进线电流 260.82 

11 大郎一 110kV 进线电流 0 

12 大郎二 110kV 进线电流 0 

13 
110kV 进线   4 回  
10kV 出线    47 回 

14 
电容器组投放  8 组（停运） 
电抗器组投放  8 组（停运） 

 

4.2.6 类比监测结果及分析 

（1）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电磁环境影响源强类比监测结果及分析 

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类比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20。

表 20  类比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的电磁环境影响现状监测结果 

工频电场强度（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mT） 
序号 监测位置 

0m 1.5m 0m 1.5m 
●1 1#主变 0.2366 1.581 0.02792 0.02398 
●2 2#主变 0.2134 1.566 0.03195 0.03239 
●3 3#主变 0.04298 0.09596 0.009294 0.005952 
●4 4#主变 0.1154 0.2116 0.007295 0.005406 

●5 
110kVGIS 室

（110kV 进线侧） 
0.000096 0.000176 0.01138 0.008087 

●6 10kV 开关室（新） 0.000551 0.003244 0.00316 0.002193 
●7 10kV 接地变 0.000255 0.00142 0.000332 0.000425 
●8 东厂界墙外 0.007092 0.01712 0.000164 0.000096 
●9 南厂界墙外 0.002072 0.006265 0.000103 0.000078 
●10 西厂界墙外 0.000332 0.000654 0.000114 0.000107 
●11 北厂界墙外 0.000396 0.000939 0.00076 0.000712 
●12 东厂界墙内 0.007235 0.02065 0.000295 0.000233 
●13 南厂界墙内 0.000065 0.00024 0.000128 0.000105 
●14 西厂界墙内 0.000066 0.000525 0.000371 0.00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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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厂界墙内 0.04529 0.07829 0.00104 0.000986 

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如下： 

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值在 0.000065～1.581kV/m 之间，最大工频电场

强度出现在 1#主变前，为 1.581kV/m，因 1#主变上方有 110kV 导线进线。 

变电站站内及厂界处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值在 0.000078～0.03239mT 之间，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推荐执行的对公

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 的评价标准限值的要求，最大工频磁感应强度出

现在 2#主变北侧，为 0.03239mT，因 2#主变上方有 110kV 导线进线。 

根据表 20 监测结果可知，六郎庄 110kV 变电站北厂界墙内外（●11、●15）工

频磁感应强度的监测结果接近，工频电场强度监测结果相差较大。 

经过现场勘查，变电站北厂界为砖混围墙（高 2.2m），围墙上方安装有金属栅栏

防盗网（高 0.8m）。北厂界墙内约 10m 处为六郎庄变电站 110kV 主变压器，北厂界墙

内工频电场强度值 0.07829kV/m 大于墙外工频电场强度值 0.000939kV/m，由此可知，

北厂界围墙及围墙上方的金属栅栏防盗网对工频电场强度具有一定的屏蔽效果。北厂

界照片如下： 

（2）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类比监测结果及分析 

变电站进线侧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类比监测结果见表 21，变电站进线侧

工频电场强度趋势分布见图 5，工频磁感应强度趋势分布见图 6。 

表 21   变电站进线侧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类比监测结果 

工频电场强度（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mT） 
序号 监测位置 

0m 1.5m 0m 1.5m 

1 距变电站围墙 0m 0.000396 0.000939 0.00076 0.000712 

2 距变电站围墙 5m 0.000912 0.001286 0.000487 0.000416 

北厂界墙内 北厂界墙外 

金属栅栏防盗网 

金属栅栏防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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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距变电站围墙 10m 0.00072 0.000983 0.000215 0.000205 

4 距变电站围墙 15m 0.000555 0.000877 0.000121 0.000116 

5 距变电站围墙 20m 0.00063 0.001072 0.000072 0.000063 

6 距变电站围墙 25m 0.00044 0.000824 0.00005 0.000052 

7 距变电站围墙 30m 0.000387 0.000466 0.000047 0.00004 

8 距变电站围墙 35m 0.000338 0.000452 0.000038 0.000037 

9 距变电站围墙 40m 0.000297 0.000367 0.000027 0.0000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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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类比变电站进线侧（北侧）工频电场强度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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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类比变电站进线侧（北侧）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数据 

变电站进线侧无线电干扰场强类比监测结果见表 22，变电站进线侧无线电干扰场强

趋势分布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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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变电站进线侧无线电干扰场强类比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置与变电

站厂界的距离(m) 
测试频率(MHz) 无线电干扰场强（dB（μV/m）） 

1 0 0.5 44.2 
2 1 0.5 43.9 
3 2 0.5 43.8 
4 4 0.5 44.5 
5 8 0.5 43.7 
6 16 0.5 44.3 

0.15 44.6 
0.25 58.8 
0.5 44.1 
1.0 37.2 
1.5 36.5 
3.0 29.0 
6.0 28.7 
10 29.6 
15 27.5 

7 20 

30 25.8 
8 32 0.5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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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类比变电站进线侧（北侧）无线电干扰场强监测数据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类比预测结果如下： 

变电站进线侧厂界外 0～40m 范围的工频电场强度值在 0.000297～0.001286kV/m 之

间，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

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工频电场强度随

与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最大工频电场强度出现在变电站厂界 5m 处为

0.001286kV/m，为 4kV/m 的 0.0322％。 

变电站进线侧厂界外 0～40m 范围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值在 0.000027～0.00076mT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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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

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应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工频磁感应强度随与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最大

工频磁感应强度出现在变电站厂界外 0m 处为 0.00076mT，为 0.1mT 评价标准限值的 0.76

％，远低于标准限值。 

变电站进线侧厂界外 0～32m 范围内的无线电干扰场强值在 43.7～44.5dB (μV/m)之

间，无线电干扰场强随与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其中 20m 处的无线电干扰

场强值为 44.1dB(μV/m)，满足《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

规定的，110kV 变电站距厂界外 20m 处、测试频率为 0.5MHz、好天气条件下不大于

46dB(µV/m)的限值要求。 

4.3 环境敏感点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现状调查，本项目环境敏感点为变电站西北 190m 的刘庄出租房和变电站东

南 210m 的刘庄出租房。  

由类比监测结果可知：类比站进线侧厂界外 0～40m 范围的工频电场强度值在

0.000297～0.001286kV/m之间，满足4kV/m评价标准限值的要求。类比站进线侧厂界外0～

40m 范围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值在 0.000027～0.00076mT 之间，满足 0.1mT 评价标准限值的

要求。随着与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呈逐渐衰减趋势。

根据类比预测，本项目建成后，环境敏感点工频电场强度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

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应用国际辐

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因此本项

目不会对敏感点产生电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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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5.1 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电力工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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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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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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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变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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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检查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4)协调配合上级环保主管部门进行的环境调查等活动。 

(5)本项目设备隔声降噪设施等必须与本项目变电站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 

5.3 环境监测计划 

为建立本工程对环境影响情况的档案，应对变电站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或调查。电

磁环境影响监测内容如下： 

(1)监测项目：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无线电干扰场强。 

(2)监测点位：预测断面及环境敏感点处。 

(3)监测时间：竣工验收时及有投诉情况时。 

5.4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内容及要求 

本项目完工后，自试运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同时提交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严格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认

真落实“三同时”，明确职责，专人管理，切实搞好环境管理和监测工作，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

运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通过后，建设单位方可正式投产运行。拟建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内

容及要求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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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本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内容及要求一览表 
类

别 
污染源 监测位置 治理措施 监测项目 验收标准及要求 

变 电 站 厂

界、断面及

敏感点 

工频电场

强度、工

频磁感应

强度 

电

磁

环

境

影

响 

变电站 
变 电 站 厂

界 外 20m
处 

电气设备集中布置，

在设计中应按有关

规程采取一系列的

控制过电压、防治无

线电干扰和电磁感

应场强水平的措施

等 

无线电干

扰场强 

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

执行《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

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

要求，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

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推荐应

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

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无线电干扰场强：变电站参照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

干扰限值》(GB15707-1995)中的

规定，110kV 架空线路边导线外

20m 处、测试频率为 0.5MHz、
晴天条件下不大于 46dB(µV/m)。

噪

声 
变电站主变 

变电站围

墙外 1m 
选用低噪声设备 

等效连续 A
声级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昼间 55dB(A)、夜间
45dB(A) 

废

水 
生活污水 总排水口 站内化粪池 

CODcr 
BOD5 

SS 
氨氮 

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水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11/307-2013)中排入公共污

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 ： CODcr≤500mg/L ，

BOD5≤300mg/L，SS≤400mg/L，
氨氮≤45mg/L。 

生活垃圾 存放处 由环卫部门清运 / / 固

体

废

物 
事故排油 事故油池 

由厂家回收或由有

资质的单位处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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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参与与分析 

6.1 公众参与的依据和目的 

依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办公

厅文件，环办[2008]70 号），本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国家环保总局 2006 年 2 月 14 日，环发 2006[28 号])进行公众参与工作。 

通过公众参与工作，公开本项目环境信息，使公众了解建设项目，加强建设单位和公

众的沟通，有助于本项目的建设取得周围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将公众对项目的各种

意见体现出来，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将认真考虑公众意见，并附具对公众意见采纳或不采

纳的说明，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 

公众参与实行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 

6.2 公众参与方式 

建设单位委托环评单位采用公开环境信息、征求公众意见两种方式进行本项目的公众

参与工作。 

6.2.1公开环境信息方式 

本项目公开环境信息分为第一次公开环境信息、第二次公开环境信息、网上公示环境

影响报告简本。 

6.2.2.1第一次公开环境信息 

评价单位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本项目环境敏感点采取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第一次环

境信息公开，公告张贴起止时间为 2014.9.15～2014.9.26，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第一次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公告现场照片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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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第一次公示现场照片 

 
刘庄出租房（西北） 

 

刘庄出租房（东南） 

 

6.2.2.2第二次公开环境信息 

评价单位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在本项目环境敏感点采取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第二次环

境信息公开，公告张贴起止时间为 2014.9.28～2014.10.15，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第二次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公告现场照片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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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第二次公示现场照片 

 
刘庄出租房（西北） 

 
刘庄出租房（东南） 

6.2.2.3网上公示环境影响报告简本及结果 

本项目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起，将《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简本)置于评价单位网站上(http://www.ceedi.com.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12

5)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起止时间为 2014.9.28～2014.10.15，供公众查阅。相关网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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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征求公众意见 

6.3.1调查方法 

本项目调查公众意见采取了发放征询意见表的方式，调查内容的设计遵循简单、通俗、

明确、易懂的原则。 

6.3.2调查对象及时间 

本次公众调查的对象为评价范围内的公众。环评单位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发放《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调查表》。 

6.3.3调查内容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调查表》内容如下。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调查表 
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本项目建设，在建设前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在

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投入正式运营。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

变扩建工程”基本情况介绍如下，征求您的意见。 
本项目为变电站扩建工程，在现状永顺 110kV 变电站内新增 1 台 50MVA 变压器（2#变、

电压等级 110/10.5kV），并将现有 2 台 31.5MVA 主变（电压等级 110/35/10.5kV）更换为 2 台

50MVA 主变（电压等级 110/10.5kV ）。 
项目建设必要性：为了满足地区负荷增长的需要，解决地区用电问题；消除运行安全隐

患，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实施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本工程营运期主要环境影响为电磁环境影响（包括工频电磁场及无线电干扰）和噪声。

经预测，本工程电磁环境影响和噪声均满足相关评价标准限值要求。 

请您在以下征询问题的选项□处画√。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单位或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1.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2.您认为目前当地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没有问题□  大气污染□   水污染□    噪声□    电磁环境影响□  生态环境影响□ 

3.您认为本工程的建设对当地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没有影响□  大气影响□  水影响□   噪声影响□  电磁环境影响□  生态环境影响□ 

4.您认为本工程营运期需加强哪方面的环境保护措施？ 

不需要□    声环境□    电磁环境□    水环境□    固体废物□    生态环境影响□

5.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本工程的建设所持的基本态度？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不同意原因： 

6.您对本工程的建设有何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 

答：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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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调查结果及分析 

（1）调查表统计 

本次调查期间，发放 42 份调查表，共收回 42 份调查表，均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基

本情况及调查结果统计见表 26、表 27。 

表 26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性别 男 女    

占总人数的比例(%) 45.2 54.8    

年龄 ≤20 21-30 31-40 41-50 ≥51 

占总人数的比例（%） 0 50.0 23.8 9.5 16.7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占总人数的比例（%） 26.2 57.1 16.7 0 0 

职业 工人 经商 职员 农民 其他 
占总人数的比例（%） 50.0 0 0 2.4 47.6 

表 27    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调查问题 选择项 百分比结果（%） 
满意 73.8 

较满意 26.2 1 
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

意？ 
不满意 0 
没有问题 76.2 
大气污染 23.8 
水污染 0 
噪声 0 

电磁环境影响 0 

2 
您认为目前当地存在的主要

环境问题是？ 

生态环境影响 0 
没有问题 100.0 
大气污染 0 
水污染 0 
噪声 0 

电磁环境影响 0 

3 
您认为本工程的建设对当地

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生态环境影响 0 
不需要 88.1 
声环境 0 
电磁环境 11.9 
水环境 0 
固体废物 0 

4 
您认为本工程营运期需加强

哪方面的环境保护措施？ 

生态环境影响 0 
同意 88.1 

无所谓 11.9 5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本工

程的建设所持的基本态度？
不同意 0 

6 您对本工程的建设有何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 0 

6.4 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 42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没有人提出具体的建议和要求。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有 37

人（88.1%）同意本项目建设，有 5 人（11.9％）对本项目建设持无所谓态度，没有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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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该项目建设。 

6.5公众参与结论 

第一次公开环境信息公示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共十个工作日，无

公众就本项目建设发表意见。 

第二次公开环境信息公示自 2014 年 9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共十个工作日，

无公众就本项目建设发表意见。 

本项目网上公示环境影响报告简本自 2014 年 9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共十个

工作日，无公众就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简本发表意见。 

为了解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建设单位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发放《永顺 110kV 变电站

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调查表》。共发放调查问卷 42 份，收回调查问卷

42 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有效问卷 42 份。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有 37 人（88.1%)同意

本项目建设，有 5 人（11.9%）对本项目的建设表示无所谓，没有人不同意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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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 —— —— —— 

水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事故油池 变压器油 
由厂家回收或由有资

质的单位处置 
不直接排放 

噪 
声 主变压器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主变

基础垫衬减振材料。 
达标排放 

其 
 

他 

电磁环境影响： 
严格按照有关设计规程和规范进行设计，合理选择主变型号，本工程的工频电场

强度满足 4kV/m 标准限值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 0.1mT 标准限值要求。在距离变

电站围墙外 20m 处，无线电干扰场强满足 46dB（μV/m）标准限值要求。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本项目为主变扩建工程，项目在永顺 110kV 站内利用现有设备基础进行建设，不新

增用地，无土建施工，因此无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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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1.项目概况 

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项目总投资约 1939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 2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3％，主要用于设备隔声降噪、施工期环境管理

等。 

本项目为变电站扩建工程，利用现有设备基础进行建设，不新增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

建设内容为： 

（1）在永顺 110kV 变电站内利用现状基础新增 1 台 50MVA 变压器（2#变、电压等

级 110/10.5kV），并将现有 2 台 31.5MVA 主变（1#变、3#变，电压等级 110/35/10.5kV）

更换为 2 台 50MVA 主变（电压等级 110/10.5kV ）， 

（2）利用现有的设备基础和杆柱，扩建 110kV 主变进线间隔 1 个。 

2.项目建设必要性 

为了满足地区负荷增长的需要，解决地区用电问题；消除运行安全隐患，优化电网结

构，提高供电可靠性，，实施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3 环境质量现状 

3.1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通州新城监测子站的空气质量日报，本项目所在

区域环境空气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和臭氧，空气质量状况为 1 天优、6 天良、6 天轻度

污染、1天中度污染、1天重度污染。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附近地表水体为小中河，属北运河水系，水体功能为 V 类。根据北京市环保

局网站 2014 年 8 月河流水质状况公告可知，小中河现状水质类别为 V4 类。 

3.3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地下水现状调查资料，全市平原地区地下水优良、良好水质占所有监测井总数的

61.79%；较差水质、极差水质占所有监测井总数的 38.21%。主要污染指标是总硬度、溶

解性总固体和硝酸盐氮。  

3.4 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 2014 年 9 月 15 日对本项目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点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

本项目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点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关标准限

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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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电磁环境现状 

本单位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对永顺 110kV 变电站及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电磁现状监测，

根据监测可知：工频电场强度现状监测值为 0.000653～0.1771kV/m，满足《500kV 超高压

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的评价标准，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 

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监测值为 0.000037～0.000742mT，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

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应用国际

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无线电干扰场强的现状监测值为 34.4～43.4dB(μV/m)。 

4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施工期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严格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

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47 号）]，在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后，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施

工期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5.1 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为主变扩建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不新增废水，现状变电站产生的废水

为值守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0.24m3/d，87.6m3/a，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cr、BOD5、SS 及氨氮，

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浓度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中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即 CODcr500mg/L、BOD5 300mg/L、SS 

400mg/L、氨氮 45mg/L。 

本项目生活污水由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至通州碧水污水处理厂。 

5.2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建成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变压器事故排油。 

变电站每日值班人员 2 人，按每人每天 0.5kg 计，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0.365t/a，由

环卫部门负责收集和处置。 

本项目变压器每次事故时最大排油量为 30t。变电站厂区设有地下事故油池，事故排

油由厂家回收或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5.3 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52.0~54.2 dB(A)，夜间噪声预测值为 43.1～44.6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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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环境

敏感点处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52.7 dB(A)，夜间噪声预测值为 43.1dB(A)，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5.4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变电站 

根据类比预测结果可知：  

变电站进线侧厂界外 0～40m 范围的工频电场强度值在 0.000297～0.001286kV/m 之

间，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

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工频电场强度随与

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最大工频电场强度出现在变电站厂界 5m 处为

0.001286kV/m，为 4kV/m 的 0.0322％。 

变电站进线侧厂界外 0～40m 范围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值在 0.000027～0.00076mT 之

间，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

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应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工频磁感应强度随与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最大工

频磁感应强度出现在变电站厂界外 0m 处为 0.00076mT，为 0.1mT 评价标准限值的 0.76％，

远低于标准限值。 

变电站进线侧厂界外 0～32m 范围内的无线电干扰场强值在 43.7～44.5dB (μV/m)之

间，无线电干扰场强随与变电站围墙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其中 20m 处的无线电干扰

场强值为 44.1dB(μV/m)，满足评《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

规定的，110kV 变电站距厂界外 20m 处、测试频率为 0.5MHz、好天气条件下不大于

46dB(µV/m)的限值要求。 

（2）环境敏感点 

根据现状调查，本项目环境敏感点为变电站西北 200m 的刘庄出租房和变电站东

南 210m 的刘庄出租房。  

根据类比预测，本项目建成后，环境敏感点工频电场强度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

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中评价标准的要求，即推荐应用国际辐

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 0.1mT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因此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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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会对敏感点产生电磁环境影响。 

综上所述，变电站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500kV 超高压送变

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评价标准的要求。变电站产生的无

线电干扰场强满足《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限值要求。 

6.公众参与结论 

第一次公开环境信息公示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共十个工作日，无

公众就本项目建设发表意见。 

第二次公开环境信息公示自 2014 年 9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共十个工作日，

无公众就本项目建设发表意见。 

本项目网上公示环境影响报告简本自 2014 年 9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共十个

工作日，无公众就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简本发表意见。 

为了解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建设单位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发放《永顺 110kV 变电

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调查表》。共发放调查问卷 42 份，收回调查问

卷 42 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有效问卷 42 份。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有 37 人（88.1%)

同意本项目建设，有 5 人（11.9%）对本项目的建设表示无所谓，没有人不同意本项目建

设。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认真落实本报告环保措施后，污染物达标排放。从环保角度分

析，永顺 11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