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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生环复〔2024〕13号 签发人：文国红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禄劝分局

关于《禄劝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

禄劝东电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委托云南江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禄劝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

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翠华镇头哨村、新民村、初途

村、者广村、沿河村及兴龙村区域内。项目总占地面积 375.04hm2，

共由 66个 3.0MW的组串式逆变方阵及 1个 2.1MW的组串式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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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方阵组成，选用 391468块峰值功率为 630Wp的单晶硅双面光

伏组件；配套建设 220kV升压站 1座，主变容量为 1×200MVA。

项目总装机规模为交流侧 200.1MW，直流侧 246.62484MW，配

套建设 220kV 升压站 1 座。工程建设由主体工程（光伏电站及

升压站）、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组成。总投资 10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69.15万元，占总投资的 0.57%。

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关于对《禄劝农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昆环评估意见 禄

劝〔2024〕13 号），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

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

缓解和控制。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所述工程内容、规模、功

能、环保对策措施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规范建设排水系统，

合理设计污水处理系统。施工期：临时场地内设置食堂废水隔油

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进入旱厕，

施工临时旱厕粪污定期委托当地环卫清掏外运处理，不外排。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采用沉淀池收集、澄清，全部回用于场地洒

水降尘、建筑材料冲洗、混凝土搅拌等施工环节，不外排。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地表径流经临时截排水沟引入沉淀池沉淀处理后，

一部分可回用于施工过程及场地洒水降尘，回用不完的部分再顺

流至附近自然沟渠。运营期：项目太阳能光伏板清洗时间选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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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可浇灌期间进行，采用清水清洗，清洗废水作为作物灌溉

补充水，不外排；升压站建设雨污分流系统，食堂废水经容积为

0.3m³的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进入容积为 2m³化

粪池处理后，统一进入处理规模为 2m³/d的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

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排入容积

为至少为 5.5m³的生活废水收集池作为升压站场区晴天绿化、道

路降尘用水回用，雨天储存，不外排。

（二）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环节产生的大气污染

物处理达标排放。施工期：土石方及散体材料应采取集中堆存、

土工布覆盖等防护措施，土石方运输禁止超载，装高不得超过车

厢板，并盖篷布，严禁沿途洒落；升压站施工时设置不低于 2.5m

的施工围挡，在光伏矩阵施工场地距离村庄距离小于 200m时，

面向村庄一侧设置不低于 2.5m的围挡，并加强施工场地洒水降

尘；混凝土搅拌站设置在密闭的工棚内。施工期颗粒物无组织排

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

运营期：项目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油烟管道引致

所在建筑屋顶排放，油烟排放浓度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18483-2001）表 2 小型标准限值。

（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 升压站施工时设置

不低于 2.5m 的施工围挡，施工区与居民点的距离低于 200m时，

在光伏矩阵施工场地面向村庄一侧设置不低于 2.5m的围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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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与居民点的距离低于 100m时，在光伏矩阵施工场地面向村

庄一侧设置移动式隔声屏障；施工期间禁止在夜间（22时至次

日 6时）进行建筑施工作业；施工设备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等

防护措施。施工场界噪声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运营期: 升压站厂界设置不应

低于 2.5m 高的围墙；高噪声设备设置在密闭房间内，水泵夜间

不运行；加强设备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项目光

伏场区周围关心点噪声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 1类标准；升压站各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四）加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和规范处置，防止发生二次

污染。施工期: 施项目土石方挖填平衡，不设置弃渣场，光伏场

区、集电线路区、升压站区、场内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剥离

的表土就近堆存，全部用于后期的植被恢复覆土；建筑垃圾在可

再生利用部分回收后，不可回收利用的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施

工场地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运至就近垃圾收集点处置，施工

临时旱厕粪污定期委托当地环卫清掏外运处理，施工结束后旱厕

应予以拆除并无害化处理。运营期: 废旧光伏电池板、电池组件

临时贮存于综合楼内的一般废物储存间之后交由专业的维护公

司处理；变压器事故废油、废铅蓄电池等危险废物暂存在升压站

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及处置；生活垃

圾经收集后后就近垃圾收集点处置；升压站内隔油池废油委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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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单位统一清运处置；升压站内化粪池污泥、一体化生活废

水处理站污泥定期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掏后清运及处置。危废暂

存间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设计建设。

（五）做好生态环境影响污染防治工作。施工期：建设中占

用林地、草地部分的表层土予以收集保存，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

松土、覆盖耕作土，复耕或选择当地适宜植物及时恢复绿化；植

被恢复及绿化应选择乡土树种及适合当地环境的植物，并注意乔、

灌、草搭配的原则；加强施工管理，禁止随意扩大占地范围，禁

止任意砍伐施工区周边植被以作施工使用；禁止超范围占用土地

和破坏植被，除箱变及电缆分接箱基础、集电线路塔基、升压站

及进站道路永久用地区域外，严禁硬化地面；合理安排施工规划，

减少对动物生境的破坏，尽量避开兽类的繁殖季节；跨越生态保

护红线段采用飞艇放线的施工方式，在施工区周边设置生态保护

警示牌，在生态保护红线区边界设置警戒线，尽量减少施工人员

进入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内活动；减少施工活动对豹猫觅食场所

的扰动，在豹猫觅食场所附近设置警戒线，严禁随意破坏植被、

植物，禁止人为捕杀动物；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水土

保持防治措施；服务期满后进行生态恢复。运营期：建设单位应

在危险位置建立各种警告、防护标识，避免意外事故，加强宣传

教育；并对场地周围空地进行人工绿化、植被恢复。严禁违法开

荒耕地种植农作物、砍伐林木、破坏项目范围外的植被、猎杀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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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等。

（六）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电磁环境影响。严格按照《电

力设施保护条例》和《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要求进行保

护，变电站围墙外延伸 3m形成的区域为安全防护距离；升压站

内电气设备应采取集中布置方式，采用逆相序排列，配电装置采

用 GIS；合理选用各种电气设备及金属配件（如保护环、垫片、

接头等），以减少高电位梯度点引起的放电，使用合理、优良的

绝缘子来减少绝缘子的表面放电；升压站附近高压危险区域应设

置相应的警告牌。220kV升压站场址区域及关心点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的标准限值，即：频率 50Hz 的公众曝露工频电场强度限值

4000V/m，公众曝露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 100μT。

（七）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设置一座升压站总事故油池

有效容积至少 50m³，升压站主变与总事故油池有集油井、排油管

道连接，主变漏油时，变压器废油经集油井、排油管道进入总事

故油池；每个箱变配备一个事故油池（本项目共计设置 67 个箱

变事故油池，容积均为 3.57m³）；集油坑+箱变事故油池、集油

井+升压站总事故油池及危废暂存间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设计、运行和管理，防渗层

为至少 1m 厚粘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 10-7cm/s），或至少 2mm

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

危废暂存间内部设置导流沟和收集池，用于收集泄露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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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铅蓄电池暂存于加盖的专用容器中，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铅蓄电池所在区域附近放置消防砂；含六氟化硫气体的电气设备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六氟化硫远离火种、热源；升压站各建筑

物均应严格按照消防要求进行规划设计，配置相应的灭火器、消

防栓等设施。

（八）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设

计，加强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施工期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

理内容，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报告应作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必

要条件。

三、污染物总量指标

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四、设计阶段应开展环境保护设计，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

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及投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

建成投入试运行后，按规定自主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

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五、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自本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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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禄劝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组织项目环

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七、依法到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禄劝分局

2024年 8月 5日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禄劝分局 2024年 8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