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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17 年 6 月，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云南省曲靖市车

马碧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第七分册（共九册）10 环境保护设计》（报批稿）。 

2017 年 8 月，云南省水利厅以“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云水规计〔2017﹞48 号）予以批复。 

初步设计报告中环境保护设计章节以可研报告、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

为基础，对主体工程方案设计、环境保护目标、环境影响、主要环保措施等一一

进行复核，经复核，车马碧水库工程的主体工程方案设计、环境保护目标、环境

影响、主要环保措施等与可研阶段基本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化，仅对局部调整部

分予以补充分析。 

初步设计报告中环境保护设计章节目录设置见图 1.1-1。 

 

图 1.1-1   初步设计报告中环境保护设计章节目录截图 

经对比，初设投资比可研投资减少了 0.56 万元，主要为移民安置区环保措

施费用减少、施工期废污水处理土建费用减少，此外根据环保部及发改委意见增

加了水质、生态监测费用，增加了施工期生态流量下放措施费用、生态需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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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群健康措施费等，并对价格水平年进行了复核。对比投资详见表 1.1-1。 

表 1.1-1            初设阶段与可研阶段投资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初设投资 可研发改委投资 差值 说明 

第一部分 环境保护措施 11609.88 12872.46 -1262.58  

一 水环境保护措施 5065.53 5271.33 -205.80 

移民安置区措施

减少，旁路系统

及石仙人坝生态

流量泄放措施投

资微调 

二 生态保护措施费 6435.18 7560.83 -1125.65 

鱼类增殖站及鱼

道设备投资计入

第三部分 

三 生态需水措施 33.00 0 33.00 
增加了施工及运

行期运行费 

四 其他环保措施 76.18 40.3 35.88 

增加了水库管理

所运行费及人群

健康措施费 

第二部分 环境监测措施 540.92 470.7 70.22  

一 水质监测费 362.32 341.2 21.12 
根据环保部的意

见，适当增加水

质、生态等监测

内容、频次和费

用 

二 大气监测 54.00 45 9.00 

三 噪声监测 5.40 4.5 0.90 

四 生态监测 80.00 80 0.00 

五 移民安置区环境监测 19.20 0 19.20 

六 人群健康 20 0 20.00 

第三部分 
环境保护仪器设备及

安装 
1651.16 435.48 1215.68  

一 水污染治理措施设备 342.4 329.6 12.80  

二 鱼类措施设备 1193.76 0 1193.76 
鱼类增殖站及鱼

道设备费 

三 环境空气保护设备 45 45 0.00  

四 生态流量设备 70 60 10.00 
增加施工期水泵

下泄生态流量 

五 生活垃圾收集 0 0.88 -0.88 列入临时措施 

第四部分 环境保护临时措施 450.53 680.53 -230.00  

一 施工废污水处理 227.77 474.55 -246.77 
土建工程量及价

格水平年的复核 

二 大气环境保护工程 61.45 58.35 3.11 增加了洗车槽 

三 声环境保护工程 94.50 94.5 0.00  

四 固体废物处理 50.81 53.14 -2.33  

五 人群健康 16.00 0 16.00  

第五部分 环境保护独立费用 2694.61 2180.33 514.29  

第六部分 环境保护预备费 1355.77 1663.95 -308.18  

合计  18302.88 18303.44 -0.56  

备注：可研阶段环保投资中第三部分环境保护仪器设备及安装费未列鱼类增殖站和

鱼道投资，其仪器设备及安装费分摊到了第一部分环保投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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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简况 

车马碧水库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开工建设，采取分标段招标施工方式，

对主要生态环境保护设施鱼道工程、鱼类增殖站工程、移民安置环保工程等分别

单独招标。各单项环保设施及环境监测、监理单位标段情况见表 1.2-1。 

表 1.2-1          单项环保设施及环保措施纳入施工合同情况 

环保措施 所属标段 参建单位 

鱼道工程 第二十一标段：鱼道及码头建设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鱼类增殖站 
第二十标段：鱼类增殖站建设及初期运

行 

武汉中科瑞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佳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移民安置区 第十五标段：移民安置区环保措施施工 云南誉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移民安置区 第十六标段：移民安置区水保措施施工 云南省宣威市城南建筑有限公司 

环保监理 第十四标段：环境保护监理 中科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 第十三标段：环保监测 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 第十一标段：水土保持监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另外，在其它标段各项主体工程施工合同中，也规定了环境保护相关条款。

根据环境监理单位中科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云南省曲靖市车马碧水库

工程环境保护专项验收监理阶段总结报告》（2021 年 11 月），项目建设过程中环

保设施资金有保障，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基

本做到了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要求。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1 年 4 月，建设单位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由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开展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通过现场调查、环境监测、

生态调查，于 2022 年 2 月编制完成《云南省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蓄水阶段环

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审查稿）。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管理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在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组织召开了

车马碧水库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技术评审及现场验收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建设单位）、马龙区搬迁安

置办公室（征地移民实施单位）、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评及验收调查单位）、中科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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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输水工程监理及环保监理单位）、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环境监测、生态调查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枢纽

区工程监理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水保监测单位）、云南

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长江陆水枢纽工程局有限公司（施

工单位）、武汉中科瑞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云南誉达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南水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特

邀专家。验收会议期间，验收组成员对工程环保设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与会代表和专家查阅了技术资料，并听取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环境监理单位、

调查单位、环境监测单位等单位关于工程环保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形成了《云南

省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会议原则通过了车马碧

水库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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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为能与公众就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显现的环境影响进行充分交流，确保与公众

良好沟通，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了公众意见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团体和个人。 

2.2 公众参与渠道 

2.2.1 团体调查问卷 

团体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马龙分局、曲靖市马龙区水务局、

曲靖市马龙区农业农村局、曲靖市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局、曲靖市马龙区人民政府

旧县街道办事处、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镇麻衣村民委员会、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

镇车章村民委员会等。 

团体调查问卷样表见图 2.2-1。 

 

图 2.2-1   公众意见调查问卷样表（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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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个人调查问卷 

个人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曲靖市马过河镇车章村委会三家村、小车章村、川

硐新村等居民。根据工程建设特点，重点调查受影响人群，在公众代表的选择上，

注意广泛性与随机性，并考虑了地区、性别及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职业组成等

因素。 

个人调查问卷样表见图 2.2-2。 

 

图 2.2-2   公众意见调查问卷样表（个人部分） 

2.3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及处理 

2.3.1 团体调查反馈意见统计 

对参与调查的 7 个单位（团体）反馈意见整理如下： 

全部被调查团体均认为工程建设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有利影响，对建

设单位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表示认可。43%的被调查对象认

为工程施工期间对环境的主要不利影响是噪声影响。29%的被调查团体认为工程

建设对附近生产、生活用水无影响，57%的团体认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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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2 个受访调查团体表示工程施工期间发生过环境污染风险事故。为

进一步了解事故发生过程及解决情况，调查单位对提出问题单位、建设单位和设

计单位分别进行了电话、微信沟通，调查情况如下： 

针对团体调查（问题 6：施工期是否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提出的 2 份反馈

意见，调查单位回访了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马龙分局、曲靖市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分

局的相关领导，发生原因是在车马碧输水管线建设施工初期，因隧洞开挖过程中

地下涌水量瞬时过大，造成部分地下涌水短时间出现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现象，对

此建设单位非常重视，立即进行了现场处理，并追加投资，由设计单位重新设计

图纸，加大沉淀池处理规模，后期运行稳定，未再发生事故排放。 

2.3.2 个人调查反馈意见统计 

共发放个人问卷 7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8 份，回收率 97%。调查结果统计分

析如下：被调查者（100%）均是了解或知道本工程的附近居民；被调查者（100%）

均认为本工程建设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被调查者（25%）认为工程施工

建设最大的影响是施工噪声，75%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影响；被调查者认为本项

目施工建设对区域环境影响的排序为：环境噪声（62%）、生活垃圾（56%）、空

气污染（22%）、生态影响（15%）；被调查者对已停止使用的施工场地的生态恢

复措施表示基本满意（63%）或满意（37%）；被调查者认为工程采取的环保措施

需要改善的有：垃圾处理（62%）、生态保护（35%）、其它（3%）；被调查者对

本工程环保工作的总体满意程度为满意（41%）或基本满意（59%）。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分析，受调查的公众对工程已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实施

效果基本满意。 

综上，被调查者均认为本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利，对工程施工期已采

取的环保措施表示基本满意，认为建设单位对生态环境保护、施工污染治理措施

基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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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设立了环保水保科、征地移民科等专门的

管理机构，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

作。通过招标形式，委托环境监理单位、环境监测单位、水保监理单位等依据国家

法律法规、合同文件，对车马碧水库工程的环保工作实施监理与监测。 

各施工标段合同中的相关环保措施由工程监理单位、环境监理单位协同开展。

承包商是环保措施的实施单位，承包商按照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实施各项环保措

施，并接受建设单位、工程监理、环境监理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环境监理、环境监测及水土保持监测承包单位名称及相关职责见表 3.1-1。 

表 3.1-1       车马碧水库工程环保水保管理、监理、监测单位及职责 

标段 名称 承包单位 服务内容 

第十一标

段 

水土保持

监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工程、移民安置工程、施工辅助工程的

水土保持监测、监测数据分析、整编和监测

报告编制等工作。 

第十三标

段 
环境监测 

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水环境监测、大气环境监测、声环境监测、

生态监测、人群健康监测、移民生活质量监

测。 

第十四标

段 
环境监理 

中科华水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全面监督和检查各施工单位环境保护措施

的实施和效果，及时处理和解决临时出现

的环境污染事件等。监督范围包括：环境保

护措施（马龙河和车章河及白塔河旁路系

统污染源治理措施、石仙人坝生态流量泄

放措施、车马碧鱼道工程、车马碧水库下游

相关过鱼设施建设、鱼类增殖站建设、移民

安置点固体垃圾及污水处理环境保护措施

等）、环境保护仪器设备及安装（水污染治

理设备、鱼类措施工程设备、环境空气保护

设备及生态流量设备安装工程）、环境保护

临时措施等建筑安装工程建设的施工监

理。 

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通过招标和合同约定，明确了各参建单位环境保

护的职责、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考核制度。工作执行过程中具体工作

形式包括工地巡查、定期会议、环保信息统计、工作报告、检查考评、教育宣传等。 

工地巡查通过定期巡查和不定期巡查相结合、单独巡查及会同各相关单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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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联合检查等方式开展。对巡查中发现一般问题，由监理单位签发环保、水保问题

整改文函及环保、水保问题整改通知单要求限期整改，未能整改或整改后反复出现

问题，根据有关奖惩制度进行处罚。 

工作报告制度包括工作月报编制，环境监理通过报告定期向建设单位汇报工

程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定期检查与考核制度是通过组织施工区环境保护联合大检查，并结合检查结

果对施工单位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季度、年度综合评

优活动的重要依据。 

环保宣传和培训由工程建设单位和环境监理组织，施工区所有参建单位负责

人参加，宣传培训的形式灵活选择。 

建设单位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于 2018 年 12 月委托中科华水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环境监理工作，环境监理采取旁站、现场巡视等形式开展。中

科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了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环境保护工

程监理部，承担车马碧水库工程环境监理合同的履约责任。环境监理负责授权范围

内环境保护措施的监理工作，对主体工程环保措施进行效果管理，负责专业巡检，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和改进建议。环境监理部人员共计 6 人，总监 1 名，全面负

责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监理工作；设副总监理工程师 1 名，协助

总监进行环境保护工程监理工作；监理部设 2 名环境保护工程监理工程师，同时

配置 2 名环保监理员承担现场记录、关键部位和工序的监理旁站等工作。 

环境监理范围包括车马碧水库工程施工区、移民安置区等所有可能造成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区域。环境监理主要工作任务为确保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落实《云南省曲靖市车马

碧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中各项环保措施，并保障各项环保设施

按设计要求建成并正常、有效地运行，实现工程顺利通过环保专项验收。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云南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和说明，本工程事故应急应纳入云南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体系中。目前工程主体工程基本已建设完成，建设单位已制定了《云南省曲靖市车

马碧水库工程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该应急预案主要针对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环

境污染应急事件的管理机构及职责、事故监测与预警、应急响应与处置措施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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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以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为领导机

构，当发生社会级事故（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设置的应

急救援小组服从曲靖市人民政府、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应急行动和指挥。 

3.1.3 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建设单位委托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开展环境监测和生态调查。监测范围包括：水环境监测、大气环境监测、声环

境监测、生态监测、人群健康监测和移民生活质量监测。 

（1）环境质量监测 

施工期环境监测从 2019 年 1 月开始，每季度提交一次环境监测分析报告。施

工期环境监测落实情况见表 3.1-1。 

根据统计对比结果可知，施工期环境质量监测工作能够反映工程建设产生的

实际影响，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监测满足环评提出的监测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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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车马碧水库工程施工期环境监测执行情况一览 

监测类

型 

监测断面/点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周期、时段及频率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地

表

水

环

境 

地

表

水 

车马碧水库输水隧洞进口

上游 1km 处马龙河干流 

其它点位与环评一致，新

增面店水库 

水温、pH、SS、DO、

CODMn 、 COD 、

BOD5、NH3-N、TP、

石油类、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粪大肠

菌群共 12 项指标 

与环评一致 

每年丰、平、枯

水期（8 月、12

月、3 月）各监

测 1 次。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

采样分析化验一

次，每次三天，每

天一次。比环评要

求多监测 1 次。 

车马碧水库坝址下游 1km

处马龙河干流 

红桥河汇口下游50m处马

龙河干流 

施

工

期

废

污

水 

砂石加工系统废水：枢纽

工程区和新发村 2 套砂石

加工系统废水处理系统，

进、出水口，共 4 个点。 

砂石料仅启用了枢纽区象

山石料场，采用干法工艺，

无废水排放。取消 

SS、废水流量 取消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监测一次 

取消 

隧洞排水：3#、6#、11#支

洞口及输水隧洞出口处 4

个隧洞排水处理系统进、

出水口，共 8 个点。 

3#、4#、5#、6#、7#、8#、

9#、10#、11#支洞口及输水

隧洞出口处 10 个隧洞排水

处理系统进、出口，共 20 个

断面。增加 12 个监测点位。 

SS、pH 值、石油

类、废水流量 
与环评一致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监测一次 

与环评一致 

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坝

址下游左岸混凝土拌和废

水处理设施进、出水口，

共 2 个点。 

与环评一致 
SS、pH 值、废水

流量 
与环评一致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监测一次 

与环评一致 

生活污水：枢纽工程、5#

支洞、8#支洞以及输水隧

洞出口生产区 4 个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进、出水口，

共 8 个点 

与环评一致 

BOD5、COD、

SS、NH3-N、TP、

动植物油、粪大肠

菌群、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废水流量 

与环评一致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监测一次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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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类

型 

监测断面/点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周期、时段及频率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生活饮

用水 

枢纽工程、5#支洞、8#支

洞以及输水隧洞出口生产

区 4 个施工生活区用水供

水处 

与环评一致 

色度、混浊度、pH、

铝、铁、锰、铜、锌、

氯化物、硫酸盐、溶

解性总固体、总硬

度、耗氧量、挥发酚

类、阴离子合成洗

涤剂、砷、镉、六价

铬、铅、汞、硒、氰

化物、氟化物、硝酸

盐、总大肠菌群、菌

落总数共 26 项指标 

与环评一致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监测一次 

与环评一致 

地下水 

W03 响水街村 

W07 黄土坡村 

W12 木龙村 

与环评一致 

流量、pH、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

体、硫酸盐、氯化

物、铁、锰、铜、

锌、挥发性酚类、

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总磷、硝酸

盐、亚硝酸盐、氨

氮、氟化物、氰化

物、汞、砷、硒、

镉、铬(六价)、

铅、铝、粪大肠菌

群、矿化度、高锰

酸盐指数、钾、

钠、钙、镁，共计

31 项 

未监测流量指

标，水质指标

与环评要求一

致 

每季度（2 月、5

月、8 月、12

月）监测一次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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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类

型 

监测断面/点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周期、时段及频率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评报告书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环境空

气 

车马碧村、大罗贵村、川

洞村、上罗贵村、土官寨

村、王大屯村各设一个监

测点，共 6 个监测点 

与环评一致 
TSP、PM10、PM2.5

的日均值 
与环评一致 

每半年监测 1

次，每次连续 7

天 

与环评一致 

声环境 

车马碧村、大罗贵村、川

洞村、上罗贵村、土官寨

村、王大屯村各设一个监

测点，共 6 个监测点 

在环评要求基础上，增加

了马龙县气象局、马龙县

让田村 2 个监测点位。 

昼、夜等效声级 与环评一致 
每半年监测 1

次，每次 1 天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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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调查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建设单位委托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

施工期陆生和水生生态开展了调查，工程施工期生态调查实施情况见表 3.1-2。 

表 3.1-2         车马碧水库工程施工期生态调查实施情况一览 

项目 环评报告要求 实际调查情况 

陆

生

生

态

调

查 

调查

时间 
施工高峰年调查 1 次。 

施工高峰期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2020 年 11 月 26~27 日。 

调查

范围 

水库淹没区，工程占地区及

周围 200m 范围。 

根据区域陆生生态环境情况，陆生生态环境监

测范围涵盖水库淹没影响区、工程占地影响区，

水库库周第一重山脊范围，以及工程土料场、石

料场、弃渣场周围 1km 范围，同时考虑监测范

围的整体性、连续性；具体监测设置 4 个监测

点，分别为①坝址水库淹没区周围 200m 范围；

②马龙河回水末端；③车章河回水末端；④输水

线路区。 

调查

内容 

植被类型，植被恢复执行情

况、植物种类、郁闭度、盖

度和多度；陆生动物区系组

成、分布及其特点、种群数

量、生物多样性变化等。 

植被类型、植物物种：蕨类、种子植物（裸子植

物和被子植物）及动物物种级（鱼类、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鸟类）资源。重点是特有种、珍稀濒

危保护物种和经济价值、科研价值高的物种，植

被类型及相关情况。 

水

生

生

态

调

查 

调查

时间 

施工高峰年和竣工验收前

各调查 1 次，共 2 次。 

施工高峰期，主要鱼类产卵期监测时间是 2020

年 5 月 2 日~5 日；主要鱼类渔获期监测时间是

2020 年 8 月 3~6 日。 

调查

范围 

车马碧水库输水口处与马

龙河河口间的马龙河干流。 

监测范围包括马龙河、车章河和白塔河，共设置

6 个断面，每个断面分别设置 2~3 个样点。6 个

断面分别为，库区 4 个断面（马龙河库尾、车章

河库尾、白塔河库尾、坝前）；坝下 2 个断面：

马龙河干流（坝下 2km 和 6km）。 

调查

内容 

①生境条件监测（（水温、溶

解氧、pH 值、透明度、水深、

流速）；②水生生物监测（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

物、鱼类等的种类、数量、

分布和变化情况）；③鱼类

产卵场监测（早期资源种类

组成与比例、时空分布、水

文要素、产卵场的分布和变

化）；④增殖放流和鱼道过

鱼状况。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资源。重

点是特有种、珍稀濒危保护物种和经济价值、科

研价值高的物种，具体监测以下 4 项目：①水生

生境；②水生植物；③水生动物；④鱼类资源。 

综上，工程施工期间，车马碧水库工程落实了相关环境管理要求，按照环评报

告书中的环境监测计划开展了水环境监测、环境空气监测、声环境监测和生态调查

工作。工程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落实情况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15 

3.2 其它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对照《云南省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除环境保护

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落实情况如下： 

（1）根据《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不得向位于重点污染控制区内的旧县、

马过河工业园区供水，多出的水量优先用于车马碧水库坝下游河流生态用水。制定

工程蓄水和运行期下泄生态流量调度方案，流量下泄过程应满足生态需求。 

落实情况：本工程由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制定了《云南水曲靖市车

马碧水库工程蓄水计划和调度方案》，方案中供水对象未包括旧县和马过河工业园

区，生态流量下泄过程满足生态蓄水要求。蓄水计划和调度方案报告及运行期兴利

调度原则见图 3.2-1。 

  

图 3.2-1   蓄水计划和调度方案及生态流量调度原则 

 

（2）制定水库清理环境保护方案，蓄水前开展水库库底环境保护清理工作。 

落实情况：2018 年 10 月，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云南省

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技施设计阶段水库库底清理技术方案》。2020 年 12 月 7 日

完成库底清理专项验收。车马碧水库库底清理技术方案及专项验收批复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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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库底清理方案及专项验收批复 

（3）下一步开展鱼道水工模型实验，优化设计方案。 

落实情况：2018 年 10 月，委托武汉大学开展了鱼道水工模型实验，通过实验

研究进一步优化了鱼道设计方案。车马碧水库工程鱼道研究报告及鱼道建设情况

见图 3.2-3。 

 

 

 
图 3.2-3   鱼道水工模型实验及鱼道进出口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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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车马碧坝址至凤龙湾库尾之间的干流、车马碧库尾以上干流、支流白

塔河汇口至四旗田水库坝址等河段划为鱼类栖息地，不再开发，并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保护。 

落实情况：马龙区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1 月对地方相关部门征求栖息地保护

方案意见，待下发正式批文后开始招标施工。目前河道连通性恢复工程已经完成前

期征地工作。马龙区人民政府关于栖息地征求意见文件见图 3.3-4。 

   

图 3.2-4   马龙区人民政府关于栖息地征求意见及反馈 

（5）做好陆生生态保护工作。严格控制施工活动范围，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重点对渣场、料场、临时施工占地区、施工道路及其影响区和枢纽建筑物占地区进

行水土流失防治。渣场应做到先挡后弃，工程弃渣应运至规定的弃渣场，严禁向马

龙河干、支流弃渣。收集施工区表土，单独堆放，后续回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施

工迹地等实施生态修复，植被恢复优先选择当地适生植物。 

落实情况：建设单位委托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委托中科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环境保护监理工作。监理单位每日

巡查监督施工活动控制范围，检查渣场、料场、施工区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表土

堆存及施工结束后迹地恢复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进行改善，每月编制并上报

环境监理月度报告，每年编制并上报环境监理总结报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定期对

渣场、料场等建设情况及植被恢复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和监测，每季度提交一次水土

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及环保监理报告见图 3.2-5。 



 

18 

  

图 3.2-5   水土保持季度报告及环境监理报告 

（6）做好移民安置环境保护工作。需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条件，合

理选择具体的移民安置区及生产方式，加强安置地生态保护、水土流失防治、水环

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等措施。落实迁复建工程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2021 年 2 月 3 日完成移民安置专项验收，各移民安置点已同步建

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垃圾收集设施。移民安置专项验收批复见图 3.2-6。 

  

图 3.2-6   移民安置专项验收报告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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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府承诺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2016 年 5 月，马龙县人民政府以“马龙县人民政府关于承诺落实车马碧水库

建设环境保护对策相关事宜的函”（附件 8）承诺：一、对水库上游及径流区污染

源进行削减，并加强工业点源的监督管理，杜绝偷排水现象，加强监督管理；二、

对水库上游及径流区集中养殖场、农业面源进行集中治理，保障库区水质安全。三、

及时研究建立马龙河流域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体制，加强对马龙河流域的环境管理，

统筹落实流域环境保护措施。 

据调查，2016 年以来，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马龙分局制定印发了《马龙区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马龙区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实施方案》、《马龙区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实施方案》，编制了《曲靖市马龙区水

污染防治规划》、《长江流域牛栏江支流马龙河径流区污染治理可行性研究报告》、

《南盘江流域马龙径流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实施方案》、《长江流域牛栏江支流马

龙河径流区污染治理项目》等，各项污染防治规划正在逐步实施中，在流域点源、

面源治理方面已取得一定效果。争取省级环保资金 800 万元对王家庄街道整乡推

进综合治理及马过河镇等村庄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利用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

金 3000 余万元开展了王家庄永发历史遗留锌废渣堆置场地污染管控治理、云水机

械场原厂址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利用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6710 万元开展马龙河流

域污染防治工作，累计完成 92 个村庄污水治理任务，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49 座，自

然村污水处理率达 20.44%。督促呈钢公司投资 4000 余万元建设污水收集系统 1

套，钢渣尾渣处置场 1 个；督促马龙污水处理厂完成总磷总氮的在线验收工作。 

马龙区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马龙行动，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十三五”期间，马龙区建成城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全区 10 个乡

镇（街道）全部创成省级生态文明乡镇，在全市率先通过省级生态文明区考核验收。

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95%以上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

效治理。2020 年，划定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 5 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7 个；投资 3000 余万元开展原云水机械

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王家庄永发历史遗留锌废渣堆置场污染治理，投资 6710 万

元开展马龙河流域污染防治，完成 82 个村庄污水治理，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74 座，

马鸣、月望、大庄垃圾热解处理场建成使用。完成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 4192 座。

马龙区严格落实河长制，实施水安全保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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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动，积极推进生态河湖建设，加大水质监测和巡河保洁力度，水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黄草坪水库水质保持Ⅱ类标准，马龙河及主要河库

水质达地表水Ⅲ类以上，基本实现“河长治、湖常清”。创新机制，将“十年禁渔”

及长江流域水生态修复保护内容纳入河长制考核范围，压实河长职责，坚决把长江

“禁渔令”落到实处。完成 17 个砖厂转型升级改造工作。实施中央财政补贴造林

2000 亩，义务植树 53.2 万株。城区绿地率达 35.1%，绿化覆盖率达 40.1%，均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