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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2月 27日，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建设单位）、邀请定海大桥海

口连接线工程项目的代建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评单位、验

收调查单位等相关单位的代表和 3名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根据定海大

桥海口连接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程位于海口市东山镇，主线起点顺接海榆中线

K26+868 处现状 T型平交，途经必石村、永华村、龙山村、昌尾村、文塘村、

马坡村、东寨水库、前进水库和岭北水库等，路线向南沿县道 X155走廊延伸，

终点与定海大桥北岸引道设计终点接顺，整体为西北往东南走向。定海大桥海口

连接线工程全长 12.119公里，设计速度 60公里/小时，一般路段采用二级公路标

准建设，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 16m，二级公路建设长度 8.06 公里；起点衔接

路段和终点衔接路段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路基宽 23m、24.5m

和 29.5米，一级公路建设长度为 4.059公里。主线及等内平交口采用沥青混凝土

路面。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及边坡绿化工程。主线

设置涵洞 39道、平面交叉 19 处。本工程实际概算投资为 32380.17万元，环保

实际投资为 685万元，环保实际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 2.33%。

2017年 4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委托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7年 9月 19日取得了原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关于批复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函》（琼环函[2017]1369号文）。

工程于 2017年 7月开工建设，2019年 4月主体工程交工通车。

本工程环评阶段的建设单位为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本工程的立项、环评、

初步设计等前期手续均批复给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由于职能变更，本工程的建设

单位变更为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项目实行代建+监理模式，代建单位和监理

单位为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建设单位委托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环保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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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验收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公路部分路段两侧的边坡绿化植被生长不好，

存活率较低，同时，部分临时用地尚未恢复。建议建设单位进行绿化补种并对临

时用地进行恢复，直至 2021年 9月整改完毕。

2020年 7月和 2021年 9月验收调查单位组织技术人员组成调查组，详细查

阅研究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进行多次现场踏勘，对公路沿线的环境敏感点、

受公路建设影响的生态恢复状况、工程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调

查，进行了广泛的公众调查；于 2020年 7月对沿线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在此

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二、工程变更情况

本项目验收阶段和环评阶段建设情况进行对照，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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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函〔2015〕52号）中界定为重大

变动的情景，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与监测结果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环评报告书和设计阶段提出了较为合理、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所

有措施在工程实际建设中基本得到了落实。

工程施工期间采取了洒水、覆盖等有效的防尘措施，临时围挡和禁鸣等有效

的降噪措施，设置沉淀池、隔油池等处理废水措施，以及采取了采取了护坡、综

合排水和绿化等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结束后对拌和站、料场、施工营地等

临时占地进行了平整和恢复，并对全线边坡进行了景观和绿化设计，使沿线景观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现场调查沿线植被长势良好，护坡效果明显，生态环境环境较好。根据现状

监测和公众调查，沿线声环境、地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均达到相应标准，说明试

运营期交通噪声和车辆尾气对沿线环境影响不大。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1）一般生态影响调查

主体工程区已进行边坡绿化，以及临时占地已恢复植被或耕作。采用结缕草、

扶桑、爬山虎及其他适合生长的本地草籽进行绿化，绿化工程中所使用的品种均

为当地乡土植被或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适生树和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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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对保护植物及古树采取挂牌保护措施，保护植物现状生长良好。

根据复核调查，环评阶段存在的野生保护植物如今仍存在，与环评阶段相比

较，保护物种的品种不变，沿线仍分布有海南省重点保护植物有见血封喉 1种，

古树名木垂叶榕和高山榕 2种，但是位于桩号 K1+400必石村处的高山榕古树已

枯死，树池内新长出小榕树。

（2）绿化景观效果调查

从现场情况看，目前绿化植被大多长势良好，但仍有部分边坡植被有枯死现

象，公路边为红壤土、土质较肥沃，由于海南适宜的气，植被自然恢复也较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植被自然恢复程度将不断加大，公路建设对植被的影响将逐渐

减小。

（3）工程占地影响调查

本工程实际永久征地中，农用地最多，占到 89.41%。永久占地对土地的

利用方式产生了长期的不可逆影响，使项目沿线地区人均农用地面积有不同

程度的减少。与环评阶段相比，公路永久占地实际减少了 3.2505hm²，主要

是由于工程通过收缩边坡等措施减少了永久占地。

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批复定海大桥海口连接线工程项目

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手续的函（琼自然资函[2019]118 号）》，海口市原

国土环境资源局已拟定《补充耕地方案》，本项目占用耕地由已验收完成的土地

整理项目补充，落实占补平衡。因此，项目用地手续时合法的。

经调查，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统一的征地

补偿标准，较好地保障了农户的合法权益，减小了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

工程永久占地对沿线生态环境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4）临时占地影响调查

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取土场未启用。实际借方量 29万 m³，来源于金鸡岭

农场四队建筑用玄武岩矿山项目土方综合利用。

本项目实际不设置弃土场，仅在K10+360处左侧400m处设有一个临时堆土

场，占地面积1.5hm²，弃土临时堆放于农田内。根据现场调查，临时堆土场已平

整，但土地比较硬化，建议进行翻松等土地整治，方便农作物种植。

项目设置 1个施工营地（包括水稳拌合站、预制场、料场及施工生活区），

占地面积 1.2hm²；1个施工生活区（租住在必石村）。根据调查，施工营地已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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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产，目前正在挖土耕作；租住的民房已退还农民。

在施工营地和公路之间设有一条便道。新建施工便道在使用寿命完成后，考

虑现有农村道路交通条件一般，本项目所设置的施工便道在施工结束后留作地方

农村道路使用。

（5）农业生态影响调查

本工程没有造成沿线河流和沟渠的堵塞，设置的涵洞保证了地表径流和沟渠

的畅通。另外，本项目设立了完善的路面排水、路基排水等设施，保证路面径流

不冲刷农田，不影响农业生产。

（6）水土流失影响调查

根据调查，主体工程采取的边坡防护设施、工程排水设施能达到预期效果，

有效地防止了边坡水土流失。临时工程总体上采取的水土流失防护措施良好有

效，起到很好的防治水土流失作用。

综上所述，环评及批复提出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基本予以了落实。

3､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施工噪声的影响是短暂的，且随着工程的结束，影响随之消失。施工

期已采取的声环境保护措施主要有：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在距线位较近且受施工

影响较重的敏感点路段夜间（22:00-06:00）不进行施工和运输，料场、拌合站等

临时占地距离敏感点 200m以外。通过公众调查可知，公路沿线居民对项目施工

噪声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2）运营期会产生交通噪声影响，根据对沿线 5处敏感点的声环境现状监

测，沿线敏感点均能够满足其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4a类或 2类），达到环保

验收要求。

随着后期车流量的增加，运营后期仍存在超标的可能，因此本环评验收要求

预留部分降噪经费，每年定期跟踪噪声监测，出现超标情况及时采取降噪措施，

并加强对现状降噪措施的保养及维护。

4､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当地租用民房的化粪池内，定期清淘堆肥，生

产废水经沉淀、隔油池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施工期没有发生水污染事件。

（2）经调查，路面集水的排放主要由截水沟、边沟、排水沟等组成，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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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程排水体系统完善，路面集水通过雨水排水沟收集后排入沿线河流和灌渠。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公路周边的岭北水库、东寨水库跨河处和水利灌渠出现

不同程度的超标，本公路不排污水，水质超标原因主要为沿线散排的生活污水及

附近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总体来说，沿线各地表水体环境质量现状一般。

5､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期存在一定的扬尘污染，施工单位采取了相应的洒水降尘，对易起

尘的运输车辆、料场进行遮盖等措施。通过公众调查可知，公路沿线居民对项目

施工扬尘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道路沿线植被覆盖率较高，沿线大气环境得到净化；且大气环境容量较大，

营运期汽车尾气不会对沿线的敏感点空气质量产生大的影响，不会改变其环境大

气环境功能。

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沿线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及 2018年修改单中的一级标准。达到环保验收标准。

6､固废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设置了垃圾桶或垃圾池，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理，施工废料、建筑垃

圾及土石方运至指定地点处理。通过现场调查，公路两侧及临时占地上的建筑垃

圾及土石方基本清理干净，沿线景观整洁。

7､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改善本地交通条件，对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加快当地经济快

速发展、扩大开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项目建设又不可避免地影响

到沿线部分常住居民，打破他们以往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减小影响，建设单位

采取了经济补偿等措施，经调查，项目征地、补偿工作得到有关部门及多数群众

的认可，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路运营管理单位为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海口公路局管理，管养单位成立专门

的风险应急机构，制定本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提出各类环境风

险事故的防范措施，并与相关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联系。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建设对社会环境影响不大，符合环评提出的要求。

8､公众意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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