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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7月 29日，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建设单位）、邀请文昌至琼海

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代建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评单位、施工环境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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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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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简称“文琼高速”）位于海南省文昌市和琼海市，

起点位于文昌市文城镇迎宾路与海文高速公路交叉口（N：19°37′52.72″、E：

110°43′26.99″），顺接海文高速终点，终点接 G98 东线高速博鳌机场互通（N：

19°10′5.79″、E：110°27′12.12″）。公路全长 65.7km，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

术标准，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 100km/h、路基宽 26m，全线设置 11座互

通式立交，其中 1座枢纽互通（万泉互通），10座一般互通式立交（英城互通、

南阳互通、清澜互通、迈号互通、会文互通、冯家湾互通、长坡互通、龙湾互通、

嘉积互通和乐城互通）；建设桥梁 31 座（总长 6445.72m），其中特大桥 2 座

（2347.00m），大桥 12座（3144.70m），中桥 17座（954.02m）；隧道 1座（90m）、

涵洞 85 道，通道 53 座，天桥 44 座、分离式立交 3座（迈黑线分离式立交、

县道 201 分离式立交、省道 201分离式立交）。全线设置服务区 1处、养护工区

2处、监控养护分中心 1处、治超站 1处，其中迈号养护工区与监控分中心合并

设置，嘉积养护工区与治超站合并设置。本工程实际概算投资为 417972万元，

环保实际投资为 7130万元，环保实际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 1.70%。

2015年 4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委托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编制完成《文

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5年 5月 4日取得了海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关于批复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琼

环函〔2015〕463号）。

工程于 2016年 11月开工建设，2019年 9月主体工程交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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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设计桩号 CK00+000~CK65+700，路面桩号 K50+800~K116+500，本

工程按路面桩号进行环保验收。本次环保验收范围包括公路主线，服务区和养

护工区，但不包括服务区中的加油站，加油站由其业主单位单独进行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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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行代建模式，代建单位为中铁第四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7日代建单位委托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竣工环保验

收调查工作。由于项目绿化护坡工程未完工，服务区、养护工区等附属设施未建

成以及部分搅拌站等临时占地未恢复。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在总结现场调

查结果后给代建单位提出了整改意见：主要包括尽快做好边坡绿化、以及尽快恢

复临时占地，代建单位按照意见进行整改，直至 2020年 6月代建单位整改完毕

（期间由于新冠疫情耽误工期），2020年 8月服务区、养护工区等附属设施（包

括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由于环评批复要求制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以及建设单位要求取得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回执后方可开展验收工程，本工程

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于 2021年 6月初完成备案，之后立即开展验收调查工作。

2019年 10~12月、2020年 3~5月、11~12月以及 2021年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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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12

月、2020年 8月、11~12月以及 2021年 5~7月对沿线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在

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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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防尘、采



3

取了护坡、综合排水和绿化等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对取、弃土场，拌合站、施

工营地等临时占地进行了平整和恢复，并对全线进行了景观和绿化设计，与周边

环境相协调。施工期对跨河桥梁采取防撞护栏和防护网措施，在 4处跨敏感点水

体处设了应急池；对 15个距离路边较近的敏感点采取了声屏障措施。通过调查，

公路沿线居民对项目施工及运营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1）野生保护植物调查

根据调查，文琼高速沿线分布有重点保护植物 7 种，其中省级保护植物 2

种：见血封喉 1棵、猪笼草 8棵，古树名木 5种：荔枝 1株、龙眼 1株、黄桐 1

株、小叶榕 1株、朴树 1株，与环评阶段相比较，保护物种的品种和数量不变，

但是由于实际路线的变动，保护物种相对公路的位置发生变化。

（2）野生保护动物调查

根据调查，项目区有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动物 1 种：苍鹭。与环评阶段相

比较，保护物种的品种不变、出现区域大体一致。

根据查阅材料及现场调查，本公路建设桥梁 31 座（总长 6445.72m），其中

特大桥 2座（2347.00m），大桥 12座（3144.70m），中桥 17座（954.02m）；涵洞

85 道，通道 53 座，天桥 44 座。通过适当建设涵洞通道、桥梁等措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野生动物的阻隔的影响，可以有效的防止野生动物受到人为干

扰影响。

（3）绿化景观效果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目前公路沿线植被生长态势良好、植被种类丰富、景观优美。

（4）生态敏感区影响调查

①万泉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调查

本公路在 K112+949~K114+003段以万泉河特大桥跨越万泉河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施工期万泉河特大桥桥墩采用钢围堰施工工艺，施工弃浆

等全部拉运至弃渣场处理，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施工管控好，没有向万

泉河排污。万全河特大桥设置了桥面径流收集设施，设置了饮用水源警示牌，提

醒司机驶入重要水体路段，谨慎驾驶。万泉河大桥采用整体景观连续感较强的桥

梁，能增加平稳、安静与自然环境融合的感觉。

距保护区最近的临时工程为互通区内的搅拌站（K112+122），距离万泉河超

过 500m，搅拌站已恢复成景观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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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项目建设没有影响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完整性。

（5）工程占地影响调查

本工程永久占地 440.1093hm2，包括农用地 383.9722hm2（其中耕地

131.4175hm2），建设用地 53.4485hm2，未利用地 2.6886hm2。与环评阶段相比，

工程实际永久占地减少了 64.1207h㎡，其中农用地减少 25.2878h㎡，建设用地

减少 5.9515h㎡，未利用地减少 0.6114h㎡。

公路征地补偿工作由沿线各市县政府负责实施。标准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

神，进行公路征地管理工作和征地补偿和再安置行动。补偿费的内容包括土地补

偿费、青苗补偿费及各种农业税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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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工程永久占地对沿线生态环境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6）临时占地影响调查

取土场 5处，占地类型为林地、灌草丛和果园，其中 4处取土场取土结束后

均已撒播草籽进行生态恢复，现状绿化效果良好；1处取土场已建成鱼塘并绿化

四周，景观良好。

弃渣场 7处，占地类型为林地、园地等，弃渣场弃土作业完成后实施了植被

恢复措施，现状植被恢复较好。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处，包括拌合站、预制场、施工生活区等，共计占地 23.54h

㎡。其中 4处在永久占地互通范围内，占地 6.87h㎡；5处租用现有场地，现在

均已退还；9处占用临时用地（新增）16.67h㎡，其中 7处已恢复植被，2处已

移交，但是村民又转租给别的项目使用。

施工便道大多利用旧路，主要在取弃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及主体工程新修

施工便道。施工便道多数为临时性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施工临时占地对

于地表植被和地表表层土壤的破坏，进而造成水土流失加剧。

根据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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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可留作地方农村公路使用，少部

分不再利用的废弃便道已做表土回填和绿化恢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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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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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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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径流不冲刷农田，不影响农业生产。

（8）水土流失影响调查

根据调查，文琼高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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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搅拌站等临时占地距离敏感点 200m以外，靠近居民点的施工工段设置了施

工围挡，在英城立交匝道（坑美村）处一侧共设置 35米隔声屏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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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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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沿线距离较近、影响较大的 15处敏感目标设置了声屏障和隔声挡

墙降噪措施（共设置 21段 2195.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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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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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工程排水体系统完善，路面和桥梁集水通过雨水排水沟收集后排入沿线河流、

灌渠或者低洼地。在下屯四中桥、昌文村中桥、塔洋河大桥和万泉河特大桥跨越

重要水体处，均设置了桥面径流收集系统，通过纵向排水管将桥面径流导入桥梁

沉淀池，并进行防渗处理，可以有效地控制营运期对沿线水体的不利影响。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公路跨越的文昌河、北芸河、沙荖河、昌文村中桥跨渠

处、塔洋河、万泉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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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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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现状一般。

冯家湾服务区（西区）污水处理设施、嘉积养护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出水水质监测因子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

级标准，并回用绿化浇灌，不外排，满足环保验收要求。

5､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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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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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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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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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桥梁底下仍存在小部分建

筑垃圾及土方未清理，建议施工单位及时处理。

（2）沿线服务区、养护工区均设置了垃圾收集桶，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运行期由公路管养单位进行管养维护，公路沿线及行驶车辆洒落的固体废

物，由专职的公路养护人员定时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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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养护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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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年 6月取

得文昌市和琼海市生态环境局的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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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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