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3 月 21 日，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根据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严格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技术规划/指南、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桂花箐水库位于大理州弥渡县密祉镇，毗雄河右岸支流密祉河上游，

属于红河水系。水库坝址位于东经 100°31′12″，北纬 25°09′08″的

范围内。 

桂花箐水库工程总库容 335 万 m3，年供水量 291.8 万 m3，其中灌溉供

水 202.8 万 m3，水库灌溉面积 4602 亩（其中：增灌 1268 亩，改善增灌

3334 亩），农村饮水年供水量 89.0 万 m3。桂花箐水库工程工程分区为：

枢纽工程区、输水工程区、场内道路区、施工临时设施区、料场区、弃渣

场区及淹没区。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规定，桂花箐水库工程为小（1）型水利工程，工程等别为 IV等，其永久

性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洪道、泄洪输水隧洞为 4级建筑物，次要建筑物为

5级建筑物。工程由大理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负责建设。

工程实际总投资 7843.83 万元。 

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于 2013 年 1月开工，2016 年 1月完成全部主

体工程。2016 年至 2018 年一直进行场地植被恢复工作，项目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取得水土保持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1）工程建设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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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桂花箐水库主要工程量和技术经济指标核查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流域面积    

1.1 全流域 km2 48.2 密祉河 

1.2 多年平均径流量 万 m3 552.4  

2 水库    

2.1 库容 万 m3 335.0  

2.2 正常蓄水位 m 2085.98  

3 枢纽区 hm2 5.505  

3.1 大坝坝型 粘土心墙风化料坝  

3.2 最大坝高 m 47  

3.3 坝顶长度/宽度 m 190.0/5.0  

3.4 坝顶高程 m 2089.70 不含 0.8m 高防浪墙 

3.5 导流输水隧洞全长 m 305.60 洞身段长 350.3 

3.6 溢洪道全长 m 205.75  

4 料场 hm2 5.516 粘土料场 1 个、坝壳料场 1 个 

5 弃渣场 hm2 3.298 1#、2#弃渣场 

6 建设工期 月 36  

6.1 开工时间 2013 年 1 月 

6.2 完工时间 2016 年 1 月  

7 建设投资 7843.83 万元 

 

     （2）工程主要变更情况 

桂花箐水库工程变更情况见表 2，由表 2 可知桂花箐水库建成后与环

评阶段比对，工程内容变动较小。 
表 2  实际工程与环评阶段相比变更情况表 

序号 项目 原环评 实际 对比结果 

1 大坝 

粘土心墙风化料坝、坝顶宽

5m，坝顶长 190m 

粘土心墙风化料坝、坝顶宽

5m，坝顶长 190m 
与环评一致 

最大坝高 44.5m 最大坝高 47m 
最大坝高较环评阶段增

加 1.5m 

占地面积 5.20hm2 占地面积 5.20hm2 与环评一致 

2 
输水导流隧

道 
洞身全长 266.35m 洞身全长 241m 相对环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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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溢洪道 总长度 156m 总长度 163.124m 相对环评增加 7.124m 

4 库容 339 万 m3 335 万 m3 相对环评减少 4 万 m3 

5 场内道路 场内道路占地 9.250hm2 场内道路占地 8.140hm2 
扰动面积较原环评面积

减少 1.11hm2 

6 粘土料场 1 个粘土料场 粘土料场 1 个 与环评一致 

7 风化料场 1 个 风化料场 1 个 与环评一致 

8 1#渣场 大坝右岸下游约 1.5km 处 大坝右岸下游约 700m 位置较原环评有变化，但

未增加保护目标，占地面

积减少-0.019 
9 2#渣场 位于 1#弃渣场上游 大坝右岸下游约 550m 

10 
临时施工占

地 
环评阶段占地 0.26 hm2 实际占地 0.23 hm2 占地减少 0.23hm2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工程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情况如下： 

2010 年 12 月弥渡县水务局拟定了《弥渡县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报

告》(2011～2015 年)，该规划报告第 4 章第 2 节“十二五”重大工程中将桂

花箐水库工程建设纳入弥渡县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重大工程，该水库的

建设将解决密祉乡的农灌和农村安全饮水供水问题。 

2011 年 12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研究设计院完成了《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报告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大理白族自治州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大发改农

经【2012】262 号）。 

2011 年 12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研究设计院完成了《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2012 年 4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研究设计院完成了《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该报告

书于 2012年 6月 28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 “关于弥渡县桂花箐水

库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批复”（大水政资【2012】183 号），

同意该水资源论证的成果。 

2012 年 6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研究设计院完成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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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

告书》，该报告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 “关于弥

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大水保

【2012】119 号），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 

2012 年 10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研究设计院完成了《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该报告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大理白族自治州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大水规计

【2012】335 号）。 

2013 年 2 月 16 日，大理州环保局以大环审[2013]11 号批复《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桂花箐水库工程于 2013 年 1 月开工建设，于 2016 年 1 月建设完成，

建设工期为 36 个月。于 2016 年 7 月下闸蓄水。 

（三）投资情况 

环评阶段，工程预计总投资为 9624.94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7.98

万元，占整个项目工程投资的 2.26%；工程实际总投资 7843.83 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 149.7 万元，占总投资的 1.91% 。与环评相比，工程实际环保

投资有所减少。 

（四）验收范围 

大理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作为桂花箐水库工程建设

单位，负责办理桂花箐水库工程各项前期手续。本次验收范围为了《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及

其批复工程内容。 

二、重大变更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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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办公厅，环办[2015]52 号），水库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与桂花

箐水库对比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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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可知，桂花箐水库工程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范围。 

表 3  重大变动判别表 

事项 
环办[2015]52 号文 

重大变更具体内容 
桂花箐水库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性质 

①主要开发任务发生变化 
桂花箐水库开发任务为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和农田灌

溉，开发认为未发生变化 
否 

②引调水供水水源、供水对象、供

水结构等发生较大变化 

桂花箐水库建成后将主要承担下游密祉坝子 3943 亩

耕地的灌溉以及农村居民的供水任务，供水对象和结

构均未发生变化 

否 

规模 

①供水量、引调水量增加 20%及以

上 
水库建成后供水量未发生变化 否 

②引调水线路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本项目水库建设不涉及引调水线路 否 

③水库特征水位如正常蓄水位、死

水位、汛限水位等发生变化； 水库

调节性能发生变化 

本项目水库特征水位未发生变化，调节性能

为全年调节未发生变化 
否 

地点 

①坝址重新选址，或坝轴线调整导

致新增重大生态保护目标 
本项目水库坝址未发生变化 否 

②引调水线路重新选线 本项目水库不涉及引调水线路 否 

生 产

工艺 

①枢纽坝型变化；输水方式由封闭

式变为明渠导致环境风险增加。 
本项目水库坝型未变化，输水方式未变化 否 

②施工方案发生变化直接涉及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集中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本项目水库施工方案未变化，不涉及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集中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环境敏感区 

否 

环 境

保 护

措施 

①枢纽布置取消生态流量下泄保障

设施、过鱼措施、分层取水 水温减

缓措施等主要环保措施 

本项目水库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了相应

措施 
否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通过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建设报告等资料、现场施工迹地调查及询问

方式综合得出，环评报告书针对桂花箐水库的环保措施 34 条，环评批复

意见 10 项，共计 44 条环保措施，本次调查认为有 42 项措施得到落实。

剩余两项措施正在落实。 

四、环保措施运行效果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1）土地利用 

项目严格执行建设用地管理规定，依法用地，合理占地，减小工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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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林业、农业生产的影响。通过对占用土地进行补偿，对施工占地进行

复垦、种植林草植被恢复等措施，有效地降低了工程建设占地对土地利用

的影响。工程没有导致所在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明显变化，对土地资源利

用的影响较小。 

（2）植被 

项目区主要自然植被类型包括暖性针叶林、暖温性稀树灌木草丛。自

然植被主要有云南松、云南油杉、旱东瓜、滇石栎、白穗石栎、高山栲、

元江栲、麻栎、滇榛、矮杨梅、响叶杨、米饭花、露珠杜鹃、亮毛杜鹃、

碎米花、爆杖花、铁仔、乌鸦果、南烛、盐肤木沙针、毛刺花椒、密蒙花、

蜈蚣草、密毛蕨、狗脊蕨、野艾蒿、牡蒿、心叶兔儿风、紫茎泽兰、云南

兔儿风、白酒草、过路黄、野烟、铜锤玉带草、绣球防风、蜜蜂花、荩草、

白茅、硬杆子草、画眉草、皱叶狗尾草等。以水田、园地、旱地为代表的

农田植被。 

工程建设区域现状植被在当地普遍存在，建设占地未对区域植被造成

毁灭性的破坏，其不利影响属于局部的，且随着工程建成运行，项目评价

区植被影响逐步消除，并且当地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发育。项目

建设对区域内植被类型多样性及数量影响不大。 

（3）植物 

调查区域共有维管植物 122 科、373属、567 种。其中，蕨类植物 21

科、35 属、52 种；裸子植物 2科、4属、4种；被子植物 99 科、334属、

511 种。 

根据相关资料记录和野外考察结果，该项目调查区内有《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记载的珍稀保护植物 1 种，为金荞麦

Fagopyrum dibotrys，属国家Ⅱ级保护植物。 

调查区内没有《云南省第一批省级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89)记载的

云南省省级保护植物。 

野外调查未发现区域局域分布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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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禁

止破坏原生植物，保护施工区域附近植物。根据工程监理报告，工程施工

期，未发现施工人员对工程占地范围以外植被滥砍滥伐，为减小工程占地

对植被和植物资源产生的影响，工程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弃渣场、料

场、施工场地等进行了植被恢复措施，种植樱花及其它当地植物对工程建

设区域进行植物恢复。建设单位按环评要求对可能受影响的 8株金荞麦进

行移栽。因此，项目的建设未造成物种灭绝，工程建设对植物资源的影响

是有限的、局部的。 

（4）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项目建设对陆生动物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建设区人为活动和施工占

地所导致的陆生动物栖息地的减少。项目建设未超越征地范围界限，且占

地面积相对调查区面积来说相对较小。工程建设过程中，也未出现捕杀或

伤害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现象。 

项目建成后施工开挖迹地逐渐恢复，动物生境逐步恢复，通过加强野

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健全管理，使当地居民保护意识加强，项目运营

对陆生野生动物影响很小，不会导致动物在当地灭绝和密度明显下降。 

（5）鱼类 

桂花箐功能为保障农灌及饮用水，坝体设置生态流量下放渠道和农灌

输水隧道，下放流量能满足下游生态用水，河流内鱼类不是大型回游性鱼

类，对其阻隔影响很小，大坝的建设不会导致鱼类灭绝。 

施工期施工单位严格施工管理，未发生施工人员捕捞河中的鱼类，也

未发生将工程弃渣排入河中，在开挖距离河边较近灌渠地段时，选择在旱

季施工，并在施工区边沿修建挡墙、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等，工程建设对鱼

类影响较小。 

（二）声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噪声影响属于短期、暂时的影响，随施工期结束已消失。 

据现场调查，大理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建成运行后，运行期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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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噪声，不会对声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三）水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 2017 年 10 月 23 日建设单位委托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

中心和 2018 年 5 月弥渡县环境监测站对桂花箐水库水环境质量进行的监

测，桂花箐水库水环境质量监测指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

目标准限值》，项目水库水质较好。对比《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标准，项目水库水质中

浊度和菌落总数超标，做为饮用水时需进行过滤和消毒处理。 

施工期生产废水收集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施工营地建设临时旱

厕，粪便清掏用作农肥，施工结束后已经拆除临时设施。施工营地生活污

水经隔油处理后回用。根据现场调查来看，施工期污水对评价区水环境的

影响已逐步得到消除，无遗留环境问题。 

桂花箐水库运营期水库管理所及相关部门拟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控

制汇水区周边农业及农村生活污染源排放，并采取监管措施，确保供水稳

定不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库区管理人员少，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田灌

溉，不排入库区，不会对库区水质造成影响。 

运行期产生农田灌溉回归水，输水干渠供水灌溉面积较大，分布范围

广，农田灌溉回归水较分散，对水库灌区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控制和治理，

防止灌溉回归水量较大且氮磷含量较高对附近河流水质产生影响。建设单

位严格控制灌溉用水量，农田灌溉回归水量很小，对灌区下游附近河流水

质、水量影响不大。 

（四）环境空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过程采取洒水降尘、选用低污染施工设备等减小施工废气对大气

环境及敏感点的影响。 

据现场调查，大理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建成运行后，运行期水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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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设置食堂，项目运行期无大气污染源。 

（五）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建设过程根据实际产生弃渣量情况及所处位置状况，合理设置弃渣

场，与环评阶段对比，实际设置了 2个弃渣场。 

弃土方全部运至弃渣场堆放，调查范围内没有发现有渣土乱弃现象，

弃渣场均设置挡墙、渣场区地质条件较稳定，未发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未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建设单位及时对弃渣场进行整治，复

耕、植被恢复。工程所在地气候及土壤条件适宜，植被自我恢复能力强，

弃渣场经人工绿化及自然生长，随着竣工时间推移，渣场逐步被植被覆盖，

生态恢复逐渐变好。 

施工生活垃圾在施工区设置垃圾桶进行收集，并及时清运到当地村委

会垃圾收集点。现场调查未发现施工期遗留的生活垃圾。 

大理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运营期管理所产生少量生活垃圾，设置垃圾

收集桶，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分类处理，不能利用部分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处置。 

（六）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据调查，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间，未发现疟疾、肝炎、痢疾、肺结

核及其它常规疫情。 

大理州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建成运行后，有利于完善当地水利基础设

施，促进当地经济迅速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及质量。水库建成后

有利于解决农村灌溉困难，大大提高水库灌区水资源利用率，为安乐村的

农作物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七）环境风险事故防范与应急措施 

施工期爆破按照《爆破安全规范》（GB6722-2003）有关规范要求进行

爆破， 

制定爆破日常管理方案并严格实施，施工期没发生过人员伤亡现象。

施工期间加大宣传，未引进外来物种。目前建设单位未编制完成突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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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应急预案。弥渡县水务局计划根据《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2018 年 3 月 26 日）编制县域饮用

水源地应急预案，涵盖本项目，本项目不再单独编制。 

五、结论 

经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及会议讨论，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要求，验收组认为，该工程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

同时”制度，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提出

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不存在“第八条”所

列“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条款，从项目整体来看，符合环境保护验

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运营阶段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1）建设单位与县水务局协商，尽快完成《弥渡县集中式地表水饮

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针对植被恢复不好的临时占地（料场）进行播撒草籽或植树，

做好植被恢复工作； 

（3）后期运营加强管理，确保桂花箐水库正常运营，定期对水库水

质进行监测，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1 验收工作组验收意见签字表。 

 

 

 

弥渡县桂花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验收日期：2019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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