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中广核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行业

类别

光热

发电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已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2012]41 号 2012 年 4 月 13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 年 3 月—2018 年 7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青海省江源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

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电建核电工程公司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北京华夏石化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

限公司于2018年 09月 28日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召开了中广核太阳能德令

哈有限公司中广核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

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单位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建设单位中广核太

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国电建核电工程公司、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北京

华夏石化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青海省江源水土保持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 11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编制了《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状，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及监测单位关于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的汇报，以及方案编制（设计）等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质询、讨论和研究，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一座 50MW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设计安装一套中温、高压再热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本项目主要由 4部分组成，包括发电管理区、集热系统

区、道路区及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占地面积为 290.00hm
2
。施工生产生活区布

设在变电站及管理区内的空地，面积 0.46hm
2
，用地在变电站及管理区占地范围

内，未另行占地。中广核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项目厂址距离德令哈市约 7公里，

项目区南侧有青新公路通过，进站道路由青新公路接引至厂址区，路面采用郊

区型混凝土路面，长 300m，宽 7m；场内交通道路在充分利用现有道路的情况下，

新修建简易施工道路 3km，路面宽度 4m，施工结束后进行迹地恢复。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290.00hm2，其中永久占地 279.40hm2，占地类型为荒

漠戈壁，行政区划隶属德令哈市。根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的土石方情况统计，

工程建设期土石方开挖量为 428.0 万 m3，土石方回填量为 428.0 万 m3，无永久

弃渣产生。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专项设施改建内容。本项目总投资为 171882.31

万元，土建投资为 17650.62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为资本金和银行贷款，资本金

占总投资的 30%，其余为银行贷款。项目总工期为 48 个月，于 2014 年 3 月开工，

2018 年 7 月建成运行。

（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

2012年 2月，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委托青海省江源水土保持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了《中广核德令哈 50MW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的编制任务；

2012年 3月编制完成了《中广核德令哈 50MW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于 2012年 4月 13日取得了青海省水土保持局[2012]41

号文批复；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98.1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290.00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8.12hm2。

2017年 5月~2018年 8月，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青海

分公司受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

施专项监测。

（三）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1）道路区

施工结束后临时道路不再使用，施工扰动区未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本项

目对这些水土流失区域进行场地平整措施；由于硬化路面，降雨产生的汇流无

法自由下渗，在道路两旁布设了浆砌石排水沟。

主要工程量：方案新增平整场地平整 1.41hm2，人工开挖排水沟 9840m3，

浆砌石衬砌 6716m3。

2）主体工程中已有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本项目厂址处于山前洪积扇坡面汇水的洪水汇流面中，在项目场地外侧西、

北、东三个方向布设钢筋混凝土矩形排水沟，排水沟断面采用 2.5m×3m矩形断

面，共实施排水沟 4760m。



本项目为防治风沙，并控制项目开挖临时堆土造成的水土流失，在项目建

设区周边布设防尘网带 3000m，投资 2122万元。

防治洪水冲刷项目区，在项目区东西侧修建挡水堰，围堰长共 2468m，投

资 96万元。

为了更好的实施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改善和美化厂区环境，本项目

在水土保持方案的基础上配合政府编制了中广核厂区绿化项目实施方案，并于

2018年 4月取得了德令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该实施方案的批复（德政发

改[2018]110号）。

结合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通过查阅项目施工资料、现场实地调查监测，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如下：

1）发电管理区

种植紫丁香 644 株，榆叶梅 493 株，白榆 38 株，云杉 105 株，馒头柳 99

株，河北杨 105株，乔木树以“S”形间距 3m，混交种植；撒播草籽（早熟禾）

2.73hm2，人工种植草坪 0.67hm2。

2）集热系统区

栽植紫丁香 488株，榆叶梅 518株，白榆 99株，云杉 93株，沙枣 35株，

馒头柳 76株，河北杨 93株，乔木树以“S”形间距 3m，混交种植；撒播草籽

（早熟禾）18.58hm2，人工种植草坪 0.75hm2。

3）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施工生产生活区仍在继续使用，暂时为撤场进行迹地恢复，待施工

队撤场后，再对该区域进行迹地恢复与植被恢复。

4）道路区

道路旁扰动区域进行了绿化美化，在道路边种植行道树，通过调查、巡查、

查阅施工资料等方法，监测到该区域绿化美化 3.03hm2，撒播草籽 3.03hm2，栽

植河北杨 1638株，云杉 570株，柽柳 4065株，花灌木 11625株。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依据《中广核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法采用调查监测与定点观测相结合的方法。于

2017年 5月委托具有乙级资质的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青海



分公司对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监测，于 2018年 8月完成了《中广核德令哈

50MW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对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及其可能的危害状况进行系统合理的监测。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项目施工期间未造成较大的水土流失和危害。

尽管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基本控制了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但是对可能

存在水土流失点及发生水土流失危害区域要重点巡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

取相应对策。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通过多次现场

核查，召开专题会，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监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在水土

保持措施、效果及其工作程序满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后，于 2018 年 9 月

编制完成了《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

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

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

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 50MW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实施过程中，基

本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了水土

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设单位在本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与当地政府高度重

视本项目建设管理与协调，通过建设各方的共同努力，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



土流失进行了有效治理，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建议建设单位在以后工作中，要继续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的工作及时查看项

目区降水情况，如果降水量大，场区排水按地形自然排水无法满足项目区排水

时，建设单位应考虑布设排水工程；同时配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监测工作

进行协调和监督，保证运行期水土保持效果显著。

建议建设单位在以后工作中，在项目开工前要开展监测工作，同时配合地

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监测工作进行协调和监督，保证运行期水土保持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