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12 月 11 日，依据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批复等要求，合肥市公路

管理服务中心主持召开了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成立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以下简称“验收组”），验收组由合肥市公路管

理服务中心（建设单位）、安徽世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单位）、3 位行业专

家等组成并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建设单位介绍了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

时”执行情况，验收监测单位汇报了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情况，验收组对项目现场

进行踏勘，并查阅了有关环保资料，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起于集贤路向西延伸与 G206 新线交点（接

G206 预留集贤路交口），向西由上派镇至花岗镇，在许下楼南侧跨越潜南干渠后，

在孙集以北、潜南干渠以南布设，之后向西偏南在山南镇北侧布设，通过 X050

后路线向西偏北延伸，在金牛街道西侧与 S315 共线，并下穿规划的济南至祁门

高速公路（利用预留的金牛互通），之后路线往西与 S315 分离后进入六安市境内

S366 合六南通道。 

中间控制点主要为起点汤口路与集贤路交口、潜南干渠、芮店街道、孙集街

道、X050、金牛街道、S315 省道，六安段 S366 设计线位。 

道路全长约 33.7 公里，按照集散的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 80 公里/

小时，路基宽度 32 米；道路全线永久占地 193.55hm
2；全线共设桥梁 13 座，其

中大桥 2 座、中桥 6 座、小桥 3 座，支线上跨桥 2 座；另设置各类涵洞 145 道(包

括人机通道 18 道)；总投资为 22.2 亿元。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 年 5 月 5 日，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备案（备案文号

为：发改交通[2015]345 号）。 

2016 年 8 月 31 日，合肥市水务局以合水审批（2016〕38 号文“关于 S366 合

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同意本项目按水土保持方案。 



2017年 4月 26日，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S366

合六南通道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合发改投资〔2017〕391 号）同意该项目初

步设计方案。 

2017 年 4 月，建设单位委托天津市五洲华风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合肥

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7 年 7 月 19 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以环建审【2017】71 号文“关于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本项目建设。 

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通车。 

（三）投资情况 

工程环评时环保投资约 646.5 万元，占环评时总投资（22.2 亿元）的 0.29%；

截至目前实际环保投资约 631.5 万元，占目前完成投资（1.1 亿元）的 0.2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验收路段起点位于集贤路向西延伸与 G206 新线交点

（接 G206 预留集贤路交口），终点往西与 S315 分离后进入六安市境内 S366 合

六南通道，道路全长约 33.7 公里。 

二、工程变动情况 

参照环办[2015]52 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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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工程实际变动情况与变

动清单的对照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1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类别 变动清单 实际建设 
是否涉及

重大变动 

规模 

车道数或设计车速增加 
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为80km/h，

与环评一致 
否 

线路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环评阶段路线长 33.7m，实际路

线长 33.7m，与环评一致 
否 

地点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m 的长度累

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及以上 
实际线路横向未发生位移 否 

工程线路、服务区等附属设施或特

大桥、特长隧道等发生变化，导致

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

态敏感区，或导致出现新的城市规

划区和建成区 

工程线路未发生变化，不涉及服

务区等附属设施或特大桥、特长

隧道等，项目所在区域不涉及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未出现

新的城市规划区和建成区 

否 

项目变动导致新增声环境敏感点数

量累计达到原敏感点数量的 30%及

以上 

环评中涉及的 52 处声环境敏感

点已拆迁 22 处，现状有 30 处声

环境敏感点 

否 



生产

工艺 

项目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内

的线位走向和长度、服务区等主要

工程内容，以及施工方案等发生变

化 

项目未涉及到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

态敏感区 

否 

环境

保护

措施 

取消具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功能和

水源涵养功能的桥梁，噪声污染防

治措施等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弱化或

降低 

工程不涉及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和具有涵养功能的水源。工程根

据实际情况实施了相应的噪声

防治措施，并预留噪声污染防治

费用，根据实际监测情况采取噪

声防治措施。 

否 

同时参照（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求《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规范本省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中附件 2

内容，工程实际变动情况与变动清单的对照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2 对照安徽省重大变动清单（征求意见稿）分析 

类别 变动清单 实际建设 
是否涉及

重大变动 

性质 项目主要功能、建设性质发生变化。 

本道路建设情况与环评保持

一致，项目主要功能、建设

性质一致 

否 

规模 

主线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环评阶段路线长 33.7m，实

际路线长 33.7m，与环评一

致 

否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道路全长约 33.7 公里，按照

集散的一级公路标准设计，

设计时速 80 公里/小时，路

基宽度 32 米，各参数与环评

设计保持一致 

否 

总占地面积（含陆域面积、水域面积等）

增加 30%及以上。 

道路实际占地面积与环评预

测道路面积基本相同 
否 

地点 

项目重新选址或建设地点发生变化。 
项目未重新选址、建设地点

未发生变化 
否 

项目总平面布置或主要装置设施发生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 

项目总平面布置未发生变

动，不涉及主要装置设施 
否 

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

到原线路长度的 30%及以上，或者线位走

向发生调整导致新增的振动或者声环境

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及以上。 

实际线路横向未发生位移 否 

位置或者管线调整导致评价范围内出现

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一级和二

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或者

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位置或者管线发生

变动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显

著增大。 

项目位置未发生调整 否 

工艺 

施工、运营方案发生变化，导致对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一级和二级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不利环境影响

显著增加。 

项目施工、运营方案未发生

变化，道路周边不涉及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一级

和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

否 



环境敏感区 

环境

保护

措施 

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环境

污染防治措施调整，导致生态和环境不利

影响显著增加，或相关措施变动导致环境

风险显著增加。 

项目均落实环评中施工期或

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

满足要求 

否 

总结：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建设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 废气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情况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扬尘污染和沥青烟气污染。 

项目设置临时施工便道并做好道路夯实硬化处理，日常采取洒水车洒水抑尘，

运土车运输过程等均设置防风布，运输路线避开周边村民点，施工营地进出口设

置有车辆冲洗装置。水稳站物料堆场设置顶棚及围墙，土壤堆放等设置篷布遮盖

等，各物料均合理设置堆放。土方堆场及路基路面施工路段两侧设置围挡；路基

路面填筑时压实，未完工路面及时洒水，不在大风天气进行施工。因此，在采取

上述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本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对沿线敏感点的影响

处于可以接受的程度。总之，工程的施工虽然对沿线的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工程的结束，影响也随之结束。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公路试运营后，建设单位、运营单位继续做好绿化养护工作，公路建设单位、

管理单位高度重视公路沿线的绿化养护工作，而且与沿线地方政府配合在公路路

界外逐步建设完成了绿色通道，扩大了公路沿线绿地面积，更好地起到了防尘、

吸收汽车尾气的作用，改善了局部环境空气质量。项目于 2022 年 10 月通车，根

据合肥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2 年度，合肥环境空气中各项指标均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说明本项目运营期对周围环境

空气影响较小。 

（二） 水环境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情况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跨河桥梁工程施工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围堰和围堰拆除过程中，

会导致局部水域 SS 浓度升高，但这种影响是轻微的、短暂的和局部的； 

（2）项目施工场地产生的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施



工营地建设隔油池及化粪池预处理后定期由附近居民清掏，用作农家肥，污水零

排放；因此，施工生活污水不会对区域地表水系及道路沿线的水塘等地表水体造

成不利影响； 

（3）施工场地内设置截水沟、隔油池、平流沉淀池、清水池。用于收集施

工场地等位置地表雨水径流，并沉淀后回用。 

（4）石灰、水稳材料堆场均设置遮雨顶棚、四周设置围挡，地面硬化处理。 

通过落实以上施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周边环境造

成影响较小。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调查，全线通过设置纵向排水沟、横向排水沟、边沟等排水构造物形成

一个完整的排水系统。径流雨水经沿程混合后，其污染程度较小，对周边水体水

质、农田等影响很小。本项目路面径流和桥面径流排入的水体主要包括潜南干渠

等，水质目标均为Ⅳ类水体，同时加强公路排水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定期疏通

清淤，确保排水畅通。并加强跨河桥梁桥面雨水管道的检修。 

项目同时加强来往车辆管理，严格控制化学危险品运输车辆的运输管理，桥

梁设置防撞护栏和桥面径流收集系统，路段设置醒目的限速和大型警示标识牌，

有制定道路环境风险防范及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通过以上措施公路运营期对沿线河流水质影响较小。 

（三） 噪声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情况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施工过程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保养。高噪声设备不集中开启施工，

施工过程快速，产生噪声时间间隔较小，施工场地远离周边居民点。运输路线优

先选择远离居民区及居民日常出行路线，并降低运输速度，减少鸣笛。施工场界

设置隔声屏障，不在夜间和节假日、休息日施工。施工场地设置公示牌及联系方

式，加强与周边居民联系互动，保证施工过程对周边居民噪声影响最小化。同时

施工期有做到施工期噪声监测，有做好噪声监测与预防防治措施。 

经调查走访，施工期基本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了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间

未出现因噪声污染而出现的投诉事件，说明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期间沿线声环境质量处于较好水平，对沿线敏感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环评要求，需对超标的噪声敏感点采取设置隔声窗措施，以减少噪声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根据本次实际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各噪声敏感点噪声值均未超

标，项目已加强道路绿化、限速等保护措施，并按照环评要求对项目周边现有环

境敏感点住户安装有隔声窗等。同时加强营运期噪声监测，预留防治资金。 

随着道路两侧敏感点的逐步规划搬迁，同时通过不断的加强道路周边绿化隔

声带的建设，做好敏感点噪声定期监测，预留防治资金，可大大减轻道路噪声对

道路沿线敏感点的影响。 

（四） 固体废物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情况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拆迁弃渣、清基淤泥、施工围堰拆除弃土等 144.8 万 m
3，部分回填取土坑，

将取土场恢复为原状，其他用于道路回填使用。 

项目沿线少量占地为沟塘，施工前已进行清淤，清淤方式为挖掘机机械清淤。

不存在工业污染等问题；就地干化后用作土方用于绿化。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应定点堆放，定期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至生活垃圾处理场，

严禁乱丢乱弃，对环境影响较小。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运营期，公路上行驶车辆散落的固体废物，有专职的环卫工人定期清扫，公

路路面及公路两侧围栏内较清洁。 

（五） 生态影响调查及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在项目建设初期工程建设会造成占地范围内植被面积的减少，但公路建成后

对路基边坡、取土场、临时用地等区域进行了植树、种草等措施，恢复了部分植被。

通过项目区的绿化对沿线的植被破坏进行了“补偿”，有效的减轻了项目建设对当

地植被的不利影响。项目建设对沿线野生植物的影响是局部的，因为沿线原生植

被已遭严重破坏。通过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及植被恢复措施后，项目建设未对当

地植被类型、特征以及分布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区域内陆生动物以家禽、家畜为主，常见鸟禽种类主要有麻雀、喜鹊、青蛙、

蛇类等，沿线生态环境受交通、人为活动影响较大，项目沿线分布的兽类无国家

级保护野生兽类，无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 

考虑到线路周边人类活动较为剧烈，这些动物已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活

动能力强的如鸟类则可能因为项目短期施工暂迁徙至远离项目区的地方。且由于



项目区域内植被基本一致，变化不大，在大的尺度上具有相同的生态环境，因此

项目区内有许多动物的替代生境，动物比较容易找到新的栖息产所，且由于本项

目的影响范围相对有限，这种小范围迁徙对本地物种的繁衍和种群延续的影响不

大。 

验收路段占地情况和环评基本一致，永久占地基本不变，永久占地会给当地

的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但对公路所经过区域的农业总面积而言，公路占地比

例很小，没有改变该区域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 

临时占地在进行施工作业，由于机械碾压、施工人员践踏等，施工作业周

围的植被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自然植被资源的减少，但临时占地对植被

的破坏影响是短期的、可恢复的，在施工便道、施工场地采取挖除硬化地表，进

行自然恢复，可恢复所占地以前的使用功能。 

建设单位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对工程占用的土地已按有关标准在资金上

进行了补偿，减少了工程占地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工程共需开挖土方115万m
3，填方289万m

3，弃方144.8万m
3，全线需借方

174万m
3。实际土石方量与环评预测差距不大。总体填方大于挖方。 

项目主要采取路边 2侧取土，实际仅设置 6个取土场，占地面积仅约 3.52hm
2。

各施工场地，占地类型为耕地，地形地貌为平地，实际占地面积比环评预测少，

弃土部分回填取土坑，将取土场恢复为原状，其他用于道路回填使用。 

项目通过路边 2 侧取土方式，实际取、弃土场较数量及面积较环评阶段减少，

同时易于征地和后期生态恢复。从整体上来讲取、弃土场数量和面积变小，合理

的利用了沿线资源，减少了施工期对环境的破坏。 

（五） 社会生活影响调查及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施工期间设立指挥部，在指挥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开展征

地拆迁工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通过多种方案和多渠道解决征地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干扰。 

本工程的建成通车影响了道路两侧居民的往来通行，阻碍了其原有的习惯交

往，必然给沿线居民带来不便，影响居民生活问题，建设单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

予以妥善解决。本公路施工中充分考虑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全线共设

桥梁 13 座，其中大桥 2 座、中桥 6 座、小桥 3 座，支线上跨桥 2 座。同时设置

人机通道 18 座。保持了现有道路布局，没有出现阻断出行道路的现象。根据走



访调查沿线居民，基本能够满足沿线居民生产、生活的通行要求，最大限度降低

了公路对沿线居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同时本项目桥梁充分考虑了泄洪、灌溉的需要和实际劳动生产的便利，全线

共设置涵洞 127 道，满足农田灌溉需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安徽日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至 24 日对沿线噪声环境敏

感点进行了现场监测，安徽龙图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至

21 日对沿线地表水进行了监测，验收期间监测结果如下： 

1、交通量 

根据 24 小连续监测结果统计可知，S366 合六南公路车流量为 12674pch/d，

达到预测近期（2023 年，13556pcu/d）的 93.5%；达到预测中期（2029 年，19178pch/d）

的 66.1%。 

2、沿线敏感点声环境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S366 道路新建路段道路红线外 55m 范围内区域敏感点

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其他区域敏感点噪声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S366 道路 S315 共线段道

路红线外 35m 范围内敏感点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

标准；其他区域敏感点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

准。金牛敬老院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 

3、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距路中心线 40 米、60 米处敏感点昼间、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 类标准区限值，距路中心线 80 米、120 米、200 米外敏感点

昼间、夜间均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区限值。 

4、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 

（1）车流量与噪声周期性规律。由 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可见，道路高峰车

流量分别在 8:00~10:00、13:00～15:00，最小车流量为在 01:00～04:00。 

（2）相关性。噪声值随车流量的增加而增大，随车流量的减少而减小，相

关性较好。 

（3）车型比。目前道路的车型比为分别为大车：中车：小车=0.26:0.1:1，与

环评中预测的比例 0.43:0.27:1 较为相似，其中实际大车、中车比例较小。 



5、沿线敏感点声环境评估结果 

根据监测以及预估结果可知：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预估值均满足相应标准

要求。 

6、地表水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可知，潜南干渠各监测因子浓度值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Ⅳ类水质标准。本项目运营期间公路不排放水污

染物，对其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验收路段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

设计、施工、运营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未对当地

环境造成明显影响；该工程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工作效果显著，取土场和临时

场地均进行了恢复或者利用；本调查报告认为，S366 道路不存在《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九条不予验收的情形，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对后期公路沿线可能超标敏感点进行跟踪监测，视实际监测情况及时采

取降噪措施。 

2、加强风险事故防范中的应急培训与演练，提高其应急措施能力。 

 

合肥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2023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