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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

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

和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

金均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07年 8月正式开工建设，2013年 4月电站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投

入试生产，经自查基本满足验收要求之后，九寨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月委托成都创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接

受任务后，成都创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随即开展项目的现场调查工作和资料收集

分析工作，督促建设单位开展环保问题整改，并于 2018年 3月委托成都合力新创

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初步环境监测工作，于

2021年 3月委托四川中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的环境监测工作。2021年 3月，成都创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四川省

白水江多诺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021年 4月 2日，九寨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技术专家、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环评与设计单位、监测单位及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单位等召开了多诺水

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通过对照《建设项目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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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验收工作组意见为本项目环保设施验收合格，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九寨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环境管理机构，负责各方面的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并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定岗定员，岗位责任制，负责各

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该建设项目制定了环保设

备日常运行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维护。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九寨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完成

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备案工作，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3）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基本落实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环境监测计划。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建设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无需说

明。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建设项目为水电建设项目，运营期无废气排放，不涉及防护距离，且周边无

居民、学校等敏感点，无需搬迁。

（3）鱼类增殖放流措施

环评要求需在香扎沟内缓坡地选址新建一座人工繁殖放流站，开展中华裂腹

鱼、齐口裂腹鱼、重口裂腹鱼、嘉陵裸裂尻等当地适生且人工繁殖成功的主要特

产经济鱼类进行驯养繁殖。每年培育各种鱼的大规模鱼种 2～3万尾，投放于白

水江上、中、下游，投放鱼苗规格为 5～8cm。鱼类增殖放流站由多诺电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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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投资建设，建成后也由其管理，并保证长期运行。

建设过程中，根据已批复的《四川省白水江多诺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方案调

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技施阶段从整个白水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角度出发，项

目拟采用异地建站措施以减缓水电开发对白水江流域的鱼类资源的影响。建设单

位于 2021年 3月与彭州涌泉冷水渔业有限公司签订《白水江流域联合建站及增

殖放流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由九寨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彭州涌泉冷

水渔业有限公司支付改造、科研、咨询及鱼苗费用等，并依托其场地和技术，每

年增殖培育规格为 5～8cm的中华裂腹鱼、齐口裂腹鱼、重口裂腹鱼、嘉陵裸裂

尻 2～3万尾投放于白水江流域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4）生态流量的下泄措施

项目原环评及批复要求于首部放空洞闸门井内，设置直径 70cm的下泄管道，

下放不低于 1.7m3/s的生态流量，并对下泄流量进行监控。

在多诺水电站工程技施设计阶段发现，按原环评要求从坝内直接埋管下泄生

态流量对大坝本身会造成较大安全隐患，故需要调整。2013年 2月，建设单位

委托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四川省白水江多诺水电站

生态流量下泄方案调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以川环审批

[2013]190号文进行批复（见附件），该专题报告及批复要求拟采取在 1#施工支

洞口设置 1台生态机组(具有消能作用)，利用压力管道自多诺水电站引水隧洞取

水发电的方式下泄不小于 1.8m3/s的生态流量。并对多诺电站导流放空洞出口至

生态机组厂房间 1.3km的河段，工程采取修建滚水坝、引用二道桥沟沟水形成人

造水域景观的措施，前 800河段拦蓄导流放空洞泄放水量形成雍水景观，后 500m

河段拦蓄二道桥沟水形成跌水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河段减水对水生生态及河

道景观的影响。

根据调查，在生态机组未建成运行前，项目通过放空洞控制下泄生态流量大

于 1.8m3/s。

目前项目已按《四川省白水江多诺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方案调整环境影响专

题报告》及其批复要求，在 1#施工支洞口设置 1 台装机容量 1800Kw 的生态机

组并投入运行，下泄不低于 1.8m3/s的生态流量，通过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

并将数据导入华南水电第三方数据接入查询系统。并对多诺电站导流放空洞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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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生态机组厂房间 1.3km的河段，工程采取修建滚水坝、引用二道桥沟沟水形成

人造水域景观的措施，前 800河段拦蓄导流放空洞泄放水量形成雍水景观，后

500m河段拦蓄二道桥沟水形成跌水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河段减水对水生生

态及河道景观的影响。

（5）运行期厂房生活废水的处理措施

环评提出多诺水电站运行期需根据《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处理规划设计规范》

(DL/T5064-1996)的规定，为防止淹没于多诺水电站水库内的树木、杂物等对水

体的污染和对水库安全运行的影响，在水库蓄水前必须对库底进行清理。

建设过程中，项目于 2012年 9月 12日前完成清库工作。根据九寨沟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关于白水江多诺水电站库底卫生清理的报告”，项目清库验收合格，

满足蓄水要求。同时，项目运行期产生的生活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

回用于绿化，并加强油品管理和生活垃圾管理，极大程度地避免了项目运行对水

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6）水土保持措施

项目委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公司开展施工期水土保持监理工

作，委托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2017年 9

月，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四川省白水江多诺水电站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报告》，并于 2017年 11月单独开展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会，四川省水利厅以川水函【2017】1775号文通过项目水保验收。

（7）减水河段用水补偿措施

环评提出项目需采取修建引水渠的方法对减水河段内的班藏引水管、四道城

引水渠、酒房灌渠等取水点进行补偿，需对南林局电站予以一次性经济赔偿。

根据调查，九水公司与玉瓦乡政府多次进行了实地勘察后达成酒房组、玉杏

村等灌溉水渠的补偿协议，减水河段的水渠由玉瓦乡政府组织村民自行恢复，九

水公司给予玉瓦乡政府经济补偿，九水公司不再承担因减水河段水渠灌溉影响所

产生的其他费用。九水公司与南林局签订协议，一次性支付所征阿坝州南坪林业

局 127林场小型水电站 1座设施补偿费。

（8）移民安置

根据九寨沟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关于多诺水电站永久征用耕地和安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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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函”（九扶贫移民[2011]32号），项目需搬迁安置 100人，生产安置 177人。

目前项目已落实相关工作，所有搬迁补偿工作已完成。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验收意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各项环保措施已落实到位，

无需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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